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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追求安全，努力不懈地累積 

我們公司在 2005 年 4 月 25 日在福知山線塚口站至尼崎站之間發生了非常嚴

重的事故，造成了 106 名寶貴的客人喪生和 563 人受傷。再次，我們向遇難者致

以深切的哀悼之意，並向受害者致以最誠摯的道歉。 

「我們將永遠不會再次發生像福知山線列車事故這樣的事故」這是 JR 西日

本集團的責任，也是我們的堅定決心。我們必須將福知山線列車事故的沉重反省

和教訓傳承到未來，真誠而不懈地努力。因此，兩年前我們制定了「實現安全所

不可或缺的觀點」，並致力於提升安全性，為建立安全的鐵路做出努力。 

在這次制定新的中期鐵路安全計劃時，我們回顧了過去五年的工作並提出了

問題。 

為了建立「組織全體確保安全的機制」和「安全至上的風氣」，我們從每個

人都停下來「具體考慮風險」開始，以確保安全為首要判斷和行動。 

我們致力於建立和完善以「安全管理審查」為核心的安全管理機制，並推動

風險評估的實施，以提取新的措施和日常操作中存在的風險。 

此外，JR 西日本集團的每一個人都通過「不假思索地停止列車、停止工作

等」具體的安全最優先判斷和行動，以及從現場出發的深思熟慮再行動等方式，

積累了安全意識。 

然而，在此期間，我們仍然發生了嚴重損害安全和信任的事件，特別是今年

1 月在京都地區及周邊對降雪的應對中出現了多個疏忽，給許多旅客帶來了巨大

的困擾和負擔。考慮到旅客的情況，我們將確實考慮安全，持續追求安全，並堅

持不懈的努力。為了實踐這一目標，我們認為有必要重新檢驗並改善迄今為止推

進的機制，以及內外部組織之間的合作，從旅客和現場出發重新評估並進行改

善。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管理層將帶領全體員工從現場出發，強烈意識到「以客

戶為重，滿足期望」，以加深對安全的關注，並逐漸形成組織文化。 

以經營層為首，每一位員工將共同分享「安全優先」、「以客戶為重」、「自主

進取」、「與夥伴共同努力」、「以觀點為基礎」這五個重要價值觀，積極培養主動

的安全意識，同時努力認識彼此，坦誠地發表意見，透過挑戰不斷學習，創造出

一個心理安全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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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將加強並擴充設施，如車站月台和人行道的安全措施，防災減災、

地震應對、車輛更新、防犯措施、勞工安全等方面，同時重新審查和改進制度和

規則，以提高這些措施的有效性。 

每位 JR 西日本集團的成員都意識到我們所負有的責任，即承擔著珍貴的乘

客生命的保護，並履行「安全地將乘客帶到目的地」這一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使

命。 

我們將實踐以客戶為重、滿足期望的安全最優先的意識，努力贏得社會的信

任。為此，管理層將堅定決心，發揮領導能力，推動安全最優先方針的普及和具

體的安全措施。 

我將站在前頭，帶領 JR 西日本集團團結一致地努力，建立一個「讓乘客感

到安心、信任的鐵路」。 

 

2023 年 3 月 22 日 

代表取締役社長 

長谷川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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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追求更高的安全水準，並以「絕不再次發生像福知山線列車事故一樣的

災難」為不變的決心，我們制定了「2027 年西日本 JR 集團鐵路安全行動計劃」。

為了滿足客戶的期望並贏得社會的信任，西日本 JR 集團將全力以赴實施此計

劃。 

1. 鐵道的安全 

(1)鐵道系統 

○1 鐵道的安全 

 鐵路運輸存在著各種風險，當列車啟動時會引發這些風險。安全狀態是指在

已知風險保持在可接受範圍內的同時，預測並控制因環境變化等而產生的新

風險，使其保持在可接受範圍內。 

 為了建立安全的狀態，不論法規如何，必須在有效結合硬體和軟體，構建整

個鐵路系統的安全保障機制的基礎上，提取風險並採取對策，以防止可能引

發重大事故的事故發生。 

 此外，為了維持安全狀態，需要適應變化等進行設備的新建和改善，以及制

度和規則的變更，並且要從整個鐵路系統的角度進行適當實施，同時了解現

場實際情況，確認變更是否產生新風險，進行修正。僅通過這種不懈努力，

才能提供給顧客安心可靠的安全運輸服務，以及客戶所期望的安全和穩定。 

 因此，如果預計風險超出可接受範圍或無法確認安全，必須立即停止列車運

行。 

②人與機械的協調 

 鐵路的安全性是通過車輛、軌道、號誌等技術的進步以及從許多嚴重事故中

獲取的教訓，建立起來的安全機制來實現的。 

 安全機制是一個複雜且多方面的系統，但基本的組件包括剎車系統、閉塞系

統和閉塞裝置等。這些組件通過引入新技術等進行了不斷的改進。閉塞系統

從手動的平板式發展到自動閉塞系統，閉塞裝置從機械式發展到電氣式的綜

合電路和電子聯動裝置。此外，為了防止乘務員發生號誌錯誤，還開發了自

動列車停車系統等備份功能，以應對人為錯誤。 

 從假設「人」會意外出錯的角度出發，人為錯誤被視為結果而非原因。因此，

重要的是不斷提升支持安全的防護設施，使其達到高水平，同時推進發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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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出現人為錯誤的裝置和設備，以實現人與機械更好的協調，提高鐵路

系統的功能。 

③技術 

 為了安全地運行列車，需要在機械、電氣、土木、材料等工程領域不斷進步，

應用先進的技術來設計、製造、修理和材料等，構建鐵路系統，並制定適當

的規則。 

 此外，還需要確保它們能夠可靠地營運，並持續進行與技術進步相對應的改

進。 

④人才 

 從事列車營運、支援鐵路系統設計和維護、制定規則的是「人」，我們每個人

都應認識到自己作為「主角」在支持安全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並將其付諸

實踐。努力確保擁有和培養能夠支持安全的人才，促進各個系統的專業發揮

和系統之間的協作。 

 此外，每個扮演支持安全角色的個體都是不可替代的重要存在。除了確保列

車營運的安全外，也必須確保工作人員的安全。 

⑤人為因素 

 支持安全的「人」在不經意間可能會出現錯誤的負面因素，但另一方面，他

們具備機器和電腦程式無法替代的非常優秀的能力，可以在意外情況下靈活

地做出適當的應對。 

 因此，理解這些人為因素的雙重面向，推進規則的優化等工作，並通過訓練

使人員能夠在異常情況或緊急情況下冷靜地採取以安全為優先的行動是必不

可少的。 

(2)安全最優先的企業文化 

 「經營層」將發揮領導力，同時強烈意識到他們負有保護乘客寶貴生命的責

任，並建立以安全為首要的管理體制。 

 在此基礎上，「經營層」、「間接部門・現場管理者」和「現場第一線的員工」

將忠實地履行各自的角色。 

 在了解人為因素的基礎上，我們將多方面分析原因，重視預測風險並採取預

防措施。通過「經營層」、「間接部門・現場管理者」和「現場第一線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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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對話，加強上司和下屬之間的溝通，促進各系統和組織之間的協作。

同時，我們將評價每個人在安全方面的具體思考行為，將其累積、共享，從

而建立「安全最優先的企業文化」。 

 

(3)確保組織整體安全的機制 

 根據「運輸事業者安全管理推進指南」，我們致力於建立和改善「組織全體確

保安全的機制」。這個機制由「管理層」、「間接部門和現場管理者」以及「現

場第一線的員工」共同確保安全。 

 為了使這個機制有效發揮作用，「管理層」需要發揮領導作用，制定計劃並執

行，進行檢查和修正，持續進行 PDCA 循環非常重要。 

 除了針對過去事故等的應對措施外，我們還著重建立風險評估和準確掌握傳

遞安全信息的機制，以採取主動的安全措施。 

(4)個人的安全思考行動 

 由於鐵路業務涉及廣泛且有許多同事參與，為了更有效地使「組織全體確保

安全的機制」發揮作用，每個人都需要以安全為首要意識，主動思考並行動

起來非常重要。 

 此外，「每個人的安全思考行動」也是在無法通過機制應對的情況下確保安全

的依靠。當面臨「感到危險」或「無法確認安全」的情況時，我們將立即停

止列車運行或作業，並將乘客和同事的安全放在首位。 

  

經營層 
決定經營策略和必要得

安全措施，並進行統籌

管理 

 

間接部門現場管
理者 

設計構建能實現經營策

略和安全對策的鐵道系

統 

現場第一線員工 
鐵道系統的運用，實際

是在現場平順的運行、

並肩負維護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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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邁向實現鐵路安全的未來 

～以福知山線列車事故為原點～ 

「絕對不讓福知山線列車事故再次發生」是 JR 西日本集團的責任，也是我

們堅定不移的決心。無論時間過去多久，世代交替進行到何種程度，作為事故的

當事者，每個人都應該將事故的事實、悲慘性以及生命的珍貴深深銘記在心，並

決不讓這起事故被遺忘，將福知山線列車事故作為安全工作的起點。 

為了將沉重的反省和教訓傳承到未來，並真摯而不懈地努力累積，我們於

2021 年 3 月制定了《邁向實現鐵路安全的未來》的計劃。根據其中總結的「確

保安全所必不可或缺的觀點」，我們將推進具體的措施。 

 

「安全的實現所不可或缺的觀點」是西日本鐵路集團未來實現安全的指南針。

在未來持續傳承這一指南的基礎上，根據「安全的實現所不可或缺的觀點」，定

期確認安全行動的有效性、措施的充足狀況以及方向，並努力改善。 

在「安全的實現所不可或缺的觀點」的基礎上，每個人通過持續的努力，建

立起企業理念中提出的「能夠讓乘客安心、信賴的鐵路」。 

  

【福知山線列車事故的教訓】 

為了在未來實現持續安全的鐵路營運，需要建立「整體組織保障安全的

機制」，在這個機制下，每個人都要積極考慮安全。 

通過這些行動，可以培養「安全至上的企業文化」，進一步構建和改進

「機制」，並促進每個人的安全意識，從而形成一個持續循環，實現安全性

的不斷提升。 

此外，不僅在公司內推進安全措施，還需要與客戶和社會各界的理解和

合作，通過「與社會連接、從社會學習」的方式，進一步提高鐵路安全的重

要性。 

基於這樣的思考，作為福知山線列車事故的教訓，總結了「實現安全所

必需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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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實現所必不可缺的觀點 

觀點 1：將安全置於首位的判斷和行動實踐 

 所有的董事和員工都強烈意識到自己承載著客戶寶貴生命的責任，並始終

將安全置於最優先的位置，實踐具體的安全判斷和行動。特別是，管理層

將推動安全最優先的方針貫徹到位，並發揮領導力推進具體的安全措施。 

觀點 2：合理配置經營資源 

 在安全最優先的方針下，合理配置經營資源，包括更有效的安全設備建設

和適材適所的人員配置等。 

觀點 3：為確保安全而展開合作 

（全組織的安全實踐） 

 在引入新設備或進行時刻表改正等活動時，建立管理層到實際操作人員各

自負責確認是否存在安全問題的機制，並建立相關部門合作解決問題的機

制，全體組織協同推進安全實踐。 

（積極的溝通） 

 上級持傾聽的姿態，下屬積極提出安全意見和改善措施，跨越職位、角色

和組織（JR 內的多個部門，JR 集團公司和合作公司）之間的壁壘，積極展

開溝通。 

（培養報告文化） 

 在整個組織中營造員工能夠毫不猶豫地報告自身的錯誤和發現的環境，並

將報告內容應用於安全措施中。 

觀點 4：事故的未然防止、最小化受害和再發防止 

（未然防止） 

 為了預防重大事故的發生，我們將在事態發生之前發現潛在的風險，並採

取措施應對應優先處理的風險。 

（最小化受害） 

 即使發生事故，為了將受害最小化，我們將採取措施提升每個人的應對能

力，加強設備等。 

（再發防止） 

 基於對設備和工作環境等問題的多方面分析，採取再發防止措施，深入挖

掘發生事件的背景。 

觀點 5：科學技術的安全對策，重視技術力 

（科學技術的安全對策） 

 在以"人都有可能犯錯誤"和"機器會出現故障"為前提的基礎上，考慮人的特

性（人為因素），實施科學技術的安全對策。 

（重視技術力） 

 積極推動新技術的引進，並通過整個集團的技術傳承機制和每個人的自我

學習，維持和提升技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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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6：建立完善的 PDCA 循環以實現安全管理 

（建立 PDCA 循環） 

 設定明確的目標並測量其實現程度，制定具體的改善計畫，確保可靠地執

行 PDCA 循環，不斷提升安全性。 

（運用客觀視角） 

 除了自我評估外，還要進行第三方評估等客觀視角的評估和驗證，以實現

更有效的改善。 

觀點 7：積極遵守規則，主動學習和思考 

（積極遵守規則） 

 每個人在理解規則的宗旨和依據的基礎上，認識自己的角色，與同伴一起

主動遵守規則。為此，我們將不斷檢討規則，並將其優化為最佳狀態。 

（具體考慮風險） 

 在無法僅僅依靠規則應對的情況下，我們將具體考慮風險並採取最優先的

安全判斷和行動，使安全始終保持優先。 

（主動學習和思考） 

 不僅僅是「做所被告知的事情」，每個人都應該積極思考、學習、應用並實

踐安全。同時，通過與同伴互動，在團隊中積極思考和學習，提高解決問

題的能力（現場力）。 

觀點 8：與社會互動，從社會中學習 

（努力獲得社會的理解和支持） 

 我們努力確保客戶和社會的理解和支持，例如通過計畫停運、道口和月臺

上的協助等方式，為我們的安全工作爭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以進一步提

高安全性。 

（從外部學習） 

 在推進提高安全性的過程中，除了關注新技術的動向，還將學習和借鑒外

部的安全實踐。 

（向社會傳遞資訊） 

 積極向客戶和社會傳遞我們提高安全性的努力，並公開與安全相關的問

題，根據所收到的回饋進行改善。 

 

※PDCA 循環：制定計劃並確定實現目標的過程（計畫），執行計畫（實施），

驗證效果（檢查），並進行調整和改善（行動）。這是一個循環

過程，旨在持續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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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顧「JR 西日本集團鐵路安全考動計畫 2022」 

(1)目標達成的狀況 

「JR 西日本集團鐵路安全考動計劃 2022」中明確具體化「絕不再發生像福

知山線列車事故那樣的事故」的承諾，並在為期 5 年的時間內制定了目標，即「乘

客死傷列車事故零發生」和「導致死亡的鐵路勞動職災零發生」，並推進相關工

作。 

其中，「導致死亡的鐵路勞動災」發生了 1 起，造成了 1 名同事寶貴的生命

損失。此外，還發生了可能導致重大後果的事件，因此我們將持續實施針對這些

問題的措施，並持續監視需要抑制的風險。 

另外，作為 2022 年的達成目標，我們確定了「乘客死傷鐵路人身傷害事故」、

「平交道障礙事故」和「內部原因導致的輸送障礙」這 3 個項目，並力求將其與

「安全考動計劃 2017」中的目標值相比分別減少 10%。其中，「乘客死傷鐵路人

身傷害事故」和「平交道障礙事故」受到了新冠疫情引起的生活方式變化等影響，

已接近設定的目標。另一方面，「內部原因導致的輸送障礙」通過分析過去發生

的事件等，進行了重點抑制工作，但在重點領域以外仍發生了事故，未能實現目

標的達成。 

 

關於 2017 年 12 月 11 日發生的新幹線重大事件，我們已經完成了軟體方面

的改善措施並按照最初的計劃進行了硬體維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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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京都地區為中心的積降雪導致的運輸障礙 

對於由內部原因引起的運輸障礙，我們在2023年1月京都地區遭遇大雪時，

由於多次疏忽失職，給許多顧客帶來了極大的不便。 

我們認為在應對措施的設立時機、角色指定方式、解除列車停駛以救援顧客

等方面，對於應對最糟糕情況的準備不足，對於處理身體不適的顧客或在車站間

下車等方面，無法充分利用一線員工的意見，以及設備和規定未根據實際情況制

定等問題存在於安全管理上。為了防止再次發生類似事件，我們將通過「健全基

礎設施，不斷檢討規定」，並進行實踐性的培訓等方式，努力建立起應對最惡劣

情況的準備和「優先考慮現場判斷的管理※」。 

此外，為了履行「我們肩負著珍貴生命的責任」，我們將深入體察對安全的

重視，強化「以顧客為中心，考慮並滿足顧客期望，與同伴共同思考」（以下簡

稱「以顧客為中心，滿足期望」）的意識，並努力提升安全性。 

※所謂「現場的判斷優先管理」 

 

此外，包括上述情況在內，導致危及客戶安全和信心的運輸障礙的發生數量

也在增加。因此，我們將以科學技術地分析這些發生原因，包括外部因素在內，

修復硬體設施，持續審查規章制度，並努力提高運輸品質。 

  

指的是實現以下管理方式： 

 在平時，我們將考慮現場員工的意見，他們在「現場」這個創造價值

的地方或場合中負責，並在各個部門或組織的責任範圍內做出判斷。 

 對於在現場處理事務的員工能夠毫不猶豫地以安全為前提，停止列車

運行或工作，組織將積極評價並分享這種安全至上的行為。 

 在面對大型自然災害等緊急情況時，組織將為現場處理事務的員工所

做的最佳判斷和執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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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實現安全所不可或缺的觀點」為基準的確認 

根據「實現安全所必不可缺的觀點」，我們確認了安全措施的有效性、目前

的執行情況以及未來的方向。 

觀點 主要成果 主要課題 

觀點 1： 

將安全置於首位的

判斷和行動實踐 

 根據員工調查的結果，安全優先

的方針已經深入人心。 

 根據安全管理審查的結果，實施

了具體的安全措施。 

 建立了「以現場判斷為最優先」

的管理模式。 

 根據「實現安全所必需的視

角」，推動了教育等方面的鞏固

和充實。 

觀點 2： 

合理配置經營資源 

 實施必要的設施投資和人力配置

以確保安全。 

 繼續適當地實施與安全相關的

設施投資和人力配置。 

觀點 3： 

為確保安全而展開

合作 

 在實施經營策略之前，建立能夠

識別風險並進行處理的機制 

 根據員工調查結果，改善上級與

下級之間的溝通 

 增加只有當事人才能了解的事件

報告 

 進一步完善收集一線員工在實

施策略後的發現機制 

 啟動部門間和組織間的溝通，促

進協作解決問題 

 加強與集團公司在異常情況下

的合作 

觀點 4： 

防止事故的未然、最

小化受害和再發防

止 

 透過「計劃風險評估」機制，整

體鐵路系統將能夠展望風險並減

少其發生。 

 建立跨系統和組織的風險識別和

評估機制，確保適當執行。 

 硬體設施的減災工程將根據中期

計劃穩步推進。 

 建立跨系統和組織的風險識別

和評估機制，確保適當執行。 

 針對需要控制的風險進行篩

選，並建立持續管理的機制。 

 充實應對最糟情況的準備和訓

練。 

觀點 5： 

科學技術的安全對

策，重視技術力 

 根據員工問卷的結果，人類因素

的理解得到了鞏固。 

 維持和提高鐵路領域專業技術能

力。 

 實施根據管理層和間接部門等

工作職責的人類因素教育。 

 將現場所需的專業知識整理成

手冊，通過人事交流等方式提高

技術能力。 

觀點 6：建立完善的

PDCA 循環以實現安

全管理 

 建立和完善全公司層面的安全管

理機制 

 借助專業第三方的建議改善安全

管理機制 

 基於客觀指標評估安全管理並

進行改善 

 確立提升部門內部安全管理的

機制 

觀點 7：積極遵守規

則，主動學習和思考 

 從員工問卷的結果來看，對於遵

守規則的意識水準保持較高水

準，並且對於具體考慮風險的理

解也有所提高。 

 現場起點的良好實例和主動性的

實踐增加。 

 通過三現主義對現場情況的了

解，建立了確認規則有效性和易

守性的改進機制。 

 加強訓練，以便準確執行「停止

列車」和「停止工作」等措施。 

 通過組織建設和意識培養，鼓勵

對安全進行具體思考的挑戰。 

觀點 8：與社會互

動，從社會中學習 

 推進社會對於計劃停運、站台和

平交道互助等的理解與合作 

 加強基於外部學習的舉措（例如

人為錯誤非懲戒、"確認一下"等） 

 與地方政府和相關機構進行協

調，以因應自然災害和大規模交

通障礙發生時的處理 

 積極傳達安全措施和發生故障

時的資訊發布 

 向其他鐵路運營商等學習安全

對策並推進采納的努力 

根據這個結果，我們認識到為了進一步提高安全性，重點需要加強已經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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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制的有效性，並努力提升「執行能力」。同時，我們將強烈意識到「以客戶

為中心，滿足客戶的期望」，並深入探究面對安全的方式，以改善安全性。 

4. 面對環境的變化 

○ 外部環境的變化： 

 雨雪降落方式的局部化、集中化等，

自然災害的嚴重化。 

 預計發生強烈震動和大海嘯的南

海海槽地震。 

 動物災害發生數量的增加。 

 隨着社會環境變化，包括乘客在內

的社會各界對安全措施和安全水

準的需求變化。 

 大阪·關西萬國博覽會的臨近，對安

全水準的關注增加。 

 疫情成為契機，社會對衛生等方面

的要求增加，生活多樣化，價值觀

變化，包括工作方式在內。 

 疫情結束後國內外旅行需求的恢

復。 

 在資訊網路和 ICT 等領域推動的新技術開發。 

 勞動人口減少導致保障鐵路安全所需人才的困難。 

○ JR 西日本集團內部情況的變化： 

 關鍵角色和技術傳承責任的資深員工退休。 

 福知山線列車事故後，新入職員工的增加。 

 隨着業務結構改革（維護系統的變革等），工作和技術方式的變化。 

針對這些變化，我們將追求新技術的潛力，推進系統變革，努力解決復雜、

多樣化和高度化的問題。通過這樣的努力，我們將進一步提升安全至最優先，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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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提供鐵路和交通服務的持續使命，以回應客戶的期望。 

為此，我們將進一步提高過去所進行的風險評估的品質，通過考慮人為因素，

實現人與技術的最佳融合，以進一步提升安全性。此外，我們還將推進與客戶和

社會的合作，通過技術實現更緊密的聯繫。 

5. 展望未來 

「2027 年 JR 西日本旅客鐵道集團鐵路安全考動計劃」中強調了以「安全至

上的判斷和行動」為前提，並努力提升安全性時，我們也強烈意識到要「以客戶

為先，滿足他們的期望」。我們將加深對安全的認識和面對態度，培養成組織文

化。 

我們將共享包括管理層在內的每個人都對「五種重要價值觀（安全最優先，

顧客思維，自我行動，團隊合作，不同角度思考）」的認同，並且彼此承認，坦

率發言，透過挑戰學習和提升，推動建立一個「心理安全的團隊」。此外，我們

將跨系統和組織共同解決現場問題，並通過「以現場為基礎的思考和行動」來挑

戰這些問題。 

同時，為了增強現有機制的有效性，我們將通過擷取和處理跨系統和組織的

重大風險，實施實踐性培訓和技術提升，以及通過三現主義來瞭解實際情況等方

式，實現「執行力的提升」。 

我們深刻意識到，我們肩負著珍貴的客戶生命的責任，我們將履行對客戶安

全地引導他們到目的地的最重要使命。堅持安全行動並不斷提升安全性是我們的

責任，也是我們的榮譽。 

為了回應客戶的期望並贏得社會的信任，我們的管理層將帶頭，JR 西日本

旅客鐵道集團將團結一致地執行此計劃。 

此外，該計劃重點指出了我們將重點處理的項目，以解決問題並提升執行力。

然而，對於未發生事故等的事前防止和對應措施，以提升運輸安全性作為鐵路營

運者應承擔的責任，我們將繼續根據鐵路安全管理規程等進行穩健的工作，制定

因應的對策。同樣地，我們也將繼續按照安全衛生業務規程等，著重預防勞動災

害的工作並穩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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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為了達到目標和提高執行

能力，工作內容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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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標達成 

為了實現「2027 年度之前的五年目標」和「2027 年度的目標」，我們將重點

推進本計劃中提出的措施，同時根據「實現安全所不可或缺的觀點」，定期檢視

安全行動的有效性、措施的履行狀況和發展方向，並進行改進。 

(1)2027 年度之前的五年目標 

 

為了實現「絕不再發生像福知山線列車事故那樣的事故」的決心，從 2023

年 4 月 1 日起，將在接下來的五年內致力於防止導致乘客死傷的重大事件。 

此外，JR 西日本集團和協力公司的每一個人都是不可替代的夥伴，在接下

來的五年中，我們再次確立目標，即在鐵路業營運中，包括觸電、感電、墜落等

所導致的勞工災害（即鐵路勞災）中，絕不發生死亡事故。 

 

(2)2027 年度的達成目標 

○1 硬體基礎設施整備 

[月台安全] 

乘客死傷的列車事故 不發生 

鐵道的死亡職災     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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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的內容 2007 年度達成的目標 

對於符合無障礙收費制度的車站，採取以下措施： 

○1 對於每日乘降人數超過 10 萬人的車站，必須整

備月台柵欄。 

○2 對於每日乘降人數不足 10 萬人的車站，必須整

備月台柵欄或月台安全屏風。 

○1 整備率要求為 60%※1。 

○2 整備率要求為 50%※1。 

 

 

※1：整備率和擴大區域、依據機關的調整有所變更 

[平交道安全] 

努力的內容 2007 年度達成的目標 

滿足一定以上條件的平交道※２，設置一個裝置，

有大型車輛在平交道上停滯時，可以透過語音通

知列車司機，。 

① 安裝了「無線發報」裝置的鐵路平交道 

② 安裝了「圖像識別」裝置的車輛。 

○1 整備率要求為 90%※2。 

○2 整備率要求為 60%※2。 

 

※2：以下條件之一符合的大型車車輛可以通行的道路平交道。 

※3：若技術驗證在 2024 財政年度內順利進行。 

・ 通過該路段的列車最高速度超過 100 公里/小時。 

・ 每日區段平均通過人數超過 1 萬人。 

・ 大型車交通遮斷量超過 500 輛次/天。 

改良型可調整式月台門 昇降式月台門 月台安全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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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對策] 

努力的內容 2007 年度達成的目標 

山陽新幹線的地震對策如下： 

①防止結構物倒塌的對策（橋墩加強） 

② 防止軌道嚴重下沉的對策（跨距

較大橋墩加強） 

③ 防止列車大幅偏離軌道的對策

（針對優先區域※４的脫線防止

裝置的整備） 

整備率 100% 

 

對於上述的措施，我們判斷它們是應優先進行的風險減少策略，並提前實施

了傳統計劃，通過穩步推進這些措施，以進一步提高安全性。 

<參考：整體計劃> 

 對於安全措施方面，我們計劃在符合無障礙費用補助政策的車站中，對於每日上下車人數超

過 10 萬人的車站安裝月台門，對於每日上下車人數未達 10 萬人的車站則安裝月台門或月台

安全柵欄，目標是在 10 年內完成。預計在 2027 年度之前的 5 年間，將投入約 400 億日元用

於這些設施的建設。 

 對於平交道的安全措施，考慮到大型車輛與列車碰撞的風險特別高，我們將重點改善大型車

輛通行量較大的平交道。當列車接近且道路平交處有汽車堵塞時，原本已經通過障礙物檢測

裝置動作或緊急按鈕按下等方式觸發特殊信號燈發光通知駕駛員，現在我們將增加一種能通

過語音通知駕駛員的裝置，目標是在 10 年內完成。預計在 2032 年度之前的 10 年間，將投入

約 40 億日元用於這些設施的建設。 

 對於山陽新幹線的地震對策，我們已經完成了預防高架橋支柱倒塌和橋梁坍塌等大規模地震

的對策措施。然而，考慮到近年來多次發生大規模地震的情況，我們將擴大地震對策的範圍，

包括全線進行對策工作，目標是在 30 年內完成。預計在 30 年的計劃中，將投入約 3,000 億

日元用於這些設施的建設。此外，我們還將根據計劃穩步進行在在來線的地震對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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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標狀態 

安全最優先的

企業文化 

 透過高層管理層的領導，建立了「優先考量現場判斷的管理

※１」。 

 我們始終意識到「以客戶為中心，滿足他們的期望」，並具

體行動起來。 

組織全體確保

安全的機制 

 我們找出並評估跨越系統和組織的重大風險，並實施有效的

風險降低措施。 

 我們致力於建立一個心理安全的團隊，我們相互承認並坦率

地表達意見，透過挑戰來學習和提升彼此。 

 我們共享現場的問題，並與同伴一起挑戰基於現場的思考，

以解決問題。 

每一個人都需

深思後行動 

 一直以来都意識到想要重視的五個價值觀※2 

※１「以現場判斷為首要的管理」指的是實現以下管理方法： 

 在平時，根據各個部門和組織的責任，考慮到在生產安全、服務等價值產生

的「現場」中從事工作的員工意見，做出判斷。 

 對於「毫不猶豫地停止列車運行，停止工作」的情況，組織積極評價並共享

在現場從事工作的員工優先考慮安全並採取行動的做法。 

 當面臨大規模自然災害等緊急情況時，組織將對在現場從事工作的員工根據

其最佳判斷並執行的行動負起責任。 

※２「重要的五個價值觀」 

是指在每個人進行安全考量而後行動時應該重視的價值觀。這五個價值觀

是「安全最優先」、「顧客思維」、「自我行動」、「團隊合作」、「不同角度思考」，

通過基於這些價值觀的具體行動來實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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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提高執行力，重點措施之內容 

為了實現長期的鐵路安全，建立一個「組織整體確保安全的機制」，在這個

機制下，積極推動「每個人的安全意識」是非常重要的。 

透過這些努力，可以培養出「安全至上的風氣」，進一步建立和改進「機制」，

並提高每個人的安全意識，循環不斷地實現持續的安全性改善。 

根據這個理念，根據「Ⅰ 追求安全 5.未來展望」，我們將重點推動「執行

力的提升」。此外，根據「實現安全必不可少的觀點」，定期確認安全行動的有

效性、實施情況和方向，並進行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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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最優先的組織文化之建立 

「安全最優先的組織文化」是透過建立一個「組織全體確保安全的機制」，

並在該機制的基礎上培養每個人的安全意識，以確保安全為首要考量。管理層持

續傳遞與「安全最優先的組織文化」相關的具體訊息，同時每個人實踐安全意識，

進一步建立確實的「安全最優先的組織文化」。 

○1 安全最優先的判斷和行動【觀點 1】 

 

【重點化項目】 

 深化福知山線列車事故對我們的心靈烙印 

 注重現場意見，判斷並反映在施策上 

 在形成指揮鏈的組織中實施「優先考慮現場判斷」的訓練 

 加強教育和訓練，以更準確地執行「列車停車」和「停止工作」的判斷

 

②「考慮客戶需求，滿足期望」的思考【觀點 1】 

 

【重點項目】 

 經營層實踐「以客戶為中心，滿足客戶期望」的經營理念。 

 間接部門和現場管理者從「以客戶為中心，滿足客戶期望」的角度進行硬體

設施等的改善。 

 一線員工持續實踐「以客戶為中心，滿足客戶期望」的行動和思考。 

  

我們將牢記福知山線列車事故的痛苦，深化對其反省和教訓的理解，同時從

過去的事故和災害中學習，確立「以現場判斷為最優先的管理」。 

我們將思考與團隊一起努力，以滿足客戶的期望，提高安全性，並關心客

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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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全整體組織充實確保安全的機制 

「組織全體確保安全的機制」是基於「人類會犯錯」和「人為錯誤是結果，

而不是原因」的理念，我們努力抽取風險並對其進行處理，並改善員工教育等機

制。對於這些改善措施，我們進行了 PDCA 循環以實現持續改善，同時促進每個

人的安全意識，並創造一個更好的環境。 

○1 提升風險評估的質量 

A)考慮整個鐵路系統的重大風險的發掘和評估【觀點 4】 

 

【重點項目】 

 推進負責人領導力展現，加強跨系統和組織的合作 

 發掘和評估跨系統和組織的重大風險 

 深化對「即使事件發生頻率低，但可能造成重大損害的事件」的風險發掘和

評估（捕捉變化和評估等） 

B)應優先處理風險的篩選和有效的減少策略【觀點５】 

 

【重點項目】 

 建立確認風險管理的實施和運用的機制 

 確認實施情況持續改善風險管理機制 

 從科學和技術觀點來推動預防重大危機的重點對策 

 持續抑制「即使發頻率低，但可能造成嚴重破壞的事情」 

我們將在推動負責人的強大領導下，基於風險評估機制，全面審視鐵路系統，

並發掘和評估重大風險。 

我們將建立一個機制，定期檢視風險評估的有效性，並確保風險得到降

低，同時持續改進風險評估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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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心理上安全的團隊建設【觀點 7】 

 

【重點項目】 

 發布有關安全團隊建設重要性的高層信息 

 推動在日常工作中分享和採納改造推動措施和其他工作場所的良好實例 

 研究和分享有利於心理安全團隊建設的有效措施等 

 

※所謂的「心理安全的團隊」 

指的是團隊中所有成員都能夠共享一種感覺，即無論是坦率地提出意見和想

法，還是報告錯誤，都不會擔心會因此感到羞辱、被忽視或受到指責。這種氣圍

能足夠促進信息共享、嘗試和從失敗中學等學習行為，減少錯誤的發生，並增加

安全意識，從而提示高度安全。 

○3 現場出發考動挑戰解決問題【觀點 3】 

 

我們將致力於建立一個彼此承認、能夠坦誠發言、透過挑戰相互學習提

升的「心理安全的團隊」。 

我們將跨越體制和組織的界限，共享現場的問題，以「鐵路專業團體」

的身份，講究相互理解、尊重和共鳴，積極主動地與夥伴一起，挑戰以「現

場為出發點的思考行動※」來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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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項目】 

 透過地區聯合會議、聯合訓練等方式，跨系統和組織進行協力合作，解決問

題。  

 包含集團公司在內的部門之總災防對策本部、現場對策本部等，進行實際的

乘客救護和疏導訓練。 

 讚賞曾挑戰過，從失敗中學習，堅持不懈地迎接挑戰，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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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現場起點的思考」 

是指在產生價值的場所或場景，例如關於安全和服務等問題，共同分享並使

每個人主動地並協同合作解決。這包括每個人的發現和信息發布，以及組織內每

個人積極參與的努力，同時也需要跨組織間的問題分享和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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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個人安全考動意識的實踐【觀點７】 

「每個人的安全考動意識」不僅可以有效地發揮安全機制的作用，而且在無

法依靠機制解決問題時，也可以作為確保安全的依靠點而推動。我們從經營層開

始，每個人共享「重要的五個價值觀」（安全最優先，顧客思維，自我行動，團

隊，不同角度思考），並積極實踐。 

 

「安全最優先」 

 
○ 在開始業務之前，以三個角度（初次、久違、變更）具體思考風險。 

○ 當感覺到危險或無法確認安全時，快速停止列車、停止作業。 

○ 先以第三者角度思考對乘客的傷害行為或大規模災難等各種事件，思考一段

時間的客戶疏導方法，並確認應對措施的訓練。 

○ 在檢討修改時刻表時，進行計劃風險評估。 

 

「顧客思維」 

 

 預先考慮自己的工作和角色如何與乘客聯繫在一起。 

 注意客人的狀態，如果他們表現出不安全的現象，積極地與他們交流並註意

他們。 

 在異常情況下，開始最終注意客戶的安全和身體狀況，準確實執行緊急救援

和疏散指示。 

 在設備增加或規則修改時，考慮提高安全性的同時，評價對乘客的影響。 

我們會在開展業務之前暫停下來，具體考慮風險並對其進行因應，同時，

在意外情況發生時，我們會冷靜下來，竭盡所能確保乘客和同事的安全，安

全至上。 

我們始終將乘客的安全放在首位，努力評估並滿足乘客的期望。我們將

實踐這一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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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發地前進」 

 

○ 挑戰學習必要的新技術和技能，以履行自己的角色。 

○ 檢視自己的工作，思考是否存在任何不確定因素，或者是否有改進的空間，

並進行相應的努力。 

○ 利用他人的經驗和教訓，考慮並實施個人對策。 

 

「團隊合作」 

 
○ 理解相同的工作內容和煩惱，思考如何能夠給予幫助  

○ 通過使用“確認一下”或“謝謝確認”等表示達方式，向對方傳達自己的疑

問或想了解的事情 

○ 與同事合作改進工作流程，使其更安全可靠 

我們在努力提升技術和技能的同時，以「主動思考、學習、吸收和嘗試」

的意識從事業務，並關注同事所做的改進和成功案例的背景，致力於改進工

作程序，使其更加安全且減少錯誤發生的可能性。 

我們與西日本鐵路集團及合作公司的夥伴一起，重視「相互理解」和「敬

意・共感」，通過共享有關安全的信息，與夥伴協作，以實現更安全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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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角度思考」 

 
○ 我們會回顧日常工作，確保它們符合「實現安全所不可或缺的觀點」，並確認

是否存在不足或偏差。 

○ 我們會基於「實現安全所不可或缺的觀點」檢視工作場所的努力，並與同事

進行討論，以改進它們。 

○ 在開展新的努力之前，我們會根據「實現安全所不可或缺的觀點」檢查方向

是否正確。 

 
 

 

  

我們會根據「實現安全所不可或缺的觀點」，定期檢查我們日常工作和努

力是否存在不足或方向錯誤，並進行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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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提升支援安全的硬體和

軟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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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的安全性是通過確保車輛、軌道、訊號等必要的硬體和制定的軟體（機

制和規則），借鏡過去重大事故的教訓來確保的。通過科學技術的驗證，確定硬

體和軟體是否「以客戶為中心，滿足期望」，或者「最優先考慮現場判斷」，並通

過改進硬體和軟體來提高安全性。同時，努力減少可能影響客戶安全和信心的運

輸障礙，提高運輸品質。 

1. 硬體 [觀點 2.5] 

(1)維持和提升安全性 

我們將致力於確保列車執行所需的設施在原始狀態下保持其功能，同時根據

風險進行計劃性的更換、強化和擴充，以提高安全性。此外，我們將推進車站和

平交道的安全措施、災害預防和減災、勞工事故防止等設施的完善。我們還將通

過開發和應用新技術，推動這些設施更加有效，並進行相關研究和開發。 

〔主要的硬體整備〕 

 月台的安全對策 

月台門的整備 

月台安全屏障的整備 

月台和車輛之間的高低差和間隙問題 

開發利用車輛側面攝影機進行圖像分析的裝

置 

 平交道的安全對策 

安裝裝置以通知列車司機有車輛停在平交道

內 

擴大導入第四種平交道設置 

提升第三種和第四種平交道的等級 

 防災和減災 

加快高架橋和建築物等的抗震補強工作 

進行山陽新幹線防止脫軌裝置的整備 

加強應對大雨、大雪等自然災害的設施 

 高度安全性的新製車輛 

投入使用山陽新幹線和北陸新幹線、特急「やくも」、岡山・備後地區的在來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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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 

 

 保安系統的充實 

加強安全系統 ATS-P 推展應用範

圍  考慮並開發未來的新安全系

統 

 鐵道設施內的防護 

加強鐵路設施內防範犯罪安裝監

視攝影機於車站和列車 

引進使用人工智慧影像分析技術

以便預測警示 

 路線保養維護安全的提升 

提升維修作業的安全性作為檢查車輛的一部分，引進鐵路移動測量系統(Mobile 

Mapping System)  

使用多功能鐵路重型機械以預防觸電和墜落事故 

(2)未來的硬體開發 

我們致力於將設備確認等業務轉換為利用數位技術的方式。 

[主要硬體的開發] 

 營運列車狀態監測 

 利用車輛振動量測 

 將檢查工作移至車上 

 地面設備狀態監測 

 導入利用全球導航衛星系統 GNSS（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的設備

量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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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軟體（制度、規則及其運用）【觀點 5、7】 

我們通過考慮現場的實際情況，不斷檢討並修正我們所建立的制度和規則，

確保它們能夠「以顧客為中心，滿足顧客的期望」，並為一線員工提供合理的安

全保障。 

[重點項目] 

 根據實際情況了解的三現主義（親自前往現場，確認實物，聆聽當地人的講

述），以掌握實際情形，確認規則的有效性。 

 根據新的硬體設備改進或制度變更，對相應的規則進行修正，以達到最佳化。 

 檢討整體最佳化的制度和規則。 

 

3. 提升運輸品質【觀點 5】 

為了確保乘客的安全和信心，我們將進行硬體設施的整備和改進，同時重新

檢視營運操作的規則和運作方式，以提供安全穩定的運輸服務。 

【重點項目】 

 通過硬體設施的整備等措施，抑制可能導致問題的事件發生。 

 根據以「以客戶為重，滿足期望」為出發點，以及一線員工的意見等，重新

檢討事件發生時的影響，制定規則和改進相應的運作方式，以將影響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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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與社會連結，向外部學習

【觀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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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升安全方面的努力中，我們需要獲得顧客和社會各界的理解和合作，包

括應對自然災害和在車站和鐵路平交道上的互助等。此外，不僅限於鐵路行業，

學習並採納公司外部社會的安全措施，同時注意新技術的動向也很重要。 

我們將致力改變善鐵道路系統，使之安全可靠，並努力向社會各界詳細說明

我們在安全上所做的努力，爭取理解，並與社會各界合作共同提高安全性。特別

是在發生大規模災難或運輸故障時，將加強與相關機構的合作，以方便與乘客進

行引導避難等。此外，在颱風、暴雨、大雪等情況下必須進行計劃停止運行時，

將努力及早發布信息，爭取理解和合作。 

此外，我們還將吸納外部知識，致力於提供高度安全性。 

[重點項目] 

 與警察偵察和消防進行針對鐵道設置實施犯罪的培訓等應對措施。 

 與地方政府等相關機構進行對話，對於自然災害、運輸障礙等事件的應對進

行溝通。 

 加強與顧客和社會各界的互助，以提高月台和平交道路口的安全性。 

 從其他鐵路運輸業者學習並採納安全對策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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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安全所不可或缺的觀點 

 

 

  

我們絕不會忘記於 2005 年 4 月 25 日發生的列車事故，我們深刻意識

到我們所承擔的責任，那就是保護每一位貴重的乘客生命，並且確保安

全是我們的首要使命。基於這份決心，我們制定了安全憲章。 

1. 確保安全是通過理解並遵守相關規程、嚴格執行職務以及提升技術和

技能而實現的，我們將不斷努力以確保安全。 

2. 最重要的安全行為是執行基本操作，堅持核實和全面通報。 

3. 為確保安全，我們需要跨組織和職責之間達成一致並互相合作。 

4. 當遇到猶豫不決時，我們必須採取被認為是最安全的行動。 

5. 如果發生事故，首要任務是防止再生事故並救護乘客。 

安全憲章 

組織全體確保安全的機制 

觀點 2：合理配置經營資源 

觀點 3：為確保安全而展開協作 

觀點 4：防止事故的未然、受害最小化和防止再發 

觀點 5：科學技術的安全對策，重視技術力 

觀點 6：建立完善的 PDCA 循環以實現安全管理 

& 

每個人的安全考動 

觀點 7：積極遵守規則，主動學習和思考 

安全最優先的組織文化 
觀點 1：將安全置於首位的判斷和行動實踐 

觀點 8： 

與社會

互動 

從社會

中學習 

JR 西日本集團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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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不變的決心 
福知山線列車事故之類的事故不讓再發生 

「福知山線列車事故之類的事故不讓再發生」是 JR 西日本集團的責任，我

們將堅定不移地遵守這一決意。 

在這一決意的基礎上，根據福知山線列車事故的教訓和實現安全所不可或

缺的觀點，我們確認了至今為止的努力上，並制定了更進一步提高安全性的「JR

西日本集團鐵道安全考動計劃 2027」。 

在本計劃中，為了履行「安全地將乘客運輸到目的地」這一使命，我們強

烈意識到「以乘客為先，滿足他們的期望」，並致力於提高安全性，深化對安

全的關注，建立起乘客對我們的鐵路的安心和信賴。 

我們將繼續銘記福知山線列車事故，並建立全組織的安全保障機制和以安全為

首要的文化，每個人都將為實現安全不斷努力，履行作為一家承擔著珍貴生命

的企業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