
卷五 

（一）道路交通 （二） 橋樑津渡 

主要的聯外橋樑部份： 

• 五分吊橋 

位於五分里安康路四一四巷南側的堤防外；建於日治時期大正七（民國 7 ）年，

係本區跨越基隆河最早的一座煤炭運輸專用吊橋。吊橋橋面早在民國六十年間，

因斷掉而拆除，今殘留北河岸的橋柱。此座吊橋橋面架設輕便鐵路，運輸內溝地

區五份、聯豐、叭嗹煤礦和大邱田南側的友華、蓬萊煤礦，以及大湖公園西側的

豐田煤礦（金湖路上的臺北市汽車駕訓班舊址）所產的煤炭，送往南港火車站儲

煤場，再利用火車轉運到外地，對地方經濟產業貢獻良多。 

於 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十五日 ，經臺北市政府公告為「歷史建築」。 

 

2.內湖吊橋 

內湖吊橋原位置，在今日港墘路底西北側五十公尺處；係日治時期，「宮前町梘

頭道（大稻埕至梘頭）」跨越基隆河內湖港墘與松山上塔悠地區之間的聯絡橋樑，

竣工通行於昭和十（民國 24 ）年八月十九日；當日上午，由臺北州野口知事親

臨主持通車典禮，吸引了無數的鄉親前來觀禮，盛況空前。 

內湖吊橋興建總工程費計二萬五千三百六十元，其中臺北州政府負責一萬七千三

百六十元，內湖庄役場和地方熱心人士，各負擔四千元；上述款項、通行啟用典

禮費及地方熱心人士捐款等資料，均雕刻於「內湖橋紀念碑」上。內湖橋記念碑

今位於港墘路與堤頂大道路口西側處，在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底，重新立碑。 

內湖吊橋由於年久失修，存有潛在危險因素；因此，於民國六十七年九月起，改

建為水泥橋，六十九年元月完工，命名為「港墘橋」。八十一年間，為配合基隆河

整治計畫－－截彎取直工程需要，終於遭到拆除的命運。 

 

3.長壽吊橋 

長壽吊橋原位置在今新明路四五一巷底，係聯絡內湖週美地區與南港、松山間主

要的橋樑。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長壽橋」竣工，正式開放通行；本橋樑係由當

時任職台北市第二任官派市長的內湖鄉親游彌堅，為慶祝先總統蔣中正六秩華誕

（民國 36 年），倡議樂捐成立「興橋基金」，內湖鄉民紛紛響應，共同促成長

壽橋新建工程，造福地方。當時，蒙臺灣省主席魏道明，特題頒「長壽橋」鑴版，

釘附於吊橋兩端橋柱上。 

直至市轄之後，長壽橋更名為「成美吊橋」。 五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成美吊

橋耗資新台幣二百五十萬元整修費用，重新開放行人通行。七十年六月，成美吊

橋逾齡，進行封閉，等待拆除；之後，地方人士頃組成「成美吊橋養護委員會」，

向市府陳情保留，參與陳情者，有週美、行善里和南港玉成地區等民眾五百餘人。

同年八月，於北橋頭興建先總統蔣中正銅像乙座，並舉行揭幕典禮；以「坐鎮」

方式，做為保留本吊橋免受拆除之策略。 

https://nhdo.gov.taipei/ct.asp?xItem=21075&CtNode=3739&mp=124051


最後，市政府於七十三年，將本橋樑拆除；八十年十月，另新建竣工「成美長壽

橋」，僅供人行跨河陸橋之用。 

 

4.長壽橋 

長壽橋與長壽吊橋，係屬同一橋名，卻分別為兩座不同地點及橋型之橋樑。本橋

興建於民國三十七年，最初為混凝土橋柱的木面橋樑；四十二年，改建為水泥橋

面，是內湖與南港之間，唯一可行駛汽車的橋樑。 

民國五十年間，因橋樑老舊，不堪負荷，曾有公車經過，發生橋面斷裂為二；因

此，致使公車落水，溺斃二十餘名乘客之慘案。之後，再改建竣工於民國五十六

年一月；最後， 配合基隆河 截彎取直整治工程，而於民國八十五年間，將本座

橋樑完全拆除。橋下的石壁潭風光，曾是日治時期，內湖八大景之一。 

 

5.麥帥一橋、麥帥二橋 

麥帥一橋原名為「麥帥公路一號橋」，係興建竣工於民國 五十三年五月間。 八

十三年九月十五日，配合基隆河道拓寬工程，麥帥舊橋凌晨零時起封閉，即將進

行拆除工程；同時，開放便橋替代通行。八十九年十月十五日，雙層式麥帥一橋

之下層橋部份、南京東路引道段及環東大道開放通車。 

麥帥二橋，在民國八十五年間，新建完成正式通車。 

 

6.成功橋 

民國五十九年四月十日，跨越內湖、南港間的成功大橋，正式動工，總工程費四

千餘萬元；橋長二七六公尺，橋寬計二十公尺，兩側面各留有三公尺的人行步道。

六十年九月三十日，本橋樑完工通車。 

 

7.成美橋 

民國六十五年六月間，本橋樑完工通車。 

 

8.南湖大橋 

民國六十六年十月間，本橋樑新建竣工，正式通車。八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本

橋樑進行拓寬工作；直至八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完成長度有六百七十公尺，寬度

為十九 ~ 二十五公尺之工程。 

 

9.民權大橋 

民國七十一年九月一日，銜接內湖與松山地區的民權大橋，正式完工，開放通車；

橋樑和引道全長計有一一八 O 公尺，橋面最寬時，為二六 . 五公尺（無人行道

橋面寬僅有 24 公尺）。 

 

10.環東大道雙層橋 



本橋樑為跨越基隆河的雙弦拱雙層鋼拱橋，設定成上層橋進入市區，下層橋駛出

市區的單向快速道路；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底，開放通車。其跨距為一六六公

尺，拱高三十公尺，上下兩層各有二車道路幅；橋墩不立於基隆河道中，可防止

受沖刷和阻塞河水功能。橋樑夜間景觀妝點，乃採用二十二組電腦控制，可變色

的投光燈；每當夜幕低垂時，如彩虹般的多樣風貌，變化於圓拱橋體上，猶如一

場燈光秀。 

 

津渡部份： 

1. 五分渡 

舊址位於內溝溪與基隆河交匯口，是內湖五份、汐止社后及南港之間的「三腳渡」；

早期，係內溝、五份地區先民進出南港及汐止必經渡口。民國六 O 年代，東湖地

區連外道路及橋樑相繼完成後，船渡作業就因此而停擺。 

2. 羊稠渡 

舊址位於今成功橋下游約百公尺處；早期，是彎仔庄、葫蘆洲及羊稠地區先民，

通往南港的必經渡口。臺灣光復後，上游不遠處的石壁潭長壽橋竣工通車（民國 

37 年）之時，本渡口作業就因此而停擺。 

3. 上洲尾渡 

舊址位於成美橋下游約二百公尺處，即今新明路四五一巷底的長壽人行陸橋位置。

早期，是上洲尾庄先民，通往南港、松山的必經渡口。民國三十七年二月，長壽

吊橋完工通車後，本渡口作業就因此而停擺。 

4. 下洲尾渡 

舊址位於新明路六二一巷底；早期，是下洲尾庄先民，通往松山老街的必經渡口。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長壽吊橋完工通車後，本渡口作業，也隨之而停擺。 

5. 粉寮渡 

舊址位於民權大橋下游約百公尺處；早期，是粉寮地區先民，通往松山的必經渡

口。民國二十四年八月，港墘吊橋竣工通車後，本渡口作業，也隨之受影響，一

直到臺灣光復後的民國六 O 年代，就正式停擺了。 

6. 港墘渡 

舊址位於港墘路底下游五十公尺處，即內湖吊橋舊橋址。早期，是內湖庄先民，

通往松山、大稻埕的必經渡口；同是內湖地區，民生物資利用基隆河航運的進出

口轉運站。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港墘吊橋完工通車後，本渡口作業，也隨

之而停擺。 

7. 北勢湖渡 

舊址位於今堤頂大道二段與內湖路一段交叉口之北勢湖環保公園南端附近，即在

北勢湖老街上的福德祠、承天宮旁。早期，是北勢湖庄先民，通往松山下塔悠的

必經渡口。直到民國七 O 年代，本渡口作業，才正式劃下休止符；是本區津渡中，

最後停擺的渡口。 

圖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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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詭譎的捷運內湖線，原由行政院於八十二年八月七日，核定以「中運量、高

架式」方式興建，全線長度約一二 . 九公里；設置十一個車站及機場一座。當初，

規劃的路線是接木柵線中山國中站，往北經復興北路地下穿越松山機場、基隆河，

再經北安路到大直自強隧道南端的圓環東側出土後，以高架路線方式，向東順著

內湖路、文德路、成功路、康寧路三段，進入南港經貿園區。 

當時，為了爭取提早完工的時效，以及內湖線是木柵線同一系統的延伸線等因素，

捷運局傾向採取同樣的中運量「馬特拉」系統；不幸，木柵線在八十二年間，因

系統測試階段，發生輪胎意外起火（火燒車）等事故，所以導致市議會捷運調查

專案小組，在八十二年十月八日做成決議，暫時凍結細部設計預算，內湖線則改

採高運量系統，重新評估。 

直到八十六年四月，臺北市議會交審會更做出「高運量、地下化」施工的決議；

同時，解凍內湖線新台幣三百六十四億元的工程預算款。讓為了究竟要採取地上、

地下或中運量、高運量，一直紛擾不停的議題，終於，露出一道曙光。但是站在

捷運局的立場，認為內湖延伸線原為中央核定的中運量系統，若是改採「高運量、

地下化」方式興工，勢必從頭規劃起，對於土地的取得、建設經費，都會形成一

大問題，可能在十年內，無法順利竣工。於是八十八年五月份，捷運局在內湖地

區，連續辦理三場「內湖線規劃案」公聽會，與會大多數的民眾，仍然主張高運

量、地下化系統；民眾擔憂的是木柵線頻傳意外事件的再發生，因此，拒絕馬特

拉系統重現內湖線。 

最後，臺北市政府市政會議在八十九年五月九日正式通過提案，依照原先行政院

核定的高架、中運量方式施工；隔年元月九日，再經台北市議會表決，以廿七比

十七票通過內湖線高架化、中運量案，棄權三人，其中內湖選區議員一致投下反

對票。 



回顧此案的發展，可謂「一波三折」！捷運局苦於籌措高運量及地下化昂貴的費

用、漫長的工期和地下管線等棘手問題，使得地方民意提議的「高運量、地下化」，

終於成為泡影，七年餘漫長的討論，又回歸原點！ 

修正後的捷運內湖線，新增加松山機場站，路線是從木柵線中山國中站的尾軌，

高架沿著復興北路向北，到民族東路口轉向東，順著松山機場南側，以引道段、

入土段駛入地下後，至台北航空站前，第一、第二停車場北側，設置松山機場站；

之後續朝北穿越松山機場、基隆河，接原來規劃的路線。修正路線全長為一四 . 

八公里，總經費增為六百六十七億元。 

捷運內湖線首先動工的路段，是行經大直地區的 CB420 區段標工程，在九十一

年五月廿三日上午，舉行開工動土典禮，由馬英九市長親自主持；此區段標工程

是大陸工程公司及日商鐵建營造公司聯合承攬。接著於九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動

土施工的松山機場段 CB430 區段標工程，是由泛亞工程公司承攬。最後動工的

是高架標 CB410 區段標工程，在同年七月十三日上午舉行動土典禮，總統陳水

扁先生、行政院林信義副院長、臺北市長馬英九、前臺北市長黃大洲及多位民意

代表等貴賓蒞臨參加；該區段標工程由工信工程公司承攬。這三大區段標工程的

動工，象徵內湖線已進入全面施工階段，假若工程進行順利的話，預定於九十七

年六月完工通車(註：98 年 7 月正式通車)。 

如今，捷運內湖線終於全面動工了，伴隨而來的是交通問題，如何將「交通黑暗

期」轉為「快樂的期待期」？勢必依賴捷運工程局與市府其他單位，以及民眾的

密切合作，方能把交通的衝擊，減低到最小程度；目前，市府也已規劃實施交通

維持措施，包括替代道路、增闢公車路線、規劃公車臨時站及接駁位置等，同時，

鼓勵民眾多多搭乘公車，並贈送紓解交通的文宣品及提供信息電子報，期待民眾

多配合使用。 

依據捷運局東區工程處許明華主任秘書表示，施工期間的施作噪音問題，捷運工

程局與承包廠商都有妥善的因應對策；例如要求廠商應以低噪音的機具施工；大

音量的工程安排在白天施工，小音量的則放在夜間，儘量以不影響鄰近住戶的安

寧為原則；但是，遇到特殊的連續壁施工時，則無法避開時間的因素，原因是連

續壁的工程，中途是不能停頓下來的；所以，事先會與當地里長溝通，請代為轉

告給里民了解。有關學童的上下學交通安全事項，東區工程處土木科及工務所，

都有對口的承辦單位主動與各學校聯繫，尋求最佳的因應之道。另外，也可利用

各工區圍籬上的申訴電話標識反映處理。 

捷運內湖線的特色，計有一、松山機場站是目前捷運系統中，唯一路上與航空運

輸聯合的轉運站；松山機場站與潛遁隧道，也是國內唯一地下穿越機場的捷運路

線。二、連結「內湖科技園區」與「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將帶動本市未來科技產

業重要的發展。三、高架穿越中山高速公路及環東快速道路底下。 

 

■ 附 錄 ■ 



□ 『捷運內湖線藉由捷運設施之建築，融合地緣特性為景觀設計，搭配車站公共

藝術的美學意象，塑造一條具有現代科技、地域特性及美學意念的捷運系統，將

「空中之河」航入多貌的內湖都會環境。』 捷運內湖線內湖區域內，較具有特色

的站體介紹： 

● 西湖站 ∕ 

車站型式：高架四層島式月 臺 

站體特色：展現西湖區域住宅城鄉風貌，以充滿自然氣息的「蝶舞」和「花語」為

主題，站體輔助色系以鮮豔明亮的鵝黃和橙黃為主。 

● 大湖公園站 ∕ 

車站型式：高架三層側式月臺 

站體特色：搭配大湖公園週邊的自然景觀，以白色桅桿及藍色弧形金屬屋頂版，

表現帆船於藍天白雲下巡航的意象 

● 葫洲站 ∕ 

車站型式：高架三層側式月臺 

站體特色：表達較靜態的都會景觀，簡潔明朗、色彩繽紛的意象。 

 

捷運內湖線各車站位置暨車站形式 

編

號 
車站名稱 車站位置 車站造型與月臺型式 

BR 
松山機場

站 
松山機場前停車場內 地下車站島式月臺 

B1 大直站 北安路 458 巷 41 弄與大直街交叉 地下車站島式月臺 

B2 劍南路站 北安路與北安路 821 巷口、劍南路附近 
特殊車站造型側式月

臺 

B3 西湖站 內湖路一段 285 巷巷口西湖市場東南側 
特殊車站造型島式月

臺 

B4 港墘站 
內湖路一段與港墘路口西側 (內湖高工

前) 

一般造型車站側式月

臺 



B5 文德站 文德路 101 巷口東側 (內湖高中西側) 
一般造型車站側式月

臺 

B6 內湖站 成功路四段與金龍路口西側 
一般造型車站側式月

臺 

B7 
大湖公園

站 
成功路五段與大湖山莊街口 

特殊造型車站側式月

臺 

B8 葫洲站 成功路五段與康寧路三段路口東側 
一般造型車站側式月

臺 

B9 東湖站 康寧路三段 (南湖高中前) 
一般造型車站側式月

臺 

B10 經貿北站 南港經貿園區 50 公尺二號道路 
一般造型車站側式月

臺 

B11 經貿南站 南港路一段與研究院路口東北側 
特殊造型車站島式月

臺 

 

捷運與地方研討之相關會議紀錄 

會議日

期 
會 議 名 稱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備 註 

民 國 

91.05.10 

內湖線  DB145 

標植栽移植及

景觀工程介面

協調 

1. 有關各單位所提之設計原則，請細設

顧問納入設計考量，其中公園處所提之

捷運路軌雨水利用為灌溉水乙項，請細

設顧問公司提供評估可行性資料。 

2. 未開闢之計畫道路因非屬本局路權，

其人行道則請細設顧問不予納入設計範

圍，留待新工處自行闢設，而與捷運車

站相鄰之既有人行道一律採用高壓塊

 



磚，圖案及顏色則配合車站廣場，相關

介面已收邊處理。 

3. 請公園處於五月底前現勘確認需植

移及移除之樹種，並正式來函告知，以

便捷運局辦理宣導事宜。 

4. 有關大花紫薇為內湖區主要行道樹

種，亦請公園處正式來函確認。 

5. 有關 B9 站安康公園辦理民眾說明

會事宜，請細設顧問準備彩色圖說後，

由捷運局第二處 ( 三課 ) 另案擇期召

開說明會。 

6. 有關 B11 站周邊人行道配合新工處

更新介面計畫，由捷運局第二處 ( 一

課 ) 辦理相關工程介面協調事宜。 

7. 有關公車彎設置事宜，請捷運局第一

處儘早與相關交通單位協調確認，以利

細設顧問設計作業。 

民 國 

91.06.19 

捷運系統內湖

線  B3 車站與

西湖市場共構

改建工程設計

需求研商會議 

1. 西湖市場攤商原則分配於地面層及

二樓，有獨立之進出口，因捷運車站穿

堂 ( 連通 ) 層係位於四樓，故設計上

將考量於二樓設置連通道，使市場與捷

運旅客進出之樓梯相連通；另有關市場

所需之辦公室、儲藏室、垃圾冷藏室，

低溫保管、搬運、揀貨及運輸等設備所

需之硬體空間，一般貨物進出動線及卸

貨空間，特殊管道空間及功能需求等，

請市場管理處併同攤商整合後之營業型

態， 於九十一年八月底前，將相關書面

資料提供本局，以利進行設計作業。 

2. 西湖市場共構改建大樓，預計最晚將

於九十三年中動工，請市場管理處自行

推估臨時攤棚之動工時程，另本局亦將

於設計完成取得建照執照前，正式函知

市場處本大樓之開工時程。 

3. 基於都發局及工務局建管處，皆函示

都市計畫說明書所載原停車場所需之 

 



210 部停車位，得以停車塔方式興建，

考量本共構改建大樓之施工合理性，地

下室以設置法定停車位為原則，未來由

停管處管理之 210 部停車位，則以停車

塔方式興建；至於停管處表達意見，建

議將 210 部停車位設於本大樓地下室

乙節，將因此需增加地下室樓層數而涉

及開挖與抗上浮力基礎等工程費用之增

加（初約需三億元），該部分經費基於

分擔公平性，應由停車管理處全額負擔，

請停管處評估後再議。 

4. 社會局所需空間以一層樓所能容納

之範圍，並考量設置於六樓為原則，設

施設備、隔間與高度等空間需求，空間

使用型態與特殊保護規定等，請於九十

一年六月底前，提供書面資料予本局，

以利進行設計作業。 

5. 內湖區民活動中心面積以  150 至 

200 坪 以內為設置原則，需設舞台，但

不需考量固定式座椅，另應設置一間容

納五個人的辦公室及儲藏空間，因法規

有相關所在樓層高度之限制，故本活動

中心以設置於三樓為原則。 

6. 捷運警察隊所需之空間，以設置於五

樓一層為原則，設計上將考量以最直接

之路徑通往捷運車站，以利捷運警察處

理緊急事件，細部空間調整將於基本設

計圖面完成後，再行探討。 

7. 捷運公司所需 840 平方公尺維修中

繼站，以設置於四樓為原則，另提供 2 

部大型及 25 部小型維修車位，有關維

修中繼站所需之隔間需求，請公司於六

月底前提供書面資料，以利進行設計作

業；本共構改建大樓以容積率許可之最

大開發規模，進行基礎設計，並預留未

來可供增建之彈性，故地下室多餘之法

定停車位，於未來增建單位未進駐前，



將暫供作轉乘停車位使用，並交由捷運

公司管理。 

8. 各參建單位應分攤本共構改建工程

之經費，請中華顧問工程司於六月底前，

分設計費及施工費分別估算後，供本局

確認，以函請各參建單位編列預算。 

民 國 

91.07.02 

捷運內湖線文

德站規劃方案

研討會 

1. 捷運內湖線文德站停車塔之噪音控

制，需符合環保法規之規定，請中華顧

問納入設計檢討。 

2. 停車塔及捷運設施與社區公園間之

周界，須設置阻隔設施。 

3. 停車塔之外觀以配合捷運車站之主

題設計，色彩以柔和、簡潔為主，規劃

結果如附件一，另請規劃清洗設備，以

維外觀清潔。 

4. 有關停車塔車輛出入動線，經考量儘

量降低對鄰近住戶之影響，規劃動線如

附件二。 

5. 另有關謝里長建議捷運文德站停車

塔之停車費，請考量優惠當地里民乙節，

建議完工後由營運單位捷運公司統籌考

量。 

 

民 國 

92.06.05 

捷運系統木柵

延伸（內湖）線

內湖站工程用

地範圍內，拆遷

本市成功路與

金龍路口土地

公廟違建會勘 

1. 土地公廟代表鄭阿良表示：（ 1 ）同

意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委請臺北市道

教會協助先行將神像遷移，以利拆除土

地公廟。（ 2 ）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

局於現地整地興建停車場，請評估可否

將土地公廟暫予保留，並請臺北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於四十天後，協調臺北市

政府財政局，將管有臺北市內湖路二段

四八 0 號旁空地，提供土地公廟遷移使

用。 

2.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東區工程處

表示：為維持基地之完整性，及配合交

 



通維持計畫，土地公廟應如期於九十二

年六月十一日起拆除。 

3.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路權室表示：

基於工程需要，土地公廟仍應如期拆除，

本局將儘速委請臺北市道教會， 協助圓

滿完成廟內神像遷移，並在不違背相關

法令規定之原則下，協調臺北市政府財

政局處理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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