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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高鐵是我國首度引進民間投資興建的大型交通建設，推動期間政府及民間在計

畫評估、系統介面整合、工程技術、財務計畫等各方面，累積了非常寶貴的經驗。又因

台灣高鐵是日本新幹線首次海外輸出的成功案例，有鑑於此，我國與日本積極交流，除

提昇雙方鐵路軟硬體技術外，並共同合作拓展海外市場。 

高鐵自 96 年通車營運以來，累計已載運超過 2 億 5 千萬人次旅客、未發生旅客死

傷之行車事故、5 分鐘列車準點率逹 99.4%，營運績效已臻世界主要高鐵國家水準，日

本鐵路技術展覽會(Mass-Trans Innovation Japan)與歐洲柏林鐵道展並駕齊驅，第三屆日

本鐵路技術展覽會係由日本工業新聞社主辦，結合車輛、運行管理、旅客設備、軌道、

土木及其他鐵路相關之產業，除辦產品展覽外，並辦理產品技術研討會，參加的國家包

括日本、德國、俄羅斯、印尼、馬來西亞、泰國、越南等。 

今年度日本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RTRI)同時間舉辦國際鐵道技術研討會，並以台灣

鐵道技術為主題，邀請我國高鐵及台鐵發表專題演說，本局、台鐵局及台灣高鐵公司共

發表 5 場演講。 

本局應邀赴日就我國高鐵營運安全監理機制提出專題報告，與日本鐵道專家共同分

享政府推動台灣高鐵計畫及監督管理高鐵營運安全的知識及經驗。 

 

 

 



 

iii 

目    錄 

壹、目的 ............................................................................................................... 1 

貳、行程 ............................................................................................................... 2 

參、過程 ............................................................................................................... 3 

3-1 日本鐵道綜合研究所(RIRT)台灣國際研討會 ............................... 3 

3-1-1 台灣高鐵營運安全監理機制(高鐵局) .................................... 3 

3-1-2 高鐵查票系統(台灣高鐵公司) ................................................ 9 

3-1-3 高鐵 700T 列車 LED 照明(台灣高鐵公司) ......................... 10 

3-1-4 台灣鐵路列車出軌分析及防止對策(交通部鐵路管理局).. 11 

3-1-5 台灣鐵路車站綠建築(交通部鐵路管理局) .......................... 11 

3-2 第三屆日本鐵路技術展覽會 ........................................................ 12 

3-3 台日鐵路技術交流 ......................................................................... 14 

3-4 台灣高鐵相關監理案例之討論 .................................................... 16 

3-5 日本鐵道綜合研究所參訪............................................................. 20 

3-6 其他參訪行程 ................................................................................. 26 

3-6-1 株式會社總合車輛製作所(J-TREC) ..................................... 26 

3-6-2 東京車站 ................................................................................. 29 

3-6-3 品川車站 ................................................................................. 35 

肆、心得與建議 ................................................................................................. 39 

4-1 心得 ................................................................................................. 39 

4-2 建議 ................................................................................................. 39 

附件 日本鐵道綜合研究所(RIRT)台灣國際研討會會議資料 ....................... 1 

 



 

iv 

表  目  錄 

表 2-1 行程表 ..................................................................................................... 2 

表 3-1 研討會議程 ............................................................................................. 3 

 



 

v 

圖  目  錄 
圖 3-1 研討會發表專題報告 ............................................................................. 9 

圖 3-2 展覽會介紹各國與會貴賓 .................................................................. 12 

圖 3-3 展覽會會場 ........................................................................................... 13 

圖 3-4 品川車站月台防護設施設備 .............................................................. 19 

圖 3-5 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組織架構 .......................................................... 20 

圖 3-6 煞車測試器 ........................................................................................... 22 

圖 3-7 地震試驗平台示意圖 ........................................................................... 22 

圖 3-8 測試邊坡土牆 ....................................................................................... 22 

圖 3-9 車站模擬室及模擬閘門 ...................................................................... 23 

圖 3-10 客車廂模擬器外觀 ............................................................................. 23 

圖 3-11 集電試驗裝置 ..................................................................................... 24 

圖 3-12 隧道口、隧道內及風洞測試 ............................................................ 24 

圖 3-13 參訪鐵道綜合研究所......................................................................... 25 

圖 3-14 J-TREC 參訪合影 .............................................................................. 27 

圖 3-15 J-TREC 製造之各式鐵路車輛 .......................................................... 28 

圖 3-16 東京車站月台配置圖......................................................................... 29 

圖 3-17 丸之內側站房外觀復解說圖 ............................................................ 31 

圖 3-18 丸之內側站房內裝復舊解說圖 ........................................................ 32 

圖 3-19 舊型旅客資訊顯示看板 .................................................................... 33 

圖 3-20 新型旅客資訊顯示看板 .................................................................... 33 

圖 3-21 東京車站參訪解說 ............................................................................. 34 

圖 3-22 品川車站月台配置圖......................................................................... 35 

圖 3-23 品川車站第 21 月台手動式月台柵門 .............................................. 36 

圖 3-24 月台柵門操作面板 ............................................................................. 37 

圖 3-25 月台緊急停車按鈕 ............................................................................. 37 

圖 3-26 品川車站參訪解說 ............................................................................. 37 

圖 3-27 月台旅客資訊顯示看板 .................................................................... 38 
 



 

vi 

 



 

1 

壹、目的 

台灣高鐵是日本新幹線首次的海外輸出經驗，台灣高鐵也是我國首度引進民

間投資興建的大型交通建設，推動期間政府及民間在計畫評估、系統介面整合、

工程技術、財務計畫等各方面，累積了非常寶貴的經驗。有鑑於此，我國與日本

積極交流，除提昇雙方鐵路軟硬體技術外，並共同合作拓展海外市場。 

日本鐵路技術展覽會(Mass-Trans Innovation Japan)與歐洲柏林鐵道展並駕齊

驅，第三屆日本鐵路技術展覽會係由日本工業新聞社主辦，結合車輛、運行管理、

旅客設備、軌道、土木及其他鐵路相關之產業，除辦產品展覽外，並辦理產品技

術研討會，參加的國家包括日本、德國、俄羅斯、印尼、馬來西亞、泰國、越南

等。今年度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RTRI)於同時間舉辦國際鐵道技術研討會，並以台

灣鐵道技術為主題，邀請我國高鐵及台鐵發表專題演說，本局、台鐵局及台灣高

鐵公司共發表 5 場演講。 

另交通部及高鐵局雖自高鐵通車營之前，即修正鐵路法相關法規、指定專責

監理組織就高鐵營運安全之設施設備、行車人員、法令規章及標準作業程序等重

要面向依法依約進行監督管理。自 96 年高鐵通車營運以來，累計已載運超過 2 億

5 千萬人次旅客、未發生旅客死傷之行車事故、5 分鐘列車準點率逹 99.4%，營運

績效尚符合世界主要高鐵國家水準，本次奉派赴日就我國高鐵營運安全監理機制

提出專題報告，與日本鐵道專家共同分享政府推動及監督管理台灣高鐵的知識及

經驗。 

高鐵整體營運績效雖符合世界水準，惟其轉轍器或運轉保安裝置異常事件之

發生，仍長期受到國人關切，日本鐵路運轉安全長期以來深受各界肯定，其政府

監督及鐵路機構自我管理制度，已將安全文化融入其中，上從管理人員，下至基

層員工均能貫徹執行。本局未來配合政府組織改造合併成立鐵道局，專責辦理鐵

路系統安全監督，爰本次赴日除於國際研討會提出專題報告外，亦一併前往日本

國土交通省鐵道局及東海道鐵道公司考察，期能有助於我國鐵路系統之安全監理

作業機制之精進，強化鐵路運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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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行程 

本次行程除應日本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邀請出席第三屆日本鐵路技術展覽會

之台灣鐵路技術研討會，提出「台灣高鐵營運與安全政府監理機制」之專題報告

外，為充實行程擴大出訪效果，另與本局「考察鐵路系統行車安全監督管理作業

機制」團合併考察行程，拜會日本國土交通省鐵道局、運輸安全委員會及東海旅

客鐵道株式會社等單位，並參觀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J-TREC 株式會社總合車輛

製作所，以及東京車站、品川車站、大井車輛基地，行程自 102 年 11 月 4 日起至

11 月 9 日止，共計 6 日，行程表詳表 2-1。  

表 2-1 行程表 

日期 行程摘要 地點 

11 月 04 日 
(星期一) 

去程(台北→東京) - 

11 月 05 日 
(星期二) 

1. 拜會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 
2. 參加 RTRI 台灣鐵路技術研討會 東京 

11 月 06 日 
(星期三) 

1. 拜會東海旅客鐵道株式會社 
2. 參觀品川車站及大井車輛基地 東京 

11 月 07 日 
(星期四) 

1. 參觀東京車站 
2. 參觀 J-TREC 株式會社總合車輛製作所 東京 

11 月 08 日 
(星期五) 

1. 拜會運輸安全委員會 
2. 拜會國土交通省鐵道局 東京 

11 月 09 日 
(星期六) 

返程(東京→台北) - 

 



 

3 

參、過程 

3-1 日本鐵道綜合研究所(RIRT)台灣國際研討會 

日本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Railway Technical Research Institute)國際事務室於

2013 年 11 月 5 日舉辦以台灣鐵道為專題之國際技術研討會，邀請本局、台灣鐵路

管理局及台灣高鐵公司，於該所會議室發表 5 場演說，由高井秀之理事主持。研

討會議程如表 3-1，研討會資料詳如附件。 

表 3-1 研討會議程 

時間 內容 演講人 

13:30～13:40 開幕式 
高井秀之 理事 
鐵道綜合研究所 

13:40～14:20 

專題演講 

台灣高鐵營運安全監理機制
楊正君 組長 
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

14:20～15:00 高鐵查票系統 
許永達 督導 
高速鐵路公司 

15:40～15:40 高鐵 700T 列車 LED 照明 
陳思源 主任技師 
高速鐵路公司 

15:40～15:50 休息 

15:50～16:30 
專題演講 

台灣鐵路列車出軌分析及防

止對策 
林治平 處長 
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

16:30～17:10 台灣鐵路車站綠建築 
林治平 處長 
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

17:10～17:20 閉幕式 
奧村文直 理事 
鐵道綜合研究所 

17:20～19:00 歡迎餐會 

 

3-1-1 台灣高鐵營運安全監理機制(高鐵局) 

本人於研討會就我國高鐵營運安全監理機制提出專題報告，簡報資料詳附件

一，報內容重點包括台灣高鐵簡介(背景說明、政府角色、營運績效)及政府監理(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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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理念、監理組織、監理法令、監理重點及案例說明)，與會日方鐵道專家對我台

灣高鐵營運績效及政府執行高鐵營運安全監理之制度與成效，均有深刻認識並獲

相關提問與回應。 

有關台灣高鐵簡介部分，說明的重點包括政府推動台灣高鐵計畫的扮演合約

夥伴及依法監督 2 個角色，其合約夥伴部分主要依約執行政府應辦事項及推動高

鐵相關計畫，;至於依法監督部分則係依獎勵民間參與建設條例及鐵路法令監督台

灣高鐵之營運及安全事項。 

政府執行高鐵營運監理的專責組織於鐵道局(交通部組織改造後成立)設立

前，交通部已先行成立鐵路營運監理小組由高鐵局負責依鐵路法相關規定執行台

灣高鐵營運及安全各項監理業務，未來鐵道局成立後則設置營運監理組專責辦理

鐵路營運監理業務，按目前規劃未來營運監理組將設置營運審核科、人員證照科、

行車檢查科、設備檢查科、安全調查科及災害防救科等 6 科，主要職掌事項如次： 

(一)鐵道系統履勘作業之辦理與開始營運及停止營運之審議。 

(二)鐵道系統行車運轉、行車人員技能體格合格情形之監督管理及列車駕駛執

照之核發及管理。 

(三)鐵道系統旅客運送及貨物運送之監督管理。 

(四)鐵道系統機車車輛檢修、土木建築、軌道、保安與防護、電信、電力及車

站設備修建養護之監督管理。 

(五)鐵道系統營運、財務、安全管理與事故預防之監督管理及事故之調查。 

(六)鐵道系統災害防救緊急應變之督導及相關業務。 

(七)鐵道系統附屬事業之監督管理。 

(八)督導鐵路機構辦理鐵道文化資產之管理及維護。 

(九)其他有關鐵道系統營運監理之事項。 

 

本局執行高鐵營運安全監理業務係以透過制度面監理及執行面監理之各項作

為，要求鐵路機構就設備、人員、規章等 3 基本面建立自我管理、內部稽核及教

育訓練制度，並以提供旅客安全及服務的運輸為目標，在安全及服務方面的監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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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包括： 

(一)安全 

‧ 加強安全管理及風險危害控管 

‧ 防救災應變計畫定期檢討修定，演練缺失/救災設備之改正 

‧ 事故事件調查程序、資料庫建立 

‧ 各項行車維修作業符合法令規定 

‧ 組織與營運維修合格人力之充足 

(二)服務 

‧ 加強購票服務便利性 

‧ 異常狀況之旅客資訊揭露 

‧ 提高服務水準 (例：自由座擁擠、票務服務等) 

 

在鐵路法規方面除概要說明我國鐵路法規體系包括鐵路法架構及相關子法規

則外，並介紹與鐵路營運及安全相關之綜合面、設備面、人員面及規章面的重要

法規，包括： 

(一)綜合面 

‧ 重要設備使用前應由交通部執行竣工檢查。 

‧ 交通部履勘前，應完成下列營運要件： 

- 營運所需之土木建築及機電系統設備 

- 票務及旅客動線導引設施 

- 營運及維修人員之配置及訓練 

- 營運及維修作業程序及規章 

- 列車運行計畫及系統穩定性測試報告 

- 緊急應變計畫、緊急逃生及安全防護設施 

‧ 鐵路機構應提送： 

- 營運月報/季報/年報 

- 安全管理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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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車事故事件表報 

‧ 鐵路機構應訂定應變計畫並定期實施演練。 

‧ 交通部執行定期檢查及臨時檢查。 

(二)設備面 

‧ 鐵路建築及車輛製造之技術規範由交通部定之。 

‧ 設備不當之通知改正。 

‧ 臨近鐵路設施規定及鐵路沿線兩側禁限建。 

‧ 行車設施應妥善規劃設計並設安全措施。 

‧ 鐵路機構應就營運設施修建養護及檢修，遵守下列法令規定： 

‧ 鐵路修建養護規則。 (路線、軌道、車站、運轉保安、電力) 

‧ 鐵路機車車輛檢修規則。 (檢修項目及週期) 

‧ 營運用機車、車輛功能技術文件應送交通部核准；經檢驗合格，始得營運。 

(三)人員面 

‧ 民營鐵路列車駕駛人員應經交通部檢定給證。 

‧ 從業人員應予訓練與管理；行車人員技能、體格及精神狀況，應施行檢查；

駕駛人員並應經適性檢查合格。 

‧ 訂定行車人員體格檢查及技能檢查項目及合格基準。 

‧ 鐵路機構應對行車人員施予訓練及管理，並訂定值勤作業及自主健康管理

相關規定。 

‧ 值勤前應實施酒精濃度檢測；超過每公升零毫克者停止其當日勤務。 

‧ 身體不適影響勤務之執行時，鐵路機構應採必要 之運轉調度、人員更替

或醫療救護等措施，必要時停止執行勤務。 

(四)規章面 

‧ 開始營運前，將列車種類、次數及時刻表報部核准。變更時應事先報部備

查。 

‧ 運價及雜費之基準及其調整方式報部核定。 

‧ 危險品、靈柩、屍體、有危害或騷擾之虞之物品不得攜入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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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路機構應訂定並定期檢討行車所須遵循之運轉、安全及辦理客運與貨運

運輸業務作業程序規章包括行車實施要點、旅客運送實施要點、災害防救

應變計畫等。 

在監理案例方面則介紹 0412 高鐵列車爆裂物事件及 0425 高鐵全線停駛事

件，分別說明事件經過、處置作為及監理要求改進事項。 

(一)0412 高鐵列車爆裂物事件安全強化措施 

‧ 安全人力 

- 提高鐵路警察護車班次比例(30%→58%)，並對可疑人、物適時盤查，

提升見警率。 

- 增加高、臺鐵人員安全巡檢強度，加強隱密死角檢查並採取走動式機

動巡檢。 

- 提高人員對危險物品警覺辨識及應變力，辦理 30 場次專業訓練及演

練，並以廣播及 LED 跑馬燈進行旅客安全宣導。 

- 警政署將配合每年警大(專)畢業生特考分發及員警請調作業，優先派

補鐵路警察警力。 

- 高、臺鐵增派保全人員，加強車站及月台巡邏密度及機動性。 

‧ 安全設備 

- 全面現勘高鐵全數 8 站、臺鐵全數 224 站 CCTV 功能及拍攝角度；另

將於未來新購列車之玄關或行李區設置 CCTV。 

- 鐵路警察局優先於高鐵全數 8 站、臺鐵 14 處重要車站購置防爆毯，經

費由高、臺鐵補助。 

- 評估車站實施 X 光機安全檢查之可行性，惟受限於車站空間、執法警

力、適法性、乘車便捷、民眾接受度等面向，短期內無法實施。 

‧ 法令規章 

- 本部 102 年 8 月 12 日修正發布「鐵路運送規則」，明訂旅客不得攜入

車內之危險品分類及例示，並於各鐵路車站張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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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修法提高違法攜帶危險品乘車之罰鍰(3,000 元→50,000 元)，並規

範鐵路機構得對可疑危險品經旅客同意後檢查，不同意者得拒絕運送。 

- 檢討高、臺鐵危險品緊急應變 SOP：具立即威脅物品之辨識準則、疏

散時機及列車停止位置之判定、現場對於危險品及物主之掌握與處

置、現場第一時間支援人力之請求 

(二)0425 高鐵全線停駛事件改進措施 

‧ 要求台灣高鐵公司會同日本製造原廠查明事件零組件(電子聯鎖系統終端

轉換器 ET2)故障原因，採取必要預防措施包括維修標準作業程序之修正

等， 務期避免類似事件再次發生。 

‧ 要求台灣高鐵公司應擬定區間運轉應變計畫，避免全線停駛情事發生，降

低事件發生對運轉的影響。 

‧ 加強旅客資訊揭露 

- 將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納入媒體簡訊通報群組。 

- 洽臺鐵、捷運、客運及排班計程車旅客起程端之列車運轉及轉乘訊息

告知。 

- 加強車站內訊息告知，於車站適當位置增設旅客資訊顯示設備

(PIDS)，並依現場實務修正標準作業程序。 

- 研議將定期票、回數票及 T-Express 使用者，納入訊息通知對象。 

- 開發營運異常訊息以 APP 推播之功能。 

‧ 做好轉乘接駁 

- 交通部訂定高鐵臨時停駛備援疏運計畫，以台鐵為主要接駁運具，於

台北、板橋、台中、左營站共站車站提供旅客轉乘接駁服務。 

- 請台灣高鐵公司檢討與臺鐵局、公車客運業者間之通報支援及緊急接

駁協議機制，並定期辦理演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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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討會發表專題報告 

 

3-1-2 高鐵查票系統(台灣高鐵公司) 

台灣高鐵公司向來十分重視旅客服務品質及列車乘務人員作業程序之提昇。

自 2010 年底台灣高鐵公司開始研發列車長資訊整合及可攜帶式設備，6 個月後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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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資訊管理系統(Seat Map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SMIS)完成研發，2011

年 3 月起安裝於列車長隨身智慧型手機並啟用，列車長根據 SMIS 顯示之即時座位

使用狀況，減少因查票干擾旅客外，並可隨時查閱高鐵營運統計資訊。 

目前 SMIS 可顯示之座位資訊包括：座位空位/佔位/轉換/保留、佔位之旅客票

種/起迄站/提醒旅客即將佔位、車廂空座/旅客數、車站上下車人數、列車總人數，

並可註記旅客要求服務項目、提醒列車停靠站…等功能。 

自啟用 SMIS 系統，提高列車長查票效率及減少旅客干擾，傳統手動查票平均

每位乘客需時 6.2 秒，使用 SMIS 之查票時間減少至 1.6 秒；因查票干擾旅客之客

訴佔總客訴百分比在 2010 年佔 5.63%，啟用 SMIS 後逐漸下降，至 2012 年無因查

票干擾旅客之客訴；此外，提高列車上旅客之補票件數，車上補票收入由 2011 年

2.2 百萬元提高至 2013 年 5 百萬元。 

鑑於 SMIS 攜帶方便及操作容易，使用效率顯著，台灣高鐵公司將持續開發新

功能，未來將增加補票功能、乘務員當值人員資訊及登載查票記錄。 

 

3-1-3 高鐵 700T 列車 LED 照明(台灣高鐵公司) 

環境保護為台灣高鐵公司企業重要政策之一，過去從智慧駕駛至基礎建設均

投入能源節省策略。700T 列車之照明裝載之日光燈具之亮度較其他系統高出許

多，為節省能源及維持車廂亮度，台灣高鐵公司評估多種照明設備，最後以 LED

之使用壽命長、亮度衰減低、能源消耗小、色彩選擇多及零組件取得容易，因此

決定採用 LED 來取代原有日光燈照明設備。 

台灣高鐵車廂照明原裝載 4 個 45 瓦日光燈管及 2 個 20 瓦日光燈管，經以 2

列車測試換置為 4 個 20 瓦 LED 燈管及 2 個 14 瓦 LED 燈管，經 3 個月試驗及蒐集

旅客意見調整燈管色差，測試觀察結果：換置 LED 燈管計可節省 53%的能源消耗，

每一列車每個月可節省近 2 萬元電費，另因使用壽命長減少汰換成本並符合環保

UL94 及 RoHS 標準、減少碳排放，效果顯著。台灣高鐵公司已開始全面汰換為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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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台灣鐵路列車出軌分析及防止對策(交通部鐵路管理局) 

列車出軌為影響鐵路安全最嚴重之事故型態，台灣傳統鐵路(台鐵)1992 年至

2012 年間計發生約 450 次出軌事故，造成 27 人死亡、279 人受傷。肇因主要分為

操作失誤、軌道變形、車輛故障、外物碰撞、豪雨、貨物列車載重不平衡及其他

等類別，其中以外物碰撞(包括平交道事故及二列車碰撞)及豪雨肇因造成之傷亡最

為嚴重。為防止該類出軌事故，台鐵局應用自動列車防護系統(ATP)、平交道偵測

告警及加強邊坡防護作業，以減少列車出軌意外。應用結果效果顯著，不僅列車

出軌意外次數降低，人員傷亡也大幅減少。 

另未來台鐵並將汰換輕量軌為重量軌，並汰換老舊車輛，亦將減少列車輕微

出軌事件，進一步提高列車準點率。 

 

3-1-5 台灣鐵路車站綠建築(交通部鐵路管理局) 

台灣傳統鐵路旅客人數及平均旅次長度均受到高速鐵路通車之影響，因此，

台灣鐵路積極提昇通勤及短中程服務，2006 年至 2012 年，台鐵平均每日運量由

46 萬人次提高至 63 萬人次；平均旅次長度由 55.3 公里縮短為 46.2 公里。台鐵提

昇運量之積極措施重點為改造既有車站及新增通勤車站。 

改造及新設車站均以提供旅客方便、舒適及健康的現代化乘車環境為設計重

點，首重要件為站體與月台層應為立體化，另按照規定，2002 年以後政府新建之

建築均須通過綠建築評等，綠建築評等分為鑽石、金、銀、銅及合格 5 等級。台

灣鐵路新建之楊梅、北湖、富岡、新豐、竹北、苗栗、沙鹿、斗六、大林及民雄

等 10 個車站均為綠建築車站，其中 4 個車站評等為鑽石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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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第三屆日本鐵路技術展覽會 

日本鐵路技術展覽會(Mass-Trans Innovation Japan)與歐洲柏林鐵道展並駕齊

驅，第三屆日本鐵路技術展覽會係由日本工業新聞社主辦、Fuji Sankei Business-i

贊助，自 2013 年 11 月 6 日至 8 日於日本千葉縣千葉市的幕張國際展覽中心舉辦，

贊助者尚包括日本國土交通省、JR 東日本、JR 東海、RTRI、日本鐵路工程協會…

等部門。 

該展覽會結合車輛、運行管理、旅客設備、軌道、土木及其他鐵路相關之產

業，共 300 多個廠商或公司參展，受邀參訪對象包括鐵路機構、車輛製造商、營

建業、鐵路技術製造供應商、學術機構、研發單位、官方代表及顧問公司等，參

訪人數約 1 萬 9 千人次。 

除日本鐵路技術展覽會外，同時並辦理產品技術研討會，參加的國家包括日

本、德國、俄羅斯、印尼、馬來西亞、泰國、越南等，介紹鐵道通信、自動控制、

車輛、材料等最新技術或研究成果。 

 

圖 3-2 展覽會介紹各國與會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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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展覽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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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台日鐵路技術交流 

台灣高鐵營運績效在國際間享有盛譽，其系統雖採用日本新幹線核心機電系

統，但國人在規劃設計、民間參與、財務規劃、系統整合、旅運服務、安全品質、

土地開發等方面，已累積許多專業技術與經驗，成為世界各高鐵新興國家爭相觀

摩學習之成功典範案例。 

台灣高鐵亦為日本新幹線系統第一次海外輸出案例，在 96 年通車營運後，

日本東海旅客鐵道株式會社與台灣高鐵公司保持密切交流與合作，希能共同拓展

各國高鐵新興市場。交通部與日本國土交通省爰擬於兩國民間既有合作基礎上，

進一步建立技術交流合作平台，俾加強雙方鐵路技術合作。 

本局自 101 年起即與日本國土交通省鐵道局洽談台日雙方加強鐵路業務交流

合作議案，102 年 3 月日方國土交通省鐵道局派副局長層級官員來台拜會交通部並

與本局洽談「加強鐵路業務交流及合作瞭解備忘錄」草案內容及後續簽署事宜，

同時於本局召開第一次雙方技術交流研討會。 

嗣後經雙方共同努力、多次函件往返，亞東關係協會李會長嘉進及公益財團

法人交流協會會長大橋光夫於 102 年 11 月 5 日簽署「加強鐵路業務交流及合作瞭

解備忘錄」。 

未來交通部與日本國土交通省將就兩國高速鐵路系統之安全性、可靠性及尋

求海外拓展之可能性，彼此共同合作，並且每年輪流召開實務層級定期會議，進

一步加強雙方在鐵路運轉、安全與防災、海外拓展等方面之經驗交流與協助。 

本次簽署合作備忘錄，可藉由日本積極拓展海外新幹線市場之際，將台灣高

鐵推動經驗結合日本新幹線 50 年技術發展，可作為其他國家推動高鐵計畫之參

考，並進一步在世界各國爭相投資興建高鐵之龐大市場中，攜手合作共創高鐵產

業之蓬勃發展。此外，透過召開定期會議，兩國將在鐵路安全監理、災害應變、

事故調查、行車運轉、旅客服務、票務管理、站區開發等方面，進行技術與經驗

交流，有助於提升高鐵之安全性及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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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赴日行程除於鐵道綜合研究所提出我國高鐵監理之專題報告外，亦安排

行程與日方國土交通省鐵道局商談籌辦第二屆雙方技術交流研討會相關事宜，包

括研討會之預定時程、地點及主題等，初步獲致結果如次： 

(一)預定時程：103 年 3 月 

(二)地點：日本東京 

(三)交流主題： 

‧ 高鐵安全監理 Safety supervision of HSR 

‧ 高鐵技術研討 Technical Improvement of HSR 

‧ 其它 Others(Current state of worldwide development of HSR、Current state of 

extension to Nangang of TH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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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台灣高鐵相關監理案例之討論 

本次赴日期間與國土交通省鐵道局、運輸安全委員會、東海旅客鐵道株式會

社等討論台灣高鐵歷次重大營運異常事件及人員入侵路線、自由座擁擠、月台門

防護措施等監理議題案例，期能汲取日本新幹線營運達 49 年的經驗，做為我高鐵

營運監理之重要參考。 

一、危險品管理 

台灣高鐵 102 年 4 月 12 日發生遭旅客放置爆裂物事件，交通部除要求鐵路機

構、鐵路警察加強列車/車站巡查與宣導、訓練與演練、全面檢視車站 CCTV 外，

並增訂旅客禁帶危險品乘車之法令規定，亦對列車設置 CCTV、車站進行 X 光安

檢進行檢討。本次考察即想瞭解日本對於危險品管理之相關經驗與預防措施，經

鐵道局訪談代表說明如下： 

(一)日本過去並未發生鐵路車輛遭放置爆裂物事件，僅於 1995 年 3 月 20 日在

東京地鐵列車上釋放沙林毒氣事件，造成 13 人死亡、約 6,300 人受傷。 

(二)鐵道營業法第5條規範鐵路機構得拒絕運送火藥或其他具爆炸性質之危險

品。旅客違法攜帶火藥或其他具爆炸性質之危險品，得處以罰鍰。 

(三)現行鐵路法令並未授權站務員可逕行檢查旅客行李，故懷疑旅客攜帶危險

物品時，僅能請求旅客同意檢查其行李。另列路車站公布欄均張貼旅客

發現危險物品時應通知站務員之公告。 

(四)日本最新型 N700A 新幹線列車已將車廂通道 CCTV 納入設計與裝設，

N700 型新幹線則未全數安裝，其他型新幹線則未安裝。但考量安裝 CCTV

恐涉及旅客隱私問題(未接獲相關民眾意見)，現階段計畫逐步安裝。至於

車站進行 X 光安檢之議題，目前並未施行且無相關規劃，其原因在於鐵

路旅客人潮眾多，難以執行 X 光安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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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路線運轉中斷 

台灣高鐵 102 年 4 月 25 日發生台中站區域電子聯鎖設備異常造成路線運轉中

斷 4 小時，交通部除要求台灣高鐵公司會同廠商查明原因與預防改善，並加強資

訊揭露、旅客接駁疏運及訂定區間運轉計畫。本次考察即想瞭解日本新幹線在路

線運轉中斷之相關經驗與應變措施，經鐵道局訪談代表說明如下： 

(一)日本近年除 2011 年 3 月 11 日東日本大地震造成東北新幹線全線運轉中

斷，至 3 月 15 日起恢復部分路段運轉外，另九州新幹線曾於 2012 年 3

月 14 日因塑膠袋纏繞 OCS 電車線造成電力跳脫，且塑膠袋移除後無法

順利復電，造成路線運轉中斷約 6 小時；同年 11 月 12 日發生設置路線

外側工地之地下暗渠因防護設施不良，遭停於上方之施工吊車壓裂，造

成施工吊車往路線方向傾斜，導致 OCS 電車線設備受損，路線運轉中斷

約 6 小時。 

(二)以前述電力跳脫事件為例，事發時受影響區間內列車均自動停車並降弓，

經現場回報塑膠袋纏繞 OCS 電車線，影響雙線運轉，經維修人員到場移

除塑膠袋後無法復電，故改調派救援列車將受影響列車牽引至車站。事

後地方運輸局對進行調查，並要求日本九州旅客鐵道(JR 九州)加強應變

處理相關訓練。 

(三)對於運轉中斷事件，鐵路機構會利用車站旅客資訊電子看板、列車與站內

廣播、網路等提供運轉影響相關資訊；至於鐵路與其他運具間之接駁疏

運，則視業者間是否簽訂合作協定而定，另退費退票由鐵路機構依權責

與規定辦理，監理機關不介入相關事務。 

三、民眾闖入路線 

經鐵道局訪談代表說明，日本新幹線過去亦曾發生民眾闖入路線事件，特別

是自殺事件的發生，非常難以防範。在鐵道營業法第 37 條、妨礙新幹線鐵路列車

運行安全行為之處罰相關特別法第 3 條中，均規範民眾闖入車站軌道及妨害列車

運行相關行為之罰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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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由座人潮管制 

經鐵道局訪談代表說明，鐵道局對於新幹線自由座之座位數分配、售票數限

制、人潮控管等方面，並無相關規定，全由鐵路機構本於權責與需求自行決定。 

東京至大阪間東海道新幹線尖峰時段每小時開行列車達 15 班之多，其中提供

自由座服務之列車達 10 班，且每列車 15 節車廂中，自由座車廂達 12 節(其餘 3

節為商務車廂)，因此除連續假期之特殊大量返鄉人潮外，平日無論工作日或週末，

由於自由座座位供給充足，並無自由座旅客擁擠站立之情形，完全係以供給面解

決需求問題，目前尚無任何自由座總量管制措施，也沒有執行的必要。 

五、運轉中斷致中間站停止乘車之退費規定 

日本新幹線票價結構主要包括基本運費(乘車券)及高速費用(特急行料金)，其

餘尚包括訂位費(指定席券)、臥鋪費(寢台券)及其他特別費用。高速費用視旅程區

間距離而定，旅程愈長，高速費用所佔比例愈高，基本運費與高速費用約 2:1。 

當新幹線延誤 2 小時以上，全額退高速費用(特急行料金)。當列車運行中斷，

依規定旅客可要求： 

‧ 退還未乘區間之基本運費及退還全部高速費用。 

‧ 免費送回原起程站，並退還全部基本運費及高速費用。 

六、月台防護設施 

經鐵道局訪談代表說明，近年來部分車站開始設置月台門或手動式月台柵

欄，但以旅客上下車門位置固定、列車能自動停在固定位置之月台為主。圖 3-4

為品川車站之新幹線月台，其中 21 月台因供通過列車及停站列車混合使用，故設

置月台門，由站務員於列車到站後手動操作開關，而 22 月台因僅供停站列車使用，

則設置月台護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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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品川車站月台防護設施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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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日本鐵道綜合研究所參訪 

公益財團法人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Railway Technical Research Institute, RTRI)

係依據日本國有鐵道改革法於 1986 年 12 月 10 日成立，與日本國鐵(JNR)民營化

分割轉變為 JR 公司同時(1987 年 4 月 1 日)正式運作，接續辦理原日本國鐵之技術

研究開發、勞動科學、事故調查、鐵道學術研討、文化保存相關部門之業務，為

JR 集團下的財團法人。 

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設有車輛結構、車輛控制、結構技術、電力、軌道、災

害預防、行車號誌、材料、鐵路動態、環境工程、人因科學及磁浮等 12 個研究部

門，其組織架構詳圖 3-5，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 2013 年職員計 526 名，包括 168

名博士、74 名專業工程師；擁有專利權 2,081 件、設計權 27 件。 

 

圖 3-5 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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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預算來源為 JR 公司投資、政府補助及提供外界委託服務

收費及其他。2012 年總預算收入計 174.4 億日元，其中 74%來自 JR 公司、3%為

政府補助及 15%為委託服務收入。2012 年計支出 17.24 億日元，其中研發支出佔

46%、委託服務成本佔 13%。 

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主要業務如下： 

‧ 鐵道技術及勞動科學研究發展。 

‧ 鐵道技術及科學調查 

‧ 研擬鐵道技術標準草案 

‧ 蒐集及發布鐵道相關文獻、資訊及統計 

‧ 出版提昇鐵道技術刊物及提供講座 

‧ 提供鐵道技術之調查分析、諮詢及指導 

‧ 研擬規劃國際鐵道標準化之規範草案 

‧ 鐵道相關技術資格授權 

‧ 其他委託測試及專案研究 

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研究範圍涵蓋所有鐵路相關之技術發展，除備具專業人

才外，並有多項專業設備，諸如大規模地震測試廠、車輛、電力、軌道、通訊、

行車運轉、材料、環境、人體工學及磁浮等專業測試設備，除針對 JR 各系統進行

研究測試及開發外，並接受外界委託進行專案研究。 

2012 年進行中之研究案計 282 件，未來鐵道技術研究發展 62 件、實務鐵道技

術研究發展 109 件、基礎研究 111 年。在提昇鐵道安全、減少環境衝擊、降低成本、

改善服務品質有顯著之成果。 

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主要試驗設備有煞車測試器、大規模地震試驗平台、豪

雨模擬器、車站模擬室、乘坐舒適度模擬器、集電試驗裝置、風洞測試等，分別

介紹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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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

車

測

試

器 

應用於研究發展高效率

煞車系統，測試時速最

高可達 500 公里。 

圖 3-6 煞車測試器 

大

規

模

地

震

試

驗

平

台 

提供 2 維振動測試，可

模擬 7 級地震時車廂及

軌道之狀況。本試驗平

台具有正負 100 公分晃

度 及 最 大 50 公 噸 負

載，另外，平台安裝於

浮動基礎，避免振動測

試傳遞影響週邊居民。 

圖 3-7 地震試驗平台示意圖 

豪

雨

模

擬

器 

可提供每小時 200 公厘

之降雨量之模擬，以測

試降雨對邊坡穩定之影

響以及評估雨量告警偵

測器之性能。 

圖 3-8 測試邊坡土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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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

站

模

擬

室 

提供旅客動線流量及車

站室溫及音量舒適度測

試。 

圖 3-9 車站模擬室及模擬閘門 

乘

坐

舒

適

度

模

擬

器 

以 仿 真 實 車 內 ／ 外 環

境，模擬客車廂內旅客

對於振動、噪音、溫度、

窗外景觀及其他環境等

之感受。 

圖 3-10 客車廂模擬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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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電

試

驗

裝

置 

集電試驗裝置可分析集

電弓與架空線接觸面特

性，本裝置由 500 公尺

長軌道及可以 200 公里

時速運行之集電弓所組

成。 

圖 3-11 集電試驗裝置 

風

洞

測

試 

本裝置性能高，具有低

噪音 (300 公里時速時

75.6 分貝)和高風速(最
高達每小時 400 公里)特
性，可提供在高速運轉

時降低風洞效應之基本

的研究和開發技術，以

降低列車空氣阻力和改

善氣動噪音。 
 

 

 

圖 3-12 隧道口、隧道內及風洞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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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參訪鐵道綜合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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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其他參訪行程 

3-6-1 株式會社總合車輛製作所(J-TREC) 

一、簡介 

1. 總公司：位於神奈川縣橫濱市 

2. 生產據點：橫濱事業所(鐵路車輛製造)、和歌山事業所(鐵路相關設備製

造) 

3. 產品：鐵路車輛(含新幹線、電聯車、輕軌電車)、軌道、轉轍器、貨櫃 

4. 資本額：31 億日圓(新台幣約 9.3 億元) 

5. 員工數：932 名(2013.4) 

二、發展 

1. J-TREC 前身為東急車輛製造株式會社，於 1948 年 8 月成立，2012 年 4

月全部股權轉讓予東日本旅客鐵道株式會社(JR 東日本)，並更名為株式

會社總合車輛製作所。 

2. J-TREC 製造供日本國內鐵路機構使用之車輛，包含新幹線 E2、E3、E926

系、成田空港特快 E259 系、關西空港線特急 50000 系、JR 四國 5100 系(雙

層)、JR 東日本 HB-E300 系(HYBRID 混合動力)、江之島 500 系(輕軌)、

橫濱海濱線 2000 系(膠輪)等。值得一提的是，JR 東日本 E655 系皇室客

車亦由 J-TREC 所製造(詳圖 3-15)。 

3. 另 J-TREC 車輛亦輸出到其他國家，包含中國大陸、泰國、新加坡、印尼、

菲律賓、美國、阿根廷、愛爾蘭、奈及利亞、莫三鼻克等。臺鐵局亦曾

向其訂購電聯車。 

4. 東急車輛於 1958 年製造全日本第一組以不鏽鋼為材質之電聯車(東急

5200 系)，並於 1962 年製造第一組全車不鏽鋼打造之電聯車(東急 7000

系)。J-TREC 到目前已製造超過 2 萬組車輛，其中 60%為不鏽鋼材質。

每車輛 MDBF(平均故障距離，Mean Distance Between Failures)超過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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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公里，可用率超過 99%。 

5. J-TREC 目前最新生產之不鏽鋼材質電聯車(SUSTINA)，強調高耐腐蝕性

及高耐撞性，且因採用廢棄車體重新製造原料，不但環保且能降低成本(較

鋁合金節省 20%)，另有重量輕、熔點高等特點。此外，其旅客圓弧型握

桿更符合人體工學，且所有握桿未直立設於車廂地板，更能保持旅客(尤

其是輪椅旅客)於車內之行走順暢，故將成為 J-TREC 海外輸出之主要車

輛。 

 

圖 3-14 J-TREC 參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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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幹線 E2 系 新幹線 E3 系 

新幹線 E926 系 成田空港特快 E259 系 

關西空港線特急 50000 系 JR 四國 5100 系 

JR 東日本 HB-E300 系 江之島 500 系 

橫濱海濱線 2000 系 JR 東日本 E655 系 

圖 3-15 J-TREC 製造之各式鐵路車輛 
(圖片來源：http://www.j-trec.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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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東京車站 

一、簡介 

1. 地點：東京都千代田區 

2. 所屬業者：東日本旅客鐵道株式會社(JR 東日本)、東海旅客鐵道株式會

社(JR 東海)、東京地下鐵株式會社 

3. 啟用日期：1914 年 12 月 20 日 

4. 面積：232,362 平方公尺(約 7 萬坪) 

5. 平均旅客數：567 萬人次/日(2012 年) 

6. 月台配置：15 座(共 30 線，詳圖 3-16) 

 

圖 3-16 東京車站月台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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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 

1. 東京車站於 1908 年 3 月動工，1914 年 12 月 10 日正式啟用，初期月台為

4 座 8 線，隨著營運路線不斷增加，於 1942 年 9 月 25 日首次擴增(6 座

12 線)，並持續隨著 1956 年 7 月 20 日東京地下鐵開始營運、1964 年 10

月 1 日東海道新幹線開始營運，以及後續總武線(1972 年)、京葉線(1990

年)、東北、上越新幹線(1991 年)之營運，東京車站逐漸發展到目前月台

15 座 30 線之規模，為日本月台數最多的車站。在 2014 年將完成東北本

線(宇都宮線)從上野車站延伸至東京車站之工程，更能提升旅客轉乘便利

性。 

2. 東京車站地上主體建築，西側為丸之內側站房(丸之內口)，東側為八重洲

側車站大樓(八重洲口)，兩建築間則有 JR 的高架軌道及月台區。丸之內

側站房為地上 3 層、地下 2 層，八重洲側車站大樓則為地上 12 層、地下

2 層，另京葉線、總武線分別於地下第 4、5 層之位置。丸之內側站房為

文藝復興式「赤煉瓦」紅磚造建築，在 2003 年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資

產，並獲選為「關東百大車站」。 

3. JR 東日本自 2007 年起推動東京車站「再開發事業」，其中包括丸之內側

站房復舊工程。丸之內側站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遭受轟炸，多處損毀，

雖然戰後即進行修復，但受限於資金及物資不足，難以進行複雜修復工

作，例如南、北兩側圓型屋頂毀損，僅能修復建為簡易之八角型狀屋頂，

使得建築外觀與過去有所不同。本次復舊工程是以恢復車站落成時之原

貌為目標，於 2007 年開工，2012 年完工，並於 2012 年 10 月 1 日正式對

外開放。此外，站房也增加免震裝置，以提升耐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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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丸之內側站房外觀復解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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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丸之內側站房內裝復舊解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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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安全及服務設施 

1. 半自動車門開關 

由於過去有旅客抱怨部分電車在東京站發車前，車門開啟長達 10 分鐘，

影響車內冷、暖氣空調效果，故 JR 東日本於 2013 年 8 月 19 日起在東海道線

之東京、品川等 5 個車站推行新的候車方式，即由乘客按下車門旁的按鈕以

開啟車門並登車(發車前 1 分鐘，列車長將由打開所有車門)。 

2. 旅客資訊顯示看板 

JR 東日本在 2005 年 12 月 20 日新幹線改點及更新站內標示之際，同時推

出新型 LED 旅客資訊顯示看板，提供行車運轉資訊。 

 

圖 3-19 舊型旅客資訊顯示看板 

 

圖 3-20 新型旅客資訊顯示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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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東京車站參訪解說 

 



 

35 

3-6-3 品川車站 

一、簡介 

1. 地點：東京都港區 

2. 所屬業者：東日本旅客鐵道株式會社(JR 東日本)、東海旅客鐵道株式會

社(JR 東海)、日本貨物鐵道股份有限公司、京濱急行電鐵株式會社 

3. 啟用日期：1872 年 6 月 12 日 

4. 平均旅客數：48 萬人次/日(2012 年) 

5. 月台配置：12 座(共 22 線，詳圖 3-23) 

6. 品川車站規劃 JR 東海中央磁浮新幹線之端點站(預計 2027 年通車)。 

 

圖 3-22 品川車站月台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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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車站月台安全措施 

日本近年來部分車站開始設置全高式月台門或手動式月台柵門，但以旅客上

下車門位置固定、列車能自動停在固定位置之月台為主。以品川車站新幹線月台

為例，供通過列車及停站列車混合使用者設置月台柵門，由站務員於列車到站後

手動操作開關。僅供停站列車使用者則僅設置月台護欄。 

 

 

圖 3-23 品川車站第 21 月台手動式月台柵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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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月台柵門操作面板 

 

圖 3-25 月台緊急停車按鈕 

 

圖 3-26 品川車站參訪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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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 月台旅客資訊顯示看板 



 

39 

肆、心得與建議 

4-1 心得 

一、本次於日本鐵道綜合研究所提出我國高鐵營運安全監理機制專題報告，除有助於日

本鐵道產官學界專家進一步認識我國高鐵營運現況及交通部執行高鐵營運安全監

理相關之理念、組織、法規及實務案例外；並與日方鐵道專家共同研討交換高鐵營

運、安全及監理相闗議題之實務與心得，對於台日雙方鐵路業務之交流亦具有重要

的意義。 

二、我國與日方於 102 年 11 月 5 日簽署「加強鐵路業務交流及合作瞭解備忘錄」，本局

業已日方國土交通省鐵道局建立聯繫管道，本次赴日再次與國土交通省鐵道局商談

後續雙方合作事宜，並就本(103)年雙方交流研討會之舉行期程、地點、及交流主題

進行洽商且獲致共識。 

三、日本屬鐵路運輸先進國家之一，本次參訪日本鐵道綜合研究所 RTRI 得以瞭解該研

究所設立之機制，透過政府的全力支持、完備的法人組織、鐵路公司依法捐輸之穩

固財源，使得鐵道綜合研究所得以建置規模完整的試驗設備、研究領域涵蓋鐵路之

軌道、土建、號誌、機電、車輛、電力…等，非常完整，而 RTRI 協助政府制定各

種鐵路技術規範、提供鐵路業者相關技術支援，使得日本鐵路運輸得以形成政府整

合產學、產業支持研發、研發帶動產業進步的正向發展局勢，其制度值得學習。 

4-2 建議 

一、高速鐵路已成為現今世界各國推動交通基礎建設的重要選項，我國與大多國家相

同，同屬非自有高鐵系統技術之國家，爰我推動台灣高鐵興建暨營運的成功經驗，

已為眾多國家來台考察之重要高鐵建設案例，台日雙方既已簽署「加強鐵路業務交

流及合作瞭解備忘錄」，建議我未來應在此基礎之上，加強與日本有關高鐵營運維

修及設備技術之交流，除可能創造我高鐵之規劃整合與營運技術的輸出商機外，亦

可藉由與日方的合作，提昇台灣高鐵設備維修能力及未來系統重增置的必要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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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鐵道綜合研究所的設置可供我國發展軌道運輸的重要參考，軌道技術工業的發

達除可做為我軌道運輸的堅實後盾外，最重要的是可以大幅降低我軌道建設對外採

購車輛或機電系統的財務負擔，相同的預算額度則可用以推動更多的軌道建設或採

購車輛設備，形成有利的正向發展。建議可籌設軌道研究中心，相關議題初擬如次： 

‧ 機構組織 

- 其它鐵路相關產業機構、學術機構、研究機構功能整合 

- 政府主管之財團法人組織 

‧ 財源 

- 創設基金 

- 財務永續 

‧ 研究領域與能量規劃 

‧ 指定業務 

- 軌道技術規範草擬 

- 軌道系統相關測試/檢驗/認證 

- 駕駛技能檢定 

‧ 辦理指定業務之法源依據 

三、日本新幹線自 1964 年通車營運迄今已近 50 年，不僅核心機電系統技術純熟，在營

運相關之營運異常之應變、旅客乘車資訊提供、運轉中斷之退費機制、自由座服務

管控等方面的經驗與作法，也趨於成熟且為民眾接受。台灣高鐵營運迄今僅 7 年餘，

已成為我西部走廊一日生活圈不可或缺的運輸系統，然在營運異常情況之緊急應

變，包括行控中心應變決策能力與機制、旅客乘車資訊之提供、轉乘接駁、運轉中

斷之退費機制等，宜儘速參考日本新幹線的經驗與成熟作法改進之，俾提供國人最

佳的高鐵旅運服務。 



 

 

附件 

 

日本鐵道綜合研究所(RIRT)台灣國際研討會會議資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