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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及交通部鐵路改建

工程局將整併為鐵道局，以負責全國鐵道業務，為利鐵道局成立後之

鐵道行政業務推動，本次短期出國專題研究，選定亞洲鐵道先進國家

日本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包含以下事項，並提出心得及建議。 

1. 日本鐵道之發展過程及目前鐵道事業運輸及經營之現況。 

2. 鐵道行政之組織架構及機制，其中包含中央行政組織、國土

交通省及轄下鐵道局、地方運輸局、鐵道〃運輸機構、交通

政策審議會、運輸審議會、運輸安全委員會、國土交通大學

校等。 

3. 鐵道施政策略面向，包含國鐵改革、鐵道法令、票價訂定、

整備新幹線、都市鐵道、地方鐵道等施政內容。 

 

 

 

 

 



2 

 

 

目錄 

 

第一章 研究目的 ......................................................................................................... 8 

第二章 日本鐵道發展及現況 ..................................................................................... 9 

2.1 日本國土概述 ................................................................................................. 9 

2.2 日本鐵道歷史 ............................................................................................... 11 

2.3 鐵道運輸現況 ............................................................................................... 15 

2.4 鐵道事業者 ................................................................................................... 19 

2.5 新幹線、整備新幹線、磁浮中央新幹線 ................................................... 22 

2.6 鐵道事業者之組織及司機員養成 ............................................................... 24 

2.7 鐵道事業者薪資 ........................................................................................... 27 

第三章 鐵道行政之組織架構及機制 ....................................................................... 29 

3.1 中央行政 ....................................................................................................... 29 

3.2 國土交通省與鐵道行政相關單位 ............................................................... 35 

3.3 鐵道局 ........................................................................................................... 37 

3.4 地方運輸局 ................................................................................................... 39 

3.5 鐵道建設〃運輸施設整備支援機構 ........................................................... 41 

3.6 交通政策審議會 ........................................................................................... 44 

3.7 運輸審議會 ................................................................................................... 47 

3.8 運輸安全委員會 ........................................................................................... 48 

3.9 國土交通大學校 ........................................................................................... 50 

第四章 鐵道施政策略 ............................................................................................... 53 

4.1 國鐵改革 ....................................................................................................... 53 

4.2 鐵道相關法令 ............................................................................................... 55 

4.3 票價施政 ....................................................................................................... 58 

4.4 整備新幹線之施政 ....................................................................................... 63 



3 

 

4.5 都市鐵道之施政 ........................................................................................... 66 

4.6 地方鐵道之施政 ........................................................................................... 69 

4.7 其他鐵道施政策略 ....................................................................................... 74 

第五章 心得與建議 ................................................................................................... 76 

5.1 心得 ............................................................................................................... 76 

5.2 建議 ............................................................................................................... 78 

參考資料...................................................................................................................... 80 

 

 



4 

 

圖目錄 

 

圖 2.1-1 日本人口推移(仟人).................................................................... 10 

圖 2.1-2 日本都道府縣 .............................................................................. 10 

圖 2.2-1 東海道本線路線圖 ...................................................................... 11 

圖 2.2-2 鐵道事業者之分類 ...................................................................... 14 

圖 2.2-3 規範鐵道事業之法令沿革 .......................................................... 15 

圖 2.4-1 鐵道種類 ...................................................................................... 19 

圖 2.4-2 軌道系統 ...................................................................................... 20 

圖 2.4-3 索道系統 ...................................................................................... 20 

圖 2.5-1 新幹線路網圖 .............................................................................. 22 

圖 2.5-2 中央新幹線路線圖 ...................................................................... 24 

圖 2.6-1 司機員執照交付流程(京王電鐵)................................................ 25 

圖 2.6-2 司機員執照 .................................................................................. 25 

圖 2.6-3 京王電鐵組織圖 .......................................................................... 26 

圖 3.1-1 位於霞關的中央各省廳 ............................................................... 30 

圖 3.1-2 眾議員競選海報 .......................................................................... 30 

圖 3.1-3 日本政治制度 .............................................................................. 31 

圖 3.1-4 省廳整併 ...................................................................................... 32 

圖 3.1-5 中央行政組織 .............................................................................. 32 

圖 3.2-1 國土交通省組織圖 ...................................................................... 35 

圖 3.2-2 中央預算 ...................................................................................... 37 

圖 3.4-1 運輸局權管範圍 .......................................................................... 40 

圖 3.5-1 鐵道〃運輸機構之沿革 .............................................................. 41 

圖 3.5-2 鐵道〃運輸機構組織 .................................................................. 42 

圖 3.6-1 運輸政策審議會第 18 號答申路線圖 ........................................ 47 

圖 3.6-2 交通政策審議會鐵道部會開會情形(照片:日經新聞) .............. 47 

圖 3.7-1 運輸審議會召開公聽會審議北陸新幹線費率(照片:日經新聞)



5 

 

.............................................................................................................. 48 

圖 3.8-1 運輸安全委員會組織圖 .............................................................. 49 

圖 3.8-2 事故通報流程 .............................................................................. 49 

圖 3.9-1 國土交通大學校(小帄本校及柏研修中心) ................................ 51 

圖 4.1-1 各 JR 公司營運範圍 .................................................................... 53 

圖 4.1-2 JR 東日本公司企業 LOGO .......................................................... 54 

圖 4.3-1 新幹線之基本票價及特別費用 .................................................. 58 

圖 4.3-2 上限價格制 .................................................................................. 59 

圖 4.3-3 路線費之迴歸計算 ...................................................................... 61 

圖 4.3-4 實際成本、基準成本及適當成本 .............................................. 61 

圖 4.3-5 總成本及總收入計算方式 .......................................................... 62 

圖 4.4-1 建設經費分擔 .............................................................................. 63 

圖 4.4-2 通車前之檢查作業 ...................................................................... 63 

圖 4.4-3 建設主體及營運主體之分工 ...................................................... 64 

圖 4.4-4 租金計算之示意圖 ...................................................................... 64 

圖 4.4-5 新幹線通車後新成立之第三部門公司 ...................................... 65 

圖 4.5-1 列車混雜率 .................................................................................. 66 

圖 4.5-2 都市鐵道等利便增進制度 .......................................................... 68 

圖 4.5-3 都市鐵道等利便增進案例 .......................................................... 69 

圖 4.6-1 運送密度及收支百分比 .............................................................. 71 

 

 

 

 

 

 

 

 

 



6 

 

表目錄 

 
表 2.1-1 日本與台灣基本資料比較 ............................................................ 9 

表 2.1-2 地區列表 ...................................................................................... 11 

表 2.3-1 鐵道運輸比例 .............................................................................. 16 

表 2.3-2 各運具運送比例(單位:%) ........................................................... 16 

表 2.3-3 JR 公司及大型民鐵公司之營業公里及運送密度 ...................... 17 

表 2.3-4 臺灣、日本、歐洲之鐵道運送密度 .......................................... 18 

表 2.4-1 鐵道分類 ...................................................................................... 19 

表 2.4-2 鐵軌道事業者 .............................................................................. 21 

表 2.5-1 整備新幹線路線 .......................................................................... 23 

表 2.6-3 司機員詴驗內容 .......................................................................... 25 

表 2.7-1 鐵道事業者薪資 2012 年統計 .................................................... 27 

表 2.7-2 薪資排名前 20 之鐵道事業者(2012 年統計) ............................. 28 

表 3.1-1 眾議院議員席次 .......................................................................... 29 

表 3.1-2 政務官月薪本俸 .......................................................................... 33 

表 3.1-3 高階文官月薪本俸 ...................................................................... 33 

表 3.1-4 一般文官職等 .............................................................................. 34 

表 3.1-5 一般文官月薪本俸 ...................................................................... 34 

表 3.2-1 國土交通省組織及與鐵道行政相關單位(黑體字).................... 36 

表 3.2-2 2015 年度中央、國土交通省及鐵道局預算 .............................. 37 

表 3.3-1 鐵道局組織及職掌 ...................................................................... 38 

表 3.4-1 地方運輸局權管範圍 .................................................................. 40 

表 3.4-2 中部運輸局鐵道部組織及業務 .................................................. 41 

表 3.5-1 鐵道〃運輸機構內與鐵道相關組織及職掌 .............................. 43 

表 3.5-2 鐵道興建財源及出租、讓渡方式 .............................................. 44 

表 3.6-1 交通政策審議會重要答復事項 .................................................. 45 

表 3.9-1 國土交通大學校開課課程數 ...................................................... 51 



7 

 

表 3.9-2 鐵道相關研修課程 ...................................................................... 51 

表 4.1-1 國鐵債務繼承方式 ...................................................................... 54 

表 4.1-2 經營安定基金 .............................................................................. 55 

表 4.2-1 法令種類 ...................................................................................... 55 

表 4.2-2 鐵道相關主要法令 ...................................................................... 55 

表 4.2-3 鐵道事業法之改訂 ...................................................................... 57 

表 4.3-1 基本票價及特別費用之陳報及調整方式 .................................. 59 

表 4.3-2 計算營運成本之參數 .................................................................. 60 

表 4.3-3 採用基準比較方式公司 .............................................................. 60 

表 4.5-1 都市鐵道之營運公里及年運送人員 .......................................... 66 

表 4.5-2 混雜率之變化情形 ...................................................................... 67 

表 4.5-3 現行都市鐵道補助制度 .............................................................. 67 

表 4.6-1 地方鐵道事業者及所管地方運輸局 .......................................... 70 

表 4.6-2 鐵道事業者之成本結構 .............................................................. 70 

表 4.6-3 現行地方鐵道補助制度 .............................................................. 72 

表 4.7-1 鐵道施政策略 .............................................................................. 74 

 



8 

 

 

第一章  研究目的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及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將整

併為鐵道局，以負責全國鐵道業務，為利鐵道局成立後之鐵道行政業務推動並考

量日本為鐵道之先進國家，而台灣鐵道所面臨課題又與日本相近，爰選定日本作

為出國研究對象。 

本次經由國土交通省鐵道局安排赴日進行研究，研究期間國土交通省另安排

赴國土大學校接受鐵道行政研修、鐵道〃運輸機構進行研修；及實地參訪整備新

幹線之北陸新幹線及並行在來線；及赴鐵道總合研究所接受課程講習。 

本次研究內容事項如下述。 

1. 研究日本鐵道之發展過程及目前鐵道事業運輸及經營之現況。 

2. 研究鐵道行政之組織架構及機制，其中包含中央行政組織、國土交通省及轄

下鐵道局、地方運輸局、鐵道〃運輸機構、交通政策審議會、運輸審議會、

運輸安全委員會、國土交通大學校等。 

3. 鐵道施政策略面向係整理國鐵改革、鐵道法令、票價訂定、整備新幹線、都

市鐵道、地方鐵道等施政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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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鐵道發展及現況 
 

2.1 日本國土概述 

日本的國名起源，有一說是因從中國大陸來看，日本位於日出的東方，因此

被稱為「日之本」。日本為南北細長相連的島國。人口數1億2仟多萬人約為世界

第10位，國土面積37.8萬帄方公里約為世界第60位。 

日本的年號、匯率、人口數、國土面積、出生率、各年齡層之人口比例詳下

表2.1-1。 

表 2.1-1 日本與台灣基本資料比較 

日本因出生率低，於2008年起人口由尖峰之1億2808萬人開始出現負成長(如

圖2.1-1)。依2010年的國勢調查，當時全國人口約1億2806萬人，預估50年後之2060

年，人口將約減少4132萬人至人口僅8674萬入，人口將減少近三分之一。而隨著

少子高齡化，預估0歲-14歲之帅少年人口將從1684萬人減少至791萬人，15歲-64

歲之生產年齡人口將從8173萬人折半至4418萬人。 

隨著0歲-64歲之人口快速減少，預估2060年通勤及上學旅次將減少至僅現在

的一半左右。 

 日本 台灣 

年號 帄成 27 年 民國 104 年 

匯率(2015.7) 1 日圓=0.27 新台幣(元) 

人口數 1 億 2689 萬人 2346 萬人 

國土面積(km2) 37.8 萬 3.6 萬 

出生率(2014) 1.42 1.165 

人口比例 

(0 歲-14 歲) 

(15 歲-64 歲) 

(65 歲以上) 

13% 

63% 

24% 

14% 

7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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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日本人口推移(仟人) 

日本行政區劃為1都(東京都)、1道(北海道)、2府(大阪府、京都府)及43縣，合

計47個都道府縣，詳圖2.1-2。地圖上常區分為八個不同地區，詳下表2.1-2。 

 

 

 

 

 

 

 

 

 

 

圖 2.1-2 日本都道府縣 

年 

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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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地區列表 

地區 都道府縣 

北海道地區 北海道 

東北地區 青森県、岩手県、宮城県、秋田県、山形県、福島県 

關東地區 
茨城県、栃木県、群馬県、埼玉県、千葉県、東京都、神奈

川県 

中部地區 
新潟県、富山県、石川県、福井県、山梨県、長野県、岐阜

県、静岡県、愛知県 

近畿地區 
三重県、滋賀県、京都府、大阪府、兵庫県、奈良県、和歌

山県 

中國地區 鳥取県、島根県、岡山県、広島県、山口県 

四國地區 徳島県、香川県、愛媛県、高知県 

九州沖縄地區 
福岡県、佐賀県、長崎県、熊本県、大分県、宮崎県、鹿児

島県、沖縄県 

 

2.2 日本鐵道歷史 

日本最早正式營運的鐵道源起於 1872 年 10 月 14 日，由東京新橋至横浜櫻

木町間（現在日本將 10 月 14 日訂為鐵道日）。1874 年大阪至兵庫神戸通車，1877

年通車大阪至京都間通車，1880 年京都至滋賀大津間通車，1889 年東京新橋至

神戶全線通車(現在的東海道本線，詳圖 2.2-1)。 

 

圖 2.2-1 東海道本線路線圖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9%9D%92%E6%A3%AE%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B2%A9%E6%89%8B%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AE%AE%E5%9F%8E%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7%A7%8B%E7%94%B0%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B1%B1%E5%BD%A2%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8%8C%A8%E5%9F%8E%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6%A0%83%E6%9C%A8%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7%BE%A4%E9%A6%AC%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9F%BC%E7%8E%89%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8D%83%E8%91%89%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7%A5%9E%E5%A5%88%E5%B7%9D%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7%A5%9E%E5%A5%88%E5%B7%9D%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6%96%B0%E6%BD%9F%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AF%8C%E5%B1%B1%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7%9F%B3%E5%B7%9D%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7%A6%8F%E4%BA%95%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9%95%B7%E9%87%8E%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B2%90%E9%98%9C%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B2%90%E9%98%9C%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9%9D%99%E5%B2%A1%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6%84%9B%E7%9F%A5%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6%BB%8B%E8%B3%80%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4%BA%AC%E9%83%BD%E5%BA%9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8%AA%E5%BA%9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85%B5%E5%BA%AB%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A5%88%E8%89%AF%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92%8C%E6%AD%8C%E5%B1%B1%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92%8C%E6%AD%8C%E5%B1%B1%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9%B3%A5%E5%8F%96%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B3%B6%E6%A0%B9%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B2%A1%E5%B1%B1%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BA%83%E5%B3%B6%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B1%B1%E5%8F%A3%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BE%B3%E5%B3%B6%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9%A6%99%E5%B7%9D%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6%84%9B%E5%AA%9B%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9%AB%98%E7%9F%A5%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2%A1%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4%BD%90%E8%B3%80%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9%95%B7%E5%B4%8E%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7%86%8A%E6%9C%AC%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A4%A7%E5%88%86%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AE%AE%E5%B4%8E%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9%B9%BF%E5%85%90%E5%B3%B6%E7%9C%8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9%B9%BF%E5%85%90%E5%B3%B6%E7%9C%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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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 年，日本創設最早的民營鐵道公司-「日本鐵道会社」，在政府的協助下，

1883 年「日本鐵道会社」之東京(上野)至琦玉(熊谷)通車，而後延伸至群馬(前橋)。

1891 年東京(上野)至青森全線通車。「日本鐵道会社」成為以日本東北地方為中

心的鐵道会社（日本鐵道会社於 1906 年被收歸国有）。 

1885 年至 1889 年、阪堺鐵道、甲武鐵道、伊予鐵道、山陽鐵道、関西鐵道、

九州鐵道、両毛鐵道、水戸鐵道等相繼創立，民營鐵道公司的營業路線長度已超

過國營鐵道。在民營鐵道路線長度已大於國營鐵道之情況下，1892 年日本政府

頒布「鐵道敷設法」以作為鐵道建設之規範。依此法律，鐵道以興建幹線鐵道為

重點，國營及民營鐵道之營業距離及運送量亦逐步擴大。 

但於 1894 年發生日清甲午戰爭、1904 年發生日俄戰爭後，日本為增強國力

及強化軍力，於 1906 年頒布鐵道國有法，將全国的幹線鐵道統一收歸國有，1907

年全國主要 17 家民營鐵道公司之總路線長計約 4800 公里被收歸為國有。鐵道國

有化後，國營鐵道路線佔全國營業路線約 90％（國營 7153 公里、民營之地方路

線僅存 717 公里），旅客輸送量約佔 84％、貨物輸送量約佔 90％。 

民營鐵道公司原經營之幹線鐵道路線被收歸國有後，於 1910 年政府頒布「輕

便鐵道法」，各民營鐵道公司開始興建都市及都市與近郊連結的電氣化鐵道。隨

著都市的發展，這些民營鐵道公司之經營規模亦逐步擴大。日本政府則於 1919

年頒布「地方鐵道法」以對民營鐵道有統一規範。 

1930 年代起，因全球經濟恐慌造成旅運需求減少，為免鐵道經營惡化，國營

鐵道開始提供特急列車及公路客運巴士以提昇服務滿意度及擴大業務層面。而以

短距離運送為主的民營鐵道，為面對小汽車的競爭，因此開始進行沿線住宅開

發、遊樂園開發等附屬事業，以提高收益。 

1938 年，為促進民營鐵道之健全發展，政府制定「陸上交通事業調整法」，

以期能整合東京、大阪及其他主要地區之各民營鐵道公司。而當時因電力供應係

由國家統一管理，民營鐵道公司在無法確保充足電力下，在配合政策推動下各民

營鐵道公司開始企業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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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軍方要求以國鐵為首的各鐵道公司須強化軍事

運送，而為再強化鐵道運送體制，20 多家民營公司被收買為國有。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948 年公布「日本國有鐵道法」，1949 年，國鐵由運輸

省獨立，成為財務獨立的特殊法人單位。而運輸省則成為國鐵及民鐵之監理單位。 

1952 年起，國鐵為加強運送能力，擬訂了各項長期推動計畫，推動設施更新

及列車電氣化、柴油化。此時，政府已不再強制民營鐵道公司之整合，因此民營

鐵道公司又開始自行整併或分割，各不同區域之民營鐵道公司隨著本身之營運規

模及外在環境開始進行設施設備之大幅更新。 

1956 年，國鐵開始推動東京至新大阪的東海道新幹線計畫。東海道新幹線於

1964 年 10 月 1 日通車營運，成為連結東京、名古屋、大阪圏的重要動脈。1970

年日本制定「全國新幹線鐵道整備法」，而為區別 1970 前已營運或正興建中之東

海道(東京至新大阪)、山陽(新大阪至博多)、東北(東京至盛岡)、上越路線；新規

劃之興建路線則稱為整備新幹線，其路線為北海道(新青森至札幌)、東北(盛岡至

新青森)、北陸(高崎至大阪)、九州(博多至鹿兒島中央、博多至長崎)。 

1955 年起，随著小汽車之普及高速道路路網之普及，原乘坐鐵道之旅客大富

移轉至小汽車及巴士。另外隨著城鄉差距之逐漸擴大，偏遠人口日益減少，經營

地方旅客鐵道的中小民營鐵道公司及國鐵的地方交通線運送量亦逐漸減少。為避

免經營赤字擴大，中小民營鐵道於 1966 年至 1974 年間廢止了約 1888 公里之路

線，國鐵的地方交通線廢止了約 218 公里之路線。 

1980 年日本通過「日本國有鐵道經營建促進特別措置法」以處理地方交通線

問題，國鐵將地方交通線中乘客較少的路線(運送密度小於 4000 人/日:運送密度=

年延人公里/營業公里/365 日)指定為特定地方交通線，以作為轉換為公車路線或

改由地方成立公司來經營。於 1981 年至 1986 年間，特定地方交通線之 83 條路

線，45 條路線(1846 公里)改成公車路線，38 條路線(1311 公里)改成由地方自治體

設立的第三部門公司(官方民間共同出資公司)來經營。這些由第三部門公司經營

之路線，因原運送量皆不大才遭國鐵放棄，迄今在經營上多相當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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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 4 月，國鐵分割民營化為 JR7 社（旅客鐵道 6 社: JR 北海道旅客鐵道、

JR 東日本旅客鐵道、JR 東海旅客鐵道、JR 西日本旅客鐵道、JR 四國旅客鐵道、

JR 九州旅客鐵道；貨物鐵道 1 社: JR 日本貨物鐵道）。JR 貨物鐵道公司因本身不

不擁有路線，因此採租用 JR 旅客鐵道公司之路線來營運。 

伴隨國鐵的分割民營化，1987 年 4 月起廢止「日本國有鐵道法」及「地方鐵

道法」，新制定「鐵道事業法」以為規範，「鐵道事業法」為考量 JR 貨物係採借

用他人之路線來營運，本身並不擁有路線之各項設施設備，因此「鐵道事業法」

允許鐵道經營主體和路線所有主體可獨立分離。其中擁有路線設施設備，而不負

責運送經營之營運主體稱為第三鐵道事業者；有列車而無路線之經營主體稱為第

二鐵道事業者(如 JR 貨物)；既擁有路線設施設備及列車之經營主體稱為第一鐵

道事業者（JR 東日本等），示意圖詳 2.2-2。規範鐵道事業之法令沿革詳圖 2.2-3。 

 

 

圖 2.2-2 鐵道事業者之分類 

租設施來營運 

租設施來營運 保有路線、設施設備 

出租 
付租金 

第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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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 規範鐵道事業之法令沿革 

1989 年至 2000 年，JR 公司廢止了地方路線約 210 公里。而隨著東北、北陸、

九州整備新幹線的通車，JR 公司考量整備新幹線之同區間在來鐵道路段收益主

力的特急、急行列車收益也將大幅下降。因此 JR 公司採取在新幹線通車的同時，

將原同區間的鐵道路線切離予沿線地方自治體成立之第三部門公司來經營。這些

分離出來的路線則稱為「並行在來線」。 

 

2.3 鐵道運輸現況 

依 2009 年度統計資料，不同運具之旅客乘載量及比例如下表 2.3-1。其中，客車

之旅客運送比例約佔 74%，運送延人公里約佔 66%，所佔比例最高，其次即為鐵道

之旅客運送比例約 26%，運送延人公里約佔 28.6%。在交通系統中，鐵道運輸已是

日本不可或缺之交通工具。 

明治至第二次世界大戰 國鐵改革 

現在 

二戰結束 

鐵道敷設法 

1892 年公布，

規定主要幹

線，興建主體

為國家或民

間。 

鐵道國有法 

1906 年公布。將

經營主要幹線之

民鐵國有化。 

私設鐵道法 

1900 年公布。對

民間興建鐵道之

規定。 

輕便鐵道法 

1910 年公布。國有

化後，民間興建地

方鐵道之規定。 

地方鐵道法 

1919 年公布。整併私

設鐵道法及輕便鐵道

法。規定民間及地方

自治團體興建鐵道之

手續。 

鐵道事業法 

1986 年公

布。規定鐵道

事業之整備

及營運。 

日本國有鐵道法 

1948 年公布。規

定國鐵組織及事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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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鐵道運輸比例 

 旅客運送量(億人)(分擔比例) 運送延人公里(億人公里)(分擔比例) 

鐵道 228(25.6%) 4055(28.6%) 

客車 666(74.2%) 8987(65.6%) 

客船 0.9(0.1%) 31(0.2%) 

航空 0.8(0.1%) 725(5.5%) 

統計 1950 年至 2012 年，各運具之運送比例變化如表 2.3-2。1950 年代，鐵道運

輸之所佔比例最高(83.9%)，但隨著汽車普及，鐵道運送比例開始降低，於國鐵改革

1987 年，鐵道之運送比例約為 28.9%， 

另日本於 2010 年起更改統計方式，將客車統計中將自用小汽車排除。依此統計

方式，2010 起鐵道之運送旅客量比例(約 78%)及運送延人公里(約 72%)，則居各大眾

運具之冠。 

表 2.3-2 各運具運送比例(單位:%) 

年度 鐵道 客車 客船 航空 

人 人公里 人 人公里 人 人公里 人 人公里 

1950 83.9 90.1 15.1 7.7 1.0 2.2 0 0 

1955 69.3 82.1 30.2 16.6 0.5 1.2 0.0 0.1 

1965 51.3 66.8 48.3 31.6 0.4 0.9 0.0 0.8 

1975 38.1 45.6 61.5 50.8 0.4 1.0 0.1 2.7 

1985 35.3 38.5 64.4 57.0 0.3 0.7 0.1 3.9 

1987 28.9 31.1 70.8 64.9 0.2 0.5 0.1 3.5 

1990 28.1 29.8 71.6 65.7 0.2 0.5 0.1 4.0 

1995 26.9 28.8 72.8 66.1 0.2 0.4 0.1 4.7 

2000 25.6 27.1 74.2 67.0 0.1 0.3 0.1 5.6 

2005 24.9 27.7 74.9 66.1 0.1 0.3 0.1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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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25.6 28.6 74.2 65.6 0.1 0.2 0.1 5.5 

2010 78.3 71.8 21.2 14.2 0.3 0.5 0.3 13.5 

2012 78.9 72.1 20.5 13.5 0.3 0.6 0.3 13.9 

統計JR公司及大型民鐵公司之運送密度(年延人公里/營業公里/365日)如下表

2.3-3。其中JR北海道、四國、九州之運送密度為每日4仟至1.1萬人，在鐵道本業

經營上仍處虧損狀態。至其他JR公司及16家大型民營公司，其運送密度約在每日

3萬至20多萬人間，鐵道本業上則呈獲利狀態。 

表 2.3-3 JR 公司及大型民鐵公司之營業公里及運送密度 

  營業公

里 

年百萬延人

公里 

運送密度 

(人/日) 

職員數 

(人) 

日本 

(2011) 

JR JR 北海道 2499.8 4237 4631 6807 

JR 東日本 7512.6 125065 45484 51110 

JR 東海 1970.8 53255 74033 19840 

JR 西日本 5012.7 54118 29621 28764 

JR 四國 855.2 1379 4405 2223 

JR 九州 2273.0 8888 10684 6577 

JR 合計 20124 246937 33619  

大型

民營

公司 

東武 463.3 12172 71782 4477 

西武 176.6 8468 131008 2650 

京成 152.3 3574 64120 1952 

京王 84.7 7261 234228 2181 

小田急 120.5 11028 277080 3402 

東急 104.9 10131 277080 3182 

京浜急行 87.0 6087 191713 1383 

相鐵 35.9 2538 193195 1093 

東京地下鐵 195.1 18376 257339 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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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鐵 444.2 6471 39803 4401 

近鐵 508.1 10803 58091 8096 

南海 154.8 3629 64055 2492 

京阪 91.1 3957 118679 1602 

阪急 143.6 8491 164777 2587 

阪神 48.9 2059 115032 1126 

西鐵 106.1 1564 40272 667 

臺灣、日本、歐洲之鐵道運送密度統計如下表2.3-4。其中歐洲、法國、英國、

德國、瑞典之鐵道運送密度為每日約2000至7000人，遠低臺灣、日本之約40000

人規模。因此，歐洲各國在鐵道經營上，先天環境即非常困難，歐洲各國在鐵道

之興建期及營運期都加以補助。而日本及臺灣，迄今多著重在興建時之補助，而

較少直接補助營運虧損。 

表 2.3-4 臺灣、日本、歐洲之鐵道運送密度 

國家(年期) 營業公里 年百萬延人公里 
運送密度 

(人/日) 

臺灣(2014) 1577 26327 45738 

日本(2011) 27643 395067 39155 

 法國(2011) 33608 88064 7179 

英國(2011) 31471 62729 5461 

德國(2011) 33708 79228 6440 

瑞典(2011) 9957 6431 1770 

另於JR公司、大型、準大型民鐵公司及公營鐵道外，依2013年統計資料，經

營地方鐵道路線之鐵道公司約有91家，其中63家在經營上仍處虧損，而隨著少子

高齡化，路線經營將日亦困難。 

 



19 

 

2.4 鐵道事業者 

依鐵道事業法，鐵道系統可分為鐵道、索道、專用鐵道、軌道等四種不同體

系。而一般所稱鐵軌道事業主要係指經營鐵道及軌道之事業。 

1.鐵道:依鐵道事業法施行規則可分為以下 8 種，如表 2.4-1 及圖 2.4-1。 

表 2.4-1 鐵道分類 

日文原名 中文 

①普通鉄道 一般傳統鋼軌鋼輪鐵道。 

②懸垂式鉄道（モノレール） 懸垂式單軌鐵道。 

③跨座式鉄道（モノレール） 跨座式單軌鐵道。 

④案内軌条式鉄道（新交通システム） 中運量膠輪系統。 

⑤無軌条式鉄道（トロリーバス） 無軌電車(trolleybus)。 

⑥鋼索鉄道 纜索鐵道。 

⑦浮上式鉄道 磁浮鐵道，目前建設中之中央新幹

線採用此系統。 

⑧磁氣誘導式鉄道(IMTS) 磁氣誘導式鐵道(Intelligent 

Multimode Transit System)。 

 

 

圖 2.4-1 鐵道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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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軌道: 

 依軌道法，軌道係指鋪設於道路之交通運輸系統，原為規範行駛於道路上之

路面電車。目前，使用道路上方空間之單軌電車、中運量膠輪等高架系統亦適用。

軌道系統詳圖 2.4-2。 

 

圖 2.4-2 軌道系統 

3.索道: 

索道之車輛本身無動力，牽引設備設於起點或端點站，依鐵道事業法施行規

則第 47 條，索道分為普通索道(有門之封閉空間式，似國內貓纜)及特殊索道(座

位位置在開放空間)，多用於觀光用途或滑雪場，索道事業者約 600 家，如圖 2.4-3。 

 

圖 2.4-3 索道系統 

4.專用鐵道: 

 依鐵道事業法第 2 條，專用鐵道係指為運送本身貨物所建之專用鐵道路線，

此專用鐵道再與其他營運鐵道路線相連。 

依 2015 年統計資料(詳表 2.4-2)，日本鐵軌道營運事業者，JR 計 6 家，大型

民鐵公司計 16 家，準大型民鐵公司計 5 家，公營計 11 家，中小民鐵公司計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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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貨物鐵道公司 12 家，經營單軌電車計 9 家，經營中運量系統計 9 家，經營

鋼索鐵道及無軌電車計 15 家，合計有 211 家鐵道事業者(已扣除有重覆經營之鐵

道事業)。 

表 2.4-2 鐵軌道事業者 

 



22 

 

2.5 新幹線、整備新幹線、磁浮中央新幹線 

1964年，東海道新幹線通車營運，而後1972年山陽新幹線、1982年東北新幹

線(東京至盛岡間)、上越新幹線通車營運。國鐵於1987年分割民營化後，日本於

1991年，將前述新幹線路線以有償方式讓渡予JR東日本、JR東海、JR西日本公司。 

新幹線路線詳圖2.5-1。其中實線為已通車路線，虛線為建設中路線。另依1973

年全國新幹線鐵道整備法，表2.5-1所述路線為「整備新幹線」路線，「整備新幹

線」路線由鐵道建設〃運輸施設整備支援機構興建後，由該機構保有設施，並以

出租收取租金方式提供JR公司使用。 

 

 

 

 

 

 

 

 

 

 

 

圖 2.5-1 新幹線路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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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 整備新幹線路線 

北海道新幹線  青森至札幌間360公里，預計2030年全線通車。 

其中青森至函館148公里，預計於2016年通車。 

東北新幹線  盛岡至青森間179公里，2010年全線通車，租金149.3億圓。 

北陸新幹線  東京至大阪間，全線通車期程未定。 

其中高崎至長野117公里，已於1997年通車，租金175億圓。 

長野至金澤228公里，已於2015年3月通車，租金245億圓。 

九州新幹線 博多至鹿兒島間 257 公里，已於 2011 年全線通車，租金 102

億圓。 

九州新幹線  博多至長崎間118公里，預計2022年通車。 

考量東海道新幹線路線容量已將近飽和，且已營運通車51年，設備亦逐漸老

舊。另外，在1995年發生阪神大地震時，造成東海道新幹線長期間停駛，因此日

本決定興建磁浮中央新幹線(路線詳圖2.5-2)，以替代由東京經名古屋往大阪之路

線。磁浮中央新幹線最大營運時速每小時505公里，東京至名古屋之行車時間可

由目前1小時30分縮短為40分、東京至大阪可由2小時25分鐘縮短至67分。 

JR東海考量倘磁浮中央新幹線採補助方式辦理興建，其中央與地方之協調將

花費許多時間，而造成通車期程之不確定性，爰向中央表示願自行負擔建設經費

並自行興建，而無須透過中央及地方之補助興建。因此，2011年國土交通大臣指

定JR東海為中央新幹線之營運單位及興建單位，並核准該整備計畫。 

東京至名古屋路線長約286公里，預計2027年通車、工程經費約5兆5,235億日

圓；名古屋至大阪路段約152公里，預計於2045年完工。全線長438公里。總工程

經費約9兆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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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2 中央新幹線路線圖 

 

2.6 鐵道事業者之組織及司機員養成 

 鐵道事業者在組織上，多分為本業經營部門、附屬事業部門及後勤支援部

門，以京王電鐵之公司組織為例，分為鐵道事業本部、總合企劃本部、開發企劃

部、開發推進部、總務法務部、廣告宣傳部、人事部(詳圖2.6-3)。 

鐵道事業本部為京王電鐵之本業，下分計畫管理部、安全推進部、鐵道營業

部、工務部及電輛電氣部。而目前各鐵道事業者都加強各附屬事業之經營，利用

本業所吸引之人潮，以強化盈收。京王電鐵在鐵道事業本部外，設有開發企畫部、

開發推進部、總合企劃本部下又設有經營企劃部，集團事業部、旅館戰略部、海

外戰略部、IT戰略部、事業推進部、沿線價值創新部、經理部等以強化經營成效。 

另在鐵道營運本業之人員養成上，鐵道車輛司機員須取得國家「動力車操縱

者執照」，大多數之鐵道事業者，會挑選有當過站務員、車掌經驗的20歲以上職

員去養成所受訓，以取得國家執照。而擔任新幹線的駕駛則通常會先擔任過在來

線駕駛。 

JR公司或大型民鐵公司將自身之「動力車操縱者養成所」的專任講師、授課

科目、合格基準等向國土交通省申請後取得認定。而沒有「動力車操縱者養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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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小民鐵公司，可委託有養成所的公司來受訓司機員。其中學科講習(運轉法

規、運轉理論、鐵道車輛構造、號誌設備等)約3個月，技能講習(跟班運轉技能學

習、異常處置等)約4.5個月(以京王電鐵為例，詳圖2.6-1)。課程修了通過詴驗後，

由地方運輸局授予執照(詳圖2.6-2)。 

 

圖 2.6-1 司機員執照交付流程(京王電鐵) 

 

圖 2.6-2 司機員執照 

 

司機員詴驗內容如下表 2.6-3: 

表 2.6-3 司機員詴驗內容 

檢查項目 內容 

身體檢查 檢查有無視力、聽力、疾病及身體之障礙 

適性檢查 性格檢查、反應檢查及其他與駕駛相關之適性檢查 

筆記詴驗 駕駛車種的構造、性能、運轉理論、一般常識 

技能詴驗 速度觀測、距離目測、煞車操作、煞車以外之操作、定時運轉、緊

急應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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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3 京王電鐵組織圖 



27 

 

2.7 鐵道事業者薪資 

鐵道事業者職員之帄均薪資統計詳表2.7-1，公營地下鐵>大型民鐵=JR>中小

民鐵。 

表 2.7-1 鐵道事業者薪資 2012 年統計 

鐵道事業者 職員數 帄均月薪(日圓) 

JR 北海道旅客鐵道 6,818 460,575 

JR 東日本旅客鐵道 50,198 585,513 

JR 東海旅客鐵道 19,926 627,987 

JR 西日本旅客鐵道 28,869 551,834 

JR 四国旅客鐵道 2,210 468,893 

JR 九州旅客鐵道 6,477 485,833 

日本貨物鐵道 5,362 457,260 

JR 合計 119,860 563,372 

大型民鐵合計 50,504 564,740 

中小民鐵合計 16,753 378,969 

公營地下鐵合計 15,863 602,821 

另統計鐵道事業者之薪資排名，前20名之鐵道事業者如下表2.7-2。其中成田

機場高速鐵道、大阪外環狀鐵道、神戸高速鐵道、西大阪高速鐵道、新關西國際

機場屬第三事業者，本身不負責實際旅客運送業務，而是將設施設備出資與其他

鐵道事業經營。因此職員數雖僅在20人以下，然帄均薪資卻相當高。 

其他排在前20名之公司有公營之以台市、横浜市、神戸市、札幌市、福岡市、

大阪市、東京都；大型民鐵或準大型民鐵之阪急電鐵、北大阪急行電鐵、京王電

鐵、東京急行電鐵、相模鐵道、東京地下鐵、小田急電鐵；JR之東海旅客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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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2 薪資排名前 20 之鐵道事業者(2012 年統計) 

事業者名 職員數 帄均月薪(日圓) 

成田機場高速鐵道 6 901458 

大阪外環狀鐵道 16 776068 

神戸高速鐵道 3 768200 

以台市(公營) 430 725139 

西大阪高速鐵道 3 703750 

新關西国際機場 4 681063 

阪急電鐵 2,738 678227 

横浜市(公營) 817 671617 

神戸市(公營) 599 668287 

北大阪急行電鐵 124 652299 

京王電鐵 2,160 646352 

東京急行電鐵 3,260 633343 

JR 東海旅客鐵道 19,926 627987 

札幌市(公營) 573 626292 

福岡市(公營) 572 623945 

大阪市(公營) 5,602 608760 

相模鐵道 1,093 604117 

東京都(公營) 3,585 597180 

東京地下鐵 8,665 596998 

小田急電鐵 3,427 59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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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鐵道行政之組織架構及機制 

 

3.1 中央行政 

 日本和英國同屬君主立憲國家，國會分為參議院(上院)及眾議院(下院)兩

院。就首相指名、法律、條約、預算等事項，採「眾議院優越」原則，如某法律

案於眾議院議決後，但被參議院否決，則眾議院在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通過後

可再議決。目前眾議院議員數過半之自由民主黨(61%)與公明黨(7%)長期組成聯

合政權，合計席次比例達 68%，眾議院議員席次詳表 3.1-1。 

表 3.1-1 眾議院議員席次 

  政黨 眾議員數 比例(%) 

執政黨 
自由民主党 291 61.26% 

公明党 35 7.37% 

在野黨 

  

民主党・無所属クラブ 72 15.16% 

維新の党 40 8.42% 

日本共産党 21 4.42% 

生活の党と山本太郎となかまたち 2 0.42% 

社会民主党・市民連合 2 0.42% 

無所属 11 2.32% 

欠員 1 0.21% 

   合計 475 100% 

 

日本的中央各省廳、多集中於東京都千代田區之霞關(詳圖 3.1-1)。日本的新

年度是以 4 月開始，因此國會開議期間係每年的 1 月中下旬至 6 月中下旬，合計

150 天。國家公務員於國會期間為準備國會議員之詢答內容，經常須留守至深夜。

而今年為通過安保法案，國會期間一直延長至 9 月下旬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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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位於霞關的中央各省廳 

日本國會議員選舉之投票制度特色為，選民投票單上不是採台灣所用之圈選

方式，而是由選民直接將侯選人名字寫在空白選票上。而選民所寫的名字只要能

辨識出是那一個侯選人(比如只寫了姓或只寫了名)也都算有效票。因此侯選人在

海報人常為免民眾不知道自已的名字如何寫，常將部分漢字以帄假名或片假名表

示，以利民眾記憶。如前任國土交通大臣「太田昭宏」在眾議員競選海報上所印

刷的名字是「太田あきひろ」，而不全用漢字表示，詳圖 3.1-2。 

 

 

圖 3.1-2 眾議員競選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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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中央行政採議院內閣制，由選民選出國會議員(眾議員及參議員)，由

國會議員選出首相(多數黨之代表)，首相負責組閣(大臣中半數以上須由國會議員

擔任)，閣員(大臣)代領各個部會(詳圖 3.1-3)。議院內閣制每個環節看似責任明

確，但仍有實務執行上的問題。比如首相在選用閣員時，常須考量黨內派系、議

員輩分(議員連任次數，一般來說參議員須連任 3 屆計 18 年以上，眾議員須連任

5 屆計 20 年以上)等，在閣員選用上不易完全主導。而閣員係以政治人物身份領

導各個部會之常任官僚，在運作上亦須時間磨合。 

 

 

 

 

 

 

 

 

 

 

 

 

 

 

 

 

圖 3.1-3 日本政治制度 

 

日本為中央省廳的機能與組織的統合，於 2001 年（帄成 13 年）進行政府組

織改造(詳圖 3.1-4)。當時將 1 府 22 省廳整併成 1 府 12 省廳，其中北海道開發廳、

國土廳、運輸省、建設省整併為現在的國土交通省(相當於行政院交通部)，鐵道

局則隸屬於國土交通省。 

選民 

國會議員 

(眾議員、參議員) 

首相(或稱總理) 

大臣 

各省廳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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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省廳整併 

2011 年中央省廳組造後又有小規模之改組，目前之運作機制如圖 3.1-5。其

中財務省人數最多約 7 萬多人，其次為國土交通省約 5.9 萬人。 

 

 

 

 

 

 

 

 

 

圖 3.1-5 中央行政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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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土交通省之人事為例，主要分為政務官、高階文官及一般文官。 

國土交通省之政務官係以國土交通大臣為首，其下設 2 位副大臣及 3 位大臣

政務官之政務官，以上職位由國會議員擔任。另外運輸安全委員會及運輸審議會

之委員須經參議院及眾議院之同意。政務官之月薪本薪詳下表 3.1-2。 

表 3.1-2 政務官月薪本俸 

 

國土交通省之高階文官(指定職)分為 8 階，依序為事務次官 1 人(相當於交通

部之常務次長)、國土交通審議官 3 人、技監 1 人、外局長官(外局係指職務具特

殊性單位，多以○○廳來表示，如觀光廳及氣象廰等，近似我國三級機關之交通

部高鐵局或鐵工局)，內局局長(內局指省內一般單位，如鐵道局，近似我國交通

部之各業務司層級)。局長之下，為次長、大臣官房審議官(近似於交通部副司長

層長)。高階文官之月薪本薪詳下表 3.1-3。 

表 3.1-3 高階文官月薪本俸 

 

日本一般文官分為 10 個級別(詳表 3.1-4)，其中新任公務員之職等為 1 級之

係員，之後依序為 2 級之主任，3-4 級之係員，5-6 級之課長輔佐，7-8 級之室長，

9-10 級之課長。以上人員之職等及月薪本俸詳表(詳 3.1-5)。 

依 2014 年日本國家公務員之月薪調查(本俸加上各項加給)，帄均約 40 多萬

日圓，帄均年齡約 43.5 歲，工作年資 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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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一般文官職等 

1 級 2 級 3 級 4 級 5 級 6 級 7 級 8 級 9 級 10 級 

係員 主任 係長 課長補佐 室長 課長 

表 3.1-5 一般文官月薪本俸 

 

 

 

 

 

日本國家公務員考詴之報考年齡為限制在 30 歲以下(地方公務員則沒有此限

制)，強迫退休年齡為 60 歲。事務次官退休年齡可延長至 62 歲。國家公務員考

詴分為總合職及一般職兩類考詴(總合職考詴類似國內以前之甲等特考，一般職

考詴類似國內之高考)。日本國家公務員考詴之特色為通過人事院(相當於我國考

詴院)之筆詴及面詴後，考生還要自行向想去工作之省廳申請面詴，再通過省廳

之個別面詴後才可擔任國家公務員。 

以國土交通省為例，一般職之職員，分發後都僅會在原單位之各課間異動(如

鐵道局國際課調動到鐵道局總合課，而不會從鐵道局異動到道路局)。而總合職

之職員，則會在省內各個單內間異動(如鐵道局異調到道路局)。 

而一般職職員因多只在原單位內異動，通常最高僅能升任至課長級職務，而

總合職因有不同局之歷練，其昇遷速度遠較一般職職員為快，也方有機會升任至

高階文官之各局次長級以上職務。 

而為人材培育及避免人事僵化，一般職及總合職職員通常每 2 年就會進行職

務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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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國土交通省與鐵道行政相關單位 

國土交通省依「国土交通省設置法」於 2001 年 1 月整併建設省、運輸省、

國土廳、北海道開発廳等 4 省廳。國土交通省位於國會議事堂正面之霞關合同廳

舍三號館，計 14 層樓。由原運輸省進駐大樓上部樓層，原建設省進駐下部樓層，

基於上下統合雙方亦積極活化人事交流。 

國土交通省組織詳下圖 3.2-1。 

 

圖 3.2-1 國土交通省組織圖 

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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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交通省組織中與與鐵道行政相關組織詳下表 3.2-1 中之黑粗體字。 

表 3.2-1 國土交通省組織及與鐵道行政相關單位(黑體字) 

組織 單位 

内部部局 

大臣官房、總合政策局、鐵道局、國土計畫局、土地・水資源局、

都市・地域整備局、河川局、道路局、住宅局、自動車交通局、

海事局、港灣局、航空局、北海道局、政策統括官等。 

審議會 
交通政策審議會、運輸審議會、國土審議會、社會資本整備審議

會等。 

設施 
國土交通大學校。國土交通政策研究所、国土技術政策總合研究

所等。 

地方支分部局 地方運輸局、地方整備局等 

外部部局 運輸安全委員會、氣象廳、海上保安廰等。 

所管獨立行政

法人 

鐵道建設・運輸施設整備支援機構、自動車檢査獨立行政法人等。 

日本 2015 年之中央預算約 96 兆圓(詳圖 3.2-2)，其中國債費、社會保險、地

方配合款已占 7 成以上，而公共事業費約 6 兆圓(6.2%)。中央、國土交通省、鐵

道局之預算詳表 3.2-2。國土交通省之公共事業費約 5.2 兆圓，佔中央公共事業費

之 8 成 5 以上，而鐵道局之公共事業費約 979 億圓，僅佔國土交通省預算之百分

之 2。 

鐵道局之公共事業費中，以補助整備新幹線之建設費用 750 億圓佔最大比

例，其次是都市鐵道利便增進事業補助費之 88.45 億圓，都市鐵道整備事業費補

助(地下鐵)75.9 億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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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中央預算 

 

表 3.2-2 2015 年度中央、國土交通省及鐵道局預算 

預算 中央 國土交通省 鐵道局 

公共事業費 5 兆 9711 億圓 5 兆 1767 億圓 1019 億圓 

非公共事業費 - 6121 億圓 - 

合計 96 兆圓 5 兆 7887 億 1019 億圓 

 

3.3 鐵道局 

鐵道局為日本鐵道事業之主管機關，鐵道局人數約 165 人，帄均年齡 39.6

歲。另有 30 人為外單位(如鐵道〃運輸機構、民間公司之東武鐵道、三菱銀行等)

派赴共同辦公(最長期間約 3 年)，鐵道局透過官民之互動，相互成長並學習對方

長處。鐵道局下設總務課、幹線鐵道課、都市鐵道政策課、鐵道事業課、國際課、

技術企劃課、設施課、安全監理官等，組織及職掌詳表 3.3-1。 

7成以上 

公共事業費 6兆(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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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鐵道局組織及職掌 

鐵道局組織 職掌 

總務課 

掌管人事、預算、法制及鐵道局所掌事務的綜合調整，人數

最多且業務最繁重。下設: 

1. 企畫室(鐵道局所掌政策之企畫及立案)。 

2. 危機管理室(危機管理事務)。 

3. 貨物鐵道政策室(貨物運送相關之政策企畫及立案)。 

幹線鐵道課 
掌管幹線鐵道(新幹線)之整備及並行在來線等業務。下設: 

新高速鐵道企畫官(磁浮中央新幹線相關事項之企畫、立案及

調整)。 

都市鐵道政策課 

掌管促進都市鐵道等利用政策之企畫及立案。下設: 

1. 車站機能高度化推進室(都市鐵道車站機能高度化推動之企

畫、立案及調整)。 

2. 輸送障礙對策推進官(都市鐵道輸送障礙時，車站人員安全保

障之基本政策企畫及立案) 。 

鐵道事業課 

鐵道運送及鐵道事業之發展、改善、調整等業務。下設: 

1. 旅客輸送業務監理室(票價相關事務等) 。 

2. 地區鐵道支援室(地區鐵道之財務相關事務等) 。 

3. 地區鐵道戰略企畫調整官(地方鐵道運送事業活性化關連事

項之企畫、立案及調整) 。 

國際課 

國際事務之企劃、協調及政策擬定等。下設: 

1. 國際協力室(國際協力事項) 。 

2. 智慧財產對策企畫調整官(車輛製造事業智慧財產保護之相

關政策企畫、立案及調整) 。 

技術企劃課 

技術相關之企劃及政策擬定。下設: 

1. 技術開發室(車輛或鐵道相關技術之開發等) 。 

2. 車輛工業企畫室(車輛製造及維修技術之改善) 。 

3. 技術基準管理官(技術基準設定之企畫、立案及連繫調整) 。 

設施課 
鐵道設施之整備等相關業務。下設: 

1. 鐵道防災對策室(災害防止及復舊之企畫、立案及連繫調

整)；環境對策室(環境對策事務) 。 

安全監理官 
鐵道運行計畫相關事務。下設: 

1. 鐵道安全監查官(車輛及設施管理相關事項) 。 

2. 事故對策官(事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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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鐵道營運安全，鐵道局、地方運輸局鐵道部及運輸安全委員會之分工

如下圖 3.3-1。帄時對鐵道事業者之監查主要分為保安監查、業務監查及會計監

查三項，其中保安監查、業務監查二項為主要監查事項。而會計監查部分，因各

鐵道事業者之會計皆有會計師簽署負責，因此國土交通省已不另進行會計監查。

另事故發生時則由運輸安全委員會派員進行調查。 

 

 

 

 

 

 

 

 

圖 3.3-1 確保鐵道安全之行政體制 

 

3.4 地方運輸局 

國土交通省地方運輸局（包含北海道、東北、關東、北陸信越、中部、近畿、

中國、四國、九州等 9 個運輸局）負責地方之交通事務。各運輸局下設有鐵道部

負責監督各鐵道事業及監查各鐵道設施，運輸局權管範圍詳圖 3.4-1 及表 3.4-1。

各運輸局合計約 4000 人，其中與鐵道相關人員約 200 人。 

國土交通省鐵道局(東京) 

地方運輸局鐵道部(北海道、東北、北陸信越、

關東、中部、近畿、中國、四國、九州) 

鐵道事業者 
國土交通省外局 

運輸安全委員會 

監督、指導 

事故調查 



40 

 

表 3.4-1 地方運輸局權管範圍 

運輸局 權管範圍 

北海道運輸局 北海道 

東北運輸局 青森県、岩手県、宮城県、秋田県、山形県、福島県 

關東運輸局 
茨城県、栃木県、群馬県、埼玉県、千葉県、東京都、神奈川県、

山梨県 

北陸信越運輸局 新潟県、富山県、石川県、長野県 

中部運輸局 福井県、岐阜県、静岡県、愛知県、三重県 

近畿運輸局 滋賀県、京都府、大阪府、兵庫県、奈良県、和歌山県 

中國運輸局 鳥取県、島根県、岡山県、広島県、山口県 

四國運輸局 徳島県、香川県、愛媛県、高知県 

九州運輸局 福岡県、佐賀県、長崎県、熊本県、大分県、宮崎県、鹿児島県 

 

 

 

 

 

 

 

 

 

 

 

圖 3.4-1 運輸局權管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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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部運輸局鐵道部為例，其組織及業務如下表 3.4-2。 

表 3.4-2 中部運輸局鐵道部組織及業務 

組織 業務 

監理課 票價、鐵道服務、鐵道利用促進等 

計畫課 鐵道的整備、無障礙設施的推進、補助等 

技術課 鐵道土木設施、電氣設施、車輛的許認可 

安全指導課 鐵道的運轉、時刻表、防災對策等 

鐵道安全監查官 鐵道的監查、事故防止對策等 

 

3.5 鐵道建設〃運輸施設整備支援機構 

1964 年，鐵道建設公團依日本鐵道建設公團法由原運輸省設立，當時國鐵經

營開始虧損，國鐵本身建設新線意願低，考量國家鐵道路網後，由中央成立法人

性質之公團建設新線。而獨立行政法人鐵道建設〃運輸施設整備支援機構於 2003

年設立，簡稱鐵道〃運輸機構，承繼日本鐵道建設公團、運輸設施整備事業團等

業務，組織沿革詳下圖 3.5-1。組織圖詳下圖 3.5-2 

目前職員數約 1600 人。而與鐵道直接相關部門為負責整備新幹線、都市鐵

道等興建之鐵道建設本部等，鐵道相關組織詳表 3.5-1。 

 

圖 3.5-1 鐵道〃運輸機構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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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2 鐵道〃運輸機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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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鐵道〃運輸機構內與鐵道相關組織及職掌 

組織 職掌 

企劃調查部 鐵道之綜合支援、資訊系統管理、國際合作。 

設施管理部 整備新幹線、津輕海峽線等鐵道設施之出租、鐵道

設施之讓渡等業務。 

鐵道助成部 交付國土交通省之鐵道補助金(鐵道興建、工程改

善、技術研發等)予各鐵道事業者。 

國鐵清算事業管理部 國鐵清算事業之總合調整、中期計畫及年度計畫之

擬定及法務相關業務。 

國鐵清算事業用地部 土地處分之總合企劃、土地讓渡、出租、取得、管

理等業務。 

鐵道建設

本部 

業務部 建設本部之組織、人力規劃及人事、勞務、鐵道建

設訴訟及工程契約等業務。 

用地部 鐵道建設之用地取得、處分、補償等業務。 

計畫部 鐵道建設事業之總合規劃、調查等。 

工程費之擬定、運輸計畫的調整等。 

工務部 土建工程的總合調整及土建、環保、工安等業務。 

設備部 軌道工程、機械工程、建築等相關業務。 

新幹線部 新幹線工程之總合調整、土建、環保等相關業務。 

電氣部 電力工程相關業務。 

設計技術部 路盤設計及施工的標準化、特殊結構物之設計及噪

音振動調查等業務。 

建設部 磁浮中央新幹線及山梨磁浮實驗線之整合規劃、土

建工程、環保等業務。 

地方機關(支

社、建設局、

工事事務所

及工事局) 

所管地區之工程計畫、設計、施工、出租、讓渡等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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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備新幹線、都市鐵道等興建之財源及出租、讓渡方式詳下表 3.5-2。 

表 3.5-2 鐵道興建財源及出租、讓渡方式 

 

3.6 交通政策審議會 

交通政策審議會係於國土交通省 2001 成立時，整併當時之運輸政策審議會，

運輸技術審議會等審議會而組成，專家學者合計 30 名，任期為 2 年，交通政策

審議會下設 8 個分科会（交通體系、技術、觀光、陸上交通、海事、港灣、航空、

氣象）。交通政策審議會所掌為就國土交通大臣諮詢之交通政策事項提出調查審

議。下設之路上交通分科會所掌為鐵道、道路運送及其他交通重要事項之調查審

區分 財源 建設中路線 通車路線 開業後之經費分擔 

新幹線鐵

道 

國家 2/3 

地方 1/3 

北海道 

北陸 

九州 

東北(盛岡、新青森) 

北陸(高崎-金汸) 

九州(博多-鹿兒島) 

機構保有設施，有

償出租 JR 公司，租

金為受益額度 

主要幹線

鐵道及大

都市鐵道 

出資金、財投資金、民

間資金 

- 京葉線、城北線等 出租後讓渡 

租金:以 40 年為期

分擔建設費 

讓渡價格:未回收

金額 

主要幹線

鐵道線 

國家及地方各提供

50%之無利息資金 

- 日豐線、山陰線等 有償讓渡 

讓渡價格:建設經

費(25 年償還) 都市鐵道

線 

國家及地方各提供

40%之無利息資金。其

餘 20%為民間資金。 

- 常磐新線、札沼線、

福知山線等 

民鐵線 財投資金 4 成，民間資

金 6 成。 

小田急小田原線(改善工程) 東武伊勢崎線、臨海

副都心線等 

都市鐵道

利便增進

事業 

國家、地方、民間資金

各 1/3 

神奈川東部方面線 - 機構保有設施，租

金為受益額度 

津輕海峽

線 

改善工程(國家 2/3，

JR1/3) 

施工中 津輕海峽線 有償出租 

受委託事

業 

由委託單位提供資金 常磐新線（機廠進出場線複

線化工程）、えちぜん鉄道

(立體交差之高架化工程) 

關西機場連絡鐵道

線、中部機場連絡

線、以台機場線等 

設施設備返還委託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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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其下再設鐵道部會，其所掌為鐵道重要事項之調查審議；及設中央新幹線小

委員會，其所掌為中央新幹線營運主體與興建主體之指定及審核整備計畫。一般

鐵道相關行政事務由鐵道局總務課企畫室擔任。 

就國家交通運送體系的建立及政策及計畫擬定，交通政策審議會於接受國土

交通大臣之諮詢後提出報告。日本之鐵道政策多參考該答復內容來制定，鐵道相

關重要答復內容如下表 3.6-1。 

表 3.6-1 交通政策審議會重要答復事項 

答復事項(日文原文) 中文翻譯 

東京圏における高速鉄道を中心とする交

通網の整備に関する基本計画について

（1985 年答申第 7 号） 

東京圈以都市鐵道為中心的交通網

整備基本計畫（1985 年答申第 7 号） 

大阪圏における高速鉄道を中心とする交

通網の整備に関する基本計画について

（1989 年答申第 10 号） 

大阪圈以都市鐵道為中心的交通網

整備基本計畫（1989年答申第 10号） 

名古屋圏における高速鉄道を中心とする

交通網の整備に関する基本計画について

（1992 年答申第 12 号） 

名古屋圈以都市鐵道為中心的交通

網整備基本計畫（1992 年答申第 12

号） 

21 世紀に向けての中長期の鉄道整備に関

する基本的考え方について（1992 年答申

第 13 号） 

21 世紀，鐵道整備中長期基本構想

（1992 年答申第 13 号） 

東京圏における高速鉄道を中心とする交

通網の整備に関する基本計画について

（2000 年答申第 18 号） 

東京圈以都市鐵道為中心的交通網

整備基本計畫（2000年答申第 18号） 

中長期的な鉄道整備の基本方針及び鉄道

整備の円滑化方策について」（2000 年答申

第 19 号） 

中長期鐵道整備的基本方針及鐵道

整備的便利化策略（2000 年答申第

19 号）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9%81%8B%E8%BC%B8%E6%94%BF%E7%AD%96%E5%AF%A9%E8%AD%B0%E4%BC%9A%E7%AD%94%E7%94%B3%E7%AC%AC7%E5%8F%B7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9%81%8B%E8%BC%B8%E6%94%BF%E7%AD%96%E5%AF%A9%E8%AD%B0%E4%BC%9A%E7%AD%94%E7%94%B3%E7%AC%AC7%E5%8F%B7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985%E5%B9%B4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985%E5%B9%B4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8%AA%E5%9C%8F%E3%81%AB%E3%81%8A%E3%81%91%E3%82%8B%E9%AB%98%E9%80%9F%E9%89%84%E9%81%93%E3%82%92%E4%B8%AD%E5%BF%83%E3%81%A8%E3%81%99%E3%82%8B%E4%BA%A4%E9%80%9A%E7%B6%B2%E3%81%AE%E6%95%B4%E5%82%99%E3%81%AB%E9%96%A2%E3%81%99%E3%82%8B%E5%9F%BA%E6%9C%AC%E8%A8%88%E7%94%BB%E3%81%AB%E3%81%A4%E3%81%84%E3%81%A6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8%AA%E5%9C%8F%E3%81%AB%E3%81%8A%E3%81%91%E3%82%8B%E9%AB%98%E9%80%9F%E9%89%84%E9%81%93%E3%82%92%E4%B8%AD%E5%BF%83%E3%81%A8%E3%81%99%E3%82%8B%E4%BA%A4%E9%80%9A%E7%B6%B2%E3%81%AE%E6%95%B4%E5%82%99%E3%81%AB%E9%96%A2%E3%81%99%E3%82%8B%E5%9F%BA%E6%9C%AC%E8%A8%88%E7%94%BB%E3%81%AB%E3%81%A4%E3%81%84%E3%81%A6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989%E5%B9%B4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989%E5%B9%B4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90%8D%E5%8F%A4%E5%B1%8B%E5%9C%8F%E3%81%AB%E3%81%8A%E3%81%91%E3%82%8B%E9%AB%98%E9%80%9F%E9%89%84%E9%81%93%E3%82%92%E4%B8%AD%E5%BF%83%E3%81%A8%E3%81%99%E3%82%8B%E4%BA%A4%E9%80%9A%E7%B6%B2%E3%81%AE%E6%95%B4%E5%82%99%E3%81%AB%E9%96%A2%E3%81%99%E3%82%8B%E5%9F%BA%E6%9C%AC%E8%A8%88%E7%94%BB%E3%81%AB%E3%81%A4%E3%81%84%E3%81%A6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90%8D%E5%8F%A4%E5%B1%8B%E5%9C%8F%E3%81%AB%E3%81%8A%E3%81%91%E3%82%8B%E9%AB%98%E9%80%9F%E9%89%84%E9%81%93%E3%82%92%E4%B8%AD%E5%BF%83%E3%81%A8%E3%81%99%E3%82%8B%E4%BA%A4%E9%80%9A%E7%B6%B2%E3%81%AE%E6%95%B4%E5%82%99%E3%81%AB%E9%96%A2%E3%81%99%E3%82%8B%E5%9F%BA%E6%9C%AC%E8%A8%88%E7%94%BB%E3%81%AB%E3%81%A4%E3%81%84%E3%81%A6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992%E5%B9%B4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992%E5%B9%B4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9%81%8B%E8%BC%B8%E6%94%BF%E7%AD%96%E5%AF%A9%E8%AD%B0%E4%BC%9A%E7%AD%94%E7%94%B3%E7%AC%AC18%E5%8F%B7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9%81%8B%E8%BC%B8%E6%94%BF%E7%AD%96%E5%AF%A9%E8%AD%B0%E4%BC%9A%E7%AD%94%E7%94%B3%E7%AC%AC18%E5%8F%B7
https://ja.wikipedia.org/wiki/2000%E5%B9%B4
https://ja.wikipedia.org/wiki/2000%E5%B9%B4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9%89%84%E9%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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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新時代を切り拓く、鉄道の未来像

(2008 年) 

開展環境新時代，鐵道的遠景(2008

年) 

地域の敹らしや観光、まちづくりに組み

込まれた持続可能な鉄道輸送の実現に向

けて(2008 年) 

與地方的生活、觀光、城鄉發展共

存，實現永續鐵道運送(2008 年) 

中央新幹線の営業主体及び建設主体の指

名並びに整備計画の決定について（2011

年） 

中央新幹線的營運主體與興建主體

的指定及整備計畫的決定(2011 年) 

以 2000 年的答復報告「東京圈以都市鐵道為中心的交通網整備基本計畫」

為例。係以東京都東京車站中心 50 公里為範圍，就地下鐵、鐵道、單軌電車、

新交通系統、路面電車等提出 2015 年之路網願景規劃。路網願景圖如圖 3.6-1 所

示。路網中就 2015 年目標年，建議應通車或增設軌道路線(雙線變四線)、應已開

始建設或增設軌道路線、應著手規劃興建路線。其中依此願景規劃，於 2015 年

已完成みなとみらい 21 線、横浜環狀鐵道、日敹里舎人線的建設，及地下鐵南

北線、地下鐵半藏門線、地下鐵大江戸線延伸等建設。 

另為應 2020 年東京奧運之開辦及因應少子高齡化、東京直下型地震風險等

外在環境，國土大臣於 2014 年 4 月 21 日向審議會提出「東京圈今後都市鐵道形

態(東京圏における今後の都市鉄道のあり方)」之諮詢。會議討論情形詳圖

3.6-2。預計於 2016 年交通政策審議會將向國土交通大臣提出建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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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1 運輸政策審議會第 18 號答申路線圖 

 

圖 3.6-2 交通政策審議會鐵道部會開會情形(照片:日經新聞) 

 

3.7 運輸審議會 

運輸審議會於 1949 年 6 月 1 日設立，就鐵道事業法、道路運送法、航空法

等規範運輸事業的許可、票價認可等事項，接受國土交通大臣之諮詢。運輸審議

會之決定或建議事項，國土交通大臣須尊重並採取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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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利害關係人申請或認有必要時，須召開公聽會(詳圖 3.7-1)。有關鐵道之主

要諮詢事項為，鐵道事業的基本票價及特別費用之認可。 

運輸審議會委員計 6 名。其中正職委員 2 名，兼職委員 4 名。委員任命須經

參議院及眾議院之國會同意，任期 3 年，可連任。 

 

圖 3.7-1 運輸審議會召開公聽會審議北陸新幹線費率(照片:日經新聞) 

 

3.8 運輸安全委員會 

運輸安全委員會屬於國土交通省的外部部局，負責航空、鐵道及海運的重大

事故調查，探究其發生原因，並提出改善建議以防止事故再發生。運輸安全委員

的前身是航空、鐵道事故調查委員會與海難審判廳。為統一事權，2008 年 10 月

整併改組為運輸安全委員會。 

運輸安全委員會之組織如圖 3.8-1。設有委員長 1 名，常任委員 7 名及兼任委

員 5 名，委員任命須經參議院及眾議院之國會同意，任期 3 年，可連任。下設

15 名鐵道事故調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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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1 運輸安全委員會組織圖 

當鐵道事故發生時(列車衝突事故、列車出軌事故、列車火災事故、其他事

故(比如有乘務員或旅客死已、5 人以上死傷，或鐵道設施故障及破壞可能造成死

亡等事故)、重大意外)，運輸安全委員會之調查流程如下： 

1.通報事故及派遣調查官： 

事故發生後，由鐵道事業者通報地方運輸局(鐵道部)，再由地方運輸局

通報國土交通省鐵道局(安全監理官)。運輸安全委員於接到國土交通省通報

後，即指派調查官進行調查，並協調警察等相關機關之協助。通報流程詳圖

3.8-2 

 

圖 3.8-2 事故通報流程 



50 

 

2.事實調查、詴驗研究與解析： 

訪談乘務員、旅客、目擊者，並取得氣象相關資訊。 

事故資料收集及鐵道設施、車輛損傷情形之調查。 

詴驗分析及原因解析，必要時得請求研究機關等之協助。 

3.委員會審議與決議： 

聽取事故原因關係人之意見。 

必要時得召開會議，聽取學者專家意見。 

4.報告書之提出及公布： 

報告書完成後將送國土交通大臣發布公告。若報告有提出勸告或建議

時，運輸安全委員會將會追蹤改善之辦理情形，並由所涉機關或人員於完成

改善後，向運輸安全委員會提出改善報告。 

 

3.9 國土交通大學校 

國土交通大學校是國土交通省內部的文教研修設施，對國土交通省職

員、相關地方自治團體及所管行政法人職員開辦研修課程，以提昇行政能力

及專門知識。 

國土交通大學校(詳圖 3.9-1)係於 2001 年中央省廳整併時，合併建設省

所管的建設大學校及運輸省所管的運輸研修所而成。國土交通大學校中，原

屬建設大學校的小帄本校主要進行建設行政及技術的研修。原運輸研修所的

柏研修中心則主要進行運輸行政的研修。各課程研修期間通常為數天至 1

個月的短期研修。研修課程主要分為整合課程(提昇整體學識及行政能力)、

專業課程(專業知識及技術)、特別課程(對應新發生行政課題的研修)。 

今年所開之研修課程數詳表 3.9-1。。國土交通省職員雖每兩年便會進

行職務調整，不過藉由國土大學校之各項研修課程，職員將能有效快速的接

任新的職務。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9B%BD%E5%9C%9F%E4%BA%A4%E9%80%9A%E7%9C%81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9B%BD%E5%9C%9F%E4%BA%A4%E9%80%9A%E7%9C%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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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1 國土交通大學校(小帄本校及柏研修中心) 

表 3.9-1 國土交通大學校開課課程數 

 小帄本校 柏研修中心 國土交通大學校(合計) 

綜合課程 25 29 54 

專門課程 85 53 138 

特別課程 6 0 6 

合計 116 82 198 

今年開辦與鐵道相關之專業研修課程如下表 3.9-2。以鐵道行政(基礎篇)為

例，研修期間計 5 天，授課對象係鐵道局的新任職員(含外單位借調共同辦公之

新進人員)及地方運輸局首度接觸鐵道業務職員，研修講師係由鐵道局的各課業

務負責人直接來授課，因此在短時間內便能對鐵道行政業務有一通盤性的了解。 

表 3.9-2 鐵道相關研修課程 

研修名稱 內容 期間 

鐵道行政(基礎篇) 鐵道法制、預算、鐵道事業許可制度、票

價制度等。 

地方鐵道策略、都市鐵道策略、鐵道補助

制度、幹線鐵道策略、業務監査等。 

5/25-5/29 

鐵道行政(應用篇) 11/9-11/13 

鐵道技術業務(電

氣、車輛) 

技術行政的現場判斷力及專門技術。 

鐵道新技術發展、導入之相關知識及技能。 

6/8-6/19 

鐵道技術業務(監

查)第 1 期 

保安監查專門知識。 

事故調查及原因分析的專門知識。 

6/29-7/3 

鐵道技術業務(監 10/26-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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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第 2 期 

運轉保安業務 司機員國家考詴之詴驗官知識技能。 

監查司機員養成所的相關知識技能確認。 

5/1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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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鐵道施政策略 

4.1 國鐵改革 

國鐵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之 1949 年成立，1955 年後，日本經濟高度成長，

隨著小汽車普及及民用航空的發展，國鐵不再獨佔市場。自 1964 年起國鐵開始

發生財務虧損並快速惡化，至 1987 年累積債務高達 37.1 兆日圓。 

為改善國鐵經營問題，日本於 1980 年訂定「日本國有鐵道經營建促進特別

措置法」，來處理地方交通線問題，將地方交通線中乘客較少的路線指定為特定

地方交通線(運送密度小於 4000 人/日:運送密度=年延人公里/營業公里/365 日)作

為轉換為公車路線或交由地方自治團體出資成立的第三部門公司來營運原路線。 

1987 年 4 月 1 日國鐵民營化，國鐵分割成六家鐵道客運公司(JR 東日本、JR

東海、JR 西日本、JR 北海道、JR 四國、JR 九州，分割方式如圖 4.1-1)，及一家

貨運公司(JR 貨運公司)。並另組成鐵道通信公司、鐵道情報公司及鐵道綜合研究

所。 

JR 在設計商標時，為避免「鉄」有失去金錢之不卲利意涵，特意將『旅客

「鉄」道』之文字設計成『旅客「鉃」道』(詳圖 4.1-2)。 

 

 

 

 

 

 

 

圖 4.1-1 各 JR 公司營運範圍 



54 

 

 

圖 4.1-2 JR 東日本公司企業 LOGO 

就國鐵所留下之 37.1 兆圓債務之承繼方式採下表 4.1-1。 

表 4.1-1 國鐵債務繼承方式 

承擔債務單位 承擔債務 現況 

鐵道事業 JR 東日本 4.2 兆圓 1996 年已還清。 

JR 東海 0.5 兆圓 

JR 西日本 1.1 兆圓 

JR 貨物 0.1 兆圓 

新幹線鐵道保有機構 5.7 兆圓 1991 年 10 月將新幹線以 9.2 兆圓讓渡

予 JR 東日本、JR 西日本、JR 東海。

機構解散。 

日本國有鐵道清算事業團

(現鐵道〃運輸機構) 

25.5 兆圓 25.5 兆圓債務由擬採買賣國鐵土地方

式清償，惟至 1998 年債務累積至 28.3

兆圓。最後中央以國家預算打消其中

24.1 兆圓，另 4.2 兆圓由鐵道〃運輸機

構繼承。 

經營鐵道事業之 JR 東日本、JR 東海、JR 西日本公司於民營化後，除加強鐵

道本業之經營外，亦發展附屬事業之多角化經營，目前經營成效極為良好。日本

另考量 JR 北海道、JR 四國及 JR 九州位屬離島，旅客量遠少於位屬本島之 JR 東

日本、JR 東海及 JR 西日本。採設定經營安定基金方式，以利息補貼 JR 北海道、

JR 四國及 JR 九州之營運虧損。 

當時之詴算方式為，在加計經營安定基金所生利息後，預估經常利益將能達

到收入的約 1%。計算公式為收入(營業收入+基金利息)-營業費用=經常利益(約達

收入之 1%)。而為達收入 1%之經常利益，JR 北海道每年所須基金利息為 498 億

圓，JR 四國為 152 億圓，JR 九州為 283 億圓。依當時十年國債帄均利率 7.3%計

算，經營安定基金須投入約 1.3 兆圓(JR 北海道:6822 億圓、JR 四國:2082 億圓、

JR 九州:3877 億圓)，詳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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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經營安定基金 

 每年基金利息 利率 經營安定基金 

JR 北海道 498 億圓 7.2% 6822 億圓 

JR 四國 152 億圓 7.2% 2082 億圓 

JR 九州 283 億圓 7.2% 3877 億圓 

   合計約 1.3 兆圓 

 

4.2 鐵道相關法令 

日本的法令分為法律、政令、省令及法令以外的命令，法令種類如下表 4.2-1。 

表 4.2-1 法令種類 

法令 說明 

法律 經國會議決制定的法令。法律案可由國會議員或內閣提出，大多數的

法律案係由內閣提出。 

政令 由內閣制定的法令。除非是有上位法令之委任，否則政令不可設有罰

則或強制義務。 

省令 由各省大臣制定的法令。除非是有上位法令之委任，否則省令不可設

有罰則或強制義務。有跨不同省廳時，此「共管省令」須相關各大臣

的決行。 

法令以

外的命

令 

公示〃告示:對某一事項，公家機關對外之解釋說明。除大臣可發出公

示〃告示外，省內各局長亦可直接發出。 

訓令:對職務事項由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所發命令。 

通達: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所發的職務事項細目及法令解釋說明。 

與鐵道相關的主要法令如下表 4.2-2: 

表 4.2-2 鐵道相關主要法令 

對象 法令 內容 

鐵道事

業者、利

用者 

鐵道事業法(1986 年法

律第 92 號) 

鐵道事業之申請許可。 

工程興建之實施認可。 

鐵道車輛之確認。 

基本票價及特別費用之上限認可及報備。 

運行計畫之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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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讓渡、合併及分割之認可。 

事業休止、廢止之報備。 

鐵道營業法(1903 年法

律第 65 號) 

鐵道技術省令及運轉省令的上位法源。 

乘客及鐵道事業者之契約關係。 

鐵道乘務員的服務。 

對旅客及公眾之禁止行為及罰則。 

設施〃車輛〃運轉的技

術基準(省令) 

依鐵道營業法訂定鐵道相關技術基準。 

動力車操縱人員技術

基準(省令)  

依鐵道營業法所訂對司機員之詴驗(身體檢查、適

性檢查、筆詴、技能檢查)及發照。 

軌道事

業者〃利

用者 

軌道法(1921 年法律第

76 號) 

規範鋪設於道路上之鐵道系統，如路面電車等。 

鐵道整

備相關 

全國新幹線鐵道整備

法(1970 年法律第 71

號) 

以新幹線鐵道連結全國中核都市及串聯鐵道網。 

都市鐵道等利便增進

法(2005 年法律第 41

號) 

以上下分離分式由公家整備主體進行以下工程。 

提昇速達性所作連絡線、連絡設施、追越設施的

整備。 

提昇交通結點機能高度化所作車站內外之一體

化整備。 

地方公

共交通

活化相

關 

地方公共交通活性化

再生法的部分改正法

(2014 年法律第 41 號) 

針對地方之「軌道運送高度化事業」及「鐵道事

業再構築事業」等，在地方組成協調會具共識

後，營運單位可以上下分離方式，將財產移轉至

地方自治團體，以減輕營運單位設施維修負擔，

增進經營效率。 

其他 日本國有鐵道改革法

(1986 年法律第 87 號) 

日本國有鐵道經營改革相關事項 

旅客鐵道公司及日本

貨物鐵道公司相關法

律(JR 公司法)(1986 年

法律第 88 號) 

健全國有鐵道改革法所設旅客鐵道公司、貨物公

司之營運體制。對象為股票尚未上市之 JR 北海

道、四國、九州、貨物公司。 

大都市地區住宅地開

發及鐵道整備的一體

性推進特別措置法

(1989 年法律第 61 號) 

新的鐵道整備可帶動大量住宅供給時，可將住宅

開發與鐵道整備一體推動。 

特定都市鐵道整備促

進特別措施法(1986 年

為增強運送力所作之工程興建或改善，藉由積立

金制度，可減輕鐵道事業者〃利用者的負擔。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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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第 42 號) 制度目前已不再施行。 

鐵道軌道整備法(1953

年法律第 169 號) 

鐵道事業的特別補助制度。 

鐵道建設〃運輸設施整

備支援機構法(2002 年

法律第 180 號) 

規定獨立行政法人鐵道建設〃運輸設施整備支援

機構的名稱、目的、業務範圍等相關事項。 

新幹線鐵道列車運行

安全妨礙行為的處罰

特例法(1964 年法律第

111 號) 

對新幹線高速運行的安全防礙行為所作之處

罰，為有別於鐵道營業法及刑法的特別法。 

鐵道抵押法(1905 年法

律第 53 號)，軌道抵押

法(1909 年法律第 28

號) 

鐵道/軌道事業設施作為擔保時之規定。 

日本於 2000 年將鐵道事業法的法令規定予以鬆綁，給予鐵道事業者較大的

彈性，鐵道事業法之改訂前後之比較詳表 4.2-3。改訂前之鐵道事業計畫採免許

制，審查後給予地域性的獨佔地位，因此審查極為嚴格。而改訂後，鐵道經營係

以競爭為前提，鐵道事業在滿足審查基準(事業財務可行、運送安全性、計畫妥

適性、事業執行能力)下則可獲得許可。 

鐵道事業者當不願再經營其路線時，改訂前須依一定的條件(此路線的運送

情形、替代交通的整備情形)進行審查，改訂後，僅須在路線廢止的一年前提出

申請即可(貨物鐵道為半年前)，2000 年至 2015 年 4 月間，計廢止 37 條路線，約

750 公里。票價費率之訂定及更改，在改訂前採須得到國土交通省之認可，而改

訂後，僅需認可其上限值，而後在認可的上限範圍內，鐵道事業者於提出報備後

自行調整票價。 

表 4.2-3 鐵道事業法之改訂 

鐵道事業 改訂前 改訂後 

計畫核定 免許(執照)制 許可制 

退出規定 許可制 事前提出制(1 年前) 

票價費率 認可制 上限認可下之事前提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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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票價施政 

鐵道車票票價分為基本票價(運賃)及特別費用（料金）。以東京往名古屋之新

幹線車票為例(如圖 4.3-1)，基本票價為 6090 圓，特別費用為 3980 圓，合計票價

為 10070 圓。 

 

圖 4.3-1 新幹線之基本票價及特別費用 

基本票價分「普通旅客基本票價」、「定期旅客基本票價」等，特別費用分「特

別急行費用」、「急行費用」、「入場費用」等。1997 年，鐵道車票票價開始實施

上限價格制，2000 年修訂鐵道事業法後，在認可的上限範圍內，業者只要向國

土交通省提出報備後，即可自由地調整票價。 

須上限設定之票價有「普通旅客」、「定期旅客」的基本票價，及新幹線之「特

別急行料金」，經國土交通省認可後，在認可之上限範圍內，業者提出報備後即

可調整票價。 

普通列車基本票價已有上限規定，並供旅客乘座，因此業者可自行對優等列

車之「特別急行費用」、「急行費用」設定價格，由旅客自行選擇是否願負擔較高

費用乘坐該優等列車，以享受較高之品質及較短之行車時間。因此優等列車之「特

別急行費用」、「急行費用」無須設定上限值，由業者自行訂定提出報備後即可實

施(新幹線除外，新幹線之特別急行料金仍須經國土交通省認可其上限值)。 

基本票價及特別費用之陳報及調整方式如下表 4.3-1。 

 

基本票價 特別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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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基本票價及特別費用之陳報及調整方式 

陳報方式 基本票價、特別費用 

須認可上限價格，在上

限範圍內可自由進行票

價設定及變更 

基本票價:「普通旅客基本票價」、「定期旅客基本票價」等 

特別費用:新幹線之「特別急行費用」 

報備後，即可自行調

整。 

特別費用:在來線之「特別急行費用」、「急行費用」、「座椅

指定費用」、「寢台費用」等。 

無須報備即可自行調

整。 

特別費用:「入場費用」、「退票手續費」等 

上限價格制之設計方式如下圖 4.3-2。依橫軸之里程，業者提出其所擬上限

價格，由國土交通省認可此上限價格定，總收入並不會超過總成本(合理成本+合

理利潤)。而業者在上限價格的紅色區域下，經報備後可自行調整實際票價。 

 

圖 4.3-2 上限價格制 

就可互相比較之鐵道事業(6 家 JR 集團、15 家大型民鐵、10 家地方鐵)，營

運成本之計算方式導入 YARDSTICK 方式(基準比較方式)，將費用分為下表 4.3-2

之路線費、電路費、車輛費、列車運轉費、站務費等 5 類。並設定設施量及說明

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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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YARDSTICK方式(基準比較方式)為下表 4.3-3的三種不同型態之鐵道事

業(6 家 JR 公司、15 家大型民營鐵道公司、及 10 家地下鐵)。各集團內之事業者

須與其他同集團之事業進行迴歸分析以計算基準成本。而不屬於上述三種型態之

鐵道公司，則以個案審查方式辦理。 

表 4.3-2 計算營運成本之參數 

費用 設施量 說明參數 

路線費 路線延長公里 路線每 1 公里之車輛公里數(車輛密度)等 

電路費 電線延長公里 電車線每 1 公里的電車行走公里數等 

車輛費 車輛數 每車輛的行走公里數等 

列車運轉費 營業公里 每營業公里的列車行走公里數等 

站務費 車站數 每車站之上下車人數等 

表 4.3-3 採用基準比較方式公司 

JR 集團 大型民營鐵道集團 地下鐵 

北海道旅客鐵道公司 東武鐵道公司 東京地下鐵公司 

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 西武鐵道公司 札幌市 

東海旅客鐵道公司 京成電鐵公司 以台市 

西日本旅客鐵道公司 京王電鐵公司 東京都 

四國旅客鐵道公司 小田急電鐵公司 橫浜市 

九州旅客鐵道公司 東京急行電鐵公司 名古屋市 

 京浜急行電鐵公司 京都市 

 相模鐵道公司 大阪市 

 名古屋鐵道公司 神戶市 

 近畿日本鐵道公司 福岡市 

 南海電氣鐵道公司  

 京阪電氣鐵道公司  

 阪急電鐵公司  

 阪神電氣鐵道公司  

 西日本鐵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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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路線費為例，將不同公司本身之車輛密度及路線費，以線性迴歸分析，可

求得 y=ax+b 之迴歸公式(詳圖 4.3-3)。將此公式代入各公司之設施量後，即可求

得各公司之路線費基準成本。依同樣方式計算路線費、電路費、車輛費、列車運

轉費、站務費之基準成本。 

 

圖 4.3-3 路線費之迴歸計算 

以下圖 4.3-4 為例，A 社在路線費、電路費、車輛費、列車運轉費、站務費

之「實際成本」，高於依迴歸公式計算之基準成本，表示成本上還有可精簡空間，

則「基準成本」即為「適當成本」。 

B 社的「實際成本」，低於依迴歸公式計算之「基準成本」，表示該公司已努

力降低營運成本，為獎勵其努力，「基準成本」與「實際成本」之 1/2 設成「適

當成本」。 

  

 

 

 

 

圖 4.3-4 實際成本、基準成本及適當成本 

100 

A 社 B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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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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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當

成

本 

基

準

成

本 



62 

 

國土交通省採用前述實際成本、基準成本及適當成本之計算方式，透過經營

規模相近之鐵道事業者間之相互比較，可刺激各事業者檢討為何其他事業者能降

低營運經費，而相互競爭。 

將適當成本代入下圖 4.3-5 以計算總成本，總成本為營業費(稅+折舊+適當成

本)加上事業報酬(支付利息+利潤)。而總收入面為基本票價收入、特別費用收入

及其他雜項收入。而認定之票價上限價格，為總成本減去總收入後之差額。 

 

圖 4.3-5 總成本及總收入計算方式 

另業者在申請調整票價價格上限時，為提高其透明性，及藉由旅客的監督以

增進經營效能，鐵道事業者及國土交通省須公開審查內容及辦理情形(鐵道事業

者須公開申請理由、調整比例、鐵軌道部門之收入狀況、基本票價及特別費用之

收入情形、旅運預測、今後經營改善，服務改善策略等；國土交通省則須公開查

定過程、業者答復情形、公布迴歸公式等)，讓民眾了解信服。 

 

 

適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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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整備新幹線之施政 

整備新幹線之興建方式為由鐵道〃運輸機構負責，並由該機構保有設施。總

建設經費扣除現在 JR 公司每年所繳租金(其他整備新幹線通車路段，並將所收租

金投入建設)後，餘額由中央負擔 2/3，地方負擔 1/3。2015 年之建設財源分擔式

如下圖 4.4-1。 

 

 

 

圖 4.4-1 建設經費分擔 

營運通車前之檢查作業流程如下圖 4.4-2。各設施設備完竣後，由 JR 公司進

行工程檢查，JR 公司於確認後，向國土交通省申請完成檢查(主要針對變電所等

設施設備部分)。國土交通省檢查通過後，JR 公司再開始進行實車運轉並進行綜

合檢查。而後再由 JR 公司向國土交通省申請完成檢查。以上之檢查程序，係由

JR 公司先向鐵道〃運輸機構進行工程檢查，再由 JR 公司(鐵道〃運輸機構無須具

名)向國土交通省申請檢查。 

 

圖 4.4-2 通車前之檢查作業 

國家(2/3) 

755 億圓 

 

 

地方(1/3) 

377 億圓 

已出租路線

所收租金 

468 億圓 

2015 年建設經費 1600 億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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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備新幹線通車後以出租方式供 JR 公司使用，採上下分離方式(如下圖

4.4-3)。租金額度係依 JR 公司 30 年之受益額度，以 30 年計算收支改善效果，採

新幹線通車後 JR 公司能維持原來沒有新幹線前之收益下，用收入減去原收益及

成本後，得出 JR 公司每年應繳之租金額度(如圖 4.4-4)。以北陸新幹線長野～金

澤間為例，路線長 228 公里，租金每年 245 億圓，帄均每公里租金約 1 億多日圓。 

 

圖 4.4-3 建設主體及營運主體之分工 

 

 

圖 4.4-4 租金計算之示意圖 

 整備新幹線開始動工須滿足以下 5 個條件 

1. 確保安定財源：整備期間須確保安定財源。 

2. 財務可行性：通車後須確保營運主體之財務可行性。 

3. 投資效果:投入公家經費所作之整備，須具投資效果。 

4. 營業主體ＪＲ公司之同意:ＪＲ公司須同意願經營新幹線。 

計算設定: 

有新幹線之收益=

沒有新幹線之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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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並行在來線的經營分離須取得沿線自治團體之同意:並行在來線係

指與整備新幹線帄行之鐵路路線。因整備新幹線通車後，同區間重

疊之傳統鐵道路段，其收益主力的特急、急行列車收益預期將大幅

下降，因此為免加重 JR 公司之負擔，JR 公司於新幹線通車的同時，

可採取將帄行區間之鐵道路線切離出來，交由沿線自治團成立之第

三部門來經營。因此整備新幹線之動工條件為，並行在來線的經營

分離須取得沿線自治團體之同意。 

以今年 3 月通車之北陸新幹線(長野至金澤間)為例，即分由 4 家地方自治團

體成立之第三部門公司來負責經營(しなの鉄道、えちごトキめき鉄道、あいと

風とやま鉄道、IR いしかわ鉄道)(詳圖 4.4-5)。 

 

 

圖 4.4-5 新幹線通車後新成立之第三部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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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都市鐵道之施政 

東京圈、名古屋圈、大阪圈之鐵道路線長佔全國鐵道路線長不到 2 成(18%)，

但運送量卻佔全國總運送量之近 9 成(88%)，詳下表 4.5-1。而都市鐵道之列車乘

車率高也影響乘車舒適度。 

表 4.5-1 都市鐵道之營運公里及年運送人員 

2010 年資料 營運公里 年運送人員 

公里 % 百萬人 % 

東京圈(東京車站半徑 50 公里內) 2459 9% 14329 63% 

名古屋圈(名古屋車站半徑 40 公里內) 977 4% 1113 5% 

大阪圈(大阪車站半徑 50 公里內) 1504 5% 4647 20% 

3 大都市圈 4939 18% 20090 88% 

全國 27643 100% 22733 100% 

日本在判斷乘車舒適度係以列車混雜率作為指標(詳下圖 4.5-1)。混雜率是指

尖峰時段，列車定員人數和實際乘車人數之比值。採一字型座位之通勤列車，其

定員人員係由座位數加上立位面積(扣除座位面積及座位前 25 公分之面積後，合

計有效寬度 55 公分以上(高度在 190 公分以上)之地板面積，再除以 0.3 帄方公尺

(約 55 公分正方)。以山手線的不含駕駛室車輛為例，車輛長度約 20 公尺，寬度

約 2.95 公尺，定員數為 162 人，其中座位數為 54 人，立位數為 108 人。 

 

圖 4.5-1 列車混雜率 

定員乘車。乘

客可以有位子

或是可以抓到

吊環或立柱。 

乘客間肩膀稍

為接觸，可輕

鬆閱讀報紙。 

將報紙折小

後，勉強還可

閱讀。 

乖客身體互相

接觸並感到壓

迫感，雜誌勉

強還可閱讀。 

隨著電車之搖

晃而身體傾

斜，身體及手

無法自由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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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混雜率之目標值為 150%以下。統計各都會圈之混雜率(詳下表 4.5-2)，

名古屋圈及大阪圈之混雜率已下降至 150%以下，但東京圈仍超過 150%，2014

年帄均混雜率為 165%，部分路線如山手線(上野-御徒町間)之混雜率更高達

202%、京浜東北線(上野-御徒町間)之混雜率 200%。因此如何提昇東京圈鐵道路

線容量(增長列車，改善月台等)以降低混雜率仍是當務之急。 

表 4.5-2 混雜率之變化情形 

帄均混雜率 1993 年 2014 年 

東京圈 183% 165% 

名古屋圈 173% 131% 

大阪圈 166% 123% 

 

1950 年代，東京、大阪等大都會區，因人口集中而造成都市交通問題。因此

各大都市開始加速地下鐵之建設進程，但地下鐵之建設費用遠高於帄面或高架鐵

道。地方交通局在建設時的地方債或借款，須在通車後償還，這也嚴重壓迫經營

財務。因此政府也開始設立各項補助制度(如下表 4.5-3)。 

表 4.5-3 現行都市鐵道補助制度 

補助事項 內容 補助比率 

地下高速鐵道整

備事業(1962 年起) 

公營、準公營、東京地下鐵進行地下

鐵新線建設或大規模改善時之補助。 

國家 35%，地方 35% 

機場鐵道等整備

事業(1972 年起) 

公營或準公營進行以下之新線建設或

大規模改善時之補助。 

① 連接機場鐵道 

② 連接新城鎮鐵道 

①國 18% 〃 地 方

18%(成田機場線：國

家 1/3〃地方 1/3)。 

②國家 15%〃地方

15% 

鐵道車站總合改

善事業(1999 年起) 

第三部門公司進行以下改善工程時之

補助。 

① 幹線鐵道之高速化 

①③④國家 1/5〃地

方 1/5。 

②國家 1/3〃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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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連合城鄉發展之幹線鐵道高速化 

③ 貨物鐵道之旅客線化 

④ 提昇車站轉乘便利性 

1/3。 

都市鐵道利便增

進 事 業 費 補 助

(2005 年起) 

以上下分離分式由公家整備主體進行

以下工程時之補助。 

① 提昇速達性所作連絡線、連絡設

施、追越設施的整備 

② 提昇交通結點機能高度化所作車

站內外之一體化整備 

國家 1/3〃地方 1/3。 

為連結既存之不同公司之鐵道路網及改善車站內複雜動線，日本於 2005 年

新制定「都市鐵道等利便增進法」。此制度之整備對象為就可提高運送速達性(追

越線或不同路線間的連絡線)，或提高車站利便性(車站與週邊一體進行整備)之計

畫。此計畫分為營運主體及整備主體(整備主體須為鐵道〃運輸機構或公家有出

資之第三部門公司，整備主體負責建設及營運後之設備維持)。工程費用為政府

及地方各負擔三分之一，另三分之一由整備主體自行籌措(如圖 4.5-2)。通車後由

營運主體以租金方式(設施使用費)償還。此制度之特徵為，租金並不以償還建設

成本為設定額度，而是以營運主體之受益額度作為租金。比如 100 億圓之建設計

畫，國家與地方各投入 33 億圓，其餘 33 億圓由建設主體去借款，此 33 億圓及

利息將由建設主體於通車後之 30 年內償還。倘此 30 年間，營運主體之受益額為

40 億圓，則 40 億圓即為租金額度。但倘工程期間，經費大幅追加時，則整備主

體須自行承擔高漲之建費經費，此方式將可限縮整備主體對建設經費之追加。 

 

圖 4.5-2 都市鐵道等利便增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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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都市鐵道等利便增進法所實施之案例如下圖 4.5-3。在相模鐵道、JR 鐵道、

東急鐵道之不同路網間，增設直通連絡線，以直通運轉方式縮短乘車時間及轉乘

次數。原本從橫濱的二俣川車站到東京的目黑站約 54 分鐘，轉乘 2 次。增設連

絡線後，可縮短至 38 分且無須轉乘。 

 

 

 

 

 

 

 

 

 

 

 

 

 

圖 4.5-3 都市鐵道等利便增進案例 

 

4.6 地方鐵道之施政 

地方鐵道係指新幹線、鐵道在來幹線、都市鐵道以外之路線，營運主體包含

JR 公司、民營鐵道公司、承接從國鐵分離出的特定地方交通線及整備新幹線通

車後分離出並行在來線的第三部門公司(半官半民公司)等。其中經營地方鐵道的

民鐵公司及第三部門公司合稱為地方鐵道事業者。截至 2015 年 4 月，地方鐵道

事業者計 95 家(詳表 4.6-1)，表中黑圓圈所示為第三部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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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 地方鐵道事業者及所管地方運輸局 

 

依 2013 年統計資料，旅客運送量由 1987 年起，乘客由 4.7 億旅次減少至約

3.9 億旅次，約減少 17%。91 家地方鐵道事業者中，63 家之經常收支為赤字(76%)，

僅 28 家(31%)無發生赤字。地方鐵道事業者之成本結構如下表 4.6-2。經詴算，倘

鐵道事業者不再負擔設施設備之保有及維護費用，則 74 家(81%)將有獲利，僅 17

家(19%)仍呈赤字。 

表 4.6-2 鐵道事業者之成本結構 

成本 比率 

旅客運送必要經費(運輸費等) 48% 

其他費用(一般管理費等) 9% 

設施保有費用(維管費用、折舊費用) 43% 

 

2013 年，地方鐵道之旅客運送密度及收支百分比如下圖 4.6-1，其中運送密

度在每日 8000 人以下之地方鐵道事業者，收入除以支出之收支比多在 100%以

下，多呈現營業虧損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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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1 運送密度及收支百分比 

日本現行對地方鐵道之補助制度如下表 4.6.3。近年為健全地方鐵道財務，

日本不再僅是對安全或無障礙設施設備之補助，而是推行對經營困難的鐵軌道事

業推廣鐵道再構築事業(詳圖 4.6-1)，由地方自治團體、鐵軌道事業者、居民等組

成協議會，共同擬定上下分離計畫(土地、設施設備之分離型式；讓渡金額、租

金設定等，則視協議結果而定)，經國土交通省認定後，鐵軌道事業者將鐵道用

地、土地設施設備等移轉至地方自治團體，鐵軌道事業者可減輕保有設施設備之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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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3 現行地方鐵道補助制度 

補助事項 內容 補助比率 

鐵道軌道安全輸送

設備等整備事業 

為確保地方鐵道事業者之安全鐵道運

送，補助鐵道事業者對提高安全的設備

投資。補助對象為鐵軌道事業者。補助

項目為鋼軌、枕木、防落石、防風、ATS、

車輛、列車無線等設備。 

國家 1/3。倘該事

業為國家認定

之鐵道再構築

事業，對經營困

難公司可補助

至 1/2。 

利用環境改善促進

等事業(LRT、電子

票證) 

 

為發展無障礙城市，補助導入 LRT 等所

須經費。補助對象為鐵軌道事業者。補

助項目為低底床車輛(LRV)、鋼軌、停留

站、車庫、變電站、電子票證等。 

國家 1/3。倘該事

業為國家認定

之軌道運送高

度 化 實 施 計

畫，可補助至

1/2。 

幹線鐵道等活性化

事業 

潛在鐵道利用需求大的地方都市或其近

郊路線，地方組成協議會依「地方公共

交通活性化〃再生法」，協議通過為促進

鐵道利便性的整備設施。國家補助對象

為地方協議會。補助項目為車站及路線

之位置調整、變電站、月台等，如 2015

年北陸新幹線之通車，所作在來線轉乘

車站位置之調整。 

國家 1/3〃地方

1/3。 

鐵道事業再構築事

業及軌道運送高度

化事業 

對經營困難的鐵軌道事業，地方自治團

體和鐵軌道事業者，共同擬定上下分離

計畫經國土交通省認定後，土地設施設

備移轉至地方自治團體。國土交通省將

此計畫視為鐵道事業法之特例，不要求

事業財務可行性(因接受土地設施設備之

提高鐵道軌道

安全輸送設備

等整備事業之

補助比例。國家

1/2。 



73 

 

自治團體，向營運單位所收租金可能不

敷設備維護所須費用，須再行編列預算

支應)。 

以若櫻鐵道的再構築事業為例，若櫻鐵道保有車輛，並將鐵道用地鐵道施設

無償讓渡予若櫻町及八頭町之兩個地方自治團體，該地方自治團體則無償出租設

施設備予若櫻鐵道使用，並委託若櫻鐵道維護管理設施設備。經由減輕若櫻鐵道

之設施維持費用，以達到經營永續。至設施維護管理費用則由地方自治團體編列

經費負擔。 

 

圖 4.6-1 鐵道再構築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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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其他鐵道施政策略 

除前述新幹線、都市鐵道、地方鐵道之施政外，就貨物鐵道、安全對策、無

障礙設施、設施老化、防災〃減災、環境能源、觀光促進、技術開發、海外展開

等之鐵道施政策略彙整下表 4.7-1。 

表 4.7-1 鐵道施政策略 

 施政策略 

貨物鐵道 

貨物鐵道基礎設施改善(加長貨車列車，改善車站設施)。 

對 JR 貨物公司之稅制優惠。 

宣導消費者對綠色運具之支持。 

安全對策 

實施對鐵道事業者的保安監查。 

推進鐵道設施、鐵道車輛的整備。 

事故資料及風險資料之分析、活用及安全宣導。 

無障礙設施 

達成無障礙法基本方針所訂目標(利用人數在每天 3000 人以

上車站，於 2020 年度須達成無障礙率 100%)。 

月台門之整備及技術開發。 

設施老化 

維護管理的技術基準訂定及對鐵道事業者的指導、監督。 

對經營困難業者進行支援。 

維護管理的資料庫化。 

對結構物維護管理基準之檢驗。 

防災〃減災 
鐵道設施之地震對策。 

地下車站的浸水對策。 

環境能源 

對導入節能車站或車輛進行補助支援。 

蓄電池車輛的技術開發。 

導入可由大貨車直接上鐵道貨車之 31ft 貨櫃。 

觀光促進 

檢討地方鐵道活性化的今後政策。 

地方鐵道再生〃活性化之案例調查。 

改善鐵道利用環境(wifi 的普及、多國語言廣播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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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票證的普及化。 

技術開發 
活用補助金制度進行對安全、環境的技術開發。 

可同時運轉於窄軌及標準軌之車輛開發。 

海外展開 
連合不同公家省廳進行財務上支援。 

鐵道技術〃規格的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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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心得與建議 
 

5.1 心得 

一、 日本於報考國家公務員時，有 30 歲以下之年齡限制，考生於通過人事

院(相當於我國之考詴院)考詴後，考生還須自行到各省廳進行面詴，

於合格後方能通過國家考詴。而各省廳會在網頁上會充份說明本身之

業務情形及職涯規劃，讓有意願來該省廳服務之考生充份了解，而省

廳在面詴中也容易獲得本身之所須人材(如日本最近在推行觀光立

國，該業務由國土交通省負責，國土交通省可經由對考生之面詴，求

得目前推行政策之所須人材)。此制度之設計，讓考生可選擇到自已有

意願之省廳服務，而各省廳則可取得所須專業之人材。 

二、 日本近年推廣官方與民間之相互交流，透過人事院之媒合，官方可到

民間，民間亦可到官方工作一定年限(2-3 年)後，再回原單位。比如鐵

道局與其他鐵道相關機關(鐵道〃運輸機構、鐵道總合研究所、地方運

輸局)，人員常進行 2-3 年之長期互相借調。經由此職務互調，日本之

公務員可學習到不同職場之文化、經驗及優點，而回饋至原單位。 

三、 國土交通省主要係整併原運輸省及原建設省，所掌管之業務複雜且技

術性高，人員不易養成，另在職涯規劃上，日本又多以每兩年便進行

一次職務異動，因此由國土交通大學校(東京及千葉各有一個研修設施)

規劃對不同職務人員進行各項研修訓練，讓職員能快速熟悉業務內

容。以鐵道行政研修課程為例，係由鐵道局各課之實際業務負責人來

課堂直接授課，經由數天之短期研修後，即能快速了解整體鐵道行政

業務。 

四、 鐵道事業者之所訂票價，因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國土交通省以常設

之運輸審議會來審議基本票價之上限值，透過公開、透明之審查方式，

將審查內容及計算方式等都上網公告，以取得民眾之認同及信任。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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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限值範圍內之票價，因鐵道事業者在報備後可自行調整，也增加

鐵道事業者之訂票彈性，而不會票價一訂定後就難再調整。 

五、 就鐵道之重要課題或鐵道藍圖，國土交通省透過由專家學者所組成之

常設交通政策審議會進行諮詢以求得意見，經交通政策議會多次研討

後所提出之答復報告，則成立鐵道局後續在施政立法上之重要參考意

見，如各項不同的補助制度(安全設備、地下鐵興建、都市鐵道利便性

制度)、鐵道再構築事業等皆是參考答復報告後所擬訂之鐵道政策。 

六、 日本國鐵改革係先公司化再民營化，首先以分割後各公司每年可獲得

收入 1%之經營利益，來詴算每年該公司應承擔多少債務(JR 東海、JR

東日本、JR 西日本)或應由安定基金來補助虧損(JR 北海道、JR 四國、

JR 九州)。而國鐵長期所累積之虧損，則由國家成立其他單位來繼承或

部分由國家預算打消。目前 JR 東海、JR 東日本、JR 西日本已股票上

市完全民營化，而 JR 九州雖鐵道運輸本業虧損，但附屬事業獲利狀態

佳，已向政府申請同意股票上市，而完全民營化。因此，日本國鐵在

分割民營化上，債務雖大部分由國家來處理，但分割民營化後，各 JR

公司在免除原有長期債務壓力及對附屬事業經營限制後，在經營成效

上已遠優於國鐵時代。 

七、 日本目前地方鐵道之經營仍多呈虧損。日本目前透過國家和地方自治

團體對公營企業、第三部門公司之補助，以維持鐵道服務。但隨著少

子高齡化的社會環境，預估 2060 年，日本的總人口將減少約三分之

二，生產年齡人口將減少至目前之一半。未來不只是地方鐵道，連都

市鐵道之財務可行性也將不易維持。日本考量未來之人口結構變化，

刻推廣以鐵道上下分離制度，以減輕營運單位負擔。其上下分離方式

在整備新幹線為設施由鐵道〃運輸機構持有後出租予 JR 公司；都市鐵

道之利便化增進事業之興建路線由鐵道〃運輸機構或第三部門公司之

整備主體以出租方式提供鐵道事業者營運；地方鐵道經由地方協議

後，經營困難之鐵道事業者將設施設備讓渡予沿線地方自治團體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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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方自治團體出租設施設備予鐵道事業者經營。以上之上下分離制

度，因營運公司可不負擔持有設施設備所生之經費，而可專心發展營

運本業及附屬週邊事業。 

八、 日本為保障鐵道系統安全，帄時透過鐵道局及地方運輸局對鐵道事業

者進行保安監查；事故發生時，則由運輸安全委員會進行事故調查，

事故調查結果將提出檢討報告並對外公告。另鐵道事業者須公布「安

全報告書」讓大眾了解該事業為安全所作之努力。日本藉由公開安全

資訊，以提高鐵道事業者、利用者等之安全意識。 

九、 日本鐵道行政業務、安全監理、通車前完成檢查作業(初履勘)係由國

土交通省鐵道局負責，而鐵道興建係由獨立行政法人之鐵道〃運輸機

構負責，在業務執行上兩單位互相獨立。而鐵道運輸〃機構所興建之

鐵道設施設備由營運單位確認接收使用後，由營運單位向國土交通省

申請完成檢查作業。又日本之鐵道技術基準訂有詳細規範供興建單位

及營運單位依循，而營運車輛及工程維修車又係由營運機構自行購

置，這都降低了在興建期間，興建單位與營運單位間就系統設計或施

工成果所可能產生的爭議。 

5.2 建議 

一、 日本為達鐵道行車安全，司機員需通過學科及術科之國家考詴以取得

國家執照，建議我國宜建立完整之司機員訓練、考照及發照等制度，

並可檢討將地方之捷運司機員一併納入。 

二、 對鐵道之重要課題及規劃藍圖，建議可循日本方式，由專家學者組成

常設之審議會，經由多次討論會議凝具共識及建言，並作為後續政策

擬訂之參考。 

三、 面臨少子高齡化時代，通勤及上學旅次將急速減少，鐵道運輸之經營

將日益困難，在施政上建議可參照日本近年之施政方向，給予營運單

位更多之經營彈性(票價訂定、路線廢止等)及減輕營運負擔(營運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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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負擔設施設備之維管費用，地方鐵道之營運者將設施設備移轉至地

方自治團體)。 

四、 涉及旅客相關事宜，如票價審議計算方式、審議內容及結果；鐵道安

全措施；事故調查等，建議可參考日本作法，由官方及鐵道營運單位

公開、透明公布相關資訊，讓民眾了解及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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