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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安全是鐵路營運的基石，為防範職災發生，107 年我們與台灣高鐵公司及各捷

運軌道業者成立職業安全聯盟，各單位藉由聯盟會議分享職災發生原因、防範對

策及職安管理作為。為更精進軌道職安管理制度或方式，俾增進同仁工作安全與

健康，本局派員於本(108)年 5 月 27 日~31 日赴日本考察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及東

武鐵道公司。 

本次赴日本考察，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強調事故或虛驚發生原因的調查需嚴

謹的處理，找到事故(件)發生的相關人員、設施設備，於現地模擬發生經過，再藉

由 4M 探究原因、4E 研擬對策。而且給予員工不斷的教育訓練，遠比懲處來的有

效。另外在考察了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東京總合車輛中心過程中，發現其維修環

境整齊乾淨，實施顏色管理措施、車輛維修用自走式上下設備、電車線斷電後於

電力開關掛牌、禁止車輛誤動措施、軌道前劃設停止腳印及提醒指差確認後跨越

軌道，以及將 VR 引入教育訓練。 

    考察東武鐵道公司時，發現他們都非常注重虛驚事件，在萌芽的階段就要了

解其發生原因，並嚴肅去消除，因為虛驚不加以消除往後就會變成職災。因此在

虛驚事件發生後，即找相關單位一起討論發生原因及對策，連同施設部每月所開

的事故檢討會議紀錄，最後都要陳報到社長，顯示領導的重視職安。至於現場維

養工作，非常重視工作計畫與工作紀律，通常都在營運時間進行軌道維修保養工

作，只要有五分鐘十分鐘的空窗就會進入軌道施做，他們認為白天的維修比較有

效率且精確，這與我們通常在夜間維修軌道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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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08 年赴日考察依據 

依據交通部 107 年 7 月 19 日交人字第 10750095491 號函同意本局出國計畫

及本局勞工安全衛生室 108 年 5 月 17 日 G21080015689 號局簽奉准同意赴日本

考察。 

由於營運安全與職安衛本質上是不可分，因此除了本局勞工安全衛生室 2

位前往考察外，局長並指示營運安全處亦指派 1 位共同前往考察日本鐵道營運安

全管理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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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加 108 年日本考察成員及行程安排 

一、成員 

    李永昌  勞工安全衛生室 主任 

    林永昌  勞工安全衛生室 一科科長 

    張欽亮  營運安全處 調查科科長                       

 

二、行程安排：（自 108 年 5 月 27 日至 108 年 5 月 31 日止，計 5 天） 

表 1 考察行程表 

日期 地點 行程概述 

5 月 27 日 松山  日本 松山機場至羽田機場 

─ Monorail 系統 

─ 浜松町站 

─ 山手線 

5 月 28 日 日本 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總部 

─ 聽取營運概況及營運安全計畫、健康照顧

及職業災害防範簡報 

─ 議題交流 

5 月 29 日 日本 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御茶之水站改建工程 

─ 考察職安措施 

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東京總合車輛中心 

─ 車輛中心簡介、VR 教育訓練簡介、車輛 

   中心與職安相關管理及設備介紹 

5 月 30 日 日本 東武鐵道公司總部 

─ 職業災害防範交流 

─ 押上站高架工程職安措施考察 

5 月 31 日 日本  松山 東京站 

─ 車站安全設施及運作 

羽田機場至松山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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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文 

一、考察過程 

（一）5 月 27 日行程 

臺灣松山機場起飛下午 2:00 抵達日本羽田機場，從羽田機場至東京市區 

有京急電鐵或單軌電車(Tokyo Monorail)二種交通軌道運輸可以選擇。我

們為了解獨特的單軌電車設施及其運作，選擇搭乘單軌電車至市區。單軌

電車(Tokyo Monorail)是 1964 年配合東京奧運所興建的機場聯外鐵路系

統，在 1998 年之前單軌電車是唯一行經羽田機場的鐵路路線，目前隸屬

於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起點為羽田機場，終點為 JR 山手線浜松町站。 

    東京單軌電車只有一條路線，月台與開往方向都是固定的，車種有「空

港快速」、「區間快速」和「普通」三種。這三種車都不用劃位，起點、終

點及票價也相同，只差在中間的停靠站數不同：「普通」為每站皆停；「區

間快速」只停羽田機場各站、流通中心站、大井競馬場前站、天王洲 Isle 

站及浜松町站；「空港快速」則只停羽田機場各航廈，直奔終點浜松町站。

停靠站最少的「空港快速」，從羽田機場國際線航廈站到浜松町站只需 13

～14 分鐘，是相當方便的轉乘運具。 

 

圖 1  Tokyo Mono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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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為了搭乘 Tokyo Monorail 旅客的安全，在月台

上設有月台門(如圖 2)及列車可緊急停車之按鈕(如圖 3)，車廂設置寬大的

觀景窗讓旅客覽取高架路途市區整齊景物及羽田河兩岸景緻，並可毫無遮

掩看到列車駕駛的一舉一動，司機不只是動作純熟，尤其是恭謹的從業態

度，沿路確實進行號誌及進出各站之指差確認標準動作(如圖 4)。 

 

    圖 2  Tokyo Monorail - 浜松町站月台門 

 

 

 

 

 

 

 

 

 

 

 

 

 

 

 

           圖 3  Tokyo Monorail - 浜松町站月台上列車緊急停止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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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Tokyo Monorail - 駕駛員專心駕駛 

 

松町我們轉乘山手線列車來到住宿地大塚站，車站旁正在施作工

程，除了施工圍籬予以美化外(如圖 5)，並置放交通錐及派指揮人員防護，

以阻隔民眾靠近工地(如圖 6) 

 

 

 

 

 

 

 

 

 

 

 

   

圖 5 施工圍籬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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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 置放交通錐及指揮人員阻隔民眾靠近工地 

（二）5 月 28 日行程 

     1.至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總部聽取「THE OVERVIEW OF JR EAST」、「JR 

East’s Safety Measures」、「Health & Welfare Benefits of JR East」 及「JR 

East’s Labor accident prevention」簡報，以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交流。有

關 4 個簡報摘錄重點如下 

(1) THE OVERVIEW OF JR EAST 

  a.社名：東日本旅客鉄道株式会社 East Japan Railway Company 

b.設立時間：1987 年 4 月 1 日 

c.營運範圍：如圖 7 JR Group Map 營運範圍示意圖 

d.營業里程：7457 公里 

e.每日輸送旅客：約 1,800 萬人(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為世界最大量) 

f.每日列車班次：12,236 次（2018 年 3 月） 

g.社員數：54,880 人(2018 年 3 月 31 日) 

  h.事業内容：運輸業、車站空間利用業務、購物中心辦公室業務、廣 

   告及其他。 

  i.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 2017 年收入 273 億美元，其中本業收入佔 71% 

(193.83 億美元) ，副業收入佔 29%(79.17 億美元)；71%本業收入中

東京都會區即佔了 64%(124.05 億美元)。 

         j.未來主要發展計畫 

          (a).TOKYO STATION CITY 

             將東京車站改造為城市，於東京車站八重洲口側興建 Gran 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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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Tower 及 Gran Tokyo South Tower.，成為商業、文化、旅遊

中心，便利且舒適。車站歷史及傳統建築並予保留. 。 

          ( b).山手線品川車站改造為轉乘全球門戶，從品川車站到羽田機場最

快只要 11 分鐘(縮短 15 分鐘) 。 

( c).持續擴展 SUICA(SUPER URBAN INTELLIGENT CARD)多元支

付、區域及合作對象(如圖 8)，目前在 APPLE 手機已可以安裝

SUICA 應用程式，手機可以儲值也可以當作 SUICA 使用。 

    

 

 

 

 

 

 

 

 

       

 

 

 

圖 7  JR Group Map 營運範圍示意圖 

 

 

 

 

 

 

 

 

 

 

 

 

 

          圖 8  SUICA 多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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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JR East’s Safety Measures 

a.鐵路營運事故件數趨勢 

  1987 年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成立以來逐年的事故統計表(如圖 9)顯示

事故件數有明顯的降低，但平交道事故及人員死傷人數的下降卻相當

緩慢，而且有些事故儘管沒有導致營運中斷的事故，仍發生人員死傷

的情形。淺綠色的部分為自殺，可以見到從 2013 年開始持續每年都

有人自殺，他們說可能現代人的生活壓力太大了，為了防範自殺以及

旅客不慎掉落月台，2017 年山手線計劃改善的京浜東北線 24 個站和

根岸線的 6 個站計 30 個站均已完成改善。未來將同時擴大改善，計

畫到2032年底東京大都市區的所有主要線路車站含2017年改善完成

的車站合計將改善 330 個車站。另外藍色的部分為碰撞、出軌或起火

事故，當發生這類事故時國家運輸安全部門就會介入調查。 

    

 

 

 

 

 

 

 

 

 

 

 

 

 

 

圖

9  JR 

EAST 鐵路營運事故件數趨勢圖 

 

b.營運事故的風險管理 

   (a)事故必須澈底的分析及評量 

   (b)要特別注意尚未發生但可能造成旅客或員工傷亡的事件 

   (c)事故一定要以 4M 原則去分析發生原因並根據 4E 去擬定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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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Man、Machine、Media、Management 

4E：Education、Engineering、Environment、Enforcement 

由每項原因找出 4E 對策，如果每項原因都有 4E 對策，總共可以訂出

16 項對策。 

 

 

 

 

 

 

 

 

                      
 

 
圖 10  4M、4E 示意圖 

      c.五年安全計劃  

   (a) 2018 年 11 月，JR 東日本制定了五年安全計劃『2023 年集團安全計

畫』，計畫的二個目標「進化」和「改革」。由集團旗下公司、合作夥

伴公司一起，從「安全行動」開始追求「絕對安全」。所謂的絕對安

全指沒有旅客或員工因為事故而傷亡。 

   (b)2023 年的集團安全計畫中係以「每個人的安全行動的演變和轉變」、

「安全管理的演變和轉變」以及「積極利用新技術的安全設備的維護」

為主軸，並同時也將針對環境變化進行具體的努力。預計五年內與安

全相關的投資額約為 1.2 兆日元，追求絕對的安全。 

   (c)計畫基本原則 

Ⅰ.追求最高安全，提供讓旅客信任的服務。 

Ⅱ.以客戶為導向，提供優質服務，滿足客戶期望。 

Ⅲ.與地區合作，利用鐵路網路為地區發展做出貢獻。 

Ⅳ.鼓勵員工主動及自立，擁有廣闊的視野及勇於接受挑戰。 

Ⅴ.履行社會責任，維持集團持續發展。 

(d)事故的本質沒有理解，事故的發生很難降低，因此除了從已發生事故

中得到經驗，應要求每位同仁澈底發掘危害因子，的確理解去預防。 

(e)安全是每個人的責任，不是只有負責安全部門的人員有責任。要讓組

織中每個人視安全為己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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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積極應用創新科技，加強月台及平交道事故以及天然災害防範。 

(g)主要安全設備的強化 

  Ⅰ.軌道基礎強化、電力設備強化、車輛更新。 

  Ⅱ.月台門維護、研發月台門檢知機構減少夾傷事故。 

  Ⅲ.東京地區橋梁進一步抗震及加固，降低強震損害。 

  Ⅳ.強化軌道異物侵入偵測及預防。 

      (3) Health & Welfare Benefits of JR East 

  a. JR East 於地方設立醫院，於維修廠或基地設立診所之目的 

   (a)照顧同仁及其家人福利，同仁除每個月有 7000 日幣藥費外，醫院

的醫師不定期到同仁工作場所臨場服務。 

 (b)預防及治療肺結核。 

(c)治療在職同仁疾病及受傷。 

(d)回饋地方、彌補地方醫療資源的短缺。 

b.健康與生產力管理   

JR East 相信員工健康維護和促進活動是投資，可以提高未來的盈利能

力等。公司在管理理念下維護和努力改善員工健康以提高員工的活力

和生產力並激活組織，從而提高績效和提高組織價值，提高公眾的生

活質量。 

  

(4) JR East’s Labor accident prevention 

a. JR East 之三大職災為被撞、感電及墜落。如發生 3 大職災且為死亡

災害則稱為重大職業災害。 

b.自 1987 年至 2018 年統計，死亡職業災害有下降趨勢，因被撞及感電

致死職災已大幅減少，交通事故有增加趨勢(如圖 11)。 

c.自 2009 年後重大職業災害均為墜落致死(如圖 12) ，另外依 2008 年

至 2018 年之統計，墜落職災每年均會發生(如圖 13)，必須特別加強

防範。 

d.職災調查均是由鐵道事業本部轄下之安全企劃部進行調查，該部門除

了職災調查外，尚負責整個 JR East 之營運及職業安全之預防、調查

及考核。 

e.職業災害預防 

 (a)危險預知活動(KYT) 

由工地負責人或指定人員於勤前實施，針對可能遭遇危害提醒作業

人員，由作業人員複誦以提高對於危害之警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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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不斷的教育訓練讓每位員工有安全意識，從自身的安全行為做起，

遠比懲處或查核來的有效，因此安全企劃部每半年會至各單位確認

防止職災發生教育訓練成效。 

f. JR East 之安全綱領 

         (a).確保安全為交通運輸中最重要的使命。 

        (b)安全的確保是建立在確實遵守規章及嚴謹執行任務開始，以及不斷

的訓練。 

(c)勵行確認工作及徹底的聯繫，是確保安全最大的保障。 

(d)確保安全需超越職責之範圍與框架，並互相協力及執行。 

(e)有疑問時應冷靜周全考慮，並採取最安全之措施。 

g.如果覺得很危險，請停下火車 

         「安全」是保護人們的生命，「安定」是火車的準確性安全運行，對鐵

路來說都很重要，試圖攔下火車還為時不晚，如果不執行整個確認程

序，安全性將受到威脅，安全遠比列車準點重要，有關列車安全防護

訓練如圖 14。 

          

 
 
 
 
 
 
 
 
 
 
 
 
 
 
 
 
 
 
 

圖 

圖
         圖 11 - 1987 年至 2018 年死亡職業災害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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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1987 年至 2018 年三大職業災害死亡件數 

 
 
 
 
 
 
 
 
 
 
 
 
 
 
 
 
 
 
 
 
 
 
 
 

圖 13  2008 年至 2018 年三大職業災害死亡及失能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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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列車安全防護訓練 

2.交流議題 

 (1)本局各分支機構間有交叉查核之機制，JR East 是否也有此機制 

    JR East : 我們在平行單位間並沒有互相查核機制，但公司總部約每月

1 次會到各單位查核，每一次天數不等。 

 (2)列車司機員駕駛室有裝設攝影機記錄司機員駕駛是否遵守規定? 

    JR East : 駕駛室並沒有裝設攝影機，但為了防範司機員駕駛分心，目 

前規定司機員執行勤務手機一定要鎖在盒子裡。 

 (3)防範事故發生最有效方法為何?對於違反規定的同仁是否有懲處機制 

JR East : 事故發生以人的因素居多，讓員工本身都能重視安全及給予

員工不斷的教育訓練，應該是防範事故發生最有效方法。我

們很少懲處同仁，違規的員工就是不斷的教育訓練。 

(4)事故宣導是採用何種方式? 

   JR East : 我們會將事故拍成影片，於教育訓練時撥放給同仁觀看並進

行討論，除了事故的宣導外，對於不同單位的成功案例好的

做法我們認為應該也要分享予不同單位，大家一起成長進步。 

3. 本次至日本考察 JR East 出席人員如下 

  (1)國際事業本部企劃、國際交流部門: 

    次長橫山信行、課長君島由紀子、課員谷繪理子 

  (2 鐵道事業本部安全企劃部: 

    次長中川昌弥、課長佐久間淑光、副課長西崎篤司、課員染谷祐輔 

本日中午於 JR East 總部員工餐廳並與日方出席人員用餐(如圖 15) ，有

關 JR East 總部如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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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5 本局考察人員與 JR East 出席人員合影 

 

 

 

 

 

 

 

 

 

 

 

 

 

 

 

 

  

 圖 16  JR East 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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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5 月 29 日行程 

  考察 JR East中央線御茶之水站車站改建工程及 JR East東京總合車輛中心 

1. 御茶之水站考察車站改建工程 

(1) 御茶之水站周邊有許多大型醫院，在許多高齡乘客的請求下，2002

年周邊 8 醫院聯合向 JR 東日本提出增設無障礙設施，2006 年 12 月

下旬發起電梯、電扶梯設置連署運動，2008 年千代田區長也向 JR 

East 提出要求。JR 東日本在 2010 年 3 月 26 日發表本站將在 2010

年度年底進行無障礙設施整備。同日千代田也發表與 JR 東日本合作

進行站前廣場整備。整備內容包括線路上方架設人工地盤，付費區

內新設連絡通道，御茶之水橋口站房與聖橋口站前廣場整備。另外，

聖橋口站房移至人工地盤上，並增設電梯與電扶梯等無障礙設施。

(如圖 17) 

(2) 車站因位於東西兩側的聖橋及御茶水橋之間，以及北部神田川及南

部擋土牆間，地理位置受限，工程難度高，因此在神田川上建造一

個建築碼頭 (如圖 18) 。未建造建築碼頭前如圖 19。 

      

 

 

 

 

 

 

 

 

 

 

 

 

 

 

    圖 17 御茶之水站無障礙維護計畫概要 

  (摘錄自 JR EAST 2013 年 9 月 3 日關於 JR 中央線御茶之水暫無障礙維護

主體建設的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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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御茶之水站改建工程建築碼頭 

 

 

 

 

 

 

 

 

 

 

 

 

 

 

 

 

圖 19 御茶之水站 – 未建造建築碼頭前 

(摘錄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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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御茶之水站改建工程工地提供施工人員安全上下設備，施工人員並

確實將身上安全掛鉤勾掛於安全母索(如圖 20)、月台上旅客可能撞

及處施設泡棉包覆及地面漆黃漆提醒小心行走(如圖 21) 

 

 

 

 

 

 

 

 

 

 

 

 

 

 

 

 

         圖 20 安全上下設備及施工人員確實將身上安全掛鉤勾掛於安全母索 

 

 

 

 

 

 

 

 

 

 

 

 

 

         圖 21 旅客可能撞及處施設泡棉包覆及地面漆黃漆提醒小心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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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工程因月台上正在施工，人員材料會經由軌道至建築碼頭，且建築

碼頭距離軌道非常近(如圖 22)，人員存在極大被撞風險，因此本工程

風險管理首重被撞預防。JR EAST 表示，在與施工廠商協議組織會議

中，即要求施工廠商提出防範被撞對策及加強每日上工前勤前教育。 

 

 

 

 

 

 

 

 

 

 

 

                       圖 22 軌道旁施工應特別防範被撞  

2. JR East 東京總合車輛中心 

(1) 進入車輛中心後首先可以看到一個看板，上面顯示各科無災害持續

日數資料，下方「青」色是指這個月(5 月)吊架檢查過就在吊架上一

小處漆上青色，透過顏色管理，就可以很快發現還沒檢查的吊架(如

圖 23)。隨後由車輛中心總務科長岩原照實先生向我們介紹車輛中心

概要(如表 2)，另外並說明他們已將 VR 設備引入教育訓練，藉由觀

看 VR 頭盔中的影片，身歷其境體會各種危害可能造成的職災。我

們在這裡體會 15 分鐘的 VR 影片，戴上頭盔後我們很像真的從高空

墜落、在軌道上被撞、堆高機高速駕駛撞到同仁及走道上奔跑撞到

同仁，深深記住不遵守規定可能下場會很慘。岩原先生表示他們很

重視體驗情境的教育訓練，因此每位同仁及主管都已看過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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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3  各科無災害持續日數 

           表 2 東京總合車輛中心概要 (2018.6.1)    

社員數 
 【JR 東日本】603 名、【JR 東日本運輸服務有限公司】210 名、【JR 東日本 

 傳媒有限公司】29 名、【JR 東日本科技有限公司】205 名、【交通運輸設備 

 服務有限公司】130 名 

平均年齡 【JR 東日本】40.1 歲 

基地面積  236000 平方公尺 

維修車輛數  7259 輛(只有公布新列車數量) 

維修車輛形式 
 209 系(530 輛)、E217 系(745 輛)、E231 系(2599 輛)、E233 系(3207 輛)、 

 E235 系(220 輛)、E655 系(1 輛)  ※東京臨海高速鐵道車輛(80 輛) 

 

(2) 接下來車輛中心總務科長岩原照實先生帶領我們考察現場，首先看到 

車輛中心在品質、職業安全衛生、環境各方面均已通過認證    

 

 

 

 

   

 

           圖 24  品質、職業安全衛生、環境通過認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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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具顏色管理 

工具架上漆以各工具之形狀，每日收工要求各同仁確實將工具置回

工具架上，未置回之工具其顏色會非常醒目且一目了然。 

 

 

 

 

 

 

 

 

 

 

圖

                   圖 25  工具顏色管理 

(4) 防止被撞 

於軌道前劃設白色腳步提醒停下及設置指差確認牌子提醒同仁要做

指差確認無列車後再跨越軌道 

 

        圖 26  軌道前劃設白色腳步及設置指差確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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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止車輛誤動，維護車下或車輛附近工作人員安全 

車輛整備時於駕駛室外顯示移動禁止燈號、車頭旁掛上紅旗(如圖

27)，並於駕駛室鑰匙處掛上紅牌(如圖 28)，防止誤發動引擎。 

 

 

 

 

 

 

 

 

 

 

        圖 27  車輛整備時於駕駛室外顯示移動禁止燈號、車頭旁掛上紅旗 

 

 

 

 

 

 

 

 

 

                   圖 28  車輛整備時駕駛室鑰匙處掛上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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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止感電： 

進入有電車線軌道作業須先進行電力開關斷電並於開關掛上牌子，

以避免其他人員誤送電(如圖 29)。另外進入有電車線軌道應注意軌

道上所顯示燈號，紅色燈號為有電，綠色為已斷電(如圖 30)。 

 

 

 

 

 

 

 

 

 

 

 

 

 

 

            圖 29  電力開關斷電後於開關掛上牌子 

 

 

 

 

 

 

 

 

 

 

 

 

 

 

圖 30  軌道上所顯示紅色燈號為有電，綠色為已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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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防止小螺絲等小零件維修後遺落於車頂可能飛落傷人 

車頂維修作業預先規劃更換小零件數量，新零件置於零件盤內帶上

車頂，更換完畢之小零件置於零件盤內帶下來。 

 

 

 

 

 

 

 

 

 

 

 

 

 

 

                   圖 31  車頂維修零件盤 

 

(8)防止跌倒 

地面有高低差處所，於高低差交接處漆上黃色油漆以提醒注意高低差 

        

 

 

 

 

 

 

 

 

 

 

 

    圖 32 地面高低差交接處漆上黃色油漆以提醒注意高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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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防止墜落 

          為防止車輛架高後於車門開啟狀態下維修不慎墜落，維修時要求於車 

門設置臨時護欄(如圖 33)，並提供員工可安全上下之升降作業車 

，作業車上並可攜帶工具方便員工使用(如圖 34) 。 

 

 

 

 

 

 

 

 

 

 

 

 

 

 

圖 33 車門開啟狀態下維修於車門設置臨時護欄 

 

 

。 

 

 

 

 

 

 

 

圖 34 提供員工可安全上下之升降作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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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維修廠房乾淨明亮舒適 

圖 35 維修廠房乾淨明亮 

 

圖 36 舒適的維修廠房 - 提供溫度適中的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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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設置工作危害體驗館教育訓練同仁 

   各種防護具功能及正確穿戴介紹、化學品危害、搬重物正確姿勢、空  

   壓機軟管脫離可能打傷人、戴手套使用鑽孔機械未注意操作手套可能

捲入、微電流經過人體體驗、殘餘電流的威力、頭戴安全帽接受物體

掉落敲擊安全帽體驗、未正確使用安全帶於墜落時可能遭遇的危害。 

 

 

 

 

 

 

 

 

 

 

 

 

 

圖 37 頭戴安全帽接受物體掉落敲擊安全帽體驗 

 

 

 

 

 

 

 

 

 

 

 

 

 

 

        圖 38 微電流經過人體體驗 



27 

 

(12)本次考察結束，與車輛中心總務科長岩原照實先生及其 2 位同仁合

影留念(如圖 39)，並於車輛中心大門口與 JR EAST 本次考察辛苦安

排行程的谷繪理子小姐合影留念(如圖 40) 

 

 

 

 

 

 

 

 

 

 

 

 

 

 

     圖 39 與車輛中心總務科長岩原照實先生及其 2 位同仁合影 

 

 

 

 

 

 

 

 

 

 

 

 

 

 

 

圖 40 與 JR EAST 辛苦安排本次考察行程的谷繪理子小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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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5 月 30 日行程 

至東武鐵道公司總部交流職業災害管理作為及考察伊勢崎線押上站高架

化工程  

(1) 東武鐵道公司出席人員如下 

a. 鐵道事業本部施設部管理課長小武海篤史、課長補佐関根立文、主 

任金成晃人、軌道課主任渡邉將紀、改良工事部課長補佐二木邦明。 

b.經營企劃本部課長補佐住谷友宏、戰略經理簡佑宇小姐。 

(2) 軌道作業被撞之預防 

東武鐵道公司通常都在營運時間進行軌道維修保養工作。我們問他

們營運時間進行維修既危險又效率差，為什麼不在夜間封鎖時間帶

保養？他們竟然還說只要有五分鐘十分鐘的空窗，就會進入軌道保

養，前後派有瞭望員看護，安全照顧到了。他們又說這樣有效率且

經濟，員工也不愛夜間工作，除非計畫型的需長時間路權的更新軌

道，才會在夜間封鎖路線施作。養路人員都知道的事，白天去做軌

道調整或小局部整修，工作才會細膩精確。東武鐵道公司並向我們

說明有關他們對於軌道上工作的一些規定。 

a.瞭望員見到列車接近應立刻通知軌道上工作人員，瞭望員及工作人

員應立刻停止工作並面向列車舉起手臂。 

 

今

日

交

流

重

點

為 

 

 

 

 

 

圖 41 列車接近時軌道上工作人員及瞭望員應立刻停止工作並面向

列車舉起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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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列車通過後，工作人員進入軌道前現場作業負責人須先進行左右

監看及指差確認左無車、右無車，作業人員複誦一次並做指差確

認左無車、右無車後才能再進入軌道作業。 

 

 

 

 

 

 

 

 

 

 

                   圖 42 再次進入軌道作業應確實確認左右無來車 

c.教育訓練時讓同仁觀看路線工作防範被撞影片，左右影片同時撥

放，分別為列車接近路線上工作地點不同距離時列車司機員所見

以及路線上同仁所見，讓同仁了解路線上工作當有列車接近時，

迅速退避至路線外重要性。 

          圖 43 路線工作防範被撞教育訓練影片 – 駕駛員及路線上同仁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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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路線工作防範被撞教育訓練影片 – 駕駛員及路線上同仁所見 

( 3)職業災害預防 

a. 虛驚事件在萌芽的階段就要了解其發生原因並消除之，因為職災的

前身往往是曾經發生虛驚。東武鐵道公司在虛驚事件發生後會找

相關單位一起討論檢討發生原因及對策，連同施設部每月所開的

事故檢討會議紀錄，最後都會陳報到社長。 

b. 有關虛驚事件及職災事故的檢討，東武鐵道公司與 JR EAST 的做

法相同，嚴謹的要求三現主義，三現係指現地、現人及現物，即

找到事故(件)發生的相關人員、設施設備，於現地模擬發生經過，

找出事情發生的原因，而且要以 4M 去找原因，所謂 4M 即 Man、

Machine、Media 以及 Management，每項原因分別以 4E 去擬訂對

策，所謂 4E 即 Education、Engineering、Environment 以及

Enforcement。 

c. 虛驚事件或職災事故發生後，就檢討是否需增訂規定或目前規定需

要修改，並定期對同仁進行規定測驗，未通過就不可進場工作。 

d. 持續教育訓練可以有效預防職災發生，東武鐵道與 JR EAST 相同，

亦將 VR 引入教育訓練中，身歷其境體會各種危害可能造成的職

災。每位同仁及主管都已看過影片。 

e. 確保同仁身心狀況良好，可以降低同仁發生職災的機率，東武鐵道

公司每年對同仁做 2 次健檢並做 5 級分級管理，C 級以下特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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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另外東武鐵道有常設之醫療所，有自己的醫療團隊，有些健

檢在醫療所就可以做。 

            (4)考察伊勢崎線押上站高架化工程  

         a. 押上站位於東武鐵道公司總部的前方，因此東武鐵道公司人員帶領

我們考察進行中的押上站高架化工程。為了一窺整個工址全貌(如圖

45)，東武鐵道公司人員帶領我們至晴空塔旁高樓鳥瞰並做說明。押

上站前後端均已高架，只剩押上站未高架(如圖 46 紅色線部分)，高

架化後可消除一處平交道，增加營運安全。 

 

 

 

 

 

 

 

 

 

 

 

 

 

 

                         圖 45 押上站高架化工程工址鳥瞰 

         b. 押上站高架化工程目前正進行便線工程，人員被撞及感電風險須特

別注意防範，東武鐵道公司人員表示在與施工廠商協議組織會議

中，即要求施工廠商提出防範被撞對策及加強每日上工前勤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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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6 押上站高架化工程概要圖 

c.押上站高架化工程因包含整個站場之高架，高架部分需分為數次施

作，且軌道需多次切換，工程複雜度高(如圖 47)。因高架部分之施

工存在墜落之風險，已請施工廠商就高架施工妥為規劃施工計畫以

及預防墜落計畫。 

               圖 47 押上站高架化工程施工順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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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5 月 31 日行程 

本日早上來到 JR EAST 東京站考察車站安全及值得本局學習之措施，說

明如下 

   圖 48 任何人發現有立即危險都可以按下月台列車緊急停止按鈕停下列車 

 

 

 

 

 

 

 

 

 

圖 49 月台施工圍籬簡潔乾淨而且於轉角修圓並輔以綠白相間之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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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 列車上於開車前進行 3 次指差確認，手指前方並大聲說出 ALL RIGHT 

 

 

 

 

 

 

 

 

 

 

圖 51 查道工作 2 人一組，一人查道另一人負責瞭望，瞭望者手拿黃旗，背包

中放著時刻表、無線電及連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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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車廂與月台間之小渡板，清潔人員及隨車服務人員工作推車經過車廂月

台間順暢安全 

 

 

本次考察行程至此已結束，隨後前往羽田機場搭機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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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1.軌道運輸系統中人員是系統運作重要的一環，降低人為錯誤的因素

（human factor）所帶來的風險，對職災事故預防是非常有效，而主動的

預防措施就是去教育訓練員工的技能與安全意識，其效益遠超過在作業

中的查核、事故或虛驚檢討等事後被動的防制措施。尤其軌道運輸業面

臨環境的大變遷，諸如急遽的世代變化、事業體結構調整等，前所未有

的環境下工作，如何從動態的工作中，教育工作人員與周遭結構、機具

設備等的模擬操作經驗，是目前世界各國都在推行的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教育訓練。 

2.2002 年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在員工訓練中心，設置一個教育訓練作用的

事故歷史展示館，讓過往驚怵悲慘的事故情節與應變處置措施以實體展

示傳下去，時時警惕不被淡忘，從中學習到更深層的教訓，作為員工職

業安全與防止事故的教育訓練。目前 JR EAST 更採用豐富的數位標示景

窗，演繹與解說事故更容易也更有效的讓員工瞭解事故，致力於提高員

工安全意識。理論上，這構想是將所犯的錯誤揭露出來，而不是去掩飾

過失，作自我省思，以達教化的目的。也因為失敗案例比成功案例更會

觸發人心去反省，所以學習是省思，而不是經驗，這也給我們一個很好

的教育訓練推展參考方式。2018 年 10 月，JR 東日本集團擴建了事故事

故歷史展示館，旨在更深入地吸取過去事故的教訓，同時不忘記過去的

事故。在事故歷史展示館將發生過的 34 起事故和 80 起相關事件，清楚

地展示事故處理、事故原因和對策的發展。通過傾聽當時的經驗和信息，

努力使員工對事故預防和事故措施的思考更加嚴謹。新的展示館新增展

示了 2014 年 2 月在京濱東北線川崎站的一輛出軌的車輛(如圖 53)以及受

撞擊的施工車輛，並重現事故的情況。可以看到實際車輛的內部，每個

員工都感受到對事故的恐懼，將事故視為自己的事情，從各個方面考慮

導致事故的因素。 

3.軌道以及軌旁設施需要不斷的維護，才能確保列車營運的安全，此等維

護工作在在都需要維修人員沿著軌道檢查設備，或進入軌道進行調整或

養護工作。為確保沿線巡查或工作人員安全，目前東日本鐵道公司採用

軌道電路型（track circuit type 簡稱 TC 型）列車接近警示系統，以蜂鳴

聲響警示列車接近，避免巡查與維修人員遭列車撞擊。但必需是在軌道

電路的區間才能。為其他非軌道電路區間鄰軌工作安全，JR EAST 發展

一種「GPS 列車接近警告系統」，這種系統不需軌道電路提供列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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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藉由 GPS 技術定位列車所在位置。近年來這種 GPS 定位技術精準度

已有長足進步，因此東日本鐵道公司採用這種警示系統的路線逐漸擴張

中。 

4..2014 年二月在京濱東北線川崎車站的站場內，一輛鐵公路兩棲的維修工

程車進入尚未封鎖的路線，撞上一列空載客運列車，造成出軌事故。有

鑑於此，他們正全面在維修車輛上裝設 GPS 定位系統，以辨識維修車輛

位置，防止這類事故發生。台鐵工務單位從 1991 到 2006 年的統計，每

年都有三到六名道班遭列車撞擊，管理階層一直要引進各國採用最多的

軌道電路型（所謂 TC 型）列車接近警示裝置，但受制於電務單位顧慮號

誌干擾或訊號稀釋等影響行車保安設施的正常運作，都無法裝設這類防

護系統。到 2014 年龍井事故發生後，毅然決然放棄營運時間的隔斷路線

養護工作，除非緊急路線維修外，一律於夜間斷電封鎖時間帶養護路線

的措施，以消除這種嚴重危害。但還是有為維持正線營運不受中斷的緊

急維修，需要進入路線維修的情況，也一直有維修人員發生遭列車撞擊

的事故或虛驚，像 2016 年的新竹站號誌維修人員遭內灣線列車撞擊的事

故，單是最近一年來，也發生三件營運時間路線與號誌維修，均在另外

三位監看列車動態螢幕與兩端瞭望的防護失效下，險遭列車撞擊的虛驚

事件。為提高防護軌道旁工作安全，GPS 系統的列車告警裝置，應是台

鐵目前可參考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的替項措施。 

 

                

 

 

 

 

 

 

           圖 53 事故展示館展現京濱東北線川崎站的一輛出軌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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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由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提供的 1987 年~2018 年鐵路營運事故件數趨勢

圖(如圖 9)，可以發現平交道事故有明顯的減少趨勢，他們告訴我們為

了降低平交道事故，他們做了很多努力 

(1).增加平交道口警報系統的可見性和顯示標準化，以便行人和司機在

平交道口發生緊急情況時可以立即按下緊急按鈕。通過使用高亮度

反光板、英文標誌和象形圖(如圖 54)，使兒童和國外人士更容易使

用緊急按鈕。 

 

 

 

 

 

 

 

 

 

  圖 54 平交道緊急按鈕改善前後 

        (2).懸臂式警報機置於高處讓公路車輛駕駛及行人可以更容易看到標誌 

               

 

 

 

 

 

 

 

 

圖 55 懸臂式警報機置於高處 

(3).平交道設置全向性警示燈，公路車輛駕駛及行人從各方向可以見到 

警示燈閃爍(如圖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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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平交道設置全向性警示燈 

(4)減少障礙物檢知裝置偵測死角，障礙物檢測裝置是汽車等在平交道

路口中卡住，在這種情況下它是通過特殊發光的信號向列車通知路

線異常的系統。目前東日本旅客鐵道使用有 3 種，分別為環形線圈

法(如圖 57)、光射線(如圖 58)、三維雷射雷達(如圖 59)，初步看來以

三維雷射雷達偵測死角最少，後續建議本局可以研究各種形式及價

格優劣採用適合方式。 

 

 

  

圖 57 環形線圈法 

摘錄自東日本旅客鐵道株式會社網站 

圖 58 光射線方式 

摘錄自東日本旅客鐵道株式會社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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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9 三維雷射雷達(摘錄自東日本旅客鐵道株式會社網站) 

 

          6.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規模，拿他們一年單單廣告收入是最能挈領的說明，

國際部門的君島課長說是十億，我們笑著問是日元還是美金，她說當然是

美金。台鐵一年包括交割土地所有的收入，也不會超過兩百億台幣，頓時

領會到夜郎自大的懸殊內涵。他們附屬事業的營收已經佔全部營收的百分

之三十左右，這也是目前我們台鐵正積極發展的目標。考察行程安排多蒙

日方熱心協助，並給予從容討論與細膩的解說，顯現台鐵與日本鐵道業界

深厚的友誼。我們此行受益前人的蔭庇，就如同餐敘中他們所提到的 

，現在的安全是前人努力爭來的，我們現在的努力就是要給後人一個安全

的經營環境。這也是軌道業的特質，現在所有作為的後果不會在一年半載

就呈現出來，要三五年才會出現端倪，到時候儘管戮力扭轉，也不是短時

間內可以看到改變。就像歐洲人說的，他們現在享受的酒是祖父輩之前留

下來的，現在他們補進酒窖裏的酒，是留給孫子輩喝的。看看英國鐵道從

1997 民營化，到現在的蓬勃發展，其間起伏轉折歷程就是最好的印證。 

7.這次走訪日本東京的兩個鐵道事業，因為五天都在東京，逗留在辦公大樓

還有總合車輛中心（depot）時間長也較從容，能較深入觀察他們的辦公

作業環境，到處都是乾乾淨淨，物品桌櫃或牆上擺飾都是乾淨俐落，沒

看到任何刮痕積垢或褪色的陳設，給人清新輕爽的朝氣。特別是自然光

的採光，不管是各會議室、辦公室，甚至餐廳也都是有整面的帷幕景窗，

引自然光流落室內每個角落。就連東日本旅客鐵道總部的廁所，一如五

星級飯店，有俯瞰東京的帷幕景觀，教人神清氣爽。美國消費者滿意指

數（American Consumer Satisfaction Index）所指出的「顧客服務最差」榜

上名列前矛的，在「最糟工作場所」排行也是高居前矛，這邏輯反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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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成立。這也是我們相形多遜色之處，足資借鏡。 

8.本次日本考察深深感受到日方人員處理事情的嚴謹態度，例如東日本旅客

鐵道公司國際事業部的接洽窗口谷繪理子小姐從 2 月 15 日開始確認我們

提問的問題是否有遺漏並每 2 周確認我們的考察人員單位姓名、每周告知

我們安排的考察行程並詢問我們的意見，經過 3 個月往復的意見交換修正

至 5 月中旬才敲定考察的行程；這期間日方人員甚至曾多次去查看我們的

考察現場及安排細節。除了嚴謹的態度之外，在我們每位考察人員桌上的

資料擺放位置一致整齊，而且他們的精神飽滿，讓人感受他們的專業度及

敬業的精神。他們規定員工不可自己駕駛交通工具上下班，而且每個月都

提供同仁搭乘新幹線優惠，因而員工發生交通事故案件極少，這點值得我

們去研議。 

9.職安教育訓練往往都藉過往的失敗經驗，記取歷史教訓傳給其他人，避免

重蹈覆轍。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反其道，採用了所謂成功經驗分享（success 

point）的方式，也就是找做得最好的，又能一再維持績優單位的人員，來

發表其之所以能脫穎而出的做法，從正面的導向來激勵同儕。他們這種正

面引導的教育訓練方式，相較於我們目前檢討缺失，提高查核、交叉查核

的頻率措施等負面被動的檢討有不同思考，也與職安署一再強調「勤查嚴

懲」必奏效的觀念，大相逕庭，值得我們借鏡。 

10.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營業時間在東京車站 JR 線上實施查道工作，讓我們

看得相當驚訝，幾乎兩三分鐘就有列車進出，走一小段軌道就要避讓，不

過他們是兩人共同作業，一位看起來就是資深技術人員，另外一位是專責

擔任瞭望，從裝備跟監護的動作，很明顯的非常稱職。東武鐵道公司也是

營運時間，進行軌道維修保養工作。我們問他們既危險又效率差，為什麼

不在夜間封鎖時間帶保養？他們竟然還說只要有五分鐘十分鐘的空窗，就

會進入軌道保養，前後派有瞭望員看護，安全照顧到了。他們倒說這樣有

效率且經濟，員工也不愛夜間工作，除非計畫型的需長時間路權的更新軌

道，才會在夜間封鎖路線施作。 

11.養路人員都知道的事，白天去做軌道調整或小局部整修，工作才會細膩精

確。當車行速度高又要保持良好的乘坐舒適度，車輛維護與軌道養護兩者

的品質，相對要求就要提高且均衡。這也是跟我們現行方式大不相同，值

得我們再評估反思一下。普悠瑪雖然是傾斜列車，橫向阻尼較欠缺，彎道

提速對軌道衝擊大，但畢竟還是新車，乘坐舒適度並非理想，軌道養護品

質與週期，是否跟得上車行劣化軌道的速率，應該要審慎去評估挪到夜間

實施養路之效率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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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對於鐵道運輸安全意義，東日本鐵道公司特別倡導所謂「乘客有平和的心」 

(passenger’s peace of mind)之終極安全層次 (ultimate safety level)，其內涵

是唯有維持安全的鐵道運輸，所締造出穩定的鐵道運輸，乘客始能以平和

的心搭乘火車。標榜這是鐵道運輸安全的進化(evolution)三個層次(level)，

即從安全、穩定進化到乘客的平和心的三個層次。鐵道運輸最基本、最重

要的服務就是恪守時間表運轉，提供穩定的運輸。如果意外事件一再發

生，乘客就無法以平和的心搭乘這家鐵道運具。換句話說，當有不安全狀

況存在時，可能導致意外事故，從而中斷運輸的穩定，乘客搭乘時就無法

放心信賴列車會準時出發，準時到達。尤其是當要前往辦理一件重要的事

務，或是赴一個重要的約會時，會更加忐忑不安，就無法有平和的心搭乘

這鐵道。鐵道運輸追求的就是穩定的運轉，而安全就是達成穩定運轉的手

段。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標榜的安全進化終極層次。反思我們經營處境，不

提 6432 列車事故發生，沖擊大眾對我們運輸的信任。一直以來，我們都

在掙扎著維護行車安全的層次，尚猶惟恐未逮。接待我們的東日本鐵道公

司國際部門的主管，第一句話就是為我們 6432 事故難過與遺憾，而且僅

於如此，不再談下去，不讓我們難堪，更加深我們對這議題的感觸。我們

應傾全力專心一致去做維護同仁工作的安全，才能確保同仁的產品或服務

對象的安全，締造穩定的鐵道運輸，讓我們的旅客有著安穩平靜的心使用

台鐵的服務。這是我們長久以來的習性，終日營營碌碌，缺乏抽離的清明，

不要只習取人家成功的做法，更要有其素養與底蘊，能立摘星攬月的志

向，將安全視野再往高往遠著眼去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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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議 

      本次考察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及東武鐵道公司，從以上的心得建議我們

從幾個面向去精進 

     1.加強教育訓練設備 

(1)台鐵除司機員的模擬駕駛艙外，其他部門均未應用虛擬的科技。因此

此行回來，我們就籌措兩百萬進行一項職安先驅方案（pilot project），

將 VR 引入教育訓練以徵驗其效益。 

(2)未來於富岡基地新的員工訓練中心，規劃展示館展示台鐵過去一些事

故，讓同仁身歷其境體會事故的可怕，瞭解不遵守規定可能帶來的嚴

重後果。將事故視為自己的事情，從各個方面考慮導致事故的因素。 

     2.增進養護工作安全 

      (1)研議引入 GPS 系統的列車告警裝置，避免巡查與維修人員遭列車撞 

        擊。 

     3.降低平交道事故發生 

       (1)增加平交道口警報系統的可見性和顯示標準化，以便行人和司機在平

交道口發生緊急情況時可以立即按下緊急按鈕。 

       (2)將懸臂式警報機置於高處讓公路車輛駕駛及行人可以更容易看到標

誌。 

       (3)平交道設置全向性警示燈，提高可見性。 

(4)減少障礙物檢知裝置偵測死角，研究各種形式障礙物檢測裝置以及價

格優劣採用適合方式。 

    4.教育同仁以嚴謹琢磨的態度面對事故及工作 

 (1)對於事故及虛驚的依循三現、4M、4E 的原則深入探討原因及研擬對

策，確實的找到原因去防範再發生。 

(2).嚴謹的依據規定執行工作及澈底的聯絡確認。 

5.以成功經驗作正向激勵 

我們的職安教育訓練一直在檢討職災或虛驚發生原因，記取歷史教訓傳

給其他人，避免重蹈覆轍，但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及東武鐵道公司除了

檢討職災或虛驚發生原因，也將位職安管理優良單位的經驗定期分享各

單位，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6.檢討軌道維護工作時間對於軌道強度的影響 

東武鐵道認為白天去做軌道調整或小局部整修，工作才會細膩精確，所

以只要有五分鐘十分鐘的空窗，就會進入軌道保養。顯然他們對於路線

上作業防止被撞相當有信心，他們認為已經讓同仁接受扎實的教育訓練 

。現在我們的軌道養護工作除了搶修外都改至夜間進行，夜間的維護品

質如何我們可以去做個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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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提供員工舒適的工作環境 

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東京總合車輛中心於維修廠內增設空調，他們認為

讓員工在舒適的環境下有好心情修車，對於修車的品質會有保障，這點

值得我們借鏡。 

8.提供員工安全的工作設備 

 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東京總合車輛中心於維修廠內置有車輛維修用自

走式上下設備、以及維修車門時防止墜落之臨時欄杆，這是我們可以學

習防止員工發生墜落職災的措施。 

9 增強防呆措施 

 在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東京總合車輛中心維修廠內我們見到電車線斷

電後於電力開關掛牌之措施，並以不同顏色區分是員工或包商在工作，

而目前台鐵作法是斷電後於電力開關只掛鎖頭，因此東京總合車輛中心

維修廠的做法值得我們學習。另外禁止車輛誤動措施東京總合車輛中心

維修廠有車頭顯示禁止移動紅燈、車頭插紅旗及電門鑰匙掛牌 3 道措

施，這點也值得我們學習。另外軌道前劃設停止腳印我們已推行多時，

後續我們可以增加設立指差確認提醒牌以提醒同仁跨越軌道確實做好

指差確認，防止發生被撞職災。 

10. 鼓勵同仁搭乘大眾運輸降低發生交通事故機率 

 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規定員工不可自己駕駛交通工具上下班，而且每個

月都提供同仁搭乘新幹線優惠，因而員工發生交通事故案件極少。交通

事故一直是我們職災排名中第一名，而且以機車事故最多，因為我們很

多同仁都是以機車作為上下班交通工具。我們可以研議如何鼓勵同仁搭

乘大眾運輸工具以降低交通事故發生。 

11. 維持安全的鐵道運輸 

   唯有維持安全鐵道運輸所締造出穩定的鐵道運輸，乘客始能以平和的心

搭乘火車。標榜這是鐵道運輸安全的進化(evolution)三個層次(level)，即

從安全、穩定進化到乘客的平和心的三個層次。此行東日本旅客鐵道公

司及東武鐵道公司都強調唯有個人注重安全，整個系統才會安全，因此

持續教育訓練極為重要，而且要時常去檢核教育訓練有效性，在職安查

核時除了查核安全管理做為外，教育訓練辦理情形也應列入查核重點。

在營運安全方面，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有些做法值得我們參採(如附錄

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網頁資料)，建議本局營運安全處做深入的研究。

另為同仁都能持續的接受安全教育訓練，本局於 108 年 8 月 22 日「108

年度第 7 次安全管理委員會議」已將員工訓練中心主任納為安全管理委

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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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附錄 

一、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網頁資料 

  (一)JR 東日本鐵道株式會社事業概要 

 

 

圖 1-1  JR 東日本鐵道株式會社事業概要 

            

 

(二)運輸安全確保的系統 

   日本鐵鐵道事業法的修正及安全規章於 2006 年 10 月制定了。安全管理規章

對於高層經營者的安全確保責任和整體安全管理者(鐵道事業本部部長或者

有適於此職位的人)、運輸管理者(運輸車輛部門經理或者有適於此職位的

人)、乘務員指導管理者(與乘務員有關的區主任)的選任等，對於有關組織內

的人事及安全管理事項等有所規範，組織示意圖如圖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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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運輸安全確保的系統示意圖 

JR EAST 成立安全推進委員會作為鐵路業務的安全促進系統，總公司是由

鐵路業務總部負責人主持“鐵路安全促進委員會”，負責審議事故預防和

預防的基本政策，並促進安全措施。另外，由各分公司經理、運營總經理

主持的“地方安全推進委員會”，除了調查分支機構事故原因，預防事故

和促進安全活動等，組織與業務如圖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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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JR 東日本安全推進委員會 

 (三)安全文化的建立 

 1.正確的報告文化:正確報告發生的事故或事件，用於預防傷害發生。 

2.意識的文化:在導致事故/事件之前“消除事故的因”分享訊息並用它來預

防事故。 

3.碰撞和討論的文化:在調查原因時，會因交換各種意見造成爭議並進行腦力

激盪尋找潛在因素並找出有效的導正措施。 

4.學習的文化:在自己的工作場所之外發生的事故和事件，也要利用學習課程

將其鏈接。 

5.行動的文化: 最後一切都在確認安全的行動，這是它是支持安全的源泉。 

   6.絕對安全:從每個人的“安全行為”開始，如圖 1-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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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4 安全穩定運輸升級-絕對安全 

(四) 鐵路運輸保障系統 

    1.健全安全促進體制，行車安全責任制和行車無責任事故獎勵制度。 

2.開展技術培訓和技術比賽。 

3.為防範未然，加強對鐵路設備、機車車輛的維護管理，開發和引進新技術。 

4.建立行車安全號誌系統。 

5.確保平交道和路線的安全，積極安裝平交道安全設備。 

6.採用地震早期報警等先進防護技術，預防颱風、地震、邊坡滑動等自然災

害造成之危險。 

(五) JR 鐵路以行車安全方核心，保障旅客運輸安全為重點，系統配套發展鐵路

安全技術裝備、制訂、修訂有關行車安全的規程、法規和標準，加強安全管

理，完善行車安全保障體系，具體做法如下: 

1.大力發展安全檢測技術，建立監測、控制和管理決策為一體的高度資訊化

的安全盤控制網路。 

2.採用新材料、新技術、新工藝，大力提高運輸設備的可靠性。進一步完善

檢修體制，對於關鍵零組件進行壽命研究，進行壽年管理，制訂科學的檢

修標準，不斷提高檢修質量，具體作法如圖 1-5 所示。 

3.研究土石流、洪水、邊坡滑動、塌方、落石、岩溶坍塌等重大自然災害的

防治、預報預警技術，研究開發鐵路災害預警預防系統。 

4.研究事故救援、快速搶修和長隧道消防技術與裝備，加速救援手段現代  

化。發展平交道安全保障設備，減少平交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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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大力提高行車人員素質，研究應用人機工程理論，改進設備機機具，改善

工作環境和條件，減少人為事故。 

 

(六) 集團安全計劃 2018 

1.JR 東日本過去實施了五梯次的安全五年計劃，安全管理自成立以來最重

要的問題。目前正在實施的”2018 年集團安全計劃-努力增強個人實力，創

造團隊合作”。參與鐵路的每個人都將致力於提高安全水平，整個集團將努

力實現“絕對安全”。 

2.在 2018 年集團安全計劃中，明確“目標方向”，例如“完全由內部原因引

起的事故”之後製定了具體措施。還有促進人才培育與開發，以應對安全

問題，例如踏實的技術傳承和學習面對事故的可怕，以便加強安全管理系

統。此外，預計五年內與安全相關的投資額約為 1 兆日元，運轉事故的件

數如圖 1-6，投資統計如圖 1-7 所示。 

(七) 保護月台上旅客的安全 

1.月台門興建 

     為預防旅客摔落在月台，被火車撞擊事故的一項措施，正在努力推動月台

門。2017 年已改善京浜東北線的 24 個站和根岸線的 6 個站完成改善。計

畫到 2032 年底，東京大都市區的所有主要線路車站（含 2017 改善完成的

30 個車站）合計將改善 330 個車站。 

2.月台內側建立點狀的警示磚線 

  月台內側建立點狀的警示磚線以區分月台內部和外部。針對每天上下車的

乘客數量超過 10 萬人的車站改善工程已經完成，現在正為超過 1 萬人以

上的車站進行改善，如圖 1- 8 及圖 1-9 所示。 

 

圖 1- 5 推動鐵道技術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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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8 點狀的警示磚線 圖 1- 9 點狀的警示磚線 

 

 

 

 

 

  

圖 1 - 6 鐵道運轉事故的件數 圖 1 - 7 安全投資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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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台 0 事故運動 

近年來，醉酒旅客引發的事故有所增加。為了防止這些事故，月台的安全

要求旅客合作的活動展開，宣傳海報如圖 1-10 所示。電車車門快關上的瞬

間，快速地跑進列車裡的人，伴隨著很大的危險，當你覺得危險時，請按

下緊急按鈕、呼喚其他人，宣傳海報如圖 1-11 所示。 

 

  

圖 1- 10 月台 0 事故運動-醉酒旅客 圖 1- 11 月台 0 事故運動-強行乘車 

 

4.在列車的前後端安裝感應器，如果感應器未檢測到基準點，則表示停車位

置不當，也無法打開門，可以防止旅客跌落月台，如圖 1-12 所示。 

   5.車站的月台或大廳安裝高辨識率監視錄影機，如圖 1-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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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2 列車前後端月台感應器 圖 1- 13 高辨識率監視錄影機 

(八) 平交道 0 事故運動 

     要求正在通過平交道的行人和司機合作實施「平交道 0 事故運動」，宣傳海

報及動畫如圖 1- 14 及 圖 1-15 所示。 

 

 

 

圖 1-14 平交道 0 事故運動-海報 圖 1-15 平交道 0 事故運動-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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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防災訊息系統 

    1.JR 東日本防災信息系統概要圖如圖 1- 16 所示。 

 

 

圖 1-16 防災信息系統概要圖 

 

2.安裝的主要防災氣象觀測設備數量如表 1-1 所示。 

表 1-1 防災氣象觀測設備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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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地震觀測體制.JR 東日本防災信息系統概要圖如圖 所示。 

新幹線早期地震檢測系統，沿新幹線沿線共安裝了 105 個地震儀。初始震

波（P 波）早於地震的主要運動（S 波）到達它可以更快地檢測和停止列

車。此外，為了應付東京都市地震和內陸地震，正在通過增加更多地點來

加強地震觀測系統。JR 東日本裝置地震檢測裝置區分沿線、海岸、內陸，

共計 135 處。如表 1-2 及圖 1- 17。 

 

 

  

表 1-2 地震檢測系統數量統計 圖 1- 17 地震檢測系統位置圖 

(十) 防風柵之設置 

1.為了減輕風力造成鐵路運輸的影響，設置防風柵欄是有效方法，新設位置

如表 1- 3 所示。除了風速計實際觀察到的風速之外，還預測了最大風速，

即使超過了這個數值，透過強風報警系統監控，在限制運轉條件下也能維

持安全運轉。實施風速調節運轉速度的風速觀測，增加風速計以加強測量

系統，風速計之増設數量如表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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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3 防風柵之設置 表 1- 4 風速計之増設 

 

 

 

(十) 車站及車廂之安全 

日本鐵道公司對安全極為重視，在車廂中都有張貼防處爆裂物之作法(如圖

1-18) 。另外，火車駕駛艙與車長室透明度高(如圖 1-19)，旅客可以看到執

勤中駕駛與列車長之一舉一動，間接監督駕駛執勤，提高列車安全度，並

可供生動活潑的鐵道教育及體驗。 

  
圖 1- 18 張貼防處爆裂物之作法 圖 1- 19 透明車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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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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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武鐵道公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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