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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人口老化改變了社會人口結構，對無障礙空間的需求也相對提升，

適合人類全生命週期的無障礙「通用設計」成為時代趨勢，如何因應

高齡的社會問題與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成為政府當前的重要課題。

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HO 定義， 65 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例

達 7%時，為「高齡化社會(ageing society)」；比例達 14%時，為「高

齡社會 (aged society)」；比例達 20%時則邁入「超高齡社會

(super-aged society)」。國內人口老化速度和日本並列全球第三名，

僅次於南韓與新加坡。國內在民國 82 年已是「高齡化社會」，國家

發展委員會也推估明年將會跨入「高齡社會」，並預估到民國 115 年，

老年人口將突破 20%門檻，成為「超高齡社會」。鑒於日本亦是全世

界老龄化程度很高的國家，且日本軌道運輸系統發展密集，故日本因

應高齡化之相關法令與無障礙措施極具國內參考價值。 

本次出國考察計畫除拜訪日本國土交通省鐵道局，瞭解其鐵道設

施有關高齡及身心障礙者之相關法令規定、實際作法及鐵路機構辦理

設施改善之經費補助辦法外，並實地參訪羽田機場國際航廈、地鐵車

站，觀摩日本運輸場站相關設施，如何建立通用化的無障礙運輸環境，

以提供高齡者有較高獨立自主的活動能力，如車站售票系統、旅客資

訊看板、照明與標示、多功能廁所規劃、地下鐵車輛無障礙空間規劃

及不同運具間的轉乘資訊系統等，提供國內軌道系統設計之借鏡。此

外，本局正辦理機場捷運第三航廈站(A14)之細部設計，本次考察結果

亦可提供第三航廈站(A14)細部設計精進作為之參考。 

近年來國內高速鐵路運能持續成長，身障團體訴求高鐵輪椅席位

設置數量及需求日益增加，本次考察亦一併瞭解日本新幹線車輛輪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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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有無因高齡化作調整及相關法規規定輪椅席比例或數量等，以及商

務艙車廂設置輪椅席之案例提供國內高鐵公司新購列車規劃之參考。



3 
 

貳、考察行程 

    本次行程為 106 年 12 月 19 日至 12 月 22 日共計 4 日(行程表詳

表 2.1.1)，由本局陳副總工程司景池率本局暨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機場捷運第三航廈站(A14)細部設計顧問進行考察(考察人員

詳表 2.1.2)，主要拜訪台灣日本交流協會、日本國土交通省鐵道局、

羽田國際機場航空站、京浜急行電鉄株式会社、首都圈新都市鐵道株

式会社及 JR 東日本鉄道株式会社。 

表 2.1.1 考察行程表 

日期(曜日) 拜訪單位及地點 行程說明 

2017 年 

12 月 19 日(週二) 

火曜日 

0800 台北出發 台灣松山機場→日本東京羽田機場 

羽田國際機場航

空站 

東京急行電鉄株

式会社 

 

 

考察羽田國際機場相關設計 

 現地考察羽田機場、京急空港線

高齡者與身障者與親子福祉設施

(羽田空港、京急空港線をご利用

ください。高齢者および障害者

および親子”福祉設施)- 

 旅客資訊看板與查詢及不同運具

間的轉乘資訊系統設計- 

 說明及意見交流-- 

12 月 20 日(週三) 

水曜日 

09：30~12：00 

東京都國土交通

省 

拜訪日本國土交通省鐵道局-- 訪問

国土交通省鉄道運営 

 了解日本鐵道高齡者與身障者與

親子相關法令規定、實際作法及

鐵路機構辦理設施改善之經費補

助辦法--拜訪單位業務內容說明

或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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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及意見交流 

13：30~17：00 

首都圈新都市鐵

道株式会社 

考察筑波快鐵 TSUKUBA EXRESSE 

 電聯車 Train 

 直流電及交流電供電共用之

車輛與單直流供電車輛之差

異性。  

 直流電及交流電轉換區間及

位置。 

 電力系統再生原理及應用 

 秋葉原車站高齡者與身障者與親

子福祉設施(駅の高齢者および

障害者および親子施設)拜訪單

位業務內容說明或簡報 

 說明及意見交流 

12 月 21 日(週四) 

木曜日 

09：30~11：30 

JR東日本鉄道株

式会社 

考察東京駅及新幹線車輛相關設計 

 考察東京駅高齡者與身障者與親

子福祉設施 

 新幹線車輛高齡化之強化措施及

無障礙輪椅席位配置 

 拜訪單位業務說明或簡報 

 說明及意見交流 

13：30~16：30 

JR東日本鉄道株

式会社 

考察品川車站高齡者與身障者與親

子福祉設施(品川駅の高齢者、障害

者・親子施設の調査)-考察新建設車

站高齡者與身障者與親子福祉設施

(高齢者や障害者施設、親子施設の

新設または建設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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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山手線品川駅-田町駅間 new 

station 及 JR「品川車両基地」例え

ば、山手線品川駅と田町駅は、2020

年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で開設予定の

新しい駅を建設中です and JR「品川

車両基地」 

 拜訪單位業務說明或簡報 

 說明及意見交流 

12 月 22 日(週五) 

金曜日 

9：30~11：00 

自行參訪 

自行參訪 

大手町駅--高齡者與身障者與親子福

祉設施改善工程(駅や障害者の高齢

者、親子施設改善工事)  

12:30 返回 羽田機場→台北松山機場 

 

表 2.1.2 考察人員表 

姓名 單位 職稱 

陳景池 交通鐵路工程局 副總工程司 

吳文娟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第二組 科長 

李文峰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第三組 幫工程司 

勞顯彰 機場捷運第三航廈站(A14)細

部設計顧問 
計畫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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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察成果說明 

一、 考察羽田機場與京浜急行電鐵車站羽田機場站 

本次考察行程由台北松山機場至羽田機場出關後隨即參訪第一

站羽田機場及京浜急行電鐵羽田機場站，因本局正辦理機場捷運增設

A14 站(第三航廈站)細部設計事宜，對羽田機場、京急空港線高齡與

身障者與親子福祉設施，以及旅客資訊看板與查詢及不同運具間的轉

乘資訊系統設計，可提供本局 A14 站細部設計精進作為之參考。 

(一)羽田國際機場高齡化及無障礙福祉設施 

    羽田機場是日本東京地區第二大機場，包含二個國內線及一

個國際線，國際線為 2010 年啟用，並於 2014 年擴建完成，由東

京國際機場航廈株式會社(TIAT)所營運，羽田機場是日本少數可以

作 24 小時航班起降的機場，2017 年國際旅客約 1500 萬人。本次

拜訪由羽田機場原口小姐協助參訪解說，首先介紹羽田機場各樓層

之規劃及聯外交通系統之配置，標示燈箱之高度設計易於看見之位

置，淺藍色黑色字體，且字體標示較大，使年長者易於辨識。 

 

圖 3.1.1 羽田機場原口小姐協助解說相關設施配置 

    羽田機場國際航廈無障礙通用設計之相關設施，在推動通用設

計方面即邀請包含專家學者、各類障礙者及相關業者等使用者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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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成立「通用設計檢討委員會」，並由專家學者及各類障礙者進

行實地檢討與意見溝通提出改善方案與對策。 

    「諮詢服務台」之設置接近國際機場大廳入口處，並配置導覽

人員提供全面的支援服務，以及供年長或有身體不便及需要協助的

旅客，可到羽田機場航廈諮詢服務台詢問，地面導盲磚亦配合設置

至「諮詢服務台」，以利盲人使用。另於服務台後方配置輪椅及嬰

兒座椅推車，供有使用需求者方便借用，據接待原口小姐表示，輪

椅分為多種不同大小形式，供不同國家及不同需求殘障人士之需求

者使用，整體以提供輪椅旅客舒適實用為出發點。 

 

圖 3.1.2 羽田機場諮詢服務台及輪椅借用放置區 

    無障礙廁所近幾年來大部分採用多功能通用設計以服務多樣

化旅客需求，羽田機場設計獨立無障礙多功能廁所 2 間相連，廁所

門分別為左邊及右邊開啟，利於不同使用者習慣，內部空間寬敞明

亮，設施包含人工肛門清洗器、嬰兒座椅、尿布台、免治馬桶等，

排列整齊成一直線，可避免設施突出造成行動不便及老人撞傷之虞，

另設置國內尚未於無障礙廁所設置之折疊式照護床等，此外，並設

有使用過久之偵測設備，當使用者使用時間超過 30 分鐘，服務人

員將會至現場協助瞭解，避免使用者於內部昏倒之危險，此顯現羽

田機場對旅客服務之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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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羽田機場多功能廁所外部標示 

 

圖 3.1.4  羽田機場多功能廁所內部設施 

    通用設計之多功能親子育嬰設備，將尿布台、哺乳室及育嬰空

間集中同一空間，使得攜帶幼兒出國之親子需求可於一次解決，另

設置家長可溫奶加熱副食品之設施，完全貼心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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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羽田機場親子友善設施 

    航廈電梯均設置為大型電梯，並設計符合輪椅乘客使用之 4 門

形式電梯門，電梯整體玻璃設計灰色直線條形式，此設計是助於弱

視者辨識使用，電梯內部有聽障者服務之聽障按鈕，如遇緊急情況

可順利與外部工作人員透過筆談溝通，電梯上方標示轉乘資訊及多

國語言標示。 

 

圖 3.1.6 羽田機場無障礙電梯及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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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致贈羽田機場原口小姐紀念品及合影 

 

(二)京浜急行電鐵羽田機場站高齡化及無障礙福址設施 

    京浜急行電鐵為「京浜急行電鐵株式會社」所營運，是一家

總部位於日本東京都港區的大手私鐵，亦簡稱「京浜急行」，與

東京單軌電車為東京市區前往羽田機場的重要交通方式，京浜急

行電鐵羽田機場站，月台層設置於地下 2 樓，設置 2 線側式月台

地下車站。京急線羽田空港站站長詳細介紹該站的旅客動線，並

希望我們以旅客觀點提供建議，其中亦發現京急線羽田空港站的

電扶梯口欄杆未密合，恐有旅客匆忙間行李勾到的風險，此亦獲

得京急線羽田站長認同。 

 

圖 3.1.8 京急線羽田機場站長詳細介紹該站的旅客動線及電扶梯口欄

杆未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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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行線於出口之收費閘門後即有電梯及電扶梯直通國際線離

境大廳（3 樓）及抵達入境大聽（2 樓）可直接抵達國際線地上 3

樓大廳層，電梯與機場同樣為大型電梯，電梯門亦採用寬敞 4 門

形式設計，符合輪椅乘客之需求。 

 

圖 3.1.9 京急線羽田機場月台剪票口出收費閘門後有電梯及電動

扶梯直通國際線離境大廳（3 樓）及抵達入境大聽（2 樓） 

    無障礙廁所配置人工肛門清洗器、嬰兒座椅、尿布台、免治馬

桶、折疊式照護床及洗手台等設施，設施完備與羽田機場內之多功

能廁所設計大致相同，於無障礙廁所入口處標示增加位置圖示及提

供點字服務，另於外部走道增設人員進出裝置，可與服務台對話功

能。 

 

圖 3.1.10 京急線羽田機場站無障礙廁所內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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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1 京急線羽田機場站無障礙廁所入口標示及人員偵測對講機 

    京急線機場站之驗票閘門設計均為寬型閘門，方便旅客行李進

出，除上方燈箱標示外，地板標示機場行李推車可進入車站之標示，

導盲磚由站外鋪設穿過收費閘門至站內，此外，為避免手推車跌入

路軌，京急線機場站於月台設置月台門，月台門因應複雜營運所貼

的列車編成有 4、6、8 等不同長度車廂位置，停準點也不同，而月

台門其開口很寬大約 2.4 公尺，以適合多種車型，經京急線羽田空

港站的站長展示隨身攜帶的列車運轉班表時序圖，可看出班次很密

很複雜，端末區月台門凹凸的設計，車尾列車長正站出車外確認狀

況，惟經查看月台區及月台門均無標示輪椅上車位置，經站長表示，

當有輪椅乘客從進入車站隨即由專人負責協助引導搭車，所以不會

有找不到搭車位置之問題，車站入口服務台亦提供輪椅旅客服務。 

 

圖 3.1.12 羽田機場進入京急站收費閘門及地板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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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3 京急線羽田機場站月台門及月台門車廂位置標示 

 

圖 3.1.14 京急線車尾列車長正站出車外確認狀況中及站長隨身攜帶

的列車運轉班表時序圖 

    羽田空港的旅客出關後轉往京急線羽田空港站的銜接點處設

有服務台，並以地上地磚顏色區分管轄區域，為服務外國遊客，剪

票口附近設有提供四語服相關服務。站內標誌亦使用四語表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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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高可見度的位置和設計。另京急線與我國台鐵局於 104 年 2

月 26 日簽約締結雙方友好鐵路協定，此次由參訪人員與日本國土

交通省鐵道局公關人員、該站站長等人員於國內台鐵局設於京急線

羽田空港站內的” 京急—臺鐵 “友好鐵路締結紀念合影留念 。 

 

圖 3.1.15 京急線羽田機場站提供四國語服務的「服務台」 

 

圖 3.1.16 與日本國土交通省鐵道局、京急線羽田機場站站長等人

員與臺鐵友好鐵路締結紀念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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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7 致贈京急線羽田機場站站長紀念品 

 

二、 拜訪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與國土交通省鐵道局座談 

    本次主要與國土交通交通省鐵道局交換意見洽詢了輪椅通行便利

化標準和高齡化無障礙改善便利化指導方針等之相關法令，以及鑒於

國內台灣高鐵自通車營運以來，旅運量持續成長，現有車組 700T 列

車在每周六、日尖峰時段及連續假日疏運時，列車旅客乘載率常有滿

載情況，超過合理乘載水準，對營運品質造成壓力，因此高鐵公司根

據運量預測，評估短期內可能需新增列車組，以維持現有旅客乘載服

務水準，本次考察一併與日本台灣交流協會交換意見，瞭解目前日本

新型新幹線列車之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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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齡化社會之法令基本方針改正作法 

    本次拜訪瞭解日本無障礙法基本方針之修正舊目標（至 2010

年末），原則上係針對一日平均使用者達 5,000 人以上之車站進

行全面無障礙化，而新目標（預計至 2020 年末）原則上針對一日

平均使用者達 3,000 人以上之車站進行全面無障礙化，並盡可能

的依據地方請求、可提供資源協助；依上述目標設定衡量車站構

造與條件限制等因素進行整頓作業，另月台門方面，檢討應優先

進行改善之車站並促進月台門之裝設，以及通盤考量車門統一之

技術層面、列車班次的影響之服務層面、成本支出之經濟等層面

提出新目標方針，簡要說明方針方向如下： 

1. 「3,000 人次以上車站」雖也包含「5,000 人次以上車站」，

但修正前之基本方針所定之 5,000 人次係以 2010 年為目標期

限，且係為促成 5,000 人次以上車站盡早實施無障礙化。 

2. 原則上希望全部車站都能施行無障礙化，惟日本全國車站數量

眾多，不排除部分車站有難以施行無障礙化之可能，例如下列

情形： 

(1)「地方要求與支援」：係指車站所在地當地了解該地民情與

現況之地方政府，經衡諸無障礙法立法意旨、努力執行符

合國家政策之設施。若仍無法取得設置符合條件之設備所

需之支援(如補助金等)，得不強求鐵路機構進行無障礙化。 

(2)「車站構造等限制條件」：如沒有足以設置電梯之空間、無

人車站沒有管理電梯之人力或技術等，一般層面上難以施

行無障礙化，或因財政面上有困難而難以進行無障礙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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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000 人次以下車站，應考量該區域實際情形，盡力設置無障

礙設施。該站若有區域民眾之強烈要求且可獲得地方政府支援，

則國家(中央政府)亦應檢視站區附近之公共設施、醫療設施及

相關福利設施與高齡人士及身心障礙人士的使用狀況，總和考

量其需求進行補助或支援。 

4. 有關月台門部分，因其有效防止視障者等旅客掉落軌道，依身

心障礙者正常化之觀點，不僅是國家，地方政府於鐵道機構的

設備投資之支援與幫助亦十分重要。 

 

    日本高齡者與身心障礙者便利移動等之相關促進法第八條，大

眾交通事業機構於新建旅客設施、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令而大

規模改良現有旅客設施或於新添購車輛等供該等機構使用時，上述

旅客設施與車輛必須符合各該新設旅客設施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所定之基準、主要設置目的。對大眾交通事業機構於新建旅客

設施、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令而大規模改良現有旅客設施時課

予其應符合便利移動基準之義務外，對於既存之設施亦課予其應盡

力符合基準之義務。主要內容如下： 

車站旅客設施 車輛 

•利用電梯或降低車站出入口－

乘車口間路段的高低差。 

•設置旅客可從視覺與聽覺上獲

得情報之設施。 

•確保有足以讓輪椅通行之空間 •設置輪椅空間 

•月台與列車地板之間空隙應最

小化，兩者間應盡可能不要有

高低落差。 

•廁所備有便於高齡者與身心障

礙人士使用之設備。 

•月台上設置如月台門或導盲磚 •通道及客室（多目的使用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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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防止視障人士掉落軌道之設

備。 

空間）內設置扶手。 

•售票口與服務台備有筆談用具  

 

    根據高齡者與身心障礙者便利移動等相關促進法之施行，揭載

大眾交通機構旅客設施與車輛建議事項之指導手冊也隨之制定，內

容分有旅客設施與車輛等編。並不是指旅客設施或車輛非得據此進

行不可，而是希望大眾交通運輸機構能以此為目標進行改善。主要

內容如下。 

車站旅客設施 車輛 

•主要動線以外之其他通路亦盡

力無障礙化。 

•保有一個以上具有 90 公分以上

寬度之乘車口。 

•保有一個以上具有 90 公分以

上寬度之票閘口。 

•車內車門上以點字標示該車車

號。 

•月台門關閉時附有聲音通知。 •客室（多目的使用室等空間）內

設有廁所者，一列車應有一間以

上多機能型廁所。 

 •以文字或聲音提供下站站名之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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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齡化社會鐵路車輛之基本作法 

    日本對車輛無障礙化之法令，於便利移動基準第 32 條規定，

每一列車車廂中應設有一處以上輪椅車位，其輪椅空間應符合下列

條件。 

1、確保輪椅使用者得順暢使用的寬廣度。 

2、輪椅使用者便於使用之位置上設置扶手。 

3、清除地板上任何不利移動之障礙物。 

4、不得有造成輪椅滑行時障礙之落差。 

5、明確標示輪椅車位。 

    並分別依據地鐵通勤電車(短距離)及長距離城際間鐵道(如民

鐵、在來線、新幹線等)分別研擬包含基於法條而行之整備內容、

標準的整備內容及期望的整備內容等三方面： 

1.地鐵、通勤電車(短距離) 

(1)基於法條而行之整備內容： 

輪椅車位設置數 •每列車廂中至少一處。 

輪椅車位寬廣度 •保留輪椅順利進出移動之寬廣度。 

輪椅車位之標示 •標示應使乘客容易辨識此處為輪椅車位，另

為使一般乘客易於協助，車廂內應以輪椅標

示表明輪椅車位位置。 

扶手 •輪椅車位中，應在輪椅使用者易於扶握之處

設置扶手。 

地面 •輪椅車位的地面，不得有不利滑行之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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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於標準的整備內容： 

輪椅車位設置數及

型態 

•列車編組較長時，一列車中設置 2 處以上輪

椅車位。 

•輪椅空間不限定使用者型態，嬰兒車等亦可

多樣化地使用。 

輪椅車位設置位置 •盡量縮短上下車距離，輪椅車位理應設置於

車門口附近。 

輪椅車位寬廣度 •盡可能考量輪椅使用者行進路線與方向，並

保留 1,300mmX750mm 以上之空間。 

扶手 •輪 椅 使 用 者 易 於 扶 握 之 位 置 （ 高

800-850mm）上設置扶手。 

•扶手直徑應在 30mm 左右。 

緊急通報裝置 •輪椅空間附近應設有緊急通報裝置。 

輪椅車位之標示 •標示應使乘客容易辨識此處為輪椅車位，另

為使一般乘客易於協助，車廂內應以輪椅標

示表明輪椅車位位置。 

(3)期望的整備內容： 

輪椅車位設置數及

型態 

•依實際需求提供嬰兒車與輪椅可共用之空

間。 

•各業者（日本地鐵/火車/電車由多間鐵路公

司依所有權經營）間車廂內部輪椅席位位置

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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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容納 2 個以上輪椅之空間。 

•為使乘客從車外即可望見輪椅車位位置，設

置特殊窗戶。 

輪椅車位寬廣度 •輪椅大約為 1400mmX800mm，算入輪椅轉

彎 時 所 需 空 間 ， 希 望 能 保 留

1500mmX1500mm 之空間。 

扶手 •設置兩段式扶手，讓嬰兒車、輪椅及身高較

低者皆可使用。 

2.長距離城際間鐵道(民鐵、在來線、新幹線等) 

(1)基於法條之整備內容： 

輪椅車位設置數 •每列車廂中至少一處。 

輪椅車位寬廣度 •保留輪椅順利進出移動之寬廣度。 

輪椅車位之標示 •標示應使乘客容易辨識此處為輪椅車位，另

為使一般乘客易於協助，車廂內應以輪椅標

示表明輪椅車位位置。 

扶手 •輪椅車位中，應在輪椅使用者易於扶握之處

設置扶手。 

地面 •輪椅車位的地面，不得有不利滑行之障礙。 

(2)標準的整備內容： 

輪椅車位設置數及

型態 

•列車編組較長時，一列車廂中設置 2 處以上

輪椅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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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椅車位設置位置 •靠近車門。 

•進車廂後最近車位附近。(考量一般車廂走道

難以讓輪椅通過) 

•考量到輪椅車位之空間可能在停放輪椅之

後不足，應在輪椅車位附近設置多目的使用

室。 

輪椅車位寬廣度 •1,300mmX750mm 以上之空間。 

•確保車內通行無礙。 

移動式座椅 •跨都市鐵路因乘車時間長，輪椅車位附近設

置手肘靠墊可移動之車椅，或可迴旋之座椅。 

固定裝置 •設置可固定折疊後輪椅之繩索或扣環。 

增設輪椅車位 •依使用情況與實際列車車廂節數，增設輪椅

車位。 

輪椅車位之標示 •標示應使乘客容易辨識此處為輪椅車位，另

為使一般乘客易於協助，車廂內應以輪椅標

示表明輪椅車位位置。 

(3)期望的整備內容： 

輪椅車位設置數及

型態 

•依各路線實際需求增設輪椅車位。 

•考量列車節數、使用狀況及車位種類比率(如

自由座或對號座等)等因素，設置輪椅車位。 

輪椅車位寬廣度 •輪椅大約為 1400mmX800mm，算入輪椅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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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所需空間，希望能保留 1500mmX1500mm

之空間。 

 

     本次考察瞭解日本無障礙法所制訂之「基本方針」，原則上於

2020 年前，就平均每日使用人數 3,000 人以上之車站完成全面無障

礙化。另月台門之部分約有 800 個車站被列為至 2020 年止應完成

之列。並為達到上述目標，國家(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應給予支援

(補助)，由政府補助多數經費進行改善工程(2017 年補助經費達 214

億日圓)。 

 

圖 3.2.1 於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與國土交通省鐵道局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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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拜訪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與國土交通省鐵道局座談合影 

 

圖 3.2.3 致贈國土交通省鐵道局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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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察筑波快鐵之秋葉原站及機電系統 

筑波快鐵由首都圈新都市鐵路公司 (TX) 所經營，全線共計 58.3

公里，從秋葉原站到筑波站沿線共設置 20 個車站，列車區分四種營

運模式，包含快速、通勤快速、區間快速與普通。快速電車從秋葉原

站到筑波站需時 45 分鐘，路線最高速度為 130km/h。營運至 2016 年

(平成 28 年)每日平均運量約為 354,000 人次，年運量達 128,131,000

人次。 

 

圖 3.3.1 與筑波快鐵人員合影 

 

圖 3.3.2 筑波快鐵意見交流討論 

(一) 筑波快鐵秋葉原站高齡化及無障礙福祉設施 

    筑波快鐵為 2005 年通車屬東京區近年較新規畫設置之營運

路線，筑波快鐵之秋葉原站為起始站，車站內高齡化與無障礙福

祉設施於規劃設計階段均已納入通用化設計考量，入口大廳設計



26 
 

寬敞明亮，導盲磚之鋪設從入口可直達站內，設置點字服務之站

內資訊看板、旅客服務台、收費閘門及售票機等完整設置，設置

極完整。標誌燈箱配置黃底黑字為出口標示，指引搭車方向為灰

白底黑字標字，且字體標示較大，使年長者易於辨識。 

 

圖 3.3.3 筑波快鐵秋葉原站入口大廳及收費閘門入口 

    車站設計無障礙福祉設施提供高齡者、親子服務、行動不便輪

椅乘客、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及國外旅客等提供友善之設施及環

境，包含： 

1. 臨時休息區供高齡者及行動不便者之臨時靠座之休息設施。 

2. 站內資訊看板提供盲人點字服務。 

3. 售票資訊看板有角度呈現及高度，為讓購票者容易清晰可見。 

4. 售票機提供 4 國語言服務。 

5. 售票機下方櫃台高度設計讓輪椅乘客順利進入完成購票。 

6. 服務台之門寬度設計方便輪椅可直接進入。 

7. 樓梯欄杆提供雙層扶手，因應不同旅客需求，上層為大人使用，

下層之扶手較小為孩童使用。 

8. 樓梯欄杆扶手提供點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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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電扶梯區分快慢分流，提供不同旅客需求及區隔板採圓弧設計，

避免撞傷。 

10. 多功能廁所設置折疊式照護床、人工肛門排泄設備、嬰兒座椅、

尿布台及免治馬桶等。 

11. 車站內座椅呈現不同高度及區分不同大小位置。 

12. 設計時已考量月台與車廂無高低差，輪椅乘客容易上下車廂及

車門口地板黏貼止滑條，防止下雨時溼滑致使旅客摔傷。 

 

圖 3.3.4 車站內提供高齡者臨時

靠座之休息設施 

圖 3.3.5 站內資訊看板提供盲人

點字服務 

 

圖 3.3.6 售票資訊看板有角度呈

現，讓購票者容易看清楚 

圖3.3.7售票機提供4國語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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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8 售票機下方的高度設計

讓輪椅乘客能順利靠近完成購票 

圖 3.3.9 服務櫃台的門其寬度設

計輪椅可直接進入 

 

圖 3.3.10 供雙層扶手，因應不同

旅客需求 

圖 3.3.11 扶手提供點字服務 

 

圖 3.3.12 電扶梯區分快慢分

流，提供不同旅客需求 

圖 3.3.13 電扶梯區隔板採圓弧設

計，避免撞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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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4 秋葉原站多功能廁所

設置折疊式照護床 

圖 3.3.15 秋葉原站多功能廁所內

部配置 

 

圖 3.3.16 車站內座椅呈現不同

高度及區分不同大小位置 

圖 3.3.17-設計月台與車廂無高低

差、車門口地板黏貼止滑條 

 

    筑波快鐵電車輪椅車廂設置於 2 車及 5 車，車廂內輪椅區與嬰

兒車採共用之通用設計，電車廂內車門的出入口中心點上沒有設計

柱子，如此不會有人攀柱而立之現象，而且會分散到各自有拉環的

空間位置，相對使輪椅族、嬰兒車進出也順暢便行，且緊急疏散時

也通暢無阻，電車優先席位亦設置接近車門位置，方便有使用需求

旅客上下車，車廂之車門亦提供列車車廂編號及車門位置點字標示，

月台門亦同時提供點字服務標示，供盲人查詢使用，國內捷運系統

及臺鐵通勤電車尚未有此類通用化標示設計；另筑波快鐵的月台門，

並無緊急用之推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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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8 車廂外輪椅標示及月台門標示，月台門設有點字設施 

 

圖 3.3.19 車廂內輪椅區與嬰兒車採共用之通用設計，車廂中間無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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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0 電車車門提供點字標示 

 

圖 3.3.21 筑波快鐵的月台門，並無緊急用之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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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筑波快鐵機電系統介紹 

    筑波快鐵是日本除 JR 以外，在同一路線上同時擁有直流和交

流電力營運的鐵路系統，全線使用 ATO 自動運轉，另外，所有車

站均裝設月台門。秋葉原至八潮之間，除了北千佳外，都建在地下

段，其餘部路線則都是高架路段，且全線不設平交道。筑波快鐵因

位於茨城縣石岡市位於氣象廳地磁氣觀測所半徑 30 公里範圍內，

由於擔心電車以直流送電運轉所產生之磁氣將對觀測所造成不良

影響，因此在靠近地磁氣觀測所的路段改採交流電送電方式，因此

全線具有交流和直流二種不同供電區間，其中秋葉原站至守谷站之

間採用原有的直流供電 1,500V，未來平站至筑波之間地區則採用

交流供電 20,000V/50Hz，而直流與交流供電的轉換中性區則設於

守谷站至未來平站之間的路段內(由守谷站往未來平直流轉交流約

需 64 公尺，由未來平往守谷站交流轉直流約需 26 公尺)。電車進

行交直切換時，車外的集電設備不用升降變換，靠內部的電力變換

設備自行切換，車內的照明不會熄滅，這與以前的國鐵型之交直流

電車不同。首都圈新都市鐵路公司同時引入 TX-1000 系直流專用

電車和 TX-2000 系交直流兩用電車，以減低買車的成本，而

TX-1000 系電車則限定只能在秋葉原站～守谷站之間行走。本次

拜訪首都圈新都市鐵路公司 (TX)說明前述交直流電力切換皆係自

動進行，且在駕駛員操控面板上有相關的顯示，但萬一沒有自動進

行切換時，有一個手動按鈕可人為介入強迫切換，在 2005 年通車

以來確實曾發生過需要人為介入切換的案例，但從不曾發生過電力

無法切換的問題。筑波快鐵目前已經可以對應 160km/h 的營運速

度，因此已同時檢討將以 160km/h 運轉的可行性，如果成真，將

是日本僅次於新幹線之快速城際運輸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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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波快鐵全線採用電力再生系統，當列車煞車時，推進馬達同

步轉速降低，由於轉子慣性作用，轉子轉速高於同步轉速，產生負

轉矩，使牽引馬達由電動機轉為發電機，這時所產生的再生電力可

以利用架空線供給鄰近的列車使用及透過 PWM 變換裝置供給車

站使用，並將多餘電力回存轉賣給電力公司，讓電力有效被運用。 

 

圖 3.3.22 再生電力煞車之應用說

明 

圖 3.3.23 用電電力系統電表與再

生電力電表分別設置 

    另本次拜訪由筑波快鐵秋葉原站站長及相關機電人員帶領我

們觀摩秋葉原站之機電設施，包含電力設備室、回生電力 PWM 設

備室、電力機房區自設火警警報系統、空調設備等車站機電設備，

筑波快鐵機電房採用地板線槽，施工細緻平穩，並無人員踩踏時發

出之縫隙碰撞聲，盤體上方就無相關配線，因此在盤體上方設有防

水接水盤，這與國內捷運系統大部分線路配線設計在盤體上方有很

大之不同。筑波快鐵在車站機房區設有完整的緊急搶修工具箱備用，

且排列非常整齊美觀，機房區走道寬敞，施工細緻，機房管路施工

防火填塞品質良好及管線之接地確實實施，另在重要電力機房區自

設火警警報系統，然後再移報至全車站的火警系統內，而電力機房

內亦有人員駐點。 



34 
 

 

圖 3.3.24 筑波快鐵機電房採用地板線槽，施工細緻平穩  

 

圖 3.3.25 筑波快鐵因採地板線槽，盤體上方就無相關配線，因此在盤

體上方設有防水接水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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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6 筑波快鐵在機房區設有完整的緊急搶修工具箱備用 

 

圖 3.3.27 機房走道寬敞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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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8 筑波快鐵機房管路施工防火填塞品質良好及管線之接地確

實施工 

 

圖 3.3.29 筑波快鐵秋葉原站，在重要電力機房區自設火警警報系統，

然後再移報至全車站的火警系統內，電力機房內亦有人員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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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訪東 JR 日本鐵道株式會社之東京車站及品川車站 

    東日本旅客鐵道株式會社（JR 東日本），1987 年 4 月 1 日，在日

本全國原有國營鐵路被分區時，被稱為 JR 東日本，經營原日本國鐵在

東北、關東地區、信越及靜岡縣部分地區之鐵路營運業務，並負責營

運日本東部區域之新幹線路線，總營運路線長度約達 7500 公里，亦是

目前 JR 集團中營運路線最長，每天平均運量約可達 1,700 萬人次。 

 

(一) 東京車站高齡化及無障礙福祉設施 

       東京車站不僅是日本全國新幹線路網最重要的列車始發站，同

時也是東海道線、中央線、東北線等日本主要傳統鐵路線的起點站，

可直達東京以外其他地區，每日約有 3000 班次運行，可說是日本

鐵路總站。站內的月台數量為日本第一，包含傳統鐵路線 9 座 18

線（地上 5 座 10 線、地下 4 座 8 線）、新幹線 5 座 10 線，以及地

下鐵 1 座 2 線，東京車站外觀及站前廣場剛整修完成，成為一個

地標性建築。 

 

圖 3.4.1 剛完成整修之東京車站已成為東京之新地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5%8C%97%E5%9C%B0%E6%96%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7%9C%E6%9D%B1%E5%9C%B0%E6%96%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C%E5%B2%A1%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B9%B9%E7%B7%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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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國土交通省鐵道局人員陪同下，由 JR 東日本人員持我

國國旗接待及詳細參觀東京站，由於車站內屬較老式建築，有些地

方仍在施工，站內有些地方存在上下高低差，為能使高齡者、行動

不便輪椅旅客通行，除上下樓層之電梯外、亦設置斜坡方便通行，

斜坡之欄杆為雙層配置，供不同需求之旅客使用，另電梯有配置專

門人員提供輪椅乘客協助。 

 

圖 3.4.2日本國土交通省鐵道局及 JR東日本公司接待人員陪同參訪

東京車站 

 

圖 3.4.3 東京車站無障礙電梯及服務人員協助輪椅旅客 



39 
 

 

圖 3.4.4 東京車站內高低差設置斜坡供輪椅通行 

東京車站是一個大站，但分配結果 JR 東日本新幹線只分配到

4 個月台，在車站內多處地點設有 JR 東日本新幹線的發車資訊。

日本的新幹線列車常有串聯運行，到指定地點才解聯各自運行的情

況，圖 3.4.5 中列車在福島站解聯，1-10 車續開往仙台方向，11-17

車則續開往山形方向，在福島站解聯的時間大約需要 4 分鐘即可

完成，營運調度上極有彈性，配合複雜的列車編組變化，東京站在

月台上用顏色、編號來提醒乘客，另東京站不只是一個有古老歷史

的大站，其車站內各月台竟還有高低二層，且新幹線月台並無設置

月台門，另外在東京站月台上設有販賣店，在日本各大眾運輸場站

極為普遍。 

 

圖 3.4.5 JR 東日本新幹線 E 系列列車串聯運行圖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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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6 JR 東日本新幹線實際 E 系列列車串聯運行且有雙層車廂 

 

圖 3.4.7 東京車站雙層月台及月台地板因應不同編組列車標示 

 

圖 3.4.8 車站月台設置販賣部，在日本各大眾運輸場極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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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品川車站高齡化及無障礙福祉設施 

    品川車站為京急、JR 東日本、JR 東海三種系統共用之車站，

有 7 座島式月台 14 線及 1 座側式月台，共有 15 條軌道，車站每

日旅運量約達 80 萬人次。本次由日本國土交通省鐵道局、JR 東日

本公司人員陪同下與品川站站長等人員詳細交換意見。 

 

圖 3.4.9 與品川站長及 JR 東日本座談 

     品川站人員當場示範他們所發展的輕巧型渡板以解決輪椅

上下車的高低差問題，渡板設計輕便不論男生或女生均可輕鬆提

起，渡板設計可勾住車廂地板並防止渡板移動造成安全問題。

 

圖 3.4.10 品川站人員示範輕巧型渡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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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川車站中除一般車站之無障礙通用設施，如服務台、扶手、

導盲磚、無障礙電梯、站內資訊螢幕顯示器、多功能廁所等之外，

特別是站內也設有親子休息室友善設施，空間設計非常美觀及顯眼，

並設置專人提供必要之協助，此為本次考察其他車站所沒有之設

計。 

 

圖 3.4.11 品川站親子休息室友善設施 

    另本次拜訪品川站，JR 東日本公司已規劃在 JR 品川車輛基地

內，距離山手線田町站約 1.3Km 與距品川車站 0.9Km 之間，將要

設置品川新站，品川新站規劃設計 2 座島式月台 4 線供山手線及

京濱東北線使用，並且預計在 2020 年春天正式開業，透過山手線

設置品川新站的開業以及周邊地區的商業開發事業，將會為東京地

區帶來新面貌，新站設計除考量高齡者乘客，基本理念符合任何需

要之人員均可使用之目標，所以均以通用設計為基本方針，初步規

劃建築設計概要說明如下： 

1. 為符合當地居民使用之需求，於南北各設置轉乘出入口。 

2. 每個月台至少設置 1 個 24 人之大型電梯，可供輪椅乘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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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北邊規劃各設計 2 個多功能廁所(總共 4 個)。 

4. 車站將設置風力及太陽能發電。 

5. 車站屋頂設置夏天高溫降溫設施及消除大雪之灑水設施 

 

圖 3.4.12 品川站人員介紹品川新站設計 

 

圖 3.4.13 與品川站長交換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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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JR 東日本之新幹線車型輪椅席位配置  

    日本 JR 東日本之新幹線 E 系列列車，是目前無障礙輪椅席位

較多及完善之新幹線車型，輪椅席位除 E4 系列為 3 席外，大部分

1 至 2 席，亦有規劃商務艙(Green Car)輪椅席位之車型，並提供較

寬敞的列車車門、供輪椅行進及迴轉的空間、供輪椅乘客使用的

廁所、較寬的車廂內通道門、輔助的「緊急求助鈴」及輪椅固定

安全帶等設施，本次考察亦瞭解 JR 東日本之新幹線 E 系列列車所

有車型輪椅席位配置情形如下表。 

 

表 3.4.1 JR 東日本新幹線 E 系列列車所有車型輪椅席位配置 

新幹線車型 輪椅席位配置車廂 

E2 車型，共 10 節車廂，

第 9 號商務車廂及第 10

號指定席車廂設置輪椅

席各 1 席，共 2 席  

E3 車型，共 6 節車廂，

第 11 號商務車廂及第 12

號指定席車廂設置輪椅

席各 1 席，共 2 席 
 

E4 車型，共 8 節車為上

下 2 層車廂，第 5 號指定

席下層車廂及第 8 號下

層指定席車廂與上層商

務車廂設置輪椅席各 1

席，共 3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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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 車型，共 10 節車廂，

第5號指定席及第9號商

務車廂設置輪椅席各 1

席，共 2 席。  

E6 車型，共 7 節車廂，

第 12 號指定席車廂設置

輪椅席 1 席。 
 

E7 車型，共 12 節車廂，

第 7 號指定席車廂及第

11 號商務車廂設置輪椅

席各 1 席，共 2 席。 
 

     

    本次考察因未搭乘新幹線列車，僅於東京車站月台短暫停靠清

潔時間上新幹線 E2 車型列車瞭解輪椅席位配置，該車型共 10 節

車廂，第 9 號商務車廂及第 10 號指定席車廂設置輪椅席各 1 席，

共 2 席，此車型配置商務車廂與指定席車廂連結，無障礙廁所置

於兩車廂之間可共同使用，減少不同車廂分開設置則需設置 2 個

殘障廁所較佔空間的問題，另本次亦瞭解 JR 東日本公司對於團體

輪椅乘客之作法，該公司表示新幹線車次約每10分鐘即有1班次，

營運班次眾多，如遇團體輪椅乘客，會協調搭乘不同班次之疏運方

式，影響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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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4 JR 東日本 E2 車型商務車廂(9 號)及指定席車廂(10 號)設

計寬敞車門及輪椅通道，使輪椅乘客方便進出 

 

圖 3.4.15  JR 東日本 E2 車型指定席車廂輪椅席位空間、標示及輪

椅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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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手町車站高齡化及無障礙福祉設施 

    大手町車站位於東京車站附近，為本次考察行程最後一站，屬於

東京地下鐵、東京都交通局（都營地下鐵）的鐵路車站，是東京地下

鐵最多路線停靠的車站。包含丸之內線、半藏門線、千代田線、東西

線及三田線等 5 線交會，整個車站配置類似 P 型排列。 

 

圖 3.5.1 大手町車站各交會線標示平面圖 

    本次由山手線轉乘半藏門線至大手町站，該線於早上至 9 時 30

分前設有2節車廂屬女性專用車廂，半藏門線之月台尚未裝設月台門，

與日本其他地鐵車廂一樣，皆在列車尾端設有列車長室，在發車離站

前由列車長站出來確認乘客進出車廂的情況；大手町站內所顯示半藏

門線在每個站乘客方便轉乘其他線或進出車站，建議乘客所應搭乘的

車廂位置，極為體貼乘客，在台灣尚未見過這樣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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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2 大手町站半藏門線月台及車站內轉乘資訊 

    大手町站內以英文所顯示的周邊一些重要建物或景點以及相對應

該走的出口編號，這對於在東京都會區內五線交會、內部極其複雜的

大手町站是極其重要的，但該站有一個缺點，要在站內移動包括轉乘，

大都會穿越其他線的候車月台區，見到人潮交雜的情況，這也是一個

大站、老站所會面臨的問題。 

 

圖 3.5.3 手町站內以英文所顯示的周邊一些重要建物或景點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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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手町車站無障礙廁所位於與半藏門線月台上方的 3 樓。另於男

女廁所內均設置幼兒尿布檯設施，此有男女性別平等之作用，另無障

礙廁所僅馬桶、洗手檯、輔助欄杆及緊急鈴之設置較為簡單之配置。 

 

  

圖 3.5.4 大手町站男女廁所內均設置幼兒尿布檯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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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5 大手町站無障礙廁所為簡單配置 

    大手町車站屬較老舊車站，站內許多區域正在改建，且並非所有

轉乘月台區域均設置無障礙電梯，所以有些樓梯裝設輪椅專用上下樓

梯電動平台，供輪椅乘客使用。

 

圖 3.5.6  輪椅專用上下樓梯電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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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察心得與建議 

一、 考察心得 

    本次拜訪日本國土交通省鐵道局，瞭解其鐵道設施有關高齡及身

心障礙者之相關法令規定、實際作法及鐵路機構辦理設施改善之經費

補助辦法外，並實地參訪羽田機場國際航廈、地鐵車站，觀摩日本運

輸場站相關設施。日本國土交通省依據「高齡者與身障者移動無障礙

促進法」規定，訂定旅客設施及車輛等的構造及設備推動無障礙化之

相關基準，對於推動鐵道無障礙化，國土交通省鐵道局則提供高齡者

與身障者友善環境的無障礙基本方針。 

    東京羽田機場於辦理國際線航站區擴建時，考量世界各地旅客往

來需求，引入通用設計想法，於 2006 年率先全國成立專家學者委員

會，以優於國家法令的觀念進行設計，並實際建置多功能廁所模組樣

本，由委員與廠商檢討實用性並調整設備尺寸及配置等細節，再正式

興建航站設施，引進設置構想包含：「無障礙多功能廁所」因應左右側

肢障使用上之需求設置左右開門方向各一間、廁間內各項設施深度統

一(方便輪椅順利迴旋)、緊急按鈕連接防災中心、廁間內設置閃燈裝

置(外部緊急狀況告知)、照護床、更衣板；「電梯」門與各樓層開口門

尺寸一致、外牆玻璃加設線條提醒弱視者、樓層上下方向輔以不同音

樂；「標誌」用色對比自明性、字體採日英中韓文並列；「哺集乳室」

熱水恆溫攝氏 70 度；航站與地鐵系統共同設置「服務中心」提供輪椅

及嬰兒車租借；「導盲磚」導引視障者至服務中心櫃檯並有專人於檯前

服務。 

     地鐵系統部分，因日本地鐵歷史悠久，各型電聯車地板高度不同，

無法如我國高鐵與捷運系統一般，達到輪椅自由進出無障礙通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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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乃以 2020 年東京奧運為目標，由政府補助多數經費進行改

善工程(2017 年補助經費達 214 億日圓)，希望日運量 3 千人次以上車

站(3559 座)，消除高低障礙，讓輪椅者便利的從地面移動至月台層(利

用電梯及坡道解決高低差、通道寬度改善符合輪椅寬度)，再由站務人

員協助上車；列車設置輪椅放置位置(每列車至少一處)；日運量 10 萬

人次以上車站(266 座)需增設月台門。另視障者在東京地鐵系統內則能

藉由導盲磚、點字設備便利的進出，所以導盲系統在日本仍為無障礙

之大宗設施。綜合而言，在日本，由於歷史久遠所導致的高低差問題，

致使輪椅乘客常需要站務人員的介入協助，然而對於視障者則大都能

自行方便移動無須站務人員幫忙；日本的情況其實與台灣的捷運、高

鐵剛好相反，在台灣由於捷運、高鐵的月台與車廂地板齊平，因此輪

椅乘客大都能自行方便移動，電動輪椅更是盛行，但視障者則常由站

務人員提供協助，上車及下車的車站都有人員之通報精準地提供服

務。 

    另本次考察轉乘通勤途中，亦有本次未列於考察行程中之其他地

鐵車站設施中發現之其他高齡友善措施，如地鐵站內友善貼心座椅—

高扶手及枴杖放置槽以及購票機平台設置防止枴杖及雨傘之脫落裝置

等，可看見日本人對於考量乘客需求之細心與用心。 

 

圖 4.1.1 高扶手及枴杖放置槽及購票機平台設置防止枴杖及雨傘之脫

落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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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東京地區之地下鐵、通勤電車等，其車輛無障礙措施大部分

均採通用化設計考量，每列車大部分提供 2 節車廂設置嬰兒車及輪椅

席共用區，並標示於車內地板及車廂外；另車廂之車門亦提供列車車

廂編號及車門位置點字標示系統，供視障者查詢使用。台灣捷運系統

及臺鐵通勤電聯車尚未有此類通用化標示設計，此值得捷運系統及臺

鐵等借鏡，至日本 JR 東日本之新幹線 E 系列列車型，是目前無障礙輪

椅席位較多及完善之新幹線車型，輪椅席位大約 1 至 3 席，亦有規劃

商務艙輪椅席位之車型，台灣高鐵輪椅席位目前有 4 席，與日本新幹

線比較十分友善及體貼，而日本新幹線商務車廂設置輪椅席位，亦值

得台灣高鐵公司後續增購新型車輛之參考。。 

    此外，日本東京地區地鐵建置年代相對久遠，雖已進行改善，目

前電車與月台間仍存在有高低差，輪椅乘客單獨行動存在危險性，一

定需要站務人員幫忙，反觀台灣目前運輸系統除臺鐵以外，如高速鐵

路、捷運系統等車輛與月台間均採等高平坦設計，對輪椅乘客自行搭

乘相對安全且方便。 

    綜觀日本除由政府制定法令外，各設備製造廠商對通用設備亦積

極研發，以符合人體工學角度開發新產品，各公共場所和地鐵車站內

常見友善貼心設計巧思，值得我國借鏡。 

 

二、 建議事項 

(一) 本次考察參訪之相關場站通用設計及羽田機場站旅客轉乘資

訊及航站與車站之介面整合等，可提供本局機場捷運第三航

廈站(A14)細部設計精進作為之參考。 

(二) 本次參訪 JR 東日本之 E 系列新幹線車廂發現 E2、E3、E5 及

E7 系列車型於商務車廂(GREEN CAR)設置輪椅席位，國內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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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列車上尚無此設置，此值得建議予台灣高鐵公司後續增

購新型車輛之借鏡與考量。 

(三) 本次考察發現日本地鐵車站於收票閘門內之站內空間設有數

量驚人的各式賣店，包含飲食店也在內，熱鬧非凡，與國內

在收票閘門內力求不賣東西、不准吃喝的要求完全不同，孰

優孰劣值得國內深思討論。 

(四) 本次考察於通勤期間搭乘地鐵及通勤電車發現車廂內之旅客

資訊螢幕，可呈現不同營運路線、系統之故障資訊，如地下

鐵(山手線)呈現新幹線故障資訊等，可事先提供轉乘旅客瞭解，

以及旅客資訊螢幕可顯示目前車廂、手扶梯、電梯及樓梯相

對位置等，國內台鐵、高鐵及捷運系統在旅客資訊分享上尚

不十分健全，確值得國內借鏡與學習。 

 

圖 4.2.1 日本地下鐵山手線車廂內旅客資訊螢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