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曼谷的交通基建及其他建設

王煒文老師於2017年6月到曼谷進行了個簡短的考察，
他將觀察到的一些主題用圖片介紹給朋友作分享。

此輯簡報是他對曼谷這個城市在交通基建及其他城市
相關建設方面的一個小專題簡介。

曼谷的主城區範圍基本是來由70年代後期的規劃，從老舊的曼谷市

作基礎加以擴展和建設，主要在其傳統的舊城區東擴發展而成。

傳統的舊城區為現今的大皇宮、玉佛寺、皇室寺廟群，以及唐人街

一帶的所在區域。

因湄南河的分隔所構成的格局，曼谷的主區均集中於河的東岸。

亦因屬於低洼平原平勢，城區佈局以多核心形式發展，形成片帶狀

的主發展或功能區，互相間再以道路，甚至是用河道或運河互相

連接。到了90年代後期，各主區再加入以軌道交通為主的集體運輸

系統，將各主區貫通。

再到了2005年前後，繞行曼谷的東西環道大致建成，使城市規劃有

所擴展，交通至各主區得到一定的改善。可惜在傳統舊區內人口宻

集的小區塊仍是眾多，道路因舊有佈局所限一時難於全面得到擴闊

和改善，因此交通堵塞的情況仍時有出現。位於唐人街一帶的城市

環境，肯定是個典型的例䅁。

從曼谷國際機場開始介紹

蘇萬那普國際機場
Suvarnabhumi International Airport

此機場於2006年開放，距市區東南面約25公里。之前所用的機
場位於市的東北，現仍作有限度的國際及國內航線用途。

此機場屬於新一代的設計，加上亦是個首都級的設施，所以外
形與功能方面也是尚佳的，營運也達國際級的水準。

以下主要是利用圖片，將機場的外觀、大樓結構及內部空間等
特色，作個精簡的介紹。

The Suvarnabhumi International Airport was officially opened in 28 September 2006







曼谷有多組集體運輸系統，分別是 BTS 及地鐵, 
另加機場連接線 Airport Link

BTS (Bangkok Mass Transit System) 或 Sky Train 是曼谷集體

運輸系統的簡稱，是曼谷市內的高架鐵路系統，現在營運中的有

「是隆線」Silom Line 與「素坤逸線」Sukhumvit 兩條線，橫經

市區內主要的商業購物娛樂及人口區。

MRT (Metropolitan Rapid Transit) 為曼谷地鐵的簡稱，是曼谷的

地下鐵路系統，線路以顏色命名，目前設有藍線和紫線兩條地鐵

線路。曼谷的第一條地鐵（藍線）於2004年啟用，從城市北端

連到城市中心，共設有18個車站。地鐵紫線連接曼谷市區和西北

(Bang Sue)，於2016年開始營運，以慶祝泰王登基70周年。

註： 1997年由於泰國的政治及亞洲金融危機，使原本來自香港

合和實業財團（Hopewell）投資的高架電車計劃被整個廢棄，

工程只完成了一個小部分。現今從曼谷火車站一直到曼谷舊機場

一帶，多處仍可看見一些被廢置的鋼筋混凝土的爛尾設施。

曼谷集體運輸系統的開通年份

1999年，开通了2条约55公里的独立路线，素坤逸线（莫奇－
歐努）及是隆线（国家运动场－郑王桥）。

2009年，是隆线延线（郑王桥－大籮圈）開通。

2011年，素坤逸线延线（欧努－轴承）开通。

2013年，是隆線延線（大籮圈－菩妮密）開通。

2013年，是隆線延線（菩尼密－噠叻普）開通。

2013年，是隆線延線（噠叻普－曼瓦）開通

註：

• 目前曼谷仍有多條集體運輸線在建設中，大多數為現有系
統的伸延線。

• 曼谷BTS系統的架空車站，其外形及空間佈局，大致採用兩
款標準設計，構成一份工整得體的效果，乘客應用時也方
便，亦易於接連到隣邊的設施，建造成本因而得到降低。

• BTS 有一個不理想的敝處，就是往往在鬧市內凌空而過，令
地面變得陰暗，將空間分隔，帶來噪音，對市容也不見討好。

BTS Sky Train(Bangkok mass transit System), MRT (Mass Rapid Transit), BRT (Bus Rapid Transit)

● BTS Sky Train
(Bangkok mass transit System), 

● MRT 
(Metropolitan Rapid Transit), 

● BRT (Bus Rapid Transit)



從平台望向伸延出去在Siam
站附近路段的架空路軌

從平台望向伸延出去在Silom
站附近路段的架空路軌

其中一款「岸邊」形式的
車站設計 (即來往路軌在
站中間，候車月台在兩旁)

另一款「中島」形式的車站設計 (即來往路軌在候車月台兩旁)



在一條仍未開放的伸延線
所見的另一款「岸邊」

形式車站設計

標準BTS車站的情景

一般從地面看到的BTS車站 從大致標準的車站側面，可見行人通道的佈局安排



BTS的車站都屬架空而建，

從行人天橋引入，便是車
站的售價大堂及入閘口。
引入通道慣常均有一定數
量的銷售店舖，為乘客帶
來一點方便外，也是營運
收入的一部分。

不同的行人天橋、高架
平台或引入通道，將BTS
車站及邊旁的設施，方便
地聯通過來。

行人天橋將輕鐵車站及各
邊旁設施連接暢順在一起



行人天橋將輕鐵車站及各邊旁設施連接暢順在一起 從Siam站直接駁入邊旁
商業中心的行人通道。



從地面接上架空車站的通道安排

從地面接上架空車站的通道，及其作環境綠化的設計安排。

BTS與MRT兩線的交匯

站往往是分隔的，需要
用多組行人通道才能讓
乘客作轉乘。圖為在
Makkassan站，通道從
地底引至架空的車站。



在繁盛的市中心，高架鐵路既帶來方便
的交通，亦構成一個奇趣的城市風景線。

列車從宻集的城市環境通過，
塑造出一個奇趣的畫面。

BTS走線於市內河渠之上，以減低對地面交通所佔用的土地。



曼谷的交通建設

The Bang Na Expressway running across the city edge in Bangkok



Bang Na Expressway



一個值得一看的公路項目 – the Bhumibol Bridge

The Bhumibol Bridge also known as the Industrial Ring Road 
Bridge . The bridge crosses the Chao Phraya River twice, with two 
striking cable stayed spans of lengths of 702 m and 582 m 
supported by two diamond‐shaped pylons 173 m and 164 m high. 
Where the two spans meet, another road rises to join them at a 
free‐flowing interchange suspended 50m above the ground.

The bridge opened for traffic in 2006. It is part of the 13 km long 
Bangkok Industrial Ring Road, a royal scheme initiated by 
King Bhumibol Adulyadej that aimed to solve traffic problems 
within Bangkok and surrounding areas, especially the industrial 
area around Khlong Toei Port, southern Bangkok, and Samut
Prakan Province.

According to tradition, all bridges over the Chao Phraya in Bangkok 
are named after a member of the royal family. In October 2009, it 
was announced that both bridges would be named after 
King Bhumibol Adulyadej, with the northern bridge officially 
named "Bhumibol 1 Bridge" and the southern bridge "Bhumibol 2 
Bridge". The unofficial name "Mega Bridge" was also widely used.



以下會用一些有代表性的圖片，
使閱讀者能明白多點有關這組

路橋的特徵。

距大皇宮方向約10公里

大橋及其邊旁的湖灣
貫通調節運河









在大橋旁建造作為調節湄南河
水流量用的湖灣貫通運河

貫通運河及控制水閘



貫通運河及控制水閘

Bhumibol Bridge under construction In 2006



一條臨近完工開放的工程個案

‐接入 Bang Sue 的 BST 伸延線

一條臨近完成的新輕鐵接駁線 (Bang Sue接連線 )



車站作最後的配置和裝修

在高架路軌上所見的接駁線



一個仍在建造中的集體運輸系統車廠

(位於Bang Sue發展區) 將於2019年
完工的新車廠



曼谷的火車服務

外觀看來還可以的曼谷火車站，內裏的還是停留來70、80年代的運作。



外觀看來還可以的曼谷火車站，除了售票部分採用電子櫃員機外，
車站還是停留在70、80年代的運作模式。

除了售票部分採用電子櫃
員機外，車站還是停留在
70、80年代的運作模式。

從路軌的方向望向車站主樓



80年代的火車頭是
鐵路主要的牽引機車

頗為簡陋的候車月台

頗為簡陋的候車月台



看起來有點凌亂的車站佈局

條件欠佳的車站支援護理情況

難於想像，站著及奔走著的民眾，
原來都是等候上火車的乘客。



曼谷另一類交通選擇 – Tuk Tuk車

大城市的堵車問題，早已是見怪不怪，更何況是仍在發展中的曼谷市



曼谷市內，洶湧的電單車隊，
是司空見慣的。

現時曼谷市內，絕大多數
公共巴士都是這類80年代

的車款。這導致其他補充
服務的存在 – Tuk Tuk car, 
嘟嘟車及摩托車。



持有執照的摩托車從業隊伍



渡輪作為市內交通的角色

這類公眾渡船，行走於曼谷市湄南河，
成為市民來往交通的另一個選擇。

乘客上落渡船



這類公眾及私人渡船碼頭，在曼谷市
內沿著湄南河兩岸有數十多個，在當
地交通上構成一個頗重要的角色。

上圖所見是個標準型的碼頭設計，
是其一渡船營辦商所採用的登船點。

曼谷的一些工地現場實案

(從中可見其工程實踐水平)



位於Samyam地鐵站旁的Samyan Metro City Project

算是井井有條的建築工地
(位於Samyam地鐵站旁的Samyan Metro City Project)

一個在BTS Bang Sue 邊旁的大型發展項目



湄南河重點酒店區建設中的
一個酒店/商業綜合發展項目

湄南河重點酒店區建設中的
一個酒店/商業綜合發展項目

湄南河大皇宮附近另
一個商業綜合發展項目



在人口密集的區內建造房屋

End of preliminary presentation 
about Bangk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