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鐵路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規則修正總說明 
鐵路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自六十九年八月

二十日訂定發布，迄今已修正六次，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九年二月四日

修正發布。鑑於鐵路法(以下簡稱本法)一百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

，第四條修正明定交通部鐵道局監理權責及本規則授權依本法第五十六

條之四監理實務均已由交通部鐵道局執行，另為強化行車人員監理作為

經通盤檢討本規則現行條文後，爰修正包括本規則條文所涉監理事項之

辦理機關、行車人員之定義使依其職務特性合理歸類並確保涉運轉安全

之主要人員均能納入行車人員管理，並增訂相關訓練規定以強化鐵路機

構對人員之技能訓練。本次共計修正二十二條，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 為使行車人員能依其職務特性合理歸類，爰修正部分行車人員相關

定義及增訂鐵路機構應將相關人員歸類報核規定。（修正條文第二

條） 

二、 配合本法第四條規定監督管理等相關業務由交通部鐵道局執行，且

現行實務本規則即為交通部鐵道局辦理之監理事項，修正本規則監

督管理辦理機關為交通部鐵道局。（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九條、第

十六條至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 

三、本規則於一百零一年三月十九日即已規定駕駛人員均應經適性檢查

合格，爰修正已擔任鐵路行車人員視為適性檢查合格之適用期間，

另因應本次修法擴大行車人員範圍，前已擔任維修檢查人員者，視

為派任前之體格檢查及技能檢定合格。(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 參考航空人員體格檢查標準，依人員分類，將行車人員體格標準分

為甲、乙、丙三類體位，並明定甲、乙類體格檢查項目與合格基準

，丙類則由鐵路機構自行訂定。(修正條文第四條至第七條) 

五、為明確規範行車人員體格檢查不合格者，應立即暫停或調整其職務

，爰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十條) 

六、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包括站務人員於就地行車設備處所執行正線

進路控制及於站內執行行車運轉、列車防護、號訊控制兩類，依職

務特性訂定不同技能檢定項目。(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七、配合維修檢查人員定義修正，依其特性修正技能檢定項目。(修正條

文第十五條) 

八、為完整規範鐵路機構各車種可操作車型之分類，由鐵路機構擬訂後

報請交通部鐵道局核定。(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九、 為確保行車人員持續具備專業技能，增訂有關暫停職務一段時間後

，再派任行車人員工作前之相關訓練或鐵路機構認為有必要時實施

臨時技能檢定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十、為確保持續提升行車人員所需專業技能並於新增機車車輛及號誌設

備投入營運前行車人員具備相關專業知識，增訂鐵路機構應對其行

車人員施予在職訓練與必要訓練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十一、考量調查作業實務需求及鐵路機構資料保存問題，人員相關紀錄

保存期限修正為新進及最近七年。(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鐵路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規則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鐵路法第

五十六條之四第三項規定

訂定之。 

第一條 本規則依鐵路法第

五十六條之四第三項規定

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鐵路行車人員包括

下列人員： 

一、駕駛人員：在列車或

車輛上擔任駕駛工作

之人員。 

二、行控人員: 於鐵路中

央行車控制設備之處

所執行列車或車輛進

路控制、行車保安、

電力調度、列車或車

輛運用調度、設施監

控、運轉整理等行車

控制作業之人員。 

三、乘務人員：於列車上 

執行列車防護、軔機

操作或運轉號訊控制

作業之人員。 

四、站務人員：於鐵路就

地行車控制設備之處

所執行正線進路控制

，或於場、站內執行

行車運轉、列車防護

、號訊控制作業之人

員。 

五、維修檢查人員：於正

線執行軌道維修、電

車線路維修、運轉保

安設備維修作業結束

後之檢查人員，或客

貨用機車車輛軔機、

第二條 鐵路行車人員包括

下列人員： 

一、駕駛人員：在列車或

車輛上擔任駕駛工作

之人員。 

二、行控人員：於鐵路中

央行車控制設備之處

所執行列車或車輛進

路控制、行車保安、

電力調度、設施控制

、運轉整理等行車控

制作業之人員。 

三、乘務人員：於列車上

執行列車防護、軔機

操作或運轉號訊控制

作業之人員。 

四、站務人員：於站內執

行行車運轉、列車防

護、號訊控制作業之

人員。 

五、維修人員：於正線維

修作業現場執行行車

運轉、列車防護、號

訊控制作業之人員。 

一、現行條文係依人員工作

地點與職務內容定義行

車人員，按現行實務，

部分職務特性類似之人

員依本條規定將分別歸

屬於不同類之行車人員

。為確保鐵路機構能依

各類人員職務特性，合

理歸類各行車人員，俾

依其職務內容實際所需

施行相關訓練、檢定、

檢查及管考，爰參考國

內各鐵路機構行車人員

及職務內容，檢討修正

相關定義。 

二、考量行控中心完整健全

之功能應包含負責協助

駕駛進行列車或車輛故

障排除與安排救援車輛

等人員，如高鐵之列車

運用控制員及臺鐵之機

車調度員，故增訂辦理

「列車或車輛運用調度

」作業之人員。至現行

條文所稱設施控制應包

含正線設施之監視與控

制，爰調整為設施監控

。 

三、考量現行實務，各鐵路

機構於站、場皆有執行



轉向架、全車維修作

業結束後之檢查人員

。 

鐵路機構應將前項各

款人員之職務歸類及其

工作內容報交通部鐵道

局備查，變更時亦同。 

 

就地相關行車控制作業

之人員(例如當中央行

車控制設備失效時，於

備有就地行車控制設備

之場站，相關人員得暫

以就地控制設備進行行

車監控)，如：高鐵之車

站列車控制員及已納入

行控人員管理之基地控

制員；臺鐵之值班站長

、可替代值班站長之適

任人員(運轉員)以及涉

正線進路控制之場或站

之號誌員等，爰於修正

條文第一項第四款增訂

「於鐵路就地行車控制

設備之處所執行正線進

路控制」，俾以明確定義

並適當區分其他站務人

員。 

四、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五款

維修人員係指於正線上

之維修現場負責行車運

轉安全防護之人員。為

提升整體維修品質，強

化對正線之維修作業之

監理，並基於維修人員

種類繁多，將涉及正線

維修品質之關鍵人員納

入行車人員管理，爰第

五款維修人員定義修正

於正線執行軌道、電車

線路、運轉保安設備維

修作業結束後之檢查人

員；另依運安會對臺鐵

重大事故建議事項，考



量車輛檢修作業甚為重

要，為加強對車輛檢查

員之監理，爰於修正條

文第一項第五款增訂「

客貨用機車車輛軔機、

轉向架、全車維修作業

結束後之檢查人員」，即

上開機車車輛關鍵系統

完成維修後、核准其上

線營運之檢查人員。其

他實際從事維修作業之

人員，則由鐵路機構另

依本法第五十六條之四

就其維修專業技能自行

訓練、認證與管理。至

現行條文規範正線上之

維修現場負責行車運轉

安全防護之人員，則回

歸由鐵路機構自訂之維

修作業相關程序予以規

範。另本次修正為與「

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

路監督實施辦法」第十

九條之「維修人員」有

所區別，並與上述人員

定義相呼應，爰改為「

維修檢查人員」。 

五、各鐵路機構行車人員之

定義、職稱及實際工作

內容多元，為利鐵路機

構確實依各類人員職務

需求進行訓練檢定與管

理，並利行車人員監理

，增訂修正條文第二項

鐵路機構應提供其行車

人員歸類及工作內容等



相關文件之規定。 

第三條 鐵路機構應指派經

體格檢查及技能檢定合格

之人員擔任行車人員。客

貨車駕駛人員、維修工程

車駕駛人員、車輛調動機

駕駛人員並應經適性檢查

合格。 

      前項適性檢查之執行

方式、項目及合格基準，

由鐵路機構依鐵路特性訂

定，報請交通部鐵道局備

查後實施。 

依第一項規定應經適

性檢查合格人員，已依本

規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

三月十九日修正施行前規

定擔任鐵路行車人員者，

視為適性檢查合格。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

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修正施

行前已擔任第二條維修檢

查人員者，視為第一項規

定之首次派任前體格檢查

及技能檢定合格。 

第三條 鐵路機構應指派經

體格檢查及技能檢定合格

之人員擔任行車人員。客

貨車駕駛人員、維修工程

車駕駛人員、車輛調動機

駕駛人員並應經適性檢查

合格。 

      前項適性檢查之執行

方式、項目及合格基準，

由鐵路機構依鐵路特性訂

定，報請交通部備查後實

施。 

      依第一項規定應經適

性檢查合格人員，已依本

規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

二月四日修正施行前規定

擔任鐵路行車人員者，視

為適性檢查合格。 

一、配合本法第四條監督管

理機關之修正及現行實

務作法，將現行條文第

二項「交通部」修正為

「交通部鐵道局」。 

二、依本規則於一百零一年

修正發布之第十八條已

明定「於本規則一百零

一年三月十九日修正實

施前，擔任鐵路行車人

員者，視為適性檢查合

格」，爰一百零一年三月

十九日至一百零九年二

月四日間，擔任行車人

員者，按當時法規規定

即應經適性檢查合格，

為避免誤解，修正現行

條文第三項之適用時機

。 

三、依本規則第二條修正後

納入之維修檢查人員，

為免造成鐵路機構行車

人員適任與合法性問題

，且法原則應不溯及既

往，新增第四項，原已

擔任檢查維修人員者，

視為派任前體格檢查及

技能檢定合格，惟後續

仍應依規定經每三年至

少一次之技能檢定與體

格檢查合格。 

第四條  鐵路行車人員體

格標準分為甲類、乙類及

丙類體位，其適用對象如

下：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現行航空人員體格

檢查標準依人員分類，

增訂體格標準分為三類



  一、甲類體位： 

（一）駕駛人員。 

（二）行控人員。 

（三）乘務人員。 

  二、乙類體位：於鐵路就 

地行車控制設備之處   

所執行正線進路控制 

之站務人員。 

三、丙類體位： 

（一）第二款以外之站

務人員。 

（二）維修檢查人員。 

及各類適用之行車人員

。 

第五條 甲類體位鐵路行

車人員體格檢查項目及

合格基準如下： 

一、聽力：左右耳不用助

聽器收聽五百、一千

及二千赫頻率之信號

時，聽力皆平均在四

十分貝以下。 

二、視力：兩眼辨色力正

常、無斜視，且兩眼

矯正視力均在零點八

以上。但駕駛人員兩

眼矯正視力均在一點

零以上。 

三、無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慢性酒精中毒。 

（二）施用毒品、藥物 

成癮。 

（三）發育不全或骨骼 

肌肉畸型，足以 

妨礙工作。 

（四）法定傳染病患。 

但經醫師臨床診

斷，確認無影響

第四條 鐵路行車人員體格

檢查項目及合格基準如下

： 

一、聽力：不用助聽器收

聽五百、一千及二千

赫頻率之信號時，任

一耳聽力平均在四十

分貝以下。 

二、視力：兩眼辨色力正

常、無斜視，且兩眼

矯正視力均在零點八

以上。但駕駛人員兩

眼矯正視力均在一點

零以上。 

三、無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慢性酒精中毒。 

（二）施用毒品。 

（三）藥物成癮。 

（四）發育不全或骨骼

肌肉畸型，足以

妨礙工作。 

（五）法定傳染病患。

但經醫師臨床診

斷，確認無影響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增

訂體格標準分類，將現

行條文第四條之合格基

準，修正為甲類體位之

合格基準。 

三、按現行實務經驗，常有

對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

款「任一」耳聽力，誤

解為兩耳分貝加總之平

均，或其中一耳達標準

即可，爰參考「航空人

員體格檢查標準」第三

十六條乙類體位標準：

「……左右耳不用助聽

器收聽五百或一千或二

千赫頻率之信號時，聽

力應在四十分貝以下」

之語法修正文字，明定

為「左右耳」均需符合

標準。 

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二條：「本條例所稱毒

品，指具有成癮性、濫



行車安全者，不

在此限。 

（五）心理精神異常、 

語言、知覺、運

動或智能等機能

障礙或癲癇症等

發作性神經系疾

病。 

（六）肌腱異常及骨膜

關節等慢性疾病

患。 

（七）平衡機能顯著障

礙。 

（八）患有高血壓或心

血管疾病，經臨

床診斷不能勝任

緊急事故應變。 

（九）患有其他足以妨

礙工作之疾病。 

      鐵路機構得依行車需

求，就前項各款訂定更嚴

格之基準，或增訂前項各

款以外之體格檢查項目及

基準。 

行車安全者，不

在此限。 

（六）心理精神異常、

語言、知覺、運

動或智能等機能

障礙或癲癇症等

發作性神經系疾

病。 

（七）肌腱異常及骨膜

關節等慢性疾病

患。 

（八）平衡機能顯著障 

      礙。 

（九）患有高血壓或心 

      血管疾病，經臨

床診斷不能勝任

緊急事故應變。 

（十）患有其他足以妨

礙工作之疾病。  

    鐵路機構得依行車需 

求，就前項各款訂定更嚴 

格之基準，或增訂前項各 

款以外之體格檢查項目及 

基準。 

用性、對社會危害性之

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

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

規定，藥毒品應屬同一

類檢查，爰將現行條文

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藥

物成癮移至第二目與施

用毒品併列；另配合修

正後續目次。 

 

第六條 乙類體位鐵路行

車人員體格檢查項目及

合格基準如下： 

一、聽力：不用助聽器收

聽五百、一千及二千

赫頻率之信號時，好

耳聽力平均在四十分

貝以下，差耳聽力平

均在五十分貝以下。 

二、視力：兩眼辨色力正

常、無斜視，且兩眼

矯正視力均在零點八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增

訂體格合格標準分類，

新增乙類人員體格檢查

項目及合格基準。 

三、聽力項目合格基準參考

航空及捷運行車人員聽

力標準，並考量職務需

求，爰規定不用助聽器

好耳聽力平均應在四十

分貝以下，差耳聽力平

均應在五十分貝以下。 



以上。 

三、無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慢性酒精中毒。 

（二）施用毒品、藥物 

成癮。 

（三）發育不全或骨骼 

肌肉畸型，足以 

妨礙工作。 

（四）法定傳染病患。 

但經醫師臨床診

斷，確認無影響

行車安全者，不

在此限。 

（五）心理精神異常、 

語言、知覺、運

動或智能等機能

障礙或癲癇症等

發作性神經系疾

病。 

（六）肌腱異常及骨膜

關節等慢性疾病

患。 

（七）平衡機能顯著障

礙。 

（八）患有高血壓或心

血管疾病，經臨

床診斷不能勝任

緊急事故應變。 

（九）患有其他足以妨

礙工作之疾病。 

      鐵路機構得依行車需

求，就前項各款訂定更嚴

格之基準，或增訂前項各

款以外之體格檢查項目及

基準。 

 

第七條  丙類體位檢查項  一、本條新增。 



目及合格基準由鐵路機

構訂定報交通部鐵道局

備查後實施。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

增訂體格合格基準分類

，另考量維修檢查人員

類別較多，各鐵路系統

之各職務特性所需體格

狀況不同，爰增訂丙類

體位檢查項目及合格基

準由鐵路機構自行訂定

。 

第八條 行車人員經派任後

，應依下列規定期限定期

實施體格檢查： 

  一、駕駛人員每年至少檢   

查一次。但年逾六十

歲者，每半年至少檢

查一次。 

  二、行控人員每年至少檢 

      查一次。 

  三、前二款以外之行車人 

員每三年至少檢查一

次。 

      除前項定期檢查外，

鐵路機構認為於行車人員

健康情形異常或其他必要

情況時，應實施臨時檢查

。 

第五條 行車人員經派任後

，應依下列規定期限定期

實施體格檢查： 

  一、駕駛人員每年至少檢   

查一次。但年逾六十

歲者，每半年至少檢

查一次。 

  二、行控人員每年至少檢

查一次。 

  三、前二款以外之行車人 

員每三年至少檢查

一次。 

      除前項定期檢查外，

鐵路機構認為於行車人員

健康情形異常或其他必要

情況時，應實施臨時檢查

。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九條 鐵路行車人員之體

格檢查應由公立醫院、衛

生福利部評鑑合格之教學

醫院或報經交通部鐵道局

同意之醫療機構施行。 

第六條 鐵路行車人員之體

格檢查應由公立醫院、衛

生福利部評鑑合格之教學

醫院或報經交通部同意之

醫療機構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第四條監督管

理機關之修正及現行實

務作法，將現行條文「

交通部」修正為「交通

部鐵道局」。 

第十條 鐵路行車人員之體

格檢查不合格者，鐵路機

構應即暫停或合理調整其

職務，保障其就業權利。 

第七條  鐵路行車人員之體

格檢查不合格者，鐵路機

構應暫停或合理調整其職

務，保障其就業權利。 

一、條次變更。 

二、基於行車安全考量，行

車人員應符合法規體格

要求方得執行其職務，



      鐵路行車人員自覺難

以勝任行車工作時，應即

主動請求鐵路機構停止其

勤務。鐵路機構接獲報告

或認有必要時，得洽請符

合前條規定之醫療機構施

行該行車人員身體之全部

或部分之檢查。 

      前項鐵路行車人員重

新執行行車工作前，鐵路

機構應實施體格檢查合格

後，始得派任。 

 

      鐵路行車人員自覺難

以勝任行車工作時，應即

主動請求鐵路機構停止其

勤務。鐵路機構接獲報告

或認有必要時，得洽請符

合前條規定之醫療機構施

行該行車人員身體之全部

或部分之檢查。 

      前項鐵路行車人員重

新執行行車工作前，鐵路

機構應實施體格檢查合格

後，始得派任。 

此為行車人員及鐵路機

構皆應負有之責任，爰

體檢不合格者即不得執

行行車工作，並應於複

檢確認符合標準後始得

再擔任行車人員；實務

上有鐵路機構誤解，待

複檢確認不合格後才需

暫停行車工作，爰於修

正條文第一項明定，體

格檢查不合格時「即」

應暫停行車人員工作，

暫停期間鐵路機構得合

理調整其職務。 

第十一條  駕駛人員技能檢

定項目如下： 

  一、客貨車駕駛人員： 

（一）學科項目： 

   1.鐵路概論。 

2.號誌路線。 

3.鐵路車輛。 

4.檢查維修。 

5.運轉規章。 

6.運轉理論。 

7.鐵路電氣。 

8.作業安全。 

（二）術科項目： 

1.速度觀測。 

2.軔機操作。 

3.軔機以外機器之  

操作。 

4.準點運轉。 

5.緊急應變。 

  二、維修工程車駕駛人員 

      ： 

（一）學科項目：同客   

第八條  駕駛人員技能檢定

項目如下： 

  一、客貨車駕駛人員： 

（一）學科項目： 

1.鐵路概論。 

2.號誌路線。 

3.鐵路車輛。 

4.檢查維修。 

5.運轉規章。 

6.運轉理論。 

7.鐵路電氣。 

8.作業安全。 

（二）術科項目： 

1.速度觀測。 

2.軔機操作。 

3.軔機以外機器之 

操作。 

4.準點運轉。 

5.緊急應變。 

  二、維修工程車駕駛人員 

      ： 

（一）學科項目：同客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貨車駕駛人員測

驗項目。 

    （二）術科項目： 

1.速度觀測。 

2.軔機操作。 

3.軔機以外機器之

操作。 

4.緊急應變。 

  三、車輛調動機駕駛人員  

      或車輛基地內駕駛人  

      員： 

    （一）學科項目： 

1.鐵路概論。 

2.號誌路線。 

3.運轉規章。 

4.鐵路電氣。 

5.作業安全。 

（二）術科項目： 

1.軔機操作。 

2.軔機以外機器之 

操作。 

3.緊急應變。 

貨車駕駛人員測

驗項目。 

（二）術科項目： 

1.速度觀測。 

2.軔機操作。 

3.軔機以外機器之

操作。 

4.緊急應變。 

  三、車輛調動機駕駛人員  

      或車輛基地內駕駛人  

      員： 

（一）學科項目： 

1.鐵路概論。 

2.號誌路線。 

3.運轉規章。 

4.鐵路電氣。 

5.作業安全。 

（二）術科項目： 

1.軔機操作。 

2.軔機以外機器之

操作。 

3.緊急應變。 

第十二條  行控人員技能檢

定項目如下：  

一、學科項目： 

（一）鐵路概論。 

（二）號誌路線。 

（三）鐵路車輛。 

（四）檢查維修。 

（五）運轉規章。 

（六）運轉理論。 

（七）鐵路電氣。 

  二、術科項目： 

（一）行車控制設備與 

指令之操作。 

（二）運轉保安設備操

第九條 行控人員技能檢定

項目如下： 

一、學科項目： 

（一）鐵路概論。 

（二）號誌路線。 

（三）鐵路車輛。 

（四）檢查維修。 

（五）運轉規章。 

（六）運轉理論。 

（七）鐵路電氣。 

二、術科項目： 

（一）行車控制設備與

指令之操作。 

（二）運轉保安設備操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作問題處理。 

（三）行車事故處理。 

參加行控人員技能檢

定者，如已經客貨車駕駛

人員檢定合格，得免除前

項第一款學科項目之檢定

。 

作問題處理。 

（三）行車事故處理。 

參加行控人員技能檢

定者，如已經客貨車駕駛

人員檢定合格，得免除前

項第一款學科項目之檢定

。 

第十三條  乘務人員技能檢

定項目如下： 

  一、學科項目： 

（一）鐵路概論。 

（二）運轉規章。 

（三）運轉理論。 

（四）客運業務。 

（五）作業安全。 

（六）事故處理。 

  二、術科項目： 

（一）列車檢查。 

（二）列車監視。 

（三）緊急應變。 

第十條 乘務人員技能檢定

項目如下： 

  一、學科項目： 

（一）鐵路概論。 

（二）運轉規章。 

（三）運轉理論。 

（四）客運業務。 

（五）作業安全。 

（六）事故處理。 

  二、術科項目： 

（一）列車檢查。 

（二）列車監視。 

（三）緊急應變。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十四條  站務人員技能檢

定項目如下： 

  一、於鐵路就地行車控制

設備之處所執行正線

進路控制之站務人員

： 

（一）學科測驗 

1.鐵路概論。 

2.運轉規章。 

3.作業安全。 

4.事故處理。 

（二）術科測驗： 

1.列車進出站處理。 

2.列車進路控制。 

3.緊急應變。 

  二、第一項以外之站務人

第十一條  站務人員技能檢

定項目如下： 

  一、學科測驗： 

（一）鐵路概論。 

（二）運轉規章。 

（三）作業安全。 

（四）事故處理。 

二、術科測驗： 

（一）列車進出站處理

。 

（二）列車進路控制。 

（三）緊急應變。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修

正站務人員定義，依其

職務特性將現行條文修

正為就地行車控制設備

之處所執行正線進路控

制之站務人員之檢定項

目，並增訂第二項其他

站務人員之檢定項目。 



員技能檢定項目如下

： 

  （一）學科測驗： 

1.鐵路概論。 

2.運轉規章。 

3.作業安全。 

4.事故處理。 

  （二）術科測驗： 

1.調車作業。 

2.緊急應變。 

第十五條  維修檢查人員之

技能檢定至少應包含以下

項目： 

  一、學科項目： 

（一）維修規章。 

（二）作業安全。 

  二、術科項目： 

（一）設施設備檢查及

維修。 

（二）異常狀況處理。 

 

第十二條  維修人員之技能

檢定項目如下： 

  一、學科項目： 

（一）運轉規章。 

（二）維修規章。 

（三）作業安全。 

  二、術科項目： 

（一）設備檢查及故障

處理。 

（二）列車防護及號訊

控制作業。 

（三）緊急應變。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現行條文第二條修

正維修人員之名稱與定

義，維修人員係屬相關

設施設備維修作業之檢

查人員，爰將修正條文

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之

術科檢定項目，修正為

「設施設備檢查及維修

」，第二款第二目修正

為異常狀況處理，並由

鐵路機構依其需求增訂

檢定項目。至其檢定內

容則對應至各檢查維修

專業之設施設備，由鐵

路機構依其特性擬定包

含軌道、電車線路、運

轉保安設備及客、貨用

機車車輛相關設施設備

之檢定內容，並刪除運

轉規章、列車防護、緊

急應變等與維修專業有

異之項目。 

第十六條  第十一條至第十

五條各技能檢定項目，鐵

路機構得視鐵路特性及需

第十三條 第八條至第十二

條各技能檢定項目，鐵路

機構得視鐵路特性及需要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現行條文第八條至

第十二條之條次修正，



要調整，報請交通部鐵道

局核定後實施。 

調整，報請交通部核定後

實施。 

修正條文所述之條次。 

三、配合本法第四條監督管

理機關之修正及現行實

務作法，將現行條文「

交通部」修正為「交通

部鐵道局」。 

四、現行實務上，有人員同

時具備不同行車人員身

分，或於特殊情況時需

暫時兼任之情事，例如: 

維修檢查人員兼駕駛人

員或站務人員兼乘務人

員等，兼具不同類行車

人員身份者依法應分別

進行各該技能檢定，以

確保其具備從事職務所

需職能。惟不同行車人

員倘有相同學科檢定項

目 (例如: 執行正線進

路控制之站務與乘務人

員學科檢定項目均有鐵

路概論)，如依各該職務

內容所需具備該項目之

專業知識及難易度相似

，且實施檢定時間相近

者，鐵路機構得視需要

依本條規定調整並報核

。 

第十七條  新進行車人員於

技能檢定前，應經鐵路機

構施予一定時數之專業訓

練；其最低時數基準由鐵

路機構擬訂，報請交通部

鐵道局核定後實施。領有

駕駛執照之駕駛人員操作

該類執照許可操作之不同

第十四條 新進行車人員於

技能檢定前，應經鐵路機

構施予一定時數之專業訓

練；其最低時數基準由鐵

路機構擬訂，報請交通部

核定後實施。領有駕駛執

照之駕駛人員操作該類執

照許可操作之不同車輛種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第四條監督管

理機關之修正及現行實

務作法，將現行條文第

一項「交通部」修正為

「交通部鐵道局」。 

三、如因修正條文第二條修

正被納入之行車人員(



車輛種類前，亦同。 

      新進高速鐵路旅客列

車駕駛人員所需專業訓練

時數，不得低於一千小時

。 

第一項各車輛種類可

操作之車輛型式，由鐵路

機構擬訂，報請交通部鐵

道局核定。 

類前，亦同。 

      新進高速鐵路旅客列

車駕駛人員所需專業訓練

時數，不得低於一千小時

。 

如維修人員)，其新進人

員訓練時數及基準於報

交通部鐵道局核定或備

查前，依本規則修正前

之規定辦理。 

四、考量各鐵路機構各車輛

種類包含之車輛型式繁

多，爰於修正條文第十

七條第三項增訂鐵路機

構應將各車輛種類可操

作之車輛型式報交通部

鐵道局核定。 

第十八條  新進行車人員經

技能檢定合格後，由鐵路

機構發給合格證明。 

鐵路機構應訂定各項

檢定項目之合格基準，報

請交通部鐵道局備查。 

第十五條 新進行車人員經

技能檢定合格後，由鐵路

機構發給合格證明。 

鐵路機構應訂定各項

檢定項目之合格基準，報

請交通部備查。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第四條監督管

理機關之修正及現行實

務作法，將現行條文「

交通部」修正為「交通

部鐵道局」。 

第十九條  鐵路機構應至少

每三年對行車人員實施一

次技能檢定，並得視需要

臨時實施全部或部分之技

能檢定。檢定不合格者，

鐵路機構應即暫停或調整

其職務。 

鐵路機構應就停止工

作達一段時間之行車人員

實施專業訓練，始得派任

行車人員工作，實施方式

由鐵路機構定之。 

      駕駛人員停止駕駛工

作達半年者，鐵路機構應

重新實施專業訓練及技能

檢定，經檢定合格後，始

得派任駕駛工作；其最低

專業訓練時數基準由鐵路

第十六條  鐵路機構應至少

每三年對行車人員實施一

次技能檢定。檢定不合格

者，鐵路機構應暫停或調

整其職務。 

駕駛人員停止駕駛工

作達半年者，鐵路機構應

重新實施專業訓練及技能

檢定，經檢定合格後，始

得派任駕駛工作；其最低

專業訓練時數基準由鐵路

機構擬訂，報請交通部核

定後實施。 

一、條次變更。 

二、依本法第五十六條之四

第二項：「鐵路機構應

對行車人員之技能、體

格及精神狀態，施行派

任前檢查、定期檢查及

臨時檢查；經檢查不合

基準者，不得派任。已

派任者，應暫停或調整

其職務」，爰於修正條

文第一項增訂得視需要

臨時實施全部或部分項

目之技能檢定。 

三、修正條文增訂第二項暫

停職務後，派任行車人

員工作前，應實施相關

訓練並由鐵路機構依其

特性自訂實施方式(包



機構擬訂，報請交通部鐵

道局核定後實施。 

括是否須按第一項實施

臨時檢定及有關「一段

時間」之規劃等)，本項

規定包含所有行車人員

，以確保行車人員隨時

具專業知識與技能，強

化對行車人員之監理。

如駕駛人員停止工作超

過半年，仍依本條第三

項實施訓練與檢定。 

四、配合本法第四條監督管

理機關之修正及現行實

務作法，將現行條文第

三項「交通部」修正為

「交通部鐵道局」。 

第二十條  鐵路機構應就各

類行車人員所需專業持續

進行在職訓練，並於新增

或變更機車車輛及號誌設

備上線營運前，對所涉行

車人員施予必要訓練。 

      前項相關訓練實施方

式及內容由鐵路機構定之

。 

 一、本條新增。 

二、為提升行車人員所需專

業技能，強化對行車人

員之監理，依本法第五

十六條之四第一項「鐵

路機構應有效訓練及管

理從業人員，使其具備

鐵路專業、作業安全、

維安應變及衛生防疫輔

助技能，並確切瞭解及

嚴格遵守鐵路法令。於

新進機車車輛或涉及安

全之行車設備、維安輔

助設備、衛生防疫輔助

設備或技術投入營運前

，亦同。」之規定，及

參考運安會對臺鐵重大

事故所提「應建立各車

型之操作、檢修及故障

排除手冊、建立相關人

員及訓練講師等訓練管



理制度以及加強對鐵道

從業人員之技能檢定規

範」之改善建議，爰於

修正條文第二十條增訂

鐵路機構應對行車人員

持續進行在職訓練，且

於新增或變更車輛種類

或車型及號誌設備上線

營運前，鐵路機構應提

供相關人員必要訓練，

以確保行車人員具有充

分之專業知識。 

第二十一條  鐵路機構應保

存行車人員之體格檢查、

適性檢查、相關專業訓練

及技能檢定之紀錄，交通

部鐵道局得隨時派員查核

，或要求鐵路機構提供。 

鐵路機構應保存行車

人員新進及最近七年內前

項紀錄。 

第十七條  鐵路機構應保存

行車人員之體格檢查、適

性檢查、專業訓練及技能

檢定之紀錄，交通部得隨

時派員查核，或要求鐵路

機構提供。 

      前項行車人員紀錄之

保存期限，應至該行車人

員停止行車職務後，至少

七年。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第四條監督管

理機關之修正及現行實

務作法，將現行條文第

一項「交通部」修正為

「交通部鐵道局」。 

三、鐵路機構應施予行車人

員之相關訓練應不限新

進專業訓練，尚包括在

職訓練、差異訓練、復

職訓練等，為避免現行

條文第一項所稱「專業

訓練」誤解為僅限修正

條文第十七條之專業訓

練，爰將現行條文第一

項「專業訓練」修正為

「相關專業訓練」。 

四、考量如有久任之行車人

員，原條文記錄保存期

限可能長達數十年，並

參照目前事故調查作業

需求，爰修正為新進及

最近七年紀錄。 

 第十八條 (刪除) 一、本條刪除。 



二、本次為全案修正，爰刪

除原保留之條次。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九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

施行。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