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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鐵路特考試題(高員三級) 

類科：法律廉政、會計、運輸管理 

科目：鐵路法 

一、請列舉與說明五項：鐵路法中，營運的鐵路機構應報請交通部
核准或核定之事項。 

 

(一)鐵路管制早期思想確立於發展民生，節制私人資本並發達國家資本

因素，故而以國營為原則，在此大方向上，關於鐵路的運營，由國

家高度掌控，時至今日，雖然開放民營，基於公益衡平以及保護一

般乘客之權利，某些特定事項仍須由國家管控，而臺灣對於鐵路之

主管機關，是為交通部，因此就涉及高度公益以及需要監督的特定

事項，均屬於需要交通部核准或核定事項。 

(二)試舉五例 

1.為整體保障鐵路機構之優先通過權，依鐵路法第 12 條規定，鐵路

遇有須與其他鐵路連接或跨越時，經交通部核定者，各該鐵路機

構不得拒絕。 

2.基於保障本國員工就業權益及限制從業資格為本國國籍，故依鐵

路法第 34 條規定，地方營及民營鐵路機構，如須聘僱外籍員工，

應先報請交通部核准。 

3.基於公平及促進競爭立場上，在社會經濟發展後開放地方營、民

營鐵路機構經營附屬事業，然而礙於專用鐵路機構有事業專用之

性質仍不宜全面開放，故依鐵路法第 38 條規定，專用鐵路機構非

經交通部核准，不得經營所營事業以外之客貨運輸及其他附屬事

業。 

4.如何營運、處分財產按一般常理而言，應是機構內部自主管理事

項，然而由於鐵路機構涉及交通公益，故依鐵路法第 39 條規定，

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如變更組織、增減資本、租借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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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財產、移轉管理、宣告停業或終止營業，應先報請交通部核

准。 

5.會計制度建立是用以評判機構內部金流以及經營狀況，涉及機構

治理內容，故依鐵路法第 43 條規定，國營、地方營及民營鐵路之

會計制度，應依相關法令、會計制度規範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擬

訂，報交通部核定。 

二、臺灣鐵路管理局以安全、準確、服務、創新為營運的核心目
標。請說明鐵路法中，安全與準確之鐵路旅客運送服務的相關
規定。 

 

(一)安全 

日常交通運輸工具帶來便捷同時，也製造了各種潛在風險，鐵路作

為頻繁使用的交通工具，針對安全問題，以下述兩層面進行說明： 

1.強化安全監理制度，對於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之回報，鐵路機構

位處第一線應調查發生原因並進而預防下一次同類事件的發生，

應著手實行改善措施，並每年向交通部提出安全管理報告。此見

於鐵路法第 56-5 條規定。 

2.為確保鐵路建設本身的穩定及安全性，應針對人員進行教育宣

導，鐵路法並明定鐵路兩側工程之限制，確保鐵路運輸路線的淨

空，減少意外發生的可能。亦有針對各種鐵路基礎設施的養護作

業以及工程禁制區的設定，防止因為各種情形危害鐵路營運安

全，此見於鐵路法第 56-1 條、第 56-4 條規定以下。 

(二)準確 

1.交通運輸首重班次到點精確準時，在鐵路運輸上為確保班次的銜

接與旅客運輸之權益保障，依鐵路法第 40 條規定，地方營、民營

及專用鐵路機構遇有重大行車事故或嚴重遲延，應立即通報交通

部，並隨時將經過情形報請查核；其一般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

亦應按月彙報，建立監督機制，以確保制度面上逐步減少、管控

遲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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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又依鐵路法第 46 條規定，鐵路機構應將旅客準時送達；未能準時

送達者，應負遲延之賠償責任。保障旅客利用鐵路運輸時，能經

由後續的處理彌補遲誤的損害，亦為落實準確之規定。 

三、公共運輸承運人不得拒絕旅客的合理運輸要求。請列舉與說明
五項：鐵路法中，鐵路機構可以拒絕旅客運輸要求或解除契約
的情況。 

 

(一)鐵路作為大眾交通運輸工具路網之一環，肩負公益性的任務，就其

營運方針及法規設計可見一斑。故就公益性考量下，鐵路機構原則

上應無法選擇是否載運乘客，然就特定情況時，如踐行旅客運輸可

能造成其他公益更大的危害或妨礙鐵路機構營運者，鐵路機構例外

得拒絕旅客運輸要求或解除載運契約。 

(二)依鐵路運送規則第 4 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鐵路機構得拒絕運

送、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 

1.旅客或貨物託運人違反鐵路機構之運送規定、其他法令規定、公

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2.貨物託運人對於鐵路運送要求特別責任或義務。 

3.旅客穿著惡臭衣物或攜帶不潔物品影響公共衛生。 

4.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事由致不能運送。 

5.旅客有明顯傷害自己或他人之虞，或有騷擾他人行為。 

6.旅客需要護送而無護送人。 

7.鐵路機構在運送上無所需之設施或設備。但法令規定應設置之設

施或設備而未設置者，不在此限。 

8.物品依其性質對於人或財產有致損害之虞。 

四、鐵路監理分為安全性監督管制（Safety regulation）與經濟性監
督管制（Economic regulation）。請列舉與說明五項：鐵路法
中，交通部對營運中的鐵路機構，經濟性監督管制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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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性監督指在高度壟斷或獨占事業，因資源過度集中或資訊不對

等，導致資源分配或服務供給的不公平，因此政府對此等事業經營上就其

服務訂價、開放與否等事項進行高度監督，以下列舉鐵路法五項經濟性監

督事項： 

1.運價之核定： 

就服務訂價而言，由於鐵路事業國內各營運事業特定，幾乎無市

場自由競爭淘汰機制，因此為避免各鐵路事業控制市場價格，依

鐵路法第 35 條規定，地方營及民營鐵路之運價，由交通部核定，

增減時亦同。 

2.經營附屬事業之核准： 

國營、地方營、民營鐵路機構雖可開放經營附屬事業，然由於鐵

路機構其事業之專用性質，尚不宜全面開放，故依鐵路法第 38 條

規定，專用鐵路機構非經交通部核准，不得經營所營事業以外之

客貨運輸及其他附屬事業。 

3.增減資本、宣告停業等之核准： 

由於鐵路機構營運涉及公益，政府對其經營活動須為一定之管

制，避免發生惡性倒閉或是投資失利等情況，故依鐵路法第 39 條

規定，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如變更組織、增減資本、租借

營業、抵押財產、移轉管理、宣告停業或終止營業，應先報請交

通部核准。 

4.定期查核帳冊： 

確立一般性查核機制將有助於鐵路機構的正常營運，故依鐵路法

第 41 條規定，交通部應定期或視需要，派員視察地方營、民營及

專用鐵路之工程、材料、營業、運輸、財務、會計、財產實況及

附屬事業之經營等情形；必要時，得予查核，並命其提出有關文

件、帳冊，如認為辦理不善，應命其限期改善。 

5.分配盈餘之限制： 

(1)鐵路機構之營運涉及公益，其營運盈餘應不得全額分配於股東

或經營者，仍明文一定比例供改善營運設備使用，以供鐵路營

運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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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故依鐵路法第 42 條規定，地方營及民營鐵路機構，非攤提全

路建築及設備折舊後，不得分配盈餘；全年純益超過實收資本

總額百分之二十五時，其超過額之全數，應用以擴充或改良設

備。但依政府獎勵民間投資法令公告徵求民間參與鐵路建設之

興建、營運而受獎勵之民營鐵路機構，其攤提全路建築及設備

折舊後之盈餘分配，不受百分之二十五之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