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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本局辦理的「高雄馬公航線長期航班勞務採購」係委託台灣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辦理，由該公司委託日本內海造船株式會社進行船舶承造，新船已於 111 年 8

月 23 日開工，並於同年 11 月 10 日龍骨安放及 112 年 4 月 4 日辦理命名及下

水典禮，船體經建造完成，於 112 年 7 月 15 日至 7 月 20 日辦理海上公試、改

善事項及複試，考量澎湖輪為國家重要交通建設，而航港局為本契約之甲(委

託)方長期航班採購，為確保新船結構及設備符合法規規範與船舶規格達到合

約要求，藉由現場督導掌握澎湖輪之適航性及操縱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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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為提升高雄澎湖間海運服務品質，加速現有臺華輪之汰舊換新工作，總

統於 108 年 8 月 26 日 視察澎湖時，指示澎湖輪由中央主導整體規劃，交通

部交由本局研擬澎湖輪綜合規劃，本規劃案跳脫以往公有船舶的框架，突破

過去由政府委託船廠造船，再委託航運業者營運的傳統模式，改由航運業者

依本局所訂的基本規格及自身營運需要來設計和建造新船，除以自負盈虧方

式提供未來 20 年高雄-馬公航線，每年基本 300 航次的服務外，也規劃航運

業者可以保有船舶經營的彈性。新臺澎輪(改名為澎湖輪)營運及建造綜合規

劃於 110 年 4 月 6 日奉行政院核定後展開營運商招標作業，由台灣航業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台航公司)得標，110 年 6 月 29 日本局與台航公司完成簽約，

台航公司委託日本內海船廠建造澎湖輪，雙方並於 110 年 9 月 9 日簽訂造船

合約，預計 112 年 8 月交船營運，船廠需於短短 2 年內就完成澎湖輪建造，

是一件相當艱鉅的任務。 

內海船廠是日本一流的船廠，每年建造的船舶不計其數，建造船舶種類

包含一般貨船、汽車運搬船、冷藏搬運船、駛上駛下客貨船、研究船等，具

有相當設計能力及建造能量，故有能力承接澎湖輪的建造，於要求的 2 年時

間內完成建造。 

鑑於，澎湖輪係為澎湖地區重大交通建設，且海上公試為評鑑船舶結

構、設備及性能等整船運作情形之重大節點，藉由現場督導掌握澎湖輪之適

航性及操縱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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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 

日期 主要行程 

7月15日 由桃園機場搭機前往福岡機場 

7月16日 登船進行海上公試 

7月17日 留船進行海上公試 

7月18日 海上公試完畢離船 

7月19日 完工會議開立改善事項 

7月20日 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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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海上公試過程 

一、內海造船株式會社介紹 

(一 )船廠名稱：内海造船株式会社  (ないかいぞうせん ) Naikai Zosen 

Corporation 

(二)社長：原耕作 

(三)資本額：日幣 12 億 17 萬日圓 

(四)2022 年銷售額：日幣 376 億 1,700 萬日圓 

(五)設立時間：1940 年 

(六)主要業務範圍： 

1.新造船事業 Construction of new ships：フェリー、コンテナ船、プロダ

クトタンカー、バルクキャリア、一般貨物船、自動車運搬船、冷藏搬

運船、駛上駛下客貨船、調査船等的建造(如圖 1、2) 

2.修繕船事業 Ship repairs：各種船舶、官公廳船 (保安廳、自衛隊、學校

練習船) 的修理、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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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內海造船株式會社建造過船舶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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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內海造船株式會社建造過船舶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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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內海造船株式會社擁有兩個造船廠，分別為瀬戸田工場及因島工場，分

述如下： 

1. 瀬戸田工場(Setoda Plant)：面積為 184,300 平方公尺，約為東京巨蛋之 4

倍大，瀨戶田工場建造的船舶種類繁多，從小型到中型船舶不等，尤其

擅長於中小型渡輪之建造，澎湖輪亦在該工場建造。通過 ISO 9001 和 

14001 認證。該工場擁有 10 個不同部門製造工廠，一個建造船台

(Building Berth)供船舶船段組裝用，兩個船塢(Dock)供船舶上架維修用，

澎湖輪安排在 1 號船塢做 FINAL DOCKING 檢查，七個供船舶下水後泊

靠的舾裝碼頭。(如圖 3) 

圖 3 瀬戸田工場(資料來源內海造船株式會社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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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島工場(Innoshima Ship Yard)：面積為 111,826 平方公尺，約為東京巨蛋

2.5 倍大，專門用於為日本和國外的客戶建造大型船舶，該造船廠已通

過 ISO 9001 和 14001 認證，該工場擁有 11 個不同部門的工廠，有兩

個船台及兩個舾裝碼頭。(如圖 4) 

圖 4 因島工場(資料來源內海造船株式會社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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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澎湖輪船舶規格簡介(如圖 5) 

(一)總噸位: 9,932 

(二)載重噸: 2,224 

(三)全長: 119.99 公尺 

(四)船寬: 21 公尺 

(五)最大船速: 22.3 節 

(六)經濟船速: 21.2 節 

(七)乘客人數: 600 人(300 鋪位及 300 座位) 

(八)載貨量: 80 輛小客車、4 輛遊覽車及 10TEU 貨櫃(含冷凍櫃) 

(九)航線: 高雄-澎湖馬公 

圖 5 澎湖輪船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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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澎湖輪海上公試過程 

(一) 第一天 

1. 吃水量測 

係為確定船舶之空船重量，並符合建造規範之設計要求。(如圖 6) 

圖 6 吃水量測 

2. 救生艇施放及 5 節航行測試(左右兩舷) 

係為確定船上配置之救生艇能正常施放，並符合相關安全規範，且當船

舶在平靜水面以五節速度前進時，能安全下水及被拖。(如圖 7、8) 

圖 7 救生艇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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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救生艇下水及拖行 

3. 燃油切換測試 

係為確定船舶之燃油切換功能正常運作，以達經濟航行之效果，及國際

公約對防止海上環境污染之要求。(如圖 9) 

圖 9 機艙控制室施行燃油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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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穩定翼測試 

係為測定穩定翼減輕船舶全速航行受波浪影響所致橫搖之穩定效果，並

根據測試結果進行調校。(如圖 10) 

圖 10 穩定翼控制面板 

5. 迴旋測試 

係為測定船舶迴旋圈，從而確定船舶迴旋要素，以評價迴旋的迅速程度

及所需水域大小。(如圖 11) 

圖 11 船舶迴旋航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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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Z 形測試 

係為測定船舶對操舵之反應程度，透過左右來回操同樣舵角作蛇行( Z 形)

運動來求取操縱性指數。(如圖 12) 

圖 12 駕駛室施行 Z 形測試 

7. 停止慣性測試 

係為測定船舶全速航行後主機不再輸出前進動力，藉由海水阻力使前進

速度減速至 5 節之時間及距離。(如表 1) 

表 1 停止慣性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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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緊急倒車測試 

係為測定船舶全速航行後主機全力輸出後退動力，以求取船舶避免緊急

情況之最短時間及距離。(如圖 13) 

圖 13 緊急倒車航跡 

(二) 第二天 

1. 主機空車轉速(Idle speed)測試 

其目的為引擎於啟動後，可以正常連續運轉並且不會造船體共振的最低

轉速。(如圖 14) 

圖 14 機艙控制室施行主機空車轉速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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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機出力測試 

係為測定船舶主機依建造規範之要求於各負載情況(1/2、3/4、8.4/10、4/4)

之馬力輸出，測量船舶所達到之船速，並符合建造規範之要求。 

(如表 2、3) 

表 2 主機出力測試要求 

表 3 主機出力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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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機連續運轉測試 

係為測定船舶依建造規範之要求時間 4 小時內，主機保持全力輸出動力

(4/4)，得維持有序運轉狀態，並量取燃油消耗量作為油耗基準。 

(如表 4) 

表 4 主機連續運轉測試要求 

4. 振動測試 

係為測定船舶主機全力運轉時船體及軸系之振動程度，並符合結構及安

全規範。(如表 5) 

表 5 振動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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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噪音測試 

係為測定船舶主機全力運轉時各工作區域、生活區域及機艙等空間之噪

音程度，並符合結構及安全規範。(如表 6) 

表 6 噪音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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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曲柄軸撓度測試 

係為測定船舶主機全力運轉後，連接各汽缸之曲柄軸之受熱彎曲程度，

並符合結構及安全規範。(如圖 15) 

圖 15 曲柄軸撓度測試 

7. 航行設備測試 

係為確定船舶駕駛室內各項航行設備正常運作，並符合安全規範。 

(如圖 16、17、18) 

圖 16 航行設備儀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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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測速儀 

圖 18 電子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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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電磁相容性測試 

係為測定船舶所配置之各項電器及電路運轉時產生之磁場，並符合安全

規範。(如圖 19、20) 

圖 19 駕駛室機電房 

圖 20 機艙控制室機電設備儀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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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錨測試 

係為確定船舶錨機能正常運轉，錨及錨鍊能發揮應有功能。(如圖 21) 

圖 21 下錨測試 

10. 通風測試 

係為測定駛上駛下空間之通氣量，並符合安全規範。(如圖 22) 

圖 22 通風測試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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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艏推進器測試 

係為測定艏推進器產生之推力效果，並根據測試結果進行調校。(如表 7) 

表 7 艏推進器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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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磁羅經自差測試 

係為測定磁羅經受船體磁性影響所生之指向誤差，並根據測試結果製成

自差表備置船上，及以磁棒與軟鐵進行修正。(如圖 23) 

圖 23 磁羅經自差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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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天 

1. 斷電測試 

係為確定緊急發電機及跳脫切換程序能正常運作，並符合安全規範。 

(如圖 24、25) 

圖 24 緊急發電機 

圖 25 緊急發電機配電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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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穩定翼航行測試 

係船舶主機運轉於建造規範之要求於 1/2、8.4/10 負載(Load)情況下啟動穩

定翼，以測定穩定翼調校後，船舶於上開負載情形之航行速度，得減輕

受波浪影響所致橫搖之穩定效果。(如表 8) 

表 8 穩定翼航行測試結果 

3. 舵機及輔助舵機測試 

係為測定舵機及輔助舵機之轉向效果，並符合安全規範。(如圖 26) 

圖 26 舵機控制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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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機艙無人當值測試 

係為確定船舶機艙控制室無人值守時，船舶主機於建造規範之要求時間 4

小時內，並以要求動力於 8.4/10 輸出，得維持有序運轉狀態。 

(如圖 27) 

圖 27 無人值守機艙控制室 

(四) 第四天 

召開完工會議開立改善事項，關於主機或機器等改善事項(如圖 28、表 9) 

摘述如下： 

1. 跳板之液壓管路須有額外保護，以避免車輛停泊時意外碰撞。 

2. 觀測到船舶主機無負荷運轉時，煙囪排出大量濃煙。 

3. 緊急倒車測試偶有失敗的情況，請提供成因及改進措施。 

4. 主機空車轉速測試，左主機之冷卻水溫度高於正常區間。 

5. 右穩定翼之污水處理裝置，其排放泵之壓力錶損壞。 

6. 船舶達到最大航速時，主機輸出動力與建造規範之要求不符，請提供成

因，另外螺葉角度調整至 28.3 度是否比原設計之 27.4 度，使主機動力輸

出更有效率，請併予說明。 

7. 鍋爐後側之控制面板請增加通風管道，以延長使用壽命。 

8. 蒸氣管路之隔熱材料尚未鋪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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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減速機之前後軸承溫度，海上公試與廠試結果落差甚大，請提供說明。 

10. 發電機並聯運轉之功率因數，與發電機個別運轉之正常情況不同，請提

供成因及改進措施。 

11. 機艙空間之消防偵測器位置需要調整，以免無法發揮功能。 

圖 28 完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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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海試結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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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 

一、首先，本案造船廠係內海造船株式會社(下稱內海造船)，成立於 1940 年迄今

已有 83 年的歷史，建造的船舶種類甚廣，包括各式貨船、客輪至其他用途

船種等，尤其專精巴拿馬中型散裝船舶及小型渡輪的建造，並取得日本海事

協會的 ISO 9001 及 ISO 14001 認證，證明該公司的品質管理系統及環境管理

系統均經得起檢驗，也說明該公司除了產品品質有保障外，也注重碳足跡及

污染物質的控管，另日本國土交通省訂有沿海船舶節能評級系統，該公司近

三年建造之船舶創有屢屢取得最高評級 5 星等之佳績。 

二、其次，內海造船具備豐富的建造經驗，不論在船舶設計作業及上下游產業鏈

人脈均有雄厚的積累，得提供完整 1 條龍之船舶建造服務，包括船舶設計、

建造工期安排及配置主機、發電機、輔機與航行儀器等各項電機設備之服務

項目，通常駛上駛下客貨船完成建造約需 36 個月時間，澎湖輪簽訂合約至   

建造完工僅耗時 24 個月，即歸功於此；另前述各項電機設備採用日本廠牌，

拜日本造船產業的完整產業鏈所賜，大幅減少海外貨源因近 2 年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交期不穩定的風險，所有設備都準時運往船廠安裝，使澎湖輪準時

於 112 年 8 月交船 9 月投入營運。 

三、再者，澎湖輪之內裝設計，本局特別邀請臺灣設計研究院參與，集思廣益打

造美觀及舒適集於一身的旅客空間，諸如大廳、咖啡廳、交誼廳、餐廳、各

式座艙及臥房等，均附加了一般渡輪無可比擬的設計感，相信澎湖輪能帶來

類郵輪的微奢華海運體驗，使搭船旅客對坐船旅行的感受與過往不同。 

四、最後，本次海上公試從第一項至最後一項試驗項目皆在船上度過，雖然辛苦，

但想到這麼漂亮的澎湖輪即將投入營運服務，澎湖縣居民及其他縣市的觀光

旅客搭乘時之驚喜感受，就壓抑不住內心的興奮，頓時覺得投入的辛勞都得

到回報，且所見所學都是難得的實務經驗，經歷本次考察對船體結構更為熟

悉，對甲板分層、旅客生活空間、駛上駛下空間及機械艙間等子結構，與航



33 

行儀器、控制面板、主機、發電機及舵機等機電設備及船舶的操控性能皆有

進一步認知，均能對未來業務推動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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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 

經考察海上公試後，提供以下幾點建議： 

一、澎湖輪在建造時程較同類型船舶少 1 年的情況，還能如期交船，除了台航公

司的用心及負責外，內海造船豐富的建造經驗及日本造船產業的完整產業鏈

亦是很大的助力；內海造船的豐富經驗使其在船舶建造的任何階段均能最佳

化工作流程，以充分利用時間達成最佳工作效率，從該公司執行海上公試的

過程就可見一斑，各試驗項目之期程安排及施行方式與鑑定標準之說明皆完

整明確，且各項目安排專人負責試驗、紀錄、調校(整)及改善，另海上公試

期間，船上所有人員(包含事務部門)內海造船都給予工作鞋及三日份之工作

服、手套與長襪，可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最佳典範，爰建議國內造

船產業應更加重視船舶設計作業及船舶建造中之各項檢查、廠試及海上公試

的事前準備，並著手執行俾積累實務經驗以優化工作流程，增進工作效率。 

二、再者，日本造船產業的完整產業鏈，不僅包括機器之組裝、維修、保養、調

校(整)，連原料及零件之生產與技術人員之培訓皆囊括在內，如澎湖輪配置

主機、發電機、輔機與航行儀器等各項電機設備都採用日本廠牌，大幅減少

海外貨源近 2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交期不穩定的風險，且各設備廠商於建

造期間，派遣專人監督各機器之安裝，減少施工工序及工法出錯之風險，也

有利於後續的試驗及調校(整)，爰建議國內造船產業應更加重視技術人員之

培訓，使其在產業鏈中能充分發揮作用，減少生產及建造過程中可能發生的

風險，也不失為降低整體製造成本的一種方式。 

三、最後，我國造船產業要強化，應首重打造完整產業鏈及技術人員之培訓，降

低整體製造成本，已強化國際競爭力，從政府端出發，可訂補助或獎勵機制，

鼓勵造船業投資打造完整產業鏈並培訓技術人員，若造船業達成設計之投資

額度條件或培訓人員條件，可提供稅費減免或補助金，使業者願意投入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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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校端出發，學生除在學時學習相關知識外，更須透過產業實習俾加深理

解所學及應用，完整產業鏈能增加學生之實習及就業機會，學生亦能在畢業

後直接投入工作，滿足業界所需即戰力；從產業面出發，完整產業鏈及培訓

技術人員可增加產業整體核心競爭力，透過產、官、學共同努力打造完整產

業鏈及培訓技術人員，以厚植我國造船產業。 

四、澎湖輪於 112 年 9 月 5 日首航後，每年提供高雄至馬公航線 300 航班，每月

20 至 30 航班，每週 4 至 8 航班，全年無休的提供旅客、民生物資及車輛運送

服務，以穩定澎湖當地貨運價格及民生用品物價；另「澎湖輪」增設更多臥

鋪及娛樂設施空間，提高搭乘的舒適性，提供「類郵輪」的搭乘體驗，開拓

新形態海上觀光旅遊，本局將督導廠商推出更多元行銷方案，與旅行社異業

結盟，開闢新旅遊型態，以吸引旅客，帶動澎湖地區觀光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