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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嘉義市人行系統 

一、嘉義市區人行道現況概述 

「嘉義市街道人行環境及景觀改善綱要計畫」所探討之嘉義市區範圍為

世賢路一段以南、世賢路二段以東、世賢路三、四段以北、新生路、彌陀路

以西。市區土地使用狀況與具人行道設置道路之分佈分別如附圖 1.1 與附圖

1.2 所示，可看出嘉義市於建構完整人行道路網環境之改善空間仍相當大，舊

市區部分人行空間設置路段較不普及；西區以住宅區為主且發展較晚，因此

人行道分佈較為密集；世賢路外環道部分雖於綠帶上設有較寬廣人行空間，

但沿路居民必須跨越慢車道方可到達，其便利性稍嫌不足，以下將以各土地

分區分別說明市區人行空間狀況。 
 

 
附圖 1.1 嘉義市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附圖 1.2  嘉義市人行道分佈 

資料來源：「嘉義市街道人行環境及景觀改善綱要計畫」，嘉義市政府，民國 95 年 8 月 

 
附 1-1 

 
 



附錄一、嘉義市人行系統 

 

 
附表 1-1 為嘉義市工務局清查之嘉義市具有人行道設置路段之人行道寬

度，其中舊市區人行道寬度多在 2.5 公尺以下，而人行道總寬度以 2.1 至 3.0

公尺為最普遍之設計，人行道具 3 公尺以上寬度之路段多分佈於較晚發展之

區域。附表 1-2 為根據附圖 1.1 市區土地使用特性，將各區位具有人行道設置

之道路以道路分級方式進行分類。 

附表 1-1  嘉義市各路段人行道寬度 
人行道寬度範圍 道路之人行道寬度(單位：公尺) 

0-1.5 公尺 大雅路(1.5)、彌陀路(1.5) 
1.6-2.0 公尺 興業路(新民路-上海路,2.0)、民權路(五福路-大雅路,2.0)、四維

路(1.6)、民族路(2.0) 
2.1-3.0 公尺 中山路(2.4、2.7)、興業路(體育路-仁愛路)、雅竹路(2.4)、忠孝

路(2.5)、林森西路(2.2)、興達路(2.2)、自由路(2.6)、友愛路(2.9)
八德路(2.3)、北港路(2.3)、重慶路(2.6)、新民路(2.5)、玉山路

(2.2)、啟明路(3.0) 
3.0 公尺以上 垂楊路(6.3)、公義路(4.3)、博愛路(3.2)、世賢路(3.5)、友忠路

(3.2)、中興路(3.6)、高鐵大道(5.5) 
註：網點標示道路所在位置為「嘉義市街道人行環境及景觀改善綱要計畫」定義市區範圍之外 
資料來源：嘉義市工務局，本計畫整理 

附表 1-2 嘉義市具人行道設置道路與土地使用區位分類 
 住宅區 商業區 住商混合區 

外環道路 世賢路 - - 
聯外道路 北港路、博愛路、高

鐵大道 
- 彌陀路、大雅路 

主要幹道 友忠路、四維路、興

達路、自由路、玉山

路 

民族路、中山路、林

森西路、新民路、忠

孝路 

垂楊路、興業西路、

吳鳳北路、興業東路 

次要道路 八德路、友愛路、重

慶路、中興路、雅竹

路、公義路 

- 啟明路 

註：網點標示道路所在位置為「嘉義市街道人行環境及景觀改善綱要計畫」定義市區範圍之外 
資料來源：「嘉義市街道人行環境及景觀改善綱要計畫」，本計畫整理 

 
根據都市土地使用特性，除以上所述之住宅、商業與住商混合區域外，

各區域內人行道可依照週邊使用特性細分為住宅、商業、文教、政府及金融

機構、公園、觀光區等不同類型，分類各不同區域對於人行道需求之方向後(附

表 1-3)，即可進一步決定建構人本環境所需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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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不同都市區位人行道需求 
土地使用 特性與需求 著重方向 

住宅區 *可供居民活動與短距離散步 
*私人傢俱擺放 
*居家空間的延伸 
*長時間停車 

*人行道與生活結合-
活動空間為主的小

型公園型態 
*與道路緩衝空間 

商業區 *逛街，行走距離較長 
*有可以短暫停留休息的地方 
*提供各項購物資訊，如特惠活動、商家類

型與停車空間 
*臨時停車多 
*阻擋車輛進入人行範圍 

*停車與行走空間 
*實體分隔 
*停車收費/管理制度

*資訊提供 
*人行道擺攤 

文教區 *上下學尖峰時間可順暢行走 
*家長接送學童等待的區域 
*大眾運輸路線場站近、尖峰時間班次增加

*平常使用人數較低 

*阻擋車輛進入交通

安全措施 
*駐留等待區域 
*站牌位置 

政府金融 
機構 

*臨時停車多 
*步行長度短、停留空間需求低 

*臨時停車空間 

公園運動場 *運動、長距離散步、慢跑、自行車等 
*與公園範圍阻隔少或無阻隔，開放空間 
*較寬廣的活動空間 
*中長時間停車 
*阻擋車輛進入人行範圍 

*人行道與公園空間

結合-打破圍牆 
*鋪面類型接近公園

運動場 
*道路邊緣緩衝區 

觀光休閒 *中長距離的步行長度、速度慢 
*定點停留休息的時間較長，空間較大 
*觀光地圖與景點特性介紹資訊、大眾運輸

場站與路線班次資訊、消費資訊 
*長時間停車 

*休息遮蔽措施 
*資訊提供方式 
*接駁車可能性 
*停車收費制度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二、嘉義市各土地使用分區人行道發展現況 

本節根據附圖 1.1 嘉義市土地使用類型為基準，分別探討各區域內主要道

路人行空間發展現況與問題。 

1.商業區 

嘉義市商業區以舊市區為中心，南起垂楊路，北至林森西路，西至中

山路，東界為新生路，此區域南北向主要道路為民生北路、文化路、吳鳳

北路、忠孝路與新生路；東西向道路為林森西路、中山路、民族路與垂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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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商業活動以吳鳳北路西側較為發達，吳鳳北路東側商業活動較不頻繁，

最繁榮地區為中山路自嘉義車站至文化路週邊路段。 

商業區內屬服務道路等級以上具有人行道設置之道路分別為中山路、

林森西路、吳鳳北路、忠孝路、民族路與垂楊路，至於新生路、文化路與

民生南路道路兩側皆無人行道設計。 

(1)商業區人行空間需求分析 

根據附表 1-3 需求特性分析，本區人行空間需求主要類型為商業區、觀

光休閒區與政府及金融機構區等三類，商業區以中山路「嘉義車站-文化路」

段商圈為中心，範圍包含文化路、民生北路及民族路週邊區域；觀光休閒

區則集中於中山路「民族路-嘉義車站」段與林森西路上，本路段位於商業

區西界，由南至北主要觀光景點分別有嘉義舊酒場園區、阿里山鐵路車廠

與阿里山森林鐵路車站(小北驛)，均為吸引遊客人潮之處；政府與金融機構

則多分佈於中山路與吳鳳北路口週邊區域，此區域民眾多以各類型運具代

步進行短時間洽公，故步行機會較低。 

附圖 1.3 為嘉義市商業區人行空間現況，其中「有人行道且人行空間足

夠路段」表示現有人行道或騎樓空間足以提供行人較通暢之行走環境；「有

人行道但需改進路段」則表示本段人行空間雖受阻斷或不足，但僅需要採

用管理或現有設施進行小規模工程即可有效改善，處理難度較低；「無人行

道且人行需求較高路段」則表示本路段並無人行道設計，但此處人行需求

卻相對較高，若要改進則牽涉車道重新規劃或工程範圍規模較大等難度與

時間需求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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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3  商業區人行道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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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業區人行空間概況 

民生北路道路邊緣無人行道設計，住戶騎樓直接與車道鄰接，且大部

分騎樓皆被住戶加蓋佔用，而路肩又因路邊停車數量眾多，使行人行走時

必須利用外側車道，對於交通安全有明顯之負面影響。吳鳳北路有人行道

設置，但因私人營業佔用使人行空間不連貫情況相當嚴重，而市政府前人

行道因未受到佔用，人行空間較為充足。 

   
附圖 1.4 民生北路缺乏人行道         附圖 1.5 吳鳳北路人行空間不連貫 
 

民族路為嘉義市區主要東西向主要道路之一，道路兩側規劃有路邊汽

機車停車格，人行道主要遭違規停車與商家營業用具佔用，民族路雖有騎

樓設計，但許多商家已將建築延伸至騎樓佔用，因此騎樓人行空間相當不

連貫，致使以步行方式進行活動或消費之民眾較少，若能改善人行道違規

停車與佔用狀況，再配合長期清除遭佔用騎樓之路霸與障礙物，應可提高

民眾步行購物之意願。 

     
附圖 1.6 民族路利用路肩做為停車空間，但人行道與騎樓仍有佔用情形 

 
中山路可分為「民族路-嘉義車站」與「嘉義車站-文化路」兩段分別探

討其人行環境現況，由民族路至嘉義火車站前路段，因人行道具機車停車

灣設計，機車停車管理較有效率，此處主要問題在於住家私人傢俱與停車

佔據人行道的現象，尤以「民族路-永和街」路段以及蘭井街東側街口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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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違規停車較為嚴重，此外，中山路於光彩街至嘉義車站路段機車停車需

求遠大於供給，且站前機車出租業者佔用人行道、以及中山路口違規停車

現象亦明顯影響行人權益，若欲改善車站週邊人行交通環境，上述狀況皆

屬必須優先考量解決之課題 

   
附圖 1.7 中山路「仁愛路-嘉義車站」段機車出租業者車輛佔用人行道空間 

 
中山路自嘉義車站至文化路口為市區主要商業中心，此區域商業活動

興盛，車輛與行人均多，受土地使用型態影響停車需求相當高，過去人行

道與騎樓步行空間由於受機車停車壓縮而較為狹窄，自民國 96 年 3 月 1 日

起嘉義市政府於本路段實施機車退出騎樓政策，事先於 1 月 1 日起開始宣

導中山路機車退出騎樓措施，於騎樓區域張貼廣告傳單等，並請騎樓商家

協助宣導，部分商家亦自製騎樓禁停機車等文宣提醒民眾配合。 

   
附圖 1.8 中山路機車退出騎樓實施前後比較圖(左為實施前，右為實施後) 

 
林森路週邊土地使用型態可以北興陸橋做為分界，陸橋以南路段因靠

近嘉義車站與市區商業中心，商業活動較為密集，故人行空間多被商家營

業用具或違規停車佔用，陸橋以北部分因商業活動密度較低，機車停車需

求明顯減少，但住戶佔用人行道與違規停車現象卻增加，其主因為民眾貪

圖方便不按照現有格線規定而任意停車、汽車停放於人行道、住戶商家擅

自佔據人行道營業之用，故其步行環境改善空間仍相當大。 

文化路市區內路段寬度較窄，且因通過嘉義市主要商業區，兩側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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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人行環境亦相當缺乏，市區內路段狹窄、兩側無人行道設計，且路

邊停車情形嚴重，因此行人步行環境並不理想，而自中山路口開始即為商

業活動頻繁地區，人車爭道情形相當常見。文化路由中央噴水池起往南至

民族路止均為商業發達區域，此路段交通特性在於機車與行人數量眾多，

汽車行經此處十分容易受阻。 

   
附圖 1.9 林森路站前商業區部分商家   附圖 1.10 北興陸橋以北路段人行道 

與違規停車佔用人行道情形            遭到住戶私人傢俱佔用 

   
附圖 1.11 文化路道路寬度狹窄        附圖 1.12 中正路商業區週邊交通 

           ，缺乏人行空間設計                  繁忙，常見人車爭道 

 
(3)商業區人行空間初步改進方案 

根據上述分析結果，本計畫建議人行道依照需求性較高與實施難度較

低路段作為優先改善順序排定標準，故以商業活動密度較高、人行空間問

題以違規停車最多之民族路人行道為第一優先改善路段；其次為吳鳳北路

人行道；第三優先為林森西路，主要改善違規停車、商家住戶佔用人行道

問題；最後改善路段則為民生北路與文化路等兩處缺乏人行道設置之道

路。附表 1-4 為商業區人行空間改善優先順序排定原因與建議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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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商業區人行道改善順序與方案 
優先

順序 
路段 選擇原因 改善方案 

1 民族路 

*市區主要商業活動頻繁路段 
*人行道連貫性遭破壞主因為違

規停車與營業用具為活動式，較

易清除 
*路邊劃設有汽機車停車位 

*短期方案取締停放於

人行道上機車停車與

營業用具 
*佔用騎樓之延伸建築

清除列為長期改善工

作 

2 吳鳳北路 

*佔用人行道情形與民族路類

似，清除難度較低 
*商業密度較低故優先性低於民

族路 
*路邊有汽機車停車位 

*清除佔用人行道之違

規停車與私人傢俱 

3 林森西路 

*嘉義車站前路段人行道遭到商

家以固定式傢俱佔用已久，清除

難度較高 
*車站前機車停車區受機車出租

販賣業者營業用車輛長期佔用 
*部分人行道受到居民私人建築

破壞，需要利用工程手段回復 
*北興陸橋至忠孝路段人行道主

要受到缺乏管理私人停車影響

行走連貫性，以及北側停車區使

用率低落問題，皆可透過管理手

段解決 

*嘉義車站前至北興陸

橋段短期以取締停放

於機車停車區之營業

用機車為目標，長期工

作則為清除私人建物

與營業器具 
*北興陸橋至忠孝路以

管理機車停放於規定

格位與取締違規停車

為目標 
*北側機車停車區使用

率低建議取消 

4 文化路 

*缺乏人行空間主要導因於道路

寬度不足，路緣劃設機車停車格

後已無空間供行人使用 
*商業活動密度高，為市中心商圈

主要區域之一 

* 路肩部分增設人行

道，機車停車格由直角

式改為斜角式減少使

用寬度 
 

5 民生北路 

*路肩汽機車停放與騎樓遭佔用

問題已久，與民眾協調清除難度

較高 
*商業密度相對較低，故改善優先

性低 

* 路緣部分增設人行

道，汽機車停車格以停

車灣方式與人行道使

用空間整合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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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宅區 

嘉義市住宅區分佈位置大多位於台鐵西側與興業西路南側區域，由於

發展時程較晚，具有人行道設置之道路較多且完整，其中又以台鐵以西部

分之人行道路網完整性更高。 

(1)住宅區人行空間需求分析 

台鐵路線以東區域為興業西路以南、世賢路以北、吳鳳南路以西、台

鐵軌道以東範圍，主要道路為興業西路、世賢路、吳鳳南路、民生南路、

新民路、重慶路，其中吳鳳南路與民生南路兩側無人行空間設計。 

根據人行道需求特性分析，本區道路型態除住宅區外尚可細分為文教

區與公園運動空間兩類型，且此兩類型土地使用經常於相同區域同時存

在，如民生南路旁嘉義大學雖為文教用地，但與民生公園相互連結成為民

眾休閒運動場所，而世賢路之玉山國中、運動公園與世賢國小均具有同樣

特性。附圖 1.13 為住宅區各路段人行道現況。 

 

有人行道設置路段
有人行道且人行空間足夠路段

有人行道但人行空間需改進路段

無人行道且人行需求較高路段
主要人行集散點

嘉義醫院

啟智學校

運動公園

玉山國中

興嘉國小

民生國中
嘉義大學

經國新城

大同國小 嘉義女中

崇文國小

世賢國小

博愛路

友忠路

新民路
民
生
南
路

四維路

自由路

垂楊國小

嘉義車站

中油溶劑廠

吳
鳳
南
路

 
附圖 1.13 住宅區人行道現況 

 
(2)住宅區人行空間概況 

民生南路具有往南聯絡水上之功能，兩側雖無人行道設計，但西側民

生公園為嘉義市區公園綠帶之一，亦為週邊居民運動休閒去處之一，然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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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與道路連接處高低差達 20 公分以上，且出入口坡度較陡，此設計對於行

動不便民眾而言較不友善，而綠帶內人行走道寬度為 2 公尺，對於以散步

休閒為目的之設計略顯不足，建議應加寬走道，此處亦可利用綠帶空間設

置自行車道。 

世賢路為嘉義市主要環狀道路，環繞嘉義市區西側，路寬達 90 米，最

大特色為分隔快慢車道之綠帶系統寬度可達 20 至 25 米，具有發展為自行

車專用道之潛力；但世賢路路邊住戶與慢車道鄰接，民眾出門必須直接面

對道路車流，部分路段必須通過慢車道方可使用人行道，對行人較不方便，

同樣狀況亦出現於重慶路，居民與綠帶人行空間受到慢車道阻隔，增加行

人不便與危險性。 

 

  
附圖 1.14 民生公園綠帶出入口坡度較 附圖 1.15 吳鳳南路缺乏人行空間 

大，且中央行走空間較窄 
 

  
附圖 1.16  世賢路(左圖)重慶路(右圖)人行綠帶與路邊住戶受慢車道相隔 
 

台鐵軌道西側區域則為嘉義市區發展較晚之地區，故此處商業行為較

不發達，土地使用以住宅用地為主，區域內主要道路如北港路、博愛路、

友忠路、友愛路、八德路、中興路、四維路、玉山路、自由路等均有人行

空間設計，其中友愛路於「德安路-松江一街」段，以及北港路「友忠公園」

段無人行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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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住宅區人行空間初步改進方案 

本區因土地使用多為住家類型，人行道設置方向應著重於民眾日常生

活品質提升，本計畫建議以具有公園或運動場機能為優先改進路段，因此

選擇民生南路嘉義大學段與世賢路運動公園段為首要改進對象，其次則為

本區整體人行道配置改進方案，將街道傢俱與植栽移至人行道外側，以產

生行人與車道阻隔之功能，以增加住戶行人安全性。 

 
附表 1-5  住宅區人行道改善順序與方案 

優先 
順序 

路段 選擇原因 改善方案 

1 
世賢路 
運動公園 

1 
民生南路 
嘉義大學 

*均具有提供民眾運動與日常休

閒之機能 
*人行空間與活動場地應減少妨

礙出入之阻隔設施，同時加強人

行道與車道間分隔效能，將人行

道視為公園一部份 

*消除公園圍牆，降低與

外界隔閡 
*將人行道與車道鄰接

處以植栽或欄杆做為明

顯分隔 
*鋪面與公園環境一致

化，提供視覺延伸感 
*減少公園場地與人行

道落差，設置坡道等無

障礙設施 

3 
其他具人

行道路段 

*人行道與住宅鄰接，可視為住戶

居家環境延伸，應加強人行道與

車道間之分隔效果 

*利用社區居民停車證

制度提供當地民眾免費

或優待路邊停車處理人

行到停車問題 
*利用大型植栽或其他

設施對人行道與車道明

顯實體分隔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3.住商混合區 

本區域為過去嘉義市中心商業區外圍住宅區，隨都市範圍擴張，本區

域商業活動逐漸增加，故歸類為住商混合區，範圍以垂楊路以南、興業西

路以北區域為主，主要道路為新民路、仁愛路、民生南路、吳鳳南路、垂

楊路與興業西路，其中除新民路、垂楊路與興業路有人行道設置外，其餘

道路均無人行道。 

(1)住商混合區人行空間需求分析 

本區人行空間主要以住宅區、文教區與商業區等三類需求類型為主，

其中以垂楊路同時具有三類特性較為複雜：垂楊路自新民路至仁愛路段因

遠東百貨與衣蝶百貨之故，使此路段商業活動相當發達，行人數量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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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路至國華街則以住商混合為主要道路類型，此處人行道需求較低，民

眾以汽機車為主要運輸方式，自國華街起至共和路止則因嘉義女中、崇文

國小與民族國小關係，使此路段行人特性較偏向文教區，因此行人需求量

於上下學時刻明顯增加，離峰時段則大幅降低。 

興業東路因距離商業中心較遠，土地使用特性偏向住宅區，因此人行

空間需求以居民短程活動為主，對於人行道連貫性要求較低；興業西路則

因商業活動較發達，因此對於人行空間順暢需求程度較高。 

有人行道設置路段
有人行道且人行空間足夠路段

有人行道但人行空間需改進路段

無人行道且人行需求較高路段
主要人行集散點

垂楊國小

遠東百貨

衣蝶百貨

大同國小

嘉義女中

崇文國小

宣信國小

經國新城

垂楊路

新
民
路 民

生
南
路

興業西路

吳
鳳
南
路

 
附圖 1.17  住商混合區人行道現況 

 
(2)住商混合區人行空間概況 

垂楊路為市區東西向主要道路之一，人行道寬度均有 6 公尺以上，最寬

處可達 8 公尺，道路週邊土地使用以住宅區與文教區居多，遠東與衣蝶百貨

週邊則為商業區使用，垂楊國小、大同國小、嘉義女中、崇文國小等各級學

校分佈於道路週邊，且為嘉義市唯一設置自行車優先道的路段，上下學時段

學生數眾多，此時段步行與自行車旅次較為集中，其餘時段則依舊以汽機車

居多。 

嘉義市用以提供舊有眷村居民遷入之新建國宅經國新城亦位於本區，

經國新城範圍北起賢雅街、南至興業西路、西起仁愛路、東至新榮路，基

地週邊設有人行空間，具有發展交通寧靜區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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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18 垂楊路自行車優先道設置  附圖 1.19 垂楊路人行道寬度達 6 米 

    於車道最外側            . 
 
(3)住商混合區人行空間初步改進方案 

本區人行道改善優先性亦以需求性做為主要排序標準，並以牽涉範圍較

少、實施方案難度較低者進行改進工作，本計畫建議以興業東西路人行道改

善做為最優先改善路段；吳鳳南路因本身無人行道設計，且此處道路特性已

接近聯外性質，若欲新設人行空間則所需工程規模較大，因此可列於改善順

序之中長期計畫。 

 
附表 1-6  住商混合區人行道改善順序與方案 

優先 
順序 

路段 選擇原因 改善方案 

1 興業東西路 

*人行空間受到車輛違規停放

與可移動式私人傢俱擺放佔

用最為普遍，清除難度較低 

*短期目標以清除佔用

人行道民眾私人物品

為主 
*將街道傢俱與植栽等

設施移至人行道外

側，製造人行空間與

車道分隔效果 

2 吳鳳南路 

*新設人行道工程影響範圍至

道路空間分配與車道重劃，難

度較高 
*與崇文國小鄰接，設置人行道

後可增加學生安全 

*於崇文國小段優先增

設人行道，採道路分

段施工降低交通衝擊 

 
三、各土地使用類型之人行道需求特性 

附表 1-7 為嘉義市道路依土地分區特性進行分類，附表 1-8 係按照土地使用特

性所需人行道之最小寬度，而各類型路段之人行道分析程序如下： 

1.住宅區 

根據營建署市區道路人行道手冊規範，住宅區人行道寬度應設 1.5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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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故首先根據住宅區人行道寬度資料分析各目標路段人行道寬度，再

分析扣除公共設施後人行空間淨寬。人行道佔用情形則以現況描述為主，

將佔用分類為私人傢俱擺放、私人車輛停放、植栽佔用、違規建物等，再

分析佔用後人行空間連貫性是否遭到截斷。最後綜合原始可用空間與佔用

後可用空間，探討該路段人本環境優劣程度以及改善難度。 

2.商業區 

商業區先以行人流量決定是否為民眾經常使用之路段，並分析現有人

行道寬度是否符合標準規範，再以路段停車供需分析該路段機車停車需

求，以釐清違規停車現象是否為停車供給不足或需求不平均導致，最後將

人行道違規佔用情形分為商家營業器具佔用、違規停車、私人建物等類型，

探討人行環境優劣程度與改善難易度。 

3.文教區 

此部分行人流量分析集中於尖峰時段，以現地實況探討現有人行空間

寬度是否足以負擔學生上下學步行流暢，並分析人行道破損比例、學童家

長接送區與大眾運輸候車場站設置方式。 

4.政府金融機構 

前往政府機關、金融機構之民眾除工作人員外，洽公民眾多以車輛為

運輸方式到離，且停車以短時間為主，不會長期停留，因此本區域分析重

點在於各設施出入口附近人行道寬度是否足夠、有無佔用問題、機車停車

供需情形與是否佔用人行空間、無障礙設施是否完整等。 

5.公園、運動場等開放綠地 

此部分首先分析人行道設置是否與公園綠地結合，以無圍牆障礙等開

放空間比例為分析標準，並探討無障礙設施之設置完善度，以及鋪面類型

是否符合供民眾休閒運動目的之用，最後分析週邊停車供需情況。 

6.觀光休閒場所 

此類型人行道以步行環境是否與該地特色一致，以及休憩空間所佔比

例做為分析重點，行人流量以假日為主要分析對象，探討寬度是否足夠、

公共設施影響高低程度、鋪面損壞比例等，並以觀光、交通資訊提供完整

與否判斷人本相關措施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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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7  各路段分類-依土地使用區分 
土地使用 符合條件路段 
住宅區 興業路、世賢路、吳鳳南路、民生南路、新民路、重慶路、

北港路、博愛路、友忠路、友愛路、八德路、中興路、四維

路、玉山路、自由路 
商業區 民生北路、文化路、吳鳳北路、忠孝路、新生路、林森路、

中山路(民族路-文化路)、民族路、垂楊路(新民路-西門街) 
文教區 垂楊路(新榮路-共和路)、新民路(垂楊路-上海路)、重慶路(新

民路-溫州二街)、友忠路(中興路-世賢路)、友愛路(文化路-
松江一街)、世賢路(民生南路-吳鳳南路、大同路-永春五街、

四維路-北安路)、 
政府金融 
機構 

吳鳳北路(民權路-中山路)、中山路(忠義街-文化路、吳鳳北

路-共和路) 
公園運動場 民生南路(興業西路-世賢路)、世賢路(大同路-永春五街)、啟

明路 
觀光休閒 中山路(民族路-光彩街)、林森西路(文化路-忠孝路)、忠孝路

(林森西路-博東路)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附表 1-8  各區位人行道設置寬度標準 

土地使用區位 人行道寬度 
商業區與公共設施用地 4 公尺以上 
住商混合區 2.5 公尺以上 
住宅區 1.5 公尺以上 
工業區 1.5 至 3.5 公尺 
新設學校 依據當地情況彈性予以增加 

資料來源：市區道路人行道設計手冊，營建署 

 
根據「嘉義市市區道路人行環境與景觀改善綱要計畫」，將嘉義市需要改

善人行道路段分為短中長期三階段，表 1-10 為該計畫改善方案與目標。由表

可知，短期改善目標多為急迫性較高之道路，故改善人行道應由此類優先執

行，並由其中選擇工程規模較小、牽涉範圍較低路段首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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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9 不同區位分析根據資料 
土地使用 分析使用資料類型 
住宅區 人行道、街道設施設置情形(總寬度、設施寬、人行淨寬) 

私人傢俱擺放佔用情形 
商業區 行人流量(尖峰時段流量) 

人行道寬度(總寬、設施寬、人行淨寬) 
路段停車需求(供需比) 
違規佔用情形(比例、類型) 
無障礙設施有無 

文教區 人行道寬度 
鋪面損壞情形(損壞百分比) 
大眾運輸配置(位置、路線、搭乘資訊) 

政府金融 
機構 

人行道寬度 
無障礙設施有無 
路段停車需求 

公園運動場 與公園景觀一致化、空間開放比例 
無障礙設施有無 
鋪面類型、損壞情形 
停車需求與現況 

觀光休閒 人行道寬度 
鋪面損壞情形 
休憩停留空間有無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附表 1-10 人行道改善期程與路段 

 分類標準 改善目標 
短期 
中山路、中興路、文化

路、民族路、自由路、

吳鳳北路、林森西路、

垂楊路、新民路、維新

路、興業路 

無障礙空間損壞或嚴重

缺乏者 
現有人行道淨寬與區域

發展無法配合 

鼓勵民眾企業認養人行道 
針對無法有效供行人通行路段

採分區分段進行 
依據民眾活動頻繁區域優先規

劃 
中期 
大雅路、北港路、玉山

路、忠孝路、啟明路 
整體評估 13 分以下道路

人行道拓寬工程與當地

環境潛力發展非短期內

可達 

移除私人設施物 
人行道與騎樓齊平 
清除人行道停車格 
前後站人行動線串連 

長期 
八德路、小雅路、友愛

路、世賢路、民權路、

建國路、博愛路、學府

路、興達路、彌陀路 

未來發展潛力較低者 人行道自治管理規範法案制訂 
人行道與騎樓齊平 
改善管線埋設位置 

資料來源：嘉義市街道人行環境及景觀改善綱要計畫，嘉義市政府，民國 95 年 8 月 
  本計畫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