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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緣起 

交通事故的發生起源於各種交通衝突。不同型態的衝突所引發的車禍，即為

不同碰撞型態的交通事故，這種交通事故的碰撞型態定義為事故碰撞型態。消除

或減輕各種衝突型態，即可消除事故的發生或減輕事故的嚴重度。我國的交通環

境因機車數量龐大，而形成一種汽機車混合車流的衝突環境，事故的發生會因為

不同的混合車流及路口的幾何配置，而顯得較為複雜。若能針對經常容易發生的

事故碰撞型態，對照其適當的道路與交通工程設施，研擬改善策略，將有助於顯

著達成降低事故的效果。本計畫旨在將過去的研究成果加以推廣應用。過去的研

究成果，主要是根據經常發生事故的碰撞型態，研擬改善措施，並經各種試辦，

證實這些改善措施皆具顯著地減少事故的效果，並將之整理成設計範例的參考手

冊，以利進行推廣應用。本計畫主要目的即在於透過實例操作與講習座談來進行

推廣應用。 

路口交通工程的設計，是一門精細且系統化的學科，設計工作必須配合道路

幾何環境、車流特性、車種與用路人組成等，妥善配置各項交通工程設施；同時

亦需滿足各項設計規範的要求，才能達成兼顧交通安全的效果。國內各式交通工

程的相關設計規範多已明定各項交通工程設施的樣式、施設位置與條件等，但對

於各項設施之間的相互搭配與協調一致的說明不多，交通工程師在進行設計時難

免掛一漏萬、顧此失彼，以致事後仍會出現易肇事路口。由此易肇事路口的事故

碰撞型態，可以容易發現各項交通工程設施之間存在一些彼此搭配及協調整合不

良的問題。因此，交通安全工程改善的概念即在針對易肇事的事故型態，研擬改

善措施。這些改善措施可以透過推廣應用過去研究所完成的「事故型態導向之路

口交通工程設計範例」的參考手冊的各項作法來達成，以發揮有效減少道路交通

事故的效果。 

本計畫的目的即在於依據上述的參考手冊及過去的作業經驗，透過講習及教

育訓練，培養中央及地方縣市第 1 線承辦人員，利用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推廣至

各縣市。進行的方式為由各縣市篩選出的易肇事路口當作講習案例，進行實務演

練，採用做中學的方式，貫通理論與實務，引領各縣市作業程序與觀念的改變，

以落實於事故地點改善作業中，達成持續應用設計範例於路口改善工作。考量地

方單位交通工程專業人力，需要時間學習及演練，並落實於其事故地點改善作業

中，首先由六都開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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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範圍與對象 

全程研究計畫預計期程為 3 年，本計畫為第一年(110 年)。包括追蹤過去本所

的研究於 107、108 及 109 年案例路口中，所試辦的改善項目的執行情形及事故變

化，以評估試辦計畫改善成效，及透過實際案例的進一步推廣應用過程，應用與

檢討 109 年完成的「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設計範例」參考手冊的內容。 

本計畫主要重點為針對六都交通工程相關單位，就「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

通工程設計範例」辦理推廣訓練座談會。 

1.3 研究流程 

本計畫以講習座談會方式，訓練各交通主管機關之交通工程從業人員，使

之熟悉各種設計範例的應用情境為目的，研究工作流程如圖 1.1 所示。 

本計畫首先定義研究範圍，針對相關混合車流情境下的交通工程設施設計

方法、交通工程安全檢核方式與前 3 期研究成果進行文獻回顧。並針對 107、

108 及 109 年試辦改善路口進行事故追蹤調查、評估與驗證試辦路口改善績效。

同時，針對六都交通工程相關單位，選擇改善地點當成實際操作之案例，並以

「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設計範例」為基礎，辦理種子講師培訓與推廣訓

練座談會，另針對案例路口協同會勘與經驗交流。針對相關的活動，除了錄製作

為數位教材影片，並檢討相關設計範例內容，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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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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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內容 

本期計畫之工作內容重點，主要在六都辦理「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

設計範例」訓練座談會，講述設計範例內容及實務操作演練，落實設計範例於六

都路口改善工作。相關研究內容詳述如下: 

1. 定義研究範圍 

本計畫之研究範圍包括追蹤過去本所於 107、108 及 109 年之案例路口事故

變化，追蹤施作情形並分析試辦改善方法之效益，以利用示範路口設計方法來推

廣交通安全設計範例，並修訂 109 年完成的「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設計

範例」參考手冊的內容。 

2. 前期計畫之回顧，包含： 

(1) 針對前期研究成果、相關混合車流情境下的交通工程設施設計方法、交

通工程安全檢核方式進行回顧。 

(2) 對 107、108、109 年試辦路口檢討試辦項目執行情形以及事故變化，以

評估試辦成效。 

3. 針對六都交通工程相關單位，就「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設計範例」辦

理推廣訓練座談會，相關工作內容如下： 

(1) 於六都各辦理 1 場推廣訓練座談會，每次安排 1 日之課程，邀請六都交

通工程相關單位與人員參與訓練座談，並同步邀請其他各縣市(包含鄉鎮

市公所)與專業顧問公司交通工程專業人員參加，並邀請國內各區域運輸

發展研究中心參與，以強化國內各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交通安全改善

與輔導能力。 

(2) 辦理講習： 

① 針對設計範例內容，詳細說明肇事診斷學的程序與作業方法，事故分

析技術，肇因與改善措施的關聯，以及各類型設計範例的區分與適用

情境。並以各都選定之示範路口在講習過程中演練。 

② 其他相關之交通工程主題：例如交通工程設計基本原則、都市人本交

通道路規劃設計等。 

③ 將上述講述過程的內容錄製做成數位教材。 

(3) 進行演練：各辦理講習會時，由六都各選取 2 處路口作為示範改善地點，

示範改善地點盡量以可應用各型設計範例，於座談會前蒐集各示範改善

地點的事故資料(包含現場圖)，並於座談會中交由各縣市參加人員進行演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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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座談：辦理講習會時同時舉行座談會，依據講習心得及演練過程，交

流經驗，就講習內容與演練過程，進行座談，探討於設計範例與示範改善

地點的問題，並就改善建議進行討論。 

(5) 編製教育訓練教材，依上述參與講習人員或另邀請有興趣或有權責負責

相關的人員，辦理 1 場設計範例種子講師培訓，並邀請交通工程技師公

會等專業公協會或相關機構參加。 

4. 配合「第 39 期臺灣地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進行設計範例的應用示範 

(1) 上述在講習座談會中，示範改善的地點將納入「第 39 期臺灣地區易肇事

路段改善計畫」的建議改善地點。另由地方政府配合道安經費補助與道

安評鑑機制給予地方道路主管機關鼓勵推廣應用。 

(2) 針對上述的示範改善的路口，將配合出席於各縣市召開的「第 39 期臺灣

地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現場會勘檢討會議，協助對示範改善地點的

改善方案進行討論。 

5. 檢討更新「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設計範例」相關內容 

(1) 就各場次座談會中蒐集的分析操作問題，研擬可行的改善方案，檢討修

正設計範例內容。 

(2) 就「第 39 期臺灣地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會勘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檢

討修正設計範例內容。 

(3) 檢討「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設計範例」設計流程，使之更為可行

且易於操作，並達成符合現行規範、符合交通運作方式、有利改善交通安

全，以對各式交通工程設計範例進行調整與系統性檢視。 

6. 計畫相關配合項目 

(1) 針對計畫重要成果或執行過程，製作海報或影片電子檔。 

(2) 將研究成果投稿發表。 

(3) 透過邀請各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參與上述的各項講習座談會，以協助

並強化國內各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建構交通安全改善與輔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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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 交通安全分析及推廣說明 

本章針對過去交通安全進行統計分析，透過國內近十年的車輛統計與事故型

態分布，以了解國內交通事故特性。並回顧過去計畫之交通工程安全設計與改善

策略。之後，再以講習及教育訓練之方式，落實設計範例於六都案例路口之事故

改善。 

2.1 車輛統計與事故型態分析 

本節進行車輛登記統計分析，以了解國內近十年車輛成長趨勢；透過事故特性

分析，回顧臺灣近十年之事故件數及傷亡人數；以及相關事故影響因素，探討如

何以交通工程手段，提出具體的改善方案。 

2.1.1 車輛登記統計分析 

機車為臺灣民眾日常使用的主要運具之一。圖 2.1 顯示近 10 年臺灣之汽機車

數量及國民所得變化趨勢。國民所得成長率也大致上符合汽機車輛之成長率。臺

灣於 2013 年推動淘汰二行程機車後，機車登記數量有些微下降，但仍維持著約

1400 萬的數量；汽車則也呈現成長之趨勢，目前約有 820 萬的數量。 

 

圖 2.1 近十年汽機車登記數量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1]、本計畫整理 

2.1.2 事故特性分析 

回顧臺灣近十年之事故件數及傷亡人數，事故率及受傷率不斷攀升，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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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傷率，近十年快速成長。事故率之平均年成長率達 4.37%，如圖 2.2 所示。顯示

交通安全改善仍是臺灣刻不容緩的交通改善重點。在傷亡人數方面，死亡人數前

期呈逐年下降趨勢，然而從 2018 年開始略為增加，且受傷人數亦又逐年上升，表

示事故的發生仍無法有效遏止。 

 

*死亡為 30 日內死亡 

圖 2.2 近十年交通事故之事故件數及傷亡人數 

資料來源：交通部道安資訊平臺[2]、本計畫整理 

 

若以 A1 及 A2 事故來看，再加以依據車種別來進行檢討及分析，汽車 A1 事

故件數近年來皆有下降的趨勢，機車 A1 事故件數從 2018 年後有些微上升，如圖

2.3 所示。在十年的區間內，小汽車 A1 事故下降了約 30%；機車則下降 7%，但

機車死亡事故件數仍遠高於小汽車。另一方面，汽機車 A2 事故件數皆逐年快速

攀升，在這十年的區間內，小汽車 A2 事故件數上升了約 32%，平均年成長率為

2.85%；機車則上升 60%，平均年成長率為 4.83%。整體來說，機車涉入之傷亡事

故遠高於小汽車；2020 年的 A1 事故中，機車涉入占總 A1 事故之六成，如圖 2.4

所示。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200

2,400

2,600

2,800

3,000

3,200

3,400

3,6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350,000

400,000

450,000

500,000

550,0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死
亡
人
數

(
人

)

事
故
件
數

(
件

)、
受
傷
人
數

(人
)

近十年交通事故之事故件數及傷亡人數

事故件數(A1+A2) 受傷人數 死亡人數



 

9 

 

 

圖 2.3 近十年來汽機車 A1 及 A2 事故傷亡人數 

資料來源：交通部道安資訊平臺[2]、本計畫整理 

 

 

  圖 2.4 2020 年 A1 事故件數依車種圓餅圖 

資料來源：交通部道安資訊平臺[2]、本計畫整理 

若以道路類型來區分傷亡人數，如圖 2.5 所示。市區道路皆為最高者。一般

來說，市區道路是以混合車流為主要車流型態，在混合車流情境下，機慢車與汽

車之交互關係將會影響到道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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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5 2020 年各道路類型之死亡人數及受傷人數 

資料來源：交通部道安資訊平臺[2]、本計畫整理 

2.1.3 事故型態分析 

由上述相關的統計分析顯示，我國的傷亡事故大部分是來自於機車涉入之事

故，而事故熱點主要為市區道路。因此，本計畫之探討對象將著重在機車之事故

改善為主軸，主要探討如何於混合車流環境下，以交通工程手段，提出具體的混

合車流交通環境之改善方案。 

若以 2020 年之交通部道安資訊平臺來看[2]，分別針對事故時間、年齡、原

因、地點等，探討如下： 

1. 事故時間 

在事故發生時間方面，小汽車與機車差異不大，日間事故件數百分比約為

73.5%，夜間事故件數百分比約 26.5%。由於日間交通量大，事故資料自然較多，

但是夜間車禍則涉及道路照明設施問題，應根據事故地點之環境特性各別討論。

如表 2-1 所示。 

表 2-1 2020 年事故時間統計表 

資料來源：交通部道安資訊平臺[2]、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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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時間 機車事故次數 百分比 汽車事故次數 百分比 

日間 243,044 73.50% 155,846 73.51% 

夜間 87,624 26.50% 56,174 26.49% 

總數 330,668 100% 212,0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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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故年齡 

由 2020 年事故年齡統計表中顯示，機車事故年齡層多分布在 13 歲到 24 歲

之間，事故比率高達 31%左右；小汽車事故年齡層則多分布在中年人，在 35 歲到

44 歲之間的事故比例約 25%。如表 2-2 所示。 

表 2-2 2020 年事故年齡統計表 

2020 年事故年齡統計表 

年齡 機車事故人數 百分比 小汽車事故人數 百分比 

12 歲以下 36 0.01% 0 0.00% 

13-24 歲 136899 31.31% 17807 7.79% 

25-34 歲 91075 20.83% 44548 19.48% 

35-44 歲 67578 15.46% 57889 25.31% 

45-54 歲 47502 10.86% 49490 21.64% 

55-64 歲 48229 11.03% 38974 17.04% 

65 歲以上 45889 10.50% 19967 8.73% 

總數 437208 100.00% 228675 100.00% 

資料來源：交通部道安資訊平臺[2]、本計畫整理 

 

3. 事故原因 

由 2020 年事故主因統計表中顯示，人為因素占所有比例中最高，其中汽車駕

駛人為主要原因事故比例約為 84.36%，機車駕駛人為主要原因事故比例約為

85.16%，因此，透過交通設施來降低事故，為事故改善之重點。如表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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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2020 年事故主因統計表 

2020 年事故主因統計表 

主要原因 
機車事故 

人數 
百分比 

小汽車事故 

人數 
百分比 

人 

行人 0 0.00% 0 0.00% 

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或不當行為 18,656 5.44% 6,524 3.64% 

使用手持行動電話失控 101 0.03% 23 0.01% 

開啟車門不當而事故 3 0.00% 2,849 1.59% 

拋錨未採安全措施 12 0.00% 50 0.03% 

違規停車或暫停不當而事故 1,069 0.31% 6,247 3.48% 

駕駛人 291,839 85.16% 151,242 84.36% 

車 

燈光 579 0.17% 452 0.25% 

裝載 506 0.15% 215 0.12% 

機件 702 0.20% 292 0.16% 

路 交通管制(設施) 146 0.04% 64 0.04% 

其

他 

無(非車輛駕駛人因素) 0 0.00% 0 0.00% 

不明原因事故 29,063 8.48% 11,328 6.32% 

總數 342,676 100.00% 179,286 100.00% 

資料來源：交通部道安資訊平臺[2]、本計畫整理 

 

另外，探討事故主要原因可發現，不管是小汽車與機車，其事故原因皆以未

依規定讓車及未注意車前狀態所占比例最高，如表 2-4 所示。此雖屬於駕駛人的

因素，但卻可能與交通管制設施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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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2020 年事故主因統計表—駕駛人 

2020 年事故主因統計表 

主要原因 機車事故人數 百分比 小汽車事故人數 百分比 

駕

駛

人 

違規超車 2,394 0.82% 751 0.50% 

爭(搶)道行駛 711 0.24% 267 0.18% 

蛇行、方向不定 393 0.13% 123 0.08% 

逆向行駛 3,586 1.23% 689 0.46% 

未靠右行駛 2,269 0.78% 1,098 0.73% 

未依規定讓車 37,601 12.88% 37,030 24.48%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6,914 2.37% 5,635 3.73% 

左轉彎未依規定 13,443 4.61% 9,509 6.29% 

右轉彎未依規定 2,974 1.02% 10,933 7.23% 

迴轉未依規定 2,491 0.85% 6,629 4.38% 

橫越道路不慎 1,851 0.63% 407 0.27% 

倒車未依規定 192 0.07% 2,829 1.87% 

超速失控 4,425 1.52% 565 0.37% 

未依規定減速 24,105 8.26% 8,010 5.30% 

搶越行人穿越道 622 0.21% 1,804 1.19% 

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19,703 6.75% 4,644 3.07% 

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 11,291 3.87% 5,645 3.73% 

停車操作時，未注意其他車(人)

安全 

207 0.07% 488 0.32% 

起步未注意其他車(人)安全 6,653 2.28% 6,198 4.10% 

吸食違禁物後駕駛失控 14 0.00% 14 0.01% 

酒醉(後)駕駛失控 2,961 1.01% 1,250 0.83% 

疲勞(患病)駕駛失控 1,148 0.39% 658 0.44% 

未注意車前狀態 124,892 42.79% 34,335 22.70% 

搶(闖)越平交道 9 0.00% 7 0.00%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12,553 4.30% 6,406 4.24% 

違反特定標誌(線)禁制 8,437 2.89% 5,318 3.52% 

總數 291,839 100.00% 151,242 100.00% 

資料來源：交通部道安資訊平臺[2]、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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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事故地點 

在事故地點方面，以交叉路口內及附近合計的比例最高，接近 58%。因此，

路口內的交通安全工程改善為是最重要的項目。相關統計如表 2-5 所示。 

表 2-5 2020 年事故地點統計表 

2020 年事故地點統計表 

事故位置 機車次數 百分比 汽車次數 百分比 

路口內 147,379 45.40% 97,008 46.80% 

一般車道 

（未劃分快慢車道） 

95,207 29.33% 57,990 27.98% 

路口附近 41,749 12.86% 26,670 12.87% 

慢車道 16,600 5.11% 7,956 3.84% 

快車道 11,785 3.63% 11,950 5.77% 

機車優先道 3,954 1.22% 1,752 0.85% 

路肩、路緣 5,034 1.55% 3,586 1.73% 

機車專用道 2,894 0.89% 373 0.18% 

總和 324,602 100.00% 207,285 100.00% 

資料來源：交通部道安資訊平臺[2]、本計畫整理 

5. 事故型態 

在車與車的事故型態及自撞中，主要的事故型態為側撞、擦撞、交叉撞、追

撞及自撞，其中側撞發生比例最高，約為 34%。相關統計如表 2-6 所示。 

表 2-6 2020 年主要事故型態統計表 

2020 年事故型態統計表 

事故型態 機車次數 百分比 汽車次數 百分比 

側撞 109,524 34.74% 73,773 36.91% 

其他(車與車) 55,815 17.70% 37,661 18.84% 

同向擦撞 38,842 12.32% 26,652 13.34% 

路口交叉撞 32,968 10.46% 21,634 10.83% 

追撞 36,667 11.63% 26,730 13.37% 

對向擦撞 10,385 3.29% 7,275 3.64% 

自撞 31,106 9.87% 6,127 3.07% 

總和 315,307 100.00% 199,852 100.00% 

 

資料來源：交通部道安資訊平臺[2]、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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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小結 

由本節之統計分析顯示，近十年事故平均年成長率達 4.37%，而機車涉入之

傷亡事故遠高於小汽車，並以發生在市區道路為最高。更進一步分析發現事故主

因為人為因素比例高，且事故發生地點以交叉路口內及附近合計的比例最高。因

此，針對路口及常發生的碰撞型態，提出具體的改善方案，並且檢討更新「事故

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設計範例」為本計畫之重點。 

2.2 交通工程安全設計與改善策略 

由於本計畫的目的在於依據前期研究所完成的「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

程設計範例」[3]的參考手冊進行推廣及應用，故本節將概述參考手冊內容中常見

的機車事故類型，分別針對路口各處之事故型態、潛在肇因及改善對策進行摘要

式說明。詳細的內容及各種範例說明可以另行參閱該參考手冊本文。本文所用的

肇事碰撞構圖的箭標雖亦可參照參考手冊內容，但為方便本計畫報告之閱讀，亦

將之列於附錄之中。相關說明內容如下： 

一、 右轉側撞 

1. 潛在肇因：容易發生在靠近停止線處，當車輛欲在路口右轉時，右轉之車輛

於轉向時，並未及時靠道路最右側，以致於與在右側直行之車輛產生同向右

轉側撞。而這種情形最常發生的情形是汽車右轉，與右後方直行的機車產生

側撞。 

2. 主要涉及的影響因素包含： 

(1) 路口設置機車道、機慢車優先道、慢車道、公車停靠區、路邊停車格。 

(2) 機車停等區內之機車並無依照行駛方向停等。 

(3) 右轉車輛未靠右右轉。 

(4) 在快慢分隔路型且未分隔快慢車道時相路口，未禁止快車道右轉與取締快

車道右轉。 

(5) 在快慢分隔路型且設有分隔快慢車道之時相路口時，快車道與慢車道之個

別專用號誌不亦分辨，或仍有車輛違規右轉。 

3. 改善方向： 

(1) 鄰近路口取消慢車道，調整車道配置，改成右轉或直右車道。 

(2) 停等區分流。 

(3) 快慢實體分隔之快車道右轉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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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取消近路口處之停車位，禁止近路口處之臨時停車，或調整近路口之公車

站位，以利右轉車輛靠右右轉。 

(5) 外側混合車道增劃分流指示標線，以區分行車方向。 

 

二、 左轉側撞 

1. 潛在肇因：左轉側撞容易發生在靠近停止線處，當左轉車未於最內側車道左

轉，導致其左轉穿越路口的過程中，與內側直行車輛發生碰撞。若該路口最

內側車道為直行左轉共用車道，並且無禁行機車時，直行機車可能鑽行於左

轉車輛左側，當綠燈始亮時，將與左轉汽機車產生左轉側撞；或機車由直行

汽車的右側直接進行左轉而產生左轉側撞。 

2. 主要涉及的影響因素包含： 

(1) 路口上游欠缺車道指向標線；路口上游欠缺「輔一」車道指示標誌。 

(2) 在非正交路口，採機車兩段式左轉設計，易造成機車駕駛違規左轉。 

(3) 在主車流動線為左轉之路口，採機車兩段式左轉設計，易造成機車駕駛違

規左轉。 

(4) 多叉路口，未適當分隔不同車流方向行駛空間，或未有適當時相分隔不同

方向車流。 

3. 改善方向： 

(1) 改善機車左轉設計，如新增適當指示標誌等，或改成機車可直接左轉。 

(2) 車道化機車停等區。 

(3) 增設「輔一」標誌或指向線，及強化機車兩段式左轉標示，強化車道使用

之指引。 

(4) 配合路口幾何條件，增加車道化機車停等空間及調整時制設計，使機車能

於左轉專用時刻直接左轉。 

 

三、 左轉穿越側撞 

1. 潛在肇因：車輛於左轉時，與對向直行之車輛產生側撞。經常因左轉車輛之

停等空間不足，或在轉彎動作，因誤判對向來車的間距，或有車輛受到其他

車輛遮檔，以致來不及閃避。這種情形較常發生於允許式左轉號誌，或有左

彎專用號誌，但無足夠的綠燈介間時間時。或者路口路幅寬且道路左轉導引

標線不清或導引標線難以理解時，左轉車輛並不清楚左轉後前進方向時，也

容易造成轉彎時對向來車之側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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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涉及的影響因素包含： 

(1) 欠缺左轉導引線。 

(2) 欠缺左彎待轉區線、欠缺左轉專用號誌設計。 

(3) 左轉車流與直行車流之間的綠燈介間時間不足。 

(4) T 字路口機車待轉區，欠缺早開時相設計。 

3. 改善方向 

(1) 繪製左轉導引線。 

(2) 視需要設置左轉專用道，並配合增設「輔一」標誌，以提前告知駕駛人前

方之車道配置。 

(3) 繪製左彎待轉區線。 

(4) 調整綠燈介間時間或時相順序。 

 

四、 同向擦撞 

1. 潛在肇因：道路駕駛人在接近路口的過程中，無法及時針對車道的選擇加以

判斷，一旦到了路口強行變換車道，就有可能會造成擦撞。或直行因受左右

轉車阻檔，以致必須強行變換車道的情形下，亦容易發生同向擦撞。 

2. 主要涉及的影響因素包含： 

(1) 路口上游欠缺車道指向標線、車道指示標字。 

(2) 路口之內側左轉車道缺乏漸變，未能於路口上游告知駕駛。 

(3) 無左彎待轉區線及左轉導引線。 

(4) 號誌設計不當。 

3. 改善方向 

(1) 增繪指向線及「輔一」標誌。 

(2) 鄰近路口取消慢車道，調整車道配置。 

(3) 機車停等區分流。 

(4) 路口上游提早進行車道提示。 

(5) 當左右轉車易受阻時，減少直左與直右共同車道。 

五、 追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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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潛在肇因：近路口處，因駕駛人被變換車道之決策不當的車輛干擾，或路

邊停車造成車道壓縮而緊急煞停，以致造成追撞。或是在臨近路口處前後

駕駛人進入黃燈猶豫區間時，前後駕駛人對於是否通過路口之判斷不一

致，以致造成近路口端之停等追撞，這種情形在超速或搶黃燈的行為下更

容易發生。而黃燈時間為提供駕駛於停止線前煞停所需，目前建議增加黃

燈之路口皆為黃燈時間不足，非鼓勵駕駛闖越路口。 

2. 主要涉及的影響因素包含： 

(1) 黃燈秒數不足。 

(2) 號誌燈面位置設計不當。 

(3) 號誌燈面數量不足。 

(4) 號誌位置與停止線不一致。 

(5) 停止線離路緣太遠，造成路口過大。 

(6) 近路口處設置停車格。 

(7) 直左或直右共同道的左轉或右轉車受阻，而妨礙直行車時。 

3. 改善方向： 

(1) 停止線前移。 

(2) 號誌燈面增設及位置調整。 

(3) 黃燈秒數調整。 

(4) 減少直左或直右共同車道。 

(5) 近路口處禁止停車。 

 

六、 交叉撞 

1. 潛在肇因：可能因為號誌位置或時相設計不當，紅燈時間不足，使兩方向車

輛發生碰撞；此外，機車待轉區距離鄰向路口延伸線過近，容易造成鄰向來

車的碰撞，且待轉區內搶快的機車也容易與鄰向闖紅燈之汽機車產生此種類

型之碰撞。 

2. 主要涉及的影響因素包含： 

(1) 清道時間或全紅時間不足。 

(2) 道路交角影響駕駛人視野。 

(3) 機車待轉區設置位置不當，造成機車無安全庇護空間。 

(4) 機車越線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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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善方向： 

(1) 增加全紅時間。 

(2) 改造路口，提高路口視距。 

(3) 調整機車待轉區的位置及大小，或機車待轉區退縮。 

(4) 必要時改成機車可以直接左轉。 

(5) 調整時相順序，減少交叉撞的機會。 

 

2.3 推廣說明 

本計畫的目的在依據參考手冊及過去的作業經驗進行推廣應用，以系統化方

式訓練中央及地方縣市第 1 線承辦人員；分別在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

市、臺南市及高雄市舉辦各一場六都訓練座談會，並舉辦種子講師培訓會，邀請

交通工程技師公會等專業公協會或相關機構參加。 

2.3.1 六都講習訓練座談會 

為了將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推廣至各縣市，本次以六都依其篩選出的 2 處易

肇事路口為案例，進中行實務演練。採結合理論與實務，以落實事故地點改善作

業，持續應用設計範例於路口改善工作。此項講習訓練座談會包括實際易肇事路

口的交通安全改善的實例操作，整個流程圖如圖 2.6 所示。以下為辦理講習會之

相關內容詳述： 

一、講習會內容說明 

1. 針對設計範例內容說明肇事診斷學的程序與作業方法、事故分析技術、肇因

與改善措施的關聯，以及各類型設計範例的區分與適用情境。 

2. 說明相關之交通工程主題：例如交通工程設計基本原則。 

二、講習會辦理作業流程 

1. 由各都的聯絡人協助確立試辦地點的 2 個易肇事路口及後續聯絡事宜。此兩

處路口將會納入「第 39 期臺灣地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 

2. 由各都聯絡人協助取得事故現場圖(包含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之表 1 與

表 2)，送交本所。請學員務必在授課前演練並完成兩處路口的碰撞構圖及研

擬改善方案。 

3. 講習會當天就講習內容與演練過程進行座談，探討設計範例與示範改善地點

的問題，並依改善建議進行討論與製作數位教材，詳附錄。 

4. 配合「第 39 期臺灣地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進行六都示範改善地點之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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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勘作業。 

 

圖 2.6 六都講習訓練座談會及會勘實務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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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時間與地點 

本計畫舉辦之六都講習訓練座談會，於 2021 年八月依六都報名分別於線上

舉辦會議，時長為 6.5 小時，其內容與議程細節，如表 2-7 所示。 

 

表 2-7 各都座談會時程內容 

地點 場地 日期 時間 人數 

高雄市 線上會議 8/4(三) 09:30~16:00 30 

桃園市 線上會議 8/13(五) 09:30~16:00 21 

臺中市 線上會議 8/6(五) 09:30~16:00 29 

臺南市 線上會議 8/5(四) 09:30~16:00 30 

臺北市 線上會議 8/11(三) 09:30~16:00 30 

新北市 線上會議 8/12(四) 09:30~16:00 48 

 

表 2-8 六都訓練座談會議程表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09:00~09:20 報到 

09:20~09:30 主辦單位致詞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葉祖宏組長、

賴靜慧副組長 

09:30~10:00 肇事診斷學與碰撞構圖分析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研究員孔垂昌 

10:30~10:45 休息 

10:45~12:00 參考手冊講解 臺灣大學土木系許添本教授、高

雄科技大學運籌管理系李明聰助

理教授或溫谷琳博士 

12:00~13:00 午餐休息 

13:00~14:30 實際案例操作與討論 臺灣大學土木系許添本教授、高

雄科技大學運籌管理系李明聰助

理教授或溫谷琳博士 

14:30~14:40 休息 

14:40~16:00 座談會與經驗交流 臺灣大學土木系許添本教授 

 

四、議程及課程大綱 

1. 交通安全工程基本說明：由許添本教授說明相關之交通安全工程主題，建立

學員交通安全工程基礎，課程時間為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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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肇事診斷學與碰撞構圖分析：由孔垂昌研究員詳細說明肇事診斷學的程序與

作業方法，事故分析技術，課程時間為 30 分鐘。 

3. 參考手冊講解：由許添本教授及李明聰助理教授及溫谷琳博士針對設計範例

參考手冊內容，詳細說明各碰撞型態肇因與改善措施，以及各類型設計範例

的區分與適用情境，課程時間為 75 分鐘。 

4. 實際案例操作與討論：由許添本教授、李明聰助理教授、溫谷琳博士與參與

學員，共同討論及實際演練各都所選取之 2 處示範改善地點，學員必須於座

談會前完成各示範改善地點的碰撞構圖及改善方案，並於座談會中討論，課

程時間為 90 分鐘。 

5. 座談會與經驗交流：由許添本教授依據講習心得及演練過程，交流經驗，就

講習內容與演練過程，進行座談，探討於設計範例與示範改善地點的問題，

並就改善建議進行討論，課程時間為 80 分鐘。 

 

2.3.2 種子講師培訓會 

交通安全改善工作是一個精緻化的改善作業，必須有一套系統性的診斷分析

程序，此即為肇事診斷學。從事交通安全改善工作的專業人員需要熟習肇事診斷

學的診斷分析程序，並能從「事故碰撞型態導向之路口設計範例」中找出適合的

改善設計範例，再依據現場環境與交通條件調整各項設施配置。 

為推動「事故碰撞型態導向之路口設計範例」的廣泛應用，種子教師培訓會

目的在培養具備紮實交通工程安全設計觀念，並熟習肇事診斷學與「事故碰撞型

態導向之路口設計範例」的專業交通工程人員。除可辦理交通安全改善工作外，

亦能講授「事故碰撞型態導向之路口設計範例」的原理與方法，以利推廣應用「事

故碰撞型態導向之路口設計範例」。 

一、參訓對象、資格及人數： 

由交通工程技師工會推薦學員名單，並開放顧問公司從業人員報名，完成受

訓之參與人員共計 17 人，詳附錄。 

二、訓練日期、方式及地點： 

於 11 月 3 日於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國際會議廳舉辦訓練，課程內容採課堂講

授與案例演練方式進行。學員完成案例演練及驗收後，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頒發

參訓證明一份。 

三、議程及課程大綱，如表 2-9 所示，相關內容分述如下： 

1. 交通安全工程基礎設計概念：由許添本教授說明相關之交通安全工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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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員熟習交通安全工程基礎，課程時間為 30 分鐘。 

2. 交通事故肇事診斷學理論與應用：由許添本教授詳細說明肇事診斷學的程序、

作業方法以及事故分析技術，並以過去經驗進行案例應用分享，課程時間為

45 分鐘。 

3. 事故碰撞構圖製作與分析：由許添本教授教導學員如何利用事故資料繪製碰

撞構圖，課程時間為 30 分鐘。 

4. 事故碰撞型態導向之路口設計範例解說及應用：由許添本教授與溫谷琳博士

針對設計範例參考手冊內容，詳細說明各碰撞型態肇因與改善措施，以及各

類型設計範例的區分與適用情境，課程時間為 90 分鐘。 

5. 實際路口案例演練及驗收：由許添本教授主持，學員必須於座談會前完成各

示範改善地點的碰撞構圖及改善方案，並於座談會中交流討論。此外，學員

通過本課程的測驗及驗收，將於會後頒發參訓證明一份。 

 

表 2-9 種子講師培訓會議程表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主辦單位致詞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09:10~09:20 貴賓致詞 

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

員會吳木富執行秘書、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陳天賜副所長 

09:20~10:20 交通工程基礎設計觀念 許添本教授 

10:20~10:40 休息 

10:40~11:30 肇事診斷學 許添本教授 

11:30~12:30 碰撞構圖分析方法 許添本教授 

12:30~13:30 午休 

13:30~15:00 設計範例解說及應用 許添本教授 / 溫谷琳博士 

15:00~15:15 休息 

15:15~17:00 案例演練及驗收 許添本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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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章 前期計畫路口事故追蹤分析 

本計畫的研究方法是以事故碰撞構圖分析基礎，由肇事診斷學針對事故碰撞

型態，參照對應可能的道路交通工程問題與改善措施進行分析，並採事前事後對

照比較分析方法來評估改善績效。本章內容包含事故碰撞構圖及事前事後分析方

法與前期計畫追蹤。  

3.1 事故碰撞構圖及事前事後分析方法 

一、肇事診斷學及應用 

交通安全改善工作是一個精緻化的改善作業，必須有一套有系統的診斷分析

的程序，以便能針對不同的地點及區位環境，因應交通狀況提出有系統有效的道

路與交通工程的交通安全的改善措施。其主要的原理依據為某一種碰撞型態的交

通事故，在某一區位重複發生，表示一群受同樣交通教育及同樣的守法習慣的駕

駛人，卻容易在這個位置發生某一種碰撞，必然與道路與交通工程的環境有某一

程度的相關，因此，只要較容易發現改善措施，也較容易確保改善效果。 

肇事診斷學的作業步驟包含六個步驟，如圖 3.1 所示。肇事診斷學是確保改

善方案與減低事故之間具有明確關聯的方法，可以有效判斷及改善易肇事路口之

主要事故類型。以下將以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十全一路路口為範例，進行肇事

診斷學之流程示範說明。 

事故診斷法之步驟，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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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事故診斷流程 

 

其中，產生改善措施的方式，主要是透過事故碰撞形態的現況，參照道路現

況設施配置，來推論與判斷事故碰撞的起因。並依此檢討道路工程與交通工程的

缺失，進而研擬改善措施，如圖 3.2 所示。 

 

圖 3.2 易肇事路口改善的診斷與處方相連結架構 

 

1. 事故特性分析(聽診)：依據路口現況資料進行初步分析，分析內容包括路口土

地、事故資料分析…等，說明如下： 

(1) 路口土地使用、幾何與交通配置分析 

透過瞭解路口周邊的土地使用情況、幾何與交通配置方式，初步瞭解路口可

能涉及的問題。如：轉角處設置加油站，其出入口之設計不當，即易造成出入車

輛與直行車輛之衝突。 

1、事故特性分析
(聽診)：依據路口
現況資料進行初步

分析

2、繪製碰撞構圖
(電腦斷層診察)

3、預擬改善方案
(對照碰撞構圖產生
道路與交通工程改

善構想)

4、現場會勘(檢核
改善方案)

5、確立改善方案
(製作改善方案設計

圖)

6、實施、評估與
回饋(車流與事故前

事後分析)

診斷
確認事故

碰撞型態
處方

判斷事故

碰撞起因

選取改

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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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與交通配置範例如圖 3.3 及表 3-1，改善地點位於商業區，路口設有

公車站於快車道。並有三民公園、三民國中、博愛國小等在路口附近。此種區位

會有較多行人交通的需求及行人交通干擾的狀況。因為路口的各邊皆為鄰接商業

區，路邊活動較頻繁，易對交通安全產生干擾。 

 
圖 3.3 土地使用調查範例 

資料來源：內政部全國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查詢系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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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路口各類交通配置調查表 

路口

名

稱： 

三民區十

全一路/博

愛一路 

路段全名 

十全一路 十全二路 博愛一路 博愛二路 

車道

配置 

車道數量/

車道配置 
1 混 2 混+混 4 

汽+汽+

汽+混 
3 

汽+汽+

混 

轉向配置 左直+右直 左直+右直 左+直+右直+右直 左+直+右直+右直 

車道

種類 

中央分隔/

植栽(影響

視距) 

    V  V  

快慢分隔/

植栽(影響

視距) 

    V  V  

分隔島電

箱/路側電

箱 

 V       

左轉專用

道 
  V V 

右轉專用

道 
    

機車專用

道 
    

機慢車優

先道 
    

慢車道 V V V V 

路肩 V    

公共設施帶或植栽 V V V V 

人行道 V V  V 

行人穿越道 V V V V 

自行車道     

自行車穿越道 V V V V 

兩段式機車左轉待

轉區 
V V V V 

直行機車待轉區 V V V V 

汽車號誌 V V V V 

自行車號誌 V V V V 

行人號誌 V V V V 

公車站   V  

其他     

資料來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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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故資料分析 

針對路口事故型態、車種、路面狀態、發生時間…等，進行分析，可瞭解目

前路口事故之時空環境，並可提供後續交通調查時間的選擇。分析路口範例如圖

3.4 所示，該路口主要事故形態為側撞及追撞。 

 

圖 3.4 事故資料分析 

資料來源：[6]  

 

(3) 交通號誌時制、管制現況與交通流動特性分析 

藉由路口的交通管制、交通量、號誌時制調查與分析，可初步瞭解目前路口

對於車流之管制方式與號誌時制設計上的可能問題。並能針對相關事故，提供交

通管制與號誌時制之調整建議。 

分析路口之交通管制、號誌時制分析及車流量調查如圖 3.5。從右轉、直行汽

機車交通量及交通管制與號誌時制並搭配事故資料分析可看出，此路口潛在的側

撞為右轉側撞，而南北側有較高風險。 

人與汽(機)車穿越道

路中

2%

汽(機)車本身其

1%

汽(機)車本身路上翻

車、摔倒

5%

車與車同向擦撞

13%

車與車其他

6%

車與車追撞

29%

車與車側撞

33%

車與車路口交岔撞

10%

車與車對向擦撞
1%

事故類型與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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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交通號誌時制、管制現況與交通流動特性分析 

資料來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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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繪製碰撞構圖(電腦斷層診察) 

依事故現場圖資料，繪製路口事故碰撞構圖，提供路口總和各種事故之碰撞

類型、事故傷亡、當事者類別、道路狀況、光線情形等，其所對應的碰撞位置資

訊。並可由事故構圖，發現路口主要的碰撞型態與對應之空間位置，能較精準的

掌握目前碰撞問題之所在。 

如圖 3.6 所示，分析路口主要發生之碰撞有北往南直行汽機車之追撞、右轉

小汽車與直行機車之右轉側撞與南往北右轉小汽車與直行機車之右轉側撞。 

 

圖 3.6 分析路口事故碰撞構圖 

資料來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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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預擬改善方案(對照碰撞構圖產生道路與交通工程改善構想) 

應用事故構圖與現況照片，並搭配現況號誌時制分析、道路交通特性分析、

道路安全檢核分析等，初步研擬路口針對路口各類型碰撞，其所對應之道路工程、

標誌標線、號誌時制、其它管制方式…等之改善方案。 

由路口介間時間表(表 3-2)及 Google map 現場圖、道路安全檢核分析，研擬

出初步改善方案。如圖 3.7 所示。 

表 3-2 分析路口介間時間調查與分析表 

*:代號意義詳附錄                                          資料來源：[6]  

 

 

 

 

 

 

 

 

 

 

 

 

 

 

1.7 1.1 2.4 3.6 4 6.3 4 2 6
理論介間時間>現況介間

時間，黃燈加1s
6

1.7 1.1 2.4 3.6 4 6.3 4 2 6
理論介間時間>現況介間

時間，黃燈加1s
7

1.7 1.1 2.4 3.6 4 6.3 4 2 6
理論介間時間>現況介間

時間
7

1.7 1.1 3.5 5.2 6 7.9 3 2 5

理論介間時間>現況介間

時間，紅燈加1s，黃燈加

1s

7

博愛

一路/

十全

一路

理論

綠燈

介間

時間

說明

會勘

建議

時間

(秒)黃燈

(秒)

全紅

(秒)

綠燈

介間

時間

(秒)

V60/

2a

V40/

2a

W+

1/V6

0

W+

1/V4

0

路口

名稱
時相

現況理論黃燈 全紅

理論

紅燈

V60/2a V40/2a W+l/V60 W+l/V40 黃燈 全紅
綠燈介間時

間

理論介間時間>現況介間

時間

理論介間時間>現況介間

時間

建議增加黃燈1s

理論介間時間>現況介間

時間

建議增加黃燈1s

理論介間時間>現況介間

時間

建議增加紅燈1s、黃燈1s

說明 會勘建議時間時相路口名稱

4

4

4

6

理論紅燈

理論黃燈

2

2

2

2

4

3

4

4

3

4

博愛一路十

全一路

1

2

理論全紅

1.67 1.11

1.67 1.11

1.67 1.11

1.67 1.11

2.40 3.60

2.40 3.60

2.40 3.60

3.47 5.23

現況

5

6.27

6.27

6.27

理論綠燈

介間時間

6

6

6

7.90

6

7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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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分析路口預擬改善方案說明示意圖(紅色圈圈) 

資料來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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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及(2)同向右轉側撞，改善方案為： 

a、 快慢分隔下的慢車道劃成兩車道：一直進、一右轉 

b、 取消路口範圍 30 公尺內的路邊停車格 

c、 快車道禁止右轉 

[2] (3)夜間發生同向追撞，號誌燈反應不及，改善方案為： 

a、 增加黃燈 1 秒 

b、 調整號誌燈頭位置，增加明視度 

[3] (4)鄰向交叉撞，改善方案為： 

a、 增加東往西的全紅時間 

b、 調整北側路口的兩段式左轉待轉區位置 

[4] (5)左轉對向側撞，改善方案為： 

a、 增長左轉專用號誌的全紅時間 

b、 劃設左轉導引線 

c、 後退北側機車兩段式左轉待停區 

[5] (6)同向追撞，改善方案為： 

a、 停止線前移，並增設一組遠端號誌，提高遠端號誌的明視性 

b、 增加黃燈時間 1 秒 

[6] 同向追撞，發生在行駛機車的慢車道，改善方案為： 

a、 停止線前移，提高遠端號誌的明視度 

b、 增長黃燈時間 

c、 檢討快慢分隔之設置 

[7] 同向右轉側撞，改善方案為： 

a、 快慢分隔下的慢車道劃成兩車道：一直進、一右轉 

b、 取消路口範圍 30 公尺內的路邊停車格 

c、 快車道禁止右轉 

[8] 鄰向交叉撞，改善方案為： 

a、 增加東往西的全紅時間 

b、 調整北側路口的兩段式左轉待轉區位置 

[9] 同向追撞，改善方案為： 

a、 停止線前移，並增設一組遠端號誌，提高遠端號誌的明視性 

b、 增加黃燈時間 1 秒 

 

4. 現場會勘(檢核改善方案) 

研究單位與交通警察、工程單位、民意代表等會勘，由研究單位說明事故診

斷與初步方案，依相關權責單位對照與分析，如相關方案存有疑慮，現場針對該

方案進行討論，如有需要時立即於現場實際量測相關空間位置與相關方案之可行

性。路口現場會勘如圖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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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路口現場會勘 

 

5. 確立改善方案(製作改善方案設計圖) 

由會勘討論之結果，調整初步改善後確立路口之道路工程、標誌標線、號誌

時制…等之相關改善方案，並繪製施工圖說，並提供相關設計方案所需經費估算，

如表 3-3、圖 3.9 所示。 

表 3-3 路口改善設計經費估算 

路口改善經費估算表 

工程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一、直接工程成本 

2.標誌工程 

   (3)標誌(懸掛式) 面 4 4,000 16,000 

3.標線工程 

   (1)標線磨刨除 m
2
 52 300 15,600 

   (2)標線繪設 m
2
 133 300 39,900 

   (4)標字圖案繪設-指向線 組 14 600 8,400 

4.號誌工程 

   (2)發光二極體燈頭 組 3 6,050 18,150 

二、間接工程成本(約為『一、直接成本』之 15%)   15,737 

三、工程預備金(約為『一、直接成本』之 5%)   5,246 

     資料來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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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分析路口改善設計圖 

資料來源：[6]  

6. 實施、評估與回饋(車流與事故前事後分析) 

提供可立即改善之短期方式，以供相關單位立刻實施。同時提供相關方案之

績效評估，並待成效評估後，分析各種方案之績效，回饋於改善設計。此外，另

針對需要研擬長期方案或道路工程者，並進行細部設計及編列預算。 

 

二、事前事後碰撞比較分析 

在改善措施完成後，需經一段時間，才能觀察事後交通事故發生的情形，最

好能夠進行三年左右的事後追踪，以避免因為迴歸平均(Regression to the Mean)的

現象，而誤判是否有所改善。同時，若能採用完整的碰撞構圖的前後對照之下，

更可以清楚判別對應碰撞型態的改善措施是否造成該碰撞型態的事故有所減少。

圖 3.10 即為碰撞型態的事前與事後對照的示例之一。此為前期計畫『混合車流情

境之機車交通安全工程設計方法研究驗證與推廣』進行的北屯路/太原路路口改善

案例[4]。其事前事後之碰撞構圖如圖 3.10 所示，其經由改善措施之後，可以確認

有哪些碰撞將會因此而消除。 

劃設禁停紅線(50m)並取消
30m內之汽車停車格

快車道禁止右轉
慢車道劃設(直進、右轉箭標)
並增設『右轉車靠右』標誌

劃設左轉導引線

路口南側與北側快車道號制
分別加設附牌並增設『右轉
車靠右』標誌

路口南側與北側慢車道劃設分流
式機車停等區

快車道禁止右轉
慢車道劃設(直進、右轉)箭標

快車道禁止右轉劃設禁停紅線
(50m)並取消路口30m內之汽
車停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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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北屯路/太原路路口改善事前事後碰撞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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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06 年路口事故改善事前事後分析 

此期(106 年)計畫重點為「機車兩段左轉改為機車直接左轉或設置外側機車左

轉專用道」，由前期計畫案例路口進行了後續追蹤，蒐集施工前後之事故資料，

並繪製成碰撞構圖。為明確對照改善方案之成效，故針對與施工相關之事故型態

及路口分支，分析 A1 及 Tsu-Hurng Yeh 南之交叉撞，事前碰撞構圖為三年資料，

共 2 件，故事前平均一年交叉撞為 0.67 件，事後碰撞構圖為半年資料，共 0 件，

事後平均一年交叉撞為 0 件；區位(4)為東南往西北與東北往西南之交叉撞，其碰

撞構圖之事前為三年資料，共 5 件，故事前平均一年交叉撞為 1.67 件，事後碰撞

構圖為半年資料，共 3 件，事後平均一年交叉撞為 6 件。路口分支事故統計，如

表 3-4 所示。 

表 3-4 臺北市吳興街/吳興街 269 巷路口分支事故表 

區位  交叉撞總數 

(4) 
事前一年(三年年平均事故) 1.67 

事後第一年 6 

(3) 
事前一年(三年年平均事故) 0.67 

事後第一年 0 

 

此路口經改善後，區位(4)事故並無減少，單以速限標誌與減速標線難使駕駛

減速慢行。建議未來應採實體的減速措施，並持續觀察追蹤。 

1. 臺北市嘉興街/嘉興街 175 巷 

本計畫針對嘉興街/嘉興街 175 巷路口各方向分支，探討其有改善項目及未實

施之改善項目，篩選出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故型態，以釐清改善方案成效，如表

3-5 所示。 

表 3-5 臺北市嘉興街/嘉興街 175 巷分支改善項目表 

分支 有改善項目 未實施之改善項目 與改善項目相關事

故型態 

東側 1.補繪路口紅線 無 交叉撞 

西側 1.檢討違停取締 

2.補繪路口紅線 

3.繪設「停」標字 

無 交叉撞 

南側 1.停止線前移 

2.繪設速限標字 

3.補繪路口紅線 

調整「慢」標字位置 交叉撞 

長期建議 無 西南角建築妨礙視距，建

議加以檢討。 

交叉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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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3-5 顯示，嘉興街/嘉興街 175 巷路口改善項目相關之事故型態為東側

路口的追撞，西側路口的左轉穿越側撞與交叉撞以及北側路口的交叉撞。事前及

事後第一年之碰撞構圖如圖 3.11 所示。 

 

圖 3.11 臺北市嘉興街/嘉興街 175 巷碰撞構圖 

 

根據事故資料顯示，事前交叉撞主要發生在區位(1)及(2)，區位(1)為東往西與

南往北之交叉撞，事前碰撞構圖為三年資料，共 4 件，故事前平均一年交叉撞為

1.33 件，事後碰撞構圖為半年資料，共 2 件，事後平均一年交叉撞為 4 件；區位

(2)為西南往東北與西北往東南之交叉撞，其碰撞構圖之事前為三年資料，共 5 件，

故事前平均一年交叉撞為 1.67 件，事後碰撞構圖為半年資料，共 1 件，故事後平

均一年交叉撞為 2 件。路口分支事故統計，如表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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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臺北市嘉興街/嘉興街 175 巷路口分支事故表 

(區位)  交叉撞總數 

(1) 
事前一年(三年年平均事故) 1.33 

事後第一年 4 

(2) 
事前一年(三年年平均事故) 1.67 

事後第一年 2 

 

此路口經改善後，路口事故並無減少，顯示單以速限或提示標字難使駕駛

減速慢行。建議未來應採實體的減速措施，並持續觀察追蹤。 

2. 臺北市晉江街/金門街 

本計畫針對晉江街/金門街路口各方向分支，探討其有改善項目及未實施之改

善項目，篩選出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故型態，以釐清改善方案成效，如表 3-7 所

示。 

表 3-7 臺北市晉江街/金門街分支改善項目表 

分支 有改善項目 未實施之改善項目 與改善項目相關事

故型態 

東北側 繪設減速標線 繪設「慢」標字 交叉撞 

東南側 設置「注意右側來車」

告示牌 

人行道繪設於另一側，以

提高路口視距 

交叉撞 

長期建議 無 1.路口東南角落設置路燈 

2.試辦取締未依規定「停

車再開」 

3.單行道改為南往北方向 

以避開妨礙視距的建築 

4.西北角建築妨礙視距，

建議加以檢討 

交叉撞 

 

根據表 3-7 顯示，晉江街/金門街路口改善項目相關之事故型態為東側路口的

追撞，西側路口的左轉穿越側撞與交叉撞以及北側路口的交叉撞。事前及事後第

一年之碰撞構圖如圖 3.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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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臺北市晉江街/金門街碰撞構圖 

 

根據事故資料顯示，事前交叉撞主要發生在區位(1)，為東北往西南與東南往

西北之交叉撞，事前碰撞構圖為三年資料，共 19 件，故事前平均一年交叉撞為 6.3

件，事後碰撞構圖為半年資料，共 2 件，故事後平均一年交叉撞為 4 件。路口分

支事故統計，如表 3-8 所示。 

表 3-8 臺北市晉江街/金門街路口分支事故表 

區位  交叉撞總數 

(1) 
事前一年(三年年平均事故) 6.3 

事後第一年 4 

 

3. 臺北市忠孝東路五段 372 巷/虎林街 132 巷 

本計畫針對忠孝東路五段 372 巷/虎林街 132 巷路口各方向分支，探討其有改

善項目及未實施之改善項目，篩選出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故型態，以釐清改善方

案成效，如表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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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臺北市忠孝東路五段 372 巷/虎林街 132 巷分支改善項目表 

分支 有改善項目 未實施之改善項目 與改善項目相關事

故型態 

東側 停止線前移 設置「停」標誌 交叉撞 

西側 無 1.若可能繪設減速標線 

2.「停」標誌被樹遮蔽，

建議修剪樹葉 

交叉撞 

北側 繪設速限標字 

(30 公里/小時) 

若可能繪設減速標線 交叉撞 

長期建議 無 1.試辦取締未依規定

「停車再開」 

2.西北角建築妨礙視

距，建議加以檢討 

交叉撞 

 

根據表 3-9 顯示，忠孝東路五段 372 巷/虎林街 132 巷路口改善項目相關之事

故型態為東側路口的追撞，西側路口的左轉穿越側撞與交叉撞以及北側路口的交

叉撞。事前及事後第一年之碰撞構圖如圖 3.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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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臺北市忠孝東路五段 372 巷/虎林街 132 巷碰撞構圖 

 

根據事故資料顯示，此路口事前交叉撞主要發生在區位(3)，為北往南與西往

東之交叉撞，事前碰撞構圖為三年資料，共 15 件，故事前平均一年交叉撞為 5 件，

事後碰撞構圖為半年資料，共 1 件，故事後平均一年交叉撞為 2 件。路口分支事

故統計，如表 3-10 所示。 

 

表 3-10 臺北市忠孝東路五段 372 巷/虎林街 132 巷路口分支事故表 

分支 

(區位) 

 
交叉撞總數 

西側 

(3) 

事前一年(三年年平均事故) 5 

事後第一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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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77 巷/敦化南路一段 190 巷 

本計畫針對忠孝東路四段 77 巷/敦化南路一段 190 巷路口各方向分支，探討

其有改善項目及未實施之改善項目，篩選出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故型態，以釐清

改善方案成效，如表 3-11 所示。 

 

表 3-11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77 巷/敦化南路一段 190 巷分支改善項目表 

分支 有改善項目 未實施之改善項目 與改善項目相關事

故型態 

東側 無 設置「停」標誌 交叉撞 

西側 無 設置「停」標誌 交叉撞 

北側 繪設速限標字

(30 公里/小時) 

1.紅線移至路緣緣石外側 

2.調整「停」標誌位置，移至停止

線附近 

3.設置「注意左右來車」告示牌 

交叉撞 

其他 無 路口東南角落設置路燈 交叉撞 

長期建議 無 1.試辦取締未依規定「停車再開」 

2.若可行單行道改為南往北方向 

以避開妨礙視距的建築 

3.西北角建築妨礙視距，建議加以

檢討 

交叉撞 

 

根據表 3-11 顯示，忠孝東路四段 77 巷/敦化南路一段 190 巷路口改善項目相

關之事故型態為東側路口的追撞，西側路口的左轉穿越側撞與交叉撞以及北側路

口的交叉撞。事前及事後第一年之碰撞構圖如圖 3.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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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77 巷/敦化南路一段 190 巷碰撞構圖 

 

根據事故資料顯示，此路口事前交叉撞主要發生在區位(1)及(2)，區位(1)為北

往南與東往西之交叉撞，事前碰撞構圖為三年資料，共 10 件，故事前平均一年交

叉撞為 3.33 件，事後碰撞構圖為半年資料，共 2 件，事後平均一年交叉撞為 4 件；

區位(2)為西往東與北往南之交叉撞，其碰撞構圖之事前為三年資料，共 26 件，

故事前平均一年交叉撞為 8.67 件，事後碰撞構圖為半年資料，共 6 件，事後平均

一年交叉撞為 6 件。路口分支事故統計，如表 3-12 所示。 

表 3-12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77 巷/敦化南路一段 190 巷路口分支事故表 

分支 

(區位) 

 
交叉撞總數 

北側 

(1) 

事前一年(三年年平均事故) 3.33 

事後第一年 4 

南側 

(2) 

事前一年(三年年平均事故) 8.67 

事後第一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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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臺北市信義路五段/松勇路 

本計畫針對信義路五段/松勇路路口各方向分支，探討其有改善項目及未實施

之改善項目，篩選出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故型態，以釐清改善方案成效，如表 3-13

所示。 

 

表 3-13 臺北市信義路五段/松勇路分支改善項目表 

分支 有改善項目 未實施之改善項目 與改善項目相關事

故型態 

東側 無 1.外側車道繪設分流式指向線 

2.設置預告標誌 

右轉側撞 

北側 繪設「停」標字 設置「停」標誌 側撞、交叉撞 

長期建議 無 若可行信義路禁止右轉松勇路 

註：因東側路口為捷運站出入

口，經現場會勘，車輛視距容

易被阻擋，然短期內工程不易

改善，故列為長期建議。 

右轉側撞 

 

根據表 3-13 顯示，信義路五段/松勇路路口改善項目相關之事故型態為東側

路口的追撞，西側路口的左轉穿越側撞與交叉撞以及北側路口的交叉撞。事前及

事後第一年之碰撞構圖，如圖 3.15 所示。 

 

圖 3.15 臺北市信義路五段/松勇路碰撞構圖 

 

根據事故資料顯示，此路口事前側撞主要發生在東側東往北方向，東側東往

北方向之側撞年平均事故為 5 件，事後半年為 2 件，事前交叉撞發生在北側，事

前交叉撞年平均事故為 0.33 件，事後半年為 0 件。路口分支事故統計，如表 3-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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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臺北市信義路五段/松勇路路口分支事故表 

分支  側撞 交叉撞 總數 

北側 
事前一年(三年年平均事故) - 0.33 0.33 

事後半年 - 0 0 

西側 
事前一年(三年年平均事故) 5 - 5 

事後半年 2 - 2 

 

3.4.2 桃園市 

108 年計畫之桃園市二個非號誌化路口已完成改善措施施工。為釐清路口左

轉穿越側撞、追撞及交叉撞之長期改善成效，本計畫針對前期計畫進行後續追蹤，

分別蒐集施工前後之事故資料，並繪製成碰撞構圖。由於整體路口事故總數無法

明確反應方案改善成效，因此針對與施工相關之事故型態及路口分支，分析其 A1

及 A2 事故型態之消長。此外，由於事前所蒐集的事故資料為三年的數據，故在

事故分析上，事前數據將以三年年平均事故件數與事後第一年做比較。非號誌化

路口事故資料範圍及與改善項目相關事故型態之總事故統計，如表 3-15 所示。 

表 3-15 108 年桃園市二路口事故資料表 

路口 期間 事故資料範圍 
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

故件數 
與改善項目相

關之事故型態 

成功路二

段 / 中 央

街 

事前 105/01~107/12 5 (三年年平均事故) 追撞 

交叉撞 

左轉穿越側撞 事後第一年 109/01~109/12 3 

成功路二

段 / 朝 陽

街 

事前 105/01~107/12 2.34 (三年年平均事故) 左轉穿越側撞 

交叉撞 事後第一年 109/01~109/12 5 

 

1. 桃園市成功路二段/中央街 

本計畫針對成功路二段/中央街路口各方向分支，探討其有改善項目及未實施

之改善項目，篩選出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故型態，以釐清改善方案成效，如表 3-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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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 桃園市成功路二段/中央街分支改善項目表 

分支 有改善項目 未實施之改善項目 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

故型態 

東側 1.繪設行穿線。 

2.繪設停止線。 

無 追撞 

 

西側 1.繪設行穿線 

2.繪設停止線。 

無 左轉穿越側撞 

交叉撞 

北側 1.將「慢」標字改為「停」

標字 

2. 白色實線取消，以紅色

實現取代之。 

無 交叉撞 

 

根據表 3-16 顯示，成功路二段/中央街路口改善項目相關之事故型態為東側

路口的追撞，西側路口的左轉穿越側撞與交叉撞以及北側路口的交叉撞。事前及

事後第一年之碰撞構圖如圖 3.16 所示。 

 

圖 3.16 桃園市成功路二段/中央街碰撞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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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事故資料顯示，此路口事前追撞主要發生在東側東往西方向與西側西往

東方向，東側東往西方向之追撞事故 0.67件，西側西往東方向之追撞事故 0.33 件，

共有 0.67 件，事後第一年東側路口及西側路口追撞為各為 1 件，其中西側路口的

追撞為前方車輛迴轉所造成；此路口之左轉穿越側撞為事前主要碰撞型態，事前

有 3 件事故，事後降為 1 件；此路口之交叉撞事前有 0.67 件，事後降為 0。路口

分支事故統計，如表 3-17 所示。 

 

表 3-17 桃園市成功路二段/中央街路口分支事故表 

分支 

(區位) 

 
追撞 左轉穿越側撞 交叉撞 總數 

東側 事前一年(三年年平均事故) 0.67 - - 0.67 

事後第一年 0 - - 0 

西側 
事前一年(三年年平均事故) 0.33 3 - 3.33 

事後第一年 2 1 - 3 

北側 

(3) 

事前一年(三年年平均事故) - 0.33 0.67 1 

事後第一年 - 0 0 0 

 

2. 桃園市成功路二段/朝陽街 

針對成功路二段/朝陽街路口各方向分支，探討其有改善項目及未實施之改善

項目，篩選出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故型態，以釐清改善方案成效，如表 3-18 所示。 

表 3-18 桃園市成功路二段/朝陽街路口分支改善項目表 

分支 有改善項目 未實施之改善項目 與改善項目相關事

故型態 

東側 1.繪設行穿線。 

2.繪設停止線。 

3.繪設「慢」標字。 

無 交叉撞 

西側 1.繪設行穿線。 

2.繪設停止線。 

3.繪設「慢」標字。 

無 左轉穿越側撞 

交叉撞 

南側 1.停止線前移。 

2.繪設行穿線。 

設置「停」標誌。 

 

交叉撞 

北側 1.停止線前移。 

2.若有適當位置可設置

「停」標誌。 

3.繪設行穿線。 

無 交叉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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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3-18 顯示， 成功路二段/朝陽街路口南側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故型態

為交叉撞及左轉穿越側撞。事前及事後第一年之碰撞構圖如圖 3.17 所示。 

 

圖 3.17 桃園市成功路二段/朝陽街碰撞構圖 

 

根據事故資料顯示，此路口事前左轉穿越側撞主要發生在西側西往北方向與

東側直行所發生之碰撞，事前為 0.67 件，事後 1 件主要為車輛迴轉所致。此路口

交叉撞事前主要來自區位 2、區位 3 及區位 4，共 1.67 件，事後則來自區位 1 與

區位 2，上升為 4 件。路口分支事故統計，如表 3-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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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 桃園市成功路二段/朝陽街分支事故表 

分支 

(區位) 

 
左轉穿越側撞 交叉撞 總數 

東側 

(1) 

事前一年(三年年平均事故) - 0 0 

事後第一年 - 2 2 

西側 

(4) 

事前一年(三年年平均事故) 0.67 0.33 1 

事後第一年 1 0 1 

南側 

(2) 

事前一年(三年年平均事故) - 0.67 0.67 

事後第一年 - 2 2 

北側 

(3) 

事前一年(三年年平均事故) - 0.67 0.67 

事後第一年 - 0 0 

 

此路口經改善後，事故並無顯著減少，單以速限標誌標誌或標字，難使駕駛

減速慢行。建議未來應採實體的減速措施，並持續觀察追蹤。 

 

3.2.1 小結 

針對前期(108 年)穿越側撞、追撞及交叉撞進行事故追蹤，分為臺北市及桃園

市，其多數路口之改善項目相關事故事件數皆有下降，以下針對事故件數上升之

路口說明，其結果歸納如下： 

一、臺北市 

1. 吳興街/吳興街 269 巷：以碰撞構圖分析結果顯示，西側之交叉撞在事前三年

年平均事故為 0.67 件，事後半年為 0 件。北側之交叉撞在事前三年年平均事

故為 1.67 件，事後半年為 3 件，北側交叉撞事故件數略為上升，但由於事後

資料僅半年，故仍須持續追蹤。 

2. 嘉興街/嘉興街 175 巷：以碰撞構圖分析結果顯示，東側之交叉撞在事前三年

年平均事故為 1.33 件，事後半年為 2 件。南側之交叉撞在事前三年年平均事

故為 1.67 件，事後半年為 1 件，東側交叉撞事故件數略為上升，但由於事後

資料僅半年，故仍須持續追蹤。 

3. 忠孝東路四段 77 巷/敦化南路ㄧ 段 190 巷：以碰撞構圖分析結果顯示，北側

之交叉撞在事前三年年平均事故為 3.33 件，事後半年為 2 件。南側之交叉撞

在事前三年年平均事故為 8.67 件，事後半年為 6 件，南北側交叉撞事故件數

皆略為上升，但由於事後資料僅半年，故仍須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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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桃園市 

1. 成功路二段/朝陽街：以碰撞構圖分析結果顯示，事後第一年之左轉穿越側撞

由 0.67 件升至 1 件，交叉撞則由 1.67 件升至 4 件，其事故區位從西側、南側

與北側移至東側與南側，顯示其改善方案可能使其區位的事故下降，但也可

能造成其他區位之事故上升，但由於事故資料不多，仍須持續追蹤。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本計畫建議繪設行穿線與停止線，並設置「停」、

「慢」標誌，然對於巷道路口之事故改善效果有限，建議未來應配合巷道減速

措施設計方法，來改善巷道路口之事故。另外，未來計畫仍須持續追蹤

「停」、「慢」標誌之效益。108 年之改善相關事故型態之事故變化圖如圖 3.18

所示，顯示交叉撞與追撞有上升的趨勢，而右轉側撞與左轉穿越側撞皆有下降。 

 

 

圖 3.18 108 年改善相關事故型態之事故變化圖 

 

3.3  109 年路口事故改善事前事後分析 

此期(109 年)計畫，配合「第 38 期臺灣地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進行設

計範例的應用示範於臺北、臺中與高雄市之易肇事路口，並由路口事後事故變化

分析來驗證改善方案效益。三路口事故之相關資料，如表 3-20 所示。各路口之詳

細說明，分述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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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 109 年路口事故資料表 

路口 期間 事故資料範圍 
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故件

數（平均一年事故） 

臺北市西寧北路/鄭州路 

（109/10/13 完工） 

事前一年 108/01~108/12 85 

事後半年 110/01~110/06 35 (70) 

臺中市自由路/林森路 

（109/12/21 完工） 

事前一年 108/01~108/12 19 

事後半年 110/01~110/06 4 (8) 

高雄市大順二路/九如

一路 

(110/3/24 完工) 

事前一年 108/01~108/12 64 

事後半年 110/04~110/09 29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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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臺北市西寧北路/鄭州路口 

一、碰撞構圖 

本案例路口現況如圖 3.19 所示。依 107 年的肇事現場圖資料，此案例路口之

事前一年碰撞構圖分析，如圖 3.20 所示。 

 

 

圖 3.19 臺北市西寧北路/鄭州路口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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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 臺北市西寧北路/鄭州路口碰撞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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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善方案追蹤分析 

針對西寧北路/鄭州路路口各方向分支，檢討改善項目及未實施之項目，並篩

選出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故型態，以釐清改善方案成效，如表 3-21 所示。 

 

表 3-21 臺北市西寧北路/鄭州路分支改善項目表 

路口 改善項目 
未實施之改善項目 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

故型態 

東側 右側增加「左轉機車靠左

行駛」告示牌。 

 

取消近路口處兩個「機

慢車可直接左轉」告示

牌。 

左轉側撞、直行擦撞 

增加黃燈 1 秒，及增加一組

燈，並做綠燈結束的 2 秒時

差。 

左側將「機慢車免二段

左轉」改為「 機慢車可

直接左轉」 

追撞 

 機車停等區加繪左直

右箭標。 

 

北側 繪製分流式指向線。  直行擦撞 

 增設一組號誌，分成兩

個號誌，早關，增加 H

型雙路口的續進號誌。 

追撞、交叉撞 

西側 繪製分流式指向線。 將號誌前移至行穿線

與停止線之間。 

（將於路段管制結束

後申請路證進場施作） 

右轉側撞 

南側 增設車道使用指示標誌，並

加副牌「禁左轉公車除外」。 

 左轉穿越側撞 

 

根據表 3-21 顯示， 西寧北路/鄭州路口與實施改善項目相關之事故型態，分

別為東側直行擦撞與追撞、北側直行擦撞、西側右轉側撞及南側左轉穿越側撞。

事前及事後第一年之碰撞構圖，如圖 3.21 圖 3.21 臺北市西寧北路/鄭州路碰撞

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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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臺北市西寧北路/鄭州路碰撞構圖 

 

根據事故資料顯示，此路口事前直行擦撞主要發生在東側東往西與北側北

往南所發生之碰撞，事前一年為 27 件，事後半年 7 件。追撞主要發生在東側東

往西，事前一年為 9 件，事後半年為 0 件。右轉側撞撞主要發生在西側西往南，

事前一年為 2 件，事後半年為 4 件。左轉側撞主要發生在東側東往南與北側北往

東，事前一年共 51 件，事後半年為 24 件。路口分支事故表，如表 3-22 所示。 

 

表 3-22 臺北市西寧北路/鄭州路分支事故表 

分支  直行擦撞 追撞 右轉側撞 左轉側撞 總數 

東側 

事前一年 23 9 - 47 79 

事後半年 

 
7 0 - 24 31 

西側 
事前一年 - - 2 - 2 

事後半年 - - 4 - 4 

北側 
事前一年 4 - - 4 4 

事後半年 0 - - 0 0 

  



 

58 

 

 

3.3.2 臺中市自由路/林森路 

一、碰撞構圖 

依 107 年的肇事現場圖資料，此案例路口之事前一年碰撞構圖分析，如圖 3.22

所示。 

 

圖 3.22 臺中市自由路/林森路碰撞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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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善方案追蹤分析 

 

針對自由路/林森路路口各方向分支，檢討改善項目及未實施之項目，並篩選

出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故型態，以釐清改善方案成效，如表 3-23 所示。 

 

表 3-23 臺中市自由路/林森路分支改善項目表 

分支 有改善項目 未實施之改善項目 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

故型態 

東南

側 

1.強化禁制標誌及指示標

誌。 

2.分隔島禁止左轉標誌改

到慢車道右側。 

3.禁止右轉標誌設置於分

隔島。 

 

1.快車道路面畫設禁止右

轉標誌。 

2.黃燈增加 1 秒。 

右轉側撞 

西北

側 

慢車道線改為車道線。 1.增繪左彎導引線。 

2.全紅增加 1 秒。(在直進

與左轉時相之間) 

追撞 

繪製直左及直右指向線。  右轉側撞、直行擦撞 

(改善前無車禍) 

西南

側 

取消慢車道，繪製分流式

指向線。 

 右轉側撞、直行擦撞 

(改善前無車禍)  

 

根據表 3-23 顯示， 臺中市自由路/林森路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故型態為東側

直行擦撞與追撞、北側直行擦撞、西側右轉擦撞及南側左轉穿越側撞。事前及事

後第一年之碰撞構圖如圖 3.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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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臺中市自由路/林森路碰撞構圖 

 

根據事故資料顯示，此路口事前追撞主要發生在西北側，事前一年為 1

件，事後半年 0 件。右轉側撞主要發生在東南側東南往東北，事前一年為 15

件，事後半年 2 件。故路口分支事故統計，如表 3-24 所示。 

 

表 3-24 臺中市自由路/林森路分支事故表 

分支 

(區位) 
 追撞 右轉側撞 直行擦撞 總數 

東南側 

(2) 

事前一年 - 15 3 18 

事後半年 - 2 - 2 

西北側 

(4) 

事前一年 1 0 0 1 

事後半年 0 0 1 1 

西南側 

(3) 

事前一年 - 0 0 0 

事後半年 -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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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高雄市大順二路/九如一路 

一、碰撞構圖 

依 107 年的肇事現場圖資料，此案例路口之事前一年碰撞構圖分析，如圖 3.24

所示。 

 

 

圖 3.24 高雄市大順二路/九如一路碰撞構圖 

 

二、改善方案追蹤分析 

針對大順二路/九如一路路口各方向分支，檢討改善項目及未實施之項目，並

篩選出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故型態，以釐清改善方案成效，如表 3-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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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 高雄市大順一路/九如一路分支改善項目表 

分支 有改善項目 未實施之改善項目 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

故型態 

東側 取消慢車道線，改成直右

車道 

無 右轉側撞、直行擦撞 

西側 慢車道線改成車道線 停止線前移距行穿線 1 公

尺 

右轉側撞、追撞及直

行擦撞 

南側 1.繪製彎道導引線 

2.繪製指向線 

增設「往建武路靠右」標誌 直行擦撞、追撞及右

轉擦撞 

增加全紅時間 無 交叉撞 

北側 改繪分流式指向線 封閉建武路（長期） 右轉側撞、直行擦撞 

 

根據表 3-25 顯示， 高雄市大順二路/九如一路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故型態為

東側右轉側撞與直行擦撞、西側右轉側撞、追撞及直行擦撞、南側直行擦撞、追撞及右

轉擦撞及北側右轉側撞、直行擦撞。事前及事後第一年之碰撞構圖如圖 3.25 所示。 

 

 
圖 3.25 高雄市大順二路/九如一路碰撞構圖 

 

根據事故資料顯示，此路口事前直行擦撞主要發生在東側東往西、西側西

往東、南側南往北與北側北往南所發生之碰撞，事前一年為 43 件，事後半年為

19 件。追撞主要發生在西側西往東與南側南往北，事前一年為 5 件，事後半年 2

件。右轉側撞主要發生在東側東往北、西側西往南與南側南往東，事前一年為

10 件，事後半年 4 件。右轉擦撞主要發生在南側南往東，事前一年為 2 件，事

後半年 1 件。交叉撞主要發生在東北側，事前一年為 4 件，事後半年 3 件。路口

分支事故統計，如表 3-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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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6 高雄市大順二路/九如一路分支事故表 

分支  直行擦撞 追撞 右轉側撞 右轉擦撞 交叉撞 總數 

東側 

事前一年 6 - 6 - - 12 

事後半年 

 

2 - 1 - - 3 

西側 
事前一年 2 2 2 - - 6 

事後半年 4 1 1 - - 6 

南側 
事前一年 31 3 - 2 4 40 

事後半年 10 1 - 1 3 15 

北側 
事前一年 4 - 2 - - 6 

事後半年 3 - 2 - - 5 

 

3.3.4 小結 

針對前期(109 年)三路口之事故追蹤，為該期教育訓練之操作範例，實際之改善

項目由地方政府決定，本計畫所提供之部分改善項目未被採納，且部分實際改善項

目非本計畫提供之方案。此外，目前事後事故資料分析期間較短，仍須後續年度持

續追蹤。 

109 年之改善相關事故型態之事故變化，如 圖 3.26 所示，由於改善竣工後之

事故資料只有半年，其顯示預測之年平均事故數。根據 圖 3.26，除右轉擦撞與交

叉撞，其他事故型態皆有下降，但仍須持續追蹤。 

 

圖 3.26 109 年改善相關事故型態之事故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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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章 110 年六都示範改善地點 

本計畫與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政府合作，於

本年度八月辦理「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設計範例」教育訓練座談會。主

要由六都各選取 2 處路口作為示範改善地點，並於講習訓練座談會中講述並實務

操作演練，落實設計範例於六都路口的改善工作。參與講習訓練座談會的成員，

必須在事前練習事故碰撞構圖，並預擬改善方案，以達成學習目標。 

除了以碰撞構圖提出改善方案以外，本計畫亦透過碰撞構圖，對各路口提出

潛在易肇事區位分析；潛在易肇事區位為路口不同車流方向產生衝突的空間位置，

其分析的目的在能更清楚瞭解不同車種與車流的衝突範圍，透過車流行駛軌跡範圍，

可界定其衝突空間位置，以提供對應的衝突車流作進一步分析。    

4.1 臺北市 

臺北市選取之示範改善地點為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及信義區

信義路五段/松仁路。以下為各路口事故特性分析(註：資料來源為交通部道安資訊

平臺，因其只有 A1A2 資料，故只針對 A1 和 A2 進行統計分析，其他所有路口亦

同)、碰撞構圖分析(註：因為本計畫所蒐集的交通事故現場圖包含 A1、A2 及 A3

所有交通事故，故皆納入繪製事故碰撞構圖，其他所有路口亦同)及預擬改善方案。 

4.1.1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 

一、事故特性分析(聽診) 

1. 區位與土地使用 

該路口位於商業區，由南北向的中山北路及東西向的民權東路貫穿臺北市區，

路口設有公車站於公車專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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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土地使用區位圖 

 

2. 幾何特性分析 

本路口為十字型交叉，路口路段相關配置資料與幾何配置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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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路口

名

稱： 

中山區民

權東路一

段/中山北

路二段 

路段全名 

民權東路一段 

(東側路口) 

民權西路 

(西側路口) 

中山北路二段 

(北側路口) 

中山北路二段 

(南側路口) 

車道

配置 

車道數量/

車道配置 
4 

混+混+

混+公 
4 

混+混+

混+公 
4 

汽+汽+

混+混 
4 

汽+汽+

混+混 

轉向配置 直+直+右直 左直+右直 直+直+直+右直 直+直+直+右直 

車道

種類 

中央分隔/

植栽(影響

視距) 

V  V      

快慢分隔/

植栽(影響

視距) 

    V  V  

分隔島電

箱/路側電

箱 

    V  V  

左轉專用

道 
    

右轉專用

道 
    

機車專用

道 
    

機慢車優

先道 
    

慢車道     

路肩     

公共設施帶或植栽 V V V V 

人行道 V V V V 

行人穿越道 V V V V 

自行車道   V V 

自行車穿越道   V V 

兩段式機車左轉待

轉區 
V V V V 

機車停等區 V V V V 

汽車號誌 V V V V 

自行車號誌     

行人號誌 V V V V 

公車站 V V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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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號誌與管制措施 

(1) 轉向管制 

① 東側民權東路東一段(往大同)：機車兩段式左轉 

② 西側民權西路(往松山)：機車兩段式左轉 

③ 北側中山北路二段(往臺北車站)：慢車道-機慢車兩段式左轉、快車道

禁止右轉、09:00~23:00 快車道禁止左轉、慢車道禁止左轉、

07:00~09:00 往南調撥一快車道、07:00~09:00 調撥車道允許左轉(假

日除外) 

④ 南側中山北路二段(往大直)：慢車道-機慢車兩段式左轉、快車道禁止

右轉、07:00~23:00 快車道禁止左轉、慢車道禁止左轉、07:00~09:00

往南調撥一車快道 

(2) 禁行車輛 

① 東側民權東路一段(往大同)：05:00~24:00 禁止左轉(公車除外)、

06:00~24:00 禁止 20 噸以上大型車輛右轉 

② 西側民權西路 (往松山 )：05:00~24:00 禁止左轉 (公車除外 )、

06:00~24:00 禁止 20 噸以上大型車輛左轉 

③ 北側中山北路二段(往臺北車站)：快車道禁行機車 

④ 南側中山北路二段(往大直)：快車道禁行機車 

(3) 速限 

① 北側中山北路二段(往臺北車站)：快車道速限 50kph、慢車道速限

40kph 

② 南側中山北路二段(往大直)：快車道速限 50kph、慢車道速限 40k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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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號誌時制 

① 平日 07:00~09:00 調撥車道允許左轉 

 

圖 4.2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時制圖 1  

 

② 平日 09:00~23:00 中山北路一段禁止左轉 

 

圖 4.3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時制圖 2 

 

③ 平日 23:00~07:00 中山北路一段北往南方向允許左轉 

 

圖 4.4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時制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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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量與流動特性 

依據交通量調查結果可知，民權西路往民權東路一段上午尖峰車流龐大，其

中直進車輛有 1087 輛來自小型車，8317 輛來自機車，右轉車輛有 216 輛來自小

型車，381 輛來自機車，易與同向右轉之車輛發生碰撞。 

5. 事故統計分析 

依據該路口近一年的事故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可知，該路口最常發生側撞(佔

32%)、追撞(佔 24%)以及擦撞(佔 22%)。主要的事故因素是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而發生事故的時間則以凌晨 0 時至 1 時、上午 7 時至 8 時以及下午 3 時至 4 時為

最多，相關統計圖如下所示： 

 

 
 

圖 4.5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 事故類型及型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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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事故原因圖 

 

 

圖 4.7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事故發生時間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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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製碰撞構圖(電腦斷層診察) 

依據 2020 年該路口的事故現場圖，繪製碰撞構圖如下所示： 

 

圖 4.8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碰撞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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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擬改善方案 

1. 依碰撞構圖分析結果，初擬改善建議方案構想分述如下： 

 

圖 4.9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初擬改善方案構想圖 

 

[1] 東側民權東路一段路口：(1)東側民權東路之追撞車禍，故黃燈增加 1 秒。 

[2] 南側中山北路二段路口：(2)為同向左轉側撞及同向右轉側撞，表示車輛在左

右轉時，未靠最左側或最右側進行左右轉，改善方案為： 

a、 加一個告示牌，右轉車靠右側行駛預告告示牌，左轉車靠左側行駛。 

b、 加設快車道禁止右轉，慢車道禁止左轉。 

[3] 南側中山北路二段路口：(3)及(4)，(5)的追撞及同向擦撞，除了傳統上的黃燈

時間影響(3)及(5)的追撞車禍之外，右轉車是否靠右造成的(4)的同向擦撞的問

題外，因為中山北路的慢車道車流大，且當有路邊暫停車輛或右轉車受禮讓

行人而回堵時，後來車輛的閃避及變換車道的衝擊，很容易造成(3)及(4)車禍

的發生。因此，改善方案採用多元改善方式： 

a、 黃燈增加 1 秒 

b、 加設右轉車靠右預告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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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調整東側民權東路路口南邊的行穿線離路口 5 公尺，以供右轉車有個停

等空間，故而東側民權東路路口的行穿線以公車站臺為庇護島成為 Z 字

型穿越道。若欲進行此一 Z 字型穿越道的設計，必須對於公車站臺的位

置加以適當調整，以便配置行人庇護島。 

d、 東側行人早開 5 秒，先疏解部分行人減少右轉車回堵。 

[4] 西側民權東路一段路口：(6)，(7)，(8)分別為右轉側撞，追撞及擦撞，與本路

口高流量且機車數量龐大，平時已將近飽和，同時右轉交通量亦大，以致右

轉車無法順利疏解，車輛無法靠右右轉，右轉車回堵阻礙直進車輛，也造成

車輛強迫閃避，連動造成右轉側撞，追撞及擦撞。改善方案為： 

a、 將最右車道改成右轉專用道 

b、 黃燈增加 1 秒 

c、 南側的中山北路路口的行穿線南移 2 公尺，增加右轉車停等空間。 

d、 南側行人早開 5 秒，先疏解部分行人減少右轉車回堵。 

[5] 北側中山北路二段路口：(9)，(10)，(11)的右轉側撞，追撞及擦撞，部分因黃

燈時間不足，慢車道車流量大，在飽和狀況下，右轉車在禮讓行人時出現回

堵妨礙直行的情形，易引發追撞及擦撞，因此，改善方案包括： 

a、 黃燈增加 1 秒 

b、 加繪指向線，提早提醒右轉車靠右 

c、 西側民權西路路口的行穿線往西移 5 公尺，減少右轉車停等的回堵，同

時，以公車站為庇護島形成 Z 字型行人穿越道，。若欲進行此一 Z 字型

穿越道的設計，必須對於公車站臺的位置加以適當調整，以便配置行人

庇護島。 

d、 西側行人早開 5 秒，先疏解部分行人減少右轉車回堵。 

[6] 南側中山北路二段及西側民權東路一段路口：(12)，(13)的夜間左轉穿越側撞，

因為本路口在夜間 11:00 到早上 5 點允許左轉，但並無左彎專用道及專用號

誌，引發車禍，其改善方式雖可以採增設左彎專用道及專用號誌，但受限於

車道及號誌全面改成箭頭燈，而只為了深夜使用，並不可行，因此建議取消

允許左轉，改成全天禁止左轉。 

[7] 在號誌時制上，目前黃燈皆為 3 秒，而全紅則南北向 4 秒，東西向 5 秒，  

a、 皆改成黃燈 4 秒，而全紅則為 3 秒及 4 秒；行人方向皆早開 5 秒及早關

5 秒，進行號誌時制的調整 

b、 四面的行穿線比加以調整，以增加右轉車的停讓行人的停等空間 

c、 東西側民權東西路上則設置 Z 字型行穿線。 

[8] 長期建議：封閉民權東路一段 7 巷，以避免巷道與主要幹道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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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車流衝突與肇事分佈現況，分析此路口之潛在易肇事區位如下： 

 

圖 4.10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潛在易肇事區位圖 

 

(1) A 為追撞或同向擦撞，可能因為黃燈時間的追撞，或因為被右轉車或路邊臨

停干擾，以致出現變換車道的擦撞。 

(2) B 為右轉側撞，因為右轉車未能靠右而直行車太靠右，以致形成右轉側撞。 

(3) C 為追撞或同向擦撞，可能因為黃燈時間的追撞，或因為被右轉車停讓行人

回堵或路邊臨停干擾，以致直行車輛閃避或停止，以致出現追撞或變換車道

的擦撞。 

(4) D 為右轉側撞，因為右轉車未能靠右而直行車太靠右，以致形成右轉側撞。 

(5) E 為追撞或同向擦撞，可能因為黃燈時間的追撞，或因為被右轉車停讓行人

回堵或路邊臨停干擾，以致直行車輛閃避或停止，以致出現追撞或變換車道

的擦撞。 

(6) F 為右轉側撞，因為右轉車未能靠右而直行車太靠右，以致形成右轉側撞。 

(7) G 為追撞或同向擦撞，可能因為黃燈時間的追撞，或因為被右轉車停讓行人

回堵或路邊臨停干擾，以致直行車輛閃避或停止，以致出現追撞或變換車道

的擦撞。 

(8) H 左轉穿越側撞，在缺乏左彎專用道及專用號誌與左彎導引線時，容易引起

左轉穿越側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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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路口之現況圖與改善方案示意圖，如圖 4.11 與圖 4.12 所示。      

 

圖 4.11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現況圖 

 

圖 4.12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之本計畫改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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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松仁路 

一、事故特性分析(聽診) 

1. 區位與土地使用 

該路口位於信義商業區，由南北向的松仁路及東西向的信義路五段貫穿臺北

市區，附近有捷運象山站。 

 

圖 4.13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松仁路土地使用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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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幾何特性分析 

本路口為十字型交叉，路口路段相關配置資料與幾何配置如下表所示： 

表 4-2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松仁路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路口

名

稱： 

信義區信

義路五段/

松仁路 

路段全名 

信義路五段 

(東側路口) 

信義路五段 

(西側路口) 

松仁路 

(北側路口) 

松仁路 

(南側路口) 

車道

配置 

車道數量/

車道配置 
5 

汽+汽+

混+混+

混 

4 
汽+混+

混+混 
4 

汽+汽+

混+混 
4 

汽+混+

混+混 

轉向配置 
左+左直+直+直+

右 
左+直+直+右直 左+左+直+右直 左直+直+直+右 

車道

種類 

中央分隔/

植栽(影響

視距) 

V  V  V    

快慢分隔/

植栽(影響

視距) 

        

分隔島電

箱/路側電

箱 

        

左轉專用

道 
V V V  

右轉專用

道 
   V 

機車專用

道 
    

機慢車優

先道 
    

慢車道     

路肩     

公共設施帶或植栽 V V V V 

人行道 V V V V 

行人穿越道 V V V V 

自行車道    V 

自行車穿越道 V V V V 

兩段式機車左轉待

轉區 
V V V V 

機車停等區 V V V V 

汽車號誌 V V V V 

自行車號誌     

行人號誌 V V V V 

公車站 V    

其他     

  



 

79 

 

3. 交通號誌與管制措施 

(1) 轉向管制 

① 東側信義路五段(往臺北 101)：機車兩段式左轉 

② 西側信義路五段(往象山站)：機車兩段式左轉 

③ 北側松仁路(往吳興國小)：機車兩段式左轉 

④ 南側松仁路(往市政府站)：機車兩段式左轉 

(2) 禁行車輛 

① 東側信義路五段(往臺北 101)：內側兩車道禁行機車 

② 西側信義路五段(往象山站)：內側一車道禁行機車 

③ 北側松仁路(往吳興國小)：內側兩車道禁行機車 

④ 南側松仁路(往市政府站)：內側一車道禁行機車、07:00~09:00 和

17:00~20:00 禁止左轉(公車除外) 

(3) 速限 

① 東側信義路五段(往臺北 101)：速限 50kph 

② 西側信義路五段(往象山站)：速限 50kph 

③ 北側松仁路(往吳興國小)：速限 50kph 

④ 南側松仁路(往市政府站)：速限 50kph 

(4) 號誌時制 

① 平日尖峰 

 

圖 4.14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松仁路時制圖 1 

 

② 平日離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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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松仁路時制圖 2 

4. 交通量與流動特性 

依據交通量調查結果可知，信義路五段由東往西方向上午尖峰(08:00~09:00)

車流龐大，其中直進車輛有 969 輛來自小型車，1236 輛來自機車，右轉車輛有

644 輛來自小型車，49 輛來自機車，因直進及右轉車輛龐大，易發生同向右轉之

車輛碰撞。此外，松仁路由北往東方向下午尖峰(18:00~19:00)左轉車流龐大，有

503 輛來自小型車，易發生同向左轉之車輛碰撞。 

5. 事故統計分析 

依據該路口近一年的事故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可知，該路口最常發生側撞(佔

30%)與擦撞(佔 26%)。主要的事故因素是右轉彎未依規定。而發生事故的時間則

以凌晨 0 時至 1 時、中午 12 時至 13 時、下午 2 時至 3 時以及晚上 9 時至 10 時

為最多，相關統計圖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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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松仁路事故類型及型態圖 

 

 

圖 4.17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松仁路事故原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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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松仁路事故發生時間統計圖 

 

二、繪製碰撞構圖(電腦斷層診察) 

依據 2020 年該路口的事故現場圖，繪製碰撞構圖如下所示： 

 

圖 4.19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松仁路碰撞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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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擬改善方案 

1. 依碰撞構圖分析結果，初擬改善建議方案構想分述如下： 

 

 

圖 4.20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松仁路初擬改善方案構想圖 

 

[1] 東側信義路五段路口：(1)右轉側撞，因右轉車未能完全靠右及部分直進車輛

使用右轉專用道而導至。由於此路口在上午尖峰的右轉車流達 820PCU/小時，

其中有 640 輛小汽車，由此，一個車道不太足夠，然而此一路口的直進及左

轉量皆龐大，車道數己無法增加右轉車道。故只能加強指向線及增加右轉車

靠右的告示牌，及減少右轉車受禮讓行人而回堵。 

[2] 東側信義路五段路口：(2)，(3)的同向直進追撞及同向擦撞，改善方案為： 

a、 在黃燈增加 1 秒，目前 3 秒轉成 4 秒，因為右轉專用時相此時繼續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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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免直進車誤判 

b、 黃燈亮及全紅時右轉維持綠燈 

c、 在同向擦撞方面，增加指向線的密度。 

[3] 東側信義路五段路口：(4)的右側追撞，因為此一路口有右轉專用時段，與輪

放的行人號誌同時綠燈，此時在右轉的車輛於輪放綠燈時的行人干擾會緊急

煞停，故而引發同向右轉追撞，改善方案為： 

a、 在輪放前行人先亮 5 秒綠燈後才輪放綠燈 

b、 縮短出隧道的雙白線，以便拉長可變換車道進入右轉專用道的距離 

[4] 東側信義路五段路口接北側路口：(5)右轉與左轉的匯入側撞，因為在時相六

有個西側路口左轉與東側路口右轉同一時相，以致左轉與右轉會產生衝突， 

故於東側路口增繪右轉導引線。 

[5] 南側松仁路路口：(6)，(7)追撞及同向擦撞，因為有左轉專用道，在上午尖峰

禁止左轉及上游路口只有兩車道。因此，在車道選擇不當，及時相變換時黃

燈不及反應。改善方案為： 

a、 上游增加導引線及增繪指向線 

b、 尖峰禁止左轉告示牌 

[6] 西側信義路五段路口：(8)右轉側撞，右轉車未完全靠右與直進車或欲進入兩

段式左轉待轉區的機車發生側撞，此一路口有右轉專用道，但因指向線及車

道漸變導引線不足導至易發生事故，故而增繪車道指向線及調整車道漸變線。 

[7] 西側信義路五段路口：(9)，(10)追撞及同向擦撞，改善方案為： 

a、 黃燈增加 1 秒 

b、 調整車道漸變線，以導引車流進入正確車道 

[8] 北側松仁路路口：(11)，(12)追撞及同向擦撞，改善方案為： 

a、 黃燈增加 1 秒 

b、 車道漸變線調整由三車道進入兩左轉專用道的漸變方式 

[9] 北側松仁路路口：(13)，(14)左轉穿越側撞及同向左轉擦撞，改善方案為： 

a、 黃燈增加 1 秒 

b、 加繪雙左轉導引線，一往信義快，一往地下道 

c、 內側左轉專用道標字為往信義快速道路，第二左轉專用道標字為往信義

路地下道，並於上游設置預告標誌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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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車流衝突與肇事分佈現況，分析此路口之潛在易肇事區位如下： 

 

 

圖 4.21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松仁路區位分析圖 

 

(1) A 右轉側撞及同向右轉追撞或擦撞，因為右轉車流大，且車道數多，右轉車

若不及變換至最外側車道，及受行人干擾，則易引發右轉側撞及同向追撞或

擦撞。 

(2) B 同向追撞，在受到其他車轉彎車所阻或因黃燈時來不及反應， 及此一方向

車流由快速道路下來速度較快的影響皆會引發追撞。 

(3) C 同向擦撞， 因上游由快速道路出來，轉向車流量大，變換車道需求高，且

車道數多，容易因變換車道而引發同向擦撞車禍。 

(4) D 同向追撞，在受到其他車轉彎車所阻或因黃燈時來不及反應，引發追撞。 

(5) E同向擦撞， 因上游由兩車道變成此一路口四車道，且左右轉專用道的影響，

若選擇車道不當，在來不及變換時，容易因變換車道而引發同向擦撞車禍。 

(6) F 右轉側撞及同向右轉追撞或擦撞，右轉車若不及變換至最外側車道，及受

行人干擾，則易引發右轉側撞及同向追撞或擦撞。 

(7) G 同向追撞，在受到其他車轉彎車所阻或因黃燈時來不及反應，引發追撞。 

(8) H 同向擦撞， 因上游三車道， 此一路口變成四車道，且有左彎專用道，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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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車道需求高，若漸變車道線的導引不當，容易因變換車道而引發同向擦撞

車禍。 

(9) I 同向擦撞， 因上游三車道， 此一路口變成四車道，且有兩左彎專用道，變

換車道需求高，若漸變車道線的導引不當，容易因變換車道而引發同向擦撞

車禍。 

(10) J 同向追撞，在受到其他車轉彎車所阻或因黃燈時來不及反應，引發追撞。 

(11) K 因雙左彎專用道，分別行駛不同的車道選擇，若預先選擇不當，易引發同

向左轉擦撞。同時亦容易因時相變換時引發左轉穿越側撞。 

(12) L 因為左轉與右轉車會有一段時間因為兩側的左轉與右轉同一時間，缺乏左

轉與右轉導引線的區隔而引發匯入側撞。 

  



 

87 

 

3. 該路口之現況圖與改善方案示意圖，如圖 4.22 與圖 4.23 所示。   

   

圖 4.22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松仁路現況圖 

 

 

圖 4.23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松仁路之本計畫改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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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新北市 

新北市選取之示範改善地點為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重陽路一段及新莊區中

正路/思源路。以下為各路口事故特性分析、碰撞構圖分析及預擬改善方案。 

4.2.1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重陽路一段 

一、事故特性分析(聽診) 

1. 區位與土地使用 

該路口位於除西南側為商業區，東南側為機關用地外，其餘皆為住宅區，路

口上方有中山高架道路，東北側有一條無名巷。 

 

圖 4.24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重陽路一段土地使用區位圖 

  

新北大道新北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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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幾何特性分析 

本路口為七岔路口，路口路段相關配置資料與幾何配置如下表所示： 

表 4-3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重陽路一段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路口

名

稱： 

新北市三重區新

北大道一段／重

陽路一段 

路段全名 

重陽路一段 重陽路二段 三民街 過圳街 東北側無名巷 

車道

配置 

車道數量/車道配

置 
2 混+混 2 混+混 1 混 2 混+混 1 混 

轉向配置 左直+右直 左直+右直 無劃設 直+右 無劃設 

車道

種類 

中央分隔/植栽(影

響視距) 
V  V        

快慢分隔/植栽(影

響視距) 
          

分隔島電箱/路側

電箱 
          

左轉專用道      

右轉專用道      

機車專用道      

機慢車優先道      

慢車道      

路肩      

公共設施帶或植栽 V V  V  

人行道 V V  V  

行人穿越道 V V  V  

自行車道      

自行車穿越道      

兩段式機車左轉待轉區 V V    

機車停等區 V V V V V 

汽車號誌 V V V V V 

自行車號誌      

行人號誌 V V V V V 

公車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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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

名

稱： 

中山區民權

東路一段/中

山北路二段 

路段全名 

新北大道一段 

（西側往東） 

新北大道一段 

（東側往東） 

新北大道一段 

（西側往西） 

新北大道一段 

（東側往西） 

車道

配置 

車道數量/車

道配置 
3 

汽＋混

+混 
2 混+混 2 混+混 3 

汽＋混

+混 

轉向配置 直+直+右直 左直+右直 左直+右直 左直+直+右直 

車道

種類 

中央分隔/植

栽(影響視距) 
V  V  V  V  

快慢分隔/植

栽(影響視距) 
        

分隔島電箱/

路側電箱 
        

左轉專用道     

右轉專用道     

機車專用道     

機慢車優先

道 
    

慢車道     

路肩  V   

公共設施帶或植栽 V V V V 

人行道 V V V V 

行人穿越道 V V V V 

自行車道     

自行車穿越道     

兩段式機車左轉待轉

區 
V V V V 

機車停等區 V V V V 

汽車號誌 V V V V 

自行車號誌     

行人號誌 V V V V 

公車站     

其他     

 

3. 交通號誌與管制措施 

(1) 轉向管制 

① 北側重陽路二段（往重陽路一段）：15 噸以上大貨車禁止右轉、禁

止左轉 

② 南側重陽路一段（往重陽路二段）：機車兩段式左轉、大貨車禁止左

右轉 

③ 西側新北大道一段（往中正北路）：禁止左轉（大客車或 15 噸以上

大貨車除外）、機車兩段式左轉 

(2) 禁行車輛 

東南側過圳街（往重新路三段）：禁止 15 噸以上大貨車或砂石車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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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速限 

北側重陽路二段（往中正北路）：速限 50kph 

(4) 號誌時制(上午尖峰) 

時相一 G:48 Y:3 R:2 時相二 G:22 Y:3 R:2 時相三 G:32 Y:3 R:2 

   

時相四 G:32 Y:3 R:2 時相五 G:50 Y:3 R:3  

  

 

 

4. 交通量與流動特性 

依據交通量調查結果可知，新北大道往西與重陽路往南尖峰車流龐大，其直

進交通量分別為 1856 pcu/hr 及 1222 pcu /hr。 

5. 事故統計分析 

依據該路口近一年的事故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可知，該路口最常發生側撞(佔

26%)與擦撞(佔 24%)。主要的事故因素是未注意車前狀況及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而發生事故的時間則以下午 2 時至 3 時、晚上 6 時至 7 時以及晚上 8 時至 9 時為

最多，相關統計圖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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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重陽路一段事故類型及型態圖 

 

 

圖 4.26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重陽路一段事故類型及型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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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重陽路一段事故發生時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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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製碰撞構圖(電腦斷層診察) 

依據 2020 年該路口的事故現場圖，繪製碰撞構圖如下所示： 

 

圖 4.28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重陽路一段碰撞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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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擬改善方案 

1. 依碰撞構圖分析結果，初擬改善建議方案構想分述如下： 

 

 

圖 4.29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重陽路一段預擬改善方案圖 

 

[1] 東側新北大道一段路口：(1)交叉撞，時相順序在東西側的新北大道綠燈後，

為南北重陽的綠燈，顯然新北大道因車道偏移及西側車道為直左共用，疏解

效率不彰，目前的全紅有 3 秒，應增為 4 秒，且加繪車道導引線。 

[2] 東側新北大道一段路口：(2)追撞，(3)及(4)同向左轉擦撞，因為新北大道東側

近端有三車道，但遠端則只有兩車道，因受橋墩所阻，在有左轉專用道之下，

有左轉空間導引左轉，故維持一直左及一直， 以進入遠端西側二車道的新北

大道，而將最右車道改成右轉專用道，以維持車道平衡。減少各種同向碰撞

事故。故 

a、 東側設右轉專用道，另有一直左及一直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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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東西側增繪車道導向線。 

[3] 東側新北大道一段路口：(5)交叉撞，c.全紅時間由 3 秒增為 4 秒。 

[4] 東南側過圳街路口：(6)交叉撞，在輪放過圳街北往南綠燈結束，輪到新北大

道東西向綠燈時，全紅時間只有 2 秒，不足，從而引發交叉撞，故全紅時間

應提高為 4 秒。 

[5] 東南側過圳街路口：(7)同向左轉側撞，因為是輪放，機車可直接左轉，但因

未能靠左側左轉新北大道，故而引發同向左轉側撞 

甲、加繪一組指向線，以利機車可靠左直接左轉 

乙、將過圳街的車道導引線延伸到行穿線。 

[6] 南側重陽路一段路口：(8)左轉穿越側撞，(9)同向擦撞，因此一路口有南向北

的遲閉的時相 2，故而是由北往南己有 2 秒全紅，因此一路口只有直左共用

及直進兩個車道，故應是左轉停等空間不足，因為空間夠設為三車道，因此，

將內側直左共用改成左轉專用道，而將慢車道改為車道，而成為一左兩直的

車道配置。此處設有機車兩段式左轉標誌，但機車駛入兩段左轉待轉區之車

流路徑過斜顯不合理，故建議拆除機車兩段式左轉標誌。 

[7] 西側新北大道一段路口：(10)，(11)直進同向擦撞及(12)同向左轉的擦撞，為

車道選擇問題，因此一路口為直進可以直進到過圳街右轉，或直進進入新北

大道，另此一路口為禁止小汽車左轉，部分車輛違規要往左轉到橋下停等，

以致車道選擇較為混亂，故加一個直進車道的導引線，由西側的新北大道連

到東側的新北大道，以減少車道選擇的混亂。此外，將行人穿越道往西退縮，

除了減少和機車衝突，也可以增加重陽路或三民街北往西右轉車輛的視覺角

度，降低與行人的衝突。 

[8] 北側重陽路二段路口：(11)交叉撞，將時相五的全紅由目前的 3 秒增為 4 秒。 

[9] 長期建議：將西側行人穿越道往西退縮，並將停車場緣石後退，減少和機車

衝突，亦可增加重陽路或三民街北往西右轉車輛的視覺角度，降低與行人的

衝突。 

 

  



 

97 

 

2. 透過車流衝突與肇事分佈現況，分析此路口之潛在易肇事區位如圖 4.30： 

   

 

圖 4.30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重陽路一段潛在易肇事區位圖 

 

由於公路路線設計規範規定，路口不宜多肢交叉，不宜銳角交叉，不宜巷道

交叉主要幹道，不宜不規則交叉，路口間不宜太近，故本路口集各種不良設計於

一身。 

(1) A 由新北大道由東側往西側的車道數不平衡，及時相順序關係，容易引發交

叉撞車禍。 

(2) B 由新北大道東側往西側可以左轉，加上車道數不平衡，易引起左轉及同向

的擦撞。 

(3) C 因為路口較寬，雖此一過圳街採用輪放，但因車道數為單一車道，可以左

轉，故易引發與西側來車的交叉撞，及本身同向左轉側撞。 

(4) D 西側因為三車道，但直進可以進入新北大道東側及右轉進入過圳街，故易

引發同向擦撞。 

(5) E 西側因為三車道，但直進可以進入新北大道東側及右轉進入過圳街，故易

引發同向擦撞。或因部分違規左轉而引發同向左轉的側撞或擦撞。 

(6) F 為直左共同及直進各一車道，易引發同向擦撞及停讓空間不足而引發左轉

穿越側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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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路口之現況圖與改善方案示意圖，如圖 4.11 和圖 4.12 所示。另外，依新

北市政府交通局所提供之預計改善措施表，整理分支改善表，示於表 4-3。 

 

 

圖 4.31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重陽路一段現況圖 

 

 

 圖 4.32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重陽路一段地方改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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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重陽路一段分支改善表 

  

分支 有改善項目 未實施之改善項目 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故

型態 

東側 增加預告標誌 (1) 改設右轉專用道 

(2) 繪製導引線 

同向左轉擦撞、直行擦

撞 

西北側 無 繪製分流指向線 無 

西側 無 (1) 延伸導引線 

(2) 繪製導引線 

(3) 行人穿越道往西退縮，並將

停車場緣石後退 

同向左轉擦撞、直行擦撞 

南側 拆除機車兩段式左轉標誌 1.重繪機車停等區與小箭標 

2.移除路邊障礙物 

3.增設南北向之中心導引線 

左轉穿越側撞、直行擦

撞 號誌桿標誌位置調整，增加

車道遵行內照式標誌 

 

移除慢車道並改設車道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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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 

一、事故特性分析(聽診) 

1. 區位與土地使用 

該路口位於工業區，由南北向的平面道路思源路及東西向的中正路所構成，

高架道路為通往新莊及板橋的新北市特一號道路，此外附近有捷運橘線及黃線高

架段交匯的頭前庄站。 

 

圖 4.33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土地使用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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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幾何特性分析 

本路口為十字型交叉，路口路段相關配置資料與幾何配置如下表所示： 

表 4-5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路口

名

稱： 

 新北市新

莊區中正

路/思源路 

路段全名 

中正路 

(東側路口) 

中正路 

(西側路口) 

思源路 

(北側路口) 

思源路 

(南側路口) 

車道

配置 

車道數量/

車道配置 
3 

混+混+

混 
2 混+混 1 混 

平面:1 混 

高架:2 混+混 

轉向配置 直+直+右 直+右直 右直 
平面:右 

高架:直+右 

車道

種類 

中央分隔/

植栽(影響

視距) 

V  V      

快慢分隔/

植栽(影響

視距) 

        

分隔島電

箱/路側電

箱 

V    V  V  

左轉專用

道 
    

右轉專用

道 
V   V 

機車專用

道 
    

機慢車優

先道 
    

慢車道     

路肩     

公共設施帶或植栽 V V V V 

人行道 V V V V 

行人穿越道 V V V V 

自行車道    V 

自行車穿越道     

兩段式機車左轉待

轉區 
V V V V 

機車停等區 V V V V 

汽車號誌 V V V V 

自行車號誌     

行人號誌 V V V V 

公車站     

其他     

 

3. 交通號誌與管制措施 

(1) 轉向管制 

① 東側中正路(往新莊)：機車兩段式左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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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西側中正路(往三重)：機車兩段式左轉 

③ 北側思源路(往板橋)：機車兩段式左轉 

④ 南側思源路(往五股)：機車兩段式左轉 

(2) 禁行車輛 

① 東側中正路(往新莊)：禁止左轉  

② 西側中正路(往三重)：禁止左轉 

③ 北側思源路(往板橋)：禁止左轉(公車除外)、禁止 15 噸以上大貨車右

轉 

④ 南側思源路(往五股)：禁止左轉(公車除外) 

(3) 速限 

① 東側中正路(往新莊)：速限 50kph 

② 西側中正路(往三重)：速限 50kph 

③ 北側思源路(往板橋)：速限 50kph 

④ 南側思源路(往五股)：速限 50kph 

(4) 號誌時制(上午尖峰) 

 

圖 4.34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時制圖 



 

103 

 

 

4. 交通量與流動特性 

依據交通量調查結果可知，中正路往三重及板橋方向上午尖峰車流龐大，其

中往三重交通量約 1832 pcu/hr，右轉上匝道往板橋交通量約 866 pcu/hr，易發生

同向直行車輛與右轉車輛之碰撞。而下匝道通往五股及三重之方向為另一股龐大

車流，其中往五股交通量約為 1754pcu/hr，右轉往三重交通量約 1150 pcu/hr，易

發生同向右轉車輛之碰撞。 

 

5. 事故統計分析 

依據該路口近一年的事故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可知，該路口最常發生同向擦撞

(佔 22%)、側撞(佔 17%)以及追撞(17%)。主要的事故因素是未注意車前狀況。而

發生事故的時間則以下午 4 時至 5 時以及晚上 6 時至 7 時為最多，相關統計圖如

下所示： 

 

圖 4.35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事故類型及型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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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6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事故原因圖 

 

 

圖 4.37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事故發生時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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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製碰撞構圖(電腦斷層診察) 

依據 2020 年該路口的事故現場圖，繪製碰撞構圖如下所示： 

 

圖 4.38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碰撞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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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擬改善方案 

1. 依碰撞構圖分析結果，初擬改善建議方案構想分述如下： 

 

 

圖 4.39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碰撞構圖 

 

[1] 北側思源路路口：(1)，(11)為思源路往南右轉中正路之右轉側撞及右轉擦撞，

右轉車未靠右，有部分是受橋下迴轉往中正路未來得及靠右影響，因此： 

a、 可以使用分流指向線外。 

b、 並在橋下迴轉道加一告示牌：右轉中正路靠外側行駛。 

[2] 西側中正路路口：(2)右轉側撞及(10)右轉追撞為中正路往東右轉思源路，因

有些要上橋，有些要走平面，因此右轉有兩個動線，必須確保右轉車靠右，

但由於可能會與巷道車輛發生衝突，則 

a、 中正路應設置標誌，禁止中正路車流右轉進平面道路。 

b、 在中正路應劃設車道指向線及直右分流指向線。 

c、 中正路號誌比巷道的只允右轉的號誌早開 10 秒，以先行疏解減少右轉

位置的衝突。 

[3] 西側中正路路口：(3)，(4)追撞，在 

a、 (3)近端號誌黃燈增加 1 秒，以減少追撞機會。 

b、 (4)的遠端晚 2 秒轉為黃秒，以路口疏解。 

[4] 北側思源路路口：(5)於夜間有追撞車禍，可能是夜間易有想闖黃燈之傾向， 

a、 增加黃燈 1 秒。 

b、 同時在鄰近的上游增設豎立共桿號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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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東側中正路路口：(6)，(7)，(8)為中正路往西連續通過兩個停止線，如同中正

路往東的續進概念，在近端第一個黃燈增 1 秒，而遠端的綠燈增 2 秒，即黃

燈晚 2 秒亮。此 2 秒為讓通過第一停止線的車到第二停止線時，第二個停止

線的號誌尚未亮黃燈。 

[6] 東側中正路路口：(12)，(13)為同向右轉擦撞及同向直行擦撞，因右轉車進入

車道的選擇過多（思源路、大漢路、機車專用道）所引起，故及早明確提供

資訊及清楚劃分行駛空間有助於減輕事故，改善方案為： 

a、 近端增加一近端「輔一」標誌。 

b、 削除部分槽化線以方便進入機車專用道。 

c、 在路口內增加車道導引線。 

[7] 南側思源路路口：(14)因為兩條右轉專用道容易造成同向右轉擦撞，改善方案

為： 

a、 將車道直進導引線改繪於直進車道，而右轉車道改繪右轉導引線，並將

此右轉導引線接遠端的慢車道線，此時在慢車道的機慢車導引入慢車道，

而在混合車道的汽機車導引入混合車道。 

b、 最外側的機慢車道增繪右轉指向線增加提示只能右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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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車流衝突與肇事分佈現況，分析此路口之潛在易肇事區位如圖 4.40： 

 

圖 4.40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潛在易肇事區位圖 

 

此一路口需用路人自行判斷行駛方式的潛在衝突及易發生事故的區位： 

(1) A 及 B 為右轉進入思源路平面或上匝道的車流，由於車道選擇過多，其有車

流交織之衝突，可能導致駕駛會急煞車或臨時變換車道，從而造成擦撞、側

撞或追撞。 

(2) C 為右轉思源路的車流，要上匝道或走平面時的位置不同，若來不及反應或

臨時變換車道或急煞車，可能導致同向轉彎擦撞、追撞或右轉側撞。 

(3) D 為思源路往北車輛迴轉後，要再右轉進入中正路時，若未預先於在思源路

靠右側行駛，可能導致右轉側撞或同向擦撞。 

(4) E 及 F 為在橋下的兩個停止線，當綠燈轉黃燈時，由於路口面積過大，因此

有些駕駛想煞車，而有些則來不及煞車，從而在這兩停止線容易產生追撞車

禍。 

(5) G 因停止線前方有機車待轉區，且因位於橋下，駕駛人之視線會被墩柱遮蔽，

又中正路疏解車輛之時間較長，故有交叉撞的潛在問題。 

(6) H 為橋墩分隔的兩個右轉專用道，此兩條右轉動線上的車輛容易產生同向右

撞擦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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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路口之現況圖與改善方案示意圖，如圖 4.41 與圖 4.42 所示。另外，依新

北市政府交通局所提供之預計改善措施表，整理分支改善表，示於表 4-6。 

 

 

圖 4.41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現況圖 

 

 

圖 4.42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地方改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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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分支改善表 

  

分支 有改善項目 未實施之改善項目 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故

型態 

東側 1.門架輔 1 標誌增加道路名稱 

2.停止線向前調整，外 2 車道分

別規劃機車停等區 

3.拆除「思源路」標誌 

4.機車待轉區向前擴大 

5.往大漢橋兩側槽化線寬度調

整。 

 

在路口內增加車道導引

線 

 

同向右轉擦撞、同向直

行擦撞 

 

橋下往西號誌黃燈增加 1 秒，遠

端號誌黃燈增加 2 秒 

 追撞 

第 6 時相全紅調整為 5 秒 (增加

2 秒) 

 交叉撞 

北側 1.增加「右轉中正路靠外側行

駛」牌面 

2.調整大漢橋下迴轉道車道配

置，轉彎導引線併同調整 

鄰近的上游號誌燈頭取

消遠端而改為豎立共桿

號誌 

右轉側撞、同向擦撞、 

追撞、同向右轉擦撞 

西側 1.往桃園車道原兩快一慢調整為

三車道，並增繪指向線 

2.中正路巷道遠燈增加巷道右轉

專用標誌 

3.行穿線拉直順接路緣斜坡。 

4.延伸 2 公尺並調整為實體，以

路緣斜坡銜接行穿線（養工處） 

增加一個只允右轉的告

示牌 

 

右轉側撞、同向右轉擦

撞 

往東近端號誌黃燈增加 1 秒，遠

端號誌黃燈遲 2 秒開 

 追撞 

南側 1.增加大漢橋下迴轉道預告標誌 

2.增加大漢橋下橋處車道容量，

停止線及機車停等區調整 

3.增加大漢橋下橋右側車道右轉

中正路轉彎導引線 

1.將車道直進導引線改繪

於直進車道 

2.最外側的機慢車道增繪

右轉指向線增加提示只

能右轉 

追撞、同向右轉擦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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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桃園市 

桃園市選取之示範改善地點為中壢區新中北路/榮民路及桃園區大興西路三

段/國際路二段。以下為各路口事故特性分析、碰撞構圖分析及預擬改善方案。 

4.3.1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榮民路 

一、事故特性分析(聽診) 

1. 區位與土地使用 

該路口皆為農業區，南北向為榮民路，東西向為新中北路二段，東北側有加

油站。 

 

圖 4.43 桃園市中壢區榮民路/新中北路二段土地使用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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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幾何特性分析 

本路口為非正交路口，路口路段相關配置資料與幾何配置如下表所示： 

表 4-7 桃園市中壢區榮民路/新中北路二段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路口

名

稱： 

桃園市中壢區榮

民路/新中北路

二段 

路段全名 

榮民路 

(北側路口) 

榮民南路 

(南側路口) 

新中北路 

(東側路口) 

新中北路 

(西側路口) 

車道

配置 

車道數量/車道

配置 
1 混 1 混 1 混 1 混 

轉向配置 無劃設 無劃設 無劃設 無劃設 

車道

種類 

中央分隔/植栽

(影響視距) 
        

快慢分隔/植栽

(影響視距) 
        

分隔島電箱/路

側電箱 
        

左轉專用道     

右轉專用道     

機車專用道     

機慢車優先道     

慢車道     

路肩 V V V  

公共設施帶或植栽     

人行道     

行人穿越道 V V V V 

自行車道     

自行車穿越道     

兩段式機車左轉待轉區     

機車停等區 V V V V 

汽車號誌 V V V V 

自行車號誌     

行人號誌     

公車站     

其他     

 

3. 交通號誌與管制措施 

(1) 速限 

⑤ 東側新中北路(往環中東路)：速限 50kph 

⑥ 西側新中北路(往崁頂路)：速限 50kph 

⑦ 北側榮民路(往華勛國小)：速限 50kph 

⑧ 南側榮民路(往中正國小)：速限 50kph 

(2) 號誌時制 

① 平日尖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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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相一 G:70 Y:3 R:2 時相二 G:40 Y:3 R:2 

  

② 平日及假日夜間 

時相一 G:55 Y:3 R:2 時相二 G:25 Y:3 R:2 

  

 

4. 交通量與流動特性 

尚未取得交通量資料。 

 

5. 事故統計分析 

依據該路口近一年的事故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可知，該路口最常發生側撞(佔

47%)。主要的事故因素是未依規定讓車以及未注意車前狀況。而發生事故的時間

則以凌晨 1 時至 2 時以及晚上 9 時至 10 時為最多，相關統計圖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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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榮民路事故類型及型態圖 

 

 

圖 4.45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榮民路事故原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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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6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榮民路事故發生時間圖 

 



 

116 

 

二、繪製碰撞構圖(電腦斷層診察) 

依據 2020 年該路口的事故現場圖，繪製碰撞構圖如下所示： 

 

圖 4.47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榮民路碰撞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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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擬改善方案 

1. 依碰撞構圖分析結果，初擬改善建議方案構想分述如下： 

 

 

圖 4.48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榮民路初擬改善方案構想圖 

 

[1] 東側新中北路路口：(1)右轉側撞與同向直行擦撞，為右轉汽車與直行機車之

間的右轉側撞，以及直行車之間的擦撞，其主要原因在於車道僅單車道，在

機車習慣靠右側行駛的情況下，右轉車易與直行車產生衝突。改善方案為： 

a、 繪設分流式指向線、停等區分流箭標 

b、 確認道路邊界，將道路邊線繪設於道路邊界 

c、 將路口視距障礙物移除 

[2] 東側新中北路路口：(2)追撞，主要原因為路口停止線距離路口過遠，使目前

的設計黃燈時間不足夠使用，故前移停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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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東側新中北路路口：(3)交叉撞，路口停止線距離路口過遠，且因為路口成斜

交，距離拉長，使目前的設計紅燈時間不足。改善方案為： 

a、 前移路口之停止線 

b、 全紅原皆 2 秒，全部增為 3 秒 

c、 檢討縮小路口大小 

[4] 東側新中北路路口：(13)左轉穿越側撞，其主要原因在於路口為斜交路口，轉

向車輛又缺乏導引與左轉專用車道，因而易產生碰撞。改善方案為： 

a、 繪設左轉導引線，導引左轉車流 

b、 調整時相順序為：第一時相為西側新中北路口，第二時相為東側新中北

路口，第三時相為榮民路對開 

[5] 南側榮民路路口：(4)右轉側撞，右轉車與直行車之間的右轉衝突，因車道僅

單車道，在機車習慣靠右側行駛的情況下，右轉車易與直行車產生衝突。改

善方案為： 

a、 繪設分流式指向線、停等區分流箭標 

b、 確認道路邊界，將道路邊線繪設於道路邊界 

c、 將路口視距障礙物移除 

[6] 南側榮民路路口：(5)交叉撞，路口停止線距離路口過遠，且因為路口成斜交，

距離拉長，使目前的設計紅燈時間不足。改善方案為： 

a、 前移路口之停止線 

b、 全紅原皆 2 秒，全部增為 3 秒 

[7] 西側新中北路路口：(6)右轉側撞，右轉汽車與直行機車之間的右轉衝突，因

車道僅單車道，在機車習慣靠右側行駛的情況下，右轉車易與直行車產生衝

突。改善方案為： 

a、 繪設分流式指向線、停等區分流箭標 

b、 確認道路邊界，將道路邊線繪設於道路邊界 

c、 將路口視距障礙物移除 

[8] 西側新中北路路口：(7)追撞，主要原因為路口停線距離路口過遠，使目前的

設計黃燈時間不足夠使用，故前移停止線。 

[9] 西側新中北路路口：(12) 左轉穿越側撞，其主要原因在於路口為斜交路口，

轉向車輛又缺乏導引與左轉專用車道，因而易產生碰撞，改善方案為： 

a、 故繪設左轉導引線，導引左轉車流 

b、 調整時相順序為，第一時相為西側新中北路口，第二時相為東側新中北

路口，第三時相為榮民路對開 

[10] 北側榮民路路口：(8) 右轉側撞與同向直行擦撞，右轉汽車與直行汽機車之間

的右轉，以及直行汽機車之間的擦撞，其主要原因在於車道僅單車道，在機

車習慣於靠右側行駛的情況下，右轉汽機車易與直行汽機車產生衝突。改善

方案為： 

a、 繪設分流式指向標線、停等分流箭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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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確認道路邊界，將道路邊線繪設於道路邊界 

c、 將路口視距障礙物移除 

[11] 北側榮民路路口：(9)追撞，主要原因為路口停線距離路口過遠，使目前的設

計黃燈時間不足夠使用，故前移停止線。 

[12] 北側榮民路路口：(10)直行對撞，其原因在於路口南北側之間存在偏移，當直

行車輛在穿越過程若未注意此偏移，易產生碰撞，故增設南北向之中心導引

線，以提示駕駛路口幾何之變化。 

[13] 北側榮民路路口：路口內(11)左轉穿越側撞，其主要原因在於路口為斜交路口，

轉向車輛又缺乏導引與左轉專用車道，因而易產生碰撞。故繪設左轉導引線，

以此導引左轉車流。 

[14] 長期方案：路口調整為正交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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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車流衝突與肇事分佈現況，分析此路口之潛在易肇事區位如下： 

 

 

圖 4.49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榮民路潛在易肇事區位圖 

 

(1) A 右轉側撞與同向擦撞。因為右轉車未能靠右而直行車太靠右，以致形成。 

(2) B 追撞，因為路口距離路口過遠而產生。 

(3) C 交叉撞。停止線距離路口過遠，而紅燈時間不足以抒解而引起。 

(4) D 右轉側撞。因為右轉車未能靠右而直行車太靠右，以致形成右轉側撞。 

(5) E 交叉撞。停止線距離路口過遠，而紅燈時間不足以抒解而引起。 

(6) F 右轉側撞。因為右轉車未能靠右而直行車太靠右，以致形成右轉側撞。 

(7) G 追撞。因為路口距離路口過遠而產生。 

(8) H 右轉側撞與同向擦撞。因為右轉車未能靠右而直行車太靠右，以致形成。 

(9) I 追撞。因為路口距離路口過遠而產生。 

(10) J 左轉穿越側撞。在缺乏左彎專用道及專用號誌與左彎導引線時而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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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路口之現況圖與改善方案示意圖，如圖 4.50 與圖 4.51 所示。另外，依桃

園市政府交通局所提供之預計改善措施表，整理分支改善表，示於表 4-8。 

 

 
圖 4.50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榮民路現況圖  

 

 

圖 4.51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榮民路地方改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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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榮民路分支改善表 

  

  

分支 有改善項目 未實施之改善項目 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故

型態 

東側 1.紅線外移並確認道路邊界 

2.繪製分流式指向線 

1.前移停止線 

2.增繪車道箭頭標示 

右轉側撞、直行擦撞 

北側 前移停止線 1.重繪機車停等區與小箭標 

2.繪製停等分流箭標 

3.增設南北向之中心導引

線 

追撞 

繪製分流式指向線 右轉側撞、直行擦撞 

繪製轉彎導引線 左轉穿越側撞 

西側 繪製分流式指向線 

 

1.前移停止線 

2.繪製停等分流箭標 

3.移除路邊障礙物 

右轉側撞 

南側 前移停止線 1.重繪機車停等區與小箭標 

2.移除路邊障礙物 

3.增設南北向之中心導引

線 

追撞 

繪製分流式指向線 

 

右轉側撞 

繪製轉彎導引線 左轉穿越側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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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三段/國際路二段 

一、事故特性分析(聽診) 

1. 區位與土地使用 

該路口西側為高速公路用地，西北及西南側為農業用地，東北側為綠地用地

及園道用地，東南側則為住宅區。 

 

圖 4.52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三段/國際路二段土地使用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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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幾何特性分析 

本路口為非正交路口，路口路段相關配置資料與幾何配置如下表所示： 

表 4-9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三段/國際路二段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路口

名

稱： 

桃園區大興

西路三段／

國際路二段 

路段全名 

大興西路三段 

（東側路口） 

大興西路三段 

（西側路口） 

國際路二段 

（南側路口） 

國際路二段 

（北側路口） 

大興西路三段

380 巷 

車道

配置 

車道數量/車

道配置 
5 

汽+汽

+汽＋

混+混 

5 

汽+汽

+汽+

機慢+

混 

4 

汽+汽

+混+

混 

3 
混+混

+混 
1 混 

轉向配置 
直+直+直+右

直＋右直 

直+直+直+直+

右 
左+左+直+右 直左+直右+右 直 

車道

種類 

中央分隔/植

栽(影響視

距) 

V  V  V  V    

快慢分隔/植

栽(影響視

距) 

V          

分隔島電箱/

路側電箱 
    V      

左轉專用道   V  V 

右轉專用道  V  V  

機車專用道      

機慢車優先

道 
     

慢車道 V     

路肩      

公共設施帶或植栽 V V V V  

人行道 V  V V  

行人穿越道 V V V V  

自行車道      

自行車穿越道      

兩段式機車左轉待

轉區 
V  V V  

機車停等區 V V V V  

汽車號誌 V V V V  

自行車號誌      

行人號誌 V V V V  

公車站 V  V   

其他      

 

3. 交通號誌與管制措施 

(1) 轉向管制 

① 東側大興西路三段(往龍安街)：禁止左轉、機車兩段式左轉 

② 西側大興西路三段(往經國路)：禁止左轉、機車兩段式左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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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北側國際路二段(往文中路)：機車兩段式左轉 

④ 南側國際路二段(往永安路)：機車兩段式左轉 

(2) 禁行車輛 

東北側國際路二段(往南)：快車道禁行機車 

(3) 速限 

① 南側國際路二段(往永安路)：速限 50kph 

② 北側國際路二段(往文中路)：速限 50kph 

 

(4) 號誌時制 

時相一 G:70 Y:3 R:2 時相二 G:10 Y:3 R:2 

  

時相三 G:45 Y:3 R:2 時相四 G:35 Y:3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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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量與流動特性 

依據交通量調查結果可知，大興西路三段往東上午尖峰車流龐大，其中直進

車輛有 1586 輛來自小型車，1193 輛來自機車，右轉車輛有 1166 輛來自小型車，

10 輛來自機車。 

 

5. 事故統計分析 

依據該路口近一年的事故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可知，該路口最常發生側撞(佔

38%)。主要的事故因素是未注意車前狀況以及右轉彎未依規定。而發生事故的時

間則以上午 9 時至 10 時以及中午 11 時至下午 1 時為最多，相關統計圖如下所示： 

 

 

圖 4.53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三段/國際路二段事故類型及型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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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4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三段/國際路二段事故原因圖 

 

 

圖 4.55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三段/國際路二段事故發生時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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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製碰撞構圖(電腦斷層診察) 

依據 2020 年該路口的事故現場圖，繪製碰撞構圖如下所示： 

 

圖 4.56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三段/國際路二段碰撞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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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擬改善方案 

1. 依碰撞構圖分析結果，初擬改善建議方案構想分述如下： 

 

  

圖 4.57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三段/國際路二段初擬改善方案構想圖 

 

[1] 東側大興西路三段路口：大興西路三段(1)右轉側撞及(3)及(4)同向擦撞。路口

存在直行汽機車產生的擦撞，以及直行汽機車與右轉汽車產生的右轉側撞。

由於慢車道未適當配置車道指向標線，使直行車流與轉向車流交織於路口而

產生衝突。改善方案為： 

a、 故於路口東北側慢車道，設置車道化機車停等區與小箭標 

b、 在外側車道，設置分流式指向線 

c、 在快車道因為直進會有進入高速公路的車流，因此，增加一「輔一」標

誌提示右側車道上高速公路，以減少同向擦撞 

[2] 東側大興西路三段路口：(2)追撞車禍，因為此路口較大且有上高速公路的回

堵車流，故在快車道或慢車道皆有追撞車禍，改善方案為： 

a、 增加車道線，清楚劃分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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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黃燈增加 1 秒 

[3] 東側大興西路三段路口：(5)，(6)，(7)皆為同向擦撞車禍，皆是因為上高速公

路的車流在車道選擇上出現的擦撞，應提前提示車道選擇及清楚標示車道線，

包含由國際路雙左轉車道的車流，其除在此出現變換車道的問題外，亦在其

轉彎時有(10)的同向左轉擦撞。改善方案為： 

a、 由大興西路繪車道導引線 

b、 在國際路繪左彎導引線 

c、 在匝道入口前的指向線加以調整 

d、 調整進入 380 巷之槽化線減少誤判 

[4] 南側國際路路口：(8)追撞、(9)同向直行擦撞及(10)同向左轉擦撞與(11)交叉撞，

因為有兩條左彎車道，其為進入高速公路的車流為主，容易因車道選擇而發

生衝突。一般左轉車輛會彎入內車道，但這邊的左轉車卻可能彎入外側車道，

以便進入高速公路的匝道，改善方案為： 

a、 加繪兩車道的左彎導引線對上高速公路上匝道 

b、 在國際路的「輔一」標誌改成地名指示標誌，將路面上繪的國 2 往八德

及國 2 往蘆洲加上指示標誌上 

c、 黃燈及全紅各加 1 秒 

d、 將停止線前移以減少路口寬度，以降低(8)之追撞及(11)之交叉撞。 

[5] 西側大興西路三段路口：(12)的右轉匯入側撞及右轉擦撞，因為此路口的右轉

專用道可以紅燈右轉，故易與其他方向匯入此路口的車輛產生匯入側撞，因

此，增加右轉導引線，導引右轉車流。 

[6] 西側大興西路三段路口：(13)及(16)的追撞，(14)的同向擦撞及(15)有許多違規

右轉引起的右轉側撞，因車道數多，車速快，路口寬，以致在黃燈時易引起

追撞車禍，另為避免因為違規右轉車的阻礙引起追撞及右轉側撞，改善方案

為： 

a、 右側近端增一組號誌，遠端右側亦增一組號誌 

b、 黃燈增加 1 秒 

c、 在路面加註禁止右轉，並增設一面快車道禁止右轉的標誌 

d、 為避免右轉車在上游誤入直進車道，應改善指示標誌及車道導引線 

[7] 北側國際路路口：(17)右轉側撞，及(18)追撞，(19)右轉擦撞，因為有雙右轉

車道，為避免右轉側撞及擦撞，改善方案為： 

a、 加兩條右轉導引線 

b、 為了縮減路口空間，可以使用 Z 字型行穿線 

[8] 西側大興西路三段路口：請桃園市政府研議規範機車使用機車專用道，以策

安全。 

  



 

131 

 

2. 透過車流衝突與肇事分佈現況，分析此路口之潛在易肇事區位如下： 

 

 

圖 4.58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三段/國際路二段潛在易肇事區位圖 

 

此路口有大量車流進出高速公路，路口大且轉彎車流大，再加上路口為斜交

式，故而易引發轉彎側撞，同向直進或轉彎擦撞及追撞。主要的易肇事區位有下

列： 

[1] A 為右轉側撞及追撞。由於慢車道未適當配置車道指向標線，使直行車流與

轉向車流交織於路口而產生衝突。 

[2] B 為追撞與同向擦撞。因為要進入高速公路，應有車道指示區分，以減少變

換車道的同向擦撞，再加上路口太寬，易引發追撞車禍。 

[3] C 為同向右轉及同向直進擦撞。由於路口轉角存在進入大興西路 3 段 380 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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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巷道，且為進入高速公路的匝道入口的起點，車輛易產生擦撞。 

[4] D 因為有高速公路匝道入口及 318 巷的巷口，又是在路口遠端的起點，轉向

車流到此又要選擇車道，故易引發擦撞及側撞車禍。 

[5] E 因為在此到時需進行匯入匝道口及轉彎過來的大量車流，因此，車流易因

為車道選擇及急著變換車道而引發擦撞車禍。 

[6] F 因為有兩個左轉道，則左轉後的車道在外側車道要進入高速公路上匝道，

與一般左轉至內側車道的習慣不同，故易引發同向左轉擦撞車禍。 

[7] G 因為路口較寬且停止線退後較多，及有兩左轉道，及遠端號誌較遠，皆易

引發黃燈不足或未能及時察覺燈號較換而引發車禍。 

[8] H 因為有兩左彎專用道分別到不同的高速公路匝道，除了「輔一」標誌外，

應增加車道使用地名指示標誌，減少因為車道選擇問題而引發的同向擦撞。 

[9] I 此處為紅燈可以右轉的右轉專用道，易引起與其他方向來車的匯入側撞，同

時，亦容易有違規直進或右轉車輛引發車禍。 

[10] J 易因為右轉車受限及號誌轉換時誤判，以致引發追撞。 

[11] K 因為此處車道數多，則有機慢車專用道，易引發違規右轉所造成的同向右

轉側撞。 

[12] L 易因下高速公路車速較快，且車道多，路口寬及違規右轉車所阻，而引發

眾多追撞車禍。 

[13] M 容易因為右轉進入高速公路匝道，同時又是雙右轉道，亦引發同向右轉側

撞及同向右轉擦撞。 

[14] N 因路口斜交，路口較寬，又有同向雙右轉道的干擾，易因黃燈不足或未及

時察覺黃燈，或因車輛干擾而引發追撞及同向擦撞車禍。此時使用 Z 字型行

穿線，可以有助於減少轉彎動線及縮窄路口寬度，減少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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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路口之現況圖與改善方案示意圖，如圖 4.59 與圖 4.60 所示。另外，依桃

園市政府交通局所提供之預計改善措施表，整理分支改善表，示於表 4-8。 

 

圖 4.59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三段/國際路二段現況圖  

 

 

圖 4.60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三段/國際路二段地方改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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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三段/國際路二段分支改善表 

  

  

分支 有改善項目 未實施之改善項目 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

故型態 

東南側 1.增設方向預告標誌 

2.增繪轉彎導引線 

 

1.黃燈及全紅各加 1 秒 

2. 將停止線前移以減少

路口寬度 

 

同向擦撞、同向左轉

擦撞 

東北側 無 

 

1.慢車道設置車道化機

車停等區與小箭標 

2.外側車道，設置分流式

指向線 

3.快車道增加一「輔一」

標誌提示右側車道上高

速公路 

4.增加車道線，清楚劃分

車道 

5.黃燈增加 1 秒 

 

 

無 

西北側 增繪右轉導引線 前移停止線 

 

同向右轉擦撞、右轉

側撞 

西南側 1.擴大右轉槽化範圍。 

2.整併車道預告標誌。 

3.延長槽化線與穿越虛

線。 

1.增加右轉導引線 

2.右側近端增一組號誌，

遠端右側亦增一組號誌 

3.黃燈增加 1 秒 

4.路面加註禁止右轉，並

增設一面快車道禁止右

轉的標誌 

 
 

 

同向擦撞、右轉側撞 



 

135 

 

4.4 臺中市 

臺中市選取之示範改善地點為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及

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以下為各路口事故特性分析、碰撞構圖分析及預擬改善方

案。 

4.4.1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 

一、事故特性分析(聽診) 

1. 區位與土地使用 

該路口西北側為住宅區，西南側為商業區，東側為市場用地，南側則為住商

混合區。 

 

圖 4.61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土地使用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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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幾何特性分析 

本路口為五叉型交叉，路口路段相關配置資料與幾何配置如下表所示： 

表 4-11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路口

名

稱： 

信義區信義路

五段/松仁路 

路段全名 

崇德路一段 
三民路三段 

(東北側路口) 
錦南街 

三民路三段 

(西南側路口) 
五權路 

車道

配置 

車道數量/車

道配置 
3 

汽+混+

混 
3 

汽+混+

混 
3 

汽+混+

混 
2 汽+混 3 

汽+混+

混 

轉向配置 左直+直+右 左直+直+右直 左+直+右直 左+右直 左直+直+右直 

車道

種類 

中央分隔/植

栽(影響視距) 
V  V  V  V  V  

快慢分隔/植

栽(影響視距) 
          

分隔島電箱/

路側電箱 
          

左轉專用道   V V  

右轉專用道 V     

機車專用道      

機慢車優先道      

慢車道      

路肩      

公共設施帶或植栽 V V V  V 

人行道 V V V V V 

行人穿越道 V V  V V 

自行車道      

自行車穿越道    V V 

兩段式機車左轉待轉

區 
V V V V V 

機車停等區 V V V V V 

汽車號誌 V V V V V 

自行車號誌      

行人號誌 V V V V V 

公車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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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號誌與管制措施 

(1) 轉向管制 

① 崇德路一段(北往南)：機車兩段式左轉 

② 東北側三民路三段(東北往西南)：機車兩段式左轉 

③ 錦南街(東南往西北)：機車兩段式左轉 

④ 西南側三民路三段(西南往東北)：機車兩段式左轉 

⑤ 五權路(西往東)：機車兩段式左轉 

(2) 禁行車輛 

① 崇德路一段(北往南)：內側一車道禁行機車 

② 東北側三民路三段(東北往西南)：內側一車道禁行機車 

③ 錦南街(東南往西北)：內側一車道禁行機車 

④ 西南側三民路三段(西南往東北)：內側一車道禁行機車 

⑤ 五權路(西往東)：內側一車道禁行機車 

(3) 速限 

① 崇德路一段(北往南)：速限 50kph 

② 東北側三民路三段(東北往西南)：速限 50kph 

③ 錦南街(東南往西北)：速限 50kph 

④ 西南側三民路三段(西南往東北)：速限 50kph 

⑤ 五權路(西往東)：速限 50k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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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號誌時制(上午尖峰) 

 

圖 4.62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時制圖 

 

4. 交通量與流動特性 

依據交通量調查結果可知，此路口主要來自三民路三段與崇德路的兩股車流，

其中上午尖峰崇德路右轉三民路的車流相對龐大，有 74 輛小型車，141 輛機車，

轉向比為 53%，故可推測易發生同向直行與右轉之車輛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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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事故統計分析 

依據該路口近一年的事故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可知，該路口最常發生側撞(佔

44%)。主要的事故因素是違反特定標誌(線)禁制。而發生事故的時間則以下午 4

時至 5 時以及下午 1 時至 2 時為最多，相關統計圖如下所示： 

 

圖 4.63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事故類型及型態圖 

 

 

圖 4.64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事故原因圖 

 

44%

29%

14%

8%

2% 2% 2% 2%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百
分
比

事故類型及型態

45%

14%
9%

6% 5% 5% 3% 3% 3% 3% 2% 2% 2%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百
分
比

事故原因



 

140 

 

 

圖 4.65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事故發生時間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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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製碰撞構圖(電腦斷層診察) 

依據 2020 年該路口的事故現場圖，繪製碰撞構圖如下所示： 

 

圖 4.66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碰撞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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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擬改善方案 

1. 依碰撞構圖分析結果，初擬改善建議方案構想分述如下： 

 

  

圖 4.67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初擬改善方案構想圖 

 

[1] 東側三民路路口：(1)右轉側撞，為三民路直行三民路汽機車與右轉崇德路機

車發生之右轉側撞。由於三民路的車道配置，其外側車道包含兩種行車方向，

且直行機車亦可能行駛於外側車故，故發生此類型碰撞。故路口東北側三民

路口上游，增設前方路口幾何圖示。 

[2] 東側三民路路口：(2)左轉穿越側撞，為三民路直行三民路機車與東側三民路

左轉錦南街汽車之左轉穿越側撞。由於此路口穿越距離較大，故針對時相 5，

建議紅燈時間增加 1 秒，以利路口五權路之直行車疏解。 

[3] 東側三民路路口：(3)左轉側撞，為三民路直行之機車與三民路左轉五權路汽

機車與左轉三民路車輛產生左轉側撞。由於此為五叉路口，受限於車道數量

與交通量，往五權路之車道規劃於外側車道。又機車習慣行駛於外側車道。

故為路口東北側三民路口上游，設置提示標誌『往三民路機車請行駛中間車

道』。 

[4] 西側五權路路口：(4)左轉穿越側撞，為三民路直行五權路機車與五權路左轉

崇德路汽機車之左轉穿越側撞。由於此路口穿越距離較大，故針對時相 5，

建議紅燈時間增加 1 秒，以利路口西側五權路之左轉車流疏解。 

[5] 北側崇德路路口：(5)直行擦撞，為崇德路往南側三民路之汽機車之間的同向

擦撞。由於崇德路往南側路口三民路之車道規劃在最外側，同時又存在右轉

往五權路之車流，易產生頻繁的交織。故繪設崇德路往三民路之車道導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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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同向擦撞衝突。 

[6] 北側崇德路路口：(6)右轉側撞，為崇德路直行錦南街汽機車與崇德路右轉五

權路或三民路汽機車之碰撞。由於崇德路的車道配置，外側車道包含兩種行

車方向，且直行機車亦可能行駛於外側車故，故發生此類型碰撞。故 

a、 北側路口設置車道化機車停等區，區隔往錦南街與往其它方向之機車車

流 

b、 於路口上游設置提示標誌「往錦南街機車請行駛中間車道」，另將原「輔

一」車道指示標誌，加註各車道方向對應之行駛道路 

[7] 長期方案：拓寬崇德路、東側三民路，各增加一個車道，配合車道導引措施，

分隔不同方向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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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車流衝突與肇事分佈現況，分析此路口之潛在易肇事區位如下： 

 

圖 4.68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潛在易肇事區位圖 

 

[1] A 為左轉側撞。由於此為五叉路口，因缺乏足夠導引，機車易違規穿越。 

[2] B 為左轉穿越側撞。三民路直行三民路機車與東側三民路左轉錦南街汽車之

左轉穿越側撞，以及三民路直行五權路機車與五權路左轉崇德路汽機車之左

轉穿越側撞。由於此路口穿越距離較大，紅燈時間不足易產生碰撞。 

[3] C 為同向擦撞。崇德路往南側三民路之汽機車之間，由於崇德路往南側路口

三民路之車道規劃在最外側，同時又存在往五權路之車流，易產生嚴重交織。 

[4] D 為左轉側撞。由三民路直行五權路汽機車與左轉三民路之機車而產生，往

五權路之車道規劃於外側車道。又機車習慣行駛於外側車道，因而產生衝突

區。 

[5] E 為右轉側撞。由於崇德路的車道配置，外側車道包含兩種行車方向，且直

行機車亦可能行駛於外側車故，故在此區易生衝突。 

  

A

BC

D

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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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該路口之現況圖與地方改善示意圖，如圖 4.69 與圖 4.70 所示。另外，依臺

中市政府交通局所提供之預計改善措施表，整理分支改善表，示於表 4-8。 

 

 
 圖 4.69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現況圖 

  

 

  
圖 4.70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之地方改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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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之分之改善表 

  

分支 有改善項目 未實施之改善項目 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

故型態 

東北側 (1) 機車停等區分別設置

於中、外側車道 

(2) 於上游增設機車兩段

式左轉圖示化標誌 

(3) 調整道路指引標誌之

道路名稱為直式排列 

(4) 塗銷外側車道近路口

處之分流指向線 

(5) 近雙白線處外側車道

指向線調整為分流指

向線 

針對時相 5，建議紅燈時間

增加 1 秒。 

左轉側撞、右轉側撞、

直行擦撞 

北側 (1) 機車停等區分別設置

於中、外側車道 

(2) 於上游增設機車兩段

式左轉圖示化標誌 

(3) 調整輔 1 標誌之道路

名稱為直式排列 

(4) 地面外側車道指向線

須與輔 1 標誌之指向

線具一致性 

繪設崇德路往三民路之車

道導引線 

右轉側撞、同向右轉

擦撞 

長期  拓寬  崇德路、東側三民

路，各增加一個車道，配合

車道導引措施，分隔不同

方向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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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 

一、事故特性分析(聽診) 

1. 區位與土地使用 

該路口位於南屯交流道附近，路口東側屬於住宅區，路口西側屬於農業區。 

 

圖 4.71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土地使用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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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幾何特性分析 

本路口為十字型交叉，路口路段相關配置資料與幾何配置如下表所示： 

表 4-13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路口

名

稱： 

臺中市南

屯區向上

路/環中路 

路段全名 

向上路三段 

(東側路口) 

向上路四段 

(西側路口) 

環中路四段 

(北側路口) 

環中路四段 

(南側路口) 

車道

配置 

車道數量/

車道配置 
3 

汽+汽+

混  
4 

汽+混+

混+混 
6 

汽+汽+

汽+汽+

混+混 

6 

汽+汽+

汽+汽+

混+混 

轉向配置 左+直+右直 左+直+直+右 
快：左+直+直 

慢：左+直+右 

快：左+直+直 

慢：左+直+右直 

車道

種類 

中央分隔/

植栽(影響

視距) 

V  V      

快慢分隔/

植栽(影響

視距) 

    V  V  

分隔島電

箱/路側電

箱 

        

左轉專用

道 
V V V V 

右轉專用

道 
 V V  

機車專用

道 
    

機慢車優

先道 
    

慢車道   V V 

路肩 V   V 

公共設施帶或植栽 V   V 

人行道 V V V V 

行人穿越道 V V V V 

自行車道    V 

自行車穿越道     

兩段式機車左轉待

轉區 
V V V V 

機車停等區 V V V V 

汽車號誌 V V V V 

自行車號誌     

行人號誌     

公車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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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號誌與管制措施 

(1) 轉向管制 

① 東側向上路三段(往忠勇路)：機車兩段式左轉 

② 西側向上路四段(往龍富路)：機車兩段式左轉 

③ 北側環中路四段(往永春路)：機車兩段式左轉 

④ 南側環中路四段(往五權西路)：機車兩段式左轉 

(2) 禁行車輛 

① 東側向上路三段(往忠勇路)：內側兩車道禁行機車 

② 西側向上路四段(往龍富路)：內側一車道禁行機車 

③ 北側環中路四段(往永春路) 

a.快車道：禁止右轉、禁行機車 

b.慢車道：內車道禁行機車 

④ 南側環中路四段(往五權西路) 

a.快車道：禁止右轉、禁行機車 

b.慢車道：內車道禁行機車 

(3) 速限 

① 東側向上路三段(往忠勇路)：速限 50kph 

② 西側向上路四段(往龍富路)：速限 50kph 

③ 北側環中路四段(往永春路)：快車道路線 60kph、慢車道速限 40kph 

④ 南側環中路四段(往五權西路)：快車道路線 60kph、慢車道速限 40k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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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號誌時制 

 

圖 4.72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時制圖 

 

4. 交通量與流動特性 

依據交通量調查結果可知，上午尖峰環中路四段南向西左轉車流龐大，其中

有 106 輛來自快車道的小型車，137 輛來自慢車道的小型車，轉向比分別為 45%

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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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事故統計分析 

依據該路口近一年的事故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可知，該路口最常發生追撞(佔

30%)以及側撞(佔 30%)。主要的事故因素是未注意車前狀況、違反特定標誌(線)禁

制以及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而發生事故的時間散佈較為平均，以上午 9 時至 10

時最多，相關統計圖如下所示： 

 

圖 4.73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事故類型及型態圖 

 

 

圖 4.74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事故原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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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5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事故發生時間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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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製碰撞構圖(電腦斷層診察) 

依據 2020 年該路口的事故現場圖，繪製碰撞構圖如下所示： 

 

圖 4.76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碰撞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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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擬改善方案 

1. 依碰撞構圖分析結果，初擬改善建議方案構想分述如下： 

 

 

圖 4.77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初擬改善方案構想圖 

 

[1] 東側向上路三段路口：(1)追撞，因路口呈長方形，造成向上路穿越距離較長，

在黃燈不足時易產生追撞。故增加向上路直行時相黃燈 1 秒。 

[2] 南側環中路四段路口：(2)交叉撞，為左轉車輛來不及抒解，以致於與鄰向啟

動車輛發生碰撞。故針對環中路之左轉專用時相，增加全紅 1 秒。 

[3] 南側環中路四段路口：(3)左轉穿越側撞，由於環中路有 74 快速道路的橋墩，

使得該路口呈長方形路口，亦需要較多的紅燈時間以利抒解。故增加時相 G1

全紅秒數 1 秒。 

[4] 西側向上路四段路口：(4)直行擦撞，為向上路左轉、直行、右轉車之間變換

車道產生的擦撞。在 PH 時，路口左轉、右轉、直行之 PCU 分別為 505、441

和 1657。易產生嚴重交織。故於路口西側上游，繪設標字於內側三車道，以

增加提示效果。內側第一車道：『往北屯太平』，內側第二車道：『往臺中火車

站』，內側第三車道：『往烏日彰化請靠右行駛』。 

[5] 西側向上路四段路口：(5)追撞，有平面道路亦有下橋之車流。由於存在不同

速率之車流，在黃燈不足時易產生追撞。故增加向上路直行時相黃燈 1 秒。 

[6] 北側環中路四段路口：(6)追撞，環中路有快車道與慢車道。由於存在不同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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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之車流，在黃燈不足時易產生追撞。故增加環中路直行時相黃燈 1 秒。 

[7] 北側環中路四段路口：(7)左轉對撞，由於環中路南北路口慢車道，皆設置左

轉專用道，在轉彎半徑不足的情況，易與對向左轉車流產生對撞。故取消慢

車道之左轉專用道。 

 

2. 透過車流衝突與肇事分佈現況，分析此路口之潛在易肇事區位如下： 

 

 

圖 4.78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潛在易肇事區位圖 

 

(1) A 為追撞。東側向上路有快車道與慢車道之別，存在不同速率之車流。 

(2) B 為追撞。西側向上路有平面道路有下橋之車流，存在不同速率之車流。 

(3) C 為左轉穿越側撞。由於環中路有 74 快速道路的橋墩，使得該路口呈長方形

路口，亦需要較多的紅燈時間以利直行車輛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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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該路口之現況圖與地方改善示意圖，如圖 4.79 與圖 4.80 所示。另外，依臺

中市政府交通局所提供之預計改善措施表，整理分支改善表，示於表 4-14。 

 

 

圖 4.79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現況圖 

 

 

圖 4.80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之地方改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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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之分之改善表 

 

  

分支 有改善項目 未實施之改善項目 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

故型態 

東側 第一、二時相全紅秒數增加

一秒 

無 交叉撞 

路口中左轉停等區線補繪 左轉穿越側撞 

西側 (1) 增設輔 1(向上路四段

東向) 

(2) 移除舊有牌面 

(3) 第 2 車道增加 1 組直

進指向線，第 3 車道

1 組直右指向線改為

直行指向線 

繪設標字於內側三車道 左轉側撞、右轉側撞、

直行擦撞 

南側 環中路往五權西路(北上)路

段中間增加一組指向線(左

直直)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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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臺南市 

臺南市選取之示範改善地點為北區公園路/公園南路及永康區中正南路/中華

路。以下為各路口事故特性分析、碰撞構圖分析及預擬改善方案。 

4.5.1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中華路 

一、事故特性分析(聽診) 

1. 區位與土地使用 

該路口周圍皆屬於工業區，附近有加油站。 

 

圖 4.81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中華路土地使用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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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幾何特性分析 

本路口為非正交型的交叉，路口路段相關配置資料與幾何配置如下表所示： 

表 4-15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中華路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路口

名

稱： 

臺南市永

康區中正

南路/中華

路 

路段全名 

中華路 

(東南側路口) 

中華路 

(西北側路口) 

中正南路 

(東北側路口) 

中正南路 

(西南側路口) 

車道

配置 

車道數量/

車道配置 
3 

汽+混+

機慢 
4 

汽+汽+

混+機

慢 

4 
汽+汽+

機+混 
3 

汽+混+

慢 

轉向配置 左直+右直+右直 左+直+直+右直 左+直+直+右 左+直+直 

車道

種類 

中央分隔/

植栽(影響

視距) 

V    V  V  

快慢分隔/

植栽(影響

視距) 

        

分隔島電

箱/路側電

箱 

        

左轉專用

道 
 V V V 

右轉專用

道 
  V  

機車專用

道 
    

機慢車優

先道 
V V V  

慢車道    V 

路肩 V V   

公共設施帶或植栽 V    

人行道 V V   

行人穿越道 V V V  

自行車道     

自行車穿越道     

兩段式機車左轉待

轉區 
V V V V 

機車停等區 V V V V 

汽車號誌 V V V V 

自行車號誌     

行人號誌  V V  

公車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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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號誌與管制措施 

(1) 轉向管制 

① 東南側中華路(往臺南)：機車兩段式左轉 

② 西北側中華路(往大橋火車站)：機車兩段式左轉 

③ 東北側中正南路(往小北路)：機車兩段式左轉 

④ 西南側中正南路(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機車兩段式左轉 

(2) 禁行車輛 

① 東南側中華路(往臺南)：內側一車道禁行機車 

② 西北側中華路(往大橋火車站)：內側兩車道禁行機車 

③ 東北側中正南路(往小北路)：內側兩車道禁行機車 

④ 西南側中正南路(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內側一車道禁行機車 

(3) 速限 

① 東南側中華路(往臺南)：速限 50kph 

② 西北側中華路(往大橋火車站)：速限 50kph 

③ 東北側中正南路(往小北路)：速限 50kph 

④ 西南側中正南路(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速限 50kph 

(4) 號誌時制(上午尖峰) 

 

圖 4.82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中華路時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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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量與流動特性 

尚未取得交通量資料。 

 

5. 事故統計分析 

依據該路口近一年的事故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可知，該路口最常發生側撞(佔

45%)。主要的事故因素是未注意車前狀況、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違反號誌管制

或指揮以及違反特定標誌(線)禁制。而發生事故的時間以晚午 6 時至 7 時最多，

相關統計圖如下所示： 

 

圖 4.83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中華路事故類型及型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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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4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中華路事故原因圖 

 

 

圖 4.85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中華路事故發生時間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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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製碰撞構圖(電腦斷層診察) 

依據 2020 年該路口的事故現場圖，繪製碰撞構圖如下所示： 

 
圖 4.86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中華路碰撞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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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擬改善方案 

1. 依碰撞構圖分析結果，初擬改善建議方案構想分述如下： 

 

圖 4.87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中華路初擬改善方案構想圖 

 

[1] 西南側中正南路路口：(2)右轉側撞，改善方案為，自停止線往上游 60m 路段

改配置為 1 混合車道，增繪「直+右」分流式指向線。 

[2] 西側中華路路口：(3)左轉側撞，單向四車道，已配置機車兩段左轉設施。故

建議加強取締違規。 

[3] 西側中華路路口：(6)同向追撞，遠端燈因路口過大且斜交，自明性不佳，而

現況中華路西往東方向綠燈時相轉中正南路綠燈時相的黃燈時間為 4 秒，符

合行駛速率 50~60km/hr 所需的黃燈時間。改善方案為： 

a、 近端號誌向路口移動 

b、 增設中央分隔島用以增設內側近端號誌。 

[4] 西側中華路路口：(7)同向擦撞與(8)機車失控，東西側中華路非直行，故增繪

導引線連接東西側中華路的慢車道線。 

[5] 東北側中正南路路口：(1)右轉側撞與(4)同向直行擦撞，車道配置已安排汽車

在外側右轉，惟上游車道漸變長度約 30m。故自右轉專用道起點至上游路口

約 50m，增繪「直+右」分流式指向線。 

[6] 東北側中正南路路口：(5)同向追撞，現況中正南路綠燈時相轉中華路東往西

方向綠燈時相的黃燈時間為 4 秒，符合行駛速率 50~60km/hr 所需的黃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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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改善方案為： 

a、 建議行穿線、停止線、號誌等設施向路口移動，調整與路緣延伸線平行 

b、 延伸號誌懸臂，使燈頭位於 1&2 車道中央上方、及 3&4 車道中央上方 

2. 透過車流衝突與肇事分佈現況，分析此路口之潛在易肇事區位如下： 

 

 

圖 4.88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中華路潛在易肇事區位圖 

 

(1) A 為右轉側撞或同向擦撞。因未規劃右轉車輛轉彎所需空間，右轉車未能靠

右而直行車太靠右，以致形成右轉側撞；或右轉車輛變換車道時，右側直行

機車未能即時注意，以致形成同向擦撞。 

(2) B 為同向追撞。該行向佈設四車道，號誌位置較為偏右，遠端號誌過遠，且

遠端路口偏斜，號誌未設置於一般位置，車輛可能未注意到燈號，以致形成

同向追撞。 

(3) C 為左轉側撞。中華路東、西流向號誌採輪放，西往東綠燈時不會有對向車

流干擾，因此許多機車未遵守兩段式左轉的規定，以致左轉機車與直行汽機

車發生左轉側撞。 

(4) D 為右轉側撞或同向擦撞。雖已規劃右轉專用車道，但漸變長度過短，以至

於部分右轉車輛未於右轉車道起始處便進入車道，後續要右轉時，容易發生

右轉側撞或同向擦撞，分析同區位 A。 

(5) E 為右轉追撞。因停止線過於上游，各車輛對黃、紅燈停等的判斷不一所致。 

(6) F 為擦撞或右轉側撞。汽機車往東將離開路口時，往東前往中正南路、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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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行向過多，路口過大且缺乏導引，各車行動的反應不一致，以致形成擦

撞或右轉側撞。 

(7) G 零星發生的各式碰撞。路口範圍過大，車流動線混亂，以致發生各式預期

行向之外的碰撞。 

 

3. 該路口之現況圖與改善方案示意圖，如圖 4.89 與圖 4.90 所示。 

 

圖 4.89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中華路現況圖  

 

圖 4.90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中華路之本計畫改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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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公園南路 

一、事故特性分析(聽診) 

1. 區位與土地使用 

該路口西側為公園道用地，西北及西南側為商業區，東北側為臺南公園，屬

公園用地，東南側為公園國小，屬國小學校用地。 

 

圖 4.91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公園南路土地使用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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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幾何特性分析 

本路口為十字型交叉，路口路段相關配置資料與幾何配置如下表所示： 

表 4-16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公園南路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路口

名

稱： 

臺南市北區

公園路／公

園南路 

路段全名 

公園路 

（北側路口） 

公園路 

（南側路口） 

公園南路 

（西側路口） 

公園南路 

（東側路口） 

車道

配置 

車道數量/

車道配置 
2 汽+混 2 汽+混 3 

汽+汽+

混 
2 汽＋混 

轉向配置 直左+直右 直左+直右 左+直+右直 直左+直右 

車道

種類 

中央分隔/

植栽(影響

視距) 

    V    

快慢分隔/

植栽(影響

視距) 

        

分隔島電箱

/路側電箱 
        

左轉專用道     

右轉專用道     

機車專用道     

機慢車優先

道 
    

慢車道     

路肩 V V V V 

公共設施帶或植栽 V V V V 

人行道 V V V  

行人穿越道 V V V V 

自行車道     

自行車穿越道     

兩段式機車左轉待

轉區 
V V V V 

機車停等區 V V V V 

汽車號誌 V V V V 

自行車號誌     

行人號誌 V V V V 

公車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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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號誌與管制措施 

(1) 轉向管制 

① 東側公園南路(往西門路)：機車兩段式左轉 

② 西側公園南路(往北門路)：機車兩段式左轉、左轉專用、直行專用 

③ 北側公園路(往成功路)：機車兩段式左轉 

④ 南側公園路(往公園北路)：機車兩段式左轉 

(2) 禁行車輛 

① 北側公園路(往公園北路)：內車道禁行機車 

② 西側公園南路(往西門路)：內車道禁行機車 

③ 南側公園路(往成功路)：內車道禁行機車 

(3) 速限 

北側公園路(往成功路)：速限 40kph 

(4) 號誌時制 

時相一 G:59 Y:4 R:5 時相二 G:8 Y:3 R:0 時相三 G:53 Y:4 R:4 

   

 

4. 交通量與流動特性 

尚未取得交通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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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事故統計分析 

依據該路口近一年的事故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可知，該路口最常發生側撞(佔

31%)。主要的事故因素是未注意車前狀況。而發生事故的時間以上午 10 時至 11

時以及中午 12 時至 13 時最多，相關統計圖如下所示： 

 
圖 4.92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公園南路事故類型及型態圖 

 

 

圖 4.93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公園南路事故原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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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4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公園南路事故發生時間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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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製碰撞構圖(電腦斷層診察) 

依據 2020 年該路口的事故現場圖，繪製碰撞構圖如下所示： 

 
圖 4.95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公園南路碰撞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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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擬改善方案 

1. 依碰撞構圖分析結果，初擬改善建議方案構想分述如下： 

 

 

圖 4.96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公園南路初擬改善方案構想圖 

 

[1] 東側公園南路路口：(1)右轉側撞，車道配置已安排汽車在外側右轉。建議停

止線上游 50m 處，增設「直左+直右」指向線。 

[2] 南側公園路路口：(2)右轉側撞及(5)同向直行擦撞，車道配置已安排汽車在外

側右轉。建議停止線上游 50m 處，增設「直左+直右」指向線。 

[3] 南側公園路及西側公園南路路口：(3)左轉穿越側撞及(5)同向直行擦撞，建議

南北兩側公園路取消東側停車格，採偏心設計增設左轉專用車道、及左轉保

護時相，增繪左轉導引線。 

[4] 西側公園南路路口：(6)同向追撞，建議延伸號誌懸臂，使燈頭位於中央車道

上方。 

[5] 北側公園路路口：(4)左轉穿越側撞及(8)(9)零星發生各式碰撞，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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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南北兩側公園路取消東側停車格，採偏心設計增設左轉專用車道、及左

轉保護時相，調整左轉導引線 

b、 北側停止線過於上游，路口過大，導引效果可能不佳，行穿線、停止線、

號誌等設施，需往路口方向移動，且與路緣延伸線平行。 

[6] 西側公園路路口：(7)交叉撞，公園南路通過路口距離 30m，以行駛速率

30km/hr 計算，全紅時間需 3.6 秒，現況公園南路綠燈時相轉公園路綠燈時相

的全紅時間為 4 秒，時間足夠；惟東側及北側停止線過於上游，用路人不易

遵守全紅時間，故建議： 

a、 東側行穿線、停止線、號誌等設施，需往路口方向移動，且與路緣延伸

線平行 

b、 且另配合方案 4.處理。 

[7] 西側公園南路路口：位於路口東南側轉角處之(10)汽機車失控，西往東方向車

道縮減，南側路段行穿線、停止線、號誌等設施，需調整與路緣延伸線平行，

增加引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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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車流衝突與肇事分佈現況，分析此路口之潛在易肇事區位如下： 

 

圖 4.97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公園南路潛在易肇事區位圖 

 

(1) A 為右轉側撞。車道配置符合一般狀況，也符合本路口車流狀況。但可能右

轉車流受路邊停車影響，也可能車流量高時不易見到指向線提醒，太晚匯入

右側車道。 

(2) B 為右轉側撞。車道配置符合一般狀況，也符合本路口車流狀況。但可能右

轉車流受路邊停車影響，也可能車流量高時不易見到指向線提醒，太晚匯入

右側車道。 

(3) C 為同向追撞。該行向佈設三車道，惟號誌懸臂長度未加長，因此位置較為

偏左，且遠端路口偏斜，號誌未設置於一般位置，車輛可能未注意到燈號，

以致形成同向追撞。 

(4) D 為左轉穿越側撞。在缺乏左彎專用道、專用號誌與左彎導引線時，容易引

起左轉穿越側撞。 

(5) E 為同向擦撞。因車道偏移及車道寬縮減，各車橫向移動的反應不一致，以

致形成同向擦撞。 

(6) F 零星發生的各式碰撞。路口範圍過大，車流動線混亂，以致發生各式預期

行向之外的碰撞。 



 

176 

 

3. 該路口之現況圖與改善方案示意圖，如圖 4.98 與圖 4.99 所示。 

 

 

圖 4.98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公園南路現況圖 

 

 

 

圖 4.99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公園南路本計畫改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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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高雄市 

高雄市選取之示範改善地點為岡山區中山北路/岡山路/維仁路/公園東路及高

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以下為各路口事故特性分析、碰撞構圖分析及預

擬改善方案。 

4.6.1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岡山路/維仁路/公園東路 

一、事故特性分析(聽診) 

1. 區位與土地使用 

該路口位於住宅區，路口由正西側順時針依序為公園東路、岡山路、新樂街、

成功路、中山北路、岡山路、維仁路。 

 

圖 4.100 高雄市岡山區成功路/公園東路土地使用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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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幾何特性分析 

本路口為六叉路口，路口路段相關配置資料與幾何配置如下表所示： 

表 4-17 高雄市岡山區成功路/公園東路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路口

名

稱： 

高雄市岡山區

成功路／公園

東路 

路段全名 

岡山路 

（西側） 

岡山路 

（東側） 
公園東路 維仁路 

車道

配置 

車道數量/車道

配置 
4 

汽+汽

+混+

機慢 

2 汽+混 2 
汽+機

慢 
1 混 

轉向配置 
直左+直+右直+

右直 
左直+右直 無劃設 無劃設 

車道

種類 

中央分隔/植栽

(影響視距) 
V  V      

快慢分隔/植栽

(影響視距) 
        

分隔島電箱/路

側電箱 
        

左轉專用道     

右轉專用道     

機車專用道     

機慢車優先道 V  V  

慢車道     

路肩 V V V  

公共設施帶或植栽     

人行道     

行人穿越道 V V V  

自行車道   V  

自行車穿越道     

兩段式機車左轉待轉區 V  V  

機車停等區 V V V  

汽車號誌 V V V  

自行車號誌     

行人號誌 V  V  

公車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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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名

稱： 

高雄市岡山區成功路／

公園東路 

路段全名 

中山北路 新樂街 成功路 

車道配

置 

車道數量/車道配置 3 
汽+混+

機慢 
1 混 1 混 

轉向配置 直+右直+右直 無劃設 無劃設 

車道種

類 

中央分隔/植栽(影響視

距) 
V      

快慢分隔/植栽(影響視

距) 
      

分隔島電箱/路側電箱       

左轉專用道    

右轉專用道    

機車專用道    

機慢車優先道 V   

慢車道    

路肩 V V V 

公共設施帶或植栽 V   

人行道    

行人穿越道 V V V 

自行車道    

自行車穿越道    

兩段式機車左轉待轉區 V  V 

機車停等區 V V  

汽車號誌 V V V 

自行車號誌    

行人號誌 V   

公車站    

其他    

 

3. 交通號誌與管制措施 

(1) 轉向管制 

① 西側岡山路(往忠誠街)：機車兩段式左轉、07:00~22:00 禁止 15 噸以

上車輛右轉(公園東路) 

② 東側中山北路(往河華路)：07:00~22:00 禁止 15 噸以上車輛禁止右轉

(岡山路)、大貨車禁止左轉(公園東路) 

(2) 禁行車輛 

① 西側岡山路(往河華路)：快車道禁行機車 

② 東側岡山路(往河華路)：快車道禁行機車 

③ 東側中山北路(往忠誠街)：快車道禁行機車 

(3) 速限 

① 西側岡山路(往河華路)：速限 60k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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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東側岡山路(往河華路)：快車道速限 50kph 

③ 東側中山北路(往忠誠街)：快車道速限 60kph 

④ 新樂街(往嘉新西路)：速限 40kph 

⑤ 成功路(往維仁路)：速限 50kph 

(4) 號誌時制(上午尖峰) 

時相一 G:49 Y:3 R:5 時相二 G:64 Y:3 R:9 時相三 G:46 Y:3 R:4 

  
 

時相四 G:8 Y:0 R:0 時相五 G:33 Y:3 R:4  

  

 

 

4. 交通量與流動特性 

尚未取得交通量資料。 

5. 事故統計分析 

依據該路口近一年的事故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可知，該路口最常發生側撞(佔

47%)。主要的事故因素是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而發生事故的時間以上午 8 時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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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時最多，相關統計圖如下所示： 

 

圖 4.101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岡山路/維仁路/公園東路事故類型及型態圖 

 

 

 

圖 4.102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岡山路/維仁路/公園東路事故原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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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3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岡山路/維仁路/公園東路事故發生時間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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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製碰撞構圖(電腦斷層診察) 

依據 2020 年該路口的事故現場圖，繪製碰撞構圖如下所示： 

 
圖 4.104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岡山路/維仁路/公園東路碰撞構圖 



 

184 

 

三、預擬改善方案 

1. 依碰撞構圖分析結果，初擬改善建議方案構想分述如下： 

 

 

圖 4.105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岡山路/維仁路/公園東路初擬改善方案構想圖

(依 109 年之路口現況與肇事資料繪製) 
 

[1] 西側岡山路路口：(2)交叉撞，岡山路通過路口距離 100m，以行駛速率 40km/hr

計算，全紅時間需 9 秒，通過維仁路需時 4.5 秒，現況岡山路綠燈時相轉維

仁路綠燈時相的全紅時間為白天 9 秒、夜間 4 秒，改善方案為： 

a、 改維仁路為向南的單行道，若未改維仁路為向南單行道前，夜間全紅時

間增加為 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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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維仁路停止線往路緣移動，增加視距，並增設維仁路近端號誌 

[2] 北側成功路路口：(1)左轉穿越側撞，改善方案為： 

a、 增繪北側新樂街、成功路，往南側維仁路、及東側中山北路、岡山路的

導引線。(現況已改善) 

b、 改維仁路為向南的單行道。 

[3] 東南側中山北路路口：(3)同向擦撞，改善方案為： 

a、 增繪北側新樂街、成功路，往南側維仁路、及東側中山北路、岡山路的

導引線 

b、 改維仁路為向南的單行道 

c、 長期方案，因路口過大，建議拆分為兩個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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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車流衝突與肇事分佈現況，分析此路口之潛在易肇事區位如下： 

 

 
圖 4.106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岡山路/維仁路/公園東路潛在易肇事區位圖 

 

(1) A 為左轉穿越側撞。北側新樂街、成功路汽機車往南進入路口後，往西前往

岡山路、公園東路，往東前往中山北路、岡山路的行向過多，路口過大且缺

乏導引，各車行動的反應不一致，可能成擦撞或各種側撞。 

(2) B 為擦撞或右轉側撞。汽機車西往東將離開路口時，往東前往中山北路、岡

山路的行向過多，路口過大且缺乏導引，各車行動的反應不一致，以致形成

擦撞或右轉側撞。 

(3) C 零星發生的各式碰撞。路口範圍過大，車流動線混亂，以致發生各式預期

行向之外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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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路口之現況圖與改善方案示意圖，現況圖根據 2021 年初之現況繪製，改

善示意圖為依照碰撞構圖及地方改善方案所繪，如圖 4.107 與圖 4.108 所

示。另外，依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所提供之預計改善措施表，整理分支改善

表，示於表 4-18。 

 

 
圖 4.107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岡山路/維仁路/公園東路現況圖 

 

圖 4.108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岡山路/維仁路/公園東路地方改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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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岡山路/維仁路/公園東路分支改善表 

 

4.6.2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 

一、事故特性分析(聽診) 

1. 區位與土地使用 

該路口位於周圍皆屬於商業區，附近有捷運三多商圈站。 

 

圖 4.109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土地使用區位圖 

分支 有改善項目 未實施之改善項目 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

故型態 

北側 1.增繪轉彎導引線 

2.夜間全紅時間增加

為 5 秒 

捷運岡山路竹沿伸線竣工

後，拆為 2 路口管理（長

期） 

左轉穿越側撞 

南側 維仁路停止線前移 增設維仁路近端號誌（長

期） 

交叉撞 

西側 增繪轉彎導引線  同向擦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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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幾何特性分析 

本路口為十字型交叉，路口路段相關配置資料與幾何配置如下表所示： 

表 4-19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路口

名

稱： 

苓雅區中

華四路/三

多四路 

路段全名 

三多四路 

(東側路口) 

三多四路 

(西側路口) 

中華四路 

(北側路口) 

中華四路 

(南側路口) 

車道

配置 

車道數量/

車道配置 
2 混+慢 2 混+慢 3 

汽+汽+

混 
3 

汽+汽+

混 

轉向配置 無劃設 無劃設 直+直+右直 直+直+右直 

車道

種類 

中央分隔/

植栽(影響

視距) 

        

快慢分隔/

植栽(影響

視距) 

    V  V  

分隔島電

箱/路側電

箱 

        

左轉專用

道 
    

右轉專用

道 
    

機車專用

道 
    

機慢車優

先道 
    

慢車道     

路肩     

公共設施帶或植栽 V V V V 

人行道 V V V V 

行人穿越道 V V V V 

自行車道     

自行車穿越道     

兩段式機車左轉待

轉區 
V V V V 

機車停等區   V V 

汽車號誌 V V V V 

自行車號誌     

行人號誌 V V V V 

公車站    V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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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號誌與管制措施 

(1) 轉向管制 

① 東側三多四路(往自強三路)：機車兩段式左轉 

② 西側三多四路(往捷運三多商圈站)：機車兩段式左轉 

③ 北側中華四路(往復興三路)：慢車道-機慢車兩段式左轉、快車道禁止

右轉 

④ 南側中華四路(往四維四路)：慢車道-機慢車兩段式左轉、快車道禁止

右轉 

(2) 禁行車輛 

① 北側中華四路(往復興三路)：快車道禁行機車 

② 南側中華四路(往四維四路)：快車道禁行機車 

(3) 速限 

① 東側三多四路(往自強三路)：速限 50kph 

② 西側三多四路(往捷運三多商圈站)：速限 50kph 

③ 北側中華四路(往復興三路)：快車道速限 50kph、慢車道速限 40kph 

④ 南側中華四路(往四維四路)：快車道速限 50kph、慢車道速限 40kph 

(4) 號誌時制 

 

圖 4.110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時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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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量與流動特性 

尚未取得交通量資料。 

5. 事故統計分析 

依據該路口近一年的事故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可知，該路口最常發生側撞(佔

33%)。主要的事故因素是違反特定標誌(線)禁制。而發生事故的時間以下午 4 時

至 5 時最多，相關統計圖如下所示： 

 

圖 4.111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事故類型及型態圖 

 

 

圖 4.112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事故原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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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3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事故發生時間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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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製碰撞構圖(電腦斷層診察) 

依據 2020 年該路口的事故現場圖，繪製碰撞構圖如下所示： 

 

圖 4.114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碰撞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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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擬改善方案 

1. 依碰撞構圖分析結果，初擬改善建議方案構想分述如下： 

 

 

圖 4.115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初擬改善方案構想圖 

 

[1] 東側三多四路路口：(4)同向擦撞，故建議： 

a、 鄰近路口取消慢車道線，改繪分流式指向線 

b、 若可取消機車停車格，則改設為「直左+直右」兩車道 

[2] 南側中華四路路口：(1)右轉側撞及(5)同向擦撞，皆為汽車於快車道違規右轉，

現況已於本路口設置快車道禁止右轉標誌、上游路口設置繞道標誌。 

a.加強取締快車道違規右轉； 

b.慢車道增繪分流式指向線，若路寬 5.8m 以上則改設為「直+右」兩車道。 

[3] 西側三多四路路口：(2)左轉側撞，故建議增繪西側三多四路往北側中華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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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左轉導引線。 

[4] 北側中華四路路口：(3)左轉側撞及(7)同向擦撞，故建議： 

a、 北側中華四路快車道改設為「左+直」兩車道，增繪北側中華四路往東側

三多四路的左轉停等區及導引線，北側中華四路由早開改為遲閉時相 

b、 若一直行車道不足容納直行車流，建議北側中華四路兩方向皆削切快慢

分隔島，採偏心方式新增左轉專用道，車道配置改為「左+直+直」三車

道，並配置左轉保護時相。 

[5] 北側中華四路路口：(6)同向擦撞，故建議： 

a、 檢討車道寬縮減的漸變長度，若不足則以槽化線調整漸變長度 

b、 分隔島增設反光導標 

c、 車道寬開始縮減處取消路邊停車格 

d、 增設分流式指向線 

[6] 北側中華四路路口：(8)追撞，故建議延長號誌懸臂，使燈面位於內側第二車

道中央上方。 

[7] 北側中華四路路口：(9)追撞，應與路邊停車相關。 

[8] 西側三多四路路口與西側三多四路路口：於路口東南側及西北側位置的(10)

交叉撞，目前南北向及東西向，皆黃燈 4 秒，全紅 4 秒，符合此路口的狀況；

惟目前東西向三多四路的停止線距離過於上游，相距 50m，以速率 40km/hr

計算，全紅須 4.5 秒，全紅時間稍微不足，故建議以縮小路口方式減少交叉

撞。 

[9] 路口各側行穿線附近，有違規的機車或行人的碰撞，因路口範圍過大，車流

動線混亂。建議路口各側，前移機車待轉區、行穿線、停止線、號誌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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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車流衝突與肇事分佈現況，分析此路口之潛在易肇事區位如下： 

 

 

圖 4.116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潛在易肇事區位圖 

 

(1) A 為右轉側撞或同向擦撞。因未規劃右轉車輛轉彎所需空間，右轉車未能靠

右而直行車太靠右，以致形成右轉側撞；或右轉車輛變換車道時，右側直行

機車未能即時注意，以致形成同向擦撞。 

(2) B 為右轉側撞或同向擦撞。因未明確引導直行車輛與右轉車輛轉彎的空間，

右轉車未能靠右而直行車太靠右，以致形成右轉側撞；或右轉車輛變換車道

時，右側直行機車未能即時注意，以致形成同向擦撞。 

(3) C 為同向擦撞。因車道偏移及車道寬縮減，各車橫向移動的反應不一致，以

致形成同向擦撞。 

(4) D 為同向擦撞及追撞。主要應受左轉車流於路口停等影響，以至於發生變換

車道擦撞及同向追撞；另因快車道寬度足以佈設三車道，目前以槽化線封閉

快車道外側空間，惟號誌懸臂長度未加長，因此位置較為偏右，車輛可能未

注意到燈號，以致形成同向追撞。 

(5) E 為汽機車追撞，應與路邊停車相關。 



 

197 

 

(6) F 為左轉穿越側撞。在缺乏左彎專用道、專用號誌與左彎導引線時，容易引

起左轉穿越側撞。 

(7) G 零星發生的各式碰撞。路口範圍過大，車流動線混亂，以致發生各式預期

行向之外的碰撞。 

 

該路口之現況圖與改善方案示意圖，如圖 4.117 與圖 4.118 所示。另外，依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所提供之預計改善措施表，整理分支改善表，示於表 4-20 高

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分支改善表表 4-20。 

 

表 4-20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分支改善表 

   

分支 有改善項目 未實施之改善項目 與改善項目相關之事

故型態 

北側 1.慢車道車道寬縮減漸

變段，劃設槽化線，

車道縮減處取消路邊

停車格，增設分流式

指向線 

2.延長號誌懸臂，使

燈面位於內側第二車

道上方 

1.快車道改設為「左+直」

兩車道或採偏心式左轉

專用道 

2.增繪北往東的左轉停

等區及導引線 

3.前移機車待轉區、行穿

線、停止線、號誌等設施 

追撞、同向擦撞、左

轉穿越側撞 

東側 取消機車停車格，改

設為「直左+直右」兩

車道 

前移機車待轉區、行穿

線、停止線、號誌等設施 

同向擦撞 

西側 增繪轉彎導引線 前移機車待轉區、行穿

線、停止線、號誌等設施 

左轉穿越側撞、追撞 

南側  前移機車待轉區、行穿

線、停止線、號誌等設施 

追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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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7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現況圖 

 

 

圖 4.118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地方改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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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章 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設計範例修訂 

 

依據本期計畫探討之案例路口與對過去路口事故追蹤分析結果，更新「事

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設計範例」相關內容，其新增內容分述如下。 

5.1 雙左轉導引設計 

本計畫在「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設計範例參考手冊」之 5.2.5 節中，

加入對轉向擦撞的探討。針對路口存在大量左轉交通量之路口，在需要配置兩左

轉車道之情況下，尤其在由不同轉向專 用道轉出之車輛，如在轉向後存在往平面

車道方向之車流，以及往匝道方向之車流。常使兩個左轉專用道之左轉車流，在

轉向過程中易產生同向左轉擦撞。故宜繪設雙左轉導引線，以改善轉向車流之擦

撞。如圖 5.1 所示。 

 

圖 5.1 雙左轉導引線設計範例 

 

5.2 提高路口視距 

本計畫在「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設計範例參考手冊」之 7.2.2 節

中，加入非號誌化路口交叉撞的探討。若無路口截角之建築物無法改善時，可配

置標線型人行道，並將標線型人行道位置設置，能使車流分布於視距較佳之斷面

位置，以提高路口行車視距。此外，亦可應用單行道管制的方式，禁止視距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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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車方向，透過單行的管制方式，使車輛不受建築物阻擋視距，如圖 5.2、圖 

5.3 所示 

 

 

圖 5.2 無路口截角之建築物之標線型人行道改善方式 

視距受阻

標線型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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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無路口截角之單行道方向改善方式 

 

5.3 巷道減速措施 

本計畫在「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設計範例參考手冊」之 7.2.4 節中，

加入巷道安全改善的方向。在易肇事巷道路口，為了降低車輛行駛速率，以確保

各道路使用者安全，或減少穿越性交通，以降低車流量。可應用車道偏移、圓環

(circle)、路口平臺與迂迴路網等設計方式，來減低車速以達改善交通衝突之效果。 

 

視距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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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交通事故的發生緣起於各種交通衝突。不同型態的衝突所引發的車禍，即為

不同碰撞型態的交通事故，這種交通事故的碰撞型態定義為事故碰撞型態。消除

或減輕各種衝突型態，即可消除事故的發生或減輕事故的嚴重度。若能針對經常

發生的事故碰撞型態，對照其適當的道路與交通工程設施，研擬改善策略，將有

助於顯著達成降低事故的效果。本計畫針對 109 年提出的「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

交通工程設計範例參考手冊」，在六都進行推廣示範，並應用於六都易肇事路口

作為教育訓練之示範案例之用。另外，本計畫亦舉辦種子講師培訓，透過培訓交

通工程技師，以期「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設計範例參考手冊」能更快速

落實於實務改善，應用於各級道路交通主管機關之路口改善。本計畫相關結論與

建議如下。 

6.1 結論 

為降低我國道路交通事故，本計畫推動過去累積的易肇事路口改善設計範例

之應用，以訓練各交通主管機關之交通工程從業人員，使相關人員可熟悉各種設

計範例的應用情境，以及交通診斷學的作業流程，進而提升交通工程環境之安全

水準。本計畫為 3 年期的計畫，第一期(110 年)成果如下： 

1. 回顧前期計畫及相關文獻，包含事故特性分析、交通安全改善策略、新型改善

措施等。透過追蹤調查 107、108 的試辦路口，以評估試辦成效。另針對 109 年

教育訓練的改善路口，進行事故追蹤分析。 

2. 於六都辦理 6 場教育訓練座談會，每場次安排 1 日的課程，並邀請六都交通工

程相關單位人員，以及國內各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參與訓練座談，並錄製為

數位教材。 

3. 透過中華民國交通工程技師公會協助，由本計畫辦理針對設計範例內容、肇事

診斷學程序與作業、事故分析技術、肇因與改善措施、設計範例適用情境、交

通工程設計基本原則等，針對相關主題內容提供交通工程技師完成種子講師講

習。 

4. 配合「第 39 期臺灣地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在六都建議之改善地點現場會

勘檢討，協助對示範改善地點的改善方案進行討論。針對六都的改善通則，主

要以提供足夠介間時間、適當車道配置與導引、縮小面積過大的路口、改善車

流動與提供行人適當穿越空間為原則。各路口現況事故與改善狀況如表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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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路口現況事故與改善狀況項目表 

示範地點 事故現況 會勘後規劃改善項目 

(1)臺北市中山區

民權東路一段/中

山北路二段 

此交叉路口改善前一年共計 91

件肇事。包含：追撞、同向直行

擦撞、左轉側撞、右轉側撞、左

轉穿越側撞、交叉撞及撞行人

等。 

透過調整黃燈時間、增設

告示牌、轉向管制、Z 字

型穿越道、行人早開、設

置轉專用道等方式改善。 

(2)臺北市信義路

五段/松仁路 

此交叉路口改善前一年共計 71

件肇事。包含：追撞、同向直行

擦撞、同向左轉追撞、左轉側撞、

右轉側撞、左轉穿越側撞、左轉

匯入側撞、左右轉匯入側撞、交

叉撞及撞行人等。 

透過增加標誌標線導引、

增加黃燈時間、行人早

開、縮短雙白線、調整車

道漸變線、增設地面標字    

等方式改善。 

(3)新北市新北大

道一段/重陽路一

段 

此交叉路口改善前一年共計 56

件肇事。包含：追撞、同向直行

擦撞、同向左轉擦撞、左轉側撞、

右轉側撞、左轉穿越側撞及交叉

撞等。 

透過增加全紅時間、增設

右轉專用道、繪設車道導

引線與指向標線、車道重

新配置等方式改善。 

(4)新北市中正路

/思源路 

此交叉路口改善前一年共計 53

件肇事。包含：追撞、同向直行

擦撞、同向左轉擦撞、同向右轉

側撞、右轉側撞、右轉匯入側撞、

及交叉撞等。 

透過增設分流指向線與

告示牌、右轉早開、調整

黃燈時間、設置號誌、增

加『輔ㄧ』、調整槽化區    

等方式改善。 

(5)桃園市新中北

路/榮民路 

此交叉路口改善前一年共計 39

件肇事。包含：追撞、同向直行

擦撞、右轉側撞、左轉穿越側撞、

交叉撞及對撞等。 

透過繪設左轉導引線、道

路邊線、分流式指向線、

停等區分流、前移停止

線、增加紅燈、縮小路口、

調整時相順序等方式改

善。 

(6)桃園市大興西

路三段/國際路二

段 

此交叉路口改善前一年共計 132

件肇事。包含：追撞、同向直行

擦撞、同向右轉擦撞、右轉側撞、

右轉匯入側撞、交叉撞、及失控

肇事等。 

透過設置車道化機車停

等區、分流式指向標線、

輔一標誌、增加黃燈時

間、車道導引線、左彎導

引線、調整槽化線、增設

號誌等方式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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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臺中市三民路

三段/崇德路一段

/五權路/錦南街 

此交叉路口改善前一年共計 66

件肇事。包含：同向直行擦撞、

同向左轉擦撞、同向右轉擦撞、

右轉側撞、左轉側撞、左轉穿越

側撞、交叉撞、直行對撞、失控

肇事。 

透過增設前方路口幾何

圖示、導引標誌、車道化

機車停等區、『輔一』標

誌等方式改善。 

(8)臺中市向上路

/環中路 

此交叉路口改善前一年共計 25

件肇事。包含：同向直行擦撞、

同向左轉擦撞、右轉側撞、左轉

側撞、左轉穿越側撞、左轉匯入

側撞、追撞、交叉撞、倒車撞、

左轉對撞。 

透過前移牌面標誌、補繪

左轉停等區、新增指向線

等方式改善。 

(9)臺南市中正南

路/中華路 

此交叉路口改善前一年共計 54

件肇事。包含：同向直行擦撞、

對向擦撞、右轉側撞、左轉側撞、

左轉穿越側撞、左轉匯入側撞、

追撞、對撞、交叉撞、失控肇事。 

透過繪設分流式指向線

與導引線、前移停止線等

方式改善。 

(10)臺南市公園

路/公園南路 

此交叉路口改善前一年共計 46

件肇事。包含：同向直行擦撞、

右轉側撞、左轉側撞、左轉穿越

側撞、追撞、交叉撞、失控肇事。 

透過取消停車格、前移停

止線、繪設導引線與車道

指向標線、設計偏心左轉

車道等方式改善。 

(11)高雄市中山

北路 /岡山路 /維

仁路/公園東路 

此交叉路口改善前一年共計 15

件肇事。包含：同向直行擦撞、

左轉側撞、左轉穿越側撞、交叉

撞、失控肇事。 

透過停止線前移、繪設導

引線等方式改善。 

(12)高雄市中華

四路/三多四路 

此交叉路口改善前一年共計 53

件肇事。包含：同向直行擦撞、

同向右轉擦撞、同向左轉擦撞、

右轉側撞、右轉匯入側撞、左轉

側撞、左轉穿越側撞、追撞、交

叉撞、倒車撞、失控肇事。 

透過設置槽化線與分流

式指向線、取消停車格、

車道重新配置、延伸號懸

臂、繪設導引線等方式改

善。 

 

5. 針對「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設計範例」中，依會勘過程遭遇的問題以

及前期改善路口的追蹤分析結果，更新同向擦撞、交叉撞的相關改善方法與構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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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由本計畫歷年的易肇事路口案例可知，部分易肇事路口存在設計不良之問題。

針對過大的路口，以透過幾何設計縮小路口範圍為原則，以避免路口產生追撞

與交叉撞；針對過大的路肩，可將路口人行道轉角空間擴大，以避免路口產生

右轉側撞。 

 

6.2 建議 

本計畫為第一年期計畫，針對後續研究的建議項目，分述如下： 

1. 持續追蹤評估 108 年試辦路口之執行情形與改善成效，並針對 109 年、110 年教

育訓練之改善路口，進行事故追蹤分析。 

2. 針對西部縣市之交通工程相關單位，辦理「事故型態導向之交通工程設計範例」

推廣訓練與座談會。並配合「第 40 期臺灣地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之易肇事地

點做為示範地點。 

3. 由改善案例與追蹤分析成果，更新「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設計範例」之

相關內容。並由國內外相關文獻，增加路口之左轉偏移車道、巷道減速設計、速

度管理、行人設施設計、自行車設施設計、路段路型配置設計等，以充實設計範

例內容。 

4. 建議針對「事故碰撞型態導向之路口設計範例」進行升級更新，考量納入以下

項目來完善 2.0 版本： 

(1) 行人友善：針對行人兩段式或 Z 字型穿越方式，提供相關設置評估、幾何

設計與號誌設置之原則。 

(2) 巷弄降速：應用交通寧靜區之設計原則，降低巷弄車流速度，並降低穿越

性交通。 

(3) 漸變銜接：針對路口之擴增左轉專用車道或右轉專用車道，提供漸變長度、

儲車長度與減速距離等相關設置原則。 

(4) 偏心左轉車道設計：依不同道路寬度，提供正向偏移、零偏移與負向偏移

設之左轉車道設置原則。 

5. 在推廣教育方面，種子講師培訓僅在臺北辦理，對於其他縣市欲參與者實為不

便，未來或可考慮以線上培訓方式辦理。 

 

 



 

207 

 

參考文獻 

[1]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www.stat.gov.tw） 

[2] 交通部道安資訊平臺.Available:  http://223.200.48.102/motcgis 

[3]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設計範例參考手冊」，

2020。 

[4]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混合車流情境之機交通安全工程設計方法研究驗證與推

廣”，2015。 

[5]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混合車流情境路口交通工程設計範例” ，2016。 

[6] 許添本、李明聰、李樑堅等, “2014 高雄市易肇事路口改善委託研究案”，期末

報告，高雄市交通局，2014。  

[7] 內政部全國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查詢系統. Available: 

https://luz.tcd.gov.tw/WEB/login.aspx 

[8] Tien-Pen Hsu, ⁎ Ku-Lin Wen，Effect of novel divergence markings on conflict 

prevetion regarding motorcycle-involved right turn accidents of mixed traffic flow，2019 



 

208 

 

  



 

209 

 

附錄一:期中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第 2 類  

期中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計畫編號：MOTC-IOT-110-SBB005 

計畫名稱：事故碰撞型態導向之路口設計範例推廣示範計畫

(1/3)—直轄市推廣應用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運輸學會  

110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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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

宗

修

委

員 

1. 建議六都訓練座談會與種子教師講習會

兩者用詞需有差別性，避免使用「講習」兩字

以致無法分辨。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2. 建議放大碰撞構圖及改善方案構想圖片。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3.黃燈延長是否變相鼓勵駕駛者闖越路口，

還是可轉正此不良習性，請補充說明。 

關於黃燈秒數計

算，將於報告中補

充說明。 

同意辦理 

林

大

煜

委

員 

1. 報告書 P3，圖 1-1 研究流程中「改善地點

選址」由六都自選，在選址前是否有先規劃

六都之肇事型態主要類別？或先給予選址之

方向？ 

改善地點由各都依

照目前交通安全改

善所需提供。 

敬悉 

2. 報告書 P15，「右轉側撞」之主要涉及的影

響因素有「（2）機車停等區內之機車並無依

照行駛方向停等」，請問此一現象在目前是普

遍的現象？還是在該等事故特有的現象？ 

此由過去研究資料

摘錄，報告書中將

註明參考文獻，以

利閱讀。 

同意辦理 

3. 報告書 P21-22，因疫情影響，將六月的講

習訓練座談會延至八月舉行，是否會影響本

案的執行期程？ 

目前尚無影響。 敬悉 

4. 報告書 P24-25，「種子教員講習會」為 P3

研究流程中的哪一項？ 

於期末報告補充說

明。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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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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報告書 P29，「從右轉、直行汽機車交通量

及交通管制與號誌時制並搭配肇事資料分析

可看出，此路口潛在的側撞為右轉側撞…」。 

(1)如何「看出」應列為講習會的重點。 

(2)本案例「追撞」也很嚴重，為何沒有「看

出」？ 

(1)遵照辦理。 

(2)由碰撞構圖得

知。 

同意辦理 

6. 報告書 P38、44、52，「路口肇事改善事前

事後分析」之 106 年、107 年、108 年各有其

研究重點，如 106 年為「機車兩段左轉改為

直接左轉」，107 年為「追撞及交叉撞」，108

年為「非號誌化路口」，是否可於小節名稱中

特別加以表明，或於文章中特別以類似「研

究重點」之方式加以凸顯其不同之研究方

向？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7. 報告書 P43，臺北市與高雄市「106 年路口

肇事改善事前事後分析」之原肇事型態雖有

改善，但都衍生出新的肇事型態事故，建議

仍應列入改善與追蹤。 

相關路口已持續追

蹤三年，新肇事型

態的改善策略將補

充於報告書中。 

同意辦理 

8. 報告書 P64，標號系統在「三」之下出現

「壹」，似乎不妥。另以下各節也都有此現象。

是否有必要加以修正？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9. 報告書 P64，如果該黃燈秒數已依規定設

置，本案將「黃燈增加 1 秒」的效果是否有

相關文獻佐證資料？ 

關於黃燈秒數計

算，將於報告中補

充說明。 

同意辦理 

李 

忠 

璋

委

員 

1.報告書 P11，表 2-3 總數的統計資料有誤，

請修正。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2.報告書第 P13，表 2-6 中肇事型態中都是車

與車或車與人而沒有「自撞」，會和表 2-5 肇

事地點的數量有相當程度的落差。 

另外就省道 A1 事故中發現自撞的比率不低，

尤其機車。而自撞型態的肇因，也有可能是

道路設施問題所造成，建議納入。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3.報告書第 P16 

(1)左轉側撞的改善方向(1)改成機車可直接

左轉的策略是否恰當，建議應就不同的道路

情境(例如是否為雙車道或雙車道以上的配

此部分由參考手冊

摘錄，將加註出處

於報告書中。 

同意辦理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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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而且若因機車容易違規左轉而改成機車

可以直接左轉，好像也不太對。 

(2)改善方向都是就機車為對象，缺了汽車的

改善策略。 

4.報告書 P42，圖 3-14、表 3-6，高雄市中正

一路與大順三路口的肇事變化，在事前一年

16 件擦撞，在碰撞構圖看起來比較像是交叉

撞而非擦撞。 

將修正於報告書

中。 
同意辦理 

5.報告書 P42，以道路管理機關而言，在路口

肇事改善，會是以整個路口的改善成效來看，

以高雄市中正一路與大順三路口來看，事後

雖然中正一路西往北兩段式機車左轉交叉撞

沒有了，但衍生直接左轉擦撞，所以問題還

是存在，只是換了型式，建議還是要有改善

策略。 

另在大順三路右轉和直行側撞在事後 3 年每

年出現，尤其到第 3 年件數最多。 

將補充於報告書

中。 
同意辦理 

6.報告書 P50-51，事前一年交叉撞次數在圖

3-14 和表 3-15 不同。 

將修正於報告書

中。 
同意辦理 

7. 一般市區的道路上的駕駛人行經的道路

大多是其日常，所以大多會知道號誌的狀態，

因此全紅黃燈秒數的增加會讓駕駛人更放心

闖越路口，但駕駛人卻不知道黃燈會剩多秒，

反而容易產生事故，建議改以增加全紅秒數

來做為清道時間。 

關於黃燈秒數計

算，將於報告中補

充說明。 

同意辦理 

8.報告書 P82，三重新北大道一段和重陽路號

誌時制在時相三可能有問題，因為過圳街和

新北大道一段東側同為綠燈，如此會有行車

衝突的問題。 

謝謝委員提供建

議，納入參考。 
敬悉 

9.報告書 P88，對於潛在易肇事區位分析三，

「….過圳街因可以左轉所以易引發與西側

來車的交叉撞，及本身同向左轉側撞」，但因

為一般路口可以左轉的車道都會有與左側來

車所產生交叉撞的風險，在這裡特別強調的

意義是什麼？更何況以目前該路口的號誌時

制，過圳街綠燈和北大道一段西往東綠燈中

間是間隔另一個時相的，所以交叉撞的機率

應該很低。 

謝謝委員提供建

議，納入參考。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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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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報告書 P92，建議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口

的號誌再加上橋下迴轉道的號誌一併處理。 

謝謝委員提供建

議，納入參考。 
敬悉 

11.建議講習班提供名額給公路總局各區養

護工程處參與。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12.附錄 Pvii，民權東路東西側的行穿線若採

Z 字型，因路口已有公車專用道及站台，而且

目前中央分隔島寬度僅約 80 公分，因此大概

僅能利用站台來做為中間停等的空間，但站

台是偏在道路行車方向的右側，而且可能行

人會和候車的人有一些混亂或衝突，可能會

讓 Z 字型行穿線行人停等區的效果降低。 

謝謝委員提供建

議，納入參考。 
敬悉 

13. 附錄 Pxxi，目前新莊思源路高架橋下迴

轉車道已有標繪往「中正路」、「大漢橋」標

字，如果還要再加強標誌牌面的告示，建議

採圖形化會比較讓能駕駛人清楚。 

謝謝委員提供建

議，納入參考。 
敬悉 

鄭

惠

心

委

員 

1.建議六都講習開放名額給營建屬參與。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2.事故碰撞構圖對很多來說，應該是很新的

觀念及作法，辦理本推廣示範計畫，並透過

會勘與經驗交流，讓地方第 1 線工程人員，

提升專業智能，並培訓種子教師，意義重大;

另因本署工程處亦有辦理道路設計，教育訓

練的參訓名額可否增加，讓他們也能參加。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3.在教育訓練時是否會提供參與人員「事故

碰撞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設計範例-參

考手冊」及碰撞類型符號表，另外(P15-20)2.2

節交通工程安全設計與改善策略，建議繪製

路口標準圖或示意圖，含 4 個方向並包括人

行道及路肩，及路段中至路口增設左轉車道

或右轉車道之漸變處理方式(含漸變長度)，以

利後續推廣應用。 

感謝委員建議。參

考手冊內容已提供

給學員。 

敬悉 

4. 2.3.2 節種子教員講習會三、議程及課程大

網第 5 點第 3 及第 4 行，所列時間與主講人

與表 2-8 不一致，建議修正(P24-25)。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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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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改善範圍如何界定，例如新北市三重區新

北大道一段/重陽路一段(P85)路口改善未包

含三民街及重陽路二段;台南市永康區中正

南路/中華路未包含東北側無名路。又如台南

市北區公園路/公園南路(P141)，西側公園南

路明顯比東側公園南路寬，是否需要從西側

公園南路路段中開始縮小道路寬度，讓路口

上游與下游寬度縮小差異，避免大家擠在一

起，以降低事故發生。 

感謝委員建議。改

善範圍是依據肇事

影響範圍的特性判

定。 

敬悉 

6.繪製碰撞構圖與初擬改善構想，圖示方位

建議一致，以利閱讀。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7.長期而言，像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中華

路或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岡山路，需要調

整路型才能有效解決路口安全問題，建議縣

市政府申請生活圈計畫補助辦理。 

感謝委員建議。 

敬悉 

將於易肇事會勘時

將相關訊息提供直

轄市政府參考。 

8.(P85、86)機車二段式左轉待轉導引線劃設

位置恐不恰當，例如劃設起點從快車道與快

車道中間開始劃，導引路線與行穿線交錯長

度過長及導引機車違規穿越槽化線，建議重

新檢視。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9.誤植: 

(1)P75 第 4 行一、…左轉〝輛〞皆龐大，建

議更正為〝量〞。 

(2)P86 第 2 行及第 4 行新北〝有〞道，建議

更正為新北〝大〞道。 

(3)P87 第 3 行應是左轉〝佔〞停等空間不足，

〝佔〞為贅字，建議刪除。 

(4)P125 第 7 行及倒數第 5 行〝1s〞，建議修

正為〝1 秒〞。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10. 缺漏字:P96 第 2 行未來得〝及〞靠右影

響。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張

新

福 

委

員 

1.針對肇事診斷學中，「電腦斷層診察-繪製碰

撞構圖」是改善程序的起手式，是很重要的

環節，卻不見相關工具及圖標符號的說明介

紹，殊為可惜！建議補充介紹常用的幾種工

具，及各類圖標的意義，以利各縣市政府了

解並編列必要的經費。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2.建議路口各類交通配置調查表直接繪製平

面圖，因為後面改善構想、改善方案還是需

要劃平面設計圖。另外，「路口轉向量示意圖」

感謝委員建議。交

通量資料為地方調

查結果提供。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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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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了解交通特性必備的資料 

3.建議修改報告書改善程序的編排。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4.目錄 Pii 缺漏字，請修正： 

(1) 松路→松仁路 

(2) 榮路→榮民路 

(3) 國際段→國際路二段 

(4) 錦街→錦南街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5.報告書 P64，項次編碼需調整，建議從「壹、

初擬改善方案構想」改為「(一)初擬改善方案

構想」。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技

師

公

會

廖

理

事 

1.技師公會全力配合。 
感謝技師公會配

合。 
敬悉 

2.報告書 P33，參考案例是否可以說明為什麼

會選這個改善。 

此為過去研究報告

示意，將於報告書

加註參考來源。 

同意辦理 

交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1.講習會有人數上的限制，是否開放工程處

的同仁參與?各區工程處依照轄區參加。 

運研所已邀請交通

部公路總局參與。 
敬悉 

2.報告書 P65，有關東西側民權東西路改設置

Z 字型行穿線後，自行車穿越道線之設計是

否同步配合行穿線修正為 Z 字型？自行車於

公車專用道站台(即庇護島)是否應牽行或可

騎乘通過？若自行車穿越道線維持現況，致

中山北路二段轉向車流需分別停等自行車及

行人通過，是否顯著影響轉向車流或自行車

及行人路口安全？建請研究團隊就上開議題

於報告書中補充說明。 

會和行人穿越區

分。 
敬悉 

桃

園

市

政

府

交

通

局 

1.本局後續將參與路口整體性會勘。 感謝配合參與。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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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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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中

市

政

府

交

通

局 

1.p.4 「4.配合第 39 期臺灣地區易肇事路段

改善計畫，進行設計範例的應用示範」所揭

會勘討論部分，建議部分方案討論時，能考

量對地方民眾之影響，以利交通工程改善之

推動。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2.p.15，右轉側撞改善方向部分，建議增加外

側混合車道增劃分流指示標線，以區分行車

方向。 

將補充於報告書

中。 
同意辦理 

3.p.16，左轉側撞改善方向部分，建議可增加

配合路口幾何條件，車道化機車停等空間及

調整時制設計，使機車能於左轉專用時刻直

接左轉。 

將補充於報告書

中。 
同意辦理 

4. 建議 3.3 節與 3.4 節中各路口之分支改善

項目表中所列欄位「與改善項目相關之肇事

型態」，建議可以再細分為某方向與某方向之

側撞或交叉撞，以求改善之指標能更精確反

映改善之車行方向。 

將補充於報告書

中。 
同意辦理 

p.125-126，北區三民路崇德路口改善方案部

分，本局後續會邀集相關單位檢討改善。 

感謝邀集相關單位

檢討改善。 
敬悉 

p.134，南屯區向上路與環中路口改善方案： 

(1) 項目一，增加向上路直行時相黃燈 1 秒

部分，因全紅已增加為 4 秒，不建議再增加

直行時相黃燈。 

(2) 項目二，環中路之左轉專用時相，增加紅

燈 1 秒，本局同意增加 G2 時相紅燈 1 秒。 

(3) 項目三，G1 時相紅燈增加 1 秒部分，本局

同意。 

(4) 項目四，於路口西側向上路上游，繪設標

字於內側三車道部分，現況已有設置往北屯

太平、往台中火車站、往烏日彰化、往台中高

鐵站指示標誌，倘地面標字過多不利駕駛人

辨識，建議改以增設輔 1 及調整標誌牌面位

置。 

(5) 項目五，建議增加向上路直行時相黃燈 1 

秒部分，同(一)，不建議再增加向上路直行時

相黃燈。 

(6) 項目六，建議增加增加環中路直行時相黃

燈 1 秒部分，本科同意增加 G1 時相紅燈 1

秒。 

(7) 項目七，建議取消路口北側慢車道之左轉

專用道，如慢車道有左轉需求，則於路段中

感謝提供意見，由

於目前為初擬改善

方案，後續還會辦

理會勘事宜，集結

交通局及相關單位

討論，才會確認善

方案。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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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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口提供左轉車輛匯入快車道左轉部分，查

慢車道左轉車流比例較高，地方左轉需求高，

故規劃調撥左轉專用車道以維交通順暢，倘

將原有左轉車道取消，恐降低紓解效率及地

方反彈，現況左彎待轉區線部分模糊，將辦

理補繪，以利用路人辨識遵循。倘於路段中

開口，匯入車輛易與快車道直行車輛產生衝

突，有安全疑慮。以維持現況為佳。 

高

雄

市

市

政

府 

1.本局將會邀請公路總局三工處與會參與討

論。 
感謝參與。 敬悉 

2.本局想了解講習會後續辦理情形。 

預計於九月開始辦

理路口會勘事宜，

屆時請六都交通局

及相關單位撥冗出

席參與討論。 

同意辦理 

運

安

組 

1. 因法規多使用「事故」一詞，沒有使用「肇

事」，故建議報告書內容一律將「肇事」改為

「事故」。 

因目前皆以「易肇

事地點」一詞使

用，故報告書仍使

用「肇事」一詞。 

同意辦理 

2. 報告書內「運研所」一律改為「本所」。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3. 報告書內「本研究」一律改為「本計畫」。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4.報告書 P4，如有引用研究主題與重點之文

字內容，應請調整文字語氣。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5. 報告書 3.3 節，有關 107 年的研究主題為

何應在小節開頭先加以描述。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6. 報告書 3.4 節，有關 108 年的研究主題為

何應在小節開頭先加以描述。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7.報告書第三章，第三章末請補充小結。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8.報告書第四章，各示範路口之交通相關配

置資料表，請再與六都交通局確認勾選內容

有無錯誤。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9.報告書第四章，各示範路口事故型態統計

圖中，應將側撞加以區分。 

此事故型態統計資

料來源為交通部道

安資訊平台，側撞

資料並未區分。 

敬悉 

10.報告書第四章，各示範路口之流量調查狀

況是否以表格完整呈現轉向交通量。 

交通量資料為地方

調查結果提供。 
敬悉 

11. 報告書第四章，各示範路口之「貳、潛在

易肇事區位分析」請說明此段落之撰寫目的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12. 報告書第四章，各示範路口之「壹、初擬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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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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方案構想」請將 a…b…c…分項排版。 

13. 報告書第四章，各示範路口除提供「初擬

改善示意圖」外，亦應提供改善後之路口設

計平面圖。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14. 報告書第四章，各示範路口除提供「初擬

改善示意圖」，請以電腦繪圖加工處理，勿僅

以手繪圖呈現。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主

席 

1.有關營建署代表建議是否能在各縣市增開

講習會的部分，目前講習會因有名額限制且

以六都為主，營建署只發給署本部，後續將

評估是否補邀請該署相關工程處。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2.六都講習會名額分配為 20 人，其他單位 30

人，也歡迎其他相關單位參與。將會請內部

負責之同仁，了解各都參與情形。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3.有關委員及各單位意見，請研究團隊列表

逐一回應，並納入期末報告書。 
配合辦理。 同意辦理 

4.本案期中審查通過。 配合辦理。 同意辦理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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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期末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MOTC-IOT-110-SBB005」事故碰撞型態導向之路口設計範例

推廣示範計畫(1/3)—直轄市推廣應用」  

期中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運輸學會  

 110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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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

宗

修

委

員 

由於易肇事路口之改善需要長期的努

力並培養專業的交通人才，故建議持

續舉辦講習會，以培養更多專業人員。 

感謝委員意見，

將 納 入 後 續 參

考。  

敬悉 

對於事故件數不需要太過嚴苛，需要

容忍事故之隨機性。故建議計畫可將

肇事數字之觀察時間延長，避免分析

受隨機性影響。 

感謝委員意見，

參照一般理論要

求本研究以三年

為分析期間，應

足以映改善與否

的狀況 

敬悉 

由於「慢」字不是肇事責任之判斷標

準，且無強制力，故建議減少使用「慢」

標字。 

同意委員意見。 敬悉 

由於研究團隊對當地路口之了解難如

地方政府深入，建議六都同仁需對易

肇事路口建立更詳盡的紀錄，以便在

改善上可考量更多面向。 

同意委員意見，

可建議六都同仁

參採。 

敬悉 

報告書圖 4.10，右上角之巷道建議封

閉，以減少交通衝突。 

同意委員意見 \

納入建議之中。 
同意辦理 

報告書 4.5.2 節，建議臺南市永康區

中正南路路口及高雄市岡山區七岔路

口，應將路口縮小，以避免巷道連接主

要幹道造成之多肢交叉及路口過大造

成之影響。 

同意委員意見，

相關意見提供地

方政府評估。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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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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許老師簡報第 40頁，並沒有相當

同意；針對交通事故之三環圖，其中駕

駛之影響佔 57%，目前將路口改善過

後，仍需仰賴駕駛人素質，故應正視民

眾之駕駛素質。 

同意委員意見，

除了本研究的重

點在道路交通安

全工程的改善之

外，加強駕駛人

素質亦應加以重

視。 

敬悉 

報告書內之章節名稱與文末應切分獨

立。 

遵照辦理，加以

修正。 
同意辦理 

「種子教員培訓」與「種子講師培訓」

名稱應一致。另外課程出席率僅 56%，

建議檢討其原因，以供未來改進。 

遵照辦理，名稱

將統一為種子講

師培訓。培訓當

日突然有數名學

員告知，當日公

司臨時有事，不

克參加。 

同意辦理 

報告書表 3-4與表 3-6，高雄市「中正

一路與大順路口」之改善成果似乎較

難維持，建議提出分析與建議。 

原部分肇事型態

已消失，而出現

新型態肇事，後

續可配合本研究

提出之改善措施

進行改善。相關

分 析 與 設 計 詳

p.41。 

同意辦理 

推廣訓練錄製為數位教材，可否在運

研所或交通部的雲端提供，以擴大成

效？ 

感謝委員意見，

納入後續參考 
敬悉 

對於成效明顯未如預期路口，建議有

分析論述。 

遵照辦理，加以

補充說明原因，

供後續再進一步

研 究 改 善 之 參

考。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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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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圖表名稱序號用阿拉伯數字(勿

穿插國字數字)。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林

大

煜

委

員 

 

內文請從新的一行開始列印，不要緊

接於標題後面。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易事故路口」建議修訂為「易肇事交

叉路口」。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23頁之圖表名稱之排版問題

需修正。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39頁，建議改善後的事故仍

須提出改善建議。 遵照辦理，以補充

於 p.41。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43 頁之事故件數前後不一

致，若有誤植，需修正。 

遵照辦理，加以

修正。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40頁，由於改善後會產生新

的碰撞型態，建議在報告中提出更詳

盡之說明。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43頁，其改善成效不彰，建

議持續追蹤並提出改善建議。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65 頁，表 3-29 顯示其交叉

撞事故在改善後增加，建議持續追蹤

並提出改善建議。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全本報告書中，有多處相同錯誤情形

（如第 98頁），請一併加以修訂。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內文「（包含表 1與表 2）」之「表

1與表 2」並非本報告之表。請明列其

來源為「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之

表 1與表 2。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圖 2.6」之圖名，於排版時請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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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置於報告書第 22頁。 

報告書第 3.2.1節，「臺北市信義路與

基隆路口」經改善後之第一年與第二

年，其擦撞事故增加，於報告書第 44

頁已提出改善措施，建議儘速加以落

實並觀後效。 

同意委員意見，

應儘速落實改善

措施。 

敬悉 

報告書第 3.2.2節，「高雄市中正一路

與大順三路口」之「擦撞」事故亦無明

顯改善，建議儘速加以改善並觀後續

成效。另第一年之事故件數前後不一

致，若有誤植，需修正。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臺北市之路口改善中，其針對「交叉

撞」事故中之三件於改善後事故增加，

桃園市之路口改善中亦有一處增加，

建議持續追蹤並提出改善建議。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83、84頁已提出改善措施，

建議加以落實並觀後效。 

同意委員意見，

應盡快落實。 
敬悉 

期中簡報之回應中提及「關於黃燈秒

數計算，將於報告中補充說明。」，惟

未於報告書中見及該項說明，請補充。 

遵照辦理，補充

於附錄。 
同意辦理 

李

忠

璋

委

員 

報告書第 43頁，表 3-6高雄中正一路

/大順路口碰撞構圖中在事前部分，西

側未見有 8 次擦撞的圖示。在事前中

正一路由西往北左轉機車必須在河北

路兩段式左轉，所以會在路口的東南

角呈現有 16件的「交叉撞」，但期中報

告將之歸類為「擦撞」，因此本人有提

問過，可是期末報好像沒改對。所以建

議在表三.6增加 1欄「交叉撞」。另肇

事變化圖有關事前擦撞的部分請一起

修正。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建議於報告書中是說明「區位側」與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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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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位側」，兩種表示方式之不同，與

其使用之準則？ 

報告書第 54 頁，臺中市臺灣大道/惠

來路口事前東側在碰撞構圖上看起來

有 2 件直行追撞還有 1 件停等追撞，

是否少計 1 次，亦或是停等追撞和要

改善的項目內容無關不計，但如果是

不計的，那臺灣大道/文心路口東南側

在事前碰撞構圖 4 件中有 2 件停等追

撞 2件直行追撞。建議再釐清。 

此為文字誤植，

已修正。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57-58 頁，表三-21 和表三-

22 在分支的表示方式不一致，建議調

整為相同。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58頁，圖三.22，在事後第二

年位於南側(河南路三段)往北方向有

增加 3件追撞事故，雖然南側在 107年

時沒有改善策略，但「追撞」是本路口

要研究的事故類型，建議也可以納入

分析統計。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64 頁，3.3 節的小結，在台

北市研究的 2個追撞路口中信義/基隆

路口在事後第一、第二年並無明顯減

少，就路口數量百分比而言也只有 50%

的路口有明顯降低追撞事故。同樣在

台中市所研究追撞事故的 4 處路口有

2處沒有明顯減少，這 2處中還有 1處

是增加的，而在台灣大道/河南路口的

南側 3 件追撞也併計的話，該路口其

實也沒什麼明顯減少，所以黃燈時間

加長 1 秒的對於改善路口追撞的有效

性建議再觀察。不過在全紅時段加 1秒

對於減少路口交叉撞事故是有效的。 

遵照辦理，明年

持續追蹤黃燈延

長效益。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91頁，其繪製之兩件追撞，遵照辦理。該肇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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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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其於圖中看似為失控肇事，應再釐

清。 

事為失控後撞擊

障礙物。 

報告書第 94-97 頁，相關圖表應該是

大順二路、大順三路和九如一路的圖

表，建議將圖、表、及相關文字修正。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95頁，改善方案 1的說明，

略以「這與避免...設計方式相左」不

太能理解其所述內容和意義，建議調

整論述。 

此為文字誤植，

已刪除該敘述。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110 頁圖 4.12，東側民權東

路利用公車候車站台做為 Z 字形兩段

式穿越，建議站台應往西延伸到路口

(比照照路口西側公車站台)。 

感謝委員意見，

若實施 Z 字形穿

越道，確實應配

合公車站台一併

調整。。 

敬悉 

報告書第 123頁圖四.23，松仁路南往

東左轉車道標示往「信義地下道」和

「信義快速道路」的標字，建議和信義

路上的標誌及標字一致比較妥適。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128 頁過圳街南往北和新北

大道東往西的綠燈不會同時開，會明

顯產生路口交叉撞的衝突。而且也不

太可能新北大道一段東往西綠燈會出

現在第三和第五時相。因此時相三應

該只有過圳南往北綠燈，新北大道雙

向是紅燈，請檢視修正。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136 頁，圖 4.32，路口西側

新北大道，目前西往東機車兩段式左

轉待轉區是嵌在行人穿越線內的，很

容易造成機車和行人的衝突，建議將

行人穿越道往西退縮(將停車場緣石

後退)，除了減少和機車衝突，也可以

增加重陽路或三民街北往西右轉車輛

的視覺角度，降低與行人的衝突。 

遵照辦理，增列

於建議改善方案

中。 

（報告文字已調

整，圖面也配合

調整）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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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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三多路跟中華四路，建議將圓

頭綠改成箭頭綠，快車道僅顯示直行

與左轉燈號，以避免違規右轉；且慢車

道應設置禁止左轉標誌。 

因為目前左轉由

左直共用車道，

故無法改成箭頭

綠，未來設置左

轉專用道及左轉

專用時相時，即

可參照辦理。 

敬悉 

報告書第 225 頁錯字修改，分支改善

表，示於「表 4-16」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225 頁本路口現況導引線已

調整，建議配合修正。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鄭

惠

心

委

員 

報告書第 56 頁，臺中市台灣大道/文

心路路口碰撞構圖事後第 2 年事故似

乎較事前事故多，爰本路口宜持續追

踪改善。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83 頁，表三-48 桃園市成功

路二段/朝陽街分支事 南側第 2 年事

故較事前一年事故多，爰本路口宜持

續追踪改善。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134、136頁，部分改善計畫

包含道路結構性調整，營建署的前瞻

計畫有相關經費可作為支援；考量到

縣市交通局經費較有限，應朝向跨局

處整合，一併改善公路工程與交通工

程，並由交通部或營建署出面協調，可

就改善效益大者優先補助。另部分路

口對行人並不友善，建議可針對行人

做規劃檢討。 

同意委員意見，

未來納入行人友

善議題。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148頁，圖 4.42建議行穿線

拉直順接「無障礙坡道」，其正確用詞

應為〝路緣斜坡〞，請修正。其中正路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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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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側分隔設施延伸 2 公尺並調整為實

體，建請再檢視是否有考慮到行人安

全無礙的通行空間。 

建議未來檢討方案時增繪道路斷面

圖，以了解道路寬度及目前車道、路肩

或停車格配置方式，後續是否有機會

調整配置。例如：桃園市新中北路、榮

民路似乎有很寬的路肩可以利用；高

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慢車道若 5.8 公

尺以上則可改設為「直+右」。 

相關意見提供地

方政府參考。 
敬悉 

報告書第 156、157頁，由於碰撞構圖

中顯示右轉側撞與同向直行擦撞，且

其車道為單車道，建議畫設分流指向

線。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183 頁，圖 4.69，東北側三

民路內側車道地面標示「往三民路錦

南街」，字數太多，用路人不易辨識，

建議將精簡相關標示納入改善方案。 

感謝委員意見，

標字為導引車流

之用，本計畫建

議地方政府取消

『往』字，以減少

非必要的標字。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195 頁，圖 4.80，向上路西

往東方向車道地面標示「往台中烏日

請靠右行駛」，字數太多，用路人不易

辨識，建議再精簡為宜;並建議未來檢

討路口加設門架式標誌牌面之可行

性。 

感謝委員意見，

標字為導引車流

之用，本計畫建

議地方政府取消

『往』字，以減少

非必要的標字。

此外，設置門架

目 前 經 現 場 會

勘，初步為無適

當地點可設置。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202、205頁倒數第 2行提及

北側停止線過於上游，路口過大…，而

圖四.89改善示意圖中，雖已將停止線

往前移，惟並未檢討路口轉角半徑以

同意委員意見，

可納入後續改善

之參考。同時地

方政府在改善路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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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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小路口，降低轉彎車速等，建議未來

可考量提出長期改善方案，如調整路

型等跨局處整合方案。 

型時應有跨局處

整合方案。 

圖 4.96、4.97建議補繪指北針，以利

閱讀。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15、19、34頁之排版問題需

修正。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234 頁倒數第 2 行提及「因

路口範圍過大，車流動線混亂。建議路

口各側，前移機車待轉區…等設施。」，

考量中華四路、三多四路皆有慢車道，

路口轉角半徑應可縮小，爰建議將縮

小路口轉角半徑納入改善建議。  

感謝委員意見，

提供未來改善參

考。 

敬悉 

報告書 5.2 節，建議後續計畫行車事

故改善方案，將行人安全部分納入分

析，以免為增進行車安全卻讓行人暴

露於不安全的風險中。另車道配置斷

面調整時，漸變段如何處理，建議於後

續計畫再強化本部分的說明或以圖示

解說方式呈現。 

感謝委員意見，

提供未來改善參

考。 

敬悉 

建議調整格式： 

(1) 標題與內文連接在一起，建議調

整。 

(2) 報告書第 19 頁格式與前後頁格式

不一致。 

(3) 報告書第 30頁，追撞 29%建議移至

圓餅圖。 

(4) 圖 3.7建議圖文以上下排列，放大

圖文以利閱讀。 

(5) 文中增加一秒、增長 1秒，建議用

詞統一。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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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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植： 

(1) 報告書第 106 頁第 3 行：「末」靠

最左側……。 

(2) 報告書第 107 頁第 2 行：平日已

「近」飽和……。 

(3) 報告書第 168 頁倒數第 2 行：由

「中」興西路……。 

(4) 報告書第 169頁第 2行：高速「速」

公路……。 

(5) 報告書第 181頁第 6行：錦「州」

街……。 

(6) 報告書第 182 頁第 8 行：「h.」措

施……。b. B 為左……錦「州」

街……。 

(7) 報告書第 193頁第 2行：……車流

「。由於」存在不同速率之車

流……。 

(8) 報告書第 233頁倒數第 2行：改設

為改為「左+直」……。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張

新

福 

委

員 

在進入個案說明前，先整理前期研究

所得的「症狀-診斷-處方」有助理解個

案的改善邏輯，建議於 2.2 小節介紹

各種事故型態，加註箭標符號，或整理

一頁肇事碰撞構圖的箭標符號，以利

後續閱讀。 

遵照辦理，補充

於附錄。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33頁，建議補充路口介間時

間分析表之代號的意義。 

遵照辦理，補充

於附錄。 
同意辦理 

簡報第 13頁、報告書第 39頁，「…機

車兩段式左轉改為『直接左轉』…」，

其中「直接左轉」應為「外側機車左轉

專用道」，建議修改文字敘述。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67、69、71、73、75…頁，建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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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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將改善後之改善措施比較路口，繪

製畫事前事後比較圖，以與事前區別。 

報告書第 83頁，小結針對事故件數上

升之說明，為何皆表示「但由於事後資

料較為不足，仍需持續追蹤」？ 

 

因目前事後僅有

半年的資料，無

法完整呈現事後

一 年 的 實 際 狀

態，相關敘述將

修正於報告書。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86頁，為比較複雜的路口，

於呈現碰撞構圖之前，宜先有平面配

置圖，以助了解路口條件。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4.3.1 節，新中北路口已消

除路口無效路肩，建議榮民路口的路

肩一併消除。 

感謝委員 

意見，納入未來

改善參考。 

敬悉 

報告書第 4.3.2節，e. 西側大興西路

三段路口：…a.加右轉導引線，係「穿

越虛線」？或者可考慮右轉專用道匯

入國際路的外側車道，再加雙白線延

伸 30米。 

此 為 右 轉 導 引

線，非穿越虛線。 
敬悉 

報告書第 4.5.2 節，臺南市公園南路

口東側的兩段式左轉格建議移往內

線，以免阻擋後方右轉車輛。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212 頁，(3)西側中華路路

口……b. 增設中央分隔島……，然第

214頁未見增設，宜說明原因。 

感謝委員意見，

惟地方政府有其

他之考量，故未

增設。 

敬悉 

針對結論部分，建議將六都示範路口

之常見問題，提出通則性的改善方案。 

遵照辦理，補充

於 結 論 簡 述 原

則，詳 p.234。 

 

同意辦理 

 

 

 

在公路總局所轄道路，於斜交路口前

移停止線時，公路總局會畫設階梯式

的停止線，意即以垂直車道的形式去

感謝委員意見。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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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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劃設，供研究單位參考。 

報告書第 15頁，「2.2交通工程安全設

計與改善策略」排版有誤。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19頁，標號排版有誤。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20頁「、、、在行人行穿線

上由於行人綠燈時間過短、、、」有多

餘用字。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65頁表 3-29，期間為「事後

第一年（半年）」，事故資料範圍為

「110/01～110/06」，與事故改善項目

相關之事故件數為（一年年平均事

故），請詳細說明時間長度。 

由於事後資料時

間只有半年，但

為與事前資料相

比較，故將半年

之 事 故 件 數 乘

二，以概估事故

變化情況。 

敬悉 

報告書第 68 頁，表 3-32 東北側與改

善項目相關事故型態「交叉撞」與下方

文字說明「東側路口的追撞」不同，請

檢視修正。另表三-34、表三-36、表三

-38、表三-40 亦有此狀況，請一併檢

視修正。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69 頁，圖 3.28 東南側吳興

街地面標字「慢」與停止線有矛盾。 

標字僅提示駕駛

減速之用，此亦

為目前實際道路

上的做法，確實

有疑義 

敬悉 

報告書第 67、69、71、73、75、77頁

中間說明文字相同，請檢視修正。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207頁表 4-14，中正南路(西

南側路口)車道數量應為 3。 

文字誤植，已修

正。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214 頁，臺南市永康區中正

南路與中華路口： 

(1) 中正南路西南側「禁行機車」標示

的車道有誤。 

(2) 中正南路建議「繪製分流式指向

(1) 遵照辦理。 

(2) 此為誤植，已

修正 

西南側圖面配合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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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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惟西南側似非劃設分流式指

向線、東北側外側車道已為右轉車

道，仍需劃設分流式指向線嗎？ 

(3) 東北側中正南路建議「前移停止

線」，建議停止線採階梯式劃設，與

行車方向垂直。 

修改，另分流式

指向線於東北側

上游路段擴增右

轉車道處繪設。 

(3) 遵照辦理。 

報告書第 225頁高雄市岡山區成功路/

公園東路，於成功路「繪製導引線」至

東南側岡山路，所繪導引線線型不順。 

遵照辦理調整。 同意辦理 

臺

北

市

政

府

交

通

工

程

處 

報告書第 65 頁，108 年事前事後路口

改善，有三處事故增加，事前事故數 5

餘件，與簡報數字不一致；另外，事後

事故數有增加的話，建議持續追蹤分

析並提出改善建議。 

文字誤植，已修

正。此外，肇事增

加路口，尚有部

分方案未實施，

應於相關方案實

施後再行評估其

它改善方案。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102頁，有文字誤植。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第 106~107 頁，其改善方案之

一為設置 Z 字行穿線，但由於此路口

設有公車站牌，需考量公車站牌停等

長度，建議先改善右轉側撞之部分；且

目前有行人專用時相，故不建議設置 Z

字型穿越道。 

未來若要實施 Z

字型行穿線宜配

合公車專用道一

併調整。其他與

本 研 究 意 見 相

同。 

敬悉 

報告書第 122～123頁，信義路跟松仁

路口之改善措施之一為繪設標線引導

車輛，由於左轉交通量很大，故建議驗

上游先做預告標誌牌面，由預告標誌

作替代，地面標字恐會被車輛遮擋。 

同意委員意見，

可 改 為 預 告 標

誌。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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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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

園

市

政

府

交

通

局 

報告書第 3.4.2節，成功路二段/中央

街路口之事故數有上升的趨勢，之後

會再行現場會勘。 

感謝代表意見。 敬悉 

桃園市的有些易肇事路口，並沒有採

用研究團隊的建議；若轉彎導引線畫

設太多恐會導致駕駛不易識別，故沒

有使用團隊建議，後續會再行現場會

勘。 

感謝代表意見。 敬悉 

臺

中

市

政

府

交

通

局 

報告書 p.90，林森路線型經大幅調整

後，肇事型態也有所改變。 
感謝代表意見。 敬悉 

報告書 P.174，建議參考會勘結論。 

感謝代表意見 , 

接到會勘結論再

行辦理. 

敬悉 

報告書 p.195，並無左轉專用道，請修

正。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臺

南

市

政

府

交

通

局 

報告書第 89頁，本局目前沒有採用研

究團隊提供之改善方案。目前，在調查

公園南路方向的交通量，可能會把直

右車道改成右轉專用道，並取消路邊

停車格，並會討論增設左轉專用道之

可能性。 

同意代表意見。 敬悉 

報告書第 208頁，時相二有誤植，中正

南路北往南之左轉燈號是關閉的。此

交叉路口，公總有邀請相關團隊去會

勘，之後會增設科技執法設備，上游部

分會再增設車道輔一標誌。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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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

市

政

府

交

通

局 

有關岡山區成功路/岡山路/維仁路七

岔路口，因屬省道公路，非本府維管路

段，部分改善事項(如：路口導引線、

增設維仁路近端號誌等)後續改善仍

待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

邀會討論。 

同意代表意見。 敬悉 

技

師

公

會

廖

理

事 

報告書排版問題：第 15~19、61、69、

71、73、75、77頁。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有很多同類型的事故可能會和目前的

車道配置沒有很明顯的相關，如機車

側撞等。建議研究單位將路口的其他

主要問題 

很容易看錯（誤會）的在報告書中提出

與建議。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有關左轉車道，希望可以一律外推，建

請縣市政府持續測試與示範。 
感謝委員意見。 敬悉 

運

研

所

運

安

組 

未來需持續推廣教育訓練，用更多的

資源做跨領域之結合，使學員有系統

性的思考和指引。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請調整報告書之排版問題。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圖表編號一律以阿拉伯數字表

示。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報告書內章節階層應達 3 層，與目錄

相同，例如 P6、2.1節下應有 2.1.1。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部分圖表中之「肇事」尚未調整成「事

故」。另「易肇事」為沿用已久之名詞，

無須改為「易事故」。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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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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標題應與圖表緊連，勿跨頁。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改善項目表中，未實施改善項目部分

仍請明列，勿標註「參考 107年報告」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少數路口延長黃燈/全紅時間後，追撞

/交岔撞並未減少，請於小結中檢討原

由。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各示範路口之「貳、潛在易肇事區位分

析」請說明此段落之撰寫目的 

遵照辦理。此為

整理此一路口目

前發生較多肇事

的區位及類型，

當成此路口的潛

在易肇事區位，

有助於未來若遇

定類似的路口環

境狀況時，可以

參考。故在這次

的研究中增列此

項整理。 

同意辦理 

各示範路口之「壹、初擬改善方案構

想」請將 a…b…c…分項排版。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有關設計範例的更新內容請以專章或

專節條列敘述。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結論 4.有關示範改善地點請列出，並

稍加敘述各地點的事故情形，改善情

形等。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期中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期末審查

意見處理情形表、六都教育訓練座談

會資料、種子講師講習會資料、改善地

點初擬改善方式現場示意圖請補充納

入附錄。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教育訓練錄影資料請交付予本所。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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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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設計範例的修正調整部分，請以

修正對照表方式列述於附件中。 

本期僅有新增內

容於設計範例，

內容如第五章所

述，並無其他修

正調整部分。 

同意辦理 

後續將要針對「事故碰撞型態導向之

路口設計範例」進行升級更新，建議考

量納入行人友善、巷弄降速、路段速度

管理、停車干擾、漸變銜接、非對稱左

轉車道與自行車等議題，以完善 2.0版

本的內容。 

遵 照 辦 理 ， 詳

p.237。 
同意辦理 

有關常態化教育訓練以深化應用成效

的議題，可納入第 14期院頒方案中加

以落實。 

同意此一意見。 敬悉 

主

席 

本次種子教員培訓的參與率並不高，

建議研究單位持續在此作業程序上精

進，並與參與人員討論本次推廣之成

效，使得明後年之推廣能更加順利。 

納入後續持續精

進。 
敬悉 

報告上的排版問題及細節應改善。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針對前期計畫改善過的路口，應進行

追蹤分析，針對有負面效果的路口更

需要深入探討並完整描述可能的成

因，再提出改善建議。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在 112年計畫結束後，建議行政單位 

應建立完整的推廣教育，進而在體制

面上有完整的輔助授課的機制。 

納入後續參照辦

理。 
敬悉 

建議報告書結論的部分，可綜整改善

分析過程中各路口的共通性問題，例

如：路口過大、無效路肩等。 

遵照辦理，補充

於 結 論 簡 述 原

則。 

同意辦理 

在未來設計範例 2.0版的更新發展上，

研究團隊可將未來發展方向在報告書

的建議部分詳述。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主審查會議各委員及與會單位研提之口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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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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

結

論 

頭及書面意見，請中華民國運輸學會

整理「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且逐項

說明回應辦理情形，並充分納入報告

之修正。 

本計畫經徵詢審查委員意見，期末審

查原則通過，請中華民國運輸學會於

110 年 12 月 20 日前提送期末修訂報

告。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封面
	書名頁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目錄
	圖目錄 
	圖 1.1 研究流程 
	圖2.1 近十年汽機車登記數量 
	圖 2.2 近十年交通事故之事故件數及傷亡人數
	圖 2.3 近十年來汽機車 A1 及A2 事故傷亡人數
	圖 2.4 2020 年A1 事故件數依車種圓餅圖
	圖 2.5 2020 年各道路類型之死亡人數及受傷人
	圖 2.6 六都講習訓練座談會及會勘實務作業流程圖
	圖 3.1 事故診斷流程
	圖 3.2 易肇事路口改善的診斷與處方相連結架構
	圖 3.3 土地使用調查範例
	圖 3.4 事故資料分析
	圖 3.5 交通號誌時制、管制現況與交通流動特性分析
	圖 3.6 分析路口事故碰撞構圖
	圖 3.7 分析路口預擬改善方案說明示意圖(紅色圈圈)
	圖 3.8 路口現場會勘
	圖 3.9 分析路口改善設計圖
	圖 3.10 北屯路/太原路路口改善事前事後碰撞比較分析
	圖 3.11 臺北市嘉興街/嘉興街175 巷碰撞構圖
	圖 3.12 臺北市晉江街/金門街碰撞構圖
	圖 3.13 臺北市忠孝東路五段 372 巷/虎林街132 巷碰撞構圖
	圖 3.14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77 巷/敦化南路一段190 巷碰撞構圖
	圖 3.15 臺北市信義路五段/松勇路碰撞構圖
	圖 3.16 桃園市成功路二段/中央街碰撞構圖
	圖 3.17 桃園市成功路二段/朝陽街碰撞構圖
	圖 3.18 108 年改善相關事故型態之事故變化圖
	圖 3.19 臺北市西寧北路/鄭州路口現況圖
	圖 3.20 臺北市西寧北路/鄭州路口碰撞構圖
	圖 3.21 臺北市西寧北路/鄭州路碰撞構圖
	圖 3.22 臺中市自由路/林森路碰撞構圖
	圖 3.23 臺中市自由路/林森路碰撞構圖
	圖 3.24 高雄市大順二路/九如一路碰撞構圖
	圖 3.25 高雄市大順二路/九如一路碰撞構圖
	圖 3.26 109 年改善相關事故型態之事故變化圖
	圖 4.1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土地使用區位圖
	圖 4.2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時制圖1
	圖 4.3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時制圖2
	圖 4.4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時制圖3
	圖 4.5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事故類型及型態圖
	圖 4.6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事故原因圖
	圖 4.7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事故發生時間統計圖
	圖 4.8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碰撞構圖
	圖 4.9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初擬改善方案構想圖
	圖 4.10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潛在易肇事區位圖
	圖 4.11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現況圖
	圖 4.12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之本計畫改善示意圖
	圖 4.13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松仁路土地使用區位圖
	圖 4.14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松仁路時制圖1
	圖 4.15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松仁路時制圖2
	圖 4.16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松仁路事故類型及型態圖
	圖 4.17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松仁路事故原因圖
	圖 4.1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松仁路事故發生時間統計圖
	圖 4.19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松仁路碰撞構圖
	圖 4.20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松仁路初擬改善方案構想圖
	圖 4.21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松仁路區位分析圖
	圖 4.22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松仁路現況圖
	圖 4.23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松仁路之本計畫改善示意圖
	圖 4.24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重陽路一段土地使用區位圖
	圖 4.25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重陽路一段事故類型及型態圖
	圖 4.26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重陽路一段事故類型及型態圖
	圖 4.27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重陽路一段事故發生時間圖
	圖 4.28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重陽路一段碰撞構圖
	圖 4.29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重陽路一段預擬改善方案圖
	圖 4.30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重陽路一段潛在易肇事區位圖
	圖 4.31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重陽路一段現況圖
	圖 4.32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重陽路一段地方改善示意圖
	圖 4.33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土地使用區位圖
	圖 4.34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時制圖
	圖 4.35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事故類型及型態圖
	圖 4.36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事故原因圖
	圖 4.37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事故發生時間圖
	圖 4.38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碰撞構圖
	圖 4.39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碰撞構圖
	圖 4.40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潛在易肇事區位圖
	圖 4.41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現況圖
	圖 4.42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地方改善示意圖
	圖 4.43 桃園市中壢區榮民路/新中北路二段土地使用區位圖
	圖 4.44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榮民路事故類型及型態圖
	圖 4.45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榮民路事故原因圖
	圖 4.46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榮民路事故發生時間圖
	圖 4.47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榮民路碰撞構圖
	圖 4.48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榮民路初擬改善方案構想圖
	圖 4.49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榮民路潛在易肇事區位圖
	圖 4.50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榮民路現況圖
	圖 4.51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榮民路地方改善示意圖
	圖 4.52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三段/國際路二段土地使用區位圖
	圖 4.53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三段/國際路二段事故類型及型態圖
	圖 4.54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三段/國際路二段事故原因圖
	圖 4.55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三段/國際路二段事故發生時間圖
	圖 4.56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三段/國際路二段碰撞構圖
	圖 4.57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三段/國際路二段初擬改善方案構想圖
	圖 4.58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三段/國際路二段潛在易肇事區位圖
	圖 4.59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三段/國際路二段現況圖
	圖 4.60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三段/國際路二段地方改善示意圖
	圖 4.61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土地使用區位圖
	圖 4.62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時制圖
	圖 4.63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事故類型及型態圖
	圖 4.64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事故原因圖
	圖 4.65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事故發生時間統計圖
	圖 4.66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碰撞構圖
	圖 4.67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初擬改善方案構想圖
	圖 4.68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潛在易肇事區位圖
	圖4.69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現況圖
	圖 4.70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之地方改善示意圖
	圖 4.71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土地使用區位圖
	圖 4.72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時制圖
	圖 4.73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事故類型及型態圖
	圖 4.74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事故原因圖
	圖 4.75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事故發生時間統計圖
	圖 4.76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碰撞構圖
	圖 4.77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初擬改善方案構想圖
	圖 4.78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潛在易肇事區位圖
	圖 4.79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現況圖
	圖 4.80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之地方改善示意圖
	圖 4.81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中華路土地使用區位圖
	圖 4.82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中華路時制圖
	圖 4.83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中華路事故類型及型態圖
	圖 4.84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中華路事故原因圖
	圖 4.85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中華路事故發生時間統計圖
	圖 4.86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中華路碰撞構圖
	圖 4.87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中華路初擬改善方案構想
	圖 4.88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中華路潛在易肇事區位圖
	圖 4.89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中華路現況圖
	圖 4.90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中華路之本計畫改善示意圖
	圖 4.91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公園南路土地使用區位圖
	圖 4.92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公園南路事故類型及型態圖
	圖 4.93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公園南路事故原因圖
	圖 4.94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公園南路事故發生時間統計圖
	圖 4.95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公園南路碰撞構圖
	圖 4.96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公園南路初擬改善方案構想圖
	圖 4.97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公園南路潛在易肇事區位圖
	圖 4.98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公園南路現況圖
	圖 4.99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公園南路本計畫改善示意圖
	圖 4.100 高雄市岡山區成功路/公園東路土地使用區位圖
	圖 4.101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岡山路/維仁路/公園東路事故類型及型態圖
	圖 4.102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岡山路/維仁路/公園東路事故原因圖
	圖 4.103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岡山路/維仁路/公園東路事故發生時間統計圖
	圖4.104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岡山路/維仁路/公園東路碰撞構圖
	圖4.105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岡山路/維仁路/公園東路初擬改善方案構想圖(依109 年之路口現況與肇事資料繪製)
	圖4.106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岡山路/維仁路/公園東路潛在易肇事區位圖
	圖4.107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岡山路/維仁路/公園東路現況圖
	圖4.108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岡山路/維仁路/公園東路地方改善示意圖
	圖 4.109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土地使用區位圖
	圖 4.110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時制圖
	圖 4.111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事故類型及型態圖
	圖 4.112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事故原因圖
	圖 4.113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事故發生時間統計圖
	圖 4.114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碰撞構圖
	圖 4.115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初擬改善方案構想圖
	圖 4.116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潛在易肇事區位圖
	圖 4.117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現況圖
	圖 4.118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地方改善示意圖
	圖 5.1 雙左轉導引線設計範例
	圖 5.2 無路口截角之建築物之標線型人行道改善方式
	圖 5.3 無路口截角之單行道方向改善方式

	表目錄
	表 2-1 2020 年事故時間統計表
	表 2-2 2020 年事故年齡統計表
	表 2-3 2020 年事故主因統計表
	表 2-4 2020 年事故主因統計表—駕駛人
	表 2-5 2020 年事故地點統計表
	表 2-6 2020 年主要事故型態統計表
	表 2-7 各都座談會時程內容
	表 2-8 六都訓練座談會議程表
	表 2-9 種子講師培訓會議程表
	表 3-1 路口各類交通配置調查表
	表 3-2 分析路口介間時間調查與分析表
	表 3-3 路口改善設計經費估算
	表 3-4 臺北市吳興街/吳興街269 巷路口分支事故表
	表 3-5 臺北市嘉興街/嘉興街175 巷分支改善項目表
	表 3-6 臺北市嘉興街/嘉興街175 巷路口分支事故表
	表 3-7 臺北市晉江街/金門街分支改善項目表
	表 3-8 臺北市晉江街/金門街路口分支事故表
	表 3-9 臺北市忠孝東路五段 372 巷/虎林街132 巷分支改善項目表
	表 3-10 臺北市忠孝東路五段 372 巷/虎林街132 巷路口分支事故表
	表 3-11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77 巷/敦化南路一段190 巷分支改善項目表
	表 3-12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77 巷/敦化南路一段190 巷路口分支事故表
	表 3-13 臺北市信義路五段/松勇路分支改善項目表
	表 3-14 臺北市信義路五段/松勇路路口分支事故表
	表 3-15 108 年桃園市二路口事故資料表
	表 3-16 桃園市成功路二段/中央街分支改善項目表
	表 3-17 桃園市成功路二段/中央街路口分支事故表
	表 3-18 桃園市成功路二段/朝陽街路口分支改善項目表
	表 3-19 桃園市成功路二段/朝陽街分支事故表
	表 3-20 109 年路口事故資料表
	表 3-21 臺北市西寧北路/鄭州路分支改善項目表
	表 3-22 臺北市西寧北路/鄭州路分支事故表
	表 3-23 臺中市自由路/林森路分支改善項目表
	表 3-24 臺中市自由路/林森路分支事故表
	表 3-25 高雄市大順一路/九如一路分支改善項目表
	表 3-26 高雄市大順二路/九如一路分支事故表
	表 4-1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表 4-2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松仁路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表 4-3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重陽路一段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表 4-4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重陽路一段分支改善表
	表 4-5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表 4-6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分支改善表
	表 4-7 桃園市中壢區榮民路/新中北路二段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表 4-8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榮民路分支改善表
	表 4-9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三段/國際路二段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表 4-10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三段/國際路二段分支改善表
	表 4-11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表 4-12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之分之改善表
	表 4-13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表 4-14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之分之改善表
	表 4-15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中華路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表 4-16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公園南路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表 4-17 高雄市岡山區成功路/公園東路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表 4-18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岡山路/維仁路/公園東路分支改善表
	表 4-19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表 4-20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分支改善表
	表 6 各路口現況事故與改善狀況項目表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緣起 
	1.2 研究範圍與對象
	1.3 研究流程
	1.4 研究內容

	第二章 交通安全分析及推廣說明
	2.1 車輛統計與事故型態分析 
	2.1.1車輛登記統計分析
	2.1.2事故特性分析
	2.1.3事故型態分析
	2.1.4小結 

	2.2 交通工程安全設計與改善策略 
	2.3 推廣說明 
	2.3.1六都講習訓練座談會
	2.3.2種子講師培訓會


	第三章 前期計畫路口事故追蹤分析
	3.1 事故碰撞構圖及事前事後分析方法
	3.2  106年路口事故改善事前事後分析
	3.4.2桃園市
	3.2.1 小結 

	3.3  109年路口事故改善事前事後分析
	3.3.1 臺北市西寧北路/鄭州路口 
	3.3.2 臺中市自由路/林森路 
	3.3.3 高雄市大順二路/九如一路 


	第四章 110年六都示範改善地點
	4.1 臺北市 
	4.1.1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二段
	4.1.2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松仁路 

	4.2 新北市
	4.2.1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重陽路一段
	4.2.2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思源路

	4.3 桃園市 
	4.3.1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榮民路
	4.3.2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三段/國際路二段 

	4.4 臺中市 
	4.4.1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崇德路一段/五權路/錦南街
	4.4.2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環中路 

	4.5 臺南市
	4.5.1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中華路
	4.5.2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公園南路 

	4.6 高雄市
	4.6.1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岡山路/維仁路/公園東路 
	4.6.2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三多四路 


	第五章 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設計範例修訂 
	5.1 雙左轉導引設計
	5.2 提高路口視距 
	5.3 巷道減速措施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6.2 建議 

	參考文獻
	附錄一:期中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錄二:期末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HistoryItem_V1
   TrimAndShift
        
     Range: all pages
     Trim: fix size 8.504 x 11.929 inches / 216.0 x 303.0 mm
     Shift: 无
     Normalise (advanced option): 'original'
      

        
     32
            
       D:20200901162446
       858.8976
       216X303
       Blank
       612.2835
          

     Tall
     1
     0
     No
     1114
     427
     None
     Left
     25.5118
     0.0000
            
                
         Both
         2
         AllDoc
         124
              

       CurrentAVDoc
          

     Uniform
     7.0866
     Left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251
     252
     251
     252
      

   1
  

    
   HistoryItem_V1
   DefineBleed
        
     Range: all pages
     要求: 四周出血 8.50 点
     出血区域在外面可见: 无
      

        
     0.0000
     1
     0.0000
     8.5039
     0
     0
     0.0000
     Fixed
            
                
         Both
         AllDoc
              

       CurrentAVDoc
          

     0.000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251
     252
     251
     252
      

   1
  

    
   HistoryItem_V1
   StepAndRepeat
        
     去除印张余的空白: 是
     允许页面缩放: 是
     边空: 左 0.00, 上 0.00, 右 0.00, 底 0.00 点
     水平间距 (点): 0 
     垂直间距 (点): 0 
     Crop style 1, width 0.71, length 17.01, distance 4.25 (points)
     Add frames around each page: 无
     印张大小: 8.268 x 11.693 inches / 210.0 x 297.0 mm
     印张方向: 横
     缩放为 95.00 %
     排列: 顶左
      

        
     0.0000
     4.2520
     17.0079
     1
     Corners
     0.7087
     ToFit
     1
     1
     0.9500
     0
     0 
     1
     0.0000
     0
            
       D:20220705174523
       841.8898
       a4
       Blank
       595.2756
          

     Tall
     457
     246
     0.0000
     TL
     0
            
       CurrentAVDoc
          

     0.0000
     1
     2
     1
     1
     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
  

    
   HistoryItem_V1
   TrimAndShift
        
     Range: all pages
     Trim: fix size 8.583 x 12.126 inches / 218.0 x 308.0 mm
     Shift: 无
     Normalise (advanced option): 'original'
      

        
     32
            
       D:20201005101221
       873.0709
       218X308
       Blank
       617.9528
          

     Tall
     1
     0
     No
     1114
     427
     None
     Left
     25.5118
     0.0000
            
                
         Both
         2
         AllDoc
         124
              

       CurrentAVDoc
          

     Uniform
     7.0866
     Left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0
     252
     251
     252
      

   1
  

    
   HistoryItem_V1
   TrimAndShift
        
     Range: all pages
     Trim: fix size 8.583 x 12.126 inches / 218.0 x 308.0 mm
     Shift: 无
     Normalise (advanced option): 'original'
      

        
     32
            
       D:20201005101221
       873.0709
       218X308
       Blank
       617.9528
          

     Tall
     1
     0
     No
     1114
     427
     None
     Right
     626.4567
     0.0000
            
                
         Both
         2
         AllDoc
         124
              

       CurrentAVDoc
          

     Uniform
     7.0866
     Left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3
     252
     251
     252
      

   1
  

    
   HistoryItem_V1
   TrimAndShift
        
     Range: all odd numbered pages
     Trim: fix size 8.583 x 12.126 inches / 218.0 x 308.0 mm
     Shift: move 左 by 8.50 points
     Normalise (advanced option): 'original'
      

        
     32
            
       D:20201005101221
       873.0709
       218X308
       Blank
       617.9528
          

     Tall
     1
     0
     No
     1114
     427
     Fixed
     Left
     8.5039
     0.0000
            
                
         Odd
         2
         AllDoc
         124
              

       CurrentAVDoc
          

     Uniform
     7.0866
     Left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
     252
     250
     126
      

   1
  

    
   HistoryItem_V1
   TrimAndShift
        
     Range: all even numbered pages
     Trim: fix size 8.583 x 12.126 inches / 218.0 x 308.0 mm
     Shift: move 右 by 8.50 points
     Normalise (advanced option): 'original'
      

        
     32
            
       D:20201005101221
       873.0709
       218X308
       Blank
       617.9528
          

     Tall
     1
     0
     No
     1114
     427
     Fixed
     Right
     8.5039
     0.0000
            
                
         Even
         2
         AllDoc
         124
              

       CurrentAVDoc
          

     Uniform
     7.0866
     Left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
     252
     251
     126
      

   1
  

    
   HistoryItem_V1
   TrimAndShift
        
     Range: all even numbered pages
     Trim: fix size 8.583 x 12.126 inches / 218.0 x 308.0 mm
     Shift: move 左 by 8.50 points
     Normalise (advanced option): 'original'
      

        
     32
            
       D:20201005101221
       873.0709
       218X308
       Blank
       617.9528
          

     Tall
     1
     0
     No
     1114
     427
     Fixed
     Left
     8.5039
     0.0000
            
                
         Even
         2
         AllDoc
         124
              

       CurrentAVDoc
          

     Uniform
     7.0866
     Left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
     252
     251
     126
      

   1
  

    
   HistoryItem_V1
   TrimAndShift
        
     Range: all odd numbered pages
     Trim: fix size 8.583 x 12.126 inches / 218.0 x 308.0 mm
     Shift: move 右 by 8.50 points
     Normalise (advanced option): 'original'
      

        
     32
            
       D:20201005101221
       873.0709
       218X308
       Blank
       617.9528
          

     Tall
     1
     0
     No
     1114
     427
     Fixed
     Right
     8.5039
     0.0000
            
                
         Odd
         2
         AllDoc
         124
              

       CurrentAVDoc
          

     Uniform
     7.0866
     Left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
     252
     250
     126
      

   1
  

    
   HistoryItem_V1
   DelMarks
        
     Range: all pages
      

        
     1
     655
     409
            
                
         AllDoc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8
     256
     255
     256
      

   1
  

    
   HistoryItem_V1
   TrimAndShift
        
     Range: all pages
     Trim: fix size 8.268 x 11.693 inches / 210.0 x 297.0 mm
     Shift: 无
     Normalise (advanced option): 'original'
      

        
     32
            
       D:20220808092052
       841.8898
       a4
       Blank
       595.2756
          

     Tall
     1
     0
     No
     1114
     427
    
     None
     Left
     311.8110
     0.0000
            
                
         Both
         2
         AllDoc
         124
              

       CurrentAVDoc
          

     Uniform
     7.0866
     Left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8
     256
     255
     256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