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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鐵道安全管理系統，落實安全管理作業 

為協助國內鐵道營運機構強化事故預防之安全管理，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以下簡稱運研所）參酌歐盟、美國、日本、澳洲等先進國家作法，已

發展出適用我國鐵道營運的「安全管理系統」（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SMS）通用架構（如圖 1所示），以期提昇我國鐵道運輸系統安全水準。 

運研所 107年完成我國 SMS（12要項）之作業指引，於該年 8月協助

指導臺鐵局辦理該局主管及相關人員 SMS教育訓練，並於 109年 8月「提

升鐵道安全之創新與管理研討會」中提出「我國鐵道安全管理系統之發展」

專題報告，讓大家對於鐵道安全管理系統能有更深入的瞭解；109年完成鐵

道行車安全保證之實務操作指引與案例說明，例如以平交道號誌設備為

例，建議臺鐵局後續在平交道安全保證作業上可補齊變革管理所需之程序

表單，並於 109年 4月 7日完成培訓臺鐵局種子教官，以利臺鐵局推廣行車

安全保證並深入至基層。 

另臺鐵局亦於 107 年年底成立營運安全處專責營運安全事務，同時參

考運研所 SMS相關研究成果，分 3階段著手逐步推動臺鐵局的 SMS。其他

鐵道營運機構，包括臺北捷運、高雄捷運在本案研究過程中，表示已符合

SMS 12要項架構，並依各要項目標持續檢視精進作業內容；阿里山林業鐵

路亦正著手推動 SMS，以期將安全管理作業落實於日常作業活動。此外，

鐵道局在參考運研所研究成果之後，正研擬鐵路法等相關法規之修訂，要

求鐵路營運機構建立 SMS，並明定該系統應具備之功能；同時將要求鐵路

營運機構應依其系統之規模及特性，設置安全管理組織，實施安全管理等

有關推動安全管理事項之規定。 

後續運研所將持續辦理精進鐵道 SMS 12 要項之相關研究並協助鐵道

營運機構推廣應用。當 SMS轉化為鐵道人員作業常規並落實於駕駛員、運

務調度人員及工程維修人員之日常作業時，將可讓搭車民眾感受到鐵道的

安全與舒適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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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我國鐵道系統 SMS整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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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１：鐵道運輸 SMS的 12要項之內容或定義為何? 

Ａ１：鐵道運輸 SMS的 12要項內容（或定義），目的在使鐵道機構達成此

12要項目標後能確保營運安全，各要項內容如表 1。 

表 1 SMS要項內容 

項次 SMS要項 目標 

1 
安全政策、目標

與資源 

宣示營運機構對安全管理之承諾及實施策略，及達

成安全目標之方向、所需的資源等。 

2 
安全責任 

與關鍵人員 

確保高階管理者負整體安全管理責任，各級人員亦

兼負與職務匹配之安全責任。 

3 安全風險管理 
利用風險管理手段，經由執行控制措施等，將安全

風險降至可接受範圍內。 

4 
安全教育訓練 

與適任性管理 

應制定並維持安全訓練計畫，以確保所有人員獲得

訓練並可勝任於安全管理系統中的職責。 

5 
安全資訊 

傳達與溝通 

組織應建立並維持一有效的安全溝通管道，確保所

有人員接收到並理解安全資訊。 

6 
設備管理與 

作業管理 

確保鐵道營運機構之營運與維修作業符合安全規

定。 

7 安全文件 安全管理系統的相關程序應予文件化保存、控管。 

8 
事件、事故 

通報與調查 

事故及事件應作通報及後續調查，以找出其根本原

因及適當之改善方案，以避免其再度發生。 

9 變革管理 
建立並維持一套正式的流程以檢視主要作業的改

變是否影響既有的安全風險、程序或作業流程。 

10 緊急應變 
緊急事件發生時，應迅速啟動緊急應變相關作業，

並於作業完成後回復至一般作業。 

11 
稽核、審查 

與評估 

稽核、審查安全管理系統的有效性，訂定安全績效

指標評估安全績效。 

12 持續改進 持續的改善安全管理系統。 

 

 

Ｑ２：台灣高鐵與臺北捷運是否已實施ＳＭＳ? 

Ａ２：運研所於 107 年研究期間，參酌國外鐵道機構之安全文件資料，發

現台灣高鐵、北捷現況的安全管理作為已符合本研究研擬之 SMS  

12要項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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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３：SMS常被運用於航空業安全管理，是否引用航空 SMS成功經驗？ 

Ａ３：航空業早在西元 1980年代起便已著手探討不安全行為背後潛在的組

織因素，並要求營運業者發展 SMS，因此我國民航局在西元 2004年

即開始依據國際規範編訂安全管理系統相關指導文件，西元 2008年

起進一步修訂各項法規，明定航空公司、航空器維修廠、航空站、

空中交通服務（總臺）等機構，依時程建置安全管理系統，目前已

獲成效。 

     另在西元 1930年代，學者便已透過逾 7萬筆工業意外事故資訊

發現「不安全的行為」占事故原因的 88%，而此不安全行為又跟組

織管理問題具高度相關。「1021 普悠瑪事故行政院調查報告」也發

現臺鐵局存在諸多潛在組織管理問題，是事故高風險發生的原因。

因此，為提升我國鐵道運輸安全，除了持續改善設備故障、人為疏

失等問題，改善組織文化問題，同樣是刻不容緩的課題。 

考量鐵道系統在營運特性、風險可承受度與航空業不同，鐵道

先進國家均因應各國監理制度，而發展適用該國的「安全管理系

統」。故運研所除參考航空 SMS成功經驗外，亦參酌歐盟、美國、

日本、澳洲等先進國家作法，發展出適用我國且涵蓋 12要項的「安

全管理系統」架構，透過 PDCA（Plan, Do, Check, Act）的流程與機

制，持續控管、監督、改善鐵道運輸系統的安全水準。 

 

Ｑ４：臺鐵局導入 SMS，需要多長的時間加以落實？ 

Ａ４：再過 2個月，107年 10月 21日普悠瑪事故即將屆滿 2年，在該事故

發生後，臺鐵局依據運研所 SMS研究成果，分 3階段正逐步導入中。

以航空業經驗來說，SMS的導入、落實需要 3~4年時間。  

1. 第一階段（基礎建置、落差盤點）：取得高階主管的支持、自主

盤點 SMS落實現況、規劃 SMS執行計畫及提升安全意識。 

2. 第二階段（落差改善執行計畫）：按執行計畫建置 SMS、試辦、

透過交流推廣安全管理系統、撰寫 SMS手冊及提升安全意識。 

3. 第三階段（有效性提升）：績效評估、檢討與改善及考量人為與

組織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