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臺鐵局安全管理系統 
之建置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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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務處行技科 

壹、建置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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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為協助國內鐵道營運機構強化事故預防之安全管

理，委請運輸研究所參酌歐盟、美國、日本、澳洲等先

進國家作法，發展適用我國鐵道營運的「安全管理系統」

通用架構，以期提昇我國鐵道運輸系統安全水準。 

臺鐵局有鑑於缺乏全局統整之安全業管單位與制度，決

定全新建立「安全管理系統」(SMS)，並配合運研所研

究成果及指導、縮短建置期程、落實有效管控，以提升

營運安全及服務品質。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運研所提出「鐵道運輸安全管理系統制度化策略之研擬」
報告。 

臺鐵局成立高階管理人員推動小組，開始實務推動工作。 
1月 

12月 

辦理運研所擬定十二要項內容現況盤點、推動計畫、
相關權責人員界定、及教育訓練等工作。 

完成SMS手冊及第一階段基礎建置、落差盤點。 

舉行SMS啟始儀式並頒發SMS手冊。 

4月 

5月 

完成第二階段落差改善及執行計畫。 
10月 

完成SMS整體建置。 
4 

9月 
臺鐵局研議建置安全管理系統。 

開始撰寫SMS手冊。 4月 

成立營運安全處。 12月 

1月 



機務處行技科 

貳、推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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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2.11日成立 



行車事故(件)審議小組 

 
處長 

副處長2人 

考 核 科 

編制6人 
現有5人 

 

局長 

安全管理委員會 
(每月開會1次，局長主持) 

災 防 科 

編制10人 
現有7人 

 

調 查 科 

編制8人 
現有8人 

 

預 防 科 

編制17人 
現有12人 

內部委員8人 
(副局長3人、運、工、機、

電、運安處長) 

外部委員6人 
(運研所1人、專家學者5人) 

現場事證 
蒐集小組 

營運安全處 
全處編制44人 

行車事故(件)審議小組 

(含外聘委員) 
二級 

一級 

區緊急 
應變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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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盤點116項規章79項標準作業序 

維修技
術小組 

規章程 
序小組 

危害風 
險管理 
小組 

針對行車安全危害進行登錄、
彙整、統計分析及改善。 

針對設備安全及維修程序
等技術性作業進行檢討。 

審核行車運轉規章或程序，
避免相互牴觸或遺漏。 

3大 
功能小組 

已召開6次 

已召開3次 

已召開5次 

已辨識1,144項危害因子 



  1、安全政策、目標與資源 
  2、安全責任與關鍵人員 
  3、安全風險管理 
  4、安全教育訓練與適任性管理 
  5、安全資訊傳達與溝通 
  6、設備管理與作業管理 
 

  7、安全文件 
  8、事件、事故通報與調查 
  9、變革管理 
10、緊急應變 
11、稽核、審查與評估 
12、持續改進 

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架構系統十二要項
推動安全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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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S起始會議暨SMS手冊頒發 

各處室定期召開
安全管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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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108.4 

108.5~109.10 

109.11~111.10 

【第一階段】 

 基礎建置、落差盤點 

【第二階段】 

落差改善、執行計畫 

【第三階段】 

   有效性提升 

• 成立SMS推動小組 

• 確定範圍 

• 現況盤點 

• 制定推動計畫、任務、
權責人員 

• 強化管理階層安全意識 

• 撰寫SMS手冊 

108.5~109.10 
• 分層負責 

• 研擬安全風險管理程序 

• 建立高風險危害資料庫 

• 執行推動計畫，辦理教育訓練
宣導 

• 執行安全稽核、安全管理審查
程序 

• 執行改善措施追蹤管理機制 

• 更新SMS手冊 

109.11~111.10 
• 落實風險管理 

• 確實追蹤改善項目 

• 滾動檢討改善措施 

• 逐年下修安全指標容忍值 

• 安全意識向下扎根 

• 滾動檢討SMS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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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危害 檢視危害是否已    
登錄危害清單 

登錄危害清單 

擬定危害因應          
改善對策 

徹底執行              
改善對策 

定期考核執行成效 檢討改善對策       
是否真正有效 

Yes 

No 

Yes 

持續執行 

1 2 3 4 

5 

6 7 8 

12 



嚴重性 頻率 等級

轉轍器相關

危害
調車技能不足

1.依規定訓練項目及時數

2.調車人員定期或不定期在職訓練

1.職務轉換訓練規定-五、技能檢定項目

(術科項目) / 職務轉換訓練項目：轉轍

器開通方向及靠密確認

2.調車人員在職訓練及勤前教育(含實地

操作演練評測)及線上學習(各站依據運務

處當年所訂定行車人員教育訓練計畫辦理

之)

3.行、調車人員履歷表

5 1 B

值班站長指示錯

誤

相關關鍵人員(調度員、司機、車長、

調車人員)均須協助確認值班站長所傳

遞指示的資訊是否正確

1.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調車處理須知

2.調車作業勤前教育紀錄表
5 1 B

調車人員意識中

斷

1.調車作業前由車站主管觀察調車人員

的健康狀況

2.值班站長逐一觀察、關心、詢問每一

位同仁精神、身體狀況

3.健康觀察(酒測/量血壓)/報勞安室

(體檢/臨廠醫師)

1.調車作業勤前教育紀錄表(依據108年7

月 29日運運考第 1080009444 號函辦理)

2.調車作業勤前教育紀錄表/體格檢查/行

車規則3-2

5 1 B

調車人員未再確

認

1.加強調車人員調車勤前教育

2.要求調車人員應確認

3.轉轍器扳轉由遠而近

4.事故快報檢討及宣導

調車作業勤前教育紀錄表(依據108年7月

29 日運運考第 1080009444 號函辦理)
5 2 B

調車人員站場不

熟悉

1.由車站主管帶領新進同仁熟悉站場環

境

2.依規定辦理訓練項目及時數(新進人

員調車訓練及編組站調車訓練)

1.關鍵人員職責簽署表

2.職務轉換訓練規定目：站場及站間坡度

危險性及事故案例解說

3.行、調車人員履歷表

5 1 B

轉轍工意識中斷

1.調車作業前由車站主管觀察調車人員

的健康狀況

2.調車前、中注意調車工身心狀況

3.健康觀察(酒測/量血壓)/報勞安室

(體檢/臨廠醫師)

調車作業勤前教育紀錄表(依據108 年 7

月 29 日運運考第 1080009444 號函辦

理)

5 1 B

調車人員不熟雙

動轉轍器位置

1.由車站主管帶領新進同仁熟悉站場所

有轉轍器的位置

2.依規定訓練項目及時數

1.關鍵人員職責簽署表

2.各項事故檢核表/行車憑證/運轉規章/

職務轉換訓練規定/行車實務

3.行、調車人員履歷表

5 1 B

天氣惡劣難以辨

識定反位

1.加強或增設場站照明設備

2.要求調車人員及督導人員應確認、再

確認

3.停止調車作業

1.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調車處理須知

2.調車作業勤前教育紀錄表：確認轉轍器

開通正當方向，始得開始調車

5 1 B

危害說明 既有控              制措施 控制措施對應文件
現況風險

出軌 路線開通錯誤

轉轍器中途扳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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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登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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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標準作業程序(SOP)、須知、要點、規定 
計116項規章及79項SOP 

站務員 值班站長 調度員 乘務人員 

運轉規章的 
標準化格式 



執行次數： 
108年度辦理5次(各區1次) 
109年度已辦理3次(北中宜區) 

年度稽核： 
以前一年度(108年)各單位辦理經審
議有責之事故(件)各項需改善作業及
建議事項之辦理情形。 

專案稽核：針對事故事件發生後應
採取改善措施之辦理情形，事故事
件審議後之各項建議是否落實執行，
避免相同類型之事故事件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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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次數： 
109年已辦理11次(每月1次) 

由營運安全處召集運、工、機、電各處暨災防與勞安室
組成抽查小組，至各區進行行車安全聯合抽查，以強化
各地區行車安全聯防效果。 

抽查 

台北
區 

宜蘭
區 

花蓮
區 

高雄
區 

台中
區 

16 



17 

1、正線衝撞事故 

2、正線出軌事故 

3、正線火災事故 

4、平交道事故，造成列車車載人員死亡，或道路用路
人死亡及傷害人數在五人以上。 

5、違反閉塞運轉、違反號誌運轉、冒進號誌、設備損
害事故或車輛故障，有造成列車衝撞、出軌或火災
之虞，且經運安會認定有調查之必要。 

6、其他造成人民生命、財產重大影響，且經運安會認
定有調查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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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站 

管理 

監督 

運送 

安全 

•立體交叉及平交道(§14) 
•履勘(§16) 
•建築及車輛技術規範(§19) 

•運價率公式審定及運價核定(§26) 
•營鐵路監督(§44-1)準用34-1 

•工程及營運狀況之報告(§32) 
•駕駛檢定給證(§34-1) 
•運價核定(§35) 
•設備不當通知改正(§36) 
•事故事件報告、應變及演練(§40) 
•定期視察及督導改正(§41、44-1) 

•運送契約之成立(§46) 
•危險物品運送(§48) 
•票價補收(§49) 
•託運物品運送(§50~55) 
•運送責任保險(§63) 

•行車運轉(§56-3) 
•人員訓練、技能體格及管理

(§56-4) 
•事故事件調查預防及安全管理

(§56-5) 
•管線橫越(§58) 
•臨近鐵路設施規定(§59) 
•禁限建(§61~61-5) 



1、部隊集合及前進指揮/協調所演練情形 

2、現場蒐證演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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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易流失證據保全演練情形 

4、遊覽車火場調查暨防護衣管制點演練情形 

20 



機務處行技科 

參、初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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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行車事故 

一般行車事故 

行車異常事件 

• 107年7件→108年3件 

• 107年55件→108年40件 

• 108年319件→109年292件 
    

 【減少4件】 

 【減少15件】 

 【減少27件】 統計日期：1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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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馬事故後 

新馬事故1周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94.2％ 

87.2％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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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高風險 B：中風險 C：低風險 

必須立刻降低該風險 必須減緩該風險 確保風險值在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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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重大事故的背後，都意味著組織內部
已發生29次輕微事故、300次幾乎造成事故
的失誤及3,000件不安全的狀況或者行動。       

                          

建立 

安全文化 

海恩法則(Heinrichs Law) ‘ 



網頁 

4種 
通報方式 

電話 
傳真 

電郵 

109年11月30日止 

通報件數：1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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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辨識安全危險因子。 

(二)確保維持可接受安全等級之必要改正措施已實施。 

(三)持續監督評估風險等級及安全績效指標。 

(四)落實安全管理程序及安全文化，以維持可接受安
全水準為目標。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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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採購城際客車600輛、區間客車520輛、機車127輛

及支線客車60輛，計1,307輛。 

2、運用SMS分析關鍵危害因子，提供機務納入未來車

輛採購，從設計、製造、營運至維修等全生命週期
之規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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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畫包含採購電力維修車、提升電訊設備及更新號誌
設施，並建置軸溫及集電弓監測系統。 

2、建立智慧數據網絡，強化安全及後續大數據分析效能。 

(306.01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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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辦理軌道設施更新、建立邊坡滑動及土石流預警系統、
危險路段加裝圍籬、平交道改善等基礎建設更新。 

2、消除路線危害因子，利用資訊科技影像監視系統，改
善高風險危害路段。 

3、計畫包含採購重型養路機械49輛及工程維修車25輛。 

(275.22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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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軌道設施及附屬設備更新計畫：全線木枕型道岔汰
換為PC枕型道岔，並抽換磨耗嚴重之50kg-N鋼軌，

減少維修頻繁並維行車安全。 

2、養路機械更新計畫：採購各型養路機械，逐步汰換
老舊車種及人力為主的手提式砸道設備，加速道岔

抽換時程，全面提升機械化軌道養護能量。 



機務處行技科 31 

肆、未來工作挑戰 

領先指標 

結合大數據與AI智慧軌道 

落實管考制度 

一件事故發生前透過Failure Rate機制分析設備維護、
檢修、故障等數據，採取預防措施。 

•運用大數據分析辨識風險 
•以SMS概念打造IOT、臺鐵雲 

•透過稽核、事故審議等，針對可能發生影響安全之異
常活動，找出需改善(正)之處，並要求徹底改善。 

一 

二 

三 



     

持續精進SMS 

滾動式檢討反饋 

全新臺鐵安全文化 

•整體SMS預計111年10月建置完成 
•持續定期召開會議精進檢討 

配合交通部運研所精進鐵道SMS十二要項實務作業指
引，滾動檢討，確保落實符合有效性。 

由下而上落實自主安全要求，推動臺鐵全新安全文化
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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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五 

六 



學習
文化 報告

文化 
公正
文化 

行動文化 

自主、迅速 
正確的回報 

符合共同價值 

從錯誤中
主動學習 

促進、溝通安
全議題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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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共識 

行為一致 

資料來源：歐盟鐵路機構-安全文化的要領。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Railways-The essentials of safety culture(Institute for an Industrial Safety Culture，ICSI) 
https://www.era.europa.eu/activities/safety-culture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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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