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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摘要    系統識別碼：C10300939 

                                            頁數：74  含附件：是 

報告名稱：考察英國鐵路設施及出席台英軌道論壇 

主辦機關：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 

聯絡人∕電話：林景山∕07-5810186 

出國人員：呂秋楠  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電務處             副處長 

          林景山  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運務處高雄運務段   段長 

出國類別：考察 

出國地區：英國 

出國期間：民國 103年 2月 22日至 3月 2日 

報告日期 103年 5月 6日 

分類號∕目：H4∕鐵路 

關鍵詞：創新服務（Innovative service）、現代化車站（Modernization of station）、

運輸系統（Trasportation system）、個人快速運輸系統 

        (Personal Rapid Transit) 

內容摘要： 

    軌道運輸具備有運量大、安全、快速及便捷的特點，尤其是節能減碳的重大議題上

備受世界各國矚目，因此也加快世界各國對於軌道運輸的發展，不論從硬體的建設以及

軟體的研發，提供更便捷、更安全、低汙染的運輸系統。此次參訪英國的軌道設施及軌

道論壇（研討會）體會到軌道基礎建設的重要性以及軌道科技的新產品，更了解現代化

的軌道必須運用新科技，導入運輸系統裡，提升整體安全。此次行程中特別拜會英國交

通部由部長親自接見，可見其對此次拜會的重視，會中英國交通部長 Baroness Kramer

特別提到英國目前軌道的政策以及新投資計劃，本參訪團團長周局長永暉也就台灣目前

軌道重大建設介紹給英國，並廣泛交換意見，會中邀請英國交通部長能訪問台灣。行程

中更見識到 Kings Cross及 St Pancras兩個改造後的車站，透過精心規畫使現代化車

站與傳統兼容並蓄，不但保留舊建物的古典，更展現現代化車站的雄偉亮麗，兩者相得

益彰以及參觀施工中 Crossrail工地，其工地的整理整頓的 5S成果，令人耳目一新。

其行程中也參訪多家軌道工業製造廠商，進入其工廠了解其製造流程以及研發新科技產

品，體會到現代化的軌道必須仰賴新科技產品研發，導入資訊與創新服務，藉以提升整

體安全、快速與便捷的運輸。 

    英國是一個軌道工業發展相當早的國家，其中有歷史悠久的建物，也有現代化車站

的建設，兩者在銜接上及功能上並無衝突，讓旅客感受到人文的內涵與現代化車站賦予

之新功能，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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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出國考察依據及目的 

一、 出國依據 

依據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 103 年 2 月 17 日鐵人二字第 1030004875 號函。                                                                                                                                                                                                                                                                                                                                                                                                                                                                                                                                                                                                                                                                                                                                                                                                                                                                                                                                                                                                                                                                                                                                                                                                                                                                                                                                                                                                                                                                                                                                                                                                                                                                                                                                                                                                                                                                                                                                                                                                                                                                                                                                                                                                                                                                                                                                                                                                                                                                                                                                                                                                                                                                                                                                                                                                                                                                                                                                                                                                                                                                                                                                                                                                                                                                                                                                                                                                                                                                                                                                                                                                                                                                                                                                                                                                                                                                                                                                                                                                                                                                                                                                                                                                                                                                                                                                                                                                                                                                                                                                                                                                                                                                                                                                                                                                                    

二、 考察目的 

    有鑑於時代日新月異、綜觀世界各國軌道運輸與軌道技術不停的進步創新，不

但促使都市的發展增加運輸旅次，軌道的系統技術與營運管理各方面，有了長足的

進步。近年來，由於世界各國油價高漲，都市交通壅擠、道路交通秩序混亂、空氣

汙染、造成能源巨大浪費等問題，已非傳統的交通的改善措施，所能解決，因此推

動「永續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目標，已是世界各國發展軌道運輸的重要課題。

由於軌道運輸系統，速度快、運輸量大，被視為提升能源效率，解決都市交通運輸

的利器。 

    此次參加英國貿易文化辦事處舉辦第二屆台英軌道論壇前往英國，由團長周局

長永暉帶隊拜會英國交通部，與英國交通部長 Baroness Kramer 舉行圓桌會議，周

局長於會中闡述我國軌道發展的現狀及未來台灣軌道建設的規劃，並當場邀請英國

交通部長能訪問台灣，行程中參訪考察軌道工業發展情形，造訪多家軌道工業相關

公司，了解軌道最新發展狀況，希望藉由此次參訪能提供鐵路局未來發展參考，也

相對提供相關資訊給英國政府及軌道產業，多了解台灣軌道目前的發展情形及未來

台灣軌道建設規劃，促進台英雙方軌道工業發展建立更密切的關係。 

    英國是一個軌道工業發展相當早的國家，早從倫敦地鐵發展至今已有 150 餘

年，經過多年的發展，儼然為世界營運量第三大的地鐵，僅次於上海及北京地鐵。

由於英國的軌道工業在既有基礎下發展，技術不斷研發進步，並在世界各國設置軌

道產業分公司，輸出軌道技術及服務，促進多國軌道發展貿易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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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成員及行程 

  一、考察成員： 

      呂秋楠        電務處副處長                                   

      林景山        運務處高雄運務段段長   

 二、考察行程： 

 

2014 年 2 月 24 日至 28 日 
地圖

編號 

時間 地點 行程 

1  倫敦機場 機場 Heathrow Airport  

2  倫敦 旅館 

2014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一） 

3 08:30 – 10:00 Paddington 參訪 Crossrail 工地 

4 10:30 – 11:30 英國交通部 RIA 理事長 Jeremy Candfield 簡報 

 11:30 – 12:15 英國交通部 拜會英國交通部長 Baroness Kramer 

5 13:30 – 17:00 英國鐵路公司 研討會：採購案評估條件及全生命週期成本 

 17:00  步行參觀Kings Cross及St Pancras兩個改造後的車站 

    

2014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二） 

6 09:15 Hilton London 第 1 階段：BTCO 介紹台灣軌道市場 

 10:00  第 2 階段：與台灣軌道買家見面討論 

 12:15  第 3 階段：第二屆台英軌道論壇，採圓桌會議形式；

台灣團先提出討論議題及問題 

7 13:30 –14:00 Holborn 拜訪 TRE 

8 14:30 – 15:15 RIA 國家軌道工程學院 NSARE 簡介 

    

9   旅館 

2014 年 2 月 26 日（星期三） 

10 09:00 – 12:00 Chippenham 拜訪 Siemens 公司 

11 12:00 – 17.00  前往 York 

2014 年 2 月 27 日（星期四） 

12 08:45 – 09:35  拜訪 Trapeze 公司 

13 10:25 – 11:15  拜訪 LPA 公司 

14 12:05 – 12:55  拜訪 Mechan 公司 

15 14:15 – 15:05  拜訪 Balfour Beatty Rail Technology 公司 

16 15:15 – 16:05  拜訪 Interfleet 公司 

 16:05 – 19:45  返回倫敦 

2014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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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09:00 –0 9:50  拜訪 Mott MacDonald 公司 

18 10:20 – 11:10  拜訪 Lloyds Register Rail 公司 

 下午  拜訪 UGL 公司於 Heathrow 機場之 PRT 系統 

 

三、考察行程地圖： 

2/23 (日) 

 

 

 

 

 

 

 

 

 

 

地圖編號 行程 

1 機場Heathrow Airport 

2 旅館：Millennium 2 Gloucester Hotel 

 

 

 

 

 

 

 

 

[鍵入文件的引文或重點的摘

要。您可以將文字方塊放在文件

中的任何位置。使用 [繪圖工具] 

索引標籤以變更重要引述文字

方塊的格式。] 

[鍵入文件的引文或重點的摘

要。您可以將文字方塊放在文件

中的任何位置。使用 [繪圖工具] 

索引標籤以變更重要引述文字

方塊的格式。] 

[鍵入文件的引文或重點的摘

要。您可以將文字方塊放在文件

中的任何位置。使用 [繪圖工具] 

索引標籤以變更重要引述文字

方塊的格式。]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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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一)~2/25(二) 

 

 

 

 

 

 

 

 

 

 

 

 

地圖編號 地點 行程 

3 Paddington  

4 英國交通部 RIA 理事長 Jeremy Candfield 簡報 

 英國交通部 拜會英國交通部長 Baroness Kramer 

5 英國鐵路公司 研討會：採購案評估條件及全生命週期成

本 

6 Hilton London 第二屆台英軌道論壇 

7 Holborn 拜訪 TRE 

8  國家軌道工程學院 NSARE 簡介 

17  拜訪 Mott MacDonald 公司 

18  拜訪 Lloyds Register Rail 公司 

 

 

 

 

 

3 

4 

5 

6 
7 

8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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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三)~2/27(五) 

 

 

 

 

 

 

 

 

 

 

 

 

 

 

 

 

地圖編號 行程 

9 旅館：Manor House Hotel 

10 拜訪 Siemens 公司 

11 前往 York 

12 拜訪 Trapeze 公司 

13 拜訪 LPA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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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英國軌道設施考察及出席台英軌道論壇 

台英軌道論壇係由英國軌道工業協會(UK RIA)及英國在台貿易辦公室

(BTCO)聯合承辦，主要為促進台灣與英國軌道技術交流，計有高鐵局、鐵工

局、臺鐵局、台北捷運局、中華軌道協會、中華顧問、世曦、中興及中鼎等

單位人員參加，其參訪行程包含倫敦 Cross Rail 工程、英國交通部、Network 

Rail、一對一廠商會談，以及參訪 Siemens 控制設備製造廠、Trapeze 鐵路動

態排班排點系統、LPA 公司軌道 LED 設備製造廠、MECHAN 軌道車輛頂升

設備、Balfour Beatty Rail(BBR)軌道及電車線自動檢驗設備及軌道基礎設計、

Motts 工程顧問、勞氏驗證公司、Heathrow Express 及 Personal Rapid Transit (PRT)

等。行程中各分項要點說明如下各小節。 

1. 倫敦地鐵簡介 

倫敦地鐵（London Underground）是英國倫敦的城市軌道交通系統，於 1863

年 1 月 10 日通車。地鐵車輛在倫敦市中心地底運行，至郊區在地面運行，其

中地面運行線路佔 55%。倫敦地鐵在英文中別稱 The Tube（管），名稱來源於

列車在像管道一樣的圓形隧道裡行駛。倫敦營運路線總長 402 公里的地鐵

網，其中有 160 公里在地底，共有 11 條路線、270 個營運中的車站，每日載

客量平均高達 304 萬人。2004 至 05 年度總載客人次為 9 億 7600 萬。以線路

長度計算，它是世界上第三大的地鐵網路，僅次於北京地鐵和上海地鐵。 

2003 年起，倫敦地鐵成為倫敦交通局的一部分，該公司同時營運市內巴

士（包括倫敦著名的紅色雙層巴士）及倫敦地鐵系統。倫敦地鐵是國際地鐵

聯盟的成員之一。倫敦地鐵最初的一部分，大都會鐵路（Metropolitan 

Railway），是世界上第一條市內載客地下鐵路，該條鐵路在帕丁頓（現在的帕

丁頓站，Paddington）和臨時的法靈頓街站（Farringdon Street）（現在的法靈頓

站西北）間運行。儘管鐵路在 1854 年被批准營運，但由於財政等各種原因被

一再延期，不過公共運輸系統最終於 1863 年 1 月 10 日正式運作，營運當天

即有 4 萬名乘客搭乘該條線路，列車為每 10 分鐘一班。到了 1880 年，擴展

後的大都會鐵路每年運載 4 千萬名乘客。其他路線也隨之營運，1884 年，內

環線（現在的環線）竣工。由這些早期的路線均使用需要頂部通風良好的蒸

汽機車，所以隧道較淺較大。隨後電力機車的使用使得新隧道可以比原本隧

道建造的更深更窄，同時也使用和進一步發展了盾構技術。第一條電力運行

的深層隧道－城市與南倫敦鐵路（City & South London Railways，現在北線的

一部分）於 1890 年建造完成。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5%B8%82%E8%BB%8C%E9%81%93%E4%BA%A4%E9%80%9A%E7%B3%BB%E7%B5%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9%87%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5%9C%B0%E9%93%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6%B5%B7%E5%9C%B0%E9%93%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0%AB%E6%95%A6%E4%BA%A4%E9%80%9A%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0%AB%E6%95%A6%E5%9C%B0%E4%B8%8A%E9%90%B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5%9C%B0%E9%90%B5%E8%81%AF%E7%9B%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5%9C%B0%E9%90%B5%E8%81%AF%E7%9B%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83%BD%E6%9C%83%E9%90%B5%E8%B7%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2%B8%E6%B1%BD%E6%A9%9F%E8%BB%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2%B8%E6%B1%BD%E6%A9%9F%E8%BB%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5%8A%9B%E6%A9%9F%E8%BB%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B%BE%E6%9E%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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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紀早期，由於當時六個獨立的營運公司經營地鐵不同的線路，導致乘客換

乘十分不方便，有些地方想換乘的乘客必須在地面行走一段距離才能到達另一個月

台。同時營運這些鐵路系統的成本也十分昂貴，為了進一步擴展線路到郊區，和將

早期的蒸汽營運的線路電氣化，很多公司開始尋找資本家來尋求資金。1933 年，一

間名為倫敦乘客運輸委員會（London Passenger Transport Board，LPTB）的公共事業公

司成立。地鐵集團、大都會鐵路及所有的市營和獨立的巴士、有軌電車線路全部被

並入該委員會，該委員會的規模與先進倫敦運輸公司類似。委員會推出線路擴張的

計劃（1935-40 New Work Plan），旨在擴展部分線路，並取得當時仍由他人營運線路 

 

 

 

 

 

 

的控制權。戰後，交通擁擠情況持續惡化。後來經過精心規劃的維多利亞線，呈東

北-西南對角線穿越倫敦中心區，吸引了大量戰後擴張引起的過量交通，有效緩解了

交通壓力。1987 年 11 月 18 日，一場破壞性的火災在國王十字聖潘克拉斯站發生，

31 人身亡。大火的發生是由於一根未熄滅的火柴點燃了垃圾和自動扶梯木面的油

脂。事故後整個地鐵系統開始實行禁煙，木質的自動扶梯被更換，以及採取了大量

其他預防措施來防止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圖 1.2 轉乘方向及營運路線圖 

倫敦地鐵隧道 

圖 1.3 倫敦大火紀念碑 圖 1.4 月台上緊急按鈕及資訊點 

圖 1.1 倫敦地鐵月台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A4%E9%80%9A%E6%93%81%E6%93%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0%AB%E6%95%A6%E5%9C%B0%E9%90%B5%E7%B6%AD%E5%A4%9A%E5%88%A9%E4%BA%9E%E7%B7%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7%8E%8B%E5%8D%81%E5%AD%97%E5%9C%A3%E6%BD%98%E5%85%8B%E6%8B%89%E6%96%AF%E7%AB%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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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7 月 7 日，一系列炸彈在倫敦地鐵車廂內爆炸，爆炸涉及到利物浦街站

（Liverpool Street）、羅素廣場站（Russel Square）、國王十字站（King's Cross）、艾

奇韋爾路站（Edgeware Road）與帕丁頓站（Paddington）。同時一輛位於塔維斯托克

廣場的雙層巴士也在此次爆炸中遭到襲擊。事件導致 52 人身亡，700 餘人受傷。2

周後的 7 月 21 日，第二輪規模較小的爆炸發生在謝潑德叢林站, 華倫街站（Warren 

Street）、橢圓站（Oval）的地鐵車廂和和在 Shoreditch 的一輛巴士上。後來發現四顆

炸彈均未被成功引爆。 

 

                          

 

 

 

 

 

地鐵站內有售票窗口及自動售票機，可以接受 oyster 卡、信用卡、硬幣和紙幣。倫

敦地鐵為自動驗票，將票面向上插入驗票口的驗票機側面一個縫隙中，票即被自動

送入，並從驗票機上方彈出。取出票，驗票口欄桿自動打開，人過去後欄桿合上。

現在大部分的人會用 Oyster 卡（牡蠣卡），可用於地鐵站和大部分公共汽車。只需

將卡靠近地鐵驗票口的黃色圓盤，如果卡內已經儲值了足夠票值，欄桿自動打開。

如果出現故障，可以持票向站內工作人員諮詢。 

 

 

 

 

 

 圖 1.7 專供身障旅客使用驗票閘

門 

圖 1.8 自動驗票閘門使用情形 

圖 1.6 自動售票機 圖 1.5oyster 儲值卡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A9%E7%89%A9%E6%B5%A6%E8%A1%97%E7%AB%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A9%E7%89%A9%E6%B5%A6%E8%A1%97%E7%AB%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7%B4%A0%E5%BB%A3%E5%A0%B4%E7%AB%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8E%8B%E5%8D%81%E5%AD%97%E8%81%96%E6%BD%98%E5%85%8B%E6%8B%89%E6%96%AF%E7%AB%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95%E4%B8%81%E9%A0%93%E7%AB%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5%8B%95%E5%94%AE%E7%A5%A8%E6%A9%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7%94%A8%E5%8D%A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7%AA%E5%8B%95%E6%AA%A2%E7%A5%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Oyster%E5%8D%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85%B1%E6%B1%BD%E8%BB%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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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地鐵使用倫敦運輸公司的倫敦軌道運輸收費區計算票價，包含僅用於地鐵的部分。

第一收費區大部分在市中心，其邊界剛好超過環線的環形段。第六收費區大部分在倫敦

偏僻的地方，包括希斯洛機場（Heathrow Airport）。收費區 1 到 6 覆蓋了整個大倫敦區

域，即使大倫敦區以外也有大都會線延伸到收費區 7 至 9。 

    經樓梯，升降機或電扶梯進入地下月站，按照路線圖找到所乘路線和方向。月台上

建置有旅客資訊系統的電子螢幕顯示等候時間及該車終點，列車第一節車廂上方也會顯

示終點。倫敦地鐵線路複雜，同一條線會有不同路線，不同終點，必須看清楚再上火車。 

車輛到站門自動打開，過一定時間自動關閉。到站時，大部分市中心車站會做出廣播：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請小心列車與月站間之空隙）。

「Mind the Gap」（注意間隙）這一短語儼然成為倫敦地鐵的聽覺標誌，與目前台北捷運

及台鐵月台的標示並無不同，車內有該線列車路線圖以及倫敦市中心轉乘地圖。到達目

的地的車站後，尋著寫有黃字「出口」（Way out）的標誌到出口便可出站。轉乘站也都

有相當明顯的指標指引通向其他的路線。 

 

 

 

 

 

 

當那些帶有深層隧道的線路剛開始投入運營時，乘客可以通過升降機到達月台。所有的

升降機都有人值班，倫敦地鐵的第一部電扶梯於 1911 年安裝於伯爵府（Earl's Court）地

鐵站，該電扶梯用於連接區域線（District Line）和皮卡迪利線（Piccadilly Line）的月台。

至此以後，很多深層隧道站點的升降機都被這種電扶梯所代替。 

     倫敦地鐵系統共有 426 部電扶梯在營運。其中最長的在 Angel 站，有 60 米長。最

短的在 Stratford，垂直距離為 4.1 米。升降機共有 164 部，由於建設無障礙設施的需要，

升降機的數字在這些年正在不斷增加。 

 

圖 1.10 月台與車廂落差警語 

電扶梯 Escalators 

圖 1.9 倫敦地鐵電扶梯使用情形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0%AB%E6%95%A6%E8%BB%8C%E9%81%93%E9%81%8B%E8%BC%B8%E6%94%B6%E8%B2%BB%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2%B0%E7%B7%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6%96%AF%E6%B4%9B%E6%A9%9F%E5%A0%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80%AB%E6%95%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83%BD%E6%9C%83%E7%B7%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8%93%E6%A2%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87%E9%99%8D%E6%A9%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5%8B%95%E6%89%B6%E6%A2%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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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地鐵並非 24 小時運行，這是由於每天夜裡系統結束後軌道都需要進行檢修。近年

來由於使用量增長，週末的運營時間會稍微延長。 

倫敦地鐵紅色圓圈中間藍色橫槓的標誌可以追溯到 1908 年，至今仍然在使用。 

倫敦地鐵路線圖及其圓形標誌為經典的設計之一，為全英國乃至全球的人所熟知，且該

標誌常出現在紀念品中。 

人們對倫敦地鐵圓形標識，即早年被稱作「牛眼」（Bulls-eye）或「槍靶」（Target）的

紅色環狀標誌最早的使用並不清楚。現僅知該標誌最早在倫敦交通中的使用是在 19 世

紀，作為倫敦公交總公司的標誌，當時中間的橫槓上標有「GENERAL」 

 

 

 

 

 

字樣，即「總」的意思。1908 年，由於其應用於站名和月台時較易辨認，該標誌被倫敦

地鐵採用。標誌中間的文字很快被改成「UNDERGROUND」（即「地鐵」）作為早期的

圖 1.11 倫敦地鐵營運路線圖 

圖 1.13 地鐵車站站名 圖 1.12 地鐵車站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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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形象標識。現在倫敦地鐵每個月台均有該標誌，中間的文字均是月站的站名。隨著

該標誌被應用於倫敦的交通工具，包括地鐵和巴士，倫敦交通局決定將該標誌搭配不同

的用色應用於其它的交通工具，包括計程車、有軌電車等。(取自維基百科) 

2. 英國重要軌道相關單位拜會 

2.1 拜會英國交通部重點摘錄 

為促進台英兩國軌道技術交流，英國交通部長 Mrs.Baroness Kramer 特別

接見代表團(代表團與部長合影如圖 2.1-1)，並提出下列重點說明： 

(1) 英國交通部長 

A.英國鐵路自 1997 年開放民營化經營後，於 15 年內有相當之成長，主

要歸功於公民營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 Ship)，早期英國曾嘗試全部

民營化，並未成功，所以逐步調整為今日之模式，已獲得重大之成長，

成為全歐洲鐵路發展最快之國家： 

(A) 旅程次數及乘客里程數皆成長一倍。 

(B) 英國鐵路客運旅程占全歐 15-20%。 

(C) 鐵路貨運量增加了 60%，平均每年貨物運輸量高達 1 億噸。 

(D) 歐洲主要鐵路當中，英國鐵路成長最為迅速。 

(E) 英國鐵路的安全度可媲美歐陸與北歐各國。 

(F) 乘客滿意度持續攀升，速率高於所有歐洲其他國家。 

B. 由於公私營合作模式建立，可吸引非常大的投資進入軌道工業，國家

鐵路公司(Network Rail)計畫於 2014~2019 年投入 380 億於鐵路建設，包

括： 

(A) 2014 至 2019 年間，英國鐵路電氣化計畫每年將供給長約 1,000 公

里的鐵路所需電力。 

(B) 新投資計畫如英國十字鐵路計畫(Crossrail)、倫敦傳統鐵路改善計

畫(Thamesliine upgrade)以及高速鐵路二線(High Speed Two)等，都將

提升鐵路效率與連結度，並縮短旅途時間，單英國十字鐵路計畫

一案，便能提升倫敦的鐵路效率達 10%。 

C. 為因應龐大投資，故英國對於建立完整供應鏈及新技術的研發亦投入

相當多努力。另外亦積極培養人才，故成立車輛技術學院及軌道技術

人員訓練等 2 個學院。 

D. 藉由新投資，如阿斯通、龐巴迪及西門子等世界大廠皆參與英國鐵路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81%E6%A5%AD%E5%BD%A2%E8%B1%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0%AB%E6%95%A6%E4%BA%A4%E9%80%9A%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8%88%E7%A8%8B%E8%BB%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89%E8%BB%8C%E9%9B%BB%E8%BB%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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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並藉由這些大廠參與，要求其先進專業與新技術引入，並將先

進技術留在英國，這些新技術研發，英國交通部另投資 3,000 萬英磅。 

E. 由於投資龐大，交通部當然有相當大的壓力，必須節省成本以面對民

眾之期待，故交通部除投資新技術以降低系統建置成本外，另建立全

生命週期之成本分析，使得投資於不同世代之負擔可以合理化，我前

往美國加州參訪時，他們亦有相同的課題。 

F.前部長曾告訴我，他曾拜訪台灣，受到當時交通部毛部長禮遇與親切

的接待，留下深刻印象，希望本次的參訪，亦能給予一個豐富的行程，

持續強化雙方關係。 

(2) 團長:鐵工局周永暉局長 

A.首先非常感謝英國交通部與外貿協會之安排，毛副院長與交通部葉部

長都十分重視台英之技術參訪。 

B. 台灣馬總統積極推動節能減碳，要求於 2020 年前可以達到 2000 年之

碳排標準。 

C.台灣是一個島國，我們預定於 2020 年前完成環島鐵路的電氣化，以提

升鐵路的運輸效能，吸引更多人使用鐵路，這亦是節能減碳之一環，

因為節能減碳最大的部分正是交通部。 

D.另外台灣正推動一個鐵道復興的 10 年綱要計畫，預訂於 2025 年前投

資 100 億~130 億元建設鐵路工程。 

E.我們知道英國鐵路之產業鏈建立受到英國交通部非常大的支持，但台

灣目前仍有相當大的差距，所以我們有一個產官學之溝通平台是相當

重要的，因此台灣成立了一個軌道協會，由中華顧問工程司郭蔡董事

長擔任協會主席，郭蔡董事長亦來自交通部，並親自參加參訪團，可

以有效推動兩國間之合作。 

F.交通部葉部長希望鐵路可以成為人民美好生活的連結，因此，我們在

此有三項事情希望向  貴國請教： 

(A) 台灣正在推動組織改造，預定將鐵工局及高鐵局合併為鐵道局，

類似於  貴國之Network Rail(負責全英國鐵路建設)及Office of Rail 

Regulation(發放鐵路營運執照與同意資金投資計畫)之業務組合，

未來鐵道局主要權責為台灣鐵路局及台灣高鐵公司之監理，但台

灣鐵路局係屬國營鐵路，台灣高鐵公司則是 BOT 的民營鐵路，未

來如何平等對待，希望請教  貴國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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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我想每一個國家的環境不同，自己一定知道自己問題的答案。基

本上英國中央政府尊重差異，ORR 與 NR 是不同之管理層級與屬

性，所以在英國分為兩個單位。英國高速鐵路一開始是一個公民

營合作的計畫，我亦不知道如何管理，但我們不應維持不變地看

待計畫，我們將保有彈性去面對改善問題。以英國經驗原本只有

一家國營鐵路，但品質效率不佳，成為了政治議題，已無技術問

題，後來將其全部民營化，但仍未成功，後來改變為部分政府部

分民間合作方式，像目前的情況，發現其效率最高，這樣創新的

作法，確實使得民間創新的理念、管理方式等可以納入，並吸引

民間的投資，同時提高了民眾的滿意度，目前看起來是成功的。 

Q2：台灣軌道人才同樣不足，我們希望藉由改建工程來培養技術人

才，現在英國有 2 個軌道專業的技術學院，可以有多一些名額給

台灣，讓我們派年輕工程師參與課程，並簡化其手續。 

Ans:軌道是全球的市場，兩國間亦可能有工程人員相互往來工作。明

天會有專題說明軌道技術學院的課程，相信大家會有更深入的了

解，另交通部應看重每一個重大工程的規劃與期程安排，讓軌道

人員可以看到長遠的發展，這樣才可以留住人才。 

Q3：台灣辦理公民營合作尚有相當的困難，而臺鐵自 1887 年開始建

設，已形成了一種鐵道文化，但對於鐵道改建或新建的資金需求，

亦相當迫切，故希望由土地開發挹注資金，但又面對鐵道文化的保

留，形成了一定的衝突，不知英國如何克服這種衝突。 

Ans:政府要認真的分析 PPP 的營運計畫是否真正的可行，包括其風

險、收入、投資等，另外計畫要有彈性，可以隨時調整。例如英

國高鐵 2 期計畫預估要 5,000 萬英磅，政府亦不可能全部投資，仍

然仰賴 PPP 計畫的推動，當然我們也會審慎評估其可行性。 

英國政府曾建設 Jubile Line，含有土地開發，該計畫土地開發

商賺了相當多的錢，但政府確沒有得到好處。因此，如何決定土

地開發之時間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如果太早進駐，開發商將獲

得太多好處，若太晚則沒有辦法吸引投資，故政府應拿捏好時間

點，使得雙方皆有最大收益。但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課題。在英

國軌道與開發是聯合在一起的，如何於兩個衝突中找到平衡點，

時間點的決定將是非常重要的，要將開發的利益儘量給大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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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一小部分吸引開發商的投資。 

歷史建築與開發如何結合應於建設時保留文化價值，後續的

Pancras 車站的重建開發是一個成功的案例。本次行程中亦安排參

觀，屆時你們可以有深入了解。 

G.最後邀請部長有機會可以到台灣訪問。 

  

圖 2.1-1  英國交通部長-周局長合影 圖 2.1-2  英國交通部與參訪團合影 

2.2 英國鐵路發展簡介 

為使台灣代表團易於了解英國鐵路近年發展，由英國軌道工業協會理事

長 Mr. Jeremy Candfield 作的簡介，其中有關英國鐵路自採用公民營合作模式

後，所取得相當之成果及其近年將推動之重大計畫，已於拜訪交通部長之摘

要重點中說明，以下針對英國公民營合作模式摘要說明： 

(1) 英國鐵路客運營運模式 

A.英國鐵路客運部門的角色和英國政府及其他私營部門經營者界限分

明，公私部門之關係如圖 2.2-1。 

B.基於標準英國經濟調控模型(rab-based)，英國的軌道和基礎設施皆為英

國國營鐵路公司(NR)所有，經營、維修也由該公司負責。列車營運公

司支付軌道使用費給英國國營鐵路公司，而投資金和定價由監管機構

(英國鐵路管制局)制定，每五年調整一次。 

C.特許經營的列車營運公司(TOCs)依政府規定之特定時間和路段提供班

次。這些公司可以選擇政府安排之線路，並接受政府補助或選擇盈利

較高的線路，盈餘支付予政府。 

D.大致上車輛皆歸租賃公司(ROSCOs)所有，因其特許經營權時效較長，

且與列車營運公司訂有契約。 

E.未有特許經營權之列車營運公司不受此框架規範。 

F. 由 22 家客運及 6 家貨運公司負責營運，彼此競爭客源，NR 與各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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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有合約義務，當一方妨礙營運，如車輛故障或是軌道維修不佳，

都可以相互求償。 

 

 

圖 2.2-1  英國鐵路客運公私部門關係示意圖 

(2) 鐵路客運特許經營 

A. 鐵道客運服務由各列車營運公司(Train Operating Companies, TOC)提供。 

B. 鐵路公司競標特定路線的客運服務，由政府指定最低服務水準。根據

交通部現行政策，鐵路特許經營期大於 15 年。 

C. 鐵軌與號誌建設仍為英國國家鐵路公司擁有及運作。 

D. 近 2 年尚有 Northern、Transpennine、Great Western 等路線經營權即將開

標。 

E. 特許經營遴選條件 

(A) 經濟與財務狀況。 

(B) 技術與專業能力。 

(C) 投標者的安全政策與過去安全載運鐵路旅客之紀錄。 

(D) 運輸產業表現與經驗。 

(E) 特許經營之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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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與英國國家鐵路公司合作經營經驗。 

(3) 機車車輛 

A.英國鐵路機車車輛並非公有，而是由車輛租賃公司出資，再租予列車

營運公司。大規模的車輛採購由政府主導，而小規模的業務(200 至 250

輛)一般由國內三家車輛公司出資。 

B.機車車輛事業共同的特性，乃是將建造、擁有與維修風險由公部門移

轉至私部門，合約期間通常長達 20 至 30 年。2011 至 2014 年間，私部

門總投資金額約達 60 億英鎊。 

2.3 軌道技術學院簡介 

學院係考量英國未來 10 年之軌道相關從業人員高達 10 萬人，為滿足此

一需求而設立，不同於一般學校型式，相關重點說明如下： 

(1) 學院專業領域 

A.學院專業技術涉及電力、號誌、通訊、車輛及軌道，但不含土建、電

力公司至變電站等範圍，如圖 2.3-1。 

B.技術層次 

(A) Senior Engineer / General Manager 

(B) Technician / Manager 

(C) Skilled Artisan / Supervisor 

(D) Semi-Siklled 

 

Not included: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ower from Grid 
to Substation

‘Generic’ parts 
manufacture

Included:

Power – from
Substation to 
Railway & OHL

Signalling & 
Telecoms 

Train Build
& Maintenance

Track Renewal
& Maintenance

 

圖 2.3-1  英國軌道技術學院專業領域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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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軌道未來 10 年之總需求人力約 10 萬人，如表 2.3-2。 

表 2.3-2  英國未來 10 年軌道專業人力需求 

Type of Activity Number of People 

Track 55,500 

Signalling & Telecommunications 12,000 

Electrification & Plant 3,500 

Stations etc. 15,500 

Total Infrastructure  86,500 

Traction & Rolling Stock 13,500 

Total 100,000 

% Engineers & Technicians 17% 

% Female 4% 

(3) 學院並非設有實體之校園，而係藉組織軌道相關公司(共 90 家公司)；講

師及考核人員(共 450 位)等，再依各種不同技術需求編排課程，達成訓練

及考核之目的。 

(4) 技術人才供應鏈制度建立 

A.學院為使人才訓練與使用相符，建立一套資訊管理系統，讓供、需雙

方可以透過平台取得相關訊息，如圖 2.3-2。 

B.配合上述平台運作，將每一個訓練之技術與一個 Skilled ID，作為認證

之用。如圖 2.3-3。 

 

Central 
Processor

National 
Database

Organisations

Trainers & 
Assessors

Course Directory

Training and Assessment 
Content

Access via Web Portal Mobile Access

Employee Record

CPD / Career 
Planning

Skills Forecasting

Supply Demand

Accredited
Training

SkillsID

Common Reference Library
(Job Roles, Qualifications etc.)

 

2.3-2  軌道技術學院供需管理資訊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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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companies 
employing  

16,000 individuals 
already registered

 

圖 2.3-3  軌道技術學院提供專業訓練合格人員 Skilled ID 認證 

 

 

 

 

 

 

 

 

                      圖 2.3-4 作者與軌道技術學院校長合影 

2.4 全生命週期成本概念應用 

於拜訪 NR 時，介紹最新全生命週期成本(Whole Life Cost, WLC)概念，

NR 在各項投資皆以 WLC 評估，一般鐵路設備週期為 20-25 年，從建置及維

修各項成本進行投資分析。NR 專家舉出眾多實例，例如選擇鋼結構還是 RC

結構、或是列車設備、通訊系統及車站更新等，皆以 WLC 評估，並鼓勵以最

有利標方式，選擇最佳廠商。 

可以確認營運維護成本實較初期興建之成本花費為高。因此做好營運維

護工程之品質管理才可確保公共工程及設施在工程使用年限內，以最經濟合

理的費用支出使其達到最佳的使用與運轉狀態，並提供維持安全、永續發展  

環境的最基本保障。藉由完善的管理流程與標準制度的執行，消除其潛在的

危險因子，讓使用者在安全、舒適、健康的環境下操作與使用，提高結構物

的適用價值。全生命週期中之規劃、設計、及建造階段的成本屬於固定成本，

營運、維持、修繕、更新等費用屬於變動成本，而佔整個全生命週期成本大

宗者屬變動成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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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國鐵路工程參訪 

3.1 參觀 Cross Rail 於 Paddington 車站新建工程 

因應倫敦東西間之交通需求，持續擴建新的鐵道，並於既有 Paddington

車站旁進行施工，該工程具有下列特點： 

(1) Cross Rail 為英國最大軌道投資，將開闢倫敦東西向新式鐵路系統，捨棄

原有區域鐵路在城市周圍轉乘地鐵之概念，直接將區域鐵路透過地下方

圖 2.4-1 作者與參訪團於 NR 公司合影 

圖 2.4-2NR 公司主管介紹全生命週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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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進入市區，並且與各主要地鐵站共構，預計能減少進入市區一半旅行

時間，增加外圍土地開發價值，達到投資回收機會。 

(2) 於既有車站旁開挖施工(如圖 3.1-1)，須因應困難之環境，且不得影響線

上鐵路運作，設有完整之既有站體監測系統(如圖 3.1-2)。 

(3) 採用特殊支撐工法，利用可再重覆使用之活動伸縮支撐鋼構，用地支撐

開挖後兩側之既有建築。(如圖 3.1-3、圖 3.1-4) 

(4) 保留既有建築，並於新車站建設時一併活化相關週邊，提高投資者的意

願。 

(5) 設計單位利用 BIM 及多種模擬系統，解決介面問題，精確控制品質及進

度，預計在 2018 年即可完成通車。 

(6) 計畫概念或許可作為台北都會區周邊城市如基隆、桃園等城市發展模式

參考，亦即活動中心是台北市，連結模式不限以捷運系統為選項，而利

用臺鐵提速及快速連接，能更快速帶入周邊城市乘客進入市區，排除以

捷運逐站停靠方式服務。在工程方面，Cross Rail 需面對眾多既有鐵路系

統及其限制，尤其建設工程特別複雜。在工地參訪中遇見來自台灣的工

程師(圖 3.1-5)，格外顯得親切，在進入工地之前與入口處揭示各項工安

注意事項(圖 3.1-6)，提醒進入工地安全。 

 

 

 

 
 

 

 
圖 3.1-3 參訪 CROSSRAIL 工

地支撐鋼構(1/2) 
圖 3.1-4 參訪 CROSSRAIL 工地

支撐鋼構-(2/2) 

圖 3.1-2 監測 Pattington 車站變

位之雷射反射鏡 

圖 3.1-1 參訪 CROSSRAIL 工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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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參訪大東部(Great Easted Rail)鐵路電車線更新 

      具 170 歷史的英國傳統鐵路正進行各項設備之提升計畫，主辦單位安排參訪 

    London Paddington、King，s  Cross ﹠St Pancrastransformed major station 

    等站場設施。並獲安排進入駕駛室，自 London Liverpool Street 至 Shenfield 及 

    Chelmsford 沿線觀察英國大東部主線(Great Eastern Main Line 簡稱 GEML)站場、 

    站間電車線設備。 

      英國大東部主線(GEML)為具 60 年傳統電車線線路，是一條非常忙碌之線路，為 

    了因應 2012 奧林匹克運動會列車班次增加並提升時速至 160 km/h，其既有架空線 

    支撐系統是無法承受增加之容量及行車速度之提高。Network Rail 負責該線路之改  

    建，該公司係採在既有結構及線路上更新架空電車線系統，頗值得借鏡。 

    觀察其電車線系統之提升與改善，除應計算提供電力車足夠電流量所需接觸線、主 

    吊線線徑之大小外，主要藉張力之調整與懸臂組之改善，來提升電車線系統之張力 

    強度與穩定度，以因應列車速度之提高。參訪重點如下: 

1、 採較輕型之懸臂組 

採不鏽鋼材質 、簡化設計、減少重量以盡量使用既有電力桿鋼構。 

 

 

 
 

圖 3.1-5 與來自台灣工程師合影 圖 3.1-6 工地的各項安全公告 

圖 3.2-1 Pully 採塑膠製品 圖 3.2-2 Great East-既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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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Great East -既設系統 圖 3.2-4 Great East -新系統-門架

桿懸臂組 

圖 3.2-7 Great East-電車線更新 

圖 3.2-5 Great East -新系統-既

設桿懸臂組 

圖 3.2-6 Great East -新系統-單桿

懸臂組 

圖 3.2-8 Great East-電車線更新 

圖 3.2-9 電車線懸臂組    圖 3.2-10 電車線懸臂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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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較低張力需求之路線採利用內部之機械彈力結構，可以任意調整所需張

力之可調式自動張力裝置。電車線可使用自動套夾，插入後即可自動鎖住，

有利節省現場施工時間。 

2、利用 3D 雷射斷面掃描儀器，建立路線 3D 模型，作為設計之參考依據。 

  3、號誌機利用門型架構裝置 

              

 

 

 

 

 

 

 

 

 

 

 

 

 

 

 

 

 

 

 

 

 

圖 3.2-11 自動套夾及張力調整組   圖 3.2-12 自動套夾及張力調整組   

號誌機架設於門型架 

 

號誌機架設於門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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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1、基本上臺鐵現有之傳統式架空電車線系統並無法應用於 220km/hr，若 

       欲提昇至 220km/hr，則所有懸臂組、主吊線、接觸線等須全部更新為 

       其他型式。 

     2、針對提速至 160km/hr，則須考量車速增加之電流增加、電車線之冷 

        縮熱漲效應等影響，應考量下列組件須予更新： 

    A.主吊線與接觸線應分屬不拉力，故每一張力之主吊線與接 

      觸線應分別設置張力滑輪組，不同於現有系統共用張力裝 

      置。 

    B.主吊線與接觸線因應系統增加，故應一併提高其截面，主 

      吊線為 95mm2、接觸線為 107mm2。 

    C.由於現有懸臂組之穩定臂較重，就集電弓與電車線之摩擦 

      接觸而言屬一硬點，故當車速提高通過時，可能導致集電 

      弓離線率過高，因此穩定臂應予以輕量化。 

3.3 參訪 King Cross 及 St Pancras 車站 

這兩個車站係倫敦與英國其他重要城市間及歐洲之星發車地，該兩車站

配合公私營合作政策，引入數個投資集團共同開發車站及周遭地區，使得成

為倫敦另一個逛街購物及觀光休息的重要地方，顯示與民間合作模式引用相

當成功，目前仍有開發案進行中。 

(1) 車站開發後之商場，人潮相當多如圖 3.3-1。 

(2) 車站開發過程仍保留既有建物，適當融入新的車站改舊是非常成功的案

例，一些新舊融合之照片，如圖 3.3-2~-4。 

(3) 車站週邊投資開發了商場、飯店等。 

  

  
圖 3.3-1 KingCross 改造後現場人潮 圖 3.3-2 改造-既設建築旁加上鋼衍架 

造型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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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參訪 Heathrow 機場之 PRT 系統 

(1) PRT 系統簡介 

A.PRT 系統自 1975 年即已問市，但因技術尚未成熟，且定位不明，導致

營運及成本缺乏競爭力。 

B.最近一代的 PRT 系統：Advanced Personal Rapid Transit(APRT) 

(A) 英國 Ultra Global(UG)公司所研發的 APRT 系統，集合現代科技及

材料，為小型化、輕量化，以電腦控制之無人駕駛的電動車輛，

運行於專用導軌上的捷運系統。 

(B) 最後一哩區域網路化的短程與轉乘運輸服務。 

C.智慧型的 APRT 系統營運方式 

(A) 提供需求反應(On demand)、點對點的直達服務，沒有固定的班表。 

(B) 乘客不需分辨車站網路及行駛方向，只要選擇目的地後即可順利

到達。 

(C) 點對點的直達服務，沒有固定路徑，由系統決定最佳路徑，提升

整體營運效率。 

(D) 系統依乘客需求派遣車輛，在離峰時段可大幅降低空車運轉，節

省營運成本。 

(E) 行駛於專用路線，免除塞車問題，快速抵達目的地，平均營運速

度可達 35km/hr(LRT:15km/hr；MRT:35km/hr)。 

(F) 中央行控加上自動導航，系統於 2003 年獲得英國國家安全認證。 

D. 低建置及維運之成本 

(A)導軌寬僅 1.6m，路權及淨空需求低，降低對市容的影響 

圖 3.3-3 Pancras 改造活化(1/2) 圖 3.3-4 Pancras 改造活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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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導軌結構簡單，沒有複雜的轉側及供電設備。 

b.車站設計可依需求彈性變更規模。 

c.系統機廠僅需簡單的維修設備，可規劃於地下或二樓樓層，大幅

降低土地成本。 

d. 最大爬坡力為 10%，轉彎半徑小(5cm)，可靈活規劃路線，善用

都市土地。 

(B) APRT 機電系統大量採用一般商業市場成熟之產品及技術 

a.如汽車之基本底盤架構、電池及內裝。 

b.一般商用電腦及網路通訊之設備。 

(C) 營運效率高，且僅需簡單維修設備，節省系統維運成本 

(2) 現場參訪重點 

PRT 系統已成功建置於英國 Heathrow 機場第 5 航廈及其停車場間，

用於服務機場附近停車場至機場航廈間之載客服務，由於旅運特性及現

場土木條件符合 PRT 之特性，是一相當成功之案例，現場參訪重點如下： 

A. PRT 設置由個人決定目的之機器，當選擇路線後，系統會自動派車，

如圖 3.4-1。 

B.車輛 

(A) 乘客於車輛內，僅須操作關門及啟動即可，車輛內部簡潔，如圖

3.4-2~3。 

(B) 車輛採用快速充電方式，於停靠車站時即可進行，車站如圖 3.4-4。 

(C) 車輛屬自動駕駛旁邊設有雷射感應，避免碰撞軌道。 

(D) 車站設備如圖 3.4-5。 

C. 控制室重點 

(A) 平時由 2 人操作，相互支援，惟系統為全自動化。(如圖 3.4-6~7) 

(B) 可以監視每一車輛內部影像之狀況。(如圖 3.4-8) 

(C) 監視每一部車輛之運轉情形，若有異常可以立即處理。(如圖 3.4-9) 

E. 列車控制通訊 

由於須完整監視列車內視訊及定位與車輛各式訊息，故採用寬頻

之 IEEE 802.11 之無線區域網路，沿線於適當地點設基地台。另於路段

上為保持安全避免碰撞，故同軌道系統設計感應「線圈」，形成閉塞區

間，此一功能並獨立於控制系統外，以提高安全性。(如圖 3.4-10~11) 

F.維修車機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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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 PRT-路線選擇機 圖 3.4-2  PRT-車輛內部(1/2) 

圖 3.4-3  PRT-車輛內部(2/2) 圖 3.4-4 PRT-車站 

內部就像一般車輛維修廠，並無須特別配備，另設有維修用車輛，

當車輛於軌道上故障時，可前往救援，如圖 3.4-12。 

  
   

  

圖 3.4-5 PRT-車站控制設備 圖 3.4-6 PRT-控制室(1/2) 

圖 3.4-7 PRT-控制室(2/2) 圖 3.4-8 PRT-控制室-車廂內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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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訪英國重要軌道技術供應商 

(1) 西門子公司 

除了管理單位拜訪，UK RIA 也安排參訪 Siemens 在 Chippenham 工

廠，此工廠原為西屋(Westinghouse)公司所屬，在 2012 年後併入 Siemens，

仍承接原有生產工作，包含道岔控制、鐵路號誌、平交道設備及通訊設

備等，其中系統部門正在更新倫敦地鐵維多利亞線控制系統，並且協助

桃園機場捷運控制系統，兩套系統幾乎完全相同，採用無線通訊控制。

圖 4-1 桃園機場捷運系統測試 

圖 3.4-9 PRT-控制室-車輛運行監視 圖 3.4-10 PRT-控制室-車輛閉塞控制監視 

圖 3.4-11 PRT-軌道 圖 3.4-12 PRT-車輛內部控制通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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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過程中，看到英國工程師正在建構台灣機場捷運控制系統及中文控

制畫面，有點時空錯亂感覺，也發現台英鐵路關係非常密切。 

 

 

 

 

(2) Trapeze 公司 

在拜訪 Trapeze 公司時，看到最新鐵路運作控制系統，該公司系統將

每日時刻表，以風險程度顯示控制螢幕，讓操控人員可以清楚監控潛在

問題發生區域，一旦問題發生，控制人員即可立即執行｢線上模擬｣，找

出最佳方案，並下達指令，動態調整列車時刻或避讓方式，以減少整體

營運耽延。此系統亦可監督車輛維修情況，當列車組合時間超過允許運

轉時間，即提出警告，替換車輛執行該項任務。 

 

 

 

 

 

 

 

 

 

 

 

 

圖 4-2 桃園機場捷運系統測試 

圖 4-3 列車控制模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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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PA 公司 

LPA 公司軌道 LED 製造廠以製造軌道照明設備為主，因軌道設備常

有震動、斷電等狀況，比一般環境更為嚴苛，LPA 公司供應眾多軌道車

輛內部及外部照明(Siemens、Bombardier、ALSTOM)，提供節能解決方案，

其穩定性較一般市售 LED 設備更佳。LED 燈具一般運用的運輸場所如軌

道、公路隧道側之照明、車站場站，公司所生產的燈具均配合購買廠商

所需燈具型式加以設計規劃、組裝、運送一貫作業，由於 LED 燈具雖然

較一般傳統燈具建置成本昂貴，但由於其生命週期較長，具公司聲稱達

20 年之久，仍值得推廣，目前英國車站場站越來越普遍使用。 

 

 

 

 

 

 

 

 

 

 

 

圖 4-4Trapeze主管介紹列車控制模組化 

圖 4-5 作者與來自台灣工程師留影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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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ECHAN 公司 

MECHAN 軌道車輛頂升設備是全世界知名維修設備公司，最經典設

備就是將整列車頂升檢車，其設備採用機密電腦控制，自動調整各設備

馬達速度使其平衡，包含歐洲之星(Eruo Star)及倫敦地鐵皆採用其設備。

目前臺鐵富岡基地也有一套設備，惟臺鐵車種設備種類繁多，軸距規格

不一，使用時採用臨時墊片，日前不慎滑落，造成車輛傾斜損傷，原廠

建議各車種應有一套適合設備，或是至少使用類似車種，避免造成操作

風險，此公司更讓人驚訝的是，全公司僅有 22 人，卻得到一年 2500 萬

英鎊以上訂單。 

 

 

 

 

 

 

 

 

 

 

 

圖 4-6 公司主管介紹 LED 生產運用情形 圖 4-7 參觀 LED 生產組裝情形 

圖 4-8 列車車輛頂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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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alfour Beatty Rail(BBR)公司 

在 Balfour Beatty Rail(BBR)軌道及電車線自動檢驗設備及軌道基礎設

計公司，介紹最新偵測技術，應用紅外線、影像技術能快速檢驗軌道及

電車線問題，剛好此時國內軌道電車線斷落事件引起鐵路局代表重視，

目前臺鐵檢驗車輛設備損壞多年無法更新，對於此套系統多次提問；另

台北捷運在松山線通車前將進行 3D 空間基礎設備測量，對於該公司所提

供檢測設備非常有興趣，希望能有機會在台北捷運使用。 

 

 

 

 

 

 

 

 

 

 

 

 

 

圖 4-9 列車車輛頂升機 圖 4-10車輛提升電腦控制單元 

圖 4-11 電車線自動檢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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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otts 工程顧問公司 

Motts 工程顧問為英國重要軌道顧問，參與眾多海內外工程顧問，該

公司是一間跨國公司，擁有超過 14700 位員工，其客戶遍布世界 120 多

國，台灣—高雄捷運公司為其客戶之一，Motts 工程顧問目前在工程和諮

詢管理是世界最大的工程管理公司之一。該公司一年的營業額超過一億

英鎊，員工擁有汽油、通訊、水資源、電力、環境、城市發展、運輸及

工業多方面技能，由於多樣性工作使得公司獨一無二。Motts 工程顧問並

利用其全球資源及經驗在計畫、設計、採購、提供任何類型的規模項目。

Basil Mott 先生創新於倫敦地鐵的發展，並不斷提出改善及發展世界各國

的地鐵系統，公司工作員工擁有世界一流獨立、公正的專業知識頂尖能

力，使得在世界各國的競爭下獨天獨厚，此次有機會與海外負責人 Mr. 

Dumolo 交流，希望能增加國內公司與 Motts 工程顧問有更多合作機會。 

     

 

 

 

 

 

 

 

 

圖 4-12 應用於軌道基礎設備檢測 

圖 4-13 參訪團與 Motts 公司主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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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Lloyd's  Register 勞氏驗證公司： 

    勞氏驗證公司創立於西元 1760 年至今已有 253 年的歷史，初期投入船舶

驗證，發展至今從事多元化驗證工作，勞氏公司提供獨立的財務及專家

報告給一般事業單位作為高營運風險、密集的資產，以提升生命安全、

資產及環境給資方參考。勞氏驗證公司是一個公正而獨立且歷史悠久的

公司，其業務遍布世界各國，舉凡軌道工程、車輛、船舶、軟體等均為

其驗證範圍，也提供事業單位營運管理服務報告，在運輸能力上提供財

務、專家報告、訓練，在專家報告方面提供系統驗證、工程設計、號誌

系統、列車控制、車輛設計、船隊績效、監控系統、人因工程、軌道營

運、噪音、振動、環境研究、資產管理等研究報告，在資產管理方面提

供資產控制最佳化、及時環境監視系統、船隊的績效、生命週期成本分

析、能源效率等服務。本次參訪勞氏驗證公司，其公司歷史悠久而古典

的裝飾、百年圖書館、議事廳，令人耳目一新，勞氏自從擔任台灣高鐵

驗證單位後，也陸續投入船運以外之 IV&V 工作，此次介紹軌道車輛驗

證，利用 BIM 類似模型，檢驗各項可靠度及評估風險，對於鐵道工業安

全扮演重要角色。 

      

 

 

 

 

 

圖 4-14Motts 公司主管簡報業務 圖 4-15Motts 公司主管簡報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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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勞氏公司主管為參訪團簡報 圖 4-18 參訪百年圖書館 

圖 4-16 參訪團在勞氏議事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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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察心得及建議 

一、考察心得 

  (一) 由於近年來油價高漲，居高不下以及全球暖化造成環境劇烈的變化天氣 

      異於常態，世界各國開始注重運輸的節能減碳功效，而軌道運輸系統除 

      扮演城際運輸間重要橋梁，其低汙染、運輸量大為其最大特色。所以綜 

      觀世界各國漸漸對於軌道運輸特別重視，也對於軌道運輸的發展不斷投 

      入及研發新技術，用於解決軌道運輸的新難題，創造軌道運輸的功能。 

  (二) 此次有機會參加英國貿易文化處舉辦參訪活動，不但見識到兩國在貿易 

      上已經有了彼此往來貿易的基礎，也實際了解英國在軌道運輸上發展現 

      況以及研究，尤其目前正在使用的新運輸系統，如運用在機場航廈與停 

      車場間的個人化快速運輸系統(PRT)運用，以及其後端的行車控制系統及 

      維修系統，電車線的建置系統、列車排點系統的運用、無線號誌系統與 

      軌道電路運用、轉轍器的研發控制、LED 照明的製造流程及運用於運輸 

      場站、車輛維修提升機的建置、全生命週期成本觀念的運用於建設上 

      等等，雖然只參訪部分公司與車站據點，無法了解英國軌道發展的全貌， 

      但已受益良多。 

   (三)英國國鐵在 1994 年完成民營化後，將組織劃分成 Railtrack 和 BRB(British  

       Railway Board)，其中 Railtrack 擁有所有基礎建設軌道號誌和通訊系統， 

       負責軌道運輸安全，BRB(British Railway Board)則擁有車輛及運輸服務。 

       但實施多年來部分民營公司由於經營績效不彰，軌道安全出現問題，最 

       近已有收回國家經營之議，顯見政府對大眾運輸工具的重視。 

     (四)在英國參訪期間台鐵發生 228 電車線遭列車扯斷事故，因發生時間在上 

        班尖峰時段造成旅客時間耽誤外，也影響到台鐵企業形象。顯示台鐵營 

        運效率低落與人員訓練青黃不接之窘境，由此可見台鐵設備檢修制度未 

        能落實，應及早建立風險管理制度，全生命週期成本觀念，引進先進的 

        軌道檢測設備，提升軌道設備檢測效率以及事先的預防措施，以降低軌 

        道運輸的事故率，保障旅客生命財產的安全。 

二、建議事項 

   在此次參訪過程中雖然多拜會英國交通部及多家軌道工業廠商，對於英

國鐵路車站經營管理上比較沒有深入了解，但行程上仍有利用英國鐵路運

輸，路過車站及搭乘運輸工具，雖行程緊迫但仍盡量留意車站各項設施及

建設，就業務上可行部分提供些許建議，期能提供未來台鐵經營管理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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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一) 目前台鐵自動驗票閘門僅可使用背儲式車票通過，部分地區雖可利用立 

    桿式電子票證機通過但沒有與自動驗票閘門結合在一起，增加車站不少設  

    備也佔據車站不少空間，應該整合在自動驗票閘門上，方便旅客使用提升 

    服務品質。另外車票入口處與出票處應減短距離，方便旅客取票，減少旅 

    客漏取車票，另外也減少車票在閘門輸送距離減少閘門故障機率。 

 

 

 

 

 

 

 

 

 

 

 

 

(二) 月台上站名均以倫敦地鐵的 Logo 為標誌其上加上車站車名，且尺寸也相 

 當大旅客與車廂內很容易看到到達車站，在月台前、中、後均有設置，方 

 便旅客識別，不至於誤下車站。 

 

 

 

 

 

 

 

 

 

 

 

圖 5.1 旅客使用閘門情形 

圖 5.2 月台上車站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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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旅客在月台上的狀況及需求不同，月台設置 Help Point 其上設置有 Fire 

Alarm、Emergency Botton、Information 三種按鈕，並加以標示，提供旅客各

項不同需求按鈕，解決旅客所需。 

 

 

 

 

 

 

 

 

 

 

 

 

 

(四)  台鐵電梯往往礙於月台寬度或空間不足，大多僅容納 10 至 15 人，尤其如

有身障輪椅可能僅有一至二部輪椅可搭乘上下電梯，不但耗時且增加電梯上

下次數，耽誤旅客搭乘時間，應可考慮適當增大電梯乘載人數，不但增加旅

客搭乘舒適感，減少等候電梯時間，提升服務品質。 

 

 

 

 

 

 

 

 

 

 

 

 

圖 5.3 月台上設置 Help Point 按鈕 

圖 5.4 可乘載 50 人的大型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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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台鐵目前的自動驗票閘門僅供一般旅客通過，對於身障輪椅、兒童推車、

大型行李無法從閘門通過，必須另開人工閘門使其通過，增加收票同仁的負

擔，也對這些旅客不夠尊重，應增加此類自動閘門，提升旅客服務水準。 

 

 

 

 

 

 

 

 

 

 

 

 

(六)  由於百年車站古典美，及新式鋼骨架構車站融合在一起，呈現不同風貌，

既可保留傳統建物再利用，使整體車站面向再擴大，因應未來的車站發展，

活化傳統車站再利用。 

 

 

 

 

 

 

 

 

 

 

 

 

 

 

圖 5.5 適合身障輪椅、兒童推車、大型行李通過閘門 

新舊站房融合設計不衝突 

圖 5.7 新舊站房融合設計不衝突 圖 5.6 新舊站房融合設計不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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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自動售票機分散設置於車站入口處，分散各方向來的旅客，自動售票機採

觸控式螢幕，增加各種選項，可用信用卡購票，也可以電子票證加值，功能

融合在一機。 

 

 

 

 

 

 

 

 

 

 

 

 

 

 

(八)  五彩繽紛的自動驗票閘門，提供旅客不同感官效果，其中在扇門及適當位

置增加廣告或是文宣，隨時宣導並提供旅客注意。 

 

 

 

 

 

 

 

 

 

 

 

 

 

圖 5.8 加值型自動售票機 

圖 5.9 五彩繽紛自動驗票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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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由於旅客經常攜帶大型行李，幾個大型轉乘車站提供行李推車，並在候車

較大空間集中管理作明顯標示，方便旅客使用。 

 

 

 

 

 

 

 

 

 

 

 

 

 

(十)  Express 列車上設置大型行李置放處，提供旅客置放避免行李置放於走道，

避免影響旅客進出動線，方便旅客隨時提放。 

 

 

 

 

 

 

 

 

 

 

 

 

 

 

 

圖 5.10 集中擺放行李推車 

圖 5.11 列車上大型行李置放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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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轉乘車站公布欄集中提供各項資訊摺頁，包含轉乘時刻表、鐵路相關資 

     訊，在透明壓克力內放置規格一致的資訊，摺頁整齊擺放提供旅客所需。 

 

 

 

 

 

 

 

 

 

 

 

 

 

 

(十二) 由於鐵路路線相當複雜，車站內提供營運、轉乘路線圖，對於不常搭乘火 

    車的旅客而言，從營運路線圖上車站節點獲得轉乘資訊，才不至於搭錯列 

    車，影響搭乘時間或錯過車站。 

 

 

 

 

 

 

 

 

 

 

 

 

 

圖 5.12 提供旅客摺頁資訊公布欄 

圖 5.13 營運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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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於車站端末月台列車停靠月台設置緩衝式止衝擋，避免列車停靠失當造成 

     衝撞端末月台。 

 

 

 

 

 

 

 

 

 

 

 

 

 

(十四) 列車上張貼安全注意事項之使用方法及時機，讓旅客知悉列車上各項安全 

    設施使用方法及使用時機。 

 

 

圖 5.14 緩衝式止衝擋 

圖5.15列車上各項安全設施說明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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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車站外結合類似台北 U-bike 自行車，提供旅客利用電子票證刷卡取用，不 

    但節能減碳又環保。 

 

 

 

 

 

 

 

 

 

 

 

 

 

 

 

 

 

 

 

圖 5.16 車站外的 U-bike 自行車 圖 5.17 車站外的 U-bike 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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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簡報摘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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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L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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