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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名稱：參加「第 6 屆亞洲安全社區國際研討會」出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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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計畫主辦機關/聯絡人/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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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鍵 詞：安全社區、國際安全學校 

內容摘要： 

安全社區概念萌始於 1970 年代的瑞典，其後受到世界衛生組織(WHO)

的重視至今成為全球性的運動。社區安全的議題廣泛，舉凡犯罪、意外傷

害、天然災害、學校安全、工作安全等，而「交通安全」往往是社區安全

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本出國計畫，主要參加於東京舉辦的亞洲安全社區國

際研討會，了解國際上推動安全社區的發展狀況，學習及交換各國推動事

故傷害防制的最新研究與經驗成果；同時順道考察日本運輸系統，並安排

日本自動車安全運輸中心、日本交通事故總合分析研究中心拜會行程，就

日本推動安全駕駛教育及交通事故分析研究相關發展經驗進行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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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1 出國目的 

「安全社區」是指一個社區能在社區民眾的共識下，結合社區內所

有資源，共同為減少各種意外或故意性的傷害、營造更安全的環境、促

進人際和諧、增進每個人身體、心理與社會全面的安適不斷而努力的運

動[1]。安全社區概念萌始於 1970 年代的瑞典，其後受到世界衛生組織

(WHO)的重視，並於 1989 年設立世界衛生組織社區安全推廣協進中心

（WHO Collaborating Centre on Community Safety Promotion，簡稱 WHO 

CCCSP），積極擴展各國安全社區運動及建構國際認證機制。 

社區安全的議題範圍很廣，舉凡犯罪、意外傷害、天然災害、學校

安全、工作安全等，而「交通安全」往往是社區安全中重要的一環。有

別於政府部門改善交通安全由上而下的作法，社區安全運動更強調由下

而上的推動力量，這股力量可以使社區的需求更清楚、政府的政策更落

實。 

此行目的，主要參加於東京舉辦的亞洲安全社區國際研討會，了解

國際上推動安全社區的發展狀況，學習及交換各國推動事故傷害防制的

最新研究與經驗成果；同時順道考察日本運輸系統，並安排日本自動車

安全運輸中心、日本交通事故總合分析研究中心拜會行程，就日本推動

安全駕駛教育及交通事故分析研究相關發展經驗進行交流。 

1.2 行程說明 

本次出國行程自 101 年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3 日共計 8 日。期間除參

加 11 月 28 日至 11 月 30 日於日本東京都豐島區東京都會藝術劇場及太

陽城會議中心舉行的「第 6 屆亞洲安全社區國際研討會」，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赴長野縣箕輪市及小諸市的社區參訪研習，其間並安排拜會行



2

程，及實地考察京都及東京之運輸系統與交通設施。全部行程詳如表 1

所示。 

表 1  出國行程一覽表 

日期 地點 主要行程內容 

11 月 26 日 日本京都 考察京都之運輸系統與交通設施 

11 月 27 日 京都→東京 搭乘東海道新幹線轉往東京 

11月 28日~ 
11 月 30 日 東京 

1. 拜會日本自動車安全運轉中心理事石川

博敏博士、財團法人交通事故總合分析研

究中心研究部西田泰課長。 
2. 參加「第 6 屆亞洲安全社區國際研討會」

12 月 1 日 長野縣箕輪市 
長野縣小諸市 

1.社區參訪研習－消防救難演練 
2.小諸市認證典禮 

12 月 2 日 長野縣小諸市 社區參訪研習－融雪型火山泥流防災演練 

12 月 3 日 東京→台北 返程回國。 

 

 

圖 1 東京都會藝術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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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會活動 

2012 年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第 6 屆亞洲安全社區研討會係由豐

島市、箕輪市、小諸市及其安全社區指導委員會聯合主辦，日本安全社

區研究機構、日本安全社區促進網絡協辦，於日本東京都豐島區舉行，

大會並以「打造社區平日及災時之安全能量（Let’s Build Community’s 

Capacity for Safety – in every day and for disasters）」為主題，以回應日本

311 大地震後對於災害預防及因應作為之經驗分享。大會活動主要包括

國際研討會、社區參訪研習以及豐島市與小諸市之安全社區認證授證典

禮，開幕式及豐島市認證儀式在東京都會藝術劇場舉行，研討會則集中

於太陽城會議中心，與會人士包括美國、瑞典和亞洲地區計 20 餘國，

約 500 人參加。以下分就各部分活動作一簡介，詳細場次主題說明請參

閱附錄。 

2.1 研討會 

研討會主要規劃為專題演講、安全社區研討會議、亞洲安全社區網

絡會議、論文發表與海報展示等。 

一、專題演講： 

包括安全社區的發展經驗，以及高齡社會、自殺防制、兒童安全等

6 場大會專題演講與 3 場認證紀念演講，詳細題目如下： 

 由安全社區觀點來看，即將出現的超高齡社會－鈴日隆雄(日本) 

 安全社區的歷史與未來－Adisak Plitponkampim (泰國) 

 以日本為例利用迴歸方法評估安全社區計畫－ Shrikant 

Bangdiwala (美國) 

 亞洲推動安全社區的 10 年經驗－Joon Pil Cho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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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無自殺的社區－清水康之 (日本) 

 開發中國家的兒童安全－AKM Fazlur Rahman (孟加拉) 

認證紀念演講則是由主辦的豐島市、箕輪市、小諸市等 3 位個安全

社區推動單位主管，就其推動安全社區發展與申請認證經驗進行分享交

流。 

   

圖 2 專題演講與研討會場 

二、安全社區研討會議： 

這部分會議又分為安全社區（Safety Community, SC）與國際安全學

校（International Safe Schools, ISS）2 個場次，主要就如何申請 WHO 的

安全社區認證以及如何永續推動等進行知識分享與經驗交流。我國台北

醫學大學白璐教授以及國立東華大學李明憲教授分別受邀發表相關演

說，分享台灣推動安全社區與國際安全學校計畫的經驗。本場次會議相

關議題如下： 

 安全社區指標與申請表的改變－Bo Henricsan (瑞典) 

 社區推動安全社區計畫時如何確保公私部門夥伴關係(PPP)的永

續性－白璐（台灣） 

 拉丁美洲和加勒比海地區的安全社區：除了安全以外－Maria 

Isabel Gutierrez (哥倫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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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國際安全學校的擴展－Ｍax Wasskuhler (瑞典) 

 以台灣 ISS 為例談如何確保 ISS 的永續－李明憲（台灣） 

 如何增進學校的健康與安全－Nam Soo Park  (韓國) 

三、論文發表與海報展示： 

這部分會議又分為口頭發表與海報展示，包括日本、台灣、韓國、

香港、新加坡、中國、泰國、菲律賓、馬來西亞、印度、伊朗、巴基斯

坦、南非、孟加拉、斯里蘭卡、阿拉伯聯合大公國、立陶宛、蒙古等 18

個國家/地區，共計 15 場 90 篇論文發表、60 個論文或社區/單位的海報

及攤位展示。論文議題則涵括以下各項，其中以交通安全、兒童安全議

題發表的論文篇數為最多： 

1. 學校安全（Safety at School）5 篇 

2. 兒童安全（Children Safety）計 14 篇 

3. 老人安全（Elderly Safety）計 8 篇 

4. 交通安全（Traffic Safety）計 18 篇 

5. 在家與工作安全（Safety at Home & Work）計 7 篇 

6. 自殺防制（Suicide Prevention）計 5 篇 

7. 暴力防制（Violence Prevention）計 5 篇 

8. 地震與天然災害（Earthquake Disaster and Natural Disaster）計 8

篇 

9. 社區方案（Community Program）計 7 篇 

10. 事故監測（Injury surveillance）計 8 篇 

11. 政策評估（Evaluation of Policy）計 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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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展示部分，參展內容包括學術論文以及各地社區的成果展示，

國內包括文山社區、阿里山社區、靜心國小等多個單位參與展出，在場

獲得與會人員相當多的關注，並有機會進行面對面的互動交流，此種海

報展示也一直是國際會議重要的辦理型式之一。 

  
圖 3 論文發表與海報展示 

2.2 社區參訪研習 

一、箕輪市 

位於長野縣的箕輪市，人口約 26,000 人，2012 年 5 月甫獲 WHO 認

證，成為全球第 274 個安全社區網絡成員。這次的社區參訪主要至箕輪

消防署，參觀其消防救難演練。內容包括高樓間橫渡救援、高樓垂降救

援等演練項目。 

高樓間橫渡救援適用於相鄰的大樓發生災害時，藉由架設繩索橫渡

方式，進入災害現場搜索救援。演練場所樓高 3 層，並設有防護網，以

利平日訓練。高樓垂降救援則是於標高 16 公尺處利用繩索垂降至地面，

將傷患束縛妥當後再吊掛救援上去，適用於峭壁、山溝傷患之救援。救

援首重時效，當日現場演練的消防人員展現精熟的技術，迅速來回橫渡

或垂降，令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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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消防救難演練－箕輪市 

二、小諸市 

人口約 45,000 人的小諸市始通過安全社區認證，併同這次國際研討

會的召開，於參訪行程的同時也舉行了認證儀式，成為第 297 個被 WHO

認證的安全社區。這次的社區參訪，主要安排小諸市的融雪型火山泥流

防災演練。 

浅間山位於小諸市東北方，積雪期火山爆發時可能引起融雪現象，

雪水與泥石混合後成為可怕的火山泥流，危險性較一般火山爆發的火碎

流更高。 

此次融雪型火山泥流防災演練，聯合小諸市政府、小諸消防署、小

諸市消防團、小諸警察署、小諸市赤十字奉仕團以及小諸市 5 個區的社

區居民，於小諸東中學校的體育館進行演練。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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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上訓練：編組認識、工作分配、災害分析確認、災害應對訓

練。 

(2) 簡易擔架訓練：利用毛毯、長袖前開衣服以及竹竿等，演練製

作簡易擔架。 

(3) 避難所設置訓練：包括實際展示及演練如何搭置避難帳、架設

簡易廁所以及發電機等。 

(4) 炊事配給訓練：包括炊具及食材準備，炊煮、配給等。 

  

 圖 5 融雪型火山泥流防災演練－圖上訓練 

  

 圖 6 簡易擔架及避難所設置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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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 架設簡易廁所 

  

圖 8 發電機架設及炊事配給訓練 

  

圖 9 炊事配給及配發的食物 

防災演練的過程除圖上訓練由消防編組人員參與外，其餘項目則是

消防編組、社區居民及參加社區參訪的外賓等一起參與，學習並實際操

作演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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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學習搭設避難帳，帳約 2 米半見方、1 米 2 高，帳外設有名片

插掛方格，下方有防寒襯墊，上方則無遮蔽，僅可提供災民於各地避難

所集中避難時，區隔家庭或小團體成員的基本隱私空間。 

學習如何架設簡易廁所也是災害發生時很重要的一項，災害發生時

水、電、物資、食物都可能極為短缺，衛生安全的處理需要特別留心，

包括馬桶底部的防水、穢物的集中處置等，以避免疫疾的發生及傳染。 

在演練的同時，炊事配給編組亦同步進行炊事安排，配發的簡易餐

食包括利用特製塑膠帶炊煮的白米、味噌湯、海苔芝麻調味包、瓶裝飲

料及濕紙巾，均是災時容易保存與準備的食材，份量足供一般成人一餐

飽足，上午演練完成最後用餐即是享用這份配發食糧。 

除了實際的防災演練，小諸市另外開發了所謂「安全與保安」應用

軟體，可下載安裝至智慧手機或平板等行動裝置，其功能在平日可提供

地方生活及觀光資訊，災害發生時可提供即時的安全避難資訊，現場並

有示範展示，是一套相當實用的系統。 

  

圖 10 小諸市觀光防災應用軟體 

2.3 安全社區認證典禮 

依據 WHO 對於社區的定義指出，社區並沒有一定的大小或範圍，

可以是一個市、一個鄉乃至一個區，只要是特定的地理區域內，具有共

同利益、專業協會或提供特定服務的群體均可稱之。而安全社區則須在

前述基礎下具備有能涵蓋所有年齡、性別、環境，針對傷害、暴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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殺、天然災害等事故防制的安全促進計畫，且需在實證基礎下持續回饋

評估。 

截至 2012 年底，通過 WHO 認證的國際安全社區已達 299 個，其中

有人口超過上百萬者（Dallas, 美國 , 240 萬），也有人口僅千人者

（Northcott, 澳洲, 1 千），目前台灣地區也已經有 18 個社區通過 WHO

的認證，成為國際安全社區網絡的成員，共同朝追求安全、和協與永續

的社區目標而努力。 

值得一提的是，安全社區並不表示這個社區是絕對安全的，而是指

這個社區係整合垂直水平單位資源以結構化的方法去追求安全。基此，

WHO 針對安全社區訂出了 7 項準則[1][2]： 

1. 安全社區必須具備一個基於夥伴和合作關係的跨領域團體，來指

揮運作推動社區安全促進的工作。 

2. 安全社區必須有長期性和永續性的計畫，並且能涵蓋所有性別、

年齡層、環境和情況。 

3. 安全社區計畫中必須要有以高危險群和高危險環境為目標對象

的計畫，還要有對易受傷害的族群作安全促進的計畫。 

4. 安全社區計畫的推動必須基於實證資料。 

5. 安全社區計畫必須能提供傷害的頻率和受傷原因的紀錄。 

6. 安全社區必須有對計畫內容執行過程及改善效果的評估。 

7. 安全社區必須能持續的參與國內和國際的安全社區活動。 

這次參與國際研討會的國際人士當中，即有相當多的比例是私部門

的安全社區推動團體，也回應了前述第 7 項準則內容，持續參與國內和

國際的安全社區活動，除提供各地安全社區推動經驗交流的良好平台

外，也藉此使得彼此間獲得相互激勵的動力來源，也是 WHO 支持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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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辦理國際研究會的目的之一。 

本次併同國際研討會的召開，辦理國際安全社區認證儀式的社區有

二處，即豐島市與小諸市。儀式的過程先由 WHO 支援中心委員介紹說

明認證社區的特色，在與會人士共同見證下由各委員暨社區代表進行簽

署協定、授牌、授旗等。世界各地對於安全社區的發展與推動，莫不以

爭取 WHO 國際安全社區認證為里程碑，該二市藉由國際研討會的舉

辦，世界衛生組織社區安全推廣協進中心、亞洲支援中心以及參加研討

會的國際人士共同參與及見證下，盛大隆重地舉行國際安全社區的認證

儀式，同時安排認證紀念演講、社區小朋友的行動劇、傳統音樂表演、

社區參訪行程等，除展現推動安全社區的內容與過程外，也是相當成功

地城市行銷模式，相當值得參考。 

  

圖 11 安全社區認證儀式 

  

圖 12 豐島市與小諸市的行動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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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察紀要 

3.1 日本自動車安全運轉中心 (Japan Safe Driving 
Center, JSDC) 

日本自動車安全運轉中心成立於昭和 50 年(1975 年)，主要業務包括

安全駕駛研習、駕駛經歷證明、交通事故證明、累積點數（違規記點）

通知以及有關安全駕駛的調查研究等。此行主要拜會該中心理事、同時

兼交通事故總合分析研究中心理事石川博敏博士，就日本的駕駛教育訓

練以及交通事故防制工作進行交流及經驗分享。 

該中心安全駕駛研習在相當於 20 個東京大巨蛋的用地上，設置 13

種訓練設施，提供包括基本安全駕駛、打滑訓練、高速公路駕駛、市區

道路駕駛、山區道路駕駛、危險預知及迴避、機車越野等綜合性安全駕

駛訓練與體驗課程，可視需要接受不同車種 1 至 5 日不同的課程，截至

2011 年已訓練約 29 萬人次；另外，附屬的交通公園，面積約 5 倍東京

大巨蛋大小，標榜的快樂設施相當完備，包含如何穿越馬路、行走、騎

乘自行車、小汽車體驗、小火車體驗等，不僅是幼稚園、中小學兒童交

通安全教育學習的優質場所，也兼具提供孩子運動、親子互動的寬敞空

間。 

在核發證明方面，包括一張相當特殊、象徵安全駕駛者的驕傲和自

覺的證明，即安全駕駛卡(Safe Driver Card, SD)。駕駛人在一定期間內若

沒有發生交通事故、沒有違反交通規則，可向該中心申請核發安全駕駛

卡，紀錄保持期間分為數種：1 年、2-3 年、4-9 年、10-19 年、20 年以

上，除表彰安全駕駛者外，亦可享有包括加油、餐廳、住宿、汽車貸款

等多種商店折扣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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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安全駕駛卡及無事故無違規證明 

 

圖 14 相當於 20 個東京大巨蛋的駕駛訓練場所 

 

3.2 交通事故總合分析研究中心 (Institute for Traffic 
Accident Research and Data Analysis, ITARDA) 

1970 年日本道路交通事故死亡人數 16,765 人達到高峰，日本政府制

定了交通安全對策基本法，並實施一系列防制措施，交通事故死亡人數

逐年下降至 1979 年的 8,466 人。然而 1980 至 1992 年事故死亡人數又小

幅攀升至 11,451 人，有需要第 2 波更全面、更具體有效的事故防制方法，

以降低交通事故傷亡人數並改善交通安全。基此，日本警察廳、運輸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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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省、日本汽車工業協會、日本保險協會等相關單位共同促成公益財

團法人交通事故總合分析研究中心的成立，目的宗旨在透過與交通事故

相關的人因、車輛、道路環境等綜合性的調查研究，研擬交通事故防制

及傷害減輕的方法，為實現安全有秩序的交通社會提出貢獻，以增進公

共福利。 

此行拜會該中心研究部的西田泰課長，就日本交通事故調查分析及

實證研究進行交流及經驗分享。該中心主要業務包括： 

1. 分析、研究：宏觀的統計分析，整合警察廰的交通事故資料、

警察廰的駕駛者資料、建設省的道路資料、運輸省的車輛資料、

以及其他社會經濟指標、保險資料等，建置跨單位的交通事故

綜合資料庫，以進行綜合性的分析研究、交通安全對策相關調

查研究等。 

2. 交通事故調查：微觀的調查分析，由分析中心之專業調查員到

事故現場，就駕駛者、道路交通環境和車輛等各方面進行詳細

的調查，作為科學方法推究交通事故原因的依據。 

3. 成果提供及知識普及：舉辦研究發表會、發行期刊、演講、投

稿、交通事故統計資料的公佈、海外研究機關的交流與情報交

換等，普及交通事故相關知識及交通安全思想。 

為研提有效果的交通安全對策，該中心透過人、車、路之交通事故

綜合性的調查分析，將宏觀的統計分析與微觀的調查分析進行有機的結

合，由宏觀統計分析之假設，以微觀調查分析予以驗證，或依微觀調查

之較少數的案例見解假設，經由宏觀統計分析的數據予以把握等方式，

以分析交通事故特性與實態，並因應事故防制的對策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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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拜會石川博士與西田泰課長 

3.3 當地運輸系統與設施 

(一) 鐵路系統－東海道新幹線 

日本的鐵路分為 JR（Japan Rail）和私鐵兩種。JR 是日本國營鐵路

經過民營化後組織而成，共分為 6 個鐵路區域，路線範圍廣泛，涵蓋日

本國土全境。私鐵主要連結各都市的鐵路總站與郊區。近來積極開展互

相合作共同行駛，所以不同鐵路公司的私鐵或地下鐵可能開進另一家公

司的路線之中，方便乘客可以無縫地連接鐵路旅程，方便快捷。 

鐵路系統中最為快捷舒適的列車莫屬新幹線。此行搭乘東海道新幹

線由京都前往東京，東海道新幹線係服務於東京與大阪之間的高速鐵

路，由東海旅客鐵路公司(Central Japan Railway Company, JR 東海)營

運，是日本第 1 條高速鐵路，也是關東與近畿地區相當重要的一條鐵道

路線，全長 515.4 公里，最高速度每小時 270 公里，分為希望號(Nozomi)、

光號(Hikari)、回聲號(Kodama)，東京至新大阪最快只需 2 小時 25 分。 

票價依距離以及特快、快車等種類列車或乘坐綠色(頭等席)、指定

席、自由席等不同種類座席而計算。以京都至東京為例，目前希望號指

定席票價為 13,520 元日幣(7,980+5,540)、自由席為 12,710 元日幣

(7980+4730)，不甚便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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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外國旅客而言，若規劃短期數個地點的行程，日本鐵路周遊券

（Japan Rail Pass）或 JR 各公司鐵路周遊券是另外一種選擇，依普通和

綠色車廂可購買不同天數的周遊券，除部分新幹線新型特快車外，幾乎

可以無限制地搭乘 JR 以及與 JR 有關的巴士和渡輪，可謂相當經濟方便。 

此行搭乘的列車為 N700 系，即是新幹線新

型特快車的一種，此系列列車最高營運速度可以

達到每小時 300 公里。列車有 16 節車廂，第 1

至 3 節為自由席，第 8 至 10 節為綠色頭等席，

其餘包括第 11 節供輪椅使用的車廂均為指定席。列車內部提供行動裝

置的充電電源，設置於頭等車廂的每個座位、標準車廂的靠窗以及頭尾

兩端座位。全車禁煙，但於第 3、7、10、15 節車廂闢有吸煙室，方便

癮君子使用。 

 
圖 16 JR 鐵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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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N700 列車車廂配置 

  

圖 18  新幹線列車 N700 外觀及車廂內部 

(二) 機場交通－東京單軌電車、JR 關西機場線 

東京單軌電車是羽田機場聯外交通的主要方式之一，自東京濱松町

至羽田機場全長 17.8 公里，採高架跨座式單軌設計，每 3 至 5 分鐘即有

一班列車，最快 14 分鐘即可抵達機場。目前為 JR 東日本旅客鐵路公司

所經營，「JR 東日本通票」或「日本鐵路周遊券」均可使用，從羽田機

場乘坐東京單軌電車轉山手線，可迅速到達新宿、澀谷、東京地區，相

當方便。 

在車廂內部空間配置方面，由於車廂內並非同一平面，中段與進出

車門同一平面區域配置 4 組對坐乘客座位，走道位於中間；行李架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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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車廂前後兩端但需上一階的平面空間，走道位於兩側。因此，對於

進出機場經常需要攜帶大型行李的乘客而言，必需將行李先抬上一階到

行李架區，再抬上連護欄約 40 公分高的下層行李架，才能放置好行李。

此種座位、行李架的配置方式，使用上相當不便利；倒是羽田機場國際

線大樓站車站驗票口與機場大廳位於同一樓層，乘客到達機場可直接進

出，便利性提高不少，值得國內機場捷運之車站與列車設計時引以為鑑。 

 

圖 19 東京單軌電車路線圖 

  

   圖 20 東京單軌電車入口閘門 圖 21 東京單軌電車列車資訊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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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列車內位於不同平面的行李架區與座位區 

      

圖 23 行李必需再提進高約 40 公分的護欄內  圖 24 弱冷與 Wi-Fi 服務車廂 

      

     圖 25 東京單軌電車   圖 26  羽田機場國際線大樓站車站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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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關西國際機場的鐵路系統主要有西日本旅客鐵道與南海電鐵，

終點站關西機場車站（関西空港駅）與機場主體相連，提供班次密集的

接駁服務。由關西國際機場至京都，可選擇搭乘關西特急 Haruka（関空

特急はるか），每小時約 1 至 2 班列車，至京都僅需 75 分鐘。 

JR 西日本推出的優惠票種類繁多，除了一般單程或來回車票，以及

先前介紹不同地區不同天數的周遊券外，近年又推出能夠用於 JR、關西

國際機場特快 Haruka 號、地下鐵、私鐵、公車以及小額消費購物 IC 卡

的合二為一 ICOCA & HARUKA 折扣車票，同樣只能搭乘自由席。 

關西特急列車外型極具特色，服務關西機場與京

都路線多為 6 節車廂列車，第 5、第 6 節車廂規劃為

自由席，餘為指定席，亦全車禁煙，列車並設計相當

具有京都文化風味的專屬 logo，顯得相當特殊。行李

架配置於車廂入口處，底層開啟式護欄設計使得行李

裝缷可以直接推入或拉出，上層則以繩扣方式作為護

欄設計，防止行李滑落。 

 
圖 27 關西國際機場聯外鐵路路線圖 



22

  

   圖 28  JR 關西機場站入口閘門        圖 29  Haruka 列車 

  

     圖 30  Haruka 列車內部            圖 31  自由席車廂 

      

圖 32 行李架設計              圖 33  候車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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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Haruka 列車車廂配置 

(三) 公車系統 

京都的大眾運輸系統相當發達，各系統包括公車、捷運、鐵路等，

特別是公車系統，密集的路線、班次服務，是背包客相當便利的交通工

具。常見的票劵種類有回數票（10 張）、市巴士一日劵、地下鐵一日劵、

觀光一日劵、觀光二日劵等，遊客可選擇空間彈性很大。 

部分候車站的公車動態資訊，利用簡單的圖形顯示，提供距候車站

3 站前的動態資訊，公車站並提供完整的平日、假日車班時刻表，資訊

相當完整。 

公車內資訊顯示多數仍為傳統單排單色的字幕跑馬燈形式，提供基

本雙語的路線方向、站名等資訊顯示及語音播報，在部分觀光巴士（洛

巴士）上，則裝置了全彩的顯示螢幕，以代表當地特色的圖案顯示到達

的站位，同時也顯示下車後到達觀光地點的步行路徑與時間，並提供包

括華語的多國語音播報，對於國外遊客來說，是極友善通用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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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連結於主要觀光景點的 3 條洛巴士路線 

 

  

圖 36 候車站之公車到站動態資訊  圖 37 傳統跑馬燈式公車動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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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結合特色圖示的到站資訊      圖 39  下車步行路徑資訊 

車輛多採低底盤設計，走道及前段屬同一平面，後段則逐漸升高，

空間配置上，前段規劃為博愛座，後段及前車輪部分，設計為二階階梯

的座位，起身入坐空間相當侷促；相對而言，扶手拉桿以及位於拉桿和

座位椅背後方下車鈴的設計，無論是高度、位置、數量等，顯得相當方

便與人性化。 

購票方式除上車前外，司機坐位旁亦設有購票機，提供多種購票服

務，包括投現、投票、零錢兌換、讀卡機等，京都公車司機的素質相當

好，乘客上車入座後車輛才緩緩啟動，靠站停妥後乘客才從容起身依序

下車，若有購票需求，司機也不會催促，對於乘客相當尊重。 

整體而言，京都市公車系統的站牌、車輛、資訊顯示等，均已納入

通用設計思維，相當程度滿足了高齡化的當地旅客、國際化的外來旅客

以及其他無障礙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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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 公車內部空間配置 

  

圖 41 扶手拉環、下車鈴及前輪附近座椅配置 

     

圖 42 車上與車站之自動售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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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京都車站 

京都車站（京都駅）位於京都府京都市下京區，是近畿地區非常重

要的交通樞紐，複合型車站大樓自 1997 年啟用，已是第 4 代的車站建

築。車站大樓挑高 60 米、東西兩翼大樓透過約 45 米的空中通道連接、

171 階的大階梯以及大量運用的鋼骨結構表現，顯得相當具有現代感與

科技感。 

結合西日本旅客鐵道（JR 西日本）、東海旅客鐵道（JR 東海）、近

畿日本鐵道（近鐵）和京都市營地下鐵的鐵路車站，光 JR 的月台就有

34 個，指標設計以黃底黑字表示出口訊息、以藍底白字表示路線月台訊

息，旅客依指標前往 JR、新幹線、近鐵或地下鐵的站區與月台，指標訊

息基本上滿足可視性、辨識性及連續性。車站大樓內設有 2 處旅遊服務

中心，2 樓的旅遊服務中心提供基本日文、英文版本旅遊資料，9 樓的

服務中心更提供多種語言以及免費上網服務。行李寄存可選擇分散各處

的投幣式儲物櫃，或是位於地下一樓可提供快遞服務的行李寄存服務

處。 

15 樓層的複合型車站大樓並結合酒店、伊勢丹百貨公司、京都劇

場、美術館、遊戲中心、購物中心、政府機構辦公室、許多餐廳以及天

台花園，提供旅客餐飲、購物、旅館、藝術中心等多用途服務。 

車站大樓外則是公車轉運站，提供京都市巴士以及長途與高速巴士

的運輸服務，大樓外右前方是京都巴士車票中心，販售各種巴士車票；

左前方則是巴士停靠站區，依路線服務區域分為 A、B、C、D 等 4 區，

各區再依目的地分為 3 至 4 個候車點，空間、動線相當順暢。 

整體而言，京都市的大眾運輸系統，無論是路線、票證、轉乘等均

達到相當程度的整合，大眾運輸的使用率相當高，車站大樓前公車轉運

站因腹地足夠，也規劃得相當得宜，加上良好的指標導引系統，使得大

量旅客匯集的京都車站站區內外，即使眾多人潮穿流進出下仍顯得相當

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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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京都車站大樓 

  

圖 44 極富現代感的車站及空中通廊設計 

  

圖 45 挑空 60 米的車站大樓及 171 階大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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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站前資訊看板及站內資訊導引 

  

圖 47 站前資訊服務及公車轉運站 

  

圖 48 進入公車轉運站載客的公車及候車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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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公車轉運總站平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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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得與建議 

4.1 心得 

1. 台灣推動安全社區可謂相當積極，此行包含醫療衛生單位、學術單

位、社區團體約 20 人參加，透過參與研討、發表論文、參加展出、

參訪觀摩、實際操作等多元方式參與，可提升參與者專業知能外，並

能促進國際交流，有利於國內安全社區及安全學校之推動。 

2. 以往道路交通安全改善工作多循一般政府政策由上而下的推動模

式，安全社區更強調由下而上的推動力量，這股力量可以使社區的需

求更清楚、政府的政策更落實。以學校周邊設置特殊交通管制或通學

巷等交通安全改善措施為例，若能有效結合這股力量，更有助工作的

推動及目標的達成。 

3. 每個社區環境條件與問題特性都不相同，同樣處理老人安全問題，在

一般國家可能著重在預防跌倒，在日本因泡湯習性反而著重在預防溺

水。因此社區的安全改善計畫必須先清楚掌握個自的問題重點、排定

優先順序，才能集中資源，提出最適切的改善對策。 

4. 安全社區工作推動中，資料監測是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安全改

善計畫的所有內容，必須建構在正確、完整的統計及分析資料上，才

能提出符合社區需求、方向正確的改善計畫，也才有未來永續推動的

可能。 

5. 在全球氣候變遷下，極端氣候漸成常態，調適、減災、避災、復原等

成為重要議題，落實全民防災的教育訓練更是其中重要一環。日本結

合地方警消、社區團體以及社區居民的共同參與教育訓練，透過標準

作業演練，提昇居民安全意識，累積防災與應變知能，一旦災害發生

時可立即採取適宜措施，減少災害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其社區防災

演練模式，值得參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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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本交通事故總合分析研究中心，透過人、車、路之交通事故綜合性

的調查分析，由宏觀統計分析之假設，以微觀調查分析予以驗證，或

依微觀調查之較少數的案例見解假設，經由宏觀統計分析的數據予以

把握等方式，以分析交通事故特性與實態。此種將宏觀的統計分析與

微觀的調查分析進行有機結合的作法，能更真實掌握事故特性，也才

可能正確針對問題，提出因應的對策作為。 

7. 日本道路、場站、車輛、資訊導引等相關設施，多已納入通用設計思

維，以滿足包括高齡者、無障礙等更多人的使用需求；其營運管理與

服務品質，特別是公車司機對於尊重乘客的表現，值得我國學習與效

法。 

 

4.2 建議 

1. 此行對於國際安全社區、駕駛教育訓練、交通事故資料分析、日本

運輸設施規劃等相關發展與作法有不少收獲，建議持續編列經費派

員參加國際會議等相關活動，以拓展我國國際能見度並與國際接軌。 

2. 隨著科技發展以及行動裝置產品的普及使用，在公共場所特別是大

眾運輸載具、場站內提供行動裝置充電服務已成趨勢，為滿足民眾

使用需求，建議國內相關車站、場站營運單位能評估納入設置，以

提高服務品質。 

3. 日本自動車安全運轉中心針對一定期間內無交通事故、無違反交通

規則的駕駛人核發安全駕駛卡，除表彰安全駕駛者外，亦可享有包

括加油、餐廳、住宿、汽車貸款等多種商店折扣優惠。建議國內可

以參考其作法，由政府或具公信力的民間單位辦理，並自運輸業開

始推動，有助駕駛者自覺與正向的駕駛文化之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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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1.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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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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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論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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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報展示 

 

 



43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