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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研究背景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處理主要目的在於完整記錄事故發生現場實況，藉以瞭解

事故全貌，研判事故肇因，保障當事人權益，並提供交通安全改善所需資訊。道

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的內容設計，必須考量事故處理程序及紀錄的分析和應用

目的，同時配合現有的相關資訊系統的運用，以取得完整且適合分析運用的事故

資料，以避免人力資源虛耗，並減少工作負荷。 

近年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日趨複雜，其中又以機車事故案件最為大宗，同時

配合交通部全國道安扎根強化行動之機車安全、長者(65 歲以上)安全與重點車輛

安全：「遊覽車安全」、「砂石車安全」、「危險物品運送車輛」，以及「自行車安全」

等相關重點工作，國內目前所使用有關交通事故調查資料及統計分析項目，因應

現況實際需求亟待檢討與擴充。另外隨著通訊科技發展及資訊化的需求，若能透

過相關影像、定位與資料庫串連等技術設備的協助與應用，應可將道路交通事故

調查報告表中相關統計資料的調查與登錄作業逐漸朝向自動化發展，並降低建檔

過程中人為疏失與錯誤的機率。 

因此，本研究計畫係檢討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的調查項目與內容，是否

符合現況實質需求以及思考規劃相關的統計、分析與運用，同時進行評估在未來

事故案件調查統計自動化登錄之階段性作法，以提升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調查統計

暨相關工作之品質與績效，特辦理本項研究計畫。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希望透過文獻回顧，綜合蒐集國內外近年來有關道路事故之研

究，整理出重要的事故欄位項目，以及回顧國內外道路事故表格，比對國內與國

外事故表格之差別，研擬我國道路事故調查表修改方案，並將後續研究內容推行

至實務操作部門運用。 

1.3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計畫係修改現行使用之道路事故調查表，道路交通事故資料除可用於

還原事故全貌，研判事故肇因，保障當事人權益外，並可用於分析交通事故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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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車輛的特性，以及事故發生時空的分佈，作為改善道路交通安全、擬訂並推

動道安策略的主要依據，然由於道路交通事故型態日趨複雜，配合先進科技的發

展，以及國家推動道安政策的目標，既有的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內容，以及記錄方

式和程序，已難以符合現有實際的需求。因此，為了解現有系統的問題，配合科

技的應用，參考國外有關交通事故蒐集、建檔及分析應用系統，本研究的研究範

圍及對象包括： 

1. 現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及相關統計應用系統內容 

除檢討現有事故調查報告表內容之外，亦包含事故報告表填表須知，以及檢

討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中有關事故案件分類所造成的問題，同時亦針對交通部

公開資訊以及運輸安全資訊網站中有關道路交通事故統計資料中的統計分析內

容及其應用情形進行檢討。 

2. 文獻蒐集範圍及對象 

在國外文獻部分主要以美國和英國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及資料建檔系統，以

及統計分析應用內容和相關網站為主；同時亦蒐集道路交通事故統計分析與安全

改善之相關學術、實務論文及研究報告，了解各國的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內容。國

內部分則除了相關道路交通事故分析之研究之外，亦包含探討事故內容與資料應

用之探討和建議文獻。 

3. 訪談和座談及專家學者座談範圍及對象 

現況問題及內容需求的訪談或座談對象主要以事故資料應用和處理人員為

主，對象包括： 

(1) 政府單位：內政部(警政署)、交通部(公路總局、運研所、道安會)、衛福

部及其他相關統計及應用道路交通事故資料之單位承辦或研究人員。 

(2) 學術單位：長期投入事故分析與防治之大專院校教師與研究人員。 

(3) 實務工作人員：地方單位之各縣市警察局事故處理、建檔、審核分析等

相關人員。 

1.4 研究重要性 

本研究計畫以問題、需求及目標導向的方式進行，先以文獻回顧方式比較先

進國家在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內容和統計應用情形，並藉由訪談及座談方式，了解

各相關單位對於現行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內容，以及統計應用的現況問題和調

整修正，並依需求項目設計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修訂方案。同時以建立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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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或雲端)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資料庫與分析系統為目標，規劃應用行動通訊器

材、數位影像技術及其他先進科技，發展科技化和自動化交通事故資料登錄建

檔，以及統計分析系統階段性計畫。最後並舉辦專家、學者座談會，確認道路交

通事故調查報告的內容修訂方案，以及推動雲端(數位化)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庫及

分析系統的階段性作法和系統功能發展的優先順序。 

1.5 研究內容與工作項目 

本研究計畫應完成之工作項目與內容，茲詳列說明如下： 

1. 蒐集與回顧國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之設計內容與欄位內容。 

2. 蒐集與彙整國外事故分析調查網站之事故統計應用方式與提供內容與資訊。 

3. 檢討與調查國內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之實施現況與調整需求。例如：檢

討 A3 類事故調查報告表是否須簡化、電腦登錄之可行性以及事故調查報告

表之項目內容，如：肇因分析項目檢討，A2 類事故當事人受傷程度分類檢討

等。 

4. 規劃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擴充或簡化之調查項目及統計應用分析，包括

填表須知的檢討與修正。 

5. 研提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之修訂方案與自動化登錄之階段性作法與規劃

內容，包括訪問調查內政部、交通部、地方單位等相關人員，以及後續邀集

內政部、交通部及相關單位專案研商檢討。 

6. 邀請專家、學者與實務工作者，就修訂方案與階段性作法進行研討。 

7. 研提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修訂方案及自動化登錄之階段性作法建議。 

本研究計畫之研究流程與相關執行作法說明如下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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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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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節主要彙整國內、外事故分析與預防之文獻，考量其所採用之變數與項

目進行彙整，並於後續進行變數分析與討論，以作為後續本研究計畫之欄位項目

考量之重點參考依據，並依據人、車、路、環境等相關類型進行彙整。 

2.1 國內事故相關文獻 

方守潔(2004)
【01】 從民國 89∼91 年地鑑會與覆議會鑑定結果一致之兩車碰撞

事故案件篩選出發生於省道、縣道、村里道路、市區道路之兩車碰撞事故資料，

共計 538 件案例，每件事故都包含甲、乙兩方肇事當事人之肇事資料，共計 1076 

筆資料，透過卡方檢定分析，區別、車種、超速、飲酒、道路類別、道路型態、

行向、車損部位、筆錄速率、是否預見、駕亡及路權，共計 12 向變數達到顯著

差異，進一步進行類神經網路分析並建立模式加以驗證，由此得知道路類別（省、

縣、市區道路）、路權、飲酒、行向（同向、對向、橫向行車）、車種、道路型態

及超速等因素對於肇事責任之分攤有明顯之影響程度。 

吳易真(2004)
【02】 以基隆市於民國 89~91 年之肇事案件為分析對象，將肇事

地點分為路口及路段兩部分，首先以因子分析法將肇事相關原因進行整併，再經

由卜瓦松迴歸模式及負二項迴歸模式之參數估計發現，路口部份的「能見度」、「交

通量」、「路面狀況」、「道路型態」、「視線」、「號誌」等六個變數對肇事次數呈顯

著相關；路段部分的「路面狀況」、「視線」、「道路限制」、「道路型態」、「分向設

施」等五項變數呈顯著相關，並發現路口及路段之肇事分析模式皆以負二項迴歸

模式為佳。 

吳家麟(2014)
【03】 採用逢甲大學車鑑中心所鑑定之 108 筆肇事鑑定案件建置

資料庫，統計歸納出與肇事相關之變數，將此變數分為三類，各變數及變項分別

為共同狀況變數(肇事區別、肇事時段、事故位置型態、天候、光線、道路類別、

號誌種類、號誌作動)、相對變數(幹道或支道、兩車關係)及雙方因變數(性別、

年齡、死傷情形、車種、駕駛資格、飲酒情況、肇事逃逸、動作、是否過路口中

心、閃光號誌、變換車道、超速行駛、違規行為、車輛碰撞部位)，共計 24 項變

數，分別針對第一當事人及第二當是人之肇事相關變數進行敘述性統計與交叉分

析之卡方檢定，並分析車鑑中心、鑑定會、覆議會與法院等三個單位之鑑定差異

性。 

張智欽(2011)
【04】 由雙變量一般化依序普羅比分析結果，其中部份變數具有



 

6 

 

異質性傾向，(一)在駕駛特性上，為雙方當事人受第一方酒後駕車而影響、第一

方受本身超速影響，以及第一方當事人年齡高於 65 歲等三項變數；(二)在車輛

種類變數，為雙方駕駛者各自騎乘機車作為交通運具；(三)在環境特徵內，為夜

晚路口明亮度微弱條件變數；綜合上述異質性變數，在門檻函數係數值呈現顯

著，藉由機率分配得知，此類肇事變數影響當事人嚴重區間的分佈，更可為交通

事故提供良好改善策略。 

郭曜彰(2005)
【05】 認為「道路優先權」變數在鑑定過程中趨於重要，因此採

用民國 89∼91 年地鑑會與覆議會鑑定結果一致之汽機車碰撞事故案件，共計 450

件，進行交叉分析變數之顯著性以及類神經網路分析預測結果之優劣程度。顯著

之變數有超速、飲酒、天候、道路類別、道路型態、速限、動作、行向、車損部

位、筆錄速率與道路優先權，輸出變數則為「肇事當事人之肇事責任分攤程度」，

結果顯示類神經網路模式比較適合用於建立肇事鑑定專家系統，並研判行向(GI

值=0.245)、動作(GI 值= 0.178)、道路優先權(GI 值= 0.175)、車損部位(GI 值

=0.158)、超速(GI 值=0.152)為肇事責任判定之影響程度較大的鑑定變數。 

陳俊宇(2007)
【06】 採用方守潔於民國 93 年所整理之資料庫(民國 89～91 年

兩車碰撞事故案例，共計 538 件案件及 1076 位肇事當事人)作為研究基礎對象，

透過卡方檢定，評選出 12 個關鍵鑑定變數(區別、車種、超速、飲酒、道路類別、

道路型態、行向、車損部位、筆錄速率、是否預見、駕亡、路權)，以作為潛在

之狀態變數，控制變數則為「鑑定責任」。經由模式驗證得知，「區別」、「道路類

別」、「車損部位」、「筆錄速度」等狀態變數，雖然經由卡方檢定認定對於事故責

任有顯著影響，但在模式中對於適合度值或是判中率之提升，較少為探勘規則所

選擇。相反的，「道路型態」、「超速」、「飲酒」及「路權」等變數則為多數規則

所參引，顯示此四項為重要的鑑定參考變數。 

曾貴楷(2007)
【07】 以每位計程車當事人為一單位樣本進行分析，選取的影響

變數有季節、週末、尖離峰、睡眠時段、速限、天候狀況、光線、號誌、事故位

置、雙方駕駛者性別、雙方駕駛者年齡、雙方駕駛者教育程度、雙方駕駛者飲酒

情況、雙方駕駛者駕駛資格、事故責任、本車動作與對方車種，共計有 23 項。

首先對事故案件之雙方傷亡程度與財損情況作一統計，以了解計程車交通事故的

傷亡情形，再者針對上述各影響變數進行基本統計分析，以了解事故發生次數與

駕駛者肇事嚴重程度在各變數之變項的分佈情形，並以羅吉斯特迴歸為基礎，進

行模式之構建 

游子揚(2013)
【08】 認為進行交通安全改善及執法時，除了探討主要「肇事因

素」外，亦需將「次要肇事因素」、「不明確肇因」及「遺漏次要肇因」納入統計

及分析，並採用我國國道高速公路於西元 2008 至 2012 年所發生之 A1 交通事故

案件，共計 336 件，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的 37 項資料中，選擇肇事當事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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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年齡」、「駕駛資格」、「保護裝備」、，「肇事車種」、「天候狀況」、「光

線」、「發生時間」、「事故位置」、「發生地點」、「主要傷處」、「事故類型及型態」、

「車輛撞擊最初部位」等 13 項變數進行敘述統計及卡方檢定，經過分析得知該

13 項變數皆拒絕期望件數平均分配之虛無假設，意即 A1 事故件數在各變數中皆

達統計顯著水準。 

黃振烜(2014)
【09】 利用警政單位的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含 A1、A2)與監理單

位的交通違規資料，共計 71,489 筆，將變數區分為兩大類，駕駛人背景因素(如：

年齡、性別)及駕駛人行為因素(如：酒駕、使用行動電話…等)進行交叉分析及羅

吉斯特迴歸分析與探究違規對肇事的關聯性，由分析結果得知，年輕族群及男性

的肇事率偏高，違規因素則以超速、闖紅燈、未遵守標線標誌等最具正相關，並

由統計分析結果指出酒後駕車與肇事因素的關聯甚高，應進一步討論其相關防範

對策。 

葉名山、李旻錡、劉欣憲等人(2009)
【10】 透過基因規劃法對交通行車事故責

任鑑定進行分析，需先將所需進行校估之變數挑出，挑選出共同狀況變數、當事

者狀況變數、道路基礎設施狀況 3 大項變數，共計 24 種變數，經由模式分析得

出路權為模式之重要變數，又此項變數為透過相關法規文獻自行檢核判別所產生

之變數，在往後的研究會將路權判別之依據重新檢視，冀以提升整體之判中率。 

詹子儀(2004)
【11】 採用民國 92 年花東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之花東區

事故資料，共計 885 筆資料，肇事結果之變數分為四大類：(1)人（年齡、駕駛

資格、教育程度、酒醉駕車）、(2)車（本車車種、本車動作、他車車種、他車動

作）、路（道路類型、速限）、(3)環境（尖離峰、天候、天色）、(4)事故狀態（兩

車撞擊角度）等變數，透過因子分析，初步設定其因子構面數為 3~5 個，設定適

當的因子負荷量門檻值作為選取解釋各因子之解釋變數，在進行群落分析及羅吉

特分析，由結果得知，當採用因子個數為 4 之因子構面分析及群落數為 5 之群落

分析的結構時，該分析結構擁有較高的適合度。 

廖彩雲、楊雯鈞(2012)
【12】 應用類神經網路技術中之倒傳遞網路進行預測交

通事件之持續時間，並以 MAPE 與 RMSE 評估網路績效。研究中以台北市市區

道路為例，將歷史資料區分為市區道路與高架橋，分別以交通意外事件的歷史資

料建構兩個不同之預測模型。研究結果顯示在績效評估方面，市區道路及高架橋

交通意外事件預測之模型皆能有效預測交通事件之持續時間。本模型預測結果可

協助旅行者路線變更的決策，亦能輔助交通管理者在路徑導引及運輸系統管理運

作的參考。 

劉欣憲（2006）【13】 採用程序性分析、分類樹以及類神經網路等方法建構事

故鑑定模式，針對汽車對汽車、汽車對機車、以及機車對機車等三大事故類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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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判中率分析。研究結果以單一方法之最佳模式為分類樹模式，該模式明顯優於

程序性分析模式以及類神經網路模式。 

謝易達(2010)
【14】 針對非號誌化路口進行探討肇事特性分析之探討，將進一

步研究「肇事嚴重程度」與肇事特性之相關性，並以預測肇事後之嚴重程度為目

標而非預測某一地點之肇事頻率。透過羅吉特模式校估結果，對於肇事後致人死

亡或骨折以上之案件，以「同向車流之交叉衝突」、「停讓設施」、「閃光號誌」、「第

一當事人為機車」、「第二當事人為機車」及「第一當事人年齡為 51 歲以上」等

6 個變數有顯著正向影響；而對於肇事致人員受傷之案件，以「不同方向車流之

交叉衝突」、「同向車流之交叉衝突」、「閃光號誌」、「路口 10 公尺內停車」、 「停

讓設施」、「第一當事人為機車」、「第二當事人為機車」、「第二當事人車道數」及

「路口型態為十字路口」等 9 個變數呈顯著正向影響。 

鍾佩蓉(2011)
【15】 初步篩選出較具責任鑑定代表性之變數共計有 36 項變數，

進而將環境共同變數、行人變數、駕駛變數與行人之肇事責任進行交叉分析之卡

方檢定，後透過分類樹模式、遺傳規劃模式、類神經網路三種模式於鑑定會、覆

議會、兩鑑定會責任相同所挑選變數之總權重值，其中「行人未注意左右方來

車」、「事故類型及型態」、「駕駛違規程度」、「行人於禁止穿越路段穿越道路」、「行

人年齡」、「行人違規程度」等 6 項變數為三種模式所共同採用之變數，也是影響

行人肇事責任鑑定之關鍵變數。根據所挑選之重要變數推論，影響行人肇事責任

之關鍵因素，主要決定於行人自身之用路行為，其次為相關之環境因素及駕駛因

素。 

鍾易詩、邱裕鈞等人(2014)
【16】 以存活分析模式構建適合我國交通環境之事

故持續時間模式，用以解析(一)事故特性、(二)道路及環境特性以及(三)事故時空

特性等三大類變數與交通事故持續時間的關係。並且透過此模式分析影響高速公

路交通事故持續時間之重要影響變數，避免交通事故持續時間過長造成車流延滯

及二次事故的發生。 

邱裕鈞(2006)
【22】 利用類神經網絡（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N）建構一

套事故鑑定專家系統並使用交叉驗證的方法進行驗證。研究中將兩車碰撞之事故

案例(共計 537 件，1,076 位當事人)隨機分為三個群組，並透過判別分析法來評

選關鍵鑑定變數，作為建構類神經網路模式的分析變數，研究結果發現類神經網

絡模型是適用於事故鑑定，為了分析每個變數的重要性，將採用權重來計算，結

果發現路權、事故位置、飲酒情形等因素對於肇事責任的分攤有較明顯的影響程

度。 

張立言等人 (2013)
【 21 】

 探討駕駛在交通意外中受傷程度的因素，以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 CART)模式建立受傷程度與駕駛、車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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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特性、環境特性和事故變數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指出影響卡車事故受傷程

度的關鍵因素為飲酒情形，而安全帶使用、車輛用途、事故型態、駕駛員/車輛

的行為、車輛涉入數及事故位置也會影響受傷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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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負
二
項
迴
歸
模
式
為
佳
。

 

2
. 
比

較
基

隆
市

前
十

大
高

肇
事

路
口

及
路
段
之
肇
事
相
關
變
數
，
發
現
各

高
肇

事
路

口
與

路
段

的
肇

事
因

子

與
分
析
結
果
大
致
相
符
。

 

3
.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者
可
加
入
「
駕
駛
人

特
性
因
」
，
如
駕

駛
人
之

如
年
齡
、

性
別

…
等

及
「
車

輛
特
性

」
，
如
車

種
、
性
能

…
等
兩
相
關
因
素
。

 

吳
家
麟

(2
0
1
4
) 

不
同

鑑
定

單
位

肇

事
責

任
差

異
性

之

台
灣
，
逢
甲
大
學

車
輛

行
車

事
故

交
叉

分
析

(
卡

方
檢
定

) 

肇
事
區
別
、
肇
事
時
段
、

事
故
位
置
型
態
、
天
候
、

1
. 
透

過
交

叉
分

析
篩

選
第

一
當

事
人

肇
事
責
任
鑑
定
之
重
要
變
數
，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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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年
代

) 
主
題

(研
究
目
的

) 
資
料
庫

(來
源
、

資
料
筆
數

) 
研
究
方
法

 
考
量
變
數

(變
項

) 
重
要
結
論
與
後
續
建
議

 

研
究

 
鑑

定
研

究
中

心

所
鑑

定
之

肇
事

案
件

(9
7
 
年

至

1
0
2
 
年
上
半
年

) 

(1
0
8
筆
資
料

) 

光
線
、
道
路
類
別
、
號
誌

種
類
、
號
誌
作
動
、
幹
道

或
支
道
、
兩
車
關
係
、
性

別
、
年
齡
、
車
種
、
駕
駛

資
格
、
飲
酒
情
況
、
肇
事

逃
逸
、
動
作
、
是
否
過
路

口
中
心
、
閃
光
號
誌
、
變

換
車
道
、
超
速
行
駛
、
違

規
行
為
、
車
輛
碰
撞
部
位

 

變
數
為
肇
事
責
任
，
對
於
車
鑑
會
之

鑑
定
的
顯
著
變
數
為
違
規
行
為
；
對

於
覆

議
會

之
鑑

定
的

顯
著

變
數

為

違
規
行
為
與
超
速
行
駛
；
對
於
鑑
定

中
心

之
鑑

定
的

顯
著

變
數

為
死

亡

情
形
、
動
作
、
變
換
車
道
及
違
規
行

為
；
而
對
於
法
院
之
判
定
則
有
車
種

及
動
作
為
顯
著
變
數
。

 

2
. 
透

過
交

叉
分

析
選

對
於

第
二

當
事

人
肇
事
責
任
鑑
定
的
重
要
變
數
，
結

果
變
數
亦
為
肇
事
責
任
，
對
於
車
鑑

會
之
鑑
定
的
顯
著
變
數
為
年
齡
、
死

亡
情
形
、
車
種
、
駕
駛
資
格
及
，
違

規
行
為
；
對
於
覆
議
會
之
顯
著
變
數

為
性
別
、
年
齡
、
死
亡
情
形
、
駕
駛

資
格
及
違
規
行
為
；
對
於
鑑
定
中
心

之
鑑
定
的
顯
著
變
數
，
分
別
為
死
亡

情
形
、
車
種
、
變
換
車
道
及
違
規
行

為
；

而
對

於
法

院
之

判
定

則
有

車

種
、
閃
光
號
誌
、
變
換
車
道
及
違
規

行
為
等

4
項
顯
著
變
數
。

 

張
智
欽

(2
0
1
1
) 

臺
北
市
號
誌
化
路

口
肇
事
嚴
重
性
影

響
因
素
之
分
析

 

臺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共
計

2
6
6
1
 
筆

) 

依
序
普
羅
比
模

式
 

性
別
、
年
齡
、
酒
駕
、
超

速
、
闖
越
紅
燈
行
為
、
保

護
設
備
、
車
輛
種
類
、
碰

撞
類
型
、
幾
何
設
計
、
道

路
類
別
、
肇
事
時
間
、
亮

1
. 
國

內
以

往
考

量
肇

事
嚴

重
研

究
議

題
，
絕
大
部
分
係
以
單
一
方
事
故
嚴

重
性
研
究
基
礎
，
抑
或
是
駕
駛
者
與

乘
客
作
為
分
析
，
尚
無
針
對
雙
方
當

事
人
駕
駛
行
為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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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年
代

) 
主
題

(研
究
目
的

) 
資
料
庫

(來
源
、

資
料
筆
數

) 
研
究
方
法

 
考
量
變
數

(變
項

) 
重
要
結
論
與
後
續
建
議

 

度
、
肇
事
日
期
、
肇
事
時

段
、
天
候

 

2
. 
本
研
究
一
般
化
彈
性
分
析
，
其
中
變

數
為
受
第
一
方
酒
後
駕
車
影
響
、
本

身
超
速
行
駛
，
在
車
輛
種
類
雙
方
駕

駛
者
騎
乘
機
車
，
最
後
在
環
境
特
徵

夜
晚
路
口
明
亮
度
微
弱
條
件
，
這
些

肇
事

因
素

在
傷

亡
程

度
呈

現
出

不

規
則
趨
勢
。

 

3
. 
駕

駛
個

人
行

為
與

騎
乘

機
車

為
主

要
影
響
其
傷
亡
程
度
之
因
素
，
未
來

研
究

可
針

對
駕

駛
人

的
駕

駛
行

為
，
亦
可
針
對
於
路
口
環
境
進
行
分

析
，
如
納
入
交
通
流
量
、
號
誌
時
數

等
。

 

郭
曜
彰

(2
0
0
5
) 

汽
機
車
碰
撞
事
故

之
肇
事
鑑
定
專
家

系
統

 

台
灣
，
地
鑑
會
與

覆
議

會
鑑

定
結

果
一

致
之

汽
機

車
碰

撞
事

故
案

件
(8

9
∼

9
1
 
年

) 

(4
5
0
筆
資
料

) 

1
. 
交
叉
分
析
與

卡
方
檢
定

 

2
. 
專
家
系
統

 

3
. 
類
神
經
網
路

 

鑑
定

責
任

、
天

色
、

天

候
、
道
路
類
別
、
道
路
型

態
、
速
限
、
車
道
位
置
、

幹
、
支
道
、
閃
光
號
誌
、

超
速
、
飲
酒
、
駕
照
、
違

規
行
駛
、
動
作
、
是
否
預

見
、
採
取
措
施
、
是
否
煞

車
、
變
換
車
道
、
行
車
方

向
、
車
種
、
行
向
、
車
損

部
位
、
筆
錄
速
度
、
刮
地

痕
、
道
路
優
先
權
、
同
向

兩
車
關
係
、
橫
向
兩
車
關

係
、
是
否
過
路
口
中
心
、

1
. 
藉

由
交

叉
分

析
篩

選
後

挑
選

了
顯

著
影
響
肇
事
鑑
定
責
任
（

Y
，
全
部

原
因
、
主
因
、
同
為
原
因
、
次
因
、

無
因
）
之
變
數
作
為
類
神
經
網
路
輸

入
變

數
，

其
交

叉
分

析
挑

選
了

超

速
、
飲
酒
、
天
候
、
道
路
類
別
、
道

路
型
態
、
速
限
、
動
作
、
行
向
、
車

損
部
位
、
筆
錄
速
率
與
道
路
優
先
權

等
變
數
。

 

2
. 
藉

由
類

神
經

網
路

之
權

重
值

來
建

立
類

神
經

網
路

之
權

重
指

標

（
G

I）
，
發
現
對
於
肇
事

責
任
判
定

之
影

響
程

度
最

大
的

鑑
定

變
數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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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年
代

) 
主
題

(研
究
目
的

) 
資
料
庫

(來
源
、

資
料
筆
數

) 
研
究
方
法

 
考
量
變
數

(變
項

) 
重
要
結
論
與
後
續
建
議

 

轉
後
車
道
數
、
轉
後
車
道

位
置

 

行
向
；
次
之
為
動
作
（
車
輛
直
行
、

右
轉
等
）；

第
三
為
道
路
優
先
權
（
有

或
無
）
；

而
影
響

程
度
最

低
的
為
道

路
型
態
。

 

3
. 
往

後
可

以
本

研
究

所
構

建
之

模

型
，
進
一
步
將
肇
事
案
例
加
以
細
分

進
行
研
究
，
分
別
以
不
同
肇
事
型
態

如
路
口
對
向
直
行
、
路
段
同
向
直
行

等
多
種
碰
撞
型
態
，
深
入
探
討
其
不

同
肇
事
特
性
之
責
任
判
定
，
以
提
昇

對
於
肇
事
責
任
之
預
測
能
力
。

 

陳
俊
宇

(2
0
0
7
) 

兩
車

碰
撞

事
故

鑑

定
之

基
因

探
勘

規

則
模
式

 

台
灣
，
地
鑑
會
與

覆
議

會
鑑

定
結

果
一

致
之

兩
車

碰
撞

事
故

案
件

(8
9
∼

9
1
 
年

) 

(5
3
8
筆
事
故
資

料
，

1
0
7
6
筆
肇

事
當
事
人
資
料

) 

1
. 
卡
方
檢
定

 

2
. 
基
因
演
算
法

 

鑑
定
責
任
、
區
別
、
性

別
、
年
齡
、
車
種
、
超
速
、

飲
酒
、
教
育
、
駕
照
、
天

色
、
天
候
、
道
路
類
別
、

道
路
型
態
、
速
限
、
行

向
、
車
損
部
位
、
筆
錄

率
、
是
否
預
見
、
採
取
措

施
、
是
否
煞
車
、
駕
傷
、

乘
傷
、
駕
亡
、
乘
亡
、
路

權
 

1
. 
本

研
究

藉
由

2
4
 
種

重
要

肇
事

變

數
，
協
助
鑑
定
肇
事
專
家
系
統
之
完

成
，
透
過
交
叉
分
析
挑
選
了
顯
著
影

響
肇
事
鑑
定
責
任
（

Y
，
全
部
原
因
、

主
因
、
同
為
原
因
、
次
因
、
無
因
）

之
變

數
作

為
基

因
探

勘
規

則
模

式

輸
入
變
數
，
其
交
叉
分
析
挑
選
了
性

別
、
超
速
、
飲
酒
、
教
育
、
道
路
類

別
、
道
路
型
態
、
車
損
部
位
、
筆
錄

速
率
、
是
否
預
見
、
採
取
措
施
、
路

權
、
乘
亡
共

1
2
項
變
數
達
顯
著
差

異
。

 

2
. 
經

模
式

驗
證

發
現

區
別

、
道

路
類

別
、
車
損
部
位
、
筆
錄
速
度
等
狀
態

變
數
，
雖
卡
方
檢
定
認
定
對
於
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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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年
代

) 
主
題

(研
究
目
的

) 
資
料
庫

(來
源
、

資
料
筆
數

) 
研
究
方
法

 
考
量
變
數

(變
項

) 
重
要
結
論
與
後
續
建
議

 

責
任
有
顯
著
影
響
，
但
在
模
式
中
對

於
適

合
度

值
或

是
判

中
率

之
提

升
，
較
少
為
探
勘
規
則
所
選
擇
。
相

反
的
，
道
路
型
態
、
超
速
、
飲
酒
及

路
權
則
為
多
數
規
則
所
參
引
，
顯
示

此
四

項
變

數
為

鑑
定

之
重

要
參

考

變
數
。

 

3
. 
本

研
究

目
前

只
採

用
簡

單
的

基
因

演
算
法
則
來
進
行
模
式
構
建
，
未
來

可
以

嘗
試

結
合

其
他

演
算

法
(例

如

模
糊

理
論

)來
進

行
模

式
的

構
建

，

以
提

升
肇

事
責

任
分

攤
之

預
測

之

能
力
與
規
則
之
解
釋
程
度
。

 

曾
貴
楷

 

(2
0
0
7
）

 

計
程

車
交

通
事

故
特

性
分

析
-以

台
中

市
交

通
事

故
資
料
為
例

 

臺
中

市
警

察
局

交
通

組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記

錄
資

料
(9

4
7

筆
資

料
) 

1
. 
文
獻
評
析
法

 

2
. 
迴
歸
模
式
分

析
法

 

季
節
、
週
末
、
尖
離
峰
、

睡
眠
時
段
、
速
限
、
天
候

狀
況
、
光
線
、
號
誌
、
事

故
位
置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飲
酒
情
況
、
性
別
、

駕
駛
資
格
、
事
故
責
任
、

車
輛
動
作
、
對
方
車
種

 

1
. 
計

程
車

駕
駛

在
事

故
中

傷
亡

情
況

並
不
嚴
重
，
嚴
重
的
反
而
是
對
方
駕

駛
或
當
事
人
，
其
傷
亡
人
數
比
大
約

是
1
比

1
1，

這
也
顯
示
計
程
車
所
參

與
的

交
通

事
故

中
對

方
駕

駛
或

當

事
人

往
往

比
計

程
車

駕
駛

容
易

受

傷
或
死
亡
。

 

2
. 
因

離
峰

時
車

流
少

速
度

容
易

加

快
，
甚
至
容
易
因
貪
圖
方
便
減
少
旅

行
時
間
而
做
出
一
些
違
規
行
為
，
其

次
應
該
是
駕
駛
疲
勞
所
致
，
所
以
離

峰
與

睡
眠

時
段

所
發

生
之

計
程

車

交
通

事
故

均
較

其
他

時
段

來
的

嚴



 

 

 

16 

作
者

(年
代

) 
主
題

(研
究
目
的

) 
資
料
庫

(來
源
、

資
料
筆
數

) 
研
究
方
法

 
考
量
變
數

(變
項

) 
重
要
結
論
與
後
續
建
議

 

重
。

 

3
. 
建

議
相

關
單

位
首

先
能

增
加

這
些

時
段

的
違

規
取

締
工

作
或

違
規

罰

款
的
金
額
，
再
者
訂
定
相
關
的
計
程

車
職
業
管
理
辦
法
，
如
限
制
計
程
車

工
作
時
數
度
。

 

游
子
揚

(2
0
1
3
) 

高
速

公
路

A
1

類

交
通

事
故

特
性

及

其
肇

事
因

素
之

研

究
 

台
灣

，
2
0
0
8

至

2
0
1
2
年
國
道

A
1

類
交
通
事
故

 

(3
3
6
筆
資
料

) 

1
. 
文
獻
探
討
法

 

2
. 
卡
方
檢
定

 

性
別

、
年

齡
、

駕
駛

資

格
、
保
護
裝
備
、
肇
事
車

種
、
天
候
狀
況
、
光
線
、

發
生
時
間
、
事
故
位
置
、

發
生
路
段
、
死
亡
當
事
人

主
要
傷
處
、
事
故
類
型
及

型
態
、
撞
擊
最
初
部
位

 

1
. 
研

究
於

高
速

公
路

之
A

1
 
事

故
之

當
事
者
性
別
、
年
齡
、
駕
駛
資
格
、

保
護
裝
備
等

1
3
 
項
變
數
資
料
，
以

進
行
卡
方
檢
定
，
並
得
知
在

9
5
%
的

顯
著
水
準
下
檢
，
該

1
3
 
項
變
數
皆

拒
絕

期
望

件
數

平
均

分
配

之
虛

無

假
設
。

 

2
. 
針

對
現

行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調

查
表

提
出
兩
項
意
見
，
首
先
，
現
行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調
查
表
之
「
肇
因
研
判
」

欄
位
，
限
定

1
個
事
故
當
事
人
僅
能

填
入

1
項
肇
事
因
素
，
因
此
可
能
降

低
了
肇
因
記
錄
的
個
數
，
並
無
法
呈

現
交
通
事
故
的
實
際
狀
況
。
第
二
，

探
究
高
速
公
路

2
0
0
8
年
至

2
0
1
2
年

5
年

間
所

發
生

之
A

1
類

交
通

事

故
，
並
比
較
其
主
要
肇
因
，
經
深
入

分
析
之
次
要
肇
因
差
異
性
後
，
發
現

現
有

肇
因

索
引

未
能

顯
示

出
高

速

公
路
之
事
故
特
性
。

 



 

 

 

17 

作
者

(年
代

) 
主
題

(研
究
目
的

) 
資
料
庫

(來
源
、

資
料
筆
數

) 
研
究
方
法

 
考
量
變
數

(變
項

) 
重
要
結
論
與
後
續
建
議

 

 

黃
振
烜

(2
0
1
4
) 

駕
駛

違
規

與
交

通

事
故
之
關
聯
分
析

 

台
灣
，
台
北
市
民

國
9
9
年

A
1
、

A
2
交
通
事
故
資

料
 

(7
1
,9

9
3
筆
資
料

) 

1
. 
羅
吉
斯
特
迴

歸
分
析

 

2
. 
卡
方
檢
定

 

3
. 
適
合
度
檢
定

 

4
. 
一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5
. 
無
母
數
統
計

分
析

 

年
齡
、
性
別
、
酒
駕
、
行

動
電
話
使
用
、
駕
駛
資

格
、
駕
駛
執
照
種
類
、
安

全
帶

 

1
. 
通
過
交
叉
分
配
表
的
卡
方
檢
定
，
得

知
事

故
肇

事
相

關
程

度
較

高
的

違

規
項
目
為
不
遵
守
標
線
、
標
誌
、
闖

紅
燈
、
違
規
停
車
。

 

2
. 
經
由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年
輕
族
群
及

男
性
的
肇
事
比
率
偏
高
，
違
規
因
素

則
以
超
速
、
闖
紅
燈
、
未
遵
守
標
線

標
誌
等
最
具
正
相
關
，
建
議
教
育
執

法
策
略
宜
作
相
對
應
之
調
整
。

 

3
.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可

嘗
試

收
集

事
故

當
事
人
各
種
社
經
變
數
，
如
所
得
、

駕
駛
行
為
、
曝
光
量

(行
駛
里
程

)及

駕
駛
經
驗
等
資
料
，
以
探
討
違
規
行

為
及

肇
事

因
素

與
這

些
個

人
社

經

變
數
之
關
聯
。

 

葉
名
山
等
人

(2
0
0
9
) 

以
基
因
規
劃
法
建

構
交
通
事
故
責
任

判
別
之
決
策
支
援

系
統

 

台
灣

省
車

輛
行

車
事

故
鑑

定
會

及
覆

議
會

之
事

故
資

料
(
共

計

2
2
0
7
 
筆

) 

基
因
規
劃
法

 
肇
事
區
別
、
肇
事
時
段
、

事
故
位
置
型
態
、
天
候
、

光
線
、
道
路
類
別
、
道
路

視
距
、
號
誌
種
類
、
號
誌

動
作
、
年
齡
、
車
種
、
動

作
、
是
否
過
路
口
中
心
、

閃
光
號
誌
、
變
換
車
道
、

其
他
因
素
違
規
行
駛
、
幹

道
或
支
道
、
相
對
位
置
兩

車
關
係
、
駕
駛
資
格
、
飲

1
. 
基

因
規

劃
法

分
析

所
獲

之
結

果
將

變
數

彙
整

以
及

模
式

主
成

份
係

數

值
中
皆
可
得
知
兩
車
關
係
、
幹
道
或

支
道
、
是
否
過
路
口
中
心
、
路
權
等

四
項

變
數

為
肇

事
雙

方
較

重
要

之

變
數
。

 

2
. 
最
重
要
的
變
數
為
路
權
，
該
變
數
在

基
因

規
劃

法
之

最
佳

解
中

占
有

相

當
大
權
重
，
因
此
路
權
判
定
為
事
故

責
任
判
別
之
重
要
參
考
依
據
。

 



 

 

 

18 

作
者

(年
代

) 
主
題

(研
究
目
的

) 
資
料
庫

(來
源
、

資
料
筆
數

) 
研
究
方
法

 
考
量
變
數

(變
項

) 
重
要
結
論
與
後
續
建
議

 

酒
情
況
、
肇
事
逃
逸
、
車

輛
碰

撞
部

位
、

超
速

行

駛
、
路
權
、
鑑
定
責
任

 

3
. 
未

來
交

通
事

故
責

判
別

決
策

系
統

中
，
為
了
使
系
統
更
加
人
性
化
，
發

展
之
考
量
重
點
有
二
項
。
一
是
將
系

統
介
面
網
頁
化
，
讓
使
用
者
透
過
網

頁
的
點
選
即
可
獲
得
相
關
資
訊
；
二

是
擴
增
案
件
資
料
庫
總
筆
數
，
進
而

提
升
判
中
率
，
提
供
使
用
者
最
佳
的

資
訊
參
考
。

 

詹
子
儀

(2
0
0
4
) 

花
東

地
區

交
通

事

故
特

性
與

嚴
重

程

度
模

式
建

立
之

研

究
─
以

小
型

汽
車

為
例

 

台
灣
，
花
東
區
車

輛
行

車
事

故
鑑

定
委

員
會

之
花

東
區

事
故

資
料

(民
國

9
2
年

1
月

～
9
2
年

1
2
月

) 

(8
8
5
筆
資
料

) 

1
. 
因
子
分
析
法

 

2
. 
群
集
分
析
法

 

3
. 
判
別
分
析
法

 

4
. 
多
元
羅
吉
特

模
式

 

5
. 
二
元
羅
吉
特

模
式

 

季
節

、
假

日
別

、
尖

離

峰
、
車
種
、
年
紀
、
教
育

程
度
、
駕
駛
資
格
、
天
候

狀
況
、
天
色
狀
況
、
當
地

速
限
、
道
路
類
型
、
本
車

動
作
、
他
車
動
作
、
碰
撞

方
向
、
酒
測
值

 

1
. 
本

研
究

所
蒐

集
之

資
料

僅
針

對
道

路
環

境
因

子
與

肇
事

次
數

間
之

影

響
程
度
，
故
以
肇
事
次
數
法
作
為
判

斷
危
險
之
準
則
。
未
來
可
考
慮
曝
光

量
變
動
情
形
及
傷
亡
嚴
重
情
形
，
嘗

試
不
同
之
危
險
性
評
估
指
標
，
如
肇

事
機
率
法
及
事
故
嚴
重
性
法
等
，
以

求
辨
識
路
口
危
險
程
度
更
為
客
觀
。

 

2
. 
因
子
分
析
後
再
進
行
群
落
分
析
，
可

用
四

個
因

子
構

面
取

代
原

先
資

料

中
之

1
5
個
變
數
，
此
四
個
因
子
構

面
分
別
為
個
人
背
景
構
面
、
外
在
環

境
構
面
、
碰
撞
型
態
構
面
「
時
間
環

境
構
面
，
可
解
釋
原
資
料
約

4
0
%
的

變
異
。

 

3
. 
天
候
狀
況
中
，
霧
的
變
數
及
雨
量
的

大
小
並
未
列
入
，
若
在
警
方
處
理
事

故
現
場
時
，
可
以
量
化
表
示
，
那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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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年
代

) 
主
題

(研
究
目
的

) 
資
料
庫

(來
源
、

資
料
筆
數

) 
研
究
方
法

 
考
量
變
數

(變
項

) 
重
要
結
論
與
後
續
建
議

 

使
事
故
條
件
更
加
一
層
的
考
量
，
對

事
故

特
性

及
嚴

重
程

度
的

影
響

可

能
會
有
不
同
的
結
果
。

 

廖
彩
雲
、
楊

雯
鈞

(2
0
1
2
) 

交
通

意
外

事
件

持

續
時

間
之

預
測

模

型
 

警
察

廣
播

電

台
、
台
北
市
交
通

管
制
工
程
處
、
中

央
氣
象
局

 

(共
3
1
5
筆
資
料

) 

類
神

經
網

路

(倒
傳
遞
網
路

) 

發
生
時
間
、
發
生
日
期
、

發
生
位
置
、
事
件
類
型
、

道
路
型
態
、
交
警
有
無
、

天
候
、
車
道
數
、
週
期
性

壅
塞
、
肇
事
、
號
誌
故

障
、
交
通
障
礙

 

1
. 
事

件
持

續
時

間
預

測
模

型
能

有
效

且
適

當
的

提
供

管
理

者
交

通
資

訊
，
而
管
理
者
可
根
據
此
一
結
果
管

理
者
能
制
定
決
策
，
以
降
低
交
通
擁

擠
的
問
題
。

 

2
. 
由
實
驗
結
果
發
現
，
本
研
究
建
構
之

模
型

所
採

用
的

輸
入

變
數

皆
有

其

適
用
性
，
其
中
較
具
影
響
的
顯
著
變

數
為

天
氣

、
發

生
時

間
、

發
生

日

期
、
車
道
數
、
事
件
位
置
、
事
故
類

型
、
交
警
有
無
及
事
件
型
態
八
個
變

數
。

 

3
. 
後

續
研

究
建

議
可

考
慮

加
入

更
多

相
關
變
數
，
如
駕
駛
者
傷
亡
程
度
、

車
流
量
與
路
段
限
速
、
及
是
否
需
要

救
援

單
位

等
，

以
提

升
預

測
準

確

度
。

 

 

劉
欣
憲

 

(2
0
0
6
) 

應
用

類
神

經
網

路

來
預

測
肇

事
鑑

定

結
果

 

台
灣
，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調

查
資

料
庫

 

(2
,6

3
4
筆
資
料

) 

1
. 
類
神
經
網
路

 

2
. 
分
類
樹

 

3
. 
程
序
性
分
析

 

肇
事
區
別
、
行
向
關
係
、

肇
事
時
段
、
事
故
位
置
型

態
、
天
候
、
光
線
、
道
路

類
別

、
速

限
、

道
路

視

距
、
號
誌
種
類
、
號
誌
動

1
. 
透

過
交

叉
分

析
之

方
式

選
取

出
肇

事
鑑
定
重
要
變
數
，
然
汽
車
對
汽
車

事
故
碰
撞
類
型
共
有

1
7
項
顯
著
變

數
，
而
汽
車
對
機
車
事
故
碰
撞
類
型

則
有

1
8
項
顯
著
變
數
，
機
車
對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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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年
代

) 
主
題

(研
究
目
的

) 
資
料
庫

(來
源
、

資
料
筆
數

) 
研
究
方
法

 
考
量
變
數

(變
項

) 
重
要
結
論
與
後
續
建
議

 

作
、
性
別
、
年
齡
、
車
種
、

行
車
方
向
、
動
作
、
車
輛

是
否
過
路
口
中
心
、
閃
光

號
誌
、
是
否
變
換
車
道
、

違
規

行
駛

、
幹

道
或

支

道
、
兩
車
關
係
、
原
所
在

位
置
快
車
道
數
、
轉
後
、

駕
駛
人
受
傷
程
度
、
駕
駛

人
資

格
情

況
、

飲
酒

情

況
、
肇
事
逃
逸
、
車
輛
碰

撞
部
位
、
超
速
行
駛
、
筆

錄
速
度
、
肇
事
責
任

 

車
事
故
碰
撞
類
型
亦
有

1
2
項
顯
著

變
數
。

 

2
. 
分
類
樹
模
式
建
議
可
增
加
「
道
路
優

先
權
」
變
數
，
或
是
藉
由
建
立
詳
細

之
資
料
檢
核
原
則
，
挑
出
不
合
適
之

資
料

並
予

以
檢

視
以

健
全

資
料

完

整
性
，
進
而
提
升
判
中
率
；
然
亦
可

藉
由

擴
建

資
料

庫
之

資
料

筆
數

可

使
模
式
訓
練
能
更
齊
全
，
更
進
一
步

提
升
判
中
率
。

 

3
. 
建
議
應
針
對
後
續
建
檔
工
作
中
，
進

行
肇

事
資

料
庫

擴
增

之
建

檔
人

員

訓
練
，
提
供
相
關
肇
事
課
程
以
及
知

識
，
以
增
加
其
對
於
肇
事
因
果
關
係

認
知
，
有
助
於
資
料
建
檔
之
正
確
性

與
完
整
性
，
希
冀
藉
此
除
了
提
升
資

料
庫
之
可
用
資
料
數
量
外
，
亦
可
增

加
相
關
模
式
之
肇
事
責
任
判
中
率
。

 

謝
易
達

(2
0
1
0
) 

臺
北

市
非

號
誌

化

路
口

肇
事

特
性

分

析
與

改
善

策
略

研

擬
 

台
灣

，
臺

北
市

9
7
 
年

交
通

事
故

資
料

（
包

含

A
1
、

A
2
 
及

A
3

 

類
）

 

(2
,7

2
6
筆
資
料

) 

1
. 
卡
方
檢
定

 

2
. 
多
項
羅
吉
特

模
式

 

3
. 
巢
式
羅
吉
特

模
式

 

4
. 
混
合
羅
吉
特

模
式

 

行
向
衝
突
、
路
口
型
態
、

車
種

、
第

一
當

事
人

性

別
、
第
一
當
事
人
年
齡
、

第
二

當
事

人
肇

事
前

速

度
、

車
道

數
、

車
道

寬

度
、
路
口
網
狀
線
、
路
口

反
射
鏡
、
路
口

1
0
公
尺

內
有
無
、「

慢
」
字
設
施
、

1
. 
「
閃
光
號
誌
」
及
「
停
讓
設
施
」
對

於
非

號
誌

化
路

口
之

傷
亡

程
度

有

顯
著
提
升
作
用

 

2
. 
交
叉
路
口

1
0
公
尺
內
停
車
，
可
能

阻
礙
駕
駛
人
進
入
路
口
的
視
距
，
因

而
提
升
肇
事
致
人
受
傷
之
機
率
。
繪

設
網

狀
線

則
能

夠
提

升
路

口
的

能

見
度
，
提
前
讓
駕
駛
人
知
悉
前
方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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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年
代

) 
主
題

(研
究
目
的

) 
資
料
庫

(來
源
、

資
料
筆
數

) 
研
究
方
法

 
考
量
變
數

(變
項

) 
重
要
結
論
與
後
續
建
議

 

減
速
設
施
、
閃
光
號
誌
、

「
停
」、
「
讓
」
設
施
、
天

候
、
日
期
、
時
段

 

能
有
橫
向
車
流
通
過
，
因
而
對
降
低

肇
事
嚴
重
程
度
有
顯
著
效
用
。

 

3
. 
在

非
號

誌
化

路
口

交
通

事
故

分
析

模
式
部
分
，
本
研
究
係
以
混
合
羅
吉

特
模
式
構
建
，
並
以
肇
事
嚴
重
程
度

做
為
方
案
；
未
來
亦
可
嘗
試
以
肇
事

頻
率
做
為
輸
出
變
數
，
構
建
其
他
模

式
供
研
擬
改
善
策
略
之
用
。

 

鍾
佩
蓉

 

(2
0
1
1
) 

建
構

行
人

交
通

事

故
責

任
判

定
之

專

家
決
策
支
援
系
統

 

台
灣

省
車

輛
行

車
事

故
覆

議
委

員
會

之
事

故
資

料
(行

人
碰

撞
事

故
件
數
共
計

6
8
5
 

件
) 

1
. 
分
類
樹

 

2
. 
遺
傳
規
劃
法

 

3
. 
類
神
經
網
路

 

環
境
事
故
位
置
、
環
境
視

線
、

環
境

人
車

行
向

關

係
、
行
人
行
走
方
向
、
行

人
路
口
中
心
、
行
人
幹
支

道
區
別
、
行
人
行
走
或
跑

步
、
行
人
人
車
關
係
、
行

人
變
換
車
道
、
行
人
閃
光

號
誌
、
行
人
碰
撞
地
點
為

行
人
穿
越
道
上
、
行
人
碰

撞
地
點
設
有
人
行
道
、
行

人
於

禁
止

穿
越

路
段

穿

越
道
路
、
行
人
未
注
意
左

右
方
來
車
、
行
人
酒
醉
、

駕
駛
資
格
情
形
、
駕
駛
過

路
口
中
心
、
駕
駛
行
車
方

向
、
駕
駛
幹
支
道
區
別
、

駕
駛
筆
錄
速
度
、
駕
駛
人

車
關

係
、

駕
駛

變
換

車

1
. 
本

研
究

透
過

不
同

方
法

建
立

碰
撞

責
任
歸
屬
的
判
中
率
研
究
中
，
以
類

神
經
網
路
模
式
為
最
佳
，
兩
鑑
定
會

責
任
相
同
之
判
中
率
為

8
7
.2

5
%
，
因

此
對

於
系

統
之

模
擬

可
用

度
已

經

相
當
之
完
善
。

 

2
. 
本

研
究

歸
納

影
響

行
人

肇
事

責
任

鑑
定
之
重
要
變
數
，
分
別
為
行
人
未

注
意
左
右
方
來
車
、
事
故
類
型
及
型

態
、
車
道
劃
分
分
向
設
施
、
駕
駛
違

規
程
度
等

1
0
項
變
數
。

 

3
. 
本

研
究

根
據

所
挑

選
之

重
要

變
數

推
論
，
影
響
行
人
肇
事
責
任
之
關
鍵

因
素
，
主
要
決
定
於
行
人
自
身
之
用

路
行
為
，
其
次
為
相
關
之
環
境
因
素

及
駕
駛
因
素
。

 

4
. 
肇
事
事
故
資
料
庫
建
檔
部
分
，
建
議

未
來

可
再

擴
增

資
料

庫
數

量
以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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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年
代

) 
主
題

(研
究
目
的

) 
資
料
庫

(來
源
、

資
料
筆
數

) 
研
究
方
法

 
考
量
變
數

(變
項

) 
重
要
結
論
與
後
續
建
議

 

道
、
駕
駛
閃
光
號
誌
、
駕

駛
煞
車
、
駕
駛
迴
避
、
駕

駛
禮
讓
、
駕
駛
搶
越
行
人

穿
越
道
、
駕
駛
左
右
轉
減

速
、
駕
駛
酒
駕
、
駕
駛
未

依
規

定
減

速
、

駕
駛

超

速
、
鑑
定
責
任

 

供
大

量
數

據
做

為
分

析
研

究
之

依

據
，
而
且
資
料
越
多
則
可
使
機
制
可

以
獲
得
一
致
性
之
共
識
。

 

鍾
易
詩
等
人

(2
0
1
4
) 

國
道

高
速

公
路

交

通
事

故
持

續
時

間

分
析

與
推

估
：

脆

弱
性

存
活

模
型

之

應
用

 

國
道

高
速

公
路

警
察

局
&
國

道

高
速
公
路
局

 

(共
4
,0

7
4
 
筆

) 

存
活
分
析
法

 
嚴
重
度
、
事
故
車
輛
數
、

事
故
占
用
車
道
數
、
大
型

車
事
故
、
起
火
事
故
、
車

輛
撞

擊
型

態
、

事
故

原

因
、
道
路
型
態
、
光
線
、

天
候
、
事
故
位
置
、
事
故

發
生
時
間

 

1
. 
根

據
各

變
數

對
事

故
持

續
時

間
邊

際
效
果
之
估
計
結
果
，
以
死
亡
事
故

的
影
響
最
為
顯
著
，
其
次
為
起
火
及

翻
車

事
故

；
事

故
若

包
含

以
上

特

性
，
持
續
時
間
明
顯
較
長
。
由
此
可

知
減
緩
事
故
嚴
重
度
、
降
低
死
亡
事

故
數
時
，
可
縮
短
事
故
持
續
時
間
，

減
少
對
上
游
車
流
的
衝
擊
。

 

2
. 
為
減
緩
起
火
事
故
的
持
續
時
間
，
可

考
慮

採
用

在
高

速
公

路
設

置
消

防

栓
或

宣
導

車
內

設
置

滅
火

器
等

方

式
。

 

3
. 
國

道
高

速
公

路
警

察
局

警
察

隊
為

顯
著
之
延
時
解
釋
變
數
，
隱
含
國
道

高
速
公
路
之
交
通
事
故
延
時
，
在
空

間
上
具
有
異
質
性
；
或
可
考
慮
依
本

研
究
分
析
結
果
，
佐
以
各
分
區
交
通

事
故
特
性
，
檢
視
緊
急
救
援
應
變
資

源
分
配
之
適
當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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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年
代

) 
主
題

(研
究
目
的

) 
資
料
庫

(來
源
、

資
料
筆
數

) 
研
究
方
法

 
考
量
變
數

(變
項

) 
重
要
結
論
與
後
續
建
議

 

4
. 
我

國
事

故
調

查
表

目
前

尚
未

記
載

事
故
清
除
時
間
，
或
可
考
慮
在
事
故

調
查

表
增

加
事

故
偵

測
/通

報
、

回

應
、
移
除
及
恢
復
等
時
間
點
，
以
利

未
來

研
究

建
立

更
完

善
之

事
故

持

續
時
間
模
式
。

 

邱
裕
鈞

(2
0
0
6
) 

利
用

類
神

經
網

絡

（
A

N
N
）

建
構

一

套
事

故
鑑

定
專

家

系
統

並
使

用
交

叉

驗
證

的
方

法
進

行

驗
證
。

 

臺
灣

，
2
0
0
0

至

2
0
0
2

年
兩

車
碰

撞
事

故
案

例
中

地
鑑

會
與

覆
議

會
鑑

定
結

果
一

致
的
案
例

 

(5
3
7
件

) 

1
. 
類
神
經
網
路

 

2
. 
判
別
分
析

 

日
期

、
時

間
、

道
路

種

類
、
事
故
位
置
、
幹
道
、

車
道

位
置

、
光

線
、

天

候
、
閃
光
號
誌
、
速
限
、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車
輛
用
途
、
車
輛
長

度
、
駕
駛
資
格
情
形
、
超

速
、
肇
事
因
素
、
飲
酒
情

形
、
車
的
行
動
狀
態
、
行

向
、
是
否
預
見
、
距
離
預

知
、
反
應
動
作
、
是
否
煞

車
、
左
輪
煞
車
痕
、
右
輪

煞
車
痕
、
事
故
型
態
、
車

損
狀
況
、
車
速
、
相
對
位

置
、
通
過
十
字
路
口
的
中

間
、
轉
彎
後
的
車
道
數
、

轉
彎
後
的
車
道
位
置
、
傷

亡
類
型

 

1
. 
研
究
中
包
含

3
9
種
重
要
肇
事
變

數
，
協
助
鑑
定
肇
事
專
家
系
統
之
完

成
。

 

2
. 
藉

由
類

神
經

網
路

之
權

重
值

來
建

立
類
神
經
網
路
之
權
重
指
標
，
發
現

對
於

肇
事

責
任

判
定

之
影

響
程

度

最
大
的
鑑
定
變
數
為
路
權
，
其
次
為

事
故
位
置
，
第
三
為
飲
酒
情
形
。

 

張
立
言
等
人

(2
0
1
3
) 

以
C

A
R

T
模
型
分

析
損

傷
程

度
的

因

臺
灣
，
國
家
高
速

公
路

2
0
0
5

至

分
類

樹
與

迴
歸

樹

傷
亡
程
度
、
肇
因
研
判
、

年
齡

、
性

別
、

保
護

措

1
. 
本

研
究

探
討

了
影

響
汽

車
事

故
的

損
傷
嚴
重
程
度
的
因
素
，
以

C
A

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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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年
代

) 
主
題

(研
究
目
的

) 
資
料
庫

(來
源
、

資
料
筆
數

) 
研
究
方
法

 
考
量
變
數

(變
項

) 
重
要
結
論
與
後
續
建
議

 

素
 

2
0
0
6

年
卡

車
事

故
數
據
資
料

 

(7
0
5
件
事
故
，
涉

及
1
6
2
0
位
駕
駛

) 

(C
la

ss
if

ic
at

io
n
 

an
d
 R

eg
re

ss
io

n
 

T
re

es
, 
C

A
R

T
) 

施
、
車
輛
用
途
、
駕
駛
資

格
情
形
、
飲
酒
情
形
、
速

限
、
道
路
型
態
、
路
面
狀

態
、
路
面
影
響
、
時
段
、

日
期
、
天
候
、
光
線
、
車

輛
涉
入
數
、
事
故
位
置
、

事
故
型
態
、
車
的
行
動
狀

態
、
肇
事
因
素
、
車
輛
撞

擊
部
位

 

模
型

來
確

定
損

傷
程

度
的

決
定

因

素
。

 

2
. 
飲

酒
情

形
是

高
速

公
路

卡
車

事
故

損
傷
嚴
重
度
最
重
要
的
因
素
，
而
安

全
帶
的
使
用
、
車
輛
用
途
、
事
故
型

態
、
事
故
位
置
也
對
損
傷
程
度
有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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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國外事故相關文獻 

Oña 等人 (2013)
【17】旨在探討交通事故中影響傷亡程度的關鍵因素。研究中

先採用潛在類別分析(Latent Class Cluster, LCC)將 2005 年至 2008 年來發生於西

班牙郊區道路上的 3,229 件事故進行初步分群，接著使用貝氏網路模式分析(The 

Entire Database , EDB)資料庫和分群後的資料，已確認影響事故傷亡程度的相關

變數。研究結果發現於所有案例分析中，事故型態及視距是影響事故傷亡程度的

主要變數，其中事故發生時間及年齡只會於 EDB 資料庫及初步分群的事故資料

中影響傷亡程度，而其他變數如車輛涉入數、受傷人數、天候、路面標誌及路面

寬度於初步分群的同一類別中才會出現較大的顯著影響。 

Al-Ghamdi (2002)
【20】利用羅吉斯迴歸來研究分析交警記錄事故之相關數

據，以確定幾個變數對事故傷亡程度的影響，總計採用了 560 件案例並將傷亡程

度分死亡及受傷兩大類，而肇事因素包含事故位置、事故類型、事故時間、事故

型態、肇事因素、年齡、國籍、車輛用途與駕駛資格情形等九個變數，而研究發

現事故位置和肇事因素對事故傷亡程度的影響最為顯著，此研究透過羅吉斯特迴

歸及勝算值比的應用，可有效找出影響事故傷亡程度的相關變數。 

Kim 等人(2008)
【25】探討造成機動車輛與行人事故傷亡程度的因素。研究中

將交通事故分為四種受傷亡程度：死亡、重傷、輕傷、無受傷。數據來源為美國

北卡羅萊納州從 1997 年至 2000 年間的警方紀錄交通事故報告。結果發現行人的

年齡與傷亡程度有顯著的影響，隨著年齡的增加其影響程度越明顯。而增加行人

死亡的因素包含：行人年齡的增長、男性駕駛、飲酒情形、商業區、夜間無照明、

休旅車、卡車、高速公路、雙向車道、超速、衝出路外、駕駛者轉彎或倒車、只

有駕駛有過失或只有行人有過失。反之減少行人死亡傷害的因素包括：駕駛者年

齡的增長、昏峰、交通號誌控制、惡劣的天氣、彎曲的道路、行人穿越道、沿路

行走。 

Mannera 等人(2013)
【29】兩位學者為了探討發生於 2009 年至 2011 年於德國高

速公路發生的事故意外，採用多項式羅吉特模式(Multinomial logit model)中的統

計相關因素來解釋傷亡程度，其中包含致命、重傷、輕傷、財損四大類別，另外，

也使用隨機參數模式來解釋未觀測到的異質性。研究中也探討許多因素，其中包

含號誌種類、年齡、性別、事故位置。而研究發現在白天發生於交叉道路的事故

一般都不會太嚴重。而與路邊設施、行人和機車發生碰撞，甚至是視距不良情況

下，往往都會造成嚴重事故。 

Li 等人(2009)
【28】表示機車在中低收入的社會中是常見的運輸工具，但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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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碰撞時，死亡的比例卻也非常高。而此研究中在探討道路環境因素中，機動車

輛駕駛和機車騎士於事故中會受到傷害的危險因素，並藉由二元邏輯迴歸分析和

存活率分析來分析。結果發現，機車騎士於交叉路口的死亡率會比機動車駕駛來

得高，而速度的因素也會造成危險增加，建議可加強交通執法來降低路口的事故。 

Abegaz 等人(2014)
【18】旨在探討事故傷亡程度會因駕駛者行為、車輛特性、

道路幾何、環境狀態而有所影響，而數據的來源是從 2012 年 6 月至 2013 年 7

月發生於衣索比亞共 819 件的道路交通事故紀錄。研究中利用等比勝算邏輯斯迴

歸模型來分析影響事故傷亡程度的因素。研究結果發現，飲酒程度、疲勞駕駛、

夜間無照明、雨天、箱型車等因素會增加傷亡程度，而超速也會增加事故發生的

機率。 

Kwon 等人(2015)
【27】旨在探討交通事故中影響傷亡程度的風險因素，數據為

1973 年加利福尼亞州公路巡警(California Highway Patrol, CHP)的交通事故報

告，事故報告中共有約 100 種的因素類型，其中此研究針對 2004 年至 2010 年間

其中 25 種因素做分析。並使用單純貝式分類器(Naive Bayes classifier)和決策樹分

類器(the decision tree classifier)來排行數據中各因素的相對重要性，以得知風險因

素其相對傷亡程度的級別。因單純貝式分類器不考慮風險因素之間的依賴關係，

其事故傷亡嚴重度排名前三的因素為事故型態、肇事因素、車的行動狀態。決策

樹分類器則考慮之間的依賴關係，若事故傷亡程度排名第一為事故型態時，肇因

與人口數即分別排名第二與第三。 

Oña 等人(2011)
【31】探討交通事故中影響傷亡程度的因素，如車輛特性，道

路特性，事故特性，和天候因素。本研究使用貝式網絡（Bayesian Networks, BNs）

分類交通事故傷亡程度的因素。BNs 能夠進行預測且無需預先假設，能使複雜的

系統與相關零件以圖形表示。數據來源為西班牙交通總局(Spanish General Traffic 

Directorate, DGT)格拉納達省郊區道路的交通事故共 1,536 件，以 18 個變數建立

三個不同的評分指標去分類事故的傷亡程度，其傷亡程度包含輕傷、死亡及重

傷。研究結果表示影響傷亡程度的關鍵因素為事故型態、駕駛年齡、光線和受傷

人數。 

Wu 等人(2014)
【34】探討郊區雙車道道路交通事故傷亡程度的影響變數，此研

究中以混合羅吉特模型分析一車（single-vehicle, SV）和多車（multi-vehicle, MV）

涉入對傷亡程度的影響，數據為 2010 年到 2011 年新墨西哥州郊區雙車道道路的

交通事故資料，變數包含駕駛行為，天候特性，環境特性，道路特性和交通組成。

分別分析它們對 SV 事故及 MV 事故傷亡程度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影響 SV

事故和 MV 事故傷亡程度的因素有顯著的差異。舉例來說，MV 事故中駕駛者涉

及騎乘機車或駕駛卡車的傷亡程度是嚴重的，發現光線較暗的環境和塵土飛揚的

天氣條件下都顯著增加 MV 事故傷亡程度的嚴重性。然而，駕駛者在 SV 事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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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貨車具嚴重的傷亡程度機率較高，駕駛有超車行為也顯著增加 SV 事故的傷

亡程度。但也有 SV 事故和 MV 事故的共同的變數，如飲酒後意識不清的駕駛對

傷亡程度有顯著影響。 

Abdel-Aty 等人(2004)
【17】旨在分析他車駕駛的視距與輕型貨車（light truck 

vehicles, LTV）包含輕重型貨車、廂型車和休旅車的追撞事故，由於 LTV 車寬比

常規的小客車更寬，具幾何不相容性。目的為探討前車的尺寸對追撞事故的類

型。追撞事故為涉及兩車（前車與後車）的事故，並以巢式羅吉特(Nested logit, NL)

模型進行校準，追撞事故的影響因素為駕駛年齡、性別、車輛用途、車的行動狀

態、光線，駕駛視距和速度。結果指出追撞類型為 CarTrk (常規小客車撞擊 LTV)

的顯著因素為後車駕駛視距和後車注意力不集中。小客車跟隨在 LTV 後方行駛

造成視距不良，且無法適當地調整車輛行駛的速度，所以增加追撞事故的機率。 

Kim 等人(2008)
【26】利用羅吉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夏威夷地區人車

事故的原因。研究中將交通事故分為五種受傷亡程度：致命、重傷、輕傷、不明、

無傷。數據來源為美國交通運輸部 2002 年至 2005 年交通事故資料。考量變數有

性別、年齡、傷害程度、時段、土地用途及人為因素。研究結果顯示，在車禍事

故中，駕駛者的過失明顯大於行人，其中無論是駕駛還是行人，男性的過失皆多

於女性。而男性相較於女性在事故中的受傷程度也較為嚴重，壯年者與青年人相

較於其他年齡族群也較容易於事故中遭受重傷。 

Yau 等人(2006)
【36】利用羅吉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香港地區多車事

故與傷亡程度關聯性。這項研究考慮了 1999 年至 2000 年在香港地區所發生的多

車事故，多車交通事故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移動物體之間的碰撞；因此，影響多

車事故傷亡程度的危險因素將不同於其他類別的交通事故（如一車或涉及行人的

事故）。數據來源為香港運輸署的道路安全和標準研究部之交通事故數據系統

(Traffic Accident Data System, TRADS)中的事故資料，共計 10,630 筆。其中，事

故涉及的變數有地區因素、人為因素、車輛因素、安全因素、環境因素及現場因

素。本研究應用逐步迴歸程序分析多車事故資料，研究結果顯示，地區、時間、

駕駛員性別、車型、道路型態、速限以及車輛涉入數與交通事故傷亡程度有顯著

的關聯。 

Ulfarsson（2010）【33】以 1997 年至 2000 年美國北卡羅來納州警察事故調查資

料為基礎，利用多元羅吉特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 MNL），針對行人與機

動車事故之過失責任歸屬進行研究，將事故責任歸屬分為三種類型：行人、駕駛

與雙方皆有。該研究結果顯示，過錯歸屬於行人的有 59%、歸屬於駕駛的有 32%、

兩者皆有過失的有 9%。駕駛者事故過失的主要因素為轉彎、插入行列、倒車，

故此時需更注意行人。而行人過失歸屬的相關因素為穿越道路、等待穿越和沿道

路行走，因在此時應提高注意。研究亦指出，應增加夜間行人能見度照明，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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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改善有顯著影響。此外，飲酒情形也是一大問題，不僅駕駛飲酒有礙安

全，行人飲酒亦會影響交通安全。 

Fu（2008）【23】運用州事故調查資料，分析與重複酒測事故密切相關之高風

險因素。以美國路易斯安那州警察事故報告為基礎，運用存活分析方法(survival 

analysis)之 Cox 模型，在變數選擇上，透過單變量分析（Univariate analysis）選

擇預測多次酒駕之重要變數包含：駕駛者特性（性別、種族、年齡）、車輛用途

（輕型卡車/貨卡車、其他）、肇事因素(肇事逃逸、駕駛者違規、拘留)、土地用

途(住宅區、其他)、道路特性(高速公路、道路型態)。該研究對多次酒駕事故提

供全盤了解，透過存活分析方法 Cox 模型可定量預測多次酒駕事故之相對危害

性，可辨出較可能涉及多次酒駕之駕駛者的特點，以協助執法者提出補救措施降

低酒駕事故之風險。研究結果指出，21 歲以下白人相對於其他駕駛者發生多次

酒駕之風險較高，輕型貨車/敞篷小貨車發生多次酒駕之風險性較高，駕駛違規、

拘留、肇事逃逸未來較可能重複發生酒駕，住宅區相對於其他地區重複發生酒駕

機率較高，在車道部分，國家道路發生多次酒駕機率較高；雙向無分隔相較於較

單車道、雙向有分隔發生多次酒駕之危險性較高。 

Paleti 等人（2010）【32】探討緩和激進駕駛行為的作用並採取兩種模式，分別

針對激進駕駛與傷亡程度分析以得知直接和間接的影響變數。數據來源為國家機

動車事故因果關係研究(National Motor Vehicle Crash Causation Study, NMVCCS)

的估計資料。研究結果，年輕駕駛（尤其是 16 至 17 歲的新手司機），駕駛無使

用安全帶，飲酒後駕駛，無適當之駕照，駕駛貨卡車被認為是最有可能表現激進

的因素。發現車輛及道路等因素如年輕駕駛和乘客、年輕駕駛者駕駛休旅車或貨

卡車，晨峰期間駕駛，駕駛於速限道路上，為激進駕駛行為的觸發因素。在駕乘

方面，最安全的情況為車上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乘客，且其中至少有一位是 20

歲以上。 

Zhu 和 Srinivasan(2011)
【37】指出大多數的事故皆涉及多數的人車，但傷亡分

析資料卻多著重於最嚴重之傷亡，無法代表整體事故，故其以大卡車事故資料為

背景，利用異質排序性反應結構模型(heteroskedastic ordered-response structure to 

model)進行所有事故涉入者（involved）的傷亡程度分析。研究結果指出，個人、

駕駛者、車輛、事故的特徵，對大型卡車事故死傷程度有顯著影響。如：駕駛者

行為（吸毒、酒駕、不專心等），對傷亡統計會有顯著影響、安全氣囊的可用性

與使用安全帶此兩變數，在汽車駕駛者、乘客與卡車碰撞事故發生時，能顯著降

低傷亡程度、駕駛員對道路與車輛的熟悉度亦相當重要。 

Yau（2004）【35】探討香港單一車輛事故傷亡程度的風險因素，以新建置之交

通事故數據系統(traffic accident data system, TRADS)為基礎，針對小客車、貨車、

摩托車分別進行事故傷亡程度的風險因素分析。研究結果，對於小客車來說，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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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駕駛者性別、車齡、事故發生時間、街道照明為決定傷亡程度的重要因素；

以貨車來說，僅有使用安全帶和平日為決定傷亡程度的重要因素；以摩托車來

說，車齡、工作日、事故時間為決定傷亡程度的重要因素。 

Greibe（2003）【24】主要在建立城市節點和城市道路連接的兩個事故預測模

型，以其可準確預測市區節點與道路連接的事故數量，讓管理當局能判定影響道

路安全的黑點與路網安全分析。研究結果，建立之道路連結的事故預測模式解釋

力約為 60%，而路口事故預測模式解釋力較低，其表明道路連接模式結構複雜性

較路口事故低，研究結果指出，在道路連接模式中車流量為影響程度最大之變數。 

Akerstedt(2008)
【19】指出嗜睡相關因素包含一天中的時間、起床時間、前一

晚睡眠持續時間，研究以上述三項因素為基礎，透過 SWP 模型預測道路事故，

資料來源為奧克蘭汽車事故傷亡研究資料庫，研究結果顯示，道路碰撞會因嗜睡

程度與飲酒情形兩項因素，而有不同的影響，進而造成事故風險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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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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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年
代

) 
主
題

(研
究
目
的

) 
資
料
庫

 

(來
源
、
資
料
筆
數

) 
研
究
方
法

 
考
量
變
數

(變
項

) 
重
要
結
論
與
後
續
建
議

 

傷
亡
程
度
的
嚴
重
性
。

 

 

L
i
等
人

(2
0
0
9

) 
藉
由
二
元
邏
輯
迴
歸

分
析

和
存
活
率
分
析
來
探

討
道

路
環
境
因
素
中
，
機

動
車

輛
駕
駛
和
機
車
騎
士

於
事

故
中
會
受
到
傷
害
的

危
險

因
素
。

 

臺
灣

，
警

察
紀

錄

的
交

通
事

故
調

查

數
據

(3
7
,3

0
2
位
機

動
車

駕
乘

人
員

和

1
4
0
,5

1
3

位
機

車

駕
駛

) 

1
. 
二
元
邏
輯
迴

歸
分
析

(a
 

b
in

ar
y
 l

o
g
is

ti
c 

re
g
re

ss
io

n
 

an
al

y
si

s)
 

2
. 
存
活
率
分
析

 

(C
o
x

 

p
ro

p
o
rt

io
n
al

 

h
az

ar
d
 

re
g
re

ss
io

n
 

an
al

y
si

s)
 

發
生
地
點
、
道
路
類

別
、
事
故
位
置
、
年

齡
、
性
別
、
光
線
、

視
距
、
事
故
型
態

 

1
. 
機

動
車

輛
駕

駛
和

機
車

騎
士

於
市

區
路

口
發

生

事
故

死
亡

的
比

例
比

在

郊
區
高
。

 

2
. 
隨
著
速
度
的
增
加
，
死
亡

的
時
間
也
雖
著
增
加
，
因

此
建

議
增

加
道

路
速

度

限
制
。

 

3
. 
機

車
事

故
告

致
命

或
嚴

重
傷

害
的

摩
托

車
手

誰

是
老
年
人
的
高
風
險
，
不

戴
頭
盔
，
是
男
性

 

A
b
eg

az
等
人

(2
0
1
4
) 

利
用
等
比
勝
算
邏
輯

斯
迴

歸
模
型
來
分
析
影
響

事
故

傷
亡
程
度
的
因
素

 

非
洲
，

2
0
1
2
年

6

月
至

2
0
1
3
年

7
月

衣
索

比
亞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數

據
(8

1
9

件
) 

等
比
勝
算
邏
輯

斯
迴
歸

(l
o
g
it

/p
ar

ti
al

 

p
ro

p
o
rt

io
n
al

 

o
d
d
s 

m
o
d
el

) 

年
齡
、
肇
事
因
素
、

保
護
措
施
、
駕
駛
經

驗
、
車
輛
涉
入
數
、

車
輛
用
途
、
事
故
型

態
、

車
的

行
動

狀

態
、
車
輛
狀
態
、
車

道
劃

分
、

道
路

型

態
、
天
候
、
光
線
、

日
期

 

1
. 
嚴
重
超
速
、
飲
酒
、
疲
勞

駕
駛
，
無
照
明
、
暴
雨
，

二
或

三
輪

車
和

廂
型

車

或
貨

車
在

夜
間

行
駛

時

會
增
加
事
故
傷
亡
程
度
。

 

2
. 
車
種
為
汽
車
、
旅
行
車
、

小
客

貨
行

駛
於

擁
擠

的

道
路

會
顯

著
地

降
低

事

故
傷
亡
程
度
。

 

3
. 
飲

酒
會

增
加

事
故

的
風

險
，
且
打
瞌
睡
或
疲
勞
的

駕
駛

有
較

嚴
重

的
傷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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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年
代

) 
主
題

(研
究
目
的

) 
資
料
庫

 

(來
源
、
資
料
筆
數

) 
研
究
方
法

 
考
量
變
數

(變
項

) 
重
要
結
論
與
後
續
建
議

 

程
度
，
如
道
路
型
態
若
多

為
直
路
少
彎
曲
，
駕
駛
覺

得
車

輛
操

作
簡

單
枯

燥
，
會
導
致
駕
駛
想
打
瞌

睡
及
疲
勞
。

 

K
w

o
n
等
人

(2
0
1
5
) 

以
單
純
貝
式
分
類
器

與
決

策
樹
分
類
器
排
名
事

故
因

素
的
嚴
重
度

 

美
國
，

2
0
0
4
年
至

2
0
1
0
年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公
路

巡
警

(C
H

P
)
與

全
州

綜

合
交

通
記

錄
系

統

(s
ta

te
w

id
e 

in
te

g
ra

te
d
 

tr
af

fi
c 

re
co

rd
s 

sy
st

em
, 

S
W

IT
R

S
)交

通
事

故
數

據
(

共

2
,3

4
7
,5

2
8
筆

) 

1
. 
單
純
貝
式
分

類
器

 

2
. 
決
策
樹
分
類

器
 

傷
亡
程
度
、
肇
因
研

判
、
藥
物
、
使
用
手

機
、
事
故
型
態
、
車

的
行
動
狀
態
、
飲
酒

情
形
、
肇
事
因
素
、

車
子
廠
牌
、
年
齡
、

性
別

、
國

籍
、

車

齡
、
路
面
狀
態
、
路

面
影

響
、

事
故

位

置
、
道
路
類
別
、
時

段
、
日
期
、
月
份
、

年
份
、
人
口
數
、
天

候
、
保
險
、
光
線
、

其
他
因
素

 

1
. 
單

純
貝

式
器

不
考

慮
風

險
因

素
之

間
的

依
賴

關

係
，
事
故
嚴
重
度
排
名
前

三
為
事
故
型
態
、
肇
事
因

素
、
車
的
行
動
狀
態
。

 

2
. 
決

策
樹

分
類

器
則

考
慮

之
間
的
依
賴
關
係
，
事
故

嚴
重

度
排

名
第

一
為

事

故
型
態
時
，
肇
因
研
判
與

人
口

數
即

分
別

排
名

二

與
三
。

 

3
. 
因

決
策

樹
分

類
有

助
於

在
有

限
的

資
源

有
效

的

安
全
對
策
，
其
優
於
單
純

貝
式
分
類
。

 

O
ñ
a
等
人

(2
0
1
1

) 
使

用
貝

式
網

絡
(B

a
y
es

ia
n

 

N
et

w
o
rk

s,
 

B
N

s)
探

討
交

通
事
故
中
影
響
傷
亡

程
度

的
因
素

 

西
班

牙
，

交
通

總

局
格

拉
納

達
郊

區

道
路
的
交
通
事
故

 

(1
,5

3
6
件

) 

貝
式

網
絡

(B
a
y
es

ia
n
 

N
et

w
o
rk

s,
 B

N
s)

 

事
故
型
態
、
年
齡
、

天
候
、
肇
事
原
因
、

日
期
、
性
別
、
車
道

寬
度

、
光

線
、

季

節
、
受
傷
人
數
、
涉

入
人
數
、
路
肩
、
路

1
. 
以

貝
式

路
網

分
析

交
通

事
故
數
據
，
根
據
交
通
事

故
傷

亡
程

度
進

行
分

類

以
驗

證
資

料
探

勘
技

術

的
，
並
確
定
顯
著
因
素
與

交
通

事
故

傷
亡

程
度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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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年
代

) 
主
題

(研
究
目
的

) 
資
料
庫

 

(來
源
、
資
料
筆
數

) 
研
究
方
法

 
考
量
變
數

(變
項

) 
重
要
結
論
與
後
續
建
議

 

面
寬

度
、

道
路

標

線
、
路
肩
寬
度
、
視

距
影
響
、
時
段
、
車

輛
涉
入
數

 

相
關
。

 

2
. 
結

果
顯

示
影

響
西

班
牙

郊
區

道
路

傷
亡

程
度

的

因
素
為
對
撞
、
翻
車
、
無

照
明

、
年

齡
1
8

至
2
5

歲
、
無
照
明
及
只
有
一
人

受
傷
，
且
事
故
中
只
要
存

在
前

述
因

素
的

任
ㄧ

組

合
就

會
增

加
傷

亡
程

度

的
機
率
。

 

W
u
等
人

(2
0
1
4
) 

探
討
郊
區
雙
車
道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傷
亡
程
度
的

影
響

變
數

 

美
國

新
墨

西
哥

州
，

2
0
1
0

年
至

2
0
1
1
年
交
通
部
交

通
安

全
部

門
與

新

墨
西

哥
大

學
政

府

研
究

部
門

之
郊

區

雙
車

道
道

路
的

單

一
車

與
多

車
交

通

事
故
資
料

 

(1
0
,3

5
5
筆

) 

混
合
羅
吉
特
模

式
(m

ix
ed

 l
o
g
it

 

m
o
d
el

s)
 

傷
亡
程
度
、
車
輛
涉

入
數
、
事
故
型
態
、

季
節

、
日

期
、

時

段
、
光
線
、
天
候
、

路
面
狀
況
、
路
面
標

線
、
坡
度
、
交
通
控

制
類

型
、

車
輛

用

途
、

車
的

行
動

狀

態
、
駕
駛
特
性
、
駕

駛
年
齡

 

1
. 
單

一
車

(s
in

g
le

-v
eh

ic
le

, 

S
V

)事
故
模
型
中
顯
著
增

加
駕

駛
的

傷
亡

程
度

因

素
，
包
含
翻
車
、
乾
燥
、

路
面

鬆
軟

、
貨

車
、

超

車
、
飲
酒
情
形
及
女
性
。

 

2
. 
多

車
(m

u
lt

i-
v
eh

ic
le

, 

M
V

)事
故

模
型

中
顯

著

增
加

駕
駛

的
傷

亡
程

度

因
素
，
包
含
女
性
、
機
車

與
卡
車
涉
入
、
夜
間
、
風

沙
、
向
前
直
行
中
、
飲
酒

程
度
、
年
齡

6
5
歲
以
上
。

 

3
. 
S

V
事
故
的
對
應
政
策
為

更
適

當
的

道
路

曲
線

設

計
、
增
加
路
邊
可
見
的
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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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年
代

) 
主
題

(研
究
目
的

) 
資
料
庫

 

(來
源
、
資
料
筆
數

) 
研
究
方
法

 
考
量
變
數

(變
項

) 
重
要
結
論
與
後
續
建
議

 

示
牌

及
加

強
超

車
行

為

規
範
和
限
制
。

 

4
. 
M

V
事

故
的

對
應

政
策

為
增

加
夜

間
照

明
系

統

或
電

子
事

故
警

示
牌

能

有
效

改
善

並
降

低
駕

駛

者
傷
亡
程
度
的
機
率
。

 

A
b
d
el

-A
ty

 &
 

A
b
d
el

w
ah

ab
 

(2
0
0
4
) 

探
討
他
車
駕
駛
者
的

視
距

與
輕
型
貨
車
的
追
撞

事
故

影
響
，
並
以
巢
式
羅

吉
特

模
型
進
行
校
準
。

 

美
國

，
國

家
公

路

交
通

安
全

管
理

局

於
2
0
0
0
年
一
般
估

計
系

統
(g

e
n

e
ra

l 

es
ti

m
at

es
 
sy

st
em

, 

G
E

S
)數

據
庫
，
篩

選
出

具
完

整
變

數

之
兩

車
追

撞
交

通

事
故

(1
,5

7
9

筆
) 

巢
式
羅
吉
特

 

(N
es

te
d
 l

o
g
it

, 

N
L

) 
模
型

 

事
故
型
態
、
速
限
、

道
路
型
態
、
坡
度
、

路
面
狀
態
、
光
線
、

天
候
、
日
期
、
交
通

控
制
類
型
、
事
故
位

置
、

 

車
速

、
駕

駛
者

責

任
、
年
齡
、
性
別
、

飲
酒
程
度
、
分
心
、

視
距
影
響
、
前
車
行

為
 

1
. 
結

果
指

出
對

於
C

ar
T

rk

後
車

駕
駛

增
加

追
撞

事

故
的

顯
著

因
素

為
駕

駛

年
齡

、
性

別
、

交
通

控

制
、
前
車
行
為
、
分
心
、

視
距
影
響
。

 

2
. 
N

L
模
型
校
正
的
結
果
顯

示
L
T

V
會
造
成
後
車
駕

駛
的
視
距
不
良
，
若

L
T

V

急
停

止
時

會
造

成
追

撞

事
故
發
生
的
機
率
。

 

3
. 
後
車
駕
駛
分
心
時
，
前
車

駕
駛

若
急

停
止

增
加

C
ar

T
rk

追
撞

事
故

的
機

率
會
增
加
。

 

K
im

等
人

(2
0
0
8
) 

利
用
羅
吉
特
迴
歸
分

析
夏

威
夷
地
區
人
車
事
故

的
原

因
 

美
國

，
交

通
運

輸

部
2
0
0
2

年
至

2
0
0
5
年
交
通
事
故

羅
吉
斯
迴
歸

(L
o

g
is

ti
c 

re
g
re

ss
io

n
) 

性
別
、
年
齡
、
傷
害

程
度
、
時
段
、
土
地

用
途
、
肇
事
因
素

 

1
. 
本

研
究

著
重

於
探

討
駕

駛
與
行
人
的
行
為
，
並
透

過
分
析
事
故
資
料
，
期
望

提
升

夏
威

夷
地

區
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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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年
代

) 
主
題

(研
究
目
的

) 
資
料
庫

 

(來
源
、
資
料
筆
數

) 
研
究
方
法

 
考
量
變
數

(變
項

) 
重
要
結
論
與
後
續
建
議

 

資
料

 

(2
,2

7
5
筆

) 

行
安
全
。

 

2
. 
研

究
顯

示
行

人
及

駕
駛

的
行
為
，
儘
管
許
多
行
人

未
依

規
定

行
走

行
人

穿

越
道
穿
越
時
，
駕
駛
的
過

失
仍
大
於
行
人
。

 

3
. 
研

究
指

出
男

性
駕

駛
於

早
晨

的
商

業
區

的
過

失

大
於

其
他

駕
駛

於
一

天

中
的
其
他
時
間
。

 

Y
au

等
人

(2
0
0
6
).

 
以
羅
吉
斯
迴
歸
分
析

香
港

地
區
多
車
事
故
與
傷

亡
程

度
關
聯
性

 

香
港
，
運
輸
署
的

道
路
安
全
和
標
準

研
究
部
之
交
通
事

故
數
據
系
統

(T
ra

ff
ic

 A
cc

id
en

t 

D
at

a 
S

y
st

em
, 

T
R

A
D

S
)中

的
事

故
資
料

 

(共
1
0
,6

3
0
筆

) 

羅
吉
斯
迴
歸

(L
o

g
is

ti
c 

re
g
re

ss
io

n
) 

行
政

區
、

人
為

因

素
、
車
輛
因
素
、
安

全
因

素
、

環
境

因

素
、
現
場
因
素
、

 

1
. 
在

嚴
重

或
致

命
交

通
意

外
事
故
中
，
男
性
駕
駛
往

往
面
臨
較
高
的
風
險
。

 

2
. 
車

輛
的

年
齡

為
導

致
致

命
或

嚴
重

交
通

意
外

的

顯
著
因
素
。

 

3
. 
對
於
多
車
事
故
，
風
險
最

高
的

時
段

是
從

午
夜

到

黎
明
（

0
0：

0
0
-0

7：
5
9
），

可
能

是
由

於
在

此
期

間
，
較
多
危
險
駕
駛
及
非

法
賽
車
。

 

U
lf

ar
ss

o
n
等
人

(2
0
1
0
) 

運
用
多
元
羅
吉
特
模

式
分

析
行
人
與
汽
機
車
輛

事
故

之
過
失
責
任
歸
屬

 

美
國
，

1
9
9
7
年
至

2
0
0
0
年
北
卡
羅
來

納
州

警
察

事
故

調

多
元

lo
g
it

（
M

N
L
）
模
型

 

行
人
年
齡
、
駕
駛
年

齡
、
國
籍
、
性
別
、

傷
亡
程
度
、
車
速
、

時
段
、
光
線
、
道
路

1
.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駕

駛
者

過
失

之
最

大
相

關
因

素

為
：
駕
駛
者
轉
彎
、
插
入

行
列
、
超
速
、
駕
駛
者
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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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年
代

) 
主
題

(研
究
目
的

) 
資
料
庫

 

(來
源
、
資
料
筆
數

) 
研
究
方
法

 
考
量
變
數

(變
項

) 
重
要
結
論
與
後
續
建
議

 

查
資

料
(共

7
,0

8
8

筆
資
料
）

 

類
別
、
車
道
劃
分
、

道
路
型
態
、
號
誌
類

型
、
飲
酒
情
形
、
超

速
、
涉
及
人
數
、
其

他
因
素

 

車
、
駕
駛
人
飲
酒
情
形
和

多
位
行
人
。

 

2
. 
行

人
過

失
之

最
大

相
關

因
素

為
：

行
人

穿
越

街

道
、
行
人
奔
跑
、
行
人
小

於
1
2
歲
、
紅
綠
燈
行
人

飲
酒
情
形
。

 

3
. 
兩

者
皆

有
過

失
之

最
大

相
關
因
素
為
：
車
速
、
駕

駛
者

倒
車

、
駕

駛
者

轉

彎
、
插
入
行
列
、
駕
駛
與

行
人

飲
酒

情
形

和
行

人

沿
道
路
行
走
。

 

4
. 
駕
駛
者
在
轉
彎
、
插
入
行

列
、
倒
車
時
須
更
加
注
意

行
人
。
行
人
容
易
於
穿
越

馬
路

時
發

生
事

故
過

失
，
可
能
是
因
為
不
遵
守

交
通
規
則
所
致
。

 

F
u
 (

2
0
0

8
) 

該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是

利
用

存
活
分
析
方
法
，
分

析
與

重
複
酒
測
事
故
有
密

切
相

關
之
高
風
險
因
素
，

可
用

於
預
測
酒
駕
事
故
駕

駛
者

可
能
涉
及
另
一
酒
駕

事
故

美
國
，

1
9
9
9
年
至

2
0
0
4
年
路
易
斯
安

那
州

警
察

事
故

報

告
(計

6
0
,0

0
0
筆
酒

精
相
關
的
事
故

) 

1
. 
單

變
量

分
析

(U
n
iv

ar
ia

te
 

an
al

y
si

s)
 

2
. 
存

活
分

析
方

法
(s

u
rv

iv
al

 

an
al

y
si

s)
之

C
o
x
模
型

 
 

性
別

、
國

籍
、

年

齡
、
車
輛
用
途
、
肇

事
因

素
、

土
地

用

途
、
車
道
劃
分
、
道

路
類
別

 

1
. 
關

於
駕

駛
者

特
性

發

現
，

駕
駛

者
國

籍
、

性

別
、
年
齡
事
重
複
酒
測
事

故
之
重
要
預
測
因
素
，

2
1

歲
以

下
白

人
相

對
於

其

他
駕

駛
者

有
較

高
風

險

性
發
生
多
次
酒
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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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年
代

) 
主
題

(研
究
目
的

) 
資
料
庫

 

(來
源
、
資
料
筆
數

) 
研
究
方
法

 
考
量
變
數

(變
項

) 
重
要
結
論
與
後
續
建
議

 

之
分
析
。

 

 

2
. 
輕

型
貨

車
/敞

篷
小

貨
車

較
高

風
險

性
發

生
多

次

酒
駕
。

 

3
. 
司
機
違
規
、
拘
留
、
肇
事

逃
逸

未
來

較
可

能
重

複

發
生
酒
駕
。

 

4
. 
住

宅
區

重
複

發
生

酒
駕

機
率
高
。

 

5
. 
在
車
道
部
分
，
國
家
公
路

重
複
發
生
酒
駕
機
率
較

高
；
酒
駕
對
雙
向
無
分
隔

相
較
於
較
單
車
道
、
雙
向

有
分
隔
有
較
高
危
害
。

 

P
al

et
i
等
人

(2
0
1
0
) 

探
討
緩
和
激
進
駕
駛

行
為

的
作
法
，
及
全
面
地

評
估

變
數
對
交
通
事
故
傷

亡
程

度
的
影
響
。
結
果
顯

示
對

傷
亡
程
度
直
接
影
響

之
變

數
，
及
因
激
進
駕
駛

行
為

間
接
影
響
傷
亡
程
度

的
間

接
影
響
變
數

 

美
國
，

2
0
0
5
年

1

月
-2

0
0
7
年

1
1
月

國
家

機
動

車
事

故

因
果

關
係

研
究

N
at

io
n
al

 
M

o
to

r 

V
eh

ic
le

 
C

ra
sh

 

C
au

sa
ti

o
n
 

S
tu

d
y,

 

N
M

V
C

C
S

 

(共
6
,9

5
0
筆

) 

1
. 
隨

機
參

數
的

二
元

羅
吉

特

模
式

 

2
. 
隨

機
參

數
之

異
質

性
排

序

羅
吉
特
模
式

 

3
. 
透

過
最

大
概

式
值

估
計

好

壞
 

4
. 
多

元
尺

度
區

間
用

H
al

to
n

 

b
as

ed
技

術
評

估
是
否
適
合

 

性
別
、
年
齡
、
保
護

措
施
、
飲
酒
程
度
、

駕
駛
資
格
情
形
、
時

段
、
天
候
、
年
齡
、

車
輛
用
途
、
速
限
、

乘
客
人
數
、
交
通
擁

擠
、
事
故
類
型
、
事

故
型
態

 

1
.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年

輕
駕

駛
（
尤
其

1
6
-1

7
歲
的
新

手
駕
駛
）
、
駕
駛
無
使
用

安
全
帶
、
飲
酒
後
駕
駛
、

無
適
當
之
駕
照
，
駕
駛
貨

卡
車

為
最

有
可

能
表

現

激
進
的
因
素
。

 

2
.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1
6
-1

7
歲

的
駕

駛
由

於
駕

駛
經

驗

不
足

及
激

進
的

駕
駛

行

為
影

響
交

通
事

故
的

傷

亡
程
度
。
此
外
年
輕
駕
駛

（
1
6

-2
0
歲
）
在
酒
精
的



 

 

 

39 39 

作
者

(年
代

) 
主
題

(研
究
目
的

) 
資
料
庫

 

(來
源
、
資
料
筆
數

) 
研
究
方
法

 
考
量
變
數

(變
項

) 
重
要
結
論
與
後
續
建
議

 

作
用

下
時

也
可

能
有

激

進
的
駕
駛
行
為
。

 

3
. 
發

現
車

輛
及

道
路

等
因

素
如

年
輕

駕
駛

和
乘

客
、
年
輕
駕
駛
者
駕
駛
休

旅
車
或
貨
卡
車
，
晨
峰
期

間
駕
駛
，
駕
駛
於
速
限
道

路
上
，
為
激
進
駕
駛
行
為

的
觸
發
因
素
。

 

4
. 
變

數
對

傷
亡

程
度

有
直

接
或

間
接

影
響

，
如

男

性
、
年
輕
駕
駛
，
駕
駛
休

旅
車
，
行
駛
於
低
速
的
道

路
（

<
5
0
 

k
m

p
h
）

比
女

性
、
年
長
駕
駛
，
駕
駛
轎

車
，
行
駛
於
高
速
的
公
路

（
5
0

-9
0
 k

m
p
h
）
更
有
可

能
有
激
進
的
駕
駛
行
為
。

 

 

Z
h
u
 &

 

S
ri

n
iv

as
an

 

(2
0
1
1
) 

找
出
事
故
與
涉
入
人

員
影

響
傷

亡
程

度
之

個
別

因

素
，
模
擬
大
貨
車
事

故
中

所
有
涉
入
人
傷
亡
程
度
。

 

美
國
，

2
0
0
1
年

4

月
-2

0
0
3
年

1
2
月

大
貨
車
碰
撞
因
果

關
係
研
究

(L
ar

g
e 

T
ru

ck
 C

ra
sh

 

C
au

sa
ti

o
n
 S

tu
d

y,
 

異
質
性
排
序
回

應
式
結
構
模
式

(h
et

er
o
sk

ed
as

ti
c 

o
rd

er
ed

-r
es

p
o
n
se

 

st
ru

ct
u
re

 t
o
 

m
o
d
el

) 

駕
駛

者
與

客
運

乘

客
種
族
、
駕
駛
者
年

齡
、
駕
駛
者
與
客
運

乘
客
身
高
、
駕
駛
者

違
法
吸
毒
、
駕
駛
者

過
去

五
年

事
故

紀

錄
、
情
緒
行
為
、
疾

1
.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個
人
、
駕

駛
者
、
車
輛
、
事
故
的
特

徵
，
對
大
型
卡
車
事
故
死

傷
程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如
：

駕
駛

者
行

為
（

吸

毒
、
酒
駕
、
不
專
心
等
），

對
傷

亡
統

計
會

有
顯

著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145751100042X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14575110004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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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年
代

) 
主
題

(研
究
目
的

) 
資
料
庫

 

(來
源
、
資
料
筆
數

) 
研
究
方
法

 
考
量
變
數

(變
項

) 
重
要
結
論
與
後
續
建
議

 

L
T

C
C

S
) 

(共
9
1
8
筆

) 

病
情

形
、

工
作

壓

力
、
攻
擊
行
為
、
注

意
力
、
飲
酒
程
度
、

疲
勞
駕
駛
、
分
心
行

為
、
視
力
、
事
故
發

生
時
段
、
日
期

-工
作

日
、
事
故
、
道
路
型

態
、
當
事
者
區
分
、

安
全

帶
、

安
全

氣

囊
、
駕
駛
該
路
段
頻

率
、
駕
駛
該
事
故
車

輛
次
數
、
碰
撞
前
的

最
高
限
速
、
路
面
狀

態
、

客
運

乘
客

位

置
、
火
災

 

影
響
，
因
此
駕
駛
人
教
育

與
執
法
，
限
制
駕
駛
狀
況

不
佳
者
，
可
有
效
改
進
道

路
安
全
。
安
全
氣
囊
的
可

用
性

與
使

用
安

全
帶

此

兩
變

數
，

在
汽

車
駕

駛

者
、
乘
客
與
卡
車
碰
撞
事

故
發
生
時
，
能
顯
著
降
低

傷
亡
程
度
、
駕
駛
員
對
道

路
與

車
輛

的
熟

悉
度

亦

相
當
重
要

 

2
. 
在

本
研

究
中

另
提

出

O
IS

模
式
較

H
IS

模
式

好
，
因

H
IS

模
式
僅
能
預

測
最

高
整

體
傷

亡
程

度
，
無
法
預
測
誰
受
傷
最

嚴
重
，
且
無
法
得
知
非
最

嚴
重

受
傷

者
之

損
傷

程

度
影

響
因

素
，

在
O

IS

模
式

可
預

測
各

涉
入

者

之
傷
亡
程
度
，
也
可
評
估

安
全
裝
置
的
好
處
。

 

3
. 
建

議
後

續
可

使
用

其
它

研
究
方
法
，
如
：
排
序
性

一
般

化
極

值
模

式

(O
rd

er
ed

 
G

en
er

al
iz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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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年
代

) 
主
題

(研
究
目
的

) 
資
料
庫

 

(來
源
、
資
料
筆
數

) 
研
究
方
法

 
考
量
變
數

(變
項

) 
重
要
結
論
與
後
續
建
議

 

E
x

tr
em

e 
V

al
u
e 

,O
G

E
V

) 

m
o
d
el

s。
 

Y
au

(2
0
0
4
) 

針
對
不
同
車
種
，
分

別
探

討
其
單
一
車
輛
事
故

傷
亡

程
度
的
重
要
影
響
因
素
。

 

香
港
，

1
9
9
9
年
至

2
0
0
0
年
的
交
通
事

故
數

據
系

統

(t
ra

ff
ic

 
ac

ci
d
en

t 

d
at

a 
sy

st
em

, 

T
R

A
D

S
) 

(共
計

1
,1

7
6
筆

) 

多
元

羅
吉

斯
迴

歸
分
析

 

（
m

u
lt

iv
ar

ia
te

 

st
ep

w
is

e 
lo

g
is

ti
c 

re
g
re

ss
io

n
）

 

年
齡
、
性
別
、
駕
駛

資
格

、
車

種
、

車

齡
、
保
護
措
施
、
季

節
、
日
期
、
時
段
、

光
線
、
天
候
、
交
通

壅
擠
程
度
、
速
限
、

發
生
地
點

 

1
. 
以
小
客
車
來
說
，
區
位
、

駕
駛
者
性
別
、
車
齡
、
事

故
發
生
時
間
、
街
道
照
明

為
決

定
傷

亡
程

度
的

重

要
因
素
。

 

2
. 
以
貨
車
來
說
，
使
用
安
全

帶
使

用
和

平
日

為
決

定

傷
亡

程
度

的
重

要
因

素
；
以
摩
托
車
來
說
，
車

齡
、
假
日
、
事
故
時
間
為

決
定

傷
亡

程
度

的
重

要

因
素
。

 

3
. 
在
日
期
變
數
中
，
貨
車
對

平
日

涉
入

嚴
重

事
故

有

高
風
險
、
摩
托
車
則
是
假

日
涉

入
嚴

重
事

故
有

高

風
險
。

 

4
. 
在
時
段
變
數
中
，
摩
托
車

高
風

險
時

間
為

2
0
:0

0
-2

3
:5

9、
小
客
車
高

風
險

時
間

為

0
0
:0

0
–
0
7
:5

9
。

 

5
. 
在
光
線
變
數
中
，
因
夜
間

無
照

明
或

不
足

時
駕

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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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年
代

) 
主
題

(研
究
目
的

) 
資
料
庫

 

(來
源
、
資
料
筆
數

) 
研
究
方
法

 
考
量
變
數

(變
項

) 
重
要
結
論
與
後
續
建
議

 

者
會
提
高
注
意
力
，
故
小

客
車

捲
入

嚴
重

事
故

之

風
險
較
低
。

 

G
re

ib
e 

(2
0
0
3

) 
主
要
目
的
是
要
找
出

影
響

路
口
與
道
路
連
接
安

全
的

主
要
因
素
，
並
建
立

城
市

節
點
和
城
市
道
路
連

接
的

兩
個
事
故
預
測
模
型
。

 

丹
麥

，
政

府
與

直

轄
市

的
統

計
資

料

庫
 

(共
1
,0

5
8
筆
警
察

事
故
紀
錄

、
1
,0

3
6

筆
城
市
路
口
數
據

) 

1
. 
迴
歸
分
析

 

2
. 
波
松
模
型

(P
o
is

so
n
 

m
o
d
el

) 

速
限
、
車
道
劃
分
、

車
流

量
、

車
道

長

度
、
車
道
數
、
號
誌

類
型
、
路
口
岔
路
數

量
、
路
面
寬
度
、
道

路
減
速
措
施
、
每
公

里
從

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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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事故統計相關研究小結 

彙整前揭國內外文獻可以發現各研究所考量引用之變數均有所不同，因此本

研究藉由彙整研究中所考量之相關變數，則可做為後續道路交通調查表修訂之

用。主要過去研究指出變數彙整可以分成六大部分，分述如下： 

1. 第一部分為「人」的影響因素(請參閱表 2.6 至表 2.38)，除了表列中所考量之

彙整變數外，尚有研究指出受傷人數(Oña 等人(2013)；Oña 等人(2011))、保

險(Kwon 等人(2015))、駕駛經驗(Abegaz 等人(2014))以及肇事逃逸(吳家麟

(2014)；葉名山等人(2009)；劉欣憲(2006))等變數須可以考量。 

2. 第二部分為「車」的影響因素(請參閱表 2.39 至表 2.46)，除了前揭表列中可考

量彙整變數外，尚有研究指出可以考慮車輛長度(Chiou (2006))、車子廠牌

(Kwon 等人(2015))、車輛狀態(Abegaz 等人(2014))等。 

3. 第三部分則是以「路」的影響因素(請參閱表 2.47 至表 2.67)，除了前述表內容

中可以考量變數之外，另外可以在增加考量車道數(Greibe (2003)；廖彩雲、

楊雯鈞(2012))、轉彎車道(Greibe (2003))、車道寬度(Oña 等人(2013)；Oña

等人(2011)；謝易達(2010))、路面寬度(Oña 等人(2013)；Oña 等人(2011)；

Greibe (2003))、路肩(Oña 等人(2013)；Oña 等人(2011))、路肩寬度(Oña 等人

(2013)；Oña 等人(2011))等。 

4. 第四部分則是可以考量「時間」之影響因素(表 2.68 至表 2.74)。 

5. 第五部分則是可以考量「環境」之影響因素(表 2.75 至表 2.86)。 

6. 第六部分則是可以考量「其他」之影響因素(表 2.87 至表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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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誌

 
 

 
 

 
 

 
 

 
 

 
速
限

 
●

 
 

●
 

 
 

●
 

 
●

 
●

 
 

教
育
程
度

 
 

 
 

 
 

 
 

 
 

●
 

車
輛
用
途

 
 

 
●

 
 

●
 

●
 

●
 

●
 

●
 

 
駕

駛
資

格
情

形
 

 
 

●
 

 
 

●
 

 
●

 
 

 

超
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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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變
數

 

A
b
d
el

-A
ty

 

等
人

(2
0
0
4
) 

K
im

等
人

(2
0
0
8
).

 

Y
au

等
人

(2
0
0
6
).

 

U
lf

ar
ss

o
n

等
人

(2
0
1
0
) 

F
u

 

(2
0
0
8
) 

P
al

et
i
等
人

(2
0
1
0
) 

Z
h
u
等
人

(2
0
1
1
) 

Y
au

 

(2
0
0
4
) 

G
re

ib
e 

(2
0
0
3
) 

A
k
er

st
ed

t

等
人

(2
0
0
8
) 

車
輛

撞
擊

部

位
 

 
 

 
 

 
 

 
 

 
 

飲
酒
情
形

 
●

 
 

 
●

 
 

●
 

●
 

 
 

●
 

反
應
動
作

 
 

 
 

 
 

 
 

 
 

 
變
換
車
道

 
 

 
 

 
 

 
 

 
 

 
是
否
預
見

 
 

 
 

 
 

 
 

 
 

 
行
動
狀
態

 
 

 
 

●
 

 
 

 
 

 
 

是
否
煞
車

 
 

 
 

 
 

 
 

 
 

 
車
速

 
●

 
 

 
 

●
 

 
 

 
 

 
車
損
狀
況

 
 

 
 

 
 

 
 

 
 

 
相
對
位
置

 
 

 
 

 
 

 
 

 
 

 
通

過
路

口
中

心
 

 
 

 
 

 
 

 
 

 
 

傷
亡
程
度

 
 

●
 

 
●

 
 

 
 

 
 

 
事
故
類
型

 
 

 
 

 
 

●
 

 
 

 
 

肇
事
因
素

 
●

 
●

 
 

 
●

 
 

 
 

 
 

國
籍

 
 

 
 

●
 

●
 

 
●

 
 

 
●

 

肇
因
研
判

 
●

 
 

 
 

 
 

 
 

 
 

號
誌
類
型

 
●

 
 

 
●

 
 

 
 

 
●

 
 

土
地
用
途

 
 

●
 

 
 

●
 

 
 

 
 

 
路
面
狀
態

 
●

 
 

 
 

 
 

●
 

 
 

 
路
面
影
響

 
 

 
 

 
 

 
 

 
 

 
藥
物

 
 

 
 

 
 

 
●

 
 

 
 

使
用
手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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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變
數

 

A
b
d
el

-A
ty

 

等
人

(2
0
0
4
) 

K
im

等
人

(2
0
0
8
).

 

Y
au

等
人

(2
0
0
6
).

 

U
lf

ar
ss

o
n

等
人

(2
0
1
0
) 

F
u

 

(2
0
0
8
) 

P
al

et
i
等
人

(2
0
1
0
) 

Z
h
u
等
人

(2
0
1
1
) 

Y
au

 

(2
0
0
4
) 

G
re

ib
e 

(2
0
0
3
) 

A
k
er

st
ed

t

等
人

(2
0
0
8
) 

保
護
措
施

 
 

 
●

 
 

 
●

 
●

 
●

 
●

 
 

坡
度

 
●

 
 

 
 

 
 

 
 

 
 

事
故
地
點

 
 

 
 

 
 

 
 

 
 

 
當

事
者

相
對

位
置

 
 

 
 

 
●

 
 

 
 

 
 

 

表
 
2
.5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年
齡
」
之
彙
整
表

(1
) 

作
者

 

變
數

 

O
ñ
a
等
人

 

(2
0
1
3
) 

K
im

等
人

 

(2
0
0
8
) 

A
b
eg

az
等
人

(2
0
1
4
) 

K
w

o
n
等
人

(2
0
1
5
) 

O
ñ
a
等
人

 

(2
0
1
1
) 

W
u
等
人

 

(2
0
1
4
) 

K
im

等
人

 

(2
0
0
8
) 

年
齡

 


 ≦

1
8
 


 1

8
~

2
5
 


 2

5
~

6
4
 


 ≧

6
4
 


 1

8
~

2
5
/2

5
~

6
4
 


 1

8
-2

4
 


 2

5
-5

4
 


 5

5
-6

4
 


 6

5
-7

4
 


 +

7
5

 


 2

5
–
3
4
 


 3

5
–
4
4
 


 4

5
–
5
4
 


 5

5
–
6
4
 


 >

6
4
 


 1

8
以
下

 


 1

9
~

3
0
 


 3

1
~

4
0
 


 4

1
~

5
0
 


 5

1
~

6
4
 


 6

5
以
上

 


 1

8
~

2
5
 


 2

5
~

6
4
 


 >

6
4
 


 1

6
~

2
0
 


 2

1
~

3
4
 


 3

5
~

4
4
 


 4

5
~

5
4
 


 5

5
~

6
4
 


 6

5
以
上

 


 嬰

/幼
兒
（

0
-4
）

 


 兒

童
（

5
-1

4
）

 


 成

年
（

1
5
-1

8
）

 


 壯

年
（

2
6
-6

4
）

 


 老

年
（

6
5
以
上
）

 

 
表

 
2
.6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年
齡
」
之
彙
整
表

(2
) 

作
者

 

變
數

 

U
lf

ar
ss

o
n
等
人

 

(2
0
1
0
) 

F
u

 

(2
0
0
8
) 

P
al

et
i
等
人

(2
0
1
0
) 

Z
h
u
等
人

(2
0
1
1
) 

K
el

v
in

 

(2
0
0

4
) 

A
k
er

st
ed

t
等

人
(2

0
0
8
) 

C
h
io

u
 

(2
0
0
6
) 

A
l-

G
h
am

d
i 

(2
0
0
2
) 

年
齡

 

行
人

: 


 0

~
1
2
 


 1

3
~

1
7
 


 1

8
~

2
4
 


 2

5
~

4
4
 


 4

5
~

6
4
 


 6

5
~

7
4
 


 >

7
5
 

駕
駛

: 


 1

4
~

1
7
 


 1

8
~

2
4
 


 2

5
~

4
4
 


 4

5
~

6
4
 


 6

5
~

7
4
 


 >

7
5
 


 2

1
以
下

 


 2

1
-2

4
 


 2

5
-3

4
 


 3

5
-4

4
 


 4

5
-5

4
 


 5

5
以
上

 


 1

6
或

1
7
 


 1

8
-2

0
 


 2

1
-6

5
 


 6

5
以
上

 


 <

5
5
 


 >

5
5
 


 年

輕
≦

2
5
 


 壯

年
2
6
-5

5
 


 老

年
≧

5
5
 


 1

5
-2

4
 


 2

5
-3

4
 


 3

5
-4

4
 


 4

5
-5

4
 


 5

5
-6

4
 


 6

5
-8

0
 


 詳

填
實
際

數
字

 


 詳

填
實
際

數
字

 



 

 

 

52 

 

表
 
2
.7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年
齡
」
之
彙
整
表

(3
) 

作
者

 

變
數

 

M
an

n
er

等
人

(2
0
1
3
) 

L
i
等
人

(2
0
0
9
) 

C
h
an

g
 &

 

C
h
ie

n
 (

2
0
1
3
) 

A
b
d
el

-A
ty

等
人

(2
0
0
4
) 

Y
au

等
人

(2
0
0
6
) 

方
守
潔

(2
0
0
4
) 

吳
家
麟

 

(2
0
1
4
) 

張
智
欽

 

(2
0
1
1
) 

年
齡

 


 詳

填
實

際
數
字

 


 詳

填
實
際

數
字

 


 詳

填
實
際
數

字
 


 詳

填
實
際

數
字

 


 詳

填
實

際
數
字

 


 2

0
以
下

 


 2

1
∼

3
5
 


 3

6
∼

5
0
 


 5

1
∼

6
5
 


 6

5
以
上

 


 未

滿
1
8
 
 


 1

8
~

3
0
(不

含
3
0

 


 3

0
~

6
0
(含

3
0
，

不
含

6
0
) 


 6

0
以
上

(含
6
0
) 


 小

於
2
0
(含

2
0
) 


 2

0
~

4
0
(含

4
0
) 


 4

0
~

6
5
(含

6
5
) 


 大

於
6
5
 

 

表
 
2
.8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年
齡
」
之
彙
整
表

(4
) 

作
者

 

變
數

 

陳
俊
宇

(2
0
0
7
) 

曾
貴
楷

 

(2
0
0
7
）

 

游
子
揚

(2
0
1
3
) 

黃
振
烜

(2
0
1
4
) 

葉
名
山
等
人

(2
0
0
9
) 

詹
子
儀

(2
0
0
4
) 

劉
欣
憲

 

(2
0
0
6
) 

謝
易
達

 

(2
0
1
0
) 

年
齡

 


 2

0
以
下

 


 2

1
∼

3
5
 


 3

6
∼

5
0
 


 5

1
∼

6
5
 


 6

5
以
上

 


 3

0
以
下

 


 3

1
至

5
0

 


 5

1
以
上

 


 1

7
以
下

 


 1

8
-1

9
 


 2

0
-2

4
 


 2

5
-2

9
 


 3

0
-3

4
 


 3

5
-3

9
 


 4

0
-4

4
 


 4

5
-4

9
 


 5

0
-5

4
 


 5

5
-5

9
 


 6

0
-6

4
 


 6

0
-6

9
 


 7

0
-7

4
 


 7

5
以
上

 


 1

4
-1

8
 


 1

8
-2

4
 


 2

5
-2

9
 


 3

0
-3

4
 


 3

5
-3

9
 


 4

0
-4

4
 


 4

5
-4

9
 


 5

0
-5

4
 


 5

5
-5

9
 


 6

0
-6

4
 


 6

5
-6

9
 


 7

0
-7

4
 


 7

5
-7

9
 


 8

0
以
上

 


 2

0
以
下

(不
含

2
0
) 


 2

0
~

3
5
 (
含

2
0，

不
含

3
5
) 


 3

5
~

5
0
 (
含

3
5，

不
含

5
0
) 


 5

0
~

6
5
(含

5
0，

不
含

6
5
) 


 6

5
以
上

(含

6
5
) 


 不

明
 


 3

0
以
下

 


 3

1
~

4
0
 


 4

1
~

5
0
 


 5

1
~

6
0
 


 6

1
以
上

 


 2

0
以
下

(不
含

2
0
) 


 2

0
~

3
5
(含

2
0，

不

含
3
5
) 


 3

5
~

5
0
(含

3
5，

不

含
5
0
) 


 5

0
~

6
5
(含

5
0，

不

含
6
5
) 


 6

5
以
上

(含
6
5
) 


 不

明
 


 3

0
以
下

 


 3

1
至

5
0
 


 5

1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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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9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性
別
」
之
彙
整
表

(1
) 

作
者

 

變
數

 

O
ñ
a
等
人

 

(2
0
1
3
) 

C
h
io

u
 

(2
0
0
6
) 

K
im

等
人

(2
0
0
8
) 

L
i
等
人

 

(2
0
0
9
) 

K
w

o
n
等
人

(2
0
1
5
) 

C
h
an

g
 &

 

C
h
ie

n
(2

0
1
3
) 

O
ñ
a
等
人

(2
0
1
1
) 

W
u
等
人

(2
0
1
4
) 

性
別

 


 男

 


 女

 


 男

等
於
女

 


 男

多
 


 女

多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表
 
2
.1

0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性
別
」
之
彙
整
表

(2
) 

作
者

 

變
數

 

A
b
d
el

-A
ty

 

等
人

(2
0
0
4
) 

K
im

等
人

 

(2
0
0
8
) 

U
lf

ar
ss

o
n

 

等
人

(2
0
1
0
) 

F
u

 

(2
0
0
8
) 

P
al

et
i 

等
人

(2
0
1
0
) 

K
el

v
in

 

(2
0
0
4
) 

A
k
er

st
ed

t 

等
人

(2
0
0
8
) 

方
守
潔

 

(2
0
0
4
) 

性
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表
 
2
.1

1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性
別
」
之
彙
整
表

(3
) 

作
者

 

變
數

 

吳
家
麟

 

(2
0
1
4
) 

張
智
欽

 

(2
0
1
1
) 

陳
俊
宇

 

(2
0
0
7
) 

曾
貴
楷

(2
0
0
7
）

 

游
子
揚

 

(2
0
1
3
) 

黃
振
烜

 

(2
0
1
4
) 

劉
欣
憲

 

(2
0
0
6
) 

謝
易
達

 

(2
0
1
0
) 

性
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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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2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國
籍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A
l-

G
h
am

d
i 

(2
0
0
2
) 

K
w

o
n
等
人

 

(2
0
1
5
) 

U
lf

ar
ss

o
n
等
人

 

(2
0
1
0
) 

F
u

 

(2
0
0
8
) 

Z
h
u
等
人

 

(2
0
1
1
) 

A
k
er

st
ed

t
等
人

 

(2
0
0
8
) 

國
籍

 


 沙

特
 


 非

沙
特

 


 未

說
明

 


 亞

洲
人

 


 黑

人
 


 西

班
牙

 


 白

人
 


 其

他
 


 白

人
 


 非

裔
美
國
人

 


 美

洲
原
住
民

 


 西

班
牙
裔

 


 亞

洲
人

 


 其

它
 


 非

白
人

 


 白

人
 


 白

人
 


 黑

人
 


 西

班
牙
裔

 


 其

它
 


 不

明
 


 新

西
蘭

 


 毛

利
 


 太

平
洋
島

 


 其

他
 

 

表
 
2
.1

3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教
育
程
度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C
h
io

u
 

(2
0
0
6
) 

A
k
er

st
ed

t
等
人

(2
0
0
8
) 

方
守
潔

 

(2
0
0
4
) 

陳
俊
宇

 

(2
0
0
7
) 

曾
貴
楷

 

(2
0
0
7
）

 

詹
子
儀

 

(2
0
0
4
) 

教
育
程
度

 


 大

學
 


 專

科
 


 高

中
 


 高

職
 


 國

中
 


 小

學
 


 幼

兒
園

 


 ＜

中
學

3
年
級

 


 >
中
學
三
年
級

 


 中

學
畢
業

 


 不

識
字

 


 國

中
小

 


 高

中
職

 


 專

科
以
上

 


 不

識
字

 


 國

中
小

 


 高

中
職

 


 專

科
以
上

 


 專

科
以
上

 


 高

中
職

 


 國

中
小

 


 不

明
 


 專

科
以
上

 


 高

中
職

 


 國

中
小

 


 不

識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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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4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駕
駛
資
格
情
形
」
之
彙
整
表

(1
) 

作
者

 

變
數

 

C
h
io

u
 

(2
0
0
6
) 

A
l-

G
h
am

d
i 

(2
0
0
2
) 

C
h
an

g
 &

 

C
h
ie

n
(2

0
1
3
) 

Y
au

等
人

(2
0
0
6
) 

P
al

et
i
等
人

(2
0
1
0
) 

K
el

v
in

 

(2
0
0
4
) 

方
守
潔

(2
0
0
4
) 

吳
家
麟

 

(2
0
1
4
) 

郭
曜
彰

 

(2
0
0
5
) 

駕
駛
資
格
情

形
 


 有

 


 無

 


 未

達
考

照
年

齡
 


 有

效
 


 過

期
 


 無

照
 


 有

適
當
之

駕
照

 


 無

適
當
之

駕
照

 


 有

適
當

駕
照

 


 無

適
當

駕
照

 


 持

有
有

效
駕
照

 


 未

持
有

有
效
駕

照
 


 有

效
駕

照
 


 無

有
效

駕
照

 


 有

 


 無

(已
達

考
照
年

齡
) 


 無

(未
達

考
照
年

齡
) 


 不

明
 


 無

照
駕
駛

 


 駕

照
吊
扣

(銷
) 


 無

適
當
駕
照

 


 有

適
當
駕
照

 


 免

駕
照

(含

行
人
、
自
行

車
及
電
動

車
騎
士

) 


 有

 


 無

(已
達

考
照
年

齡
) 


 無

(未
達

考
照
年

齡
) 


 不

明
 

 

表
 
2
.1

5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駕
駛
資
格
情
形
」
之
彙
整
表

(2
) 

作
者

 

變
數

 

陳
俊
宇

(2
0
0
7
) 

曾
貴
楷

(2
0
0
7
）

 

游
子
揚

(2
0
1
3
) 

黃
振
烜

 

(2
0
1
4
) 

葉
名
山
等
人

(2
0
0
9
) 

詹
子
儀

 

(2
0
0
4
) 

劉
欣
憲

 

(2
0
0
6
) 

鍾
佩
蓉

(2
0
1
1
) 

駕
駛
資
格
情

形
 


 有

 


 無

(已
達

考
照
年

齡
) 


 無

(未
達

考
照
年

齡
) 


 不

明
 


 有

適
當

駕
照

 


 無

適
當

駕
照

 


 有

適
當
駕

照
 


 無

適
當
駕

照
 


 不

明
 


 非

汽
(機

)

車
駕
駛
人

 


 有

駕
照

 


 無

照
(未

滿

1
8
) 


 無

照
(滿

1
8
) 


 越

級
駕
駛

 


 駕

照
吊
扣

 


 駕

照
吊
註
銷

 


 不

明
 


 有

適
當
駕
照

 


 無

照
駕
駛

 


 駕

照
吊
扣

(銷
) 


 無

適
當
駕
照

 


 不

明
 


 有

駕
照

 


 無

照
但
已
達

 


 考

照
年
齡

 


 無

照
且
未
達

 


 考

照
年
齡

 


 有

適
當
駕
照

 


 無

照
駕
駛

 


 駕

照
吊
扣

(銷
) 

 


 無

適
當
駕
照

 


 不

明
 


 有

適
當
駕

照
 


 無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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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6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駕
駛
執
照
種
類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黃
振
烜

 

(2
0
1
4
) 

駕
駛
執
照
種
類

 


 職

聯
結
車

 


 職

大
客
車

 


 職

大
貨
車

 


 職

小
型
車

 


 普

聯
結
車

 


 普

大
客
車

 


 普

大
貨
車

 


 普

小
型
車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普

通
重
型
機
車

 


 輕

型
機
車

 


 軍

車
 


 國

際
駕
駛

 


 無

照
 


 不

明
 

 

表
 
2
.1

7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涉
入
人
數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O
ñ
a
等
人

 

(2
0
1
3
) 

M
an

n
er

 &
 

W
ü
n
sc

h
-Z

ie
g
le

rb
(2

0
1
3
) 

O
ñ
a
等
人

 

(2
0
1
1
) 

U
lf

ar
ss

o
n
等
人

 

(2
0
1
0
) 

P
al

et
i
等
人

 

(2
0
1
0
) 

涉
入
人
數

 


 1

人
 


 2

人
 


 2

人
以
上

 


 詳

填
實
際
數
字

 

 ㄧ

人
 


 兩

人
 


 兩

人
以
上

 


 多

位
行
人

 


 無

多
位
行
人

 


 無

 


 一

位
 


 二

位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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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8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飲
酒
情
形
」
之
彙
整
表

(1
) 

作
者

 

變
數

 

C
h
io

u
 

(2
0
0
6
) 

K
im

等
人

 

(2
0
0
8
) 

K
w

o
n
等
人

 

(2
0
1
5
) 

C
h
an

g
 a

n
d
 C

h
ie

n
 

(2
0
1
3
) 

W
u
等
人

 

(2
0
1
4
) 

飲
酒
情
形

 


 有

>
0
.5

5
m

g
/l

 


 有

0
.2

5
~

0
.5

5
 m

g
/l

 


 合

格
<

0
.2

5
m

g
/l

 


 無

 


 無

 


 有

 


 無

飲
酒

 


 飲

酒
並
受
影
響

 


 飲

酒
不
受
影
響

 


 未

知
 


 不

適
用

 


 沒

有
飲
酒

 


 有

飲
酒
但
酒
精
測
試

不
大
於

0
.2

5
毫
克

/

升
 


 有

飲
酒
但
酒
精
測
試

大
於

0
.2

5
毫
克

/升
 


 有

飲
酒

 


 無

飲
酒

 

 

表
 
2
.1

9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飲
酒
情
形
」
之
彙
整
表

(2
) 

作
者

 

變
數

 

A
b
d
el

-A
ty

等

人
(2

0
0
4
) 

U
lf

ar
ss

o
n
等
人

(2
0
1
0
) 

P
al

et
i
等
人

 

(2
0
1
0
) 

Z
h
u
等
人

 

(2
0
1
1
) 

A
k
er

st
ed

t
等
人

(2
0
0
8
) 

方
守
潔

 

(2
0
0
4
) 

飲
酒
情
形

 


 有

飲
酒

 


 無

飲
酒

 


 無

 


 駕

駛
者
有

 


 行

人
有

 


 兩

者
皆
有

 


 有

 


 無

 


 有

飲
酒

 


 無

飲
酒

 


 不

明
 


 <

3
m

g
 


 3

-5
0
m

g
 


 >

5
0
m

g
 


 有

(大
於

0
.5

5
m

g
/l

) 


 有

(0
.2

5
m

g
/l

~
0
.5

5
m

g
/l

) 


 合

格
(小

於
0
.2

5
) 


 無

 

 

表
 
2
.2

0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飲
酒
情
形
」
之
彙
整
表

(3
) 

作
者

 

變
數

 

吳
家
麟

 

(2
0
1
4
) 

張
智
欽

 

(2
0
1
1
) 

郭
曜
彰

 

(2
0
0
5
) 

陳
俊
宇

 

(2
0
0
7
) 

曾
貴
楷

 

(2
0
0
7
）

 

飲
酒
情
形

 


 有

(大
於

0
.5

5
m

g
/l

) 


 有

(0
.1

5
m

g
/l

~
0
.5

5
m

g
/l

) 


 合

格
(小

於
0
.1

5
m

g
/l

) 


 無

 


 不

明
 


 無

酒
駕

 


 有

酒
駕

 


 有

(大
於

0
.5

5
m

g
/l

) 


 有

(0
.2

5
m

g
/l

~
0
.5

5
m

g
/l

) 


 合

格
(經

酒
側
小
於

0
.2

5
) 


 無

飲
酒

 


 有

(大
於

0
.5

5
m

g
/l

) 


 有

(0
.2

5
m

g
/l

~
0
.5

5
m

g
/l

) 


 有

但
合
格

(小
於

0
.2

5
) 


 無

 


 有

酒
精
反
應

 


 無

酒
精
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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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1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飲
酒
情
形
」
之
彙
整
表

(4
) 

作
者

 

變
數

 

黃
振
烜

 

(2
0
1
4
) 

葉
名
山
等
人

 

(2
0
0
9
) 

詹
子
儀

 

(2
0
0
4
) 

劉
欣
憲

 

(2
0
0
6
) 

鍾
佩
蓉

 

(2
0
1
1
) 

飲
酒
情
形

 


 未

飲
酒
，
無
酒
精
反

應
 


 未

達
0
.1

5
m

g
/L

 


 0

.1
6
-0

.2
5
 m

g
/L

 


 0

.2
6
-0

.4
0
 m

g
/L

 


 0

.4
1
-0

.5
5
 m

g
/L

 


 0

.5
6
-0

.8
0
 m

g
/L

 


 無

法
檢
測

 


 不

明
 


 有

[大
於

0
.5

5
m

g
/l

] 
 


 有

[0
.2

5
m

g
/l

~
0
.5

5
m

g
/l

] 
 


 經

酒
測
合
格

[小
於

0
.2

5
m

g
/1

] 


 無

 


 不

明
 


 0

 0
.0

1
～

0
.2

5
 


 0

.2
6
～

0
.5

5
 


 0

.5
6
以
上

 


 有

(大
於

.5
5
m

g
/l

) 


 有

(0
.2

5
m

g
/l

~
0
.5

5
m

g
/l

) 
 


 經

酒
測
合
格

(小
於

0
.2

5
 

m
g
/l

) 
 


 無

 


 不

明
 


 無

酒
駕

 


 有

酒
駕

 

 

表
 
2
.2

2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肇
因
研
判
」
之
彙
整
表

(1
) 

作
者

 

變
數

 

K
im

等
人

 

(2
0
0
8
) 

K
w

o
n
等
人

 

(2
0
1
5
) 

A
b
d
el

-A
ty

等
人

 

(2
0
0
4
) 

方
守
潔

 

(2
0
0
4
) 

郭
曜
彰

 

(2
0
0
5
) 

肇
因
研
判

 


 駕

駛
與
行
人

 


 無

法
確
定

 


 只

有
駕
駛

 


 只

有
行
人

 


 駕

駛
者
有
過
失

 


 駕

駛
者
無
過
失

 


 駕

駛
者
違
規

 


 駕

駛
者
無
違
規

 


 全

部
原
因

 


 主

因
 


 同

為
原
因

 


 次

因
 


 無

因
 


 全

部
原
因

 


 主

因
 


 同

為
原
因

 


 次

因
 


 無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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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3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肇
因
研
判
」
之
彙
整
表

(2
) 

作
者

 

變
數

 

陳
俊
宇

 

(2
0
0
7
) 

曾
貴
楷

 

(2
0
0
7
）

 

葉
名
山
等
人

 

(2
0
0
9
) 

劉
欣
憲

 

(2
0
0
6
) 

鍾
佩
蓉

 

(2
0
1
1
) 

肇
因
研
判

 


 全

部
原
因

 


 主

因
 


 同

為
原
因

 


 次

因
 


 無

因
 


 計

程
車
駕
駛
為
完
全

責
任
或
主
要
責
任

 


 計

程
車
駕
駛
與
對
方

駕
駛
同
為
事
故
責
任

 


 對

方
駕
駛
為
完
全
責

任
或
主
要
責
任

 


 全

部
原
因

(f
u
ll

) 
 


 主

要
原
因

(m
aj

o
r)

 
 


 同

為
原
因

(s
am

e)
 

 


 次

要
原
因

(m
in

o
r)

 
 


 完

全
無
因

(n
o
n
) 


 全

部
原
因

 


 主

要
原
因

 


 同

為
原
因

 


 次

要
原
因

 


 完

全
無
因

 


 肇

事
原
因

 


 主

要
肇
因

 


 同

為
原
因

 


 次

要
肇
因

 


 無

肇
事
原
因

 

 

表
 
2
.2

4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使
用
藥
物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K
w

o
n
等
人

 

(2
0
1
5
) 

W
u
等
人

(2
0
1
4
) 

Z
h
u

 &
 S

ri
n
iv

as
an

 

(2
0
1
1
) 

使
用
藥
物

 


 未

說
明

 


 受

藥
物
影
響

 


 損

傷
 


 打

瞌
睡

/疲
倦

 


 有

 


 無

 


 有

吸
毒

 


 無

吸
毒

 

 

 

表
 
2
.2

5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使
用
手
機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K
w

o
n
等
人

 

(2
0
1
5
) 

黃
振
烜

 

(2
0
1
4
) 

使
用
手
機

 


 未

說
明

 


 使

用
手
持
式
手
機

 


 使

用
非
手
持
式
手

機
 


 使

用
手
機

 


 不

使
用
手
機

 


 沒

有
手
機

/未
知

 


 未

使
用

 


 手

持
聽
筒

 


 免

持
聽
筒

 


 不

明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145751100042X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14575110004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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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6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車
速
」
之
彙
整
表

(1
) 

作
者

 

變
數

 

C
h
io

u
 

(2
0
0
6
) 

A
b
d
el

-A
ty

等
人

 

(2
0
0
4
) 

F
u

 

(2
0
0
8
) 

方
守
潔

 

(2
0
0
4
) 

車
速

 


 詳

填
實
際
數
值

(k
m

/h
r)

 

 詳

填
實
際
數
值

(英
里

/小

時
) 


 0

-1
0
英
里

 


 1

1
-2

0
英
里

 


 2

1
-3

0
英
里

 


 3

1
-4

0
英
里

 


 4

1
-5

0
英
里

 


 5

1
-6

0
英
里

 


 6

1
英
里
以
上

 


 3

0
k
m

/h
r 
以
下

 


 3

1
k
m

/h
r∼

4
0
k
m

/h
r 


 4

1
k
m

/h
r∼

5
0
k
m

/h
 


 5

1
k
m

/h
r∼

6
0
k
m

/h
r 


 6

1
k
m

/h
r∼

7
0
k
m

/h
r 


 7

0
k
m

/h
r 
以
上

 


 不

明
) 

 

表
 
2
.2

7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車
速
」
之
彙
整
表

(2
) 

作
者

 

變
數

 

郭
曜
彰

 

(2
0
0
5
) 

陳
俊
宇

 

(2
0
0
7
) 

劉
欣
憲

 

(2
0
0
6
) 

鍾
佩
蓉

 

(2
0
1
1
) 

車
速

 


 0

k
m

/h
r 


 1
∼

3
0
k
m

/h
r 


 3

1
k
m

/h
r∼

4
0
k
m

/h
r 


 4

1
k
m

/h
r∼

5
0
k
m

/h
r 


 5

1
k
m

/h
r∼

6
0
k
m

/h
r 


 6

1
k
m

/h
r∼

7
0
k
m

/h
r 


 7

0
k
m

/h
r 
以
上

 


 不

明
 


 3

0
k
m

/h
r 
以
下

 


 3

1
k
m

/h
r∼

4
0
k
m

/h
r 


 4

1
k
m

/h
r∼

5
0
k
m

/h
r 


 5

1
k
m

/h
r∼

6
0
k
m

/h
r 


 6

1
k
m

/h
r∼

7
0
k
m

/h
r 


 7

0
k
m

/h
r 
以
上

 


 不

明
 


 3

0
 K

M
H
以
下

 


 3

1
K

M
H

 ~
4
0
 K

M
H

 


 4

1
K

M
H

 ~
5
0
 K

M
H

 


 5

1
K

M
H

 ~
6
0
 K

M
H

 


 6

1
K

M
H

 ~
7
0
 K

M
H

 


 7

1
K

M
H

 
以
上
、
不
明

) 


 0

~
3
0
公
里

 


 3

1
~

4
0
公
里

 


 4

1
~

5
0
公
里

 


 5

1
~

6
0
公
里

 


 6

1
~

7
0
公
里

 


 7

1
~

8
0
公
里

 


 8

1
公
里
以
上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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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8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超
速
」
之
彙
整
表

(1
) 

作
者

 

變
數

 

C
h
io

u
 

(2
0
0
6
) 

K
im

等
人

 

(2
0
0
8
) 

U
lf

ar
ss

o
n
等
人

(2
0
1
0
) 

吳
家
麟

 

(2
0
1
4
) 

張
智
欽

 

(2
0
1
1
) 

鍾
佩
蓉

 

(2
0
1
1
) 

超
速

 


 嚴

重
超
速

(超
過

2
0
k
m

/h
r)

 


 超

速
 


 無

 


 無

 


 有

 


 有

 


 無

 


 有

超
速

 


 無

超
速

 


 不

明
 


 無

超
速

 


 有

超
速

 


 是

 


 無

違
規

 

 

表
 
2
.2

9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超
速
」
之
彙
整
表

(2
) 

作
者

 

變
數

 

方
守
潔

 

(2
0
0
4
) 

郭
曜
彰

 

(2
0
0
5
) 

陳
俊
宇

 

(2
0
0
7
) 

葉
名
山
等
人

 

(2
0
0
9
) 

劉
欣
憲

 

(2
0
0
6
) 

超
速

 


 嚴

重
超
速

(超
過

2
0
k
m

/h
r)

 


 超

速
(超

過

0
∼

2
0
k
m

/h
r)

 


 無

 


 不

明
 


 嚴

重
超
速

 


 超

速
 


 無

 


 不

明
 


 嚴

重
超
速

(超
過
速
限

2
0
k
m

/h
r)

 


 超

速
(超

過
速
限

0
∼

2
0
k
m

/h
r
之
間

) 


 無

 


 不

明
 


 嚴

重
超
速

(超
過
速
限

2
0
公
里
以
上
者

) 


 超

速
(超

過
速
限

0
~

2
0
公
里
者

) 


 無

 


 不

明
 


 嚴

重
超
速

(超
過
速

限
2
0
公
里
以
上
者

) 


 超

速
(超

過
速
限

0
~

2
0
公
里
者

) 


 無

 


 不

明
(筆

錄
上
無
記

載
者

) 

 

表
 
2
.3

0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傷
亡
程
度
」
之
彙
整
表

(1
) 

作
者

 

變
數

 

C
h
io

u
 

(2
0
0
6
) 

A
l-

G
h
am

d
i 

(2
0
0
2
) 

K
im

等
人

 

(2
0
0
8
) 

C
h
an

g
 &

 C
h
ie

n
 

(2
0
1

3
) 

W
u
等
人

 

(2
0
1
4
) 

K
im

等
人

 

(2
0
0
8
) 

傷
亡
程
度

 


 駕

傷
 


 乘

傷
 


 駕

亡
 


 乘

亡
 


 死

亡
 


 受

傷
 


 致

命
 


 殘

障
 


 重

傷
 


 輕

傷
 


 財

損
 


 死

亡
 


 受

傷
 


 無

受
傷

 


 無

受
傷

 


 受

傷
 


 致

命
 


 致

命
 


 重

傷
 


 輕

傷
 


 不

明
 


 無

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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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1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傷
亡
程
度
」
之
彙
整
表

(2
) 

作
者

 

變
數

 

U
lf

ar
ss

o
n
等
人

(2
0
1
0
) 

方
守
潔

 

(2
0
0
4
) 

陳
俊
宇

 

(2
0
0
7
) 

劉
欣
憲

 

(2
0
0
6
) 

鍾
易
詩
等
人

 

(2
0
1
4
) 

傷
亡
程
度

 


 致

命
 


 重

傷
 


 輕

傷
 


 不

明
 


 無

 


 駕

傷
 


 乘

傷
 


 駕

亡
 


 乘

亡
 


 駕

傷
(有

、
不
明

(無
受
傷
之
筆
錄

)、
無

) 


 乘

傷
(有

、
無
乘
客
、
不
明

(無
受
傷
之
筆
錄

)、

無
) 


 駕

亡
(有

、
不
明

(無
筆
錄
資
料

)、
無

) 


 乘

亡
(有

、
無
乘
客
、
不
明

(無
筆
錄
資
料

)、

無
) 


 死

亡
 


 受

傷
 


 未

受
傷

 


 不

明
 


 死

亡
 


 受

傷
 


 財

損
 

 

表
 
2
.3

2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行
動
狀
態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C
h
io

u
 

(2
0
0
6
) 

K
im

等
人

 

(2
0
0
8
) 

A
b
eg

az
等
人

(2
0
1
4
) 

K
w

o
n
等
人

 

(2
0
1
5
) 

C
h
an

g
 
＆

 

C
h
ie

n
 (

2
0
1
3
) 

W
u
等
人

(2
0
1
4
) 

U
lf

ar
ss

o
n
等

人
(2

0
1
0
) 

行
動
狀
態

 

車
 


 向

前
直

行
中

 


 右

轉
彎

 


 左

轉
彎

 


 迴

轉
 


 停

等
 


 倒

車
 

車
 


 轉

彎
 


 變

換
車
道
倒
車

 

 

行
人

 


 在

人
行
道

 


 遠

離
車
道

 


 躺

在
道
路

 


 等

著
通
過
道
路

沿
著
車
道
走

 


 走

在
車
道
上

 


 其

他
 

車
 


 向

前
直
行
中

 


 橫

越
道
路
中

 


 其

他
 

車
 


 停

等
 


 向

前
直
走

中
 


 衝

出
路
外

 


 右

轉
彎

 


 左

轉
彎

 


 迴

轉
 


 倒

車
 


 慢

慢
行
駛

/停
止

 


 超

車
 


 變

換
車
道

 


 插

入
行
列

 


 停

車
操

作
中

 


 橫

越
道

路
中

 


 其

它
不

安
全
的

轉
彎
處

 


 車

流
合
併

 


 走

錯
路

 


 其

他
 

車
 


 變

換
車
道

 


 向

前
直
行
中

 


 急

減
速

 


 停

止
 


 其

他
（
如
啟

步
）

 

車
 


 向

前
直

行
中

 


 超

車
 


 右

轉
彎

 


 左

轉
彎

 


 迴

轉
 


 減

速
 


 倒

車
 


 行

人
奔
跑

 


 行

人
穿
越

街
道

 


 行

人
等
待

穿
越

 


 行

人
沿
道

路
行
走

 


 駕

駛
轉
向

或
插
入
行

列
 


 駕

駛
倒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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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3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變
換
車
道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C
h
io

u
 

(2
0
0
6
) 

吳
家
麟

 

(2
0
1
4
) 

郭
曜
彰

 

(2
0
0
5
) 

葉
名
山
等
人

 

(2
0
0
9
) 

劉
欣
憲

 

(2
0
0
6
) 

鍾
佩
蓉

 

(2
0
1
1
) 

變
換
車
道

 


 無

 


 有

 


 超

車
 


 無

 


 有

 


 有

超
車
動
作

 


 不

明
 


 無

 


 有

 


 超

車
 


 無

 


 有

 


 有

超
車
動
作

 


 不

明
 


 無

 


 有

 


 有

超
車
動
作

 


 不

明
 

行
人

 


 無

 


 有

 


 超

車
 


 不

明
 

駕
駛

 


 無

 


 有

 


 超

車
 


 不

明
 

 

表
 
2
.3

4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反
應
動
作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C
h
io

u
 

(2
0
0
6
) 

方
守
潔

 

(2
0
0
4
) 

郭
曜
彰

 

(2
0
0
5
) 

陳
俊
宇

 

(2
0
0
7
) 

反
應
動
作

 


 無

 


 向

右
閃

 


 向

左
閃

 


 變

換
車
道

 


 倒

車
 


 繞

 


 按

喇
叭

 


 閃

燈
 


 減

速
 


 停

車
 


 通

過
 


 不

明
 


 逃

逸
 


 無

 


 向

右
閃

 


 向

左
閃

 


 減

速
 


 停

車
 


 變

換
車
道

 


 倒

車
 


 繞

 


 按

喇
叭

 


 閃

燈
 


 超

車
 


 不

明
 


 無

 


 閃

避
（
向
右
閃
避
、
向
左
閃

避
）

 


 減

速
（
減
速
、
停
車
）

 


 其

他
（
變
換
車
道
、
倒
車
、

繞
、
按
喇
叭
、
閃
燈
、
超

車
）

 


 不

明
 


 無

 


 閃

（
向
右
閃
、
向
左
閃
）

 


 減

速
（
減
速
停
車
）

 


 其

他
（
變
換
車
道
、
倒
車
、

繞
、
按
喇
叭
、
閃
燈
、
超

車
）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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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5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是
否
預
見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C
h
io

u
 

(2
0
0
6
) 

方
守
潔

 

(2
0
0
4
) 

郭
曜
彰

 

(2
0
0
5
) 

陳
俊
宇

 

(2
0
0
7
) 

是
否
預
見

 


 無

 


 有

 


 不

明
 


 有

 


 無

 


 不

明
 


 是

/有
 


 否

/無
 


 不

明
 


 是

/有
 


 否

/無
 


 不

明
 

 

表
 
2
.3

6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是
否
煞
車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C
h
io

u
 

(2
0
0
6
) 

方
守
潔

 

(2
0
0
4
) 

郭
曜
彰

 

(2
0
0
5
) 

陳
俊
宇

 

(2
0
0
7
) 

鍾
佩
蓉

 

(2
0
1
1
) 

是
否
煞
車

 


 無

 


 撞

後
煞

 


 煞

後
撞

 


 煞

後
撞

 


 撞

後
煞

 


 不

明
 


 否

 


 煞

後
撞

 


 撞

後
煞

 


 不

明
 


 否

 


 煞

後
撞

 


 撞

後
煞

 


 不

明
 


 否

 


 有

 


 無

 

 

表
 

2
.3

7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通
過
路
口
中
心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C
h
io

u
 

(2
0
0
6
) 

吳
家
麟

 

(2
0
1
4
) 

郭
曜
彰

 

(2
0
0
5
) 

葉
名
山
等
人

 

(2
0

0
9
) 

劉
欣
憲

 

(2
0
0
6
) 

鍾
佩
蓉

 

(2
0
1
1
) 

通
過
路
口
中
心

 


 無

 


 有

 


 非

路
口

 


 是

 


 非

路
口

 


 否

 


 否

 


 是

 


 非

路
口

 


 否

 


 是

 


 非

路
口

 


 否

 


 是

 


 非

路
口

 


 否

 


 是

 


 非

路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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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8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車
輛
用
途
」
之
彙
整
表

(1
) 

作
者

 

變
數

 

C
h
io

u
 

(2
0
0
6
) 

G
h
am

d
i 

(2
0
0
2
) 

K
im

等
人

 

(2
0
0
8
) 

A
b
eg

az
等
人

 

(2
0
1
4
) 

C
h
an

g
 
＆

 
C

h
ie

n
 (

2
0
1
3

) 
W

u
等
人

 

(2
0
1
4
) 

車
輛
用
途

 


 客

車
 


 商

務
車

 


 小

卡
車

 


 載

貨
卡
車

 


 公

車
 


 小

客
車

 


 大

型
客
車

 


 貨

車
 


 計

程
車

 


 其

他
 


 汽

車
 


 小

卡
車

 


 大

轎
車

 


 休

旅
車

 


 客

貨
兩
用
車

 


 公

車
 


 機

車
 


 特

種
車

 


 其

他
 


 三

輪
車

 


 貨

卡
車

 


 箱

型
車

 


 大

巴
士

 


 中

型
卡
車

 


 重

型
卡
車

 


 公

車
 


 小

汽
車

 


 貨

車
 


 半

牽
引
車

 


 牽

引
車

 


 輕

型
卡
車

 


 箱

型
車

 


 卡

車
 


 半

牽
引
車

 


 貨

車
 


 其

他
 

 

表
 
2
.3

9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車
輛
用
途
」
之
彙
整
表

(2
) 

作
者

 

變
數

 

Y
au

等
人

 

(2
0
0
6
).

 

F
u

 

(2
0
0
8
) 

P
al

et
i
等
人

 

(2
0
1
0
) 

Z
h
u

 &
 S

ri
n
iv

as
an

 

(2
0
1
1
) 

Y
au

 

(2
0
0
4
) 

G
re

ib
e 

(2
0
0
3
) 

車
輛
用
途

 

 小

客
車

 


 出

租
車

 


 公

共
汽
車

 


 貨

車
 


 機

車
 


 其

他
 


 卡

車
 


 貨

車
或
卡
車

 


 其

他
 


 貨

卡
車

 


 轎

車
 


 休

旅
車

 


 廂

型
車

 


 非

轎
車

 


 超

小
型
汽
車

 


 小

型
轎
車

 


 中

型
汽
車

 


 大

型
汽
車

 


 休

旅
車

 


 卡

車
/貨

卡
車

 


 廂

型
車

 


 其

它
汽
車

 


 小

客
車

 


 貨

車
 


 摩

托
車

 


 汽

車
 


 重

型
汽
車

 


 自

行
車

 


 摩

托
車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145751100042X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14575110004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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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0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車
輛
涉
入
數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O
ñ
a
等
人

 

(2
0
1
3
) 

A
b
eg

az
等
人

 

(2
0
1
4
) 

C
h
an

g
 
＆

 
C

h
ie

n
 

(2
0
1
3
) 

O
ñ
a
等
人

 

(2
0
1
1
) 

W
u
等
人

 

(2
0
1
4
) 

Y
au

等
人

 

(2
0
0
6
).

 

車
輛
涉
入
數

 


 1

輛
 


 2

輛
 


 3

輛
 


 1

輛
車

 


 2

輛
車

 


 3

輛
車
以
上

 


 一

車
 


 兩

車
 


 三

車
以
上

 


 一

車
 


 兩

車
 


 兩

車
以
上

 


 一

車
 


 多

車
 


 詳

填
實
際
數
字

 

  

表
 

2
.4

1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車
輛
撞
擊
部
位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C
h
an

g
 
＆

 
C

h
ie

n
 

(2
0
1
3
) 

吳
家
麟

 

(2
0
1
4
) 

游
子
揚

 

(2
0
1
3
) 

葉
名
山
等
人

 

(2
0
0
9
) 

劉
欣
憲

 

(2
0
0
6
) 

車
輛
撞
擊
部

位
 


 前

車
頭

 


 右

/左
側

 


 後

車
尾

 


 角

落
 


 其

他
(如

車
頂

) 


 前

方
 


 後

方
 


 左

側
 


 右

側
 


 無

碰
撞
或
碰
撞
位
置

不
明

 


 汽

車
(前

車
頭
、
右
側

車
身
、
後
車
尾
、
左

側
車
身
、
右
前
車
頭

（
身
）、

右
後
車
尾

（
身
）、

左
前
車
頭

（
身
）、

左
後
車
尾

（
身
）、

車
頂
車
底

) 


 機

車
(前

車
頭
、
左
側

車
身

) 


 其

他
(不

明
、
非
汽

/機

車
) 


 右

前
 


 右

側
 


 右

後
 


 後

面
 


 左

後
 


 左

側
 


 左

前
 


 前

 


 無

碰
撞
或
碰
撞
位
置

不
明

 


 右

前
 


 右

側
 


 右

後
 


 後

面
 


 左

後
 


 左

側
 


 左

前
 


 前

 


 無

碰
撞
或
碰
撞
位
置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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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2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車
損
狀
況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C
h
io

u
 

(2
0
0
6
) 

方
守
潔

 

(2
0
0
4
) 

郭
曜
彰

 

(2
0
0
5
) 

陳
俊
宇

 

(2
0
0
7
) 

車
損
狀
況

 


 無

損
傷

 


 右

前
 


 右

側
 


 右

後
 


 後

面
 


 左

後
 


 左

側
 


 左

前
 


 前

方
 


 前

方
 


 右

前
 


 右

側
 


 右

後
 


 後

方
 


 左

後
 


 左

側
 


 左

前
 


 無

 


 不

明
 


 正

前
/右

前
 


 右

側
/右

後
 


 正

後
/左

後
 


 左

側
/左

前
 


 無

或
不
明

 


 前

/右
前

 


 右

側
/右

後
 


 後

/左
後

 


 左

側
/左

前
 


 無

或
不
明

 

 

表
 
2
.4

3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車
齡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K
w

o
n
等
人

 

(2
0
1
5
) 

Y
au

等
人

 

(2
0
0
6
).

 

車
齡

 


 5

年
以
下

 


 6

~
1
0
 


 1

1
~

1
5
 


 1

6
~

2
0
 


 2

1
~

3
0
 


 3

1
以
上

 


 詳

填
實
際
數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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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4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保
護
措
施
」
之
彙
整
表

(1
) 

作
者

 

變
數

 

A
b
eg

az
等
人

(2
0
1
4
) 

C
h
an

g
 
＆

 
C

h
ie

n
 

(2
0
1
3
) 

W
u
等
人

 

(2
0
1
4
) 

Y
au

等
 

人
(2

0
0
6
) 

P
al

et
i
等
人

 

(2
0
1
0
) 

Z
h
u
 &

 S
ri

n
iv

as
an

 

(2
0
1
1
) 

保
護
措
施

 


 安

全
帶

 


 無

 


 不

明
 


 安

全
帶

 


 無

 


 未

說
明

 


 安

全
帶

 


 無

 


 安

全
帶

 


 無

 


 使

用
安
全
帶

 


 未

使
用
安
全
帶

 


 使

用
安
全
帶

 


 未

使
用
安
全
帶

 


 安

全
氣
囊
可
用

未
展
開

 


 安

全
氣
囊
可
用

但
展
開
情
形
不

明
 


 安

全
氣
囊
有
展

開
 


 安

全
氣
囊
不
可

用
 


 安

全
氣
囊
可
用

情
形
不
明

 

 

表
 
2
.4

5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保
護
措
施
」
之
彙
整
表

(2
) 

作
者

 

變
數

 

Y
au

等
人

 

(2
0
0
4
) 

G
re

ib
e 

(2
0
0
3
) 

張
智
欽

 

(2
0
1
1
) 

曾
貴
楷

 

(2
0
0
7
）

 

游
子
揚

 

(2
0
1
3
) 

黃
振
烜

 

(2
0
1
4
) 

保
護
措
施

 

 有

配
戴
安
全
帶

 


 有

配
戴
安
全
帽

 


 有

道
路
減
速
措

施
 


 無

道
路
減
速
措

施
 


 無

保
護
設
備

 


 有

保
護
設
備

 


 有

使
用
安
全
帶

/

帽
 


 無

使
用
安
全
帶

/

帽
 


 不

明
 


 繫

安
全
帶

/使
用

安
全
座
椅

 


 未

繫
安
全
帶

/未

使
用
安
全
座
椅

 


 不

明
 


 有

使
用
安
全
帶

/

帽
 


 無

使
用
安
全
帶

/

帽
 


 不

明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145751100042X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14575110004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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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6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道
路
型
態
」
之
彙
整
表

(1
) 

作
者

 

變
數

 

K
im

等

人
(2

0
0
8
) 

A
b
eg

az
等

人
(2

0
1
4
) 

C
h
an

g
 &

 C
h
ie

n
 

(2
0
1
3
) 

A
b
d
el

-A
ty

等
人

(2
0
0
4
) 

G
re

ib
e 

(2
0
0
3
) 

方
守
潔

 

(2
0
0
4
) 

吳
易
真

 

(2
0
0
4
) 

張
智
欽

 

(2
0
1
1
) 

道
路
型
態

 


 彎

曲
路

 


 直

路
 


 斜

坡
路

 


 直

路
 


 彎

曲
路

 


 隧

道
 


 彎

曲
線
坡
路

 


 直

線
路
段

 


 其

他
(如

十
字

路
口

) 


 直

路
 


 彎

曲
路

 


 3

叉
路

 


 4

叉
路

 


 路

段
 


 行

車
管
制
號
誌

交
叉
路
口

 


 閃

光
號
誌
路
口

 


 無

號
誌
路
口

 


 三

岔
路

 


 四

岔
路

 


 多

岔
路

 


 四

叉
 


 三

叉
 


 多

叉
 


 圓

環
 

 

表
 
2
.4

7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道
路
型
態
」
之
彙
整
表

(2
) 

作
者

 

變
數

 

郭
曜
彰

 

(2
0
0
5
) 

陳
俊
宇

 

(2
0
0
7
) 

葉
名
山
等
人

(2
0
0
9
) 

廖
彩
雲
和
楊

雯
鈞

(2
0
1
2
) 

劉
欣
憲

 

(2
0
0
6
) 

謝
易
達

 

(2
0
1
0
) 

鍾
佩
蓉

 

(2
0
1
1
) 

鍾
易
詩
等
人

(2
0
1
4
) 

道
路
型
態

 


 直

路
 


 行

車
管
制

號
誌
交

叉
路
口

 


 閃

光
號
誌

路
口

 


 無

號
誌
路

口
 


 不

明
 


 路

段
（
直

路
）

 


 行

車
管
制

號
誌
交

叉
路
口

 


 閃

光
號
誌

路
口

 


 無

號
誌
路

口
 


 有

號
誌
路

口
 


 無

號
誌
路

口
 


 路

段
 


 路

邊
起
始

 


 其

他
 


 交

岔
路
口

 


 路

段
 


 其

他
 


 有

號
誌
路

口
 


 無

號
誌
路

口
 


 路

段
 


 路

邊
起
始

 


 四

路
交
叉

 


 三

路
交
叉

 


 其

他
（
包
含

迴
轉
道
、

多
岔
路

口
、
圓
環

等
）

 


 有

號
誌
路

口
 


 無

號
誌
路

口
 


 路

段
 


 路

邊
起
始

 


 其

他
 


 彎

路
 


 匝

道
 


 其

他
(直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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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8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事
故
位
置
」
之
彙
整
表

(1
) 

作
者

 

變
數

 

C
h
io

u
 

(2
0
0
6
) 

A
l-

G
h
am

d
i 

(2
0
0
2
) 

M
an

n
er
等
人

(2
0
1
3
) 

K
w

o
n
等
人

 

(2
0
1

5
) 

C
h
an

g
 &

 C
h
ie

n
 

(2
0
1
3
) 

A
b
d
el

-A
ty

等
人

(2
0
0
4
) 

事
故
位
置

 


 直

路
 


 彎

曲
路

 


 號

誌
路
口

 


 閃

光
號
誌
路

口
 


 無

號
誌
路
口

 


 路

口
 


 路

段
 


 交

叉
路
口

 


 非

交
叉
路
口

 


 非

交
叉
路
口

 


 交

叉
路
口

 


 車

道
 


 路

肩
 


 交

流
道
收
費
站

 


 其

他
（
如
中
央
分

隔
島
）

 


 交

叉
路
口

 


 非

交
叉
路
口

 

 

表
 
2
.4

9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事
故
位
置
」
之
彙
整
表

(2
) 

作
者

 

變
數

 

C
h
io

u
 

(2
0
0
6
) 

吳
易
真

 

(2
0
0
4
) 

吳
家
麟

 

(2
0
1
4
) 

曾
貴
楷

 

(2
0
0
7
）

 

游
子
揚

 

(2
0
1
3
) 

鍾
易
詩
等
人

 

(2
0
1
4
) 

事
故
位
置

 


 直

路
 


 彎

曲
路

 


 號

誌
路
口

 


 閃

光
號
誌
路
口

 


 無

號
誌
路
口

 


 交

流
道

 


 收

費
站
及
附
近

 


 休

息
站

(服
務

區
) 


 候

車
站
及
附
近

 


 加

油
站
及
附
近

 


 停

車
場
及
附
近

 


 學

校
及
附
近

 


 其

他
(或

無
) 


 有

號
誌
路
口

 


 無

號
誌
路
口

 


 路

段
 


 路

邊
起
駛

 


 路

口
 


 路

段
 


 交

通
島

 

（
含
槽
化
線
）

 


 快

車
道

 


 路

肩
路
緣

 


 交

流
道

 


 收

費
站
附
近

 


 其

他
 


 內

車
道

 


 中

間
車
道

 


 外

車
道

 


 隧

道
 


 其

他
 


 國

道
高
速
公
路

1
號

至
1
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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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0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道
路
類
別
」
之
彙
整
表

(1
) 

作
者

 

變
數

 

C
h
io

u
 

(2
0
0
6
) 

K
im

等
人

(2
0
0
8
) 

L
i
等
人

(2
0
0
9
) 

K
w

o
n
等
人

(2
0
1
5
) 

U
lf

ar
ss

o
n

 

等
人

(2
0
1
0
) 

F
u

 

(2
0
0
8
) 

吳
家
麟

 

(2
0
1
4
) 

詹
子
儀

 

(2
0
0
4
) 

道
路
類
別

 


 國

道
 


 省

道
 


 縣

道
 


 鄉

道
 


 市

區
道
路

 


 高

速
公
路

 


 美

國
公
路

 


 洲

路
線

 


 市

區
道
路

 


 公

共
區

 


 國

道
 


 省

道
 


 鄉

道
 


 市

區
道
路

 


 國

家
公
路

 


 非

國
家
公

路
 


 高

速
公
路

 


 國

家
公
路

 


 州

際
公
路

 


 地

方
道
路

 


 私

人
道
路

/

停
車

 


 城

市
道
路

 


 國

家
公
路

 


 有

號
誌
路

口
 


 無

號
誌
路

口
 


 路

段
 


 路

邊
起
駛

 


 省

道
 


 鄉

縣
道

 


 市

區
 


 村

里
道
路

 

 

表
 
2
.5

1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道
路
類
別
」
之
彙
整
表

(2
) 

作
者

 

變
數

 

鍾
佩
蓉

 

(2
0
1
1
) 

張
智
欽

 

(2
0
1
1
) 

郭
曜
彰

 

(2
0
0
5
) 

陳
俊
宇

 

(2
0
0
7
) 

游
子
揚

 

(2
0
1
3
) 

葉
名
山
等
人

(2
0
0
8
) 

劉
欣
憲

 

(2
0
0
6
) 

道
路
類
別

 


 幹

道
 


 支

道
 


 不

明
 


 同

為
幹
支

道
 


 主

要
v
s
主
要
幹
道

 


 主

要
v
s
次
要
幹
道

 


 主

要
v
s
聯
絡
道
路

 


 次

要
v
s
次
要
幹
道

 


 次

要
v
s
聯
絡
道
路

 


 聯

絡
v
s
聯
絡
道
路

 


 省

道
 


 縣

道
 


 鄉

道
 


 市

區
道
路

 


 村

里
 


 不

明
 


 幹

道
 


 支

道
 


 同

為
幹
支
道

 


 不

明
（
筆
錄

無
記
錄
）

 


 省

道
 


 縣

道
 


 鄉

道
 


 市

區
道
路

 


 村

里
道
路

 


 國

道
1
號

 


 國

道
2
號

 


 國

道
3
號

 


 國

道
3
甲

 


 國

道
4
號

 


 國

道
5
號

 


 國

道
6
號

 


 國

道
8
號

 


 國

道
1
0
號

 


 國

道
 


 省

道
 


 縣

道
 


 鄉

道
 


 市

區
道
路

 


 其

他
 


 幹

道
 


 支

道
 


 不

明
 


 同

為
幹
支
道

 


 國

道
 


 省

道
 


 縣

道
 


 鄉

道
 


 市

區
道
路

 


 其

他
(村

里

道
路
、
專
用

道
路

) 


 幹

道
 


 支

道
 


 不

明
 


 同

為
幹
支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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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2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路
面
標
線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O
ñ
a
等
人

 

(2
0
1
3
) 

O
ñ
a
等
人

 

(2
0
1
1
) 

W
u
等
人

 

(2
0
1
4
) 

路
面
標
線

 


 無

或
去
除

 


 車

道
邊
緣
線

 


 車

道
線

 


 車

道
線
和
車
道
邊
緣
線

 


 無

或
去
除

 


 道

路
邊
緣
線

 


 車

道
線
與
道
路
邊
緣
線

 


 車

道
線

 


 鋪

面
無
標
線

 


 鋪

面
裝
有
車
道
線

 


 鋪

面
裝
有
車
道
線
與
車
道

邊
緣
線

 


 無

鋪
裝

 

 

表
 
2
.5

3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車
道
劃
分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K
im

等
人

 

(2
0
0
8
) 

A
b
eg

az
等
人

(2
0
1
4
) 

Y
au

等
人

 

(2
0
0
6
) 

U
lf

ar
ss

o
n
等
人

 

(2
0
1
0
) 

F
u

 

(2
0
0
8
) 

G
re

ib
e 

(2
0
0
3
) 

車
道
劃
分

 


 單

行
道

 


 雙

向
無
分
隔

 


 雙

向
有
分
隔

 


 單

向
道

 


 雙

向
無
分
隔

 


 雙

向
有
分
隔

 


 單

行
道

 


 雙

向
有
分
隔

 


 雙

向
無
分
隔

 


 單

行
道

 


 雙

向
有
分
隔

 


 雙

向
無
分
隔

 


 雙

向
有
分
隔

 


 雙

向
無
分
隔

 


 單

行
道

 


 雙

向
道
有
中
央
分
隔
島

 


 雙

向
道
無
中
央
分
隔
島

 


 主

要
車
道
有
分
隔
島

 


 主

要
車
道
無
分
隔
島

 


 次

要
車
道
有
分
隔
島

 


 次

要
車
道
無
分
隔
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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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4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號
誌
類
型
」
之
彙
整
表

(1
) 

作
者

 

變
數

 
K

im
等
人

 

(2
0
0
8
) 

M
an

n
er

 &
 

W
ü
n
sc

h
-Z

ie
g
le

rb
 

(2
0
1
3
) 

W
u
等
人

 

(2
0
1
4
) 

A
b
d
el

-A
ty

 &
 

A
b
d
el

w
ah

ab
 (

2
0
0
4
) 

U
lf

ar
ss

o
n
等
人

 

(2
0
1
0
) 

號
誌
類
型

 


 無

號
誌

 


 交

通
號
誌

 


 交

通
標
誌

 


 人

為
控
制

 


 其

他
標
誌

 


 有

號
誌
控
制

 


 無

號
誌
控
制

 


 無

通
過
區
域

 


 交

通
標
誌

 


 交

通
號
誌

 


 無

 


 其

他
 


 無

 


 交

通
號
誌

 


 交

通
標
誌

 


 其

他
 


 無

 


 紅

綠
燈

 


 讓

路
/停

止
燈

 


 人

為
控
制

 


 其

它
號
誌

 


 閃

光
燈

(閃
紅
、
閃

黃
、
無
閃
光

) 

 

表
 
2
.5

5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號
誌
類
型
」
之
彙
整
表

(2
) 

作
者

 

變
數

 

G
re

ib
e 

(2
0
0
3
) 

吳
易
真

 

(2
0
0
4
) 

吳
家
麟

 

(2
0
1
4
) 

曾
貴
楷

 

(2
0
0
7
）

 

葉
名
山
等
人

 

(2
0
0
9
) 

劉
欣
憲

 

(2
0
0
6
) 

號
誌
類
型

 


 有

 


 無

 


 有

號
誌

 


 無

號
誌

 


 行

車
管
制
號
誌

 


 閃

光
號
誌

 


 無

號
誌

 


 有

行
車
管
制
號
誌
且

動
作
正
常

 


 有

閃
光
管
制
號
誌
且

動
作
正
常

 


 無

號
誌
或
號
誌
故
障

 


 行

車
管
制
號
誌

 


 行

車
管
制
號
誌

-附
設

行
人
專
用
號
誌

 


 閃

光
號
誌

 


 無

號
誌

 


 行

車
管
制
號
誌

 


 行

車
管
制
號
誌

(附
設
行
人
專
用

號
誌

) 


 閃

光
號
誌

 


 無

號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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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6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速
限
」
之
彙
整
表

(1
) 

作
者

 

變
數

 
C

h
io

u
 

(2
0
0
6
) 

M
an

n
er

 &
 

W
ü
n
sc

h
-Z

ie
g
le

rb
 

(2
0
1
3
) 

C
h
an

g
 &

 

C
h
ie

n
 (

2
0
1
3
) 

A
b
d
el

-A
ty

 &
 

A
b
d
el

w
ah

ab
 (

2
0
0
4
) 

Y
au

等
人

 

(2
0
0
6
) 

P
al

et
i
等
人

(2
0
1
0
) 

Y
au

 

(2
0
0
4
) 

速
限

 


 詳

填
實
際

數
值

 


 ≦

1
0
0
k
m

/h
 


 其

他
 


 詳

填
實
際
數

值
 


 詳

填
實
際
數
值

 

 <

5
0
 k

m
/h

r 


 5

1
-8

0
 k

m
/h

r 


 >

8
0
 k

m
/h

r 


 低

速
<

5
0
 

k
m

/h
 


 中

速
5
0

-9
0
 

k
m

/h
 


 高

速
>

9
0
 

k
m

/h
 


 <

5
0
k
m

/h
r 


 5

1
-8

0
 

k
m

/h
r 


 >

8
0
 k

m
/h

r 

 

表
 
2
.5

7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速
限
」
之
彙
整
表

(2
) 

作
者

 

變
數

 

G
re

ib
e 

(2
0
0
3
) 

方
守
潔

(2
0
0
4
) 

吳
易
真

 

(2
0
0
4
) 

郭
曜
彰

 

(2
0
0
5
) 

陳
俊
宇

 

(2
0
0
7
) 

曾
貴
楷

 

(2
0
0
7
）

 

詹
子
儀

 

(2
0
0
4
) 

劉
欣
憲

 

(2
0
0
6
) 

速
限

 


 3

0
-4

0
k
m

/h
r 


 5

0
 k

m
/h

r 


 6

0
 k

m
/h

r 


 7

0
 k

m
/h

r 


 8

0
 k

m
/h

r 


 3

0
k
m

/h
r 


 4

0
k
m

/h
r 


 5

0
k
m

/h
r 


 6

0
k
m

/h
r 


 7

0
k
m

/h
 


 不

明
 


 4

0
公
里
以
下

(含
4
0
公

里
) 


 4

0
公
里
以
上

 


 3

0
k
m

/h
r 


 4

0
k
m

/h
r 


 5

0
k
m

/h
r 


 6

0
k
m

/h
r 


 7

0
k
m

/h
r 


 不

明
 


 3

0
k
m

/h
r 


 4

0
k
m

/h
r 


 5

0
k
m

/h
r 


 6

0
k
m

/h
r 


 7

0
k
m

/h
r 


 不

明
（
筆
錄

無
資
料
）

 


 <

4
0
k
p
h
 


 >

4
1
k
p
h
 


 <

4
0
k
m

/h
r 


 4

1
~

6
0
k
m

/h
r 


 >

6
1
k
m

/h
r 


 3

0
k
m

/h
r 


 4

0
k
m

/h
r 


 5

0
k
m

/h
r 


 6

0
k
m

/h
r 


 7

0
k
m

/h
r 


 8

0
k
m

/h
r 


 9

0
k
m

/h
r 


 1

0
0
k
m

/h
r(
含

以
上

) 
 


 不

明
(筆

錄
無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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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8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路
面
狀
態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M
an

n
er

 &
 

W
ü
n
sc

h
-Z

ie
g
le

rb
 

(2
0
1
3
) 

K
w

o
n
等
人

(2
0
1
5
) 

C
h
an

g
 &

 

C
h
ie

n
 (

2
0
1
3
) 

W
u
等
人

(2
0
1
4
) 

A
b
d
el

-A
ty

 &
 

A
b
d

el
w

ah
ab

 (
2
0
0
4
) 

Z
h
u

 &
 

S
ri

n
iv

as
an

 

(2
0
1
1
) 

吳
易
真

 

(2
0
0
4
) 

路
面
狀
態

 


 乾

燥
 


 其

他
 


 乾

燥
 


 濕

滑
 


 積

雪
或
結

冰
 


 乾

燥
 


 濕

滑
 


 乾

燥
 


 濕

潤
 


 積

雪
 


 結

冰
 


 路

面
鬆
軟

 


 積

水
 


 泥

濘
 


 其

他
 


 乾

燥
 


 不

乾
燥

 


 乾

燥
 


 濕

滑
 


 下

雪
 


 結

冰
 


 乾

燥
 


 濕

濘
 

 

表
 
2
.5

9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路
面
影
響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M
an

n
er

 &
 

W
ü
n
sc

h
-Z

ie
g
le

rb
 

(2
0
1
3
) 

K
w

o
n
.等

人
 

(2
0
1
5
) 

C
h
an

g
 &

 C
h
ie

n
 

(2
0
1
3
) 

吳
易
真

 

(2
0
0
4
) 

路
面
影
響

 


 有

障
礙
物

 


 施

工
 


 無

 


 有

坑
洞

 


 路

面
鬆
軟

 


 有

堆
積
物

 


 道

路
施
工
或
維
修

 


 其

他
障
礙
物

 


 無

 


 施

工
 


 其

他
障
礙
物
（
如
路
邊

停
車
）

 


 無

 


 有

缺
陷

 


 無

缺
陷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145751100042X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14575110004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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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

0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視
距
影
響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O

ñ
a
等
人

 

(2
0
1
3
) 

K
im

等
人

 

(2
0
0
8
) 

M
an

n
er

 &
 

W
ü
n
sc

h
-Z

ie
g
le

rb
 

(2
0
1
3
) 

L
i
等
人

 

(2
0
0
9
) 

A
b
d
el

-A
ty

 &
 

A
b
d
el

w
ah

ab
 

(2
0
0
4
) 

吳
易
真

 

(2
0
0
4
) 

劉
欣
憲

 

(2
0
0
6
) 

鍾
佩
蓉

 

(2
0
1
1
) 

視
距
影
響

 


 天

候
 


 建

築
物

 


 植

被
 


 良

好
 


 其

他
 


 天

候
 


 建

築
物

 


 其

他
 


 植

被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良

好
 


 不

良
 


 不

良
(彎

道
、
坡

道
、
建
築
物
、

樹
木
、
農
作

物
、
路
上
停
放

車
輛

) 


 良

好
 


 其

他
 


 陰

暗
不
佳

 


 線

形
不
佳

 


 遮

蔽
物
不

佳
 


 雨

天
不
佳

 


 其

他
不
佳

 


 良

好
 

 

表
 
2
.6

1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坡
道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W
u
等
人

 

(2
0
1
4
) 

A
b

d
el

-A
ty

 &
 

A
b
d
el

w
ah

ab
 (

2
0
0
4
) 

坡
道

 


 平

坦
 


 山

區
道
路

 


 上

坡
 


 下

坡
 


 平

坦
 


 坡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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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

2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閃
光
號
誌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C
h
io

u
 

(2
0
0
6
) 

吳
家
麟

 

(2
0
1
4
) 

郭
曜
彰

 

(2
0
0
5
) 

葉
名
山
等
人

(2
0
0
9
) 

劉
欣
憲

 

(2
0
0
6
) 

謝
易
達

 

(2
0
1
0
) 

鍾
佩
蓉

 

(2
0
1
1
) 

閃
光
號
誌

 


 閃

紅
 


 閃

黃
 


 無

閃
光

 


 閃

黃
 


 無

閃
光
號
誌

 


 號

誌
管
制
路

口
型
態

 


 閃

紅
 


 閃

紅
 


 閃

黃
 


 無

閃
光
號
誌

 


 閃

紅
 


 閃

黃
 


 無

閃
光
號
誌

 


 非

閃
光
號
誌

路
口
型
態

 


 閃

紅
 


 閃

黃
 


 無

閃
光
號
誌

 


 非

閃
光
號
誌

路
口
型
態

 


 無

設
置

 


 有

設
置

 


 閃

紅
 


 閃

黃
 


 無

閃
光
號
誌

 


 非

閃
光
號
誌

 

 

表
 
2
.6

3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車
道
位
置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C
h
io

u
 

 

(2
0
0
6
) 

郭
曜
彰

 

(2
0
0
5
) 

廖
彩
雲
、
楊
雯
鈞

(2
0
1
2
) 

車
道
位
置

 


 內

車
道

 


 外

車
道

 


 中

間
車
道

 


 慢

車
道

 


 單

行
道

 


 內

車
道

 


 外

車
道

 


 慢

車
道

 


 內

側
車
道

 


 中

間
車
道

 


 外

側
車
道

 


 無

說
明

 

 

表
 
2
.6

4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轉
彎
後
的
車
道
數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C
h
io

u
 

(2
0
0
6
) 

郭
曜
彰

 

(2
0
0
5
) 

劉
欣
憲

 

(2
0
0
6
) 

轉
彎
後
的
車
道

數
 


 1

車
道

 


 2

車
道

 


 超

過
2
車
道

 


 單

車
道

 


 雙

車
道

 


 多

車
道

 


 單

車
道

 


 雙

車
道

 


 三

車
道

 


 四

車
道

 


 五

車
道
以
上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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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

5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路
權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方
守
潔

 

(2
0
0
4
) 

郭
曜
彰

 

(2
0
0
5
) 

陳
俊
宇

 

(2
0
0
7
) 

葉
名
山
等
人

 

(2
0
0
9
) 

路
權

 

 有

道
路
優
先
權

 


 無

道
路
優
先
權

 


 有

 


 無

 


 有

道
路
優
先
權

 


 無

道
路
優
先
權

 


 有

 


 無

 

 

表
 
2
.6

6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號
誌
動
作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吳
家
麟

 

(2
0
1
4
) 

葉
名
山
等
人

 

(2
0
0
9
) 

劉
欣
憲

 

(2
0
0
6
) 

號
誌
動
作

 


 正

常
 


 無

作
動

 


 無

號
誌

 


 正

常
 


 不

正
常

 


 無

動
作

 


 無

號
誌

 


 正

常
 


 不

正
常

 


 無

動
作

 


 無

號
誌

 

 

表
 
2
.6

7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日
期
」
之
彙
整
表

(1
) 

作
者

 

變
數

 

W
u
等
人

 

(2
0
1
4
) 

A
b
d
el

-A
ty

 
＆

 

A
b
d
el

w
ah

ab
 

(2
0
0
4
) 

Y
au

等
人

 

(2
0
0
6
) 

Z
h
u

 &
 S

ri
n

iv
as

an
 

(2
0
1
1
) 

Y
au

等
人

 

(2
0
0
4
) 

C
h
io

u
 

(2
0
0
6
) 

日
期

 


 工

作
日

 


 假

日
 


 假

日
 


 工

作
日

 


 工

作
日

 


 假

日
 


 工

作
日

 


 非

工
作
日

 


 平

日
(週

一
-週

四
) 


 假

日
(週

五
-週

日
) 


 月

 


 日

 


 年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145751100042X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14575110004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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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

8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日
期
」
之
彙
整
表

(2
) 

作
者

 

變
數

 

D
e 

O
ñ
a 

等
人

(2
0
1
3
) 

A
b
eg

az
等
人

(2
0
1
4
) 

K
w

o
n
等
人

 

(2
0
1
5
) 

C
h
an

g
 
＆

 
C

h
ie

n
 

(2
0
1

3
) 

O
ñ
a
等
人

 

(2
0
1
1
) 

廖
彩
雲
、
楊
雯
鈞

(2
0
1
2
) 

日
期

 


 星

期
一

 


 星

期
五

 


 節

慶
 


 工

作
日

 


 假

日
 


 工

作
日

 


 假

日
 


 週

一
 


 週

二
 


 週

三
 


 週

四
 


 週

五
 


 週

六
 


 週

日
 


 週

一
 


 週

二
 


 週

三
 


 週

四
 


 週

五
 


 週

六
 


 週

日
 


 星

期
一

 


 星

期
五

 


 節

慶
 


 工

作
日

 


 假

日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星

期
六

 


 星

期
日

 

 

表
 
2
.6

9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日
期
」
之
彙
整
表

(3
) 

作
者

 

變
數

 

吳
易
真

 

(2
0
0
4
) 

張
智
欽

 

(2
0
1
1
) 

曾
貴
楷

 

(2
0
0
7
）

 

詹
子
儀

 

(2
0
0
4
) 

謝
易
達

 

(2
0
1
0
) 

日
期

 

 假

日
 


 非

假
日

 


 工

作
日

 


 非

工
作
日

 


 非

週
末

(週
一
至
週
五

) 


 週

末
(週

六
、
週
日

) 


 例

假
日

 


 非

例
假
日

 


 例

假
日

 


 工

作
日

 

 

表
 
2
.7

0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時
段
」
之
彙
整
表

(1
) 

作
者

 

變
數

 

O
ñ
a
等
人

 

(2
0
1
3
) 

C
h
io

u
 

(2
0
0
6
) 

A
l-

G
h
am

d
i 

(2
0
0
2
) 

K
im

等
人

 

(2
0
0
8
) 

K
w

o
n
等
人

 

(2
0
1
5
) 

C
h
an

g
 
＆

 
C

h
ie

n
 

(2
0
1
3
) 

時
段

 


 0

-6
 


 6

-1
2
 


 1

2
-1

8
 


 1

8
-2

4
 


 小

時
 


 分

鐘
 


 日

間
 


 夜

間
 


 6

:0
0

-9
:5

9
 


 1

0
:0

0
-1

4
:5

9
 


 1

5
:0

0
-1

7
:5

9
 


 1

8
:0

0
.-

2
0

:5
9

 


 2

1
:0

0
 -

5
:5

9
 


 0

0
:0

1
-0

3
:0

0
 


 0

3
:0

1
-0

6
:0

0
 


 0

6
:0

1
-0

9
:0

0
 


 0

9
:0

1
-1

2
:0

0
 


 1

2
:0

1
-1

5
:0

0
 


 1

5
:0

1
-1

8
:0

0
 


 1

8
:0

1
-2

1
:0

0
 


 2

1
:0

1
-2

4
:0

0
 


 午

夜
（

0
-5
）

 


 尖

峰
時
段
（

6
-8

和
1
6
-1

8
）

 


 非

尖
峰
時
段

（
9
-1

5
和

1
9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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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7

1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時
段
」
之
彙
整
表

(2
) 

作
者

 

變
數

 

O
ñ
a
等
人

 

(2
0
1
1
) 

W
u
等
人

 

(2
0
1
4
) 

K
im

等
人

(2
0
0
8
).

 

Y
au

等
人

(2
0
0

6
).

 

U
lf

ar
ss

o
n
等
人

(2
0
1
0
) 

P
al

et
i
等
人

 

(2
0
1
0
) 

時
段

 


 0

~
6
 


 6

~
1
2
 


 1

2
~

1
8
 


 1

8
~

2
4
 


 晚

上
 


 早

上
 


 中

午
 


 下

午
 


 傍

晚
 


 0

~
6
 


 6

~
1
0
 


 1

0
~

1
5
 


 1

5
~

2
0
 


 2

0
~

2
4
 


 0

:0
0

-0
7
:5

9
 


 0

8
:0

0
-1

1
:5

9
 


 1

2
:0

0
-1

5
:5

9
 


 1

6
:0

0
-1

9
:5

9
 


 2

0
:0

0
-2

3
:5

9
 


 0

0
:0

0
-0

6
:5

9
 


 0

7
:0

0
-0

9
:5

9
 


 1

0
:0

0
-1

5
:5

9
 


 1

6
:0

0
-1

8
:5

9
 


 1

9
:0

0
-2

3
:5

9
 


 晨

峰
 


 昏

峰
 

 

表
 
2
.7

2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時
段
」
之
彙
整
表

(3
) 

作
者

 

變
數

 

Z
h
u

 &
 

S
ri

n
iv

as
an

 

(2
0
1
1
) 

Y
au

 

(2
0
0
4
) 

吳
易
真

 

(2
0
0
4
) 

吳
家
麟

 

(2
0
1
4
) 

張
智
欽

 

(2
0
1
1
) 

曾
貴
楷

 

(2
0
0
7
) 

時
段

 


 早

上
尖
峰

 


 其

它
 


 0

0
:0

0
-0

7
:5

9
 


 0

8
:0

0
-1

1
:5

9
 


 1

2
:0

0
-1

5
:5

9
 


 1

6
:0

0
-1

9
:5

9
 


 2

0
:0

0
-2

3
:5

9
 


 白

天
 


 晚

上
 


 尖

峰
 


 非

尖
峰

 


 上

午

(0
4
:0

0
~

1
1
:5

9
) 


 下

午

(1
2
:0

0
~

1
7
:5

9
) 


 晚

上

(1
8
:0

0
~

0
3
:5

9
) 


 晨

峰
(0

7
:0

0
~

0
9
:0

0
) 


 昏

峰
(1

7
:0

0
~

1
9
:0

0
) 


 離

峰
時
段

 


 1

8
:0

0
~

2
4
:0

0
 


 0

0
:0

0
~

0
6
:0

0
 


 0

6
:0

0
~

1
8
:0

0
 


 尖

峰
(上

午
7
時

至
1
0
時
、
下
午

5
時
至

8
時

) 


 離

峰
( 
扣
除
尖

峰
的
其
他
時

間
)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145751100042X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14575110004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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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7

3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時
段
」
之
彙
整
表

(4
) 

作
者

 

變
數

 

游
子
揚

(2
0
1
3
) 

葉
名
山
等
人

 

(2
0
0
9
) 

詹
子
儀

 

(2
0
0
4
) 

廖
彩
雲
、
楊
雯
鈞

(2
0
1
2
) 

劉
欣
憲

 

(2
0
0
6
) 

謝
易
達

 

(2
0
1
0
) 

時
段

 


 0

-2
 


 2

-4
 


 4

-6
 


 6

-8
 


 8

-1
0
 


 1

0
-1

2
 


 1

2
-1

4
 


 1

4
-1

6
 


 1

6
-1

8
 


 1

8
-2

0
 


 2

0
-2

4
 


 凌

晨

(0
0
:0

0
(含

)~
0
4
:0

0
(不

含
))

 


 清

晨

(0
4
:0

0
(含

)~
0
8
:0

0
(不

含
))

 


 上

午

(0
8
:0

0
(含

)~
1
2
:0

0
(不

含
))

 


 下

午

(1
2
:0

0
(含

)~
1
6
:0

0
(不

含
))

 


 晚

上

(1
6
:0

0
(含

)~
2
0
:0

0
(不

含
))

 


 夜

晚

(2
0
:0

0
(含

)~
2
4
:0

0
(不

含
) 


 尖

峰
 


 離

峰
 


 早

上
尖
峰

 


 早

上
離
峰

 


 晚

上
尖
峰

 


 晚

上
離
峰

 


 其

他
 


 凌

晨
(0

0
:0

0
(含

)~
0
4
:0

0
(不

含
))

 


 清

晨
(0

4
:0

0
(含

)~
0
8
:0

0
(不

含
))

 


 上

午
(0

8
:0

0
(含

)~
1
2
:0

0
(不

含
))

 


 下

午
(1

2
:0

0
(含

)~
1
6
:0

0
(不

含
))

 


 晚

上
(1

6
:0

0
(含

)~
2
0
:0

0
(不

含
))

 


 夜

晚
(2

0
:0

0
(含

)~
2
4
:0

0
(不

含
) 


 尖

峰
時

段

(7
-9
、

1
7
-1

9
) 


 日

間
離

峰
時

段
（

9
-1

7
）

 


 夜

間
離

峰
時

段
（

0
-7

、

1
9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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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7

4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天
候
」
之
彙
整
表

(1
) 

作
者

 

變
數

 

O
ñ
a
等
人

 

(2
0
1
3
) 

C
h
io

u
 

(2
0
0
6
) 

K
im

等
人

 

(2
0
0
8
) 

A
b
eg

az
等
人

(2
0
1

4
) 

K
w

o
n
等
人

 

(2
0
1
5
) 

C
h
an

g
 
＆

 
C

h
ie

n
 

(2
0
1
3
) 

天
候

 


 晴

 


 雨

 


 暴

雨
 


 其

他
 


 晴

 


 雨

或
陰

 


 晴

 


 陰

 


 霧

 


 煙

霧
 


 煙

 


 雨

 


 雪

 


 其

他
 


 晴

 


 雨

 


 霧

 


 晴

 


 晴

且
多
雲

 


 晴

有
風

 


 多

雲
 


 陰

雨
 


 雨

 


 雪

 


 霧

 


 雨

 


 霧

 


 晴

/多
雲

 

 

表
 
2
.7

5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天
候
」
之
彙
整
表

(2
) 

作
者

 

變
數

 

O
ñ
a
等
人

 

(2
0
1
1
) 

W
u
等
人

 

(2
0
1
4
) 

A
b
d
el

-A
ty

 
＆

A
b
d
el

w
ah

ab
 

(2
0
0
4
) 

Y
au

等
人

 

(2
0
0
6
).

 

P
al

et
i
等
人

 

(2
0
1
0
) 

Y
au

 

(2
0
0
4
) 

天
候

 


 晴

 


 暴

雨
 


 雨

 


 其

他
 


 晴

 


 雨

 


 雪

 


 霧

 


 風

沙
 


 風

 


 其

他
 


 無

不
良
條
件

 


 不

良
條
件

 


 雨

 


 晴

 


 下

雨
或
冰
雹

 

 大

雨
 


 小

雨
 


 無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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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7

6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天
候
」
之
彙
整
表

(3
) 

作
者

 

變
數

 

方
守
潔

 

(2
0
0
4
) 

吳
易
真

 

(2
0
0
4
) 

吳
家
麟

 

(2
0
1
4
) 

張
智
欽

 

(2
0
1
1
) 

郭
曜
彰

 

(2
0
0
5
) 

陳
俊
宇

 

(2
0
0
7
) 

曾
貴
楷

 

(2
0
0
7
）

 

天
候

 

 有

雨
 


 無

雨
 


 雨

天
 


 非

雨
天

 


 雨

 


 無

雨
 
(陰

、
晴

) 


 雨

天
 


 晴

天
(陰

天
) 


 有

雨
 


 無

雨
 


 有

雨
 


 無

雨
 


 有

雨
 


 無

雨
 

 

表
 
2
.7

7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天
候
」
之
彙
整
表

(4
) 

作
者

 

變
數

 

游
子
揚

 

(2
0
1
3
) 

葉
名
山
等
人

(2
0
0
9
) 

詹
子
儀

 

(2
0
0
4
) 

廖
彩
雲
、
楊
雯

鈞
(2

0
1
2
) 

劉
欣
憲

 

(2
0
0
6
) 

謝
易
達

 

(2
0
1
0
) 

鍾
易
詩
等
人

(2
0
1
4
) 

天
候

 


 暴

雨
 


 霧

或
煙

 


 雨

 


 陰

 


 晴

 


 惡

劣
天
候

(暴

雨
、
強
風
、
風

沙
、
霧
、
煙
、

雪
) 


 雨

、
陰

 


 晴

(無
雨

) 


 有

雨
 


 無

雨
 


 晴

 


 陰

 


 雨

 


 惡

劣
天
候

(暴

雨
、
強
風
、

風
砂
、
霧
、

煙
、
雪

) 


 雨

 


 陰

 


 晴

(無
雨

) 


 未

下
雨

/晴
天

 


 雨

天
 


 晴

或
陰
天

 


 暴

雨
 


 其

他
 
(雨

天
) 

 
表

 
2
.7

8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光
線
」
之
彙
整
表

(1
) 

作
者

 

變
數

 
O

ñ
a
等
人

 

(2
0
1
3
) 

C
h
io

u
 
等
人

 

(2
0
0
6
) 

K
im

等
人

 

(2
0
0
8
) 

M
an

n
er

. 
&

 

W
ü
n
sc

h
-Z

ie
g
le

rb
. 

(2
0
1
3
) 

L
i
等
人

 

(2
0
0
9
) 

A
b
eg

az
等
人

(2
0
1
4
) 

光
線

 


 日

間
自
然
光

線
 


 暮

光
 


 夜

間
照
明
不

足
 


 夜

間
有
照
明

 


 夜

間
無
照
明

 


 日

間
自
然
光
線

 


 夜

間
有
照
明

 


 夜

間
無
照
明

 


 日

光
 


 晨

或
暮
光

 


 夜

間
有
照
明

 


 夜

間
無
照
明

 


 日

間
自
然
光
線

 


 其

他
 


 日

間
自
然
光
線

 


 晨

或
暮
光

 


 夜

間
有
照
明

 


 夜

間
無
照
明

 


 日

間
自
然
光
線

 


 夜

間
有
照
明

 


 夜

間
無
照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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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7

9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光
線
」
之
彙
整
表

(2
) 

作
者

 

變
數

 

K
w

o
n
等
人

 

(2
0
1
5
) 

C
h
an

g
 
＆

 
C

h
ie

n
 

(2
0
1
3
) 

O
ñ
a
等
人

 

(2
0
1
1
) 

W
u
等
人

 

(2
0
1
4
) 

A
b
d
el

-A
ty

 
＆

A
b
d
el

w
ah

ab
 

(2
0
0
4
) 

Y
au

等
人

 

(2
0
0
6
).

 

光
線

 


 日

間
自
然
光

線
 


 晨

或
暮
光

 


 夜

間
有
照
明

 


 夜

間
無
照
明

 


 夜

間
照
明
無

法
正
常
運
作

 


 日

間
自
然
光
線

 


 晨

或
暮
光

 


 夜

間
有
照
明

 


 夜

間
無
照
明

 


 暮

光
 


 日

間
自
然
光
線

 


 夜

間
照
明
不
足

 


 夜

間
有
照
明

 


 夜

間
無
照
明

 


 日

間
自
然
光
線

 


 晨

或
暮
光

 


 夜

間
 


 日

間
自
然
光
線

 


 非

日
間
自
然
光
線

 


 日

間
自
然
光
線

 


 夜

間
有
照
明

 


 夜

間
無
照
明

 


 夜

間
照
明
不
足

 


 無

 

 
表

 
2
.8

0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光
線
」
之
彙
整
表

(3
) 

作
者

 

變
數

 

U
lf

ar
ss

o
n
等
人

(2
0
1
0
 

Y
au

等
人

 

(2
0
0
4
) 

方
守
潔

 

(2
0
0
4
) 

吳
易
真

 

(2
0
0
4
) 

吳
家
麟

 

(2
0
1
4
) 

張
智
欽

 

(2
0
1
1
) 

郭
曜
彰

 

(2
0
0
5
) 

光
線

 


 日

間
自
然
光

 


 晨

或
暮
光

 


 夜

間
有
照
明

 


 夜

間
無
照
明

 


 日

光
 


 夜

間
有
照
明

 


 夜

間
無
照
明

或
不
足

 


 日

間
自
然
光

線
 


 夜

間
有
照
明

 


 夜

間
無
照
明

 


 不

明
 


 日

間
自
然
光

線
 


 晨

或
暮
光

 


 夜

間
（
或
隧

道
）
有
照
明

 


 夜

間
（
或
隧

道
）
無
照
明

 


 日

間
自
然
光

 


 晨

或
暮
光

 


 夜

間
(或

隧

道
、
地
下

道
、
涵
洞

)

有
照
明

 


 夜

間
(或

隧

道
、
地
下

道
、
涵
洞

)

無
照
明

 


 白

天
 


 夜

晚
燈
光
弱

或
無
燈
光

 


 日

間
自
然
光

線
 


 夜

間
有
照
明

 


 夜

間
無
照
明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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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8

1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光
線
」
之
彙
整
表

(4
) 

作
者

 

變
數

 

陳
俊
宇

 

(2
0
0
7
) 

曾
貴
楷

 

(2
0
0
7
）

 

游
子
揚

 

(2
0
1
3
) 

葉
名
山
等
人

 

(2
0
0
9
) 

詹
子
儀

 

(2
0
0
4
) 

劉
欣
憲

 

(2
0
0
6
) 

鍾
易
詩
等
人

 

(2
0
1
4
).

 

光
線

 


 日

間
自
然
光

 


 夜

間
有
照
明

 


 夜

間
無
照
明

 


 不

明
 


 日

光
 


 夜

間
有
照
明

 


 夜

間
無
照
明

 


 日

間
自
然
光

線
 


 晨

或
暮
光

 


 夜

間
（

或
隧

道
、

地
下

道
、
涵
洞
）

有
照
明

 


 夜

間
（
或
隧

道
、
地
下

道
、
涵
洞
）

無
照
明

 


 日

間
自
然
光

 


 晨

或
暮
光

 


 夜

間
(
或

隧

道
、

地
下

道
、

涵
洞

)

有
照
明

 


 夜

間
(
或

隧

道
、

地
下

道
、

涵
洞

)

無
照
明

 


 日

間
自
然
光

線
 


 夜

間
有
路
燈

照
明

 


 夜

間
無
路
燈

照
明

 


 日

間
自
然
光

 


 晨

或
暮
光

 


 夜

間
(
或

隧

道
、

地
下

道
、

涵
洞

)

有
照
明

 


 夜

間
(
或

隧

道
、

地
下

道
、

涵
洞

)

無
照
明

 


 詳

填
實
際
資

料
 

 

表
 
2
.8

2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季
節
」
之
彙
整
表

(1
) 

作
者

 

變
數

 
O

ñ
a
等
人

 

(2
0
1
3
) 

 

M
an

n
er

. 
&

 

W
ü
n
sc

h
-Z

ie
g
le

rb
 

(2
0
1
3
) 

O
ñ
a
等
人

 

(2
0
1
1
) 

W
u
 

(2
0
1
4
) 

Y
au

 

(2
0
0
4
) 

季
節

 


 冬

 


 春

 


 夏

 


 秋

 


 冬

天
 


 其

他
 


 秋

 


 春

 


 夏

 


 冬

 


 春

 


 夏

 


 秋

 


 冬

 


 1

-3
月

 


 4

-6
月

 


 7

-9
月

 


 1

0
-1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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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8

3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季
節
」
之
彙
整
表

(2
) 

作
者

 

變
數

 

曾
貴
楷

 

(2
0
0
7
）

 

詹
子
儀

 

(2
0
0
4
) 

O
ñ
a
等
人

 

(2
0
1
1
) 

W
u
 

(2
0
1
4
) 

Y
au

 

(2
0
0
4
) 

季
節

 


 冬

季
(1

1
、

1
2
、

1
月

) 


 春

/秋
季

 
(2
、

3、
4、

8
、

9
、

1
0
月

) 


 夏

季
(5
、

6
、

7
月

) 


 春

 


 夏

 


 秋

 


 冬

 


 秋

 


 春

 


 夏

 


 冬

 


 春

 


 夏

 


 秋

 


 冬

 


 1

-3
月

 


 4

-6
月

 


 7

-9
月

 


 1

0
-1

2
月

 

 

表
 
2
.8

4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土
地
用
途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K

im
等
人

 

(2
0
0
8
) 

M
an

n
er

 &
 

W
ü
n
sc

h
-Z

ie
g
le

rb
 

(2
0
1
3
) 

F
u

 

(2
0
0
8
) 

土
地
用
途

 


 居

住
區

 


 商

業
區

 


 公

共
區

 


 工

業
區

 


 農

場
、
森
林
、
牧
場

 


 校

區
 


 住

宅
區

 


 商

業
區

 


 居

住
區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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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8

5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區
別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Y
au

等
人

 

(2
0
0
6
) 

方
守
潔

 

(2
0
0
4
) 

吳
家
麟

 

(2
0
1
4
) 

陳
俊
宇

 

(2
0
0
7
) 

葉
名
山
等

人
 

(2
0
0
9
) 

劉
欣
憲

 

(2
0
0
6
) 

區
別

 


 詳

填
實
計
資

料
 


 北

部
地
區
（
基
隆
、
宜

蘭
、
台
北
）

 


 桃

竹
苗
地
區
（
桃
園
、

新
竹
、
苗
栗
）

 


 中

部
地
區
（
台
中
、
彰

化
、
南
投
）

 


 南

部
地
區
（
嘉
義
、
台

南
、
高

雄
、
屏

東
、

澎
湖
）

 


 花

東
地
區
（
花
蓮
、
台

東
）

 


 北

部
地

區
(台

北
市

、

新
北

市
、

基
隆

市
、

桃
園

縣
、

新
竹

縣
、

新
竹
市

) 


 中

部
地

區
(苗

栗
縣

、

台
中

市
、

南
投

縣
、

雲
林

縣
、

嘉
義

縣
、

嘉
義
市

) 


 南

部
地

區
(台

南
市

、

高
雄
市
、
屏
東
縣

) 


 東

部
地

區
(宜

蘭
縣

、

花
蓮
縣
、
台
東
縣

) 


 外

島
地
區

 


 北

部
地
區
（
基
隆
、
宜

蘭
、
台
北
）

 


 桃

竹
苗
地
區
（
桃
園
、

新
竹
、
苗
栗
）

 


 中

部
地
區
（
台
中
、
彰

化
、
南
投
、
雲
林
）

 


 南

部
地
區
（
嘉
義
、
台

南
、
高
雄

、
屏
東
、

澎
湖
）

 


 花

東
地
區
（
花
蓮
、
台

東
）

 


 北

基
宜

 


 桃

竹
苗

 


 中

彰
投

 


 雲

嘉
南

 


 高

屏
澎

 


 花

東
 


 不

明
 


 北

基
宜

 


 桃

竹
苗

 


 中

彰
投

 


 雲

嘉
南

 


 高

屏
澎

 


 花

東
 


 不

明
 

 

表
 
2
.8

6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事
故
類
型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A
l-

G
h
am

d
i 

(2
0
0
2
) 

P
al

et
i
等
人

 

(2
0
1
0
) 

吳
易
真

 

(2
0
0
4
) 

游
子
揚

 

(2
0
1
3
) 

廖
彩
雲
和
楊
雯
鈞

(2
0
1
2
) 

事
故
類
型

 


 車

與
車

 


 車

與
固
定
物

 


 翻

車
 


 車

與
行
人

 


 車

與
車

 


 車

本
身

 


 車

與
車

 


 人

與
汽

/機
車

 


 汽

/機
車
本
身

 


 車

與
車

 


 汽

（
機
）
車
本
身

 


 車

與
車

 


 人

與
汽

(機
)車

 


 皆

非
 


 週

期
性
壅
塞

 


 肇

事
 


 號

誌
故
障

 


 交

通
障
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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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8

7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事
故
型
態
」
之
彙
整
表

(1
) 

作
者

 

變
數

 

O
ñ
a
等
人

 

(2
0
1
3
) 

A
l-

G
h
am

d
i 

(2
0
0
2
) 

M
an

n
er
等
人

 

(2
0
1
3
) 

L
i
等
人

 

(2
0
0

9
) 

A
b
eg

az
等
人

 

(2
0
1
4
) 

K
w

o
n
等
人

 

(2
0
1
5
) 

事
故
型
態

 


 側

撞
 


 對

撞
 


 連

環
碰
撞

 


 撞

固
定
設
施

 


 無

碰
撞
或
衝
出
路

外
 


 撞

行
人

 


 翻

車
 


 其

他
 


 角

撞
 


 側

撞
 


 追

撞
 


 前

撞
 


 不

明
 


 撞

路
邊
設
施

 


 其

他
 


 翻

覆
 


 衝

出
路
外

 


 撞

路
樹
或
電
桿

 


 其

他
 


 對

撞
 


 追

撞
 


 側

撞
 


 對

撞
 


 追

撞
 


 側

撞
 


 擦

撞
 


 車

輛
翻
覆

 


 撞

行
人

 


 撞

動
物

 


 撞

固
定
設
施

 


 對

撞
 


 側

撞
 


 追

撞
 


 擦

撞
 


 撞

固
定
設
施

 


 翻

車
 

 

表
 
2
.8

8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事
故
型
態
」
之
彙
整
表

(2
) 

作
者

 

變
數

 

C
h
an

g
 &

 C
h
ie

n
 

(2
0
1
3
) 

O
ñ
a
等
人

 

(2
0
1
1
) 

W
u
等
人

 

(2
0
1
4
) 

A
b
d
el

-A
ty

等
人

(2
0
0

4
) 

Z
h
u
等
人

 

(2
0
1
1
) 

張
智
欽

 

(2
0
1
1
) 

事
故
型
態

 


 對

撞
 


 側

撞
 


 追

撞
 


 角

撞
 


 翻

覆
 


 衝

出
路
外

 


 碰

撞
護
欄

 


 其

他
(如

碰
撞

固
定
設
施

) 


 角

撞
或
側
撞

 


 碰

撞
固
定
設
施

 


 對

撞
 


 其

他
 


 追

撞
 


 翻

覆
 


 連

環
碰
撞

 


 翻

車
 


 撞

其
他
車
輛

 


 撞

動
物

 


 撞

固
定
設
施

 


 其

他
 


 客

車
追
撞
客
車

 


 客

車
追
撞

L
T

V
 

 


 L

T
V
追
撞
客
車

 


 L

T
V
追
撞

L
T

V
 


 對

撞
 


 角

撞
 


 擦

撞
 


 路

上
翻
車

 


 追

撞
 


 對

撞
 


 追

撞
 


 側

撞
 


 擦

撞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145751100042X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14575110004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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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8

9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事
故
型
態
」
之
彙
整
表

(3
) 

作
者

 

變
數

 

吳
易
真

 

(2
0
0
4
) 

游
子
揚

 

(2
0
1
3
) 

事
故
型
態

 

車
與
車

 


 對

撞
 


 對

向
擦
撞

 


 同

向
擦
撞

 


 追

撞
 


 倒

車
撞

 


 路

口
交
岔
撞

 


 側

撞
 

人
與
汽

/機
車

 


 對

向
通
行
中

 


 同

向
通
行
中

 


 穿

越
道
路
中

 


 其

他
 

汽
/機

車
本
身

 


 翻

車
或
衝
出
路
外

 


 撞

交
通
設
施

 


 撞

路
旁
停
放
車
輛

 


 撞

路
樹
電
桿

 


 撞

其
他
物

 

車
與
車

 


 對

撞
 


 對

向
擦
撞

 


 同

向
擦
撞

 


 追

撞
 


 路

口
交
岔
撞

 


 側

撞
 


 其

他
 

汽
（
機
）
車
本
身

 


 路

上
翻
車

 


 衝

出
路
外

 


 撞

護
欄
（
樁
）

 


 撞

交
通
島

 


 撞

非
固
定
設
施

 


 撞

橋
梁

/建
築
物

 


 撞

路
樹

/電
桿

 


 撞

工
程
施
工

 


 其

他
 

 

表
 
2
.9

0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當
事
者
相
對
位
置
」
之
彙
整
表

 

作
者

 

變
數

 

F
u

 

(2
0
0
8
) 

方
守
潔

 

(2
0
0
4
) 

郭
曜
彰

 

(2
0
0
5
) 

陳
俊
宇

 

(2
0
0

7
) 

劉
欣
憲

 

(2
0
0
6
) 

鍾
佩
蓉

 

(2
0
1
1
) 

當
事
者
相
對

 

位
置

 


 對

向
 


 同

向
 


 橫

向
(左

方
車

) 


 橫

向
(右

方
車

) 


 對

向
 


 同

向
 


 橫

向
(左

方
) 


 橫

向
(右

方
) 


 對

向
 


 同

向
 


 橫

向
(左

方
車

) 


 橫

向
(右

方
車

) 


 路

邊
起
駛

 


 對

向
 


 同

向
 


 橫

向
(左

方
車

) 


 橫

向
(右

方
車

) 


 同

向
 


 橫

向
 


 對

向
倒
車

 

 


 同

向
前
方

 


 同

向
後
方

 


 同

向
左
方

 


 同

向
右
方

 


 橫

向
左
方

 


 橫

向
右
方

 


 對

向
 


 路

邊
起
始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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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9

1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肇
事
因
素
」
之
彙
整
表

(1
) 

作
者

 

變
數

 

O
ñ
a
等
人

 

(2
0
1
3
) 

C
h
io

u
 

(2
0
0
6
) 

A
l-

G
h
am

d
i 

(2
0
0
2
) 

A
b
eg

az
等
人

 

(2
0
1
4
) 

A
b
d
el

-A
ty

等
人

 

(2
0
0
4
) 

肇
事
因
素

 


 駕

駛
特
性

 


 道

路
特
性

 


 車

輛
特
性

 


 其

他
 


 違

反
特
定
標
線
禁
制

 


 倒

車
未
依
規
定

 


 沒

有
違
規

 


 不

明
原
因
肇
事

 


 違

反
號
誌
管
制

 


 超

速
 


 闖

紅
燈

 


 未

保
持
安
全
距
離

 


 走

錯
車
道

 


 未

禮
讓
行
人

 


 其

他
 


 超

速
 


 疲

勞
駕
駛

 


 使

用
手
機

 


 未

依
規
定
轉
彎

 


 未

保
持
安
全
距
離

 


 分

心
 


 非

分
心

 

 

表
 
2
.9

2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肇
事
因
素
」
之
彙
整
表

(2
) 

作
者

 

變
數

 

F
u

 

(2
0
0
8
) 

C
h
an

g
 &

 C
h
ie

n
 

(2
0
1
3
) 

K
w

o
n
等
人

 

(2
0
1
5
) 

K
im

等
人

 

(2
0
0
8
) 

方
守
潔

 

(2
0
0
4
) 

肇
事
因
素

 


 違

規
 


 拘

留
 


 逃

逸
 


 變

換
車
道
不
當

 


 超

車
 


 未

保
持
行
車
間
隔

 


 酒

醉
或
藥
物
後
駕
駛

 


 疲

勞
駕
駛

 


 注

意
力
不
集
中

 


 車

輛
故
障
時
不
當
操
縱

 


 車

輪
脫
落
或
輪
胎
爆
裂

 


 其

他
（
如
違
反
交
通
標

誌
限
制
）

 


 無

違
規

 


 未

說
明

 


 酒

醉
或
藥
物

(後
)駕

駛

失
控

 


 妨

礙
交
通

 


 未

保
持
行
車
間
隔

 


 逆

向
行
駛

 


 違

規
超
車

 


 變

換
車
道
不
當

 


 轉

彎
未
依
規
定

 


 路

權
 


 違

反
交
通
號
誌
和
標
誌

 


 其

他
危
險
違
規

 


 不

安
全
的
啟
步
或
倒
車

 


 其

他
不
正
當
駕
駛

 


 注

意
力
不
集
中

 


 誤

判
 


 疲

勞
 


 酒

精
和
毒
品

 


 其

他
 


 無

 


 駕

駛
特
性

 


 道

路
特
性

 


 車

輛
特
性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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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9

3
 
文
獻
引
用
事
故
分
析
變
數
「
相
關
其
他
因
素
」
之
彙
整
表

 

變
數

 

作
者

 

K
w

o
n
等
人

 

(2
0
1
5
) 

Z
h
u
 &

 S
ri

n
iv

as
an

 
 

(2
0
1
1
) 

Y
au

 

(2
0
0

4
) 

G
re

ib
e 

(2
0
0
3
) 

A
k
er

st
ed

t
等
人

 

(2
0
0
8
) 

相
關
其
他
因
素

 


 其

他
(未

說
明
、
違
規

(酒
醉

或
藥

物
後

駕

駛
失
控
、
違
反
交
通

號
誌
和
標
誌
、
車
速

未
依
規
定
、
車
速
未

依
規

定
-不

明
顯

、

逆
向
行
駛
、
變
換
車

道
不
當
、
未
保
持
行

車
間

距
、

轉
彎

不

當
、

轉
彎

不
當

-不

明
顯
、
路
權
、
其
他

非
移

動
的

違
規

)、

分
心

、
分

心
且

塞

車
、
塞
車
、
塞
車
不

明
顯
、
進
入
或
駛
離

坡
道

、
道

路
不

熟

悉
、
車
輛
設
備
有
缺

陷
、

未
涉

入
之

車

輛
、

其
他

、
不

明

顯
、
失
控
車
輛

) 


 過

去
五
年
事
故
紀
錄

(有
、
無
、

不
明

) 


 情

緒
行
為

(有
、
無
、
不
明

) 


 疾

病
情
形

(有
、
無
、
不
明

) 


 工

作
壓
力

(有
、
無
、
不
明

) 


 攻

擊
行
為

(有
、
無
、
不
明

) 


 注

意
力

(集
中
、
不
集
中
、
不
明

) 


 疲

勞
駕
駛

(有
、
無
、
不
明

) 


 分

心
行
為

(有
、
無
、
不
明

) 


 視

力
(視

力
差

/有
戴

眼
鏡

、
不

明
) 


 駕

駛
該
路
段
頻
率

(很
少
、
每
月

多
次

、
每

週
一

次
、

每
日

一

次
、
第
一
次
、
一
月
一
次
、
其

它
、
不
明

) 


 駕

駛
該

事
故

車
輛

次
數

(第
一

次
、

六
個

月
內

2
-4

次
、

1
0

次
以
上
、
不
明

) 


 客

運
乘
客
位
置

(第
一
排
、
非
第

一
排
、
不
明

) 


 交

通
擁

擠
程

度

(無
、

中
度

、
重

度
) 


 車

道
長
度

 


 每

公
里
從
私
人
出

入
口
匯
入
數

(0
、

0
-1

0
、

1
0
-2

0
、

2
0
-3

0
、

3
0
-4

0
、

>
4
0
) 


 自

行
車
設
施

(無
、
標
線
、
車

道
) 


 人

行
道

(有
、
無

) 


 停

車
(路

邊
停

車
、
禁
止

) 


 公

車
停
靠

(有
、
無

) 


 S

W
P

層
級

（
1
-1

.9
9
、

2
-2

.9
9

、

3
-3

.9
9

、

4
-4

.9
9

、

5
-5

.9
9

、

6
-6

.9
9

、

7
-7

.0
0
、

8
-9
）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145751100042X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14575110004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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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外交通事故調查表彙整 

3.1 國外交通事故調查表記錄欄位 

本研究計畫彙整美國六州及英國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所考量變數，作為國

內交通事故調查表修訂之參考依據。美國六州依序分別為麻薩諸塞州、維吉尼亞

州、俄亥俄州、亞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亞州和佛羅里達州。同樣依相關研究之歸

納方式，將事故相關欄位區分為「人」、「車」、「路」、「環境」、「其他」五大類，

其各分類考量欄位之彙整如表 3.1 至表 3.5 所示。 

1. 「人」相關影響因素：包括性別、駕照號碼、核發駕照地區、駕照等級、職業

駕駛執照類別、是否受困、受傷情況、醫療運送、保護裝置、受傷情況、死

亡日期、駕駛人行動狀態、駕駛者分心類型、飲酒狀態、酒精測試、藥物使

用、駕駛者身體狀態、行人行動狀態、安全帽使用(機車)、傷者分類、肇事

逃逸等，共計有 21 個欄位。 

2. 「車」相關影響因素：包括車輛人數、車輛財物損失、車齡、車輛製造公司、

車種、行駛方向、行駛狀態、車輛撞擊位置、乘坐位置、安全氣囊開關、撞

擊彈出、校車、車輛損毀、車輛狀態、車輛用途、貨卡、貨車車軸數、車輛

顏色、車輛著火、車輛處理、貨物乘載類型、被牽引拖車種類、車牌號碼等，

共計有 23 個欄位。 

3. 「路」相關影響因素：包括道路速限、交通號誌、交通號誌是否運作、事故前

所在位置（非汽機車駕駛人）、事故位置、路面狀況、路口類型、路面鋪裝、

道路類型、道路線型、道路描述、道路缺陷、學區、特殊區域、施工區相關

問題、撞擊固定物（事故類型）、打滑痕跡等，共計 17 個欄位。 

4. 「環境」相關影響因素：包括發生時間、發生地點、GPS座標位置、光線、天

候、駕駛者視線受阻等，共計有 6 個欄位。 

5. 「其他」影響因素：包括報警時間、警察到場時間、保險公司、車輛擁有者、

事故發生過程、肇事因素（非駕駛人因素）、目擊者、碰撞類型等，共計有

8 個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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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表
 
3
.1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
人
」
之
相
關
影
響
欄
位
整
理

 

國
家

/地
區
 

欄
位
名
稱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英
國

 
日
本
 

性
別
 

●
 

●
 

●
 

●
 

●
 

●
 

●
 

 

駕
照
號
碼
 

●
 

●
 

 
 

 
●
 

 
 

核
發
駕
照
地
區
 

●
 

●
 

 
 

 
●
 

 
 

駕
照
等
級
 

●
 

●
 

 
 

●
 

●
 

 
 

職
業
駕
駛
執
照
類
別
 

●
 

●
 

 
 

 
 

 
 

是
否
受
困
 

●
 

 
 

 
 

 
 

 

受
傷
情
況
 

●
 

●
 

 
 

●
 

●
 

●
 

 

醫
療
運
送
 

●
 

●
 

 
 

 
 

 
 

保
護
裝
置
 

●
 

●
 

●
 

●
 

●
 

●
 

●
 

●
 

受
傷
情
況
 

 
●
 

 
●
 

 
 

 
●
 

死
亡
日
期
 

 
●
 

 
 

 
 

 
 

駕
駛
人
行
動
狀
態
 

 
●
 

●
 

●
 

●
 

 
 

●
 

駕
駛
者
分
心
類
型
 

 
●
 

 
●
 

●
 

 
 

 

飲
酒
狀
態
 

 
●
 

 
 

●
 

 
 

 

酒
精
測
試
 

 
●
 

 
 

 
 

●
 

 

藥
物
使
用
 

 
●
 

 
 

 
●
 

 
 

駕
駛
者
身
體
狀
態
 

 
●
 

 
 

●
 

●
 

 
 

行
人
行
動
狀
態
 

 
●
 

●
 

 
 

●
 

●
 

 

安
全
帽
使
用

(機
車
) 

 
 

●
 

●
 

●
 

 
●

 
 

傷
者
分
類
 

 
 

 
 

 
 

●
 

 

肇
事
逃
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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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
車
」
之
相
關
影
響
欄
位
整
理

 

國
家

/地
區
 

欄
位
名
稱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英
國

 
日
本
 

車
輛
人
數

 
●
 

 
●
 

 
 

 
 

●
 

車
輛
財
物
損
失

 
●
 

 
●
 

 
 

 
 

 

車
齡

 
●
 

 
●
 

●
 

●
 

●
 

 
 

車
輛
製
造
公
司

 
●
 

 
●
 

●
 

●
 

●
 

 
 

車
種

 
●
 

●
 

●
 

●
 

●
 

●
 

●
 

 

行
駛
方
向

 
●
 

●
 

●
 

●
 

●
 

●
 

 
 

行
駛
狀
態

 
●
 

●
 

●
 

●
 

 
●
 

●
 

●
 

車
輛
撞
擊
位
置

 
●
 

●
 

●
 

 
●

 
 

 
●
 

乘
坐
位
置

 
●
 

●
 

●
 

●
 

●
 

●
 

●
 

 

安
全
氣
囊
開
關

 
●
 

●
 

 
●
 

●
 

 
 

 

撞
擊
彈
出

 
●
 

●
 

●
 

 
●

 
 

 
 

校
車

 
●
 

 
 

 
 

 
 

 

車
輛
損
毀

 
 

●
 

●
 

 
●

 
 

 
 

車
輛
狀
態

 
 

●
 

 
●
 

 
●
 

 
●
 

車
輛
用
途

 
 

●
 

●
 

●
 

 
●
 

 
●
 

貨
卡

 
 

●
 

 
 

 
 

 
 

貨
車
車
軸
數

 
 

●
 

 
 

 
 

 
 

車
輛
顏
色

 
 

 
●
 

●
 

●
 

●
 

 
 

車
輛
著
火

 
 

 
●
 

 
 

 
 

 

車
輛
處
理

 
 

 
●
 

●
 

 
 

 
 

貨
物
乘
載
類
型

 
 

 
●
 

●
 

 
 

 
●
 

被
牽
引
拖
車
種
類

 
 

 
 

 
 

●
 

●
 

 

車
牌
號
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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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
路
」
之
相
關
影
響
欄
位
整
理

 

國
家

/地
區
 

欄
位
名
稱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英
國

 
日
本
 

道
路
速
限

 
 

 
●
 

●
 

●
 

●
 

●
 

●
 

交
通
號
誌

 
●
 

●
 

●
 

●
 

●
 

●
 

●
 

 

交
通

號
誌

是
否

運

作
 

●
 

●
 

 
●
 

●
 

 
 

 

事
故
前
所
在
位
置

 
（
非
汽
機
車
駕
駛
人
）
 

●
 

 
 

 
●

 
●
 

 
●
 

事
故
位
置

 
 

 
 

●
 

 
●
 

 
●
 

路
面
狀
況

 
●
 

●
 

●
 

●
 

●
 

●
 

●
 

●
 

路
口
類
型

 
●
 

●
 

 
 

 
 

●
 

 

路
面
鋪
裝

 
 

●
 

 
●
 

 
●
 

 
 

道
路
類
型

 
 

 
 

 
 

 
 

 

道
路
線
型

 
 

 
●
 

●
 

 
 

 
●
 

道
路
描
述

 
●
 

●
 

 
●
 

 
 

●
 

●
 

道
路
缺
陷

 
 

●
 

 
●
 

●
 

 
●

 
 

學
區

 
 

●
 

 
●
 

 
 

 
 

特
殊
區
域

 
●
 

 
●
 

●
 

 
 

 
 

施
工
區
相
關
問
題

 
 

●
 

 
 

 
●
 

 
 

撞
擊
固
定
物

 

（
事
故
類
型
）

 
 

 
●
 

 
 

●
 

●
 

 

打
滑
痕
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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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
環
境
」
之
相
關
影
響
欄
位
整
理

 

國
家

/地
區
 

欄
位
名
稱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英
國

 
日
本
 

發
生
時
間

 
●
 

●
 

●
 

●
 

●
 

●
 

●
 

●
 

發
生
地
點

 
●
 

●
 

●
 

●
 

●
 

●
 

 
●
 

GP
S
座
標
位
置

 
 

●
 

 
 

 
 

 
 

光
線

 
●
 

●
 

●
 

●
 

●
 

●
 

●
 

 

天
候

 
●
 

●
 

●
 

●
 

●
 

●
 

●
 

●
 

駕
駛
者
視
線
受
阻

 
 

●
 

 
 

 
●
 

 
 

 

表
 
3
.5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
其
他
」
影
響
欄
位
整
理

 

國
家

/地
區
 

欄
位
名
稱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英
國

 
日
本
 

報
警
時
間

 
●
 

●
 

●
 

●
 

●
 

●
 

 
 

警
察
到
場
時
間

 
●
 

●
 

●
 

●
 

●
 

●
 

 
 

保
險
公
司

 
●
 

 
●
 

●
 

●
 

●
 

 
 

車
輛
擁
有
者

 
●
 

●
 

●
 

●
 

●
 

●
 

 
●
 

事
故
發
生
過
程

 
●
 

●
 

 
●
 

 
●
 

 
●
 

肇
事
因
素

 
（
非
駕
駛
人
因
素
）
 

 
 

●
 

 
 

 
●

 
●
 

目
擊
者

 
 

 
 

●
 

 
●
 

 
 

碰
撞
類
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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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國外交通事故調查表欄位登入內容 

本節詳列本研究計畫所回顧之美國六州及英國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格各

欄位之項目內容，交叉比對各事故調查表之欄項差異。所列內容同時包括目前國

內交通事故調查表已考量與尚未考量之欄位，在目前已考量之欄位部分，可對照

他國相同欄位之項目分類或填寫方式；於目前未考量之欄位，可討論是否有增加

之必要，或於國內之可執行性、操作性是否合宜。由於調查記錄欄位總數及內容

繁多，因此本研究計畫照前揭章節分類依五大類內容進行區分： 

1. 「人」相關影響因素，請參閱表 3.6 至表 3.26。 

2. 「車」相關影響因素，請參閱表 3.27 至表 3.48。 

3. 「路」相關影響因素，請參閱表 3.49 至表 3.64。 

4. 「環境」相關影響因素，請參閱表 3.65 至表 3.70。 

5. 「其他」影響因素，請參閱表 3.71 至表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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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6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性
別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英
國
 

性
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表
 
3
.7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駕
照
號
碼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駕
照
號
碼
 

開
放
式
欄
位
填
寫
 

開
放
式
欄
位
填
寫

 
開
放
式
欄
位
填
寫
 

 

表
 

3
.8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核
發
駕
照
地
區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核
發
駕
照
地
區
 

（
州
別
）
 

開
放
式
欄
位
填
寫
 

開
放
式
欄
位
填
寫

 
開
放
式
欄
位
填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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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9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駕
照
等
級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駕
照
等
級

 

 D

 


 A

 


 B

 


 C

 


 M

 


 未

知
 


 D

 


 A

 


 B

 


 C

 


 M

 

 

需
填
寫

 

 A

 


 B

 


 C

 


 D

 


 E

(操
作
員

) 


 不

明
 

註
：

D
指
普
通
駕
照

(一
般
駕
照

)；
A
、

B
、

C
指
職
業
駕
照
，
依
載
重
重
量
區
分
，
各
州
規
定
不
同
；

M
指
機
車
駕
照
。

 

 
表

 
3
.1

0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職
業
駕
駛
職
照
類
別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職
業
駕
駛
執
照

類
別

 


 危

險
物
品
 


 坦

克
 


 聯

結
車
 


 坦

克
與
危
險
物
品
 


 大

眾
運
輸
 


 危

險
物
品
 


 坦

克
 


 聯

結
車

 


 坦

克
與
危
險
物
品
 


 大

眾
運
輸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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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1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是
否
受
困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是
否
受
困

 

 未

受
困
 


 使

用
機
械
救
出
 


 未

使
用
機
械
救
出
 


 未

知
 

 
表

 
3
.1

2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傷
者
分
類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英
國

 

傷
者
分
類

 

 駕

駛
 


 乘

客
 


 行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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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3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受
傷
情
況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英
國
 

日
本
 

受
傷
情

況
 


 重

傷
（
致
命
）
 

（
無
致
命
傷
）
 


 無

行
為
能
力
 


 有

行
為
能
力
 


 可

能
受
傷
 


 無

受
傷
 


 未

知
 


 身

亡
 


 重

傷
 


 可

能
受
傷

 


 無

明
顯
傷
勢

 


 無

受
傷

 


 沒

受
傷
 


 可

能
受
傷
 


 無

損
害

性
傷

害
 


 損

害
性
傷
害
 


 致

命
傷
 


 沒

通
報
/未

知
 


 死

亡
 


 嚴

重
 


 其

他
可
見
傷

 


 有

疼
痛
感

 


 無

 


 可

能
受
傷
 


 無

致
殘
 


 致

殘
 


 致

命
(3
0

日

內
) 


 非

因
交

通
致

命
 


 致

命
的
 


 嚴

重
的
 


 輕

微
的
 


 死

亡
 


 重

傷
 


 輕

傷
 

 
表

 
3
.1

4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醫
療
運
送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醫
療
運
送
 


 無

 


 救

護
車
 


 員

警
 


 其

他
 


 未

知
 

（
如
有
運
送
，
需
填
寫
醫
院
名

稱
和
醫
療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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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5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死
亡
日
期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死
亡
日
期
 

開
放
式
填
寫
 

 
表

 
3
.1

6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救
護
車
運
送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救
護
車
運
送
 


 是

 


 否

 

 
表

 
3
.1

7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駕
駛
人
行
動
狀
態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日
本
 

駕
駛

人

行
動

狀

態
 


 無

不
良
動
作
 


 超

過
速
限
 


 超

過
安

全
速

限
但

未

達
速
限
 


 上

坡
超
車
 


 迴

轉
超
車
 


 十

字
路
口
超
車
 


 不

恰
當
超
過
校
車
 


 不

當
切
入
車
道
 


 無

 


 未

讓
車
 


 未

依
安
全
速
限
行
駛
 


 未

保
持
安
全
距
離
 


 闖

紅
燈
 


 未

依
標
誌
停
止
或
讓
車
 


 不

當
轉
彎
 


 不

當
超
車
 


 不

當
切
換
車
道
 


 無

不
當
動
作

 


 速

度
過
快

 


 超

過
速
限

 


 未

停
等
再
行
駛

 


 為

保
持
安
全
距
離

 


 無

視
停
止
標
誌

 


 未

遵
守
交
通
號
誌

 


 不

當
轉
向

 


 逆

向
行
駛

 


 視

線
模
糊
 


 粗

心
 


 走

走
停
停
 


 進

入
/離

開
坡
道
 


 前

方
事
故
 


 左

轉
 


 右

轉
 


 停

止
 


 迴

轉
 


 直

行
(加

速
) 


 直

行
(減

速
) 


 直

行
(定

速
) 


 後

退
 


 超

車
 


 右

轉
 


 左

轉
 


 停

車
 


 迴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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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日
本
 


 切

換
車
道
 


 其

他
不
恰
當
超
車
 


 逆

向
行
駛
 


 未

適
當
駕
駛
於
車
道
 


 未

保
持
適
當
距
離
 


 未

依
號
誌
行
駛
 


 未

依
規
定
右
轉
 


 未

依
規
定
左
轉
 


 其

他
不
當
轉
彎
 


 不

當
倒
車
 


 不

當
起
步
 


 未

注
意

道
路

指
揮

或

標
示
 


 未

注
意
交
通
號
誌
 


 未

注
意

停
止

標
誌

或

警
告
標
誌
 


 駕

駛
者
分
心
 


 穿

越
施
工
區
 


 車

燈
故
障
 


 未

開
車
燈
 


 不

當
停
車
 


 在

不
當
位
置
停
車
 


 迴

避
行
人
 


 迴

避
其
他
運
具
 


 迴

避
動
物
 


 不

當
倒
車
 


 不

當
起
步
（
從
停
車
位
置
） 


 違

規
停
止
或
停
車
 


 中

心
左
轉
 


 失

控
 


 駕

駛
者
分
心
 


 不

明
原
因
離
開
車
道
駕
駛
 


 其

他
不
當
駕
駛
 


 操

作
已
知
不
完
善
之
設
備

 


 機

車
安
全
設
備
未
使
用

 


 闖

越
禁
止
通
行
區
域

 


 其

他
不
安
全
區
域

 


 注

意
力
不
集
中

 


 未

走
人
行
道
(行

人
) 


 走

錯
邊
(
行
人
) 


 其

他
 


 未

知
 


 逆

向
 


 減

速
 


 超

車
 


 變

換
車
道
 


 停

車
 


 其

他
 


 不

明
 


 匯

流
 


 其

他
 



 

  

105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日
本
 


 高

速
公
路
壅
塞
 


 閃

光
 


 衝

撞
與
奔
跑
 


 車

輛
滑
行
(無

駕
駛
) 


 迴

避
車
道
上
物
體
 


 逃

避
警
察
 


 車

輛
失
控
 


 不

當
超
車
 


 不

當
切
換
車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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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8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駕
駛
者
分
心
類
型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駕
駛

者
分

心

類
型
 


 觀

看
路
旁
事
故
 


 疲

勞
駕
駛
 


 看

風
景
 


 乘

客
 


 廣

播
／
C
D 


 使

用
手
機
 


 看

別
處
 


 做

白
日
夢
 


 飲

食
 


 適

應
車
輛
 


 其

他
 


 導

航
訊
息
 


 寫

字
 


 無

 


 不

明
顯
 


 喝

酒
 


 非

法
藥
物
 


 疲

勞
駕
駛
 


 身

體
損
傷
 


 處

方
藥
 


 其

他
 


 生

理
狀
況
 


 飲

酒
 


 使

用
藥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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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9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飲
酒
狀
態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飲
酒
狀
態
 


 無

 


 飲

酒
－
明
顯
酒
醉
 


 飲

酒
－
可
能
影
響
駕
駛
 


 飲

酒
－
可
能
未
影
響
駕
駛
 


 飲

酒
－
無
法
判
斷
是
否
影
響
駕
駛
 


 未

知
 


 有

 


 無

 

 
表

 
3
.2

0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酒
精
測
試
類
型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英
國
 

酒
精
測
試
類
型

 

 血

液
 


 呼

氣
 


 拒

絕
測
試
 


 無

測
試
 


 無

施
測
 


 陽

性
反
應
 


 陰

性
反
應
 


 無

反
應
 


 拒

絕
受
測
 


 未

提
供
(醫

療
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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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1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藥
物
使
用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藥
物
使
用
 


 是

 


 否

 


 未

知
 


 有

 


 無

 

 
表

 
3
.2

2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駕
駛
者
身
體
狀
態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駕
駛
者
身
體
 

狀
態
 


 無

 


 視

力
缺
陷
 


 聽

覺
缺
陷
 


 其

他
身
體
缺
陷
 


 疾

病
 


 疲

勞
 


 嗜

睡
 


 其

他
 


 未

知
 


 生

理
缺
陷

 

 無

缺
陷
 


 視

覺
缺
陷
 


 疲

勞
/睡

著
 


 聽

力
缺
陷
 


 疾

病
 


 癲

癇
發
作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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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3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行
人
行
動
狀
態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英
國
 

行
人
行
動
狀
態

 

 穿

越
路
口
 

（
交
通
管
制
號
誌
）
 


 穿

越
路
口
 

（
違
反
交
通
管
制
號
誌
）

 


 穿

越
路
口
 

（
無
交
通
管
制
號
誌
）

 


 穿

越
路
口
（
對
角
）

 


 穿

越
道
口
（
鄉
間
）

 


 穿

越
道
路
（
都
市
）

 


 從

後
方
停
車
車
輛
過
來

 


 上

下
校
車
 


 在

道
路
上
嬉
戲
 


 上

下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在

故
障
車
輛
旁
 


 在

同
向
道
路
上
行
走

 

（
人
行
道
）
 


 在

同
向
道
路
上
行
走

 

（
無
人
行
道
）
 


 在

反
向
道
路
上
行
走

 

（
人
行
道
）
 


 穿

越
十
字
路
口
 


 穿

越
其
他
類
型
路
口
 


 在

道
路
上
行
走
（
同
向
）
 


 在

道
路
上
行
走
（
反
向
）
 


 在

路
上
嬉
戲
 


 在

路
上
工
作
 


 上

下
車
輛
 


 在

道
路
的
車
輛
上
工
作
 


 在

道
路
上
做
其
他
事
 


 在

路
肩
或
人
行
道
上
 


 穿

越
車
道
 


 穿

越
人
行
道
 


 在

路
口
穿
越
 


 順

向
步
行
 


 逆

向
步
行
 


 在

路
上
修
車
 


 路

上
嬉
戲
 


 站

在
槽
化
島
 


 其

他
 


 未

知
 


 穿

越
人
行
道

 


 穿

越
人
行
道
接
近
路
口
處

 


 穿

越
人
行
道
離
開
路
口

 


 橫

越
車
道

 


 在

人
行
道
上

 


 在

車
道
上

 


 在

中
央
分
隔
帶

 


 不

明
或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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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英
國
 


 在

反
向
道
路
上
行
走

 

（
無
人
行
道
）
 


 站

在
道
路
上
 


 躺

在
道
路
上
 


 不

在
道
路
上
 


 其

他
 

 
表

 
3
.2

4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保
護
裝
置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英
國

 
日
本
 

保
護

裝

置
 


 未

使
用
 


 安

全
帶
 

（
肩
及
腰
）
 


 安

全
帶
（
腰
） 


 安

全
帶
（
肩
） 


 兒

童
安
全
座

椅
 


 安

全
帽
 


 未

知
 

（
非

汽
機

車

駕
駛
人
）
 


 無

 


 安

全
帶

(腰
) 


 安

全
帶

(肩
) 


 安

全
帶

(
肩

及
腰
) 


 兒

童
安

全

座
椅
 


 安

全
帽
 


 其

他
 


 輔

助
座
椅

 


 未

使
用
 


 未

使
用
 


 不

須
使
用
 


 安

全
帶
（
腰
） 


 安

全
帶

(
肩

及
腰
) 


 安

全
帶
（
肩
） 


 兒

童
安
全
座

椅
 


 安

全
氣
囊
 


 無

使
用
報
告
 


 沒

使
用
 


 腰

部
安

全

帶
 


 腰

&
肩

安
全

帶
 


 氣

囊
已

經

作
動
 


 兒

童
座
椅
 


 安

全
帽
 


 滑

軌
式

安

全
帶
 


 滑

軌
式

&
腰


 無

人
在

車

內
 


 不

明
 


 有

使
用

腰

部
安
全
帶

 


 未

使
用

腰

部
安
全
帶

 


 有

使
用

肩

膀
安
全
帶

 


 未

使
用

肩

膀
安
全
帶

 


 有

使
用

肩


 未

使
用
 


 安

全
帶
 


 兒

童
座
椅
 


 安

全
氣
囊
 


 安

全
氣
囊
 

(沒
配
置
) 


 安

全
帶
 


 有

使
用

安

全
帶

 


 未

使
用

安

全
帶

 


 不

明
 


 有

使
用

安

全
帶
 


 未

使
用

安

全
帶
 


 未

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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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英
國

 
日
本
 


 安

全
帽
 


 部

分
防

護

(
手

肘
、

護

膝
等
) 


 防

護
背
心
 


 ‧

反
光
、
發

光
設
備
 


 ‧

其
他
 


 ‧

未
知
 


 不

適
用
 

部
安
全
帶
 


 其

他
 


 未

知
 

膀
及

腰
部

安
全
帶
 


 未

使
用

肩

膀
及

腰
部

安
全
帶
 


 有

使
用

滑

軌
式

安
全

帶
 


 未

使
用

滑

軌
式

安
全

帶
 


 安

全
氣

囊

展
開
 


 安

全
氣

囊

未
展
開
 


 車

裡
有

使

用
兒

童
座

椅
 


 車

裡
未

使

用
兒

童
座

椅
 


 未

知
車

輛

裡
使

用
兒

童
座
椅
 


 錯

誤
車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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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英
國

 
日
本
 

裡
使

用
兒

童
座
椅
 


 沒

有
在

車

裡
 


 駕

駛
有

帶

安
全
帽
 


 駕

駛
未

戴

安
全
帽
 


 乘

客
有

帶

安
全
帽
 


 乘

客
未

戴

安
全
帽
 

 
表

 
3
.2

5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安
全
帽
使
用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英
國
 

安
全
帽
使
用
 

（
機
車
）
 


 無

使
用

 


 全

罩
式

 


 其

他
類
型

 


 安

全
帽
 


 駕

駛
有
帶
安
全
帽
 


 駕

駛
未
戴
安
全
帽
 


 乘

客
有
帶
安
全
帽
 


 乘

客
未
戴
安
全
帽
 


 有

 


 沒

有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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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6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肇
事
逃
逸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英
國

 

肇
事
逃
逸
 


 有

 


 無

 

 

表
 
3
.2

7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車
輛
人
數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日
本
 

車
輛
人
數
 

開
放
式

 
開
放
式
 

（
包
含
行
人
人
數
）

 

開
放
式
 

 
表

 
3
.2

8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車
輛
財
物
損
失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車
輛
財
物

損
失

 

車
輛
損
壞
價
值
超
過

$1
00
0 


 是

 


 否

 

車
輛
和
財
物
損
失
情
況

 


 超

過
$1
50

 


 低

於
$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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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9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車
齡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車
齡
 

開
放
式
填
寫

 
開
放
式
填
寫
 

開
放
式
填
寫

 
開
放
式
填
寫
 

開
放
式
填
寫

 

 

表
 
3
.3

0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車
輛
顏
色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車
輛
顏
色
 

開
放
式
填
寫

 
開
放
式
填
寫
 

開
放
式
填
寫

 
開
放
式
填
寫

 

 
表

 
3
.3

1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車
輛
製
造
公
司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車
輛
製
造
公
司
 

開
放
式
填
寫

 
開
放
式
填
寫
 

開
放
式
填
寫

 
開
放
式
填
寫
 

開
放
式
填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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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2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車
種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英
國
 

車
種

 

 小

客
車
 


 輕

型
卡
車
 


 機

車
 


 巴

士（
15

人
以
上
） 


 巴

士
（
7-
15

人
）
 


 半

聯
結
車
（
兩
軸
） 


 半

聯
結
車
（
三
軸

以
上
）
 


 卡

車
／
拖
車
 


 曳

引
車
 


 半

拖
車
 


 聯

結
車
（
兩
截
）
 


 聯

結
車
（
三
截
）
 


 未

知
類
型
大
卡
車
 


 露

營
車
 


 其

他
 


 未

知
 


 小

客
車
 


 輕

型
卡
車

 


 貨

車
 


 卡

車
（
兩
軸
）

 


 卡

車
（
三
軸
以
上
）
 


 露

營
車
 


 特

殊
車

種
（

大

型
車
、
挖
土
機

等
）
 


 自

行
車
 


 輕

型
機
車

 


 機

車
 


 救

護
車
 


 巴

士
－
校
車

 


 巴

士
－
市
區
巴
士
 


 巴

士
－
客
運
巴
士
 


 其

他
（

小
型

賽

車
、
殯
儀
車
、
圖

書
巡
迴
車
、
高
爾

夫
手
推
車
）

 


 特

殊
車

種
（

農

業
相
關
）

 


 特

殊
車

種
（

沙

灘
車

AT
V）

 

（
汽
車
）
 


 小

客
車
 


 小

型
車
 


 中

型
車
 


 大

型
車
 

（
貨
車
）
 


 輕

型
卡
車
 


 廂

型
車
 


 大

貨
車
 


 拖

車
 


 聯

結
車
 


 半

聯
結
車
 

（
機
車
）
 


 3
50
cc

以
上
 


 7
50
cc

以
上
 


 超

過
75
1c
c 


 電

動
自
行
車
 

（
巴
士
）
 


 校

車
 


 教

會
巴
士
 


 公

共
巴
士
 

（
特
種
車
）
 


 警

車
 


 消

防
車
 


 客

車
 


 輕

型
卡
車

 


 巴

士
(9
-1
5
人

座
) 


 巴

士
(>
15

人

座
) 


 聯

結
車
(2

軸
/6

或
更
多
輪
) 


 聯

結
車
(3

軸
以

上
) 


 貨

櫃
車
 


 曳

引
車
 


 雙

貨
櫃

聯
結

車
 


 三

貨
櫃
聯
結
車
 


 其

他
 


 小

客
車

/
旅

行
車
 


 箱

型
車

/
拖

車
 


 摩

托
車

/
小

型
摩
托
車
 


 箱

型
/
拖

車

型
/貨

車
 


 卡

車
或
聯
結

車
 


 卡

車
/拖

車
 


 校

車
 


 其

他
巴
士
 


 救

護
車
 


 巡

邏
車
 


 自

行
車
 


 行

人
 


 電

動
腳
踏
車
 


 小

客
車
 


 箱

型
車
 


 輕

型
卡

車
/

貨
卡
 


 中

型
卡
車
 


 重

型
卡
車
 


 拖

引
機
 


 R
V
露
營
車
 


 巴

士
(9
-1
5

人
座
) 


 巴

士
(>
15

人

座
) 


 自

行
車
 


 機

車
 


 電

動
機
車
 


 越

野
車
 


 火

車
 


 慢

車
 


 其

他
 


 小

客
車
 


 計

程
車
 


 小

貨
車
 

(3
.5

噸
以
下
) 


 貨

車
 

(3
.5
~7
.5

噸
) 


 貨

車
 

(7
.5

噸
以
上
) 


 貨

車
 

(不
知
重
量
) 


 機

車
 

(5
0c
c.
以
下
) 


 機

車

(5
0c
c.
~1
25
cc
.)
 


 機

車 (1
25
cc
~5
00
cc
) 


 機

車
(超

過

50
0c
.c
) 


 機

車
(不

知
c.
c.

數
) 


 電

動
機
車
 


 自

行
車
 


 公

車
或

長
途

公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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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

動
行

多
用

途

車
SU
V（

休
旅

車
）
 


 曳

引
車
 


 救

護
車
 


 計

程
車
 


 露

營
車
 


 火

車
 


 農

耕
用
車
 


 農

用
機
械
 


 雪

車
 


 挖

土
機
 


 獸

力
車
 


 人

力
車
(推

車
) 


 其

他
 


 迷

你
公

車

(1
6~
18

人
座
) 


 農

耕
車
 


 騎

馬
 


 輕

軌
電
車
 


 其

他
車
輛
 

 

表
 
3
.3

3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被
牽
引
拖
車
種
類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英
國
 

被
牽
引
拖
車
種
類

 

 半

聯
結
車
 


 貨

櫃
聯
結
車
 


 油

罐
車
 


 拖

架
 


 拖

船
 


 工

具
拖
車
 


 露

營
車
 


 木

管
車
 


 拖

吊
車
 


 運

車
拖
車
 


 其

他
 


 無

加
掛
 


 多

結
車
廂
(含

絞
盤
) 


 兩

個
以
上
的
拖
車
 


 露

營
車
 


 單

個
拖
車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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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4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行
駛
方
向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行
駛
方
向
 


 北

 


 南

 


 東

 


 西

 


 北

 


 南

 


 東

 


 西

 


 北

 


 南

 


 東

 


 西
（
若
非
發
生
在

路
口
，
需
填
寫
）
 


 北

 


 南

 


 東

 


 西

 


 北

 


 南

 


 東

 


 西

 


 北

 


 南

 


 東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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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5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行
駛
狀
態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英
國
 

日
本
 

行
駛
狀

態
 


 直

行
 


 減

速
或
停
止
 


 右

轉
 


 左

轉
 


 變

換
車
道
 


 進

入
車
道
 


 離

開
車
道
 


 迴

轉
 


 超

車
 


 煞

車
 


 停

車
 


 其

他
 


 未

知
 


 （

非
汽
機
車
駕

駛
狀
態
）
 


 進

入
或
穿
越
區
 

域
 


 步

行
、
跑
步
或
 

騎
自
行
車
 


 工

作
 


 推

車
 


 上

下
車
輛
 


 在

車
上
工
作
 


 直

行
 


 右

轉
 


 左

轉
 


 迴

轉
 


 減

速
或
停
止

 


 進

入
車
道

 


 起

步
 


 車

道
中
停
止

 


 向

右
離
開
車
道
 


 向

左
離
開
車
道
 


 停

車
 


 倒

車
 


 超

車
 


 切

換
車
道

 


 其

他
 


 從

路
邊

進
入

道
路
中
 


 直

行
 


 右

轉
 


 左

轉
 


 紅

燈
右
轉
 


 迴

轉
 


 待

轉
 


 停

在
車
陣
中
 


 停

車
中
 


 停

車
 


 倒

車
 


 超

車
 


 ‧

變
換
車
道
 


 ‧

進
出
引
道
 


 ‧

失
控
 


 ‧

急
轉
彎
 


 ‧

無
人
駕
駛
 


 ‧

其
他
 


 直

行
 


 慢

行
 


 停

止
 


 左

轉
 


 右

轉
 


 迴

轉
 


 進

入
巷
道
或

 

車
道
 


 離

開
巷
道
或

 

車
道
 


 超

越
或
超
車

 


 換

車
道
 


 倒

車
 


 閃

車
.行

人
 


 進

入
停
車
格

 


 離

開
停
車
格

 


 停

車
動
作
完
成
 


 停

車
動
作
未
完

成
 


 無

人
駕
駛
運
具
 


 穿

越
道
路

 


 同

向
行
駛

 


 逆

向
行
駛

 


 直

行
 


 慢

行
 


 左

轉
 


 倒

車
 


 右

轉
 


 變

換
車
道
 


 進

入
/
駛

離
停

車
位
 


 正

確
停
車
 


 違

規
停
車
 


 迴

轉
 


 通

行
 


 無

人
駕
駛
或
不

在
車
內
 


 其

他
 


 倒

車
 


 停

車
 


 停

等
 


 減

速
中
 


 離

開
車
道

 


 迴

轉
 


 左

轉
 


 等

待
左
轉

 


 右

轉
 


 等

待
右
轉

 


 變

換
車
道

 

(右
切
) 


 變

換
車

道
(
左

切
) 


 超

車
 


 直

行
 


 直

行
(加

速
) 


 直

行
(減

速
) 


 直

行
(定

速
) 


 後

退
 


 超

車
 


 右

轉
 


 左

轉
 


 停

車
 


 迴

轉
 


 匯

流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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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

立
 


 其

他
 


 未

知
 


 站

立
 


 躺

臥
 


 上

車
或
下
車

 


 道

路
施
工

 


 其

他
 


 未

知
 

  
表

 
3
.3

6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車
輛
撞
擊
位
置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日
本
 

車
輛
撞
擊
位
置
 

 

0：
無
 

10
：
車
底
 

11
：
全
部
 

12
：
其
他
 

13
：
未
知
 

 
 

9：
車
頂
 

10
：
車
底
 

11
：
載
貨
區

 

12
：
拖
車
 

 

圈
選
受
損
部
位
 

(半
開
放
式
填
寫
) 

‧
正
面
撞
擊

 

‧
側
面
撞
擊

 

‧
追
撞

 

‧
擦
撞

 

‧
物
件
撞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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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7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車
輛
損
毀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車
輛
損
毀

 

 未

知
 


 無

 


 翻

覆
 


 引

擎
 


 車

底
 


 全

部
損
毀
 


 著

火
 


 其

他
 


 無

 


 輕

微
 


 中

等
 


 嚴

重
 


 未

知
 


 少

許
損
害
 


 較

小
的
 


 中

等
的
 


 較

大
的
 


 全

毀
 

 

表
 
3
.3

8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車
輛
著
火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車
輛
著
火
 


 無

著
火
 


 因

撞
擊
而
著
火
 


 著

火
（
其
他
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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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9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車
輛
狀
態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日
本
 

車
輛
狀
態
 


 無

受
損

 


 車

燈
損
壞

 


 煞

車
損
壞

 


 方

向
盤
損
壞

 


 穿

刺
／
風
蝕

 


 輪

胎
磨
損

 


 操

作
故
障

 


 其

他
 


 受

困
 


 鏡

子
損
毀

 


 窗

戶
損
毀

 


 排

氣
系
統

 


 沒

明
顯
缺
陷
 


 煞

車
缺
陷
 


 方

向
盤
缺
陷
 


 頭

燈
故
障
 


 尾

燈
故
障
 


 方

向
燈
故
障
 


 爆

胎
或
熄
火
 


 胎

紋
過
淺
 


 起

火
 


 擋

風
玻
璃
雨
刷
故

障
 


 排

氣
故
障
 


 其

他
故
障
 


 沒

拖
車
拉
托
 


 未

知
 


 沒

缺
陷

 


 煞

車
 


 胎

紋
淺

 


 車

燈
 


 熄

火
 


 方

向
盤

 


 擋

風
玻
璃
 


 裝

備
 


 其

他
 


 故

障
處
 


 引

擎
 


 速

度
抑
制
裝
置

 


 傳

動
裝
置
 


 輪

圈
 


 輪

胎
 


 車

軸
 


 操

控
裝
置
 


 制

動
裝
置
 


 緩

衝
裝
置
 


 燃

料
裝
置
 


 電

器
裝
置
 


 車

骨
及
車
架
 


 連

結
裝
置
 


 乘

車
裝
置
 


 物

品
裝
載
裝
置

 


 窗

戶
 


 防

噪
裝
置
 


 排

煙
裝
置
 


 信

號
燈
 


 反

光
板
 


 喇

叭
 


 後

照
鏡
 


 儀

表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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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日
本
 


 滅

火
器
 


 壓

力
附
屬
裝
置

 


 行

車
紀
錄
器
 


 其

他
 

 

表
 
3
.4

0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車
輛
處
理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車
輛
處
理

 

 自

行
開
走
 


 留

在
原
地
 


 拖

吊
 


 拖

車
 

 
表

 
3
.4

1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貨
卡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貨
卡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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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2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貨
車
車
軸
數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貨
車
車
軸
數

 
詳
塡
 

 
表

 
3
.4

3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車
輛
用
途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日
本
 

車
輛
用
途

 

 無

 


 計

程
車
 


 校

車
 

（
公
立
或
私
立
）
 


 轉

乘
巴
士
 


 專

用
巴
士
 


 公

路
客
運
 


 其

他
巴
士
 


 軍

用
車
輛
 


 警

車
 


 救

護
車
 


 未

知
 


 計

程
車
 


 拖

車
屋
 


 火

車
 


 農

耕
機
 


 農

用
車
 


 剷

雪
車
 


 建

築
工
程
器
具
 


 載

動
物
平
台
 


 無

 


 巴

士
(9
-1
5
人
座
) 


 巴

士
(>
15

人
座
) 


 箱

型
車
 


 油

罐
車
 


 平

版
貨
車
 


 垃

圾
車
 


 散

裝
貨
品
車

 


 水

泥
預
拌
車

 


 自

動
駕
駛
車

 


 其

他
 


 私

人
使
用
 


 商

用
載
客
 


 商

用
載
貨
 


 公

共
運
輸
 


 公

有
校
車
 


 私

有
校
車
 


 救

護
車
 


 執

法
車
輛
 


 消

防
車
 


 軍

用
 


 其

他
政
府
 


 垃

圾
車
 


 水

泥
預
拌
車
 


 廢

棄
物
 


 貨

櫃
 


 其

他
 


 事

業
用
 


 自

家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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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4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貨
物
乘
載
類
型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
亞
利
桑
那
州
 

貨
物
乘
載
類
型

 

 空

 


 生

鮮
食
材
 


 一

般
貨
物
 


 金

屬
/重

型
機
具
 


 汽

油
 


 危

險
液
體
 


 危

險
固
體
 


 放

射
性
物
質
 


 易

燃
液
體
 


 易

燃
氣
體
 


 毒

性
物
質
 

 
表

 
3
.4

5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撞
擊
彈
出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撞
擊
彈
出
 


 無

彈
出

 


 全

部
彈
出

 


 部

分
彈
出

 


 不

適
用

 


 未

知
 


 無

彈
出
 


 部

分
彈
出
 


 全

部
彈
出
 


 無

彈
出
 


 部

分
彈
出
 


 全

部
彈
出
 


 受

困
於
車
輛
內
 


 無

彈
出
 


 全

部
彈
出
 


 部

分
彈
出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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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6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乘
坐
位
置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英
國
 

乘
坐

位
置

 


 前

排
左
側
（
或

機
車
駕
駛
）
 


 前

排
中
間
 


 前

排
右
側
 


 第

二
排

左
側

（
或

機
車

乘

客
）
 


 第

二
排
中
間
 


 第

二
排
右
側
 


 後

排
左
側
 


 後

排
中
間
 


 後

排
右
側
 


 行

人
、
自
行
車

或
電
動
車
 


 載

貨
區
 


 車

輛
外
 


 其

他
車
輛
 


 公

車
乘
客
 


 其

他
 


 未

知
 

 

 1
：
駕
駛
 


 2
-6
：
乘
客

 


 7
：
貨
斗
、
車
廂

 


 8
：
車
輛
外

 


 9
：
其
他
乘
客

 

 

 

 1
：
駕
駛
 


 2
-6
：
乘
客
 


 7
：
車
廂
 


 8
：
機
車
騎
士
 


 9
：
機
車
乘
客
 

 

 1
：
駕
駛
 


 2
-9
：
乘
客
 


 1
0
：

不
在

乘

客
座
位
上

 


 1
1
：

機
車

、

公
車
 


 1
2
：
其
他
 


 1
3
：
未
知
 


 1
4
：
自
行
車
 

 

 1
：
駕
駛
 


 2
-6
：
乘
客
 


 7
：

旅
行

車
後

方
位
置
 


 8
：

後
車

廂
、

貨
車

或
箱

型
車
 


 9
：

未
知

的
位

置
 


 0
：
其
他
 


 左

前
 


 前

中
 


 左

前
 


 靠

左
 


 靠

中
 


 靠

右
 


 卡

車
內

 


 巴

士
乘
客

 


 其

他
 

小
客
車
 


 非

乘
客
 


 前

座
乘
客
 


 後

座
乘
客
 

 巴
士
 


 非

乘
客
 


 上

車
 


 下

車
 


 站

立
著
 


 坐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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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7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安
全
氣
囊
開
關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安
全
氣
囊
開
關
 

 開

啟
 


 關

閉
 


 無

開
關

 


 未

知
是
否
有
開
關

 


 未

知
 


 作

動
（
前
方
）
 


 未

作
動
 


 不

適
用
 


 關

閉
 


 未

知
 


 作

動
（
側
邊
）
 


 作

動
（
其
他
）
 


 作

動
（
多
個
）
 


 氣

囊
已
經
作
動
 


 安

全
氣
囊
展
開

 


 安

全
氣
囊
未
展
開

 

  
表

 
3
.4

8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校
車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
麻
薩
諸
塞
州

 

校
車
 


 是

 


 否

 

 

表
 
3
.4

9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道
路
速
限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英
國
 

日
本
 

道
路
速
限

 

 估

計
時
速
 


 道

速
速
限
 


 官

方
估
計
時
速

 


 道

速
速
限

 


 道

速
速
限
 


 道

速
速
限
 


 速

限
 


 估

計
速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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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

0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事
故
前
所
在
位
置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事
故
前
所
在
位
置
 

（
非
汽
機
車
駕
駛
人
）
 


 路

口
（
行
人
穿
越
道
）

 


 路

口
（
非
行
人
穿
越
道
）

 


 非

路
口
（
行
人
穿
越
道
）

 


 車

道
 


 非

車
道

 


 中

央
分
隔
島

 


 路

肩
 


 人

行
道

 


 小

徑
 


 未

知
 


 在

十
字
路
口
通
過
斑
馬
線

 


 非

十
字
路
口
通
過
斑
馬
線

 


 非

斑
馬
線
通
過

 


 在

路
上
包
含
路
肩

 


 在

路
上
 


 到

達
/離

開
學
生
巴
士

 


 不

在
路
口
 


 在

路
口
 


 受

路
口
影
響
 


 交

流
道
 


 鐵

路
 


 橋

 


 交

流
道
引
道
(出

口
方
向

) 


 交

流
道
引
道
(進

入
方
向

) 


 公

有
停
車
格
 


 私

人
停
車
格
 


 公

車
停
靠
區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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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

1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交
通
號
誌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英
國
 

交
通
號
誌

 

 無

 


 停

止
 


 行

車
管
制
號
誌
 


 閃

光
號
誌
 


 讓

車
標
誌
 


 學

區
 


 警

告
標
誌
 


 平

交
道
 


 未

知
 


 無

 


 警

察
或

指
揮

人
員
 


 交

通
號
誌

 


 停

止
標
誌

 


 減

速
或

警
告

標
誌
 


 標

線
 


 無

禁
止
超
車
線
 


 讓

車
標
誌

 


 單

行
道

 


 平

交
道
（
標
記

和
標
誌
）

 


 平

交
道
（
管
制

號
誌
）

 


 平

交
道
（
閘
門

與
管
制
號
誌
）
 


 其

他
 


 行

人
穿
越
道

 


 減

速
－
學
區

 


 減

速
－
施
工
區
 


 高

速
公

路
安

全
通
道

 


 （

駕
駛
）
 


 無

 


 停

止
標
誌
 


 讓

車
標
誌
 


 行

車
管
制
號
誌
 


 閃

光
號
誌
 


 學

區
 


 鐵

道
路

口
警

告
標
誌
 


 鐵

路
號
誌
（
閃

光
）
 


 鐵

路
平

交
道

柵
門
 


 施

工
路
障
 


 員

警
 


 路

面
標
線
 


 其

他
（
行
人
）
 

 

塡
選

A、
B
欄
項
 


 A
：

設
備

正
常

運
作
 


 B
：
設
備
異
常
 


 交

通
號
誌

 


 讓

車
號
誌

 


 停

止
號
誌

 


 警

告
號
誌

 


 平

交
道
號
誌

 


 閃

光
號
誌

 


 警

察
指
揮
中

 


 號

誌
正

常
運

作
中
 


 號

誌
運
作
異
常
 


 無

號
誌
 


 無

 


 特

殊
速
度
區

 


 速

限
標
誌
 


 學

區
 


 交

通
告
示
 


 停

止
標
誌
 


 讓

路
號
誌
 


 閃

光
燈
 


 鐵

路
號
誌
 


 指

揮
人
員
 


 禁

止
迴
轉
 


 人

員
指
揮
 


 行

車
管
制
號
誌
 


 停

止
標
誌
 


 讓

路
標

誌
或

不
需
被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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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

2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交
通
號
誌
是
否
運
作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交
通
號
誌
是
否

運
作
 


 是

 


 否

 


 有

，
運
作
中
 


 有

，
被
遮
蔽
 


 有

，
無
運
作
 


 有

，
無
運
作
且
被

遮
蔽
 


 有

，
非
正
常
運
作
 


 無

交
通
號
誌
 


 設

備
正
常
運
作
 


 設

備
異
常
 


 正

常
 


 異

常
 

 
表

 
3
.5

3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路
面
鋪
裝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路
面
鋪
裝
 


 混

凝
土
 


 柏

油
 


 磚

塊
 


 礫

石
 


 泥

土
 


 其

他
 


 瀝

青
 


 水

泥
 


 碎

石
 


 土

 


 其

他
 


 石

頭
 


 柏

油
 


 磚

 


 水

泥
 


 泥

土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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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

4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路
面
狀
況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英
國

 
日
本
 

路
面
狀

況
 


 乾

燥
 


 潮

濕
 


 雪

 


 冰

 


 沙

、
泥

、

油
、
碎
石
 


 水

（
積
水
、

流
水
）
 


 泥

濘
、
雪
泥
 


 其

他
 


 未

知
 


 乾

燥
 


 潮

濕
 


 雪

 


 冰

 


 泥

 


 油

或
液
體

 


 其

他
 


 岩

屑
、
碎
石
 


 水

（
積
水
、

流
水
）
 


 雪

泥
 


 沙

、
礫
石

 


 乾

燥
 


 潮

濕
 


 雪

 


 冰

 


 泥

土
、
沙
 


 其

他
 


 乾

 


 濕

 


 沙

土
、

泥

土
、
油
 


 雪

 


 爛

泥
 


 冰

 


 其

他
 


 未

知
 


 乾

 


 濕

 


 冰

 


 泥

濘
/油

滑
 


 乾

 


 濕

 


 滑

 


 冰

 


 其

他
 


 乾

燥
 


 濕

潤
 


 雪

 


 霜

/冰
 


 淹

水
(
表

面

水
深
超
過

3

公
分
)
 


 乾

 


 濕

 


 積

雪
 


 結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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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

5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路
面
類
型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
維
吉
尼
亞
州

 
英
國
 

路
口
類
型
 


 非

路
口
 


 十

字
路
口
 


 Ｔ

字
路
口
 


 Ｙ

字
路
口
 


 上

坡
 


 下

坡
 


 圓

環
 


 大

型
路
口
（
五
個
方
向

以
上
）
 


 車

道
 


 平

交
道
口
 


 未

知
 


 非

路
口
 


 雙

岔
路
口
 


 三

岔
路
口
 


 四

岔
路
口
 


 五

岔
路
口
以
上

 


 環

狀
 


 2
0
公
尺
內
無
交
岔
口
 


 圓

環
 


 迷

你
圓
環
 


 T

字
路
口
 


 交

流
道
 


 交

岔
路
 


 多

岔
路
口
 


 私

人
道
路
 


 其

他
 


 路

口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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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

6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撞
擊
固
定
物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英
國

 

撞
擊
固
定
物

(事
故
類
型
) 


 無

 


 電

線
桿
 


 交

通
號
誌
 


 橋

墩
 


 護

欄
 


 柵

欄
 


 樹

 


 灌

木
叢
 


 路

緣
石
 


 溝

渠
 


 堤

防
 


 建

築
物
 


 郵

筒
 


 施

工
標
誌
 


 消

防
栓
 


 其

他
 


 撞

擊
車
輛
前
端
 


 撞

擊
車
輛
尾
端
 


 撞

擊
車
輛
邊
角
 


 撞

擊
車
輛
左
側
 


 撞

擊
車
輛
右
側
 


 撞

擊
車
輛
側
面
 


 撞

擊
倒
車
車
輛
 


 與

停
車
車
輛
碰
撞
 


 與

汽
車
碰
撞
 


 撞

行
人
 


 撞

建
築
物
 


 撞

自
行
車
 


 撞

電
動
機
車
 


 撞

火
車
 


 撞

動
物
 


 撞

號
誌
 


 撞

電
線
桿
 


 撞

鋼
板
護
欄
 


 撞

柵
欄
 


 撞

水
泥
橋
 


 撞

橋
 


 撞

路
樹
 


 撞

施
工
標
誌
 


 撞

閘
門
 


 撞

防
護
墊
 


 撞

障
礙
物
 


 撞

水
溝
 


 開

進
水
裡
 


 翻

覆
 


 起

火
 


 失

控
 


 貨

物
掉
落
 


 其

他
 


 路

燈
柱
 


 行

車
管
制
號
誌

 


 電

線
桿
 


 路

樹
 


 公

車
站
牌
 


 中

央
分
隔
島

 


 山

邊
防
路
欄

 


 水

窪
 


 水

道
 


 圍

牆
 


 柵

欄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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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

7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事
故
位
置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日
本
 

事
故
位
置
 


 道

路
 


 左

側
 


 右

側
 


 反

向
公
路
上
 


 路

口
 


 十

字
路
口
 


 非

連
接
區
 


 道

路
 


 巷

路
 


 巷

子
 


 在

道
路
上
 


 鐵

道
/輕

軌
 


 公

車
專
用
道
 


 公

車
道

(
有

實

體
區
隔

) 


 自

行
車
專
用
道
 


 自

行
車

/
行

人

混
合
道

 


 路

邊
停
車
空
間
 


 進

入
停
車
彎
 


 離

開
停
車
彎
 


 人

行
道
 


 車

道
 


 人

行
道
 


 行

人
穿
越
道
 


 路

側
 


 路

肩
 


 路

口
 


 公

車
停
靠
區
 


 隧

道
 


 其

他
 

 
表

 
3
.5

8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道
路
線
型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日
本
 

道
路
線
型
 


 直

線
平
路
 


 直

線
坡
道
 


 彎

曲
平
路
 


 彎

曲
坡
道
 


 水

平
 


 下

坡
 


 上

坡
 


 山

巒
 


 傾

角
 


 直

線
 


 右

彎
 


 左

彎
 


 交

叉
 


 多

U
型
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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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

9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特
殊
區
域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
亞
利
桑
那
州
 

特
殊
區
域
 


 施

工
區
 


 是

 


 否

 


 道

路
建
築
或
維
修
區

 


 學

區
 


 學

區
 


 禁

區
 


 單

車
道
 

 
表

 
3
.6

0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道
路
描
述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
亞
利
桑
那
州
 

英
國
 

道
路
描
述

 

 雙

向
，
無
分
向
線

 


 雙

向
，
有
分
向
線
，
無
分
隔
島

 


 雙

向
，
有
分
向
線
，
有
分
隔
島

 


 單

向
，
無
分
向
線

 


 未

知
 


 雙

向
，
無
分
向
線
 


 雙

向
，
有
分
向
線
，
無
分
隔
島

 


 雙

向
，
有
分
向
線
，
有
分
隔
島

 


 單

向
，
無
分
向
線
 


 未

知
 


 雙

向
，
有
分
向
線
 


 雙

向
，
無
分
向
線
 


 雙

向
，
分
隔
帶
 


 雙

向
，
分
隔
島
 


 雙

向
，
水
泥
護
欄
 


 雙

向
，
鋼
索
護
欄
 


 雙

向
，
路
塹
 


 雙

向
，
路
堤
 


 單

向
，
街
 


 圓

環
 


 單

行
道
 


 雙

項
分
隔
道
路
 


 單

向
分
隔
道
路
 


 交

流
道
 


 未

知
 

 
表

 
3
.6

1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打
滑
痕
跡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
維
吉
尼
亞
州

 

打
滑
痕
跡
 


 煞

車
前
 


 煞

車
後
 


 煞

車
前
後

 


 無

可
見
痕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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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6

2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道
路
缺
陷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英
國
 

道
路
缺
陷

 

 無

 


 坑

洞
或
凸
出

 


 軟

或
道
路
兩
旁
較
低

 


 維

修
中
 


 碎

砂
、
鬆
散
路
面

 


 油

滑
 


 寬

度
限
制

 


 道

路
阻
塞

 


 其

他
 


 鋪

面
邊
緣
脫
落

 


 施

工
中
，
可
通
行
 


 施

工
中
，
無
法
通
行
 


 道

路
修
復
中
 


 坑

洞
顛
坡
 


 固

定
物
 


 障

礙
警
示
 


 無

警
示
、
無
亮
燈
 


 夜

晚
 


 路

肩
缺
陷
 


 變

更
路
寬
 


 積

水
 


 有

凹
陷

/洞
 


 有

掉
落
物

 


 有

障
礙
物

 


 道

路
施
工

 


 道

路
縮
減

 


 淹

水
 


 其

他
 


 非

一
般
情
況

 


 無

 


 道

路
施
工

 


 路

面
缺
陷

 


 油

汙
 


 淤

泥
 

 
表

 
3
.6

3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學
區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學
區
 


 是

 


 是

－
學
區
活
動
範
圍
 


 否

 


 穿

越
學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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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6

4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施
工
區
相
關
問
題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施
工
區
相
關
問
題

 
◎
施
工
區
 


 是

 


 否

 

◎
施
工
區
工
作
人
員
 


 有

法
律
規
範
 


 無

法
律
規
範
 


 無

工
作
人
員
 

◎
工
作
區
位
置
 


 進

入
警
告
區
域
 


 過

度
區
域
 


 活

動
區
域
 


 終

止
區
域
 

◎
工
作
區
類
型
 


 道

路
封
閉
 


 道

路
轉
換
 


 施

工
於
路
肩
或
中
央
分
隔
島
 


 輪

流
施
工
 


 其

他
 


 無

 


 附

近
 


 進

入
施
工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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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6

5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G
P

S
座
標
位
置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GP
S
座
標
位
置
 

填
寫
經
緯
度
 

  

表
 
3
.6

6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發
生
時
間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英
國

 
日
本
 

發
生
時
間

 
詳
塡
 

詳
塡
 

詳
塡
 

詳
塡
 

詳
塡

 
詳
塡
 

詳
塡
 

詳
塡
 

  
表

 
3
.6

7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發
生
地
點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日
本
 

發
生
地
點

 
詳
塡
 

詳
塡
 

詳
塡
 

詳
塡
 

詳
塡
 

詳
塡
 

詳
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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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6

8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光
線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英
國
 

光
線

 

 日

光
 


 晨

光
（
黎
明
）
 


 暮

光
 


 夜

間
（

亮
燈

道

路
）
 


 夜

間
（

無
燈

道

路
）
 


 夜

間
（

未
知

是

否
有
燈
）
 


 其

他
 


 未

知
 


 日

光
 


 黎

明
 


 暮

光
 


 夜

間
（

亮
燈

道

路
）
 


 夜

間
（

無
燈

道

路
）
 


 夜

間
（

未
知

是

否
有
燈
）

 


 未

知
 


 日

光
 


 黎

明
 


 暮

光
 


 夜

間
（
亮
燈
）
 


 夜

間
（
無
燈
）
 


 其

他
 


 白

天
 


 黃

昏
/黎

明
 


 夜

晚
 


 路

燈
(是

/否
) 


 路

燈
開

啟
(
是

/否
) 


 白

晝
 


 黃

昏
-黎

明
 


 暗

-路
燈
 


 暗

-無
路
燈
 


 日

光
 


 黃

昏
 


 黎

明
 


 暗

(有
路
燈

) 


 暗

(無
路
燈

) 


 不

明
 


 日

光
 


 夜

間
有
路
燈
 


 夜

間
有

路
燈

未
亮
起
 


 夜

間
無
路
燈
 


 夜

間
未

知
是

否
有
路
燈
 

 
表

 
3
.6

9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車
輛
登
記
地
區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車
輛
登
記
地
區

（
州
別
）
 

需
填
寫

 
需
填
寫
 

需
填
寫
 

需
填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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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7

0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天
候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英
國

 
日
本
 

天
候

 

 晴

 


 陰

 


 雨

 


 雪

 


 雨

雪
、
冰
雹
、

凍
雨
 


 霧

或
煙
 


 強

風
 


 風

沙
、
風
雪
 


 其

他
 


 未

知
 


 無

影
響
 

（
晴
／
陰
）

 


 霧

 


 薄

霧
（
靄
）

 


 雨

 


 雪

 


 冰

雹
 


 煙

／
粉
塵

 


 沙

、
土
 


 側

風
（
橫
風
）
 


 無

不
良
天
氣
 


 雨

 


 雪

 


 霧

 


 強

風
 


 其

他
 


 明

亮
 


 多

雲
 


 雪

雨
、
冰
雹

 


 雨

 


 雪

 


 側

風
 


 風

吹
沙
、
土
塵

 


 霧

、
煙
 


 晴

朗
 


 多

雲
 


 下

雨
 


 下

雪
 


 霧

 


 風

 


 其

他
 


 晴

朗
 


 多

雲
 


 雨

 


 霧

 


 其

他
 


 晴

天
無
風

 


 下

雨
無
風

 


 晴

天
無
風

 


 下

雪
無
風

 


 晴

天
無
風

 


 晴

天
有
風

 


 晴

天
無
風

 


 下

雨
有
風

 


 晴

天
無
風

 


 下

雪
有
風

 


 晴

天
無
風

 


 霧

 


 晴

天
無
風

 


 其

他
 


 晴

天
無
風

 


 不

明
 


 晴

 


 陰

 


 雨

 


 雪

 


 霧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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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7

1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駕
駛
者
視
線
受
阻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駕
駛

者
視

線

受
阻
 


 無

 


 雨

、
雪
在
擋
風
玻
璃
 


 擋

風
玻
璃
被
其
他
物
體
遮
蔽
 


 載

貨
車
輛
 


 樹

、
農
作
物
 


 建

築
物
 


 堤

防
 


 標

誌
或
招
牌
 


 停

車
車
輛
 


 行

駛
中
車
輛
 


 陽

光
或
眩
光
 


 其

他
 


 煙

／
粉
塵
 


 停

止
車
輛
 


 無

阻
礙

 


 惡

劣
氣
候
 


 停

車
車
輛
阻
擋
視
線
 


 樹

 


 前

方
車
輛
 


 建

築
物

/固
定
物
 


 號

誌
/告

示
牌
 


 霧

 


 煙

 


 強

光
 


 其

他
 

 
表

 
3
.7

2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車
輛
擁
有
者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日
本
 

車
輛
擁
有

者
 

需
填
寫
 

需
填
寫

 
需
填
寫
 

需
填
寫
 

需
填
寫
 

需
填
寫
 

需
填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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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7

3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事
故
發
生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日
本
 

事
故
發
生

過
程

 

【
依

序
填

寫
四

欄

位
】
 

（
碰
撞
）
 


 機

車
 


 停

放
機
車
 


 行

人
 


 自

行
車
騎
士
 


 鹿

 


 其

他
動
物
 


 電

動
車
 


 施

工
區
維
護
設
備
 


 大

眾
運
輸
 


 其

他
活
動
對
象
 


 未

知
活
動
對
象
 


 緣

石
 


 路

樹
 


 電

桿
 


 路

燈
或
其
他
設
備
 


 護

欄
 


 中

央
分
隔
護
欄
 


 溝

渠
 


 堤

防
 


 高

速
公
路
路
標
 


 指

示
標
示
（
門
架
式
）
 

【
依

序
填

寫
四

欄
位

，

並
填

主
要

造
成

事
故

事

件
】

 

（
撞
固
定
物
）

 


 沙

洲
或
暗
礁
 


 電

桿
 


 路

樹
 


 圍

牆
、
柵
欄
 


 護

欄
 


 停

車
車
輛
 


 隧

道
、
橋
樑
、
地
下
道

等
 


 標

誌
、
交
通
號
誌
 


 緩

衝
設
施
 


 紐

澤
西
護
欄
 


 建

築
物
 


 緣

石
 


 溝

渠
 


 其

他
固
定
物
 


 其

他
障
礙
物
 


 其

他
交
通
設
施
 


 郵

筒
 


 其

他
 

（
撞
非
固
定
物
）

 

【
依
序
填
寫
四
欄
位
】

 


 駛

離
車
道
 


 貨

櫃
翻
覆
 


 翻

車
 


 下

坡
失
速
 


 貨

櫃
遺
失
或
變
質

 


 爆

炸
或
起
火

 


 零

件
分
離
 


 跨

越
分
隔
帶

 


 裝

備
失
效
 


 其

他
,未

碰
撞

 


 不

明
,沒

碰
撞

 


 行

人
 


 行

始
中
車
輛

 


 停

車
車
輛
 


 火

車
 


 腳

踏
車
 


 動

物
 


 固

定
物
 


 施

工
區
 


 其

他
移
動
物

 


 未

知
移
動
物

 


 無

不
當
行
為
 


 未

注
意
前
方
 


 未

注
意
右
方
 


 不

當
倒
車
 


 不

當
換
車
道
 


 不

當
轉
向
 


 酒

駕
 


 吸

食
毒
品
 


 酒

駕
&吸

毒
 


 未

遵
守
交
通
號
誌
 


 超

速
 


 未

遵
守
庭
指
標
誌
 


 車

輛
失
控
 


 不

當
穿
越
 


 偏

離
車
道
行
駛
 


 阻

擋
交
通
 


 逆

向
 


 躲

避
查
緝
 


 駕

駛
精
神
不
濟
 


 其

他
 

【
事
故
類
型
】

 


 翻

覆
 


 掉

落
 


 衝

出
路
外

 


 火

災
 


 平

交
道

 


 撞

擊
 


 死

傷
 


 危

險
物
品

 


 車

內
 


 飲

酒
 


 健

康
因
素

 


 救

護
違
反

 


 車

輛
故
障

 


 交

通
傷
害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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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柵

欄
 


 郵

筒
 


 緩

衝
設

施
／

緩
衝

鼻

端
 


 橋

樑
 


 橋

墩
 


 其

他
固
定
物
體
（
牆
、

建
築
物
、
隧
道
）
 


 未

知
固
定
物
體
 

（
非
碰
撞
）
 


 離

開
右
側
 


 離

開
左
車
 


 穿

越
中
線
 


 翻

覆
 


 設

備
失
靈
（
爆
胎
、
煞

車
）
 


 著

火
／
爆
炸
 


 浸

沒
（
水
、
沙
）
 


 摺

合
卡
緊
 


 貨

斗
遺
失
 


 部

分
分
離
 


 下

坡
失
靈
 


 其

他
非
碰
撞
狀
況
 


 未

知
的
非
碰
撞
狀
況
 


 其

他
 


 未

知
 


 行

人
 


 行

駛
車
輛
 


 火

車
 


 自

行
車
 


 動

物
 


 工

作
區
維
護
設
備
 


 其

他
 


 其

他
可
動
物
 


 未

知
可
動
物
 


 其

他
 

（
非
撞
擊
）

 


 離

開
道
路
 


 小

刀
（
瑞
士
刀
）
 


 翻

覆
 


 下

坡
失
控
 


 貨

斗
掉
落
 


 爆

炸
或
著
火
 


 穿

越
中
央
分
隔
帶
 


 穿

越
中
央
分
隔
島
 


 設

備
失
控
（
爆
胎
等
）
 


 浸

水
 


 跳

出
車
外
 


 拋

出
或
掉
落
物
 


 未

知
非
撞
擊
事
件
 


 其

他
非
撞
擊
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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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7

4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碰
撞
類
型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日
本
 

碰
撞
類
型
 


 單

一
車
輛
碰
撞
 


 追

撞
 


 側

撞
 


 同

向
擦
撞
 


 對

向
擦
撞
 


 對

撞
 


 倒

車
撞
 


 未

知
 


 追

撞
 


 側

撞
 


 對

撞
 


 同

向
擦
撞
 


 對

向
擦
撞
 


 道

路
上
固
定
物
體
 


 火

車
 


 無

碰
撞
 


 路

邊
固
定
物
體
 


 鹿

 


 其

他
動
物
 


 行

人
 


 自

行
車
 


 機

車
 


 倒

車
撞
 


 其

他
 


 單

一
車
輛
碰
撞

 


 角

撞
 


 側

撞
(左

側
) 


 側

撞
(右

側
) 


 迴

轉
 


 後

端
 


 前

端
 


 同

向
擦
撞
 


 對

向
擦
撞
 


 倒

車
 


 無

接
觸
 機

車
 


 無

接
觸
 非

機
車

 


 行

人
 


 自

行
車
 


 其

他
 


 正

面
 


 側

面
 


 後

部
 


 翻

覆
 


 行

人
 


 其

他
 


 與

機
車
 


 火

車
 


 自

行
車
 


 動

物
 


 固

定
物
 


 不

明
 


 正

面
 


 側

面
 


 追

撞
 


 擦

撞
 


 物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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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7

5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報
警
時
間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報
警
時
間
 

詳
塡
 

詳
塡

 
詳
塡
 

詳
塡

 
詳
塡
 

詳
塡

 

 
表

 
3
.7

6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警
察
到
場
時
間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麻
薩
諸
塞
州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州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美
國

-佛
羅
里
達

州
 

警
察
到
場

時
間
 

詳
塡
 

詳
塡

 
詳
塡
 

詳
塡

 
詳
塡
 

詳
塡

 

 



 

  

145 

表
 
3
.7

7
 
國
外
事
故
調
查
表
調
查
欄
位
「
肇
事
因
素
」
之
彙
整
表

 

國
家
 

調
查

 

項
目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哥
倫
布
市

 
英
國
 

肇
事
因
素

 

（
非
駕
駛
人
因
素
）

 


 車

輛
故
障
 


 道

路
變
更
、
施
工
、
散
落
物

 


 道

路
缺
陷
 


 路

肩
缺
陷
 


 道

路
上
有
瓦
礫
碎
片

 


 交

通
號
誌
或
設
施
墜
落

 


 視

線
障
礙
 


 動

物
相
關
行
為

 

【
道
路
】
 


 易

滑
道
路
 


 汙

漬
路
面
(油

、
土
、
碎
削

) 


 缺

陷
道
路
 


 暫

時
性
道
路
(雙

向
共
用
單
一
車
道

) 


 動

物
 


 道

路
標
誌
不
清
楚

 


 交

通
號
誌
有
故
障

 


 道

路
減
速
裝
置
(
如
：
減
速
丘
) 

 【
車
輛
缺
陷
】
 


 輪

胎
不
合
法
，
有
缺
陷

 


 車

燈
或
指
示
燈
有
缺
陷

 


 煞

車
有
缺
陷
 


 方

向
盤
或
懸
吊
有
缺
陷

 


 照

後
鏡
破
損
或
有
缺
陷

 


 車

輛
或
拖
車
超
載
人
為
因
素

 


 跟

車
過
近
 


 超

速
 


 未

遵
守
標
誌
指
示

 


 未

遵
守
交
通
管
制
號
誌

 


 行

駛
速
度
過
快
 


 自

行
車
行
駛
於
車
道
上

 


 違

規
轉
彎
 


 車

外
分
心
 


 身

體
不
適
或
有
殘
疾

 


 未

矯
正
視
力
缺
陷

 


 穿

著
深
色
衣
服
騎
車

 


 夜

間
未
開
車
燈

 

 【
駕
駛
行
為
】
 


 應

變
能
力
不
足

 


 初

學
者
或
無
經
驗

 


 暴

躁
 


 緊

張
、
情
緒
不
穩
定

 


 不

熟
悉
車
輛
 


 沒

有
左
轉
經
驗

 


 車

行
速
度
過
慢

(農
耕
機
) 

 【
視
距
影
響
】
 


 停

車
車
輛
 


 道

路
設
計
(轉

彎
處
、
彎
曲
道
路

) 


 刺

眼
的
光
線
 


 雨

天
、
起
霧
 


 濺

起
的
水
花
 


 車

輛
大
燈
光
線

 


 車

輛
盲
點
(視

覺
死
角

) 


 植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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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

禮
讓
行
人
 


 行

駛
路
肩
 


 逆

向
行
駛
 

 【
過
失
行
為
】
 


 未

能
預
見
前
方
狀
況

 


 未

能
判
斷
他
人
行
車
路
徑

 


 惡

劣
的
轉
彎
方
式

 


 突

然
煞
車
 


 偏

離
行
駛
 


 闖

越
路
口
 


 起

步
搶
快
 


 未

打
轉
向
指
示
燈

 


 行

駛
路
肩
 


 失

控
 

 【
分
心
行
為
】
 


 受

酒
精
影
響
 


 受

毒
品
影
響
 


 使

用
行
動
電
話
 


 疲

勞
 


 車

內
分
心
 


 建

築
物
 


 遮

陽
板
或
擋
風
玻
璃
有
髒
汙

 

 【
行
人
】
 


 未

注
意
前
方
狀
況

 


 突

發
狀
況
 


 未

能
判
斷
車
輛
行
車
路
徑

 


 穿

越
道
路
時
被
車
輛
遮
蔽
視
線

 


 受

酒
精
影
響
 


 受

毒
品
影
響
 


 於

車
道
嬉
戲
 


 夜

晚
穿
著
深
色
衣
服

 


 行

動
不
便
(身

體
有
殘
疾

) 

 【
特
殊
狀
況
】
 


 贓

車
 


 犯

罪
車
輛
 


 救

援
車
輛
執
勤
中

 


 車

門
開
啟
不
當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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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小結 

依本章所回顧與彙整之國外事故調查表，可發現國外對於事故現場之記錄內

容略多於國內現行之事故調查表，其中有部分欄位項目內容較為直觀或開放式填

寫，且著重於事故發生過程之記錄，以下分別依各國事故調查表之特點作簡要說

明： 

1. 美國：事故調查表前半部多以各當事人之資訊為主，將各當事人之基本資料

及車籍、駕籍資料設計為同一區塊填記；道路、環境資料欄位上除同國內現

行記錄方式，採項目填寫之外，另有以勾(圈)選方式記錄，可作為填寫方式

修訂之參考。 

2. 英國：事故調查表第一頁部分，內容與格式與國內現行事故調查表相近，同

樣以事故發生地點、時間、環境因素為主；第二頁後同樣列四個當事人填記

欄位，但記錄方式為勾選；第三頁可區死傷人員記錄，並獨立列出行人部分

欄位；第四頁部分則為肇事因素。調查欄位詳盡且調查表格式清晰明瞭為主

要特色。 

3. 日本：事故調查表內容與格式與其他國家不同，除基本環境與道路資訊記錄

外，特別著重於車輛與駕駛人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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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修訂 

本章節主要依據過去國內外研究道路交通事故防治與預防等文獻內容，及國

外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美國六州別、英國與日本)之相關欄位內容進行彙

整，進一步研擬出本研究計畫所提出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初擬方案。主要先分

析討論國內與國外目前考量欄位之差異，並針對現有欄位進行調整修訂並提出可

新增之調查欄位，研提我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修訂版本。 

4.1 國內外考量欄位比較 

本研究計畫比較國外交通事故調查報告之欄位與目前國內交通事故調查表

之欄位，並依據「人」、「車」、「路」、「環境」及「其他」等五大類別分類，交互

對照後彙整出目前國內已考量之欄位與尚未考量國外現有表單之欄位，供作為增

修之參照基準，其彙整相關比較內容如下圖 4.1 所示。由比較圖之內容中可以發

現，由於「時間」部分僅填寫事故發生之年、月、日與時間，國內外之相關作法

無差異，故不列於比較圖中做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圖 4.1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欄位對照示意圖 

由上圖之國內外比較內容中，可以發現相關分類之差異性，其主要具有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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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內容以「人」和「車」兩部分，其他部分差異性較少，說明如下： 

1. 「人」的部分：國外事故調查表較著重於事故發生過程與現場情況之詳細記

錄，在「人」的部分如「駕駛者身體特殊狀態」、「乘坐位置」、「受困情

況」等欄位，於國內事故調查表目前無對應之記錄欄位。 

2. 「車」的部分：如「車輛人數」、「危險物品」、「車齡」等，皆為國內現行

事故調查表無記錄之處。 

3. 「路」的部分：國內現行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之欄位多數已考量相關內容，

不同處在於各欄位內項目之部分差異，而國內未考量之「路」的部分則僅有

路口型態未做更細緻的區分，但我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之「事故位置」中，

亦有考慮到該路口型態，故較無差異。 

4. 「環境」的部分：國內現行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之欄位多數已考量相關內

容，部分差別在於各欄位內選填項目有部分差異，國外之「視線受阻」的部

分，我國則有「道路障礙─視距」之欄位做為相關變數之考量。 

5. 「其他」的部分：國外傾向將事故發生過程、事故發生後傷患處理方式、財損

情況概估…等記錄，一併填寫於事故調查表內，而國內目前調查方式為另外

記錄於筆錄中。 

前揭差異分析比較內容可作為後續調整參考依據，提供相關處理程序與表格

修訂之用。 

4.2 現有調查欄位調整 

於國內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之現有調查欄位內容調整部分，其修訂方式為透

過各式訪談、座談等會議，同時與主管機關和使用單位作深入討論研析，蒐集彙

整多方考量意見與想法，並考量學術研究領域之相關資料後，並再考量使用端（現

場員警）之填寫便利與有效性及專家學者之建議下，進行逐步調整修正相關欄位

與項目內容。其欄位、項目新增、微調或刪除之依據主要考量與蒐集之來源有下

列四項原則： 

1. 103 年度警政署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研討會討論紀錄。 

2. 國外事故調查表調查欄位及內容彙整。 

3. 彙集多單位之相關修改建議與提出合理之需求說明。 

4. 相關研究與欄位具有統計之必要。 

然針對其欄位、項目之內容制訂準則，本研究計畫提出相關說明如下四點： 

1. 研究建議之欄位（項）若與原有欄位（項）有重複之虞，則不建議新增。 

2. 無統計必要之欄位（項），不建議新增或保留。 

3. 涉及員警主觀認定、判斷、推論或需鑑定分析之欄位（項），不建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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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4. 現行法規或參考資料無明確定義之名詞，不建議作為新增之考量。 

國內交通事故調查表，經多次會議討論後，並採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修正意

見調查之方式，彙整全臺灣各地區警察局、交通局與行車鑑定事故委員會等相關

單位建議事項。調查欄位之修定考量因素、相關單位主要建議及修改內容如下表

4.1 所示。 

 
表 4.1 國內交通事故調查表各欄位修改內容 

現行欄位 考量因素與修改說明 修改情況 

第 2 欄「發生地

點」 

1. 增加 GPS 定位座標填寫欄

位。此欄項有增加之必

要，以作為後續事故位置

統計，及圖報表之呈現，

如熱區圖、斑點圖等相關

事故資料統計。 

2. 爲統計國道各服務區之事

故數量，如事故位置發生

於國道服務區，需填寫服

務區名稱。 

3. 為確實記錄平交道事故地

點，增加東、西、南、北

側圈選字樣。 

1. 增加 GPS 全球定位座標，

以十進位度數填記。 

2. 增加服務區填寫位置。 

3. 增加平交道地區東、西、

南、北側圈選字樣。 

第 3 欄「死傷人

數」 

1. 考慮員警填寫事故調查

表，應為事故之初步整理

記錄，且根據道路交通事

故處理規範，交通事故處

理單位應在事故後五日

內，將相關交通事故處理

資料送審核小組，若傷者

在 5 日後死亡無法更改，

目前統計數字恐有失真之

情況，建議刪除「2-30 日

死亡」項目。 

2. 經檢討研議後，因「2-30

日死亡」記錄不易，予以

刪除。但考量死傷人數之

相關事故記錄資料應盡量

詳盡，並與國際接軌，應

1. 刪除「2-30 日死亡」項目，

僅須記錄事故 24 小時內死

亡人數。 

2. 受傷人數部分，區分為「救

護車送醫」、「24 小時內住

院」、「自行離開」三項。「救

護車送醫」係指人員於事故

現場經救護車送往醫院

者，於事故現場手填表格

時，其人數應包含「24 小

時內住院」者；「自行離開」

係指受傷人員自行離開事

故現場，無須員警判斷是否

自行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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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欄位 考量因素與修改說明 修改情況 

適度轉化記錄項目內容，

故更改「受傷人數」欄位

項目。 

第 4 欄「天候」 1. 本研究建議增列「其他」

項目供極端氣候發生時填

寫，但多數單位為避免易

導致執行端多勾選「其他」

項目，故不增加。 

2. 考量煙、霧明顯有所不

同，且事故防治方式亦不

同，將「霧或煙」分為

「霧」、「煙」。 

將「霧或煙」分為「霧」、「煙」

兩項，修改後欄位項目為： 

1. 暴風 

2. 強風 

3. 風沙 

4. 霧 

5. 雪 

6. 雨 

7. 陰 

8. 晴 

9. 煙 

第 6 欄「道路類

別」 

增列「省道(快速公路)」一項，

以統計快速公路事故案件量。 

增列「省道(快速公路)」。 

第 7 欄「速限」 1. 各當事人行向之道路速限

均應填寫，以確認各當事

人行向之速限規定，以供

後續肇因分析與鑑定時使

用。 

2. 考量交岔路口事故，更需

瞭解各當事人之道路速

限。 

將「速限」欄位移至表二，填

寫各當事人之速限，並更改欄

位名稱為「道路速限」，避免

員警誤填寫為行駛速度。 

第 8 欄「道路型

態」 

因目前有許多停車場屬道路

範圍，增列「停車場」項目。 

增列「停車場」，並增加「（五）

停車場」類別。 

第 9 欄「事故位

置」 

1. 因目前國道收費站已廢

除，故刪除「收費站附近」

項目，並更改為「地磅站」。 

2. 瞭解高速公路發生於出口

交流道衝撞鼻端之事故，

建議於（三）交流道項下

增列「交流道鼻端」。 

3. 為利評估交通設施設置成

效，建議增列「自行車專

用道」、「自行車穿越道」、

「高乘載車道」、「禁行機

1. 原「收費站附近」更改為「地

磅站」。 

2. 增列「自行車專用道」、「自

行車穿越道」、「高乘載車

道」、「交流道鼻端」。 

3. 考量「禁行機車道」與「快

車道」、「慢車道」、「一般車

道」間區分問題，增列「禁

行機車道」並調整欄位項目

順序，更改為「07 禁行機

車道」、「08 快車道」、「09



 

153 

 
 

現行欄位 考量因素與修改說明 修改情況 

車道」。 慢車道」、「10 一般車道」。

當事故地點有標繪「禁行機

車」字樣則一律填記「07

禁行機車道」，有劃分快慢

車道則快車道或慢車道填

記，若無劃分快慢車道則屬

「10 一般車道」。 

第 10 欄「路面狀

況」(2)路面狀態 

1. 由於路面留有沙石、土塵

亦為造成車輛煞車失控的

主要原因，建議增列「沙

土」一項。 

2. 路面積水易導致事故發

生，而積水與泥濘有所不

同，建議增列「積水」。 

增列「沙土」與「積水」兩項

目，修改後欄位項目為： 

1. 冰雪 

2. 油滑 

3. 泥濘 

4. 濕潤 

5. 乾燥 

6. 沙土 

7. 積水 

第 12 欄「號誌」

(1)號誌種類 

1. 建議增列「行車管制號誌

（閃光運作）」，以符合號

誌實際運作情形。 

2. 部分值勤員警於號誌閃光

運作時有無法填記正確所

屬選項之問題，建議增列

「行車管制號誌（閃光運

作）」增加記錄之正確性。 

3. 考量部分事故案件之責任

歸屬問題，應明確區分「行

車管制號誌（閃光運作）」

與「閃光號誌」。 

增列「行車管制號誌（閃光運

作）」項目，當行車管制號誌

為閃光運作時填記之用，並與

閃光號誌區隔。修改後欄位項

目為： 

1. 行車管制號誌 

2. 行車管制號誌 

(附設行人專用號誌) 

3. 行車管制號誌（閃光運作） 

4. 閃光號誌 

5. 無號誌 

第 13 欄「車道劃

分設施－分向設

施」 

1. 警政單位表示此欄位統

計實質效益低，且經由現

場圖即可判斷，建議刪除

或簡化。 

2. 經研議，分向設施之記錄

仍有助於事故防制分析

與肇事責任權責劃分，故

有統計必要，簡化欄位項

目，並增列「槽化線」。 

原(一)中央分向島「01寬式(50

公分以上)」、「02 窄式附柵

欄」、「03 窄式無柵欄」統一

合併為「1 中央分向島」，其

他項目不再區分有無標記，並

增列「槽化線」，修改後欄位

項目為： 

1. 中央分向島 

2. 槽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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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欄位 考量因素與修改說明 修改情況 

3. 雙向禁止超車線 

4. 單向禁止超車線 

5. 行車分向線 

6. 無 

第 14 欄「車道劃

分設施－分道設

施」（1）快車道

或一般車道 

1. 警政單位表示中央分向島

的寬度與肇事因素無明顯

且直接的關係，且分向設

施註記係為單選，再分有

無標記，無統計上之必要。 

2. 經研議後，分道設施為事

故之基本記錄項目，故不

刪除欄位，將項目適度簡

化。 

將「1 禁止變換車道線(附標

記)」、「2 禁止變換車道線(無

標記)」兩項合併為「禁止變

換車道線」，簡化後欄位項目

為： 

1. 禁止變換車道線 

2. 車道線 

3. 未繪設車道線 

第 14 欄「車道劃

分設施－分道設

施」（2）快慢車

道間 

1. 警政單位表示應無須區分

有無柵欄及寬式、窄式，

建議簡化選項。 

2. 經專家學者與委員建議，

現行欄位項目無法清楚得

知分隔島是否為實體分

隔，增列「槽化線」乙項

以符合實際道路狀況，避

免記錄資料與實際情形不

符之狀況。 

將「1 寬式快慢車道分隔島(50

公分以上)」、「2 窄式快慢車道

分隔島(附柵欄)」「3 窄式快慢

車道分隔島(無柵欄)」合併為

「快慢車道分隔島」，並增列

「槽化線」，修改後欄位項目

為： 

1. 快慢車道分隔島 

2. 槽化線 

3. 快慢車道分隔線 

4. 未繪設快慢車道分隔線 

第 15 欄「事故類

型及型態」 

1. 建議將「撞路樹」及「電

桿」分開為兩選項。 

2. 增列「撞變電箱」。相關單

位反應議會會詢問相關請

求賠償問題，有記錄之必

要。 

3. 建議增列「撞人行道緣

石」，可作為防護措施或鋪

面材質考量，國外多有此

相關研究。但後考量與項

目中「19 衝出路外」不易

區隔，暫不增列。 

1. 原「撞路樹、電桿」拆列為

「撞路樹」、「撞電桿」兩項。 

2. 增列「撞變電箱」乙項。 

第 22 欄「受傷程 1. 建議刪除「2-30 日死亡」 修改後欄位項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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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欄位 考量因素與修改說明 修改情況 

度」 項目，意見同第三欄「死

傷人數」。 

2. 經研議後，以傷患處理狀

況作為受傷程度之資訊，

適度轉換換欄位項目內

容。 

1. 24 小時內死亡 

2. 救護車送醫 

3. 24 小時內住院 

4. 受傷自行離開 

5. 未受傷 

6. 不明 

第 24 欄「保護裝

備」 

1. 目前已規範汽車後座乘客

需繫安全帶，電動自行車

亦須配戴安全帽；慢車駕

駛人雖尚無強制規範須戴

安全帽，但基於交通安全

考量與戴帽率統計，應記

錄有無戴帽。 

將「其他(行人、慢車駕駛人、

汽車後座乘客)」調整修正為

「其他(行人)」。 

第 26 欄「當事者

區分（類別）」 

1. 簡化（一）大客車中公營、

民營之分類別，將「公營

公車」、「民營公車」簡化

為「市區公車」；「公營客

運」、「民營客運」簡化為

「國道客運」。 

2. 考量先進國家有記錄前、

後座安全帶使用情形，建

議區分乘客前、後座之記

錄。 

3. 高速公路事故，後座乘客

繫安全帶問題與事故傷亡

情形有明顯關聯，應確實

記錄。 

4. 部分地區已增加輕軌，建

議增加項目以供填記。 

5. 機車分類需根據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第三條第六款之

機車分類重新調整。 

1. 將「公營公車」、「民營公

車」、「公營客運」、「民營客

運」四項合併為「公車客

運」。 

2. 乘客部分，拆列為「H02

前座乘客」、「H03 後座乘

客」、「H04 機車乘客」。 

3. 增加「輕軌」項目。 

4. 機車部分調整為「C01 普通

重型 1」、「C02 普通重型

2」、「C03 大型重型 1」、

「C04 大型重型 2」、「C05

普通輕型 1」、「C06 普通輕

型 2」、「C07 小型輕型」。 

第 28 欄「車輛用

途」 

1. 因應教育單位需求，建議

增列「學童專用車」。 

2. 檢視相關法規，於教育部

定義中僅有「學生交通

車」，而無「學童專用車」

欄位項目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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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欄位 考量因素與修改說明 修改情況 

相關定義。 

3. 經確認與研商後，在交通

相關法規名稱未修訂前，

因無法源依據，暫不新增

「學生交通車」。 

第 29 欄「當事者

行動狀態」 

1. 建議將「急減速急停止」

改為「煞車」。 

2. 為瞭解高(快)速公路衝越

中央分隔帶事故發生情形

增列「衝越中央分隔帶」。 

1. 將「急減速急停止」更名為

「煞車」。 

2. 增列「衝越中央分隔帶」。 

第 32 欄「飲酒情

況」 

1. 將項目中酒精濃度數值調

整為與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標準

一致，並保留原最高區間

値 「 經 呼 氣 檢 測 超 過

0.80mg/L 或血液檢測超過

0.16%(不含)」項目。 

2. 考量實際酒測值已記錄於

酒測表內，不增列「實際

測量數值」填寫欄位。 

修正選項之酒精濃度範圍。 

第 33 欄「車輛撞

擊部位」 

1. 考量駕駛人因違規行為導

致交通事故發生，但未與

當事人發生碰撞之情況，

建議增加「未撞擊」乙項，

與「不明」作區隔。 

2. 現行圖表項目僅有汽、機

車而未包含慢車，建議慢

車項目以記錄慢車發生事

故之撞擊部位。 

1. 增列「未撞擊」，以供當事

人車輛未發生碰撞時填記

使用。 

2. 慢車部分與機車共同使用

「11 前車頭」、「12 右側車

身」、「13 後車尾」、「14 左

側車身」四項目記錄，更改

「(二)機車」為「(二)機(慢)

車」。 

第 34 欄「肇因研

判」 

1.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4 條

第 3 項之規定為駕駛人應

注意車前狀況，故建議依

法令用語修正，將「未注

意車前狀態」修正為「未

注意車前狀況」。同時因

「未注意車前狀況」涵蓋

諸多因素，建議再將其拆

1. 將「超速失控」更改為「超

速行駛」。 

2. 將「未注意車前狀態」更改

為「未注意車前狀況」，並

拆列為「未注意車前狀況－

駕駛疏忽」、「未注意車前狀

況－視線受阻」、「未注意車

前狀況－車內分心」、「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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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欄位 考量因素與修改說明 修改情況 

列細項或詳細說明填寫此

項肇因之情況。 

2. 建議將「違反號誌管制或

指揮」再作細分，以了解

違規情形。 

3. 建議增設：「掉落物」、「障

礙物」、「天然災害」。因目

前於肇因研判索引表「(九)

無(非車輛駕駛人因素)」，

僅得選「66 動物竄出」、「67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若係

因掉落物、障礙物或其他

天然災害，則無對應選項。 

4. 機車、慢車誤闖高速(快)

公路目前使用肇因為「26

違反特定標誌(線)禁制」較

不明確瞭解實際情形，建

議於「(一)駕駛人」類別下

增列「誤闖高(快)速公路」。 

意車前狀況－車外分心」、

「未注意車前狀況－其

他」，共五項。 

3. 將「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分為「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不服從依法令執行交通

指揮人員之指揮」、「違反號

誌管制或指揮－闖紅燈」、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紅燈違規右轉」、「違反號誌

管制或指揮－不依號誌指

示行駛」四項。 

4. 於 (七 )行人 (或乘客 )增列

「誤闖高(快)速公路」。 

5. 於(八)交通管制(設施)增列

「掉落物」。 

6. 針對肇事因素索引表之修

訂，提供現行版本修訂及拆

列細項版本作為參考建議。 

第 36 欄「職業」 1. 執行單位詢問不易，且有

記錄正確性之問題，建議

刪除。 

2. 考量教育單位作為安全宣

導與統計學生事故之必要

性，建議精簡欄位項目。 

簡化選項為： 

1. 學齡前兒童 

2. 小學生(1-6 年級) 

3. 國中生(7-9 年級)  

4. 高中(職)生 

5. 大學(院校)生 

6. 公教人員及警察 

7. 軍人 

8. 勞工 

9. 其他 

第 37 欄「旅次目

的」 

1. 事故肇因與職業關聯性較

低，且欄位項目種類繁多

調查記錄不易，同時涉及

個人資料，警政單位多建

議刪除。 

2. 彙整各單位多次會議意

見，與「道路交通事故調

查表研商會議」結論，予

刪除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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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欄位 考量因素與修改說明 修改情況 

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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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肇事因素索引表修訂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中之第 34 欄「肇因研判」欄位需對應肇因索引表

之項目內容進行填寫，目前肇因索引表共有 67 個欄項，加上經歷次會議所確認

增列之「誤闖高（快）速公路」與「掉落物」兩項目，以及經研商檢討後拆列「違

反號誌管制或指揮」項目為「不服從依法令執行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闖紅

燈」、「紅燈違規右轉」與「不依號誌指示行駛」四項目，則項目共計有 72 項。 

然部分項目作為主要肇因之次數明顯較多，仍無法滿足事故記錄與訂定相關

改善措施之需求，本研究提出兩種修訂版本（1）現行修訂版（2）詳細修訂版，

提供相關單位作為修改方案，兩方案之比較如表 4.2 所示。「現行修訂版」為現

行肇事因素索引表內容，增列「誤闖高（快）速公路」與「掉落物」兩項目，並

拆列「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項目為四項：「不服從依法令執行交通指揮人員之

指揮」、「闖紅燈」、「紅燈違規右轉」、「不依號誌指示行駛」，以及「未注意車前

狀況」拆列為「未注意車前狀況－駕駛疏忽」、「未注意車前狀況－視線受阻」、「未

注意車前狀況－車內分心」、「未注意車前狀況－車外分心」、「未注意車前狀況－

其他」等五項，詳如表 4.3 所示。「詳細修訂版」為現行肇因索引表項目與《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與《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

規則》對照，逐一拆列項目，並更改為四碼填記，詳細修訂版內容如表 4.4 所示。 

表 4.2 本研究計畫研提肇事因素索引表之兩種修定方案比較 

版本 

優缺分析 
現行修訂版 詳細修訂版 

優點 

1. 依據目前主要須修正項目作

修改，項目變動少 

2. 執行人員適應期短 

1. 對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與高速公

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

則，詳列各類事故可能肇因 

2. 肇因分項詳細，便於各類統計

分析與擬定事故防制策略 

缺點 
1. 部分肇因含蓋範圍廣，填寫次

數多，不易擬定相關改善方案 

1. 拆列項目多，填寫需仔細對照 

2. 執行人員適應期長 

 

依現況考量，以現行修訂版為主要修正建議，詳細修訂版供後續相關研究

或肇事因素索引表修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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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肇事因素索引表現行修訂版 

肇事因素索引表 

(一) 駕駛人 

01 違規超車 

02 爭(搶)道行駛 

03 蛇行、方向不定 

04 逆向行駛 

05 未靠右行駛 

06 未依規定讓車 

07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08 左轉彎未依規定 

09 右轉彎未依規定 

10 迴轉未依規定 

11 橫越道路不慎 

12 倒車未依規定 

13 超速行駛 

14 未依規定減速 

15 搶越行人穿越道 

16 未保持行車安全距離 

17 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 

18 停車操作時，未注意其他車(人)安全 

19 起步未注意其他車(人)安全 

20 吸食違禁物後駕駛失控 

21 酒醉(後)駕駛失控 

22 疲勞(患病)駕駛失控 

23 未注意車前狀況－駕駛疏忽 

24 未注意車前狀況－視線受阻 

25 未注意車前狀況－車內分心 

26 未注意車前狀況－車外分心 

27 未注意車前狀況－其他 

28 搶(闖)越平交道 

29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不服從依法令

執行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 

30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闖紅燈 

31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紅燈違規右轉 

32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不依號誌指示

行駛 

33 違反特定標誌(線)禁制 

(二) 燈光 

34 未依規定使用燈光 

35 暗處停車無燈光、標識 

36 夜間行駛無燈光設備 

(三) 裝載 

37 裝載貨物不穩妥 

38 載貨超重而失控 

39 超載人員而失控 

40 貨物超長、寬、高而肇事 

41 裝卸貨不當 

42 裝載未盡安全措施 

43 未待乘客安全上下開車 

44 其他裝載不當肇事 

(四) 其他 

45 違規停車或暫停不當而肇事 

46 拋錨未採安全措施 

47 開啟車門不當而肇事 

48 使用手持行動電話失控 

49 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或不當行為 

50 不明原因肇事 

(五) 無(車輛駕駛人因素) 

51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六) 機件 

52 煞車失靈 

53 方向操縱系統故障 

54 燈光系統故障 

55 車輪脫落或輪胎爆裂 

56 車輛零件脫落 

57 其他引起事故之故障 

(七) 行人(或乘客) 

58 未依規定行走行人穿越道、地下道、天橋而

穿越道路 

59 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或手勢指揮穿越道路 

60 穿越道路未注意左右來車 

61 在道路上嬉戲或奔走不定 

62 未待車輛停妥而上下車 

63 上下車輛未注意安全 

64 頭手伸出車外而肇事 

65 乘坐不當而跌落 

66 在路上工作未設適當標識 

67 誤闖高(快)速公路 

68 其他引起事故之疏失或行為 

(八) 交通管制(設施) 

69 路況危險無安全(警告)設施 

70 交通管制設施失靈或損毀 

71 交通指揮不當 

72 平交道看守疏失或未放柵欄 

73 其他交通管制不當 

(九) 無(非車輛駕駛人因素) 

74 動物竄出 

75 掉落物 

76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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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肇事因素索引表詳細修訂版 

肇事因素索引表 

(一)駕駛人 

01-00 違規超車 

01-01 駕車行經設有彎道、陡坡、狹橋、隧

道、交岔路口標誌之路段或道路施工

地段超車 

01-02 在學校、醫院或其他設有禁止超車標

誌、標線處所、地段或對面有來車交

會或前行車連貫二輛以上超車 

01-03 在前行車之右側超車，或超車時未保

持適當之間隔，或未行至安全距離即

行駛入原行路線 

01-04 未經前行車表示允讓或靠邊慢行，即

行超車前行車聞後行車按鳴喇叭或

見後行車顯示超車燈光，如車前路況

無障礙，無正當理由，不表示允讓或

靠邊慢行 

02-00 爭(搶)道行駛 

02-01 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 

02-02 在單車道駕車與他車並行 

02-03 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 

02-04 在多車道不依規定駕車 

02-05 插入正在連貫行駛汽車之中間 

02-06 駕車行駛人行道 

02-07 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

險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

之警號，在後跟隨急駛，或駛過在救

火時放置於路上之消防水帶 

02-08 機車不在規定車道行駛 

02-09 行經無號誌交叉路口及巷道不依規

定或標誌、標線指示 

02-10 佔用自行車專用道 

02-11 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

車 

03-00 蛇行、方向不定 

04-00 逆向行駛 

05-00 未靠右行駛 

05-01 不在未劃分標線道路之中央右側部

分駕車 

05-02 不在劃設之慢車道通行，或無正當理

由在未劃設慢車道之道路不靠右側

路邊行駛 

06-00 未依規定讓車 

06-01 行至無號誌之圓環路口，不讓已進入

圓環之車輛先行 

06-02 行經多車道之圓環，不讓內側車道之

車輛先行 

06-03 支線道車不讓幹線道車先行。少線道

車不讓多線道車先行。車道數相同

時，左方車不讓右方車先行 

06-04 起駛前，不讓行進中之車輛、行人優

先通行 

06-05 任意駛出邊線，或任意跨越兩條車道

行駛 

06-06 遇幼童專用車、校車不依規定禮讓，

或減速慢行 

06-07 聞或見大眾捷運系統車輛之聲號或

燈光，不依規定避讓或在後跟隨迫近 

07-00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07-01 未依規定變換車道 

07-02 跨越禁止變換車道線或槽化線 

07-03 任意以迫近、驟然變換車道或其他不

當方式，迫使他車讓道 

07-04 在轉彎或變換車道前，未使用方向燈

或不注意來、往行人，或轉彎前未減

速慢行 

07-05 不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 

08-00 左轉彎未依規定 

08-01 行經交岔路口未達中心處，佔用來車

道搶先左轉彎 

08-02 在多車道右轉彎，不先駛入外側車

道，或多車道左轉彎，不先駛入內側

車道 

08-03 道路設有劃分島，劃分快、慢車道，

在慢車道上左轉彎或在快車道右轉

彎 

08-04 轉彎車不讓直行車先行 

08-05 設有左、右轉彎專用車道之交岔路

口，直行車佔用最內側或最外側或專

用車道 

09-00 右轉彎未依規定 

09-01 在多車道右轉彎，不先駛入外側車

道，或多車道左轉彎，不先駛入內側

車道 

09-02 道路設有劃分島，劃分快、慢車道，

在慢車道上左轉彎或在快車道右轉

彎 

09-03 轉彎車不讓直行車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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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肇事因素索引表詳細修訂版(續) 

肇事因素索引表 

10-00 迴轉未依規定 

10-01 在設有彎道、坡路、狹路、狹橋或隧

道標誌之路段迴車 

10-02 在設有禁止迴車標誌或劃有分向限

制線、禁止超車線或禁止變換車道線

之路段迴車 

10-03 在禁止左轉路段迴車 

10-04 行經圓環路口，不繞行圓環迴車 

10-05 迴車前，未依規定暫停，顯示左轉燈

光，或不注意來、往車輛、行人，仍

擅自迴轉 

10-06 在鐵路平交道超車、迴車、倒車、臨

時停車或停車 

10-07 多車道迴轉未先駛入內側車道 

11-00 橫越道路不慎 

12-00 倒車未依規定 

12-01 在設有彎道、坡路、狹路、狹橋、隧

道、圓環、單行道標誌之路段、快車

道或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共用通行交

岔路口且為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導引

路線上倒車 

12-02 倒車前未顯示倒車燈光，或倒車時不

注意其他車輛或行人 

12-03 大型汽車無人在後指引時，不先測明

車後有足夠之地位，或促使行人避讓 

12-04 在鐵路平交道超車、迴車、倒車、臨

時停車或停車 

13-00 超速行駛 

14-00 未依規定減速 

14-01 非遇突發狀況，在行駛途中任意驟然

減速、煞車或於車道中暫停 

14-02 行近鐵路平交道，不將時速減至十五

公里以下 

14-03 行近未設行車管制號誌之行人穿越

道，不減速慢行 

14-04 行經設有彎道、坡路、狹路、狹橋或

隧道標誌之路段或道路施工路段，不

減速慢行 

14-05 行經設有學校、醫院標誌之路段，不

減速慢行 

14-06 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減速慢行 

14-07 行經泥濘或積水道路，不減速慢行，

致污濕他人身體、衣物 

14-08 因雨、霧視線不清或道路上臨時發生

障礙，不減速慢行 

14-09 遇幼童專用車、校車不依規定禮讓，

或減速慢行 

15-00 搶越行人穿越道 

15-01 行經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或行駛

至交岔路口轉彎時，未讓行人優先通

行 

15-02 於設置有必要之標誌或標線供慢車

行駛之人行道上，未讓行人優先通行 

16-00 未保持行車安全距離 

16-01 不依規定保持前、後車距離 

17-00 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 

18-00 停車操作時，未注意其他車(人)安全 

18-01 在禁止臨時停車處所停車 

18-02 在設有彎道、險坡、狹路標誌之路

段、槽化線、交通島或道路修理地段

停車 

18-03 在機場、車站、碼頭、學校、娛樂、

展覽、競技、市場、或其他公共場所

出、入口或消防栓之前停車 

18-04 在設有禁止停車標誌、標線之處所停

車 

18-05 在顯有妨礙其他人、車通行處所停車 

18-06 不依順行方向，或不緊靠道路右側，

或單行道不緊靠路邊停車 

18-07 於路邊劃有停放車輛線之處所停車

營業 

18-08 自用汽車在營業汽車招呼站停車 

18-09 停車時間、位置、方式、車種不依規

定 

18-10 於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違規停車 

19-00 起步未注意其他車(人)安全 

19-01 起駛前，不讓行進中之車輛、行人優

先通行 

20-00 吸食違禁物後駕駛失控 

20-01 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

類似之管制藥品 

21-00 酒醉(後)駕駛失控 

21-01 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 

22-00 疲勞(患病) 駕駛失控 

23-00 未注意車前狀況－駕駛疏忽 

23-01 未注意車前狀況－視線受阻 

23-02 未注意車前狀況－車內分心 

23-03 未注意車前狀況－車外分心 

23-04 未注意車前狀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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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肇事因素索引表詳細修訂版(續) 

肇事因素索引表 

24-00 搶(闖)越平交道 

24-01 不遵守看守人員之指示，或警鈴已

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或遮斷器開始

放下，仍強行闖越 

24-02 在無看守人員管理或無遮斷器、警鈴

及閃光號誌設備之鐵路平交道，設有

警告標誌或跳動路面，不依規定暫

停，逕行通過 

25-00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25-01 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

交岔路口闖紅燈 

25-02 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

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共用通行交岔路

口闖紅燈 

25-03 行至有號誌之交岔路口，遇紅燈不依

車道連貫暫停而逕行插入車道間，致

交通擁塞，妨礙其他車輛通行 

25-04 行至有號誌之交岔路口，遇有前行或

轉彎之車道交通擁塞而逕行駛入交

岔路口內，致號誌轉換後仍未能通

過，妨礙其他車輛通行 

25-05 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

交通指揮、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或稽

查 

25-06 未依號誌轉彎 

26-00 違反特定標誌(線)禁制 

（二）燈光 

27-00 未依規定使用燈光 

28-00 暗處停車無燈光、標識 

29-00 夜間行駛無燈光設備 

（三）裝載 

30-00 裝載貨物不穩妥 

30-01 載運人客、貨物不穩妥，行駛時顯有

危險 

31-00 載貨超重而失控 

31-01 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超長、超寬、

超高，而未請領臨時通行證，或未懸

掛危險標識 

31-02 裝載貨物超過規定重量或超出車身

一定限制 

32-00 超載人員而失控 

32-01 貨車運送途中附載作業人員，超過規

定人數，或乘坐不依規定 

32-02 小客車前座或貨車駕駛室乘人超過

規定人數乘坐人數超過規定數額 

33-00 貨物超長、寬、高而肇事 

33-01 裝載貨物超過規定之長度、寬度、高

度 

33-02 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超長、超寬、

超高，而未請領臨時通行證，或未懸

掛危險標識 

34-00 裝卸貨不當 

34-01 上、下貨物妨礙路邊交通 

35-00 裝載未盡安全措施 

35-01 裝載危險物品，未請領臨時通行證、

未依規定懸掛或黏貼危險物品標誌

及標示牌、罐槽車之罐槽體未檢驗合

格、運送人員未經專業訓練合格或不

遵守有關安全之規定 

36-00 未待乘客安全上下開車 

37-00 其他裝載不當肇事 

37-01 貨車或聯結汽車之裝載，不依規定 

37-02 汽車牽引拖架或附掛拖車，不依規定 

37-03 大貨車裝載貨櫃超出車身之外，或未

依規定裝置聯鎖設備 

37-04 未經核准，附掛拖車行駛 

37-05 裝載容易滲漏、飛散、有惡臭氣味及

危險性貨物不嚴密封固或不為適當

之裝置 

37-06 裝載禽、畜重疊或倒置 

37-07 裝載貨物不捆紮結實 

（四）其他 

38-00 違規停車或暫停不當而肇事 

38-01 在橋樑、隧道、圓環、障礙物對面、

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車道臨時停

車 

38-02 在交岔路口、公共汽車招呼站十公尺

內或消防車出、入口五公尺內臨時停

車 

38-03 在設有禁止臨時停車標誌、標線處所

臨時停車 

38-04 不依順行之方向，或不緊靠道路右

側，或單行道不緊靠路邊，或併排臨

時停車在道路交通標誌前臨時停

車，遮蔽標誌 

39-00 拋錨未採安全措施 

40-00 開啟車門不當而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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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肇事因素索引表詳細修訂版(續) 

肇事因素索引表 

41-00 使用手持行動電話失控 

41-01 汽車駕駛人於行駛道路時，以手持方

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

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

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 

41-02 機車駕駛人行駛於道路時，以手持方

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

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

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 

42-00 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或不當行為 

43-00 不明原因肇事 

（五）無(車輛駕駛人因素) 

44-00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六）機件 

45-00 煞車失靈 

46-00 方向操控系統故障 

47-00 燈光系統故障 

48-00 車輪脫落或輪胎爆裂 

49-00 車輛零件脫落 

50-00 其他引起事故之故障 

（七）行人(或乘客) 

51-00 未依規定行走行人穿越道、地下道、

天橋而穿越道路 

51-01 不在劃設之人行道通行，或無正當理

由，在未劃設人行道之道路不靠邊通

行 

52-00 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或手勢指揮穿

越道路 

53-00 穿越道路未注意左右來車 

54-00 在道路上嬉戲或奔走不定 

54-01 於交通頻繁之道路或鐵路平交道附

近任意奔跑、追逐、嬉遊或坐、臥、

蹲、立，足以阻礙交通 

55-00 未待車輛停妥而上下車 

56-00 上下車輛未注意安全 

57-00 頭手伸出車外而肇事 

58-00 乘坐不當而跌落 

59-00 在路上工作未設適當標識 

60-00 誤闖高(快)速公路 

61-00 其他引起事故之疏失或行為 

（八） 交通管制(設施) 

62-00 路況危險無安全（警告）設施 

63-00 交通管制設施失靈或損毀 

64-00 交通指揮不當 

65-00 平交道看守疏失或未放柵欄 

66-00 其他交通管制不當 

（九） 無(非車輛駕駛人因素) 

67-00 動物竄出 

68-00 掉落物 

69-00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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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可考量新增欄位 

依據前述回顧之國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並與國內現有欄位比較，同時考

量多次會議相關單位所題之意見，屏除記錄欄位項目之內容相似部分及無統計之

必要欄位，提列可考量新增欄位及其項目內容，作為事故調查表修定參考。 

4.4.1 建議新增欄位 

本研究計畫現階段可考量新增欄位，說明如下： 

1. 車輛人數：可供研究探討實際乘座人數與事故發生之相關程度。當車輛

僅有駕駛一人時是否較專注而降低事故率，或因無人協助留意視線死

角、特殊路況而導致事故發生率較多人乘坐時高。或者多人乘坐時，易

產生駕駛無法專注之情況而導致事故發生。填寫方式為直接於欄位中填

上事故車輛之乘坐人數。 

2. 車齡：分析使用者車齡是否為事故發生之要因，如汽車使用年數越久，

是否導致事故發生機率提升。 

3. 車輛是否被移動：記錄何種路段或事故情況易產生事故現場在員警處理

前車輛被移動之狀況，以加速事故處理之效率。若有車輛已被移動的情

形，則該筆資料於後續研究分析中可能導致偏誤。建議欄位項目內容

為：是(無劃設標記)、是(有劃設標記)、否。 

4. 傷患處理：記錄傷患於事故發生後的就醫方式，以間接得知受傷嚴重程

度，以及相關處理應變方式，如表 4.5 所示。 

表 4.5 調查欄位「傷患處理」項目內容 

國外項目內容 建議項目 

 救護專機 

 飛機 

 直升機 

 救護車 

 警察運送 

 私人運具 

 其他 

 無 

 現場死亡 

 救護車送醫 

 警察運送 

 自行就醫或離去 

 其他 

5. 學區：學區主要活動人口為學生族群，且多鄰近住宅區，行人與機慢車

密度高。將學區項目獨立出來，以便於探討學區事故與相關變數之關係

研究，方便制定學區周遭道路規定。惟國內對於學區無明確之定義，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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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增列此欄位，有待相關單位訂定明確規範。 

6. 裝載危險物品：可記錄乘載危險物品之車輛的易肇事路段與可能肇因分

析，供日後道路設計與改善，與制定相關規範。此欄位建議項目可配合

聯合國推動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GHS) 「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

規則」，分為九類：易燃物質、刺激性物質、吸入性危險物質、金屬腐

蝕性物質、氧化性物質、爆裂物、加壓氣體、水環境危害物質、急毒性

物質、無。 

7. 車輛擁有者：增加事故記錄之完整性，以便若有需釐清相關責任歸屬情

況之用。 

8. 車輛顏色：可分析車體顏色是否對於事故發生存在影響性。 

9. 乘坐位置：分析駕駛人和乘客乘座位置對受傷程度及患部位置差異，作

為相關保護措施設計及道安防治之參考依據。建議項目分為三方案，如

表 4.6 所示。 

表 4.6 調查欄位「乘坐位置」建議項目內容 

建議項目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1：駕駛 
2-9：小客車乘客 
10：載物區 
11：機車駕駛 
12：機車乘客 
13：自行車騎士 
14：行人 
15：其他 

1：駕駛 
2-9：小客車乘客 
10：機車駕駛 
11：機車乘客 
12：自行車騎士 
13：行人 
14：其他 

1：駕駛 
2-9：小客車乘客 
10：載物區 
11：機車駕駛 
12：機車駕駛前方 
13：機車乘客 
14：機車載物區 
15：自行車騎士 
16：行人 
17：其他 

10. 車輛著火：意外事故若有車輛著火之情況多為重大意外，或對事故現場

有相當程度之危險影響，應需做基本記錄。建議欄位項目內容為：無著

火、因撞擊著火、其他因素導致車輛燃燒。 

11. 國籍：統計本國籍與外國籍事故數量，作為駕駛執照之檢核相關規定參

考之用。 

12. 受困情況：記錄事故現場實際情況，是否有人員受困之情況，若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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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困是如何救出。建議欄位項目內容為：摔出車外、受困於車內(需用

機械救援)、倒臥於車內(需靠人員救出)、倒地不起(騎士/行人)、無、未

知。 

13. 彈出路徑：記錄車輛人員之彈出路徑可作為相關保護措施改良、研發之

用，以及道安相關法規規範。建議欄位項目內容為：無(不適用)、兩側

窗戶、擋風玻璃、後方窗戶、其他。 

14. 車道數：記錄事故發生於路段內之車道數量。 

15. 是否為單行道：記錄事故發生地點是否為單行道，作為道路設施規劃或

修改之參考。 

16. 行駛方向：為瞭解交通事故之車輛碰撞位置，須透過雙方車輛行向，以

利相關交通工程改善與事故鑑定。 

17. 監視器影像：相關單位考量後續事故鑑定需求，若事故路口設有監視器

之情況可向相關單位索取錄影資料作為鑑定之用。 

4.4.2 新增欄位修訂考量 

考量現行調查表已有 37 個調查欄位，為求事故調查表之完整性，且

不過於增加事故處理員警勤務負擔之情況下，採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修正

意見調查之方式，彙整全臺灣各地區警察局、交通局與行車鑑定事故委員

會等相關單位建議。於修正意見調查問卷中，請各單位圈選「欄位實用

性」、「調查便利性」與「是否同意」作為考量新增之依據。其中「欄位實

用性」表示調查欄位記錄之必要性，可作為資料統計分析與相關法規規

範、安全防治之關聯程度；「調查便利性」表示，現場處理員警取得該欄

位正確資料之記錄或操作難易程度。以五度量表方式勾選，調查結果如圖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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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可考量新增欄位調查結果分佈圖 

依據調查結果，優先考量新增項目為「車輛是否被移動」、「車道數」、「是

否為單行道」、「監視器影像」、「傷患處理」、「行駛方向」、「車輛人數」、「裝載危

險物品」八個欄位，並於本案研商會議中與各相關單位討論欄位項目內容，以及

實際操作面之問題。經研議後此次調查作為後續修訂之參考，各欄位於此次修訂

暫不新增，其主要原因分述如下： 

1. 與統計應用關聯性較低 

(1) 監視器影像：與事故統計分析關聯性低，於事故調查表中記錄僅為

便於瞭解事故，且非屬交通安全基本設施，經研議應無須記錄於

事故調查表。 

(2) 車輛是否被移動：與事故統計分析關聯性低，若增列於事故調查表

內則類似為事故相關資訊備註之用。 

2. 調查便利性偏低、有判斷或認定上之問題 

(1) 車輛人數：一般事故無記錄之困難，但考量重大交通事故案件發生

後，未受傷人員多先行離開，調查實際人數不易。 

(2) 裝載危險物品：現行調查表第 28 欄位「車輛用途」中有記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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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危險物品車」乙項，裝載危險物品車多有經過申請許可，若須

填記其物品種類並無操作記錄困難。主要調查不易之處在於相關

事故車輛多為非經許可裝載危險物品，值勤員警無法於事故處理

現場瞭解其裝載物品種類，判別不易。故於現行調查表有相關欄

位之情況下，暫不增列。 

(3) 行駛方向：考量交岔路口事故或多次撞擊事故之情形，調查不易，

且於統計分析上助益不大，車輛之行駛方向已繪於事故現場圖，

主要用於個別事故案件分析，故暫不增列於事故調查表。 

3. 調查欄位設計待研議 

(1) 車道數：一般情形下，記錄車道數量並無困難，但考量事故位置多

為交岔路口、車道縮減、車道數變化之區域，如何填記與定義待

更深入研議。 

(2) 是否為單行道：考量增列「單行道」項目於道路資訊相關欄位中，

如「道路型態」或「事故位置」，但因單行道屬道路性質，併入

後皆會與欄位內原有項目重疊。然是否須要增列一欄位做記錄，

待相關單位達成共識。同時因台灣許多地區巷弄雖為單行道，但

實際上多為雙向行駛且未有執法人員管制，故資料記錄與實際情

況恐有差異。 

4. 欄位適度轉換，與現行欄位結合 

(1) 「傷患處理」欄位之建議項目與現行欄位「受傷程度」項目一併考

量調整，將「受傷程度」欄位項目修改為「24小時內死亡」、「24

小時內住院」、「救護車送醫」、「受傷自行離開」、「未受傷」、

「不明」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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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格式修訂 

本研究計畫依據多次訪談會議之討論結果，研提兩種事故調查表之修訂方

案，分別為目前現行調查表之橫式橫書與修改為直式橫書。兩方案僅為格式上之

差異，內容則為相同。同樣透過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修正意見調查問卷，彙整各

地區警察單位之意見，主要意見如表 4.7 所示。 

表 4.7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格式意見彙整 

格式 

意見 
橫式橫書版本 直式橫書版本 

主要意見 

1. 目前事故現場圖仍為橫式橫

書格式，均為橫式較易判讀 

2. 檢閱方便，於電腦畫面操作

時不需上下滾動捲軸 

1. 現行交通事故案件附件，多

採直式橫書格式與其他事故

處理表單可達一致性 

2. 直式裝訂，核閱方便 

此外，於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研商會議中討論，並依多數警政單位決議更

改為直式橫書格式，如表 4.8 所示；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如表 4.9 所示。現行道

路交通事故調查表如表 4.10 所示，以玆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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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直式橫書) 
警察局名稱 總編號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 

交通事故類別(請打勾) 

  A1 A2 A3 

轄區分局名稱 處理編號    

分局  

 ○1 發生時間 □□年□□月□□日□□時□□分 星期□ 

○2
發
生
地
點 

  
1 

街道    區(市)   里     _ _ _ _ _ _ _路_______段_____巷____弄____號前_____公尺處 

地址________鎮(鄉)_____(村)____鄰__________(街)口   （東）（西）（南）（北）側  (附近) 

2 路線及里程編號__________公路_____公里______公尺處_____向_______車道_____________服務區 

縣 

(市) 

3 平交道名稱________________線_____公里______公尺處_____平交道(平交道專用)    東/西/南/北側 

4 GPS 座標(十進位度數 DD) N □□.□□□□□□ , E □□□.□□□□□□ 

○3 死傷人數 ○4 天候 ○5 光線 ○6 道路類別(第 1 當事人) 

(1)死亡(人) (2)受傷(人) 1 暴雨 

2 強風 

3 風沙 

4 霧 

5 雪 

6 雨 

7 陰 

8 晴 

9 煙 

 1 日間自然光線 

2 晨或暮光 

3 夜間(或隧道、地下道、涵洞)有照明 

4 夜間(或隧道、地下道、涵洞)無照明 

 1 國道 

2 省道 

3 省道 

 (快速公路) 

4 縣道 

5 鄉道 

6 市區道路 

7 村里道路 

8 專用道路 

9 其他 

 

(24 小時內) 

□□□ 

救護車送醫 
□□□ 

24 小時內住院 

□□□ 

自行離開 

□□□ 

   

   

   

   

○7 道路型態 ○8 事故位置 
(一)平交道 

01 有遮斷器 

02 無遮斷器 

(二)交岔路 

03 三岔路 

04 四岔路 

05 多岔路 

(三)單路部分 

06 隧道 

07 地下道 

08 橋梁 

09 涵洞 

10 高架道路 

11 彎曲路及附近 

12 坡路 

13 巷弄 

14 直路 

15 其他 

(四)圓環廣場 

16 圓環 

17 廣場 

(五)停車場 

18 停車場 

  
(一)交岔路口 

01 交岔路口內 

02 交岔口附近 

03 機慢車待轉區 

04 機車停等區 

(二)路段 

05 交通島 

 (含槽化線) 

06 迴轉道 

07 禁行機車道 

08 快車道 

09 慢車道 

10 一般車道 

11 公車專用道 

12 機車專用道 

13 機車優先道 

14 路肩、路緣 

15 自行車專用道 

16 高乘載車道 

(三)交流道 

17 加速車道 

18 減速車道 

19 直線匝道 

20 環道匝道 

21 交流道鼻端 

(四)其他 

22 行人穿越道 

23 穿越道附近 

24 自行車穿越道 

25 人行道 

26 地磅站 

27 其他 

  

    

    

    

    

○9 路面狀況 ○10道路障礙 

(1)路面鋪裝 (2)路面狀態 (3)路面缺陷 (1)障礙物 (2)視距 

1 柏油 

2 水泥 

3 碎石 

4 其他鋪裝 

5 無鋪裝 

 
1 冰雪 

2 油滑 

3 泥濘 

4 濕潤 

5 乾燥 

6 沙土 

7 積水 

 
1 路面鬆軟 

2 突出(高低)不平 

3 有坑洞 

4 無缺陷 

 
1 道路工事(程)中 

2 有堆積物 

3 路上有停車 

4 其他障礙物 

5 無障礙物 

 
(一)不良 

1 彎道 

2 坡道 

3 建築物 

4 樹木、農作物 

5 路上停放車輛 

6 其他 

(二)良好 

7 良好 
 

     

     

     

○11 號誌 ○12車道劃分設施 

分向設施 

○13車道劃分設施-分道設施 

(1)號誌種類 (2)號誌動作 (1)快車道或一般車道間 (2)快慢車道間 (3)路面邊線 

1 行車管制號誌 

2 行車管制號誌 

 (附設行人專用號誌) 

3 行車管制號誌(閃光運作) 

4 閃光號誌 

5 無號誌 

 1 正常 

2 不正常 

3 無動作 

4 無號誌 

 1 中央分向島 

2 槽化線 

3 雙向禁止超車線 

4 單向禁止超車線 

5 行車分向線 

6 無 

 1 禁止變換車道線 

2 車道線 

3 未劃設車道線 

 1 快慢車道分隔島 

2 槽化線 

3 快慢車道分隔線 

4 未劃設快慢車道分隔線 

 1 有 

2 無 
 

      

      

○14事故類型及型態 

(一)人與汽(機)車 

1 對向通行中 

2 同向通行中 

3 穿越道路中 

4 在路上嬉戲 

5 在路上作業中 

6 衝進路中 

7 從停車後(或中)穿出 

8 佇立路邊(外) 

9 其他 

 (二)車與車 

10 對撞 

11 對向擦撞 

12 同向擦撞 

13 追撞 

14 倒車撞 

15 路口交岔撞 

16 側撞 

17 其他 

 (三)汽(機)車本身 

18 路上翻車、摔倒 

19 衝出路外 

20 撞護欄(樁) 

21 撞號誌、標誌桿 

22 撞交通島 

23 撞非固定設施 

24 撞橋樑、建築物 

25 撞路樹 

26 撞電桿 

27 撞變電箱 

28 撞動物 

29 撞工程施工 

30 其他 

 (四)平交道事故 

31 衝過(或撞壞)遮斷器 

32 正越過平交道中 

33 暫停位置不當 

34 在平交道內無法行動 

3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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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聯結車視為一部汽

車 

警察局名稱 總編號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二） 

 

  
轄區分局名稱 處理編號 

分局   

○15當事者姓名 ○16 屬(性)別 ○17身分證字號 ○18出生年月日 

第 
幾 
當 
事
者 

  1 男 

2 女 

3 無或物 

(動物、堆積物) 

4 肇事逃逸 

尚未查獲 

                 

                   

                   

                   

○19住址 ○20電話 備註 ○21車牌號碼 ○22 道路速限 

第 
幾 
當 
事
者 

     □□□ 
     □□□ 
     □□□ 
     □□□ 
○23 受傷程度 ○24主要傷處 ○25 保護裝備 ○26 行動電話 ○27駕駛資格情形 

1 24小時內死亡 

2 救護車送醫 

3 24小時內住院 

4 受傷自行離開 

5 未受傷 

6 不明 

 1 頭部 

2 頸部 

3 胸部 

4 腹部 

5 腰部 

6 背脊部 

7 手(腕)部 

8 腿(腳)部 

9 多數傷 

10 無 

11 不明 

  1 戴安全帽或繫安全帶 

(使用幼童安全椅) 

2 未戴安全帽或未繫安全帶
(未使用幼童安全椅) 

3 不明 

4 其他(行人) 

 1 未使用 

2 使用手持 

3 使用免持 

4 不明 

5 非汽(機)車
駕駛人 

 1 有適當之駕照 
2 無照(未達考照年齡) 
3 無照(已達考照年齡) 
4 越級駕駛 
5 駕照被吊扣 
6 駕照被吊(註)銷 
7 不明  
8 非汽(機)車駕駛 

 

      

      

      

○28 駕駛執照種類 ○29 飲酒情形 ○30 職業 

(一)職業駕照 

01 聯結車 

02 大客車 

03 大貨車  

04 小型車 

(二)普通駕照 

05 聯結車 

06 大客車 

07 大貨車 

08 小型車 

(三)機車駕照 

09大型重型 

10普通重型 

11輕型 

(四)軍用駕照 

12 大客車 

13 載重車 

14 小型車 

(五)其他 

15國際(外國)駕照 

16其他駕照(證) 

17 學習駕駛證 

18 無駕駛執照 

19 不明 

20 非汽(機)車 

  駕駛人 

  1 經觀察未飲酒   

2 經檢測無酒精反應 

3 經呼氣檢測未達 0.15mg/L 或血液檢測未達 0.03% 

4 經呼氣檢測達0.15以上未滿0.25mg/L或血液檢測達0.03%以上未滿0.05% 

5 經呼氣檢測達0.25以上未滿0.4mg/L或血液檢測達0.05%以上未滿0.08% 

6 經呼氣檢測達0.4以上未滿0.55mg/L或血液檢測達0.08%以上未滿0.11% 

7 經呼氣檢測達0.55以上未滿0.8mg/L或血液檢測達0.11%以上未滿0.16% 

8 經呼氣檢測達 0.80mg/L 以上或血液檢測達 0.16% 

9 無法檢測   

10 非駕駛人，未檢測  11 不明 

 1 學齡前兒童 
2 小學生(1-6 年級) 
3 國中生(7-9 年級) 
4 高中(職)生 
5 大學(院校)生 
6 公教人員及警察 
7 軍人 
8 勞工 
9 其他 

 

    

    

    

○31 當事者區分(類別) ○32車輛用途 ○33當事者行動狀態 

(一)大客車 
A01 公車客運 
A02 遊覽車 
A03 自用大客車 
(二)大貨車 
A11 營業用 
A12 自用 
(三)全聯結車 
A21 營業用 
A12 自用 
(四)半聯結車 
A31 營業用 
A32 自用 
(五)曳引車 
A41 營業用 
A42 自用 

(六)小客車 
B01 計程車 
B02 租賃車 
B03 自用 
(七)小貨車 
B21 營業用 
B22 自用 
(八)機車 
C01 普通重型1 
C02 普通重型2 
C03 大型重型1 
C04 大型重型2 
C05 普通輕型1 
C06 普通輕型2 
C07 小型輕型 

(九)軍車 
D01 大客車 
D02 載重車 
D03 小型車 
(十)特種車 
E01 救護車 
E02 消防車 
E03 警備車 
E04 工程車 
E05 其他 
(十一)慢車 
F01 腳踏自行車 
F02 電動輔助自行車 
F03 電動自行車 
F04 人力車 
F05 獸力車 
F06 其他慢車 

(十二)其他 
G01 拼裝車 
G02 農耕車 
G03 動力機械 
G04 拖車(架) 
G05 火車 
G06 輕軌 
G07 其他車 
(十三)人 
H01 行人 
H02 前座乘客 
H03 後座乘客 
H04 機車乘客 
H03 其他人 

 1砂石車 
2幼童專用車 
3校車 
4殘障特製車 
5教練車 
6裝載危險物品車 
7其他 
8非駕駛人及乘客 

 (一)車的狀態 
01 起步  
02 倒車 
03 停車操作中  
04 超車(含超越) 
05 左轉彎 
06 右轉彎 
07 向左變換車道 
08 向右變換車道 
09 向前直行中 
10 插入行列 
11 迴轉或橫越道路中
12 煞車 

13 靜止(引擎熄火) 
14 停等(引擎未熄火) 
15 衝越中央分隔帶 
16 其他 
(二)人的狀態 
17步行 
18靜立（止） 
19奔跑 
20上、下車 
21其他 
(三)不明 

22 不明 

 

   

   

   

○34車輛撞擊部位 最初 其他 ○35肇事逃逸 
○36  

肇 
因 
研
判 

參照

索引 

個別 主要 

(一)汽車 (二)機(慢)車 

(一)汽車 
01前車頭 
02右側車身 
03後車尾 
04左側車身 
05右前車頭(身) 
06右後車頭(身) 
07左後車頭(身) 
08左前車頭(身) 
09車頂 
10車底 

(二)機(慢)車 
11前車頭 
12右側車身 
13後車尾 
14左側車身 
(三)其他 
15不明 
16非汽(機)車 
17未撞擊 

    1 否  

2 是 
     

        

       

       

填表人：          主管：            刑事蒐證人員(現場死亡事故)：   
處理單位：    （單位戳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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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直式橫書) 

警察局名稱 總編號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交通事故類別(請打勾) 

  A1 A2 A3 

轄區分局名稱 處理編號    

分局  

（以箭頭標示北方）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地點： 

 號誌時相：□□ 時 比例尺（以ˇ號勾出所選比例尺） 

   

□草圖 

□1公尺 

□2公尺 

□其他 公尺 

 

現 

場 

處 

理 

摘 

要 

 

備

考 

 

 

註：「現場處理摘要」為處理人員依據現場處理蒐證資料之初步意見，不作為肇事原因分析、鑑定之依據。 

製圖人：                    主管：         處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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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現行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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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欄位編排調整 

經由事故調查表格修訂與調查欄位調整，調查表內欄位編排與次序故有所更

動。本研究計畫主要依據「人」、「車」、「路」、「環境」等要素為欄位編排之主要

考量，調查表之表一以事故地點之共同道路、環境相關欄位為主，表二部分則為

記錄當事人與車輛相關欄位資料，調查表修訂前後之欄位對照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欄位編排調整對照表 

調查欄位 修訂後欄位 現行欄位 欄位次序調整 欄位類型 

發生時間 第 1 欄 第 1 欄  環境 

發生地點 第 2 欄 第 2 欄  環境 

死傷人數 第 3 欄 第 3 欄  人 

天候 第 4 欄 第 4 欄  環境 

光線 第 5 欄 第 5 欄  環境 

道路類別 第 6 欄 第 6 欄  道路 

道路型態 第 7 欄 第 8 欄  道路 

事故位置 第 8 欄 第 9 欄  道路 

路面狀況 第 9 欄 第 10 欄  道路 

道路障礙 第 10 欄 第 11 欄  道路 

號誌 第 11 欄 第 12 欄  道路 

車道劃分設施─

分向設施 
第 12 欄 第 13 欄  道路 

車道劃分設施─

分道設施 
第 13 欄 第 14 欄  道路 

事故類型及型態 第 14 欄 第 15 欄  其他 

當事者姓名 第 15 欄 第 16 欄  人 

屬(性)別 第 16 欄 第 17 欄  人 

身分證字號 第 17 欄 第 18 欄  人 

出生年月日 第 18 欄 第 19 欄  人 

住址 第 19 欄 第 20 欄  人 

電話 第 20 欄 第 21 欄  人 

車輛牌照號碼 第 21 欄 第 27 欄  車輛 

速限 第 22 欄 第 7 欄  道路 

受傷程度 第 23 欄 第 22 欄  人 

主要傷處 第 24 欄 第 23 欄  人 

保護裝備 第 25 欄 第 24 欄  人 

行動電話 第 26 欄 第 25 欄  人 

駕駛資格情形 第 27 欄 第 30 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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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欄位 修訂後欄位 現行欄位 欄位次序調整 欄位類型 

駕駛執照種類 第 28 欄 第 31 欄  人 

飲酒情形 第 29 欄 第 32 欄  人 

職業 第 30 欄 第 36 欄  人 

當事者區分 第 31 欄 第 26 欄  人 

車輛用途 第 32 欄 第 28 欄  車輛 

當事者行動狀態 第 33 欄 第 29 欄  車輛 

車輛撞擊部位 第 34 欄 第 33 欄  車輛 

肇事逃逸 第 35 欄 第 35 欄  人 

肇因研判 第 36 欄 第 34 欄  其他 

旅次目的 刪除欄位 第 37 欄 刪除欄位 人 

事故調查表之「發生時間」、「發生地點」、「死傷人數」三項欄位為事故之基

礎資訊，故編列於調查表之最前方。表一部分除「速限」欄位因考量須記錄各事

故當事人之道速路限，配合調查表填寫格式移置表二，並更名為「道路速限」之

外，其他欄位並無調整順序。第四、五欄之「天候」、「光線」為「環境」因素記

錄欄位，第 6 欄至第 13 欄為「道路」因素記錄欄位。 

表二部分，第 15 欄至第 20 欄為當事人基本資料，第 21 欄「車輛牌照號碼」

雖屬車輛相關欄位，但因考量同屬當事人基本資料內容，並配合調查表格式編

排，一併移置表二前方填記。第 23 欄至 31 欄皆為「人」之相關記錄，包含受傷

情形、駕駛資格等欄位；第 32 欄至 34 欄則為「車輛」記錄欄位。另「肇事逃逸」

雖為當事人之記錄欄位，但因考量此欄位較屬輔助記錄性質，故列於調查表末

端；「肇因研判」欄位因須對照肇事因素索引表，且考量因素多、層面較廣，故

同樣列於調查表末端。期望藉由欄位次序之調整，使事故調查表於實際操作上更

便於填記。 

4.7  A3 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修訂 

經本計畫對整體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之研析，為整合道路交通事故調查

報告表（含 A1、A2、A3）中文字之一致性，建議更改 A3 部分欄位名稱；且為

建置完整之事故資訊，增設地理資訊系統座標與光線之欄位；此外，為避免員警

對事故進行肇因判定而導致其他紛爭，故建議刪除肇因分析研判欄位，相關欄位

修正內容詳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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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填表須知修訂 

本研究計畫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修訂內容，同步修改填表須知，共修

訂 21 項欄位，以下僅就欄位項目修改部分詳列說明。 

 調查欄位 2「發生地點」： 

1. 修改情況： 

(1) 增加 GPS 全球定位坐標填記。 

(2) 增加服務區填寫位置。 

(3) 增加平交道地區東、西、南、北側圈選字樣。 

○2

發
生
地
點 

  
1 

街道  區(市)    里    _ _ _ _ _路_____段_____巷____弄____號前_____公尺處 

地址_____鎮(鄉)____(村)___鄰________(街)口 （東）（西）（南）（北）側 (附近) 

2 路線及里程編號_____公路____公里____公尺處____向_____車道_________服務區 

縣 

(市) 

3 平交道名稱___________線____公里____公尺處____平交道(平交道專用)東/西/南/北側 

4 GPS 座標(十進位度數 DD) N □□.□□□□□□ , E □□□.□□□□□□ 

2. 填寫說明： 

◎發生地點：依事故發生地點之街道地址(一般市區道路)、路線及里程編號

(省道、國道(高速公路))、平交道名稱之細詳資料填入適當欄

項 1、2、3。如該發生地點資料涵蓋 1、2、3 欄項時，則需將

各欄項目完整資料全部填入適當之欄項。如事故發生位置位

於服務區，需填寫服務區名稱；當事故發生於平交道時，除

填寫平交道名稱與位置之外，須依實際方位圈選東、西、南、

北側。GPS 座標填寫欄位，請有相關設備之地區先行填寫(採

十進位度數)。 

註：皆以第 1撞擊地點為該件交通事故發生地點。 

 調查欄位 3「死傷人數」：以因交通事故而死傷者加以計算，若無死亡或受傷

者則應「0」。 

1. 修改情況： 

(1) 刪除「2-30 日死亡」項目。 

(2) 將受傷人數區分為「救護車送醫」、「24 小時內住院」、「自行離開」

三項。 



 

180 

 

 

○3 死傷人數 

(1)死亡(人) (2)受傷(人) 

(24 小時內) 

□□□ 

救護車送醫 

□□□ 

24 小時內住院 
□□□ 

自行離開 

□□□ 

2. 填寫說明： 

(1)死亡(24 小時內)：指 A1 類死亡人數(當場死亡或 24 小時內死亡者)。 

(2)受傷(人)：指本案事故之受傷人數，無論其受傷嚴重程度，包括受傷後逾

24 小時死亡者均屬之，依下列三類別填記：  

 救護車送醫：指人員於事故現場經救護車送往醫院者，手填表格時人數應

包含「24 小時內住院」者。 

 24 小時內住院：指人員於事故發生 24 小時內住院者，住院係指有辦理住

院手續，填寫繳交住院同意書(或住院申請書、住院通知

書)予院方者。 

 自行離開：指受傷人員自行離開事故現場，無須判斷是否自行就醫。 

 調查欄位 4「天候」： 

1. 修改情況：將原第 4 項「霧或煙」分為「霧」、「煙」兩項。 

○4 天候 

1 暴雨 

2 強風 

3 風沙 

4 霧 

5 雪 

6 雨 

7 陰 

8 晴 

9 煙 

 

 

 

 

2. 填寫說明：若同時有 2 種以上情形發生時，依選項索引代號小至大之先後順

序填入第一個代號，例如雨天且有濃霧時，請填入代號「4」(霧)。 

 

 調查欄位 6「道路類別」： 

1. 修改情況：增列「省道(快速公路)」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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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道路類別(第 1 當事人) 

1 國道 

2 省道 

3 省道 

 (快速公路) 

4 縣道 

5 鄉道 

6 市區道路 

7 村里道路 

8 專用道路 

9 其他 

 

 

 

 

2. 填寫說明： 

◎道路類別：如事故發生於 2 種以上不同類別的道路上時，以第一當事者所

行駛之道路為主。 

1 國道：有國道公路編號者，如國道 3 號高速公路。國道路線編號標誌

為梅花形白底綠邊黑色阿拉伯數字。 

2 省道：有省道公路編號者，如台 1 號省道。省道路線編號標誌為盾形

藍底雙白框白色阿拉伯數字及文字。 

3 省道(快速公路)：省道等級之快速公路，標誌為紅底藍框、白色阿拉伯

數字。 

4 縣道：有縣道公路編號者，如新竹縣 122 號道路。縣道路線編號標誌

為方形白底黑邊黑色阿拉伯數字。 

5 鄉道：有鄉道公路編號者，鄉道路線編號標誌為長方形白底黑邊黑色

阿拉伯數字及文字。 

6 市區道路：直(省、縣)轄市所轄範圍內之道路，含上述道路通過市區部

分(高速公路部分除外)。如中山北路一段為省道部分又為市

區道路時應填入市區道路之代號。 

7 村里道路：非市轄內之村里道路。 

8 專用道路：各種產業專用之道路。 

9 其他：非屬於上述分類之道路。 

註：凡填入國道、省道、省道(快速公路)、縣道、鄉道等代號，第○2欄

位「發生地點」須有(2)路線及里程編號資料。 

 調查欄位 7「道路型態」：如事故發生位置分布於 2 種以上不同型態的道路上

時，以第 1 次撞擊位置之道路型態為主。 

1. 修改情況：增列「停車場」，並增加「（五）停車場」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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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道路型態 

(一)平交道 

01 有遮斷器 

02 無遮斷器 

(二)交岔路 

03 三岔路 

04 四岔路 

05 多岔路 

(三)單路部分 

06 隧道 

07 地下道 

08 橋梁 

09 涵洞 

10 高架道路 

11 彎曲路及附近 

12 坡路 

13 巷弄 

14 直路 

15 其他 

(四)圓環廣場 

16 圓環 

17 廣場 

(五)停車場 

18 停車場 

  

  

  

  

  

2. 填寫說明： 

(一)平交道：指鐵路與道路平面交岔之部分。 

01 有遮斷器：設有自動遮斷器或人工遮斷器之平交道均屬之。包括：(1)

第一種(設有遮斷器、手動警報器、整日派有看柵工駐守

者)；(2)第二種(設有遮斷器、手動警報器、每日於規定部

分時間內派有看柵工駐守者)；(3)第三甲種(設有 2 個紅閃

光燈、警鈴及自動遮斷器，而無看柵工駐守者)； 

02 無遮斷器：指未設置任何遮斷器之平交道。包括：(1)第三乙種(設有 2

個紅閃光燈及警鈴而無自動遮斷器及無看柵工駐守者)；

(2)第四種(僅設有萬國鐵路平交道標誌及停、看、聽之警

告標誌者) 

(二)交岔路 

03 三岔路：如丁字岔路、Y 字型岔路。 

04 四岔路：如十字岔路、X 字型岔路。 

05 多岔路：五岔路以上者。 

(三)單路 

06 隧道 

07 地下道 

08 橋樑：河川或乾溝上之橋面或路面部分。 

09 涵洞 

10 高架道路：指立體之高架道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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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彎曲路及附近：彎路以設有標誌為準，並以其彎曲弧形頂點或中心

點左右各 30 公尺為範圍。 

30m30m

中心點

30m
30m

中心點

 

12 坡路：以設有標誌為準。 

13 巷弄：為行政區內具有巷或弄之名稱或編號之道路。  

14 直路：上述道路以外之平直路段。 

15 其他：不屬於上述各單路部分型態之單路。 

(四)圓環、廣場 

16 圓環：於交岔路口內設有交通島構成環狀路面，疏導車輛遵循環形

通行者，其範圍：除包括環形範圍之外，還包括自交岔路口

各道路之路面邊緣端點起算朝各路段方向10公尺之範圍。(如

下圖例所示斜線部分) 

10m

 

17 廣場：指火車站、體育場、其他公眾聚會場所前空曠之路面。 

(五)停車場 

18 停車場：指符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第三條道路定義之停車空間。 

 調查欄位 8「事故位置」： 

1. 修改情況： 

(1) 原「收費站附近」更改為「地磅站」。 

(2) 增列「自行車專用道」、「自行車穿越道」、「高乘載車道」、「交流道鼻端」。 

(3) 增列「禁行機車道」並調整欄位項目順序，更改為「07 禁行機車道」、「08

快車道」、「09 慢車道」、「10 一般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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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事故位置 
(一)交岔路口 

01 交岔路口內 

02 交岔口附近 

03 機慢車待轉區 

04 機車停等區 

(二)路段 

05 交通島 

 (含槽化線) 

06 迴轉道 

07 禁行機車道 

08 快車道 

09 慢車道 

10 一般車道 

11 公車專用道 

12 機車專用道 

13 機車優先道 

14 路肩、路緣 

15 自行車專用道 

16 高乘載車道 

(三)交流道 

17 加速車道 

18 減速車道 

19 直線匝道 

20 環道匝道 

21 交流道鼻端 

(四)其他 

22 行人穿越道 

23 穿越道附近 

24 自行車穿越道 

25 人行道 

26 地磅站 

27 其他 

  

  

  

  

  

2. 填寫說明： 

(一)交岔路口 

01 交岔路口內：指兩條以上道路平面交岔而形成重疊部分之路面，並包

括相鄰兩路邊交接處之鈍(銳)角部分在內。(如下圖(a)、

(b)、(c)所示斜線範圍之部分即為交岔路口內) 

(a) (b) (c)

10m

10m 10m

（鈍角處）

 

02 交岔路口附近：指上述交岔路口虛線中點向路口外延伸 10 公尺以內

之範圍，如上圖(c)所示之 10 公尺虛線範圍內即為交

岔路口附近。 

03 機車待轉區：設於交岔路口範圍內，停止線前方或枕木紋行人穿越道

前方之白色長方形，用以指示機車分段左(右)轉時，暫

時等待左(右)轉之範圍。 

04 機車停等區：於停止線後方設置有機車圖案標線之白色長方形，用以

指示停等紅燈時，僅限於機車能暫時停等之範圍。 

(二)路段 

05 交通島(含槽化線)：含行人安全島、交通分向島(含中央分隔帶)、交

通槽化島 3 類(槽化線視同槽化島)。 

06 迴轉道：供汽車迴轉之車道。 

07 禁行機車道：繪設有「禁行機車」標字之車道，無須區分是否有劃分

快慢車道分隔線。 

08 快車道：快慢車道分隔線內側，供汽車行駛之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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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慢車道：快慢車道分隔線外側，與路面邊線間之車道。若無快慢車道

分隔線時，填表時則不分快慢車道，此部分則填入代號「10

一般車道」。 

10 一般車道：指無劃設快慢車道分隔線，非屬快車道或慢車道之車道。 

11 公車專用道：劃設有公車專用標線，專供公車行駛，其他車種不得進

入之車道。 

12 機車專用道：劃設有機車專用標線，專供機車行駛，其他車種不得進

入之車道。 

13 機車優先道：用以指示大型重型機車以外之機車優先行駛之車道，其

他車種除起步、準備停車、臨時停車或轉向外，不得

橫跨或占用行駛。標線以白色實線及機車圖形劃設

之，每過交岔路口處均應標繪之，並於兩機車圖形間，

縱向標寫白色「機車優先」標字配合使用。 

(單位：公尺) 

 

14 路肩、路緣：指路基有效寬度減除路面寬度，所餘兩側之路基面。在

一般道路上，為路面邊線以外之道路範圍，在高速公

路則為車道之外側，路面邊線與護欄或邊溝間之部分。 

註：路基：指承受路面之土壤部分，其幅度包括路基有效寬度及為使路

基穩定所形成挖、填土之邊坡。 

路面：指承受車輛、行人行走部分，在路基以上以各種材料鋪築之

承受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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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自行車專用道：劃設有自行車專用標線，專供自行車行駛，其他車種

不得進入之車道。 

 

16高乘載車道：指專供特定車種或乘載一定人數以上之車輛行駛之車道。 

 

(三)交流道 

17 加速車道：指設於匝道與主線車道之間，專供汽車由匝道駛入主線車

道前加速之車道。 

18 減速車道：指設於主線車道與匝道之間，專供汽車駛離主線車道進入

匝道前減速之車道。 

19 直線匝道：指交流道型態為直線路形且供加減速車道及主線車道與其

他道路間之連接部分。 

20 環道匝道：指交流道型態為環狀路形且供加減速車道及主線車道與其

他道路間之連接部分。 

21 交流道鼻端：指交流道出口減速車道尾端部分。 

(四)其他 

22 行人穿越道：劃設有行人穿越道標線，供行人穿越道路之處。 

23 穿越道附近：行人穿越道左右各 10 公尺範圍內。 

註：上述 22、23 項事故位置，僅在有行人涉及之交通事故案件中填寫。 

24 自行車穿越道：由自行車穿越道線所指示之自行車於交岔路口或路段

中穿越道路的行駛範圍，入口及出口處應分別繪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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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圖案。自行車穿越道線為線寬十公分之白色實

線。 

 
25 人行道：專供行人通行之騎樓走廊或劃設供行人行走之地面道路與

人行天橋、地下道等。 

26 地磅站： 指國道高速公路為稽查貨車、客貨兩用車、聯結車等車輛

載重情形之地區。 

27 其他：不屬於上述各種事故位置之其他地點。 

 調查欄位 9「路面狀況」： 

1. 修改情況：增加「沙土」與「積水」。 

○9 路面狀況 

(1)車道鋪裝 (2)路面狀態 (3)路面缺陷 

1 柏油 

2 水泥 

3 碎石 

4 其他鋪裝 

5 無鋪裝 

 1 冰雪 

2 油滑 

3 泥濘 

4 濕潤 

5 乾燥 

6 沙土 

7 積水 

 1 路面鬆軟 

2 突出(高低)不平 

3 有坑洞 

4 無缺陷 

 

   

   

   

2. 填寫說明： 

(1)車道鋪裝：依使用材料劃分為 5 種。 

1 柏油 

2 水泥 

3 碎石 

4 其他鋪裝 

5 無鋪裝 

(2)路面狀態：含以下 7 種狀態，如有 2 種狀態同時存在時，應填入前者。 

1 冰雪 

2 油滑 

3 泥濘：地面上水與土混雜之狀態。 

4 濕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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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乾燥：路面無水分之狀態。 

6 沙土：路面有沙石、沙礫、土塵。 

7 積水：雨後或其他因素導致路面聚集水份，導致行經車輛濺起水花之

情況。 

(3)路面缺陷：含以下 4 種狀態。 

1 路面鬆軟 

2 突出(高低)不平 

3 有坑洞 

4 無缺陷 

 調查欄位 11「號誌」：若肇事地點範圍涵蓋 2 個或以上之路口時，以第 1 次

撞擊所在之路口號誌種類與動作填記。 

1. 修改情況：增列「行車管制號誌（閃光運作）」。 

○11 號誌 

(1)號誌種類 (2)號誌動作 

1 行車管制號誌 

2 行車管制號誌 

 (附設行人專用號誌) 

3行車管制號誌(閃光運作) 

4 閃光號誌 

5 無號誌 

 1 正常 

2 不正常 

3 無動作 

4 無號誌 

 

  

  

2. 填寫說明： 

(1)號誌種類：依號誌種類可劃分成四類。 

1 行車管制號誌 

2 行車管制號誌(附設行人專用號誌)  

3 行車管制號誌(閃光運作) 

4 閃光號誌 

5 無號誌 

註：若為行車管制號誌，但事故發生時以閃光方式操作者，自應填入代

號「3」行車管制號誌(閃光運作)。設於鐵路平交道之閃光紅燈，

應視同行車管制號誌中之紅燈，故為行車管制號誌。事故發生於交

岔路口，而且與號誌管制有關者，應於事故現場圖中註明號誌時相。 

(2)號誌動作：依事故現場附近所設號誌燈之動作情況，可分 4 種情形。 

l 正常：指號誌燈光依其功能正常顯示之狀況，3 色燈組如僅以黃色或

紅色閃光顯示，亦屬正常動作。 

2 不正常：指號誌燈光雖有顯示，但其顯示狀況與原設計功能不符，顯

屬錯誤者。如行車管制號誌兩方向均顯示綠燈，或顯示燈色

未能依時交替變換等異常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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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動作：包括號誌燈因故障熄滅(不能顯示)或關閉電源不使顯示之狀

況。 

4 無號誌：前項號誌種類為 4 無號誌時，本項亦填記無號誌。 

 調查欄位 12「車道劃分設施-分向設施」：如事故發生範圍分屬不同車道時，

以第 1 次撞擊所在位置之車道為主。分向設施分乘以下 5 種情形。 

1. 修改情況： 

(1) 原(一)中央分向島「01 寬式(50 公分以上)」、「02 窄式附柵欄」、「03 窄式

無柵欄」統一合併為「1 中央分向島」。 

(2) 增列「槽化線」。 

○12車道劃分設施 

分向設施 

1 中央分向島 

2 槽化線 

3 雙向禁止超車線 

4 單向禁止超車線 

5 行車分向線 

6 無 

 

 

 

2. 填寫說明： 

1 中央分向島：指行人安全島、交通分向島。 

2 槽化線：道路無法設置實體區隔時，以標線(單實線、Ｙ型線與斜紋線)

或路面標記繪成槽化島圖型，用以區隔直通與轉向之車道。 

3 雙向禁止超車線：為黃色雙實線，分向限制線記入本項目內。 

4 單向禁止超車線：為一黃色實線與一黃色虛線併列，靠虛線一方表示

可以單向超車者。 

5 行車分向線：為黃色單一虛線，用以劃分不同方向行車之車流。 

6 無 

 調查欄位 13「車道劃分設施-分道設施」：如事故發生範圍分屬不同車道時，

以第 1 次撞擊所在車道為主。分道設施依下列 3 種情形分別填入代號。 

1. 修改情況：將「1 禁止變換車道線(附標記)」、「2 禁止變換車道線(無標記)」

兩項合併為「禁止變換車道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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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車道劃分設施-分道設施 

(1)快車道或一般車道間 (2)快慢車道間 (3)路面邊線 

1 禁止變換車道線 

2 車道線 

3 未劃設車道線 

 1 快慢車道分隔島 

2 槽化線 

3 快慢車道分隔線 

4 未劃設快慢車道分隔線 

 1 有 

2 無 
 

   

   

2. 填寫說明： 

(1)快車道或一般車道間：  

1 禁止變換車道線：表示於此路段中，禁止車輛變換車道行駛，以白色

雙實線表示，同時車道線上附有標記(如反光標

鈕…等)。 

2 車道線：車道線為劃分車道與車道間範圍之白色單一虛線，車道線附

有標記(如反光標鈕…等)。 

3 未繪設車道線：快車道或一般車道間無劃分設施，指單向僅有一車

道。如旁繪有快慢車道分隔線者，指單向有一快車道；

如未繪設快慢車道分隔線者，則為一般車道。 

(2)快慢車道間：  

1 快慢車道分隔島：寬式快慢車道分隔島或窄式快慢車道分隔島 

2 槽化線：標線線型分為單實線、Ｙ型線與斜紋線三種。用以引導車輛

駕駛人循指示之路線行駛，並禁止跨越。劃設於交岔路口、

立體交岔之匝道口或其他特殊地點。 

3 快慢車道分隔線：用以指示快車道外側邊緣之位置，劃分快車道與慢

車道之白色單一實線。(線寬 10 公分) 

4 未繪設快慢車道分隔線。 

(3)路面邊線：用以指示路肩或路面外側邊緣之白色單一實線。 

1.有：有劃設路面邊線，其線寬可能為 10 公分(舊有路面劃設，尚未更

新)、15 公分或 20 公分。 

2.無：沒有劃設路面邊線。 

 調查欄位 14「事故類型及型態」： 

1. 修改情況： 

(1) 原「撞路樹、電桿」拆列為「撞路樹」、「撞電桿」兩項。 

(2) 增列「撞變電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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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事故類型及型態 

(一)人與汽(機)車 

1 對向通行中 

2 同向通行中 

3 穿越道路中 

4 在路上嬉戲 

5 在路上作業中 

6 衝進路中 

7 從停車後(或中)穿出 

8 佇立路邊(外) 

9 其他 

 (二)車與車 

10 對撞 

11 對向擦撞 

12 同向擦撞 

13 追撞 

14 倒車撞 

15 路口交岔撞 

16 側撞 

17 其他 

 (三)汽(機)車本身 

18 路上翻車、摔倒 

19 衝出路外 

20 撞護欄(樁) 

21 撞號誌、標誌桿 

22 撞交通島 

23 撞非固定設施 

24 撞橋樑、建築物 

25 撞路樹 

26 撞電桿 

27 撞變電箱 

28 撞動物 

29 撞工程施工 

30 其他 

 (四)平交道事故 

31 衝過(或撞壞)遮斷器 

32 正越過平交道中 

33 暫停位置不當 

34 在平交道內無法行動 

35 其他 

  

  

  

2. 填寫說明： 

(一)人與汽(機)車：指行人(或乘客、其他人)與汽(機)車之間，所發生的

各項交通事故型態。「汽(機)車」不僅指汽車或機踏

車，凡能於道路上行駛之機動車輛(或動力機械)均包括

在內(以下說明均同此義)。同時駕駛人牽著機車或腳踏

車行走時，皆視為「行人」方式處理。 

01 對向通行中：指行人與汽(機)車，彼此在相對(迎面)通行中相撞之事

故。  

02 同向通行中：指行人被同方向行進之汽(機)車撞及之事故。 

註：上述 2 型態事故，均不論行人之行走路線是否合乎規定，以及

行走速度如何。 

03 穿越道路中：指行人於穿越直路時，被汽(機)車撞及之事故。行人穿

越之處是否合乎規定則不論，但行人自路外快速衝進

道路中穿越之情況，應填入代號「06」(衝進路中)。 

04 在路上嬉戲：指行人於道路中遊戲時被汽(機)車撞及之事故。 

05 在路上作業中：指行人在道路上從事某種作業時，被通行之汽(機)

車撞及之事故(如工程人員在道路上施工作業時被

撞)。 

06 衝進路中：指行人自路外快速奔跑進入道路中時，被汽(機)車撞及之

事故，行人衝進道路之目的如何，則不論。 

07 從停車後(或中)穿出：指行人自停車(或暫停)車輛之後(前)方，或自

路邊連續停放之車輛中間穿出路上時，被適

時駛進之汽(機)車撞及之事故。本項行人穿出

路上之目的如何，則不論。如其目的在穿越

道路，亦應填入本代號，不應填入「03」(穿

越道路中)。又如駕駛人自停車(或暫停)之車

內開門被撞及亦歸屬此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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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佇立路邊(外)：指行人在路邊或路外無行動之狀況下，被汽(機)車撞

及之事故。 

09 其他：指不屬上列 01~08 項之其他行人(或乘客)與汽(機)車之事故型

態。(如交通員警在路中指揮交通勤務或是處理交通事故被

撞，或行人在車道中佇立被撞，或機車後載人乘坐不穩而跌

落受傷......等)。 

(二)車與車：發生之事故，包括各型車輛(不含火車)。茲將車與車之事故類

型說明如下：(以下圖例中●點表示撞擊處，箭頭表示行車方

向) 

10 對撞：係指車與車對向行駛中，車頭與車頭部分相撞。(如下圖所示) 

 

11 對向擦撞：擦撞係指幾近平行之兩股車流中，車體側面部位及車頭

與車體側面、車尾與車體側面相撞(含變換車道)，而兩車

之行車方向為對向行駛者。(如下圖(a)所示) 

(a)對向時 (b)同向時

 

12 同向擦撞：擦撞之說明同上。而兩車之行車方向為同向行駛。(如上

圖(b)所示) 

13 追撞：係指同方向行車，後車車頭部位撞擊前車車尾部位之情況。(如

下圖(a)、(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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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14 倒車撞：專指車輛在倒車過程中與其他車輛發生任何部位之撞擊情

況。(如下圖(a)、(b)、(c)所示) 

(a) (b) (c)

 

15 路口交岔撞：專指發生於路口內兩不同方向(對向除外)車直線通過路

口時之撞擊情況。(如下圖所示) 

 

16 側撞：某車於路口轉向過程中(不含變換車道)與其他直行車發生撞擊

之情況。(如下圖(a)、(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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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17 其他：不屬於上述 10~16 項各種事故類型者之其他概括肇事型態，

例如撞及停放中車輛，無論該停放車輛屬停車或臨時停車狀

態(於路段(口)中停等，為行駛行為之一部分，不屬停放中車

輛)。 

(三)汽機車本身： 

18 路上翻車、摔倒 

19 衝出路外 

20 撞護欄(樁) 

21 撞號誌、標誌桿 

22 撞交通島 

23 撞非固定設施 

24 撞橋樑、建築物 

25 撞路樹 

26 撞電桿 

27 撞變電箱 

28 撞動物 

29 撞工程施工 

30 其他：不屬於上述 18~30 項之其他型態汽(機)車本身事故。 

(四)平交道事故：係專指道路上車輛或行人或慢車與火車在平交道上發生之

交通事故，包括： 

31 衝過(或撞壞)遮斷器 

32 正越過平交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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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暫停位置不當 

34 在平交道內無法行動 

35 其他：不屬於上述 31~34 項之其他型態平交道事故。 

 調查欄位 22「道路速限」： 

1. 修改情況：原僅需填寫第一當事人速限，調整為填寫各當事人之速限。 

○22 道路速限 

□□□ 

□□□ 

□□□ 

□□□ 

2. 填寫說明： 

⊙填寫當事人者行駛道路之車道速限。如事故發生於 2 種以上不同類別的道

路或車道上時，以各當事者所行駛道路或車道速限為準。如當事者為行

人，則以第 1 次撞擊位置所在道路或車道速限為準。將標誌牌或該路段既

定之行車速率限制數值上限數據填記。 

⊙如事故發生地點依規定不得行駛車輛，如人行道、騎樓等，則速限為「0」。 

 調查欄位 23「受傷程度」：依當事人(或單純受害人)之實際情形，分別填入其

代號。受傷程度計為下列五項。 

1. 修改情況： 

(1) 刪除「2-30 日死亡」項目。 

(2) 配合第 3 欄「死傷人數」記錄內容作項目調整，修改為「24 小時內死

亡」、「救護車送醫」、「24 小時內住院」、「受傷自行離開」、「未受傷」、

「不明」六項。 

○23受傷程度 
1 24 小時內死亡 

2 救護車送醫 

3 24 小時內住院 

4 受傷自行離開 

5 未受傷 

6 不明 

 

 

 

 

2. 填寫說明： 

1.24 小時內死亡：指當場死亡或受傷於 24 小時內死亡者。 

2.救護車送醫：指受傷人員於事故現場由救護車送往醫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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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小時內住院：指人員於事故發生 24 小時內住院者，住院係指有辦

理住院手續，填寫繳交住院同意書(或住院申請書、

住院通知書)予院方者。 

註：「救護車送醫」與「24 小時內住院」擇一填寫，如受傷人員為事

故現場經救護車送醫並於 24 小時住院者，填記「24 小時內住院」。 

4.受傷自行離開：指人員經觀察判斷有受傷情況，但自行離開事故現場

者(不須判斷是否自行就醫)。 

5.未受傷：指人員經觀察之基本判斷未受傷僅有財物損失之情況。 

6.不明：對人員有無受傷無法明確判斷或不清楚者。 

 調查欄位 25「保護裝備」：當事者汽(機)車駕駛人或乘客使用保護裝備之情況，

參照本表代號表，請填記適當之代號。 

1. 修改情況：將「其他(行人、慢車駕駛人、汽車後座乘客)」調整修正為「其

他(行人)」。 

 ○25保護裝備 
1 戴安全帽或繫安全帶 

(使用幼童安全椅) 

2 未戴安全帽或未繫安全帶
(未使用幼童安全椅) 

3 不明 

4 其他(行人) 

 

 

 

 

2. 填寫說明： 

1 戴安全帽或繫安全帶(使用幼童安全椅)：依規定應使用保護裝備之當

事者，確定當事者騎(或乘)機車，有戴安全帽者、汽車駕駛人(或乘客)

有繫上安全帶者、小客車附載幼童有依規定將幼童安置於安全椅者。 

2 未戴安全帽或未繫安全帶(未使用幼童安全椅) ：依規定應使用保護裝

備之當事者，確定無配帶安全帽或安全帶或未將幼童安置於安全椅之

情況者。 

3 不明：指依規定應使用保護裝備之當事者，上述三種保護裝備之使用

情況無法確定者。 

註：自行車駕駛應記錄有無配戴安全帽。 

4 其他：指行人或無須使用保護裝備之當事者。 

 調查欄位 29「飲酒情形」： 

1. 修改情況：修正選項之酒精濃度範圍，使其與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

罰基準表標準一致，並保留原最高區間値「經呼氣檢測超過 0.80mg/L 或血

液檢測超過 0.16%(不含)」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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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飲酒情形 

1 經觀察未飲酒  

2 經檢測無酒精反應 

3 經呼氣檢測未達 0.15mg/L 或血液檢測未達 0.03% 

4 經呼氣檢測達0.15以上未滿0.25mg/L或血液檢測達0.03%以上未滿0.05% 

5 經呼氣檢測達0.25以上未滿0.4mg/L或血液檢測達0.05%以上未滿0.08% 

6 經呼氣檢測達0.4以上未滿0.55mg/L或血液檢測達0.08%以上未滿0.11% 

7 經呼氣檢測達0.55以上未滿0.8mg/L或血液檢測達0.11%以上未滿0.16% 

8 經呼氣檢測達 0.80mg/L 以上或血液檢測達 0.16% 

9 無法檢測   

10 非駕駛人，未檢測  11 不明 

 

 

 

 

2. 填寫說明： 

1 經觀察未飲酒：係指經由判斷當事者駕駛前並未曾飲酒者。 

2 經檢測無酒精反應：係指經檢測結果無酒精反應者(即吐氣檢測值或血

液檢測值為「零」者) 

3 經呼氣檢測未達 0.15mg/L 或血液檢測未達 0.03%：係指檢測結果吐氣

所含酒精成分每公升未達 0.15 毫克者，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未達

0.03％者。 

4 經呼氣檢測達 0.15 以上未滿 0.25mg/L 或血液檢測達 0.03%以上未滿

0.05%：係指檢測結果吐氣所含酒精成分每公升達 0.15 以上未滿 0.25

毫克者，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達 0.03%以上未滿 0.49%者。 

5 經呼氣檢測達 0.25 以上未滿 0.4mg/L 或血液檢測達 0.05%以上未滿

0.08%：係指檢測結果超過行政罰之標準者，即吐氣所含酒精成分每

公升達 0.25 以上未滿 0.4 毫克者，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達 0.05%以

上未滿 0.79%者。 

6 經呼氣檢測達 0.4 以上未滿 0.55mg/L 或血液檢測達 0.08%以上未滿

0.11%：係指檢測結果吐氣所含酒精成分每公升達 0.4 以上未滿 0.55

毫克者，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 0.08%以上未滿 0.11%之間者。 

7 經呼氣檢測達 0.55 以上未滿 0.8mg/L 或血液檢測達 0.11%以上未滿

0.16%：係指檢測結果吐氣所含酒精成分每公升 0.55~0.79 毫克之間，

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 0.11%~0.16%之間者。 

8 經呼氣檢測達 0.80mg/L 以上或血液檢測達 0.16%：係指檢測結果吐氣

所含酒精成分達每公升 0.80 毫克以上者，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達

0.16％以上者。 

9 無法檢測：當事者因故無法實施檢測者。(如：缺乏儀器、醫療院所

不願配合等) 

10 非駕駛人，未檢測：當事者非為駕駛人，其飲酒情形與肇事因素無

關者，得不予檢測。 

11 不明：指事故發生後多時或其他狀況，而難以觀察判斷當事者是否

有飲酒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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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當事者若經告知必須實施酒精濃度測試檢定，而拒絕接受測試檢定者，

應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5 項規定，強制移由受委託醫療

或檢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或其他檢體之採樣及測試檢定。 

 調查欄位 30「職業」：請參考本表項目明細內容「職業」之代號，擇其最適

當者填入。職業的內容包括下列 9 項，簡要說明如下： 

1. 修改情況：考量教育單位作為安全宣導與統計學生事故之必要性，以及實際

記錄不易之問題，精簡欄位項目，自原有之 23 項精簡為 9 項。 

○30 職業 

1 學齡前兒童 
2 小學生(1-6 年級) 
3 國中生(7-9 年級 
4 高中(職)生 
5 大學(院校)生 
6 公教人員及警察 
7 軍人 
8 勞工 
9 其他 

 

 

 

 

2. 填寫說明： 

1 學齡前兒童：指未達國民義務教育年齡之兒童。 

2 小學生 

3 國中生 

4 高中(職)生 

5 大學(院校)生： 

6 公教人員及警察：指從事公務、教務與警務工作之人員。 

7 軍人：國防部所屬軍事機關、部隊、學校、訓練機構、廠庫、醫院等

單位具軍人身分之現役軍官、士官及士兵。不包括國防單位不

具軍人身分之文職及聘僱人員。 

8 勞工：從事簡單及例行性勞力工作之人員。本類工作通常需要體力及

耐力，如清潔、徒手搬運物料、廢棄物收集、手工分類或打包

商品、駕駛非動力車輛、採摘蔬菜及水果等。 

9 其他：指上列項目以外難於歸類之行(職)業。 

 

 調查欄位 31「當事者區分(類別)」：當事者係指與該次事故有關之車輛、人或

物而言。當事者所駕駛之車輛分類擇要說明如下： 

1. 修改情況：。 

(1) 將「公營公車」、「民營公車」、「公營客運」、「民營客運」四項合

併為「公車客運」。 

(2) 增加「輕軌」項目。 

(3) 將「乘客」拆列為「前座乘客」、「後座乘客」、「機車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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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機車分類根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條第六款重新調整為「普通重型

1」、「普通重型 2」、「大型重型 1」、「大型重型 2」、「普通輕型 1」、

「普通輕型 2」、「小型輕型」。 

○31 當事者區分(類別) 
(一)大客車 
A01 公車客運 
A02 遊覽車 
A03 自用大客車 
(二)大貨車 
A11 營業用 
A12 自用 
(三)全聯結車 
A21 營業用 
A12 自用 
(四)半聯結車 
A31 營業用 
A32 自用 
(五)曳引車 
A41 營業用 
A42 自用 

(六)小客車 
B01 計程車 
B02 租賃車 
B03 自用 
(七)小貨車 
B21 營業用 
B22 自用 
(八)機車 

C01 普通重型1 

C02 普通重型2 

C03 大型重型1 

C04 大型重型2 

C05 普通輕型1 

C06 普通輕型2 

C07 小型輕型 

(九)軍車 
D01 大客車 
D02 載重車 
D03 小型車 
(十)特種車 
E01 救護車 
E02 消防車 
E03 警備車 
E04 工程車 
E05 其他 
(十一)慢車 
F01 腳踏自行車 
F02 電動輔助自行車 
F03 電動自行車 
F04 人力車 
F05 獸力車 
F06 其他慢車 

(十二)其他 
G01 拼裝車 
G02 農耕車 
G03 動力機械 
G04 拖車(架) 
G05 火車 
G06 輕軌 
G07 其他車 
(十三)人 
H01 行人 
H02 前座乘客 
H03 後座乘客 
H04 機車乘客 
H05 其他人 

 

 

 

 

(一) 大客車：座位在 10 人座(含)以上或總重量逾 3,500 公斤之客車、座位在

25 座(含)以上或總重量逾 3,500 公斤之幼童專用車。其座位之

計算包括駕駛人、幼童管理人及營業車之服務員在內。 

A01 公車客運：公車係指擔負市區內大眾運輸服務任務之公共汽車；客

運係指繞行或貫穿市區聯絡各衛星都市間運輸，除基價

外按里程計價之長途客運車輛。 

A02 遊覽車：屬特種汽車客運業之一，其營業方式為待客包租性質之車

輛。 

A03 自用大客車：非營業用之大客車。 

(二) 大貨車：總重量逾 3.5 公噸之貨車。 

A11 營業用(大貨車)：載貨營業用之大貨車。 

A12 自用(大貨車)：非營業用之大貨車。 

(三) 全聯結車：指一輛曳引車(或汽車)與一輛或一輛以上之重型全拖車所組

成之車輛。而所謂「重型全拖車」係指總重在 750 公斤以上，

具有前後輪之拖車。 

A21 營業用(全聯結車)：營業用之全聯結車。 

A22 自用(全聯結車)：非營業用之全聯結車。 

(四) 半聯結車：指一輛曳引車與一輛重型半拖車所組成之車輛。而所謂「重

型半拖車」係指總重在 750 公斤以上，僅具有後輪，其前端

附掛於曳引車第五輪之拖車。依其使用目的可分為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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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 營業用(半聯結車)：營業用之半聯結車。 

A32 自用(半聯結車)：非營業用之半聯結車。 

(五) 曳引車：專供牽引其他車輛之汽車，稱為曳引車。亦即指僅有單一之引

車頭，未拖帶聯結其他車輛之汽車。 

A41 營業用(曳引車)：營業用之曳引車。 

A42 自用(曳引車)：非營業用之曳引車。 

(六) 小客車：座位在九人座(含)以下之客車，或座位在二十四座(含)以下之

幼童專用車，其座位之計算包括駕駛人及幼童管理人在內。 

B01 計程車：指營業用計程車。 

B02 租賃車：包租營業用車。 

B03 自用(小客車)：非營業用之小客車。 

(七) 小貨車(含客貨兩用)：總重量在 3.5 公噸以下(含)之貨車，包含客貨兩用

車。 

B11 營業用(小貨車)：營業用之小貨車 

B12 自用(小貨車)：非營業用之小貨車。 

(八) 機車：指以原動機帶動之二輪機器腳踏車。 

C01 普通重型 1：汽缸總排氣量逾 50 立方公分且在 250 立方公分以下

之二輪或三輪機車。 

C02 普通重型 2：電動機車之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力逾 5 馬力且在

40 馬力（HP）以下之二輪或三輪機車。 

C03 大型重型 1：汽缸總排氣量逾 250 立方公分之二輪或三輪機車。 

C04大型重型2：電動機車之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力逾40馬力（HP）

之二輪或三輪機車。 

C05 普通輕型 1：汽缸總排氣量在 50 立方公分以下之二輪或三輪機車。 

C06 普通輕型 2：電動機車之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力在五馬力（HP）

以下、1.34 馬力（電動機功率 1000 瓦）以上或最大

輸出馬力小於 1.34 馬力（電動機功率小於 1000 瓦），

且最大行駛速率逾每小時 45公里之二輪或三輪機車。 

C07 小型輕型 ：電動機車之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力小於 1.34 馬力

（電動機功率小於 1000 瓦），且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

時 45 公里以下之二輪或三輪機車。 

(九) 軍車：指領用軍用牌照之軍事編制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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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1 (軍用)大客車：指交通車、巴士等專用於搭載人員之車輛。 

D02 (軍用)載重車：如悍馬車及 2.5 噸、3/4 噸之載重車輛。 

D03 (軍用)小型車：如中小型客貨車、1/4 噸吉普車。 

(十) 特種車：指有特種設備供專門用途而異於一般之車輛。 

E01 救護車 

E02 消防車 

E03 警備車：包括大型警備車、小型巡邏車或警備車 

E04 工程車 

E05 其他特種車：包括吊車、救濟車、油罐車、灑水車、郵車、垃圾車、

清掃車、水肥車、囚車、運靈車…等。 

(十一) 慢車： 

F01 腳踏自行車。 

F02 電動輔助自行車：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人力為主，電力為輔，最

大行駛速率每小時 25 公里以下，且車重在 40 公

斤以下者。 

F03 電動自行車：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電力為主，最大行駛速率每小

時 25 公里以下，且車重(不含電池)在 40 公斤以下者。 

F04 人力車：指三輪客、貨車、手拉(推)貨車等。 

F05 獸力車：例如牛車、馬車等。 

F06 其他慢車：例如手拉貨車、板車…等(其行車速度約為行人步行速

度者)。 

註：兒童電動車為兒童玩具、滑板車屬休閒運動器材、殘障專用車為殘

障人士代步工具，不屬慢車範圍。 

(十二) 其他車：不屬於上述(一)至(十一)之各種車輛。 

G01 拼裝車：指未具合格製造廠商出廠證明，不符申領汽牌照規格，而

利用各種零件引擎拼裝完成之二輪以上載人、貨車輛。 

G02 農耕用車(或機械)：限於鄉間道路行駛，專供農務搬運或耕作使用

之車輛。如鐵牛、耕耘機、插秧機、收割機…

等。 

G03 動力機械：以原動機帶動行駛，但不屬於汽車範圍，而必須依規定

使用車輛載運或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

方可憑證行駛於道路之機械。包括堆土機、堆高機、跨

載機、壓路機、羊角滾、光面機…等具有動力之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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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4 拖車(架)：指由汽車牽引，其本身並無動力之車輛(架)。 

G05 火車：行駛於鐵軌上的電聯車、動力機車及車廂之運輸車輛。 

G06 輕軌：指大眾捷運系統車輛，係由大眾捷運法所定大眾捷運系統使

用之專用動力車輛。 

G07 其他車：不屬於上述各類之任何車輛，包括無法判斷者。 

(十三) 人：非屬車輛或動力機械範圍，而屬人之範圍者。 

H01 行人：包括牽著機踏車或腳踏車行走者。 

H02 前座乘客：指駕駛人以外，乘坐於小客車、貨車、聯結車、特種車

前座或大客車第一排位置之搭載者。 

H03 後座乘客：指駕駛人以外，乘坐於非屬前項「前座乘客」定義之搭

載者。 

H04 機車乘客：指機車駕駛人以外之搭載者。 

H05 其他人：不屬於上述行人、乘客之屬性範圍者(例如交通指揮者、

在道路上施工者)，或無法判斷者。 

 調查欄位 33「當事者行動狀態」： 

1. 修改情況： 

(1) 將「急減速急停止」更名為「煞車」。 

(2) 為瞭解高(快)速公路衝越中央分隔帶事故發生情形增列「衝越中央分隔

帶」。 

○33當事者行動狀態 

(一)車的狀態 
01 起步  
02 倒車 
03 停車操作中  
04 超車(含超越) 
05 左轉彎 
06 右轉彎 
07 向左變換車道 
08 向右變換車道 
09 向前直行中 
10 插入行列 
11 迴轉或橫越道路中
12 煞車 

13 靜止(引擎熄火) 
14 停等(引擎未熄火) 
15 衝越中央分隔帶 
16 其他 
(二)人的狀態 
17步行 
18靜立(止) 
19奔跑 
20上、下車 
21其他 
(三)不明 

22 不明 

 

 

 

 

2. 填寫說明： 

(一)車的狀態：指與該次事故有關之車輛於事故發生時之各種行動狀態。 

01 起步  

02 倒車 

03 停車操作中  

04 超車(含超越) 

05 左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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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聯結車視為一部汽

車 

06 右轉彎 

07 向左變換車道 

08 向右變換車道 

09 向前直行中 

10 插入行列 

11 迴轉或橫越道路中 

12 煞車  

13 靜止：指車輛熄火之停止狀態。 

14 停等：指車輛未熄火之暫停狀態。 

15 衝越中央分隔帶 

16 其他 

(二)人的狀態：指與事故有關之行人或乘客於事故發生時之各種行動狀態。 

17 步行 

18 靜立(止) 

19 奔跑 

20 上、下車 

21 其他 

(三)不明 

22 不明：指當事者之行動狀態無法明確判斷之狀況。 

 調查欄位 34「車輛撞擊部位」： 

1. 修改情況： 

(1) 增列「未撞擊」，以供當事人車輛未發生碰撞時填記使用。 

(2) 更改「(二)機車」為「(二)機(慢)車」。 

○34車輛撞擊部位 最初 其他 

(一)汽車 (二)機(慢)車 

(一)汽車 
01 前車頭 
02 右側車身 
03 後車尾 
04 左側車身 
05 右前車頭(身) 
06 右後車頭(身) 
07 左後車頭(身) 
08 左前車頭(身) 
09 車頂 
10 車底 

(二)機(慢)車 
11 前車頭 
12 右側車身 
13 後車尾 
14 左側車身 
(三)其他 
15 不明 
16 非汽(機)車 
17 未撞擊 

    

    

    

    

2. 填寫說明： 

係指車輛接觸碰撞的部位，而不是指車輛碰撞後感應損壞的部位。而「最

初」車輛撞擊部位，則指車輛第 1 次接觸而產生的碰撞部位，「其他」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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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擊部位，則指同一事故中車輛第 2 次接觸而產生的碰撞部位。處理人員應

依現場跡證與參考當事者、見證人之描述，研判事故撞擊型態(對撞、擦撞...

等)，並比對車輛撞部位之合理性(如高度、寬度等)，綜合研判分辨「最初」

撞擊部位與「其他」撞擊部位。有關車輛撞擊部位之說明，分為汽車、機車

兩類，簡略概述如下：(並請參考表中之車輛撞擊部位編碼示意圖) 

(一)汽車：將車頭、車尾各分為 4等份，右側車身、左側車身各分為「前翼

子板」、「前、後車門」及「後翼子板」3部分，說明如下： 

 

01 前車頭：撞擊部位在車頭中央 2 分之 1 等份。 

02 右側車身：撞擊部位在右前門或右後車門範圍部分。 

03 後車尾：撞擊部位在車尾中央 2 分之 1 等份。 

04 左側車身：撞擊部位在左前門或左後車門範圍部分。 

05 右前車頭(身)：撞擊部位在車頭右側 4 分之 1 等份，或右前翼子板部

分。 

06 右後車尾(身)：撞擊部位在車尾右側 4 分之 1 等份，或右後翼子板部

分。 

07 左後車尾(身)：撞擊部位在車尾左側 4 分之 1 等份，或左後翼子板部

分。 

08 左前車頭(身)：撞擊部位在車頭左側 4 分之 1 等份，或左前翼子板部

分。 

09 車頂：撞擊部位在車頂部分，包含前、後擋風玻璃，但不含引擎蓋

與後行李廂蓋。 

10 車底：撞擊部位在車底部分，包含前、後保險桿下方部分。 

註：全聯結車(或半聯結車)視為 1 部汽車。 

(二)機車：將機車分為前、後、左、右 4 部分，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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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前車頭：撞擊部位在機車手把之前面者 

12 右側車身：撞擊部位在右側車身者。 

13 後車尾：撞擊部位在後面者。 

14 左側車身：撞擊部位在左側車身者。 

(三)其他 

15 不明：指事故發生後多時或車輛撞擊部位無法明確判斷之情形。 

16 非汽(機)車：指當事者不屬於汽車或機車範圍之人、車、物，如腳踏

車、行人、 

物等。 

17 未撞擊：指事故發生後，車輛未發生碰撞，且身車未有受損痕跡之

情形。 

 調查欄位 36「肇因研判」： 

1. 修改情況： 

(1) 將「超速失控」更改為「超速行駛」。 

(2) 將「未注意車前狀態」更改為「未注意車前狀況」，並拆列為「未注意

車前狀況－駕駛疏忽」、「未注意車前狀況－視線受阻」、「未注意

車前狀況－車內分心」、「未注意車前狀況－車外分心」、「未注意

車前狀況－其他」五項。 

(3) 將「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分為「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不服從依法令

執行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闖紅燈」、「違

反號誌管制或指揮－紅燈違規右轉」、「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不依

號誌指示行駛」四項。 

(4) 於(七)行人(或乘客)增列「誤闖高(快)速公路」。 

(5) 於(八)交通管制(設施)增列「掉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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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肇 
因 
研 
判 

 

參照

索引 

個別 主要 

    

   

  

  

2. 填寫說明： 

肇事因素之定義：所謂「肇事因素」，係指與本件交通事故之發生，有「客

觀上相當因果關係」之原因行為或事實(亦即引起本件事

故發生之關鍵性原因)。所謂「客觀」意即肇事因素之研

判，悉以現場存在之跡證為依據，非以個人之主觀意思作

研判；而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

為當時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

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

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

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再者「肇事因素」並非以違反交通

法規行為為限。反之，當事者之違反交通法規行為，若與

事故之發生無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亦不得認定為「肇事

因素」而填入。 

⊙肇事因素之分類：可分為主要肇事因素及次要肇事因素兩種：(1)主要肇

事因素：係指在本件交通事故之諸肇事因素中，有某一原

因行為或事實，則該肇事必然發生，無此原因行為或事

實，則該肇事必然不會發生，則此原因行為或事實即為主

要(直接)肇事因素；(2)次要肇事因素：係指在本件交通

事故之諸肇事因素中，有某一原因行為或事實，則該肇事

不一定會發生，但也可能發生，則此原因行為或事實即為

次要(間接)肇事因素。 

⊙肇事因素之選填：本欄可由現場處理人員研判填寫，再由審核人員審核

修正；本欄肇事因素之研判，僅作為肇事原因統計分析，

提供交通安全改善策略或方法之參考，不作為肇事責任歸

屬之依據。選填肇事因素時，依各當事者之身分、肇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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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之比重及下述肇事因素之種類，於適當之空格內填入代

號。 

♁例一：(一方為完全肇事原因) 

A、 B 兩車於直路發生追撞之交通事故，經調查發現 B 車在 A 車之前

方，B 車依規定行駛，事故之所以發生是因為 B 車發現前面有狀況，

乃輕踩煞車，A 車因為跟隨 B 車太近，反應不及而追撞上 B 車。則

本件交通事故之主要肇事原因研判是因為 A 車「未保持行車安全距

離」，而 B 車無肇事原因。因此，於 A 車當事者之「個別肇因研判」

空格內填入代號「16」(未保持行車安全距離)；而於 B 車當事者之

「個別肇因研判」空格內則填入代號「47」(尚未發現肇事因素)。整

件事故之「主要肇因研判」空格內填入代號「16」(未保持行車安全

距離)。 

♁例二：(雙方均有肇事因素) 

B、 B 兩部機車同向行駛於劃設有雙黃線之路段中，A 車在 B 車之右前

方，兩車發生肇事時，B 車以前車輪幾近於 90 度角撞及 A 車之左側

踏板處，經調查發現：A 車未超速行駛，B 車超速行駛。本案之肇

事關鍵因素研判為 A 車突然向左變換方向欲迴轉及 B 車超速行駛。

因此，於 A 車當事者之「個別肇因研判」空格內填入代號「10」(迴

轉未依規定)；B 車當事者之「個別肇因研判」空格內填入代號「13」

(超速行駛)。整件事故之「主要肇因研判」空格內填入代號「10」(迴

轉未依規定)。 

⊙肇事因素之種類：可分為「車輛駕駛人因素」、「非車輛駕駛人因素」兩

種。而「車輛駕駛人因素」又可分為駕駛人、燈光、裝載、

其他、無及機件等六類共 53 項；「非車輛駕駛人因素」則

可分為行人(或乘客)、交通管制(設施)及無等三類共 19

項。該九類肇事因素之各細分項說明如下： 

Ⅰ、車輛駕駛人因素：指包括第○31欄(當事者區分(類別))中所列各種車輛駕駛

人，因其過失行為而肇事之各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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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未注意車前狀態－駕駛疏忽：指駕駛人未能充分注意前方車輛行車

路徑與動態（不論同向或對向），如前方車輛方向燈、倒車燈、煞

車燈之顯示，以及機車駕駛、自行車駕駛、行人之動態，未及時採

取適當預防措施而肇事者。 

24 未注意車前狀態－視線受阻：指駕駛人駕車時因標誌、招牌遮蔽視

線，或擋風玻璃被物體遮蔽、光線不良(強光或眩光)、車輛視線死角，

以及表一第 10 欄「道路障礙」第二項第一類之視距不良列舉項目，

導致無法及時採取適當預防措施而肇事者。 

25 未注意車前狀況－車內分心：指駕駛人駕車時飲食、調整車內設備

(座椅、音響、冷氣、導航裝置等)、受車內乘客影響，導致無法及時

採取適當預防措施而肇事者。 

26 未注意車前狀況－車外分心：指駕駛人駕車時因觀看路旁風景、活

動、事故，或受車外機車駕駛、自行車駕駛、行人之動態影響，無

法及時採取適當預防措施而肇事者。 

27 未注意車前狀況－其他：指駕駛人因車輛操控生疏、導航訊息錯誤，

以及非屬第 23、24、25、26 項肇事因素之情形，導致無法及時採取

適當預防措施而肇事者。請注意，本項係概括本欄之其他項目，如

有更符合該件事故之肇事原因者，應優先選勾該項目。 

29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不服從依法令執行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設

有號誌(行車管制、行人專用、閃光等各類號誌)處所，違反交通執法

人員之手勢、訊號。請參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相關規定如下： 

⊙第 102 條第 1 項第 1 款： 

 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應遵守燈光或交通人員指揮，遇有交通指

揮人員指揮與燈光號誌並用時，以交通指揮人員為準。 

30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闖紅燈：設有號誌(行車管制、行人專用、閃

光等各類號誌)處所，違反其號誌管制。處罰條例相關規定如下： 

⊙第 53 條第 1 款： 

 汽車駕駛人，行經燈光號誌管制交岔路口闖紅燈者，處新台幣一

千八百元以上五千四百元以下罰鍰。 

31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紅燈違規右轉：設有號誌(行車管制、行人專

用、閃光等各類號誌)處所，違反其管制號誌。請參照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相關規定如下： 

⊙第 53 條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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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駕駛人，行經燈光號誌管制交岔路口紅燈右轉行為者，處新

台幣六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32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不依號誌指示行駛：設有號誌(行車管制、行

人專用、閃光等各類號誌)處所，違反其管制號誌。請參照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相關規定如下： 

⊙第 48 條第 1 項第 2 款： 

 不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 

⊙第 60 條第 2 項第 3 款： 

 不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 

63 誤闖高(快)速公路：指行人誤闖高(快)速公路之情形，若為機車駕駛

人誤闖高(快)速公路，應填記於「29 違反特定標誌(線)禁制」。 

71 掉落物：指車輛行駛中，遇前方或週遭車輛物品突然掉落，或物品

散落於道路上而導致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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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自動化介接架構 

時代的變遷加上科技大幅度的提升，傳統的資料處理方式已不符現今社會的

經濟效益，資料量急速成長、儲存設備成本下降、軟體技術進化和雲端環境成熟，

自動化資料處理系統已非遙不可及的事情。 

為因應事故資料未來數位化之分析的想法，資料可透過網頁與雲端處理，同

時藉由資料庫分享、串連並進一步減輕事故蒐證者之工作負擔，因此對於事故資

料自動化自然有其必要性，故須提出資料蒐集與分析之自動化構想規劃及處理流

程。本研究計畫主要針對事故統計資料分析自動化提出三階段構想並加以彙整成

初步之處理流程，而因自動化後縮減之事故表格亦提出初步版型，詳細規劃作法

與說明如后。 

6.1 事故調查表自動化目的 

目前事故處理與蒐證皆仰賴員警，然而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之條

文規定，處理員警於現場必須記錄、救護協助、通報、警戒、保護現場、管制及

蒐證，在有限的時間必須完成上述工作並盡速排除狀況，若當下有缺漏或註記到

錯誤的事故資料，後續填報事故調查表格時，對於處理員警而言亦是一項負擔。

本研究計畫針對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未來處理方式及表格應用統計分析，提出自

動化初擬方案，而其自動化之目的有四，目的分別為： 

1. 減輕員警於事故現場調查之負擔 

員警於事故現場處理時，須盡速排除狀況，有一定的時間壓力，事故現場的

跡證搜集方面可能略有缺失，故透過蒐證過程與資料自動化對應欄位可減少處理

員警填寫資料之內容，同時亦可減輕處理員警蒐集資料之負擔。因此，若能將事

故資料庫透過雲端化方式自動填入蒐證資料，則可減輕員警對於時間與內容上的

壓力。 

2. 避免錯誤資料登入並降低失誤 

事故分析過程中，會產生資料錯誤或缺漏的部分有三個，其一是員警現場蒐

證端、第二是資料建檔端、第三部分則是分析資料轉檔端。倘若能夠透過統一的

資料格式來源並且有效串接資訊，則可避免蒐證端與建檔端的錯誤，且經由統一

的格式上傳資料亦可避免資料因轉檔產生的缺漏值，自然後續事故資料分析自動

化後正確性必然可以提升，藉由此舉是可以有效降低資料誤植之現象。 

3. 有效串接現有相關單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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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雲端化整合以及無線網路通訊便利的世代，對於資料有效串接則是可以執

行的方式；再者，目前我國各公務機關均擁有相當多的資料庫可供對應，初步而

言事故資料便可與車籍、駕籍、戶役政系統等進行資料查核與串接，倘若能有效

整合相關單位之資料，勢必可以提升資料準確率。 

4. 強化後續統計資料呈現與使用 

目前事故資料統計僅以表單式的數據呈現，且事故資料僅保留在警政單位的

封閉資料庫內，針對進一步的肇事分析與防治作為之對應策略，以目前的資料而

言，是欠缺有效的資料演算與邏輯判別，因此若能提出相關自動化之方法，並且

活化事故資訊利用方式，以作為後續道路交通安全防治之參考依據，則對於提升

道路安全有所助益。 

 

圖 6.1 事故處理自動化登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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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未來事故表格自動化架構 

本研究計畫係針對未來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與表格應用統計分析之自動化提

出初步規劃構想，主要緣由為現階段事故處理與蒐證員警透過道路交通事故調查

表（一）與表（二）及事故現場圖部分，表（一）部分，事故處理員警需註記時

間、地點、道路型態、環境資訊及事故類型；表（二）部分，需紀錄事故當事人

基本資料、行動狀態、車駕籍資訊、車輛受損狀態及肇事因素，總計有 37 項調

查欄位作為調查項目，然事故處理員警於事故當時或事後填寫，記錄與填寫過程

中難免出現資料缺漏或當事者提供錯誤資料之情形發生，為降低事故資料錯誤比

例同時又能減輕處理員警工作負擔，考量全球目前資料處理之趨勢，可透過自動

化的概念，由系統自動媒合相對應之資訊，達到降低錯誤、增加處理效率的目標。 

因此本研究計畫將未來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格之自動化想法之架構主要分

成三階段，分別為蒐證自動化（事故蒐證資料自動化）、登入自動化（事故表格

介接自動化）與分析自動化（統計資料分析自動化）作為規劃之重點想法。 

6.2.1 蒐證自動化 

交通事故處理員警於事故現場時，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進行事故現場蒐證與

資料蒐集，並於事故狀況排除前將調查工作完成，然現階段處理員警蒐證的項目

多數為事故現場攝影，記錄事故地點環境條件、道路狀況、車輛損傷部位、地面

刮擦痕或血跡、散落物及其他有關事故之跡證，下一步驟則透過徒手繪製交通事

故現場圖，並同時須註明肇事地點、描繪道路型態、標記肇事雙方事故位置等內

容。然前述動作可隨著科技的發達而減輕相關工作事項，例如，依現況詢問肇事

當事人提供行車記錄器影像資訊供後續分析使用；以車輛科技與蒐證技術發展迅

速，則可透過數位相機、空拍攝影機、定位技術、行車電腦…等科技產品進行資

料提供與蒐證資訊以及提供員警前往事故現場需要完成之相關調查作業，勢必能

減輕員警主動判別相關肇因、拍照…等認定之問題，前述之相關數位化設備輔助

員警進行事故調查作業之蒐證設備與可以提供之資料如表 6.1 所示，相關蒐證自

動化之構想內容則如圖 6.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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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蒐證設備與提供資料彙整表 

蒐證設備 設備可提供之資料 

平版裝置 事故現場文書資料處理、拍攝照片 

數位相機 事故彩色照片(包含現場、車損、道路環境…等照片) 

空拍機 空拍圖(現場全景圖、事故現場圖) 

微型攝影機 事故影像記錄 

定位儀器 事故地點經緯度參數 

智慧型手機 事故現場文書資料處理、拍攝照片 

 

 

圖 6.2 事故現場蒐證自動化示意圖 

另針對前述五項自動化蒐證設備，「平版裝置」、「數位相機」、「攝錄影機」、

「空拍機」及「GPS 定位系統」，以列表之方式提出使用上的優缺點分析，提供

給各單位參考。 

1. 平板裝置： 

平版裝置功能性完整，事故處理員警使用時主要可以分為三大類：第一，文

書處理，可在事故現場製作筆錄，若時間不允許亦可以透過備忘錄功能簡單註記

事故發生經過；第二，拍攝功能，透過內建設照相機記錄事故現場跡證，並可即

時確認影像內容；第三，繪製現場圖，透過專用之 APP 程式，直接於現場繪製

事故現場圖，完成後可立即比對路口樣貌。至於缺點部分，界面操作需進行教育

訓練；若要強化平版使用效益，需開發專用之 APP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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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平板裝置優缺點分析 

 
平版示意圖 

優點： 

 可以進行文書處理，如筆錄製作 

 可以拍攝照片，並立即檢視 

 可繪製事故現場圖，並立即檢視 

缺點： 

 繪製現場圖及筆錄製作，需另開

發專用 APP 

 界面操作需再進行教育訓練 

 物品單價較高 

圖片來源：http://www.gigabyte.tw/fileupload/product/71/4365/6772_big.jpg 

2. 數位相機： 

數位相機近年來發展快速，相片解析度也跟著大幅提升，拍攝功能也隨著豐

富化。事故現場之跡證(刮痕、擦痕、煞車痕、血跡等)都必須依賴相機捕捉當下

的發生狀況，以利後續事故分析研判使用。現階段，第一線事故處理員警所使用

之相機妥善率不定，若要提高事故現場蒐證品質勢必要添購新一代的數位相機，

然而採用越先進的技術，如防手震功能、GPS 定位、高精細畫質等，價格亦會隨

之增加。 

表 6.3 數位相機優缺點分析 

 

數位相機示意圖 

優點 

 日、夜間照片之解析度最佳 

 使用記憶卡裝置，方便資料傳輸 

 若有內建定位功能，拍照可同時

註記事故點位 

缺點 

 內建定位功能之數位相機，市場

較為罕見 

 功能較豐富之數位相機，物品單

價較高 

圖片來源：http://www.hot3c.com/img.asp?name=1006/15378-1.jpg 

3. 空拍機： 

空拍機屬近年來新的科技產物，結合了直升機與攝影機的功能，能在特定範

圍內飛行並紀錄影像。於事故處理現場，飛行器在空中的視角，能以高空全景記

錄事故現場狀況，俯視圖亦可供處理員警繪製現場圖參考使用。然而最近空拍機

失誤事件頻傳，市區內高樓大下影響機器操控穩定性，因而造成飛行器摔落，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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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若引進空拍技術，需針對操作人員進行教育訓練，並依規定須考取使用執照，

確保飛行安全性。 

表 6.4 空拍機優缺點分析 

 

空拍機示意圖 

優點 

 以俯視角度拍攝事故照片 

 透過飛行可進行事故環景拍攝 

 空拍影像可作為事故現場圖繪製

底圖 

缺點 

 操作門檻高需另外進行教育訓練 

 未來操作需另考取執照 

 物品單價高 

圖片來源：http://twimg.edgesuite.net/images/ReNews/20141201/640_0a6cb9f072558fc3f8c55aee2ea812d7.jpg 

4. 微型攝影機： 

微型攝影機，目前多用於警方出勤記錄，使用時配掛於胸口前，保障警方與

受檢方(當事人)之權益，後續有若雙方有爭議，可透過影像還原當時情況。用於

事故處理現場時，員警可紀錄事故現場情況，必要時亦可以錄製訊問筆錄之對

談；然而現今社會個人隱私意識高漲，記錄影像同時需注意當事者隱私問題，並

確保事故案件處理工作結束時，檔案需徹底刪除，避免後續糾紛。 

表 6.5 微型攝影機優缺點分析 

 

微型攝影機示意圖 

優點 

 體積小方便攜帶，使用時可掛於

員警胸前 

 製作筆錄時可透過聲音及影像抓

取事故重點 

缺點 

 僅有錄影功能 

 夜間拍攝效果較差 

 需考慮個人隱私問題 

圖片來源：http://www.joysing.com.tw/ezcatfiles/joysing/img/img/247/MD90.jpg 

5. GPS 定位裝置： 

近年來科技蓬勃發展，衛星定位技術跟著受惠，GPS 定位裝置也隨之普遍。

事故處理時可透過 GPS 定位紀錄事故發生點位，後續在分析事故資料時，可透

過事故點位繪製斑點；然而使用時需注意定位位置，是否有遮蔽物阻隔，影響定

位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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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GPS 定位裝置優缺點分析 

 
GPS定位裝置示意圖 

優點 

 體積小方便攜帶 

 可立即獲得座標點位 

缺點 

 遮蔽物較多之事故地點，恐影響

定位精準性 

圖片來源：http://ec1img.pchome.com.tw/pic/v1/data/item/201411/C/G/A/A/K/I/CGAAKI-A9005OMXQ000_54656eecc4c5f.jpg 

 

6.2.2 登入自動化 

自動化第二步驟之想法即是利用現有政府部門資料庫串接之登入自動化，依

據現行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之 37 項調查欄位中，相關調查欄位內又有多個

欄項需處理員警判斷並填寫，造成員警現場記錄及後端作業上的負擔，容易產生

資料登載疏失及錯誤判別的狀況發生，因此本研究計畫則提出透過目前政府機關

現有之資料庫與事故相關資料進行介接。舉例而言，當事者基本資料、戶籍資料、

車籍資料及駕籍資料，處理員警可透過姓名、身分證號碼或車牌號碼，藉由系統

與人工交互判定、比對後取得正確且完整的調查資料欄位項目，並自動匯入至填

表系統，之後只需在資料庫選取當事者資料即可登入至調查表對應之欄位中，以

減少員警填寫調查欄位之心思。相關登入自動化之構想如圖 6.3 所示；另登入自

動化可協助員警縮短處理時間、降低資料錯誤率，相關可以自動化登入之資料庫

與取得相關欄位內容說明如表 6.7 所示。 

表 6.7 自動登入資料庫簡述 

政府部門資料庫名稱 可對應事故表格之資訊 

公路監理資料庫 
當事者區分(類別)、車輛牌照號碼、車輛用途、駕

駛資格情形、駕駛執照種類 

戶政資料庫 當事人姓名、屬(性)別、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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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事故表格登入自動化示意圖 

6.2.3 分析自動化 

目前國內針對事故統計應用分析之資料庫與網頁主要是以運輸安全網站資

料系統(TALAS)為主，係由本所於 2010 年開始建置完成使用，網站內提供近年

事故統計資料查詢、交通安全統計報表及交通事故死亡估計等相關功能。另本研

究亦參考國外相關事故資料應用網站，如 NASS、FARS、伊利諾州、日本、愛

爾蘭、德國等事故分析網站資料，發現國外網站主要分為兩種呈現方式，其一是

以分析後的資料呈現，如以肇事點位彙整出事故斑點圖，再進而以斑點圖衍生出

事故熱區圖；以視覺化的統計圖報表呈現事故分析資料；另一種則是傳統呈現方

式，基本的統計報表交叉篩選、資料報表的輸出、完整的事故資料下載等功能。

本研究計畫進一步研擬我國事故資料處理平台之構想，倘若能開發前述功能如斑

點圖、熱區圖，輔以視覺化的統計圖報表，在串接政府相關資料庫如監理資料、

戶政資料及警政資料，則可以最大化之分析效益，作適當之資料過濾及處理後，

可提供產、官、學各領域所需之資料，其作法思維架構如圖 6.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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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分析自動化架構示意圖 

另本研究評估國內道路交通安全之需求，針對事故分析資料可產製之相關統

計應用分析構想如「事故斑點圖」、「事故熱區圖」、「簡易統計圖」、「特殊區域分

析」、「增檢率警示圖」、「易肇事路口分析」、「碰撞構圖」及「撞擊位置分析」等

八項加值應用，作詳細之說明如后： 

1. 事故斑點圖 

事故斑點圖係透過事故位置顯示視覺化的圖層資料，目前道路交通事故調查

報告表內並無事故座標之資料，僅能利用發生位置做資料檢索的依據，需另外透

過轉碼程式將事故發生地點轉為座標資料，並由人工二次查核點位，另可再連結

事故資料中如性別、年齡、車種等，讓使用者透過斑點圖了解事故發生之位置及

事故基本概要。相關資料說明及示意圖如表 6.8 及圖 6.5 所示。 

表 6.8 事故斑點圖應用資料彙整 

所需調查欄位(資料) 資料之應用 

 交通事故類別 

 發生地點 

 發生時間 

 屬(性)別 

 出生年月日 

 當事者區分(類別) 

 GPS 座標(本次研究新增) 

 將事故發生地點標記於地圖上 

 用顏色區別事故嚴重程度(A1 紅

色、A2 黃色、A3 灰色) 

 各事故點可呈現當事者性別、年

齡、車種等基本資料 

 了解區域內事故發生密集度 

 了解不同時間事故分佈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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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4 年度臺中市易肇事路口整合平台建置計畫 

圖 6.5 事故斑點圖 

2. 事故熱區圖 

事故熱區圖係透過斑點圖資料轉製而成，亦是視覺化呈現的一種方式。熱區

的呈現方式透過顏色的渲染程度，以事故資料而言，熱區層級分為三級，第一級

為紅色區塊，代表事故件數多且密集；次一級為黃色，區域內事故件數普通較且

分散：最後一級為綠色，區域內事故件數少且最分散。透過熱區的分級圖示，可

以在地圖上立即觀察出易肇事路段或較常發生事故之區塊，進而達到宣導之效

果。相關資料說明如表 6.9 及示意圖 6.6 所示。 

表 6.9 事故熱區圖應用資料彙整 

所需調查欄位(資料) 資料之應用 

 事故斑點圖資料 

 發生地點 

 了解事故發生之密集程度 

 用顏色區別事故密集程度(紅色、

黃色、綠色) 

 了解不同時間範圍事故分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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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4 年度臺中市易肇事路口整合平台建置計畫 

圖 6.6 事故熱區圖 

 

3. 簡易統計圖 

事故資料經過彙整、統計與分析之後，所產出的分析結果應屬於數值資料，

一般民眾較無法直觀的了解分析數據所要呈現的內容，應此透過簡易的統計圖表

呈現事故分析結果即為一種解決之道。國外網站多半利用圓餅圖與長條圖，將分

析資料套入其中，並依照各事故資料分門別類，如車種、時段、區域、性別等，

民眾可點選欲了解的內容閱覽資料，進而達到道安防治與宣導效果。相關資料說

明及示意圖如表 6.10 及圖 6.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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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0 簡易統計圖應用資料彙整 

所需調查欄位(資料) 資料之應用 

 交通事故類別 

 發生時間 

 天候 

 事故類型即型態 

 屬(性)別 

 當事者區分(類別) 

 以視覺化圖型取代報表資料 

 事故資料分類(人、車、路、環境、

時間) 

 了解事故資料之分析結果 

 若需更詳細的資料分析，可透過

進階查詢獲得 

 
資料來源：104 年度臺中市易肇事路口整合平台建置計畫 

圖 6.7 分析結果統計圖示 

 

4. 特殊區域分析 

特殊區域分析，係指以事故斑點圖為參考資料，在特定的區塊內彙整事

故資料，如學區，可以了解校園周遭事故類型及時段，進而有目標的落實學

童交通安全防治與宣導；大眾運輸場站、觀光景點或是熱門商圈，亦可以透

過事故資料的分析與比對，達到相同的防治與宣導成效。相關資料說明及示

意圖如表 6.11 及圖 6.8 所示。 

表 6.11 特殊區域應用資料彙整 

所需調查欄位(資料) 資料之應用 

 事故斑點圖 

 交通事故類別 

 發生時間 

 發生地點 

 特定區塊(學區、大眾運輸場站、

觀光景點、熱門商圈等)資料分析 

 了解特地區塊內事故分析資料 

 可作為區塊道安防治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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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4 年度臺中市易肇事路口整合平台建置計畫 

圖 6.8 特殊區域分析(學區) 

5. 增減率警示圖 

增減率警示圖，係透過事故數量前後(當期與前期)比較，如年度(當年與

去年)比較、季節(本季與前季)比較、月份(當月與上月)比較，前後資料相除

後並換算為百分比數值，即可呈現增減率資料。增減率資料應用範圍極廣，

如台灣各行政區(縣、市)、縣市行政轄區(區、鎮、鄉)、縣市警政轄區(分局)

等，透過水波圖呈現總事故、A1 類事故、A2 類事故及 A3 類事故等事故發

生件數百分比，掌握不同區塊的事故增減比例，有目標的落實道安管理與防

治。相關資料說明及示意圖如表 6.12 及圖 6.9、圖 6.10 所示。 

表 6.12 增減率警示應用資料彙整 

所需調查欄位(資料) 資料之應用 

 交通事故類別 

 發生時間 

 以當期事故總件數比較前期事故

總件數，換算比例即為增減率 

 透過增減率比例可落實區域內事

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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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4 年度臺中市易肇事路口整合平台建置計畫 

圖 6.9 增減率分析圖(以臺中市為例) 

 

 
資料來源：104 年度臺中市易肇事路口整合平台建置計畫 

圖 6.10 增減率分析圖(以臺中市各區為例) 

6. 易肇事路口分析 

易肇事路口分析，係透事故發生地點資料將路口範圍內事故納入計算，

各路口之總事故數值排序後，依照篩選比例(前 10 大、20 大、30 大等)彙整

出易肇事路口分析資料，透過該資料可了解區域內較常發生事故的路口，進

而可以針對該些路口進行交通改善措施及防治宣導。相關資料說明及示意圖

如表 6.13 及圖 6.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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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3 易肇事路口分析應用資料彙整 

所需調查欄位(資料) 資料之應用 

 交通事故類別 

 發生時間 

 發生地點 

 事故斑點圖 

 統計路口範圍內事故發生數量 

 事故發生數量之計算亦可使用當

量法計算 

 了解路口發生事故之件數 

 
資料來源：104 年度臺中市易肇事路口整合平台建置計畫 

圖 6.11 易肇事路口分析 

7. 碰撞構圖 

碰撞構圖係指透過事故現場圖分析路口內事故碰撞型態，在德國行之有

年，目前國內尚無類似系統。碰撞構圖係針對易肇事路口進行分析，了解路

口內事故雙方碰撞相對位置、碰撞型態及車種，並輔以警繪事故現場圖比對。

經碰撞構圖之資料分析，可以清楚了解路口內各事故碰撞型態，進而提出安

全改善策略及防治重點。相關資料說明及示意圖如表 6.14 及圖 6.12 所示。 

表 6.14 碰撞構圖分析應用資料彙整 

所需調查欄位(資料) 資料之應用 

 事故類型及型態 

 當事者區分(類別) 

 發生地點 

 發生時間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了解易肇事路口內事故發生之碰

撞型態 

 透過資料彙整，研擬路口改善措

施(交通工程或交通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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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4 年度臺中市易肇事路口整合平台建置計畫 

圖 6.12 碰撞構圖分析 

8. 撞擊位置分析 

撞擊位置分析，分為人體部分及車輛部分，人體撞擊資料來源係透過事

故調查表欄位中「主要傷處」；車輛撞擊資料則透過「車輛撞擊部位」作為分

析之依據。經由撞擊位置分析，可以了解到人體及車輛在事故發生時，各部

位收到撞擊的比例，進而宣導交通安全概念並強化民眾認知。相關資料說明

及示意圖如表 6.15 及圖 6.13 所示。 

表 6.15 撞擊位置分析應用資料彙整 

所需調查欄位(資料) 資料之應用 

 主要傷處 

 車輛撞擊部位 

 了解人體受撞擊後各部位損傷之

比例 

 了解車輛受撞擊後各部位損傷之

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圖 6.13 撞擊部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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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自動化架構處理流程 

本研究計畫針對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格提出自動化處理想法，提升事故調查

品質、加速處理效率、降低資料錯誤率並減輕員警處理負擔。根據前述章節之之

說明，從自動化目的、未來自動化架構，本章節主要針對自動化工作模式，並彙

整現階段警方道路事故處理辦法，從事故發生、處理至填寫調查表的過程，以自

動化處理模式下，提出初步的處理流程想法，後續亦可提供相關類型研究計畫再

進一步修訂、調整。其作處理流程如圖 6.14 所示。 

 

 

圖 6.14 自動化處理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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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自動化系統小結 

目前事故發生後，處理員警須在七日內提供事故現場圖及事故現場照片，於

30 日後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換言之，處理員警必須在有限的時

間內將蒐證資料轉登入為事故調查表資料，再提報。 

事故分析人員研判事故肇因，方能於 30 日截止時間前將分析研判表交給事

故當事人使用，對於處理員警之負擔甚重。本研究計畫透過自動化三階段資料彙

整與自動化串接服務，協助員警節省填表時間，更專注在事故現場蒐證，亦可透

過數位化設備提升調查效率。再者，藉由政府部門的力量，將資料庫資料與事故

調查表單串聯，大幅縮短事故表格處理時間，同時降低表格錯誤率。最後將所有

事故資料上傳至雲端平台，以開放資料之概念提供各領域之使用者自由運用，建

全國內道路事故處理能力，並提供完善的事故相關資料，供政府及學界研究分析

使用。 

6.4 事故調查資料統計應用分析 

本研究案係針對現行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作修訂，透過多次訪談與會議

研擬事故調查表修訂方向與內容。經本次研究，針對事故調查表(一)修正了 11

項調查欄位；事故調查表(二)修正了 8 項調查欄位。再者，修正事故調查欄位之

主軸係後續調查欄位可供分析應用之探討，並非針對各欄位項目作細部統計分

析，因此本章節將針對事故調查表(一)及表(二)之調查欄位進行樞紐分析，探討

各欄位之配對可提供的分析資料，並且能夠針對人、車、路提出道安改善之策略

思維，爾後根據統計數據結果，提供未來發展改善策略，使道安改進方案能更佳

完備且俱全。 

表 6.16 統計應用分析說明 

分析欄位 策略思維說明 實質作為 

當事者區分、保護裝

備 

針對車種及車輛保護裝置

進行分析，可了解事故發

生後，車輛駕駛人使用保

護裝置之比例，藉由該項

分析結果可針對不同種類

之車輛進行宣導防治活

動。 

1. 針對騎士宣導騎乘機車使

用安全帽、車輛駕駛及其

乘客行車使用安全帶。 

2. 取締未帶安全帽之機車騎

士、未綁安全帶之駕駛及

其乘客。 

發生時間、飲酒情形 

針對發生時間與飲酒情形

進行分析，可了解不同時

段的酒駕行為，藉由該分

針對駕駛人宣導酒後不開車。 

於酒駕高峰期時段進行取締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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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欄位 策略思維說明 實質作為 

析資料可針對酒駕高峰期

間進行取締與宣導行動。 

年齡、屬(性)別 

針對年齡與性別進行分

析，可了解不同年齡層與

性別發生事故的比例，進

而針對不同年齡層進行道

安宣導 

針對孩童、高齡者進行道路安

全宣導 

發生地點、光線、道

路障礙 

針對發生地點、光線、道

路障礙進行分析，可了解

某特定區域，因光線之關

係易有車禍發生；或因道

路障礙、視距之因素，常

發生事故，進而進行改善

或取締手段。 

1. 針對光線部分，改善路段

照明程度，必要時可增設

照明設施。 

2. 針對道路障礙部分，可進

行取締動作，清除障礙物。 

3. 針對視距部分，可進行交

工改善措施，必要時可增

加輔助標誌或標線提醒用

路人。 

發生地點、發生時

間、天候 

針對發生地點、時間及天

候狀況進行分析，可了解

發生地點於何種時段，因

天候狀況導致事故發生之

頻率，進而提出改善措施。 

針對天候的部分，於易起霧之

路段上，增設輔助設施提醒用

路人。 

保護裝備、死傷人

數、主要傷處 

針對死傷人數、保護裝置

及主要傷處進行分析，可

了解事故發生後，有使用

保護裝置之情況下身體主

要的傷處比例；未使用保

護裝置的情況下死亡人數

為何。 

針對各類車種駕駛人及其乘

客進行道安宣導，行車時務必

使用保護裝置(安全帶、幼童

安全椅、安全帽) 

死傷人數、保護裝

備、當事者區分 

針對死傷人數、保護裝置

及車種進行分析，可了解

車輛與保護裝製使用之關

係，有使用保護裝置情下

受傷人數比例為何；未使

用保護裝置的情況下死亡

人數比例為何。 

針對各類車種駕駛人及其乘

客進行道安宣導，行車時務必

使用保護裝置(安全帶、幼童

安全椅、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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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5 統計分析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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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為事故發生現場之初步紀錄資料，亦為後續肇因研

判與道路交通安全改善之資訊。故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應配合交通法規的修

改、道路環境變動與執行單位之建議，適時調整紀錄內容與方式，以獲得完整且

適合進行統計分析之事故資料。 

由於近年交通事故案件日趨複雜，如遊覽車、機車、自行車安全議題亟待探

討，而隨科技發展，資訊產品的運用更為普及，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如能結

合資訊設備與技術運用，減少執行單位人工建檔負擔並降低資料錯誤率。 

因此本研究計畫主要目的在於重新檢視現行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之紀

錄內容，並藉由與相關單位討論，了解實際紀錄需求與填表問題，經多次會議討

論，提出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修正內容，供主管機關作為參考依據。 

7.1 結論 

本研究計畫經國內、外文獻回顧，整理出重要之事故欄位項目，並比較國內、

外道路事故調查表內容差異，以及透過統計資料分析欄位彙整，在可提升事故調

查表操作性與後續應用分析之考量下，持續與各單位協調及修正相關欄位，研究

結論說明如下： 

一、 彙整國內、外事故分析之文獻共計 47 篇，與世界各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

格之彙整，如美國 6 個州別及英國等內容，以作為本研究計畫修訂之填寫欄

位之基礎內容。 

二、 本研究計畫共舉辦本表修訂座談會 3 場、警察單位訪談 2 場、衛福部訪談 1

場、研商會議 1 場以及 5 次工作會議，過程針對各欄位內容進行詳細討論與

針對實務面之議題進行意見交流。 

三、 本研究計畫提出 4 項欄位新增/刪除之原則作為本表修訂之依據，修訂之道

路交通事故調查表與各單位需求訪談過程中，以簡化本表為主要共識，但於

後續欄位修訂意見調查與研商會議討論結果，最終修改版本為刪除「旅次目

的」欄位，修改 21 項欄位，並將事故調查表依人、車、路、環境重新配置

欄位，繪製直式橫書格式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根據警政單位意見彙整，

以直式橫書格式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為未來事故調查表格式。 

四、 本研究計畫研擬肇事因素索引表之兩項修訂方案，第一方案為維持現行之肇

事因素索引表，增加「誤闖高(快)速道路」與「掉落物」兩項目，並針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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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車前狀況」、「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項目拆列細項；第二方案則依現

行之肇事因素索引表內容，逐一對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與《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拆列細項，作為後續

統計分析與事故防制策略之依據，並以第一方案為目前肇事因素索引表為建

議施行方案。 

7.2 建議 

本研究計畫係針對事故調查表格內容進行修正，另外亦發現相關可以作為後

續建議策略或考量方案執行之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一、 本研究計畫經彙整國外事故調查報告之相關欄位，經本案執行分析與調查過

程中，蒐集便利性高及資料實用性高之欄位，如：車道數、是否為單行道、

行駛方向、裝載危險物品等，於歷次專家學者座談中雖然現階段不加以考量

納入，但未來如有可能亦建議加入前揭相關欄位，則可使本道路事故調查表

格之資料蒐集內容能更臻完善。 

二、 建議未來道路事故調查表格修正後，仍應辦理相關培訓種子教官及執行相關

教育訓練等方式，以提升目前我國事故處理員警之蒐證效率及正確性。另建

議可邀請國外事故處理員警來臺進行講座教育與經驗分享傳承，藉此機會瞭

解國外事故處理員警之處理情況與執行方式，期藉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思

維，以收提升我國蒐證品質之效。 

三、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格之內容未來應朝向自動化欄位蒐集為目標，員警於現

場蒐證應針對有立即性、可視性、有效性等欄位加以蒐集，倘若能自動化介

接相關欄位者(如車籍資料、駕籍資料…等)，則未來應該以雲端化資料庫進

行資料串檔之工作，以簡化員警工作負擔。 

四、 因應未來視覺化報表展示、地圖式成果呈現、數量化資料分析以及自動化資

料輸出等需求，如肇事斑點圖、事故碰撞構圖、易肇事路口型態、改善策略

內容等功能需求，故建議未來需要針對資料串檔格式內容以及所蒐集的資料

庫資料加以定義，方得以使全國資料具備一致性，以利後續所蒐集的資料呈

現相關成果內容展示。 

五、 部份資料蒐集需要相關儀器搭配，如平板電腦或具定位功能之相機等儀器，

但因現階段經費編列較為不足之情況，致使相關欄位蒐集無法具有現場資料

蒐集自動化之情況，故建議未來警政單位應編列相關預算以支應後續員警於

現場蒐集資料之正確性與便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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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國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 

1. 麻塞諸羅州之道故交通事故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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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維吉尼亞州之道故交通事故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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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俄亥俄州哥倫布市之道故交通事故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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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亞利桑那州之道故交通事故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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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利福尼亞州之道故交通事故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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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佛羅里達州之道故交通事故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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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英國之道故交通事故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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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本道故交通事故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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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第一次工作會議紀錄 

採購案編號：MOTC-IOT-104-SEB008 

採購案標的名稱：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檢討修訂及統計運用 

時間：104.05.07(四)14:30~17:00 

地點：運研所運安組七樓會議室 

出席者：張開國組長、蔡宗益科長、謝顏輿警務正、林文閔委員、田

養民研究員、林大傑老師、王銘亨老師、劉欣憲博士、陳伯

鑫 

記錄：陳伯鑫、田養民共同紀錄 

 

 

討論議題 

警政署： 

(1) 建議研究團隊應提出預計拜訪單位、人數等，同時後續座談會於

警政單位之辦理方式應先有初步建議表格，再發文蒐集意見，以

避免意見發散。 

(2) 研究團隊所提出之工作會議資料，與本署先前提供之事故表格修

訂意見有差異，會後將寄發正確資料給研究團隊確認。 

(3) 目前規劃事故調查表為統計分析、調查處理保存使用，非做為鑑

定用，因此警政署規劃將廢除初步研判表，將鑑定工作回歸專業

機關處理。 

(4) 自動化流程若本階段無法提供示範系統，建議將自動化架構以動

畫的方式呈現，以利後續本署計畫推動。 

(5) 建議資料庫雲端平台可依民眾、學術與相關單位等不同統計需

求，設定開放權限，非整體資料一併處理，便於個別取得所需資

料。 

(6) 事故嚴重程度如要求員警現場填寫有困難度，後續追蹤也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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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負擔，建議連結衛福部資料庫變數以取得資料。 

(7) 未來員警不再針對肇因進行研判，僅就事故現場跡證與違規事項

進行調查與分類，所涉及需要判斷的部分應將降低，以明確化的

調查與處理為原則。因此建議事故表格中「肇因研判」可建議更

名為「肇因調查」。 

(8) A3 類調查設計，未來規劃警方僅執行見證之工作，後續處理可

建議由保險公司處理，以減輕警力有限之壓力，而將調查工作著

重於 A1 及 A2 事故。 

(9) 員警填寫調查表單時，有排除事故障礙之時程壓力，建議自動化

系統可朝向讓員警現場一次性作業為設計方向，以提高調查效

率。 

(10) 肇事因素需涉及員警主觀判斷，建議應以違規事項作為依據，並

簡化填寫項目，並以選項選擇方式為主。 

(11) 目前職業與旅次目的分類過於複雜且不易取得，建議後續能簡化

選項，以取得有用的資訊利於後續統計資料分析用。 

 

道安會： 

(1) 肇事點位之定位方式與座標方式不同，建議後續應配合 GPS 系統

不同定位法律定清楚，以精確之經緯度定位肇事地點，以供後續

資料加值應用。 

(2) 員警處理事故需要簡單直覺的方式處理，但在道安工作立場，資

料完整是道安政策的基礎，如完整填寫將產生欄位過多與整合不

易之問題，故建議依照道安工作之重點順序以考量欄位變數。 

 

運研所： 

(1) 請工作團隊補正事故調查文獻回顧之資料，強化報告完整性。 

(2) 本案工作除修訂事故調查表格外，應連同新版填表須知一併更

新。 

(3) 針對鐵路資料整合議題，是否有需要納入分析考量，使其資料蒐

集完整化。 

(4) 民眾陳情應將動保議題納入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中，請研究團隊

考量。 

(5) 建議後續研究團隊多與警政單位聯繫，互相交換意見。另修訂方

向中，肇因、分析、原因、判斷等用詞，建議不要於表格設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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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此外設計內容應平易近人，思維判斷邏輯容易為設計原則。 

(6) 針對特殊案件，可以抽樣之方式調查，並串連相關資料推估出數

據，建議工作團隊可參考國外資料庫做法。 

(7) 自動化系統應用上，建議研究團隊可針對調查蒐集、填表串接、

資料分析各階段自動化進一步說明相關做法，非必要到現場蒐集

或非實作部分，參考國外實務做法加以規劃。 

 

主要結論 

(1) 事故表格變數之修訂，彙整今日會議意見後，請研究團隊修正表

格時納入參考。 

(2) 自動化系統的應用，請研究團隊分階段進一步說明相關做法。 

(3) 本次工作會議後，提供相關資料予研究團隊：(A)本所將提供衛福

部之承辦單位聯繫資訊；(B)本所將提供陳情民眾資料，以供動

保議題是否納入調查表修正中參考；(C)警政署之各縣市修訂建

議彙整資料。 

(4) 鐵路資料蒐集部分，警政署建議不納入調查表中考量詳細欄位。 

(5) 下次工作會議時間待本所決定日期後再通知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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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第二次工作會議紀錄 

採購案編號：MOTC-IOT-104-SEB008 

採購案標的名稱：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檢討修訂及統計運用 

時間：104.05.26(五)10:00~11:30 

地點：運研所運安組七樓會議室 

出席者：張開國組長、葉祖宏副組長、田養民研究員、林大傑老師、

王銘亨老師、周文生老師、劉欣憲博士、陳伯鑫 

記錄：陳伯鑫、田養民共同紀錄 

 

 

討論議題 

運研所： 

(8) 為加速本階段(期中)工作進度，本所提供事故表格修正之工作建

議方針：(A)請研究團隊針對各事故因素修正意見文字化以利後

續訪談召開之(B)招集各縣市事故調查種子教官，與研究團隊交

換事故調查表格修定意見，聚焦雙方修改內容，加速研究時呈。

(C)訪談完後再將修正意見，由警政署發文給各縣市交通隊，蒐

集修改意見。 

(9) 建議與種子教官訪談前，可先將目前填表須知更改為研究團隊的

填表須知，並列出兩者差異、對照及優缺點分析，有利研究團隊

與種子教官聚焦討論。 

(10) 本所以提供衛福部連絡窗口給研究團隊，研究團隊可以開始驗意

可執行後續需求訪談工作。 

(11) 建議後續工作進度，可將事故表格修改內容與訪談結合，可於時

程上有加速的效果，提醒研究團隊研究時程甘特圖一併修正。 

(12) 針對調查表欄位 2「發生地點」，建議研究團隊於此次研究中深入

討論並明確規範填寫的內容，另若加入 GPS 定位，其格式定義

能否一致等議題，以上煩請研究團隊優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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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請研究團隊回顧國外事故資料處理系統(例如：FARS)，資料蒐集

的模式與運作方式為何，建議研究團隊蒐集相關的資料，供未來

國內建置或修改現有系統參考使用。 

(14) 目前研究團隊所製作之事故調查表格修正意見，係針對我國與國

外共同登入項目事故做討論。建請研究團隊蒐集分析目前國外事

故調查項目中，是我國目前所沒有的，請納入分析考量中。 

(15) E 化系統的部分，建議分為兩個部分，一個為目前可以完成的，

另一為未來可以加強部分：(A)目前可完成：如公路總局「第三

代監理系統」、警政署「M Police」及內政部「戶籍系統」及相關

衛星圖資。倘若能將系統若能整合，應可減輕員警的負擔。 

 

主要結論 

(6) 事故表格變數之修訂，彙整今日會議意見後，請研究團隊修正表

格時納入參考。 

(7) 部份修正事故表格欄位有圖示顯示部分，亦研究團隊建立編碼格

式做為員警填寫之參考依據。 

(8) 事故表格修定內容應逐步朝向文字化，並一併修正填表須知。 

(9) 建議後續事故調查表與種子教官訪談，請以提供書面資料討論為

主，以利聚焦工作內容。 

(10) 未來研擬 E 化系統具備功能與架構部分，請研究團隊訪問相關單

位(如警政署、公路總局、交通隊)，了解各系統運作資訊，以及

資料相互連結之內容，以避免遺失相關資訊。 

下次工作會議時間待本所決定日期後再通知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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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訪談紀錄（104.06.26） 

採購案編號：MOTC-IOT-104-SEB008 

採購案標的名稱：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檢討修訂及統計運用 

時間：104.06.26(五)10:00~12:30 

地點：台中市交通大隊事故處理組 

出席者：劉明彰副大隊長、蘇梓見組長、顏志明巡官、施昌谷警務正、

陳志聖警員、田養民研究員、劉欣憲博士、邱麟、陳伯鑫 

記錄：邱麟 

 

 

討論意見 

1. 關於新增欄位填寫 GPS 座標定位點，目前部分單位有購置 GPS

相機，將所拍攝之事故現場照片附於事故現場圖，照片可直些顯

示 GPS 定位點。但此並非公發設備。而部分縣市單位過去有公發

GPS 擷取設備，因非必填欄位與講求現場事故處理時效，鮮少使

用。如需新增欄位是否應一併討論添購設備之預算問題。其次需

討論拍攝人員之拍攝地點與實際事故現場距離定位問題，拍攝距

離應如何規範以降低自動定位誤差，以及夜間拍攝光源等相關問

題。如有空拍設備，可大幅減少定位誤差。另外，如事故為多次

擦撞，或事故範圍大，應以何處為主要定位點。多次擦撞或追撞

事故，應以第一撞擊點為定位點，但可能有實際操作上的問題。 

2. 調查項目 3「死亡人數」，同意刪除 2-30 日死亡欄位。考量填表

時間與當事人死亡時間可能存在落差，此欄位建議可與相關單位

自動化連結。 

3. 調查項目 4「天候」，新增「其他」欄位可作為天候極端情況或兩

選項皆有之情況勾選，但考量新增後可能產生值勤人員多選「其

他」欄位，可不增加。建議可區分雨勢大小，但因考慮到事故發

生時間與員警至事故現場處理時間之雨勢變化，會有填寫上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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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討論應依原則性劃分即可。 

4. 調查項目 6「道路類別」，討論是否新增「快速道路」項目。 

5. 調查項目 7「道路速限」，建議增加第二當事人速限。但若有第二

當事人速限欄位，是否應予 A2 表相同，一併增加至第四當事人。

而 A1 表以記錄事故現場和類型為主，若增加至第四當事人速

限，是否應將此欄位移至 A2 表較為恰當。故歸納建議為 A1 表維

持第一當事人速限，A2 新增欄位至第四當事人速限。 

6. 調查項目 8「道路型態」，建議增加「服務區（休息站）」，確認服

務區屬道路，可處理。 

7. 調查欄位 9「事故位置」，在「（一）交岔路口」部分，執行單位

討論是否可增加交岔路口之路口方位細分，如交岔路口東北角，

以得之路口事故之高事故率的碰撞點，警察應位於路口的何處執

法較適當。但考量路口形狀多元，並非所有路口皆為十字形或標

準對稱路口，記錄實屬不易。次討論是否新增「左轉保護道」。

因目前並無「左轉保護道」，而有「左轉專用道」，考慮「左轉專

用道」應為快車道之延伸功能，會導致重複認定的問題，應以道

路等級做優先區分而非道路功能。目前許多縣市政府有腳踏車租

借服務，同意增加「自行車專用道」與「自行車穿越道」。由於

目前五楊高架橋已有設置高乘載車道，同意增加「高乘載車道」

項目。另本研究團隊建議增加「施工區附近」，但因目前「11 路

面狀況」之「（1）障礙物」項目已有「1 道路工事（程）中」，會

有選項重複之問題。因目前探討施工區對事故之影響是參考本

欄，故執行單位建議維持目前分類，無增加之必要。 

8. 調查欄位 10「路面狀況」，「（1）路面鋪裝」同意增加「沙土」。「（2）

路面狀態」同意增加「積水」，但需清楚界定積水與「3 泥濘」、「4

濕潤」之區別，以及是否易與「2 油滑」混淆的狀況。 

9. 調查欄位 12「號誌」，原本研究團隊考量新增「行車管制號誌（附

設倒數器）」，實際記錄可能會與其他原有項目產生衝突。「行車

管制號誌（閃燈號誌）」在夜間閃燈時段，可能易發生誤記為行

車管制號誌之情況，應先討論將「行車管制號誌」與「行車管制

號誌（閃燈號誌）」分開記錄之必要。 

10. 調查欄位 13「車道劃分設施－分項設施」，「（一）中央分隔島」

應不須區分寬式與窄式，建議合併項目為「中央分隔島」即可。

「雙向禁止超車線」與「行車分向線」現階段認為無統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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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可刪除，選擇分項設施即可。 

11. 調查欄位 14「車道劃分設施－分道設施」之「（1）快車道或一般

車道間」，有標記或無標記應可刪除合併選項。 

12. 調查欄位 14「車道劃分設施－分道設施」之「（3）路面邊緣」，

應為「（3）路面邊線」。訪談記錄時文字有誤，記錄修正之。「（3）

路面邊線」表示車道邊線，並無含蓋水溝蓋部分。 

13. 調查欄位 15「事故類型型態」，同意將「26 撞路樹、電桿」兩項

分列，並增加「撞變電箱」、「撞人行道緣石」。 

14. 調查欄位 22「受傷程度」，同意刪除「2-30 日死亡」。 

15. 調查欄位 23「主要傷處」，需與衛福部確認自動化之可行性與執

行方式。 

16. 調查欄位 24「保護裝置」建議分開記錄四個項目：安全帽、安全

帶、安全氣囊和兒童座椅。其中，由於安全氣囊目前並非標準配

備，且市面上各車種安全氣囊數量、位置不一，另有原廠標配、

選配和自行加裝之各種情況，實際事故現場記錄不易。但因研究

上有統計需求，故應以原則區分法記錄。考量員警僅能判斷事故

車輛之安全氣囊有作動，項目記錄區分為有作動與無作動（包含

情況不明）。其於項目意見一致表示認同。 

17. 調查欄位 26「當事者區分」，大客車類別，因統計上無營業類別

之區分意義，同意刪除「A01 公營公車」、「A02 民營公車」、「A03

公營客運」、「A04 民營客運」四個項目。並同意增加「市區公車」、

「國道客運」項目。「小貨車」類別刪除「含客、貨兩用」附註

文字。至於「客貨兩用」和「租賃車」項目，考量目前已有「B02

租賃車」，且車輛是否為客貨兩用不易判斷，待討論是否增加。 

18. 調查欄位 28「車輛用途」，若需增加「學童專用車」項目，學童

專用車該如何判斷，是否與「幼童專用車」重複。現有幼童專用

車之規範，但無學童專用車之相關規定。 

19. 調查欄位 29「當事者行動狀態」，同意將「12 急減速或急停止」

更改為「剎車」。警政署建議增加之「車輛失控」、「拋離車廂」

與「衝越中央分隔帶」應為當事人行動狀態之結果，並非行動本

意，是否有其他合適欄位待討論。「車輛失控」應放置肇因分析

一併檢討。另「拋離車廂」應可對應於「保護裝置」欄位。 

20. 調查欄位 32「飲酒情形」，有關呼氣檢測值之酒精濃度選項數值

與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一致。 



 

279 

 

21. 調查欄位 33「車輛撞擊部位」，同意增加「未撞擊」選項。機車

撞擊部位，若需增加「左把手（照後鏡）」與「右把手（照後鏡）」

之較詳細類別，則汽車撞擊部位也應需細分。但考量細分後記錄

問題，待各方意見再行討論。 

22. 調查欄位 36「職業」，過去是以衛福部之職業分類劃分，種類繁

多填寫不易，且易與實際狀況有所出入，以警方執勤立場建議刪

除。但考量研究需求，建議簡化，其簡化項目待各單位討論。 

23. 調查欄位 37「旅次目的」，考量交通規劃研究需求應予保留，可

簡化為通勤、通學和其他，三個選項。 

24. 目前交通事故中，並無記錄和解案件之相關基本資訊。但和解案

件亦表示有實際交通事故發生，且不一定無導致相關人員受傷或

車輛受損之情況。若無相關統計資料與基本記錄恐造成事故相關

分析上的誤差，應另作相關議題討論。 

25. 國外目前可考量新增項目部分，將資料彙整轉交於警政署，請警

政署發文協助徵詢各警政單位意見後再統整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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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警政署訪談會議紀錄 

採購案編號：MOTC-IOT-104-SEB008 

採購案標的名稱：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檢討修訂及統計運用 

時間：104.06.30（二）10:00~12:30 

地點：台北市交通部運研所五樓會議室 

出席者：內政部警政署警務正謝顏輿、台北市交大分隊長王玉玲、國

道公警局警務正元范楊健、國道公警局辦事員劉瑞賢、新北

市政府警察局許世榮、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陳文生、新北市政

府警察局溫明和、田養民研究員、劉欣憲博士、邱麟、陳伯

鑫 

記錄：邱麟 

 

 

討論議題 
1. 調查項目 2「發生地點」，討論是否需填寫 GPS定位座標。 

台北市交大：目前朝此方向進行，認為有此欄位之必要。但若由員警填寫有

困難度，目前熱點以附近周圍 50公尺定位。 

結論：新增此欄項。請有相關設備之地區先行填寫，如有執行困難之地區可

先留白。若效果顯著，對相關政策措施、開放有所幫助。 

2. 調查項目 3「死傷人數」： 

警政署：考慮員警填寫事故調查表，應為事故之初步整理記錄，相關後續資

料應由衛福部提供，是否不需做系統連結。 

新北市警察局：記錄死傷人數應為統計車禍致死人數數量，但有現場死亡與

實際因車禍身故人數相差甚遠之情況。目前統計數字已失真，倘若作為研究

因子也喪失其意義。 

結論：刪除 2-30日欄項。需確認是否可由衛福部自動化介接。 

3. 調查項目 4「天候」，討論是否新增「其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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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交大：同意新增。有事後報案之特殊情形，報案當事人不知現場情況，

員警作業方式則隨意勾選。 

警政署：不建議增加其他選項，如有事後報案情況，應可有基本印象可選晴

或雨。若增加「其他」，可能導致統計失真。 

結論：維持現有項目，不另新增。 

4. 調查項目 6「道路類別」，討論是否新增「省道快速公路」項目。 

警政署：由於快速道路為市區道路內之區別，如堤頂大道為市區道路，故新

增與修改順序為：「國道」、「省道」、「省道快速公路」。 

新北市警察局：省道與快速公路有設置標示，員警無辨識問題，唯目前許多

新增規定為市政府公告「市區道路」，員警不知有所更新，易有混淆。 

運研所：應以法源「公路法規」為訂定標準。 

結論：新增「省道(快速公路)」，順序為「國道」、「省道」、「省道(快速公路)」。 

5. 調查欄位 7「速限(當事人區分)」。 

台北市交大：速限問題相當重要，為後續肇因分析之資訊，同意新增第二當

事人等速限。但員警可能有填表困難。 

新北市警察局：需考量實際填寫狀況，建議列於表二，以便填寫與相互對照。 

運研所：新增需考量值勤人員之配合度、執行度與完整性。 

結論：決策同意新增其他當事人之速限，並修改表頭名稱列於表二。 

6. 調查欄位 8「道路型態」，討論是否新增「服務區（休息站）」項目。 

研究團隊：由於考量服務區內道路由多種型態組成，屬大點位，是否應維持

填寫原有項目，以記錄各道路型態之事故。 

國道公警局：同意新增「服務區（休息站）」。國道員警上線即為在國道上值

勤，對其他道路型態不熟悉，如有增加服務區選項可方便作業並凸顯服務區

內事故問題。目前作業方式為勾選「其他」。 

研究團隊提議，將調查欄位 2「發生地點」增加服務區填寫欄位，「道路型

態」欄項不變。 

國道公警局：若「服務區」不適合放置「道路型態」。建議放置「事故位置」。 

結論：將調查欄位 2「發生地點」增加「服務區」填寫欄位，並將「服務區

（休息站）」放置調查欄位 9「事故位置」。 

7. 台北市交大提問：目前有許多停車場屬道路範圍，如捷運站之停車場（捷運

站附屬空間停車場）、公有停車場，是否可獨立項目便於填寫。 

新北市警察局：建議將停車場單獨列於「（四）圓環廣場」中項目。 

運研所：尊重各需求單位之意見，煩請各需求單位提出並告知相關定義。 

（處罰條例：無管制（停車卡）與道路相連通知停車場屬道路） 

結論：新增「停車場」於調查欄位 8「道路型態」。 

8. 調查欄位 9「事故位置」，「自行車專用道」、「自行車穿越道」、「禁行機車道」、

「高乘載車道」、「交流道鼻端」之新增。 

出席單位均表示目前以有相關法規，同意新增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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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警察局：日前已有相關決策確定新增「自行車優先道」，提議一併新

增至事故調查表中。 

運研所：既已確定新增，則需確認相關時程、標誌圖案，同意一併列入調查

表中。 

國道公警局：建議增加「國道服務區加油站」、「服務區停車場」、「地磅站」，

是否可列於此欄位，或其他欄位。 

運研所：待與高公局訪談時確認，並由國道單位協助詳列相關定義、項目和

文字，作為填表需知之用。 

國道公警局：「21收費站附近」更改為「21交通執法區(地磅)」。 

結論：同意新增「自行車專用道」、「自行車穿越道」、「禁行機車道」、「高乘

載車道」、「交流道鼻端」以及「自行車優先道」。並將「21收費站附近」更

改為「21交通執法區(地磅)」。 

9. 調查欄位 10「路面狀況」之「（1）路面鋪裝」，新增「沙土」。 

警政署、研究團隊：「沙土」應為「（1）路面狀態」。 

台北市交大、國道公警局、新北市警察局均表示同意新增「沙土」項目。 

結論：新增「沙土」於「路面狀況」之「(2)路面狀態」。 

10. 調查欄位 10「路面狀態」之「(2)路面狀態」，新增「積水」。 

警政署、台北市交大、國道公警局、新北市警察局均表示同意。 

運研所：需界定「濕潤」與「積水」之差異，作為員警填表規範，或兩者是

否有同時存在之必要。 

結論：同意新增「積水」。 

11. 調查欄位 12「號誌種類」，新增「行車管制號誌（閃光號誌）」。 

新北市警察局：值勤員警於行車管制號誌閃光運作時可能無法正確填寫所屬

欄項。 

出席單位均表示認同新北市警察局之意見。 

結論：維持現有欄項，不另新增「行車管制號誌（閃光號誌）」。 

12. 調查欄位 13「車道劃分設施－分向設施」，簡化項目內容。 

研究團隊：詢問台北市、新北市是否有需區別分向島有無柵欄。 

台北市交大、新北市警察局表示無此需求。 

出席單位均表示同意項目簡化。 

結論：欄項簡化為「中央分向島」、「雙向禁止超車線」、「單向禁止超車線」、

「行車分向線」、「無」。 

13. 調查欄位 14「車道劃分設施─快慢車道間」之簡化。 

出席單位均表示無需區分有無柵欄。 

結論：簡化為「快慢車道分隔島」、「快慢車道分隔線」、「未繪設快慢車道分

隔線」。 

14. 調查欄位 15「事故類型及型態」之項目獨立與新增。 

台北市交大：同意將原「26撞路樹、電桿」分開項目為「撞路樹」和「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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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桿」，以及新增「撞變電箱」。議會會詢問相關請求賠償問題，有記錄之必

要。 

研究團隊：「撞人行道緣石」可作為防護措施或鋪面材質考量。 

運研所：「撞人行道緣石」之正確名稱需徵詢公路總局意見。 

結論：「26撞路樹、電桿」分開項目為「撞路樹」和「撞電桿」，新增「撞

變電箱」與「撞人行道緣石」。 

15. 調查欄位 22「受傷程度」，待與衛福部確認相關欄項與調查欄位 3「死傷人

數」能由自動化同步進行調整。 

16. 調查欄位 23「主要傷處」，各單位均表示維持目前欄項。 

17. 調查欄位 24「保護裝置」之欄項修改。 

出席單位均表示同意將現有欄位區分為「安全帽」、「安全帶」、「兒童座椅」

和「安全氣囊」四個項目。 

台北市交大：關於安全帽配戴，有事故現場安全帽飛落之問題，需定義填寫

規範。 

研究團隊：考量項目之簡化，安全帽調查欄位中傾向僅須區分「有配戴」和

「無配戴」，當事人是否為行人可與調查欄位 29當事人區分中做區隔。 

結論：「保護裝置」區分為「安全帽」、「安全帶」、「兒童座椅」和「安全氣

囊」四個項目。 

18. 調查欄位 28「車輛用途」，是否新增「學童專用車」。 

研究團隊：由於目前相關法規並無「學童專用車」，不建議增加。 

運研所：以法規定義為主。 

結論：維持目前欄項。 

19. 調查欄位 26「當事者區別（類別）」，合併公營與民營之公車、客運項目。 

運研所：關於車輛用途別，需由公路總局監理組表示意見，確認是否有修正

必要，並確認「城際客運」之適當名稱。 

台北市交大：可依行照車種為填寫來源。因台北市到新北市有多家客運營

運，且議員有公營公車資料之需求，建議保留公、民營公車與客運之選項。 

運研所：目前公車為公辦民營之情況，無實際公營公車。 

其他單位均表示因公、民營僅能從外觀判斷，記錄不便，同意取消公、民營

之區分。 

結論：「（一）大客車」內項目更改為「A01市區公車」、「A02國道客運」。應

為「國道客運」或「城際客運」等相關名稱待與公路總局確認。 

20. 調查欄位 29「當事者行動狀態」之項目新增。 

台北市交大、新北市警察局：「拋離車廂」有許多情況記錄不易，不建議增

加。運研所：「拋離車廂」應為當事者行動之結果，如需有增加必要，需另

討論其他可對應之欄位。 

研究團隊：前次討論認為如需記錄「拋離車廂」，需對應「保護裝置」之安

全帶欄項來做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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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均同意新增「衝越中央分隔帶」以及將「12急減速或急停止」更改

為「煞車」。不建議增加「拋離車廂」欄項。 

結論：新增「衝越中央分隔帶」以及將「12急減速或急停止」更改為「煞

車」。不增加「拋離車廂」。 

21. 調查欄位 32「飲酒情形」，各單位均同意修正選項數值。 

22. 調查欄位 33「車輛撞擊部位」，各單位均表示同意新增「未撞擊」。為避免

選項複雜化，認同不增加「左把手（照後鏡）」和「右把手（照後鏡）」。 

23. 調查欄位 36「職業」之簡化。 

台北市交大：建議整欄刪除。 

研究團隊：考量基本統計記錄之需求，建議暫時保留欄位。 

結論：簡化為七個項目：「學生（1-12年級）」、「大專以上（含研究生）」、「公

教人員」、「軍人」、「警察或消防人員」、「勞工」、「其他」。 

24. 調查欄位 37「旅次目的」，考量基本記錄之研究需求，各單位均表示同意研

究團隊建議之欄位內容，簡化為「通勤」、「通學」、「觀光旅遊」、「其他」四

項。 

25. 肇因索引表部分，各單位均表示同意警政署研討會與研究團隊建議之修改與

新增內容，將第 13項「超速失控」改為「超速行駛」；第 23項「未注意車

前狀況」改為「未注意車前狀態」。於第七行人（或乘客）部分增「誤闖高

（快）速道路」；第九無（非車輛駕駛人因素）部分新增「掉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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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衛福部訪談紀錄 

採購案編號：MOTC-IOT-104-SEB008 

採購案標的名稱：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檢討修訂及統計運用 

時間：104.07.03（五）10:00~11:00 

地點：台北市衛福部二樓 

出席者：徐俊強科長、田養民研究員、劉欣憲博士、邱麟 

記錄：邱麟 

 

 

討論議題 

1. 衛福部現有統計資料內容來源，與事故調查表格中「2-30日死亡」

與「主要傷處」是否能夠自動化介接，以減少員警填寫交通事故

調查報告之困難，並減少記錄資料和實際狀況不符之現象。 

徐科長：目前受傷相關資料存放於健保檔。健保檔由院所傳送至

衛福部。但主要有兩個問題點。第一為目前對「受傷」未有明確

定義範圍，應需由健保檔資料內容來對受傷做定義。第二，關係

至個人資料保護法，健保署之資料取得不易。且非即時性資料，

半年才可取得一次檔案，無法直接作連結。死因檔同樣需從健保

檔取得，目前為一年發佈一次。衛福部曾與交通部開過多次會

議，交通部希望能按月提供資料。但死因檔經由醫療院所通報給

衛福部後，需經人工整理，目前仍無法加快處理速度，故無法改

善更新頻率。另內政部戶政司同樣有死因檔資料，但與衛福部之

死因檔內容有所差異。內政部之死因檔中包括司法院、法務部等

機關單位之相關資料，檔案較為完整。因此，衛福部也需與內政

部比對資料差異之處。交通事故表中相關欄位需作即時自動化更

新實屬困難。 

2. 如需確認事故當事人是否死亡，內政部之死因檔是否有記錄為車

禍意外事故身亡。 

徐科長：內政部死因檔資料登記較為簡略，僅簡要記錄一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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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如有意外事故導致其他併發症，可能有記錄其他重大病症為

死因之情況。 

3. 「2-30日死亡」的欄位，是否為衛福部建議新增。以及此欄位之

統計是否對衛福部有所助益。 

徐科長：非衛福部之意見，且鮮少使用。 

故需確認前次修改事故調查表時，增加此欄項之原因。目前此欄

位之記錄已有缺失與偏誤，是否仍有存在之必要。 

4. 衛福部之資料多為事後統計資料，於交通領域相關資料是否有其

他較具即時性的資料。或者能提供當事人用藥資訊，以供記錄是

否因使用藥物引起嗜睡，而導致事故發生。 

徐科長：相關資料皆來自於健保檔，其中也包含就醫歷程，且健

保署之死因記錄較完整。內政部之死因檔部分並無就醫歷程，且

死因記錄較簡略，但個案資料(筆數)完整。若要透過使用藥物等

相關記錄作為事故發生可能原因，是可做到的。但需擁有相關資

料的單位能夠直接提供記錄資料，並有足夠人員彙整，並將彙整

後資料做自動化連結，就現階段而言實屬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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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第三次工作會議紀錄 

採購案編號：MOTC-IOT-104-SEB008 

採購案標的名稱：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檢討修訂及統計運用 

時間：104.07.06（一）10:00~12:00 

地點：台北市運研所 10 樓 

出席者：運研所張組長開國、警政署蔡科長宗義、警政署謝警務正顏

輿、道安會林委員文閔、田養民研究員、周文生博士、林大

傑博士、劉欣憲博士、邱麟、陳伯鑫 

記錄：邱麟 

 

 

討論議題 

警政署 

1. 請確認 GPS定位座標之填寫格式。 

2. 調查欄位 3「死傷人數」中「2-30日死亡」欄位，97年修改增新

時並非警政署要求，應為交通部之統計需求。而交通部所需資料

應為每年更新一次數據即可，不需介接即時資料，應無統計上之

問題。 

3. 調查欄位 8「道路型態」新增之「停車場」項目應可另列大項，

而不列入圓形廣場內。 

4. 調查欄位 9「事故位置」新增之「服務區加油站」，服務區內加油

站如沒有特殊管制，應為道路範圍。需再與國道單位確認。「自

行車穿越道」應放在「路段」或其他位置可再討論。 

5. 調查欄位 12「號誌」之「號誌種類」，行車管制號誌與閃光號誌

之填寫方式應於填表須知內再詳細說明。 

6. 調查欄位 24「保護裝置」，「安全氣囊」項目建議增加「無作動」

與「無安全氣囊」兩項，若以「無」作為「無安全氣囊」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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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誤解，如可判斷有無安全氣囊請於填表須知中說明。另「安全

帽」項目建議增加「不明」。 

7. 調查欄位 26「當事者區別」，建議增加「租賃小貨車」，交通部統

計中有使用此名稱，可依行照判斷登記。 

8. 調查欄位 29「當事者行動狀態」欲新增之「衝越中央分隔帶」項

目，應為當事人行動之結果，是否應放其他欄項。 

9. 目前研究團隊僅訪問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是否應訪談北部、南

部、中南非直轄縣市。另有關於鐵路部分（鐵路平交道），是否

需訪談相關單位。 

10. 調查欄位 32「飲酒狀態」，項目缺少呼氣檢測 0.8以上之選項。 

11. 國外可增加項目部分，許多項目目前員警作筆錄時皆有記錄，是

否不需重複以便填寫。請研究團隊先行刪減後，再由警察單位回

覆意見。 

12. 車輛用途：衛福部一再提出希望增加學童專用車，定義於教育

部。監理單位將會增加。填表須知可使用教育部定義。 

13. 肇事因素：希望能歸類細部原因，避免最後接填寫「未依規定讓

車」或「未保持行車安全距離」等項目。 

14. 可增加欄位部分，確實皆為筆錄或現場時會記錄。避免開放式選

項。可以從筆錄中看出的欄位不需考量增加。 

15. 衛福部有專門針對兒少意外事故之統計，希望能增加「學童專用

車」項目。目前「學童專用車」列於教育部法規，可參考相關定

義放入填表須知，未來監理單位也會增加此類車別。故建議應需

增加「學童專用車」。 

16. 目前肇因索引表列有 67個項目，員警填寫不便。而「違反依標

誌、標線」、「未依規定讓車」等項目，是否可再細分歸類，因肇

因分析為研究重點，需避免肇因皆為「未注意車前狀況」或「其

他」。 

17. 可新增欄位部分，應避免開放式選項之欄位。另「車輛是否移動」

等部分欄位，目前已填寫於筆錄。討論項目可以在經檢定案後，

再行詢問警政單位。 

 

道安會 

1. 國外表格與國內表格的填寫方式差異為何，表一、表二分類方式

是否需作調整，可區分為必填、自動化部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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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肇因部份可刪減與調整，目前「未依規定讓車」、「未注意車前狀

況」和「未保持行車距離」為肇因主要填寫項目，但這些項目僅

能加強宣導與教育，不便於重新歸納與調整。建議將肇因適當分

類，以利記錄後可提出對策與改善方案。 

3. 目前表格有第一當事人、第二當事人，國外是否有一樣的區分方

式。還是完整記錄後，經研判鑑定後再區分。區分第一當事人、

第二當事人是否為必要，或國外有其他作法。 

4. 國內有許多事故為自撞，尤其機車，自撞類型如何在事故調查中

呈現或加強，需請研究團隊留意。 

5. 建議再整理道路狀況，如分隔島寬窄會影響視距，應為道路事故

重要因素。 

6. 關於路口號誌種類，可以各縣市交控中心之時段對照是否有正常

運作，或運作方式。 

7. 建議參考國外調查表對肇因的歸類方式，是否可跳脫目前表一、

表二框架，像以人、車、路方式分類，或者以必填、非必填欄位

區別，讓員警感到工作負擔減輕。 

 

運研所 

1. 建議先列出所需資料，並與相關單位聯繫可直接產出之資料，如

車籍，應可由監理系統連接，但需討論違規使用的情況。如車輛

用途與實際情況不一致時，應作重新調整。現場員警記錄為實際

使用情況，應不需記錄實際車輛類型，車輛類型可由系統記錄比

對。 

2. 肇因為現場員警不易記錄之部分，應由筆錄後填寫。目前所列肇

因，部份項目可能難以再細分。如「未注意車前狀況」其中可能

有諸多因素，非處罰項目，也無法在處罰條例中細分，僅能盡可

能詳細記錄於筆錄中。 

 

研究團隊 

1. 可自動化的欄位，仍需有現場員警填寫基本資料，以供事後對照

檢核，避免當事人資料為偽造之情況。以及資料介接仍存在時間

落差，非即時性之問題，基本記錄有其必要性。同時以避免相關

單位資訊系統發生問題或更改設定未相互通知的情形。 

2. 國外針對個別事故個案，也少有深入記錄的情況，仍以統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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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為主。故調查表格設計也以此方向為主。 

 

主要結論 

1. 7/21召開專案會議，請警政署、公路總局等相關單位出席，一同

討論事故調查表修改內容。另對於預刪除欄位（如職業、旅次目

的）可能有需求之單位，如衛福部、研究單位等，可邀請一併出

席。 

2. 研究單位請求主席決議自動化介接部分待期中報告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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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八

 
專
案
座
談
會
紀
錄
（

1
0
4

.0
7

.2
1
）

 

採
購
案
編
號
：

M
O

T
C

-I
O

T
-1

0
4

-S
E

B
0

0
8
 

採
購
案
標
的
名
稱
：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調
查
報
告
表
檢
討
修
訂
及
統
計
運
用

 

時
間
：

1
0
4

.0
7

.2
1
（
二
）

1
0
:0

0
 

地
點
：
台
北
市
運
研
所

1
0
樓

 

出
席
單
位
：
警
政
署
、
國
道
高
速
公
路
局
、
宜
蘭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
宜
蘭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
國
道
公
路
警
察
局
、
國
道
基
隆

市
警
察
局
、
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
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
桃
園
市
府
警
察
局
、
鐵
路
警
察
局
、
道
安
會
、
運

研
所
、
北
醫
研
究
團
隊
、
逢
甲
大
學

 

記
錄
：
逢
甲
大
學
邱
麟
、
陳
伯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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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案
座
談
會
之
討
論
內
容
，
彙
整
於
下
頁
表
中
。
 

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初

擬
修

改
欄

位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會

議
初

步
結

論
 

○2
發
生
地
點
 

1.
 
增
加

GP
S
全
球
定

位
座
標
，
填
寫
：

北
緯
__
度
__
分

__
秒
，
東
經
__
度

__
分
__
秒
。
 

2.
 
如
事
故
位
置
發

生
於
服
務
區
，
需

填
寫
服
務
區
名

稱
。
 

 
GP
S
之
定
位
方
式
，
是
否
皆
為
北

緯
、
東
經
，
有
無
其
他
定
位
方
式
。
 

警
政
署
 
蒐
集
相
關
資
料
，
以
較

多
使
用
者
或
工
具
之
記

錄
方
式
為
主
。

 
建

議
直

接
填

寫
所

使
用

工
具
之
顯
示
內
容
。
 

如
直

接
填

寫
工

具
畫

面
呈

現
之

所
有
數
字
，
較
為
便
利
且
可
避
免

填
寫
上
之
疏
失
。

 

道
安
會
 

定
位

座
標

主
要

有
兩

種

記
錄
方
式
，
建
議
統
一
以

其
中

一
種

記
錄

方
式

呈

現
。
 

除
度
、
分
、
秒
之
記
錄
方
式
外
，

Go
og
le

以
十
進
位
法
呈
現
。
 

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決
議
執
行
之
項
目
，
如
需
相
關
設

備
，
希
望
主
管
機
關
編
列
預
算
、

統
一
提
供
相
關
配
備
，
以
便
同
仁

日
後
執
行
之
用
。

 

國
道
公

路
警
察

局
 

 
目

前
縣

內
事

故
處

理
員

警
有

配

備
定
位
儀
器
，
座
標
格
式
為
十
近

位
法
。
建
議
未
來
可
針
對
不
同
座

標
格
式
作
欄
位
設
計
。

 

宜
蘭
縣

警
察
局
 

增
加

平
交

道
部

份
東

南
 

鐵
路
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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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初

擬
修

改
欄

位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會

議
初

步
結

論
 

西
北

(
側

)
方

向
之

填
寫

欄
位
。
 

察
局
 

○3
死
傷
人
數
 

刪
除

2-
30

日
死
亡
欄

項
。
 

 
同
仁
僅
需
填
寫

24
小
時
內
死
亡

與
受
傷
人
數
，
其
他
機
關
如
有
需

要
2-
30

日
欄
位
資
料
，
再
與
相

關
單
位
(
衛
福
部
)
調
閱
。
 

警
政
署
 
刪
除

2-
30

日
死
亡
欄

項
。

 

○4
天
候
 

不
變
。
 

1.
 
修
改
順
序
。
 

2.
 
增
加
「
其
他
」。

 

1.
 
將
常
使
用
之
選
項
排
序
在

前
面
，
方
便
填
寫
。

 

2.
 
以
便
特
殊
狀
況
時
填
寫
。

 

道
安
會
 
分
列
「
霧
」、
「
煙
」。

 

 
在
宣
導
與
執
法
上
，
對
使
用
此
欄

位
資
料
之
使
用
並
不
多
。
應
參
考

此
欄

位
資

料
之

所
需

單
位

意

見
，
再
討
論
修
正
內
容
。

 

警
政
署
 

將
「

霧
或

煙
」

分
為

「
霧
」、
「
煙
」。

 

煙
、
霧
明
顯
有
所
不
同
。

 
王
銘
亨

老
師
 

將
「

霧
或

煙
」

分
為

「
霧
」、
「
煙
」。

 

煙
與
霧
容
易
分
辨
，
且
事
故
防
制

方
式
不
同
，
建
議
可
分
開
。

 

國
道
公

路
警
察

局
 

○6
道
路
類
別
 

增
列
「
省
道
（
快
速
公

路
）」
。
 

將
增
列
之
「
省
道
（
快
速

公
路
）
」
更
改
為
「
快
速

公
路
」。

 

不
需
列
「
省
道

(快
速
公
路
)」
。
 
警
政
署
 
待
決
議
。

 

列
「
省
道
（
快
速
公
路
）」
。
 
市
區
有
快
速
道
路
，
建
議
列
「
省

新
北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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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初

擬
修

改
欄

位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會

議
初

步
結

論
 

道
（
快
速
公
路
）」

避
免
同
仁
將

兩
者
混
淆
。
且
省
道
快
速
公
路
有

標
誌
及
編
號
方
便
填
寫
。

 

政
府
警

察
局
 

○7
速
限
 

增
列

各
當

事
者

之
速

限
欄
位
。（

移
置
表
二
）
 

 
事
故
現
場
若
有
特
殊
狀
況
（
如
有

標
誌
標
線
），

需
由
現
場
員
警
填

寫
記
錄
，
同
時
可
作
為
提
醒
員
警

確
認
現
場
狀
況
之
用
。
以
供
日
後

肇
因

分
析

鑑
定

。
尤

其
快

速
道

路
、
國
道
，
各
路
線
速
限
不
同
且

車
種
繁
多
，
有
記
錄
之
必
要
。

 

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增
加
各
當
事
者
之
速
限

填
寫
欄
位
。

 

若
有
當
事
人
身
亡
之
情
況
，
應
如

何
填
寫
。

 

基
隆
市

警
察
局
 

○9
事
故
位
置
 

1.
 
原

「
收

費
站

附

近
」
更
改
為
「
交

通
執

法
區

（
地

磅
）」

 

2.
 
增
列
「
自
行
車
專

用
道
」、
「
自
行
車

穿
越
道
」、
「
禁
行

機
車
道
」、
「
高
乘

載
車
道
」、
「
交
流

道
鼻
端
」。

 

增
列
「
加
油
區
」
 

便
於
填
寫
。

 
基
隆
市

警
察
局
 

待
討
論
。

 

 
「
自
行
車
優
先
道
」
目
前
路
政
司

仍
再
研
議
中
。

 

警
政
署
 

增
列

高
速

公
路

類
別

相

關
欄
項
。
 

國
道
警
察
可
直
接
勾
選
。

 
國
道
高

速
公
路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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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初

擬
修

改
欄

位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會

議
初

步
結

論
 

○15
事

故
類

型

及
形
態
 

1.
 
原
「
撞
路
樹
、
電

桿
」
拆
列
為
「
撞

路
樹

」
、
「

撞
電

桿
」。

 

2.
 
新

增
「

撞
變

電

箱
」、
「
撞
人
行
路

緣
石
」。

 

1.
 
刪
除
「
撞
收
費
亭
」。

 

2.
 
護
欄
可
依
形
式
再

作
區
分
。
 

1.
 
已
無
收
費
亭
。

 

2.
 
如

內
側

護
欄

、
外

側
護

欄

等
，
以
瞭
解
撞
擊
情
形
。

 

國
道
高

速
公
路

局
 

待
討
論
。

 

○24
保
護
裝
備
 

拆
列
為
四
大
項
：
 

(1
) 
安
全
帽
 

1.
 有

配
戴
安
全

帽
 

2.
 無

配
戴
安
全

帽
 

(2
) 
安
全
帶
 

1.
 有

使
用
安
全

帶
 

2.
 未

使
用
安
全

帶
 

(3
) 
兒
童
座
椅
 

1.
 有

使
用
兒
童

座
椅
 

2.
 未

使
用
兒
童

1.
 
安
全
帽
、
安
全
帶
無

拆
開
填
寫
之
必
要
。
 

2.
 
安
全
氣
囊
建
議
欄
項

為
：「

有
作
動
」、
「
無

作
動
」、
「
未
裝
設
」
、

「
不
明
」。

 

1.
 
可
依
車
種
及
可
以
判
別
穿
戴

之
裝
置
。

 

2.
 
兒
童
座
椅
是
否
使
用
的
依
據

需
要
明
確
地
解
釋
。

 

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待
討
論
。

 

 
「
兒
童
安
全
椅
」
全
名
應
是
「
幼

童
安
全
椅
」
請
更
正
。

 

警
政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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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初

擬
修

改
欄

位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會

議
初

步
結

論
 

座
椅
 

(4
) 
安
全
氣
囊
 

1.
 安

全
氣
囊
有

作
動
 

2.
 無

 

○26
當

事
者

區

分
（
類
別
）
 

1.
 
將
「
公
營
公
車
」

與
「
民
營
公
車
」

簡
化
為
「
市
區
公

車
」。

 

2.
 
將
「
公
營
客
運
」

與
「
民
營
客
運
」

簡
化
為
「
國
道
客

運
」。

 

不
建
議
簡
化
。
 

目
前

新
北

與
桃

園
有

辦
理

公
車

評
比
，
若
簡
化
公
民
營
類
別
，
不

利
資
料
統
計

 

桃
園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待
討
論
。

 

 
客

運
業

者
有

路
線

行
駛

於
市

區

及
國
道
，
需
明
確
定
義
。

 

國
道
警

察
局
 

增
列

大
貨

車
核

定
載

重

噸
位
作
區
分
。
 

建
議

大
貨

車
以

核
定

載
重

噸
位

作
區
分
。

 

國
道
高

速
公
路

局
 

○29
當

事
者

行

動
狀
態
 

3.
 將

「
急
減
速
急
停

止
」
更
名
為
「
煞

車
」。

 

4.
 增

列
「
中
央
分
隔

帶
」。

 

 
「

急
減

速
急

停
止

」
改

為
「

煞

車
」
，
簡
化
後
恐
忽
略
肇
事
前
原

有
的
行
動
狀
態
。

 

宜
蘭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待
討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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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初

擬
修

改
欄

位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會

議
初

步
結

論
 

○32
飲
酒
情
況
 

將
酒

精
濃

度
範

圍
修

改
為

與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事

件
裁

罰
基

準
一

致
。
 

 
若
填
寫
實
際
酒
測
值
，
如
當
事
人

有
送
醫
之
情
況
，
資
料
回
傳
時
間

不
固
定
，
需
醫
療
院
所
配
合
，
有

填
表
困
難
。

 

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待
決
議
。

 

補
列

「
呼

氣
檢

測
超

過

0.
80
MG
/L
」
選
項
。
 

 
警
政
署
 

○36
職
業
 

簡
化

為
「

學
生

(1
-
12

年
級
)」
、「

大
專
生
(
含

研
究

生
)
」
、
「

公
教

人

員
」、
「
警
察
或
消
防
人

員
」
、
「

軍
人

」
、
「

勞

工
」、
「
其
他
」。

 

建
議
刪
除
。
 

員
警
不
易
詢
問
，
民
眾
也
會
質
疑

事
故
發
生
與
職
業
之
關
係
。

 

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待
決
議
。

 

將
「
學
生
（
1-
12

年
級
）」

再
作
分
區
。
 

 
警
政
署
 

○37
旅
次
目
的
 

簡
化
為
「
通
勤
」、
「
通

學
」
、
「

觀
光

旅
遊

」
、

「
其
他
」、
「
不
明
」。

 

建
議
刪
除
。
 

目
前
同
仁
因
調
查
不
易
，
資
料
多

呈
現
「
不
明
」。

 

警
政
署
 
待
決
議
。

 

建
議
刪
除
。
 

目
前
多
填
寫
「
不
明
」，

使
用
效

益
不
大
，
建
議
整
欄
刪
除
。

 

桃
園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建
議
刪
除
。
 

 
國
道
警

察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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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他
建
議
事
項
：
 

1
. 
警
政
署
：
肇
事
因
素
索
引
表
為
本
案
修
改
重
點
，
希
望
能
更
加
細
緻
化
。
如
目
前
多
填
寫
未
依
規
定
讓
車
，
是
否
能
分
列

為
左
方
未
讓
右
方
、
支
幹
道
未
讓
主
幹
道
等
。
修
改
掉
用
詞
不
明
確
之
肇
因
。
 

2
. 
道
安
會
：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調
查
報
告
表
之
修
改
應
注
意
各
欄
項
之
因
果
關
係
，
且
不
應
拘
泥
於
目
前
調
查
報
告
筆
之
格
式

欄
位
，
並
考
量
如
何
減
少
員
警
填
寫
「
不
明
」
之
情
況
，
增
加
可
作
為
肇
因
分
析
、
交
通
事
故
改
善
之
調
查
欄
位
。

 

3
. 
運
研
所
：
事
故
調
查
表
之
內
容
簡
化
為
目
前
修
改
方
向
，
但
簡
化
過
程
中
仍
有
項
目
有
其
調
查
之
必
要
性
，
如
兒
童
座
椅
、

安
全
氣
囊
等
，
有
調
查
必
要
之
欄
項
仍
需
列
於
調
查
表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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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九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調
查
報
告
表
修
訂
－
期
中
意
見
彙
整
表

 

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2
發
生
地
點
 

增
加

GP
S
定
位

座
標

填
寫

欄

位
。
 

 
1.

 
目
前
部
分
單
位
有
購
置

GP
S
相
機
，
將
所
拍
攝

之
事
故
現
場
照
片
附
於

事
故
現
場
圖
，
照
片
可

直
些

顯
示

GP
S

定
位

點
。
但
此
並
非
公
發
設

備
。
而
部
分
縣
市
單
位

過
去
有
公
發

GP
S
擷
取

設
備
，
因
非
必
填
欄
位

與
講
求
現
場
事
故
處
理

時
效
，
鮮
少
使
用
。
如

需
新
增
欄
位
是
否
應
一

併
討
論
添
購
設
備
之
預

算
問
題
。
 

2.
 
需
討
論
拍
攝
人
員
之
拍

攝
地
點
與
實
際
事
故
現

場
距
離
定
位
問
題
，
拍

攝
距
離
應
如
何
規
範
以

降
低
自
動
定
位
誤
差
，

台
中

市
交

通
大

隊
 

台
中

市
交

通
大

隊
訪

談
 

此
欄

項
有

增

加
之
必
要
，
但

需
討

論
執

行

面
與

操
作

面

之
問
題
。
 

1.
 
增

加
GP
S

全
球

定
位

座

標
，
填
寫
：
北
緯

__
度

__
分

__

秒
，
東
經
__
度
__

分
__
秒
。
 

2.
 
如

事
故

位

置
發

生
於

服
務

區
，
需
填
寫
服
務

區
名
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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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以
及
夜
間
拍
攝
光
源
等

相
關
問
題
。
如
有
空
拍

設
備
，
可
大
幅
減
少
定

位
誤
差
。
 

3.
 
如
事
故
為
多
次
擦
撞
，

或
事
故
範
圍
大
，
應
以

何
處
為
主
要
定
位
點
。

 

目
前
朝
此
方
向
進
行
，
認
為

有
此
欄
位
之
必
要
。
但
若
由

員
警
填
寫
有
困
難
度
，
目
前

熱
點
以
附
近
周
圍

50
公
尺

定
位
。
 

台
北

市
交

通
大

隊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新
增

此
欄

項
。
請
有
相
關

設
備

之
地

區

先
行
填
寫
，
有

執
行

困
難

之

地
區

可
先

留

白
。
如
效
果
顯

著
，
對
相
關
政

策
措
施
、
開
放

有
所
幫
助
。
 

GP
S
之
定
位
方
式
，
是
否
皆

為
北
緯
、
東
經
，
有
無
其
他

定
位
方
式
。
 

警
政

署
 

專
案

座
談

會
 

蒐
集

相
關

資

料
，
以
較
多
使

用
者

或
工

具

之
記

錄
方

式

為
主
。
 

建
議
直
接
填
寫

所
使
用
工
具
之

如
直
接
填
寫
工
具
畫
面
呈
現

之
所
有
數
字
，
較
為
便
利
且

道
安

會
 

專
案

座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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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顯
示
內
容
。

 
可
避
免
填
寫
上
之
疏
失
。

 
會
 

定
位
座
標
主
要

有
兩
種
記
錄
方

式
，
建
議
統
一

以
其
中
一
種
記

錄
方
式
呈
現
。

 

除
度
、
分
、
秒
之
記
錄
方
式

外
，
Go
og
le

以
十
進
位
法
呈

現
。
 

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專
案

座
談

會
 

 
決
議
執
行
之
項
目
，
如
需
相

關
設
備
，
希
望
主
管
機
關
編

列
預
算
、
統
一
提
供
相
關
配

備
，
以
便
同
仁
日
後
執
行
之

用
。
 

國
道

公
路

警
察

局
 

專
案

座
談

會
 

 
目
前
縣
內
事
故
處
理
員
警
有

配
備
定
位
儀
器
，
座
標
格
式

為
十
近
位
法
。
建
議
未
來
可

針
對
不
同
座
標
格
式
作
欄
位

設
計
。
 

宜
蘭

縣
警

察
局
 

專
案

座
談

會
 

增
加
平
交
道
部

份
東

南
西

北

(
側

)方
向
之
填

寫
欄
位
。

 

 
鐵
路

警
察

局
 

專
案

座
談

會
 

待
決
議
。
 

○3
死
傷
人
數
 

 
 

根
據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處
理
規

範
第

16
點
第
五
項
，
交
通
事

台
中

市
交

台
中

市
交

刪
除

「
2-
30

日
死

亡
欄

刪
除

2-
30

日
死

亡
欄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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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故
處
理
單
位
應
在
事
故
後
五

日
內
，
將
相
關
交
通
事
故
處

理
資
料
送
審
核
小
組
，
若
傷

者
在

5
日

後
死

亡
無

法
更

改
，
故
建
議
刪
除
欄
位
。

 

通
大

隊
 

通
大

隊
訪

談
 

位
」
。

並
考

量

系
統

資
料

庫

應
自

動
化

串

連
之
可
能
，
尚

需
與

衛
福

部

訪
談

確
認

相

關
欄

位
、

項

目
。
 

 
記
錄
死
傷
人
數
應
為
統
計
車

禍
致
死
人
數
數
量
，
但
有
現

場
死
亡
與
實
際
因
車
禍
身
故

人
數
相
差
甚
遠
之
情
況
。
目

前
統
計
數
字
已
失
真
，
倘
若

作
為
研
究
因
子
也
喪
失
其
意

義
。
 

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刪
除

2-
30

日

欄
項
。
需
確
認

是
否

可
由

衛

福
部

自
動

化

介
接
。
 

不
需
作
系
統
連

結
。

 

考
慮

員
警

填
寫

事
故

調
查

表
，
應
為
事
故
之
初
步
整
理

記
錄
，
相
關
後
續
資
料
應
由

衛
福
部
提
供
，
是
否
不
需
作

系
統
連
結
。
 

警
政

署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同
仁
僅
需
填
寫

24
小
時
內

死
亡
與
受
傷
人
數
，
其
他
機

警
政

署
 

專
案

座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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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關
如
有
需
要

2-
30

日
欄
位

資
料
，
再
與
相
關
單
位
(衛

福

部
)調

閱
。
 

會
 

○4
天
候
 

增
列
「
其
他
」

選
項
，
以
便
極

端
氣

後
時

選

填
，
並
註
記
當

下
氣
候
狀
況
。
 

不
建

議
增

加

「
其
他
」
選
項
。
 

增
列
「
其
他
」
項
目
，
為
便

利
行
事
易
多
選
此
欄
項
。

 

台
中

市
交

通
大

隊
 

台
中

市
交

通
大

隊
 

維
持

現
有

欄

項
。
 

將
「
霧
或
煙
」
選

項
分

列
，

修
訂

為
：
 

1.
 
暴
雨
 

2.
 
強
風
 

3.
 
風
沙
 

4.
 
霧
 

5.
 
雪
 

6.
 
雨
 

7.
 
陰
 

8.
 
晴
 

9.
 
煙
 

同
意
新
增
。

 
有
事
後
報
案
之
特
殊
情
形
，

報
案
當
事
人
不
知
事
故
現
場

情
況
，
則
員
警
僅
能
任
意
勾

選
天
候
狀
況
。
 

台
北

市
交

通
大

隊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維
持

現
有

項

目
，

不
另

新

增
。
 

不
建

議
增

加

「
其
他
」
選
項
。
 

如
有
事
後
報
案
情
況
，
應
可

有
基
本
印
象
可
選
晴
或
雨
。

若
增
加
「
其
他
」，

可
能
導
致

統
計
失
真
。
 

警
政

署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3.
 
修
改
順

序
。
 

4.
 
增
加
「
其

他
」。

 

3.
 
將
常
使
用
之
選
項
排
序

在
前
面
，
方
便
填
寫
。

 

4.
 
以

便
特

殊
狀

況
時

填

寫
。
 

道
安

會
 

專
案

座
談

會
 

分
列
「
霧
」、

「
煙
」。

 

 
在
宣
導
與
執
法
上
，
對
使
用

此
欄

位
資

料
之

使
用

並
不

多
。
應
參
考
此
欄
位
資
料
之

警
政

署
 

專
案

座
談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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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所
需
單
位
意
見
，
再
討
論
修

正
內
容
。
 

將
「
霧
或
煙
」

分
為

「
霧

」
、

「
煙
」。

 

煙
、
霧
明
顯
有
所
不
同
。

 
王
銘

亨
老

師
 

專
案

座
談

會
 

 
煙
與
霧
容
易
分
辨
，
且
事
故

防
制
方
式
不
同
，
建
議
可
分

開
。
 

國
道

公
路

警
察

局
 

專
案

座
談

會
 

○6
道
路
類
別
 

 
增
列
「
快
速
道

路
」。

 

 
台
北

市
政

府
交

通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同
意
增
列
「
快

速
道

路
」

選

項
，
另
再
增
列

「
快
速
公
路
」

選
項
。
 

1.
 
國
道
 

2.
 
省
道
 

3.
 
省
道
（
快
速

公
路
）
 

4.
 
縣
道
 

5.
 
鄉
道
 

6.
 
市
區
道
路
 

7.
 
村
里
道
路
 

8.
 
專
用
道
路
 

9.
 
其
他
 

新
增
與
修
改
順

序
為

：
「

國

道
」、
「
省
道
」、

「
省
道
快
速
公

路
」。

 

快
速
道
路
為
市
區
道
路
內
之

區
別
，
如
堤
頂
大
道
為
市
區

道
路
。
 

警
政

署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新
增

「
省

道

(
快

速
公

路
)」
，
順
序
為

「
國
道
」、
「
省

道
」
、
「

省
道

(
快

速
公

路
)」
。
 

 
省
道
與
快
速
公
路
有
設
置
標

示
，
員
警
無
辨
識
問
題
，
唯

目
前
許
多
新
增
規
定
為
市
政

新
北

市
政

府
警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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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府
公
告
「
市
區
道
路
」，

員
警

不
知
有
所
更
新
，
易
有
混
淆
。
 

察
局
 

議
 

將
增
列
之
「
省

道
（

快
速

公

路
）
」

更
改

為

「
快
速
公
路
」。

 

不
需

列
「

省
道

(
快

速
公

路
)」
。
 

警
政

署
 

專
案

座
談

會
 

暫
維

持
目

前

修
訂
之
「
省
道

(快
速
公
路
)」

 

列
「
省
道
（
快

速
公
路
）」
。

 

市
區
有
快
速
道
路
，
建
議
列

「
省
道
（
快
速
公
路
）」

避
免

同
仁
將
兩
者
混
淆
。
且
省
道

快
速
公
路
有
標
誌
及
編
號
方

便
填
寫
。
 

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專
案

座
談

會
 

○7
速
限
 

 
新
增
各
當
事
人

行
向
之
道
路
速

限
。

 

在
交
岔
路
口
事
故
案
件
，
各

當
事
人
行
向
之
速
限
不
一
定

相
同
，
建
議
各
當
事
人
行
向

之
道
路
速
限
均
應
填
寫
，
以

確
認
各
當
事
人
行
向
之
速
限

規
定
。
 

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1.
 項

目
名

稱

修
正

為

「
道

路
速

限
」。

 

2.
 該

欄
選

項

移
置

表

二
，

並
增

加
其

他
當

事
人

（
非

駕
駛

人
除

外
）

行
車

增
列

各
當

事
者

之
速

限
欄

位
。

（
移
置
表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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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方
向

之
道

路
速
限
。
 

刪
除
表
一
該
欄

位
，
改
移
置
表

二
適
當
欄
位
。

 

僅
針
對
第
一
當
事
人
行
駛
之

道
路
速
限
記
錄
，
並
無
記
錄

其
他
當
事
人
速
限
，
致
肇
因

分
析
或
鑑
定
時
，
常
無
法
判

定
其
他
當
事
人
有
無
超
速
行

為
，
如
需
再
次
查
證
，
則
浪

費
人
力
、
時
間
，
建
議
刪
除

以
簡
化
本
表
。
 

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該
欄

選
項

移

置
表
二
，
並
增

加
其

他
當

事

人
（
非
駕
駛
人

除
外
）
行
車
方

向
之

道
路

速

限
。
 

 
增

列
當

事
人

「
速

限
」
（

第

1、
2、

3、
4
當

事
者
）
欄
位
。

 

例
如
：
路
口
交
岔
撞
案
件
，

速
限
不
同
時
，
易
使
各
級
人

員
混
淆
，
建
議
增
列
當
事
人

「
速
限
」
欄
位
，
明
確
填
寫

個
當
事
人
之
行
向
速
限
。

 

彰
化

縣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建
議
增
列
第

2

當
事
者
速
限
。

 

於
填
報
肇
事
原
因
時
，
有
時

可
能
會
發
現
第

2
當
事
人
有

違
規
超
速
之
行
為
，
如
能
增

列
第

2
當

事
人

之
行

車
速

限
，
將
有
助
於
日
後
肇
事
原

因
之
分
析
。
 

保
二

總
隊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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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建
議
增
加
第
二

當
事
人
速
限
。

 

但
若
有
第
二
當
事
人
速
限
欄

位
，
是
否
應
與
表
二
欄
位
設

計
相
同
，
一
併
增
加
至
第
四

當
事
人
速
限
欄
位
。
 

台
中

市
交

通
大

隊
 

台
中

市
交

通
大

隊
 

新
增

其
他

當

事
人

之
速

限
，
並
修
改
表

頭
名

稱
列

於

表
二
。
 

認
同
新
增
其
他

當
事

人
之

速

限
。

 

速
限
問
題
相
當
重
要
，
為
後

續
肇
因
分
析
之
資
訊
。
 

台
北

市
交

通
大

隊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新
增

其
他

當

事
人

之
速

限
，
並
修
改
表

頭
名

稱
列

於

表
二
。
 

 
 

需
考
量
實
際
填
寫
狀
況
，
建

議
列
於
表
二
，
以
便
填
寫
與

相
互
對
照
。
 

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新
增
需
考
量
值
勤
人
員
之
配

合
度
、
執
行
度
與
完
整
性
。

 

運
研

所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何
謂
各
個
當
事
者
速
限
。

 
道
安

會
 

專
案

座
談

會
 

增
加

各
當

事

者
之

速
限

填

寫
欄
位
。
 

事
故

現
場

若
有

特
殊

狀
況

台
北

專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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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
如
有
標
誌
標
線
），

需
由
現

場
員
警
填
寫
記
錄
，
同
時
可

作
為
提
醒
員
警
確
認
現
場
狀

況
之
用
。
以
供
日
後
肇
因
分

析
鑑
定
。
尤
其
快
速
道
路
、

國
道
，
各
路
線
速
限
不
同
且

車
種
繁
多
，
有
記
錄
之
必
要
。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座
談

會
 

 
 

若
有
當
事
人
身
亡
之
情
況
，

應
如
何
填
寫
。
 

基
隆

市
警

察
局
 

專
案

座
談

會
 

○8
道
路
型
態
 

 
增
列
「
服
務
區

（
休
息
站
）」

 

高
速
公
路
計
有

17
個
服
務

區
（
休
息
站
）
為
瞭
解
事
故

發
生
情
況
。
 

國
道

公
路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同
意
增
列
。
 

增
列
（
五
）
停
車

場「
18

停
車
場
」。
 

服
務
區
內
道
路

由
多
種
型
態
組

成
，
建
議
維
持

填
寫

原
有

項

目
。
 

 
考
量
服
務
區
內
道
路
由
多
種

型
態
組
成
，
屬
大
點
位
，
應

維
持
原
有
項
目
，
以
記
錄
各

道
路
型
態
之
事
故
。
 

研
究

團
隊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1.
 
將

調
查

欄
位

2

「
發

生

地
點
」
增

加
「
服
務

區
」
填
寫

欄
位
，
並

將
「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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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區
（
休
息

站
）
」

放

置
調

查

欄
位

9

「
事

故

位
置
」。

 

2.
 
新
增
「
停

車
場
」
於

調
查

欄

位
8「

道

路
型

態
」。

 

 
國
道
員
警
上
線
即
為
在
國
道

上
值
勤
，
對
其
他
道
路
型
態

不
熟
悉
，
如
有
增
加
服
務
區

選
項
可
方
便
作
業
並
凸
顯
服

務
區
內
事
故
問
題
。
目
前
作

業
方
式
為
勾
選
「
其
他
」。

若

「
服
務
區
」
不
適
合
放
置
「
道

路
型
態
」。

建
議
放
置
「
事
故

位
置
」。

 

國
道

公
路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增
列
「（

五
）
停

目
前
有
許
多
停
車
場
屬
道
路

台
北

警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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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車
場
」
項
目
。

 
範
圍
，
如
捷
運
站
之
停
車
場

（
捷

運
站

附
屬

空
間

停
車

場
）、

公
有
停
車
場
，
是
否
可

獨
立
項
目
便
於
填
寫
。
 

市
交

通
大

隊
 

署
訪

談
會

議
 

增
列
「
停
車
場
」

於
「（

四
）
圓
環

廣
場
」。

 

 
新
北

市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
停
車
場
」
項
目
應
可
另
列

大
項
，
而
不
列
入
圓
形
廣
場

內
。
 

警
政

署
 

工
作

會
議
 

將
「
停
車
場
」

項
目

列
入

「
（

五
）

停
車

場
」。

 

○9
事
故
位
置
 

 
1.

 
刪
除
「
收

費
站
附

近
」。

 

2.
 
增
列
「
自

行
車
專
用

道
」
 

1.
 
收
費
站
已
廢
除
。
 

桃
園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1.
 同

意
刪

除
。
 

2.
 同

意
增

列
。

 

1.
 
原
「
收
費
站

附
近

」
更

改
為

「
交

通
執

法
區

（
地
磅
）」
。
 

2.
 
增
列
「
自
行

車
專
用
道
」、
「
自

行
車

穿
越
道

」
、

「
禁

行
機

車

道
」、
「
高
乘
載
車

道
」、
「
交
流
道
鼻

1.
 
（

三
）

交

流
道

項
下

增
列

「
鼻

端
」
一
項
。
 

1.
 
爲
瞭
解
高
速
公
路
發
生

於
出
口
交
流
道
衝
撞
鼻

端
之

事
故

，
建

議
於

（
三
）
交
流
道
項
下
增

國
道

公
路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1.
 
同
意
增

列
。
 

2.
 
因
交
通

執
法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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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2.
 
「

21
收

費
站

附

近
」

更
改

為
「

交
通

執
法

區

（
含

地
磅

站
）」
。
 

列
「
鼻
端
」，

與
（
二
）

路
段
「
05

交
通
島
」
有

所
區
別
以
利
分
析
。

 

2.
 
因
高
速
公
路
收
費
站
區

全
面
撤
除
。
 

定
義
有

疑
義
，
爰

本
項
修

正
意
見

增
列
「
地

磅
站

區
」。

 

端
」。

 

建
議
增
列
：

 

1.
 「

禁
行
機

車
道
」
 

2.
 「

自
行
車

專
用
道
」
 

3.
 「

自
行
車

與
行
人
共

用
道
」
 

4.
 「

標
線
型

人
行
道
」
 

5.
 「

自
行
車

穿
越
道
」
 

為
利
評
估
交
通
設
施
設
置
成

效
。
 

台
北

市
政

府
交

通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同
意
增
列
「
禁

行
機

車
道

」
、

「
自

行
車

專

用
道
」、
「
自
行

車
穿
越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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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加
入
國
道
各
車

道
別
。

 

包
含

內
側

車
道

、
中

線
車

道
、
外
側
車
道
、
補
助
車
道
、

加
速
車
道
、
減
速
車
道
、
內

側
車
道
、
匝
道
及
環
道
。

 

高
速

公
路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維
持
原
狀
（
表

一
第

2
欄

後

段
已

提
供

填

寫
車
道
項
目
）
 

增
列
「
左
轉
專

用
道
」
、「

施
工

區
附
近
」、
「
高

乘
載
車
道
」。

 

 
瞭
解
「
左
轉
專
用
道
」
、
「
施

工
區
附
近
」、
「
高
乘
載
車
道
」

區
域
內
之
交
通
事
故
數
量
。

 

研
究

團
隊
 

 
 

 
不

建
議

新
增

「
左

轉
專

用

道
」
、
「
施
工
區
附
近
」
與
快

車
道
選
項
衝
突
，
且
若
車
道

能
同
時
直
行
與
左
轉
，
不
易

員
警
分
辨
；
施
工
區
已
跟
調

查
欄
位

11
「
障
礙
物
」
內
選

項
衝
突
，
故
不
建
議
增
設
。

 

台
中

市
交

通
大

隊
 

台
中

市
交

通
大

隊
訪

談
 

不
增
列
「
左
轉

專
用
道
」、
「
施

工
區
附
近
」。

 

 
增
列
「
自
行
車

優
先
道
」。

 

日
前
已
有
相
關
決
策
確
定
新

增
「
自
行
車
優
先
道
」，

建
議

一
併

新
增

至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
 

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確
認

相
關

法

規
後
增
列
。
 

 
「

收
費

站
附

近
」
更
改
為
「

21

交
通

執
法

區

(地
磅

)」
。
 

另
建
議
增
加
「
國
道
服
務
區

加
油

站
」
、
「

服
務

區
停

車

場
」、
「
地
磅
站
」，

是
否
可
列

於
此
欄
位
，
或
其
他
欄
位
。

 

國
道

公
路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增
列
「
自
行
車

專
用
道
」、
「
自

行
車

穿
越

道
」、
「
禁
行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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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車
道
」、
「
高
乘

載
車
道
」、
「
交

流
道
鼻
端
」
以

及
「
自
行
車
優

先
道
」。

 

 
1.

 
「
服
務
區
加
油
站
」，

服

務
區
內
加
油
站
如
沒
有

特
殊
管
制
，
應
為
道
路

範
圍
。
 

2.
 
「
自
行
車
穿
越
道
」
應

放
在
「
路
段
」
或
其
他

位
置
可
再
討
論
。
 

警
政

署
 

工
作

會
議
 

1.
 
需
再
與

國
道
單

位
確
認
。
 

2.
 
待
討
論
。
 

增
列
「
加
油
區
」
 
便
於
填
寫
。
 

基
隆

市
警

察
局
 

專
案

座
談

會
 

待
討
論
。
 

 
「
自
行
車
優
先
道
」
目
前
路

政
司
仍
再
研
議
中
。
 

警
政

署
 

增
列
高
速
公
路

類
別

相
關

欄

項
。

 

國
道
警
察
可
直
接
勾
選
。

 
國
道

高
速

公
路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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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10
路
面
狀

況
(2
)

路
面
狀
態
 

 
增
加
「
沙
土
」

選
項
。

 

路
面
留
有
沙
石
、
土
塵
亦
為

造
成
車
輛
煞
車
失
控
的
主
要

原
因
。
 

桃
園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同
意
增
列
。
 

增
列
「
6
沙
土
」

與
「
7
積
水
」。

 

建
議
增
列
「
積

水
」。

 

 
路

面
積

水
易

導
致

事
故

發

生
，
而
積
水
與
泥
濘
有
所
不

同
，
建
議
增
列
。
 

研
究

團
隊
 

 
 

 
需
界
定
「
濕
潤
」
與
「
積
水
」

之
差
異
，
作
為
員
警
填
表
規

範
，
或
兩
者
是
否
有
同
時
存

在
之
必
要
。
 

運
研

所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增
列
「
積
水
」

選
項
。
 

○12
號
誌

(1
)
號
誌

種
類
 

 
增
列
：
行
車
管

制
號
誌
（
閃
光

運
作
）

 

本
市
有
些
路
口
設
置
之
行
車

管
制
號
誌
，
在
尖
峰
時
段
為

三
色
號
誌
運
作
，
離
峰
時
段

變
換
為
閃
光
號
誌
運
作
；
或

平
時
為
三
色
號
誌
運
作
，
但

於
夜
間
時
段
則
變
換
為
閃
光

號
誌
運
作
。
同
仁
在
填
製
調

查
報
告
表
本
欄
位
時
，
並
無

號
誌
種
類
為
行
車
管
制
號
誌

（
閃
光
號
誌
運
作
）
之
欄
位

可
供
勾
選
，
如
勾
選
閃
光
號

台
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同
意
增
列
。
 

不
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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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誌
，
則
與
現
況
不
符
，
易
影

響
資
料
分
析
之
正
確
性
。

 

 
值
勤
員
警
於
行
車
管
制
號
誌

閃
光
運
作
時
可
能
無
法
正
確

填
寫
所
屬
欄
項
。
 

新
北

市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維
持

現
有

欄

項
，
不
另
增
列

「
行

車
管

制

號
誌
（
閃
光
號

誌
）」
。
 

行
車
管
制
號
誌
與
閃
光
號
誌

之
填
寫
方
式
應
於
填
表
須
知

內
再
詳
細
說
明
。
 

警
政

署
 

工
作

會
議
 

 

號
誌
種
類
可
與
各
縣
市
交
控

中
心
之
時
段
對
照
是
否
有
正

常
運
作
，
或
運
作
方
式
。

 

道
安

會
 

工
作

會
議
 

 

○13
車

道
劃

分
設

施
－
分
向
設
施
 

 
建
議
刪
除
。

 
統
計
實
質
效
益
低
，
且
經
由

現
場
圖
及
可
判
斷
，
建
議
刪

除
以
簡
化
本
表
。
 

台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本
署

原
則

同

意
刪
除
；
惟
涉

及
交

通
工

程

設
施
，
將
俟
運

研
所

辦
理

委

託
研

究
案

時

提
出
討
論
。
 

簡
化
為
：
 

1.
中
央
分
向
島
 

2.
雙

向
禁

止
超

車
線
 

3.
單

向
禁

止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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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建
議
將
欄
項
簡

化
為
：
 

1.
 
中
央
分
向

島
 

2.
 
雙
向
禁
止

超
車
線
 

3.
 
單
向
禁
止

超
車
線
 

4.
 
行
車
分
向

線
 

5.
 
無
 

 
應
有
其
基
本
統
計
之
必
要
。

 
研
究

團
隊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欄
項

簡
化

為

「
中

央
分

向

島
」、
「
雙
向
禁

止
超

車
線

」
、

「
單

向
禁

止

超
車
線
」、
「
行

車
分

向
線

」
、

「
無
」。

 

車
線
 

4.
行
車
分
向
線
 

5.
無
 

 
建
議
再
整
理
道
路
狀
況
，
如

分
隔
島
寬
窄
會
影
響
視
距
，

應
為
道
路
事
故
重
要
因
素
。

 

道
安

會
 

工
作

會
議
 

 

○14
車

道
劃

分
設

施
－

分
道

設
施

（
1
）
快
車
道
或

一
般
車
道
 

 
建
議
刪
除
。

 
統
計
實
質
效
益
低
，
且
經
由

現
場
圖
及
可
判
斷
，
建
議
刪

除
以
簡
化
本
表
。
 

台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本
署

原
則

同

意
刪
除
；
惟
涉

及
交

通
工

程

設
施
，
將
俟
運

研
所

辦
理

委

託
研

究
案

時

提
出
討
論
。
 

簡
化
為
：
 

1.
 
禁
止
變
換
車

道
線
 

2.
 
車
道
線
 

3.
 
未
繪
設
車
道

線
 

建
議
將

(一
)中

央
分
向
島
「
窄

 
中
央
分
向
島
的
寬
度
與
肇
事

因
素

無
明

顯
且

直
接

的
關

研
究

團
隊
 

 
簡
化
為
「
快
慢

車
道

分
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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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式
附
柵
欄
」
及

「
窄

式
無

柵

欄
」
簡
化
為
「
窄

式
」。

 

係
。
 

島
」、
「
快
慢
車

道
分

隔
線

」
、

「
未

繪
設

快

慢
車

道
分

隔

線
」。

 

建
議
將
欄
位
選

項
簡
化
，
如
附

標
記
與
無
標
記

都
可
刪
除
。

 

分
向
設
施
註
記
係
為
單
選
，

再
分
有
無
標
記
，
無
統
計
上

之
必
要
。
 

台
中

市
交

通
大

隊
 

 

○14
車

道
劃

分
設

施
－

分
道

設
施

（
2
）
快
慢
車
道

間
 

 
建
議
刪
除
。

 
統
計
實
質
效
益
低
，
且
經
由

現
場
圖
及
可
判
斷
，
建
議
刪

除
以
簡
化
本
表
。
 

台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本
署

原
則

同

意
刪
除
；
惟
涉

及
交

通
工

程

設
施
，
將
俟
運

研
所

辦
理

委

託
研

究
案

時

提
出
討
論
。
 

簡
化
為
：
 

1.
 
快
慢
車
道
分

隔
島
 

2.
 
快
慢
車
道
分

隔
線
 

3.
 
未
繪
設
快
慢

車
道
分
隔
線
 

將
「
寬
式
快
慢

車
道

分
隔

島
」、
「
窄
式
快

慢
車
道
分
隔
島

（
無
附
欄
）
」、

「
窄
式
快
慢
車

道
分
隔
島
（
有

附
欄
）」

簡
化
為

「
快
慢
車
道
分

 
認
同
簡
化
選
項
。
 

台
中

市
交

通
大

隊
 

台
中

市
交

通
大

隊
訪

談
 

簡
化
選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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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隔
島
」
 

○14
車

道
劃

分
設

施
－

分
道

設
施

（
3）

路
面
邊
線
 

 
建
議
刪
除
。

 
統
計
實
質
效
益
低
，
且
經
由

現
場
圖
及
可
判
斷
，
建
議
刪

除
以
簡
化
本
表
。
 

台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本
署

原
則

同

意
刪
除
；
惟
涉

及
交

通
工

程

設
施
，
將
俟
運

研
所

辦
理

委

託
研

究
案

時

提
出
討
論
。
 

維
持
原
欄
項
。
 

○15
事

故
類

型
及

形
態
 

 
建
議
「
路
樹
」

及
「
電
桿
」
可

獨
立
區
分
為
兩

個
選
項
。

 

以
利
統
計
分
析
。
 

桃
園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同
意
分
為
「
路

樹
」
及
「
電
桿
」

兩
個
選
項
，
並

增
加

「
變

電

箱
」
選
項
。
 

1.
 
原

「
撞

路

樹
、
電
桿
」
拆
列

為
「

撞
路
樹

」
、

「
撞
電
桿
」。

 

2.
 
新
增
「
撞
變

電
箱
」、
「
撞
人
行

路
緣
石
」。

 

建
議
「
撞
路
樹
」

及
「
電
桿
」
分

開
為
兩
選
項
。

 

便
於
各
單
位
統
計
肇
因
及
防

制
交
通
事
故
之
使
用
，
如
本

局
針
對
照
明
較
為
不
足
或
是

易
發
生
自
撞
電
桿
事
故
之
路

段
，
會
於
電
桿
上
增
設
反
光

設
施
，
使
用
路
人
夜
間
行
駛

時
更
易
辨
別
道
路
範
圍
，
減

少
自
撞
案
件
發
生
。
 

屏
東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同
意
分
為
「
路

樹
」
及
「
電
桿
」

兩
個
選
項
，
並

增
加

「
變

電

箱
」
選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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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增
列
「
衝
越
中

央
分
隔
帶
」。

 

為
瞭
解
高
（
快
）
速
公
路
衝

越
中
央
分
隔
帶
事
故
發
生
情

形
。
 

國
道

公
路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同
意

增
列

於

第
29

欄
當
事

者
行

動
狀

態

（
車

的
狀

態
）。

 

「
撞

護
欄

（
椿
）」

區
分
護

欄
位
置
，
如
外

側
、
內
側
、
鼻

端
；
護
欄
型
式

如
金
屬
護
欄
、

混
凝

土
護

欄

等
。

 

 
高
速

公
路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同
意
增
列
「
鼻

端
」
選
項
。
 

增
列
「
撞
人
行

道
緣
石
」。

 

 
可
作
為
防
護
措
施
或
鋪
面
材

質
考
量
，
國
外
多
有
此
相
關

研
究
。
 

研
究

團
隊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將
「

26
撞

路

樹
、
電
桿
」
分

開
項
目
為
「
撞

路
樹
」
和
「
撞

電
桿

」
，

新
增

「
撞
變
電
箱
」

與
「
撞
人
行
道

緣
石
」。

 

 
認
同
「
撞
路
樹
、
電
桿
」
分

開
項
目
為
「
撞
路
樹
」
和
「
撞

電
桿
」，

以
及
新
增
「
撞
變
電

箱
」。

議
會
會
詢
問
相
關
請
求

賠
償
問
題
，
有
記
錄
之
必
要
。
 

台
北

市
交

通
大

隊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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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
撞
人
行
道
緣
石
」
之
正
確

名
稱

需
徵

詢
公

路
總

局
意

見
。
 

運
研

所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3.

 
刪
除
「
撞

收
費
亭
」。

 

4.
 
護
欄
可
依

形
式
再
作

區
分
。
 

3.
 
已
無
收
費
亭
。
 

4.
 
如
內
側
護
欄
、
外
側
護

欄
等
，
以
瞭
解
撞
擊
情

形
。
 

國
道

高
速

公
路

局
 

專
案

座
談

會
 

待
討
論
。
 

○22
受
傷
程
度
 

 
順
序
更
改
為
：

 

1.
 
24

小
時

內
死
亡
 

2.
 
2-
30

日

內
死
亡
 

3.
 
受
傷
 

4.
 
未
受
傷
 

5.
 
不
明
 

易
於
分
辨
、
填
表
。
 

保
二

總
隊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維
持

原
有

順

序
（「

2-
30

內

死
亡
」
選
項
將

刪
除
）
 

刪
除

2-
30

日
內

死
亡
。
選
項
為
：
 

1.
 
24

小
時
內

死
亡
 

2.
 
受
傷
 

3.
 
未
受
傷
 

4.
 
不
明
 

○24
保
護
裝
備
 

 
增
列
「
拋
離
車

廂
外
」
一
項
。

 

為
瞭
解
汽
車
乘
員
是
否
繫
妥

安
全
帶
、
正
確
使
用
保
護
裝

備
，
建
議
增
列
「
拋
離
車
廂

國
道

公
路

警
察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同
意

增
列

於

第
29

欄
當
事

者
行

動
狀

態

拆
列
為
四
大
項
：
 

(5
) 
安
全
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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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外
」
一
項
。
（
其
與
「

5
8
乘

坐
不
當
而
跌
倒
」
肇
事
因
素

不
同
）
 

局
 

（
人
的
狀
態
）
 

1.
 
有
配

戴
安

全
帽
 

2.
 
無
配

戴
安

全
帽
 

(6
) 
安
全
帶
 

1.
 
有
使

用
安

全
帶
 

2.
 
未
使

用
安

全
帶
 

(7
) 
兒
童
座
椅
 

1.
 
有
使

用
兒

童
座

椅
 

2.
 
未
使

用
兒

童
座

椅
 

建
議
將
保
護
裝

置
拆
解
為
四
部

分
調
查
欄
位
填

表
，
分
別
為
：

「
安

全
帽

」
、

「
安

全
帶

」
、

「
兒

童
安

全

椅
」
以
及
「
安

全
氣
囊
」。

  

 
目
前
都
將
保
護
裝
置
合
同
一

選
項
內
，
不
利
統
計
分
析
。

同
時
考
量
項
目
之
簡
化
，
安

全
帽
調
查
欄
位
中
傾
向
僅
須

區
分
「
有
配
戴
」
和
「
無
配

戴
」，

當
事
人
是
否
為
行
人
可

與
調
查
欄
位

29
當
事
人
區

分
中
做
區
隔
。
 

研
究

團
隊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
保
護
裝
置
」

區
分
為
「
安
全

帽
」
、
「

安
全

帶
」、
「
兒
童
座

椅
」
和
「
安
全

氣
囊
」
四
個
項

目
。
 

關
於
安
全
帽
配
戴
，
有
事
故

現
場
安
全
帽
飛
落
之
問
題
，

需
定
義
填
寫
規
範
。
 

台
北

市
交

通
大

隊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1.
 
「
安
全
氣
囊
」
項
目
建

議
增
加
「
無
作
動
」
與

「
無
安
全
氣
囊
」
兩

項
，
若
以
「
無
」
作
為

「
無
安
全
氣
囊
」
之
選

項
易
誤
解
，
如
可
判
斷

有
無
安
全
氣
囊
請
於
填

警
政

署
 

工
作

會
議
 

待
討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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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表
須
知
中
說
明
。
 

2.
 
「
安
全
帽
」
項
目
建
議

增
加
「
不
明
」。

 

(8
) 
安
全
氣
囊
 

1.
 
安
全

氣
囊

有
作

動
 

2.
 
無
 

3.
 
安
全
帽
、
安

全
帶
無
拆

開
填
寫
之

必
要
。
 

4.
 
安
全
氣
囊

建
議
欄
項

為
：「

有
作

動
」、
「
無
作

動
」、
「
未
裝

設
」、
「
不

明
」。

 

3.
 
可

依
車

種
及

可
以

判
別

穿
戴
之
裝
置
。
 

4.
 
兒

童
座

椅
是

否
使

用
的

依
據
需
要
明
確
地
解
釋
。
 

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專
案

座
談

會
 

待
討
論
。
 

 
「
兒
童
安
全
椅
」
全
名
應
是

「
幼
童
安
全
椅
」
請
更
正
。

 

警
政

署
 

專
案

座
談

會
 

已
更
正
。
 

○26
當

事
者

區
分

（
類
別
）
 

 
小
貨
車
類
別
增

列
「
客
貨
兩
用
」

選
項
，
同
時
刪

除
（
含
客
、
貨

目
前
旅
行
式
汽
車
車
種
，
分

有
自

小
客

、
客

貨
兩

用
2

種
，
該

2
種
車
行
在
外
觀
上

並
無
差
異
，
無
法
辨
識
，
建

彰
化

縣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增
列
「
客
貨
兩

用
車
」
及
「
租

賃
車
」
兩
種
選

項
。
 

3.
 
將
「
公
營
公

車
」
與
「
民

營
公
車
」
簡

化
為
「
市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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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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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兩
用
）

 
議
增
列
「
客
貨
兩
用
」
選
項
，

並
將
現
有
之
（
含
客
、
貨
兩

用
）
刪
除
。
 

公
車
」。

 

4.
 
將
「
公
營
客

運
」
與
「
民

營
客
運
」
簡

化
為
「
國
道

客
運
」。

 

 
建
議
將
「
大
貨

車
」
欄
位
加
註

「
核

定
載

重

（
噸
）」

項
目
。
 

 
高
速

公
路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維
持
原
狀
（
大

貨
車

之
核

定

載
重

非
屬

表

一
、
表
二
統
計

要
項
）
 

 
增
列
「
租
賃
車
」

一
項
。

 

 
國
道

公
路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同
意
增
列
 

簡
化
（
一
）
大

客
車
中
公
營
、

民
營

之
分

類

別
。
 

 
1.

 
建
議
將
「
公
營
公
車
」
、

「
民
營
公
車
」
簡
化
為

「
市
區
公
車
」。

 

2.
 
「
公
營
客
運
」
、
「
民
營

客
運
」
簡
化
為
「
國
道

客
運
」。

 

研
究

團
隊
 

 
 

 
1.

 
關
於
車
輛
用
途
別
，
需

由
公
路
總
局
監
理
組
表

示
意
見
，
確
認
是
否
有

修
正
必
要
。
 

運
研

所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
（

一
）

大
客

車
」
內
項
目
更

改
為
「
A0
1
市

區
公

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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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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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2.
 
目
前
公
車
為
公
辦
民
營

之
情
況
，
無
實
際
公
營

公
車
。
 

「
A0
2
國
道
客

運
」。

應
為
「
國

道
客

運
」

或

「
城
際
客
運
」

等
相

關
名

稱

待
與

公
路

總

局
確
認
。
 

 
可

依
行

照
車

種
為

填
寫

來

源
。
因
台
北
市
到
新
北
市
有

多
家
客
運
營
運
，
且
議
員
有

公
營
公
車
資
料
之
需
求
，
建

議
保
留
公
、
民
營
公
車
與
客

運
之
選
項
。
 

台
北

市
交

通
大

隊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增
列
「
租
賃
小

貨
車
」。

 

交
通
部
統
計
中
有
使
用
此
名

稱
，
可
依
行
照
判
斷
登
記
。

 

警
政

署
 

工
作

會
議
 

 

不
建
議
簡
化
。

 
目
前
新
北
與
桃
園
有
辦
理
公

車
評
比
，
若
簡
化
公
民
營
類

別
，
不
利
資
料
統
計
。
 

桃
園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專
案

座
談

會
 

待
討
論
。
 

 
客
運
業
者
有
路
線
行
駛
於
市

區
及
國
道
，
需
明
確
定
義
。

 

國
道

警
察

局
 

專
案

座
談

會
 

增
列
大
貨
車
核

定
載
重
噸
位
作

區
分
。

 

建
議
大
貨
車
以
核
定
載
重
噸

位
作
區
分
。
 

國
道

高
速

公
路

專
案

座
談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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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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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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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28
欄
車
輛
用
途
 

 
建
議
刪
除
。

 
對
統
計
或
肇
因
分
析
、
鑑
定

無
實
際
作
用
，
且
已
記
載
於

調
查
筆
錄
、
談
話
記
錄
，
建

議
刪
除
以
簡
化
本
表
。
 

台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保
留
（
另
因
應

教
育

單
位

需

求
，

將
增

加

「
學

童
專

用

車
」
選
項
）
 

將
增
列
「
學
生
交

通
車
」。

 

 
由

於
目

前
相

關
法

規
並

無

「
學
童
專
用
車
」，

不
建
議
增

加
。
 

研
究

團
隊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維
持

目
前

欄

項
。
 

增
列
「
學
童
專

用
車
」。

 

衛
福
部
一
再
提
出
希
望
增
加

學
童
專
用
車
，
定
義
於
教
育

部
。
監
理
單
位
將
會
增
加
。

填
表
須
知
可
使
用
教
育
部
定

義
。
 

警
政

署
 

工
作

會
議
 

待
確

認
名

稱

與
定

義
後

增

列
。
 

○29
當

事
者

行
動

狀
態
 

 
增
列
「
事
故
救

援
」
一
項
。

 

為
瞭
解
事
故
現
場
處
理
及
救

援
單
位
危
險
性
問
題
分
析
，

建
請
於
（
一
）
車
的
狀
態
（
二
）

人
的

狀
態

兩
項

下
各

增
列

「
事
故
救
援
」
一
項
。
 

國
道

公
路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同
意
增
列
，
惟

名
稱

修
正

為

「
員

警
值

勤

中
」。

 

5.
 將

「
急
減
速

急
停
止
」
更

名
為
「
煞

車
」。

 

6.
 增

列
「
衝
越

中
央
分
隔

 
「
拋
離
車
廂
」
有
許
多
情
況

記
錄
不
易
，
不
建
議
增
加
。

 

台
北

市
交

警
政

署
訪

1.
 
增
列
「
衝

越
中
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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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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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修

訂
 

內
容
 

通
大

隊
 

談
會

議
 

分
隔

帶
」。

 

2.
 
「
急
減

速
或
急

停
止
」
更

改
為
「
煞

車
」。

 

3.
 
不
建
議

增
加
「
拋

離
車
廂
」

欄
項
。
 

帶
」。

 

「
拋
離
車
廂
」
應
為
當
事
者

行
動
之
結
果
，
如
需
有
增
加

必
要
，
需
另
討
論
其
他
可
對

應
之
欄
位
。
 

運
研

所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欲
新
增
之
「
衝
越
中
央
分
隔

帶
」
項
目
，
應
為
當
事
人
行

動
之
結
果
，
是
否
應
放
其
他

欄
項
。
 

警
政

署
 

工
作

會
議
 

待
討
論
。
 

「
急
減
速
急
停
止
」
改
為
「
煞

車
」，

簡
化
後
恐
忽
略
肇
事
前

原
有
的
行
動
狀
態
。
 

宜
蘭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專
案

座
談

會
 

待
討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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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飲
酒
情
況
 

 
1.

 
經
觀
察
未

飲
酒
 

2.
 
經
檢
驗
無

酒
精
反
應
 

3~
7
與
裁
罰
標

準
一
致

 

8.
 
無
法
檢
測
 

9.
 
非
駕
駛

人
，
未
檢
測
 

10
.
 
不
明
 

酒
精
濃
度
與
違
反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事
件
統
一
裁
罰
基
準
表

標
準
一
致
。
 

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同
意
修
正
。
 

將
於

填
表

需

知
補

助
說

明

「
無

法
檢

測

（
如

當
場

死

亡
、
送
醫
急
救

中
）

及
不

明

（
如
肇
逃
、
事

後
到
案
，
該
項

不
含

無
法

檢

測
部

分
）
」

等

事
項
。
 

1.
 
經
觀
察
未
飲

酒
 

2.
 
經
檢
驗
無
酒

精
反
應
 

3.
 
經

呼
氣

檢
測

未
達

0.
15
mg
/L

或

血
液

檢
測

未

達
0.
03
% 

4.
 
經

呼
氣

檢
測

未
達

0.
15
~0
.2
4m

g/
L

或
血

液

檢
測

0.
03
%~
0.
05

%（
不
含
）
 

5.
 
經

呼
氣

檢
測

未
達

0.
25
~0
.3
9m

g/
L

或
血

液

檢
測

0.
05
%~
0.
08

現
行
選
項
均
為

區
間
數
值
，
建

議
除
區
間
數
值

外
，
另
增
列
填

寫
呼
氣
酒
測
值

及
抽
血
檢
測
值

（
mg
/d
l）

之
欄

位
，
俾
利
檢
核
。
 

現
行
醫
療
院
所
抽
血
檢
驗
職

單
位
均
為

mg
/d
l
，
爲
能
正

確
計

算
及

統
計

，
避

免
爭

議
，
建
議
增
列
填
寫
正
確
數

職
欄
位
，
俾
利
後
續
換
算
及

核
對
。
 

高
雄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依
違

反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事

件
統

一
裁

罰

基
準

表
分

類

方
式
填
報
。
 

建
議
「
吐
氣
」

或
「
抽
血
」
測

現
行
選
項
無
法
分
辨
檢
測
方

式
係
以
吐
氣
或
抽
血
測
定
。

 

桃
園

縣
政

警
政

署
研

維
持

現
有

選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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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定
方
式
獨
立
列

初
選
項
。

 

府
警

察
局
 

討
會
 

%（
不
含
）
 

6.
 
經

呼
氣

檢
測

未
達

0.
40
~0
.5
4m

g/
L

或
血

液

檢
測

0.
08
%~
0.
01

1%
（
不
含
）
 

7.
 
經

呼
氣

檢
測

未
達

0.
55
mg
/L

或

血
液

檢
測

達

0.
11
%
（

不

含
）
 

8.
 
無
法
檢
測
 

9.
 
非

駕
駛

人
，

未
檢
測
 

10
. 
不
明
 

3.
 
經

呼
氣

檢

測
未

達

0.
15
mg
/L

或
血

液
檢

測
未

達

0.
03
% 

4.
 
經

呼
氣

檢

測
未

達

0.
15
~0
.2
4

mg
/L

或
血

液
檢

測

0.
03
%~
0.
0

49
（
不
含
）
 

5.
 
經

呼
氣

檢

測
未

達

0.
25
~0
.4
0

mg
/L

或
血

液
檢

測

0.
05
%~
0.
0

審
酌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則
第

11
4
調
第

2
款
及
刑
法
第

1
85

調
之

3
業
已
修
定
，
故
本
項

建
議
依
法
令
所
規
定
之
酒
精

濃
度
修
正
。
 

屏
東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同
意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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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8%
（
不
含
）
 

建
議
新
增
「
實

際
測
量
數
值
」

填
空
欄
位
。
 

 
將
實
際
的
飲
酒
調
查
數
據
填

表
登
入
，
可
統
計
酒
架
飲
酒

酒
精
濃
度
比
例
。
 

研
究

團
隊
 

 
新
增
「
實
際
測

量
數

值
」

欄

位
。
 

同
意
新
增
「
實
際
測
量
數
值
」

欄
位
。
 

台
中

市
交

通
大

隊
 

台
中

市
交

通
大

隊
訪

談
 

若
填
寫
實
際
酒
測
值
，
如
當

事
人
有
送
醫
之
情
況
，
資
料

回
傳
時
間
不
固
定
，
需
醫
療

院
所
配
合
，
有
填
表
困
難
。

 

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專
案

座
談

會
 

待
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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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補
列
「
呼
氣
檢

測
超

過

0.
80
MG
/L

」
選

項
。

 

 
警
政

署
 

專
案

座
談

會
 

 

○33
車

輛
撞

擊
部

位
 

 
建
議
增
加
因
果

關
係

車
輛

或

「
未
撞
擊
」。

 

若
駕
駛
人
因
違
規
行
為
導
致

交
通
事
故
發
生
，
卻
未
與
當

事
人
發
生
碰
撞
，
經
警
方
列

為
當
事
人
，
於
此
欄
位
可
明

確
得

知
為

「
因

果
關

係
車

輛
」，

而
非
輸
入
「
不
明
」
使

他
人
難
以
理
解
。
 

雲
林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同
意
增
列
「
未

撞
擊
」
選
項
。
 

增
列
「
未
撞
擊
」。

 

新
增

慢
車

選

項
。

 

因
現
行
圖
表
僅
有
汽
車
、
機

車
及
其
他
之
選
項
，
無
法
顯

事
慢
車
發
生
交
通
事
故
後
所

撞
擊
之
部
位
，
故
建
議
新
增

慢
車
以
符
合
實
務
需
求
。

 

屏
東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1.
 
原

機
車

圖

案
，

改
為

適
用

於
機

車
、

自
行

車
。
 

2.
 
車

輛
撞

擊

部
位

增
加

左
把

手

（
照

後

鏡
）

及
又

把
手

（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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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後
鏡

）
選

項
。
 

 
避
免
選
項
複
雜
化
，
認
同
不

增
加
「
左
把
手
（
照
後
鏡
）」

和
「
右
把
手
（
照
後
鏡
）」
。

 

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不
增
列
「
左
把

手
（
照
後
鏡
）」

和
「

右
把

手

（
照
後
鏡
）」
。
 

○34
肇
因
研
判
 

 
建
議
將
「
未
注

意
車
前
狀
態
」

修
正
為
「
未
注

意
車
前
狀
況
」。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規
則

第
94

條
第

3
項
之
規
定
為
駕
駛
人

應
注
意
車
前
狀
況
，
故
建
議

依
法
令
用
語
修
正
。
 

屏
東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同
意
修
正
。
 

1.
 
將

「
超

速
失

控
」

更
改

為

「
超

速
行

駛
」。

 

2.
 
將

「
未

注
意

車
前

狀
態

」

更
改

為
「

未

注
意

車
前

狀

況
」。

 

3.
 
於

（
七

）
行

人
（
或
乘
客
）

增
列

「
誤

闖

高
（

快
速

公

路
）」
。
 

4.
 
於
（
八
）
交

建
議
增
設
：

 

1.
 
「
掉
落
物
」
 

2.
 
「
障
礙
物
」
 

3.
 
其
他
「
天
然

災
害
」
 

目
前
於
肇
因
研
判
索
引
表
第

九
欄

（
非

車
輛

駕
駛

人
因

素
）
，
僅
得
選
「

6
6
動
物
竄

出
」、
「
67

尚
未
發
現
肇
事
因

素
」，

若
係
因
掉
落
物
、
障
礙

物
或
其
他
天
然
災
害
，
則
無

定
應
選
項
。
 

花
蓮

縣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1.
 
同

意
增

列

「
掉

落

物
」
選
項
。
 

2.
 
「

障
礙

物
」

可
歸

納
於

「
61

路
況

危
險

無
安

全

（
警

告
）

設
施
」。

 

3.
 
「
天
然
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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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害
」
非
屬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
不

列
入
選

項
。
 

通
管
制
（
設

施
）
增
列
「
掉

落
物
」。

 

增
列
「
誤
闖
高

（
快

）
速

公

路
」。

 

機
車
、
慢
車
誤
闖
高
速
（
快
）

公
路
目
前
使
用
肇
因
為
「

26

違
反
特
定
標
誌
 （

線
）
禁
制
」

較
不
明
確
瞭
解
實
際
情
形
，

建
議
於
（
一
）
駕
駛
人
項
下

增
列
「
誤
闖
高
（
快
）
速
公

路
」。

 

國
道

公
路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增
列
「
精
神
不

濟
」
一
項
。

 

1.
 
目
前
當
事
人
因
「
精
神

不
濟
」
狀
態
引
發
之
事

故
，
以
「
是
否
連
續
駕

車
8
小
時
」
為
客
觀
認

定
標
準
，
符
合
則
為
「

22

疲
勞
（
患
病
）
駕
駛
失

控
」；

否
則
歸
類
於
「

23

未
注
意
車
前
狀
態
」。

 

2.
 
為
能
明
確
瞭
解
該
類
案

件
之
發
生
情
形
，
建
請

國
道

公
路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維
持

原
有

選

項
（
精
神
不
濟

定
義

不
明

確
，
肇
因
認
定

有
疑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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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增
列
「
精
神
不
濟
」
一

項
，
用
以
「
有
疲
勞
駕

駛
、
但
無
連
續
駕
車

8

小
時
」
歸
因
。
 

 
建
議
歸
類
細
部
原
因
，
避
免

最
後
接
填
寫
「
未
依
規
定
讓

車
」
或
「
未
保
持
行
車
安
全

距
離
」
等
項
目
，
肇
因
分
析

為
研
究
重
點
。
 

警
政

署
 

工
作

會
議
 

將
彙

整
各

單

位
建

議
後

做

修
改
。
 

肇
因
部
份
可
刪
減
與
調
整
，

目
前
「
未
依
規
定
讓
車
」、
「
未

注
意
車
前
狀
況
」
和
「
未
保

持
行
車
距
離
」
為
肇
因
主
要

填
寫
項
目
，
但
這
些
項
目
僅

能
加
強
宣
導
與
教
育
，
不
便

於
重
新
歸
納
與
調
整
。
建
議

將
肇
因
適
當
分
類
，
以
利
記

錄
後
可
提
出
對
策
與
改
善
方

案
。
 

道
安

會
 

工
作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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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肇
因
為
現
場
員
警
不
易
記
錄

之
部

分
，

應
由

筆
錄

後
填

寫
。
目
前
所
列
肇
因
，
部
份

項
目
可
能
難
以
再
細
分
。
如

「
未
注
意
車
前
狀
況
」
其
中

可
能
有
諸
多
因
素
，
非
處
罰

項
目
，
也
無
法
在
處
罰
條
例

中
細
分
，
僅
能
盡
可
能
詳
細

記
錄
於
筆
錄
中
。
 

運
研

所
 

工
作

會
議
 

○36
職
業
 

 
建
議
刪
除
。

 
當

事
人

職
業

涉
及

個
人

資

料
，
衍
生
當
事
人
或
關
係
人

質
疑
，
且
交
通
事
故
肇
事
原

因
與
職
業
較
無
關
，
另
種
類

繁
雜
，
建
議
刪
除
。
 

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簡
化
選
項
。
 

簡
化
選
項
為
：
 

1.
 
學
生
(1
-1
2

年
級
) 

2.
 
大
專
生
(含

研
究
生
) 

3.
 
公
教
人
員
 

4.
 
警
察
或
消
防

人
員
 

5.
 
軍
人
 

6.
 
勞
工
 

7.
 
其
他
 

建
議
刪
除
。

 
對
統
計
或
肇
因
分
析
、
鑑
定

無
實
際
作
用
，
且
已
記
載
於

調
查
筆
錄
、
談
話
記
錄
，
建

議
刪
除
以
簡
化
本
表
。
 

台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簡
化
選
項
。
 

建
議
精
簡
。

 
建

議
保

留
是

否
為

職
業

駕

駛
、
學
生
欄
位
，
刪
除
與
肇

因
無
關
之
職
務
別
。
 

桃
園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同
意

精
簡

選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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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簡
化
選
項
為
：
 

1.
 
學
生

（
1-
12

年
級
）
 

2.
 
大
專
以
上

（
含
研
究

生
）
 

3.
 
公
教
人
員
 

4.
 
軍
人
 

5.
 
警
察
或
消

防
人
員
 

6.
 
勞
工
 

7.
 
其
他
 

 
考

量
基

本
統

計
記

錄
之

需

求
，
建
議
暫
時
保
留
欄
位
，

簡
化
選
項
。
 

研
究

團
隊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簡
化

為
研

究

團
隊

建
議

之

七
個
項
目
。
 

建
議
刪
除
。

 
員
警
不
易
詢
問
，
民
眾
也
會

質
疑
事
故
發
生
與
職
業
之
關

係
。
 

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專
案

座
談

會
 

待
決
議
。
 

將
「
學
生
（

1-
12

年
級
）」

再
作
分

區
。

 

 
警
政

署
 

專
案

座
談

會
 

○37
旅
次
目
的
 

 
建
議
刪
除
。

 
當
事
人
旅
次
目
的
雖
未
涉
及

個
人
資
料
，
惟
與
肇
事
原
因

較
無
相
關
，
另
種
類
繁
雜
，

建
議
刪
除
。
 

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同
意
刪
除
。
 

簡
化
選
項
為
：
 

1.
 
通
勤
 

2.
 
通
學
 

3.
 
觀
光
旅
遊
 

4.
 
其
他
 

5.
 
不
明
 

建
議
刪
除
。

 
對
統
計
或
肇
因
分
析
、
鑑
定

無
實
際
作
用
，
且
已
記
載
於

調
查
筆
錄
、
談
話
記
錄
，
建

議
刪
除
以
簡
化
本
表
。
 

台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同
意
刪
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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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建
議
刪
除
。

 
相

關
內

容
與

肇
事

因
素

無

關
。
 

桃
園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同
意
刪
除
。
 

增
列

「
本

縣

市
」、
「
外
縣
市
」 

爲
瞭
解
駕
駛
人
為
本
縣
市
民

或
為
外
縣
市
民
，
對
事
故
地

點
道
路
熟
悉
程
度
，
建
議
增

加
。
 

台
東

縣
警

察
局
 

警
政

署
研

討
會
 

本
欄

位
將

刪

除
。
 

簡
化

為
「

通

勤
」、
「
通
學
」、

「
觀

光
旅

遊
」、
「
其
他
」

四
項
。
 

 
考

量
基

本
記

錄
之

研
究

需

求
，
且
多
有
通
勤
通
學
、
觀

光
旅
遊
之
事
故
相
關
研
究
。

 

研
究

團
隊
 

警
政

署
訪

談
會

議
 

簡
化

為
「

通

勤
」
、
「

通

學
」、
「
觀
光
旅

遊
」、
「
其
他
」

四
項
。
 

建
議
刪
除
。

 
目
前
同
仁
因
調
查
不
易
，
資

料
多
呈
現
「
不
明
」。

 

警
政

署
 

專
案

座
談

會
 

待
決
議
。
 

建
議
刪
除
。

 
目
前
多
填
寫
「
不
明
」，

使
用

效
益
不
大
，
建
議
整
欄
刪
除
。
 

桃
園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專
案

座
談

會
 

建
議
刪
除
。

 
 

國
道

警
察

專
案

座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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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欄
位

編
號

及
名

稱
 

研
究

團
隊
 

提
議
 

修
正

意
見
 
說

明
或

建
議

 
提

報

單
位
 

提
報

時
間
 

會
議

結
論

 
目

前
修

訂
 

內
容
 

局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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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期中審查報告意見處理情形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具委託性質) 

期初 期中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編號：MOTC-IOT-104-SEB008 

計畫名稱：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檢討修訂及統計運用 

執行單位：逢甲大學 

參 與 審 查 人 員 及 

其 所 提 之 意 見 

合 作 研 究 單 位 

處 理 情 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一、陳菀蕙委員 

1. 對於本研究計畫中所述，事

故調查表內容範圍不應越

來越大，表示認同，因此目

前問題為應確認哪些欄位

較為重要。如目前事故調查

表最主要的問題在於許多

欄位勾選不明或其他，譬如

「職業」、「旅次目的」。應

先瞭解為何執行單位(警方)

會填寫其他或不明，是否有

此欄位存在之必要性，是需

檢討的。 

感謝委員意見認同。另先

前警政署內部會議建議

刪除「職業」與「旅次目

的」欄位，但考量學術單

位研究工作實際需求，此

二欄位應有保留之必要

性，惟須精簡內容。目前

除此二欄位之外，透過先

前多次會議討論，其他欄

位皆有其記錄之必要

性。研究團隊將持續透過

訪談會議，確認各欄位內

容並瞭解交通單位與警

政單位之需求。 

同意 

2. 在路段資訊中，需知道「車

道數」(應為 92 年才取消)。

另「車道劃分設施－分道設

施（2）「快慢車道間」欄位

內，項目內容為區分寬式、

窄式分隔島，但實務面多有

事故現場為標線式而非實

際之中央分隔島之情況。於

此情形下，員警僅能依照現

有欄位項目選填，導致資料

誤差。若事故調查表有適當

對應之欄位，則有助於資料

蒐集與提供相關需求單位。 

感謝委員建議，將於下次

工作會議與訪談會議中

討論是否增加「車道數」

欄位。另有關於是否增加

「快慢車道分隔島（標線

式）」項目，亦會於下次

工作會議與訪談會議中

確認目前員警對於標線

式分隔島之填寫方式。 

同意 

3. 路口資訊蒐集之問題在於 感謝委員提供建議，審查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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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審 查 人 員 及 

其 所 提 之 意 見 

合 作 研 究 單 位 

處 理 情 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路型配置、號誌情況。例如

號誌化四岔路口最常發生

之事故類型：闖紅燈以及未

依規定讓車，這些內容應該

反應在事故調查表中以利

後續統計分析。 

意見提及之事故類型，性

質較偏向事故肇因，本計

畫期末階段會針對肇事

因素索引表作修改。 

4. 在肇因分析部分，事故原因

分析不能為單選題，可能由

多種情況組成。而在分析操

作時，因目前僅記錄單一因

素，以致其他列於後方因素

易被忽略。 

感謝委員建議。確實事故

資料需要部分交叉比對

後，方可以取得實際所需

資料以供分析。目前「肇

因研判」欄位可考慮朝向

「複選方式」加以修改，

惟尚需與警政署研商執

行之可行性。至於欄位中

調查項目與調查內容之

增修設計，必須配合員警

實際執行現況，加以慎重

考量。 

同意 

5. 「保護裝備」於現行事故調

查表裡之欄位內容設計良

好，問題在於第四項為「其

他」，此項目包含乘客，若

需瞭解乘客是否配戴保護

裝備則無法進行分析。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團

隊將研擬「保護裝備」欄

位項目內容，使本表能夠

記錄汽車乘客及機慢車

駕駛人之保護裝備使用

情況。 

同意 

6. 報告書中提到汽車之「乘坐

位置」部份將仿照國外調查

表填寫方式，請將機車一併

考量。另針對機車部分，事

故現場常有安全帽飛掉但

事故調查表登記為有配戴

之情況，因此於目前全臺道

安考評中以此項目做為戴

帽率並不妥當。國外調查表

有將安全帽帽型放入項目

內，可供參考。此欄位於道

安防治上為相當重要內容。 

目前研擬方案已包含機

車駕駛人乘坐位置。日後

將透過訪談會議與警政

單位討論機車駕駛人安

全帽實際配戴情況與記

錄方式之定義，並於填表

須知中配合修正。 

同意 

7. 自動化部分，若衛福部無法

提供相關細部資料，至少應

本單位已於 7月 3日

與衛福部進行訪談，衛福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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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審 查 人 員 及 

其 所 提 之 意 見 

合 作 研 究 單 位 

處 理 情 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可連結基本住院資料，有助

於區分受傷等級。另於自動

化部分，除了個資問題，是

否有其他問題導致窒礙難

行應提出相關說明。 

部回應目前資料來源為

健保署，且非即時性資

料。此外由於個資問題，

健保署也不願對外提供

資料內容，為本計畫自動

化介接資料之一大困難。 

8. 國外文獻部分，內容有些國

內老師將國內資料投稿至

國外期刊上，該文獻應放置

於國內文獻處較為妥適。 

感謝委員建議，遵照辦

理。 

同意 

二、林佐鼎委員（書面意見） 

1. 首先對於研究團隊在研究

計畫上投入的努力，與期中

報告階段性的豐碩成果，表

示敬意。 

感謝委員肯定。 同意 

2. 研究團隊對於事故調查表

欄位項目之修訂工作，基本

上依據警政單位意見為修

訂基礎，目前朝簡化方向修

訂，但還是要兼顧交通事故

案件現場調查的基本項目

與資料，同時還需要參考相

關業務單位、使用單位的意

見，包括運輸規劃研究單

位、衛福單位、保險單位等

等，所以請研究團隊要與前

述相關單位充分溝通與研

商，完整掌握修訂的方向。 

感謝委員提醒，本計畫盡

可能朝向尊重業務單位

與使用單位之意見，並充

分溝通協調，期以掌握方

向。 

同意 

3. 報告資料中有關國外事故

調查表欄位項目部分，也請

研究團隊檢討與國內環境

是否異同，有哪些可以接受

的項目與欄位，請研究團隊

一併參考運用，如無法配合

現階段的修訂，亦請研究團

隊思考規劃未來修訂的期

程。 

感謝委員建議，本案期中

報告已經針對國外事故

表格欄位初步篩選，對於

不適用之欄位後續依據

本次審查意見將再進行

檢視。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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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審 查 人 員 及 

其 所 提 之 意 見 

合 作 研 究 單 位 

處 理 情 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4. 「事故調查表填表須知」是

員警填表時的重要依據，請

研究單位應在後續階段針

對相關修訂的內容，儘速完

成修正，併請配合採用舉例

方式協助說明，以利閱讀。 

感謝委員建議，本表修正

進度將儘速修訂，並搭配

舉例方式以修正填表須

知。 

同意 

三、公路總局 

1. 第 8 欄「道路型態」建議於

「（三）單路部分」增加「單

行道」。 

感謝委員建議，本欄位項

目是否修正名稱，將於下

次訪談或座談會議中提

出，再決議是否增加本欄

項。 

同意 

2. 第 11 欄「號誌」建議直接

引用交通號誌種類索引表

之項目，就不用填寫此欄位

外，再另外再查看事故現場

圖代號，可直接查看事故位

置是否有左轉保護時相、早

開、遲閉等。 

目前交通號誌索引表放

入表格欄位中，其表單內

容勢必受到空間壓縮，其

他欄位填寫將產生部分

問題。另外，道路交通事

故調查表主要任務就是

完成現場調查蒐證工

作，另可提供後續肇事重

建與事故分析相關需

求，然本計畫仍納入考

量，預計訪談會議提出，

再行決議是否增加。 

同意 

3. 另建議於此新增欄位「（三）

監視器」及其相關項目，以

便若事故路口設有監視器

之情況可向相關單位索取

作為鑑定之用。 

本表用途主要為現場蒐

證並運用於事故防治上

之角度為出發點，如需納

入監視器乙項，以下問題

應慎重考量：1)員警是否

具備調閱監視器之法定

授權？；2)監視器影像資

料主要為事故鑑定需

求，與事故調查表功能定

位是否相符？；3)如果僅

作為該案提醒是否有監

視畫面可提供，其相關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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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審 查 人 員 及 

其 所 提 之 意 見 

合 作 研 究 單 位 

處 理 情 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民、刑事卷宗或資料均會

提到此資訊，是否需額外

作統計或提醒？；4)統計

事故現場是否有監視器

畫面對於道安防治實質

策略面或資料統計面之

意義是否相符？本項建

議將與警政署另行研議。 

四、高速公路局 

1. 目前首要重視設施安全防

護效果是否有達到設置目

標，其中以護欄種類為主要

討論對象。目前僅有「撞護

欄」一項，無法區分撞擊內

側護欄或外側護欄及其材

質上之差異（金屬護欄、RC

護欄）。 

國內外交通安全防護之

護欄之設備有眾多形

式、種類，高速公路與市

區道路上較常見以金屬

護欄、RC護欄為主，由於

設備、規格與材質持續的

推陳出新，因此要增列護

欄材質差異有實務上之

困難度，本計畫建議如高

速公路局有需要應建立

護欄設置與更換時間管

理系統，作為管控措施，

最後可以依據事故時間

與地點將資料連結起

來，使後續分析更加容

易。 

同意 

2. 另車道之差異，如高乘載車

道、內中外車道，其車速區

隔、車種使用皆有所不同，

建議增加相關項目。 

本計畫於期中階段已規

劃新增「高乘載車道」該

欄項，「速限」、「車種」

已在原有事故調查表中

具備，並略有微調。此

外，交通工程之道路車道

佈設狀況之「內、中、外

車道」與車道性質內

容？，待本計畫研擬其可

行性後，於員警座談會中

進行討論。惟本次表格修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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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審 查 人 員 及 

其 所 提 之 意 見 

合 作 研 究 單 位 

處 理 情 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訂，警政單位之目標以簡

化表格作為考量方向，因

此新增此項欄位需與員

警充分討論，方可決定。 

五、道安會 

1. 感謝研究團隊自上次工作

會議至期中簡報之相關修

正與改進。 

感謝委員肯定。 同意 

2. 此次報告題目為事故調查

表之修訂與統計與運用情

形，目前仍需指出現行事故

調查表之缺點，哪些資料為

有必要存在或無必要存

在，而非針對細部欄位做相

關調整。若其他資料有其必

要性則應加入調查表內，而

非單純以簡化員警現場工

作為主。既然旨在增加統計

運用，則應減少員警於調查

表內填寫「不明」之情況。

就目前資料分析情形而

言，許多分析結果皆為「不

明」、「未注意車前狀況」。

對於後續道路安全改善部

分，現有資料幫助甚少。 

目前道路交通事故調查

表存在問題主要有：1)多

數肇事因素與部分既有

欄位以勾選「不明」選項

居多；2)部分欄位於統計

應用上鮮少有單位使

用；3)員警於事故現場處

理時間有限，部分無法掌

握現場狀況，採事後補填

方式處理，導致部分資料

可能產生偏誤；4)表格欄

位因目前社會環境變遷

多有更動，且近年變異速

度加快，因此欄位多有不

敷使用或認定不清之事

實；5)無法應用於專業事

故鑑定之領域，因其表格

主要是透過數量統計了

解趨勢，進一步執行事故

防制之用，若欲引進鑑定

之思維審視本表，勢必產

生欄位眾多之現象；6)仍

有許多因專業事故判定

資料庫或資訊來源端不

足，僅能以交通事故調查

表之資料庫作為後續事

故防制之用。然本計畫針

對所有欄位項目進行彙

整，並納入篩選與國情考

量之機制，進行欄位選

取，同時需考量使用方與

需求方，非以單純簡化員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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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審 查 人 員 及 

其 所 提 之 意 見 

合 作 研 究 單 位 

處 理 情 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警現場工作為主，惟本項

工作警政單位仍須考量

員警工作負擔與操作性

為主。此外，為減少「不

明」及「未注意車前狀況」

之資料產生，本團隊會重

新編寫填表須知，明確界

定各欄項功能及判定方

法，希望屆時減少填寫

「不明」及「未注意車前

狀況」之情況發生。 

六、臺北市交通局 

1. 事故調查表應為瞭解事故

發生現場情況為主要目

的，提供研判肇事原因之資

訊，進而作交通安全改善意

見。故欄位應以此做考量，

再進行簡化。 

知悉。 同意 

2. 目前事故現場圖、談話記錄

表有相關之欄位，其他表單

是否可研議一併檢討，非僅

討論事故調查表內容。 

感謝建議，惟本計畫目前

針對道路交通事故調查

表欄位修訂，除簡化員警

工作外亦可蒐集到更完

整之資訊，然道路交通事

故調查表之用意為將該

案事故資訊作為摘要與

代碼化建檔，同時作後續

統計與防治之用。倘若用

途作為事故鑑定或各資

料蒐集或其他表單欄位

之確認表或檢核表，易產

生表格欄為過於龐大且

不易彙整。故於此執行過

程中，本團隊此次計畫仍

以致力修正本表欄位與

項目惟考量主軸，如非後

續現場蒐證與事故防治

所用之欄位，本團隊儘量

以減少員警負擔為前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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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所 提 之 意 見 

合 作 研 究 單 位 

處 理 情 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提，作為修表依據。 

3. 目前於交通工程改善部

分，對於交通事故之碰撞位

置，需瞭解雙方車輛行向，

由幾個欄位相互配合討

論。例如由「事故類型及型

態」配合「車輛撞擊部位」

及「當事者行動狀態」三欄

位進行分析得知碰撞類

型。目前缺少記錄由哪個方

向進入路口。 

感謝建議，將於下次訪談

會議提出增列「行駛方

向」，並瞭解記錄當事人

之「行駛方向」是否有操

作面之困難。 

同意 

4. 建議提供行車記錄器、路口

監視影像畫面之欄位，以及

是否有拍攝到肇事畫面經

過之欄位。主要考量為後續

鑑定需求，避免當事人認為

事故現場有攝影機，但攝影

機並無拍攝記錄，或無保留

拍攝記錄之情況釐清。 

本表之設定功能定位主

要以道路交通事故之統

計與提供後續防治對策

為出發，如果用於鑑定之

用則欄位統計項目較為

無法顯示過多資訊，且多

數鑑定單位仍須仰賴事

故現場圖作為鑑定依

據，而非事故調查表。如

同回應公路總局(3)之意

見，礙於員警調閱權問

題，加上事故影像多鑑定

需求，且多數卷宗以載明

資料佐證項目，而進行攝

影機統計亦無其實質意

義，本項建議將與警政署

另行研議。 

同意 

5. 建議將肇因索引表內容再

細緻化，例如未依規定讓

車，可再細分為左右方、幹

支道等。另外於法條對應部

分，處罰條例有區分為汽

車、慢車、行人，報告書內

部分內容對應並非正確對

應，建議再審視考量。 

本計畫後續將針對肇事

因素部分進行再細分選

項，同時考量採用複選題

方式處理，在與員警座談

時進一步討論。另法條及

條例部分，將會更正報告

書內容，使報告書資料更

為正確。 

同意 

七、新北市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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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所 提 之 意 見 

合 作 研 究 單 位 

處 理 情 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1. 針對報告書部分感謝研究

團隊讓我們看到其他先進

國家之事故調查表內容，此

事故調查表之檢討與修訂

可能為就其他先進國家之

調查欄位內容比較，來進行

檢討。 

感謝建議，本計畫已參考

國外先進國家之表格進

行欄位比對，因此方提出

部分方案，後續將以欄位

聚焦為執行方向主軸。 

同意 

2. 日本、韓國、新加坡肇事率

較低，建議可參考其事故調

查方式及報告表寫作內容。 

感謝建議，本計畫已參考

日本作法與報告，後續將

再蒐集韓國與新加坡之

事故調查表格。惟本計畫

已蒐集眾多國家事故調

查表格，且發現表格填寫

欄位與項目多大同小

異，因此於現階段仍應以

本表之欄位與項目聚焦

及收斂相關具有共識之

項目為主。 

同意 

八、金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書面意見） 

1.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

（二）」之「36 職業」及「37

旅次目的」欄，建議增加分

類（如金融保險、農漁民

等；上班公務或商務使用

等）。 

知悉。然經本計畫經

多次討論仍傾向於將此

欄位刪除，其原因主要

為：1)目前對於職業類別

與旅次目的之統計資

料，初部了解目前尚無單

位使用該項資料進行相

關統計分析；2)員警於現

場事故處理有要求其時

效性，無法詳細了解當事

者之職業或旅次目的，因

此多勾選不明為主；3)欄

位內容不易認定，如一趟

旅次包含了旅遊、購物…

等多重旅次目的，則員警

無法判定其旅次主要目

的，進而使該欄位無法發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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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所 提 之 意 見 

合 作 研 究 單 位 

處 理 情 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揮其統計效果。惟本計畫

仍會將此建議納入後續

座談會中確認。 

2. 肇事因素索引表「（九）無

（非車輛駕駛人因素）」，建

議增加天災因素（如颱風、

土石流、龍捲風等）。 

知悉，將座談會中提出本

次建議，並加以討論。 

同意 

九、警政署蔡宗益科長 

1. 首先感謝運研所協助本研

究計畫案之執行，以及研究

團隊之努力，同時謝謝大家

對於警察同仁於事故現場

處理之高度期待。目前警察

同仁於現場處理之時間非

常有限，大約為 15 至 30 分

鐘，能蒐集到之資料量亦有

限，加上目前每年交通事故

案件逐年增加，一年約有 54

萬筆事故資料，同時員警數

未增加之情況下，事故處理

對基層同仁有一定之負擔。 

感謝委員對本研究團隊

之肯定。對於員警處理事

故現場之時限，本計畫已

有了解狀況，因此朝向簡

化本表單作為目標，囿因

事故防治仍須仰賴員警

資料蒐集與後端統計應

用，故仍有部分欄位可能

需視情況考量新增或保

留。 

同意 

2. 關於目前事故調查表欄位

中，多有不明、其他、未注

意車前狀態、未依規定讓車

等欄項，員警目前多填寫上

述欄項，原因在於這些項目

選填較容易，員警不須另作

判斷，可縮短填表處理時

間。職業、旅次目的之欄位

並非事故調查之必要項

目，且未曾有單位以職業、

旅次目的之資料製作相關

事故報告，或提出相關事故

防制意見，故建議刪除此兩

欄位。 

感謝建議，本團隊期末階

段會針對「職業」與「旅

次目的」再做討論，若相

關單位均對此認為無統

計與存在之必要，本團隊

即遵照辦理。 

同意 

3. 事故調查表之資料來源可

非全由員警提供，部分資料

可由監理資料庫代入車、駕

籍資料。 

知悉，期末階段自動化處

理的部分，會有相關的處

理措施與方法說明。 

同意 

4. 建議可建立平台，將各單位 感謝建議，所提之平台概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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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作 研 究 單 位 

處 理 情 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之資料共同彙整，提供完整

的事故資料。 

念，本計畫將納入整合至

自化動部分，建議一套相

似統計資料選取之平台

方式呈現。 

5. 肇因研判內容，同仁確實需

要花時間判斷，但目前大多

情況皆填寫未注意車前狀

況，實無從訂定相關防制改

善策略。建議未來部分肇因

拆解，如未依規定讓車可在

細分，如左方未讓直行、支

道未讓幹道、起步未讓直行

車等，目的是希望員警在填

表時能作更明確之判斷。 

感謝建議，本團隊期末階

段會針對肇事因素進行

複選題與切分細部內容

加以討論，並重新整理肇

事因素索引表，以確保欄

位與項目之可填寫性。 

同意 

十、警政署謝顏輿警務正 

1. 先前工作會議記錄未能即

時提供，建議從此次開始之

工作會議或其他訪談記錄

能夠即時提供，以瞭解會議

內容是否有誤解之處。如第

140 頁「事故位置」討論到

「禁行機車道」部分，與快

車道有重疊之處，可能為討

論過程中有意見相左等情

形。 

感謝建議，後續會議紀錄

內容本團隊將儘速提

供，以確保會議意見之正

確性。 

同意 

2. 關於此研究案，警政署去年

有彙整各相關機關之修正

意見提供給研究團隊，且研

究團隊有探討國外的事故

調查表之內容，並提出建議

增加之欄位。 

本團隊係以依警署提供

之資料加以擴充及研擬

相關增加之欄位，惟現階

段部分欄位尚未有所欄

位確認，待後續期末階段

進行工作會議或座談會

討論之。 

同意 

3. 關於建議增加之欄位，請研

究團隊再審慎研議，因國情

不同，如第 149 頁調查欄位

3「傷患處理」，係記錄事

故發生後就醫方式，以間接

得知受傷嚴重程度以及相

關處理應變方式，而臺灣目

本計畫過去於專案執行

過程中，期望以精簡表格

為目標方式處理，同時依

據警署所提供之訪談內

容，進行修正，惟又需兼

顧使用方與需求方之考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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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況，救護車會幾乎比警

察先到，此欄位是否有填寫

之必要，需考慮到目前實務

之處理狀況。第 151頁表 4.5

和表 4.6，要請員警於現場

判別貨車裝載危險物品之

內容有一定難度，另要瞭解

當事者是否有使用違法藥

物（需由其他方式判定），

或精神恍惚可能為睡眠不

足等，也有一定的難度。 

量，因此採取作法為考量

事故調查需求欄位最大

化，再透過篩選、需求訪

談與事故自動化介接之

方式進行過濾欄位，以確

保後續欄位之實用性與

操作性。然委員建議之部

分欄位需要加以考量其

適用性，則本計畫將於期

末階段辦理工作會議或

座談會中，討論其欄位之

必要性。 

4. 目前於自動化介接平台之

討論，皆為初步構想，應進

一步評估需要多少經費和

平台介接之相關問題，並期

望能再多作補充。 

感謝建議，目前尚有部分

介接單位尚未進行訪

談，待訪談結束後於期末

階段再加以補充。 

同意 

5. 另外後續建議部分，有 A3

類調查表已提出初步修改

方向，因之前較無提及與討

論相關內容，若研究團隊後

續有餘力修訂，本單位樂觀

其成。 

目前有提出 A3 類之事故

調查表格之初步修改方

向，但仍以微調方向為

主。然過去討論會議中，

就調查表(一)與表(二)

已有充分討論，為討論時

程仍花費許多時間溝

通，故無時間進行 A3 表

單討論，若後續計畫時程

允許則可進一步討論。 

同意 

6. 本研究為針對調查表檢討

修訂及統計運用，特別講到

警政署之痛處，希望可以透

過資料交叉比對來獲得較

詳盡的資料。目前各政府機

關向警政署索取事故相關

資料時，需要的資料都不相

同，不斷重複的撈取資料，

對警署而言也是一種人力

負擔，若能建立一事故資料

平台，開放資料供需求單位

知悉，後續期末階段會討

論自動化工作部分，目前

初步研擬之架構可參考

報告書第 170頁。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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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勾選所需項目內容，可

減輕警政署在資料提供上

的負擔。 

十一、高速公路警察局 

1. 學術單位與交通單位所需

資料相較於警政單位龐

大、詳細許多，在實務上有

所困難，建立平台部分，通

常警方為第一時間到場，處

理時間、處理方式，與員警

有關的知識與能力方面都

有限。較細節部分，如高公

局提到護欄型式，細部內容

可建立平台，提供筆錄等相

關狀況，可進行調閱，如細

節部分可作訪查，不需要所

有事情都由警方來處理，此

觀念部分可由大家進行討

論。 

知悉，但關於平台部分，

非本次計畫之研究工

作，可列入後續建議與結

論部分。至於本研究案會

持續與實務單位與需求

單位座談，協調雙方提出

之意見，建立雙贏的局

面。 

同意 

2. 關於監視器、攝影機部分，

以現今狀況，其實警政單位

無權調閱，除非當事人願意

提供。故僅能以翻拍方式進

行，細節部分可能難以完全

呈現，第一線執行人員有諸

多執行困難之處。就事故資

料部分，警政單位所需之資

料僅為事故調查表中之

10%~20%左右，其他資料量

為交通、路政、學術方面之

需求。於此，各單位之人力

編制有所差異，建議於事故

資料分類細項部分是否可

請各單位派員訪查，或以資

源分享方式進行。 

知悉，本項意見已於前揭

公路總局意見 3.內容回

覆，請參閱。 

同意 

十二、鐵路警察局 

1. 本單位轄區單純，關於事故

調查表內容僅有平交道部

分，針對此部分沒有特別之

意見。 

知悉。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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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臺北市警察局 

1. 針對表一、表二部分感謝研

究團隊做了許多內容建

議。報告內後方建議之修正

方案部分，有橫式與直式，

且內容不太相同，請問最後

將朝向哪種方案為主。 

本計畫目前其中審查階

段主要提出填寫作法與

欄位構想，因此建議三種

方案進行討論，初步未有

決議導向，仍需與各單位

努力溝通協調後提出確

切作法，方得以決定方案

加以採行。 

同意 

2. 一開始對於此案之想法為

縮減事故調查表之內容，因

實務單位在使用時，基層員

警對此調查表多有反彈，因

事故現場處理時間約為 20

至 30 分鐘，但填寫此調查

表需花費相同之時間，同時

會有後續審核問題。且若於

事故處理時，未瞭解此調查

表之內容所需填寫欄位，現

場未作基本記錄，則事後是

無法填寫此表。因此希望調

查表可於事故現場填寫完

成，但因實際操作流程上，

需先拍照、繪製事故現場圖

等，故此表通常為事後填

寫。目前討論方向與事先預

期略有差異，如討論過程中

對於沒有統計需求之欄位

有所共識，應可直接刪除。 

對於本表須協調需求方

與使用方以進一步取得

之共識，於本案操作上實

為不易，故本計畫目前採

取獲得雙方之想法以進

一步收斂之作法說明如

下：1)本計畫已蒐集各國

事故調查欄位彙整，並初

步篩選適用之欄位，後續

將針對各欄位之現場填

寫必要性、事後可再製

性、資料自動取得性加以

考量，以避免員警重覆取

得現有資料之窘境；2)輔

以調查方式進行欄位之

必要性進行國內警政單

位之意見彙總，以了解員

警執行面是否有其困難

度，再納入欄位考量；3)

最後與各使用與需求機

關進行充分協調，希望取

得各單位之共識，且能獲

得資料最大量與前線員

警蒐集最小化之目標。 

同意 

3. 先前會議中有討論到「安全

裝備」欄位內項目可結合、

不拆列欄位項目，但於期中

報告內各項目仍拆列，請確

感謝提醒，先前所召開之

各式會議中，僅針對欄位

所呈現狀態及變數加以

討論，但多數警局未提供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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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審 查 人 員 及 

其 所 提 之 意 見 

合 作 研 究 單 位 

處 理 情 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認此欄位之決議呈現方

式。「飲酒狀況」之項目內

容也有相同情況。 

確切意見，故本次審查會

仍以過去本計畫所提方

向處理。後續本團隊辦理

座談時，會針對此項欄位

進行決議，再待決議內容

進行適度調整。 

4. 監視器部分通常為分析或

鑑定上之需求，而事故調查

表主要為統計分析之用，故

建議此相關內容應記錄於

其他卷宗內（如筆錄）。 

知悉，感謝意見。 同意 

十四、新北市警察局 

1. 對基層員警而言，事故調查

中有「其他」或「不明」項

目填寫較容易，當員警認為

實際情況與欄位選項所有

不同時便會選填，故導致目

前資料結果多為「其他」或

「不明」。如需減少此情

況，建議將此選項刪除即

可，讓員警確實瞭解事故實

際情況。 

感謝建議，本計畫將先以

細分欄位內容，希望員警

可以嘗試將事故之相關

細節勾選出，如無法朝向

此作法者，則可能選擇以

此方向辦理事故調查表

之修訂，讓員警可以在各

確定選項中選擇；惟現場

員警確實有無法判定之

現況，或無法落實填寫之

欄位，若將其刪除則勢必

造成基層員警反對。爰

此，本計畫預計於工作會

議或座談會中持續努力

溝通相關欄位之適宜性。 

同意 

2. 監視器選項部分，目前於卷

宗內有記錄，如於調查表內

增列恐有重複記錄之虞，當

鑑定會有資料需求時，目前

執行方式為將相關卷宗完

整呈送，且於卷宗檢核表內

皆有相關資料紀錄。 

知悉，感謝意見。 同意 

主席結論 

1. 本研究案內容為滿足需求

單位之應用，並考慮實際執

現階段本計畫主要將各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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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審 查 人 員 及 

其 所 提 之 意 見 

合 作 研 究 單 位 

處 理 情 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行單位操作性，因此警政單

位與資料使用單位雙方間

需取得平衡。請研究團隊針

對資料自動化與相關單位

協調規劃，哪些資料是可以

介接代入到事故調查表格

內，藉此可減輕第一線同仁

填表的負擔。 

調查報告表之欄位均彙

整完成，同時將針對欄位

加以分類，如：勢必為現

場蒐集方可取得、透過資

料介接可以取得、可透過

現場蒐證資料做事後資

料分析…等類型加以歸

納，希望朝向最大化資料

取得量以及使前線員警

最小化工作量為原則

下，藉此減輕員警負擔，

又可落實事故防制之需

求。然針對資料介接部

分，本計畫已嘗試與衛福

部聯繫，同時與其他單位

(如：公路總局、內政部、

警政署)目前也致積極接

洽時間進行訪談，藉此了

解各單位之資料庫能提

供欄位數量以獲取最大

化資料效益。 

2. 請研究團隊於報告書中必

須加強闡述與說明事故調

查表之功能用途與定位。事

故調查表應用於鑑定過程

中或官司訴訟中所扮演角

色為何，需要說明清楚；又

於統計分析與應用中，是要

做哪些分析、政策面形成之

應用，請於報告書中說明。 

知悉。本計畫目前初擬道

路交通事故調查表之用

意為將該案事故資訊作

為摘要與代碼化建檔，同

時作後續統計與防治之

用。倘若用途作為事故鑑

定或各資料蒐集或其他

表單欄位之確認表或檢

核表，易產生表格欄為過

於龐大且不易彙整；惟官

司訴訟之過程引用本表

之機會不高，多數仍以事

故現場警繪圖作為鑑定

考量依據，因此於鑑定所

扮演之角色重要程度不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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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審 查 人 員 及 

其 所 提 之 意 見 

合 作 研 究 單 位 

處 理 情 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高。此外，分析統計報表

功能目前國內許多單位

均有相關統計報表產

出，然本團隊所蒐集之資

料呈現，多數應用統計資

訊於易肇事地點改善或

是民眾公開服務資訊上

使用，均考量以事故數量

統計資訊作為趨勢，並加

以研擬改善之相關對

策，故有目前事故防治重

點「機、老、酒」之產生，

而防治重點多須與碰撞

型態等相關資訊及肇事

因素為分析主軸，故將納

入後續重點考量。本團隊

會將事故調查表其功能

與定位，於報告書中加強

闡述與說明。 

3. 目前事故調查表所存在的

缺失與問題有哪些？後續

的改進做法為何？請於報

告書提出說明。 

知悉。目前道路交通事故

調查表存在問題主要

有：1)多數肇事因素與部

分既有欄位以勾選「不

明」選項居多；2)部分欄

位於統計應用上鮮少有

單位使用；3)員警於事故

現場處理時間有限，部分

無法掌握現場狀況，部分

採事後補填方式處理，部

分資料可能產生偏誤；4)

表格欄位因目前社會環

境變遷多有更動，且近年

變異速度加快，因此欄位

多有不敷使用或認定不

清之事實；5)無法應用於

專業事故鑑定之領域，因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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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審 查 人 員 及 

其 所 提 之 意 見 

合 作 研 究 單 位 

處 理 情 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其表格主要是透過數量

統計了解趨勢，進一步執

行事故防制之用，若欲引

進鑑定之思維審視本

表，勢必產生欄位眾多之

現象；6)仍有許多因專業

事故判定資料庫或資訊

來源端不足，僅能以交通

事故調查表之資料庫作

為後續事故防制之用。 

本計畫目前針對後

續本表之修訂之策進作

為主要有：1)目前已蒐集

世界各國事故調查所考

量之欄位，並以我國國情

與國外不同加以彙整，後

續將針對各欄位之適用

性或可透過資料連結方

式加以聚焦討論，以避免

員警與現有資料庫蒐集

相同資訊產生疊床架屋

之現象；2)透過座談會或

書面問卷方式了解員警

對於本團隊所蒐集之欄

位、項目進行全盤式意見

彙整，同時再經檢視相關

欄位實用性與操作性

後，考量納入本表範圍

內；3)充分與各使用或需

求單位溝通，使其了解欄

位重要性或可刪除之緣

由，並朝向簡化本表，但

可獲得最大資料取得量

之方向進行；4)預計後續

將在召開中南部之座談

會，以了解本表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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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審 查 人 員 及 

其 所 提 之 意 見 

合 作 研 究 單 位 

處 理 情 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前揭內容將於期末報告

書中闡明。 

4. 日後仍需召開多次工作會

議及專案訪談，請本所承辦

業務組全力協助研究團隊

與相關需求單位及使用單

位進行細部溝通協調。 

遵照辦理。將與各單位努

力執行相關協調工作。 

同意 

5. 本次研究計畫期中報告審

查通過，但因委員及各單位

意見眾多，請研究單位詳加

彙整並以列表方式，務必完

整回應各單位意見。 

遵照辦理。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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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第四次工作會議紀錄 

採購案編號：MOTC-IOT-104-SEB008 

採購案標的名稱：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檢討修訂及統計運用 

時間：104.10.01（四）10:00~13:00 

地點：運研所 7 樓 

出席者：田養民研究員、劉欣憲博士、邱麟 

記錄：邱麟 

 

 

討論議題 

1. 有關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格式，為現行橫式橫書或直式橫

書、直式直書（勾選方式），將再請教警政署意見。其中直式直

書目前初擬版本之頁數偏多，請再重新排版。 

2. 意見調查問卷中「考量因素與修改情況」更為「修改情況說明」。

其內容可說明新增或修改項目之明確定義，同時可放入事故調查

報告表填表需知內。將「調查操作性」改為「便利性」，並刪除

「是否留存」意見勾選部份。 

3. 欄位內容需詳列修改後項目，並以不同顏色標記，詳細說明增

加、修改或整併之原項目與修改後項目。 

4. 第二十二欄「受傷程度」，原預計刪除「2-30日內死亡」項目，

將配合相關研究計畫彈性修正調整，目前暫定維持現況。 

5. 關於第二十四欄「保護裝備」預增列「安全氣囊」部分，應先確

認員警是否可判斷車輛有無安裝安全氣囊，將項目區分為「有作

動」、「無作動」。 

6. 肇事因素索引表內項目需逐一檢視對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

則》相關條文細項，其所新增之細項標號以「01-1」之方式標列。 

7. 請確認《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是否有與「未注意

車前狀況」之相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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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結論 

3.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欄位項目修正意見調查問卷請儘快依

照本日討論內容修正，並與期中報告審查意見相關修正內容比對

確認。 

4. 請檢視預計工作項目與合約內容是否相符合或有疏漏之處，以及

目前研究進度與期末報告審查的預訂時程是否順利銜接，請詳加

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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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第五次工作會議紀錄 

採購案編號：MOTC-IOT-104-SEB008 

採購案標的名稱：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檢討修訂及統計運用 

時間：104 年 10 月 27 日（二）15:00~17:50 

地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7 樓 

出席者：運安組張組長開國、田研究員養民、林教授大傑、劉博士欣

憲、邱麟 

共同記錄：田養民、邱麟 

 

 

討論議題： 

 

田研究員養民 

1. 簡報中 P.3對於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之整體研究架構說明中，事

故調查表之「後端運用」單位不僅有運研所，許多研究單位均為

資料使用與應用者；同時，「人員傷亡」資料來源除衛福部為來

源外，現場蒐證來源為警政署相關單位，此部分應適當修正。 

2. 事故調查表格式為現有之「橫式橫書」或「直式橫書」，請確認

相關單位現行所需或未來建議頁面大小，同時應提出修改為「直

式橫書」後之頁數。 

3. 目前研究團隊已將肇因索引表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高速公路管制規則之內容，加以細分為不同肇事因

素之索引，亦請確認頁數增加數量，與建議應放入填表須知供員

警使用。 

4. 尚未回收調查問卷單位，敬請研究團隊通知儘速協助回傳相關意

見，以俾後續研究分析與意見聚焦。 

5. 研究團隊應確認欄位 25「行動電話」之現行調查配套行政程序，

並說明於填表須知內，其餘欄位如有類似此種情況，敬請依此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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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辦理。 

6. 統計應用平台之資料來源，請函文相關單位確認能否提供資料，

並於期末報告中呈現相關結果。 

 

運安組張組長開國 

7. 肇因索引表中「未注意車前狀況」，因對照相關法規無法再作細

分，須再與警政署討論針對本項目之合適處理方式，建議另思考

保持現況或刪除。 

8. 目前肇因索引表拆列細項，填寫方式是否修改為複選或維持目前

填寫方式，仍須詳加與警界討論其適合性。如複選方式是否會有

選項衝突，以及對應之檢核方式；若維持單選方式，則填寫之邏

輯順序判定與無法解決現階段無法判定肇因而勾選「未注意車前

狀況」之現況。 

9. 「保護裝置(2)安全氣囊」欄位，因安全氣囊為事故防制之國際

共同趨勢，不須再行統計調查作為數據基準，且可避免員警調查

之困難，建議不另新增本欄位。 

10. 考量新增之「傷患處理」欄位，目前相關研究案已進行試辦，研

究團隊須初擬欄位項目內容與定義，可請警政單位提供相關建

議。 

11. 簡報 P.19 中，所述之統計資料平台，應先針對增加事故調查表

內容加以描述，同時針對新增欄位詳加確認警政單位與監理單位

可提供之資料內容，作為事故調查表資料匯入來源。另其他單位

可提供之資料內容，主要建置事故資料庫為主要目的，於本研究

案僅須呈現概念架構。 

 

 主要結論 

1. 本次會議之討論議題，須條列重點後與警政署再行討論。 

2. 預定於 11 月第二週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請警政署及所選派之

相關代表出席。會議中應清楚呈現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修改之重

要議題，同時請研究團隊提出建議修改方案，供會議中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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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研商會議紀錄 

採購案編號：MOTC-IOT-104-SEB008 

採購案標的名稱：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檢討修訂及統計運用 

時間：104 年 11 月 11 日（三）14:30~17:00 

地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2 樓 

主持人：運安組張組長開國、劉博士欣憲 

出席者：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鐵路警察局、道安委員會、

高速公路局、公路總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北市政府警

察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新竹市政府警察局、苗栗縣政府警察局、陳教授菀

蕙、林教授大傑、邱麟、田研究員養民 

共同記錄：田養民、邱麟 

 

 

討論議題： 

各單位意見說明： 

臺北市警察局： 

(1) 事故調查表格式建議修改直式較為便利，但後續可能還有新增

欄位，需考量 2頁是否可容納所有調查欄位。 

(2) 酒測值部分建議不需填寫實際測量値，因研究多使用區間範圍

値進行分析，而少以單一實際數值分析。 

(3) 有關「行動電話」欄位調查，目前方式為先確認有無監視器影

像或有無相關畫面佐證當事人於事故發生時是否有使用行動

電話之情形，若無則依照當事人陳述作記錄。 

(4) 「職業」與「旅次目的」欄位建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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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增欄位部分，因事故調查表主要為統計分析運用，雖所列之

新增欄位並無調查困難，但目前多已有現場手寫記錄，應不需

再行新增於調查表。 

(6) 肇事因素索引表部分，建議保留「未注意車前狀況」，考量如

車輛停等紅燈時遭後車撞擊等類似情況，可作為填寫選項，若

刪除則無適用之肇因。而將肇事因素索引表拆列細項後，確實

會產生有多個肇因適用的情形，如事故當事者車輛為幼童專用

車，因變換車道與直行車發生碰撞，肇因部分應填寫未讓車或

未依標誌標線，有其優先順序問題。 

 

新北市警察局： 

(1) 事故調查表格式部分，配合目前公文資料格式，贊成更改為直

式橫書。（事故現場圖無資料填寫，僅作事故車輛相對位置作

記錄，應不受格式更改影響） 

(2) 肇事因素索引表部分，建議維持原填寫方式，填寫各當事人肇

因與事故主要肇因，不要採用複選方式。目前填寫方式於統計

分析時，可直接歸納事故主要肇因，較具統計意義，若為複選

方式可能造成統計與分析困難。 

(3) 肇因索引表中「未注意車前狀況」項目，承如臺北市警察局意

見，建意保留，且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4條有對應之規範。 

(4) 有關現行欄位修訂，「職業」與「旅次目的」同臺北市警察局

之意見，建議刪除。 

(5) 酒測值部分建議不需增加酒測實際値之填寫，因統計結果即為

統計數値區間，且事故處理時有當事人酒測測量表，即有數値

資料。 

(6) 可考量新增欄位部分，本局認為所列之欄位皆有記錄需求，贊

成增列。惟「車輛人數」欄位，同仁現場追蹤計算人數不易，

如大客車事故，在警方未抵達事故現場前，未受傷人員早已離

開，有記錄困難。 

 

桃園市警察局： 

(1) 調查表格式贊成直式橫書。 

(2) 肇因填寫部分贊成維持原填寫方式。「未注意車前狀況」項目

不建議刪除，因目前事故處理有許多狀況適用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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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贊成刪除「職業」與「旅次目的」，因兩欄位對於事故狀況之

統計無明顯幫助。 

(4) 有關實際酒測值之填寫以及可考量新增欄位部分，建議與考量

如新北市警察局。 

 

台中市警察局： 

(1) 有關本次討論議題，主要意見與臺北市警察局、新北市警察局

與桃園市警察局之意見大致相同。 

(2) 酒測值部分不需再填寫實際測量値，測量値已記錄於卷宗，且

再次填寫對於統計無太大助益。 

(3) 肇事因素索引表之拆列細項部分區分太細，不易填寫與得知主

要肇因，建議維持原定填寫方式。「未注意車前狀況」建議保

留。 

(4) 建議刪除「職業」與「旅次目的」，在統計上少有運用。 

 

苗栗縣警察局： 

(1) 本局意見與前述相同，不再重複。 

 

高雄市警察局： 

(1) 調查表格式部分，本局於問卷調查時填寫橫式橫書，經後續研

議，更改意見為與前述相同，建議為直式橫書。 

(2) 肇事因素索引表部分，建議應以主要肇事因素為主，肇因研判

欄位於統計分析時，一件事故有一對應的主肇因，較為清楚。 

(3) 「旅次目的」與「職業」欄時有當事人不願意告知或說明不清

之問題，建議刪除。 

(4) 肇事因素索引表中「未注意車前狀況」項目建議保留，意見如

前各區警察局所述。 

(5) 另高雄市建置輕軌捷運，目前於統計欄位「當事者區分」中屬

「其他」，建議新增「輕軌」以利統計分析。 

 

新竹市警察局： 

(1) 經本局內部調查，調查表格式部分同仁仍希望採橫式橫書，因

目前電腦畫面為橫式，不知未來相關配備是否可配有平版電

腦，建議依據配備形式更改調查表格式，以減少同仁上下滑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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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幕畫面時間，以增加作業效率。 

(2) 肇事因素索引表所拆列內容區分太細，處理員警於實務上填寫

不易，易有填寫錯誤之情況，則無統計分析效果。肇因細分後

之索引表，有些項目中有事故位置如鐵路平交道、高速公路，

建議列在同一大項中之最上方或最下方，以便相關單位填寫。

若肇因索引表必須細分，建議將第 23 項「未注意車前狀況」

與 16 項「未保持行車安全距離」放在一起，讓同仁能夠清楚

地作填記。而第 39 項「拋錨未採安全措施」之拆列，車輛於

快速公路故障或車輛隧道故障，可與表一道路型態中記錄對

應，應不需再重覆填寫。另第 16-08、16-09，濃霧行駛與濃煙

行駛，是否可以合併。 

 

鐵路警察局： 

(1) 調查表格式部分贊成直式橫書。 

(2) 有關酒測值部分不需再行填寫。 

 

公路警察局： 

(1) 有關事故調查表格式，本局建議為直式橫書。 

(2) 肇事因素索引表部分，建議採複選方式。因本局同仁處理事故

案件遭遇二次事故狀況多。但不建議將肇因拆列細項，因外勤

同仁事故處理後，一件事故約需花費 30 分鐘填寫調查表，若

再拆列細項將造成同仁處理上的不便。建議保留「未注意車前

狀況」，因於道安規則中有相關規範。 

(3) 「職業」與「旅次目的」部分建議刪除。 

(4) 酒測值部份建議採現行方式辦理。 

(5) 不建議增加新欄位。另就本轄而言，裝載危險物品之車輛多為

第二當事人，目前裝載危險物品車輛之運輸業者，對於駕駛人

皆有相關規範與訓練，而裝載危險物品車輛之第一當事人多為

違規偷載，無核准證明。 

 

警政署謝警務正顏輿： 

1. 關於調查表格式，尊重各單位意見。 

2. 有關肇因研判部分，目前填寫方式為填寫各當事人之肇因，且同

仁會根據調查內容填寫事故主要肇因。如採用複選方式，會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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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上之相關問題，例如統計結果為最高之肇因，並非事故之主

要肇因，則無法作為事故防制之依據。故建議維持目前肇因研判

欄位之填寫方式。另「未注意車前狀況」項目，如各警察局代表

所述，不再贅述。 

3. 「職業」與「旅次目的」欄位存留部分，「旅次目的」同意刪除。

而「職業」欄建議保留，因教育單位對於學生之交通事故案件有

統計需求，以作為校園教育宣導之依據，故建議對目前欄位項目

作修正，國小、國中、高中未滿 18 歲為無照部分可併為一項，

專科生、大學生年滿 18 歲剛取得駕照併為一項，至於其他項目

如何整併請研究團隊研議。而「職業」之填寫準確度會再加強，

尤其針對學生部分。 

4. 酒測值部分如前各警察局代表所述。 

5. 目前同仁對於「行動電話」欄位基本上無填寫問題，應無需特別

訂定作業程序。 

6. 新增欄位部分，事故調查表之欄位記錄內容應是對於未來事故防

治有所作用，若欲新增之欄位無法對應此目標，則不建議新增。

如「車輛是否被移動」一欄，統計後該如何提供事故防制相關建

議？此記錄應是針對個案分析所使用，則事故現場圖已有註明。

「車道數」、「監視器影像」欄位亦有相同問題，故認為不需增

列。「裝載危險物品」則於調查欄位 28「車輛用途」中已有「裝

載危險物品車」一項。 

7. 肇事因素索引表部分，應是針對部分項目可更明確，但目前肇因

索引表在對應相關條例後全數拆列細項，則項目內容過細。重點

應如現行肇因索引表第 25 項「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當事人

在違反號誌時為闖紅燈或未依號誌是有所差別；第 26 項「違反

特定標誌(線)禁制」，事故當事人違規超車時標線為雙白線或雙

黃線變換車道，如此對事故防制確實有所需要。故建議此類肇因

再行細分即可。 

8. 如事故當事人有明確違規因素，於肇因研判中會確實填寫，若無

則考量判斷後選擇填寫「未注意車前狀況」。建議於填表須知中，

再明確定義填寫「未注意車前狀況」之情形與要件，如應注意而

未注意之情形。 

9. 「速限」欄位名稱建議更改為「道路速限」，避免誤解當事人誤

解為駕駛時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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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飲酒情形」建議保留欄位中「呼氣檢測超過 0.80」項目。 

11. 目前研究團隊已製作出直式橫書報告表，建議同樣製作橫式橫

書版本，讓警察同仁了解修改情形，以便後續比較對照。 

12. 「傷患處理」部分建議應由醫療院所配合記錄，如消防單位亦

有出勤數據資料。 

13. 「車輛人數」部分，目前記錄對象為與事故相關且有受傷之人

員，若再增加記錄未受傷人員，恐導致數據資料混淆，故與事故

記錄無直接相關、後續深入研究所需資料，不建議由警察單位填

寫調查。至於致死率之計算，應為定義問題，若無記錄於事故調

查表之人員，表示處理員警認為與事故無直接相關，則不應列入

致死率之計算之中。 

 

公路總局： 

1. 本局相關業務範圍主要為事故鑑定，在可新增欄位部分，如「車

輛是否被移動」、「車道數」、「是否為單行道」、「監視器影

像」等在鑑定是有記錄需求，如在不影響各警察局作業情況下，

希望可新欄位。 

2. 調查報告表表二第 34 撞擊部位，舊表上有列出車體撞擊部位，

新表上不知是否同樣會列出。第 29 欄位「當事者區分」中項目

「大型重型 1」、「大型重型 2」未標示 cc數，填表人員易有填

寫問題。 

3. 「監視器影像」建議可配合事故地點 GPS位置，統計同一位置是

否有設置監視器，以判別肇事地點之車流狀況。若事故位置無裝

設監視器，而根據 GPS記錄為易肇事地點，則可作為架設監視器

之依據。 

 

高速公路局： 

1. 調查表格式部分尊重警察單位意見。 

2. 肇事因素索引表部分，重點違規因素希望可以在主要原因後列次

要原因，可以讓我們比較詳細細分，在肇因索引表新版部分區分

太細，如車輛載運貨物同時超長、超寬、超高，則有勾選上的問

題。其他意見與各單位意見類似，如刪除「職業」與「旅次目的」

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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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委員會： 

1. 調查表格式部分尊重警察單位，警察單位認為填寫便利之格式。 

2. 肇事因素索引表目前提供版本項目太細，如「違規超車」中又依

路段區分為「陡坡」、「狹橋」等，可對應至表一中「道路型態」

或「事故位置」。另外可考量以圖示方式呈現，可能較文字方式

表達更清楚，不須文字判別。「未注意車前狀況」應與事故狀況

連結，以便分析。 

3. 新增欄位部分，關於「監視器影像」欄位，目前員警呈送事故卷

宗中有檢合表，會勾選事故案件是否有相關影像畫面，應不需放

置事故調查表。而「是否為單行道」、「車道數」等欄位，若表

一、表二中已有類似欄位，則不須再增加。 

 

陳菀蕙委員： 

1. 調查表格式應尊重警察單位意見。 

2. 「未注意車前狀況」項目應瞭解的是對方狀況為何，例如以機車

而言，未注意車前狀況以開啟車門問題為主，其次為迴轉問題。

故在「未注意車前狀況」部分，主要應知道是在何種情況下之未

注意車前狀況，才能作相關分析討論。 

3. 肇事因素索引表部份，可對應至「道路型態」、「事故位置」之

處，則不用再行細分。另天候、光線部分亦同。而需細分之部分，

如標線（雙白線、雙黃線），應以肇事分析中需瞭解之訊息為主

要考量。以個人之前分析事故資料經驗，肇因部分通常僅列一項

（如超速且闖紅燈，目前僅能列一個因素），因此個人贊成以複

選題方式填寫，再列出最重要之主要肇因。 

4. 現有欄位的部分，據本人瞭解有許多學校單位希望能從警政單位

獲得事故相關資料。過去本人在從事相關研究，觸及「職業」欄

位時常有部分問題，如 14-18項之學籍常無法與年齡對應（職業

欄為小學生，年齡卻非 6-12 歲），表示目前填寫狀況有問題，

如需保留「職業」欄，應先討論相關改善方式。「旅次目的」欄

位因無法呈現真實訊息，建議刪除。 

5. 新增欄位部分，「車道數」應為必要欄位，但需討論如何記錄。

就目前考量欄位而言，似乎較偏重執法面而工程面較少。另事故

位置中也有些項目要修改，如巷口事故數量多，但目前「事故位

置」欄位中無法得知是否為巷口事故。此外，道路安全設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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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分隔島之記錄應清楚記錄為實體分隔島或標線式，以及有無

缺口。 

6. 「飲酒情形」欄位中，建議酒測值超過最高區間時可填寫實際酒

測値，以得知超過最高區間範圍之實際數值。 

 

運安組張組長開國 

1. 肇事因素索引表之修訂不易，考量本案已進入期末階段，請各單

位協助檢核相關細項，提出建議細分或重複項目。若無法提出相

關意見，可考量維持目前現行內容。 

2. 「未注意車前狀況」於國內外皆為事故之主要肇因，可參考國外

項目之細分內容，但國外項目內容是否適用於國內仍須討論。 

3. 肇因研判欄位之填寫方式，目前填寫方式為各當事人填寫一個肇

因，再選其一為事故主要肇因。若為複選方式，建議各當事人肇

因皆需複選，而非複選事故肇因。雖複選肇因有其必要，但如目

前無法討論出複選肇因之適當填寫方式，建議先維持現況。假使

更改為複選肇因，則需於填表須知中確實說明填寫方式與各項因

素之定義。而此欄位內處理員警所判斷勾選之主要肇因，與後續

鑑定無絕對關聯，僅為初判記錄之統計資料。 

4. 「旅次目的」欄位依目前各方意見，皆認為不須保留，如無其他

建議則確定刪除。 

5. 「職業」欄之需求主要為加強學生騎乘機車之交通安全宣導與改

善，但於目前資料中無法得知學生、大專生、高中職學生有多少

死傷，僅能從年齡概估，原則上建議保留，且因職業欄為社經條

件，於統計有一定意義存在。但現行「職業」欄內項目依照主計

處分類，項目多、調查不易，需再調整。 

6. 酒測值部分於現行調查中無法得知大於最高區間之數值，但考量

已於酒測表中記錄且研究極端值之機會較少，如有相關分析可再

調閱記錄。但就目前統計而言，酒測値在最高區間值所佔比例最

高。 

7. 新增欄位部分，主要是為留下事故現場記錄之資料，後續能取得

之資料或呈現於筆錄之內容應不需要再行記錄，故如「車輛是否

移動」、「監視器影像」等皆不太需要。然「車輛人數」，考量

未受傷之乘客應不會記錄於調查表內，但關係至事故致死率之統

計、事故發生嚴重性之探討。目前致死率之計算方式為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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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受傷人數（包含不明）之比例，若能得知事故相關總人數，則

可更精確，且國際上亦有相關數據記錄。因此若填寫記錄上無太

多困難之處，建議可增加此欄位。 

8. 「裝載危險物品」同屬事故現場資訊，基本上亦需記錄，但有危

險品認定上之問題，若增列可能導致多填寫不明的狀況。 

9. 「傷患處理」部分，配合相關研究案，建議等級區分為死亡、24

小時內住院、救護車送往醫院、現場離開，現場離開是否再區分

有無受傷可再研議。此欄位之記錄可對目前事故統計之 41 萬受

傷人數作基本區隔，以利後續事故防制。 

10. 「車道數」與「是否為單行道」之現場記錄有其重要性，應可討

論適合方式併入現行表一欄位中。「行駛方向」欄位亦同，但要

如何記錄與統計，需再研議。 

11. 有關「車輛人數」欄位與致死率之計算，一般而言，與事故相關

人員應全部記錄（包含未受傷人員），如目前「受傷程度」中項

目列有「未受傷」一項。如目前未受傷之事故相關人員皆有對應

之記錄，則不需記錄「車輛人數」一欄，若無，則應透過此欄記

錄得知未受傷人員數量。部分情況下有記錄困難則不強求，但在

普通情形下應盡量記錄。 

12. 建議警政署於後續設置資料平台時，與衛生單位討論資料匯入問

題，使統計數據更準確，並讓事故處理員警僅需記錄事故現場資

料。 

 

逢甲大學研究團隊劉博士欣憲 

1. 「車輛人數」並非個別登記事故相關人員資料，僅為事故當事人

車輛所乘載之總人數。目的在於瞭解車輛人數與受傷人數、死亡

率之關係，以及加強致死率計算準確程度。 

2. 「傷患處理」欄位之考量為間接作為「受傷程度」之基礎判斷依

據，若警察單位有資料蒐集困擾，則不納入新增欄位，而作為後

續建議。 

 

主要結論 

1. 針對事故調查表書寫格式部分，採直式橫書作為後續內容修正之

主要格式。 

2. 肇因索引表之「未注意車前狀況」項目保留，不刪除。 



 

370 
 

3. 「旅次目的」欄位各方意見皆認為不須保留，且有調查不易、填

寫之正確性問題，予以刪除。 

4. 實際酒測值之填寫，因以記錄於酒測表內，且少有針對極端値之

研究，不列入新增之考量範圍。 

5. 肇因研判欄位之填寫方式，以目前填寫方式為主。肇事因素索引

表之內容修訂部分，所拆列之細項若可對應至事故調查表表一、

表二欄位項目者先合併項目，期末階段以現行版本、修訂版本方

式呈現，再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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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具委託性質) 

期初 期中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編號：MOTC-IOT-104-SEB008 

計畫名稱：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檢討修訂及統計運用 

執行單位：逢甲大學 

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一、林大煜委員 

1. 「服務建議書」中英文摘要

之用字請修改。 

感謝委員建議。 知悉。 

2. 第一章 1.5 研究內容與工作

項目第三項(P.3)「檢討 A3

類事故調查報告表是否需

簡化」，報告書中似乎未有

特別之檢討。 

感謝委員指正，有關「檢

討 A3 類事故調查報告表

是否需簡化」乙節，將研

提檢討內容，配合修正。 

同意。 

3. 表 3.1 中「受傷情況」為何

區分三欄？(P.85) 

感謝委員提醒，重複部分

為誤植，已修正。 

同意。 

4. 表 4.1 中有關「號誌種類」

之檢討(P.140)，提及「行車

管制號誌與閃光號誌之填

寫方式應於填表須知內再

詳細說明」，但 P.163 與

P.164 間缺漏第 11 項「號誌」

之填表說明。 

感謝委員指正，目前意見

反映對於「閃光號誌」定

義產生混淆，將依照指示

檢討，並於「填表須知」

中配合修正。 

同意。 

5. 表 4.1 中有關第 14 欄「車道

劃分設施─分道設施(3)路

面邊線」(P.141)在考量因素

與修改說明中「建議刪除或

簡化」，但「修改情況」則

「維持不變」(P.141)，請敘

明理由。 

感謝委員指正，「路面邊

線」經檢討仍有調查之必

要，故本欄位維持不變。 

同意。 

6. 表 4.1 中有關第 28 欄「車輛

用途」，在「修改情況」中，

增列「學生交通車」但 P.154

有關乘載學童之車輛，目

前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中第 2條第 6款「幼童專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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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之調查報告表中卻增列「學

童專用車」，請加以統一。 

用車」有明確定義及車身

標示規範，「校車」於第

39條第 28款與第 42條亦

有規定；然「學生交通車」

於相關法規中尚無車身

明確定義，故在相關法規

未增修前不宜增加其他

車種車輛，欄位項目維持

不變。 

7. 表 4.1 中有關第 33 欄「車輛

撞擊部位」，在「修改情況」

中，增列「未撞擊」(P.140)

但 P.154 第 36 欄卻漏改此

項。 

感謝委員提醒，已修正。 同意。 

8. 第 153 頁表 4.7 道路交通事

故調查報告表(一)之第 3 欄

「死傷人數」之「受傷」，

目前只填總人數，且有一格

未利用，建議未來或許可適

度轉化為「住院醫療 24 小

時以內」與「超過 24 小時」

二欄。 

感謝委員建議，第 3 欄「死

傷人數」之「受傷」，經

檢討修改欄位內容為：

「24 小時內住院」、「救護

車送醫」與「自行離開」

三項，並與第 23 欄「受

傷程度」對照。 

同意。 

9. 第 154 頁表 4.7 道路交通事

故調查報告表 (二 )直式橫

書： 

(1) 第30項飲酒情形中有

關呼氣檢測之分段未

連續，建議比照血液

檢測之分段寫法。 

(2) 第 32 項當事者區分

(一)大客車之 A01 與

A02 項，如有未上國

道之一般客運應填記

在哪裡？ 

(3) 第 32 項「G05 輕軌」

編號有誤。 

(1) 「飲酒情形」欄位內

項目已修正。 

(2) 「當事者區分」欄位

內「A01 公營公車」、

「A02 民營公車」、

「A03 公營客運」、

「A04 民營客運」四

項修訂合併為「公車

客運」乙項。 

(3) 配合修正。 

(4) 配合修正。回覆意見

同第六點處理情形。 

(5) 本項欄位檢討後現

階段無調查之必要。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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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4) 第33項「學童專用車」

與 P.141 之「學生交通

車」用語不一致。 

(5) 第 35 項「車輛人數」

保留幾位數？因大客

車可能超過 10 人。 

(6) 第 36 項「車輛撞擊部

位」之編號，有關汽

車之部分應一致 (二

位數)且應增加第 17

項「未撞擊」。 

(7) 第 38 項肇因研判，漏

列項次。 

 

(6) 新增「未撞擊」乙

項，與圖示編號配合

修正。 

(7) 「肇因研判」欄位項

次配合修正。 

10. P.156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

告表(二)橫式橫書第 42 項

次漏列「G06 輕軌」，原「G06

其他車」應更正為「G07 其

他車」。 

感謝委員提醒，已修正項

目與項次。 

同意。 

11. P.169 調查欄位 25「傷患處

理」，搭救護車入院應填在

何處？ 

將「傷患處理」欄位併入

「23 受傷程度」一併考

量，內容修正為：「24 小

時內死亡」、「24小時內住

院」、「救護車送醫」、「受

傷自行離開」、「未受

傷」、「不明」六項。 

同意。 

12. P.170 調查欄位應為 32,非

25，「A02 國道客運」之用

語名實不符。 

同意見第九點第二項處

理情形。 

同意。 

13. P.171「C01 大型重型機車 1」

之「馬達及控制氣最大輸出

馬力逾 40 馬力(HP)」是否

有誤？ 

感謝委員提醒，有關機車

項目分類配合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重新修正。 

同意。 

14. P.173「飲酒情形」之調查欄

位應為 30，非 32，應排在

P.170 且呼氣檢測之分段應

同意見第九點第一項處

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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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比照血液檢測分段。 

15. P.174「車輛撞擊部位」之調

查欄位應為 36，非 33，且

有關汽車之圖例與說明應

一致。 

感謝委員提醒，已修正。 同意。 

16. P.175 缺調查欄位 38「肇因

研判」，表格中列有 4 位數

字，但肇事因素索引表卻分

為 2 位與 4 位，應加以說明

填列之方法。 

肇事因素索引表經檢討

後，未來仍維持兩碼填記

方式，本欄位將配合修

正。 

同意。 

17. P.186 第七章結論與建議

中，針對「肇事因素索引表」

提出兩項修改方案，應評估

採取哪項方案較為適當。 

感謝委員提醒，配合修

正。 

同意。 

18. 錯別字部分請更正。 感謝委員提醒，已修正。 同意。 

二、周榮昌委員 

1. 報告書 P.91 國外駕照等級

區分 A、B、C、D、E、M

建議增加相關說明。 

感謝委員建議，配合修

正。 

同意。 

2. 報告書 P.125 加州之調查表

有六項道路缺陷項目，但

P.208 在調查表中有七項，

請調整。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 同意。 

3. P.131 表 3.73 麻薩諸塞州中

「機車」與「停放機車」兩

項，其中「機車」翻譯有誤

請修正。 

感謝委員提醒，已修正。 同意。 

4. P.154 血液檢測値部分範圍

値請修正。 

感謝委員提醒，已修正。 同意。 

5. P.191 附件可能非為警察所

須填寫之調查表。 

感謝委員提醒，納入意見

修正。 

同意。 

6. P.220 英國調查表死傷人數

部分記錄之表格方式，可評

估是否適合用於台灣。 

感謝委員建議，將納入深

入評估。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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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7. 日本相關資料未呈現在報

告書中。 

感謝委員提醒，日本相關

資料配合於報告書呈現。 

同意。 

8. 車禍之外部成本估算、等級

分類、事故排除時間、事故

導致之汙染成本、時間價值

(與事故排除時間、交通流

量延滯情形)之計算，是否

能於事故調查表格中獲得

相關資訊。 

感謝委員建議。有關事故

成本推算、等級分類、時

間排除、事故導致汙染成

本、時間價值之計算，均

有待進一步專業探討研

議，後續將建議列為重要

研究課題。 

同意。 

三、陳菀蕙委員 

1. 報告書中第三頁針對 A3 類

事故報表是否為本案工作

項目，請研究團隊再與運研

所確認。 

同意見第 2項處理情形。 同意。 

2. 第四章第 137 頁部分，路口

路型分類問題，巷口事故於

現行表格填寫記錄上被忽

略，未能確實得之路口型

態，建議研擬相關項目或增

加記錄方式說明。 

巷口事故目前可記錄於

「道路型態」欄位中「03

三岔路」、「04四岔路」與

「05多岔路」以及「事故

位置」欄位中「01交岔路

口內」、「02交岔口附近」

與「事故類型及型態」之

「15 路口交叉撞」，可作

資料交叉分析。 

同意。 

3. 「死傷人數」欄位項目 2-30

日內死亡部分是否一定要

保留，「受傷程度」欄位亦

有同樣問題。 

「死傷人數」中「2-30日

內死亡」與「受傷程度」

欄位內第 5項「2-30日內

死亡」予以刪除，並修正

第三欄「死傷人數」中「受

傷」項目與第 23 欄「受

傷程度」欄位內容，詳第

8點與第 11點處理情形。 

同意。 

4. 第 6 欄「道路類別」，省道

與快速公路管制情形不

同，應拆列。 

感謝委員指正，配合修

正。 

同意。 

5. 「車道劃分設施－分向設 感謝委員建議，經檢討後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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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施」與「車道劃分設施－分

道設施」欄位項目中建議增

加實體分隔島與槽化線之

區別項目。 

於「車道劃分設施－分向

設施」與「車道劃分設施

－分道設施」增列「槽化

線」乙項。 

6. 「當事者區別」欄位中大客

車之分類，項目更改為「A01

市區公車」與「A02 國道客

運」後，如新竹客運非市區

公車亦非國道客運，如何填

記，建議依照客運類別區

分。 

同意見第 9 點第 2 項處理

情形。 

同意。 

7. 「職業」欄位，依教育局需

求，欲多記錄學生事故型態

作為事故防制。目前修訂學

生項目僅分為兩類，是否符

合教育局之需求。建議為國

小、國中、高中職等。 

感謝委員建議。「職業」

欄位經研議修訂內容

為：1 學齡前兒童；2 小

學生(1-6 年級)；3 國中

生(7-9年級)；4高中(職)

生；5 大學(院校)生；6

公教人員；7 軍人；8 勞

工；9其他。 

同意。 

8. 肇因索引表是否可採以記

錄重大違規項目，另肇因項

目細分之後須確認警察單

位是否有相關問題。 

感謝委員建議，肇因索引

表經與警政單位細部協

商後，目前無法區分重大

違規項目，另將針對「未

注意車前狀況」與「違反

號誌管制或指揮」作檢討

修正。 

同意。 

9. P.148 可新增欄位部分，許

多欄位可透過總局之車

籍、駕籍介接。 

經初步評估，未來可介接

欄位為車齡、車輛擁有

者、裝載危險物品、車輛

顏色等上述四項，目前尙

屬研究規劃階段。 

同意。 

10. P.154 第 26 欄位「保護裝

備」，車輛乘客與慢車駕駛

人於現行調查表中填寫於

「其他」項目，建議可考量

如其他當事人應各別填寫。 

感謝委員建議，配合修

正。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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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11. P.158「道路類別」欄位，目

前許多事故資料顯示道路

類別為「村里道路」，但實

際狀況多有不同(可能為省

道或市區道路)，故實際填

寫情況與定義應有須討論

之處。 

感謝委員建議，本項意見

將建議警政單位列為事

故調查報告表填表須知

教育訓練重點項目。 

同意。 

12. 「傷患處理」與是否有救護

車應為各別欄位處理，受傷

情形可分為是否住院或留

滯醫院。 

同意見第 11 點意見處理

情形。 

同意。 

13. 自動化介接部分，統計分析

主要使用上應為事故類型

統計次數與圖報表功能與

地點位置顯示等，作為業務

上之助力。 

同意委員意見，自動化介

接將建議列為後續工作

重點項目。 

同意。 

四、警政署 

1. 期末報告書 P.3，A3 類事故

調查報告表與 A2 類當事人

受傷程度檢討部分是否須

再補充或簡化。另「統計應

用分析」部分建議再行補

充。 

(1) 詳第 2點意見處理情

形。 

(2) 「受傷程度」欄位修

正情形詳第 11點。 

(3) 統計應用分析將再

增加補充內容。 

同意。 

2. 「死傷人數」與「受傷程度」

兩欄位中「2-30 日內死亡」

項目，之前會議決議刪除，

請修正。 

同意見第 3 點處理情形。 同意。 

3. P.140「事故位置」增列「禁

行機車道」部分可能與「快

車道」重覆。「事故類型及

型態」欄位中「撞人行道緣

石」非明確事故型態且與欄

位內「衝出路外」無法明確

區分，請再說明。 

經檢討後不另新增「事故

位置」欄位之「禁行機車

道」項目及「事故類型及

型態」欄位之「撞人行道

緣石」項目。 

同意。 

4. P.151 新增「傷患處理」與 經研議討論後，「傷患處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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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車輛人數」兩欄位，未於

11 月 11 日會議紀錄中有明

確裁示，請再斟酌。 

理」與「車輛人數」兩項

欄位將予刪除，不另新

增。 

5. P.160「道路型態」欄位中新

增「停車場」項目，其定義

請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三條所定義之道路。 

感謝建議，將參考相關法

規配合修正。 

同意。 

6. 「機車優先道」定義部分請

依照道路設置規則174條之

1 內容。 

感謝建議，配合法規修

正。 

同意。 

7. 「當事者區分」欄位所增列

之「輕軌」定義請依照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第一項第 65

款大眾捷運法所訂定捷運

系統專用動力車輛之法規

用語。 

遵照辦理，配合修正。 同意。 

8. P.173「飲酒情形」說明請再

修正。 

同意見第九點第一項處

理情形。 

同意。 

9. 肇事因素索引表部分對於

「未注意車前狀況」定義應

更清楚，例如考慮駕駛人反

應時間，或者如何與超速、

未保持安全距離等項目作

清楚區隔。目前所提兩方

案，現行肇因索引表增列兩

項目則無法釐清主要問

題，拆列細項之方案員警填

寫不易，請再針對主要肇因

項目(如違反標誌標線)研議

修改方式。 

感謝建議，經研議後將肇

事因素索引表「未注意車

前狀況」乙項之填表須知

補充說明，視線受阻、飲

食、乘客影響、分心駕

駛、精神狀態不佳、車輛

操控生疏、導航訊息錯誤

等項目歸納為填寫此項

目之要素。「違反號誌管

制或指揮」項目將依據，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

條第一項第一款，及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3

條配合修正為：不服從依

法令執行交通指揮人員

之指揮」、「闖紅燈」、「紅

燈違規右轉」、「不依號誌

指示行駛」等四項。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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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10. P.178 蒐證自動化內容中，

有哪些項目是可行，例如空

拍圖可否代替現場圖、縮短

事故處理時間、定位之誤差

値是否適合處理交通事故

等，請增加優缺點之敘述。 

遵照辦理。 同意。 

11. 資料庫自動化介接部分，運

研所於民 88 年有相關研究

報告說明資料平台概念。目

前事故平台主要問題為克

服技術層面與各部門間行

政程序，即可解決受傷程

度、就醫狀況等資料記錄問

題，並可取得正確、即時之

資料。 

自動化介接部分屬研議

規劃階段，將建議列為後

續工作重點項目。 

同意。 

12. 政府雖積極從事事故防制

工作，但事故案件與受傷人

數仍增加，是否可結合健保

資料串接，未來可呈現量化

數値資料與社會成本問

題，由此解釋說明讓民眾瞭

解傷害嚴重程度作為事故

防制宣導。 

感謝建議，本項建議將列

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項目於報告書中呈現。量

化數值資料與社會成本

相關課題，以及作為後續

事故防制相關宣導，均有

待進一步研議，並可列為

未來研究課題。 

同意。 

五、國道公警局 

1. 「保護裝置」內「其他」項

目目前包含慢車駕駛人、汽

車後座乘客，因現已有相關

規範，建議刪除「其他」項

目。 

同陳菀蕙委員第 10 點意

見處理情形。 

同意。 

六、臺北市警察局 

1. 「職業」欄之分類建議再調

整，尤其是學生劃分方式，

是否符合相關單位需求。而

第三項到第六項部分是否

須特別區分軍公教與警消

同陳菀蕙委員第 7點意見

處理情形。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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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人員，請再研議。 

2. P.145「迴轉未依規定」部分

建議新增「多車道迴轉未先

駛入內側車道」，此項目雖

未列於相關條例中，但交通

部有函釋，於肇因索引表完

整性上建議增加。 

感謝建議，相關意見納入

肇因索引表詳細拆列版

本之方案建議中。 

同意。 

3. P.146「違反號誌管制或指

揮」，可新增「未依號誌轉

彎」。 

感謝建議，相關意見納入

肇因索引表詳細拆列版

本之方案建議中。 

同意。 

4. P.154「車輛撞擊部位」機

車部分可加入慢車。 

感謝建議，將「車輛撞擊

部位」機車部分配合修正

為「機(慢)車」共用之欄

位項目。 

同意。 

5. 「傷患處理」欄位，建議可

分為「死亡」、「24 小時內

住院」、「現場未就醫」、

「未受傷」、「不明」。 

同意見第 11點處理情形。 同意。 

6. P.175「車輛人數」建議於

填表須知敘明。 

同意見第 9點第 5項處理

情形。 

同意。 

七、新北市警察局 

1. 「車輛人數」欄位調查難度

高，於員警抵達前事故現場

前未受傷乘客多以先行離

開，資料真實程度低，要於

調查表內填寫實屬困難。 

同意見第 9點第 5項處理

情形。 

同意。 

八、新竹市警察局 

1. 建議細分肇因「未注意車前

狀況」。 

感謝建議，經研議後「未

注意車前狀況」不再細

分，將於填表須知說明可

填寫此肇因之情況。  

同意。 

2. 在細分之肇事因素索引表

內，41-01 與 41-02 為汽車

與機車之差別，建議合併。 

感謝建議，配合修正。 同意。 

九、彰化縣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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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1. 基層員警填寫調查表時間

緊湊，調查表數據多與實際

狀況有部分出入。建議簡化

表格項目。 

感謝建議。  同意。 

十、路政司 

1. 「事故位置」中「機車待轉

區」應為「機慢車待轉區」；

「穿越道附近」與「行人穿

越道」是否易混淆。 

(1) 感謝建議，項目文字

配合修正。 

(2) 「穿越道附近」與

「行人穿越道」部

分，查閱現行法規，

並無混淆之處。 

同意。 

2. 「當事者區分」中「電動輔

助車」應為「電動輔助自行

車」。 

感謝提醒，已修正。 同意。 

3. 肇因索引表 (七 )行人部分

「未依規定穿越道路」之細

項「不在劃設之人行道通

行……」項目有所差異，請

再調整修正。另「誤闖高(快)

速公路」部分雖列於此，但

常態性狀況應為機車誤闖

高快速公路，請再考量。 

(1) 感謝建議，配合修

正。 

(2) 「誤闖高 (快 )速道

路」項目，如為機車

駕駛人部分應填記

於(一)駕駛人之「29

違反特定標誌(線)禁

制」；人的部分則填

記於增列之「誤闖高

(快)速道路」。 

同意。 

十一、道安委員會 

1. 本研究工作項目請再確認。 感謝提醒，本研究計畫之

工作項目已與承辦單位

確認。 

同意。 

2. 肯定研究團隊在國內外文

獻之回顧與資料蒐集，但相

對於國內比較部分，則較無

相關運用，僅在原有表一、

表二架構下調整，而修正項

目之目的無清楚表達呈現。 

感謝建議，將依指示配合

修正。 

同意。 

3. 目前所提出修訂之事故調 感謝建議，將配合指示作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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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查表，不易看出與現有調查

表之差異(如簡化、順序重

整)，以及完整性、系統性

之考量。請於研究報告中說

明修訂之具體成果。 

內容調整說明。 

十二、公路總局 

1. 建議號誌時相於事故現場

圖部分配合調整，另建議號

誌時相中若有監視器裝置

請一併納入記錄。建議表

一、表二與現場圖一併考量

修訂。 

號誌時相已於事故現場

圖中記錄，故無需增加。

監視器裝置經檢討後，因

非屬於交通安全基本設

施，無須登入之必要，建

議不予新增。 

同意。 

2. 肇事因素索引表部分項次

數量統計有誤，請修正。道

路環境部分應加以考量納

入肇事因素索引表。 

感謝建議，項次誤植已修

正。肇因索引表之相關修

訂方案於報告書內說明。 

環境因素部分涉及考慮

層面甚廣，目前暫不列入

肇事因素索引表。 

同意。 

十三、本所運研所 

1. 第八欄「事故位置」建議將

「快車道」、「一般車道」、

「禁行機車道」三項目簡化

為兩項為「汽車道(禁行機

車 )」與「汽機車混合車

道」，則不須列「禁行機車

道」並可將「快車道」與「一

般車道」列為「汽車道」。 

感謝委員建議，經研議後

分為「禁行機車道」、「快

車道」、「慢車道」、「一般

車道」，並於填表須知中

說明填寫方式。 

同意。 

2. 「保護裝置」部分因安全

帽、安全帶法規已強制要求

後座乘客使用，故必須修

正。 

同陳菀蕙委員第 10 點意

見處理情形。 

同意。 

3. 「飲酒情形」之第七項與第

八項除範圍値問題之外，兩

者有不互斥之問題，請修

正。 

同意見第 9點第 1項處理

情形。 

同意。 

4. 「受傷程度」有關 2~30 天 同意見第 3 點處理情形。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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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內死亡乙項，如僅由員警填

寫，有資料正確性之問題，

故應考量移除該欄位。 

5. 「傷患處理」部分，WHO

對於重傷之定義為住院重

傷超過 24 小時 (一天以

上)，若員警提供民眾初判

表時能取得受傷者是否住

院之資訊，或能與當事人詢

問相關狀況為可行方案，則

有記錄價值，建議宜研議納

入。 

同意見第 11點處理情形。 同意。 

6. 自動化介接部分，若為部內

短期內可行部分，為近期努

力方向。如需與衛福部等其

他部會單位介接，則為後續

深度分析考量。 

感謝委員建議。短期目標

建議以介接車籍、駕籍資

料為主，以減少員警作業

程序並提高資料正確性。 

知悉。 

7. 統計運用部分，本計畫案主

要為員警基本資料處理及

新增（修正）欄位可供分析

應用之探討，而非定位在細

部統計分析。 

感謝委員說明，調查欄位

可供統計運用部分將於

報告書內補充相關章節。 

知悉。 

主席結論 

1. 對於本計畫研究團隊的心

血投入與豐碩成果值得嘉

許及肯定，本次期末審查會

議經審查委員審核通過。 

感謝委員及相關單位之

肯定。 

知悉。 

2. 請儘量於二週內由本所承

辦單位召開工作會議，邀請

警政署、道安會、研究團隊

等單位，針對調查表與填表

須知的內容項目，再逐一細

部檢核與確認。 

已遵照指示辦理，排定

12/14 於運研所召開工作

會議。 

知悉。 

3. 請研究團隊將本次會議中

審查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

遵照指示配合修正。 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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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見 

綜合彙整，完整納入報告中

修正與調整，尤其是調查表

一、二中修正的項目與調整

的內容，請研究團隊對於增

修之原因與細節，務必於報

告書中完整詳實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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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 期中報告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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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 期末報告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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