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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2 鄉鎮市人口比例圓餅圖（民國 96 年） 
資料來源： 96 年桃園縣統計要覽 

二、 產業發展特性 

(一) 一級產業 

在產業優勢分析中，一級產業中，畜牧業表現較佳。農、林、漁

業競爭力衰退，主要因利用觀光理念帶動一級產業升級，朝觀光休閒

農業為主。桃園縣二級產業產值較優勢，主要策略以技術研發與技術

移轉提昇產業競爭力。三級產業雖發展快速，但仍不足市場需求。主

要以一、二級產業帶動與工商綜合成立促進三級產業發展。 

1. 農業 

本縣地處台灣地區之西北部，氣溫雖較南部為低，但由於石門水

庫水源充沛農田水利系統良好，土地肥沃，雨量充沛，仍甚適於農耕，

年產稻穀，佔全省之重要地位。 

我國加入 WTO 後，為因應農業因開放市場受到衝擊，本縣將全

面配合中央辦理稻田轉作休耕計畫，推動全縣輪作休耕計畫，以減少

稻農直接損失，並減輕糧政單位的倉容壓力及大量糧食基金投入收購

稻穀的負擔。並繼續辦理良質米集團栽培計畫，全面配合中央以因應

加入 WTO 以後各國廉價米進入國內傾銷的壓力，維護稻農收益。另

加強對各產銷班之設備及資料補助，全面提昇花卉與蔬菜之生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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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品質，並減輕生產成本，增加農民收益，促使農業持續成長，以繁

榮農村經濟，確保整體經濟之均衡發展。 

(1) 耕地面積 

桃園縣縣耕地面積為全省第十一序位，民國 96 年底耕地面積

37,544.95 公頃，佔本縣面積 30.75%，較上年之 38,612.60 公頃，則減

少 1,067.25 公頃，其減少率為 2.84%。 

(2) 農業戶口 

桃園縣農戶數為全省第九序位，民國 96 年底農戶數為 42,725 戶，

佔總戶數 5.69%。各鄉鎮農戶數民國 95 年底自耕農為 41,045 戶，佔

94.91%，非自耕農 82 戶，佔 0.19%，平均每一戶有 5.04 人，如表 3-8、
圖 3-13及圖 3-14所示。 

表3-8 桃園縣歷年農家人口數統計表 

年/戶數/人口數 
全縣 

戶數 人口數 
86 年 37,985  224,772  
87 年 38,248  221,291  
88 年 37,371  176,388  
89 年 37,283  230,012  
90 年 36,510  210,297  
91 年 37,545  222,912  
92 年 38,058  202,732  
93 年 35,889  189,455  
94 年 41,443 211,147 
95 年 43,244 217,930 
96 年 42,725 189,001 

資料來源： 96 年桃園縣統計要覽；96 年農糧署公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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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3 桃園縣農戶資料統計圖（民國 95 年底） 
資料來源： 96 年桃園縣統計要覽。 

圖3-14 桃園縣農業人口資料統計圖（民國 95 年底） 
資料來源： 96 年桃園縣統計要覽。 

2. 林業 

為保護農田及縣民生命財產之安全，乃積極加強辦理公私有地造

林及耕地防風林，並加強育苗推展工作及擴大海岸林帶計畫，全面實

施綠化政策，並辦理全民造林檢測、勘驗、獎勵金發放等工作，藉以

提高林業生產及防洪功效。以下針對桃園縣林業現況分析如表 3-9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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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1) 造林：民國 96 年本縣無新造林。 

(2) 木材砍伐生產：民國 96 年間擇伐面積為 241.27 公頃，立

木材積（薪材）118 立方公尺。 

(3) 森林災害：民國 96 年無森林災害。 

(4) 苗圃育苗：民國 96 年苗木總面積可出栽為 1,320 平方公

尺，苗木（白千層）株數可出栽計 85,536 株。 

表3-9  桃園縣歷年造林面積及數量統計表               單位：公頃、株數 

年/ 
數量 

林木 
總計 針葉林 闊葉林 其他闊葉林 

面積 數量 面積 數量 面積 數量 面積 數量 
86 年 75.00 270,000 － － 75.00 270,000 15.00 150,000 
87 年 15.00 150,000 － － 15.00 150,000 － － 
88 年 2.50 75,000 － － 2.50 75,000 2.50 75,000 
89 年 3.20 96,000 － － 3.20 96,000 3.20 96,000 
90 年 3.00 90,000 － － 3.00 90,000 3.00 90,000 
91 年 4.00 120,000 － － 4.00 120,000 4.00 120,000 
92 年 3.25 97,500 － － 3.25 97,500 3.25   97,500  
93 年 0.00 0 － － 2.99 89,770 2.99 89,770 
94 年 － － － － － － － － 
95 年 － － － － － － － － 
96 年 － － － － － － － － 

資料來源： 96 年桃園縣統計要覽  

 
圖3-15 桃園縣造林面積統計圖（民國 96 年） 

資料來源： 96 年桃園縣統計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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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漁業 

桃園縣海岸有兩個漁港，一為永安漁港，一為竹圍漁港，均屬沿

海、近海作業之漁船港口。近年來致力於發展竹圍、永安漁港觀光休

閒漁業，以民間投資方式辦理，減少政府人力財力負擔，增加本府財

源及稅收，並協助漁民改進漁撈技術，及充實漁業設備，對漁業發展

助力甚大。養殖事業方面本縣甚為發達，民間之養魚池塘甚多，尤以

榮民漁業管理處所轄之養魚池最多，亦最廣大，為本省北部淡水魚養

殖最大之生產地。 

(1) 漁民及漁戶民國 96 年底桃園縣漁戶共有 2,336 戶，佔全縣

總戶數之 0.38%。其中近海為 357 戶，佔全縣漁戶總數之

15.28%。 

(2) 動力漁船概況：民國 96 年底桃園縣現有動力漁船 346 艘，

共 1,005.16 噸。較上年減少 71 艘，減少噸數為 232.22 噸。 

(3) 漁業生產量概況：民國 96 年桃園縣漁業生產量為 6,356 公

噸，其中近海漁業及內陸漁撈 96 年皆無生產量，沿岸漁業

生產量為 537 公噸，佔 8.45%，養殖漁業生產量為 5,819
公噸，佔 91.55%，本縣目前無遠洋漁業。 

(4) 養殖面積：民國 96 年底桃園縣養殖面積為 2,713.95 公頃，

其中淡水魚塭 679.76 公頃，佔 25.06%，其他池埤水庫為

2,034.19 公頃，佔 74.95%。 

4. 畜牧 

桃園縣積極推動畜牧事業發展，設有養豬專業區、乳牛農牧專業

區及小乳牛育成區等畜牧專業區，並輔導養畜禽戶污染防治相關設施

（如簡易堆肥舍、環境衛生控制、廢水處理設備功能改善等）改善畜

牧場環境衛生，採用科學方法、技術，使產量增加，品質提高。相關

禽畜頭數說明如下： 

(1) 乳牛：民國 96 年底各種牛隻共 5,069 頭，較上年底之 5,821
頭則減少 752 頭，其減少率為 14.84%。 

(2) 豬：民國 96 年底計有 186,925 頭，較上年底 208,742 頭減

少 21,817 頭，其減少率為 11.67%。 

(3) 羊：民國 96 年底之計有 5,055 頭，較上年底之 4,676 頭，

計增加 379 頭，其增加率為 7.50%。 

(4) 雞：民國 96 年底共有雞 3,253,570 隻，較上年底之

3,201,170 隻，增加 52,400 隻，其增加率為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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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鴨：民國 96 年底計有 27,953 鴨隻，比去年底 62,776 隻計

減少 34,823 隻，其減少率為 124.58%。 

(二) 二級產業 

桃園縣內製造業以金屬製品製造業最多，其次電力及電子機械器

材製造修配業，與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就企業單位產值以金屬基本

工業、電力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修配業最佳。平均勞動報酬以運輸工

具製造修配業，化學製品，化學材料製造業，金屬基本工業最顯著。

而土地使用報酬率則以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電力及電子機械器材製

造修配最高，其次成衣及服飾製造業；實際運用資產報酬率以石油及

煤製品製造業，運輸工具製造業，精密器械製造業。 

加上中央全力推動經濟建設政策，吸引各類型廠商紛紛前來本縣

設廠，促使工業區開發持續增加，目前已開發工業區，計七處：大園

工業區、林口工三工業區、龜山工業區、中壢工業區、平鎮工業區、

觀音工業區、幼獅工業區，正在開發工業區：華亞工業區、宏碁渴望

園區、龍潭科技工業區、大潭濱海特定工業區，即將開發工業區：觀

塘工業區、桃園科技工業區、矽谷工業區，桃園縣已由農業社會漸轉

變成工業社會，並促進了桃園縣經濟的繁榮。 

1. 工業 

桃園縣民國 96 年底工廠總數為 10,486 家，較上 95 年底之 10,355
家，增加 131 家，增加率為 1.25%；其中以機械製造修配業 2,307 家為

最多，佔 22%，次為金屬製品製造業 1,184 家，佔 11.29%，再次為電

子零組件製造業 1,158 家，佔 11.04%，若以鄉鎮市別而言，以蘆竹鄉

之 1,846 家、龜山鄉 1,514 家、中壢市 1,183 家及桃園市之 1,090 家較

多，分佔 17.60%、14.44%、11.28%、10.39%。詳表 3-10、表 3-11、
表 3-12、表 3-13及圖 3-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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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0  桃園縣歷年工廠商家登記數統計表(1)                      單位：家 
年底

別及

鄉鎮

市區

別 

總計 食品製

造業 紡織業 
成衣及

服飾品 
製造業 

皮革、

毛衣及

其製品

製造業

木竹製

品業

家具及

裝設品

業 

紙漿、

紙及

紙製品

業 

印刷及

其輔助

業 

化學材

料 
製造業

化學製

品 
製造業 

石油及

煤油 
製品製

造業 

橡膠製

品 
製造業

86 年 10,340 446 1,088 175 53 … … … … 187 377 13 109
87 年 10,435 440 1,094 159 48 … … … … 185 387 13 105
88 年 10,867 470 1,123 166 48 … … … … 188 390 14 109
89 年 10,859 478 1,099 161 37 … … … … 191 390 12 108
90 年 10,805 495 1,033 182 37 … … … … 207 400 12 110
91 年 11,008 521 1,030 185 37 93 143 214 168 218 411 12 111
92 年 9,860 496 928 161 43 74 100 191 135 187 384 10 101
93 年 10,280 536 931 167 41 79 106 190 144 199 395 11 108
94 年 10,281 534 880 160 38 77 108 188 140 189 397 11 109
95 年 10,355 542 836 156 37 78 113 187 137 196 414 12 110
年底

別及

鄉鎮

市區

別 

總計 食品製

造業 
飲料製

造業
紡織業 

成衣及

服飾品

製造業

皮革、

毛皮及

其製品

製造業

木竹製

品 
製造業

紙漿、

紙及

紙製品

製造業

印刷及

其輔助

業 

石油及

煤製品

製造業

化學材

料 
製造業 

化學製

品 
製造業 

藥品製

造業

96 年 10,486 513 44 924 39 37 83 194 137 13 179 415 36 

資料來源： 96 年桃園縣統計要覽 

表3-11  桃園縣歷年工廠商家登記數統計表(2)                      單位：家 

年底別

及鄉鎮

市區別 

塑膠製

品 
製造業 

非金屬

礦物 
製品製

造業 

金屬 
基本工

業 

金屬製

品 
製造業 

機械設

備 
製造配

修業 

電腦通

信及視

聽 
電子產

品製造

業 

電子零

組件 
製造業

電力及

電子機

械 
器材製

造修配

業 

運輸工

具 
製造修

配業 

精密光

學醫療

器材 
及鐘錶

製造業 

其他工

業 
製品製

造業

86 年 775 285 311 1,364 1,477 … … 2,064 465 109 336 
87 年 777 270 310 1,412 1,490 … … 2,162 468 116 328 
88 年 792 265 326 1,473 1,597 … … 2,287 485 123 335 
89 年 763 251 336 1,535 1,626 … … 2,293 502 113 318 
90 年 760 257 333 1,482 1,699 65 173 2,024 512 114 304 
91 年 775 263 344 1,485 1,785 91 257 1,938 511 117 299 
92 年 776 248 330 1,047 2,059 401 1,092 434 369 83 211 
93 年 803 245 343 1,094 2,190 416 1,126 445 389 99 223 
94 年 813 237 351 1,104 2,246 405 1,121 440 399 105 229 
95 年 807 235 352 1,125 2,304 398 1,144 436 395 110 231 

年底別

及鄉鎮

市區別 

橡膠製

品 
製造業 

塑膠製

品 
製造業 

非金屬

礦物製

品製造

業 

基本金

屬 
製造業 

金屬製

品 
製造業

電子零

組件製

造業

電腦、

電子產

品及光

學製品

製造業

電力設

備製造

業 

機械設

備 
製造業

汽車及

其 
零件製

造業

其他運

輸工具 
製造業 

家具製

造業 
其他製

造業

96 年 110 825 236 353 1,184 1,158 480 436 2,307 372 35 116 260

資料來源： 96 年桃園縣統計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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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2  桃園縣各鄉鎮市工廠商家登記數統計表                                     單位：家 

年底別
及鄉鎮
市區別 

總計 
食品

製造

業 

飲料

製造

業 

紡織
業 

成衣
及服

飾品 
製造
業 

皮

革、
毛皮

及其

製品
製造

業 

木竹

製品 
製造

業 

紙

漿、

紙及 
紙製

品製

造業 

印刷

及 
其輔

助業 

石油
及煤

製品

製造
業

化學

材料
製造

業

化學

製品
製造

業

藥品

製造

業

橡膠

製品
製造

業

塑膠

製品
製造

業

非金
屬礦

物製

品製
造業

基本

金屬
製造

業

金屬

製品
製造

業

電子

零組
件製

造業 

電
腦、

電子

產品
及光

學製

品製
造業 

電力

設備
製造

業 

機械

設備 
製造

業 

汽車
及其

零件

製造
業

其他
運輸

工具

製造
業

家具

製造

業

其他

製造

業

桃園市 1,090 56 5 91 8 6 4 18 39 1 5 22 2 5 82 5 25 128 119 69 41 294 27 3 11 24

中壢市 1,183 70 2 94 2 6 4 12 19 4 13 52 8 16 83 17 45 108 159 65 54 260 48 5 9 28

平鎮市 808 40 6 41 2 1 7 19 11 2 12 31 4 12 64 9 19 73 99 43 36 216 29 3 9 20

八德市 1,014 37 4 96 5 1 5 18 21 － 6 17 1 7 71 20 16 135 100 34 43 304 43 1 8 21

大溪鎮 283 36 － 18 － 1 14 7 2 － － 9 1 － 16 24 8 23 17 20 13 43 10 － 13 8

楊梅鎮 898 42 2 56 2 6 17 24 7 － 9 40 4 12 96 36 35 109 82 26 28 176 53 3 10 23

蘆竹鄉 1,846 66 8 205 7 4 4 22 16 － 40 53 1 15 140 37 80 222 282 67 59 393 53 6 22 44

大園鄉 476 37 － 59 5 5 2 17 1 1 16 35 3 7 30 9 22 55 41 20 18 54 19 5 3 12

龜山鄉 1,514 52 9 117 4 6 9 23 15 2 15 49 1 13 145 28 49 181 177 101 78 353 30 5 8 44

龍潭鄉 518 40 4 36 3 1 3 11 4 3 9 26 7 10 47 21 13 52 30 18 19 114 22 2 11 12

新屋鄉 300 19 2 32 － － 11 12 2 － 4 16 1 5 17 10 15 42 24 5 14 41 10 1 7 10

觀音鄉 556 18 2 79 1 － 3 11 － － 50 65 3 8 34 20 26 56 28 12 33 59 28 1 5 14

復興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料來源： 96 年桃園縣統計要覽  

圖3-16 桃園縣各鄉鎮工廠登記數統計圖（民國 96 年） 
資料來源： 96 年桃園縣統計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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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級產業 

1. 商業 

桃園縣民國 96 年底商業登記家數共計 41,084 家，較上 95 年底

48,714 家，減少 7,630 家，減少率為 15.66%，其中商業登記家數以批

發及零售業 25,180 家為最多，佔 61.29%，營造業 3,774 家次之，佔

9.19%，再次為其他服務業 3,175 家，佔 7.73%，如表 3-13及表 3-14所
示。 

表3-13 工廠登記及商業登記家數統計表 
年底及家數 工廠登記家數 成長率％ 商業登記家數 成長率％ 

86 年 9,186 2.82 30,756 － 
87 年 8,990 -2.13 32,015 4.09 
88 年 9,979 11 33,232 3.8 
89 年 10,317 3.39 33,107 0.38 
90 年 10,340 0.22 32,661 -1.35 
91 年 10,435 0.92 34,940 6.98 
92 年 10,867 4.14 36,016 3.08 
93 年 10,859 -0.07 36,452 1.21 
94 年 10,811 -0.44 46,383 27.24 
95 年 11,008 1.82 48,714 5.03 
96 年 10,486 -4.74 41,084 -15.66 

資料來源： 96 年桃園縣統計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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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4 桃園縣歷年商業登記數統計表                                單位：家 

年 

底 

別 

總  

計 

農林

漁牧

業 

礦業

及土

石採

取業

製  
造  
業 

水電

燃氣

業 

營  
造  
業

批發及

零售業

住宿

及餐

飲費

運

輸、倉

儲及

通信

業

金融

及保

險業

不動

產及

租賃

業

專業

科學

及技

術服

務業 

教育

服務

業 

文

化、運

動及

休閒

服務

業 

其他

服務

業

86 年 32,661 92 38 1,986 8 923 － － 2,142 － － － － － －

87 年 34,940 92 38 2,007 11 1,062 － － 2,153 － － － － － －

88 年 36,016 82 39 1,956 14 1,221 － － 2,144 － － － － － －

89 年 36,452 76 33 1,861 14 1,403 － － 1,799 － － － － － －

90 年 46,383 795 162 2,421 264 2,532 － － 1,835 － － － － － －

91 年 48,714 127 161 2,455 5 2,698 31,425 3,136 1,700 183 566 1,032 7 1,094 4,125

92 年 48,129 130 162 2,386 4 2,635 30,716 3,187 1,694 189 572 1,001 6 1,255 4,192

93 年 38,207 64 20 987 4 2,657 24,598 2,646 1,569 148 491 953 6 989 3,075

94 年 38,685 67 23 903 4 3,009 24,581 2,753 1,557 149 496 957 6 957 3,223

95 年 40,411 74 24 884 7 3,488 25,075 2,967 1,560 148 519 996 6 1,276 3,387

年 

底 

別 

總   
計 

農林漁

牧業 

礦業及土

石 
採取業 

製造業

電力及燃

氣 
供應業

用水供應

及 
污染整治

業 

營造業
批發及零

售業 
運輸及倉

儲業 
住宿及餐

飲業 

96 年 41,084 78 20 885 6 213 3,774 25,180 1,568 3,175 
佔 96
年百

分比 
- 0.19% 0.05% 2.15% 0.01% 0.52% 9.19% 61.29% 3.82% 7.73%

資料來源： 96 年桃園縣統計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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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質環境 

一、 土地使用分析 

(一) 全縣土地面積 

桃園縣總面積為 122,095.40 公頃，約佔台灣地區土地總面積 3.43
％，主要呈雙核心都市型態發展，桃園縣十三鄉鎮市以復興鄉面積最

大 35,077.75 公頃，佔全縣總面積 23.74％，次為大溪鎮 10,512.06 公頃，

佔總面積 10.56％，而以八德市 3,371.11 公頃及桃園市 3,480.46 公頃為

最小，各僅佔總面積 2.76％及 2.85％，北桃園的核心為以桃園、八德

兩個縣轄市，居民以閩南籍為大宗，生活型態及方式較似於台北都會

區，其中桃園市更為桃園縣縣治所在，而經濟及產業的發展則以工商

業為主。 

(二) 都市計畫土地 

96 年統計數據顯示，本縣都市土地面積為 32,326 公頃，占全縣土

地比例約 26.48%。農業區歷年面積變動不大，分區面積每年僅小幅減

少數公頃，所占比例維持在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約 25.5%，如表 3-15及
圖 3-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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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5桃園縣都市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表（民國 90-95 年） 單位：公頃 
年度/ 
編訂 90 91 92 93 94 95 

合計 
面積 比例 面積 比例 面積 比例 面積 比例 面積 比例 面積 比例

32,260 100.0% 32,237 100% 32,255 100.0% 32,290 100.0% 32,290 100.0%32,290 100%

住宅區 4,575 14.2% 4,647 14% 4,646 14.4% 4,687 14.5% 4,690 14.5% 4,689 14.5%

商業區 452 1.4% 446 1% 447 1.4% 447 1.4% 448 1.4% 447 1.4%

工業區 3,152 9.8% 3,077 10% 3,080 9.5% 3,131 9.7% 3,131 9.7% 3,131 9.7%

公共設施用地 5,086 15.8% 5,162 16% 5,186 16.1% 5,203 16.1% 5,205 16.1% 5,205 16.1%

農業區 8,168 25.3% 8,277 26% 8,276 25.7% 8,250 25.5% 8,245 25.5% 8,244 25.5%

保護區 8,860 27.5% 8,708 27% 8,708 27.0% 8,711 27.0% 8,711 27.0% 8,710 27.0%

風景區 290 0.9% 253 1% 253 0.8% 253 0.8% 253 0.8% 253 0.8%

其他 1,677 5.2% 1,666 5% 1,659 5.1% 1,608 5.0% 1,608 5.0% 1,607 5.0%

資料來源： 91-96 年都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 

 
圖3-17 桃園縣都市計畫農業區分佈圖 

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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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非都市計畫土地 

95 年統計數據顯示，本縣非都市土地面積為 79,447 公頃，占全縣

土地比例約六成。其中在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面積內，約有六成土地

劃為農業區(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其次約有兩成為森林區；在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內，約四成土地編定為為農牧用地，其次約三成

為林業用地，詳表 3-16及圖 3-20所示。 

由農業區和農林用地歷年面積變動，變動面積皆不大：一般農業

區面積小幅增加，特定農業區面積小幅減少；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之

農林用地面積小幅減少，詳表 3-17、圖 3-18及圖 3-19所示。 

表3-16 桃園縣歷年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變動情形表（民國 90-95 年） 
年度/編訂 90 91 92 93 94 95 

合計 
面積 比例 面積 比例 面積 比例 面積 比例 面積 比例 面積 比例

72,791 100.0
% 72,849 100.0

% 72,835 100.0
% 72,932 100.0

% 72,931 100.0
% 79,477 100%

農

業

區 

特定 
農業區 28,554 39.2% 28,600 39.3% 28,605 39.3% 28,421 39.0% 28,425 39.0% 28,418 35.76

% 
一般 
農業區 8,878 12.2% 8,912 12.2% 8,871 12.2% 9,077 12.4% 9,080 12.5% 9,085 11.43

% 

小計 37,432 51.4% 37,512 51.5% 37,476 51.5% 37,498 51.4% 37,505 51.4% 37,503 47.19
% 

工業區 791 1.1% 791 1.1% 791 1.1% 792 1.1% 2,312 3.2% 2,601 3.27%
鄉村區 2,344 3.2% 2,303 3.2% 2,301 3.2% 2,302 3.2% 796 1.1% 796 1.00%

森林區 8,946 12.3% 9,138 12.5% 9,147 12.6% 9,136 12.5% 9,137 12.5% 15,344 19.31
% 

山坡地 
保育區 20,580 28.3% 20,412 28.0% 20,252 27.8% 20,454 28.0% 20,422 28.0% 20,429 3.27%

風景區 100 0.1% 92 0.1% - - - - - - - - 
國家 

公園區 - - - - - - - - - - - - 

河川區、特定

專用區及其他 2,598 3.6% 2,602 3.6% 2,868 3.9% 2,749 3.8% 2,760 3.8% 2,805 3.53%

資料來源： 91-96 年都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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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8 桃園縣非都市土地農業區歷年變動圖（民國 90-95 年） 

資料來源：91-96 年都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本計畫繪製  

表3-17桃園縣歷年非都市土地用地面積變動情形表（民國 90-95 年） 
單位：公頃 

年度/編訂 90 91 92 93 94 95 

合計 
面積 比例 面積 比例 面積 比例 面積 比例 面積 比例 面積 比例

72,791 100.0% 72,849 100.0%72,835 100.0% 72,932 100.00% 72,931 100.0% 79,447 100.5%

各種建築用地 6,328 8.7% 6,452 8.9% 6,476 8.9% 6,481 8.89% 6,528 9.0% 6,509 8.2%

農牧用地 35,090 48.2% 34,795 47.8% 34,572 47.5% 34,573 47.40% 34,507 47.3% 34,509 43.4%

林業用地 17,997 24.7% 18,001 24.7% 17,964 24.7% 17,956 24.62% 17,914 24.6% 20,898 26.3%

養殖用地 44 0.1% 44 0.1% 42 0.1% 41 0.06% 41 0.1% 41  0.1%

鹽業用地 - 0.0% - 0.0% - 0.0% - 0.00% - 0.0%  0.0%

礦業用地 27 0.0% 27 0.0% 27 0.0% 27 0.04% 27 0.0% 26  0.0%

窯業用地 85 0.1% 83 0.1% 82 0.1% 77 0.10% 70 0.1% 70  0.1%

交通用地 1,742 2.4% 1,859 2.6% 1,982 2.7% 2,018 2.77% 2,068 2.8% 2,077 2.6%

水利用地 4,364 6.0% 4,385 6.0% 4,464 6.1% 4,482 6.14% 4,483 6.1% 4,508 5.7%

遊憩用地 373 0.5% 452 0.6% 456 0.6% 468 0.64% 469 0.6% 482  0.6%

古蹟保存用地 3 0.0% 3 0.0% 4 0.0% 4 0.01% 4 0.0% 393  0.5%

生態保護用地 62 0.1% 62 0.1% 62 0.1% 62 0.08% 61 0.1% 61  0.1%

國土保安用地 1,344 1.8% 1,394 1.9% 1,410 1.9% 1,404 1.93% 1,406 1.9% 4,616 5.8%

墳墓用地 188 0.3% 187 0.3% 187 0.3% 188 0.26% 189 0.3% 189  0.2%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3,570 4.9% 3,581 4.9% 3,591 4.9% 3,494 4.79% 3,522 4.8% 3,551 4.5%

暫未編定及其他用地 1,574 2.2% 1,524 2.1% 1,517 2.1% 1,659 2.28% 1,646 2.3% 1,929 2.4%

資料來源： 91-96 年都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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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9 桃園縣非都市土地農牧用地歷年變動圖（民國 90-95 年） 

資料來源：91-96 年都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本計畫繪製 

 
圖3-20 桃園縣非都市土地農業區分佈圖 

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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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通運輸現況 

桃園地區之城際運輸系統主要以公路系統、大眾運輸系統為主，

而內陸航空運輸系統、及海運運輸系統尚在起步之階段，未來因應運

輸政策之改變與需求的多元化，桃園縣亦具有發展潛能，詳見錯誤! 找
不到參照來源。所示。 

(一) 公路運輸系統 

1. 中山高速公路拓寬工程 

楊梅至楠梓段全面拓寬，其中楊梅至新竹段將拓寬為六車道。里

程自國道一號（中山高）楊梅交流道 (68K+080)，至新竹系統交流道

(99K+650)全長共計 30.32 公里，本計畫於 93 年 1 月份，均已完工通

車。 

2. 西濱快速道路 

西濱快速道路自台北八里經觀音、香山、台中港、麥寮、布袋、

北門至高雄縣界止，擬增設一聯絡道，以提供中正國際機場與西濱快

速道路能適當的銜接。 

3. 東西向觀音-大溪快速道路 

台 66 線東西向快速公路觀音-大溪線已於民國 92 年開放通車，成

為國內第一東西向快速公路。路線由觀音大溪線西起西濱公路，觀音

路段南邊的大潭附近，往東延伸到北二高的大溪交流道為止，全長 27.2
公里，花費 11 年的時間建造完成。可以將西濱公路、中山高、北二高

以及台三線串聯成網，以後桃園各鄉鎮市與市區都可以在 30 分鐘之內

到達。 

(二) 鐵路運輸系統 

1. 高速鐵路發展計畫 

高速鐵路全長 345 公里，時速約 300 公里／小時，沿線預定設置

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嘉義、台南及高雄等站，於桃園縣內則設

青埔站。 

2. 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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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運輸需求之型態，大致以桃園、中壢二市區為中心向龜山、

八德、大園、大溪、內壢、平鎮、龍潭等地延伸，考慮以中運量捷運

系統型式配置。建議路網包括紅線（桃園經內壢至中壢市區）及藍線

（起於高鐵青埔站至中壢，沿縣道 112 至陝關路缺）與綠線（桃園莊

路口經桃園車站至大湳）。 

3. 台北至中正機場捷運網路 

配合亞太空運轉運中心之政策，其規劃目的在於提供中正機場與

台北間之便捷之客運運輸工具，主要規劃目標年為 2021 年，計畫目的

在提供每日約 20 萬人旅次之運量，以改善台北至中正機場之旅客運輸

(重大建設詳細內容詳見第五章)。 

(三) 航空運輸系統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95 年航機起降 187,702 架次、進出旅客

22,857,445 人次、貨運量 1,697729.1 公噸，為提升競爭力，機場持續

推動優質服務，95 年完成「第二航廈免稅商店」OT 案，強化民間參

與及提昇競爭力；以境內關外方式成立「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達

到貨暢其流之目的，未來重要工作包括：台北捷運系統興建工程、國

家門戶第一航廈整建、華航園區興建工程、航空科學館搬遷至客運園

區、商務客機專區旅客服務、跑道整修、陸側景觀改善工程等。 

並為配合政府推動「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及全球運

籌中心，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於「臺灣桃園國際機場整體規劃暨第一期

發展計畫」中選定「桃園航空貨運園區暨客運園區（大園南港地區） 特
定區計畫」內 450,200 平方公尺範圍進行規劃與開發，以帶動航空城

建設及發展。 

(四) 海運運輸系統 

1. 竹圍港及永安港 

目前桃園縣沿海竹圍港之永安港、許厝港並不提供海路運輸服

務，但隨著北部地區多項重大建設之進行（例如大觀工業區、空運中

心等），未來所衍生的海運需求將日趨顯著，又因為台灣是海島型的經

濟型態，而機場與港口正是台灣地區物資賴以出入的重要門戶，故在

發展空運中心的同時，若再配合港埠的整體規劃，必能達相輔相成的

效果。 

2. 觀塘工業港（含專用港-開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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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國家能源政策及國內天然氣需求，民國 95 年申請於觀音鄉

地區，報編開發觀塘工業區及設置工業港，民國 90 年 5 月 28 日開工

興建。工業區及工業港報編總面積 1,174 公頃，「觀塘工業區」面積 230
公頃，以填海造地完成。「觀塘工業專用港」屬人工築港，港內、外水

域面積合計 944 公頃，區內設置石化品儲運區、水泥/砂石儲運區、冷

能利用區及北部天然氣接收站與氣化廠，總投資金額約 1,200 億元。 

觀塘工業港輪廓與台塑麥寮港相似，全部 3 期擴建工程將在 2008
年全部完工，其中 80 公頃土地將作為天然氣接收站，最大水深可達

20 米，可規劃船席達 10 個以上。 

圖3-21 桃園縣未來交通系統圖 
資料來源：修改自桃園縣政府交通處捷運路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