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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陸路運輸簡史

世界軌道的發展乃源自英國1830年第一條實用鐵路，而
台灣乃源自清末1891年台北基隆路線的開通，現今由於
軌道速度科技的突破與公路網發展的囿限，導至全球軌
道的發展乃呈現雙峰的現象，身處於全球互動的台灣，
目前亦屬第二高峰的起步階段。

為再次迎接台灣軌道新紀元，特整理史料呈現世界與台
灣軌道建設歷史意象，除提供啟蒙教學運用外，主要仍
然期盼未來台灣的軌道建設，藉由歷史的認識與根基的
珍惜，得以步上繼往開來再造高峰的康莊大道。



世界陸路運輸簡史

I.鐵路運輸萌芽期
1825年前
只有簡單的人力車與獸力
車，運輸能力甚差。
1825年
1825年9月27日由史蒂芬遜
〈George 
Stevenson 〉，完成由斯
托克頓〈Stockton〉至達
林登〈Darlington〉間約
40公里的鐵路，以蒸汽為
動力運轉列車，為世界最
早的公用鐵路。

II.鐵路運輸茁壯期(1830~1930)
由於鐵路的迅速、安全、

大量、經濟及準確等優點廣受
歡迎，歐美日各國競相掀起
築路高潮，因此在1830－
1930，在內陸提起到運輸，
幾乎都是指鐵路運輸。



世界各國鐵路通車年代



世界陸路運輸簡史(續）

III.公路逐漸興盛,鐵路逐漸沒落 (1930＇s~1950＇s)

在1930年代，無論是公路築造技術或是車輛製造工
業，均獲得長足的進步，加上航空和管線運輸的急速發

展，使得鐵路運輸在客運、貨運兩方面都遭受極大的

威脅，尤其公路運輸具有路網四通八達以及私密性之特
色，可省卻轉運之麻煩，因此鐵路的地位逐漸被取代：

此種情形導致歐美鐵路公司開始裁撤營運不佳的路
線及精簡機構

此種情形顯示鐵路已在不斷的沒落



世界陸路運輸簡史(續）

IV.1960至今：公路興盛,鐵路發展出再一波的新發展
公路發展
高速公路、大型公車、貨櫃拖車、智慧型運輸系統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城市鐵路發展趨勢
英國於1863年發展世界最早的地鐵，唯當時採用蒸汽
機車運轉，至1890年方改為電氣機車運轉，今日世界為
使都市道路交通擁擠的都市重現生機，每一擁擠危機的
都市莫不趨向朝向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其中考量的一個
選項亦即建造大眾捷運鐵路
城際鐵路發展趨勢
日本在1959~1964年間，建造了東京至大阪的鐵路(東
海道新幹線），並於1964年10月誕生，營運之後空運人
數也就急遽下降



史蒂芬生創建第一條鐵路

第一道藍色曙光－當今鐵軌軌道的發明

第二道藍色曙光－
1808年特里維西克發明的第一輛載客機車

世界軌道運輸技術的黎明與興盛

機車以1829年史蒂芬遜(Stevenson)發明的火
箭號為原型，並於1830年通車

軌條乃由生鐵到鍛鐵到1857年的鋼軌為原型。



第一道藍色曙光－當今鐵軌軌道的發明

古代車轍 1550年冶金運用的有軌推車



逐步演化



突緣flange鐵製軌道

鐵路係指1600年在英國煤礦地
區，為便於自山上輸送煤炭或
鐵礦至港口，初期以兩根木料
並行，而乃由初設的木製軌道
進化而成。

起初主要用牛馬牽引，車輛結
構十分簡單。

嗣後木質軌條次第演變為鋼
鐵，其形狀也改為角鐵，以其
突緣flange防止車輪脫軌。 突緣flange鐵製軌道



當今鐵軌的出現

1789年英國威廉朱莎
（William Jessup )改
以於輪子外週和軌道內側
接觸處，加設突緣以取代
軌條突緣，亦即改由角鐵
的鐵軌，轉化成在車輪上
作突緣。

鐵條部份，為增長頭部磨
損抽換的時間，故將頭部
變厚，然後用鐵釘將現代
鐵軌釘在枕木上。



第二道藍色曙光－
運具的起源:馬車貨客運



1808年特里維西克發明的第一輛載客機車

第一台客運機車,1808世界上第一條載客鐵路，發動機的名字
叫作「誰能追上我」（Catch me 
who can） ，由特里維西克設計，並
曾在布魯姆斯克展演



1808年特里維西克發明的第一輛載客機車

上項模型存於台南蘇昭旭先生私營
的交通科學技術博物館籌備館

上項設備存放於高雄科學工藝博物館



世界軌道運輸技術的黎明與興盛

自18世紀蒸汽機車發明後，鐵路動力由牛馬變為蒸
汽動力，近數十年來更逐漸變為柴油或電力。

1825年9月27日由史蒂芬遜(George Stevenson)，完
成由斯托克頓(Stockton)至達林登(Darlington) 間
約40公里的鐵路，以蒸汽為動力運轉列車，為世界
最早的公用鐵路。



機車以1829年史蒂芬遜發明的火箭號為原型



1829年雷因希魯(Rainhill)的競賽
英國為了曼徹斯特到利物浦的鐵路運輸工

具，到底要用馬力亦或蒸汽動力問題，很難下個
決定，於是1829年在雷因斯魯(Rainhill)的附近
舉行一項實驗，只要符合條件的火車頭就被採
用，一共有七輛應徵，結果有四輛不符合條件，
只有三輛參加比賽。



世界軌道運輸技術的黎明與興盛

－軌條乃由生鐵到鍛鐵到1857年的鋼軌為原型

由於英國曼徹斯特到利物
浦的鐵路的成績良好，各
國均相繼建築鐵路，普及
世界各地。

另，早期的鐵軌是生鐵製
造，經常斷裂，之後漸被
鍛鐵鐵軌代替；1957年人
類開始使用比鍛鐵鐵軌更
加堅固的鋼軌。



日本建設了亞洲第一條鐵路

日本的明治維新，透過
岩倉考察團出使歐美歷時近
兩年，執行強兵、興業與開
化的百日維新。



日本創建了亞洲第一條鐵路

在開創鐵
道推手長州五
傑井上勝的推
動下，1872年
東京橫濱間、
1889年東海道
線鐵道開通。



19世紀中國鐵路的創建

中國出現第一條鐵路是1876年英國人在上
海興建的淞滬鐵路(吳淞口～上海），全長
14公里，隨後清廷以20萬5000兩的巨款收
購拆除，並把鐵軌和車輛運至台灣(打狗
港)，由於台灣尚無工需，導致棄置海岸任
其鏽蝕，只有極少數再運回中國大陸，成
為興建旅大鐵路的一部份，台灣第一次客
運鐵路興建計畫(丁日昌所推動)就此無果
作結。

而直到1881年為煤礦運輸所建的唐胥鐵路
(唐山～胥各莊）通車，中國方才進入鐵路
國家之林。台灣則乃1891年(光緒17年）台
北至基隆鐵道完工，建台北票房(於今鄭州
路) ，亦進入鐵路國家之林。



中國鐵路之父詹天佑詹天佑

詹天佑，我國近代科學技術的先驅，偉大的愛
國主義者，傑出的鐵路工程師。第一批幼童出洋。
學成歸國後，曾修築炮臺，繪製了中國第一幅海圖
廣東沿海圖。修建鐵路，對我國鐵路網的規劃，幹
線的勘測設計、線路、橋梁、隧道的設計和施工，
都有開創性的重大貢獻。其中尤以在國內外強大的
政治、經濟壓力下，毅然主持自行設計修建工程艱
巨的京張鐵路著稱於世，振奮了民族精神，舉國視
為自力更生、艱苦奮鬥的典範。他研究並建議全國
使用自動車鉤、堅持採用標準軌距、主持制定了鐵
路建設技術標準和規範，維持了中國鐵路的統一和
通暢。



生平概述-幼年出洋

詹天佑，號眷誠，字
達朝。1861年4月2日生於
廣東南海。1872年，詹天佑
赴香港考中幼童出洋赴美。
1881年，以優異成績畢業於
耶魯大學設菲爾德理工學院
土木工程系鐵道工程專業。
同年秋天，詹天佑等人返回
中國。

詹天祐故居紀念館展示



中國近代民族工業和鐵路的主要分怖



獻身築路

新易鐵路
詹天佑擔任新易鐵路的總工程師，此條鐵路全

長四十二多公里，要在四個月內完成，從測線、築
路、鋪軌到通車，按經驗是不可能完成的。加上動
工正值隆冬，完成任務確實不容易。詹天佑帶領全
體工作人員，設法完成，克服困難。1903年4月，
新易鐵路按質按時完成通車。新易鐵路是中國人自
行設計、施工的第一條鐵路,由於此條鐵路是中國
人自己設計建築，鼓舞中國人用自己的人力、物
力、財力建設鐵路的勇氣和信心，慈禧太后以道台
官銜賞賜給詹天佑。



獻身築路－京張鐵路

詹天佑從事修建鐵路的歷程中，最艱巨且最
著名的是京張鐵路。他組成一支工程技術隊，由
北洋武備學堂附設鐵路工程班學員、山海關路學
堂畢業生、關內外鐵路熟練工人組成，並加以嚴
格培訓，後來投入鐵路建設工程的重要職務。
1909年7月4日，京張鐵路鋪軌至張家口，9月19
日竣工，9月24日全線通車，原定6年才能完成的
任務，在不到四年的時間就提前完成，創造中外
築路史上的一大成就。



中國人自行修築的
大型鐵路

京張鐵路工程圖

京張鐵路鐵路通車典禮



巨星隕落

1919年初，詹天佑奉派代表國家出席國際遠東鐵路會
議，以維護我國在中東鐵路的主權。他當時腹疾未愈，
帶病前往哈爾濱、海參崴參加會議。由於疲勞過度，腹
疾嚴重復發，不得不請假回漢口就醫。1919年4月20日
回到漢口，入漢口仁濟醫院，24日腹疾嚴重，心力衰竭
去世，終年59歲。

遺囑三事：振奮發揚中華工程師學會，興國阜民；慎選
人才管理俄路，以揚國光；腳踏實地建成漢粵川鐵路。
語不及私，聞者無不深受感動。



結語與評價

詹天佑的一生，功在國家，名昭中
外。畢生精力投入於中國鐵路建設事業，
對中國早期的近代化工程事業和工程技術
力量，促成重要的關鍵作用。他那自力更
生、艱苦奮鬥、勇於創新的精神，將永遠
成為我們的楷模典範 !



丁日昌創建了台灣第一條產業鐵路

丁日昌和劉銘傳都是大清帝國洋務運
動領袖李鴻章的大將，他於1876年11月以
福建巡撫兼台灣學政視察台灣，在停留期
間先以3個月時間架設完成台南至高雄電報
線路，同時引進新式機械採煤設備，開採
基隆地區質佳量豐的煤礦。而為方便運輸
煤礦，丁日昌也迅速興建完成基隆礦區至
海濱的運煤鐵路。



劉銘傳拓展台灣

創建滿清第一條客運鐵路

中法戰爭結束後，劉銘傳積極籌劃在台灣興
建鐵路，1887年台灣首任巡撫劉銘傳提出具
體計畫，奏請在台興建鐵路，力陳在台興建
鐵路，除便於驛遞墾商外，當時尚有海防建
省與橋工三大利，當時獲得李鴻章的支持，
清廷也於同年7月10日予以批准。
台灣客運鐵路的開端，一般是以清代劉銘傳
成立「台灣鐵路商務總局」的一八八七年為
始。清朝時期，雖然有興建西部縱貫鐵路的
計畫，以德人Becker為監督，英人Ｈ
Ｃ.Matheson為總工程司,在外國鐵路技術指
導下施做，但後來只完成了基隆、台北段
（一八九０年），以及台北、新竹段（一八
九三年）便終止興築。



台北至基隆段
台北至新竹段
台北至基隆段：
1891年（光緒17年）11月完成台北至
基隆段路線 (約32.2公里)，軌距
1067mm（3尺6寸），這是清朝所建的
第二條蒸氣機車鐵路，比第一條鐵路
唐胥鐵路1881年通車晚了十年，但長
度則長達約32.2公里遠長唐胥鐵路長
約10公里。
台北至新竹段：
本段則在卲有濂（台灣巡撫）任內
1893年2月底竣工通車，共計42英里
(約67.6公里）





列車路線與剖面圖



日治時期創建出的鐵道王國

修築鐵路乃西方列強支撐殖民帝國、擴展勢力範圍的
重要手段，日本自然亦以此模式進行初期的建設；至於後

期則受制於日本南進政策與續發太平洋戰爭之影響。



日治鐵路發展三個階段

(鞏固開發基礎綏撫階段的)鐵路縱貫線、屏
東線建設營運時期(1895~1919.10)
(大力開發同化階段的)鐵路宜蘭線、海線、
花東線與部分雙軌建設營運時期
(1919.10~1936.9)
(強化為南進作戰基地皇民化階段的)鐵路雙
軌化與拆軌時期(1936.9~1945.8)

日治時期1895日人來台之初期，為
推動台灣資源的有效開發，台灣內陸運輸
與對外港口之興築，就成了統治後的首要
工作，而整體日治鐵路分期如下：



鐵道建設的銜接
改善與分期目標

1895年6月2日清日完成
交割後，日本政府先改善清
末劉銘傳所建臺北至新竹間
鐵道。基隆至臺北間鐵道於
當年1895（明治28）年6月
10日、臺北至新竹間鐵道於
同年7月10日開始運轉。

1895年7月所拍攝的「水邊腳停車場」
附近縱貫鐵路舊照。



日治初期輕便鐵道台車

日治初期，聚落農林礦業
的發展開發，軌距500~762mm
「輕便鐵道」大行其道，到了
大正年間（1911年起），台灣
部份聚落都靠這類軌道，以人
力台車聯絡周邊的交通。

竹東台車車站 角板山輕便軌道埔里附近台車 香蕉集散地與台車



輕便鐵道台車推進型態

手拉式

單人撐竿式

後推式



台灣環島鐵路主線
與支線網路的完成

主線與支線
縱貫鐵路
基隆港臨港線
淡水、新北投線
新店線
集集線
高雄港臨港線

屏東線
東港線

台東線(窄軌
花蓮港臨港線
台東海岸線

宜蘭線
平溪線



長谷川謹介部長興建台灣第一條縱貫鐵路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的成立

1899（明治32）年3月日
本帝國議會通過對臺灣縱貫
鐵路建設共2880萬圓的預算
案，而臺灣總督府亦於同年
11月成立「臺灣總督府鐵道
部」專責鐵道工程的建設營
業事務，首任部長為後藤新
平，技師長由長谷川謹介擔
任。至此臺灣縱貫鐵道的建
設於焉正式展開。



1895年起日本統治台灣後，開始規

劃台灣縱貫鐵路系統，並於1899年開始
興建，於1908年4月全線竣工縱貫鐵路通
車，因當時皇室有喪事，故延後半年10
月才在台中公園舉行通車典禮。

攝於台北市中華路，當時
台北城牆尚未拆除，象徵
著傳統與現代的城牆與鐵
路，同時並存。

縱貫鐵路經費拮据，除了台北
基隆兩站稍有規模，其他各車
站宛如民房，這張照片是通車
當時的台中火車站

長谷川謹介籌辦的縱貫鐵路





日治台北路線

清領台北路線



第1代第2 代第3代台北車站



1908年
(百年前)的
縱貫鐵路工程

縱貫鐵路全線通車
典禮，在台中公園
舉辦。典禮會場的
貴賓室，至今仍屹
立台中公園。



日治時期台灣鐵道的歷史脈絡與面狀網路－
在農工產業策略下，主支線網連產業鐵道

煤業鐵路、金礦鐵路、水泥鐵路、鹽業鐵路

林業鐵路、軍用鐵路、糖業鐵路



煤業鐵道



煤業鐵道(示例)

汐止煤鐵─基隆至內湖

日治時代中後期於各礦場舖
設一條條的輕便鐵路，軌道
軌距為610公分，是正常的
三分之一，卻是台灣煤鐵中
最寬的，在其上的運煤台車
被稱為「三分仔車」。

這些三分仔車裝著煤渣到各
車站卸煤。



金礦鐵道

金瓜石九號坑（國英坑）



水泥鐵道

台泥廠側線經過竹東市區段



鹽業鐵道

早期鹽業鐵路

黑台仔運送白鹽



林業鐵路－阿里山鐵道



阿里山鐵道

在林業方面，最早在1906（明治39）年2月
藤田組申請阿里山林木開採而敷設阿里山鐵
道，但1908（明治41）年1月藤田組因棲蘭山檜
木林經營問題而中止營業，總督府不得不接手
未完成的鐵道工程，至1912（大正2）年12月阿
里山鐵道嘉義二萬平之間41哩開通，翌年開始
營運。鐵道全線46.74哩，起點至終點高差達
7400尺，為克服此垂直高差，鐵道路線採
「之」字型設計，獨具特色。



阿里山鐵道及木棧橋樑

資料來源：《臺灣紹介最新寫真集》，1931年。



林業鐵路─太平山森林鐵路例

昔日森林火車 民國80年11月8日，整修2.8公里茂興線一段，藉小型
汽油機車頭牽引之森林遊樂區-蹦蹦車搭載旅客。



軍用鐵道

日治時代，有名的軍
用鐵道大多和飛機場有
關，如北台海軍航空隊本
部線(今新竹飛機場線)，
南台海軍航空隊本部線(今
台南機場線)，水上機場線

等.. 。至於東港線也是因
大鵬灣水上機場而鋪設
的，只不過是因為後來兼
營客運，東港線才減低其

軍事色彩。



糖業鐵路

除官設鐵道外，隨者糖業發達，各製糖會社的私設鐵道亦增加，自1909
（明治42）年至1913（大正2）年間經營糖業鐵路會社由6社增至13社，這些以
製糖原料運輸為目的的產業鐵道一部份成為地方上供民眾利用的交通要道。為
了管理私設鐵道，1908（明治41）年12月總督府頒佈「臺灣私設鐵道規
則」 ,1912（大正元）年頒佈，「私設鐵道運輸規程」。

臺灣製糖株式會社阿緱工場及鐵道設施資料來源：《現代臺灣史》，1934年



糖業鐵道

大正11年(1922)，總督府頒布台灣私設鐵道補助
大法，各糖廠鋪設之鐵道如雨後春筍。

由於任務不同，糖業鐵道兼營客運者為營業線，
專運甘蔗者為專用線。

日治中期後期，台灣地區的糖廠由台灣製糖株式
會社 .明治製糖株式會社 .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 .
及鹽水港製糖株式會社 四社所壟斷。

糖業產道成為大嘉南平原農村人民重要的交通管
道，因糖鐵軌道為標準軌道的一半，故暱稱為(五
分仔車)





糖業鐵道的再生



日治軌道工程的複雜意象





台灣環島鐵路的缺口

日本時代的環島鐵
路建設，一共完成了縱
貫線、屏東線、台東線
（窄軌）及宜蘭線，一
共約七百四十公里的幹
線，但卻依然留下了蘇
澳、花蓮以及台東、枋
寮這兩個缺口，而無法
成為完整的環路。



民國鐵路發展四個階段

民國期間，發展交通同樣為經濟建設不可或缺的一環，而公
路、鐵路與國內航空交通需求的發展演變，影響了傳統鐵路運
輸的定位。戰後台灣鐵路的發展轉為由民國政府建設，即使在
1996台北捷運木柵線通車、2007年高鐵通車後，傳統鐵路運輸
仍然在未來定位下繼續營運發展。

台灣多元的鐵路建設乃因應不同階段的建設治理理念，進行創
新與延續，概分四個時期：

戰後初期鐵路慘澹經營時期(1945~1948) 

鐵路美援與復原營運時期(1949~1973.12.25) 

台灣興革環島鐵路建設時期 (1973.12.25~1992.1.10) 

台灣鐵路多元建設時期(1992.1.10~1996.3.28~至今



二戰期間鐵道網路的傷損與戰後初期的慘澹經營

空襲破壞之傷損

戰後的台灣，滿目瘡痍，舉凡
重要交通設施如橋梁、路線、車站
幾乎被破壞殆盡，肩負運輸大動脈
重任的鐵路系統亦因盟軍優勢空軍
的連番轟炸而受鉅創。



打破台灣鐵道戰後
只能運作三個月的傳言

隨著二戰結束，在台灣的日本人包含軍人，約有48萬8千餘人，陸續返
回日本。

在日治時期台灣人民能進入台鐵工作者，大多只擔任基層勞力工作，鮮
有工程技術階級的人物，具規畫、設計能力的中、高階級幹部更不可能
有台籍人士，所以，據退休的台鐵老一輩員工口耳相傳，當時普遍流傳
的一種說法是：日本人走後，台灣鐵路最多只能運轉三個月。

結果是台鐵鐵路不但三個月後沒有停擺，還能一路苦撐，甚至浴火重
生，創造出一段台鐵風光歷史，成為台灣戰後重建及經濟再發展時期交
通運輸上的重要基石。

在1945年前後迄1948年這一段時間可說是台灣最慘澹經營的艱困時期，
當時經山線的列車一天只有不到十個車次往返，全路客運量一天僅五萬
餘人次，比起戰前每日達17萬人次，只剩三成。相關鐵路設施與機器設
備殘破不堪。



鐵道網路戰後得以復原的成功因素

比較持平的說法，有四因素：

日本技術人員深具敬業精神：日藉技術人員長期在台鐵工作，
對台灣鐵路亦存有認同與感情，並不願見到台鐵走向崩潰。所
以，幾乎所有的技術資料、零件備品都得以良好的保存直到移
交完成。

台灣技工的韌性與努力。

自大陸調來鐵道技術人才投入台灣鐵路重建工作。

外來資源挹注：
主要係美援，包括資金、材料與技術等，早期的台鐵，枕木、
鋼軌等重要物資都打有美援的標記。復原建設所需資金也都仰
賴國外貸款，然而，以當年台鐵年年有大筆盈餘上繳國庫之營
運狀況，償還借款自是不成問題。



美國經費物資技術援助台灣（美援）1949~65）

1949年起，國民黨政府軍隊陸續自大陸撤退來台，同時期人口
大量向台灣集中，使台灣經濟負擔驟然加重，加上政局不穩，
因而社會發生通貨膨脹與物價高漲現象。此時美國政府對台灣
的援助，包括經費與物資等到達量亦逐漸增多。

美國援助台灣可分成3期來討論：

韓戰之前(1949~1950.6.25)                                      

韓戰期間(1950.6.25～1953.7.27)

第一期到第三期經濟建設（1953~1964）：第一期至第三期計畫基
本上係配合美援運用，著重個別建設計畫之研擬與執行（第一期

又稱「台灣經濟四年自給自足方案」） ， 1965 06.30美國終止
對台經援計畫



美援下的台灣復興計畫翦影

依據台灣復興計畫1949/1/19
報告，台鐵暫定150萬美元，並請
工程師調查。案經美國經濟合作
分署派來台灣調查台灣鐵路局需
要美援情形計畫工程師契薛爾
（Frann K. Chashpre）於2個月
實地調查研究後，認為原配額150
萬美元應增至250 萬美元。



美援資源(民用、軍用)於基隆港卸載輸送
對台灣政經發展、防衛實力的加強影響深遠



美援下鐵路復原建設－台鐵

美援中的枕木
美援期間曾文溪橋(鋼鈑梁橋）於1952年1
月開工，1953年6月16日竣工



美援下公鐵路建設－包含糖鐵的西螺大橋

西螺大橋橋墩建於日治時期，戰後於
1950年接獲美援資助鋼料著手興建上部結
構，於1952年5月8日動工，同年12月23日
全部完竣，共31孔，每孔62.4Ｍ，全長2
公里，為台灣戰後的首座大橋，亦為遠東
地區二戰後完工的第一座長橋。橋面淨寬
24尺，橋面左側建有小鐵路，以供台灣糖
業公司運輸之用。



蔣經國院長1973年12月16日提出十大建設
鐵路部門包括西部幹線電氣化與環島鐵路

南迴鐵路通車典禮

蔣經國訪視北迴鐵路工地



第1~11期經建計畫
（1953~1996）

第一~六期經建計畫
（1953~1973）

蔣經國推動的十大建設
（1974~1979）

第七、八期經濟建設期間
(1976~1985) ：北迴鐵路於一九
七三年開工一九八０年完成

南迴鐵路完工，完成環島鐵路網
（1991）

台鐵竹東內灣支線
19501226通車 北迴鐵路 北迴鐵路通車典禮



台灣傳統鐵路的低潮與永續發展
與公路與先進軌道系統三者競合時期

自民國67年10月南
北高速公路全線通車，國
光號通行於台北高雄之
間，通車人口與車輛持續
提高，傳統軌道運輸式
微；鐵路市場佔有率漸漸
轉移到公路客運、小汽車
與國內空運。



台灣傳統鐵路的低潮與永續發展
與公路與先進軌道系統三者競合時期

此種情勢，至民國70年至最低
點28%，軌道運輸的發展有待
城市捷運、城際高速鐵路與傳
統軌道運輸系統的改良方可加
以返轉。

直到1996年國內第一條都會區
捷運系統－木柵線完工通車、
2007年台灣西部高速鐵路完工
通車後，開始有了全新的提
昇。

在此同時，傳統鐵路創新地尋
求永續的立基，值得敬佩。

台鐵客運在國內內陸運輸市場

佔有率之變化



台灣傳統鐵路的永續發展
與公路與先進軌道系統三者競合時期

鐵路都會捷運化

（通勤電聯車、加站、⋯ ）

鐵路城際快速化－提速計畫

太原車站

傾斜搖擺式(Tilting)列車

－太魯閣號



先進鐵路運輸系統－都市快速與城際高速鐵路

鐵路技術的創新與創新的鐵路系統

世界鐵路因應環境的挑戰持
續因應，在系統類型、速
度、舒適與安全各層面都有
創新的發展。

世界最早的地鐵乃1863年在
英國倫敦通車，當時採用蒸
汽機車運轉，1890年改為電
氣機車運轉，而世界最早高
速鐵路為日本東海道新幹線
於1964年通車，當時以210km  
/h高速運轉領先各國。 爾後鐵路技術持續成長，而這些多元開創

的技術也在台灣在地展現與持續創新。



先進鐵路運輸系統－都市快速與城際高速鐵路
（1）系統乃由傳統雙軌鐵路演化到單軌、膠輪、磁浮和高速系統



先進鐵路運輸系統
（2）快速化、多元化軌道運輸科技的應用發展

倫敦以及全世界第一條地下鐵路是於1863年開通，長6.4公里，係使用開挖回填
方式建造，以蒸汽機車牽引。直到1890年12月建造長5.2公里，從現稱Northern 
Line的kling William Street 站到泰晤士河南岸的Stockwell 站的世界第一條
Tube Line，並以電動機車牽引，開啟了倫敦Tube的發展新頁。

都市交通：英國倫敦1863年地下鐵與1890Tube電車地鐵



亞洲第一條街車、
地下鐵路的導入
(1927年日本東京銀座線)

城際交通
日本1964年東海道新幹線

機場聯絡軌道交通系統
1998年香港機場快線



（3）新興的先進運輸系統

捷運系統
依據2005年的資料全球目前的捷
運都市計有142個。

而建設中計畫中的捷運都市約計
72個，其中亞洲35個，獨立國協
9個，中南美洲10個，歐洲以及
非洲18個。

亞洲確實是全球捷運崛起最迅速
的地區,其中中國就有12個。

高速鐵路
日本SKS      1964年

法國TGV      1981年

德國ICE      1991年

義大利ETR    1992年

西班牙AVE    2003年

韓國KTX      2004年

台灣THSR     2007年



城市鐵路發展趨勢
2005年142個捷運都市





城際鐵路發展趨勢



日本SKS

1964年10月東京－大阪間之東海道新幹線開始營
運，最高時速210公里，為世界第一個高速鐵路。

1975年完成山陽(Sanyo)、1982東北(Tohoku)、上
越(Joetu)、1997年北陸(Hokuriko高崎至長野
間)、2004年九州(Kyushu鹿兒島至新八代)等新
線，新幹線已成為日本城際運輸路網主幹，目前
路網已達2,176公里，並持續進行路網延伸及新建

計畫。最高營運速度已達300km/h。





法國TGV

1981年9月興建完成巴黎－里昂間之東南線，最
高時速270公里，為歐洲第一條高速鐵路。

其後陸續完成大西洋線、北線、地中海線等，
路網已達1,542公里，並仍規劃興建計畫。

TGV大西洋線列車在試運轉時創下515.3公里／
小時 之世界紀錄。高營運速度300km/h。





德國ICE

德國傳統鐵路營運
速度原已達200公
里，1991年配合漢
諾威－維爾茨堡新
高速運轉路線完
成，ICE高速列車
開始商業運轉。
ICE列車可交錯運
轉於新舊路線上，
故目前德國主要積
極改善原有鐵路路
線，必要時新建路
線。



義大利ETR

採既有路線
高速化策略，開
發傾斜搖擺式
(Tilting)列車，
以提高列車運轉
速度，於1992年
開始行駛於羅馬
至翡冷翠間，高
營運速度
300km/h。



西班牙AVE

採法國TGV車輛系統及德國ICE供電系統，自1992年開始
於馬德里至塞維亞間新建路線運轉，2003年更從馬德里延伸
至巴塞隆納，高營運速度300km/h。



韓國KTX

南韓鐵道廳，以及法
國亞斯通(Alstom)集團建
造，於2004年通車行駛於
漢城與大邱間，並於大田
接以高速化之傳統鐵路。
湖南線延伸至木浦、光
州，預計2010年延伸至釜

山高。營運速度已達
300km/h。



荷蘭,比利時,法,瑞士,奧地利荷蘭,比利時,德,英,義大利,西班牙日本列車跨國通行範圍

西班牙(供電,1992)

西班牙(車輛,1992)
英法隧道(1994)
比利時(1998)
美國(1999)
韓國(2004)

台灣(預定2005.10)技術輸出國

約400約380/550約1300座位數

CTC/ATCCTC/ATCCTC/ATC行車控制/保安

動力集中式／
動力分散式(ICE 3)動力集中式(Push-Pull)動力分散式(EMU)列車牽引方式

185 m200 m400 m列車長度

1435 mm1435 mm1435 mm軌距

3500～70004000～60002500～4000最小半徑(m)

12.5%o～40%o25%o～35%o15%o～30%o路線最大坡度

300 km/hr300 km/hr300 km/hr最高營運速度

793 km1542 km2176 km營運路線總長

1991(漢諾威－維爾茨堡；曼海姆－斯圖加特)
1998(漢諾威－柏林)
2002(科隆－法蘭克福)

1981(東南線)
1989(大西洋線)
1992(北線)
2001(地中海線)

1964(東海道線)
1975(山陽線)
1982(東北、上越)

1997年北陸(Hokuriko高崎至長野間)
2002(東北，盛岡-八戶間)

2004.3(九州)

主要路線營運啟始
年

德國ICE法國TGV日本SKS項目

日、法、德高鐵系統比較



齊寶錚先生創建
先進軌道台北捷運



照片來源：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

1986年台北捷運系統
開創奠基、導入創建與經驗擴散

台北捷運：
民國85年木柵線通車，接著淡水、中和、新店、南港、 板
橋 線及土城線通車，到目前為止總計通車76.6公里，有69
個車站加入營運，每日營運量超過百萬人次。
正興建中的第二階段捷運路線，為內湖線、南港線東延
段、新莊蘆州線、信義線、松山線、機場捷運線，環狀線
第一階段，土城線延伸頂埔段，預計將於98年至103年間完
工通車參與營運，屆時大台北都會區捷運路網將更形完
整。總長度共有120.8公里 ，全路網總長約有270公里，日
運量可達360萬人次。

高雄捷運：1990年高雄捷運的跟進續建
高雄捷運系統紅橘路網建設案於90年10月開工，路網長約

42.7公里、38座車站，預計97年通車。
高雄都會區之高雄臨港輕軌捷運也在規劃中，為一環

狀路網，路線長19.6公里，預計設冇32車站。

興建中捷運-桃園機場捷運、臺中捷運
規劃設計中- 桃園捷運、基隆輕軌、新竹、台南捷運

臺灣首條捷運-臺北捷運木柵線

劍潭站夜景

淡水站





台灣高速（第二條縱貫）鐵路的興建

現況－高速鐵路（A.C.1991－A.C.2007）

台灣高鐵自89年3月開始進行各項工程之施工，
陸續完成土建、車站、軌道、基地及核心機電
等工程全線(左營至台北)。
於2007年3月2日開始通車營運，即成為台灣重
要的長途交通動脈之一，亦為台灣軌道工業指
標。
路線全長345公里，左營至台北最短時間為1.5
小時。
目前每天單向共有31個班次，載客量已突破500
萬人次 （預計2007年12月前可達單向88個班
次），預估至2007年9月時可突破1,000萬人
次。2008年時每日載客量可達23.1萬人，進入
營運成熟期後可達32.3萬人。

高鐵左營站



中國大陸

回顧世界與中國、台灣軌道發展－年表

從台北大稻埕到松山的鐵路完工通車，第一個行
駛的火車頭叫「騰雲一號」，德國製造，原來行
駛於上海──吳淞之間

光緒15年1889

中國第一條（貨運）鐵路唐胥鐵路(唐山～胥各

莊）1881年通車，長約10公里

光緒7年1881

英商於1876年修成淞滬鐵路，唯即於1877年（光
緒3年），中國以20萬5000兩的巨款收購拆除，
並把鐵軌和車輛運至台灣

光緒2年1876

世界最早的地鐵乃1863年在英國倫敦建成的第一
條地下鐵路，當時採用蒸汽機車運轉

同治2年1863

英國曼徹斯特到利物浦鐵路貫通，為第一條具實
用性鐵路

道光10年1830 

世界 台灣



回顧世界與中國、台灣軌道發展－年表（續）

台北至新竹段鐵路通車：台北至新竹之路線，於
1893年11月修至新竹，並於1894年1月23日舉辦通
車典禮

光緒19年1893

全世界第一次高速鐵路日本東海道新幹線SKS通車民國53年1964 

台灣縱貫鐵路系統基隆至高雄鐵路全線通車明治41年1908

台北至基隆段鐵路通車：台北至基隆鐵道，自大
橋頭開工後，經錫口(松山)、南港、水返腳(汐
止)、八堵，至基隆止，全程28.6km，歷時四年四
個月，於十月竣工通車

光緒17年1891

世界第一條電車地鐵在英國啟用光緒16年1890 

中國大陸世界 台灣



回顧世界與中國、台灣軌道發展－年表（續）

3月27日行政院核定台北大眾捷運系統初期路網民國75年1986 

3月28日第一條捷運系統臺北捷運木柵線中運量通
車

民國85年1996 

12 月南迴鐵路完工，完成環島鐵路網 ；1992年1
月10日南迴鐵路正式營運

民國80年1991

6月西部幹線電氣化工程完工；12月北迴鐵路完工民國68年1979

自民國67年10月南北高速公路全線通車，國光號
通行於台北高雄之間

民國67年1978

12月25日北迴鐵路開工（南北兩端同日開工）民國62年1973  

中國大陸世界 台灣



回顧世界與中國、台灣軌道發展－年表（續）

國內第一條高速鐵路完工通車，台灣西部走廊正
式邁入一日生活圈的新時代。2月1日高鐵正式營
運（板橋站至左營站），3月2日營運自台北站左
營站。

民國96年2007

香港機場快線通車民國87年1998

5月8日台鐵太魯閣號傾斜式列車，正式加入營運民國96年2007

5月31日台北捷運板橋線第二階段及土城線（板橋
站至永寧站）通車，這代表了台北都會區高運量
初期路網的完工通車，也讓每日旅運量超越百萬
人次的門檻。

民國95年2006

3月28日台北捷運淡水線淡水站至中山站通車 ；
12月25日淡水線全線通車至臺北車站

民國86年1997  

中國大陸世界 台灣



在多元開創高鐵時代
再生鐵路文明的紋理網絡

1.高鐵延伸，生活圈的演化與建設

海河運時代 鐵公路時代 高速公路時代 高鐵時代



2.創造永續東方美學的鐵路寶島

有效保育與利用厚生

東方台灣美學

生態與環境永續

社
會
永
續

經
濟
永
續

美麗世界與人類和平成長

在多元開創高鐵時代
再生鐵路文明的紋理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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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鐵路文化資產保存與文化產業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