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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第一章 緒論 

1.1 計畫緣起 

回顧國內近十年的肇事件數與傷亡人數，肇事件數由 2011 年的 236,759 件

攀升至 2020 年的 363,222 件，平均年成長達 5.34%，顯示交通安全問題仍是國

內刻不容緩的交通改善重點，以事故發生地點分析，110 年發生於路口的事故占

全年總事故件數的 56.5%，顯示路口事故更是道路交通安全問題的重中之重。 

每年交通部辦理各期「臺灣地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針對道路交通工程缺

失進行檢討改善，係針對車禍事故集中發生的地點，對於事故特性進行分析，從

而找出導致事故發生的道路環境影響因子，再提出交通工程改善措施加以改善，

本所於 110 年出版「事故型態導向路口交通工程設計範例」，導入事故碰撞構圖

做為易肇事地點的事故特性分析工具，並彙整路口主要事故型態之改善交通工程

範例做為改善工作的指引，然目前尚缺乏找出導致事故發生的道路環境檢查工具。 

1.2 計畫目標與工作範圍 

本計畫透過國內外文獻回顧方式，蒐集國內外有關易肇事路口改善研究與文

獻，嘗試建立適用於易肇事路口的改善檢查表，以提示道路交通主管機關，於辦

理易肇事路口改善時，能夠完整有效的檢查各檢查項目，以利改善工作的進行。 

1.3 作業流程與工作項目 

本計畫之研究流程，如下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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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 

透過本計畫完成之工作項目包含： 

(一) 易肇事路段改善研究資料蒐集彙整 

1. 蒐集並整理國內外易肇事路口改善研究和文獻。 

2. 由前項文獻中研擬易肇事路口改善檢查表。 

(二) 辦理專家學者審查會 

1. 針對前項易肇事路口改善檢查表，由本所邀集國內道路交通工程專家學者辦

理審查，對檢查表內容進行充分討論，蒐集改進意見。 

2. 將審查會中各專家所提意見予以彙整並回應。 

(三) 辦理「易肇事路口改善檢查表」之試填寫 

1. 選取 2 處易肇事路口，利用「易肇事路口改善檢查表」進行試填，以檢查路

口交通工程設施之事故風險因子。 

2. 檢查過程邀請該地道路主管機關會同，了解填列過程可能遭遇的困難，並據

以調整檢查表內容。 

(四) 整理工作會議紀錄、專家座談會議處理回應表等計畫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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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第二章 文獻回顧  

道路安全涉及之項目廣泛，本章將回顧交通事故相關因子、一般道路用路人

身理與心理相關特性、易肇事探討項目與國外制定的道路交通安全檢查程序，以

了解本計畫可能涉及的相關議題與因子。 

2.1 交通事故因子 

臺灣交通事故的調查與紀錄項目進行係由員警在事故現場依「道路交通事故

調查報告表(一)及表(二)」的內容調查並登錄，因其主要用途為當事人肇事責任

的判斷，故當事人的狀態調查內容較多且深入。若根據此資料所進行交通事故分

析，很容易顯現事故發生因素多數是用路人違規或疏忽。圖 2.1 為美國公路安全

手冊所引用的資料[1]，用路人因素的確為最大部分的肇事因素，佔所有影響因素

的 93%，但若考慮道路交通設施的影響，道路因素也佔所有影響因素的 34%。

雖人為因素佔事故肇因的最大部分，但用路人行為改變的過程漫長，須不斷且持

續的投入宣導或取締；而道路因素亦佔事故肇因的 1/3，且道路與交通工程因素

的改善，通常幾個月內便可顯現改善成效，是交通事故改善的一個重要且有效的

途徑。 

 
圖 2.1 交通事故因素[1] 

  

人的因素

道路的
因素

車輛的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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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道路用路人生理與心理特性 

用路人駕車行駛於道路上時，須同時執行下列三項工作[2]： 

 控制(Control)：保持車速、保持在車道內； 

 導向(Guidance)：跟車、遵守交通號誌標誌標線管制； 

 巡航(Navigation)：依據方向指示或地標駛向目的地。 

駕駛人執行這每一項工作時，皆必須觀察許多資訊以做成決策。道路與交通工

程規劃、設計與管理，是基於用路人生理或心理因素的限制，建立減少用路人

犯錯的道路交通環境。 

(一) 視野範圍 

駕駛人駕車所須的資訊約 90%來自於視覺[3]。圖 2.2 顯示駕駛人的視野範

圍，駕駛人可以看見物件的範圍雖接近 180 度，但能辨認資訊的視野範圍僅在視

線左右各 10~15 度，僅在視線左右各 2 度的範圍內可以清楚地讀出資訊[4]。大

約 90%的時間，駕駛人的視線落在駕駛前方 4 度的範圍內[5]。 

 

圖 2.2 駕駛人視野範圍[4] 

(二) 資訊處理容量 

駕駛人執行駕駛車輛這項複雜的工作時，須要接收大量且多元的資訊；

當人類接收到的資訊超過能夠處理的容量時，會忽略或延遲一些自認為較不

重要的資訊；但所忽略的資訊可能實際上是重要且關鍵的，便可能導致交通

事故[6]。比如：在多車道公路門架上有過多標誌時，駕駛人於黃燈時間需進

行前進或煞停的決策，便有可能發生資訊量超過駕駛處理容量，以至於駕駛

決策錯誤而導致交通事故的發生。  

精準的視線範圍
(2°-4°)

有效的視野範圍
(20°-30°)

全水平視野(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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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感知反應時間 

駕駛人感知反應時間(Perception-Reaction Time)包含：偵測與處理資訊所

須時間、決策所須時間、決策完成至反應啟動間的時間。駕駛人面對簡單的資訊

時，如：確認自身在車道上的位置，可能僅須要 0.1 秒的讀取時間；而面對複雜

的資訊時，如：資訊較多的方向指示標誌，可能須要 2 秒的時間才能辨認。此外，

尚有決策所須時間、決策完成至反應啟動間的時間，這受資訊充足性、資訊複雜

性、駕駛人年齡…等因素影響。以停車所須視距為例，85%的駕駛人可於 1.3 秒

內感知且反應、95%的駕駛人可於 1.6 秒內感知且反應[7]；為包含大部分狀況與

大部分駕駛人的資訊處理能力，駕駛人感知反應時間多採用 2 秒[8]。 

(四) 道路與交通工程對策 

基於用路人生理及心理的限制，道路與交通工程規劃、設計與管理須有一些

對策或注意事項[9]： 

 道路設施僅提供重要的資訊，並避免其他干擾的資訊； 

 道路(管制)資訊必須落在駕駛人視野容易讀取的範圍； 

 大量資訊可以拆解成數個部分，分別提供，以降低用路人負擔； 

 重要資訊要間斷地重複提供； 

 資訊須有固定的型態，如紅色邊框三角形標誌為警告標誌、綠底白字為方

向指示標誌…等； 

 道路與交通工程設施佈設與管制事項須在據駕駛人的預期之中，如高快速

公路出口匝道在道路右側、停讓管制在支道、道路速限不會驟降…等。 

2.3 易肇事地點改善 

本所於民國 92 年出版「易肇事地點改善作業技術參考手冊」供相關人員運

用。此手冊針對常事故發生的道路環境，建立路口、路段、平交道、施工區的道

路安全檢查表，針對各交通特性類別：(A)速度、(B)流量、(C)視距、(D)幾何設

計、(E)照明、(F)路面、(G)標誌、(H)標線、(I)號誌、(J)停車管制、(K)轉向管制、

(L)障礙物或固定物、(M)行人、(N)駕駛、(O)事故及用路人，建立共 324 條檢查

事項，節錄如表 2.1 所示。這份檢查表編寫的檢查項目的敘述較為一般化，但仍

須由執行人員進行專業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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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易肇事地點改善作業技術參考手冊」的道路安全檢查表[10] 

 

本所之「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設計範例參考手冊」中，整合各項交

通安全工程設施的設計與配置，提供各肇事型態(包括右轉側撞、左轉側撞、左轉

穿越側撞、擦撞、追撞與交叉撞)改善措施的設計範例，供道路管理單位用於交通

工程改善。手冊中依據國內易肇事路口各主要事故型態，分別彙整各相關設計範

例，並以 3 個綜合應用案例路口，示範整合應用手冊的方法。 

2.4 道路交通安全檢查程序 

歐盟目前正積極推動道路交通安全檢查(RSI, Road Safety Inspections)程序。

圖 2.3 為整體道路安全管理程序[11]，在道路規劃設計階段有道路交通安全衝擊

評估(RIA, 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及道路通車前的安全審核(RSA, Road 

Safety Audit)，道路通車營運後定期辦理道路交通安全評估 (ERAP-iRAP,  

European Road Assessment Programme-International Road Assessment Programme)

或道路交通安全檢(RSI)，並依據道路交通事故發生的狀況，進行事故熱點分析管

理(BSM, Black Spot Management)、死亡事故分析(IDS, In-Depth Studies of accident 

with fatalities)及路網安全管理(NSM, Network Safety Management)。BSM、IDS 及

NSM 係根據交通事故資料，屬於交通安全改善作為；RIA、RSA 及 RSI 係根據

道路規劃資料或實際運行狀況檢查可能的風險，屬於交通事故預防作為。道路交

通安全檢查(RSI)是屬於道路通車後定期檢查的事故預防工作。表 2.2 為歐盟各

國目前推動道路交通安全檢查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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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整體道路安全規管理程序[11]  

表 2.2 歐盟各國推動道路交通安全檢查的進展[12] 

國家 法規 強制性 規範或標準 執行對象 主管機關 

奧地利 無 無 有 高快速公路 道路主管機關 

比利時 無 無 有 依需求 道路主管機關 

德國 有 有 有 所有道路 交通主管機關 

匈牙利 有 有 無 聯邦道路 道路主管機關 

荷蘭 無 無 無 聯邦道路 道路或消防主管機關 

挪威 無 有 有 高事故道路 道路主管機關 

葡萄牙 無 有 有 聯邦道路 道路主管機關 

瑞士 無 無 有 依安全評估結果 道路營運機關 

(一) 執行週期 

道路交通安全檢查的執行，歐盟道路安全檢查手冊建議如下表 2.3 所示，根

據道路在路網中的等級，建議執行機關與執行頻率。德國則是依據道路設施及檢

查項目，訂定 2 年或 4 年的檢查週期[13]，如表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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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歐盟建議道路交通安全檢查的執行機關與實施週期[11] 

檢查

週期 

路網類型 

跨歐洲路網 一級路網 二級路網 

3 年 專業顧問   

5 年 
專業顧問/道路主管機

關 

專業顧問/道路主管機

關 
 

7 年  
專業顧問/道路主管機

關 

專業顧問/道路主管機

關 

10 年   
專業顧問/道路主管機

關 

15 年    

註解： 

理想的檢查期間 最小需求的檢查期間 不可接受的檢查期間 

表 2.4 德國建議道路交通安全檢查的項目與實施週期 

檢查類型 檢查項目 道路等級 檢查週期 

定期檢查 標誌、路側危險區域 高速公路、主要道

路 

2 年 

定期檢查 標誌、路側危險區域 次要道路、市區道

路 

4 年 

夜間檢查 標誌、路口及行人穿越處照

明 

高速公路、主要道

路 

4 年 

平交道檢查 標誌、交通設施 所有道路 4 年 

隧道檢查 標誌、照明 所有道路 4 年 

方向指標檢

查 

方向指示標誌 所有道路 4 年 

(二) 檢查項目 

德國已執行道路交通安全檢查工作超過 10 年，其道路與運輸研究協會

(FGSV, Forschungsgesellschaft für Straßen- und Verkehrswesen)針對高速

公路、郊區道路、市區主要道路及市區巷道，在規劃前、初步設計前、細部設計

前及通車後，建立了上千項的檢查事項，並出版道路安全審核與檢查建議(ESAS, 

Empfehlungen für das Sicherheitsaudit von Straßen)[14]，近年來也將道路

安全審核與檢查列入正式規範內。主要項目為：道路設計及運作要點、橫斷面設

計、線形、交岔路口、路側設施、護欄、標誌、標線、號誌、照明、植栽、工程

設施、車站、穿越道、停車與裝卸貨安排；表 2.5 節錄 ESAS 中市區主要道路

通車後的道路交通安全檢查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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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為快速推廣道路安全檢查程序，其東南歐區域運輸觀察組織(SEETO, 

South East Europe Transport Observatory)編制檢查手冊與事項(SEETO 

Road Saftey Inspection Manual)供推動參考，包含：道路功能、執行要素及周

圍環境、橫斷面、定線、交岔路口、圓環、鐵路平交道、公共和私人建物的出入

口、公共運輸車站、行人與自行車的需求、機車的需求、交通號誌、交通標誌與

標線、照明、路側植栽、護欄等。該檢查表的細項內容與德國 ESAS 極為類似。 

德國 ESAS 及歐盟 SEETO 的道路交通安全檢查相關手冊，係提供道路及交

通工程專業人員使用，如下列檢查事項： 

 是否有過多影響駕駛行為的道路設計，如彎道+路口？ 

 道路設計不會讓駕駛感到突兀或意外？ 

 道路鋪面是否平坦？ 

 不同設施的型式和間距(例如鐵路平交道，交通號誌，斑馬線)是否協調？ 

 是否可以使用適當的背景以突顯可見性低的號誌？ 

 對整體交通而言，出入口位置是否適當？ 

 自行車交會或與其他機動車輛交會處的路權是否明確定義？ 

編寫的項目較多為專業術語，且須由執行人員進行專業判斷。對缺乏執行經驗

的人員來說，可能難以順利運用。 

表 2.5 市區主要道路通車後的檢查事項節錄[14] 

特點 No. 確認問題 

1.設計及運作要點 1 之前檢查過程的結果是否有改善、注意？ 

2 交通中的特殊狀況是否有被注意？ 

3 速限是否必要及速限是否合理？ 

2.橫斷面設計 1 之前檢查過程的結果是否有改善、注意？ 

2 交通中的特殊狀況是否有被注意？ 

3 是否必要縮減路寬，例如為了形塑交通安全？ 

4 為了遵守容許的最高速度，是否有指定的措施？ 

5 是否有注意公共交通及其使用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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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是否有考慮行人？ 

7 是否有考慮自行車用路人？(如：分道) 

8 是否安排停車空間，可以安全地駛入及駛離？ 

9 是否需要在自行車道和停車格之間設分隔帶？ 

10 標線是否正確佈設及清楚易辨識？ 

3.線形 1 之前檢查過程的結果是否有改善、注意？ 

2 連接鄉村與城市或從有照明到沒照明(區域出入口)

的漸變路段是否適當？ 

3 視線是否受防護圍欄、周邊圍欄、街道設施、停

車設施、交通標誌、景觀/植栽、橋橔、建物等阻

擋？ 

4 為了遵守容許的最高速度，是否有指定的措施？ 

5 穿越輔助措施是否有必要？ 

6 在自行車彼此或與機動車交會處，是否有明確的

路權標示？ 

7 標線是否正確佈設及清楚易辨識？ 

2.5 小結 

從交通事故因子文獻可知，肇事與道路因素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性，而道路設

計更需要同時考慮用路人在視野範圍、資訊處理、感知反應時間等因素。因此，

在易肇事地點改善時，會由不同交通特性類別去分別考慮相關的改善設計。而歐

盟推動的道路交通安全檢查，則更進一步從道路規劃設計階段至營運後道路交通

事故狀況來進行檢查，進而建立主動預防肇事，同時改善現有肇事問題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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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第三章 路口安全檢查表初探   

做為我國路口安全檢查制度之初探，本計畫利用過去「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

交通工程設計範例」參考手冊，針對各肇事型態相關之交通工程與措施改善方法，

研擬路口安全檢查問項。透過操作檢查表，將其做為路口改善流程中完整檢查路

口各項設施的檢查工具，避免檢查與設計過程的遺漏；也可以將檢查表獨立運用

於事故資料少、或是事故無重現性的地點使用，其使用情境與流程如下圖 3.1 所

示。檢查表的填寫的結果將可做為參考，找出路口設施的相關缺失，協助提出路

口的改善方案。 

 

圖 3.1 檢查表使用情境與流程 

3.1 檢查表擬定方法 

為建立符合臺灣交通環境的道路安全檢查表，本計畫先由『事故型態導向之

路口交通工程設計範例參考手冊』中，彙整不同碰撞型態(包含:右轉側撞、左轉

側撞、左轉穿越側撞、交叉撞、追撞、擦撞等)對應的改善設計方法，同時針對管

制與導引資訊的形態與干擾進行檢查。包含，右轉側撞可能涉及車道配置或管制、

快慢實體分隔之行車管制、機車停等空間導引等項目；左轉側撞可能涉及車道指

示、交岔路口幾何設計、機車左轉設計等項目；左轉穿越側撞可能涉及車道配置、

交岔路口交角設計、紅燈時間設計等項目；交叉撞可能涉及紅燈時間設計、路口

視距、機車待轉區設計等項目；追撞可能涉及黃燈時間設計、號誌位置與數量、

停止線畫設位置等項目；擦撞可能涉及路口車道的漸變設計、轉向車道導引指示

設計、車道指向標字標線設計等項目。 

另外，再由相關改善設計方法歸納為號誌設計、轉向設計、幾何設計、周邊

環境狀況等主要檢查方向、非號誌路口管制設計與行人相關設計等項目，加以歸

類擬定檢查表初稿，之後再由具備交通工程、交通安全改善的相關人員進行試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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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相關的填表經驗回饋，以及交通安全專家之意見，進一步調整檢查表內容與

操作方式，其研擬流程與全問項所對應之碰撞形態如下圖 3.2、附錄 A 所示。 

 
圖 3.2 檢查表研擬流程 

3.2 檢查項目 

依據上節所述之擬定流程，與綜合試填寫人員、專家會議意見，本計畫研

提之檢查表共 53 項，如下表 3.1 所示 

表 3.1 檢查表項目 

項次 檢查內容 

A01 
非行車管制

號誌 

非行車管制號誌控制的臨近路口，是否以閃光燈號或停讓標誌，且
繪製停讓標線明確標示各臨近路口路權？ 

A02 
非行車管制

號誌 

設置有「停」標線(標誌)的非行車管制號誌的臨近路口，距交叉口 5
公尺處，至主(次要)幹道左右寬(Dr)      公尺的視距三角內，是否
有障礙物或建物遮蔽？ 

A03 
非行車管制

號誌 

設置有「停」標線(標誌)的非行車管制號誌臨近路口，距交叉口 5 公
尺處，左右視距被遮蔽時，是否設置有反光鏡輔助？ 

B01 
行車管制 

號誌 
號誌化交岔路口，其近端及遠端是否皆設有號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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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檢查內容 

B02 
行車管制 

號誌 
單向三車道以上的臨近路口，其遠端右側是否有額外增設號誌？ 

B03 
行車管制 

號誌 
近端號誌位置是否在停止線前後 3 公尺範圍內？ 

B04 
行車管制 

號誌 

同一臨近路口車道由不同組號誌控制時，是否設有對應之提示附
牌？ 

B05 
行車管制 

號誌 

尖峰時段號誌時制一週期內，時制配置是否能紓解臨近路口的左轉
彎車流？ 

B06 
行車管制 

號誌 

有左轉彎專用號制的交岔路口，對應的臨近路口是否設有左轉彎專
用道？ 

B07 
行車管制 

號誌 
交岔路口黃燈時間是否足夠，≧      秒？ 

B08 
行車管制 

號誌 
交岔路口全紅時間是否足夠，≧      秒？ 

C01 
行人 

臨近路口是否設置有與車流平行之實體或標線型人行道，且淨寬度
大於 1.5 公尺？ 

C02 
行人 

設有實體人行道之臨近路口，是否於行人穿越處設置斜坡道，且斜
坡道寬度大於 1.5 公尺？ 

C03 
行人 

中央或車道(快慢)分隔島寬度大於 1.5 公尺的臨近路口，與行車方向
垂直的行人穿越處是否設置行人庇護空間？ 

C04 
行人 

交岔路口斜交且臨近路口分隔島寬度大於 2.0 公尺時，與行車方向垂
直的行人穿越處是否設置 Z 字型行人穿越道？ 

C05 
行人 

行人與車流平行穿越交叉口時，是否能與同向右轉車輛彼此互視，不
受分隔島、灌木叢或障礙物阻礙？ 

C06 
行人 

行人與車流平行穿越交叉口時，是否能與對向左轉車輛彼此互視，不
受分隔島、灌木叢或障礙物阻礙？ 

C07 
行人 

行人穿越處目視是否平整，可供輪椅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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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檢查內容 

C08 
行人 

行人穿越道是否搭配設置行人專用號誌？ 

C09 
行人 

行人與車輛轉彎流量大的交岔路口，是否設置行人專用、行人早開
時相？ 

D01 
轉向管制 

尖峰時段號誌時制一週期內，右轉車道配置是否能紓解臨近路口的
右轉彎車流？ 

D02 
轉向管制 

最外側車道配置為直行與右轉車道的臨近路口，且車道寬度大於 3.5
公尺1時，是否劃設分流式指向線？ 

D03 
轉向管制 

臨近路口最外側車道配置為直行與右轉車道時，車道寬度是否小於
5.7 公尺 1？ 

D04 
轉向管制 

車道(快慢)實體分隔的臨近路口，是否禁止分隔島內側車道車輛右
轉，且內側車道以(直行)箭頭綠燈管制？ 

D05 
轉向管制 

雙右轉彎車道配置的臨近路口，交叉口是否有對應的雙右轉導引
線？ 

D06 
轉向管制 

設置機車停等區時，停等區是否有依車道行向分隔，或繪製導引箭
號？ 

D07 
轉向管制 

左轉專用道配置，於尖峰時段是否足夠容納臨近路口的左轉彎車
流？ 

D08 
轉向管制 

交叉口左轉彎下游臨近路口過窄或過寬(須特別辨識駛入車道)時，是
否有轉向導引線？ 

D09 
轉向管制 

雙左轉彎車道配置的臨近路口，交叉口是否有對應的雙左轉導引
線？ 

D10 
轉向管制 

非正交(多叉或斜交) 交岔路口，臨近路口車道是否有路名標誌或標
字提示用路人？ 

E01 
幾何 

考量行穿線、庇護島、停止線前待轉區、與設計車種轉彎需求後，停
止線是否已盡量接近交叉口？ 

E02 
幾何 

交叉口遠端右方若設置有機慢車待轉區，待轉區是否位於上下游車
道邊線外？ 

                                            
1 參照「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設計範例參考手冊」2.2 小節之右轉側撞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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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檢查內容 

E03 
幾何 

交叉口遠端右方若設置有機慢車待轉區，於待轉區停等的車輛是否
過多，以至於佔用上下游車道邊線內側空間？ 

E04 
幾何 

直行通過交叉口的車道，是否有橫向偏移？ 

E05 
幾何 

同一時相穿越交叉口(含橫向紅燈右轉)的車輛，其下游車道數是否大
於或等於上游車道數？ 

E06 
幾何 

交岔路口交角是否小於 60 度，或超過四支交岔？ 

E07 
幾何 

非正交(多叉或斜交)交岔路口，臨近路口與交叉口是否有導引不同方
向車流的設計(如槽化或導引線) ？ 

D11 
轉向管制 

臨近路口 10 公尺內是否有繪製禁止臨時停車線？ 

B09 
行車管制 

號誌 

號誌燈面是否足供管制之臨近路口各車道，於臨近路口上游 15 公尺
處清楚辨識？ 

B10 
行車管制 

號誌 

燈面是否面向管制的臨近路口，且於臨近路口上游 30 公尺處不會誤
看其他臨近路口的燈面干擾？ 

F01 
環境 

路邊有民生活動(如商店或公園等)設施時，車道速限是否 50kph 以
下，並以標誌或標字提示？ 

F02 
環境 

路邊環境為社區道路時，車道速限是否 30kph 以下，並以標誌或標
字提示？ 

F03 
環境 

臨近路口停止線 30 公尺內是否有樹葉、廣告物或其他障礙物遮蔽號
誌與禁制標誌？ 

F04 
環境 

臨近路口 30 公尺內是否有停車場或巷道出入口、公車停靠區、路邊
停車格？ 

D12 
轉向管制 

臨近路口 30 公尺內路肩是否小於 1m，避免被誤用為慢車道？ 

D13 
轉向管制 

臨近路口 50 公尺內是否有直行慢車道、機車專用道或優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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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檢查內容 

D14 
轉向管制 

機車可直接左轉的交岔路口，號誌、標誌、標線配置是否有衝突？
(如：兩段左轉標誌、禁行機車標字) 

D15 
轉向管制 

機車須兩段左轉的交岔路口，兩段左轉標誌是否明確可辨，並配合
設置待轉區標線？ 

D16 
轉向管制 

單向三車道以上的臨近路口，其上游是否有輔 1 標誌與車道指向線
導引、且輔 1 內容符合車道行向安排並明確可視？ 

E08 
幾何 

單向二車道以上的臨近路口，近交叉口的內側車道行向配置是否與
上游車道行向配置一致？ 

E09 
幾何 

臨近路口上游 50 公尺處，其慢車道寬度是否小於 3.0m？ 

E10 
幾何 

單向二車道以上的臨近路口，近交叉口的外側車道行向配置是否與
上游車道行向配置一致？ 

E11 
幾何 

臨近路口上游 50 公尺再上游若有慢車道，其寬度是否小於 3.0m？ 

A04 
非行車管制 

號誌 

設置有「讓」標線(標誌)的非行車管制號誌臨近路口，距交叉口最短
停車視距(Ss)      公尺處，至主(次要)幹道左右寬(Dt)      公尺
的視距三角內，是否有障礙物或建物遮蔽？ 

 

3.3 檢查表與操作方法說明  

本計畫研擬之檢查表，其檢查範圍涵蓋整個交岔路口，包含交叉口與各臨近

路口上游。交叉口為二或數個路段其物理上車流、流向與不同運具的交會區域，

由停止線延伸至下一路段起點。臨近路口則代表於交叉口上下游，因為車道配置

改變或車行方向偏移，車流產生分離與匯合動作的交叉口影響區。為適用各交岔

路口不同的交會情形，檢查表格預設為一式多份，每一臨近路口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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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檢查交岔路口範例 

如上圖 3.3 所示，範例交岔路口為北側、西側、南側、東側，四臨近路口交

會，因此會有四份的檢查表格，填寫時於各檢查表格前的交岔路口資訊欄位，加

註目前檢查之臨近路口方位、與臨近路口道路名稱，如下表 3.2 範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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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檢查表交岔路口資訊欄位範例 

交岔路口名稱 〇〇路/〇〇路交岔路口 

 

(檢查地點平面圖，臨近路口以框線與編號加註) 

方位及 

臨近路口名稱 
南側：〇〇路臨近路口 

行車管制號誌 

☐ 

☐ 

☐ 

三色燈號 

閃光燈號 

無行車管制號誌 

最高速限 〇〇公里/小時 

填列日期  

填列時間  

本計畫依據不同的交通工程措施，與其缺失可能會產生的碰撞形態分類，將

檢查表內題項共分為六大類，為使現場填列人員更易於辨識，於表格內採英文代

號與數字編排，其類別與代號如下表 3.3 所示。表格內各題項之順序編排，則依

個項目之檢查位置排序，避免人員於檢查過程中，有不必要的繞行行為，問項排

序後的填寫路線，如下圖 3.4 所示。 

表 3.3 檢查類別與代號 

 

A B C D E F 

非行車管制

號誌 

行車管制 

號誌 
行人 轉向管制 幾何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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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檢查表填寫路線 (南側臨近路口為起點) 

檢查執行時間為上或下午尖峰時段(7 時～9 時；17 時～19 時)，建議 2～3

人同時填寫，並攜帶碼表等相關工具並著反光背心，保障填寫人員之安全。無攜

帶相關工具時，則可使用路面標線、步數等方法測量相近值。檢查表內各題項之

表格編排，如下表 3.4 所示。 

表 3.4 檢查表題項範例 

各欄位依序為項次分類與編號、內容、備註、與「不需檢查」、「是」、「否」、

三個回答欄位。「不需檢查」表示問項不適用該地點環境(例：非行車管制號誌交

岔路口不需檢查號誌相關問項)，各問項的回答欄位內的「＊」符號，即代表該檢

查格位之回答，對交岔路口整體的安全有負面的影響，有產生特定碰撞形態之風

險。填寫具有「＊」符號的回答時，需於備註欄位填寫相關原因。填寫完成後，

由檢查人員討論、評估相關改善作為。 

  

項次 檢查內容 
不需

檢查 
是 否 備註 

A01 

非行車管制

號誌 

非行車管制號誌控制的臨近路口，是

否以閃光燈號或停讓標誌，且繪製停

讓標線明確標示各臨近路口路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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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案例交岔路口試檢查 

本計畫於計畫期間中，選擇高雄市境內市區與郊區共 2 交岔路口，做為檢查

表試填寫之場域。除本計畫之參與人員外，同時也邀請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同仁，

共 4 人進行試填寫作業。填寫結果之判定採人員多數決，避免誤填寫之情形。期

間也蒐集填寫人員相關意見，探討填寫時可能會發生的相關問題與困難，試填寫

作業之地點與相對應填寫結果如下。 

(一) 鳳捷路/環河東路交岔路口 

本交岔路口位於高雄市市郊大寮區近高雄捷運大寮站，周遭多為民宅，路側

空間環境複雜。且有水圳穿越，水圳兩側道路並無配對單行設計，其實為六岔路

口。填寫期間為 111 年 9 月 1 日之下午昏峰時段(17:00~19:00)，調查結果如下

文與圖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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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鳳捷路/環河東路交岔路口填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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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側：鳳捷路臨近路口 

I. 一致認為需改善項目(4 人填列負面) 

 中央分隔無設置庇護空間 

 轉入下游巷道過窄無導引線 

II. 大部分人員認為需改善項目(3 人填列負面) 

 橫斷面大於六車道遠端右側無增設號誌 

 交岔路口超過四支交岔 

 臨近路口 30 公尺內是否路肩大於 1m 

 上游內側車道行向配置是否與上游車道行向配置不一致 

 臨近路口上游慢車道寬度大於 3.0m 

2. 東側：環河東路臨近路口 

I. 一致認為需改善項目 

 臨近路口 10 公尺內無禁止臨時停車 

 轉入主幹道過寬無導引線 

3. 北側：鳳捷路臨近路口 

I. 一致認為需改善項目 

 臨近路口 10 公尺內無禁止臨時停車 

 轉入主幹道過寬無導引線 

II. 大部分人員認為需改善項目 

 橫斷面大於六車道遠端右側設置無號誌(但有中央分隔) 

 臨近路口 50 公尺內有慢車道 

4. 西側：環河東路臨近路口 

I. 一致認為需改善項目 

 無 

II. 大部分人員認為需改善項目 

 停止線離交叉口遠 

 交岔路口超過四支交岔 

 臨近路口 30 公尺有停車格 

(二) 九如四路/建榮路交岔路口 

第二次試填寫之地點位於高雄市鼓山區，為五岔路口。九如路為左營區與鼓

山區居民遷往高雄市區的主幹道之一，沿路商業與周遭居民活動頻繁。填寫期間

為 111 年 9 月 20 日之下午昏峰時段，其結果如下文與圖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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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九如四路/建榮路交岔路口填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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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南側：九如四路臨近路口 

I. 一致認為需改善項目(4 人填列負面) 

 臨近路口斜交無設置 Z 字型行人穿越道 

 交岔路口超過四支交岔 

 速限 50km/h 無設置標誌或標字 

 臨近路口 50 公尺有慢車道 

II. 大部分人員認為需改善項目(3 人填列負面) 

 中央分隔無設置行人庇護島 

 外側直右車道大於 3.5m 無設置分流指向線 

 臨近路口 30 公尺內有停車格、公車站 

 臨近路口 50 公尺慢車道寬度大於 3m 

2. 南側：九如四路臨近路口 

I. 一致認為需改善項目 

 停止線位置距離號誌超過 3 公尺 

 臨近路口斜交無設置 Z 字型行人穿越道 

 交岔路口超過四支交岔 

 直行車輛通過路口需橫向偏移 

 速限無設置標誌或標字 

 無輔 1 標誌 

 臨近路口 50 公尺有慢車道 

II. 大部分人員認為需改善項目 

 速限 50km 無設置標誌或標字 

 臨近路口上游內側車道行向不一致 

 臨近路口 50 公尺慢車道寬度大於 3m 

3. 東南側：建榮路臨近路口 

I. 一致認為需改善項目 

 停止線位置距號誌大於 3 公尺 

II. 大部分人員認為需改善項目 

 路邊有民宅速限應為 30km，且無設置標誌或標字 

 臨近路口無人行道 

 停止線離交叉口遠 

4. 東北側：九如四路臨近路口 

I. 一致認為需改善項目 

 無 

II. 大部分人員認為需改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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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向三車道以上遠端右側無號誌 

 外側直右車道大於 3.5m 無設置分流指向線 

 停等區無行向分流設計 

 臨近路口 10 公尺內無禁止臨時停車 

5. 西北側：建榮路臨近路口 

I. 一致認為需改善項目 

 無設置人行道 

II. 大部分人員認為需改善項目 

 交叉口遠端右方待轉區位於車流動線 

 臨近路口 30 公尺內有巷道出入與違規停車 

3.5 檢查表操作者與專家回饋  

為完善本計畫研提之「易肇事路口改善安全檢查表」，本計畫於兩次檢查表試

填寫作業後，先行蒐集填寫人員對於實際操作流程與檢查表內容相關意見並進行

調整。 

(一) 操作者回饋 

本計畫於兩次試填寫作業完成後，對操作人員徵集相關意見，獲得許多正

面意見，後續針對其他建議歸納出以下要點： 

1. 填寫時間與問項數目 

現行檢查表內問項約為 50 項，採一式多份填寫模式，兩次試填寫作業所耗

費之時間，約為 1~1.5 小時。徵集道路主管機關填寫人員相關意見，表示目前之

問項數目與填寫時間適中，若再增加或拉長作業流程，有可能會增加承辦人員負

擔，影響主管機關使用檢查表意願。 

2. 問項敘述精確度 

在兩次的試填寫作業中，有判斷困難或是誤判的情形發生，後續針對誤填寫

之問項蒐集相關意見，表示檢查的條件與敘述需更為精確且更易於判斷。本計畫

後續也依據相關意見調整相關敘述與圖說，例：機慢車待轉區是否位於車流動線？

改為「遠端右側」之機慢車待轉區是否位於車流動線？避免誤檢查為停止線前方

之待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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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後續改善方案判讀 

本計畫於試填寫作業完成後，也持續與高雄市政府交通局針對填寫結果進行

討論，交通局表示，填寫完成後的改善方案，因涉及專業與組織分工問題，仍需

要一定的討論與行政流程進行調整，例如上節鳳捷路/環河東路交岔路口之填寫

結果，需要繪製轉向導引線，但實務上過多的導引線有機會造成混淆，需要專業

判斷做出取捨。 

(二) 專家會議回饋 

本計畫期間，辦理「易肇事路口改善安全檢查表審查會議」，會議中邀請學界、

道安會、技師公會、各道路主管機關、以及工程顧問公司，徵集各界正、反面意

見(詳如附錄 D)，經歸納整理相關要點如下： 

1. 檢查作業人員、流程與原則 

會議中針對道路檢查與檢查制度，多數單位皆持正面評價，但於整體流程中

仍有數點需釐清，第一為檢查人員的選擇，是由主管機關自行辦理或是可委外請

技師或顧問公司辦理需釐清。第二為檢查之流程與原則，現行檢查表期望運用於

易肇事路口改善流程中，做為碰撞構圖判讀或針對無重現性嚴重事故的輔助工具，

若干單位希望未來能有獨立之檢查流程與原則，於設計階段與道路建成後能夠有

事先檢查與週期性檢查之流程。 

2. 不同交岔路口環境之適用性 

各地方主管機關表示，因各縣市環境、設計理念、與交通相關自治條例不

同，希望能針對特殊的環境(如：多岔、H 型、平交道…等)，能有相對應之檢

查表，同時也希望針對道路邊線、路肩配置等設施配置，能有較為彈性的檢查

標準。 

3. 更多工程設施之檢查項目 

會議中，若干單位希望能夠增加更多設施的檢查項目，例如：燈具夜間之

照明效果、道路坡度、中央分隔島植栽之視距…等。為保障行人路權，也建議

增加更多行人設施相關的檢查項目，如內政部出版之「都市人本交通道路規劃

設計手冊」內的相關設施檢查。 

4. 問項敘述精確度 

如同操作人員之意見回饋，檢查表內的用詞需要清楚明瞭與標準化，避免填

列時發生誤判與難以判讀之情形，將會大大的影響填寫結果與增加填寫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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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檢查項目之規範、法源依據 

現行檢查表的問項設計，是以「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設計範例」手

冊中過去之相關經驗為基準，部分機關表示，希望未來能夠能夠針對各問項，提

供設計時參照之章節與法源相關依據，能夠做為檢查人員教育與推廣基礎，同時

也作為改善方案研提之依循。 

3.6 小結 

本計畫利用過往「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設計參考手冊」中針對不同

碰撞型態的改善方案，初步歸納研擬適用於我國交通環境的道路安全檢查表，計

畫期間內，也邀請道路主管機關與交通專業人士進行試填寫與意見徵詢，不僅針

對檢查制度獲得正面評價，其他相關意見也做為未來推展道路安全檢查制度的基

礎。 

 後續，道路主管機關在執行易肇事改善流程，若改善對象事故重現性不足、

改善方案不明確、或是特別立案檢查時，皆可以使用本計畫所研擬之易肇事路口

安全改善檢查表。在使用檢查表前，可事前使用現有圖資或網路圖資平台，針對

交岔口的各臨近路口進行調查。後續進行填寫作業後，評估改善方案，即完成檢

查作業，接續進入方案研擬、場勘等流程，流程如下圖 3.7 所示。 

 

圖 3.7 檢查表使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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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蒐集國內外有關易肇事路口改善相關研究與文獻，建立適用於國內易

肇事路口的改善檢查表，以供道路交通主管機關於辦理易肇事路口改善時，能夠

完整有效的檢查各檢查項目，以利改善工作的進行，計畫辦理的過程並透過實際

路口的試檢查，與專家學者審查的方式，優化檢查表的問項與說明內容，使檢查

表更貼近實務應用的可行性。 

4.1 結論 

過去易肇事地點的改善，需要蒐集至少一年以上的資料，透過肇事資料庫與

現場圖的分析，探索易肇事地點的肇事型態與空間分佈。然而，相關的作業需要

投入大量的人力與時間。本計畫初擬的安全檢查表，可以提供快速簡單的方式，

讓專業交通人員進行交岔路口的安全評估，進而發現可能的交通安全設計問題。

此外，本計畫擬定之檢查表透過實際交通人員操作與專家意見的回饋，使檢查表

的操作能兼顧未來使用者的認知操作與便利性，亦可做為未來進一步推動道路安

全審核架構的基礎。 

4.2 建議 

本計畫之研究成果，可先從 A1 事故地點開始，讓道路主管機關先行應用，

以支援 A1 事故會勘前的預檢查，進一步幫助改善工作的進行，另一方面，可與

其他縣市(例如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道路交通主管機關進行應用交流，在應

用的過程中，提出對檢查表的改善建議，以納為檢查表的進一步優化參考。 

後續可透過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持續針對「易肇事路口安全改善檢查表」

進行試辦與滾動檢討，同時蒐整相關的試辦經驗與建議，以更精進檢查表的內容

與應用成效，未來俟檢查表的內容趨於完備時，再納入易肇事路段改善全面應用。 

未來可進一步探討如何建立臺灣道路安全查核之制度或行政架構，並分別探

討公路系統與市區道路因時間環境等差異需要進行查核的重點類別與項目。此外，

針對道路安全查核需要的事前準備工作、現地調查與報告製作的方法，以及針對

查核問題的安全改善工作與效益追蹤制度等，皆有助於建構臺灣道路安全改善之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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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碰撞型態與檢查項目對照表 

項次 檢查內容 

右
轉
側
撞 

左
轉
側
撞 

左
轉
穿
越
側
撞 

同
向
擦
撞 

追
撞 

交
叉
撞 

對
撞 

行
人
涉
入
之
碰
撞 

A01 
非行車管制

號誌 

非行車管制號誌控制的臨近路
口，是否以閃光燈號或停讓標
誌，且繪製停讓標線明確標示
各臨近路口路權？ 

     v   

A02 
非行車管制

號誌 

設置有「停」標線(標誌)的非行
車管制號誌的臨近路口，距交
叉口 5 公尺處，至主(次要)幹道
左右寬(Dr)      公尺的視距
三角內，是否有障礙物或建物
遮蔽？ 

     v   

A03 
非行車管制

號誌 

設置有「停」標線(標誌)的非行
車管制號誌臨近路口，距交叉
口 5 公尺處，左右視距被遮蔽
時，是否設置有反光鏡輔助？ 

     v   

B01 
行車管制 

號誌 

號誌化交岔路口，其近端及遠
端是否皆設有號誌？ 

    v v   

B02 
行車管制 

號誌 

單向三車道以上的臨近路口，
其遠端右側是否有額外增設號
誌？ 

    v v   

B03 
行車管制 

號誌 

近端號誌位置是否在停止線前
後 3 公尺範圍內？ 

    v v   

B04 
行車管制 

號誌 

同一臨近路口車道由不同組號
誌控制時，是否設有對應之提
示附牌？ 

    v v   

B05 
行車管制 

號誌 

尖峰時段號誌時制一週期內，
時制配置是否能紓解臨近路口
的左轉彎車流？ 

  v v v    

B06 
行車管制 

號誌 

有左轉彎專用號制的交岔路
口，對應的臨近路口是否設有
左轉彎專用道？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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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檢查內容 

右
轉
側
撞 

左
轉
側
撞 

左
轉
穿
越
側
撞 

同
向
擦
撞 

追
撞 

交
叉
撞 

對
撞 

行
人
涉
入
之
碰
撞 

B07 
行車管制 

號誌 

交岔路口黃燈時間是否足夠，
≧      秒？ 

    v    

B08 
行車管制 

號誌 

交岔路口全紅時間是否足夠，
≧      秒？ 

     v   

C01 
行人 

臨近路口是否設置有與車流平
行之實體或標線型人行道，且
淨寬度大於 1.5 公尺？ 

       v 

C02 
行人 

設有實體人行道之臨近路口，
是否於行人穿越處設置斜坡
道，且斜坡道寬度大於 1.5 公
尺？ 

       v 

C03 
行人 

中央或車道(快慢)分隔島寬度大
於 1.5 公尺的臨近路口，與行車
方向垂直的行人穿越處是否設
置行人庇護空間？ 

       v 

C04 
行人 

交岔路口斜交且臨近路口分隔
島寬度大於 2.0 公尺時，與行車
方向垂直的行人穿越處是否設
置 Z 字型行人穿越道？ 

       v 

C05 
行人 

行人與車流平行穿越交叉口時，
是否能與同向右轉車輛彼此互
視，不受分隔島、灌木叢或障礙
物阻礙？ 

       v 

C06 
行人 

行人與車流平行穿越交叉口時，
是否能與對向左轉車輛彼此互
視，不受分隔島、灌木叢或障礙
物阻礙？ 

       v 

C07 
行人 

行人穿越處目視是否平整，可
供輪椅行進？ 

       v 

C08 
行人 

行人穿越道是否搭配設置行人
專用號誌？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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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檢查內容 

右
轉
側
撞 

左
轉
側
撞 

左
轉
穿
越
側
撞 

同
向
擦
撞 

追
撞 

交
叉
撞 

對
撞 

行
人
涉
入
之
碰
撞 

C09 
行人 

行人與車輛轉彎流量大的交岔
路口，是否設置行人專用、行人
早開時相？ 

       v 

D01 
轉向管制 

尖峰時段號誌時制一週期內，
右轉車道配置是否能紓解臨近
路口的右轉彎車流？ 

v   v     

D02 
轉向管制 

最外側車道配置為直行與右轉
車道的臨近路口，且車道寬度
大於 3.5 公尺時，是否劃設分
流式指向線？ 

v   v     

D03 
轉向管制 

臨近路口最外側車道配置為直
行與右轉車道時，車道寬度是
否小於 5.7 公尺？ 

v   v     

D04 
轉向管制 

車道(快慢)實體分隔的臨近路
口，是否禁止分隔島內側車道
車輛右轉，且內側車道以(直行)
箭頭綠燈管制？ 

v        

D05 
轉向管制 

雙右轉彎車道配置的臨近路
口，交叉口是否有對應的雙右
轉導引線？ 

v   v     

D06 
轉向管制 

設置機車停等區時，停等區是
否有依車道行向分隔，或繪製
導引箭號？ 

v v  v     

D07 
轉向管制 

左轉專用道配置，於尖峰時段
是否足夠容納臨近路口的左轉
彎車流？ 

 v v v     

D08 
轉向管制 

交叉口左轉彎下游臨近路口過
窄或過寬(須特別辨識駛入車
道)時，是否有轉向導引線？ 

 v v v     

D09 
轉向管制 

雙左轉彎車道配置的臨近路
口，交叉口是否有對應的雙左
轉導引線？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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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檢查內容 

右
轉
側
撞 

左
轉
側
撞 

左
轉
穿
越
側
撞 

同
向
擦
撞 

追
撞 

交
叉
撞 

對
撞 

行
人
涉
入
之
碰
撞 

D10 
轉向管制 

非正交(多叉或斜交)交岔路口，
臨近路口車道是否有路名標誌
或標字提示用路人？ 

   v     

E01 
幾何 

考量行穿線、庇護島、停止線前
待轉區、與設計車種轉彎需求
後，停止線是否已盡量接近交
叉口？ 

    v v   

E02 
幾何 

交叉口遠端右方若設置有機慢
車待轉區，待轉區是否位於上
下游車道邊線外？ 

     v   

E03 
幾何 

交叉口遠端右方若設置有機慢
車待轉區，於待轉區停等的車
輛是否過多，以至於佔用上下
游車道邊線內側空間？ 

     v   

E04 
幾何 

直行通過交叉口的車道，是否
有橫向偏移？ 

  v v   v  

E05 
幾何 

同一時相穿越交叉口(含橫向
紅燈右轉)的車輛，其下游車道
數是否大於或等於上游車道
數？ 

   v v    

E06 
幾何 

交岔路口交角是否小於 60 度，
或超過四支交岔？ 

v v  v     

E07 
幾何 

非正交(多叉或斜交)交岔路口，
臨近路口與交叉口是否有導引
不同方向車流的設計(如槽化
或導引線) ？ 

v v  v     

D11 
轉向管制 

臨近路口 10 公尺內是否有繪
製禁止臨時停車線？ 

v   v  v   

B09 
行車管制 

號誌 

號誌燈面是否足供管制之臨近
路口各車道，於臨近路口上游
15 公尺處清楚辨識？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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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檢查內容 

右
轉
側
撞 

左
轉
側
撞 

左
轉
穿
越
側
撞 

同
向
擦
撞 

追
撞 

交
叉
撞 

對
撞 

行
人
涉
入
之
碰
撞 

B10 
行車管制 

號誌 

燈面是否面向管制的臨近路
口，且於臨近路口上游 30 公尺
處不會誤看其他臨近路口的燈
面干擾？ 

    v v   

F01 
環境 

路邊有民生活動(如商店或公
園等)設施時，車道速限是否
50kph 以下，並以標誌或標字
提示？ 

       v 

F02 
環境 

路邊環境為社區道路時，車道
速限是否 30kph 以下，並以標
誌或標字提示？ 

       v 

F03 
環境 

臨近路口停止線 30 公尺內是
否有樹葉、廣告物或其他障礙
物遮蔽號誌與禁制標誌？ 

    v v   

F04 
環境 

臨近路口 30 公尺內是否有停
車場或巷道出入口、公車停靠
區、路邊停車格？ 

v   v v    

D12 
轉向管制 

臨近路口 30 公尺內路肩是否
小於 1m，避免被誤用為慢車
道？ 

v   v     

D13 
轉向管制 

臨近路口 50 公尺內是否有直
行慢車道、機車專用道或優先
道？ 

v   v     

D14 
轉向管制 

機車可直接左轉的交岔路口，
號誌、標誌、標線配置是否有衝
突？(如：兩段左轉標誌、禁行
機車標字) 

 v  v     

D15 
轉向管制 

機車須兩段左轉的交岔路口，
兩段左轉標誌是否明確可辨，
並配合設置待轉區標線？ 

 v  v  v   

D16 
轉向管制 

單向三車道以上的臨近路口，
其上游是否有輔 1 標誌與車道
指向線導引、且輔 1 內容符合
車道行向安排並明確可視？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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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檢查內容 

右
轉
側
撞 

左
轉
側
撞 

左
轉
穿
越
側
撞 

同
向
擦
撞 

追
撞 

交
叉
撞 

對
撞 

行
人
涉
入
之
碰
撞 

E08 
幾何 

單向二車道以上的臨近路口，
近交叉口的內側車道行向配置
是否與上游車道行向配置一
致？ 

 v  v     

E09 
幾何 

臨近路口上游 50 公尺處，其慢
車道寬度是否小於 3.0m？ 

v   v     

E10 
幾何 

單向二車道以上的臨近路口，
近交叉口的外側車道行向配置
是否與上游車道行向配置一
致？ 

v   v     

E11 
幾何 

臨近路口上游 50 公尺再上游
若有慢車道，其寬度是否小於
3.0m？ 

    v v   

A04 
非行車管制 

號誌 

設置有「讓」標線(標誌)的非行
車管制號誌臨近路口，距交叉
口最短停車視距(Ss)      公
尺處，至主(次要)幹道左右寬
(Dt)      公尺的視距三角
內，是否有障礙物或建物遮
蔽？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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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易肇事路口改善檢查表 

易肇事路口安全改善檢查表 – 說明 

 本檢查表利用過去多年期易肇事路口改善計畫之實務經驗，將易肇事地點相關的幾何、管制、環
境…等特性，可能會造成的碰撞型態，與其改善方案，整理歸納後作為檢查項目置入本檢查表中。透
過快速簡便的檢查流程，探討各交岔路口的不足與缺失之處，發現路口可能的易肇事因子，以接續研
提改善方案。 

填寫要點 

1. 本檢查表一式多份，一臨近路口一份。 

2. 需事先或於現場填列檢查地點的相關資訊：交岔路口名稱、填寫地點方位、最高速限等。如
下表 1 所示。 

3. 檢查執行時間為上或下午尖峰時段， 

4. 建議 2~3 人同時填寫，攜帶碼表等相關工具並著反光背心，保障填寫人員安全 
5. 無攜帶工具時，可使用路面標線、步數等方法測量相近值。 

表 1 填寫地點表格範例 

交岔路口名稱 〇〇路/〇〇路交岔路口 

 

方位及 

臨近路口名稱 
1.南側：〇〇路臨近路口 

行車管制號誌 

☐ 

☐ 

☐  

三色燈號 

閃光燈號 

無行車管制號誌 

最高速限 〇〇公里/小時 

填列日期  

填列時間  

6. 表內各題項具有「不需檢查」、「是」、「否」、三個回答欄位，如下表 2 所示。 

7. 「不需檢查」表示問項不適用該交岔路口環境 

8. 欄位內的「＊」符號，即代表該檢查格位之回答，對安全有負面的影響。 
9. 填寫具有「＊」符號的回答時，請於備註欄位填寫相關原因。 

10. 填寫完成後，由檢查人員討論、評估相關改善作為。 

表 2 檢查表問項範例 

項次 檢查內容 
不需
檢查 

是 否 備註 

A01 
非行車管制

號誌 

非行車管制號誌控制的臨近路口，是否以閃光
燈號或停讓標誌，且繪製停讓標線明確標示各
臨近路口路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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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表內相關名詞說明 

1. 交叉口： 

數個路段物理上車流、流向與不同運具的交會區域，由停止線延伸至下一路段起點。 

2. 臨近路口(Approach)： 

交叉口上下游，因為車道配置改變或車行方向偏移，車流產生分離與匯合動作的影響區。 

3. 交岔路口： 

包含交叉口與臨近路口，為臨近路口各流向匯合交會、分岔之區域，即為下圖 1 之範圍。 

 

 圖 1 交岔路口示意圖 

檢查項目類別與編排說明 

1. 表內檢查項目，依不同交通工程措施缺失可能會產生的碰撞形態分類，共分為六大類，如下

表 3 所示。 

2. 表內問項順序依問項填列位置編排，填列順序如下圖 2 所示 

 

表 3 檢查類別與代號 

 

 

A B C D E F 

非行車管制 

號誌 
行車管制號誌 行人 轉向管制 幾何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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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檢查順序範例(南側臨近路口為起點) 

 

檢查表內，將有部分數值需事先、或於現場計算，其相關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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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檢查內容 

A02 
非行車管制

號誌 

設置有「停」標線(誌)的非行車管制號誌的臨近路口，距交叉口 5 公尺處，至主(次
要)幹道左右寬(Dr)      公尺的視距三角內，是否有障礙物或建物遮蔽？ 

說明 

 

 圖 3「停」標線(誌)臨近路口轉向視距三角 

表 4 最小停車視距距離表 

設計速率 Vd 
(公里/小時) 

停車視距 Ss 
(公尺) 

「停」標線(誌) 

轉向視距 Dr 

(公尺) 

20 20 40 

30 30 60 

40 45 90 

50 65 120 

60 85 160 

70 110 210 

80 135 270 

平面交叉處縱坡度逾2%時，上述Ss、Dr值應按下表5平面交叉視界距離修正表比例修正之。 

 

表 5 平面交叉視界距離修正表 

縱坡度(%) -4 -2 0 +2 +4 

修正比例 0.7 0.9 1.0 1.1 1.3 

 

資料來源：交通部「交通工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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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檢查內容 

B07 
行車管制 

號誌 

交岔路口黃燈時間是否足夠，≧      秒？ 

說明 

參照「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231-1 條，號誌之黃色燈號時間得依下表 6 之規定： 

表 6 號誌之黃色燈號時間秒數 

行車速限(公里/小時) 黃燈時間(秒) 

50 以下 3 

51 ~ 60 4 

61 以上 5 

  

項次 檢查內容 

B08 

行車管制 

號誌 

交岔路口全紅時間是否足夠，≧      秒？ 

說明 

參照「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231-2 條，號誌在黃色燈號結束後，應有一秒以上之
全紅時間。直行交通之全紅時間，宜依下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公式計算最小值，或參考表 8

值： 

表 7 號誌全紅時間計算公式 

交通狀況 僅有車輛狀況 有行人與車輛狀況 

全紅時間 (W+L) / 2V ~ (W+L) / V (P+L) / 2V ~ (P+L) / V 

備註 

一、全紅時間單位：秒 

二、W：交岔路口近端停止線至遠端路段起點之距離長度。單位：公尺 
三、P：交岔路口近端停止線至遠端行人穿越道之距離長度。單位：公

尺 

四、L：平均車長，得採用 6 公尺。 
五、V：平均車速，得採用行車速限。單位：公尺／秒。 

六、以(W+L) / V 為原則，最短不得小於(W+L) / 2V 

表 8 最小全紅時間速查表 單位：秒 

最高速限 

穿越距離 
30 km/h 40 km/h 50 km/h 60 km/h 70 km/h 80 km/h 

10m 1 1 1 1 1 1 

20m 1.6 1.2 1 1 1 1 

30m 2.2 1.6 1.3 1.1 1 1 

40m 2.8 2.1 1.7 1.4 1.2 1 

50m 3.4 2.5 2 1.7 1.4 1.3 

60m 4 3 2.4 2 1.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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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檢查內容 

A04 

非行車管制

號誌 

設置有「讓」標線(誌)的非行車管制號誌臨近路口，距交叉口最短停車視距(Ss)      

公尺處，至主(次要)幹道左右寬(Dt)      公尺的視距三角內，是否有障礙物或建物
遮蔽？ 

說明 

 
 圖 4「讓」標線(誌)臨近路口轉向視距三角 

表 9 最小停車視距距離表 

設計速率 Vd 

(公里/小時) 

停車視距 Ss 

(公尺) 

「讓」標線(誌) 

轉向視距 Dt 
(公尺) 

20 20 40 

30 30 60 

40 45 80 

50 65 100 

60 85 120 

70 110 140 

80 135 160 

平面交叉處縱坡度逾2%時，上述Ss、Dt值應按下表 4.1平面交叉視界距離修正表比例修正之。 

表 4.1 平面交叉視界距離修正表 

縱坡度(%) -4 -2 0 +2 +4 

修正比例 0.7 0.9 1.0 1.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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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肇事路口安全改善檢查表  檢查人員： 

交岔路口名稱  

檢查地點平面圖 

適用的臨近路口在以框線與編號加註 

並以指北針標示北方 

方位及 

臨近路口名稱 
 

行車管制號誌 

☐ 

☐ 

☐ 

三色燈號 

閃光燈號 

無行車管制號誌 

最高速限 公里/小時 

填列日期  

填列時間  

 

檢查地點：近交叉口 

項次 檢查內容 
不需
檢查 

是 否 備註 

A01 

非行車管制

號誌 

非行車管制號誌控制的臨近路口，是否以閃光燈號
或停讓標誌，且繪製停讓標線明確標示各臨近路口
路權？ 

  ＊ 
 

A02 
非行車管制

號誌 

設置有「停」標線(標誌)的非行車管制號誌的臨近
路口，距交叉口 5 公尺處，至主(次要)幹道左右寬
(Dr)      公尺的視距三角內，是否有障礙物或建
物遮蔽？ 

 ＊  

 

A03 

非行車管制

號誌 

設置有「停」標線(標誌)的非行車管制號誌臨近路
口，距交叉口 5 公尺處，左右視距被遮蔽時，是否
設置有反光鏡輔助？ 

  ＊ 
 

B01 
行車管制 

號誌 

號誌化交岔路口，其近端及遠端是否皆設有號誌？   ＊ 
 

B02 

行車管制 

號誌 

單向三車道以上的臨近路口，其遠端右側是否有額
外增設號誌？ 

  ＊ 
 

B03 

行車管制 

號誌 

近端號誌位置是否在停止線前後 3 公尺範圍內？   ＊ 
 

 
資料來源：交通部「交通工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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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檢查內容 
不需
檢查 

是 否 備註 

B04 

行車管制 

號誌 

同一臨近路口車道由不同組號誌控制時，是否設有
對應之提示附牌？ 

  ＊ 
 

B05 

行車管制 

號誌 

尖峰時段號誌時制一週期內，時制配置是否能紓解
臨近路口的左轉彎車流？ 

  ＊ 
 

B06 
行車管制 

號誌 

有左轉彎專用號制的交岔路口，對應的臨近路口是
否設有左轉彎專用道？ 

  ＊ 
 

B07 

行車管制 

號誌 
交岔路口黃燈時間是否足夠，≧      秒？   ＊ 

參照附件說明計算 

B08 

行車管制 

號誌 

交岔路口全紅時間是否足夠，≧      秒？   ＊ 
參照附件說明計算 

C01 

行人 

臨近路口是否設置有與車流平行之實體或標線型
人行道，且淨寬度大於 1.5 公尺？ 

  ＊ 
 

C02 

行人 

設有實體人行道之臨近路口，是否於行人穿越處設
置斜坡道，且斜坡道寬度大於 1.5 公尺？ 

  ＊ 
 

C03 
行人 

中央或車道(快慢)分隔島寬度大於 1.5 公尺的臨近
路口，與行車方向垂直的行人穿越處是否設置行人
庇護空間？ 

  ＊ 

 

C04 

行人 

交岔路口斜交且臨近路口分隔島寬度大於 2.0 公尺
時，與行車方向垂直的行人穿越處是否設置 Z 字型
行人穿越道？ 

  ＊ 

 

C05 

行人 

行人與車流平行穿越交叉口時，是否能與同向右轉
車輛彼此互視，不受分隔島、灌木叢或障礙物阻礙？ 

  ＊ 

 

C06 

行人 

行人與車流平行穿越交叉口時，是否能與對向左轉
車輛彼此互視，不受分隔島、灌木叢或障礙物阻礙？ 

  ＊ 

 

C07 

行人 
行人穿越處目視是否平整，可供輪椅行進？   ＊ 

 

C08 
行人 

行人穿越道是否搭配設置行人專用號誌？   ＊ 
 

C09 

行人 

行人與車輛轉彎流量大的交岔路口，是否設置行人
專用、行人早開時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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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檢查內容 
不需
檢查 

是 否 備註 

D01 

轉向管制 

尖峰時段號誌時制一週期內，右轉車道配置是否能
紓解臨近路口的右轉彎車流？ 

  ＊ 
 

D02 
轉向管制 

最外側車道配置為直行與右轉車道的臨近路口，且
車道寬度大於 3.5 公尺時，是否劃設分流式指向
線？ 

  ＊ 
 

D03 

轉向管制 

臨近路口最外側車道配置為直行與右轉車道時，車
道寬度是否小於 5.7 公尺？ 

  ＊ 
 

D04 

轉向管制 

車道(快慢)實體分隔的臨近路口，是否禁止分隔島
內側車道車輛右轉，且內側車道以(直行)箭頭綠燈
管制？ 

  ＊ 
 

D05 
轉向管制 

雙右轉彎車道配置的臨近路口，交叉口是否有對應
的雙右轉導引線？ 

  ＊ 
 

D06 

轉向管制 

設置機車停等區時，停等區是否有依車道行向分
隔，或繪製導引箭號？ 

  ＊ 
 

D07 

轉向管制 

左轉專用道配置，於尖峰時段是否足夠容納臨近路
口的左轉彎車流？ 

  ＊ 
 

D08 
轉向管制 

交叉口左轉彎下游臨近路口過窄或過寬(須特別辨
識駛入車道)時，是否有轉向導引線？ 

  ＊ 
 

D09 

轉向管制 

雙左轉彎車道配置的臨近路口，交叉口是否有對應
的雙左轉導引線？ 

  ＊ 
 

D10 

轉向管制 

非正交(多叉或斜交)交岔路口，臨近路口車道是否
有路名標誌或標字提示用路人？ 

  ＊ 
 

E01 
幾何 

考量行穿線、庇護島、停止線前待轉區、與設計車
種轉彎需求後，停止線是否已盡量接近交叉口？ 

  ＊ 
 

E02 

幾何 

交叉口遠端右方若設置有機慢車待轉區，待轉區是
否位於上下游車道邊線外？ 

 ＊  
 

E03 

幾何 

交叉口遠端右方若設置有機慢車待轉區，於待轉區
停等的車輛是否過多，以至於佔用上下游車道邊線
內側空間？ 

 ＊  
 

E04 
幾何 

直行通過交叉口的車道，是否有橫向偏移？  ＊  
 

E05 

幾何 

同一時相穿越交叉口(含橫向紅燈右轉)的車輛，其
下游車道數是否大於或等於上游車道數？ 

  ＊ 
 



 

48 

 

 

項次 檢查內容 
不需
檢查 

是 否 備註 

E06 

幾何 
交岔路口交角是否小於 60 度，或超過四支交岔？  ＊  

 

E07 
幾何 

非正交(多叉或斜交)交岔路口，臨近路口與交叉口
是否有導引不同方向車流的設計(如槽化或導引
線) ？ 

  ＊ 
 

 

檢查地點：臨近路口上游 

項次 檢查內容 
不需
檢查 

是 否 備註 

D11 
轉向管制 

臨近路口 10 公尺內是否有繪製禁止臨時停車線？   ＊ 
 

B09 
行車管制 

號誌 

號誌燈面是否足供管制之臨近路口各車道，於臨近
路口上游 15 公尺處清楚辨識？ 

  ＊ 
 

B10 

行車管制 

號誌 

燈面是否面向管制的臨近路口，且於臨近路口上游
30 公尺處不會誤看其他臨近路口的燈面干擾？ 

  ＊ 
 

F01 
環境 

路邊有民生活動(如商店或公園等)設施時，車道速
限是否 50kph 以下，並以標誌或標字提示？ 

  ＊ 
 

F02 

環境 

路邊環境為社區道路時，車道速限是否 30kph 以
下，並以標誌或標字提示？ 

  ＊ 
 

F03 

環境 

臨近路口停止線 30 公尺內是否有樹葉、廣告物或
其他障礙物遮蔽號誌與禁制標誌？ 

 ＊  
 

F04 
環境 

臨近路口 30 公尺內是否有停車場或巷道出入口、
公車停靠區、路邊停車格？ 

 ＊  
 

D12 

轉向管制 

臨近路口 30 公尺內路肩是否小於 1m，避免被誤
用為慢車道？ 

  ＊ 
 

D13 

轉向管制 

臨近路口 50 公尺內是否有直行慢車道、機車專用
道或優先道？ 

 ＊  
 

D14 
轉向管制 

機車可直接左轉的交岔路口，號誌、標誌、標線配
置是否有衝突？(如：兩段左轉標誌、禁行機車標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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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人員認為須改善其他事項： 

 

 

 

 

 

檢查結果評估 

D15 

轉向管制 

機車須兩段左轉的交岔路口，兩段左轉標誌是否明
確可辨，並配合設置待轉區標線？ 

  ＊ 
 

D16 

轉向管制 

單向三車道以上的臨近路口，其上游是否有輔 1 標
誌與車道指向線導引、且輔 1 內容符合車道行向
安排並明確可視？ 

  ＊ 
 

E08 
幾何 

單向二車道以上的臨近路口，近交叉口的內側車道
行向配置是否與上游車道行向配置一致？ 

  ＊ 
 

E09 

幾何 

臨近路口上游 50 公尺處，其慢車道寬度是否小於
3.0m？ 

  ＊ 
 

E10 

幾何 

單向二車道以上的臨近路口，近交叉口的外側車道
行向配置是否與上游車道行向配置一致？ 

  ＊ 
 

E11 
幾何 

臨近路口上游 50 公尺再上游若有慢車道，其寬度
是否小於 3.0m？ 

  ＊ 
 

A04 

非行車管制 

號誌 

設置有「讓」標線(標誌)的非行車管制號誌臨近路
口，距交叉口最短停車視距(Ss)      公尺處，至
主(次要)幹道左右寬(Dt)      公尺的視距三角
內，是否有障礙物或建物遮蔽？ 

 ＊  

參照附件說明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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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改善事項 

項次與說明： 

長期改善事項 

項次與說明： 

考量現場環境無須改善或難以改善事項 

項次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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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審查會議審查意見回覆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 

易肇事路口改善檢查表初稿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計畫編號：IOT-111-SBB007 

計畫名稱：道路安全檢核制度之初探(2/2)-易肇事路口安全改善檢查表之建立 

執行單位：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參與審查人員與其所提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張

新

立

委

員 

1. 因應未來使用之需要，除了完成「易肇事路
口安全改善檢查表」外，另需附帶編製一份
填表說明指引，闡述填製本表之目的與適用
時機，作業內容與程序及注意事項等。 

遵照辦理，將
於報告書內加
註說明使用時
機。並修改現
有說明文件 

同意辦理 2. 填表之說明與指引應儘可能以條列方式呈
現，例如相關名詞之定義、路口檢查之範圍、
作業之項目、注意事項之提醒、參考圖表及
數據之提供等，讓使用者更容易瞭解與遵
循。 

3. 有關檢查路口平面圖之繪製宜有更明確之
說明及具體之建議。例如是否繪製草圖即
可？抑是要將現場所繪草圖帶回會室內繪
製更詳細之圖？圖中應包含那些內容？是
否需要標明寬度與長度？平面圖之擺設是
否需要統一將北方朝上？…等以利將來進
行改善設計時的使用。 

檢核地點之平
面圖係供人員
定位使用，建
議使用現有之
衛星或平面圖
資，將於現有
說明表格中加
註 

同意辦理 

4. 說明文件第 2頁所提供之平面交叉視距三角
示意圖似乎未考慮轉角建築物對視線之遮
蔽，建議能有更正確之說明，以免誤導使用
者。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5. 請考慮查核路口各個臨近路口路肩寬度對
機車駕駛行為及安全保障之衝擊。 

感 謝 委 員 建
議，現行檢核
表納入機車族
群最為常見之
「右轉側撞」
因素。也將於
文內建議未來
可加入更多機
車考量。 

同意辦理 

6. 檢查表大致參考歐洲之作法，然因我國機車
涉入之交通事故比率極高，易肇事路口安全
改善之檢查宜加強對機車安全造成威脅之
道路與交通工程設計之查核。 

同意辦理 

7. 我國目前已進入高齡社會，未來也將逐步邁
入超高齡社會，建議未來研擬相關改善方案
與檢查項目時，宜以高齡使用者角度思考。 

感 謝 委 員 建
議，現行檢核
表內納入無障
礙與行人庇護
設施，有助於
身障與高齡者
穿越。也將建
議未來納入更
多相關內容。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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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檢查表所使用之「鄰近路口」，請更正為簡報
時使用之「臨近路口(Approach)」，以符合國
內通用之專有名詞翻譯。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陳

勁

甫

委

員 

1. 有關 A1 事故與易肇事連結，本檢查表如何
使用於易肇事路口與 A1 事故路口之區別性
建議釐清。 

遵照辦理，於
報 告 內 加 註
A1 事故等，特
別立案之檢核
流程。 

同意辦理 

2. 檢查表與各項目對應可能發生之碰撞形態
兩者間連結性與關係為何，若敘述不清可能
導致無法現場判讀、或是難以確認需檢查之
項目。 

肇事形態對應
為本計畫研提
問項時依據，
可作為填寫完
成後研提方案
之參考，填表
時 則 不 需 參
閱。 

同意辦理 

3. 「碰撞構圖」與「檢查表」之間、與「檢查
表」與「路口改善策略」之間的投入產出關
係，在實務操作上的流程與後續檢查、改善
程序需明述並釐清。 

將於文內提供
與高雄市交通
局試填寫後續
相關經驗。 

同意辦理 

4. 未來是否有可能透過檢查表的勾選，提供路
口改善之大方向，並非僅侷限於肇事原因
中？ 

將納入未來計
畫之建議 

同意辦理 

5. 中央分隔與偏心車道的設置，有實體與槽化
的差別，又或是路口的其他差別，如何適用
於各檢查項目？ 

考量地方主管
機關組織分工
等因素，原則
不區分槽化與
實體分隔，唯
涉及行人安全
之庇護空間等
問項需要採實
體設置。 

同意辦理 

6. 檢查表中的路口與道路名稱宜加註，以利後
續不同人員彙整相關結果。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吳

木

富

委

員 

1. 為非常實用之研究案，對缺乏交通專業、行政
人員較少的行政區非常有幫助，給予團隊肯
定。但未來執行之評估標準與相關說明可能
需清楚敘述，以避免各改善項目之衝突情形。 

感 謝 委 員 意
見，將加強相
關說明 

同意辦理 

2. 簡報頁 6，填寫順序之範例圖面需要指北針輔
助，且相關表格內的圖說可能要更為明確，以
編號標示各檢查之臨近路口，讓非當地人員
也能夠理解相關說明，建議探討相關的表達
方式。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3. 建議提供填寫檢查表的詳細說明，以免誤填。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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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檢查表頁 1，行車管制 B03 問項，建議修正
為：…停止線「前」三公尺範圍內。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5. 檢查表頁 1，行車管制 B04 問項，檢查提示
附牌有無必要建議釐清。 

車道(快慢)分
隔路型或有機
慢車左轉車道
路型，號誌多
採車種分流設
置，故有檢核
必要。 

同意辦理 

6. 檢查表頁 3，幾何 B02 問項，是否位於車流
動線，文字需更精確，如：上下游車道邊線外。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7. 檢查表頁 3，環境 F03 問項，建議將廣告物
納入檢查。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8. 檢查表頁 4，轉向管制 D14 問項，兩段式左
轉標誌位置，建議納入檢查。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9. 檢查表頁 4，轉向管制 D15 問項，輔 1 標誌
牌面位置、數量、上游預備長度等建議納入檢
查。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10. 人行道距路口之位置、角度(交叉口斜交)，建
議納入檢查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11. 行人時相是否早開、行人能否一次通過，建議
納入檢查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12. 路口轉角之通視性，建議納入檢查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張

新

福

委

員 

1. 建議可加入檢查光線照明效果、路燈不足或
太陽逆光情形，補足檢查夜間或因光線引起
之事故情形。 

現行檢核表檢
核時間以尖峰
時段為主，將
納 入 未 來 建
議。 

同意辦理 

2. 機慢車待轉區與停等區相關問項，建議可增
加尖峰時間是否有外溢超出格位情形，若不
符合待轉需求量出現外溢現象，可能會發生
追撞、交叉撞之情形。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3. 檢查員年齡、性別與經驗可能會影響判讀，建
議可深入探討。 

將納入未來建
議進行探討。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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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議探討車道寬與速限之關聯性並納入檢查
項目，強化速度管理，避免發生如桃園市內，
設立交通寧靜區但車道卻達 5m 寬，無減速效
果之情形 

將納入未來建
議，研討可針
對交通寧靜區
之檢核。 

同意辦理 

廖

兆

奎

委

員 

1. 檢查表本身的定位建議釐清，後續進行改善
方案研擬時，是否會連結至事故形態導向之
路口交通工程設計手冊？又或是碰撞構圖判
讀結束，技師進入研擬草案時需於需於何時
使用此檢查表？ 

將於文內加入
檢核流程相關
敘述，與加入
高雄市交通局
試填寫後續相
關經驗。 

同意辦理 

2. 建議可與技師公會聯絡，由技師協助進行填
寫作業並提供填寫回饋。未來正式執行檢查
表流程時，因檢查項目仍涉及交通工程專業，
建議仍需找尋交通專業之業者、人員、或技師
協助，避免過去路口改善作業因工程專業與
交通專業的拆分，所造成之行政與作業上的
不順暢。 

謝 謝 委 員 回
覆，將納入未
來執行建議。 

同意辦理 

3. 後續執行易肇事路口改善時，是否一定要使
用檢查表需釐清。 

遵照辦理，將
納入相關說明 

同意辦理 

4. 檢查表頁 1、2，行車與轉向管制 B05、D06
問項，兩者檢查之項目非常相似建議是否能
合併檢查？又或是相關敘述釐清。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5. 檢查表頁 4，非行車管制 A02 問項，檢查內
容文字與說明文件內視距三角圖面之意義不
易連結，建議調整文字內容。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1. 建議增加幹支道劃分的檢查，強化支道路口
停止線設置規定的檢查。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2. 檢查表頁 4，非行車管制 A02 問項，視距檢
查內容，建議可強化檢查者所站位置(檢查起
點)，以及檢查何種視距？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3. 行政院近來多次要求加強無號誌路口的安全
設計及改善，建議針對無號誌路口的停、讓設
置標準，有更明確的檢查內容以利執行單位
遵循。依視距表檢視，國內環境幾乎少有「讓」
適用的環境，建議可加強宣導。 

感謝審查單位
意見 

同意辦理 

4. 行人安全部分，建議增加行人專用號誌、早開
時相及行穿線劃設位置的檢查。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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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檢查表頁 2，轉向管制 D02 問項，建議可再
增加路寬 5.7 公尺以上增設右轉車道的評估。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6. 檢查表說明頁 3，表 6 全紅時間計算公式，考
量簡化現場操作可行性，建議採用查表方式，
或者提供「時速」換為「秒速」的換算表。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交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1. 說明文件頁 2，表 3 檢查類別與代號，依據不
同的交通工程措施與其缺失可能會產生的碰
撞形態分類，其中 A、B 分類為行車管制號誌
相關，但標線、標誌等檢查內容則可能散佈於
各分類中，是否可獨立出來分類，以供道路主
管機關更為清楚了解欲改善之交通工程措
施。 

因行車管制號
誌所涉及之碰
撞形態較為單
純，因此獨立
分類。其他碰
撞，如：側撞等
碰撞涉及因素
則較為廣泛。
將納入未來若
針對各工程設
施獨立檢核時
相關建議 

同意辦理 

2. 簡報頁 22～30 檢查表試填結果部分，其中認
為需要改善之項目，後續如何啟動相關改善
機制供道路主管機關辦理改善流程？ 

將於報告書內
加入高雄市交
通局試填寫後
續相關經驗。 

同意辦理 

3. 檢查表頁 1，行人 C01 問項內標線「行」人
行道，請修正為標線「型」人行道。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4. 針對檢查表頁 1，行人 C01 問項，人行道淨
寬度需大於 1.5m 部分，依據「公路路線設計
規範」雙向雙車道以下公路，最小寬度得為
1.25m；如公路行經市區路段，因空間受限，
最小人行道寬度得為 0.9m，問項設定為
1.5m，若檢查地點現況小於 1.5m 時，是否代
表管理單位一定需要將其納入未來改善項
目？ 

最終改善方案
之研擬，由主
管機關進行綜
合 考 量 後 實
施。但人行道
淨寬度涉及人
本與無障礙議
題，本計畫仍
建 議 納 入 改
善。 

同意辦理 

5. 針對檢查表頁 2，行人 C07 問項，行人穿越
處是否平整，可供輪椅行進部分，鋪面平整度
檢測方式為何，是否目視即可？或是使用平
坦儀測量 IRI 值？ 

採目視即可，
將於表內加註
說明。 

同意辦理 

臺

北

1. 建議可於檢查表前，針對檢查之交叉口建置
基本資料表表格，事先準備與填寫相關資料，
供檢查人員於填寫時能方便檢視。 

遵照辦理，將
加強現有資訊
表格使其更為
明確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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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交

通

管

制

工

程

處 

2. 檢查表內不需檢查的欄位，在部分無條件式
的問項可能會難以判定，造成填寫上的困難。 

考量我國各地
交通環境與執
行考量因素不
同，仍保留不
需 檢 核 之 彈
性。 

同意辦理 

3. 簡報第 2 頁流程，若檢查表置於改善流程中，
代表已經過初步的易肇事篩選，是否能挑選
針對部分碰撞形態的問項做單獨檢查？又或
是僅能運用在路口全面性的檢查，這部分定
位需要團隊再說明釐清。 

遵照辦理，將
於文內提供相
關說明。 

同意辦理 

桃

園

市

政

府

交

通

局 

1. 檢查表頁 4，幾何 E07 問項，針對內側車道
行向是否一致進行檢查，但外側也常有車道
直接變為右轉車道的情形，建議納入檢查。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臺

南

市

政

府

交

通

局 

1. 填寫檢查表作業可能仍需要中高層級的交通
工程專業與知識，曾邀請 2 位股內同仁進行
填寫，填寫時間依從業經驗變動幅度非常大。
相較中高階的交通工程人員，新進人員可能
需要較多檢查時間。 

遵照辦理，感
謝審查單位提
供相關資訊。 

同意辦理 

2. 檢查表頁 1，行車管制 B05 問項，該問項的
檢查可能需考慮到多時相的交岔口、與上游
交岔口的時相連續性。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3. 檢查表頁 4，非行車管制 A02 問項，問項內
的視距三角需考量坡度，且左右視距的距離
長度實務上較難精確測量。停止線位置也可
能受到大型車輛的影響，建議大部未來應針
對非號誌路口的停讓規則、工程、標線標誌設
置等相關規範進行盤點與研析，將會更易於
實施檢查作業。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4. 檢查表頁 1，行車管制 B01、B02 號誌與號
誌設置於左右側相關，現行僅規範遠端號誌
需明確可視，遠端左右側的號誌設置可能需
要團隊說明釐清，以免執行人員混淆。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5. 檢查表頁 1、2，行車與轉向管制 B04、D03
問項與車道(快慢)分隔有關、建議可額外檢查
車道(快慢)分隔路型，臨近路口上游是否有匯
入慢車道缺口。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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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檢查表頁 2，行人 C03 問項，建議納入在較
寬路段設置有行人庇護時，是否有兩段式行
人號誌輔助，避免無法一次穿越之情形。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7. 檢查表頁 2，行人 C04 問項，Z 字型穿越道庇
護空間相同，同樣需考量分隔島寬度是否大
於 2m，以供輪椅轉向。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8. 檢查表頁 2，行人 C07 問項，需額外檢查人
行道斜坡口淨寬是否達 1.5m，才可供輪椅通
行。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9. 檢查表頁 3，幾何 E05 問項，針對多岔路口
的改善方案研擬較為複雜，針對該項目的改
善可能需增加相關說明。 

最終改善方案
之研擬，由主
管機關進行綜
合 考 量 後 實
施。將於報告
書內加入高雄
市交通局試填
寫後續相關經
驗。 

同意辦理 

10. 轉向管制與幾何類別，針對外側慢車道設置
之 D12、E08，可能需考量機車左彎車道的設
置情形。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11. 建議可納入交通部最新政策，針對分隔島植
栽高度與視距進行檢查。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苗

栗

縣

政

府

工

務

處 

1. 檢查表說明頁 1，表 1 表格填寫範例，可考量
納入更多的路口型態，因本縣常有多岔、畸形
(H 型)路口之情形。 

現行檢核表採
一式多份，應
能適用各形態
路口，針對個
形態之路口界
定與檢查將納
入未來建議。 

同意辦理 

2. 建議可在檢查表說明文件內納入更多的問項
說明範例，避免誤填之情形。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3. 檢查表內轉向管制類別，有部分對應左右轉
動線之問項，建議可使用轉向方線做為分類
基準設計階層式之檢查表格。 

感謝審查單位
意見，初步將
以左右轉項目
集中編排，階
層式編排將作
為未來改善建
議 

同意辦理 

4. 檢查表內行人問項，建議可納入營建署人本
交通手冊內，停車彎與緣石延伸相關檢查與
設施帶障礙檢視。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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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議可針對左轉車輛未依循導引線之「切西
瓜」的行為研擬相關檢查項目 

考量車流之變
動性，較難針
對駕駛行為進
行檢核 

同意辦理 

6. 檢查表頁 2，行人 C04 問項，Z 字型穿越道的
正向與反向是否有正負面的影響建議納入檢
查。 

檢核表內 Z 字
型穿越道用意
於縮小路口並
提 供 庇 護 空
間，正反則不
限制。 

同意辦理 

花

蓮

縣

政

府

建

設

處 

1. 建議未來可提供相關說明、操作手冊、數位影
音說明供填寫人員參考。 

將加強說明文
件內敘述，並
納 入 未 來 建
議。 

同意辦理 

2. 建議可以於表格後方備註相關依據、設置規
則章節等供填寫人員參考、查詢，如「停車格
位與禁停標線之劃設原則」內編排方式。 

 

感謝審查單位
意見，現行使
用碰撞形態作
為參考依循，
更詳細的引用
與編排將納入
未來建議 

同意辦理 

3. 建議未來可新增相關項目：夜間照明檢查、軌
道平交道等相關檢視、單行道相關問項。 

將納入未來相
關建議，可針
對不同道路形
態獨立檢核 

同意辦理 

澎

湖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1. 本縣過去針對易肇事之資訊彙整與會勘，因
事故件數少往往較難有明確的改善方向，此
檢查表對相關作業幫助甚大。 

感謝審查機關
回覆。 

同意辦理 

新

北

市

政

府

交

通

局 

1. 檢查表頁 1，行車管制 B07、B08 黃燈時間及
全紅時間問項，建議增加該路口現況設定秒
數，再行填寫是否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
誌設置規則標準。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2. 檢查表頁 2，行人 C07 問項，建議增加行人
穿越處最小淨寬大於 1.5 公尺的敘述，以判斷
是否可供輪椅交會行進。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3. 檢查表頁 3，轉向管制 D10 問項，建議依「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交岔路口、公共汽車招呼站 10 公尺內、
消防栓、消防車出入口 5 公尺內不得臨時停
車」。調整為「臨近路口 10 公尺內是否劃設
禁止臨時停車線」。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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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政

府

交

通

局 

1. 檢查表說明頁 1，「方位」欄位，建議加註「請
以箭號標註北方」，以利填報者參考。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2. 「管制方式」欄位，建議區分「三色號誌」、
「閃光號誌」，並增加三色管制時段欄位。 

將綜合相關意
見進行修正，
現行檢核表設
計之填寫時間
為晨、昏峰時
段，應不會有
三色管制轉換
問題。 

同意辦理 

3. 「最高速限」欄位，應區分幹道與支道。 
該欄位係以檢
核之臨近路口
速限為準 

同意辦理 

4. 「行人 C01：鄰近路口......實體或標線行人行
道......」部分，「標線行」應為「標線型」。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5. 檢查表頁 2，「轉向管制 D03：車道實體分隔
的鄰近路口......」建議改為「轉向管制 D03：
快慢車道實體分隔的鄰近路口......」 

遵照辦理，將
統一採用內政
部營建署規範
用詞：車道(快
慢)分隔島 

同意辦理 

6. 建議增加各臨近路口機慢車左轉管制方式之
欄位(如：直接左轉、兩段式左轉)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新

竹

市

政

府

交

通

處 

1. 檢查內容與事故態樣及碰撞型態關聯性不
足。 

將於報告書內
提供問項與碰
撞形態對應表 

同意辦理 

2. 檢查內容是否係強制性納入改善標準依據。 

最終改善方案
之研擬，由主
管機關進行綜
合 考 量 後 實
施。 

同意辦理 

3. 本次僅針對易肇事路口提供檢查表，建議後
續一併將路段納入檢查表 

感謝審查單位
意見，將納入
未來計畫之建
議 

同意辦理 

宜

蘭

縣

政

府

交

通

4. 有關檢查表頁 4，非行車管制 A02 問項，本
縣多處視線不良之路口，係以反視鏡輔助，建
議納入考量。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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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易

緯

工

程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 檢查表頁 1，號誌管制 B04 問項，號誌附設
提示附牌，不見得僅有車道(快慢)分隔島，同
一臨近路口分別由不同組號誌控制時，也需
要增設對應之提示附牌，建議納入檢查。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2. 檢查表頁 1，行人 C03 問項，路寬較寬、行
人綠燈時間不足或分隔島寬度不足時如何針
對行人庇護空間進行檢查建議釐清。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3. 檢查表頁 1，行人 C04 問項，Z 字行人穿越道
建議加入圖說以便於理解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4. 檢查表頁 2，轉向管制 D03 問項，道安規則
102 條第 6 項已規定，分隔島劃分快慢車道
之道路，行駛於快車道之車輛不得右轉，是否
有檢查必要 

考量重型車輛
多之路段，多
採 全 車 種 分
流，故仍有檢
核必要。 

同意辦理 

5. 檢查表頁 2，轉向管制 D04、D08 問項，轉向
導引線的繪製應適量，若標線過於凌亂時，如
何檢查建議釐清。 

最終改善方案
之研擬，由主
管機關進行綜
合 考 量 後 實
施。 

同意辦理 

6. 檢查表頁 3，轉向管制 D12 問項，現行工程
規範於臨近路口 50公尺內並非不能設置慢車
道，建議改為檢查直行機慢車與右轉汽車動
線是否有衝突。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7. 檢查表說明頁 2，「鄰」近路口建議改為「臨」
近路口。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8. 檢查表說明頁 2，號誌「周」應為號誌「週」
期。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9. 檢查表說明文件內之視距三角計算僅適用於
平坦地形，若檢查之交叉口有坡度時，應如何
計算建議釐清，建議修改相關圖面增設陰影
標示並加註說明。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10. 全紅時間現場計算可能有其困難之處，建議
提供對應表格供現場人員快速查核。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11. 提供其他檢查項目之建議： 
 鋪面平整度、防滑性、排水性； 
 彎道相關檢查； 
 坡度相關檢查； 
 照明相關檢查； 
 植栽、電桿、路側設施視線阻礙程度； 

感謝審查單位
意見，將納入
為未來計畫之
建議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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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口範圍過大，槽化島或標線之設置與功
能； 

 臨近路段上下游之速限、速差； 
 用路人違規問題。 

鼎

漢

國

際

工

程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 建議釐清檢查表適用情形，目前在易肇事改
善方面，已有事故形態導向之路口分析，已非
常明確能夠指出改善要點，目前提供之檢查
表使用流程可能與過去的改善作業配合不
上，更偏向事前檢查之作業與細節之流程。 

將於報告書內
加強檢核流程
之說明 

同意辦理 

2. 建議能夠將檢查表內各檢查項目，對應事故
形態導向之路口設計手冊做法與圖說，可能
會更為容易納入實務上的改善流程。 

感謝審查單位
意見，現行使
用碰撞形態作
為收側參考依
循，更詳細的
引用與編排將
納 入 未 來 建
議。 

同意辦理 

3. 實務作業上所遭遇之亦肇事路口大多數為多
岔路口，檢查表是否未來能針對多岔路口增
加檢查項目(時相、設計、路口小分支管理等)
之敘述。 

現行檢核表採
一式多份，應
能適用各形態
路口，針對個
形態之路口界
定與檢核將納
入未來建議。 

同意辦理 

台

灣

世

曦

工

程

顧

問

股

份

1. 易肇事路口的改善與人、車、路、環境等面向
相關，且以標誌、標線、號誌為主要的關注重
點。本檢查表的設計及填寫順序係以調查員
的步行動線為考量，建議可於表格前方加一
段說明文字，提醒及引導檢查員順利完成現
場檢查工作。 

將加入相關說
明 

同意辦理 

2. 檢查表頁 1，行車管制類別 B02 問項，遠端
右側是否有號誌，建議修改為遠端“左右二側
是否都有號誌”。 

將綜合相關意
見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3. 檢查表頁 1、2，行車與轉向管制 B05、D06
問項，一個是指時制配置能否紓解左轉車流，
一個是指左轉車道配置能否紓解左轉車流，
二者之間應有關聯，檢查內容建請再考量是
否需整合。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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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限

公

司 

4. 檢查表頁 1，行人 C01 問項，文字誤植，應
為標線「型」人行道。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5. 檢查表頁 2，轉向管制 D05 問項，「行向分流
設計」的意義不夠明確，建請考量是否有更恰
當的用詞。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6. 檢查表頁 2，幾何 E01 問項，為何特別指名
是「重車」轉彎需求，建議是否改為「車輛」
即可？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7. 檢查表頁 3，環境 F03 問項，為何特別指名
是「禁制標誌」，建議改為「標誌」即可。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8. 檢查表頁 3，轉向管制 D11、D12 問項，這二
項檢查內容是否應歸類於「幾何」類別？ 

該項檢核內容
與「右轉側撞」
關聯性甚高，
故納入轉向類
別。 

同意辦理 

9. 檢查表頁 3，轉向管制 D13、D14 問項，這二
項檢查內容是否應歸類於「交叉口鄰近」，而
非「鄰近路口上游」？ 

於上游檢視主
要係為確認，
標誌是否提前
辨識，做出相
對應之轉彎動
作。 

同意辦理 

10. 檢查表頁 4，非行車管制 A02 問項，距停、
讓標線___公尺，建議更改為距停、讓標線
(誌)___公尺，較為周延。 

遵照辦理，將
綜合相關意見
進行修正 

同意辦理 

主

席

結

論 

1. 本案建立檢查表做檢查工具的目標大致完
成，針對各方的意見，還請研究團隊儘可能的
融入檢查表內，以進一步完善檢查表內容。後
續檢查表仍須推廣應用，並由實作中回饋意
見做檢討精進，此外，檢查表亦須與改善方案
做連結，往後計畫接續的方式，請主辦單位研
議並洽詢道安會意見，納入區域中心計畫來
推廣精進，亦是可考量的方向之一。 

謝謝主席回覆 同意辦理 

2. 審查會議各委員及與會單位研提之口頭及書
面意見，請研究團隊整理「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表」，且逐項說明回應辦理情形，並納入修正。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3. 本計畫經徵詢審查委員意見，審查通過，請研
究團隊後續依契約規定撰寫報告。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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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成果報告書面審查意見回覆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計畫編號：IOT-111-SBB007 

計畫名稱：道路安全檢核制度之初探(2/2)-易肇事路口安全改善檢查

表之建立 

執行單位：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參與審查人員與其所提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陳

勁

甫

委

員 

7. 頁次 5：「道路與交通工程對策」小節彙整
出重要檢視或改善原則，建議檢核表內容
之設計結果可與這些原則對照其可涵蓋之
事項，已臻檢核表之周延及實用性。 

遵照辦理，將
加強文內之連
結性。 

同意辦理 

8. 頁次 6：關於道路交安全檢核程序之作法主
要參考歐盟國家，建議可增補其他國家之
作法。另檢核周期在不同道路等級有不同
之設定，在本計畫檢核表之設計建議亦能
提供「道路等級」及「檢核週期」或適用
時機相關建議。 

將列為後續計
畫工作重點 

同意辦理 

9. 頁次 11：報告書中關於檢核表擬定方法之
說明較為簡略，建議可詳加說明內涵與過
程。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10. 頁次 16：請確認路口以各臨近路口一份之
檢核方式，會不會造成不同臨近路口間協
作關係因素造成路口整體性功能之衝突或
未涵蓋到的檢核項目。 

依本計畫試填
寫經驗，此檢
核方式較易導
致路口過度設
計，故後續仍
需由專業人員
判斷、刪減改
善方案。 

同意辦理 

11. 頁次 27：為利本檢核表制度之推廣應用，
建議就如何使用檢核表之步驟程序以流程
圖進行說明。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廖

兆

奎

委

員 

6. 附錄 C 頁次 60：本人之審查意見編號誤植
為從 5 開始，建議更正為從 1 開始。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7. 上次審查意見均已回覆修正，無新增意見。 感謝委員回覆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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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政

部

營

建

署 

7. 有關 A04 檢核表係「『讓』標線（誌）的非行
車管制號誌鄰近路口於距交叉口最短停車視
距公尺＿處，左右是否能清楚辨識左右來車，
無障礙物或建物遮蔽」，不宜採用本署「市區
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最短停車視距，該
最短停車視距係駕駛人發現路段車道中有障
礙物，自反應、煞車至完全停止車輛所需之距
離；次查交通工程規範交叉路口之最短視距
包括停車視距、「讓」標誌穿越視距及「停」
標誌穿越視距三種，A04 檢核表係為檢核
「讓」標誌穿越視距，爰建議採用交通工程規
範－表 6.3.1「平面交叉視界距離表」。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8. 有關 A02「停」標線（誌）的停車視距應修
正同上述，檢查停止線劃設位置（駕駛人視
線），是否具備足夠的穿越視距及轉向視
距，以符合無號誌路口設置原則。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9. 經查原期末報告中，易肇事路口安全改善檢
查表 A02—圖 1「平面交叉視距三角示意
圖」及表 4「平面交叉視界距離表」已刪
除，考量該表係為無號誌化路口重要之檢查
表，建議可考量重新予以納入。其次，配合
A02 與 A04 之內容，可將圖 1 依停、讓情
形重繪為 2 張圖，以利查詢。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10. 旨案後續如有相關擴充或延伸計畫，建議可
將檢核表再予以簡化，分為易肇事路口安全
檢查表及道路安全設計檢查表兩種層面，未
來本署辦理道路設計可作為參考。另建議未
來可朝向提供標準圖（或參考示意圖）或標
準作業流程，更可使工程師一目瞭然未來設
計方向（如：無號誌化路口停、讓標字
(誌)、反光鏡建議設置位置等）。 

感謝審查單位
回覆 

同意辦理 

交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6. 頁次 12：302 檢核項目 …(略)，如下表 X
所示，請修正為表 3.1。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7. 頁次 13：項次 D02、…(略)車道寬度大於
3.5 公尺時，是否劃設分流式指向線、
D03、…(略) 車道寬度是否小於 5.7 公尺；
P.13 項次 E08 …(略) 慢車道寬度是否小於
3.0 公尺；項次 E10 臨近路口上游 50 公尺
再上游若有慢車道，其寬度是否小於 3.0 公
尺。以上建請備註說明所設定之尺寸來源依
據。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本

所

運

安

組 

1. 報告書請加入摘要頁。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2. 報告書文字”台灣”請檢視修正為”臺

灣”，並檢查類似錯誤予以更正。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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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附錄 C 之審查會議紀錄與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表，請依本所 111 年 11 月 22 日運安字第

1110700567 號函送之會議紀錄予以更新。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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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 檢查表審查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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