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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沙鹿區

 台中沙鹿幅員酷似鶉鳥，東西短4.9公里、南北長約8.2公里，土地面
積 40.4604 平方公里，分21個行政里，人口約9.6萬人，排名台中市
第12位，為台灣神王勳的故鄉(福興宮)。

 原稱沙轆，為中部濱海漁村地區，原有拍瀑拉族百戶聚居，稱沙轆社，
又稱社口番地。明鄭時期，沙轆社發生劉國軒屠村事件，本地平埔族
遭到大力攻擊，僅剩六人，遂使其他大部份平埔族遷移他地，或隨而
漢化，而漸成漢人聚落。

 清雍正元年(1723年)以大甲溪為界，增設彰化縣與淡水廳，有一說淡
水廳治初期設在沙轆，改稱沙轆新庄，後遷移到今新竹。

 境內有2間大學、1間高工、4間國中、7間國小，教育資源分配很奇特。

 沙鹿位處海線，有兩間與海洋沒有太多關聯性的大學，人口將近10萬
人，沒有綜合高中(有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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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郡

1920年: 10.1萬人

1940年:16.3萬人

2015年: 48.6萬人

大屯郡

1920年:6.9萬人

1940年:10.9萬人

2015: 118.4萬人

東勢郡

1920年: 3.1萬人

1940年:4.6萬人

2015年: 10.2萬人

豐原郡

1920年:6.4萬人

1940年:10.3萬人

2015年:48.6萬人

台中市(原5區)

3.2萬人/8.7萬人/47.9萬人

日本台中、今日台中

東勢
新社
石岡
和平

大甲區
清水區
梧棲區
沙鹿區
外埔區
大安區
龍井區
大肚區

大里區
太平區
霧峰區
烏日區
北屯區
西屯區
南屯區

豐原區
后里區
神岡區
大雅區
潭子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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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人口 ±%

1951 27,690 —

1956 30,569 +10.4%

1961 31,715 +3.7%

1966 35,909 +13.2%

1971 41,649 +16.0%

1976 47,536 +14.1%

1981 58,102 +22.2%

1986 64,367 +10.8%

1991 69,117 +7.4%

1996 70,760 +2.4%

2001 73,069 +3.3%

2006 77,273 +5.8%

2011 83,238 +7.7%

2016 91,338 +9.7%

2022 96,039 +5.1%

沙鹿區70年人口變化 1951-2022

中科效應

靜宜大學



甚麼是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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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做甚麼?

• 預留公共設施用地

• 劃設各類住工商使用分
區

都市計畫

• 開闢公共設施，滿足公
共需求

• 管制各分區開發
執行工具



公共設施用地
30~40%

住工商分區
60~70%

都市計畫大西瓜: 計畫人口、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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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台中市政府都發局向台中市議會提出的整體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政策專案報告，台中市
現有32處都市計畫區，10處市鎮計畫、10處鄉街計畫及12處特定區計畫，計畫總面積
53,831公頃。其中都市發展用地33,977.77公頃，約占總面積之62.99%，公共設施用地
11,934公頃，約21.77%，可容納居住人口約309萬人，目前約有25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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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1/4台中市土地被都市計畫覆蓋



• 包括梧棲區全部、清水、沙鹿、龍井區
大部分及大肚區一小部分，計畫面積約
19,668公頃。

• 計畫目標年：民國115年
• 計畫人口：58萬人
• 居住密度：每公頃約264人
• 學校用地 230公頃、公園199公頃、

1121公頃、河道用地229公頃

分區
計畫面積

(公頃)
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2,198 11.18

商業區 145 0.75

關連工業區 527 2.68

一般工業區 126 0.64

港埠專用區 6,591 33.51 

農業區 4,667 23.73 

保護區 2,509 12.76

河川區 169 0.86

小計 17,118 87.03 

公共設施用地 2,847 14.20 

合計 19,668 100.00 

台
中
港
特
定
區
計
畫

龍井
交流道

台中港區

台中港特定區計畫
1972年發布實施
今年50歲



 公共設施規劃原則
 以鄰里居住單元為規劃概

念，每1鄰里單元佈設需
求公共設施，如學校、機
關、市場、公園等。

 共計64個鄰里單元。



台中港特定區計畫，超過一半道路未開闢



台中港特定區計畫，超過一半公共設施未開闢





1921年沙鹿街，火車站出現了

沙鹿火車站

歷史街區



1992年沙鹿大學城

靜宜大學

弘光護專火力發電廠



1999年沙鹿、龍井二高雙交流道



2002年二高龍井交流道



台中海線三劍客: 清水、沙鹿、梧棲



沙鹿區4,046公頃:三大力量的拉扯 (兩大交流道、市中心)



 從計畫角度，沙鹿空間
發展已經往二高龍井交
流道集中，沙鹿交流道
可能分到甚麼嗎?

答案是，不太可能。因
為，沒有計畫準備，且
已經碰到台灣及台中人
口流失的瓶頸期



討論課題

• 1.臺中航空城計畫，西勢寮聚落會不會消失在大
肚山? (當然會消失至少一半)

• 2.沙鹿竹林及犁分的城鄉發展定位及機會? (有沒
有計畫?)

• 3.成立南勢溪自然保留區的機會?(保留區內是誰
的土地?) 

• 4.南山截水溝建造構想及影響? (計畫、沿岸) 

• 5.臺中捷運藍線規劃動線與構想? (誰的計畫?)



西勢寮







 農業區 585公頃
機場

 公館國小0.6公頃

 公明國中

現行計畫



中
科
特
定
區

西勢寮



未來可能計畫



 自來水事業用地5.7公頃

 保護區 332公頃

 保護區 19.1公頃

 沙鹿火車站

 公墓13.8公頃

犁份、竹林、紅毛井:現況計畫 (保護區)





 保護區 19.1公頃

 沙鹿高工

 沙鹿國中

 區公所



保護區 133.7公頃

 北勢國中

靜宜大學

 北勢國小

 文高(X)



南山截水溝: 1971年河道計畫



南山截水溝:執行計畫

• 1975年規劃，延宕至2011年重新檢討、
2014年開始推動，現在逐漸趨完成，
歷時45年。

• 2014年啟動工程，共分三期，全長
9.4公里，一、二期工程獲中央「流域
綜合治理計畫」補助50億元。

• 第一、二期施作下游段山腳排水渠道
拓寬4.7公里及上游段南山截水溝新闢
工程1.8公里，整治長度達6.5公里，
預計110年底完工。

• 第三期從北勢溪至竹林北溪段，約2.9

公里，需63億元。

• 南山截水溝工程完成後，可將上游山
洪截流後分流排入梧棲、安良港及山
腳排水，有效分擔整體流域排洪壓力，
改善367公頃淹水地區造福約1萬9000

人，治本解決海線近半世紀以來的淹
水問題。



2013年工程構想



2020.8.4

http://www.tchouse.com.tw/service/faq_view/16889.html




中捷藍線路線影響沙鹿整體發展

25.2公里/19站



全長24.8公里，20座車站，8座高架、12座
地下、1座五級維修機廠，預估總經費1,309

億元，預計十年內完工。



B1捷運站特區範圍: 沙鹿市中心

500公尺



小結論

• 1.臺中航空城計畫，西勢寮聚落會不會消失在大
肚山? (大家有共識嗎?)

• 2.沙鹿竹林及犁分的城鄉發展定位及機會? (這裡
會受到地價神吸引嗎?)

• 3.成立南勢溪自然保留區的機會?(計畫沒問題，
要有決心及地方支持) 

• 4.南山截水溝建造構想及影響? (看起來還好) 

• 5.臺中捷運藍線規劃動線與構想? (變變變)



台中學研究中心網站

https://taichung2050.pixnet.net/blog

港埠專用區
6618.56公頃

https://taichung2050.pixnet.net/bl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