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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替代方案 

依據環保署「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中原所列之替代方案，

包括零方案、開發地點替代方案、技術替代方案及環保措施替代方案等四項。

本案依106年10月3日範疇界定會議結論(一)決議，除了確認本案以「生態社子

島」為主方案，替代方案尚包括「零方案」、「技術替代方案」及「環保措

施替代方案」。各替代方案摘要表如表10-1所示，相關內容分述如下： 

10.1 零方案 

零方案為不做任何開發，並將社子島地區保持原貌，雖對環境未加

以擾動或影響，惟對社子島地區之土地使用、公共設施、綠化環境及社

會福利等社會經濟環境並無提升，因應本計畫之開發提出適當且具體減

輕對策，將可有效降低負面影響，進而提升整體之正面效益。 

未來社子島開發後，可提供社子島居民生命及財產之安全居住環境，

免於水患威脅，另可兼顧臺北都市地區保育功能並建立便利、舒適、人

性化之全新社區，符合在地居住、就業、就學及休閒之目標，將有利於

臺北市地區之整體發展。 

10.2 開發地點替代方案 

臺北市政府以整體規劃方式進行社子島地區各項公共工程，優化當

地環境、提升居民生活品質、改善公共設施不足及居住安全，並兼具親

水、景觀及土地開發等多功能目的，故無開發地點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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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替代方案摘要表 

替代方案 有 無 
未
知 

內容 
預計目標年可能之
負面環境影響 

與主計畫之比對分析 

零方案    
本計畫不
執行 

社子島地區之土地
使用、公共設施、
綠化環境及社會福
利等社會經濟環境
仍處於現況髒亂停
滯不前。 

本計畫如不做任何開發，社子島將
保持原狀，該方案雖對環境未加以
擾動或影響，惟對社子島地區之土
地使用、公共設施、綠化環境及社
會福利等社會經濟環境並無提升，
但若本計畫開發提出適當之減輕對
策，已可將部份負面影響予以提升
正面效益。 
未來社子島開發後，可提供社子島
居民生命及財產之安全居住環境，
免於水患威脅，另可兼顧臺北都市
地區保育功能並建立便利、舒適、
人性化之全新社區，創造文教、娛
樂及居住功能協調之新都市空間意
象，將有利於臺北市地區之整體國
家發展。 

開發地點
替代方案 

   -- --  

臺北市政府以整體規劃方式進行
社子島地區各項公共工程，優化當
地環境、提升居民生活品質、改善
公共設施不足及居住安全，並兼具
親水、景觀及土地開發等多功能目
的，故無開發地點替代方案。 

技術規劃
替代方案 

   

大地工程 

預計施工目標年可
能對居民環境有影
響。對於營運階段
(完工階段)目標年
無影響。 

由於社子島屬軟弱地層，故規劃以
地盤改良工法來增加地層強度及
降低沉陷，目前常用於處理粘土壓
密沉陷之工法，包括垂直排水帶
(PVD)、填土預壓、排水砂樁、生
石灰樁等。考量垂直排水帶(PVD)
工法可以較有效處理計畫 30 公尺
之改良深度且工期較短，故目前採
垂直排水帶工法進行地盤改良。 

地改範圍 

將地質改良範圍依壓密沉陷量及
用地性質，初步規劃兩種改良方
案，因考量工程經濟效益，本計畫
採 PVD 及預壓填土之改良範圍為
壓密沉陷量≧20cm 之道路及路寬
兩側各加 3m寬度之範圍。 

土石方運
輸作業 

施工期間土石方運輸對於居民生
活環境影響。 

施工方式 

本計畫大面積之開發，涉及居民居
住問題甚大，為善安置當地居民優
先以分期分區進行施工規劃，先建
專案住宅後拆遷方式，以解決居民
居住問題。 

環保措施
替代方案 

   
低碳規劃
及綠色運
輸 

對於營運階段 (完
工階段 )目標年無
影響。 

探討社子島低碳之規劃及綠色運
輸，外來之汽油、柴油車均停於區
外，改用區內設置之電動車輛(貨
車、工程車獲准可進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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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技術替代方案 

(1) 大地工程 

由於社子島屬軟弱地層，故規劃以地盤改良工法來增加地層強度及

降低沉陷，目前常用於處理粘土壓密沉陷之工法，包括垂直排水帶(PVD)、

填土預壓、排水砂樁、生石灰樁等。考量垂直排水帶(PVD)工法可以較有

效處理計畫30公尺之改良深度且工期較短，故目前採垂直排水帶工法進

行地盤改良。 

 

表 10.3-1 壓密沉陷工法比較 

方案 
主方案 替代方案 A 替代方案 B 

垂直排水帶(PVD)+填土預壓 排水砂樁 生石灰樁 

方案

特色 

1. 有效處理之深度較深(至少

可達 30公尺) 

2. 施工期較短 

3. 對環境影響較小  

1. 施工期較短 

2. 對環境影響較小 

施工期較短 

影響

面向 

施工經費較高 有效處理深度較淺

(僅能達到 20公尺) 

1. 對環境影響較大 

2. 有效處理深度較淺

(僅能達到 20公尺) 

 (2) 地改範圍 

將地質改良範圍依壓密沉陷量及用地性質，初步規劃兩種改良方案，

因考量工程經濟效益，本計畫採 PVD及預壓填土之改良範圍為壓密沉陷

量≧20cm之道路及路寬兩側各加3m寬度之範圍。未來土地所有權人就其

土地使用強度及各項專業因素再進行綜合考量是否進行地改之需求，以

下作兩方案之比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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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3-2 壓密沉陷地質改良方案 

方 

案 

主方案 替代方案 

壓密沉陷量≧20公分之道路及路寬兩側

各加 3公尺寬度範圍 

壓密沉陷量≧20公分範圍 

  

說

明 

1.改良面積約 50.5公頃 

2.經費約 20億元 

3.工期約 6個月 

1.改良面積約 219公頃 

2.經費約 88億元 

3.工期約 22個月 

 (3) 土石方運輸作業 

本計畫目前規劃以陸運方式進行土石方運輸作業，其運土路線以延

平北路及社子大橋為主；另考量社子島三面環水，且依社子島特有地理

條件，故擬以陸運+河運為可能之替代方案，以下作兩方案之比較說明。 

 

表 10.3-3 土石方運輸方案比較 

方案 
主方案 替代方案 

陸運 陸運(主)+河運(輔) 

方案

特色 

1.運輸費用較低 

2.不會有鄰近河域與溼地生態影響 

1.道路交通、噪音影響小 

2.所需時間較短 

影響

面向 

1.鄰近交通、噪音衝擊較大 

2.所需時間較長 

1.水域溼地生態及鄰近河域影響 

2.運輸費用昂貴(車輛+河運+設臨時碼頭每

座約需 500萬) 

(4) 施工方式 

本計畫大面積之開發，涉及居民居住問題甚大，為善安置當地居民

優先以分期分區進行施工規劃，先建專案住宅後拆遷方式，以解決居民

居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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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3-4 施工方式比較 

方

案 

主方案 替代方案 

分期分區施工 全區施工 

方

案

特

色 

1. 先遷後拆，妥善安置當地居民。 

2. 拆遷阻力小 

3. 每期施工受影響安置戶數少 

4. 每期施工時間短 

5. 每期給付之居民安置費用低，對市

府財政壓力較小 

1. 開發行為對人影響較小 

2. 施工期程較短 

3. 工程界面單純 

影

響

面

向 

1. 開發行為對人影響較大 

2. 施工期程較長 

3. 工程界面複雜 

1. 居民無法立即區內安置 

2. 拆遷阻力大 

3. 整體開發受影響安置戶數多 

4. 整體開發時間長 

5. 短期內給付之居民安置費用高，對

市府財政壓力較大 

10.4 環保措施替代方案 

(1) 施工期間 

在施工期間的環保措施替代方案均於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

中，針對各影響項目均擬定能達到與主方案相同之預防減輕對策且規劃

完整具代表性之環境監測計畫，能在施工前、中、後各階段完善的監視

及控制整體開發對環境的影響。 

(2) 營運階段(完工階段) 

在全區開發之後，環保措施之交通運輸替代方案則規劃低碳規劃及

綠色運輸，在島內以低碳設施或措施以及綠色運輸的發展，使民眾於良

好的環境中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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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4-1低碳社子島方案比較 

方

案 

主方案 替代方案 

針對交通運輸服務水準擬定因應對策 規劃低碳規劃及綠色運輸 

內

容 

1. 施工階段將限制各階段施工尖峰

期間運土車輛為 46輛/小時，其他

運輸車輛為 3輛/小時，以維持交

通順暢。施工期間(工程車輛)道路

服務水準介於 A~D之間，尚屬通

行無礙。 

2. 營運階段運輸需求預測，採用不同

情境假設(詳閱第 7章 7.5節)。與

現況調查相比，服務水準亦介於

A~D之間，僅新闢 5-5~5-1道路服

務水準為 E。針對交通運輸服務水

準在D級以上擬定各種因應對策。 

3. 增加電動車及大眾捷運路網 

4. 設計供充電之停車位及外車集中

停放。 

5. 區內綠色運輸接駁等新型態節能

運具。 

6. 以分期規劃逐步完善的方式，建立

低碳社子島 

1. 施工期間，外來之汽油、柴油車均

停於區外，改用區內設置之電動車

輛(貨車、工程車獲准可進入)。 

2. 集中停車區域、外來之汽油、柴油

車均停於區外，改用區內設置之電

動車輛。 

3. 增加電動車及大眾捷運路網 

4. 設計供充電之停車位及外車集中

停放。 

5. 區內綠色運輸接駁等新型態節能

運具。 

6. 以分期規劃逐步完善的方式，建立

低碳社子島 

影

響

面

向 

1. 交通的影響雖無明顯差異，但因施

工期程較長，需強化交通維護計

畫，避免造成民眾不便。 

2. 要加強各工程施做時的工程界面介

接，避免民眾出入不便或路線複雜。 

3. 增加電動車及大眾運輸系統對社子

島交通環境有正向影響。 

4. 分期規劃逐步完善的方式進行低碳

社子島的建立，輔以市政宣導假以

時日，使民眾及早接受低碳社子島

的概念並落實於生活中。 

1. 施工期間貨車、工程車獲准可進

入，但因施工期程長且單位眾多，

需要規劃相關管理方案。 

2. 如實施全區電動車相關措施，除居

民購置電動車費用高外，居民原使

用之交通工具，在具有法源依據之

前，無法源規範其使用。 

3. 社子島無多餘的集中停車區域可供

停車，其設置區內電動車輛數，需

規劃具體停放數量、地區及其相關

配套措施。且亦在有法源依據之

前，無法促使進入社子島者，改用

區內設置之電動車輛。 

4. 分期規劃逐步完善的方式進行低碳

社子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