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其他） 

 

 

 

 

 

 

高雄機廠遷建潮州及原有廠址開發計畫

─CL131 標檢修設備工程廠驗查證作業 
 

 
 
 
 
 
 
 
 

服務機關：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姓名職稱：正工程司         謝進崑         

                           副工程司         陸進財 

                           副工程司         劉重民 

                           幫工程司         李銘寬 

                           工務員           劉志豪  

                           助理工務員       黃春穎 

                 派赴國家/地區：塞爾維亞/克拉古耶瓦茨 

                 出國期間：108 年 10 月 3 日至 108 年 10 月 11 日 

                 報告日期：108 年 12 月 23 日 

                                                                                                                                                                



目錄 

壹、 前言   ........................................................................................................................... ....1                                                                                                                                  

貳、 廠驗查證目的  ................................................................................................................  2                                        

參、 廠驗查證成員及行程簡介  ........................................................................................... 3                                

一、廠驗查證成員   ...................................................................................................... 3 

           二、行程簡介   ................................................................................................................4 

肆、 廠驗查證內容暨鐵道相關業務訪   ..............................................................................5                                       

一、 廠驗查證程序與檢(試)驗項目   ..........................................................................5 

(一) .廠驗查證程序   ..................................................................................................5 

1.目的   .................................................................................................................5 

2.設備檢(試)驗單位之核備程序   ................................................................... 5 

3.設備工廠檢驗及試驗流程   ...........................................................................6 

4.設備於進場後之管理   ....................................................................................6 

5.對設備檢(試)驗之管制方法   .........................................................................7 

6.應用表單及使用說明   ....................................................................................7 

(二) .廠驗檢(試)驗項目   ...........................................................................................7  

           1. 前置作業   .......................................................................................................7 

           2.檢(試)驗項目及對應圖面   ........................................................................8~17 

                       3.後續作業   .......................................................................................................18 

                       4.任務圓滿達成   ...............................................................................................18 

二、 MIND 鐵道專業園區暨 SIEMENS 參訪   .....................................................18~20                     

三、市區輕軌車輛(Light Rail Transit, LRT)   .............................................................20 

(一).塞爾維亞輕軌現況   ...................................................................................20~21  

(二).我國軌道產業現況   ...................................................................................21~22 

伍、 廠驗查證心得與建議   ...................................................................................................23                                   

一、廠驗查證心得  ...................................................................................................23~24 

           二、廠驗查證建議   .................................................................................................24~26 

 陸、附錄:廠驗檢(試)驗項目及紀錄表單   ......................................................................Ι~Ⅴ 

 

 

 

 



表次 

表 1 廠驗查證作業   .....................................................................................................................1 

表 2 廠驗項目表   .........................................................................................................................2 

表 3 本局廠驗查證人員一覽表  .................................................................................................3 

表 4 廠驗查證行程表   ................................................................................................................4 

表 5 設備檢(試)驗之核備程序   .................................................................................................5 

表 6 設備檢(試)驗流程圖   ..........................................................................................................6 

表 7 工廠檢驗及試驗紀錄表   ....................................................................................................7 

表 8 設備檢(試)驗項目及對應圖面   .........................................................................................8 

  



圖次 

圖 1 本局新購地下式頂升設備全貌   .....................................................................................1 

圖 2 頂升設備尚未升起時   ......................................................................................................1 

圖 3 頂升設備升起使車體升高   .............................................................................................1 

圖 4 頂升設備將轉向架升起以利拆卸   .................................................................................1 

圖 5 本局派赴國外廠驗查證人員合照(1)   ............................................................................3 

圖 6 本局派赴國外廠驗查證人員合照(2)   ............................................................................3 

圖 7 領隊致贈 IME-AUTOLIFT 負責人禮物   ........................................................................7 

圖 8  IME-AUTOLIFT 公司人員簡介   ....................................................................................7 

圖 9  產品輸出實績(含本局)   ..................................................................................................7 

圖 10 廠驗前起始會議   .............................................................................................................7 

圖 11 設備正面圖   ......................................................................................................................9 

圖 12 設備立面圖   ......................................................................................................................9 

圖 13 設計圖面確認   ..................................................................................................................9 

圖 14 設計圖面確認   ..................................................................................................................9 

圖 15 設計圖面確認   ..................................................................................................................9 

圖 16 設計圖面確認   ..................................................................................................................9 

圖 17 設計圖面確認   .................................................................................................................10 

圖 18 設計圖面確認   .................................................................................................................10 

圖 19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10 

圖 20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10 

圖 21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10 

圖 22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10 

圖 23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11 

圖 24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11 

圖 25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11 

圖 26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11 

圖 27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11 

圖 28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11 

圖 29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12 

圖 30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12 

圖 31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12 

圖 32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12 

圖 33 主要結構檢查及數量清點   ............................................................................................12 

圖 34 主要結構檢查及數量清點   ............................................................................................12 

圖 35 主要結構檢查及數量清點   ............................................................................................13 

圖 36 主要結構檢查及數量清點   ............................................................................................13 

圖 37 主要結構檢查及數量清點   ............................................................................................13 

圖 38 主要結構檢查及數量清點   ............................................................................................13 



圖 39 主要結構檢查及數量清點   ............................................................................................13 

圖 40 主要結構檢查及數量清點   ............................................................................................13 

圖 41 主要結構檢查及數量清點   ............................................................................................14 

圖 42 主要結構檢查及數量清點   ............................................................................................14 

圖 43 尺寸檢查   .........................................................................................................................14 

圖 44 尺寸檢查   .........................................................................................................................14 

圖 45 尺寸檢查   .........................................................................................................................14 

圖 46 尺寸檢查   .........................................................................................................................14 

圖 47 尺寸檢查   .........................................................................................................................15 

圖 48 尺寸檢查   .........................................................................................................................15 

圖 49 控制盤功能測試   .............................................................................................................15 

圖 50 控制盤功能測試   .............................................................................................................15 

圖 51 控制盤功能測試   .............................................................................................................15 

圖 52 控制盤功能測試   .............................................................................................................15 

圖 53 控制盤功能測試   .............................................................................................................16 

圖 54 控制盤功能測試   .............................................................................................................16 

圖 55 安全功能測試   .................................................................................................................16 

圖 56 安全功能測試   .................................................................................................................16 

圖 57 安全功能測試   .................................................................................................................16 

圖 58 安全功能測試   .................................................................................................................16 

圖 59 空載測試   .........................................................................................................................17 

圖 60 空載測試   .........................................................................................................................17 

圖 61 負載測試   .........................................................................................................................17 

圖 62 負載測試   .........................................................................................................................17 

圖 63 負載測試   .........................................................................................................................17 

圖 64 負載測試   .........................................................................................................................17 

圖 65 廠驗後工作檢討會議(1)   ................................................................................................18 

圖 66 廠驗後工作檢討會議(2)   ................................................................................................18 

圖 67 全體人員大合照(1)   ........................................................................................................18 

圖 68 全體人員大合照(2)   ........................................................................................................18 

圖 69 MIND 鐵道專業園區 LOGO   ...........................................................................................19 

圖 70 領隊與 MIND 解說人員交換名片   ................................................................................19 

圖 71 MIND 解說人員簡介  .........................................................................................................19 

圖 72 與 MIND 材料試驗區人員合影   ....................................................................................19 

圖 73 SIEMENS 廠房外觀   .........................................................................................................19 

圖 74 與SIEMENS 公司人員合影   ...........................................................................................19 

圖 75 SIEMENS 接待人員現場解說   ........................................................................................20 

圖 76 SIEMENS 廠房採光   ........................................................................................................20 

圖 77 SIEMENS 廠房軌道鋪設   ................................................................................................20 

圖 78 SIEMENS 廠房電纜導線鋪設   ........................................................................................20 



圖 79  4 節式輕軌電車   ...........................................................................................................21 

圖 80  4節式輕軌電車轉向架   ................................................................................................21 

圖 81  2 節式輕軌電車   ...........................................................................................................21 

圖 82  2 節式輕軌電車轉向架   ................................................................................................21 

圖 83 高雄輕軌環狀線   .............................................................................................................22 

圖 84 淡海輕軌藍海線   .............................................................................................................22 

圖 85 輕軌車輛-LRT(1)   ............................................................................................................24 

圖 86 輕軌車輛-LRT(2)   ............................................................................................................24 

圖 87 無線遙控地下頂升設備簡報(1)   ...................................................................................25 

圖 88 無線遙控地下頂升設備簡報(2)   ...................................................................................25 

圖 89 護帽、反光背心、護目鏡、鞋套  ...................................................................................26 

圖 90 全副職安穿戴護具  ...........................................................................................................26 

圖 91 護帽正面  ............................................................................................................................26 

圖 92 護帽反面  ............................................................................................................................26 

 

 

 

 

 

 

 

 

 

 

 

 

 

 

 

 

 

 

 

 

 

 

 

 

 



壹、 前言: 

項次 設備編號及名稱 廠驗查證時程 廠驗查證國家
(地區) 

1 025 地下式頂升設備 108/10/03~108/10/11 

塞爾維亞 

(克拉古耶瓦茨) 

   緣本局專案工程處辦理「高雄機廠遷建潮州及原有廠址開發計畫─CL131 標檢修設

備工程」，有關設備編號 025-地下式頂升設備於原製造商( IME-AUTOLIFT)出廠前，因應

契約履行標的之規定，依契約圖說並由甲方(本局)指派人員，會同監造及承商赴原廠進

行廠驗查證作業(表 1)。 

   本設備屬臺鐵局第 1 套引進之地下頂升設備(圖 1)，係應用於日後電聯車車輛編組維

修之頂升作業，且可克服各車型頂升點不同之設計(不僅限於單一車種)，目前國內已有

台灣高鐵及捷運公司具同類型設備運用中(圖 2~4)，亦都有不錯的實績成效。 

   高雄機廠(以下簡稱本廠)乃負責本局客、貨車車輛三級維修保養，肩負營運車輛之行

車安全至關重要，希望藉由此次赴國外辦理檢修設備廠驗之同時亦能參訪或觀摩與車輛

維修相關業務，藉以精進維修技術與品質，因此經由本處積極接洽及研議，終獲相關單

位之配合及安排，並利用製造商更換測試設備之空檔，一便作鐵道車輛相關業務參訪及

觀摩，故將於『肆、廠驗內容』中特別製作「MIND 鐵道專業園區暨 SIEMENS 參訪」

及「市區輕軌車輛」等 2 個單元，希望能對本局車輛維修相關業務有所裨益。 

 

 

 

 

 

 

 

 

 

 

 

 

 

 

  

圖 1:本局新購地下式頂升設備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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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廠驗查證作業 

圖 2: 頂升設備尚未升起時 

圖 3: 頂升設備升起使車體升高 
圖 4: 頂升設備將轉向架升起以利拆卸 

 



貳、 廠驗查證目的: 

    廠驗主要目的為設備暨材料出廠前，親赴製造廠進行查驗以瞭解原廠之製造品質並

避免不合格品或瑕庛品進入工地，可免除因設備進場檢驗不合格造成廠商後續不必要之

時間、人力及運輸費用浪費，並為確保製程進度、品質符合需求暨避免進口後另予衍生

爭議。爰據本工程施工規範及契約相關規定，由立約商擬具廠驗計畫按程序報請本局核

定後，由本局派員會同監造單位及立約商代表於設備出口前赴設備製造地-塞爾維亞克

拉古耶瓦茨(原製造廠 IME-AUTOLIFT)，督導重要檢修設備檢視暨進行相關設計製造過

程之研討、查驗。 

為使施工品質達到品質管理標準之要求，依據規範對各項施工及材料訂定檢驗

程序，規定其適用範圍、方法、設備、時機、紀錄等，藉由檢查量測方式管制限止點之

檢驗簽核，俟合格後方可繼續執行下一步工作，以保證所使用之材料、組件及各項作業

均能符合品質標準要求。 

     本工程主要設備─025 地下式頂升設備中間檢查廠驗檢(試)驗施工項目，申請檢

(試)驗之主要設備廠驗項目如下表(表 2)所示: 

 

 

項次 設備編號名稱 廠驗檢(試)驗項目 檢(試)驗標準 

1 
025 地下式頂升

設備 

1.設計圖面確認 

2.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3.主要結構檢查及數量清點 

4.尺寸檢查 

5.控制盤功能測試 

6.安全功能測試 

7.空載測試 

8.負載測試 

依契約檢修設備規

範─025 地下式頂升

設備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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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廠驗檢(試)驗項目

表 



參、 廠驗查證成員及行程簡介 

  一、廠驗查證成員: 

    本次廠驗查證作業由本局專案工程處高雄機務施工隊謝隊長進崑(領隊)及成員

5 人(表 3、圖 5、圖 6)，率同監造單位 (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 人)及立約商 (大

同股份有限公司 5 人)，共計 12 人，於 108 年 10 月 3 日出發，至 108 年 10 月 11 日

止，總計 9 日，結束廠驗查證作業行程返國。 

表 3:本局廠驗查證人員一覽表 

 

高雄機務施工隊    正工程司         謝進崑             男  

高雄機務施工隊    副工程司         劉重民             男 

高雄機務施工隊    副工程司         陸進財             男 

高雄機務施工隊    幫工程司         李銘寬             男 

高雄機務施工隊    工務員           劉志豪             男 

    專案工程處        助理工務員       黃春穎             男 

  

 

 

 

 

 

單位

 
 單位 

職稱 性別 姓名 

 

  

圖 5 本局派赴國外廠驗查證人員合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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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本局派赴國外廠驗查證人員合照(2) 



二、行程簡介: 

   有鑑於去程並無桃園直飛奧地利維也納機場國際線班機，必須先飛抵泰國曼谷機場

暫停後再原機飛往奧地利維也納機場，故時間上就多了約 2 個多小時，飛抵維也納後再

轉搭國內線班機至塞爾維亞貝爾格勒；回程則由維也納機場直飛桃園機場，來回皆搭乘

本國長榮航空公司國際班機。 

   本次廠驗查證事屬『單一設備、單一國家、單一地點』查驗，所以排定廠驗行程雖

為 9 日，但扣除來回搭機時間及中間放假日，實際廠驗日期僅為 10/7(一)及 10/8(二)2 日，

行程可說是很緊湊，惟能圓滿順利達成上級交付任務才是此次國外廠驗最大使命。 

表 4:廠驗查證行程表 

廠驗日期:108 年 10 月 3 日~108 年 10 月 11 日 

日期 地點 行程說明 

10/3(四) 臺灣~維也納 
BR61 長榮航空 桃園機場(TPE)22:30→8:35+1(曼谷

暫停) →維也納(VIE) 

10/4(五) 維也納~貝爾格勒 
OS773 維也納(VIE)13:05→貝爾格勒(BEG)14:10 

住宿: 貝爾格勒(Belgrade) 

10/5(六) 貝爾格勒 
廠驗資料整理 

住宿: 貝爾格勒(Belgrade) 

10/6(日) 貝爾格勒 
廠驗資料整理 

住宿: 貝爾格勒(Belgrade) 

10/7(一) 
貝爾格勒~ 

克拉古耶瓦茨 

上午: 貝爾格勒→克拉古耶瓦茨(Kragujevac) 

下午:檢修設備編號 025─地下式頂升設備廠驗查證

(製造商:IME-Autolift) 

住宿: 克拉古耶瓦茨(Kragujevac) 

10/8(二) 
克拉古耶瓦茨 

~貝爾格勒 

上午:MIND& SIEMENS 軌道專業園區參訪 

下午:檢修設備編號 025─地下式頂升設備廠驗查證 

克拉古耶瓦茨→貝爾格勒 

住宿: 貝爾格勒 

10/9(三) 貝爾格勒~維也納 
OS774 貝爾格勒(BEG)15:05→維也納(VIE)16:20 

住宿:維也納 

10/10(四) 維也納~臺灣 
BR66 長榮航空 維也納(VIE)12:30→桃園機場(TPE) 

6:30+1 

10/11(五) 臺灣桃園 桃園機場(TPE)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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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廠驗內容暨鐵道相關業務參訪 

  一、廠驗查證程序與檢(試)驗項目 

   (一)廠驗查證程序  

1.目的: 

         為使施工品質達到品質管理標準之要求，依據規範對各項施工及材料訂定檢驗程

序，規定其適用範圍、方法、設備、時機、紀錄等，藉由檢查量測方式管制限止點之檢

驗簽核，俟合格後方可繼續執行下一步工作，以保證所使用之材料、組件及各項作業均

能符合品質標準要求。 

         

2.設備檢(試)驗之核備程序(表 5): 

 

 

 

 

 

表 5:設備檢(試)驗之核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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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設備檢(試)驗流程(表 6): 

 

 

4.設備於進場後之管理: 

設備經甲方查驗合格後，依現場指定位置擺設整齊，不合格品部份，則隔離待退

並張貼標籤禁止取用。 

 

表 6:設備檢(試)驗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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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對設備檢(試)驗之管制方法: 

設備進場前實施自主品管檢驗作業，經查驗完成後申請甲方查核，不合格品部份，

則隔離待退並張貼標籤。 

6.應用表單及使用說明: 

    針對本工程設備檢(試)驗方法，依據品質計劃內容所訂定之自主檢查表項目品管

制度並報請甲方執行工廠檢 驗 及 試 驗 程序（表 7）所示，其表單應用及使用說明參照

自主檢查表實施。 

 

表單名稱 頁次 

025 地下式頂升設備測試紀錄表 附錄Ι~Ⅴ 

 

 (二)、廠驗查證檢(試)驗項目  

    1.前置作業:包括人員介紹、公司簡介、產品實績、起始會議(圖 7~圖 10)。 

 

 

 

 

 

 

 

 

 

 

圖 7:領隊致贈 IME-AUTOLIFT 負責人禮物

禮品 

 

圖 8:IME-AUTOLIFT 公司人員作簡介 

  

圖 9:產品輸出實績(含本局) 圖 10:廠驗前起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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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設備檢(試)驗紀錄表 



  2.設備檢(試)驗項目及對應圖面(表 8): 

 

項次                設備檢(試)驗項目                   對應圖面 

 

1.0                   設計圖面確認 

2.0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3.0                   主要結構檢查及數量清點 

4.0                   尺寸檢查 

5.0                   控制盤功能測試 

6.0                   安全功能測試 

7.0                   空載測試 

8.0                   負載測試 

9.0                   備註 

 

 

 

 

 

 

 

 

 

 

 

 
 
 

圖 13~圖 18 

圖 19~圖 32 

圖 33~圖 42 

圖 43~圖 48 

圖 55~圖 58 

圖 59~圖 60 

圖 61~圖 64 

圖 61~圖 64 

附錄Ι~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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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設備檢(試)驗項目及對應圖面表 



025-地下式頂升設備 廠驗檢(試)驗項目相片 
工程名稱：高雄機廠遷建潮州及原有廠址開發計畫-CL131 標檢修設備工程 

主辦機關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專案工程處 

監造單位 :台灣世曦顧問有限公司 

承攬廠商：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  

 

`   

圖 13: 1.0 設計圖面確認 圖 14: 1.0 設計圖面確認 

`   
 圖 15: 1.0 設計圖面確認: 

       1.1 升降裝置序號:0493/Bogie Lift 1 

 圖 16: 1.0 設計圖面確認: 

       1.1 升降裝置序號:0493/Bogie Lift 2 

圖 11:設備正面圖 圖 12:設備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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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7

7 

108.10.7 

108.10.7 108.10.7 

108.10.7

7 

108.10.7

7 



 

 

  
 圖 17: 1.0 設計圖面確認: 

       1.1 升降裝置序號:0493/Bogie Lift 3 

 圖 18: 1.0 設計圖面確認:  

       1.1 升降裝置序號:0493/Bogie Lift 4 

  
 圖 19: 2.0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2.1 結構樑顏色：RAL 9005 

 圖 20: 2.0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2.1 結構樑顏色：RAL 9005 

  
 圖 21: 2.0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2.1 結構樑膜厚標準:240μm 

 圖 22: 2.0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2.1 結構樑膜厚量測：351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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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7 

108.10.7 108.10.7 

108.10.7 108.10.7 

108.10.7 



 

 

`  
圖 23: 2.0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2.1 結構樑膜厚量測：349μm  

圖 24: 2.0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2.1 結構樑膜厚量測：291μm  

`   
圖 25: 2.0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2.1 結構樑膜厚量測：269μm  

圖 26: 2.0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2.2 舉升軌及移動件顏色：RAL 1028 

`   
圖 27: 2.0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2.2 舉升軌及移動件顏色：RAL 1028 

圖 28: 2.0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2.2 舉升軌及移動件顏色：RAL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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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7 108.10.7 

108.10.7 108.10.7 

108.10.7 108.10.7 



 

  
圖 29: 2.0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2.2 舉升軌及移動件膜厚量測：286μm 

圖 30: 2.0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2.2 舉升軌及移動件膜厚量測：277μm 

  
圖 31: 2.0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2.4 控制盤顏色：RAL 7035 

圖 32: 2.0 外觀顏色及膜厚檢查: 

2.4 控制盤顏色：RAL 7035 

  
圖 33: 3.0 主要結構檢查及數量清點︰ 

      3.1 轉向架頂升機舉升柱#1 無損傷、形變及鏽蝕 

圖 34: 3.0 主要結構檢查及數量清點︰ 

       3.1 轉向架頂升機舉升柱#1 無損傷、形變及鏽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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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7 108.10.7 

108.10.7 108.10.7 

108.10.7 108.10.7 



 

  
圖 35: 3.0 主要結構檢查及數量清點︰ 

    3.5 (側承)車體架台#1 無損傷、形變及鏽蝕 

圖 36: 3.0 主要結構檢查及數量清點︰ 

    3.5 (側承)車體架台#1 無損傷、形變及鏽蝕 

  
圖 37: 3.0 主要結構檢查及數量清點:  

      3.8 控制盤無損傷、形變及鏽蝕 

 

圖 38: 3.0 主要結構檢查及數量清點: 

      3.8 控制盤無損傷、形變及鏽蝕 

 

  
圖 39: 3.0 主要結構檢查及數量清點: 

      3.9 轉向架頂升機阻輪器無無損傷、形變及鏽蝕 

圖 40: 3.0 主要結構檢查及數量清點: 

      3.9 轉向架頂升機阻輪器無無損傷、形變及鏽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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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7 108.10.7 

108.10.7 108.10.7 

108.10.7 108.10.7 



 

`   
圖 41: 3.0 主要結構檢查及數量清點:  

      3.11 馬達:220V，3.75kW，F，IP55 

 

圖 42: 3.0 主要結構檢查及數量清點: 

      3.11 馬達:220V，3.75kW，F，IP54 

 

`   
圖 43: 4.0 尺寸檢查: 

     4.1 轉向架頂升機舉升螺桿#1：TR70x8mm 

圖 44: 4.0 尺寸檢查:4.1 轉向架頂升機舉升螺桿 

#1：TR70x8mm(實測外徑: 69.18mm) 

`   
圖 45: 4.0 尺寸檢查:4.1 轉向架頂升機舉升螺桿

#1：TR70x8mm(實測螺距: 8.08mm) 

圖 46: 4.0 尺寸檢查:  

      4.6 (側承)車體架台#1：TR80x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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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7 108.10.7 

108.10.7 108.10.7 

108.10.7 108.10.7 



 

  
圖 47: 4.0 尺寸檢查:  

  4.6 (側承)車體架台#1：TR80x10mm (實測外徑: 79.86mm) 

圖 48: 4.0 尺寸檢查: 

  4.6 (側承)車體架台#1：TR80x10mm (實測螺距: 10.09mm) 

  
圖 49: 5.0 控制盤功能測試︰ 

      5.1 鑰匙鎖定之控制開關功能 

圖 50: 5.0 控制盤功能測試 

      5.1 鑰匙鎖定之控制開關功能 

  
圖 51: 5.0 控制盤功能測試︰ 

    5.4 緊急開關功能測試(緊急停止/重置解除) 

圖 52: 5.0 控制盤功能測試︰ 

   5.4 緊急開關功能測試(緊急停止/重置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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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7 108.10.7 

108.10.7 108.10.7 

108.10.7 108.10.7 



 

  
圖 53: 5.0 控制盤功能測試︰ 

      5.5 控制燈號測試 

圖 54: 5.0 控制盤功能測試︰ 

   5.6 觸控螢幕功能測試(應顯示高度、誤差) 

  
圖 55: 6.0 安全功能測試︰ 

      6.1 轉向架頂升機上極限開關(最高)測試 

 

圖 56: 6.0 安全功能測試︰ 

      6.6 (側承)車體架台螺帽磨耗感測裝置測試

試： 

 

  
圖 57: 6.0 安全功能測試︰ 

      6.6 (側承)車體架台螺帽磨耗感測裝置測試 

圖 58: 6.0 安全功能測試︰ 

      6.7 (側承)車體架台壓力感應裝置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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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7 108.10.7 

108.10.7 108.10.7 

108.10.7 108.10.7 



 

`   
圖 59: 7.0 空載測試: 
 7.2 (側承)車體架台上升速度：大於 430mm/min (實測 516mm/min)   

圖 60: 7.0 空載測試:  
 7.2 (側承)車體架台下降速度：大於 430mm/min (實測 522mm/min) 

`   
圖 61: 8.0 負載測試︰ 
8.2 (側承)車體架台支撐能力：20 噸(實測 3 分鐘加壓 20 噸) 

圖 62: 8.0 負載測試︰ 
8.2 (側承)車體架台支撐能力：20 噸(實測 3 分鐘加壓 20 噸) 

  
圖 63: 8.0 負載測試︰ 
8.2 (側承)車體架台支撐能力：20 噸(實測 3 分鐘加壓 20 噸) 

圖 64: 8.0 負載測試︰ 
8.2 (側承)車體架台支撐能力：20 噸(實測 3 分鐘加壓 20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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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7 108.10.7 

108.10.8 108.10.8 

108.10.8 108.10.8 



  3.後續作業: 本次參與單位廠驗後召開工作檢討會議(圖 65、圖 66)。 

 

 

 

 

 

 4.任務圓滿達成:本次參與單位於廠驗完成後大合照(圖 67、圖 68)。 

 

 

 

 

 

 

二、MIND 鐵道專業園區暨 SIEMENS 參訪: 

    MIND-Milanovic industries Park 鐵道園區(圖 69~71)位於本次廠驗行程地克拉古耶瓦

茨，是塞爾維亞境內新成立的一個軌道專業園區，惟目前該區尚在興建及招商中，並未

全面建設完成，進駐的廠商不多，本設備的原製造商( IME-AUTOLIFT)日後亦將進駐本

園區。據園區接待人員表示，塞國擁有廉價的土地及勞工成本、穩定的氣候環境、人民

普遍具外語溝通能力優勢，近年該國政府正大力辦理各項職業訓練，希望培訓優質的技

術人才，以便投入生產行列；另外，本園區亦設置完善的材料實(試)驗室(圖 72)，提供

獨立驗證機構，或許不久的將來該園區便可水到渠成。 

    本園區為招商打開知名度，商請世界大廠西門子(圖73、圖74)進駐該園區作為號召。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SIEMENS）為德國的一家跨國企業，其電子與電機產品是全球業

界先驅，並活躍於能源、醫療、工業、基礎建設及城市業務等領域。西門子智慧運輸相

 

 

 

 

圖 67:全體人員大合照(1) 

圖 65:廠驗後工作檢討會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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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廠驗後工作檢討會議(2) 

圖 68:全體人員大合照(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7%A8%E5%9B%BD%E4%BC%81%E4%B8%9A


關產品：長、短距離鐵路車械、火車頭、裝置及系統；鐵路電氣化設備、系統；鐵路連

鎖、中控系統；火車自動化控制；道路交通設備與系統，包含交通偵測、導航訊息、 有

軌電車、火車磁懸浮列車、軌道交通車輛等(節錄自維基百科)。本局鐵路車輛系統相關

零組件亦有所採用該公司產品，故對此公司亦抱持相當期待，想一覽世界大廠的生產流

程及管理制度，但礙於商業機密對生產部門僅提供參觀但嚴禁攝影，惟對已落成尚未啟

用廠房開放拍照，即使如此也難能可貴了，對於軌道車輛生產廠房採光、規劃設置、動

線佈置等一一留下深刻印象(圖 75~圖 78)。 

 

 

 

 

 

 

 

 

 

 

 

 

 

 

 

 

圖 70:領隊與 MIND 解說人員交換名片 

 

  

 
 

 

圖 69:MIND 鐵道專業園區 LOGO 

圖 71:MIND 解說人員簡介 圖 72:與 MIND 材料試驗室人員合影 

圖 73:SIEMENS 廠房外觀 圖 74:與 SIEMENS 公司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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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89%E8%BD%A8%E7%94%B5%E8%B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89%E8%BD%A8%E7%94%B5%E8%B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AB%E8%B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AB%E8%B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B%8C%E9%81%93%E4%BA%A4%E9%80%9A


 

 

 

 

 

 

 

 

 

 

 

 

 

三、 市區輕軌車輛 (Light Rail Transit, LRT) 

(一) 塞爾維亞輕軌現況: 

    於塞國貝爾格勒(Belgrade)市區舉目所見之大眾運輸系統中，除公共汽車、計程車

外，就屬這種輕軌電車(LRT)，一般為 2~4 節(可拆編組)、低底盤轉向架，行駛於市區道

路系統，和所有交通工具共用道路，屬於 C 型路權，據觀察，本市區機、腳踏車鮮少，

大、小型汽車特多，且該國用路人於道路行駛速度頗快，但一般皆會禮讓行人優先。親

眼目睹汽車行駛於輕軌電車後方，前方電車停站載客，後方汽車亦停下，電車停多久，

汽車便停多久，並不會因此而亂按喇叭或超車，直至電車駛離汽車也才起步，這景象令

人印象深刻。暫宿貝市 2 天期間也未見路上有發生交通事故，我國目前僅高雄環狀線及

淡海綠山線設置有輕軌電車，然持反對意見者最大疑慮便是人車共用路線，恐肇生交通

事故，輕 軌 不 像 捷 運 或 鐵 路，雖 然 同 屬 有 軌 電 車，但 部 分 路 段 或 交 叉 路 口 ，

 

 

 

 

圖 75:SIEMENS 接待人員現場解說 圖 76:SIEMENS 廠房採光 

圖 77:SIEMENS 廠房軌道鋪設 
圖 78:SIEMENS 廠房電纜導線鋪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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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 會 與 平 面 汽 /機 車 混 合 使 用 道 路 ， 這 的 確 是 肇 生 交 通 事 故 一 大 隱 憂 ，塞國

雖為歐洲國家，但並非實力強國，之所以可以維持交通順暢，所仰賴的就是國民守法精

神，故我國在發展輕軌等公共運輸系統，教育民眾守法實成為最重要的當務之急。 

 

       

       

  

 

 

 

 

 

 

 

 

   (二).我國軌道產業現況: 

   「前瞻基礎建設」及「國車國造」為政府近年力推的兩大重要計畫，期望藉由台灣

高鐵、臺鐵及捷運輕軌等指標多路並進，在政策引導之下，集結國內廠商形成生態鏈，

由交通部負責籌組的鐵道產業聯盟（R-TEAM）今年也正式成軍，加速軌道工業發展。 

   鐵道局指出，發展軌道產業為政策發展重要方向之一，交通部希望由多面向同步推

動，例如，針對新製車輛零組件持續推動研發工作，成立軌道技術研究暨驗證中心，負

責研擬軌道系統技術規範與標準，建立軌道產品研發、測試、檢驗與驗證等技術，並整

合國內既有技術能量，協助國內軌道產業逐步提升關鍵技術自主能力。 

  

  

圖 79:4 節式輕軌電車 

圖 81:2 節式輕軌電車 

圖 80:4 節式輕軌電車轉向架 

圖 82:2 節式輕軌電車轉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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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系統建置以輕軌車輛(圖 83、圖 84)建設為優先方向，並已將相關法規公布，

預計民國 115 年輕軌車輛國產化目標將從 40％提升至 70％，高鐵、臺鐵等則朝向維修

備品國產化發展，並訂定 KPI，期望逐年達成目標。 

   台灣高鐵表示，政府推動軌道產業發展，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啟動後，為積極

回應政策，內部特別成立「軌道工業本土化專案小組」專責，針對高鐵未來 10 年所需

的維修物料、設備、系統更新及技術服務等四大方向進行本土化需求盤點，再經評估、

遴選出國內廠商有能力研發製造或提供技術服務項目，預估可釋出約 170 億元本土化商

機。 

   台灣高鐵亦參與政府成立跨部會的軌道產業推動會報及工作小組，並配合其軌道產

業發展策略，協助研訂軌道系統採購作業指引、制定不同軌道系統間的通用規格，期望

達到「採購標的最大化」、「降低全生命週期成本」、「提升國內供應比例」，以及「提

升可靠度及安全度」等四大目標。 

   據交通部預估，國內鐵道建設未來商機將達 2 兆元，全球鐵道市場年產值將近 7 兆

元，交通部先前在 R-TEAM 鐵道科技產業聯盟成立大會上即宣示，將帶領本國廠商一同

參與，打造台灣自有軌道工業生態鏈。 

   據了解，R-TEAM 國家隊之成軍，主要考量鐵道系統所涉技術橫跨車輛、號誌、通

訊、供電、軌道、土建等不同軟硬體領域，建設金額龐大且具技術整合難度，又面臨國

際大廠競爭，所以由交通部帶領國內優秀廠商，從政策、技術、市場、外銷等不同層面，

整合各界意見與實務經驗，以建立鐵道產業發展策略及藍圖。 

   台灣車輛公司看好在節能減碳趨勢下，大眾運輸將成主流，尤其軌道運輸更是全世

界重視的內需建設，台灣也不會缺席在外，近年投入軌道工業包含汰舊換新、軌道工程

建設等約 5,000 億元，提升軌道工業本土化是政府與企業共同努力的目標，不僅有助增

加就業機會，還能帶動 GDP 成長 (~本章節內容截自 108.10.31 工商時報~)。 

 

 

 

 

 

 

 

 

  

圖 83:高雄輕軌環狀線（截自風傳媒）

Storm） 

 

 

圖 84:淡海輕軌藍海線（截自風 St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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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廠驗查證心得與建議  

一、廠驗查證心得: 

    (一).早期運輸車輛系統所需維修配備，隨著經濟繁榮及大家生活活動需求大幅成長，

行的需求增加外，對於行的運輸安全需求亦漸嚴苛，故運輸車輛已漸無法滿足所需，為

因應時代趨勢，本廠遂依計畫建置更新、更廣、更精、更有效之維修車輛基地，並設置

上述條件之設備來扮演往後高效率、高技術、高維修率、高妥善率之維修機構的重要角

色。 

    本局或監造審定核可各類設備器材，經由承商製造、組裝，監造執行廠驗，本局執

行廠驗查證程序後，成為一完整之檢修設備，此一工程期間製造廠商在廠內均建立有完

整之品質管制制度 (如：進料檢驗、自主檢查、成品檢驗等過程)，本局經由確實執行進

廠前查證，建立起完整檢修設備機制後，製造廠商設備由出廠、運輸、吊運、安裝至受

電試運轉，此一施工期間尚有很多影響製造品質下降甚至損壞的機率，如何延續完整之

廠製品質，以至受電使用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更長，製造商、承攬商自應建立完整之施

工品質管制制度，本局執行出廠查驗，以維護設備之品質。 

     本工程 025 地下式頂升設備出廠前廠驗查證工作，製造商(IME-AUTOLIFT)位於歐

洲塞爾維亞的克拉古耶瓦茨市，另以西門子公司為首的軌道車輛工業園區

(MIND-Milanovic industries Park )，其園區為新開發基地並陸續建設中，廠商涵蓋研發、

設計、組裝、試驗、設備製造及業務推展等不同廠家，本設備製造商即為園區內廠商之

一，建設完成之廠房建築由通風、透光、隔音等設施均採一次到位的先進工法，就如我

國目前所推行的綠建築與正發展中的智慧建築上的前瞻性概念廠房；其餘如職安設施、

作為、規劃等嚴格執行與彈性作法，亦值得我們借鏡與參考。 

   (二). 之前高雄輕軌又再度發生擦撞意外，雖然雙方 並無大礙，但輕軌未來

極可能成為許多地方的新興大眾運輸工具，使 輕軌的營運 安全 就時常被放大檢

視。一般而言，使用道路均有不同的權利與義務，路權也一共分為三種 : 

1.A 型路權：為完全與地面交通隔離，如 高速公路 、高鐵、 捷運等。  

2.B 型路權：類似 A 型路權，不過仍保有優先通行權，如 區域鐵路 、輕軌等。 

3.C 型路權：則與地面交通完全混合，例如 公車、有軌電車 等。  

從高雄輕軌與正在興建中的淡海輕軌來看，是屬於 B 型路權型態，有專屬行

駛空間、高架路線（淡海輕軌）等，但到了地面或交叉路口時，則完全與地面

交通混合使用道路。不過由於列車仍行駛於鐵軌上，一般用路人（汽 /機車等）

應該遵從號誌 指示禮讓輕軌列車，才不會影響列車行駛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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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雄輕軌為例，在路口由於沒有鐵路專用平交道或柵欄，另型採用專屬輕軌

標示牌，提醒所有用路人注意輕軌設施和列車行駛路線，在鄰近軌道路口所標

示的「黃色禁止標線」區，所有車輛一律不得停等，在汽、機車行經輕軌的共

用路權區時，也不得搶黃燈和闖紅燈，若違規者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罰處 (圖 85、圖 86)。  

    輕軌雖然行駛速度不快，承載量也不如鐵路或捷運那樣大，但由於有專

屬鐵軌與行進路線，列車還是有一定的重量以及煞車距離。因此其他用路人在

交叉路口遇到列車通過時，就算 無號誌提醒也必須優先禮讓輕軌列車，不僅保

障其他用路人安全，也能讓輕軌列車更順暢行駛。  

 

 

 

 

 

 

 

 

 

 

 

 

 

 

 

 二、廠驗查證建議: 

    (一). 無線遙控地下頂升設備(Wireless Systems) 

    025 地下式頂升裝置屬本工程大型設備之一，因應本局新購車輛 600 輛城際列車(12

輛/組)及 520 輛通勤客車(10 輛/組)，皆為電聯車編組，將於明年度陸續交車並投入營運，

隨之而來的年度進廠三級檢修工作亦刻不容緩。高雄機廠遷建潮州新廠後，電聯車維修

保養工作將成為日後主要業務之一，而車廂頂升裝置又為電聯車維修工作的最主要設備，

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潮州新廠於遷廠建設計畫初期即規劃有兩套地下式頂升設備，然為配合計畫期程，

第一階段先行設置 1 套，另 1 套僅預設管線，留待日後再行設置，故所預留管線係依據

 

在 平 面 道 路 上 ， 輕 軌 設 有 黃 色 禁 止 標  

線 區 ， 所 有 車 輛 一 律 不 得 停 等 或 逗 留 ， 

避 免 影 響 輕 軌 列 車 行 駛 。 (~截 自 網 路 ~) 

 
 

圖 85:輕軌車輛-LRT(1) 圖 86:輕軌車輛-LR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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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製造商之設備管線為基準，惟日後採購第2套，深不知管線是否會有相容性之疑慮，

有鑑於此，本次廠驗製造商(IME-AUTOLIFT)於簡報中有介紹到『無線遙控地下頂升設

備』(圖 87、圖 88)，顧名思義就是頂升機的控制台不受傳統方式須固定設置點，他是採

無線控制方式，就類似在操作遙控飛機的原理，只要手持遙控器，在有效距離內便可輕

易控制頂昇機作用，這倒是很新穎的設計，人員可作更彈性的操作，惟這次行程並沒能

看到實體設備及測試成效，故暫無法作為評估依據，但起碼已藉由此次參訪獲得最新市

場資訊，可作為日後設置的參考建議。 

 

 

 

 

 

 

 

    (二). 職安方面配備 

    於 MIND-Milanovic industries Park 軌道園區簡介結束後，將進入生產園區參觀前，

依照慣例先由職安人員作參觀動線的危害告知，一如我國職安規定作法，也是先作口頭

條文宣導，然後再由進場人員一一簽名確認，這很制式的常態本無須贅述，但令我們較

感驚訝的是園區發給每個人一個手提紙袋，起先大家還以為是紀念品，但打開一看才恍

然大悟，原來裡面裝的就是以下圖片(圖 88、圖 89)所示的職安配戴用護具，經清點為:

安全小便帽、反光背心、護目鏡及安全鞋套，雖屬簡易型，但就職安規定之佩戴護具來

說該有的都有了，且用手提袋包裝精美分送到參訪人員手上，著實令人對園區單位的親

切接待及用心留下美好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一般參訪人員頂多只是穿戴安全帽及反光背心而已，少有全副穿戴齊

全的，一方面是因為安全帽真的很笨重、又悶熱，大多數人都戴不住，但園區單位改用

布帽型(內襯附塑膠護片，圖 91、圖 92)，不僅輕便，也不覺得笨重、悶熱；另外就是安

全鞋，我們的職安規定對於參觀人員並無強制性，所以一般都不多作要求，然而園區所

發給各位的是一種前半截只有鞋頭，後半截為簍空帶狀的鞋套，材質為橡膠，穿時外鞋

也不用脫，僅需將鞋套套入鞋子，再將鞋跟拉上就好了，穿脫相當方便；惟國情不同，

上述護具不見得可以適用於本地法規，但好的創意或許可作為我們職安參考的選項也不

無可能。 

  

圖 87:無線遙控地下頂升設備簡報(1) 圖 88:無線遙控地下頂升設備簡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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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9:護帽、反光背心、護目鏡、鞋套 

 
圖 90:全副職安穿戴護具 

 

  

圖 91:護帽正面 

 

圖 92:護帽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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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廠驗檢(試)驗項目紀錄表單(Ι~Ⅴ) 

 
Ι 

廠驗檢(試)驗項目: 



 

 

 
Ⅱ 



 

 

 
Ⅲ 



 

 

 
Ⅳ 



 

 

 
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