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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臺灣鐵路管理局－改善困境

迎向未來

　王培珍（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專員）

臺灣鐵路管理局成立於民國前 25 年，主要辦理臺灣內陸客貨運輸，面對高鐵及捷運等運具興起，以

及資訊科技突飛猛進，必須翻轉舊思維，重新思考未來發展。本文就其營運及財務狀況等予以探討，

並提出改善建議，期能作為該局後續業務之參考。

壹、前言

臺灣鐵路管理局（以下簡

稱臺鐵局）成立於民國前 25

年，原為臺灣省政府所屬事業

機構，87 年 12 月配合臺灣省政

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方案改

隸中央政府。該局除辦理臺灣

內陸客貨運輸業務，及依據鐵

路法第 21 條規定，兼辦有關培

養與繁榮鐵路運輸所必需之貨

運服務、餐旅服務等附屬事業

及投資上級機關核准之業務。

臺鐵局為臺灣目前所有軌

道運輸業者中，路線涵蓋範圍

廣、車型種類 多、設備相

對老舊及票價便宜的機構。本

文就其營運狀況、材料存貨管

理及購建固定資產預算執行管

控等情形分析，並提出建議，

期能提供該局改善營運進而提

升運輸安全之參考。

貳、臺鐵局概況

一、主要營運項目及收支

概況

有關臺鐵局近 5 年主要營

運項目及收支概況如下頁表1，

分析如下：

（一）主要營運項目

為因應高鐵運輸競爭，

臺鐵局近 5 年透過推廣電子

票證、花東鐵路電氣化以強

化東部幹線運輸、西部幹線

推動中短途為主的捷運化通

勤運輸等措施，每年客運量

約 110 億延人公里。另該局

因配合鐵路立體化工程，各

都會區主要貨場喪失及配合

加開客運班次，排擠貨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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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車次等因素，致貨運業務

逐年減少。

（二）收入

臺 鐵 局 近 5 年 收 入 規

模約 256 億元至 283 億元，

主要收入為客運收入，占總

收入比率約 67％。另該局

近年積極辦理閒置資產之活

化，租賃收入逐年成長，由

103 年度 22 億元逐年成長

至 107 年度 35 億元，增幅達

59％。

（三）支出

臺鐵局近 5 年支出規模

約 278 億元至 307 億元，主

要支出為勞務成本，占總支

出比率約 80％，103 至 107

年度成長幅度約 5％。

（四）淨損

臺鐵局每年度均處虧損

狀態。該局 103 年度淨損 36

億元，隨客運收入及租賃收

入增加，減少虧損幅度；105

年度因依精算報告降低退休

福利費用，淨損減至 9 億元；

嗣因增加資產報廢損失、增

聘員工及認列普悠瑪事件災

害 損 失 等 事 項， 致 106 及

107 年度淨損增加。

二、財務概況

臺鐵局 103 至 107 年度資

產負債情形如下頁表 2，資產

項目中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主

要係臺鐵局各項鐵路運輸相關

設備，隨每年投入鐵路運輸建

設而增加。負債項目中短期債

務主要係以短期借款及應付商

業本票對外舉借債務，每年因

資金不足須對外舉借債務；遞

延收入主要係臺鐵局依國際會

計準則第 20 號，將交通部鐵道

局每年移入之鐵路運輸設備，

認列遞延收入（逐年隨該設備

提列折舊數，同額認列政府補

助收入併沖轉遞延收入）。權

益項目之資本增加係由中央政

府增資辦理重大鐵路建設計

畫，累積虧損因連年虧損而逐

表 1　臺鐵局近 5 年主要營運項目及收支概況

單位：億元

年度

項目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決算 ％ 決算 ％ 決算 ％ 決算 ％ 決算 ％

總收入 256 100 263 100 269 100 274 100 283 100

　客運收入 179 70 183 70 181 67 181 66 179 63

　貨運收入 8 3 8 3 7 3 6 2 6 2

　政府補助收入 24 9 25 10 27 10 29 11 29 10

　租賃收入 22 9 23 9 26 10 34 12 35 12

總支出 292 100 291 100 278 100 288 100 307 100

　勞務成本 233 80 232 80 228 82 231 80 245 80

　租賃成本 7 2 7 2 7 3 9 3 8 3

淨利（淨損 -） -36 -28 -9 -14 -24

主要

營運

項目

客運
（千延人公里）

11,037,421 11,114,977 10,967,847 11,016,324 10,864,841

貨運
（千延噸公里）

681,421 634,220 562,276 512,372 542,497

說　　明：政府補助收入係交通部鐵道局完工移轉臺鐵局之鐵路資產分年折舊攤提數，並無實際現

金補助。

資料來源：臺鐵局預、決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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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

該局 107 年底資產 8,222

億元，負債 4,084 億元，權益

4,138 億元。資產主要為不動

產、廠房及設備 7,838 億元，

占資產總額約 95％；負債主要

為短期債務 1,245 億元及遞延

收入 1,888 億元，分別占負債

總額約 30％及 46％。

參、現況探討

一、營運連年虧損，財務

負擔逐年增加

臺鐵局為勞力密集產業，

其每年近 300 億元總支出中，

人事費用占 47％；折舊費用占

25％；其餘費用則為營運所需

之水電、維修及材料費等。其

每年收入無法支應支出，致連

年虧損（表 3）。

臺鐵局收入雖因資產開發

效益等而逐年增加，但仍連年

虧損，主要原因係鐵路客運票

價自 84 年迄今未調整，與其他

軌道運輸業者比較，該局近 4

年平均每千延人公里費率 1.65

表 2　臺鐵局近 5 年財務概況
單位：億元 

        年度

項目

103 年度

決算

104 年度

決算

105 年度

決算

106 年度

決算

107 年度

決算

資產 7,788 7,810 7,886 7,997 8,222

　現金 2 2 2 1 3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7,448 7,506 7,571 7,692 7,838

負債 3,758 3,872 3,875 3,973 4,084

　短期債務 1,115 1,147 1,180 1,204 1,245

　應計退休金負債 799 824 749 717 696

　遞延收入 1,640 1,685 1,750 1,860 1,888

權益 4,030 3,938 4,011 4,024 4,138

　資本 1,513 1,557 1,625 1,653 1,817

　累積虧損（-） -1,064 -1,143 -1,111 -1,122 -1,154

資料來源：臺鐵局各年度決算書。

表 3　臺鐵局近 5 年重大支出用途概況

單位：億元

年度

項目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決算 ％ 決算 ％ 決算 ％ 決算 ％ 決算 ％

總收入 256 100 263 100 269 100 274 100 283 100

總支出 292 100 291 100 278 100 288 100 307 100

　用人費用 140 48 138 48 128 46 133 46 142 46

　　舊制退休金費用 8 3 8 3 8 3 9 3 8 3

　　現職相關費用 132 45 130 45 120 43 124 43 134 43

　折舊費用 66 23 73 25 75 27 77 27 78 25

　利息費用 10 3 10 3 7 3 6 2 7 2

小計 216 74 221 76 210 76 216 75 227 74

淨利（淨損 -） -36 -28 -9 -14 -24

資料來源：臺鐵局提供資料及其各年度決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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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低於臺北捷運公司 2.67 元

及台灣高鐵公司 3.85 元（表

4）。鐵路票價偏低致其客、貨

運及政府補助之勞務收入無法

支應相對成本。

臺鐵局每年資金需求除日

常營運相關支出及支應購建固

定資產外，尚須支付舊制退撫

金約 40 億元，平均每年資金缺

口逾 30 億元，係以舉借短期債

務支應，107 年度短期債務已

累積至 1,245 億元。另該局目

前致力改善鐵路行車安全，強

化設備及人力的建置，未來勢

必加重其財務負擔。

二、員工超時工作情況偏

高，服務年資偏兩極化

至 108 年 6 月底，臺鐵局

員工計 1 萬 5,203 人，其中 9

成係運務、工務、機務、電務

等車路運作單位之人力，為該

局主要人力配置。

臺鐵局因運輸服務需要，

除一般日班工作外，依工作性

質尚有三班制、彈性日（AB）

班及乘務隨車制等輪班制度。

表 4　臺鐵局、臺北捷運公司及台灣高鐵公司 近
4 年度營運量值概況

表 5　臺鐵局 105 至 107 年度超時工作報酬占員工
薪資概況

        年度

項目

104 年度

決算

105 年度

決算

106 年度

決算

107 年度

決算

臺鐵局

客運收入

（千元）
18,256,200 18,126,469 18,132,149 17,853,724

延人公里

（千人公里）
11,114,977 10,967,847 11,016,324 10,864,841

平均費率

（元）
1.64 1.65 1.65 1.64

臺北捷

運公司

客運收入

（千元）
15,651,875 16,086,224 16,174,579 16,559,721

延人公里

（千人公里）
5,880,980 6,016,179 6,039,704 6,201,186

平均費率

（元）
2.66 2.67 2.68 2.67

台灣高

鐵公司

鐵路運輸收入

（千元）
38,831,049 39,433,807 42,221,888 44,098,796

延人公里

（千人公里）
9,654,961 10,488,340 11,103,359 11,558,787

平均費率

（元）
4.02 3.76 3.80 3.82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查詢網；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年度報告書。

單位：千元

105 年度決算 106 年度決算 107 年度決算

正式員額及臨時人

員薪資
6,699,405 7,054,974 7,860,268

超時工作報酬

（含值班誤餐費）
1,673,264 1,800,144 1,944,086

超時工作報酬占薪

資比率（％）
24.98 25.52 24.73

資料來源：臺鐵局各年度決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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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8 年 6 月底，需輪班之員

工計 8,570 人，占員工人數約

56％。

（一）員工超時工作報酬占員

工薪資比重偏高

臺 鐵 局 105 至 107 年

度超時工作報酬占員工薪資

比重平均約 25.1 ％（上頁

表 5），與其他國營事業相

比較，所占比率偏高（台電

及中油 107 年度比率分別為

13.8％及 15.6％），主要係

車長、司機員及辦理路線養

護與車輛檢修等人力不足所

致。為因應該局人力需求，

行政院雖於 107 年 1 月同意

於 107 至 109 年度分 3 階段

核增該局員額計 2,818 人，

惟因增聘員工多於 107 年度

10 月陸續報到並接受訓練

中，107 年度員工超時工作

改善情況尚不明顯。

（二）服務年資偏兩極化

臺鐵局屬勞力密集事

業，與鐵路運輸相關之車輛

駕駛、車種檢修、路線養護

與電力號誌等設備之維修，

均依靠員工之專業技術及其

多年累積的經驗。至 108 年

6 月底，臺鐵局服務年資未

滿 10 年之員工占 55.66％、

服務年資滿 20 以上之員工占

29.33％（表 6，其中工務及

電務年資未滿 10 年之員工占

該單位員工逾 61％），相較

於服務年資介於 10 至 20 年

之員工占 15.01％，該局服務

年資偏兩極化。鑑於該局為

成立逾百年之事業機構且車

輛駕駛及設備養修之技術著

重個人經驗銜接，目前員工

半數以上年資未滿 10 年，未

來資深員工逐漸退離後，恐

面臨高階人才斷層及部分專

業技能與經驗無法完整傳承

之情況。

三、固定資產建設計畫因

招標作業延宕影響執

行進度

臺鐵局固定資產建設計

表 6　臺鐵局員工服務年資分布概況

單位：％

服務年資
運務處

人數比率

工務處

人數比率

機務處

人數比率

電務處

人數比率

全局

人數比率

未滿 5 年者 38.60 40.79 31.52 39.54 35.66

5 －未滿 10 年 20.05 21.40 19.15 21.51 20.00

10 －未滿 15 年 6.93 10.38 8.86 10.16 8.74

15 －未滿 20 年 4.68 7.12 6.69 8.21 6.27

20 －未滿 30 年 18.19 16.46 21.32 13.29 19.22

30 －未滿 40 年 10.33 3.68 10.88 6.61 8.97

40 年以上 1.22 0.17 1.58 0.68 1.14

合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資料來源：臺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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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包括車輛購置、行車安全、

立體化、汰舊及轉型，提高鐵

路運輸服務品質等，105 及 106

年度固定資產建設計畫預算執

行率低於 30％，其中專案計畫

執行率均不及 24％，一般建築

及設備計畫亦未達 60％；107

年度執行率為 87.96％（表 7）。

臺鐵局專案計畫及一般建

築及設備計畫執行進度落後，

招標作業延宕為其主要原因之

一（表 8）。另該局近 3 年度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逾 2 次以

上之招標案件逾 50 件，其中，

無人投標或投標廠商未達法定

家數致流標之次數占招標總次

數逾 7 成，部分案件招標次數

逾 4 次以上。

四、材料種類繁多，管理

待加強

臺鐵局車種繁多，為確保

行車安全，車路設備維修所需

材料管理益形重要，該局材料

管理系統至 107 年底結存材料

約 1.7 萬餘項計 32.3 億元，其

中機務檢修車輛相關之配件約

單位：億元；％

項目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可用

預算數
決算數 執行率

可用

預算數
決算數 執行率

可用

預算數
決算數 執行率

合計 221.53 65.87 29.73 278.96 81.62 29.26 228.60 201.08 87.96

專案計畫 165.13 38.43 23.27 233.32 55.57 23.82 180.59 167.21 92.59

一般建築及

設備計畫
 56.40 27.44 48.65  45.64 26.05 57.08  48.01 33.87 70.55

資料來源：臺鐵局各年度決算書。

表 7　臺鐵局 105 至 107 年度固定資產建設計畫
預算執行情形

表 8　臺鐵局專案計畫因採購招標作業延宕致執行
進度落後概況

計畫名稱 執行進度落後原因

鐵路行車安全改善

六年計畫（104 至

111 年）

105 年度：（當年度預算 47 億元、可用預算 47 億元，

　　　　　執行 6 億元）

　車電機及行車監視系統，無廠商投標及流標等因素。

106 年度：（當年度預算 37 億元、可用預算 79 億元，

　　　　　執行 24 億元）

　1. 第三雙溪及新社橋改建工程資格標無合格廠商。

　2. 電梯、電扶梯統包工程委託專案管理及電聯車電機

　　系統更新案等多次流標。

臺鐵整體購置及汰

換車輛計畫（104
至 113 年）

105 年度：（當年度預算 14 億元、可用預算 16 億元，

　　　　　執行 0.04 億元）

　1.因採用異質採購 低標方式辦理，評選作業較費時。

　2. 部分車輛採購案開價格標，因廠商報價超過底價而

　　廢標。

106 年度：（當年度預算 56 億元、可用預算 72 億元，

　　　　　執行 0.01 億元）

　配合工程會政策改採 有利標決標方式，因辦理遴選

評選委員等事項，致影響招標時程。

資料來源：臺鐵局各年度決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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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萬餘項計 18.7 億元，分別

占全局項數及金額約 67％及

58％（表 9）。

該局因材料種類繁多，爰

工務、電務及機務單位將部分

材料列為「行車關鍵性材料」，

並設定請購點（機務）及安全

存量（工務及電務），以加強

管 理。 該 局 108 年 6 月 計 有

逾 200 項行車關鍵性材料，惟

其中部分行車關鍵性材料庫存

量低於請購點或安全存量之數

量，其安全存量管理未落實。

另該局材料管理系統僅應用於

材料採購、驗收、領用及庫存

等管理，並未連結後續材料於

檢修等各項作業之使用情形，

致安全存量無法精準估算，易

發生備料不足或存料過高情

事，材料管控有待加強。

肆、檢討建議方向

一、檢討合理票價，強化

資產開發效益，改善

財務狀況

鐵路運輸票價自 84 年迄

今未調整，導致臺鐵局連年處

於虧損及短期債務逐年攀升，

至 107 年底帳列短期債務 1,245

億元及累積虧損 1,154 億元，

宜積極進行合理票價檢討之相

關作業，避免造成投入建設越

多、虧損反而加劇之情形。

該局為改善債務情形，規

劃以所轄資產活化作為償債財

源，並於 108 年 3 月成立資產

開發中心，宜請該局積極辦理，

對於涉及與地方政府合作開

發，應加強溝通取得有利之開

發效益，俾利財務結構之改善。

二、善用資訊科技設備，提

高人力運用效率，改善

員工超時工作情況

臺鐵局肩負鐵路運輸安

全，相關駕駛、車輛設備維護

表 9　臺鐵局 107 年底材料結存概況

單位：千元

項目 項數
項數比

（％）
金額

金額比

（％）

普通物品（如燃料等） 1,026 5.98 100,732 3.12

機車車輛 11,562 67.44 1,869,591 57.84

動力裝置（如汽鍋及電車線等） 1,404 8.19 264,987 8.20

電料（如電力傳輸應用材料等） 1,011 5.90 84,603 2.62

工具及機廠物品（如機械工具等） 578 3.37 4,260 0.13

路線材料及設備（如鋼軌及軌枕等） 1,073 6.26 802,042 24.81

建築材料（如基椿及磚瓦鋼筋等） 439 2.56 24,062 0.74

雜項 51 0.30 82,023 2.54

合計 17,144 100.00 3,232,300 100.00

資料來源：臺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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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及事故搶修均需倚重員工之技

術及經驗。鑑於該局仍高度依

賴人工作業及個人經驗傳承，

惟現行員工年資偏兩極化，爰

建議應建立完整維修管控的標

準作業流程、車輛性能及維修

養護過程履歷等資料庫，並妥

適規劃人力調度，以確實改善

員工超時工作情況。

另該局近期規劃辦理智慧

化車輛運用及乘務員排班系統

建置、電子郵件與電腦網域整

合系統升級，與電子定期票、

四卡合一及站務員處理機採購

等資通訊計畫，建議該局應儘

速辦理前述各項資訊科技設備

建置，並妥善應用，改善作業

流程，提高人力運用效率及提

升運輸服務品質。

三、強化招標發包作業，

妥善規劃進度，提高

執行績效

臺鐵局辦理工程及採購案

件執行落後，部分係招標過程

因數次流標、廢標、相關技術

細節及規範審查繁複、發包程

序遇疑義、修訂規範等事項，

延宕決標時程所致。建議該局

宜將各項招標延宕案例彙整歸

類，並檢討分析研議因應策略

供爾後執行參考，以積極改善

及縮短招標發包作業期間；加

強教育訓練，並參酌過去招標

作業及經費支付等實際執行情

形，妥善管控工程進度編列預

算，並積極辦理前置作業、採

購施工及驗收付款，以提高執

行績效。

四、加強材料管理，建置

整合系統，管控材料

及維修完整流程

臺鐵局應加強材料管理，

並就「行車關鍵性材料」與安

全存量及其管控方式等，具體

定義、規範並確實執行，以具

體掌握材料供應狀況。另鑑於

該局用於車輛維修之材料種類

繁多，應儘速建置設備維修管

理資訊系統，使材料管理能及

時整合各項維修規劃、進度及

完修時程等資訊，以提高材料

及維修管控效能。

伍、結語

臺鐵局承擔環島內陸運輸

重任，建構安全、準確及舒適

之運輸環境為其首要目標。為

達目標，該局應積極完備鐵路

運輸系統，並應盡力與社會溝

通，達成適度調整票價的共識，

改善財務狀況，同時加強材料

管控及各項計畫之執行，以提

升運輸服務之安全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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