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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院長、蔡副院長、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感謝貴院安排清德率領行政團隊向貴院報告

有關「1021 普悠瑪事故等東部交通運輸問題」，

相關的書面報告已送達貴院，敬請參閱，以下謹

扼要向各位委員先進說明。 

 

壹、事故經過及救災應變 

10 月 21 日 16 時 50 分，臺鐵第 6432 次普悠瑪

號列車於宜蘭新馬車站附近發生全列車出軌、車

廂傾覆事故，計旅客 18 人死亡、267 人受傷。事

故發生的第一時間臺灣鐵路管理局（以下簡稱臺

鐵局）於 17 時成立局本部一級應變小組，交通部

於 18 時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災害現場成立前

進協調所，由交通部長吳宏謀擔任指揮官，本院

秘書長卓榮泰、吳澤成政務委員及內政部長徐國

勇也於 20 時起抵達應變中心，協調相關單位全力

投入救災工作。本人自事故發生後即掌握救災進

度，於 22 時 10 分赴應變中心聽取各部會簡報並指

示儘速恢復通車，全力做好傷亡者家屬生活救助

與照顧，隨即前往事故現場瞭解實際災況，並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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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榮民醫院、羅東聖母醫院、羅東博愛醫院及

宜蘭市陽明大學附設醫院進行慰問。 

事故發生後，應變中心調度重型機具協助將翻

覆車廂吊離現場，搜尋受壓困人員；國防部指揮

國軍配合宜蘭縣政府及警消單位現場救災；衛福

部啟動醫療緊急應變小組，並由台北區緊急醫療

應變中心監控、掌握傷患收治情形，檢察機關則

進行現場證據保全工作。 

由於列車出軌、翻覆，造成路線中斷，為疏運

旅客，交通部立即調度客運及遊覽車業者進行接駁

服務，共計疏運旅客 10,218 人。經臺鐵局搶修，

於 22 日上午 5 時許先行搶通西正線，維持單線雙

向運轉；再於 24 日上午 5 時搶通東正線，恢復雙

向通車。清德並於 24 日一早率行政團隊搭乘當日

首班復駛的普悠瑪列車前往花蓮，以具體行動爭

取社會對普悠瑪列車及花蓮旅運的信心，隨後再

到新馬車站，瞭解臺鐵路線復原情形。 

 

貳、後續處置作為 

一、 本院成立行政調查小組，釐清事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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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釐清本次普悠瑪列車出軌事故原因，本院提

高調查層級，成立「1021 鐵路事故行政調查小

組」(以下稱調查小組)，由吳澤成政務委員擔任小

組召集人，邀集部會代表、臺鐵局工會代表，及

具公信力之外部學者專家參與調查。調查小組於

事故發生後翌日，即赴現場實地瞭解事故發生經

過，並持續研析事故原因、改善對策與建議，共

召開七次會議，初步調查結果並已於昨(26)日召開

記者會對外說明。 

  經調查小組初步推斷本次事故原因如下：

「事故列車以超過速限(75km/h)的速度(141km/h)進

入半徑 306 公尺的新馬站彎道，致列車前進方向第

1 節車廂右側車輪浮起後出軌並向左側傾覆，隨後

第 2 至 8 節車廂也相繼出軌。 

  事故列車行進中，因主風泵異常，發生列車

動力時有時無、停留軔機間歇作動之異常狀況，

相關人員採取之運轉決策及應變處置作為未排除

異常狀況；司機員於列車行進中，同時持續通話

嘗試排除列車異常狀況，進入新馬站彎道前未依

規定減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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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列車自動防護系統(以下簡稱 ATP 系統)被隔

離，且普悠瑪列車之 ATP 遠端監視功能未連線，

致相關防護措施均未被執行。」 

  因此，本次事故原因排除軌道異常，但涉及

人為、機械等綜合性因素，包括機械異常、防護

設備問題、人員訓練、運轉決策等均有影響，並

非單一因素所造成。 

二、 從優賠償，提供受害者完整關懷服務 

  有關傷亡旅客賠償與家屬關懷部分，陳美伶

政務委員於 22 日邀集內政部、交通部、衛福部、

教育部及宜蘭縣政府相關單位召開「1021 鐵路事

故善後處理事宜會議」，協調行政部門給予受害

者最大的協助與最優之賠償，除依鐵路事故賠償

及補助相關辦法對罹難者優先賠償每位計 540 萬

元(含賠償金 250 萬元、特別濟助金 280 萬及慰問

金10萬元)，後續將參考過去鐵路事故賠償金額及

物價指數調整情形，由交通部偕同臺鐵局與家屬

代表協商決定。至於重傷者賠償部分，每位計

240 萬 5 千元(含賠償金 140 萬、特別濟助金 100

萬及慰問金 5 千元)，另考量傷情及需求具有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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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也請交通部與臺鐵局以個案協商方式處

理，儘可能提供客製化協助。對於非重傷者，則

依住院天數最高給予 60 萬元撫慰金，另加給 5 千

元慰問金。此外，受傷經處理即返家、未繼續住

院治療者，依就醫紀錄均發給 5 千元慰問金。 

  受害者家屬關懷協助部分，衛福部在第一時

間督請宜蘭縣政府立即派駐社工至各收治醫院，

提供罹難者家屬心理輔導及住宿、福利諮詢、社

會及情緒支持，並連結跨局處資源，評估個案家

庭所需個別需求，以一案一社工方式提供完整關

懷服務；交通部及臺鐵局也成立關懷及善後處理

小組，對罹難及重傷者以一專人對一罹難/重傷者

方式關懷家屬與受傷旅客，並協助照護家屬生活

所需、心理輔導及辦理後續理賠事宜；對於已出

院或自行就醫者，以一專人對三受傷旅客方式持

續追蹤慰問，有特別照護需求之受傷者，隨時協

助醫療照護。 

  目前所有罹難者治喪均已辦理完成，臺鐵局

將本最優原則與家屬協商後續賠償事宜。受傷乘

客需要後續居家環境改善、長期照護者，也將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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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辦理。 

三、 立即改善臺鐵行車安全 

  事故發生後，臺鐵局立即全面對現有 18 組普

悠瑪列車進行特檢，確保車輛狀況安全，並加強

現有鐵道防脫護軌措施，從嚴遵守行車規章，於

行經彎道處確實依規定速限減速，非有絕對必要

不得關閉 ATP 系統，且關閉 ATP 系統務須遵循標

準作業程序。有關 18 組普悠瑪列車特檢部分已於

10 月 26 日完成，10 月 30 日起，普悠瑪及太魯閣

新自強號列車實施雙人乘務，亦即由合格司機

員、機車助理共同擔任行車工作，由機車助理擔

任司機員之助手，協助故障排除、號誌確認等工

作，以確保行車安全。 

  另外，普悠瑪列車廠商已依臺鐵局要求，於

11 月 11 日完成 18 組普悠瑪列車 ATP 隔離開關遠

端監視功能的線路接線作業，目前所有普悠瑪列

車均已納入遠端監視系統予以監控，系統傳送之

告警訊息並由行控中心逐一檢視，落實標準作業

程序規定，以確實發揮安全監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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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進行臺鐵全面總體檢 

  清德去年就任後瞭解到臺鐵局人力不足的困

境，在今年初就已核定分三年增給臺鐵局 2,818

人，並於今年先增補 1,907 人，優先用於與行車安

全相關的工務、機務、電務及運務人員。 

  本次不幸事故之發生原因多元且複雜，除了

由調查小組調查事故原因外，本人也體認到必須

找出發生事故的近因、遠因及體制性問題，徹底

落實改善，才能確保未來行車安全。因此，在 10

月 25 日行政院院會中即指示立即進行臺鐵總體

檢，務實且持續針對臺鐵人、車、路、營運及組

織管理等面向進行總體檢查，並提出臺鐵改造建

議。 

  臺鐵總體檢由張景森政務委員擔任召集人，

邀請軌道、機電、營運及組織管理等面向之專家

學者及臺鐵局基層員工擔任委員，迄今已召開四

次總體檢會議，體檢作業以 3 個月內完成為原則，

必要時得延長，所提出改善建議報告中各項改善

建議也會持續追蹤並優先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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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成立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事故發生後，許多委員先進給予指教，認為

重大運輸事故應由專責且獨立之機關進行事故原

因之調查，以確實釐清事故真相。因此，本院決

定成立「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參照美、

日等先進國家運作模式，擴充改制飛安會功能，

納入鐵道、水路、公路事故調查模組，全面強化

我國運輸安全機制，建置完善之運輸環境。「國

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相關組織法及作用法草

案，並已於 11 月 15 日行政院院會討論通過，送請

貴院審議中，請貴院及各委員予以支持，早日完

成修法程序。 

 

參、東部交通運輸改善作為 

  給東部民眾安全回家的路，政府一向責無旁

貸。依「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及「東部永續

發展綱要計畫」等上位計畫，東部聯外運輸以

「鐵路為主幹，公路為輔」，除了提升東部地區

鐵路系統之運能，維持安全與高品質服務及縮短

旅行時間外，東部地區聯外公路系統之安全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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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海空運輸服務品質也必須同步提升。 

  在東部鐵路改善方面，我們會加強鐵路行車

保安設施及營運管理機制，持續辦理鐵路行車安

全改善及票務系統整合再造計畫；也將持續進行

瓶頸路段改善，規劃北宜鐵路提高路線容量，辦

理南迴線電氣化及花東全線雙軌電氣化，同時達

成簡化車輛、合理的維修作業及列車靈活運用；

另也要辦理東部幹線沿線 27 個鐵路車站整體服務

效能提升措施，提供遊客安全、舒適、便利、快

捷的鐵路旅遊環境。 

  在公路系統改善部分，針對易肇事與易坍方

落石路段，我們推動台 9 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

計畫，以及台 9 線南迴公路拓寬改善後續計畫，預

計 109 年農曆春節前可全線完工通車。為因應蘇花

改分階段完工通車後對於蘇澳地區的影響，以及

強化國道 5 號與蘇花改之串連銜接，除已辦理蘇澳

地區的南北向分流措施外，刻正推動國道 5 號蘇澳

服務區建置計畫及國道 5 號蘇澳端銜接台 9 線計

畫。另外，本人也已指示交通部啟動蘇花公路東

澳至南澳路段改善可行性研究，今年底將完成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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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作業。 

  海運系統改善部分，目前客滾輪每周六、日

往返蘇澳及花蓮各 1 航次，若遇蘇澳花蓮間陸運中

斷時，將即時啟動蘇花段海運備援機制疏運人

車。又為提升蘇花海運港埠客運功能，目前也將

於蘇澳港增設客運碼頭，並規劃「蘇澳港客運及

轉運專區」作為交通轉運及旅客服務設施，且於

花蓮港碼頭辦理旅客通關服務站擴建工程等。 

  空運系統改善部分，將持續鼓勵業者新增花

蓮、臺東航線、航班，目前花蓮飛航臺北/臺中/高

雄每週共計 24 班；臺東飛航臺北每週計 37 班。花

蓮及臺東機場亦均為可飛航國際及兩岸包機機

場。此外，為完善場站設施、提升整體服務水

準，交通部也已編列 7.7 億元改善臺東機場空側道

面，編列 9.2 億元整修蘭嶼機場跑道等。 

 

肆、結語 

  「臺鐵普悠瑪 1021 事件」造成多人傷亡，國

人同感憂傷，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政府除做好

慰問、補償及事故原因調查等事宜，也將以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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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痛下決心，全面檢討，不讓此不幸事件再度

發生。行政院也將持續督導相關部門，進行鐵路

安全的提升及東部交通運輸的改善，敬請各位委

員先進指教。再次感謝蘇院長、蔡副院長及所有

委員，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