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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1.1 研究背景 

我國於民國 91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為 WTO 會員國，有關 150cc 以上重

型機車開放進口並已於入會後六個月內完成開放，同時我國申請入會曾附

帶承諾「150cc 以上重型機車未來之騎乘限制，一般僅限於現有兩條南北向

主要高速公路」。 

截至 94 年 8 月止，國內大型重型機車之總數約有 9,088 輛，各縣市之

車牌登記數與駕照數量可彙整如表 1.1 所示，由表中可知以臺北市之 2,464
輛最多，澎湖縣之 26 輛最少。而在大型重型機車駕照持有人之統計資料方

面，總計有 31,064 人，顯示駕照之持有數遠超過車輛總數。 

交通部鑑於大型重型機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定義為逾 250cc之機車)行
駛高快速公路之路權開放課題，曾組成「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路權檢討規

劃小組」召開四次會議研商，現階段建議以台 68 線及台 72 線之省道快速

公路進行試辦並提報 197 次道安委員會議，後經交通部 93 年 10 月 14 日召

開研商「開放試辦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行駛省道快速公路事宜」之會議中

作成以下與本所負責事項相關之主要決議： 

1. 於 94 年 1 月初開放試辦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台 68 線及台 72 線。 

2. 試辦期間原則為 6 個月，並於試辦 3 個月後進行期中檢討。 

3. 為利開放試辦之期中檢討及成效評估，以為後續政策決定參考，請本所

研議規劃本案開放試辦後之檢討及成效評估計畫。 

因此本研究主要係針對我國缺乏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公路之管理經

驗，試辦期間內大型重型機車與其他車輛行駛互動所可能產生的問題、可

能衍生之違規態樣、安全危害問題，以及事故紀錄等，透過適當之資料蒐

集、調查或觀察方式，進行分析評估，以提供交通主管機關決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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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大型重型機車牌照與駕照數量統計表(94 年 8 月) 

縣市別 駕照數 牌照數 
臺北市 6,761 2,464
高雄市 1,640 399
基隆市 1,040 112
新竹市 667 259
臺中市 1,668 456
臺南市 1,048 206
嘉義市 406 65
臺北縣 7,807 2,382
桃園縣 2,764 866
新竹縣 695 221
宜蘭縣 369 84
苗栗縣 634 161
臺中縣 707 301
彰化縣 1,121 226
南投縣 346 78
雲林縣 281 73
嘉義縣 215 71
臺南縣 649 177
高雄縣 927 183
屏東縣 769 156
澎湖縣 109 26
花蓮縣 242 76
臺東縣 199 46
總計 31,064 9,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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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臺灣地區從限制大型重型機車合法領牌至 91 年 7 月重新開放為止，其

間共計有幾十年的時間大型重型機車並無法經由新車領牌合法上路，故我

國對於大型重型機車之相關交通工程設計、法規規定與管理等均缺乏全盤

的考量。由於對於大型重型機車的領牌限制，一般用路人於平面道路甚少

與大型重型機車有互動的經驗，至於高、快速道路更是從未開放行駛，因

此，一般民眾對於大型重型機車的機械與行駛特性不甚了解；然隨著大型

重型機車的開放與其數量的逐漸增加，各運具用路人與大型重型機車的互

動經驗也將隨之增加，為了讓一般民眾瞭解大型重型機車的各項特性與訂

定各項法規與工程設計規範之需要，所以對於大型重型機車的相關研究更

是刻不容緩。 

基於上述因素，本研究希望透過蒐集各國對於大型重型機車的相關規

範與法律限制加以分析，並配合兩條試辦的快速道路進行相關的交通特性

調查，另亦針對大型重型機車騎士、小型車與大型車駕駛人進行問卷調查，

以掌握大型重型機車的各項操作特性；此外由調查資料加以分析大型重型

機車與其他車輛間的互動關係，另亦規劃由肇事資料分析其相關的安全問

題，以提供交通主管機關對於大型重型機車相關問題決策時之參考。 

 

1.3 研究範圍 

本研究囿於時間與經費，將試辦期間之前、後三個月區分為兩個階段，

資料之調查將僅就兩個階段分別選擇適當時間進行，而無法進行長時間大

規模之調查，因此所呈現之評估結果僅依據隨機抽樣之樣本觀察所得，而

無法全然代表所有大型重型機車駕駛者之駕駛行為。 

研究範圍包括台 68 及 72 主線路段、台 68 及 72 進出匝道及平面道路

鄰近進出匝道路段等範圍，另研究對象則包括上述路段範圍之各類車輛駕

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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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內容 

本研究內容主要包括： 

1. 蒐集國內外機車行駛規定、肇事型態及資料、行駛安全規範、駕駛人安

全手冊等與本研究議題相關之安全規定及管理做法。 

2. 試辦期間大型重型機車行駛於台 68 與 72 線快速公路之交通特性分析與

評估。 

3. 試辦期間大型重型機車行駛於台 68 與 72 線快速公路之交通工程檢討與

建議。 

4. 試辦期間大型重型機車行駛於台 68 與 72 線快速公路之不同車種間行駛

互動經驗分析與評估。 

5. 試辦期間台 68 線及台 72 線省道快速公路之大型重型機車之事故紀錄分

析。 

6. 試辦期間台 68 線及台 72 線省道快速公路之綜合建議與改善方法研擬。 

 

1.5 研究流程 

本計畫之研究流程如圖 1.1 所示，茲就流程中之重要步驟說明如下： 

第一階段：本計畫將工作內容概分為人、車、路與法規四大部分，並

說明如下。 

1. 人：進行大型重型機車騎士的特性分析，如騎士的基本

資料(年齡、居住地等)、對於法規的認知程度、使用大

型重型機車的用途、對於開放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

路的看法等資料。 

2. 車：分析大型重型機車的車籍資料(如：排氣量、車輛

數等)與其車輛的操作特性，用以瞭解大型重型機車與

一般機車的不同之處，使相關單位於研擬大型重型機車

的交通工程設計時，有良好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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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路：針對台 68 線、台 72 線與其周邊重要道路進行詳細

的踏勘，有效掌握各項道路幾何與交通特性資料，作為

第二階段設計調查計畫、研擬各項改善措施的依據基

礎。 

4. 法規：分析國內外關於大型重型機車的相關法規與規

範，瞭解國內目前對於大型重型機車規範的不足或不恰

當之處，並藉由分析國外的相關規範提出適合國內大型

重型機車引用者。 

第二階段：經由第一階段的基本資料蒐集與分析後，本計畫針對開放

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後，其可能引發的相關議題進

行研擬和分析；另本階段主要的工作重點在於瞭解大型重

型機車於快速道路上實際的行駛特性和其周邊車流互動的

情形，故實際針對台 68 線與台 72 線進行初期(第一階段)
的交通特性調查，期望藉由此調查初步獲得大型重型機車

車流特性。而於計畫開始三個月後，提出期中報告，並舉

辦審查會議，廣納各相關單位與審查委員所提供之寶貴意

見，以修改研究中不足之處，並調整後續工作方向。 

第三階段：本階段重點在於結合期中審查會議所獲得之寶貴意見，調

整試辦計畫，並繼續進行後續的研究。此外，本階段另一

工作重點即是進行中期(第二階段)交通特性調查，以蒐集

更多大型重型機車與台 68、台 72 線的交通特性，讓整個

研究內容更為嚴謹、紮實。於計畫開始五個月後，提出期

末報告與舉辦審查會議，聽取委員建議並修改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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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研究內容

人

大型重型機車
騎士特性分析

車

車籍資料
大型重型機車特性

分析

路

68、72主線及聯絡道路
幾何特性及交通現況

我國現行有關機
車相關法規規定

研擬資料分析方法 研擬調查計畫
研擬開放大型重型
機車行駛快速道路
可能引發的議題

國外有關機車相關
法規規定

執行開放初期調查
（第一階段調查）

期中檢討報告或會議

執行開放中期調查
（第二階段調查）

綜合分析與報告撰寫

提送期末報告

第
一
階
段

第
二
階
段

第
三
階
段

調整試辦計畫

 

圖 1.1 計畫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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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現況與文獻回顧 

2.1 我國大型重型機車使用特性分析 
根據表 2.1 交通部統計資料顯示，截至 94 年 8 月，臺灣地區領

有大型重型機車騎乘執照者有 31,064 人，領有大型重型機車牌照數

量為 9,088 輛，平均每 3.4 位持照者擁有 1 輛大型重型機車。就駕照

登記數比較，領駕照者多集中於臺北縣、臺北市、與桃園縣，分別領

有數量為 7,807、6,761、2,764，共佔全國領牌數的 55.8%。就牌照登

記數比較，領牌登記者多集中於臺北市、臺北縣、與桃園縣，領有牌

照數量分別為 2,464、2,382、866，共佔全國領牌數的 62.9%。 

表 2.1 臺灣地區大型重型機車駕照數與牌照數統計(截至 94 年 8 月止) 

縣市別 駕照數 百分比 牌照數 百分比 

臺北市 6,761 21.8% 2,464 27.1% 

高雄市 1,640 5.3% 399 4.4% 

基隆市 1,040 3.3% 112 1.2% 

新竹市 667 2.1% 259 2.8% 

臺中市 1,668 5.4% 456 5.0% 

臺南市 1,048 3.4% 206 2.3% 

嘉義市 406 1.3% 65 0.7% 

臺北縣 7,807 25.1% 2,382 26.2% 

桃園縣 2,764 8.9% 866 9.5% 

新竹縣 695 2.2% 221 2.4% 

宜蘭縣 369 1.2% 84 0.9% 

苗栗縣 634 2.0% 161 1.8% 

臺中縣 707 2.3% 301 3.3% 

彰化縣 1,121 3.6% 226 2.5% 

南投縣 346 1.1% 78 0.9% 

雲林縣 281 0.9% 73 0.8% 

嘉義縣 215 0.7% 71 0.8% 

臺南縣 649 2.1% 177 1.9% 

高雄縣 927 3.0% 183 2.0% 

屏東縣 769 2.5% 15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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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臺灣地區大型重型機車駕照數與牌照數統計(截至 94 年 8 月止) 

縣市別 駕照數 百分比 牌照數 百分比 

澎湖縣 109 0.4% 26 0.3% 

花蓮縣 242 0.8% 76 0.8% 

臺東縣 199 0.6% 46 0.5% 

總計 31,064 100% 9,088 100%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處、本研究整理。 

 
根據表 2.2 交通部統計處針對臺灣地區機車車主(使用者)使用狀

況調查結果顯示(交通部, 93)，93 年大型重型機車車主騎乘機車最主

要的用途為休閒娛樂及旅遊(70.4%)，其次為上、下班(13.8%)及業務

使用(10.2%)。其餘排氣量 250cc 以下機車車主的主要用途為上、下班

與購物。 

表 2.2 機車使用者使用現況分析 

單位：％ 

項目別         
排氣量 251cc 及以上 

(大型重型機車)

51~250cc 

(普通重型機車) 

50cc 及以下

(輕型機車)

上、下班 13.8 52.0 47.2 

上、下學 — 8.8 5.1 

業務使用 10.2 10.4 6.3 

接送親屬 1.3 7.8 10.7 

購物 1.3 13.2 23.5 

最 

主 

要 

用 

途 

休閒娛樂及旅遊 70.4 3.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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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機車使用者使用現況分析(續) 

排氣量 

項目別 

251cc 及以上 

(大型重型機車)

51~250cc 

(普通重型機車) 

50cc 及以下

(輕型機車)

平均用不到 1 天 25.9 5.5 6.6 

1 天 18.9 1.7 2.8 

2 天 21.9 4.4 4.9 

3 天 7.6 6.1 7.0 

4 天 1.4 4.4 5.5 

5 天 11.9 20.5 21.8 

6 天 4.5 21.4 19.9 

每 

星 

期 

行 

駛 

天 

數 

7 天 7.9 36.0 31.5 

未滿 1 公里 3.6 7.1 11.5 

1~未滿 3 公里 3.6 15.2 22.4 

3~未滿 5 公里 9.3 14.3 17.7 

5~未滿 10 公里 8.6 16.5 16.4 

10~未滿 15 公里 7.0 12.7 11.1 

15~未滿 20 公里 2.6 10.2 7.4 

20~未滿 30 公里 7.1 9.0 6.7 

30~未滿 40 公里 17.7 8.7 4.3 

平均

每天

行駛

里程

數(有
行駛

之日) 

40 公里及以上 40.6 6.3 2.5 

1 人 82.6 68.9 70.7 

2 人 17.4 28.0 26.0 

3 人 — 2.9 3.3 

平常

出門

最常

乘載

人數 4 人及以上 — 0.2 0.1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處，九十三年臺灣地區機車使用狀況調查摘要分析，民國

93 年、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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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每週使用機車的天數比較，大型重型機車車主每週行駛不到一

天者佔 25.9%，行駛天數在 2 天以下者(含 2 天)共佔 66.7%，其餘排

氣量 250cc 以下機車車主每天使用機車的比例最高，超過 73%的車主

使用機車的天數超過 5 天以上。雖然大型重型機車車主每週使用機車

的天數偏低，但就每週平均每日行駛里程數比較，(單次)行駛里程數

超過 40 公里者卻高達 40.6%，其餘排氣量 250cc 以下機車車主平均

每日行駛里程數多在 15 公里以下，就平均每日行駛里程 10 公里以下

者比較，大型重型機車約有 25.1%，51cc 至 250cc 的普通重型機車約

有 53.1%，50cc 以下的輕型機車約有 73.2%。就乘載人數比較，82.6%
的大型重型機車為個人獨乘，普通重型機車與輕型機車獨乘的比例分

別為 68.9%與 70.7%。 
根據交通部統計處調查結果(交通部, 93)顯示，九十三年臺灣地區

大型重型機車曾有違規的比例略高，約佔 41.7%，其餘車種各佔 35.9%
與 33.7%。就表 2.3 各型機車車主違規紀錄比較，大型重型機車較常

違規的項目為超速、不依二段式左轉、與紅燈右轉，其餘車種則為紅

燈右轉、違規停車與忘帶駕照、行照等證件。影響大型重型機車違規

的可能原因為大型重型機車的操作性能優於一般機車，其加、減速性

能均佳，因此其超速被取締的比例較高，另有許多大型重型機車駕駛

人認為其機車性能與一般機車不同，在路口左轉時，不願意接受和一

般機車兩段式左轉的規定，因此相對而言，違規的比例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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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全年騎乘機車較常違規項目 

單位：問卷得點數(滿分6點) 

違規項目 
251cc 及以上 

(大型重型機車) 

51~250cc 

(普通重型機車) 

50cc 及以下

(輕型機車) 

紅燈右轉 (1.04) (1.70) (1.66) 

違規停車 (0.58) (1.02) (1.22) 

忘帶駕照行照等證件 (0.21) (0.78) (0.95) 

不依二段式規定左轉 (1.22) (0.76) (0.76) 

未戴安全帽 (0.11) (0.60) (0.63) 

超速 (2.05) (0.36) (0.13) 

行駛快車道 (0.67) (0.31) (0.16) 

闖紅燈 (0.00) (0.27) (0.25) 

逆向行駛 (0.00) (0.12) (0.12)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處，九十三年臺灣地區機車使用狀況調查摘要分析，民國

93 年、本研究整理。 

 
就全年車主是否曾飆車比較，表 2.4 顯示，絕大部分的機車騎士

均未曾飆車，僅有 6.3%的大型重型機車車主曾飆車，1.2%的普通重

型機車車主曾飆車，輕型機車車主曾飆車的比例僅有 0.5%。絕大部

分的機車騎士均未曾酒後駕車，大型重型機車車主曾酒後駕車的比例

為 1.4%，普通重型機車為 3.3%，輕型機車為 1.8%。超過 90%以上的

機車車主均未曾騎車使用行動電話，但仍有 8.8%的大型重型機車車

主、9.2%的普通重型機車車主，與 6.3%的輕型機車車主曾違規。 
根據調查結果，9.7%的大型重型機車車主在過去的一年中曾發生

交通事故，普通重型機車車主與輕型機車車主曾發生事故的比例分別

為 9.0%與 7.8%。至於發生交通事故是否受傷，大型重型機車有 25%
有受傷情形，普通重型機車有 26.7%造成傷害，輕型機車受傷者有

27.0%。 
至於發生事故時是否使用行動電話，14.6%的大型重型機車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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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事故時正使用行動電話，4.1%的普通重型機車車主正使用行動電

話，僅有 3.9%的輕型機車車主正使用行動電話。至於發生事故時是

否有酒後騎車的情形，根據問卷回答結果顯示，大型重型機車車主並

無酒後騎車肇事的情形，1.6%的普通重型機車車主發生事故時有酒後

騎車的情形，1.7%的輕型機車車主發生事故時有酒後騎車的情形。 

表 2.4 全年曾違規項目 

單位：％ 

違規項目 
251cc 及以上 

(大型重型機車)

51~250cc 

(普通重型機車) 

50cc 及以下

(輕型機車) 

沒有 93.7 98.8 99.5 全年曾飆車 

有 6.3 1.2 0.5 

沒有 98.6 96.7 98.2 全年曾酒後騎車

有 1.4 3.3  1.8 

沒有 91.2 90.8 93.7 全年曾騎機車使

用行動電話 
有 8.8 9.2 6.3 

沒有 90.3 91.0 92.2 全年行駛過程中

發生交通事故 
有 9.7 9.0 7.8 

沒有 75.0 73.3 73.0 發生交通事故時

有無受傷情形 
有 25.0 26.7 27.0 

沒有 85.4 95.9 96.1 發生交通事故時

有無使用行動電

話情形 
有 14.6 4.1 3.9 

沒有 100.0 98.4 98.3 發生交通事故時

有無酒後騎機車

情形 
有 — 1.6 1.7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處，九十三年臺灣地區機車使用狀況調查摘要分析，民國

93 年、本研究整理。 

 

根據表 2.5 調查結果顯示，有 69.0%的目前大型重型機車車主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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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有購買大型重型機車的計畫，其主要(54.6%)原因為預期未來可行

駛高速、快速公路，其次的原因為可典藏欣賞，至於普通重型機車車

主中，僅有 9.6%的車主未來有購買大型重型機車的計畫，其購買的

主要原因為可做長程旅遊之用(35.8%)與預期未來可行駛高速、快速

公路(24.0%)，輕型機車車主未來有購買大型重型機車計畫者僅有

6.7%，其主要原因為可做長程旅遊之用(37.5%)、可供通勤(學)騎乘

(19.7%)、與預期未來可行駛高速、快速公路(19.4%)。 

表 2.5 未來有無打算購買大型重型機車及購買原因 

單位：％ 
未來計劃購買 

大型重型機車原因 

251cc 及以上 

(大型重型機車)

51~250cc 

(普通重型機車) 

50cc 及以下

(輕型機車)

有 69.0 9.6 6.7 

可提高身份(炫燿) — 4.4 3.6 

可結交同好 3.9 3.0 2.8 

可供通勤(學)騎乘 — 12.9 19.7 

可供典藏欣賞 21.2 13.2 8.3 

可做長程旅遊之用 18.1 35.8 37.5 

預期未來可行駛高速公

路、快速道(公)路 
54.6 24.0 19.4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處，九十三年臺灣地區機車使用狀況調查摘要分析，民國

93 年、本研究整理。 

 

2.2 國外機車事故特性分析 

2.2.1 美國 

2002 年美國領有機車騎乘執照者約有 11.82 百萬人，登記的機車

數量約有 4.7 百萬輛。就引擎排氣量大小分類，1999 年投保的機車當

中，機車排氣量小於 750cc 者佔 43%，排氣量為 750cc 至 1,000cc 者

佔 14%，另 43%的排氣量大於 1,000cc。 
機車肇事所造成的傷害嚴重程度遠大於汽車，根據統計，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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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汽車事故造成人員傷亡，但是機車事故造成傷亡的比例卻高達

80%。根據美國近年的資料顯示，機車肇事的死亡、受傷已成為公共

健康問題的重要課題之一，自從 1966 年國家交通與車輛安全法案與

公路安全法案執行以來，已有超過 12.3 萬名機車騎士死於車禍。 
機車事故的死亡人數自 1997 年以來已顯著上升，機車事故受傷

人數亦自 1999 年以來有顯著上升的趨勢。根據 NHTSA 資料顯示，

2003 年機車死亡人數為 3,661 人，較 2002 年增加了 12%；因機車事

故受傷的人數約為 67,000 人，較前一年增加了 4%。 
近年來，機車人口數急遽增加，自 1997 年至 2001 年，新(機)車

銷售量增加了約 91%，2002 年機車佔總登記車輛數的 2%、總行駛車

哩數的 0.3%，但是卻佔 2003 年總交通死亡人數(42,643 人)的 9%，佔

總乘客死亡率的 10%，總乘客受傷率的 2%。顯然地，機車死亡事故

的發生機率高於其他的車種。根據 NHTSA 的統計，2002 年機車的每

行駛車哩的死亡率為小客車乘客的 27 倍，受傷率為小客車乘客的 6
倍。就登記車輛數比較，在 2002 年的機車死亡率為小客車乘客的 4.1
倍，受傷率為 1.1 倍。 

根據美國運輸部(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國家道路交

通安全總署(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NHTSA)
研究結果分析，在 2003 年的機車死亡事故中，36%發生死亡車禍的

騎士係因超速，機車死亡事故的超速的比例約為小客車或輕型貨車的

2 倍。約 47%的死亡機車騎士及 50%受傷的騎士在肇事時未配戴安全

帽，約 24%死亡事故的騎士未依規定持有駕照。機車死亡事故的騎士

血液酒精濃度(BAC levels)在 0.08 公克/100 毫升(g/deciliter)以上的比

例高達 29%，且機車死亡事故駕駛人酒後駕車的比例約較其他車種高

40%。 
機車死亡事故中，約 25%為碰撞路邊固定物，約 53%機車死亡

事故為與其他行駛中的車輛相撞事故。在兩車相撞的事故中，1,675
件(約佔總機車事故的 45%)為機車與其他車輛相撞事故，其中 38%事

故發生在當其他車輛正進行左轉而機車為直行、通過或超越這輛車

時；27%發生於機車與其他車輛皆直行時。就發生地點比較，約有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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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車與其他車輛碰撞的事故發生在路口。總括而言，美國機車死亡

事故的特性為︰ 
1. 單一車輛肇事(並非與其他車輛碰撞)的比例約 45%； 
2. 機車排氣量大小在 1,001cc 至 1,500cc 的肇事比例較高； 
3. 路口為經常肇事地點； 

4. 郊區道路事故機率高； 
5. 大部分的機車死亡事故發生於未分隔道路，尤其在郊區路段的

肇事發生比例較高； 
6. 年齡在四十歲以上騎士的肇事比例較高； 
7. 年齡低於 20 歲者，以及 20 至 29 歲的機車騎士經常未依規定

持有駕照者的肇事比例較高； 
8. 2003 年，約 45%的機車死亡人數集中於七州，包括加州(383

人)、佛羅里達州(365 人)、德州(323 人)、賓州(156 人)、紐約

州(154 人)、依利諾州(143 人)與俄亥俄州(136 人)； 
9. 超速為肇事主因之一，約 36%死亡事故肇因於機車騎士超速，

尤其是騎士年齡低於 30 歲者； 
10. 一半以上的事故歸因於酒後騎車，且約 44%死於單一車輛事故

的機車騎士為酒醉騎車，將近 65%發生於週末夜晚的死亡單一

車輛事故為酒後騎車；機車騎士的 BAC 水準達 0.08g/dl 或以

上； 
11. 死亡人數中，近 50%的騎士未戴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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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澳洲 

根據澳洲新南威爾斯州(New South Wales, NSW)道路交通事故統

計，在機車事故中，單一車輛事故的比例約佔總肇事數量的 71%。通

常機車肇事發生在白天(71%)及晴天(85%)，僅有 11%的事故發生在濕

滑路面、6%發生在下雨天。在新南威爾斯州內所發生的機車事故，

其中 53%位於雪梨都會區。就發生所在位置，69%發生在直線路段，

55%在路口。 
在新南威爾斯州，大部分(68%)的機車事故發生在速限 60km/h

或以下的路段，僅有約 14%發生在速限為 100km/h 以上的路段，但是

一般而言，死亡事故通常發生在速限較高的路段；約有 42%的死亡事

故發生在速限 60km/h 以下的路段，36%發生在速限 100km/h 以上的

路段。在多車碰撞的機車肇事中，小客車為責任歸屬者約佔 75%，小

型貨車佔 18%，重型車佔 4%，機車僅佔 3%。但是在死亡事故中，

小客車為肇事責任歸屬者約佔 46%，小型貨車為責任歸屬者佔 37%，

重型車佔 14%。 
在與其他車輛碰撞的死亡事故中，61%的肇事者為機車騎士，其

中 42%的騎士為 26 歲以下的年輕人。雖然 40 歲以上的騎士佔所有登

記車輛數的 48%，但是約佔肇事人口比例 28%，約佔死亡事故的

27%。因此，相對而言，年齡較長的騎士的肇事危險性較低。事實上，

根據澳洲的機車事故資料，無照騎士才是肇事危險性最高的一群，在

2000 至 2003 四年中，共有 545 位無照騎士發生事故，其中 59%為 26
歲以下的年輕人。在新南威爾斯州的肇事機車中，飲酒駕車與超速的

比例較其他車種高。 

2.2.3 加拿大 

根據加拿大安全委員會(Canada Safety Council)統計，2002 年共有

172 位機車騎士死於交通事故，佔全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的 5.9%。根

據統計，大部分機車死亡事故的共同特性為︰ 
1. 多為單一車輛肇事； 
2. 多發生在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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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發生在夏天； 
4. 夜晚事故發生的機率較大； 
5. 多發生在郊區速限大於及等於 90 公里/小時的道路上； 
6. 這些死亡事故的責任認定多歸咎於機車騎士的一方； 
7. 發現約三分之一的死亡事故係飲酒駕車，且其中約一半以上的

騎士的血液酒精濃度(BACs)高達 0.15%以上； 
8. 年輕騎士約佔機車死亡人數的 11%。 

加拿大安全委員會強調，根據魁北克(Quebec)最近的實施經驗顯示，

騎士安全教育訓練對於減少機車肇事的成效相當好；1985 至 1997 年

間，魁北克省執行強制性機車騎士訓練，1997 年解除強制訓練的規

定，非常明顯地，1998 年的機車死亡人數即上升 46%。有鑑於機車

肇事死亡人數的遽增，魁北克省又於 2000 年 7 月 1 日起重新強制執

行騎士訓練的規定。 

2.2.4 英國 

根據 1992 至 2002 年蘇格蘭機車事故統計資料顯示，雖然機車的

死亡人數增加，但是由於登記機車車輛數增加，因此，在此 11 年間，

機車的死亡率反而減少。根據統計資料，已開放的都市地區以小型機

車肇事機率較高；郊區以大型機車肇事機率較高。 
若比較事故發生前機車的行駛行為，在都市地區多發生在直行或

超車時，且通常機車騎士並非肇事者；在郊區多發生在彎道上(左轉

彎道發生的機率大於右轉彎道)，且通常肇因於車輛失控。 
發生在郊區的機車事故多發生在夏季、下午、及週末，一般來說，

騎士年齡多介於 31 至 45 歲之間。根據資料統計的結果顯示，4.5%
的死亡人數及 8.7%發生彎道事故者並非來自於蘇格蘭；這些騎士很

可能是假日及夏天至蘇格蘭的遊客，因此不熟悉路況。相對地，在都

市地區，發生在週末的事故較少，且與郊區比較，季節性變動的趨勢

較低。 
通常，機車事故發生在郊區的嚴重程度較高，其主要原因為在郊

區的行駛速率較高，因此所造成的傷害較大。但是約有 56%的事故發

生在都市地區，約佔總死傷人數的 54%。 



 2-12

就 180 件事故資料進行深度分析的結果發現： 

1. 在都市地區通常： 

(1). 肇事歸因於汽車駕駛人，而非機車騎士； 
(2). 發生在當其他車輛在機車騎士的前方進行右轉時； 
(3). 相當高的比例為車輛失去控制； 
(4). 多發生在當其他車輛在機車前方進行迴轉時； 
(5). 排氣量較小的機車 (小於 500cc)的肇事機率較高； 
(6). 通常發生在速限為 30mph(約 50km/h)的路段。 

2. 在郊區通常： 

(1). 騎士通常被認定為肇事者； 
(2). 多為車輛失去控制； 
(3). 排氣量較大(大於 500cc)的機車肇事機率較高，其中運動型機

車超過 2/3； 
(4). 輕型機車或機器腳踏車發生事故的比例較低； 
(5). 通常發生在速限為 60mph(約 100km/h)的單車道路段。 

2.2.5 紐西蘭 

Wells 等人(2004) 為探討機車事故發生的危險性(機率)，就 1993
年 2 月至 1996 年 2 月間，共 463 件送醫治療或死亡的機車事故以及

1,233 位路邊隨機抽樣的機車騎士(控制組)進行調查。研究資料顯示，

造成人員受傷的事故中，66%發生在都市地區速限為 50 公里/小時的

路段，大部分的機車事故發生在白天(63%)及晴天(72%)。 
 

2.3 國外機車安全相關研究 
Doolittle 等人 (1979)指出，由於我們對於事故預防的觀念太過

狹隘，因此才會認為加強駕駛人訓練可有效防止機車事故，同樣地，

一般學者、專家僅強調頭部保護而忽略身體其他部位的保護。Doolittle
等人認為，除了應注重事故的預防與受傷的治療之外，尚應該重視改

變創傷產生的過程。例如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afety Council)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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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安全帽、過膝長靴、厚手套、擋風玻璃、護面鏡、及鮮豔顏色

的衣著等。Doolittle 等人建議，除了利用考照、駕駛人訓練、強制保

險等方法之外，應著重於針對所有車種駕駛人的駕駛能力訂定更嚴格

的規定。 

表 2.6 交通事故發生率/死亡率防範方法 

一般方法 特定方法 

安全帽規定 

考照限制(18 歲(含)以上) 

減小引擎大小 

駕駛人教育、訓練 

強制事故保險 

對於所有車輛駕駛人，訂定更嚴

格的能力規範要求 

利用媒體宣導安全 

穿戴安全帽 

穿著過膝長靴子 

穿著厚手套 

擋風玻璃 

護面鏡 

鮮明衣著 

厚實衣著 

資料來源：[Doolittle et al., 1979] 

 
Wells 等人(2004)在一份紐西蘭的研究中發現，穿著反光或鮮明

衣著者發生事故的機率較其他騎士約低 37%；穿戴白色安全帽的騎士

較深色安全帽發生事故機率約低 24%；在隨機抽樣的控制組中，約有

75%全天開頭燈，研究結果發現，開頭燈的事故機率相對較低約

27%，但是事故發生的機率與騎士的衣服或機車車身的顏色無關。研

究結果發現低可見度會增加機車傷亡事故發生的機率，穿著反光或鮮

明衣著、白色或淺色安全帽，以及全天開頭燈等為簡單、便宜、有效

降低機車傷亡事故的措施。 
Shankar and Mannering(1996)利用華盛頓州五年期的單一機車肇

事資料建立多項羅吉特模式探討機車騎士受傷程度的影響因素，研究

結果發現使用安全帽、機車偏移、騎士年齡、酒後騎車、騎士彈出、

行駛速率、騎士注意力、路面狀況、道路種類等變數均與受傷程度有

關。該研究亦發現安全帽－路邊固定物與安全帽－飲酒駕車等兩項交

互變數亦影響機車肇事的受傷程度。 
Aare and Holst (2003) 分析 1987 至 1999 年，瑞典國家健康與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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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委員會資料庫以及瑞典國家道路總署的機車事故資料，在 27,122
件與機車(包括重型機車(定義為最大效能為 25kW，功率/重量比小於

0.16)與輕型機車(50cc-125cc))與輕型機器腳踏車(moped, 50 cc)有關

的傷者中，研究結果發現男女比例為 8:1，在研究的傷者中，17,208
位(63.4%)為 26 歲以下的年輕人，其中特別是 15 歲者的肇事率最高。

Aare and Holst 發現在醫院治療期間長短與年齡有關，就受傷的部位

分析，頭部受傷者在醫院接受治療的期間最長，平均須 9 天。在

1987-1999 研究期間內，扣除長期復健所須成本，估計頭部受傷者的

直接醫療總費用高達 234 百萬瑞典克朗(SEK)，平均每年頭部創傷所

須費用達 18 百萬 SEK。若將所有機車及輕型機器腳踏車事故所須的

相關醫療成本加總(扣除長期復健所須成本)，在研究期間內更是高達

30 億 SEK，平均每年 2 億 3000 萬 SEK。 
在歐洲，最近完成了一項針對 921 件機車事故進行深度調查的研

究－MAIDS (2004)，該研究範圍包括荷蘭、法國、德國、義大利、西

班牙、英國等國家，調查的項目包括完整的肇事重建，以及探討所有

肇事影響因素，肇事重建的過程包含重新檢視人、環境與車輛等因

素。研究結果顯示機車肇事的主要影響因素為其他道路使用者的行

為、騎士騎乘經驗、與道路環境。在研究的事故案例中，多為與小客

車碰撞事故，且約 50%的案例中，事故的肇因為對方車輛駕駛人，主

要的肇因為機車騎士本身的比例約為 37%，在主要肇因分析中發現，

其他車輛未注意到機車的失誤比例超過 70%。該研究結果指出，當對

方車輛駕駛人持有機車執照，發生錯誤反應的機率相對較無機車執照

者低。研究亦發現飲酒騎車、18 至 25 歲年輕騎士、無照駕駛或持有

違規駕照、深色衣著的肇事機率較高，相對地，41 至 55 歲騎士的肇

事機率較低。就事故發生的環境而言，在郊區單一車輛事故的比例相

當高，尤其是碰撞道路旁的護欄，路口與道路設計不良路段為危險性

較高的地點。超過 70%的機車事故碰撞速度低於 50km/h，但是 18%
的事故發生當機車行駛速率與周遭車流速率差異顯著時，因此研究小

組認為速差為肇事的影響因素之一。該研究結果建議穿戴安全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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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與腳的保護裝備可減輕騎士傷害，且騎士訓練與經驗有助於減少事

故機率。 
美國國家道路交通安全總署(NHTSA)有鑒於機車肇事死亡人數

逐年增加，NHTSA 訂定機車安全計畫(Motorcycle Safety Program)，
這個安全計畫主要是依據下列 Haddon Matrix 表所擬定。Haddon 
Matrix 分析法將肇事分析分成三階段︰肇事前(pre-crash)、肇事過程

(crash)、與肇事後(post-crash)，將肇事分析因素分成三類︰人為因素

(human factors)、車輛 (vehicle role)、與環境狀況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NHTSA 將機車安全計畫依照這三個階段與三項影響因

素，訂出重點計畫如表 2.7。 
 

表2.7  NHTSA 機車安全計畫 

影響因素 

事故階段 
人為因素 車輛 環境狀況 

事故預防 

 (肇事前) 

1. 駕駛人教育/考
照制度 

2. 酒醉、疲勞駕駛

3. 駕駛人警覺 
4. 各州安全計畫 

1. 煞車、輪胎、與

車輛控制 
2. 車燈與可見度 
3. 安全檢測與調

查 

1. 道路設計、施

工、營運與維護 
2. 道路維修 

傷害減輕 

(肇事過程) 

1. 使用駕駛人安

全保護裝備 
1. 乘客安全保護 1. 道路設計、施

工、營運與維護 

緊急救援 

(肇事後) 

 1. 自動事故通報

系統 
1. 教育與協助 EMS
2. 目擊者緊急救護 
3. 交通執法訓練 
4. 資料蒐集與分析 

資料來源：Motorcycle Safety Program, NHTSA, January 2003. 
 

2.4 綜合評析 
目前有關機車相關的研究多集中在傷害程度影響因素，肇事機率

影響因素及安全帽效益等方面的研究，雖然各國的文化、地理環境與

交通環境不同，但是相關的研究發現亦可作為我國未來研究方向與政

策研擬的參考。就目前整理的文獻結論與發現整理機車發生事故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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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影響因素包括： 
1. 肇事特性： 

(1). 單一機車肇事比例高； 
(2). 郊區道路肇事嚴重性高； 
(3). 路口為經常發生事故的地點。 

2. 肇事與傷害影響因素： 
(1). 超速； 
(2). 酒後駕車； 
(3). 騎士年齡，騎乘經驗以及未依規定持照； 
(4). 配戴安全帽。 

 
許多安全相關研究將分析與改善計畫研擬的架構就人、車、環境

等三項因素，依照事故發生前、中、後三關鍵階段進行，除了探討事

故預防之外，並著重於傷害減輕。因此，綜合文獻建議以下幾點改善

應有助於減少機車事故機率或事故所造成的傷害： 
1. 機車騎士若能穿著較鮮明或反光(夜晚)衣著，增加其能見度，可

有效減少肇事機率； 
2. 加強騎士教育訓練與嚴格考照規範； 

3. 加強媒體安全宣導(針對所有用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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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大型重型機車之法規與駕駛規範 

3.1 國內有關大型重型機車規定 

3.1.1 大型重型機車監理相關規定 

一、考照資格規定 

未因應大型重型機車領照行駛，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以下簡稱道

安規則）配合修正相關條文，其中有關道安規則第 53 條，汽車駕駛

執照種類除保留原輕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與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

執照之外，新增加普通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及大型重型機器腳踏

車駕駛執照。 
另道安規則第 60 條條文規定申請駕駛執照考驗者資格條件，其

中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規定考領普通駕駛執照、輕型或普通重型機器

腳踏車駕駛執照須年滿十八歲，最高年齡不受限制。第二目規定考領

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須年滿二十歲，最高年齡不受限制。至

於各駕駛執照類別所要求的經歷資格規定，第 60 條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應考輕型或普通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者，無經歷之限制，但應

考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者，須領有普通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

執照一年以上之經歷，並經立案之駕駛訓練機構(32 小時)駕駛訓練結

業、考驗合格，取得駕照後始可駕駛 250 ㏄以上的機車。大型重型機

車駕駛訓練項目分為學科(4 小時)與術科(計 28 小時)兩種。學科課程

包括交通法規、機車構造與駕駛道德；術科課程包括基本駕駛與應用

駕駛。訓練的內容說明如下： 
大型重型機車訓練項目包括： 

1. 學科(4 節)：交通法規、機車構造、駕駛道德  
2. 術科(計 28 節)：包括基本駕駛與應用駕駛兩部分。 
基本駕駛的訓練內容與項目如表 3.1 示。訓練的項目共有 9 項，

包括取車與架車騎乘姿勢；起步與停止換檔及變速操作；「8」字型轉

彎；變換車道與通過交岔路口；彎道減速停車；坡道行駛；直線平衡

駕駛；環場道路行駛與中低速安全駕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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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基本駕駛訓練項目 

   訓練項目  訓 練 概 要  訓 練 內 容 與 注 意 事 項  
1  取車與架車

騎乘姿勢 
1.方法技巧之運用。

2. 停放於平坦地面

上。 
3.使身體獲得良好平

衡感，減少疲勞達

安全目的。 

取車：1.把手車身保持垂直。 
      2.前輪提起、後輪落地，利用回復橫向

前推出。 
      3.著地後，拉手剎車。 
架車：1.保持垂直把向不轉向。 
      2.左手握住左手把，右手握住拖架，右

腳踩住腳架。 
      3.左手控制把手，右手後上方提起，右

腳用力往下踩。 
      4.架立：眼睛、肩、手肘、手腕、腰、

膝蓋、腳尖。不勉強、迅速確實，「人

車一體」。 
2  起步與停止 

換檔及變速 
操作 

1.起步、停止流程。

2.正確使用油門、煞

車、離合器操作。

3.換檔、流程方式。

1.起步時後方安全確認。 
2.車速限制 40 公里以下。 
3.油門開啟不過大。 
4.停放排列整齊。 
5.行車安全檢查、手剎車、汽油、機油、儀表、

輪胎、離合器、引擎、腳煞車、電瓶、燈光、

保安螺絲。 
3  「8」字型轉

彎  
1. 熟練油門正確操

作。 
2.瞭解轉彎姿勢。 
3. 學習轉彎正確要

領。 

1.保持正確姿勢。 
2.進入彎道前減速。 
3.轉彎中人車平衡，傾斜角度掌握，視線方向。

4.出彎時加速時機與車體回復。 
5.轉彎中可能產生的危險性及誤操作。 

4  變換車道與

通過交岔路

口  

1.瞭解岔路口行車相

關注意事項。 
2.維護交通秩序，確

保交通安全。 
3.遵守號誌。 

1.速度 30 公里，檔位 3 檔。 
2.行經交叉路口，減速慢行、注意號誌。 
3.起步時須確認後方安全。 
4.遇紅燈時，將車輛穩定停於停等區內。 
5.不得蛇行搶先通行。 

5  彎道減速停

車  
1.轉彎轉向平衡。 
2.不倒地、傾斜人車

一體。 
3.進彎前，減速的重

要性。 

1.充分利用引擎煞車(換低速檔)及前、後輪來

減速、停車。 
2.減速退擋流程：回油→煞車→拉離合器→退

擋→加空油→鬆離合器→繼續行駛。 
3.減速煞車時須保持車輛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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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基本駕駛訓練項目(續) 

   訓練項目  訓 練 概 要  訓 練 內 容 與 注 意 事 項  
6  坡道行駛  1.依車道行駛。 

2.中途不熄火、停車。

3.排檔勿放入空檔。

1.平穩行駛，不得蛇行。。 
2.上下坡道以低檔行駛。 
3.保持平衡姿勢。 

7  直線平衡駕

駛  
1.了解機車特性。 
2.正確姿勢。 
3. 判斷前方周圍狀

況。 
4.加油驅動力。 
5.轉動把手。 

1.車身直立、移動、轉動、左右平衡、穩定、

用半離合器、適當使用油門、適當控制把

手。 

8  環場道路行

駛  
1.依車道行駛。 
2.遵守號誌。 
3.適當排檔。 

1.油門控制。 
2.離合器使用。 
3.排檔。 
4.煞車使用。 
5.把手使用。 

9  中低速安全

駕駛  
1.平穩起步。 
2.離合器控制。 
3.變換檔位。 
4.煞車平穩使用。 

1.起步換檔。 
2.油門控制。 
3.煞車使用。 
4.穩定把手。 
5.眼觀周圍狀況。 

 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 
 
應用駕駛的重點有三項，包括連續障礙前進、直線煞車與定圓行

駛等，其主要的訓練項目內容整理如表 3.2。其中坡道行駛考驗場規

格、直線煞車駕駛考驗場規格、直線平衡駕駛考驗場規格與定圓行駛

考驗場規格設計與規定分別如圖 3.1、圖 3.2、圖 3.3 與圖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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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應用駕駛訓練項目 

   訓練項目  訓 練 概 要   注 意 事 項  
1  連續障礙前

進  
1.學習緊急迴避基本

姿勢。 
2.油門操作技巧。 
3.用 2 檔、前輪距交通

錐 30 公分。 

1.運用加油、回油，來控制速度及車身左右頃

斜的目的。  
2.操作時不使用煞車、離合器。  
3.運用膝蓋力量來達到車輛頃斜的目的。  

2  直線煞車  1.養成正確判斷力。 
2.確認煞車遠近距離

感。 
3.使煞車能力提昇。 

1.時速 30~40 公里。 
2.檔位 1~3 檔。 
2.煞車方式前 7 後 3 或前 6 後 4 均可。 
3.控制油門、回油、離合器。 

3  定圓行駛  1.保持車身及把手的

穩定性。  
2.保持正確騎乘姿勢。

1.於轉彎中，禁止猛然的加油門。  
2.了解轉彎三種姿勢的優缺點及適用時機。 

 

 

 

1. 坡道之高度為 50 公分以上，坡度(c/a)為 1/10，坡道長度依比例設

置。 
2. 車輛上坡前如未預先減速或上坡時蛇行、下坡時熄火或空檔滑

行，均扣 32 分。 

圖 3.1 坡道行駛考驗場規格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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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車輛在 40 公尺之直線車道上逐漸加速，於通過交通錐時速度

須達 30km/hr 以上。此時開始減速，並於 9 公尺之煞車距離

內將車輛停止。 

2. 如車輛通過交通錐時速度未達 30km/hr，或 9 公尺之煞車距

離內無法將車輛停止，則扣 32 分。 

3. 本項目普通重型機車免予考驗。 

 

圖 3.2 直線煞車駕駛考驗場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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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車通過橡皮管 A時，計時器開始計時；機車通過橡皮管 B 時，

計時器停止計時，當計時器之時間低於 7 秒，警鈴鳴、閃光燈閃

光、扣分燈顯示扣 32 分。 

2. 車輪觸壓橡皮管 C或壓橡皮管 D 時，警鈴鳴、閃光燈閃光、扣分

燈顯示扣 32 分。 

3. 另為考量部份未經駕駛訓練之普通重型機車考照安全，各公路監

理機關設置此項考驗科目時，得以平面方式設置(混凝土高出路

面 5 公分部份免設)。 

4. 此項目初試不合格者得再考一次。 

 

圖 3.3  直線平衡駕駛考驗場規格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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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圓之內、外圈均埋設壓管。車輛繞定圓順、逆時針行駛，各繞

一圈；車輛行駛如車輪觸壓橡皮管，警鈴鳴、閃光燈亮、扣分燈

顯示扣 32 分。 

2. 本項目普通重型機車免予考驗。 

 

圖 3.4 定圓行駛考驗場規格與規定 

 

道安規則第 63 條規定，申請輕型機器腳踏車執照考驗者，免辦

體能測驗。由於免辦體能測驗者未包括大型重型機車駕照考驗者，因

此，申請普通重型或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考驗者，須辦理體

能測驗。其體格檢查及體能測驗的合格標準規範於道安規則第 64 條

規定。 

二、考驗標準 

根據道安規則第 65 條規定，申請汽車駕駛執照考驗者，除輕型

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免予路考外，其應考科目為筆試及路考。筆試不

及格者，不得參加路考。筆試內容為交通規則，考驗成績最高分為一

百分，及格標準為八十五分。 
普通重型機車駕駛人路考考驗項目共六大項：直線平衡駕駛、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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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平交道、斑馬線、交叉路口、環場道路行駛、其他技術操作(包括

起步、離合器操作、油門控制與方向燈使用)等，滿分為 100 分，及

格標準為 70 分。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路考考驗項目共十大項：取車

與駕車、直線平衡駕駛、定圓行駛、直線煞車、鐵路平交道、坡道行

駛、斑馬線、交叉路口、環場道路行駛與其他技術操作(包括起步、

離合器操作、油門控制、煞車與方向把手使用)等。滿分為 100 分，

及格標準同樣為 70 分。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考驗成績評分標準整理

如表 3.3。 

表 3.3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考驗成績評分標準紀錄表 

應考人

姓名 
准考證號

碼 
  考試日

期 
  應考人簽

章 
  

合格標準 筆試：滿分 100 分、85 及格。路考（駕駛技術）：滿分 100 分，70 分

及格 
筆

試 
交通法規 成績 

  主監考人

簽章 
  考驗 

成績 
路

考 
駕駛技術 成績 

  主監考人

簽章 
  

路考考驗項目 評分標準 扣分標準   
1.起步發動前取車，與完成各考驗項目停車熄

火之架車時間超過 30 秒。 
32 

2.單邊側向架車或取車 32 
一、取車與駕車 

3.取車倒地或架車倒地 32 

  

1.直線平衡駕駛通過時間超過 7 秒 32 二、直線平衡駕

駛 
（得複試乙次） 

2.行駛通過車道中前後輪駛出車道邊線或腳著

地 
32 

  

1.順逆時鐘方向各繞一圈，前後輪壓邊線 16 
三、定圓行駛 

2.單腳或雙腳著地 32 
  

1.車道中行駛換至三檔時速 30 公里至 40 公里

通過第一個標誌前剎車未能在 10 公尺內煞住

停車 

32 

四、直線煞車 

2.超速行駛衝撞安全界線 32 

  

1.不停車察看或闖越平交道 32 
2.在平交道上熄火或停車 32 五、鐵路平交道 
3.停車時前輪超越停止線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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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考驗成績評分標準紀錄表(續) 

路考考驗項目 評分標準 扣分標準   
1.不依規定車道行駛 32 
2.上坡道途中熄火、下滑或倒地 32 六、坡道行駛 
3.下坡道途中熄火或倒地 32 

  

七、路口停車 1.停車時前輪越過停止線 32   
1.不遵守號誌指示、搶黃燈、闖紅燈 32 

八、交叉路口 
2.紅燈停車時前輪越過停止線 32 

  

1.行駛途中熄火再發動（連續累次扣分） 8 
2.行駛途中單腳著地拖行（連續累次扣分） 8 
3.行駛途中雙腳著地拖行（連續累次扣分） 16 
4.未按規定換檔（連續累次扣分） 16 
5.不依規定車道行駛壓邊線雙黃線撞安全島 32 

九、環場道路行

駛 

6.肇事或滑倒 32 

  

1.起步急衝顫動 2 
2.離合器操作不當 2 
3.油門控制不當 2 
4.煞車不當 2 
5.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盤（連續累次扣分） 2 

十、其他技術操

作 
（同一小項得

連續扣分，本項

目扣分最高不

得超過 18 分） 6.方向把手使用不穩 2 

  

報考 
審核 

  備註 應考人：（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有關駕駛資格，道安規則第 61 條規定汽車駕駛人取得高一級車

類之駕駛資格者，應換發駕駛執照，並准其駕駛較低級車類之車輛。

例如其第 5 款規定，已領有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者，得駕駛

普通重型機器腳踏車、輕型機器腳踏車；第 6 款規定，已領有普通重

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者，得駕駛輕型機器腳踏車；另第 7 款規定已

領有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者，得駕駛普通重型機器腳踏車、輕型

機器腳踏車。另領有任何其他駕駛執照者，均得駕駛輕型機器腳踏車。 

三、機器腳踏車使用牌照稅稅額 

根據「使用牌照稅法」規定，機車使用牌照稅根據引擎汽缸總排

氣量的大小區分，自民國九十四年二月四日，除 150cc(含)以下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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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牌照稅稅額分為以下六等級，如表 3.4。排氣量在 151cc 至 250cc
機車一年稅額為 1,650 元；251cc 至 500cc 機車，一年稅額為 2,200 元；

排氣量在 501cc 至 600cc 機車，一年稅額為 4,500 元；排氣量在 601cc
至 1,200cc 機車，一年稅額為 7,200 元；排氣量在 1,201cc 至 1,800cc
機車，一年稅額為 12,000 元；排氣量在 1,800cc 以上機車，一年稅額

為 23,000 元。 

表 3.4 機器腳踏車使用牌照稅稅額表 

單位：新台幣 
汽缸總排氣量 

(立方公分) 目前稅額（94.2.後） 過去稅額（94.2.前）

150(含 150 以下) 0 0 
151 – 250 1,650 1,650 
251 – 500 2,200 5,400 
501 – 600 4,500 10,080 
601–1,200 7,200 
1,201–1,800 12,000 
1,800 以上 23,000 

23,040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3.1.2 大型重型機車交通安全管理相關規定 

一、附載人員或物品規定 

道安規則第 88 條規範機器腳踏車附載人員或物品之限制規定，

其中第一款規定載物者，輕型不得超過五十公斤，重型不得超過八十

公斤。另第 2 至 5 款有關附載人員規定，則無論輕型或重型機車，機

器腳踏車在駕駛人後設有固定座位者，得附載一人。同樣在第 88 條

規定機器腳踏車駕駛人及附載座人應依規定配戴安全帽。有關配戴安

全帽之規定，除道安規則第 88 條之外，根據「機器腳踏車駕駛人及

附載座人戴安全帽實施及宣導辦法」規定，機器腳踏車駕駛人及附載

座人均應戴安全帽，且安全帽之規格與配戴方式亦應符合該辦法第二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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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駛路權規定 

根據道安規則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對於汽車的定義為：「汽

車：指在道路上不依軌道或電力架線而以原動機行駛之車輛(包括機

器腳踏車)」。但第 3 項另規定「前項第一款所指汽車，如本規則同一

條文或相關條文就機器腳踏車另有規定者，係指除機器腳踏車以外四

輪以上之車輛」，因此，除了在法規中明確定義，在目前交通法規層

面上，汽車的相關規定應可適用於機器腳踏車。然而，目前我國的交

通法令，除對於各型機車訂定不同的駕照考驗規定外，並未針對不同

等級的機車訂定不同的道路安全管理規範。例如，依據道安規則第

99 條規定，機器腳踏車行駛之車道及轉彎，應依標誌或標線之規定

行駛；無標誌或標線者，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在未劃分快慢車道之

道路，得在最外側二車道行駛；單行道得在最左、右側車道行駛。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在已劃分快慢車道之道路，雙向道路得在最外側快車

道及慢車道行駛；單行道道路得在慢車道及與慢車道相鄰之快車道行

駛。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同向三車道以上道路，均應以兩段方式進行左

轉彎；單行道道路，行駛於右側車道或慢車道者，應以兩段方式進行

左轉彎，行駛於左側車道或慢車道者，應以兩段方式進行右轉彎。另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65 條規定機慢車兩段左轉標

誌「遵 20」，用以告示左轉機器腳踏車或慢車駕駛人 應遵照號誌指

示，在號誌顯示允許直行時先行駛至右前方路口之左轉待轉區等待左

轉，俟該方向號誌顯示允許直行後，再行續駛，以兩段方式完成左轉。 
在上述的兩相關法規中，並未對條文內容中所指的機器腳踏車有

進一步的定義，因此相關的規範應適用於所有輕型與重型機車。因

此，除非有特殊之標誌或標線規定，當無標誌或標線時，大型重型機

車亦必須遵守所有機車相關之規定。 
有關高速公路行駛路權部分，根據「高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

十七條規定，機器腳踏車不得行駛及進入高速公路。因此，根據目前

法令規定，當無標誌或標線時，大型重型機車行駛之車道、轉彎，以

及高速公路路權等相關規定，均與其他輕型與普通重型機車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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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國外大型重型機車相關規定 

3.2.1 日本 

一、駕照考驗規定 

根據日本道路交通法 (Road Traffic Law) 規定，日本將機車依照

引擎排氣量的大小分成四等級－50cc 以下(原動機付自轉車)、51cc－
125cc(小型機車)、126cc－400cc(普通自動二輪車)、401cc 以上(大型

自動二輪車)。 
持有汽車駕照者即可騎乘 50cc 以下的輕型機車，若無汽車駕照

者想騎乘 50cc 以下的輕型機車，必須要取得輕型機車駕照。考照人

必須參加一個半天的駕駛訓練課程，通過筆試測驗，接受視力及肢體

靈活度檢查與交通安全講習，才可取得駕照。 
大型機車駕照的考照人必須接受 24 小時的訓練課程，若之前並

無騎乘其他型機車的經驗者，必須接受 28 至 32 小時的課程。 

 

二、交通安全管理規定 

其中 126cc－400cc 與 401cc 以上的機車可行駛高速道路

(expressways)，速限均為 100km/h，不同等級機車的相關規定如表 3.5
所示。原先日本政府規定在高速道路不得搭載乘客，但根據日本政府

於 2004 年六月所修訂的道路交通法，今(2005)年四月一日起，年滿

20 歲以上且持駕照達三年以上者，可搭載(至多一名)乘客上高速道

路。但是基於安全考量，地方公共安全委員會仍有權可禁止機車騎士

搭載乘客行駛某些特定的高速道路，例如東京公共安全委員會並未決

定是否開放機車騎士可於擁塞且狹窄的東京都會區高速道路搭載一

名乘客。在日本，機車行駛於車道間相當普遍，機車在路口遇到紅燈

時，可穿越車陣至停止線前。 



 3-13

表 3.5 日本有關不同等級機車的相關規定 

規定 

機車分類 
速限 載客 

行駛高速

道路 
其他規定 

原動機付自

轉車 
50cc 以下 

一 般 道 路

30km/h 
禁止 

規定必須兩段式右轉。

僅考筆試，持有小客車

駕照(b級駕照)者可騎乘

小型機車 
51cc−125cc 

一 般 道 路

60km/h 

禁止 

 

普通自動二

輪車 
126cc−400cc 

一 般 道 路

60km/h；高速

道 路 最 高 
100km/h，最低

50km/h 

 

大型自動二

輪車 
401cc 以上 

一 般 道 路

60km/h；高速

道 路 最 高 
100km/h，最低

50km/h 

可載 1 名

可行駛。 
 
於 2005 年

4 月 1 日

起，有條件

可搭載 1
名乘客行

駛高速道

路。 

必須接受 24小時的訓練

課程才得考照 

資料來源：

http://info.pref.fukui.jp/kokusai/tagengo/html_e/konnatoki/8koutuu/a_kisoku/kisoku.h
tml、http://www.jama.or.jp/motorcycle/living/05_02.html、本研究整理 

 
日本規定 50cc 以下的輕型機車在大型路口右轉時，必須採兩段

式右轉(通常設有交通標誌提醒騎士，如圖 3.5 所示)。2005 年一月一

日開始，即使車隊或機車隊並未造成任何糾紛或傷害，警察廳

(National Police Agency, NPA)將取締車隊並處以罰鍰。警察廳亦計劃

於 2008 前，訂定更嚴格的駕駛人考照資格。 

 

圖 3.5. 日本兩段式左轉交通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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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新加坡 

一、駕照考驗規定 

在新加坡，機車駕照分為三級，包括 2B 、2A 及 2 級機車駕照。

根據新加坡道路交通法規，至少年滿 18 歲才得以騎乘機車。 

二、2B 級機車駕照 

欲取得 2B 級機車駕照者，必須通過筆試與路考，且通過筆試一

年內必須通過路考測驗。在接受考試前，機車考照人可選擇由私人駕

訓教練或至駕訓中心，參加並完成駕駛、騎乘的訓練課程。考照者在

通過筆試 (Riding Theory Test, RTT)並通過視力檢查後，即可申請臨

時駕照並可在公路上練習騎乘機車。臨時駕照有效期間為 6 個月，到

期後得以更換一次延長 6 個月。 
在學習騎車期間，練習使用的機車前、後方必須各掛有長 18 公

分，正方形的「L」車牌，在接受路考前，必須通過駕訓學校的騎車

檢定考試。在通過路考之後，即可取得 2B 級機車駕照。持有 2B 級

機車駕照者得以騎乘排氣量為 200cc(含)以下的機車。2B 級機車駕照

的考照程序如圖 3.6 所示。 
在取得 2B 級機車駕照後，持照人將有一年的觀察期，在這一年

中持照人必須在機車上掛上新手車牌(Probation Plate)，若交通違規計

點達 12 點以上者，交通警察將吊銷其機車駕照。若未掛新手車牌者

將處以新加坡幣 120 元的罰金，但不計點，但是若再次違規者，將處

以吊銷駕照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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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照資格要求 

⇓ 
參加駕訓課程 

⇓ 
通過筆試測驗(Riding Theory Test, RTT) 

⇓ 
申請臨時駕照 (Provisional Driving License, PDL) 

⇓ 
2B 級機車騎乘訓練課程 

⇓ 
通過 2B 級機車路考測驗(Practical Riding Test, PRT) 

圖 3.6. 新加坡 2B 級機車駕照的考照程序 

 

三、2A 級機車駕照 

根據新加坡道路交通法規，駕駛人取得 2B 級機車駕照至少一年

以上，才得以取得 2A 級機車駕照。考照人必須參加並接受駕訓中心

所提供的 2A 級機車訓練課程，考照人必須通過駕訓中心的騎車檢定

考試，才得以參加 2A 級機車駕照路考測驗。通過 2A 級機車駕照路

考後，可取得 2A 級機車駕照，持有 2A 級機車駕照者即可騎乘排氣

量為 201cc 至 400cc 的機車。2A 級機車駕照的考照程序如圖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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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照資格要求 

⇓ 
參加駕訓課程 

⇓ 
2A 級機車騎乘訓練課程 

⇓ 
通過 2A 級機車路考測驗(Practical Riding Test, PRT) 

 

圖 3.7. 新加坡 2A 級機車駕照的考照程序 

 

四、2 級機車駕照 

根據新加坡道路交通法規，駕駛人取得 2A 級機車駕照至少一年

以上，才有資格取得 2 級機車駕照。與 2B 級、2A 級駕照規定相同，

考照人必須參加並接受駕訓中心所提供的 2 級駕駛訓練課程，考照人

必須通過駕訓中心的騎車檢定考試，才得以參加 2 級機車駕照路考測

驗。通過 2 級機車駕照路考後，可取得 2 級機車駕照，持有 2 級機車

駕照者即可騎乘排氣量超過 400cc 的機車。 
 

3.2.3 紐西蘭 

一、駕照考驗規定 

根據 2005 年版紐西蘭道路法規(New Zealand Road Code)規定，

機車騎士與汽車駕駛人擁有相同使用道路的權利。紐西蘭採階段考照

制度，持有汽車駕照者不得騎乘機車。其考照制度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學習駕照 
第二階段：限制駕照 
第三階段：正式駕照 

1. 基本駕駛技巧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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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照者必須年滿 15 歲，在申請學習駕照前必須通過由合格的機

車騎乘教練或合格的考試官所監督的「基本駕駛技巧測驗(basic 
handling skills test)」。在接受基本駕駛技巧測驗之前，考照人可在私

有財產範圍內或機車訓練學校內練習。「基本駕駛技巧測驗」項目包

括有：慢速行駛、一般停車、連續彎道緊急剎車、彎道行駛、停止在

彎道上。 

2. 第一階段：學習駕照 

考照人在取得「基本駕駛技巧測驗」證明後即可申請學習駕照，

申請學習駕照必須完成並通過視力檢查及出示相關證明文件。對於持

有學習駕照者的行駛限制有： 

(1) 不得騎乘引擎排氣量大於 250cc 的機車； 

(2) 在開放的公路上行駛速率不得超過 70km/h； 

(3) 不得在晚上 10 點至清晨 5 點間行駛； 

(4) 不得搭載乘客； 

(5) 騎乘時，機車尾必須要掛有學習駕照車牌(“L”牌)； 

(6) 騎乘機車必須隨身攜帶學習駕照。 

未滿 20 歲者，合法的血液酒精濃度為 30mg/100ml，呼吸酒精濃

度限制為 150mcg/litre，這個標準相當於零酒精限制，意即，只要飲

一杯酒，騎士就會被認定為酒後駕車。年滿 20 歲以上者，合法的血

液酒精濃度為 80mg/100ml，呼吸酒精濃度限制為 400mcg/litre。 

3. 第二階段：限制駕照 

持有學習駕照六個月以上，即可與考照代理員約定限制駕照考試

時間。任何騎士要取得限制駕照必須要通過視力檢查與通過限制駕照

的駕駛技術測驗。對於持有限制駕照者的行駛限制有： 

(1) 不得在晚上 10 點至清晨 5 點間行駛； 

(2) 不得搭載乘客； 

(3) 不得騎乘引擎排氣量大於 250cc 的機車； 

(4) 騎乘機車必須隨身攜帶限制駕照。 

未滿 20 歲者，合法的血液酒精濃度與呼吸酒精濃度限制與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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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駕照的規定一樣為 30mg/100ml 及 150mcg/litre。 

4. 第三階段：正式駕照 

若未滿 25 歲，但持有限制駕照十八個月以上，或年滿 25 歲，持

有限制駕照六個月後，即可申請正式駕照。但是，若未滿 25 歲的騎

士完成了合格的訓練課程並順利結業，持有限制駕照的期間可縮短為

十二個月，年滿 25 歲者可縮短為三個月。在向考照代理業務員登記

參加正式駕照路考時必須出示課程結業證明。未滿 25 歲者，必須持

有限制駕照至少六個月以上，才得以完成訓練課程。任何騎士要取得

正式駕照必須要通過視力檢查與正式駕照的駕駛技術測驗。取得正式

駕照後必須隨身攜帶正式駕照。參加正式駕照的駕駛技術測驗必須

要： 

(1) 所騎乘的機車必須要符合目前的適乘標準(Warrant of Fitness, 

WoF)，且貼有合格的標籤，考照時不得以 moped 參加限制駕照

與正式駕照的考試； 

(2) 在接受正式駕照考試時，機車必須掛有”L”牌； 

(3) 必須攜帶前一階段所取得的限制駕照。 

考試時，監考官會觀察考照人騎車的表現，包括考照人觀察周遭

車流、路況的方式，車速與行進方向的控制，以及駕車的綜合表現，

包括在路上對待其他用路人的態度等。若無法參加事先所約定考試，

必須至少在兩個工作天前預先通知，若無故不參加考試或遲到超過五

分鐘者，考照人必須要重新約定考試時間並付考試費用。 

二、交通安全管理規定 

根據 2005 年版紐西蘭道路法規(New Zealand Road Code)規定，

輕型機車(mopeds)為二或三輪，具有動力輸出功率不超過 2kw 的動力

車輛，持有機車(6 級)駕照或汽車(1 級)駕照者即可騎乘 mopeds。當

騎乘輕型機車時，必須要遵守以下規定： 

(1) 輕型機車為動力車輛，因此不得行駛於人行道上。 

(2) 當騎輕型機車時，必須戴安全帽。 

(3) 行駛於路口時，必須遵守一般車輛的行車規定，否則必須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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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通過路口。 

(4) 在車道上，可與其他輕型機車或腳踏車併行，但不得與汽車、

貨車、公車等車輛併行。 

(5) 超過其他車輛時，必須成一列縱隊(一輛接一輛地完成超車動

作)。 

(6) 輕型機車後座不得載人，除非後座有座椅與置腳的腳踏板，後

座置腳的腳踏板必須要保護孩童的腳不會被車輪捲入。 

(7) 在道路上，不得由其他車輛拖行。 

(8) 輕型機車可加掛拖車但不得加裝側邊附車。 

(9) 輕型機車不可阻礙人行道。 

根據陸上運輸(道路用路人)規則(Land Transport (Road User) 
Rule)，第七章駕駛人責任與乘客保護 7.1 節規定，在道路上騎乘機車

時(除非裝有側邊附車(sidecar)的機車)，不得乘載超過兩人。第 11 章

對於特殊用路人的規定第 11.10 節規定，在道路上，任何騎腳踏車或

輕型機車者不得併排行駛及行駛於下列狀況： 

(1) 其他兩輛腳踏車或輕型機車的右邊； 

(2) 其他正在超車或通過其他車輛(包括停靠在路邊的車輛)的腳踏

車或輕型機車的右邊； 

(3) 任何其他擁有三輪或三輪以上車輛(包括加掛附車的機車)的右

邊。 

紐西蘭政府於 2005 年 2 月 27 日開放讓機車騎士使用公車道，但

不包括公車專用道。根據陸上運輸(道路用路人)規則(Land Transport 
(Road User) Rule)定義，公共運輸車道(transit lane) 為保留供以下運具

使用的車道：包括服務乘客的車輛、高乘載(包括駕駛人)車輛、腳踏

車與機車。因此，機車亦可行駛於公共運輸車道上。 

 

3.2.4 澳洲 

澳洲新南威爾斯州亦採階段式分級考照制度，一般駕駛人必須經

過三個階段才得以取得正式駕照，這三個階段包括： 
1. 學習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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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1 臨時駕照。 
3. P2 臨時駕照。 
考照人必須有 36 個月以上的駕駛經驗（25 歲以下者必須有 42

個月的經驗）才能獲得學習駕照，並且通過四個測驗，才能取得正式

駕照。這四個測驗包括： 

1. 以電腦進行的駕駛知識筆試(DKT)，通過後才能取得學習駕駛

執照。 
2. 駕駛能力路考(DART)，通過後才能取得 P1 臨時駕駛執照。 
3. 以電腦進行的危險認知測驗(HPT)，通過後才能取得 P2 臨時駕

駛執照。 
4. 以電腦進行的駕駛資格測驗(DQT)，通過後才能取得正式駕駛

執照。 
其考照流程如圖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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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澳洲新南威爾斯州考照流程 

資料來源：Roads and Traffic Authority (RTA), NSW：

http://www.rta.nsw.gov.au/licensing/downloads/licensinghandbooks_dl1.html 

 
正式機車駕照為 R 級駕照，取得 R 級駕照的條件為： 

(1) 必須年滿 17 歲以上。 

(2) 接受特殊的交通常識考試。 

(3) 接受特殊的機車騎乘考試。 

(4) 完成 RTA 騎士訓練課程。 

(5) 持有學習駕照與臨時駕照的騎士不得騎乘引擎容量超過 260 毫

升(ml, cc)或輸出功率重量比超過 150kw/噸的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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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英國 

一、駕照考驗規定 

英國對於輕型機器腳踏車(mopeds)的定義為：最大設計速率不超

過 50km/h (31mph)，且引擎容量小於 50cc 的機車。初學習騎乘的機

車為 125cc 以下，輸出功率不超過 11kw 的機車。在英國，16 歲可申

請騎乘輕型機車的臨時駕照，滿 17 歲可申請機車的臨時駕照，若持

有汽車執照，則可作為機車的臨時駕照。持臨時駕照者不得騎乘引擎

大小超過 125cc，或輸出功率大於 11kw(14.6bhp)的機車。年滿 21 歲

以上的初學者可在合格的教練指導下，騎乘引擎排氣量較大的機車。

初學者必須在機車上加掛「L」車牌，且後座不得搭載乘客或行駛高

速公路。 
英國駕駛與車輛核發執照的監理機關 (Driver and Vehicle 

Licensing Agency, DVLA)規定，2001 年二月後，取得臨時駕照後，必

須要取得完成基本訓練課程(basic training course, CBT)的證書(DL196)
才能行駛於一般道路上。通常 CBT 的有效期間為 2 年，若 2 年無法

通過考試，則必須要重新完成訓練並取得證書。 
在 2001 年二月之後通過汽車駕駛考照測驗的駕駛人必須要完成

CBT 課程後才得以騎乘輕型機車，除非駕駛人本身已持有正式的機

車或輕型機車駕照。 
駕駛人必須通過筆試與路考測驗才可以取得正式機車駕照。但是

若駕駛人已有正式汽車駕照或正式輕型機車駕照者，則不須另考筆

試。 
機車駕照的種類可分為兩種： 

(1) A1 級駕照(輕型機車) 

A1 級包括排氣量在 125cc 以下，輸出功率小於 11kw(14.6bhp)的
機車。考照者必須以引擎排氣量大小在 75cc 至 125cc 的機車通過路

考測驗。 

(2) A 級駕照 

A 級包括所有的機車，持有正式 A 級駕照者得騎乘 125cc 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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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若考照者年齡在 21 歲以下，在考 A 級駕照時，必須使用引擎

排氣量大小在 120cc 至 125cc，行駛速率可達到 100km/hr 的機車參加

路考測驗。取得正式駕照後，兩年內，限制僅可騎乘輸出功率在 25kw
以下的機車，兩年過後即可騎乘任何排氣量的機車。 

若考照者年齡超過 21 歲，可選擇以一般學習者機車(125cc 以下)
或排氣量較大的機車－至少輸出功率在 35kw(46.6bhp)以上的機車考

試。若駕駛人已取得正式 A 級駕照，且在兩年限制期間結束前已年

滿 21 歲，希望能以輸出功率在 25kw 以上的機車練習道路駕駛者，

必須要在機車上加掛「L」車牌，並由合格的駕訓教練陪同練習。 
另有 P 級駕照，P 級駕照僅能騎乘 50cc 以下，最高速限為 50km/hr

的輕型機車。欲取得正式 P 級駕照者必須通過機車筆試及輕型機車路

考。 
若機車騎士想取得更高級等的駕照，已持有正式 A1 駕照者或正

式 P 級駕照者均可免除筆試考試。另持有正式 A 級駕照者，視同持

有正式的次 A1 級與正式的 P 級駕照；持有正式的次 A1 級者，視同

持有正式的 P 級駕照。 

 

二、交通安全管理規定 

根據英國道路相關法規，機車視同汽車，可乘載後座乘客以及行

駛高速公路，速限為 70mph(112km/h)，但持有 P 級駕照(輕型機車)
不可以上高速公路，其餘不受限制。 

在英國，機車在擁塞或車速緩慢的車流的情況下，在兩或多車道

間移動(filtering)並不違法，在一份 2002 年的研究中顯示，超過 90%
的機車會在車陣中穿梭。但是，當駕駛人所行駛的車道並未擁塞的情

況下，由其他車輛的左側超車(undertaking)，則是違法的。在車陣中

穿梭(filtering)與左側超車(undertaking)的差別相當很難以界定。一般

而言，主要的差別在於駕駛人本身的車速與車流速率的速差，通常當

車流速率在 20mph 或以下，機車穿過車陣的行駛速率與車流速率差

不高於 20mph 時，也就是當穿越車陣的速率應不得高於 40mph。若

是在禁止超車路段(雙白實線或禁止超車標誌)以及行人穿越道處，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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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在車陣中穿梭。 

 

3.2.6 加拿大 

一、安大略省(Ontario) 

在安大略省與渥太華省均採用分級的考照制度，在安大略省，須經過

兩階段的考照過程才可以取得正式駕照。 

1. M1 級駕駛執照 

持有 M1 級駕照的新手在以下的情況下可以練習駕駛： 

(1) 血液酒精濃度水準必須為零(不許飲酒)。 

(2) 僅能於日間(白天)騎車(日出前半小時至日落後半小時之間)。 

(3) 在公路上的行駛速率不得超過 80 km/h，除了在第 11, 17, 61, 69, 
71, 101, 102, 144, 655 公路。 

(4) 不得搭載乘客。 

在通過機車(知識測驗)筆試後，新手即可取得 M1 級駕照與駕駛

人須知，M1 級駕照有效期間為 90 天，在取得 M1 級駕照後 60 天以

上才可以考 M2 級駕照。 

 

2. M2 級駕駛執照 

若機車騎士完成合格的機車安全課程當中包括M1級駕照的路考

測驗，則考照人即可免除參加 M1 級的路考，60 天後就可以晉級到

M2 級駕照。當考照人完成任一等級的安全課程，即可將 M2 級駕照

持照的期間限制由 22 個月降低至 18 個月，由於機車安全課程結業證

書的有效期間為 2 年，所以對於可免除 M1 級路考的規定，僅在安全

課程完成後的前六個月內有效。 
考照人必須通過M1級路考或完成合格的機車安全課程後才能取

得 M2 級駕照，持有 M2 級駕照的期間至少須達 22 個月，若考照人

選擇並完成機車安全課程，則持有 M2 級駕照的期間可縮小 4 個月。

持有 M2 級駕照的騎士擁有較多的行駛權利，例如，可以於夜晚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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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騎乘在任何道路上，但是持有 M2 級駕照者仍有相當多的限

制，例如： 

(1) 酒測必須達到零酒精的標準； 

(2) 持有 M2 駕照的規定期間過後才得以考 M 級路考測驗； 

(3) 必須通過路考後才可以取得 M 級駕照。 

 

二、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British Columbia)  

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British Columbia)省，必須要取得 6 級

或 8 級的駕照才能騎乘機車。若持有其他任何等級的駕照，持照人可

以騎乘慢速的機車(limited speed motorcycles)。所謂慢速機車包括以下

特性： 

1. 符合慢速機車定義的 50cc 輕型機車(若非活塞式引擎，輸出功

率在 1.5kw 以下的機車)； 

2. 變速箱不須換檔或離合器的機車； 

3. 最高速率為 70km/h； 

4. 輪胎直徑至少 254mm(10 吋)以上； 

5. 淨重小於等於 95 公斤。 

大部分在 B.C.銷售的電動機車(motor scooters，如圖 3.9(a) 所示)
即符合50cc以下慢速機車的定義，另輕型機車(mopeds，如圖3.9(b) 所
示)也是常見的慢速機車。想騎乘任何非慢速機車的電動機車者，根

據規定必須要持有 6 級或 8 級的駕照。 
 

          

(a)電動機車(motor scooters)        (b)輕型機車(mopeds) 

圖 3.9 機車分類示意圖 

資料來源：RoadSense for Riders, Insurance Corporation of British Columbia 
(ICBC)，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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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學習騎乘機車，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1. 年滿 16 歲； 

2. 至少有 7 級駕照； 

3. 有至少年滿 18歲持有 6級駕照的教練同乘或騎乘另一部機車

或汽車跟隨在後。 

4. 機車速限與汽車的規定相同。若無以下安全裝備者，不得搭

載乘客： 

(1) 乘客扶手； 

(2) 乘客座； 

(3) 乘客腳踏墊。 

至於如何取得 6 級或 8 級的機車駕照，根據考照人原先是否持有

其他駕照與否，可分為兩類： 

 1.已持有其他駕照者 

若已持有其他駕照，只須花一個月以上的時間即可取得 6 級的機

車駕照，申請的步驟簡述如下： 

(1) 申請學習駕照(6L 駕照)； 

(2) 參加機車知識測驗筆試； 

(3) 經過至少 30 天的學習階段(learner’s stage)，包括接受機車

技術考試； 

(4) 通過 6 級機車路考測驗。 

 2.未曾持有任何其他駕照者 

若未曾持有任何駕照者，必須經過以下階段分級的訓練與考照程

序以取得 6 級的機車駕照： 

(1) 申請學習駕照(8L 駕照)： 

步驟一： 

研讀兩份 ICBC 的駕駛人指導手冊；包括 ICBC 所出版的

RoadSense for Drivers 及 RoadSense for Riders 兩份駕駛人手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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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當準備好之後，可以到駕照核發機構申請學習駕照(7L 級與

8L 級)，若申請人未滿 19 歲，必須由監護家長或法定監護人

陪同並簽署同意書。 

接受兩個交通知識考試(汽車筆試與機車筆試)。通過考試後將

進行視力檢查與詢問申請人的健康情況，以確認申請人適合

駕/騎車。 

步驟三： 

若通過筆試且申請通過，就可以取得學習駕照(7L 級與 8L
級)，接下來則進到下一個學習階段。 

(2) 學習階段(learner’s stage) 

學習駕照有效期間為 2 年，若要換新學習駕照，必須重新接

受筆試測驗。持有學習駕照可以開始練習騎車，但是規定有

以下的限制： 

• 合格的教練－在通過機車騎車技術測驗之前，持有學習駕

照者必須在合格教練的陪同下練車，所謂合格的教練為年

滿 25 歲以上持有 6 級駕照者。 

• 限制速率－在通過機車騎車技術測驗之前，騎車速率不得

超過 60km/h。 

• 不得載人。 

• 限制騎車時段－僅允許在日出與日落間的白天時段練車。 

• L 標誌－在機車上或身上所穿的衣服上必須加掛一紅色的

L (學習者)標誌，以確定從機車後方可以明確辨認。 

• 零酒精標準－不得飲酒後騎車。 

學習階段至少為 12 個月，並無任何期限限制，但學習駕照的

有效期限為 2 年，只要重新接受並通過視力檢查與筆試，即

可換新駕照。 

(3) 機車技術考試 

持有學習駕照 30 天以上就可以考機車騎車技術測驗，只要通

過這項考試，就不須受到教練與速限的限制。持照 12 個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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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資格參加第一個 8 級駕照的路考。 

(4) 通過 8 級路考 

在接受路考前必須練習至少 30 個小時，必須將練習的紀錄記

在駕駛人經驗日誌中。若順利通過路考，就可取得 8 級駕照

並進入下一個新手階段。8 級駕照有效期間為 5 年。 

(5) 新手階段(novice stage) 

新手階段將持續至少 24 個月，24 個月過後，大部分的新手

已具有考 6 級路考的資格，若順利通過路考，將可取得正式

的 6 級機車駕照。 

在新手的階段，對於新手亦有騎車的限制： 

• 加掛 N 標誌－新手階段騎車必須加掛一個綠色的「N」標

誌在機車的背面或騎士的衣服上，以確定後車可以看得見

這個標誌。 

• 不得飲酒騎車。 

除上述兩項限制外，在此階段，所有其他學習駕照期間的限

制均不適用，但是若上述違規者，將遭處罰， 

(6) 通過 6 級路考 

須在機車上加掛「N」標誌至少 18 個月的期間，若無違規事

項者，就可以考 6 級路考，通過路考後，就可以不再受階段

分級考照規定的限制並取得 6 級機車駕照。 

持有 6 級或 8 級的機車駕照者，根據路考所使用的機車的大

小或種類的不同，可能有以下限制： 

• 若路考時用 200cc 或以下的機車應考，駕照上會註明限制

搭載乘客； 

• 若使用電動機車(motor scooter)參加路考，駕照上會限制註

明持照人僅能騎乘電動機車； 

• 若考照時以三輪車或附有側車的機車參加路考，駕照上將

會註明持照人僅能騎乘三輪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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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美國 

一、駕照考驗規定 

美國各州對於機車駕駛人核考駕照的規定不盡相同，但是大部分

的州均有學習駕照制度，然而根據美機車安全基金會(Motorcycle 
Safety Foundation, MSF)統計，僅有 13 個州實施階段分級駕照制度，

4 個州為管理未成年駕駛人(限制 14 至 15 歲機車駕駛人)而實施分等

核發駕照制度。各州雖然有不盡相同的考驗駕照規定，實施階段分級

駕照制度或為管理未成年駕駛人的分等核發駕照制度的主要目的在

減少年輕駕駛人的肇事機率。根據美國國家道路交通安全總署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NHTSA)相關研究報

告指出，未滿 20 歲者以及 20 至 29 歲未依規定持照的機車駕駛人的

肇事機率相當高。為宣導並推動各州實施階段分級駕照制度，MSF
提出階段分級駕照制度的資格標準如下所述。 

 

1.第一階段－學習許可證 

一般申請者符合視力檢查標準並通過機車相關的道路安全法規

的測驗，即可取得學習許可證，申請者持有學習許可證後，在以下限

制規定下即可在道路上練習騎車： 

a. 學習許可證有效期間為 90 天； 

b. 練習騎車時，必須有年齡較長的騎士或駕駛人在旁指導； 

c. 父母必須在場； 

d. 不得搭載乘客； 

e. 強制配戴安全帽與眼部保護； 

f. 零酒精標準(不得飲酒駕車) ； 

g. 穿著顯目、辨識度高的衣物； 

h. 不得上高速公路； 

i. 僅允許於白天練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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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階段－中等、臨時或限制駕駛執照 

一般申請者必須接受機車知識(筆試)與操作測驗(路考)，申請者

最多可考三次，必要時，在接受第二次考試之前，申請者必須要完成

騎士教育課程並取得結業證明，一旦申請者通過筆試與路考後，即可

取得中等駕駛執照。持有中等駕照者，在駕駛方面仍有以下的限制規

定： 

a. 限制駕車時間 

b. 不得搭載乘客； 

c. 強制配戴安全帽與眼部保護； 

d. 未滿 21 歲者須達零酒精標準(不得飲酒駕車)； 

e. 若有飲酒騎車的違規情事，將撤銷駕照； 

f. 未滿 18 歲者，父母必須在場； 

g. 特別的速度或道路別的限制，例如高速公路…； 

h. 違規或發生肇事將遭起訴。 

 

3.第三階段－正式或無限制駕駛執照 

一般申請者通過臨時駕照期間，且符合最低年齡規定，就可以接

受第二級的筆試與路考測驗，若順利通過測驗，即可取得正式無限制

的駕駛執照。若因行政成本限制，以致無法接受第二級的筆試與路考

測驗，管轄的行政部門應要求考照者檢具無違規肇事紀錄證明，以作

為取得正式駕照的依據。 
所以要取得正式駕照，必須符合下列規定： 

a. 順利通過臨時駕照期間； 

b. 符合各州最低年齡規定； 

c. 順利完成進階騎士教育課程； 

d. 通過公路路考測驗。 

 

二、交通安全管理規定 

美國各州均規定，機車騎士與汽車駕駛人行駛在道路上時，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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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權利與義務。機車得使用整個車道，且任何車輛不得剝奪機車

使用整個車道的權益，大部分的州允許兩輛機車可共用同一車道行

駛，部分如維吉尼亞州、南達可塔州等，禁止任何車輛(包括機車)於
同一車道內共用車道。除了加州之外，美國各州均立法禁止「汽、機

車共用車道」(lane splitting)，請參考圖 3.10。在加州，機車可與其他

車輛共用同一車道路權，但是必須在安全、謹慎的前提下。目前華盛

頓州、德州、奧瑞岡州亦在推動立法通過在交通擁塞的情況下，開放

汽、機車共用車道的限制。目前美國各州有關汽、機車共用車道的限

制整理如表 3.6。 

  

圖 3.10 汽、機車共用車道 



 3-32

根據各州的機車手冊以及 MSF 建議，當兩機車共用同一車道

時，建議前後機車應保持 2 秒的安全距離，當跟車時，亦建議保持 2
秒鐘的安全間距。當機車車隊行駛時，建議車隊規模儘量保持在 4 至

5 輛車，行駛時，兩排機車前後交錯行駛於車道中，建議前後機車應

保持 2 秒間距，兩排機車間應有 1 秒鐘的間距，如圖 3.11 所示。 

 

 

圖 3.11 機車跟車間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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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德國 

歐洲規定排氣量 150cc 以上就可以上高速公路。德國的街道與高

速公路並無時速的限制，但對於機車有以下的限制︰ 

1.機車排氣量 50cc 以下不需領牌，但是速限為 50 km/h(德國)及
45 km/h(德國以外國家)。 

2 排氣量 51~125cc 之機車速限為 80 km/h。 

3 排氣量 126cc 以上之機車並無速限。 

3.2.9 其他歐洲國家 

所有歐洲國家均有安全帽的規定，大部分的國家均規定機車無論

在白天或夜晚均必須開車頭燈，其他相關規定請參考表 3.7。在歐洲

大部分的國家，除了奧地利與瑞士必須繳交通行稅才可行駛高速公路

外，其餘的國家均允許機車免費行駛高速公路。 
在法國，當高速公路車發生擁塞時，或當車流量大且車流中的車

速穩定時，機車可在最左側的兩車道間超越其他車輛。 

表 3.7 歐洲國家機車路權及相關規定 

國家 行駛高速公路 速限 車頭燈 安全帽 
容許血液

酒精濃度

奧地利 

必須繳交特殊

的通行稅以取

得許可證，但 

部分路段仍禁

止機車行駛 

120km/h 規定白天及夜晚

均須開頭燈 
規定 0.049% 

比利時 
可行駛 120km/h 規定白天及夜晚

均須開頭燈 
規定 0.05% 

法國 可行駛 130km/h 

110km/h(
雨天) 

125cc 以上機車

規定白天及夜晚

均須開頭燈 

規定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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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歐洲國家機車路權及相關規定(續) 

國家 行駛高速公路 速限 頭燈 安全帽 
容許酒精

濃度 

德國 

可行駛，但 

部分路段禁止

機車行駛 

無限制 規定白天及夜晚

均須開頭燈 
規定 0.05% 

義大利 

可行駛，但 

部分路段禁止

機車行駛 

150km/h 規定白天及夜晚

均須開頭燈 
規定 0.08% 

丹麥 
可行駛 120km/h 規定白天及夜晚

均須開頭燈 
規定 0.08% 

芬蘭 
可行駛 120km/h 規定白天及夜晚

均須開頭燈 
規定 0.05% 

荷蘭 可行駛 120km/h — 規定 0.05% 

挪威 
可行駛 90km/h 規定白天及夜晚

均須開頭燈 
規定 0.02% 

西班牙 — 
120km/h 規定白天及夜晚

均須開頭燈 
規定 0.05% 

瑞士 
必須繳交特殊

的通行稅以取

得許可證 

120km/h 規定白天及夜晚

均須開頭燈 
規定 0.08% 

資料來源：http://blogs.motorbiker.org/blogs.nsf/dx/02132004114207MIKEKE.htm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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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我國與外國機車相關規定之比較 

3.3.1 我國與外國駕照考驗規定比較 

本研究整理比較的結果發現，大部分的國家對於引擎排氣量 50cc
以下的機車(輕型機車)的考照規定與我國的規定非常相似，例如在日

本與英國，考照者只要通過筆試測驗即可騎乘 50cc 以下的機車。此

外，相似於我國道安規則第 61 條有關汽車駕駛人取得高一級車類之

駕駛資格者，准其駕駛較低級車類之車輛之規定，加拿大大不列顛哥

倫比亞省(British Columbia)，亦規定持有其他駕照者得騎乘 50cc 以下

的機車。 
根據本研究整理數個國家機車駕照考驗的規定結果發現，除了英

國與日本之外，大部分的先進國家均實施階段分級駕照考驗制度

(Graduated Licensing System)。階段分級駕照考驗制度的主要精神是

讓初學駕、騎車者能循序漸進地，在駕車技術漸趨成熟後才能取得完

整的駕駛權利，其主要的目的在保護初學者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雖

然英國並非實施階段分級駕照考驗制度，但是英國監理機關(DVLA)
規定考照者必須申請機車的臨時駕照，且在機車上加掛「L」學習車

牌。DVLA 亦規定取得臨時駕照後，必須要取得完成基本訓練課程

(CBT)的證書(DL196)才能行駛於一般道路上，可見先進國家對於機車

核發駕照的規定與條件相當嚴謹。 
大致來說，本研究所探討的國家均將駕照分為 2 至 3 等級，但是

各國對於各等級駕照規定可騎乘的機車引擎大小並未有一致的劃分

標準，例如，新加坡除臨時駕照之外，將駕照分為 3 個等級，2B 級、

2A 級與 2 級，分別核准的引擎大小為 200cc 以下、201cc 至 400cc，
以及 400cc 以上；澳洲與紐西蘭均將駕照分為 2 級，分別以 260cc 與

250cc 為核發駕駛執照車種界定的標準。英國在駕照的分類上，除了

P 級駕照之外，另外規定有 A1 級與 A 級駕照，其劃定的引擎排氣量

標準為 125cc。本研究彙整我國與外國機車駕照考驗規定如表 3.8 所

示。 
大部分實施階段分級駕照考驗制度的國家相當重視機車駕駛人

在駕照考驗的各進階階段是否有違規或發生事故的紀錄，例如紐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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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當(汽、機車)駕駛人在 18 個月之中發生 3 件有案事故者，紐約州

車輛管理局(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 DMV)將要求駕駛人必須重

新考驗駕照。許多國家相當重視考照者在階段分級駕照考驗期間飲酒

駕車的問題。在未取得正式駕照之前，除了對於考照人可騎乘的機車

大小有所規定之外，對於考照人的行駛路權(例如不得上高速公路)、
允許騎車時段(僅得在日出與日落間的白天時段騎車)及後座載人等也

多有限制。 

表 3.8 我國與外國機車駕照考驗規定彙整 

國別 引擎排氣量 駕照種類 階段分級考照制度 

50cc 以下 輕型機車 

51cc 至 250cc 普通重型機車 
否 

我國 

251cc 以上 大型重型機車 是 

50cc 以下 原動機付自轉車

51cc−125cc 
普通自動二輪車

(小型限定) 

126cc−400cc 普通自動二輪車

否 
日本 

401cc 以上 大型自動二輪車 是 

－ 臨時駕照 須掛 L 車牌 

200cc 以下 2B 級 

201cc 至 400cc 2A 級 
新加坡 

401cc 以上 2 級 

是 

第 1 年須掛新手車

牌 

260cc 以下 學習駕照 

260cc 以下 P1 級 澳洲 

不限 P2 級 

是 

250cc 以下 學習駕照 

250cc 以下 限制 紐西蘭 

不限 正式 

是 

持有限制駕照期間

須加掛 L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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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我國與外國機車駕照考驗規定彙整 (續) 

50cc 以下 P 級 

125cc 以下 臨時駕照 

125cc 以下 A1 級 
英國 

126cc 以上 A 級 

是 

－ M1 級 

－ M2 級 
加拿大安大略

省(Ontario) 
－ M 級 

是 

50cc 以下 
任何其他等級

駕照 

－ 學習駕照(8L)

8 級駕照 

加拿大大不列

顛哥倫比亞省

(British 
Columbia) 視應考時所使用的

車輛大小而定 6 級駕照 

是 

－ 學習許可證 

－ 限制駕駛執照美國 

－ 正式駕駛執照

各州規定不同，以

MSF 的計畫為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反觀我國的駕照考驗規定，雖然規定大型重型機車的考驗資格必

須要持有普通重型機車駕照一年以上之規定，但是並未實施學習駕照

制度或騎士必須接受安全教育課程等規定，因此，相對地就駕駛人的

駕駛技術訓練以及安全教育的養成，我國現行的駕照考驗制度有相當

大的改善空間。 

 

3.3.2 我國與外國交通安全管理規定比較 

大多數國家的機車持有率以及機車佔總交通量的比例均遠較我

國為低，因此許多國家的交通法規規定，機車騎士與汽車駕駛人行駛

在道路上時，擁有同樣的權利與義務。除了輕型機車不得使用高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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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或快速道路之外，大部分的國家對於持有正式駕照的機車駕駛人並

未有路權上的限制。目前許多國家意識到小汽車高度成長對於交通與

環境造成相當大的衝擊，反而鼓勵機車的使用。例如紐西蘭政府於

2005 年 2 月 27 日開放讓機車騎士使用公車道，另外美國各州均開放

高速公路上所劃設的高乘載車輛專用道(HOV Lane)供機車騎士使用。 
目前除了美國大多數的州之外，許多國家與美國部分的州並不禁

止機車於交通量大，車流速率低的情況下與其他車輛共用車道(lane 
splitting)，例如英國、日本與美國加州均未禁止當交通擁塞或遇到路

口紅燈時，機車可以以低速穿梭於車陣中行駛，我國對於這種機車騎

士的駕駛行為亦未有任何法令禁止。 
雖然各國針對不同等級的機車駕照或在不同駕照考驗分級階段

中，對於駕駛人可騎乘的機車引擎的大小的規定不同，在訂定相關交

通安全法規時，通常並不針對不同的機車引擎大小予以不同的道路管

理規定，僅單純地就輕型機車與機車(非輕型機車)的行駛路權與安全

管理等訂定規則。總括而言，雖然各國將駕照分為 2 至 3 駕照等級，

對於機車的安全管理規定並不會有分(多元)等級管理的現象。事實

上，對於機車管理的分類越複雜，執法的困難度越高，有效管理的可

行性就越低。 
根據許多相關研究與機車事故資料統計結果顯示，配戴安全帽確

能減少事故過程中對於騎士與乘客的頭部傷害，因此大部分的國家均

有安全帽的規定。此外，許多歐美國家亦有全天開頭燈的規定。本研

究彙整我國與外國機車相關規定如表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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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我國與外國機車相關規定彙整 

國別 酒測標準 安全帽 頭燈 附註 

我國 

吐氣所含酒精濃

度超過 0.25mg/l
或血液中酒精濃

度超過 0.05%以

上 

騎士與乘客

均須配戴安

全帽 

夜間、行經隧

道、調撥車道、

遇濃霧、雨、

雪、天色昏暗或

視線不清時 

 

加拿

大 
零酒精 

騎士與乘客

均須配戴安

全帽 
無強制規定  

日本 

吐氣所含酒精濃

度 0.15mg/l、 

血液中酒精濃度

佔 0.03% 

騎士與乘客

均須配戴安

全帽 無強制規定  

德國 

吐氣所含酒精濃

度 0.25mg/l、血

液中酒精濃度佔

0.05% 

騎士與乘客

均須配戴安

全帽 
全天 

超速或其他交通

違規處罰視當場

狀況而定 

英國 
吐氣所含酒精濃

度 0.40mg/l 

騎士與乘客

均須配戴安

全帽 
全天  

法國 
血液中酒精濃度

佔 0.05% 

騎士與乘客

均須配戴安

全帽 

125cc 以上機車

全天開頭燈 

超 速 超 過 速 限

25km/h 以上，當

場沒收駕照 

美國 

血液中酒精濃度

佔 0.08% (0.08 
g/dL)；部分州實

施零酒精 

騎士與乘客

均須配戴安

全帽 
全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4 小結 
本研究整理我國與其他 7 個國家對於機車駕照考驗標準與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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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等法令規定發現，在機車駕照考驗規定上，許多國家實施階

段分級駕照考驗制度，並且要求考照者必須要接受機車騎士安全教育

訓練課程。各國在駕駛人持有限制駕照階段，對於駕駛人的行駛路權

與行為均有所規範與限制。 
大部分國家對於 50cc 以下的輕型機車的駕駛資格僅有筆試的要

求，一般將駕照分為 2 至 3 個等級，但是各國對於各等級駕照所規定

可騎乘的機車引擎大小並未有一致的劃分標準。 
在交通安全管理規定上，許多國家的交通法規規定，機車騎士與

汽車駕駛人行駛在道路上時，擁有同樣的權利與義務。大致而言，除

了輕型機車不得使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之外，大部分的國家對於持

有正式駕照的機車駕駛人並未給予路權上的限制。 
此外，絕大多數的國家均有騎士與後座乘客配戴安全帽及全天開

頭燈的規定，有關後座載人的相關規定，實施階段分級駕照考驗制度

國家多限制持有學習駕照或限制駕照者載人，盧森堡規定未滿 12 歲

的孩童不得乘坐機車。 
有鑑於許多國家的經驗以及相關研究成果指出駕駛技術不純熟

或經驗不足為機車肇事的影響因素，我國應訂定更嚴格謹慎的機車駕

照考驗制度，雖然對於 250cc 以上機車訂定較嚴格的考照規定，但是

對於 51cc 至 250cc 的機車的考驗標準是否合理，實有待商榷。雖然

我國目前未實施階段分級駕照考驗制度，公路監理機關應可訂定一合

理的觀察期，嚴格監督領照期間未滿觀察期間的駕駛人的違規與肇事

紀錄，以加強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與守法的觀念與習慣。 
另外，參考其他國家對於筆試與路考的合格標準，我國對於筆試

及路考的及格要求似乎偏低。對於 250cc 以下的機車，我國未有強制

的騎士安全教育課程的規定，因此，建議我國應在騎車技術的訓練以

及安全教育的養成上有所提升，以提高所有用路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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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試辦計畫內容 

本章主要在瞭解交通部此次開放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台 68 線與台

72 線二條快速道路之相關試辦計畫內容，探討之內容包括開放前針

對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之行車須知及兩條試辦道路之環境分析等兩

部分。 

4.1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行車須知 

本試辦計畫係自民國 94 年 1 月 1 日起試辦半年，交通部公路總

局在開放前曾公告「『試辦大型重型機車開放行駛部分快速道路』大

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行車須知」，該須知主要在提醒台 68 線及台 72 線

之所有用路人彼此尊重、互相適應，並注意自身及其他用路人之安

全，須知中提醒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在行駛過程應加強注意之事項共

計包括下列七項： 

一、 禁止同車道超車：機車之車體雖小於汽車，惟其於高速行駛狀

態下如於同一車道超越前行之汽車，將極易因間距不足造成危

險；另前行車縱同屬機車，惟觀察機車轉彎時行駛特性，入彎

時係由彎道之外側偏向車道內側行進，出彎時則由車道內側偏

向車道外側行進，其行駛路徑將隨路型之變化而變換車體於車

道中之位置，此種特性於高速行駛時尤為明顯，故如於同一車

道超越前車同樣極易發生危險。 

二、 禁止任意變換車道：機器腳踏車之機動力較強，具有靈活之行

駛特性及優點，惟駕駛人於行駛中如變換車道頻繁，實為發生

危險之重要因子，且對於其他用路人亦將產生困擾與危險，為

維護您自身安全及尊重其他用路人之權利，請勿於車道間任意

穿梭。 

三、 全天開頭燈：依據國內、外各項研究資料顯示，開亮頭燈有助

於其他用路人有效發現您的存在，因本次快速道路試辦開放大

型重型機車行駛為國內首創，為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請您全

天開亮頭燈。 

四、 禁止載客：機器腳踏車之穩定性、安全防護裝置等，皆不如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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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其碰撞後所可能發生之危險亦遠高於汽車，於高速行駛狀

態下此種危險亦急遽升高，為維護您與附載乘客之安全，請於

附載乘客時儘量避免行經速限較高之快速道路。 

五、 請依速限行駛：大型重型機車可達之最高車速，雖可與汽車相

比擬，惟其安全性及對駕駛人之保護顯不如汽車，如發生碰撞

等意外事件可能發生之傷亡或損害亦將大幅提高，大型重型機

車駕駛人尤須特別提高注意確依速限行駛，以確保行車安全。 

六、 保持安全距離：車輛高速行駛時所需之安全距離相對增加，大

型重型機車之安全性及對駕駛人之保護均不如汽車，如未保持

適當安全距離極易因碰撞本身或碰撞後滑倒等情形產生嚴重之

後果，故請確實維持行車安全距離，以維護行車之安全。 

七、 禁行路肩：因道路路肩兼具提供故障車輛停車待援、交通阻塞

路段消防車、警備車、救護車等車輛緊急通行之功能，故駕駛

人不得任意利用路肩行駛；另本次試辦道路因路幅限制，部分

路段路肩寬窄不一，如駕駛人違規行駛路肩亦極易發生危險。 

該須知除對駕駛人使用快速道路進行規範外，對於車輛之安全檢

查及駕駛人之衣著亦提出下列建議： 

一、 定期檢查胎紋深度：高速行駛狀態下輪胎表面溫度將急遽升

高，因胎紋深度不足所產生之爆胎等危險情形之可能性亦隨之

提昇，故應於行車前加強注意維持適當胎紋深度。 

二、 注意後視鏡盲點：因駕駛人所在位置與後視鏡之反射角，對於

鄰近駕駛人之左後方及右後方將形成視覺死角，而於高速行駛

狀態下應變時間將更為短促，另因高速行駛環境背景音量之升

高致使駕駛人不易經由聽覺等其他方式發現來車，故應更為提

高警覺以免發生危險。 

三、 行車前安全檢查：開車前請對您的愛車實施例行性安全檢查。

車輛於道路行駛中，若發生任何的故障，除造成行駛之危險並

增加駕駛人無謂之困擾，而這些麻煩，大都可以在上路前就被

事先發現並加以排除。 

四、 駕駛人應戴全罩式或半罩式安全帽，配戴前無遮罩之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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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配戴護目鏡且衣著應能完全遮蓋手、腿等部位，儘量著

具保護能力之夾克、褲子：大型重型機車之駕駛人仍無法避免

機車騎士易於不慎滑倒擦傷之先天缺陷，故高速行駛下更為完

整之防護裝備實為維護自身安全之不二法門，為維護您自身的

安全請務必佩戴全罩式或具護眼裝置之安全帽及全身穿著防護

衣。 

由前述駕駛人行車須知可發現交通部公路總局對於大型重型機

車騎士使用快速道路之規範，除禁行路肩及依速限行駛之一般性規定

外，特別針對大型重型機車之使用特性，提醒駕駛人在行駛過程中禁

止同車道超車、禁止任意變換車道及禁止載客，同時特別呼籲駕駛人

應該全天候開頭燈及保持安全距離，以提升行車安全。須知中之各項

規範係從行車安全角度加以考量，因此後續將可做為本研究禁行相關

評估作業之參考。 

4.2 試辦道路環境分析 

台 68線與台 72線二條快速道路為本次開放行駛大型重型機車之

試辦路線，為使本研究後續各項交通調查計畫之研擬與交通工程改善

方案之檢討能更臻完善，本研究透過實地踏勘與相關基本資料之蒐

集，分別禁行此兩條道路之環境分析如下： 

一、台 68 線(南寮-竹東線)： 

(一)計畫功能[公路總局]： 
1.突破公路運輸系統傳統結構，連絡縱向幹線公路（西濱快速公

路、台15線、台1線、中山高速公路、北二高等），構成西部

走廊快速公路網，增進新竹生活圈整體運輸效率。 
2.匯集各城市通過性交通，避免利用一般區域性道路，紓緩都市

地區交通成長之壓力。 
3.活化新興工業區、遊憩及新市鎮等聯外交通動脈，減緩人口向

都會區集中之壓力，促進區域均衡發展。 
4.增進西部走廊無高速公路直接服務地區使用高速公路之便利

性，擴大高速公路服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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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配合高速公路中央管制系統，有效紓解其肇事或擁擠路段之車

流，縮短交通阻塞時間。 
6.健全濱海與內陸間快速運輸系統，加速偏遠地區發展，增強國

防軍事運動能力。 
7.南寮-竹東線目的在於，紓解頭前溪南岸新竹、竹東間光復路-
縣122號公路沈重交通，連結西濱、新竹市主要道路、台1線、

中山高速公路、第二高速公路及台15線。 
(二)路型斷面： 

台 68 線以具備四線快車道及足夠安全停車寬度之路肩為原

則，並配合中央分隔及其他安全措施。依據本計畫實地踏勘丈量

結果顯示，台 68 線路肩寬度為 3 公尺，每車道寬度為 3.65 公尺，

其路型斷面可示意如圖 4.1 所示。 

路
肩

汽
車
道

汽
車
道

分
隔
島

汽
車
道

汽
車
道

路
肩

3 3.65 3.65 3.65 3.65 3 單位：公尺

 

圖 4.1 台 68 線路型斷面示意圖 

(三)路線佈設[公路總局]： 
台68線之路線起點為新竹南寮，與西濱快速公路以匝道相

連，路線大致沿頭前溪南岸佈設，並與堤防並構，途經新竹市、

竹東鎮，於二重埔附近（距離竹東鎮約5公里）分兩支，主線繼

續東南行，與目前正施工中之竹東1－2號道路（外環道路）連接，

長約20公里，紓解已擁擠之122縣道車流，以因應竹東地區未來

發展及交通之需要。支線則轉彎東行，並新建橋樑跨越頭前溪，

銜接擴建之120縣道（北二高竹林交流道之聯絡道），長約2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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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線設置五處一般性交流道：起點交流道（西濱快速公路）、公

道三交流道（公道三）、頭前溪橋交流道（台一線）、經國大橋

交流道（117縣道）、新中正大橋交流道。 

 

圖 4.2 台 68 線示意圖 

1. 南寮交流道：圖4.2為南寮交流道的示意圖，目前該交流道的

上匝道僅一處，位於台15線由南往北方向，對向車流(北往南)
需於東大路口迴轉後方能上匝道，對於未來開放大型重型機

車行駛快速道路後，大型重型機車上下交流道的困難度較

小。但由於該交流道周邊腹地與路肩寬度小，若要進行交通

特性調查難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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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台 68 線-南寮交流道示意圖 

圖 4.4 台 68 線-南寮交流道現況 

2.新竹一(武陵路)交流道：新竹一交流道位於新竹市北，其上下

匝道均需透過高架路段聯絡，車流型態較為單純僅有汽車使

用；然由武陵路上匝道往南寮方向車輛，必須進行左轉，且該

路口並無空間劃設機車待轉區，開放大型重型機車後，該交流

道之交通工程設計必須考慮大型重型機車左轉上匝道需求而

加以調整。由於武陵路高架段末端尚未施工完成，故該端點以

移動式紐澤西護欄圍起，未來若需針對該路口進行定點交通特

性調查，其調查人員與設備擺放空間較為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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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台 68 線-新竹一交流道示意圖 

圖 4.6 台 68 線-新竹一交流道現況 

3.新竹二(台1線)交流道：新竹二交流道乃是台68線所有交流道

中，交通量最大、車流動線最為複雜者，由於台1線為3車道的

設計，路幅較寬，且台1線往南車流要上台68線往竹東方向與

台1線往北車流要上台68線往南寮方向均需左轉，開放大型重

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後，鑑於台1線車道為3車道以上且交通量

大，故未來需考量是否需增設機車待轉區並規定大型重型機車

於該路口需兩段式左轉。另外台1線交流道範圍廣大，若要進

行定點式交通特性調查，其困難度較其他交流道為高，所需人

力也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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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台 68 線-新竹二交流道示意圖 

圖 4.8 台 68 線-新竹二交流道現況 

4.新竹科園交流道：新竹科園交流道鄰近竹北與縣117線相交，

縣117線為雙向六車道佈設方式，由於其需左轉上匝道部分乃

是以槽化方式引導車流前進，故未來開放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台

68線後，大型重型機車可利用槽化左轉上匝道，對於左轉待轉

區之需求較小。另該交流道範圍廣闊，若需進行定點式交通特

性調查，其需人員較多且困難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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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台 68 線-新竹科園交流道示意圖 

 

圖 4.10 台 68 線-新竹科園交流道現況 

5.芎林交流道：芎林交流道鄰近國道3號竹林交流道，與縣115線
相交，為前往竹東與新竹地區的重要交通孔道，車道佈設方式

為雙向4車道，而其交流道匝道佈設方式與經國橋交流道類

似，於路口設有左轉槽化設施，引導車流進入上匝道，開放大

型重型機車行駛台68線後，便不需再行設置機車待轉區；該交

流道附近空地寬闊，可供進行安置調查人員、設備的地點較

多，適合進行定點式的交通特性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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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台 68 線-芎林橋交流道示意圖 

 

圖 4.12 台 68 線-芎林交流道現況 

6.竹東交流道：該交流道為快速道路之終點，與台3線形成T字形

三叉路口，台3線是前往關西、北埔地區的重要聯絡道路，為

雙向2車道之佈設方式；因交流道緊鄰竹東大橋，周邊腹地狹

窄，並無適當地點可供設置機車待轉區，故未來台3線往東的

大型重型機車，若要左轉上快速道路，需與汽車一同使用左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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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車道。 

 

圖 4.13 台 68 線-竹東交流道示意圖 

圖 4.14 台 68 線-竹東交流道現況 

茲將各交流道週邊道路的基本資料彙整於表4.1，另於表4.1
內也將各交流道進行調查的難易度彙整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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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台68線各交流道週邊道路基本資料 
交流道 
名稱 

道路寬 
（公尺） 

車道寬 
(公尺) 

車道數 路肩寬度

(公尺) 
機車待轉區

設置難度 
定點式交通特

性調查難度 

南寮交流道 
（台15） 

25 3.7 2 3.2 不需設置 高 

新竹一交流道 
（武陵路） 

- 3.5 2 1.5 高 低 

新竹二交流道 
（台1線） 

24.3 3.5 3 0.4 高 高 

新竹科園交流道 
（縣117） 

30.6 3.4 3 2.6 不需設置 高 

芎林交流道 
（縣115） 

26.3 3.5 2 3 不需設置 中 

竹東交流道 
（台3） 

16 3.4 2 0.6 高 低 

 

二、台 72 線(汶水線) 

(一)計畫功能 
1.銜接西濱快速公路、中山高速公路、第二高速公路及內陸公路

「台3」省道，形成苗栗縣濱海地區與山地間完整之快速公路

系統。 
2.提供竹南頭份生活圈、苗栗地方生活圈便捷之公路運輸，增加

生活圈可及性與促進區內各鄉鎮均衡發展。 
3.促進苗栗縣境內產業、觀光發展，減輕「台6」省道、「124」
縣道、「126」縣道、「128」縣道等東西向道路之交通負荷。 

(二)路型斷面 

依據由交通部公路總局所蒐集到的資料顯示，台 72 線以具

備四線快車道及足夠安全停車寬度之路肩為原則，並配合中央分

隔及其他安全措施。 
1.主線 
．路堤段：每車道寬 3.5～3.75 公尺，兩側路肩各 3 公尺，中

央分隔帶寬 2.8 公尺，兩側側車道各 8.1～8.6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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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路權寬約 40 公尺。 
．高架段：每車道寬 3.5 公尺，兩側路肩各 2.5 公尺，中央分

隔帶寬 2.6 公尺，橋面總寬 22.6 公尺，樑底淨高

至少 4.6 公尺。 
2.交流道匝道：單向車道寬 4.5 公尺，路肩寬 1.2 公尺，右側 1.8
公尺。 

3.與堤防共構路路段：每車道寬 3.5～3.75 公尺，兩側路肩各 3
公尺，中央分隔帶寬 2.8 公尺。靠堤防之路肩兼作防汛道路，

該路肩距堤防法線最大距離約 10 公尺。 
4.隧道：採雙孔設計，每以單向雙車道配置，雙車道寬 8.0～8.5
公尺，並設維修步道及避車道，每長 800 公尺設 20 公尺長避

車道一處。 

路
肩

汽
車
道

汽
車
道

分
隔
島

汽
車
道

汽
車
道

路
肩

2.5 3.5 3.5 3.5 3.5 單位：公尺

22.6

2.6 2.5

 

圖 4.15 台 72 線車道佈設示意圖（高架段） 

(三)路線佈設 

台 72 線西起苗栗縣後龍鎮水尾附近西濱快速公路之後龍交

流道，向東南延伸經後龍鎮、苗栗市、頭屋鄉、公館鄉、銅鑼鄉、

至獅潭鄉汶水附近與「台 3」省道相連，全長約 30.84 公里。其

中路基路面段長約 19.18 公里（佔全線之 62.2％）；橋樑總長約

10.91 公里（佔全線之 35.4％），隧道兩座總長約 0.75 公里（佔

全線之 2.4％）；擬設交流道六處，其路線示意圖如圖 4.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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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台 72 線示意圖 

1.後龍交流道：此處為台72線的起點，與台1線相交形成T字形三

叉路口，台1線為西部地區重要的南北向道路，銜接許多重要

的都市城鎮，該路段是後龍地區通往造橋與西湖的重要道路。

後龍交流道附近，腹地及視野廣闊，適合做為定點式交通特性

調查之地點，但由於台1線往南車流駛入台72線上匝道必須左

轉，故未來需針對此路口是否設置機車待轉區進行評估。 

 

圖 4.17 台 72 線-後龍交流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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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台 72 線-後龍交流道現況 

2.造橋交流道：造橋交流道為前往苗栗市區的重要交通點，根據

實地踏勘發現，該道路之交通量大，且車流動線較為複雜，加

以交流道周邊並無適當地點可供設置機車待轉區，未來大型重

型機車左轉上匝道問題將較為嚴重。而此交流道規模較小，若

需進行路口交通特性調查，其人力需求與調查難度較低。 

 

圖 4.19 台 72 線-造橋交流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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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台 72 線-造橋交流道現況 

3.頭屋一交流道：此交流道為聯絡苗栗市區與頭屋地區之間的重

要樞紐，其與台13線相交，根據實地踏勘結果發現，台13線該

路段之交通量為中等，但車輛行進速度快，且大型車輛比例

高，故該交流道對於大型重型機車之交通工程設計必須更加嚴

謹，以保障機車騎士交通安全。而經由踏勘發現，該交流道路

口並無可供設置機車待轉區之地點，未來需針對此交流道大型

重型機車左轉上匝道課題特別加以研究。 

 

圖 4.21 台 72 線-頭屋一交流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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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台 72 線-頭屋一交流道現況 

4.頭屋二交流道：頭屋二交流道與台6線相交，並與國道1號苗栗

交流道比鄰，周邊交通量大且車流動線複雜，大型重型機車若

與汽車同時進行左轉，容易產生動線衝突，而交流道周邊也沒

有適當地點可供設置機車待轉區，故此交流道於開放大型重型

機車行駛快速道路後，勢必需進行交通工程設施的調整。 

 

 

圖 4.23 台 72 線-頭屋二交流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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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台 72 線-頭屋二交流道現況 

5.公館交流道：公館交流道與台6線相交，由於該交流道地點鄰

近國道1號苗栗交流道，故周邊交通量相較其他交流道較高，

周邊商業行為較其他交流道為多且繁榮。 

 

圖 4.25 台 72 線-公館交流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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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台 72 線-公館交流道現況 

6.銅鑼交流道：銅鑼交流道與縣128線相交，由於該交流道地點

較為偏遠，故周邊交通量相較其他交流道較低，不過與台72線
多數交流道具有相同的問題點，即交流道周邊缺乏設置機車待

轉區的空間。 

 

圖 4.27 台 72 線-銅鑼交流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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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 台 72 線-銅鑼交流道現況 

7.獅潭(汶水)交流道：獅潭交流道與台3線相交為台72線的終點，

其路口為三叉之T字路口；該交流道鄰近大湖、獅潭與泰安溫

泉等觀光地區，假日時遊客量大，台72線開通後更添到此地區

從事休閒活動的民眾之交通便利性；根據本計畫實地踏勘，此

交流道周邊的台3線為雙車道之佈設方式，故大型重型機車可

在於台三線直接左轉上匝道，進入台72線。 
 

 

圖 4.29 台 72 線-獅潭交流道示意圖 

本計畫茲將台72線沿線各交流道週邊道路的基本資料彙整

於表4.2，另於表4.2內也將各交流道進行交通特性調查與設置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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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待轉區的難易度彙整於內。 
表4.2 台72線各交流道週邊道路基本資料 

交流道 
名稱 

道路寬

（公尺）

車道寬 
(公尺) 

車道數 路肩寬度

(公尺) 
機車待轉區

設置難度 
定點式交通特

性調查難度 

後龍交流道 
（台1線） 

- 3.5 2 - 中 低 

造橋交流道 
（台13甲） 

18 3.4 2 0.8 高 中 

頭屋一交流道 
（台13） 

15.8 3.5 2 0.8 高 中 

頭屋二交流道 18.5 3.7 2 1.7 高 中 

公館交流道 - - - - - - 

銅鑼交流道 - - 2 - 高 低 

獅潭交流道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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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快速道路路段之交通特性分析與評估 
本章主要在探討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台 68線與台 72線兩條快速道

路之相關交通特性分析，冀望透過實際之調查與觀測，了解大型重型

機車騎士在快速道路上之駕駛行為，並依據當初在交通部公路總局所

公告『試辦大型重型機車開放行駛部分快速道路』大型重型機車駕駛

人行車須知」之各項規範進行綜合評估作業。後續茲就試辦期間之交

通量分析、本研究所進行之資料調查、交通特性分析及綜合評估結果

分述如後。 

5.1 交通量分析 

公路總局在本計畫執行期間曾針對台 68線及台 72線兩條快速道

路進行交通量調查，該調查區分為平常日(星期五)與假日，調查時間

則為 16 小時，車種共計分成小型車、大客車、大貨車、聯結車與機

車等五類，調查日期為 4 月 1(五)、2(六)、3(日)、15(五)、16(六)、17(日)
號。本計畫依據研究需要將其彙整車種為小型車、大型車與大型重型

機車三類，茲將該調查資料彙整如表 5.1 及表 5.2 所示。 

表 5.1 台 68 線公路總局交通量調查資料 

大型車 小型車 大型重型機車 
調查站 方向 調查日 

數量(輛) 百分比(%) 數量(輛) 百分比(%) 數量(輛) 百分比(%)

平常日 778 5.65 12,968 94.14 29 0.21 
往東 

假日 504 3.63 13,314 95.87 69 0.50 

平常日 874 4.36 19,115 95.40 48 0.24 
武陵路 

往西 
假日 566 2.97 18,435 96.67 69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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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台 72 線公路總局交通量調查資料 

大型車 小型車 大型重型機車 
調查站 方向 調查日

數量(輛) 百分比(%) 數量(輛) 百分比(%) 數量(輛) 百分比(%)

平常日 716 15.27 3,944 84.09 30 0.64 
往東 

假日 466 10.35 4,008 89.07 26 0.58 

平常日 582 11.38 4,523 88.40 11 0.22 
後龍段 

往西 
假日 372 6.62 5,225 93.02 20 0.36 

平常日 1,046 9.92 9,478 89.85 25 0.24 
往東 

假日 748 7.25 9,548 92.49 27 0.26 

平常日 1,120 11.07 8,992 88.84 10 0.09 
頭屋段 

往西 
假日 676 8.38 7,368 91.37 20 0.25 

平常日 779 7.20 9,986 92.36 47 0.44 
往東 

假日 760 7.16 9,799 92.37 49 0.46 

平常日 778 7.17 10,856 92.41 46 0.42 
龜山段 

往西 
假日 763 7.22 9,757 92.38 42 0.40 

平常日 691 7.09 9,013 92.46 44 0.45 
往東 

假日 388 4.90 7,471 94.49 48 0.61 

平常日 683 7.05 8,964 92.48 46 0.47 
中平段 

往西 
假日 385 4.85 7,505 94.60 43 0.54 

平常日 564 6.20 8,481 93.30 45 0.50 
往東 

假日 361 4.80 7,113 94.60 45 0.60 

平常日 573 6.38 8,363 93.14 43 0.48 
汶山段 

往西 
假日 344 3.50 9,454 96.08 41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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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1 與表 5.2 之調查資料可發現若以車種別來看，不論是台

68 線或是台 72 線均是以小型車所佔比例最高，大都在 90%以上，其

次為大型車，而大型重型機車所佔比例最低，都在 1%以下，顯示大

型重型機車使用快速道路之數量很少。 

若由調查日觀察，則假日之大型車車輛數明顯低於平常日，而大

型重型機車之數量可發現，由於大型重型機車以休閒為主之使用目

的，因此部分調查點在假日之車流量略高於平常日。 

5.2 資料調查 

本研究進行快速道路路段交通分析之目的，係冀望透過資料之蒐

集與觀測分析，了解大型重型機車在快速道路行駛之交通行為，如速

率、間距、車道行駛位置等項目。一般進行交通特性分析之方法可區

分為現場調查、流動車輛法及攝影調查法等類型，其中現場調查法係

採人工於調查現場進行登錄方式進行，一般較適合簡單數量之計數，

如流量調查，對於本研究在交通特性分析中，欲蒐集得到之速度、間

距則較不適用；流動車輛法則常應用路段行駛速率之調查，由於大型

重型機車之出現屬隨機性，不易有效掌握樣本出現時間，因此亦不適

用於本次之調查。而錄影調查法則是透過資料之拍攝，紀錄下各種車

輛通過特定調查點之駕駛過程，後續再進行資料之登錄及分析作業，

將可確保調查資料之有效性，以免因國內缺乏大型重型機車調查與分

析經驗，而浪費調查資源。 

在攝影調查法中，除拍攝角度之選取將影響資料分析精度外，參

考線之設定亦為另一關鍵因素，由於台 68 線與台 72 線兩條快速道路

具有專用路權，且路肩寬度有限，在考量調查員安全限制下，並無法

實際在路面上劃設參考線，因此僅能採用影片參考線標記方式，進行

資料之登錄與分析作業。本研究為確保分析資料之正確性，另亦將選

擇適當地點進行測速槍之調查，透過測速槍所得之資料與攝影調查所

得速率資料進行相互比對，了解參考線繪製之正確性。 

在調查時間之選擇上，由於本試辦計畫為國內第一次試辦，對於

大型重型機車騎士之使用特性，僅能透過交通部統計處之調查，發現

大型重型機車之使用型態以休閒及旅遊為主，至於其使用之尖峰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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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法掌握，因此本研究之調查之時間均為假日，且調查時段均安排

在六個小時以上，期透過長時間之資料調查，蒐集較多大型重型機車

樣本。 

而在調查地點之選擇方面，由於攝影調查之拍攝位置需有一定高

度，以便能完整拍攝道路車流狀況，然從前述針對台 68 及台 72 兩條

快速道路所進行之特性分析中，可發現沿線適合進行錄影調查之地點

並不多，而在考量調查員安全性前提下，其調查點之選擇將更形有

限。在綜合考量多項因素後，本研究所進行之調查地點與時段可彙整

如表 5.3 所示，其中 4 月 10 日之調查，由於在調查時段內三個調查

點所蒐集之大型重型機車數量總計只有 21 輛，無法進行相關統計分

析，因此將該資料彙整至個別調查點中，而不進行開放時間前後三個

月之交通特性比較。各調查地點在快速道路路段之位置可示意如圖

5.1、5.2，茲就各調查點之地理特性及其所能觀察之資料特性分述如

後。 

表 5.3 快速道路路段調查地點與時段 

日期 時段 拍攝地點 拍攝角度 

1 月 1 日 08:00~14:00 台 68 線武陵路匝道路側 側拍 

1 月 1 日 08:00~18:00 台 68 線 20Km 路側水泥廠 側拍 

1 月 22 日 08:00~14:00 台 68 線武陵路匝道路側 側拍 

1 月 22 日 08:00~14:00 台 72 線玉清橋上方 側拍 

3 月 5 日 08:00~14:00 台 68 線 17Km 跨越橋上方 正拍 

4 月 10 日 08:00~14:00 台 68 線 20Km 路側水泥廠 側拍 

4 月 10 日 08:00~14:00 台 68 線武陵路匝道路側 側拍 

4 月 10 日 08:00~14:00 台 72 線玉清橋上方 側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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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台 68 線調查地點示意圖 

 
圖 5.2 台 72 線調查地點示意圖 

1. 台 68 線武陵路匝道：武陵路交流道有部分引道橫跨台 68 線

上方，將可提供足夠之制高點進行攝影調查(如圖 5.3 所示)。
該路段為一直線路段，可了解大型重型機車在直線路段之相

關駕駛行為，另由於武陵路為新竹市區連接台 68 線的重要道

路之一，且為距離南寮端最近之一處交流道，故從南寮端進

水泥廠

武陵路 

17K 跨越橋

玉清橋



 5-6

入台 68 線車輛，勢將通過本調查點，將有助於樣本數量之蒐

集；但此調查點受限於拍攝角度問題，故目前以判讀往竹東

方向車流為主。 

 
圖 5.3 台 68 線武陵路匝道調查點 

2. 台 68 線 17km 跨越橋：本調查地點為此次兩條試辦快速道路

中唯一可正面拍攝之地點(如圖 5.4 所示)，故在攝影調查外，

亦將同時進行雷射測速槍之調查，以驗證本研究採用錄影調

查法時所繪製參考線之正確性。同時，透過正面之拍攝方式，

亦可觀察大型重型機車騎士是否依行車須知中所建議在快速

道路行駛過程中開啟頭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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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台 68 線 17Km 跨越橋調查點 

3. 台 68 線 20Km 路側水泥廠：台 68 線往東經過竹東交流道後，

即分為台 68 線主線及台 68 甲線支線兩路段，本調查地點即

位於分支點以東，可同時觀察此二道路之交通特性；另由於

該拍攝點恰位於一S型彎道之起點右側其速限為40公里/小時

(如圖 5.5 所示)，將可進行各車種的轉彎行為分析，以瞭解大

型重型機車在彎道之駕駛行為。 

 

 

 

 

 

 

 

 

 

 

圖 5.5 台 68 線 20Km 路側水泥廠調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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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 72 線玉清橋：台 72 線沿線可供攝影調查之地點較少，部

分地點(國道三號跨越台 72 線路段)礙於安全因素無法列入考

量，部分調查點(高鐵跨越台 72 線路段)則因為調查人員與攝

影器材進出問題，而無法進行調查。經實際踏勘後僅有苗栗

縣玉清橋(如圖 5.6 所示)可做為調查地點，該路段為一直線路

段，將可觀測行駛於台 72 線直線路段上大型重型機車之駕駛

行為。 

 
圖 5.6 台 72 線玉清橋調查點 

本研究快速道路路段方面，於前述四處調查點共計完成 52 小時

之直線路段調查，其中側拍資料 46 小時、正拍資料 6 小時。而彎道

路段之調查時間則總計 16 小時。 

5.3 交通特性分析 

本研究在各調查地點利用數位攝影機完成相關攝影調查作業

後，即將該資料利用 Power Director 影像編輯軟體以每秒 30 張影片之

慢速撥放方式，於電腦上進行資料觀察，亦即可達到三十分之一秒之

觀測精度。資料觀察員在進行觀測時即在電腦螢幕上依據每組車道線

為 10 公尺之特性，選取一組車道線之起點與終點，分別繪製一條垂

直車輛行進方向之參考線(如圖 5.7 所示)，則觀察員僅需觀察並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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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部車通過參考線的時間，即可由此推估該車輛之平均速率；另透過

相鄰兩部車通過參考線之時間差，即可推估後車之跟車間距；另為了

解大型重型機車在車道中之橫向分布位置，本研究在資料觀察及登錄

過程，亦將每一車道區分為六等份(如圖 5.7 所示)，並依序由內車道

往外車道進行編碼。此外，在登錄過程中若能清楚判斷大型重型機車

開頭燈及載人影像時，則亦同時加以記錄，觀察員利用 Excel 軟體之

資料登錄畫面如圖 5.8 所示。 

 

 

 

 

 

 

 

 

 

圖 5.7 參考線畫設示意圖 

 

 

 

 

 

 

 

 

 

 

圖 5.8 資料登錄畫面 

第一參考線

第二參考線
123456

十公尺

789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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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彎道路段之資料分析方面，除前述之資料觀察及登錄方式外，

為了解車輛通過彎道之轉彎行為，本研究採用車輛追蹤方式，分別於

彎道前、彎道中與彎道後分別畫設一組間隔 10 公尺之參考線(如圖 5.9
所示)，以分析各車種於進入彎道前、中、後之交通特性。 

10公尺

10公尺

10公尺

 
圖 5.9 彎道路段參考線繪製示意圖 

針對本快速道路路段所完成之調查資料，本研究將其依據調查目

的及調查路段區分為參考線之正確性檢核、直線路段交通特性分析及

彎道路段交通特性分析等三部分，分別說明如下：  

一、 參考線之正確性檢核： 

為確認資料觀察及登錄過程中，利用車道線做為參考線繪製

基礎之正確性，本研究在台 68 線 17Km 附近跨越橋調查點，同

時進行錄影調查及雷射測速槍之車輛行駛速率調查，其中雷射測

速槍總計蒐集 51 筆資料樣本(如表 5.4)，其中包括 24 筆大型重

型機車樣本、2 筆大型車樣本及 25 筆小型車樣本。經採用錄影

觀察法推估所得之速率資料，亦同時彙整如表 5.4 所示。今若假

設雷射測速槍所測得之速率為車輛之實際速率，則本研究所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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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速率之最大誤差為 11.11%，平均誤差為 4.43%。另若利用成

對樣本 t檢定之統計方法檢定本研究推估速率值與實際速率值是

否存在差異，經以 SPSS 統計軟體分析所得之 p 值為 0.604，在

0.05 之顯著水準下差異並不顯著，顯示本研究之參考線繪製方式

將可推估得到正確之車輛行駛速率。 

表 5.4 參考線正確性檢核資料彙總表 

車種 
本研究 
推估速率 

(公里/小時)

測速槍 
實測速率 

(公里/小時)

誤差 
百分比

(%) 
車種 

本研究 
推估速率 

(公里/小時)

測速槍 
實測速率 

(公里/小時) 

誤差 
百分比

(%) 
機車 77.14 76 1.50% 大型車 63.53 62 2.47%
機車 98.18 95 3.35% 小貨車 77.14 76 1.50%
機車 83.08 90 -7.69% 小貨車 72.00 66 9.09%
機車 90.00 91 -1.10% 小客車 83.08 80 3.85%
機車 72.00 77 -6.49% 小客車 60.00 65 -7.69%
機車 90.00 87 3.45% 小客車 77.14 77 0.19%
機車 77.14 75 2.86% 大型車 67.50 66 2.27%
機車 72.00 70 2.86% 小貨車 108.00 103 4.85%
機車 72.00 69 4.35% 小客車 98.18 92 6.72%
機車 83.07 85 -2.26% 小客車 77.14 85 -9.24%
機車 72.00 75 -4.00% 小客車 90.00 88 2.27%
機車 77.14 78 -1.10% 小客車 77.14 72 7.14%
機車 83.08 86 -3.40% 小客車 90.00 87 3.45%
機車 90.00 95 -5.26% 小客車 108.00 96 12.50%
機車 60.00 56 7.14% 小客車 77.14 78 -1.10%
機車 98.18 98 0.19% 小客車 83.08 84 -1.10%
機車 108.00 107 0.93% 小客車 90 88 2.27%
機車 72.00 79 -8.86% 小貨車 77.14 73 5.68%
機車 67.50 74 -8.78% 小客車 72 75 -4.00%
機車 83.08 82 1.31% 小客車 77.14 77 0.19%
機車 90.00 89 1.12% 小客車 77.14 80 -3.57%
機車 72.00 80 -10.00% 小客車 77.14 84 -8.16%
機車 77.14 75 2.86% 小客車 90.00 91 -1.10%
機車 72.00 81 -11.11% 小貨車 67.50 62 8.87%
小客車 72.00 76 -5.26% 小客車 98.18 94 4.45%
小客車 83.08 79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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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直線路段交通特性分析： 

本研究之資料調查地點中，屬直線路段者計包括台 68 線武

陵路匝道、台 68 線 17Km 跨越橋及台 72 線玉清橋等三處，在直

線路段之資料分析項目中包括行駛速率、跟車間距、車輛行駛之

車道橫向位置及其他駕駛行為等四項，後續茲就各分析項目之調

查結果分別說明之。 

(一) 行駛速率：在行駛速率之資料分析方面，本研究將車種區分

為大型重型機車、小型車及大型車等三類，分別進行速率平

均數、速率標準差及不同速度情境超速比例之統計，茲分別

就三處調查點之個別統計資料及調查樣本之總計資料說明

如下： 

1. 武陵路匝道：該調查點之速率平均數及標準差資料可彙整

如表 5.5，由表中資料可發現三種車種的平均速率大型重

型機車於內車道速度高於外車道，大型重型機車與大型車

其變異數均以內車道為高，此結果與一般之先驗知識大致

相符。在車種平均速率差異方面，透過統計之檢定可發現

機車與小型車之 p 值為 0.907，顯示在 0.05 之顯著水準下，

大型重型機車與小型車之平均速率並無顯著差異；而在大

型重型機車與大型車之速率差異檢定方面，其 p 值小於

0.001 以下，顯示在 0.05 之顯著水準下，大型重型機車與

大型車的平均速率存在顯著差異，且大型重型機車之車速

明顯高於大型車。另從表 5.5 中之資料樣本數亦可發現外

車道車輛數均較內車道為多，在三類車種中，尤以大型重

型機車最為明顯。而在超速比例方面，目前台 68 及台 72
兩條快速道路直線路段之速限大都為 90 公里/小時，本研

究將速限情境做正負 20 公里/小時之假設，則各不同情境

下之車輛行駛比例資料可彙整如表 5.6 所示，由該表可知

在三類車種中，以大型車之超速比例最低，而在 90 公里/
小時速限情境下，大型重型機車之超速比例較小型車為

低，但若將速限情境提高至 100 公里/小時以上時，則發現

大型重型機車之超速比例均高於小型車，顯示部分大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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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機車騎士在快速道路上有高速行駛之行為。 

表 5.5 武陵路匝道行駛速率資料統計彙整表 

大型重型機車 小型車 大型車 車     種 
 

項      目 內車道 外車道 內車道 外車道 內車道 外車道

資料樣本數 9 137 895 895 45 217 

100.13 84.84 84.84 89.25 72.42 79.03 平均數 
(公里/小時) 85.79 87.05 77.90 

20.41 15.66 13.05 15.09 16.06 9.76 

往

竹

東

方

向 
標準差 

(公里/小時) 16.32 14.28 11.33 

表 5.6 武陵路匝道車速分佈統計表 

單位：% 
大型重型機車 小型車 大型車 車  種 

 
速限情境   往竹東 往竹東 往竹東 

70(公里/小時) 86.30 89.72 81.37 

80(公里/小時) 52.05 67.77 43.35 

90(公里/小時) 39.73 48.94 19.77 

100(公里/小時) 18.49 13.63 2.28 

110(公里/小時) 8.22 4.53 0.00 

2. 台 68 線 17Km 跨越橋：該調查點雙向之速率平均數及標

準差資料可彙整如表 5.7，由表中資料可發現除往南寮方

向大型重型機車在外車道速率略高於內車道外，其餘車種

之內車道平均速率均較外車道為高。透過統計之檢定亦發

現在機車與小型車之速率差異檢定方面，其 p 值為 0.036，
顯示在 0.05 之顯著水準下，大型重型機車與小型車之平均

速率存在顯著差異，且大型重型機車速率顯著高於小型

車。而在超速比例方面，該調查點不同情境下之車輛行駛

速率比例資料可彙整如表 5.8 所示，由該表可知在三類車

種中，以大型車之超速比例最低，而大型重型機車之超速

比例則高於小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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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台 68 線 17Km 跨越橋行駛速率資料統計彙整表 

大型重型機車 小型車 大型車 車     種 
 

項      目 內車道 外車道 內車道 外車道 內車道 外車道

資料樣本數 10 26 489 468 18 34 

85.93 86.08 77.63 75.11 76.93  70.28 平均數 
(公里/小時) 86.04  76.40  72.58  

14.34 14.28 10.79 11.67 10.91  12.44 

往

南

寮

方

向 
標準差 

(公里/小時) 14.09  11.29  12.25  

資料樣本數 20 26 102 94 1 2 

84.96 76.22 84.48 74.23 77.14  69.75 平均數 
(公里/小時) 80.02 79.56 72.21  

12.33 12.18 10.58 12.29 - 3.18 

往

竹

東

方

向 
標準差 

(公里/小時) 12.87 12.51  4.82  

資料樣本數 30 52 591 562 19 36 

85.28 82.00 79.29 74.96 76.94 70.25 平均數 
(公里/小時) 82.66 77.18 72.56 

12.79 13.96 15.99 11.77 10.60 12.10 

總 
 
 
 
計 

標準差 
(公里/小時) 13.67 14.25 11.94 

表 5.8 台 68 線 17Km 跨越橋車速分佈統計表 

單位：% 
大型重型機車 小型車 大型車 車  種 

 
速限情境   往南寮 往竹東 總計 往南寮 往竹東 總計 往南寮 往竹東 總計

70(公里/小時) 86.11 78.43 81.61 71.79 76.53 72.59 53.85 66.67 54.55

80(公里/小時) 69.44 52.94 59.77 34.27 46.43 36.34 21.15 0 20.00

90(公里/小時) 44.44 33.33 37.93 17.79 28.57 19.77 7.69 0 7.27

100(公里/小時) 11.11 5.88 8.05 1.57 3.06 1.82 3.85 0 3.64

110(公里/小時) 2.78 1.96 2.30 0.42 1.02 0.52 1.92 0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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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 72 線玉清橋：該調查點雙向之速率平均數及標準差資

料可彙整如表 5.9，由表中資料可發現該調查點所蒐集到

之大型重型機車樣本較少，此與公路總局之流量調查資料

中顯示台 72 線大型重型機車車流量偏低有關。在內、外

車道之平均速率資料亦發現三種車種內側車道之速率均

明顯高於外車道。透過統計之檢定亦發現在機車與小型車

之速率差異檢定方面，其 p 值為 0.007，顯示在 0.05 之顯

著水準下，大型重型機車與小型車之平均速率存在顯著差

異，且大型重型機車速率顯著高於小型車；在機車與大型

車方面之速率差異檢定方面，其 p 值為 0.000 以下，顯示

在 0.05 之顯著水準下，大型重型機車與大行車之平均速率

存在顯著差異，且大型重型機車速率顯著高於小型車。另

從表 5.7 中之資料樣本數亦可發現大型重型機車與汽車於

內外車道分佈較為平均，而大型車其內外車道行駛比較差

異則相當懸殊，以外車道之車輛數較多。而在車輛行駛速

度方面，目前台 68 及台 72 兩條快速道路直線路段之速限

大都為 90 公里/小時，本研究將速限情境做正負 20 公里/
小時之假設，則各不同情境下之車輛行駛比例資料可彙整

如表 5.10 所示，由該表可知在三類車種中，以大型車之超

速比例最低，而大型重型機車在 90 公里/小時之速限下，

超速比例為 100%，在 11 部大型重型機車樣本中有 4 部車

輛之速率超過 110 公里/小時，為所有車種比例中最高者。 

表 5.9 台 72 線玉清橋行駛速率資料統計彙整表 

大型重型機車 小型車 大型車 車     種 
 

項      目 內車道 外車道 內車道 外車道 內車道 外車道

資料樣本數 8 6 228 316 78 243 

117.16 94.57 87.65 74.24 84.44 72.56 平均數 
(公里/小時) 107.48 79.86 75.44 

16.51 8.72 11.64 10.53 8.87 9.10 

往

汶

水

方

向 
標準差 

(公里/小時) 20.57 12.84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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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台 72 線玉清橋車速分佈統計表 

單位：% 
大型重型機車 小型車 大型車 車  種 

 
速限情境   往汶水 往汶水 往汶水 

70(公里/小時) 100.00 78.31 70.72 

80(公里/小時) 100.00 47.98 32.40 

90(公里/小時) 85.71 25.74 14.64 

100(公里/小時) 50.00 5.15 0.00 

110(公里/小時) 28.57 1.10 0.00 

綜合前述三處調查點之分析資料，大型重型機車在快速道路

直線路段之行駛速率統計資料可彙整如表 5.11 所示，由表中資

料可發現在快速道路直線路段中，內車道大型重型機車之平均速

率最高，達 95.61 公里/小時，且其變異數亦最大；而外車道大型

重型機車之平均速率亦均較其他車種為高。快速道路直線路段不

同情境下之超速比例資料可彙整如表 5.12 所示，由該表可知在

三類車種中，以大型車之超速比例最低，而在 90 公里/小時速限

下大型重型機車之超速比例略低於小型車，但其速率超過 100 公

里/小時之比例則明顯較小型車為高。透過統計之檢定亦發現在

機車與小型車之速率差異檢定方面，其 p 值為 0.861，顯示在 0.05
之顯著水準下，大型重型機車與小型車之平均速率沒有顯著差

異；在機車與大型車方面之速率差異檢定方面，其 p 值為 0.000
以下，顯示在 0.05 之顯著水準下，大型重型機車與大型車之平

均速率存在顯著差異，且大型重型機車速率顯著高於大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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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大型重型機車快速道路直線路段行駛速率彙整表 

大型重型機車 小型車 大型車 車種 
項目 內車道 外車道 內車道 外車道 內車道 外車道 
資料樣本數 37 169 1309 1221 123 462 

95.61 83.86 85.30 84.57 80.02 75.59 平均數 
(公里/小時) 85.97 84.93 76.52 

20.65 15.38 12.64 15.57 13.23 9.94 標準差 
(公里/小時) 17.00 14.23 10.86 

 

表 5.12 大型重型機車快速道路直線路段車速分佈統計表 

單位：% 
車種 

速限情境 
大型重型機車 小型車 大型車 

70(公里/小時) 85.17 86.25 75.43 

80(公里/小時) 55.02 61.90 37.03 

90(公里/小時) 41.63 42.37 16.72 

100(公里/小時) 18.66 10.99 0.85 

110(公里/小時) 10.53 3.52 0.00 

 

(二) 跟車間距：在跟車間距方面之資料分析方面，本研究係根據

跟車理論中將前後車輛之間距在 4 秒以內者方定義為車

隊，故本研究依據此認定為產生跟車行為，亦即在間距之資

料分析方面，當兩車之間距大於 4 秒時，即不納入間距之統

計分析中。後續茲就三處調查點之個別統計資料及調查樣本

之總計資料說明如下： 

1. 武陵路匝道：從表 5.13 之時間間距統計資料中，可發現

內車道之時間間距值大多較外車道之值為短；若以車種加

以區分，則可發現大型重型機車之跟車間距大都較其他車

種為短，而其跟車距離大小與前車車種之關係，在外車道

由大到小依序為大型車、小型車及大型重型機車；而小型

車對大型重型機車之跟車間距亦較前車為其他車種時為

小。顯示在此調查點，若以大型重型機車為分析主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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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身之跟車間距及其他車種對其之間距均偏低。此外，

而若將時間間距資料，配合行駛速率與減掉前車車長之運

算，則可轉換如表 5.14 之跟車空間間距，由表中之資料

亦可發現若以大型重型機車為分析主體時，其本身之跟車

間距及其他車種對其之間距均偏低。同時從車輛之跟車間

距分析中，發現有 3%之大型重型機車採取同車道併行或

超車之駕駛行為(如圖 5.10 所示)，另在該調查點亦觀察到

一部小型車在同車道中超越前方大型重型機車之危險駕

駛行為。 

 
圖 5.10 大型重型機車同車道併行 

表 5.13 武陵路匝道跟車時間間距統計彙整表 
單位：秒 

大型重型機車 小型車 大型車              後車 
前車 

內車道 外車道 內車道 外車道 內車道 外車道 

大型重型機車 0.69* 1.19 2.37* 1.52 － － 

小 型 車 0.79 2.28 1.84 1.92 1.83 2.00 

往 
竹 
東 大 型 車 － 2.67* 1.71 1.84 2.13* 1.47* 

 *：表示該類型樣本資料小於 5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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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武陵路匝道跟車空間間距統計彙整表 

單位：公尺 
大型重型機車 小型車 大型車              後車 

前車 
內車道 外車道 內車道 外車道 內車道 外車道 

大型重型機車 17.49* 25.76 76.64* 33.56 － － 

小 型 車 13.11 46.43 42.44 40.36 42.49 43.22  
往 
竹 
東 大 型 車 － 41.33* 24.95 27.34 34.28* 17.33* 

*：表示該類型樣本資料小於 5 筆。 

 
2. 台 68 線 17Km 跨越橋：從表 5.15 之時間間距統計資料中，

可發現內車道之時間間距值大多較外車道之值為短；若以

車種加以區分，則可發現大型重型機車之跟車間距大多較

其他車種為短，而其跟車距離大小與前車車種之關係，以

大型車距離最長，小型車與大型重型機車之跟車距離較為

相近；而小型車對大型重型機車之跟車間距亦較前車為其

他車種時為小。顯示在此調查點，若以大型重型機車為分

析主體時，其本身之跟車間距及其他車種對其之間距均偏

低。而若將時間間距資料，透過前車車長及速率之運算，

則可轉換如表 5.16 之跟車空間間距，由表中之資料亦可

發現若以大型重型機車為分析主體時，其本身之跟車間距

及其他車種對其之間距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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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 台 68 線 17Km 跨越橋跟車時間間距統計彙整表 

單位：秒 
大型重型機車 小型車 大型車              後車 

前車 
內車道 外車道 內車道 外車道 內車道 外車道 

大型重型機車 － 1.12 2.43 1.27 0.73 － 

小 型 車 1.73 1.72 1.86 2.12 2.54 2.51 

往 
南 
寮 大 型 車 － － 1.9 2.08 2.57 － 

大型重型機車 1.29 1.93 －  － －  － 

小 型 車 － － 1.82 1.87 1.47 2.03 

往 
竹 
東 大 型 車 － － 1.13 2.57 －  － 

大型重型機車 1.29 1.69 2.43 1.27 0.73  － 

小 型 車 1.73 1.72 1.86 2.07 2.46  2.49  

總 
 
計 

大 型 車 － － 1.83 2.10 2.57  － 

 
表 5.16 台 68線 17Km跨越橋跟車空間間距統計彙整表 

單位：公尺 
大型重型機車 小型車 大型車              後車 

前車 
內車道 外車道 內車道 外車道 內車道 外車道 

大型重型機車 － 25.19 53.90 30.80 10.69 － 

小 型 車 33.63 24.95 35.23 38.62 53.99 49.74 

往 
南 
寮 大 型 車 － － 28.09 28.51 47.23 － 

大型重型機車 25.86 37.51 － － － － 

小 型 車 － － 36.8 33.50 39.00 41.92 

往 
竹 
東 大 型 車 － － 12.29 36.13 － － 

大型重型機車 25.86 33.81 53.90 30.80 10.69  － 

小 型 車 33.63 24.94 35.53 37.60 52.84  49.35  

總 
 
計 

大 型 車 － － 26.51 28.89 47.23  － 

 

3. 台 72 線玉清橋：從表 5.17 之時間間距統計資料中，可發

現除小型車外，內車道之時間間距值大多較外車道之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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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若以車種加以區分，則可發現大型重型機車之跟車間

距明顯較其他車種為短。而若將時間間距資料，透過前車

車長及速率之運算，則可轉換如表 5.18 之跟車空間間距，

由表中之資料亦可發現若以大型重型機車為分析主體

時，其本身之跟車間距有偏低趨勢。 

表 5.17 台 72 線玉清橋跟車時間間距統計彙整表 

單位：秒 
大型重型機車 小型車 大型車              後車 

前車 
內車道 外車道 內車道 外車道 內車道 外車道 

大型重型機車 1.08 1.10 - - - 1.90 

小 型 車 - - 2.10 1.85 1.47 2.08 

往 
汶 
水 大 型 車 - - 3.63 2.39 2.36 2.38 

 
表 5.18 台 72 線玉清橋跟車空間間距統計彙整表 

單位：公尺 
大型重型機車 小型車 大型車              後車 

前車 
內車道 外車道 內車道 外車道 內車道 外車道 

大型重型機車 37.38 30.02 - - - 49.57 

小 型 車 - - 45.78 34.85 31.66 32.01 
往 
汶 
水 大 型 車 - - 79.54 31.15 41.67 36.91 

綜合前述三處調查點之分析資料，大型重型機車在快速道路

直線路段之跟車時間間距可彙整如表 5.19 所示，其中大型重型

機車於內車道之跟車間距多小於外車道，而空間間距可彙整如表

5.20 所示，由表中之資料亦可發現若以大型重型機車為分析主體

時，其本身之跟車間距相對於其他車種有距離偏低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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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9 大型重型機車快速道路直線路段跟車時間間距統計彙整表 
單位：秒 

大型重型機車 小型車 大型車              後車 
前車 

內車道 外車道 內車道 外車道 內車道 外車道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1.04 1.19 2.37* 1.52 － － 

小 型 車 0.79 2.28 1.84 1.91 1.83 2.00 

大 型 車 － 2.67* 1.66 1.89 2.13* 1.47* 

*：表示該類型樣本資料小於 5 筆。 

表 5.20 大型重型機車快速道路直線路段跟車空間間距統計彙整表 
單位：公尺 

大型重型機車 小型車 大型車              後車 
前車 

內車道 外車道 內車道 外車道 內車道 外車道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22.37 25.76 76.64* 33.56 － － 

小 型 車 13.11 46.43 41.20 38.83 42.49 43.22 

大 型 車 － 41.33* 23.90 27.89 34.28 17.33 

*：表示該類型樣本資料小於 5 筆。 

 

(三) 車輛行駛之車道橫向位置：本研究在資料觀察及登錄過程

中，車輛行駛車道橫向位置之參考點均假設為車輛右後輪，

後續茲將各調查點車道行駛之車道橫向位置分析結果分述

如下：。 

1. 武陵路匝道：該調查點之不同車種之統計資料可彙整如表

5.21 所示，由該表之資料可發現若以車種區分，大型重型

機車之行駛位置多集中在編號 8、9 及 10 之橫向位置，亦

即為外車道之中間位置，其中尤以外車道偏右之 10 位置

最多；而小型車則集中在編號 4 及 10 之橫向位置，在納

入車寬因素後，則應為各車道之中間位置；大型車則以外

側之 10、11、12 號橫向位置最多，顯示其大都行駛在外

車道之中間偏右位置。本調查點各車種之橫向行駛位置空

間分布圖，可彙整如圖 5.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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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武陵路匝道車輛行駛之車道橫向位置統計彙整表 

單位：% 
內車道 外車道 車道位置  

  車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機 車 0.00 1.37 2.05 2.05 0.00 0.68 8.9018.4923.9729.45 12.33 0.68
小型車 0.00 0.06 7.7132.35 8.83 1.06 0.39 0.34 8.9429.05 11.01 0.28

往 
竹 
東 大型車 0.00 0.00 0.38 7.63 8.78 0.38 0.00 0.00 0.7616.41 53.44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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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武陵路匝道車輛行駛之車道橫向位置空間分布圖 

2. 台 68 線 17Km 跨越橋：該調查點之不同車種統計資料可

彙整如表 5.22 所示，由該表之資料可發現若以車種區分，

大型重型機車之行駛位置多集中在編號 4、9 及 10 之橫向

位置，亦即為內、外車道之中間位置，其中尤以外車道中

間偏外側之 10 位置最多；而小型車則集中在編號 2、8 及

9 之橫向位置，在納入車寬因素後，則應為各車道之偏左

位置；大型車則以外側之 8 號位置最多，顯示其大都行駛

在外車道之偏左位置。本調查點各車種之橫向行駛位置空

間分布圖，可彙整如圖 5.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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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台 68 線 17Km 跨越橋車輛行駛之車道橫向位置統計彙整表 

單位：% 
內車道 外車道 車道位置  

  車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機 車 0.00 2.78 11.11 5.56 5.56 2.78 5.56 19.44 22.22 13.89 8.33 2.78 
小型車 5.28 32.67 13.31 1.32 0.55 0.66 3.41 25.96 21.23 0.88 0.00 0.00 

往 
南 
寮 大型車 13.04 19.57 4.35 2.17 0.00 0.00 0.00 43.48 26.09 4.35 0.00 0.00 

機 車 0.00 2.17 4.35 21.74 10.87 4.35 2.17 4.35 6.52 21.74 15.22 6.52 
小型車 0.00 21.43 23.98 4.59 0.00 2.04 3.57 21.43 21.94 1.02 0.00 0.00 

往 
竹 
東 大型車 0.00 33.33 0.00 0.00 0.00 0.00 33.33 33.33 0.00 0.00 0.00 0.00 

機 車 0.00 2.44 7.32 14.63 8.54 3.66 3.66 10.98 13.41 18.29 12.20 4.88 
小型車 0.00 30.68 15.20 1.90 0.45 0.90 3.44 25.16 21.36 0.90 0.00 0.00 

總 
 
計 大型車 0.00 20.41 4.08 2.04 0.00 0.00 2.04 42.86 24.49 4.08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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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台 68 線 17Km 跨越橋車輛行駛之車道橫向位置空間分布圖 

3. 台 72 線玉清橋：該調查點之不同車種之統計資料可彙整

如表 5.23 所示，由該表之資料可發現若以車種區分，大

型重型機車之行駛位置多集中在編號 4、5、6 及 8、10 之

橫向位置，亦即為內車道之中間與偏右位置，和外車道中

間與偏左的位置；而小型車則集中在編號 2、8 與 9 之車

道，在納入車寬因素後，則應為各車道之偏左位置；大型

車則以外側之 8 與 9 號位置最多，顯示其大都行駛在外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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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偏左位置。本調查點各車種之橫向行駛位置空間分布

圖，可彙整如圖 5.13 所示。 

表 5.23 台 72 線玉清橋車輛行駛之車道橫向位置統計彙整表 

單位：% 
內車道 外車道 車道位置  

  車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機 車 0.00 0.00 0.00 21.4321.4314.290.00 14.297.14 14.29 0.00 7.14

小型車 5.33 26.65 8.46 0.92 0.00 0.55 4.04 31.9919.852.21 0.00 0.00

往 
汶 
水 大型車 0.00 8.72 13.390.31 0.62 1.25 8.72 51.7114.950.31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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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台 72 線玉清橋車輛行駛之車道橫向位置空間分布圖 

4. 綜合前述三處調查點之分析資料，大型重型機車在快速道

路直線路段之車輛行駛車道橫向位置可彙整如表 5.24 所

示，由該表之資料可發現若以車種區分，大型重型機車之

行駛位置多集中在編號 8、9 及 10 之橫向位置，亦即為外

車道之中間與中間稍微偏右和偏左的位置；而小型車則分

集中在編號 4、9 與 10 號位置，在納入車寬因素後，則應

為各車道之車道中央位置；大型車則以外側之 8 與 11 號

位置最多，加上車寬因素之後，顯示其大都行駛在外車道

之偏左與偏右位置。本調查點各車種之橫向行駛位置空間

分布圖，可彙整如圖 5.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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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 快速道路直線路段車輛行駛之車道橫向位置統計彙整表 

單位：% 
內車道 外車道 車道位置  

  車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機 車 0.00 1.46 2.43 7.77 3.88 2.43 6.80 15.05 18.93 26.70 12.14 2.43 

小 型 車 1.15 5.77 7.27 24.74 8.10 1.23 1.15 7.27 10.87 22.69 9.49 0.28 

大 型 車 5.80 4.78 1.71 3.58 4.44 0.85 4.78 28.33 8.53 7.68 24.06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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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快速道路直線路段車輛行駛之車道橫向位置空間分布圖 

(四) 其他駕駛行為：由於在側拍之調查地點中，不易從錄影資料

中判斷大型重型機車騎士之依行車須知中規範需開頭燈及

禁止載客行為，因此本研究僅能就採用正面拍攝之台 68 線

17Km 跨越橋，所蒐集到之大型重型機車資料進行分析，其

統計資料可彙整如表 5.25 所示，由該表可知在 51 筆樣本資

料中，所有大型重型機車均未發現載客現象；而在開頭燈方

面，則僅有 13 位騎士依規定開啟，未開頭燈之比例則高達

74.51%。 

表 5.25 快速道路路段重型機車騎士開頭燈及載人比例統計表 

分析項目 情境 車輛數(輛) 比例(%) 
有 13 25.49 

開頭燈 
無 38 74.51 
有 0 0.00 

載客 
無 5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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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彎道路段交通特性分析： 

在前述四個資料調查地點中，台 68 線 20Km 路側水泥廠之

調查點所拍攝之範圍為一彎道路段，其彎道形狀成 S 形，本研究

拍攝路段為左彎部份，在彎道路段之資料分析項目包括彎道行駛

速率、彎道超速比例、彎道轉彎軌跡分布、不同轉彎軌跡之平均

速率等三項，後續茲就各分析項目之調查結果分別說明之。 

(一) 彎道行駛速率：在彎道行駛速率之資料分析方面，本研究將

車種區分為大型重型機車、小型車及大型車等三類，分別進

行速率平均數、速率標準差之統計。另為了解各車種在轉彎

過程中之速率變化情形，在資料分析過程中則依據圖 5.9 彎

道路段之參考線位置，分別記錄各車輛在彎道前、中、後之

速率資料。依前述分類標準，可將彎道路段之行駛速率資料

彙整如表 5.26 所示，由該表可知若以車種區分，不論彎道

前、中或後之平均行駛速率，均是大型重型機車高於小型

車，再高於大型車，顯示大型重型機車在彎道之行駛速率均

較其他車種為高。而若以彎道位置加以區分，則可發現所有

車種在彎道前之平均速率均明顯低於彎道中及彎道後之速

率；而在標準差方面，所有車種在彎道前之速率標準差均明

顯低於彎道中及彎道後之速率標準差。 

表 5.26 彎道行駛速率資料彙整表 

平均速率(公里/小時) 標準差(公里/小時)       位置 
車種 彎道前 彎道中 彎道後 彎道前 彎道中 彎道後 
大  型  車 60.15 63.84 59.26 8.26 8.75 9.72 

小  型  車 61.99 71.72 69.18 11.24 13.15 14.71 

大型重型機車 66.34 82.44 80.98 11.97 14.18 16.25 

(二) 彎道車速分配比例：在彎道超速方面，目前該調查地點之速

限為 40 公里/小時，若將速限情境分別做 60 公里/小時及 80
公里/小時之假設，則各不同情境下之車速分配比例資料可

彙整如表 5.27 所示，由該表可知在三類車種中，在現行 40
公里/小時之速限，所有車輛在三個彎道位置之超速比例均

高達 96%。而不論速限情境為何，三種車種中之超速比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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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大型重型機車最多。由於所有車種在快速道路彎道路段

之超速比例皆很高，因此本研究進行第 85 百分位之速率推

估工作，其各車種之推估結果彙整於表 5.27 中，由該資料

可發現所有車種之第 85 百分位之速率均在 65 公里/小時以

上，其中大型重型機車在彎道中及彎道後之速率，更接近

100 公里/小時。 

表 5.27 彎道路段車速分配比例資料統計表 

單位：% 

大型重型機車 小    型    車 大    型    車         車 種 
 
速限情境 彎道前 彎道中 彎道後 彎道前 彎道中 彎道後 彎道前 彎道中 彎道後

40(公里/小時) 100.00 100.00 100.00 99.15 99.91 99.74 100.00 100.00 98.85

60(公里/小時) 80.33 95.90 93.44 60.34 86.21 75.91 63.22 75.29 50.57

80(公里/小時) 20.66 58.20 47.54 6.21 22.81 21.28 0.57 2.30 2.87

第 85 百分位 
速率(公里/小時) 77.14 98.18 98.18 72.00 83.08 83.08 67.50 72.00 67.50

(三) 彎道轉彎軌跡分布：在彎道轉彎軌跡資料分析方面，本研究

仍將其區分為大型重型機車、小型車及大型車等三車種，而

在軌跡資料之登錄方面，則分別記錄各車輛在彎道前、中、

後三個區段之行駛車道橫向位置，其中每個車道均等距劃設

為三個位置編號，故在彎道轉彎軌跡分析方面可區分為以車

道為基礎及行駛軌跡為基礎兩類型，茲分述如下： 

1. 以車道為基礎之轉彎軌跡分析：以車道為基礎之轉彎軌跡

分析主要係將其依照車輛在每一個參考點所行駛之車道

進行分析，其計可區分如表 5.28 之八種軌跡型態。若以

大型車而言，其轉彎軌跡以彎道前、中、後均行駛外側車

道之 55.75%最高，其次為轉彎過程均行駛內車道之

36.78%，另亦有少數樣本在轉彎過程中有變換車道行為；

在小型車方面，轉彎過程均維持在內車道及外車道之比

例，即分別高達 47.23%及 47.66%，兩者即高達 94.89%；

在大型重型機車之行駛軌跡分析方面，則以轉彎過程均維

持在外車道之 55.74%最高，其次為轉彎過程均維持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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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之 31.97%居次，但較特別的是大型重型機車在轉彎

過程中，有變換車道行為之比例則較高，且轉彎類型亦較

多樣化。 

表 5.28 以車道為基礎之轉彎軌跡統計資料 

轉彎過程行駛車道 大型車 小型車 大型重型機車 類 
型 前 中 後 車輛數(輛) 比例(%) 車輛數(輛) 比例(%) 車輛數(輛) 比例(%)

1 內 內 內 64 36.78 555 47.23 39 31.97 
2 內 內 外 8 4.60 32 2.72 6 4.92 
3 內 外 內 1 0.57 － － 1 0.82 
4 內 外 外 1 0.57 10 0.85 4 3.28 
5 外 內 內 － － 3 0.26 － － 

6 外 內 外 － － 2 0.17 2 1.64 
7 外 外 內 3 1.72 13 1.11 2 1.64 
8 外 外 外 97 55.75 560 47.66 68 55.74 

2. 以行駛軌跡為基礎之轉彎軌跡分析：由於單純以車道做為

轉彎軌跡之分析基礎，並無法完全了解各類車種在車道內

部之行駛軌跡變化，因此本研究將行駛軌跡區分為如表

5.29 之五種型態，分別為：軌跡由內持續往外、軌跡由外

持續往內、軌跡由內往外再往內、軌跡由外往內再往外及

行駛軌跡一直維持不變等類型。此種分類方式即可判斷出

車輛在同一車道內轉彎，但卻有由車道內側往外偏移之轉

彎行為。由表 5.29 之資料彙整結果可發現：大型車之轉

彎軌跡以轉彎過程由內持續往外之 59.20%最高，其次為

轉彎過程於車道中之位置均維持不變之 31.61%；小型車

之轉彎軌跡仍以由內持續往外之 52.68%最多，而轉彎過

程於車道中之位置均維持不變之 36.43%居次，其次依序

為由內往外再往內及由外持續往內等類型，不過其比例均

未甚低；大型重型機車轉彎軌跡則以轉彎過程於車道中之

位置均維持不變之 45.08%最多，其次則為轉彎軌跡以轉

彎過程由內持續往外之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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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9 以行駛軌跡為基礎之轉彎軌跡統計資料 

大型車 小型車 大型重型機車 類

型 
轉彎行駛軌跡 

車輛數(輛) 比例(%) 車輛數(輛) 比例(%) 車輛數(輛) 比例(%)

1 由內往外 
 
 
 
 

103 59.20 619 52.68 53 43.44 

2 由外往內 
 
 
 
 

5 2.87 52 4.43 6 4.92 

3 由內往外再往內 
 
 
 
 

9 5.17 65 5.53 7 5.74 

4 由外往內再往外 
 
 
 
 

2 1.15 11 0.94 1 0.82 

5 維持不變 
 
 
 
 

55 31.61 428 36.43 55 4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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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同轉彎軌跡之平均速率：另為瞭解前述轉彎軌跡之差

異，是否是因為轉彎前之速率快慢所產生，因此本研究

將不同轉彎軌跡資料樣本，在彎道前、中、後之型式速

率平均值及標準差彙整如表 5.30 所示，由表中資料可

發現較特殊者有「由內往外再往內」之型態與「由外往

內再往外」兩者；其中「由內往外再往內」型態，較不

合乎力學原理，容易於彎道中衝向彎道外側，形成行車

上安全之危害，故駕駛人於彎道中將採取較大之減速

度，降低車輛速度，以使車輛可以順利通過彎道。而「由

外往內再往外」之型態，是較符合車輛運動之力學原

理，能使車輛運作最為順暢，故可發現此種型態，其彎

道中之速度雖非最高，但彎道前與彎道後之速度均為所

有過彎行態中最高者。 

表 5.30 不同轉彎軌跡為基礎之轉彎軌跡統計資料 

大型車 小型車 大型重型機車類

型 轉彎行駛軌跡 彎道位置
平均值 標準差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彎道前 60.50 8.32 63.08 11.62 69.17 11.68
彎道中 63.51 9.48 72.54 13.20 84.54 13.58

1 由內往外 

彎道後 59.71 10.76 68.85 14.35 81.63 16.06
彎道前 61.55 8.24 61.22 10.67 62.86 9.33 
彎道中 69.10 7.65 71.38 11.83 80.36 11.28

2 由外往內 

彎道後 65.51 6.10 71.26 12.35 82.64 18.78
彎道前 55.31 6.62 62.24 10.84 65.83 17.00
彎道中 63.21 5.90 71.45 13.15 77.45 16.45

3 由內往外再往內 

彎道後 57.64 6.77 71.01 16.38 81.15 22.54
彎道前 67.50 0.00 62.68 3.25 83.08 ─ 
彎道中 66.99 14.35 67.60 5.92 90.00 ─ 

4 由外往內再往外 

彎道後 67.76 5.99 64.20 8.34 83.08 ─ 
彎道前 59.89 8.38 60.44 10.79 63.75 11.33
彎道中 63.96 7.68 70.74 13.31 81.15 14.83

5 維持不變 

彎道後 57.80 8.03 69.24 15.34 80.12 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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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綜合評估 

經由本研究針對大型重型機車在快速道路之實地觀測與行駛特

性分析，本研究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在試辦計畫之初，從安全觀點所

提出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行車須知中之建議事項，分別進行各項評估

分析： 

一、 同車道超車行為：在行車須知之說明中，提到同車道超車因側

向間距不足，及大型重型機車在轉彎過程中常依據路型之變化

變換車體在車道中位置，而禁止同車道超車行為。在本研究之

實際調查中，發現不論是大型車、小型車或是大型重型機車，

均分別有高達 66.7%、59.7%及 52.3%駕駛人會在轉彎過程中出

現變換車體在車道中位置之行為，若車輛在此時出現同車道超

車行為，確實會產生危險，所幸在計畫調查期間並未發現到在

彎道路段發現同車道行為，但在直線路段則仍觀察到有 3%之大

型重型機車騎士有同車道超車或併行行為，另亦曾發現有小型

車出現同車道超越前方大型重型機車行為。 

二、 全天開頭燈之建議：在行車須知中提到在試辦快速道路之行駛

過程中開亮頭燈，有助於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但在本研究所

調查之樣本中有高達 74.5%之大型重型機車騎士並未開亮頭

燈，顯示此一部分之宣導仍有加強之必要。 

三、 禁止載客：在行車須知中述及由於機車穩定性及安全防護裝置

均不如機車，因此建議在附載乘客時應儘量避免行經速限較高

之快速道路，而在本研究調查之樣本中並未發現有載客現象，

顯示大型重型機車騎士對此建議均能遵守。 

四、 依速限行駛之規範：行車須知中特別提醒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

需特別提高注意，依規定速限行駛，以確保行車安全。而從前

述之觀測資料可發現在所有車種中，大型車在快速道路直線路

段之行駛速率明顯低於小型車及大型重型機車，且標準差為三

者中最小，顯示大型車由於車輛操作特性與其他兩種車種之明

顯差異，而呈現出較一致之速率。而若將大型重型機車與小型

車相較，其在直線路段平均速率與標準差差異之檢定結果可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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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如表 5.31 所示，由表中統計檢定結果可發現在直線路段中，

內車道的資料發現大型重型機車之速率平均值均明顯高於小型

車，且大型重型機車速率之標準差亦明顯較小型車為大，顯示

大型重型機車在快速道路直線路段之行駛速率特性較小型車不

穩定；彎道路段大型重型機車與小型車平均速率與標準差差異

之檢定結果可彙整如表 5.32 所示，由表中統計檢定結果可發現

在彎道路段中，不論是彎道前、彎道中或是彎道後，均發現大

型重型機車之速率平均值明顯高於小型車，顯示大型重型機車

在快速道路彎道路段之行駛速率特性較小型車為高。而若以各

種不同之速限情境分析各車種之超速比例時，依據前述資料分

析結果，均可發現大型重型機車在彎道路段的超速比例明顯高

於其他車種現象其中在彎道中與彎道後之超速比例更是明顯高

於小型車；在直線路段方面，雖然在 90 公里/小時之速限情境

下小型車之超速比例略高於大型重型機車，但若將速限情境提

高至 100 公里/小時時，其超速比例即明顯高於其他車種。綜合

前述速率分析資料顯示，雖然交通部公路總局之試辦計畫執行

之初，曾明白提醒駕駛人需依速限行駛，但從本研究所蒐集之

資料中卻發現，大型重型機車超速現象仍十分普遍，特別大型

重型機車以超過 100 公里/小時之速度在直線路段行駛，或以超

過 80 公里/小時之速度在彎道路段行駛比例均在 10%以上，在

彎道中段甚至高達 75%。雖然在警察機關所提供之資料中，並

未發生任何肇事事件，但從相關肇事資料中均可發現超速為事

故發生之主要原因，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如此高比例之超速行

為，實易對其本身及各道路使用者產生潛在之安全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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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 直線路段不同車種速率平均值與標準差差異檢定結果 

內車道 外車道 總計       車道 
項目 小型車 大型重型機車 小型車 大型重型機車 小型車 大型重型機車

平均值 
(公里/小時) 

85.30 
(µpi) 

95.61 
(µmi) 

84.57 
(µpo) 

83.86 
(µmo) 

84.89 
(µp) 

85.97 
(µm) 

虛無假設 µmi≥µpi µmo≥µpo µm≥µp 
檢定 p 值 <0.0001 0.2890 0.1583 
標準差 

(公里/小時) 
12.64 
(σpi) 

20.65 
(σmi) 

15.57 
(σpo) 

15.38 
(σmo) 

14.23 
(σp) 

17.00 
(σm) 

虛無假設 σmi≥σpi σmo≥σpo σm≥σp 
檢定 p 值 <0.0001   0.4268 0.0001 

表 5.32 彎道路段不同車種速率平均值與標準差差異檢定結果 

彎道前 彎道中 彎道後       車道 
項目 小型車 大型重型機車 小型車 大型重型機車 小型車 大型重型機車

平均值 
(公里/小時) 

61.99 
(µpi) 

66.34 
(µmi) 

71.72 
(µpo) 

82.44 
(µmo) 

69.18 
(µp) 

80.98 
(µm) 

虛無假設 µmi≥µpi µmo≥µpo µm≥µp 
檢定 p 值 <0.001 <0.001 <0.001 
標準差 

(公里/小時) 
11.24 
(σpi) 

11.97 
(σmi) 

13.15 
(σpo) 

14.18 
(σmo) 

14.71 
(σp) 

16.25 
(σm) 

虛無假設 σmi≥σpi σmo≥σpo σm≥σp 
檢定 p 值 0.1633 0.1203 0.0604 

五、 保持安全距離：行車須知中明確告知駕駛人由於大型重型機車

之安全性及對駕駛人之保護均不如機車，若未保持適當安全距

離，極易發生碰撞及滑倒等危險後果，因此要求駕駛人需維持

行車安全距離。由本研究之間距分析資料發現當以大型重型機

車為主體與其他車種之跟車行為進行比較時，大型重型機車跟

車間距有較其他車種為小之趨勢。而若依據美國各州機車手冊

之建議，當兩機車共用同一車道時，建議前後機車應保持 2 秒

安全距離，跟車時亦同樣建議保持 2 秒之安全間距。而當機車

車隊行駛時，建議車隊規模盡量保持在 4 至 5 輛車，行駛時以

兩排機車前後交錯方式行駛於車道中，則建議前後機車應保持

2 秒間距，兩排機車間應有 1 秒鐘的間距(請參閱圖 3.11 所示)。
若依機車手冊之標準將前述大型重型機車跟車間距資料進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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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分析，將間距分別以小於 1 秒及小於 2 秒兩種情境進行分

析，其結果可彙整如表 5.33，由該表可知大型重型機車不論在

1 秒或是 2 秒之間距情境下，其比例均較其他車種為高，其中

大型重型機車跟車間距小於 1 秒之比例更高達 54.13%，顯示國

內多數大型重型機車騎士其跟車間距小於國外機車手冊所建議

的跟車間距，對於行車安全可能產生危害，且遇緊急狀況時，

機車騎士恐有反應不及之顧慮。 

表 5.33 各車種不同間距情境分析表 

大型重型機車 小型車 大型車 間距情境 

數量(輛) 比例(%) 數量(輛) 比例(%) 數量(輛) 比例(%) 

小於 1 秒 190 54.13 229 28.13 31 34.44 

小於 2 秒 307 87.46 475 58.35 50 55.56 

六、 禁行路肩：行車須知中強調路肩係提供故障車輛停放待援，及

救援車輛緊急通行之用，呼籲駕駛人不得行駛路肩。從本研究

之調查中，發現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均能遵守此一規範，並未

發現行駛路肩之現象。 

本研究除從大型重型機車之駕駛人特性，探討大型重型機車駕駛

人是否遵守行車使用須知規範外，從快速道路之車流特性分析中亦發

現其他車輛對大型重型機車跟車間距明顯偏低之危險現象。若將小型

車與大型車之跟車間距資料加以彙整如表 5.34，可發現各車種跟車於

大型重型機車後方確實存在跟車距離相對較短的現象。該現象可能與

一般駕駛人尚未習慣大型重型機車於快速道路行駛有關，惟該現象也

同樣會產生安全顧慮，若跟車距離過短，當發生交通事故時，其事故

嚴重程度與對機車騎士之傷害將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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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4 其他車種跟車時間間距統計彙整表 
單位：秒 

小型車 大型車         後車 

前車 內車道 外車道 合計 內車道 外車道 合計

總計 虛無假設 檢定 

p 值 

大型重型機車 2.37* 1.52 1.54 － － － 
－ 

(hm)
— — 

小 型 車 1.84 1.91 1.87 1.83 2.00 1.89
1.87

(hc) 
hc ≥ hm 

0.3424 

大 型 車 1.66 1.89 1.79 2.13* 1.47* 2.00
1.81

(ht) 
ht ≥ hm 

0.4060 

註：*表示樣本數小於 5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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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交通工程檢討與建議 

本章節針對試辦快速道路入口匝道、快速道路主線、平面銜接道

路等三部分，進行交通工程相關設施之檢討。其中入口匝道與平面銜

接道路部分採用實地觀察法，檢討相關標誌擺設樣式、地點、角度……

等；快速道路主線部分則依據車流特性調查資料分析結果，參考竣工

圖之超高、曲率半徑等設計因子，探討開放後速限是否應進行調整；

而平面銜接道路部分主要進行交通特性調查，分析大型重型機車駕駛

行為以提供未來開放之參考。最後，本章也歸納彙整相關檢討結果並

引用平面道路 A1 肇事紀錄表提出建議。 

6.1 入口匝道大型重型機車相關標誌檢討 
表 6.1 為現行大型重型機車或入口匝道車輛進出管制相關標誌之

彙整，其中標誌代號係方便進行紀錄與附註於地點示意圖中。現行快

速道路進出管制之標誌如 F、G 所示，目前機車考照與牌照雖依照排

氣量劃分一般機車與大型重型機車，但並未單獨設計特有的標誌，因

此試辦期間係以原有標誌牌加註中文附牌方式導引車流，如 A、B、
E 等，但此一方式易造成混淆，未來仍應考慮設計特有之標誌為宜。

以下就試辦道路台 68、台 72 入口匝道與平面銜接道路各地點相關標

誌之設置繪圖加以說明(調查時間：中華民國 94 年 6 月 10 日)。 

表 6.1 大型重型機車或入口匝道車輛進出管制相關標誌彙整 

代號 A B C D E F G 

標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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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 68 線 

(一)南寮端 

如圖 6.1 所示，目前在匝道口設有 A、B 兩種標誌，分別顯示禁

行機車(允許大型重型機車進入)、汽車專用(大型重型機車除外)。此

外，由於該地點係快速道路端點，因此上匝道處設有標誌 C，提醒大

型重型機車用路人全天開頭燈。 

 

圖 6.1 南寮端匝道附近標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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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竹一交流道（5K） 

如圖 6.2 所示，目前在上匝道處設有 A、B 兩種標誌。

機

越
線

受
罰

台68
湳雅街

禁行機車

禁行機車

武陵路

A B

新竹一交流道 5K

 

圖 6.2 新竹一交流道附近標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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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竹二交流道（7K） 

如圖 6.3 所示，分別在兩處上匝道口設有 A、B 兩種標誌。

新竹市區

禁 行 機 車

禁 行 機 車

禁 行 機 車

禁行機車

禁行機車

禁行機車

禁行機車

禁行機車

禁行機車

機車專用

機

機

慢

竹北

新竹二交流道 7K

A

B

B

A

圖 6.3 新竹二交流道附近標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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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竹科學園區交流道（10K） 

如圖 6.4 所示，分別在兩處上匝道口與左轉上匝道口設有 A、B
兩種標誌。 

往竹東 新竹科園交流道 10K

往竹東

往科學園區

A B

慈雲路
往南寮

竹北

A
B

B

B

A

A

圖 6.4 新竹科學園區交流道附近標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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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芎林交流道（15K） 

此一地點標誌之設置較為複雜，其中 A、B 兩種標誌之設置有

分列道路兩側之情形，如圖 6.5 所示。 

B

A

A

B

A
B

芎林交流道 15K

B

A

芎林 二重埔

B

圖 6.5 芎林交流道附近標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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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竹東交流道（20K） 

如圖 6.6 所示，分別在兩處上匝道口設有 A、B 兩種標誌。 

68快速公路

機

12
2

長
春

路

往市區

往市區慢
慢

A

B

機

機

機

B
A

C 台68甲交流道
往南寮

北新路
二段

往竹東車站

興農路

圖 6.6 竹東交流道附近標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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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竹東端（23K） 

如圖 6.7 所示，目前在匝道口設有 A、B 兩種標誌，且由於該地

點係快速道路端點，因此上匝道處設有標誌 C，提醒大型重型機車

用路人全天開頭燈。 

禁
行

機
車

A B

A
B

C 竹東端交流道 23K

台3

關西北埔

圖 6.7 竹東端附近標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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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 72 線 

(一)後龍端（2K） 

如圖 6.8 所示，目前在匝道口設有 A、B 兩種標誌，分別顯示禁

行機車(允許大型重型機車進入)、汽車專用(大型重型機車除外)。另

外，在上匝道處也設有標誌 C，提醒大型重型機車用路人全天開頭

燈。 

D

C

A
B

機

禁 行 機 車

禁行機車 快速公路

禁行機車

後龍端 2K

西湖造橋

圖 6.8 後龍端匝道附近標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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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造橋交流道（6K） 

如圖 6.9 所示，目前在匝道口分別設有 A、B、C 三種標誌，分

別為禁行機車(允許大型重型機車進入)、汽車專用(大型重型機車除

外)，與提醒大型重型機車用路人全天開頭燈，但分別位於往汶水快

速道路入口匝道處與往造橋方向之省道道路上，其匝道口之標誌設

置順序並未統一。 

北勢大橋

B

C

A

A

B

C 造橋交流道 6K

造橋

汶

水

後

龍

圖 6.9 造橋交流道附近標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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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頭屋一交流道（10K） 

如圖 6.10 所示，目前在匝道口分別設有 A、B、C 三種標誌。 

 

圖 6.10 頭屋一交流道附近標誌示意圖 



 6-12

(四)頭屋二交流道（12K） 

如圖 6.11 所示，目前在匝道口設有 B、E 兩種標誌，分別顯示

汽車專用(大型重型機車除外)與禁行機車左轉(大型重型機車除

外)。此一地點標誌設置與其他地點不同，禁止左轉與禁止進入應是

擺設位置不同之考量，但實際情況並非全是左轉進入，因此未來應

予以統一。 

機

機

禁 行 機 車

禁 行 機 車

禁行機車

機

往苗栗縣政府

頭屋二交流道 12K

E
B

B

E

B

B

E

E

圖 6.11 頭屋二交流道附近標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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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館交流道（15K） 

如圖 6.12 所示，目前在匝道口設有 A、B、C 三種標誌。此外，

由於此處西向東禁止大型重型機車直接左轉進入快速道路，因此設

有 D 種標誌，請大型重型機車用路人至前方路口依規定轉彎。 

B

C

A

B
B

A

C

龜山

公館

公館交流道 15K

D

A
B

圖 6.12 公館交流道附近標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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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銅鑼交流道（20K） 

如圖 6.13 所示，目前在匝道口設有 A、B、C 三種標誌，但 E、
F 標誌之設置未來應重新檢討。 

左彎專用

禁
行

機
車

銅鑼

A
B

B
B

A

C

F

E 汽

銅鑼交流道 20K

公館

圖 6.13 銅鑼交流道附近標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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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獅潭端（31K） 

如圖 6.14 所示，目前在匝道口設有 B、C、G 三種標誌。其中

G 標誌係將 A、B 兩種標誌合併表示之。但未加掛附牌，因此其表

示意義不夠清楚，易造成大型重型機車騎士混淆。 

獅潭端 31K

C

G
B

獅潭 大湖

圖 6.14 獅潭端匝道附近標誌示意圖 

此外，台 72 快速道路銅鑼與汶水間有石圍牆(25K)、開礦村一

號(26K)、開礦村二號(29K)、開礦村三號(30K)等四處平面交叉，雖

然可滿足油礦博物館之參觀人潮與當地地區性交通之需求，但考量

快速道路之功能與安全性，未來是否繼續在五公里內允許四處平面

交叉應再深入探討。 

6.2 快速道路主線交通工程探討 
有關主線部分，本研究主要利用調查資料及分析結果(請參考第

五章快速道路交通特性分析)提出若干建議。 

一、彎道幾何設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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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經分析大型重型機車彎道行駛特性後獲致以下幾點結

論： 

(一)彎道行駛速率方面 

1. 如表 5.26 所示，不論彎道前、中或後之平均行駛速率，均是大

型重型機車高於小型車，再高於大型車，顯示大型重型機車在

彎道之行駛速率均較其他車種為高。 

2. 彎道位置加以區分，如表 5.26 所示，則可發現所有車種在彎道

前之平均速率均明顯低於彎道中及彎道後之速率，且彎道前三

類車種速度均接近當地速限 60 公里/小時。 

3. 在標準差方面，如表 5.26 所示，所有車種在彎道前之速率標準

差均明顯低於彎道中及彎道後之速率標準差。 

(二)彎道超速比例 

1. 現行 40 公里/小時速限下，如表 5.27 所示，幾乎 98.9%都超速；

若提高速限至 60 公里/小時，所有車輛在三個彎道位置之超速

比例高達 50.6%以上，即使過彎前降低速度，大型重型機車仍

有 80.3%超速。 

2. 若提高速限至 80 公里/小時，如表 5.27 所示，大型重型機車仍

有約 20.7%、小型車仍有約 6.2%超速。而不論速限情境為何，

三種車種中之超速比例均是以大型重型機車最多。 

3. 以第 85 百分位之速率推估彎道中速度，如表 5.27 所示，大型

重型機車接近 100 公里/小時、小型車為 83.1 公里/小時、大型

車為 72 公里/小時。 

(三)以車道為基礎之轉彎軌跡分析 

1. 大多數車輛均維持原車道前進。大型重型機車在轉彎過程中，

變換車道行為之比例則較高，且轉彎類型亦較多樣化，雖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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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樣本數不多，但或許可顯示大型重型機車操控性較具彈

性，騎士駕駛行為較為隨性。 

2. 此處為 S 彎道兩連續轉彎之上游彎道，因此除「維持原有車道」

為合理駕駛行為外，「由內持續往外」應是採用較大轉彎半徑過

彎所造成的現象。 

(四)以行駛軌跡為基礎配合平均速率分析 

1. 將同一車道切分為內、中、外三部分(同一車道中最靠近道路中

心線，即中央分隔島之部分為內)，透過編碼再彙整、區分其行

駛軌跡分別為：軌跡由內持續往外、軌跡由外持續往內、軌跡

由內往外再往內、軌跡由外往內再往外及行駛軌跡一直維持不

變等類型，結果也顯示維持原車道比例較高。 

2. 大型重型機車之轉彎軌跡為由內往外再往內型態者，其彎道中

之速度較高，本研究推測此種行進軌跡較不合乎力學原理之轉

彎型態，可能係因為駕駛人轉彎速度過快，故於彎道中有往外

行駛之趨勢，而於過彎中發現速度過快，再減速往內修正行駛

軌跡所致。 

3. 採由外往內再往外之轉彎樣本中，不論是小型車或是大型重型

機車在彎道前之速度均是同車種最高者，顯示若駕駛者速度過

快，會傾向於採取此種轉彎行為，符合行經 S 彎道採用較大轉

彎半徑過彎的行為。 

因此，本研究於調查並分析大型重型機車彎道駕駛行為後，初

步提出對於快速道路彎道設計部分之看法與建議。 

1. 速率分析結果顯示，大部分車輛行經彎道均超速，且大型重型

機車超速比例最高。 

2. 由轉彎軌跡部分分析結果，大部分車輛均可維持原有車道前

進，顯示道路之轉彎半徑、超高等設計良好(目前設計速率為 90
公里/小時、轉彎半徑為 380 公尺，超高則為 4%)，且對於大型

重型機車之行車並無太大之影響。大型重型機車個人駕駛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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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技巧對於行車軌跡影響很大，操控自由度相對較高。 

3. 本研究僅蒐集試辦道路一處地點之行車資料，雖然已分析大型

重型機車資料 301 筆、小汽車 851 筆，以及大型車輛 30 筆，且

資料處理費時耗工，但仍建議未來應針對不同曲率半徑、坡度，

蒐集更多資料以進行分析，瞭解現行道路設計標準與規範是否

真可符合大型重型機車之所需。 

4. 調查地點目前速限為 40 公里/小時，但大部分駕駛均超速，未

來應在安全無虞下考慮放寬速限，或嚴格執法取締違規以彰顯

標誌之公權力。 

5. 未來應蒐集大型重型機車車輛特性等相關數據，以作為研擬大

型重型機車設計準則之參考。 

二、其他建議 

未來開放應於主線路段上加註「本路段開放大型重型機車型行

駛」、「大型重型機車全天候開頭燈」、「大型重型機車不得載人」等

指示標誌。 

6.3 平面道路路段交通特性調查 

本研究第一階段調查選定台 68 南寮端附近兩處路口針對機車

行駛特性進行試調，調查對象為大型重型機車，調查人員配置如圖

6.15 所示，利用牌照法登錄經過各定點調查員之車輛，用以追蹤其

行經路線，並判斷是否依規定至前方路口迴轉。其中，A 行進方式

21 是表示僅經過 A 點之車輛數，亦即於通過 A 點後即右轉。ABCD
型進方式則表示經過 A、B、C、D 四點，也就是依規定於可迴轉路

口迴轉之車輛，如表 6.2 所示。 

表 6.2 大型重型機車路口轉向型態 

行進方式 A B C D AB 總數(輛) 
次數 21 2 2 4 16 

行進方式 CD AD BCD ABCD - 
次數 16 3 1 6 -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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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5 機車行駛特性路口調查人員配置示意圖 

由於經過各地點之駕駛行為屬於獨立事件，因此使用四個調查

點加總之樣本數(總計 126 次)進行統計。在行駛車道方面，行駛內

車道佔 15.87%、外車道佔 76.98%，行駛兩車道中間佔 1.59%，僅有

5.56%屬於違規行駛路肩。 

違規行為部分並未發現搶黃燈之行為，闖紅燈則有一件。另外，

路口紅燈時於車道中穿梭非屬違規行為但有 14 件，若與違規行為合

計則約佔 12%左右。至於迴轉部分，經過 AD 屬於違規行為有三件，

經過 BCD 或 ABCD 則為遵守規定有七件，迴轉需求為兩者相加，

因此違規約佔 30%。 

此外，關於開頭燈、載人部分由於屬於連續事件，因此利用牌

照法篩選不重複之有效樣本數共計 71 件進行統計。其中開頭燈者佔

74.65%，未開則佔 25.35%，特別注意此調查路段屬市區道路，並未

規定全天開頭燈，但或許因為緊鄰快速道路，因此開頭燈比例比較

高。至於現行法規亦未規定大型重型機車不得載人，經由調查可得

大型重型機車載人比率約佔 12.68%，未載人比率則高達 87.32%。 

表 6.3 大型重型機車行駛車道分布 

       車道 
單位 內側車道 內外車道間 外側車道 路肩 

數量(輛) 20 2 97 7 
百分比(%) 15.87 1.59 76.98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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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大型重型機車開頭燈與載人行為分析 

        項目 
單位 開頭燈 未開頭燈 有載人 無載人 總計 

數量(輛) 53 18 9 62 71 
百分比(%) 74.65  25.35 12.68 87.32 100 

第二階段正式調查仍選定台 68 線南寮端出口附近平面道路，針

對機車行駛特性進行調查，此次調查之調查對象除大型重型機車

外，另增加一般機車之特性調查，調查人員配置如圖 6.16 所示，利

用牌照法登錄經過各定點調查員之車輛，用以追蹤其行經路線，並

判斷是否依規定至前方路口迴轉。A、B、C、D、E 為觀測大型重型

機車之調查點，F、G 為觀測一般機車之調查點，大型重型機車僅可

於興濱路(路口 3)依規定進行迴轉。此次調查項目分別包括行駛車道

分析、違規或不良駕駛行為分析，與有無依規定轉彎之分析，分別

說明如下。 

禁 行 機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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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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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6 機車行駛特性路口調查人員配置示意 

一、行駛車道分析 

(一)一般輕重型機車(250cc 以下) 

一般機車應行駛於慢車道，若行駛於是內側車道屬違規行為。 

 

路口 1 路口 2 路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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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一般輕重型機車行駛車道分布 

      車道 
單位 

內側車道 內外車道間 外側車道 路肩 總計 

數量(輛) 36 11 91 379 517 

百分比(%) 7 2.1 17.6 73.3 100 

 (二)大型重型機車 

大型重型機車行駛於平面道路之位置分布如下表所示，行駛於

外車道之比例高達 81%。 

表 6.6 大型重型機車行駛車道分布 

      車道 
單位 

內側車道 內外車道間 外側車道 路肩 總計 

數量(輛) 10 10 123 8 71 

百分比(%) 6.6 6.6 81.5 5.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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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一般輕重型與大型重型機車行駛車道比例分布圖 

二、違規或不良駕駛行為分析 

(一)一般輕重型機車(250cc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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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機車應遵行兩段式左轉之規定，則此路段違規比例高達

80%。此路段於興濱路口並未設置機車待轉區，因此兩段式左轉是

否違規並不明確應進行改善。若可直接左轉，則內側車道之「禁行

機車」標字應予以塗消。 

表 6.7 一般機車兩段式左轉行為分布 

     車道 

單位 依規定左轉 未依規定左轉 總計 

數量(輛) 7 29 517 
百分比(%) 19.4 80.6 100 

(二)大型重型機車 

本階段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型重型機車騎士未開頭燈有 12 輛，

佔 17%，載人有 11 輛，佔 15%，其他違規行為如搶黃燈、闖紅燈、

於車陣中穿梭至停等區皆未發現。另外關於有無依規定至前方路口

迴轉部分，此路段僅可於興濱路(路口 3)依規定迴轉，其餘路口迴轉

皆屬於違規行駛，未依規定迴轉有 8 輛，佔 67%。 

表 6.8 大型重型機車開頭燈與載人行為分析 

        項目 
單位 開頭燈 未開頭燈 有載人 無載人 總計 

數量(輛) 59 12 11 60 71 
百分比(%) 83  17 15 85 100 

 

表 6.9 大型重型機車轉彎路口分布 

行進方式 ADE AD ABCD BCDE ABCDE 

轉向 迴轉 迴轉 迴轉 迴轉 迴轉 

數量(輛) 5 3 1 1 2 

迴轉路口 路口 1 路口 2 路口 3 路口 3 路口 3 

百分比(%) 67%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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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綜合評估 

開放大型重型機車持有後，使用者首先感受即是駕駛環境友善

與否，並將影響行車安全甚鉅。交通部以積極態度面對，試辦開放

台 68 線與台 72 線快速道路並評估，以瞭解開放所產生之相關問題

並及早因應，相關交通工程課題並陸續檢討改進中，初步綜合交通

工程檢討歸納各項建議如下。 

一、道路幾何設計方面 

過去國內道路之設計是以車輛為主，但是機車性能與汽車大不

相同，騎士本身操控嫻熟度與技巧亦有很大的影響，因此轉彎半徑、

超高等設計似乎有重新檢討之必要。 

特別是快速道路部分，若是尚未興建之道路應針對大型重型機

車之性能進行考量，已興建完成之道路亦必須參考公路幾何設計竣

工圖，針對曲率半徑、坡度、視距…等幾何設計條件重新檢討路段

速限，並於適當位置增設大型重型機車相關標誌牌。 

平面道路部分，過去國內為克服三車道以上快車道禁行機車所

衍生之左轉問題，規定機車兩段式左轉方式並劃設待轉區，未來應

先檢視大型重型機車之定位(牽涉路權問題)，若視同汽車則無須檢

討，若視同一般機車需兩段式左轉，則待轉區之設置地點、面積大

小、長寬分配……等需重新規範。 

二、專用標誌方面 

交通部試辦開放台 68 線與台 72 線快速道路，表 6.1 為現行大

型重型機車或入口匝道車輛進出管制相關標誌之彙整，其中 A、B、
E、G 顯示現行標誌多半係以原有標誌牌加註中文附牌方式導引車

流，正面表列與負面表列之交雜、中文文字字數增多等，皆可能因

標誌複雜度而增加造成駕駛人判讀之反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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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0 各國機車相關標誌彙整 
國別 我國 冰島 冰島 冰島 

標誌類型 禁止標誌 禁止標誌 禁止標誌 禁止標誌 

標誌圖示 

    

備註 
禁止機器腳踏車

進入 

 

機器腳踏車禁止進

入 
機車禁止進入 機車、汽車禁止進

入 

國別 德國 德國 德國 美國 

標誌類型 禁止標誌 禁止標誌 禁止標誌 禁止標誌 

標誌圖示 

    

備註 
禁止機器腳踏車

行駛 

禁止汽、機車行駛 禁止各種車輛(機

車、汽車、貨車)行

駛 

禁止汽、機車行駛 

國別 美國 日本 日本 南非 

標誌類型 指示標誌 禁止標誌 禁止標誌 指示標誌 

標誌圖示 

   
 

備註 

郊區機車專用休

閒車道 
禁止摩托車與機器

腳踏車行駛 
 

禁止汽、機車行駛 機車專用 

 

 

國別 南非 荷蘭 荷蘭 荷蘭 

標誌類型 禁止標誌 指示標誌 禁止標誌 禁止標誌 

標誌圖示 

 
   

備註 
禁止機車行駛 摩托車與有引擎之

殘障車輛禁止行駛 

 

禁止機車行駛 禁止各種車輛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此外，如果機車分為四等級也需要避免於同一地點設置太多標

誌，以免造成混淆。由試辦道路沿線觀察之經驗，且參照道路交通

標誌、標線、號誌設置準則第十八條規定：「……豎立式標誌設

置……。共桿設置時，同方向支柱至多以三面為限。……」，就現況

而言，代號 G 之標誌似乎也必須重新檢討。 

此外，有關標誌部分，由於機器腳踏車(輕型機車，50c.c.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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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般機車(50c.c 以上)之車輛尺寸、轉彎半徑、操作速度……等性

能差異性大，本研究彙整冰島、德國、美國、日本、南非、荷蘭等

國家機車相關之標誌如表 6.10 所示。初步顯示冰島、德國、荷蘭等

國家皆有賦予輕型機車與重型機車不同之標誌。因此，考量大型重

型機車與一般機車之操縱性能差異性大，未來若將其視為獨立車種

加以管理，實應單獨設計特有的標誌以符合實際需求，也應避免標

誌牌面之複雜化。至於專用標誌之形成可進一步蒐集、參考國外之

做法，或透過公開徵選獲得，  

三、相關交通標誌、標線設置方面 

關於我國道路交通之標誌、標線、號誌設置準則，交通部在交

通工程設施上早已有明確的規範，標誌是以規定之符號、圖案或簡

明文字繪於一定形狀之標牌上，安裝固定或可移動之支撐物體，設

置於適當之地點，用以預告或管制前方路況，促使車輛駕駛人與行

人注意、遵守之交通管制設施。標線則是以規定之線條、圖形、標

字或其他導向裝置，劃設於路面或其他設施上，用以管制道路上車

輛駕駛人與行駛之交通管制設施，將實線或虛線標繪於路面或緣石

上，用以管制交通者。以下依地點不同，分別就快速道路路段、快

速道路入口匝道，以及平面道路路口等，提出大型重型機車相關標

誌、標線課題。 

1. 快速道路路段部分 

未來若配合開放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應於該快速道路

起點或終點、上匝道口，以及道路沿線……等適當地點，增設「大

型重型機車可行駛本路段」、「大型重型機車全天開頭燈」、「本路段

允許大型重型機車載人」，以及「大型重型機車速限規定」等標誌。 

2. 快速道路入口匝道部分 

主要提供用路人入口匝道是否允許大型重型機車駛入(汽車、大

型重型機車專用)相關資訊。其中包含三項課題： 

(1) 入口匝道路權表示方法不一 
如表 6.1 之 A、B、E、G 所示均為路權表示方法，正面、負

面表列交雜以及圖示不清容易造成混淆。此外，相關標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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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設樣式、地點、角度…等，由於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

誌設置準則並未明確規定，因此也十分混亂，未來應加以改

善。 
(2) 標誌設置地點無法提供駕駛者足夠之反應時間 

大部分路權資訊(「汽車專用/允許大型重型機車進入」、「機車

禁止進入/大型重型機車除外」)標誌均位於匝道內，無法提供

駕駛者足夠之反應時間。 
(3) 行車資訊不充足 

大型重型機車使用者若非有使用該道路之經驗，即使確認路

權的取得，也未能在短時間內判斷是否可經由此路段抵達其

目的地。未來是否應仿照汽車之指示標誌，增設大型重型機

車專用指示標誌，或於現行地名指示標誌上加註大型重型機

車可經由此路段抵達之資訊，亦為可研究的課題之一。 

以試辦道路為例，目前交通標誌相關問題可彙整如表 6.11。 

表 6.11 開放大型重型機車行駛試辦道路標誌相關問題彙整表 
問題 說明 地點 

標誌牌面不統一 允許大型重型機車進入、大

型重型機車除外、甚至無附

牌說明，違反明顯易懂、一

致性 

所有地點 
(特別是台 72 銅鑼交

流道) 

標誌牌均設於上匝道內 無足夠反應時間 除台 68 南寮端、新

竹交流道二以外所

有地點(上述兩地點

為直線前行上匝道) 
標誌未獲遵守 調查顯示大多數車輛均超速 台 68 竹東水泥場附

近彎道 
未於路段設置「全天開

頭燈」 
- 大部分僅設置於上

匝道 
標誌標示方向有誤 原應禁止右轉，誤植為禁止

左轉 
頭屋二交流道 

標誌牌尚未異動 - 台 72 銅鑼交流道 
標誌牌破損無附牌 - 台 72 銅鑼交流道 

 
3. 平面道路部分 

(1) 機車專用道部分 
若賦予大型重型機車與一般機車相同路權，但允許大型重型

機車左轉進入快速道路，則鄰近路口路段之上游路段內側車

道「禁行機車」標字必須予以塗銷。另外，原有「禁行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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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字之劃設順序(依行車方向)應考慮配合進行修正，若考量

駕駛者視線之遠近，應以「車機行禁」為宜。 

若賦予大型重型機車與汽車相同路權，而機車在一般道路皆

限行駛於慢車道，快車道之「禁行機車」僅為一般機車適用

之標誌，則必須在快車道以不同標誌顯示只允許大型重型機

車行駛，其他等級機車還是禁行快車道。 

(2) 停等區、兩段式左轉待轉區相關標誌、標線 
若賦予大型重型機車與機車相同路權，而大型重型機車在路

口必須兩段式左轉時，則考量大型重型機車與一般機車之尺

寸大小、操作性能大不相同，未來應檢討停等區、左轉待轉

區之長寬度。 

(3) 指標系統 
同前匝道口指示標誌所述，未來可考慮於平面道路路段，配

合於地名指示標誌上加註大型重型機車可經由此路段抵達之

資訊。 

四、肇事記錄與特性分析 

大型重型機車於試辦期間行駛試辦道路之肇事記錄為零，因此

本研究僅能就目前於鄰近苗栗縣境內平面道路台三線與台 72 線等

所蒐集之大型重型機車肇事記錄加以分析。結果顯示，資料蒐集期

間(民國 94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共有七件 A1 肇事記錄與大型重

型機車相關(如表 6.12 所示)，分析大型重型機車部分，因超速失控

為四件、酒駕失控有兩件，另有一件係自小客越線超車而大型重型

機車原因未明。另外，無照計三件但均配戴安全帽、未配戴安全帽

也有兩件，因此分析超速、無照、未配戴安全帽應該都是其肇事或

造成重大傷亡之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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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2 苗栗縣境內大型重型機車 A1 類交通事故統計(94/1~94/4) 

地 點 死
亡 

受

傷 
當事人 
車  種 肇事原因 備 考

一 自小貨 違規停車  
獅潭鄉永興村 
(台三線112.2K南下) 1 0 

二 重機車 酒駕失控 無照、有戴帽

0.7 mg/ L 
一 大型重機車超速失控 無照有戴帽 獅潭鄉永興村 

(台三線111.5K南下) 1 0 
二 自小貨 無肇責  
一 自小客 越線超車 未飲酒 
二 重機車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未戴帽、未飲酒

大湖鄉富興村 
(台三線128.3K北上) 1 0 

三 自小客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未飲酒 
獅潭鄉新豐村八角林十九

號台3線123ｋ 1 0 一 大型重機車超速失控 有戴帽 

1 營大拖 違反特定標誌禁制 未飲酒 
大湖鄉富興村八寮灣段 
(台3線北向129.5公里處) 1 0 

2 重機車 酒後駕車、未注意前

方狀況 
未 戴 帽 、

1.135MG/L 
一 大型重機車超速失控 無照有戴帽 獅潭鄉永興村 

(台三線111.5K南下) 1 0 
二 自小貨 無肇責  

獅潭鄉新豐村八角林十九

號台3線123ｋ 1 0 一 大型重機車超速失控 有戴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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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快速道路駕駛人之行駛互動經驗分析與評估 

 

7.1 駕駛人之行駛互動經驗調查設計 

為考量目前試辦期間，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台 68 線及台 72 線省道

快速公路的交通量相當有限，且研究單位對於大型重型機車在路段上

出現的時間、空間分佈的情況無法完全掌握，因此，研究團隊決定採

用問卷調查的方式取得有關汽、機車駕駛人行駛互動經驗。 
本研究有關汽、機車用路人行駛互動經驗問卷調查的調查對象包

括所有的快速道路用路人—包括大型重型機車與其他的車輛－小型

車與大型車。 
本研究考量各類型駕駛人的特性與問卷調查方法的可行性，將問

卷的調查內容與方式依調查對象的不同分為二類： 

1.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問卷－郵寄法； 

2. 其他的車輛(包括小型車與大型車)問卷－路外訪談法。 

7.1.1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與其他車輛駕駛人行駛互動經驗問卷 

一、大型重型機車問卷調查內容 

本研究有關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的問卷內容(詳如附件一)主要分

為五部分： 

1. 第一部分：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基本資料； 

2. 第二部分：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行駛快速道路的一般經驗； 

3. 第三部分：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行駛在快速道路上與其他車

輛互動的經驗； 

4. 第四部分：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對於本試辦計畫與開放政策

的認知與態度； 

5. 第五部分：開放問題(受訪者的意見與看法)。 

其中第三部分主要為探討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行駛在快速道路

上與其他車輛(包括小型車與大型車)互動的經驗。主要的問題包括以

下幾項重點： 

1. 當小型車/大型車跟隨在機車後方時，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主



 7-2

觀所感受的縱向臨界(最小)安全間距。 

2.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主觀反應當小型車/大型車跟隨在機車

後方時，受訪者可忍受的縱向臨界(最小)安全間距。 

3. 當小型車/大型車行駛在機車側邊時，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主

觀所感受的橫向臨界(最小)安全間距。 

4. 當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在小型車/大型車後方時，機車與前車所

保持的縱向間距。 

5. 當機車超越小型車/大型車時，造成駕駛人感到行車困難或危

險的原因。 

6. 當機車被小型車/大型車超越時，造成駕駛人感到行車困難或

危險的原因。 

7. 其他車輛是否曾(或試圖)在同一車道上超越機車。 

8. 機車是否曾(或試圖)在同一車道上超越其他車輛。 

9. 比較受訪者在騎乘機車與駕駛小型車時，其跟車(縱向)間距

的差異。 

10. 在快速道路上行駛大型重型機車較原先所預期困難及危險的

原因。 

問卷第四部分主要為了解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對於此次試辦計

畫以及開放快速道路路權的支持態度，主要的問題包括以下幾項重

點： 

1.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對於此次試辦計畫是否知悉，以及獲知

消息的來源。此資訊有助於未來加強安全或相關施政宣導媒

介的參考。 

2.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對於延長試辦計畫期間的意見。 

3.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對於擴大試辦計畫範圍的意見。 

4.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對於全面開放快速道路路權的意見。 

5.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對於大型重型機車於交流道路口左轉上

快速道路相關規定的意見。 

二、抽樣方法與樣本數 

本研究針對領有大型重型機車駕照者的戶籍資料進行隨機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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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抽樣範圍以北部(宜蘭縣)至中部地區(彰化縣)領有大型重型機車

駕照者(至民國 94 年 4 月截止，共包括 21,317 人，約佔全國總持照人

數的 77.7%)為抽樣的母體，採郵寄回郵法，共抽樣 2,002 份，抽樣比

例約佔抽樣範圍內總持照人數的 11.13%。各縣市抽樣樣本數分佈如

表 7.1 所示。在抽樣的 11 個縣市當中，台北縣、台北市、與桃園縣

分別佔抽樣比例的 30.22%、25.52%以及 10.44%，約佔總抽樣數的 2/3。 

表 7.1 各縣市抽樣樣本數分佈 

縣市別 抽樣數 抽樣百分比 
台北市 511 25.5 
基隆市 42 2.1 
新竹市* 117 5.8 
台中市 93 4.7 
台北縣 605 30.2 
桃園縣 209 10.4 
新竹縣* 116 5.8 
苗栗縣* 109 5.4 
台中縣 86 4.3 
彰化縣 86 4.3 
宜蘭縣 28 1.4 
合計 2,002 100.0 

註*：試辦道路所在縣市增加抽樣樣本比例 

 
7.1.2  其他小型車/大型車與大型重型機車行駛互動經驗問卷調查 

一、其他小型車/大型車的問卷調查內容 

本研究除了對於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進行問卷調查之外，亦針對

其他車種的駕駛人，包括小型車與大型車駕駛人進行問卷調查。其他

車種的問卷內容，主要在於了解不同車種的駕駛人在快速道路上與大

型重型機車的互動經驗，以及其他駕駛人對於本次試辦計畫的認知，

以及未來政府對於大型重型機車路權的支持態度，本研究有關小型車

與大型車分別設計問卷內容(詳如附件二、附件三)主要分為三部分： 

1. 第一部分： 駕駛人在快速道路上與大型重型機車的互動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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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部分： 駕駛人對於本試辦計畫與開放政策的認知與態

度； 

3. 第三部分：駕駛人基本資料。 

二、抽樣方法與樣本 

1. 小型車問卷調查：本研究計劃採路外與駕駛人訪談的方式蒐

集小型車駕駛人的資料。計劃抽樣 200 份。根據台 68 線與台

72 線交通量與車種組成的比例，計劃分別在台 68 線抽樣 160
份，台 72 線抽樣 40 份，如表 7.2 所示。 

2. 大型車問卷調查：本研究計劃採路外與駕駛人訪談的方式蒐

集大型車駕駛人的資料。由於台 68 線與台 72 線大型車交通

量相當低，且適合大型車路外訪談的地點相當有限，且台 72
線上並無適當的大型車調查地點，本研究計劃集中於(竹)縣
120 道路上大型車休息區進行大型車駕駛人訪談。 

表 7.2 小型車/大型車路外訪談問卷抽樣數 

車種 
路線 

小型車 大型車 合計 

台 68 線 160 20 180 
台 72 線 40 － 40 
合計 200 20 220 

 

7.2 駕駛人行駛互動經驗問卷調查執行 

根據前述的調查對象的特性與可行之調查方法不同，本研究調查

計畫的執行方式上亦有所不同，分別說明如下。至於各車種別問卷的

編碼方式，請分別參考附件四、五、六。 

7.2.1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問卷調查計畫之執行 

本研究於今(94)年四月中旬，針對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寄發出問

卷共 2002 份，一週後陸續收到回郵問卷，截至 5 月中旬，共收回 167
份，但其中一份僅寄回單張問卷，視為作廢，因此，在郵寄問卷調查

部分，共有 166 份回函，回郵率約 8.29%。 
回收的 166 份問卷中，大部分的受訪者居住地為台北市

(27.11%)、台北縣(25.90%)與新竹市(10.24%)，共佔全部回收問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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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5%。就回郵率比較，調查的 11 個縣市的平均回郵率為 8.29%，

回郵率最高的縣市為新竹市 (14.53%)、苗栗縣 (11.01%)與宜蘭縣

(10.71%)，回郵率最低者為桃園縣(6.22%)。在抽樣比率最高的台北

縣、台北市、與桃園縣，回收率分別為 7.11%、8.81%與 6.22%，除

了台北市的回郵率略高於平均之外，台北縣與桃園縣的回郵率均偏

低。至於兩條試辦快速道路所在的縣市；新竹市、新竹縣與苗栗縣的

回郵率均高於平均值，可見計畫所在地的民眾對於其自身權益關係密

切的政府施政的關心與參與程度，相對地較其他縣市的駕駛人為高，

各抽樣縣市之回收情況與回郵率詳見表 7.3。 

表 7.3 大型重型機車問卷抽樣與回郵結果統計表 

縣市別 抽樣數 抽樣百分比 回郵數 回郵百分比 回郵率 
台北市 511 25.52 45 27.11 8.81 
基隆市 42 2.10 3 1.81 7.14 
新竹市 117 5.84 17 10.24 14.53 
台中市 93 4.65 8 4.82 8.60 
台北縣 605 30.22 43 25.90 7.11 
桃園縣 209 10.44 13 7.83 6.22 
新竹縣 116 5.79 10 6.02 8.62 
苗栗縣 109 5.44 12 7.23 11.01 
台中縣 86 4.30 6 3.61 6.98 
彰化縣 86 4.30 6 3.61 6.98 
宜蘭縣 28 1.40 3 1.81 10.71 
合計 2002 100.00 166 100.00 8.29 

 
本研究除了透過郵寄問卷法蒐集資料之外，研究團隊為更積極增

加問卷調查的樣本數，於今年 4 月 24 日參加中華民國大型重型機車

經營同業全國促進會所舉辦之「台 68 線 72 線快速道路－交通安全宣

導」研討會時，於研討會現場要求與會者協助填寫問卷，在該天活動

當中，共取得 34 個樣本，詳見表 7.4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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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問卷調查計畫執行時間、地點與完成份數統計表 

車種 調查時間 調查地點 完成份數 合 計 
4 月 24 日 研討會 34 大型重型

機車 郵寄問卷 166 
200 

4 月 30 日 南寮 143 
4 月 30 日 汶水 64 小型車 
5 月 1 日 南寮 76 

283 

大型車 4 月 24 日 縣 120(近台 68 線) 33 33 

 
7.2.2 小型車與大型車駕駛人問卷調查計畫之執行 

一、小型車駕駛人問卷調查計畫之執行 

由於台 68 線與台 72 線主線上並無適當的調查地點，因此本研究

採路外調查的方式進行。本研究團隊分別於 4 月 30 日(星期六)與 5
月 1 日(星期日)兩天於進行小型車駕駛人訪談。第一梯次 4 月 30 日的

調查分別在台 68 線南寮端(台 15 線)的新竹南寮漁港休閒遊憩區與停

車場，以及台 72 線汶水端(台 3 線)的汶水老街上進行調查，全天分別

完成 143 份與 64 份。 
根據原先的規劃，台 72 線的小型車駕駛人問卷調查的份數已達

到表 7.2 的目標，但是台 68 線的調查份數尚不足，因此，本研究團

隊於 5 月 1 日，針對台 68 線展開第二階段調查，在相同的調查地點(南
寮漁港休閒遊憩區與停車場)，共完成了 76 份問卷，因此在台 68 線

的部分，共完成 219 份問卷，統計結果詳如表 7.4 所示。 

二、大型車駕駛人問卷調查計畫之執行 

本研究團隊於 4月 24日(星期日)至竹縣 120道路接近國道三竹林

交流道的一處大型客車休息區，進行大型車駕駛人訪談，共取得問卷

33 份，達到表 7.2 的計畫目標樣本數。 
 

7.3 受訪者基本特性分析 

7.3.1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基本特性分析 

在完成的 200 份大型重型機車問卷中，97%的受訪者為男性，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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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僅有 6 位。至於受訪者年齡，將近一半的受訪者年齡在 31 歲至 40
歲之間，其次為 41 至 50 歲，佔 26.5%，年齡介於 21 至 30 歲者共有

37 位，佔樣本數的 18.5%，在 200 位受訪者中，有 2 位的年齡在 60
歲以上。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的年齡分佈情形如圖 7.1 所示。 

大型重型機車問卷受訪者年齡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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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的年齡分佈情形 

就受訪者的學歷分佈比較，超過 60%的受訪者擁有大(專)學的學

歷，擁有研究所及以上學歷者亦有 14 人。就職業分析，57 位(28.5%)
受訪者從事商業方面的工作，47 位(24.0%)從事工業工作，36 位(18%)
從事服務業。就個人收入比較，52 位(26.0%)的個人收入介於 4 萬與

5 萬之間，個人收入超過 10 萬元者亦佔受訪人數的 11.0%，大致而言，

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的個人收入水準相當高，超過 60%的受訪者個人

收入大於 4 萬元，所得大於 7 萬元的受訪者佔 21%。大型重型機車受

訪者的個人收入分佈情形如圖 7.2 所示。就家戶收入分析，將近 30%
受訪者的家戶收入介於 8 萬與 12 萬之間，家戶收入超過 20 萬元者亦

佔受訪人數的 11.0%，大致而言，如同個人收入的情況，大型重型機

車受訪者的家戶收入水準相當高，超過 70%的受訪者家戶收入大於 8
萬元，所得大於 12 萬元的受訪者約佔 26%。本研究整理大型重型機

車受訪者的基本特性如表 7.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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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重型機關受訪者個人收入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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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的個人收入分佈 

就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的騎乘大型重型機車的資歷分析，擁有 5
年以上駕駛資歷者佔 31.5%，其次為 1 至 2 年，佔 28.0%，1 年以下

者佔 25.5%。若以民國 90 年 7 月開放 150cc 以上機車進口的時間比

較，駕駛經驗不足 4 年者佔受訪者的 66.0%。 
在 200 位受訪者中，僅有 50 位未曾行駛快速道路，佔總受訪人

數的 25.0%。若就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是否曾經行駛本次試辦的快速

道路與其駕駛經驗分析，未曾行駛快速道路者相對於曾經行駛快速道

路者的駕駛經驗較少。未曾行駛快速道路者駕駛大型重型機車經驗在

1 年以下者佔 48.0%，曾經行駛快速道路者駕駛經驗在 1 年以下者佔

16.7%。至於駕駛經驗在 5 年以上的受訪者中，約 82.5%曾經行駛快

速道路，未曾行駛者僅有 10 人，佔 17.5%。有關大型重型機車受訪

者駕駛大型重型機車資歷與行駛快速道路經驗整理如表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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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基本特性整理 

基本特性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男性 194 97.0 

性別 
女性 6 3.0 

20 歲以下 0 0.0 
21 至 30 歲 37 18.5 
31 至 40 歲 98 49.0 
41 至 50 歲 53 26.5 
51 至 60 歲 10 5.0 

年齡 

61 至 70 歲 2 1.0 
高中職以下 60 30.0 
大(專)學 122 61.0 

研究所以上 14 7.0 
其他 2 1.0 

學歷 

未答 2 1.0 
學生 5 2.5 
軍人 4 2.0 
公教 19 9.5 
商 57 28.5 
工 48 24.0 

服務業 36 18.0 
自由業 14 7.0 
其他 16 8.0 

職業 

未答 1 0.5 
2 萬元以下 7 3.5 

2-3 萬元 14 7.0 
3-4 萬元 38 19.0 
4-5 萬元 52 26.0 
5-7 萬元 38 19.0 
7-10 萬元 20 10.0 

10 萬元以上 22 11.0 

個人收入 

未答 9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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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基本特性整理(續) 

基本特性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2 萬元以下 1 0.5 

2-5 萬元 25 12.5 
5-8 萬元 55 27.5 
8-12 萬元 59 29.5 
12-20 萬元 30 15.0 
20 萬以上 22 11.0 

家戶收入 

未答 8 4.0 
半年以下 16 8.0 
半年至 1 年 35 17.5 

1-2 年 56 28.0 
2-3 年 20 10.0 
3-4 年 5 2.5 
4-5 年 4 2.0 

5 年以上 63 31.5 

駕駛經驗(年資) 

未答 1 0.5 

表 7.6 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駕駛資歷與行駛快速道路經驗 

未曾 曾經 曾經行駛快速道路

駕駛經驗(年資)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未答 合計 

半年以下 14 28.0 2 1.4 0 16 
半年至 1 年 10 20.0 22 15.3 3 35 

1-2 年 14 28.0 41 28.5 1 56 
2-3 年 1 2.0 18 12.5 1 20 
3-4 年 1 2.0 4 2.8 0 5 
4-5 年 0 0.0 4 2.8 0 4 

5 年以上 10 20.0 52 36.1 1 63 
未答 0 0.0 1 0.7 0 1 
合計 50 100.0 144 100.0 6 200 

 

若就受訪者來源與其行駛快速道路經驗比較，曾經行駛快速道路

大部分為參加 4 月 24 日大型重型機車經營同業全國促進會的研討會

者(22.9%)，其次為居住在台北市(22.2%)、台北縣(14.6%)與新竹市

(10.4%)者。若比較各受訪者來源曾經與未曾行駛快速道路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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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發現參與促進會的研討會者全部皆有行駛的經驗，其次桃園縣受

訪者中 92.3%曾經行駛快速道路；苗栗縣有 90.9%曾經行駛；新竹市

有 88.2%曾經行駛；台中市有 87.5%，但是由於台中市的樣本數較少，

因此較不具代表性。至於曾經行駛比例較低的縣市為台中縣

(16.7%)、宜蘭縣(33.3%)與彰化縣(50.0%)。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來源

與行駛快速道路經驗比較如圖 7.3 所示，相關統計整理於表 7.7。 

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來源與其曾經行駛快速道路的經驗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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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來源與行駛快速道路經驗比較圖 

 

表 7.7 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來源與曾經行駛快速道路經驗統計 

未曾 曾經 行駛經驗

來源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未答 合計 

台北市 12 24.0 32 22.2 1 45 
基隆市 1 2.0 2 1.4 0 3 
新竹市 2 4.0 15 10.4 0 17 
台中市 1 2.0 7 4.9 0 8 
台北縣 19 38.0 21 14.6 3 43 
桃園縣 1 2.0 12 8.3 0 13 
新竹縣 3 6.0 7 4.9 0 10 
苗栗縣 1 2.0 10 6.9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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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 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來源與曾經行駛快速道路經驗統計(續) 

未曾 曾經 行駛經驗

來源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未答 合計 

台中縣 5 10.0 1 0.7 0 6 
彰化縣 3 6.0 3 2.1 0 6 
宜蘭縣 2 4.0 1 0.7 0 3 
研討會 0 0.0 33 22.9 1 34 
合計 50 100.0 144 100.0 6 200 

 

7.3.2  小型車駕駛人基本特性分析 

在 283 位小型車受訪者中，男性佔 80.6%，女性約 19.4%。在受

訪者中，約有 28.6%的年齡在 31 至 40 歲之間，27.2%介於 21 至 30
歲之間，年齡在 41 至 50 歲之間者佔 24.7%。就學歷分析，具有高中

職(含以下)學歷者佔 48.1%，大(專)學學歷者佔 36.0%，研究所以上學

歷者佔 9.9%。 
就職業比較，從事的工作產業以工業佔大多數(20.5%)，其次為

商業(17.0%)。約有 27.9%的小型車受訪者的個人收入介於 3 至 4 萬元

間，個人收入在 10 萬元以上者佔 5.3%，該比率低於前述之大型重型

機車的受訪者。就家戶收入比較，27.9%受訪者的家戶收入在 5 至 8
萬元之間，19.8%在 2 至 5 萬元間，家戶收入在 20 萬元以上者僅有

11 人，約佔 3.9%。本研究將小型車受訪者的基本特性整理如表 7.8。 

表 7.8 小型車駕駛人基本特性整理 

基本特性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男性 228 80.6 

性別 
女性 55 19.4 

20 歲以下 8 2.8 
21 至 30 歲 77 27.2 
31 至 40 歲 81 28.6 
41 至 50 歲 70 24.7 
51 至 60 歲 35 12.4 
61 至 70 歲 9 3.2 
70 歲以上 1 0.4 

年齡 

未答 2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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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 小型車駕駛人基本特性整理(續) 

基本特性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高中職以下 136 48.1 
大(專)學 102 36.0 

研究所以上 28 9.9 
其他 3 1.1 

學歷 

未答 14 4.9 
學生 14 4.9 
軍人 4 1.4 
公教 25 8.8 
商 48 17.0 
工 58 20.5 

服務業 42 14.8 
自由業 29 10.2 
其他 43 15.2 

職業 

未答 20 7.1 
2 萬元以下 28 9.9 

2-3 萬元 37 13.1 
3-4 萬元 79 27.9 
4-5 萬元 46 16.3 
5-7 萬元 21 7.4 
7-10 萬元 7 2.5 

10 萬元以上 15 5.3 

個人收入 

未答 50 17.7 
2 萬元以下 12 4.2 

2-5 萬元 56 19.8 
5-8 萬元 79 27.9 
8-12 萬元 42 14.8 
12-20 萬元 13 4.6 
20 萬以上 11 3.9 

家戶收入 

未答 70 24.7 

 

7.3.3 大型車駕駛人基本特性分析 

在 33 位大型車受訪者中，全數為男性。受訪者中，年齡在 51 至

60 歲之間者約佔 48.5%，介於 41 至 50 歲之間者約佔 30.3%。就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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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具有高中職(含以下)學歷者佔 90.9%，無大(專)學或研究所以上

學歷者。 
約有 42.4%的小型車受訪者的個人收入介於 3 至 5 萬元間，無個

人收入在 10 萬元以上者。就家戶收入比較，39.4%受訪者的家戶收入

在 5 至 8 萬元之間，30.3%在 2 至 5 萬元間，無家戶收入在 20 萬元以

上者。本研究將大型車受訪者的基本特性整理如表 7.9。 

表 7.9 大型車駕駛人基本特性整理 

基本特性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男性 33 100.0 

性別 
女性 0 0.0 

20 歲以下 0 0.0 
21 至 30 歲 2 6.1 
31 至 40 歲 4 12.1 
41 至 50 歲 10 30.3 
51 至 60 歲 16 48.5 
61 至 70 歲 0 0.0 
70 歲以上 0 0.0 

年齡 

未答 1 3.0 
高中職以下 30 90.9 
大(專)學 0 0 

研究所以上 0 0 
其他 1 3.0 

學歷 

未答 2 6.1 
2 萬元以下 3 9.1 

2-3 萬元 5 15.2 
3-4 萬元 6 18.2 
4-5 萬元 8 24.2 
5-7 萬元 5 15.2 
7-10 萬元 1 3.0 

10 萬元以上 0 0 

個人收入 

未答 5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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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9 大型車駕駛人基本特性整理(續) 

基本特性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2 萬元以下 1 3.0 

2-5 萬元 10 30.3 
5-8 萬元 13 39.4 
8-12 萬元 1 3.0 
12-20 萬元 1 3.0 
20 萬以上 0 0 

家戶收入 

未答 7 21.2 

 

7.4 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行駛快速道路的經驗分析 

在 200 位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中，6 位未回答是否曾經行駛快速

道路，在 194 位有效問卷中，50 位不曾行駛於快速道路上，105 位曾

經行駛於台 68 線，89 位曾經行駛於台 72 線，亦有 63 位曾經違規行

駛於其他未試辦開放的路線，在有效樣本中，違規行駛快速道路的比

率達 32.5%，相關統計整理如表 7.10。 

表 7.10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曾經行駛快速道路別統計(複選) 

行駛路線 人數 佔受訪者比例 

不曾行駛 50 25.81 (－) 

台 68 線 105 54.1 (72.9) 2 

台 72 線 89 45.9 (61.8) 

其他路線 63 32.5 (43.8) 

註 1：佔全部有效受訪者比例，由於 6 位未答，有效樣本數為 194 人 

註 2：佔所有曾經行駛快速道路受訪者的比例，有效樣本數為 144 人 

 

在 144 位曾經行駛快速道路的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之中，81 位

(56.3%)曾經行駛數次，約 14.6%的駕駛人僅行駛過一次，2.8%為每天

行駛，此調查結果與本研究路段、路口交通量調查的推論，以及交通

部公路總局交通流量調查結果相當吻合，顯示目前大型重型機車使用

快速道路的比例相當有限，本研究所整理之行駛頻率如表 7.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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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 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的頻率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僅一次 21 14.6 
曾經數次 81 56.3 
每天 4 2.8 

一週數次 13 9.0 
一月數次 21 14.6 
未答 4 2.8 
合計 144 100.0 

 

有關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的旅次目的，根據表 7.12 顯示，

除了 3 位受訪者未回答此問題外，其餘的 141 位受訪者中，60.3%行

駛在快速道路上的旅次目的為購物、休閒。就行駛的時段比較，30.7%
的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約在上午 9:00至 11:30之間，27.1%在下午 1:30
至 4:00 之間，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行駛在快速道路的時段整理如表

7.13。就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的時間分析，114 位受訪者曾在

週末、假日行駛快速道路，約佔總有效樣本數的 82.0%，行駛時間分

佈整理如表 7.14。至於車隊出遊的比例，共有 77 位受訪者在前一次

的旅次中並非與車隊一起出遊，64 位為與其他同好一起出遊，其分

佈的情形如表 7.15 所示。 

表 7.12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行駛快速道路的旅次目的(複選) 

旅次目的 人數 佔有效受訪者比例 1 

上班、上學 15 10.6 

購物、休閒 85 60.3 

訪友、探親 18 12.8 

其他 36 25.5 

註 1：3 位未答，有效樣本數為 14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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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3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行駛快速道路的時段統計(複選) 

行駛時段 人數 佔有效受訪者比例 1 

6:00~9:00am 30 21.4 
9:00~11:30am 43 30.7 

11:30am~1:30 pm 17 12.1 
1:30~4:00 pm 38 27.1 

4:00pm~7:00pm 19 13.6 
其他時段 26 18.6 

註 1：4 位未答，有效樣本數為 140 

 

表 7.14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行駛快速道路行駛時間統計(複選) 

行駛時間 人數 佔有效受訪者比例 

平常日 40 28.8 

週末、假日 114 82.0 

合計 154 － 

註：5 位未答，有效樣本數為 139 

 

表 7.15 上次行駛快速道路是否車隊出遊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是 64 44.4 
否 77 53.5 
未答 3 2.1 
合計 144 100.0 

 

7.5 駕駛人之行駛互動經驗分析 

7.5.1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之行駛互動經驗分析 

在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的問卷內容中的第三部分為探討當其他

小型車跟隨在大型重型機車後方，距離多遠處會令機車駕駛人感到行

車困難或危險，根據本研究完成的問卷結果顯示，在 144 位曾經行駛

快速道路的樣本中，36.8%的駕駛人認為當後方車輛為小型車時，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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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縱向間距保持在 5 公尺內時才會令他們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除

了 3.5%的受訪者未回答本題外，即其餘 59.7%的受訪者認為他們可忍

受的縱向間距至少在 5 公尺以上。另 31.3%的駕駛人認為前後間距界

於 5 至在 13 公尺時才會感到壓力，即 68.1%的駕駛人可接受 13 公尺

以上的跟車間距；若將前後車保持的間距設定為 25 公尺時，亦即以

假設時速為90公里/小時，前後車保持1.0秒的跟車時間車距(time gap)
為情況下，還是有 12.5%的駕駛人無法接受此縱向間距而會感到行車

壓力，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可忍受的前後縱向間距分佈如表 7.16 所

示。 
若後方車輛為大型車時，當前後車保持的間距為 25 公尺的情況

下，約有 22.2%的駕駛人仍會感到行車壓力，僅有 19.4%的駕駛人可

以忍受後方大型車保持 5 公尺內的行車間距，至於受訪者對於不同跟

車車種，可忍受的臨界縱向間距比例如圖 7.4。由圖 7.4 觀察可知，

對於不同的後車車種分析，在相同可忍受人數百分比的情況下，例

如，對於 80%的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來說，可接受後方小型車跟車的

臨界間距界於 5-13 公尺與 13-25 公尺兩間距之間，但是，若後方為大

型車時，80%的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可忍受的臨界跟車間距界於

13-25 公尺與 25-38 公尺之間，因此可推知，當後方跟車車輛為大型

車時，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可忍受的臨界跟車間距大於小型車的跟車

間距。 
本研究利用卡方檢定檢驗的結果發現，其卡方值為 13.6002，p

值為 0.009，小於 5%的顯著水準，因此我們可推論：當後方車輛種類

不同時，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可忍受的前後縱向間距亦有所不同。總

括而言，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可忍受的前後縱向間距會受到後方車輛

種類的影響。此統計檢定結果驗證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對於大型車的

容忍縱向間距顯著大於對於小型車的容忍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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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6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會感到行車壓力的縱向間距分佈 

後車－小型車 後車－大型車 後車車種別

間距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5 公尺內(約 0.2 秒) 53 36.8 28 19.4 

5-13 公尺(0.2-0.5 秒) 45 31.3 46 31.9 
13-25 公尺(0.5-1.0 秒) 23 16.0 33 22.9 
25-38 公尺(1.0-1.5 秒) 9 6.3 18 12.5 
38-50 公尺(1.5-2.0 秒) 6 4.2 9 6.3 

50 公尺以上(大於 2.0 秒) 3 2.1 5 3.5 
未答 5 3.5 5 3.5 
合計 144 100.0 144 100.0 

註：本研究未將未答樣本納入檢定。為考量部分樣本觀察值小於 5，本研究合併

部分觀察項，得出檢定結果為：Pearson
2χ = 13.6002，自由度＝4，p＝0.009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可忍受後車的跟車距離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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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可忍受的前後縱向間距分佈 

 
當後方車輛未能保持適當的跟車距離時，僅有 15.7%的駕駛人會

維持原車速，不予反應，有 35.7%的駕駛人會選擇變換車道，30.7%
的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會加速但不變換車道，值得注意的是，有

22.9%的受訪者會選擇行駛偏車道一側，讓後方車輛同車道超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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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受訪者(0.6%)會因當後車跟車未能保持安全距離而選擇行駛路

肩。本研究將受訪者的駕駛行為反應整理如表 7.17。 
 

表 7.17 當後方跟車使駕駛人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時之反應(複選) 

駕駛人反應選項 人數 佔有效受訪者比例 1

維持原車速，不予反應 22 15.7 

加速但不變換車道 43 30.7 

變換車道 50 35.7 

行駛路肩 1 0.7 

行駛偏車道一側，讓後方車輛同車道超車 32 22.9 

其他 6 4.3 

註 1：4 位未答，有效樣本數為 140 份 

 

根據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對於不同臨車道

車種所容忍的側向間距分佈整理如表 7.18。在受訪者中，當臨車道車

種為小型車時，16%的受訪者表示可忍受小於 0.5 公尺以下的側向間

距，約 57%的受訪者可接受小(等)於 1 公尺的側向間距，當側向間距

增加至 1.5 公尺時，可接受的受訪者增加至 77%。當臨車道車種為大

型車時，9%的受訪者表示可忍受小於 0.5 公尺以下的側向間距，約

40%的受訪者可接受小(等)於 1 公尺的側向間距，當側向間距增加至

1.5 公尺時，可接受的受訪者增加至 67%。本研究將受訪者對於不同

臨車道車種可忍受的側向間距比例整理如圖 7.5。 
本研究利用卡方檢定檢驗的結果發現，其卡方值為 12.053，p 值

為 0.034，小於 5%的顯著水準，因此我們可推論：當臨車道車種不同

時，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可忍受的橫向間距亦有所不同。總括而言，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可忍受的橫向間距會受到臨車道車種的影響。此

統計檢定結果驗證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對於大型車的可容忍橫向間

距顯著大於對於小型車的容忍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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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8 駕駛人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的臨車道車輛保持橫向間距分佈 

臨車道－小型車 臨車道－大型車 臨車道車種別

橫向間距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無所謂 23 16.0 13 9.0 

0.5 公尺內 28 19.4 14 9.7 
0.5-1.0 公尺 31 21.5 30 20.8 
1.0-1.2 公尺 17 11.8 26 18.1 
1.2-1.5 公尺 12 8.3 13 9.0 
1.5-2.0 公尺 23 16.0 26 18.1 
大於 2.0 公尺 2 1.4 12 8.3 

未答 8 5.6 10 6.9 
合計 144 100.0 144 100.0 

註：本研究未將未答樣本納入檢定。為考量部分樣本觀察值小於 5，本研究合併

部分觀察項，得出檢定結果為：Pearson
2χ = 12.053，自由度＝5，p＝0.034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可忍受側向間距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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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可忍受的側向間距分佈 

 
根據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在跟車時，對於

不同的前方車種所保持的縱向間距分佈整理如表 7.19。在受訪者中，

當前方車種為小型車時，5%的受訪者表示所保持的跟車間距小於 5
公尺以下，約 63%的受訪者會保持小於 25 公尺的跟車間距，僅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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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駕駛人會保持 50 公尺以上的跟車間距，假設以 90 公里/小時的行

駛速率推算，5%的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與前車所保持的跟車時間間

距小於 0.2 秒，63%的受訪者保持的時間跟車間距小於 1 秒。 
當臨車道車種為大型車時，小於 1.5%的受訪者表示會保持 5 公

尺以下的跟車間距，約 42%的受訪者會保持小於 25 公尺的跟車間

距，約有 15%的駕駛人會保持 50 公尺以上的跟車間距，假設以 90
公里/小時的行駛速率推算，1.4%的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與前車所保

持的跟車時間間距小於 0.2 秒，42%的受訪者與前車所保持的時間跟

車間距小於 1 秒。本研究將受訪者對於不同前方車種所保持的跟車間

距分佈整理如圖 7.6。 
本研究利用卡方檢定檢驗的結果發現，其卡方值為 16.957，p 值

為 0.005，小於 5%的顯著水準，因此我們可推論：當前方的車種不同

時，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與前車所保持的縱向間距亦有所不同。總括

而言，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與前車所保持的縱向間距會受到前方車種

的影響。此統計檢定結果驗證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對於前方大型車的

所保持縱向間距顯著大於對於小型車所保持的間距。 
 

表 7.19 跟車時與前方車輛保持的縱向間距分佈 

前車－小型車 前車－大型車 前方車種別

縱向間距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5 公尺內(約 0.2 秒) 7 4.9 2 1.4 

5-13 公尺(0.2-0.5 秒) 48 33.3 26 18.1 
13-25 公尺(0.5-1.0 秒) 35 24.3 33 22.9 
25-38 公尺(1.0-1.5 秒) 20 13.9 30 20.8 
38-50 公尺(1.5-2.0 秒) 12 8.3 21 14.6 

50 公尺以上(大於 2.0 秒) 11 7.6 21 14.6 
未答 11 7.6 11 7.6 
合計 144 100.0 144 100.0 

註：本研究未將未答樣本納入檢定。檢定結果為：Pearson
2χ = 16.957，自由度＝

5，p＝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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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與前方車輛跟車間距分佈 

 

根據表 7.20 統計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在超車時感到困難或危險

的原因，約 40%的受訪者認為在快速道路上超越前車並無困難或危

險，約有 43%的受訪者認為前方小型車會故意加速，干擾超車，33%
的駕駛人認為前方大型車會故意加速，干擾超車，約有 8%的受訪者

認為行車間距不足為造成超越前方小型車有困難的原因，15%認為超

越大型車有困難的原因為行車間距不足。 

表 7.20 當超越其他車輛時感到困難或危險的原因 

前車－小型車 前車－大型車 被超車車種別

原因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並不感困難或危險 57 39.6 58 40.3 

車速太快，難以超車 2 1.4 1 .7 
行車間距不足 11 7.6 21 14.6 

前方車輛故意加速，干擾超車 62 43.1 48 33.3 
其他 4 2.8 7 4.9 
未答 8 5.6 9 6.3 
合計 144 100.0 144 100.0 

 
當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被小型車超越時，35%的受訪者認為並不

感到行車壓力，36%的受訪者認為在超車的過程中，小型車未保持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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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側向間距，26%的受訪者表示小型車會在同車道超車。6%認為在超

車的過程中，超車的車輛因車速太快，所引起的掀風影響機車的行車

穩定。本研究整理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被小型車超車時會另他們感到

困難或危險的原因如表 7.21。 

表 7.21 受訪者被小型車超車感到困難或危險的原因(複選) 

原因選項 人數 佔有效受訪者比例 1 

並不感困難或危險 47 34.8 

車速太快，側風影響行車穩定 8 5.9 

未保持適當側向間距 49 36.3 

未保持適當前後間距 22 16.3 

在同車道超車 35 25.9 

其他 4 3.0 

註 1：9 位未答，有效樣本數 135 份 

當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被大型車超越時，25%的受訪者認為並不

特別感到行車壓力，35%的受訪者認為在超車的過程中，大型車未保

持適當側向間距。在超車的過程中，認為因超車的車輛車速太快，所

引起的掀風影響機車的行車穩定者約有 22%。雖然大型車的體形較龐

大，有 21%的受訪者表示大型車會在同車道超車。本研究整理大型重

型機車受訪者被大型車超車時會另他們感到困難或危險的原因如表

7.22。 
本研究利用卡方檢定大型重型機車被小型車與大型車超車時感

到行車困難的原因，檢驗的結果發現，其卡方值為 15.662，自由度為

4，其雙尾之 p 值為 0.004，小於 5%的顯著水準，因此我們可推論：

當大型重型機車被不同車種超車時，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感到行車困

難的原因亦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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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2 被大型車超車感到困難或危險的原因(複選) 

原因選項 人數 佔有效受訪者比例 1 

並不感困難或危險 34 25.2 

車速太快，側風影響行車穩定 30 22.2 

未保持適當側向間距 47 34.8 

未保持適當前後間距 23 17.0 

在同車道超車 28 20.7 

其他 3 2.2 

合計 165 － 

註 1：9 位未答，有效樣本數為 135 份 

 

本研究另就同一車道超車的問題進行進一步的研究，調查結果發

現，僅約有 13%的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表示其他車輛不會(或試圖)在
同一車道上超越他們的機車，約 15%受訪者表示其他車輛經常會同車

道超車，其餘約 2/3 的受訪者表示其他車輛有時會/偶爾會同車道超

車，本研究整理同車道超車調查結果如表 7.23 所示。 
約有 5%的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承認他們經常會同車道超車，約

38%受訪者承認他們有時會/偶爾會同車道超車，高達 52%的受訪者

表示他們不會同車道超車。本研究將受訪者所回答之其他車輛與其本

身同車道超車行為比較如圖 7.7。 
本研究利用卡方檢定大型重型機車與其他車種在同車道超車的

行為，檢驗的結果發現，其卡方值為 54.950，p 值為 0.000，小於 5%
的顯著水準，因此我們可推論：就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主觀認為其他

車輛經常有同車道超車的行為，但其本身則不會或偶爾會同車道超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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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3 同車道超車行為比較 

問題 頻率選項 人數 百分比 
經常會 21 14.6 
有時會 48 33.3 
偶爾會 48 33.3 
不會 19 13.2 

其他車輛會(或試圖)在同

一車道上超越您的機

車？ 

未答 8 5.6 
經常會 7 4.9 
有時會 19 13.2 
偶爾會 35 24.3 
不會 75 52.1 

您會(或試圖)在同一車道

上超越其他的車輛？ 

未答 8 5.6 

註：本研究未將未答樣本納入檢定。檢定結果為：Pearson
2χ = 54.950，自由度＝

3，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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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 其他車輛與大型重型機車同車道超車行為比較 

 
本研究調查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與前方車輛所保持的跟車距離

與其駕駛小型車時所保持的跟車距離相較，49%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所

保持的間距較駕駛小型車時為大，34%表示差不多，5%表示所保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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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車距離較小，由受訪者的反應可知，他們在駕駛大型重型機車時，

他們主觀的危險意識較高。有關跟車安全距離的比較整理如表 7.24。
根據適合度檢定的結果，其卡方值為 93.376，p 值為 0.000，小於 5%
的顯著水準，顯示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主觀認為其與前車所保持的距

離與其駕駛小型車所保持的間距有顯著的不同。 
 

表 7.24 機車與前車所保持的距離與駕駛小型車時比較 

距離比較 人數 百分比 
未有小客車駕照 1 0.7 

較小 7 4.9 
較大 71 49.3 
差不多 49 34.0 
不一定 6 4.2 
未答 10 6.9 
合計 144 100.0 

 
本研究欲探討曾經行駛快速道路的受訪者的實際行車經驗與他

們原先所預期差異的原因，在所有曾行駛快速道路的 144 人之中，10
位並未回答在快速道路上的行駛經驗比原先所預期較困難的原因。在

134 份有效問卷中，共有 52 人(約佔 39%)並不感到行駛在快速道路上

比原先(未曾行駛前)預期較困難，82 位(61.2%)認為較原先預期困難。 
在這 82 位認為較困難的駕駛人當中，約 52%的受訪者認為其他

車輛未保持安全間距，42%認為側風過強造成行車困難，39%認為路

面掉落物亦為影響行車安全的原因之一，另各有約 34%的受訪者反應

為其他車行駛同車道以及路面坑洞造成行車困難。本研究整理受訪者

認為其行駛經驗比原先所預期較困難的原因如表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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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5 行駛經驗較原先所預期為困難的原因(複選) 

原因選項 人數 佔認為較困難受訪者比例 

不感困難 52 － 

路面坑洞 28 34.1 

路面積水 16 19.5 

路面油漬 18 22.0 

路面標誌、標線造成輪胎打滑 22 26.8 

側風過強 34 41.5 

其他車輛速度太快 7 8.5 

其他車輛速度太慢 8 9.8 

其他車輛未保持安全間距 43 52.4 

其他車行駛同車道 28 34.1 

路面掉落物 32 39.0 

視線不佳 4 4.9 

標線、標誌不清 13 15.9 

彎度過大 2 2.4 

其他 11 13.4 

註：共有 10 人未答，有效樣本數 134 份 

 
就駕駛人曾經行駛的路線比較受訪者認為其行駛經驗是否較原

先所預期為困難，曾經行駛台 68 線的駕駛人認為較困難的比例為

53%，較不困難的比例為 41%。曾經行駛台 72 線的駕駛人認為較困

難的比例為 47%，較不困難的比例為 47%。曾經行駛其他路線的駕駛

人認為較困難的比例為 48%，較不困難的比例為 41%。由表 7.26 的

統計結果可知，受訪者認為與其他路線比較，行駛台 68 線比原先所

預期的困難的比例稍高。根據本計畫研究期間觀察，其可能的原因為

台 68 線的交通量較其他路線大且行駛速率較快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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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卡方檢定大型重型機車的行車感受與其曾經行駛路

線間之關係，檢驗的結果發現，其卡方值為 0.788，p 值為 0.675，大

於 5%的顯著水準，因此我們可推論：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曾經行駛

的路線不同與其行車的感受之間並無顯著的關係。 

表 7.26 行駛路線與行駛經驗是否感到困難(路線可複選) 

路線 感到困難 不感困難 未答 合計 

台 68 線 56 
(53.3)1 

43 
(41.0) 

6 
(5.7) 105 

台 72 線 42 
(47.2) 

42 
(47.2) 

5 
(5.6) 89 

其他路線 30 
(47.6) 

26 
(41.3) 

7 
(11.1) 10 

合計 82 
(56.9) 

52 
(36.1) 

10 
(6.9) 

144 
(100.0) 

註 1：括號內為橫向統計比例 

 
在 144 份曾行駛快速道路的問卷中，8 位並未回答問卷第三部分

第 16 題。在 136 份有效回答行駛經驗比原先所預期較危險原因的問

卷中，僅有 49 位(約 36%)並不認為行駛在快速道路上比原先(未曾行

駛前)預期較危險，87 位(64.0%)認為比原先所預期危險。 
在 87 位認為較危險的駕駛人當中，49 位(56%)認為原因為其他

車輛未保持安全間距使得實際行車經驗較原先預期為危險，40%認為

路面掉落物為行車較危險的原因，33%認為是其他車輛行駛同車道以

及路面坑洞，30%認為側風過強造成危險。本研究整理受訪者認為其

行駛經驗比原先所預期較危險的原因如表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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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7 行駛經驗較原先所預期為危險的原因(複選) 

原因選項 人數 佔認為較危險受訪者比例 

不感困難 49 － 

路面坑洞 29 33.3 

路面積水 20 23.0 

路面油漬 22 25.3 

路面標誌、標線造成輪胎打滑 21 24.1 

側風過強 26 29.9 

其他車速太快 6 6.9 

其他車速太慢 7 8.0 

其他車輛未保持安全間距 49 56.3 

其他車行駛同車道 29 33.3 

路面掉落物 34 39.1 

視線不佳 3 3.4 

標線、標誌不清 13 14.9 

彎度過大 0 0.0 

其他 9 10.3 

註：共有 8 人未答，有效樣本數 136 份 

 

就駕駛人曾經行駛的路線比較受訪者認為其行駛經驗是否較原

先所預期為危險，曾經行駛台 68 線的駕駛人認為較危險的比例為

58%，較不危險的比例為 37%。曾經行駛台 72 線的駕駛人認為較危

險的比例為 49%，較不危險的比例為 45%。曾經行駛其他路線的駕駛

人認為較危險的比例為 54%，較不危險的比例為 37%。由表 7.28 的

統計結果可知，受訪者認為與其他路線比較，行駛台 68 線比原先所

預期的危險的比例較高。根據本計畫研究期間觀察，其可能的原因與

前述解釋相同，因為台 68 線的交通量較其他路線大且行駛速率較快

所致，值得注意的事項為，超過一半受訪者認為，行駛在非試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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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內的快速道路上感到危險。 
本研究利用卡方檢定大型重型機車的行車感受與其曾經行駛路

線間之關係，檢驗的結果發現，其卡方值為 1.508，p 值為 0.470，大

於 5%的顯著水準，因此我們可推論：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曾經行駛

的路線不同與其行車所感受的不安全感覺之間並無顯著的關係。 

表 7.28 行駛路線與行駛經驗是否感到危險(路線可複選) 

路線 感到危險 不感危險 未答 合計 

台 68 線 
61 

(58.1)1 
39 

(37.1) 
5 

(4.8) 
105 

台 72 線 
44 

(49.4) 
40 

(44.9) 
5 

(5.6) 
89 

其他路線 
34 

(54.0) 
23 

(36.5) 
6 

(9.5) 
63 

合計 
87 

(60.4) 
49 

(34.0) 
8 

(5.6) 
144 

(100.0) 
註 1：括號內為橫向統計比例 

 

針對本次試辦計畫，受訪者對於相關設置與規定的滿意程度比較

結果發現，就路口上匝道方向所設置的大型重型機車相關標誌、標線

而言，曾經行駛在台 68 線的受訪者相對的滿意比例較低，約 9%對於

路口上匝道方向所設置的大型重型機車相關標誌、標線的設置感到不

滿意，認為差不多的比例為 9%，認為設置非常明確、清楚者佔 47%。

曾經行駛在台 72 線的受訪者，約 6%對於路口上匝道方向所設置的大

型重型機車相關標誌、標線感到不滿意，認為差不多的比例為 7%，

認為設置非常明確、清楚者佔 51%。本研究將統計結果整理於表 7.29。 
本研究利用卡方檢定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對於路口上匝道方向

所設置的大型重型機車相關標誌、標線設置感到滿意的程度是否有所

不同，在檢定曾經行駛不同路線與滿意度間之關係的檢定結果發現，

其卡方值為 0.939，自由度為 3，p 值為 0.816，大於 5%的顯著水準，

表示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對於設置的滿意程度並不因其曾經行駛的

路線不同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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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9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對於路口上匝道方向所設置的大型重型

機車相關標誌、標線設置的滿意程度 

台 68 線 台 72 線 其他路線 2 合計 1 曾行駛路線 
意見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非常同意 49  46.7 45 50.6 34 54.0 69 47.9
同意 33 31.4 28 31.5 14 22.2 43 29.9
差不多 9 8.6 6 6.7 5 7.9 12 8.3 
不同意 7 6.7 4 4.5 4 6.3 11 7.6 

非常不同意 2 1.9 1 1.1 0 0.0 2 1.4 
未答 5 4.8 5 5.6 6 9.5 7 4.9 

註 1：合計數為受訪人數之合計值，並非各選項之合計值 

註 2：本研究未將未答樣本納入檢定，為考量部分樣本觀察值小於 5，本研究合

併部分觀察項。針對曾經行駛台 68 線與台 72 線的受訪者意見進行檢定的結果

為：Pearson
2χ = 0.939，自由度＝3，p＝0.816 

 
約 9%曾經行駛在台 68 線的受訪者對於上匝道處所設置的大型

重型機車相關標誌、標線設置感到不滿意，14%受訪者無意見，認為

設置非常明確、清楚者佔 42%。約 8%曾經行駛在台 72 線的受訪者對

於上匝道處所設置的大型重型機車相關標誌、標線的設置感到不滿

意，無意見的比例為 10%，認為設置非常明確、清楚者佔 47%。本研

究將統計結果整理於表 7.30。 
本研究利用卡方檢定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對於上匝道處所設置

的大型重型機車相關標誌、標線設置感到滿意的程度是否有所不同，

根據就曾經行駛不同路線與滿意度間之關係的檢定結果發現，其卡方

值為 1.034，自由度為 3，p 值為 0.793，大於 5%的顯著水準，表示大

型重型機車受訪者對於設置的滿意程度並不受其曾經行駛的路線不

同而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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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0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對於上匝道處所設置的大型重型機車相

關標誌、標線設置的滿意程度 

台 68 線 台 72 線 其他路線 2 合計 1 曾行駛路線 
意見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非常同意 44 41.9 42 47.2 32 50.8 61 42.4
同意 32 30.5 26 29.2 17 27.0 45 31.3
差不多 15 14.3 9 10.1 5 7.9 20 13.9
不同意 6 5.7 5 5.6 3 4.8 8 5.6 

非常不同意 3 2.9 2 2.2 0 0.0 3 2.1 
未答 5 4.8 5 5.6 6 9.5 7 4.9 

註 1：合計數為受訪人數之合計值，並非各選項之合計值 

註 2：本研究未將未答樣本納入檢定，為考量部分樣本觀察值小於 5，本研究合

併部分觀察項。針對曾經行駛台 68線與台 72線的受訪者意見進行檢定的結果為： 

Pearson
2χ = 1.034，自由度＝3，p＝0.793 

 
約 10%曾經行駛在台 68 線的受訪者對於主線上所設置的大型重

型機車相關標誌、標線設置感到不滿意，19%受訪者無意見，認為設

置非常明確、清楚者佔 43%。約 7%曾經行駛在台 72 線的受訪者對於

主線上所設置的大型重型機車相關標誌、標線的設置感到不滿意，無

意見的比例為 16%，認為設置非常明確、清楚者佔 46%。本研究將統

計結果整理於表 7.31。 
本研究利用卡方檢定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對於主線上所設置的

大型重型機車相關標誌、標線設置感到滿意的程度是否有所不同，根

據就曾經行駛不同路線與滿意度間之關係的檢定結果發現，其卡方值

為 0.944，自由度為 3，p 值為 0.815，大於 5%的顯著水準，表示大型

重型機車受訪者對於設置的滿意程度並不受其曾經行駛的路線不同

而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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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1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對於主線上所設置的大型重型機車相關

標誌、標線設置的滿意程度 

台 68 線 台 72 線 其他路線 2 合計 1 曾行駛路線 
意見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非常同意 45 42.9 41 46.1 33 52.4 62 43.1
同意 25 23.8 23 25.8 15 23.8 37 25.7
差不多 20 19.0 14 15.7 5 7.9 25 17.4
不同意 7 6.7 4 4.5 3 4.8 9 6.3 

非常不同意 3 2.9 2 2.2 1 1.6 4 2.8 
未答 5 4.8 5 5.6 6 9.5 7 4.9 

註 1：合計數為受訪人數之合計值，並非各選項之合計值 

註 2：本研究未將未答樣本納入檢定，為考量部分樣本觀察值小於 5，本研究合

併部分觀察項。針對曾經行駛台 68 線與台 72 線的受訪者意見進行檢定的結果

為：Pearson
2χ = 0.944，自由度＝3，p＝0.815 

 

就相關標誌、標線設置的位置比較，受訪者對於此次試辦計畫的相關

標誌、標線設置的滿意度不表示滿意的比例(包括表示差不多、不同

意與非常不同意者)者，依序為主線路段、上匝道處、路口上匝道方

向，表示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對於主線路段相關標誌、標線的設置不

表示滿意的比例較高，其次為在上匝道處，對於路口上匝道方向的設

置不表示滿意的比例最低。 

 

7.5.2 小型車駕駛人之行駛互動經驗分析 

在 283 位小型車受訪者中，8 位(2.8%)未回答是否在快速道路上

遇過大型重型機車，在其他 275 個樣本中，146 位(佔總樣本數的

51.59%)曾在快速道路上遇過大型重型機車，129 位(佔總樣本數的

45.58%)沒遇過大型重型機車。 
若就抽樣的路線區分，在台 68 線抽樣的 219 個樣本中，107 人(佔

台 68 線樣本數的 49%)未曾在快速道路上遇過大型重型機車，74 位曾

經在台 68 線遇過，18 位(8%)曾在其他路線看過大型重型機車違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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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道路。在台 72 線所抽取的 64 個樣本中，22 位(佔台 72 線樣本數

的 34%)未曾在快速道路上遇過大型重型機車，18 位(28%)曾經在台

72 線遇過大型重型機車，13 位(20%)曾在其他路線看過大型重型機車

違規上快速道路。本研究就不同的抽樣路線區分，將受訪者曾經遇過

大型重型機車的分佈統計於表 7.32，根據統計結果顯示，調查地點不

同，受訪者曾經在快速道路上遇過大型重型機車的路線也有其地緣上

的趨勢。 
本研究利用卡方檢定檢驗的結果發現，其卡方值為 46.942，自由

度為 4，p 值為 0.000，小於 5%的顯著水準，因此我們可推論在不同

的調查地點(台 68 線與台 72 線)，小型車受訪者曾經在不同路線上遇

過大型重型機車的經驗有所不同，可見統計推論的結果驗證了受訪者

的經驗與地緣關係密切。 

 
表 7.32 不同調查路線的小型車受訪者曾在快速道路上遇過大型重型

機車的分佈 (複選) 

台 68 線 台 72 線 合計 抽樣路線 
行駛路線 人數 1 百分比 人數 1 百分比 人數 1 百分比 

未曾遇過 109 49.8 22 34.4 131 46.3 
是 (但未標明路線) 8 3.7 8 12.5 16 5.7 

台 68 線 74 33.8 8 12.5 82 29.0 
台 72 線 11 5.0 18 28.1 29 10.2 
其他路線 19 8.7 13 20.3 32 11.3 
未答 2 4 1.8 1 1.6 5 1.8 
合計 219 － 64 － 283 － 

註 1：本表人數統計為複選計算結果 

註 2：本研究未將未答樣本納入檢定。檢定的結果為：Pearson
2 46.942χ = ，自由

度＝4，p＝0.000 

 
在 152 位曾在快速道路上遇過大型重型機車的受訪者中，共有

45 位(30%)未曾有與大型重型機車互動的經驗，47 位(31%)曾經在台

68 線上有互動的經驗，15 位(10%)曾在其他非試辦快速道路上曾與大

型重型機車有互動的經驗。在 152 份樣本中，扣除 14 位未進一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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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否曾經在快速道路上與大型重型機車有互動經驗，根據問卷調查

的結果，本研究整理曾經與大型重型機車有互動經驗的人數僅有 93
人，佔全部小型車抽樣人數的 32.9%。 

就不同的調查地點比較，在台 68 線與台 72 線未曾與大型重型機

車有互動的經驗的比例均在 30%左右，但是就曾經(有互動經驗)行駛

的路線分析，調查地點與受訪者曾與大型重型機車有互動經驗的行駛

道路有顯著的地緣關係。在台 68 線所調查的樣本中，44 位(40.0%)
曾在台 68 線上曾與大型重型機車有互動的經驗；在台 72 線所調查的

樣本中，15 位(35.7%)曾在台 72 線上曾與大型重型機車有互動的經

驗。相關統計結果整理如表 7.33。 
本研究利用卡方檢定檢驗的結果發現，其卡方值為 33.271，自由

度為 4，p 值為 0.000，小於 5%的顯著水準，因此我們可推論在不同

的調查地點(台 68 線與台 72 線)，小型車受訪者曾經在不同路線上與

大型重型機車互動的經驗有所不同，可見統計推論的結果驗證了受訪

者的互動經驗與地緣關係密切。 

 
表 7.33 不同調查路線的小型車受訪者曾在快速道路上與大型重型機

車有互動經驗分佈比例(複選) 

台 68 線 台 72 線 合計 抽樣路線 
行駛路線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1 百分比 

未曾互動 32 29.1 13 31.0 45 29.6 
是 10 9.1 5 11.9 15 9.9 

台 68 線 44 40.0 3 7.1 47 30.9 
台 72 線 5 4.5 15 35.7 20 13.2 
其他路線 9 8.2 7 16.7 15 9.9 
未答 2 12 10.9 2 4.8 14 9.2 
合計 110 － 42 － 152 － 

註 1：本表人數統計為複選計算結果 

註 2：本研究未將未答樣本納入檢定。檢定的結果為：Pearson
2χ =33.271，自由

度＝4，p＝0.000 
 

 

在 93 位曾經與大型重型機車有互動經驗的受訪者中，扣除 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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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回答者，在 87 份有效樣本中，57 位(66%)表示當大型重型機車跟

隨在後方，讓小型車駕駛人感到行車壓力時，受訪者會維持原車速，

不予反應，15%表示會變換車道，12%會行駛偏車道一側，讓後方機

車同車道超車，10%表示會加速但不變換車道。本研究整理受訪者反

應如表 7.34。 
 

表 7.34 當大型重型機車跟隨在後時，小型車駕駛人反應 (複選) 

項目 次數 佔有效樣本數的比例 1 
維持原車速，不予反應 57 65.5 
加速但不變換車道 9 10.3 

變換車道 13 14.9 
行駛偏車道一側，讓後方機車同車道超車 10 11.5 

合計 87 － 

註 1：6 位未答本題，本題有效樣本數為 87 份 

 

在 93 位曾經與大型重型機車有互動經驗的小型車受訪者中，44
位(47%)表示當行駛在大型重型機車後方時，受訪者與前(機)車所保持

的跟車間距較與跟隨其他車種所保持的距離差不多，36%表示會保持

較大的間距，僅有 1 人(1%)表示會保持較小間距。本研究整理受訪者

反應的跟車間距如表 7.35。 

 

表 7.35 小型車跟隨在機車後方所保持的間距較與其他車輛間距比較 

間距比較 人數 百分比 
較小 1 1.1 
較大 33 35.5 
差不多 44 47.3 
不一定 13 14.0 
未答 2 2.2 
合計 93 100.0 

 

在 93 位受訪者中，44 位(48%)認為在行駛中超越大型重型機車

並不感到困難或危險，19 位(21%)認為大型重型機車車速太快，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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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行車不穩定，17 位(19%)認為大型重型機車車速太快，難以超車，

約 5%的小型車受訪者認為前方的大型重型機車故意加速，干擾超

車。本研究整理受訪者對於超越機車時感到困難或危險的原因如表

7.36。 

 

表 7.36 當小型車超越機車時感到困難或危險的原因(複選) 

原因 人數 佔有效樣本數的比例 1 
並不感困難或危險 44 47.8 
車速太快，難以超車 17 18.5 

車速太快，怕機車行車不穩定 19 20.7 
行車間距不足 7 7.6 

前方車輛故意加速，干擾超車 5 5.4 
其他 1 1.1 
合計 93 － 

註：1 位未答本題，有效樣本為 92 份 

 

在 93 位受訪者中，44 位(48%)認為在行駛中被大型重型機車超

越並不會感到困難或危險，33 位(36%)擔心大型重型機車車速太快，

怕機車行車不穩定，8 位(9%)認為大型重型機車未保持適當側向間

距，6 位(7%)認為大型重型機車未保持適當的前後縱向間距，2 位(2%)
反應大型重型機車會同車道超車。本研究整理受訪者被機車超越時感

到困難或危險的原因如表 7.37。 
 

表 7.37 當小型車被機車超越時感到困難或危險的原因(複選) 

原因 人數 佔有效樣本數的比例 1 
並不感困難或危險 44 48.4 

車速太快，怕機車行車不穩定 33 36.3 
未保持適當側向間距 8 8.8 
未保持適當前後間距 6 6.6 

在同車道超車 2 2.2 
合計 93 － 

註：2 位未答本題，有效樣本為 91 份 

 



 7-39

本研究另就同一車道超車的問題進行進一步的研究，調查結果發

現，約僅有 15%的小型車駕駛人表示大型重型機車不會(或試圖)在同

一車道上超越他們的車，約 36%受訪者表示大型重型機車經常會同車

道超車，29%訪者表示大型重型機車偶爾會同車道超車。本研究針對

小型車受訪者整理同車道超車調查結果如表 7.38 所示。 
約有 4%的小型車駕駛人承認他們經常會同車道超車，約 29%受

訪者承認他們偶爾會同車道超車，高達 53%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不會同

車道超車。 
本研究利用卡方檢定檢驗的結果發現，其卡方值為 45.137，自由

度為 3，值為 0.000，小於 5%的顯著水準，因此我們可推論：就小型

車受訪者的主觀意見，小型車駕駛人所反應大型重型機車與其本身在

同車道超車行為有所不同。一般來說，小型車受訪者反應大型重型機

車經常有同車道超車的行為，但其本身則不會有同車道超車的行為。 

 

表 7.38 小型車與大型重型機車同車道超車互動的經驗統計 

大型重型機車同車道超車 小型車會在同車道超車 超車車輛

同車道超車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經常會 33 35.5 4 4.3 
有時會 18 19.4 9 9.7 
偶爾會 27 29.0 27 29.0 
不會 14 15.1 49 52.7 
未答 1 1.1 4 4.3 
合計 101 100.0 101 100.0 

註：本研究未將未答樣本納入檢定。檢定的結果為：Pearson
2χ = 45.137，自由度

＝3，p＝0.000 

 

7.5.3 大型車駕駛人之行駛互動經驗分析 

在 33 份大型車駕駛人問卷中，18 位駕駛人並未在快速道路上遇

過大型重型機車，在其餘 15 人中，共有 3 位(佔 15 人之中的 20%)曾
見過大型重型機車違規行駛其他快速道路，1 位曾在台 68 線遇過，5
位曾於台 72 線遇過大型重型機車，另有 6 人並未說明路線別。其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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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結果整理如表 7.39。 

 
表 7.39 大型車駕駛人曾在快速道路上遇過大型重型機車的路線分佈 

行駛路線 人數 百分比 
是 6 18.2 

台 68 線 1 3.0 
台 72 線 5 15.2 
其他路線 3 9.1 
未曾遇過 18 54.5 
合計 33 100.0 

在 15 位曾經在快速道路上遇過大型重型機車的大型車駕駛人之

中，5 位未曾在快速道路上行駛於大型重型機車附近，1 位曾經在台

68 線上行駛在大型重型機車附近，2 位曾經在台 72 線上行駛在大型

重型機車附近。總括而言，在 15 位曾在快速道路上遇過大型重型機

車的駕駛人，僅有 10 位曾行駛於大型重型機車的附近，有與大型重

型機車互動的經驗(如表 7.40 所示)。 

表 7.40 是否曾在快速道路上行駛於大型重型機車附近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是 7 46.7 

台 68 線 1 6.7 
台 72 線 2 13.3 
其他路線 0 0.0 
未曾在附近 5 33.3 

合計 15 100.0 
在 10 位曾經與大型重型機車有互動經驗的受訪者中，7 位(70%)

表示當大型重型機車跟隨在後方，讓大型車駕駛人感到行車壓力時，

受訪者會維持原車速，不予反應，2 位會行駛偏車道一側，讓後方機

車同車道超車，1 位表示會變換車道，1 位表示會加速但不變換車道。

本研究整理受訪者反應如表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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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1 當機車跟隨在後時，大型車駕駛人反應方式統計(複選) 

項目 人數 佔有效樣本數的比例 1 
維持原車速，不予反應 7 70.0 
加速但不變換車道 1 10.0 

變換車道 1 10.0 
行駛偏車道一側，讓後方機車同車道超車 2 20.0 

合計 11 － 

註 1：有效樣本數 10 份 

 
在 10 位曾經與大型重型機車有互動經驗的大型車受訪者中，5

位(50%)表示當行駛在大型重型機車後方時，受訪者與前(機)車所保持

的跟車間距較與跟隨其他車種所保持的距離較大，2 位表示差不多，

3 位認為不一定。本研究整理受訪者跟車間距如表 7.42。 

 
表 7.42 大型車跟隨在機車後方所保持的間距較與其他車輛間距比較 

間距比較 人數 百分比 
較大 5 50.0 
差不多 2 20.0 
不一定 3 30.0 
合計 10 100.0 

 
在 10 位受訪者中，1 位(10%)認為在行駛中超越大型重型機車並

不感到困難或危險，7 位(70%)認為大型重型機車車速太快，怕機車

行車不穩定，2 位(20%)認為大型重型機車車速太快，難以超車。本

研究整理大型車受訪者對於超越機車時感到困難或危險的原因如表

7.43。 

 

表 7.43 當大型車超越機車時感到困難或危險的原因 

原因 人數 百分比 
並不感困難或危險 1 10.0 
車速太快，難以超車 2 20.0 

車速太快，怕機車行車不穩定 7 70.0 
合計 1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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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 位受訪者中，2 位認為在行駛中被大型重型機車超越並不

會感到困難或危險，6 位認為大型重型機車車速太快，怕機車行車不

穩定，其餘各 1 位認為大型重型機車未保持適當側向間距以及未保持

適當的前後縱向間距。可能由於大型車的體形較龐大，並無受訪者反

應大型重型機車會同車道超車。本研究整理受訪者被機車超越時感到

困難或危險的原因如表 7.44。 
 

表 7.44 當大型車被機車超越時感到困難或危險的原因 

原因 人數 百分比 
並不感困難或危險 2 20.0 

車速太快，怕機車行車不穩定 6 60.0 
未保持適當側向間距 1 10.0 
未保持適當前後間距 1 10.0 

合計 10 100.0 

 

7.6 駕駛人對於本試辦計畫與開放政策的認知與態度分析 

7.6.1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對於路權開放政策的認知與態度分析 

在 200 位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中，僅有 4 位原先並不知道此試辦

計畫，在 144 位曾經行駛快速道路的駕駛人之中，60%獲知消息的來

源為大型重型機車同好、社團，39%表示其消息來源為報紙、雜誌，

33%為電視媒體，其消息來源統計如表 7.45 所示。 

表 7.45 獲知試辦計畫的消息來源(複選) 

項目 人數 佔有效樣本數的比例 1 
報紙、雜誌 52 38.5 
電視媒體 45 33.3 

電台廣播媒體 14 10.4 
親友、工作同事處 4 3.0 

大型重型機車同好、社團 81 60.0 
其他 14 10.4 
合計 210 155.6 

註：9 位未答本題，有效樣本數為 13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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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探討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對於延長此試辦計畫期間的

意見，在問卷內容中徵詢受訪者的意見發現，曾經行駛於快速道路的

受訪者表示非常支持的比例約 80%，較未曾行駛的受訪者的比例(68%)
高出許多。曾經行駛的受訪者中有 7%表示無意見，未曾行駛者比例

為 16%。僅有 1 位未曾行駛者表示非常反對延長試辦計畫期間，但是

卻有 7 位曾經行駛者表示非常反對延長試辦計畫期間。根據本研究小

組了解，這幾位受訪者並非「反對」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而

是籲請政府直接開放路權。本研究整理受訪者的意見結果如表 7.46。 
本研究利用卡方檢定檢驗檢定曾經行駛與未曾行駛快速道路者

贊成(合併非常贊成與贊成人數)與不表示贊成(合併無意見、不贊成

與非常不贊成人數)的結果發現，其卡方值為 0.358，p 值為 0.275，

大於 5%的顯著水準，因此我們可推論：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對於延

長此試辦計畫期間的支持態度與否不會受到其本身是否曾經行駛於

快速道路的經驗有關。 

 

表 7.46 對於延長試辦計畫期間支持態度統計表 

不曾行駛 曾行駛 未答 行駛經驗

支持態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合計 

非常贊成 34 68.0 115 79.9 4 66.7 153 
贊成 6 12.0 7 4.9 0 0.0 13 
無意見 8 16.0 10 6.9 2 33.3 20 
不贊成 0 0.0 2 1.4 0 0.0 2 

非常不贊成 1 2.0 7 4.9 0 0.0 8 
未答 1 2.0 3 2.1 0 0.0 4 
合計 50 100.0 144 100.0 6 100.0 200 

註：本研究未將未答樣本納入檢定，為考量部分樣本觀察值小於 5，本研究合併

部分觀察項。。檢定的結果為：Continuity Correction ＝0.358，自由度＝1，p＝
0.275 

 

曾經行駛於快速道路的受訪者表示非常支持擴大試辦計畫範圍

的比例約 87%，略高於未曾行駛的受訪者的比例(82%)。曾經行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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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中有 2%表示無意見，未曾行駛者比例為 10%。僅有 1 位未曾

行駛者表示非常反對擴大試辦計畫範圍，但是卻有 2 位曾經行駛者表

示非常反對擴大試辦計畫範圍。本研究整理受訪者的意見結果如表

7.47。 
本研究利用卡方檢定檢驗檢定曾經行駛與未曾行駛快速道路者

贊成(合併非常贊成與贊成人數)與不表示贊成(合併無意見、不贊成

與非常不贊成人數)的結果發現，其卡方值為 2.000，p 值為 0.157，
大於 5%的顯著水準，因此我們可推論：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對於擴

大試辦計畫範圍的支持態度並不會受到其本身是否曾經行駛於快速

道路的經驗的影響。 

表 7.47 對於擴大試辦計畫範圍支持態度統計表 

不曾行駛 曾行駛 未答 
支持態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合計 

非常贊成 41 82.0% 125 86.8% 5 83.3% 171 
贊成 3 6.0% 10 6.9% 0 0.0% 13 
無意見 5 10.0% 3 2.1% 1 16.7% 9 

非常不贊成 0 0.0% 2 1.4% 0 0.0% 2 
未答 1 2.0% 4 2.8% 0 0.0% 5 
合計 50 100.0% 144 100.0% 6 100.0% 200 

註：本研究未將未答樣本納入檢定，為考量部分樣本觀察值小於 5，本研究合併

部分觀察項。檢定的結果為：Continuity Correction ＝2.000，自由度＝1，p＝0.157 

 
曾經行駛於快速道路的受訪者表示非常支持全面開放大型重型

機車在快速道路上路權的比例約 88%，較未曾行駛的受訪者的比例

(74%)高出許多。曾經行駛的受訪者中有 2%表示無意見，未曾行駛者

比例為 6%。僅有 1 位曾經行駛者表示非常反對全面開放大型重型機

車在快速道路上路權。2 位未曾行駛者表示非常反對。本研究整理受

訪者的意見結果如表 7.48。 
本研究利用卡方檢定檢驗檢定曾經行駛與未曾行駛快速道路者

贊成(合併非常贊成與贊成人數)與不表示贊成(合併無意見、不贊成

與非常不贊成人數)的結果發現，其卡方值為 2.734，p 值為 0.098，
大於 5%的顯著水準，因此我們可推論：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對於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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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開放大型重型機車快速道路路權的支持態度並不會受到其本身是

否曾經行駛於快速道路的經驗的影響。 

 

表 7.48 對於全面開放大型重型機車快速道路路權的支持態度統計表 

不曾行駛 曾行駛 未答 
支持態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合計

非常贊成 37 74.0% 127 88.2% 5 83.3% 169 
贊成 6 12.0% 9 6.3% 0 0.0% 15 
無意見 3 6.0% 3 2.1% 1 16.7% 7 
不贊成 1 2.0% 2 1.4% 0 0.0% 3 

非常不贊成 2 4.0% 1 0.7% 0 0.0% 3 
未答 1 2.0% 2 1.4% 0 0.0% 3 
合計 50 100.0% 144 100.0% 6 100.0% 200 

註：本研究未將未答樣本納入檢定，為考量部分樣本觀察值小於 5，本研究合併

部分觀察項。檢定的結果為：Continuity Correction＝2.734，自由度＝1，p＝0.098 

 

7.6.2 小型車駕駛人對於路權開放政策的認知與態度分析 

小型車受訪者最初知道此試辦計畫時，48%抽樣來自台 68 線的

受訪者表示贊成，32%表示不贊成，19%表示無意見。抽樣來源自台

72 線的受訪者中，33%表示無意見，31%反對，33%贊成。小型車受

訪者支持態度整理如表 7.49。 
本研究利用卡方檢定檢驗曾經行駛台68線與台72線的受訪者最

初知道此試辦計畫時表示非常贊成、贊成、無意見，以及不支持(不
贊成與非常不贊成)的結果發現，其卡方值為 12.058，p 值為 0.007，
小於 5%的顯著水準，因此我們可推論：不同調查地點的小型車受訪

者，其最初知道此試辦計畫的支持態度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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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9 最初知道時對於試辦計畫支持態度統計表 

台 68 線 台 72 線 合計 調查路線

支持態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非常贊成 7 3.2 5 7.8 12 4.2 
贊成 99 45.2 16 25.0 115 40.6 
無意見 41 18.7 21 32.8 62 21.9 
不贊成 68 31.1 17 26.6 85 30.0 

非常不贊成 1 0.5 3 4.7 4 1.4 
未答 3 1.4 2 3.1 5 1.8 
合計 219 100.0 64 100.0 283 100.0 

註：本研究未將未答樣本納入檢定，為考量部分樣本觀察值小於 5，本研究合併

部分觀察項。檢定的結果為：Pearson
2χ = 12.058，自由度＝3，p＝0.007 

 

根據表 7.50 對於目前小型車受訪者對於此試辦計畫的態度統

計，46%抽樣來自台 68 線的受訪者表示贊成，34%表示不贊成，18%
表示無意見，與最初知道時的支持比例相較，支持與無意見的比例均

略降，不贊成的比例略增。抽樣來源自台 72 線的受訪者中，30%表

示無意見，34%反對，34%贊成，與最初知道時的支持比例相較，亦

有支持度略降的趨勢。小型車受訪者支持態度整理如表 7.50。 
本研究利用卡方檢定檢驗曾經行駛台68線與台72線的受訪者目

前對於此試辦計畫表示非常贊成、贊成、無意見，以及不支持(不贊

與加非常不贊成)的結果發現，其卡方值為 12.561，p 值為 0.006，小

於 5%的顯著水準，因此我們可推論：不同調查地點的小型車受訪者，

目前對於此試辦計畫的支持的態度並不相同，但是，若我們不區分贊

成或不贊成的強度，僅就其表示支持(非常贊成與贊成)與不表示支持

(包括無意見、不贊成與非常不贊成)比較，根據統計檢定的結果發現，

卡方值為 2.385，p 值為 0.123，大於 5%的顯著水準，顯示調查地點

的小型車受訪者，目前對於此試辦計畫的支持與否並無顯著差異。 

至於小型車駕駛人在最初知道此試辦計畫時與目前對於試辦計畫的

支持態度是否有差異，根據卡方檢定結果(Pearson 2χ ＝2.815，自由度

＝4，p＝0.589)顯示，小型車駕駛人的支持態度前後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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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0 目前對於試辦計畫支持態度統計表 

台 68 線 台 72 線 合計 調查路線 
支持態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非常贊成 6 2.7 6 9.4 12 4.2 
贊成 94 42.9 16 25.0 110 38.9 
無意見 39 17.8 19 29.7 58 20.5 
不贊成 70 32.0 16 25.0 86 30.4 

非常不贊成 4 1.8 6 9.4 10 3.5 
未答 6 2.7 1 1.6 7 2.5 
合計 219 100.0 64 100.0 283 100.0 

註：本研究未將未答樣本納入檢定，為考量部分樣本觀察值小於 5，本研究合併

部分觀察項。檢定的結果為：Pearson
2χ = 12.561，自由度＝3，p＝0.006 

 
至於小型車受訪者對於延長試辦計畫期間的意見，根據表 7.51

受訪者的支持態度統計結果，45%抽樣來自台 68 線的受訪者表示贊

成，34%表示不贊成，20%表示無意見。抽樣來源自台 72 線的受訪者

中，39%表示無意見，23%反對，37%贊成。受訪者對於延長試辦計

畫期間的支持程度以曾經行駛台 72 線的受訪者的相對支持程度較

高，雖然其受訪者的態度傾向並非相當明顯。小型車受訪者支持態度

整理如表 7.51。 
本研究利用卡方檢定檢驗的結果發現，其卡方值為 29.017，p 值

為 0.000，小於 5%的顯著水準，因此我們可推論：不同調查地點的小

型車受訪者，對延長試辦計畫期間的支持的程度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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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1 是否贊成延長試辦計畫期間支持態度統計表 
台 68 線 台 72 線 合計 調查路線 

支持態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非常贊成 8 3.7 7 10.9 15 5.3 
贊成 91 41.6 17 26.6 108 38.2 
無意見 43 19.6 25 39.1 68 24.0 
不贊成 68 31.1 8 12.5 76 26.9 

非常不贊成 6 2.7 7 10.9 13 4.6 
未答 3 1.4 0 0.0 3 1.1 
合計 219 100.0 64 100.0 283 100.0 

註：本研究未將未答樣本納入檢定。檢定的結果為：Pearson
2χ = 29.017，自由度

＝4，p＝0.000 

 
至於小型車受訪者對於擴大試辦計畫範圍的意見，根據表 7.52

受訪者的支持態度統計結果，43%抽樣來自台 68 線的受訪者表示贊

成，38%表示不贊成，18%表示無意見。抽樣來源自台 72 線的受訪者

中，36%表示無意見，30%反對，34%贊成。受訪者對於擴大試辦計

畫範圍的支持程度以曾經行駛台 72 線的受訪者的相對支持程度較

高。小型車受訪者支持態度整理如表 7.52。 
本研究利用卡方檢定檢驗的結果發現，其卡方值為 24.109，p 值

為 0.000，小於 5%的顯著水準，因此我們可推論：不同調查地點的小

型車受訪者，對擴大試辦計畫範圍的支持的程度與強度並不一致。 

表 7.52 是否贊成擴大試辦計畫範圍支持態度統計表 

台 68 線 台 72 線 合計 調查路線 
支持態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非常贊成 6 2.7 7 10.9 13 4.6 
贊成 88 40.2 15 23.4 103 36.4 
無意見 39 17.8 23 35.9 62 21.9 
不贊成 79 36.1 15 23.4 94 33.2 

非常不贊成 4 1.8 4 6.3 8 2.8 
未答 3 1.4 0 0.0 3 1.1 
合計 219 100.0 64 100.0 283 100.0 

註：本研究未將未答樣本納入檢定。檢定的結果為：Pearson
2χ = 24.109，自由度

＝4，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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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是否贊成全面開放快速道路路權，根據表 7.52 受訪者的支

持態度統計結果顯示，41%抽樣來自台 68 線的小型車受訪者表示贊

成，41%表示不贊成，17%表示無意見。抽樣來源自台 72 線的受訪者

中，33%表示無意見，39%反對，27%贊成。相較於前述支持態度選

項，小型車受訪者對於全面開放快速道路路權的支持程度比延長試辦

計畫期間、擴大試辦範圍等措施的支持程度低了許多。小型車受訪者

支持態度整理如表 7.53。 
本研究利用卡方檢定檢驗的結果發現，其卡方值為 21.760，p 值

為 0.000，小於 5%的顯著水準，因此我們可推論：不同調查地點的小

型車受訪者，對全面開放快速道路路權的支持的程度顯著不同。 

 

表 7.53 是否贊成全面開放快速道路路權支持態度統計表 

台 68 線 台 72 線 合計 調查路線 
支持態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非常贊成 5 2.3 5 7.8 10 3.5 
贊成 85 38.8 12 18.8 97 34.3 
無意見 36 16.4 21 32.8 57 20.1 
不贊成 83 37.9 19 29.7 102 36.0 

非常不贊成 7 3.2 6 9.4 13 4.6 
未答 3 1.4 1 1.6 4 1.4 
合計 219 100.0 64 100.0 283 100.0 

註：本研究未將未答樣本納入檢定。檢定的結果為：Pearson
2χ = 21.760，自由度

＝4，p＝0.000 

 

7.6.3 大型車駕駛人對於路權開放政策的認知與態度分析 

33 位大型車受訪者最初知道此試辦計畫時，6%的受訪者表示贊

成，76%表示不贊成，9%表示無意見，與小型車受訪者的意見相較，

大型車駕駛人明顯地較不支持大型重型機車行駛於快速道路。大型車

受訪者支持態度整理如表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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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4 大型車駕駛人最初知道時對於試辦計畫支持態度統計表 

全部大型車駕駛人 曾與機車有互動經驗者 樣本別 
支持態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非常贊成 0 0.0 0 0.0 
贊成 2 6.1 1 10.0 
無意見 3 9.1 0 0.0 
不贊成 19 57.6 5 50.0 

非常不贊成 6 18.2 3 30.0 
未答 3 9.1 1 10.0 
合計 33 100.0 10 100.0 

 

根據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大型車駕駛人對於試辦計畫目前的支

持態度與最初知道時的支持度相當一致，並無顯著地改變，亦即反對

者佔大多數，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其贊成與無意見的人數不變，但是非

常不贊成的人數增加 2 人，使得非常不贊成的比例增加為 24%，全部

不贊成的比例增加為 82%，本研究整理大型車受訪者目前的支持態度

如表 7.55。 

 

表 7.55 大型車駕駛人目前對於試辦計畫支持態度統計表 

全部大型車駕駛人 曾與機車有互動經驗者 樣本別 
支持態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非常贊成 0 0.0 0 0.0 
贊成 2 6.1 1 10.0 
無意見 3 9.1 0 0.0 
不贊成 19 57.6 5 50.0 

非常不贊成 8 24.2 3 30.0 
未答 1 3.1 1 10.0 
合計 33 100.0 10 100.0 

 

對於延長此試辦計畫，在 33 位大型車受訪者中，除了 2 位表示

贊成，4 位無意見之外，26 位(79%)表示不贊成，其中 10 位表示非常

不贊成。對於擴大試辦計畫範圍，有 3 位表示贊成，1 位無意見，28
位表示不贊成，反對的比例達 85%。至於全面開放快速道路路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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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位表示贊成，1 位無意見，28 位表示不贊成，反對的比例亦達 85%。

本研究整理大型車受訪者對於延長試辦期間、擴大試辦範圍，以及全

面開放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的支持態度分別如表 7.56、表

7.57，以及表 5.58 所示。 

 

表 7.56 大型車駕駛人對於延長試辦計畫期間支持態度統計表 

全部大型車駕駛人 曾與機車有互動經驗者 樣本別 
支持態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非常贊成 0 0.0 0 0.0 
贊成 2 6.1 1 10.0 
無意見 4 12.1 0 0.0 
不贊成 16 48.5 5 50.0 

非常不贊成 10 30.3 3 30.0 
未答 1 3.0 1 10.0 
合計 33 100.0 10 100.0 

 

表 7.57 大型車駕駛人對於擴大試辦計畫範圍支持態度統計表 

全部大型車駕駛人 曾與機車有互動經驗者 樣本別 
支持態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非常贊成 0 0.0 0 0.0 
贊成 3 9.1 1 10.0 
無意見 1 3.0 0 0.0 
不贊成 20 60.6 5 50.0 

非常不贊成 8 24.2 3 30.0 
未答 1 3.0 1 10.0 
合計 33 100.0 1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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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8 大型車駕駛人對於全面開放快速道路路權支持態度統計表 

全部大型車駕駛人 曾與機車有互動經驗者 樣本別 
支持態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非常贊成 0 0.0 0 0.0 
贊成 3 9.1 1 10.0 
無意見 1 3.0 0 0.0 
不贊成 21 63.6 5 50.0 

非常不贊成 7 21.2 3 30.0 
未答 1 3.0 1 10.0 
合計 33 100.0 1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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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對於試辦計畫與政府施政之意見 

本研究蒐集機車騎士在此次開放式問答題中所呈現之意見，以下

分別按：延長試辦時間、擴大試辦範圍、贊成全面開放、左轉上匝道

規定等，將其意見彙整如下： 

7.7.1  有關延長試辦期間方面 

大部分均希望直接開放大型重型機車直接行駛於快速道路，甚至

是高速公路，而且覺得試辦半年已經足夠，但也有一、兩位認為可視

試辦結果良好再進行開放。部分人士認為大型重型機車應與汽車一樣

享有平等的路權，希望主管機關也教育汽車駕駛人，使大型重型機車

騎士與汽車駕駛人可以相互適應。有些人士則認為其實騎乘大型重型

機車並不危險，只要保持正常速度反而安全。 

7.7.2 關於擴大試辦範圍方面 

台 68 與台 72 線車流量太少，無法提供汽車與大型重型機車互動

之經驗，大部分希望能在台北開放試辦，建議地點包括環快、市民大

道、洲美快速道路、建國高架等；部分人士希望能在全省都進行試辦，

至少北、中、南都可以尋找適當地點開放，另有騎士建議希望能開放

西濱與快車道，或是通往風景區之道路，讓全國騎士與汽車駕駛者都

有機會體驗。還有一位認為除了高速公路外，皆可開放試辦。 

7.7.3 關於是否贊成全面開放 

大部分騎士希望得到應有之路權，且因國外都可行駛於高速公

路，所以希望政府可以全面開放，並認為大型重型機車性能適合行駛

快速道路。部分騎士認為一般道路行駛速度太低，大型重型機車穩定

度夠，應可行駛高速公路。有人認為若是開放可減少不方便與節省時

間，但也有反應騎士的素質為是否全面開放重要的影響因素。 
最後，有一位騎士之意見較為特別，他認為大型重型機車性能與

一般機車差異較大，若和一般機車同行(使用相同路權)會增加大型重

型機車與一般機車的困擾與意外，因此認為若開放可減少平面車道上

與其它汽、機車共用時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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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4 有關左轉上匝道規定方面 

絕大多數的騎士都認為大型重型機車體積、重心皆大於一般機

車，應比照小型車之行車規則，所以直接左轉可減少車輛轉彎之不便

與車流回堵的現象。但也有騎士反應機車左轉必須先與汽車車流交

織，流汗總比流淚好，以保障安全為優先還是可以接受兩段式左轉，

或是設立一小段機車遷引道(引道、漸變段)才能減少車禍的發生及交

通上的問題。有關配合左轉相關設施方面，大部分的人士也提供建

議，例如認為應加強標誌與標線設施、可直接左轉處應設立明顯「直

接左轉」之告示牌等。至於需兩段式左轉處，其待轉區之規劃應考量

大型重型機車之車身體積，並於媒體上加強宣導重機上快速道路之計

劃與措施。 

7.7.5 其他相關意見之彙整 

騎士問卷部分尚有其他建議彙整如下： 

1. 所有交通工具皆有其危險性，正確的管理方法是依車輛性能為依

歸決定其道路行路權宜，而非車本身的外型(二輪或四輪)。 

2. 重型機車在國外大多是跨越州際間使用的旅行工具，一天可跑超

過數百公里，等於將近一個台灣，甚至超過的也有，其實重車真

正應跑的路是高速公路，快速道路根本就是不夠，用來清積碳距

離實在太短，高轉速的引擎、高結構的車身，卻使用在低速的道

路上，常用二檔左右清積碳實在可悲。 

3. 大部份的重車騎士都是很守規矩的，可是一般汽車駕駛人的觀念

不足，常常有一些在同車道逼車的行為，要你讓他過或直接在同

車道超車，這是非常危險的。路權本就屬於所有用路人，沒什麼

開不開放，政府要做的應該是教育一般大眾的行車觀念。 

4. 政府對此試辦案之宣導不足，以致多數汽車駕駛人不瞭解此案。

另外，道路主管機關應定時清潔路面掉落物與障礙，以維持行車

安全。 

5. (1)大型重機性能優異，理當讓它行駛快速道路、快車道、並免二

段式左轉(有些市區路口太小轉不過來，會越線到主線道造成危險。 



 7-55

(2)開放高速公路行駛權，惟行駛右線、不入二、三線、塞車時與

汽車相同排隊依序行進。 

6. 試辦尖峰時段開放行駛市內非連結高速公路之高架、快速道路 

7. 因車道分隔凸出反光塊，在變換車道時容易滑倒，再者並無機車

道，如爆胎怎麽辦？ 

8. 關於道路標誌、標線部分的建議包括：外車道上每隔五百公尺或

一公里漆畫重機車行駛道，讓其他車輛注意機車騎士。建議在增

建或改建快速道路時，請增加多三公尺的機車專用道，並劃設標

明清楚的標線、標誌。建議高速公路的駁坎能闢建機車行駛專用

道，讓大重機能行駛南北部地區城市，方便擁有大型重機車的騎

士(高速公路能再充分利用大重機車行駛，但採取機車與汽車分

離，外圍護欄採取紐澤西混凝土護欄，保護騎士安全，遇交流道

及收費站，採取地下道通過方式建築闢建以防碰撞)。 

9. 250C.C 級多數機車之性能不亞於 400C.C 級，車牌色應該重新訂

定。例如綠牌加大至 90 或 100，白牌 100 至 225 或 250，黃牌由

225 或 250~1000 或 1200，X 色牌 1000 或 1200 以上。白綠牌輕型

機車行駛一般道路，黃牌快速道路，X 色牌可行駛如高速公路(此
意見應視為機車級數與行駛道路路權應重新規範) 。 

 

7.8 綜合評估 

7.8.1 受訪者基本特性 

根據本研究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的年齡分佈

較集中，平均年齡較輕，年齡介於 31 至 40 歲者即佔受訪人數的 49%。
小型車受訪者中亦以年齡介於 31 至 40 歲者佔大多數，但是所佔的比

例僅約 29%，相較於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小型車受訪者的年齡分佈

較平均。雖然大型車駕駛人的樣本數量不多，但是從現有的樣本比

較，大型車受訪者的年齡平均較其他兩類的受訪者年齡較年長。 
根據表 7.59，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的學歷以大(專)學佔大多數，

約 61%，小型車受訪者則以高中職(含)以下為大多數，約佔 4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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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型車受訪者學歷為高中職(含)以下，可見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的

教育程度明顯高於其他兩類的受訪者。 
以個人收入比較，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的個人所得水準顯然高於

其他兩類的受訪者。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中以收入 4 至 5 萬元佔大多

數(26%)，收入低於 2 萬元者僅有不到 4%，高達 10 萬元以上者有

11%。小型車受訪者的個人收入以 3 至 4 萬元佔 28%為多數，收入低

於 2 萬元者佔 10%，收入達 10 萬元以上者有 5%。24%的大型車受訪

者的個人收入介於 4 至 5 萬元間，收入低於 2 萬元者佔 9%，沒有受

訪者的收入在 10 萬元以上。由此可見，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的平均

個人所得水準較其他兩類的受訪者的所得水準高，高收入的比例也相

對較高。 

表 7.59 本研究受訪者基本特性比較 

受訪者類別 
基本特性 

大型重型機車 小型車 大型車 

大多數受訪者年齡 
31 至 40 歲 

(49%) 
31 至 40 歲 

(29%) 
51 至 60 歲 

(49%) 

大多數受訪者學歷 
大(專)學  

(61%) 
高中職(含)以下

(48%) 
高中職(含)以下

(91%) 

大多數受訪者收入 
4－5 萬元  

(26%) 
3－4 萬元  

(28%) 
4－5 萬元 

 (24%) 
10 萬元以上% 11% 5% 0% 

個

人

收

入 2 萬元以下% 3.5% 10% 9% 
 
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的駕駛大型重型機車年資在 5 年以上者佔

大多數，約 32%，其次，年資在 1 至 2 年者佔 28%，年資在 2 年以下

者佔約 54%，因此，總括而言，大多數的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的駕駛

經歷還相當有限。 
 

7.8.2 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行駛快速道路的經驗 

在 200 位受訪者中，144 位曾經行駛過快速道路，約佔總受訪人

數的 72%，其中曾經行駛過台 68 線的有 105 位，佔總數的 53%，曾

經行駛過台 72 線的有 89 位，佔總數的 46%。值得注意的是，在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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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曾經行駛過快速道路的受訪者中，63 位曾經違規行駛其他路線，

這項資訊與地方執法單位的經驗相當吻合。 
就行駛快速道路的頻率分析，56%以上的受訪者僅行駛過數次，

僅一次者有 15%，由於大多數的受訪者的旅次目的以休閒、遊憩為主

(60%以上)，可見目前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的使用率還不是很

高，這項數據與本研究的觀察相當吻合。 
至於行駛的時間與時刻，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82%的受訪者會

在週末假日使用快速道路，通常行駛的時刻以上午 9:00 至 11:30 佔多

數(31%)，其次為下午 1:30 至 4:00，本研究進行有關路段與路口調查

的時間與受訪者所反應的時段相當一致。 
至於車隊出遊的情況，約 44%的受訪者表示上次的旅次是與車隊

出遊，54%的受訪者則不是，車隊出遊的比例高的原因可能與旅次目

的為休閒、遊憩有相當大的關係。 
 

7.8.3 受訪者行駛快速道路的互動經驗 

根據本章第 7.5.1 節分析的結果，當後方跟車車種不同時，大型

重型機車受訪者可容忍的時間間距亦有所不同，當後方車輛為大型車

時，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最低可容忍的間距較大，為小型車時，最低

可容忍間距相對減少。至於其反應，36%的受訪者會選擇變換車道，

31%會加速但是不變換車道，23%會選擇行駛偏車道一側，讓後方車

輛同車道超車。 
有關臨車道間的橫向間距，本研究亦發現當臨車道的車種不同

時，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可容忍的橫向間距亦有所不同。若臨車道為

小型車時，約 57%的受訪者可忍受 1 公尺以內的間距，77%可忍受 1.5
公尺以下的間距。若為大型車時，僅有 40%可忍受 1 公尺以下的間

距，約 58%的受訪者可接受 1.2 公尺以下的間距，85%可接受 2 公尺

以下的間距。 
至於大型重型機車跟車的情況，本研究分析結果亦驗證當前方車

種不同時，受訪者會保持的縱向間距亦有所不同，當後方車輛為小型

車時，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所保持的間距較小，約有 63%會保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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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公尺之內，85%保持在 50 公尺之內，約有 8%會保持在 50 公尺以

上。當後方車輛為大型車時，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所保持的間距相對

較大，約有 42%的受訪者會保持在 25 公尺之內，78%會保持在 50 公

尺之內，15%會保持在 50 公尺以上。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大型重型

機車受訪者受訪者主觀認為他們騎車時與前車所保持的縱向間距較

他們本身駕駛小型車時為大，但是根據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大型重

型機車駕駛人的跟車間距與其他車種相較為短。 
本研究發現當大型重型機車超車時，無論被超車的車種為何，駕

駛人會感到行車壓力的原因並無顯著差異。但是當大型重型機車被超

車時，超車的車種不同，會讓駕駛人感到行車壓力的原因有顯著的不

同。一般來說，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認為超越小型車較不困難，會造

成行車壓力的原因主要為未保持適當的側向間距以及有同車道超車

的行為，至於超越大型車時，受訪者認為會造成行車壓力的原因為未

保持適當的側向間距以及車速太快，側風影響行車穩定。 
根據受訪者意見，不到 40%的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認為行駛快速

道路並不比原先所預期的困難或危險，至於比原先所預期的行車困難

為其他車輛未保持安全間距、側風過強、路面掉落物以及其他車行駛

同車道；讓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認為較原先預期危險的原因為其他車

輛未保持安全間距、路面掉落物、其他車行駛同車道以及路面坑洞。 
至於同車道超車的行為，根據本研究分析，就大型重型機車受訪

者個人主觀的意見，其他車輛經常在同車道超越他們的車輛，但是他

們很少有同車道超車的行為。但是小型車與大型車受訪者所反應的意

見卻相反，小型車與大型車受訪者認為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經常在同

車道超車，而他們自己卻很少有同車道超車的行為。本研究所觀察到

的矛盾點在行為分析問卷研究中經常發生，受訪者主觀的意見可能與

客觀的觀察結果有所違背，但是由不同受訪者間的矛盾可知，各類型

的駕駛人在快速道路上均有同車道超車的行為，大型車由於體形龐

大，可能發生的機率相對較低，但是由此可證明，國人的交通禮儀實

有待改善。 
本研究亦發現，無論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曾經行駛過何條快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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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對於此次試辦計畫的相關設置，包括在交流道路口上匝道方向、

在上匝道處以及在快速道路主線上的相關標誌、標線設置，受訪者的

滿意度並無顯著的差異。其原因可能是本次試辦計畫的相關配合措施

係由交通部公路總局統籌，在相關配合、改善設置上的完整性與週延

性並不因為所在縣市的不同而有差異。大致來說，大型重型機車受訪

者對於各主要介面相關設置的滿意比例均在 70%以上。 
 

7.8.4 受訪者對於試辦計畫與可能開放政策的認知與態度 

為考量大型車問卷樣本數有限，本研究合併小型車與大型車受訪

者的支持意見與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意見比較的結果發現，大型重型

機車受訪者對於本試辦計畫的支持與態度顯然與其他受訪者不同。就

延長試辦計畫期間的可能比較，根據卡方檢定的結果顯示，兩類型受

訪者的支持態度顯然不同。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相當支持延長本次試

辦計畫期間，但是小型車與大型車受訪者的支持程度顯然低於大型重

型機車受訪者。本研究將不同受訪者對於延長試辦計畫期間支持態度

比較如表 7.60。 
假設將受訪者支持的程度以量化的方式衡量，「非常贊成」給予

5 分，「贊成」予以 3 分，「無意見」予以 0 分，「不贊成」予以－3 分，

「非常不贊成」予以－5 分，量化後的結果得到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

全體平均的「支持強度」為 3.87，平均高於「贊成」的支持強度，表

示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相當延長試辦計畫期間。其他群受訪者的平均

「支持強度」為 0.04，平均而言，相當於「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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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0 對於延長試辦計畫期間支持態度比較 

大型重型機車 其他車種 行駛經驗

支持態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非常贊成 153 76.5 15 4.7 
贊成 13 6.5 110 34.8 
無意見 20 10.0 72 22.8 
不贊成 2 1.0 97 29.1 

非常不贊成 8 4.0 23 7.3 
未答 4 2.0 4 1.3 
合計 200 100.0 316 100.0 

註：本研究未將未答樣本納入檢定，為考量部分樣本觀察值小於 5，本研究

合併部分觀察項。檢定的結果為：Pearson
2χ = 300.499，自由度＝3，p

＝0.000 

為考量大型車問卷樣本數有限，本研究合併小型車與大型車受訪

者的支持意見與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意見，由於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

對於「不贊成」擴大試辦計畫範圍的人數為 0，為考量統計檢定的限

制，本研究合併兩群受訪者「不贊成」與「非常不贊成」的人數，進

行統計檢定的結果發現，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對於本試辦計畫的支持

與態度顯然與其他受訪者不同。就擴大試辦計畫範圍比較，根據卡方

檢定的結果顯示，兩類型受訪者的支持態度顯然不同。大型重型機車

受訪者相當支持擴大本次試辦計畫範圍，但是小型車與大型車受訪者

的支持程度顯然低於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本研究將不同受訪者對於

擴大試辦計畫範圍的支持態度比較如表 7.61。 
假設將受訪者支持的程度以量化的方式衡量，「非常贊成」給予

5 分，「贊成」予以 3 分，「無意見」予以 0 分，「不贊成」予以－3 分，

「非常不贊成」予以－5 分，量化後的結果得到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

全體平均的「支持強度」為 4.53，平均高於「贊成」的支持強度，表

示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相當支持擴大試辦計畫範圍。其他群受訪者的

平均「支持強度」為－0.13，平均而言，相當於「無意見」，但是相

對於延長計畫期間，其他車種受訪者較傾向於反對擴大試辦計畫範

圍。 



 7-61

 

表 7.61 對於擴大試辦計畫範圍支持態度比較 

大型重型機車 其他車種 行駛經驗

支持態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非常贊成 171 85.1 13 4.1 
贊成 13 6.5 106 33.5 
無意見 9 4.5 63 19.9 
不贊成 0 0.0 114 36.1 

非常不贊成 2 1.0 16 5.1 
未答 5 2.5 4 1.3 
合計 200 100.0 316 100.0 

註：本研究未將未答樣本納入檢定，為考量部分樣本觀察值小於 5，本研究

合併部分觀察項。檢定的結果為：Pearson
2χ = 363.062，自由度＝2，p

＝0.000 

 

同樣地，本研究合併小型車與大型車受訪者的支持意見與大型重

型機車受訪者意見比較的結果發現，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對於全面開

放快速道路路權的支持與態度顯然與其他受訪者不同。就全面開放快

速道路路權比較，根據卡方檢定的結果顯示，兩群受訪者的支持態度

顯然不同。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相當支持全面開放快速道路路權，但

是小型車與大型車受訪者的支持程度顯然低於大型重型機車受訪

者。本研究將不同受訪者對於全面開放快速道路路權的支持態度比較

如表 7.62。 
假設將受訪者支持的程度以量化的方式衡量，「非常贊成」給予

5 分，「贊成」予以 3 分，「無意見」予以 0 分，「不贊成」予以－3 分，

「非常不贊成」予以－5 分，量化後的結果得到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

全體平均的「支持強度」為 4.40，平均高於「贊成」的支持強度，表

示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相當支持全面開放快速道路路權。其他群受訪

者的平均「支持強度」為－0.38，平均而言，相當於「無意見」，但

是相對傾向於反對擴大試辦計畫範圍，且全體反對的強度高於對於

「延長試辦計畫期間」與「擴大試辦計畫範圍」的反對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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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2 對於全面開放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支持態度比較 

大型重型機車 其他車種 行駛經驗

支持態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非常贊成 169 84.5 10 3.2 
贊成 15 7.5 100 31.6 
無意見 7 3.5 58 18.4 
不贊成 3 1.5 123 38.9 

非常不贊成 3 1.5 20 6.3 
未答 3 1.5 5 1.6 
合計 200 100.0 316 100.0 

註：本研究未將未答樣本納入檢定，為考量部分樣本觀察值小於 5，本研究合

併部分觀察項。檢定的結果為：Pearson
2χ = 362.727，自由度＝3，p＝0.000 

根據本研究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傾向於開放

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無論在「延長試辦計畫期間」、「擴大試

辦計畫範圍」或「全面開放快速道路」等方面，且受訪者的支持程度

亦隨政策開放範圍的擴大而增高；至於其他車種的駕駛人則相反，平

均而言，其他受訪者對於開放政策傾向無意見，但是其表示贊成的強

度隨政策開放範圍的擴大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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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綜合建議及改善方法 
本研究透過實地之調查、車流特性分析及用路者之行駛互動經驗分

析，針對此次交通部「開放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台 68 線及台 72 線省道快速

道路試辦計畫」之相關執行內容，提出下列各項建議與改善方法，期能做

為未來進行相關計畫之參考。 

一、 從快速道路路段之車流分析中，仍發現大型重型機車在同車道車併行

與超車，及其他車種在同車道超越大型重型機車之超車危險行為，由

於在目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或交通安全規則中，並未明確加以規

範，加上此一現象之產生存在隨機性，取締不易，因此本研究建議後

續若有相關試辦計畫或需長期開放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時，可

透過高額之罰款抑止此一危險行為的產生。 

二、 雖然在試辦計畫執行之初，即呼籲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必須保持安全

距離及嚴禁超車，但從本研究之調查中發現此一現象仍十分普遍，特

別是部分駕駛人以超過 100 公里/小時之速度高速行駛，及以 1 秒以內

之跟車間距進行跟車，實十分危險；此一超速與未保持安全間距之現

象亦存在於小型車駕駛人。由於大型重型機車之穩定性與防護狀況均

不如汽車，若不幸發現高速碰撞，將可能產生嚴重之後果，因此後續

若需開放或試辦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時，在開放路段必須嚴格

取締超速及未保持間距之危險行為，以保障所有用路人之行車安全。 

三、 由於國內過去並無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之現象，因此開放前針

對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所公告之行車須知僅能概略規範，如須知中呼

籲駕駛人需保持安全距離，但並未告訴駕駛人多大的跟車間距才是安

全距離。經由本計畫參酌國外相關機車駕駛手冊規範及車流特性分析

結果，本研究初步建議後續駕駛人行車須知中之七項加強注意事項可

修正如表 8.1 所示，該修正建議主要係在部分條文中，納入本研究所

分析之相關量化數據，以提供駕駛人更明確之駕駛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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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行車須知注意事項修正對照表 

原內容 建議修正內容 

1. 禁止同車道超車：機車之車體雖小於汽

車，惟其於高速行駛狀態下如於同一車

道超越前行之汽車，將極易因間距不足

造成危險；另前行車縱同屬機車，惟觀

察機車轉彎時行駛特性，入彎時係由彎

道之外側偏向車道內側行進，出彎時則

由車道內側偏向車道外側行進，其行駛

路徑將隨路型之變化而變換車體於車

道中之位置，此種特性於高速行駛時尤

為明顯，故如於同一車道超越前車同樣

極易發生危險。 

1. 禁止同車道超車：機車之車體雖小於汽

車，惟其於高速行駛狀態下如於同一車

道超越前行之汽車，將極易因間距不足

造成危險。經觀察各車種之轉彎行駛特

性，發現有超過 50%以上駕駛人之行駛

路徑會隨路型之變化而變換車體於車道

中之位置，此種特性於高速行駛時尤為

明顯，故如於同一車道超越前車，將極

易發生危險。 

2. 禁止任意變換車道：機器腳踏車之機動

力較強，具有靈活之行駛特性及優點，

惟駕駛人於行駛中如變換車道頻繁，實

為發生危險之重要因子，且對於其他用

路人亦將產生困擾與危險，為維護您自

身安全及尊重其他用路人之權利，請勿

於車道間任意穿梭。 

維持原條文。 

3. 全天開頭燈：依據國內、外各項研究資

料顯示，開亮頭燈有助於其他用路人有

效發現您的存在，因本次快速道路試辦

開放大型重型機車行駛為國內首創，為

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請您全天開亮頭

燈。 

維持原條文。 

4. 禁止載客：機器腳踏車之穩定性、安全

防護裝置等，皆不如汽車，其碰撞後所

可能發生之危險亦遠高於汽車，於高速

行駛狀態下此種危險亦急遽升高，為維

護您與附載乘客之安全，請於附載乘客

時儘量避免行經速限較高之快速道路。

維持原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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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行車須知注意事項修正對照表(續) 

原內容 建議修正內容 

5. 請依速限行駛：大型重型機車可達之最

高車速，雖可與汽車相比擬，惟其安全

性及對駕駛人之保護顯不如汽車，如發

生碰撞等意外事件可能發生之傷亡或

損害亦將大幅提高，大型重型機車駕駛

人尤須特別提高注意確依速限行駛，以

確保行車安全。 

5. 請依速限行駛：大型重型機車可達之最

高車速，雖可與汽車相比擬，惟其安全

性及對駕駛人之保護顯不如汽車，如發

生碰撞等意外事件可能發生之傷亡或損

害亦將大幅提高。依據調查發現部分路

段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超速比例較小汽

車為高，甚至出現時速超過 110 公里之

超高速行駛行為，為維護自身及所有用

路人安全，籲請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尤

須特別提高注意確依速限行駛。 
6. 保持安全距離：車輛高速行駛時所需之

安全距離相對增加，大型重型機車之安

全性及對駕駛人之保護均不如汽車，如

未保持適當安全距離極易因碰撞本身

或碰撞後滑倒等情形產生嚴重之後

果，故請確實維持行車安全距離，以維

護行車之安全。 

6. 保持安全距離：車輛高速行駛時所需之

安全距離相對增加，大型重型機車之安

全性及對駕駛人之保護均不如汽車，如

未保持適當安全距離極易因碰撞本身或

碰撞後滑倒等情形產生嚴重之後果。依

據國外機車駕駛手冊之建議，與前車間

應至少保持 1 至 2 秒之間距(以 90 公里/
小時之時速進行推估，距離約為 25 至

50 公尺)，但從調查發現有超過 50%之

駕駛人小於此一安全標準，故請確實維

持行車安全距離，以維護行車之安全。

7. 禁行路肩：因道路路肩兼具提供故障車

輛停車待援、交通阻塞路段消防車、警

備車、救護車等車輛緊急通行之功能，

故駕駛人不得任意利用路肩行駛；另本

次試辦道路因路幅限制，部分路段路肩

寬窄不一，如駕駛人違規行駛路肩亦極

易發生危險。 

維持原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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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綜整文獻回顧比較分析、試辦道路車流特性調查、道路交通工

程觀察檢討與用路人問卷調查分析結果，提出以下結論與建議。 

9.1 結論 

9.1.1 法規比較分析方面 

本研究整理我國與其他 7 個國家對於機車考驗照標準與交通安全管理

等法令規定發現，在機車考驗照規定上，許多國家實施階段分級考驗照制

度，並且要求考照者必須要接受機車騎士安全教育訓練課程。各國在駕駛

人持有限制駕照階段，對於駕駛人的行駛路權與行為均有所規範與限制。 
大部分國家對於 50cc 以下的輕型機車的駕駛資格僅有筆試的要求，一

般將駕照分為 2 至 3 個等級，但是各國對於各等級駕照所規定可騎乘的機

車引擎大小並未有一致的劃分標準。 
在交通安全管理規定上，許多國家的交通法規規定，機車騎士與汽車

駕駛人行駛在道路上時，擁有同樣的權利與義務。大致而言，除了輕型機

車不得使用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之外，大部分的國家對於持有正式駕照的

機車駕駛人並未給予路權上的限制。 
此外，絕大多數的國家均有騎士與後座乘客配戴安全帽及全天開頭燈

的規定，有關後座載人的相關規定，實施階段分級考驗照制度國家多限制

持有學習駕照或限制駕照者載人，盧森堡規定未滿 12 歲的孩童不得乘坐機

車。 
有鑑於許多國家的經驗以及相關研究成果指出駕駛技術不純熟或經驗

不足為機車肇事的影響因素，我國應訂定更嚴格謹慎的機車考驗照制度，

雖然對於 250cc 以上機車訂定較嚴格的考照規定，但是對於 51cc 至 250cc
的機車的考驗標準是否合理，實有待商榷。雖然我國目前未實施階段分級

考驗照制度，公路監理機關應可訂定一合理的觀察期，嚴格監督領照期間

未滿觀察期間的駕駛人的違規與肇事紀錄，以加強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與守

法的觀念與習慣。 
另外，參考其他國家對於筆試與路考的合格標準，我國對於筆試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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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的及格要求似乎偏低。對於 250cc 以下的機車，我國未有強制的騎士安全

教育課程的規定，因此，建議我國應在騎車技術的訓練以及安全教育的養

成上有所提升，以提高所有用路人的安全。 

9.1.2 車流特性調查方面 

一、 在快速公路之交通特性調查中，仍發現有少數之大型重型機車騎士有

同車道超車或併行等危險行為，同時亦曾發現有小型車出現同車道超

越前方大型重型機車之危險駕駛行為，值得有關單位加以重視。 

二、 在快速公路之調查樣本中並未發現有行駛路肩及載客行為，顯示大型

重型機車騎士均能遵守交通部公路總局在開放前所公告行車須知中

之此兩項規定，但「全天開頭燈」行車規定之遵守比例則僅有 25.5%，

顯示駕駛人針對此一規範仍未能具體遵守。 

三、 在快速公路直線路段之交通特性調查中，發現不論是內車道或外車道

資料均發現大型重型機車之速率平均值明顯高於小型車，且大型重型

機車速率之標準差亦明顯較小型車為大，顯示大型重型機車在快速公

路直線路段之行駛速率特性較小型車不穩定；在超速比例方面，雖然

在 90 公里/小時之速限情境下小型車之超速比例略高於大型重型機

車，但若將速限情境提高至 100 公里/小時，其超速比例即明顯高於其

他車種，顯示大型重型機車在直線路段之超速現象仍十分普遍。 

四、 在快速公路彎道路段之交通特性調查中，發現不論是彎道前、彎道中

或是彎道後，均發現大型重型機車之速率平均值明顯高於小型車，顯

示大型重型機車在快速公路彎道路段之行駛速率特性較小型車為

高。而若以各種不同之速限情境分析各車種之超速比例時，依據前述

資料分析結果可發現，彎道路段大型重型機車超速比例，均可發現大

型重型機車的超速比例明顯高於其他車種的現象，其中在彎道中與彎

道後之超速比例更是明顯高於小型車，而以超過 80 公里/小時之速度

在彎道路段行駛比例均在 10%以上，雖然在警察機關所提供之資料

中，快速公路路段並未發生任何肇事事件，但從相關肇事資料中均可

發現超速為事故發生之主要原因，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如此高比例之

超速行為，實易對其本身及各道路使用者產生潛在之安全威脅。 

五、 依據本研究在快速公路路段所進行之間距分析資料，發現當以大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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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機車為主體與其他車種之跟車行為進行比較時，大型重型機車跟車

間距有較其他車種為小之趨勢。而若將間距依據國外機車駕駛手冊建

議以小於 1 秒及小於 2 秒兩種情境進行分析，發現大型重型機車跟車

間距小於 1 秒之比例更高達 53%，顯示國內多數大型重型機車騎士其

跟車間距小於國外機車手冊所建議的跟車間距，對於行車安全可能產

生危害，且遇緊急狀況時，機車騎士恐有反應不及之顧慮。此外，在

快速公路路段之車輛間距分析中，亦發現其他車輛對大型重型機車跟

車間距明顯偏低之危險現象。 

六、 依據本研究所進行之快速公路交通分析結果，加強交通部公路總局所

公布之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在快速公路行車須知中之量化數據資料

方面，以提供駕駛人更明確之駕駛規範。 

9.1.3 交通工程檢討方面 

一、 道路幾何設計方面 

(一) 過去國內快速公路設計是以車輛為主，但是機車性能與汽車大不相

同，騎士本身操控嫻熟度與技巧亦有很大的影響，因此轉彎半徑、超

高等設計似乎有重新檢討之必要，目前檢討一處轉彎地點結果並無太

大差異，但無法判斷適用於任何情況。 

(二) 過去國內為克服三車道以上快車道禁行機車所衍生之左轉問題，於平

面道路規定機車兩段式左轉方式並劃設待轉區，未來應先檢視大型重

型機車之定位(牽涉路權問題)，若視同汽車則無須檢討，若視同一般

機車需兩段式左轉，則待轉區之設置地點、面積大小、長寬分配…等

需重新規範。 

二、 專用標誌方面 

考量大型重型機車與一般機車之操縱性能差異性大，未來若將其視為獨

立車種加以管理，實應單獨設計特有的標誌以符合實際需求，也避免標誌

牌面之複雜化。 

三、 相關交通標誌、標線設置方面 

本研究實地觀察交通標誌標線設置後，分別就快速公路路段、快速公路

入口匝道，以及平面道路路口等，提出大型重型機車相關標誌、標線設置

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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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快速公路路段部分 

未來因應大型重型機車之全面開放，可考慮於快速公路沿線增設「大型

重型機車可行駛本路段」、「大型重型機車全天開頭燈」等標誌。此外，

是否載人與該路段大型重型機車速限為何，亦應標示清楚。 
(二) 快速公路入口匝道部分 

目前入口匝道路權表示方法不一，包括正面、負面表列交雜以及圖示不

清容易造成混淆。此外，相關標誌之擺設樣式、地點、角度……等未予以

統一，也無法提供駕駛者足夠之反應時間，未來應加以改善。 
(三) 平面道路部分 

目前大型重型機車定位不清，未來應視大型重型機車定位修正交通工程

相關標誌、標線之劃設。如視同汽車則應修正快車道「禁行機車」標字，

同時也可以考慮於平面道路路段，配合於地名指示標誌上加註大型重型機

車可經由此路段抵達之資訊。如視同一般機車，則應考量大型重型機車與

一般機車之尺寸大小、操作性能大不相同，檢討停等區、左轉待轉區之長

寬度，重新劃設其區域範圍。 
此外本研究僅針對標誌牌面設置位置提出原則性之建議，後續研究可針

對標誌設置位置結合相關設置規則進行更為詳細與明確之研究。 

四、 肇事記錄與特性分析 

大型重型機車於試辦期間行駛試辦道路之肇事記錄為零。但本研究仍就

苗栗縣境內平面道路台三線所蒐集之大型重型機車肇事記錄加以分析，結

果顯示於資料蒐集期間，無照、未配戴安全帽為肇事或造成重大傷亡之主

因。 
 

9.1.4 用路人問卷調查分析 

一、 由問卷結果可知，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的平均個人所得水準較其他兩

群的受訪者的所得水準高，高收入的比例也相對較高。至於車隊出遊

的情況，約 44%的受訪者表示上次的旅次是與車隊出遊，54%的受訪

者則不是，車隊出遊的比例高的原因可能與旅次目的為休閒、遊憩有

相當大的關係。 

二、 當後方跟車車種不同時，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可容忍的時間間距亦有

所不同，當後方車輛為大型車時，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最低可容忍的

間距較大，為小型車時，最低可容忍間距相對減少。至於其反應，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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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訪者會選擇變換車道，31%會加速但是不變換車道，23%會選擇

行駛偏車道一側，讓後方車輛同車道超車。 

三、 有關臨車道間的橫向間距，本研究亦發現當臨車道的車種不同時，大

型重型機車受訪者可容忍的橫向間距亦有所不同。若臨車道為小型車

時，約 57%的受訪者可忍受 1 公尺以內的間距，77%可忍受 1.5 公尺

以下的間距。若為大型車時，僅有 40%可忍受 1 公尺以下的間距，約

58%的受訪者可接受 1.2 公尺以下的間距，85%可接受 2 公尺以下的

間距。 

四、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主觀認為他們騎車時與前車

所保持的縱向間距較他們本身駕駛小型車時為大，但是根據本研究調

查結果發現，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的跟車間距與其他車種相較為短。 

五、 根據受訪者意見，不到 40%的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認為行駛快速公路

並不比原先所預期的困難或危險，至於比原先所預期較困難的原因為

其他車輛未保持安全間距、側風過強、路面掉落物以及其他車行駛同

車道；讓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認為比原先所預期較危險的原因為其他

車輛未保持安全間距、路面掉落物、其他車行駛同車道以及路面坑洞。 

9.2 建議 

交通部日前已召開四次會議，也做成開放試辦計畫之決策。但當初考

量不連通高速公路而選擇台 68 線與台 72 線作為試辦道路，卻因為試辦道

路之車流量較少且試辦時間僅半年，而無法獲得十分充分之數據以評估開

放後之影響。對於大型重型機車開放路權後衍生之相關問題，本研究建議

應以審慎的態度未雨綢繆，提出未來若必須開放情況下，將如何進行妥善

的規劃與配套，以下分別就路權、法規、交通工程、交通執法與交通教育，

提出相關建議。 

一、 路權方面 

針對路權開放問題，本研究有以下三點建議： 

(一) 建議台 68 線與 72 線延長試辦期間至一年，繼續評估其影響。 

(二) 本計畫進行期間所調查到之機車樣本數不多，配合公路總局之交通量

調查亦發現此一趨勢，故僅以此試辦評估計畫作為判斷是否繼續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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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其他快速公路的依據十分冒險，主因係試辦路段流

量低、觀察行為之時間亦不充足，因此建議於各都市地區採漸進方式

選擇適當道路試辦開放快車道給大型重型機車行駛，期間為一年，並

評估其影響。 

(三) 本研究建議未來應以延長台 68 線與台 72 線試辦時間為基礎並納入周

邊重要之一般道路作為研究範圍，另亦建議可考量開放其他省道快速

公路及市區快速道路進行試辦與評估，以確保在良好交通安全及交通

秩序下，訂定路權開放計畫。 

(四) 未來也可藉由大型重型機車相關團體進行深度訪談或焦點團體法，從

政府管理、使用者需求等不同角度以更全面性觀點，進行研究。 

二、 交通法規方面 

關於交通法規部分，建議未來應： 

(一) 交通部應委託專家學者研究機車分類及修改相關法規或制訂機車相

關法規專章，使其周密完備。 

(二) 俟獲得具體研究成果，即依法定程序完成立法。 

(三) 針對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公路是否可以載人，目前僅為行車須知內

之建議事項，未來應針對載人之安全性與載人發生事故時其事故嚴重

性等方面著手進行分析，以提供立法之參考基準。 

(四) 大型重型機車相較於汽車之體積較小，駕駛人不易注意並發覺其車輛

動向，故建議未來法規可強制要求大型重型機車上路即應開啟頭燈，

以增加其辨識性。 

(五) 針對跟車間距之安全性進行後續研究，以提出各行車速率下最小跟車

間距之建議值。 

三、 交通工程方面 

針對交通工程方面，本研究建議以下三點： 

(一) 對於已興建完成之道路，依據車輛性能與操縱特性，參考公路幾何設

計竣工圖之超高、曲率半徑等設計因子，探討開放後速限是否應進行

調整。 

(二) 建議交通部應委託學術團體就機車相關交通標誌、標線與號誌及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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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車道等交通工程進行實驗研究或問卷調查。 

(三) 現行高快速公路之車道寬度、轉彎半徑與超高等規範均是以汽車之機

械特性進行設計，然此規範對於大型重型機車之操作是否產生困難，

則需蒐集大型重型機車之機械操作特性資料始能得知，本計畫建議於

後續研究應將此部分納入考量，提供公路單位進行交通工程改善之

用。 

(四)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並未包括市區與一般道路，然市區與一般道路騎士

使用程度相對於快速公路較高，因此建議後續研究亦應針對一般道路

之是否開放快車道行駛大型重型機車、二段式左轉、車道寬度限制與

道路超高等相關問題進行檢討。 

(五) 交通工程方面，應設立大型重型機車專用之圖示，以避免使用文字說

明過於複雜，建議可設定特殊標誌指示，或使用現行之機車標誌，但

以不同顏色區別之，並加掛附牌處理，專用標誌可以顏色或圖案區別。 

(六) 如何避免機車透過系統交流道行駛至高速公路，建議以消極方式告知

駕駛人禁止進入並透過執法方式進行取締。 

(七) 超速、同車道超車、跟車間距過近等行為於調查中均有出現，可能是

因為長期的市區機車行車行為所造成，故需要經由長期觀察後再行判

斷。 

(八) 肇事資料部分未來可透過警政署搜尋全國性肇事資料，另可以由保險

理賠之相關事故資料進行搜尋，故肇事資料可再行加強，或可透過路

政司取得相關資料。 

(九) 大型重型機車之定位問題，後續應加以研究，配合研究成果之建立，

作為相關管理法規修正之參考。 

四、 交通執法方面 

交通執法也要加強對大型重型機車的監督，針對違法違規應加以取

締，使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在重罰的壓力下可養成良好駕駛行為。同時交

通部及各縣市政府應加強交通安全宣導，使大家充分瞭解大型重型機車相

關法規。除此以外，建議未來應將肇事資料單獨建檔處理，以做為研究改

善大型重型機車交通安全之參考。因此關於交通執法方面，本研究提出以

下幾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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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標準訂定可以採用較為寬鬆但容易認定為原則，而執法方面應嚴格執

行。 

(二) 印製交通執法手冊分送交通員警，詳細訂定執法之標準程序與認定標

準，全面舉辦講習以達成統一執法標準的目標。 

(三) 為克服地形限制，未來應引進先進或自動取締違規設備，全面改善執

法的環境。 

(四) 雖然交通部公路總局在試辦計畫執行前，曾公告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

之相關行車須知，但在本研究在快速公路路段之交通特性分析中，仍

發現部分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或其他用路人有同車道超車、未保持安

全距離及超速等危險駕駛行為，建議相關單位宜從法規之增修訂或加

強執法等方面著手，以保障快速公路所有用路人之行車安全。 

(五) 因應部份快速公路路肩寬度不足與其道路特性，採用員警人工取締恐

有安全顧慮，故應提升現有執法相關設備與措施。 

五、 交通教育方面 

未來應加強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考照訓練及交通安全教育，期望大型

重型機車駕駛人可以養成良好駕車習慣，培養禮讓的美德，使大型重型機

車駕駛人在開放之初就建立良好的社會形象，與其他車流能夠和諧共處，

避免造成負面的社會觀感。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應採取以下幾點： 

(一) 未來應針對目前的考照訓練是否足夠，以及目前考照內容與方式是否

需變更加以檢討。 

(二) 將 151cc~250cc 普通重型機車考照規定比照 250cc 以上大型重型機車

方式或另訂考照方式，以提升交通安全效果。 

(三) 交通部及各縣市交通主管機關應加強大型重型機車交通安全宣導及

國民行車禮讓行的宣導。 

(四) 委託學術團體檢討我國大型重型機車的駕訓制度與教練資格標準等

相關規定，以提升機車騎士的安全教育師資，並落實機車騎士安全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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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重型機車問卷 

 

 

 



 附 1-2

各位大型重型機車騎士您好： 

本校接受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委託，進行大型重型機車相關研究計畫，為瞭解目前大型重型 

機車使用快速道路的情況與用路人的實際用路經驗，請您針對您個人的經驗與看法詳實填 

寫本問卷，您的協助將有助於本試辦計畫之評估。 

 本問卷僅作為本計畫評估參考，所有內容不供私人之用，敬請撥冗詳細填寫後，將本 

問卷折疊至免貼郵票回郵封面並寄回本校運輸科技與物流管理學系。若有任何有關本問卷 

的問題，請洽本校運管學系，電話：03-518-6761 或 03-518-6523。感謝您的協助。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中華大學  敬啟 
 
 
 
 
 
 
 
 
 
 
 
 
 
 
 
 

 

第一部分  大型重型機車騎士基本資料 

1. 性別：□男性 □女性 

2. 年齡：□20 歲以下□21 至 30 歲 □31 至 40 歲□41 至 50 歲 □51 至 60 歲 □61 至 70 歲□70

歲以上 

3. 學歷：□高中職以下 □大專(學) □研究所以上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職業：□學生 □軍人 □公教 □商 □工 □服務業 □自由業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 

5. 個人每月平均收入約：□ 2 萬元以下 □2-3 萬元 □3-4 萬元 □4-5 萬元 □5-7 萬元□7-10 萬

元□10 萬元以上 

6. 您家庭(含自己)每月平均收入約：□2萬元以下 □2-5 萬元□5-8 萬元□8-12 萬元□12-20 萬

元□20 萬以上 

7. 您騎乘大型重型機車的經驗有：□半年以下 □半年至1年 □1-2年 □2-3年 □3-4年 □4-5

年□5年以上 

第二部分  大型重型機車騎士行駛快速道路的一般經驗 

1. 您是否曾行駛快速道路？(可複選)□是，台 68 線 □是，台 72 線 □是，其他路線 □否 

  （若否，請直接跳至第三部份） 

2. 行駛快速道路的頻率 (往、返程以一次計算)為：□僅一次□曾經數次□每天□一週  ____  次
□一月        次 

3. 通常行駛快速道路的目的為：□上班、上學 □購物、休閒 □訪友、探親 □其他(請說明：_____) 



 附 1-3

4. 通常會在何時段行駛快速道路？□6:00~9:00am (上午尖峰) □9:00~11:30am □11:30am ~1:30 
pm(中午)□1:30~4:00 pm □4:00pm~7:00pm(下午尖峰)□其他時段(請說明：_____________) 

5. 通常會在何時行駛快速道路？□平常日 □週末、假日 

6. 請問上次行駛快速道路是否為車隊出遊？□是(同行車隊為          車) □否(單獨行動) 

7. 您最常行駛快速道路的起迄點(請參考第一頁附圖):  
台 68
線 

南寮端 

(台15線) 

新竹一交流道 

(武陵路) 

新竹二交流道

(台 1線) 

新竹科園交流道

(縣 117) 

芎林交流道 

(縣 115) 

竹東交流道

(北興路) 

竹東端 

(台 3 線)

起點 □ □ □ □ □ □ □ 

迄點 □ □ □ □ □ □ □ 
 
台 72
線 

後龍端 

(台 1 線) 

造橋交流道 

(台 13 甲) 

頭屋一交流道

(台 1線) 

頭屋二交流道

(玉清橋) 

公館交流道

(台 6線) 

銅鑼交流道 

(縣 128) 

平面交

叉路口

獅潭端 

(台 3 線)

起點 □ □ □ □ □ □ □ □ 

迄點 □ □ □ □ □ □ □ □ 

第三部分  大型重型機車騎士行駛在快速道路上與其他車輛互動的經驗 

1. 當其他小型車跟隨在您後方距離多遠處會令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5 公尺內(約 0.2 秒) □
5-13 公尺(0.2-0.5 秒)□13-25 公尺(0.5-1.0 秒)□25-38 公尺(1.0-1.5 秒)□38-50 公尺(1.5-2.0 秒)
□50 公尺以上(大於 2.0 秒) 

2. 當其他大型車跟隨在您後方距離多遠處會令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5 公尺內(約 0.2 秒) □
5-13 公尺(0.2-0.5 秒)□13-25 公尺(0.5-1.0 秒)□25-38 公尺(1.0-1.5 秒)□38-50 公尺(1.5-2.0 秒)
□50 公尺以上(大於 2.0 秒) 

3. 當其他車輛跟隨在您後方，讓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時，您會如何反應？□維持原車速，不予

反應 □加速但不變換車道□變換車道□行駛路肩□行駛偏車道一側，讓後方車輛同車道超車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當其他小型車行駛在您側邊距離多遠處會令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無所謂 □0.5 公尺內 

□0.5-1.0 公尺 □1.0-1.2 公尺 □1.2-1.5 公尺 □1.5-2.0 公尺 □大於 2.0 公尺 
5. 當其他大型車行駛在您側邊距離多遠處會令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無所謂 □0.5 公尺內 

□0.5-1.0 公尺 □1.0-1.2 公尺 □1.2-1.5 公尺 □1.5-2.0 公尺 □大於 2.0 公尺 
6. 當跟隨在其他小型車後方，您通常與前方車輛保持距離為何？□5 公尺內(約 0.2 秒)□5-13 公

尺(0.2-0.5秒)□13-25公尺(0.5-1.0 秒)□25-38 公尺(1.0-1.5 秒)□38-50 公尺(1.5-2.0 秒)□50公尺

以上(大於 2 秒) 
7. 當跟隨在其他大型車後方，您通常與前方車輛保持距離為何？□5 公尺內(約 0.2 秒)□5-13 公

尺(0.2-0.5秒)□13-25公尺(0.5-1.0 秒)□25-38 公尺(1.0-1.5 秒)□38-50 公尺(1.5-2.0 秒)□50公尺

以上(大於 2 秒) 
8. 當超越小型車時，令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的原因為：□並不感困難或危險 □車速太快，難

以超車 □行車間距不足 □前方車輛故意加速，干擾超車□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 

9. 當超越大型車時，令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的原因為：□並不感困難或危險 □車速太快，難

以超車 □行車間距不足 □前方車輛故意加速，干擾超車□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 

10. 當被小型車超越時，令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的原因為：□並不感困難或危險 □車速太快，

側風影響行車穩定 □未保持適當側向間距 □未保持適當前後間距□在同車道超車□其他(請

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當被大型車超越時，令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的原因為：□並不感困難或危險 □車速太快，

側風影響行車穩定 □未保持適當側向間距 □未保持適當前後間距□在同車道超車□其他(請

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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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其他車輛會(或試圖)在同一車道上超越您的機車？□經常會 □有時會 □偶爾會 □不會 

13. 您會(或試圖)在同一車道上超越其他的車輛？□經常會 □有時會 □偶爾會 □不會 

14. 通常在快速道路上跟隨在其他車輛後方時，您與前車所保持的行車間距通常相較您駕駛小客車

時為？□未有小客車駕照 □較小 □較大 □差不多 □不一定 

15. 您認為在快速道路上行駛大型重型機車比您原先預期較困難的原因(可複選)：□不感困難 □

路面坑洞 □路面積水□路面油漬□路面標誌、標線造成輪胎打滑□側風過強□其他車輛速度

太快□其他車輛速度太慢□其他車輛未保持安全間距□其他車行駛同車道□路面掉落物□視

線不佳□標線、標誌不清□彎度過大□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您認為在快速道路上行駛大型重型機車比您原先預期較危險的原因(可複選)：□不感危險 □

路面坑洞 □路面積水□路面油漬□路面標誌、標線造成輪胎打滑□側風過強□其他車速太快

□其他車速太慢□其他車輛未保持安全間距□其他車行駛同車道□路面掉落物□視線不佳□

標線、標誌不清□彎度過大□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您是否同意此試辦計畫在交流道路口上匝道方向所設置的大型重型機車相關標誌、標線相當明

確、清楚？□非常同意 □同意 □差不多□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請說明：                ) 

18. 您是否同意此試辦計畫在上匝道處所設置的大型重型機車相關標誌、標線相當明確、清楚？  

□非常同意 □同意 □差不多□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您是否同意此試辦計畫在快速道路主線上所設置的大型重型機車相關標誌、標線相當明確、清

楚？□非常同意 □同意 □差不多□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部分  大型重型機車騎士對於本試辦計畫與開放政策的認知與態度 

1. 您是否知曉此(台 68 線、台 72 線)試辦計畫？ □是 □否 (若否，請直接跳至第 4題)  

2. 您獲知此(台 68 線、台 72 線)試辦計畫的消息來源為：□報紙、雜誌 □電視媒體 □電台廣播

媒體 □親友、工作同事處□大型重型機車同好、社團 □其他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 

3. 您是否知曉此(台 68、台 72 線)試辦計畫開放對象為 250cc 以上的大型重型機車？□是 □否 

4. 您是否贊成延長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台 68 線、台 72 線)快速道路試辦計畫期間？□非常贊成 □

贊成 □無意見 □不贊成□非常不贊成 (為什麼？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您是否贊成擴大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試辦計畫範圍？□非常贊成 □贊成 □無意見 □

不贊成□非常不贊成(請列舉您建議的試辦道路或說明不贊成的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 

6. 您是否贊成全面開放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非常贊成 □贊成 □無意見 □不贊成□

非常不贊成 (為什麼？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對於目前大型重型機車於交流道路口左轉行駛上快速道路的相關規定，您有何改善建議？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部分  您的意見與看法 

您是否有話要說？請讓我們了解您的意見與看法，謝謝。 

 

 

 

 

 

 

 

(請將填完之問卷共四頁附於內頁中，並沿此線摺疊黏貼完妥後寄回，謝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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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免 貼 郵 票 ) 

                                                   

 

 

 

 

 

 

 

 

廣 告 回 信 

新竹郵局登記證 

新竹廣字第   號 

 

郵遞區號：

地    址：

寄 件 人：

30012 

新竹市東香里 6 鄰五福路二段 707 號 

中華大學運輸科技與物流管理學系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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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車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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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車調查表 

調查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調查員：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05 

第一部分  在快速道路上與大型重型機車互動的經驗 

1. 您是否曾在快速道路上遇過大型重型機車？ □是(□台 68 線 □台 72 線 □其他路線) □否（若否，請直接跳至

第二部份） 

2. 您是否曾在快速道路上行駛於大型重型機車附近？ □是(□台 68 線 □台 72 線 □其他路線) □否（若否，請直

接跳至第二部份） 

3. 當大型重型機車跟隨在您後方，讓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時，您會如何反應？□維持原車速，不予反應 □加速

但不變換車道□變換車道□行駛路肩□行駛偏車道一側，讓後方機車同車道超車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通常在快速道路上跟隨在大型重型機車後方時，您與前車所保持的行車間距通常相較您與其他車輛所保持的距離

為？ □較小 □較大 □差不多 □不一定。 

5. 當超越大型重型機車時，令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的原因為：□並不感困難或危險 □車速太快，難以超車 □車

速太快，怕機車行車不穩定 □行車間距不足 □前方車輛故意加速，干擾超車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當被大型重型機車超越時，令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的原因為：□並不感困難或危險 □車速太快，怕機車行車

不穩定  □未保持適當側向間距  □未保持適當前後間距  □在同車道超車□其他 (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大型重型機車會(或試圖)在同一車道上超越您的機車？□經常會 □有時會 □偶爾會 □不會 

8. 您會(或試圖)在同一車道上超越大型重型機車？□經常會 □有時會 □偶爾會 □不會 

第二部分  小型車對於本試辦計畫與開放政策的認知與態度 

1. 您是否知道此(台 68 線、台 72 線)試辦計畫？ □是 □否 (若否，請直接跳至第 4題)  

2. 您獲知此(台 68 線、台 72 線)試辦計畫的消息來源為：□報紙、雜誌 □電視媒體 □電台廣播媒體 □親友、工

作同事處 □其他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您是否知道此(台 68 線、台 72 線)試辦計畫開放對象為 250cc 以上的大型重型機車？□是 □否 

4. 當您最初知道此試辦計畫時，您是否贊成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非常贊成 □贊成 □無意見 □不贊成

□非常不贊成 

5. 目前您是否贊成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非常贊成 □贊成 □無意見 □不贊成 □非常不贊成 

6. 您是否贊成延長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台 68 線、台 72 線)快速道路試辦計畫期間？□非常贊成 □贊成 □無意見 □

不贊成 □非常不贊成 (為什麼？請說明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您是否贊成擴大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試辦計畫範圍？□非常贊成 □贊成 □無意見 □不贊成 □非常不

贊成(請列舉您建議的試辦道路或說明不贊成的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您是否贊成全面開放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非常贊成 □贊成 □無意見 □不贊成 □非常不贊成 (為

什麼？請說明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部分  小型車駕駛基本資料 

1. 性別：□男性 □女性 

2. 年齡：□20 歲以下 □21 至 30 歲 □31 至 40 歲 □41 至 50 歲 □51 至 60 歲 □61 至 70 歲 □70 歲以上 

3. 學歷：□高中職以下 □大專(學) □研究所以上 □其他 ________________ 

4. 職業：□學生 □軍人 □公教 □商 □工 □服務業 □自由業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5. 個人每月平均收入約：□ 2 萬元以下 □2-3 萬元 □3-4 萬元 □4-5 萬元 □5-7 萬元□7-10 萬元□10 萬元以上 

6. 您家庭(含自己)每月平均收入約：□2萬元以下 □2-5 萬元□5-8 萬元□8-12 萬元□12-20 萬元□20 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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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車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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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車調查表 

調查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調查員：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05 

 

第一部分  在快速道路上與大型重型機車互動的經驗 

1. 您是否曾在快速道路上遇過大型重型機車？ □是(□台 68 線 □台 72 線 □其他路線) □否（若否，請直接

跳至第二部份） 

2. 您是否曾在快速道路上行駛於大型重型機車附近？ □是(□台 68 線 □台 72 線 □其他路線) □否（若否，

請直接跳至第二部份） 

3. 當大型重型機車跟隨在您後方，讓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時，您會如何反應？□維持原車速，不予反應 □加

速但不變換車道□變換車道□行駛路肩□行駛偏車道一側，讓後方機車同車道超車□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通常在快速道路上跟隨在大型重型機車後方時，您與前車所保持的行車間距通常相較您與其他車輛所保持的

距離為？ □較小 □較大 □差不多 □不一定。 

5. 當超越大型重型機車時，令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的原因為：□並不感困難或危險 □車速太快，難以超車 □

車速太快，怕機車行車不穩定 □行車間距不足 □前方車輛故意加速，干擾超車□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當被大型重型機車超越時，令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的原因為：□並不感困難或危險 □車速太快，怕機車行

車不穩定 □未保持適當側向間距 □未保持適當前後間距□在同車道超車□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大型重型機車會(或試圖)在同一車道上超越您的機車？□經常會 □有時會 □偶爾會 □不會 

8. 您會(或試圖)在同一車道上超越大型重型機車？□經常會 □有時會 □偶爾會 □不會 

第二部分  大型車對於本試辦計畫與開放政策的認知與態度 

1. 您是否知曉此(台 68 線、台 72 線)試辦計畫？ □是 □否  

2. 當您最初知道此試辦計畫時，您是否贊成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非常贊成 □贊成 □無意見 □不贊

成 □非常不贊成 

3. 目前您是否贊成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非常贊成 □贊成 □無意見 □不贊成□非常不贊成 

4. 您是否贊成延長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台 68 線、台 72 線)快速道路試辦計畫期間？□非常贊成 □贊成 □無意見 

□不贊成□非常不贊成 (為什麼？請說明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您是否贊成擴大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試辦計畫範圍？□非常贊成 □贊成 □無意見 □不贊成□非常

不贊成(請列舉您建議的試辦道路或說明不贊成的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您是否贊成全面開放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非常贊成 □贊成 □無意見 □不贊成□非常不贊成 

(為什麼？請說明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部分  大型車駕駛基本資料 

1. 性別：□男性 □女性 

2. 車種：□客車 □貨車 

3. 年齡：□20 歲以下□21 至 30 歲 □31 至 40 歲 □41 至 50 歲 □51 至 60 歲 □61 至 70 歲 

4. 學歷：□高中職以下 □大專(學) □研究所以上 □其他 ________________ 

5. 個人每月平均收入約：□ 2 萬元以下 □2-3 萬元 □3-4 萬元 □4-5 萬元 □5-7 萬元□7-10 萬元□10 萬元以上 

6. 您家庭(含自己)每月平均收入約：□2萬元以下 □2-5 萬元□5-8 萬元□8-12 萬元□12-20 萬元□20 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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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重型機車問卷編碼對照表 

第一部分  大型重型機車騎士基本資料 

Q1.1. 性別 

編  碼 選  項 

1 男性 

2 女性 

999 漏填 

Q1.2. 年齡 

編  碼 選  項 

1 20 歲以下 

2 21 至 30 歲 

3 31 至 40 歲 

4 41 至 50 歲 

5 51 至 60 歲 

6 61 至 70 歲 

7 70 歲以上 

999 漏填 

Q1.3. 學歷 

編  碼 選  項 

1 高中職以下 

2 大專(學) 

3 研究所以上 

4 其他 

999 漏填 

Q1.4. 職業 

編  碼 選  項 

1 學生 

2 軍人 

3 公教 

4 商 

5 工 

6 服務業 

7 自由業 

8 其他 

999 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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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 個人每月平均收入約 

編  碼 選  項 

1 2 萬元以下 

2 2-3 萬元 

3 3-4 萬元 

4 4-5 萬元 

5 5-7 萬元 

6 7-10 萬元 

7 10 萬元以上 

999 漏填 

Q1.6. 您家庭(含自己)每月平均收入約 

編  碼 選  項 

1 2 萬元以下 

2 2-5 萬元 

3 5-8 萬元 

4 8-12 萬元 

5 12-20 萬元 

6 20 萬以上 

999 漏填 

Q1.7. 您騎乘大型重型機車的經驗有 

編  碼 選  項 

1 半年以下 

2 半年至 1年 

3 1-2 年 

4 2-3 年 

5 3-4 年 

6 4-5 年 

7 5 年以上 

999 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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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大型重型機車騎士行駛快速道路的一般經驗 

Q2.1. 您是否曾行駛快速道路？(可複選) 

編  碼 選  項 

0 0：是 

1 台 68 線 

2 台 72 線 

3 其他路線 

4 否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2.2. 行駛快速道路的頻率 (往、返程以一次計算)為 

編  碼 選  項 

1 僅一次 

2 曾經數次 

3 每天 

4 一週  ____  次 

5 一月        次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2.3. 通常行駛快速道路的目的為 

編  碼 選  項 

1 上班、上學 

2 購物、休閒 

3 訪友、探親 

4 其他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2.4. 通常會在何時段行駛快速道路？ 

編  碼 選  項 

1 6:00~9:00am (上午尖峰) 

2 9:00~11:30am 

3 11:30am ~1:30 pm(中午) 

4 1:30~4:00 pm 

5 4:00pm~7:00pm(下午尖峰) 

6 其他時段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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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5. 通常會在何時行駛快速道路？ 

編  碼 選  項 

1 平常日 

2 週末、假日 

3 平常日＋週末、假日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2.6. 請問上次行駛快速道路是否為車隊出遊？ 

編  碼 選  項 

1 是 

2 否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2.7. 您最常行駛快速道路的起迄點(請參考第一頁附圖):  
台 68
線 

南寮端 

(台15線) 

新竹一交流道 

(武陵路) 

新竹二交流道

(台 1線) 

新竹科園交流道

(縣 117) 

芎林交流道 

(縣 115) 

竹東交流道

(北興路) 

竹東端 

(台 3 線)

起點 □ □ □ □ □ □ □ 

迄點 □ □ □ □ □ □ □ 
 
 

台 72
線 

後龍端 

(台 1 線) 

造橋交流道 

(台 13 甲) 

頭屋一交流道

(台 1線) 

頭屋二交流道

(玉清橋) 

公館交流道

(台 6線) 

銅鑼交流道 

(縣 128) 

平面交

叉路口

獅潭端 

(台 3 線)

起點 □ □ □ □ □ □ □ □ 

迄點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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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大型重型機車騎士行駛在快速道路上與其他車輛互動的經驗 

Q3.1. 當其他小型車跟隨在您後方距離多遠處會令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 
編  碼 選  項 

1 5 公尺內(約 0.2 秒) 
2 5-13 公尺(0.2-0.5 秒) 
3 13-25 公尺(0.5-1.0 秒) 
4 25-38 公尺(1.0-1.5 秒) 
5 38-50 公尺(1.5-2.0 秒) 
6 50 公尺以上(大於 2.0 秒)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3.2. 當其他大型車跟隨在您後方距離多遠處會令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 
編  碼 選  項 

1 5 公尺內(約 0.2 秒) 
2 5-13 公尺(0.2-0.5 秒) 
3 13-25 公尺(0.5-1.0 秒) 
4 25-38 公尺(1.0-1.5 秒) 
5 38-50 公尺(1.5-2.0 秒) 
6 50 公尺以上(大於 2.0 秒)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3.3. 當其他車輛跟隨在您後方，讓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時，您會如何反

應？ 
編  碼 選  項 

1 維持原車速，不予反應 

2 加速但不變換車道 

3 變換車道 

4 行駛路肩 

5 行駛偏車道一側，讓後方車輛同車道超車 

6 其他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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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4. 當其他小型車行駛在您側邊距離多遠處會令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 
編  碼 選  項 

1 無所謂 

2 0.5 公尺內 

3 0.5-1.0 公尺 

4 1.0-1.2 公尺 

5 1.2-1.5 公尺 

6 1.5-2.0 公尺 

7 大於 2.0 公尺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3.5. 當其他大型車行駛在您側邊距離多遠處會令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 
編  碼 選  項 

1 無所謂 

2 0.5 公尺內 

3 0.5-1.0 公尺 

4 1.0-1.2 公尺 

5 1.2-1.5 公尺 

6 1.5-2.0 公尺 

7 大於 2.0 公尺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3.6. 當跟隨在其他小型車後方，您通常與前方車輛保持距離為何？ 
編  碼 選  項 

1 5 公尺內(約 0.2 秒) 
2 5-13 公尺(0.2-0.5 秒) 
3 13-25 公尺(0.5-1.0 秒) 
4 25-38 公尺(1.0-1.5 秒) 
5 38-50 公尺(1.5-2.0 秒) 
6 50 公尺以上(大於 2 秒)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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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7. 當跟隨在其他大型車後方，您通常與前方車輛保持距離為何？ 

編  碼 選  項 

1 5 公尺內(約 0.2 秒) 
2 5-13 公尺(0.2-0.5 秒) 
3 13-25 公尺(0.5-1.0 秒) 
4 25-38 公尺(1.0-1.5 秒) 
5 38-50 公尺(1.5-2.0 秒) 
6 50 公尺以上(大於 2 秒)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3.8. 當超越小型車時，令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的原因為： 

編  碼 選  項 

1 並不感困難或危險 

2 車速太快，難以超車 

3 行車間距不足 

4 前方車輛故意加速，干擾超車 

5 其他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3.9. 當超越大型車時，令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的原因為： 

編  碼 選  項 

1 並不感困難或危險 

2 車速太快，難以超車 

3 行車間距不足 

4 前方車輛故意加速，干擾超車 

5 其他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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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10. 當被小型車超越時，令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的原因為： 

編  碼 選  項 

1 並不感困難或危險 

2 車速太快，側風影響行車穩定 

3 未保持適當側向間距 

4 未保持適當前後間距 

5 在同車道超車 

6 其他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3.11. 當被大型車超越時，令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的原因為： 

編  碼 選  項 

1 並不感困難或危險 

2 車速太快，側風影響行車穩定 

3 未保持適當側向間距 

4 未保持適當前後間距 

5 在同車道超車 

6 其他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3.12. 其他車輛會(或試圖)在同一車道上超越您的機車？ 

編  碼 選  項 

1 經常會 

2 有時會 

3 偶爾會 

4 不會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3.13. 您會(或試圖)在同一車道上超越其他的車輛？ 

編  碼 選  項 

1 經常會 

2 有時會 

3 偶爾會 

4 不會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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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14. 通常在快速道路上跟隨在其他車輛後方時，您與前車所保持的行車間距

通常相較您駕駛小客車時為？ 

編  碼 選  項 

1 未有小客車駕照 

2 較小 

3 較大 

4 差不多 

5 不一定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3.15. 您認為在快速道路上行駛大型重型機車比您原先預期較困難的原因(可

複選)： 

編  碼 選  項 

1 不感困難 

2 路面坑洞 

3 路面積水 

4 路面油漬 

5 路面標誌、標線造成輪胎打滑 

6 側風過強 

7 其他車輛速度太快 

8 其他車輛速度太慢 

9 其他車輛未保持安全間距 

a 其他車行駛同車道 

b 路面掉落物 

c 視線不佳 

d 標線、標誌不清 

e 彎度過大 

f 其他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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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16. 您認為在快速道路上行駛大型重型機車比您原先預期較危險的原因(可

複選)： 

編  碼 選  項 

1 不感危險 

2 路面坑洞 

3 路面積水 

4 路面油漬 

5 路面標誌、標線造成輪胎打滑 

6 側風過強 

7 其他車速太快 

8 其他車速太慢 

9 其他車輛未保持安全間距 

a 其他車行駛同車道 

b 路面掉落物 

c 視線不佳 

d 標線、標誌不清 

e 彎度過大 

f 其他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3.17. 您是否同意此試辦計畫在交流道路口上匝道方向所設置的大型重型機

車相關標誌、標線相當明確、清楚？ 

編  碼 選  項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差不多 

4 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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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18. 您是否同意此試辦計畫在上匝道處所設置的大型重型機車相關標誌、標

線相當明確、清楚？  

編  碼 選  項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差不多 

4 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3.19. 您是否同意此試辦計畫在快速道路主線上所設置的大型重型機車相關

標誌、標線相當明確、清楚？ 

編  碼 選  項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差不多 

4 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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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大型重型機車騎士對於本試辦計畫與開放政策的認知與態度 

Q4.1. 您是否知曉此(台 68 線、台 72 線)試辦計畫？ 

編  碼 選  項 

1 是 

2 否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4.2. 您獲知此(台 68 線、台 72 線)試辦計畫的消息來源 

編  碼 選  項 

1 報紙、雜誌 

2 電視媒體 

3 電台廣播媒體 

4 親友、工作同事處 

5 大型重型機車同好、社團 

6 其他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4.3. 您是否知曉此(台 68、台 72 線)試辦計畫開放對象為 250cc 以上的大型

重型機車？ 

編  碼 選  項 

1 是 

2 否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4.4. 您是否贊成延長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台 68 線、台 72 線)快速道路試辦計

畫期間？ 

編  碼 選  項 

1 非常贊成 

2 贊成 

3 無意見 

4 不贊成 

5 非常不贊成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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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5. 您是否贊成擴大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試辦計畫範圍？ 

編  碼 選  項 

1 非常贊成 

2 贊成 

3 無意見 

4 不贊成 

5 非常不贊成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4.6. 您是否贊成全面開放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 

編  碼 選  項 

1 非常贊成 

2 贊成 

3 無意見 

4 不贊成 

5 非常不贊成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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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車問卷編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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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車問卷編碼表 

第一部分  在快速道路上與大型重型機車互動的經驗 

Q1.1：您是否曾在快速道路上遇過大型重型機車？  

編  碼 選  項 

0 0：是 

1 台 68 線 

2 台 72 線 

3 其他路線 

4 否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1.2：您是否曾在快速道路上行駛於大型重型機車附近 

編  碼 選  項 

0 0：是 

1 台 68 線 

2 台 72 線 

3 其他路線 

4 否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1.3：當大型重型機車跟隨在您後方，讓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時，您會如何反應？ 

編  碼 選  項 

1 維持原車速，不予反應 

2 加速但不變換車道 

3 變換車道 

4 行駛路肩 

5 行駛偏車道一側，讓後方機車同車道超車 

6 其他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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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4：通常在快速道路上跟隨在大型重型機車後方時，您與前車所保持的行車間距通常相較

您與其他車輛所保持的距離為？ 

編  碼 選  項 

1 較小 

2 較大 

3 差不多 

4 不一定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1.5：當超越大型重型機車時，令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的原因為： 

編  碼 選  項 

1 並不感困難或危險 

2 車速太快，難以超車 

3 車速太快，怕機車行車不穩定 

4 行車間距不足 

5 前方車輛故意加速，干擾超車 

6 其他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1.6：當被大型重型機車超越時，令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的原因為： 

編  碼 選  項 

1 並不感困難或危險 

2 車速太快，怕機車行車不穩定 

3 未保持適當側向間距 

4 未保持適當前後間距 

5 在同車道超車 

6 其他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1.7：大型重型機車會(或試圖)在同一車道上超越您的機車？ 

編  碼 選  項 

1 經常會 

2 有時會 

3 偶爾會 

4 不會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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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8：您會(或試圖)在同一車道上超越大型重型機車？ 

編  碼 選  項 

1 經常會 

2 有時會 

3 偶爾會 

4 不會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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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小型車對於本試辦計畫與開放政策的認知與態度 

Q2.1：您是否知道此(台 68 線、台 72 線)試辦計畫？  

編  碼 選  項 

1 是 

2 否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2.2：您獲知此(台 68 線、台 72 線)試辦計畫的消息來源為： 

編  碼 選  項 

1 報紙、雜誌 

2 電視媒體 

3 電台廣播媒體 

4 親友、工作同事處 

5 其他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2.3：您是否知道此(台 68 線、台 72 線)試辦計畫開放對象為 250cc 以上的大型重型機車？ 

編  碼 選  項 

1 是 

2 否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2.4：當您最初知道此試辦計畫時，您是否贊成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 

編  碼 選  項 

1 非常贊成 

2 贊成 

3 無意見 

4 不贊成 

5 非常不贊成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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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5：目前您是否贊成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 

編  碼 選  項 

1 非常贊成 

2 贊成 

3 無意見 

4 不贊成 

5 非常不贊成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2.6：您是否贊成延長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台 68 線、台 72 線)快速道路試辦計畫期間？ 

編  碼 選  項 

1 非常贊成 

2 贊成 

3 無意見 

4 不贊成 

5 非常不贊成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2.7：您是否贊成擴大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試辦計畫範圍？ 

編  碼 選  項 

1 非常贊成 

2 贊成 

3 無意見 

4 不贊成 

5 非常不贊成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2.8：您是否贊成全面開放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 

編  碼 選  項 

1 非常贊成 

2 贊成 

3 無意見 

4 不贊成 

5 非常不贊成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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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小型車駕駛基本資料 

Q3.1：性別： 

編  碼 選  項 

1 男性 

2 女性 

999 漏填 

 

Q3.2： 年齡： 

編  碼 選  項 

1 20 歲以下 

2 21 至 30 歲 

3 31 至 40 歲 

4 41 至 50 歲 

5 51 至 60 歲 

6 61 至 70 歲 

7 70 歲以上 

999 漏填 

 

Q3.3： 學歷： 

編  碼 選  項 

1 高中職以下 

2 大專(學) 

3 研究所以上 

4 其他 

999 漏填 

 

Q3.4： 職業： 

編  碼 選  項 

1 學生 

2 軍人 

3 公教 

4 商 

5 工 

6 服務業 

7 自由業 

8 其他 

999 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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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5： 個人每月平均收入約： 

編  碼 選  項 

1 2 萬元以下 

2 2-3 萬元 

3 3-4 萬元 

4 4-5 萬元 

5 5-7 萬元 

6 7-10 萬元 

7 10 萬元以上 

999 漏填 

 

Q3.6： 您家庭(含自己)每月平均收入約： 

編  碼 選  項 

1 2 萬元以下 

2 2-5 萬元 

3 5-8 萬元 

4 8-12 萬元 

5 12-20 萬元 

6 20 萬以上 

999 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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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大型車問卷編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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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車問卷編碼表 

第一部分  在快速道路上與大型重型機車互動的經驗 

Q1.1：您是否曾在快速道路上遇過大型重型機車？  

編  碼 選  項 

0 0：是 

1 台 68 線 

2 台 72 線 

3 其他路線 

4 否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1.2：您是否曾在快速道路上行駛於大型重型機車附近 

編  碼 選  項 

0 0：是 

1 台 68 線 

2 台 72 線 

3 其他路線 

4 否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1.3：當大型重型機車跟隨在您後方，讓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時，您會如何反應？ 

編  碼 選  項 

1 維持原車速，不予反應 

2 加速但不變換車道 

3 變換車道 

4 行駛路肩 

5 行駛偏車道一側，讓後方機車同車道超車 

6 其他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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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4：通常在快速道路上跟隨在大型重型機車後方時，您與前車所保持的行車間距通常相較

您與其他車輛所保持的距離為？ 

編  碼 選  項 

1 較小 

2 較大 

3 差不多 

4 不一定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1.5：當超越大型重型機車時，令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的原因為： 

編  碼 選  項 

1 並不感困難或危險 

2 車速太快，難以超車 

3 車速太快，怕機車行車不穩定 

4 行車間距不足 

5 前方車輛故意加速，干擾超車 

6 其他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1.6：當被大型重型機車超越時，令您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的原因為： 

編  碼 選  項 

1 並不感困難或危險 

2 車速太快，怕機車行車不穩定 

3 未保持適當側向間距 

4 未保持適當前後間距 

5 在同車道超車 

6 其他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1.7：大型重型機車會(或試圖)在同一車道上超越您的機車？ 

編  碼 選  項 

1 經常會 

2 有時會 

3 偶爾會 

4 不會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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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8：您會(或試圖)在同一車道上超越大型重型機車？ 

編  碼 選  項 

1 經常會 

2 有時會 

3 偶爾會 

4 不會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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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小型車對於本試辦計畫與開放政策的認知與態度 

Q2.1：您是否知道此(台 68 線、台 72 線)試辦計畫？  

編  碼 選  項 

1 是 

2 否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2.2：您獲知此(台 68 線、台 72 線)試辦計畫的消息來源為： 

編  碼 選  項 

1 報紙、雜誌 

2 電視媒體 

3 電台廣播媒體 

4 親友、工作同事處 

5 其他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2.3：您是否知道此(台 68 線、台 72 線)試辦計畫開放對象為 250cc 以上的大型重型機車？ 

編  碼 選  項 

1 是 

2 否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2.4：當您最初知道此試辦計畫時，您是否贊成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 

編  碼 選  項 

1 非常贊成 

2 贊成 

3 無意見 

4 不贊成 

5 非常不贊成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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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5：目前您是否贊成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 

編  碼 選  項 

1 非常贊成 

2 贊成 

3 無意見 

4 不贊成 

5 非常不贊成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2.6：您是否贊成延長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台 68 線、台 72 線)快速道路試辦計畫期間？ 

編  碼 選  項 

1 非常贊成 

2 贊成 

3 無意見 

4 不贊成 

5 非常不贊成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2.7：您是否贊成擴大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試辦計畫範圍？ 

編  碼 選  項 

1 非常贊成 

2 贊成 

3 無意見 

4 不贊成 

5 非常不贊成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Q2.8：您是否贊成全面開放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 

編  碼 選  項 

1 非常贊成 

2 贊成 

3 無意見 

4 不贊成 

5 非常不贊成 

99 無須填寫 

999 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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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小型車駕駛基本資料 

Q3.1：性別： 

1 男性 

2 女性 

999 漏填 

 

Q3.2： 年齡： 

編  碼 選  項 

1 20 歲以下 

2 21 至 30 歲 

3 31 至 40 歲 

4 41 至 50 歲 

5 51 至 60 歲 

6 61 至 70 歲 

7 70 歲以上 

999 漏填 

 

Q3.3： 學歷： 

編  碼 選  項 

1 高中職以下 

2 大專(學) 

3 研究所以上 

4 其他 

999 漏填 

 

Q3.4： 職業： 

編  碼 選  項 

1 學生 

2 軍人 

3 公教 

4 商 

5 工 

6 服務業 

7 自由業 

8 其他 

999 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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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5： 個人每月平均收入約： 

編  碼 選  項 

1 2 萬元以下 

2 2-3 萬元 

3 3-4 萬元 

4 4-5 萬元 

5 5-7 萬元 

6 7-10 萬元 

7 10 萬元以上 

999 漏填 

 

Q3.6： 您家庭(含自己)每月平均收入約： 

編  碼 選  項 

1 2 萬元以下 

2 2-5 萬元 

3 5-8 萬元 

4 8-12 萬元 

5 12-20 萬元 

6 20 萬以上 

999 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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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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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試辦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台 68 線及台 72 線省道

快速公路之行駛問題分析與安全評估」計畫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表 

一、時間：九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星期一）下午十四時三十分 

二、地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五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陳組長一昌 

期中審查意見回覆表 

出席人員意見 合作單位答覆說明 本所審查意見 

郭振寰局長 

1. 經詢問新竹市交通隊，自 94

年 1 月 1 日開放迄今，台 68

線經洽詢警察局尚未發生

大型重型機車（以下簡稱大

型重機）事故。 

2. 本案目的應係經由試辦找

出可能發生之問題，並作為

未來是否進一步開放其他

快速道路之依據。惟未發生

事故可能係因台 68 線本身

流量低，大型重機流量更

低，因此可以流量資料做輔

助說明。 
3.由於未來研究期間結束可能 
仍無事故或事故次數低，可 
考量以違規行為作為觀察重 
點如超速、載人，惟應先釐 
清大型重機於快速公路載人 
是否屬違規問題。 

1. 敬悉。 

 

 

 

 

2. 敬悉。 

 

 

 

 

 

 

 

3. 大型重機行駛於快速公路不

得載人係開放時公路總局所

宣導之安全注意事項，並非法

規明訂之違規行為，本研究在

報告用語上已加以修正，請參

閱期末報告。 

 

 

 

1. 悉。 

 

 

 

 

2. 悉。 

 

 

 

 

 

 

 

3.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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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鎮封組長 

1. p10 表 2.3 無抽樣樣本數，

違規項目與違規比之間的

關係亦無作明確交代。 

 

 

2. p39「3.2.3 紐西蘭」部分建

議以圖例表示較清楚。 
3. p44 起有關台 68 及台 72 線 

交流道請參照公路總局之正 
式名稱以求一致性。 

4. p94 圖 5.11 與文章中之內容

未對應，請檢視修正。 
5. 建議增加大型重型機車之肇 

事分析、所需修訂之相關法 
規。另請提供台 72 線錄影 
調查之位置點，以利本局補 
助苗栗縣於該路線裝設監視 
系統之參考。 
 
 
 
 
 
 
 
 
 
 
 
 
 
 
 
 
 

1. 該資料係引用交通部統計處出

版之「九十三年臺灣地區機車

使用狀況調查摘要分析」，已

補充該資料來源如期末報告，

請參閱期末報告。 

2. 遵照辦理，請參閱期末報告。 

 

3. 遵照辦理，請參閱期末報告。 

 
 
4. 感謝委員指正，已遵照修正，

請參閱期末報告。 

5.  敬悉。 

1. 悉。 

 

 

 

 

2. 悉。 

 

3. 悉。 

 

 

4. 悉。 

 

5.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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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添木教授 

1. 本人原則上並不贊成大型

重機行駛高快速公路，即便

有改善措施於國內亦未必

恰當。 

2. 以此試辦評估計畫作為判

斷是否繼續開放大型重機

行駛其他快速道路的依據

十分冒險，主因係試辦路段

流量低、觀察行為之時間亦

不充足。建議以本計畫檢討

兩試辦道路是否有須改善

之處，而非作為檢討是否進

一步開放之依據。 

3. 國外允許大型重機行駛高

速公路，我國未必適合。如

台灣機車已形成特有之駕

駛習慣，靠右行駛，故產生

右邊超車行為，行駛至流量

高之高快速公路，此習慣容

易產生汽車駕駛人無法預

期之行為而生危險，流量少

時不易觀察，流量大時將形

成問題。以目前試辦路線，

將無法進行觀察此類高流

量才會出現之行為。 

4.  大型重機行駛快速道路及

平面道路之管制措施可能

不同，其行駛路權之定位與

規範若與其他機車不同，將

增加問題之複雜度，故建議

後續能長期觀察。 

1. 敬悉。 

 

 

 

2. 感謝委員指正，已將兩試辦道

路改善內容彙整如期末報告第

六章。 

 

 

 

 

 

 

3. 敬悉。 

 

 

 

 

 

 

 

 

 

 

 

4. 感謝委員指正，該寶貴意見將

納入本研究之建議，請參閱期

末報告第九章。 

 

1. 悉。 

 

 

 

2. 悉。 

 

 

 

 

 

 

 

 

3. 悉。 

 

 

 

 

 

 

 

 

 

 

 

4.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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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試辦計畫因所處路段流

量低，多僅能觀察個別之駕

駛行為，故不易透過車流行

為觀察到汽、機車互動之經

驗，此為未來可研究之重

點，建議運研所可編列計

畫，如沿路架設錄影設備結

合 Autoscope 長期觀察。 

6. 現行大型重機行駛此兩條

試辦快速道路應以旅遊目

的居多，超速現象十分明

顯，故建議可先加強執法取

締，避免駕駛人養成僥倖心

態。一般高速公路車流速度

存在雙峰現象，若開放大型

重機恐產生三峰分布，大型

重機車速最快、其次是小客

車，最後則是卡車，對車流

恐有不利影響，可透過速度

變異進行安全研究。本研究

中顯示大型重機速度變異

較其他車種大，似與以往研

究機車速度變異小之現象

不大相同。 

7. 車道寬度影響側向之壓迫

感，歐洲高快速公路之標準

車道 3.75 公尺，而國內快速

公路僅 3.6 公尺，大型重機

行駛可能產生橫向側距之

衝擊。故應檢討，大型重機

行駛行駛高快速公路是否

有特殊之設計標準。有關國

內快速道路公路幾何設計

之超高對機車明顯過低，故

5. 敬悉。 

 

 

 

 

 

 

 

6. 敬悉。 

 

 

 

 

 

 

 

 

 

 

 

 

 

 

 

7. 感謝委員指正，已將該寶貴意

見納入本研究建議事項，請參

閱期末報告第九章。 

 

 

 

 

 

 

 

5. 悉。 

 

 

 

 

 

 

 

6. 悉。 

 

 

 

 

 

 

 

 

 

 

 

 

 

 

 

7.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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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幾何設計標準是否適

合機車行駛可作為未來檢

討重點。 

8. 建議未來可透過大型重機

協會，由機車駕駛人簽署同

意書，進行實驗性研究。 

9. 問卷部份應針對不同車種

駕駛人作區隔，並考量大型

重機與一般機車行為之不

同，以瞭解行為差異性。 

 

 

 

8. 敬悉 

 

 

9. 本計畫已針對不同車種駕駛人

進行問卷調查，相關分析結果

請參閱期末報告第七章。 

 

 

 

8. 悉。 

 

 

9. 悉。 

林佐鼎教授 

1. 大型重機轉彎時由內而外

是否有不同車道變換車道

之情形。 

2. 簡報資料 p18之交流道路口

調查，是否納入其他非大型

重機之機車，以觀察其是否

有類似行為，而非大型重機

所專有。 

3. 本案透過問題分析最後希

進行安全評估，惟似乎缺乏

明確之評估準則。 

 

4. 大型重機行駛於平面路段

開啟頭燈之比例，較快速道

路主線路段之比例還高，其

原因請澄清。 

 

5. 本報告中有關交流道名稱

請取得一致，另補充部份所

缺之交流道（如汶水）。 

6. p84 之 p 值大於 1 有誤；另

p93之表 5.17及表 5.18係加

權後結果，惟部份數據仍與

1. 該資料以分析如第五章交通特

性分析中，請參閱期末報告。 

 

2. 本計畫將於第二階段調查，針

對非大型重型機車之機車進行

調查，請參閱期末報告第六章。

 

 

3. 本研究已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

所公告之駕駛人行車須知進行

安全評估，請參閱期末報告第

五章。 

4. 由於進行路段與路口調查之日

期與時間不同，導致樣本數受

限所致。 

 

 

5. 感謝委員指正，已補充說明，

請參閱期末報告。 

 

6. 感謝委員指正，該資料為文字

誤植，已修正相關報告內容，

請參閱期末報告第五章。 

1. 悉。 

 

 

2. 悉。 

 

 

 

 

3. 悉。 

 

 

 

4. 悉。 

 

 

 

 

5. 悉。 

 

 

6.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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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個別表格相同，可能有

誤請修正。 

7. p97 觀察點係以車輛右後輪

為準，考量「車寬因素」所

指為何不甚清楚。 

 

8. p104 第五行說明似有誤，請

檢視修正。 

9. p110 表 6.3 兩路線抽樣數有

明顯差異，其考量因素為何

請說明。 

10. 問卷設計內容部份，p111

應將大型重機之定義為逾

250cc 敘明，以免誤填；題

目用語有「行車困難」是否

修正為「行車不自在」；題

目中側邊係指不同車道或

同車道；問卷第三部份第

1、3、7、10 過於簡略，填

答者能否理解；最後提供填

答者參考之圖形似太過複

雜。 

 

 

7. 「車寬因素」指使用該表格數

據時應將各車種之車輛寬度加

入計算，以確認車輛實際行駛

位置。 

8. 感謝委員指正，請參閱期末報

告。 

9. 抽樣數之差異主要係兩路線線

交通量差別所致，已補充說明

如期末報告第七章。 

10. 感謝委員指正，因該問卷經與

運輸研究所多次討論，已於期

中報告前寄發，故已無法修

正，惟從問卷回收之填答結

果，問卷之文字敘述應尚可為

受訪者接受。 

 

 

7. 悉。 

 

 

 

8. 悉。 

 

9. 悉。 

 

 

10. 悉。 

 

 

陳專門委員彥伯 

1. p7 有關大型重機於監理單

位登記車輛數請更新至近

期資料。 

2. p94 車道橫向位置是否以類

似 p81 之圖形表達以便理

解。另調查過程可否看出併

排行駛、車隊群集之行駛行

為，此亦為分析之重點。 

3. p104「5.2 節」部份文字語

義表達宜再清晰，如行進方

式 21 應係指 21 次。 

1. 遵照辦理，已修正如期末報

告。 

 

2. 感謝委員指正，已補充如期末

報告第五章。 

 

 

 

3. 遵照辦理，已修正如期末報

告。 

 

1. 悉。 

 

 

2. 悉。 

 

 

 

 

3.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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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型重機開啟頭燈與是否

載人等現象，其為何在路口

及路段中有差異，宜再檢

視。 

 

5. 另有關綜合性意見： 

(1) 研究目的中並未清楚

描述相關評估所依據

之準則以及未來預期

之產出結果為何，本部

最希望能瞭解，大型重

機行駛於車流中，行駛

法規規範、交通工程及

標誌標線應作如何之

修正。建議修正研究目

的之說明。 

(2) 台 68 線及 72 線大型重

機樣本數不多，可否增

加調查次數或時間來

增加樣本數，以作為未

來決策之參考。 

(3) 透過本研究觀察與分

析之結果，可否先摘錄

出簡要結論，以作為交

通工程是否須立刻改

善檢討之參考。 

(4)建議可參照公路總局於

試辦之初所宣導之「大

型重機駕駛人行駛安全

注意事項」與實際行駛

行為觀察之差異，會同

當地警方加強攔停告知

大型重機之不當行為，

以加強宣導。 

4. 由於進行路段與路口調查之日

期與時間不同，導致樣本數受

限所致。 

 

 

5.  

(1) 感謝委員指正，因該研究目的

係依據招標公告內容所撰寫，

故無法修正，惟已將委員之寶

貴意見納入期末報告之建議事

項。 

 

 

 

 

  

(2) 感謝委員指正，調查樣本受限

於技術性、時間性、氣候因素

與安全性限制，本研究已盡可

能蒐集大型重型機車之樣本。

 

(3) 感謝委員指正，請參閱期末報

告第六章。 

 

 

 

(4) 遵照辦理，已補充說明如期末

報告第五章及第八章。 

4. 悉。 

 

 

 

 

5.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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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璋科長 

1. p5 研究流程第一階段敘明

將檢討人、車、路、法規等

課題，惟後續分析中並無相

對應之內容，建議補充。 

2. p21 文獻回顧多為歐美國

家，亞洲地區日本與東南亞

等機車數量龐大等文獻建

議應再補強。 

3. p31 對於現行機車行駛路權

之法規說明不夠嚴謹，如三

車道以上道路機車應兩段

式左轉，其前提是無標誌標

線規範時，建議修正。 

4. p39 表 3.6 右下角「必須通

過…」有文字缺漏。 

5. p47 為試辦前之舊圖，請更

換。P71 出現現場所無之機

車兩段式左轉待轉區線，請

修正。 

6. p105 有關「大型重機不得載

人」係建議性質，主因係被

載乘客其反應較駕駛人為

慢，危險性反而較高，但法

規並無修正，請加以澄清。 

7. 小型車及大型車之問卷內

容尚未列入報告。 

8. 當初開放台 68 及台 72 線應

係此兩路線未與高速公路

連接，面臨後續可能要求其

他路線開放之壓力，未來研

究單位是否可建議是否適

合擴大開放。 

1. 感謝委員指正，已補充相關內

容，請參閱期末報告。 

 

 

2. 遵照辦理，以補充說明如期末

報告第三章。 

 

 

3. 遵照辦理，已修正如期末報告

第六章。 

 

 

 

4.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期末

報告。 

5.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期末

報告。 

 

 

6.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期末

報告。 

 

 

 

7. 此為期末報告階段之相關內

容，請參閱期末報告第七章。 

8. 敬悉，依據本研究之結論，係

建議可再延長試辦期限，已更

廣泛瞭解大型重型機車之車流

特性，請參閱期末報告第九章。

1. 悉。 

 

 

 

2. 悉。 

 

 

 

3. 悉。 

 

 

 

 

4. 悉。 

 

5. 悉。 

 

 

 

6. 悉。 

 

 

 

 

7. 悉。 

 

8.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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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禮維先生 

1. 大型重機係 91 年 7 月 1 日

領牌上路，94 年 1 月 1 日試

辦行駛兩條快速公路，請協

助一併檢討現行考照條件

與訓練規定是否符合駕駛

人騎上快速道路之需求。 

1. 感謝委員指正，因該課題非屬本

計畫研究範圍，故將該寶貴意見

納入其抹報告之建議事項中。 

悉。 

黃莉雅股長 

1. 大型重機以其行駛天數大

多少於每星期 2 天，係以休

閒遊憩旅次為主。 

2. 本研究係採假日調查，主因

可能為行駛試辦之兩條道

路以遊憩旅次居多，故道路

係服務通勤旅次或休閒旅

次，交通調查與分析將有不

同的考量。如台北市建國高

架或新生高架道路係服務

通勤旅次，其與前述兩試辦

道路有所不同，建議於報告

中略加描述。 

3. 台北市市區快速道路與平

面道路之道路幾何關係較

複雜，與目前試辦之快速公

路不同，駕駛人上下匝道之

行為亦不同。 

4. 請補充試辦道路之交通流

量與車種組成比例，以便與

台北市之快速道路作參

照。如建國高架道路尖峰小

時有 6000-7000 輛之車輛

數。 

5. 北市許多高架快速道路車

1. 敬悉。 

 

 

2. 因本計畫研究範圍僅涵蓋台 68

及台 72 兩條快速道路，因未了

解都市地區大型重型機車之使

用特性，故無法進行相關之推

論描述。 

 

 

 

 

 

3. 敬悉。 

 

 

 

 

4. 感謝委員指正，請參閱期末報

告第四章。 

 

 

 

 

5. 感謝委員指正，已將該寶貴意

1. 悉。 

 

 

2. 悉。 

 

 

 

 

 

 

 

 

 

3. 悉。 

 

 

 

 

4. 悉。 

 

 

 

 

 

5.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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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寬僅 3-3.2 公尺，側向間

距所造成之壓迫感更大，車

道寬度應至少多少才適宜

開放大型重機行駛，可作為

可量開放與否之重點。 

6. 第五章應納入公路總局於

試辦階段之「安全行駛規

範」與實際調查行為比較，

以利後續安全宣導或改善

之參考。。 

7. 問卷部份除大型重機外，應

納入小型車與大型車駕駛

人之感受以為比較分析。 

見納入本研究建議事項，請參

閱期末報告第九章。 

 

 

 

6. 遵照辦理，已補充說明如期末

報告第五章及第八章。 

 

 

 

7. 遵照辦理，已補充說明如期末

報告第七章。。 

 

 

 

 

 

6. 悉。 

 

 

 

 

7. 悉。 

 

萬燦輝組長 

1. 台 68 線行經新竹市路段未

設置避車彎，且欠缺執法器

材，故不易執法。 

1. 敬悉。 悉。 

廖清池組長 

1. 台 68 線芎林至台 3 線路段

之路線彎度大且風大，對大

型重機駕駛人安全恐有不

利影響，建議試辦期滿後不

要再繼續開放行駛。 

2. 由於上下班通勤時間流量

大，大型重機與汽車駕駛人

容易產生衝突危險，若繼續

開放此路段建議可採時段

性管制。 

3. 為區隔大型重機與其他車

種以增加安全性，建議可思

考是否開放路肩供大型重

機通行。 

 

1. 敬悉。 

 

 

 

 

2. 敬悉。 

 

 

 

 

3. 敬悉。 

1. 悉。 

 

 

 

 

2. 悉。 

 

 

 

 

3.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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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鼎喬組長 

1. 大型重機行駛台 72 線之數

量十分少，建議應注意汽車

與大型重機駕駛人之立場

可能不同，並考量執法之困

難性。 

1. 遵照辦理，已補充說明如期末

報告第七章。。 

悉。 

陳一昌組長 

1. 何以國內外大型重機持有

駕照均為機車登記數之 3-4

倍之多？ 

2. p11 表 2.4 大型重機與一般

機車之違規行為特性有何

異同？ 

3. 美國各州建議機車與其他

車輛間應保持 2 秒之間距，

高公局係利用車速來看，時

速 60 公里應保持 6 個車

身，時速 100 公里應保持 10

個車身。若保持 2 秒間距，

在 80 公里設計速率應有 14

公尺之間距，調查結果顯然

機車實際保持之跟車間距

過低，建議將此觀念提出，

以增加安全性。 

4. 從試辦兩條快速道路之計

畫功能均未考量機車，後來

為何會選擇台 68 及 72 線試

辦，經由對於道路設計功能

之檢討，或可釐清後續開放

的實質困難。 

 

1. 此應為大型重型機車持有成本

較高，故部分騎士係採租用方

式所致。 

2. 感謝委員指正，已補充說明如

期末報告第二章。 

 

3. 感謝委員指正，已補充說明如

期末報告第五章及第八章。 

 

 

 

 

 

 

 

 

 

4. 敬悉。 

 

 

 

 

 

 

1. 悉。 

 

 

2. 悉。 

 

 

3. 悉。 

 

 

 

 

 

 

 

 

 

 

4.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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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是否與高速公路連接作

為試辦，形成此兩條路線未

必符合大型重機駕駛人需

求的現象，以致產生樣本過

少不易蒐集的困難，此部份

應在研究報告中作適度補

充。 

5. 敬悉。 5.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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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安組 

1. p3「1.2 研究目的」倒數第 4

行，「…一般民眾進行問卷

調查」及「1.3 研究範圍」

最後一行研究對象包括「一

般民眾、執法人員及道路主

管機關人員」是否須修正？

請檢視。 

2. p4-p6「1.5 研究流程」中部

份用語仍以計畫書撰寫時

之角度，請檢視修正。 

3. p9 表 2.2 中，「每星期平均

每天行駛里程」，大型重型

機車超過 40 公里以上者高

達 40.6%，此是否係指「有

行駛天數之平均而非以 7天

來平均」，請補充澄清。 

4. 第二章之各表序號有誤，請

檢視修正，並請於各表後註

明資料來源。 

5. p18 第 5 行「…或機車的前

方的顏色無關。」及倒數第

4 行「輕型機車（50-125cc）

與 輕 型 機 器 腳 踏 車

（moped,50cc）」涵義或定

義不明，請檢視修正。 

1. 遵照辦理，已修正如期末報

告。 

 

 

 

 

 

2. 遵照辦理，已修正如期末報

告。 

 

3. 該資料係引用交通部統計處出

版之「九十三年臺灣地區機車

使用狀況調查摘要分析」，已

補充該資料來源如期末報告，

請參閱期末報告。 

 

4.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期末

報告第二章。 

 

5.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期末

報告第二章。 

 

 

 

 

1. 悉。 

 

 

 

 

 

 

2. 悉。 

 

 

3. 悉。 

 

 

 

 

 

4. 悉。 

 

 

5.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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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31「3.1.2 大型重型機車交

通安全管理相關規定」，僅

針對「附載人員及物品」與

「行駛路權規定」加以描述

似不夠完整，尚應包括「標

誌標線號誌之規定」及「行

駛平面道路之限制」等重

點。 

6.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期末

報告第二章。 

 

6. 悉。 

 

7. p38「3.2.2 日本」乙節第一

段出現「50cc 以」文字，係

指以上或以下請修正。 

8. p39 表 3.6 右下角「必須通

過」似遺漏其他相關文字，

請補充修正。 

9. p40「3.2.4 英國」在定義中

有 P、A1、A 標準、A 正式

等四類機車分類，並指明

A1 及 A 標準「不得載人或

行駛高速公路」，惟後續文

字（第二段及倒數第二行）

與定義出現多處不同處，請

檢視修正。 

10. p41 表 3.7 請補充各國容許

酒 精 濃 度 之 單 位 （ 血

液？）；另奧地利、德國及

義大利「可行駛高速公路，

但部份路段禁行」，能否進

一步瞭解禁行之原則與管

制方式？ 

11. p42「3.3 綜合評析」最後一

行「…採消極禁止方式…」

意義不清，請補充說明之。 

7. 遵照辦理，已修正如期末報

告。 

 

8. 遵照辦理，已修正如期末報

告。 

 

9.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期末

報告第三章。 

 

 

 

 

 

 

10.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期末

報告第三章。 

 

 

 

 

 

11.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期末

報告第三章。 

 

7. 悉。 

 

 

8. 悉。 

 

 

9. 悉。 

 

 

 

 

 

 

 

10. 悉。 

 

 

 

 

 

 

11.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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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44-74「肆、試辦計畫之檢

討」請修正下列問題： 

(1)「4.1 試辦道路環境分析」

及「4.2 交通工程檢討」

對於台 68 及 72 線各交

流道名稱描述不一致，

建議一律以公路總局置

於網頁之快速道路交流

道名稱為準，若有慣用

名稱，以括弧附註。 

(2)「4.1 試辦道路環境分析」

中部份用語仍以計畫書

撰寫時之角度，請檢視

修正。 

(3) 「4.1 試辦道路環境分析」

及「4.2 交通工程檢討」中

之交流道仍有部份遺漏請

檢視補充，尤其銅鑼至汶

水段係試辦期間開始後才

開放通車，請補充其開放

日期及路段特性。p61 表

4.2 請配合修正。 

 

 

 

 

 

 

 

 

 

 

 

 

12.  

 

(1)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期末

報告第四章。 

 

 

 

 

 

 

(2)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期末

報告第四章。 

 

 

(3)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期末

報告第四章。 

 

 

 

 

 

 

 

12. 悉。 

 



 附 7-17

13. 有關試辦期間「事故資料」

及「流量資料」為本計畫所

需呈現之資訊，請加強與警

察單位查証是否確無任何

大型重型機車涉入事故？

若已有少數案例或後續研

究期間內發生，數量不多時

可以個案方式分析；主線

「流量資料」公路總局已提

供 93 年兩路段之連續 3 天

資料，試辦期間（94 年）亦

請公路總局協助調查中，前

述兩項重點請納入期末報

告中呈現。 

14. p82「5.1.3 分析結果」第 3

行「…四部分」修正為「…

三部分」；p84 第 4 行應為

「…四項」而非「…三項」；

p84倒數第 5行 p值為 4.679

有誤，請修正。 

15. p88-89 表 5.9 及表 5.10，

以及 p93 表 5.17 及表 5.18

均係彙整前面數調查地點

而來，請補充彙整後之樣

本數。另表 5.17 及表 5.18

中小型車跟車（前車為大

型重機）之內車道與外車

道數值與表 5.11 及表 5.12

仍相同，曁係經過加權何

以仍相等？可能有誤請檢

視。 

 

 

 

15.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期末

報告第五章。 

 

 

 

 

 

 

 

 

 

 

 

 

 

16.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期末

報告第五章。 

 

 

 

 

17.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期末

報告第五章。 

 

 

 

 

 

 

 

 

 

13. 悉。 

 

 

 

 

 

 

 

 

 

 

 

 

 

 

14. 悉。 

 

 

 

 

 

15.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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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p94 有關車道橫向位置之參

考點為車輛右後輪，故 p95

小型車集中在編號 2、8、9

之車道位置，以及 p96 小型

車集中在編號 2、3、8、9

之車道位置等似乎不盡合

理（小型車右後輪如何位於

車道最左側車道線約 1.2m

處(即編號 2 位置)？）請再

檢視。 

17. p104「5.2 交流道區之平面

道路路口」最後一段關於違

規行為描述不夠明確，建議

修正說明。 

18. p106 後續工作內容仍有部

份項目待完成，敬請掌握進

度。 

16.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期末

報告第六章。 

 

 

 

 

 

 

 

 

17.遵照辦理。 

 

 

 

18.敬悉。 

16. 悉。 

 

 

 

 

 

 

 

 

 

17. 悉。 

 

 

 

18.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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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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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試辦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台 68 線及台 72 線省道

快速公路之行駛問題分析與安全評估」計畫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表 

一、時間：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上午九時 

二、地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五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鄭副所長賜榮 

期末審查意見回覆表 

出席人員意見 合作單位答覆說明 本所審查意見 

公路總局 

1. 大型重型機車標誌設置位

置乃考量可能造成一般機

車之誤認，故設於匝道位

置。 

2. 台 68 線彎道速限標誌為 40

公里/小時之位置為何？ 

1. 敬悉。 

 

 

 

2. 該位置位於台 68 線 20K 附

近，以補充如報告第 91 頁。

1. 悉。 

 

 

 

2. 悉。 

新竹縣警察局 

1. 台 68 線大型重型機車交通

量以週末時間較多，截至目

前為止並未發現重大違規

事項。 

2. 開放重機騎乘快速道路是

各國的趨勢，應朝此方向開

放。 

3. 建議道路相關指標之設置

盡可能完善，對機車騎士之

交通安全較有保障。 

4. 目前民眾反應意見以台 3線

為主，72 線反應較少。 

1. 敬悉。 

 

 

 

2. 敬悉。 

 

 

3. 感謝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已將

該建議納入建議事項，請參見

報告第 219-220 頁。 

4. 敬悉。 

1. 悉。 

 

 

 

2. 悉。 

 

 

3. 悉。 

 

 

4. 悉。 

 

新竹市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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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外早已開放大型重型機

車行駛快速道路，然國內之

生活方式與交通環境迥異

於國外，故希望可以提出較

佳之方式加以限制大型重

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 

2. 對於標誌設置位置是否於

報告中可有明確之建議。 

1. 敬悉。 

 

 

 

 

 

2. 已將該建議納入報告中，請參

閱報告第 217 頁。 

1. 悉。 

 

 

 

 

 

2. 悉。 

新竹市警察局 

1. 快速道路因側風大，且車隊

出遊機率大，故希望瞭解國

外的相關規範。 

2. 另針對大型重型機車違規

行為執法，必須加強現有之

執法裝備與相關措施。 

1. 已參照委員意見將國外相關

規範於報告第二章中加以說

明，請參閱報告 2.2 節。 

2. 感謝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已將

該建議納入建議事項，請參見

報告第 221 頁。 

1. 悉。 

 

 

2. 悉。 

台北市交通局 

1. 市區快速道路因為車流密

度較大且匝道距離較短，若

大型重型機車超速，在匯

入、匯出車道時對於車流之

干擾較大。 

2. 目前台北市區之標誌、標線

已經過多且複雜，若開放行

駛路權，應檢討修訂相關法

規，而非僅利用標誌、標線

來進行管理。 

3. 由於市區道路部分車道寬

較狹窄，因此對於車道寬之

規範與道路超高設計，應有

其建議規範。 

4. 應由大型重型機車之操作

特性進行一般快速道路與

市區快速道路之檢討。 

5. 未來可針對是否於法規中

1. 敬悉，因市區快速道路非本計

畫研究範圍，故在報告中將委

員之寶貴意見納入建議事

項，請參見報告第 219 頁。 

2. 敬悉，因市區快速道路非本計

畫研究範圍，故在報告中將委

員之寶貴意見納入建議事

項，請參見報告第 220 頁。 

3. 敬悉，因市區快速道路非本計

畫研究範圍，故報告中將委員

之寶貴意見納入建議事項，請

參見報告第 220 頁。 

4. 敬悉，因市區快速道路非本計

畫研究範圍，故在報告中將委

員寶貴意見納入建議事項，請

參見報告第 220 頁。 

5. 感謝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已將

建議納入建議事項，請參見報

1. 悉。 

 

 

 

2. 悉。 

 

 

 

3. 悉。 

 

 

 

4. 悉。 

 

 

 

5.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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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機車專章進行探討。 告第 219 頁。 

台北市警察局 

1. 大型重型機車受行駛之操

作難易度與車身重量影

響，於市區或快速道路之操

作特性不同，行駛管理之定

位應從這方面著手。 

2. 大型重型機車於台北市區

出現機會較少，通常出現在

郊區，因此大型重型機車應

定位為休憩的工具。 

3. 個人經驗認為，無論在高速

公路或快速道路上騎乘大

型重型機車，只要有被其他

車輛超車，就會感到危險。 

1. 敬悉。 

 

 

 

 

2. 敬悉。 

 

 

 

3. 敬悉。 

1. 悉。 

 

 

 

 

2. 悉。 

 

 

 

3. 悉。 

苗栗縣警察局 

1. 目前民眾對試辦之快速公

路反映問題較少，一般多以

台 3 線、西濱快速公路之飆

車問題較多。 

1. 敬悉。 悉。 

交通部路政司 

1. 應使大型重型機車騎士於

上路前有足夠宣導與認知。 

 

2. 目前的考照訓練是否已經

足夠，根據研究結果對於考

照內容與方式之變更是否

有所建議。 

 

3. 目前已在台 68 線與台 72 線

開放試辦大型重型機車行

駛，然現行在取締違規之相

關設備是否足夠，是否可以

從執法方面來降低違規的

1. 感謝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已將

其納入建議事項，請參見報告

第 221 頁。 

2. 敬悉，因考照訓練非本計畫研

究範圍，故在報告中將委員之

寶貴意見納入建議事項，請參

見報告第 221 頁。 

 

3. 感謝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已將

該建議納入建議事項，請參見

報告第 221 頁。 

 

 

1. 悉。 

 

 

2. 悉。 

 

 

 

 

3.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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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4. 研究中未提及大型重型機

車之機車特性與一般汽車

機有何不同，建議若有這些

數據，將來可輔助交通工程

之設計。 

 
4. 感謝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已將

該建議納入建議事項，請參見

報告第 220 頁。 

 

4. 悉。 

許添本教授 

1. 實際騎乘大型重型機車之

經驗，與用問卷的方式詢

問，會有所差異，建議可透

過促進會，得到真正在騎乘

時會感到危險的情形，進一

歩檢討改善。 

2. 在分析中希望可明確指出

大型重型機車常出現的時

間。 

3. 根據研究內容看來，大型重

型機車行駛內車道車速較

高，外車道車速較低，未來

可考慮禁止大型重型機車

行駛內車道。 

 

 

4. 個別機車騎士與車隊出遊

其行為是否有差異，可於後

續進行研究。 

 

5. 彎道前速度較慢、彎道中速

度較快，此為大型重型機車

之行駛特性亦或是特例？

若為其行駛特性，應針對道

路設計進行檢討。 

6. 一般道路上機車常有載人

行為，故後座是否規定不能

1. 本研究在計畫執行過程中，已

透過公路總局及促進會進行

駕駛員騎乘經驗之問卷調

查，請參閱報告第七章內容。

 

 

2. 感謝委員指正，已補充說明如

報告第 87 頁。 

 

3. 因本次開放道路均僅有兩車

道，經考量大型重型機車之超

車需求，及大型車輛多行駛外

車道之現況，故若貿然禁止大

型重型機車行駛內車道，恐對

大型重型機車之行車安全產

生威脅。 

4. 因調查所得樣本數過少，無法

進行該行為差異之研究，惟仍

將委員之寶貴意見納入建議

事項，請參閱報告第？頁。 

5. 敬悉，因道路設計非本計畫研

究範圍，故在報告中將委員之

寶貴意見納入建議事項，請參

見報告第 220 頁。 

 

6. 從本研究之調查資料中，並無

法進行該項分析與探討，惟仍

1. 悉。 

 

 

 

 

 

2. 悉。 

 

 

3. 悉。 

 

 

 

 

 

 

4. 悉。 

 

 

 

5. 悉。 

 

 

 

 

6.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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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人應可加以探討。 

 

 

7. 事故原因以超速居多，此可

能與公路設計品質有關，或

是快速道路根本不適合機

車之行駛，可再進一步檢

討。 

 

8. 可針對小型車對機車反

應，機車對小型車反應進行

問卷對照比較。 

9. 大型重型機車如果要分開

管理，必須針對不同車種有

兩套交通工程設計，故需全

面檢討交通工程與交通法

規。 

10. 目前關注焦點多集中於高

快速道路，一般道路壓力較

小，然其實一般道路對於騎

士影響層面更大，因此大型

重型機車騎士應將焦點首

重於一般道路，待整理出相

關規範後，再進一步要求開

放快速道路與高速公路。 

 

將委員之寶貴意見納入建議

事項，請參閱報告第 219 頁。

 

7. 該事故資料為一般省道之肇

事資料，在試辦計畫期間因無

發生任何肇事案件，故無法針

對委員之建議進行探討。 

 

 

8. 感謝委員指正，已於第七章中

加以補充。 

 

9. 感謝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已將

該建議納入建議事項，請參見

報告第 219-220 頁。 

 

 

10. 敬悉。 

 

 

 

 

7. 悉。 

 

 

 

 

 

8. 悉。 

 

 

9. 悉。 

 

 

 

 

10. 悉。 

林佐鼎教授 

1. 86 頁，交通量現況應分時

段，以瞭解更詳細之交通特

性。 

 

2. 97 頁，用詞應統一使用大型

重型機車。 

3. 97 頁，速限情境不宜用「超

1. 感謝委員指正，然由目前之調

查資料發現大型重型每日交

通量均甚低，故無法有效歸納

出明顯之尖離峰時間。 

2.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97 頁。 

3. 感謝委員指正，已補充修正如

1. 悉。 

 

 

 

2. 悉。 

 

3.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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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情境」來描述，易使讀者

誤解，應改變修 

4. 102 頁，跟車間距，請說明

使用 4 秒間距之定義、原因

及依據。 

5. 103 頁，空間間距部分宜說

明其如何計算。 

6. 107 頁，使用「車道」來表

示車輛橫向位置之文字描

述較不恰當，應加以修改。 

7. 112 頁，大型車於彎道前速

度較高，然表 5.26 內容與文

字說明有所出入，應加以修

正。 

8. 113 頁，表 5.27 應註明單位。 

 

9. 113 頁內表格數據與文字不

合，115 頁亦同。 

10. 114 頁，表 5.29 是否應將變

換車道的樣本抽出，因其已

在表 5.28 表示過，如此可以

更為瞭解車輛於車道內之

變化。 

 

11. 117 頁中所提數據宜說明出

處。 

12. 118 頁，表格內*表示之意義

應加以說明。 

13. 123 頁，交通工程標誌牌指

示之方向，建議應把通往的

地點或方向標示出來，否則

易造成誤導。 

14. 126 頁，等圖建議應按照道

路行駛順序標示。 

報告第 97 頁。 

 

4. 感謝委員指正，已補充修正如

報告第 101 頁。 

 

5. 感謝委員指正，已補充修正如

報告第 102 頁。 

6.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106 頁。 

 

7.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111 頁。 

 

 

8. 感謝委員指正，已補充說明如

報告第 112 頁。 

9.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112、114 頁。 

10. 感謝委員指正，為經考量表

5.28 係在表示車輛在不同車

道間之變換情形，而表 5.29

主要在表示車輛之轉彎軌

跡，兩表均有其存在之必要

性，故予以保留。 

11.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117 頁。 

12. 感謝委員指正，已補充說明如

報告第 121 頁。 

13.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122-135 頁。 

 

 

14.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122-135 頁。 

 

 

4. 悉。 

 

 

5. 悉。 

 

6. 悉。 

 

 

7. 悉。 

 

 

 

8. 悉。 

 

9. 悉。 

 

10. 悉。 

 

 

 

 

 

11. 悉。 

 

12. 悉。 

 

13. 悉。 

 

 

 

14.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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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57 頁中所提大型重型機車

車主其所得並不高，如果未

來開放大型重型機車行駛

快速道路，如此可能大型重

機數量會激增。 

16. 208 頁，行車須知內容對於

大型重機駕駛人並無震撼

力。應以容易引起事故或事

故發生時容易引起傷亡之

事項為行車須知內容，因此

修正表內容可以再做更為

合理之修正，另表格內文字

可考慮是否需把交通部運

研所名稱取消。 

17. 關於機車定位問題，認為機

車不等於汽車，但於機車分

類上之規範應訂立大型重

機之專用規則。 

18. 交通工程方面，應設立大型

重機專用之圖示，以避免使

用文字說明過於複雜，建議

可設定特殊標誌指示，或使

用現行之機車標誌，但以不

同顏色區別之，並加掛附牌

處理，專用標誌可以顏色或

圖案區別。 

19. 如何避免機車透過系統交

流道行駛至高速公路，贊成

以消極方式告知駕駛人禁

止進入並透過執法方式進

行取締。 

15. 敬悉。 

 

 

 

 

16. 感謝委員指正，已補充相關內

容，並修正如報告第 212-213

頁。 

 

 

 

 

 

 

17. 感謝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已將

該建議納入建議事項，請參見

報告第 220 頁。 

 

18. 感謝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已將

該建議納入建議事項，請參見

報告第 220 頁。 

 

 

 

 

 

19. 敬悉，已將委員建議納入報告

內容，請參閱報告第 220 頁。

15. 悉。 

 

 

 

 

16. 悉。 

 

 

 

 

 

 

 

 

17. 悉。 

 

 

 

18. 悉。 

 

 

 

 

 

 

 

19. 悉。 

曾平毅教授 

1. 由於試辦道路地點距大型

重型機車活動地點過於遙

1. 敬悉。 

 

1.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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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故樣本數少實屬正常。 

2. 148 頁內容應解讀為雖然開

放路段是很危險的路段，但

是肇事次數為 0。 

3. 因為稅金的不合理，造成駕

照數量與車輛數量之比例

差異懸殊的問題。 

4. 個人不認為高流量之市區

道路適合大型重型機車行

駛，可以考慮先行開放車流

量較小之快速道路行駛開

放大型重機，以培養大型重

型機車與其他車輛駕駛之

正常互動行為。 

5. 贊成延長試辦期間至一

年，請研究單位與運研所研

討是否開放其他地點進行

試辦。 

6. 一般日系車種並無開關頭

燈之裝置，車輛一發動頭燈

自動開啟，可考量直接規範

只要騎乘大型重型機車，就

必須開頭燈之規定。 

7. 大型重型機車車隊行進

時，採兩兩錯開之之字形行

進方式，所調查間距過短是

否與此車隊行駛方式有關。 

 

 

 

8. 122 頁，目前的標誌設置方

式並不佳，未來應加以思考

採大型重型機車專屬標誌。 

9. 問卷得出之跟車間距，由於

 

2. 敬悉。 

 

 

3. 敬悉。 

 

 

4. 感謝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已將

該建議納入建議事項，請參見

報告第 218-219 頁。 

 

 

 

 

5. 遵照辦理，已針對後續開放地

點與運研所進行討論，並提出

相關建議如報告第 219 頁。 

 

6. 感謝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已將

該建議納入建議事項，請參見

報告第 219 頁。 

 

 

7. 感謝委員指正，本研究所調查

到之資料車隊比例僅為少

數，且由觀察資料得知大型重

型機車跟車於小型車與大型

車後方之距離仍較其他車種

為短，故從本次調查資料結果

應與車隊行駛無關。 

8. 感謝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已將

該建議納入建議事項，請參見

報告第 220 頁。 

9. 敬悉。 

 

2. 悉。 

 

 

3. 悉。 

 

 

4. 悉。 

 

 

 

 

 

 

5. 悉。 

 

 

 

6. 悉。 

 

 

 

 

7. 悉。 

 

 

 

 

 

 

8. 悉。 

 

 

9.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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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訪者之主觀判斷，故僅

供參考，仍應以實際調查之

數據為準。 

10. 前面有其他委員建議禁止

大型重機行駛內車道，將迫

使大型重型機車與大型車

行駛同一車道，故需再多加

考慮是否將禁止行駛內車

道。 

11. 應多瞭解車隊之行進方

式，將有助於調查與分析。 

 

 

 

10. 敬悉。 

 

 

 

 

 

11.感謝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已將

該建議納入建議事項，請參見

報告第 219 頁。 

 

 

 

10. 悉。 

 

 

 

 

 

11. 悉。 

 

 

陳豊運理事長 

1. 應多瞭解大型重機之規格

與操作特性後再行下判斷

與結論。 

2. 瞭解大型重型機車操作特

性後才知道為何機車族需

要爭取快車道行駛權與廢

除兩段式左轉。 

3. 大型重型機車之定位，惟台

灣規定不明確，世界上其他

國家均以獨立車種定義之。 

4. 大型重型機車其設計生產

時便已考量可行駛於快速

道路與高速公路。 

5. 國內兩段式左轉設計標準

不一，將造成大型重機騎士

之困擾。 

6. 禁止大型重型機車行駛與

高速公路連接之快速道

路，是不尊重大型重機騎士

守法精神之規定。 

7. 快速道路銜接高速公路管

1. 敬悉。 

 

 

2. 敬悉。 

 

 

 

3. 敬悉。 

 

 

4. 敬悉。 

 

 

5. 感謝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已將

該建議納入建議事項，請參見

報告第 220 頁。 

6. 敬悉。 

 

 

 

7. 敬悉。 

1. 悉。 

 

 

2. 悉。 

 

 

 

3. 悉。 

 

 

4. 悉。 

 

 

5. 悉。 

 

 

6. 悉。 

 

 

 

7.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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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問題，大型重型機車騎士

與一般騎士之法規認知相

同，會遵守規定。 

8. 因目前在台灣有 18 萬輛未

領牌照之大型重型機車，依

法領取牌照約僅 9000 量，

其中包含交通警察之車

輛，因此請新竹縣政府嚴加

取締台 3 線之大型重型機

車。另外協會中設有糾察

隊，亦會自行糾正違規之車

輛。 

9. 應嚴格取締無牌之大型重

型機車上路。 

10. 大型重型機車之車體龐

大，故同車道併行行駛極容

易發生車禍，因此認為不會

有此情況產生。另外，大型

重型機車過彎時傾角相當

大，因此亦不會有併行之行

為。 

11. 建議交通部與公路總局徹

底檢討考照制度，目前考照

制度過於簡單，將造成騎士

的交通安全危害。目前協會

中已有 165 件，第一次上路

就造成傷亡事件。 

12. 未來試辦是否可於北、中、

南部各選取一條。 

 

 

 

8. 敬悉。 

 

 

 

 

 

 

 

 

9. 敬悉。 

 

10. 敬悉。 

 

 

 

 

 

 

11. 感謝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因考

照制度並非本計畫研究範

圍，惟仍將該建議納入建議事

項，請參見報告第 221 頁。 

 

 

12. 敬悉。 

 

 

 

8. 悉。 

 

 

 

 

 

 

 

 

9. 悉。 

 

10. 悉。 

 

 

 

 

 

 

11. 悉。 

 

 

 

 

 

12. 悉。 

 

吳宗修教授 

1. 第一章撰寫內容應以期末

報告語氣，如「將…」等未

來式字眼應加以修正。 

2. 第一章 NHTSA 之中文翻譯

1.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1-6 頁。 

 

2.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1. 悉。 

 

 

2.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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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不一，請進行修正。 

3. 111 頁，三個調查地點不應

合併探討之。 

 

 

 

 

4. 西濱與苗栗市兩件肇事事

件，皆因車速過快所致。 

5. 行車須知內之不能載人部

分僅為建議，而非違規。 

6. 速限情境應改用”車速分布

統計表”表示之。 

7. 橫向位置不應以車道形容

之，以避免讀者混淆。 

8. 行駛軌跡部分，目前調查是

在”左彎道”上，要加以說明

之，因左彎道與右彎道之行

為不同，未來可針對此部分

進行探討。 

9. 大型重型機車管制行駛高

快速公路，並非車輛性能問

題，而係行駛行為可能引起

的安全顧慮。 

10. 超速、同車道超車、跟車間

距過近等行為於調查中均

有出現，可能是因為長期的

市區機車行車行為所造

成，故同意需要經由長期觀

察後再行判斷。 

11. 若有工程或法規的變動應

該舉辦講習，以適時讓騎士

瞭解相關規範，就政府立場

而言，應將駕駛者重新教

第 1-6 頁。 

3. 感謝委員指正，經檢討因三個

調查地點均為直線路段，為瞭

解大型重型機車在直線路段

行駛特性，本研究除分別探討

三處調查地點資料外，仍將該

資料予以合併分析。 

4. 敬悉。 

 

5. 敬悉。 

 

6.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五章。 

7.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五章。 

8.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91 頁。 

 

 

 

9. 敬悉。 

 

 

 

10. 感謝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已將

該建議納入建議事項，請參見

報告第 220 頁。 

 

 

 

11. 感謝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已將

該建議納入建議事項，請參見

報告第 221 頁。 

 

 

3. 悉。 

 

 

 

 

 

4. 悉。 

 

5. 悉。 

 

6. 悉。 

 

7. 悉。 

 

8. 悉。 

 

 

 

 

9. 悉。 

 

 

 

10. 悉。 

 

 

 

 

 

11.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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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12. 安全距離中，法規之間距應

為 2 秒 

 

12. 敬悉。 

 

12. 悉。 

陳彥伯專門委員 

1. 試辦計畫相關內容係經數

次委員會議討論後定案。 

2. 試辦期間不可載人之規定

乃參考日本之相關經驗所

訂定。 

3. 34 頁，日本開放大型重機之

文字描述應再做更詳細之

說明。 

4. 143 頁，綜合檢討部分應提

出具體建議。 

 

 

 

 

5. 經過八種標誌檢討後，交通

標誌部分要如何修改，應提

出具體建議。 

6. 兩段式左轉，並非每個路口

均可行，但於報告中並無明

確規範或討論。 

 

7. 相關交通工程上之曲率半

徑等，其修正意見為何，並

無具體說明。 

8. 市區快速道路部分，並無相

關具體意見。 

 

 

9. 54 頁，兩秒之跟車間距之相

關的研究結果是否可以配

1. 敬悉。 

 

2. 敬悉。 

 

 

3. 感謝委員指正，已補充說明如

報告第 34 頁。 

 

4. 道路幾何設計方面，快速道路

部份，因未取得竣工圖與相關

機車特性資料，無法提出具體

建議，平面道路部份，僅提出

後續研究方向；專用標誌方

面，於 144 頁已提出建議。 

5. 報告書於 144 頁提及，可參考

國外之做法或透過公開徵選

獲得。 

6. 本研究未將市區道路相關議

題納入研究範圍，僅將發現之

相關問題提出以供後續研究

之參考。 

7. 未順利取得所需探討路段之

竣工圖，因此無法進行深入探

討之。 

8. 敬悉，因市區快速道路非本計

畫研究範圍，故在報告中將委

員之寶貴意見納入建議事

項，請參見報告第 219 頁。 

9. 感謝委員指正，已在建議中加

以補充，請參見報告第 219

1. 悉。 

 

2. 悉。 

 

 

3. 悉。 

 

 

4. 悉。 

 

 

 

 

 

5. 悉。 

 

 

6. 悉。 

 

 

 

7. 悉。 

 

 

8. 悉。 

 

 

 

9.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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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規之修改，應有具體建

議。 

10. 63 頁，現行考照制度應進行

調整，然並未看到實際建

議。 

 

11. 148 頁，肇事資料部分可透

過警政署找到全國性肇事

資料，另可以由保險理賠之

相關事故資料進行搜尋，故

肇事資料是否可再行加

強，或可透過路政司取得相

關資料。 

12. 結論與建議中，交通工程、

執法、定位問題，增加試辦

半年時間予以尊重，亦可為

後續研究之重點。 

13. 大型重型機車之定位，本人

希望可以於報告中看到結

論，然目前並未有相關規

範。 

14. 可將各國相關之機車規定

置於附件，提供參考。 

 

 

15. 日本將大型重型機車稱為

「二輪汽車」，可提供定位

問題之參考。 

16. 34 頁有關"東京公共安全委

員會"乙節之文字說明，說

明似乎造成誤解，請補充修

正。 

17. 45 頁最後一行"流流速率"

所指為何？是否為文字疏

頁。 

 

10. 感謝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因考

照制度並非本計畫研究範

圍，惟仍將該建議納入建議事

項，請參見報告第 221 頁。 

11. 感謝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已將

該建議納入建議事項，請參見

報告第 220 頁。 

 

 

 

 

12. 感謝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已將

該建議納入建議事項，請參見

報告第 219 頁。 

 

13. 感謝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因機

車之定位問題非本計畫研究

範圍，惟仍將該建議納入建議

事項，請參見報告第 220 頁。

14. 感謝委員指正，因各國之機車

規定事項內容眾多，故將其列

入參考文獻，請參閱報告之參

考文獻書目。 

15. 敬悉。 

 

 

16. 感謝委員指正，已補充說明如

報告第 34 頁。 

 

 

17.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45 頁。 

 

 

10. 悉。 

 

 

 

11. 悉。 

 

 

 

 

 

 

12. 悉。 

 

 

 

13. 悉。 

 

 

 

14. 悉。 

 

 

 

15. 悉。 

 

 

16. 悉。 

 

 

 

17.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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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請補充修正。 

18. 111頁第6行中段"載客現項

"，是否應為"載客現象"？ 

 

18.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110 頁。 

 

18. 悉。 

 

 

張新立教授 

1. 報告書中未列出參考文獻。 

 

2. 圖表所使用之單位應加以

補充。 

3. 報告內車種名詞應一致。 

 

4. 大型重型機車可以探討其

是否需要另外列出一類車

種以規範之。 

5. 研究方法尚有更大思考空

間。 

6. 可藉由學會進行深度訪

談，從政府管理、使用者需

求等不同角度，進行研究。 

7. 考照制度上應進行檢討，機

車之操作為三度空間其困

難度較高，部分國家考照制

度採需有汽車駕照後才能

考取機車駕照。 

8. 如果有運動或競速需求，可

以考慮成立機車賽車場。 

9. 國外之資料需考量台灣地

區特殊性並加以調整。 

10. 大型重型機車滑倒時，對每

一個車道都會有所危害，應

加強考照部分之規範。 

11. 非常支持延長試辦期間，甚

至於可考量於不同之快速

道路進行試辦。 

1. 感謝委員指正，已補充列示參

考文獻如報告第 222 頁。 

2. 感謝委員指正，已補充說明如

報告相關內容。 

3. 感謝委員指正，已於報告中統

一修正。 

4. 感謝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已將

該建議納入建議事項，請參見

報告第 220 頁。 

5. 敬悉。 

 

6. 感謝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已將

該建議納入建議事項，請參見

報告第 219 頁。 

7. 感謝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因考

照制度並非本計畫研究範

圍，惟仍將該建議納入建議事

項，請參見報告第 221 頁。 

 

8. 敬悉。 

 

9. 敬悉。 

 

10. 敬悉。 

 

 

11.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已將該建

議納入建議事項，請參見報告

第 219 頁。 

1. 悉。 

 

2. 悉。 

 

3. 悉。 

 

4. 悉。 

 

 

5. 悉。 

 

6. 悉。 

 

 

7. 悉。 

 

 

 

 

8. 悉。 

 

9. 悉。 

 

10. 悉。 

 

 

11.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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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未來可採用焦點團體法或

其他方法瞭解大型重型機

車騎士之看法，與其他運具

使用者之看法。 

13. 台灣機車的問題主要源自

於訓練與教育，其乃國內機

車問題之根本。 

14. 應以更全盤性之觀點來考

量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定位

問題。 

12. 感謝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已將

該建議納入建議事項，請參見

報告第 219 頁。 

 

13. 敬悉。 

 

 

14.感謝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已將

該建議納入建議事項，請參見

報告第 219 頁。 

12. 悉。 

 

 

 

13. 悉。 

 

 

14. 悉。 

蔡中志教授 

1. 15 頁之內容未說明單一車

輛肇事之特性，年齡於 40

歲以上是較為安全或不安

全，肇事多發生於路口或郊

區。 

2. 33 頁，報告中對於日本的機

車法規之規定不正確。 

3. 道路交通法中對於機車之

分類規定與 34 頁中所載內

容不同，請予以訂正。 

4. 表 3.5，日本並無快路道

路，應該將文章內容修正為

高速公路國道。 

5. 34 頁，國家警察局應該修正

為警察廳。 

6. 56 頁-57 頁歐洲各國之速限

規範可能有誤。據了解歐洲

各國之跨國公路其速限規

範均為一致。 

7. 62 頁，表 3.9 酒測之標準值

有誤應予以訂正。 

8. 120 頁，表 5.33 應修正。 

 

1. 感謝委員指正，已補充說明如

報告第 15 頁。 

 

 

 

2.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34 頁。 

3.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34 頁。 

 

4.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35 頁。 

 

5.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35 頁。 

6.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56-57 頁。 

 

 

7.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62 頁。 

8.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120 頁。 

1. 悉。 

 

 

 

 

2. 悉。 

 

3. 悉。 

 

 

4. 悉。 

 

 

5. 悉。 

 

6. 悉。 

 

 

 

7. 悉。 

 

8.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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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68 頁，表 6.11 與內容不一

致。 

10. 178 頁，表 7.28 與表 7.29

等表格其自由度之計算有

誤請予以訂正。 

 

11. 獨立性檢定不應採雙尾檢

定，一律為單尾檢定，故檢

定結果有誤。 

12. 第八章與第九章可以合併。 

 

 

13. 大型重型機車應視為汽車

（4 輪車），日本道路交通

法並未對自動二輪車有特

別規定。 

14. 個人認為快速道路可以開

放，並視為汽車看待之，因

其價格較高且數量較少，然

高速公路鑑於車流密度過

高，不建議開放。 

9.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148 頁。 

10. 該表自由度之計算乃因部分

欄位觀察值小於 5，故在進行

統計分析前已將部分的資料

進行合併所致。 

11.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頁。 

 

12. 感謝委員指正，已重新調整相

關內容，請參閱報告第八章及

第九章。 

13. 敬悉。 

 

 

 

14. 敬悉。 

9. 悉。 

 

10. 悉。 

 

 

 

11. 悉。 

 

 

12. 悉。 

 

 

13. 悉。 

 

 

 

14. 悉。 

 

運安組 (書面資料) 

1. 150 頁第 1-2 行第 2 點之描

述，語意不甚清楚，請檢視

修正。 

2. 156頁第 3-4行是否應為「民

國 91 年 7 月開放…，駕駛

經驗在 3年以下者佔受訪者

的 63.5%。」 

3. 建議表 7.7、表 7.17、表

7.20-7.22、表 7.25、表 7.27、

表 7.36-7.37、表 7.41、表

7.43-7.45 等表格，建議依項

目百分比之高低順序重新

1.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150 頁。 

 

2.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156 頁。 

 

 

3. 感謝委員指正，已將相關圖表

進行修正。 

 

 

 

1. 悉。 

 

 

2. 悉。 

 

 

 

3.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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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項目，以利判讀。 

4. 166 頁第 4 行「16.0%」及第

8 行「25.7%」係參照表 7.16

所得，數值似乎有誤，請檢

視。 

5. 166 頁倒數後三行是否應

為：「此統計檢定結果…對

於大型車的容忍縱向間距

顯著小於對小型車的容忍

間距」，因為依據圖 7.4，

相同的縱向間距，機車對大

型車可忍受人數百分比低

於小型車。同理，p168 倒數

第 1 行亦為：「...顯著小

於…。」 

6. 169 頁第 7 行「63%」是否

應為「68%」。 

7. 174 頁第 2 行「34%」是否

應為「49.3%」。 

8. 174 頁第 6-8 行係利用表

7.24 進行卡方檢定，但表

7.24 為一個維度，是否可進

行卡方檢定，請檢視。 

9. 175 頁第二段似與第一段文

字多所重複，請檢視其正確

性。 

10. 182頁表7.32及p183表7.33

中有關項目為「是」之語意

不清，請修正，另此項目之

人數與百分比是否有誤，請

檢視。 

11. 207 頁第 10 行「…透過高額

之罰鍰抑止…」，仍需先舉

證再處罰，訂定高額罰鍰若

 

4.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166 頁。 

 

 

5. 感謝委員指正，已進行相關修

正。 

 

 

 

 

 

 

 

6.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169 頁。 

7.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174 頁。 

8. 感謝委員指正，已補充說明如

報告第 174 頁。 

 

 

9.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175 頁。 

 

10. 感謝委員指正，已補充說明如

報告第 182 頁，其中百分比係

以(圈選)人數除以有效樣本

數。 

 

11. 敬悉。 

 

 

 

 

4. 悉。 

 

 

 

5. 悉。 

 

 

 

 

 

 

 

 

6. 悉。 

 

7. 悉。 

 

8. 悉。 

 

 

 

9. 悉。 

 

 

10. 悉。 

 

 

 

 

11.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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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仍不易舉証且涉及修

法，是否可行，請再斟酌。 

12. 211 頁第 9.1.2 節第二點第

一行：「…各項載客行為」

是否有誤，請檢視。 

13. 215 頁第一行「…，因此建

議於各都市地區選擇一條

道路試辦…」建議應採漸進

式方式加以考量，宜再斟

酌。 

14. 216 頁倒數第 7 行：「將

151-250cc…..比照 250cc 以

上…」，因現行普通重型機

車係以 50-250 為一級距，將

考照方式以 150cc 以上進行

區分，衝擊現行機車車輛及

駕照分類制度，是否適當，

宜再斟酌。 

 

12.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215 頁。 

 

13.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219 頁。 

 

 

 

14.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報告

第 220 頁。 

 

12. 悉。 

 

 

13. 悉。 

 

 

 

 

14. 悉。 

鄭賜榮副所長（主席） 

1. 各審查委員、出席代表針對

研究範圍內之修正意見請

中華大學納入修正，研究範

圍外之相關議題，請運安組

加以整理，作為後續研究之

參考。 

2. 本研究案期末審查原則通

過，請中華大學依照合約書

規定，一個月內提送修正後

之報告書定稿。 

3. 建議延長台 68 線及台 72 線

之試辦時間，至於試辦期程

及試辦路段，請運安組與路

政司、公路總局與中華大學

研究團隊討論後循程序簽

1. 遵照辦理。 

 

 

 

 

 

2. 遵照辦理。 

 

 

 

3. 遵照辦理。 

 

 

 

 

1. 悉。 

 

 

 

 

 

2. 悉。 

 

 

 

3.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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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交通部。 

4. 請中華大學協助運安組研

擬後續延長試辦計畫（草

案），相關教育、宣導、執

法、交通工程、行駛安全規

範等技術面與執行面課題

及本次試辦情形績效評

估，均應納入草案說明清

楚，俾供報請交通部參考。 

 

4. 遵照辦理。 

 

 

4.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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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94年11月17日

開放試辦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台開放試辦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台6868線及台線及台7272
線省道快速公路之行駛問題分析與安全評估線省道快速公路之行駛問題分析與安全評估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2

簡 報 內 容簡 報 內 容

一、前言一、前言

二、國外管理規定及文獻蒐集二、國外管理規定及文獻蒐集

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

四、事故資料分析四、事故資料分析

五、駕駛人行駛互動經驗分析五、駕駛人行駛互動經驗分析

六、結論與建議六、結論與建議

七七、、恭請裁示事項恭請裁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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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國自民國91年1月1日正式成為WTO會員國，並於91
年7月重新開放大型重型機車(逾250cc)新領牌照上路

申請WTO入會時曾承諾「150cc以上重型機車未來之騎
乘限制，一般僅限於現有兩條南北向主要高速公路」，
故對於大型重型機車行駛路權範圍一直面臨檢討壓力

鈞部曾召開多次會議研商後決議：

預定於93年12月初開放試辦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台68線及台72線
(經公路總局正式發函通知試辦期間自94年1月1日起試辦半年 )

由運研所研議規劃開放試辦後之檢討及成效評估計畫

一一、、前言前言 (1/2)(1/2)

4

運研所研究案重點運研所研究案重點

蒐集國內外機車行駛規定、肇事型態及資料、
行駛安全規範、駕駛人安全手冊

快速道路行駛交通特性分析

汽、機車用路人行駛互動經驗問卷調查

標誌標線佈設及相關交通工程設施檢討分析

大型重型機車肇事原因分析及評估之綜合建議
與改善方法

一一、、前言前言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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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外機車安全相關研究國外機車安全相關研究
((美國、澳洲、加拿大、英國、紐西蘭美國、澳洲、加拿大、英國、紐西蘭))

二、國外管理規定及文獻蒐集二、國外管理規定及文獻蒐集 (1/5)(1/5)

肇故特性 影響因素 肇事防制對策 
（事故預防與傷害減輕並重） 

(1)單一機車肇事

比例高； 
(2)郊區道路肇事

嚴重性高； 
(3)路口為經常發

生事故地點。 

(1)超速； 
(2)酒後駕車； 
(3)騎士年齡、騎乘

經驗以及未依

規定持照； 
(4)未戴安全帽。

(1)增加機車騎士穿著能見度（較

鮮明或反光(夜晚)衣著），可

有效減少肇事機率； 
(2)加強騎士教育訓練與嚴格考

照規範； 
(3)加強媒體安全宣導(針對所有

用路人)。 
 

6

國內大型重型機車考照規定
年滿20歲，持有普通重型機車執照一年以上之經驗並經過立
案之駕訓機構32小時(包括4小時的學科以及28小時的術科)
訓練結業，即可參加考照。

許多國家實施階段分級考驗制度，並要求考

照者必須接受機車騎士安全教育訓練課程。

各國在駕駛人持有限制駕照階段，對於駕駛

人的行駛路權與行為均有所規範與限制。

二、國外管理規定及文獻蒐集二、國外管理規定及文獻蒐集 (2/5)(2/5)

國內外機車駕照考驗規定國內外機車駕照考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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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與外國機車考驗照規定彙整  
國別  駕照種類  引擎排氣量  階段分級考照制度  

輕型機車  50cc 以下  
普通重型機車  51cc 至 250cc 否  我國  
大型重型機車  251cc 以上  是  

原付  50cc 以下  
普通自動二輪 (小

型限定 ) 51cc−125cc 
普通自動二輪  126cc−400cc 

否  日本  

大型二輪  401cc 以上  是  
臨時駕照  －  須掛 L 車牌  

2B 級  200cc 以下  
2A 級  201cc 至 400cc 新加坡  
2 級  401cc 以上  

第 1 年須掛新手車牌  
是  

學習駕照  260cc 以下  
P1 級  260cc 以下  澳洲  
P2 級  不限  

是  

學習駕照  250cc 以下  
限制  250cc 以下  紐西蘭  
正式  不限  

是  
持有限制駕照期間須
加掛 L 牌  

P 級  50cc 以下  
臨時駕照  125cc 以下  

A1 級  125cc 以下  英國  
A 級  126cc 以上  

是  

任何其他等級駕照 50cc 以下  
學習駕照 (8L) －  

8 級駕照  

加拿大  
哥倫比亞省

(British 
Columbia) 6 級駕照  

視應考時所使用的
車輛大小而定  

是  

學習許可證  －  
限制駕駛執照  －  美國  
正式駕駛執照  －  

各州規定不同，以
MSF 的計畫為例  

 

二、國外管理規定及文獻蒐集二、國外管理規定及文獻蒐集 (3/5)(3/5)

7

各 國機 車路 權管 理及 相關規 定  

國家  特定 cc 數機車

行駛高速公路
速限  車頭燈  安全帽

容許血液  
酒精濃度  

美國  可行駛  100km /h
規定白天
及夜晚均
須開頭燈  

強制  
規定  

血液中酒精濃度佔
0 .08%  (0 .08  g/dL )；
部分州實施零酒精  

日本  可行駛  100km /h 無規定  強制  
規定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
0.15m g/l、  

血液中酒精濃度佔
0 .03%  

奧地利  

必須繳交特殊的
通行稅以取得許

可證，但  
部分路段仍禁止

機車行駛  

120km /h
規定白天
及夜晚均
須開頭燈  

強制  
規定  0 .049%  

比利時  可行駛  120km /h
規定白天
及夜晚均
須開頭燈  

強制  
規定  0 .05%  

法國  可行駛  
130km /h
110km /h(
雨天 )  

規定白天
及夜晚均
須開頭燈  

強制  
規定  0 .05%  

德國  
可行駛，但  

部分路段禁止機
車行駛  

無限制  
規定白天
及夜晚均
須開頭燈  

強制  
規定  0 .05%  

義大利  
可行駛，但  

部分路段禁止機
車行駛  

150km /h
規定白天
及夜晚均
須開頭燈  

強制  
規定  0 .08%  

荷蘭  可行駛  120km /h —  強制  
規定  0 .05%  

挪威  可行駛  90km /h  
規定白天
及夜晚均
須開頭燈  

強制  
規定  0 .02%  

西班牙  —  120km /h
規定白天
及夜晚均
須開頭燈  

強制  
規定  0 .05%  

瑞士  
必須繳交特殊的
通行稅以取得許

可證  
120km /h

規定白天
及夜晚均
須開頭燈  

強制  
規定  0 .08  

二、國外管理規定及文獻蒐集二、國外管理規定及文獻蒐集 (4/5)(4/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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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對機車之管理傾向各國對機車之管理傾向
機車與其他車輛擁有相同路權

美國除加州外，大部份的州政府規定禁止汽、機車併排共用
車道，即管理上機車視為汽車；近來華盛頓州、德州、奧瑞
岡州雖正考量比照加州方式，惟要求機車駕駛人必須在安全、
謹慎的前提下共用車道

除了輕型機車不得使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之外，大部分的
國家對於持有正式駕照的機車駕駛人並未給予路權上的限制

絕大多數國家均有騎士與後座乘客配戴安全帽及全天
開頭燈的規定

有關機車行駛之禁止規範，多傾向以負面表列(即明
訂禁止者方對機車行駛有所限制)方式訂定

許多國家採階段分級考照制度，以減少駕駛經驗不足
者的事故風險

二、國外管理規定及文獻蒐集二、國外管理規定及文獻蒐集 (5/5)(5/5)

小結小結

9

10

台台6868線線試辦期間交通量試辦期間交通量

0.360.36696996.6796.6718,43518,4352.972.97566566假日

0.240.24484895.4095.4019,11519,1154.364.36874874
平常
日往

西

0.500.50696995.8795.8713,31413,3143.633.63504504假日

0.210.21292994.1494.1412,96812,9685.655.65778778
平常
日往

東

武陵路

百分比
(%)

數量
(輛)

百分比
(%)

數量
(輛)

百分比(%)
數量
(輛)

大型重型機車小型車大型車
調查
日

方
向

調查站

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 (1/1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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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4292.389,7577.22763假日

0.424692.4110,8567.17778平常日
往西

0.464992.379,7997.16760假日

0.444792.369,9867.20779平常日
往東

龜山段

0.252091.377,3688.38676假日

0.091088.848,99211.071,120平常日
往西

0.262792.499,5487.25748假日

0.242589.859,4789.921,046平常日
往東

頭屋段

0.362093.025,2256.62372假日

0.221188.404,52311.38582平常日
往西

0.582689.074,00810.35466假日

0.643084.093,94415.27716平常日
往東

後龍段

百分比(%)數量(輛)百分比
(%)數量(輛)百分比(%)數量(輛)

大型重型機車小型車大型車

調查日方向調查站

台台7272線線試辦期間交通量試辦期間交通量

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 (2/13)(2/13)

11

交通特性交通特性調查時間調查時間&&地點地點

側拍台68線20Km路側水泥廠08:00~14:004月10日

正拍台68線17Km跨越橋上方08:00~14:003月5日

側拍台68線武陵路匝道路側08:00~14:004月10日

側拍台72線玉清橋上方08:00~14:004月10日

側拍台72線玉清橋上方08:00~14:001月22日

側拍台68線武陵路匝道路側08:00~14:001月22日

側拍台68線20Km路側水泥廠08:00~18:001月1日

側拍台68線武陵路匝道路側08:00~14:001月1日

拍攝角度拍攝地點時段日期

武陵路 水泥廠 玉清橋 17k跨越橋

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 (3/13)(3/1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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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武陵路

17k跨越橋

20k水泥廠

台台 6 86 8線調查地點線調查地點

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 (4/13)(4/13)

14

玉清橋

台台7272線調查地點線調查地點

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 (5/1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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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車道超車同車道超車行為行為

彎道路段並未發現汽、機車同車道超
車行為。

直線路段發現3％大型重型機車騎士
有同車道超車行為；亦發現少量小型
車有同車道超越大型重型機車行為。

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 (6/13)(6/13)

16

直線直線路段行駛速率路段行駛速率

<0.00010.4268<0.0001 檢定p值

σm≥σpσmo≥σpoσmi≥σpi虛無假設

17.00
(σm)

14.23
(σp)

15.38
(σmo)

15.57
(σpo)

20.65
(σmi)

12.64
(σpi)

標準差
(公里/小時)

0.15830.2890<0.0001檢定p值

μm≥μpμmo≥μpoμmi≥μpi虛無假設

85.97
(μm)

84.89
(μp)

83.86
(μmo)

84.57
(μpo)

95.61
(μmi)

85.30
(μpi)

平均值
(公里/小時)

大型重型
機車

小型車大型重型
機車

小型車大型重型
機車

小型車

總計外車道內車道車道

項目

內車道大型重型機車之平均速率明顯高於小型車，且大
型重型機車速率之標準差亦明顯較小型車為大。

大型重型機車在快速道路直線路段內車道之行駛速率特
性較小型車不穩定。

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 (7/1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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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彎道彎道路段行駛速率路段行駛速率

0.06040.12030.1633檢定p值

σm≥σpσmo≥σpoσmi≥σpi虛無假設

16.25
(σm)

14.71
(σp)

14.18
(σmo)

13.15
(σpo)

11.97
(σmi)

11.24
(σpi)

標準差
(公里/小時)

<0.001<0.001<0.001檢定p值

μm≥μpμmo≥μpoμmi≥μpi虛無假設

80.98
(μm)

69.18
(μp)

82.44
(μmo)

71.72
(μpo)

66.34
(μmi)

61.99
(μpi)

平均值
(公里/小時)

大型重型
機車

小型車大型重型
機車

小型車大型重型
機車

小型車

彎道後彎道中彎道前
車道
項目

不論是彎道前、彎道中或是彎道後，大型重
型機車之平均速率均明顯高於小型車。

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 (8/13)(8/13)

18

直線直線路段速度情境分析路段速度情境分析

00.00 %.00 %33.52.52 %%1010.53 .53 %%≧≧110110((公里公里//小時小時))

00.85 %.85 %1010.99.99 %%1818.66 .66 %%≧≧100100((公里公里//小時小時))

1616.72 %.72 %4242.37 .37 %%4141.63.63 %%≧≧9090((公里公里//小時小時))

3737.03%.03%6161.90 %.90 %5555.02 %.02 %≧≧8080((公里公里//小時小時))

7575.43 %.43 %8686.25 %.25 %8585.17 %.17 %≧≧7070((公里公里//小時小時))

大型車大型車小型車小型車大型重型機車大型重型機車
車種車種

速度情境速度情境

大型重型機車超速(速限90公里/小時)現象十分普遍。

在直線路段，大型重型機車行駛速度超過100公里/小時
的比例在18%以上。

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 (9/13)(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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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067.5072.0072.0067.5067.5083.0883.0883.0883.0872.0072.0098.1898.1898.1898.1877.1477.14
第第8585百分百分
位速率位速率

((公里公里//小時小時))

2.872.872.302.300.570.5721.2821.2822..8122..816.216.2147.5447.5458.2058.2020.6620.668080((公里公里//小時小時))

50.5750.5775.2975.2963.2263.2275.9175.9186.2186.2160.3460.3493.4493.4495.9095.9080.3380.336060((公里公里//小時小時))

98.8598.85100.00100.00100.00100.0099.7499.7499.9199.9199.1599.15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4040((公里公里//小時小時))

彎道後彎道後彎道中彎道中彎道前彎道前彎道後彎道後彎道中彎道中彎道前彎道前彎道後彎道後彎道中彎道中彎道前彎道前

大大 型型 車車小小 型型 車車大型重型機車大型重型機車車車 種種
速度速度
情境情境

不論彎道前中後，所有車種超速比例均偏高。

不論任何速限情境，大型重型機車超速比例均最高。

彎道彎道路段速度情境分析路段速度情境分析

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 (10/13)(10/13)

19

20

行駛間距行駛間距情境分析情境分析

55.5655.56505058.3558.3547547587.4687.46307307小於小於22秒秒

34.4434.44313128.1328.1322922954.1354.13190190小於小於11秒秒

比例比例(%)(%)數量數量((輛輛))比例比例(%)(%)數量數量((輛輛))比例比例(%)(%)數量數量((輛輛))

大型車大型車小型車小型車大型重型機車大型重型機車
間距間距
情境情境

多數大型重型機車騎士之跟車間距小於國外
機車手冊所建議的跟車間距(2秒)。

遇緊急狀況時，機車騎士恐有反應不及之顧
慮。

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 (11/13)(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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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車種跟車間距其他車種跟車間距

0.40600.4060hhtt ≥≥ hhmm
1.811.81
((hhtt))

2.002.001.47*1.47*2.13*2.13*1.791.791.891.891.661.66大 型 車大 型 車

0.34240.3424hhcc ≥≥ hhmm
1.871.87
((hhcc))

1.891.892.002.001.831.831.871.871.911.911.841.84小 型 車小 型 車

————－－
((hhmm))－－－－－－1.541.541.521.522.37*2.37*大 型 重大 型 重

型 機 車型 機 車

合計合計
外車外車
道道

內車內車
道道

合計合計
外車外車
道道

內車內車
道道

檢定檢定
pp值值

虛無虛無
假設假設

總計總計

大型車大型車小型車小型車後車後車

前車前車

小型車行駛於大型重型機車後方時，確實存在跟
車距離相對較短的現象。

跟車距離過短，若發生交通事故時，其事故嚴重
程度與對機車騎士之傷害將更大。

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 (12/13)(12/13)

21

“*”表示樣本數少於5個;“-”表示無觀測樣本。

22

全天開頭燈之建議：行車須知中要求騎士
行駛在試辦快速道路之過程中開頭燈，有
助於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但在本研究所
調查之樣本中有高達74.5%之大型重型機車
騎士並未開亮頭燈，顯示此一部分之宣導
仍有加強之必要

禁止載客之建議：在行車須知中建議在附
載乘客時應儘量避免行經速限較高之快速
道路，而在本研究調查之樣本中並未發現
有載客現象，顯示大型重型機車騎士對此
建議多能遵守

開頭燈開頭燈與與載客載客情形情形

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三、試辦路段交通特性分析 (13/13)(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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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重型機車於試辦期間行駛試辦道路之肇事記錄為零
(恐與車流量低因素有關)

四、事故資料分析四、事故資料分析

有戴帽有戴帽超速失控超速失控大型重型機車大型重型機車11獅潭鄉新豐村八角林十九號獅潭鄉新豐村八角林十九號
((台台33線線123123ｋｋ))

--無肇責無肇責自小貨自小貨

無照無照、、有戴帽有戴帽超速失控超速失控大型重型機車大型重型機車11獅潭鄉永興村獅潭鄉永興村
（台三線（台三線111.5111.5KK南下）南下）

未戴帽未戴帽、、11.135.135mg/L mg/L 酒後駕車酒後駕車
未注意前方狀況未注意前方狀況

大型重型機車大型重型機車

未飲酒未飲酒違反特定標誌禁制違反特定標誌禁制營大拖營大拖

--
大湖鄉富興村八寮灣段大湖鄉富興村八寮灣段

（台（台33線北向線北向129.5129.5公里處）公里處）

有戴帽有戴帽超速失控超速失控大型重型機車大型重型機車11獅潭鄉新豐村八角林十九號獅潭鄉新豐村八角林十九號
((台台33線線123123ｋｋ))

未飲酒未飲酒尚未發現肇事因素尚未發現肇事因素自小客自小客

未戴帽未戴帽、未飲酒、未飲酒尚未發現肇事因素尚未發現肇事因素大型重型機車大型重型機車

未飲酒未飲酒越線超車越線超車自小客自小客

--大湖鄉富興村大湖鄉富興村

（台三線（台三線128.3128.3KK北上）北上）

--無肇責無肇責自小貨自小貨

無照無照有戴帽有戴帽超速失控超速失控大型重型機車大型重型機車11獅潭鄉永興村獅潭鄉永興村
（台三線（台三線111.5111.5KK南下）南下）

無照無照、有戴帽、有戴帽

0.7 0.7 mg/ L mg/ L 
酒駕失控酒駕失控大型重型機車大型重型機車

--違規停車違規停車自小貨自小貨

--獅潭鄉永興村獅潭鄉永興村

（台三線（台三線112.2112.2KK南下）南下）

備備 考考肇事原因肇事原因當事人車種當事人車種死亡死亡地地 點點

新竹市、苗栗縣境內大型重型機車新竹市、苗栗縣境內大型重型機車A1A1類交通事故統計類交通事故統計(94/1~94/4) (94/1~94/4) 

23

24

9%10%3.5%2萬元以下

0%5%11%10萬元以上

4-5萬元
(24%)

3-4萬元
(28%)

4-5萬元
(26%)

受訪者主要
收入個

人
月
收
入

高中職(含)
以下(91%)

高中職(含)
以下(48%)

大(專)學
(61%)受訪者主要學歷

51至60歲
(49%)

31至40歲
(29%)

31至40歲
(49%)受訪者主要年齡

大型車小型車大型重型機車
受訪者

類別
基本特性

受訪者主要特性比較受訪者主要特性比較

五、駕駛人行駛互動經驗分析五、駕駛人行駛互動經驗分析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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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的一般經驗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道路的一般經驗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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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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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五、駕駛人行駛互動經驗分析五、駕駛人行駛互動經驗分析 (2/9)(2/9)

25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可忍受的前後縱向間距分佈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可忍受的前後縱向間距分佈

0%

20%

40%

60%

80%

100%

5公尺內 5-13公尺 13-25公尺 25-38公尺 38-50公尺 50公尺以上

與後車的縱向間距

可

忍

受

人

數

百

分

比

後車－小型車 百分比 後車－大型車 百分比

當後方車種不同時，騎士可忍受的前後跟車間距有顯著的差異。

80%的騎士主觀認為可忍受小型車跟車的縱向距離為不超過25公尺
(1秒)，可忍受大型車的跟車間距較大，略大於25公尺(1秒)。
當後方跟車使駕駛人感到行車困難或危險時，35.7%的騎士選擇
「變換車道」；30.7%選擇「加速但不變換車道」因應

五、駕駛人行駛互動經驗分析五、駕駛人行駛互動經驗分析 (3/9)(3/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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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分

比

臨車道－小型車 百分比 臨車道－大型車 百分比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可忍受的側向間距分佈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可忍受的側向間距分佈

當臨車道車種不同時，騎士可忍受的側向間距亦有顯著的差異。
80% 的騎士可忍受小型車的側向間距至少為1.2至1.5公尺，對於
大型車的可忍受間距較大，超過1.5公尺。

五、駕駛人行駛互動經驗分析五、駕駛人行駛互動經驗分析 (4/9)(4/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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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車間距

百

分

比

前車－小型車 百分比 前車－大型車 百分比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與前方車輛跟車間距分佈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與前方車輛跟車間距分佈

當前方車種不同時，騎士所保持的前後跟車間距亦有顯著的差異。
80%的騎士主觀認為，其跟隨小型車所保持的間距至少為38公尺
(1.5秒)；跟隨大型車的間距較大，介於38至50公尺(1.5至2.0秒)。

34%的騎士主觀認為其騎機車與駕駛小客車對前車所採取之跟車間
距相當；49.3%的騎士甚至認為其騎機車比其駕駛小客車對前車所
採取之跟車間距較大(此與調查分析結果相反)。

五、駕駛人行駛互動經驗分析五、駕駛人行駛互動經驗分析 (5/9)(5/9)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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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車輛超車 受訪者超車

同車道超車行為比較同車道超車行為比較

機車騎士主觀認為其他車輛會同車道超車，但是他們本身則較
少有此不當行為。
但無論前方車輛車種為何，超車的困難度並無差異。約40%的
騎士認為超車並無困難，其餘大部分的騎士認為「前方車輛故
意加速，干擾超車」(前車為小型車佔43.1%、大型車佔33.3%)
為超車困難的主因。

五、駕駛人行駛互動經驗分析五、駕駛人行駛互動經驗分析 (6/9)(6/9)

29

行駛行駛試辦路段試辦路段較原預期困難與危險的原因較原預期困難與危險的原因((複選複選))

五、駕駛人行駛互動經驗分析五、駕駛人行駛互動經驗分析 (7/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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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70%的騎士對於試辦計畫之相關標誌、標線設置感到滿意，
不滿意的比例不到10%。

30



9-16

五、駕駛人行駛互動經驗分析五、駕駛人行駛互動經驗分析 (8/9)(8/9)

小型車小型車//大型車駕駛人反應大型車駕駛人反應分析分析
當大型重型機車機車跟隨在後時

65.5%的小型車及70%的大型車「維持原車速，不予反應」

跟隨在機車後方與跟隨其他車輛之間距比較

在機車後方之間距「較其他車輛大」者，小型車佔35.5%、

大型車佔50%；在機車後方之間距「差不多」者，小型車

佔47.3%、大型車佔20% (小型車部分與調查分析結果相反)

當超越機車時感到困難或危險的原因

有47.8%的小型車及僅10%的大型車「並不感困難或危險」；

但有20.7%的小型車及70%的大型車擔心「車速太快，怕機

車行車不穩定」

當被機車超越時感到困難或危險的原因

有48.4%的小型車及僅20%的大型車「並不感困難或危險」；

但有36.3%的小型車及60%的大型車擔心「車速太快，怕機

車行車不穩定」

小型車駕駛人主觀認為機車騎士會同車道超車的比例達77%，但

承認自己會同車道超車者不到40%
31

32

五、駕駛人行駛互動經驗分析五、駕駛人行駛互動經驗分析 (9/9)(9/9)

對於路權開放政策之態度分析對於路權開放政策之態度分析

延長試辦計畫期間 擴大試辦計畫範圍
全面開放大型重型 
機車行駛快速道路 

議題
 
支持 
態度 
(%) 

大型重 
型機車 其他車種

大型重 
型機車 其他車種

大型重 
型機車 其他車種 

非常贊成 76.5 4.7 85.1 4.1 84.5 3.2 
贊成 6.5 34.8 6.5 33.5 7.5 31.6 

無意見 10.0 22.8 4.5 19.9 3.5 18.4 
不贊成 1.0 29.1 0.0 36.1 1.5 38.9 

非常不贊成 4.0 7.3 1.0 5.1 1.5 6.3 
未答 2.0 1.3 2.5 1.3 1.5 1.6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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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六、六、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1/12)(1/12)

結論結論 (1/3)(1/3)

1. 1. 試辦期間每日行駛台試辦期間每日行駛台6868及台及台7272兩條快速公路之大型兩條快速公路之大型
重型機車均在重型機車均在100100輛以下，輛以下，佔總車流量不及佔總車流量不及11％％

2. 2. 快速公路直線路段發現快速公路直線路段發現少數少數大型重型機車有同車道大型重型機車有同車道
超車、併行及小型車同車道超越前方大型重型機車超車、併行及小型車同車道超越前方大型重型機車
之之危險駕駛行為危險駕駛行為

3.3.「全天開頭燈」行車規定之遵守比例僅「全天開頭燈」行車規定之遵守比例僅225.5%5.5%，顯示，顯示
大型重型機車騎士對此一規範仍未能具體遵守大型重型機車騎士對此一規範仍未能具體遵守

4. 4. 不論在直線路段或彎道路段，大型重型機車之平均不論在直線路段或彎道路段，大型重型機車之平均
速率均高於小型車，且大型重型機車速率之標準差速率均高於小型車，且大型重型機車速率之標準差
亦大於小型車，顯示亦大於小型車，顯示大型重型機車在快速公路之行大型重型機車在快速公路之行
駛速率特性較小型車快且不穩定駛速率特性較小型車快且不穩定

5.5.超過超過100100公里公里//小時小時速限情境下速限情境下，，大型重型機車之超速比大型重型機車之超速比

例例佔佔18%以上，高於其他車種。大型重型機車的跟車間距高於其他車種。大型重型機車的跟車間距

((小於小於11秒之比例高達秒之比例高達53%53%))亦亦較其他車種為小較其他車種為小

6.6.試辦期間試辦期間於於試辦道路試辦道路雖雖未發生任何未發生任何大大型重型機車肇事記型重型機車肇事記

錄錄，應與行駛，應與行駛流量低有關流量低有關。。另另從新竹市、苗栗縣境內其從新竹市、苗栗縣境內其

他道路之大型重型機車肇事記錄顯示他道路之大型重型機車肇事記錄顯示，，無照駕駛、超速、無照駕駛、超速、

未配戴安全帽未配戴安全帽為肇事或造成重大傷亡之主因為肇事或造成重大傷亡之主因

7.7.超過超過70%70%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對於試辦計畫之相關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對於試辦計畫之相關標誌、標誌、

標線之設置感到滿意標線之設置感到滿意

結論結論 (2/3)(2/3)

六、六、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2/12)(2/1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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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受訪者對於受訪者對於延長試辦期間延長試辦期間、、擴大試辦範圍擴大試辦範圍及及全面開放快全面開放快
速道路路權速道路路權之意見調查中，之意見調查中，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贊成贊成之之
比例分別為比例分別為83.0%83.0%、、91.6%91.6%與與92.0%92.0%；而；而其他車種受訪者其他車種受訪者未未
表示贊成表示贊成比例則分別為比例則分別為60.8%60.8%、、61.1%61.1%及及63.6%63.6%

9.9.50%50%以上以上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認為行駛快速道路比原先大型重型機車受訪者認為行駛快速道路比原先
預期困難或危險預期困難或危險。。感到困難之原因感到困難之原因依序為依序為其他車輛未保其他車輛未保
持安全間距、側風過強、路面掉落物以及其他車行駛同持安全間距、側風過強、路面掉落物以及其他車行駛同
車道車道；而；而比預期危險之原因比預期危險之原因則依序為則依序為其他車輛未保持安其他車輛未保持安
全間距、路面掉落物、其他車行駛同車道以及路面坑洞全間距、路面掉落物、其他車行駛同車道以及路面坑洞

結論結論 (3/3)(3/3)

六、六、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3/12)(3/12)

35

1.1.加強執法與宣導加強執法與宣導

大型重型機車大型重型機車與其他車種相較，確實有與其他車種相較，確實有跟車跟車
距離較短與行駛速率較高之傾向距離較短與行駛速率較高之傾向；而；而其他車其他車
種行駛於大型重型機車之後方時，亦有跟車種行駛於大型重型機車之後方時，亦有跟車
距離較短之情況距離較短之情況，值得有關單位多加注意，，值得有關單位多加注意，
基於大型重型機車並無任何包覆物保護機車基於大型重型機車並無任何包覆物保護機車
騎士，若發生交通事故，機車騎士受到之傷騎士，若發生交通事故，機車騎士受到之傷
害將十分嚴重，應針對危險駕車行為加強執害將十分嚴重，應針對危險駕車行為加強執
法與宣導。法與宣導。

建議建議 (1/4)(1/4)

六、六、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4/12)(4/1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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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強化道路管理與交通工程設施強化道路管理與交通工程設施

道路管理維護方面，道路管理維護方面，路面掉落物路面掉落物以及以及路面坑洞路面坑洞
等問題為大型重型機車騎士於開放試辦期間較等問題為大型重型機車騎士於開放試辦期間較
感行駛困難或危險之問題。感行駛困難或危險之問題。

試辦路段之試辦路段之標誌設置位置與表示方式過於凌亂標誌設置位置與表示方式過於凌亂
建議需加以重新檢視；另若未來將大型重型機建議需加以重新檢視；另若未來將大型重型機
車視為車視為特殊車種管理特殊車種管理（即其行駛路權異於（即其行駛路權異於250250cccc
以下機車），宜於設置規則中建立大型重型機以下機車），宜於設置規則中建立大型重型機
車獨立圖樣。車獨立圖樣。

六、六、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5/12)(5/12)

建議建議 (2/4)(2/4)

37

大型重型機車或入口匝道車輛進出管制相關標誌彙整大型重型機車或入口匝道車輛進出管制相關標誌彙整

GFEDCBA

六、六、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6/12)(6/1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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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大型重型機車行駛試辦道路標誌相關問題彙整表開放大型重型機車行駛試辦道路標誌相關問題彙整表

台台7272銅鑼交流道銅鑼交流道--標誌牌破損無附牌標誌牌破損無附牌

台台7272銅鑼交流道銅鑼交流道--標誌牌尚未異動標誌牌尚未異動

頭屋二交流道頭屋二交流道原應禁止右轉，誤植為禁原應禁止右轉，誤植為禁
止左轉止左轉

標誌標示方向有誤標誌標示方向有誤

大部分僅設置於上匝道大部分僅設置於上匝道--未於適當路段設置未於適當路段設置
「全天開頭燈」「全天開頭燈」

台台6868竹東水泥場附近彎道竹東水泥場附近彎道調查顯示大多數車輛均超調查顯示大多數車輛均超
速速

速限標誌未獲遵守速限標誌未獲遵守

除台除台6868南寮端、新竹交流南寮端、新竹交流
道二以外所有地點道二以外所有地點((上述上述
兩地點為直線前行上匝道兩地點為直線前行上匝道))

無足夠反應時間無足夠反應時間標誌牌均設於上匝標誌牌均設於上匝
道內道內

所有地點所有地點
((特別是台特別是台7272銅鑼交流道銅鑼交流道))

允許大型重型機車進入、允許大型重型機車進入、
大型重型機車除外、甚至大型重型機車除外、甚至
無附牌說明設置缺乏一致無附牌說明設置缺乏一致
性性

標誌牌面不統一標誌牌面不統一

地點地點說明說明問題問題

六、六、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7/12)(7/12)

39

3.3.修訂「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行車須知注意事項修訂「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行車須知注意事項 」」

開放試辦路段前，公路總局擬具「大型重型機開放試辦路段前，公路總局擬具「大型重型機
車駕駛人行車須知注意事項車駕駛人行車須知注意事項 」包括禁止同車」包括禁止同車
道超車、禁止任意變換車道、全天開頭燈、禁道超車、禁止任意變換車道、全天開頭燈、禁
止載客、請依速限行駛、保持安全距離及禁行止載客、請依速限行駛、保持安全距離及禁行
路肩等七項作為宣導依據。建議依據本研究結路肩等七項作為宣導依據。建議依據本研究結
果，修正果，修正「禁止同車道超車」、「請依速限行「禁止同車道超車」、「請依速限行
駛」及「保持安全距離」駛」及「保持安全距離」等三項等三項

六、六、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8/12)(8/12)

建議建議 (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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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重 型 機 車 試 辦 期 間 行 車 須 知 檢 討大 型 重 型 機 車 試 辦 期 間 行 車 須 知 檢 討

禁止同車道超車：機車之車體雖小
於汽車，惟其於高速行駛狀態下如
於同一車道超越前行之汽車，將極
易因間距不足造成危險。經國內實
證觀察各車種之轉彎行駛特性，發
現有超過50%以上駕駛人之行駛路
徑會隨路型之變化而於車道中變換
車體之位置，此種特性於高速行駛
時尤為明顯，故如於同一車道超越
前車，極易發生危險。 違規者將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45條第4款處罰。

禁止同車道超車：機車之車體雖小
於汽車，惟其於高速行駛狀態下如
於同一車道超越前行之汽車，將極
易因間距不足造成危險；另前行車
縱同屬機車，惟觀察機車轉彎時行
駛特性，入彎時係由彎道之外側偏
向車道內側行進，出彎時則由車道
內側偏向車道外側行進，其行駛路
徑將隨路型之變化而變換車體於車
道中之位置，此種特性於高速行駛
時尤為明顯，故如於同一車道超越
前車同樣極易發生危險。

建議修正內容原內容

六、六、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9/1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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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速限行駛：大型重型機車可達
之最高車速，雖可與汽車相比擬，
惟其安全性及對駕駛人之保護顯不
如汽車，如發生碰撞等意外事件可
能發生之傷亡或損害亦將大幅提高。
依據國內實證之調查發現，部分路
段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超速比例較
其他車種為高，甚至出現時速超過
110公里之超高速行駛行為，為維
護自身及所有用路人安全，籲請大
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尤須特別提高注
意確依速限行駛。違規者將依照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0條
處罰。

請依速限行駛：大型重型機車可達
之最高車速，雖可與汽車相比擬，
惟其安全性及對駕駛人之保護顯不
如汽車，如發生碰撞等意外事件可
能發生之傷亡或損害亦將大幅提高，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人尤須特別提高
注意確依速限行駛，以確保行車安
全。

建議修正內容原內容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試 辦 期 間 行 車 須 知 檢 討大 型 重 型 機 車 試 辦 期 間 行 車 須 知 檢 討

六、六、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10/12)(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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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安全距離：車輛高速行駛時所
需之安全距離相對增加，大型重型
機車之安全性及對駕駛人之保護均
不如汽車，如未保持適當安全距離
極易因碰撞本身或碰撞後滑倒等情
形產生嚴重之後果。依據國外機車
駕駛手冊之建議，與前車間應至少
保持1至2秒之間距(以90公里/小時
之時速推算，距離約為25至50公
尺)，但是國內實證調查結果發現，
超過50%之駕駛人未達到此安全標
準，故請確實維持行車安全距離，
以維護行車之安全。違規者將依照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8條
第1款處罰。

保持安全距離：車輛高速行駛時所
需之安全距離相對增加，大型重型
機車之安全性及對駕駛人之保護均
不如汽車，如未保持適當安全距離
極易因碰撞本身或碰撞後滑倒等情
形產生嚴重之後果，故請確實維持
行車安全距離，以維護行車之安全。

建議修正內容原內容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試 辦 期 間 行 車 須 知 檢 討大 型 重 型 機 車 試 辦 期 間 行 車 須 知 檢 討

六、六、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11/1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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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強化後續研究強化後續研究

基於台基於台6868及及7272線於研究期間仍存在諸多安全疑線於研究期間仍存在諸多安全疑
慮，且試辦路段之觀察時間有限與大型重型機慮，且試辦路段之觀察時間有限與大型重型機
車流量甚低，其行駛行為特性與問題並不宜直車流量甚低，其行駛行為特性與問題並不宜直
接移植於市區道路與高流量之快速公（道）路接移植於市區道路與高流量之快速公（道）路

建議宜再延長試辦期間，針對大型重型機車行建議宜再延長試辦期間，針對大型重型機車行
駛不同路權範圍駛不同路權範圍如一般平面道路時之轉向如一般平面道路時之轉向((是是
否採二段式左轉否採二段式左轉))、行駛車道管制、行駛車道管制((是否開放行是否開放行
駛快車道駛快車道))與與高流量之快速道路高流量之快速道路等路權範圍開等路權範圍開
放所可能衍生之安全問題進行後續研究，以為放所可能衍生之安全問題進行後續研究，以為
路權開放政策之參考路權開放政策之參考

六、六、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12/12)(12/12)

建議建議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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