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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頁數： 101頁

第一部份：「安全」一直是所有運輸業者賴以生存的基礎，也是臺灣鐵路管理局對所有旅

客不變的承諾。而近年來各式各樣的危安事件發生，讓大眾對搭乘公共運輸工具的安心感

不再，人為的事故所造成的心裡陰影更勝於意外的交通事故，如何恢復及重建安全的公共

運輸環境，乃是陸、海、空全體運輸業共同的課題。 2013年4月12日台灣高鐵發生遭人放

置爆裂物之案件，造成人心惶惶；2014年5月21日臺北捷運公司江子翠站發生持刀隨機殺人

事件，造成多人傷亡，更凸顯大眾運輸安全的強化刻不容緩。因此交通部由陳政務次長建

宇除於103年5月29日邀集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法務部、中央警察大學、內政部警政

署、相關縣市政府、交通部各司、轄屬運輸機關，召開「陸海空運輸安全策進作為相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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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摘要：

宜會議」；103年6月19日交通部更會同內政部共同召集「軌道運輸系統緊急危安事件因應

策略會議」，廣邀專家學者及相關單位共同參與，以落實各項維安觀念並集思廣益研提具

體對策及措施；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亦完成「美、日、英、中國大陸及德國鐵路安全措施報

告」供相關機關參考；交通部並會同內政部共同組團於103年8月24日至30日赴日本考察

「交通運輸危安事件應變處理」期能吸收國外經驗，週全海、陸、空運輸危安事件處理對

策。  臺鐵局於103年5月21日臺北捷運隨機殺人案後，亦配合交通部相關政策之指導，

推動各項危安事件策進作為，就安全人力、安全設備、法令及規章、民眾宣導、模擬演練

等面向，並將辦理結果函報交通部。 這次出國考察危安事件應變處理收益良多，在制度、

設備或是人員訓練部分多有斬獲。臺鐵身為國內規模最大的軌道營運機構，也期能藉由不

斷的向外學習，吸收所長，做為未來各項營運措施規劃與改善的方向，以提供民眾更安

全、舒適、便捷的運輸服務。同時也期望本次考察之心得及建議得以落實於未來之施政。

第二部分： 江之島電鐵株式會社是小田電鐵株式會社急旗下的一家子公司，102年4月間和

本局的平溪線締結觀光合作協定，江之島電鐵營業路線雖僅有10.2公里，但在觀光、文創、

鐵道三者結合之下，開創出另一片天，其經營模式亦是我們三大支線（平溪、內灣、集

集）最佳仿效的對象，此行是周局長上任以來第一次回訪也是天野社長今年上任以來雙方

首長第一次會面，對於今後繼續合作尤其具有深遠意義。 夷隅鐵道株式會社位於千葉縣房

總半島由於受到公路運輸興盛和少子化影響，夷鐵長期處於虧損狀態並面臨結束營業的命

運，近年在新任社長鳥塚亮帶領之下，提出各種經營方案，終於轉虧為盈得以繼續經營，

今年10月和本局集集線締結姊妹鐵道，發展鐵道國際交流合作為其年度工作重點，臺鐵支

線經營面臨同樣問題如何活化支線經營或是採ROT方式委託民間經營，將是此行參訪重

點。 由利高原鉄道「鳥海山麓線」(簡稱由利鉄)，位於秋田縣由利本莊市，和夷隅鐵道一

樣都是屬於地方公共團體和民間共同出資經營的鐵道，於今(103)年4月30日與本局平溪線締

結姊妹鐵路，雙方行車運轉方式仍維持使用電氣路牌閉塞方式，且軌距都是1067mm，全線

單線非電化，這種維持早期行車運轉模式，將鐵道文化以活化方式保存，至今仍吸引世界

各地鐵道迷不遠千里前來造訪。此次參訪係締結姊妹鐵道以來本局首長第一次回訪。 金澤

車站位於日本石川縣金澤市新保町，是西日本旅客鐵道公司位於北陸的重要車站，興建中

的北陸新幹線現階段工程的終點站，金澤站是一個傳統和現代融合的車站，位在車站東口

木造的鼓門已宛如金澤的地標，隱身在其後鋼骨結構的巨蛋更是現代藝術的表徵，堪稱車

站建築美學的典範。金澤站內商業空間的規劃歷經多次的蛻變已成為JR西日本在北陸最重

要的車站，營收在僅次於大阪和天王寺站位居第三，甚至超越京都站，車站的經營與管理

也是此行參訪的重點。 

電子全文檔： C10303281_01.pdf  

出國報告審核表： C10303281_A.tif  

限閱與否： 否

專責人員姓名： 張 慧 

專責人員電話： 02-23815226 分機 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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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安全」一直是所有運輸業者賴以生存的基礎，也是臺灣鐵路管理局對所有旅客

不變的承諾。而近年來各式各樣的危安事件發生，讓大眾對搭乘公共運輸工具的安心

感不再，人為的事故所造成的心裡陰影更勝於意外的交通事故，如何恢復及重建安全

的公共運輸環境，乃是陸、海、空全體運輸業共同的課題。 

    2013年 4月 12 日台灣高鐵發生遭人放置爆裂物之案件，造成人心惶惶；2014年 5

月 21日臺北捷運公司江子翠站發生持刀隨機殺人事件，造成多人傷亡，更凸顯大眾運

輸安全的強化刻不容緩。因此交通部由陳政務次長建宇除於 103年 5月 29日邀集行政

院國土安全辦公室、法務部、中央警察大學、內政部警政署、相關縣市政府、交通部

各司、轄屬運輸機關，召開「陸海空運輸安全策進作為相關事宜會議」；103年 6月 19

日交通部更會同內政部共同召集「軌道運輸系統緊急危安事件因應策略會議」，廣邀專

家學者及相關單位共同參與，以落實各項維安觀念並集思廣益研提具體對策及措施；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亦完成「美、日、英、中國大陸及德國鐵路安全措施報告」供相關

機關參考；交通部並會同內政部共同組團於 103年 8月 24日至 30 日赴日本考察「交

通運輸危安事件應變處理」期能吸收國外經驗，週全海、陸、空運輸危安事件處理對

策。 

  臺鐵局於 103年 5月 21日臺北捷運隨機殺人案後，亦配合交通部相關政策之指導，

推動各項危安事件策進作為，就安全人力、安全設備、法令及規章、民眾宣導、模擬

演練等面向，並將辦理結果函報交通部。 

這次出國考察危安事件應變處理收益良多，在制度、設備或是人員訓練部分多有

斬獲。臺鐵身為國內規模最大的軌道營運機構，也期能藉由不斷的向外學習，吸收所

長，做為未來各項營運措施規劃與改善的方向，以提供民眾更安全、舒適、便捷的運

輸服務。同時也期望本次考察之心得及建議得以落實於未來之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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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成員與行程簡介 

本次考察係由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鐵路營運監理小組）主辦，邀集交通部所

轄相關運輸單位及各縣市政府捷運公司，會同內政部相關單位聯袂至日本考察路、海、

空等之危安事件應變處理措施。 

一、考察成員 

表 1  考察團成員表 

 機關名稱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職稱 

1 
內政部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陳純敬 CHEN, Chwen-Jinq 

政務次長 

Political Deputy 

Minister 

2 
交通部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范植谷 FAN, Chih-Ku 

常務次長 

Administrative 

Deputy Minister 

3 
內政部警政署 

National Police Agency 
朱正倫 CHU, Cheng-Lun 

組長 

Director 

4 
內政部警政署 

National Police Agency 
吳明后 WU, Ming-Hou 

專員 

Specialist 

5 
內政部消防署 

National Fire Agency 
蔡欽奇 TSAI, Chin-Chi 

科長 

Section Chief 

6 
內政部消防署 

National Fire Agency 
劉貴香 LIU, Kuei-Hsiang 

技佐 

Junior Technical 

Specialist 

7 
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 

Railway Police Bureau 
劉南山 LIU, Nan-Shan 

副局長 

Deputy Commissioner 

8 
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 

Aviation Police Bureau 
施明燈 SHIH, Ming-Teng 

科長 

Chief 

9 
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 

Aviation Police Bureau 
劉昌輝 LIU, Chang-Huei 

科長 

Chief 

10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Taipei City Police Dept. 
黃瀰嬗 HUANG, Mi-Shan 

督察員 

Inspector 

1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Kaohsiung City Police Dept. 
馬慶 TU, Ma-Ching 

交通大隊長 

Commander of Traffic 

Police Corps 

12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 

Bureau of High Speed Rail 
胡湘麟 HU, Hsiang-Ling 

代理局長 

Acting Director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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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名稱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職稱 

13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 

Bureau of High Speed Rail 
楊正君 YOUNG, Cheng-Chung 

組長 

Director 

14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 

Bureau of High Speed Rail 
劉建宏 LIU, Chien-Hung 

科長 

Section Chief 

15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 

Bureau of High Speed Rail 
劉建愷 LIU, Chien-Kai 

副工程司 

Associate Engineer 

16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Taiwan Railways 

Administration 

周永暉 CHOU, Yung-Hui 
局長 

Director General 

17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Taiwan Railways 

Administration 

彭明光 PENG, Ming-Guang 
副處長 

Deputy Director 

18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Taiwan Railways 

Administration 

陳裕謀 CHEN, Yu-Mou 
科長 

Section Chief 

19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Taiwan Railways 

Administration 

高尚瑋 KAO, Shang-Wei 
專員 

Executive Officer 

20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Institute of Transportation 
葉祖宏 YEH, Tsu-Hung 

副組長 

Deputy Director 

21 
台灣高鐵公司 

Taiwan High Speed Rail 

Corporation 

陸衛東 LU, Wei-Tong 
協理 

Assistant Vice 

President 

22 
台灣高鐵公司 

Taiwan High Speed Rail 

Corporation 

楊海金 YANG, Hai-Chin 
資深經理 

Senior Manager 

23 
台灣高鐵公司 

Taiwan High Speed Rail 

Corporation 
楊藺庭 YANG, Ling-Ting 

專員 

Specialist 

24 
臺北捷運公司 

Taipei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 

傅敏雄 FU, Min-Hsiung 
處長 

Director 

25 
臺北捷運公司 

Taipei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 

洪育銘 HUNG, Yu-Ming 
主任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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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行程 

表 2  考察團行程表 

日期 時間 拜會行程 備註 

2014/8/24 

(日) 

上午 華航 CI 100：桃園機場→成田機場（第 2航站） 

 

下午 成田國際機場株式會社-考察成田機場安檢作業 

 

2014/8/25 

(一) 

上午 JR東日本總公司-危安應變措施介紹 

 

下午 JR東日本-參訪新白河總合研修中心 

 

2014/8/26 

(二) 

上午 
拜會日立製作所中央研究所- 

參觀驗票閘門爆裂物偵側及智慧型監視系統 

 

下午 拜會國土交通省 

 

2014/8/27 

(三) 

上午 拜會東京警視廳鐵道警察隊 

 

下午 拜會鐵道總合技術研究所 

 

2014/8/28 

(四) 
全天 拜會東京地下鐵-總合指令所 

 

2014/8/29 

(五) 
全天 拜會橫濱市港灣局-大棧橋國際客輪碼 

 

2014/8/30 

(六) 
全天 華航 CI 101：成田機場→桃園機場（第 2航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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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內容 

一、拜會成田國際機場公司（NAA）-考察保安作業 

表 3  成田國際機場考察行程及接待之日方人員 

日期：2014年 8月 14日（日）  14時～17時 

    出發˙   到達時間 （分） 行程 備註 

說 
明 14：00 ～ 14：20 0：20 

視察概要說明 

（機場第 2大樓 1樓特別接待室） 
 

移 
動 14：20 ～ 14：30 0：10 

機場第 2大樓 1樓特別接待室 ～  

NAA總公司大樓情報室 

步行 

5分 

考 
察 14：30 ～ 15：30 1：00 

在 NAA總公司大樓情報室播放成田國際

空港概要 DVD並說明保安措施 
 

移 
動 15：30 ～ 14：35 0：05 

NAA總公司大樓情報室 ～  

警備消防中心 

步行 

2分 

考 
察 

15：35 ～ 15：45 0：10 警備消防中心（1）、情報運用中心（2） 分組 

考察 15：45 ～ 15：55 0：10 警備消防中心（2）、情報運用中心（1） 

移 
動 15：55 ～ 16：05 0：10 

警備消防中心 ～  

機場第 2大樓 B1中央管理室 
 

考 
察 16：05 ～ 16：20 0：15 考察  B1中央管理室  

移 
動 16：20 ～ 16：25 0：05 B1中央管理室 ～ 3樓保安檢查場  

考 
察 16：25 ～ 16：40 0：15 考察  3樓保安檢查場  

移 
動 16：40 ～ 16：45 0：05 

3樓保安檢查場 ～  

1樓特別接待室 
 

考 
察
者 

本國交通部暨內政部等一行人  （25人） 

隨 
行 
者 

中華航空公司成田機場所長等 3人 

接 
待 
者 

NAA總合安全推進部  国枝部長、保安警備部  肥田  達史  主席、 

石井  經理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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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考察團於日本成田國際機場下飛機之後，立刻進行第一個考察行程，

拜會成田國際機場株式會社（NAA），全程除了日方接待人員外，中華航空公司成

田機場也派出所長等 3人進行接待及翻譯，令人由衷的感謝。 

考察團於成田機場第 2大樓 1樓特別接待室進行初步雙方人員介紹及視察

概要說明後，旋即步行前往成田國際機場株式會社（NAA）總部，並於 NAA總公

司大樓 1樓情報室播放成田國際空港概要 DVD並說明保安措施（簡報如附錄 1），

其後並參觀機場警備消防中心及情報運用中心，完成本（24）日緊湊的考察行程。 

（一）成田國際機場簡介 

成田國際機場位於日本千葉縣成田市，是日本最大的國際機場，也是東京

主要的聯外國際機場，年客流量居日本第二位，貨運吞吐量居日本第一、全球第

三。成田機場為日本境內最大之機場，起降班機百分之 50以上為波音 747，百

分之 90以上為廣體客(貨)機，機場區分為 2個客運航站及 3個貨運區域。 

表 4  成田國際機場概要 

成田國際機場概要 

面積 1055 公頃 

跑道 A：400公尺 

B：2500公尺 

容量 每年 25萬架次 

機場員工 約 3萬 9000人 

客流量 每年約 2千 900萬人 

總樓層面積 200 萬平方公尺 

旅客大樓 

樓板總面積 

第一航廈：45萬 1000平方公尺 

第一航廈：36萬 2000平方公尺 



 6 

（二）成田機場興建時的衝突與抗爭 

1962年日本政府開始計劃建設新東京國際機場，以分擔日益飽和的東京羽

田機場的客流量。然而東京用地嚴重短缺，政府只得考慮將新機場建在郊區的千

葉縣。起初機場選址在富里市，後移至三里塚和芝山市東北 5公里處。1966年

公布機場建設方案。當地農民聯合學生和左翼政黨成立了「三里塚－芝山聯合空

港反對同盟」，透過法律手段、群眾示威、甚至暴力行動來抵制政府新機場修建

計劃。 

根據 1966年提出的機場建設計劃，機場預計與 1971年完工。然而，愈演

愈烈的衝突完全拖延了進度，以至於當 1971年即將來臨時，機場的建設土地都

尚未圈定出來。最終，日本政府在 1971年開始了強硬手段推進搬遷進度。衝突

中，1000多名市民和警察受傷，291名農民被捕。 

衝突和抗議並未阻止機場的建設。1972年第一航廈竣工。可是由於抗爭民

眾長期佔領在將要修建第一條跑道的土地上，跑道始終無法按時完成。終於在

1978年，第一條跑道完工並預計在 3月 30日正式開放運行。然而，3 月 26 日，

一群激進分子攜帶燃燒瓶駕車衝入機場控制塔台並進行了肆意破壞，砸毀大量設

備。機場不得不延遲到 1978年 5月 20日重新開放。1978年機場開放時，只有

兩條平行跑道中的一條完工並投入使用，另外兩條跑道的完工在當時的情況下看

來可以說是遙遙無期了，計劃中關於修建東京市與機場之間的成田新幹線也因為

土地問題而擱淺。 

1986年，成田機場二期跑道工程開工，將在第一跑道以北修建第二跑道（B

跑道）。為了防止修建一號跑道過程中的阻撓事件再次發生，政府承諾不再徵用

土地並付給機場周圍的住戶噪音污染補償費，利用這筆費用，住戶可以透過改善

房屋的隔音結構來最大程度減低噪音污染。2002年 4月，第二號跑道終於趕在

日本－韓國世界盃足球賽開幕前完工。不過，第二號跑道長度僅有 2,18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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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原定的 4,000公尺縮短了將近一半，無法起降像波音 747這樣龐大的廣體客

機。隨著二期跑道的建設，機場第二航廈也於 1992年竣工。 

1980年代末時任日本運輸大臣的石原慎太郎要求 JR東日本和京成電鐵，將

它們各自的鐵路延伸到成田機場航站，並開通地下車站來承接客流。1991年，

通往第一航廈的直達列車開通，舊車站也更名為東成田站。2006 年成田國際機

場公司（NAA）正式向政府申請延長第二跑道至 2,500公尺獲准， 並於 2009年

10月 22日完竣啟用，連同附近新建的滑行道，一併提升成田機場的流量。 

惟迄今在成田國際機場內部，仍有不願搬遷的居民居住其中。雖然如此，

成田機場公司與當地民眾的關係已經有大幅的改善，遇到重要節日也會舉辦大型

活動邀請當地民眾共同參與，以達到與機場共生共榮的目的。 

（三）成田國際機場株式會社（NAA）簡介 

新東京國際機場原由日本政府成立的特殊法人「新東京國際機場公團」（日

語：新東京国際空港公団／しんとうきょうこくさいくうこうこうだん Shin-T

ōkyō Kokusai Kūkō Kōdan）營運。2004年 4月 1日，新東京國際機場公團進行

公司化，改組為日本政府國營的「成田國際機場株式會社（日語：成田国際空港 

(企業)）」，新東京國際機場也同步更名為「成田國際機場」。 

 

圖 1  成田國際機場株式會社 本社大樓各樓層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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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成田國際機場公司（NAA）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成田国際空港株式会社（簡稱：NAA） 
NARITA INTERNATIONAL AIRPORT CORPORATION 

代表人 代表取締役社長  夏目  誠（なつめ まこと） 

地址 本社： 
日本千葉県成田市成田国際空港内（成田市古込字古込
1-1） 
東京事務所： 
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丸の内 2丁目 2番 1号 11 樓 

設立 2004年 4月 1日 

員工數 675人(至 2013年 10月 1日) 

資本額 1,000億日圓 (JPY) 

目標 有效管理並發展成田機場、提升航空旅客的便利性、促進
整體航空產業發展、加強旅遊業的國際競爭力、改善機場
周遭生活環境、發展相關附屬事業。 

圖 2  成田機場株式會社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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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田國際機場保安作業： 

1. 進入機場時：無論搭乘車輛或是大眾交運運輸工具(火車、捷運或大客車)，

於進入機場範圍時，均要求人員出示身分證明文件，車輛則須接受保安人

員之檢查。 

2. 圍牆之設置：機場整體圍牆採鐵絲網圍離或混凝土柵欄設計，高度均為 3.5

公尺，部分界圍並採雙重圍籬設計，環場區域設置有防侵入感應裝置及監

視系統，該防侵入感應裝置係將所有之圍籬垂直高度每間隔 30公分裝設鐵

絲並於鐵絲上加以通電，於遇有侵入狀況導致鐵絲斷裂時，可立即於監控

中心顯示幕上顯示遭入侵區段及現場狀況，監控中心可立即得知鐵絲斷裂

位置並立即通知線上巡邏人員前往現場。 

3. 管制區管制：機場管制區進出均須具備有效之證件(工作人員持用 IC卡通

行證、旅客出示身分證明文件及登機證)，由電腦管控或管制人員進行核對。 

4. 機場保安人員來源：由國土交通省訂定保安人員須具備之條件(含訓練要

項)，由成田機場株式會社負責訓練，航空公司雇用並提供內部之訓練。 

5. 保安消防中心(緊急應變中心)：由成田機場株式會社認證之保安公司分別

負責監控部分區域(如客運航廈或貨運航廈等)，機場整體監控作業則由成

田機場株式會社負責執行。 

6. 航空站內之安全：由成田機場株式會社委託保全公司執行巡邏及監控作

業，經本局代表詢問巡邏之密度，成田機場株式會社表示，成田機場採用

兩線之巡邏方式，分別為順時針及逆時針方向繞機場周圍執行巡邏，每五

分鐘兩巡邏路線人員須會哨一次。 

7. 安檢責任：旅客及行李檢查由航空公司自行僱用經成田機場株式會社訓練

合格之保全人員執行，安檢設備由成田機場株式會社負責採購，儀器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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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管理、電費等由航空公司負擔，但成田機場株式會社補助一半。 

8. 工作人員進出檢查：由成田機場株式會社負責對工作人員進出、商品進出

執行檢查；儀器由成田機場株式會社負責採購，工作門進出檢查儀器及人

員設置所須之費用由成田機場株式會社自行負擔，商品檢查所須儀器及人

員費用由成田機場株式會社負擔，但向使用者(商店)收取一半。 

9. 旅客及隨身行李安檢線：由航空公司僱用之檢查人員執行檢查，於檢查線

設置有金屬探測門（73台）及 X光檢查儀（80部），每組設備(金屬門及 X

光儀各一)配置有 4~5名檢查人員，分別負責管制進入檢查線人員、執行搜

身勤務、X光儀螢幕監控、可疑行李複檢及查獲案件處理(遇同時兩條安檢

線作業時，查獲案件處理人員客兩線共用)。 

10. 託運行李檢查：由航空公司僱用之檢查人員以 X光檢查儀執行檢查，通

過檢查之託運行李貼上 Security標籤後，由輸送帶送至行李處理區裝

櫃；目前成田機場株式會社已於行李處理系統(Baggage Handling System)

內裝置爆裂物偵測裝置（explosive detection system, EDS）及爆裂物

追蹤裝置（explosive trace detector, ETD），以便檢測行李有無爆裂

物，防止恐怖攻擊。 

 

 

 

 

 

圖 3  各單位在成田國際機場保安工作所扮演的角色 

警察 

（危安事件） 

提供保安設施 

及安檢裝備 

政府 

（政策、法律及指導綱）

領） 

機場公司-NAA 

（機場保安） 

航空公司 

（旅客及行李檢查） 

監理 監理 

合作 合作 



 11 

 
圖 4  成田國際機場對大型行李安檢之儀器 

 

 

圖 5  交通部范次長植谷與 NAA總合安全推進部国枝部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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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成田國際機場之安全標語 

 

 

 

 

 

 

 

 

 

 

 

 

 

圖 7  成田國際機場營運情報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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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成田國際機場系統監控中心（火、水及瓦斯） 

 

 

 

 

 

 

 

 

圖 9  成田國際機場系統監控中心火警控制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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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拜會 JR東日本鐵道公司暨總合研修中心-考察危安事件應變措施暨員工訓練 

本（25）日上午拜會 JR東日本鐵道公司位於東京新宿之總部，瞭解該公司

之危安事件應變措施；下午則由東京車站搭乘東北新幹線至新白河車站，考察該

公司位於日本福島縣白河市之總合研修中心，參訪員工訓練之情形及設備，俾利

精進本局之相關業務。 

表 6  JR東日本鐵道公司接待人員 

【講解反恐對策】 
【Lecture on the Counter-measure against Terrorism in JR East】 
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 
East Japan Railway 
Company 

總務部 危機管理室  
Administration Dept. 
Crisis Management 
Office 

室長 渡辺 雅博 
Deputy General Manager   
Masahiro Watanabe 

課長 新橋 秀樹 
Manager   Hideki 
Shinbashi 

國際業務部 
International Dept. 

特別顧問（元取締役）   
坂本 龍治 
Senior Executive 
Advisor（Former board 
member） Ryuji 
Sakamoto 

課長 永野 靖 
Manager   Yasushi 
Nagano 

主席 佐々木 誠 
Assistant Manager   
Makoto Sasaki 

主席 篠原 拓朗 
Assistant Manager  
Takuro Shinohara 

【視察 JR東日本總合研修中心】 
【Visit the JR East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JR東日本人事服務公司 
JR East Personnel 
Service (Subsidiary 
Company) 

總合研修中心事業本部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Headquarters 

部長 佐藤 寿 
General Manager  
Hisashi Satoh 

課長 鶴岡 秀一郎 
Manager  Syuichiro 
Turuo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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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品川車站前往位在新宿車站的 JR東日本鐵道公司 

考察團一行人自山手線品川車站一路搭乘電車至新宿車站，過程約 20分

鐘。在品川車站入口及月台處初次見識到日本電車通勤時間帶的上班人潮及日本

民眾健步如飛的功力，雖然人潮擁擠卻井然有序，每節車廂的停車位置及車廂門

開口都標示清晰，也從日本車站站務員身上潔白的制服及手套，以及確實的指認

呼喚，感受到其對鐵道事業及自身的尊重。 

上車以後雖然人潮眾多，可是擁擠程度並不及臺灣上班的尖峰時間，車廂內

部空間及色彩亦較為明亮，空調部分亦未感覺到悶熱。第一天所正好是週一上班

日，日本車站內電扶梯及步行之旅客眾多，若有任何危安事件，則無法想像事件

演變。 

 

圖 10  品川車站上班尖峰時刻的人潮 

 

出了新宿車站後步行約 5分鐘，即抵達 JR東日本鐵道公司的總部大樓，在

1樓接待處換過臨時識別證後，一行人則搭乘電梯至樓會議室聽取 JR東日本鐵

道公司反恐策略的簡報（如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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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JR東日本鐵路公司（JR East）簡介 

表 7  JR東日本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東日本旅客鉄道株式会社 

East Japan Railway Company 

所在地 東京都涉谷区代々木二丁目 2番 2号 

設立日期 1987 年 4月 1日 

資本額 2,000 億日元 

社員數量 59,370 人（2013年 4月 1日） 

主要 線區數              70線區 

營業里程            7,512.6公里 

車站數              1,688站（含 5個貨物站） 

每日開行車次        12,784車次 

車輛數              13,469輛 

每日載運人數        約 1,680萬人 

相關事業 ○1 鐵路客運○2鐵路貨運○3旅客車輛運送○4纜車業○5旅行業○6

倉庫業○7停車場業○8廣告業○9圖書雜誌之出版○10金融業○11運

動俱樂部○12電氣通信事業○13情報服務業○14保險業○15汽車修理

及相關用品販售○16雜貨販賣○17旅館飲食業○18建築設計及監工

事業○19設備工事業○20電力供給事業○21動産租賃業○22不動産買

賣、租賃、仲介、鑑定及管理○23輸送用機械器具製造業○24精密

機械器具及一般産業用機械器具製造業○25看板標誌之製造及

販賣○26遊樂園、體育施設、文化施設、教育施設、電影院等之

經營○27飲料及酒類之製造及水産加工販賣○28石材工藝品的製

造及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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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JR東日本鐵道公司進行反恐策略簡報 

 

（三）JR東日本鐵路公司現行的反恐應變對策： 

1. 恐怖攻擊的應變體制（危機管理本部）： 

JR東日本鐵路公司於 2001年 1月設置「危機管理本部」，以風險管理及危

機管理的角度，思考對集團的相關事業營運、社會信用、人命、財產有重大影響

的事件（包含恐怖攻擊），事前防範、事後應變，建立危機處理體制。鐵道事業

本部定位為處理有關列車運行、災害應變等相關事件；而危機管理本部則針對犯

罪、危安事件、反恐怖攻擊進行處置。 

自 2001以來世界上發生多起的恐怖攻擊事件，因此在 2004 年 7月 JR東日

本鐵道公司在總公司事務局內部成立了設置「危機管理室」的專門組織，針對恐

怖攻擊等突發事件之應變，強化跨部門之危機管理體制整合。 

危機管理本部的角色在於警戒層級的發佈，並指示對應的警戒體制及警備

層級，以及整合其他單位所提供的反恐情資，進行情報一元化的管理。對外如果

事件發生時（對策本部設置），更可以因應事件的種類，召集公司內部、各分司

或是子企業的相關專業單位共同進行應變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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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管理本部 

本部長（副社長） 

副本部長（常務） 

本部員：總務部長、宣傳部長、法務部長等 

事務局 
事物局長：危機管理室長 

總務部、宣傳部、法務部、（系統企劃部） 

圖 12  JR東日本鐵道公司危機管理本部體制（公司內部） 

圖 13  JR東日本鐵道公司對策本部設置時的體制表（實際事件發生時） 

2. 一般警戒時的反恐對策： 

（1）車站內的檢票口、電扶梯、大廳、月台、通廊等設置監視器，所有

監視器並以綠色貼紙標示「防犯カメラ作動中」（Security System in 

operation ），有效遏阻有心人士並增加民眾安心感。 

（2）站務員及保全人員定期於車站內巡邏，並配備黃底黑字「警戒」（On 

Alert）JR東日本集團之臂章。 

（3）設置透明的垃圾桶，從外部可以看見其內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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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用站內及列車上之 LED，協請旅客共同注意不明物品及可疑人士。 

（5）設置月台緊急按鈕，遇到站內緊急事件時，不論是站務員或是旅客，

皆可按下按鈕通知列車緊急停車。 

（6）於新幹線、N’EX、通勤電車（埼京線）上面，設置列車內部之監視

器。 

（7）列車上派遣保全人員進行巡邏勤務，並針對不明物品實施檢查。。 

（8）新幹線的始發站及終點站，於車輛清掃時強化不明物品之檢查。 

（9）於列車上設置緊急器通話器，旅客如發現異常狀況可第一時間聯繫

乘務員處理。 

（10）利用 LED跑馬燈及貼紙，呼籲民眾共同發現不明物品。 

（11）透過保險箱、數量管理及禁止製作備份等方式，嚴格管理列車相關

鑰匙。 

（12）於新幹線第一班旅客列車發車前，先以路線巡邏車進行查道作業，

以確保軌道安全。 

（13）針對相關企業以及施工中工程人員，進行徹底的教育訓練，俾發現

異常時立刻進行通報。 

（14）與國家情治單位及警察機關積極聯繫，取得最新之鐵道危安情報。 

（15）日本鐵道在國營時代，便有「鐵道公安官」的設置，迄今演變成在

各個重要車站內「鐵道警察隊」，在車站內進行駐守及巡邏。 

（16）積極由國家及警察單位主辦的反恐模擬演練，並邀請車站相關商家

進行引導旅客避難的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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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警戒層級提升後的反恐對策： 

警戒層級的設定，在於東京有舉辦大型國際會議或是國際上發生恐怖攻擊

時，由國家情治單位及警察機關進行考量，提高對應的警戒層級。最近一次提高

警戒層級乃是在 2010 年日本召開 APEC的時候。 

 

表 8  2010 年日本 APEC會議時 JR東日本鐵道公司實施的對策 

對策 

車站 車站內設置警察立哨 在新幹線及東京都的主要車站實施 

 行李儲物櫃 在主要車站停止使用 

 垃圾桶 在主要車站停止使用 

 24小時不關燈 在主要車站實施 

列車內 垃圾桶 新幹線及 N’EX停用 

 保全巡邏 在新幹線及 N’EX全列車實施 

車輛基地 保全巡邏 實施夜間巡邏 

 24小時不關燈 在東京都所有新幹線及在來線上所

有的車輛留置的地方實施 

路線上 確認路線狀態 強化新幹線的路線確認巡檢作業、

在來線部分第一班旅客列車前實施

列車查道 

重要設施 巡邏 巡邏隧道出入口、橋梁、變電所、

門窗等，變電所配置警力。 

工地 工事的管制 會議期間停止施工 

其他 增設監視攝影機  

 強化車輛留置處的柵欄  



 21 

4. 未來努力的方向： 

（1）活用監視設備：監視攝影機的集中管理，並加以網路化、IP化，並

引進高解析度的臉部辨識系統。 

（2）防範網路攻擊：培養資訊系統管理的人才，並強化與國家、警察或

相關機關的聯防。 

（四）JR東日本總合研修中心（JR East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1. 簡介 

    JR東日本鐵路總合研修中心位於日本福島縣白河市郊，距離東京 185公里，

於 2000年 4月落成，佔地 49.1公頃，其中建築物面積達 6萬平方公尺，中心現

有職工 200名，其中專職教師 100名。中心是 JR東日本鐵路公司唯一的員工培

訓基地，也是東日本鐵路公司指定的司機員受訓基地。 

 

圖 14  JR東日本鐵路總合研修中心俯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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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R東日本鐵路總合研修中心培訓宗旨 

    中心的辦學宗旨是，心中始終深信自己充滿著無限的可能性，以自由的構

思、旺盛的好奇心和果斷的行動向新的領域挑戰，以自己的雙手開拓文化和傳統。 

3. 訓練設備 

 

圖 15  電車駕駛訓練模擬機 

 

圖 16  本局運務處營業科陳科長裕謀進行駕駛模擬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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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集電弓訓練設備（1） 

 

 

圖 18  集電弓訓練設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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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新幹線駕駛模擬機教師監控台 

 

 

圖 20  新幹線駕駛模擬機（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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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新幹線駕駛模擬機（側面） 

4. JR東日本鐵路總合研修中心特色 

(1)和自然融為一體：中心環境優美，各類設施的建設充分考慮了與自然

環境的協調統一，建設過程中完整保護了栽植在中心原址上的樹木。

其太陽能發電系統和廚房垃圾處理系統充分體現了研修中心的環保

理念。 

(2)對人和善，使用容易：中心內部的各種設施設備在建設計劃期就充分

考慮到了要讓未來的使用者方便地在其中學習生活。中心通過一個先

進的設施嚮導信息系統，為每一位前來受訓的員工和參觀的客人提供

清晰高效的嚮導服務。中心內部各建築物之間的格局佈置充分考慮到

了學員每日學習和生活各項活動之間的邏輯關係，為學員設計出了一

條合理明快的活動計劃線。實習教室內的各種實習用設施設備幾乎和

鐵路運輸現場的真實設備設施完全一致，而且維護保養工作也非常精

心細緻，使教師和學員使用這些設施設備時非常得心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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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進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接觸與交流：為增進學員之間、學員和教師之

間，以及學員教職員工和參觀客人之間的相互接觸與交流，除了在培

訓過程中為學員搭建有機互動的平台外，中心還在各個可能的場所設

計安排了盡可能多的休息場所，以及運動場等體育運動設施，為學員

提供了通過運動增進溝通和交流的機會。 

(4)應用最先進的技術系統：中心在教學和後勤保障等方面引入了許多最

先進的現代化住處管理系統，如學習支持系統、業務支持系統、遠程

教學系統、多媒體教學系統、熱電供給系統、太陽能發電系統和廚餘

垃圾處理系統等，為中心的正常運轉和學員的生活學習提供了全方面

和高效的保障。 

5. 歷史事故展示館 

中心內有一個歷史事故展示館，規定每位來受訓的員工，都必須認真地學習

這裡展出的所有材料。該展廳用大量的實景照片、報刊消息、電腦模擬和立體模

型再現的事故狀況，向參觀者真實地展示了 1952年迄今所發生在日本的各次重

大鐵路事故。在展示館的入口處寫著：「為確保鐵路安全，我們每天使用的規則

和設備都是根據過去的慘痛事故教訓建立起來的。為了讓旅客安心出行，同時保

護我們鐵路員工自身的生命安全，不僅必須了解規則和設備的安全使用方法，還

應該記住過去事故的恐懼，充分理解鐵路運輸工作潛在的危險和安全系統所擔負

的重要作用，成為『真正的鐵路專家』，這是十分必要的。而開設本展館的目的

是為了不忘過去慘痛的事故，吸取寶貴生命換來的教訓，把『從事故中學習』作

為對安全的基本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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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本局周局長永暉於歷史故事館前留影 

帶領考察團參觀的佐藤部長，特別針對 2005 年 JR西日本福知山線出軌事故

進行詳細的介紹：事故是發生在 2005年 4月 25日上午 9時 18分（日本標準時

間），於兵庫縣尼崎市，一列西日本旅客鐵道（JR西日本）福知山線的快速電車

因為脫軌撞擊路旁公寓大樓而造成 107人死亡，562人受傷的重大鐵路事故。 

 

 

圖 23  講解中的佐藤部長（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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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發生地點位於 JR西日本福知山線上塚口與尼崎間，一個位於兵庫縣尼

崎市久久知，塚口以南約 1公里的彎道區間上（彎道曲線半徑 304 公尺）。一列

由寶塚駛往同志社前的上行快速電車在行經該路段時，前 5節車廂突然出軌，其

中 2節甚至撞擊鐵路旁 9層樓公寓大樓一樓室內停車場的外部結構，不鏽鋼製車

廂嚴重變形，車內乘客傷亡慘重。 

事後調查肇事電車速度得知，第 5節車廂在出軌事件發生當時的車速曾高達

每小時 108公里，而到達事發地點前，肇事電車以時速 120公里通過前一站的塚

口，並以時速 116 公里通過失事彎道。事故發生後司機員當場殉職。佐藤部長更

指出，事後列車長並未第一時間疏散旅客，亦未進行列車防護，且列車上有 4

名鐵路員工也沒有協助處理事故救援，而是由當第一名婦人按下附近的平交道告

警按鈕，進而阻止鄰線車輛的接近，避免了二次災害的發生，防止重大事故發生，

特別提醒身為同業的我們，成為「真正的鐵路專家」的重要性。 

 

圖 24  JR西日本福知山線出軌事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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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拜會日立製作所中央研究所-考察驗票閘門爆裂物偵側及智慧型監視系統 

（一）日立公司暨中央製作所簡介 

株式會社日立製作所（日文：株式会社日立製作所），簡稱日立公司，總部

位於日本東京，致力於家用電器、電腦產品、半導體、產業機械等產品，是日本

最大的綜合電機生產商。美國《財富》雜誌 2012年評選的全球最大 500家公司

的排行榜中排名第 38位。 

 

表 9  日立製作所概況 

公司名稱 株式會社 日立製作所 

成立日期 1910年（1920年成為法人團體） 

總部地址 
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丸之內一丁目 6番 6號 100-8280 

電話： +81-3-3258-1111  

資本額 4,587億 9,000萬日元（截止 2014年 3月 31日） 

員工人數 

（日立製作所） 
33,500 人（截止 2014年 3月 31日） 

員工人數 

（含控股子公司） 
320,725 人（截止 2014年 3月 31日） 

營業額 

（日立製作所） 
2兆 701億 4700萬日元 

營業額 

（含控股子公司） 
9兆 6,162億 200萬日元（截止 2014年 3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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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立公司的全力支援下於 1942年設立的中央研究所（簡介 DM如附錄 3），

是日立公司最重要的研發核心，技術的先進性也是產品銷量的保證。中央研究所

一年 4000億日元研發費，而日立公司的年銷售額接近 10兆日元。充足的研發費

用保證了日立公司的技術一直走在日本乃至世界前端。把眼光放到 30年以後的

技術上，日立中央研究所就是以這樣的思路從事研發工作的。日立中央研究所注

重環保、科學管理並追求卓越，日立中央研究所就是日立教育的未來。 

 

表 10  日立製作所中央研究所拜會人員暨視察行程 

日期：2014年 8月 26日（二）                   時間：10：00 ～ 12：50 

行程 地點 時間 

到達 玄關 10：00 

中央研究所介紹 教室 10：00 ～ 10：30 

參觀研究技術： 

 聲音合成技術 

 爆裂物探知技術 

 臉部辨識、指靜脈技術 

 

教室 

實驗室 

實驗室 

10：30 ～ 11：30 

問題討論 教室 11：30 ～ 11：55 

午餐 教室 12：00 ～ 12：45 

離開 玄關 12：50 

出席者  日立製作所研究開發團隊 

長我部  信行  中央研究所所長 

坂入  实      中央研究所  主管研究長 

高田  安章    中央研究所  生命科學研究中心  醫療系統研究部  主任研究員 

永野  久志    中央研究所  生命科學研究中心  醫療系統研究部  主任研究員 

長坂  晃朗    中央研究所  主管研究員 

孫  慶華      中央研究所  情報系統研究中心  智能系統研究部  研究員 

山口  伸也    技術統括中心  OI推進部  中研 OIユニットリーダー 

京谷  昌子    技術統括中心  OI推進部  中研 OIユニット  主任技術師 

下瀧 美奈子   技術統括中心  情報企劃部 中研情報企劃ユニット 

古西  せつ    技術統括中心  OI推進部  中研 OIユニッ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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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拜會日立製作所中央研究所 

日本中央研究所位於東京國分寺，從市中心搭乘大巴士走了近 1小時，到

了國分寺，汽車忽然駛進了宛如原始森林般的一個大園子，迎面而來的是參天的

樹木，一時間與印象中的東京截然不同，在經過人車分道的小小彎路後，終於抵

達入口處，而所內一行人也在門口等待考察團的到來。 

 

圖 25  日立中央製作所俯視圖 

 

圖 26  日立中央製作所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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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察聲音合成技術 

本次是孫慶華研究員進行介紹，日立從 30年前開始研究這套自動翻譯系

統，那時使用的還是磁帶錄音，機器合成的語言也很模糊。孫研究員一開始先播

放了早期的研究成果，合成的語音非常的僵硬。一直到現在，語音的輸出不僅非

常的流暢（英、日、中文），而且還可以選擇男生或是女生的聲音，甚至小朋友

的聲音亦在選擇之列，不僅讓人對日立中央製作所持續開發新技術的決心感到欽

敬。系統可在各種重複、連續播音的場合進行應用（如車站、機場等等），該系

統目前已經進入商業化的階段。 

（三）考察爆裂物探知技術 

日立中央研究所開發了爆裂物探知技術，可自動檢出機場行李上面所附著

爆炸物粉塵，如與 X光機合併設置於機場，可提高重要設施之安全性。 

日立製作所為了強化機場等公共設施的安全，開發了可以自動檢出行李上

面所附著爆炸物粉塵的爆裂物探測技術。有了這項技術，現在可以在 5秒左右進

行行李檢測，取代了以往需要以人工擦拭的方式進行檢驗。如果採用這種技術，

合併現有的 X光機檢驗裝置，將可以連續地檢查旅客的行李，而不妨礙旅客的前

進動線，對進入重要關鍵基礎設施的人，同時進行危險品及爆裂物之檢查。 

目前在機場，所有行李都進行 X光檢查，已檢查了危險品之有無。此外，

另一方面，行李由檢查員利用專用行李布來進行表面擦拭，並透過儀器來分析有

無爆裂物成分。透過爆裂物粉塵的自動取樣技術（代替人工），合併 X光機檢查，

所有的行李就能同時檢測爆裂物與危險品。這樣一來，就可以預防爆裂物登機、

有助於抑制恐怖主義，實現更安全的機場。 

日立公司針對爆裂物成分，開發了高靈敏度、可以在短時間內進行質量分

析的感知技術。2012 年，日立公司與日本信號公司及國立山梨大學共同開發了

內藏爆裂物探知裝置的登機證讀取裝置。此次開發的技術，透過質量分析技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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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可以針對各式各樣的大型行李在皮帶輸送機移動的時候，自動分析其附著

的爆裂物成分。技術開發的特點如下：  

1. 採集在皮帶輸送機上移動的行李所附著的爆裂物微粒子 

為了有效地檢測出爆裂物粉塵，因此需要從運輸行李的皮帶輸送機上以有

效率的方式進行採集。所以日立中央研究所開發了一種技術，通過將空氣吹入位

於皮帶輸送機上不同大小的行李，進而蒐集行李表面所飄散出來的的細顆粒。技

術部分在於如何產生定時、定量及穩定氣流，然後有效地蒐集爆裂物成分的微粒

釋放，並可在 5秒內進行檢出。  

2. 爆裂物微粒子的高敏感度質譜分析技術  

為了高效率地辨識在行李表面剝離爆裂物粉塵，因此開發出了旋流器系統

的離心濃縮技術，將蒐集含有爆裂物粉塵的空氣加以濃縮，以提高系統辨識率及

靈敏度。此外，辨識的速度也是一個重點，所以在質譜分析儀上預先建置所有爆

裂物的分子波長，對於其他種類則減少辨識的物質種類以提高辨識的速度。 

 

圖 27  日立公司所開發的行李爆裂物檢測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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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立公司、日本信號公司及國立山梨大學，為進一步加強公共設施之安全，

共同開發了可以用於鐵道電子閘門的爆裂物檢測裝置。該裝置的特色是可以在旅

客持電子票證通過驗票閘門的同時，內建爆裂物探測裝置的驗票閘門可以在 2

秒鐘之內檢測出旅客手部是否含有爆裂物粉塵，進而向管理單位提出示警。不影

響正常的人潮動線是該檢測裝置最大的特色，因此可以廣泛應用於所有鐵道運輸

需要電子驗票閘門的車站。 

以安全為目的的內置檢驗設備，用於旅客持電子票證或磁卡通過驗票閘門

時，並旅客通過時 2秒鐘內就可以檢測出有無爆裂物粉塵，利用這一套內建爆裂

物檢測裝置的驗票閘門，每小時約可以檢查 1200人，完全不影響旅客動線，兼

顧安全性和便利性。 

近年來，檢測技術的開發日新月異，但是檢測的速度過慢一直是檢測設備

無法大量推廣的原因。由於幾百人規模的乘客都經過一次，在常規的 X光檢查和

金屬探測檢查，過長的檢查時間已成為各公司技術開發上的一個挑戰。  

從今而後，包括體育場、大型表演場、歌劇院、電影院等大型公共場合，

該設備都可以有效地協助檢測，以確保公共空間的安全。  

 

圖 28  內建爆炸物檢測裝置的驗票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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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察臉部辨識及指靜脈技術 

1. 臉部辨識技術部分: 

在現有的監視器上接上臉部及人像辨識系統之後，會自動對人的身形及臉

部特徵以及顏色進行分析及數位化，數位化後的資料如果在其他畫面進行辨識時

追蹤到相同資料出現時，便會判定為同一個人。系統的運用除了公司門禁的管制

外，針對可疑份子或是有犯罪紀錄的人員，在進出公共場合裝有辨識系統的監視

器上都可以進行追蹤。 

2. 指靜脈識別技術 

就像每一個人有獨特的 DNA、指紋或視網膜一般，每個人的食指靜脈分布方

式也是獨一無二的。日立開發使用了世界上第一個手指靜脈認證安全系統，也一

直在該領域的最前沿。其原理是使紅外線透過食指，進而辨識出手指靜脈的分布

狀況，進而識別人員的身分。與 DNA驗證相較，該系統具有快速檢驗之特性；與

指紋驗證相較，該系統具有不易遭受複製的特性；與視網膜驗證系統相較，該系

統則具有方便使用的特性。該系統以紅外線快速、準確地進行識別身分，錯誤率

低於 0.0001％。在日本它已被廣泛應用於汽車手柄、自動門或自動櫃員機等地

方。指靜脈識別技術，在處理機密訊息的部門可以得到更廣泛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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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拜會日本國土交通省-考察鐵路反恐對策 

本次透過本國日本交流協會的協助，在東京六本木的交流協會辦公室拜會了

日本國土交通省相關官員。臺灣因本（103）年度 5月 21日台北捷運隨機殺人案

件造成多人死傷，因此，本次特就教於日本綜理所有交通之國土交通省，學習有

無更有效之應變對策或是防範機制，日本國土交通省派出多名專精於鐵道治理之

官員接待，並特別針對鐵道之反恐對策進行簡介，相關簡報如附錄 4。 

表 11  日本國土交通省出席人員一覽表 

職稱 姓名 備註 

國土交通審議官 

Vice-Minister 

武藤 浩 

Hiroshi MUTO 
 

鐵道局危機管理室 室長 

Director 

井上 健二 

Kenji INOUE 
 

鐵道局國際協力室 室長 

Director 

小林 知宏 

Tomohiro KOBAYASHI 
 

鐵道局國際協力室 係長 

Chief 

鈴木 雅史 

Masafumi SUZUKI 
 

鐵道局官房審議官（鐵道）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志村 務 

Tsutomu SHIMURA 
 

鐵道局危機管理室 係長 

Chief 

古市 紀裕 

Norihiro FURUICHI 
 

鐵道局國際協力室 課長補佐 

Deputy Director 

深田 遵 

Mamori FUKADA 
 

總合政策局國際政策課 國際交渉官 

Director for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出澤 大輔 

Daisuke IDES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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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自 2001年 9月 11日發生在美國的一系列自殺式恐怖襲擊事件以來，也

發生了多起的鐵路恐怖攻擊事件，如 2004年發生於西班牙的列車爆裂物事件，

造成了 190人死亡；2005年 7月倫敦地下鐵的爆裂物事件，造成了 52名人員死

亡；而 2010年莫斯科地下鐵的爆裂物事件，也造成了約 40人的死亡。鐵道大量

運輸、人員集中、安檢相較寬鬆的特性，已經成為恐怖份子攻擊的首選。 

確保「安全、安心」的運輸環境，乃是日本國土交通省最重要的課題。每日

維繫國民生活與重要經濟活動的鐵道運輸，確保其安全乃是國土交通省最重要的

任務。因此，日本國土交通省與警察等相關機關等共同合作，一起擬定鐵路等相

關交通機關的反恐對策並積極推動，以確保所有的危安事件能夠得到最佳化的處

置。 

日本在 2005年 8月，為了推動鐵道反恐對策的檢討、策進及情報共享，於

是設置了鐵道反恐對策聯絡會議。由各主要的鐵道事業機構及警察機關共同組

成，聯絡會議中以「看得見的警備及相關者的參與」為主軸的反恐對策，更在

2005年 12月設定了 3個危機管理的等級，俾利鐵道業者對應應有的保安措施。

會議最主要的檢討事項有三，相關發展出來的對策如下： 

1. 抑制可能發生的恐怖行為（防患未然） 

（1）利用站內及列車上之 LED，協請旅客共同注意不明物品及可疑人士。 

（2）所有監視器以明顯顏色之貼紙標示「防犯監視器作動中」，有效遏阻

有心人士並增加民眾安心感。 

（3）車站及列車上設置緊急通報器，使第一時間發現異常的旅客可進行

通報。 

（4）發放反恐協力人士之小貼紙給予站區商家，除增加通報之廣度外，

亦可增加民眾安心感及商家參與感。 

（5）警察及保全巡邏人員配戴臂章—「警戒中」，增加見警率並更為醒目，

同樣有效遏阻有心人士並增加民眾安心感。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6%9C%AC%E5%9C%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6%9D%80%E5%BC%8F%E6%81%90%E6%80%96%E8%A2%AD%E5%87%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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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東京車站垃圾桶一景 

 

 

 

圖 30  考察團與國土交通省互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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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及早發現及處置可疑物品或人員（阻止發生及減輕傷亡） 

（1）車站及列車上派有警察定期巡邏，列車長巡察車廂時，特別注意列

車內之隱密角落（如廁所）。 

（2）車站內之垃圾桶全面集中、加鎖並透明化（當然其內亦應使用透明

之垃圾袋），重點應放置於站員目視可及之處所，俾利站員可時時觀

察有無異狀。 

（3）自 2004 年至 2012年末，日本車站及地鐵站共增加 4萬 3,000台監

視器，除強化遏阻效果外，事後亦有蒐證之效。 

（4）鐵路重要變電站及機廠之出入管控（如磁卡或是輸入密碼），強化暗

處之照明設備，基地外圍設置鐵絲網防止有人攀爬進入，紅外線動

作感應器等。 

（5）嚴格控管繼電室、列車控制室、號誌箱等相關災害鑰匙。 

（6）車站內警察之立哨，凸顯警方值勤中之景象，遇有緊急事件亦可立

即處理。 

（7）鐵路機關與警察共同委任鐵路沿線之熱心居民，協力於不明物品及

可疑人士之防止及發現，甚或頒發表揚狀或委任狀，增加榮譽感及

參與感。 

3. 建構緊急聯繫暨指揮體系（減輕傷亡） 

（1）鐵路員工、警察及消防單位等單位，協同辦理反恐怖攻擊聯合演練，

強化聯繫及共同防救災之經驗。 

（2）鐵路員工受訓並取得各項緊急救護之證照（如 CPR 或 AED 之使用），

俾利事件發生時能夠第一時間救助旅客。 

（3）利用簡訊發送（LBS）及各項行動裝置迅速通報事件之發生，並建立

緊急事件之聯繫體系，俾利緊急動員相關人力。 

（4）設置相關應變設備，如防毒面罩、防爆毯或是簡易防身器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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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未來強化鐵道反恐對策的方向，日本國土交通省舉出以下三個方向： 

1. 引進及開發對鐵道反恐有幫助的新技術：日本東京已經獲選為 2020年奧林

匹克運動會的舉辦城市，屆時各國的重要選手及外賓都會到訪，如何保護

各國外賓的安全，以確保奧運會的順利進行，是日本攸關國家的大事。因

此現在積極與日本國內各公司積極合作，希望能夠利用各先進的技術，來

達成反恐零死角的目標。 

2. 繼續實施相關訓練：召開鐵道反恐對策會議、促進情報共享、持續實施反

恐訓練。 

3. 表揚最佳反恐對策之實踐範例：針對鐵道營運機構實施相關反恐策略績效

優良者，或是有值得其他鐵道機構借鏡的事例者，推廣至全國鐵道機構周

知。 

本次拜會日本國土交通省，使考察團得以以日本國家的觀點，全面性的檢視

及學習日本的精進措施，實可謂獲益良多，回國後當可落實在本局相關政策之推

動上，對本局危安事件處理的精進上有相當大的助益。在日本國土交通省簡報完

畢後，不免得考察團還是要針對本次到訪的目的（臺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之防範）

請教日本國土交通省，有無相關的對策。而日本國土交通省亦指出，基於鐵路運

輸的特性（運量大、人員集中及安檢困難），要防範此類事件建議要從源頭著手，

建立民眾安心感的同時也是對有心人士造成嚇阻（防患未然），再來是從教育旅

客方面著手，希望站務員及民眾能夠在遇到突發事件，能夠有較正確的應變。（減

輕傷亡），至於要完全避免此類事件的發生，說實話就現行鐵道的安檢機制而言

並無可能，如果要過為嚴密的安檢措施也會對民眾的生活及經濟活動產生衝擊，

這就是一種利益交換（Trade-Off），所以才會訂出鐵路反恐危險管理層級，以動

態檢視的角度，對應不同的反恐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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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鐵路反恐危機管理機制層級 

五、拜會警視廳鐵道警察隊東京分駐所-考察反恐作為 

（一）警視廳鐵道警察隊簡介 

1947年因鐵路有過多扒手及無票旅客而開始實施鐵道公安制度，鐵道治安

由都道府縣警察合作下訂定，1986年日本國有鐵道改革法案等施行法成立，1987

年 4月國鐵民營化後，鐵道公安制度廢止，成立各都道府縣鐵道警察隊。 

鐵道警察隊的案件處理範圍包括在鐵道設施所發生的案件，由鐵道警察隊先

到達現場做初步處理（包括犯人的逮捕、危害的防止擴大及現場保存等），必要

的初步處理完成後，再交由相關警察署員警到場繼續處理，與本國的鐵路警察案

件處理程序相同。具體的來說以列車的護車、鐵道設施的警戒、生命的救助、鐵

道事故的預防、鐵道業者的連絡及合作等作為，透過職務上的詢問犯罪預防及舉

發，乘客的保護、諮詢指導，少年輔導，鐵道事故訓練，街頭宣傳，連絡協議會

等，來達成鐵道設施安全及秩序的維持。 

 

圖 32  警視廳鐵道警察隊東京分駐所正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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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警察隊在警察本部的地域警察部門下設置，負責轄區內主要車站及附近

地區安全，必要時才設置分駐隊、派遣所。全日本 46個都道府縣（除沖繩縣除

外）共 50個隊。而負責東京都範圍的警視廳鐵道警察隊只有 2 千多人，卻要管

理整個東京範圍的鐵路治安，可想而知人手是挺吃緊的。每個鐵道分駐所除了偵

辦刑案，還要做預防犯罪宣導。 

考察團在會議室聽取初步的介紹之後，更有精彩的逮捕術示範演練，除了徒

手的擒拿及擊退歹徒之外，更有 Y字形的伸縮警棍（伸長後約 2 公尺），使身形

較為嬌小的女性巡官亦可便利的制服歹徒，使考察團大開眼界。 

 

 

圖 33  考察團與警視廳鐵道警察隊於東京分駐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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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拜會鐵道總合技術研究所（RTRI）-考察鐵路新技術 

（一）鐵道總合技術研究所簡介 

鐵道總合技術研究所簡稱鐵道總研或 JR總研，是日本一個從事鐵路技術研

究的機構，由日本國有鐵道（日本國鐵）於 1986年 12月 10日創立。1987年 4

月 1日，國鐵分割民營化後正式運作，並繼承原日本國鐵內的技術開發部門、鐵

道技術研究所和鐵道勞動科學研究所等機構的業務，成為 JR集團的一個財團法

人。資金方面則由 JR集團 7家分公司（東日本旅客鐵道、東海旅客鐵道、西日

本旅客鐵道、北海道旅客鐵道、四國旅客鐵道、九州旅客鐵道、日本貨物鐵道）

營業額的萬分之三十五進行挹注，而七家分公司一年度則約有 4 兆日圓之營收。 

在鐵路技術研究方面，鐵道總合技術研究所成立以來成功研製多項產品，以

提升車輛的性能。此外在發生重大鐵路事故時，鐵道總合技術研究所和國土交通

省運輸安全委員會（原航空、鐵道事故調查委員會）會聯手調查事故原因。 

表 12  鐵道總合技術研究所（RTRI）研究設施分佈 

設施 所在地 

國立研究所 東京都國分寺市光町二丁目 8番 38號 

風洞技術中心 滋賀縣米原市梅原 

鹽澤雪害防止實驗室 新潟縣南魚沼市鹽澤 

日野土木實驗室 東京都日野市 

勝木鹽害實驗場 新潟縣岩船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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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鐵道總合技術研究所概要 

名稱 公益財團法人鐵道總合技術研究所 

Railway Technical Research Institute 

設立 1986年 12月 10日 

事業開始 1987年 4月 1日 

改制公益財團法人 2011年 4月 1日 

目的 在鐵道技術及鐵道勞動科學相關的基礎上，以實用性

為目的，進行綜合性的研究開發、調査等。以期能夠

在鐵道的發展及學術文化方面向上提升。 

事業内容 鐵道相關的技術開發、人體工學的實驗、研究開發及

技術諮詢等 

員工數 518名（2014年 4月 1日現在） 

總資產 205億円（2014年 3月 31日） 

事業預算 184億円（2014年度） 

人員素質 博士 / 180名、技術士/ 82名（2014年 4月 1日現在） 

智慧財産權 專利 / 2,042件、設計/ 33件 

 

圖 34  鐵道總合技術研究所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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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拜會紀要 

本次拜會鐵道總合技術研究所（RTRI）國立研究所適值該所舉辦研討會，因

此僅在東京辦事處的辦公室進簡介，無緣至所本部研究設施進行參訪，算是此行

美中不足之處，不過 RTRI官員詳盡的解說，也使得視察團隊 RTRI 有了初步的了

解。 

本次鐵道總合技術研究所的解說著重在技術開發及所內概況進行簡介，會後

並與相關技術人員交換了電車線的檢測技術，恰巧電力技術部長推薦一篇期刊”

Electrification to follow route realignment “供本局參考，而文章恰巧是

本局周局長永暉所撰寫，可真謂是英雄惜英雄。 

本次面談除了向鐵道總合技術研究所請教臺鐵局今（103）年 2月 28 日中壢

-埔心間電車線設備事故及 7月 30日松山-台北間地下隧道段電車線斷落事故及

電車線相關檢測技術外，亦邀請鐵道總研的專家於 10月份來臺灣進行技術交

流，幾經磋商業獲鐵道總研首肯，更加深了本局與鐵道總研的聯繫及情誼，可謂

是收穫匪淺。 

表 14  鐵道總合技術研究所（RTRI）出席人員一覽表 

職稱 姓名 備註 

理事 

Executive Director 

奥村 文直 

Fuminao OKUMURA 
 

國際業務室 室長 

Direct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Division 

土屋 隆司 

Ryuji TSUCHIYA 
 

國際業務室 國際担当 課長 

General Manag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ternational Affairs Division 

佐藤 豊 

Yutaka S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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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業務室 國際担当 課員 

Assistant Manag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ternational Affairs Division 

谷口 陽子 

Yoko TANIGUCHI 
 

訊號情報技術研究部 主管研究員 

Principal Researcher 

Signalling and Transpor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vision 

鵜飼 正人 

Masato UKAI 
 

(OCS議題) 

Director 

Power Supply Technology Division 

兎束 哲夫 

Tetsuo UZUKA 

OCS（Overhead 

Catenary 

System）：電車架空

線系統（含門行架、

礙子、吊掛線、電車

線等等） 

(OCS議題) 

Senior Researcher 

Laboratory Head, Contact Line 

Structures, Power Supply 

Technology Division 

清水 政利 

Masatoshi SHIMIZU 

(OCS議題)  

鐵道局國際協力室 課長補佐 

Deputy Director 

Office of Project Coordination, 

Railway Bureau 

深田 遵 

Mamori FUKADA 

 

七、拜會東京地下鐵公司-考察安全管理 

（一）東京地下鐵簡介 

本次拜會東京地下鐵公司（東京地下鐵概要簡報如附錄 5），著重的是反恐

策略的學習與觀摩，東京地下鐵因為 1995年的奧姆真理教的沙林毒氣事件（死

亡 12人、受傷 5654 人），對於安全管理部分非常重視，因此針對臺灣所面對的

危安事件處理部分，考察並學習其應變作為，附帶參觀其總和指令所之運作。 

表 15  東京地下鐵概要 

開業 1927年 車輛數 2,705 輛 

路線數 9條 每日客流量 673萬人 

營業里程 195.1公里 每日收入 8萬 5,600 萬日圓 

車站數 179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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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東京地下鐵公司出席人員一覽表 

職稱 姓名 備註 

國際業務推進室長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木村 直人 

Naoto KIMURA 
 

總合指令所長 

Head of Integrated Control Center 
大島 一高 

Kazutaka OSHIMA 
 

安全技術部 課長補佐 

Deputy Manager, Safety Affairs 

Dept. 

下村 雄祐 

Yusuke SHIMOMURA 
 

國際業務推進室 課長補佐 

Deputy Manage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藤井 和之 

Kazuyuki FUJII 
 

 

 

圖 35  考察團與東京地下鐵公司互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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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沙林毒氣事件後所實施的安全對策 

東京地下鐵於事件發生後學習到，單一事件的處理標準作業程序（SOP）在

面對複合性災害來襲時是不夠的，對於大型災害或是複合型災害所制訂的標準作

業程序是有必要的。此外，在於大規模的事故及災害發生時，為有效地跨組織、

跨領域的進行救援活動，超越組織及跨單位的緊急應變體制需要在平時就進行整

合，而強化員工的傷患救助技能（簡易包紮、CPR等）也是必須的。事件後應變

對策如下，東京地下鐵的安全管理簡報如附錄 6： 

1. 強化站務員、保全及警方的巡邏勤務。 

2. 撤除垃圾桶、封閉置物櫃。 

3. 利用海報、車站及列車 LED看板，促請旅客協助注意可疑人事物。 

4. 制訂毒氣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5. 增設監視攝影機。 

6. 強化車輛基地及夜間車輛留置處的警備。 

7. 製作不明物品處置 SOP卡片，使全部人員隨身攜帶。 

 

圖 36  東京地下鐵不明物品應處小卡（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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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東京地下鐵不明物品應處小卡（背面） 

（三）考察東京地下鐵總合指令所 

東京地下鐵總合指令所（介紹ＤＭ如附錄 7）相當於臺鐵局之綜合調度所，

其內空間寬敞明亮、設施先進，色彩配置令人感到非常舒適，本次考察其內部之

設施及作業方式，回國後可作為本局學習之楷模。 

經過仔細考察該所與本局不同之處，在於所內可以直接監看所有的風速計及

地震儀，甚至車站現場的即時畫面亦可監看，以作為車輛度之參考。此外，所有

的設置採直覺式設計，包括按鈕、電話、螢幕或是專用平板電腦，減少人員反應

時間並防止錯誤，以單純的功能配置來駕馭複雜的系統，是值得本局學習之處。 

1. 按鈕部分：直接以將功能貼在按鈕上，一個按鈕一個功能，按下與否並以

亮燈表示，方便人員操作。 

2. 電話部分：採直通專線方式（警察、車站、電力等），並以顏色進行區別。 

3. 螢幕部分：不同路線以不同螢幕表示，並以顏色進行區分，一台電腦只做

單一工作，避免無法同時作業。 

4. 平板電腦：利用體積及耗電量小、容量大的特性，用來放置各項規章、聯

繫電話及表格，節省人員搜尋時間及紙本存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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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考察團參訪東京地下鐵總合指令所 

 

 

圖 39  銀座線行控台（鵝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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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 行控台上的直通電話 

 

 

圖 41 行控台上的單一功能按鈕操作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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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日比谷線行控台（銀灰色） 

 

 

圖 43 列車運轉整理專用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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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風速計 

 

 

圖 45 運轉指令業務支援專用平板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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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東西線行控台（粉藍色） 

 

 

圖 47 地震計專用顯示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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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誤點統計表專用螢幕 

 

圖 49 列車運行圖專用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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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 列車手動進路專用螢幕 

 

圖 51 總合指令所激勵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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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拜會橫濱市港灣局-考察安檢作業 

（一）橫濱港簡介 

橫濱港是位於日本神奈川縣橫濱市東京灣岸的一個港灣，港灣管理者為橫

濱市港灣局。1859 年 7月 1日開港，有金港的別稱。橫濱港是日本的主要國際

貿易港之一（五大港），也被列入日本三大貿易港。與東京港共同被指定為超級

中樞港灣。 

1. 橫濱港的位置 

橫濱港位於東京灣的西北部(北緯 35度 19 至 29分、東經 139度 37至 45

分)、風向、風力、潮流和水深等條件都很好,是一個天然的良港。 

2. 橫濱港的面積： 

（1）港口區域面積 : 7,315.9公頃 

（2）臨港地區面積： 2,828.7公頃 

（3）商港區 : 975.2公頃 

（4）工業港區 : 1,696.4公頃 

（5）遊艇碼頭區 : 4.2公頃 

（6）風景區 : 95.0公頃  

（7）其他 : 57.9公頃 

3. 橫濱港的歷史： 

橫濱港作為國際貿易港於 1859年 6月 2日開港。橫濱港是綜合港口，不但

是商業港而且有工業港的性質，且離龐大的消費地東京很近，還擁有廣闊的腹

地，所以作為具有代表性的商業港並在不斷地發展當中。同時它作為京濱工業區

等臨海工業區的基地，在工業方面也扮演重要角色，至 2014年已開港 155週年。 

4. 橫濱港泊位數：公共泊位：101個；企業專用：163個，合計：264個。 

5. 入港船舶數 : 42,62艘(其中外國航線：11,506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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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貨物吞吐量 : 約 1億 4,000萬噸 

7. 貿易總額 : 11 兆 6,668億日元 

（二）拜會紀要 

考察團於 8月 29日上午至橫濱市港灣局考察橫濱港灣之危安應變處理及實

際運作過程。橫濱市港灣局港局長伊東慎介親率局內幹部歡迎考察團之到訪，在

初步進行雙方人員之介紹之後由橫濱市港灣局進行橫濱港之介紹（簡報如附錄

8），渠表示橫濱港每年約有 200萬人次進出「大棧橋國際客輪碼頭」，維護旅客

安全為該局重要業務。 

拜會結束後，橫濱市港灣局安排考察團一行前往「大棧橋國際客輪碼頭」

參訪，實地考察該碼頭入出境管制及相關防恐措施，雙方並進行意見交換。而臺

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橫濱分處粘信士總領事偕同仁全程陪同該團並協助翻

譯，而考察團亦由交通部范次長植谷致贈來自家鄉的禮物以表感謝。 

 

 

圖 52  范次長植谷致贈粘信士總領事來自家鄉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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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橫濱市港灣局出席人員一覽表 

職稱 姓名 備註 

港灣局長 

Director-General 

Port and Harbor Bureau 

伊東 慎介 

Mr. Shinsuke ITO 
 

港灣局賑わい振興課長 

Manager 

Port Promotion Division 

Port and Harbor Bureau 

今村 裕一郎 

Mr. Yuichiro IMAMURA 
 

港灣局賑わい振興課客船誘致等担当

課長 

Manager (Cruise promotion) 

Port Promotion Division 

Port and Harbor Bureau 

江成 政義 

Mr. Masayoshi ENARI 
 

港灣局賑わい振興課担当係長 

Assistant Manager 

Port Promotion Division 

Port and Harbor Bureau 

志田 将史 

Mr. Masashi SHIDA 
 

港灣局賑わい振興課 

Port Promotion Division 

Port and Harbor Bureau 

高野 道正 

Mr. Michimasa TAKANO 
 

港灣局賑わい振興課 

Port Promotion Division 

Port and Harbor Bureau 

正岡 千尋 

Ms. Chihiro MASAO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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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交通部常務次長范植谷(站立者)致詞感謝橫濱市港灣局 

 

圖 54  橫濱市港灣局長伊東慎介(站立者)歡迎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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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橫濱港保安措施 

橫濱港口相關設施的從 2004年 7月 1日加強保安措施，禁止相關人員進入

及接近，並設置於禁止進入之區域外設置柵欄及監視器，一旦可疑人士企圖破壞

進入，監控中心即可立即阻止。 

 

圖 55  橫濱港柵欄上之警告標誌 

1912年的鐵達尼號的沉船事故，因而制訂了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Safety 

of Life at Sea, SOLAS)，是以確保船舶的安全為目的的國際條約。2002年 12

月此條約進行了修訂，更明訂了遠洋船舶和港口設施所需要的安全措施。日本為

了積極回應 SOLAS 公約的修訂，自 2004年 7月起訂定了一連串確保國際航行船

舶及國際港灣施設安全的法律。具體來說，國際碼頭及國際航行之船舶需要採取

以下措施：  

1. 設置禁區：橫濱港作為國際碼頭設施，負責國際航行船舶停靠的安全措施，

因此設置禁區是必要的，以禁止非相關人員的進入。 

2. 監控港口內外的設備。 

3. 保安措施人員培訓的。 

4. 裝船的貨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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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制訂相關安全法規 。 

6. 安裝安全設備（如圍欄和照明 ）。 

7. 選任保安措施的執行及管理者。 

 

 

圖 56  橫濱港行李檢查處 

 

圖 57  橫濱港動植物檢疫櫃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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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一）本次考察日本發現鐵路是日本東京主要的交通運輸工具，相對道路上的車

輛就比較少，日本的研究亦指出鐵路運輸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是所有運輸工

具中最少的，所以在東京人口如此稠密地區，依然是空氣清新、交通狀況

良好。在臺北人口密集的地區，推展軌道運輸應是我國未來交通規劃需努

力的方向。 

（二）在東京步行隨處可見標示、警語、警察、貼心的設備及整潔的環境，在在

提醒人在日本是要處處守規矩不得造次，入境隨俗後人也變得有一點一板

一眼起來，心裡深深烙印日本高科技、守規矩、重文化，事事都非常有一

套的印象。 

（三）本次考察的重點在於危安事件的應變及安全管理部分，比較日本陸、海、

空各個機關及公司的對策各方面頗有雷同之處，不過與本國相較，有許多

非常值得效法的地方，尤其科技設備協助與嚴謹的標準作業程序落實，均

有助於危安事件之預防工作。 

二、建議 

（一）安全設備方面： 

1. 引進新科技（如爆裂物偵測裝置、顏面辨識系統、紅外線偵測裝置等）增

強反恐實力。 

2. 車站或列車上增設監視錄影系統，而系統設置角度及位置應統一訂定，以

車站剪票口、月台、候車大廳及樓梯間等監視效益為最大，系統並應有 2

個禮拜以上的儲存記錄空間。 

3. 所有監視器以明顯顏色之貼紙標示「防犯監視器錄影中」，有效遏阻有心人



 64 

士並增加民眾安心感，數量部分並應逐年檢討增設。近期優先於地下化車

站如南港、松山、台北、萬華、板橋等站，中期擴大至都會區車站、最後

全鐵路車站施作。 

4. 車站及列車上設置緊急通話按鈕，未來購買新車於列車玄關及行李放置處

設置錄影監視器，使第一時間發現異常的旅客可進行通報，案件發生後可

進行蒐證。 

5. 比照 JR東日本設置月台緊急按鈕，如有緊急事件旅客按下緊急按鈕，可即

時通知車站人員，並立即通知列車停車。 

6. 車站內之垃圾桶全面加鎖並透明化，配合採用透明塑膠袋，重點應放置於

站員目視可及之處所；車站置物櫃應加強管理，特殊事件或收到危安情報

時可考慮暫停使用。 

7. 鐵路重要變電站及機廠之出入管控（如磁卡或是輸入密碼），強化暗處之照

明設備，基地外圍設置鐵絲網或紅外線動作感應器防止有人攀爬進入，並

嚴格控管繼電器室、行車控制室、號誌箱等場所或設備之鑰匙。  

8. 有危險及安全顧慮之鐵路沿線處，應妥適架設及加強安全防護設施，諸如

柵欄、紅外線設施及加強橋墩基座等方式。                                                                                                                                                                                                                                                                                                            

9. 利用簡訊發送（LBS）及各項行動裝置迅速通報事件之發生，並建立緊急事

件之聯繫體系。 

10. 建議臺鐵局員訓中心比照日本總合研修中心增加駕駛模擬機數量，以利 

學員受訓學習，課堂上老師也可針對不同危機狀況下達命令，如號誌故障

變更閉塞或發生事故時如何應變處理，讓學員受訓回到工作崗位上能夠熟

練技術。 

11. 建議員訓中心增設行車事故資料館，將歷年來發生重大事故資料紀錄，

以利學員上課時能學習到事故發生原因及如何防範，增進學員知識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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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人力部分： 

1. 鐵路除透過保全及鐵路警察執行保安任務外，亦應結合旅客、商家及當地

民眾來共同維護鐵路安全，結合民力才能發揮最大力量。定期召開協調會

促成鐵路業者、商家、保全、鐵路警察及鐵路沿線居民形成一縝密的鐵路

安全防護網。 

2. 發放反恐協力人士之小貼紙給予站區商家，除增加通報之廣度外，亦可增

加民眾安心感及商家參與感。 

3. 鐵路機關與警察可以研議共同委任鐵路沿線之熱心居民，協力對於不明物

品或危險品及可疑人士之防止及發現。 

4. 鐵路員工、警察及消防單位並結合當地商家、居民或學生等，協同辦理反

恐怖攻擊聯合演練。 

5. 利用站內及列車上之 LED，協請旅客共同注意不明物品或危險品及可疑人

士。 

6. 警察及保全巡邏人員或站務人員配戴臂章「警戒中」，增加見警率有效遏阻

有心人士，並增加民眾安心感。 

7. 車站及列車上派有警察定期或不定時巡邏，列車長加強巡察車廂時，特別

注意列車內之隱密角落（如廁所、茶水桶旁）。                                                                                                                                                                                                                                                                                                                                                                          

8. 車站內警察之立哨，凸顯警方值勤中之景象，遇有緊急事件亦可立即處理。 

9. 所有站務員皆攜帶逃生動線卡（尤其地下隧道段車站），緊急時可正確引導

旅客。 

10. 鐵路員工接受簡易防身訓練遇危安事件可以應變處理，要求新進員工受

訓並取得各項緊急救護之證照（如 CPR或 AED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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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令與標準作業程序 

1. 整體軌道安全監理機制之藍圖，應配合交通部鐵道局成立之組織草案，進

行整體之規劃，引進獨立認證及驗證體系及系統化的方法（如 EN50126、

EN50128、EN50129、IEC61508等），透過風險管理的手段，全面檢視、分

析並防止所有鐵路可能面對的危害，使其降低至可以接受的範圍，以提高

鐵路安全完整性等級（Safety Integrity Level，SIL）。 

2. 日本早為因應及防範恐怖攻擊，擬定「恐怖攻擊對策推進要綱」，並針對鐵

道部分訂有危險管理層級及對應之應變措施，我國應可參酌日本鐵路防恐

措施預作防範進行法律及規章之訂定。 

3. 日本自 2005 年 8月起，定期召開「鐵路反恐對策聯絡會議」，結合國土交

通省、警察機關、鐵路機構等，共同推動反恐怖攻擊，確保運輸安全，建

議本國針對陸、海、空之運輸單位，亦可比照推動成立。 

4. 配合設備建置及安全人力加入，重新檢視標準作業程序，以利員工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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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日本成田國際機場株式會社保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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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JR東日本反恐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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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日立製作所中央研究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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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日本國土交通省鐵道反恐策略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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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東京地下鐵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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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東京地下鐵的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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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東京地下鐵總合指令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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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橫濱港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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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第二部分 

 

考察日本 

江之島電鐵、夷隅鐵道與 

由利高原鐵道等支線經營 

暨參訪 JR 西日本金澤車站 

站區開發 

      服務機關：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姓名職稱：局長 周永暉 

總經理 黃振照 

處長   張錦松  

科長   陳裕謀 

 

考察地點：日本 

出國期間：103 年 8 月 27 日至 103 年 8 月 30 日 

報告日期：103 年 11 月 30 日  



 

  



 I 

摘要 

江之島電鐵株式會社是小田電鐵株式會社急旗下的一家子公司

，102 年 4 月間和本局的平溪線締結觀光合作協定，江之島電鐵營業

路線雖僅有 10.2 公里，但在觀光、文創、鐵道三者結合之下，開創

出另一片天，其經營模式亦是我們三大支線（平溪、內灣、集集）最

佳仿效的對象，此行是周局長上任以來第一次參訪也是天野社長今年

上任以來雙方首長第一次會面，對於今後繼續合作尤其具有深遠意義

。 

夷隅鐵道株式會社位於千葉縣房總半島由於受到公路運輸興盛

和少子化影響，夷鐵長期處於虧損狀態並面臨結束營業的命運，近年

在新任社長鳥塚亮帶領之下，提出各種經營方案，終於轉虧為盈得以

繼續經營，今年 10 月和本局集集線締結姊妹鐵道，發展鐵道國際交

流合作為其年度工作重點，臺鐵支線經營面臨同樣問題如何活化支線

經營或是採 ROT 方式委託民間經營，將是此行參訪重點。 

由利高原鉄道「鳥海山麓線」(簡稱由利鉄)，位於秋田縣由利本

莊市，和夷隅鐵道一樣都是屬於地方公共團體和民間共同出資經營的

鐵道，於今(103)年 4 月 30 日與本局平溪線締結姊妹鐵路，雙方行車

運轉方式仍維持使用電氣路牌閉塞方式，且軌距都是 1067mm，全線

單線非電化，這種維持早期行車運轉模式，將鐵道文化以活化方式保

存，至今仍吸引世界各地鐵道迷不遠千里前來造訪。此次參訪係締結

姊妹鐵道以來本局首長第一次參訪。 

金澤車站位於日本石川縣金澤市新保町，是西日本旅客鐵道

公司位於北陸的重要車站，興建中的北陸新幹線現階段工程的終點站，

金澤站是一個傳統和現代融合的車站，位在車站東口木造的鼓門已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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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金澤的地標，隱身在其後鋼骨結構的巨蛋更是現代藝術的表徵，堪

稱車站建築美學的典範。金澤站內商業空間的規劃歷經多次的蛻變已

成為 JR 西日本在北陸最重要的車站，營收在僅次於大阪和天王寺站

位居第三，甚至超越京都站，車站的經營與管理也是此行參訪的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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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參訪成員與行程簡介 

本次考察係因應與本局平溪線締結觀光合作協定的江之島電鉄株式

會社、締結姊妹關係的由利高原鐵道株式會社之邀，以及配合即將與集

集線締結姊妹關係的夷隅鐵道株式會社，洽商簽訂合作備忘錄內容，以

利 10 月份在台北舉行簽約事宜，並順道參訪位於日本北陸，由 JR 西日

本鐵道公司管轄之金澤車站，為花東鐵路電氣化之觀光車站發展等尋求

啟發與契機。本次由局長周永暉率領餐旅服務總所總經理黃振照、阿里

山森林鐵路管理處處長張錦松、運務處營業科長陳裕謀等共 4 人(表 1)，

於 103 年 8 月 28 日至 30 日參訪，詳細行程如(表 2)所示。 

一、 參訪成員 

表1  參訪成員表 

單位 姓名 職稱 性別 

本局 周永暉 局長 男 

餐旅服務總所 黃振照 總經理 男 

阿里山森林鐵路管理處 張錦松 處長 男 

運務處營業科 陳裕謀 科長 男 

二、 參訪行程 

表2  參訪行程表 

月/日 

星期 
行程 參訪場所 

8 月 27 日 

星期三 
啟程 黃振照總經理、張錦松處長由台北啟程 

8 月 28 日 

星期四 

神奈川縣鎌倉市 

千葉縣夷隅郡 

0830-1300 江之島電鉄株式會社 

1500-1800 夷隅鐵道株式會社 

8 月 29 日 

星期五 
秋田縣由利本莊市 由利高原鐵道株式會社 

8 月 30 日 

星期六 

石川縣金澤市 

返國 

JR 西日本金澤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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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參訪內容重點 

一、 參訪江之島電鐵株式會社紀要 

此次拜會是江之島電鐵天野泉社長 5 月上任以來，周局長第一次參

訪。天野社長致詞時表示：臺鐵「平溪線」與日本「江之島電鐵（江之電

）」自 102 年 5 月起締結觀光合作協定聯合行銷，以無償兌換雙方「1 日

週遊券」方式，吸引台日兩地遊客相互參訪，截至今(103)年 7 月底止，

日方旅客持 1 日券到平溪線兌換的旅客有 324 人，台灣旅客持 1 日券到江

之電兌換的旅客則有 5,602 人。根據統計今年赴日旅遊的台灣旅客約有

220 萬人，創下歷年新高而且還在持續成長中，其所帶動的觀光效益出乎

預料。 

周局長表達台日雙方經由鐵道交流方式，促成彼此國人相互體驗旅

行是十分珍貴的事，對於江之島電鐵株式會社在「江之島」站設立雙方觀

光合作展示館的用心表示推崇也讓旅客留下深刻印象，臺鐵瑞芳站在拉皮

整修後也將比照設立。另外對於雙方合作所產生的觀光效益表示肯定，未

來將尋求更多層面的合作。 

業務部中澤部長在業務簡報告時說，去年曾和台灣觀光協會、中華

航空公司三方合作彩繪車廂，獲得廣大迴響，希望今年也能和臺鐵進行這

方面的合作，此一部份周局長也予以善意的回應。 

 

圖1 參訪團一行拜會江之島電鐵株式會社受到天野社長（前排左七）盛大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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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台灣觀光協會、中華航空、江之島電鐵株式會社三方合作推出的彩繪列車 

 

 

圖3 江之電和電視台合作以即將上映的動漫人物為主題的車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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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江之島電鐵株式會社簡介 

江之島電鐵 1902 年開始營業，1953 年加入小田急關係企業，旗下

擁有鐵道、客運巴士、不動產、觀光事業與百貨業等附屬事業。鐵道公

司從業人員有 400 餘人，路線從鐮倉站起至藤沢站，長度僅有 10 公里，

車站 15 個，行車時間約 34 分，每日運行旅次約 4 萬 2 千餘人次，其中

觀光客約占 66%，每年營收約 30 億日圓，加上其他產業的收入，總營收

達 126 億日圓。 

古都鐮倉具有 700 年悠久的歷史與文化，稲村ヶ崎、長谷観音、大

仏等歷史古蹟文化資產豐富，新近被宣布為世界遺產更吸引中外觀光客

蜂湧而至，鐵道、文創產業與觀光的結合也替江之島電鉄株式会社帶來

豐富的收入。 

圖4 江之島電鐵路線和車站示意圖 

(二)  江之島週邊旅遊名勝簡介 

湘南海岸因距離東京不到一個小時車程，自古以來就是著名的濱海

渡假勝地。每逢夏天總是擠滿了來海邊戲水的人潮。鎌倉一面臨海三面

環山，許多歷史久遠的神社和佛寺錯落在海濱山邊。鎌倉古都擁有 700

年的歷史，其中又以鎌倉大佛、八幡宮和長谷川觀音最為著名，街道上

則林立著各種特色商店和餐廳，不時吸引眾多中外遊客前來觀光攬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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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之島是湘南海岸的玄關，島嶼和海岸間以橋樑相連。島上的燈塔

（江之島 Sea Candle）從遠處即可清楚看見，目前也委由該公司經營，島

上還有植物園、利用天然洞窟建造的神社、以及供奉海上女神的神社等

多個景點。 

(三)  江之島電鐵主要附屬事業概況 

1、 汽車業 

巴士事業在 1927 年 7 月開始營業。平日運送通勤通學旅客，假日則以

載運觀光客為主。除了固定路線以外，也有從藤澤‧大船兩站發車到羽田

機場的直達巴士，往京都‧大阪地區的夜間高速巴士和江之島‧鎌倉觀光

的定期遊覽巴士。現在的許可路線為 179.47 公里，現有車輛 233 輛，一天

的運行公里數約 24，400 公里，載客量約 7 萬 6 千人。 

2、 觀光業 

江之島電鐵經營的觀光設施計有江之島電扶梯、片賴海岸的停車場、

義大利餐廳 iLCHIANTI BEACHE、咖啡廳 iL CHIANTI CAFÉ，還有江之島

展望燈塔及和藤澤市共同經營的 Samuel Cocking，觀光事業也成為其重要的

收入來源。 

3、 不動產業 

日本的鐵道均以經營土地開發，房屋買賣仲介為其主要附屬事業，「

路線開到哪裡，房子就蓋到哪裡」已經成為其經營不變的法則，這些購買

房產的顧客，日後也成為其主要通勤客群。 

江之島電鐵亦不例外，除了位在藤澤站南出口的江之電第一大樓和鎌

倉大樓外，鐵公路沿線也有許多房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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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夷隅鐵道株式會社紀要 

訪問團一行於 8 月 28 日 15：00 抵達位於「大多喜站」的夷隅鐵道

株式會社，受到社長鳥塚亮社長及當地媒體盛大歡迎。 

鳥塚社長在致歡迎詞時表示，夷隅鐵道受汽車業發展而逐漸沒落，

近年來少子化問題嚴重地方營鐵路已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為使前輩辛苦

建立的鐵道得以永續經營，近年大肆推展鐵道旅遊觀光，創新經營手法，

希望藉由此次和臺灣鐵路管理局集集支線的結盟，掀起一陣旋風增加國際

知名度吸以引國內外鐵道迷和觀光客來此參訪。 

周局長在致詞時也表示，很高興能前來夷隅鐵道交流訪問，在感受

到熱情歡迎之餘，也希望能在經營方面相互交換經驗，臺鐵集集線也和貴

社面臨一樣的問題，當地居民也覺得需要予以保存除了可以發展地方觀光

以外，也可以提供當地居民便利的交通。 

 

圖5 拜訪團一行和鳥塚亮社長合影 

 

(一)  夷隅鐵道簡介 

夷隅鐵道總社位在千葉線夷隅郡大多喜町，距離羽田機場約一小時

，成田機場約 40 分鐘的車程，原屬日本國鐵木原線，廢線後於 1987 年

改由縣政府、市町以及法人共同承接屬第三種鐵道(the third sector)事業（

註 1），成立夷隅鐵道株式會社，資本額約日幣 6 億 6,900 萬元，以千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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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政府為最大股東占 34.2%，營業里程自大原-上總中野，總長 26.8 公里

，共有 14 個車站，車輛共 8 輛，每日運行列車上下行共 60 列次，正式

員工含社長共 30 名(不包含臨時雇員和部分工時人員)。 

 

圖6 夷隅鐵道路線圖（大原—上總中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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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夷隅鐵道車站路線示意圖（黃色部分為夷隅鐵道，紅色為小湊鐵道） 

 

表3  夷隅鐵道沿革 

1986 年年 11 月 國鐵木原線獲得保留，改以第三種鐵道事業經營。 

1987 年 4 月 國鐵改革法實施、木原線改由 JR 東日本經營 

1987 年 7 月 夷隅鐵道登記成立 

1988 年 3 月 23 日 JR 木原線廢止 

1988 年 3 月 24 日 夷隅鐵道開始承接正式營運 

2007 年 10 月 29 日 夷隅鐵道不堪累賠赤字，千葉縣議會再生會議決議，以

2008-2009 年財政收支年度報告作為廢線與否之依據 

2010 年 8 月 6 日 夷隅鐵道 2009 年度營收由虧轉盈路線確保確定 

(二)  積極創新，努力經營 

夷隅鐵道株式會社成立後，為避免重蹈再度廢線的覆轍，不以服務

當地居民為唯一選項，而以鐵道為基礎發展地方觀光為重心。具體的作法

介紹如下。 

1、 開行主題式觀光列車 

(1)  ムーミン(嚕嚕米)主題列車 

以日本家喻戶曉的卡通人物ムーミン(嚕嚕米)為列車名，車內有各種卡

通裝飾，並請社員裝扮成ムーミン(嚕嚕米)隨乘，創造話題藉以吸引旅客搭

乘。 

(2)  觀光特快車兼作為包車 

以國鐵時代遺留下來的 52 型和 28 型柴油車，逢周六日開行觀光特快

車，平日也開放作為包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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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種形態專開列車以廣招徠 

企劃中即將專開的列車還有賞螢火蟲專車、啤酒專車、伊勢龍蝦生魚

片專車、紅酒和菓子專車、咖哩專車以及夜行列車等不同型態吸引不同客

群的專開列車。 

 

 

圖8 ムーミン(嚕嚕米)主題列車(夷隅鐵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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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車廂內窗明几淨一塵不染為夷隅鐵道一貫的特色 

 

(三)  當地農特產品販賣 

產品種類多元包括夷鐵薯條三兄弟、房總饅頭、夷鐵咖哩、伊勢龍

蝦便當、夷鐵寶石箱便當、漁人私房便當等。 

1、 國吉站、大多喜站、大原站直營店開設 

商品販售是夷隅鐵道重要營業收入來源，上下車人數較多的車站自然

成為重要的銷售據點，目前以國吉站、大多喜站、大原站（JR 東日本外房

線共構站） 

2、 以直營店作為配售基地，接受網路訂貨 

除了直營店之外，國吉站、大多喜站、大原站等站也接受網路訂貨，

並作為發貨中心。 

3、 首都圈內或縣內辦理大型慶典活動時，也配合在會場展示商品 

為推銷夷隅鐵道以廣招徠，利用東京都內或千葉縣內舉辦各種大型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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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活動機會，將其商品在會場上展售以吸引目光打開知名度。 

 

圖10 夷隅鐵道大多喜站內賣場販售當地特色產品 

 

 

圖11 夷隅鐵道將於 12 月份在列車上推出的義大利式豪華套餐（取自夷隅鐵道

官網） 

(四)  贊助者制度 

夷鐵首創將車站命名權公開標售，也將站內花檯、枕木、車輛都鑲

嵌上贊助者姓名，可以收取費用又可讓贊助者留下芳名，此種手法對於

全日本將近 1 百萬之眾的鐵道迷而言，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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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為鐵道養護經費所需將贊助者姓名鑲嵌在枕木上 

(五)  廣植花田妝點鐵道 

花田為夷隅鐵道另一大特色，黃澄澄的油菜花在每年 3 月中旬到 4

月中旬盛開揭開序幕，鐵道沿線染成一片金黃色花海甚為壯觀，期間櫻

花同時登場爭奇鬥豔成為夷隅鐵道最熱鬧的季節，六月為紫陽花，11 月

下旬起整片山林都被紅葉染紅更是醉人。 

 

圖13 夷隅鐵道沿線油菜花櫻花同時盛開景色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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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社長部落格 

夷隅鐵道社長鳥塚亮在官方網站上建立部落格，將開行專開列車訊

息、社內活動、花季等重要記事都刊載其中，獲得鐵道迷和觀光客熱烈

迴響，也吸引大批觀光客到此朝聖。 

 

圖14 夷隅鐵道社長在部落格上記敘與集集線締結姐妹之紀事 

(七)  日本媒體對我國本次考察表達歡迎 

此次參訪夷隅鐵道受到日本媒體矚目，著名新聞媒體如朝日、讀賣

新聞等紛紛派駐地方記者現場採訪，對於台日雙方即將締結姊妹關係更

表達濃厚的興趣，周局長也趁此機會大力行銷集集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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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朝日新聞特別將雙方簽訂備忘錄新聞在網路上報導 

 

圖16 日本雅虎也在網路上報導周局長率團參訪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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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訪由利高原鐵道株式會社紀要 

此次參訪立即接續前往秋田縣行程，此係今（103）年 5 月由利高原

鐵道春田啟郎社長在臺北和本局平溪線締結姐妹鐵道以來，周局長第一次

率隊參訪，並由春田社長全程陪同走訪矢島站至羽後本莊站，乘坐由利鐵

新購進車廂(YR3000 型柴電車)，為了節省乘務人力除尖峰時段或專開列

車以外均為一人服務車，因大部分車站均為無人招呼站，平時司機員需兼

任售票工作，只有假日期間或特殊慶典時部分列車上派有打扮成秋田鄉下

村姑造型的隨車員（おばこ），除販賣當地特色產品外並導覽沿途美景，

頗具特色。 

由利本莊市為由利鐵道重要股東，長谷川市長對促進台日觀光不遺

餘力，在歡迎晚宴上致辭時表示，由利本莊市以生產木材著名，台灣木

材商經常來訪，此次藉由雙方締盟為橋樑，今後將透過多邊合作促進台

日觀光蓬勃發展。 

周局長致詞時也對雙方今後交流寄與厚望，希望能透過彼此互訪，

亦帶動鐵道迷進行國際交流，吸引更多觀光客造訪鳥海山麓線這條迷人

的鐵道。 

 

圖17 參訪團在由利高原鐵道公司（矢島站）受到社長（右４）等人盛大歡迎 

 



 16 

 

 

圖18 由利高原鐵道公司 2013 年購入 YR3000 柴電車（紅＋藍 2 輛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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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車廂內由打扮成秋田村姑模樣的服務員販賣商品並導覽沿途風光 

 

 

圖20 周局長於前鄉站交會列車時遞送路牌重溫當年擔任副站長時之工作 

(一)  由利高原鉄道簡介 

由利高原鉄道株式会社位於秋田縣境，於 1985 年承襲國鐵矢島線改

名鳥海山麓線，由秋田縣、由利本庄市、由利建設協會等公、私法人共

同出資經營屬第三種鐵道事業(the third sector)，不以營利為主要目的。鳥

海山麓線沿著子吉川而行，長 23km 為單線非電化區間，行車方式為電

氣路牌閉塞式，共設有 12 個車站，其中羽後本荘站可銜接 JR 東日本羽

越本線至秋田。前鄉站派駐站員為交會列車主要車站，黑澤站往曲澤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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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天晴時可遠眺鳥海山景色絕佳，終點站矢島附近有猿倉溫泉遠近馳

名。 

由利高原鐵道旗下共有 24 名員工（不含臨時雇員），所經營相關之

目的事業除鐵道事業外尚有不動產賃貸業、廣告宣傳業、旅遊業、壽險

及產物保險之代理業務等。 

 

圖21 鳥海山麓線示意圖（摘自網路） 

(二)  創新、轉型、吸客 

由利高原鐵道位於日本西北偏鄉地區不僅國內遊客少，國際觀光客

亦鮮少將行程安排至此，主要旅客以學生及當地老人佔多數，運量一直

偏低。近年又受到少子化影響，虧損更形嚴重，故主要股東(秋田縣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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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利本莊市)須承受極大之財務負擔，為解決經營困境對外積極物色優秀

專業經理人領導轉型，現任社長春田啟郎社長曾於東京從事旅遊業多年

因此出線，在其領導下推出多項主題列車活動，和多項創新措施，尋求

國際結盟亦是其中一項。 

表4  由利高原鐵道年度慶典活動 

月份 活動內容 

2 月 酒藏解放列車 

3 月 女兒節列車 

4 月 雪室解禁生酒列車 

5 月 鲤魚旗列車 

6 月 油菜花列車 

7 月 七夕列車 

8 月 啤酒列車 

9 月 稻草人列車 

10 月 萬聖節列車 

11 月 地方特色小吃列車 

12 月 耶誕節列車 

積極讓地方民眾參與鐵路的活動是春田社長另一項吸客手法，如透

過召募會員，擴大民眾參與，即只要每年繳交 5,000 元-30,000 元不等的會

費可擔任名譽站長，名譽副站長或在吊環、枕木、軌道上留名，亦可獲

得免費車票、委任狀及鐵路舉辦各項活動之參與權。當地民眾在春田社

長努力之下深受感動，亦積極支持配合各項活動，以維持鐵路的正常永

續營運，保障當地民眾基本行的權利。 

 
圖22 加入由利高原鐵道會費（摘自 http://www.obako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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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汰換舊車引進新車 

目前所擁有最老之車輛為 1985 年引進新潟鐵工所製造之 YR-1500

型在 2012 年新車引進後已退役，後又於 2000 年、2003 年引進 YR-2000

型並予以彩繪，2012 年再引進日本車輛製造之 YR-3000 型各式列車，營

運情況雖不佳，仍持續汰換舊車，以維持一定的服務水準。 

 

圖23 YR-1500 型，由利鐵道最舊車型 

 

圖24 連接 JR 羽越本線的羽後本莊站，車站共構方便旅客轉乘 

(四)  國際結盟開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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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利高原鐵道株式會社於民國 103年 4月正式與臺鐵平溪線締結姐

妹鐵道，為第一個和臺鐵結盟的日本鐵道（按，江之電和本局平溪線僅

有觀光合作協定）春田社長希望透過結盟方式，進一步吸引臺灣旅客前

往旅遊，也藉此喚起日本國內旅客和鐵道迷相繼造訪。 

 

圖25 秋田縣町、由利本莊市、由利高原鐵道歡迎訪問團，周局長致謝詞 

(五)  日本媒體多方報導 

此行各大報朝日、讀賣新聞以及地方報秋魁新報，均派駐地方記者

隨行採訪台日締結姐妹鐵道雙方互訪等交流活動，周局長並在終點站羽

後本莊接受當地電子媒體的訪問，趁機將臺鐵介紹到日本，無疑是一場

成功的國際行銷。 

 
圖26 周局長接受當地電視媒體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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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讀賣新聞特別報導參訪團行程 

 

圖28 秋魁新報報導訪問團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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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朝日新聞報導周局長在前鄉站授受路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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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訪金澤站紀要 

日本北陸新幹線東起東京站經長野西抵敦賀站，其中東京到長野間

的線路已於 1997 年啟用（此路段通常又被稱為長野新幹線）。另長野～上

越妙高～富山～金澤～白山綜合車輛基地間的路線亦已竣工，目前正進入

緊鑼密鼓試車階段，預計 2015 年 3 月通車，金澤站位於北陸新幹線交通

要衝上，南可經小松站往京都銜接東海道新幹線，通車後地位更顯重要。 

 

圖30 北陸新幹線路線示意圖（摘自網路） 

本次參訪金澤站由站長辻昭夫負責接待，JR 西日本總公司伊勢正文

副社長及西日本商場開發株式會社社長辻子義則陪同。金澤站為配合北陸

新幹線通車到金澤，站體改為高架化車站，原有空間及新生空間重新規劃

為不同風格的商場，其中部分已開張營業，新商場以其占有交通樞紐之絕

對優勢，將其吸客效應發揮至極致，不僅週邊商家生意大受影響，明（2015

）年 3 月北陸新幹線通車營運預料將對小松機場旅客成長構成嚴重威脅。 

參訪過程中在國土交通省施工部長內藤宗夫帶領下，特別安排參觀

新幹線月台及候車空間裝修工程，月台樑柱以代表金澤傳統工藝的金箔包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AC%E7%AB%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9%87%8E%E7%AB%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9%87%8E%E7%AB%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4%87%E9%87%8E%E7%94%B0%E7%AB%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4%87%E9%87%8E%E7%94%B0%E7%AB%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F%8C%E5%B1%B1%E7%AB%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6%BE%A4%E7%AB%99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9%BD%E5%B1%B1%E7%B6%9C%E5%90%88%E8%BB%8A%E8%BC%9B%E5%9F%BA%E5%9C%B0&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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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月台安全門採當地最具代表性的金色和棕色為主色調，顯露出典雅與穩

重的質感，候車空間闢有當地工藝家專屬作品展示空間，將金澤在地特色

發揮得淋漓盡致。 

表5  金澤車站基本資料 

所在地 石川縣金澤市（人口約 46 萬人） 

月台軌道 在來線 3 面 7 線，新幹線 2 面 4 線 

收入 3100 萬日元/日（JR 西日本第 12 位） 

上下車人數 約 4 萬人/日 

交會路線  北陸本線 

每日 301 列次（特急 117 普通 144 貨物 26 回送 14） 

 七尾線 

每日 64 列次（特急 12 普通 52） 

車站商業大樓  金澤百番街 

 金澤 Forus 

 金澤旅館 

鄰接私鐵站 北路鐵道淺野川線（北鐵金澤站） 

話題  2005 年接待館和鼓門完成，被美國旅行雜誌獲選為「世界

最美的 14 個車站」 

 2008 年 10 月「用心款待，月台送行」首度登台 

 2014 年 8 月，北路新幹線試車開始，8 月 5 日新幹線未來

行駛主力車種 w7 系列初登場 

 

 

圖31 周局長與金澤站長辻昭夫（中）及 JR 西日本副社長伊勢正文（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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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澤站強調傳統和創造完美的結合，站內商場動線經過精心的設計

，帶有淺野川和犀川流動的意向，外牆使用黑色容易使人聯想到最能代表

當地傳統工藝的漆器，站內各項設備與設施都以使用者角度（通用設計

universal design）來設計，車站東入口的鼓門以及週邊庭園設計，更將兼

六園庭園造景帶入其中與人深刻的印象。 

 

圖32 傳統的木造鐘樓與後端現代化鋼骨結構高架化站體完美結合成金澤站 

 

 

圖33 月台鋼骨樑柱包覆金箔更顯穩重典雅，月台門以金色和棕色為主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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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候車室內的工藝牆展現當地傳統工藝特色 

(一)  傳統與現代完美的結合-金澤百番街 

金澤百番街係利用車站高架後地面層規劃為商業設施，出租店鋪合

計超過 100 個以上，由 JR 西日本子公司負責開發，並在 1991 年開始營

業，為迎接北陸新幹線在 2015 年 3 月 14 日開通，車站商場為配合營運

，正展開耐震補強和全面改裝等作業，目前已大致完成，在來線候車區

域也正在加緊趕工。 

1、 流行時尚和書店區—高架站體下北區 

在原在來線高架站體的北邊區域開設有時尚區，2006 年 11 月附近同類

型大型商場開幕後生意一落千丈相繼閉館，直到 2011 年 3 月將時尚用品、

化妝品、流行服飾、書店、簡餐、咖啡店等結合重新規劃取名「Rinto」重

新營業，商品豐富多樣化適合各年齡層與性別的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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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Rinto」Zone  的時尚館（摘自網路

http://ihoku.jp/ishikawa/kanazawa-city/4804.html） 

2、 傳統工藝品、和菓子（日式西點）店鋪、餐飲專區—あんと 

位在高架站體的南區，1997 年設立之時以特色餐飲和販賣當地美食名

產為主，但因水電設施不夠完備被迫暫時停業，2014 年 7 月重新開張，商

場規劃仍以販售傳統工藝品和當地伴手禮為主，吸引了全日本名店在此開

設分店，整個區域可以分為東街、西街和美食區，是人潮最為聚集的一區

。交易方式導入了 JR 東日本的 Suica 和 JR 西日本 ICOCA 以及中國銀聯等

家的電子錢包付費系統，結合現代商場管理模式，只要業績在一定期限內

未達所定標準將被撤櫃或撤店由其他名店所取代，業績長紅亦代表其在日

本國內占有一席之地，由於競爭激烈各個商家莫不使出渾身解數妝點門面

，推陳出新的商品，良性競爭的結果，不僅消費者受惠，身為大房東的 JR

西日本才是最後的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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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挾地利之優勢，商家莫不以在此設櫃為目標，下圖為石川日本酒專櫃 

 

3、 商務旅館、便利商店、生鮮超市、醫療藥品、營養食品專區-癒

療館（くつろぎ館） 

位在金澤站西出口，2007 年 5 月開業迄今，以販賣生鮮超商和醫療用

品為主，部分商業設施設置在付費區內，藉由轉乘不必出站就可購物更增

加其便利性，商業大樓的 5-8 樓設有旅館部，以其便利的地理位置優勢，

成為商務旅客的首選住宿飯店。 

 
圖37 100 生鮮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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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與建議 

一、 困境中求生存-夷隅鐵道、由利高原鐵道的經營之道 

日本地方支線嚴重虧損是造成國鐵民營化原因之一，但為消彌地方

廢線疑慮與反對聲浪，才以第三部門也就是公私合營的方式繼續慘淡經營

，想藉由私部門經營績效來改善財務狀況，以達收支平衡之目標。夷隅與

由利高原鐵道都屬第三部門鐵道事業，近年受到人口老化與少子化雙重衝

擊經營更加困難，發展觀光與國際結盟，以開拓國內外旅遊客源成為其共

同努力方向，其做法值得我們深思與仿效。 

(一)  以 ROT 方式活化支線站區週邊經營 

票箱收入為本局目前支線主要收入來源，但因受限於路線容量與月

台長度、車輛不足等因素，運能無法增加，營收成長受限，且淡旺季十

分明顯，旺季無法加開列車，淡季加開只會虛糜運能，又因法令的限制

無法經營其他事業挹注營收，形成多投資只會增加虧損，受益的只是地

方政府和週邊的商家。 

為突破法令的限制，本局刻正委外重新規劃平溪、內灣、集集三條

支線站區週邊空地，並結合路線營運以 ROT 方式招商，以減少支線的虧

損。 

(二)  開拓陸客自由行市場 

本局客運業績（包括上下車人數、客運收入、延人公里）自 98 年

起衰退停止並自谷底翻升，業績連年以 3%-5%的速度成長至今，實際上

國內運輸市場亦受到少子化問題的影響，預料將在 2015 年開始出現衰退

跡象，如何未雨綢繆開拓新興市場，將是現階段重要的課題。 

自由行的旅行形態為旅遊新趨勢，尤其陸客自由行近年成長快速，

已經有 18 省 23 個城市開放來臺自由行，目前大陸自由行來台的人數快

速增加，根據統計資料顯示從今年 1 月到 9 月 26 日，陸客自由行已達 89

萬 4 千多人，推估全年會超過 100 萬人，遠高於去年 50 多萬人，自由行

旅客選擇以火車為交通工具者占多數，這批旅客將為臺鐵的客運注入活

水彌補日益嚴重的少子化的問題。 

針對這批新興客層，開發新的支線套票，規劃特色行程以誘客，將

是開發支線旅遊的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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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創產業經營典範-江之島電鐵株式會社 

鐮倉為幕府時代的古老的都城，1192 年武將源賴朝開創幕府建都於

此。三方為群山所環繞，南側則面向海洋，擁有為數可觀歷史悠久的寺院

和古蹟，在精心的保護與活化之下，一年之中觀光客絡繹不絕，江之島電

鐵道穿梭在古城巷弄中串起千百年的文化遺產將歷史場景還原在世人面

前，這也是江之島電鐵得天獨厚之所在。近年許多動漫人物和連續劇、電

影的場景都出現在此，更讓其聲名大噪，文創產業的興盛吸引不同年齡的

族群探幽攬勝，藉著江之島電鐵的串聯形成魚幫水水幫魚的繁盛景象。 

本局平溪線和內彎線早期以運煤為主，均有其歷史背景，雖近年融

入當地民俗與傳統，逐漸發展成平溪天燈、內灣動漫的特色旅遊形態，如

何將早年先民開發的歷史遺跡保護活化以豐富支線旅遊的內涵，以開發更

多的客源仍需仰賴產官學之間的通力合作。 

表6  江之電沿線歷史文化遺產暨景點 

附近 

車站 
名稱 歷史典故 照片 

北鐮倉 圓覺寺 圓覺寺建於 1282 年的禪宗寺

院，為日本的國家指定史蹟。境

內景點甚多，通往解脫之三座門

更是遊客必訪景點。每日晨早上

8 時、傍晚 5 時半，將可聽見從

寺院傳來的鐘聲震醒人心。為維

護文化遺產，此地禁止建設高層

建築。 

 

圓覺寺（摘自網路） 

北鐮倉 建長寺 建長寺為日本第一座禪宗的道

場，創建於 1253 年。在第一座

門後，即可望見約高 30 公尺的

三門。大型的木造建築、巨大的

銅鐘，最能表現出日本的美學意

識，處處皆顯現禪心。寺中不時

舉辦坐禪可讓來訪遊客深入體

驗禪宗精髓。 

 

建長寺（摘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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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 

車站 
名稱 歷史典故 照片 

鐮倉 若宮大

路 

若 宮 大 路 為 將 軍 源 賴 朝

（1147-1199）仿效京都所建之

道路長約1,800公尺，綿延至海

邊，鐮倉整體的都市建設是以該

道路為中心而逐漸發展成形。車

站至八幡宮的途中，春季時櫻

花、杜鵑綻放，美不勝收。 

 

若宮大路（摘自網路） 

鐮倉 鶴岡八

幡宮 

鶴岡八幡宮為將軍源賴朝所建

之神社。登上階梯即可將鐮倉街

景盡收眼底，此處是眺望鐮倉市

區最佳之處。神社的鴿子護符相

傳具有讓美夢成真之效力人氣

最旺。 

 

鶴岡八幡宮（摘自網路） 

長谷 鐮倉大

佛 

高德院鐮倉大佛從長谷車站徒

歩７分鐘可達。大佛為鐮倉的代

表，建於1252年為阿彌陀如來坐

像。包含台座共高達13.35公

尺，總重121公噸。最初大佛安

置於建築之內，然而15世紀末

期，建築本身為海嘯所沖逝，便

將大佛置於室外。 

 
鐮倉大佛 

長谷 長谷寺 長谷寺建於736年，該寺歷史悠

久供奉的主佛為高達 9.18 公

尺，姿態優美的長谷觀音，一般

稱之為十一面觀音，頭上另有正

前方、左方、右方的三個面容，

再加上後方與頭頂，總共擁有11

種不同表情的面孔。相傳菩薩可

實現所有人的願望。阿彌陀堂則

供奉阿彌陀如來像。 

 

長谷寺（摘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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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 

車站 
名稱 歷史典故 照片 

由比濱 湘南海

岸 

湘南海岸是鐮倉著名的海水浴

場所在地，夏季人滿為患熱鬧非

凡，即使是嚴寒冬季仍可看到泳

客在衝浪，是年輕人最喜歡探訪

的勝地。由比濱素以夕陽之美而

聞名，天氣晴朗之時，更可窺見

位於大海對岸的富士山。 

 

湘南海岸（摘自網路） 

 

三、 創新經營-成立行銷專案（策略）室 

本局目前的行銷創意都來自于高層的想法化為具體行動，例如

LUCKY 7 臺鐵七支線旅遊護照，或是 SL 仲夏寶島號花東行程，鮮少由

行銷業務單位包括運務處、餐旅總所、貨運服務所、企劃處自行依據其執

掌主動提案，更別說跨部門合作以企業的總體戰略來制定市場營銷戰略。 

反觀日本的鐵道公司都設置有行銷部門，例如最近和松山站結盟的

JR 四囯鐵道株式會社，其行銷部門取名為誘客戰略室，就予人十足的雄

心壯志之感，本局實有必要整合散落在各處所各自為政的行銷業務部門，

統合行銷戰略才得以集中力量獲取更大利潤。  

四、 其他 

(一)  支線各車站設置大型旅客資訊整合看板 

江之電沿線各站均設有大型旅客資訊看板，將路線圖、兩站間行駛

時分、車站配置圖、沿線各站旅運相關設施、車站週邊交通資訊、沿線

各站周遭景點、列車時刻表、重要公告(尤其禁止事項)等資訊，通通整合

在同一面大型看板上，旅客在這面看板上就可以查到所有列車與車站的

相關資訊。 

上述各項旅客資訊，在臺鐵則是散見在車站各個角落，不僅旅客查

看不便，且有礙站容觀瞻；臺鐵各支線與阿里山森鐵與江之電性質較類

似，建議可參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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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長谷川車站大型旅客資訊看板 

(二)  台鐵支線定期定班開行主題觀光列車 

夷隅鐵道主題式觀光列車與由利高原鐵道年度慶典活動專車的經

營模式，值得臺鐵支線與阿里山森鐵開行郵輪列車參考，支線開行主題

列車除結合當地人文歷史、自然景觀、慶典活動等觀光資源外，並建議

與志工團體合作，提供導覽解說服務，且應定期定班開行列車，長期經

營，建立口碑。例如阿里山森鐵 1~3 月開行戀戀櫻花之旅(賞櫻列車)，每

週 1 或 2 班、4~6 月開行鄒族原鄉之旅、、、等，觀光資源豐富或發揮創

意則可每月一主題，吸引旅客搭乘。 

 

圖39     由利高原鐵道車上導覽人員介紹案山子(稻草人)主題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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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議觀光性質支線廣設自動儲物箱，便利旅客觀光旅遊 

江之電沿線各站均設有自動儲物箱，便利旅客寄存行李，以利旅客

輕便輕鬆至車站周遭旅遊；臺鐵各支線主要車站經常有不少旅客要求提

供寄放行李的服務，站員礙於站房空間小，一人又身兼數職無法專心看

管，但為服務旅客又不便拒絕而左右為難，為滿足旅客需求，並避免員

工困擾，建議支線車站規劃設置自動儲物箱。 

 

圖40    江之電長谷站月台上的儲物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