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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是海、陸的節點，肩負著對世界各地運輸的重要環節，也是船、客、貨的交匯地。

對於台灣這個「海島型經濟」的國家，99％的進出貨物都仰賴港口提供服務。因此，港口運
作的良窳對於台灣經濟的發展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台灣北部共有兩座國際商港，分別是基隆港及位於新北市八里區的台北港。前者是天然

良港，自 1886年開港，迄今已超過 130年。後者則是人工港，建於 1993年，其目的最初是
為了貫徹東砂北運的政策，興建了 2座砂石碼頭。
但後來，為分攤基隆港散雜貨以及北部地區貨櫃運量成長等的需求，同時因船舶大型化

與產業進駐港區投資設廠產生了新的需求，在 1999年便擴大建港規模為綜合性的商港，並於
2004年升格為基隆國際商港輔助港。近年來，又因應航港體制的改革，於 2012年 3月 1日起，
明訂台北港歸由台灣港務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台北港營運處管理。

填海造地完成的人工港

就地理位置來說，台北港位於淡水河出海口西南岸，新北市八里區至林口區的近岸海域。

港埠條件佳、海氣象環境和緩、海床平緩、水深適中，港域面積達 3,102公頃，其中陸域與
水域各是 1,038公頃與 2,064公頃。至於航道與迴船池水深已達 –16∼ –17.5公尺，可泊靠
15,000 TEU的貨櫃輪。
台北港是個完全由填海造地所興建出來的人工港，1993年基隆港務局進行了第一期工程

開發建設，至 1999年正式開放營運，當時僅有 2座砂石碼頭。在 1996年經行政院核定「台
北港整體規劃及未來發展計畫」，基隆港務局又執行了第二期工程，共經 3個 5年計畫，於
2016年已擁有 25座碼頭。

台北港除可做為基隆港的輔助港之外，隨著港區逐步填海造地，

也將肩負起招商引資與促進台灣經濟繁榮的重任。

張育甄

明日之星 ─ 

台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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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港造地的土方有 2種主要來源，
其一是港域範圍內的浚挖土方，其二是接

受北部地區公共工程的剩餘土方。就前者

的浚挖土方而言，台北港是構築在沙質海

岸上的人工港口，其航道、迴船池、船渠

等水域都須浚渫海床而成。同時，因受海

岸漂沙迴淤的影響，營運期間仍需定期辦

理水域維護浚挖，在早先禁止台北港採海

拋方式處理多餘浚泥的限制下，所挖得土

方正好利用台北港充裕的浚泥收容空間，

做為興建碼頭與後線倉儲空間發展所需。

至於後者，北部地區公共工程建設剩

餘土石方的收容，向來是個棘手的問題。

然而，經環評通過之後，台北港已成為收

容土方的合法廠址，只要符合重金屬檢測，

同時屬 B1∼ B6等級的土方，都可入區收
容。入區的土石方台北港僅收取每立方公

尺 60元的處理費用，比起私人土資場每立
方公尺收取 300∼ 400元，讓公共工程的
主辦單位節省不少公帑。因此，舉凡石門

水庫淤泥清淤、台電配電管路工程、捷運

工程、大巨蛋、各機關學校工程的剩餘土

石方，都曾透過內政部土方交換機制運送

至台北港。

以現階段台北商港物流倉儲區施作填

海造地計畫第一期造地工程為例，填築新

生地 48.8公頃已解決公共工程剩餘土方約
1,100萬立方公尺的流向難題。未來隨著物
流倉儲區的第二、三、四期及南碼頭區填

海造地工程的逐步展開，台北港收受公共

工程剩餘土方的數量也將逐年提升。這種

既有益港口建設，又能兼顧公共利益的做

法，值得學習及推展。

另外，隨著港埠持續擴大，並在活化

政府資產與促進航港及產業發展的政策目

標下，台北港各期工程計畫也會持續進行。

就 2017至 2021年的台北港整體發展計畫
而言，除將持續台北港物流倉儲區與南碼

頭填海造地的工程外，也會新增碼頭區的

公共設施（道路、水電管路及排水）、南

堤聯外道路、S8碼頭興建、南碼頭親水遊
憩區與北碼頭防風林等工程。各項興建工

台北港是個完全由填海造地所興建出來的人工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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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都是為了落實台北港整體發展計畫，以

達發展多元化、效益極大化的營運目標。

業務發展及商業活動

台北港目前定位為「遠洋航線為主的

貨櫃港」、「海空聯運港」，以及「汽車

及其他產業物流港」。在現有的 25座碼頭
中，營運碼頭有 20座（含 4座貨櫃碼頭、
16座散雜貨碼頭）、港勤工作船碼頭有 2
座及海巡碼頭 3座。主要貨物除貨櫃外，
仍以砂石、煤炭、化學品、廢鐵、黏土、

工業鹽等大宗散貨為主。至於雜貨方面，

則包括汽車、石材、機件、捷運車廂、小

三通消費產品等。

在航線方面，貨櫃定期航線已有 36條，
行經各大洲，惟目前尚以近洋及兩岸航線

居多。但台北港鄰近五股、林口、觀音、

土城等工業區，並距桃園國際機場僅 20分
鐘車程，海空聯運便成為比較特殊的運輸

模式。而透過與福建平潭間開闢的快速客

貨輪航線，也使得進出大陸海西的客貨比

起目前的空運模式多了一種選擇。

就業務經營而言，台北港採「地主港」

的經營模式，鼓勵民間企業投資，以促進

效率及提升服務品質。民間機構參與台北

港經營的方式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依「商

港法」辦理的合資興建案，例如：從事汽

車物流的東立物流公司、油品摻配的台塑

石化、淳品及友亦公司。另一種則是根據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投資興建

BOT（Build-Operate-Transfer）案。
目前，台北港依據促參法招商的重要

民間投資是台北港貨櫃碼頭公司「台北港

貨櫃儲運中心 BOT案」，總投資金額約
203億元，興建 7座國際標準型深水貨櫃碼
頭，打造具競爭力與現代化的貨櫃基地。

另一項是台北港埠通商公司「第二散雜貨

儲運中心 BOT案」，特許經營散雜貨裝卸
儲轉業務，投資額也達 45億。
為了招商引資，台北港除積極地展開

硬體建設外，對於建置友善的經商環境也

不遺餘力。舉其重點如下：

台北港自由貿易港區　台北港自由貿

易港區申設案於 2005年 5月奉行政院同意
籌設，並於同年 9月取得營運許可，第一
家申設成功的業者就是東立物流公司。台

北港自由貿易港區初期規劃的經營業務型

態以物流中心為主，另視投資者需要，規

劃了從事簡易加工及製造等符合自由港區

事業需求的業務。

申請為自由貿易港區事業單位者，能

透過港區租稅減免及關務制度的競爭優勢，

節省貨品運送時間與進儲及輸出成本，並

享有免關稅、免營業稅、免貨物稅、免推

廣貿易稅、免商港服務費等優勢，而免稅

貨品經簡易加工後，又能有效提升貨品整

體的附加價值。

台北港在各家業者共同經營下，營運績效逐年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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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港自由貿易港區營運範圍約 93.7
公頃，包含東碼頭區 79公頃及北碼頭區
14.7公頃，目前共有 6家自由港區事業，
從事汽車物流、油品摻配及國際物流配銷

事業，年進出口值近新台幣 903億元。以
東立物流公司為例，自由貿易區營業許可

為其帶來多重效益，包含結合台灣產業供

應鏈進行多製程區外委託加工，帶動協力

廠商國際商機、建立零組件產製分工模式、

提高產品附加價值。據統計，該公司實際

營運績效於 2014年共進出口汽車 17萬輛，
貿易值達 680億元。
海運快遞貨物專區　國家發展委員會

103年修正及發布「自由經濟示範區規劃方
案」，把建置海運快遞貨物專區列為「智

慧物流」示範創新重點而推動。台北港東

1-1多功能倉庫設計之初就朝多元化利用方
向規劃，分為倉棧區和旅運中心兩大區塊，

其中倉棧區設有海運快遞倉、普貨倉、自

貿倉及物流辦公室。目前倉庫由兩家公司

經營，分別是臺灣港務國際物流公司及台

北港國際物流公司。

海、空快遞合作能提供貨主最佳物流

方案，有利於業者以台灣做為大陸和世界

各國間跨境電商的中轉基地。台北港配合

政府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智慧物流，雖目

前海運快遞尚在萌芽階段，惟仍期待未來

能透過參與整合快遞貨物運輸鏈的貨物流、

資訊流、金流，逐步奠定國際性港埠經營

的基礎。

實踐綠色港埠為目標

在追求營運成長的同時，能兼顧環境

永續發展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因此與生態、

環境共存，達成港口永續發展是台北港的

發展目標。為此，台北港以落實自主管理

的方式，就定期檢視與持續改善港口環境

兩方面，訂定了 10項環境議題，茲分述
如下：

台北港目前定位為海空聯運港（圖片來源：種子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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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港埠空氣品質 ─ 透過環境連續監
測系統，以及船舶環境友善策略，維護空

氣品質。

避免港區逸散揚塵發生 ─ 以密閉式作
業與港區車輛機具管理，控制揚塵問題。

最佳化港區土地規劃 ─ 調整港區土地使
用型態，提升港區土地使用型態的完整性。

提升港區水域環境品質 ─ 建置汙水處
理系統、長期港區水質監測。

加強港區危險貨物管理 ─ 落實危險貨
物管理，強化港區安全性。

減少港口廢棄物 ─ 避免不必要資源浪
費，妥善處理廢棄物，落實資源回收再利用。

降低港區噪音 ─ 建置聯外交通系統，
減低交通運輸量所造成的干擾。

減少港區車輛汙染 ─ 協助環保局控管
車輛廢氣排放，提升港區車輛環境友善度。

善用環境資源 ─ 記錄水電油紙耗損量
並推動減量，徹底施行環境會計。

底泥管理活用 ─ 施行底泥監測，落實
疏濬工程，並回收底泥填地再利用。

在「國際生態港認證」方面，台北港

已於 2016年 11月完成申請作業，成為國
際生態港的一員，藉由通過歐洲生態港認

證過程，營造國際港口參與綠色永續建構

友善環境的目標。其中生態港第二階段認

證作業，必須針對港區環境管理提出最佳

實踐範例，以納入歐洲生態永續物流鏈基

金會資料庫，供其他生態港伙伴參考。於

此台北港提出 3項實踐範例：24小時自動
連續環境監測系統、嘉北密閉式倉儲、汙

水下水道納管。

24小時自動連續環境監測系統　由於

台北港是個仍持續擴大的港口，港內除了

裝卸作業外，也有工程建設，容易影響附

近居民的生活品質。為更加嚴謹檢視港區

環境品質，於 2011年建置「空氣品質自動
連續監測系統」，共架設 4座 24小時的環

海運快遞貨物專區列為「智慧物流」示範創新重點的推動做法。01：台北港第三散雜貨儲運中心；02：挖泥
船作業；03：收受外來土方運輸車輛卸土作業；04：填海造地工程；05：台北港物流倉儲區第二期圍堤工程；
06：台北港南碼頭區圍堤工程；07：嘉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密閉輸送系統；08：台北港埠通商股份有限公司
密閉式倉儲設施。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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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求營運成長的同時，能兼顧環境永續發展是企業的社會責任，
因此與生態、環境共存，達成港口永續發展是台北港的發展目標。

境監測站，監測項目包括空氣品質、噪音、

氣象與懸浮微粒。透過上述的監測系統，

記錄下的監測數值能儘早察覺港區異常，

不僅能立即通知業者改善，還把監測資料

上傳於台北港網站的環境監測頁面，透過

資訊公開的做法，讓社會大眾共同維護環

境及居住品質。

嘉北密閉式倉儲　船舶進行散雜貨裝

卸作業時，易造成揚塵、空氣品質下降等

環境問題，因此把揚塵鑑別視為環境重大

考量面。承租第一散雜貨中心，建置環保

密閉式倉儲的嘉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其

主要進行煤炭及砂石的裝卸作業，每年約

儲運 200至 300萬噸，約占台北港 10％的
散雜貨量。經採用密閉式裝卸、儲存、輸送

與自動化發貨系統及室內堆置作業，除有

關粒狀汙染物的逸散已獲良好控制外，並

改善了空氣汙染的情形，同時減少汙染物

因雨水沖刷流入港區而影響海洋生態。

除了上述的環境效益外，第一散雜貨

中心密閉式倉儲的運用也帶動其他業者對

港區環保意識的提升。例如：台北港埠通

商股份有限公司也於 2016年 9月完成台北
港第二散雜貨中心密閉式倉儲設施，將持

續增加以密閉式倉儲作業系統處理散雜貨

的比率。

汙水下水道納管　台北港是全台第一

個建置汙水納管的商港，建置的動機基於：

港區的營運開發若有排放汙水的情形，會

對港灣生態造成衝擊。於是相關人員分析

了台北港主要的汙水來源，包括港區行政

業務人員生活汙水、船舶生活汙水和含油

廢水以及港區事業碼頭、倉儲的汙水等。

船舶的含油廢水交由合格的廢汙油水

收受業者處理，至於其餘港區及各事業單

位生活汙水，則於符合「新北市公共汙水

下水道可容納排入下水水質標準」後始得

排放，最終會送至八里汙水處理廠處理。

平均每月處理 1萬噸的汙水，再把汙水匯
入汙水下水道系統，以保持環境清潔、降

低水媒疾病發生、改善居住品質。

「打造優質非凡港埠，讓台灣人流、

物流、金流與世界接軌」是台灣港務公司

的使命。展望未來，台北港除可做為基隆

港的輔助港之外，隨著港區逐步填海造地，

也將肩負起招商引資與促進台灣經濟繁榮

的重任。港埠發展應是港口、港口所在地

與客戶三贏的策略，因此，台北港不僅應

在硬體設施上推動各項建設，在軟體管理

方面也應建置良好與友善的經商環境，營

造共存共榮的伙伴關係，並以建立永續綠

色港灣，提供居民更加友善的親水空間，

落實綠色港口推動方案，營造國際優質港

埠為最終目標。

張育甄
基隆港務分公司台北港營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