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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鐵電務智慧化提升計畫「電車線工作

車 15 輛及鐵路吊桿車 10輛」採購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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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配合臺鐵電務智慧化提升計畫，本局向韓國新盛公司採購「電車線工作車15輛及

鐵路吊桿車10輛」，於車輛第二、三批出廠前派員赴韓國進行廠內查核、檢驗，確認車

輛相關主要設備符合本局規範及功能需求。 

     本次查核主要包含第一次車輛相關靜態檢驗缺失等問題進行探討，以確保車輛運轉

正常、功能及品質符合本局需求。本次查核後廠商將依建議意見進行改善，再運送臺灣

進行路線運轉之相關靜態、動態測試，希望藉由此次查核對已知缺失提出改善及建議，

以減少後續測試時遭遇之問題，加快相關檢驗進程。 



II 
 

「電車線工作車 15 輛及鐵路吊桿車 10 輛」採購案第二、三批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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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依據及目的 

一、出國依據 

     依據「電車線工作車15輛及鐵路吊桿車10輛」採購案財物採購契約條款第八條及契

約電車線工作車規範第五條及鐵路吊桿車規範第五條規定，辦理國外檢驗。 

二、目的 

在台臺鐵電車線設備保養中，相關車輛因老舊已逐漸浮現諸多問題，包括維護困難

及妥善率欠佳；零組件供應渐行渐遠，維修週期拉長，種種不利因素對電車線設備須及

時有效維護產生了負面影響，同時，環島鐵路電氣化使設備養護轄區擴大，老舊車輛因

應新環境的適應能力不足，使相關設備維護工作面臨更大挑戰。 

為因應這些挑戰，由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項下「臺鐵電務智慧化提升計畫」辦理電車

線工作車及鐵路吊桿車等新型車輛的採購，以提高作業效率並確保設備維護的即時性。

新車輛將整合現代化科技，增強零組件的可取得性以及共通性，並符合最新空氣污染物

排放標準，應對轄區延長及車輛老化所帶來的挑戰，進而確保整體運行的安全及可靠。 

透過此計畫，我們期望新型車輛的引進能為臺鐵注入新動力，同時提高整體鐵路系

統的競爭力。因此，本局積極關注本案車輛製造商與設備供應商協調配合及製造進度等

狀況，故派員前往韓國查核實際情況，以利後續交車之檢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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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成員及行程 

一、參與人員: 

             臺北電力段 陳段長珈祐 

             電務處 曾幫工程司重吉 

             臺北電力段苗栗分駐所 許主任競仁 

二、出國行程 

日期/星

期 
時間 主要行程內容 備註 

10 月 12 日 

星期四 

11:00~12:00 抵達韓國仁川機場(BR170, 11:00 抵達) 第一航站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機場→新盛系統(華城市) 約 80 分鐘車程 

15:00-17:30 公司簡介+啟始會議+參觀製作工廠  

17:30-18:30 公司→飯店(水原市) 約 60 分鐘車程 

10 月 13 日 

星期五 

08:30-09:20 飯店→新盛系統 約 50 分鐘車程 

09:20-12:00 監造檢驗  

12:00-13:0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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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7:30 監造檢驗  

17:30-18:30 新盛系統→飯店  

10 月 16 日 

星期一 

08:30-09:30 飯店→新盛系統  

09:30-12:00 監造檢驗  

12:00-13:00 午餐  

13:00-17:30 監造檢驗  

17:30-18:30 前往飯店  

10 月 17 日 

星期二 

08:30-09:30 前往新盛系統  

09:30-12:00 總結會議  

12:00-13:30 午餐  

13:30-17:30 到達仁川機場 第一航站 

19:45- 仁川機場→台灣(BR159, 21:25 抵達台灣) 台北桃園機場第二航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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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廠位址:                              

                       

 

 

 

Shinsung System 廠址: 196-10 Jugok-ri, Ujeong-eup, Hwaseong-si, Gyeonggi-do, 南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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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查驗過程 

    第一日由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出發，於中午抵達韓國首爾仁川機場，公路接駁至新盛

公司工廠位址(京畿道華城市)，本案由新盛公司得標並負責製造設計及整合車體及動力

系統。 

 

 

 

 

 

 

 

 

 

 

 

 

 

 

 

電車線工作車及鐵路吊桿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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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參觀 

 

一、起始會議 

     112年10月12日中午抵達現場後召集廠商會議，由臺鐵同仁說明本次工作項目重

點，並由廠商簡報第二、三批車輛缺失改善現況，廠商現場表示目前已經依照第一批

靜態檢驗缺失項目進行改善中，可望有效減少未來靜態檢驗缺失，雙方經討論決議本

案將重點放於靜態缺失改善項目確認進行辦理以利後續交車之檢驗程序。 

 

 

       

 

 

 

 

 

 

 

 

 

 

 

       

起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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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靜態缺失項目已完成改善抽查: 

以下將對本次標案第一批車輛靜態檢驗缺失部分，有遭遇到問題但廠商已經在廠內將自

造中的車輛改善完成部分進行抽查。 

1. 吊籃無安全帶吊掛處 

改善前 改善後 

  

2. 柴油發電機油壓桿漏油作用不正常 

改善前 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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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C、SR 下方未設置防護框 

改善前 改善後 

  

4. 車下電源開關箱加裝把手 

改善前 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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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柴油發電機無運轉燈號 

改善前 改善後 

  

6. 車頂及工作平台護欄之上欄杆未達職安法規定 90cm 高度。 

改善前 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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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靜態缺失項目討論及改善建議 

    以下將對本次標案第一批車輛靜態檢驗缺失部分，有疑義部分進行討論，希望能提

出有效建議，期望未來出廠車輛能順利完成靜態檢驗。 

 

1. 冷氣室內機未依規範提供交流發電機 AC220V 電源: 

討論結果: 空調旁邊追加發電機插座 

 

 

2. 工作平台未標示勞安警語， 如平台最大載重限制以及安全帶扣環: 

討論結果: 追加標籤，追加 6個安全帶扣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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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I 位無依規範設置停留軔機: 

討論結果: II 端後續將追加電子停留軔機，設計完成後並同圖面更新 

 

4. 車頂工作區一部分未鋪設防滑板: 

討論結果:將依照規範於工作區設置防滑板 

 

5. 工作平台護欄固定銷突出妨礙走道: 

討論結果:提供設計圖並依照圖面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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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I 側駕駛室未依規範設置啟動開關: 

討論結果: II 端追加啟動開關，後續提供設計圖面並更新文件 

 

 

7. 自閥保壓功能異常，BP壓力不正常下降。 

討論結果:於三通閥前端新增軔管壓力直通向 AR風缸的氣路，並設置單向

閥，防止風缸空氣逆流，也能有效解決風缸充氣時間不足導致保壓時空氣

壓力尚未平衡時產生的壓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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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吊籠門建議增加鎖扣: 

討論結果:依照建議新增如圖鎖釦 

 

 

9. 有關 RC 車輛集塵機調壓閥旁持續漏氣: 

討論結果:此為該型調壓閥正常模式，可追加說明及銘版方式進行標示 

 

10. 有關未來臺鐵車輛需要新設駕駛室內收音裝置，請新盛公司統一評估

錄音設備按原廠硬體基礎上加裝的可能性，並估價後再研議安裝與使用:  

討論結果:請原廠進行評估後提供報價，並後續進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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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結會議紀要 

    行程最後一日 112 年 10 月 17 日進行總結會議，感謝新盛公司全體團隊在此次新購

車輛相關設備工廠檢驗中的合作。我們高度重視這次檢驗，針對已知缺失部分的改善，

新盛公司展現了積極的態度，我們也見到了實質進展。然而，車輛仍然需要透過後續國

內的靜態與動態檢驗及測試，期待新盛公司能維持一貫態度來進行後續測試工作，以確

保所有項目達到高標準。在未來的合作中，我們期望共同解決挑戰，確保電車線維修車

輛等設備能達到最佳效能，提升整體運行水平。感謝各位的努力，也期待未來更緊密的

合作。 

    針對電車線工作車 15 輛及鐵路吊桿車 10 輛第二、三批車輛出廠前查核、檢驗意見，

可立即辦理部分均完成改善，查無違反採購規範重大事項。 

 

 

 

 

 

 

  

 

 

 

 

 

   

總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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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 

作為檢驗人員，我們於今年 10/12~10/17 期間前往韓國進行「電車線工作車 15 輛及鐵

路吊桿車 10 輛」第二、三批的出廠前檢驗。這次任務的目的是確保所有車輛在交付後

達到高品質和安全標準。 

首先，對已經出廠的車輛進行複驗是至關重要的，這使我們能夠發現在製造階段可能存

在的一些問題，感謝製造商的積極配合，他們在複驗過程中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協助，

然而，我們發現了一些缺失，這也強調了檢驗的重要性，它不僅是確保品質的一個步驟，

更是及早發現和修正問題的機會。 

在廠內，我們提供了修正和改進的建議，以便廠方能夠提前進行修正與改進，這包括技

術性的細節和製造過程中的流程改進，以確保這批車輛的性能和安全性達到最高標準，

我們建議建立一個迅速反應的機制，以處理可能在未來檢測中發現的任何問題。 

針對尚有疑義的部分，透過公司的參訪提供了實地了解的機會，這種實地觀察，特別是

對實際車輛的檢視，有助於更直觀地理解設計和製造的細節。此外，公司的文件陳列及

介紹也提供了深入了解製造過程的機會，這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評估整個生產鏈。 

這次參訪和檢驗的結果，不僅是一次品質確認，更是雙方技術交流和合作的契機，這也

為未來的合作打下了基礎，提供了更深層次的理解和信心，我們期待這批車輛在未來的

運行中能夠為鐵路運輸系統帶來更高效、安全的表現，希望這次的檢驗結果和建議能夠

為未來遭遇類似問題時提供寶貴的參考和指導，感謝各方的合作，期待未來更進一步的

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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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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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新盛公司簡介及相關實績 

 

Shin Sung System(於此簡稱 SSS)公司設於韓國華城市，主要業務為製造鐵路業界所需

之調車機車頭、維修及檢查車輛。SSS 公司生產各種專業的鐵路車輛，其中包括柴油液

壓調車機車頭、鐵路吊車作業車、電車線及輔助作業車輛、挖掘車、混凝土拌合車、多

功能車輛、高動力電池驅動機車頭、以及其他各種車輛。 

SSS 公司於 1987 年起開始鐵路車輛生產之業務，所聘用的工程師皆具備 25 年以上的經

驗。另外，該公司對於專業軌道車輛的工程規劃、設計及生產方面擁有良好及足夠的能

力 SSS 公司也於 2000 年通過得國際標準組織 ISO-9001 認證(德國認證品質管理系

統)，對於軌道工程車的製造有相當之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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