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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日兩國為加強軌道運輸整體合作發展，於 102 年間簽署加強鐵路業務交流

合作備忘錄，每年輪流召開實務層級定期會議。本年度會議訂於 105 年 4 月 18、

19 日在日本東京舉行，本局與日本國土交通省鐵道局就鐵路及捷運系統等軌道工

程經驗海外輸出與合作策略、地震偵測與預警技術提升、軌道車輛技術與安全規

範、軌道業者會議籌辦等議題，進行經驗交流及議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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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台灣高鐵為日本新幹線系統首次海外輸出案例且營運績效顯著，台灣高鐵公

司亦與日本 JR各鐵路公司間建立合作管道。交通部除樂見台日高鐵民間交流之促

成外，並在此合作基礎上，與日本國土交通省推動建立交通主管機關之交流合作

平台，並於 102年 11月 5日由亞東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共同簽署加

強鐵路業務交流及合作備忘錄，雙方鐵路交通主管機關原則每年一次輪流在台日

兩地召開實務層級定期會議，進一步加強雙方在鐵路運轉、安全與防災、海外拓

展等方面之經驗交流與協助。 

本年度會議訂於 105年 4月 18、19日在日本東京舉行，本局與日本國土交通

省鐵道局就鐵路及捷運系統等軌道工程經驗海外輸出與合作策略、地震偵測與預

警技術提升、軌道車輛技術與安全規範、台日軌道業者會議籌辦等議題，進行簡

報說明、議題討論及技術參訪，其成果除將帶動我國軌道運輸系統安全、產業升

級與發展外，並有助於未來配合組織改造成立鐵道局後，在安全監理、工程技術、

國際交流等業務之推動與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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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 

本次行程自 105 年 4 月 17 日起至 4 月 20 日止，共計 4 日，主要出席日方主

辦之第 4 屆台日鐵路實務交流定期會議，與日本國土交通省鐵道局、東海旅客鐵

道株式會社(JR 東海)、台灣高鐵公司共同討論相關議題，並安排參訪日本車輛製

造株式會社豐川製作所（詳表 1）。 

 

表 1 考察行程表 

日期 行程摘要 地點 

105/4/17 

(日) 
去程及會前準備 東京 

105/4/18 

(一) 
出席第 4屆台日鐵路實務交流定期會議 東京 

105/4/19 

(二) 
參訪日本車輛製造株式會社豐川製作所 豐川 

105/4/20 

(三) 
回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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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過程 

3-1 交流會議 

一、交流目的 

在 102 年台日簽署加強鐵路業務交流合作備忘錄以來，台日雙方鐵路交

流日益密切，無論是前 3 屆交流會議，或者雙方官方或民間業者互訪考察或

拜會，彼此在鐵路安全管理、反恐應變、工程與技術發展、海外拓展等議題

上，均誠意分享心得及交換意見，充分展現交流合作的具體成果。在 104 年

10 月台日雙方出席印度 IREE 2015 國際鐵路器材展，首次共同向有意興建高

速鐵路之國家，介紹新幹線系統優越性能及台灣高鐵成功經驗，更能對外展

現雙方合作之企圖與決心。 

本次會議主要討論高鐵海外輸出合作，並著重在雙方合作策略，使未來

合作方向更加明確，並能嘉惠雙方鐵路產業發展。另外在地震預警及技術規

範等技術議題方面，亦盼汲取日本鐵道多年寶貴經驗及建議，作為台灣鐵路

及捷運系統未來持續向上提升之重要參考。 

二、議程及出席人員 

本次會議議程詳表 2，各單位出席人員如下： 

1.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鍾維力總工程司、呂新喜副總工程司、張文俊

副組長、劉建愷副工程司。 

2. 台灣高鐵公司：劉文亮協理、周鄭輝副營運長、余聲信協理、許俊文資

深經理、郭必偉專案工程師。 

3.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郭仲熙副代表、陳志任首席課長。 

4. 國土交通省(含鐵道局)：森重俊也國土交通審議官、小林知宏室長、淺

見修基管理官、中山央己専門官、淺井力矢係長、下西秀人係長。 

5. JR 東海：上野雅之部長、落合克典副室長、渡邊禎也担當課長、南智之

担當課長、佐藤永次副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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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舟町仁志専務理事、角田徑子副長、高橋弘成

副長。 

表 2 會議議程 

日期：105年 4月 18日 (星期一) 

地點：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會議室 

時間 議程 

13:00-13:20 開幕致詞 

1.國土交通省 / 森重俊也 國土交通審議官 

2.高鐵局 / 鍾維力 總工程司 

3.交流協會 / 舟町仁志 専務理事 

4.駐日本代表處 / 郭仲熙 副代表 

13:20-14:50 議題 1：技術交流 

1.台灣高鐵地震偵測技術提升 (台灣高鐵公司/許俊文資深經理) 

2.日本軌道技術規範 (鐵道局/淺見修基管理官) 

3.東海道新幹線及 N700A列車組 (JR東海公司/上野雅之部長) 

4.綜合討論 

14:50-15:50 議題 2：高鐵海外輸出合作 

1.新幹線海外輸出策略及現況 (鐵道局/小林知宏室長) 

2.台日高鐵海外輸出合作策略 (高鐵局/張文俊副組長) 

3.綜合討論 

15:50-16:20 議題 3：其他交流 

台灣高鐵管理現況 (台灣高鐵公司/劉文亮協理) 

16:20-16:30 總結致詞 

1.高鐵局 / 鍾維力 總工程司 

2.鐵道局 / 小林知宏 室長 

16:30-16:40 拍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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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技術交流 

一、台灣高鐵地震偵測技術提升 

(一) 背景說明 

1. 台灣與日本皆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不僅經常有地震且地質敏感破碎。

因此，台灣高鐵從 96年營運迄今，遭遇過數百次大大小小的地震，其中

11次地震更造成列車延誤超過 30分鐘以上。目前台灣高鐵依賴災害告警

系統來預防具災害性的地震，當 DWS 偵測到大於 40 gals 震動時，即觸

發列車自動控制系統停車，並執行相關 SOP加以應變。 

2. 在 99年 3月 4日甲仙地震，台灣高鐵災害告警系統測得最大地表加速度

為 291 gals，本次地震共有 6 組營運列車受到影響，其中 1 組列車甚至

發生出軌，並造成多處設備損壞。另 105 年 2 月 6 日美濃地震，則是台

灣高鐵遭遇過最大的地震，其地表加速度高達 398 gals，幾乎達結構物

耐震設計上限，幸虧本次地震發生於深夜，未直接對營運列車造成衝擊，

惟仍造成正線約 50公里範圍之 OCS、軌道、土木結構不同程度損壞。 

3. 由於台灣地震頻繁與且經歷前述地震，台灣高鐵將計畫增加地震偵測計

與地震早期預警能力，以提升防範具災害性地震能力。但此舉所涉經費

與土地使用權均十分龐大，所以台灣高鐵公司正與中央氣象局、國家地

震工程研究中心等單位進行相關合作，來克服上述問題。 

(二) 合作概況 

1. 105 年 3 月 28 日台灣高鐵公司與中央氣象局簽訂合作備忘錄，將就災害

性劇烈天氣預報與早期地震預警技術進行合作。目前中央氣象局在全台

設有 150 個強地動觀測站，並且也科技部與中研院一起進行台灣地區之

地震測報合作。 

2. 中央氣象局之區域型早期地震預警系統，係當各地任一測站偵測到微小

地動觀測資訊後，立刻回傳超級電腦計算，當預估規模大於 4.5，即立刻

發出強地震報告；強地動報告大約在地震發生後 2~3 秒即可完成評估，

並再隨後的 0.4秒，將告警資訊傳送給各地接收單位進行預警(詳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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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另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與許多學校進行現地型早期地震預警技術系統

開發合作，並在全台數百所學校安裝偵測設備，從近年觀測與預警成果

顯示，此系統預報表現非常好。台灣高鐵公司亦於 102年 7月 17日與國

震中心合作設置測站，並藉由 105 年 2 月 6 日美濃地震實測，得知距震

央約 79.5 公里之高鐵測站，可在 40 gals 地震波抵達前 11 秒發出告警

訊息(詳圖 2)，顯示國震中心預警系統之優異成效。 

 

圖 1 中央氣象局區域型早期地震預警系統告警傳遞示意圖 

 

 

圖 2 國震中心現地型早期地震預警系統於美濃地震實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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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來發展課題 

1. 需建立一套安全且可靠之數據資訊網絡，俾與中央氣象局、國震中心即

時交換地震測站數據，擴大台灣高鐵地震觀測範圍。 

2. 持續研議如何整合台灣高鐵災害告警系統、中央氣象局現地型地震早期

預警系統、國震中心區域型地震早期預警系統，以因應不同型態、不同

震央位置之地震預警偵測。 

3. 思考如何確保地震早期預警系統預報之準確性，避免對旅客服務、車輛

設備產生影響。 

二、日本軌道技術規範 

(一) 防撞原理 

1. 獨立系統及專用路權：不與其他鐵路服務混合，專用於高速鐵路。 

2. 具備實績驗證之列車自動控制系統(ATC) 

(二) 日本技術標準體系 

 日本「鐵道技術基準省令」(日文名稱為「鉄道に関する技術上の基準を定

める省令」)規範鐵路及捷運系統之技術標準相關規定，其架構包括：(1)總

則、(2)人員、(3)路線、(4)駐車場、(5)與道路交叉、(6)電氣設備、(7)運

轉保安設備、(8)車輛、(8-2)其他設備、(9)設施與車輛維修、(10)運轉、

(11)特殊鐵道。以下分就第 5 章「與道路交叉」、第 7 章「運轉保安設備」、

第 8章「車輛」分別介紹之。 

1. 第 5章「與道路交叉」 

(1) 本省令第 39條規定：「鐵道不得與公路於平面交叉，但對新幹線和與

其具同等速度以外之鐵道、鐵道與和其交叉之公路交通量少，或因地

形因素而不得不交叉者，不在此限。」 

(2) 列車自動控制系統(ATC)可分為地上 ATC 及車載 ATC 兩大部分，並由

其二者相互配合，以達到安全、可靠與科技化之高速列車運行。地上

ATC 主要檢測在路線上前方列車之位置，判斷後方列車可進入之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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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間(最終停車處)；車載 ATC係將地上 ATC所得停車資訊傳送給後方

列車，使其依停車位置與路線狀態計算最高行駛速度，且系統會於運

行過程中持續檢測最高行駛速度與實際行駛速度，若最高行駛速度與

實際行駛速度相同時，系統將自動啟用煞車，使列車停車(詳圖 3)。 

 

 

圖 3 ATC功能與運作示意圖 

2. 第 7章「運轉保安設備」 

(1) 本省令第 54條規定：「1.閉塞裝置應依路線上閉塞區間之狀況顯示號

誌，或確保閉塞。2.確保列車間隔之裝置應依列車間隔與路線狀態，

透過連續控制自動停止或減速。(後略)」 

(2) 對於第 54條第 2項，國土交通省另編訂「解釋基準」進一步規範「確

保列車間隔之裝置」、「自動列車控制裝置」、「連續運轉曲線之自動煞

車控制」、「利用車載裝置偵測列車位置之列車速度等控制資訊」、「地

下 ATC應連續提供列車抵達最後區間之控制資訊」、「車載 ATC應依列

車位置提供運轉速度之控制資訊」等詳細規定。 

3. 第 8章「車輛」 

 本省令第 70 條規定：「列車車體應足夠堅固並具一定的強度，並可承受

列車之運行。」；另其解釋基準規範：「列車車體係被設計為用於日常營

運運行之用，故應具有可承受運行的強度、剛性及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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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東海道新幹線及 N700A列車組 

(一) 安全性 

 N700A 系列車組為東海道新幹線中最適宜車種，具有符合規範之安全系統，

且台灣高鐵與東海道新幹線在下列安全方面之規範與執行情形，有許多相似

之處： 

1. 專用路權且設置防入侵圍籬 

2. 營運時間帶只允許高鐵列車於專用路權運轉 

3. 維修作業利用營運以外時間進行 

4. 與公路無平面交叉 

5. 具備實績驗證之先進數位號誌系統（主線及場站） 

6. 在沿線立體交叉路段設置闖入偵測器 

7. 嚴格軌道安全標準 

8. 全面性系統檢查、測試與維護 

(二) 可靠性 

1. N700A 系列車組由 JR 東海開發製造，自 2007 年使用至今已有 10 年，為

一受高度讚賞之車輛系統。此外，JR 東海藉由豐富之營運及維護經驗，

並結合相關車輛廠商共同研究與開發，不斷精進改善，在過去 20年間陸

續開發 300系、700系及 N700A系新幹線(詳圖 4)。 

2. N700A 系不但在五大設備(車門、煞車、CI 主變壓器﹑空調﹑轉向架)故

障次數逐年下降，且其百萬公里故障率僅為 700 系之 1/10(詳圖 5、6)。 

 

 

圖 4 新幹線車輛研發與改進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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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N700A系與 700系之五大設備故障數趨勢 

 

 

圖 6 N700A系與 700系之故障率趨勢 

(三) 財務可行性 

1. JR 東海因 N700A 系之優異性能，已決定將逐年減少 700 系車輛數，並自

2019 年起採用單一系列車組(含 N700 系及 N700A 系)，且預計後續 20 年

均會使用 N700A。因此至 2040 年為止，都能穩定地採購其零件備品，降

低備品採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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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藉由降低行駛阻力，N700A 系相較 700 系減少約 20%之電力消耗(時速

270公里)，可降低營運成本(詳圖 7)。 

 

 

圖 7 各系新幹線之電力消耗比較 

3. 藉由數據分析得知，N700A 系所需之維修人力優於台灣高鐵 700T，可強

低維修成本(詳表 3)。 

表 3 N700A系與台灣高鐵 700T之維修人力需求 

 700T N700A系 

日檢 人力需求：50人 

檢查方式：車上檢查相關設備 

人力需求：30人 

檢查方式：取得車載數據後傳輸

至地面設備進行分析 

月檢 人力需求：140人 

檢查週期：每 3萬公里或 30天 

人力需求：90人 

檢查週期：每 6萬公里或 45天 

轉向架

檢修及

大修 

CI主變壓器檢修：拆解 CI主變壓器檢修：不需拆解(因設

備改良，可簡化檢修程序) 

大修週期有延長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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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高鐵海外輸出合作 

一、新幹線海外輸出策略及現況 

(一) 政策目標 

1. 「日本再興戰略 2015 年修訂-對未來的挑戰」(2015 年 6 月 30 日內閣決

議通過)：根據基礎建設輸出之觀點，政府應藉由穩定且快速地實施修正

後之基礎建設策略以達成其銷售目標。 

2. 「基礎建設輸出策略」(2015 年 6 月 02 日內閣決議通過)：日本將「從

2010年之 10兆日圓，2020年時基礎建設輸出金額應達到 30兆日圓」設

為目標，其中交通領域佔 7兆日圓。 

(二) 高品質基礎建設夥伴關係 

1. 加速 ODA 貸款(日本政府發展援助)時程：為提升 ODA 貸款之吸引力，日

本政府將加速 ODA 貸款程序，必要時將縮減政府相關作業期程，使重要

案件可縮減至約 1年半，其餘案件最多可縮減至 2年。 

2. 創設高品質貸款(high-spec)：設立高品質貸款，對於被評為「可推動高

品質基礎建設」之案件提供優惠貸款。 

3. 引進緊急預備金制度：面對高度不確定性或對政經情勢不穩定國家進行

借貸時，將緊急預備金項目納入 E/N(交換公文)所約定之總金額中。 

4. 藉由市場測試刺激：透過無償資金協助或是有償技術支援方式，將日本

引以為傲的系統提供予受援助國，待其優越性為受援助國所體驗之後，

即可帶動往後 ODA貸款中之受注與民間企業之商業活動。 

5. 對次級政府(地方、國營企業)新措施：直接向開發中國家之次級政府提

供 ODA 貸款時，若對方國家具一定經濟穩定程度或對方政府提出足夠承

諾，得透過內閣會議以個案方式決議是否可例外免除政府保證(債券)。 

(三) 高層銷售：高速鐵路乃國際性專案，包括安倍首相在內之日本內閣大臣皆致

力於針對海外政府高層，行銷新幹線系統。 

(四) 海外輸出參與流程，詳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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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海外輸出參與流程 

(五) 新幹線海外市場分析，詳表 4。 

表 4 新幹線海外市場分析 

國家地區 路線範圍及最高速度 現況說明 

台灣 南港－左營，長度 350公里 

最高時速：300公里/時 

日本新幹線第一個海外輸出地

點，自 2007年開始營運。 

泰國 曼谷－清邁，長度 680公里 

最高時速：未定 

日本與泰國交通部於 2015 年 5

月簽署了 MOU，現正就引進新幹

線技術進行可行性研究。 

印度 孟買－亞美達巴德，長度 500公里 

最高時速：320公里/時 

日本及印度政府於 2015年 12月

合意引進新幹線。 

美國德州 達拉斯－休士頓，長度 385公里 

最高時速：330公里/時 

由美國民間主導、JOIN 投資以及

JR 提供技術支援。以此引進新幹

線技術。 

星馬 馬來西亞－新加坡，長度 350公里 

最高時速：300公里/時以上 

日本潛在市場，預計 2018 年動

工，2022年營運。 

美國東岸 華盛頓特區－巴爾的摩(60 公

里)，未來延伸至紐約(370公里) 

日本潛在市場 



14 

二、台日高鐵海外輸出合作策略 

(一) 目的 

1. 台灣近年開始推動「工程產業全球化推動方案」，其中「台日合作拓展高

鐵海外市場」及「推動都市捷運輸出」均已列為運輸輸出政策之一，目

前營運中之台灣高鐵、台北捷運、高雄捷運，或是未來即將營運之桃園

機場捷運，其工程管理與營運實績，將成為軌道系統海外輸出之基石。 

2. 在高速鐵路方面，藉由 102 年起台、日雙方建立之交流合作模式，無論

官方或民間單位，均能持續保持友好合作關係，共同合作拓展高鐵海外

市場，共創雙贏。 

(二) 台日高鐵合作過程 

1. 台灣高鐵為日本新幹線首次海外輸出成功案例。 

2. 台、日近年合作態勢持續升溫，可進一步商談後續合作細節。 

(1) 在 102年，台、日簽署加強鐵道業務交流合作備忘錄，並每年輪流召

開交流合作實務會議。 

(2) 在 103年，國際高鐵協會(IHRA)邀請台灣高鐵公司擔任理事，與日本

JR鐵路公司及廠商積極合作出口新幹線軟硬體整合技術。 

(3) 在 104年，台、日出席 IREE 2015鐵道研討會，首次共同向印度官方

與業者介紹日本新幹線系統優越性及台灣高鐵建設與營運成功經驗，

並對外展現兩國合作拓展海外市場之企圖與決心。 

(三) 台灣高鐵經驗與優勢 

1. 台灣高鐵在安全、準點、可靠、創新服務等方面，具有優良實績。 

2. 台灣高鐵具備「從無到有」及「系統引進」之成功經驗，對有意新建高

鐵之第三國具有參考價值。 

3. 台灣高鐵經驗與優勢： 

(1) 諮詢顧問服務：包括營運準備及訓練、技術移轉及在地化、系統認證

與驗證、其他(如計畫推動、系統介面整合、旅客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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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零組件製造及供應：高鐵局已請台灣高鐵公司積極統籌整合國內鐵路

及捷運車輛、供電、軌道、旅客服務系統相關產業，共同參與高鐵海

外輸出，並尋求與日本鐵道產業合作之機會。倘能促成台日產業合作，

除可使部分零組件在台灣生產與使用外(技術自主及在地生產)，並可

共同提供其他海外市場(加入國際供應鏈)。 

(3) 可能參與高鐵海外輸出之台灣鐵道零組件產業： 

－ 車輛系統：空調、充電機、煞車片及煞車閘瓦(煞車塊)、車輛照

明、內裝座椅、車載旅客資訊顯示、轉向架框架、牽引馬達、懸

吊系統(橡膠產品)、齒輪產品、車輛組裝、駕駛模擬機等。 

－ 供電系統：電力遙控系統、氣體絕緣開關、變壓器、配電盤、控

制盤、軌道牽引動力系統、供電與機廠設備設計與施工等。 

－ 軌道系統：軌道扣夾、軸簧、道岔、軌道工程設計與施工、線形

調整與維修等。 

－ 旅客服務：自動收費系統、票務系統(含超商、手機等多通路購票)、

座位資訊查詢系統(列車長驗票用)、月台門等。 

(四) 未來合作策略 

1. 台灣高鐵持續作為日本新幹線爭取海外市場之最佳展示(SHOWCASE)，提

供高鐵規劃、興建及營運相關經驗及實績，作為他國政府部門及民間機

構之參考。 

2. 交通部願意支持台灣高鐵公司與各 JR公司進行合作，參與不同海外市場

之技術輸出標案(如：印度、星馬、美國等)。期待未來各公司間之分工

可獲進一步討論，且台灣高鐵公司之諮詢顧問能力能獲得優先考慮。 

3. 交通部期盼台灣鐵道產業能與日本方面交流合作，且具備能力與實績之

台灣廠商能納入零組件供應鏈名單，以取得未來參與海外高鐵市場之機

會，達到互惠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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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森重俊也審議官及鍾維力總工程司共同主持會議 

 

 

圖 10 台日出席人員會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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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鍾維力總工程司及劉文亮協理向森重俊也審議官致贈紀念品 

 

 

(張文俊副組長) 

 

(許俊文資深經理) 

 

(小林知宏室長) 

 

(上野雅之部長) 

圖 12 台日出席代表進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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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技術參訪 

本次參訪地點為日本車輛製造株式會社豐川製作所。日本車輛於 1896 年成

立，主要開發製造新幹線車輛、磁浮動力車、特急型車輛、通勤車輛、地下鐵車

輛及其他輸送、建設、農業機械設備，部份台灣高鐵 700T 電車、臺鐵 EMU800 型

電聯車及 TEMU200型太魯閣號電車，係由日本車輛製造。日本車輛在 2008年由 JR

東海收購為子公司。 

日本車輛總公司位於愛知縣名古屋市，員工總數 1,903 名，其在愛知縣之豐

川、鳴海、衣浦等地均設有製作所，其中以豐川製作所規模最大，其員工為 1,197

名，佔全公司 63%。 

(一) 豐川製作所簡介 

1. 地點：愛知縣豐川市 

2. 土地面積：25公頃 

3. 啟用日期：1964年 4月啟用製造貨車，1970年 10月開始製造機關車 

4. 員工數：1,197名 (至 2015年 3月底) 

5. 建築物：共有 7座工廠、3座檢查/試驗廠、2條試運轉線 (圖 13) 

6. 自 1962 年起開始製造新幹線，至 2010 年已達 3,000 組，2015 年底已超

過 3,500組，另於 2012年起投入 N700A系生產製造。 

(二) 參訪重點 

本次參訪由柘植幹雄本部長、吉川和博副本部長、岡本博明部長、可兒祐司

担當課長、伊藤陽一担當課長、新川明宏次長等人負責接待，除介紹車輛設

計、車體與轉向架製造、管線與內部組裝、車輛檢查與測試等流程外，並參

觀車體工廠、轉向架工廠、客電車配線與內裝工廠、防水輪重測試場、環境

試驗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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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日本車輛豐川製作所廠區配置 

 

圖 14 日本車輛參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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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台日雙方自 102 年起至今共召開 4 次台日鐵路實務交流會議，除確立雙方共

同拓展海外高鐵市場之合作意願外，並對下列合作策略達成初步共識：  

(一) 台灣高鐵持續作為日本新幹線爭取海外市場之最佳展示，提供高鐵規劃、興

建及營運相關經驗及實績，作為他國政府部門及民間機構之參考。 

(二) 加強雙方營運業者間之合作關係(台灣高鐵、JR 東海、JR 東日本等)，共同

參與不同海外市場之技術輸出標案(如：印度、星馬、美國等)，並期待台灣

高鐵諮詢顧問能力獲得發揮。 

(三) 樂見台日雙方軌道產業逐步建立交流合作管道，達到互惠互利之目的。對台

灣而言，除有助於提升國內鐵路及捷運系統自主技術能力外，並期盼未來能

投入國際零組件供應鏈名單。 

二、建議 

(一) 日方既願以召開會議或研討會等方式，建立雙方軌道產業交流平台，帶動未

來合作契機，高鐵局應促請台灣高鐵公司持續與國內軌道廠商聯繫，以了解

其參與海外輸出與產業交流合作之意願。 

(二) 交通部除持續與國土交通省進行官方交流與合作外，並應藉由接待他國政府

部門、議會等參訪團，說明高鐵計畫推動過程，並安排參訪台灣高鐵，展現

台灣高鐵建設成果及優勢，進而拓展海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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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  N700A性能介紹 

附件二  日本車輛生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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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N700A性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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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日本車輛生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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