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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本次出國考察係依據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95年度派員出國計畫由

本局唐副總工程司率李隊長建興、工程司黃士銘、李連芳進行為期5

天之考察行程，本次參訪計畫內容與本局後續工程發展及規劃方向有

密切關係，分別針對高架鐵路之站場開發與都市結合措施、車輛基地

之配置環保防制及基地始終站間運轉模式之考察、軌道工程技術改建

車站造型及安全防護考察等相關主題進行參訪，前述三項出國計畫係

併案安排行程方式辦理，藉此行程參考日本地區線形相關進行中或已

完成之建設以為後續本局規劃、設計、施工之參考。 

本篇報告係針對日本鐵路車站高架鐵路之站場開發與都市結合措施

作一探討，藉以了解日本對於鐵路建設及周邊相關建設上所投入之心

力與成果，在國外鐵路已不僅僅負擔運輸功能而已，有關因鐵路而形

成沿線之都市開發所帶動社會經濟發展，鐵路事業的多角化經營，環

境保護及資源之再利用、車站與當地人文歷史及自然景觀之結合都可

作為我國借鏡，作為後續鐵路建設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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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為了解先進國家鐵路建設之站場開發與都市結合措施，如鐵路而形成

沿線之都市開發所帶動社會經濟發展、鐵路事業的多角化經營、環境

保護及資源之再利用、車站與當地人文歷史及自然景觀結合等，特別

赴日本考察相關成功案例，藉以吸收經驗鏡，作為後續鐵路建設規劃

設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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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行程 

本次考察自95.08.08至95.08.12共計5天，主要考察地點為筑波快

鐵、東京車站、橫濱車站、京都車站、大阪長堀地下街詳細行程如下

表。 

日期 行程時間 參訪考察事項 

08:55-13:55 中正機場-東京成田機場 

16:00 品川王子飯店 

8/8 

17:00-18:00 拜訪日本大建設計株式會社 

8/9 09:00-18:00 考察常盤新線(筑波快線)由首都圈新都市鐵

道株式會社課長MR.Shinkai接待 

1.搭乘筑波快線(秋葉原-筑波) 

2.考察該線軌道設施及車輛基地 

3.考察守谷車站 

8/10 09:00-16:00 考察 JR東日本車站由 JR 東日本次長

MR.Katsurai等人接待 

考察東京車站、橫濱車站 

08:13-10:33 搭乘新幹線  品川-京都 

11:00-14:00 考察京都車站 

由JR西日本站長MR.Horisaka等人接待 

15:00 到達大阪車站 

8/11 

15:30-17:00 考察長堀地下街及地下停車場 

10:30 搭車前往關西機場 8/12 

13:15-15:05 關西機場-中正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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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筑波快線(づくばEXPRESS)考察 

ㄧ、計畫概要： 

(一)區間：自東京秋葉原至茨城縣筑波市全長58.3公里 

(二)車站數：20處(地下站8處，地上站12處)。 

(三)構造分布概要： 

1.隧道段：16.3公里，佔28% 

2.高架橋段：25.5公里，佔44% 

3.路堤(塹)段：6.3公里，佔11% 

4.橋梁(河川及長跨距橋)：10.2公里，佔17% 

(四)電化方式： 

直流電區間：秋葉原-守谷(1500V) 

交流電區間：守谷-筑波(20000V)(註：茨城縣石岡市柿岡

設置有地磁觀測所進行地磁觀測，故守谷站以北需使用交

流電供電避免影響觀測)。 

(五)車輛編組：6輛/1編組，直流車共14編組，交直流車16編

組，維持30編組。 

(六)最高運轉速度：130KM/HR，(筑波＜－＞秋葉原，僅需45分

鐘) 

(七)運轉方式：AT0(自動列車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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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軌距：1067MM 

(九)維修機場及行控中心：守谷站 

(十)預期效益：直接事業投資效益約7.2兆日元(鐵道事業1.4

兆日元，沿線開發效益7.2兆日元)，生產誘發效益約為直

接效益之3.6倍(26兆日圓)。 

(十一)1994年開工，2000年完工，2005年8月正式營運。 

二、營運主體：首都圈新都市鐵道株式會社。 

＊設立時間：平成3年 

＊資本額：1850億1630萬日圓 

＊股東：東京都\埼玉縣\千葉縣\茨城縣\千代田區\荒川區\台東

區\荒川區\足立區\........\筑波市 

民間企業等203個團體 

＊事業目的：第一種鐵道事業、不動產買賣租賃經營管理、停車

場經營、廣告業及旅行業、損害保險代理業等。 

三、建設主體：獨立行政法人-鐵道建設。運輸施設整備支援機構(鐵

道運輸機構)。 

四、建設目標： 

(一)筑波快線計畫係建造一條自東京都秋葉原至茨城縣筑波市

的一條快速鐵路，本計劃也為沿線發展新市鎮及居住地及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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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沿線地區蓬勃生機設定目標。 

(二)本計劃有四大目的如下： 

1.改善東京都東北部之交通網路。 

2.緩和JR常磐線及其他現存鐵路系統之壅塞情形。 

3.在首都圈附近發展新的居住地。 

4.促進沿線基礎工業設施及核心商業都市之形成。 

五、筑波快線對帶動沿線都市發展的影響： 

除鐵道建設以外，本計劃也在沿線地區帶動新市鎮之開發形

成，計畫本身即與都市發展息息相關。透過鐵道興建，新車站周

邊各項公共建設之實施及完備(如區劃整理、站前廣場、停車場

整備等)，住宅區之建設可隨之穩定發展，於是在車站周邊形成

具生活機能之區域，各行政區發展概況如下： 

(一)以茨城縣境內：茨城縣境內設有6處車站，筑波市則係許多

國立及其他團體科學研究機構之所在地點，本計劃中將以沿

線6處車站(筑波、研究學園、萬博紀念公園、みどりの、

みらい平、守谷)進行共約1800公頃規模之開發，其縣境中

心筑波市居住與都市機能將因之提升，沿線6處車站之開發

未來將提供商業、文化設施、優質的生活市鎮，目前正建設

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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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葉縣：本區內車站所進行之新市鎮開發，將發展成為本區

域之中心，並作為首都地區各項活動交流之樞紐。千葉縣境

內有五處具有特色之車站，以車站為中心所形成之新市鎮目

前正逐漸發展中，各市鎮則融合了研究、教育、農業與生活

等各項機能。 

(三)埼玉縣：八潮、三鄉中央附近具有豐富天然環境資源，各以

新車站為中心形成具有吸引力之都市，此區之發展將提供兼

具工作、生活、休閒娛樂各項機能之城市。 

(四)東京都：提高可居住性之同時，仍對原有特色加以保留。筑

波快線之終點站位於東京都境內，本區內沿線區域如秋葉

原、淺草，久已形成獨特之文化，故目前本區發展計畫，係

提升都市機能及可居住性，提供更便利之車站以使沿線固有

特質更形發揮。 

(五)筑波快線計畫的願景可以由新名詞(みらい平.いちさと)可

見一斑：該名辭泛指沿筑波快線之所有區域，みらい平可解

釋為”未來平原，其表達了一種概念，這些以沿線鐵路車站

為中心所發展的城市，未來將活躍在廣大的關東平原之上，

並引領該走向新的未來；いち(第一)さと(鄉村或故鄉)，表

現了對未來發展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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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車站設計與沿線都市景觀人文環境之結合： 

沿線車站之設計均考量當地自然景觀及文化在造型上充分

考量予以結合，有關各車站設計概念、關鍵字、設計建物外型特

徵、車站造型、周邊開發規模、周邊地區特徵、物產、等資訊詳

見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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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波快線車站設計概要(茨城縣為例) 

站名（暫稱） 15守谷站 16未來平頂站 17綠色之站 18萬博記念公園站 19研究學園站 20筑波站 

所在地 
北相馬郡 
守谷町大字守谷 

筑波郡 
伊奈町大宇小張 

筑波郡 
谷原村大宇東楢戶 

筑波市 
大宇花島新田 

筑波市 
大宇島名 

筑波市 
大宇刈間 

筑波市 
吾妻2丁目 

里程 37km710m 44km320m 48km590m 51km790m 55km600m 58km260m 
車站容量 41,900人／日 2,700人／日 2,400人／日 1,700人／日 3,500人／日 22,300人／日 
其他連接線 関東鉄道常總線      
車站形式 高架下車站 平面車站 高架下車站 高架下車站 高架下車站 地下車站 
MIR綜合形像 
戰略 

以優先考量人及環境，具有創造性的生活及現代化的最高水準為目標。 
『進化的鐵道，進化的城鎮』 
多功能設計（易轉移，易瞭解，易使用，對任何人均易懂） 

設計概念 
結合人及城鎮的新車站 可展現時代過程的車站 

可照料街道持續進化的
車站 

感受時髦風格的車站 
富有高昂的感手性及
期待感 

通往未來的接繫車站 

關鍵詞 融合未來性及田園 不論何時何地均能令人懷念 新田園 休息及無憂無慮 
大城市裏新發展的中
心地區 

世界都市 

設計的特徵 尖端技術及自然 平屋頂 感覺到光亮的空間 和諧的優美燈光及影子 具有動力的架構 可感受到未來的空間 
車站形像       

田園共生區域→田園及生活 學術研究核心區域→世界都市 

新田園都市核心車站，生活城鎮車站 城鎮改造的形像 

縣南出入口地區，縣南出
入口的據點，田園都市的
玄關，新生活文化，未來
性 

常總田園都市車站，生活城鎮車站，具有閃耀、
光亮的別緻設計 

環繞自然題材的設計 舒適的田園休息室 

副都心車站，筑波別
館，尖端技術，透明
感，未來性的，閃耀
的 

市中心車站，世界都市典型
車站，都市化的，國際性的，
閃耀的透明感 

周圍設備的規模 
大約38.7ha（車站周邊）
＋40ha（東） 

大約275ha 大約293ha 大約243ha 大約485ha  

利根川、関東鉄道常總
線、自由通路、步行者專
用道 
 

貝塚，古墳 
小貝川，鬼怒川，高爾夫球場 

常磐汽車道 首都圈中央連絡汽車道 環行跡地開發 
研究學園地區 
國際科學技術都市 

伊奈町 谷和原村 
周邊區域的特徵 

守谷城址 
赤法花之一里塚 
德川家康公飲用水井 

間宮林藏記念館，江戶
斜車站，傳統文化「綱
火」 

福岡堰（賞櫻花） 
西丸山祈禱 

水鄉筑波國定公園 
北条大池的櫻花 
筑波山梅林 

自治體的象徵 
松樹，野生百合花，小綬
雞 

山毛櫸，蔬菜花、雲雀 櫻花，菊花，斑鳩 山毛櫸，，貓頭鷹 

其他當地特產物品
等 

  桃太郎的柔術 日夲清酒，陣中膏，火腿，加工肉品，蜂蜜，納豆 

日本鐵路建設（公民合營企業機構）関東地區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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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波快線車站設計概要-東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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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波快線車站設計概要-埼玉、千葉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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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波快線車站設計概要-茨城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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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與設計相關議題： 

(一)沿線均無任何平交道，確保行車安全。 

(二)在美化景觀、環境保護上所採用之設計： 

1.部分地區採用栱型高架橋樑 

2.開發PCU型梁(使結構輕量、纖細化)以20公尺長跨距為例。 

RCT型樑350t/跨 

PCU型樑250t/跨 

3.電車線桿基礎及電桿設於橋面板範圍內，並設隔音牆。 

4.排水管埋入橋樑結構中。 

5.耐候鋼材之採用，減少未來塗裝防蝕處理。 

6.80%以上路段使用彈性直結式軌道(石碴散佈型)，長焊鋼軌

以減低噪音。 

7.車站結構採用椱合構造(減少混凝土用量)。 

8.採用當地原料(如木料採當地森林疏伐產物及再生材) 

(三)部分河川採用鐵公路併用橋樑以符合經濟需求。 

(四)無障礙空間設計： 

本路線沿線車站設計之重要特點為無障礙空間設計，其特點為： 

＊使用方便-正常人殘疾人皆可便利使用 

＊移動容易-通道多、移動方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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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系統清晰可辨 

基於顧客導向及法規規定，中央法規對於公共建築有具體

規定最低設計標準，尤其是對年長者、殘障者之使用方便性，另

各行政區更有因地制宜之條例須加以遵守。 

    茲就要者列舉如下：  

1.車站內適當處設置點字資訊板(具有語音引導) 

2.設置輪椅專用檢收票閘門。 

3.安全自動式月台門。 

4.進站乘車與離站所使用之標誌顏色明顯區分(進站用藍色

標誌、出站用黃色標誌)。 

5.設置大型電梯15(18)人座，滿足擔架之使用，長寬並符合

輪椅之轉向半徑。 

6.標誌採用四種語言(日文、韓文、英文、中文) 

7.傾斜式看板便於輪椅乘坐者仰頭察看。 

8.雙桿樓梯扶手設計便於成人兒童分別使用。 

9.月台雨棚設計盡量減少立柱。 

10.化粧室：設有點字資訊版，詳述內部配置；殘障廁所設

有自動門，，無論男、女及殘障廁所均設置兒童安全座椅，

女廁中也設有孩童專用小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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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車內博愛座之圖樣清楚標示在椅背，以強調提醒旅客優

先讓坐。 

12.車內車門設有點字版，說明車輛番號。 

13.車內電子資訊顯示停站位址及下一停靠站名。 

14.每節車廂均有兩處輪椅空間設有扶手緊急電話安全帶確

保乘坐者安全 

15.視障者無法辨認樓梯位置，故將樓梯上緣塗黑以辨識各

階。 

16.可動閘門與衛生間處皆設有話統可與管理室聯絡 

17.地上車站自入口剪票處進入後之順序必為—電扶梯＞電

梯＞樓梯 

18.樓梯入口出口皆有鈴聲告知、出入口皆有點字 

19.2號5號車設有供輪椅上、下之空間電梯也設在距離前述

車廂最近之處。 

八、目前營運情形： 

(一)本路線於2005年8月正式通車啟用以來，於今屆滿ㄧ年，由

於路線最高速度為130km/h，秋葉原至筑波的走行時間最快

為45分鐘，為兩地交通帶來便利，故此深受乘客歡迎。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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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一年內的載客量已達到3,469萬人次，平均一天150,700

人次，高於預期的135,000人次。因此，第一年的營運收益

已達到140億日圓，遠高於原先估計的90億日圓。直到2006

年5月，每日載客量已達到192,400人次。 

(二)TX的開業，搶奪了JR東日本常磐線與高速巴士「筑波號」的

生意，兩線已因此需要減班。再加上關東鐵道常總線與TX在

時刻表上的配合，取手至守谷之間的乘客也轉到TX，進一步

大幅影響其他競爭對手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面，由於TX也正

在檢討將營運速度增至160km/h（如果成事，此將為新幹線與

北越急行北北線之後，日本最快的客運鐵路服務），常磐線

與「筑波號」的動向，也會成為為人注目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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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葉原站聽取筑波快線簡報 

守谷站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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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波快鐵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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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波線構造型式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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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波線沿線開發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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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線構造物所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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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波線車站及轉乘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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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內無障礙設計 



 26

洗手間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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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內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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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資源再利用及環境保護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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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內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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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斜式看板便於輪椅者仰視

輪椅專用剪票口 月台空間無立柱障礙

站前廣場資訊點字版 
售票機點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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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障廁所內部設施 廁所內部設施-嬰兒專用座 

廁所外觀及指示標誌 廁所資訊點字版



 32

守谷站外觀及站前廣場 守谷站站前廣場臨停接駁

守谷站站前廣場公車轉乘守谷站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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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谷站與關東鐵道常總線轉乘剪票口 

守谷高架站與關東平面鐵道

關東平面鐵道為非電化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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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電車TX-1000系列 

行駛於秋葉原-守谷站間

交直流兩用電車

TX-2000系列 

 車輛基地停留線 

維修廠房 



 35

肆、東京車站開發計畫考察 

ㄧ、前言 

東京車站東京站（東京駅 ；とうきょうえき ）位於日本東

京千代田區，為東日本旅客鐵道（JR東日本）、東海旅客鐵道（JR東

海）、東京地下鐵（東京 Metro）的鐵路車站。不但是多條鐵道路線

的起點站，也是東京主要的大型車站之一。目前 JR 東日本旅客鐵道

株式會社正積極推動以下列三項計畫為主軸的東京站站區整體開發

計畫，並藉由開發計畫整建站前廣場。分別為：丸之內站房復舊計畫、

東京車站日本橋口建築工程、八重洲口再開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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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橋口

建築

丸之內口建築

復舊 

八重洲口

開發 

東京車站執行中之開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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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丸之內側站房復舊計畫(含站前廣場整備6500M2，經費500億日

元)： 

東京車站丸之內側站房係由建築師辰野金吾所設計，原為地上三

層地下一層鋼骨紅磚造建築，除作為車站設施使用外，並作旅館(72

間)及事務所使用(鐵道院)，於1914年完工啟用，2003年被指定為

國家重要文化財。 

二戰末期因遭轟炸而多處損毀的丸之內側站房，雖然在終戰後第

二年即開始進行修復工程，並於次年完成，但受到當時物資缺乏影

響，難以進行較為複雜的修建與復原工作（像是南、北兩側原本的圓

頂狀大型屋頂燒燬後，修復時僅改建為簡易樣式的八角狀屋頂），使

得修復後的丸之內側站房在建築外觀上略異於以往。原本修復工程只

是應急性質，不過由於外觀完全復舊所需經費龐大，使得復舊計畫被

長期擱置，直到1999年才正式定案。以恢復丸之內側站房落成時原

貌為目標的復舊工程，預定於2007年1月開工，完工時程預料也將

延至2011年12月。屆時修復完成除回復舊觀以外，將利用托底基礎

置換之技術增建為地下二層。  

有關東京車站丸之內站房建築修復前後諸元比較表詳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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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車站丸之內建築修復前後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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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站丸之內站房及廣場開發計畫圖 
現況與未來完成後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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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考察由JR東日本東京工事事務所引導進入站房內屋頂層參觀，

係為難得之經驗，屋頂為木桁架構造，隱約可見戰火燒夷之痕跡。目

前台中車站古蹟之設計為就地保護於其旁興建高架車站，台南車站部

分則因採地下化施工，現有台南車站建築將採托底方式施工，建議未

來東京站古蹟施工之時可派員前往考察，藉此吸收該國古蹟維護再利

用之寶貴經驗。相關照片如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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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站丸之內口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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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東京車站日本橋口建築工程(含站前廣場整備5000M2，經費280

億日元)： 

本項計畫亦是本次東京車站實際參觀之開發大樓工地，該大樓概

要如下： 

◎建築面積：2555.99M2 

◎樓地板面積：78409.47M2 

◎主要用途：事務所(7F-26F)、旅館(27F-35F)、店鋪

(1F-3F)、停車場(B1-B3)、會場(4F-6F) 

◎規模：地下4層、地上35層，高度166.1公尺 

◎地下室：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地下2層與東京地下鐵穿

堂層連通) 

◎地上：鋼骨構造 

◎工期：2004.10-2007.03(目前進度預算控制皆如預期) 

◎廣場整備：約5000M2 

◎施工方式：地上、地下同時施工 

◎事業主： 

東日本旅客鐵道株式會社 

株式會社JR東日本建築 

日本旅館株式會社 

◎設計、監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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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日本旅客鐵道株式會社-東京工事事務所 

東日本旅客鐵道株式會社-東京電氣工事事務所 

株式會社JR東日本建築設計事務所 

◎施工：東京駅日本橋口建築新築工事共同企業體(大林.大

成JV) 

 

討論東京站日本橋口建築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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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橋口建築樓層使用規劃、

構造、施工方式 
日本橋口建築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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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重洲口再開發計畫(含站前交通廣場整備10700M2，步行空

間7000m2，經費2000億日圓)： 

包括興建分別位於現有八重洲側車站大樓南、北兩側的兩棟高

層大樓—地上41層、地下4層的「GranTokyo 南塔」（グラン

トウキョウサウスタワー ）與地上四十三層、地下四層的

「GranTokyo 北塔」（グラントウキョウ ノースタワー ）；

以及利用八重洲側車站大樓現址，興建地上四層、地下四層的

中央部分「GranRoof」（グランルーフ ）連結南塔與北塔。兩

棟大樓的興建工程已於2004年9月11日開始進行，預定於2007

年10月完工，大丸百貨東京店將遷入北塔地下一樓至地上十四

樓。之後將拆除八重洲側車站大樓，興建中央部分，以及增建

北塔的低層部分。中央部分設計為長型建築，頂樓為開放式人

行步道，將以特殊造型的大屋頂覆於其上。整個再開發計畫預

定於2011年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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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洲口現況-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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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洲口開發大樓及廣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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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開發計畫係由JR東日本公司結合JR東日本建築株式會

社、日本旅館株式會社等專業經營團隊進行聯合開發，因JR

東日本公司係經營鐵道運輸之專業，跨足至其他領域經營須借

重其他專業公司團隊，爰邀集相關業者加入開發，JR東日本公

司則以所擁有之土地提供作為開發地點，以日本橋口建築工事

為例，原先為JR東日本公司之低矮房舍、材料堆置場等，經聯

合開發後轉而成為高價值之產品，結合其便捷之鐵道運輸優勢

創造商機。國內之台鐵系統之閒置用地亦有相同之優勢惟受限

於法令限制利用程度不高，實有再檢討之必要，以利在未來高

鐵競爭之下能保有競爭力及永續發展之前景。 

JR東日本公司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鐵路客運公司，每天服務

約1600萬人次的旅客，在2005年的營運收入比例為： 

交通運輸收入佔74% 

車站空間利用收入佔7% 

購物中心、辦公大樓收收入佔14% 

其他收入(包括廣告收入、旅館經營、資訊處理、不動產經營)

佔5%(以上資料來源：JR東日本公司2005年年報) 

因此可知除交通運輸以外約有26%收入是來自其他多目標經

營，因此積極投入聯合開發計畫除創造豐富可觀財源外，並可

藉此更新都市創造優質交通及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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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京都車站考察紀要 

ㄧ、前言 

京都市曾經是日本歷史上的都城。公元794年被定為日本的首都——

平安京。作為都城，是當時日本的政治文化的中心。因為是京城，首

都，故成為「京都」。1994年，「古京都的歷史遺跡」被列為世界

文化遺產。京都市是，京都府的府廳所在地，人口約140萬人。屬於

政令指定都市一級。國際旅遊城市。京都站（きょうとえき）位於日

本京都府京都市下京區，是西日本旅客鐵道（JR西日本）、東海旅

客鐵道（JR東海）、近畿日本鐵道、京都市交通局的鐵路車站。京

都站為日本最大的觀光都市--京都市的代表車站。東海道新幹線所有

列車皆在此停車。現今之京都車站為第四代建築，完成於1997年，

造型新穎獨特，功能完備，各種開發事業引入巨大商機，為一成功之

開發案例。 

二、京都車站建設計畫及規模： 

本次參訪京都車站，由京都駅建築開發株式會社引導，並說明

京都車站沿革及開發情形，京都車站相關建設計畫內容如下： 

事業主：西日本旅客鐵道株式會社、京都駅建築開發株式會社 

建築計畫概要：建築本體：車站、旅館、商店設施、文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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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場 

構造：地上鋼骨造、地下鋼骨鋼筋混凝土造 

規模：長：470M、寬：60~80M、高：59.8M(地上16層、地下3

層)。 

敷地面積：38,000M2 

建築面積：32,000M2 

樓地板面積：238,000M2 

設計者：原  廣司 

造價：1500億日圓 

茲就京都車站主建築開發使用情形說明如下(圖面)： 

左起為京都劇場，紫色部分為旅館區，右邊是京都伊勢丹商店

(SHOPPING MALL)，地下一層是一般商店，及其他(京都府、市諮詢導

遊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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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車站之廣場與通路之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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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車站內部空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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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京都車站歷史沿革與新站的功能定位： 

自1877年10月京都設站以來，京都車站一直是交通樞紐，目前車站

是第四代車站，最早的第一代建物完成於1877年為具有現代風格的

紅磚造建築；後因旅客日漸增加，第二代建築於1914年改建完成，

其時正值日本大正天皇即位加冕典禮，然而於1950年遭大火焚毀，

第三代車站則於1951年3月開工興建，於1952年5月完工，為2層

式RC建築(部分建築為8層樓高度)，該建物為配合新幹線之開通及

地下鐵工程歷經整建，現今建築為第四代建築建成於1997年7月並

於同年9月舉行盛大開幕典禮。京都車站建築之歷史意義 

京都車站重建是平安京建都1200周年(794-1994)紀念慶典的一部

分，藉此車站改建機會，將此文化古都引領進入21世紀，本新車站

所帶動之活力與吸引力，將成為京都的資訊中心與國際化京都的門

戶。新京都車站內具有全方位綜合設施，可有效傳達各項資訊。車站

之設計提供了多樣的集會地點，並設計藉由各行人通道連結車站內所

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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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時期京都車站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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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京都車站設計理念與評選過程 

本車站之設計採國際競圖邀請7個著名建築師(4位為日本籍、3位為

海外建築師)，設計評選要點如下 

1.必須具有活力城市的門戶意象 

2.新都市景觀與歷史傳統、氣候、自然環境等之協調 

於1991年5月7、8日舉行評選，因原廣司之作品充滿洗練的氣息及

有活力的內部構造而獲得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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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車站競圖其他作品



 58

入選作品及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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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築概念 

京都為歷史門戶的概念充分應用在設計內，基於此一理念，格子

化造型(平安京棋盤街道型態)及門型構造中(象徵門戶)被充分運用

在設計中，車站內有巨大的V型階梯(大階段)自中心向東、西兩側延

伸，車站中央覆以金屬與玻璃交織而成巨大採光罩，形成廣大內部空

間反映著天空，而外觀上也與天空融入為一體。 

京都車站由獨特的廣場與人行通道創造出有力的內部空間，人

們在此處可感受一番設計者的巧思與廣大的空間感。 

京都車站可方便地到達日本各地點，也可直接通往國門關西機

場，因此京都車站設計的主題基調即是作為一個活力文化都市的媒

介，車站建築本身即是此設計基調的主軸。 

日本京都車站在1991年名建築師原廣司提出時，引發了一番現

代與傳統的激辯，反對者覺得這建築物破壞了京都古典的意象，且太

過於商業化，在一座宛若山谷的超大建築中，設置演藝廳、百貨公司、

旅館與會議中心。車站空間只佔整棟建物百分之五，儘管反對聲浪不

小，但京都市政府認為，一個以歷史聞名的古都，面對新建築時，應

該要以一百年的心情面對省視新建築，一百年後這個車站也應成為典

範，京都市政府仍堅持採用原廣司大膽的設計，新京都車站於1997

年落成。如今，如今京都車站是全日本最大的車站之ㄧ，廣納各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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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活動，並成為車站複合式經營獲利的典範。 

六、建築設計者 原  廣司者小傳 

原廣司 

1936年生 

1959年東京大學畢業 

1964年東京大學建築學博士。 

     擔任東洋大學工學部建築系助教授 

1969年東京大學生產技術研究所助教授成為東京大學生產

技術研究所助教授 

1970年與“Φ建築研究室”共同合作從事設計工作。 

1997任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主要作品： 

梅田空中庭園‧連絡超高層建築（日本‧大阪 / 1988∼1993） 

札幌巨蛋2001 

JR京都站 

田崎美術館（日本‧長野縣 / 1983∼1986） 

Yamato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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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勢丹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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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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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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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廳採光罩

大型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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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人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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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門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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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大廳廣闊之內部空間 

京都車站內聽取簡報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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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車站站前廣場及巴士轉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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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站前轉乘巴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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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本次參訪日本地區相關鐵路及車站，工程施工品質絕佳及程序嚴謹自

毋庸贅述，其規劃設計充份考量與都市之結合，並結合歷史、人文、

自然環境，所有車站之設計均充分展現設計者之巧思，使人們在使用

便捷及現代化之車站之餘，仍能感受到歷史人文之薰陶。 

  再者，由路線與車站之設置帶動周圍之城市興起，以有計畫

的方式進行造鎮計畫或大規模之都市更新，同時解決交通與居住問

題，無論規劃、設計、施工及後續開發，均可令我們感到該國進行重

大建設之嚴謹與明確之目標，及依既定之目標逐項落實之決心，計畫

完成整體效益之評估必定符合或大於預期效益，絕無浪費或草率之

弊。 

該國對於鐵路業者興建與開發行為之規範亦是相當值得參考，以

鐵路專業結合各種事業型態(包括旅館、商場、房地產⋯)聯合開發，

創造廣大的商機使得原有鐵路運輸更加熱絡繁榮，鐵路已不再僅承擔

運輸功能而已，多角化之經營與競爭激發了更多的創意，為鐵路事業

注入活力。 

期待國內鐵路交通建設能吸收類似成功之經驗，以提供法規制度面修

訂之參考，對未來台鐵之營運提供更有彈性之制度，使業務型態成功

轉型，以從容面對高鐵之競爭，並藉由聯合開發促成台鐵土地有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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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配合地方政府進行都市更新，解決多處老舊市區交通環境等問

題。 

參考資料：取自受訪單位所提供之文宣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