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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JR 四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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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鐵路管理局與四國旅客鐵道株式會社締結友好鐵路暨 

臺灣鐵路管理局松山站與四國旅客鐵道株式會社松山駅締結友好車站 

一、參訪目的 

臺灣松山昔日為凱達格蘭族貓里錫口社，1815 年（清嘉慶 20

年）時刪去貓里，改稱「錫口」。1920 年日據時期全臺地名重整時，

因日本人覺得景色類似四國松山，遂更名為「松山」，而錫口驛也同

時更名為「松山驛」，並沿用至今。 

臺灣與日本有 32 個同名車站，當年的更名措施，卻促成了 93

年後二國松山車站締結友好協議的契機。 

2013 年 10 月 13 日，雙方松山車站簽署為期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止的友好協議，成為同名車站締結之先例，並展開了為頻繁密切的

交流。因日本愛媛縣與松山市的支持，交流內容除了鐵路業務外，尚

有文化、物產、人文與觀光交流，成為臺日各項交流中最具多元化的

組合。 

為持續維持友好交流，臺鐵局與四國旅客鐵道株式會社（以下簡

稱 JR 四國）經討論後，決議以松山車站友好協議所奠定之深厚基礎，

提高交流層次，除續簽友好車站協議，並簽訂臺鐵局與 JR 四國之友

好鐵路協議。期待未來雙方在鐵路業務、觀光文化交流，均得以繼續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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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程表 

 拜會 JR 四國暨參觀松山站、松山運轉所 

2 月 24 日（三） 

時間 內容 地點 

09：40－11：15 東京羽田→愛媛松山（日航）  

13：30－14：00 拜會 JR 四國 松山駅長室 

14：00－15：00 松山駅長簡報及參觀松山駅 松山駅 

15：00－16：30 
參觀 JR 四國 8600 系新車及伊予

灘物語觀光列車 
松山運轉所 

18：00－20：00 自由交流   

 臺鐵局與 JR 四國締結友好鐵路協議暨松山站締結友好車站協

議 

2 月 25 日（四） 

時間 內容 人員 

10：30－10：35 日本琴演奏  

10：35－10：45 友好鐵路暨友好車站締結儀式 臺鐵局局長周永暉 

松山站站長曾國煌 

JR 四國社長泉雅文 

松山駅長須知內利一 

10：45－11：00 貴賓致詞 JR 四國社長泉雅文 

臺鐵局局長周永暉 

愛媛縣副知事仙波隆三 

松山市長野志克仁 

11：00－11：20 媒體採訪及合影  

12：30－14：00 參觀伊予鐵道少爺列車  

14：50－16：10 愛媛松山→東京羽田（日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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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程履歷 

（一）拜會 JR 四國 

由東京搭乘鐵路至愛媛縣松山市，需由東京搭乘新幹線至岡山轉

乘 JR 四國潮風號特急列車，經由瀨戶內海大橋始能至松山，里程為

947.3 公里，單程即需耗時 6 小時以上。因本次行程共四天，故安排

由東京搭乘日航班機直飛松山，時間約需 1.5 小時。 

羽田機場位於東京都，與千葉縣成田機場為進出關東地區之主要

門戶，二者為觀光資源之良性競爭反映在通關、設施、轉乘交通與軟

體服務上，使旅客享有高水準之機場服務。 

然而，機場之安檢並未因此而馬虎。例如，本次贈予日本友人之

普悠號保溫瓶，在通關時因 X 光機無法判斷是否填塞其他物品或液

體，被要求一一打開確認內無異物，顯見日本機場安檢之確實與嚴格。 

   

抵達松山機場時，JR 四國與松山市政府人員已於機場大廳列隊

持歡迎布條等候，顯見過去二年的交流，日本友人已與臺鐵局建立深

厚友誼，而展現其熱誠。與前一日相同，本局人員行李交予 JR 四國

人員後，即貼心繫上事先準備之名牌，直接送至當晚下塌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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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鐵局前次拜會 JR 四國為 2013 年 8 月，至今已事隔 2 年半。

當年為洽談二國因此，本次除續結友好車站協議，並提高交流層次為

友好鐵路協議。 

由 JR 四國營業部四之宮和幸部長、愛媛企劃部窪仁志部長與松

山駅須知內利一駅長陪同下前往松山駅。抵達松山駅時，JR 四國泉

雅文社長早已率領全體站員，每人雙手持中華民國國旗於車站大門列

隊歡迎。這一幕著實振憾了臺鐵局全體代表，深深感動不已。此外，

車站大廳候車室內，設置有臺日松山站友好交流紀錄展示櫃，門口並

有紀念里程牌，均長期展示著中華民國國旗，對臺灣之友善表露無

遺。臺鐵局松山站去年即曾接獲旅客旅遊心得，表示在日本松山站看

到中華民國國旗時，同行友人個個深受感動，回國後特地來函肯定臺

鐵局松山站對國民外交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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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 四國總社位於四國香川縣高松市。為配合臺鐵局行程，雙方

會談地點擇定於松山駅駅長室舉行，由臺鐵局周局長與 JR 四國泉社

長就未來合作內容討論。松山站締結以來，臺灣民眾前往日本松山旅

遊人數成長 5 倍達 1 萬 2 千多人次；JR 四國專售予外國人使用的四

國週遊券，亦有高達 47%為臺灣民眾所購買。因此，日後除車站業

務交流外，締結為友好鐵路後，雙方在觀光發展、鐵路技術上均可合

作。 

   

JR 四國於 1889 年開始營運丸龜到琴平路段，與臺鐵局 1891 年

開始營運基隆到臺北路段之年代相近；JR 四國有 259 個車站，與臺

鐵局有個 226 車站亦近似；而二者同為島嶼環狀運輸，雙方在營運

歷史與條件上有諸多類似之處，未來將有更多交流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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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鐵 JR 四國 

成 立 1887 年 1889 年（1987 年國鐵民營改為 JR 四國） 

營 運 里 程 1085.3 公里 855.2 公里 

車 站 數 226 站 259 站 

軌 距 1,067mm  1,067mm 

員 工 人 數 14,411 人 2,647 人 

(二) JR 四國同名松山站考察 

 

日本松山駅於 1927 年開始營業，目前站體為 1953 年興建至今

之平面式車站。為配合地方發展，目前已規劃將改建為高架式車站，

以減少對地方交通之衝擊。臺鐵局臺中市區鐵路高架化即將完工，周

局長已當面邀請泉社長來臺觀摩，包括高架化對週邊景觀之再造，以

提供松山駅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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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場環境 

松山駅雖為舊式車站，但站場環境仍同日本其他車站，維持地非

常乾淨整潔，並能利用麵包超人列車之特色，美化站區垃圾筒。售票

窗口雖不如臺灣松山站配置有新穎 LED，卻巧妙用木造建築之特色，

以木造售票窗口搭配木製告示板，反而成為其風格。售票窗口雖然非

新式設計，然櫃臺高度及深度均符合人體工學，不會造成旅客購票困

難度。臺鐵局部份新建或改建車站之售票櫃臺，未能符合規範之案例

層出不窮，實可做為借鏡。而各售票窗口前擺設供旅客放置行李之木

架，又再次顯現出日本人服務上之貼心與細心。 

    

   

 票務設施 

臺鐵局松山站業完成票務自動化措施，近日更已安裝完成加寬型

自動閘門，以便利輪椅旅客或攜帶大型行李使用。JR 四國松山駅至

今卻仍採用人工剪收票方式辦理旅客進出站驗票措施。然而，日本旅

客均能秉持一貫守法精神，遵守站車秩序。臺鐵局持續由日本引進之

先進驗票系統，國人逃漏票情形或利用系統漏洞投機情形卻未見改

善，此乃值得國人深思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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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包超人列車 

近來臺鐵局與觀光局合作推出之喔熊彩繪列車，在國內造成一陣

旋風。臺鐵局甚至需公告編組運用時刻表，供鐵道迷或父母親帶小朋

友追車。在日本，結合卡通人物行銷最密切的鐵路公司之一，即為 JR

四國的麵包超人列車了。 

日本知名卡通－麵包超人作者柳瀨嵩出身於四國高知縣，所以 JR

四國開行有許多以麵包超人為主題之列車。位於予讚線之松山駅屬橘

色線，列車停靠月臺時，即有許多旅客覺得開心並與之合照。麵包超

人列車各車廂，以故事中各角色為主角而有不同彩繪。當日參觀之

Green Car 指定席車廂，為細菌人車廂，即可看見頭巾、車廂壁、天

花板…均充滿細菌人與麵包超人之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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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1 

 行車室 

日本松山駅行車室位於車站一月臺旁木造樓二樓，採用行控與月

臺管制分離之運轉措施，與臺灣松山站行車室設置於月臺層不同，行

車同仁需兼顧控制盤並執行列車到開監視及播音工作；日本松山駅僅

有一人值勤並專職負責控制盤監視，雖僅一人值勤，指認呼喚卻相當

確實、嚴謹，工作場所亦掛有多座時鐘輔助，環境乾淨整齊，避免生

物影響設備線路，可藉為本局松山站之參考。 

   

 臺日松山站比較 

 臺鐵 JR 四國 

成 立 1891 年 10 月 20 日 1927 年 4 月 

營 運 車 次 336 列次/日 195 列次/日 

上下車人數 32,000 人/日 14,600 人/日 

站 體 地下化車站 平面車站（未來為高架車站） 

員 工 人 數 48 人 63 人 

路 線 縱貫線 予讚線 

月 台 數 2 島式 一岸壁式、一島式 

行 政 區 臺北市信義區 愛媛縣松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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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訪松山運轉所 

松山運轉所與松山駅均成立於 1927 年，負責車輛維修、保養，

並管理司機員與列車長，這一點與臺鐵由車班組管理列車長是最大不

同之處。凡配屬松山運轉所之車輛，車身上有『松』字為記號。 

   

配合松山駅即將高架化，松山運轉所將搬遷至北伊予駅和伊予横

田駅間，目前已在施工中，預計 2020 年可完工啟用。 

 JR 四國 8600 系 

考量予讚線現行 8000 系電車（疾風號）已使用 20 年以上，JR

四國已委由川崎重工於 2014 年製作 8600 系電車預備替換，目前已

完成二組 4 輛車，配置於高松運轉所。8600 系與 8000 系不同在於

傾斜裝置由自然式改為最先進之空氣式，營運速度為 130 公里/小

時，每節車廂造價約 2.5 億日幣，一組 2 輛即需 5 億日幣，載客 101

人。 

8000 系疾風號現行運行狀況為松山開往岡山為 8 輛車，至宇多

津後拆解，前 3 輛車 （S 編成）開往高松、後 5 輛車（L 編成）越

過瀨戶內海大橋開往岡山，反之亦然。未來由 8600 系替換後，一組

2 輛之運用更能增加營運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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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予灘ものがたり（伊予灘物語觀光列車） 

為因應少子化及老年化影響，日本各鐵路公司近年來都積極推出

具主題性新型觀光列車。 

JR 四國開行的觀光列車，除瀨戶內海大橋麵包超人觀光列車、

予土三兄弟觀光列車（しまんトロッコ、海洋堂ホビートレイン、鉄

道ホビートレイン）外，最富盛名且被「日本經濟新聞」報導為日本

第一推薦的觀光列車，即為開行於松山＝伊予大洲／八幡濱的伊予灘

物語觀光列車。 

伊予灘物語於 2014 年 7 月 26 日開始營運，僅開行於星期六及

國定假日，全列車座席數 50 人。2016 年 2 月 27 日，已達成 3 萬人

次之目標。列車由二輛キロ 47 形報廢車復籍改裝而成，有效賦予舊

車新生命。其中 1 號車（大洲、八幡濱端）稱為【茜の章】，代表伊

予灘紅色的夕陽；2 號車（松山端）稱為【黄金の章】，代表愛媛縣

金黃色的柑橘和陽光。運行時刻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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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山 下灘 伊予大洲 八幡濱 

大洲編 下行 08:26 09:24 10:31  

雙海編 上行 13:12 12:03 10:51  

八幡濱編 下行 13:28 14:22 15:15 15:52 

道後編 上行 18:06 17:31 16:31 16:06 

 

 

除車身依開行路線地方特色塗裝，列車上餐飲由四國當地特製砥

部燒容器，搭配地方名產：例如瀨戶內海漁產、松山市農園野菜、內

子町土產、愛媛縣食材，旅客乘車過程中，除可欣賞美景，亦可品嘗

當地美食。沿線居民也會在列車通過或到達時一起參與，營造歡樂及

迎賓之氣氛。松山市為俳句名人正岡子規之出生地，市政府推廣俳句

運動不遺餘力，連伊予灘物語觀光列車上亦設置有投稿箱。達到鐵路

公司、地方與旅客三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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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 四國對伊予灘物語列車之用心經營，除上述各項外，尚有下

列微小地方：列車停靠月臺時，會以專用地毯舖設於車門口迎賓；服

務人員服裝會依不同季節、不同工作內容而有所不同。在車上可看到

列車服務人員手繪圖，可見組員對工作之熱忱與榮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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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訪四國道後溫泉 

道後溫泉，日本三大古湯之一，已具有三千多年歷史。夏目漱石

小說《少爺》、宮崎駿卡通《神隠少女》均以此為故事背景，每年總

吸引不少觀光客前來旅遊。 

道後溫泉本館為一棟三層樓之木造房，一樓為溫泉區，分別有神

之湯與靈之湯 2 種；二樓為座位區，供遊客泡湯後休息用，並設置有

展覽室展示文物；三樓為靈之湯包廂休息室。 

 

本館一旁為商店街，有許多販賣道後溫泉名產店舖。另設置有靈

石，周局長在此許下臺鐵局與 JR 四國友誼長存之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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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予鐵道的道後溫泉站前，有一座著名的少爺機關鐘。因為松

山市與臺北市為姊妹市，2013 年時即贈予臺北市一座，目前即設置

在松山慈祐宮前方供民眾觀賞，亦成了臺北松山的觀光景點之一。少

爺機關鐘旁為足湯區，供遊客泡腳並觀賞使用。 

 

為推展觀光，松山市每年總結合不同藝術家作品襯脫，繼前年以

草間彌生作品為主題後，今年以蜷川實花作品為主題。因此，不論在

路面電車、道後溫泉商店街，甚至道後溫泉本館內與浴衣上，都可發

現到蜷川實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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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鐵與 JR 四國締結友好鐵路協議、臺日松山站締結友好車站協議 

今日抵達松山駅時，站員們再次手持中華民國列隊歡迎臺鐵局人

員蒞臨。締結儀式前，周局長與泉社長再次於駅長室會談，除感謝 JR

四國二日來的接待，安排豐富內容予臺鐵局觀摩，並當面邀請泉社長

今年 6 月 9 日鐵路節來臺，泉社長已當面允諾。 

  

本次締結友好鐵路協議與友好車站協議，在愛媛縣與松山市為地

方一大盛事。擔任松山市長即極力推動臺日友好關係的中村時廣知

事，因另有要公不克前來而指派副知事仙波隆三代表；與臺鐵局松山

站嫻熟且多次拜訪的野志克仁市長則親自與會；愛媛縣松山市與今治

市的觀光交流協會均到場觀禮。 

締結儀式於松山駅大廳內舉行，日本旅客與民眾均可一同觀禮及

分享喜悅。而同一時間，臺灣松山站亦同步舉行購票送紀念書籤活

動，與臺灣旅客跨海同步慶祝。 

    

儀式開始由松山市芙蓉会による琴の演奏開場，二位老師精湛的

琴藝，令在場人員如疵如醉，如同雙方二年多之友誼般濃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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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結儀式由臺鐵局局長周永暉與 JR 四國社長泉雅文先行簽署友

好鐵路協議，提升雙方合作交流層次與範圍；友好車站協議則由臺鐵

局局長周永暉與 JR 四國社長泉雅文，分別率領臺鐵松山站長曾國煌

與 JR 四國松山駅長須知內利一共同簽署，持續二國松山站之交流及

維持友誼長存。 

 

締結儀式中，JR 四國泉社長致詞時表示，自從二國松山站締結

友好協議以來，四國境內多了許多臺灣旅客，希望藉由提升為友好鐵

路，雙方可增加更多合作機會與交流。 

臺鐵局周局長致詞時，首先感謝愛媛縣與松山市去年十月在臺灣

松山站帶來精采的撞神轎活動，給臺鐵旅客不同的感受。而臺鐵與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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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有許多近似之處，尤其在營運上，臺鐵有紅、藍、綠三色概念，

分別代為對號列車、區間車與觀光列車，與 JR 四國的特急、區間車、

觀光列車不謀而合；而「車站」二漢字的意義，「車」代表安全運輸

旅客、「站」是旅客出發或回家的地方，都是運輸業者應提供的基本

需求。相信在這些共同點上，臺鐵與 JR 四國未來會有永續的交流。 

愛媛縣仙波副知事與松山市野志市長致詞時，均對二月初臺南大

地震致上最大關懷，也相信在彼此已建立的深厚友誼基礎下，有了友

好鐵路協議的締結，將能更加增進雙方的認識與往來。 

 

本次締結儀式，令 JR四國也大感意外地來了許多媒體，甚至NHK

亦前來採訪。對於臺日鐵道交流新契機均給予肯定，並增加了臺灣與

臺鐵局在日本的能見度。儀式結束後，周局長與愛媛縣仙波副知事、

松山市野志市長於會場做短暫會談與交流，並互相感謝對友好鐵路與

友好車站協議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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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觀伊予鐵道少爺列車 

前一日晚宴中，伊予鐵道佐伯要會長即介紹，伊予鐵道與臺鐵一

樣成立於 1887 年，1888 年開始營運，是四國最早的鐵道，主要以

松山市為經營範圍。國鐵（即 JR 四國）松山駅建站後，配合將松山

駅改名為「JR 松山駅前」。 

少爺列車（坊っちゃん列車）開行於 1888 年，現在松山市路面

上所見到的是 2001 年為發展觀光而推出的復刻版。經實地搭乘「大

街道駅」到「松山市駅」，觀察到該列車雖為蒸汽機車外型，卻是以

柴油為動力，行駛路線以市區景點為主，因此乘客以觀光客居多。到

達松山市駅後，特殊的列車調車作業亦為一新鮮賣點，吸引不少民眾

圍觀。 

臺灣目前僅高雄市開始推行路面電車，日本仍有部份城市留存此

一交通工具，不僅有助市區交通之改善，亦可作為觀光資源。惟與汽

車共用道路，相關改善課題是臺灣各地方政府應先研議改善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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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得與創新 

 (一)服務品質方面 

 心得 

本次行程，JR 四國從臺鐵局人員下飛機後之接待可說是無微不

至、體貼周到：行李名牌之製作與運送、座車接送、懇親會翻譯座席

之安排…。在在都顯示出日本人在服務措施上之細膩，遠遠超過臺灣

人所能想像，達到名副其實之感動服務。在臺鐵每年都在舉行服務品

質競賽、為民服務考核…，然而旅客滿意度卻一直無法提高，使得提

升服務品質淪為口號。日本人發自內心的服務與敬業精神，實可做為

參考。 

 建議 

員工對工作之熱忱與否？升遷、薪資、工作條件…許多因素均影

響之。應了解滿足需求提出改善期程並淘汰不適任員工，始能在服務

品質上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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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力服儀方面 

 心得 

臺日松山站均有所謂定期的約僱人員，臺鐵局方面多數屬於職代

性質，服務時間僅數月不等，常常對業務始熟悉即因期滿需解僱，影

響站務及工作士氣，甚至常有不適任人員。另外，在日本松山站，各

工作崗位同仁均有其制服，使整體服務品質一致；在臺灣松山站，不

僅約僱人員無制服可供穿著，近年特考新進人員制服至今仍無下落，

更遑論資深人員也因制服品質不佳，多數已無法再穿著，致整體服裝

紊亂。去年日本前任松山站長來臺灣松山站拜訪時，即已觀察到同仁

服裝不一致而詢問原因，嚴重影響臺鐵局形象。 

 建議 

臺鐵局各車站人員與物料均屬同一單位管轄，應再充份規畫與採

購，補齊第一線人力需求並有制服可供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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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觀光行銷方面 

 心得 

臺鐵局開行觀光列車已十年以上，然而，除了車廂外有彩繪外，

其餘軟、硬體卻與一般列車無異，旅客乘車過程中並無特殊之感受或

服務，消極委由旅行業者外包，整體載客率自然無法提升。JR 四國，

在不同路線開行各具特色之觀光列車，無論外部彩繪或內部裝潢，極

具巧思，連原已報廢車輛都能變成最高級的伊予灘物語觀光列車，讓

旅客盡情享受乘車過程中之樂趣，致獲得媒體極高之評價。臺鐵近年

來的外星 101 號、臺灣喔熊列車，除了外部彩繪也開始著手內部擺

設，獲得旅客高度肯定。未來觀光列車若能朝此一方向規劃，加上軟

體服務再提升，勢必能開拓新客源，打亮鐵道旅遊新品牌。 

 建議 

臺鐵局尚無觀光業務專責單位，一旦需跨單位協調時即因本位主

義而無法整合，此為未來發展觀光行銷時需思考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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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列車編組方面 

 心得 

在日本，無論是東北新幹線或在來線的予讚線，列車編組均有因

應運量而調整運能之機制，例如：東北新幹線在東京＝福島，E5 系

+E3 系併連運轉，福島過後北端 E3 系編組開往山形新幹線，E5 系續

往新青森；予讚線松山開往岡山疾風號特急，在宇多津拆解，前端三

節車廂開往高松，後端五節車廂開往岡山。 

 建議 

臺鐵花東線先前亦有類似機制，下行 DMU 編組過了花蓮，南端

六節續往臺東，北端三至六節則留在花蓮運用。惟自從引進 TEMU

固定編組後，無論旅客多寡，均無法再因應調整編組數。建議未來採

購新車時，可考量 JR 四國 8600 系編組性質予以調整，以根本解決

一票難求之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