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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 2 屆臺日鐵路實務合作交流會議由日方主辦，於 103 年 3 月 12 日假公益財

團法人交流協會召開，由日本國土交通省鐵道局羽尾審議官一郎與我交通部高速

鐵路工程局局胡代理局長湘麟共同主持，雙方就鐵路安全監理作業及海外拓展鐵

路政策進行交流，並就目前辦理之鐵路業務進行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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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為促進臺灣及日本在高速鐵路業務之交流與合作，第 1 屆臺日鐵路實務合作

交流會議由我方主辦，於 102 年 3 月 12 日召開共同討論雙方合作事宜，並達成初

步共識。嗣後我方亞東關係協會及日方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於 102 年 11 月 5 日

簽署「加強鐵路業務交流及合作瞭解備忘錄」，臺日雙方將於每年輪流召開實務層

級定期會議，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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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屆臺日鐵路實務合作交流會議由日方主辦，於 103 年 3 月 12 日假公益財

團法人交流協會召開，由日本國土交通省鐵道局羽尾審議官一郎與我交通部高速

鐵路工程局局胡代理局長湘麟共同主持，雙方就鐵路安全監理作業及海外拓展鐵

路政策進行交流，並就目前辦理之鐵路業務進行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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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 

本次行程除出席日方舉辦之第 2 屆臺日鐵路實務合作交流會議外，為充實行

程擴大出訪效果，另安排參訪日本 JR 位於東京車站之運轉指令所(行控中心)，以

及 JR 東海旅客鐵道株式會社研究機構，另外拜會丸紅株式會社，行程自 103 年 3

月 11 日起至 3 月 14 日止，共計 4 日，行程表詳表 1。  

表 1 行程表 

日期 行程摘要 地點 

3 月 11 日 

(星期二) 
去程(台北→東京) - 

3 月 12 日 

(星期三) 

1. 出席第 2 屆臺日鐵路實務合作交流會議 

2. 參觀 JR 東海運轉指令所 

3. 拜會丸紅株式會社 

東京 

3 月 13 日 

(星期四) 
參觀 JR 東海旅客鐵道株式會社研究機構 名古屋 

3 月 14 日 

(星期五) 
返程(東京→台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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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過程 

3-1 第 2 屆臺日鐵路實務合作交流會議 

為促進臺灣及日本在高速鐵路業務之交流與合作，第 1 屆臺日鐵路實務合作

交流會議由我方主辦，於 102 年 3 月 12 日假本局召開，本局與日本國土交通省鐵

道局共同討論雙方合作事宜，並達成初步共識。嗣後我方亞東關係協會及日方公

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於 102 年 11 月 5 日簽署「加強鐵路業務交流及合作瞭解備忘

錄」，臺日雙方將於每年輪流召開實務層級定期會議，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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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屆臺日鐵路實務合作交流會議由日方主辦，於 103 年 3 月 12 日上午 10

點假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日本東京六本木）召開，由日本國土交通省鐵道局

羽尾審議官一郎與本局胡代理局長湘麟共同主持。我方與會單位除本局外，尚包

括台灣高鐵公司；日方與會單位除國土交通省鐵道局外，尚包括交流協會及 JR 東

海株式會社。臺日雙方就鐵路安全監理作業及海外拓展鐵路政策進行交流；此外，

雙方並就目前辦理之鐵路業務進行經驗分享，包括本局說明目前規劃中之機場捷

運站外 check-in 及行李托運準備情形；台灣高鐵公司報告南港車站機電系統辦理

情形；日方 JR 東海株式會社則說明最新 700N 系列及其 ATC 系統。 

本次會議我方對日方鐵路監理、事故調查機制、誤點賠償等獲益良多，胡代

理局長並再次表達我國交通部對臺日鐵道合作的支持，希望雙方建立窗口持續合

作；羽尾審議官表示臺灣高鐵系統安全績效良好，未來臺日合作拓展海外市場前

景看好。會議於 13:30 圓滿結束。 

本次會議議程如表 2，出席會議情形詳圖 3-1、圖 3-2，各單位提出之簡報資料

詳如附件。出席人員如下： 

我方－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事務所：徐鼎昌副組長、何天賜秘書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胡湘麟局長、楊正君組長、賴美孜科長、劉建宏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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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鐵公司：黃晴裕協理、史明嘉協理、王建淇專員 

日方－交流協會：情野久美子部長、角田径子副長 

國土交通省鐵道局：羽尾一郎審議官、潮崎俊也課長、小林知宏室長、深

田遵課長補佐、四元昌弘專門官、鈴木雅史係長 

JR 東海：上野雅之副室長、加賀山慶一副室長、佐藤賢司担当課長 

翻譯：矢野麻惟子小姐 

表 2 第 2 屆臺日鐵路實務合作交流會議議程 

Time Content 

10:00-10:20 開幕致詞 

日方 

 交流協會情野久美子部長 

 國土交通省鐵道局羽尾一郎審議官 

我方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事務所徐鼎昌副組長 

 本局胡湘麟代理局長 

10:20-11:00 

 

主題 1：鐵路安全監理 

 日本鐵路安全監理(鐵道局國際課協力室小林知宏室長) 

 臺灣鐵路安全監理(高鐵局第一組楊正君組長) 

 討論 

11:00-11:05 休息 

11:05-11:35 主題 2：鐵路海外拓展政策 

 日本新幹線系統海外拓展(鐵道局國際課協力室深田遵課長補佐) 

 臺灣鐵路海外拓展政策(高鐵局第一組楊正君組長) 

 討論 

11:35-12:30 主題 3：其他 

 N700 系統及其 ATC(JR 東海技術企劃部上野雅之副室長) 

 機場捷運站外報到及行李託運規劃(高鐵局第六組劉建宏科長) 

 南港車站軌道及機電核心系統辦理情形(台灣高鐵公司王建淇) 

 討論 

12:30-12:40 閉幕致詞 

 國土交通省鐵道局羽尾一郎審議官 

 本局胡湘麟代理局長 

13:30- 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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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第 2 屆臺日鐵路實務合作交流會議 

 

圖 2 日本國土交通省鐵道局羽尾審議官與本局胡代理局長互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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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鐵路安全監理 

本局就我國高鐵安全監理提出報告，報告分 2 部分，第 1 部分為我國安全監

理系統，內容包括組織、法令及作為；第 2 部分為臺灣高鐵之安全分析；日方報

告分 2 部分，第 2 部分說明日本鐵路安全政策，第 2 部分為政府扮演角色，包括

鐵道局及行車調查委員會。以下謹就雙方報告及交流，整理臺日之鐵路監理機關、

監理法令及行車事故調查機制，說明如下： 

一、鐵路監理機關 

日本國土交通省鐵道局為鐵路監理之中央專責機關，我國則尚無鐵路監理專

責機關。 

我國鐵路安全監理主管機關為交通部，高鐵局受交通部之命，於完成高鐵興

建期之監理技術幕僚任務後，自 2007 年高鐵通車後接續辦理高鐵營運監理作業。

另自 2011 年起，藉由本局人力及辦理高鐵營運監理累積之實務經驗，成立交通部

鐵路營運監理小組，協助交通部辦理國內所有鐵路之監理，包括台鐵、阿里山森

林鐵路及台糖鐵路。未來本局將配合政府組織改造，與鐵路改建工程局合併改制

為鐵道局，鐵道局下設營運監理組，未來鐵道局將成為我國辦理鐵路監理之專責

機關。 

二、鐵路監理法令 

我國監理法令依據為鐵路法及其子法，其規定涵蓋鐵路機構應遵循之有關設

備、人員、規章及接受主管機關查核之相關規定。在安全監理作為則特別強調事

故/事件通報、定期/臨時檢查及事故調查。 

臺日雙方之鐵路法令架構概念及內涵大致相同，惟日本之鐵路規模大，鐵路

機構多達 205 家，檢查係責由地方交通局執行，在檢查頻率乙節並未如我國執行

年度一次定期檢查，鐵道局在 2012 年針對 50 家鐵路機構辦理 60 次定期檢查，另

針對 3 家鐵路機構辦理臨時檢查，通常以體質及績效較差之鐵路機構為受檢對象。 

我國目前執行檢查之鐵路機構傴限於高鐵、林鐵及糖鐵，台鐵尚以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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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目前正在立法院審議之鐵路法修正草案通過後，未來台鐵亦將納入交通部(或

鐵道局)之檢查對象。 

三、鐵路行車事故調查 

在鐵路行車事故調查機制部分，日本於國土交通省下設一大眾運輸行車事故

調查委員會，由鐵路、航空及海運三委員會組成，在有列車衝撞、出軌、失火、

人員死傷及財損之事故發生時啟動。2013 年共啟動 16 次。 

我國依鐵路法係由鐵路機構自行調查研究與鑑定責任，因此，台鐵之事故調

查目前仍以台鐵局內部自行調查為主，高鐵則除由台灣高鐵公司內部調查外，交

通部並成立高鐵行車事故處理小組，遴聘國內具鐵路營運、土建、機電及法律等

專業之 11 名產官學界專家擔任委員，辦理高鐵重大行車事故調查相關事宜。惟截

至目前尚未啟動過。 

另交通部之鐵路事故調查之法令授權，並已納入鐵路法修正草案中，未來我

國行車調查之運作模式，究於交通部下設一獨立委員會，或由行政院飛航安全委

員會改制為運輸安全委員會，則應進一步評估法令調查權責之競合及行政機關組

織業務分工，通盤檢討。日本之大眾運輸安全委員會之運作模式，值得參考。 

3-1-2 鐵路海外拓展政策 

根據 UNIFE(歐洲鐵路產業協會)評估，全球鐵路產業市場約有 1,360 億歐元，

每年並以 2-2.5%速度成長。基此，日方希望以其推動新幹線之確保安全概念(專用

路權、獨立自動控制系統、人員嚴格訓練以消除事故風險)、新幹線系統自有技術(車

輛製造研發、自動列車控制、行車控制系統)以及嚴謹的教育訓練(50 年無死傷事故

之營運經驗)，搭配新幹線唯一輸出案例－臺灣高鐵－之良好營運績效，共同拓展

海外市場。 

本局表示與日方之合作，政府樂見其成並將予以支持。另外，我國在推動高

鐵計畫上，無論在官方、鐵路機構、顧問公司及相關配合廠商累積相當的經驗，

包括可行性研究、民間參與投資法規制定、各系統整合、各部門整合、土地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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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計畫及售票系統…等。過去許多國家針對我國高鐵計畫表達欲汲取經驗並派

員來訪，包括歐美、澳洲、印度、泰國、韓國(後續延伸計畫)、越南、馬來西亞、

新加坡等國家之政府機構、國會議員/助理或學術單位，透過外交部、經濟部或主

動逕洽本局安排拜會討論。我國推動經驗可供其他國家，特別是與我國相同必須

引進他國高鐵系統技術的國家，作為推動高鐵建設的參考。 

3-1-3 N700 系統 

東海道新幹線自 1964 年開通迄今 50 年，保持無導致旅客死傷之行車事故之

紀錄，列車平均延誤時間 0.5 分鐘，平均每日開行 323 列次、每列車 1,323 座位，

每日運量 40.9 萬人次。最高營運速度將於 2015 年提昇為每小時 285 公里。 

東海新幹線行駛列車由第 1 代 0 系列車及 1985 年 100 系，均為鋼製車體及傳

統式轉向架，1992 年 300 系以後含 1999 年 700 系車輛則採輕量鋁製車體、改良轉

向架、交流驅動馬達及再生煞車系統，不斷提昇列車在安全、速度、舒適。2007

年發展之 N700 系及 N700A 系，除了車輛性能舒適提昇外，ATC 採數位電子化為

一大突破，該 N700 及 N700A 系列車即為小牧研究中心所研發，JR 東海及該中心

均以該成果為傲。 

 

圖 3 新幹線 N700A 系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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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700 及 N700A 研發有 4 大概念－安全、可靠、舒適及環保。在確保安全部分，

N700 系改良煞車碟安裝方式，降低車輪因煞車熱導效應，煞車力較 700 系提高

15%，N700A 再改良，煞車力又較 N700 系提昇 15%。另外，N700 系發展地震煞

車系統，當地震發生時，ATC 自動偵測並啟動，其較正常煞車力更大，煞車距離

較 700 系縮短 10%，N700A 之煞車距離更較 700 系縮短 20%。 

 

圖 4 N700A 煞車碟改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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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環保方面，N700/N700A 系改良其再生電力系統，當列車煞車時，馬達發電

將傳回電車線供其他列車加速時使用，相較 700 系，其可節省 19%之能源消耗。 

 

圖 5 N700A 能源消耗提昇比較圖 

在可靠方面，運用最新的滑行控制系統，目標速度可由 ATC 依號誌、列車位

置及軌道資訊自動計算後傳回，不再是固定數值，可有效進行趕點，降低列車延

遲。 

N700 系之 ATC 系統為數位化號誌系統，可有效防止列車碰撞及超速，其結合

地面號誌設備及車載號誌設備，使列車運行更準確及有效率。諸如地面號誌可準

備傳回前一列車之位置並自動計算煞車曲線，當速度大於煞車曲線之容許速度，

則將自動減速煞車。 

運用 ATC 數位化技術，分析近 7 年 130 列車超過 5.30 億筆資料，進行車輛設

計及維修作業之研發改進作業，提昇 N700 列車最高速度達 300 公里，列車行駛時

之空轉滑行比率大幅降低，為 100 系列車之 1/200，列車行駛效能顯著提昇。 

N700A 在提供旅客舒適乘座環境部分也有改良，例如商務艙加裝閱讀燈、改

良車廂地板及車體內裝材質，降低噪音、智慧型空調系統依據車廂人數調整強度、

提供電插座及無線網路、設置吸煙室、債斜式車體降低顛簸及振動等，另外，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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廂並裝置有保全監視器及求救鈴。 

目前東海道新幹線計有 700 系列車 40 輛、N700 系列車 80 輛、N700A 系列車

13 輛，未來將逐漸汰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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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JR 東海綜合技術研究機構(小牧研究中心) 

JR 東海(東海旅客鐵道株式會社)轄管日本東海道新幹線及以東海地區 12 條在

來線，總服務範圍面積雖傴佔日本 23.7%，惟服務範圍人口為日本人口的 60%、該

範圍 GDP 則佔日本 64%。其每公里營運年收入高達 5,850 美元，為 JR 之最，2013

年底盈餘約 20 億美元。JR 東海收入 85%以上來自東海道新幹線。 

JR 東海自 1987 民營化成立公司後，持續針對確保安全可靠、提速、提昇服務

及降低成本等，進行相關研究及開發工作。其除致力於運輸服務外，並自成立以

來即積極更新老舊列車，目前東海道新幹線列車均為民營化後設計製造的，2008

年收購日本車輛製造，加強列車的開發、設計及製造。臺灣高速鐵路所使用的 700T

型列車是日本新幹線技術首次輸出國外，該型車即源自 JR 東海與 JR 西日本聯合

開發的 700 型列車。JR 東海綜合技術部技術開發部並進一步在 2007 年完成開發

N700 系列，2013 年開發完成 N700A，該 N700 及 N700A 之開發均由小牧研究中

心進行。除此之外，小牧研究中心之主要研發成果尚包括軌道出軌護欄、車輪阻

出軌裝置、可動式月台門…等。 

小牧研究中心係於 2002 年成立以整合 JR 東海之技術開發設備及作業。小牧

研究中心之成立有二大目標，其一為：為鐵路工業確保行車安全及可靠運輸尋求

解決之道；其二為：以中長期觀點追求新技術發展，其中以確保行車安全及可靠

為首要任務。此外，該研究中心並專注於提昇東海道新幹線的服務以及降低成本

之研發工作。 

小牧研究中心為應用最先進設備的全方位研究中心，設於日本名古屋北部小

牧東側的 Aichi 學術研發園區，佔地 73 公頃，廠房設備則約佔 20 公頃，包括研究

大樓及 3 處實驗大樓、結構綜合測詴線、電車線詴驗裝置…等，主要設備包括車

廂動態模擬器、架空線振動測詴線、軌道及結構物動態模擬器、隧道風洞模擬器…

等，分別說明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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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廂動態模擬器 

模擬 700 型車廂內外

環境，用以研究乘座

舒適度。可模擬列車

行駛時之 3 向頃斜及

加速度，以及車內照

明、空調、音響、車

窗外車站、隧道、鐵

橋及對向列車等情

境。 

 

 低噪音風洞 

為日本建立的第 1 座

低噪音隧道風洞模擬

器，可模擬相對風速

逹每小時 350 公里，

其具有低噪音設備，

在 300 公里風速測詴

下，背景噪音值傴達

78 分貝。 

 

 列車運行詴驗裝置 

模擬列車高速及隧道

中運行時，車輪、連

結器、輪軌接觸…等

的實際狀況，並可模

擬列車因地震產生縱

向及横向移動、振動

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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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式載重詴驗裝置 

模擬列車高速運行

時，其載重、因軌道

不平整造成車輪上下

振動等運動，對軌道

產生之相互效應。 

 

 多軸式列車載重模擬裝置 

以油壓千斤頂模擬東

海道新幹線結構體經

長期列車運行後產生

之疲乏效應。 

 

 構造物三軸承重詴驗裝置 

可測詴各種形狀土木

結構物在承受持續

的、不同方向的應力

後之效應。 

在設計高性能、低成

本之土木結構，以及

在研究安全、有效、

低成本之地震後結構

補強方法，，有良好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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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結構(高架橋路基)測詴 

廠區內以應用於實際

土木結構之材料，興

建一段標準型式之水

泥橋梁及路基，用以

觀察土木結構生命週

期、測詴災害預防措

施以及新技術運用前

之測詴等。 

 

 

 架空線振動詴驗裝置 

總長 120 公尺，架空

線電桿支架為可移動

式，用以測詴電車線

及其構成元件之振動

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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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車線詴驗裝置 

用以測詴新開發之電

車線之效能。本裝置

有 600 公尺長，可模

擬列車運行時之實際

電車線之動態，用以

開發低成本、高性能

及易維修之電車線設

備。 

 

 壓縮型鋼製防振支柱工法 

設於橋柱中央之鋼造

支架(剪力轉換器)在

地震發生時，可吸收

震動而變形。該支撐

架並可控制墩柱變

形、預防橋梁整個崩

塌。 

該剪力轉換器較油壓

器易於維修，安裝亦

較不受限於墩柱條

件。 

 

 防出軌謢軌、防出軌阻輪器 

1995 阪神地震後，JR

東海即債全力研究提

昇東海道新幹線於地

震發生時之安全對

策，包括高架路段軌

道抗震防護設備。

2004 年 新 瀉 地 震

後，發展新的防出軌

設備，包括軌道上安

裝防出軌護軌以及車

輪上安裝防出軌器。 

 

防出軌謢軌        防出軌阻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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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參訪 JR 東海小牧研究中心 

 

圖 7 胡代理局長致贈小牧研究中心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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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東京車站 JR 總合調度所 

東海轄內東海道新幹線，由東京至新大阪全長 552.6 公里、17 個車站，連接

東京、名古屋及大阪三大城市，均由東京總合調度所控制其行車、車輛及組員運

用、設備、電力及號誌系統。東京 JR 總合調度所除了為 JR 東海之行控中心外，

亦為 JR 西日本及 JR 九州聯合中央行車控制中心，集中設置於同一樓層同一空間

辦公室，JR 東海派駐 41 名控制員、JR 西日本派駐 35 名及 JR 九州則派駐 9 名，

共 85 名控制員監控各該管轄新幹線行車範圍。 

 

圖 8 東京總合調度所 

 

圖 9 東京總合調度所配置(JR 東海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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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4-1 心得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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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每年召開一次定期會議並由雙方輪流舉辦，本次赴日參加第二次會議，

就臺日雙方鐵路合作定期交流之進行模式，有更進一步之共識。 

二、本次會議臺日雙方就鐵路安全監理作業及海外拓展鐵路政策進行交流，雙方

並就目前辦理之鐵路業務進行經驗分享。另外，我方對日方鐵路監理、事故

調查機制、誤點賠償等獲益良多，並再次表達我國交通部對臺日鐵道合作的

支持。日方則表示臺灣高鐵系統安全績效良好，未來臺日合作拓展海外市場

前景看好。 

三、日本東海旅客鐵道株式會社轄管日本東海道新幹線及以東海地區 12 條在來

線，經營路線位於日本人口聚集主要地區、載客量最高。JR 東海持續進行相

關研究及開發工作，並以確保鐵路行車安全及可靠、追求新技術發展、提昇

東海道新幹線的服務以及降低成本為目標。 

四、日本新幹線票價為運賃+料金，其中運賃為運送費用，料金則為額外服務費用，

如訂位(座席料金及寢台料金等)、快速(急行、特急料金)、座艙等級(Green 料

金)等。新幹線之遲延退費係採遲延超過 120 分鐘，退還旅客特急(急行)料金，

不退運賃。其作法與現行台灣高鐵公司遲延超過 30 分鐘/60 分鐘，退還旅客

票價一半/全額之概念不同。日本新幹線之作法，可做為我國各界要求高鐵中

斷營運、遲延等情事之退票、退費標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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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議 

一、臺灣高鐵為日本新幹線唯一系統輸出國，以臺灣高鐵之營運績效良好，與日

本共同合作推展國際市場，前景看好，建議政府應予支持。 

二、我國推動臺灣高鐵計畫係採「民間參與興建營運模式(BOT)」，亦為舉世矚目

的民間參與重大交通建設案例，我國推動此一重大計畫所累積的經驗，已受

到許多國家的關注與重視，同時成為他國推動高鐵或其他重大建設的參考範

例，我們可以把握此一高鐵建設的成功經驗，適時輸出協助有興趣的國家推

動相關建設，藉以提昇我國際能見度並促進經貿外交。 

三、臺日雙方已簽署「加強鐵路業務交流及合作瞭解備忘錄」，並已建立雙方輪流

主辦召開會議之機制，建議藉此機制，再進一步建立聯繫窗口，以加強與日

本新幹線營運、維修及設備技術交流，提昇臺灣高鐵服務水準、災害應變能

力及設備維修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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