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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捷運採民間參與方式評估 

前言 

長久以來，公共建設均需仰賴稅收；但不論中央或地方都逐漸面臨「預

算有限、需求無限」的困境。因此在民眾需求愈來愈多，但是歲入、

預算都有限的情況下，新時代政府的智慧正被受考驗。 

然而「有多少錢做多少事」的陳規，在高雄已被打破。近年來，高雄

市政府積極以「政府推動、民間參與」的模式來推動重大公共建設，

這樣的做法扭轉過往習慣，改以「想做多少事、去找多少錢」的創新

思維，讓建設跳脫經費預算的限制而被快速推動，展現政府企業化的

高效率。 

促進民間企業參與公共建設是中央的政策，高雄市是最積極推動促參

的縣市。近年高雄成功地以這樣的方式推動許多重要公共工程，不僅

帶動城市整體發展，更讓許多政府獨力難以顧及的部分，藉由民間的

參與，共同提昇市政品質，讓各項建設得以永續發展。 

同時促參案所獲得的利益，不只是為政府及納稅人省下大筆建設費，

同時更創造出大量的就業機會，進一步活絡景氣、提昇高雄能見度，

對社會貢獻非常大。 

高雄市政府未來有更多全台灣首創的構想與新案要陸續推動，市府也

將以更積極、更開放的態度，來從事促參案。尤其將盡全力確保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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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利潤，創造更多成功經驗，以吸引更多廠商前來「投資高雄」，

一同加入高雄未來榮景! 

民間參與方式之效益 

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紅、橘線路網建設計畫（以下簡稱

本計畫）原核定長度共計 42.7公里，設有 37 個車站，建設經費

84年 8月 15日奉行政院台 84交字第 30139號函核定為新台幣 1952

億元，經費分擔方式係依扣除自償（總經費 11%）部分後，中央

分擔 75%,地方分擔 25%。 

本計畫總經費原奉核定 1952億元，自償率僅達 11﹪，嗣採

民間參與方式推動，並經甄審委員會依民間投資人（高雄捷運股

有限公司）提出之財務計畫書評定本計畫未具完全之自償能力

後，總建設經費修訂調降為 1813.79 億元（詳如表一），包含自

償部分之民間投資額度 304.9億元，以及非自償部分之政府出資

1508.89 億元（含政府辦理事項經費 461.19 億元，及政府投資額

度 1047.7億元），計畫自償率提高為 16.81％，自償及非自償規

劃詳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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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參法第 25條規定：「本條例獎勵之交通建設，經甄審委員會評定其建設
投資依本條例其他獎勵仍未具完全之自償能力者，得就非自償部份由政府
補貼所需利息或投資其建設之一部」 

自償部份 304.9億元

 
非自償部份 1047.7億 

土地、基本設計、都市
計畫、拆遷補償、環
評、IV&V等 

461.19億元 

民間投資 民間投資 政府投資 政府投資 

民間辦理 政府辦理 

「政府對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補貼利息或投資部分建設辦法」第九條 

民間興建、政府勘驗付款、民間經營或使用 

圖一：自償及非自償財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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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興建期政府及民間投資額度表 

民間工作範圍 
政府辦理事項 

政府投資範圍 民間投資範圍 

1.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2.工務行政費 

3.三鐵左營站共站 R16車
站結構體 

4. 捷運紅線R11車站（高
雄火車站）共構費用： 

5.營建管理及顧問費 

6.工程監造費 

7.物價調整費用 
8.其它 

1.細部設計 

2.土建工程 

3.民間投資範圍以外
之機電系統，包括: 

環境控制系統 

廠站及路線水電設施 

電梯/電扶梯 

 

1.電聯車輛 

2.號誌系統 

3.供電系統 

4.通訊系統 

5.軌道工程 

6.月台門系統 

7.自動收費系統： 

8.機廠設備 

461.19億元 

(25.43%) 

1,047.70億元 

(57.76%)。 

304.90億元 

(16.81%) 

建設成本合計 1,813.79億元（100﹪）  

茲就高雄捷運紅橘線採民間參與方式推動之效益，從建設經費、

完工時程及政府人力三個層面之比較分析如下： 

一、建設經費 

² 「傳統方式」：1952億元，全由政府出資。 

² 「民間參與」：1814億元，其中政府出資額度 1508億元，

相較原核定計畫減少約 444億元，相關比較詳圖二、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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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各級政府分擔經費調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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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建設經費調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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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時程控制 

² 「傳統方式」： 

就台北捷運同為地下段施工之類似經驗觀之，採傳統方式發

包興建，不含設計時程，南港線長11公里，施工期程即需約

10年（79.11-89.12），而新店線長11.2公里，施工期程亦需

約8年8個月（80.3-88.11）。 

² 「民間參與」： 

發揮民間企業精神及效率，並以區段標及核心系統標方式充

分整合介面，自90年10月開工，紅橘線分別於97年4月7

日、9月22日營運通車，以未超過7年期間完成紅橘線長42.7

公里之興建（含設計時程）。 

三、政府人力 

² 「傳統方式」： 

茲依傳統發包興建及公營方式之經驗推估本計畫人力需求，

興建期政府尖峰人力需求約800人，營運期所需人力含行車、

行控中心、站務、維修、管理與行政人員計需1558人。 

² 「民間參與」： 

本計畫採民間參與推動，捷運局以編制人力約 140人如期如

質完成紅橘線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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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高雄捷運紅橘線計畫從建設經費、完工時程及政府人力三個層面

之比較分析結果，顯示採民間參與方式推動確實收到相當之效益。 

時值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紅、橘兩線路網完工通車之際，有

待進一步建構此一南北與東西向十字相交路網之內環線，藉以強化大

眾運輸系統整體路網及接駁運輸服務，形成市區初步之交通路網雛

形，提升市民行的品質。伴隨台鐵臨港鐵路貨運功能衰退之際，此路

線正是轉換跑道為旅運服務之契機。 

爰此，高雄市政府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及相關作業規

定，完成相關規劃作業並已奉中央核定，總經費122.01億元（政府應

辦事項20.52億元、政府投資48.54億元、民間投資52.95億元），高

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案沿用民間參與建設方式，由政府與民間共同出

資，祈引進民間企業化之經營管理，一方面減少政府財務及人力負

擔，二方面提升營運效率，增加財務收益，三方面有效改善交通問題，

提供便捷交通運輸之公共服務，創造政府、民間與社會三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