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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 ECFA 實施機遇，促進津臺經貿交流合作，天津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

室特此籌辦「津臺交通發展合作研討洽談會」，以推動兩岸交通規劃、建設、管

理等方面之交流合作，並促成兩岸交通企業和機構簽署合作協議，以提升兩岸交

通發展、交通運輸及交通經濟的水準。 

研討洽談會由楊立法委員仁福與大陸天津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胡副

主任成利共同主持開幕儀式。洽談會首日由兩岸專家學者共同發表兩岸交通相關

議題並由與會人員共同研討及交換意見，次日則區分二組分別參訪相關軌道工業

及天津市濱海地區建設規劃。 

研討洽談會我方參與人員計有產、官、學代表共約 30 人，中國大陸方面則

由天津市臺灣辦事處、天津市交通港口局、天津大學、天津公交集團、北車集團

及濱海新區公交公司等單位約 30 人出席，雙方共同發表 13 編專題報告及提供彼

此專業經驗，最後由兩岸民間機構共同簽署商業合作協議畫下研討洽談會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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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為 ECFA 實施機遇，促進津臺經貿交流合作，由天津市人民政府臺灣

事務辦公室籌辦「津臺交通發展合作研討洽談會」，以推動兩岸交通規劃、

建設、管理等方面之交流合作，並促成兩岸交通企業和機構簽署合作協議，

提升兩岸交通發展、交通運輸及交通經濟之水準。 

我國數十年來於陸海空之交通設施之建設成就斐然，其中陸運之公路

及軌道等硬體建設已逐漸達成全島交通路網系統之目標，並持續整合各項

交通運具，力求建立更完善便捷之運輸網路，以因應都會區及偏遠地區之

不同的交通需求，另提昇層次結合人性化、智慧化、綠能化的理念，建置

無障礙、多樣化、整潔效率之交通運輸環境，期盼給予通勤及旅遊者，本

地人與外地人，老人及小孩等，都能方便、簡單、快捷、舒適的獲得公共

交通運輸之服務，讓大眾更有意願、更高興的使用公共交通運具，同時有

效降低私人運具的增長及管理問題。 

天津市，是大陸環渤海地區之經濟中心，近年來快速成長已然成為國

際港口城市及北方經濟中心與生態文化城市。未來將進一步優化城市道路

網，發展公共交通，創造良好之交通環境，構建“快捷、高效、安全、綠

色”的現代化城市目標之發展，本次研討洽談會以我國現有之執行案例，

提供中國大陸公共交通系統建設、軌道管理、停車設施等方面參考，另方

面冀望藉由中國大陸對於都市規劃及軌道工業硬體設施之發展，增廣我國

未來軌道零配件需求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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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洽談會議程及內容 

一、 行程 
日   期 行     程 

4 月 10 日 去程，搭乘長榮航空 BR730 由臺北直飛天津 

4 月 11 日 研討洽談會-兩岸專家學者共同發表兩岸交通相關議題 

4 月 12 日 
研討洽談會-參訪天津市交管指揮中心及濱海新區規劃與軌道車

輛製造工廠 

4 月 13 日 回程，搭乘長榮航空 BR729 由天津直飛臺北 

二、 研討洽談會主題及議程 

研討洽談會於 4 月 11 日及 12 日舉行，內容分為 2 天，第 1 天(4 月 11

日)由兩岸專家學者共同發表兩岸交通相關議題，包含(1)研討軌道經濟方

向，(2)研討交通管理方向，(3)客運專線和區域快鐵一體化，(4)研討公交

發展方向等，第 2 天(4 月 12 日)依研討洽談會人員背景，分 2 組各參訪中

國北車集團唐山軌道客車有限責任公司、天津機輛軌道交通裝備有限責任

公司及天津市交管指揮中心、天津空港經濟區、濱海新區泰達公交集團、

天津市公交集團等。 

(一)、4 月 11 日兩岸專家學者共同發表兩岸交通相關議題，會議議程如下： 

時間 內容 主持人/點評人/發表人 

09:00~09:30 開幕式 李培生副秘書長 

楊仁福立法委員 

09:10 

09:15 

楊仁福立法委員致辭 

09:15 

09:20 

臺灣大學 張學孔教授致辭 

09:20 

09:25 

北車集團領導致辭 

09:25 

09:30 

李培生副秘書長致辭 

09:30~09:40 休息 

09:40~10:40 研討軌道經濟方向 主持人: 

開南大學管理學院 院長陳武正 

點評人: 

天津市交通港口局常務副局長 張連選  

淡江大學教授 陳敦基 

09:40 臺 北 市 政 府 轉 運 站 桃園捷運公司總經理 張辰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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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5 BOT 案投資計畫     

09:55 

10:10 

臺 北 捷 運 興 建 與 運

營 優 質 化 的 思 維 及

策略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副總工程司  

章台光 

10:10 

10:25 

天 津 市 軌 道 交 通 發

展 與 運 營 管 理 的 戰

略思考            

天津交通港口局軌道交通管理處處長  

于振東 

10:25~10:40 點評、提問 

10:40~11:00 休息 

11:00~12:00 研討交通管理方向 主持人： 

市臺辦副主任 胡成利 

點評人： 

天津市公安交管局副局長 暢志傑 

臺南科技大學教授 熊正一 

11:00 

11:15 

控 制 中 心 實 施 相 關

措 施 以 確 保 公 交 載

客優勢 

鼎漢工程顧問公司副董事長 李俊賢 

11:15 

11:30 

臺 灣 交 通 信 號 控 制

系統技術發展 

資拓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蕭偉政 

11:30 

11:45 

臺 北 市 停 車 收 費 管

理與公車電子收費 

津捷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李志昇 

11:45~12:00 點評、提問 

12:00~13:30 午餐、休息 

13:30~15:00 客 運 專 線 和 區 域 快

鐵一體化 

主持人： 

臺灣大學教授 張學孔 

點評人： 

天津南開大學教授 劉秉鐮 

桃園捷運公司總經理 張辰秋 

13:30 

13:50 

臺 灣 高 速 鐵 路 建 設

與效益分析 

臺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協理 陳強 

13:50 

14:10 

臺 灣 鐵 路 與 通 勤 鐵

路之發展: 臺鐵捷運

化 

臺灣鐵路管理局綜合調度總所所長  

吳榮欽 

14:10 

14:30 

高 速 鐵 路 與 市 內 交

通銜接的思考 

天津大學管理經濟學部副主任、教授、博

導 馬壽峰 

14:30 

14:45 

ECFA 簽署後深化津

臺 軌 道 經 濟 的 對 接

與合作 

北車集團天津公司總經理 問增傑 

14:45~15:00 點評、提問 

15:00~15:3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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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7:00 研討公交發展方向 主持人： 

市臺辦副主任 胡成利 

點評人： 

天津市公交集團董事長 于秉華 

和欣客運公司執行董事 沈添財 

15:30 

15:50 

臺 北 公 共 交 通 發 展

政策與經驗 

臺灣大學教授 張學孔 

15:50 

16:10 

臺 灣 智 慧 公 交 的 發

展 

臺灣全徽道安科技公司總經理 孫  瑀 

16:10 

16:30 

天 津 公 共 交 通 發 展

戰略 

天津公交集團主任 胡繼軍 

16:30~16:50 點評、提問 

(二)、4 月 12 日分 2 組各參訪中國北車集團唐山軌道客車有限責任公司、

天津機輛軌道交通裝備有限責任公司及天津市交管指揮中心、天津

空港經濟區、濱海新區泰達公交集團、天津市公交集團等，參訪分

組如下： 

第 1 組 

時間 行程內容 參訪人員 

09：00 參訪天津市交管

指揮中心 

立法委員 楊仁福 

開南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陳武正 

臺灣大學土木研究所教授 張學孔 

桃園捷運公司總經理 張辰秋 

和欣客運公司執行董事 沈添財 

資拓宏宇國際公司副總經理 蕭偉政 

津捷交通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李志昇 

欣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吳祚炯 

淡江大學教授 陳敦基 

臺南科技大學教授 熊正一 

全徽道安科技公司協理 陳煒騰 

中華正向發展協會理事長 洪騰岳 

中華正向發展協會顧問 曾克成 

惠農交流服務中心副理事長 曾綉文 

楊仁福委員辦公室主任 蔡振文 

楊仁福委員辦公室助理 杜雯燕 

臺灣大學土木研究所專案助理 陳品潔 

臺灣大學土木研究所專案助理 蔡依靜 

10：00 參訪 A320 工廠、

康氏企業 

14：00 參訪天津市公交

集團 

14：00 參訪天津市濱海

新區泰達公交集

團 

第 2 組 

時間 行程內容 參訪人員 

09：00 參訪北車集團唐

山軌道客車有限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機務處副處長 柳燦煌 

臺北捷運工程局副總工程司 章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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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公司 臺灣高鐵公司鐵路營運處營運分處協理  

陳  強 

臺灣高鐵公司維修分處協理 周鄭輝 

全徽道安科技公司總經理  孫  瑀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綜合調度總所所長  

吳榮欽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企劃處副工程司  

許子建 

臺灣高鐵公司維修分處車輛維修部資深經理  

陳惠裕    

臺灣高鐵公司維修分處號誌通訊部主任工程師 

余聲信   

全徽道安科技公司 劉達菁 

楊仁福委員辦公室助理 許杏華 

15：30 參訪天津機輛軌

道交通裝備有限

責任公司 

三、 會議紀要 

會議議程主要區分(1)研討軌道經濟方向，(2)研討交通管理方向，(3)

客運專線和區域快鐵一體化，(4)研討公交發展方向等 4 個研討主題，並分

別由兩岸專家、學者發表數篇研究報告供與會人員共同討論。 

(一)、研討軌道經濟方向 

主持人：開南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陳武正 

點評人：天津市交通港口局常務副局長 張連選 

淡江大學教授 陳敦基 

由兩岸共 3 位軌道專家發表 3 篇研討報告，略述如下： 

1、 演講題目：臺北市政府轉運站 BOT 案投資計畫 

主 講 人：桃園捷運公司總經理 張辰秋 

內容概要： 

以臺北市政府轉運站透過政府獎勵民間投資之興建營運方式

與企業之結合，創造服務高水準、運輸高效能之人潮集散地。透過

臺北市政府轉運站以 BOT 方式辦理開發的經驗，說明轉運站開發

內容與具體成果，並歸納成功的關鍵因素，提供天津市推動轉運站

永續發展之參考。 

臺北市政府轉運站位於臺北市商業活動最活絡之信義計畫

區，於忠孝東路、基隆路交叉口與捷運市府站共構，基地面積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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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80 平方公尺，結合公車、捷運與國道客運之交通轉運樞紐，並

為進入信義計畫區之主要入口，為信義計畫區大門樞紐。 

臺北市政府轉運站興建營運案，係以 BOT 方式辦理開發，於

2004 年 8 月 11 日簽約，由統一企業集團投資之統一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進行開發興建及營運，開發經營期間自設定地上權登記完成之

日 2004/10/15 起算為期 50 年，總投資金額新台幣 120 億元，期滿

移轉給臺北市政府，屆時可優先與臺北市政府議約並繼續營運 20

年。 

2、 演講題目：臺北捷運興建與運營優質化的思維及策略 

主 講 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副總工程司 章台光 

內容概要： 

臺北捷運系統之規劃自 1975 年開始迄今，已完工通車完成第

一階段 105.4 公里（建設公里）路網，2010 年 12 月平均每日已有

162 萬以上人次搭乘，未來加入興建中的第二階段 74.6 公里路網，

及規劃中的第三階段 98.3 公里路網，預估三階段路網完成後每日可

載運 360 萬人次的捷運乘客。 

由於臺北捷運的逐步完工通車，改變了整個臺北都會區行的節

奏，提昇了生活品質，臺北捷運便捷、舒適、準點、省時的特性使

你我的距離縮短了，都市因此有了更新的發展，創造出新的文化。

臺北捷運展望在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路網架構下，積極推動環狀路

網之建設，使臺北捷運路網在中心區格狀向外輻射狀路網發散的架

構下，能再結合環狀路網，達到臺北捷運基本路網之架構，完整環

狀線路網係結合環狀線第一階段、環狀線第二階段與南北線，未來

將透過系統整合、票證整合，一車到底營運方式達成全環串連之目

的；完整環型路網完成後，結合目前規劃中路網，未來由最東端的

動物園站順時針方向將可與文湖線、新店線、安坑線、中和線、萬

大－中和－樹林線、板橋線、新莊線、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線、蘆洲

線、社子、士林、北投區域輕軌路網、淡水線、文湖線、民生汐止

線、南港線等 13 條路線、14 個車站相交轉乘，讓乘客可以透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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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捷運路線，便捷、快速地往來臺北市、新北市。 

臺北捷運展望未來，挑戰仍將艱鉅，第三階段路網將使臺北都

會區每百萬人擁有之捷運路線長度擠身世界先進大都會之列，落實

臺北核心都會區每 500 公尺步行可及範圍內皆可搭乘捷運系統之目

標，再開創更璀璨、更輝煌的下一個捷運 20 年。 

3、 演講題目：天津市軌道交通發展與運營管理的戰略思考 

主 講 人：天津交通港口局軌道交通管理處處長 于振東 

內容概要： 

天津市為繼北京市後大陸第二個建設城市軌道交通系統的城

市。天津軌道交通始建於 1970 年，目前已開通運營的線路有兩條，

總里程為 71 公里，共設站 36 座。其中地鐵一號線 2006 年建成並

投入運營，該線始發站為北辰區劉園站，途經北辰、紅橋、南開、

和平、河西、津南六個行政區，終點站為達津南區雙林站，全長 26

公里，設 22 站。另津濱輕軌於 2004 年投入運營，該線始發站為河

東區中山門站，途徑河東、東麗、津南、濱海新區，終點站為濱海

新區東海路站，全長 45 公里，設 14 站。2010 年，天津市軌道交通

日均載客量約 18 萬人次，全年完成客運量 6,424 萬人次。運行準點

率保持在 99%以上，乘客滿意度保持在 98%以上。 

另地鐵二、三、九號線將於今年全部建成並投入營運，總營運

里程達 131 公里，將貫穿天津市中心城區東西南北，形成“米”字

形放射狀骨幹路網。屆時軌道交通日均客運量將超過 100 萬人次，

可望進一步緩解中心城區地面交通壓力，更加方便市民交通需求。 

天津市軌道交通建設和管理分屬兩個部門，針對軌道交通發展

狀況，在實施運營管理方面，以下戰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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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討交通管理方向 

主持人：市臺辦副主任 胡成利 

點評人：天津市公安交管局副局長 暢志傑 

臺南科技大學教授 熊正一 

由國內公路運輸控制與管理之民間企業負責人，發表 3 篇研討報告 

1、 演講題目：交通控制中心實施相關措施以確保公交載客優勢 

主 講 人：鼎漢工程顧問公司副董事長  李俊賢 

內容概要： 

天津市 2010 年舉辦之臺灣農產品展示會，吸引超出預期甚

多之人潮，展示會本身相當成功，但是車潮之擁擠卻是一個必須

改善的遺憾。 

茲將舉辦臺灣農產品展示會，面臨之主要交通課題概區分下

列五項： 

(1)、 車輛暴增，導致局部交通網路癱瘓。 

(2)、 公車與小汽車混流，一起塞在車陣中，不具鼓勵民眾使用

的誘因。 

(3)、 交通與停車資訊無法即時掌握，指揮中心難以作出準確因

應措施。 

(4)、 交通與停車資訊無法及時發布給用路人，駕駛難以作出因

應路徑調整。 

(5)、 駕駛人心存僥倖作出違規駕駛行為，導致行車秩序更加紊

亂。 

因應上述課題研訂下列兩大目標與五個策略： 

兩大目標： 

(1)、 以高乘載車輛減少車潮 

(2)、 改善行車秩序紊亂 

五個策略： 

(1)、 確保大眾運輸快速行車 

(2)、 鼓勵使用大眾運輸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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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掌握車流、停車場即時資訊 

(4)、 提供有效導引資訊  

(5)、 確實執法 

為確保大眾運輸公車載客優勢之交通措施構想如下： 

(1)、 以 BRT 快速公車路線整合捷運構成大眾運輸骨幹 

(2)、 停車導引與管制措施 

(3)、 道路交通管制與疏導措施 

(4)、 緊急應變措施計畫 

綜整各種曾在臺灣實施，而有具體效果之大型活動交通衝擊改善

策略之措施架構如下： 

 

圖 1 交通衝擊改善策略 

演講題目：交通信號控制系統技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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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講 人：資拓科技公司副總經理蕭偉政 

內容概要： 

交通管理系統(Advanced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是智能交

通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重要的一環，主要是運用

資訊電子通訊技術，讓各種交通管理策略能以自動化控制技術落

實執行，進而達到改善交通的目的。 

交通控制系統之主要子系統如下： 

(1)、 資料蒐集子系統。 

(2)、 控制策略子系統。 

(3)、 資訊與支援子系統。 

(4)、 決策支援與分析系統。 

(5)、 設備管理子系統。 

 

圖 2 交通控制系統子系統相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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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交通控制系統運作架構 

依上述系統建構及運作架構，以國內臺北市及國外美國之發

展實例詳細解說。另交通信號控制系統除技術考量外，也尚需滿

足符合在地交通需求、足夠運作支援能力、具有成本效益等三項

重要原則。亦即，系統控制邏輯必須滿足當地的交通環境需求、

使用單位須具備足夠專業知識與技能的操作維運人員、系統與設

備之價格與使用效益必須讓業主能夠接受。若能同時滿足以上原

則，並具有智慧化、開放性之技術指標，那將是未來交通信號控

制系統努力的方向。 

2、 演講題目：臺北市停車收費管理與公車電子票證系統 

主 講 人：津捷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志昇 

內容概要： 

停車與公交是都市交通之基本問題，違規停車與服務不良的

公交系統，都對都市交通帶來相當大的衝擊。整體而言，透過有

效運用智能交通系統技術，臺北市讓停車更有秩序、公車服務水

準提升，吸引市民搭乘大眾運輸，進而降低都市交通擁擠。而委

託民間經營的停車收費管理機制，除可降低政府財政人力負擔，

並可發揮民間經營效率與創意，提高停車收費管理品質。 

目前臺北市路邊設置約有 3 萬 5,000 收費停車格位供民眾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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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營運單位臺北市停車管理處，從早期使用停車計時器與人

工計時收費皆因設備故障、人為破壞、收現弊端、耗費大量人力

等等問題逐步停用，2003 年起約 600 名收費管理員開始配置數位

化設備進行開單作業，但有部份地區是以勞務方式委託民間公司

營運，整體路邊停車收費年收益約 18 億新台幣。 

為有效管理路邊停車，停管處另編制約一百名交通助理員，

配置與收費管理員相同類似之電子設備針對路邊違規停車逕行

告發作業，以維護正常停車交通秩序。在整體運作模式上除逕行

舉發之交通助理員因執法身份無法取代外，從設備系統租用維護

到告發違規單與採證相片列印寄送皆由民營承商施作，停管處再

依告發單數量論件計價支付承商。 

現今約有 7,000 部公車服務大臺北地區民眾，從早期車上收

現售票、乘客投現到磁卡式自動收費系統，2000 年起每部公車皆

裝置非接觸式電子票證系統(悠遊卡)驗票機，其營運收費分段次

或里程計價 2 種，段次計價是依票種作定額扣款，里程計價民眾

上下車皆須刷卡，驗票機採用 GPS 記錄里程再依起迄點計算票

價後扣款。 

臺北市多年來透過有效運用智能交通系統技術，已讓路邊停

車問題得到改善，進而提高政府收益。更透過電子收費技術，也

提高了公車服務水準，另委託民間經營的停車收費管理機制，除

可降低政府財政人力負擔，並可發揮民間經營效率，提高停車收

費管理品質。 

 (三)、客運專線和區域快鐵一體化 

主持人：臺灣大學教授 張學孔 

點評人：天津南開大學教授 劉秉鐮 

桃園捷運公司總經理 張辰秋 

由兩岸共 4 位軌道運輸營運業、製造業及學者，發表 4 篇研討報告 

1、 演講題目：臺灣高速鐵路建設與效益 

主 講 人：臺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協理    陳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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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概要： 

分享臺灣高速鐵路之價值、建設與效益，並分述如下： 

臺灣高速鐵路之價值：在於改善臺灣西部走廊運輸效率，

促成臺灣西部一日生活圈之形成，進而使經濟產業活動更加熱

絡頻繁。 

臺灣高速鐵路之建設：高鐵的竣工代表臺灣公共建設工程

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不僅是首度成功採取 BOT 民間參與投資

的重大基礎建設模式，亦使臺灣擠身於世界上少數擁有高速鐵

路建設與營運經驗的地方之列。 

臺灣高速鐵路之效益：能源使用效率，依 2007 年 1 月至

2011 年 3 月，相較於小客車，高鐵節省約 85,340 萬公升油耗，

以及節省約 209 萬公噸 CO2 排放；另時間節省 (相較於其他

運具)約 18,600 萬小時，相對效益約美金 143,900 萬元。 

臺灣高速鐵路自 2007 年 1 月 5 日起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為

止，共開出約 174,656 班列車，可靠率達 99.93%，準點率達

99.25%，載運旅客約 12,527 萬人次之傲人營運績效；除實體硬

體服務效益外，軟體方面提供友善的服務與服務管理、網路訂

票與便利商店購票及車站轉乘接駁服務，讓旅客滿足無縫服務

之感受。 

2、 演講題目：臺灣鐵路與通勤鐵路之發展: 臺鐵捷運化 

主 講 人：臺灣鐵路管理局綜合調度總所所長 吳榮欽 

內容概要： 

臺鐵捷運化主要是仿傚城市軌道運輸系統(即捷運)的三

大短程運輸特點：車站密集、班次密集、票種單純，提供各都

會區及其週邊城鎮便捷之大眾運輸服務，未來將延展可與各都

會區捷運新建計畫相結合，成為都會區捷運系統之一環。 

臺鐵捷運化係改善臺鐵現有軌道系統之軟硬體設施，使臺

鐵的站距更短、班次更密、服務更佳，以兼負都會區內及區域

鐵路通勤運輸之功能。  



 
 

18

臺鐵捷運化之規劃目標如下： 

(1)、 縮短都會區平均站距至 2-3 公里。 

(2)、 縮短班距，尖峰時段班距 8~10 分鐘。 

(3)、 強化臺鐵車站轉乘設施。 

(4)、 加強臺鐵車站商業活動機能。 

臺灣鐵路營運至今已邁入第 124 個年頭，從唯一的運輸動

脈，發展到今日串連各型運具的環島鐵路網，不僅肩負長程運

輸重任，同時也兼具都會區運輸系統、城際客運系統及貨物運

輸等功能。 

臺鐵為因應民眾期望與需求，以及世界綠能環保潮流下，

積極謀求蛻變創新，除延續過往的優異實績、提升服務品質，

將更盡力開拓新的業務與視野，以達成永續經營之願景與使

命。 

臺灣高鐵加入營運造成臺鐵衝擊，但也是臺鐵轉型的契

機。臺鐵捷運化使臺鐵西部幹線轉型為以中、短程運輸為主的

區域快鐵。 

未來完成臺鐵捷運化，將是旅客與臺鐵雙贏。旅客搭乘臺

鐵列車或轉乘其他運具更便利，臺鐵企業形象提升，臺鐵逐步

與場站開發結合，建構為行旅生活服務業。  

3、 演講題目：高速鐵路與市內交通銜接的思考 

主 講 人：天津大學管理經濟學部副主任、教授、博導 馬壽

峰 

內容概要： 

中國大陸自 2008 年 8 月 1 日，興建完成第 1 條也是世界

第 1 條運營時速 350 公里的京津城際高鐵至今已陸續建造完成

營業里程 8,358 公里，每天開行的列車組約 1,000 多列，運送

旅客約百萬人次，依據中長期鐵路網規劃，到 2020 年，大陸

鐵路快速客運網將達到 5 萬公里以上，連接所有省會城市和

50 萬人口以上城市，覆蓋 90%以上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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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由於極高之運行速度和發車頻率，顯現其大運量優

勢，由於高鐵巨大的運載能力，造成所連接城市的內部交通新

的挑戰如下： 

(1)、 高鐵在每隔十幾分鐘甚至更短時間，就會帶來成百上千

的旅客量，對於高鐵網站和城市內部交通系統而言，將

這些客流在短時間內疏散將是一件艱苦的任務，需要讓

這些旅客儘快轉換交通方式，而附近的路網也需要及時

消化這些週期式產生的交通量。 

(2)、 高鐵快速性、方便性及其“公車化運營”的理念，使得

人們在一個城市居住、在另一個城市工作，或是進行

“當天往返”的商務活動成為可能。由於客觀需要，這

些旅客一般都是“時間敏感的”。然而，與城際交通

“越來越快”這一趨勢不匹配的是，城市內部的交通卻

陷入了“越來越堵”的境況，換乘時間加上市內旅行時

間，往往會大於城際旅行的時間。市內部分的旅行速度

已經成為城際交通的瓶頸，如果這種“兩頭慢”的現狀

不能得到改善，將會抵消“中間快”帶來的好處。 

為解決上述後高鐵營運問題，下列思維是值得考量的： 

(1)、 優化網站設計與運營，提高交通方式轉換的效率與連續

性。 

(2)、 構建面向高鐵網站的智慧交通系統，對網站內外的交通

流進行組織和引導。 

(3)、 充分發揮公共交通的作用，實現以公共交通為主力的城

際-城內交通方式銜接。 

(4)、 綜合運用各種手段解決城市交通擁堵問題，實現城市內

外旅行速度同步提高。 

4、 演講題目：ECFA 簽署後深化津臺軌道經濟的對接與合作 

主 講 人：北車集團天津公司  問增傑總經理 

內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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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地軌道交通發展的創新模式 

城市軌道交通建設所需資金非常龐大，成本高、回

報期長，資金來源主要靠政府撥款支持，政府一次性投

資鐵路建設費用後，仍要背負沉重的運營及維護費用，

長此，資金不足將對軌道交通的發展形成挑戰，如此，

適應形勢的發展、創新的運作模式也必將應運而生。 

a、 PPP 模式的概念與特點 

公司合夥制（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簡稱 PPP，

是指公共部門與民營企業之間建立夥伴關係以提供基礎

設施、社會公共設施的建設和相關服務的一種方式。 

b、 BOT 模式興建-經營-轉移（BOT:Build-Operate-Transfer） 

民營企業依照與公共部門議定的規格建造設施，根

據與公共部門簽訂的合約或專營權協議經營設施一段指

定期間，然後在指定期屆滿時將設施轉移給該公共部

門。深圳地鐵四號線即採用此模式。 

c、 BT 模式興建-轉移（BT: Build-Transfer） 

BT 模式是 BOT 模式的一種變換形式，民營企業依

照與公共部門議定的規格建造設施，指一個專案的運作

通過專案公司總承包，融資、興建驗收合格後移交給業

主，業主向投資方支付項目總投資加上合理回報的過

程。深圳地鐵五號線、北京軌道交通亦莊線即採用此模

式。 

d、 O&M 模式運營和維護 （O&M: Operation & Maintenance） 

對公共部門既有的公共設施，公共部門與民營企業

簽署運營和維護協定，由民營企業提供某種服務，收取

由公共部門依據相關協議支付的費用，從而獲得合理收

益。瀋陽地鐵一、二號線即採用此模式。 

(2)、 ECFA 給津臺軌道交通合作發展帶來的機遇 

ECAF 開啟了兩岸經濟合作的新篇章，給兩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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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供了一個更安全、更放心的投資環境，投資的心態

也將從短期投資謀求長遠發展，天津濱海新區作為大陸

經濟增長的第三極，已成為矚目的投資熱土，天津市針

對臺商投資的優惠政策。 

臺灣地區在公車系統智慧化方面有明顯的技術優

勢，未來運用先進技術能力與運營經驗，配合天津市長

遠發展目標，為天津市提供先進的智慧交通管理系統和

運營服務，使之在智慧交通方面更加現代化。 

(3)、 智慧型交通控制系統 

a、 即時反應交通狀況，智慧調整路口紅綠燈秒數，以提高

路口通過效率，減少交通堵塞。 

b、 即時檢知公車位置，等車的人可利用現場設施或手機，

獲知等車資訊及候車時間，提高公車服務水準。 

c、 檢測與影像處理技術，自動攝取違規車輛，自動取件，

立即傳送違規紀錄給中心處理，提升員警執法作業效率。 

d、 PDA 與雲計算技術，提供智慧停車管理服務，停車人可

到任合合作地點（如：銀行、郵局）定期繳費。 

 (四)、研討公車發展方向 

主持人：市臺辦副主任 胡成利 

點評人：天津市公車集團董事長 于秉華 

和欣客運公司執行董事 沈添財 

由兩岸共 3 位公路運輸營運學者專家，發表 3 篇研討報告 

1、 演講題目：臺北公共交通發展政策與經驗 

主 講 人：臺灣大學教授 張學孔 

內容概要： 

永續發展的成功城市，可歸納下列五項重要關鍵政策內

涵：(1) 城市與交通發展政策能融入能源與公共健康思維，並

考量環境、社會、經濟財務等永續發展理念；(2)整合城市發展

/土地使用及交通計畫；(3)提供優質公共交通服務；(4)建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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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高快速路網與道路系統；(5)實施高效率交通需求管理。 

臺北都會區在追求「公共交通都會」之發展目標以及優質

公共交通服務方面上，著重在下列之具體策略與行動方案： 

(1)、 建立世界級軌道交通系統， 

(2)、 建立國際知名快速公車系統， 

(3)、 塑造人本交通環境， 

(4)、 結合應用智能交通技術， 

(5)、 落實交通需求管理。 

大眾捷運與都市環境之整合規劃設計，至少應思考下列功

能與目標： 

(1)、 複合運輸功能，捷運場站絕對是多種運輸工具轉乘之複

合樞紐運輸場站，針對有限之場站土地資源，不同轉乘

運具之空間規劃相當重要，就未來捷運路網而言，各場

站除了規劃步行與自行車為優先進出方式外，應以公共

汽車轉乘為第一優先，小汽車停車轉乘應為最後之考

量。 

(2)、 捷運車站應視為重塑城鄉新風貌的契機，針對新北市人

口密集、土地過度開發的現象，可以藉由車站之設計與

都市計畫、都市設計方法，將居住的環境與城市風貌作

一徹底改變。 

(3)、 以財務永續思維進行車站土地開發，捷運具有顯著的外

部效益，但其建設與維護成本亦相當龐大，而透過車站

與延線土地之聯合開發，將可挹助其建設經費，能夠達

到財務永續之目標。 

公共交通系統是無法提供及門運輸服務，因而構成優質大

眾運輸服務的要件就是良好的「進出工具與設施」；而針對臺

北都會應朝中小型公車、腳踏車、步行的方向規劃設計。換言

之，將公共交通進一步做更人性化的設計，就是將自行車

(Bike)、公共汽車(Bus)、捷運(Metro)、步行(Walk)之系統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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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進行整合，形成 BBMW 的人本交通環境。 

結合運用智能交通技術運輸系統，提供更有效率、可靠、

安全、以及永續的服務，使大眾運輸乘客透過動態資訊而感受

掌握自己，此將大幅提昇大眾運輸的競爭力，特別是在複合運

輸場站，動態即時的轉乘資訊將使營運整合的「無間隙」服務

目標更易達到。 

交通系統之建設並不會以最高峰為基礎進行設計，因而在

有限的運輸服務容量下，面對尖峰交通擁擠，必須以管理作最

佳的安排，就整體運輸路網而言，透過合理稅費收取與動態資

訊的提供，可以使不同交通工具的使用者對於「時」(出發時

間)、「空」(區位與路徑)、「運具」做更佳的選擇，因而將提昇

整體路網的效率。運輸需求管理另一目標應是站在社會永續之

角度，對於各種運輸工具收取其應付出的社會代價，使得民眾

均能公平的使用運輸工具。 

2、 演講題目：臺灣智慧公車的發展 

主 講 人：臺灣全徽道安科技公司總經理   孫瑀 

內容概要： 

交通部為提升公車運輸系統整體服務效能，透過 ITS 相關

技術並結合電子、通訊、資訊及運輸管理，於臺灣主要縣市建

置公車動態資訊系統(智能公車系統)。其運作架構為於每部公

車上安裝車機，應用全球衛星定位(GPS)技術，以固定頻率透

過通訊模組將定位訊號資料傳回交控或調度中心系統主機，當

主機收到定位資訊並經分析運算後，可將乘車資訊、班次營運

與行車監控等管理資訊提供予使用者(乘車民眾)、管理(政府)

單位與營運(公車業主)單位使用。 

臺灣智能公車系統核心技術主要包括： 

(1)、 車輛即時定位與無線通訊技術 

(2)、 地理資訊系統(GIS)技術 

(3)、 PoE 與高解析壓縮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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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遠端設備自我檢查 

(5)、 參數化設計，因應使用環境的多變 

(6)、 系統校時與電源控制 

(7)、 備援機制的建立 

塑造人性化、現代化、科技化與安全之交通環境為推動永

續運輸之前提，其中，「大眾運輸優先」更為目前臺灣各都會

之交通施政主軸。為強化公車運輸服務，除充分運用有效資源

以改善大眾運輸軟硬體設施外，提升整體服務品質與藉由提供

完整且多樣化的公車服務資訊為智能公車發展之趨勢。因此，

透過電腦化之車隊調度管理除可提供排班調度的效益外，對於

人員、車隊及油耗、零件耗損的控管等皆對業者有著正面的效

益，而提升公車動態準點性、大眾運輸優先號誌與行車安全監

控則為後續發展之目標。透過智能公交系統的發展能夠提升整

體運輸效益並符合綠色運輸之環保和永續發展需求，達到管理

者、營運者、使用者與社會多贏之局面。 

3、 演講題目：天津公共交通發展戰略 

主 講 人：天津公交集團主任 胡繼軍 

內容概要： 

天津公交集團全力提升服務水準、精心打造品牌形象，並

勠力發展成效如下： 

(1)、 推進公交線網發展：實施中心城區高端服務網、濱海新

區公交國家隊、新農村公交發展模式三大發展戰略。 

(2)、 提升運營服務品質：每年評選並表彰“感動社會、溫暖

乘客”先進團體和個人，並建立了 100 個社區和 30 所

大專院校的便民服務網點，打造出 5 條勞模線、10 條

精品線、50 個精品站、67 條品牌線、100 條標準線，1000

個文明示範車組、1000 名公交之星。2010 年 7 月份市

城調隊組織的對公交服務品質的民意調查中，市民滿意

率達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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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體制機制改革：完成天津公交專業化改革，通過剝離修

保、後勤專業板塊，明確運營公司職能定位，理順了管

理管道，完善中心車隊制，突出精幹高效、核心能力強

的專業化發展方向，增強市場競爭能力；並先後整合廣

告、旅遊、修保、物資、物業等資源，組建專業化公司，

增強各專業化公司服務主業的能力和市場經營創效能

力。 

(4)、 加速科技興企步伐：2007 年起，為提升城市環保水準、

打造綠色公交，升級改造發動機，使國三排放標準公車

輛達到 4800 餘部，占全部線路運營車輛總數的 90%以

上。 

(5)、 提高硬體設施水準：自 2009 年起，先後建成先進的公

交修保基地、運營調度指揮中心。開通了日受理 3000

人次諮詢服務的乘客服務熱線。在 8 條線路的 204 部運

營車輛上試點安裝了 GPS 衛星定位系統和 3G 即時監控

設備，在 470 部運營車輛安裝了記錄監控設備，對 25

個重點場站、120 個重要路口的即時監控。 

(6)、 加強平安企業建設：推行各種安全駕駛與車輛維護保養

制度，消除安全隱患。 

天津公交“十二五”規劃總發展思路是：全面實施五大戰

略、落實五大任務、實現五大目標，分述如下： 

五大戰略：(1)全面實施產業化發展戰略，(2)全面實施資

源結構優化戰略，(3)全面實施體制機制創新戰略，(4)全面實

施品牌文化戰略，(5)全面實施人才戰略。 

五大任務：(1)大力實施產業化發展，(2)積極推進集團管

理體制機制創新，(3)著力提高經濟運行品質，(4)全力加快公

交科技進步，(5)全面推進品牌文化建設。 

五大目標：(1)客運量同比增長 50%，達到 13.5 億人次，(2)

公車輛按標準台計算達到 8000 標台，同比增長 25%，(3)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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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達到 30 億元，同比增長 100%，(4)職工年人均收入達到市社

會平均水準，(5)總資產達到 60 億元，同比增長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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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 

本次參與天津「ECFA 實施與深化津臺交通發展合作研討洽談會」，除參與研

討洽討會議外，並藉此瞭解天津市相關建設並順道拜訪北車集團車輛廠，茲將整

體會議與行程所見之心得略述如下： 

一、 天津市簡介： 

天津市人口 1,300 萬人，為中國大陸消費力及 GDP 排行第 5 名，僅

次於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其地理位置居於中國大陸華北地區東北

部，東臨渤海，北枕燕山，面積 1.1 萬平方公里。2006 年 7 月，中國大

陸國務院核准《天津市城市總體規劃（2005-2020 年）》，該規劃進一

步調整提升了天津的城市定位，拓展了城市發展空間，對促進天津市經

濟社會發展和指導城市建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 天津市規劃展覽館： 

天津市整體規劃與願景可由參訪「天津市規劃展覽館」一窺全貌，，

此展覽館展出"天津市"整個現代化的城市現在與未來規劃，目標成為國

際港口城市、北方經濟中心，同時也是一個生態城市。展覽館共分為

16 個展區，第一層設歷史展區、總體規劃展區、交通規劃展區、中心

城區規劃模型展區、臨展區(公示區)；第二層設濱海新區規劃展區、海

河規劃展區、名城規劃展區、旅遊規劃展區、海河之旅 4D 影廳；第三

層設住房、公共設施展區、生態城市展區、環境整治展區、重點地區規

劃展區、區縣展區、城市映像影廳、公眾互動参與區等。天津城市都市

計畫依整體經濟發展方向，結合產業發展、運輸交通（包含海、空、鐵

路、公路等）、生態、景觀、旅遊及生活，整體規劃完整，並逐步建設

發展。 

規劃展覽館依據規劃展覽時效性強的特點，建立了展品定期更新機

制，提供 3 個月為一個更新周期，對涉及空間發展戰略、海濱旅遊區、

生態城規劃、文化中心、梅江國際會展中心、城市影像廳影片以及各區

縣展區的展品進行了及時更新，使參訪民眾能夠快速、及時了解掌握規

劃發展動態，此規劃展覽概念值得各級政府單位借鏡，以使民眾更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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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掌握政府施政進度與理念，對於政府政策宣導與延續性建設亦極具

說服力。 

三、 中國北車集團-唐山軌道客車公司： 

唐山軌道客車公司是中國北車集團的全資子公司之一，主力製造鐵

路客車及動車組，為中國首批 91 家創新型企業之一，也是中國大陸鐵

道部鐵路裝備現代化重點企業、高速鐵路客運裝備製造基地之一。截至

2010 年，唐車總佔地 99 萬平方米，員工近 6000 人。 

唐山軌道客車位於河北省唐山市豐潤區，前身為唐山機車車輛廠，

始建於 1881 年，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鐵路機車車輛廠，曾生產中國第

一輛蒸汽機車(中國火箭號)、鐵路客車。經過百多年的發展，打造二線

四系的產品製造平台，2 線即鋁、鋼材質為主導的車體生產線，四系為

高速動車組、中低速普通客車、城市軌道車、特種車等產品體系。生產

工藝布局科學合理、形成設備通用化、工裝柔性化、模具專業化的製造

技術平台，加工、組裝、檢測、調試設備，足以滿足既有鐵路和高速鐵

路全系列軌道車輛裝備生產的需要。具有年產高速動車組 780 輛、檢修

400 輛、城軌車 800 輛、碳鋼鐵路客車 400 輛的生產能力。 

中國大陸新一代高速鐵路車輛(和諧號)由該公司自主創新研發設

計，該列車採取 8 動 8 拖 16 輛編組，最大牽引功率 18400Kw，持續運

轉時速 350 公里，最高運轉時速 380 公里。該公司先後提供中國大陸京

津城際、武廣、滬杭、滬寧等高速鐵路營運車輛。 

四、 中國北車集團-天津機輛軌道公司： 

天津機輛軌道公司建於 1909 年，隸屬於中國北車集團。公司佔地

41.5 共萬平方公尺，廠房面積 17 萬平方公尺，資產額 3.5 億人民幣，設

備 2,000 多台，員工數約 2,700 人。 

機輛軌道公司主要產品包含增壓器、調速器、製動機、緩衝器、彈

簧、電機、濾清器、活塞環等九大系列，應用於內燃機車、電力機車、

客車車輛、貨車車輛、船舶、汽車、摩托車及核電設備等，並研發製造

ZN290 系列渦輪增壓器、F8 客車分配閥、大容量緩衝器等產品，提高

產品精密度及可靠度，惟仍屬各運輸器具之零配件製造供應商，技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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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與國內相關傳統加工產業略同，差異點在於其具有大陸廣大的實體驗

證市場。 

五、 天津車站： 

位於中國天津市河北區海河東路，是目前天津市最主要的鐵路客運

站，為北京鐵路局下轄的一個特等站。目前是京津城際鐵路、津山鐵路、

津薊鐵路的交匯點，而在建的津秦客運專線、津濱城際鐵路、天津地下

直徑線（天津站-天津西站）將交匯於此。 

目前，天津站站房包括京津城際北站房、高架候車室、地下進站廳、

無站台柱雨棚及高站台、東西側旅客地道、東西側行包通道、既有南站

房，總建築面積 18.5 萬平方米，其中新建北站房 7.1 萬平方米，改建既

有南站房 3.3 萬平方米，雨棚 8.1 萬平方米。高架候車廳 2.2 萬平方米，

能同時容納 6000 人候車。 

天津站為多條鐵路幹線的交匯點，該樞紐形成五大功能區，包含鐵

路客站(普鐵站、城際站)、後廣場(交通廣場)、前廣場(景觀廣場)、站後

公交廣場、站前公交廣場(副廣場)。由於天津站之前後站皆為大型廣場，

周邊商業機能與車站間似乎有所阻隔。 

天津站站內設有餐館、咖啡館、紀念品商店及書局等旅客服務設

施，另在通往二樓等候區旁亦設有美食街，提供旅客用餐服務，惟車站

規劃仍以運輸服務為主，尚未以商業空間最大化之概念進行規劃。 

六、 天津市都市發展規劃迅速，然對於交通運輸管理與規劃之軟體尚顯不

足，尤其是都市大眾運輸系統，包括公車、捷運及城際軌道運輸管理方

面之經驗不足最為明顯，惟大陸地區硬體建設與製造之能力已具國際競

爭力，未來我國應就大陸硬體製造能力加強瞭解，以期利用自有軟體優

勢藉由大陸地區硬體能量，提昇國內產製各項交通工業產品在國際上之

整體品質及競爭力。中國大陸由於地理、語言及風俗與我國相近，於是

成了我國投資的首選目標，未來兩岸的國際分工將使得資源的利用更為

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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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 

一、 兩岸經濟 

1、 中國大陸整體經濟迅速成展，伴隨著對外開放政策的穩定明確，逐

漸確立了以市場交易為主的經濟體制，造成整體經濟已遠離社會主

義而趨近於資本主義。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方針包括：(1)繼續做好宏觀調控。(2)正確處理改

革發展穩定的關係。(3)統籌兼顧，關注民生。堅持以人為本，做好

「五個統籌」。(4)將 2006 年工作和實現「十一五規劃」目標結合。

(中國大陸經濟-陳德昇)  

2、 我國過去的經濟發展成果，是令世界許多國家稱羨的。但隨著全球

經濟體系貿易障礙的消弭，關稅保護的取消以及國際網路的盛行，

皆促使了產業的生產與製造，朝全球化的方向發展。在這股全球化

的浪潮中，配合知識經濟時代來臨，亦即意味著臺灣的經濟發展，

勢必將面臨更多嚴峻的挑戰與重整。(臺灣經濟發展新藍圖-林建甫

93.10) 

3、 99 年 9 月 12 日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及知識產權保護合

作協議（IPR），兩項協議正式生效。其消極的目的在於爭取我國對

外貿易立足點的平等；積極的目的則是在為兩岸經貿交流制度化訂

出基本規則，讓臺商及外商從事兩岸經貿活動，具有穩定性及可預

測性。(ECFA 與兩岸經貿關係展望-高長、李添盛)。 

4、 基於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簽定，我國未來軌道車輛之採

購，除依循 GPA 政府採購協定規定及兩岸相關條例外，對於部份維

修所需零組件，將可逐步檢討與彈性開放大陸車廠參與投標。 

二、 軌道工業 

1、 中國大陸高速鐵路的研發與生產製造，位居全球軌道工程前茅，尤

其是西藏鐵路的開通，三橫三豎鐵路網即將完成，鐵路網的全面提

速等建設，已為全世界軌道界所囑目。 

中國大陸內陸運輸需要有鐵公路的建設，尤其考量到能源消耗與節

能的問題，而具有高運量的鐵路運輸將是首選，基於這樣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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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最近幾年以來，在鐵路建設上投注甚多，而且除了內需自

用外，業為一項極具競爭力的輸出產業。  

中國大陸的鐵路運輸由鐵道部營運，轄下經過整併組合而成北車與

南車兩家公司。並在政府的強力支持下，在技術研發、軌道鋪設、

系統設計、列車生產製造等方面，都有長足進步，尤其近年來大量

「動車」(速度介於高鐵與普通列車之間)的投入營運，證明了大陸軌

道工程的技術研發能力，頗有成果。(美國世界日報社論-兩岸軌道產

業之發展展望 2011.6.26) 

2、 國內軌道營運單位包含臺鐵局、高鐵公司及北、高捷運公司等，所

採購之營運車輛大都由國外知名車輛製造廠提供，雖因政府推動工

業合作計畫及國產化計畫，協助國內廠商提昇設計、製造、組裝及

系統整合能量，惟仍無法達到完全自主之能力。隨著民國 100 年底

WTO 限制，我國將無法要求國外軌道製造商履行工業合作及國產化

條款，至時國內軌道相關製造產業勢必面臨更大的競爭挑戰。 

臺鐵局民國 95 年 160 輛通勤電聯車購案，由台灣車輛公司與日本車

輛公司技術合作承製，雖提昇了台灣車輛公司之電聯車整體製裝能

力，但僅初具規模，目前 296 輛通勤電聯車購案由該公司獨自得標，

將執行國產化計畫機制，期盼該公司更積極主動取得相關設計與系

統整合技術能力，以期未來能與國際大廠競標抗衡。 

3、 中國大陸兩大軌道車輛製造廠中國北車公司及中國南車公司，分別

於臺灣設立合作伙伴或派駐人員，積極洽詢合作廠商或觀察國內軌

道相關訊息，又國內軌道車輛發展協會、軌道工程學會或學術單位

等，由於近年來兩岸政策開放，頻繁舉辦兩岸軌道車輛學術論談與

研究，以促進兩岸軌道車輛技術之提昇與瞭解。 

4、 臺鐵局依 WTO、GPA、「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及「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

相關規定，目前已逐步開放採購中國大陸車輛次要配件，如蓄電池、

車輪、牽引馬達配件、煞車片等，並經驗證使用情形尚良好，未來

仍將依政府政策及臺鐵局採購效益，詳實評估深入開放採購之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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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以期降低零組件採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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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件 

一、中國北車集團-唐車公司簡介 

二、中國北車集團-天津機輛公司簡介 

三、天津空港經濟區簡介 

 

 



 
 

34

參考文件 

 

 

 

 

 

一、中國北車集團-唐車公司簡介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