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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友善車站執行成果及具體作為 

壹、性別友善車站與性別平等之關聯性 

緣起：「性別平等」已經不再只是一句口號而已，而是一種趨

勢，更是一種必然且必須力行的共識。衡酌鐵路運輸乃國家重要

之交通建設，而車站更是民眾生活重要之場域，究此，本局職司

全島鐵路改建工程深感責任之重大，並以將「性別平等」理念落

實在公共交通建設為念，不僅以提供安全、舒適、便捷之大眾運

輸服務為依歸，更於車站設計之初即積極導入性別平等之設計理

念，對旅客並無因性別、族群、年齡……之不同而有差別待遇。

諸如：車站旅運與站務設施空間、旅客動線設施、售票與剪收票

設施、服務設施及旅客資訊標誌…等，為使旅客皆能公平、自由

地享有全方位的旅運服務，在設計上就必須有完整的構思以作空

間應對，俾從使用者的觀點，建構友善之車站性別平等空間，並

謹秉「性別平權」及創造友善環境之核心價值，落實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此外，為深入瞭解旅客對本局車站改建有關性別友善設計之

滿意度及具體建議，俾供作本局推動性別平等政策並建構性別友

善車站之參考，本局更主動採取問卷調查方式，請本局各工程處

（施工區）就權管 104 年~105 年完工之車站進行隨機問卷調查。

其目的在使車站設計能與時俱進並契合實需，而本次積極採問卷

調查方式，係為主動了解民之所需，並作為未來推動政策之依據。 

綜上，本局在推動性別友善車站之作為實有目共睹且執行成

果豐碩，就落實「性別平等」政策上可謂是已經成功邁步並逐見

成效，而本局相關經驗及積極作為亦可作為其他單位辦理公共工

程建設之參考，爰將本案提報參選「性別平等創新獎」，希冀能起

拋磚引玉之效，爾後本局亦當持續努力，自詡以扮演「公共工程

落實性別平等政策」之火車頭要角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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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將性別觀點融入車站改建工程 

本局職司全島鐵路改建工程，自工程規劃設計之初即納入不

同性別及年齡之使用者需求考量，秉持「性別平權」及創造友善

環境之核心價值，建構友善之車站性別平等空間，以提供旅客安

全、便利、舒適之旅運服務設施。因此，本局在執行性別友善車

站上的努力可謂是不遺餘力，在車站設計上，我們以性別友善空

間的理念為本，儘量考量到因性別的差異和不平等所導致車站空

間使用上的諸多問題，並藉由問題的反饋去解析在空間設計及規

劃上具體可行的適切方案，消除潛在對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

認同者的威脅或不利影響，例如：車站月台區規劃夜間安心候車

區、設置監視系統、緊急求救系統、夜間照明系統、規劃無障礙

安全路徑、廁所安全設施、避免安全死角，及安全維護計畫…等。 

承上，為確保各車站設計能秉性別友善空間之理念，本局特

於 105年 5月進行車站設計所賴以遵循之「鐵路車站旅運與站務

設施設計注意事項」的編修作業，並增訂及修訂諸多有利性別平

等、高齡化需求、無障礙設計、友善車站環境之相關條文。因此，

本局建構「性別友善車站」亦即在車站空間的設計與規劃之中透

過融入性別敏感觀點與性別平等意識，讓使用者不會因為性別、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等弱勢處境而受到空間使用的限制，而可透過

性別友善的空間設計，有尊嚴且舒適自在地在車站空間中暢行無

阻，並享有同等之使用權利。茲將本局將性別觀點融入車站改建

工程之作法說明如下： 

(一) 建立推動性別友善車站之目標 

    本局推動性別友善車站之主要目標包括： 

1、 建構友善之車站性別平等空間，以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

形式歧視公約(CEDAW)之精神。 

2、 使一般旅客大眾能認識、瞭解、並享有全方位之車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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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平等空間。 

3、 鐵路車站以提供安全、舒適、便捷之大眾運輸服務為本，

所提供之服務不因性別、族群、年齡、所得、教育等之

差異而有不同。 

4、 為使兩性旅客皆能公平、自由地享受大眾運輸服務，在

鐵路設施之「空間」「安全」「友善」等層面均應妥善考

量與因應，在設計上必須有完整的構思以做空間應對。 

(二) 遵循相關法令規範並推動修法 

本局性別友善車站設計除遵循現有相關法令規範外，並依本

局「鐵路車站旅運與站務設施設計注意事項」辦理。此外，

基於各車站實際營運現況及女用廁所數量之合理性與安全性

考量，本局並積極推動「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三十

七條之修訂，茲將主要遵循之法令規範及推動修法過程說明

如下： 

1、 主要遵循之現行法令規範 

(1) 建築法第九十七條 

有關建築規劃、設計、施工、構造、設備之建築技術規

則，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並應落實建構兩性平權

環境之政策。 

(2) 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第五條 

下列公共場所，應設置哺（集）乳室供民眾使用，並有

明顯標示：三、服務場所總樓地板面積一千平方公尺以

上之鐵路車站、航空站及捷運交會轉乘站。 

(3)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三十七條(103.8.19) 

 

 



5 
 

   ■建築物裝設之衛生設備數量不得少於下表規定： 

 

■車站按營業及等候空間面積每平方公尺零點四人計算，

航空站、候船室按營業及等候空間面積每平方公尺零點

二人計算；或得依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車站、

航空站、候船室使用人數（以每日總運量乘以零點二）

計算之。 

2、 積極推動相關法令之編修   

 (1)推動修訂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三十七條 

考量各鐵路車站之規模及旅運量差異極大，很多小站

諸如：簡易站及招呼站(無站務人員)，每天實際搭車旅

客人數可能只有數十人甚或零星幾人，倘一體適用均以

女用大便器數與男用大便器數比為 5：1設置，則過多的

廁所不僅造成設備及空間的浪費，亦將造成臺鐵局在營

運及維護管理上的困難，而無人管理之車站廁所更將變

成治安死角，尤其是對夜間婦女之安全上造成危害。 

究此，本局遂於 100年 7月 22日以鐵工工字第

10000095850 號函請內政部營建署研修女用廁所數量之

合理性，酌實考量每日進出旅客 500人以下之火車站，

其衛生設備女用廁所數量可視個案情形折減設置(詳佐

證資料 1)。經內政部營建署召集會議研商後，終於在



6 
 

103.8.19修訂頒布最新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

三十七條，介於 1~50 人（以每日總運量乘以零點二）女

用大便器數與男用大便器數比為 2：1設置。 

 (2)修訂本局「鐵路車站旅運與站務設施設計注意事項」 

■105.5增訂： 

為落實無障礙建築設計及友善之車站環境，設計單位除

遵循本參考手冊外，可再妥予規畫，有利性別平等及高

齡化需求之設計，經本局同意後納入車站設計辦理(詳

佐證資料 2)。 

■106.5修訂： 

依本局 105年度「推動性別友善車站滿意度問卷調查」 

結果修訂部分條文(詳佐證資料 3)。例如：   

A. 加大男女廁所之廁間尺寸。 

B. 針對旅運量較大之車站(甲級站及乙級站)，為利旅

客如廁實需，可於廁所入口明顯處設置使用狀態顯

示裝置。此外，廁間門扇則可利用鉸鍊或其他方式

控制，使之於無人使用時會向內微開一定角度，俾

利旅客辨別。 

C. 在車站現況條件允許及可確保私密性的情下，哺集

乳室可再細分為前室(休息區、尿布台)及後室(哺

乳區；具獨立可上鎖之隔間)，俾使更多人能同時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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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開發及運用資源情形 

  為使「性別平等」理念能落實在本局所執行之鐵路交通建設

為上，自車站改建工程規劃設計之初即導入性別平等之設計理念，

諸如：車站旅運與站務設施空間、旅客動線設施、售票與剪收票

設施、服務設施及旅客資訊標誌…等，均納入全面整體考量並整

合規劃設計，使旅客皆能公平、自由地享有全方位的旅運服務，

且務必使計畫經費發揮最大效益，讓政府在「性別平等」政策上

的具體作為能使民眾有感，茲說明如下： 

(一)建構性別友善車站之設計原則 

1、 車站空間設計概念 

(1)空間安全性考量 

車站應建構安全無懼之空間與環境，消除潛在對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的威脅或不利影響，例如：車

站月台區規劃夜間婦女搭乘區域、設置監視系統、緊急

求救系統、夜間照明系統、規劃無障礙安全路徑、維護

廁所安全所需相關設施、加派保全或安全維護人力等，

避免安全死角。 

(2)消除性別刻板印象 

修正相關標示並採用中性符碼，例如：尿布檯、親子廁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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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設施友善性考量 

車站設備與空間之規劃應符合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

認同者使用上之便利性，例如：男女如廁使用需求差別、

車站內廁所數量需作合理分配，此外，親子廁所、哺集

乳室、夜間安全候車區、地坪鋪面材質適切…等，均需

納入考量。 

2、 車站空間設計原則 

(1)本局已於 105年 3月 22 日「鐵路車站旅運與站務設施

設計注意事項」研修會議增列性平空間設計相關條文，

後續俟正式函頒後，請細設顧問公司納入車站設計據

以辦理。 

 

  
 

  
 

■明亮的空間：自然光的運用、天花、牆面、地坪建築裝

修材明亮的色彩計畫及充足的照明。 

■視野寬廣的空間：視線良好、空間開闊避免死角、突出

物應設置警示或其他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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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移動的空間：無障礙動線短縮化、設施應考量行動

不便者的使用需求、縮小不同構件間細縫、出入口、階

梯之標示與扶手及動線上之防撞設施。 

■資訊明確的空間設計：空間及標誌導引系統之規劃如進

站、購票、剪票到上車與下車、收票到出站標示及服務

設施之引導、語音系統之設置等應容易辨識。 

3、 女性與多元弱勢使用需求出發的通用設計 

(1)本局在車站改建過程中，注重以女性與多元弱勢使用

需求出發的通用設計，並鼓勵細設顧問公司落實於各

車站設計中。以應高齡化、女性與多元弱勢族群之特

殊需求。 

(2)鐵路車站必須在材料運用、色彩計畫、構造結構、物

理環境、建築設備、環境相融等課題上，作全方 位設

計考量，透過有效整合從而完成車站建築空間配置（動

線）及內部機能，創造出一個既美觀又具創意的外觀

造型（線條、尺度及比例），更滿足男女老幼、身心障

礙或行動不便等不同使用者的需求。 

 

■通用設計概念 

 無障礙設計：去除建築設施障礙，提供便利使用的設

計。 

 可適性設計：考慮不同使用者需求，提供可輕易安全使

用的設計。 

 終身性設計：超越年齡及世代，提供可終身使用的彈性

設計。 

 女性與多元弱勢使用需求出發的通用設計。 

 

 



10 
 

■通用設計原則 

 公平使用：設計能適應任何不同使用者都可安心、安全

及平等使用。 

 彈性使用：能適應不同使用者的能力、喜好及方法提供

使用之彈性。 

 簡單易用：使用方法簡單、不過於複雜且容易理解。 

 提供資訊：提供正確、必要且易懂的資訊，讓使用者可

直覺理解呈現的訊息。 

 容許錯誤：即使錯誤的使用方式或操作失敗也不會引起

事故，並能回復原狀。 

 省力操作及適當操作空間：讓使用者長時間使用也不會

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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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用設計概念及原則為本 

 

(二)相關規範與 CEDAW之議題互為契合 

1、 與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有關之條文包

括： 

(1)第 5條：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 

(a)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基於性別

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

和一切其他做法。 

(b)保證家庭教育應包括正確了解母性的社會功能和確

認教養子女是父母的共同責任，當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應

首先考慮子女的利益。 

(2)第 12條第 2項：「儘管有本條第 1款的規定，締約各國

應保證為婦女提供有關懷孕、分娩和產後期間的適當服

務，必要時予以免費，並保證在懷孕和哺乳期間得到充

分營養。」。 

(3)第 13條：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在經濟和

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對婦女的歧視，保證她們在男女平

等的基礎上有相同權利，特別是： 

   （a）領取家屬津貼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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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銀行貸款、抵押和其他形式金融信貸的權利。 

(c）參與娛樂、運動和文化生活各個方面的權利。 

2、 性別友善車站之議題及解析包括： 

(1)性別友善車站相關設計規範： 

 建築技術規則（內政部營建署）。 

 鐵路車站旅運與站務設施設計注意事項(本局)。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內政部營建署）。 

 公共建築物衛生設備設計手冊（內政部營建署）。 

 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公共場所哺集乳室設置及管理標準（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 

 公共標示常用符碼設計參考指引（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 

 車站及沿線景觀設計參考手冊（臺灣鐵路管理局）。 

 鐵路車站及轉乘設施通用設計規範草案（臺灣鐵路管理

局）。 

 指標、示系統設計參考手冊（臺灣鐵路管理局）。 

(2)訂定男女廁所之合理比例： 

 男女廁所比例依照最新(103.8.19)之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備編第三十七條規定設置。 

 在空間有限的車站基地內，要設置多種用途的廁 所，常

陷入空間不足之窘境，因此，在車站規模較小的情況下，

將「無障礙廁所」、「親子廁所」與「性別友善廁所」整

合成為多功能廁所，並於門外予以清楚標示，俾符實需。 

(3)夜間安心候車區： 

 為建構安全無懼之車站空間與環境，消除潛在對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的威脅或不利影響，特於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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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台區規劃夜間安心候車區，本區並設置監視系統、緊 

急求救系統、夜間照明系統等設備。 

(4)旅運資訊顯示系統：利用 LED 電子看板宣導性騷擾相關

救濟及保護管道等相關資訊。 

(5)車站設置哺(集)乳室、親子廁所、尿布檯：積極推動「性 

別主流化」的政策，希望透過空間的設計與安排能滿足 

使用者的需求，諸如：哺集乳室、親子廁所均裝設有尿 

布台。 

(6)強化月台照明設備、監視系統等相關設施。 

(7)避免空間安全死角設計： 

全面建構安全之空間與環境，諸如：積極關照人身安全 

問題，並重視空間的無障礙、無死角、具有視覺穿透性 

以及緊急求助設備等面向，俾增進空間使用者的安全感 

與舒適性。 

 (三)鐵路車站改建之演進歷程 

    鐵路車站除為使用者帶來便利外，在空間使用上也要能保障 

人身安全，本局鑒於車站是民眾重要的生活場域，除具運輸 

功能外，更希望透過空間的設計與安排能充分滿足使用者的 

需求，並以尊重性別差異的驗，使之更加性別友善。回顧本 

局鐵路車站改建之設計思維歷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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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車站改建之性別友善空間演進歷程 

 演進過程
 第一代

 車站改建

 第二代

 車站改建

 第三代車站改建

都會車站 通勤車站 
 兩鐵

 接駁站

 花東

 經典站

CEDAW

 設計理念      
 Ｖ

優於法規

 友善環境   
 Ｖ  Ｖ  Ｖ  Ｖ

符合法規

 要求設計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車站運輸

 功能為主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1、 第一代車站改建(時間 1980~1990)： 

純粹配合鐵路地下化，主要著眼於車站之交通運輸功能，

例如：臺北車站。 

 
臺北車站－臺鐵、高鐵及捷運無縫轉乘 

 

 傳統方正、地標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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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代車站改建(時間 1990~2000)： 

結合都市計畫變更、車站本身及周邊整體開發，使之成

為 21世紀都會鐵路車站，例如：板橋車站。 

 

 

 

 

 
板橋車站特定專用區－臺北西區副都心  

 

 

 

 

3、 第三代車站改建(時間 2000~迄今)： 

具備多元化功能及因地制宜的幾種特性，概分如下： 

(1)都會車站      車站改建結合都市更新 

(2)通勤車站      臺鐵捷運化政策的指標 

(3)兩鐵接駁站──因應高鐵接駁需求 

(4)花東經典站──結合觀光特性的另類兩鐵車站 

(鐵道與鐵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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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車站 

 
新城車站 

 
花蓮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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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車站 

綜觀本局車站性別友善空間之規劃設計演進過程，係由民國

70年至 80年間以車站運輸為主，並以符合法規要求設計的第一代

及第二代改建車站，演繹至民國 90 年代以優於法規，並結合友善

環境及 CEDAW 設計理念的第三代改建車站，謹秉「建構友善車站

環境」理念，從規劃、設計之初即導入性別平等設計理念，以建

構安全無懼之車站空間與環境，消除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者使用車站空間及旅運服務設施之潛在威脅或不利之影響，全

面推動並落實車站性別平等空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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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性別友善車站執行之具體績效 

本局在推動性別友善車站之執行成果豐碩，就落實「性別平

等」政策上已經成功邁步並逐見成效，而相關經驗及積極作為實

可作為其他單位辦理公共工程建設之參考，茲將本局辦理車站性

別友善空間之各項具體成果分述如下： 

■成果案例／無障礙電梯 

 

 
 

依據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於無障礙

垂直通路中設置昇降機。 

 

昇降機機門淨寬度≧90公分，機廂尺寸應

符合無障礙相關規定。(鐵工局鐵路車站旅

運與站務設施設計注意事項) 

■成果案例／電梯、電扶梯 

 

  
依據鐵工局施工技術規範(一般機電工程

類)，無機房式電梯於車廂頂裝設閉路電視

攝影機。 

據鐵工局鐵路車站旅運與站務設施設計注

意事項，提供友善搭乘環境之電扶梯。 

 



19 
 

■案例／月台警示燈 

 

 
 

依據最新臺鐵局 104年 4月 8日

鐵電訊字第 1040011507 號函車

站 LED月台警示燈規範施作 

 車站月台邊緣設置列車到站 LED月台警示燈，配合   

 月台邊緣舖面尺寸，沿月台行方向約 2.4公尺(可  

 配合地磚或石材單元尺寸酌調)設置乙盞，回路採 

 一致性點滅方式控制，燈具中心距月台邊緣 24公 

 分，警示燈埋入孔直徑 15公分。 

 (圖參考本局鐵路車站旅運與站務設施設計注意事  

 項) 

 
 

■案例／夜間照明 

 

  
依據本局機電工程設計注意

事項設置夜間照明。 

 

  依據本局機電工程設計注意事項設置列車資訊 

  顯示系統(T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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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車站 

 
■案例／監視系統 

 

  
 

 
基隆車站 

 
潮州車站 

依據本局機電工程設計注意事項於月

台層設置閉路電視攝影機。 

依據本局機電工程設計注意事項於廁所及哺乳

室門設置閉路電視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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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哺集乳室 

 

 

 

 
 

 

■案例／無障礙售票窗口 
 

 

 

 

 

潮州車站 
依據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設置，哺集

乳室門可由內部上鎖，內部設備包含：有蓋

垃圾桶、靠背椅、電熱水瓶、空調、電源插

座、緊急求助鈴或其他求救設施，空間配置

應滿足 150公分以上輪椅迴轉空間。 

依據鐵工局鐵路車站旅運與站務設

施設計注意事項，服務鈴按鈕距地

面高度約 85公分。 

依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設置人工售票服

務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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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戶外廣場 

 

 
板橋車站站前廣場配合新北市快樂耶誕城活動，設置親子遊戲設施。 

資料來源：鐵工局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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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無障礙及親子廁所 

               
依據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設置，無障礙及親子廁所內部設備包含：便器、兒童便

器、洗面盆、照面鏡、求助鈴。（圖為員林車站及豐田車站） 

 

 
 

 

 

 

 

 

 

無障礙及多功能親子廁所，相關標示採用中性符碼。 
 

■案例／廁所設置求助鈴 

 

 

依據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於廁所設置求救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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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廁所 

 

 
廁所應設置求助鈴，蹲式廁間並設扶手。 

 

 

修訂後 修訂前 

 
■案例／服務鈴 

 

設置位置 

․售票口： 

每 1售票口 1組。 

․自動售票機： 

每 1自動售票機 1組。 

․室外無障礙通路： 

每 1出入口 1組。 

․無障礙電梯： 

每 1台 1組。 

․哺集乳室。 

․補票口。 
 

 

依本局鐵路車站旅運與站務設施設計注意事項設

置求救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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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月台邊緣寬度 

 
 

月台上構造物距月台邊緣寬度（單位：mm） 修訂前(1.75m)PS.原臺鐵規定 1.5m 

修訂後(2m)  

 
■案例／旅客資訊標誌 

 
因旅客資訊標誌係依臺鐵局

「指標、示系統設計參考手冊」

為準，故本局已建議臺鐵局將

「夜間婦女候車區」更正為「夜

間安心候車區」。 

 

  
■未來可再研議 

本局於車站改建工程上未來可再研議辦理之項目包括： 

1. 車站服務設施配置導覽圖(或導覽 APP) 

2. 哺集乳室可再細分為前室(休息區、尿布台)及後室(哺乳區)，

俾使更多人能同時使用 

3. 廁所使用狀態顯示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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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善相關貼心設施設備 

(1)理想的哺集乳室： 

尿布檯、飲水機、洗手檯沙發座椅、微波爐、電器插頭、

冰箱兒童遊戲區、免費尿布、清潔護理用品、身高體重

計、 玩具繪本等。 

(2)人性化的便器馬桶： 

不僅可以沖水、烘乾，還可以發出流水聲及鳥聲、反偷

拍裝置等。 

 
資料來源：http：//funtaipei-pdn.blogspot.tw 

 

綜上，本局辦理鐵路改建工程係以「建構友善性別平等車站

環境」為念，排除車站環境中的各種有形和無形的性別不平等障

礙，謀求大眾運輸系統之設備與空間規劃符合不同性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者在使用上之公平性、便利性與合理性。期待車站不

只是車站，更透過空間的改善、設備、設施的友善，提供完善且

安全無虞的性別友善環境，並為推動性別主流化恪盡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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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辦理滿意度問卷調查之創新作為 

 (一)問卷調查之目的 

    本局執行之各計畫以建構全面之友善車站環境為本，俾滿足

各使用者（不同性別、弱勢族群、高齡長者、身障人士）之需求，

為實際瞭解旅客對本局車站改建有關性別友善設計之滿意度及建

議，俾供作本局推動性別平等政策並建構性別友善車站之參考，

遂請本局各工程處（施工區）就權管近年(104 年~105 年)完工之

車站辦理問卷調查(詳佐證資料 4)。其目的在使車站設計能與時俱

進並契合實需，而本次積極採問卷調查方式，除積極主動了解民

之所需外更可作為未來推動政策之依據。 

    此外，為使本次問卷調查分析報告所得之結果能加以應用與

深化，俾利充分運用並具體落實，本局後續並依問卷調查所得之

結果積極研擬相關後續作為，諸如：持續推動相關規範之研修、

優化車站設計、創新設計理念、深化建築涵養…等，俾使車站設

計能與時俱進、更臻完善。 

(二)問卷樣本說明 

本次問卷調查係由本局各工程處（施工區）於假日、非假日

之上午、下午、晚上三個時段，就下述權管近年(104 年~105 年)

已完工車站進行隨機問卷調查，調查樣本數份配如下： 

  1、南港施工區：基隆車站，問卷樣本數 120份。 

2、東部工程處：新城車站、壽豐車站、玉里車站、瑞穗車站，

問卷樣本數各 60份。 

3、中部工程處：員林車站，問卷樣本數 120份。 

4、南部工程處：潮州車站，問卷樣本數 120份、西勢車 

站，問卷樣本數 6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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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局各工區、工程處陸續函送已完成調查之問卷，共計： 

實收問卷數：669 份；有效問卷數：660份(詳佐證資料 5)。 

  
 
(三)問卷内容說明 

    本次問卷調查係針對旅客對性別友善車站相關設施之滿意度，

並運用性別與其他變項因子進行交叉分析，以了解交織性因

素。故除性別外，其他變項因子尚包括： 

1、 時間的差異：分為假日之上午、下午、晚上；非假日之

上午、下午、晚上，共計 6個不同時段。 

2、 屬性的差異：將三種不同功能屬性的車站類別進行差異

分析，包括：觀光車站、通勤車站、城際車站。 

    以本局辦理之鐵路車站改建工程而言，車站若就功能屬性來 

分類，可歸納出四種類型：第一類為城際間車站，主要是作 

為城市與城市間之車站服務，強調大量輸運及可從事土地開 

發等商業活動；第二類型為通勤車站，包括都會捷運車站及 

臺鐵捷運化車站類型均屬之；第三類型屬地方（觀光）車站， 

包括社區服務及觀光小站；第四類型是郊區車站。本次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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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考量郊區車站旅運量極少，問卷樣本數不足易造成較大 

的誤差，故不納入調查，本次僅就觀光車站(新城車站、瑞穗 

車站、玉里車站)、通勤車站(西勢車站、壽豐車站)、城際車 

站(潮州車站、基隆車站、員林車站)進行問卷調查。 

 
■觀光車站： 

1.新城車站、2.瑞穗車站、3.玉里車站 

 
 

  
 

■通勤車站： 

1.西勢車站、2.壽豐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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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際車站： 

1.潮州車站、2.基隆車站、3.員林車站 

 
 

3、 年齡的差異：就旅客不同的年齡層來分析，分為： 

19歲以下、20-39歲、40-59歲、60歲以上。 

 

    本次問卷調查經本局各工程處（施工區）於 105年 8 月底辦 

畢，並陸續將問卷函送本局後，本局工務組遂積極辦理彙整 

統計分析事宜，總計實際回收之問卷數為 669份，經過統計 

初判後，有效問卷數共計 660份。而本次問卷調查所得到的 

分析結果及民眾所反映的具體建議與期勉，都是引領我們孜 

孜續航於鐵路建設的養分與未來政策推動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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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推動性別友善車站滿意度問卷調查-(車站） 

日期：月 日時段：○上午○下午○晚上車站 

目前旅客量：○擁擠○適中○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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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問卷内容-請問您認為車站目前旅客量多寡？ 

 

    分析及回饋：絕大多數旅客(90%)認為車站旅客量適中或稀少，

僅少數旅客(10%)認為車站感覺擁擠。此一結果反映出車站空

間量大多符合目前實際使用需求或尚有餘裕空間。 

(四)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問卷内容-以車站功能屬性來分析認為擁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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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及回饋：若以車站的功能屬性來分析，則可發現城際車 

站的旅客，感受擁擠的程度較高(城際車站 13% > 觀光車站  

9% > 通勤車站 4%)。此一結果反映出城際車站因旅運量較 

大，故在尖峰時段會有少部分旅客認為車站感覺擁擠的狀況。

因此，在空間設計上應依車站功能屬性的特殊需求，納入彈 

性使用考量，並預留未來旅運量增加之擴充機制，俾使車站 

能滿足旅運實需。 

 
(四)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問卷内容-車站較擁擠的時間 

 
     
    分析及回饋：旅客認為車站感覺擁擠的時段大多在下午(63%)，

這與旅客通常都是在下午時段放學、下班有很大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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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問卷内容-以車站功能屬性來分析認為擁擠的時間 

 

 
 
分析及回饋：由此可見不同功能屬性的車站其旅客認為車站 

感覺擁擠的時段，有明顯的差異。例如：觀光車站旅客因為 

假日通常較晚出門，當搭車到目的地時多已是中午或下午 

了，所以下午較擁擠；通勤車站主要服務上班、上學的旅客， 

大家一早趕著上班、上學所以上午較擁擠；城際車站週邊的 

商業活動較多，所以下班後大家聚會、聚餐等活動頻繁，致 

使下午人潮較多，較易呈現擁擠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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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問卷内容-旅客各年齡層的比例 

 

 
     

分析及回饋：搭乘火車的旅客年齡層，主要以 20-39 

    歲的旅客最多，約佔 45%，其次則為 40-59歲，約佔 

    28%。也就是以上班、上學的青、壯年為大宗。 

(四)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問卷内容-有無同行者? 

 
 
分析及回饋：搭乘火車的旅客無同行者最多，約佔 53%，同行 

者為正常步行者居次，約佔 39%。亦即旅客大多單獨搭車或是 

與正常步行者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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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問卷内容-您今天到車站的目的? 

 

 
     
    統計結果為：以旅遊為目的者最多，約佔 30%，通勤及通學 

約佔 18%，娛樂(購物、用餐)約佔 15%，返鄉約佔 13%，出差 

約佔 5%，其他(包括：就醫、訪友、辦事…等)約佔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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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問卷内容-以車站功能屬性來分析到車站的目的 

 
     

分析及回饋：若以車站功能屬性來分析旅客到車站的目的， 

則可發現旅客到車站的目的與車站的功能屬性有正相關，如

旅客到觀光車站的目的係以旅遊為主，旅客到城際車站的目

的則以娛樂為主。 

◎ 到觀光車站的目的：旅遊 59% >返鄉 20% >其他 7%。 

◎ 到通勤車站的目的：其他 27% >通勤 22% >旅遊 21%。 

◎ 到城際車站的目的：娛樂 22% >其他 22% >通勤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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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問卷内容-您今天到車站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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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及回饋：若再就旅客年齡層來分析，則可發現不同年齡

層到車站的目的也有很大的不同。 

◎ 19歲以下：以娛樂最多佔 30%，其次為通勤佔 27%。 

◎ 20~39歲 ：以旅遊最多佔 39%，其次為通勤佔 19%。 

◎ 40~59歲 ：以其他最多佔 27%，其次為旅遊佔 23%。 

◎ 60歲以上：以旅遊最多佔 31%，其次為其他佔 29%。 

(四)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問卷内容-您今天使用過車站提供之哪些設施？ 

 
    分析及回饋： 

1. 在受訪的 660人中，計有 362人在本次搭車過程中使用過

車站的廁所，人數最多，其次則是無障礙電梯，計有 73

人使用過。 

2. 由此可見，廁所是旅客最常使用的服務空間，亦是車站的

門面，其好壞往往決定了旅客對車站的第一印象，而無障

礙電梯則是建構友善車站環境的必備要項，此二者就車站

功能而言舉足輕重，除須符合人性化設計外，更應貼近並

滿足使用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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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問卷内容-您今天還使用過車站哪些設施？ 

 
  ◎親子廁所 

  ◎戶外座椅 

  ◎行動座充 

  ◎販賣機 

  ◎7-11 

 
 

 
    統計結果為：旅客還會去使用包括：親子廁所、戶外座椅、 

行動座充、販賣機、商店…等。 

(四)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問卷内容-旅客使用廁所的比例 

 

    統計結果為：有使用者佔 55%；未使用者佔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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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問卷内容-請問您對如廁排隊等候時間滿不滿意？ 

 

 
    分析及回饋： 

1. 統計結果發現男女使用者之滿意比例均為 68%；無意見者

亦都近 30%，不滿意比例均為 2%，此結果反應並未因性別

不同而有明顯差異，推究其主要原因應是「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備編」男、女衛生設備數量比已修訂為 1：5有關。 

2. 填不滿意者均針對玉里車站，主要原因包括： 

廁所有異味，清潔度需再加強、廁所間數太少假日人多不

敷使用、洗手台男女隔開較適合、空間過小，蹲式馬桶應

再大一點…等意見。經查上述反映廁所間數太少係因當時

委外營運管理之自行車補給站廁所尚未開放供旅客用之

故，後續俟正式營運使用應無廁所間數太少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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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問卷内容-旅客使用哺集乳室的比例 

 

 
統計結果為：有使用者佔 3%且皆為女性；未使用者佔 97%。 

 
(四)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問卷内容-請問您對哺集乳室設計滿不滿意？ 

 
 

統計結果為：滿意者佔 90%，無意見者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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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問卷内容-女性旅客使用夜間婦女候車區的比例 

 
統計結果為：有使用者佔 7%；未使用者佔 93%。 

(四)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問卷内容-請問您對夜間婦女候車區設計滿不滿意 

 

 
統計結果為：滿意者與無意見者各佔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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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問卷内容-旅客使用無障礙電梯的比例 

 
分析及回饋：統計結果發現使用者佔 11%；未使用者佔 89%。

這與無障礙電梯的運量有限有直接相關，因為大多數的旅客為

了趕時間會選擇走樓梯。 

(四)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問卷内容-請問您對無障礙電梯設計滿不滿意？ 

 
分析及回饋： 

1. 滿意者佔 75%，無意見者佔 20%，不滿意者佔 4%。 

2. 不滿意的原因包括： 

◎ 潮州車站：等待時間太久。 

◎ 瑞穗車站：動線有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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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問卷内容-旅客使用尿布檯的比例 

 

 
統計結果為：有使用者佔 2%；未使用者佔 98%。 

 

 (四)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問卷内容-請問您對尿布檯設計滿不滿意？ 

 

 
統計結果為： 滿意者佔 85%，無意見者佔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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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問卷内容-請問您車站內外通路地坪，有無坑洞不平整    

    之處？ 

 

 
分析及回饋： 

1. 僅 2%的旅客反映車站內外通路地坪，有坑洞或不平整之處，

其餘 98%則無。 

2. 地坪不平整地點包括： 

◎ 壽豐車站：車站旁、轉彎處。 

◎ 玉里車站：前面廣場、無障礙空間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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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問卷内容-請問您站內外各空間，是否有照明不足或安   

    全死角？ 

 
分析及回饋： 

1. 僅 2%的旅客反映車站有照明不足或安全死角。 

2. 照明不足地點包括： 

(1)新城車站：站外照明應加強。 

(2)玉里車站：走道。 

(3)瑞穗車站：地下道、面對售票口右邊太暗。 

(4)西勢車站：候車處。 

(5)員林車站：廁所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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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問卷内容-請問您對推動性別友善車站有何寶貴意見或建 

議？ 

分析及回饋： 

1.意見或建議 

◎潮州車站：下樓無電扶梯，不方便。 

◎新城車站：太熱了，需要冷氣。 

◎玉里車站： 

希望有飲水機、候車室欠空調、無障礙坡道要短一 點、

通道太狹窄、可設計一點圖在正立面、車站牆面可再美化、

車站前面可多種植物、希望儘快完工避免造成旅客不便、

站前時鐘時刻與鐘響不一致、多一些友善關懷、希望讓更

多有障礙的人方便。 

◎瑞穗車站： 

希望儘快完工避免造成旅客不便、自行車設施希望多加強、

動線有改善空間、動線不方便、上下樓梯買車票及提重物

爬樓梯不方便、候車室欠空調。 

2.鼓勵 

◎瑞穗車站：都很好、覺得意外的好、很棒、加油、手機座

充是很棒的設置希望繼續保持。 

◎玉里車站：很好、加油、很乾淨、台鐵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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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滿意度問卷調查之具體績效 

(一)問卷調查回饋： 

    1.經統計發現 55%的旅客會使用車站廁所，因此如何精進廁所    

      設計以符合使用者需求，並使嫌惡設施成為車站亮點將是 

      課題所在。 

    2.旅客普遍認為城際車站的擁擠程度較高(13%)，因此，在空

間設計上應依車站功能屬性的特殊需求，納入彈性使用考

量，並預留未來旅運增加之擴充機制，俾使車站能滿足旅

運實需。 

3.旅客到車站的目的與車站的功能屬性有正相關，如旅客到

觀光車站的目的係以旅遊為主，因此，相關旅客需求設施，

如導覽地圖或觀光資訊應予具備。 

4.車站的一些貼心設施(如座椅、行動座充等)往往會讓旅客

留下深刻印象，費用不多卻極具效益。 

(二)後續積極作為： 

 1.旅客反映對車站性別友善設施之不滿意原因及具體意見，           

   本局已納入今(106)年度「鐵路車站旅運與站務設施設計注 

   意事項」之編修(研修會議業已於 106年 5月 22日由本局召 

   會邀集專家學者及臺鐵局與本局相關單位共同研商)，後續 

   並於細設階段遵循辦理。 

2.針對旅客就各車站地坪不平整、照明不足之意見回饋，本局

業已於 106年 4月 11日以鐵工工字第 1063200220號函，責

成本局各工程處(施工區)就各權責車站再予檢視並予妥處

(詳佐證資料 6)。 

3.有關旅客對車站缺乏空調及無電扶梯設備之意見，基於綠建 

築及節能減碳考量不予增設，惟後續設計可採更完善之通風

換氣手法，及更合理的動線規劃來增進車站空間的舒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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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車站設計應續以使用者需求為本，在滿足實質功能的需求下

倘能適當加入貼心的創意設計，將使車站成為兼具理性與感

性的空間亮點。 

柒、跨機關合作機制及結語 

(一) 設計施工與營運維管無縫接軌 

    本局係工程執行單位，在辦理鐵路改建工程完竣後並交由臺

鐵局接續進行營運及維護管理，以一棒接一棒的傳承方式密切配

合，務使性別友善車站理念不僅落實在設計施工階段，更能延續

至營運維管階段，此一跨機關合作機制已行之有年，兩局在落實

無障礙車站環境及推動性別友善車站的努力可謂是不遺餘力，而

此一設計施工與營運維管無縫接軌的成效，整合落實在下列四大

面向： 

1、建築法規面向(設計施工階段)包括： 

設備數量、設施需求、安全監視、防護救護。 

2、空間規劃面向(設計施工階段)包括： 

空間明亮、視野寬廣、方便到達、資訊正確。 

3、友善設計面向(設計施工階段)包括： 

便利性、安全性、適宜性、通用性。 

4、貼心服務面向(營運維管階段)包括： 

志工義工、提供諮詢、急難救助、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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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語： 

本局在推動性別友善車站之執行成果豐碩，就落實       

「性別平等」政策上已經成功邁步並逐見成效，爾後本局亦

當持續努力，自詡以扮演「公共工程落實性別平等政策」之

火車頭要角為己任，並以下列結語作為座右銘自我期勉、務

求精進。 

1. 車站不只是車站，除具運輸功能外，也是民眾重要的生活場

域，故應透過空間的改善、設備設施的充實，提供完善的性

別平等車站環境。 

2. 排除車站環境中的各種有形和無形的性別不平等障礙，落實

兩性平權觀念，謀求大眾運輸系統之設備與空間規劃符合不

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在使用上之公平性、便利性與

合理性。 

3. 謹秉「建構友善車站環境」理念，從規劃、設計之初即導入

性平設計理念，全面推動並落實車站性平空間設計，以滿足

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對於空間使用之特殊需求與

感受。 

4. 整體建構安全無懼之車站空間與環境，消除不同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者潛在威脅或不利之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