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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產業國產化之發展與挑戰 -
專輯序言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系統及機電事業群副總經理 / 王子安

鐵道運輸是政府亦積極推動之重要基礎

建設，因鐵道運輸能有效滿足大眾的出行需

求與帶動區域經濟發展。惟國內鐵道系統大

多依賴國外廠商之產品與技術支援，國內企

業自主能力相對薄弱。而整合國內鐵道產業

技術能量、投入鐵道建設，軌道產業的國產

化和標準化，培育國內企業走向全球市場，

一直是政府努力的目標。

由於國內鐵道工業市場規模較小，推動

鐵道產業國產化需要從多個面向著手，包括

完善法規標準、提升關鍵技術自主能力、優

化招/投標機制，以及建立標準規範和檢測能

力等。只有通過系統性的努力，才能夠真正

實現鐵道產業的自主發展，為國內經濟社會

的長遠發展注入新的動力。本次專題邀請鐵

道局說明鐵道產業國產化推動方向，並請產

品研究單位分享其作法與經驗，期供鐵道同

業、愛好者了解與支持，引領產、官、學、

研共同投入與發展。

第一篇專題是鐵道局楊正君局長等人編

撰「鐵道國產化政策及重要成果」。鐵道機

電各系統間技術差異大且須相容整合，雖然

國際間對於鐵道系統設備之檢測標準，已訂

有IEC、ISO、IRS、EN等規範，但國內缺

少鐵道類國家標準供依循，也缺乏相關檢測

驗證機構，無形之間成為一道門檻。另，

我國為W TO會員國，並簽署政府採購協定

（GPA）後，不得於採購案中要求得標廠商

採購國內貨品比率或進行技術移轉等措施。

交通部、經濟部與工程會等單位共同成立跨

部會「軌道產業推動會報」，盤點鐵道採購

需求及規格、投入技術研發資源及制定國家

標準，設定「推動鐵道國車國造及機電系統

國產化，帶動鐵道技術及關聯產業發展」、

「提升國內廠商參與鐵道建設及維修市場之

機會與意願」等發展策略。包含成立財團法

人鐵道技術研究及驗證中心、辦理關鍵技術

研發計畫、解決廠商參標問題，以整合擴大

市場規模與採購需求等方案。期許未來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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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能達成立足國內市場並輸出海外之最終

目標。

第二篇為中冠資訊公司商築新助理副總

經理所撰「輕軌號誌通用型聯鎖控制軟體開

發實務」專題。依商副總多年於產業界實務

經驗，認為國內鐵道技術開發應將主力放在

核心技術。至於重要性低、價格低的子系統

則可多方詢商，擇優選商。唯有掌握核心技

術及提升整合能力，才能更有效地建立國產

化鐵道技術能量。軌道號誌聯鎖系統為鐵道

系統機電之重要核心技術，硬體部分採商用

市售產品，軟體部分則依歐盟標準，並開發

連鎖通用性應用GA(General Application) 邏

輯控制程式。應用程式透過搭配每一場域專

屬之配置檔案(Configuration File)，依場域

內號誌種類、數量、特性、功能、連鎖邏輯

等彙整成配置檔案，而連鎖控制器則以連鎖

通用性應用程式參考配置檔案內容運行，無

須每一場域開發場域專屬軟體。本軟體開發

實務專題成果，可作為持續發展落地應用之 

基礎。

第三篇為屏東科技大學陳勇全教授等人

所撰「輕軌車輛轉向架國產化開發」專題。

國內軌道車輛轉向架均由國外進口，國內業

者尚無設計分析能力。配合鐵道局國產化目

標，先投入輕軌轉向架框的結構設計，設計

成果須符合車輛每年行駛80,000公里、連續

使用至少25年、並確保生命週期內穩定可

靠。本研究參考各大廠商主流作法，應用電

腦輔助工程分析軟體以有限元素法進行結構

強度分析。設計初始先建立轉向架結構模型

並進行拓樸最佳化分析，取得轉向架框大致

的材料分佈後，以結構的強度及重量為目

標，進行參數最佳化分析。設計成果再以有

限元素法進行模擬驗證，參照歐盟標準EN 

13749，針對轉向架框結構於模擬時應滿足之

條件及各負載計算公式，皆符合所訂標準及

目標，其中包括特殊負載強度、疲勞循環負

載壽命、軌道不平整疲勞壽命等分析結果。 

第四篇為工研院林福明主任等人所撰

「鐵道車輛車門研發」專題，因應國內列車

大多整車向國外購買，車門等次系統也隨列

車一起進口。國外系統商掌控車輛整合技

術，導致維修過程面臨諸多困難。建立車門

技術國產化以是達成「國車國造」重要項

目。本案參考淡海輕軌技術所訂定的研發需

求說明書，採「雙扇外開電動滑塞式車門」

開發方案，包括車門機構、車門門體結構和

車門控制器，開發出與淡海輕軌車門系統相

容的國產化車門系統，設計符合EN 14752等

國際標準規範。另開發過程以RAMS系統保



20 SEP 2024工程 • 97卷 03期

專題報導

證活動為主軸，依據EN50126生命週期各階

段目標，過程並須通過第三方安全評估獨立

機構(ISA)審查。透過細部設計、試樣、驗

證、比對等研發手法，完成車門系統設計展

現，將設計成果落實成為可製造生產之零組

件、半成品，完成製造階段之任務，產出車

門系統原型及製造階段之規劃。

最後一篇為台灣世曦顧問吳松儒副理與

至鴻科技張旭德協理等人共同編撰「平交道

遮斷機國產化」，平交道是鐵路運輸中相當

危險的節點，遮斷機雖是一個相對簡單之產

品，但透過採購策略設定，讓國內廠商有投

入之意願及參與機會，包括強化維修功能、

優化安裝設定及預防性保養等設計重點；訂

定測試標準取代銷售實績；給予廠商合理開

發期限及放寬參與資格。藉此機制，由國內

廠商至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得標。產品研發

將設備日後的運作、保養、維修、保固，納

入整體開發設計考量，並通過獨立驗證之連

續性測試，確保產品穩定可靠。為確保遮斷

機與既有環境條件整合運作可靠，採分階段

逐步導入，處理電源、抗干擾等改善，確認

產品可於臺鐵現有運轉環境使用。期能供各

界參卓，提升國內鐵道產業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