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臺日技術合作協議簽署及日本西武鐵道

設施考察 
 

 

 

 

 

 

 

 

 

服務機關：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 

姓名職稱：  局長    周永暉 

       處長       陳三旗 

        幫工程司       鄭志銘 

派赴國家：日本(東京) 

出國期間：105 年 1 月 20 日至 105 年 1 月 22 日 

報告日期：105 年 4 月 8 日  



1 
 

臺日技術合作協議簽署及日本西武鐵道設施考察 

目    錄 

壹、 出國考察依據及目的 .......................................................................... 7 

貳、 考察成員及行程 .................................................................................. 8 

參、 臺日技術合作協議簽署及日本西武鐵道設施考察 .......................... 12 

1. 臺日技術合作協議簽署及出席亞洲鐵道論壇 .................................. 12 

1.1 參訪日本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之技術發展及現況 ................ 13 

1.2 臺日技術合作協議簽署重點摘錄 ........................................... 17 

1.3 參與亞洲鐵道技術論壇 ........................................................... 20 

2. 西武鐵道參訪 .................................................................................... 22 

2.1 參觀西武鐵道司令所 .............................................................. 22 

2.2 參觀西武鐵道電車線及新宿變電站設備 ............................... 30 

3. 主要車站營運參觀 ............................................................................ 35 

3.1 澀谷車站重建計畫 .................................................................. 35 

3.2 車站旅遊服務中心與車廂裝置藝術結合 ............................... 37 

3.3 JR 東日本鐵道旅遊促銷資訊 .................................................. 38 

肆、 考察心得及建議 ................................................................................ 40 

伍、 附件：簡報及重要資料摘錄 ............................................................. 42 

 

  



2 
 

圖  表  目  錄 
 

圖 1 鐵道總研展開課課長宮內瞳畄博士為考察團簡報 .............................. 13 

圖 2 鐵道總研組織架構 ................................................................................. 14 

圖 3 參觀鐵道總研各項實驗設施及研究成果 ............................................... 15 

圖 4 大型低噪音風洞試驗技術 ..................................................................... 16 

圖 5 燃料電池試驗電車技術 ......................................................................... 16 

圖 6 可變衰減制御裝置技術 ......................................................................... 16 

圖 7 臺鐵局周永暉局長與 RTRI 高井秀之首席副總裁簽訂協議書 ............... 17 

圖 8 臺鐵局周永暉局長與總裁熊谷則道座談會議 ....................................... 18 

圖 9 臺鐵局周永暉局長與總裁熊谷則道交換禮物 ....................................... 19 

圖 10 鐵道總研發佈技術合作協議簽署之新聞稿 ......................................... 19 

圖 11 鐵道總研與各國代表技術會談 ........................................................... 20 

圖 12 亞洲鐵道技術論壇日本及泰國代表簡報 ............................................ 21 

圖 13 亞洲鐵道技術論壇高鐵局及越南代表簡報 ........................................ 21 

圖 14 西武鐵道營運路線圖 ........................................................................... 22 

圖 15 西武鐵道運轉司令長與本考察團合影 ................................................ 23 

圖 16 西武鐵道向本考察團簡報 ................................................................... 24 

圖 17 西武鐵道運轉司令所 ............................................................................ 24 

圖 18 調度系統具可程式編輯之大型液晶顯示盤面 ..................................... 25 



3 
 

圖 19 電氣司令為本考察團簡介電力調配系統 ............................................. 25 

圖 20 電力調配之大型液晶顯示盤面 ........................................................... 26 

圖 21 防災監測預警系統 ................................................................................ 26 

圖 22 地震警報預警系統 ............................................................................... 27 

圖 23 設施司令為本考察團簡介預警系統 ..................................................... 27 

圖 24 風速監視系統 ........................................................................................ 28 

圖 25 累積雨量監視系統 ................................................................................ 28 

圖 26 軌道溫度監視系統 ................................................................................ 28 

圖 27 軌道溫度感測器 .................................................................................... 28 

圖 28 線路軌道管理系統 ............................................................................... 29 

圖 29 車站各股道路線圖 ............................................................................... 29 

圖 30 隧道即時影像監視 ............................................................................... 29 

圖 31 隧道維護履歷資料 ............................................................................... 29 

圖 32 日間/夜間各作業單位資料 .................................................................. 29 

圖 33 西武新宿線電車線設備 ....................................................................... 30 

圖 34 彈簧式平衡器 ....................................................................................... 31 

圖 35 雙主吊線設計 ....................................................................................... 32 

圖 36 單礙子懸臂組設計 ............................................................................... 32 

圖 37 變電站控制盤 ........................................................................................ 32 

圖 38 變電站主變壓器 .................................................................................... 32 



4 
 

圖 39 新宿變電站與中性區間設備 ............................................................... 33 

圖 40 變電站工程師與本考察團合影 ........................................................... 33 

圖 41 變電站內排列整齊之工具 ................................................................... 34 

圖 42 新宿變電站建築與城市開發結合案例 ................................................ 34 

圖 43 澀谷車站............................................................................................... 35 

圖 44 1955 年澀谷車站歷史演進(一) ............................................................. 36 

圖 45 2013 年澀谷車站歷史演進(二) ............................................................. 36 

圖 46 2027 年未來澀谷車站設計概念與造型意象圖(三) .............................. 36 

圖 47 東急 5000 系電車（車號 5001） ........................................................ 37 

圖 48 週休二日行銷方案 ............................................................................... 38 

圖 49 最受日本人歡迎鹼蛋超人與車站地圖結合案例 ................................ 39 

  

 

  



5 
 

附 件 目 錄 

 

附件 1 日本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主要役員 .................................................. 42 

附件 2 與日本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簽署之技術合作協議........................... 43 

附件 3 鐵道總研發佈技術合作協議簽署之新聞稿 ...................................... 47 

附件 4 參觀西武鐵道之簡報資料 ................................................................. 48 

附件 5 新宿變電站單線圖 ............................................................................. 60 

附件 6 主要車站營運參觀資料 ..................................................................... 62 

 



6 
 

摘   要 

世界各國對於軌道運輸的發展迅速，不論從硬體的建設以及軟體

的研發，提供更便捷、更安全、低汙染的運輸系統。此次交通部臺灣鐵

管理局(以下簡稱臺鐵局)參訪日本日本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以下簡稱

鐵道總研)及西武鐵道設施體會到軌道基礎建設研究的重要性以及軌道

科技的新產品，更了解現代化的軌道必須運用新科技，導入運輸系統裡，

提升整體安全。此次訪日行程中特別由日本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總裁熊

谷則道（Kumagai, Norimichi）特別接見參訪團，可見日方其對此次技術

合作協議簽署的重視，會中總裁特別提到鐵道總研目前新的研究技術方

向及策略，本考察團團長周局長永暉也就台灣目前軌道重大建設介紹給

日本，並廣泛交換意見，會中邀請日本鐵道總研總裁訪問台灣，並舉辦

臺日雙方鐵道安全高峰會議，期待藉由參觀台灣鐵路發展現況，給予臺

鐵未來建設發展之寶貴建議。  

日本是一個軌道工業發展非常先進的國家，期待透過與跨國機構

合作，進行理論研究與派專業人員互訪等國際交流活動，以提高台灣鐵

路國際能見度，並期能汲取國際經驗，精進本國軌道安全及相關先進技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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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出國考察依據及目的 

一、 出國依據 

依據交通部 105 年 1 月 12 日交人字第 1040042773 號函。                                                                                                                                                                                                                                                                                                                                                                                                                                                                                                                                                                                                                                                                                                                                                                                                                                                                                                                                                                                                                                                                                                                                                                                                                                                                                                                                                                                                                                                                                                                                                                                                                                                                                                                                                                                                                                                                                                                                                                                                                                                                                                                                                                                                                                                                                                                                                                                                                                                                                                                                                                                                                                                                                                                                                                                                                                                                                                                                                                                                                                                                                                                                                                                                                                                                                                                                                                                                                                                                                                                                                                                                                                                                                                                                                                                                                                                                                                                                                                                                                                                                                                                                                                                                                                                                                                                                                                                                                                                                                                                                                                                                                                                                                                                                                                                                                    

二、 考察目的 

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Railway Technical Research Institute，以下簡稱

鐵道總研)是日本一個從事鐵路技術研究的專業機構，研究資金由 JR 集

團 7 家分公司與政府共同補助每年約 187 億日圓，目前鐵道總研員工總

數達 520 名，其中博士佔有 182 名及技術士 89 名，所涉業務範疇計有

鐵道技術研究開發、事故調查、技術規格標準、出版講習等，其諸多鐵

道事故調查案例及技術，值得我國借鏡，並成為臺鐵局合作交流之基

石。 

此次由團長周局長永暉帶隊與日本鐵道總研簽署臺日技術合作協

議，主要緣起於 103 年 10 月日本鐵道總研派遣技術團隊至臺鐵局協助

探討 228 電車線事故原因及安全預防技術，復於 104 年 9 月由鐵道總研

奧村文直博士率員與臺鐵局研商合作項目及方向，期能共同建立技術平

台達成交流與共識，並經臺鐵局積極與日方聯繫逐一確認合作條文內容，

以促成此技術合作協議簽署。 

本次於臺灣時間本(105)年 1 月 21 日上午 10 時正(日本東京 21 日上

午 11 時正)，由臺鐵局局長以中華民國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代表在日

本鐵道總研總部與日本鐵道總研高井秀之首席副總裁簽署「技術合作協

議」，並與總裁熊谷則道進行座談會議，本考察團團長周局長永暉於會

中闡述我國軌道發展的現狀及目前台灣軌道重大建設的規劃，並廣泛交

換意見，會後當場邀請總裁訪問台灣。此行在鐵道總研特別安排下，並

實地參觀所內各項技術研發成果及參與亞洲鐵道論壇(Asian Railway 

Technical Forum)。希望藉由此次參訪能提供鐵路局未來發展參考，也相

對提供相關資訊給日本，多了解日本軌道目前的發展情形及未來軌道建

設規劃，促進臺日雙方軌道研究發展建立更密切的關係。為臺日增進彼

此之合作關係邁進一大步。 

日本是一個軌道工業發展非常先進的國家，期透過與跨國機構合

作，進行理論研究與派專業人員互訪等國際交流活動，以提高台灣鐵路

國際能見度，並期能汲取國際經驗，精進本國軌道安全及相關先進技

術。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0%B5%E8%B7%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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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考察成員及行程 

一、考察成員： 

      周永暉        局長 

      陳三旗        電務處處長                          

      鄭志銘        電務處幫工程司        

二、考察行程： 

2016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三） 
地圖

編號 
時間 地點 行程 

1 18:15–

21:55 

東京羽田機

場 

機場 Tokyo Haneda Airport 

2  東京 旅館 

2016 年 1 月 21 日（星期四） 

3 10:00–

11:00 

日本鐵道綜

合技術研究

所 

參訪日本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之技術發

展及現況 

 11:00–

11:30 
簽署雙方技術合作協議 

 11:30–

12:30 

拜會日本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總裁熊谷

則道(Kumagai, Norimichi) 

 13:30–

17:30 

參與亞洲鐵道論壇(Asian Railway 

Technical Forum) 

 17:30  返回旅館 

2016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五） 

4 09:00–

10:00 
所沢 

參觀日本西武鐵道司令所、電力調配系

統、中央行車調度系統 

5 10:00–

11:00 
高田馬場 

參觀日本西武鐵道高田馬場繼電室及電

車線 

6 11:00–

12:00 
新宿 參觀日本西武鐵道新宿變電所 

 15:55  
返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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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察行程地圖： 

2016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三） 

 

 

 
地圖

編號 
時間 地點 行程 

1 18:15–

21:55 

東京羽田機

場 

機場 Tokyo Haneda Airport 

2  東京 旅館 

 

 

 

 

2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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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 21 日（星期四） 

 

 
地圖

編號 
時間 地點 行程 

3 10:00–

11:00 

鐵道綜合技

術研究所 

參訪日本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之技術發

展及現況 

11:00–

11:30 
簽署雙方技術合作協議 

11:30–

12:30 

拜會日本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總裁熊谷

則道(Kumagai, Norimichi) 

13:30–

17:30 

參與亞洲鐵道論壇(Asian Railway 

Technical Forum) 

 

 

 

 

 

 

 

3 



11 
 

2016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五） 

 

 
地圖

編號 
時間 地點 行程 

4 09:00–

10:00 
所沢 

參觀日本西武鐵道司令所、電力調配系

統、中央行車調度系統 

5 10:00–

11:00 
高田馬場 

參觀日本西武鐵道高田馬場繼電室及電

車線 

6 11:00–

12:00 
新宿 參觀日本西武鐵道新宿變電所 

 15:55  
返回台灣 

 

 

  

5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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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臺日技術合作協議簽署及日本西武鐵道設施考察 

此次與日本鐵道總研簽署臺日技術合作協議，主要緣起於 103 年

日本鐵道總研派遣技術團隊至臺鐵局協助探討 228 電車線事故原因及

安全預防技術，並在 104 年由奧村文直博士率員與臺鐵局研商合作方

向及項目，促成今天此技術合作協議簽署。此協議代表未來臺日雙方

在鐵道技術交流與合作將更緊密且頻繁。日本鐵路運轉安全長期以來

深受各界肯定，最重要的是鐵道總研充分發揮跨領域鐵道技術整合與

研究，本次合作就是希望能結合鐵道總研專業技能與測試平台，確保

臺鐵鐵路行車安全及提升運輸服務品質。本行程中各分項要點說明如

下各小節。 

 

1. 臺日技術合作協議簽署及出席亞洲鐵道論壇 

鐵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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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1986 年 12 月 10 日成立。國鐵分割和民營化後正式運作，並於 1987

年 4 月 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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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集團下的財團法人。

在鐵路技術研究方面，鐵道總研成立以來成功研製多項技術，以提升

車輛的性能。此外，在發生重大鐵路事故時，鐵道總研和國土交通省

運輸安全委員會（原航空、鐵道事故調查委員會）聯手調查事故原因。 

鐵道總研為日本從事鐵道技術研究機構，研究資金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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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府

共同補助每年約 187 億日圓，目前鐵道總研員工總數達 520 名，其中

博士佔有182名及技術士89名，所涉業務範疇計有鐵道技術研究開發、

事故調查、技術規格標準、出版講習等，其諸多鐵道事故調查案例及

技術，值得我國借鏡，並成為臺鐵局合作交流之基石。 

臺日雙方首例鐵道技術輸出合作案即為台灣高鐵，雙方更在 2013

年簽訂合作備忘錄，合作內容除了技術交流外，未來更可組成策略聯

盟共同對外輸出高鐵系統，充分發揮臺日合作優勢。臺鐵局至今一共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0%B5%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5%9C%8B%E6%9C%89%E9%90%B5%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5%9C%8B%E6%9C%89%E9%90%B5%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0%B5%E5%88%86%E5%89%B2%E6%B0%91%E7%87%9F%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JR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9%87%91%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0%B5%E8%B7%AF%E4%BA%8B%E6%95%85%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9C%9F%E4%BA%A4%E9%80%9A%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9C%9F%E4%BA%A4%E9%80%9A%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8B%E8%BC%B8%E5%AE%89%E5%85%A8%E5%A7%94%E5%93%A1%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AA%E7%A9%BA%E3%80%81%E9%90%B5%E9%81%93%E4%BA%8B%E6%95%85%E8%AA%BF%E6%9F%A5%E5%A7%94%E5%93%A1%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6%97%A5%E6%9C%AC%E6%97%85%E5%AE%A2%E9%90%B5%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6%B5%B7%E6%97%85%E5%AE%A2%E9%90%B5%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97%A5%E6%9C%AC%E6%97%85%E5%AE%A2%E9%90%B5%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B5%B7%E9%81%93%E6%97%85%E5%AE%A2%E9%90%B5%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B5%B7%E9%81%93%E6%97%85%E5%AE%A2%E9%90%B5%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9C%8B%E6%97%85%E5%AE%A2%E9%90%B5%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5%B7%9E%E6%97%85%E5%AE%A2%E9%90%B5%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8%B2%A8%E7%89%A9%E9%90%B5%E9%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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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本 14 家鐵道公司簽署友好協定，主要以刺激臺日鐵道觀光與文

化發展，並透過多項相互宣傳及行銷活動來提升臺日旅客人次，相信

未來臺鐵局與鐵道總研之技術交流與合作案，有機會將技術轉為商機，

深厚產業關係。 

1.1  參訪日本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之技術發展及現況 

日本鐵道總研特別安排由國際業務部展開課課長宮內瞳畄博士，

導覽簡介該研究所歷史沿革、組織架構、現正發展之鐵道安全及可靠

度強化技術，並說明鐵道總研制定強化安全可靠性、環境和諧、降低

成本及提高便利性等四大研究開發目標，此外，鐵道總研為更有效地

推動研究開發，還制定了面向未來鐵路的研究開發、實用技術開發及

鐵路基礎研究等三大研究開發支柱，除持續原研究開發目標外，亦同

時向新領域挑戰，並透過提升模擬技術以擴大鐵道總研的研發特長，

其主要研究技術項目及重要試驗設備等各分項重點說明如下各小

節。 

 

  

圖 1 鐵道總研展開課課長宮內瞳畄博士為考察團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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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組織簡介 

日本鐵道總研之現有組織架構，除企劃室、研究開發推進部、國

際業務部、事業推進部、……等 10 個行政部門外，設有車輛構造技

術、車輛制御技術、構造物技術、電力技術、軌道技術、防災技術、

信號情報技術、材料技術、……等 12 個研究部，負責各專業技術領

圖 2 鐵道總研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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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之研究工作。 

(2) 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研究方向及主要業務 

鐵道總研遵照其成立宗旨，向鐵路營運業者及社會提供基礎到應

用及開發廣泛領域的研究成果，其主要研究技術項目及重要試驗設備，

包括車輛試驗裝置、制動試驗機、大型振動試驗裝置、模擬車站設施、

大型降雨實驗裝置、集電弓試驗裝置、大型低噪音風洞、燃料電池試

驗電車等，並於日本各地建置防止雪災實驗所、鹽害試驗場、土木實

驗所、風洞技術中心等，其涵蓋主要業務如下： 

 實施與鐵路技術及鐵路勞動科學有關的研究開發  

 進行與鐵路技術和科學有關的調查  

 制定與鐵路技術標準有關的方案  

 收集並發布鐵路方面的圖表和資料及統計數據  

 出版與鐵路技術及科學發展有關的文獻、舉辦各種講座  

 進行與鐵路有關的技術和科學鑑定、提供建議和指導  

 制定關於鐵路國際標準的草案併提出標準化建議  

 上述事業以外的委託試驗和研究  

 

 

 

圖 3 參觀鐵道總研各項實驗設施及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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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大型低噪音風洞試驗技術 

 

圖 5 燃料電池試驗電車技術 

 

圖 6 可變衰減制御裝置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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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臺日技術合作協議簽署重點摘錄 

臺鐵在 103 年 10 月邀請日本鐵道總研（RTRI）協助探討電車線

事故預防及安全技術後，又於 104 年 9 月由日本鐵道總研理事奧村文

直博士率員與臺鐵局研商未來合作項目及方向，希望雙方共同建立技

術平台達成交流與共識，經雙方努力，促成本次「技術合作協議」簽

署。 

臺鐵局於臺灣時間 105 年 1 月 21 日上午 10 時正(日本東京 21 日

上午 11 時正)，由臺鐵局局長以中華民國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代表

在日本鐵道總研總部與日本鐵道總研高井秀之首席副總裁簽署「技術

合作協議」（技術合作協議影本詳見附件 2），為臺日增進彼此之合作

關係邁進一大步。未來除引進鐵道技術外，期望透過技術交流，有助

於強化人才養成，以提升鐵路運輸服務品質。 

鐵道總研的現任總裁是熊谷則道，首席副總裁由高井秀之(Takai , 

Hideyuki)擔任。為促進臺日兩國軌道技術交流，日方非常重視本次技

術合作協議簽署，由日本鐵道總研總裁熊谷則道（Kumagai, Norimichi）

特別接見參訪團(參訪團與總裁座談會議合影如圖 8)，並提出下列重點 

 

圖 7 臺鐵局周永暉局長與 RTRI 高井秀之首席副總裁簽訂協議書 

http://www.motc.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201601211134361.jpg&filedisplay=1050121_A5.jpg&flag=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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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總裁熊谷則道首先提及在車輛維護方面, 鐵道總研現正利用即時

的大數據分析演算技術，收集龐大的車輛資訊予以分析，相信未來研

究之成果可建立更為有效的檢查、診斷、評價方法等，以實際應用於

車輛檢修維護工作，大大提高車輛可靠度。此外，更為有效提升車輛

能源效率，鐵道總研現正從事多項儲能技術研發，例如：利用再生電

韌產生之電能，儲存於列車的鋰電池內或沿線裝置之電力儲能裝置，

以利再生電能之有效利用，可達節能及減少 CO2排放之目的。 

臺鐵局局長周永暉，首先表示非常感謝鐵道總研此次技術合作協

議簽署之安排，同時說明我方十分重視臺日之技術交流。並於會中闡

述我國軌道發展的現狀及未來台灣重大軌道建設的規劃，例如：臺鐵

現正推動「鐵路行車安全改善六年計畫」及「臺鐵整體購置及汰換車

輛十年計畫」等，同時因應南迴鐵路電氣化及花東鐵路雙軌化完成後

運能需求，預訂於 2025 年前投資大量資金於鐵路建設工程。最後，更

為積極培養我國軌道人才，提及我方派遣專業人員赴鐵道總研共同參

與研究，進行理論研究與派專業人員互訪等國際交流活動，並希望就

工務及電務等相關議題優先納入合作。  

 

圖 8 臺鐵局周永暉局長與總裁熊谷則道座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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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臺鐵局局長周永暉親自邀請總裁訪問台灣，期待藉由總

裁率專業人員參觀台灣鐵路發展現況，給予臺鐵未來建設發展之寶貴

建議， 同時舉辦中日雙方鐵道安全高峰會議，以加強雙方在鐵路運轉、

技術、安全與防災及海外拓展等方面之經驗交流，將有助於本國在鐵

路工程技術、軟硬體設施、營運安全管理等方面之檢討與精進，更期

盼在臺日雙方密切的交流下，未來雙邊的合作關係將更上層樓。 

 

圖 9 臺鐵局周永暉局長與總裁熊谷則道交換禮物 

 

圖 10 鐵道總研發佈技術合作協議簽署之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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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參與亞洲鐵道技術論壇 

本次考察行程除與鐵道總研簽署「技術合作協議」外，在鐵道總

研特地安排下，實地參觀鐵道總研各項實驗設施及研究成果，並蒐集

該研究所軌道業務推動之許多寶貴資料。更獲邀參與亞洲鐵道技術論

壇(2016 Asian Railway Technical Forum)，與各國的研究技術人員齊聚交

流，並聽取技術簡報發表，本次亞洲鐵道技術論壇係由日本鐵道總研

主辦，計有泰國、越南及我國高鐵局、臺鐵局等單位人員參與，重點

摘錄說明如下： 

本次主要研討內容偏重於各國現行鐵路機構及鐵路研究機構發

展、鐵道車輛機械、制定與鐵路技術標準等相關理論與實務，其中更

包含我國高鐵局代表宋鴻康科長簡介 MMIS 功能整合及建制、高鐵公

司代表史明嘉協理簡介鐵路維修車如何利用RFID技術達到精確定位，

各自分享目前臺灣高鐵公司之軟硬體建制及使用經驗。在實際參與技

術論壇後，對於日本鐵道研究專業人士高度投入參與討論之態度，及

簡報發表人與提問人之專業素養，令人印象深刻。尤其，以日本鐵道

總研鐵路國際規格中心 Director Hiroshi TANAKA 簡報，說明鐵道總研

為協助日本國內軌道技術實現國際標準化，以標準規格的形式向海外

 

圖 11 鐵道總研與各國代表技術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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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日本軌道產業技術。 特別由鐵道總研設置鐵路國際規格中心，專

門研究海外國際鐵路規格資訊，並負責國際標準化機構（ISO）的鐵

路技術相關標準化活動，推動與國際電氣標準會議（IEC）及鐵路相

關專業委員會（TC9）的相關活動。  

本次參加在日本鐵道總研舉行的 2016 年亞洲鐵道技術論壇，利用

論壇機會和與會各國代表做更深入的溝通，藉由日本及其它國家在鐵

路的豐富經驗，作為將來台灣鐵路發展之參考，期能為社會大眾提供

安全又便捷的鐵路運輸環境。惟多數簡報涉及各方面專業知識並不是

完全理解，不過帶回許多會議簡報及相關發表資料，其中包括鐵道總

研最新之研究實驗技術發表內容及鐵道技術發展趨勢，相信可提供給

本國高鐵公司、捷運公司及臺鐵局等軌道管理及營運單位於技術研發

或工程規劃之參考。 

 

 

  

圖 12 亞洲鐵道技術論壇日本及泰國代表簡報 

  

圖 13 亞洲鐵道技術論壇高鐵局及越南代表簡報 



22 
 

2. 西武鐵道參訪 

西武鐵道（せいぶてつどう/ SEIBU Railway）是日本埼玉縣的民

營鐵路公司，即株式會社西武控股(簡稱西武 HD)，成立於 1894 年（明

治 27 年）12 月 21 日，現任集團會長為後藤高志，社長為若林久。

企業集團除經營鐵路事業外，旗下關聯企業有：王子大飯店、園林綠

化有限公司、西武建設公司、近江鐵路公司、西武獅棒球隊、西武巴

士公司、伊豆箱根鐵道株式會社有限公司、西武建材公司、西武財產

管理公司、橫濱八景海島樂園等，同時擁有飯店、不動產、遊樂園及

建設等多項事業體，共計有 54 家知名公司。藉由土地開發以不斷推

出優質的住宅，以及藉由在沿線各地經營各種休閒設施等，來積極提

高鐵路沿線的附加價值，經營多元且靈活。 

 

2.1 參觀西武鐵道司令所 

此次參訪之西武鐵道，為日本西武集團旗下的軌道運輸子公司，

屬在來線系統，包含 12 路線，營業總里程 176.6 公里，年營業額約 400

 

圖 14 西武鐵道營運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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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台幣，員工數 3,741 人，軌道總長度 323 公里，全線共計 92 個車站，

平均每日旅客人數達 172 萬人，每日 3000 輛客車平均行駛 5 萬 9,000

列車公里，平均每日輸送 2,377 萬人公里。西武鐵道行車運轉作業，由

西武鐵道位於池袋線和新宿線交會的所沢站之行車調度規劃的司令

所負責，該所 1969 年 10 月成立於池袋，於 1982 年統合電氣司令所

遷至所沢，該所轄管所屬人員運輸司令 26 人、電氣司令 17 人、施設

司令 4 人、車輛司令 4 人及情報司令 6 人，合計 57 人。 

本次參訪行程西武鐵道特別安排由運輸部課長石原遼太全程陪

同，首站來到鄰近所沢站旁之司令所參觀，由運轉司令長高橋正信、

車輛司令長新井敏明及電氣司令長荒木尚人率相關同仁列隊歡迎本

考察團，同時向本考察團簡報西武鐵道司令所各人員及設備運作情形，

並講解電力列車調度作業之運轉作業流程。西武鐵道運轉司令所之運

作在運轉整理、訊息傳遞、資訊發布等方面，以精簡人力展現出相當

高的效率，確實值得臺鐵局學習及效法。 

 

 

 

   

圖 15 西武鐵道運轉司令長與本考察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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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觀西武鐵道司令所時，看到該所運轉司令現行之調度系統具

有大型液晶螢幕顯示盤面，可直接利用電腦程式修改路線及車站股道、

轉轍器、號誌機等設施配置顯示，另該系統可直接顯示每一列車的準

點情況，並發出警告以利值班人員即時應變處理，明顯較臺鐵局現行

行車調度系統採固定盤面之顯示方式更具彈性優勢，可作為臺鐵局規

劃 2020 年行車調度中心及電力調配系統移設南港臺鐵企業總部之參

考。 

 

   

圖 16 西武鐵道向本考察團簡報 

 

圖 17 西武鐵道運轉司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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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司令負責監控全線 34 處變電站之用電情形及各車站開關設

備，以確保各列車用電及一般機電用電之正常供應（如各車站照明、

平交道號誌、電扶梯等設備），主要監控電力輸入端交流電壓電流（3

相 20kV），經由變壓器、整流器、開關及保護電驛等設備，轉換為供

應列車用電（DC1500V）以及一般機電用電（AC6600V/110V），同時

負責設備異常時維修單位之指揮電力調度工作，每日平均使用電量約

110 萬仟瓦小時（kWhr），其中列車運行約佔 85%，一般機電用電約佔

15%。 

圖 18 調度系統具可程式編輯之大型液晶顯示盤面 

 

圖 19 電氣司令為本考察團簡介電力調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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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武鐵道公司為因應各種緊急天然災害，設置一套防災監測預警

系統，包含風速、地震、雨量、積雪量等預警子系統。值班人員可以

立即透過電腦螢幕監視最新災害狀況，並利用車站顯示螢幕、Twitter、

車站廣播等方式，在短時間內，大量傳送強震即時警報、雨量警戒、

列車運行情報等防災警示訊息。 

 

圖 20 電力調配之大型液晶顯示盤面 

 

圖 21 防災監測預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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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震發生時，地震的能量藉由地震波傳遞，地震波根據振動方

式分為 P 波、S 波（主波），P 波傳遞速度約為每秒 6~7 公里，S 波傳

遞速度約為每秒 3~4 公里，S 波振幅通常較 P 波大，且對房屋結構較

具破壞性，該地震警報預警系統藉由 P 波傳遞速度較快及破壞性較小

的特性，可以解析地震傳遞速度較快而先抵達的 P 波，以預測 S 波振

幅大小，在主波抵達前發出預警，以實施緊急應變及避難措施，主要

可預測地震到達時間及重大車站震度，愈靠近震央的地區預警時間愈

短，一般可於數十秒前（約 20~30 秒）發出預警。 

  

 

圖 22 地震警報預警系統 

 

圖 23 設施司令為本考察團簡介預警系統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3%BD%E9%8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C%AF%E5%8B%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P%E6%B3%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S%E6%B3%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C%AF%E5%B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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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司令負責監控路線、保安設施、橋梁、隧道及建物的狀況，

包括路軌全長 323 公里、25 座隧道及 922 座橋梁，利用鋼軌溫度、振

動及山崩落石偵測以建置災害預警系統，並於鄰近隧道處設置監視設

備，以隨時掌握最新的災害情況及提供緊急救災派遣工作之參考。尤

其在重要路段設置軌道溫度感測器，即時監視鋼軌的溫度，當溫度達

45℃發出「注意」訊息，溫度超過 50℃時發出「警戒」訊息，並於常

有山崩及落石的路線處設置山崩偵測裝置，主要利用偵測網上裝設開

關來檢測，當落石發生致使網上的開關接點斷開，告警燈發出告警閃

爍，以提醒列車司機前方有落石，應立即煞車採取應變措施。 

 

   

圖 24 風速監視系統 圖 25 累積雨量監視系統 

  

圖 26 軌道溫度監視系統 圖 27 軌道溫度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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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武鐵道公司設置一套線路軌道管理系統，管理路線上所有維護

保養工程及檢查作業，系統並可隨時調閱各車站路線圖、維護履歷資

料、隧道出入口即時影像及日間/夜間各作業單位聯絡資料，加速聯繫

與處理的時效。該系統應用電腦化科技之檢修及維護履歷資料管理作

法，令人印象深刻，如此檢修維護管理方式相信可大大減少所需的維

護保養人力及提高工作效率，可提供臺鐵局未來相關業務改革之參

考。 

  

圖 28 線路軌道管理系統 圖 29 車站各股道路線圖 

  

圖 30 隧道即時影像監視 圖 31 隧道維護履歷資料 

  

圖 32 日間/夜間各作業單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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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參觀西武鐵道電車線及新宿變電站設備 

新宿線（日語：新宿線／しんじゅくせん Shinjuku），一般稱為西

武新宿線，為日本一條連接東京都新宿區的西武新宿站與埼玉縣川越

市的本川越站的鐵道線路。該線路由西武鐵道公司營運，路線全長 47.5

公里，29 個車站，線路編號為 SS，即「西武新宿」的羅馬拼音

Seibu-Shinjuku 的縮寫。由於另有都營地下鐵的新宿線存在，所以一般

稱為西武新宿線。(取自維基百科)  

 

 

 

技術數據 

路線長度 47.5 公里 

最高速度 105 公里/小時 

軌道標準 1,067 毫米（3 英尺 6 英寸） 

電氣化方式  全線（直流 1500V 架空電車線方式） 

車站數 29 站（含起終點站） 

複線區間 西武新宿站～南大塚站～脇田信號所(46.6km) 

單線區間 脇田信號所～本川越站(0.9km) 

 

圖 33 西武新宿線電車線設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AC%E9%8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AC%E9%8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AD%A6%E6%96%B0%E5%AE%BF%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C%E7%8E%89%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C%E7%8E%89%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9D%E8%B6%8A%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AC%E5%B7%9D%E8%B6%8A%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BD%E7%87%9F%E5%9C%B0%E4%B8%8B%E9%90%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BD%E8%90%A5%E6%96%B0%E5%AE%BF%E7%BA%BF
https://wikipedia.kfd.me/wiki/%E5%85%AC%E9%87%8C/%E5%B0%8F%E6%97%B6
https://wikipedia.kfd.me/wiki/%E8%BB%8C%E8%B7%9D
https://wikipedia.kfd.me/wiki/%E9%9B%BB%E6%B0%A3%E5%8C%96%E9%90%B5%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6%9E%B6%E9%9B%BB%E7%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AD%A6%E6%96%B0%E5%AE%BF%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97%E5%A4%A7%E5%A1%9A%E7%AB%9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4%87%E7%94%B0%E4%BF%A1%E8%99%9F%E6%89%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AC%E5%B7%9D%E8%B6%8A%E7%AB%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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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參訪行程受限於時間關係，以參訪西武鐵道司令所與新宿變

電站為主，本考察團並獲特別安排進入電車駕駛室，自所沢至高田馬

場觀察新宿主線站場、站間電車線設備，惟西武鐵道供電系統為直流

1,500V 與臺鐵交流 25,000V 供電不同，但仍有許多值得借鏡之處。參

訪心得重點如下： 

該沿線架空電車線設備之設計，以減少維護成本及縮短復舊時間

為考量，電車線系統採用彈簧式平衡器設計，可減少所需零組件及維

護保養頻率，其中彈簧式平衡器由線圈彈簧、鐵筒、安裝零件構成，

具有不需要維護（相較於重錘式平衡器之鋼纜每年需要定期塗油保

養）、小型輕量化等特點，惟成本較高。確實對整體系統可靠度提升，

減少經常性維護成本有很大貢獻，值得我們學習，可作為日後電車線

更新工程規劃之參考。 

另於部分區段採雙主吊線設計，與鐵路局為因應行車密度增加，

於北部區段增加輔助饋電線(Auxiliary Feeder)方式，可降低線路阻抗增

加承載電流能力相同，惟雙主吊線對於斷線之風險，與主吊線線徑加

大之方式相較，其實際效益值得探討，因若發生其中一條主吊線斷落，

亦會因短路跳電造成營運中斷。 

 

 

   

圖 34 彈簧式平衡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E%A5%E8%A7%A6%E7%BD%91%E4%BE%9B%E7%94%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B4%E6%B5%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B4%E6%B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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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宿變電站採屋內型設計，電源前端由東京電力株式會社引進 3

相 20kV 雙迴路電源，經由氣體絕緣開關設備(GIS)、變壓器、整流器、

空斷開關、SF6 真空斷路器、避雷器及保護電驛等設備，轉換為供應

列車用電（DC1500V）以及一般機電用電（AC6600V/110V）。系統輸

電線採 1 迴路經常供電及 1 迴路預備供電方式，經 1 組變壓器

(20kV/6.6kV，3000KVA)，接至低壓變壓器轉換為一般車站機電系統

100V 用電，另經 2 組變壓器(20kV/1.2kV，30KVA)搭配整流器轉換為

供應列車直流 1500V 用電，詳見附件 5 新宿變電站單線圖。變電站內

包含有控制盤、電驛盤、通訊系統等控制及保護設備，藉由這些設備

的運作，運轉人員可以透過控制盤或遠端電力調配中心掌控變電站之

  

圖 35 雙主吊線設計 圖 36 單礙子懸臂組設計 

  

圖 37 變電站控制盤 圖 38 變電站主變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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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轉狀況，藉以隨時控制變電所內各項設備，例如:開關設備的投入或

切斷等，用以連結各電力匯流排網路或將各種電力設備（如變壓器或

濾波器等）加入或切離系統，而電驛盤上裝有多功能之保護電驛，負

責監視變電站內主要設備及各線路之狀態。當發生異常或故障發生時，

透過電驛盤之保護電驛的電壓及電流感測，可即時的控制開關將故障

區間從電力系統隔離開來，避免電力系統發生崩潰現象。 

 

 

   

圖 39 新宿變電站與中性區間設備 

 

圖 40 變電站工程師與本考察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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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國都無法避免於市區或負載密集區興建變電站，但常因變

電站會發出電磁波可能影響人體健康，向來成為都會區民眾抗爭對象。

本次參觀之日本新宿變電站則是一個成功的案例，該變電站採屋內型

3 層樓建築設計，於建設時著重於外觀美化設計，並於 1 樓靠近馬路

之空間設計規劃成商業店面使用，目前由民間花店業者承租使用，這

種利用變電站建築與城市結合共存之設計概念，成功的創造其價值，

可供臺鐵局未來於都會區新設變電站之學習及仿效對象。 

 

 

圖 41 變電站內排列整齊之工具 

  

圖 42 新宿變電站建築與城市開發結合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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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車站營運參觀 

3.1 澀谷車站重建計畫 

臺鐵立體化建設工程持續展開，本次順道參觀位於日本東京都澀谷

區的澀谷車站（渋谷駅／しぶやえき Shibuya），該車站有東日本旅客鐵

道（JR 東日本）、東京急行電鐵（東急）、京王電鐵以及東京地下鐵（銀

座線、半藏門線、副都心線和京王井之頭線）的總車站。澀谷車站門前

的忠犬八公像甚為著名。澀谷車站於 1885 年（明治 18 年）3 月 1 日啟

用，當時屬品川線（現在東日本旅客鐵道山手線一部份）的車站。澀谷

車站是東京最繁忙的車站之一，使用乘客數字包括 JR、私鐵、地下鐵合

共有 242 萬人次，僅次於新宿車站（364 萬人）、池袋車站（271 萬人）

為日本第 3 高旅客數進出之車站。(取自維基百科)  

因交通條件便利，澀谷與新宿、池袋成為東京三大副都心，在日本

政府與民間企業的共同合作下，澀谷站及其周邊區域將以車站城市一體

化的方式重建開發，規劃以車站為中心的高密度開發，預計 2027 年將

建置三棟大型高樓的新 JR 澀谷站，建築物由東棟、中央棟、西棟等 3

棟複合大樓組成，如此大型車站與城市建築結合共同開發，並著重外觀

美化創造其價值，徹底改造澀谷的城市景觀，可供臺鐵局與我國各地方

政府學習，作為日後規劃車站整體改建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之參考。 

   

圖 43 澀谷車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E%80%E8%B0%B7%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E%80%E8%B0%B7%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6%97%A5%E6%9C%AC%E6%97%85%E5%AE%A2%E9%90%B5%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6%97%A5%E6%9C%AC%E6%97%85%E5%AE%A2%E9%90%B5%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AC%E6%80%A5%E8%A1%8C%E9%9B%BB%E9%90%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AC%E7%8E%8B%E9%9B%BB%E9%90%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AC%E5%9C%B0%E4%B8%8B%E9%90%B5%E9%8A%80%E5%BA%A7%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AC%E5%9C%B0%E4%B8%8B%E9%90%B5%E9%8A%80%E5%BA%A7%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A%E8%97%8F%E9%96%80%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9%AF%E9%83%BD%E5%BF%83%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AC%E7%8E%8B%E4%BA%95%E4%B9%8B%E9%A0%AD%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F%A0%E7%8A%AC%E5%85%AB%E5%85%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AE%BF%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A0%E8%A2%8B%E7%AB%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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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1955 年澀谷車站歷史演進(一)  圖 45 2013 年澀谷車站歷史演進(二) 

  

圖 46 2027 年未來澀谷車站設計概念與造型意象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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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車站旅遊服務中心與車廂裝置藝術結合－東急

5000 型電車 

在澀谷車站前，位於地下鐵半藏門線和東急田園都市線出口處，設

置一列舊型電車，可說是澀谷最有名景點之一，這輛列車為已退役的東

急電鐵舊型電車 5000 型。5000 型電車是從 1954 年開始製作，主要運用

在從澀谷開往櫻木町的東橫線上。由於車頭的獨特造型，再加上綠色車

身，就被大家暱稱為綠青蛙（青カエル）。其一直使用到 1980 年代，陸

續由東急線退役下來，目前這台展示用的 5000 型電車車號為 5001。 

這些早期的舊車有別於現今的通勤電聯車外觀強調現代科技感之

設計，讓人感受到那種懷舊的古典美及歷史的歲月。這一輛舊型電車擺

在車站前，與車站形成懷舊與新潮巧妙融合，更可看成是一項公共裝置

藝術作品。由於這輛 5000 型綠青蛙外觀醒目，常是日本人相約見面的

地標之一，與臺鐵局於台北車站東 1 門外，展示 LDK58 蒸汽火車和

LDR2201 柴油客車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更特別的是，這輛綠青蛙是允許

一般民眾進入，其內設置許多座椅可供民眾休憩使用，並展示許多老照

片及旅遊資訊，讓觀光客及日本人進來參觀及回顧過往的歷史，這種車

站旅遊服務中心與車廂裝置藝術結合方式值得我們學習，可供日後臺鐵

局各車站設置公共裝置藝術或懷舊列車之參考。 

 

  

圖 47 東急 5000 系電車（車號 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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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JR 東日本鐵道旅遊促銷資訊 

日本各大車站遊客資訊中心集中提供各項旅遊資訊摺頁及傳單，包

含轉乘時刻表、鐵路相關資訊，摺頁整齊擺放提供旅客所需，其中有許

多新的鐵道旅遊促銷資訊，例如：為擴展日本人週休二日的國內旅遊人

次，JR 東日本特別規劃列車週末二日旅遊促銷資訊，以各種普通列車及

新幹線優惠票價的組合方式，依旅客行程喜好提供多樣選擇性；另針對

東京近郊推出輕鬆一日列車旅遊，可自由搭乘區間內之 JR 線普通列車

以及東京單軌電車、臨海線均可搭乘，可供臺鐵局未來行銷國內旅遊之

參考，使鐵道旅行成為國內重要的旅遊方式。 

  

 

  JR 東日本為多元行銷鐵道旅遊，自 2016 年 1 月 12 日~2 月 26 日特

別舉辦鹼蛋超人搜集印章活動，在 64 個 JR 車站內都會有一個怪獸或者

超人印章，並提供印章收集冊，其內印有各個車站站名及超人怪獸名字

以便收集印章。對於完成全站集章的參與者，於收集指定 10 個印章後

即可獲得獎品，並參加抽獎活動，這種利用最受日本人歡迎鹼蛋超人與

   

圖 48 週休二日行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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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地圖結合案例，以動漫集章的方式行銷鐵道旅遊，吸引鐵道迷及動

漫迷的旅人造訪，相信可成功地帶動國內外旅遊人次，並提高各車站國

際能見度，進而帶動車站周邊旅遊觀光，這點值得我們學習及仿效。 

 

 

  

   

圖 49 最受日本人歡迎鹼蛋超人與車站地圖結合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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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考察心得及建議 

一、考察心得     

(一) 日本是一個軌道工業發展非常先進的國家，臺鐵局與日本鐵道總研簽

署協議案後，未來除引進鐵道技術外，更期待透過與跨國機構合作之

機會，進行理論研究與派專業人員互訪等國際交流活動，以提高台灣

鐵路國際能見度，並期能汲取國際經驗，精進本國軌道安全及相關先

進技術。 

(二) 本次考察實地瞭解日本西武鐵道現況及發展趨勢，其現代化之電力調

配系統及行車調度系統、線路軌道管理系統，應用電腦化科技之檢修

維護管理方式，相信可大大減少所需的維護保養人力及提高工作效率，

亦可作為臺鐵局規劃 2020 年行車調度中心及電力調配系統移設南港

臺鐵企業總部之參考。本次參訪行程受限於時間關係僅參訪西武鐵道

司令所與變電站部分據點，無法了解日本軌道發展的全貌，但已受益

良多。 

(三) 日本旅行與台灣觀光協會暨觀光局東京辦事處洽研臺鐵在日交流活

動事宜，共同為 2 月 26 日在羽田國際機場京急電鐵車站展示台灣鐵

道觀光努力，屆時揭幕儀式將由台鐵局周局長永暉、京濱急行電鐵社

長原田一之與觀光局駐東京辦事處所長江明清共同主持，為臺日交流

揭開新頁，同時將舉辦雙方友好合作的各項紀念活動，今後將持續努

力從事各項活動及推動互訪交流，更期盼未來雙邊鐵道的合作關係將

更上層樓。 

 

二、建議事項 

(一) 日本鐵道總研依現有組織，設有車輛構造技術、車輛控制技術、構造

物技術、電力技術、軌道技術、防災技術、信號情報技術、材料技

術、……等 12 個研究部，以負責各專業技術領域之研究工作。國內

目前雖無龐大之鐵道市場需求，但仍有許多重大鐵道重建計畫需要鐵

道技術專業研究及專業技術累積之經驗，因此長遠來看，設立專責鐵

道技術研究機構是值得考量。 

(二) 在此次參訪過程中，雖行程緊迫但仍儘量留意車站各項設施及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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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務上可行部分提供些許建議，期能提供未來臺鐵經營管理及工程

規劃上的參考。 

(1) 西武鐵道沿線電車線設備採用彈簧式平衡器設計，可減少所需

零組件及維護保養頻率，有助於節省養護成本及縮短搶修復舊

時間，惟臺鐵局現正執行鐵路行車安全改善六年計畫之電務設

備改善，係利用有限資源投入主吊線全面更新，餘大部份設備

尚無法在短期內獲得更新，相信可供本局或鐵工局日後執行大

型電車線設備更新工程之參考。 

(2) 西武鐵道司令所應用電腦軟體管理設備維護之工作及追蹤維護

保養記錄，可利用有限的人力資源，以落實定期設備檢查工作，

提高維護保養效率及降低人為疏失的影響。 

(3) 國內高壓電塔、變電站等會發出電磁波的電力設施，常因可能

影響人體健康，向來是民眾抗爭的對象，然日本新宿變電站的

開發是一個成功的案例，變電站一樓設計規劃成店面使用，並

成功地出租給花店業者，這種利用變電站建築與城市結合共存

開發，於建設時著重外觀美化，成功地創造其價值。可供臺鐵

局未來於都會區新設變電站之學習及仿效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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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件：簡報及重要資料摘錄 

 

 

 

 
 

 

 

 

 

附件 1 日本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主要役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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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與日本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簽署之技術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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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鐵道總研發佈技術合作協議簽署之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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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參觀西武鐵道之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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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新宿變電站單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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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主要車站營運參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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