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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研究指出，道路交通事故所衍生的成

本損失，在先進國家占 GDP 的 2%至 5%；國內研究則顯示我國每年

道路交通事故成本約占 GDP 的 3%。有鑑於此，聯合國在 2010 年 3

月通過 A/RES/64/255 號決議中，宣布 2011-2020 年為道路安全行動

十年，其目標是通過在國家、區域和全球開展更多活動，穩定並降低

全球道路交通死亡率，而實行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新的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標準 ISO 39001，則是可採取的策略之一。 

由於大客車載運乘客人數多，一旦發生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嚴重

人員傷亡及交通阻塞。因此本所曾於 104 年主導「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ISO 39001)規範之初探」研究計畫，探討我國運輸業導入 ISO 39001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Road Traffic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RTSMS)之可行性，並取得我國第一個成功導入 ISO 39001 標準之運

輸業案例 – 首都客運公司。105 年持續追蹤及評估首都客運導入

ISO 39001 之執行績效，並輔導及推廣國內兩家運輸業者(桃園客運及

亞慶物流)導入，以建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相關資料，期能協助

運輸業者提升自我安全管理能力，以減少運輸業相關交通事故，減少

人員傷亡。 

本研究計畫期透過先前已瞭解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ISO 39001 規

範，進而研析導入該規範於國內運輸業內部管理，協助運輸業者提升

自我安全管理能力，以減少運輸業相關交通事故及傷亡人數。由於國

內道路運輸業者規模不一，性質也因業別不同而有所差異，ISO 39001

可能因門檻較高而影響業者導入之意願，因此本研究彙整 104-105 年

之執行經驗，除持續推廣 ISO 39001 規範外，亦嘗試研提國內運輸業

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機制及其可行性與配套措施，以強化國內運輸業

者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功能。本研究成果可提供交通部及公路總局參

考，作為未來調整運輸業管理政策及改善運輸業行車安全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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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此，本研究計畫的主要研究目的有三：一、持續研究及推廣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 (ISO 39001)規範。二、研提國內運輸業之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機制。三、延續 104 及 105 年研究案，研提國內推廣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機制之策略及方法。本研究計畫主要希能藉由完善的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規範，提升運輸業交通事故防制績效並降低交通事故發

生率與嚴重性，營造更好的交通環境。 

1.2 研究課題及工作項目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建立一個適合我國運輸業導入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ISO 39001)規範之機制，確實瞭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ISO 39001)

規範之設立精神與目的，並探討建立 ISO 39001 規範與預防運輸業者

交通事故之關聯，本研究將透過各項相關資料與國外實施經驗的彙整，

規劃 ISO 39001 規範之機制，進而實際輔導運輸業者進行驗證申請，

藉以瞭解導入此一規範可能面臨的問題及解決之道，並提出一個適合

我國的導入機制。 

基於上述有關道路交通管理於本期計畫中的各項課題，本研究制

定以下工作項目： 

（一） 持續推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ISO 39001)規範 

1. 輔導去年業者：去年(105)研究案輔導桃園客運及亞慶物流兩

家業者導入 ISO 39001，在其通過驗證前持續提供輔導。 

2. 追蹤導入狀況：追蹤 104-105 年所輔導三家業者導入 ISO 

39001 規範之執行狀況，並協助其評估改善績效。其中應彙整

三家業者執行該規範所訂定之績效指標，並說明各績效指標

之資料蒐集、計算及評估方式。另依三家業者執行該規範之

紀錄，分別建議其在實務操作可增加之績效指標。 

3. 輔導業者導入：除已輔導 3 家運輸業者外，另選擇 2 家以上

運輸業者（其中 1 家應為客運業者），輔導其導入 ISO 39001

規範，並檢視優化 105 年計畫所產出的訓練教材內容，例如

增加各階段課程或表單填寫之實例及各步驟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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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擬導入參考手冊：彙整 104-106 年 ISO 39001 導入國內運

輸業者之相關資料，研擬業者導入 ISO 39001 規範之參考手

冊，其內容至少包含該規範之架構、條文解析、申請驗證程

序、教育訓練規劃（如課程、時程、教材、執行組織、相關表

單、執行方式等）、風險評估、績效評估、常見問答（如導入

時可能遭遇問題、改善效益、業者良好管理措施等）等。 

5. 培養輔導機構：選擇 2 個單位（優先選擇國內各區域運輸發

展研究中心、學術單位或顧問公司），並讓其參與前述(3)輔導

業者導入之過程，使其瞭解如何輔導運輸業者導入 ISO 39001

規範。 

6. 規範運用限制：就 ISO 39001 規範之運用，向 ISO 組織或相

關單位確認使用範圍及限制，例如可否翻譯為中文、製作訓

練教材或參考手冊等。 

（二） 研提國內運輸業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機制 

1. 可加強之安全管理項目：回顧國內外對於運輸業之安全管理

方式，探討國內運輸業安全管理之課題以及可加強之安全管

理項目。 

(1) 瞭解美、日、歐等政府單位是否將 ISO 39001 納入政府之

法規要求，以及對於運輸業安全管理之做法(如日本要求

運輸業設置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人員等)。 

(2) 彙整我國其他政府部門推動 ISO 相關規範之策略及方法，

如環保署 ISO 14000、經濟部能源局 ISO 50001 等。 

(3) 彙整本所 105 年出版「 汽車運輸業管理相關規定法制化

作業之研究」各項報告中，對於安全管理做法之建議，以

及對於特殊情形(如靠行、Uber 等)之安全管理建議方式。 

(4) 就國內運輸業 9 大類別，彙整各級政府對於運輸業者之

安全管理機制(如法規、評鑑等)，以及訪談 9 大類別運輸

業者，瞭解其目前執行之安全管理方式。 

(5) 綜合上述各款，召開座談會邀請政府單位、運輸業者及專

家學者，探討國內可加強之安全管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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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級(或各類)業者之管理項目：延續本所 105 年「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ISO 39001)規範之評估及推廣」計畫研提之國內運輸

業者分級(或分類)方式，探討國內運輸業者各級(或各類)適合

推動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模式或項目。 

3. 研提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機制：除了 ISO 39001 之外，綜合前

第 1、2 項內容，研提適用我國運輸業者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機制內容，包含適用對象、安全管理項目、基本文件系統及相

關表單範例、驗證或確認方式(如納入現有法規)等。另舉辦 1

場以上座談會，就所研提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機制邀請相關

單位、專家學者及業者討論，並據以修正。 

（三） 延續 104-105 年研究案，研提國內推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機

制之策略： 

1. 研擬相關推廣策略及方法，讓國內運輸業者瞭解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機制內容及應用之效益。 

2. 研擬公部門相關推廣措施，以鼓勵國內運輸業者應用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機制。 

（四） 辦理至少 1 場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機制之推廣說明會，讓國內

政府機關及運輸業者瞭解 ISO 39001 及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機

制之內容及效益。 

1.3 研究成果、效益及其應用 

綜合以上對問題之說明及研究背景與動機之闡釋，本研究計畫主

要應產生下列成果、效益及應用價值： 

（一） 成果 

1. 持續輔導業者導入 ISO 39001 規範，並綜整研提業者導入該

規範之參考手冊，可供其他運輸業者及輔導機構執行之參考。 

2. 研提國內運輸業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機制，做為業者導入內

部管理以改善道路交通安全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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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效益 

1. 研提適合國內運輸業者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機制，提升國內

運輸業者導入該管理機制之意願，以減低交通事故機率及嚴

重性，增進所有用路人安全。 

2. 增進國內運輸業車輛之行車安全，可減少因交通事故所造成

壅塞有助於業者減少燃油成本。 

（三） 應用價值 

1. 國內運輸業者可參考本研究成果，適時導入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機制以提升其內部自我管理能力及行車安全。 

2. 協助交通部及公路總局評估國內運輸業是否導入道路安全管

理機制，並研提相關推廣策略及方法供參。 

1.4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圖如圖 1.1 所示，本研究預期在研究開始之初

進行國內外相關文獻報告彙析及更新。其次將工作重點以下四大方向

來進行： 

1. 輔導業者導入及培養輔導機構 

2. 設計導入參考手冊之主題及內容 

3. 研提國內運輸業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機制 

4. ISO 39001 導入效益評估 

最後，本研究計畫辦理成果發表會廣邀產、官、學界代表蒞臨指

導，將本研究的應用價值加以傳播，也希望藉此機會得到更多樣化的

意見回應，於報告中呈現更加豐富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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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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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導入參考手冊
之主題及內容

彙整各級政府對於
運輸業者之安全

管理機制

徵選合適輔導業者
與輔導機構

設計評估
績效指標

設計ISO 39001
輔導課程

編撰導入
參考手冊

彙整先進國家運輸
安全管理之作法

輔導業者導入
ISO 39001標準

之建置

彙整我國其他政府
部門推動ISO相關

策略

根據輔導導入經驗
強化參考手冊

召開
專家學者座談會

追蹤已輔導之業者
進行效益評估

研提安全管理機制

研提推廣策略

舉辦推廣說明會

結論與建議

 
圖 1. 1：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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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ISO 39001 標準係針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Road Traffic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RTSMS)所設定之標準規範。本章首先於 2.1 節

簡介安全管理系統，接著在 2.2 節敘述我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

建立工具，最後再於 2.3 節分析整理 ISO 39001 標準之設計架構特色。 

2.1 安全管理系統 

完善之運輸安全管理系統，應由系統安全分析的角度，透過各種

方法、技術或程序監理複雜的運輸安全系統，完整地評估所欲研究系

統內與安全相關之風險，此亦為安全管理系統(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SMS)的精神(FAA, 2004)。根據 Stolzer(2008)之定義，安全管

理系統(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SMS)係因應自身營運風險之規模

以及安全文化之環境，依循品質管理系統原則所建立之動態風險管理

系統「A dynamic risk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QMS) principles in a structure scaled appropriately to the 

operational risk applied in a safety culture environment」。依據 ICAO(2009)

的說明，SMS 就如同一個完整的工具箱，其大小與複雜性視組織的特

性而有所不同，箱內儲存的各種安全工具，讓組織能即時地控制運作

過程中面對的所有危害。雖然，SMS 能提供組織一個確保安全的防護

罩，但若箱子內沒有配置適當的實質工具，則僅是一個毫無功用的空

殼子。 

安全管理系統包括危害識別及風險控制，同時也要進行目標訂定、

規劃和績效評估的程序，其重要性不亞於財務管理系統。企業在建立

SMS 時，應要包含所有能在安全管理上有所貢獻的部門，且各相關部

門都應有個別的流程和程序。除了傳統的程序和作法，SMS 還要建立

應變措施，用以預測和防止危害事件的發生，進一步減少安全的風險，

透過不斷地改進安全及採納典範實務的標準是必須的目標。SMS 同

時必須融入組織結構，成為組織文化的一部分，也成為員工完成工作

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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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安全管理之基本程序 

安全管理基本流程如圖 2.1 所示，當安全相關問題的疑慮出現、

識別到危害的存在、事故或事件的發生後，應採以下步驟： 

（一） 提出安全問題或事件進行報告，並請管理階層注意。 

（二） 對事件、危害或問題進行分析，以確定其導因、來源的風險評

估。 

（三） 糾正行動及緩解措施的制定與實施。 

（四） 評估糾正的行動，以確保它是有效的。若安全問題得到解決，

該動作可以被記錄和加強安全的維護；若問題未得到解決，

應該要重新分析，直到問題解決。 

2.1.2 安全管理的基石 

安全管理系統要能順利且有效地運作，必須立於四個基石之上，

分別為「安全政策」(Safety Policy)、「安全風險管理」(Safety Risk 

Management)、「安全確保」(Safety Assurance)、「安全提升」(Safety 

Promotion) (Stolzer, 2008; ICAO, 2009)。其中： 

1. 「安全風險管理」是在系統設計初期，用以發掘未來實際作

業運作時的各種可能危害； 

2. 「安全確保」是在系統運作後，持續確認原有安全之設計是

否有效且可靠，若不能發揮預期之功用則修正必要的防護措

施； 

圖 2. 1：安全管理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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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全政策」是前述兩項基石運作時的指導原則； 

4. 「安全提升」則是運作時的支援。 

Amed (2011) 則另外提出 SMS 的三大基石如下： 

1. 全面性的企業安全計畫 

2. 使用有效的組織結構和工具來促進安全 

3. 一個正式的安全確保系統 

2.1.3 建立安全管理系統的十大步驟 

實行 SMS 與其發展的過程可以被拆解成十個步驟，這十個步驟

反映了 SMS 發展的本質，允許運輸相關企業靈活彈性地去適應。特

別是在系統安全程序計畫(System Safety Program Plan，SSPP)，鼓勵

企業在實行時，針對現有的安全程序和作法採取實務的態度，可以在

現有的安全程序中找到與正式的 SMS 相關連之元素(Ahmed, 2011)。

建立 SMS 的十項步驟分列如下： 

 步驟一：規劃 

 步驟二：安全策略 

 步驟三：組織結構 

 步驟四：安全推廣及培訓 

 步驟五：危害識別與風險管理 

 步驟六：事件調查與分析 

 步驟七：安全文件與資訊管理 

 步驟八：緊急應變和反饋 

 步驟九：安全保證 

 步驟十：變更管理(Management of Change; M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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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工具 

道路安全管理系統之重點在於「人的駕駛行為、車輛的養護、公

司內部管理及環境」等數種相互影響元素，透過改變其中一元素來牽

動影響其餘兩者(Geller, 2001)。公司定期進行內部稽核與管理階層審

查，搭配政策執行溝通、各角色責任授權，從安全紀錄、危險性分析、

事故回報、檢核調查結果以及員工訪談中，定義出目標行為，包括應

當增加的安全行為和應當減少的風險行為。對於各項作業項目進行規

劃管制，在選出目標行為後，利用行為檢測表或其他方法（例如錄影

設備）觀察並記錄目標行為，必須用簡單明瞭的方式具體定義並接著

發展出行為檢查量表，直到目標行為日趨穩定為止，並透過即時的緊

急事件應變，共同面對外部的潛在道路安全威脅。 

道路安全管理系統的模式可利用 Geller(2001)所提出的 DO IT 程

序來架構（或傳統上的 PDCA），而此一流程正是 ISO 39001 的設計

理念所在。這些基本程序包括： 

1. 定義所欲控制的目標行為(Define) 

2. 觀察並記錄目標行為(Observe) 

3. 介入影響目標行為(Intervene) 

4. 成效評估(Test) 

在決定如何干預目標行為時應探討以下之問題： 

1. 在不同的個體間，目標行為變化的頻率為何？ 

2. 在什麼時間和情況之下，目標行為發生最為頻繁？ 

3. 在什麼時間和地點，目標行為發生次數最少？ 

4. 當有機會執行適當的安全行為時，有多少次個體未如預期般

執行？ 

5. 在目標行為發生前後，特定環境發生什麼變化？ 

6. 什麼環境因素會助長特定的風險行為發生，或抑制特定的安

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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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行可影響行為的對策後仍作持續性觀察。若達成目的，則逐

步設定更高之目標或是選擇新目標行為；假如未達成目的，選擇其他

較易達成的目標行為或嘗試更改不同的改善方式。為執行以上工作項

目來建構安全管理系統，或進一步申請 ISO 39001 之認證，以下將介

紹本研究將如何建立相關工具，並介紹這些工具如何與 ISO 39001 之

標準對應。 

2.2.1 常見的風險因子 

根據美國對商用車隊管理者的調查(Knipling et al., 2003)，其認為

商用車輛安全管理主要的問題來源包括下列 14 個項目： 

1. 管理階層及駕駛缺乏足夠的交通安全相關知識及技巧 

2. 具風險的或侵略性駕駛行為 

3. 缺乏安全空間及防禦性駕駛概念 

4. 上貨及下貨造成體力耗損或時程上耽擱 

5. 酒駕 

6. 疲勞駕駛 

7. 分心駕駛 

8. 用藥問題 

9. 駕駛人身心健康 

10. 駕駛員士氣 

11. 排班或工時過長 

12. 駕駛員不熟悉路線 

13. 車輛維修檢查 

14. 高風險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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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業者可利用上述 14 項安全管理主要問題，連結鎖定下列 21

個主要肇事因素，未保持行車距離、未保持併排安全間隔、未依規定

讓車、未依規定轉彎、未注意前方車人動態、急煞車猛起步、跨越雙

黃線、錯行車道、超速行駛、未減速慢行、機件故障、左右轉疏忽、

未讓行人優先、闖紅燈、酒後駕駛、違反號誌管制、違規或不當迴車、

違規或不當倒車、違規或不當停車、進離站疏忽、開關車門不當。並

透過行車紀錄器予以觀察且監控駕駛行為，同時發掘、檢討可能潛在

事故風險，並且透過行車紀錄動態影像，將可做為員工教育訓練之教

材，予以指導駕駛正確之應對方式，避免犯下相同錯誤致使事故不斷

重演。另外，運輸業者得引進主動式車輛安全裝置即時監控事故風險，

並透過設定目標方式加以管理，以前期協助輔導首都客運為例，首都

客運已針對行車安全設定一明確目標（每百萬公里有責肇事件數低於

14 件），並透過 ISO 9001 所建置之管理系統，持續針對安全管理績效

指標作改善。 

2.2.2 風險管理工具與可能控制方法 

在探討控制方法前，首先需辨別危害，再者針對風險進行分析及

評量，進而討論控制方法，並予以控制風險以及監督與審查。 

（一） 危害辨識 

於討論危害識別前，須先定義風險是何物？而風險意指可能產生

危害或事故之情況，舉例來說，雨天同仁會攜帶雨傘進入室內，雨水

滴落造成地板或樓梯濕滑，可能會引起同仁滑倒，則雨傘累積之雨水

滴落就為風險，而危害識別可分為危害確認與危害偵測兩部分，危害

確認 (Hazard Identification) 為藉由系統性推論、統計性資料或專家判

斷，確認各項可能導致事件發生之危害因子；危害偵測  (Hazard 

Detection) 則針對系統內各項已確認之可能危害因子，透過調查 

(survey)、查核 (inspection) 或觀察 (observation) 等方式，決定曝光量

之時間、接近度 (proximity)、數量或重複次數等程度，並記錄其發生

次數、發生原因、處理方式與造成之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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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識別主要包括工作分析、列出危害以及條列導因三個步驟： 

1. 工作分析：透過回顧任務程序，善用時序，協助分析；專注於

主要的能力和相關設備；運用過去的災害類型，以識別潛在

之高危害事件；以及詢問作業人員作業重點等方式進行。 

2. 列出危害：可使用包括作業分析圖(The Operations Analysis)、

初步危險分析法(The Preliminary Hazard Analysis, PHA)、假設

狀況法 (The“What If”Tool)、情境程序法 (The Scenario 

Process Tool)、邏輯圖表法(The Logic Diagram)、變化分析法

(The Change Analysis)、因果法(The Cause and Effect Tool) 等

工具進行。 

3. 條列導因：依據人員、機械、環境、管理以及任務等個層面加

以分析。 

（二） 風險評估 

風險評估主要目的在量化所確認出之危害之發生概率及嚴重程

度（該危害之風險程度），接著針對每一危害因子，將其嚴重度與發

生概率之衡量值加以結合，計算每一危害之風險程度並加以排序，評

判各危害之風險程度，以及決定各項危害改善與資源使用之優先順序。

主要可以分為三個步驟： 

 步驟 1：評估危害所造成之事故嚴重度 

評估嚴重度時，通常要從是否對任務、人員和其他事物(器

械、設施、材料、環境和金錢等)造成任何之衝擊與後果加以

評估。 

 步驟 2：評估危害發生之可能性 

評估可能性時，要統計所有肇因的累積可能性，並以描述

性的文字或量化的數據來表達，但過程中必定會產生認知上

的不確定性，故要盡可能地運用過往經驗及相關資料。一般

可分為五個等級（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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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危害發生率之分級方式 

 個別項目 機(車)隊或資料清單 個別人員 所有人員 

A 頻
繁 

在個別系統之

生命週期中 

經常發生 

持續不斷的發生 
在職業生涯中

經常發生 
持續不斷的發生

B 
很
可
能 

在個別系統之

生命週期中 

發生許多次 

經常發生 
在職業生涯中

發生許多次 
經常發生 

C 偶
爾 

在個別系統之

生命週期中 

一定會發生(至

少一次) 

會發生數次 
在職業生涯中

一定會發生 
會發生數次 

D 很
少 

在個別系統之

生命週期中 

可能會發生 

發生一兩次 
在職業生涯中

可能會發生 
發生一兩次 

E 

幾
乎
不
可
能 

在個別系統之

生命週期中 

幾乎完全 

不可能會發生 

不太可能發生，但也

可能在生命週期中 

偶然的發生一次 

在職業生涯中

幾乎完全不可

能會發生 

不太可能發生，

但也可能 

偶發一次 

 步驟 3：完成風險評估 

完成 1 至 3 步驟之後，通常會以表 2.2 之風險評估矩陣，

來表示風險處理之優先順序：以數字 1 表示最迫切需要重視

的風險，依序排列至 20，其中之數字順序可依照產業特性做

排序調整。 
表 2. 2：風險評估矩陣 

風險評估矩陣 

危害發生機率 

A 

頻繁 

B 

很可能 

C 

偶爾 

D 

很少 

E 

幾乎不可能 

危
害
嚴
重
度

I. 災難 1 2 6 8 12 

II. 嚴重 3 4 7 11 15 

III. 中等 5 9 10 14 16 

IV. 輕微 13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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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風險控制 

風險控制則是依據排定之優先順序，進一步考量危害因子之可控

制性，以及公司自身之營運條件，研擬與執行消除、減緩、轉移或承

擔等風險控制措施。本研究建議安全控管措施主要為下列幾項： 

1. 路線規劃: 有左轉保護時相、專用路權、汽機分流、機慢車專

用道或人行道等之路線。 

2. 防護裝置的使用：如駕駛及乘客的防護裝置、對其他用路人

的保護、先進車輛防碰撞系統、車輛防撞性。 

3. 檢核及確認程序：出車前檢核及確認程序 

4. 安全的行車速度：根據不同的道路速限、車種、交通量及天氣

狀況而有所不同。 

5. 駕駛體適情形：如駕駛疲勞、分心、酒駕、及是否服用有副作

用之藥物、不越級駕駛。 

6. 事故處理程序：緊急狀況處理、事故現場整理及恢復。 

各運輸業者得考量公司資源與能力分析瞭解合適的風險控制辦

法，其方法包含降低曝光率的分散法、等待問題減弱的延後法、直接

停止該行動的拒絕法等。同時針對事故或危害，得用目前施作控制措

施與操作經驗衡量其安全控管之等級，而各等級之訂定可由公司及同

業間之實際情況彈性訂定，且運輸業者得依控制等級與風險評估矩陣

施以相異改善措施，若是風險等級高且控制程度低，則評估建立作業

程序與監督量測要求，並定期討論中間安全控管因子控制與監督的有

效性，同時予以滾動修正，但若是風險程度低且控制程度高，則接受

現況無須採取任何措施。 

（四） 監督與審查 

最後針對執行的風險控制措施，持續追蹤與監督其施行成效，修

正與強化不足之處，或是持續執行成果良好之措施，並將整個風險分

析與改善過程加以妥善記錄，持續累積與強化管理經驗與安全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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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績效衡量工具 

安全績效指標可簡單分為三大項。第一項績效指標為一行動指標

(activity measures)，用來衡量管理階層對減少交通事故或事故嚴重程

度所做出的努力，如：強化駕駛知識及技能的訓練、標準化車輛維修

及檢修流程等。第二項指標為一核心指標(core measures)，為交通安

全的主要目標與管理階層矚目之數字，如事故件數、交通事故受傷及

死亡人數等。而目前兩者之間的連結僅在於，假設駕駛員依照所有相

關規定，如車輛檢修及達到一定駕駛訓練時數等，便得以控制或降低

事故風險。然而，由於事故件數本身為人車路交互作用形成，多種原

因互相影響致使其成因複雜，同時在時間及空間上的高度分散(如圖

2.2 所示)，以致於核心目標不容易準確衡量。因此儘管行動指標為確

保交通安全的基礎，但卻往往不易直接連結到核心指標，導致過去仰

賴行動及核心指標來衡量評估效益的改善方案常被質疑其有效性。 

  

圖 2. 2：事故件數的隨機性及期望值

0
5

10
15

事
事

事
事

時時

事事事事 長長長長



17 
 

由於行動與核心指標在連接上的困難性，因此近年來開始提倡使

用行為指標(behavioral-based safety)來連結行動及核心指標。行為指標

為一種間接指標或中介指標。舉例而言，駕駛所接受的教育訓練為一

行動指標，而結果應反映在提升駕駛對風險的感認，或減少不當的駕

駛行為；而行為指標上的改變會進一步連結到事故風險的降低，則教

育訓練的效益即可透過行為指標連結到核心指標，如圖 2.3 所示。欲

找到好的行為指標，除了必須清楚瞭解事故發生的過程，尚需知道誘

使事故發生的主要肇因，甚至影響事故結果嚴重程度的關鍵因素，以

促使業者得以利用好的行為指標，系統化地建立公司內部駕駛員的安

全教育與管理。 

透過行為指標來改善職場安全的研究相當多，稱為行為安全管理，

並已成功應用於許多產業來預防職業傷害或減少具有風險之行為，但

對運輸業的安全管理而言，仍有許多課題尚需研究，因此目前相關應

用並不多。目前國內及國外較常見的安全駕駛行為管理，是由業者訂

出所謂的「駕駛偏差行為」，並透過設備供應商的數位行車紀錄器即

時掌控駕駛員是否有違反的情形出現，但這些「駕駛偏差行為」因為

無學理上的支持，致使難以有效連結行動及核心指標。然而，目前尚

無一套方法可具體提供業者作為行為指標設計的依據，並建立相對應

的行動指標，逐步串連行動、行為、及核心指標的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根據上述概念，本研究嘗試將國內運輸業營運服務的執行內容，

區分為(1)乘客保障(2)不當駕駛與操作(3)駕駛工作規範與適任性(4)車

輛維修等四大項目，並依照行動指標、行為指標與核心指標區填入參

考表格中，如表 2.3、表 2.4 與表 2.5 所示。業者可以從行動、行為及

核心指標之概念發展並延伸出較符合自身公司內部的績效衡量指標。

不像以往只能盲目的追求事故結果因子所產生的最終核心指標績效，

此舉將會促使公司在導入道路安全管理系統時，能夠容易展現其實際

且顯著的效益。

圖 2. 3：行動、行為、及核心指標關係圖



18 
 

表 2. 3：客貨運業衡量指標參考分類項目–行動指標 

乘客保護 駕駛適任性／駕駛行為 車輛養護 

 勸導或要求乘客配戴安全

帶 
 提供安全座椅 
 行車前確認乘客行李被適

當放置 

 駕駛員參加道安訓練場次

 建立安全駕駛之篩選機制

 定期確認駕駛員是否為不

合格駕駛 
 定期確認駕駛員體檢是否

不合格 
 定期確認駕駛員是否持有

有效駕照(車輛型態) 
 定期確認駕駛工作紀錄內

容 

 技術人員參加道安訓練場次 
 駕駛於行前進行例行性檢查 
 定期確認胎紋深度是否足夠 
 定期檢查煞車系統 
 定期確認緊急設備之妥善率 
 定期確認是否配備車輛安全設備 
 定期確認駕駛視線是否遭阻擋 
 定期檢查逃生出口是否遭物品阻擋

 定期檢查行李架是否牢固 

 
 

表 2. 4：客貨運業衡量指標參考分類項目–行為指標 

乘客保護 駕駛適任性/駕駛行為 車輛養護 

 乘客安全帶繫帶率  駕駛時使用手機或發簡訊次數 
 駕駛時超速 20 公里以上次數 
 駕駛時未遵守號誌、標誌、標線次數

 駕駛時頭燈未依規定使用次數 
 駕駛時跟前車未保持安全距離次數 
 駕駛時未依規定變換車道次數 
 駕駛時未依規定超車次數 
 轉彎時未依規定禮讓人、車次數 
 違規停車次數 
 未安全停放車輛次數 
 駕駛員工作超過工時之比率 

 車輛於行車中之故

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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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客貨運業衡量指標參考分類項目–核心指標 

常用核心指標 

 有責事故件數或比例 
 事故死亡人數 
 事故受傷人數 
 事故賠償金額 

 

2.2.4 基本文件系統及相關表單範例 

安全管理系統需要仰賴各種程序之建置，而程序會形成建構相關

表單之基礎，同時表單將為 ISO 驗證團隊查驗重點。危害識別及風險

評估所需考量之因素如下所示： 

1. 項目 

2. 部門 

3. 代碼 

4. 工作職掌/區域/路線 

5. 作業狀況 

6. 作業項目/步驟 

7. 受影響的人員/車輛/設施 

8. 風險影響因素類型（造成損失原因分類） 

9. 造成事故或損失可能原因說明 

10. 最終傷亡、事故或損失 

11. 發生頻率 

12. 傷亡或損失嚴重度 

13. 風險程度（頻率及嚴重度） 

14. 安全控管措施 

15. 控制程度等級 

16. 風險等級 

17. 矯正或預防行動 

18. 安全績效指標 

19. 安全績效指標現況 

20. 安全績效指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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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須知道該公司具有那些危害及其風險程度？可能產生之

事故為何？事故的風險程度高或低，目前是否具備足夠之管控程度？

建議針對不同管控程度與風險等級之改善措施有什麼？依據上述問

題企業得建置危害清查清單，羅列各種危害可能發生之事故。客運業

之可能危害如： 

1. 場站：未確認車輛與行人之好發衝突位置，或未標示註明。 

2. 準備出發時：駕駛員關行李箱不慎夾到旅客。 

3. 車輛起步時：加速太快、未提醒乘客（特別是高齡乘客）。 

4. 車輛準備於路邊靠站時：未確認右方是否有來車。 

5. 車輛靠站時：未依規定車輛需離路緣大於一公尺，使得乘客

下車時遭後方機車撞擊。 

6. 車輛起步時：未注意左方車輛。 

7. 行經路口時（不論是否有號誌）：未減速小心通過（腳離開油

門）。 

在清查各權責單位、作業項目、及其受影響之事務可能造成之危

害後，接續則是透過歷史或同業資料判定該危害發生事故發生頻率及

嚴重度。事故嚴重度之權衡方法可觀察人員安全、財產損失、營運情

況與違反法規之程度。根據事故發生頻率及嚴重度給定五項等第(A、

B、C、D、E)來定義各危害之風險程度，如表 2.6 第一列所示。 

此外，各運輸業者應同時評估目前公司對各危害之管控程度，其

控制程度辨別可參考第一行，劃分為低度(L)、中度(M)、高度(H)三個

等級。根據各危害之管控程度及其風險程度，將得以評斷事故風險等

級，如表 2.6 呈現，將事故區分為四種風險層級，並以數字大小區分，

數字愈小表示事故風險高但管控程度低，反之則代表事件風險低且目

前控制程度高。最後依照風險等級制定規則，若層級為 Class 1 意旨

需制訂作業管制程序，並定期監督量測有效性，同時列為稽查重點與

行動措施改善項目，反之若為 Class 4 則接受現況，無須採取任何措

施，至於詳細改善之原則或方法將如表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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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風險等級判定表 

 

表 2. 7：對應風險等級改善措施表 

 

2.3 ISO 39001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標準 

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於 2012 年發行「ISO 39001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標準」，作為國際

間官方或民間組織建立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的指標性規範，以持

續改進的管理系統作為抑制道路交通事故傷害的工具，用以降低、進

而終結道路交通事故肇生死亡或重傷的發生率與風險，這項聚焦可望

提升道路交通系統之使用成本效率。此國際標準辨識出優良的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策略基本要素，可使組織達成期望的道路交通安全水準。

此國際標準適用於涉入道路交通安全之公共或私有組織，可以被內部

方或外部方使用，包含驗證單位，用以評估組織達成要求之能力。世

界各地的經驗顯示，藉由接受全面性道路交通安全之安全系統檢核可

大量減少死傷。包含清楚明確的聚焦於道路交通安全目標以及證據導

向的行動，輔以具有足夠能力之組織管理。政府無法獨自達成這些成

績，各種類型規模的組織，包含個別用路人在內，都在這項工作中扮

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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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39001: 2012 是第一個依據 ISO Annex SL 架構發行的 ISO 標

準。ISO 為了使組織在同時執行多項標準時避免文件用語混淆、管理

系統疊床架屋等弊病，統一針對文件中各項術語進行定義，並依據計

畫、執行、稽核、改進(PDCA)流程之概念將各種標準的執行方式歸納

為十章分別進行規範，並依據內容差異附上三份參考附錄(Annex)；

Annex A 針對此一標準的條文規範作補充或引申說明；Annex B 提出

此一標準的效用實例或比較類似方案的成效；Annex C 則比較此一標

準與其他 ISO 標準之差異。 

ISO 39001 標準包含十章條文規範以及三個參考附錄。其中第一

至三章分別為範圍(Scope)、規範性引用文件(Normative References) 

以及術語和定義(Terms and Definitions)，至第四章開始則為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系統的實質內容，包含了整個系統從規劃(plan)、執行(Do)、

檢討(Check) 以及採取修正措施(Action) 等品質管理整體循環機制。

附錄 A 提供實行此國際標準之若干指示，附錄 B 為 ISO 39001 規範

與其他國際規範的關聯，附錄 C 則敘明道路安全管理系統與組織中

其他的管理系統或程序整合或並列的方式。ISO 39001 規範提供反覆

使用 PDCA 程序的進行方式，引導組織向道路交通安全成果邁進。各

章節間的相互關係可藉由圖 2.4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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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4：ISO 39001 之 PDCA 流程（資料來源：BSI-Taiwan） 

在前三章對 ISO 39001 的適用範圍、引用規格以及用語定義介紹

後，第四章為瞭解組織的概況，包括組織內外部議題的掌握以及利害

關係者需求與期望的瞭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適用範圍的界定。

第五章則闡述領導(Leadership)在 ISO 39001 扮演的角色，包括領導與

承諾、安全方針的策定以及成員的角色、責任與權限。第六章則為如

何進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的計畫，包括實施風險與機會的判定、

道路交通安全績效因子的選定，以及實施計畫目標的設定以及如何達

成的規劃。 

第七章與第八章為如何執行 ISO 39001 規範，其中第七章為支援

的部分，包括：垂直與水平整合、人力／實體設施／科技與財務資源、

教育／訓練等能力提升、對道路交通安全方針／交通事件等的自覺、

組織內各階層的溝通以及文件化資訊的標準化與實施記錄；第八章則

為如何運作，包括建立運行程序的準則，並據以控制程序的運行、保

存相關的文件化資訊，以及道路交通事故應對程序的準備、定期檢視

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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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為績效評估，內容層面涵蓋日常活動的監控、衡量、分析

與評估；道路交通事故與事件的調查；內部稽核；以及管理回饋。第

十章則為改善行動，包括針對未遵守要求之矯正行動，如何防止其再

發生，並回饋修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的適合性；以及如何持續改

善，包括檢討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的適用性與正當性，以提升其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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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汽車運輸業導入 ISO 39001 標準之

執行狀況 

3.1 汽車運輸業導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成功關鍵要素 

根據美國推動道路交通安全改善計畫之文獻經驗，一個道路交通

安全改善計畫能夠成功執行之基本條件包括：(1)具備完善之計畫及

有效率之管理機制；(2)使用業經證實為有效之交通安全改善方法；(3)

建立具體有效之交通安全衡量指標以測度計畫之執行成效；及(4)權

責分明之執行單位。而根據汽車運輸業之經營管理架構顯示，啟動運

輸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主控權，完全操之於相關法規的健全訂

定及政府主管機關之有效監督與管理，俾讓汽車運輸業者能在法規制

度之引導下逐步建立其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並發揮其應有之功能。

此外，由於提升交通安全品質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如果消費者一味地

追求最低價格而忽略安全之重要性，則運輸業者在降價求生的壓力下，

勢將犧牲安全以換取消費者對價格之滿意。因此，汽車運輸業者在道

路交通安全改善所投入之成本與支出，也需要獲得民眾之認同與支持

回饋，始能讓其業務順利推展而達到永續經營之目標。綜合以上之分

析，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能否在汽車運輸業順利推動並達成其預期

之目標，將由如下之關鍵要素所決定： 

（一） 健全之運輸業道路交通安全相關法規 

相關法規之訂定具有規範運輸業體質、引導運輸業者有效建立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功能。健全完整之運輸業交通安全相關法規除

了需要專業之規劃、設計外，更需要專業之說明與溝通方能完成立法

之程序，進而成為推動與執行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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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效監督與管理運輸業對道路交通安全法規之執行 

健全之運輸業道路交通安全法規需要有效率的組織與有計畫的

執行步驟，並配合有效率之監督與管理，始能落實法規之執行與推動。

在政府業務下放、委外分工管理之趨勢下，透過立法允許專業驗證代

行管理之作法已廣被接受，可以減少政府主管機關之行政監督與管理

負荷，不失為協助政府加強運輸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有效作法。 

（三） 運輸業者具備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意願與能力 

運輸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推動能否成功之首要條件，乃是

業者之執行意願與能力。所訂之法規要求如遠超過業者之能力所及，

或缺乏吸引業者之條件及優惠誘因，恐將嚴重影響運輸業者之配合意

願，縱然勉強配合執行亦難發揮其真正之功效，最後只會徒勞無功。

此外，在目前汽車運輸業者普遍規模不大、獲利有限之營運情況下，

多數業者既未設置研發部門，更沒有受過專業訓練之員工可以協助其

推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各項業務。因此，在協助運輸業者推動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初期，確實需要政府、學校及研發單位給予專業

之協助與訓練；而借助評鑑考核或立法規定，要求運輸業者需要設置

專責安全管理人員，更能加速各運輸業進行交通安全自主管理之能力，

進而達到改善汽車運輸業者交通安全之目標。 

（四） 民眾對汽車運輸安全意識之提升 

市場之力量是決定運輸業者經營型態之關鍵，俄頃近多起嚴重遊

覽車交通事故造成民眾重大生命財產損失，探究事故發生原因，多與

民眾追求「低廉價格」卻要求「高品質服務」之市場特性有關。安全

品質是一項抽象之服務，民眾在缺乏運輸業者相關資訊且普遍安全意

識不足之情況下，多數會以價格作為選擇運輸業者之優先導向，而業

者將安全成本內部化之作法，將會增加運輸成本，進而降低運輸業者

投入交通安全改善之意願。因此，有計畫地向民眾宣導交通安全之重

要性、教育民眾正確之交通安全觀念、介紹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

內涵與推動目的、公布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績效優良之運輸業者等，都

可以有效提升推動汽車運輸業導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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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我國推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現況及執行成果 

綜合以上之分析，為了讓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能夠在我國之汽

車運輸業推動並落實執行，首要之任務乃是要讓全民瞭解汽車運輸業

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的必要性，以借助全民之力量推動此關係

全民生命與財產保障之政策。而在此系統推動之初期，我們除了需要

對交通主管機關（政府）、汽車運輸業者及運輸服務的消費者（一般

民眾）等三類利害關係者，進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宣導推廣外，

也需要引進具交通安全管理專業之人士參與此計畫之推動，作為運輸

業者與 ISO 驗證機構間之橋樑，除協助業者解讀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

統 ISO 39001 之標準外，更能依運輸業者之組織與營運特性，指導其

建立專屬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必要時更能協助運輸業者申請並

通過 ISO 39001 之驗證。 

由於 ISO 39001 係屬新頒布之管理系統，在我國尚未有任何推動

ISO 39001 之經驗下，不僅政府之交通主管機關、汽車運輸業者及運

輸服務使用者對此系統均不熟悉，連進行 ISO 驗證之機構也處於摸索

之階段，更談不上有輔導業者申請驗證之機構（目前其他 ISO 管理系

統之驗證，多經由管理顧問公司或民間非營利組織輔導協助），因此

執行本推動計畫之研究團隊成員乃身兼研究者與輔導者之雙重身份，

在驗證機構之協助下從瞭解 ISO 驗證之作業程序、學習 ISO 管理系

統架構、融合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專業以解讀 ISO 39001 之標準，並以

合作執行此計畫之客運公司作為實際操練之平台，按照 ISO 39001 指

導手冊所列之要求，將 ISO 39001 之所有標準逐條解讀並加以實際操

作演練。計畫執行期間，為能瞭解當前輔導業者驗證 ISO 管理系統之

機構的輔導任務與工作內容，研究團隊更在驗證公司的協助與指導下，

學習如何指導業者準備申請驗證所需要之工作與內容，研究團隊中之

六位成員甚且報名參加驗證單位所開授之內部稽核研習課程，通過測

驗取得 ISO 39001 內部稽核員之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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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兩年持續進行之 ISO 39001 推廣計畫中，104 年之主要工作

在瞭解 ISO 39001 之標準及申請 ISO 39001 驗證之程序與工作內容，

並結合交通大學研究團隊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專業、英國標準協會

(British Standard Institute, BSI)之驗證經驗及首都客運之實際營運平台，

為我國推動汽車運輸業導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計畫揭啟了序

幕。104 年度之計畫不但成功輔導首都客運通過 ISO 39001 之驗證，

也為我國推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培育了第一批具有實際操作經

驗之交通運輸專業團隊，並借此實作之經驗瞭解且掌握未來推動此管

理系統可能面臨之挑戰及較為可行之成功策略，足以作為後續推動我

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重要參考依據。有關本研究第一個推動年

度所執行之工作內容與完成之工作實績如表 3.1 所示。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推動計畫之第二年（民國 105 年）計畫，

除了持續向汽車運輸之利害關係者介紹推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外，執行計畫之交通大學研究團隊更進一步將其在第一年所學習之 

ISO 39001 驗證工作內容結合其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專業，設計出第

一套足以協助運輸業者建立其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教材，並擇定

兩家汽車運輸業者（即桃園客運公司與亞慶物流公司）及一家運輸轉

運站經營業者（即經營臺北市府轉運站之統一開發公司），由研究團

隊透過教學與實作指導，輔導此分屬不同運輸相關業別之三家公司，

協助其建置自有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雖然此年度接受輔導之三

家運輸相關公司在第二年計畫結束時，均尚未作好申請 ISO 39001 驗

證之準備，唯此三家公司在接受完研究團隊之課程輔導及實作演練後，

均已充分掌握建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精髓與流程，只要加緊腳

步推動，都有申請 ISO 39001 驗證並獲通過之實力。而其中之統一開

發公司在輔導計畫結束後三個月，完成申請 ISO 39001 驗證之所有要

求，成為我國通過 ISO 39001 之第二家運輸相關機構。有關本研究第

二年在推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上所執行工作內容及所完成之實

績如表 3.2 所示，105 年度推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所獲得之最大

績效，乃是完成一套可以指導並協助運輸業者建立其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系統之課程教材，並由研究團隊之教授親自授課並指導業者進行實

作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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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民國 104 年推動 ISO 39001 之具體工作內容與實績（第一年） 

推動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執行單位 
協助與 

合作單位 

1. 瞭 解 ISO 
39001 之 標

準與驗證程

序 

 學習 ISO 管理系統之

架構與標準解讀 
 學習 ISO 管理系統驗

證之申請程序與作業

內容 
 協助驗證機構釐清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之專

業議題 

 交通大學研究團隊

 英國標準協會香

港分公司台灣辦

公室(BSI) 

2. ISO 39001 驗

證申請與輔

導 

 學習輔導業者申請

ISO 管理系統驗證之

工作項目與內容 
 應用分析方法並學習

申請資料之準備 
 指導業者實作演練 

 交通大學研究團隊

 英國標準協會香

港分公司台灣辦

公室(BSI) 
 首都客運公司 

3. ISO 39001 之

內部稽核練

習並參加證

照研習 

 利用首都客運進行管

理會議及內部稽核之

演練與實習 
 參加 BSI 之 39001 內

部稽核研習會並考驗

資格證照 

 交通大學研究團隊

 計有四位交大教

授、兩位交大博士

學生、一位交通部

本所研究員、23 位

首都客運員工取得

ISO 39001 之內部

稽核資格證照 

 英國標準協會香

港分公司台灣辦

公室(BSI) 
 首都客運公司 

4. 協助首都客

運申請 ISO 
39001 驗 證

及相關工作 

 指導首都客運進行交

通安全管理之專業分

析技術 
 觀摩外部稽核之執行

過程 

 交通大學研究團隊

 首都客運公司 
 首都客運成為國內

第一家成功通過

ISO 39001 驗證之

運輸業 

 英國標準協會香

港分公司台灣辦

公室(BSI) 
 

5. 舉 辦 ISO 
39001 推 廣

與成果說明

會（近 120 位

出席） 

 說明介紹 ISO 39001 
 申請驗證程序說明 
 推動心得分享 

 交通大學研究團隊

 

 英國標準協會香

港分公司台灣辦

公室(BSI) 
 首都客運公司 

6. 對我國推動

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系統

之初步規劃

與分析 

 以旅客運輸之經營環

境與背景進行分析，

並對初步觀察與實作

所面臨之問題進行分

析 

 交通大學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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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民國 105 年推動 ISO 39001 之具體工作內容與成果（第二年） 

推動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執行單位 
協助與 
合作單位 

1. 編製推動運輸業

者建立其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系統

之課程教材，並

將 ISO 39001 之

標準與規範逐條

翻譯成中文 

 由研究團隊之六位

教授與兩位博士班

學生分別研發不同

主題之課程教材 

 交通大學研究

團隊 

 英國標準協會香

港分公司台灣辦

公室(BSI) 

2. 開授建置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之課

程並帶領接受輔

導公司員工進行

實際演練學習 

 由研究團隊之六位

教授分別講授其編

製之不同主題課程 
 由授課教授與博士

班學生帶領兩家運

輸業者之員工進行

演練實習。 

 交通大學研究

團隊 

 英國標準協會香

港分公司台灣辦

公室(BSI) 
 桃園客運公司 
 亞慶物流公司 
 統一開發公司 

3. 開授道路交通安

全 管 理 系 統 及

ISO 39001 簡介

之課程（近百人

報名參加研習）

 透過各區域運輸研

究中心開授免費課

程，提供運輸界之產

官學研等單位派員

學習。 

 交通大學研究

團隊 

 英國標準協會香

港分公司台灣辦

公室(BSI) 

4. 持續觀察追蹤首

都客運通過 ISO 
39001 驗證後之

執行績效 

 指導首都客運建立

安全評估指標、蒐集

並分析相關資料 
 協助首都客運善用

車隊管理資料並指

導其分析之技術 

 交通大學研究

團隊 
 首都客運公司 

 英國標準協會香

港分公司台灣辦

公室(BSI) 
 首都客運公司 

5. 舉辦 ISO 39001
推廣說明會（近

百位出席） 

 說明介紹 ISO 39001
 申請驗證程序說明 
 推動心得分享 
 解答運輸業者所關

心之問題與疑慮 

 交通大學研究

團隊 

 英國標準協會香

港分公司台灣辦

公室(BSI) 
 首都客運公司 
 桃園客運公司 
 亞慶物流公司 
 統一開發公司 

6. 檢討規劃我國推

動 運 輸 業 導 入

ISO 39001 之短、

中、長期計畫 

 針對我國客運與貨

運業之體質與營運

特性分別進行分析

與規劃 

 交通大學研究

團隊 

 交通運輸界之產、

官、學、研等單位

之專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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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推廣 ISO 39001 標準之執行成效追蹤 

本研究團隊目前已成功輔導首都客運及市府轉運站等兩家運輸

業者通過 ISO 39001 驗證。本小節為目前追蹤此二業者目前執行 ISO 

39001 之相關成效。成效的評估為根據該業者的質性訪談及相關核心

及行為指標之事前事後分析。首都客運的質性訪談請參見本研究 105

年之研究報告，本期則主要為核心及行為指標之事前事後分析；市府

轉運站由於甫獲 ISO 39001，不易進行核心及行為指標之事前事後分

析，因此以質性訪談為主。 

3.3.1 首都客運 

本研究採用核心及行為指標來評估首都客運導入 ISO 39001 標準

之成效。核心指標以百萬車公里事故率，行為指標則以百萬車公里之

行車狀態來進行分析。由於首都客運於 104 年 10 月 7 日通過 ISO 

39001 的驗證，因此本研究以首都客運 103 及 104 年之各月份的百萬

車公里事故率來進行事前事後評估。 

首都客運羅東站在 103/1～106/6 之月平均百萬車公里事故率為

0.43，其中，103/1～104/12（事前），月平均百萬車公里事故率為 0.54，

而 105/1～106/9（事後），月平均百萬車公里事故率為 0.25。為控制事

故件數的隨機性，本計劃以事故件數為被解釋變數，百萬行車公里為

曝光量，並使用負二項迴歸進行統計檢定。結果顯示月平均事故件數

下降達 53%，在小樣本的情況下，已達顯著水準(p-value = 0.1)。   



32 
 

 
圖 3. 1：首都客運羅東站 103/1～106/9 之每月百萬車公里事故率 

在行為指標方面，行為指標有：(1)行車違規率及(2)班車超速比率，

目標值每萬公里小於 0.25 件，兩項指標皆有逐漸下降趨勢（如圖 3.2

所示）。此外，由於首都客運於每台車均設有車載行車安全系統，因

此非常適合作為行為指標的事前事後分析使用。但由於首都客運於

104年 10月時做了系統的轉換，因此僅可獲得 104/11～106/6之資料。

本研究成功取得首都客運行駛於宜蘭羅東線之各台車之每月行車狀

態（共 150 台車，自 104/11～106/6 每月資料）（104 年共計 240 筆車

-月資料；105 年共計 1352 筆車-月資料；106 年共計 708 筆車-月資

料），如圖 3.3 所示。 

 
圖 3. 2：行車違規率及班車超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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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首都客運羅東站 104/11～106/6 之每月行車狀態 
本計劃分別以偏左車道、偏右車道、車距不足、前方障礙、行人

經過及輪胎高溫為被解釋變數，以 105-106 年資料對比 104 年資料

（基期）進行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3.3 所示，並整理如下： 

1. 行車狀態較基期減少: 偏左車道（稍微顯著）、偏右車道（但

不顯著）、車距不足（105 年顯著減少，但 106 年增加）、前方

障礙、行人經過。 

2. 行車狀態較基期增加，但不顯著: 輪胎高溫。 

表 3. 3：迴歸分析結果 

解釋變數 

被解釋變數 

偏左車

道 

偏右車

道 

車距不

足 

前方障

礙 

行人經

過 

輪胎高

溫 

年度(基準值: 104 年) 

105 -20.92 -7.02 -455.87 -55.89 -13.93 63.62 

標準誤

s.e. 
14.75 9.96 267.70 8.60 4.40 60.20 

p-value 0.16 0.48 0.09 0.00 0.00 0.29 

106 -24.93 -2.91 1138.76 -64.19 -8.03 15.14 

標準誤

s.e. 
15.90 10.74 288.56 9.27 4.74 64.89 

p-value 0.12 0.79 0.00 0.00 0.09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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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數項 155.23 109.16 3603.19 165.28 31.75 208.82 

標準誤

s.e. 
13.60 9.19 246.89 7.93 4.05 55.52 

p-value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3.2 統一開發市府轉運站 

統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市府轉運站於 105 年 6 月 18 日開始參加

交大團隊的輔導課程，並於 106 年 1 月 10 日由英國標準協會(BSI)台

灣分公司進行 ISO 39001 的驗證預審。隨後於 106 年 1 月 25 日進行

第一階段正審，於 106 年 3 月 8 日進行第二階段正審。 

訪談對象施佑霖副理於本次驗證中擔任執行組長（或稱執行總幹

事）乙職，其現職為統一開發轉運站 TERM 之副理。施副理於統一開

發本次驗證過程中除全程參與輔導課程外，並為本次驗證的最主要負

責人，故邀請其參加本次訪談，茲將本次訪談內容彙整說明如下。 

（一） 轉運站參加驗證的主要原因 

1. 善盡 BOT 廠商於履約管理的責任 

由於市府轉運站為一 BOT 案，甲方為臺北市政府。統一開發

對於本 BOT 案的履約管理一向都極為重視，因此轉運站參加本

次驗證，透過最為重要的交通安全促進，以顯示集團在履約管理

的用心與責任，而市府在經常性的考核時，亦可以充分感受公司

在管理上的積極作為。 

2. 集團文化 

統一企業集團對於旗下各事業群在安全上均極為重視，此亦

為組織文化之一。如食品製造的食品安全，對於轉運站而言，即

為交通安全。 

3. 首都客運的 ISO 39001 驗證通過 

首都客運為市府轉運站的主要進駐客運公司，其通過 ISO 

39001 驗證，且驗證範圍為臺北~宜蘭路線，其臺北端即為市府轉

運站，因此對於提供服務的轉運站而言，若亦能通過驗證，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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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整體應可更為提升。因此透過首都客運張特助的引介，

由轉運站與 BSI 接觸及瞭解 ISO 39001，並在交大團隊及本所協

助下，與桃園客運、亞慶物流共同參與本次輔導課程。 

（二） 在輔導過程中遭遇的問題與建議（包含研究團隊及本所等） 

市府轉運站雖有 ISO 9001 的驗證經驗，但對於 ISO 39001，其內

容與性質有相當大的差異。因此輔導課程的內容，對於驗證實有重要

的幫助，特別是法規鑑別、風險評估部分，這都是過去沒有的。 

在輔導過程中交大團隊老師在課程中有理論的講解與實務的操

作，對於文件製作產生相當的幫助，特別是在參與驗證的相關同仁幾

乎都是第一次接觸的議題，並且是極為專業的議題。市府轉運站針對

輔導過程提出以下自身參與所遭遇問題之建議，供交大團隊參考。 

1. 將上午講解下午實作的課程安排，再予以拆解細分 

上午三小時理論課程、下午三小時實作課程，如果改成 1 或

2 小時理論後，隨即進行 0.5 或 1 小時的實作，使得印象較為深

刻，並且對於講解內容若有誤解，不至於一路錯到底，一直到實

作時才發現講解的意涵與個人認知有差異，結果就需要從頭再思

考一遍，也因此會影響到下午實作之進度。換言之，講一段、做

一段確認後，再繼續往下講授、實作，依序循環下去。 

2. 講授課程時可以多增加實作時之文件案例 

老師的講授對於輔導對象在該領域的專業吸收與理解實有相

當的幫助，但是受輔導對象幾乎都是第一次接觸該專業領域，因

此在理論與實作的轉換間，經常存在相當的落差。隨著被驗證單

位的增加，在案例上將會更為豐富及多元，若在理論講授時可以

引用其他案例所製作的文件來說明，必然有助於實作時的正確性

提升及困難度降低。雖然 ISO 39001 對於文件並無一定的格式及

欄位規範，而案例亦未必適用所有被輔導單位，但更多文件案例

於理論講授時的導入，對於參與輔導的人員在進入時之障礙，是

可以大幅降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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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輔導的時間受限，對於驗證成果恐會打折扣 

由於本年度驗證輔導，是由運輸研究所補助，由交大團隊執

行，計畫主旨就是 ISO 39001 的評估與推廣。然而該計畫執行期

程的訂定似乎過短，輔導團隊在課程講授後，尚需持續追蹤及修

改受輔導單位所提交的文件，使得輔導並非上完課就結束，而是

存在多次往返討論與修正。目前計畫執行的期程過短，致使輔導

團隊隊無法持續協助受輔導單位達到驗證階段，雖然輔導團隊在

課程結束後仍有持續提供協助，但這樣的協助如果也列在計畫的

執行期程內，似乎對於 ISO 39001 的推廣才夠完整。這樣的安排

通常在其他 ISO 系列的輔導中為常態，是必備的程序，當然這並

不是要保證驗證的通過，而是要確保輔導的完整性。因此延長計

畫執行期程，使輔導團隊在推廣計畫的執行完整性等同民間企管

顧問公司在輔導時所進行的工作，才不致於有做半套、做不完整

的疑慮。 

（三） 在驗證過程中遭遇的問題與建議（包含研究團隊及 BSI） 

建議輔導團隊可以在驗證階段共同參與，以觀摩與協助。於輔導

課程結束後，在輔導團隊的持續指導下，推動小組成員完成相關文件

的製作以及驗證準備工作，接著進入驗證程序。本次驗證係由 BSI 執

行，BSI 稽核人員在驗證時對於轉運站的文件、程序提出一些問題，

但所提的問題、方向及認知似乎與輔導團隊的指導不同，轉運站當然

有積極進行回應及說明。但這樣的互動過程由於沒有輔導團隊陪伴，

讓轉運站同仁有相當的壓力。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輔導團隊並不清楚

驗證過程中稽核人員的關心重點以及會產生誤解的事項，也沒有機會

與他們有溝通釐清觀點的機會。如果輔導團隊能夠以觀摩方式參與驗

證過程（相關程序改善、說明依舊由轉運站人員來進行），對於未來

輔導的方向及成效應會有相當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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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驗證後對公司的利弊評估 

1. 公司在轉運站交通安全的各項指標更為明確。 

2. 在各項程序執行時會有一致的方法及結果。 

3. 可以依據所訂定目標定期逐一檢視、調整及修正。 

4. 希望可以藉此增加轉運站的交通安全外，並增加其運轉效率。 

（五） 驗證後對利害相關者的利弊評估 

1. 增加轉運站部分客運公司在執行程序之負擔。 

2. 有效確保各項工作程序設計於執行時之效果。 

3. 增進與利害相關者互動時的效率。 

（六） 研訂分類評估指標 

在驗證通過後，轉運站將會依據所建立的 RTS 風險鑑別評估指標

登錄表中所訂定的指標目標，進行資料蒐集及追蹤。茲將各項指標彙

整如下表 3.4，其中有以比例為指標者，亦有直接以件數為指標者。 

表 3. 4：RTS 風險鑑別評估績效指標登錄表 

區域 作業項目/步驟 安全績效指標 目標(每年) 現況(每年)

轉
運
站
車
道
入
口 

引導及管制大客車進站 車輛事故件數 減少 5% 15 件 

引導及管制其他車輛進站 車輛事故件數 0 件 2 件 

引導及管制穿越入口處之行人 人車碰撞事故 0 件 0 件 

管制非工作人員進入車道入口 人員誤(擅)闖件數 減少 5% 20 件 

協助 17 號月台及 18 號月台 

倒車引導 
車輛事故件數 0 件 2 件 

轉
運
站
車
道
入
口 

標線、標誌 
因標線標誌缺失造

成事故件數 
0 件 0 件 

照明燈光 
因燈光問題造成事

故件數 
0 件 0 件 

管制阻隔物 人員誤(擅)闖件數 減少 5% 20 件 

車輛轉進動線 
車輛與外車擦撞 

事故件數 
減少 5% 1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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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作業項目/步驟 安全績效指標 目標(每年) 現況(每年)

轉
運
站
車
道 

引導及管制進站車輛之行駛 車輛事故件數 10 件以下 10 件 

引導進站大客車 

停至月台或備用月台 
車輛事故件數 0 件 2 件 

引導各月台車輛倒車 車輛事故件數 減少 5% 15 件 

引導工作人員、駕駛員 

穿越車道區 
車輛事故件數 0 件 0 件 

注意車輛運行狀況 車輛事故件數 5 件以下 5 件 

標線、標誌 
因標線標誌缺失 

造成事故件數 
0 件 0 件 

照明燈光 
因燈光問題造成 

事故件數 
0 件 0 件 

鋪面 
因鋪面缺失造成 

事故件數 
0 件 0 件 

車道區動線 車輛擦撞事故件數 0 件 0 件 

轉
運
站
大
客
車
月
台
區
域 

引導進站大客車 

停至月台或備用月台 
車輛事故件數 0 件 2 件 

引導各月台車輛倒車 車輛事故件數 減少 5% 15 件 

管制人員進入 

月台停車格位及車道 
車輛事故件數 減少 5% 15 件 

標線、標誌 
因標線標誌缺失 

造成事故件數 
0 件 0 件 

轉
運
站
大
客
車
月
台
區
域

照明燈光 
因燈光問題造成 

事故件數 
0 件 0 件 

車輪擋 
因車輪擋問題造成

事故件數 
0 件 1 件 

月台門 
因月台門問題造成

事故件數 
0 件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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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作業項目/步驟 安全績效指標 目標(每年) 現況(每年)

倒車警示燈 
因倒車警示燈問題

造成事故件數 
0 件 0 件 

車輛動線 車輛擦撞事故件數 0 件 0 件 

旅客動線 人員誤(擅)闖件數 減少 15% 30 件 

月台調派 車輛擦撞事故件數 0 件 0 件 

轉
運
站
車
道
出
口 

引導大客車離站 車輛事故件數 5 件以下 5 件 

引導及管制穿越入口處之行人 人員傷亡件數 0 件 0 件 

管制非工作人員進入車道出口 人員誤(擅)闖件數 減少 5% 20 件 

號誌 號誌故障件數 0 件 0 件 

標線、標誌 
因標線標誌缺失 

造成事故件數 
0 件 0 件 

車輛出站警示 人員傷亡件數 0 件 0 件 

照明燈光 
因燈光問題造成 

事故件數 
0 件 0 件 

車
輛
事
故
處
理 

查看確認與通報 二次事故件數 0 件 0 件 

現場管制、 

引導旅客換乘或疏散 
二次事故件數 0 件 1 件 

初步救護 二次事故件數 0 件 0 件 

事故紀錄 二次事故件數 0 件 0 件 

財損盤點 二次事故件數 0 件 0 件 

異
常
事
件
處
理 

火災、水災、其他天然災害、

攻擊、重大事故之 

人員疏散與管制 

重大事件人員 

疏散件數 
0 件 0 件 

進駐路線之替代站位啟動 替代站位啟動件數 0 件 0 件 

教
育

訓
練

行控站務人員勤前宣導 事故件數 0 件 0 件 

行控站務人員營運服務 事故件數 0 件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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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作業項目/步驟 安全績效指標 目標(每年) 現況(每年)

教育訓練 

保全人員勤前宣導 事故件數 0 件 0 件 

保全人員現場指揮訓練 事故件數 0 件 0 件 

進駐客運業者行車安全 

宣導教育 
事故件數 0 件 0 件 

（七） 研訂總體評估指標 

轉運站尚未針對總體評估指標進行討論，但這似乎是極為重要的

關鍵事項。由於轉運站主要是服務乘客，其利用所提供的設施來搭乘

客運，因此以轉運站經營的觀點，每年的旅客受傷總數應該是轉運站

最為關心的。後續將會思考以每年的旅客受傷總數訂定為總體評估指

標之恰當性，而此項總體指標是藉由前述各類型相關指標的逐一達成

來實現的。 

3.4 績效指標之訂定與建議 

單純道路交通事故件數及死傷人數之統計，無法完整詮釋道路安

全程度與良窳，無法明確得知道路系統中所隱含之問題與不安全，道

路安全政策規劃者及分析人員必須透過全面性的考量，始能得知各項

因素如何影響道路安全，故具有多樣性之績效指標始能更完整衡量道

路安全與各項改善措施之成效。依據歐洲運輸安全委員會(European 

Transport Safety Council, ETSC)彙整各項道路交通安全指標，提出下

列建議及說明： 

（一） 道路交通事故件數或傷亡人數具有隨機波動及迴歸趨於平均

之特性(regression-to-the-mean)，故短期事故件數或傷亡人數

無法如實反映道路交通安全改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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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道路交通事故發生件數僅代表數值統計結果，難以說明事故

發生過程，單以事故件數統計結果，不易判斷事故發生當下

可能的風險因素，且可能存在危險但並沒有事故發生。 

（三） 建構有效的衡量機制對於欲提昇安全之標的有所助益。 

績效指標(performance measures)除了可用於測度、追蹤及改善安

全改善績效外，同時也肩負引導業務執行單位執行效能之任務。良好

的績效指標應同時符合以下條件： 

（一） 連結績效指標與道路交通安全改善成效 

績效指標主要目的之一為測度業務執行單位改善交通安

全的成效，但交通安全改善具有多重面向，如：教育訓練、駕

照資格查核、駕駛員違規紀錄、駕駛員事故紀錄等，而每一個

面向皆受不同因素影響。 

（二） 連結績效指標與業務執行單位所執行業務所需對應的成本 

績效指標的另一項功能為在於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績效之

前提下，提昇業務執行單位的效能，但勢必會增加各業務執

行單位之執行成本。於很多情況下，業務執行單位若無法掌

握達成績效指標所需成本，經常導致改善方案難以為繼。因

此，良好的績效指標應能清楚掌握成本，若經費受限或業務

量增加時，可在維持一定的交通安全改善成效下，各業務執

行單位可估算出額外所需之資源，以利進行成本效益評估。 

（三） 系統(system)績效及個別構面因素(component)績效 

執行道路交通安全改善時，管理階層及各業務執行單位必

須考量整體系統績效指標，如降低事故件數及傷亡人數，亦

須考量個別構面因素之不同，如各站情況可能不太相同。個

別構面因素績效雖表現良好，未必能直接提昇系統績效(整個

公司)、降低道路交通事故件數及傷亡人數。但反之道路交通

事故件數及傷亡人數降低之系統績效提昇，應存在良好個別

構面因素績效，且系統績效與個別構面因素績效整合度及流

暢度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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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績效指標及組織行為 

管理階層須瞭解績效指標之選取及考核制度，可能會改變

現有之組織行為。 

（五） 適當排除非業務執行單位所能掌控的項目 

選取績效指標時應避免或排除選擇非業務執行單位所能

掌控的績效指標，以確保組織功能與權責相符。 

根據本研究團隊輔導多家運輸業的經驗，考量以上績效指標設定

原則、本研究 2.2.3 績效衡量工具的介紹、業者實際運作經驗及可行

性之後（如下表 3.5 所示），建議汽車運輸業可採用之核心、行為、及

行動指標如下，並設定目標值來逐年改善。 

（一） 核心指標 

 延車公里有責事故率（排除我方完全無責之事故） 

 延車公里有責事故傷亡人數 

 延車公里違規肇事率（如：闖紅燈、併排停車、嚴重超速、未

依號誌行駛、為依標線行駛等） 

 延車公里違規肇事傷亡人數（如：闖紅燈、併排停車、嚴重超

速、未依號誌行駛、為依標線行駛等） 

（二） 行為指標 

 延車公里重大違規率（如：闖紅燈、併排停車、嚴重超速、未

依號誌行駛、未依標線行駛等） 

 延車公里異常駕駛率（需搭配先進車輛安全輔助系統；如：恍

神、侵略性駕駛、跟車距離過近等） 

 延車公里車輛故障率 

（三） 行動指標 

 交通安全教育（人小時） 

 是否勸導或要求乘客配戴安全帶 

 車輛定期保養 

 確認車輛安全設施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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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我國通過 ISO 39001 驗證業者之驗證範圍及績效指標 

公司 
績效指標 

行動指標 行為指標 核心指標 

A 交通安全教育 
1. 行車違規率 

2. 班車超速比率
有責肇事率 

B    

C    

D    

E    

3.5 受輔導業者之介紹 

本研究團隊已完成兩家輔導業者（統聯客運、中台灣客運）之輔

導作業，除透過課程介紹 ISO 39001 之內涵並講解各個標準之作業要

求外，更透過實作指導各受輔導公司進行自我組織檢視、法規符合辨

識、風險分析與改善方案研擬、安全政策制訂、各項標準作業流程建

立與文件化、統一表單格式建置與使用，且提供申請驗證作業之指導

與協助。並於今年九月協助其順利通過 ISO 39001 之驗證，成為國內

第三及第四家獲 ISO 39001 驗證之公司。統聯客運於 1989 年成立，

主要經營項目為國道客運、市區公車與遊覽車，全台自營營業站共 45

站；中台灣客運成立於 2012 年，為統聯客運之子公司，臺中市區公

車為其主要經營項目。此兩家輔導業者之車輛數、路線數、駕駛人數

等營運規模資料如表 3.6 所示，統聯客運車輛數共有 1248 輛，而中

台灣客運車輛數共有 101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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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6：輔導業者之營運規模資料 

公司名稱 主要經營項目 車輛數 路線數 駕駛人數

統聯客運 

國道客運 799 32 719 

桃園市區公車 63 4 83 

臺中市區公車 297 23 334 

高雄市區公車 86 13 111 

遊覽車 3 - 3 

中台灣客運 臺中市區公車 101 22 64 

 

3.6 輔導機構參與導入課程之回饋意見 

全面推廣鼓勵汽車運輸業者導入 ISO 39001 標準，以提升運輸業

之交通安全管理績效為本研究最終之目標。唯以現階段僅仰賴單一研

究團隊對少數幾家熱心推動交通安全管理之運輸業者進行輔導推廣，

所能產生之推廣功效終究有限。況且輔導團隊之人力如多屬兼職性質，

對輔導能力與服務品質之提升也將受到限制。因此，如何透過機制之

設計以鼓勵輔導機構之設立及輔導人力之培育，似乎才是讓本研究能

夠永續推動並落實執行之關鍵要素。本年度研究計畫邀請中華大學之

桃竹苗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及易緯工程顧問公司擔任本年度計畫

之培訓機構，讓其參與新輔導運輸業者之研習課程，瞭解如何輔導運

輸業者導入 ISO 39001 之規範，以協助推廣運輸業導入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系統之建置與執行。經過了共計 45 小時八個模組的課程後，桃

竹苗區運輸研究中心及易緯工程顧問公司之授課回饋與建議如下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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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桃竹苗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 

整體建議： 

可標示授課內容於 Annex SL 中的區塊：由於課程為個別章節授

課，內容分屬於 Annex SL 的不同區塊，可在每個章節中建立一個表

格或圖示並不斷出現，強加學員印象。 

（一） ISO 39001:2012 標準條文解讀 

1. 名詞對照與統一：可提供 ISO 39001 裡面的原文名詞與中文

翻譯的對照表，並於授課的過程中統一翻譯名詞，方便學員

和原文件對照。有發現學員於討論過程中對名詞有些疑義甚

至對英文名詞完全不知的情況。 

2. ISO 採用新高階結構(high-level structure)的原因：由於統聯已

有 ISO 9001，現要建立 ISO 39001，可向學員解釋 ISO 採用

新高階結構(high-level structure)的原因，瞭解兩者之間的整合

關係。 

3. 增加課程時間：老師內容豐富，只上 3 小時太短，至少需 6 小

時。 

（二） 先期審查 

無。 

（三） 法規鑑別與符合性查核 

無。 

（四） 道路交通之風險鑑別與評估 

1. 利害關係人辨識：於實作過程中，學員較難以完整考量此作

業中的利害關係人。 

2. 中介指標與核心指標：對於中介指標與核心指標的撰寫似具

有障礙，可再加強描述兩者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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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時間可再拉長：此為 ISO 39001 核心內容並有許多安全專業

知識，可放慢速度詳細說明─包含理論與實作。 

（五）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規劃 

1. 領導類型的解釋：管理文獻中有不同的領導類型，可多增加

不同領導類型的風險決策模式與安全之間的影響。 

2. 組織目標與員工承諾：從上而下的安全目標如何落實到員工，

共同對安全做出承諾的實務做法探討。 

（六）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文件規劃與製作 

無。 

（七）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文件製作指導 

分組先看文件，再討論：可先請統聯將內部已完成的文件交由各

組負責的老師先行檢閱，當天針對不足之處由各組老師做說明，

然後再進入分組細部討論。 

（八）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內部稽核 

實際案例剖析：可舉一實際內部稽核所經歷過的 PDCA 程序(統

聯應已有 ISO 9001 內稽紀錄)。 

（九）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審查會議 

實際操作程序：可製作管審會議流程圖，並於上課的過程中實際

模擬管理審查委員會的進行（小規模案例即可），這樣可建立學員

初步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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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易緯工程顧問公司 

（一） ISO 39001:2012 標準條文解讀 

無。 

（二） 先期審查 

1. 利益團體的解釋有點模糊，老師好像有講到政府/乘客/員工/

其他業者是利益團體且必須滿足其要求跟遵守相關法律規定，

但沒有再進一步解釋。雖然投影片都有講到，但仍建議可以

放慢說明，各舉幾個「組織與利益團體」之間互動的例子。 

2. 有員工發問驗證範圍，雖然範圍是公司自己定的，但可以再

特別說明清楚，或是後續內部討論與員工溝通，是要所有營

運活動都要納入 (路線/人員/車輛/站場) ISO 39001 中。 

3. 第 10 頁條款 6 規畫要求，沒有解釋。 

（三） 法規鑑別與符合性查核 

1. 有員工發問「用 LINE+影印公告新法律條文」，符合文件化嗎？ 

2. A0 表有的太細節、有的太空泛，在開始練習之前還是需要再

多花時間舉例（例如各部門一條範例）。 

3. 有關部門相互檢查 A0 表，是很好的練習方式。 

4. Supply chain 的物料品質管理，對於 RTS 的安全性之間的關

係還要再多加說明 。 

（四） 道路交通之風險鑑別與評估 

1. 總經理的意見: (1)評估標準以及危害必需要跨部門整合，否則

大家各管自己的會有灰色地帶，(2)一些危害可能少人提及或

是不常發生，但若一旦發生會造成很大影響，要請同仁在這

部分多討論、地毯式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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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師提及盡量用中介指標來建立績效指標，而不要一直使用

核心指標（傷亡人數）。但如何找到「最關鍵」的中介指標，

需要花時間提醒與討論，或者是單一項目可以有數個中介指

標，還是只能有一個，只能有一個會不會太偏頗？ 

3. 「分析事故發生原因，不是究責，而是希望徹底檢討，不要再

讓意外發生」、「假設……事情是不是就不會發生」，這兩段話

讓我觀念有點改變。 

4. 由於填的表格前面的部分（項目、部門、代碼、工作職稱/區

域/路線，一直到受影響的人員／車輛／設施），跟上禮拜吳宗

修老師帶的實作課程 A0 表格一樣，未來的教育訓練課程在

這兩部份可以一起整合，接續上禮拜的內容寫，讓大家印象

深刻，也節省時間。 

5. 每個人對於事件發生頻率、嚴重度的主觀感受不同，必須在

填寫表格前先與管理階層主管討論（頻率以及嚴重程度量化）。 

6. 安全績效指標目標的訂定，管理階層主管要再 double check，

是否太過理想化，否則若沒有達成目標需要再多提程序，會

更加麻煩。 

7. 投影片中的風險發生頻率表，有用 1～4 分別表示頻率低度至

高度，但在風險等級判定表，發生頻率欄沒有出現評分 1～4，

直接用低度至高度。 

8. 然而，額外發的講義第 2 頁的發生頻率，卻用 1～4 而沒有標

示低度至高度，會讓第一次看到表格的人有一點困惑（跟第 3

頁風險程度 vs 安全控制程度表中的數字 1～4 會有點混淆）。 

9. 題外話：政府應建立模擬駕駛中心（模擬機、模擬場地），司

機必須先基礎訓練後才能上路。   



49 
 

（五）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規劃 

1. 目標、標的、方案這三個詞的混淆： 

建議附註英文翻成中文的定義在講義，再用淺白的方式解釋，

以下是搜尋運輸政策出現的定義：Goals and objectives are 

‘direction setting outcomes based’ statements. Goals are not 

transport specific - they are higher order general statements of 

desired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outcomes. Goals are 

higher level statements than objectives. Objectives describe the 

measurable contribution of the transport system to achieving the 

goals. Targets are specific desired outcomes that support 

achievement of the objectives. 

(https://atap.gov.au/framework/goals-objectives-targets/2-

defining-goals-objectives-targets.aspx) 

2. C3 (管理方案成果表)、C4 (RTS 管理方案評估表)、C5 (方案

預定表)的使用時機，因為這部份老師只有簡單的帶過，我不

確定是不是：先使用 C4 評估方案、再整合至 C5 預定方案，

最後才是 C3 顯示方案成果，如果是這樣的話，建議編號可以

重編。 

（六）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文件規劃與製作 

無。 

（七）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文件製作指導 

本次課程注重在小組討論，透過老師們給予回饋與建議，使統聯

團隊找出問題點，主要是文件的階層定義往往定的過高或是不明

確，未來在輔導時要再更清楚地解釋。 

（八）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內部稽核 

下午內部稽核時，許多組別可能因為對其他組的工作項目不瞭解，

寫的稽核意見不夠深入，應該要增加多一點助教或老師適時的引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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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審查會議 

管理審查會議主要為持續改善以及繼續執行 RTS 目標之決策，

然而這次課程只有講會議的程序與目的，中間的會議過程如何

進行比較不清楚。 

3.7 輔導過程中意見回饋 

本研究團隊經過兩年輔導經驗之累積以及與認證公司和業者之

密切互動，對於 ISO 39001 之規範已有深刻瞭解，輔導教材的編制也

逐漸完整。今年的輔導業者皆能在本期計畫期間內通過驗證，主要是

因為授課方式的調整加上教材的精緻。今年與以往不同，本研究團隊

在授課前有先聽取受輔導業者的簡報說明，介紹公司的營運背景與目

前所遭遇到安全議題。因此，本研究團隊能瞭解公司的背景與所面臨

的問題，以提供客製化的服務，讓業者更容易吸收。 

為了使教材更精緻以及提升學習之成效，本研究團隊也在授課教

材中增加補充實際案例。在上午的授課中已先提供相關表單、程序案

例，再搭配下午的實作課程，直接透過分組互動討論來解決業者的疑

惑，效果良好。於輔導課程結束後，本研究團隊亦持續指導，協助業

者完成通過驗證所需之文件系統。本研究團隊更於驗證階段與接受驗

證之業者共同參與驗證，一來可以讓受驗證之業者減少緊張的情緒，

本研究團隊也可以瞭解驗證過程中稽核人員的關心重點以及會產生

誤解的事項，以提升未來教學輔導的成效。 

本研究團隊在輔導到過程中，發現主管投入的決心是能否成功通

過驗證的關鍵因素。在輔導統聯客運與中台灣客運時，總經理與副總

經理全程參與，在輔導課程中適時協助、指引員工。在下午的分組實

作時也參與討論，透過直接的互動來提升吸收的成效。分組討論也對

於提升學習成效有莫大的幫助，不同部門間互相稽核，重新檢視公司

內部的安全議題，同時也提升跨部門間的合作，所有部門的員工都能

致力於投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皆為成功通過驗證的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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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團隊已將市府轉運站對於輔導課程中遭遇的問題與建議，

併同今年統聯及中臺灣客運之實際輔導課程情形及問題，以及兩家輔

導機構所提意見，納入輔導教材之精緻化及參考使用手冊中，以利業

者導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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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教材與參考手冊 

4.1 輔導課程之教材 

4.1.1 建置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輔導課程之規劃 

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 ISO)透過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ISO 39001 標準之頒布，提供一套建置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系統之明確指導方針。本研究乃依據 ISO 39001 所要求之

標準，規劃輔導交通運輸相關組織或產業建置符合 ISO 39001 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所需之課程與訓練如表 4.1 所示，總計包含如下

之八個單元之課程： 

單元一：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ISO 39001:2012 標準條文解讀； 

單元二：先期審查； 

單元三：法規鑑別與符合性審核； 

單元四：道路交通之風險鑑別與評估； 

單元五：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規劃； 

單元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文件規劃與製作； 

單元七：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內部稽核； 

單元八：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審查會議。 

輔導課程之執行除包含上述八大單元課程之講述外，另由擬建

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組織於開訓時舉行啟始會議，由該組織

之最高主管宣示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決心與承括，布達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委員會成員及執行祕書之名單。而在各單元課程之

講授時，也同時配合課程屬性之需要，於授課後安排必要之演習活

動，除強化學員之學習成效外，也借助此機會讓授課教師達到教學

相長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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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建置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輔導訓練課程規劃 
日期 課程内容 時數 參加對象 

第

1

天 

上

午 

啟始會議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ISO 39001:2012)標準

簡介 
 國際/臺灣推動 ISO 39001 之現況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建置與推動程序 

3 
高階主管、 
部門主管、 
推動小組 

下

午 

單元一：ISO 39001:2012 標準條文解讀 
 標準之理論與實務介紹 
 標準之內容與特性 

3 
推動小組、 

各單位代表/幹事 

第

2

天 

上

午 

單元二：先期審查 
 先期審查程序與目的說明 
 先期審查之資料收集 

2 

推動小組、 
各單位代表/幹事 

單元三：法規鑑別與符合性查核 
 法規鑑別與符合性查核 

1 

下

午 
 先期審查報告撰寫 
 法規鑑別實作與文件撰寫 

3 

第

3

天 

上

午 
單元四：道路交通之風險鑑別與評估 
 風險評估資料建立 

3 
推動小組、 

各單位代表/幹事 下

午 
 作業危害鑑別 
 評估風險資料 3 

第

4

天 

上

午 

單元五：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規劃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政策擬定 
 目標、標的與方案制定 

3 
推動小組、 

各單位代表/幹事 
下

午 
 道路交通安全政策、標的與準則實作 
 目標、標的與方案實作 

3 

第

5

天 

上

午 

單元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文件規劃與製作

 RTS 管理系統文件規劃 
 RTS 管理系統文件製作(1,2,3 階文件建立) 

3 
推動小組、 

各單位代表/幹事 
下

午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文件規劃與 1, 2, 3 階

文件整合與建立(I) 
3 

第

6

天 

上

午 

單元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文件製作指導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文件規劃與 1, 2, 3 階

文件整合與建立(II) 
3 

推動小組、 
單位代表/幹事 

下

午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文件規劃與 1, 2, 3 階

文件整合與建立(III) 
3 

第

7

天 

上

午 

單元七：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內部稽核 
 稽核程序及技巧 
 稽核工作文件準備 

3 
推動小組、 

各單位代表/幹事 
下

午 
 內部稽核工作概要與執行技巧演練 

3 

第

8
天 

上

午 

單元八：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審查會議 
3 

高階主管、部門主管、

推動小組、各單位代表/
幹事 

小 計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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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ISO 39001 標準之翻譯及條文解說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ISO 39001 為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 ISO)為協助全球推動道路交通安全，而於 2012

年頒布之一套作業標準。ISO 39001 標準之架構共分十章，其中第一

至三章分別為範圍(Scope)、規範性引用文件(Normative References) 

以及術語和定義(Terms and Definitions)。第四章開始則為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系統的實質內容（詳如表 4.2 所示），包含了整個系統從規劃

(Plan)、執行(Do)、檢討(Check) 以及採取修正措施(Act)等管理作業之

整體循環機制（如圖 4.1 所示）。 

表 4. 2：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ISO 39001 之標準章節 
章節 名稱 章節 名稱 
1 範圍 7 支援 
2 規範性引用文件   7.1   合作 
3 術語與定義   7.2   資源 
4 組織與背景   7.3   能力 

4.1   瞭解組織與其背景   7.4   察覺 
4.2   瞭解利害關係者之需求與期待   7.5   溝通 
4.3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範圍界定   7.6   文件化資訊 
4,4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8 運行 

5.  領導   8.1   運行計劃與控制 
5.1   領導與承諾   8.2   緊急突發狀況之準備與應對 
5.2   政策 9 績效評估 
5.3   組織角色、責任與權限   9.1   監控、量測、分析與評估 

6 規劃   9.2   道路交通事故與其他事件之調查 
  6.1   概述   9.3   內部稽核 
  6.2   風險與機會應對措施   9.4   管理檢討 
  6.3   道路交通安全績效因素 10 改善 
  6.4   道路交通安全目標與其實現計畫  10.1   差異性矯正措施 
   10.2   持續改善 

本研究基於推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ISO 39001 之需要，且為

讓交通運輸相關組織能夠更清楚地瞭解 ISO 39001 之內涵，乃嘗試以

交通安全專業之角度將 ISO 39001 標準之所有條文及附錄 A、B 及 C

全部翻譯成中文，以協助輔導課程講義之編纂及上課教材之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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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ISO 39001 之 PDCA 執行流程與架構 

4.1.3 輔導課程教材之編製與實際教學使用 

配合本研究之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ISO 39001 輔導課程

之教學已陸續推動兩年，各教學單元所使用之教材及演習使用表單經

多次修訂後已漸趨完整（如表 4.3 所示），已為我國推廣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系統做好奠定基礎的準備。   



57 
 

表 4. 3：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輔導訓練課程教材統計 

課 程 名 稱 
投影片

(頁數) 
建 立 之 表 單 

1. ISO 39001:2012 標
準內容與功能簡

介；標準導入程序

簡介 

27 無 

2.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系統  (ISO 39001)
國際標準使用指引 

39 無 

3. ISO 39001 組織條

文與先期審查報告 
50 a.    A0 表 

4. 法規鑑別與符合性

查核 
25 

a.    法規分類總表 
b.    法規鑑別登錄總表 
c.    道路交通安全法規查核表 
d.    不符合法規一覽表 

5. 道路交通安全風險

鑑別評估 
70 

a. 危害清查表 

b. 危害發生頻率表 

c. 危害嚴重程度表 

d. 風險判定程度表 

e. 現有控制程度表 

f. 風險等級判定表 

g. 風險等級管制表 

6.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系統規劃  
87 

a. 道路交通安全政策 

b. 道路交通安全體系圖 
c.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方案評估表 
d. 道路交通安全目標/標的/方案管理一覽

表 
e.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方案成果表 

7.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系統文件規劃與製

作 

58 

a. 權責表 
b. 文件制定/修訂/廢止申請單 
c. 文件修改對照表 
d. 系統文件編碼表 
e. 文件登記表 
f. 文件分送紀錄表 
g. 文件發行及作廢章圖示表 
h. 紀錄名稱一覽表 
i. 文件管制清冊表 

8.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系統內部稽核 
42 

a. 內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稽核計畫表 
b.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稽核查檢表 
c. 內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稽核人員名冊 
d. 內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稽核查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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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內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稽核缺點矯正

通知單 
f. 內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稽核缺點改善

追蹤表 

9.管理審查會議 21 無 

 

4.2 導入使用之參考手冊 

4.2.1 參考手冊簡介 

為加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ISO 39001 之導入，本研究以輔導

課程教材所規劃的「八單元課程模組」為主，將八個模組依「六大系

統項目」編寫一套供我國汽車運輸業作為先期評估或導入 ISO 39001

的參考及自我學習手冊。將課程模組系統化，使有意導入及取得驗證

的運輸業者，能夠更快且容易瞭解 ISO 39001 標準之內涵，以及實際

操作執行方法。 

4.2.2 參考手冊使用指南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參考使用手冊》之內容將於附冊中完整

呈現，本章節僅簡單介紹手冊之基本架構，使讀者能夠清楚手冊編纂

的架構，以利更容易理解 ISO 39001 之精神。 

ISO 39001 標準條文共分十個章節，本研究團隊將十個章節依照

其內容劃分為八個單元的課程模組，閱讀者可依序閱讀八單元課程模

組之內容以學習和瞭解 ISO 39001 標準。除了參考使用手冊內將詳述

課程模組內容與各步驟執行方式，也可參閱本報告所附的精緻化教材。

精緻化教材為研究團隊輔導汽車運輸業者時實際所使用的上課教材，

並再加以調整編修精緻製成，以簡報方式呈現各模組內容之重點，可

搭配參考使用手冊一同進行 ISO 39001 之導入工作。 

各單元模組以系統化方式將其內容分為六大項目。首先敘述各單

元設立的目的，再將模組內容的執行重點列出，並提供相關表單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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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之建置步驟，參考範例也置於附錄後供建置表單及程序，最後再提

供完成清單供導入執行度的檢驗；也提供演練規劃與常見問答讓業者

在導入 ISO 39001 時可參閱。第一單元較特殊，是 ISO 39001 標準之

介紹，為其精神與標準涵蓋內容，因此並無相關表單及程序之建置與

演練。 

4.2.3 課程模組與 ISO 39001 標準對應章節 

1.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ISO 39001:2012 之條文解讀課程模組 

內容對應 ISO 39001 標準的第一章到第三章 

2. ISO 39001 組織條文與先期審查報告課程模組 

內容對應 ISO 39001 標準的第四章及第五章 

3. 法規鑑別與符合度查核課程模組 

內容對應 ISO 39001 標準的第四章到第六章 

4. ISO 39001 道路交通危害識別與風險評估課程模組 

內容對應 ISO 39001 標準的第六章及第七章 

5. 政策／目標／標的與方案模組課程模組 

內容對應 ISO 39001 標準的第五章及第七章 

6. 文件規劃與製作課程模組 

內容對應 ISO 39001 標準的第七章 

7.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內部稽核課程模組 

內容對應 ISO 39001 標準的第八章及第九章 

8. 管理審查會議課程模組 

內容對應 ISO 39001 標準的第八章到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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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六大系統項目 

本節為六大系統項目的設立目的，為參考使用手冊架構之簡單介

紹。 

（一） ISO 39001 標準 

瞭解本單元模組所建立之 ISO 39001 標準依據及其目的。 

1. 與本單元模組對應之 ISO 39001 標準 

陳列本課程模組相關之 ISO 39001 標準，詳細條文的

中文翻譯置於附錄中供參考及查閱檢視。 

2. 本單元模組之建置目的 

敘述此單元的建置意涵與 ISO 39001 標準的運作精神

和重點，可視為學習目標，以利 ISO 39001 的導入執行。 

（二） 操作重點 

運輸業者於申請 ISO 39001 驗證之前置工作，為相關操作

重點、需建置之相關文件或程序之簡述。此部分為該模組參

考的依據，業者可按照此操作重點進行規劃演練，以導入 ISO 

39001 至公司內現有的管理流程當中。 

（三） 相關程序及表單之建置 

此部分為程序及表單建置之步驟參照及範例參考，供業者

執行操作重點時細部步驟的參考，實際執行的情況可以依照

各業者內部現有的程序及表單建置方式來微調。 

 相關程序建置之具體作法及範例 

 相關表單建置之具體作法及範例 

 與其他標準整合之具體作法及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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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議完成清單 

依據操作重點提供該單元模組所需建置之程序文件及表

單文件的確認清單，以供確認 ISO 39001 導入的執行情形。 

 程序文件確認清單 

 表單文件確認清單 

（五） 演練規劃 

根據操作重點來規劃演練實作，將 ISO 39001 的精神導入

現有的管理制度當中。 

 內部溝通、程序及表單之演練規劃 

 內部及外部稽核之演練規劃 

（六） 常見問答 

說明回答導入 ISO 39001 時，可能遇到的困難及其解決方

法或應對方式，使 ISO 39001 導入能夠更加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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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提汽車運輸業之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機制 

因應我國汽車運輸業之公司規模及安全管理系統建置程度之差

異，本研究已於前期之計畫中研提「道路交通安全分級管理制度」之

構想，期待透過因材施教與逐步導入的方式，讓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

統能夠在我國之汽車運輸業落實深根。因此，為能有效推展此一管理

系統，本研究除透過相關研究文獻之回顧，瞭解瑞典、日本及澳洲等

先進國家對其汽車運輸業進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要求與作法外，並

蒐集我國其他部門推動 ISO 管理系統(如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等)之作法與經驗，彙整各政府機關對於汽

車運輸業安全管理之監督管理機制，充分掌握我國推動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系統之環境與背景，為規劃推動機制做好準備。 

本研究亦舉辦汽車運輸產業相關公會之座談會，透過與各業別代

表之對話，瞭解汽車運輸產業不同業別之公司規模與特性、營運方式

及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作為之差異，以作為進一步規劃管理機制及設計

個別公司訪問調查問卷之參考依據。最後，本研究將以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系統所要求執行之各項任務作為問項，邀請受訪運輸業者之高階

主管回答執行各項任務之困難度，以評估現階段不同業別之個別公司，

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能力與困難，以作為本研究研擬分級推

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機制之參考依據。本研究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系統機制規劃之作業流程如圖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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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開始

回顧國內外運輸
之安全管理方式

我國其他政府部門
推動ISO之作法

美、日、歐等政府
之安全管理做法

彙整各級政府對於
運輸業者之安全管

理機制

產業公會座談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機制之規劃

公司規模
及營運現況調查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機制之訂定

  
圖 5. 1：建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機制之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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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國內外 ISO 39001 標準驗證之推動與執行經驗 

5.1.1 國外政府單位發展 ISO 39001 及汽車運輸業安全管理之做法 

國內雖正在積極推廣 ISO 39001，但由於實際推行後之績效，需

要較長時間的觀察與比較，目前還不容易觀察到具體客觀之數據為佐

證。國外政府於 2012 年推出後，迄今近 6 年。但實際上世界各國交

通安全之推動策略與做法，早已展開並持續修正及推動。瑞典針對道

路安全建立標準，針對國內公司進行調查，並藉由 ISO 39001 試行，

發展出新的驗證標準(Marten Jognsson, 2012)；日本一面針對運輸業者

訂定相關法律，一面推行 ISO 39001，結果亦顯示公司導入 ISO 39001

兩年後具有正面效益(Kazuo Yagi, 2013)；澳洲則針對大型車輛採用驗

證作為管理方式，並將其結果進行缺口分析針對多面向提出建議

(Crackel, L., 2010)。以下對瑞典、日本及澳洲發展 ISO 39001 及推動

運輸業安全管理之做法進行詳細介紹。 

（一） 瑞典之推動與執行經驗 

瑞典在交通安全領域的成就，一直是協助歐盟 European Union(EU)

構成歐洲統一安全標準的重要成員，主要原因是瑞典國會於 1997 年

立法通過「Vision Zero」，成為瑞典在交通安全執行面的長期指南與原

則，也間接促使 ISO 39001 的發展。透過官方組織與非官方組織的共

同合作，由中央政府組織 Swedish National Road Administration(SRA)

擔任最高階層的負責單位，負責聯合並推動相關組織發展道路安全管

理(Road Traffic Safety, RTS)。 

在 Vision Zero 的推動之下，瑞典已然成為道路安全發展的標竿國

家。在 2003 年，瑞典由 SA(Swedish Association of Road Transport 

Companies)針對道路安全的部分建立了 SA-RTS(Road Traffic Safety 

Standard)道路交通安全的標準，並依照此標準驗證了瑞典國內 141 家

汽車運輸企業。其在事後針對受驗證的公司進行調查，有 93 間公司

接受調查，約 40%公司表示接受驗證對於公司的收益有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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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表示接受驗證讓公司安全指標的完成度達到一個更好的階層。 

大多數 SA-RTS 驗證的企業也有符合 ISO 9001 的品質管理驗證，換

言之這些公司都非常熟悉管理系統類型的工作，這對於 ISO 39001 的

驗證過程有所幫助。 

SA 為加速 ISO 39001 的發展，於 2012 年初依照 ISO 39001 的草

案標準(Draft International Standard (DIS) ISO 39001)審核瑞典國內的

運輸公司，作為 ISO 39001 的試行，並在 2012/3/28 驗證了第一家公

司”Närkefrakt”，其中透過過去分析風險的方法測試 Närkefrakt 公

司，並作為 RTS 的標的與衡量方法。以瑞典多年推動 SA-RTS 的經驗

為基礎，同時利用試行 ISO 39001 草案的方式及時給予回饋，並在國

際標準化組織(ISO)的支持下，於 2012 年 11 月催生出 ISO 39001 新

的驗證標準。此新的標準包含 RTS 政策的發展與施行，並給予法令

上清楚的目標和資訊，提供組織明確的定義及其可控制與影響的政策

和因素等。 

由瑞典過去的 RTS 推動經驗，其認為當涉及到設定 RTS 的要素

和標準時，組織應該將要素和標準設定為可受控制和影響的，並且這

些要素和標準應相對作為交通事故致死或受傷率的風險分析，也因此

對於一個小公司，風險評估需要經過長時間的週期才能夠看出效果，

例如 10-20 年以上。同時這種長時間的資料蒐集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在 RTS 上些微改善可以累計成一個顯著的影響。 

RTS 是由多方共同創建的，包含司機、運營商、客戶、汽車廠商

和基礎設施供應商等共同創建的，強調在道路交通系統中的所有利益

關係人都應採取措施，為自己在 RTS 的一部分負責任，並與其他各

方合作。這也正是 ISO 39001 所欲達成的目標，使所有道路使用者的

培訓教育具有共同的標準和指導原則。 

（二） 日本之推動與執行經驗 

日本交通事故造成的傷亡在 2006 年以前是逐年攀升的趨勢，促

使日本政府推動 RTS，以改善交通安全。日本政府針對汽車運輸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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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制定道路安全相關法規，也規範一般人民的道路使用行為，另政

府亦從管理方法去進行改善，促使運輸業能有一套完善的管理系統具

體作法，即是鼓勵私人企業進行 ISO 39001 的驗證。 

ISO 39001 在 2012 年底正式上路前就已經受到日本政府及民間關

注，期望能夠在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體系中導入標準化的規範，並在

事業層級與安全水準上有所提升。在 ISO 39001 施行二年後，透過日

本國內的獨立行政法人自動車事故對策機構(NASVA)進行問卷調查，

評估日本通過 ISO 39001 驗證的公司組織，對於進行驗證時的實際效

益與其他實務情形。在這些受訪的業者中，大多數是運輸相關業者，

但亦包含有金融業、廢棄物處理業等不同特性機構，為了業務上用車

而進行 ISO 39001 的驗證。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受訪業者認為 ISO 

39001 不僅在交通安全層面上有正面影響，使員工和司機產生自我意

識，亦使員工更清楚自己的定位，並且增加員工間的交流合作。 

除了 ISO 39001，本研究也彙整日本對於安全管理的做法，以下

介紹運行管理者制度。 

 日本運行管理者-與交通安全管理相關議題之發展 

依據日本頒佈之「道路運送法」及「貨物自動車運送事業法」，為

確保營業用車輛執行業務時的行駛安全而設立「運行管理者」，通常

簡稱「運管」。通過國家指定機關考試合格者，可被運輸業者之安全

運輸責任者任選為「運行管理者」。運行管理者特有一套流程稱為「点

呼」，這是一套用以確保行車安全的一套管理流程。運輸業者不論其

運費或乘客數，需依不同的運輸產業和規模分別設立一定數量的運行

管理者，5 輛以下的規模並不強制需設置有資格的運行管理者，但若

乘客人數在 11 人以上則需設置一名有資格的運行管理者。若是輕型

車則不論車輛數多寡皆不需設立運行管理員。而 2013 年 5 月 1 日後

擴增範圍規定即使車輛數少於 5 輛也需設置一名有資格的運行管理

者，計程車業或特殊條件下之卡車業則不受此限。並於 2017 年 12 月

1 日開始，遊覽車業者的運行管理者選任人數至少為兩名，特殊條件

下之車輛數在 4 輛以下才只需一名運行管理者。相關規定詳如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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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表 5.3。 

表 5. 1：遊覽車業所需設立運行管理者的數量表 

（2017 年 12 月以後適用） 

車輛數 需設置有資格的運行管理者數 

5 至 39 輛以下 2 名(特殊條件 4輛以下至少 1人) 

99 輛以下所需設置的運行管理者數 = 1 + 配置車輛數 ÷ 20 

100 輛以上所需設置的運行管理者數 = (配置車輛數 – 100) ÷ 30 + 6 

表 5. 2：客運、計程車業所需設立運行管理者的數量表 

（2013 年 5 月以後適用） 

車輛數 需設置有資格的運行管理者數 

5 至 39 輛以下 1 名(計程車業 4輛以下不限制) 

之後所需設置的運行管理者數 = 1 + 配置車輛數 ÷ 40 

表 5. 3：卡車業所需設立運行管理者的數量表 

（；2013 年 5 月以後適用） 

車輛數 需設置有資格的運行管理者數 

5 至 29 輛以下 1 名(特殊條件 4輛以下不限制) 

之後所需設置的運行管理者數 = 1 + 配置車輛數 ÷ 30 

（一） 運行管理者資格取得 

1. 資格取得先備條件（通過其中一項即可）： 

(1) 通過運行管理者資格測驗合格者： 

 需有營業車輛相關事業一年以上管理實務經驗。 

 修完基礎講習課程可替代實務經驗。 

(2) 五年以上運行管理相關業務經驗和修畢五次以上運行管

理相關講習課程。 

修習的講習課需由國家認定的講習機關所開授，相關運輸業

者及被選任的運行管理者兩年內至少需接受一次講習課程，

課程分為 3 類： 

(1) 基礎講習（16 小時）：必要基礎知識及必要法令和業務課

程。 

(2) 一般講習（5 小時）：相關知識及必要法令和業務課程。 

(3) 特別講習（13 小時）：事故防止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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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獲得先備條件可取得「運行管理者資格者證」。 

3. 取得資格者證後可被選任為「運行管理者」。 

4. 運行管理者資格證種類： 

(1) 一般乗合旅客（客運業）。 

(2) 一般貸切旅客（遊覽車業）。 

(3) 一般乗用旅客（計程車業）。 

(4) 特定旅客（特定路線、乘客運輸）。 

(5) 貨物（貨運業）。 

5. 資格測驗時間：一年兩次。 

6. 測驗合格標準：需取得總分的 60%以上（30 題測驗需回答正

確 18 題以上）。 

7. 測驗科目 

(1) 貨物類 

 貨物自動車運送事業法 

 道路運送車両法 

 道路交通法 

 労働基準法 

 その他運行管理者の業務に関し、必要な実務上の知

識及び能力 

（與運行管理者相關，實務上必須的知識及能力） 

(2) 旅客類 

 道路運送法 

 道路運送車両法 

 道路交通法 

 労働基準法 

 その他運行管理者の業務に関し、必要な実務上の知

識及び能力 

（與運行管理者相關，實務上必須的知識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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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運行管理者工作內容 

1. 指示性指導：不讓指定駕駛以外的人執行駕駛勤務。 

2. 防止疲勞駕駛： 

 管理駕駛休息和睡眠時所需使用的設施。 

 確保駕駛在工作時間和執行勤務後有充分的休息和睡眠，

也確保駕駛工作時間和執行勤務時間在法定範圍內。 

 避免司機酒駕。 

 掌握駕駛的健康狀態，包含其執行勤務狀態、疾病、疲勞、

飲酒狀況等影響安全駕駛的因素。 

 長距離和夜間駕駛的疲勞等安全駕駛相關管理，提前安排

另一名駕駛輪替。 

3. 防止超載：指導及監督駕駛員對防止超載的應對措施。 

4. 裝卸貨物：指導及監督駕駛員對貨物的上下貨方法。 

5. 裝載方式： 

 避免重心偏移的裝載方式。 

 防止貨物在運送過程時可能掉落的情形，像是使用繩索

或帆布固定。 

6. 点呼（貨物自動車運送事業運送安全規則第二章第一節第七

條）： 

(1) 在駕駛執行勤務前，以面對面的方式對駕駛執行点呼（若

有困難則可以使用電話執行点呼），確保其操作安全並給

出必要指示。 

 檢查駕駛是否飲酒。 

 檢查駕駛是否有疾病、疲勞或其他影響安全駕駛的狀

態。 

 日常檢測執行的確認。 

(2) 在駕駛執行勤務後，以面對面的方式對駕駛執行点呼（若

有困難則可以使用電話執行点呼），詢問車輛狀況、道路

和駕駛狀況，並檢查駕駛是否有飲酒。若是有更換駕駛的

情形，則提供更換駕駛時的通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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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是其中一次点呼是由電話聯繫，需要在駕駛執行勤務期

間再以電話聯繫一次，確保駕駛的行車安全。 

 檢查駕駛是否飲酒。 

 檢查駕駛是否有疾病、疲勞或其他影響安全駕駛的狀

態。 

(4) 執行点呼時，需將点呼所確認事項記錄，並保存一年。 

 執行点呼的運行管理者和接受点呼的駕駛姓名。 

 執行勤務車輛識別登記（車牌號碼）。 

 点呼的時間。 

 点呼的方法。 

 其他必要的相關事項。 

(5) 保持酒測機器運作正常。 

7. 司機相關紀錄：記錄司機當次執行的勤務。 

8. 運行紀錄之保存。 

9. 事故紀錄之保存。 

10. 製作運行指示書提供司機執行勤務之指示使用，以及指示書

之保存。 

（三） 澳洲推廣道路安全管理歷程 

澳洲國家運輸委員會(National transportation commission, NTC)，自

1990 年陸續實施各式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採用驗證的方法做為管理

大型車輛之方式，同時也在維多利亞省實施大型車輛管理、新南威爾

斯省時施維修管理、昆士蘭省實施疲勞管理。而澳洲國家運輸委員會

也建立全國標準規範、分享資料、辨別業界中最佳標準、設計計畫由

第三方機構驗證、提供管理建議和監督驗證的要求。 

對於取得驗證的公司，可以提高運輸效率、減少定期檢查執法時

的影響，讓公司在管理面具有更佳的彈性，同時可以增加安全，且增

加運輸業的生產力，並將執法的資源移到沒有參予驗證的公司。研究

也指出，榮獲安全獎章、具有安全行車歷史的公司，確實都能夠吸引、

保留與訓練出安全駕駛 (Knipling et al.,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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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行架構部分，澳洲國家運輸委員會從 1999 年起，推行大型商

用車輛安全驗證計畫(National Heavy Vehicle Accreditation Scheme； 

NHVAS)，驗證流程從申請取得驗證，須進行相關登記以及備妥申請

表。開始取得驗證時，公司將進行維護並讓驗證車輛有辦法進行辨識，

在驗證過程中會經過多次檢查，若有違反標準及規定的公司會遭受制

裁，每當在驗證到期前，公司得以申請更新驗證或是解除驗證。有關

NHVAS 驗證整體流程如圖 5.2 所示。 

 

圖 5. 2：NHVAS 安全驗證流程圖 

資料來源：道路交通安全改善方案之發展與評估方法之研究(2014) 

此外，澳洲在近年來也陸續提出多項道路交通安全策略，包含：

2011 年 5 月的國際道路安全策略(National Road Safety Strategy)，同年

10 月推出的「一起邁向 0 的 SA 道路安全策略(SA Road Safety Strategy 

Towards Zero Together)」(如圖 5.3 所示)，還有像是 ISO 39001 機會索

引(ISO 39001 opportunity referenced)或是澳洲路政委員會之永續利益

(Sustained interest from Austroads) 、 澳 大 利 亞 道 路 安 全 學 院

(Australasian College of Road Safety)、澳洲新車評估計劃(Australasian 

New Car Assessment Program；ANCAP)等等，都是澳洲近幾年所推行

的道路交通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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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SA Road Safety Strategy Towards Zero Together 安全策略 

2015 年 11 月，Austroads 公司將 ISO 39001 執行辦法彙整成報告，

內容包含了：執行簡介、問卷調查以及相關分析結果。其中，問卷調

查是針對澳洲及紐西蘭地區進行，將結果進行比較且進行缺口分析

(gap analysis)，並針對分析結果就提升安全意識、環境現況、領導關

係、計畫、監督、驗證、改善等面向提出建議。 

Austroads 公司為瞭解管理面與 ISO 39001 的關係，提升對 ISO 

39001 的關注及 ISO 元素的關聯性，並增加道路安全管理的強度，因

此進行此項調查。問卷共訪問了 41 個機構，結果發現，受訪者對於

ISO 39001 的詳細內容瞭解及關注程度偏低。此外，在本次調查透過

缺口分析，共針對多個面向進行建議，表 5.4 為此調查在各面向的關

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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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4：澳洲受訪者對 ISO 39001 於各面向之關鍵分析發現 

面向 調查觀點發現 

提升安全意識 
 超過半數的受訪者聽過 ISO 39001 或曾有留意到

ISO 39001。 

 低於三分之一的受訪者注意到 RTSMS 或有留意到

RTSMS。 

環境現況 

 重要的步驟分別為瞭解影響的道路機關、指出相關

團體以及決定管理的範圍。 

 低於 10%的受訪者指出相關程序已有文件化或正在

文件化。 

領導關係 

 超過 60%的受訪者指出，他們所屬的企業並沒有合

適的安全系統或原則等程序。 

 大約 60%的受訪者指出，企業中的主要管理中，沒

有道路安全的規定或保證。 

計畫 
 受訪者多數指出，有許多安全事項沒有被提出，包

含工作中員工使用機動車輛、值勤車數、購車策略

等。 

執行  近八成的受訪者並沒有被要求進行道路安全服務

(如：資源分配、推廣、教育等)。

監督驗證改善  對於道路養護、管理或發展計畫，低於 20%的受訪

者打算進行驗證，並投入經費執行。 

 

5.1.2 我國其他政府部門推動 ISO 相關規範之策略及方法 

除道路交通安全議題外，運輸事業由於需使用能源來驅動運具，

以進行客、貨的運送，因此除 ISO 39001 以外，能源管理以及能源消

耗導致的環境管理議題等項目，亦為與運輸有直接相關的標準，在國

內亦由公部門持續推動中。因此本研究彙整我國政府其他有關部門推

動 ISO 相關規範之策略及方法，主要標準如環保署之 ISO 14000、經

濟部能源局推動的 ISO 50001、勞動部推動 TOSHMS 等。以下先就該

三項標準內容進行簡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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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ISO 14000 

ISO 14000 為環境管理規範，將環保管理思維置入營運作業的核

心以獲得永續成功，並有助於降低營運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並促進企

業成長，其有關系列之標準如圖 5.4 所示。透過實施 ISO 14000 可以

藉著此一環境管理系統的推動來增加營運的環保績效與經營效率，並

進而改進企業的體質，建立永續發展之經營基礎，另外亦可提昇公司

的形象。 

世界上許多與我國有外貿往來的國家，均已承諾將採用 ISO 14000

建立環境管理系統，我國產業界可能遭受出口的衝擊，視其為另一種

貿易障礙，因而希望產業界能儘早取得驗證，以化解威脅。 

由於 ISO 14000 之立意是為避免國際間不重視環保之惡性競爭，

且國際經貿與環保的關係日益密切，國際市場中，其環保工作的推動

極可能面對類似 ISO 9000 國際品質標準的要求，在未來 ISO 14000 系

列標準，將成為貿易活動的強制驗證要求。透過 ISO 14000 的建立，

也可以避免因標準不一造成環保貿易障礙，以及保證環境管理系統的

一致性，因此行政院早於 1995 年開始推動，並同時由行政院所屬之

跨部會組織「全球環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積極展開研擬因應對策，

研議各分工事項。於 1996 年全球環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並已正式增

設 ISO 14000 工作分組，由經濟部負責召集，幕僚作業由工業局負責，

以協調整合各單位資源積極推動 ISO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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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4：ISO 14000 環境管理標準系列 

ISO 14001 於 2004 年推出後，迄今 13 年之久，隨著時代變遷及

科技發展等實際需要，於 2015 年推出 ISO 14001:2015 版本，其增加

「組織背景」分析，加強「風險與機會」管理的觀念，對於環境觀點

更為寬廣、關注在環境保護而不止於污染預防，並且有更多與績效評

估有關的特定要求以及緊急事件準備與應變等加入 ISO 14001:2015

中。 

由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顯示，國外著名的 First Group 運輸集團，

為能促使完全符合有關之環保法規，因此建置 ISO 14001，結果除了

達到環保要求外，並更有效使用能源，具體成效為能源消耗減少 31%。

此外，為達成環境保護與企業發展兼籌並重，達成永續經營的目的， 

我國政府單位，如環保署、經濟部等相關部門均積極推動環境管理制

度的發展，檢討修正環保法規、與學術交流研討、宣導環境管理系統

之建立、標準之建立與推廣，並提撥專款補助國內產業建置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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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SO 50001 

ISO 50001 為能源管理系統之規範，協助企業節約能源、降低成

本並符合環保規定。面臨全球追求低碳生活之衝擊，降低能源成本與

管理溫室氣體排放，已成為當前企業追求永續發展之必要策略。ISO

國際標準組織也順應此一趨勢，於 2011 年 6 月正式發布適用於企業

的系統化能源管理標準 ISO 50001，使企業透過建置能源管理系統，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並降低能源成本。 

為貫徹臺灣地區淨源節流政策方向，行政院除致力提高能源效率、

二氧化碳排放減量、確保能源供應穩定，亦積極鼓勵產業界導入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並降低能源成本。在經濟部

能源局推動下，截至 2015 年底，我國已有 242 家以上能源用戶通過

ISO 50001 國際驗證，顯示能源管理系統已受到國內企業之廣泛重視。 

目前經濟部能源局除積極推動我國能源用戶導入 ISO 50001，並

參與國際驗證外，為加速達到能源管理系統宣導與擴散效果，採行結

合國內相關團體、基金會共同進行推廣之方式，共同來進行輔導之推

動，如聯合服務業公(協)會組織與歷年能源管理系統示範輔導用戶，

以案例講解與現場觀摩方式，合作分享能源管理系統運作經驗，協助

已建置能源管理系統的業者精進能源管理系統之運作，也促使尚未導

入能源管理系統的業者，進一步瞭解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的內涵

與建置效益。 

除產業界的推廣外，經濟部能源局將範圍拓展至服務業，目前實

施有「服務業能源管理系統示範推廣輔導計畫」，以示範輔導方式協

助服務業各行業別之能源用戶，依 ISO 50001標準建立能源管理系統，

配合專業節能技術診斷服務、設定能源管理目標及研提能源管理行動

計畫，以落實節約能源之目標，建立我國服務業部門推動能源管理系

統之示範標竿。經濟部能源局於「106 年度服務業能源管理系統示範

輔導申請須知」中，遴選 17 家服務業能源用戶參與示範輔導作業，

此項計畫係由財團法人臺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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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經濟部工業局為加速推動臺灣製造產業建立能源管理系統，

推出結合輔導業者協助製造業建立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示範應用

與推廣輔導計畫，補助部分驗證與輔導費用，期望藉由輔導計劃帶動

製造產業邁向能源有效應用，降低能源成本。 

（三） 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TOSHMS) 

1994 年起，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為勞動部）開始推動自主性評

鑑管理系統，鼓勵及輔導事業單位建立自主性安全衛生管理體制，持

續改進安全衛生設施。而自 2001 年陸續推動職場降災計畫、全國職

場 233 減災方案等職業安全衛生促進方案，臺灣地區職業災害率呈逐

年下降趨勢，勞保職災死亡百萬人率已由 2000 年的 77 人降至 2010

年的 29 人（降幅達 62.3%），創下歷史新低紀錄，接近已開發國家水

準，但與日本及英國等工安先進國家相比，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 

在國際上，BSI OHSAS 18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已被許

多國家所採用，OHSAS 18001 是一個國際性職業健康及安全體系評

審的系列標準，適用於各種行業及規模之公司，其架構與 ISO 14001

及 ISO 9001 一致，亦遵循 PDCA 持續改善模式設計。 

OHSAS 18001 執行之目的在於透過一套風險評估的辦法，找出實

際與潛在的職業災害及風險，再藉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予以預防、

控制及管理，以防止對環境及員工造成傷害。除可以避免大部分的傷

害及意外事故外，即使在緊急狀況下也能以較有效的方式處理及因應。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推動職場安全衛生之提昇改善時，其採取的

概念是比照品質管理系統(ISO 9000)與環境管理系統(ISO 14000)，因

此在企業推動之安全衛生政策措施設計上，亦採用透過規劃(Plan)、

執行(Do)、查核(Check)與改善(Act)的管理循環機制，自主建構一完整

周延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OSHMS)，以便可以更全方位的管理，創造安全

舒適的工作環境。 

為能激勵及擴大國內事業單位的參與，加速職場風險管控能力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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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升及與國際接軌，勞動部於 2007 年已修正相關法規方式，規定

高風險且大型的事業單位（第一類事業勞工人數 300 人以上者）需優

先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並以「聯集」的概念整併 ILO-

OSH:2001 與 OHSAS 18001:2007 之要項及要求，結合該二套制度的

優點，並配合我國實際推動狀況及需求，訂頒一系列適合我國的「臺

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Taiwa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TOSHMS)」相關規範，以作為事業單位推動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參考準則。統計至 2017 年 09 月 11 日，計有 939

家企業已通過 TOSHMS 驗證。 

勞動部於 2008 年起開始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績效認可制

度，以鼓勵業界推動系統化運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後配合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 23 條規定，並於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配合新增相關規

定並修訂「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績效認可作業要點」，於 2016 年將

該制度變更為單軌兩級制(第一級為績效認可，第二級為績效良好評

定認可)，作為認可作業依據。另配合實務運作情形，並於 2017 年 3

月 7 日調整相關規定。亦即針對事業單位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之成效，予以審查並分級。 

績效認可制度採單軌兩級制之作法，係將事業單位或其總機構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運作如已展現一定績效，得提出績效認可申請

或進一步挑戰績效良好評定認可，以共同提升職場安全衛生管理水準： 

1. 第一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績效認可) 

事業單位或其總機構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績效經認

可者，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6 條之 1 規定，其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單位及業務主管得不受專責專職之限制。 

2. 第二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績效良好評定認可) 

通過績效認可且績效達一定標準者，經通知得再申請績效良

好評定認可，績效經評定認可為良好、優良或特優者，依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 條之 7 規定，勞動部得分級公開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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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我國在 TOSHMS 建置流程、推動方式等之作法，彙整說

明如下： 

1. TOSHMS 建置流程 

TOSHMS 相關規範要求最高管理階層應承諾確保所屬員工有時

間參與職安衛管理各項活動，且須提供必要資源使其能有效完成各項

安衛工作。 

事業單位在職安衛管理系統之規劃、建立、執行、檢討、評估及

改善等過程中，均應要有員工及其代表之適度參與。為有效符合此要

求，事業單位可成立一 TOSHMS 推動小組，其成員除安衛人員及相

關主管人員外，亦應包含各部門所推派之員工代表，除建立符合組織

及員工雙方需求之職安衛管理系統，亦可在推動過程中，逐步強化員

工之安衛知識及技能，進而提昇企業之安全文化。 

對於依法應設置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之事業單位，可考量將前述

員工參與之要求及作法，與該委員會應辦理之事項加以融合或整合，

期使在有限之人力資源下，除可同時符合法規對該委員會之要求及系

統規範對員工參與之要求外，亦可符合系統規範對於事業單位應確保

發揮該委員會應有功能之要求。 

TOSHMS 系統之建置流程如圖 5.5 所示。對於已通過 OHSAS 

18001 驗證之事業單位而言，將 TOSHMS 增加之要求融入其現有系

統架構及文件之中即可。對已通過 ISO 14001 但未通過 OHSAS 18001

驗證之事業單位而言，亦可以 ISO 14001 之系統架構及文件為基礎，

將職安衛管理系統融入其中，利於後續系統之有效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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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5：TOSHMS 系統之建置流程 

資料來源：TOSHMS 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資訊網 

2. TOSHMS 推動方式 

(1) 配合訂頒相關規範以鼓勵引導企業驗證 

勞動部為提升事業單位職場風險管控能力，並能與國

際職安衛管理系統接軌，訂頒「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指引」（簡稱為 TOSHMS 指引），另為協助及激勵事業

單位持續強化職安衛管理系統及提昇管理績效，推動自發

性驗證機制，並陸續發布 TOSHMS 驗證規範、TOSHMS

指導綱領、TOSHMS 驗證指導要點、TOSHMS 技術指引

等，引導國內企業將安全衛生管理內化為企業營運管理之

一環，將傳統重點式安全衛生管理朝向系統化之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制度發展，以強化事業單位安衛管理能力、危害

辨識及風險評估能力，有效降低工作場所之風險及危害之

發生。 

而「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規範」及「臺灣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指導綱領」，已送經濟部並於 2011

年 11 月 29 日公告為「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要求」及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指導綱要」國家標準(分別為

CNS 15506 與 CNS 1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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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正職業安全衛生法 

2013 年勞動部修正公布之職業安全衛生法，進一步要

求具高風險性、系統性或複雜性製程之事業單位或工作場

所導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修法明定達一定規模以上

(第一類事業勞工人數 300 人以上)者、從事石油裂解之石

化工業工作場所或從事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之化學品

數量達一定數量之工作場所，均應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系統；自 2017 年起，應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事

業單位規模，由第一類事業勞工人數 300 人以上者擴大至

200人以上者，並增加第二類事勞工人數業 500人以上者，

亦須推動建置。此外，在促進職業安全衛生文化獎勵及補

助辦法中也說明補助對象與相關補助辦理事項。 

(3) 成立 TOSHMS 推動促進會或類似組織 

藉由北、中、南三區域各成立 TOSHMS 推動促進會

或類似組織之模式，以協助辦理 TOSHMS 推動相關事宜。

而通過 TOSHMS 驗證之各事業單位依其所在地，自動納

為該區促進會之會員。其可有效運用事業單位推動

TOSHMS 相關經驗，持續強化事業單位之職安衛管理系

統及管理績效，並激勵其他事業單位加入推動 TOSHMS

行列，得以持續擴大推廣 TOSHMS 成效。此推動機制一

方面可藉由促進會自主規劃辦理相關 TOSHMS 研習、訓

練、經驗分享、聯誼等活動，以提昇企業相關人員的安全

衛生技術及管理經驗；另一方面可與勞動部職安署建立溝

通聯繫平台，並共同辦理 TOSHMS 相關座談或研習會，

以落實企業推動安全衛生管理工作。 

(4) 定期表揚職業安全衛生自主管理績優單位 

勞動部每年會舉辦「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五星獎」

暨「公共工程金安獎」頒獎典禮，當日亦會併就職業安全

衛生自主管理績優單位予以表揚，肯定其推動職場安全衛

生管理之成果，並鼓勵企業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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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持續檢討改善 

勞動部認為企業推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良窳，

攸關其降低職業災害風險與追求永續成長之順遂與否，而

TOSHMS 除為我國傳統重點式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制度轉

向「系統化」與「國際化」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外，更是引

導國內企業將安全衛生管理內化為企業營運管理之一環

的重要工具。 

為使 TOSHMS 制度更臻完善，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署持續與相關部會及驗證機構等研商相關規範，並輔導通

過驗證之事業單位精進各項工安管理機制，發揮安全衛生

自主管理功能，控制職業災害風險，提升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績效，保障勞工安全健康，促進產業競爭力之雙重標準。 

5.1.3 小結 

（一） 由國外推動的經驗 

在 5.1.1 節國外推動的經驗中，大致可以歸納以下幾點： 

1. 國外在 ISO 39001：2012 推出之前，便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有

許多促進的作法在推動，因此在 ISO 39001 推出後，汽車運輸

業者及利害關係者接受驗證的意願極高。 

2. 在 ISO 39001 推行後，並非將已有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促進

作法摒棄，而是持續改進與修正，使其與 ISO 39001 相輔相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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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國在 ISO 39001 推動後，對於推動的成效及驗證者意見蒐集

上，多以問卷調查進行，以瞭解驗證者對於 ISO 39001 實際效

益與其它在實務執行情形的評價。 

（二） 我國其他政府部門推動其他 ISO 標準之經驗 

在 5.1.2 節我國其他政府部門推動其他 ISO 標準之經驗中，大致

可以歸納以下幾點： 

1. 以我國政府部門在 ISO 50001、ISO 14001 及 TOSHMS 的推動

過程來看，我國與日本、瑞典及澳洲在 ISO 39001 的做法均類

似，多由政府部門主導推動，換言之，是由上而下的推動作法。 

2. 為配合該標準的推動，會參考有關標準內容同步進行有關的法

規修改，使標準的精神確實以法規規範業者達成。 

3. 政府部門會結合民間力量，與民間部門或基金會合作，共同行

銷與推廣。 

4. 勞動部之績效認可制度採用分級制之作法，逐級推動，此與日

本運行管理者的做法相似。 

5. 若無國際統一的標準，則可以參考、整合國際標準而自行發展

適用於國內的系統。以 TOSHMS 為例，國內以「聯集」的概

念整併 ILO-OSH:2001 與 OHSAS 18001:2007 之要項及要求，

結合該二套制度的優點，並配合我國實際推動狀況及需求，訂

頒一系列適合我國的 TOSHMS 相關規範，以作為事業單位推

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參考準則。然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

統國際上已存在有 ISO 39001 標準，可以先推動並學習此系統

的精隨，至於是否需要結合國內的管理特色而發展自己的驗證

系統，則需要更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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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我國汽車運輸業安全管理之現況分析 

5.2.1 相關規定法制化課題 

汽車運輸業的九大業別，主要依循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進行籌

備、營運、監督管理及相關的管制事宜，而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在法

規制定上，先依據籌備設立、營運及監督進行通則的規定，其後再分

為客運營業、貨運營業進行各業別的細項規定，最後在對於其獎勵及

處罰進行規定（張朝能等人，2016a；2016b；2016c）。 

在法令的制定上，係針對監督管理單位之觀點進行訂定，雖然已

就客運營業、貨運營業進行分類敘明相關法條，但是隨著社會環境的

改變，以及資通訊技術發展普及，所帶來的資訊透明快速流通，九大

業別各別受到不同的影響及衝擊，須各別依其特點進行探討，找出影

響之處進行策略研擬，進而對於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進行調整，以符

合時宜及民眾期待。 

對此，本所於民國 104 年間已進行一系列「汽車運輸業管理相關

規定法制化作業」研究，並考量以上敘述分為客運、計程車與小汽車、

貨車及小貨車租賃業三大類，各別進行探討及分析，且提出調整相關

法令之建議，以下針對研究結果進行說明： 

（一） 客運類 

在客運類的報告中所探討的主要為營業大客車，亦即包含公路汽

車客運業、市區汽車客運業及遊覽車客運業等三大行業，研究結論指

出，目前客運類的管理規則，應針對下列 3 項事宜進行調整： 

1. 建立未來營業大客車的經營管理架構，以此做為營業大客車

管理規定法制作業的依據。 

2. 研擬營業大客車管理相關規定法制化作業。 

3. 探討經貿自由化對營業大客車業之影響與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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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小客車運輸服務 

在小客車運輸服務研究中指出，營業小客車運輸服務的業態有

「計程車客運業」及「小客車租賃業」兩種，研究結論分為短、中長

期進行管理規則的調整，短期部分，可提升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消

極資格條件以及法律位階、訂定計程車違規統一裁罰標準、修訂計程

車運輸合作社設置管理辦法以符一般法律原理原則、新增計程車牌照

逾檢註銷重領以及修訂繳銷重領規定，以及規範小客車租賃業提供營

業據點以外租車服務及自助租車服務等短期策略。而中長期部份，建

議可進行以下事宜調整： 

1. 改善計程車經營環境，建全產業發展。 

2. 滾動檢討計程車駕駛人執業資格。 

3. 兼顧更生保護政策與民眾安全。 

4. 調整營業小客車之停車場設置規範俾符實際。 

5. 現有運輸業分類重新調整、重新建構完備之「道路交通法」與

「道路運輸業管理法」。 

（三） 貨運業 

貨運業研究部分，共綜整關鍵課題兩大類及 8 項重要課題，做為

管制政策與法規檢討與更新之導向，並擬定短、中、長期之推動方案。

在法規檢討部分，建議經濟管制面應予放寬，減少對業者之限制，以

使其具有更多創新發展空間、經營更具彈性。而政府之管理重點在於

安全監督與健全產業環境，以使安全得以保障並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 

在安全管理相關建議部分，客運類針對人員管制、車輛管制以及

路線及場站管制三面向進行建議。人員管制主要檢核客運市場的服務

人員，確保乘客旅途安全，避免訓練不足之服務員，影響乘車品質或

造成重大事故傷亡；車輛管制部分，旨在確保乘客旅途過程安全與享

有基本服務品質，因此訂定車輛之車身、車重、車齡等相關規範；路

線與場站管制部分，係針對各別路線設站方式之原則進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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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小客車運輸服務安全管理範疇，聚焦在更生保護與民眾安全

之兼顧、計程車駕駛失聯註銷牌照程序修訂以及統一裁罰標準進行建

議，目的在於計程車提供就業機會的同時，應以民眾安全為優先。此

外，強化車輛與駕駛間之連結，讓裁罰標準明確，以嚇止不良駕駛執

業，進而提升搭乘者的安全。在貨運類範疇，主要建議制訂業者安全

合適之規範原則，增加申設汽車貨運業者安全管制要求，此外也聚焦

在大型車的安全檢查，以及風險防範程度。 

綜上，對於汽車運輸業安全部分的法制化建議，聚焦於駕駛者、

車輛及場站三大類，目的在於減少人為事故發生，避免車輛故障出現

事故，並且對此制定明確的規範及罰責。相關重點彙整如表 5.5 所示。 

表 5. 5：汽車運輸業法制化重點建立彙整表 

分類 客運類 小客車運輸服務 貨運類 

所屬業別 

公路汽車客運業 

市區汽車客運業 

遊覽車客運業 

計程車客運業 

小客車租賃業 

小貨車租賃業 

汽車貨運業 

汽車路線貨運業 

汽車貨櫃貨運業 

駕駛者    

車輛    

場站    

建立規範    

 

5.2.2 現況及管理課題 

我國汽車客貨運業安全管理制度主要由政府的公路監理單位主

導，多數業者與駕駛人扮演配合政府法令規章之角色。對於上述的安

全管理要件，主要記載於「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內，相關的安全管

理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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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於汽車運輸業整體要求 

1. 不得載運違禁物品。 

2. 不得與同業惡性競爭。 

3. 不得有欺騙旅客或從事不正當營利行為。 

4. 不得有玷汙國家榮譽妨害善良風俗之行為。 

5. 不得擅自變更車輛規格。 

6. 不得拒絕公路主管機關為安全管理所召集舉辦之訓練或講習。

其中，對於營業大客車另對駕駛人講習有更明確且嚴格之規

定。此外，對於營業大客車之車輛另有相關安全規定，例如：

須明確標示緊急出口、滅火器、車窗擊破裝置位置等，並於乘

客上車後播放安全逃生影片。 

7. 對於駕駛人勤務調派，也有相關駕車時數、連續駕車時數，以

及連續工作日進行相關規範。 

（二） 客運業 

1. 市區客運業及公路客運業 

 針對行駛地點、終點、里程行駛營運並停靠核定之站位，

其上下車的規定進行規範。若非主管機關核准，則須依照

規定於指定地點上下車。 

 對於乘客安全部分，也詳列汽車客運業拒絕乘客乘車之規

定。 

2. 遊覽車業 

 應設置出租登記簿，詳細記載營運情況。 

 應僱用持有大客車職業駕駛執照者，除駕駛專辦交通車外，

駕駛應符合相關經歷及訓練合格經驗，例如：甲類大客車

須具備具備受僱於公路、市區汽車客運業或其他駕駛大客

車等二年以上實際經歷或是具備受僱於公路、市區汽車客

運業或其他駕駛大客車等一年以上實際經歷，並經公路主

管機關專業訓練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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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各公路監理機關按季(每三個月)實施公告，於每年十二

月底完成所轄遊覽車業者之考核(每兩年每公司至少查核

一次) ，針對(『駕駛座上方加(改)裝座椅』；『設於駕駛室

上方之最前方乘客座椅未設欄杆或保護板與擋風玻璃區

隔，欄杆或保護板上緣之後緣與擋風玻璃之距離未達七十

公分』；『前門通道封閉，無法與座位連通僅留中間車門供

旅客上下車』；『安全門無法開啟或封死或加活動蓋板』；

『滅火器逾期』)等行車安全重大違規或缺失之業者，除

上網公告並應敘明違規事實開單舉發。 

 各地公路監理單位對遊覽車客運業者每半年至少一次工

時查核，甚至不定時抽查業者每日行車紀錄。 

 遊覽車客運業三級考核重點(遊覽車客運業管理手冊)。 

 遊覽車客運業應設置「平時管理資料及自主檢查表」， 配

合公路主管機關定期安全考核或評鑑。 

3. 計程車業 

 對於駕駛人其資格進行規定，其中包含駕駛體格檢查紀錄、

執業執照，以及有無違法紀錄或其他不良紀錄等。 

 對於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營運資格之規定。 

（三） 貨運業 

1. 砂石貨運業三級考核制度，要求各砂石貨運業者進行安全管

理自主檢查，並填寫汽車貨運業安全管理自主檢查月報表與

年報表。 

2. 要求砂石車貨運業者應落實駕駛員工時管理，並定期辦理檢

驗與監控上一年度之超載情形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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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砂石車有超載之情形，針對重點地區協調相關單位設置地

磅及進行路邊檢查作業。由上述相關管理辦法之彙整，現行主管機關

之管理方式，主要係要求各業者辦理定期檢驗，並提供相關管理文件

及報表。但此一管理方式容易造成管理空窗期，部分業者為了滿足主

管機關之要求，於檢驗前加強各項管理，一旦過了檢驗時間，就難以

稽核業者對於安全管理執行之成效。安全管理必須落實於日常營運與

行政作業程序中，主管機關應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作為業者必備

之條件，以達成風險內控與外控之目的。 

（四） 九大運輸業者 

1. 九大運輸業者進入門檻 

本研究依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以及「汽車運輸業審核

細」則之規範，綜整國內對九大運輸業者進入門檻的要求如表 5.6

所示。由結果可以看出，國內在進入門檻的要求中，主要針對財

力、車輛設備 (例如車輛新舊、車型及車輛數) 及站場設備訂出

進入基本門檻，並無特別針對安全項目訂定明確的要求。 

表 5. 6：九大運輸業者進入門檻綜整表 
門檻 

所屬業別 
合於當地運輸需

要者 
應能增進公眾便

利者 
具有充分經營財

力者 
具有足夠合於規定車輛及站、場設備者

車輛設備 站、場設備 

公路汽

車客運

業 

(一) 有利於當

地工業之

發展。 
(二) 有利於當

地農業之

發展。 
(三) 有利於當

地商業之

發展。 
(四) 有利於當

地林業之

發展。 
(五) 有利於當

地漁業之

發展。 
(六) 有利於當

地畜牧或

(一) 營運路線

規 劃 周

延，有助

於當地客

貨運輸之

改善及交

通 之 便

捷。 
(二) 當地無同

類之汽車

運輸業，

或現有之

汽車運輸

業不足以

適應大眾

運 輸 需

要。 

最低資本額新

臺幣一億元以

上。但經營離

島 或 偏 遠 地

區路線者；或

由該管公路主

管機關所設審

議委員會認定

能維持運輸供

給穩定，並兼

顧經營品質及

效率，經該管

公路主管機關

核可者，不在

此限。 

應具備全新大

客車五十輛以

上。但經營離

島或偏遠  地
區路線者；或

由該管公路主

管機關所設審

議委員會認定

能維持運  輸
供給穩定，並

兼顧經營品質

及效率，經該

管公路主管機

關核可者，不

在此限；其使

用小客車為營

業車輛者，以

九人座為限，

1.營業所、站

之設備符合

營業需要。 
2. 汽車運輸

業停車場之

設置規定如

附件；停車場

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

政府另依停

車場法第二

十三條訂定

汽車運輸業

停車場設置 
規定者，從其

規定。 
3. 汽車運輸

業應設立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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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 
所屬業別 

合於當地運輸需

要者 
應能增進公眾便

利者 
具有充分經營財

力者 
具有足夠合於規定車輛及站、場設備者

車輛設備 站、場設備 

養殖業之

發展。 
(七) 有利於當

地礦業之

發展。 
(八) 有利於當

地觀光事

業 之 發

展。 
(九) 有利於當

地都市計

畫新市鎮

及新社區

之發展。 
(十) 有利於當

地客、貨

運輸之發

展。 

(三) 有助於市

區之均衡

發展，或

解決偏遠

地區之交

通。 

且同一路  線
使用輛數比例

不得超過二分

之一。 

種以上汽車

修理廠辦理

汽車修護或

委託汽車修

理業代辦之。市區汽

車客運

業 

最低資本額新

臺幣一億元以

上。但由該管

公 路 主 管 機

關所設審議委

員會認定能維

持運輸供給穩

定，並兼顧經

營 品 質 及 效

率， 經該管公

路主管機關核

可者，不在此

限。 

應具備全新大

客車五十輛以

上。但由該管

公路主管  機
關所設審議委

員會認定能維

持運輸供給穩

定，並兼顧經

營品質及  效
率，經該管公

路主管機關核

可者，不在此

限；其使用小

客車為營  業
車輛者，以九

人座為限，且

同一路線使用

輛數比例不得

超 過 二 分 之

一。 
遊覽車

客運業 
最低資本額新

臺幣五千萬元

以上。但專辦

交通車業務及

金門、連江地

區經營遊覽車

客運業者，其

資本額得為新

臺幣一千萬元

以上。 

除專辦交通車

業務者，其車

齡不得超過七

年外，均應 具
備全新大客車

三十輛以上。

但金門、連江

地區經營遊覽

車客運業 者，

應具備全新大

客車得為六輛

以上。 
計程車

客運業 
最低資本額以

公司行號經營

者新臺幣五百

萬元以上。但

個人經營計程

車客運業不在

以公司行號經

營者應具備全

新小客車三十

輛以上，個 人
經營計程車客

運業者以自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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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 
所屬業別 

合於當地運輸需

要者 
應能增進公眾便

利者 
具有充分經營財

力者 
具有足夠合於規定車輛及站、場設備者

車輛設備 站、場設備 

此限。 一輛為限，其

車齡不得超過

三年。計程車

運輸合作社車

輛數量、車齡

條件，由該管

公路主管機關

定之。 
小客車

租賃業 
最低資本額甲

種小客車租賃

業新臺幣五千

萬元以上，乙

種小客車租賃

業新臺幣五百

萬元以上，丙

種小客車租賃

業新臺幣五百

萬元以上。 

甲種應具備全

新小客車或小

客貨兩用車合

計 一 百 輛 以 
上，乙種應具

備全新小客車

或小客貨兩用

車合計十輛以

上。 

小貨車

租賃業 
最低資本額新

臺幣五百萬元

以上。 

應具備全新小

貨車或小客貨

兩用車合計十

輛以上。 
汽車貨

運業 
最低資本額新

臺幣二千五百

萬元以上，其

屬專辦搬家業

務 及金門、連

江地區經營汽

車貨運業者，

最低資本額應

為新臺幣一千

萬 元以上。但

個人經營小貨

車貨運業則不

在此限。 

應具備全新貨

車 二 十 輛 以

上，其屬專辦

搬家業務者應

具  備全新貨

車八輛以上，

金門、連江地

區經營汽車貨

運業者應具備

全  新貨車五

輛以上，並得

視營運需要購

置聯結車併同

貨車計算。但

個  人經營小

貨 車 貨 運 業

者，以自購小

貨 車 一 輛 為

限，其車齡不

得超過 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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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 
所屬業別 

合於當地運輸需

要者 
應能增進公眾便

利者 
具有充分經營財

力者 
具有足夠合於規定車輛及站、場設備者

車輛設備 站、場設備 

汽車路

線貨運

業 

最低資本額新

臺幣五千萬元

以上。 

應具備全新大

貨車三十輛以

上。並得視營

業需要購  置
聯結車併同貨

車計算。 
汽車貨

櫃貨運

業 

最低資本額新

臺幣三千萬元

以上。 

應具備全新曳

引車十五輛及

半拖車三十輛

以上。 

2. 九大運輸業者營運規範 

本研究依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整理九大業種之營運管理規

範如表 5.7。由表 5.7 顯示，國內針對九大運輸業者營運管理著重在

籌備、立案、經營及駕照監理等事宜。規範中與安全管理較為相關的

部分為駕駛人資格審查，皆須符合各業別職業者駕駛資歷並持有有效

駕照。另外在遊覽車客運業相關規定中，特別提及業者應提供詳實資

料，配合公路主管機關定期安全考核或評鑑；在小貨車租賃業相關規

定中，特別提及業者在交付出租汽車時，應與承租汽車駕駛員一併檢

驗該車輛，並簽證確認車輛安全配備齊全及車況良好。在多元計程車

相關規定中，特別提及營業計畫書應包含車輛事故處理之標準作業程

序。 

表 5. 7：九大運輸業者營運管理綜整表 

所屬業別 相關規範 備註 

公路汽車

客運業 

公路之同一路線，以由公路汽車客運業一家經營

為原則。但其營業車輛、設備均不能適應大眾運輸

需要，或其他公路汽車客運業之車輛必須通行其

中部分路段始能連貫其兩端之營運路線時，公路

主管機關得核准二家以上公路汽車客運業經營

之。 
 
公路汽車客運業行駛路線及期限，依下列規定：

一、 公路汽車客運業申請營運之路線，由中央公

路主管機關核定，如有實際需要得酌情予以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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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業別 相關規範 備註 

二、 公路汽車客運業申請營業之期限，由中央公

路主管機關核定之。但申請延長營運路線之

行駛期限，應與原核定路線之剩餘期限相同。

三、 申請營運臨時性之路線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

視實際需要核定之。 
四、 原營運路線因故暫時不能通行時，得借道行

駛，其期限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

核定之。 
五、 新開闢之公路，如為一家公路汽車客運業之

營運路線所包圍，得優先核交其營運，如其

無力擴充營運時，得由政府經營或核交他人

經營之。 

市區汽車

客運業 

市區汽車客運業，應配合市區人口之比例及大眾

運輸需要之營業車輛、設備，由公路主管機關視實

際情形核准一家或二家以上共同經營之。 
 
市區汽車客運業以行駛市區內為原則，其行駛路

線由核准立案之公路主管機關核定。如需要延長

路線至市區以外時，應敘明理由，檢同營運路線

圖，報請各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准後方得行駛。受

理申請之公路主管機關應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 屬於直轄市者，應商得相鄰之縣 (市) 公路主

管機關之同意。 
二、 屬於省轄市者，如延長至直轄市者，應商得

該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之同意。 
三、 屬於縣轄市者，準用第二款之規定辦理。 
四、 該延長路線如有其他汽車客運業申請營運

時，應無條件共同行駛。 
五、 延長行駛至市區以外，以不超過鄰接鄉、鎮、

市行政區域範圍，並以不變更原定票價為限。

但依本規則第十五條規定經相關公路主管機

關同意辦理聯營者，得以鄰接縣 (市) 行政

區域為延駛範圍。 

 
 

遊覽車客

運業 

遊覽車客運業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車輛應停置車庫場內待客包租，不得外駛個

別攬載旅客、開駛固定班車或擅自設置營業

所站。 
二、 承辦機關、學校或其他團體交通車，應於事

前檢具合約書副本報請公路主管機關備查。

三、 機關、學校、旅行業及導遊人員對包租遊覽

車依規定所為查核，應積極配合，不得拒絕。

 
前項第一款車輛出租時，應據實填載派車單（如附

表六）及簽訂書面租車契約，隨車攜帶。派車單及

租車契約並應至少保存一年供公路監理機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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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業別 相關規範 備註 

核。 
 
遊覽車客運業，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應設置出租登記簿，詳細記載營運情況。 
二、 應僱用持有大客車職業駕駛執照者，除駕駛

專辦交通車外，駕駛下列規定之大客車，並

應符合其各目之一之規定： 
（一）甲類大客車： 

1. 具備受僱於公路、市區汽車客運業

或其他駕駛大客車等二年以上實際

經歷。 
2. 具備受僱於公路、市區汽車客運業

或其他駕駛大客車等一年以上實際

經歷，並經公路主管機關專業訓練

合格。 
        （二）乙類以下大客車： 

1. 具備受僱於公路、市區汽車客運業

或其他駕駛大客車等一年以上實際

經歷。 
2. 經公路主管機關專業訓練合格。 

三、 派任駕駛員前，應持依第十九條規定申報登

記審核合格之登記書，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

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如附表九）；派

任駕駛員時應再確認其持有合格之遊覽車客

運業駕駛人登記證。行車時，並應將遊覽車

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置於車內儀表板右側明

顯處；其照片、姓名應面向乘客，不得以他物

遮蓋之。 
四、 駕駛員穿著應整齊清潔。 
五、 派任或使用車輛應符合道路行車條件，並不

得行駛主管機關公告禁止或設立禁制標誌之

路段。 
六、 應設置平時管理資料及自主檢查表，平時自

行確實檢查，並提供詳實資料配合公路主管

機關定期安全考核或評鑑，自主檢查表格式，

由交通部定之。 

計程車客

運業 

經營計程車客運業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車輛應使用四門以上轎式、旅行式或廂式小

客車。 
二、 車輛應裝設計程車計費表，並按規定收費，

不得安裝營業區域以外費率之計程車計費

表。 
三、 車輛應在核定之營業區域內營業，不得越區

營業，其營業區域依附表七之規定。 

多元化計程車營業計畫書

應載明事項 
多元化計程車營業計畫書

至少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組織經營名

稱）、負責人。 
二、營運車輛數、車輛型

式、車輛車身顏色及車齡

（參與多元化計程車客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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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車輛新領牌照或汰舊換新時，車身顏色應符

合臺灣區塗料油漆公會塗料色卡編號一之十

八號純黃顏色。但多元化計程車不得使用前

開車身顏色。 
五、 對所屬車輛及其駕駛人應負管理責任。 
六、 僱用或解僱駕駛人，應向核發計程車駕駛人

執業登記證之警察機關辦理申報。 
七、 車輛應由具有效職業駕駛執照及計程車駕駛

人執業登記證之駕駛人駕駛。 
八、 國道高速公路通行費，應於國道高速公路收

費時段，並經乘客同意行駛國道高速公路，

方得向乘客收取；於交通部公告之日起，其

收費之計算，應以備具國道高速公路通行費

計算裝置之計費表（如附件一）計算之。 
 
計程車客運業由其駕駛人自備車輛參與經營者，

應與駕駛人就有關權利義務事項訂定公平合理之

書面契約，各執乙份，彼此遵循，除應遵守法令規

定，提供駕駛人服務外，並不得有左列行為： 
一、 轉賣營業車輛牌照。 
二、 駕駛人之參與經營權移轉時，無正當理由予

以拒絕或收取不當費用。 
三、 於汰換車輛時，向駕駛人收取費用。 
四、 強制代駕駛人購置營業車輛。 
五、 巧立名目向駕駛人收取不當費用。 

服務之車輛牌照不得重複

提列為其他申請人之計程

車車輛牌照）。 
三、營運車輛之計程車駕

駛人執業登記證證號。 
四、投保旅客責任保險金

額（不得低於計程車客運

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

第六條第三項規定金額）。

五、乘客預約及取消方式。

六、多元化計程車規劃之

費率及收費方式。 
七、電子支付車資之方式、

與電子支付業者服務費用

分攤方式。 
八、乘客申訴及消費爭議

處理機制。 
九、車輛事故處理之標準

作業程序。 
十、車輛定位、行車軌跡與

電子支付等資料之安全維

護管理計畫，及業務終止

後之處理方式。 
十一、申請人、駕駛人及車

輛服務品質之自主管理與

退場機制。 
十二、提供其他智慧化或

特色加值服務之經營構想

或內容。 
 
經營多元化計程車客運服

務之業者，應提供下列服

務： 

一 、 於消費者叫車前提供

相關資訊： 
（一） 車輛：至少應包

括 車輛廠牌、牌

照號碼、出廠年

份等。 
（二） 駕駛人：至少應

包括有效計程車

駕駛人執業登記

證之顯示、消費

者乘車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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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費率：至少應包

括預估車資。 

二 、 車輛定位及行車軌

跡。 

三 、 依營業計畫書所定期

程採全面電子支付。

四 、 可供消費者乘車後進

行服務品質評價。 
 

多元化計程車接受消費者

提出之乘車需求以預約載

客為限，不得巡迴攬客或

於計程車招呼站排班候

客。 
 
個人經營計程車牌照之使

用以原申請人為限，不得

轉讓其他個人或公司行

號。但經核准歇業，得連同

原車過戶予符合個人經營

計程車申請資格條件者。 

小客車租

賃業 

經營小客車租賃業及小貨車租賃業應遵守下列規

定： 
一、 租車人自行駕駛者，應領有有效之本國駕駛

執照或國際駕駛執照。 
二、 經營小客車租賃業租車人如須僱用駕駛人

者，應由出租人負責代僱持有小型車職業駕

駛執照者駕駛。出租於外籍旅客者，並由熟

諳外國語言之優良駕駛人代為駕駛。小貨車

租賃業之營業車輛應由租車人自行駕駛使

用，不得由出租人代僱駕駛人。 
三、 驗明租車人駕駛執照內所載駕駛人姓名、住

址、駕駛執照號碼及准駕車車類相符後，始

得填製汽車出租單連同出租車輛交付租車

人。小客車租賃業應承租人之請求代僱駕駛

人時，並須驗明承租人之身分證件連同代僱

駕駛人駕駛執照加以登記。 
四、 供租賃車輛於出租前應實施檢修，保持良好

狀態，且應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並得投保車

體損失保險、汽車竊盜損失保險或旅客責任

保險，未投保時，出租人應告知租車人，並載

明於出租單。 
五、 應備置汽車出租紀錄簿詳細記載租賃情況，

並至少保存兩年。 

 
 
 
 

小貨車租

賃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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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應明示承租人隨身攜帶汽車出租單及行車執

照以備查驗。但租賃期間一年以上之承租人

得免隨車攜帶汽車出租單。 
七、 交付出租汽車時，應與承租汽車駕駛員一併

檢驗該車輛，並簽證確認車輛安全配備齊全

及車況良好。 
八、 不得將供租賃車輛外駛個別攬載旅客、貨物

違規營業。 
前項第三款之租車人為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或機

關時，應驗明租車人登記名稱、營業所或事務所地

址及代表人姓名後，始得填製汽車出租單連同出

租車輛交付租車人。 

汽車貨運

業 

貨運業應依規定之營業種類營運，不得攬載核定

種類以外之貨物。 
汽車貨運業專辦搬家業務者，公司行號名稱應標

明「搬家」，業務範圍以從事搬家業務為限，不得

攬載一般貨物，其車輛顏色及標識應依公路主管

機關之規定。 
 
汽車路線貨運業經核定營業路線並行駛固定班次

者，應訂定營業時間，公告實施。 

個人經營小貨車貨運業

者，應領有小型車職業駕

駛執照，並應在該管公路

監理機關轄區內設有戶

籍。其戶籍如有遷移變更

時，應向當地公路監理機

關報備。 
個人經營小貨車貨運業車

輛牌照之使用以原申請人

為限，不得轉讓其他個人

或公司行號。 

汽車路線

貨運業 

汽車貨櫃

貨運業 

5.2.3 各類運輸產業分析 

前述係以分析各產業面間之差異，但在進一步探討產業內各公司

之差異，會發現即使是同一產業，各公司不論在資本額、營業額及車

隊規模均有差異。以公路汽車客運業為例，105 年 12 月公路客運業

者（國道客運＋一般公路）計 57 家，載客人數為 254,369 千人次，

總延人公里為 9,684,828 千人公里。其中，一般公路客運計 43 家，

經營 940 條路線（補貼路線 554 條）；國道客運業者計 30 家，經營

國道路線共 186 條，其年營業額與資本額分別如圖 5.6 與圖 5.7 所示

（2011 年資料）。由圖可知，以營業額計算市場集中度指標，顯示國

道客運產業之四大業者集中度指數(CR4)大於 50%、八大業者集中度

指數(CR8)大於 75%，屬於高度集中產業，且部分業者佔有客源優勢，

顯然屬於寡佔市場。 

觀察 2011 年之國道客運業者營業額發現，大多數的國道客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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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年營業額小於新台幣 1 億元。而若觀察國道客運業者之資本額則

可知大部分業者之資本額約於 1 億至 4 億之間。統聯及國光分別是資

本額最高的公司，分別約為 16 億元與 10 億元。顯示經營國道客運路

線的業者其經營能力與營運規模存有相當大的差異。此一情形在貨運

產業亦同，表 5.8 為三大貨運產業之公司家數、車輛數、平均車輛數

及營業額，顯示各運輸產業之業者公司規模差異甚大，其對於道路交

通安全系統之投入資源能力也不盡相同，公司現行的安全管理機制也

鬆嚴不一。 

若採用單一標準導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將使得規模較小之

公司難以執行，但若降低標準，又無法充分達到安全管理之目標。因

此，是否需要根據不同營運規模之公司訂定不同之標準，值得進一步

加以研究。基此，本研究擬針對九大公路汽車客貨運業之營運規模、

安全管理系統的建置程度，以及安全管理的方針與投入資源等進行調

查分析，以作為後續推廣策略研擬之依據。 

 

圖 5. 6：國道客運業者之年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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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7：國道客運業者資本額 

表 5. 8：三大汽車貨運業產業之業者分佈情形 

貨運業別 家數 車輛數 每家平均車輛數 營業收入 

汽車路線貨運業 23 8,666 377 138 億元 

汽車貨櫃貨運業 499 6,665 13 － 

汽車貨運業 3,973 58,734 15 636 億元 
 

5.3 研提國內汽車運輸業之道路安全管理機制 

我國汽車運輸產業各業別之經營方式迥異，規模大小之落差也很

大，如要所有運輸業者均導入 ISO 39001 似乎並不務實。國內汽車運

輸產業不僅業別間存在差異，同一業別內之公司規模也大小不一，如

要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有效地推廣到不同規模的公司裡，除了有

必要瞭解公司之規模與營運狀況外，更需要掌控公司內部對落實執行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所需要各項任務之能力。因此，本研究乃利用

問卷調查的方式，透過本所之協助，函請各公會商請各運輸業者協助

填答。問卷之內容除公司之基本資料如資本額、營業額、公司員工人

數、車輛數、駕駛員人數、是否有任何 ISO 驗證經驗等背景資訊外，

更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要求之工作內容轉換成評估之題目，透過

對運輸公司高階主管之勾選回答，以瞭解各運輸公司在推動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上可能遭遇之困難及所需要的協助。期藉此調查所得到之運

輸業者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能力及所遭遇之困難，對我國推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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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管理制度進行分級，並提出管理之建議。 

5.3.1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分級之規劃 

本研究為能掌握我國汽車運輸業者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之能力及所面臨之困難，乃根據 ISO 39001 標準之條文整理出執行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所需完成之工作項目，發展設計出一套擁有 14

道試題之系統性能力量表如表 5.9 所示，藉以評估各業者執行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的能力及執行每一工作項目之困難程度。本研究並結合本

研究團隊過去 3 年輔導業者導入 ISO 39001 之經驗，嘗試歸納出分級

推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機制，最後再依據汽車運輸業各業別推

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機制之迫切性與可行性，研提分階段執行之策略，

以協助我國建立一套可行之汽車運輸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機制。 

表 5. 9：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主要工作項目 

對應 ISO 39001 章節 管理項目 

7.6 建立完整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程序 

7.6 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所有作業以文件之方式呈現並保存 

5.2;6.4 明確建立自己的道路交通安全願景與目標 

7.6 完整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作業標準及表單 

5.3 擁有具備道路交通安全專業之管理人員 

6.2 識別所有作業流程中潛藏之交通安全風險並擬定對策 

6.3 訂定道路交通安全相關績效之指標 

5.1 最高主管承諾且支持推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7.2 投入足夠的資源以推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9.3 定期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進行內部檢查與確認是否符合標準

10.2 持續改善道路交通安全之管理 

4.2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能夠符合現有所有相關法規之要求 

9.4 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有正式的管理審查會議 

5.3;7.5 員工瞭解且能依照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程序執行各項作業 

本研究依監理單位所提供之住址，透過郵寄將一千八百多份問卷

分別寄送至汽車運輸業各業別公司，內附本所及公路總局請求協助填

答之函文，惟回收之比率並不高，僅回收 150 餘家公司之回覆，扣除

填答不齊全之調查樣本後，僅剩約 140 份有效樣本，作為本研究進行



102 
 

調查分析之依據。然而受到樣本數之限制，此結果是否能代表所有運

輸業者，仍需更進一步的確認。各業別公司的營運資訊，例如：資本

額、員工數、車輛數等如表 5.10 所示。 

表 5. 10：公司營運資料 

業別 份數 比例 資本額 份數 比例 

公路汽車客運業 24 17.1% 2500 萬以下 19 13.3%

市區汽車客運業 25 17.9% 2500 萬至 3000 萬 21 14.7%

遊覽車客運業 18 12.9% 3000 萬至 1 億 36 25.2%

計程車客運業 1 0.7% 1 億至 3 億 37 25.9%

小客車租賃業 9 6.4% 3 億以上 30 21.0%

小貨車租賃業 2 1.4% 合計 143 100.0%

汽車貨運業 49 35.0% 成立年期 份數 比例 

汽車路線貨運業 5 3.6% 10 年以下 24 17.6%

汽車貨櫃貨運業 7 5.0% 10 年至 20 年 29 21.3%

合計 140 100.0% 20 年至 30 年 15 11.0%

員工數 份數 比例 30 年至 40 年 12 8.8%

20 人以下 23 17.7% 40 年至 50 年 24 17.6%

20 至 40 人 22 16.9% 50 年以上 32 23.5%

40 至 100 人 23 17.7% 合計 136 100.0%

100 至 300 人 15 11.5% 車輛數 份數 比例 

300 至 500 人 18 13.8% 20 輛以下 25 18.4%

500 至 1500 人 17 13.1% 20 至 40 輛 26 19.1%

1500 人以上 12 9.2% 40 至 100 輛 28 20.6%

合計 130 100.0% 100 至 300 輛 19 14.0%

  

300 至 500 輛 13 9.6%

500 至 1500 輛 25 18.4%

合計 136 100.0%

註：各營運項目的總數不同乃因部分問項未填答。 

調查獲得之有效問卷經整理建檔後，乃進一步進行試題反應理論

(Item Response Theory, IRT)之 Rasch 分析，透過等距量尺之轉化後，

公司之能力及每道試題之難度得以進行有意義之比較與分析。表 5.11

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所需要執行之 14 個工作項目經 Rasch 分析

後之難度校估值，由於在進行 Rasch 分析時，已將所有試題難度之平

均值錨定於零，因此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項目將會依其調查得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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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困難程度而有「正」、「負」之分，其中「正值」愈大者（亦即難

度愈大者），表示汽車運輸業者愈感困難達成之工作項目；而「負值」

愈大者（亦即難度愈小者），則表示汽車運輸業者愈感容易達成之工

作項目。 

表 5. 11：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項目之難度 

項

次 
衡量標準 難度 

1 最高主管承諾且支持推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1.18 

2 明確建立自己的道路交通安全願景與目標 -1.00 

3 持續改善道路交通安全之管理 -0.54 

4 定期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進行內部檢查與確認是否符合標準 -0.27 

5 完整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作業標準及表單 -0.21 

6 訂定道路交通安全相關績效之指標 0.03 

7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能夠符合現有所有相關法規之要求 0.03 

8 員工了解且能依照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程序執行各項作業 0.25 

9 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所有作業以文件之方式呈現並保存 0.27 

10 投入足夠的資源以推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0.31 

11 建立完整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程序 0.37 

12 擁有具備道路交通安全專業之管理人員 0.52 

13 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有正式的管理審查會議 0.58 

14 識別所有作業流程中潛藏之交通安全風險並擬定對策 0.85 

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所需要之 14 個工作項目中，汽車運輸

業者感到最容易做到的項目為「最高主管承諾且支持推動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難度為-1.18)」，其次為「明確建立自己的道路交通安全願景與

目標(難度為-1.00)」，上述調查結果顯示汽車運輸業者之高階主管普

遍認同「做好道路交通安全」是其重要之營運目標，也是公司應該執

行之任務。 

進一步仍屬難度不高之工作項目尚有「持續改善道路交通安全之

管理(難度為-0.54)」、「定期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進行內部檢查與確認

是否符合標準(-0.27)」及「完整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作業標準及表單

(-0.21)」。而列在難度平均值附近之「訂定道路交通安全相關績效之指

標(0.03)」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能夠符合現有所有相關法規之要求

(0.03)」兩項工作，對受訪之汽車運輸業者應該也算是不至於感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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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達成之任務。不過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能夠

符合現有所有相關法規之要求」對業者而言，並不如預期般的容易達

成。據研究團隊與多家公路汽車客運公司之接觸，一例一休對汽車運

輸業者之衝擊極大，許多業者仍擔心可能無法做到完全符合法規之要

求。 

對汽車運輸業者稍感不易達成之工作項目有「員工了解且能依照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程序執行各項作業(難度為 0.25)」、「將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之所有作業以文件之方式呈現並保存(0.27)」、「投入足夠的資

源以推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0.31)」及「建立完整的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程序(0.37)」。此類工作項目除了需要資源的投入外，也需要一些較

為成熟之管理技術，對某些管理制度較不上軌道之汽車運輸業者可能

會感到困難而需要協助。 

對汽車運輸業者感到最為困難之工作項目為「識別所有作業流程

中潛藏之交通安全風險並擬定對策(難度為 0.85)」，其次為「對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有正式的管理審查會議(0.58)」，再其次為「擁有具備道路

交通安全專業之管理人員(0.52)」。此 3 項均涉及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

專業知識與技術，是我國汽車運輸業者最感無力，又不知如何自我學

習補強之工作。也是最需要專業輔導及政府協助之專業技術。 

    本研究團隊根據過去 3 年輔導汽車運輸業者之經驗，約可將此 14

個推動安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所需要之工作項目，依其執行之困難程

度分成 3 個群組。其中第 1 群為表 5.10 中難度小於 0.03 的 7 個工作

項目，屬於較為容易達成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只要業者有心永

續經營汽車運輸事業，上述 7 項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是必要之基本

任務，也是道路交通主管機關對汽車運輸業者必須加以強制要求之事

項。第 2 群為難度介於 0.25~0.52 間之 4 個工作項目，主要之要求為

「有效使用管理方法」推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是一般上軌道之汽車

運輸業者都該具備之公司治理制度。至於第 3 群則為受訪業者最感困

難之 3 項工作，包括「擁有具備道路交通安全專業之管理人員」、「對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有正式的管理審查會議」及「識別所有作業流程中

潛藏之交通安全風險並擬定對策」，此群工作項目為對執行專業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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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管理之要求，也是一個現代化汽車運輸業者應有之專業倫理

與責任。而 Rasch 分析之結果亦顯示，約有 44.7%的運輸業者能做到

第 1 個群組之工作項目要求；約有 31.7%的運輸業者能做到第 1 個與

第 2 個群組之項目要求；而僅有 25.2%的運輸業者有信心能做到所有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所有要求之項目。 

5.3.2 各運輸業者適用之分級 

藉由上述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項目難易度之分群，搭配本研究團

隊執行 3 年的輔導經驗，本研究建議可依據汽車運輸業者執行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之能力分成三個等級，分別為初階、中階與高階。本研究

建議初階之業者應完成第 1 群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項目，除了最高主

管承諾且支持推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外，還須遵守現有所有法規，並

建置基本的文件表單且保留相關執行紀錄。除了滿足以上初階之要求，

若能更進一步完成第 2 群標準化文件系統之建置，將所有作業辦法與

程序皆以文件之方式保存並建立完整的安全管理程序，且員工能夠依

照管理程序執行各項作業，則可升級為中階等級之業者。公司具有標

準化的管理系統為中階等級的重要判斷條件，代表公司具有依據相關

程序處理各項業務之能力，通過 ISO 9001 為其具有該能力代表之驗

證。另汽車運輸業者如能滿足前兩階業者所應具備之條件，且具有危

害辨識與分析評估風險之能力，則可進一步晉升為高階之汽車運輸業

者。通過第三方認證機構之驗證，例如通過 ISO 39001 或其他經主管

機關認可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為其具有該能力之代表，象徵業

者具有道路交通安全自主管理之能力。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主要功能在於交通事故風險控管，亦為

ISO 39001 核心精神所在。風險控管須借助系統性的安全管理方法，

從上而下地逐層檢視運輸業者內、外部各個營運環節。透過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師之設置將各項風險識別出來，以確立各公司之風險控制因

子、對象及策略。因此，本研究建議將辨識與分析風險之管理項目從

ISO 39001 的系統中萃取出來，作為中階與高階汽車運輸業的分界。

因 ISO 39001 已有完整的規範內容及驗證制度，且係國際組織 ISO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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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之標準，建議目前可先以通過 ISO 39001 驗證作為高階與中階汽

車運輸業者的分界線；後續主管機關如有自行管理之需要，可另制定

一套安全管理系統，其中包含驗證單位及驗證作業機制。 

標準化的管理作業系統亦為 ISO 的核心架構之一，因此，標準化

文件系統之建置為初階與中階的分界，藉由完整作業程序與相關辦法

之建置，協助業者依據此標準完成各項作業，以確保其符合規範並減

少錯誤發生的機率。如欲申請中階之業者，建議可搭配現有的評鑑制

度，檢視業者是否符合此要求或由業者主動提供相關程序與作業辦法，

以作為判斷是否具備該階能力之依據。另建議應有一個驗證單位對業

者所建立之標準化管理系統進行較為公正客觀之稽核與驗證（如 ISO 

9001），作為初階與中階汽車運輸業者的分界線。 

最後，建議所有業者皆須符合初階之規範，除了符合現有法規之

規範外，建議業者能先從基本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作業標準及表單建

置，再逐步精進其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逐漸累積經驗到具備申請

ISO 39001 等國際驗證的高階能力。 

5.3.3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分級之建議 

ISO 39001 為一完整且具系統性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實踐方法，

唯因其對系統性管理技巧及專業之道路交通安全智能的要求頗高，若

要全面要求汽車運輸業者建立此套系統，可能讓部分資源與專業人力

均不足之業者因無法全面做到而放棄執行。因此，本研究乃透過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制度分級之方法，依運輸業者所營運之業務及執行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能力之要求程度給予分級，從初階之管理系統，逐漸累

積經驗與能力以達到具備申請 ISO 39001 的國際驗證的高階等級，最

終則以運輸業者具備安全文化(safety culture)及持續改善道路交通安

全作業為目標。 

根據上述所擬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制度分級之理念，本研究初步

對初階、中階及高階三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所應具備之元素及業

者適用情形之建議如表 5.12 所示。基本上，所有汽車運輸業者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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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前之營運條件與情況如何，均應於短期內建置完成初階道路安全

管理系統應有之相關文件及紀錄，並符合相關法規要求，以確保其具

備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基本能力。 

至於如何規範汽車運輸業不同業別必須具備之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等級，以及推動此套管理制度之優先順序，則根據各運輸業別建置

道路安全管理系統之迫切性及可行性而決定。 

根據事故資料統計(105 年公路監理系統)，貨運之平均事故為

0.057(件/輛)，而客運之平均事故為 0.173(件/輛)，另就每車平均傷亡

人數而言，客運同樣比貨運嚴重。由上述資料可以發現交通問題的嚴

重程度，客運比貨運嚴重。而在客運業中，公共汽車運輸業與遊覽車

業平均每輛車的死傷人數又比計程車客運業與小客車租賃業嚴重。此

外，由於客運業是乘載乘客，一旦發生交通事故，悠關生命安全，大

客車每趟車次所乘載的乘客數又較小客車多。因此，就交通安全問題

的嚴重程度而言，建議客運業優先建置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而大

客車又比小客車需要優先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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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2：汽車運輸業者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制度分級表 

級別 建議具備條件 建議完成清單 

初階 

1. 領導階層承諾／支持推動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 
2. 具有目標/願景 
3. 持續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4. 定期維修保養之紀錄 
5. 基本的作業表單 
6. 安全相關紀錄保存 
7. 法規鑑別之能力 
8. 符合法規要求 

 駕駛員排班紀錄 
 調度站站務員值勤紀錄 
 駕駛員出車作業表單 
 車輛設備檢查表單 
 車輛定期維修保養紀錄 
 事故處理作業紀錄 
 車輛緊急維修紀錄 
 道路交通安全法規鑑別紀錄 
 改善道路交通安全承諾書 
 道路交通安全目標/願景申明

書 

中階 

除應具備初階條件外，尚須具備：

1. 具有完整的管理程序具有完整

的管理程序作業辦法 
2. 完整的文件系統 
3. 員工能瞭解並依照程序執行各

項作業 
4. 事故/事件相關預防程序 

 道路交通安全法規鑑別查核

程序 
 駕駛員出車作業程序 
 車輛定期維修保養程序 
 緊急事故處理程序 
 目標方案管理作業程序 
 人力資源管理程序 
 文件及資料管制程序 
 監督與量測分析評估作業程

序 
 通過 ISO 9001 驗證或相關證

明 

高階 

除應具備中階條件外，尚須具備：

1. 有危害辨識與風險評估之能力

2. 有道路交通安全自主管理能力

3. 通過 ISO 39001 或其他經主管

機關認可之安全管理系統驗

證，且逐年更新並留有可供查

閱之紀錄。 
4. 每年進行內/外部稽核並有持

續改善實績者。 
5. 安全績效指標監控及分析 

 道路交通安全風險辨識與評

估程序 
 有安全專業管理人員，或受過

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績效評

估訓練之人員 
 定期執行內/外部稽核 
 通過 ISO 39001 或其他經主管

機關認可之相關驗證 

就主管機關考核及引導誘因而言，公共汽車運輸業加入與退出市

場均受政府之管制及特許。依據「大眾運輸營運與服務評鑑辦法」與

「公路汽車客運業營運與服務評鑑執行要點」之規定，業者須接受主

管機關評鑑。反觀貨運業，運輸安全相關法規完整程度不及客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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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政府主管機關對其管制也未如客運業嚴格。因此，就主管機關考核

及引導誘因而言，建議客運業優先建置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最後，ISO 39001 為龐大的管理架構，需要組織投入相當的金錢、

人力與時間，具完整組織架構的公司較容易導入。然而，我國之汽車

貨運產業至今仍有相當高之比率採取「靠行」之方式營運，尤以汽車

貨運業及汽車貨櫃貨運業最為嚴重。駕駛者及車輛僅接受公司指派之

任務，並不受公司垂直之監督管理，此種特殊情形與 ISO 39001 所建

立之垂直管理系統恐有相當大之衝突。因此，就業者本質而言，仍建

議以汽車客運業為優先建置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總括而言，藉由建置道路安全管理系統之迫切及可行性決定推動

分級管理制度的優先順序。在汽車客運業中，建議優先推動公路汽車

客運業與市區汽車客運業；而在汽車貨運業中，則建議優先推動規模

較大的汽車路線貨運業。以下針對汽車客運業與貨運業，分別探討其

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級別之建議。 

5.3.3.1 汽車客運業 

近年來各運輸客運業者為提高服務品質，已逐漸導入服務品質管

理系統，例如 ISO 9001，對於提昇業者自主管理能力、重塑企業文化

確有助益。而服務品質管理尤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最為重要，因此若

能有效引導運輸業者引進安全管理系統概念（如 ISO 39001），除可有

效提昇其乘客之乘坐安全外，更可降低對道路其他交通之衝擊，有助

於道路交通安全之提昇。根據公路法第 34 條，我國汽車客運業可分

為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客運業、遊覽車客運業、計程車客運業，

以及小客車租賃業等。其中，公路汽車客運業依據其行駛路線，又可

分為一般公路客運及國道客運。 

各客運業者之公司規模及營業屬性均不相同，若要將 ISO 39001

道路安全管理系統一步到位導入各業者，將面臨許多挑戰，如業者投

入意願、建置成本及預期效益等。基此，本研究建議各業者可依據公

司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能力，規劃適合之道路安全管理系統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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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乃依據營業屬性進一步將汽車客運業分為兩大類，分別

為公共汽車運輸業及包租或租賃業者。前者主要為公路汽車客運業及

市區汽車客運業兩大業別，其載客數較多且班次密集，這些業者經營

規模較大，對於道路交通安全有較高之要求。後者則包含遊覽車客運

業、計程車客運業，及小客車租賃業等，這些業別之業者資本較少，

可投入於道路安全管理系統之資源也較為有限。 

（一） 公共汽車運輸業 

公共汽車運輸業不論加入與退出市場均受到政府之管制及特許，

因此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上應特別加以重視之必要。我國「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則」對於公路汽車客運業及市區汽車客運業均要求其建立道

路交通安全相關文件，如車輛狀況月報表、事故申報等文件。而「大

眾運輸營運與服務評鑑辦法」亦要求客運業者必須接受主管機關評鑑；

「公路汽車客運業營運與服務評鑑執行要點」也要求國道及一般公路

客運業者應協助提供相關書表，如各路線配置車輛清冊、車輛裝置行

車紀錄器之情形、查核方式及查核紀錄、車輛維修保養制度及執行狀

況（含出車安全檢查表、各級保養表、保養程序說明及紀錄）、出勤

前酒測實施情形及紀錄、申訴案件處理方式及追蹤列管紀錄、教育訓

練人次及公司僱用總員工人數、車輛、場站、駕駛人、公司等先進管

理措施、無障礙設施及服務、乘客意外責任保險、場站及路線資訊雙

語標示等證明資料。 

至於市區客運部分，以臺北市聯營公車為例，服務評鑑指標包含

了行車肇事率指標、車輛安全設施檢查指標、駕駛平穩性指標、行車

事故通報與處理指標、重大違規指標、行車安全業務檢查指標及聯營

公車超速抽查指標等與道路交通安全相關之指標。為達成這些指標，

各市區公車業者均建立相關程序，以符合該項目之指標評比。因此，

不論一般公路客運業者、國道客運業者或市區客運業者，如要完成主

管機關之評鑑，均需提供相關資料進行評鑑。因此，客運業者在評鑑

資料準備過程中，已建置「中階」級別之具備條件。惟缺乏應用相關

資料進行風險評估之能力，建議進一步透過主管機關之輔導與培訓，

以獲得進行風險評估之技術，並培育專業交通安全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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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追求更進一步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主要係藉由 ISO 

39001 之驗證，以達到「高階」道路安全管理系統，並輔導客運公司

建立完善的道路安全管理系統，且設有透明之安全檢核機制與安全專

責管理人員。建議業者包含國道客運市占率超過 5%以上之業者，或

行駛高風險路段之路線（如長隧道）業者可以導入「高階」之道路安

全管理系統。市區客運部分則建議高市占率或路網完整之業者導入

「高階」道路安全管理系統。由於這些業者載客量與其風險較高，需

要更高階的道路安全管理系統，藉由完整的文件管制及定期的內、外

部稽核，確保該公司之營運可維持高度的安全度，以降低危害發生之

風險。因此，建議主管機關可將通過 ISO 39001 之驗證作為高風險路

線評比條件之一，並對於通過 ISO 39001 之業者給予補貼之加分，以

鼓勵業者建置 ISO 39001。 

（二） 包租或租賃汽車客運業 

此業別包含遊覽車客運業、計程車客運業及小客車租賃業，這些

業別設立門檻較公共運輸業別為低，而其營運型式較多樣化，本研究

針對各業別建議不同層級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分述如下。 

1. 遊覽車客運業 

遊覽車客運業之成立需要有 30 輛之車隊規模，如要有效的管理

車輛及司機，需要有一套完善的管理系統。而國內觀光產業興盛，遊

覽車為外國觀光客重要之交通工具，實有加強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必

要。公路總局分別以車輛管理、駕駛人管理及公司管理等項目進行遊

覽車客運業者之評比，其項目已達「初階」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要求，

為遊覽車業者應建立之基本交通安全管理制度。此外，遊覽車業者亦

需要受理國外旅行社之業務，為促使遊覽車業者可獲得外國旅行社之

信賴，因此建議遊覽車業者須建置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並訂有相關程

序以符合「中階」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要求。至於規模較大的公司，

建議可以藉由通過 ISO 39001 或相關驗證來取得「高階」之資格，以

全盤性的提升其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能力。相關系統級別之建議詳如表

5.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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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3：遊覽車客運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級別建議 

種類 資本額 車輛規模 
建議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系統級別 

遊覽車客運業 五千萬元以上 大客車 30 輛以上 中階 / 高階 

2. 計程車客運業 

依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計程車運輸業可分為計程車客運業

及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個人車行）多屬

單一駕駛營運，較難建立具規模性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因此，

建議個人車行可由地方主管機關研擬「初階」之系統，協助其建置基

本的管理表單，藉由表單引導駕駛者進行自我管理。此外，計程車業

別另有計程車運輸合作社及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計程車合作社由計程

車司機成立，計程車司機以入股的方式加入合作社，採有限責任，各

社員以其所認股額為限負其責任，本研究建議計程車合作社建立「中

階」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建置相關程序與作業辦法，管控合作

社之計程車司機。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近年來於國內盛行（如台灣大車

隊、大都會車隊等），這些車隊找計程車司機加入，並提供派遣服務，

為提高其品牌，建議該類型之公司建立「中階」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

統，以強化公司自主管理之能力。各項建議綜整如表 5.14 所示。 

表 5. 14：計程車客運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級別建議 

種類 資本額 車輛規模 建議級別 

計程車客運業 500 萬元以上 小客車 30 輛以上 初階 

個人經營計程

車客運業 

無最低資本額限制 小客車 1 輛 
初階 

計程車運輸合

作社 

公路主管機關定之。 公路主管機關定之 
中階 

計程車客運服

務業 

 最低資本額新臺

幣 100 萬元以上

 經營派遣業務最

低資本額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上 

 每增加 1 家分公

司，增加 100 萬

元 

無 

中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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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客車租賃業 

依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99 條，小客車租賃業分為甲種、

乙種及丙種小客車租賃業三種。甲種小客車租賃業之經營應以公司組

織為限，得設置國內外服務網辦理連鎖經營，並得在機場、碼頭、鐵

公路車站等交通場站內租設專櫃辦理租車之業務；乙種及丙種小客車

租賃業之經營得以公司或行號為之，但丙種小客車租賃業以提供租賃

期一年以上之小客車或小客貨兩用車為限。其資本額、車輛規模及建

議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級別如表 5.15 所示。小客車租賃業主要提

供車輛租賃，該行業對於道路交通最大的風險在於車輛之維護是否完

善。本研究根據資本額及車輛規模，建議甲種租賃業車輛規模較大，

其服務之顧客較廣，應有較完善的管理程序，因此建議該類別應滿足

「中階」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提供品質之保證；而乙種及丙種之

公司規模較小，故建議該類公司至少應建立「初階」系統，以確保車

輛維護符合相關流程。各項系統建議如表 5.15 所示。 

表 5. 15：小客車租賃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級別建議 

種類 資本額 車輛規模 
建議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系統級別 

甲種 五千萬元以上 
全新小客車或小客貨兩

用車合計 100 輛以上 
中階 

乙種 
五百萬元以上 

全新小客車或小客貨兩

用車合計 10 輛以上 
初階 

丙種 

5.3.3.2 汽車貨運業 

因貨運業相較於客運業複雜，依使用車種從汽車至貨櫃車皆有，

其所牽涉的相關營運及法規亦有所差別，在規模面向又可依營運項目

而有所劃分。除了類型的區別，在同類型之下，各公司之規模亦有極

大之差異，不同規模的公司在道路安全管理系統的建置及營運並不同，

其所承擔的責任更無法相提並論。ISO 39001 的系統化建置需要有一

個完整的組織作支撐，包含相對應之部門及人力。故本研究將公司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之執行狀況，依照所具備的條件分成三個等級：初階、

中階、高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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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初階 

「初階」將 ISO 39001 之系統簡化，僅納入維修保養等表單與相

關文件、符合法規等項目，其適用於中小規模之貨運業業者。首次導

入 ISO 驗證的公司因不熟悉相關規範，可由「初階」入門，逐年建置

及擴增。 

因應貨運之特殊「靠行」營運模式，本研究建議使用「靠行」之

公司對其駕駛團隊建立「優良駕駛評鑑制度」，雖然靠行駕駛與公司

之連結僅以案件維繫，公司仍可以評鑑結果來調整分配案件比例，如

此便能激勵駕駛提升自身安全，而公司則可以透過對駕駛的管理帶入

「初階」的道路安全管理系統。 

（二） 中階 

ISO 驗證係以程序化作為其驗證之依據，相關之程序基礎及文件

管理系統是為驗證的重點，已通過其他 ISO 驗證之貨運業者，對於文

件化與 PDCA 流程均有一定的瞭解與建置，建議導入「中階」之系統，

以系統化檢驗其安全標準。故通過其他相關 ISO 驗證(如：ISO 9001)

之公司，代表其具有相當之規模及人力協助，並已建置相當完整之程

序系統。 

（三） 高階 

「高階」則通過相關驗證，例如：ISO 39001，並設有完整相關程

序、作業標準及佐證的表單，達成完整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的全面

化建置，建議除有專職的交通安全管理人員，具一定規模或經營運送

危險物品，涉入風險程度較高之業者建置專責部門或單位，可進行定

期考核並追蹤，不斷提出精進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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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國汽車運輸業推廣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機制之策略及方法 

根據公路法第 34 條規定，我國汽車運輸業分為自用與營業兩種。

其中，營業車分為：公路汽車客運業、巿區汽車客運業、遊覽車客運

業、計程車客運業、小客車租賃業、小貨車租賃業、汽車貨運業、汽

車路線貨運業以及汽車貨櫃貨運業等 9 大業別。不同業別的汽車運輸

業均屬特許產業，其營業方式與內容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管制，尤其

對安全管理層面之管制更加嚴格，旨在確保從業人員及國人在道路環

境中人身與財務的安全保障。 

為延續前期推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建置之目標，本章將探討

如何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擴大推廣至所有汽車運輸業。延續前期

已建置的安全機制及經驗，透過本期計畫的運輸產業對於建置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系統之意向調查，可幫助瞭解汽車運輸業各業別對於建置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機制的偏好及需要政府協助的部分，俾能據以研定

輔導及獎勵措施，以提高業者採納配合意願，順利達成推廣之目標。 

6.1 汽車運輸業之道路安全管理系統推動策略 

為因應公司營運規模與安全管理系統建置程度之不同，本研究團

隊已於前期計畫擬具「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分級制度」，並於本期

計畫中，進一步依據問卷調查分析結果，擬具分級制度（詳見 5.3 節），

據以擴大至汽車運輸之各業別，以推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本節乃針對公路法中明訂之汽車運輸業中的 9 大業別，設計推動

建置道路安全管理系統的策略，並設定安全管理目標及相關課題，依

據各項課題提出推動策略，如此才能順利推廣。因此，針對汽車運輸

業的道路安全管理系統推動執行流程，係延續道路交通安全系統機制

流程（見圖 5.1 所示）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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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汽車運輸業安全管理推廣方式 

汽車運輸業可分為客運及貨運兩大類，各業別的營運方式與內容

差異甚大，其對於安全管理的概念也有所不同。除此之外，再加上公

司規模、業別營業項目及獲利情形也不同，進而對於投入資源進行安

全管理的看法也不同，故對於推廣方式也應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

瞭解各家業者對於建置安全系統的現況與意願，方能據以擬定推廣策

略。 

此外，政府對於汽車運輸業係透過定期與不定期查驗與評鑑方式，

包括書面資料審查、服務評鑑、部份營業資料公開等，來進行監督及

管理，以維持業者的服務品質及社會大眾的權益。對於政策的推動，

也多半採用補貼及技術輔導等鼓勵方式，或者是以評鑑、資訊公告等

監督的方式進行。因此，如欲推廣道路安全管理系統，應優先考慮與

這些既有的管道及制度進行結合，俾收事半功倍之效。 

對於汽車運輸業建置安全管理系統的推廣策略，可透過下列幾個

方式進行： 

1. 提供業者建置道路安全管理系統所需之經費補助。 

2. 提供業者相關知識、經驗及技術，進行系統建置之輔導。 

3. 列入定期或不定期服務評鑑項目，作為加減分項目。 

4. 將完成安全管理系統建置之業者加以公告週知，以供民眾或

貨主選擇之參考。 

5. 將建置安全管理系統之要求納入相關法令規章中，以提高其

強制性。 

（二） 汽車運輸業安全管理系統推動策略規劃 

前段所列的安全管理推廣方法，是政府單位對於汽車運輸業進行

安全管理系統可採用的辦法，但目前汽車運輸業的 9 大業別，約有近

萬家廠商，且各業別廠商家數差異極大（詳見表 6.1），即使同一業別

的業者彼此間也具有相當不同的特性。因此，若全面推廣所需投入資

源龐大，也可能招致業者反對，故有必要擬訂分級且階段性之推廣策

略，並因應業者之特性及需要來加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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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我國汽車運輸業公司數量 

業別 公司數量 換算後公司數量

公路汽車客運業 57 57

市區汽車客運業 54 54

遊覽車客運業 932 932

計程車客運業 2782 2782

小客車租賃業 1538 1642

小貨車租賃業 64 168

汽車貨運業 4568 4866

汽車路線貨運業 2 17

汽車貨櫃貨運業 544 833

兼營汽車貨運業、 

汽車貨櫃貨運業 
283 -- 

兼營汽車貨運業、 

汽車路線貨運業 
9 -- 

兼營汽車貨運業、汽車貨櫃

貨運業及汽車路線貨運業 
6 -- 

兼營小客車租賃業、 

小貨車租賃業 
104 -- 

資料來源：106 年 4 月底公路監理系統統計月報 
備註：換算後公司數量係將兼營兩類以上之公司數量，併入前述 9 大業別，例

如兼營汽車貨運業、汽車貨運貨櫃業，其數量則併入汽車貨運業及汽車貨櫃貨

運業兩類別中。 

本研究擬以下列步驟針對汽車運輸業進行推廣，以達推廣之目的，

且也能針對需要且有意願的業者進行推廣，以達推廣之效益： 

1. 透過問卷調查瞭解業者對於道路安全管理系統的偏好及意願。 

2. 從調查中找出對於建置道路安全管理系統較感興趣之業別及

其特性。 

3. 擬訂推廣策略及方法。 

4. 透過推廣策略，提供有意願業者必要的補助及技術輔導。 

5. 完成輔導並建置道路安全管理系統，提升道路交通安全層級。 

6. 持續追蹤、改善缺失、分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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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汽車運輸業對於道路安全管理系統偏好分析 

為瞭解汽車運輸業對於道路安全管理系統的偏好程度，以及在那

些條件下願意建置道路安全管理系統，本研究乃針對國內汽車運輸業

者經理人進行問卷調查，透過敘述性偏好的羅吉特模式，分析各業別

的運輸業者對於道路安全管理系統的偏好程度。 

6.2.1 研究設計 

本次研究係針對我國汽車運輸業各業者之經理人進行問卷調查，

由於道路安全管理系統對於多數運輸業者仍屬陌生，且多數業者未建

置，因此問卷採用敘述性偏好的方式進行設計，目的在於掌握業者在

實行環境、執行補貼及建置資訊揭露之情境下，業者選擇參與道路安

全管理系統建置的意願。 

（一） 問題與情境設計 

為瞭解何種情境及誘因，可有效提高汽車運輸業建置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系統之意願，在本研究的問卷中，從三個面向進行情境設計，

各面向及情境說明如下： 

1. 同業通過驗證或已配置交通安全管理師比例 

指的是業者所屬的運輸業的業別中，已通過 ISO 39001 道

路交通安全驗證，或已配置交通安全管理師的同業比例。目

的在於檢視業者對於外在環境影響或是同業壓力情況下，對

於加入建置道路安全系統之意願，以下為本面向所設定的 3

項情境。 

(1) 未有同業通過驗證或配置交通安全管理師：尚未有任何一

家業者通過安全驗證或已配置交通安全管理師。 

(2) 少數同業通過驗證或配置交通安全管理師：已有少數幾家

業者通過安全驗證或已配置交通安全管理師。 

(3) 超過半數同業通過驗證或配置交通安全管理師：有超過半

數以上業者已通過安全驗證或已配置交通安全管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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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補助輔導及驗證費用 

指的是政府為鼓勵業者推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提供

一定比例的輔導及驗證費用補助。目的在於透過實質補助的

方式，檢視業者對於建置道路安全管理系統之意願，此面相

所設定的 3 種情境如下： 

(1) 不補助輔導及驗證費用：由業者自行負擔輔導、安全驗證

費用及交通安全管理師訓練與測驗費用。 

(2) 補助 50%輔導及驗證費用：政府補助輔導、安全驗證費用

及交通安全管理師訓練與測驗費用之 50%。 

(3) 全額補助輔導及驗證費用：政府全額補助輔導、安全驗證

及交通安全管理師訓練與測驗費用。 

3. 政府獎勵通過驗證業者 

政府公告已通過驗證或已配置交通安全管理師業者名單，

或在服務評鑑中予以加分獎勵，目的是在於透過優良資訊公

開的方式，影響業者參與道路安全管理系統建置的意願。下

列為此面向所設計的 3 種情境。 

(1) 公告名單及評鑑加分：在服務評鑑項目加分獎勵已通過安

全驗證或配置交通安全管理師業者，並公告已通過安全驗

證及已配置交通安全管理師之業者名單，以供消費者選擇

參考。 

(2) 公告名單但評鑑不加分：公告已通過安全驗證或配置交通

安全管理師之業者名單，以供消費者選擇參考，但未納入

服務評鑑之加分獎勵。 

(3) 不公告名單且評鑑不加分：不公告已通過安全驗證或配置

交通安全管理師之業者名單，也不納入服務評鑑之加分獎

勵。 

依據上述所擬定的問題面向(3 個面向)及所擬定的情境（各 3 種

情境），共計 27 種情境，透過田口式實驗計畫直交表(Orthogonal Array, 

OA)，將情境簡化為 9 種情境，並於每份問卷中呈現供受訪者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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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統與方案選擇 

由於我國汽車運輸業之產業規模與經營環境差異甚大，業者建置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應有彈性設計。基本上，可依公司規模分

為兩套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其一是規模較大的業者可申請國際標準之

「ISO 39001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規範之驗證，稱為「全面型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系統」；其二是規模較小的業者可建置「核心型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系統」。其中，「全面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ISO 39001)

為 2012 年國際標準組織(ISO)發表之規範，旨在透過標準化及文件化

之作業流程，形塑公司安全文化與安全管理技能。而「核心型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系統」乃是透過交通安全管理師之培訓與驗證，協助公司

在營運過程中辨識、應變及改善潛在的交通安全危險因子。 

為瞭解業者對於不同系統間選擇之意願，因此在問卷設計時，提

供業者經理人針對上述兩系統個別進行填答，而填答的方案就是依據

給定的情境下，分別對於「全面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及「核心

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表達「參與」或是「不參與」之意願，表

6.2 為本研究所設計之情境及問項，問卷連同本研究「我國汽車運輸

業者建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調查」一同發放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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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業者建置道路安全管理系統偏好調查設計問項 

條
件 

同業通過驗

證比例 

培訓、輔導

及驗證費用

之補助比例

獎勵通過驗

證名單 

建置全面型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系
統(ISO 39001 驗

證)

建置核心型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系

統 

願意 不願意 願意 不願意

範

例 

未有同業通

過或配置管

理師 

50% 公告名單 

評鑑加分 

✓  ✓  

1 未有同業通

過或配置管

理師 

0% 公告名單 

評鑑不加分

    

2 超過半數同

業通過或配

置管理師 

0% 不公告名單

評鑑不加分

    

3 少數同業通

過或配置管

理師 

50% 公告名單 

評鑑不加分

    

4 少數同業通

過或配置管

理師 

0% 公告名單 

評鑑加分 

    

5 未有同業通

過或配置管

理師 

50% 不公告名單

評鑑不加分

    

6 少數同業通

過或配置管

理師 

100% 不公告名單

評鑑不加分

    

7 超過半數同

業通過或配

置管理師 

50% 公告名單 

加分 

    

8 超過半數同

業通過或配

置管理師 

100% 公告名單 

評鑑不加分

    

9 未有同業通

過或配置管

理師 

100% 公告名單 

評鑑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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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資料彙整與說明 

本次調查問卷共回收 140 份，扣除填答不完整之無效問卷，有效

問卷共計 65 份。由於每份問卷均要求受訪業者針對 9 種組合的情境

加以填答。因此，經彙整後，作為後續敘述性偏好分析之資料共有 585

筆樣本。然而受到樣本數之限制，此結果是否能代表所有運輸業者，

仍需更進一步的確認。 

預計採用變數共有 13 項，變數名稱、類型及說明，如表 6.3 所示。

其中，同業通過驗證比例、獎勵通過驗證名單及業別變數轉換為虛擬

變數。而保險費原為類別變數，本研究將 100 萬以下者，以 50 萬金

額保險金代表、100~500 萬者以 250 萬保險金代表、500~1000 萬者以

750 萬金額代表，而 1000 萬以上者，以 1500 萬金額代表。 

表 6. 3：本研究業者偏好分析採用變數一欄表 

項次 變數名稱 類型 說明 備註

1 同業通過驗證比例 虛擬

未有同業通過或配置管理師；少數同業

通過或配置管理師；超過半數同業通過

或配置管理師。 

設置兩個虛擬分別為(少數通過、超過

半數通過)，未有同業通過或配置管理

師為(0,0)；少數同業通過或配置管理師

為(1,0)；為超過半數同業通過或配置管

理師(0,1)。 

 

2 
培訓、輔導及驗證

費用之補助比例 
比例 0%；50%；100%  

3 獎勵通過驗證名單 虛擬

不公告名單評鑑不加分；公告名單評鑑

不加分；公告名單評鑑加分。 

設置兩個虛擬分別為(公告加分、公告

不加分)，不公告名單評鑑不加分為

(0,0)；公告名單評鑑不加分為(0,1)；公

告名單評鑑加分為(1,0)。 

 

4 業別 虛擬

公路汽車業、市區汽車業（虛擬 2）、遊

覽車業（虛擬 3）、計程車業（虛擬 4）、

小客車租賃業（虛擬 5）、小貨車租賃業

（虛擬 6）、貨運業（虛擬 7）、路線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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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變數名稱 類型 說明 備註

運業（虛擬 8）、貨櫃貨運業（虛擬 9）。 

上述虛擬 2~虛擬 9 變數其中之一為 1

時，則屬於該業別，若上述虛擬值均為

0 時，為業別 1（公路客運業）。 

5 資本額 連續   

6 駕駛人數 連續   

7 成立年期 連續   

8 員工數 連續   

9 車輛數 連續   

10 有責事故數 連續   

11 有責事故成本 連續   

12 是否通過 ISO 9001 虛擬 0 代表沒通過、1 通過。  

13 是否通過其他認證 虛擬 0 代表沒通過、1 通過。  

14 保險費 類別

1、100 萬以下； 

2、100~500 萬； 

3、500~1000 萬； 

4、1000 萬以上。 

 

上述資料採用 R 軟體進行彙整，並且透過 mlogit 套件進行建模分

析，mlogit 為進行羅吉特模式(Logit model)分析的套件，本研究依據

業者問卷結果，分別針對建置「全面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及「核

心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兩方面，建立多項羅吉特模式，瞭解兩

個不同型態系統，影響業者參與意願的變數為何。 

6.2.3 結果分析 

透過建立多項羅吉特模式，分析業者對於建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系統偏好，所建立模式分析結果如表 6.4 及表 6.5 所示。以下分別針

對全面型及核心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分析結果，進行說明。 

（一） 全面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分析 

本研究首先透過 6.2.2 節中所提及之採用變數建立模式 1，以瞭解

各項變數對於業者參與全面型管理系統之影響情形，接著挑選模式 1

中影響顯著之變數及實驗設計之三項面向變數建立模式 2，瞭解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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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及業者特性對於參加意願偏好影響，分析結果如表 6.4 所示。 

表 6. 4：業者對於全面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偏好分析結果 

變數 係數 t-value 係數 t-value 

模式 模式 1 模式 2 

方案特定常數 -2.9267 -7.1282 *** -2.6189 -7.2742 *** 

同業通過驗證比例-虛擬 1  0.0855 0.3718  0.0856 0.3748  

同業通過驗證比例-虛擬 2 0.2163 0.9280  0.2138 0.9235  

培訓、輔導及驗證費用之

補助比例 
1.9241 7.9974 *** 1.8976 7.9612 *** 

獎勵通過驗證名單-虛擬 1  0.1085 0.4677  0.1066 0.4625  

獎勵通過驗證名單-虛擬 2 0.5236 2.2907 * 0.5163 2.2748 * 

業別-虛擬 2 0.1236 0.4670  -- --  

業別-虛擬 3 0.3222 1.1265  -- -- 

業別-虛擬 5 0.2240 0.5541  -- -- 

駕駛人數 0.0002 0.1147  -- -- 

成立年期 0.0007 4.7728 *** 0.0006 4.5970 *** 

員工數 0.0007 2.7267 ** 0.0007 4.2842 *** 

車輛數 -0.0028 -1.9440 . -0.0022 -4.1682 *** 

有責事故數 0.0107 1.4988  -- -- 

有責事故成本 0.0000 -1.6440  -- --  

是否通過 ISO 9001 0.0852 0.2789  -- -- 

是否通過其他認證 -0.6437 -1.7208 . -0.5801 -2.0669 * 

保險費 0.0000 2.9770 ** 0.0000 2.8112 ** 

LL(0) -398.70 -398.68 

LL(β) -337.42 -341.32 

ρ2 0.1537 0.1439 

註： 

1. 變數均為方案特定變數（方案為：參加） 

2. ***代表達顯著水準 0.001；**達顯著水準 0.01；*達顯著水準 0.05。 

結果顯示，模式 1 的ρ2 值為 0.1537、模式 2 的ρ2 值為 0.1439，

模式解釋能力小於 0.2，稍嫌不足。就模式 2 進行分析，在信心水準

95%的情況下，影響業者是否參與全面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變

數為：培訓、輔導及驗證費用之補助比例、獎勵通過驗證名單-虛擬 2、

成立年期、員工數、車輛數、是否通過其他認證以及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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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培訓、輔導及驗證費用之補助比例越高，業者參與意願就

越高，而公布名單及評鑑成績加分也會增加業者參加意願。對於業者

特性部分，成立越久、員工數越多、保險費越高的業者，選擇參與建

置的意願越高，但對於車輛數多的業者，參與的意願就相對較低，有

通過其他標準驗證的業者，對於參加的意願亦偏低。 

（二） 核心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分析 

在核心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分析部份，同樣依循全面型的分

析方式，先透過 6.2.2 節中所提及之採用變數建立模式 1，以瞭解各

項變數對於業者參與全面型管理系統之影響情形，再挑選模式 1 中影

響顯著之變數及實驗設計之三項面向變數建立模式 2，瞭解設計問項

及業者特性對於參加意願偏好影響，分析結果如表 6.5 所示。 

結果顯示，模式 1 的ρ2 值為 0.1481、模式 2 的ρ2 值為 0.1436，

模式解釋能力小於 0.2，稍嫌不足。就模式 2 進行分析，在信心水準

95%的情況下，影響業者是否參與核心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變

數為：培訓、輔導及驗證費用之補助比例、駕駛人數、成立年期、員

工數、車輛數以及有責事故成本。 

在個別變數部分，培訓、輔導及驗證費用之補助比例越高，業者

參與意願越高，此外，對於成立越久、員工數越多、車輛數越高的業

者，選擇參與建置影響越高，但對於駕駛人數多的業者，參與的意願

就相對較低。總結上述兩類系統的分析，可以得知業者對於類型的道

路安全系統，有不同的偏好。換言之，影響參與系統建置的因素各有

不同，因此要吸引業者培養交通安全管理師的「核心型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系統」，或是要鼓勵業者進行 ISO 39001 等的「全面型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系統」，應有不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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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5：業者對於核心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偏好分析結果 

變數 係數 t-value 係數 t-value 

模式 模式 1 模式 2 

方案特定常數 -1.6050 -4.3839 *** -1.5292 -5.0923 ***

同業通過驗證比例-虛擬 1  0.1161 0.5190  0.1154 0.5172  

同業通過驗證比例-虛擬 2 0.2072 0.9118  0.2059 0.9069  

培訓、輔導及驗證費用之補

助比例 
1.5167 6.5837 *** 1.5075 6.5606 ***

獎勵通過驗證名單-虛擬 1  0.1186 0.5283  0.1179 0.5252  

獎勵通過驗證名單-虛擬 2 0.4387 1.9590 . 0.4361 1.9497 . 

業別-虛擬 2 0.0239 0.0889    

業別-虛擬 3 0.1237 0.4379    

業別-虛擬 5 -0.3087 -0.7956  -- -- 

駕駛人數 -0.0098 -3.0838 ** -0.0080 -2.9747 ** 

成立年期 0.0003 2.0574 * 0.0002 2.1224 * 

員工數 0.0025 3.0919 ** 0.0021 2.9100 ** 

車輛數 0.0080 2.7108 ** 0.0066 2.4949 * 

有責事故數 -0.0007 -0.1007  -- -- 

有責事故成本 0.0000 -2.1875 * 0.0000 -2.1638 * 

是否通過 ISO 9001 0.4861 1.6492 . 0.2591 1.0770  

是否通過其他認證 -0.5845 -1.5722  -- -- 

保險費 0.0000 0.2356  -- -- 

LL(0) -403.9099 -403.9121 

LL(β) -344.09 -345.92 

ρ2 0.1481 0.1436 

註： 

1. 變數均為方案特定變數（方案為：參加） 

2. ***代表達顯著水準 0.001；**達顯著水準 0.01；*達顯著水準 0.05。 

無論是核心型或是全面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建置，給予培訓、輔

導及驗證費用比例越高，則願意參與建置的業者也越多；而對於成立

越久及員工數越多的公司，參加全面型或是核心型的意願也隨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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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業者參與建置全面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部份，政府提供培訓、

輔導及驗證費用比例確會影響業者參與意願，提供費用比例越高則參

與意願越高，而有公告名單及評鑑成績加分時，業者參與意願也增加；

而公司營運越久、員工數越多及保險金額高的業者，參與的意願也較

高；不過車輛數越多的業者，反而參與的意願就較低。因此，要推廣

建置全面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可以鎖定歷史悠久、員工數量多

的業者進行推廣，尤其是尚未參與其他認證者或是保險金負擔金額高

的業者，更是推廣的對象。 

在業者參與建置核心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部份，同業通過情形、

是否公佈建置名單及評鑑加分並不影響業者參與意願，但政府提供培

訓、輔導及驗證費用比例確會影響業者參與意願，提供費用比例越高

則參與意願越高；而公司營運越久、員工數越多、車輛數越多的業者，

參與的意願也較高；不過駕駛人數越多的業者，反而參與的意願就較

低。因此，要推廣建置核心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可針對歷史悠

久且公司員工人數龐大，或是車隊規模龐大的業者進行推廣。 

無論全面型或是核心型的道路安全管理系統，政府可透過培訓、

輔導及驗證費用補貼的方式，鼓勵未建置道路安全管理系統的業者進

行建置，此外，若是要提高建置全面型的系統時，可將完成系統建置

（或是通過安全驗證）之業者名單公布並且在評鑑時納入加分項目，

也是提升業者參與意願的辦法。 

6.3 國內推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機制之策略及方法 

透過敘述性偏好的問卷調查與模式推估後，可初步瞭解業者參與

系統建置意願的業者特性及政府獎勵措施。本節將進一步依據此調查

結果及期末審查之建議，研提推廣策略，包括業者的輔導方式及政府

獎勵措施，俾有利於道路安全系統之建置。 

6.3.1 推廣策略與方法 

依據目前研議之分級制度內容（詳 5.3 節），將道路交通安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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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 3 級，分述如下： 

1. 初階：具有基本的作業表單，並符合法規。 

2. 中階：完整的程序、作業辦法或通過 ISO 9001。 

3. 高階：通過 ISO 39001 或相關認證。 

目前國內絕大多數業者多處於初階層級，而國內也尚未有交通安

全管理師之制度。然而，交通安全管理師可協助公司進行事故／危險

事件之資料蒐集與分析，進而可協助公司進行營運風險之辨別與預防，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本研究建議主管機關可建立一套交通安全

管理師之培訓與認證制度，業者可派員參與培訓，並取得資格，並藉

由交通安全管理師之培訓，協助運輸業者朝著更高的階級邁進。再藉

由兩階段的推廣措施：推廣核心型道路安全管理系統以及推廣全面型

道路安全管理系統，讓業者依據其企業特性以及給予相當誘因，達成

業者完成階段性的道路安全管理系統建置，逐步提升業者對於道路安

全的層級。 

以下就針對兩階段的推廣措施進行研擬： 

（一） 推廣核心型道路安全管理系統 

根據調查分析結果，業別對於推廣核心型道路安全管理系統並無

顯著影響，因此可對於汽車運輸業統一進行推廣；同樣的，營運越久、

員工及車輛規模越大的業者因為參與意願較大，可優先進行推廣。由

於核心型道路安全管理系統，旨在培訓或聘用交通安全管理師，因此

政府在推廣前，可針對交通安全管理師的訓練、聘用及應辦理事項進

行制定。俟交通安全管理師推廣普及至一定程度時，即可進一步修法

納入交通安全或運輸業管理相關法規予以統一律定。 

推廣過程中，政府可提供培訓、輔導及驗證費用補助，以提升業

者參與之意願，就提升安全績效立場，可特別針對車隊規模龐大的業

者進行推廣，並進行補助及輔導，優先培訓交通安全管理師，俾提升

汽車運輸業的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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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5.3 節的分級制度可得知，由初階晉升為中階須有完整的程序、

作業辦法或通過 ISO 9001；而由中階晉升為高階則須具備風險分析的

能力或通過 ISO 39001 驗證。而交通安全管理師培訓之目的正是為了

協助運輸業者分階導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藉由培訓課程訓練專

業人才來協助運輸業者獲得更高階所需的管理能力。 

（二） 推廣全面型道路安全管理系統 

與核心型道路安全管理系統一樣，根據調查分析結果，業別影響

業者建置全面型道路安全管理系統情形並不顯著，因此可統一對於汽

車運輸業進行推廣。而全面型道路安全管理系統推廣對象，可優先邀

請歷史悠久、員工數多的業者加入。 

全面型道路安全管理系統旨在透過進行 ISO 39001 或者是相關安

全標準之驗證，建立企業內部安全文件、標準及文化。因此，鎖定具

一定規模之業者相對合適，或是需支付龐大保險金額的業者，可作為

優先推廣的對象。 

推廣過程中，政府可提供輔導及驗證所需費用一定比例補助，來

吸引業者提升企業內部的安全管理層級；而這些具一定規模之業者，

對於外界對於自身的觀感及認同相對重視，因此也可以透過評鑑加分

或是公告通過驗證名單以資鼓勵，做為業者宣傳道路安全之方式，同

時也做為主管機關推廣及監理業者安全管理的另一種媒介。 

透過上述兩項的推廣策略規劃，希望能對於汽車運輸業的 9 大業

別，針對核心型及全面型的道路安全管理系統進行推廣，後續政府可

於每年訂定目標，並努力完成目標，即為提升整體運輸安全的實際作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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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業者輔導辦法 

針對本研究所研提之推廣策略，進一步提出具體行動方案與作法。

在本節就介紹業者輔導辦法，作為後續推廣執行之參考，而對於建置

全面型道路安全管理系統，即為輔導業者進行道路安全驗證的辦法，

已於前面章節進行介紹。因此本節僅針對建置核心型的業者輔導辦法。 

對於輔導業者的辦法，係以知識傳授及實務操作兩方面著手，故

本研究就培訓計畫內容、相關課程及上課時數，規劃交通安全管理師

課程，建議公司可培訓高階主管成為交通安全管理師，藉以協助公司

提升風險分析之能力，建議之課程規劃如表 6.6 所示。本研究也同時

規劃運行管理者課程，不同於交通安全管理師課程，此課程著重交通

法規以及標準化程序的建立，藉以訓練具備法規知識以及瞭解標準化

程序的人才，建議之課程規劃如表 6.7 所示。 

對於交通安全管理師課程而言，課程中屬於知識傳授的課程包含：

道路交通事故之發生與影響因素、道路交通事故資料蒐集與分析、道

路交通安全計畫之績效評估、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簡介、道路交通

安全目標與政策之規劃、道路交通安全之法規鑑別以及道路交通安全

之危害識別與風險評估等課程，透過專業講師的知識與經驗傳授，可

培養業者對於交通安全管理正確的觀念與知識；而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重建與鑑定、職業駕駛人之交通安全管理與訓練、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系統之文件化、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內部稽核作業以及管理審查會議

與持續改善作業，屬於知識與實作並進的課程，透過具有輔導 ISO 

39001 專業講師或是實務領袖的經驗分享，讓業者可落實企業安全管

理的稽核作業，也藉此培訓課程協助業者獲得高階等及管理系統之能

力。 

對於運行管理者課程而言，即透過 6 堂課 18 小時的課程講授，

針對道路交通法規知識以及基本的管理系統的培訓，藉此培訓課程協

助業者獲得中階等級管理系統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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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透過測驗及考試以瞭解學員是否已具被相關知識與技能，

以便其能為公司內部營運安全管理發揮診斷、把關之用。通過課程培

訓及考試合格者，可由相關機關發給證書。 

表 6. 6：交通安全管理師培訓課程規劃表 

課程名稱 上課時數 認定標準 備註

1. 道路交通事故之發生與影響因素 3 出席+考試 
2. 道路交通事故資料蒐集與分析 3 出席+考試 
3. 道路交通安全計畫之績效評估 3 出席+考試 
4.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重建與鑑定 3 出席+考試 
5. 職業駕駛人之交通安全管理與訓練 3 出席+考試 
6.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簡介 3 出席+考試 
7. 道路交通安全目標與政策之規劃 3 出席+考試 
8. 道路交通安全之法規鑑別 3 出席+考試 
9. 道路交通安全之危害識別與風險評

估 
3 出席+考試 

10.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文件化 3 出席+考試 
11.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內部稽核作業 3 出席+考試 
12. 管理審查會議與持續改善作業 3 出席+考試 
總   計 36  

表 6. 7：運行管理者培訓課程規劃表 

課程名稱 上課時數 認定標準 備註

1. 交通法規專題研究(一) 3 出席+考試 
2. 交通法規專題研究(二) 3 出席+考試 
3. 道路交通安全之法規鑑別 3 出席+考試 
4. 職業駕駛人之交通安全管理與訓練 3 出席+考試 
5. 標準化之程序與辦法 3 出席+考試 
6. 管理系統之建置 3 出席+考試 
總   計 18  

6.3.3 政策規範與獎勵措施 

本研究針對汽車運輸業設計的道路安全管理系統的推廣方式，主

要推動關鍵在於業者參與的意願。因此，為提升業者參與意願，可從

強制性較高的政府規範以及屬鼓勵性質的獎勵措施兩方面著手，制定

相關的作法進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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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小節中，就分別針對推廣公共運輸業所要進行的政策規範調

整，以及獎勵措施的作法進行規劃，以提升業者參與意願。 

（一） 政策規範方面 

由於汽車運輸業屬於交通部公路總局以及地方政府（市區公車業、

計程車業）轄管之範圍，因此在確定需進行推廣道路安全系統時，可

直接從各業別轄管單位之規範進行制訂。因此，可於管理辦法或是評

鑑規則中，納入建置推廣道路安全系統的相關辦法，針對核心型與全

面型道路安全管理系統的建議如下： 

1. 核心型道路安全管理系統 

(1) 公司每百人建議配置 2 名以上交通安全管理師。 

(2) 汽車運輸業內部相關安全文件，建議經交通安全管理師簽

核。 

(3) 公司內部每位員工每季建議辦理 2 小時以上的交通安全

講座，講座須由具有交通安全管理師資格者講授。 

(4) 公司可申請交通安全管理師培訓，培訓所需經費向主管機

關申請費用補助，申請時需送交申請文件，並由主管機關

核可後，提供培訓費用補助。 

(5) 交通安全管理師培訓課程部份，主管機關可由公路總局公

路人員訓練所或委託國內大專院校交通安全相關單位、具

輔導辦理道路安全驗證經驗之機構進行培訓。培訓完成之

證書，需由主管機關製發。 

(6) 交通安全管理師建議於每 2 年接受回訓，以瞭解道路交

通安全之新風險、新科技、新知識及新觀念，以落實考核

機制。 

2. 全面型道路安全管理系統 

(1) 公司是否建置全面型道路安全管理系統，可納入評鑑加分

項目。若公司已完成建置，可加評鑑總分數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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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主管機關每年將通過且維持全面型道路安全管理系

統業者名單，透過網站公開揭露，以供一般大眾查詢。 

(3) 公司自行辦理建置全面型道路安全管理系統，建置過程之

輔導及驗證所需經費，可向主管機關申請費用補助，申請

時需送交申請文件，並由主管機關核可後，提供一定比例

金額之補助。 

（二） 獎勵措施方面 

為提高業者參與建置道路安全管理系統之意願，主管機關可透過

一定比例金額之補助，以鼓勵業者積極參與系統建置，然此一作法仍

屬被動。因此，為了鼓勵積極並完成參與的業者，本研究規劃相關的

獎勵措施，來鼓勵具有實際作為的業者。 

考量獎勵措施可能受到機關預算限制，在此將分為初期（前 3 年）

及未來年期（第 4 年以上）進行規劃，規劃作法如下： 

1. 初期（前 3 年） 

為推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建置，在推廣初期，廣設

交通安全管理師與運行管理者培訓課程，並透過費用補助，

鼓勵業者多家參與，若業者送訓人員達一定水準，可獲得獎

勵金。 

2. 未來年期（第 4 年以上） 

在推廣一段期間後，應已有一定比例業者已通過交通安全

管理師與運行管理者課程，具備相當道路交通安全知識，可

進一步於法律或相關規則、辦法中規範業者須建置交通安全

管理師與運行管理者。 

透過政策規範的內容以及提供培訓、輔導及驗證費用補助，再配

合上述訂定的獎勵措施，應可逐年提升業者道路交通安全的層級，全

面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的環境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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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道路交通安全不僅是我國道路主管機關持續關注的課題，也是世

界各國致力改善的重點工作。為了降低我國汽車運輸業之道路交通事

故及其衍生之傷亡，全面提升我國汽車運輸業之行車安全，本研究從

回顧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理論、學習 ISO 國際標準組織所公布之管理系

統精神、研讀 2012 年頒布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ISO 39001 標準

之條文及執行指南，並在驗證公司的協助下瞭解執行 ISO 管理系統驗

證之作業內容與流程。此外，研究團隊透過汽車運輸業者的合作以實

習輔導的方式，指導其建立符合公司需要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並陸續通過 ISO 39001之驗證，朝向更優質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邁進。 

 本研究延續過去兩年(104、105 年)輔導 3 家運輸業者導入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系統之推廣工作，除輔導統聯汽車客運與中台灣汽車客運

兩家業者建置其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系統外，並於 106 年 9 月協助其

順利通過 ISO 39001 之驗證，成為國內第 3 及第 4 家獲 ISO 39001 驗

證之公司。而先前輔導之桃園客運也在其持續的努力下，於 106 年 10

月順利通過 ISO 39001 之驗證，成為我國第 5 家獲此殊榮之公司。 

    本年度之工作計畫中，除持續輔導汽車運輸業者建置其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系統外，亦輔導桃竹苗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及易緯工程顧

問公司兩家輔導機構參與課程研習，以協助推廣運輸業導入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系統之建置與執行。此外，本研究將過去 3 年的輔導經驗與

授課教材融入「ISO 39001 導入參考手冊」之編撰，作為運輸業者提

升自我安全管理之工具。最後，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瞭解我國汽車

運輸業者建置及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能力及所遭遇之困難，

且依據調查結果提出道路交通安全分級管理制度之建議，並參酌汽車

運輸業各業別之營運規模與條件、可用資源、交通安全問題之嚴重程

度及政府主管機關現有之監督機制，綜整出適合我國推動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制度之分級架構，再透過推廣說明會分享研究成果，共有逾百

位產、官、學界代表參加討論，相關照片如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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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結論 

本研究歷經 3 年的輔導經驗，並與業者及認證公司密切互動，對

於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已有深入的瞭解。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分

析我國運輸業者之營運體質、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建置程度、建

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意願，並研提相關管理機制與推廣策略，

綜整出如下之觀察與結論，可作為未來規劃相關政策之參考。 

一、 我國運輸業者導入 ISO 39001 之執行狀況 

（一） 輔導業者過程中，深感在缺乏明確誘因之情況下，公司總裁或

高階主管對交通安全管理的重視與支持，是公司能否全力投入、

成功建置此系統並持續滾動維護之關鍵因素。 

（二） 輔導業者過程中，不難發現業者極度缺乏交通安全管理之專業

人才，惟在本研究團隊連續兩、三個月之指導協助下，大部分

受輔導之業者均能藉此機會，培訓數位能為公司持續推動交通

安全管理業務之人員，誠屬可喜之現象，也是本研究能為我國

汽車運輸業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之具體貢獻。 

（三） 本研究追蹤並分析首都客運導入 ISO 39001 前、後之交通安全

績效發現，首都客運的核心指標(有責事故肇事率)的確有改善

之趨勢，而行為指標(行車違規率)也有隨時間下降之趨勢。核

心指標之改善已達統計顯著程度，行為指標雖有下降趨勢，但

因樣本數不足，而無法判斷。整體而言，首都導入 ISO 39001

的確對其安全管理績效有相當之成效，但仍建議應持續追蹤其

成效及相關影響。 

（四） 本研究根據持續追蹤及分析 ISO 39001對我國運輸業之安全管

理的可能效益，建議我國運輸業應建立並導入相關之安全管理

程序，從危害識別及風險評估、矯正措施之擬定、相關程序及

表單之建立，乃至善用行動、行為，及核心指標來對道路交通

安全進行目標及量化管理，此一 PDCA 程序將對我國運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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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應有顯著之效益。 

二、 教材與參考手冊 

（一） 本研究歷經兩年對汽車運輸業之輔導授課，業已建立一套略具

規模之教材及演習表單，並依照 ISO 39001 標準條文章節，將

內容劃分為八個單元的課程模組，再把每個單元模組以系統化

方式將其內容分為六個項目，撰擬出參考使用手冊，可供有意

導入 ISO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的運輸業者參閱使用。 

三、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機制 

（一） 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所需執行之工作項目中，「最高主管

承諾且支持推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與「明確建立自己的道路

交通安全願景與目標」為業者最感容易做到之工作，顯示汽車

運輸業者之高階主管普遍認同「做好道路交通安全」是其重要

之營運目標，也是公司應該執行之任務。 

（二） 受訪業者對「持續改善道路交通安全之管理」、「定期對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進行內部檢查與確認是否符合標準」及「完整的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作業標準及表單」都感覺尚屬容易達成之工作；

而對「訂定道路交通安全相關績效之指標」與「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能夠符合現有所有相關法規之要求」兩項工作則有稍感不

易做到之猶豫。對符合法規要求之困難，可能與勞基法之一例

一休要求有關，許多業者仍擔心無法完全符合法規之要求。 

（三） 受訪業者對「員工了解且能依照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程序執行各

項作業」、「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所有作業以文件之方式呈現

並保存」、「投入足夠的資源以推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及「建

立完整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程序」等需要投入資源及成熟管理

技術之工作已逐漸感到困難，對管理制度較不上軌道之汽車運

輸業者將帶來挑戰而需要協助。 

（四） 「識別所有作業流程中潛藏之交通安全風險並擬定對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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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有正式的管理審查會議」及「擁有具備道路

交通安全專業之管理人員」等三項涉及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專業

知識與技術之工作，是我國汽車運輸業者最感無力，又不知如

何自我學習補強之工作，也是最需要專業輔導及政府協助成長

之專業經營管理技術。 

（五） 進一步分析「Rasch 模式所估計得之汽車運輸業者執行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之能力」的結果顯示，運輸業者執行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之能力，與其是否有其他 ISO 驗證經驗略有相關，而與公

司之規模(如資本額、員工數、車輛數等)並不具顯著相關性。

此現象顯示積極且具進取心之公司，其在各方面之表現也都會

有較佳之能力。然而受到樣本數僅有 140 餘份，此結果是否能

代表所有運輸業者，仍需更進一步的確認。 

（六） 我國汽車運輸業計有九大業別、近萬家廠商，各業別廠商之經

營環境、公司規模差異甚大，即使屬於同一業別的廠商也有相

當大之差異，再加以各業者對安全管理之重視及資源投入意願

不同，若要求所有業者均須於短時間內建置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既需要龐大資源，也容易招致大量業者的強烈反彈，故有必要

因應不同情況業者之特性與需要，提供循序漸進之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制度，擬訂分級且具階段性推廣之策略。基此，本研究

乃依據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所要求工作項目之難易程度，研

議初階、中階及高階等三級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制度，即要求

標準如下： 

1. 初階：具有基本的作業表單及遵守現有法規。 

2. 中階：具有基本的作業表單及遵守現有法規＋具有標準作

業程序(SOP)及完整文件紀錄。 

3. 高階：具有基本的作業表單及遵守現有法規＋具有 SOP

及完整文件紀錄＋具有安全自主管理能力（通過且持續維

護道路交通安全系統，如 ISO 39001 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

可之道路交通安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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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管理機制之推廣策略及方法 

（一） 為瞭解國內汽車運輸業者在政府不同推廣策略下，建置核心型

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及全面型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意願，本研究

乃針對各家業者之經理人進行問卷調查，總計回收 140 份問

卷，扣除填答不完整之無效問卷，有效問卷共計 65 份。由於

每份問卷均要求受訪業者針對 9 種組合的情境加以填答，共有

585 筆樣本，用以推估全面型及核心型之羅吉特選擇模式。然

而受到樣本數量之限制，此結果是否能代表所有運輸業者，仍

需更進一步的確認。 

（二） 業者建置全面型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意願模式顯示，「政府提

供培訓、輔導及驗證費用之補助」及「政府公告業者名單，並

於營運服務評鑑中予以加分」兩項推廣策略具顯著影響效果。

而就業者之特性而言，以成立年期長、員工人數多及保險費高

的業者有較高之建置意願，可列為優先輔導驗證之對象。惟有

趣的是，不同業別之業者並沒有顯著差別之驗證意願。 

（三） 業者建置核心型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意願模式顯示，「政府提

供培訓、輔導及驗證費用之補助」是唯一具顯著影響力的推廣

策略。而就業者之特性而言，以成立年期長、員工人數多及車

輛數量多的業者有較高之建置意願，可列為優先輔導驗證之對

象。同樣地，不同業別之業者並沒有顯著差別的驗證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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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建議 

本研究透過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探討與分析，結合過去三

年的輔導經驗，除作成前述之結論外，更進一步對於推廣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機制與策略，提供如下之建議以作為我國未來推動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系統，或鼓勵業者導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參考。 

一、 教材與參考手冊 

（一） 經由受輔導公司於接受驗證過程的觀察，建議後續與驗證機構

在「道路交通安全」範圍的界定上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因為

部分問題似乎非屬道路交通安全問題，而是公共安全、勞動安

全之議題。透過討論可以讓驗證機構與輔導團隊的落差消失，

對於驗證機構與輔導團隊及受輔導公司都有正向的幫助。 

（二） 驗證通過後的績效評估部分，依據驗證機構分享其過去在勞安

驗證的經驗顯示，偶爾會發生驗證通過後不久便有死、傷的工

安事件，以這個觀點來看，通過驗證的績效似乎是零，甚至是

負的。這是由於事件的發生有其隨機性，也有許多原因是系統

無法實質掌控，建議運輸業者可建立安全管理系統，透過長期

滾動式管理，定期檢視工作相關文件與事件紀錄，以建立與時

俱進的安全管理機制，隨著管理系統建置日趨成熟，由「被動

管理」發展至「主動管理」，除可有效預防可預期之意外事件

發生，突發狀況亦有標準作業程序可降低其危害。 

（三） 由參與驗證的精神來看，主要是透過實質的自我審視來發現既

有及潛藏問題，進一步擬定方案及程序，來降低問題發生的風

險，以避免並預防問題發生。因此與其以短時間的事件發生件

數，來評估驗證對受輔導公司帶來的績效為何，建議可以在驗

證通過後一段時間內，對於員工及利害關係者進行調查，以瞭

解驗證對從業員工及利害關係者實質的感受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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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機制 

（一）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項目中，我國部分運

輸業者尚難以達成符合所有法規之要求。然而，遵守法規是運

輸業者營運之必要條件，建議我國道路主管機關應重新檢視各

項相關法規之適用性，以及運輸業者在執行上所遇到的困難，

評估是否有必要適度修訂相關法律以確保運輸之安全。 

（二）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所有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項目中，識別作

業流程中潛藏之交通安全風險與風險評估為最困難之項目，此

項目亦為 ISO 39001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核心，實有必要

提升運輸業者風險評估與分析之能力。因此，建議道路主管機

關可安排相關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課程，培育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師，以協助公司進行事故/危險事件之資料蒐集與分析，進而可

協助公司進行營運風險之識別及預防。 

三、 管理機制之推廣策略及方法 

（一） 本問卷調查有部分業別之問卷回收份數不高，可能會影響模式

推估結果，而無法反應該業別之業者實際參與意願及所需政府

協助之處。因此，建議主管機關可鼓勵業者回填問卷，或者透

過該業別業者座談會方式，瞭解業者實際想法與需求。 

（二） 我國汽車運輸業者雖都感受到道路交通安全對其公司之重要

性，惟在業者普遍重視增加營收及減少營運成本之情況下，花

錢投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意願仍屬不高。建議未來在推動汽

車運輸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制度上，除了要大力宣傳通過驗證

公司之交通安全績效實績外，政府政策的鼓勵及補貼仍是最有

效的鼓勵措施。 

（三） 我國汽車運輸業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專業能力仍明顯不足，建

議需要推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師培育計畫，以協助業者進行交

通事故風險因子分析及改善對策之研擬，落實我國汽車運輸業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制度之永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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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研究建議核心型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可統一推廣於九大業別，

尤宜優先輔導成立年期長、公司規模大的業者進行建置。建議

推廣初期，由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所）或委託專業單位辦

理交通安全管理師的培訓工作，以接受各家業者免費派員參訓。

此外，建議政府針對交通安全管理師的培訓制度，包括培訓內

容、上課時數、認證方式等加以研議建立，以供業者遵循。俟

交通安全管理師推廣普及至一定程度時，甚至可進一步修法將

交通安全管理師納入道路交通安全或運輸業管理相關法規予

以統一要求。 

（五） 本研究建議全面型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亦可統一推廣於九大業

別，尤宜優先輔導成立年期長、公司規模大的業者進行建置。

建議主管機關提供驗證及輔導驗證費用之部分補助，以達推廣

之效。另外，主管機關可將通過驗證的業者予以公告週知，並

於營運服務評鑑（客運部分）中酌予加分。 

（六） 本研究基於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及 ISO 9001 的核心概念及

專業技術，規劃交通安全管理師的培訓課程內容，包括道路交

通事故之發生與影響因素、資料蒐集與分析、績效評估、風險

分析識別及事故處理鑑定等，共計 36 小時。此外，亦規劃運

行管理者培訓課程內容，包括道路交通法規知識及基本的管理

系統。後續建議主管機關可參考相關課程內容，協助業者培訓

交通安全管理師及運行管理者，透過安全種子人員提升業者內

部安全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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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推廣說明會辦理情形 

本研究於 106 年 10 月 31 日辦理推廣說明會，分享研究成果，並

邀請四位與談人對於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機制提出建議。同時舉辦通過

ISO 39001 驗證之授證儀式，恭賀統聯客運、中台灣客運與桃園客運

通過 ISO 39001 之驗證。共有逾百位產、官、學界代表參加討論分享。 

（一） 主辦機關：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國立交通大學 

（二） 會議時間：106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09:00 至下午 13:00。 

（三） 會議地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地下一樓國際會議廳。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40 號） 

（四） 會議議程： 

時  間 議  程 

08:30 至 09:00 報到 

09:00 至 09:10 主辦單位致詞與貴賓介紹 

09:10 至 09:20 通過 ISO 39001 驗證之授證儀式 

09:20 至 09:40 
專題演講一： 

「統聯客運推動 ISO 39001 心得分享」 
演講人：統聯客運公司 朱玉書 總經理 

09:40 至 10:00 
專題演講二： 

「桃園客運推動 ISO 39001 心得分享」 
演講人：桃園客運公司 簡誌良 主任 

10:00 至 10:20 
專題演講三： 

「統一開發推動 ISO 39001 心得分享」 
演講人：統一開發公司 施佑霖 副理 

10:20 至 10:35 茶敘休息時間 (運輸研究所 B1 餐廳) 

10:35 至 10:50 
專題演講四： 

「ISO 39001 導入參考手冊之說明」 
演講人：國立交通大學 吳宗修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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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議  程 

11:50 至 11:50 

專題演講五：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機制之研擬」 
演講人：國立交通大學 張新立 教授 
與談人： 

淡江大學 張勝雄 教授 
交通部公路總局 林福山 主任秘書 

臺北市公共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 王顯堂 總幹事 
中華民國路線貨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周政雄 常務

理事 

11:50 至 12:10 綜合討論 

12:10 至 13:00 午餐時間 (運輸研究所 B1 餐廳)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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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推廣說明會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9:00 至下午 12:30 

貳、 會議地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40 號） 

        地下一樓國際會議廳 

參、 與談人意見： 

 淡江大學 張勝雄教授 

就整個大架構和社會制度改變而言，很贊同 ISO 39001 的導入作

法，不論是 ISO 39001 或 ISO 9001 驗證，其實是建立 SOP 的 SOP，

且不論是客運公司或轉運站，只要是運輸業者，都可以在 ISO 39001

中找到規劃的方式。「規劃 SOP 的 SOP」這句話很好，從 PDCA 的角

度來看，它是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不求一步到完美，先做就對了，

先求有再求好，然後再慢慢調整。 

問卷的部分不太理想，尤其是汽車貨運業的部分，讓人覺得是因

為大公司體制好，才能通過 ISO 驗證，還是驗證過後才變好？「心若

改變態度就會變接著影響作法性格人生就會整個改變」，上層的

決定是一個新的改變，如果願意，只要是小小的改變都會促成制度的

變革。主管是否下決心要改變是非常重要的，改變後整個公司的態度

才會跟著變。但是目前汽車運輸業者對安全還不夠重視，安全在整體

社會也還沒形成共識。 

ISO 制度對小公司來說，可先建立公司品質制度再進入到 39001

來。就 ISO 來講，是促使公司需真誠的面對自己需要改善的部分。例

如：去國中小評鑑（交通安全教育），學校把交通安全融入教育當中，

像是舉辦書法比賽後，是否檢討能否改變學童們的安全風險意識？每

個月的精神教育在講完後，是否有確認他們是否有吸收？譬如說這個

月初，臺南就有兩個司機發生事故，其中一位過世，事前能否透過司

機的體型，來判斷出他可能有什麼疾病。然而我們的教育訓練是否幫

助司機去瞭解自己身體上的狀況，或幫助他改變家庭狀況？司機排班

是否有充裕的一小時的吃飯時間？我們希望讓司機有充裕的時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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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吃飯，或有足夠的時間可以讓司機的身體狀況變比較好。我們需要

去瞭解真正的原因，多問幾個為什麼，知道產生原因背後的因素，可

以比較瞭解真正的狀況。 

 中華民國路線貨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周政雄常務理事 

此次參加收穫良多，本公司也想要來嘗試系統性的安全管理，覺

得這是必須學習的。本公司有一千多輛的大小貨車，每天收送的貨物

超過十萬件，如何管理和保障行車安全很重要。公司有派種子教官去

日本學習車輛管理，也定期的教育訓練，司機也例行做教育訓練，將

不正確觀念和習慣做改善。本公司也導入大數據資料並建立行控中心，

包含速率、急煞車、違停等，把所有的資料蒐集好，讓主管檢視後再

來求司機改善。 

臺灣業者大小規模差異很大，路線貨運工會的成員都相當的大，

資源也豐富，小車行的資源比較少，所以非常贊同分級管理。就業者

的立場也是非常現實的，如果覺得有很好的成效，業者會非常支持並

學習導入。對政府的建議在於獎勵措施方面，能否多一點。後續如能

來本公會說明，相信公會業者都會非常想投入，推廣效果會很好。 

肆、 綜合討論 

 指南客運 余雅輝 

今天代表一個正在導入當中的業者，我們是中興巴士團隊，包含

統聯共有 3450 輛車、350 條路線，是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團隊。統聯

提過為什麼要導入 ISO 39001，除了已導入 ISO 9001，但導入 39001

對統聯會更有幫助。三個業者分享的心得跟我們現在的心得一樣，我

們現在還在接受交大輔導課程，預計在下個月中會結束所有課程，希

望在農曆過年前驗證。在此跟各位分享導入 39001 的心路歷程，通常

公司管理規章程序的建立都是一個片段的，但是 39001 的精神和交大

團隊的經驗，可以在導入的時候檢視目前的管理是否有需要修正的地

方，是一個很好的工具，提供我們檢視目前公司的規章制度哪裡有什

麼問題，哪裡可以提升我們的體制，讓我們可以更能應變。與會的各

位都是有心想要讓我們更好，我現在代表正在推動的業者，可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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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系統的導入，做了就沒有錯。 

 張新立教授 

我們今年主要輔導對象是統聯，但是余總一起參加這個課程並且

從頭聽到尾，所以他認為這是應該要做的事情，所以他們集團的六家

公司花錢找團隊上課。很多業者都在詢問輔導課程，但很多業者的規

模太小了，可考慮合併參加相關課程。 

 建明客運 

可否說明申請輔導的資格跟相關費用及計畫？ 

 張新立教授 

運研所每年計畫會規定要輔導的業者，團隊通常會考慮通勤時間

及成本而挑選北部的業者。若貴公司有興趣，會先瞭解貴公司的企圖

心，但目前有很多業者在排隊希望接受輔導。建議可幾家公司聯合一

起上課，例如余總他們集團，團隊規劃輔導課程共 45 堂課，再加上

學校行政之類的收費，最低大約是 40 萬。團隊後續規劃在交大開安

全管理制度的課程，建議每個公司都需要安全管理的人員，上課後若

通過考試則頒發證書。若一個人受訓 32 堂課相當於兩個學分費，費

用大約兩萬元。 

 運研所葉祖宏副組長： 

本研究已進行 3 年，累積很多實務經驗，但後續不一定會用相同

的模式進行，細部會再與公路總局討論。在 ISO 39001 的架構下，強

調的是公司自理，讓業者去建立一個安全管理系統，但業者的規模及

執行的決心十分重要。為什麼談業者分級還有另一個原因，對於業者

是希望其能夠自律，但在政府的立場，則希望規模小的公司也能提升

安全能力，並做相當程度的自我管理。希望透過鼓勵的方式來分級，

包含評鑑或是法規的要求。此外，包括遊覽車等業別，可能會需要安

全管理人員，目前公路總局也都在規劃當中，後續希望和交大團隊的

經驗來結合。目前還有很多業者能夠導入 ISO 39001，後續則希望推

廣至其他業者，並透過分級制度推廣安全核心價值，使得各運輸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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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方面能夠提升。 

 中華顧問工程司 

關於安全管理推動的方向，能否用 APP 建立一些評鑑制度，加入

業者相關資料，讓全民當作監督者幫業者打分數。道路主管機關也需

要重視相關安全管理，例如最近台 65 線發生下雨天的事故，上下匝

道處有一輛車失控，是否肇因於道路排水不良形成積水，相關單位需

去檢視道路設計及養護是否安全。 

 張新立教授 

ISO 39001 不是只有運輸業者，只要會產生安全需求的需求的單

位都可以建置，像是政府部門、顧問公司等，建議公路總局等政府部

門可以來試試看。團隊在各區域中心都有 ISO 39001 的課程，可能是

免費的，各位可以報名參加。 

 三重通運 

幾年前 BSI 引進 ISO 39001 時，本公司想要做第一家汽車貨運業

的驗證，但最後沒有驗證，係因主管機關、公路總局或客戶都沒有要

求驗證，所以沒有進行。由於運輸安全對於客戶最重要，希望能對客

戶做宣導。除了客戶要求外，大多是因為主管機關要求或同業都導入，

業者才會有導入 ISO 39001 的動機。 

 顧問公司 

目前通過驗證的業者，驗證的範圍都不太一樣，有的分地區、業

別或路線。由於同一個業者可能會經營很多項目，哪些部分是需要優

先驗證的？是否要針對它的弱項？ 

 張新立教授 

國際上有些國家對於危險物品運送等類別，已開始要求建置 ISO 

39001，國內目前還沒有這個制度。另需要向民眾教育安全是有成本

的，例如可以要求遊覽車業者需通過一些驗證才能夠招攬客戶。至於

驗證的範圍，雖然部分業者僅驗證部分路線，但總公司相關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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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要建立，並不會因為範圍小而可以省略部分標準程序或管理系統。

我覺得全體民眾都需要被教育一個觀念，安全是一個有價值的品牌，

例如比較安全的航空公司，票價可以賣得比較高，希望交通部能夠來

配合推廣交通安全的重要。 

驗證的費用跟驗證的範圍是相關的。客運跟貨運的作法都不一樣，

但我們擔心 ISO 39001 會像 ISO 9001 一樣，很容易就可以取得驗證，

變成只是一個形式而已。交通部和團隊希望透過這次的推廣，大家一

起共同努力建立良好的機制。依據我們的經驗，推廣不可能一次到位，

未來可考慮到公會宣導，也希望有意願的公會能與團隊或跟運研所聯

絡。最後非常謝謝各位參與本次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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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專案課程時間表 

 

日期 內容 
時

數
說明/參加對象 主講人 

5/31(三) 

上午

9:00~ 

12:00 

啟始會議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ISO 39001:2012)標

準簡介 

 國際/臺灣趨勢及現況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推行程序 

1 高階主管 

部門主管 

推動小組 

張新立 教授

ISO 39001:2012 條文解讀 

 標準之理論與實務介紹 

 標準之內容與特性 

2 推動小組 

各單位代表 /

幹事 

張新立 教授

6/8(四) 

上午 

9:00~ 

12:00 

先期審查 

 先期審查程序與目的說明 

 先期審查之資料收集 

3 推動小組 

各單位代表 /

幹事 

邱裕鈞 教授

 

 法規鑑別與符合性查核   吳宗修 教授

 

下午 

13:30~ 

16:30 

 先期審查報告撰寫 

 法規鑑別實作與文件撰寫 

3 推動小組 

各單位代表 /

幹事 

邱裕鈞 教授

吳宗修 教授

6/14(三) 

上午 

9:00~ 

12:00 

 道路交通安全風險鑑別評估 

 風險評估資料建立 

3 推動小組 

各單位代表 /

幹事 

吳昆峰 教授

下午 

13:30~ 

16:30 

 作業危害鑑別 

 評估風險資料 

3 推動小組 

各單位代表 /

幹事 

吳昆峰 教授

6/21(三) 

上午 

9:00~ 

12:00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規劃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政策擬定 

 目標、標的與方案制定 

3 推動小組 

各單位代表 /

幹事 

鍾易詩 教授

下午 

13:30~ 

16:30 

 道路交通安全政策、標的與準則實作 

 目標、標的與方案實作 

3 推動小組 

各單位代表 /

幹事 

鍾易詩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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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內容 
時

數
說明/參加對象 主講人 

6/28(三) 

上午 

9:00~ 

12:00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文件規劃與製作 

 RTS 管理系統文件規劃 

 RTS 管理系統文件製作(1,2,3 階文件建立) 

3 推動小組 

各單位代表 /

幹事 

吳宗修 教授

7/5(三) 

上午 

9:00~ 

12:00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文件規劃與 1, 2, 3 階文件

整合與建立 

3 推動小組 

各單位代表 /

幹事 

全團隊 

7/12(三) 

9:00~ 

16:30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文件規劃與 1, 2, 3 階文件

整合與建立 

6 推動小組 

各單位代表 /

幹事 

全團隊 

7/19(三) 

9:00~ 

16:30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內部稽核 

 稽核程序及技巧 

 稽核工作文件準備 

6 推動小組 

各單位代表 /

幹事 

張新立 教授

驗證單位 

7/26(三) 

上午 

9:00~ 

12:00 

內部稽核工作概要與執行技巧 3 推動小組 

各單位代表 /

幹事 

高階主管 

部門主管 

推動小組 

張新立 教授

管理審查會議 魏健宏 教授

※套色部分為實作練習課程 



165 
 

附錄四、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具委託性質） 

期中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編號：MOTC-IOT-106-SEB006 

計畫名稱：我國運輸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機制之研擬 

執行單位：交通大學 
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一、張勝雄委員 
1.  報告 p11 流程圖，部分流

程的工作項目是否需要

調整順序？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

會調整其流程圖順序。

同意。 

2.  首都客運執行的部分，在

統計上其綜合績效平均

有改善。由於 PDCA 之重

要精神為回饋，建議與業

者或司機等實際執行部

門回饋績效差異的結果，

並共同分析探討差異的

原因。 

 感謝委員建議，回饋確

實是 PDCA 之重要精

神，本研究會與實際執

行部門共同分析探討

績效差異的原因。 

同意。 

3.  在設定行為指標時需先

檢討合理性，依照「情、

理、法」方式來做。以繫

安全帶為例，若安全帶的

設備不是那麼合理可行

時，使用者會因使用不方

便而不願意去做；或是轉

運站對於人員闖入，是否

也要檢討設施部分的合

理性，以及指標設計是否

恰當，並將結果作為回饋

的一部分，來改正系統設

施或設備，使其趨於合

理。 

 感謝委員建議，指標設

計除了以安全做為考

量，符合「情、理、法」

也相當重要，本研究會

檢視指標設計的恰當

性。 

同意。 

4.  運輸業導入分級的構想

很好，但大部分業者可能

連基本的 ISO 9001 都沒

有，希望趁這次的機會瞭

解不同分級的運輸業者

各有幾家，如此才能知道

 感謝委員肯定，本研究

接下來會針對九大運

輸業者進行能力之調

查，除了能擬定業者導

入之分級制度，亦能瞭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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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我們輔導的重心在那裡，

把輔導的品質建立起來。

解不同分級之運輸業

者各有幾家。 
5.  訪談似乎以問卷為主，而

問卷係是以結構化問題

為主。由於大家都對 ISO 
39001 不甚瞭解，建議可

先找幾家公司進行開放

式的訪談以瞭解狀況，較

有助於問題釐清及探討

實質內容。 

 感謝委員建議，問卷之

設計已經有與幾家業

者討論並適度調整其

內容。 

同意。 

二、吳富堯委員 
1. 風險的層次有三，分別為

策略風險、系統風險和作

業風險，目前交大團隊著

力於系統風險，即系統的

引進，但系統引進僅在提

供基礎，安全是否落實則

取決於作業風險面是否

被觸及，因為系統不會產

生錯誤，都是人為產生錯

誤，比例約 75%至 80%。

所以應落實於危險駕駛

行為、車輛安全設備或特

定危險路段所產生的風

險，計畫最後應回歸作業

風險是否落實，並檢驗成

效。車輛駕駛有兩個主要

人為因素，分別是僥倖

（便宜行事，如闖紅燈、

超速等）及輕忽（粗心大

意，危險意識不高），因

此作業風險應聚焦於如

何降低人為因素，在演練

時希望能落實到駕駛部

分。 

 感謝委員建議，目前研

究團隊著力於系統風

險，提供整體性的風險

評估，作業面的風險並

非 沒 有 觸 及 ， ISO 
39001 提供一套系統

來執行風險的評估以

提升運輸安全，最根本

執行面的作業風險仍

需回歸業者的自我檢

核。 

除了系統面之導入

及建置外，建議思

考如何透過制度強

化運輸業者作業風

險的評估及管控。 

2. 不當開車門造成受傷的

事故數，一年約有三千

件，在交通罰則及考照內

容都有導入相關防治方

法，且能確實有效降低危

害。以華航為例，為避免

發生事故，其首先降低人

 感謝委員說明，交通事

故有 90%以上為人為

因素，降低人為決策的

不確定因素確實可能

降低風險的產生。即時

監控並立即糾正即符

合 PDCA 的回饋精神，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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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為決策的不確定因素，能

否降落不由機長決定，而

由公司規定；其次則引進

即時監控系統，犯錯當下

便以即時的教育訓練及

處分，來避免人為的犯錯

並提升安全。 

客運業者所裝設之車

載行車安全系統亦能

即時監控並找出可能

導致交通事故的相關

績效指標。 

3. ISO 的系統面已逐漸成

熟，但成效是否達成，還

需要靠作業面的執行。 

 感謝委員建議，作業面

的執行除了靠導入

ISO 39001，更需業者

配合自我檢核。 

同意。 

三、陳榮明委員 
1. 請補充說明 104 年至今

(106)年輔導過的業者，以

及追蹤執行情形的業者。

 104 年僅輔導首都

客運一家業者，並於

該年度通過驗證。 
 105 年輔導桃園客

運、亞慶物流，也另

外輔導統一開發，統

一開發在輔導完後

亦通過驗證，但桃園

客運和亞慶物流尚

未通過驗證，需要再

追蹤。而首都客運通

過驗證之績效也仍

在持續觀察中。 
 今年度除輔導統聯

與中台灣客運外，也

持續追蹤首都績效，

同時協助桃園客運

與亞慶物流通過驗

證。 

同意。 

2. 請補充說明今年兩個輔

導機構為何單位。 
 感謝委員提醒，今年兩

個輔導機構分別為易

緯工程顧問與桃竹苗

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

心，與輔導單位一同上

課並提供建議給研究

團隊參考。 

同意。 

3. 今年計畫的重點在於推

廣機制的研擬，目前的機

制只看到零散的內容分

布在各章節，期末建議有

 感謝委員提醒，分級制

度與推廣機制是未來

主力執行的部分，在問

卷調查回來之後，做深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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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一個較具體的整合性機

制。 
入分析，再將分級標準

作更細緻的調整，最後

配合法規與評鑑辦法

來研擬推廣機制。 
4. 分級牽涉到補貼與作業

標準該如何決定，此部分

需考慮適當的執行機制。

 感謝委員提醒，分級制

度將由後續的問卷調

查來建立，並彙整相關

補貼與評鑑辦法來研

擬推廣機制。 

同意。 

5. 查核的文件是否有依據

輔導過程做修正或修

改？此部分請說明。 

 授課所使用之表單文

件是經過三年輔導經

驗累積的產出，並隨著

輔導過程做適度調整。

同意。 

6. 對不同業者分別以等級

區別，為什麼遊覽車業者

沒有初階的分類？計程

車業者還包括個人，是否

對應至初階？資本額較

低的租賃業者若要納入

評鑑，其標準為何？若要

補貼，是否初階不補貼，

只有進階或專業才補

貼？補貼方式如何取

捨？由何機構認定哪些

業者可以補貼？在後續

的行政作業是較大的關

鍵。 

 目前的分級制度為初

步研擬的結果，研究團

隊後續的重點著重在

九大業者的調查，更細

緻的分級制度會在收

集問卷之後再做更進

一步的分析。 
 評鑑辦法與補貼標準

會根據分級制度與推

廣策略作調整。 
 為了使後續的行政作

業能更貼近實務需求，

研究團隊預計將與公

路總局共商推廣策略

與分級制度之可行性。

同意。 

7. 納入評鑑會牽涉到法規

的要求，是否需補正或修

正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及評鑑作業辦法，請說

明。 

 感謝委員提醒，研究團

隊未來在研擬機制與

推廣策略時會以汽車

運輸業管理規則及評

鑑作業辦法作為參考。

同意。 

四、陳主席天賜 
1. ISO 的系統風險可否延

伸到操作面的問題，以做

為 PDCA 回饋的部分？ 

 ISO 的系統風險已涵

蓋操作面的問題，業者

PDCA 的回饋與落實

自我檢核為成功提升

安全的關鍵。 

同意。 

2. 將來調查是否涵蓋九大

運輸業者來做分級？ 
 調查會涵蓋九大運輸

業者來做分級制度之

研擬。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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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五、交通部公路總局 
1. 目前執行進度並無落後。  感謝公路總局的肯定。 同意。 
2. ISO 39001 英文跟數字間

是否需要空格？ 
 感謝公路總局的提醒，

ISO 39001 英文跟數字

間需要空格。 

同意。 

六、臺北市公共運輸處 
1.  欣欣客運似曾與交大團

隊接洽導入 ISO 39001。
本處已請幾家具規模的

市區客運業者評估參與

的能力，後續會積極來推

動。 

 感謝北市公運處的積

極配合。 
同意。 

七、陳主席天賜 
1.  期末報告審查邀請路政

司與會，就法規或評鑑部

分提供本計畫意見。 

 感謝主席的提醒。 同意。 

八、中華民國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  桃客及統聯都有遊覽車

部門，但很多遊覽車公司

的規模不大，要參加 ISO 
39001 驗證的難度相對較

高。建議可先從一些規模

較大的標竿企業開始輔

導，如桃客或統聯的遊覽

車部門，以作為其他小規

模公司仿效的參考。 

 感謝聯合會之建議，本

研究會將其納入參考。

同意。 

九、中華民國公共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  業者導入 ISO 39001 的意

願，取決於需要投入的時

間、人力與財力，以及驗

證通過後的效益。就報告

結果而言，核心指標為百

萬公里的肇事率，驗證後

的績效雖然有改善，但統

計上並不顯著，這個部分

是業者所關心的效益部

分，希望交大團隊能夠說

明其不顯著的原因。 

 感謝聯合會之說明，效

益的評估並非如營收

等能夠準確衡量，驗證

的成本雖然可以估計，

但相關機會成本的衡

量則非易事，整體而

言，隱藏的效益，如減

少的保費與事故率的

降低是業者推動時所

需考量的因素。 
 績效改善統計上不顯

著的原因可能是因為

樣本數不足，但改善是

確實的，此更說明持續

追蹤績效的重要性。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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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2.  公共汽車客運的業者非

常多，但是規模大多不

一，大規模的企業有比較

足夠的人力與資源來推

動，但驗證所花費的時

間、人力對小規模的業者

來說卻是個負擔。報告的

分級想法很好，給業者一

個標準去推動導入相關

管理的方式。 

 感謝聯合會之肯定，團

隊會再精緻分級的制

度以涵括各規模之業

者。 

同意。 

3.  ISO 50001 在推動的過程

中，經濟部有補貼參與的

業者。ISO 39001 除了導

入過程外，驗證通過後的

持續執行也需要持續投

入人力財力，其投入與產

出的效益為何？政府機

關是否有補貼獎勵的相

關機制，請說明。 

 驗證 ISO 39001 的相

關補貼制度仍在研擬

中。 

同意。 

十、中華民國汽車路線貨運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1. 目前報告比較偏頗客運

業，對於貨運業輔導的部

分較少。 

 目前先以客運業為主

要輔導對象，未來可能

會擴展到貨運及其他

業別。 

同意。 

2. 報告中 p71 汽車貨運業的

數量數據有誤，加入公會

僅有 13 家。此外，報告中

p14 的法規沒有物流業、

宅配業及快遞服務業，物

流業應為貨運業加倉儲

業，宅配業及快遞服務業

是論件計酬的，所以應屬

於路線貨物業；法規也無

農產運輸業，其為整車貨

運點到點，所以應屬於汽

車貨運業。 

 感謝聯合會之說明，團

隊會再依指示修正。 
同意。 

3. 有些貨運業者，如新竹貨

運、統一速達等規模較

大，車隊數可達兩千輛，

對於安全的要求也非常

注重。建議研究團隊可以

主動找貨運業業者參與

 感謝聯合會之建議，本

研究會納入參考。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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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輔導。 

4. 若是輔導汽車貨運業，相

對應的補助能否說明？

在商言商，若希望業者導

入 ISO 39001，則導入後

的利益與產值就非常重

要，可能成為企業導入的

誘因。 

 驗證 ISO 39001 的相

關補貼制度仍在研擬

中，目前先以客運業為

主。 

同意。 

十一、統聯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1. 感謝運研所的支持，統聯

客運在行車安全的相關

作為相當積極，也是社會

上普遍關注的指標公司，

因此對於提升運輸安全

責無旁貸。業界普遍關心

成本效益，但相關的成本

不像一般的營收可以明

顯計算，而在未來可能降

低相關車禍或保險的費

用，故在推廣時可以從這

個角度出發。 

 感謝統聯客運公司的

支持與合作。 
同意。 

2. 統聯客運做 ISO 9001 已

經多時，但 ISO 9001 的訓

練課程相對於 ISO 39001，
並不是那麼的貼近運輸

業的實務，所以授課的內

容較不易吸收。此次 ISO 
39001 輔導課程所教授的

內容就與學員有許多共

同的語言，對於我們學習

吸收有很大的助益。 

 感謝統聯客運公司的

肯定與支持。 
同意。 

3. 統聯在以往的管理過程

已有一套經驗累積的方

式，也有相關數據，但缺

乏系統化的管理以及分

析能力，所以此次由專業

團隊帶領的輔導，讓我們

能夠以系統化的管理方

式來分析，對我們有相當

大的幫助。 

 感謝統聯客運公司的

肯定與支持。 
同意。 

4. 初期驗證範圍為臺北到

臺中的所有場站及路線，

 感謝統聯客運公司的

說明。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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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未來目標是整個公司都

能夠通過 ISO 39001 的驗

證。 
5. 驗證過後才是執行的開

始，後續的執行部分我們

會再慢慢補足。 

 感謝統聯客運公司的

說明。 
同意。 

十二、陳榮明委員 
1. 建議業者的規模使用車

輛數來計算，不要使用資

本額。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研

究會將此建議納入參

考。 

同意。 

2. 建議將報告所列三級增

為初級、進階、高階及專

業等四級，將 ISO 39001
當作進階級的分水嶺，在

通過 ISO 39001 驗證前，

以補助的方式來輔導業

者導入，通過後則用獎勵

的方式來鼓勵其繼續維

持。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研

究會將此建議納入參

考。 

同意。 

十三、本所運安組 (書面意見) 
1. 第一章圖 1.1 第三列之 4

個作業內容應為本研究

之主題，並非各部分之第

1 步流程，請修正。 

 遵照指示修改。 同意。 

2. 建議 2.2 節 RTS(Road 
Traffic Safety，道路交通

安全)工具部分可併入第

五章之參考使用手冊之

5.4 節進行深入說明。 

 感謝建議，本研究會納

入考量。但為求導入手

冊的一致性，目前傾向

維持原狀。 

同意。 

3. 表 2.3 至表 2.5 所列行動、

行為及核心指標，請再檢

視其內容的合適性及前

後一致性。例如表 2.3 行

動指標中，駕駛適任性/駕
駛行為、車輛養護所列指

標，內容幾乎都屬於「行

為指標」，並非做何努力

的「行動指標」，另表 2.5
之各欄標題與前兩個表

不同，請修正。 

 遵照指示修改。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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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4. 若第二章僅有 2.1 節內

容，因篇幅較少，是否併

入其他章節？ 
 

 遵照指示修改。已加入

2.3 與 2.4 節。 
同意。 

5. 已通過驗證之兩家業者，

未說明其目前所訂之績

效指標內容，以及團隊建

議兩家業者可調整或增

加哪些指標，請補充。 

 遵照指示補充。 同意。 

6. 有關 p31~32 市府轉運站

對於輔導課程中遭遇的

問題與建議，請研究團隊

併同今年統聯及中臺灣

客運之實際輔導課程情

形及問題，修正今年彙整

之課程教材及參考使用

手冊。若今年無法立即改

善，請研提後續可改善之

方式。 

 遵照指示修改。 同意。 

7. 請先介紹受輔導之兩家

客運業者(統聯及中臺灣

客運)之規模(如路線數、

車輛數、員工數、場站數

等)及業務特性，再說明輔

導 兩 家 客 運 導 入 ISO 
39001 之執行情形及問

題。 

 遵照指示修改。 同意。 

8. 請補充兩家輔導機構參

與導入課程的回饋意見。

 遵照指示修改。 同意。 

9. p41 所整理八單元課程模

組，並未包含 ISO 39001
標準之第九、十章內容，

請補充說明或修正。 

 遵照指示補充說明。 同意。 

10. 本 章 雖 已 整 理 出 ISO 
39001 導入手冊之大致內

容，惟部分內容格式不一

(如是否列舉標準相關條

文)且說明較簡略，並缺少

相關執行範例，讓運輸業

者能易於瞭解相關建置

程序及填寫各式表單方

式。請於期末報告修正補

 遵照指示補充說明。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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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充，並請曾受輔導之業者

協助檢視內容是否易懂

且符合需求。 
11. 第六、七兩章部分內容重

複且主題不明，建議第六

章改為研提 RTS 管理機

制，第七章為改為推廣策

略，包含如何培養輔導機

構。 

 遵照指示修改。 同意。 

12. 研提 RTS 管理機制缺少

各國及國內各級政府之

運輸業者管理機制說明，

請補充。 

 遵照指示修改。 同意。 

13. 第 6.2.1 節 RTS 分級部分

所設定之具備條件，建議

先確定分級的大原則，例

如符合現有法規要求(駕
駛及車輛等)、建立標準作

業流程(SOP)及文件、建

立道路交通安全相關管

理系統(如 ISO 39001)等，

再討論細部條件，才會有

較清楚的分類脈絡。 

 感謝建議，本研究會納

入參考。 
同意。 

14. 研提 RTS 管理機制後請

召開座談會，與相關政府

機關及運輸業公會討論

機制妥適性並據以修正。

 遵照指示辦理。 同意。 

15. 第七章推廣策略缺少各

部會推動相關 ISO標準之

作法，請補充。 
 

 遵照指示補充。 同意。 

16. 第九章經費支應不需在

報告書呈現。 
 遵照指示修改。 同意。 

17. 參考文獻請單獨撰寫，不

用列為第十章，並於報告

內文及相關圖、表註明文

獻來源。 

 遵照指示修改。 同意。 

18. 附錄 A 課程教材簡報部

分，請再檢視是否已依本

所意見進行修正。例如相

關內容標示對應之標準

條文編號、以實例說明各

 遵照指示修改。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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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執行步驟及各式表單填

寫方式等。 
19.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

統」之名詞建議於第 1 次

出現時完整說明其中英

文全名，之後可以 RTS、
RTSMS 或該管理系統說

明，以利讀者閱讀。 

 遵照指示修改。 同意。 

20. 有關報告中錯字或排版

部分，請於會後洽本組修

正。 

 遵照指示修改。 同意。 

主席結論 
1. 經由大家討論，可知很多

業者都想參加 ISO 39001
的課程，但交大團隊因訓

練能量有限，無法讓所有

業者參與，希望研究報告

或承辦單位能研擬一個

較永續的作法來推廣。 

 遵照指示辦理，將納入

期末報告補充說明。 
 

2. 關於培養輔導機構，較永

續的做法是找到訓練財

源，相關獎勵或鼓勵等措

施也可納入報告中。 

 遵照指示辦理，將納入

期末報告補充說明。 
同意。 

3. 會中提到能源局針對推

廣的作法，可作為參考文

獻納入後續的報告，以及

如何推廣 ISO 39001 的參

考依據。 

 遵照指示辦理，將納入

期末報告補充說明。 
同意。 

4. 基於經費來源等原因，目

前輔導還是先以客運業

為主，並進行深入的推

廣。至於貨運業部分，仍

需要較長的時間來計劃

和推廣。 

 感謝主席說明。 同意。 

5. 簡報中 p31 各分級所具備

的條件，後續應有相關的

教材及驗證或審核方式。

因合約中僅要求研提各

級的管理項目，後續要在

本年度或後續年度計畫

實施，請承辦單位再與交

大團隊討論。 

 遵照指示辦理，將再與

承辦單位討論分級管

理機制之實施時程，並

於期末報告補充說明。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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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6. 研究團隊提出之期中報

告審查通過，請研究團隊

針對相關意見製作回應

表並詳細說明。 

 感謝主席肯定，遵照指

示辦理。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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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期末審查會議意見處理表 

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具委託性質) 

期中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編號：MOTC-IOT-106-SEB006 

計畫名稱：我國運輸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機制之研擬 

執行單位：交通大學 
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

意見 
一、張勝雄委員 

6. 報告 p37，有關「交

大團隊」參與驗證部

分，因各業者可能由

不同單位進行輔導，

建議文字改為「輔導

團隊」參與驗證。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會

依此建議將「交大團隊」

修改為「輔導團隊」。 

同意。 

7. 報告 p68，國內外執

行策略與方法之部

分，建議補充執行結

果之成效。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會

依此建議蒐集相關資料，

補充執行結果之成效。 

同意。 

8. 報告 p43，核心指標

間之項目是否相依？

例如：延車公里有責

事故率及違規肇事

率，是否有重疊的部

分？此外在核心指標

中，延車公里違規肇

事率與行為指標內的

延車公里重大違規

率，兩者之違規類型

是否相關？可再考慮

內文敘述之適切性。 

由於核心績效指標不易

在短時間內顯現成果，因

此乃有使用行為指標作

為中介以測度活動效果

之設計。核心指標、行為

指標與行動指標彼此必

須密切相關，始能符合績

效量測設計的原理。 

同意。 

9. 報告 p90，所提各業

別規模，安全管理系

統應以公司為主體，

但以國道客運業者之

營業額及資本額而

言，首都並不是最大

的公司，確反而是優

先示範的業者。若僅

確實安全管理系統應以

公司為主體，以公司之總

額來比較合適，此處僅是

以此數據說明各公司間

存在有規模上的差異。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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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

意見 
計算國道客運路線，

首都客運之國道路線

很少，相對來講營業

額就很低，是否以公

司之總合來比較會較

適合。 

10. 報告 p99 表 5.12，係

依據前一期計畫之建

議架構加以規劃，建

議補充說明前一期內

容，包括其產生邏

輯，以及所標註點數

之定義。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會

重新思考此表格的適切

性，並加以調整。 

同意。 

11. 報告 p104，對於

初、中、高階提到應

具備哪些主要的

SOP，建議可將通過

ISO 9001 作為判斷方

式，並做為進入 ISO 
39001 前的暖身。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會

將通過 ISO 9001 作為判

斷方式之一。 

同意。 

12. 一例一休對客運業者

的衝擊，各公司的影

響不一，係與公司聘

用人員是否足夠有

關，原有做法離勞基

法越遠則影響越大。

此外，在要求運輸業

者建立道路交通安全

機制之前，是否同步

要求政府機關（如道

安會）應先通過 ISO 
39001 的驗證，或是

勞檢機構、各縣市道

安會應設置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師，係較正

面的做法。 

感謝委員說明，政府機關

已受到許多單位的監督，

至於是否須要求通過

ISO 39001 之驗證，可以

再議。 

同意。 

二、吳富堯委員 

1. 建議參考 ICAO 去年

風險管理標準的範

例，盡量以統一、簡單

的方式及範例呈現才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會

納入參考。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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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

意見 
容易推動，業者亦容

易遵循。 

2. 單位主管意願最重

要，老闆的意願與進

行之難易度相關。惟

系統很難直接讓駕駛

人接收到相關訓練或

訊息，所以安全文化

與安全意識的推動，

以及系統面對於人、

車、道等風險之控制

手段，能否成為駕駛

或營運規範。建議可

直接要求駕駛人遵

守，否則會產生落差，

雖然系統面建立的很

好，但駕駛人卻可能

接收不到安全的概

念。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會

納入參考。ISO 39001 之

精神在於透過系統面的

整合，將安全意識由上而

下推展至整個組織，業者

則可透過 PDCA 的循環

流程，不斷檢討修正其營

運規範及標準的流程或

辦法，來讓駕駛了解風險

之控制與預防，並經由科

技設備的輔助及內部稽

核等控管機制，落實並改

善實際道路之駕駛行為。

同意。 

三、林福山委員 

1. 九大運輸業者性質差

異大，問卷結果顯示

業者規模的影響並不

顯著，與個人實務經

驗不同。以系統性的

分析與推廣，公司的

規模為關鍵因素，系

統性的管理或相關作

為，需要投入時間、人

力、經費，三者若沒有

一定規模則無法處

理。 

感謝委員說明，目前問卷

結果顯示業者規模並不

會顯著影響執行能力，可

能是受到樣本數過少的

限制，本研究不會僅以此

問卷作為唯一的參考依

據。 

同意。 

2. 呼應張勝雄老師的觀

點，通過 ISO 39001前

應先通過 ISO 9001，

公司治理需要做好基

本的行政管理，才得

以做好相關管理（行

感謝委員說明，通過 ISO 

9001 確實可作為通過

ISO 39001 的前置作業，

但非必要，本研究會納入

分級制度以作參考。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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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

意見 

銷、安全、營運等），

並透過紀錄來稽核是

否做好公司治理。除

了國道客運等客運業

有公司管理外，遊覽

車及貨運業對於基本

的行政管理及資料保

存則不全。今年 2 月

13日發生蝶戀花事件

後，由監理機關查核

遊覽車業者相關文

件，重新律訂相關文

件及紀錄，並花三個

月時間教導遊覽車業

者整理相關文件，由

此顯示運輸業者間的

差異性大。 

3. 普遍建置 ISO 39001

的目標尚遙遠，因此

推動策略相當重要。

因 ISO 係採自願方

式，在第一期計畫時，

即建議將 ISO 39001

安全管理核心部分抽

出，並分階段納入法

規，要求公司治理應

達到之基本要求。 

感 謝 委 員 建 議 ， ISO 

39001 之架構龐大且複

雜，本研究會依此建議，

將 ISO 39001安全管理核

心部分抽出，並納入分級

制度。 

請將修正內容納入期末

報告定稿。 

4. ISO 39001 之驗證需

較大規模，是否能構

建適合國內汽車運輸

業的一個核心安全管

理驗證系統，再搭配

行政監督及鼓勵誘

因，較具執行的可能

性。若本期計畫無法

完成，本局可提供經

感謝委員建議，建構適合

國內汽車運輸業的一個

核心安全管理驗證系統

需要更進一步的研擬，參

考過內各部會推動其它

ISO 的作法，也鮮少有建

置另一驗證系統。本研究

目前擬建置分級管理架

構，而非建置另一驗證系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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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

意見 

費協助運研所進行研

究。 

統。 

5.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師

的機制，公路總局過

去也曾研擬，惟一旦

發生事故，可能遭老

闆歸責於交通安全管

理師。交通安全管理

師的訓練，長久的規

劃還是要透過商業機

制，能否從學校端來

訓練，提供產業相關

人員的人力資源？ 

感謝委員說明，安全管理

師從學校端來訓練，提供

產業相關人員的人力資

源為可行的作法，本研究

會依此建議研擬推廣機

制。 

同意。 

6. 輔導機構及輔導專業

人員也須充足，學校

能否提供相關課程，

以符合九大運輸業的

需求？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會

建議朝著此方向執行。 

同意。 

7. 公路總局對於大眾運

輸部分有公運計畫可

提供補助，但對其他

運輸業(如遊覽車)則

無相關經費資源輔

導，請研究團隊能建

議本局編列相關預算

以輔導其它運輸業

者。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會

依此建議納入計畫報告

中。 

同意。 

8. 實際推動策略需有原

則性規劃，且適用九

大類別運輸業者。由

於牽涉業者規模等可

行性因素，推動策略

優先順序建議可先以

客運業開始規劃，再

推廣至其他業別。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會

依業別之安全問題的嚴

重度、執行的可行性與業

者營運特性等來研擬推

動策略。 

同意。 

四、陳榮明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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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

意見 

1. 推廣及輔導部分，建

議可補充說明透過預

算如何執行之方式。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會

依此建議補充。 
同意。 

2. 對於運輸業評鑑作業

係採加分或何種獎勵

方式，可再詳細說明。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會

依此建議詳細說明。 
同意。 

3. 全面型與核心型之定

義較不明確，可再補

充說明。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會

依此建議補充說明。 
同意。 

五、中華民國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 日本以車輛數設立安

全管理師人數，但團

隊報告以人為單位設

立安全管理者，故是

以駕駛人數或公司總

人數界定，此部分請

說明。 

感謝聯合會建議，本研究

會納入參考，將搭配不同

級別的課程，研擬相對應

的建議標準。 

同意。 

2. 道路安全管理師，從

管理「員」跳到「師」

級是否合理。一般坊

間分類助理（協助）、

員（執行）、師（指導），

師級應在公部門較為

合適，較小規模企業

是否可使用助理或員

做為相關配套？ 

感謝聯合會建議，本研究

會將安全管理師的制度

規劃兩種不同級別的課

程，並在報告中說明。 

同意。 

3. 道路安全管理師之兩

年回訓間隔是否過

短，恐造成訓練資源

的浪費。 

感謝聯合會建議，本研究

會重新思考回訓的間隔

時間。 

同意。 

4. 道路安全管理師的課

程安排，是否可以統

合其他部會之安全管

理課程，作為資格認

證？此外，若由政府

單位認證且納入法

規，則須審慎以對，若

無法執行則會擾民而

引發反彈。 

感謝聯合會建議，道路安

全管理師的課程目前擬

與學校或區域運輸中心

配合教授課程，暫不統合

其他部會之安全管理課

程，且目前並不會建議立

即納入法規。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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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

意見 
5. 問卷回收情況不佳之

原因，在於客運與汽

車路線之公司規模較

大，但其他業者大多

為靠行。ISO 39001 之

問卷多針對大規模企

業設計，靠行業者難

以填答回饋。 

感謝聯合會說明，本研究

知悉其情形並納入報告

中說明。 

同意。 

六、中華民國貨櫃貨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 以推行 ISO 9001之經

驗，ISO 驗證易流於

形式，靠行公司推行

上也具難度，在小規

模公司推動上是否有

相關配套方式。贊同

以鼓勵的方式推動，

若要納入法規可能會

引起反彈，規模較小

的公司也難以遵循。 

感謝聯合會建議，本研究

目前建議先以鼓勵的方

式推動，俟一定比例業者

實施後再建議納入法規。

同意。 

六、統聯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1. 通過 ISO 39001 並非

光環，而是壓力，驗證

後還是有風險存在，

並非通過就不會產生

事故。本公司之前也

有相關管理作為，但

屬 土 法 煉 鋼 ， ISO 
39001 則可提供工具

及方法，對於安全有

完整的系統可處理，

能持續追蹤並進行風

險管理。在執行過程

中可發現，關鍵在於

駕駛本身因素，目前

實際執行上除透過

SOP 機制外，並搭配

科技方法以導正駕駛

認知。 

感謝統聯客運說明，確實

ISO 39001 並非萬能的解

藥，而是提供一套系統性

的工具，幫助業者檢視其

潛在的風險，需要持續的

努力才能逐漸看到其成

效。 

同意。 

2. 樂意看到同業或其他

運輸業別參與 ISO 
39001驗證，因為運輸

感謝統聯客運說明。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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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

意見 
業全面提升安全，才

能吸引民眾搭乘，並

有機會降低保費。 
3. 率先導入 ISO 39001

的業者因為從無到

有，相對較辛苦，後續

跟進的業者則可參考

已通過業者所建立之

模式。 

感謝統聯客運說明。 同意。 

八、臺北市公共運輸處 
1. 就個人多年對於運輸

業者之瞭解，其保安

部門學交通的人員比

例非常少，且大多為

師徒制。本處 97 年成

立後，即訂定相關評

鑑項目，報告書所述

僅為指標項目，其它

還包含高風險人員控

管（定期報告）、遭受

民眾投訴（列管紀錄

定期上報）、發生人傷

事故（後續處理固定

列管）、每月召開聯營

公車肇防會議及檢討

等相關措施。由於業

界各家公司的保安制

度五花八門，難免會

有缺漏項目，本處已

協助進行整合及改

善。 

感謝公運處說明。 同意。 

2. 本處曾內部討論，若

中央全面推廣 ISO 
39001，會將其納入評

鑑作為加分項目。 

感謝公運處配合。 同意。 

3. 本市轄管之運輸業者

包含公車及計程車，

計程車因靠行比例相

當高，在執行 ISO 
39001上較難導入。但

計程車駕駛願意加入

品牌，因為有衛星叫

感謝公運處說明，本研究

會納入參考。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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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

意見 
車功能，且品牌形象

有助增加營收，故品

牌對於公司管理上較

容易 

九、張勝雄委員 

1. 部分公司並無受到一

例一休影響，因其已

適應排班輪班制度，

與公司規模較無關

係。導入 ISO 39001等
新的制度是希望產業

能夠升級，需思考目

前的營運型態是否為

最佳方式。 

感謝委員說明。 同意。 

2. 計程車靠行制度應持

續朝升級、擴大規模、

提高服務品質與增進

管理效率之方向改

進。若遇到限制只是

想如何解除限制，就

不會思考如何在既有

限制下提升水準。 

感謝委員說明。 同意。 

十、本所運管組（書面意見） 
1. 報告第 77 頁表 5.5 汽

車運輸業法制化重點

建立彙整表，有關本

組法制化報告結論，

貨運類法制化重點仍

包括對於駕駛管理之

建議，如靠行議題探

討、強化業者源頭管

理等。而小客、貨車租

賃業則依其主要業

務，回歸以車輛管理

為主。 

感謝運管組說明，本研究

會重新檢視此表的內容

並修正。 

同意。 

2. 報告第 98 頁表 5.11
之分級表內及第 131
頁建議(四)，有關中/
高階安全管理制度需

通過 ISO 39001 或經

主管機關認可之相關

驗證，該相關驗證對

感謝運管組建議，本研究

會納入參考。中/高階安

全管理制度的通過資格

目前仍建議以 ISO 39001
為主，因為目前尚未有主

管機關認可之相關驗證，

且是否要研擬適合我國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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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

意見 
於未來交通部推動汽

車運輸業設置安全管

理相關制度有直接影

響，建議研究團隊可

針對該驗證之內容構

想進行概述，如驗證

參照現行 ISO 39001
做法，則建議針對主

管機關之可能因應配

套措施進行概述。 

的驗證系統仍有待商議。

3. 報告第 99 頁表 5.12
建議增加圖例，以增

加易讀性。 

感謝運管組說明，本研究

會重新考慮此表的適切

性。 

同意。 

十一、 本所運安組 (書面意見) 
1. 3.5 節除了介紹受輔

導業者外，亦請將實

際執行輔導課程內

容列表說明(詳見附

錄二)，並補充兩家

輔導機構參與導入

課程的回饋意見。 

遵照指示補充。 同意。 

2. 有關 p36-37 市府轉

運站對於輔導課程

中遭遇的問題與建

議，請研究團隊併同

今年統聯及中臺灣

客運之實際輔導課

程情形及問題，以及

兩家輔導機構所提

意見，說明如何修正

今年彙整之課程教

材及參考使用手冊。

若今年無法立即改

善，請研提後續可改

善之方式。 

遵照指示說明。 同意。 

3. 有關 5.1節國內外推

動及執行經驗部分，

請增加小結說明各

國及各部會有哪些

推動做法或經驗，可

供本研究或國內管

理機關參考。另各部

遵照指示補充。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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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

意見 
會推動 ISO 或相關

驗證，是否有相關補

助，請補充說明。 
4. 表 5.7 有關九大運

輸業者營運管理綜

整表，請就交通安

全直接相關部分以

底線標註，方便讀

者瀏覽。 

遵照指示修改。 同意。 

5. 5.3.1 節有關問卷調

查部分，請先依業者

基本資料，如業別、

資本額等，列表說明

140家有效問卷業者

的分佈情形。 

遵照指示補充。 同意。 

6. 圖 5.8內容與文字大

致相同，是否有必要

繪製流程圖。 

遵照指示予以刪去。 同意。 

7. 5.3.2 節各運輸業者

適用之分級，在表

5.11 中之初階建議

具備條件，部分內容

似有重疊，建議重新

檢視合併後，依序列

出相關條件。另中階

所建議具備條件除

了不須通過驗證外，

其他幾乎已具備完

整的安全管理系統，

標準是否過高？建

議再與第六章交通

安全管理師應具備

之能力，綜合檢視是

否調整相關內容。 

遵照指示修改。 同意。 

8. 由於有效問卷僅140
家業者，分析結果是

否足以支持相關方

案之研擬？建議可

綜合參考問卷分析

結果及相關座談會

與審查會之意見，研

提相關方案內容。 

本研究會依問卷分析結

果及相關座談會與審查

會之意見，研提相關方案

內容。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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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

意見 
9. 6.3 節之推廣策略與

方法，是否須就客運

及貨運區分不同方

法？例如貨運除砂

石車外，並無評鑑機

制，即無法適用評鑑

加分之鼓勵方式。 

遵照指示修改。 同意。 

10. 相較 p61 日本運行

管理者之測驗科目

多著重於法規的瞭

解，p122 表 6.6 對於

交通安全管理師培

訓課程之規劃，內容

似乎過多且較深奧。

建議參考日本之規

定，先就相關法規進

行瞭解，再加上基礎

管理實務課程；至於

績效評估、風險管

理、管理系統、內部

稽核、管理審查會議

等，建議可列為選修

或未來進階之課程，

避免學員短期內無

法吸收過多資訊，反

而達不到培訓之目

的。 

本研究會規畫兩種安全

管理課程，針對不同的對

象教授不同程度的安全

相關課程。 

同意。 

11. 結論部分請依報告

書各章內容，分段分

點說明，建議可增加

標題，以利讀者閱

讀。 

遵照指示修改。 同意。 

12. 部分建議內容，如

(四)、(五)有關節能

駕駛部分，因前面章

節並未探討相關內

容，如要保留，請於

前面章節補充說明。 

遵照指示修改。 同意。 

13. 參考使用手冊： 
(1) p9 附錄 2.1 之

A0 表，請於表

遵照指示修改。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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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

意見 
內列舉 3~4 個

填寫範例。 
(2) p26 附錄 4.4 風

險判定程度表，

所列等級代碼

不清楚何意，且

未與其後表格

連結。 
(3) p48~56附錄 6.1

至 6.9，請於表

內列舉填寫範

例。 
(4) 第 7.3節有關內

稽的步驟一至

步驟八，請檢視

程序的合理性

並予以調整。另

稽核人員如何

產生，以及需要

經何種程序認

可，請補充說

明。 
(5) 輔導課程教材：

請對應參考使

用手冊各單元

所列舉的範例，

於相關教材簡

報中增加案例

內容。 
14. 報告相關內容如引

用某參考文獻，請依

參考文獻之格式於

本文標註。 

遵照指示修改。 同意。 

15. 有關報告中錯字或

排版部分，請於會後

洽本組修正。 

遵照指示修改。 同意。 

十二、 主席結論 
1. 誠如各位委員及先

進所述，運輸業者的

類別就像光譜，並不

是只有 0(完全不做)
或 1(完全導入)的關

遵照指示修改。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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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

意見 
係。ISO 39001 是一

個工具，若能多加考

量業者光譜的多元

性，將有助於公路總

局後續的應用。以交

通安全管理師、員及

助理為例，請研究團

隊思考在現有制度

面如何銜接作業面，

透過較簡化的訓練

課程，符合某些業者

的管理人員需求。 
2. 有關全面型及核心

型的分析過程，因問

卷調查面臨許多抽

樣的困難，致使部分

樣態的業者無法表

達其意見，故分析結

果可能適用較健全

的業者。建議研究團

隊透過其他替選方

案（例如法規鑑別），

在不更動現有建議

的情況下，統整本所

與研究團隊的建議，

以兩案併列的方式

說明相同的特性與

限制，使工具更具全

面性。 

遵照指示修改。 同意。 

3. 研究團隊提出之期

末報告審查通過，請

研究團隊針對相關

意見製作回應表並

詳細說明，並於 106
年 12 月 15 日前提

交期末報告定稿。 

遵照指示辦理。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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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期末審查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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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ISO 39001 問卷 

我國汽車運輸業者建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調查 
 

 

 

 

第一部分 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自我能力評估調查 

項次 
請您勾選(✓)貴公司達成下列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所需工作

之困難程度（單選）。 

很
困
難 

困
難 

普
通 

容
易

很
容
易

1 建立完整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程序      

2 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所有作業以文件之方式呈現並保存      

3 明確建立自己的道路交通安全願景與目標      

4 完整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作業標準及表單      

5 擁有具備道路交通安全專業之管理人員      

6 識別所有作業流程中潛藏之交通安全風險並擬定對策      

7 訂定道路交通安全相關績效之指標      

8 最高主管承諾且支持推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9 投入足夠的資源以推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10 定期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進行內部檢查與確認是否符合標準      

11 持續改善道路交通安全之管理      

12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能夠符合現有所有相關法規之要求      

13 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有正式的管理審查會議      

14 員工了解且能依照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程序執行各項作業      

第二部分 對於推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態度調查 

項次 
依據您對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看法，針對下列各項敘述，

請勾選(✓)其同意程度（單選）。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是公司最重要的使命      

2 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可以為公司帶來利益      

3 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可以減少事故的發生      

4 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可以增加顧客的滿意度      

5 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會花費許多成本      

6 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很可能無法達成預期效果      

7 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是公司當前迫切需要的工作      

親愛的公司主管：這是一份評估貴公司對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問卷調查，旨在了解我國汽車運輸業者推動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可行性及所需要之協助。您所填寫的資料僅作彙整統計分析，並提供主管機關研擬推動策

略參考之用，絕不作個別公佈，敬請放心填答。感謝您的合作與配合! 

                           國立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教授 張新立敬上 106.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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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意願調查 

項次 
若主管機關採取下列政策鼓勵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請

勾選(✓)貴公司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意願程度(單
選)。 

非

常

不

願

意 

不

願

意 

普

通 
願

意

非

常

願

意

1 補助部分經費協助業者(公司)建置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2 提供專業人才免費協助業者(公司)建置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3 提供訓練課程免費為業者(公司)培訓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人才      

4 將建置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列入各項補助之審核項目      

5 將建置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列入經營許可之審核項目      

6 依公司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成效進行安全評鑑並分等級公告      

第四部分 利害關係人對於推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態度調查 

項次 
請就 貴公司利害關係人對於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態度，針對

下列各項敘述，勾選(✓)其同意程度（單選）。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政府主管機關覺得公司應該要推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2 顧客覺得公司應該要落實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3 本公司員工覺得公司應該要推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4 同業其他公司覺得應該要推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第五部分 建置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意願調查 

背景說明：因應我國公路汽車運輸業之產業規模與經營環境差異甚大，業者建置「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系統」應有彈性設計。基本上，可依公司規模分為兩套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其一是規模較大的業

者可申請國際標準之「ISO 39001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規範之驗證，稱為「全面型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系統」；其二是規模較小的業者可建置「核心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其中，「全面型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系統」(ISO 39001)為 2012 年國際標準組織(ISO)發表之規範，旨在透過標準化及文件化

之作業流程，形塑公司安全文化與安全管理技能。而「核心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乃是透過交

通安全管理師之培訓與驗證，協助公司在營運過程中辨識、應變及改善潛在的交通安全危險因子。 

一、 填答說明 

為了解何種情境及誘因可有效提高汽車運輸業建置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之意願。本問卷就

三個面向進行情境設計，說明如下： 

(一) 同業通過驗證或已配置交通安全管理師比例 
貴公司所屬的運輸業的業別中，已通過 ISO 39001 道路交通安全驗證或已配置交通安全

管理師的同業比例： 
1. 未有同業通過驗證或配置交通安全管理師：尚未有任何一家業者通過安全驗證或已配

置交通安全管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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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少數同業通過驗證或配置交通安全管理師：已有少數幾家業者通過安全驗證或已配置

交通安全管理師。 
3. 超過半數同業通過驗證或配置交通安全管理師：有超過半數以上業者已通過安全驗證

或已配置交通安全管理師。 

(二) 政府補助輔導及驗證費用 
政府為鼓勵業者推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提供一定比例的輔導及驗證費用補助： 
1. 不補助輔導及驗證費用：由業者自行負擔輔導、安全驗證費用及交通安全管理師訓練

與測驗費用。 
2. 補助 50%輔導及驗證費用：政府補助輔導、安全驗證費用及交通安全管理師訓練與

測驗費用之 50%。 
3. 全額補助輔導及驗證費用：政府全額補助輔導、安全驗證及交通安全管理師訓練與測

驗費用。 

(三) 政府獎勵通過驗證業者 
政府公告已通過驗證或已配置交通安全管理師業者名單，或在服務評鑑中予以加分獎

勵： 
1. 公告及加分：在服務評鑑項目加分獎勵已通過安全驗證或配置交通安全管理師業者，

並公告已通過安全驗證及已配置交通安全管理師之業者名單，以供消費者選擇參考。 
2. 公告不加分：公告已通過安全驗證或配置交通安全管理師之業者名單，以供消費者選

擇參考。但未納入服務評鑑之加分獎勵。 
3. 不公告不加分：不公告已通過安全驗證或配置交通安全管理師之業者名單，也不納入

服務評鑑之加分獎勵。 
 
 

二、 問題填答 

情境一：某一家運輸公司有員工數 500 人、車輛數 350 輛、營業場站 10 座、營業路線 50 條。該公

司決定建置「全面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ISO 39001 驗證）」，驗證範圍為 5 座場站，200
輛營業車輛以及 20 條營業路線。預估所需經費為輔導作業 70 萬元、驗證費用 50 萬元。

通過驗證後，該公司將可大幅提升公司安全形象、形塑安全文化，進而減少交通事故。 

情境二：某一家運輸公司有員工數 30 人、車輛數 20 輛、營業場站 3 座、營業路線 5 條。該公司決

定建置「核心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培訓 2 位交通安全管理師。2 位交通安全管理

師必須接受安全訓練與測驗以取得證照。訓練與測驗費用預估每人 5 萬元。 

問題：參考上述情境，依 貴公司的規模及下列條件，勾選(✓)是否願意建置全面型或核心型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條件 
同業通過驗證

比例 

培訓、輔導及

驗證費用之補

助比例 

獎勵通過驗

證名單 

建置全面型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系統

（ISO 39001 驗證） 

建置核心型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系統 

願意 不願意 願意 不願意 

範例 未有同業通過

或配置管理師 

50% 公告名單 

評鑑加分 

✓  ✓  

1 未有同業通過

或配置管理師 

0% 公告名單 

評鑑不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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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同業通過驗證

比例 

培訓、輔導及

驗證費用之補

助比例 

獎勵通過驗

證名單 

建置全面型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系統

（ISO 39001 驗證） 

建置核心型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系統 

願意 不願意 願意 不願意 

2 超過半數同業

通過或配置管

理師 

0% 不公告名單

評鑑不加分

    

3 少數同業通過

或配置管理師 

50% 公告名單 

評鑑不加分

    

4 少數同業通過

或配置管理師 

0% 公告名單 

評鑑加分 

    

5 未有同業通過

或配置管理師 

50% 不公告名單

評鑑不加分

    

6 少數同業通過

或配置管理師 

100% 不公告名單

評鑑不加分

    

7 超過半數同業

通過或配置管

理師 

50% 公告名單 

加分 

    

8 超過半數同業

通過或配置管

理師 

100% 公告名單 

評鑑不加分

    

9 未有同業通過

或配置管理師 

100% 公告名單 

評鑑加分 

    

第六部分 基本資料 

所屬業別 

□公路汽車客運業  □市區汽車客運業  □遊覽車客運業  □計程車客運業   □小客車租賃業 

□小貨車租賃業    □汽車貨運業   □汽車路線貨運業  □汽車貨櫃貨運業  □其他(請註明)      

公司資料 

公司資本額：           公司成立於：         年 

總駕駛人數：          總員工數：           

受訪者職稱：            總車輛數：           

每百萬公里有責事故件數(平均每年)：          每百萬公里有責事故花費成本(平均每年)：       

公司獲利情形：□ 尚有虧損 □ 約可損益平衡  □ 稍有獲利  

投入交通安全的保險費用(平均每年)：□100 萬以下 □100-500 萬  □500-1000 萬  □1000 萬以上 

公司是否有通過 ISO 9001 驗證：  □ 是 (請註明通過驗證年期)             □ 否 

公司是否有通過其他 ISO 驗證：  □ 是 (請註明)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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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SO 39001 之介紹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ISO 39001 為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 

ISO)為協助全球推動道路交通安全，而於 2012 年頒布之一套作業標準。ISO 39001 標準之架構共

分十章，其中第一至三章分別為範圍 (Scope)、規範性引用文件 (Normative References) 以及

術語和定義 (Terms and Definitions)。第四章開始則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的實質內容(詳如

表 1 所示)，包含了整個系統從規劃 (Plan)、執行 (Do)、檢討 (Check) 以及採取修正措施 

(Action) 等管理作業之整體循環機制(如圖 1 所示)。 

表 1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ISO 39001 之標準章節 

章節 名稱 章節 名稱 
1 範圍 7 支援 
2 規範性引用文件   7.1   合作 
3 術語與定義   7.2   資源 
4 組織與背景   7.3   能力 

4.1   瞭解組織與其背景   7.4   察覺 
4.2   瞭解利害關係人之需求與期待   7.5   溝通 
4.3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範圍界定   7.6   文件化資訊 
4,4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8 運行 

5.  領導   8.1   運行計劃與控制 
5.1 領導與承諾   8.2   緊急突發狀況之準備與應對 
5.2 政策 9 績效評估 
5.3 組織角色、責任與權限   9.1   監控、量測、分析與評估 

6 規劃   9.2   道路交通事故與其他事件之調查 
  6.1 概述   9.3   內部稽核 
  6.2 風險與機會應對措施   9.4   管理檢討 
  6.3 道路交通安全績效因素 10 改善 
  6.4 道路交通安全目標與其實現計畫  10.1   差異性矯正措施 
   10.2   持續改善 

 

圖 1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 ISO 39001 之 PDCA 執行流程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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