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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6101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俊憲等 16 人，有鑑於台中捷運發生工程吊臂入侵

軌道之重大事故，經查現行《大眾捷運法》之規定，發生事

故及異常事件後僅要求營運機構自行調查並分析原因改正，

並未賦予主管機關查驗以及調查、責令改正之權限。由於現

行絕大多數捷運路線皆採用軌道導引形式，符合鐵路定義，

應比照《鐵路法》有關安全監理之規定，加強主管機關之督

導權責。爰擬具「大眾捷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

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經查《⼤眾捷運法》之立法緣起，世界各⼤城市之快捷運輸系統多為軌道導引動⼒⾞輛⾏

進之形式，符合鐵路定義，因此各國法規⼤多視為同⼀種運輸⼯具，適⽤相同規定。然由

於早年我國《鐵路法》對於鐵路沿線之資產活化、場站開發限制較多，因此另立《⼤眾捷

運法》規範城市快捷運輸系統，並納入公⾞捷運（BRT）等非軌道導引形式之運具，使得《

大眾捷運法》安全之條⽂雖大致參照《鐵路法》，但規定及定義較為寬鬆，並有主管機關

不清之問題。 

二、《鐵路法》規定，鐵路機構受交通部鐵道局之監督，並須於每年第一季結束前，向交通部

鐵道局提出當年度安全管理報告，且賦予鐵道局針對鐵路運轉中發生之事故及異常事件進

⾏檢討之權限，使鐵路機構之營運與安全職責明確化。因此參考⽬前對於鐵路系統與機構

之安全監理規定，修正《大眾捷運法》，並納入配合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調查之條文

，完善捷運系統之安全。 

 

提案人：林俊憲   

連署人：洪申翰  黃國書  鍾佳濱  林宜瑾  湯蕙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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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秀寳  羅致政  張廖萬堅 李昆澤  許智傑  

郭國文  吳思瑤  陳素月  賴惠員  蔡易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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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捷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 現 ⾏ 條 ⽂ 說 明 

第三十九條 大眾捷運系統營

運機構，遇有⾏⾞上之重⼤

事故，應立即通知地⽅及中

央主管機關，並隨時將經過

及處理情形報請查核；其⼀

般⾏⾞事故，亦應按⽉彙報

。⼤眾捷運機構及相關⼈員

另應依運輸事故調查法配合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辦

理調查。 

第三十九條 大眾捷運系統營

運機構，遇有⾏⾞上之重⼤

事故，應立即通知地⽅及中

央主管機關，並隨時將經過

及處理情形報請查核；其⼀

般⾏⾞事故，亦應按⽉彙報

。 

⼀、參考《鐵路法》第五⼗六

之五條之規定，依照《運輸

事故調查法》，納入國家運

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之調查權

限。 

⼆、賦予交通部鐵道局針對符

合鐵路定義之捷運路線進⾏

⾏政調查之權限，善盡安全

監理之權責。 

第三⼗九條之一 採⽤軌道導

引動⼒⾞輛型式之捷運路線

，發⽣非屬運輸事故調查法

所認定重⼤運輸事故之⾏⾞

事故及異常事件，交通部鐵

道局認有必要者，得就其事

實及原因進⾏調查。⼤眾捷

運機構及其從業⼈員應配合

交通部鐵道局檢討或調查需

要，提出說明、相關紀錄、

設施、設備、資料或物品，

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本條新增。 

第四十三條 大眾捷運系統營

運機構，對行車事故，應蒐

集資料調查研究，分析原因

，並採取預防措施，備供地

方主管機關查驗，並報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 

第四十三條 大眾捷運系統營

運機構，對行車事故，應蒐

集資料調查研究，分析原因

，並採取預防措施。 

現⾏條⽂僅要求大眾捷運機構

進⾏⾃我調查，缺乏外部監督

機制，因此參考《鐵路法》，

要求主管機關進⾏查驗。 

第四十三條之一 大眾捷運系

統營運機構，應根據前⼀年

度之事故及異常事件檢討結

果，於每年第⼀季結束前，

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當年度

安全管理報告，並送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其報告內容應

包括下列事項： 

一、⼤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

之安全理念及⽬標。 

 一、本條新增。 

二、新增四十三條之一，要求

捷運營運機構每年定期提交

安全管理報告予地方主管機

關，並敘明報告應包含之內

容。 



立法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第 13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390 

二、安全管理之組織架構及

實施方式。 

三、為確保及提升營運安全

所採取或擬採取之措施。 

四、事故與異常事件之檢討

及預防措施。 

五、其他與營運安全有關之

重要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