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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構想 

一、整體發展理念 

未來以中科園區台中基地為核心，后里基地則發展為核心園區之衛星基

地，結合幾個鄰近已發展或計畫中的產業發展用地，如台中工業區、機械科

技工業園區、台中港關聯工業區、潭子加工出口區等周邊工業區，交織而成

綿密的產業網絡，形成「中台灣高科技產業群落」。因此在中台灣高科技產

業群落的體系下，將本基地定位為「中科園區台中基地之衛星園區」，即扮

演中科園區台中基地的腹地，以因應中科園區基地擴建所需。 

基於中科園區台中基地衛星科學園區之定位發展，后里基地將扮演支援

中科園區科技產業的角色，建立對高級技術研究人員及投資者具有高度吸引

力之工作及投資環境；考量園區土地使用規劃適當與自然環境相關影響因子

相互配合，並建立安全、舒適與便捷的運輸系統以滿足園區客貨運輸及行人

需求，除此公共設施及景觀之規劃將回歸人與環境共存的實質空間系統，並

創造舒適生產環境之科學園區。 

 

二、土地使用 

 

(一)土地使用計畫現況 

后里基地所屬之后里農場及七星農場分別位於后里都市計畫區的

北、南兩側，其中后里農場南側部分用地屬都市計畫區，包含農業區、

休閒農業專用區、社教用地、公園兼兒童遊戲場、停車場、綠地及批發

市場等，其餘后里農場北側用地則屬非都市土地之特定專用區農牧用

地。而七星農場大部分屬非都市土地之特定專用區農牧用地。聯絡兼維

生道路大部分屬山坡地保育區及特定專用區。 

 

(二)土地使用規劃方式 

因前項之故，后里基地開發前，除必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外，尚須

各循都市計畫法及區域計畫法規定程序辦理用地變更事宜，或將基地及

相鄰之后里都市計畫區合併通盤規劃為一特定區，以擴大都市計畫辦

理。另七星農場大部分屬公告之山坡地範圍，目前后里鄉公所正在辦理

解編作業，倘若山坡地解編作業無法配合園區開發時程，尚需辦理水土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里基地)籌設計畫書 肆、計畫構想 

4-2 

保持規劃。但無論循何種用地變更程序進行，均需提出基地全區之整體

使用或開發計畫，作為用地變更審議之基礎。聯絡兼維生道路則納入后

里基地範圍，辦理道路變更之依據。 

 

(三)土地使用規劃之法令依據  

后里基地之土地使用規劃，需遵循「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

範」、「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等相關法令規定，茲摘要

說明如下，俾作為後續規劃基地使用及開發計畫之參考： 

1.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 
(1)基地形狀應完整連接，以利整體規劃開發及水土保持。 
(2)基地依其坡度應限制開發利用之方式。 

2.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八編「工業區開發計畫」 
(1)工業區周邊應劃設必要之隔離綠帶或隔離設施。 
(2)工業區應依開發面積、工業目的、及出入交通量，設置二條以上獨

立之聯絡道路。 
3.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九編「工業區細部計畫」： 

(1)公共設施用地之面積應佔全區面積之 30％以上；其中綠地不得少

於全區面積之 10％。 
(2)工業區開發得劃定服務及管理中心用地，惟以不超過總面積之 5％

為原則。 
(3)基地內不可開發區及保育區等土地，除必要設施外，不得開發整地

或建築使用。 
4.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 

(1)變更土地應臨接或設置八公尺以上之聯外道路，其須可容納該開發

所產生之交通需求。 
(2)變更土地位於山坡地者，除應符合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規定

外，應避免大規模整地。平均坡度 30％以上之地區，並依其坡度

禁止或限制其開發利用。 
(3)變更土地應規劃防災避難場所、路線及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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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規劃原則 

1.滿足進駐廠商之需求空間。 
2.配合用地取得時程，配置可分期分區開發之計畫內容。 
3.配合后里鄉街既成發展區之規劃與現況，並結合鄰近產業及遊憩資

源，擬定本園區配置內容及都市設計管制事項，以塑造園區城鄉意象。 
4.妥善規劃基地之出入口及聯外交通運輸動線，以減低交通衝擊，並能

便捷地連結高快速公路路網。 
5.依據擬引進之目標產業所佔比重，妥善規劃廠房用地及使用強度，並

配合不同科技專業區設立分期開發原則，預留未來廠商擴廠空間需

求。 
6.滿足環保、供電及供水等公用事業設施需求及妥善規劃設置區位，並

創造舒適生產環境之科學園區。 
7.考量環境敏感因子的影響，精密性產業專用區應遠離鄰近之斷層帶，

並利用隔離綠帶作為緩衝。 
8.結合區內排水系統，建構具生態及休憩功能之藍綠帶系統。 
9.基地周邊及區內不相容之土地使用類別，劃設必要之隔離綠帶或隔離

設施。 
 

(五)土地使用計畫 

依上述規劃原則，於后里基地內劃設下列使用分區及用地，其相關

配置構想如圖 4-1，土地使用面積分配如表 4-1。 

1.園區事業專用區：供設置廠房使用，並得設置其他製造、生產、研究、

試驗等活動所需相關設施。 
2.管理及服務中心：供設置行政管理、工商服務等設施。 
3.公共設施用地：供公園、綠地、滯洪池、停車場、自來水、電力、環

保設施、道路及鐵路用地等設施及設備使用。 
4.聯絡兼維生道路：后里基地聯繫后里農場與七星農場及提供管線設施

使用。 
 

(六)計畫人口 

依后里基地土地使用計畫配置結果，廠房用地總面積 155.76 公頃，

其就業員工數以每公頃 150 人估算，總從業員工數約為 23,4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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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后里基地之開發將配合廠商進駐之實際需求，分別開發后里農場

及七星農場。以后里農場為先期開發區，七星農場列為後期發展區。 

 

 

表 4-1  后里基地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后里農場 七星農場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公頃) 用地百分比 面積(公頃) 用地百分比 

園區事業專用區 75.65 56.33% 80.11 66.64% 

管理及服務中心 0.69 0.51% 0 0% 

公園 3.71 2.76% 2.93 2.44% 

綠地 13.96 10.39% 12.29 10.22% 

滯洪池用地 8.54 6.36% 8.88 7.39% 

道路用地 13.69 10.19% 11.17 9.29% 

停車場用地 3.56 2.65% 1.98 1.65% 

給水用地 6.63 4.94% 1.93 1.61% 

用電用地 0 0% 0.4 0.33% 

鐵路用地 1.67 1.24% 0.53 0.44% 

 

 

 

公共

設施

用地 

小計 57.96 43.16% 40.11 33.36% 

總   計 134.3 100.00% 120.22 100.00% 

聯絡兼維生道路 8.85 100.00% 
註：聯絡兼維生道路納入后里基地範圍，為道路使用單獨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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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后里基地土地使用規劃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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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運輸 

交通運輸計畫構想主要依據基地周邊既有之道路系統，評估后里基地開

發後衍生之交通量，構建便捷且完整之交通路網，包括基地聯外、地區性道

路系統與兩處用地間聯絡之道路系統。 

 

(一)聯外道路系統 

后里基地之聯外道路系統規劃可分為后里農場及七星農場兩個用

地來探討及評估。后里農場之聯外道路主要以銜接至基地西側之國道 1

號高速公路為規劃考量；七星農場則主要以銜接至國道 4號高速公路為

規劃考量。其整體改善及規劃構想如圖 4-2 所示，並說明如後。 

1.后里農場 
后里農場往來北部地區之長途車流，規劃由后里交流道或未來計

畫新增設之進出匝道銜接國道一號高速公路（中山高）；往來中南部

地區車流則以后里交流道為主。 
現況后里交流道銜接至本基地之動線較複雜，中山高南下方向車

流需於后里交流道之月眉收費站繳費後，經 132 縣道跨越國道一號高

速公路方能抵達，沿途須經過兩處號誌化路口左轉；當基地開發後車

流增加時，可能產生收費站及路口服務水準降低，及 132 縣道容量不

足情況，因此建議近程之改善構想首先需研擬后里交流道改善方案。 
另考量未來科園開發後，帶動后里地區發展，現有后里交流道除

負擔后里都市計畫區及月眉遊樂區之車流，恐無法負荷開發後衍生車

流，需於基地新闢聯外道路銜接國道一號，因此遠程規劃於國道一號

泰安服務區北側增設上下匝道，以分攤部分進出高速公路車流。而規

劃兩條聯外道路銜接高速公路系統，亦可配合后里農場及七星農場不

同開發時程進行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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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聯外道路系統改善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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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闢聯外道路及后里交流道改善方案（近程計畫） 
基於工程及用地考量，並配合園區開發時程迫切性，后里交流

道之改善方案將列為近程計畫。其規劃構想係由后里農場東西向

主要道路往西南延伸增設連絡道路匯入 132 縣道（甲后路），匯

入點至交流道間路段則須配合進行道路拓寬以增加道路容量。 
(2)泰安服務區北側增設上下匝道（遠程計畫） 

未來后里基地開發高科技廠商進駐後，將帶動后里地區整體發

展，促進鄰近地區之開發，加快都市化腳步，現有后里交流道受

限於月眉收費站與 132 縣道之容量不足，建議遠程規劃於泰安服

務區北側新增進出高速公路之簡易上下匝道，以分攤部分進出高

速公路車流。未來配合本科學園區營運需求再依「台灣區國道高

速公路增設交流道申請審核作業要點」辦理。 
2.七星農場 

本基地往來中南部地區之車流，預期主要以使用國道四號之后豐

交流道進出基地，現況后豐交流道為一簡易匝道式交流道（台 13 省

道西側），未來開發後衍生之車流，現有匝道運作方式可能無法負擔

轉向需求，且銜接之台 13 省道亦可能面臨路段容量不足情況，因此

建議后豐交流道予以整體改善，並新闢南向聯外道路，作為台 13 之

替代道路。茲配合后里基地之開發時程研擬七星農場之近程及遠程改

善計畫。 
(1)新闢聯外道路及后豐交流道改善方案（近程計畫） 

基於台 13 線拓寬不易及配合園區開發時程迫切性，規劃於七

星農場南側新闢聯外道路銜接后豐交流道東側國道四號之橋下平

面道路，以分攤開發後衍生之車流，將可提供科園開發後較佳之

聯外道路服務水準。另外現有后豐交流道匝道運作方式與台 13 省

道之路口瓶頸，必須研擬改善方案，以增進交流道系統運作效率。 
(2)后豐交流道東側增設上下匝道（遠程計畫） 

遠程之計畫構想係利用既有國道四號高速公路橋下道路，未來

配合國道四號台中環線東延段（豐原霧峰段）之闢建，規劃於后

豐交流道東側新闢上下匝道，並銜接新闢之南向聯外道路，將部

份車流引導至台中都會區東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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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區性道路系統 

地區性車流主要以聯繫后里市區及大甲、豐原為主，距離較遠之旅

次端點主要將透過高快速道路系統連接。因此服務后里與大甲地區之地

區性道路主要為縣道 132 與 132 甲以及后里之地區性道路為主；往豐原

方向之區域性車流可由台 13 省道提供服務。上述地區性道路均有配合

園區開發拓寬及改善之必要。另外配合聯外排水路需求，於后里農場西

南側新闢聯絡道路銜接成功路。 

 

(三)兩處用地間聯絡道路系統 

本基地座落於后里市區南北兩側，現況僅有台 13 省道提供南北向

運輸服務，未來后里農場與七星農場開發完成後，將衍生兩用地間聯絡

及進出台中都會區之通勤車流，預期將造成后里市區之穿越性交通問

題，增加地區道路負荷。因此建議在鐵路東側新闢兩處用地間之聯絡道

路，除可增加基地南北向之聯繫，並可作為台 13 省道以外之替代道路，

一方面紓解台 13 省道通過性交通問題，另一方面提供電力、電信、防

災、供水等設施管線佈設空間。 

 

四、公用設備及相關設施 

 

(一)整地與排水系統 

1.整地 
后里基地之七星農場大部分屬公告之山坡地範圍，目前后里鄉公

所正在辦理解編作業，山坡地解編後有利於土地利用效率提升，及水

保計畫相關規劃及審查作業。整地規劃配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一百七十條規定，挖方總量以不超過申請基地總面積乘以每公頃 1.5
萬立方公尺，並儘量配合廠商進駐與開發時程採分階段分區施工，各

階段建設時程重疊時，以能達到土方調配為目標，以基地內挖填土方

平衡方式進行設計及施工等開發作業。 
整地構想以不改變原地形集水分區為原則，依據土地使用分區計

畫及排水整體規劃構想研擬整地方案，坵塊內之坡度以小於 3%為原

則佈設，各坵塊與道路及原地面銜接之緩衝邊坡採用挖方 1:1.5，填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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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坡 1:2 之自然邊坡型式設置，配合景觀植生覆蓋，儘量避免採用擋

土結構物，以營造園區內優良景觀。 
2.排水工程 

茲針對區域排水特性與后里基地開發需要進行評估，將后里基地

概分為后里農場及七星農場兩處進行分析，說明如下。 
(1)后里農場 

后里農場均屬旱溝排水幹線集水區，由於地勢高，洪水消退

快，並無浸水之虞。本基地開發為維持下游農田灌排功能，排水

系統以灌排分離為原則設置，保留后里圳、一支線渠道之完整，

開發區內地表逕流不排入該灌溉水路。基於上述考量，基地之開

發宜新建基地聯外排水路以符需要；建議沿后里圳一支線側邊設

置聯外道路銜接后里鄉成功路，於聯外道路下設置雨水下水道，

並改建成功路下之排水幹管排到旱溝排水幹線較為可行，其長度

約 1300 公尺（詳參圖 4-3）。聯外排水路用地經協商由台中縣政

府協助取得，工程設計施工作業由開發單位辦理；匯入旱溝排水

幹線後下游水路之整治則由主管機關配合辦理相關整治作業。 
(2)七星農場 

本區位於后里都市計畫區東南側，包括七星農場及公有土地，

部份為山坡地範圍，全區均屬牛稠坑溝及其支流樟仔腳溝集水

區。基地區內排水系統規劃可在不改變集水分區原則下，利用道

路排水系統收集，經滯洪沉砂池調節後排入牛稠坑溝排水幹線或

其支流彰仔腳溝；但宜注意者，牛稠坑溝排水現況於牛稠坑橋(即
台 13 線)與寺山橋間之河道通水斷面不足，僅能容納 2 年洪水頻率

之洪水量。因排水斷面不足且未納入本基地開發範圍，故經協商

由台中縣政府配合「台中縣后里地區排水改善規劃報告」辦理整

治作業，並配合本基地開發時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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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后里基地排水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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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水系統 

1.需水量推估 
中科三期后里基地面積為 254.52 公頃（后里農場 134.30 公頃，七

星農場 120.22 公頃），園區事業專用區為 155.76（后里農場 75.65 公

頃，七星農場 80.11 公頃），其預計進駐產業別將與台中基地一、二

期相似，故需水量推估將依據民國 93 年 12 月 9 日經濟部水利署審查

同意之『台中基地第二期發展區擴建計畫(含第一期發展區變更)用水

計畫書』估算，推估中科三期后里基地平均日需水量約 16.5 萬 CMD
（詳表 4-2）。 

表 4-2  后里基地平均日需水量推估 

后里農場 七星農場 后里農場 七星農場

精密機械 1.56 0.00 200 310 0
通訊產業 0.38 0.00 440 170 0
光電產業 52.57 74.86 1,150 60,460 86,090
半導體產業 19.63 0.00 800 15,700 0
研發產業 0.38 5.25 50 20 260
標準廠房 0.75 0.00 100 80 0
運輸倉儲用地 0.38 0.00 50 20 0
小計 75.65 80.11 -- -- --

0.69 0.00 30 20 0
公園綠地 17.67 15.22 -- -- --
水利用地 8.54 8.88 -- -- --
道路用地(滯) 13.69 11.17 -- -- --
其他公共設施 18.06 4.84 -- 770 860
小計 57.96 40.11 -- -- --

77,550 87,210
取165000

管理及服務區

公
共
設
施

園
區
事
業
專
用
區

總計 134.30 120.22 --

用水標的
后里基地面積(ha) 單位面積

需水量
(CMD/ha)

平均日需水量(CMD)

 

2.水源概述 
大台中地區水源主要以鯉魚潭水庫及石岡壩聯合運用為主，而鯉

魚潭及豐原淨水場最大日設計出水能力分別為 110 萬及 130 萬 CMD，
受限於原水量其可出水量總計約為 130 萬 CMD，目前出水量則已達

120 萬 CMD 以上，趨近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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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三期后里基地主要供水水源，目前依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

源局之規劃，乃由大甲溪水源供應，初步規劃方案將自石岡壩埋設輸

水管線將原水送至鯉魚潭淨水場，經水公司處理後供應基地所需。惟

水利署及水公司表示，原有供水設施功能已趨極限，為確保中科用水

穩定及安全性，建議於后里基地內新設淨水場（預計出水量 30 萬

CMD）。 
有關水源計畫，說明如下： 

(1)初期供水：自來水公司同意依 93 年 12 月 7 日會議結論，檢討目前

供水餘裕，先行調配提供后里基地初期用水(約 2 萬 CMD)，長期

將依新水源開闢情形再行供水。 
(2)長期供水：依據民國 94 年 4 月 27 日『第三期發展區（后里基地）

用水協調事宜』會議結論，有關新水源開發部份，水利署目前正進

行大甲溪八寶攔河堰可行性規劃評估，以穩定大台中地區及中科用

水需求，概估計畫核定後工期約需四年。 
(3)枯水期：依據民國 94 年 4 月 27 日及 6 月 10 日與台中農田水利會

協商結論，為因應枯水時期大甲溪及大安溪聯合調度之穩定供水，

農田水利會同意移用農業用水，惟應依「農業用水調度使用協調作

業要點」規定訂定相關協議書。 

3.供水設施 
中科三期后里基地需水量達 16.5 萬 CMD，擬於后里基地規劃二

座配水池及二座高架水塔，使后里基地總蓄水量達 50 萬噸，以確保

基地內高科技廠商用水穩定性及安全性。 
  

(三)電力系統 

1.用電量概估 
中科三期后里基地包含后里農場及七星農場，合計面積為 254.52

公頃。依土地使用分區及預定引進產業別面積，並參照中科台中基地

一、二期開發工程經驗，以相同之負載密度概估用電量。后里農場合

計用電量約 270.20MW（詳表 4-3），其中特高壓用電量合計約

209.60MW，高壓用電量合計約 60.60MW。七星農場合計用電量約

421.7MW（詳表 4-4），其中特高壓用戶用電量合計約 403.2MW，高

壓用戶用電量約 18.5MW；兩區合計最高總用電量約 691.9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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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后里基地（后里農場）最高用電量推估 

面積

(公頃)

負載密度

(kW/ha)
參差率

用電量

(MW)

75.65 4050 1.2 255.32

0.69 800 1 0.56
公園 3.71 100 1 0.4
綠地 13.96 100 1 1.37
滯洪池用地 8.54 160 1 1.37

停車場用地 3.56 300 1 1.07

環保設施用地 6.2 600 1 3.72

道路用地 13.69 100 1 1.37
公用事業用地及

其他(給水、鐵路)
8.3 600 1 4.98

小     計 57.96 14.28

134.3 270.2總     計

土地使用分區

園區事業專用區

管理及服務中心

公共設
施用地

 

 

表 4-4  后里基地（七星農場）最高用電量推估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 

（公頃）

負載密度

(kW/ha) 
參差率 用電量(MW) 

園區事業專用區 80.11 6235.00 1.2 416.2 

公園綠地 15.22 100.00 1.0 1.5 

滯洪池用地 8.88 100.00 1.0 0.9 

道路用地 11.17 100.00 1.0 1.1 

停車場用地 1.98 300.00 1.0 0.6 
公用事業用地 

（給水、用電） 
2.33 600.00 1.0 1.4 

鐵路用地 0.53 - - - 

公共設 

施用地 

小計 40.11  5.5 

總  計 120.22  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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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力系統 
中科三期后里基地含后里農場及七星農場，終期合計最高總用電

量預估約 691.9MW。其中光電產業用電量甚高，為 161kV 特高壓用

戶，用電量約 612.8MW，其餘為 22.8kV 高壓用戶預估約 79.1MW。 
本基地之后里農場部份鄰近台電公司后里超高壓變電所（E/S），

特高壓用戶及高壓用戶終期將由后里超高壓變電所（E/S）供應，本計

畫已於 94.09 初提出用電計畫書，供台電公司檢討規劃供電系統。 
本基地七星農場部份距離台電公司后里超高壓變電所（E/S）約 2

公里餘，特高壓用戶及高壓用戶亦將由后里超高壓變電所（E/S）提供，

電源之引入將於實質計畫階段提出用電計畫，供台電公司檢討規劃。 
未來本基地之開發，不論后里農場或七星農場部份，161KV 特高

壓及高壓用戶均將由台電公司后里超高壓變電所（E/S）供電，本計畫

將密切配合台電公司輸配電線路用地及路權之取得，以提供用戶安全

充裕可靠及穩定的電力。 
 

(四)電信系統 

1.電信需求量概估 
中科三期后里基地包含后里農場及七星農場合計總面積為 254.52

公頃。依土地使用分區及預定引進產業別面積，參照中科台中基地

一、二期開發經驗，以相同之電信密度推估需求量。后里農場部份電

信需求量語音部份約 1250 門，非語音部份約 200 埠（詳表 4-5）；七

星農場部份電信需求量語音部份約 1250 門，非語音部份約 200 埠；

兩區合計最高電信需求量語音部份約 2500 門，非語音部份約 400 埠

（詳表 4-6） 
2.電信系統規畫 

中科三期后里基地預估電信需求量，語音部分為 2450 門，非語音

約 400 埠，據中華電信公司表示，本基地附近有后里交換機房，可提

供多樣化之智慧型電信網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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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后里基地（后里農場）電信需求量推估 

電信密度 需求量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  

(公頃) 
語音（對/ha）非語音（埠/ha） 語音(對) 非語音(埠)

園區事業專用區 75.65 15.00 2.00 1135 152 
管理及服務中心 0.69 15.00 3.00 11 3 

公園 4.00 1.00 0.00 4 0 
綠地 13.67 0.00 0.00 0. 0 
滯洪池用地 8.54 0.00 0.00 0. 0 
停車場用地 3.56 5.00 1.00 18 4 
環保設施用地 6.20 3.00 1.00 19 7 
道路用地 13.69 1.00 0.00 14 0 
公用事業用地及其他 

(給水、鐵路) 
8.30 3.00 1.00 25 9 

公共

設施

用地 

小     計 57.96 -- -- -- -- 

總     計 134.30 -- -- 1226 175 
1.預估語音約 1250 對，非語音約 200 埠。 

2.園區事業專用區語音及非語音電信服務需求，據華映公司表示，語音及非語音共需 400 對(52.57 公
頃)，因此，園區事業專用區沿用此標準推估，其餘電信需求依中華電信新工業區與各項土地開發案
電信需求預估參數值推估。 

表 4-6  后里基地（七星農場）電信需求量推估 

電信密度 需求量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ha) 

語音(門/ha) 非語音(埠/ha) 語音(門) 非語音(埠)

園區事業專用區 80.11 15.0 2.0 1202.0 160.0 
公園綠地 15.22 0.0 0.0 0.0 0.0 
滯洪池用地 8.88 0.0 0.0 0.0 0.0 
道路用地 11.17 0.0 0.0 0.0 0.0 
停車場用地 1.98 5.0 1.0 10.0 5.0 
公用事業及其他 

(給水、用電) 
2.33 3.0 1.0 7.0 3.0 

鐵路用地 0.53 0.0 0.0 0.0 0.0 

公共 

設施 

用地 

 

小計 40.11   17.0 8.0 
合計 120.22   1219.0 168.0 
1.預估語音約 1250 對，非語音約 200 埠。 
2.園區事業專用區語音及非語音電信服務需求，語音及非語園區事業專用區沿后里標準推估，其餘電信

需求依中華電信新工業區與各項土地開發案電信需求預估參數值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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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廢水處理 

中科三期后里基地預計進駐產業類別有光電產業、半導體業、通訊

產業及其他產業等，經估算后里基地平均日污水量約 135,000CMD。因

后里基地開發面積較大，將設置完善之污水收集處理系統，將區內產生

之污水收集後輸送至污水處理廠處理。而污水收集管線及污水處理廠，

將依整體開發進度興建，以妥善處理所產生之污水。（污水量推估詳表

4-7） 

表 4-7  后里基地污水量推估  

后里基地面積(ha) 平均日污水量(CMD) 
用水標的 

后里農場 七星農場

單位面積

污水量

(CMD/ha) 后里農場 七星農場 

精密機械 1.56 0.00 160 250 0 
通訊產業 0.38 0.00 352 130 0 
光電產業 52.57 74.86 920 48,360 68,870 

半導體產業 19.63 0.00 640 12,560 0 
研發產業 0.38 5.25 40 20 210 
標準廠房 0.75 0.00 80 60 0 

運輸倉儲用地 0.38 0.00 40 20 0 

園 

區 

事 

業 

專 

用 

區 
小計 75.65 80.11 -- -- -- 

管理及服務區 0.69 0 24 20 0 
公園綠地 17.67 15.22 -- -- -- 
水利用地 8.54 8.88 -- -- -- 

道路用地(滯) 13.69 11.17 -- -- -- 
其他公共設施用地 18.06 4.84 -- 620 690 

公

共 

設

施 
小計 57.96 40.11 -- -- -- 

地下滲入水    1,340 1,200 
63,380 70,970 

總計 134.30 120.22  
取 1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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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廢棄物處理 

1.廢棄物產生量推估 
后里基地廢棄物產生量依產業用地需求面積，並參考營運中之新

竹園區及台南園區實際營運資料，后里農場部分推估一般事業廢棄物

產生量約 64 公噸/日；有害事業廢棄物產生量約 67 公噸/日；合計廢

棄物產生量約 131 公噸/日；七星農場部分推估一般事業廢棄物產生量

約 68 公噸/日；有害事業廢棄物產生量約 69 公噸/日，合計廢棄物產

生量約 137 公噸/日詳如表 4-8。 
 

表 4-8  后里基地廢棄物量推估 

后里農場 七星農場 廢棄物 
種類 

類別 
單位產量
(t/d/ha) 面積(ha) 廢棄物量(t/d) 面積(ha) 廢棄物量(t/d)

廢溶劑 0.098 75.65 7.4 80.11 7.9 

氟化鈣污泥
等 

0.096 19.63 1.9 - - 

污水處理廠 
污泥 

- - 50.4  56.0 

其他一般事
業廢棄物 

0.052 75.65 3.9 80.11 4.2 

服務區一般
事業廢棄物 

0.300 0.69 0.2 - - 

 
 
 

一般事業
廢棄物 

合計   64  68 
廢溶劑 0.820 72.20 59.2 74.86 61.4 

重金屬污泥 0.096 75.65 7.3 80.11 7.7 
其他廢液 0.0008 75.65 0.1 80.11 0.1 

 
有害事業 
廢棄物 

合計   67  69 
總計  131  137 

註 1：單位產生量資料參考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竹南科學工業園區之廢棄物調查及

推估資料。 

註 2：污水處理廠污泥量引用污水處理廠質量平衡推估資料。 

註 3：有害廢溶劑產源以光電產業、通訊產業、半導體產業為主，其產量以該等產

業面積及單位產量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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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鄰近地區廢棄物處理現況及計畫 
(1)一般廢棄物 

后里基地所在台中縣及鄰近之台中市目前主要之一般廢棄物

處理設施為台中縣后里、烏日垃圾資源回收廠及台中市南屯垃圾

資源回收廠。 
台中縣后里垃圾資源回收廠設置規模為 900 公噸/日，處理豐

原市、潭子鄉、后里鄉、東勢鎮、大雅鄉、石岡鄉、新社鄉、神

岡鄉、梧棲鎮、外埔鄉、大甲鎮、龍井鄉、清水鎮等十三鄉鎮市

之一般廢棄物及每日 250 公噸之一般事業廢棄物，目前為 20 年期

委託民營操作管理。 
台中縣烏日垃圾資源回收廠設置規模為 900 公噸/日，採 BOT

方式興建，已於民國 93 年 5 月 17 日提報完工。該廠設計處理量

為 900 公噸/日，其中包括 600 公噸一般廢棄物及 300 公噸事業廢

棄物，服務區域包括大里、太平、烏日、霧峰等四鄉鎮市一般廢

棄物及縣境內一般事業廢棄物。 
台中市南屯垃圾資源回收廠設置規模為 900 公噸/日，處理台

中市之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目前亦為民營公司代為操

作管理。 
(2)有害事業廢棄物 

設於彰濱工業區之彰濱事業廢棄物資源回收處理廠，包括有害

事業廢棄物焚化廠(處理量：70 公噸/日)、物化處理廠(處理量：70
公噸/日)、固化處理廠(處理量：70 公噸/日)。除此，本資源回收處

理廠尚計畫擴建日處理量 70 公噸焚化爐及日處理量 200 公噸掩埋

場各乙座。 
3.廢棄物處理計畫 

(1)近程計畫 
由於園區開發初期廢棄物量少，設置焚化爐將因未能達有效焚

化率而無法正常連續運轉，除處理成本高且效益偏低外，較易影

響環境品質。擬協調台中縣政府同意園區完成前協助處理一般事

業廢棄物，本基地施工中及營運初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送至台中

縣后里垃圾資源回收廠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則協調運至彰濱事

業廢棄物資源回收處理廠或其他合格之甲級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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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處理。 
(2)遠程計畫 

為有效運用現有之廢棄物處理設施及減少環境衝擊，后里基地

有害事業棄廢棄物仍協調運至彰濱事業廢棄物資源回收處理廠或

其他合格之甲級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處理；至於一般事業廢棄

物則擬委託台中縣政府處理。惟考量區外處理發生狀況不能配合

處理時，園區須能自行處理其所產生之廢棄物，園區台中基地已

預留廢棄物處理用，屆時可考量將后里基地與台中基地之廢棄物

一併運至台中基地設置之焚化廠及掩埋場處理。 
 

五、基地與周邊地區之整體發展 

(一)基地周邊地區發展情形 

1.后里鄉都市發展情形 
后里基地之后里農場與七星農場正緊鄰「后里都市計畫」區南北

兩側，原計畫目標年為民國 85 年，計畫人口為 3.5 萬人，截至民國

92 年底進駐人口為 2.8 萬人，尚有發展餘裕。民國 92 年 11 月完成第

二次通盤檢討，主要變更案為農業區（台糖農場）變更為專用區及公

共設施用地之檢討等。整體而言，后里鄉都市發展較為緩慢，人口主

要集中在火車站附近及台 13 省道及縣道 132、132 甲等道路沿線，外

圍地區則多為農業區。 
基地附近擁有豐富觀光休閒資源，后里農場東北側有縣定古蹟舊

泰安火車站，高速公路東側有月眉育樂中心，鄉公所原址後方鎮安宮

旁有地震紀念碑，后里火車站東側丘稜帶有觀音山鳳凰步道；七星農

場東北側為全國有名之后里馬場，場區遼闊，遊樂設施完善，可提供

另類休閒遊憩資源，東南側則有台中縣八景之首的毘廬禪寺，附近尚

有山區多樣化生態物種與群落棲地資源，極具發展為休閒農業或觀光

果園之潛力，這些豐沛之觀光資源可提供未來園區生活、休閒與遊憩

的機能基礎。 
2.基地鄰近地區發展情形 

本基地南側約 4 公里之豐原市為縣政府所在地，位屬台中縣的「科

技商業核心發展帶」，可提供本基地較高級的商業、文教、行政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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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地周邊地區發展課題與對策 

1.發展課題 
由於后里鄉發展屬縱貫鐵路通過之傳統鄉鎮，其傳統型態之商業

發達，對於基本的生活機能尚能自給自足，對於未來高科技人員所需

較高級之消費需求則仰賴豐原市及台中市提供，因此未來必須強化該

基地與台中都會區核心之連結關係。另受限於地方財源不足，使得公

共設施的開闢率降低，因而當地缺乏大型公共設施，未來恐無法提供

優質之環境品質，以吸引高科技廠商及人才進駐，必須及早因應妥善

規劃。 
2.因應對策 

根據「台中縣綜合發展計畫」之計畫指導內容，后里鄉與大安鄉、

大甲鎮、外埔鄉等規劃成複合觀光休閒發展帶，后里將朝活化精緻休

閒生活發展，未來結合后里馬場及月眉大型育樂區等遊憩景點，進行

科技產業與休閒園區結合之規劃，相對帶動地方產業，提升商業活動

機能。強化都市服務機能，優先開闢必要性服務設施，如公園、綠地、

停車場等設施，提供完善的生活品質，加強區內休憩與三級產業之完

備，使員工生活、消費、休憩皆能於就近完成。 
就后里基地周邊區域之長遠發展而言，建議后里都市計畫區應視

實際發展情形，配合辦理擴大都市計畫並與后里基地相結合進行整體

特定區規劃，設置相關產業、生活服務、文教服務、休憩、醫療等各

類使用或公共設施，建構科技與生活結合、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育並重

之永續發展都市。 
 

六、預期效益 

后里基地開發主要引進光電產業設廠使用，預估 107 年產值可達 1,055

億元，並可創造 23,400 人就業機會，帶動后里地區繁榮，形成中部科園台

中基地（核心園區）之衛星園區，除促進后里地區整體產業升級，並結合鄰

近產業發展用地交織而成綿密的產業網絡，形成「中台灣高科技產業群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