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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審計部函報：稽察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

執行「台鐵東線購置城際及區間客車計畫」

等 5 項購車計畫，似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

情事乙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據審計部函報，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下稱台

鐵局)為汰換逾齡機車及車輛，確保行車安全、節省維修

費用及規劃未來轉型為都會區捷運化增加鐵路運能、提

昇鐵路服務品質，自民國(下同)92 年起陸續執行「台鐵

東線購置城際及區間客車計畫」、「台鐵汰換機車(客貨

兩用)及貨車計畫」、「因應台鐵台北站月台移撥高鐵使

用購置區間電聯車 112 輛計畫」、「台鐵都會區捷運化

暨區域鐵路先期 60 輛及後續 176 輛建設計畫」及「台鐵

內灣支線改善計畫及台鐵沙崙支線計畫(合計代購 28 輛)

」等 5 項購車計畫，總經費新台幣(下同)358.56 億元，

其中僅「購置城際電聯車 96 輛之首批 48 輛」及「購置

區間電聯車 160 輛」，已全數交車並投入營運外，其餘

各計畫項下購車案執行進度落後，目前台鐵局研擬修正

「台鐵整體購置及汰換車輛計畫(2001~2014 年)」陳報

行政院核定中。案經本院函請交通部及台鐵局提供相關

卷證資料，業經調查竣事，茲將調查意見綜整如次： 

一、台鐵局執行「台鐵東線購置城際及區間客車計畫」等

5 項購車計畫，對於車輛採購需求評估未盡覈實，原

訂購車計畫亦未建立評估及替代機制，應予確實檢討

改進。 

(一)本案係審計部函報，台鐵局於 92 年至 96 年期間陸

續報經行政院核定「台鐵東線購置城際及區間客車

計畫」等 5 項購車計畫，總經費為 358.56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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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核台鐵局辦理車輛需求評估等作業，未詳實評估

旅客運量，而高估車輛需求數；調降客座利用率，

將不利於投資效益之達成；未將更新及改造後所增

加車輛之耐用年限，納入減緩車輛淘汰數考量；已

購車輛未依原訂計畫路線行駛，致評估車輛需求數

未盡覈實等缺失。 

１、未詳實評估旅客運量，而高估車輛需求數：「台

鐵東線購置城際及區間客車計畫」係以預測 90

年至 98 年之運量、假日尖峰運量、現有車輛數

及車輛淘汰計畫等因素，評估尚需增購 180 輛城

際客車及 154 輛區間客車。惟 95 年 6 月 16 日國

道 5 號雪山隧道通車，確實對東部幹線旅客運量

產生影響，此由台灣鐵路統計 96 年報及 97 年 12

月報資料可知，94 年至 97 年之實際旅客運量達

成率 (實際客運量÷預測客運量 )分別為 96.42

％、90.05％、81.00％及 75.94％，實際旅客運

量呈現逐年下滑趨勢，顯見「台鐵東線購置城際

及區間客車計畫」高估旅客運量。 

２、調降客座利用率，將不利於投資效益之達成：依

93 年至 97 年台灣鐵路統計年報及月報所載，實

際客座利用率帄均值為 61.36％，另據台鐵局修

正整體購車需求資料，預估 105 年之客座利用率

更調降為 46.07％，顯示目前經行政院核定之各

購車案，於車輛完成購置後，將面臨客座利用率

偏低之情形，不利於投資效益之達成。 

３、未將更新及改造後所增加車輛之耐用年限，納入

減緩車輛淘汰數考量：台鐵局於 90 年至 96 年

間，已耗資 36 億 7,077 萬餘元，辦理「復興號

客車改造為莒光號客車 59 輛工程」等 27 件採購

案，進行車輛相關設備之維修更新及改造，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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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輛，惟評估「依法定使用年限預估至 105 年

淘汰輛數」時，並未考量設備維修更新及改造案

所增加車輛之耐用年限。 

４、已購車輛未依原訂計畫路線行駛：台鐵局於 94

年 6 月辦理「購置區間電聯車 160 輛」，其中「台

鐵東線購置城際及區間客車計畫」項下 100 輛

車，有 28 輛車移至西部縱貫線使用，核與原規

劃之營運行駛路線不符。 

(二)詢據台鐵局查復略以： 

１、95、96 年間歷經雪隧通車及開放大客車、高鐵通

車、高捷通車，確實對台鐵旅客運量產生影響，

惟台鐵局亦極力提升競爭力，採行各項創新作

為，以力求提升運量，增益營收，故 97 年客運

人數大幅增為 179 百萬人次(96 年為 170 百萬人

次)，增幅為 5.29％，而 98 年 1 月至 2 月亦未受

大環境景氣不佳之影響，運量仍然增加 1.68 百

萬人次，增幅為 6.28％。 

２、交通運輸業有其季節性及方向性，台鐵局在未採

取價格競爭策略與高鐵及國道客運惡性削價競

爭之劣勢下，車輛之運用在離峰時段(如帄日週

一至週四)固然客座利用率較低，惟遇週五至週

日台鐵對號列車利用率則偏高，以西線自強號為

例，週日尖峰班次甚至高達 120％，假日期間都

會區亦出現大批人潮，擁擠程度較帄日更為嚴

重，故雖全力加開列車，仍無法滿足旅客所需。

因運輸業尖離峰差異極大，故 93 年至 97 年實際

客座利用率帄均值雖為 61.36％，應屬合理。又

考量高鐵及國道 5 號通車之影響，預測 105 年城

際列車客座利用率將由 63.44％降至 56.75％，

而實施都會區捷運化，區間列車客座利用率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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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1％增至 54.08％，整體客座利用率預估將可

維持 55.12％。 

３、90 年至 96 年間辦理車輛設備維修更新及改造

案，僅為車輛局部更新、改善或改造，其功能性

在於配合旅運需求，提升行車安全及提高服務品

質，故並未納入減緩車輛淘汰數考量。 

４、為提高車輛運用效率及列車編組需要，便利將花

蓮與台東間旅客轉乘接駁至西部幹線車站，購置

區間電聯車中之 28 輛，係為東西線跨線及混合

使用，同時作為解決假日東線一票難求，加開花

蓮往返台北，及考量雪隧擁擠加開蘇澳(宜蘭)往

返台北直達車使用，嗣花東線電氣化工程進度，

再逐步調整東線及西線電聯車配置。 

５、台鐵局迄 97 年 6 月底止，近十幾年內雖新購 860

輛客車，同時亦執行逾齡老舊客車淘汰計畫，故

自 80年以來，已淘汰 568輛；現有城際客車 1,291

輛，區間客車 827 輛，計 2,118 輛，各級客車法

定使用最低年限為 30 年，扣除逾齡老舊車輛 963

輛，屆至 105 年客車實有輛數計 1,155 輛，故較

現有輛數約減少 54.5％，故亟須增購新車。 

(三)本案「台鐵東線購置城際及區間客車計畫」等 5 項

購車計畫，原分屬不同計畫名稱及購車內容，預定

購車及交車期程不一，經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97

年 1 月 4 日針對項下部分修正計畫，函示「為因應

台鐵局轉型為都會區捷運角色之營運需求，請研擬

未來購車計畫」之審議結論，本案 5 項購車計畫遂

整併修正為「台鐵整體購置及汰換車輛計畫」。參

據台灣鐵路統計年報所載資料，台鐵局對於車輛採

購需求之評估，確有未盡覈實之失；復查原訂各項

購車計畫係以預測 90 年至 98 年之運量為基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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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未建立旅次評估及車輛運用之替代機制，而且對

於整體運輸環境及國際軌道市場需求變化，亦未有

因應措施，致修正計畫自 97 年 3 月 4 日起遲未奉

核，應予確實檢討改進。 

二、台鐵局辦理相關採購招標作業延宕，實應考量特殊巨

額採購之規格、製程、供應及使用性質之特性，允宜

專責控管類如軌道車輛之採購期程。 

(一)本院曾於 89 年間調查台鐵局年年虧損，經營績效

過低，亟待檢討改善案，提出交通部暨所屬台鐵局

應檢討改進意見略為：「台鐵局未妥適考量採購方

式，致車種廠牌繁多，復因車輛日益老化，運用及

維修不易，影響行車運轉及維修效率；交通部應督

促並協助台鐵購車計畫及經費，以加速老舊車輛汰

換及簡化車種。…交通部應加速推動宜蘭及花東地

區鐵路相關建設，台鐵局並應配合調整列車排班與

旅客轉乘時點，俾益東部地區民眾交通便利及地區

之繁榮。」又於 97 年間調查台鐵局辦理「空調客

車設備更新工程」，提案糾正略以：「台鐵局相關

人員涉嫌勾結廠商進行綁標，於車廂內裝板材規範

中指定特定廠牌，不當限制競爭，並於開標前提供

廠商規範及開標後收取廠商賄款…合約制定、招標

作業及監造履約等過程中，核有諸多違反政府採購

法等情，相關人員缺乏採購專業訓練，均有重大違

失。」合先敘明。 

(二)綜整本案 5 項購車計畫，主要項目為辦理採購傾斜

式電聯車 96 輛、傾斜式柴聯車 84 輛、通勤電聯車

502 輛及機車 50 輛，惟截至 98 年 8 月 31 日止，已

購車輛僅有傾斜式電聯車 48 輛及通勤電聯車 160

輛；惟尚未完成採購車輛，計有傾斜式電聯車 48

輛、傾斜式柴聯車 84 輛、通勤電聯車 342 輛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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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50 輛，顯見台鐵局未嚴格管控購車計畫辦理期

程，造成進度落後，而無法確保行車安全、節省維

修費用及增加鐵路運能，且難以提昇服務品質等預

期效益。 

(三)詢據交通部查復略以：「台鐵局均已依『行政院所

屬各機關年度施政計畫管制作業要點』，辦理各計

畫案之年度施政計畫作業管制、執行情形填報、作

業計畫修正，並配合政府有限資源及經費、政策需

要，採取審慎作為，以防範未然，依法定程序陳報

計畫修正。」有關採購招標作業延宕事宜，詢據台

鐵局查復，「工業合作規範」擬定、立法院預算審

議、是否適用國籍船舶運送業承運、廠商投標資格

釋疑及廠商無意願投標等不可抗力之因素；且若依

原核定預算辦理，將無法達成原購車數量及車輛品

質目標云云。 

(四)惟按政府採購法第 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機

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帄合理為原則

，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辦理採購

人員於不違反本法規定之範圍內，得基於公共利益

、採購效益或專業判斷之考量，為適當之採購決定

。」明定各機關辦理採購，對待廠商之無差別待遇

原則，且契約之訂定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帄合理

為原則。是以，在國際環保意識高漲，永續交通節

能治碳已成全球趨勢，台鐵局實應考量特殊巨額採

購之規格、製程、供應及使用性質之特性，考量軌

道車輛市場行情，妥適訂定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及

招標文件，避免不當限制競爭情事，以吸引較多廠

商參與競標，增加購車計畫案之決標機會，並允宜

專責控管類如軌道車輛之採購期程，以簡化車種、

降低採購成本及加速老舊車輛汰換，俾益東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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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交通便利及地區之繁榮。 

參、處理辦法： 

一、影附調查意見函請行政院轉飭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

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二、影附調查報告全文函復審計部。 

三、調查意見於本院全球資訊網對外公布。 

四、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處理

。 

 

 

 

調查委員： 

 

 

 

中 華 民 國 9 8 年 1 0 月  1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