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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本局基於宜蘭縣政府「太平山森林鐵路復甦、歷史文化保存暨促進觀光產業發

展(平地線)可行性研究」案之審議幕僚機關，藉由本次出國行程考察日本不同區域

以鐵道(江之島電鐵、湘南單軌列車、箱根登山鐵道、西武鐵道Laview新型特快列

車)、纜車(橫濱空中纜車、箱根空中纜車、高尾山登山纜車)及其他運具(箱根登山

巴士、高尾山登山纜車吊椅)路線結合周邊觀光景點之運用發展與特色，並拜訪神奈

川縣廳、鐮倉市役所、YOKOHAMA AIR CABIN事業所、江之島電鐵株式會社、西武鐵道

株式會社等政府機關及營運業者，探討其觀光鐵道產業推展經驗、模式與發展現

況、如何應用新科技提升鐵道技術以因應國際發展趨勢(淨零碳排等)及國際合作情

形，有助開拓新視野、發展學習相關技術並提升規劃設計新思維，作為後續推動鐵

道建設之參考，期能透過鐵路運輸及觀光旅遊結合，融入地方文化、環境特色，帶

動地區觀光產業永續發展。 

 

 

 

 

其 他 資 料 

前往地區：日本 / 關東地區(東京、神奈川、琦玉) 

參訪機關：YOKOHAMA AIR CABIN 事業所、神奈川縣廳、鐮倉市役所、江之島電鐵株

式會社、西武鐵道株式會社 

出國類別：考察 

關 鍵 詞：橫濱空中纜車、江之島電鐵、湘南單軌列車、箱根登山電車、箱根登山纜

車、箱根空中纜車、西武鐵道、Laview 新型特快列車、鐵道博物館、高

尾山登山纜車 

 

分 類 瀏 覽 

主題分類：交通運輸 

施政分類：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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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壹、 前言 

一、 考察目的 

本次出國行程緣於宜蘭縣政府安排「赴日本考察森林鐵路經營模式」

之參訪，目的為考察日本不同區域以鐵道、纜車及其他運具路線結合周邊

觀光景點之運用發展與特色，作為宜蘭縣政府目前辦理「太平山森林鐵路

復甦、歷史文化保存暨促進觀光產業發展(平地線、山地線)可行性研究」

案之參考。 

圖1   太平山蹦蹦車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2月25日，太平山森林遊樂區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2022年8月29日(為與日本相關資料保持一

致性，本文使用年份統一為西元年)「中央與地方建設協調會報－宜蘭縣

政府第29場研商會議」結論，太平山森林鐵路復甦案分別以平地線及山地

線進行規劃，平地線部分考量涉及都市交通及鐵路專業，計畫審核及報院

程序請交通部負責，另山地線部分考量計畫範圍及性質涉及山區林地，計

畫審核及報院程序則請農委會林務局(現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主政。 

嗣後，宜蘭縣政府於2022年8月31日初次提報「太平山森林鐵路復

甦、歷史文化保存暨促進觀光產業發展(平地線)可行性研究」報告至交通

部審議，復於2023年1月30日及9月7日函報修正報告，本局於2023年9月22

日辦理現地勘查，並於2024年1月25日召開研商會議，就各審查單位書面

意見及後續審查事宜進一步溝通討論，收斂審查意見，以協助宜蘭縣政府

修正報告，俾利後續審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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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基於太平山森林鐵路復甦案(平地線)之審議幕僚機關，並考量鐵

道觀光旅遊日益盛行，尤以其低碳環保特性亦符合當今全球注重綠色旅遊

之精神；我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規劃6項中南部觀光鐵路計畫，顯示國家

政策對鐵道觀光之重視。我國觀光資源多元豐富，期能透過鐵路運輸及觀

光旅遊結合，融入地方文化、環境特色，帶動地區觀光產業永續發展；藉

由本次出國行程赴日本考察當地鐵路結合周邊觀光景點之發展經驗，探討

其觀光鐵道產業推展模式與發展現況、如何應用新科技提升鐵道技術以因

應國際發展趨勢(淨零碳排等)及國際合作情形，有助開拓新視野、發展學

習相關技術並提升規劃設計新思維，作為後續推動鐵道建設之參考。爰本

局派2名人員一同前往執行本次出國計畫，考察日本登山鐵道與觀光鐵道

產業發展模式。 

特別感謝宜蘭縣政府邀請本局一同前往，並協助規劃行程、聯繫拜會

政府機關及營運機構等單位。本次豐富的行程與流暢的安排，歸功於行前

的用心準備及期間不停的確認細節，致使本次出國行程順利圓滿完成。 

圖2   太平山蹦蹦車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2月25日，太平山森林遊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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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國成員 

本次考察行程由宜蘭縣政府主辦安排，並由宜蘭縣政府吳秘書長志宏

率縣府共14人，赴日本進行城市交流暨考察參訪森林鐵路；本局則由營運

監理組徐組長榮崇率規劃組謝幫工程司宜雯一同前往，觀摩其登山鐵道與

觀光鐵道產業發展模式。 

表1   出國人員名冊 

編號 服務機關 單位 職稱 姓名 

1 

宜蘭縣政府 

秘書長 吳志宏 

2 

工商旅遊處 

處長 李東儒 

3 科長 鐘明達 

4 科長 方彥仁 

5 科員 林鉑宸 

6 約僱人員 李明哲 

7 約僱人員 林紋真 

8 交通處 副處長 李欣立 

9 建設處 副處長 邱程瑋 

10 地政處 副處長 陳美華 

11 水利資源處 副處長 黃竣瑋 

12 秘書處 科長 邱承君 

13 文化局 秘書 張惠如 

14 原住民事務所 所長 林志雷 

15 
交通部鐵道局 

營運監理組 組長 徐榮崇 

16 規劃組 幫工程司 謝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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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出國人員合影 

(由左至右依名冊編號，前排人員為8、13、15、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橫濱分處張處長淑玲、1、2、9； 

後排人員為3、6、4、5、12、10、11、7、14、16) 

資料來源：宜蘭縣政府林科員鉑宸，2024年1月16日，神奈川縣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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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程規劃 

本次考察行程安排前往訪問神奈川縣廳(縣政府)及鐮倉市役所，並觀

摩日本2大觀光纜車(橫濱空中纜車Yokohama Air Cabin、箱根空中纜車)、

體驗5種列車(江之島電鐵、湘南單軌列車、箱根登山鐵道、西武鐵道

Laview新型特快列車、高尾山登山纜車)、參訪鐵道博物館等相關設施。 

表2   考察行程表 

日期 概略時間 行程摘要 形式 地點 

1月15日 

(星期一) 

08:00-12:00 
去程 

(桃園機場至成田機場) 
- 

桃園 

千葉 

15:00-16:00 橫濱空中纜車 實地考察 橫濱 

16:00-17:00 橫濱空中纜車 訪談交流 橫濱 

1月16日 

(星期二) 

10:00-11:00 拜會神奈川縣廳 訪談交流 橫濱 

14:00-15:00 拜會鎌倉市役所 訪談交流 鎌倉 

15:00-15:30 江之島電鐵 訪談交流 鎌倉 

15:30-16:00 江之島電鐵 實地考察 鎌倉 

16:00-17:00 湘南單軌列車 實地考察 
鎌倉 

藤澤 

1月17日 

(星期三) 

08:00-09:00 箱根登山鐵道 實地考察 箱根 

09:00-10:00 箱根登山巴士 實地考察 箱根 

10:00-11:00 箱根空中纜車 實地考察 箱根 

15:00-16:00 西武鐵道株式會社 訪談交流 東京 

16:00-17:00 Laview新型特快列車 實地考察 
東京 

埼玉 

1月18日 

(星期四) 

10:00-12:00 鐵道博物館 實地考察 琦玉 

14:00-16:00 高尾山登山纜車、吊椅 實地考察 東京 

1月19日 

(星期五) 
13:00-16:00 

回程 

(成田機場至桃園機場) 
- 

千葉 

桃園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藤澤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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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考察過程 

一、 橫濱空中纜車 

(一) 行程簡介 

2024年1月15日(星期一)午後，於成田國際機場完成入境手續後，

驅車前往橫濱市港未來21新港地區，自櫻木町站至運河公園站體驗搭乘

橫濱空中纜車，單程約5分鐘。 

抵達運河公園站後，於橫濱空中纜車事業所辦公室，由舩田昌宏所

長簡報介紹橫濱空中纜車規劃歷程(約30分鐘)，並進行約30分鐘的交流

討論。 

圖4   搭乘「橫濱空中纜車」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5日，橫濱市港未來21新港地區 

(二) 基本資料－橫濱空中纜車(YOKOHAMA AIR CABIN) 

1. 概要說明 

橫濱空中纜車於2021年4月22日開始營運，為日本首座、世界上

最先進的都市型常設空中纜車，連結JR櫻木町站至填海造陸的新港地

區運河公園，這種新型觀光設施同時包含交通連結及觀光遊覽的功

能，並於2022年獲選優良設計獎。 

橫濱空中纜車總長度約630公尺，共設置5個支柱(地上2支、海上

3支)、2座車站(JR櫻木町車站前、運河公園)，吊式纜車36臺(每臺載

客人數為8人)，最大高度約40公尺，日本正式名稱為單線自動循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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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索道，單程時間為5分鐘(原自JR櫻木町車站步行至運河公園區域

約需20至30分鐘)。 

圖5   橫濱空中纜車路線圖 

資料來源：橫濱空中纜車官方網站 

圖6   「橫濱空中纜車」車站平面圖(櫻木町站/運河公園站) 

資料來源：橫濱空中纜車官方網站 

https://yokohama-air-cabin.jp/about/
https://yokohama-air-cabin.jp/about/


第 8 頁，共 95 頁 

表3   「橫濱空中纜車」基本資料 

竣工時間 2021年3月 

路線長度 約1,260公尺(單程約630公尺) 

車站數量 2站(櫻木町站、運河公園站) 

車廂數量 36輛 

車廂容量 8人座(×36輛=288人) 

最大高度 約40公尺 

運轉速度 每秒4.5公尺(時速16.2公里) 

乘車時間 單程5分鐘 

每小時容量 2,400PPH 

單程票價 
成人(國中生以上) 1,000日圓 

小孩(3歲至小學生)  500日圓 

來回票價 
成人(國中生以上) 1,800日圓 

小孩(3歲至小學生)  900日圓 

摩天輪 Cosmo Clock 21 

單程套票 

成人(國中生以上)  1,500日圓 (原價1,900日圓) 

小孩(3歲至小學生) 1,200日圓 (原價1,400日圓) 

摩天輪 Cosmo Clock 21 

來回套票 

成人(國中生以上)  2,300日圓 (原價2,700日圓) 

小孩(3歲至小學生) 1,500日圓 (原價1,800日圓) 

營業時間 平日10:00至21:00；假日10:00至22:00 

資料來源：現場標示、橫濱空中纜車官方網站 

2. 興建及營運公司－泉陽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泉陽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已成立滿65周年，原主要業務為遊樂機械

設施(如摩天輪)之開發、製造、興建、銷售以及活動策劃等，宗旨為

創造遊樂空間(甚至包含企劃及活動設計)，作為引領業界、獨一無二

的企業。 

泉陽公司在日本國內舉辦的國際博覽會及主要地區博覽會均有多

次支援裝機技術的經驗，最早始於1970年日本萬博博覽會；該公司所

設計、建造的知名產品還包含日本東北地區茨城縣國營常陸海濱公園

內的遊園列車及摩天輪等遊樂設施；橫濱空中纜車所在地港未來區

域，所設置的摩天輪及其他刺激的遊樂設施；東京都葛西臨海公園的

https://yokohama-air-cabin.jp/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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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輪；大阪天保山摩天輪；我國劍湖山世界主題樂園及Miramar美

麗華百樂園的摩天輪等遊樂園設備。除此之外，日本各地知名的摩天

輪及遊樂設施大部分均來自於泉陽公司。 

1990年後泉陽公司有了新的挑戰，在1990年的大阪「國際花與綠

博覽會」上，作為5家聯營公司的代表企業，建設了循環式纜車並負

責營運管理，留下總計443萬人搭乘的紀錄。因參與過1989年「橫濱

博覽會」的緣分，亦負責經營橫濱太空世界(Cosmo World)，Cosmo 

Clock 21摩天輪即建於1989年，由該公司全額出資興建。 

經營橫濱空中纜車之緣起，為橫濱市於2017年公開招募的「藉由

豐富多樣的交通設施為市鎮增添樂趣」觀光計畫，泉陽公司提出的方

案(空中纜車)被橫濱市所採納。計畫場地設置於橫濱Minatomirai，

將纜車技術導入都市，投入「觀光振興」與「建設繁華的市街」業

務，屬於該公司單獨出資且營運的新事業，經營日本國內首座都市型

空中纜車業務成為了該公司的新挑戰。 

圖7   橫濱空中纜車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5日，橫濱市港未來21新港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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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泉陽興業公司概要 

公司名稱 
泉陽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泉陽興業株式会社 

企業標誌  

設立時間 1958年11月 

總公司所在地 大阪府大阪市浪速區元町1丁目8番15號 

東京分公司所在地 東京都千代田區鍛冶町1丁目6番14號 

資本額 5,000萬日圓 

主要業務 

 遊樂園、各類娛樂區、公園的綜合規劃、開

發、興建、管理 

 度假村設施的綜合規劃、開發、管理 

 各種遊藝機的設計、製造、施工、銷售 

 軌道交通、索道、電梯、公路等運輸機械的設

計、製造、施工、銷售 

 軌道業務、索道業務管理 

 鋼架、橋罐、使用輸送機等貨物輸送設備、特

殊機械設計、製造、施工、銷售 

 土木工程及建築工程施工總承包、設計、監理 

 室內裝潢工程設計、施工 

 鈑金、噴漆 

 各類廣告代理公司 

 旅遊旅館、商店、餐廳管理 

 一般租賃業務 

 財產保險代理業務及基於汽車責任保障法之保

險代理業務 

 與實現前項所列目標相關的任何業務 

在職員工人數 325人(2023年7月) 

自有工廠 岸和田第一工廠、岸和田第二工廠、筑波工廠 

資料來源：參訪簡報資料、泉陽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 

3. 周邊區域－橫濱港未來21(橫浜みなとみらい21/Minatomirai) 

「橫濱港未來21(Minatomirai)」為日本橫濱市西區及中區交界

水岸的都市再開發區，為現代國際港口的活力中心，通稱港未來21、

港未來、21世紀未來港、MM21等，其中日本當地以「港未來」為常用

名稱，並運用於區內中心地帶的町名與聯外鐵道的命名。 

http://www.senyo.co.jp/profile/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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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未來感的海濱區「港未來」，占地面積約186公頃，以橫濱

太平洋會展中心及臨港公園的寬闊海濱綠地為中心，並擁有高聳觀景

台、時尚精品店及宇宙時鐘21摩天輪，可欣賞壯觀的天際線美景。此

地還有1930年代大船日本丸及三菱港未來技術館，舉辦火箭和潛艇等

動態展覽。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此一中央規劃的區域已發展為繁榮

的商務、旅遊及娛樂中心，並曾獲選日本國土交通省主辦的「都市景

觀100選」。 

區內知名地標包含摩天輪、日清杯麵博物館、橫濱 Cosmo 

World、各式各樣的藝術、文化和歷史博物館(橫濱紅磚瓦倉庫)以及

與港邊旅運中心相連之購物中心。 

作為一個21世紀的環保都市，「港未來」區內的電線、電話線、

光纖網絡、自來水、下水道及暖氣系統等基礎設施，全部預先設置於

地底的共同管溝內，全部街道均有種植樹木。 

圖8   橫濱港未來21、紅磚倉庫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5日，橫濱市港未來21新港地區 

(三) 訪談紀要 

1. 會晤人員：簡報及主要受訪人員均為泉陽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東京分公

司索道事業部YOKOHAMA AIR CABIN事業所所長舩田昌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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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YOKOHAMA AIR CABIN事業所舩田昌宏所長簡報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宜蘭縣政府林科員鉑宸 

，2024年1月15日，YOKOHAMA AIR CABIN 事業所 

2. 簡報摘要－YOKOHAMA AIR CABIN從計劃階段到今日(完整簡報掃描置於

附錄) 

(1) 由政府機關與民間合作進行都市規劃 

橫濱市都市整備局企画課所策劃的「藉由豐富多樣的交通設施

為市鎮增添樂趣」計畫於2017年進行了公開招募，泉陽興業公司所

提交的纜車方案被採用了。 

「連接櫻木町車站前與新港碼頭的纜車設施」得以讓更多人使

用新式交通工具在Minatomirai的公共都市空間中移動。 

而依照鐵道事業法第32條規定，取得國土交通大臣的事業許

可、由政府機關與民間合作來進行保養維護的高處眺望交通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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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橫濱空中纜車」經營理念 

資料來源：參訪簡報資料、自行繪製 

(2) 藉由「空中散步」發現橫濱的新魅力 

橫濱空中纜車的吊式纜車，應用泉陽公司在各個領域的獨特專

業知識和技術。全數具備自然空氣循環空調系統，並由鋰離子電池

供電(配合最先進的電池冷卻系統)，也搭載了照明用的薄膜全彩

LED，皆是日本首次引進，並導入了各種安全監控系統、運行監視

系統、跌落偵測系統(由泉陽公司取得專利)，功能齊全。 

由於採用了可乘坐輪椅自由進出的無障礙通道設計，不論是做

為交通移動工具或是觀光用途都沒問題。不論任何季節、時段皆能

悠閒的眺望橫濱港口及街景，並享受空中散步的樂趣。 

(3) 融入市中心的「時尚車站建築」 

橫濱空中纜車的車站建築，於樸素中帶有精美的設計感，非常

時尚。建築內的照明是由世界知名的照明設計師石井幹子小姐操刀

設計車站和車廂的照明規劃。此外，也要求以「水」、「光」、

「天空的極光」為主題來對車廂照明進行設計。 

規劃設計的概念在都市美審議會大約花費1年左右時間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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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橫濱空中纜車」設計概念(都市美審議會簡報) 

資料來源：參訪簡報資料 

3. 議題討論 

(1) 橫濱空中纜車為近年最新穎的設施之一，當初橫濱市政府與泉陽公

司規劃合作的契機： 

橫濱市都市整備提出「藉由豐富多樣的交通設施為市鎮增添樂

趣」計畫，僅表示目的為發展觀光，並沒有形式上的限制，開放民

間自由提案，泉陽公司所提纜車方案雀屏中選。 

(2) 投資一項重大建設，少不了審慎的財務規劃。有關橫濱空中纜車投

入資金、當初評估的回收年限： 

泉陽公司最初投資約80億日圓(約新臺幣17億)資金興建橫濱空

中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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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來客數於第1年(2021年)達到120萬人，第2年(2022年)則

為160萬人。以每人票價900日圓(單程為1,000日圓，保守以團體

票、來回票單程價900日圓估計)計算(120萬×900日圓=10.8億日

圓)，預計10年內即可回收投資成本。 

因營運至今僅3年，現階段每年硬體設施維護費用不高，估計

維護成本將隨時間遞增。 

(3) 使用政府公有土地花費(回饋比例)及商業用途的限制、未來橫濱空

中纜車的財產歸屬、後續擴充延伸路線的機會： 

橫濱空中纜車使用的是橫濱市役所(陸地)及海上保安廳(海上)

的土地，每年須給付不同機關「固定金額」(僅透露1年約幾千萬日

圓)的土地使用費。 

櫻木町車站用地屬於交通用地，不能作為商業開發目的；運河

公園站則須另外申請許可，而泉陽公司目前沒有自行開設商店或招

商的計畫。 

當初橫濱空中纜車建設為泉陽公司100%出資，未有政府資金投

入，與我國BOT模式不同，故財產屬泉陽公司所有。與市役所約定

之經營許可期限為30年。泉陽公司承擔纜車營運財務盈虧，若政府

有提高土地租金之議，公司將調高票價來因應。此外，政府並未要

求營收利潤回饋之機制。 

橫濱空中纜車尚無擴充延伸的計畫，原預計於周邊知名景點紅

磚倉庫(步行約10至15分鐘)新設1站，惟中間有1座飯店建築，路線

已無延伸空間。 

(4) 橫濱空中纜車旅客組成(觀光/通勤、本地/國外、夜間/白天)占

比、營運實績： 

橫濱空中纜車的定位為觀光設施，並不具備當地居民通勤聯絡

的功能，因此亦無發售定期票。另又牽涉到交通法規，本項設施定

位非屬大眾運輸工具，若為大眾運輸工具，並有發售定期票，如遇

強風關閉或其他故障的狀況，須備有替代及補償方案(如接駁巴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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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前，因COVID-19疫情尚未解封，遊客多為日本當地

人；國境開放後，30%至40%的使用者為外國遊客(臺灣團體遊客占

比最高，幾乎每天都有臺灣團客來訪)；因橫濱市為東京地區休

閒、約會勝地，並有多部日劇取景拍攝，致日本當地遊客仍占超過

50%。 

夜間和日間的旅客各占大約50%，來回票約占售票18%，購買來

回票的旅客多為規劃白天、晚上各坐1次。 

平日一般日均運量約為3,000人次，周末日均運量則可達到近2

倍的5,000至6,000人次，若遇港區舉辦活動(如跨年倒數、摩天輪

廣場煙火等)，甚至可達超過10,000人次的日運量。 

(5) 車站建築或車廂設計節能環保概念： 

橫濱空中纜車車廂全數具備自然空氣循環空調系統，並由鋰離

子電池供電(配合最先進的電池冷卻系統)，也搭載了照明用的薄膜

全彩LED。營運用電皆使用再生能源(市區垃圾燃燒、汽電共生焚化

爐)。 

(四) 體驗紀實 

圖12 與舩田昌宏所長合影 

資料來源：宜蘭縣政府林科員鉑宸，2024年1月15日，橫濱空中纜車前 

領隊還正在介紹途經的橫濱知名地標LANDMARK TOWER，已經可以看

見小巧精緻的纜車車廂在眼前的空中運行；抵達了YOKOHAMA AIR CABIN

櫻木町站，對街即為JR櫻木町站(距JR橫濱站只有1站距離)，接著走進

玻璃帷幕的2層樓車站建築，來到2樓的月臺層與售票處，除售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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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另有設置含中文介面的電子售票機，並支援Suica、信用卡付款。 

使用票卷上的QR code掃描進站後，以6至8人為一組搭上了纜車，

隨著纜車漸漸爬升，透過車廂四面的玻璃窗戶可以飽覽橫濱港未來地區

的城市景觀，最顯眼的莫過於Cosmo World的大摩天輪Cosmo Clock 21，

還可以看見其他遊樂設施在運轉，橫濱空中纜車現代感的外觀設計完全

融入了周邊繁華熱鬧的景色。 

經過約5分鐘抵達了海濱的運河公園站，一出站，隔壁就是百貨商

場、飯店與步道，沿著空中纜車路線方向步行約20至30分鐘可回到櫻木

町站周邊區域，沿著公園綠地往海濱側步行約10至15分鐘則可抵達橫濱

知名景點紅磚倉庫。 

  



第 18 頁，共 95 頁 

二、 拜會神奈川縣廳 

(一) 行程簡介 

2024年1月16日(星期二)一早，提早抵達了以「國王之塔」別稱聞

名的神奈川縣廳本廳舍，其為相當雄偉且具有歷史份量的建築，由日方

人員帶領，穿梭於西式建築結合日本風格的塔樓，抵達了新廳舍的第5

會議室。 

「臺灣宜蘭縣．神奈川縣 意見交換會」由國際文化觀光局香川智

佳子局長為首，帶領神奈川縣觀光相關部門人員與我國人員進行約1小

時交流，最後交換紀念品合影。 

圖13 拜會「神奈川縣廳」合影 

資料來源：宜蘭縣政府林科員鉑宸，2024年1月16日，神奈川縣廳 

(二) 基本資料－神奈川縣(かながわけん/Kanagawa-ken) 

神奈川縣為日本關東地區西南部的一級行政區，東臨太平洋，北鄰

東京都，西鄰山梨縣，地理位置使得神奈川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文化

及交通樞紐，擁有眾多的都市區域和工業中心。神奈川縣包含首府橫濱

市、川崎市、相模原市等3個政令指定都市，是日本唯一具有2個以上政

令指定都市的一級行政區；熱門城市包含最大的城市橫濱市、鐮倉市與

箱根町。 

神奈川縣總面積為2,416.17平方公里，占日本全國約0.6%，在各都

道府縣中排名第43位，卻是僅次於東京都，人口第2多的一級行政區，

為日本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人口於2022年約為923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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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濱是神奈川的代表城市之一，擁有現代化的摩天大樓、美術館及

中華街等獨特景點；鎌倉則為歷史悠久的城市，有著古老的寺廟和大佛

等古老文化遺產；多樣豐富的地形，包括沿海平原、山區和丘陵地帶，

使得神奈川縣內擁有美麗的自然景觀，如富士山美景、箱根溫泉區、相

模灣海岸線、著名的鵠沼海岸及江之島；神奈川也以獨特祭典和傳統文

化活動聞名，如鎌倉花火大會及橫濱開港祭。神奈川縣充滿著現代風情

和古老傳統，擁有許多令人著迷的觀光文化。 

圖14 神奈川縣地理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神奈川縣官方旅遊資訊 

(三) 訪談紀要 

1. 會晤人員：神奈川縣廳國際文化觀光局局長香川智佳子、觀光振興部

部長千葉剛、觀光課長重田健太郎、觀光政策課課長北見明弘、觀光

推廣課課長笹野千尋(簡報人)、海外推廣組組長中尾淳(主持人)等。 

圖15 神奈川縣廳笹野千尋課長簡報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宜蘭縣政府林科員鉑宸，2024年1月16日，神奈川縣廳 

https://trip.pref.kanagawa.jp/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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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簡報摘要－神奈川縣的主要觀光地以及旅遊施政概要(完整簡報掃描

置於附錄，並播放一段觀光宣傳影片) 

(1) 前言 

神奈川縣廳的觀光政策以招募企業旅遊為主，希望優質的企業

能來到神奈川縣旅遊，2023年1月至11月底累計380萬名旅客來訪，

已達到疫情前的84%，期待未來能吸引更多遊客來到神奈川縣旅

遊。 

這次交流活動主要以訪問和考察交通及觀光案例為主，行程安

排參訪之橫濱、鐮倉及箱根均有不同特色。前一天所參訪的橫濱空

中纜車是一種都市型的觀光設施，而非以交通目的為主；鐮倉江之

電以《灌籃高手》為人熟知，不但為鐮倉市民的交通工具，本身也

是相當有名的觀光景點，且和臺鐵平溪線也有締結姊妹鐵道；箱根

有著許多不同的交通運具，以包裝不同交通工具搭配70%以上的觀

光景點成周遊券為最大特色，讓旅客體驗搭乘不同運具至箱根各地

旅遊。期待這次的對話交流，能促進未來彼此的觀光合作。 

圖16 拜會「神奈川縣廳」訪談交流 

資料來源：宜蘭縣政府林科員鉑宸，2024年1月16日，神奈川縣廳 

(2) 神奈川縣位置/神奈川縣主要觀光地 

神奈川縣位於日本本州中央位置，北側與東京都相鄰，東側及

南側臨海。神奈川縣與機場的連結也很便利，自東京羽田機場乘坐

電車約30分抵達，從成田機場乘坐電車約90分抵達。由觀光宣傳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Y_2AsAMQPg&ab_channel=%E3%81%8B%E3%81%AA%E3%83%81%E3%83%A3%E3%83%B3TV%E3%82%B5%E3%83%96%E3%83%81%E3%83%A3%E3%83%B3%E3%83%8D%E3%8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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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可得知，神奈川縣主要觀光地為橫濱、箱根、鐮倉、江之島。 

(3) 以旅遊為核心的新興事業 

繼神奈川縣的主要觀光地(橫濱、鎌倉、箱根)外，接著目標著

眼於更為核心的「新興國際觀光地」。神奈川縣廳在「大山」、

「大磯」及「城之島・三崎」這3個區域，與民間企業合作，擬定

具有特色主題的觀光政策。 

「城之島・三崎」是位於神奈川縣最南邊的港城，以高端遊客

為目標，招攬豪華遊艇停靠；「大山」有著日本米其林綠色指南，

以結合自然與歷史景觀為目標，為了讓遊客能更深入認識當地文

化，更著力於培訓專業導遊，知名景點如須乘坐纜車抵達之大山阿

夫利神社；「大磯」亦位於神奈川縣南部，距離海岸線近，聚集許

多藝術、文化人才，除保留自然景觀外，亦融合人文、歷史與藝術

風格，打造最新的觀光模式。 

(4) 吸引外國遊客的策略 

A. 針對高端客群開發高附加價值項目：以歐洲及美國高端客群為目

標，如結合觀光地的豪華飯店，開發更高附加價值的旅遊內容。 

B. 吸引國際會議或企業獎勵旅遊或培訓旅遊等：國際會議或企業所

辦員工獎勵旅遊及培訓旅遊，較普通觀光客能為神奈川縣帶來2

倍的消費，故神奈川縣著重於發展此類型旅遊形式。因為聽說臺

灣企業的獎勵旅遊及培訓旅遊常會安排國際旅行，於是神奈川縣

和臺灣的旅行社、神奈川當地飯店、餐廳等業者協力合作，積極

拓展此類型旅行模式。 

C. 培訓高專業的導遊：現今的遊客不限於參訪主要觀光景點，亦著

重於體驗歷史文化的旅遊形式。為了讓遊客能深入瞭解當地自然

及歷史人文，致力於培訓神奈川認定的觀光導遊，並建置國際旅

遊推廣網頁(配置英文、簡體中文、繁體中文等9種語言)，於微

博、Instagram、X等社群軟體宣傳發文都會使用多國語言。 

D. 與鐵路公司合作：為了讓遊客遊覽神奈川全縣，結合鐵路、景

點、餐廳等業者發行周遊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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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神奈川縣第5期旅遊振興計畫 

本期(2023年至2027年)旅遊振興計畫將以旅遊業讓神奈川閃

耀！神奈川縣以2023年3月後(疫情後)的新常態旅遊形式訂定策

略，除提升觀光客與居民的滿意度外，亦以提高觀光消費總額、

KGI(Key Goal Indicator，重要目標達成指標)為目的，加以擴大旅

遊的經濟效益。疫情前會以觀光來客數量為目標，經過疫情後則以

消費額度為目標。 

圖17 神奈川縣第5期旅遊振興計畫 

資料來源：參訪簡報資料 

3. 交流議題 

(1) 與鐵路公司的合作模式－かながわ鉄道割事務局： 

「かながわ鉄道割事務局」(割為打折、折扣之意)是屬於民間

的單位，主要業務內容為規劃鐵道觀光業務，而非管理鐵道經營。

該事務局的成立目的為搭建神奈川縣廳與鐵道經營業者、其他民間

單位之溝通橋梁，亦提供遊客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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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該事務局仍屬配合國家政策的事業，目標也是希望遊客多利

用鐵道運輸，符合世界各國共同永續發展目標(SDGs)，達成減少碳

排放的精神，故神奈川縣廳於該事務局創立之時核撥預算協助民間

企業執行，該事務局亦非常設單位，而是因應相關觀光推廣企畫而

設置的期間限定民間事務局。 

圖18 神奈川縣廳與鐵路公司合作 

資料來源：參訪簡報資料 

(2) 神奈川縣廳的鐵道業務相關單位： 

神奈川縣境內有6家私鐵公司營運，但6家業者都不只經營神奈

川縣境內範圍，也會延伸到其他區域，故神奈川縣廳下並沒有專設

管理鐵道業務的部門，該業務隸屬交通企畫部管轄。惟公部門並不

干涉民間事業的經營業務，而僅與其在觀光發展業務建立合作關

係，擔任協助(補助)業者的角色。 

(3) 中央(國土交通省)與地方政府(縣廳)針對鐵道運輸的權責分工： 

日本鐵道監理制度由國土交通省地方運輸局負責，縣廳則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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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企畫部管理。日本國內鐵路經營業者有分大型私鐵、國鐵民營化

(如JR東日本、JR西日本)、第三部門鐵道(公私合資成立經營)等形

式。國家因財務上的鉅額虧損而實行部分國鐵的改革與廢除，有部

分國營鐵路轉變為地方政府出資經營的鐵路。例如，靜岡縣為了區

域發展及當地居民通行需求，保留了天龍濱名湖鐵道天濱線(臺鐵

集集支線姊妹線)，由其推動成立天龍濱名湖鐵道公司(第三部門鐵

道)接手經營，並成為該公司最大股東。目前神奈川縣境內6家私鐵

並非縣廳出資經營，故對其沒有指導及監督的權利。另外地方政府

沒有權利決定路線的復駛或廢除，仍屬於中央政府的國家政策，國

家決定後，再交由地方政府協助擬定相關政策協助。 

各家私鐵均會自行發售特別活動車票，因路線行經不同城市，

主要補助預算來自中央政府，也會尋求周邊縣市或區域相關業者合

作。例如，當神奈川縣境內的鐵路業者規劃活動(如京濱急行鮪魚

套餐、品川出發套票)，打折率是和中央(國土交通省)申請預算補

助，地方政府(縣廳)則有相關部門(如交通企畫部等觀光、交通部

門)協助擬定相關區域振興地政策(促銷、活動)。 

(4) 神奈川縣廳投資的港未來線： 

港未來線電鐵有神奈川縣廳作為股東。港未來線是位於神奈川

縣橫濱市的鐵道路線，橫濱港未來地區屬於海埔新生地，許多重要

國際會議(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近期亞非會議等)都選在港未來

地區舉辦，惟開發之初缺乏聯外運輸，考量其為新生地並將成為神

奈川縣新都心，於是以公私雙方合作投資的形式，新建港未來線電

鐵。 

港未來線電鐵屬於橫濱市的交通計畫，以橫濱市役所最大股

東，神奈川縣廳則為第2大股東。另外，港未來區域的空中纜車也

是橫濱市的新交通形式，為政府主導並由民間提案參與的個案。 

神奈川縣總人口數為930萬人，為日本國內僅次於東京都的第2

大地方自治體，更有全日本最大的市－橫濱市(總人口370萬人)。

因此可預期都心區內的電鐵使用者會很多，政府出資並不會虧損，

民間業者也樂於投資，故港未來線電鐵屬於神奈川縣廳的第三部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5%A5%88%E5%B7%9D%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5%A5%88%E5%B7%9D%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9%AB%E6%BF%B1%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9%AB%E6%BF%B1%E6%B8%AF%E6%9C%AA%E4%BE%8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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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公私合資結構)設施。 

(5) 神奈川縣廳及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橫濱分處對於宜蘭縣政府推

動太平山森林鐵路復駛的建議： 

神奈川縣目前沒有縣廳自行管理或規劃的實際鐵路案例，雖然

廢線復駛在神奈川縣不多見，但在靜岡縣倒是有不少案例(如阿里

山森林鐵道的姊妹鐵道－大井川鐵道)。 

然而路線被廢除一定有其原因，如果復駛計畫要吸引民間企業

或是國家中央政府補助，以日本其他縣市個案為例，也許可以結合

當地的觀光魅力宣傳，或以較具話題性的歷史文物、車輛特色(如

蒸汽車頭或運材小火車等)作為標的，吸引遊客專程朝聖。 

神奈川縣境內其中2家鐵道公司(江之電、京濱急行電鐵)和臺

鐵簽訂姊妹鐵道，靜岡鐵道也於2023年8月底與臺北捷運締結友好

協定。鐵道產業發展於根本上不僅只是觀光的臉，同時也是市民的

腳與物產的鑰匙，許多鐵道公司都有經營百貨賣場，姊妹鐵道的簽

署後製造了更多物產交流的機會，將帶動臺灣物產(如水果)進口日

本。期待透過本次交流，宜蘭縣境內鐵道或太平山森林鐵路將來能

與神奈川縣鐵道締結姊妹鐵道。 

(6) 神奈川縣廳於疫情前後擬定的觀光政策有所不同，相關考量因素： 

讓更多人能知道、來到神奈川縣固然重要，然而疫情前後觀光

政策的變化，來自於意識到觀光產業促進經濟發展之重要性，若旅

客只前來觀光卻沒有消費，較不能滿足當地的經濟需求，故政策擬

定改為重視觀光、消費與經濟成長的循環關係。 

為了提升消費額度刺激產業效益，客群目標鎖定為高端旅客。

如觀光宣傳影片中所見，大山地區的阿夫利神社特別企畫，可以包

下由山下至山頂的纜車，安排只有特定日子能享受的參拜、餐食行

程等。因為高端旅客的需求通常較為特殊，藉由包裝纜車等交通、

觀光設施進行較為有特色的宣傳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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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拜會「神奈川縣廳」訪談交流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6日，神奈川縣廳 

(四) 參訪紀實 

結束拜會神奈川縣廳的行程後，一行人至附近的橫濱港大棧橋碼頭

(大さん橋)稍作停留參訪，而後驅車前往鐮倉市參訪、用餐，以為下午

接續的拜會行程作準備。 

大棧橋位於橫濱新港地區紅磚倉庫與山下公園間，該碼頭最早建於

1894年，屬於橫濱歷史悠久的古老門戶，為日本近代第一批進行貿易的

門戶之一，並於2002年重建為國際客輪碼頭，為國際郵輪的停泊港口。

國際客運站建築設計現代、嶄新，屋頂設置開闊的景觀平臺，並以木頭

甲板及翠綠草坪鋪設而成，使得大棧橋遠遠看起來就像座海上之丘。 

觀景平臺的景色壯觀，能瞭望整座橫濱港海灣的絕美景色，並遠眺

橫濱的城市風光，為專業攝影、商業或電影拍攝的熱門地點。眺望陸地

的方向可以看見「橫濱三塔－神奈川縣廳本廳舍、橫濱稅關、橫濱市開

港紀念會館」，並分別有「國王」、「王后」和「侍從」的別稱。 

圖20 橫濱港大棧橋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6日，橫濱港大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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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拜會鐮倉市役所 

(一) 行程簡介 

2024年1月16日(星期二)午後，因鐮倉市發展歷史久遠，市役所周

邊多為巷弄，大型車輛不便進出，千田勝一郎副市長及其他相關人員親

自並安排7人座接駁車輛將團員自午餐用餐地點接送至市役所，與松尾

崇市長及千田勝一郎副市長訪談交流約30分鐘，最後交換紀念品合影。 

圖21 拜會「鐮倉市役所」合影 

資料來源：宜蘭縣政府林科員鉑宸、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橫濱分處 

，2024年1月16日，鐮倉市役所 

(二) 基本資料－鎌倉市(かまくらし/Kamakura-shi) 

鎌倉市位於神奈川縣，距離東京都大約1小時車程，總人口數約17

萬，每年吸引約1,000萬觀光人次來訪，是個充滿歷史和文化的城市，

並以古老的寺廟、神社和歷史建築而聞名，被視為日本歷史上重要的文

化中心之一。 

鐮倉有山有海，主要景點包括歷史悠久的鶴岡八幡宮，和擁有一尊

巨大的銅製佛像的大仏(大佛)寺，此外，鎌倉還有美麗的海灘、迷人的

小徑和古老的街區，提供遊客豐富的觀光體驗，能充分享受自然景觀與

文化歷史洗禮。 

(三) 訪談紀要 

1. 會晤人員：鐮倉市市長松尾崇、副市長千田勝一郎、南伊豆町町長岡

部克仁、議長永田幹彥、副議長日下文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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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拜會「鐮倉市役所」訪談交流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宜蘭縣政府林科員鉑宸，2024年1月16日，鐮倉市役所 

2. 交流議題 

(1) 江之島電車與汽車共用一般道路的模式發展迄今已百餘年，當時是

鐵路相關法規先制定，還是鐵路先建置？ 

江之島電鐵百年前建置時即有與一般道路共用之規劃，未能確

定是鐵路相關法規先制定，還是鐵路先建置；惟當時運行速度較

慢，車站數量也較多(比現在多3倍)，致使行駛速度並不快。 

後經查在日本鐵路系統分為容許軌道鋪設於一般道路的《軌道

法》，亦即規範行駛於道路上之路面電車；至《鐵道事業法》則規

範不得鋪設於道路之鐵路，也就是專用路權之傳統鐵路適用。江之

電路線中「腰越站」至「江之島站」間(長度約700公尺)，軌道鋪

設於一般的道路上，與道路共用路權，原係屬《軌道法》規範之路

面電車，後獲得日本政府特許全線適用《鐵道事業法》營運。 

(2) 江之電鐵路軌道與一般道路共用，但因鐮倉觀光客多，市役所如何

維持區內交通運作順暢，有關相關法規與罰則訂定、國際遊客誤觸

日本當地法規而受罰的情形： 

鐮倉市役所目前沒有制定正式的法律規則或罰款約束旅客。另

外，市役所會在觀光景點使用各種語言將日本的交通規則或當地使

用道路的習慣，針對國際旅客作宣導告知，並在繁忙路段安排警備

員指揮交通，注意遊客比較危險的行為。 

(3) 觀光發展與當地居民生活權益互相衝突，市役所背負了市民給予的

壓力和期待，且鐮倉市平日交通已有延滯情況，假日想必更加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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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市役所針對管制外來遊客開車的應對措施： 

鐮倉市人口約17萬人，惟每年觀光客達到1,000萬人以上，如

何兼顧市民權益與需求、在發展觀光間取得平衡，實為一大難題。

鐮倉市豐富的歷史文化使得市役所沒有作太多的觀光宣傳，也能吸

引千萬人到來，但也因為歷史發展悠久，當地道路狹窄，不利交通

運作，鐮倉市的歷史文化成了得天獨厚卻也令人煩惱的條件。 

如所見，平日鐮倉市內的車輛已經相當多，假日會更壅塞，因

此市役所在鐮倉車站周邊被山包圍的區域，規劃劃設交通管制區，

實施進入管制區收費，以緩和此情況。 

(4) 上午拜會神奈川縣廳的行程，瞭解了神奈川縣廳積極推廣觀光的相

關作為；有關鐮倉市相關的觀光推廣企畫、自行推廣或申請縣廳補

助計畫： 

神奈川縣廳並沒有要求或指示鐮倉市作相關觀光推廣，相反

的，鐮倉市不需要多作相關觀光政策即有相當多旅客來訪，為少數

沒有在做觀光宣傳的地區，眾多的觀光客已成為了鐮倉市的公害，

影響當地居民搭乘電車、巴士的權益，產生過多的垃圾也影響環境

的維持。 

對鐮倉市而言，觀光人數已不是發展目標，而是希望觀光客能

更深入了解鐮倉市的歷史文化，因此向縣廳申請的預算多作為歷史

文化維護(如大佛等)、廁所設施改善、路口拓寬、危險路段改善等

用途。 

(5) 針對鐮倉大佛附近建築物高度的規定限制： 

鐮倉車站群山環繞，被山包圍的區域內限制建築物高度不能超

過15公尺，且為了維護自然景觀，市役所會限制新建築物與招牌的

顏色、大小、設計樣式，須事先通過審核確認才能建設。 

(四) 參訪紀實 

於橫濱市的拜會與參訪行程結束後，周邊景色由繁華現代的城市街

景漸漸轉為古色古香的歷史巷弄，抵達神奈川縣另一個觀光勝地鐮倉

市，並在拜會鐮倉市役所前的空檔時間，參訪鐮倉當地最具代表性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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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鎌倉大佛(鎌倉大仏)。 

鎌倉大佛殿高德院位於江之島電鐵「長谷站」附近，交通非常方

便，為日本關東地區最熱門的景點之一。鎌倉大佛為一尊青銅佛像，建

於13世紀，高度為11.3公尺，重量達121公噸，僅次於奈良的東大寺大

佛，為日本第二高的青銅佛像，並列入日本國寶級的重要文化財。鎌倉

大佛最早建於一幢木造寺院中，並曾多次遭颱風、海嘯及地震侵襲，該

寺院已遭海嘯沖毀，惟大佛仍安然無恙保留至今，成為鐮倉的象徵，並

顯現當時日本鎌倉時代流行的「中國宋風」，別具歷史意義。 

圖23 鎌倉大佛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6日，鎌倉大佛殿高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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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江之島電鐵 

(一) 行程簡介 

2024年1月16日(星期二)與鐮倉市役所交流行程結束後，自市役所

步行10分鐘至江之島電鐵鐮倉站，由江之島電鐵佐藤克久部長帶領入

站，利用等車期間說明行程安排與江之島電鐵發展歷史、鐮倉車站特

色，並一同搭乘電鐵自鐮倉站至江之島站，沿途介紹各站特色及共用路

權路段，車程約30分鐘，於江之島站停留合影，再就相關議題進行簡單

交流討論，最後致贈紀念品。 

圖24 「江之島電鐵」鐮倉站、江之島站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6日，江之島電鐵車站 

(二) 基本資料－江之島電鐵(江ノ島電鉄/えのしまでんてつ/Enoshima 

Electric Railway) 

1. 概要說明 

江之島電鐵的主要路線是「江之島線」，連接藤澤市和江之島，

沿線穿過青春明亮的湘南、江之島和幕府古風的古都鎌倉。路線長度

約為10公里，軌距為1,067毫米窄軌，沿線共有15個車站(包括起點藤

澤站和終點鎌倉站)，全路段採單線配置，其中4個車站和1個號誌站

擁有雙軌設施可作為列車會車使用，使用電壓為600伏特直流電，並

由高架電車線供電。 

江之島電鐵所使用的車輛是小型普通鐵路用列車，但是在腰越站

至江之島兩站之間有一小段路線(約700公尺)，列車行駛於一般道路

而非專屬軌道區域內(C型路權)，因此常被認為是路面電車，不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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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江之島電鐵是根據日本的《鐵道事業法》，而不是一般管理路面電

車之類輕軌運輸的《軌道法》獲得經營特許，因此在法律上仍屬一般

鐵路的範疇。 

江之電周圍地區為日本首都圈周邊熱門觀光勝地，鐵路沿線有豐

富的名勝古蹟等旅遊資源。江之電本身也在同名漫畫改編的電視動畫

《灌籃高手》、《鎌倉物語》等動漫、電影中多次登場，其中鎌倉高

校前站東側的一處平交道，為《灌籃高手》主題曲經典動畫場景，江

之島電鐵除已成為連接藤澤市、江之島及鐮倉市的重要運輸工具，也

是遊客最主要的觀光路線之一。江之電更與我國平溪線互為姊妹鐵

道。 

圖25 「江之島電鐵」路線圖 

資料來源：江之島電鐵官方網站 

  

https://www.enoden.co.jp/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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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江之島電鐵」基本資料 

營運時間 
1902年：開通藤澤－片瀨(現江之島)段 

1910年：全線開通至小町(現鎌倉) 

路線代號  

路線長度 10公里 

軌距 1,067公釐 

正線數目 單線 

車站數量 15個 

最高容許速度 時速60公里 

最小曲線半徑 28公尺 

電氣化方式 全線直流電600V；高架電車線 

資料來源：江之島電鐵官方網站 

2. 營運公司－江之島電鐵股份有限公司(江ノ島電鉄株式会社/えのしま

でんてつ) 

江之島電鐵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江之島電鐵或江之電，為日本神奈

川縣的地方性鐵路業者，自1900年成立之民營鐵道企業，現為小田急

集團的子公司之一。僅擁有江之島電鐵線1條路線，最早於1902年開

始營運(藤澤-江之島)，1910年全線開通至鎌倉，除了鐵路運輸業務

外，該公司亦經營定期與租賃客運(江之電巴士)、不動產業、觀光業

與百貨業等副業，致力於提供便捷的交通服務，促進當地的發展和觀

光業。  

https://www.enoden.co.jp/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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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江之島電鐵公司概要 

公司名稱 
江之島電鐵股份有限公司 

江ノ島電鉄株式会社 

企業標誌 

 

 

 

 

設立時間 
1900年11月25日(前身：江之島電気鉄道株式会社) 

1926年7月10日(江ノ島電気鉄道株式会社) 

總公司所在地 神奈川縣藤澤市片瀬海岸1丁目8番16號 

資本額 3億日圓 

主要業務 
鐵路業、一般旅客運輸業務管理合約業務 

、觀光旅遊業、房地產 

在職員工人數 電鐵232人；公車458人 

資料來源：江之島電鐵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 

(三) 訪談紀要 

1. 會晤人員：江ノ島電鉄株式会社事業管理部部長佐藤克久、代理課長

大木伸樹等。 

圖26 與「江之島電鐵公司」訪談交流 

資料來源：宜蘭縣政府林科員鉑宸，2024年1月16日，江之島電鐵車站 

2. 交流議題 

(1) 江之電旅客組成： 

https://www.enoden.co.jp/corporate/company/ou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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鎌倉市總人口數約17萬，每年卻吸引約千萬觀光人次來訪，當

地人口與觀光遊客比例懸殊；江之電有30%至40%是通學通勤旅客，

其餘近70%均為觀光遊客。又以鐮倉站的進出旅客為最多。 

(2) 乘車安全的維護措施(障礙物)： 

江之電於鐮倉市的民宅夾縫中行駛，均依本身鐵路相關規定為

基準規劃建置，針對一般道路寬度則無限制。 

因江之電與道路、民宅相鄰，特別裝置感應器以偵測障礙物入

侵，假設平交道已關閉，仍有障礙物停留於軌道上，偵測器將會直

接連接列車駕駛室，透過列車防護無線電、ATP系統等雙重安全裝

置傳送警告，使得江之電無須完全遮斷周邊開放路口，即能確保列

車行駛安全。 

我國鐵路法子法「鐵路修建養護規則」已規範鐵路機構應評估

路線可能發生之潛在危險，設置適當之危險偵測設施、或採取適當

之檢測與防護措施。目前高鐵路線沿線已設置相關告警系統，並連

接行車控制系統，確保防護列車行車安全；而臺鐵也已建置平交道

障礙物自動偵測系統及26處落石告警系統，防護列車行車安全，並

持續檢討評估辦理增設。 

圖27 與「江之島電鐵公司」訪談交流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6日，江之島電鐵車站 

(四) 體驗紀實 

本項實地考察體驗行程由江之島電鐵佐藤克久部長及臺北駐日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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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代表處橫濱分處張淑玲處長全程陪同，沿途向團員介紹各站特色與

景點，並即時解答相關疑問。 

我國2,357萬人口，2023年赴日旅遊人次達420.2萬，平均每5、6人

中就有1人於2023年赴日旅遊。鐮倉屬國人旅日的熱門景點，江之島電

鐵本身即為鐮倉一大觀光亮點，故車站內及車站旁的紀念品商店除一般

餅乾土產外，亦販售江之電鐵相關商品、鐮倉工藝品，並利用當地工藝

品鐮倉雕(雕刻木材後塗成漆器的木雕彩漆，為12世紀鎌倉時代流傳至

今的工藝品，有些也是由中國傳入的技術)裝飾車站，融合宣傳當地特

色。 

搭乘墨綠塗裝的電車行駛於鐮倉市的巷弄民房間，一旁是小朋友在

與列車賽跑的有趣畫面；穿梭過百年歷史的隧道，一出隧道口即迎來波

光粼粼的大海，能夠眺望遠方海面的伊豆半島、伊豆大島(東京都)、江

之島及富士山，景色絕美；於七里濱站及鐮倉高校前站間停留，與對向

列車交會；經過鐮倉高校前站的平交道，滿是把握機會與列車合照的遊

客；駛過腰越站至江之島間與平面道路共用路權的路段，電車與一般車

輛井然有序地停等或通過……。短短30分鐘的車程，途經各個特色景

點，窗外處處皆是景色，緊鄰的日式民宅、整齊的街道配置、陽光撒落

的湛藍海面與遠方的富士山、大小島嶼剪影，搭乘江之島電鐵實為一趟

相當美好的旅程。 

圖28 與「江之島電鐵」合影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宜蘭縣政府林科員鉑宸，2024年1月16日，江之島電鐵車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張淑玲


第 37 頁，共 95 頁 

五、 湘南單軌電車 

(一) 行程簡介 

自江之島電鐵江之島站步行約5分鐘，抵達湘南單軌電車之湘南江

之島站，車站5樓(月臺層)之景觀臺可瞭望富士山，恰巧正值夕陽西

下，晚霞餘暉染紅天色，與遠方富士山組成一副美景，短暫於車站停留

後，體驗搭乘湘南單軌電車至大船站，車程約14分鐘。 

圖29 湘南單軌電車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6日，湘南單軌電車車站 

(二) 基本資料－湘南單軌電車(湘南モノレール) 

1. 概要說明 

湘南單軌電車為日本第1座利用SAFEGE懸掛式單軌電車之公共運

輸系統，也是日本目前僅有的2座SAFEGE式懸掛單軌電車之一(另一座

為千葉單軌電車)，係由三菱重工率先引進懸掛式單軌技術，並於

1970年3月開始營運(同年日本於大阪舉辦世界博覽會)，已營運超過

50周年，為日本地區引進單軌技術之典範。 

湘南單軌電車位於神奈川縣名勝古都鎌倉市，穿越鐮倉山間連結

湘南海岸江之島及湘南大城市大船市區，為郊區中運量系統，與JR橫

須賀線、東海道本線、江之島電車及小田急江之島線，共同形成便利

軌道運輸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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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 「湘南單軌電車」區位示意圖 

資料來源：湘南單軌電車官方網站 

湘南單軌電車最初服務區域為大船站到西鐮倉站之間5站，營運

長度為4.7公里；1971年7月再將路線自西鐮倉站延伸至湘南江之島

站，新增3站，營運長度新增為6.6公里(8座車站)，大船站至湘南江

之島站車程約為14分鐘，至西鐮倉站大約7.5分鐘，載客人數至2018

年已達到1,100萬人次。除了深夜及清晨時段，每7分鐘發車，也就是

每小時內有8輛電車頻繁往返於江之島及大船之間。 

電車路線行走於山區間，由江之島穿越鎌倉山間到JR大船車站，

期間穿過2座隧道，特別是在連接湘南深澤站及西鐮倉站之隧道內，

電車最高時速達到75公里，並沿陡坡下降。因行經人煙較少的山區鄉

間，因此湘南單軌只有單條軌道，上行及下行車輛，必須在沿線的車

站中作交會，而兩端的起迄站，僅有1條軌道。 

https://www.shonan-monorail.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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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湘南單軌電車」路線圖 

資料來源：湘南單軌電車官方網站 

湘南單軌電車之特點之一為其如雲霄飛車般的軌道，自大船站至

湘南江之島站之前，路線總長為6.6公里，海拔高度卻相差40公尺。

路線中最陡的坡度為74‰(列車行駛1,000公尺將爬升70公尺)，除了索

道纜車及帶齒輪纜車列車，此坡度以幾近日本最陡列車箱根登山鐵道

最陡區段(坡度80‰)。 

圖32 「湘南單軌電車」路線地形示意圖 

資料來源：湘南單軌電車官方網站 

https://kamakura-enoshima-monorail.jp/chi/
https://kamakura-enoshima-monorail.jp/chi/topics/2019/01/railway-with-ups-and-dow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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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湘南單軌電車」基本資料 

營運時間 
1970年3月：大船至西鎌倉(4.7公里)開通 

1973年7月：西鎌倉至湘南江島(1.9公里)開通 

路線代號 SMR 

路線長度 6.6公里 

軌距 840公釐 

正線數目 全線單線 

車站數量 8站 

隧道數量 2座 

車輛自重 50.6公噸(5000系列) 

車輛容量 224人(最多可至496人)(5000系列) 

運轉速度 最高時速75公里 

系統型式 懸吊式單軌電車(SAFEGE) 

班距 7分鐘 

最小曲線半徑 本線100公尺；站內50公尺 

最大坡度 74‰ 

最大高度差 40公尺 

電氣化方式 全線直流電1,500V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湘南單軌電車、湘南單軌電車官方網站 

2. 營運公司－湘南單軌電車株式會社(しょうなんモノレール) 

為了引進懸掛式單軌電車硬體設備至日本國內，以三菱重工為主

之三菱集團於1970年代特別設置關係企業「湘南單軌電車股份有限公

司」，因此該公司超過九成以上之股份為三菱集團所擁有，歷代社長

也多由該集團指派；該公司為日本神奈川縣境內一家單軌電車

(Monorail)運輸系統經營業者，於1966年創立，總公司設於神奈川縣

鎌倉市。湘南單軌電車初設時，負責指揮技術部門運作之第一代技術

長三木忠直，同時亦為催生新幹線0系之知名日本鐵路車輛技術專

家。 

湘南單軌電車公司所有主要持股個體中，僅有京濱急行電鐵(京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8%E5%8D%97%E5%96%AE%E8%BB%8C%E9%9B%BB%E8%BB%8A
https://www.shonan-monorail.co.jp/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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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原本就是鐵路業者，該公司除負責湘南單軌電車相關車輛維護工

程，湘南單軌電車所屬電車路線「SMR江之島線/江の島線」部分路段

設置於該公司所擁有之汽車專用道路京濱急行線(現為一般道路)正上

方，也是京急參與湘南單軌電車投資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營運電車路線，湘南單軌電車亦擁有不動產事業部門經營路線

沿線之住宅地開發，該公司亦曾於1975年時，曾有建設仙台市營單軌

電車南西線之構想，並已著手進行仙台市太白區茂庭台地區之不動產

開發，但建設計畫後來沒有實際進行，該公司的不動產事業也逐漸減

縮。 

三菱集團3社(三菱重工、三菱商事、三菱電機)於2015年5月向經

營共創基盤旗下之道程控股進行持股轉讓簽約，成為最大股東的道程

控股表示今後將以設施無障礙化及增加客源的方針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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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湘南單軌電車公司概要 

公司名稱 
湘南單軌電車股份有限公司 

湘南モノレール株式会社 

企業標誌 

 
設計以單軌列車的首字母「M」為主題，以單軌列車

在崎嶇的地形上疾馳、上下、穿過隧道、從天空到大

海的「風景」為設計靈感，並以「天藍色」和「海藍

色」為典型。這個標誌包含了該公司使命：湘南單軌

電車將繼續與該地區一起前進。 

湘南單軌電車將在不破壞大船和江之島之間旅行的人

們以及居住在該地區的人們所看到的風景和記憶的情

況下，繼續衝向未來。而且，值得未來帶回許多回憶

的單軌電車。也體現在我們新的企業標誌和標誌中。 

設立時間 1960年4月 

總公司所在地 神奈川縣鎌倉市常盤18 248-0022 

資本額 1億日圓 

主要業務 
懸掛式單軌鐵路(大船-湘南-江之島)營運 

房地產租賃、停車場、廣告 

業務概要 

由三菱重工、三菱電機、三菱商事株式會社、京急電

鐵株式會社等合資成立，旨在引進和擴大懸掛式單軌

鐵路設備的銷售。該線路已開始商業運營，連接大船

至湘南江之島，作為示範路線為日本懸掛式單軌鐵路

的先驅，並已成為當地重要公共交通設施，每年服務

約1,000萬名乘客。 

在職員工人數 112人(截至2021年4月1日) 

主要股東 
道程控股92.0%、新日本製鐵2.5%、 

京濱急行電鐵1.2%、JFE鋼鐵1.2% 

資料來源：湘南單軌電車官方網站 

3. 系統型式－SAFEGE-Type 

SAFEGE懸掛式單軌電車為懸掛式單軌電車系統之一，該技術由法

國一家商業研究公司(Société Anonyme Française d'Etude de Ges-

tion et d'Entreprise)於1957年發明，並以該公司名稱首字母命名

(SAFEGE)。目前全世界用於都市大眾運輸的吊掛式單軌系統，較為人

https://www.shonan-monorail.co.jp/company/index.html#gai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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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的為德國的Wuppertal、日本千葉市及鎌倉湘南，另有些短程接

駁運輸亦採用SAFEGE單軌系統，如德國杜塞道夫機場Sky Train、杜

特蒙德大學校區接駁服務、日本東京上野動物園單軌電車(自2019年

11月1日起已停止服務，為日本首條單軌，為未來城市規劃試行之運

輸系統。根據東京都交通局《鐵路事業法》，這條線路不是上野動物

園的遊樂設施，而屬於公共交通工具)等。 

SAFEGE懸掛式單軌電車之車道形狀為鋼箱梁內的箱形，底部開

口，以安裝於車頂之橡膠輪胎於軌道內運行，特點在於車廂頂部之轉

向架完全封閉於列車上方之鋼箱式軌道梁內，因此轉向架及車輪將不

受雨雪影響，使列車能夠安全、平穩行駛。 

圖33 「湘南單軌電車」於一般道路上方行駛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宜蘭縣政府李處長東儒，2024年1月16日，湘南單軌電車 

湘南單軌車輛已開發4款，最早的300及400型車輛已經引退，目

前使用的是舊款的500型以及最新的5000型，兩款的模樣與千葉都市

單軌的1000型及0型幾乎是姐妹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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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湘南單軌電車」車輛介紹 

型號 簡介與圖片 

5000系列 
2004年6月推出，為目前最先進的車輛，共有7

個編組。配備注重人與環境的最新性能設備，

包括採用VVVF逆變器控制平穩加減速、營造明

亮舒適車內空間、寬大窗戶及各種無障礙設

備。 

500型(退休) 1988年3月登場，列車採用固定3車編組。融合

傳統車型的低噪音特性和千葉都市單軌電車累

積的技術，以盡可能降低噪音，並為進一步確

保安全，採用指令式電磁直接煞車裝置。所有

車廂均配備空調設備，車輛內裝以白色和米色

為主的簡約設計，搭乘起來更加舒適。2016年

6月全部退休。 

400型(退休) 
1981年3月採用2節車廂投入營運，於1986年3

月開始採3輛編組列車。車輛沒有空調，夏季

稍有不適。與其他車的主要區別在於前玻璃的

尺寸，車內座椅由長座椅修改為十字座椅。

2004年7月4日退役。 

300型(退休) 

於1971年3月開幕同時推出，於1975年2月開始

營運3節車廂列車，該車輕微的晃動和圓潤流

暢的車身線條廣受好評。於1992年退休。 

資料來源：湘南單軌電車官方網站 

4. 其他案例－德國伍伯塔爾懸掛式鐵路(Schwebebahn) 

湘南單軌電車於2018年9月13日和德國單軌電車公司伍伯塔爾懸

掛式鐵路(Schwebebahn)簽訂《懸掛式單軌電車姐妹關係協議》，此

項協議之簽署源於這2家公司多年來分別運營世界上罕見的懸掛式單

軌電車。作為當地社區的公共交通服務提供商的2家公司同意彼此合

作，透過國際旅遊業為當地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並承諾將繼續提供安

全可靠的列車運營。 

https://www.shonan-monorail.co.jp/fun/vehic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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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伯塔爾懸掛式鐵路公司於1901年3月在位於北萊茵-威斯特法倫

州首府杜塞爾多夫東面的伍珀塔爾市開始運營，為目前世界上仍在行

駛的單軌電車中最古老的單軌電車系統(渥伊根・朗恩單軌懸掛式鐵

路)。其在萊茵河支流伍珀塔爾河上行駛，共有20站，營運長度為

13.3公里，雙軌道，行駛時間為30分鐘，2017年的年載客人數達

2,400萬人次。Schwebebahn於1898年9月13日進行了首次試運行，因

此，雙方決定在120年後值得紀念的那一天(2018年9月13日)簽訂協

議。 

渥伊根・朗恩單軌懸掛式鐵路也被稱為雙法蘭懸掛式單軌電車系

統，其車道由單側臂支撐，車輪由臂懸吊並位於車道的另一側。 

圖34 「湘南單軌電車」與「伍伯塔爾懸掛式鐵路」系統比較 

資料來源：湘南單軌電車官方網站 

5. 其他案例－千葉都市單軌電車 

千葉市於1977年決定引進懸掛式單軌電車，以應對20世紀60年代

人口迅速增長導致之交通狀況惡化和噪音污染。自1988年開始運行以

來，從未發生過傷亡事故。其運行距離15.2公里為世界上懸掛式單軌

電車中最長的，載客人數已逾4億人次。 

https://kamakura-enoshima-monorail.jp/chi/fu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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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葉都市單軌電車在維護城市關鍵交通系統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方

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列車Urban Flyer於2012年榮獲了優秀設計

獎。 

(三) 體驗紀實 

搭乘湘南單軌電車為臨時新增的行程，為能體驗景點周遭各式運具

轉乘，故安排至江之島電鐵江之島站步行10分鐘可抵達的湘南單軌電車

湘南江之島站。 

實際體驗湘南單軌電車車程約14分鐘，期間上車乘客多為當地通勤

通學人口，像我們一樣的國際遊客並不多見。懸掛式的單軌系統相當少

見，日本當地也僅有2處電車採用。坐上第一節車廂，向前方能清楚看

見列車軌道位於車廂上方，由窗外往下看即為汽車行駛的一般道路，行

駛於山區之間路程坡度起伏之大，又穿梭2座隧道，車廂於運行期間似

乎也較一般電車搖晃顛簸，真的有種搭乘雲霄飛車的錯覺，是一次非常

特別的體驗。 

圖35 「湘南單軌電車」車站風景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宜蘭縣政府李處長東儒，2024年1月16日，湘南單軌電車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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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箱根登山鐵道(電車、纜車)、空中纜車 

(一) 行程簡介 

2024年1月17日(星期三)一早，步行前往箱根湯本車站搭乘箱根登

山電車，車程約40分鐘後抵達強羅站，旋即轉乘登山纜車至早雲山站，

車程約10分鐘，由於空中纜車於早雲山站至大涌谷站因維修停駛，故此

區間改搭登山巴士，車程約15分鐘，抵達大涌谷站後搭乘空中纜車至桃

源台站，車程約15分鐘。 

圖36 箱根地區行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雄獅旅遊、箱根導航(登山電車、空中纜車、海盜船、登山巴士官方網站) 

(二) 基本資料－箱根登山鐵道(はこねとざんてつどう) 

1. 概要說明 

箱根登山鐵道為日本發展最久遠的登山鐵道，自1919年開業至

今，其電車和登山纜車已經反覆攀登箱根眾山長達100餘年。由連結

小田原站至強羅站的「鐵路線(電車)」，與連結強羅站至早雲山站的

「鋼索線(纜車)」組成，始發站小田原站海拔14公尺，終點站早雲山

https://www.hakonenavi.jp/transportation/


第 48 頁，共 95 頁 

站海拔750公尺，其間相差736公尺，因此有「日本攀登高度最高的電

車」之稱。沿線經過箱根主要觀光景點，為箱根觀光不可或缺的交通

工具。 

圖37 「箱根登山鐵道」路線圖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箱根登山鐵道 

2. 箱根登山電車(てつどうせん/Hakone Tozan Railway)：箱根湯本 → 

強羅 

箱根登山電車以神奈川縣小田原市小田原站為起點、神奈川縣足

柄下郡箱根町強羅站為終點，屬於箱根登山鐵道的鐵路線，為正統山

岳鐵道，行駛於急陡坡道的箱根山區。 

路線坡度最大為80‰，為日本目前不依賴齒軌鐵路或纜索的粘著

式鐵道(普通鐵路)中最陡坡度。興建時參考瑞士的貝爾尼納鐵路 (現

在的雷蒂亞鐵路)，因此於1979年，箱根登山鐵道與雷蒂亞鐵路於瑞

士國家旅遊局協助下，提攜成為姊妹鐵道。 

日本最古老的登山火車穿過狹長的山谷，茂密樹林、橋樑及隧道

在兩旁呼嘯而過，箱根湯本站與強羅站間的鐵路線沿著陡峭山坡向上

蜿蜒，形成三連彎，從車窗眺望箱根群山，景色雄偉壯闊，令人驚

嘆。每年6月中旬至7月下旬沿線有繡球花綻放，夜間點燈後還有全車

https://zh.wikipedia.org/zh-tw/箱根登山鐵道#/media/File:Hakone_Tozan_Railway_Linemap.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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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席的「夜之繡球花號」行駛。 

圖38 「箱根登山電車」路線圖 

資料來源：箱根登山電車官方網站 

圖39 搭乘「箱根登山電車」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7日，箱根登山電車 

  

https://www.hakonenavi.jp/international/cn/transportation/hakone-toz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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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箱根登山電車」基本資料 

營運時間  1919年6月1日開業 

路線代號 
 

路線長度 15.0公里 

軌距 
1,067公釐(小田原－箱根湯本) 

1,435公釐    (入生田－強羅) 

正線數目 單線 

車站數量 11站 

最小曲線半徑 30公尺 

最大坡度 80‰(4°34’) 

電氣化方式 

小田原－箱根湯本：直流電 1,500V 

箱根湯本－強羅 ：直流電  750V 

高架電纜 

單程票價 

(小田原站至強羅站) 

成人(中學生以上) 770日圓 

兒童(小學生)  390日圓 

資料來源：箱根登山電車官方網站 

表11 「箱根登山電車、纜車」車輛介紹 

型號 車輛簡介與圖片 

MoHa 

1型 

為1919年箱根登山鐵道開通時使用的第1種車輛，1950年小田急

列車投入使用時進行了改裝。最初為雙駕駛室車輛，1993年改為

固定雙車編組，編組中央的駕駛室被拆除。103至107號已於2019

年7月退役，目前僅以104至106號營運。 

https://www.hakonenavi.jp/hakone-toz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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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 車輛簡介與圖片 

MoHa 

2型 

以1927年出現的木製チキ2車型的行駛裝置與新車身結合而成。

從1985年開始被改裝為萬向傳動系統，108號目前正在運作。雖

然為雙駕駛室車輛，但並非作為單一車輛進行商業運營，而是在

3列車廂組合行駛時作為MoHa1型的附加車輛使用。 

1000

型 

為1981年推出的萬向傳動列車，以與箱根登山鐵道有姐妹關係的

瑞士雷蒂亞鐵道命名，被親切地稱為「伯爾尼納」。過去以固定

兩車編隊運行，但2004年併入MoHa2200型，成為固定3車編隊。

同時安裝落地式空調系統，車門之間的座椅也從敞篷交叉座椅改

為包廂座椅。 

2000

型 

於1989年推出，以瑞士雷蒂亞鐵路上的聖莫里茲車站命名，被親

切地稱為「聖莫里茲」。為紀念與雷蒂亞鐵路建立姐妹合作關係

30週年，於2009年第三編組改為雷蒂亞鐵路的「冰川快車」制

服，現已投入使用。 

3000

型 

3000型「Allegra」於2014年首次亮相。由Noriaki Okabe Archi-

tecture Network設計，另有設計了小田急浪漫專車VSE和 MSE。

為了讓旅客近距離體驗箱根雄偉的自然風光，採用比以往車輛更

大的車窗玻璃，並在車輛兩側安裝了觀察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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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 車輛簡介與圖片 

3100

型 

3100型2編組固定編隊「Allegra」於2017年首次亮相。1輛3000

型車連接後可組成3車編隊運行，增加運輸能力。連接部分取消

了駕駛室，並加大了連接間的窗戶，讓旅客可以近距離欣賞箱根

雄偉的自然風光及箱根登山電車特徵之一的銳利曲線。 

MoNi 

1型 

於1975年開始用於維修的開放式貨運列車。車體於2009年5月由

灰色重新塗裝成現在的橘色，上面還畫有箱根登山鐵道著名的野

豬插圖。由於是工程車輛，白天停放在強羅車站。 

纜車 

2節車廂的列車，車廂內部的形狀與坡度相匹配，呈階梯狀，可

以在各節車廂之間往返。2020年投入使用的1號車顏色與Allegra

列車(3000型)同為深棕色，2號車顏色為藍色，與箱根山間藍天

相映成趣。重音字母以金色草書字母為中心，營造出優雅的印

象。此外，兩端也放置了類似纜車雙軌部分的「絲帶狀圖案」。 

資料來源：箱根登山電車官方網站 

3. 箱根登山纜車(箱根登山ケーブルカー/Hakone Tozan Cablecar)：強

羅 → 早雲山  

連結神奈川縣足柄下郡箱根町強羅站和早雲山站，屬於箱根登山

鐵道的鋼索線，一般稱為「箱根登山纜車」，擔當箱根旅遊的旅客輸

送，為日本關東地區最古老的纜索鐵路線。 

纜車的轉折點(道岔)結構與一般鐵路不同，外軌上並沒有切口

(詳圖40-1)，但內軌上有切口供繩索穿過，為了因應這一特點，車輪

https://www.hakonenavi.jp/hakone-toz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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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狀也與普通鐵路有很大不同(詳圖40-2)，其結構由一對左右排列的

槽輪及平輪組成，左右輪並不像一般鐵路那樣通過車軸連接，而是獨

立懸掛，此外，運行軌道之間安裝有導引滑輪以支撐鋼絲繩。 

01編組中，面向早雲山站的右側車輪為槽輪，左側車輪為平輪；

因此在02編組中，面向早雲山站的右側車輪為平輪，左側車輪為槽

輪。往早雲山站方向行駛的右側為01編組，左側為02編組。01編組和

02編組的槽輪都夾著朝向早雲山站的外側完整鐵軌，內側平輪在鐵軌

頂部運行。此外，平輪之所以是平的，是因為須穿過軌道上的切口。 

纜車的煞車裝置有2種類型，分別為自動煞車和固定煞車。自動

煞車為Giesereibern系統，利用車輪的旋轉力使煞車卡鉗張開，並用

煞車蹄片夾住鋼軌頭部進行煞車(詳圖40-3)；固定煞車則是利用液壓

將楔子插入煞車卡鉗，並以與自動煞車相同的方式施加煞車。 

圖40 「箱根登山纜車」道岔與煞車結構圖 

資料來源：箱根登山纜車官方網站 

早雲山站位於山頂，為纜車的核心車站，並在此站安裝驅動設備

和起重機械。起重裝置由滑輪、減速器、等速齒輪、馬達、控制裝

置、煞車裝置組成(詳圖41)，控制裝置控制馬達旋轉，減速機將旋轉

降低至運轉速度(每秒3.2公尺)使滑輪轉動，滑輪上纏繞著1根鋼絲

繩，透過移動鋼絲繩來使車輛上下移動，恆速機有1個齒輪箱，用於

主、輔馬達之間的切換。 

https://www.hakonenavi.jp/hakone-tozan/cable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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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箱根登山纜車」早雲山站結構及提升裝置圖 

資料來源：箱根登山纜車官方網站 

表12 「箱根登山纜車」基本資料 

營運時間  1921年12月1日開業 

路線代號 
 

路線長度 1.2公里 

軌距 983公釐 

正線數目 單線 

車站數量 6站 

最大坡度 200‰(11°18’) 

最大高度差 209公尺 

單程票價 

(強羅站至早雲山站) 

成人(中學生以上) 430日圓 

兒童(小學生)  220日圓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鋼索線(箱根登山鐵道)、箱根登山纜車官方網站 

圖42 搭乘「箱根登山纜車」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7日，箱根登山纜車 

https://www.hakonenavi.jp/hakone-tozan/cablecar/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8B%BC%E7%B4%A2%E7%B7%9A_(%E7%AE%B1%E6%A0%B9%E7%99%BB%E5%B1%B1%E9%90%B5%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8%E5%8D%97%E5%96%AE%E8%BB%8C%E9%9B%BB%E8%BB%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8%E5%8D%97%E5%96%AE%E8%BB%8C%E9%9B%BB%E8%BB%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8%E5%8D%97%E5%96%AE%E8%BB%8C%E9%9B%BB%E8%BB%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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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箱根空中纜車(はこねロープウェイ/Hakone Ropeway)：大涌谷 → 桃

源台 

箱根空中纜車連接「早雲山」站和「桃源台」站，全長約4公

里，1輛車廂能容納18個人，以1分鐘為間隔行駛於桃源台站、姥子

站、大湧谷站及早雲山站之間。 

纜車上可以眺望箱根著名景點大涌谷、箱根群山、蘆之湖、富士

山和相模灣的壯麗景色，在風光無限的大自然中體驗大約24分鐘的空

中之旅。 

圖43 「箱根空中纜車」路線圖 

資料來源：箱根空中纜車官方網站 

表13 「箱根空中纜車」基本資料 

營運時間 1959年4月2日開業 

路線長度 4公里 

車廂容量 18人座 

最大高度 約130公尺 

單程票價 

(早雲山站至桃源台站) 

成人(中學生以上) 1,500日圓 

兒童(小學生)       500日圓 

來回票價 

(早雲山站至桃源台站) 

成人(中學生以上) 2,500日圓 

兒童(小學生)       700日圓 

資料來源：箱根空中纜車官方網站 

https://www.hakonenavi.jp/hakone-ropeway/
https://www.hakonenavi.jp/hakone-rop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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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搭乘「箱根空中纜車」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7日，箱根空中纜車 

5. 營運公司－箱根登山鐵道株式會社(箱根登山鉄道/はこねとざんてつ

どう) 

箱根登山鐵道株式會社簡稱箱根登山鐵道或箱鐵，以神奈川縣小

田原市、箱根町為中心，本社位於小田原市，為小田急箱根集團子公

司。鐵道路線有鐵道線與鋼索線，而巴士路線於分社時分為箱根登山

巴士公司。 

小田急箱根集團以提高箱根的魅力、進一步振興箱根為目標，以

交通事業為中心，共同發展相關事業，並擬定各種措施，包括發展交

通網絡，讓國內外的旅客能夠感受到箱根美好而想再次回來，努力提

高各方面的便利性與服務，與當地社區攜手合作，讓箱根變得更具吸

引力，繼續創造「激動人心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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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箱根登山鐵道公司概要 

公司名稱 箱根登山鉄道株式会社 

企業標誌 
  

設立時間 2004年10月1日 

總公司所在地 神奈川縣小田原市城山1-15-1 

資本額 1億日圓 

主要業務 

鐵路業(小田原－強羅)、鋼纜業(強羅－早雲山)、索

道業、航運業、房地產業、溫泉業、遊樂園業、廣告

業 

在職員工人數 約400人(小田急箱根集團合計約1,100人) 

主要股東 小田急電鐵100% 

小田急箱根集團 
(母公司)小田急箱根 

(子公司)箱根登山巴士、箱根愉快服務 

 資料來源：小田急箱根官方網站 

圖45 搭乘「箱根登山巴士」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7日，箱根登山巴士 

  

https://www.odakyu-hakone.jp/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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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箱根登山巴士公司概要 

公司名稱 箱根登山バス株式会社 

企業標誌 
 

設立時間 2002年10月1日 

總公司所在地 小田原市東町5-33-1 

資本額 1億日圓 

主要業務 
一般共乘業務(路線巴士)、 

一般包車業務、承載服務業 

業務概要 

 經營連接箱根、湯河原溫泉等旅遊景點和小田原、

南足柄等市區的路線巴士 

 提供包租巴士運輸、前往箱根湯本週邊住宿和旅遊

景點的旅遊巴士以及行李運輸的運送服務等各種交

通服務 

在職員工人數 276人 

客運營運公里數 一般共乘業務(路線巴士)429.56km 

 資料來源：小田急箱根官方網站 

(三) 體驗紀實 

步入箱根湯本車站，即看見紅色的登山電車停靠於月臺，本次搭乘

3000型車輛。因登山電車有2種不同軌距，小田原站至箱根湯本站軌距

為1,067公釐，入生田站至強羅站軌距為1,435公釐，故入生田站至箱根

湯本站間形成特殊的「三軌軌道」，為鋪設3根鋼軌並在其上運行2種不

同軌距的列車的軌道鋪設方法，山地列車(標準軌距)在寬邊運行，小田

急列車(窄軌)在窄邊運行(為一種共享軌道)。 

搭乘登山電車車程約40分鐘，期間於3個停靠點(急轉彎處，出山號

誌站、大平台站和上平台號誌站)轉向行駛，時而前進，時而後退，採

「之」字形路線運行方式一路曲折登山，可見駕駛員與乘務員於車頭、

車尾來回跑動調換位置(出山信號站、上平台信號站之字形信號站無法

上下車)。 

其中途經「出山鐵橋」為箱根登山電車的著名景點，由於建橋地形

極為困難，從河床到工地共搭設了43個鷹架，致使這座鐵橋成為山區鐵

路建設中最艱鉅的任務。軌道兩旁即為山壁與山谷陡坡，途經多個狹窄

https://www.odakyu-hakone.jp/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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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因地勢陡峭，車廂內禁止乘客站立。 

圖46 搭乘「箱根登山電車」途經出山鐵橋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7日，箱根登山電車 

抵達強羅車站後，一列設計簡潔的藍色列車停靠在長長的斜坡月臺

邊，為自2020年3月開始使用的第五代列車，因在攀登急坡時車頭和車

尾的高度落差可達1公尺，故列車外型配合地形傾斜角度打造成斜斜的

平行六面體，兩節車廂內部則配置階梯式的座椅及走道，外觀與眾不

同。登山纜車的軌道除了2條鋼軌外還多了1條鋼纜，以將車輛緩緩拉上

前方陡坡，坐在第一節車廂，前方迎來的是1條筆直向上、肉眼可清楚

辨識有一定坡度的路線，纜車緩慢攀爬斜坡向上行駛，約10分鐘抵達早

雲山站。  

圖47 搭乘「箱根登山纜車」途經陡坡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7日，箱根登山纜車 

早雲山站外亦設有景觀平臺，可眺望箱根山區壯闊的山谷、茂密的

山林，很難想像方才是如何靠著電車及纜車抵達山區。因早雲山站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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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谷站的空中纜車因維修停駛，故轉乘登山巴士穿梭蜿蜒的山區道路抵

達大湧谷站，車程約15分鐘。 

大湧谷的景色非常開闊，可看見空中纜車運行於山區之間，後方則

是清楚壯觀的富士山，富士山景色的另外一側曾經被稱為地獄谷，為火

山地形的荒蕪山坡地及硫磺噴煙地，除了冒出裊裊上升的陣陣煙霧，濃

厚的硫磺味亦撲鼻而來。餐廳、停車場、紀念品、伴手禮商店林立於大

湧谷站，為箱根地區著名的觀光景點。 

空中纜車連接箱根地區2大知名景點－大湧谷(大湧谷站)與蘆之湖

(桃源台站)。蘆之湖側的桃源台站亦為箱根海盜船、小田急高速巴士、

箱根登山巴士的轉乘站。全程約30分鐘的空中旅行，一路由山頂往下移

動，可在高處眺望蘆之湖與山間樹林，遠方亦有富士山壯麗美景相伴，

風光無限。  

圖48 箱根空中纜車「大湧谷站」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7日，箱根空中纜車大湧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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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西武鐵道－Laview新型特快列車 

(一) 行程簡介 

2024年1月17日(星期三)午後，自東京近郊箱根地區驅車前往繁華

市區內的池袋車站，由西武鐵道株式會社豊田良主任帶領，簡單介紹觀

光諮詢處、售票處及月臺等車站設施後，於會議室交流約40分鐘後，實

際體驗搭乘該公司Laview新型特快列車前往所澤車站，車程約14分鐘

(市區道路加上塞車，搭巴士約需1小時)。 

圖49 「西武鐵道」主要路線區域(新宿線、池袋線) 

資料來源：西武鐵道官方網站 

(二) 基本資料－Laview新型特快列車 

1. 概要說明 

為打造「前所未見的全新車輛」，Laview新型特快列車由曾獲普

立茲克建築獎的妹島和世操刀設計，以帶有圓潤感的銀色車身，打造

出能柔和融入自然風景中的列車。「概念是希望打造能融入自然、與

風景共存的特快列車，並且就像家裡的起居室般，讓人放鬆。」主要

設計理念有三點：列車能柔和融入景觀之中；車廂要像客廳⼀樣舒

適；列車不僅僅是⼀種交通⼯具。 

取其「前所未見」與「西武鐵道第2個100年的起點」之意，新型

特急車型命名為「001」系(第1臺新世代列車)，00亦包含∞(無限)的

https://www.seiburailway.jp/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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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001」系的暱稱為「Laview」： 

(1) 「L」結合豪華(Luxury)與起居室般(Living)舒適的空間：打造像

是坐在自家客廳舒適、寬敞的車內空間。 

(2) 「a」取其有如箭矢(arrow)般迅速：Laview屬於特急列車，能夠使

旅客更快、更有效率地前往目的地。 

(3) 「view」可從超大車窗一覽沿線風景。 

圖50 Laview新型特快列車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7日，池袋車站月臺 

Laview新型特快列車主要營運於西武鐵道的池袋線及西武秩父線

的特急列車，1列車為400多人。車輛設置多功能廁所、女性專用廁

所、梳妝間、WiｰFi、插座、無障礙空間，並有多國語言導覽。 

圖51 「Laview新型特快列車」營運區間(西武秩父線) 

資料來源：西武鐵道官方網站  

https://www.seiburailway.jp/railway/reservedtrain/laview/


第 63 頁，共 95 頁 

表16 「Laview新型特快列車」基本資料 

營運時間 2019年3月16日 

路線代號 
 

軌距 1,067公釐 

車輛自重 283.2公噸 

車廂數量 8節編組 

車輛容量 422席位(全車指定席) 

運轉速度 設計最高時速120公里 

電氣化方式  直流1,500 V 

資料來源：西武鐵道官方網站 

2. 營運公司－西武鐵道株式會社(西武鉄道/せいぶてつどう) 

西武集團旗下主要企業之一「西武鐵道株式會社」，為日本一家

大型民營鐵路公司，簡稱西武鐵道或西武鐵路，總部位於琦玉縣所澤

市，經營路線橫跨東京都西部與琦玉縣西南部，目前營運池袋線、西

武秩父線、西武有樂町線、豐島線、狹山線、山口縣、新宿線、西武

園線、國分寺線、拜島線、多摩湖線、多摩川線共12條路線，營運全

長約176.6公里。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1月1日成立，前制為交通部

臺灣鐵路管理局)於2015年3月14日與日本株式會社西武控股集團簽署

「總合事業友好協定締結書」，並與西武鐵道株式會社簽署「姊妹鐵

路協定締結書」。 

  

https://www.seiburailway.jp/railways/la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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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西武鐵道公司概要 

公司名稱 西武鐵道株式會社 

企業標誌 
 

 

設立時間 1912年5月7日 

總公司所在地 東京都豐島區南池袋一丁目16番15號 

總部所在地 埼玉縣所澤市楠台一丁目11番地之1 

資本額 216.65億日圓 

主要業務 鐵路事業 

在職員工人數 3,650人(截至2022年底) 

營業額 1,270億日圓(截至2022年底) 

客運營運公里數 176.6公里 

客運車站數量 92站 

客運車輛數量 1,227輛(截至2022年底) 

載運人次 153萬人(2022年日均) 

運輸收入 2億3,345萬日圓(2022年日均) 

資料來源：西武鐵道官方網站 

圖52 「西武鐵道」路線圖 

資料來源：西武鐵道官方網站 

  

https://www.seiburailway.jp/company/profile/
https://www.seiburailway.jp/railways/tourist/chinese/ride/railway_ma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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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訪談紀要 

1. 會晤人員：鐵道本部運輸部副總經理兼行銷室室長堤広利、鐵道本部

運輸部行銷室課長緒方寿光、鐵道本部運輸部行銷室主任豊田良(主

持人)、鐵道本部運輸部行銷室旅遊資訊中心楊竣傑(簡報人)、池袋

車站管區管區長久保田徹等(運輸部掌管電車行駛相關事務)。 

圖53 與「西武鐵道公司」訪談交流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宜蘭縣政府林科員鉑宸，2024年1月17日，池袋車站 

2. 簡報摘要－西武鉄道001系(Laview)簡介(完整簡報掃描置於附錄) 

(1) 新型特級列車的開發 

回溯至2012年，當年西武鐵道迎來公司創立滿100周年，同時

也是上一代特急列車正式營運滿25周年，對該公司而言為相當重要

的年度，於是西武鐵道開始著手進行新世代特急列車的開發計畫。

經過公司內部的準備與調整，正式於2015年成立計畫小組，並訂定

了打造新型特急列車的4個目標： 

A. 前所未見的外觀設計。 

B. 能夠融入都市及自然景觀：池袋線及西武秩父線路線由都會區內

的池袋站前往郊區，最終停留於靠山區的西武秩父站，窗外的景

色變化相當大。 

C. 由社員一起設計打造：特地邀請業務範圍不涉及車輛的部門員工

及一些女性員工(公司內超過8成員工為男性)參與企畫，嘗試瞭

解並貼近一般乘客搭乘時的使用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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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使列車本身成為目的：使列車不單單只是移動的手段，而是讓人

想特地搭乘、並來到西武鐵道旅遊的魅力列車。 

(2) 設計監修(妹島和世老師)/特級Laview構想圖 

西武鐵道邀請世界知名建築師妹島和世老師擔任設計監修，合

作投入新型特急車輛的開發。妹島和世老師曾獲日本建築學會獎及

普立茲獎等國際大獎肯定，較為人所知的作品為日本石川縣「金澤

21世紀美術館」，在臺灣則有目前興建中的「臺中綠美圖」。 

西武鐵道公司內部當時對於妹島和世老師提出的構想圖產生了

相當大的迴響，也在發布新聞稿後吸引到日本國內外多家媒體的注

目。其列車構想充滿了未來感與科技感，並擁有鐵道業界少見的大

型窗戶，顯見該計畫相當有挑戰性，卻也非常具有實現的價值，於

是按照妹島和世老師的構想圖持續發想打造。 

(3) 獨特的車頭設計/特製的雨刷裝置/車身塗裝/車窗設計/車內空間/

外語對應 

Laview列車擁有特別的車頭造型，由於其圓滑曲面的車頭為日

本國內前所未有、即便在現今也是相當少見的設計，致使日本國內

遍尋不著適用的雨刷，於是必須特地向法國公司訂製。有趣的是，

裝上雨刷後的Laview列車頭像是一位少女害羞摀著臉的表情。 

建造Laview列車的其中一個目標－希望列車不論行駛於都會區

或大自然景觀間都能毫無違和感。於是不多餘塗裝，採用鋁合金打

造車身，其塗料與乾燥方式也是費了一番功夫才完成。 

Laview列車的大型窗戶，模擬旅客坐在家中客廳的情境(客廳

通常有落地窗或大窗戶)，使旅客能悠閒自在地享受車內空間。不

過，大型窗戶的設計反而容易造成女性乘客的不安與不便，穿著短

裙或短褲易有走光風險。車窗底部的點狀設計能帶來遮掩效果，同

時也是一種裝飾，邀請女性社員、女性建築家一同參與打造，是希

望列車的設計能更貼心考量到女性乘客的感受。 

不只Laview列車，西武鐵道還有其他列車(三萬系列)設計，亦

邀請女性社員參與企畫案，觀光宣傳影片也會邀請女演員拍攝(如

邀請堀田真由實際搭乘Laview前往秩父地區觀光的影片)，西武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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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並不會刻意地強調兩性平等概念，而是希望考量這些更為貼心的

細節。 

考量列車車窗較大，於行駛時將有更多陽光照映車內，因此選

擇以暖色系的鵝黃色內裝搭配明亮的車內空間。車內LCD螢幕支援4

國語言(日文、英文、中文、韓文)，讓外國旅客也能安心搭乘。 

圖54 「Laview新型特快列車」大窗戶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7日，池袋車站月臺 

(4) 宣傳實例(社群網站上的好評)/海外旅客數量統計(臺灣團體客) 

Laview列車的宣傳邀請網紅(如東京建築女子)、YouTuber及新

生代演員在社群網站上介紹，因此在臺灣也小有名氣，疫情結束、

旅遊解封後，自2022年10月開始至2023年12月，臺灣團客陸續來

訪，又Laview列車以6月至7月為運量高峰，與臺灣人前來旅遊的旺

季重疊。 

3. 交流議題 

(1) Laview列車配置、自2019年營運迄今實績、擴充至其他路線的規

劃： 

配合月臺大小與安全門設置，Laview列車設計1輛列車為8節車

廂編組，並設置7個編組，總計56節車廂；雖然車廂編組少，且全

車指定席，但Laview列車整體載客數量較舊世代列車為多，可達

400多個座位。 

Laview列車在假日定位為觀光列車，但平日仍有許多通勤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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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如晨峰及昏峰的上下班時間，Laview列車車票均為售罄的狀

態，必須於上、下午繁忙時刻再加開班次(每30分鐘發車)以消化旅

運需求。 

Laview列車目前在池袋線、西武秩父線行駛，新宿線則運用前

一個世代列車(Red Arrow)，該列車亦有相當年紀，西武鐵路已考慮

換車計畫，至於是以Laview列車或另外打造的新型列車來營運，目

前尚未定案。 

(2) 我國鐵道經營僅以運輸本業難以達到財務平衡，西武鐵道目前發展

副業(土地開發或販售列車周邊商品)及未來拓展路線的計畫： 

西武鐵道之運輸本業即能達到收支平衡且有一定利潤，除外也

積極開發沿線商業設施(如站前商店、百貨公司、西武秩父站前人

造溫泉)以增加收入。 

有關運輸本業的旅客收入部分，係因日本和臺灣的旅客行為有

所不同，在臺灣仍以私人運具通勤為主，在日本搭電車則是非常稀

鬆平常的事情，故西武鐵道靠通勤旅客的收入即能達成收支平衡。

西武鐵道每日進出池袋車站人次達到50萬至60萬，是臺北車站之臺

鐵、高鐵、機場捷運、臺北捷運等運量總和。 

西武鐵道目前沒有拓展路線的想法，營運範圍為東京西部及周

邊區域，但西武鐵道屬於西武集團，集團另有伊豆箱根鐵道(於神

奈川縣小田原、箱根地區與靜岡縣伊豆地區經營)、琵琶湖近江鐵

道(滋賀縣東部地區經營)等鐵道公司(但與西武鐵道沒有直接關

係)，只要能取得土地、政府許可即能開發鐵路業務。 

(3) Laview列車觀光推廣鎖定服務客群、相關商業與廣告合作： 

根據過往經驗，來訪日本旅遊並特地至西武鐵道拜訪者，通常

非首次來到日本，目標已非主流觀光區，而是探索比較不這麼有名

的景點，海外旅客主要鎖定臺灣、香港、中國、韓國及泰國等國家

的旅客，其較常至日本旅遊，目前僅篩選國家、地區，不再針對性

別、年齡層作細分區別。 

在商業合作層面，Laview列車的鋁合金塗裝亦為其特點之一，

故無規劃彩繪列車形式的宣傳行為，僅限車廂的內部行銷手段，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5%A5%88%E5%B7%9D%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5%A5%88%E5%B7%9D%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C%E5%B2%A1%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C%E5%B2%A1%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B%8B%E8%B3%80%E7%B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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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僅有西武集團內部的合作計畫，如與日本職棒琦玉西武獅隊曾

舉辦特級系列賽，制服以列車顏色設計，Laview列車亦有搭配宣

傳。 

西武鐵道其他列車則曾有彩繪列車的商業合作，如近期配合哈

利波特影城園區於西武鐵道沿線之豐島園車站(都會區)開業，特別

以主角3人為主題，改造設計3輛彩繪列車，並以成為城市中的顯眼

景觀為目標，達到令人印象深刻的宣傳效果，與Laview列車融入周

邊景色的概念有所不同。 

圖55 與「西武鐵道公司」合影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宜蘭縣政府林科員鉑宸，2024年1月17日，池袋車站 

(四) 體驗紀實 

1. 池袋車站 

與前一站箱根地區風景有很大的不同，抵達池袋車站周邊迎來的

是繁華熱鬧的市街，進出池袋車站的人潮眾多，有多條路線在此營

運，也是西武鐵道最大的車站，擁有其中7個月臺，光西武鐵道這家

公司在池袋站就有每日50萬人次的進出量。車站內部相當複雜，穿梭

好幾個樓層和月臺終於抵達當日簡報的會議室。 

站內的觀光諮詢處提供不同路線的資訊，桌上看板標示該時段提

供的語言服務，幾乎每個時段都會安排英文諮詢，7成左右的時間會

安排中文諮詢(甚至還有臺語)，並陳列多種語言手冊(含繁體中文)。

另因日本國內交通費用較高，西武鐵道及JR等其他鐵路業者都有設計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1%90%E5%B3%B6%E5%9C%92%E7%AB%99_(%E8%A5%BF%E6%AD%A6%E9%90%B5%E9%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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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提供國際遊客使用的周遊券(出示護照購買)，可現場買票或網路

預訂領取(於KKDAY或雄獅旅遊先預訂的人較多)。自動售票機的國外

語言除英文外也有中文、韓文等，並包含語音指示。 

比較特別的是站內有西武鐵道和我國臺鐵公司簽訂友好協定的紀

念看板，當初臺鐵規劃鳴日號時也有至日本考察相關案例，將舊的列

車翻新成為觀光列車，但西武鐵道反而要回過頭來學習臺灣的規劃，

臺鐵鳴日號會依照景色設計配菜，在經過山區時會使用靠山的食材，

經過海岸則會使用靠海的食材，這是西武鐵道的食堂列車現在還沒有

做到的。 

圖56 「西武鐵道公司」豊田良主任介紹池袋車站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7日，池袋車站 

2. Laview列車 

結束與西武鐵道的簡報會談後，實際體驗搭乘了其最新特急001

系(Laview)列車前往所澤車站，車程約14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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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7 搭乘「Laview新型特快列車」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7日，Laview 新型特快列車 

相較於一般稜稜角角的電車外觀，Laview列車車頭的曲面玻璃與

整體的外觀線條較為柔和，車體的鋁合金特殊塗裝為列車帶來更強烈

的科技感與未來感，能夠照映出周邊風景的概念也讓人感到相當新

穎。 

一進入車輛內部，映入眼簾的是明亮的黃色內裝，車廂出入口處

空間相當寬敞，並與車輛外觀一致採用曲面設計，和一般列車狹窄的

出入口空間大相逕庭，體驗更加舒適。車廂內部為白色基底配上暖色

調的黃色座椅，設在拱形天花板的間接照明帶來柔和舒緩的光線，座

椅為包覆式設計，並備有可調式靠枕及可收納於扶手旁的小桌子，特

大型車窗則能毫無阻礙地飽覽窗外美景，各個細節的營造，使Laview

列車成為能令人充分放鬆的空間。 

圖58 「Laview新型特快列車」內裝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7日，Laview 新型特快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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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鐵道博物館 

(一) 行程簡介 

2024年1月18日(星期四)上午，為本次考察的最後一天行程，前往

琦玉市的大宮鐵道博物館進行參訪，停留約2小時。 

(二) 基本資料－大宮鐵道博物館(鉄道博物館/てつどうはくぶつかん) 

大宮鐵道博物館位於日本埼玉縣埼玉市大宮區大成町，為紀念JR東

日本成立20週年，於2007年10月14日(日本鐵道日，紀念日本首條鐵道

開通的日子)開幕，別具意義，並由東日本旅客鐵道(JR東日本)旗下的

公益財團法人東日本鐵道文化財團經營，在一年內就達到入館人數100

萬人次的紀錄。建築面積達28,000平方公尺，為日本最大的鐵路專門博

物館，共有3層，分為5個不同區域(車輛展示區、科學基地、工作基

地、未來基地、歷史基地)，將鐵道文物的保存展示，結合與民眾互

動、兒童推廣教育與親子同遊，寓教於樂，以多元展示觀點讓民眾能更

加瞭解生活與鐵路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圖59 「鐵道博物館」樓層地圖(導覽手冊) 

資料來源：鐵道博物館官方網站 

https://www.railway-museum.jp/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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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0 「鐵道博物館」導覽介紹(導覽手冊) 

資料來源：鐵道博物館官方網站 

博物館館址原為JR東日本大宮工場的車輛解體場，興建博物館後仍

保留部分路線，使館內的展示車輛能從既有的營業路線自由出入。館內

不僅藏有大量歷史著名的列車模型和真實列車、逼真的蒸汽列車模擬器

等鐵路設施，還有鐵路歷史和發展技術的互動展覽，並設有互動式教學

和兒童遊樂區，使民眾能夠近距離接觸並深入瞭解與鐵路相關的一切。 

圖61 參訪「鐵道博物館」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8日，鐵道博物館 

https://www.railway-museum.jp/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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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鐵道博物館」基本資料 

標誌設計 

 

 

 符號為鐵路運輸車輛車輪。 

 象徵著連接車站的線路。 

 3個圓環代表了鐵道博物館的3個理念：「鐵路」、

「歷史」、「教育」。 

 表達鐵路博物館是個不斷演化、運作的運動體。 

主要概念 

 鐵路：除與日本及世界各地鐵路相關遺產及資料，

博物館還系統地保存與日本國鐵改革、JR東日本相

關資料，並進行研究分析。 

 歷史：定位為「歷史博物館」，以實際車輛及其他

物品展覽為中心，講述鐵路系統作為工業歷史的演

變故事，同時融入每個時代背景文化。 

 教育：同時也是「教育博物館」，孩子們可以透過

模型、模擬、遊樂設備等設施，體驗和瞭解鐵路的

運作原理、機制以及最新的鐵路技術(包括未來的

計畫)。 

設立時間 2007年10月14日 

博物館所在地 埼玉縣埼玉市大宮區大成町3丁目47番 

票價 

成人           1,300日圓 

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   600日圓 

兒童(3歲至學前)      300日圓 

資料來源：鐵道博物館官方網站 

(三) 參訪紀實 

大宮鐵道博物館內分為「車輛展示區」、「科學基地」、「工作基

地」、「未來基地」、「歷史基地」5個區域，以體驗展示為主體，

南、北兩館分界引領遊客從過去、歷史走進創新的未來。 

1. 車輛展示區 

博物館內火車藏量與陣容驚人，車輛展示區是館內最大也最受歡

迎的展區，展覽主軸為因應時代而誕生的各式列車，共分2層樓。其

中，1樓展示36輛實體車輛(正中間是1940年所製C57135蒸汽火車)，

包含舊式蒸汽火車、運貨車廂、客運車及世界上第1輛子彈列車，而

https://www.railway-museum.jp/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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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各式列車大部分均可入內參觀，保存良好的列車讓遊客能享受久遠

年代前的精心設計，或於列車從下方觀察、瞭解其運作原理；2樓主

要以車輛模型為中心介紹鐵道車輛的演化變遷，利用歷史年表和照片

展示日本鐵路開通至今的歷史，並展示每個年代不同的列車模型，立

體模型室將街道、車站、山景、田園、鐵橋等景觀精緻呈現，並且有

各種列車穿梭運行，規模更為日本最大的立體模型(寬約23公尺，長

約10公尺)；更於南館或迷你駕駛公園戶外陳設部分車廂。 

圖62 「鐵道博物館」車輛展示區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8日，鐵道博物館 

迷你駕駛公園適合年輕火車迷，屬於充滿樂趣的兒童廣場(分為

列車體驗、鐵道科學體驗、圖書館軟墊遊戲區、家家酒便當區，鐵道

積木遊戲區、卡通電影區，設備相當完善)，可搭乘「迷你運轉列

車」或「駕駛模擬器」，親自體驗操控模擬實體電車，更需要在彎道

減速、不同地點限速，根據前面的列車情況等待號誌指示，以穿越廣

闊草坪(每輛列車體驗210日圓，每輛列車最多乘載3人，駕駛者必須

為小學生或較年長兒童)，讓小朋友可以從遊戲中獲得鐵道相關的知

識。 

2. 科學基地 

可藉由展示裝置與遊客進行互動體驗與實驗，挖掘鐵道各種不可

思議之處，並以科學角度分析解答，進而瞭解列車的裝置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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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基地 

工作基地中展示了鐵道專業人員辛勤工作的身影，並充分說明鐵

道安全工作內容，可以瞭解到相關的工作職責。另可學習與體驗每個

工作環節，體驗列車長還有在模擬車站實際操作服務工作的每個細

節，十分有趣。 

圖63 「鐵道博物館」工作基地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8日，鐵道博物館 

4. 未來基地 

未來基地於1樓展示磁浮列車等2臺列車，為現行最新的東北新幹

線400系列及E5系列，並提供互動設施讓遊客共同構思未來鐵道發展

藍圖，以深入瞭解日本鐵道未來的抱負跟野心展望。 

圖64 「鐵道博物館」未來基地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8日，鐵道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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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基地 

歷史基地展示日本近150年來的鐵道技術進化過程，使用實際的

資料與照片，詳細解說鐵道工作人員汗水與淚水交織而成的歷史故

事，瞭解日本鐵道技術的進化歷程。除了歷史文物外，歷史基地比起

其他區域，有更多的螢幕互動。 

圖65 「鐵道博物館」歷史基地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8日，鐵道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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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高尾山登山纜車、吊椅 

(一) 行程簡介 

2024年1月18日(星期四)午後，為本次考察的最後一項行程，搭乘

纜車(車程約6分鐘)前往高尾山進行參訪，並體驗吊椅下山，乘坐約12

分鐘，包含步行路程與參訪共停留約2小時。 

圖66 高尾山登山纜車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8日，高尾山登山纜車 

(二) 基本資料－高尾山登山纜車(高尾山ケーブルカー/Cable Car) 

1. 概要說明 

高尾山是東京近郊相當熱門的旅遊勝地，在此能夠輕鬆享受登山

及健行的樂趣。在高尾山山麓至山腰的路段，「高尾山登山纜車」能

將步行約1小時的路程縮短為6分鐘，為至高尾山遊覽最佳的交通工

具，搭乘時可以從纜車車廂內欣賞沿途自然美景，讓旅客能夠擁有一

段休閒、舒適的時光。 

高尾山登山纜車通稱為「高尾登山纜索(高尾登山ケーブル)」或

「高尾山纜車(高尾山ケーブルカー)」，自高尾山山麓起點「清滝

站」至山腹終點「高尾山站」行駛時間僅需6分鐘，全長約1,000公

尺，攀登271公尺的高度差，高尾山站前方的路線坡度達到608‰(最大

傾斜角度31度18分)，為《鐵道事業法》中，日本鐵路最陡峭的路

段，惟路段間最小坡度為105‰，因此車輛的傾斜角度在行駛間將有很

大的變化。纜車所用鋼索安全係數達10倍以上，強大的自動煞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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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抓住鐵軌，即使列車打滑，也能在2公尺內讓列車安全停下。 

高尾山纜車自1927年開始營運，並於1968年改為全自動駕駛的現

代鐵道列車，歷史相當古老。現今所使用的2輛纜車「青葉號」(あお

ば號)」及「楓葉號(もみじ號)」為第4代車輛，於2008年12月23日由

京王重機整備製造、引入，在此之前使用的第3代車輛為1968年日立

製作所製造。 

圖67 「高尾山登山纜車」行駛路線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8日，高尾山登山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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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高尾山登山纜車」基本資料 

營運時間 1927年開業 

結構示意圖 

 

路線長度 1,020公尺① 

軌距 1,067公釐 

車站數量 

2站 

(起點：  清瀧站/清滝駅/きよたきえき  ) 

(終點：高尾山站/高尾山駅/たかおさんえき) 

隧道數量 2處(洗心堂隧道長87公尺、有喜洞隧道長60公尺) 

車輛自重 10.7公噸② 

車輛容量 13人 

鋼纜直徑 
鋼纜直徑42公釐④ 

(主繩環直徑4.2公尺⑤、從動輪直徑4.2公尺⑥) 

運轉速度 每秒3.3公尺(自動控制裝置)⑧ 

其他 
③標示錯誤 ⑦駕駛室 ⑨有軌電車線路(照明、供暖) 

⑩受電弓 ○11感應式無線電天線(電話、自動控制) 

乘車時間 單程6分鐘 

班距 15分鐘(視人潮情況調整) 

最大坡度 608‰(31°18’) 

最大高度差 271公尺 

票價 
大人(國中生以上) 單程490日圓、來回950日圓 

兒童(3歲以上)  單程250日圓、來回470日圓 

大事紀 
1945年戰爭暫停營運；1948年重新開放；1968年改為全

自動駕駛；2008年更換新纜車；2014年更新起重機器 

資料來源：高尾登山電鐵官方網站 

https://www.takaotozan.co.jp/timeprice/cab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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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8 「高尾山登山纜車」路線圖 

資料來源：高尾登山電鐵官方網站 

 

https://brangista.j-server.com/BRATAKAOTZ/cdata/bratakaotz3_jazh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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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山吊椅(リフト/Lift) 

除登山纜車外，高尾山另有2人座吊椅行駛，自高尾山山腳「山

麓站」至半山腰「山上站」距離約872公尺，高度差約270公尺，行駛

速度較纜車慢一點，乘坐時間約12分鐘。開放式的座位讓遊客可以在

室外細細品味高尾山壯麗的景色並感受陡峭的斜坡，中途還有拍攝搭

乘照片的攝影服務(照片須額外付費購買)。 

高尾山登山吊椅自1968年開始營運，起初為單人乘坐，於1971年

9月翻新採用傳送帶式上下車系統，並提升運量至每臺雙人乘坐，成

為高尾山的一項觀光特色。 

圖69 高尾山登山吊椅 

資料來源：謝幫工程司宜雯，2024年1月18日，高尾山登山吊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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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高尾山登山吊車」基本資料 

營運時間  1968年 開業 

結構示意圖 

 
①原動裝置 ②運轉操作室 ③緊張裝置 ④支柱(31座) 

⑤吊椅(168臺) ⑥保護網(3處) ⑦原動滑車(直徑3公尺) 

⑧緊張滑車(直徑3公尺) ⑨重錘(約1.5公噸)  

⑩支索兼曳索(直徑30公釐) ○11上下車皮帶輸送機 

路線長度 872公尺 

車站數量 

2站 

(起點： 山麓站/山麓駅/さんろくえき ) 

(終點：山上站/山上駅/さんじょうえき) 

車廂數量 168臺 

乘車時間 單程12分鐘 

最大高度差 237公尺 

票價 
大人(國中生以上) 單程490日圓、來回950日圓 

兒童(3歲以上)  單程250日圓、來回470日圓 

資料來源：高尾登山電鐵官方網站 

3. 周邊區域－高尾山 

高尾山位於日本東京都西部郊區的八王子市，海拔標高599公

尺，屬於郊山型步道，可以當日往返，被譽為是東京都內最容易攀登

的山。山間林木蓊鬱、生態豐富，自古便是適合僧侶修行的靈氣匯聚

之地，於1976年被環境廳指定為「明治之森高尾國定公園」。 

高尾山之於東京人大概就像陽明山之於臺北人，自市中心出發，

約為1小時以內的車程，高尾山另有搭乘電車的選擇(京王電鐵京王

線、JR中央線轉京王線)，到達京王線「高尾山口站」後，還可搭乘

https://www.takaotozan.co.jp/timeprice/lif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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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纜車或吊椅上山。由於靠近東京都心，交通方便，每年吸引約

300萬名遊客前往，被稱為「世界上登山者數量第一的山峰」，更曾

被米其林綠色指南評為最高等級3星級的旅遊景點。 

京王線「高尾山口站」由知名建築師隈研吾重新翻修、設計，並

於2015年4月翻新開幕。車站天花板及外牆選用東京指定天然紀念物

高尾山杉，充滿森林氣息；車站出口貼心準備沖洗處，讓遊客可以洗

淨鞋子的泥土，同時保持電車整潔。京王電鐵還推出「高尾山優惠車

票(高尾山きっぷ)」，包含前往「高尾山口站」的乘車券、高尾山登

山纜車或吊椅折扣乘車券的套票，另有包含周邊觀光景點門票的各式

套票組合。 

高尾山共有6條不同難度的登山健行路線，可按照個人喜好與體

力選擇，適合各種程度的登山者。自高尾山山腳搭乘便捷的高尾山登

山纜車或吊椅上山，約1小時內可抵達山頂，節省不少攀爬路程。高

尾山最有名的遊覽季節莫過於秋天，11月至12月為高尾山賞楓的黃金

時間，除日本黃金周外，紅葉秋季的纜車站外時常排起長長的候車人

龍。高尾山站附近設有觀景臺、美吃小吃、餐廳、伴手禮店等，一應

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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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0 「高尾山」登山路線圖 

資料來源：高尾山登山電鐵官方網站 

圖71 「高尾山」交通示意圖 

資料來源：京王電鐵官方網站 

4. 營運公司－高尾登山電鐵株式會社 (たかおとざんでんてつ

/Takaotozan Railway Co.,Ltd) 

https://www.takaotozan.co.jp/course/
https://www.keio.co.jp/chinese_t/sightseeing/taka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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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尾登山電鐵株式會社為專門經營鋼索鐵路(纜車)及特殊索道(2

人座觀光吊椅)的鐵路公司，為京王集團旗下公司。以往長久以來主

要股東為武藏野不動產(由京王電鐵出資，但高尾登山電鐵尚非京王

集團旗下公司)，於2017年3月起成為京王電鐵的非連結子公司。 

表21 高尾登山電鐵公司概要 

公司名稱 高尾登山電鉄株式会社 

企業標誌 
 

設立時間 1920年9月29日 

總公司所在地 東京都八王子市高尾町2205番地 

資本額 1億日圓 

主要業務 客運業務 

業務概要 

鋼索鐵路(纜車)、特殊索道(2人座觀光吊

椅)、餐廳、猴園、野花園、房地產租賃業務

等 

主要股東 

(截至2019年3月31日) 

高尾開發34.15%、京王電鐵株式會社28.90% 

、宗教法人藥王院11.66%、瑞穗銀行5.00% 
資料來源：高尾登山電鐵官方網站 

(三) 體驗紀實 

遊覽車於停車場停妥後，步行途經商店街，約15分鐘抵達高尾山山

麓的纜車「清滝站」，同時也是吊椅的「山麓站」，因纜車及吊椅的票

價相同、票券相通，一同搭乘纜車上山後，可自行選擇搭乘纜車或吊椅

下山。 

雖然前一天搭乘過箱根的登山纜車，看見此種斜斜的平行六邊體列

車及車廂內部階梯狀的座椅、走道已不足為奇，但高尾山登山纜車更為

陡峭的坡度又更令人驚嘆了，感覺若沒有在座位上坐好或是抓著欄杆就

會跌倒。窗外的景色是高尾山茂密的樹林，登上急升的斜坡並經過1座

隧道後，即抵達半山腰的「高尾山站」。 

因為到訪時間為平日且為淡季，登山者並不多，也只有少數幾家伴

手禮店、小吃店有營業，故僅在車站周邊的景觀臺及步道稍作遊覽，即

https://www.takaotozan.co.jp/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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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搭乘吊椅下山。 

吊椅的「山上站」較纜車的「高尾山站」海拔為低，向山下步行一

段時間後才能抵達，月臺地面有一段輸送帶，就像機場的行李輸送帶，

旅客一一按工作人員指示，站上輸送帶並順勢坐上運行中的吊椅，吊椅

沒有安全帶且雙腳懸空，雖然軌道下方均設有安全網，但因仍有一定高

度及坡度，背包等物品也必須抱在胸前以防掉落，刺激的感覺還是讓人

忍不住冒冷汗，只能專注於享受山林間的新鮮空氣、微風輕拂及被群木

環繞的美景，以讓自己放輕鬆度過這12分鐘的路程。不論是搭乘纜車或

吊椅，均為相當特別的體驗，且得以想像楓紅季節時的景色一定令人更

加陶醉。 

圖72 搭乘「高尾山登山纜車」 

資料來源：宜蘭縣政府林科員鉑宸，2024年1月18日，高尾山登山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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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與建議 

一、 考察心得 

(一) 跨領域專業考察，瞭解地方規劃思維 

本次出國行程係受宜蘭縣政府之邀，考量本局基於太平山森林鐵路

復甦案(平地線)之審議幕僚機關，以及國家政策對鐵道觀光之重視，爰

派員一同出國考察觀光鐵道產業發展概況。考察團員組合中央與地方政

府承辦人員實屬難得，本局分由營運監理組及規劃組派員，宜蘭縣政府

則由太平山森林鐵路復甦案(平地線)之主辦單位工商旅遊處，邀集該府

交通處、建設處、地政處、水利資源處、秘書處(新聞科)、文化局及原

住民事務所等橫跨各領域的單位共同參與，以縝密思考計畫規劃時的不

同面向。 

經與日本相關政府機關、鐵路營運業者的訪談對話，可以由我方考

察團員所提出的議題，瞭解各專業領域所注重的面向有所不同，也從與

團員的交流互動，實際瞭解計畫後續推動進程與可能遭遇的問題。除了

考察各項目帶來了不少收穫，過程中與地方政府人員的相處交流更是讓

人有所成長。 

不論是都市型的捷運建設或較偏遠地區(如山區)的鐵道建設，皆有

不同的規劃思維與計畫目標。本局身為我國鐵道建設計畫的審議幕僚機

關，應以更宏觀的視野進行計畫審查，並以更專業的角度給予規劃建

議。 

(二) 拜訪政府與企業，解析永續經營策略 

本次拜會政府機關的行程感謝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橫濱分處協

助聯繫安排，並為張處長淑玲全程陪同2024年1月16日的行程，特致謝

忱。在外交人員所建立的臺日友好合作關係下，受到日方的熱情接待，

更常因現場熱烈的討論交流，超過了所安排的預計時間。 

透過本次日本相關政府機關及營運公司的用心簡報與介紹，深入瞭

解「神奈川縣廳」對未來觀光發展的政策與願景、中央與地方政府、鐵

路業者的合作模式、「鐮倉市役所」面對觀光發展與居民權益的衡平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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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橫濱空中纜車」及「西武鐵道－Laview新型特快列車」的辦理歷

程與計畫目標，剖析政府機關及營運業者對未來永續經營的策略擬定。 

神奈川縣廳意識到觀光產業促進經濟發展之重要性，若旅客只前來

觀光卻沒有消費，較不能滿足當地的經濟需求，故於疫情後觀光政策的

擬定改為重視觀光、消費與經濟成長的循環關係。為了提升消費額度刺

激產業效益，客群目標鎖定為高端旅客，並藉由包裝纜車等交通、觀光

設施進行較為有特色的宣傳企畫。如大山地區的阿夫利神社特別企畫，

可以包下由山下至山頂的纜車，安排只有特定日子能享受的參拜、餐食

行程等。 

鐮倉市人口約17萬人，豐富的歷史文化使得市役所沒有作太多的觀

光宣傳，每年即吸引千萬人到來，當地道路狹窄，平日車輛已經相當

多，假日會更擁擠，衍生道路交通壅塞問題，因此市役所在鐮倉車站周

邊已規劃劃設交通管制區，實施進入管制區收費，以緩和此情況。此

外，眾多的觀光客已成為了鐮倉市的公害，影響當地居民搭乘電車、巴

士的權益，產生過多的垃圾也影響環境的維持。對鐮倉市而言，觀光人

數已不是發展目標，而是希望觀光客能更深入了解鐮倉市的歷史文化，

因此向縣廳申請的預算多作為歷史文化維護、廁所設施改善、路口拓

寬、危險路段改善等用途。如何兼顧市民權益與需求、在發展觀光間取

得平衡，實為一大難題，值得深思。 

橫濱市役所策劃的「藉由豐富多樣的交通設施為市鎮增添樂趣」計

畫於2017年對外公開徵求民間投資，泉陽興業公司所提交的空中纜車方

案獲選。橫濱空中纜車於2021年4月22日開始營運，為日本首座、世界

上最先進的都市型常設空中纜車，連結JR櫻木町站至填海造陸的新港地

區運河公園，這種新型觀光設施同時包含交通連結及觀光遊覽的功能。

該公司營運近3年來，運量及營收如預期，按目前財務狀況，預計10年

內即可回收投資成本，值得借鏡。 

西武鐵道與我國臺鐵公司簽訂友好協定，當初臺鐵規劃鳴日號時也

至日本考察相關案例，將舊的列車翻新成為觀光列車，但西武鐵道反而

要回過頭來學習臺鐵的規劃。臺鐵鳴日號會依照景色設計配菜，在經過

山區時會使用靠山的食材，經過海岸則會使用靠海的食材，這是西武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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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食堂列車現在還沒有做到的。臺鐵之思惟及作為，值得肯定。 

藉由這次的交流活動更瞭解日本相關案例的推展歷程與未來發展、

永續經營的目標，並以交通系統為重點，針對吸引遊客的觀光措施交換

意見，以供國內未來產業推展參採。 

(三) 參訪相類似案例，探索經驗借鏡未來 

本次出訪目的主要係因宜蘭縣政府正在進行太平山森林鐵路復甦計

畫的相關評估作業，考量神奈川縣境內與周邊有許多不同的鐵道、纜

車、索道等多元運具結合周邊觀光景點，期能透過實際參訪相關建設、

營運案例，於未來推動太平山森林鐵路復甦計畫能有一定助益。 

除與營運公司交流外，也實際搭乘「橫濱空中纜車」、「西武鐵道

－Laview新型特快列車」，配合營運公司所介紹之規劃情形與經驗分

享，能有更深度的感觸。另透過體驗與一般道路共存發展的「江之島電

鐵」及與其轉乘「湘南單軌電車」特有的懸吊式單軌系統、利用多元運

具轉乘的成功觀光鐵道案例「箱根登山鐵道(電車、纜車)、空中纜

車」、「高尾山登山纜車、吊椅」等，豐富的考察行程開拓了嶄新視

野。 

其中，箱根觀光鐵道等多元交通工具(登山鐵道電車、鐵道纜車、

空中纜車、登山巴士及觀光渡輪等)之整合，均由小田急箱根控股公司

負責統籌管理，我國臺鐵集集支線觀光鐵道之推動，擬結合鐵路沿線及

日月潭觀光景點資源，建置鐵路及纜車設施計畫，目前因原住民文化保

存及意識問題，仍待協調處理，希望能早日找到平衡點，借鏡日本經

驗，持續推動。 

日本國內鐵路經營業者主要分大型私鐵、國鐵民營化(如JR東日

本、JR西日本)、第三部門鐵道(公私合資成立經營)等形式。國家因財

務上的鉅額虧損而實行部分國鐵的改革與廢除，有部分國營鐵路轉變為

地方政府出資經營的鐵路。例如，靜岡縣為了區域發展及當地居民通行

需求，保留了天龍濱名湖鐵道天濱線，由其推動成立天龍濱名湖鐵道公

司(第三部門鐵道)接手經營，並成為該公司最大股東。另外地方政府沒

有權利決定路線的復駛或廢除，決策權責屬於中央政府，再交由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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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協助擬定相關政策協助，鐵路新建及復駛決策屬中央政府之權責，此

制度與與我國一致。 

本次體驗的日本相關案例，其規劃經驗足以作為我國未來推動相關

計畫之借鏡。 

(四) 保存鐵道發展史，建立科技研發基礎 

日本鐵道運輸發展歷史悠久，國內各地區遍布以鐵道互相連結，致

使鐵道科技發展先進。日本對於鐵道發展歷史的保存與流傳不遺於力，

其中，「鐵道博物館」不僅保留日本150年來豐富的鐵道文物，展現對

鐵道文化的重視與愛護，有關科技技術更以互動展覽的形式，由多元的

角度介紹鐵道相關知識，延續至建立未來發展願景，作為科技研發的基

礎動能。 

鐵道科技的日益進步，體現於發展複雜的登山纜車技術及引入特殊

的懸吊式單軌系統，並順應國際發展趨勢，將新型列車(如Laview)、新

型運輸工具(如橫濱空中纜車)、原有鐵道(如江之電)，以「以人為

本」、「與自然為伍」及「淨零碳排」等觀念進行打造與改善。除了導

入先進的空調系統與照明設備，更注重電力系統研發及環保能源的使用

(再生電力)，並使用各種安全監控系統、運行監視系統、障礙物偵測系

統等，確保完善的安全維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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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後續建議 

(一) 完善永續經營策略，擘劃計畫發展藍圖 

推動一項計畫，除要考量其所能帶來的經濟效益外，完善的財務規

劃更是影響計畫永續經營的關鍵因素。不同於日本國內旅運特性，我國

鐵道營運僅靠運輸本業難以達到財務收支平衡，然而，全國各地同步推

動多項鐵道建設，地方政府須籌措龐大的建設經費及未來營運所需的財

政預算，因此相應的場站土地開發作業至關重要，以挹注計畫自償性的

收益目標。鐵道建設規劃應嚴謹評估沿線周邊發展、運量需求及開發效

益等因素，並綜合考量推動的必要性及適宜的時機。 

以宜蘭縣政府所提太平山森林鐵路(平地線)復甦計畫為例，計畫中

尚未提出興建及營運主體，導致計畫後續推動方向不明確，建議可參考

日本第三部門鐵道(公私合資成立經營)模式，評估由地方政府主導會同

民間業者合資來推動之可能性，並應補充研議提升計畫經濟及財務效

益、推動可行性所需之配套措施，以及未來可能發展方向之處理建議，

以利後續審議作業進行及上級機關協調參處。 

(二) 完備相關法律依據，健全因地制宜配套 

依我國「大眾捷運法」之規定，捷運系統可與其他地面運具共用車

道，而「鐵路法」目前則尚未允許列車行駛於一般道路，本局將持續比

照「大眾捷運法」推動「鐵路法」修訂作業。然而，雖「大眾捷運法」

已開放共用道路，但目前還沒有相關的捷運案例，僅有像日本電車一樣

通過十字路口的路段。日本江之島電車於鐵公路共用路權的路段及路口

之交通管制設施設備設置實務，將可供太平山森林鐵路(平地線)復甦計

畫規劃之參考。 

交通部為推動觀光鐵路，放寬票價訂定彈性，已於2022年修訂「鐵

路法」，明訂鐵路機構得就具觀光服務性質之路線提出觀光服務計畫報

交通部核准後，得依提供之服務內涵收取費用，報交通部備查後公告實

施。「鐵路法」對鐵路運輸運價之管制，係為公共事業對民生基本需求

服務把關，以符合社會公益，因此就基本運價予以核定管制。但具觀光

性質之鐵路運價，得不納入前開管制範疇，由鐵路機構依其提供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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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及市場機能擬訂收取之費用報交通部備查。 

中央單位由本局協助審核計畫，並負責前述相關管理法源修訂，惟

規劃主體仍為地方政府(宜蘭縣政府)，應針對當地用地取得、土地開

發、交通規劃及用路人意識、習慣養成，擬定因地制宜的配套措施。 

(三) 串連在地資源優勢，塑造產業發展契機 

我國擁有多元豐富的觀光資源，涵蓋自然景觀、人文歷史、美食饗

宴等，然而，許多地區缺乏便利的公共運輸，導致私人運具使用率高，

造成當地交通負擔、環境污染，更阻礙國際觀光客的到訪。以宜蘭縣為

例，位處於臺灣東北角，擁有千年神木、龜山島火山地形、天然溫泉與

冷泉等豐富的觀光資源，卻因交通不便，難以吸引國際遊客，連接北部

與東部的國道5號每逢假日便陷入塞車地獄，更凸顯了觀光地區便捷交

通系統的迫切需求。 

根據本次訪談內容，神奈川縣目前沒有縣廳自行提出鐵道廢線復駛

計畫，然而路線被廢除一定有其原因，如果復駛計畫要吸引民間企業投

資或是中央政府補助，以日本其他縣市個案為例，其建議可以結合當地

的觀光魅力宣傳，或以較具話題性的歷史文物、車輛特色(如蒸汽車頭

或運材小火車等)作為標的，吸引遊客專程朝聖。 

考量鐵道觀光旅遊日益盛行，且符合綠色旅遊的低碳環保特性，藉

由本次考察日本觀光鐵道結合不同運具、發展周邊景點的成功經驗，發

現其觀光鐵道產業推展模式相當多元，地方政府與相關業者以新的公私

協力模式攜手合作，透過發行乘車、景點、美食套票、開創高附加價值

旅遊內容、整合不同運具建立無縫交通環境等方式，結合鐵道運輸及觀

光旅遊，融入在地文化特色，推出特色主題旅遊行程，成功提升旅遊效

益，並帶動地區觀光產業永續發展。 

(四) 跳脫既有規劃框架，激發跨域合作火花 

本次至日本參訪的「橫濱空中纜車」、「江之島電鐵」、「西武鐵

道－Laview新型特快列車」等案例，令人顛覆了針對運具的傳統認知。

這些案例充分展現運具不僅只是運具，更能結合美學設計、在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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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獨特的視覺效果和文化體驗，化身成為當地觀光亮點。「橫濱空中

纜車」現代時尚的車廂設計，融入繁華熱鬧的街景，成為港未來的全新

地標；「江之島電鐵」因動畫《灌籃高手》而知名，串聯鐮倉豐富觀光

資源，平交道也成為當地代表景色；「西武鐵道－Laview新型特快列

車」與當地棒球隊「埼玉西武獅」合作推出聯名商品(如隊服設計、主

題日等)，成功打響知名度。 

除完善交通基礎設施外，觀光鐵道產業應考慮多角化經營，提高營

運彈性及競爭力。借鏡日本經驗，可以公私協力模式整合民間業者資

源，共同推動觀光鐵道產業發展，如拓展多元化旅遊商品、特色餐飲

等，並強化周邊景點配套，提升服務品質及旅遊效益。 

(五) 研發新興科技技術，順應未來發展趨勢 

當今國際重視環境永續概念，智慧旅遊與綠色旅遊盛行。鐵道產業

作為重要的交通運輸工具，不僅設計基礎應以人為本(通用設計、兩性

平等)，更應積極融入智慧科技與綠色理念，引導觀光產業發展與科技

研發的新方向。 

「智慧旅遊」可透過目前科技(如物聯網、大數據或人工智慧等技

術)為遊客打造更加便捷、貼心的旅遊體驗。交通資訊的整合平臺可優

化交通路線規劃、便利多元運具購票服務；智慧導覽系統提供即時導

覽、景點介紹、語音翻譯等服務；透過導入行動支付等方式，提供更便

利的商業服務；另應引入各種安全監控系統，確保鐵路運輸之安全。

「綠色旅遊」強調減少旅遊活動對環境的影響，鐵道運輸本身即為一項

低碳運具，鐵道產業可再透過選用節能環保的建築材料(再生材料、綠

色建材)與設計(如自然採光)、導入新能源動力系統、空調系統、照明

設備等方式，減少車站建築與列車運行對環境的衝擊，實踐永續發展的

理念。 

因應未來發展趨勢，鐵道產業透過導入智慧科技與綠色理念，將能

為遊客提供更加優質的旅遊體驗，並為環境永續發展貢獻己力。 

面對時代演變的突發挑戰，鐵道產業必須不斷創新、進步，以滿足

旅客日益多元的需求。為創造更多元的觀光鐵道體驗，應跳脫傳統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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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框架，融合觀光、交通、科技、文化等產業，拓展多元設計思維；亦

可透過積極參與國際交流，汲取各國鐵道產業的先進經驗，開拓未來跨

國合作的發展空間，我國可持續與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交流觀光鐵道

產業發展現況，互相學習觀光鐵道成功案例，創造產業進步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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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橫濱空中纜車簡報資料－YOKOHAMA AIR CABIN 從計劃階段到今日



附錄 2 

 



附錄 3 

 



附錄 4 

附件2 拜會神奈川縣廳議程資料

 



附錄 5 

附件3 拜會神奈川縣廳座位表 

 

 

 

 

 



附錄 6 

附件4 神奈川縣廳簡報資料－神奈川縣的主要觀光地以及旅游施政概要 

 

 

 

 

 

 

 

 



附錄 7 

 



附錄 8 



附錄 9 

附件5 西武鐵道簡報資料－西武鉄道001系(Laview)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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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