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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就台灣地區而言，鐵路運輸不論是在城市地區或鄉村地區，都是當地主要的公共運

具，也都肩負著地方進出門戶的重責大任，鑒於國內都市發展日趨稠密，各地方政府要求

辦理既有鐵路立體化建設(高架化或地下化)的呼聲甚囂塵上。然而考量政府財政負擔及各

地區都市化程度及需求之差異，不應只有採立體化的處理方式，宜因地制宜來執行各項鐵

路建設計畫，俾使計畫經費能發揮最大效益，故亟需尋求另一種解決都會區鐵路車站兩側

不均衡發展之型式。爰此，本局遂籌劃辦理「日本都會區之鐵路車站以「場站大平台(人

工地盤)來解決交通與都市發展之案例」考察，實地了解日本鐵路車站以場站大平台解決

都會區交通與都市發展之成功案例，希望藉由本次至日本現地參訪之機會，與鐵路機構及

相關單位就鐵路建設及營運管理相互交流，吸收新的觀念及知識，導入不同的規劃設計理

念，來激發國內鐵路建設的創新思維，期能有效提升國內鐵路建設，並供作後續相關建設

計畫之參考。 

  有鑑於日本是一個鐵路建設極度成熟發展的國家，軌道交通運輸發達，而且鐵道建設

及與都市發展緊密結合的經驗更屬世界翹楚，擁有諸多立體化車站採場站大平台（人工地

盤）方式建構之成功案例，且鐵路運輸已成為民眾日常生活最便捷的交通運具，及透過車

站整體開發亦為日本都會區帶來可觀之商業發展契機，在現今我國鐵路建設計畫面臨各地

方政府紛紛要求鐵路立體化之際，遂以日本作為本次參訪地點，希望藉此參訪吸取日本在

這方面的寳貴經驗及資訊，供作我國未來鐵路建設場站開發及都市發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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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就台灣地區而言，我國人口日益集中於都會區，此一趨勢亦直接或間接地造成都市土

地使用的問題，新建鐵道建設之鐵路廊帶不僅衝擊自然生態，亦對周遭環境造成地形、地

貌的永久改變，並勢必翻轉地理人文的發展，因此，在寸土寸金的都會區進行鐵道路線規

劃，即應構思如何將軌道建設所造成之負面衝擊降至最低限度，此乃關鍵課題之所在。究

此，交通建設與都市發展如何緊密契合，而又能權衡其競合關係，實屬不易。 

    鐵路建設是都市發展的重要契機，不論是在城市地區或鄉村地區，都是當地主要的公

共運具，也都肩負著地方進出門戶的重責大任，鑒於國內都市發展日趨稠密，各地方政府

紛紛要求辦理既有鐵路立體化建設（高架化或地下化）；然考量政府財政負擔及各地區都

市化程度及需求之差異，應採因地制宜的方式來執行各項鐵路建設計畫，俾使計畫經費能

發揮最大效益，故亟需尋求另一種解決都會區鐵路車站兩側不均衡發展之型式。爰此，本

局遂籌劃辦理「日本都會區之鐵路車站以「場站大平台(人工地盤)來解決交通與都市發展

之案例」考察，實地了解日本鐵路車站以場站大平台解決都會區交通與都市發展之成功案

例，希望藉由本次至日本現地參訪之機會，與鐵路機構及相關單位就鐵路建設及營運管理

相互交流，吸收新的觀念及知識，導入不同的規劃設計理念，來激發並提升國內鐵路建設

的創新思維，供作後續相關建設計畫之參考。 

    鐵路運輸是環保、節能、低碳的大眾運輸，建構台灣完善之鐵路運輸骨幹網絡以提昇

交通品質，亦是紓解都會區交通壅塞的良方，就國內鐵路立體化建設來看，主要分為高架

車站與地下車站二種不同型態，而此一鐵道工程立體化改建工程主係考量各地區都市化程

度及需求之差異，採因地制宜方式配設不同型態之車站，以使車站能發揮最大效益。亦即

車站高架化或地下化須評估該地區都市發展及現地條件與實際需求，且須依「鐵路立體化

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申請與審查作業要點」之程序循序辦理。因此，如何讓民眾能深

刻感受政府投入公共建設的美意，而政府財政亦能獲得應有的回饋及挹注，以妥善的規劃

站場設施、商業及多目標使用空間，及利未來各項營運改善措施，實為當前重要之課題。 

  有鑑於日本的鐵路建設完熟，軌道交通運輸發達，相關鐵道建設及與都市發展緊密結

合的經驗更屬世界翹楚，擁有諸多立體化車站採場站大平台（人工地盤）方式建構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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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且鐵路運輸已成為民眾日常生活最便捷的交通運具，亦為日本都會區帶來可觀之商

業發展契機，在現今我國鐵路建設計畫面臨各地方政府紛紛要求鐵路立體化之際，遂以日

本作為本次參訪地點，希望藉此參訪吸取日本在這方面的寳貴經驗及資訊，供作我國未來

鐵路建設場站開發及都市發展之參考。 

貳、參訪行程 

 

日期 時段 地點 內容 

10/15(日) 

上午 台北 松山機場至羽田機場 

下午 東京 參觀舊新橋車站鐵道歷史展示室 

10/16 (一) 

上午 東京 拜會日本國土交通省 

下午 東京 東京新宿車站參觀 

10/17 (二) 

上午 東京 拜會東武鉄道株式会社 

下午 東京 參觀東京晴空塔站區開發 

10/18 (三) 

上午 東京 參觀大宮鐵道博物館開發 

下午 東京 拜會日本信號公司 

10/19 (四) 

上午 橫濱 
參觀金澤八景車站 

拜會台北駐日代表處橫濱分處 

下午 橫濱 
拜會東急株式会社/横濱市交通局 

參觀多摩廣場車站 

10/20 (五) 

上午 東京 品川至羽田機場 

下午 台北 羽田機場至松山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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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察過程 

一、 舊新橋車站鐵道歷史文物館 

（一） 日本官設鐵道歷史的起點 

        由於時間寶貴且機會難得，所以本考察團在抵達日本稍事安頓行李後，旋即參

訪距離下榻旅館不算遠的舊新橋車站鐵道歷史文物館。在日本鐵道草創時期，新橋車

站乃是鐵道北端起點亦是相當重要的客運及貨運樞紐，舊新橋站由美國技師 R. P. 

Bridges 所設計，於 1871 年 5 月動工，並於同年 12 月竣工，為一座兩層樓的終端式車

站，這在當時的西方建築還很少見，更是文明和啟蒙的象徵。隨著明治維新向西方取

經並如火如荼地開展，日本跟隨西方工業化的腳步，在外國技師幫助下於 1872年 10

月 14日連接新橋與橫濱之間的第一條官設鐵道正式通車營運。鐵道的開通不只奠定

了日本成為強國的基礎，日後更發揚光大使之成為世界知名的鐵道王國。 

        一直到 1914年東京車站完工，舊新橋站才卸下了客運重任，成為貨物專用車站，

並改名為汐留車站。不幸的是這座日本鐵道起點站在 1923年關東大地震因大火而燒

毀，殘存的月台遺構也在 1934年場站改建過程中遭到拆除，現址僅留存 1936年鐵道

省所製作的 0哩標示及 3公尺的復原軌道，在 1965年與地下遺跡一同指定為國指定

史跡，月台也依據當時規模重建。 

        這段歷史似會隨著建物消失而被世人遺忘，但在 1987年日本國鐵民營化，汐留

貨物站將要土地清算開發之際，1991年官方開始進行了大規模考古發掘，發現新橋車

站的月台與地基保存仍相當良好，甚至第一代轉車盤的遺跡也被發掘出來。在確定了

新橋車站的正確位置之後，日本將需要保護的部分重新保存，並考證了過去車站的外

觀，儘量以原貌於原地重建了舊車站和月台，作為位於市區的鐵道歷史展示室。地下

遺構也適時地露出，讓參觀民眾能實際觀賞時代留下的痕跡，成為日本鐵道史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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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新橋車站鐵道歷史展示室 

 

舊新橋車站鐵道歷史文物館平面圖 

 

鐵道起點「0哩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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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日本鐵道簡史及遺構保護 

        受到世界各國鐵道的發展影響，日本在 1869年決定舖設鐵路連結東京與橫濱，

並將此一長度為 29公里的路段當作示範鐵道，前後費時三年，於 1872 年 10月 14日

全線正式開通，並於起點的新橋車站舉行開業典禮。1883年開通東京（上野）到埼玉

（熊谷）路段中，獲得高達 1成以上的營業利益，這才讓大家發現原來鐵道是賺錢的

事業。隨後日本全國各地皆掀起舖設鐵道的風潮，到 1892年為止全國約有 50間民營

鐵道公司開業。根據統計至 1890年為止，官方舖設的鐵道約有 886公里，民間公司

舖設的鐵道已達 1,366公里。 

        為掌握可大量運輸貨物與旅客特性的鐵道資源，日本政府從 1906年訂定「鐵道

國有法」收購民營鐵道，至 1907年 10月共收購 17家民營鐵道公司。雖然日本國營

鐵道不斷進步優化，如鐵路電氣化、地下鐵、路面電車、子彈列車……等技術創新，

但仍不敵小客車引進後對鐵道運輸的衝擊而不斷地虧損。後於 1987年將國營鐵道分

割成 6家鐵道公司：「JR東日本」、「JR東海」、「JR西日本」、「JR北海道」、

「JR四國」、「JR九州」，以及 1家貨運公司「JR貨物」。 

        日本興建第一條鐵道時因兵部省的強力反對，故有長約 2.7公里路段設置在寬約

6.4公尺的海堤上，構成鐵路列車於海上行走的景象，成為文明開化的象徵，亦出現

在許多錦繪圖中。「高輪築堤」在後續的填海工程中被掩埋，直到 2019年高輪 Gateway

車站興建開發時，終於重見天日。由下圖可看出路堤填築時於底部兩側打設止滑樁，

海側邊坡主要以石塊搭配布料堆疊來減少沖刷，出土之石塊目前亦展示於大宮鐵道博

物館內。   

   

高輪築堤構造剖面及築堤石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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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車盤遺構被搬到了一處小公園做意象保存 

 

復原的月台及雨棚 

 

   室內以櫥窗的方式展示舊新橋車站砌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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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遺物展示櫃 

 (三) 參訪有感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藉由參訪舊新橋車站處理遺構的案例，可作為臺南新站施

工過程出土的府城城垣、北轉車台、南轉車台、機關車維修庫，及桃園車站、臺中車

站、嘉義車站之遺構、轉車台等古蹟或鐵道歷史文物處理的借鏡。 

1.鐵道建築歷史風華： 

   有效保存文化資產將其融入周遭的生活環境、都市紋理，除可供民眾瀏覽觀賞並了解

鐵道發展歷史外，更可在潛移默化中達到文化傳承的目的，藉由歷史建築或遺址遺構

再利用的方式，創造古蹟成為都市的焦點及居民重要的生活場域，可使旅客充分感受

都市中新舊交融的建築對話與歷史風華。 

2. 古蹟優於土開利益： 

   日本一度在天災後失去舊新橋站這個鐵道歷史的起點座標，但仍在細心考證下將其找

回來，目前舊新橋站周邊配合都市更新，多已新建商辦大樓，土地開發利益可觀，但

日本政府仍不為所動地將舊新橋站在東京精華地區原汁原味地蓋回來，雖然車站月台

雨棚因原有屋面板年久失修已無法保存，僅保留結構骨架，而構件原有的鉚釘接合方

式亦在變更為螺栓接合，但仍不影響該古蹟的完整性。 

3.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日本極為珍視鐵道歷史文物，在保存及展示上的考究更是鉅細靡遺、無微不至，在參

訪舊新橋車站鐵道歷史文物館後，使我們對鐵道歷史文物及車站古蹟保存再利用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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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式有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鐵道歷史文物的相關保存及展示做法，更可作為將來

桃園車站、臺南車站鐵道歷史文物展示及呈現方式的參考。 

 

本局考察團於舊新橋車站鐵道歷史文物館前合影 

 

 

新舊交融的建築對話與歷史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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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日本國土交通省交流及參訪涉谷、新宿車站 

（一）與日本國土交通省交流 

        經由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及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的聯繫及安排，考察團一行

人順利拜會日本國土交通省的官員，並針對車站大平台（人工地盤；日本稱為橋上駅

舍化）建設的規劃、財源與案例……等進行交流討論。交通省官員表示:日本針對車

站改建及大平台商業開發的經費大多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民營鐵路公司各負擔

1/3的模式來執行，因此，各單位的負擔就不會那麼重。在整體車站開發計畫擬訂前，

鐵路公司應與地方政府充分協調，並透過詳實的市場調查與分析，縝密的設定車站開

發內容與定位，方能建置符合地方未來發展方向及滿足居民生活需求的車站，此外，

並須擬訂商場內店舖之組合策略，來提高車站商業服務面積之坪效，期望藉由大面積

的站區土地開發案，帶動都市周邊地區的發展契機。 

    

本局考察團與日本國土交通省官員合影 

        針對鐵道車站綜合整治工程（車站大平台），日本本國土交通省官員認為，其目

的係透過設置自由通道、建造廣場、橋上站房、拓寬月台等方式，來保證人流暢通，

實現區域無障礙，並整合鐵路劃分的城市區域，改善週邊交通，為旅客和當地居民提

供更安全、更便捷的交通及人行動線。鐵道車站大平台預期可達到效果如下： 

    ◎避免通過瓶頸平交道的人流動線 

◎透過在橋梁上建造站房（作為自由通道）來解決車站兩側的區域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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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拓寬月台來提高安全性 

◎實現鐵路無障礙化，減輕旅客負擔 

◎改善車站廣場，減少道路壅塞 

 

鐵道車站綜合整治(車站大平台)案例 

 

 日本1999年迄今已完成及目前施工中之車站整治計畫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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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利本考察團能實地參觀鐵道車站綜合整治工程的案例，國土交通省提供1999年

迄今已完成及目前施工中之計畫概要，以及小田原線鶴川駅（小田急電鐵）車站工程

整治前後比較示意圖供參，並建議參訪金澤八景駅(京浜急行電鐵)，俾實地了解車站

工程整治前後的差異及效益。 

 

國土交通省提供鶴川駅(小田原線)改善前後相關資料 

（二）涉谷車站參訪 

         位於東京山手線之涉谷車站，東側與地下鐵銀座線之涉谷車站橫交。澀谷車站

從地上 3樓到地下 5樓，共 4個鐵路公司，9條電車路線通過。銀座線位於 3樓；山

手線、埼京線、湘南新宿線、井之頭線位在 2樓；半藏門線、田園都市線位在地下 3

樓；東橫線、副都心線位在地下 5樓，複雜的路線和構造，讓澀谷被大家稱為最容易

迷路的超級迷宮。不過，隨著銀座線的月台於 2020年搬遷後，一切都改觀了。在搬

遷之前，澀谷車站一天雖有超過 200萬人次使用，卻一直無安裝電梯、月台門、廁所，

所以看起來有些陰暗、髒亂，且因車站和百貨公司一體化的特殊構造，造成以前轉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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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非常不方便。但自從銀座線的月台搬遷後，使澀谷車站增加了更多的便利性，也改

善了前往 JR線轉車的路線，讓遊客能夠更方便進行轉乘，搬遷後的銀座線更設有電

梯、廁所、手扶梯供旅客使用，車站外觀則更為明亮通透，整體煥然一新。 

 

JR涉谷車站與地鐵銀座線位置(摘自 Google地圖) 

        涉谷車站改建工程目前仍持持續施工中，配合山手線車站改建，未來將於軌道上

方興建共構大樓，施工方式與一般傳統施工相同，仍以先建後拆方式執行，惟其仍屬

現況營運中之車站，故切換完成後，仍需於夜間的有限時段進行改善工程，此部分特

性與臺鐵路線改善類似，均需較長之施工時間；日本的車站改建是在不影響既有營運

的狀況下進行，而且白天影響營運的部分是不施工的，大部分都是採夜間施工，所以

大大降低對旅客的影響，也增加了施工的安全性，但相對的工程造價及時間成本亦會

在無形中提高（一般鐵路工程係由承商提出工期，由業主審核定案）。 

 

JR 涉谷車站 
東京地鐵涉谷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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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涉谷車站月台上方仍在施工，月台及出口閘門上方佈設防墜網 

 

東京地鐵涉谷站月台階段完工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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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JR新宿車站大平台參訪 

為改善新宿車站南口甲州街道混亂的交通，以及解決受到鐵路阻隔而無法通行的

兩側商業設施，JR東日本著手進行大型人工平台的建置，全部工程已於 2015年完成。

建設完成的大型人工平台，除可解決鐵路兩側的阻隔問題，也整合鐵路、中長程客運、

計程車、小客車等運輸功能及兼具綠帶廣場的大型轉運站。 

 

新宿車站南口大平台空拍位置(摘自Google地圖) 

 

新宿車站南口大平台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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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宿車站南口觀景露臺            露臺可觀賞各式列車運行 

  

        新宿車站南口大平台      大平台與陸橋相連兩側為寬敞人行道 

  

客運與計程車入口位於大樓2F        於平台側邊樓梯可下至地面 

  

      甲州道路下方地面           甲州道路採鋼橋跨越橫交道路 



 19 

 

新宿車站西口地面道路 

  

鼓勵民眾利用空橋走路之海報寬闊方便的連通空橋 

 

 

 

 

 



 20 

(四) 參訪有感 

經與日本國土交通省官員討論日本大平台建設計畫，係由地方政府、民營鐵路公

司、地區交通局等組成的理事會制定發展計劃，鐵路公司並根據發展計劃實施來辦理

車站改善項目和相關無障礙設施，政府則會補貼鐵路公司與這些改善項目的部分土木

工程和建築成本，各投資者則以分得的樓地板面積計算效益。根據前述與日方經驗交

流及藉由實地勘查涉谷、新宿車站以後，歸納出以下幾點心得：  

1.合力推動車站綜合改善： 

   日本政府認為推動車站綜合改善計畫，包括在大平台上建造站房在內的改善項目，將

可提升車站服務功能，增強城市的國際競爭力，提高城市鐵路網的連接，並建立環保、

節能、低碳的大眾運輸，提高所有旅客的便利性和安全性。因此，在不同之情況及條

件下，中央及地方政府會透過補貼方式和補助金的提供，支持鐵路公司進行車站綜合

改善計畫。地方政府、鐵路公司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並須充分溝通協調，俾建置符合地

方未來發展方向及滿足居民生活需求的車站，並帶動都市周邊地區的發展契機。 

2.施工中營運以安全為先：  

   本次考察多以鐵路運輸作為交通運具，故發現諸多日本車站刻正進行不同程度的

改建工程，其工程是在不影響既有營運的狀況下進行，而且白天影響營運的部分是不

施工的，大部分都是採夜間施工，所以大大降低對旅客的影響，也增加了施工的安全

性，但相對的工程造價及時間成本亦會在無形中提高，不過他們認為這是值得的。 

3.諾大的大平台令人讚嘆：  

   日本都會區多數的車站是數條鐵道、捷運的交會點，也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如何同時

解決繁雜交錯的道路系統，並避免因鐵道阻隔造成都市發展的限制，這是困難所在。

本次考察的行程中，實地參訪了全日本最繁忙的東京新宿車站，從新宿車站南口的大

平台初體驗可以發現，諾大的人工平台已經大到讓你不會認為它只是一個平台，你會

認為這是一整個區域的地面層，此一大平台設置完全消除了鐵道對於都市空間的阻

隔，不僅提高周邊區域的可及性與土地利用價值，更創造多元、複合使用的都市空間，

令人不禁咋舌、讚嘆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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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平台整合了都會空間：  

   日本是一個軌道運輸系統十分發達的國家，都市發展往往伴隨著便捷的交通網路因蘊 

   而生，因此，車站周邊往往是大量人潮聚集的區域，形成了高強度的商業發展潛力。 

   就如同新宿車站的南口設計，藉由人工平台建設將車站周邊地區整合成為一個結合運 

   輸、商業、娛樂、購物的綜合都市空間，此一處理手法也提供了我們對於車站周邊土 

   地開發的另一種思維。 

5.新宿站大平台可以借鏡：  

   回顧我國鐵路車站建設，花蓮車站作為東部國際旅遊門戶，其於軌道上方設置連絡車 

   站兩側之自由通道，儼然是迷你版的車站大平台設計，12公尺寬的大平台（自由走道6 

   公尺：商業空間6公尺），解決了前站及後站的阻隔，商業空間亦提供旅運販賣的需求。 

   此外，像臺南車站地下化工程於穿堂層留設7處可敲除式牆板，預留了將來與地區捷運 

   系統連結的機制，已是另一種地下大平台的體現，只是這二個案例與新宿南口大平台 

   兩相比較，實屬小巫見大巫，期許我國後續都會區的鐵道建設能如日本規劃般宏觀， 

   結合運輸、商業、娛樂、購物的綜合都市空間，打造具國際視野的交通建設。 

 

 

新宿車站南口大平台平面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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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拜會東武鐵道及參訪淺草、晴空塔城站場整建及開發 

（一）與東武鐵道株式會社交流及東武淺草站參訪 

        經由日方的聯繫及安排，考察團一行人順利拜會日本東武鐵道株式會社，並獲得

熱情招待及詳細的案例解說。東武鐵道株式會社是日本的私營鐵路公司之一，在日本

關東地區規模僅次於JR東日本鐵道公司。「東武集團」其名稱意為武藏國之東部，不

僅歷史悠久，而且事業版圖橫跨交通、流通、住宅、休閒等產業，總部位於東京押上，

東武鐵道路線橫跨東京都、埼玉縣、千葉縣、栃木縣、群馬縣等1都4縣，主要是由伊

勢崎線、日光線、野田線3條幹線及其支線所構成，總營業里程達到463.3公里，共有

205個車站，日平均旅客運輸量約242萬人次。旗下產業包括交通、物流、房地產、休

閒、租賃等，集團採多角化經營規模龐大。 

 

參訪團與東武鐵道株式會社合影 

        東武鐵道株式會社因應該社新款列車SPACIA X啟用，及為刺激觀光發展，因此於

2023年3月至7月辦理東武晴空塔線淺草站與東武日光線東武日光站之裝修改建工

程，總工程經費約日幣2.5億元。此次的翻新工程以「連接」為概念，希望能營造出

從上車前到下車後的連接感。讓乘客可以在淺草站和日光站感受到對SPACIAX電車旅

行的期待和日光體驗的餘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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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武鐵道株式會社提供車站改建相關資料 

        在淺草站，SPACIA X發車的5號月台和候車大廳以木紋裝飾搭配燈光設置呈現出

櫪木縣的「日光」大自然與莊嚴的氛圍。另外，此次翻新的淺草及日光兩個車站的室

內裝修及長椅均採用了該公司在日光當地所擁有森林的疏伐材，以及壢木縣的大谷石

和蘆野石等當地生產的建材，再再以保護環境及促進鐵路沿線地區的文化為目標。 

  

  東武淺草站入口閘門               淺草站月台另一側仍保留舊有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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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草站5號月台裝修翻新                 東武淺草站月台牆面新增標誌 

  
淺草站5號月台端末止衝擋 

（二）東武鐵道鐵路橋下沿線開發商業設施 

         從淺草車站至東京晴空塔鐵路橋下方，東武集團打造一座人行走道及商店街一

直延伸至晴空塔，令人印象深刻。為最大化商業經濟，創造不同觀光活動，東武集團

從淺草站至東京晴空塔之間，利用跨越隅田川鐵路橋作為懸臂支撐，打造一座人行景

觀步道，並利用鐵路橋下方閒置空間設置商店街及青年旅館等，另向政府認養公園開

闢人行散步道一路延伸至晴空塔，各種突破想像的整體配套開發作法令人印象深刻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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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具效益。因此，當你實際走訪一遍，你可以充分感受到這裡的空間魅力，不論是在

戶外空間的植栽綠化營造、優美流動的建築外觀造型、悠閒舒適的休憩空間、公共藝

術與生活結合的整體呈現等，在在都令人驚艷不已，就算是漫無目的地坐下來靜靜欣

賞這城市的人文風景，都會充滿感動！ 

     

淺草站與東京晴空塔位置及人行景觀步道 

  

  鐵路跨河橋側下方人行景觀步道    復古造型電力桿桁架創造古典浪漫 

  

鐵路橋下方沿線至晴空塔處皆開發為商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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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東京晴空塔參訪 

        東京晴空塔的建設地點是位在東京都墨田區東武伊勢崎線的東京晴空塔站，即東

武鐵道總部旁的貨物車站原址空地。由東武鐵道全額出資約 500億日圓成立的「東武

晴空塔株式會社」負責建造，建設費用約 400億日圓，實際施工則由大林組承包。東

京晴空塔啟用後，估計每年可帶來約 480億日圓的經濟效益，包含電視台所支付的租

金、觀光門票收入及購物中心與辦公大樓租金等。東京晴空塔不僅是一座地標建築，

更是集商業、文化、教育等多種功能於一體，儼然成為一個城區，一個令人流連忘返

的魅力城區。東京晴空塔城總面積約 3.69萬平方米，以電波塔「東京晴空塔」、商

業設施「東京睛空街道」、辦公設施「東京睛空 East Tower」三大設施為中心，以及

水族館和一個圓頂劇場構成的新商業旅遊景點，本案並已於 2011年完成，將停辦貨

物之站場打造開發成一具特色之觀光景點。 

 

晴空塔地標建築 

        東武集團闡述晴空塔計畫的發展背景時說到：「我們不只是建造塔樓，我們也為

塔樓所在的城鎮創造活力。」，該區是江戶文化的傳承地區，也是東京發展的基礎，

為利用該地區的獨特潛力，在行政層面規劃並實施了各種城鎮和社區發展建設及推廣

計劃。東武的目標不僅是使其成為海拔超過 600m的世界最高塔，更要營造一座有塔

小鎮互動、熱鬧的新氛圍，將較落後貧困區打造成為「社區富裕」的象徵，「新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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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東武將繼續前進。」，這是東武對本案發下的豪語，更可見該公司的宏觀視野及

遠見。 

    

裙樓將各棟建物連接在一起並創造出舒適的休憩空間 

      
東京晴空塔主塔各層簡介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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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晴空塔低樓層商業空間各層簡介圖說 

   
晴空塔本體及塔城區的商辦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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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內室內裝修風格及漫步而上迴廊

 

360度俯瞰東京都體驗現代化及高度密集的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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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訪有感 

在拜會東武集團進行站區開發的經驗交流，及藉由參觀淺草車站的舊站改建、

SPACIAX列車到日光溫泉路線之增設月台、鐵道橋下沿線開發商店街，及晴空塔城區

整體開發，我們深刻了解到東武集團的遠見與眼界，東武集團雖然只是一間民營公

司，除辦理鐵路建設營運之外，亦進行社區改造及商業開發等多角化經營，因對日本

整體觀光品質有提升效益，故能獲得地方政府的支持，除將原窳陋地區變成東京新地

標及在地亮點，更提供完善的交通軌道設施。上述從點到線再到面的開發方式與內

容，值得公司化後的臺鐵公司及各地方政府多多借鏡，謹歸納心得如下： 

1.活化舊城區成地標亮點： 

    東武集團運用閒置之貨運場土地，搭配原電波塔（東京鐵塔）高度無法滿足新大樓的 

    契機，投資興建東京最高的新地標及購物中心與辦公大樓，不僅活化閒置土地，更大 

    幅提高投資效益與企業形象，並創造出國際知名的觀光亮點，可謂一舉數得。 

2.從點到線再到面的開發： 

   東武集團搭配晴空塔的興建，將鐵道路橋下方也一併開發為商店街及散步道，使人潮

可沿著散步道與商店街，一路從淺草站走到晴空塔城，體驗一個從點到線再到面的觀

光體驗行程。由此可充分感受日本鐵道不僅僅是作為人們運輸的工具，同時也兼具地

方觀光景點的創造者角色，對比我國各車站的站區開發，往往畫地自限，實屬可惜。 

3.與地方共生的企業文化： 

   為強化地方的意象，東武集團於淺草車站的舊站改建計畫中，將該公司在日光地區的

高爾夫球場改成林場，並運用其擁有森林的疏伐材，以及壢木縣的大谷石和蘆野石等

當地生產的建材作為車站裝修元素，以保護環境及促進鐵路沿線地區的文化為目標，

再再彰顯該公司極力與地方共生共榮的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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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宮鐵道博物館參訪與體驗 

（一）大宮鐵道博物館介紹 

        大宮鐵道博物館位於琦玉縣埼玉市大宮區，由東日本旅客鐵道（JR東日本）旗下

的公益財團法人東日本鐵道文化財團經營，為日本最大的鐵路專門博物館。可由大宮

站搭乘埼玉新都市交通的導引軌條式鐵道（AGT）伊奈線前往。大宮鐵道博物館是為

紀念 JR東日本成立 20周年而設，其展出內容單純介紹日本鐵路之發展。其館址原為

JR東日本大宮工場的車輛解體場，興建博物館後仍保留部分原有的線路，使館內的展

示車輛能從既有的營業線自由出入。該館於 2007年 10月 14日（鐵道之日）開幕，

在一年內就達到入館人數 100萬人次的紀錄。這棟巨大的建築物面積達 28,000平方

公尺，一共 3層分為 5 個不同的展示區域，如下圖所示。 

        日本是一個由鐵路連接的國家，而大宮鐵道博物館全方位展現了日本豐富的鐵道

歷史及文化，博物館內不僅有大量模型和真實列車，還有日本鐵路史及技術的互動展

覽，以及各種車輛模擬駕駛室，讓人們能夠深入瞭解鐵路相關資訊，無論大人、小孩

都能在鐵道博物館獲得難忘的體驗，除可以近距離觀看列車實體，更可學習有關日本

鐵路的相關知識，有鑑於日本公、私部門對於鐵道歷史文物的重視，難怪在日本會有

那麼多的鐵道迷。 

 

大宮鐵道博物館鳥瞰圖(摘自Google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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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宮鐵道博物館平面圖 

 

博物館不同的展示區域簡介 



 33 

鐵道博物館車站內裝 

 

博物館入口廊道 

入口廊道地面為營運初期火車時刻表 

 

入口廊道兩側展示各式列車 

博物館 1 樓展示歷代實體車頭 博物館 1 樓展示歷代實體車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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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館空地亦有實體鐵道車展示 

 

 

南館展覽館最新車輛展示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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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大廳設置實體轉車盤 

 

(三) 參訪有感 

經由參觀大宮鐵道博物館，可以發現JR東日本對於鐵道歷史文物的重視，對於鐵

道文物及歷史資料的保存與呈現方式不僅完善、多元，更具創新作為，無論是博物館

的軟體及硬體各方面，均已大幅領先世界各國，雖然從調查相關文獻得知，大宮博物

館近幾年仍處於虧損狀態，然為提倡軌道科學及珍視鐵道文物資產，JR東日本仍然不

斷地在更新其展示內容及各項設施及設備，參訪心得如下： 

日本大宮鐵道博物館係採興建新館模式辦理，因此，博物館基地在規劃階段即委

託工程顧問公司進行整體發展規劃，並以打造日本國內首屈一指的文化資產空間，及

活化轉型為鐵道文化體驗場域為規劃理念，使之成為兼具「文化」、「教育」、「觀

光」功能之博物館園區，成為文化保存典範及觀光新亮點，上述內容，在在都值得做

為我國發展鐵道觀光及軌道運輸教育的參考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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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拜會橫濱市交通局及參訪金澤八景車站與多摩 PLAZA車站 

（一）拜會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橫濱分處 

        本次考察特別感謝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橫濱分處的安排，方能順利拜會橫濱 

    市交通局及東急電鐵，並藉由東急電鐵公司的詳細介紹，了解田園都市線多摩PLAZA 

    車站採TOD方式進行車站整治的案例。因此，行程中特別前往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 

    處橫濱分處致意，並與張處長相談甚歡，會談中並了解橫濱分處對於推動我國與橫濱 

    地區經濟貿易的努力不遺餘力，諸如：推展農特產品到橫濱地區展售、雙方文化活動 

    交流……等，此外，橫濱分處對於橫濱地區的交通建設發展也多有琢磨與助益，因此 

    與相關的鐵路公司均能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所以可以引介本考察團進行相關的會晤 

    及交流。 

      

考察團與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橫濱分處 

 

 

 

 

 



 37 

（二）參訪金澤八景車站 

        透過日本國土交通省的介紹，本考察團至京急電鐵之金澤八景站參訪，該站位於

神奈川縣橫濱市，通過本車站的路線包括京濱急行本線、金澤海濱線及京急逗子線，

每日運量平均 57,353人次，本站並附設 JR東日本旗下綜合車輛製作所橫濱事業所至

橫須賀線逗子站的窄軌回送線，供新造鐵路車輛出廠使用，為雙軌距鐵路。京濱急行

本線車站與金澤海濱線終點站原距離約 220m且中間隔著 16號公路，2013年開始車站

整合改善計畫，新建京急本線車站大平台，延伸金澤海濱線車站加以連結，並新建車

站廣場整合客運巴士站與計程車排班區，縮短旅客的轉乘距離，並興建無障礙電梯，

以提升安全性與便利性，本工程已於 2019年完成啟用。京急金澤八景站為將北側的

古蹟及海岸線金澤八景站連接成為一個車站大平台，並與百貨公司連通，做為吸引人

潮的景點，該大平台亦可作為避難與防災物資的儲備所，兼具防災及避難功能。 

  

金澤八景車站利用大平台改善東西出口的連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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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軌距鐵路是指在同一軌床上嵌套兩種軌距的鐵路，亦即同一條軌道提供兩個分

開的軌距可供運行，通常有三根鋼軌，包括兩根「活動軌道」，兩個軌距各一根，以

及一根「共用軌道」。雙軌距鐵路可容許不同軌距的列車共用同一路線與土建設施，

如月台、橋梁及隧道等以降低成本。然而雙軌距也有一些問題，如轉轍器會更複雜而

變得昂貴，且不同軌距的列車均需可接收信號，而軌道電路及機器聯鎖則要透過共用

軌道營運。另共用軌道的磨損也比其他兩根鐵軌嚴重。 

京急逗子線於金澤八景站－神武寺站路段的上行線附設綜合車輛製作所橫濱事

業所（舊東急車輛製造橫濱製作所）起至 JR 逗子站為止的回廠線，設有 1435mm 與

1067mm的雙軌距軌道，如圖所示。 

 

金澤八景站雙軌距軌道

 

雙軌距軌道(1067mm + 14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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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澤八景車站 3D鳥瞰圖 

金澤八景車站東側自由通道 

 

由東側自由通道俯瞰客運巴士站 

自由通道連接南側商店 自由通道連接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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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橫濱市交通局及東急株式會社經驗交流 

        有鑑於 1960年代二戰後東京人口大爆炸，東急電鐵公司與橫濱市政府簽訂推動

「次世代郊外都市計畫」相關協定，於東京都西邊的多摩丘陵地區開發新的鐵道路線

及造鎮計畫，興建多處購物中心，以減少市中心的擁擠程度，並提升生活品質。多摩

PLAZA站為車站與百貨商場聯合開發的商業大樓，於主體車站及各廣場附屬建物內引

進各式商業百貨、餐飲店及補習班與民生用品店，充分滿足旅客需求，因此，車站旅

運量與周邊地價也屢創新高，是極為成功的 TOD車站案例。 

        東急株式會社在簡報中說明，日本的鐵路用地跟商業用地是合在一起的，與國內

之鐵路用地不同，多摩 PLAZA站係由東急及橫濱市府合作規劃造鎮，規劃階段即導入

考量 20~30年後商業百貨的經營形態，藉由充分討論來確定開發規模，在設計初期便

可以配合相關的商業百貨大樓預留連接通道及出入口，車站及百貨公司一旦開發完成

就可以吸引較多的人潮，他們表示日本會隨著車站周遭都市發展的現況，進行車站及

周邊百貨公司的改善，因此每隔幾年會調整月台及軌道的數量，甚至會整合不同的鐵

路公司營運的路線，而東急集團目前是日本民營鐵路最賺錢的公司。 

        本次我方也提出新竹大平台計劃與東急開發部門討論，因新竹車站並非完成的案

例，儘管他們對於該計劃交通運具的整合表示認可，但因新竹大平台案無法評估經濟

效益，因此會中他們也對於站區未來 20~30年的整體商業發展及收益是否可以超過開

發初期投入的經費提出質疑。      

 

    本考察團與橫濱市府官員及東急株式會社進行車站大平台案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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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急電鐵路線平面示意圖 

 

東急電鐵公司於鐵路沿線興建多處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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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摩 PLAZA車站北側進行都市更新之概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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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急株式會社配合政府辦理都市計畫及興建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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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摩PLAZA車站開發歷程及基本資料 

 



 45 

 

將車站與購物中心結合變成社區新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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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摩PLAZA車站參訪 

        多摩 PLAZA車站係與百貨商場聯合開發的複合計畫，是東急電鐵與橫濱市政府通

力合作規劃的造鎮計畫，於設計初期便將後續可能的商業經營形態導入規劃設計，因

為有充分考量相關商業大樓預留連接通道及出入口，故於開發完成後立即吸引大量人

潮及錢潮。推究日本鐵路用地係與商業用地結合進行站區整體開發，其做法遠較臺灣

車站用地的多目標使用更具利基及效益。 

 

多摩 PLAZA車站近幾年旅客運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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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摩 PLAZA車站大廳利用 4根立柱支撐輕量化大屋頂形塑開放空間 

 

車站穿堂層採用弧形裝修及月台上方挑空來創造空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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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費區樓板開口可俯視運行中列車 

(五) 參訪有感 

在拜會東武集團與東急電鐵進行經驗交流，藉由參觀淺草車站的舊站改建、

SPACIAX列車到日光溫泉路線之增設月台、鐵道橋下沿線開發商店街與晴空塔城區整

體開發，以及參訪多摩PLAZA車站與百貨商場聯合開發的複合造鎮計畫，我們深刻了

解到東武集團與東急電鐵的遠見與眼界，他雖然都只是民營公司，但除辦理鐵路建設

營運之外，亦進行社區改造及商業開發等多角化經營項目，均能獲得地方政府的認同

與支持，使日本整體觀光品質能有效提升；將原窳陋地區變成東京新地標及該地區的

亮點，並同時提供完善的交通軌道設施。上述從點到線再到面的開發方式，值得公司

化後的臺鐵公司及各地方政府多多借鏡。謹歸納出以下幾點參訪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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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應援民間啟動鐵道建設： 

   在日本國土交通省對於鐵道新興計畫並未強制要求開發效益或稅賦增額效益納入考 

   量，亦沒有訂定自償率門檻等措施，係採個案計畫逐案審查方式，只要鐵道公司提出 

   之財務計畫是可獲利，且有利於改善交通運輸，一般均會得到充分的支持。反觀國內 

   則是受限於政府財政，無法同時滿足各地方政府所提計畫需求，爰訂定鐵路立體化審 

   議要點及捷運審議要點，透過自償率最低門檻及納入大眾運輸導向都市發展（TOD）、 

   稅收增額融通（TIF）等措施，來強化及健全計畫的財務。 

2.擘劃具國際視野的交通建設： 

  日本鐵道公司均已民營化須自給自足，為求經營績效及利潤，因此在鐵道本業前題之 

  下，利用車站為中心不斷提出新興商業計畫並進行開發作業，導致民眾利用綿密軌道路 

  網通勤旅遊之餘，亦可於車站周邊或轉乘時進行消費。檢視目前臺灣各主要鐵路車站如 

  南港、臺北、板橋、臺中及新左營等站，均已於車站興建時或採BOT方式設置大量商業 

  空間，亦具有相當經濟效益；故後續計畫辦理其他車站整治或改建時，亦應儘量本此整 

  體開發理念進行規畫，方可成就具國際視野的交通建設。 

3.大平台車站設計具彈性思維： 

  觀察日本的鐵道公司在規劃大平台車站時極具彈性思維，規劃方案會隨著車站周遭都市 

  發展的現況，進行車站與周邊地區的整合改善調整，並配合調整月台及軌道配置，甚至 

  整合不同鐵路公司的營運路線，例如：京急本線金澤八景站主要為通勤使用，延伸金澤 

  海濱線以觀光為主之金澤八景站連接成為一個車站大平台，整合客運巴士與商業百貨， 

  以吸引人潮促進觀光，這種具彈性思維的規劃方式，深質我國借鏡參考。 

4.創造古蹟成為都市的焦點： 

  東急電鐵公司表示日本鐵路用地係與商業用地結合，多摩PLAZA車站與百貨商場聯合開

發，是東急電鐵與橫濱市政府通力合作規劃的造鎮計畫，於設計初期便將後續可能的商業

經營形態導入規劃設計，故於設計初期便可配合相關商業大樓預留連接通道及出入口，開

發完成即可吸引人潮。反觀臺灣則是規劃單位預留商業開發空間交由廠商後續進行BOT，

實在難以周全考量未來的發展趨勢，因此，日方對於我方所分享之新竹車站大平台計畫，

儘管認同該計畫具有交通運具整合效益，卻對於站區整體開發的經濟效益提出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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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察心得與建議 

    推究日本的鐵路建設，可算是世界上鐵路建設發展最完熟的國家之一，而臺灣的環島

鐵路網絡主要亦參考擷取日本鐵路系統的做法與經驗，因此，本考察主題即設定以日本為

參訪地區。本次日本考察能順利成行並圓滿完成交流、汲取新知與經驗的任務，要特別感

謝台灣日本關係協會、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及駐橫濱辦事處，以

及日本信號公司的鼎力協助，使我們能拜訪到職司鐵道業務的官方單位（諸如：國土交通

省鉄道局、橫濱市都市整備局、橫濱市建築局等），日本東京及橫濱地區的鐵路營運公司

與相關事業機構（諸如：東武鉄道株式会社、東急電鐵公司、東急公司、東急商場開發公

司、日本信號公司等），藉由面對面的雙向交流，吸取有關車站大平台的開發模式及經營

理念等思維，並透過相關大平台車站的現地考察，實地了解在日本東京如此高度人口密集

及都市化的地區，如何以大平台車站的設計手法來整合並鏈結居民生活、商業行為、站區

交通等全方位需求，創造出舒適宜人的都市生活空間，令人印象深刻獲益匪淺。茲將本次

考察及參訪心得與建議，臚列如次： 

一、鐵道建設全方位宏觀規畫 

        日本鐵路公司就如同我國臺鐵所面臨的困境一樣，無法單靠鐵路運輸的本業收入

來維持企業的永續經營，而且必須自負盈虧，因此須藉由站區整體開發來積極發展附

屬事業（諸如：不動產開發投資事業、生活服務投資事業、百貨商場、渡假中心等），

因為在鐵道建設之初，即採全方位的長期宏觀規劃，而非急功近利的短淺思維，在經

營模式上亦足具的靈活與彈性，造就各事業群的多元化發展效益，因此獲利豐碩。諸

如：東武公司大手筆擘劃晴空塔興建及其間之周邊整體開發，不僅成功創造話題並促

進觀光發展，有效吸引人潮與錢潮，創造更好的服務品質與營收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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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車站功能完善為設計重點 

        本次參觀的車站（如新宿車站、澀谷車站、多摩PLAZA車站）每日進出車站人次

達上百萬及數十萬人次，車站不以外觀造型取勝，而是以功能完善為主要設計重點，

著重於縮短不同鐵道間的轉乘動線以提高運量，或藉由軌道路線的修改來爭取商業及

辦公大樓的興建用地，完全以土地開發的角度來進行車站改建，在車站空間配置及站

體規劃上，亦周詳考量站內各項旅運服務設施，必提供旅客適切且實用之服務，值得

作為我國後續鐵路建設計畫參考及借鏡。 

 

 

三、以人為本的鐵路交通建設 

        日本鐵道建設不僅止於提供運輸服務，而是以人為本，充分考量並滿足各項旅客

及民眾需求，包括：有效移動（如：縮減轉乘次數與距離、列車直通運轉等）、便利

購物（如：商場百貨、旅運販賣等），以及提供舒適完善的生活機能（如：市民廣場、

休憩公園、生活市集等）。以金澤八景站為例，其車站整建鏈結並縮短了京急本線與

金澤海濱線的旅客動線，併同整合地區的客運巴士站，當天災發生時（如：海嘯、颱

風），車站平台亦可作為避難與防災物資的儲備所，使車站兼具強化防災救災功能。

而涉谷車站將車站周邊都市計畫、交通動線、轉乘設施與車站大平台一併考量，貫通

車站前後的通道亦非常寬敞，其間配置高強度的商業開發大樓來吸引人潮與錢潮，使

車站成為運輸、轉乘、休閒及遊憩的黃金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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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平台整合周邊交通網絡 

        日本都會區的鐵路建設發展完熟，在大眾運輸系統開發及場站整體規劃時，除了

力求與周邊都市景觀相融合外，更注重需與都市機能完美結合。以大平台(橋上駅舍

化)建設作為車站綜合改善計畫而言，除可改善車站服務功能，更可增加鐵路與周邊

交通網絡的連接性，提供旅客更具便利性和安全性的交通運輸。因此，日本的大平台

車站作法，就臺灣目前解決鐵道阻隔並縫合都市均採鐵路立體化的方式，車站大平台

提供了另一種解決對策，如能再搭配站區整體開發來挹注建設期間所投入的成本，不

失為一個具體可行的建設模式。目前進行中的民雄車站高架，及未來彰化鐵路高架與

水上、枋寮車站改建等計畫，均可納入參考運用。 

 

 

五、站區立體開發與水平連結 

        日本都會區人口的密集程度較台灣尤甚，因此，需藉由稠密且完善的鐵道建設來

解決民眾通勤與生活的交通疏運問題，然而稠密的鐵路立體化建設亦造成都會區的發

展困擾，必須構思如何有效利用鐵道上方與下方的垂直空間，究此，站區立體開發與

水平連結因蘊而生，此方式可將人行動線直通化與立體化，透過貫通車站兩側寬敞的

自由通道，串接高強度的商業大樓，使人流與車流各暢其流。例如：新宿車站南口人

工大平台的建設，就是此一站區立體開發與水平連結的完美詮釋，不僅以高架空中走

廊(skywalk)及地下連通道串連車站周邊的商業與辦公大樓，亦提供旅客舒適、安全

與便捷的都會空間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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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車站由點至線而面城市化 

        日本車站之於都市發展的關係由點至線而面，採 TOD概念規劃鐵道與都市建設，

將鐵路車站作為都市交通的中心，結合街廓區域並搭配多樣轉乘運具（地鐵、公車、

新幹線），除可有效紓解都會區的交通壅塞，提高美質適意的生活品質，更可藉由鐵

路車站的建設來帶動周邊地區的整體開發，由鐵道公司與地方政府一起參與，共同研

議調整都市計畫，俾結合大平台車站的開發，朝向 Station City「車站城市化」的概

念來整合規劃。本次參訪東急電鐵集團與橫濱市政府合作開發建設的多摩 PLAZA站，

以及東武鐵道株式會社的東京晴空塔城，即為「車站城市化」的成功案例。臺鐵局在

公司化成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後，將較具企業經營彈性，或可借鏡日本鐵道

公司多角化經營的成功經驗，如東武集團利用閒置的鐵路貨運場興建晴空塔、商業與

辦公大樓及沿線橋下商業空間；JR東日本經營飯店與旅遊業……等，創造臺鐵永續經

營的契機。 

七、博物館展現鐵道歷史瑰寶 

       日本極為珍視鐵道歷史文物，在保存及展示上的考究更是鉅細靡遺、無微不至，

反觀我國相關單位在此方面的作為就顯得薄弱與不足，往往沒有適當空間可保存或展

示鐵道歷史文物，抑或空有展覽空間，展示的文物卻乏善可陳。藉由舊新橋車站鐵道

歷史文物館及大宮鐵道博物館的參訪，讓我們對鐵道歷史文物及車站古蹟保存再利用

的處理方式有更深入的了解，日本的相關保存及展示做法，更可作為將來桃園車站、

臺南車站鐵道歷史文物呈現方式的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