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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 

一、 研究動機 

由於國際化的發展，為了讓交通、貿易的往來更加迅速便利，因此國與國之間就增

加飛機的使用次數，因飛機的速度和便利性都比其他交通工具高。但機場對當地居民真

的便利嗎？是否因此創造更多的經濟效益？還是帶來困擾與不便？引發本組對在地的

關心。 

 

二、 研究目的 

 

(一)探討機場對大園地區帶來的效益。 

(二)了解附近居民對機場影響的看法。 

(三)探討因桃園機場引起週邊交通及土地規劃對大園地區帶來的影響。 

 

三、 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法：透過書籍、網路等查詢有關桃園機場對當地影響的相關資料。進而提

出應對策略及未來發展的建議。 

(二)問卷調查法：針對航空城(大園)地區之居民進行問卷調查，藉此了解居民對於機場

造成的影響、補助等各項措施做分析報告。 

 

四、 研究流程 

 

 

 

圖 1 研究流程圖 

 

貳●正文 

 

一、交通工具的介紹 

 

（一）汽車：用引擎作為動力，驅動輪子轉動，使車體移動，不需依靠軌道及電力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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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行駛的車輛。 

（二）船：藉著水的浮力，再利用人力、風力或者渦輪機等，使其航行於海面上。 

（三）飛機：由噴射引擎產生前進的推力，再由機翼的變動產生上升及下降的浮力，在

空中飛行的交通工具。 

 

二、飛機的起源 

 

(一)萊特兄弟的巧思 

莱特兄弟:威爾伯‧萊特(1867.4.16—1912.5.12)、奧

維爾‧萊特(1871.8.19—1948.1.30)。他們從小就對機械

和飛行非常感興趣，從事自行車修理和製造行業。莱特兄

弟原以修理自行車維生，兄弟倆聰明好學，從 1896 年開

始，他們就一直熱心於飛行研究。通過多次研究和實驗，

他們很快得出一個結論：要解决飛機操縱的關鍵問題，必

須裝上能使空氣動力學發揮作用的機械裝置。           圖 2 萊特兄弟肖像圖 

 

(二)飛機的定義 

 

飛機具有兩個最基本的特徵： 

1.它自身的密度比空氣大，並且它是由動力驅動前進。 

2.飛機有固定的機翼，機翼提供升力使飛機翱翔於天空。 

 

三、桃園機場的介紹 

 

(一)桃園機場的由來 

台灣地區繁忙的航空運輸，決定在桃園縣興建新的國際機場，將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列入為十大建設之一，並於民國 69 年決定籌建機場，在民國 64 年時，民航局首度建議

更名為「介石機場」，理由為「用資紀念民族救星，時代聖雄故總統蔣公」，但行政院並

未核覆。又於民國 68 年 2 月 15 日行政院院會在機場啟用前 11 天，卻突然通過交通部

提議更名為「中正國際機場」。 

 

(二)地點與位置 

位於臺灣桃園縣大園鄉桃園國際機場周邊腹地，計畫總面積約達 3200 公頃。 

 

(三)所遇的瓶頸 

建造航空城需要廣大的土地，所以要從人民手中徵收，然而徵收土地需要大筆的經

費，但因為經費的不足，導致徵收的進度一再延後。 

 

四、桃園機場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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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起飛 

當初蔣經國提出「十大建設」時，不被民眾看好。而十大建設卻帶來了大量的就業

機會，對於當時通貨膨脹和失業率都高的時代注入一股生機。十大建設告一段落後「中

正國際機場」也完成了。機場的落成，讓台灣與國際接軌。使台灣經濟逐漸＂起飛＂。 

 

(二)地方交通的成長 

機場的聯外運輸系統是影響航空城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主要功能則是提供進出

機場的旅客和貨物便捷的運輸服務，並創造後勤補給的優勢。目前主要課題有機場至高

鐵青埔站，機場至桃園市、中壢市，機場至台北都會區以及貨物運輸路線之研擬等。 

 

 (三)民生問題 

1. 噪音污染：因飛機起降時引擎的聲音，以及為降落而較貼近地面所產生的飛行

噪音，常常困擾著當地民眾。甚至連場內的維修、場外的交通工具都會產生噪

音。 

2. 空氣污染：飛機燃料燃燒時所產生的廢氣，及機場內、外的交通工具所產生的

廢氣，其污染若累積起來對環境勢必有重大影響。 

 

(四)解決策略                  

表1 航空防制噪音補助區域一覽表 

級別 

內容 
第一級防制區 第二級防制區 第三級防制區 

航空噪音

防制補助 

1. 觀音鄉：塔腳

村、廣福村。 

1. 大園鄉：三石村、大海村、大

園村、田心村、後厝村、圳頭

村、竹圍村、沙崙村、和平村、

埔心村、海口村、溪海村、橫

峰村、菓林村。 

2. 蘆竹鄉：坑口村、海湖村。 

3. 中壢市：山東里、月眉里。 

1. 大園鄉：三石村、 

大海村、後厝村、

竹圍村、埔心村、

海口村、橫峰村、

菓林村。 

最高 

補助經費 

4萬元 8萬元 16萬元 

※超過補助經費上限之金額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房屋整修 4萬元 8萬元 8萬元 

設備 

如所需金額超過新台幣 16 萬元，則繼續補助，唯超過部份以裝設防音門窗

及空調設備為限。如：空調設備、防音窗、防音門、吸音天花板、吸音壁

面、消音箱。 

 

五、機場的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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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工業方面 

未來應積極朝向「配合大園工業區之發展，以輕工業為主，重工業為輔，並利用鄰

近機場及高速公路等運輸便捷之利基，致力於高科技以及加工再出口之發展(如設置科

技園區、貨物園區及航空維修工業等)，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之方向發展，以充分利

用及配合未來航空城市之產業型態。 

 

(二)在商業方面 

「為因應機場之轉型，其相關設施如國際會議中心、購物中心、物流中心或工商綜

合區等必隨之蓬勃發展，目前則應根據實際需求適度引進關連設施並獎勵民間投資」。 

 

(三)在農業方面 

未來之策略應是「選定農業重點發展項目(如甘薯、油菜及西瓜等)，積極發展精緻

農業、休閒農業及觀光農業(如設置農業、漁業觀光專區)，並強化現有運銷體系，將生

產與銷售結合為一」，使本鄉農業呈現更多元化之發展。  

 

(四)在交通運輸 

主要方向為「改善人口集中地區交通狀況，闢建足夠之停車場，提供本鄉及機場便

捷之聯外交通網，並配合機場至松山捷運線、機場至桃園捷運線及高速鐵路作整體之規

劃，此外對於大園交流道及台 4 線省道則研擬改善方案，道路系統指標全面國際化及規

劃貨物運輸路線等」，以上皆為促進中正機場成為國際性轉運中心，並發展出一現代化

航空城市之重要基礎。  

 

(五)在環境保護 

重點是在「保護具價值之自然景觀(如埤塘、沿海觀光資源等)、垃圾減量、資源回

收以及徹底防治工業污染、噪音公害，並有效解決垃圾處理問題，至於因應發展為亞太

客、貨運轉運中心所產出之垃圾、污水等公害，則應妥善處理並不使其延伸至機場外」。 

 

(六)在教育方面 

「配合航空城及周邊關連產業之發展，未來將設置運輸學院及機場相關產業人員教

育訓練中心，以因應空運中心所帶來之就業型態轉變，並提升大園成為國際化之人才供

應中心」。 

 

(七)在觀光遊憩資源之開發方面 

其主要的目標是「整合現有之觀光資源，將濱海各具特色之觀光點作整合性之規劃

(將海產街、竹圍漁港等整合為大園濱海遊憩區)，使其結合為一大型之綜合性觀光休閒

遊憩區，並加強其後續之維護管理及推展工作」。 

 

(八)在土地使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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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受禁建、限建之規定，未來之重點則為「促進受管制地區土地作更有效率之

利用，而其他機場周邊地區則應配合亞太空運中心之規劃，依其受噪音影響之程度作最

適當的安排，另外對於機場臨近受噪音及禁、限建管制之區域則應研擬合理可行之回饋

方案」。 

 

六、社會責任 

 

(一)防治噪音公害，確保居民權益 

因本鄉緊鄰機場，故隨著機場的發展，對於飛航噪音的公害應做好嚴密之監測，並

協助受影響較嚴重地區居民做好隔音措施並落實補償措施。 

 

(二)未來發展應盡量避免音害較嚴重地區 

根據「中華民國七十九年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大園鄉住戶對住宅環境最

感迫切需要改善的是噪音污染、交通不方便以及市場太遠。大園鄉目前交通建設已有明

顯的改善，但是噪音問題仍然因為機場問題無法獲得理想的改善，因此，建議未來住宅

區之劃定應配合機場擴建及跑道方向，盡量遠離噪音較嚴重地區。並規劃噪音敏感區，

依噪音程度劃分住宅用地敏感區，以完善規劃大園鄉未來住宅建設。 

 

(三)因應航空城之發展，應預先規劃關連產業工作人口住宅以利地方發展 

依據「中正機場主計劃修訂計劃」之研究，未來機場員工人數在民國 99 年將達

52,000 人，貨運量將達 160 萬公噸(考慮自然成長及發展空運中心），且基於回饋地方

之原則，其中除專業人員約 1,000 人外，將全部來自機場鄰近之鄉鎮，而其它專業園區

所引進之人力約三分之一係外來人口，故需配置 10 至 20 公頃之土地配置住宅區，約可

容納 12,500 戶（50,000 人)。 

 

根據「勞工住宅輔建方案」，桃園縣需要規劃 10 公頃之勞工住宅，大園鄉由於專

業園區勞工住宅需求，未來可配合土地取得，興建勞工住宅。並配合航空城高科技人才

進駐，規劃高品質住宅區，以利爭取高級人才居住於大園鄉。所謂高品質住宅區應包含

各式需求之公共設施並涵蓋網路需求，住宅區內管線、電纜的配備亦為住宅區內一大特

色。並建立雙語社區，加強社區內國際語言的環境為高級住宅區的一大特色，以雙語概

念開發社區，如中英雙語系統社區警衛管理、雙語社區監控系統，以及尖端科技安全設

備，讓高級住宅區居民不致受限於中文。 

 

七、問卷調查分析 

本研究欲了解桃園機場對當地的影響，於大園地區共發放 183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

卷 150 份，並做以下分析與討論： 

(一)基本資料分析 

本次調查對象中，性別以男性佔 51%、年齡以 18 歲以下佔 36%、職業以學生佔

42%、平均月收入以 20,000 元以下 51%為相對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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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本資料分析表 

內容 項目 百分比 項目 百分比 

性別 ■男   51% □女 49% 

年齡 

■18歲以下 36% □19～30 歲 20% 

□31～45 歲 21% □45～60 歲 18% 

□61歲以上 5%  

職業 

■學生 42% □軍公教 5% 

□服務業 14% □自由業 7% 

□勞動業 18% □待業中 1% 

□其他 13%  

平均月收入 
■20,000元以下 51% □20,001~30,000元 25% 

□30,001~40,000元 17% □40,000元以上 7% 

 

(二)問卷內容分析 

1. 您是否滿意機場興建於大園地區？ 

是否滿意機場建設於大園

滿意

41%

普通

48%

非常不滿意

2%
不滿意

5%

非常滿意

4%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如圖 3 所示，大園地區居民

對於機場建設於當地的滿意

度，以普通佔 48％最高，其

次依序為滿意佔 41％、不滿

意佔 5％、非常滿意佔 4％、

非常不滿意 2％。由此可知，

大園地區民眾對機場興建於

當地大部分都可接受。 圖 3 是否滿意機場興建於當地比例圖 

2. 您平均每年大約搭乘幾次飛機？ 

一年大約搭乘飛機幾次

4次

1%
5次↑

2%

3次

2%2次

6%
1次

21%
無

68%

無

1次

2次

3次

4次

5次↑

 

如圖 4 所示，未每年搭乘飛

機佔 68％最高，其次依序為

每月 1 次佔 21%、2 次佔 6

％、3 次及 5 次佔 2%、4 次

佔 1%。由此可知，大園地

區居民每年搭乘飛機的頻率

不高。 圖 4  一年大約搭乘飛機次數比例圖 

3. 您是否為機場噪音補助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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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為機場噪音補助戶

是

49%否

51%

是

否

 

如圖 5 所示，接受調查對象

中，不是機場噪音補助戶佔

51%，是的佔 49%。 

圖 5  是否為機場噪音補助戶比例圖 

4. 您對機場的補助政策滿意嗎？ 

對機場的補助政策滿意程度

非常滿意

0%非常不滿意

3%
不滿意

23%

普通

56%

滿意

18%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如圖 6 所示，對機場的補助

政策滿意程度，以普通佔

56%最高，其次依序為不滿

意佔 23%、滿意佔 18%、非

常不滿意佔 3%。由此可知，

因興建機場對航道所經地區

造成的噪音污染雖有補助措

施，但政策還有改善空間。 

圖 6  機場補助政策滿意度比例圖 

5. 您接受的機場噪音補助金額約為多少？ 

機場補助金額約為多少

80,001~160,00

0元

11%

40,001~80,000

元

18%

40,000元↓

70%

160,000元↑

1% 40,000元↓

40,001~80,000元

80,001~160,000元

160,000元↑

 

如圖 7 所示，接受機場補助

金額 40,000 元以下佔 70%

最高，其次依序為 40,001～

80,000 元佔 18%、80,001

～ 160,000 元 佔 11% 、

160,000 元以上佔 1%。由此

可知，受補助的民眾補助金

多數在 40,000 元以下，政府

應多補助當地居民。 圖 7  機場噪音補助金額多寡比例圖 

6. 您認為機場對當地帶來的主要效益為何？ 

機場帶來的主要效益

交通便利

60%
經濟提升

17%

就業機會

9%

其他

7%
民生發展

7%

交通便利

經濟提升

民生發展

就業機會

其他

 

如圖 8 所示，機場對當地帶

來的主要效益以交通便利佔

60%最高，其次依序為經濟

發展佔 17%、就業機會佔

9%、民生便利及其他均佔

7%。由此可知，因機場興建

於大園交通，促成交通便捷

最為大眾認同。  圖 8  機場帶來的主要效益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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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您認為機場帶來的負面影響為何？ 

機場帶來的負面影響

交通擁擠

7%

人為垃圾增加

15%

其他

2% 空氣污染

14%

噪音污染

62%

空氣污染

噪音污染

人為垃圾增加

交通擁擠

其他

 

如圖 9 所示，受訪者認為機

場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噪音污

染佔 62%最高，其次依序為

人為垃圾增加佔 15%、空氣

污染佔 14%、交通擁擠佔

7%、其他佔 2%。由此可知，

噪音污染明顯高於其他負面

影響，因此補助措施可在隔

音方面多加強。 

圖 9  機場帶來的負面影響比例圖 

8. 您對「大園航空城計畫」的看法為何？ 

對「航空城計畫」的看法

無意見

50%

反對

6%

非常反對

1% 非常支持

5%

支持

38%

非常支持

支持

無意見

反對

非常反對

 

如圖 10 所示，受訪者對「航

空城計畫」的看法以無意見

佔 50%最高，其次依序為支

持佔 38%、反對佔 6%、非

常支持佔 5%、非常反對佔

1%。由此可知，有半數民眾

對「航空城計畫」表示無意

見，可能對這項計畫不瞭

解，可再多做計畫宣導。 

圖 10  對「航空城計畫」的看法比例圖 

9. 您認為高鐵、捷運對機場發展的影響有幫助嗎？ 

認為高鐵、捷運對機場的發展

壞處多

4%

壞處非常多

1%

無影響

19%

有益

64%

非常有益

12%
非常有益

有益

無影響

壞處多

壞處非常多

 

如圖 11 所示，受訪者認為高

鐵、捷運對機場發展有助益

佔 64%最高，其次依序為無

影響佔 19%、非常有益佔

12%、壞處多佔 4%、壞處

非常多佔 1%。由此可知，

有 76%民眾認為高鐵、捷運

對機場的發展有正面效益。 

圖 11  高鐵、捷運對機場發展助益比例圖 

10. 您平均每月搭往機場或大園的公車次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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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月搭往機場或大園的公車幾次

6~14次

11%
5次↓

21%

15~19次

5%

20次↑

17%

無

46%

無

5次↓

6~14次

15~19次

20次↑

 

如圖 12 所示，受訪者平

均每月均不會搭乘公車往

機場或大園的佔 46%最

高，其次依序為每月 5 次

以下佔 21%、20 次以上

佔 17% ， 6 ～ 14 次佔

11%、15～19 次佔 5%。

由此可知，會以搭乘公車

方式前往機場或大園的人

數約一半，但也有近一半

受訪者無此需求。 圖 12  搭乘機場或大園的公車次數比例圖 

11. 您搭乘公車往機場或大園的原因為何？ 

搭往機場或大園公車的原因

上下學

29%

上下班

30%

搭飛機

15%

其他

26% 上下學

上下班

搭飛機

其他

 

如圖 13 所示，搭乘公車

往機場或大園的原因以

上下班佔 30%最高，其

次 依 序 為 上 下 學 佔

29%、其他佔 26%、搭

飛機佔 15%。由此可

知，有 59％受訪者搭乘

公車往機場或大園公車

起因於上下班或上下

學。 圖 13  搭乘機場或大園公車的原因比例圖 

 

參●結論 

 

一、結論 

 

（一） 大園居民雖每年搭乘飛機頻率不高，但對機場的設立尚可接受，可能是因為機場

帶來交通便利的效益。 

（二） 超過六成受訪者對機場引發的噪音汙染最感困擾，約半數受訪者為機場噪音補助

戶，接受補助金額以四萬元以下佔七成最多。 

（三） 捷運線的規劃連絡鄰近中壢、桃園、新北及台北地區，超過六成受訪者認為對機

場的發展有所助益。 

（四） 因機場設立於大園地區，近年政府極力規劃「大園航空城計畫」，造成鄰近土地

飆漲，當地居民或許認為該計畫尚未實際動工，能否創造就業機會或帶來商機仍

無法確定，半數受訪者仍屬觀望態度。 

 

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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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創造當地就業機會 

受訪者普遍未感受到機場創造出就業機會，建議機場及航空公司可以保留一定名額

優先聘用當地居民，讓機場除了噪音困擾外也有正面的實質效益。 

(二) 提升機場競爭力 

桃園國際機場是臺灣最主要的國際機場，然而現今世界各國都將機場當作推動經濟

的引擎，因此機場的規模、設備的建置與服務水準一定要提升，才能在國際上佔有

一席之地，為台灣創造更多經濟利益。 

(三) 積極發展經貿 

航空城計畫確定後，經濟發展也出現曙光！其實臺灣有很多廠商希望在台灣擴廠，

到海外招商時外資或台商想到台灣投資設廠，但土地難覓因而無法達成設廠目標，

希望中央及地方政府正視這次土地的重新規劃，能帶給臺灣一股新商機。 

(四) 滿足民眾居住需求 

大台北地區發展已非常飽和，房價居高不下，民眾需屋若渴，為了發揮居住正義，

可以利用航空城發展的機會，透過機場、捷運周邊場站將都市計畫擴大，讓民眾能

居住到房價較便宜、又能經過機場、捷運、五楊高架及高鐵等交通網路，快速連結

到大台北都會區，解決民眾居住正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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