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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of cycling routes reaching the national scenic area and tourist attractions or sightseeing spots promo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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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1.2 billion NT dollars. This extension encompasses related optimization and linkage projects, aiming to make Taiwan a 

more bicycle-friendly island.

MOTC published “An Integrated Technical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of Upgrading and Diversifying Island Round 

Cycling Routes (I)”, which confirmed consolid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items of island round cycling routes in 2020. 

Adjustments were made to accommodate planning considerations for 2021 to 2023. In 2021, this project collabo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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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ed, providing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for completed routes in 2021. Notably, the diversified bicycle routes, 

originally planned for 2021 to 2023, were completed ahead of schedule in 2021. Additionally, in response to the 

Executive Yuan's directive, well-received routes were connected, and linkage points were integrated, planning them as 

alternative routes for the round-island journey. These initiative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Upgrading of Round-Island 

Bicycle Paths and Integration of Diverse Routes Project" amendment.

Based on the planned bicycle routes, facility planning has been undertaken. From 2020 to 2021, 16 diversified 

bicycle routes have seen the addition of 139 new supply stations. For 2022 to 2023, in conjunction with adjustments and 

optimization of supply stations along the round-island routes, an estimated 15 new supply stations will be added. 

Furthermore, with the addition of connected routes, an additional 56 supply stations are anticipated to be established, 

bringing the projected total to 504 supply stations by 2023.

DATE OF PUBLICATION

November 2023

NUMBER OF PAGES

440

PRICE

Not for Sa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publication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2. The budget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contributed by the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 M.O.T.C.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X 



 

 
XI 



 

 
XII 



 

 
XIII 



 

 
XIV 

 











1.4.2















 
 

 

 

 

 









 





 











   

 

 

(Bike Tour 11) 

 Bike Tour 11-1 

 Bike Tour 11-2 

 Bike Tour 11-3 

 Bike Tour 11-4 

  Bike Tour 12 

  Bike Tour 12-1 

 

  Bike Tour 21 

 i  Bike Tour 22 

  Bike Tour 23 

  Bike Tour 28 

 

 
 Bike Tour 31 

 Bike Tour 31-1 

  Bike Tour 32 

  Bike Tour 33 



   

  Bike Tour 34 

  Bike Tour 35 

 

  Bike Tour 41 

  Bike Tour 41-1 

  Bike Tour 42 

 

 Bike Tour 43 

 Bike Tour 43-1 

 Bike Tour 43-2 

 

 Bike Tour 48 

 Bike Tour 48-1 

 Bike Tour 48-2 

  Bike Tour 45 

  Bike Tour 45-1 

   Bike Tour 51 



 

 









































 







 













 













 



 

  



  

   







































































































































































 









 







33.1 33.1 100%

7.1 7.1 100%

14.6 8.9 61%

34.1 34.1 100%

52.8 52.8 100%

13.6 13.6 100%

39.7 39.7 100%



10 10 100%

14.6 14.6 100%

13 13 100%

18.5 18.5 100%

29.3 29.3 100%

52.6 52.6 100%

84.1 84.1 100%

12.4 12.4 100%

26.4 26.4 100%

15.8 15.8 100%

32.6 32.6 100%

55.1 55.1 100%





















































-2
,5

48
-4

3



1
,3

8
5

-3
,2

25



4
4

-3
,0

87





1
,2

4
9

-2
,6

15



-1
,9

52
-1

,8
00





























110

3 ( )







7.



110      

3

( )







7.

































































































































 



 

 

 
           

(km) 

(km) 

 

 

 

   (km) (km)  

1 
(Bike Tour 11) 

 

 

 

-   

2 - ( ~ )  

3 - ( ) 

 

 

 

4 -  

 

 

 

5 -  

 

 

 

 



 

   (km) (km)  

-  

 

 

 

 

6 

-  

 

 

 

-  

 

 

 

-   

7  

 

 

 

8 -  

 

 

 

9 -  

 

 

 

 

10 

-  

 

 

 

-  

 

 

 

11  

 

 

 

12 -  
/

 

13 -  

 

 

 

 

14 
- (

) 

/

 

 

 

  



 



 



 



 



 



 



 



 

 

 



 

 



 

 























































































  

  



































































1



 



( )

 



 
  

 

 











( )



( )







( )











( )

( )  

( )  































( )








































































	封面
	書名頁
	版權
	摘要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1 計畫緣起
	1.2 計畫成果與效益
	1.3 計畫範圍與對象
	1.4 工作項目與作業流程
	1.4.1 工作項目
	1.4.2 作業流程


	第二章 計畫背景分析
	2.1 前期計畫環島優化及多元路線規劃執行成果說明
	2.1.1 109 年環島自行車路網優化調整及改善成果
	2.1.2 109 年自行車多元路線規劃建置成果
	2.1.3 110 年環島自行車路網優化路段規劃成果
	2.1.4 110 年自行車多元路線規劃成果

	2.2 前期計畫多元自行車路網指標系統規劃成果說明
	2.3 臺灣地區（含離島）觀光遊憩資源與自行車活動分析
	2.3.1 觀光遊憩資源及風景區節慶活動分析
	2.3.2 近年臺灣觀光遊憩人次及消費分析
	2.3.3 2021 自行車旅遊年活動分析


	第三章 110～112 年環島自行車路網優化路段及多元自行車路線調整
	3.1 110～112 年環島自行車路網優化路段及改善項目調整
	3.1.1 環島優化路段及改善項目檢討
	3.1.2 110～112 年環島路網優化路段調整及改善內容

	3.2 110～112 年多元自行車路線調整
	3.2.1 多元自行車路線調整檢討
	3.2.2 110～112 年多元自行車路線調整與改善內容

	3.3 環島及多元自行車路線服務設施規劃及調整
	3.3.1 環島自行車路網補給站異動與新增
	3.3.2 多元自行車路線服務設施規劃
	3.3.3 自行車維修樁及告示牌規劃

	3.4 110～112 年多元自行車路線遊程規劃
	3.5 已完工之環島優化及多元路線檢視
	3.5.1 檢視原則
	3.5.2 環島優化路段檢視與改善建議
	3.5.3 多元自行車路線檢視與改善建議


	第四章 環島路網自行車交通量蒐集分析及其他基本資料蒐集
	4.1 環島路網自行車交通量分析
	4.2 109 年自行車肇事分析
	4.3 滿意度問卷之研擬
	4.3.1 已完成優化之環島路線特性與滿意度調查問卷
	4.3.2 已完成建置之多元路線特性與滿意度調查問卷


	第五章 新增自行車道串聯路線及其整合服務規劃
	5.1 新增自行車道串聯路線規劃
	5.1.1 串聯路線規劃理念
	5.1.2 串聯路線規劃
	5.1.3 新增自行車道串聯路線指示系統規劃

	5.2 串聯路線服務設施規劃

	第六章 觀光旅遊效益評估
	6.1 自行車觀光旅遊效益評估
	6.2 自行車健康效益評估

	第七章 自行車通勤推動計畫研擬
	7.1 臺北都會區自行車道建置與自行車通勤推動概況
	7.1.1 雙北自行車道現況分析
	7.1.2 雙北自行車道未來預計辦理項目

	7.2 自行車通勤推動構想
	7.3 分期推動建議

	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8.1 結論
	8.2 建議

	參考文獻
	附錄1 環島路網補給站清冊
	附錄2 環島優化及多元路線檢視改善建議表
	附錄3 說明暨討論會議辦理成果
	附錄4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答覆及辦理情形
	附錄5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答覆及辦理情形
	附錄6 期末簡報

	圖目錄
	圖1.3-1 計畫範圍
	圖1.4-1 作業流程
	圖2.1-1 自行車環島路線既有補給站異動分布圖
	圖2.1-2 110 年多元路線標誌設置點位建議圖_以日月潭為例
	圖2.2-1 不同路線銜接處導引系統布設說明
	圖2.2-2 已編號多元路線分布位置圖
	圖2.3-1 自行車環島路網及多元路線與臺灣地區主要觀光景點分布圖
	圖3.1-1 110~112 年環島自行車路網優化路段位置
	圖3.2-1 多元自行車路線分布圖
	圖3.2-2 北海岸-金色水岸路線調整
	圖3.2-3 北海岸路線規劃圖
	圖3.2-4 東北角-黃金山海路線規劃圖
	圖3.2-5 參山-獅頭山路線規劃圖
	圖3.2-6 參山-卦山三鐵路線規劃圖
	圖3.2-7 日月潭路線規劃圖
	圖3.2-8 雲嘉南濱海-嘉義糖鐵、夕鹽路線規劃圖
	圖3.2-9 雲嘉南濱海-台江路線規劃圖
	圖3.2-10 茂林-高雄山城路線規劃圖
	圖3.2-11 大鵬灣路線規劃圖
	圖3.2-12 澎湖-菊島路線規劃圖
	圖3.2-13 宜蘭濱海-噶瑪蘭路線規劃圖
	圖3.2-14 花東縱谷-洄瀾漫波路線規劃圖
	圖3.2-15 花東縱谷-森林遊蹤、溫泉巡禮、板塊騎遇路線規劃圖
	圖3.2-16 花東縱谷路線-波光稻浪、原鄉尋音、觀山親水路線規劃圖
	圖3.3-1 環島自行車路網補給站異動與新增分布圖
	圖3.3-2 自行車維修樁指標型式
	圖3.4-1 北海岸遊程規劃圖
	圖3.4-2 東北角-黃金山海遊程規劃圖
	圖3.4-3 參山-獅頭山遊程規劃圖
	圖3.4-4 參山-卦山三鐵遊程規劃圖
	圖3.4-5 日月潭遊程規劃圖
	圖3.4-6 雲嘉南濱海-嘉義糖鐵、夕鹽遊程規劃圖
	圖3.4-7 雲嘉南濱海-台江遊程規劃圖
	圖3.4-8 茂林-高雄山城遊程規劃圖
	圖3.4-9 大鵬灣遊程規劃圖
	圖3.4-10 澎湖-菊島遊程規劃圖
	圖3.4-11 宜蘭濱海-噶瑪蘭遊程規劃圖
	圖3.4-12 花東縱谷-洄瀾漫波遊程規劃圖
	圖3.4-13 花東縱谷-森林遊蹤、溫泉巡禮、板塊騎遇遊程規劃圖
	圖3.4-14 花東縱谷-波光稻浪、原鄉尋音、觀山親水遊程規劃圖
	圖4.1-1 環島路線流量調查站分布圖
	圖5.1-1 北北基地區自行車路網建置概況
	圖5.1-2 桃竹苗地區自行車路網建置概況
	圖5.1-3 中彰投地區自行車路網建置概況
	圖5.1-4 雲嘉地區自行車路網建置概況
	圖5.1-5 臺南地區自行車路網建置概況
	圖5.1-6 高屏地區自行車路網建置概況
	圖5.1-7 臺東地區自行車路網建置概況
	圖5.1-8 花蓮地區自行車路網建置概況
	圖5.1-9 宜蘭地區自行車路網建置概況
	圖5.1-10 北部地區串聯路線盤點
	圖5.1-11 串聯路線_基隆河自行車路線規劃圖
	圖5.1-12 串聯路線_龍潭-關西牛欄河自行車路線規劃圖
	圖5.1-13 串聯路線_雙新自行車道(桃園新屋~新竹新豐)路線規劃圖
	圖5.1-14 中部地區串聯路線盤點
	圖5.1-15 苗栗綠光海風自行車路線規劃圖
	圖5.1-16 甲后線+后豐自行車路線規劃圖
	圖5.1-17 臺中鐵路騰空綠廊自行車路線規劃圖
	圖5.1-18 台74 甲線、縣道139 線自行車路線規劃圖
	圖5.1-19 139 乙線+150 線自行車路線規劃圖
	圖5.1-20 南部地區串聯路線盤點
	圖5.1-21 水圳綠道計畫路線規劃圖
	圖5.1-22 縣道185 線自行車路線規劃圖
	圖5.1-23 東部地區串聯路線盤點
	圖5.1-24 串聯路線_台2 線(石城~外澳)自行車路線規劃圖
	圖5.1-25 串聯路線_宜蘭濱海自行車路線規劃圖
	圖5.1-26 串聯路線_台9 丁線(蘇澳-東澳)自行車路線規劃圖
	圖5.1-27 縣道193 線自行車路線規劃圖
	圖5.1-28 卓富公路自行車路線規劃圖
	圖5.1-29 縣道197 線自行車路線規劃圖
	圖5.1-30 環島自行車路線路口指引布設範例
	圖5.1-31 環島自行車路線路段指引布設範例
	圖5.1-32 環島自行車路線補給站指引布設範例
	圖5.1-33 環島路線之替代路線路口指引布設範例
	圖5.1-34 多元路線路口指引布設範例
	圖5.2-1 串聯路線及沿線補給站分布圖
	圖7.1-1 臺北都會區自行車道現況圖
	圖7.2-1 通勤路網規劃理念
	圖7.2-2 路網規劃構想圖
	圖7.2-3 光復橋自行車友善環境盤點
	圖7.2-4 華中橋自行車友善環境盤點
	圖7.2-5 永福橋自行車友善環境盤點
	圖7.2-6 福和橋自行車友善環境盤點
	圖7.2-7 新店大鵬華城VS.景美捷運站地區路徑規劃建議
	圖7.2-8 南港捷運站VS.汐止國小(汐科地區)路徑規劃建議
	圖7.2-9 涉及跨河橋梁之通勤示範路廊—新北中、永和VS.臺北公館路徑規劃建議

	表目錄
	表2.1-1 109 年環島自行車路網優化路段調整彙整表
	表2.1-2 109 年環島路線優化後檢視主要缺失彙整
	表2.1-3 109 年執行之多元路線彙整表
	表2.1-4 109 年多元路線成果檢視主要缺失說明彙整表
	表2.1-5 110 年環島自行車路網優化路段調整彙整表
	表2.1-6 自行車環島路線既有補給站盤點異動狀況彙整表
	表2.1-7 110 年規劃執行之多元路線彙整表
	表2.1-8 110 年多元路線標誌設置點位及改善建議表_以日月潭為例
	表2.2-1 多元路線編號彙整表
	表2.3-1 北部地區自行車環島路網及多元路線彙整
	表2.3-2 中部地區自行車環島路網及多元路線彙整
	表2.3-3 南部地區自行車環島路網及多元路線彙整
	表2.3-4 東部地區自行車環島路網及多元路線彙整
	表2.3-5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節慶活動說明一覽表
	表2.3-6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節慶活動說明一覽表
	表2.3-7 參山國家風景區節慶活動說明一覽表
	表2.3-8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節慶活動說明一覽表
	表2.3-9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節慶活動說明一覽表
	表2.3-10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節慶活動說明一覽表
	表2.3-11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節慶活動說明一覽表
	表2.3-12 茂林國家風景區節慶活動說明一覽表
	表2.3-13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節慶活動說明一覽表
	表2.3-14 澎湖國家風景區節慶活動說明一覽表
	表2.3-15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節慶活動說明一覽表
	表2.3-16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節慶活動說明一覽表
	表2.3-17 馬祖國家風景區節慶活動說明一覽表
	表2.3-18 105～109 年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次統計
	表2.3-19 104～109 年全臺觀光消費統計
	表2.3-20 2021 年臺灣自行車節亮點活動賽事資訊一覽表
	表2.3-21 2021 年觀光局活動賽事資訊一覽表
	表2.3-22 2021 年體育署活動賽事資訊一覽表
	表2.3-23 2021 年地方機關活動賽事資訊一覽表
	表2.3-24 2021 年民間機構或團體活動賽事資訊一覽表
	表2.3-25 臺灣樂活自行車協會旅遊行程
	表2.3-26 捷安特旅行社旅遊行程
	表2.3-27 臺灣觀巴自行車遊程
	表2.3-28 長汎假期旅遊行程
	表2.3-29 雄獅旅行社旅遊行程
	表2.3-30 觀光局踩動臺灣自行車多元化遊程優勝的30 條遊程
	表3.1-1 一工處110~112 年環島自行車路網優化路段及改善項目
	表3.1-2 二工處110~112 年環島自行車路網優化路段及改善項目
	表3.1-3 三工處110~112 年環島自行車路網優化路段及改善項目
	表3.1-4 四工處110~112 年環島自行車路網優化路段及改善項目
	表3.1-5 五工處110~112 年環島自行車路網優化路段及改善項目
	表3.2-1 北海岸(淺水灣～松山車站)導引系統建置建議與改善建議表
	表3.2-2 東北角-黃金山海(瑞芳～雙溪)導引系統建置建議與改善建議表
	表3.2-3 參山-獅頭山導引系統建置建議與改善建議表
	表3.2-4 參山-卦山三鐵導引系統建置建議與改善建議表
	表3.2-5 導引系統建置建議與改善建議表
	表3.2-6 雲嘉南濱海-嘉義糖鐵、夕鹽導引系統建置建議與改善建議表
	表3.2-7 雲嘉南濱海-台江導引系統建置建議與改善建議表
	表3.2-8 茂林-高雄山城導引系統建置建議與改善建議表
	表3.2-9 大鵬灣導引系統建置建議與改善建議表
	表3.2-10 澎湖-菊島(湖西、澎南)導引系統建置建議與改善建議表
	表3.2-11 宜蘭濱海-噶瑪蘭(溪南)導引系統建置建議與改善建議表
	表3.2-12 花東縱谷-洄瀾漫波導引系統建置建議與改善建議表
	表3.2-13 花東縱谷-森林遊蹤、溫泉巡禮導引系統建置建議與改善建議表
	表3.2-14 花東縱谷路線-波光稻浪、原鄉尋音、觀山親水導引系統建置建議與改善建議表
	表3.2-15 110 年多元路線彙整表
	表3.3-1 既有環島補給站異動站點(位址異動或更名)配合辦理事項
	表3.3-2 既有環島補給站異動站點(廁所不對外開放或撤站)配合辦理事項
	表3.3-3 新增環島補給站點配合辦理事項
	表3.3-4 北海岸補給站彙整表
	表3.3-5 東北角-黃金山海補給站彙整表
	表3.3-6 參山-獅頭山補給站彙整表
	表3.3-7 參山-卦山三鐵補給站彙整表
	表3.3-8 日月潭補給站彙整表
	表3.3-9 雲嘉南濱海-嘉義糖鐵、夕鹽補給站彙整表
	表3.3-10 西拉雅-菱波官田補給站彙整表
	表3.3-11 雲嘉南濱海-台江補給站彙整表
	表3.3-12 茂林-高雄山城補給站彙整表
	表3.3-13 大鵬灣補給站彙整表
	表3.3-14 澎湖-菊島補給站彙整表
	表3.3-15 宜蘭濱海-噶瑪蘭補給站彙整表
	表3.3-16 花東縱谷-洄瀾漫波補給站彙整表
	表3.3-17 花東縱谷-森林遊蹤、溫泉巡禮、板塊騎遇補給站彙整表
	表3.3-18 花東縱谷路線-波光稻浪、原鄉尋音、觀山親水補給站彙整表
	表3.3-19 東海岸-馬到成功補給站彙整表
	表3.3-20 自行車維修樁設置地點彙整表
	表3.4-1 北海岸遊程規劃表
	表3.4-2 東北角-黃金山海遊程規劃表
	表3.4-3 參山-獅頭山遊程規劃表
	表3.4-4 參山-卦山三鐵遊程規劃表
	表3.4-5 日月潭遊程規劃表
	表3.4-6 雲嘉南濱海-嘉義糖鐵、夕鹽遊程規劃表
	表3.4-7 雲嘉南濱海-台江遊程規劃表
	表3.4-8 茂林-高雄山城遊程規劃表
	表3.4-9 大鵬灣遊程規劃表
	表3.4-10 澎湖-菊島遊程規劃表
	表3.4-11 宜蘭濱海-噶瑪蘭遊程規劃表
	表3.4-12 花東縱谷-洄瀾漫波遊程規劃表
	表3.4-13 花東縱谷-森林遊蹤、溫泉巡禮、板塊騎遇遊程規劃表
	表3.4-14 花東縱谷-波光稻浪、原鄉尋音、觀山親水遊程規劃表
	表3.5-1 環島優化路線檢核評估表
	表3.5-2 多元路線檢核評估表
	表3.5-3 110 年度環島路線執行進度表
	表3.5-4 環島優化路段檢核表
	表3.5-5 110 年度多元路線執行進度表
	表3.5-6 多元路線檢核表
	表4.1-1 自行車環島路網調查站及流量彙整表
	表4.2-1 107～109 年度臺灣地區不同車種肇事件數統計
	表4.2-2 107～109 年度自行車環島路線自行車肇事件數統計
	表4.2-3 107～109 年度自行車環島路線涉入車種件數統計
	表4.2-4 自行車環島路線肇事集中地點肇因統計（107 年）
	表4.2-5 自行車環島路線肇事集中地點肇因統計（108 年）
	表4.2-6 自行車環島路線肇事集中地點肇因統計（109 年）
	表4.2-7 歷年自行車環島路線肇事集中路段
	表4.2-8 花蓮市台9 線及恆春鎮台26 線肇事集中路段肇因統計表
	表4.2-9 肇事集中處事故位置、類型與型態件數統計
	表4.3-1 環島路線優化改善路段之問卷擬定內容
	表4.3-2 多元路線之問卷擬定內容
	表5.1-1 串聯路線路線編號
	表5.2-1 基隆河(松山~大華橋)環1 替代路線補給站彙整表
	表5.2-2 基隆河(大華橋~瑞芳)多元路線補給站彙整表
	表5.2-3 關西牛欄河多元路線補給站彙整表
	表5.2-4 雙新自行車道(桃園新屋~新竹新豐)環1-1 替代路線補給站彙整表
	表5.2-5 綠光海風自行車道(新竹~苗栗竹南)環1 替代路線補給站彙整表
	表5.2-6 綠光海風自行車道(後龍~通霄)環1 替代路線補給站彙整表
	表5.2-7 甲后線-后豐多元路線補給站彙整表
	表5.2-8 騰空綠廊環1-2 補給站彙整表
	表5.2-9 139 線環1-25 補給站彙整表
	表5.2-10 139 乙線+150 線多元路線補給站彙整表
	表5.2-11 185 線環1-18 替代補給站彙整表
	表5.2-12 台2 線(石城~頭城)環1 補給站彙整表
	表5.2-13 宜蘭濱海(竹安~壯圍)環1 替代路線補給站彙整表
	表5.2-14 台9 丁線環1 補給站彙整表
	表5.2-15 193 線環1-14 補給站彙整表
	表5.2-16 卓富公路多元路線補給站彙整表
	表5.2-17 197 線多元路線補給站彙整表
	表6.1-1 109 及110 年觀光局亮點計畫人數與產值統計
	表6.1-2 109 及110 年觀光局自行車系列活動人數與產值統計
	表6.1-3 110 年觀光局其他(含旅行社)自行車活動人數與產值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