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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軌道路網已具相當規模，且在南北交通動脈上扮演要角，不僅活絡都市機

能並帶動國家經濟之發展，更與民眾日常生活緊密相連、肩負都會大眾交通重責。

隨著軌道運輸系統的成長與規模的擴增，監督強化軌道營運安全、建立訓練檢定專

業機構，躍然成為監理機關維護軌道營運安全所必要之作為。我國對於軌道系統設

施設備之規範標準、技術研發、測試檢驗與驗證等業務，亦尚缺乏一專責單位，以

協助國內軌道技術之提升與產業之研發。諸此，倘能仿傚日、韓、英等國成立專業

訓練與研究機構，統籌辦理相關業務，將有助於提升及整合軌道安全技術標準及產

業研究發展能力。交通部本於軌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立場，為培育興建、營運、

維修、研發及監理等軌道專業人才，並為培植國內軌道系統關鍵技術與設備之自主

研發能力，刻正籌劃建置一可協助軌道監理及驗證作業之專門技術機構。 

是以研提考察計畫，擬藉由本次出國行程，期了解目前韓國鐵路技術發展情形

及研發方向，透過參訪韓國鐵路研究所(KRRI)、韓國交通大學軌道實驗室與駕駛訓

練中心、韓國鐵路公司(KORAIL)新盆唐線車輛維修基地、維修車輛及維修設備製造

廠商錦川系統株式會社及新盛系統株式會社等單位及當地相關交通建設，以觀摩、

學習該國之經驗與模式，作為我國推動設置軌道監理及驗證作業專門技術機構之參

考，使其扮演整合軌道系統相關規範及標準、專注軌道產業技術研發、產品測試檢

驗與認證服務的重要角色，進而提升國內軌道產業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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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臺灣軌道路網已具相當規模，且在南北交通動脈上扮演要角，不僅活絡都市機

能並帶動國家經濟之發展，更與民眾日常生活緊密相連、肩負都會大眾交通重責。

隨著軌道運輸系統的成長與規模的擴增，監督強化軌道營運安全、建立訓練檢定專

業機構，躍然成為監理機關維護軌道營運安全所必要之作為。我國對於軌道系統設

施設備之規範標準、技術研發、測試檢驗與驗證等業務，亦尚缺乏一專責單位，以

協助國內軌道技術之提升與產業之研發。諸此，倘能仿傚日、韓、英等國成立專業

訓練與研究機構，統籌辦理相關業務，將有助於提升及整合軌道安全技術標準及產

業研究發展能力。交通部本於軌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立場，為培育興建、營運、

維修、研發及監理等軌道專業人才，並為培植國內軌道系統關鍵技術與設備之自主

研發能力，刻正籌劃建置一可協助軌道監理及驗證作業之專門技術機構。 

是以研提考察計畫，擬藉由本次出國行程，期了解目前韓國鐵路技術發展情形

及研發方向，透過參訪韓國鐵路研究所(KRRI)、韓國交通大學軌道實驗室與駕駛訓

練中心、韓國鐵路公司(KORAIL)新盆唐線車輛維修基地、維修車輛及維修設備製造

廠商錦川系統株式會社及新盛系統株式會社等單位及當地相關交通建設，以觀摩、

學習該國之經驗與模式，作為我國推動設置軌道監理及驗證作業專門技術機構之參

考，使其扮演整合軌道系統相關規範及標準、專注軌道產業技術研發、產品測試檢

驗與認證服務的重要角色，進而提升國內軌道產業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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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行程 

本次行程主要安排參訪韓國鐵路研究所(Korea Railroad Research Institute, KRRI) 

及韓國交通大學(Kore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ransportation, KNUT)鐵路駕駛訓練中

心，另原預定參訪韓國鐵路公司(Korea Railroad Public Corporation, KORAIL)之鐵路

駕駛訓練中心(Train Driving Technology Center)、首都圈鐵道車輛整備團KTX，以及

傳統鐵路基地韓鐵水色車輛事業所等處行程，因恰逢南韓22年來首次鐵路跟地鐵，

展開雙鐵大罷工之影響，調整變更為參訪韓國新盆唐線光教(Gwanggyo)維修基地及

軌道機具設備產業(新盛系統株式會社與錦川系統株式會社)。 

本次參訪詳細行程表如表2-1所示，自2016年11月21日至11月26日止，共計6天，

參訪行程均位於首爾地區；出席成員為本局副總工程司呂新喜、第一組簡派正工程

司林弘祥及行政院交通環境資源處科長楊盛旺，計3人。 

表 2-1、行程表 

日 期 行   程   摘   要 備 註  

11月 21日 

(星期一) 
去程(台北→首爾)  

期間原訂參

訪 KORAIL

鐵路駕駛訓

練中心、首都

圈鐵道車輛

整備團KTX

高陽車輛基

地及傳統鐵

路基地韓鐵

水色車輛事

業所等部分

行程，因恰逢

罷工事件，是

以 變 更 行

程。 

11月 22日 

(星期二) 

參訪韓國鐵路研究所(KRRI) 

參觀鐵道博物館 

11月 23日 

(星期三) 
參訪韓國交通大學(KNUT)鐵路駕駛訓練中心  

11月 24日 

(星期四) 
參訪韓國新盆唐線光教(Gwanggyo)維修基地 

11月 25日 

(星期五) 

參訪新盛株式會社(SHIN SUNG SYSTEM CO., LTD.) 

、錦川株式會社(KUM- CHUN SYSTEM CO., LTD.)  

11月 26日 

(星期六) 
返程(首爾→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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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過程 

3-1 韓國鐵路研究所 (Korea Railroad Research Institute) 

韓國鐵路研究所(KRRI)於 1996年3月專法成立，依據政府資助科技研究機構之

建立、管理和發展的法律設立，目前隸屬於韓國未來創造科學部（Ministry of Science，

ICT and Future Planning）。經由KRRI的設立，並透過在鐵路技術、運營、政策和應

用等方面的研發，協助韓國鐵路行業，為其國家和軌道產業的發展做出極大的貢獻。 

至2016年9月KRRI員額約有523人，308人為常設員工，其中265人為鐵路專業研

究人員(Ph.D約佔88%，計有232人)，8名技工，34名行政人員，另215人為非常設員

工與學生，組織架構如圖 3-1-1所示。 

KRRI在2016年預算為1.42億美元，其中45%來自政府研發捐贈，42%為政府研發

計畫資金，另外13%則為私人研發資金收入。 

 
資料來源： KRRI簡報資料  

圖 3-1-1 韓國鐵路研究所組織架構 

KRRI以發展鐵路運輸及提昇鐵路工業之競爭能力為目標，配合韓國鐵路政策進

行各項技術研發，近年來已成功研發時速 350公里之高速列車 HSR-350x、輕軌列車 

K-AGT、傾斜式列車 TTX、時速 400公里之高速電聯車HEMU-430X、高容量60kHz

無線電源傳輸技術、無架空線輕軌列車、LTE-R列車控制系統，以及將都會大眾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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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維修資訊系統標準化。目前亦正持續進行高速列車、物流成本降低、環保運輸系

統以及聯結歐鐵鐵路網等研發作業。 

KRRI建置有6個實驗室，佔地88,922平方公尺，建築物計45,205平方公尺，園區

配置如圖 3-1-2，共計有超過300個測試設施，包括20個實際尺寸的測試設備，皆用

於鐵路系統和零組件的實驗和測試（價值約1億美元），除辦理韓國國內相關鐵道議

題之研究發展外，並接受外界委託辦理各項測試及認證，為一國際認證測試中心。 

 

 
資料來源： KRRI簡介資料  

圖 3-1-2 韓國鐵路研究所園區配置圖 

 

 

表 3-1-1為韓國鐵路研究所具備之主要實驗設備。 

 

表 3-1-1 韓國鐵路研究所具備之主要實驗設備  

NO. 設備名稱 領域  

1 Bogie dynamic simulator Rolling stock  

2 Derailment performance tester Rolling stock  

3 Crash performance tester Rolling stock  

4 Brake performance tester Rolling stock  

5 Driving gear tester Rolling stock  

6 Traction motor tester Rolling stock  

7 Propulsion equipment Rolling stock  

8 Tilting simulator performance tester Rolling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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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pring tester Rolling stock  

10 High speed wheel/rail contact simulator 
Civil Engineering & 

Track System 

11 Full integrated test equipment for railroad infrastructure 
Civil Engineering & 

Track System 

12 Multi-axial fatigue testing system 
Civil Engineering & 

Track System 

13 6 DOF shaking table platform 
Civil Engineering & 

Track System 

14 Universal railway structure testing machine  
Civil Engineering & 

Track System 

15 Large triaxial testing system for railroad ballast 
Civil Engineering & 

Track System 

16 Pantograph tester Electricity 

17 Catenary-current collection run tester Electricity 

18 Automatic train control tester 
Signal & 

Communication 

19 Geoprobe for close inspection of contamininated soil Environment 

20 Clean room & Emission Chamber Environment 

21 Extreme environment chamber for Rolling stock Environment 
資料來源： KRRI簡介資料  

 

KRRI 部分實驗設備照片如圖 3-1-3~圖3-1-8所示。 

  

圖 3-1-3 轉向架動態模擬平台 圖 3-1-4 自動行車控制測試器 

  

圖 3-1-5 驅動齒輪組測試台 圖 3-1-6 牽引馬達測試台 

http://www.krri.re.kr/Img/kr/sub03/p_img1.jpg
http://www.krri.re.kr/Img/kr/sub03/p_img2.jpg
http://www.krri.re.kr/Img/kr/sub03/p_img5.jpg
http://www.krri.re.kr/Img/kr/sub03/p_img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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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集電弓測試台 圖 3-1-8 道碴軌道大型三維測試系統 

 

 

 

韓國目前特殊用途的測試軌道如圖3-1-9所示，KRRI亦是其中重要之場所： 

 

 
資料來源： KRRI簡介資料  

圖3-1-9 韓國特殊用途的測試軌道 

 

在鐵路研發的效益上， KRRI 自1998至2014年投入約1.07億美元資金，經濟貢

獻約12.4億美元，效益成本比率 B-C ratio (benefit-cost ratio)達11.2。  

Bimodal Trams 
in Milyang 

http://www.krri.re.kr/Img/kr/sub03/p_img8.jpg
http://www.krri.re.kr/Img/kr/sub03/p_img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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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二)上午赴  KRRI，該所由副主任  (Vice President) Dr. Keun-Yul, 

Yang(如圖 3-1-10)接待及聽取簡報與討論(如圖 3-1-11)，並由Director General Mr. 

Myung Sagong帶領參觀部分鐵路測試設備(如圖 3-1-12)，其中包含 6DOF seismic 

table、Multi axial testing system for track components及 Universal Testing Machine 

(UTM)for railway structure等設備外觀及功能簡介，如圖 3-1-13至圖 3-1-15所示。過

程中，Mr. Chun表示 KRRI各項測試設備如提供廠商所研發之設備進行測試，僅予收

取如所需電費等基本費用，並未額外收取測試設備回收及預期報酬之相關費用。 

另在研發方面，KRRI列車耐撞研究測試小組(Train Crashworthiness Research & 

Test Group)，針對列車耐撞主題已進行超過 10年以上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包括建立

國內列車耐撞標準相關法規，並設置有完整之測試設備，提供鐵路及捷運列車之耐

撞測試服務。全面性撞擊測試設備於 2010年完成建置，包括撞擊測試牆、撞擊測試

車輛、測量儀器及軌道。目前該所除辦理鐵路結構之耐撞研究外，並投入研究提高

乘客安全之座椅。此外，亦將研究範圍延伸擴展至道路安全方面。 

 

 

 

 
圖 3-1-10參訪成員與韓國鐵路研究所(KRRI)代表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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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1 聽取韓國鐵路研究所(KRRI)簡報及討論 

 

 

 

 

 

 
 

圖 3-1-12 KRRI Director General Mr. Myung Sagong 接待參觀測試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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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3 鐵路測試設備－6DOF seismic table 

 

 

 

 

 

 

圖 3-1-14 鐵路測試設備－Multi axial testing system for track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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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5 鐵路測試設備－Universal Testing Machine (UTM) for railway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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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韓國交通大學鐵路駕駛訓練中心 (Train Driving Technology 

Center, KNUT)  

國立韓國交通大學（KNUT）是韓國的一所國立四年制大學，2012年由忠州大學

和韓國鐵道大學合併而成。原忠州大學於1945年成立，是一所四年制國立產業大學；

鐵道大學1905年建校，是一所國立專科大學，重點在於培養韓國鐵道工程和設施等

鐵道關聯業務的人才。韓國交通大學共設有三個校區：忠州校區，曾坪校區和義王

校區，專業包括：機械工學、能源系統工學、產業經營工學、安全工學、新材料工

學、土木工學、城市工學、環境工學、環境系統設計、建築工學（4年制）、建築（5

年制）等，針對鐵道專業部分開設有鐵道專科包括鐵道運輸經營學、鐵道經營情報、

鐵道駕駛機電、鐵道車輛機械、鐵道設施土木、鐵道電氣系統控制、鐵道車輛電氣

等7個學科，來培育相關專業人才。 

11月23日 (三 )上午拜訪其義王校區所屬之鐵路駕駛訓練中心 (Train Driving 

Technology Center)，由韓國交通大學鐵道科學院院長(Dean / college of Railroad 

Sciences) Mr. Song, Moon-shuk 率員親自接待，並以影片介紹韓國交通大學鐵道專科

專業相關領域之教學(如圖 3-2-1、圖3-2-2)，隨後即由專人帶領先參觀鐵路教學及相

關實驗設備(如圖 3-2-3~圖3-2-9)，以及參觀電腦訓練教室，介紹有關駕駛學員適性

檢定之電腦模擬訓練與各類駕駛模擬機，包括個人模擬機、全模擬機等設備，並實

際示範講解電聯車模擬機之操作。 

謹就韓國鐵路駕駛養成制度及鐵路駕駛訓練中心，說明如后3-2-1及 3-2-2節。 

 

 
 

圖 3-2-1 韓國交通大學鐵道科學院院長接待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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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參訪成員與韓國交通大學代表人員合影 

 

 

 

 

 
 

圖 3-2-3 參觀鐵路教學及相關實驗設備 

 

 

鐵路駕駛訓練中心部分實驗設備照片如圖 3-2-4~圖3-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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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轉向架測試設備 圖 3-2-5 集電弓測試設備 

  

圖 3-2-6 第三軌測試設備 圖 3-2-7 K-AGT 實體車廂 

  

圖 3-2-8 K-AGT 膠輪轉向架 圖 3-2-9 空氣壓縮實驗設備 

 

 

3-2-1 韓國鐵路駕駛考照制度 

韓國之鐵路安全法於2005年1月通過，依其法規規定，鐵路駕駛之訓練及發照自 

2006年起實施，2006年之前，韓國鐵路駕駛係由鐵路機構自行訓練合格後執行勤務。 

有關發照事宜由國土運輸海洋部(Ministry of Land, Transportation and Maritime 

Affairs, MLTMA)負責，國土運輸海洋部係責請韓國運輸安全局(Korea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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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Authority, KTSA)辦理相關作業。駕駛考官由 KTSA主席指派，考官資格為駕

駛機構訓練教官、或具備 3年以上經驗之合格駕駛，或鐵路運輸領域資深專家。 

韓國鐵路駕駛執照分類可分為高速列車(KTX)、柴油列車、一級電力機車、二級

電聯車，以及工程維修車等五類。鐵路駕駛執照獲取過程，包括通過體檢及適性檢

查 (Medical Test/Aptitude Test)、教育訓練(Training)、學科術科考試(Examination)、

取得駕駛執照(Issuing Driver License)以及實務實習(Practice Apprenticeship)等階段。 

駕駛考試分學科及術科考試，學科考試(筆試)包括車輛結構及功能、運行理論、

鐵路系統概論、緊急應變及鐵路安全法等科目，及格標準為每科目均達 40分以上(鐵

路安全法須達 60分)、總平均分數須達 60分以上。術科考試則包括列車整備、煞車

故障排除、其他設備故障排除(號誌/軌道除外)及緊急應變等項。 

考試通過取得駕駛執照後，還須通過各該鐵路機構訂定之實務實習訓練時數或

公里數要求基準，經鐵路機構檢核通過後，才算是合格駕駛，以 KORAIL為例，實

務訓練要求基準如表 3-2-1-1所示： 

表 3-2-1-1 KORAIL各類駕駛取得執照後實務實習訓練要求基準 

駕照級別 無經驗者 鐵路領域專業人員 具鐵路運轉經驗者 

高速列車(KTX)  ─ ─ 200小時或 1萬公里 

柴油列車  400小時或 8千公里  300小時或 6千公里  200小時或 4千公里 

一級電力機車  400小時或 8千公里  300小時或 6千公里  200小時或 4千公里 

二級電聯車  400小時或 6千公里  300小時或 5千公里 180小時或2千5百公里 

工程維修車  300小時或 3千公里  70小時或 7百公里  70小時或 7百公里 

 

現行經鐵路機構檢核通過後，所取得之駕照如圖3-2-1-1所示： 

 

 
圖 3-2-1-1 韓國鐵路二級電聯車駕駛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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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照每 5年須換新，其換新執照須符合下列條件之一： 

 有效期間執行駕駛職務 6個月以上。  

 擔任號誌控制／行車控制／駕駛督導、講師或教官 2年以上。  

 經國土運輸海洋部部長指派接受駕駛訓練 20小時以上。 

 

 

3-2-2 鐵路駕駛訓練中心 

鐵路駕駛訓練中心亦需具備相關之條件，方能進行相關訓練作業，該中心需符

合表3-2-2-1所列功能並完成設置後，向國土運輸海洋部申請成立，嗣後鐵路駕駛即

可利用該中心接受訓練及取得執照。 

表 3-2-2-1 鐵路駕駛訓練中心需具備功能 

設  備 席次要求 

全模擬機 FTS(Full Type Simulator)  1席 

個人模擬器 PTS(Part Type Simulator)  5席 

電腦教室 CAI(Computer Aided Instructor)  30席 

 

模擬器及全模擬機將鐵道系統依據實際軌道、路線線型、車站、車輛維修手冊、

車載號誌手冊及駕駛手冊等資料建置，粗估一組鐵路駕駛訓練中心建置費用約需美

金 4百萬元。鐵路駕駛之訓練程序，首先於電腦教室受學科訓練，經筆試合格後，

進行一定期間之模擬訓練課程，包括駕駛、緊急應變、故障排除等。通過模擬測驗

合格後方可申請駕駛執照考試。 

韓國交通大學鐵路駕駛訓練中心僅供該校之學生進行駕駛模擬訓練課程，通過

模擬測驗合格後即具有申請駕駛執照考試資格。目前該校鐵路駕駛訓練中有傳統鐵

路全模擬機 2席、KTX全模擬機1席、個人模擬器8席、ATS個人模擬器5席及電腦教

室30席以上，為合格之鐵路駕駛訓練中心之一(初步了解韓國境內符合資格之專責鐵

路駕駛訓練中心不下10處)。 

透過駕駛訓練中心訓練課程，除讓有志投入鐵路駕駛行業者，能夠提前熟悉相

關設備之操作程序與規定，亦可作為現有駕駛再教育之合作管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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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1 呂副總工程司親自操作駕駛模擬機 

 

 

 

駕駛模擬機(TDS)係模擬實際駕駛情況，以最有成本效率的方式訓練新進駕駛及

回訓駕駛，給予行車理論、基礎知識、駕駛技術及狀況處理等實務模擬課程，期在

遇有緊急狀況下達到安全駕駛的目的，韓國交通大學鐵路駕駛訓練中心現有訓練設

施如圖 3-2-2-2~ 圖3-2-2-7 所示。 

 

 

  

圖 3-2-2-2 全模擬機機體 圖 3-2-2-3 全模擬機內部駕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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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4 個人模擬器 圖 3-2-2-5 個人模擬器模擬實際路況 

  

圖 3-2-2-6 學生操作個人模擬器情形 圖 3-2-2-7 具 ATC 功能之個人模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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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鐵道博物館 (Railroad Museum) 

11月23日(三)上午結束鐵路駕駛訓練中心參訪後，因韓國鐵道博物館位處鄰近韓

國交通大學，下午即由接待人員帶領前往鐵道博物館參觀，以進一步了解該國鐵道

歷史之發展。 

韓國鐵道自西元1899年9月18日建立迄今百餘年，該博物館將歷史留下的諸多珍

貴資料、物品、車輛陳列展示。其腹地面積為 28,082㎡，地下1層樓、地上2層樓，

展示面積 : 室內2,857㎡、室外1,937㎡。 

館藏共10,964件文件物品，一樓展示內容為交通機關發展史、韓國鐵道發展史及

火車相關物品；二樓則為特別展示室(各種企劃展示)及電氣通信發展史、鐵道設施及

建築發展史、鐵道營運區分發展史等相關的項目展示，並設有未來鐵道館。此外另

設有一個鐵路模型全景室，包含韓國第一個蒸汽機直到KTX的各種火車的複製品。 

戶外還有一個車輛展覽區，設有真正的蒸汽機火車，總統特別車等30餘種鐵道車，

以及線路補修裝備、蒸汽車等特殊車輛等。鐵道博物館簡介如圖 3-3-1 所示。 

 

 

圖 3-3-1 鐵道博物館簡介 

 



19 
 

當日參觀過程內容如圖 3-3-2~ 圖 3-3-11 所示。 

 

 

  

圖 3-3-2 鐵道博物館外觀 圖 3-3-3 館方人員帶領參觀導覽 

  

圖 3-3-4 韓國第一輛蒸汽機車模型 圖 3-3-5 韓國首條鐵路(京釜線)歷史介紹 

  

圖 3-3-6 韓國各條鐵路剪綵用剪刀 圖 3-3-7 韓國各類機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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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8 鐵路號誌設備歷史 圖 3-3-9 鐵路通訊設備歷史 

  

圖 3-3-10 軌道焊接設備 圖 3-3-11 室外展示總統特別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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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新盆唐線光教維修基地(Gwanggyo Depot, DX Line Maintenance 

Depot)  

韓國KORAIL新盆唐線營運單位為新盆唐線株式會社，此營運公司是新盆唐線鐵

路建設及管理等營運事業的負責機構，成立於2005年5月30日。此路線第一期通車路

段由江南站至亭子站，係於2011年10月28日開始營運；第二期通車路段由亭子站至

光教站(2016年1月30日)，另有北部延伸線及南部延伸線，北部延伸線由龍山站至江

南站，預計於2022年通車。南部延伸線由光教中央站至好梅實站站，預計於2023年

通車，好梅實站至鄉南站路段則預計於2027年通車。相關營運路線如圖3-4-1所示。 

 

圖3-4-1 新盆唐線營運路線圖 

韓國KORAIL新盆唐線目前營運里程共31.29公里，包含13個車站及1個車輛維修

基地(即光教維修基地)，路線行駛時間約36分鐘，行車速度最高為90km/hr，全線共

有20組列車，每組列車編組為6節車廂，車輛製造廠商為南韓軌道工業(現代)Rotem

公司(前身為韓國鐵路車輛公司(Korea Rolling Stock Corporation，縮寫：KOROS))。

新盆唐線其號誌系統採最先進之CBTC系統進行列車控制，屬重運量捷運且為無人駕

駛系統，為韓國第1條重運量無人駕駛捷運系統，目前全世界約有8條重運量無人駕

駛系統，彙整如表3-4-1所示。 

 



22 
 

表3-4-1 捷運重運量無人駕駛系統路線彙整表 

國家 城市 捷運路線 

Korea Seoul-Gyeonggi DX LINE 

France Paris Line 1, 14 

Singapore Singapore North-East Line, Circle Line 

Germany Nurnberg Line U2, U3 

UAE Dubai Metro(Green, Red) 

Spain Barcelona L9, L10, L11 

China Hong Kong Diseneyland Resort Line 

Brazil São Paulo Line 4(Yellow) 

 

新盆唐線光教維修基地位於首爾南方之水原市靈通區，佔地約125,125 m
2，廠內

共有16棟建築物，包含維修工廠、主工廠及洗車場等。廠內有14條儲車軌、4條檢修

軌、3條清潔線及1條測試線，共有22條軌道，包含列車停放軌、日檢/月檢線、進出

廠線、日清潔線、外觀清潔線及測試線等，其中測試線長度為958公尺。 

光教維修基地主要維修區域分為牽引馬達區、車輪旋削區、自動檢測區、自動

清洗區、戶外洗車區、輔助電源檢查區、儲藏區、廢水處理區、材料儲藏區、回收

設施區、主工廠、檢測區、管理大樓及駐車區等，基地配置如圖3-4-2所示。 

 
(資料來源：DX LINE官網 http://www.shinbundang.co.kr/eng_2/index.jsp) 

圖3-4-2 光教維修基地平面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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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教維修基地針對車輛維修任務分為四大部份，分別為轉向架、電子/整合設備、

電氣/煞車設備及車體/馬達設備等，如圖3-4-3所示。 

 
圖3-4-3 光教維修基地車輛維修任務圖 

 

光教維修基地可進行電聯車所有維修作業，針對車輛之簡易檢修為日常保養及

月檢維修作業，日常保養主要針對電聯車進行功能檢查作業，每3日或行駛里程達到

1500公里時進行，檢修作業照片如圖3-4-4所示。月檢維修作業主要針對電聯車上方

及下方等設施進行檢查作業，每3個月或行駛里程達到450,000公里時進行，包含更換

消耗品、潤滑劑及保養各式濾清器等作業，檢修作業照片如圖3-4-5所示。 

 

 

圖3-4-4 光教維修基地車輛日檢作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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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5 光教維修基地車輛月檢作業照片 

 

 

光教維修基地參訪照片如圖 3-4-6~圖3-4-27所示。 

 

  

圖 3-4-6 列車維修區現況 圖 3-4-7 參訪討論會議結束致贈禮品 

  

圖 3-4-8 列車車體擺放現況 圖 3-4-9 車輪擺放區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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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0 轉向架擺放現況 圖 3-4-11 零件清洗機台現況 

  

圖 3-4-12 移動式維修平台現況 圖 3-4-13 轉向架維修區現況 

  

圖 3-4-14 車輪清潔設備現況 圖 3-4-15 車輪旋削設備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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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6 車輪旋削控制盤現況 圖 3-4-17 車輪拆卸設備現況 

  

圖 3-4-18 車輪與車軸分解擺置現況 圖 3-4-19 列車檢修排程表 

  

圖 3-4-20 車輪及車軸檢修步驟示意圖 圖 3-4-21 充電式電動舉升機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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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2 列車進廠檢修流程圖 圖 3-4-23 車輛電子產品檢修區現況 

  

圖 3-4-24 車輛電子產品檢修流程圖 圖 3-4-25 車輛零件機械檢修區現況 

  

圖 3-4-26 車輛煞車測試檢修設備現況 圖 3-4-27 車輛電驛檢修設備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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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新盛系統株式會社及錦川系統株式會社 

考察行程順道參訪韓國鐵路維修車輛供應商新盛系統株式會社及韓國鐵路維修

設備供應商錦川系統株式會社，藉以瞭解該國之供應產業發展情形，參訪過程說明

分述如後。 

 

3-5-1 新盛系統株式會社 

本次參訪於11月25日(四)上午進行，由新盛系統株式會社代表理事/車輛技術士

(President/Prof. Rolling Stock Eng.) Mr. Park Jong Mok親自接待，並由新盛系統株式會

社進行介紹。新盛系統株式會社成立於1987年，2000年獲得ISO9001認證，2011年研

發出70噸重柴油調車牽引機車，同年研發出以電池供電之電力牽引機車，2013年柴

油鐵路吊車銷售予臺灣鐵路改建工程局，2014年電車線維修車輛銷售予臺灣鐵路改

建工程局，2016年開發出以電池供電之軌道維修及隧道清洗車，以及油電混合軌道

機車，並銷售柴油調車牽引機車予臺灣鐵路管理局。 

新盛系統株式會社截至2016年止，銷售各式各樣維修車輛至韓國及台灣等國之

鐵路、捷運及輕軌系統營運公司，共計200餘輛維修車輛。最新發展技術為以電池供

電之軌道維修車及隧道清洗車，目前使用於仁川國際機場航廈間運輸系統，如圖

3-5-1-1所示。 

 

圖3-5-1-1 隧道清洗車(左圖)及軌道維修車(右圖)照片 

 

新盛系統株式會社目前維修車輛主要分為四大部份，第一部份為柴油牽引機車，

包含軌道維修車、調車機車頭及各式不同柴油牽引機車；第二部份為電池及混合動

力維修車輛；第三部份為各種型式馬達動力車組，包含電車線檢測及維修車、挖掘

車、混凝土攪拌車、吊車及電車線工作輔助車等維修車輛；第四部份為各種型式電

車及客車，包含載運砂土電車、撒水車、油罐車、教練車及機車頭等。另外，還有

針對各種舊式車輛進行翻修更新服務，包含柴電機車頭及推拉式列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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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1-2~圖3-5-1-3為新盛系統株式會社目前製造各式維修車輛部分(包含臺灣

鐵路改建工程局及臺灣鐵路管理局採購使用之車輛)相關照片及其功能規格。 

 

圖3-5-1-2 吊車及電車線維修車型式及其功能規格 

 

 

  

 

圖3-5-1-3 調車機車頭及電車線維修動力車型式及其功能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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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盛系統株式會社參訪照片如圖 3-5-1-4~圖 3-5-1-11所示。 

 

  

圖 3-5-1-4 參訪討論會議情形-1 圖 3-5-1-5 參訪討論會議情形-2 

  

圖 3-5-1-6 參訪討論會議結束致贈禮品 圖 3-5-1-7 25 噸柴油牽引機車 

 

 

圖 3-5-1-8 25 噸柴油牽引機車駕駛室 圖 3-5-1-9 軌道吊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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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10 輪軌兩用材料擺放拖車現況-1 圖 3-5-1-11 輪軌兩用材料擺放拖車現況-2 

 
 

3-5-2 錦川系統株式會社 

本參訪行程於11月25日下午進行，由錦川系統株式會社總裁(President) Mr. Park 

Pan Sang親自接待，並由副總裁(Vice President)Mr. Kwak Soo Tae就錦川系統株式會社

進行介紹。該株式會社成立於2000年，目前員工人數約計70人，主要生產調車機車

頭、維修工作車、鐵路或捷運維修基地所採用維修設備、維修測試儀器及風力發電

等項產品，韓國鐵路維修設備中約有60%部分是來自錦川系統株式會社所供應。 

    錦川系統株式會社非常注重團隊研發能力，公司設立三個研發團隊，第一研發

團隊研發各式各樣軌道測試儀器，第二研發團隊研發維修、檢測及修復設備機台，

第三研發團隊研發軌道車輛及特殊客製化設備。 

錦川系統株式會社目前產品主要分為八大部份： 

1. 列車維修基地設備、工具及測試儀器等產品； 

2. 柴油軌道維修車、電氣維修車、工作車、拖車(電池驅動)及雙向維修車等； 

3. 單軌式(MONO RAIL)工作維修車及拖車； 

4. 軌道量測系統； 

5. 車輛模擬機； 

6. 各式車輛零配件； 

7. 柴油引擎、馬達、發電機及傳輸系統動力計； 

8. 風力發電機動力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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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川系統株式會社參訪照片如圖 3-5-2-1~圖 3-5-2-10所示。 

 

  

圖 3-5-2-1 參訪討論會議情形-1 圖 3-5-2-2 參訪討論會議情形-2 

  

圖 3-5-2-3 參訪程員與錦川系統株式會社

代表人員合影 
圖 3-5-2-4 工作維修平台車製造現況-1 

  

圖 3-5-2-5 工作維修平台車製造現況-2 圖 3-5-2-6 工作維修平台車駕駛室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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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2-7 工作維修平台車控制盤現況 圖 3-5-2-8 單軌式維修車原型機現況-1 

  

圖 3-5-2-9 單軌式維修車原型機現況-2 圖 3-5-2-10 維修車車輪及車軸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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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 

4-1 心得 

軌道運輸系統的運作攸關社會大眾搭乘的便捷與安全，軌道運輸系統的行車操

作，須由具有相當專業能力之從業人員擔任，方能安全有效經營，提供大眾安全便

利交通服務。藉由此次考察韓國鐵路研究機構功能及經驗成效，對於現行本(高鐵)

局推動「軌道技術研究暨驗證中心」建置案之規劃作業，相關助益說明如下： 

1. 參考 KRRI 設置歷程、組織、財務及發展重點等項做法，規劃建立國內專責技

術機構。 

2. 參考該國作法，研擬未來軌道系統相關規範、標準及安全檢驗基準，以利軌

道系統發展及國際接軌。 

3. 參考該國軌道駕駛與行控人員法定安全訓練、證照檢定及營運機構人員訓練

課程之認證等業務做法，以建立行車人員訓練與檢定基準。 

以韓國韓國鐵路研究院(KRRI)為例，該機構於20年內發展規模如此迅速，同時

對於該國鐵道技術、產業發展更是一大助力。是以對於本局目前所作之軌道技術驗

證及技術研究之可能性研究結果，建議應即設置「軌道技術研究暨驗證中心」，以

規劃作為軌道運輸系統行車人員(包括駕駛及行控人員)法定安全訓練、複訓及證照檢

定、營運機構人員訓練課程認證等之專門機構，並供發展車輛、電力、通信、號誌、

軌道、土建等相關技術及產品測試所需之實驗室及測試工場，是顯有其必要性，而

且是刻不容緩。 

綜觀國際，現今已有日本、韓國、中國以及德、英等開發國家，建置軌道研究

機構，發展軌道產業。在各國積極推展軌道研究以及輸出產業之同時，我國具有台

北捷運與台灣高鐵經營成功經驗之優勢，理應積極推動建置軌道研究機構，除解決

營運機構受制於國外技術外，更累積技術實力與經營機構共同攜手推展海外市場進

行軌道運輸產業技術輸出。 

本次參訪韓國鐵路教學、研發、訓練各單位及相關維修基地與設備製造廠家，

感受韓國對於鐵路技術發展之重視，並積極擴展其鐵路車輛工業，韓國政府為扶植

鐵路相關產業促進經濟發展，成立韓國鐵路研究院 KRRI進行鐵路技術之研發、測試

等工作，目前韓國鐵路技術已可自給自足，並向海外輸出。韓國鐵路產業有其內需

規模予以支撐，且韓國政府全力支持，應是重要關鍵因素。反之，我國鐵路產業內

需規模雖不夠大，但如何運用產官學界資源發展軌道工業扶植產業，韓國的經驗是

非常值得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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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議 

有關「軌道技術研究暨驗證中心」可行性暨綜合規劃案，依可行性暨綜合規劃

設計內容所示，本計畫預定期程預計自計畫核定起分為：(1)財團法人成立，(2)設計

招標作業，(3)設計作業(含測量、鑽探、建造執照、五大管線圖審)，(4)工程招標作

業，(5)施工階段(整地、主體工程)，(6)驗收、進駐、營運，等6個階段。本次參訪因

時程較為緊迫，且與KRRI並無技術交流合作之協議，故部分議題未能進一步與其深

入溝通討論，是以後續在「軌道技術研究暨驗證中心」各階段作業時，建議設計、

施工及營運等各階段負責廠家或相關單位，可與KRRI進行更進一步相關技術交流或

合作，以利工作之推動。 

韓國交通大學具有100年的歷史，對於鐵道工程和設施等軌道關聯業務有累積長

期的經驗，並通過創造新的價值觀，推動國家和地區軌道工業的創新，教育與產業

合作將能加強研究能力。反觀國內學術機構對於鐵道技術的研究僅限於一般大學開

設相關學程，且鑒於國內軌道產業之需求規模，實無法仿照韓國成立一所鐵道專科

大學，建議可透過與其簽署姊妹校、學術合作或是短期交換學生等交流方式，讓國

內學術單位在專業人才及技術上有更多元的學習管道，以發揮經濟發展和新知識創

造的重要關鍵作用。 

此外，鑒於日本及中國之軌道運輸系統更為蓬勃發達，相關技術不斷地精進，

建議日後亦可安排相關行程赴日本鐵道總合技術研究所(RTRI)或中國鐵道科學研究

院參訪，並進一步作相關技術交流，以利推動國內軌道產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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