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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計畫背景分析 

我國的機車持有率高，機車數量多，機車成為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機車在

車流交通組成中占有最高的比例。如何提升機車的交通安全一直是我國交通安全

的重要課題之一。由於交通安全工作，包含教育、工程及執法等三個面向，應同

時進行改善，才能達成顯著的效果。其中道路與交通工程設計，為創造機車的安

全駕駛環境的主要關鍵因素。 

我國現有針對機車交通所採取的交通工程設計方法，主要包含：內側車道「禁

行機車」、單向三車道以上道路大多採「兩段式左轉」、停止線後方之「機車停等

區」、路段上設置「機車專用道」及「機車優先道」等措施。然而，在目前這些

設計方法中，能改善部分汽、機車在路段與路口之衝突。然而，近年來，機車有

關的肇事件數卻尚未能有效降低。由統計資料顯示，我國機車肇事件數，仍然逐

年提高。 

本研究計畫將延續去年所進行之「混合車流情境之機車交通安全工程設計」

的第二期計畫，所提出之國內機車安全進行相關文獻回顧，並依據肇事分析，提

出機車道路安全改善的一些新的做法。在這一期的研究中，將重點放在機車新型

的交通安全工程設計方法的試辦工作，將這些試辦計畫於實際的易肇事路口上的

應用成效，利用事前事後比較方法進行評估。接著，依照試辦成果，作為研擬出

機車安全準則之基礎，期能創造機車較為安全之騎乘環境，作為道路設計及交通

安全改善之參考依據。 

1.2. 研究範圍與對象 

為了針對我國機車交通安全問題，找出可能的交通工程設計的改善作法為本

研究的目標。為此，必須先了解機車相關的肇事狀況，才能找到適當的改善方案。

因此，首先選擇一些易肇事地點進行肇事資料分析。本研究採用碰撞構圖分析方

法，針對所挑選之易肇事路口，研擬改善方案，經由實際施作，進行事前事後安

全比較的調查分析，將事前資料與事後資料對比分析，進而了解各項工程改善方

法對車流的影響，及分析試辦計畫之效益。 

1.3. 研究流程 

本研究首先定義研究範圍，確立研究細節與方法，進行現況課題分析。之後，

依據選定路口，並與相關單位接洽合作，將實際進行試辦計畫。針對改善地點，

本研究首先對肇事地點之道路環境與幾何特性、交通特性、肇事特性以及碰撞構

圖等肇事資料進行蒐集與分析，根據肇事分析結果研擬出改善方案，進行改善方



2 
 

案之施作。待改善方案施作完成後，用事前事後方法，對改善成效進行安全影響

之評估。如圖 1.3-1 所示： 

定義研究範圍

前期成果回顧

機車安全設計準則方向確定

試辦計畫地點選定

實施試辦計畫

事前事後資料分析

試辦計畫安全成果分析

建立機車交通安全設計準則

結論與建議

回
顧
階
段

研
議
階
段

實施
階段

分
析
階
段

研
訂
階
段

 

圖 1.3-1 研究流程 

1.4. 研究內容 

本研究之研究內容如下: 

1. 定義研究範圍 

2. 前期成果回顧 

3. 試辦路口選定 

 根據肇事碰撞構圖分析法，選定適合之易肇事交叉口 

4. 實施試辦計畫 

 試辦前將收集事前路口相關資料，以錄影的方式取得車輛互動情形 

研擬試辦計畫與 

試辦計畫地點選定 

現況課題分析 

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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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相關單位合作實施試辦計畫 

 在試辦期間，實施問卷調查，了解民眾對於此試辦計畫之看法 

 試辦計畫結束後，蒐集事後路口相關資料並予以分析 

5. 事前事後資料分析 

 交通特性分析 

 車流與碰撞特性比較分析 

6. 結論與建議 

  



4 
 

 



5 
 

第二章 機車交通安全現況課題分析 

以往交通工程之設計，皆以汽車的交通量、延滯或旅行時間等作為道路交通

設計工程之首要考量。然而，台灣地區之機車交通組成比例高，且每年機車肇事

之傷亡比例亦高，使得機車交通安全工程設計成為我國目前極需探討的議題。本

章節將由我國之易肇事路口問題作為基礎分析資料，並歸納主要的機車安全課題

加以分析，同時提供機車交通安全工程之道路相關設計方式，以提升我國機車交

通安全。 

 

2.1 我國機車持有及肇事現況 

1. 機車持有比例 

近年來，汽機車輛持有數逐年成長，在 2014 年，機車數量約 1400 萬輛。整

體而言，其成長趨勢與國民所得同步成長，而汽車數量的成長趨勢則較為平緩，

2014 年約有 800 萬輛汽車數。如圖 2.1-1 所示： 

 

 

圖 2.1-1 近年國民所得與汽機車成長趨勢(2004~2014 年) 

 

2. 機車肇事數量統計分析 

面對持續成長的汽機車使用，於同期間的肇事資料統計顯示，雖然死亡肇事

人數有明顯下降，但全國肇事之肇事總數不斷攀升中，尤其是受傷人數，近年呈

現快速成長之趨勢，2014 年甚至有 40 萬肇事受傷人數。如圖 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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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近年肇事傷亡總數(2003~2014 年)  

 

進一步探討我國汽車與機車車輛數近十年（2002~2014）之平均年成長率，

分別為 2.05%與 1.14%。整體而言，汽車數量呈現緩慢成長之趨勢，但汽車之傷

亡肇事數量正逐年快速攀升中。在此期間，汽車肇事傷亡人數平均年成長率達

3.12%，機車肇事傷亡人數平均年成長率達 12.52%，兩者皆遠大於汽車與機車車

輛數之平均年成長率，其中機車所造成的傷亡肇事數量，又遠高於汽車，相關車

輛與肇事統計如圖 2.1-3 所示。我國擁有為數眾多的機車數量，其肇事傷亡之人

數最多，且機車與汽車、小貨車相比，又為相對弱勢之用路人，在許多肇事碰撞

中，當機車與汽車、機車、小貨車碰撞時，主要受傷的族群仍是機車。 

 

 
圖 2.1-3 汽機車車輛數與傷亡(2002~2014 年) 

 

由上述相關的統計分析顯示，我國的傷亡肇事大部分是來自於機車涉入之肇

事。因此，本研究之探討對象將著重在機車之肇事改善，主要探討機車與機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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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車與其他道路使用者之肇事防治與分析，以提出具體的混合車流交通環境之改

善方案。 

2.2 機車肇事型態與交通安全分析 

本章節將介紹路口常見之機車碰撞型態，並透過檢視傳統之機車交通安全改

善方式，以探討相關肇事之改善新方向。 

2.2.1 機車肇事特性分析 

本章節以 2014 年之全國肇事資料[2]，作為機車肇事特性分析的基礎。以下

分別針對肇事時間、年齡、原因、地點等，分別探討如下： 

1. 肇事時間 

在肇事發生時間方面，以 2014 年肇事資料為例，小客車與機車差異不大，

日間事故件數百分比約為 72%，夜間事故件數百分比約 28%。由於日間交通量

大，肇事資料自然較多，但是夜間車禍則涉及道路照明設施問題，應根據肇事地

點之環境特性各別討論。日間之交通安全工程改善也應列為重點項目。如表 2.2-1

所示： 

 

表 2.2-1  2014 年肇事時間統計表 

2014 年肇事時間統計表 

事故時間 小客車肇事件數 百分比 機車肇事件數 百分比 

日間 149459 72.52% 285127 71.98% 

夜間 56634 27.48% 110991 28.02% 

總數 206093 100% 396118 100% 

 

2. 肇事年齡 

由 2014 年肇事年齡統計表中顯示，機車肇事年齡層多分布在青少年，在 15

歲到 24 歲之間的肇事比率高達 35%左右，因此，針對青少年之交通安全教育亦

是當前交通安全之重點項目之一；汽車肇事年齡層則多分布在中年人，在 30 歲

到 40 歲之間的肇事比例約 25%。如表 2.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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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2014 年肇事年齡統計表 

2014 年肇事年齡統計表 

年齡 小客車肇事人數 百分比 機車肇事人數 百分比 

<10 歲 341 0.17% 1626 0.42% 

10~14 歲 484 0.24% 3118 0.80% 

15~19 歲 2270 1.11% 56459 14.42% 

20~24 歲 12551 6.15% 89252 22.80% 

25~29 歲 19947 9.78% 45959 11.74% 

30~34 歲 26391 12.93% 34909 8.92% 

35~39 歲 27732 13.59% 27431 7.01% 

40~44 歲 25373 12.43% 21674 5.54% 

45~49 歲 24120 11.82% 20256 5.17% 

50~54 歲 21887 10.73% 21348 5.45% 

55~59 歲 17892 8.77% 20489 5.23% 

60~64 歲 13355 6.54% 18246 4.66% 

65~69 歲 6016 2.95% 11417 2.92% 

70~74 歲 3103 1.52% 9195 2.35% 

75~79 歲 1625 0.80% 5873 1.50% 

80~84 歲 540 0.26% 2409 0.62% 

>84 歲 432 0.21% 1851 0.47% 

總數 204059 100% 391512 100% 

 

3. 肇事原因 

由 2014 年肇事主因統計表中顯示，駕駛人為主要原因肇事比例高達 80%以

上，代表肇事主因為人為因素比例高，因此，如何降低駕駛人之肇事比例，也是

重點項目之一。如表 2.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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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2014 年肇事主因統計表 

2014 年肇事主因統計表 

主要原因 
小客車肇事

人數 
百分比 

機車車肇事

人數 
百分比 

燈光 108 0.05% 355 0.09% 

裝載 212 0.11% 664 0.17% 

機件 784 0.39% 828 0.22% 

行人 1053 0.53% 3035 0.80% 

交通管制(設施) 42 0.02% 340 0.09% 

無(非車輛駕駛人因素) 3483 1.74% 8793 2.30% 

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或不當行為 5573 2.78% 12684 3.32% 

不明原因肇事 13769 6.87% 39889 10.45% 

使用手持行動電話失控 14 0.01% 27 0.01% 

開啟車門不當而肇事 4175 2.08% 3808 1.00% 

拋錨未採安全措施 65 0.03% 27 0.01% 

違規停車或暫停不當而肇事 1221 0.61% 1279 0.34% 

駕駛人 170065 84.79% 309910 81.21% 

總數 200564 100% 381639 100% 

     

另外，探討肇事主要原因可發現，不管是小客車與機車，其肇事原因皆以未

依規定讓車及未注意車前狀態所占比例最高，此雖屬於駕駛人的因素，但卻是與

交通管制設施有關。如表 2.2-4 所示： 

 

 

 

 

 

 

 

 

 

 

 

 

 

 

 

 



10 
 

表 2.2-4  2014 年肇事主因統計表—駕駛人 

2014 年肇事主因統計表 

主要原因 
小客車傷亡

人數 
百分比 

機車傷亡人

數 
百分比 

駕駛人 

違規超車 1580 0.93% 3795 1.22% 

爭(搶)道行駛 447 0.26% 813 0.26% 

蛇行、方向不定 100 0.06% 348 0.11% 

逆向行駛 2422 1.42% 6843 2.21% 

未靠右行駛 1365 0.80% 2728 0.88% 

未依規定讓車 48725 28.65% 81704 26.36% 

變換車道或方向不當 6764 3.98% 10963 3.54% 

左轉彎未依規定 9839 5.79% 21658 6.99% 

右轉彎未依規定 7266 4.27% 10378 3.35% 

迴轉未依規定 6534 3.84% 8865 2.86% 

橫越道路不慎 904 0.53% 3427 1.11% 

倒車未依規定 2769 1.63% 2469 0.80% 

超速失控 1536 0.90% 3269 1.05% 

未依規定減速 1587 0.93% 3204 1.03% 

搶越行人穿越道 1460 0.86% 567 0.18% 

未保持行車安全距離 10695 6.29% 20063 6.47% 

未保持行車安全間隔 6229 3.66% 13373 4.32% 

停車操作時，未注意其

他車(人)安全 
459 0.27% 567 0.18% 

起步未注意其他車(人)

安全 
5564 3.27% 11429 3.69% 

吸食違禁物後駕駛失控 30 0.02% 17 0.01% 

酒醉(後)駕駛失控 4739 2.79% 7325 2.36% 

疲勞(患病)駕駛失控 1214 0.71% 1265 0.41% 

未注意車前狀態 27379 16.10% 53429 17.24% 

搶(闖)越平交道 0 0.00% 7 0.00%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12791 7.52% 26415 8.52% 

違反特定標誌(線)禁制 7667 4.51% 14989 4.84% 

總數 170065 100% 3099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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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肇事地點 

在肇事地點方面，以交岔路口內及附近合計的比例最高，接近 60%。因此，

交叉口內的交通安全工程改善為是最重要的項目，亦為本研究探討的主要道路空

間。相關統計如表 2.2-5 所示： 

 

表 2.2-5  2014 年肇事地點統計表 

2014 年肇事地點統計表 

事故位置 小客車肇事人數 百分比 機車肇事人數 百分比 

交岔路口內 100766 51.01% 195598 51.64% 

交叉口附近 20528 10.39% 39910 10.54% 

機車待轉區 84 0.04% 317 0.08% 

機車停等區 269 0.14% 792 0.21% 

交通島(含槽化線) 323 0.16% 393 0.10% 

迴轉道 113 0.06% 195 0.05% 

快車道 19553 9.90% 23943 6.32% 

慢車道 9858 4.99% 27052 7.14% 

一般車道(未劃分快慢

車道) 
46065 23.32% 90607 23.92% 

總數 197559 100% 378807 100% 

 

5. 肇事型態 

在所有車與車的肇事型態中，主要的肇事型態為追撞、交叉撞、側撞、擦撞。

相關統計如表 2.2-6 所示。 

 

表 2.2-6  2014 年主要肇事型態統計表 

2014 年肇事型態統計表 

肇事類型 小客車肇事人數 百分比 機車肇事人數 百分比 

對撞 2488 1.30% 4698 1.32% 

對向擦撞 6951 3.62% 13114 3.68% 

同向擦撞 25360 13.20% 50894 14.27% 

追撞 24761 12.89% 38551 10.81% 

倒車撞 2467 1.28% 2664 0.75% 

路口交岔撞 24993 13.01% 46806 13.12% 

側撞 73402 38.21% 140864 39.50% 

其他 31676 16.49% 59039 16.55% 

總數 192098 100% 35663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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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機車主要肇事型態分析 

以機車肇事型態來統計 2012 至 2014 年之機車涉入車禍，如圖 2.2-1 所示，

機車肇事型態以側撞(含右轉側撞、左轉側撞及左轉穿越側撞等)為最大宗，占了

47%，其次為同向擦撞(含同向直行擦撞和同向右轉擦撞等)與交叉撞，分別占了

17%和 15%。占了將近一半肇事比例之機車側撞肇事，顯示機車側撞為目前急需

改善之重要課題。 

 

 

圖 2.2-1 機車肇事統計型態 

資料來源：[2] 

 

若以肇事地點來分析機車肇事類型，可區分成路段處、接近路口停止線處、

路口過停止線近端、路口過停止線中端和路口過停止線遠端，五處機車常見肇事

地點所對應之肇事型態如圖 2.2-2 所示： 

1. 路段 

• 車隊鑽行追撞 

• 變換車道擦撞 

• 巷道出入口之側撞、追撞、擦撞 

2.接近路口停止線前 

• 變換車道擦撞 

• 停等追撞 

• 右轉側撞 

3. 路口過停止線近端 

• 右轉側撞 

• 左轉側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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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快慢車道分離  

    機車因體積相對較小，若車道寬度足夠，常有機車與小型車併行，若未保持

適當安全間隔，極易造成同向擦撞事故。另一方面，除少數機車專用道外，目前

的車道寬度係以小型車暨大型車為設計依據，機車行駛於車道內彼此併行，並無

可供依循的車道線與參考間隔，當車流密度大時，不僅難以循行保持前後安全距

離，也無法保持左右的安全間隔，增加同向擦撞的風險。若採用快慢車道分離可

將汽機車有效分流，減少汽機車因速差所造成的衝突，並有效減少肇事比例。 

(2) 機車優先道 

可規範機車行駛空間，減少汽機車併行的機會。進而減少同向汽機車擦撞

的情形發生。 

(3) 機車左轉專用道  

機車與汽車直接左轉可提升機車左轉的效率，於路口以車種分流方式分隔左

轉汽機車，提升機車左轉安全性。設有汽車左轉專用車道與左轉保護時相時，機

車可與汽車於左轉專用車道待轉並直接左轉。 

機車左轉專用道可分為兩種，設置地點可分為：中央分隔路型之內側車道處、

快慢分隔路型之外側車道處。在中央分隔路型路口，最內側車道為汽車左轉專用

道，可將機車左轉道附加於汽車左轉專用道之右側，寬度為 1.5 公尺為原則，並

且應於路段中新增一提示機車利用內側車道左轉之預告標誌，設置位置距路口

100 公尺處。 
 

2.  機車停等空間分流措施 

(1) 兩段式左轉 

由於受到機車一般靠右行駛空間限制，不易進行直接左轉，若機車從外側車

道駛入內側車道進行直接左轉時，可能會與同向車輛發生碰撞，基於安全觀點，

產生「機車兩段式左轉」之管制觀念。。  

 
(2) 機車停等區[8] 

因目前機車停等行為多呈現向前集中、橫向發展趨勢，如圖 2.2-10 所示。

如此停等行為也造成停止線的設置較無禁制作用，加上目前路口多設有兩段式左

轉待轉區，也就形成機車停等位置散佈於兩段式左轉待轉區與停止線間的行人穿

越道上。因此若將機車停等區設置加以秩序化，若未來設置機車專用道，搭配設

置機車停等區可能為較好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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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0 機車在混合車流狀況下路口停等示意圖 

 

由於機車二維運動較汽車容易，因此機車多能利用較小之安全間距鑽行，而

以最靠近停等線方式停等，因此機車在綠燈始亮時，多能在汽車起動延滯內完成

紓解。在停止線之實際調查結果，機車停等時有靠右佔用汽車停等位置前方之情

形，如圖 2.2-11 所示，而呈現近似雙峰分佈。 

 

 

調查時間：1995/12/25 調查地點：台北市復興北路民生東路口 

圖 2.2-11 路口汽機車停等分佈圖 

 

    由圖 2.2-11 路口汽機車停等分佈圖可知，機車佔用橫斷面的位置大約分佈

在距停止線 6 公尺至 10 公尺處；而汽車則較平均分佈在距停止線 2 公尺至 8 公

尺處。因此我國以機車停等區區隔機車停等空間，其型式如圖 2.2-12 至圖 2.2-16

所示。多數機車集中在汽車前面的停等現象，也會造成機車在開啟綠燈前幾秒就

已成群通過之現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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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5 左側分流之機車停等區 

 

 
圖 2.2-16 右側分流之機車停等區 

 

在機車停等區深度（即汽車等候線退縮距離）方面，關係著整個停等區的面

積與可停等的機車數。標準深度依據過去對於兩段式左轉待轉區的分析，兩輛機

車前後停等，所需之基本深度為 4.5 公尺。而機車停等區寬度，則需視現場狀況

進行不同設計，其原則是由機車專用道或混合車道左側起向右劃設置路邊緣石，

但為考量部份路口右轉車流量大，號誌時制計畫中若有右轉時相，寬度則可以實

際狀況劃設至右轉車道左側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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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機車交通工程安全設計新課題 

依據機車經常發生的碰撞型態，包括(一)追撞、(二)同向擦撞、(三)同向右轉

側撞、(四)交叉撞、(五)對向左轉穿越側撞，及(六)同向左轉側撞等，就目前傳統

上的汽機車分流措施，並無法避免上述肇事的增加，因為路段上的分流措施採用

機車優先道或專用道，但到路口時，若未能適當調整寬度及車道，則容易導致轉

向車流之間的衝突。特別是，機車習慣行駛於右側車道或最外側慢車道，以至於

在路口會與右轉彎車輛有衝突。因此，如何處理臨近路段右轉車流與直行機車的

衝突，便成為探討機車交叉口交通工程安全設計的首要課題。本研究後續將針對

此一課題提出試辦計畫與改善策略，進一步予以探討。 

    另一方面，由於機車兩段式左轉及機車停等區，皆影響了機車停止線的定義

及汽車停止線的位置，也影響到了號誌設計的問題。此外，對於一些雙向兩車道

以下的交叉口，一般容許機車直接左轉，但在機車習慣靠右側路緣行駛的規則之

下，機車近路口處易出現由道路右側往中間變換車道，並與直進車流交織的危險

狀況，如何透過標線及標誌的導引來提升機車直接左轉的安全，即成為一個新的

課題，有待後續研究持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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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停等區現況(左)與車道化停等區(右)示意 

 

(2) 設置目的：降低現況停等區中不同行車方向之機車起步交織問題。 

(3) 執法配合：此元件僅提供導引性質，不具強制性。 

 

2. 停等區分流箭標 

(1) 概念說明：在具有兩個(以上)車流方向之單一車道，在機車停等區內依機

車可行駛方向加設兩個(以上)指示標線。如圖 3.1-3 右。 

 

 

圖 3.1-3 停等區現況(左)與停等區分流箭標(右)示意 

 

(2) 設置目的：導引機車在停等區內於正確位置停等，指向線可導引左轉機車

靠左、右轉機車靠右停等，以避免在綠燈紓解時，右轉或左轉機車與直進

汽機車產生衝突。 

(3) 標線型式：指向線長度 1 公尺、寬度 0.3 公尺，詳細尺寸如圖 3.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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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停等區分流箭標標線尺寸圖 

 

(4) 建議設置位置：劃設於停等區內，小箭標之頂端與側邊皆距離停等區線

0.1 公尺。機車右轉箭頭標示在停等區內右側，左轉箭頭則標示在停等區

內左側。當單一車道機車可直進與左右轉時，直進箭頭標示於左右轉箭頭

中間；若單一車道機車僅可直進與右轉，或直進與左轉，則直進箭標標示

於轉彎箭標之相對側。如圖 3.1-5 所示。 

 

 
圖 3.1-5 停等區分流箭標箭標位置 

 

(5) 執法配合：此元件僅提供導引性質，不具強制性。 

配合車道化停等區與停等區分流箭標的劃設，本研究建議須於上游路段設置

引導標誌及標線，提示用路人行駛於正確車道之正確位置以強化導引分流，減少

轉向之側撞與同向擦撞的發生。新式標誌標線設計於下節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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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新式標誌標線說明 

試辦之新式標誌標線包含引導指示標誌及分流式指向線，本計畫之適用範圍

及設置原則說明如下： 

1. 機車可直接左轉標誌 

(1) 概念說明：於適用機車直接左轉之路口上游以標誌提示機車可直接左轉。 

(2) 設置目的：提醒左轉機車即早變換至機車直接左轉車道，減少近路口之同

向擦撞型態衝突。 

(3) 標誌型式：標誌長 60 公分，寬 30 公分，詳細設計如圖 3.1-6。 

30公分

60公
分

機
車
可

15公
分 直

接
左
轉

 
圖 3.1-6 機車直接左轉示範標誌 

 

(4) 建議設置位置：機車直接左轉示範標誌建議設於路口停止線上游 100 公尺

處。 

(5) 執法配合：此元件僅提供導引性質，不具強制性。 

2. 分流式指向線 

(1) 概念說明：於易發生同向右轉側撞路口設置 2 組分流式導引箭頭指向線，

並於鄰近路口 50 公尺處取消慢車道線，引導汽車變換至正確車道行駛。 

(2) 設置目的：使車輛於接近路口時，能提早改變行駛位置，降低因行駛於車

道內側逕行轉向，而導致同向側撞或擦撞之發生，特別適合於車道寬度大

於 3.5 公尺之混合車道設置。 

(3) 標線形式：各箭頭指向線詳細尺寸與設置規則直線箭頭與弧形箭頭相同，

並以 2 箭頭橫向排列於相同位置設置，2 箭頭與鄰近車道線各間隔約 0.9

公尺。 

(4) 建議設置位置：建議設置於車道寬度大於 3.5 公尺之車道，相關設置位置

如下，相關繪製情形如圖 3.1-7 所示： 

○1 分流式指向線(1)劃設位置≧距停等區上游端 5.5 公尺處。 

○2 分流式指向線(2)劃設位置≧距停等區上游端 30公尺處，建議 50 公尺。 

○3 合併式指向線劃設位置≧距停等區上游端 80 公尺處，建議 1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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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執法問題：此元件僅提供導引性質，不具強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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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分流式指向線及新式停等區設計 

 

3. 引導指示標誌 

(1) 概念說明：於路口上游提示轉彎車輛變換至正確車道行駛。 

(2) 設置目的：減少近路口之同向右轉側撞與同向擦撞之衝突。 

(3) 標誌型式：標誌長 80 公分，寬 30 公分，詳細設計如圖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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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肇事碰撞構圖分析方法及應用 

肇事碰撞構圖，是以路口特性構圖為背景，事故資料為基礎。其所採用的符

號，如圖 3.2-1 所示，各箭標方向表示肇事關係者位移情形，應用適當符號，以

表達事故調查資料中各事故之位置、型態等基本資料，再由肇事構圖分析確認

交通工程設施相關肇事因子，其進行步驟為：1.道路及交叉口特性構圖

繪製，2.肇事構圖繪製，3.其他資料蒐集。其內容及方法進一步說明如

下：   

1. 道路及交叉口特性構圖繪製 (Condition Diagram)：將路口之交通工程

設施展繪於圖上。各交通工程設施可依路口幾何設計、交通管制設施及

環境特性區分為 : 

(1) 幾何設計特性：路口輪廓、路型、車道數、安全島、專用道等。  

(2) 交通管制設施：號誌、標誌、標線等。  

(3) 環境特性：建築線位置、公用設施、漸近路口特性等。  

2. 肇事構圖 (Accident or Collision Diagram)繪製：肇事構圖或稱為碰撞

構圖，其繪製的主要目的有三：  

(1) 以簡單符號描繪單一事故的各種肇事要件。  

(2) 明確表達研究路口肇事狀況。  

(3) 作為交通工程設施肇事因子分析之基礎。  

3. 其它資料蒐集  

   部份於交叉路口特性及肇事構圖中無法取得之資料，仍須以現場踏堪或調查

方式，蒐集地區型態、車速、交通量特性，車種組合，號誌時制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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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停讓車輛

有停讓車輛

號誌無運作下行駛

M(21)

P(37)

路面乾燥行駛

路面潮濕行駛

車輛倒車

車輛煞車

車輛超速

駐停車輛

臨時停靠車輛

ROA

mg

違反交通管制行駛

酒後駕駛(毫克/公升)

路上或路邊物

大型車(公車、貨車)BUS,WB

Ret 迴轉行駛

停讓管制停等車輛

N

N

肇事後果

當事者區分

道路路況

光線情形

駕駛行動狀態

特殊資料

N,n

腳踏車(年齡)B(15)

 
圖 3.2-1 肇事碰撞構圖的箭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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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行對撞

直行追撞

同向直行擦撞對向擦撞

右轉匯入側撞

對撞肇事型態

左轉對撞

追撞肇事型態

左轉追撞右轉追撞

失控肇事

倒車撞

停等追撞 臨停追撞

交叉撞肇事型態

右側交叉撞 左側交叉撞

擦撞肇事型態

同向左轉擦撞同向右轉擦撞

側撞肇事型態

左轉匯入側撞

右轉側撞 左轉側撞

左轉穿越側撞

失控肇事型態

 
圖 3.2-1 肇事碰撞構圖的箭標 (續 ) 

  



 

3.2

1. 
(1

 

.2 試辦路

高雄市 

1) 博愛一

 碰撞構

依據

此路口最

A. 同向

B. 同向

C. 左轉

 改善

本研

路口改善

一路/十全一路

構圖分析 

據 102 年之路

圖 3.2-2

最常發生之碰

向直行擦撞。

向右轉側撞。

轉穿越側撞。

善措施 

研究依路口碰

善方案 

路路口 

路口肇事現

高雄市博愛

碰撞型式如

。 

。 

。 

碰撞現況，

31 

現場圖，繪製

愛一路/十全

如下： 

擬定改善方

製路口碰撞

全一路碰撞

方案如下圖

撞構圖如圖 

肇事構圖 

圖 3.2-3：  

3.2-2 所示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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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
行
機
車

禁
行
機
車

禁
行
機
車

禁
行
機
車

十全一路

十全二路

Ⅱ.1
交叉口南側與北側之慢車道，
畫（直進、右轉）兩種分流式
指向線，取消交叉口範圍30公
尺內的路邊停車格，快車道禁
止右轉。劃設停等區分流箭標
。增設『右轉車靠右』標誌。

Ⅱ.2
快車道禁止右轉。

Ⅱ.3
劃設左轉導引線。

 
圖 3.2-3 高雄市博愛一路/十全一路改善方案圖 

 

I. 道路工程 

無。 

II. 標誌及標線 

1. 交叉口南側與北側之慢車道，畫（直進、右轉）兩種分流式指向線，

取消交叉口範圍 30 公尺內的路邊停車格。劃設停等區分流箭標。增設

『右轉車靠右』標誌。 

2. 快車道禁止右轉。 

3. 劃設左轉導引線。 

III. 號誌 

1. 路口南、北向增加黃燈 1 秒，並且調整號誌燈頭位置以增加明視度。 

2. 路口東、西向增加黃燈 1 秒，並且調整遠端號誌燈頭位置。 

2. 路口東、西向增加全紅時間 1 秒 。 

3. 路口南、北向左轉專用時相增加全紅時間 1 秒。 。 

6. 博愛一路增加紅燈倒數。 

7. 路口南、北側快慢車道號誌分別加設副牌 。 

 施工日期 

此路口之標線繪製日期為 104 年 6 月 5 日；標誌施工日期為 104 年 6

月 10 日。  



 

2. 
(1

 

臺中市 

1) 雙十路

 碰撞

依據

此路口最

A. 同向

B. 左轉

C. 同向

 

 改善

本研

路/精武路路口

撞構圖分析 

102 年之路

圖 3

最常發生之碰

向直行追撞。

轉穿越側撞。

向直行擦撞。

善措施 

研究依路口碰

口 

路口肇事現場

3.2-4 臺中市

碰撞型式如

。 

。 

。 

碰撞現況，

33 

場圖，繪製

市雙十路/精

如下： 

擬定改善方

製路口碰撞構

精武路碰撞

方案如圖 3

構圖如圖 3

構圖 

3.2-5： 

3.2-4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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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
十
路

精武路

精武路

雙
十
路

雙
十
路
引
道

禁 行 機 車

Ⅲ.3.
路口北側，增加一
組遠端號誌於右側

Ⅲ.4.
路口西側近端號誌
移至中央分隔島

Ⅲ.5.
路口東側加設遠端
左側號誌與照明於
中央分隔島

Ⅱ.1.
路口各方向設置左
轉導引線。

Ⅱ.3.
路口東側西往東，取

消近路口30m停車位(
塗銷3個停車位)，並
增繪紅線。

Ⅱ.6.
雙十路南北側加設路緣導
引線

Ⅳ.1.
槽化調整路口交角
、轉彎半徑。

Ⅱ.2.
路口各方向，取消近
路口60公尺慢車道，
設置分流式指向線、
車道化、停等區分流
箭標。

 
圖 3.2-5 臺中市雙十路/精武路改善方案圖 

 

I. 道路工程 

無。 

II. 標誌標線 

1. 路口各方向設置左轉導引線。 

2. 路口各方向，取消近路口 60 公尺慢車道，設置分流式指向線、車道化

停等區與分流箭標。 

3. 路口東側西往東方向，取消近路口 30 公尺停車位(塗銷 3 個停車位)，

並增繪紅線。 

4. 路口西側，標誌移至人行道。 

5. 路口南、北側加設路緣導引線。 

6. 路口北側上游增設『輔 1』，車道指向標線（左、直、直右），並於近路

口處將劃設彎曲式車道分隔線與中央分隔線。 

7. 路口南側上游增設『輔 1』標誌。 

III. 號誌 

1. 路口南側、北側黃燈加 1 秒。 

2. 路口各方向，全紅加 1 秒。 

3. 路口南側北往南方向，增加一組遠端號誌於右側。 

4. 路口西側西往東方向近端號誌移至中央分隔島。 

5. 路口西側東往西方向加設遠端號誌與照明於中央分隔島。 

IV.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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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路口東南角槽化調整路口交角、轉彎半徑。 

(2) 旱溪西路/振興路路口 

 碰撞構圖分析 

依據 102 年之路口肇事現場圖，繪製路口碰撞構圖如圖 3.2-6 所示： 

 

 
圖 3.2-6 臺中市旱溪西路/振興路碰撞構圖 

 

此路口最常發生之碰撞型式如下： 

A. 左轉穿越側撞。  

B. 交叉撞。 

C. 同向右轉側撞。 

 

 改善措施 

本研究依路口碰撞現況，擬定改善方案如圖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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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2.
路口南側、北側，增設
左轉導引線。

Ⅱ.3.
路口東側（橋樑），取
消慢車道，東西側改（
左、直右）兩車
道，設置分流標線、分
流停等區。

Ⅱ.4.
路口西側，取消慢車道
，設置分流式號誌，分
流式停等區，上游增設
車道指向標線。

Ⅱ.1.
路口南側與北側，」設
置分流標線、分流停等
區。北側改為（左、直
右），增設左轉停等帶
，北側路口畫紅線至（
中華救難隊）。

 
圖 3.2-7 臺中市旱溪西路/振興路改善方案圖 

 

I. 道路工程 

無。 

II. 標誌標線 

1. 路口南側與北側，設置分流式指向線、停等區分流箭標。北側改為（左、

直右），增設左轉停等帶，北側路口畫紅線至中華救難隊前。 

2. 路口南側、北側，增設左轉導引線。 

3. 路口東側（橋樑），取消慢車道，東側改（左、直右）二車道，設置分

流標線、停等區分流箭標。 

4. 路口西側，取消慢車道，設置分流式指向線，車道化停等區與分流箭標，

上游增設車道指向標線。 

III. 號誌 

1. 路口各方向，全紅加 1 秒。 

2. 路口南北向採輪放號誌。 

3. 路口各方向，黃燈加 1 秒。 

4. 路口東、西兩側增設左轉專用號誌。 

 

  

II.4. 

路口西側，取消慢車道，設

置分流式指向線，車道化停

等區與分流箭標，上游增設

車道指向標線。 



 

(3

 

3) 國光路

 碰撞

依據

此路口最

A. 同向

B. 左轉

C. 同向

 

 改善

本研

路/復興路路口

撞構圖分析 

102 年之路

圖 3

最常發生之碰

向右轉側撞。

轉穿越側撞。

向右轉側撞。

善措施 

研究依路口碰

口 

路口肇事現場

3.2-8 臺中市

碰撞型式如

。 

。 

。 

碰撞現況，

37 

場圖，繪製

市國光路/復

如下： 

擬定改善方

製路口碰撞構

復興路碰撞

方案如圖 3

構圖如圖 3

構圖 

3.2-9： 

3.2-8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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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路

復興路

國
光
路

國
光
路

往有恆街

往濟世街

往自由路

往愛國街

Ⅱ.3.
路口東側，近路口
60m取消慢車道，
設置分流標線、分
流停等區。

Ⅱ.4.
路口東側、西側、
南側加設左轉導引
線，南側加設左轉
停等帶。

Ⅱ.1.
加設北側平面車道
與南側慢車道之導
引線。

Ⅱ.2.
南側上游增設『機
車禁行地下道，直
行機車請靠右行駛
』標誌，並取消慢
車道，設置分流標
線、分流停等區

30m

Ⅲ.1.
加註附牌標示（平面車道專用、地下
道專用）號誌

Ⅲ.2.
加附牌『慢車道專用』。

圖 3.2-9 臺中市國光路/復興路改善方案圖 

 

I. 道路工程 

無。 

II. 標誌標線 

1. 加設北側平面車道與南側慢車道間之導引線。 

2. 路口南側上游增設『機車禁行地下道，直行機車請靠右行駛』標誌 

3. 路口南側取消慢車道，設置分流式指向線、停等區分流箭標。 

4. 路口東側，近路口 60 公尺取消慢車道，設置分流式指向線、車道化停

等區與分流箭標。 

5. 路口東側、西側、南側加設左轉導引線，南側加設左轉停等帶。 

III. 號誌 

1. 路口北側北往南方向近端號誌，分別加註附牌標示（平面車道專用、地

下道專用）號誌，地下道號誌改為箭頭燈，同時以不同時相區隔地下道

與平面道路車流。 

2. 路口南側北往南方向遠端右側號誌加附牌『慢車道專用』。 

3. 路口各方向，黃燈、紅燈各加 1 秒。 

  

B 

3. 路 口 東 側 ， 近 路 口

60m 取消慢車道線，設

置分流式指向線、車道

化停等區與分流箭標。



 

(44) 文心路

 碰撞

依據

 

此路口最

A. 交

B. 同

C. 同

 

 改善

本研

路/向上路路口

撞構圖分析 

102 年之路

圖 3

最常發生之碰

交叉撞。 

同向直行擦撞

同向右轉側撞

善措施 

研究依路口碰

口 

路口肇事現場

.2-10 臺中市

碰撞型式如

撞。 

撞。 

碰撞現況，

39 

場圖，繪製

市向上路/文

如下： 

擬定改善方

製路口碰撞構

文心路碰撞

方案如圖 3

構圖如圖 3

撞構圖 

3.2-11： 

3.2-10 所示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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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中M

R
T

施
工
區

向上路一段

向上路二段

文
心
路
一
段

文
心
路
一
段

台
中M

R
T

施
工
區

禁
行
機
車

禁
行
機
車

Ⅱ.2.
路口南側，上游增設車道
指向標線，『輔1』標誌
，路口設置分流標線、分
流停等區。南側上游路段
起始點及停止線上游60m
設置內側車道之左轉指向
標線。

Ⅱ.3.
路口西側，東往西方向，
西側出入口處，外側車道
加設黃網線。

Ⅱ.5.
取消路口東側
、西側之機車
待轉區，東側
與西側改為機
車直接左轉。

Ⅱ.6.
路口南側、北側劃設
左轉導引線。

Ⅱ.7.
重繪行穿線。

Ⅲ.1.
文心路南側、北
側設置遠端柱立
式號誌於左側。

 
圖 3.2-11 臺中市向上路/文心路改善方案圖 

 

I. 道路工程 

無。 

II. 標誌標線 

1. 路口東側，設置分流式指向線、車道化停等區與分流箭標。 

2. 路口南側，上游增設車道指向標線，『輔 1』標誌，路口設置分流式指

向線、車道化停等區、停等區分流箭標。上游路段起始點及停止線上游

60 公尺設置內側車道之左轉指向標線。 

3. 路口西側，下游巷道出入口處，外側車道加設黃網線。 

4. 路口西側，上游增設車道指向標線，路口設置分流式指向線、車道化停

等區與分流箭標。 

5. 取消路口南、北側之機車待轉區，東西向改為機車直接左轉。 

6. 路口南、北側劃設左轉導引線。 

7. 重繪行穿線。 

III. 號誌 

1. 路口南側、北側設置遠端柱立式號誌於左側。 

2. 路口各方向，紅燈增加 1 秒。 

3. 路口各方向，黃燈增加 1 秒。 

 

  

II.1. 

路口東側，設置分流式指向線、

車道化停等區與分流箭標。 

II.5. 

取消路口南、北側之

機車待轉區，東西向

改為機車直接左轉。 

B 

4.路口西側，設置分流式指向

線、車道化停等區與分流箭標。

II.2. 

路口南側，上游增設車

道指向標線，『輔 1』標

誌，路口設置分流式指

向線、車道化停等區與

分流箭標。 



 

(55) 文心路

 碰撞

依據

 

此路口最

A. 同

B. 同

C. 同

 

 改善

本研

路/北屯路路口

撞構圖分析 

102 年之路

圖 3

最常發生之碰

同向擦撞。 

同向右轉側撞

同向追撞。 

善措施 

研究依路口碰

口 

路口肇事現場

.2-12 臺中市

碰撞型式如

撞。 

碰撞現況，

41 

場圖，繪製

市文心路/北

如下： 

擬定改善方

製路口碰撞構

北屯路碰撞

方案如圖 3

構圖如圖 3

撞構圖 

3.2-13： 

3.2-12 所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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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屯
路

北
屯
路

文心路

捷運施工區

北屯路240巷

Ⅱ.3.
南側北側劃設左轉導引線。

Ⅱ.4.
北側劃設左轉導引線，增加
左轉車道之漸變長度

10
m

Ⅱ.1.
西側增設左轉導引線、左轉停等
帶。取消慢車道，車道配置改為
（左、直、直、右），雙白線縮
短至人孔蓋位置，並於上游劃設
車道指示標線（直左、直、直右
）及雙白線起點位置加直與右。
設置車道化停等區與停等區分流
箭標。最外側車道設置分流式指
向線。

Ⅱ.2.
路口北側，最外側車道改為分流
式指向線、停等區分流箭標、車
道化停等區北側增加『輔1』標
誌(尚未施作)、漸變段前10公尺
加設車道指向標線（直左、分離
式直右）。

 
圖 3.2-13 臺中市文心路/北屯路改善方案圖 

 

I. 道路工程 

無。 

II. 標誌標線 

1. 路口西側，增設左轉導引線、左轉停等帶。取消慢車道，車道配置改為

（左、直、直、右），雙白線縮短至人孔蓋位置，並於上游車道劃設指

向線（直左、直、直右）。設置車道化停等區與分流箭標。最外側車道

設置分流式指向線。 

2. 路口北側，最外側車道改為分流式指向線、停等區分流箭標、車道化停

等區北側增加『輔 1』標誌、漸變段前 10 公尺加設車道指向標線（直

左、分離式直右）。 

3. 路口南側劃設左轉導引線。 

4. 路口北側劃設左轉導引線，增加左轉車道之漸變長度。 

III. 號誌 

1. 南、北側黃燈加 1 秒。 

2. 各方向全紅加 1 秒。 

 

II.1. 

路口西側，增設左轉導引線、左轉停

等帶。取消慢車道，車道配置改為

（左、直、直、右），雙白線縮短至

人孔蓋位置，並於上游車道劃設指向

線（直左、直、直右）。設置車道化

停等區與分流箭標。最外側車道設置

分流式指向線。 



 

 

(66) 北屯路

 碰撞

依據

 

此路口最

A. 交

B. 停

C. 同

 

 改善

本研

路/太原路路口

撞構圖分析 

102 年之路

圖 3

最常發生之碰

交叉撞。 

停等追撞。 

同向直行擦撞

善措施 

研究依路口碰

口 

路口肇事現場

.2-14 臺中市

碰撞型式如

撞。 

碰撞現況，

43 

場圖，繪製

市北屯路/太

如下： 

擬定改善方

製路口碰撞構

太原路碰撞

方案如圖 3

構圖如圖 3

撞構圖 

3.2-15： 

3.2-14 所示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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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路三段

加油站

Ⅱ.1.
東側取消慢車道，劃
設禁停紅線30公尺，
設分流式指向線、停
等區分流箭標、車道
化停等區，補繪各車
道之方向指示標線。
路口東側車道配置改
為（左、直、右）。

Ⅱ.2.
南側取消慢車道，設
置分流式指向線、停
等區分流箭標、車道
化停等區。並設置左
轉導引線與上游導引
指示標誌。

Ⅱ.3.
西側取消路口60公尺
慢車道，路口30公尺
繪設紅線，設置分流
式指向線、停等區分
流箭標、車道化停等
區，上游劃設（直左
、直右）車道指示向
標線。並於近路口30
公尺設置偏移左轉車
道。

Ⅱ.5.
東側與西側繪設左轉
導引線。

Ⅱ.4.
北側取消路口60公尺
慢車道，並配置分流
式指向線、停等區分
流箭標、車道化停等
區。補繪『公車停靠
區』邊界標線。

 

圖 3.2-15 臺中市北屯路/太原路改善方案圖 

 

I. 道路工程 

無。 

II. 標誌標線 

1. 東側取消慢車道，劃設禁停紅線 30 公尺，設分流式指向線、車道化停

等區與分流箭標，補繪各車道之指向線。車道配置改為（左、直、右）。 

2. 南側取消慢車道，設置分流式指向線、車道化停等區與分流箭標。並設

置左轉導引線與上游「輔 1」標誌。 

3. 西側取消路口 60 公尺慢車道，路口 30 公尺繪設紅線，設置分流式指向

線、車道化停等區與分流箭標，上游劃設車道（直左、直右）指向線。

並於近路口 30 公尺 設置左轉車道。 

4. 北側取消路口 60 公尺慢車道，並配置分流式指向線、車道化停等區與

分流箭標。補繪『公車停靠區』邊界標線。 

5. 東側與西側繪設左轉導引線。 

III. 號誌 

1. 路口各方向，黃燈加 1 秒。 

2. 路口東、西側，全紅加 1 秒。 

  

II.1. 

東側取消慢車道，劃設

禁停紅線 30 公尺，設分

流式指向線、車道化停

等區與分流箭標，補繪

各車道之指向線。車道

配置改為（左、直、右）。

II.2. 

南側取消慢車道，設置

分流式指向線、車道化

停等區與分流箭標。並

設置左轉導引線與上游

「輔 1」標誌。 



 

(77) 三民路

 碰撞

依據

 

此路口最

A. 同

B. 左

 

 改善

本研

路/五權路/崇

撞構圖分析 

102 年之路

圖 3

最常發生之碰

同向直行擦撞

左轉穿越撞。

善措施 

研究依路口碰

崇德路/三民路

路口肇事現場

.2-16 臺中市

碰撞型式如

撞。 

。 

碰撞現況，

45 

路路口 

場圖，繪製

市五權路/三

如下： 

擬定改善方

製路口碰撞構

三民路碰撞

方案如圖 3

構圖如圖 3

撞構圖 

3.2-17： 

3.2-16 所示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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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權路

崇
德
路 60

m

往
錦
南
街
三
民
路

Ⅱ.7. 
東側（三民路往錦南街）設置左轉導
引線。

Ⅱ.8. 
五權路往崇德路設置左轉
導引線。

Ⅱ.9.
東南側（錦南街）取消近路口（60m
之慢車道&50m之停車位），改為3車
道，車道配置改為（左、直、直右）
，配合設置車道指向標線與標字（往
三民路、往五權路、往崇德路三民路

），上游增設『輔1』，並劃設左轉
三民路、五權路之左轉導引線。

Ⅱ.1.
南側三民路近路口60公尺取消慢車道
，車道重新配置為（左、直右），並
增設指向指向線（左、分離式直右）
，並設分流式指向線、停等區分流箭
標、車道化停等區。

Ⅱ.3.
路口西側（五權路）近路口60公尺取
消慢車道，設分流式指向線、停等區
分流箭標、車道化停等區，車道配置
與車道指向標線改為（直左、直、直
右）並設分流式指向線、停等區分流
箭標、車道化停等區。

Ⅱ.4.
路口北側（崇德路）近路口60公尺取
消機車優先道，車道配置與車道指向
標線改為（直左、直、右），車道寬
度分別為（3.5公尺、4.5公尺與3公尺
）並於（直、右）車道分別加上標字
（往錦南街三民路、往五權路）。

Ⅱ.6.
路口東側三民路刨除標線槽化區。車
道調整為（左、直、直右），並加註
標字（往錦南街、往三民路、往五權
路與崇德路），分流式指向線搭配標
誌一起設置，並於上游增設『輔1』(
尚未施作)。設分流式指向線、停等區
分流箭標、車道化停等區。

 

圖 3.2-17 臺中市五權路/三民路改善方案圖 

 

I. 道路工程 

無。 

II. 標誌標線 

1. 路口南側三民路近路口60公尺取消慢車道，車道重新配置為（左、直右），

並設分流式指向線、車道化停等區與分流箭標。 

2. 路口南側三民路分隔島加上告示牌『禁止迴轉』。 

3. 路口西側（五權路）近路口 60 公尺取消慢車道，車道配置改為（直左、

直、直右），並設分流式指向線、車道化停等區與分流箭標。 

4. 路口北側（崇德路）近路口 60 公尺取消機車優先道，車道配置改為（直

左、直、右），車道寬度分別為（3.5 公尺、 4.5 公尺與 3 公尺）並於（直、

右）車道分別加上標字（往錦南街三民路、往五權路） 

5. 路口北側取消原路口告示牌改設置『輔 1』。 

6. 路口東側三民路刨除標線槽化區。車道調整為（左、直、直右），並加註

標字（往錦南街、往三民路、往五權路與崇德路），設分流式指向線、車

道化停等區與分流箭標，並於上游增設『輔 1』標誌。 

7. 路口東側（三民路往錦南街）設置左轉導引線。 

8. 五權路往崇德路設置左轉導引線。 

9. 路口東南側（錦南街）取消近路口（60 公尺之慢車道與 50 公尺）之停

車位，改為 3 車道，車道配置改為（左、直、直右），配合設置車道指向

標線與標字（往三民路、往五權路、往崇德路三民路），上游增設『輔 1』，

並劃設左轉三民路、五權路之左轉導引線。設分流式指向線、車道化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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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區與分流箭標。 

III. 號誌 

1. 三民路時相全紅加 1 秒。 

2. 三民路時相改為（1.直右對開、2.三民路南側全開, 3.三民南北側左轉保

護），分別配置（30 秒, 25 秒, 10 秒）。 

3. 崇德路黃燈加 1 秒。 

4. 三民路往錦南街時相，全紅加 1 秒，三民路西側西往東方向僅提供直行

與右轉，號誌改為箭頭（直+右）。 

  



 

(8

 

8) 中華路

 碰撞

依據

此路口最

A. 左

B. 交

C. 同

 

 改善

本研

路/公園路路口

撞構圖分析 

102 年之路

圖 3

最常發生之碰

左轉穿越側撞

交叉撞。 

同向直行擦撞

善措施 

研究依路口碰

口 

路口肇事現場

.2-18 臺中市

碰撞型式如

撞。 

撞。 

碰撞現況，

48 

場圖，繪製

市中華路/公

如下： 

擬定改善方

製路口碰撞構

公園路碰撞

方案如圖 3

構圖如圖 3

撞構圖 

3.2-19： 

3.2-18 所示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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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9 臺中市中華路/公園路改善方案圖 

 

I. 道路工程 

無。 

II. 標誌標線 

1. 路口東北側，取消路口 60 公尺慢車道，改為直左與直右兩車道，設置分

流式指向線、車道化停等區與分流箭標，重繪紅線 50 公尺。 

2. 路口西南側，取消路口 60 公尺慢車道，改為直左與直右兩車道，設置分

流式指向線、車道化停等區與分流箭標。 

3. 路口西北側，近路口 50 公尺繪設紅線，取消慢車道，改為直左與直右兩

車道，設置分流式指向線、車道化停等區與分流箭標。 

4. 重繪各方向之左轉導引線。 

5. 路口東南側內側車道增設『禁止右轉』標誌，內側車道與外側車道增設

車道化停等區與分流箭標，外側車道增設分流式指向線，並禁止快車道

右轉（0800-1700）。 

6. 北側中華路、南側中華路，機車待轉區、行穿線、停止線後移，公園路

北側停止線前移。 

III. 號誌 

B
1.路口東北側，

取消路口60m慢
車道，改為直左
+直右兩車道，
設置分流標線、
分流停等區、車
道化停等區，重
繪紅線50m。

B
2.路口西南側，

取消路口60m慢
車道，改（直左
、直右），設置
分流標線、分流
停等區、車道化
停等區。

B
3.路口西北側，

近路口50m繪設
紅線，取消慢車
道，改為（直左
、直右），設置
分流標線、分流
停等區、車道化
停等區。

B
4. 
重繪各方向之左
轉導引線 。

B
5. 
取消路口60m慢車道，
路口東南側內側車道增
設『禁止右轉』標誌，
內側車道與外側車道增
設車道化停等區，外側
車道增設分流標線。

B
6.中華路北側南側，機
車待轉區、行穿線、停
止線後移，公園路北側
停止線前移。

B
7.公園路南側(快&慢)，
加設機車停等區，並禁

止快車道右轉（0800-
1700。

II.1. 

路口東北側，取消

路口 60 公尺慢車

道，改為直左與直

右兩車道，設置分

流式指向線、車道

化停等區與分流箭

標，重繪紅線 50 公

尺。 

II.3. 

路口西北側，近路

口 50 公尺繪設紅

線，取消慢車道，

改為直左與直右兩

車道，設置分流式

指向線、車道化停

等區與分流箭標。

II.4. 

重繪各方向之左轉

導引線。 

II.5. 

路口東南側內側車道增設

『禁止右轉』標誌，內側

車道與外側車道增設車道

化停等區與分流箭標，外

側 車 道 增 設 分 流 式 指 向

線 ， 並 禁 止 快 車 道 右 轉

（0800-1700）。 

II.2. 

路口西南側，取消

路口 60 公尺慢車

道，改為直左與直

右兩車道，設置分

流式指向線、車道

化 停 等 區 與 分 流

箭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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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路口各方向，紅燈加 1 秒。 

2. 路口西南側，黃燈加 1 秒。 

  



 

(99) 興大路

 碰撞

依據

 

此路口最

A. 左

B. 右

C. 交

 

 改善

本研

路/忠明南路路

撞構圖分析 

102 年之路

圖 3.2

最常發生之碰

左轉穿越側撞

右轉側撞。 

交叉撞左轉穿

善措施 

研究依路口碰

路口 

路口肇事現場

2-20 臺中市

碰撞型式如

撞。 

穿越側撞。

碰撞現況，

51 

場圖，繪製

市興大路/忠

如下： 

 

擬定改善方

製路口碰撞構

忠明南路碰撞

方案如圖 3

構圖如圖 3

撞構圖 

3.2-21： 

3.2-20 所示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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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1 臺中市興大路/忠明南路改善方案圖 

 

I. 道路工程 

無。 

II. 標誌標線 

1. 路口東側出地下道後，以虛線延伸，分別設置車道指向標線（直左、直、

分離式直右），路口東側車道劃設 10 公尺雙白線。並設置分流式指向線、

車道化停等區與分流箭標。 

2. 路口南側劃設禁停紅線 50 公尺。 

3. 路口西側設置左轉導引線、左轉停等帶。取消近路口 60 公尺之慢車道，

路口與上游增設車道指示標線（直左、直、直右），並設置分流式指向線、

車道化停等區與分流箭標。 

4. 路口北側，取消 3 個停車位，改為 2 車道，設置分流式指向線、車道化

停等區與分流箭標。 

III. 號誌 

1. 路口西側東往西方向增設遠端號誌。 

2. 路口各方向，紅燈加 1 秒。 

  

忠明南路

忠明南路

興
大
路

興
大
路

地下道

中興大學

中興大學

B
1.東側路口出地下道後，以虛線延伸，分別
設置車道指向標線（直左、直、分離式直右
），路口東側車道劃設10m雙白線。並設置
分流標線、分流停等區。

B
2.南側劃設禁停紅線50m

B
.西側設置左轉導引線、
左轉停等帶。取消近路口
60m之慢車道，路口與上
游增設車道指示標線（直
左、直、直右），並設分
流標線、分流停等區。

30m

30m

B
4.路口北側，取消3
個停車位，改為2車
道，設置分流標線
分流停等區。

II.1. 

路口東側出地下道後，以虛線延伸，分別設置車道指

向標線（直左、直、分離式直右），路口東側車道劃

設 10 公尺雙白線。並設置分流式指向線、車道化停

等區與分流箭標。 

II.2. 

路口南側劃設禁停紅線 50 公尺。

II.3. 

路口西側設置左轉導引線、左

轉停等帶。取消近路口 60 公尺

之慢車道，路口與上游增設車

道指示標線（直左、直、直右），

並設置分流式指向線、車道化

停等區與分流箭標。 

II.4. 

路口北側，取消 3 個停

車位，改為 2 車道，設

置分流式指向線、車道

化停等區與分流箭標。 



 

(1

 

10) 向上路

 碰撞

依據

此路口最

A. 左轉

B. 同向

C. 同向

 

 改善

本研

路/惠文路路口

撞構圖分析 

102 年之路

圖 3

最常發生之碰

轉穿越側撞。

向左轉側撞。

向右轉側撞。

善措施 

研究依路口碰

口 

路口肇事現場

.2-22 臺中市

碰撞型式如

。 

。 

。 

碰撞現況，

53 

場圖，繪製

市向上路/惠

如下： 

擬定改善方

製路口碰撞構

惠文路碰撞

方案如圖 3

構圖如圖 3

撞構圖 

3.2-23： 

3.2-22 所示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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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3 臺中市向上路/惠文路改善方案圖 

 

I. 道路工程 

1. 遷移路口東側西往東近公車站之行人斜坡道至行穿線處。 

II. 標誌標線 

1. 路口東側，內側與外側車道，分別設置分流式指向線、車道化停等區與

分流箭標。上游設置標誌『左轉車輛請靠左行駛』。停車場出入口處設

置黃網線。 

2. 路口各方向設置左轉導引線。 

3. 路口各方向設置機車兩段式左轉待轉區。 

4. 取消路口西側與北側 30 公尺內停車位（路口北側取消 5 個車位）。近路

口 60 公尺慢車道，改為直左、直右兩車道，內側與外側車道分別設置

惠
文
路

向上路二段

向上路二段

公車停靠區

A
1.遷移路口東側西
往東近公車站之行
人斜坡道至行穿線
處。

30m

B
1.路口東側，內側
與外側車道，分別
設置分流標線、分
流停等區、上游設
置車道指向標線。
上游設置標誌『左
轉車輛請靠左行
駛』。停車場出入
口處設置黃網線。

30
m

B
4.取消路口西側與

北側30m內停車位

（路口北側取消5
個車位）。近路口
60m慢車道，改為
直左、直右兩車道
，內側&外側車道
分別設置分流標線
、分流停等區。

30m

B
5.取消路口南側30
m內停車位（路口

南側取消2個汽車

車位&15個一般機
車停車位）。」近
路口60m慢車道，
改為直左、直右兩
車道，內側&外側
車道分別設置分流
標線、分流停等區

B
2.路口各方向設置

左轉導引線。

B
3.路口各方向設置
機車兩段式左轉待
轉區。

II.1. 

路口東側，內側與外

側車道，分別設置分

流式指向線、車道化

停 等 區 與 分 流 箭

標。上游設置標誌

『左轉車輛請靠左

行駛』。停車場出入

口處設置黃網線。 

II.4. 

取消路口西側與北側

30 公尺內停車位（路口

北側取消 5 個車位）。

近 路 口 60 公 尺 慢 車

道，改為直左、直右兩

車道，內側與外側車道

分別設置分流式指向

線、車道化停等區與分

流箭標。 

II.3. 

路口各方向設置機車

兩段式左轉待轉區。

II.2. 

路口各方向設置左轉

導引線。 

I.1. 

遷移路口東側西往東

近公車站之行人斜坡

道至行穿線處。 

II.5. 

取消路口南側 30 公尺

內停車位（路口南側取

消 2 個汽車車位與 15

個一般機車停車位）。」

近路口 60 公尺慢車

道，改為直左、直右兩

車道，內側與外側車道

分別設置分流式指向

線、車道化停等區與分

流箭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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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流式指向線、車道化停等區與分流箭標。 

5. 取消路口南側 30 公尺內停車位（路口南側取消 2 個汽車車位與 15 個一

般機車停車位）。」近路口 60 公尺慢車道，改為直左、直右兩車道，內

側與外側車道分別設置分流式指向線、車道化停等區與分流箭標。 

III. 號誌 

1. 路口各方向紅燈增加 1 秒。 

2. 路口各方向黃燈增加 1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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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示範改善方案 

為避免試辦路口的改善方案有交互影響之疑慮，而無法觀察到前述章節介紹

之新型改善措施執行效益，因此各試辦路口皆會先完成新型改善措施之施工，以

利本研究後續追蹤並分析。示範改善方案主要可分為兩大項目分別如下： 

1. 新式停等區 

新式停等區包括停等區分流箭標與車道化停等區，車道化停等區設置作用為

降低停等區中不同行車方向之機車交織問題，停等區分流箭標設置目的為導引機

車在停等區內於正確位置停等，兩者皆為導引停等區內之機車可依循後續行進方

向，於正確之位置上停等，以避免與不同行進方向之機車產生碰撞。 

2. 分流式指向線 

分流式指向線之設置目的為，車輛於接近路口時，能提早改變行駛位置，降

低因不正確位置轉向，而引發同向側撞或擦撞之發生機會，特別適合於車道寬度

大於 3.5 公尺之混合車道設置。因試辦路口多數路口之外側車道有配置慢車道，

本研究會依現場道路狀況取消配置慢車道，令外側車道之寬度大於建議值 3.5 公

尺，並搭配分流式指向線，令其成為直右混合車道。詳細施作情形可見下表 3.2-1

和表 3.2-2： 

 

表 3.2-1 試辦路口新型改善措施施作整理 

縣市 交叉口 分流式指向線 停等區分流箭標 車道化停等區 

高雄市 三民區博愛一路十全一路 V V 

臺中市 

北區雙十路與精武路 V V V 

東區旱溪西路與振興路 V V 

南區國光路與復興路 V V 

南屯區文心路與向上路 V V V 

北屯區文心路與北屯路 V V V 

北屯區北屯路與太原路 V V V 

北區三民路與崇德路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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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試辦路口慢車道事前事後配置方式 

交叉口 路口側 
事前 事後 

慢車道配置 車道配置方式 車道標線型式 

高雄市博愛一路十全一路 北側 實體分隔 實體分隔 直右分流式指向線 

臺中市國光路復興路 南、東側 標線分隔 直右混合車道 直右分流式指向線 

臺中市文心路向上路 
西、東、南

側 
未配置慢車道 直右混合車道 直右分流式指向線 

臺中市北屯路文心路 
北側 未配置慢車道 直右混合車道 直右分流式指向線 

西側 標線分隔 直右混合車道 直右分流式指向線 

臺中市北屯路太原路 

北、西、南

側 
標線分隔 直右混合車道 直右分流式指向線 

東側 標線分隔 
改為右轉專用車道，與直進

車道方向分流 
右轉標線 

臺中市旱溪西路振興路 

北側 未配置慢車道 直右混合車道 直右分流式指向線 

西側 標線分隔 直右混合車道 直右分流式指向線 

東側 標線分隔 慢車道改為直右混合車道 直右合併式標線 

南側 未配置慢車道 混合車道 左直右合併式標線 

臺中市雙十路精武路 
北、西、東、

南側 
標線分隔 直右混合車道 直右分流式指向線 

臺中市五權路三民路崇德路 

東北側 未配置慢車道 直右混合車道 直右分流式指向線 

東南、西

南、西側 
標線分隔 直右混合車道 直右分流式指向線 

北側 
標線分隔之機

車優先道 

改為右轉專用車道，與直進

車道方向分流 
右轉標線 

3.2.4 成效評估方式 

本章節採用兩種方式來評估試辦路口的施工成效，評估方式分別如下： 

1. 實地觀察蒐集： 

將於試辦路口施作前與施作後進行車流錄影，對比事前事後車輛通過路口的

車流行駛狀況，判斷其是否較原來狀況，於更正確的位置通過停止線(左轉車輛

靠左、右轉車輛靠右)。 

2. 問卷調查： 

為廣泛收集民眾對於本計畫之接受程度，將採問卷調查之方式辦理，預計於

每個試辦路口發放至少 50 份問卷，調查對象包括試辦地點之里民、行經該試辦

地點之駕駛者…等。問卷同樣會於網路平台發放，以測試其他地區之民眾對於新

型改善措施之認知程度與觀感。問卷內容將力求周延完整、文字易懂為原則，並

配合內容進行題目設計，待問卷回收後進行資料之檢核及分析，以了解民眾對於



58 
 

本計畫之推動接受程度及意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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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試辦計畫之成效分析 

為了確認各種碰撞類型之改善措施的績效，本章將針對第三章所述之各試辦

案例路口，進行事前事後績效分析。首先針對交通安全的評估方法進行探討，再

擇定適合的方法進行評估作業，以驗證改善成效。 

4.1 事前事後分析方法及應用 

    為了確認各種碰撞類型之改善措施的績效，對於各項改善措施應有事前事後

分析方法。 

4.1.1 交通安全評估方法 

    交通安全評估依照所分析的目標，可分為肇事事件與衝突事件兩類。使用肇

事事件是較直接的評估方法，如肇事頻率與嚴重等級，但也有以下缺點[20]： 

1. 肇事資料需長時間蒐集。肇事資料蒐集通常需要 1 至 3 年，除了耗時長外，

車流或環境因素也可能已經改變，使得分析產生偏誤。 

2. 肇事記錄不完整。碰撞程度輕微的事件不一定會被記錄，使得所見的肇事件

數比實際少，且會偏向較嚴重的事件。 

3. 肇事資料缺少細節。僅憑肇事事件的記錄無法完整還原事發經過，確切分析

造成碰撞的原因。 

另一方面，以替代事件(即衝突)取代肇事資料的概念最早由 Perkins 與 Harris 

(1967)提出。衝突的定義為：「兩個(含)以上用路人在時間空間上接近彼此，且若

他們的動作保持不變會立即產生碰撞」。Amunndsen 與 Hyden(1977)提出道路事

件安全階層圖，如圖 4.1-1 所示，研究認為道路交通事件數量與事件層級有關，

越輕微平常的事件越常出現。碰撞事件在金字塔頂端，數量隨著肇事嚴重度增加

而減少[21]。 

 

圖 4.1-1 安全階層圖[21]  

 

然而因交通事件具多樣性，衝突替代事件不若肇事事件明確。衝突事件的定

義涵蓋範圍廣且模糊。美國運輸研究委員會下的交通安全委員會，根據醫學上對

替代事件的定義，提出兩項要件，作為以衝突事件替代肇事事件進行安全評估的

要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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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替代事件為可觀測的非碰撞事件。 

2. 替代事件和肇事相關，且可轉換。 

關於替代事件的選擇，常見的方式為描述車輛互動的時間空間關係。以下介

紹二常見的交通衝突指標(Conflict indicators)： 

1. 碰撞時間(Time to collision, TTC)，定義為在某瞬間兩車維持當前速度與方向，

致碰撞所需的時間。此指標為連續型，即每個時點均能產生一筆資料，實務

上常以記錄時間中所得秒數最低的碰撞時間為參考。此指標僅限於在該時點

處於即將碰撞(near miss)狀態下的車輛，並非所有車流交會都會產生 TTC

值。 

2. 後侵佔時間(Post encroachment time, PET)，定義為兩軌跡交會車輛的一方通

過衝突區(軌跡交會點)與另一方通過衝突區的時間差。後侵佔時間對於軌跡

相交的事件，必能產生一後侵佔時間資料，相較於碰撞時間較容易取得，然

而測得 PET 不代表兩車輛經歷衝突狀態，因此也產生需定義衝突門檻的問

題。 

關於衝突和肇事的關聯性，Sacchi, E., & Sayed, T. (2013)以實際案例佐證了

兩者關係。該研究旨在瞭解是否能藉由右轉槽化島形狀的改變減少右轉車與直行

車匯入衝突，同時分析以肇事和衝突為事前事後分析基礎的差異和關聯。研究調

查了 3 處改善措施實施地點前後 4 個月的肇事資料與 2 天的衝突資料，結果如下

表 4.1-1 所示： 

表 4.1-1 衝突和肇事評估結果比較[23] 

路口 以衝突評估之結果 以肇事評估之結果 

T1 33% 36.4% 

T2 57% 65.1% 

T3 55% 55.1% 

整體 51% 55.6% 

 

表 4.1-1 顯示以衝突資料評估的改善效益略小於肇事資料，但兩方法評估出

各路口的改善績效順序相當。作者認為衝突和肇事兩者有高度關聯性，因此衝突

適合用來替代肇事做為安全評估的依據。 

由於衝突事件的資料數量遠較碰撞大，若找出衝突與碰撞的關係，即可以分

析衝突取代碰撞。如此不但能縮短資料蒐集時間，在肇事發生前即診斷出問題及

時修正，也能因樣本增加提升模式的可靠度。此外，若以影像分析衝突車流，還

能瞭解道路設計與用路人的關係，及用路人反應與衝突結果的關係。 

衝突事件的調查方式，在影像擷取、辨識技術普及前，多為人工現場調查，

也因此面臨資料可靠度問題，然如今以電腦輔助判定衝突多可解決此類問題。由

於影像辨識技術的進步，以衝突事件評估道路安全成為近年來國際上致力發展的

研究方法。本研究亦使用錄影方式調查衝突事件，做為評估改善措施實施事前事

後差異的基礎。   



 

4.1

 

評估

的變

車與

 

4.1

以了

路段

面之

法細

區上

處。

間為

同時

一星

表 

.2 本研究

本研究採

估基礎。衝突

變化如：車輛

與直進機車

.3 改善績

為得知改

了解事前、事

段至路口的

之座標，由直

細節如下所

本研究以

上游 15 公尺

。若改善路口

為晨峰或昏

時段調查，以

星期至三個

4.1-2 所示

究事前事

採用車流衝突

突調查方式

輛行駛位置

車間衝突。研

績效評估

改善成效，本

事後的差異

的變化過程，

直行右轉車

所述： 

以平面及高樓

尺處至路口

口處附近有

昏峰的 1 小時

以確保有相

個星期，使駕

。 

事後分析構

突影像資料

式以影像紀錄

置、衝突次數

研究流程如

圖 4.1-2 事

估方法 

本研究分別調

異。衝突事件

後續以半自

車行駛位置及

樓錄影方式

口的車流變化

有合適地點則

時，平面錄影

相似的車種及

駕駛人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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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想 

料為主，肇事

錄改善前後

數等來評估

如圖 4.1-2 所

事前事後分

調查了改善

件以錄影方

自動軟體擷

及實際衝突

式蒐集車流資

化，高樓錄影

則以高樓錄

影時間為半

及轉向組成

間適應新型

事資料為輔

後車流，藉由

估改善效益

所示： 

分析流程[25]

善路口事前

方式進行，紀

擷取車輛於行

突量判斷改善

資訊，平面錄

影則可蒐集

錄影方式蒐集

半小時。同一

成。事後錄影

型改善措施

，作為事前

由影像分析

，分析對象

]  

、事後之衝

紀錄直行與

行駛過程中

善成效。事

錄影蒐集範

集至停止線至

集車流資訊

一個路口事

影日期選擇

。調查路口

前事後改善效

析軟體分析車

象主要為右轉

衝突及肇事事

與右轉汽機車

中經過的幾處

事前事後分析

範圍至路口停

至上游 60 公

訊。高樓錄影

事前及事後均

擇於施工完成

口與調查方式

效益

車流

轉汽

 

事件

車從

處斷

析方

停等

公尺

影時

均為

成後

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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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錄影調查總表 

縣市 交叉口 方位 車流調查方式

臺中市 

旱溪西振興 東 平面 

雙十精武  平面 

國光復興  平面 

三民五權 東北 平面 

文心北屯 西 高樓 

向上文心 南 高樓 

北屯太原 南 高樓 

高雄市 博愛十全 北 平面 
註：臺中市中華路/公園路路口、忠明南路/興大路路口及向上路/惠文路路口等三處路口，因

現場道路寬度、車道配置等不符會勘時之設計方式，故不納入事前事後分析。 

本研究以三項指標評估改善措施之成效，詳述如下： 

1. 指標一：直行機車、右轉汽車分別與邊線之距離 

試辦計畫於路口上游處，距停等區下緣約50公尺處開始繪設分流式指向線，

旨在提醒右轉之汽機車駕駛人提前靠車道右側行駛，直行之汽機車靠車道左側或

於左側直行車道行駛。因此第一項指標即由直行機車、右轉汽車分別與邊線之距

離來判斷改善績效，離邊線距離越小代表車輛越靠右側行駛；距離越大則代表車

輛越靠左側行駛。 

為檢測本研究所提改善措施之成效，在量測指標以前，分別進行事前及事後，

直行機車、右轉汽車分別通過停止線之座標的顯著性分析，採用獨立樣本 T 檢

定和 95%信賴區間來比較兩組樣本的平均值間是否存在差異，並提出下列假設： 

 虛無假設 0 mean meanH :事前 事後   

對立假設 1 mean meanH :事前 事後  

若路口接受虛無假設，代表該路口之事前事後之車輛軌跡無明顯差異，並探討無

法通過顯著性分析之緣由，並用其他指標以安全之角度來量測新型改善措施之效

益。 

指標一之調查方式由所攝之影像將接近路口處切成 3 至 5 個參考斷面，如表 

4.1-3 所示。參考斷面分別訂定為路段處、停等區處以及停止線處，路段處為距

離前方停止線 15 公尺以上之斷面處；停等區處則是定義為機車停等區的下緣；

停止線則是進入路口前之停止線，若遇試辦路口無繪製機車停等區，則採距前方

停止線 6 公尺之斷面處。高樓錄影有角度清晰及影像廣闊之優點，因此可觀察到

車輛於較上游處之變化趨勢。平面錄影及高樓錄影分別調查直行與右轉汽機車通

過參考斷面時與道路邊線的距離，以做為新型改善措施之改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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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平面及高樓錄影參考斷面比較表 

平面錄影 高樓錄影 

停止線 停止線 

停等區下緣 停等區下緣 

路段處距停等區下緣約 15 公尺處 路段處距停等區下緣約 15 公尺處 

 路段處距停等區下緣約 30 公尺處 

 路段處距停止線約 60 公尺處 

 

2. 指標二：潛在衝突指標 

路口潛在衝突可由右轉車位置與直行車位置判斷，當右轉車行駛時其右側有

足夠空間容納直行機車，此時直行機車即有機會行駛於右轉車的右側而形成潛在

衝突。右轉車輛與直行機車併行，所需最小寬度如圖 4.1-3 所示，從汽車中心至

路緣約 2.5 公尺(含汽車寬度一半 1 公尺、機車離汽車、機車離路緣行駛間所需淨

間距各 0.4 公尺、機車寬度 0.7 公尺)，由此可假定，若汽車行駛之車輛中心點與

路緣之間距大於 2.5 公尺，則機車可於該汽車之右側併行，即有右轉側撞肇事之

可能性。因此本研究定義汽車右轉潛在衝突位置範圍從車道最左側起至路緣左側

2.5 公尺止，汽車右轉安全範圍則為汽車中心點至路緣約 2.5 公尺。為方便比較

路口改善差異，將行駛於大於 2.5 公尺的小汽車的百分比乘以行駛小於 1.5 公尺

範圍內的機車百分比做為潛在衝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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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汽機車衝突示意圖 

 

本研究以 0.5 公尺為單位長度，將右轉汽車與直行機車車輛數轉換為百分比

後，計算每個單位長度(0.5 公尺)之潛在衝突指標並相加，即為一斷面之潛在衝

突。以高雄市博愛十全路口北側停止線斷面為例，該路段寬 4.8 公尺，減去汽車

右轉安全範圍 2.5 公尺後，剩餘 2.3 公尺範圍即為潛在衝突行駛區域。由於以 0.5

公尺為單位長度，潛在衝突範圍定為 0 至 2 公尺，即圖 4.1-4 中斜線區塊 A 與 B。

對斜線區塊 A 的右轉車來說，可能產生衝突的直行機車從其右側 1.5 公尺起算，

因此包含網線區塊 C 與 D；而對於斜線區塊 B 的右轉車而言，可能產生衝突的

區域較小，僅有網線區塊 D。因此計算方式即為 A × ሺC + Dሻ + B × D = AC + AD + BD 

同理，以直行機車角度看亦有相同結果。可能與直行機車網線區塊 D 產生

衝突的右轉車包含斜線區塊 A 與 B；可能與直行機車網線區塊 C 的僅有網線區

塊 A，因此計算結果為 D × ሺA + Bሻ + C × A = AD + BD +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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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高雄市博愛十全路口北側停止線汽機車行駛位置分布 

 

若以數學式表達某路段之衝突潛在指標，可得下列公式： 

 

2 5
1 1

0 5 0 5

1 3

LW . LW
+ mc. .

ji
c m

i j i

vv
 m

v v

         

  

 
   
 
 

    

其中， 

 m ：潛在衝突 

LW  ：路段寬度(以 0.5 公尺為單位) 

cv ：右轉汽車車輛數(輛) 

mv ：直行機車車輛數(輛) 

c
iv ：右轉汽車在路段第 i 個以 0.5 公尺單位長度斷面之車輛數(輛) 

m
jv :直行機車在路段第 j 個以 0.5 公尺單位長度斷面之車輛數(輛) 

 

3. 指標三：右轉汽車與直行機車之衝突事件數與衝突秒數 

由於潛在衝突車輛不代表實際發生衝突，汽機車可能自行評估狀況後行駛於

潛在衝突區，因此本研究也調查車流錄影中右轉與直行車輛實際發生衝突的次數

與車流交會之後侵佔時間秒數作為改善績效評估之依據。 

後侵佔時間定義為前車離開衝突區域到後車抵達衝突區域的時間，在右轉側

右側路緣位置 
左側快慢分隔島位置 

1 0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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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衝突類型中，右轉汽車右轉軌跡與後抵達的直行機車軌跡相交，後侵佔時間定

義為右轉車離開交會點至直行車抵達交會點的時間間隔。本研究將影像以 ”Free 

Video to JPG Converter”將影片一秒分割成三畫格，由人工讀取記錄後侵佔時間秒

數。 

後侵佔時間讀取範例如圖 4.1-5。圖中 3 個畫格為 1 秒，以黃色線標示右轉

車輛－黑色汽車的軌跡，紅色線為直行車輛－機車的軌跡。右轉車與直行車軌跡

相交於畫格 18，右轉車於畫格 8 時到達交會點，表右轉車通過交會點 10 個畫格

（3.33 秒）後直行車抵達，因此記錄後侵佔時間為 3.3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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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右轉側撞後侵佔時間判定例 

當有右轉車接續前一右轉車通過或同時有多輛車右轉時以後侵佔時間最小

的兩車記錄。由於兩車抵達同一地點的時間可相差無限大，因此需定義門檻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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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衝突的標準。本研究參考過去相關研究[29]，採用 3 秒為判定衝突的門檻值。 

 

4.2 事前事後比較分析結果 

本研究為得知試辦路口之改善成效，了解改善前與改善後之差別，故本節以

第 3 章高雄市與臺中市試辦路口為案例分析對象，進行改善前之路口調查與車流

分析作業，對於可能發生的碰撞或是潛在車流衝突處進行分析，進而了解不同車

種的車流行為。此外，本研究之試辦路口與對應之路段空間，僅採本研究提出之

試辦計畫相關內容為原則，以避免不同改善措施之交互影響，進而影響本研究試

辦計畫之分析結果。 

由於部分路口為平面錄影，因錄影視角及電腦數位化軟體之限制下，無法正

確判讀到車輛行駛之正確座標，因此部分路口之改善評選指標僅列出以人力判讀

錄影影像的右轉汽車與直行機車之衝突事件數與衝突秒數。 

由於臺中市有 3 個路口，中華路/公園路路口、忠明南路/興大路路口及向上

路/惠文路路口，因現場道路寬度、車道配置等不符會勘時之設計方式，故不納

入事前事後分析。 

 

4.2.1 高雄市路口調查結果分析 

1. 博愛一路十全一路口北側 

 

(1) 改善地點及調查概要 

此路段寬 4.8 公尺，試辦計劃於機車停等區繪製停等區分流箭標，於停等區

左側與右側分別加上直進與右轉小箭標，於路段繪製直進與右轉分流式指向線。

標線繪製完成時間為 104 年 6 月 5 日。調查日期時間及車流量如表 4.2-1。 

 

表 4.2-1 高雄市博愛一路十全一路北側車流量調查日期時間與車流量 

調查日期 調查時間 右轉汽車流量 直行機車流量 

事前 104 年 5 月 6 日 16:30-17:00 10 472 

事後 104 年 6 月 30 日 16:30-17:00 12 426 

 

標線繪製事前與事後如圖 4.2-1，左上側及左下側分別為施工前近路口與路

段現況照，右上側及右下側分別為施工後近路口與路段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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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高雄市博愛十全路口北側改善前後現場照片(事前：左，事後：右) 

 

(2)  事前事後分析 

 事前事後分析包含前述三指標。首先將事前及事後，直行機車、右轉汽車分

別通過停止線之座標的顯著性分析，其結果如下表 4.2-2，直行機車與右轉汽車

之顯著性皆大於 0.05，故無法拒絕虛無假設，表示事前事後直行機車與右轉汽車

無顯著差異，因此無法以指標一來檢測此路口新型改善措施之成果，後續將以其

他指標來探討此路口。造成無顯著差異之原因，推測是由於事後錄影調查時，停

止線旁有臨停車輛干擾右轉車輛之右轉路徑，迫使右轉車需往道路內側行駛，造

成事後車輛之行進軌跡與事前相似。 

 

表 4.2-2 高雄市博愛十全路口事前事後顯著性分析 

檢測項目 樣本數 t 值 顯著性 

直行機車 
事前 471 

0.512 0.609 
事後 426 

右轉汽車 
事前 10 

0.345 0.734 
事後 12 

 

 檢測高雄市博愛十全路口各斷面之車輛軌跡，圖 4.2-2 至圖 4.2-7 為路段、

停等區下緣與停止線三斷面右轉汽車與直進機車行駛位置分布。橫座標表車輛行

駛位置，道路左側座標為 0，至最右為 5 公尺。縱座標為車輛佔比，由該區依行

進方向之車種車輛數佔整斷面車輛數計算。於路段處，事前右轉汽車於 1 公尺及

2 公尺處的高峰於事後降低，2 至 3 公尺間之比例增加；事前直進機車較均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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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於 0.5 至 2 公尺間，事後直進機車於 0.5 公尺處產生一高峰，由圖可看出直

進機車向左偏移的趨勢。 

 

 

圖 4.2-2 高雄市博愛十全路段上右轉汽車行駛位置分布 

 

 

圖 4.2-3 高雄市博愛十全路段上直進機車行駛位置分布 

 

 停等區上游處，右轉汽車事前於 1.5 及 2.5 公尺處有二峰值，於事後則整體

偏右使得 2.5 公尺處比例增加並於 4 公尺處產生新峰值；直進機車於 0 至 1.5 公

尺處產生些微變化，事後較少機車行駛於道路最左側近道路邊線處。 

 停止線處，右轉汽車事前之峰值較事後靠右，然而其左側於 1.5 公尺處較事

後有更多右轉車，事後之右轉汽車較事前規律地分布於車道段面；直進機車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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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區下緣，事後機車行駛於道路最左側的比例增加。 

 

圖 4.2-4 高雄市博愛十全停等區下緣右轉汽車行駛位置分布 

 

 

圖 4.2-5 高雄市博愛十全停等區下緣直行機車行駛位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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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高雄市博愛十全停止線右轉汽車行駛位置分布 

 

 

圖 4.2-7 高雄市博愛十全停止線直進機車行駛位置分布 

 

 除了個別看右轉汽車與直行機車之行駛位置，本研究結合兩者分析各斷面的

潛在衝突。透過計算直行機車靠右佔比與右轉汽車靠左佔比之乘積，分別計算其

潛在衝突指標，如表 4.2-3。由潛在衝突指標可發現從路段至停止線衝突逐漸降

低，事後衝突指標也較事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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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高雄市博愛十全事前事後潛在衝突指標比較 

路段 停等區 停止線

事前 0.1148 0.0913 0.0478 

事後 0.0712 0.0542 0.0398 

 

以後侵佔時間計算實際衝突次數，於半小時內事前發生 3 次實際衝突，後侵

佔時間分別為 2、1.34 及 1.34 秒；事後計 1 次衝突，後侵佔時間為 1.34 秒。由

於實際衝突樣本數少，本研究無法以實際衝突判斷改善成效。 

 

4.2.2 臺中市路口調查結果分析 

1. 文心路一段向上路一段南側 

(1) 改善地點及調查概要 

此路段寬 6.3 公尺。試辦計劃於機車停等區繪製車道化停等區，將停等區分

割為兩車道各一停等區，同時各停等區改為停等區分流箭標，於左側停等區繪製

兩直進小箭標，右側停等區繪製一直一右小箭標於停等區左右兩側。路段部分繪

製分流式指向線，將直右合併指向線改為直與右之分流式指向線。標線繪製完成

時間為 104 年 9 月 23 日。調查日期時間及車流量於表 4.2-4。 

 

表 4.2-4 臺中市文心向上路口南側車流量調查日期時間與車流量 

調查日期 調查時間 右轉汽車流量 直行機車流量 

事前 104 年 8 月 12 日 16:00-17:00 72 430 

事後 104 年 10 月 8 日 16:00-17:00 75 377 

 

標線繪製事前與事後如圖 4.2-8，上圖為施工前，下圖為施工後現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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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 臺中市向上文心路口南側改善前後現場照片(事前：上，事後：下) 

 

(2)  事前事後分析 

首先將事前及事後，直行機車、右轉汽車分別通過停止線之座標的顯著性分

析，其結果如下表 4.2-5，直行機車與右轉汽車之顯著性皆小於 0.05，故拒絕虛

無假設，表示事前事後直行機車與右轉汽車具有顯著差異。因此後續可進行指標

一之分析工作，分析結果如圖 4.2-9、圖 4.2-10 所示。圖 4.2-9 可看出事後右轉

車於路段及停止線處離道路邊線距離均較事前近。圖 4.2-10 顯示直進機車事後

於路段及停止線處均較事前遠離道路邊線。 

 

表 4.2-5 臺中市向上文心路口事前事後顯著性分析 

檢測項目 樣本數 t 值 顯著性 

直行機車 
事前 429 

8.993 <0.001 
事後 376 

右轉汽車 
事前 72 

3.542 <0.001 
事後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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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 臺中市向上文心各斷面右轉汽車離道路邊線之平均距離 

 

圖 4.2-10 臺中市向上文心各斷面直進機車離道路邊線之平均距離 

 

進一步以斷面汽機車分布圖分析車輛行駛位置，圖 4.2-11 至圖 4.2-14 為路

段離停等區 30 公尺處與停止線二斷面右轉汽車與直進機車行駛位置分布。橫坐

標表車輛行駛位置，6.3 公尺處為路緣位置。顯示於停等區上游 30 公尺處，事前

右轉汽車行駛位置高峰位於斷面上 4 公尺處；事後則右移至 4.5 公尺處。直進機

車事前行駛位置主要位於斷面 5.5 公尺處為左偏態分佈，事後高峰則位於 4.5 公

尺處，可看出直進機車向左移的趨勢。 

停止線處右轉汽車位置之曲線與路段處相似均整體向右移，直行機車的曲線

則左移且較均勻分布，表示直行機車已不局限在最外側車道上行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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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1 臺中市向上文心停等區上游 30 公尺右轉汽車行駛位置分布 

 

 
圖 4.2-12 臺中市向上文心停等區上游 30 公尺直行機車行駛位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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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3 臺中市向上文心停止線右轉汽車行駛位置分布 

 

 
圖 4.2-14 臺中市向上文心停止線直行機車行駛位置分布 

 

 表 4.2-6 顯示於停等區上游 30 公尺處及停止線處事前與事後相比衝突指標

均降低，其中停等區上游 30 公尺處降幅較明顯，顯示分流式指向線有效地提前

引導右轉與直行車輛分流。停止線處的衝突指標降幅較少可能與右轉駕駛人於轉

彎時原本就會向右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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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臺中市文心向上事前事後潛在衝突指標比較 

 

停等區上游 30 公

尺 
停止線 

事前 0.3403 0.0180 

事後 0.0991 0.0122 

 

 表 4.2-7 為一小時內右轉汽車與直行機車實際衝突次數及平均後侵佔時間。

事後衝突次數發生率僅事前的 57%，平均後侵佔時間也提高 0.18 秒，顯示試辦

效果良好。 

 

表 4.2-7 臺中市文心向上事前事後後侵佔時間平均與衝突次數比較 

PET 平均 衝突次數/右轉車輛數 

事前 1.36 0.40 

事後 1.54 0.17 

 

2. 北屯路文心路四段西側 

(1) 改善地點及調查概要 

此路段調整部分寬 5.7 公尺，包含二車道。試辦計劃於機車停等區繪製車道

化停等區，將停等區分割為兩車道各一停等區，同時各停等區改為停等區分流箭

標，於左側停等區繪製兩直進小箭標，右側停等區繪製一直一右小箭標於停等區

左右兩側。路段部分繪製分流式指向線，將直右合併指向線改為直與右之分流式

指向線。標線繪製完成時間為 104 年 9 月 19 日。調查日期時間及車流量如表 

4.2-8。 

 

表 4.2-8 臺中市北屯文心路口西側車流量調查日期時間與車流量 

調查日期 調查時間 右轉汽車流量 直行機車流量 

事前 104 年 8 月 12 日 8:10-9:10 198 275 

事後 104 年 10 月 9 日 8:00-9:00 138 217 

 

標線繪製事前與事後如圖 4.2-15，上圖為施工前，下圖為施工後現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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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5 臺中市北屯文心路口南側改善前後現場照片(事前：上，事後：下) 

 

(2) 事前事後分析 

首先將事前及事後，直行機車、右轉汽車分別通過停止線之座標的顯著性分

析，其結果如表 4.2-9 所示，直行機車之顯著性小於 0.05，故拒絕虛無假設；右

轉汽車雖大於 0.05，惟僅微幅超過，尚可拒絕虛無假設，表示事前事後直行機車

與右轉汽車具有顯著差異。因此後續可進行指標一之分析工作。 

 

表 4.2-9 北屯文心路口事前事後顯著性分析 

檢測項目 樣本數 t 值 顯著性 

直行機車 
事前 182 

5.167 <0.001 
事後 186 

右轉汽車 
事前 125 

1.964 0.051 
事後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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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6 可看出事後右轉車於路段及停止線處離道路邊線距離均較事前近。

圖 4.2-17 顯示直進機車事後於停止線上游 60 公尺處事後平均距離略小於事前，

停等區上游 30 公尺處及停止線處均較事前遠離道路邊線。 

 

 

圖 4.2-16 臺中市北屯文心各斷面右轉汽車離道路邊線之平均距離 

 

圖 4.2-17 臺中市北屯文心各斷面直進機車離道路邊線之平均距離 

 

各斷面汽機車行駛位置分布圖如圖 4.2-18 至圖 4.2-23，分別為停止線上游

60 公尺、停等區上游 30 公尺及停止線處。橫座標表車輛行駛位置，6 公尺處為

路緣位置，縱座標為車輛百分比。由於改善地點正在進行工程，道路線型偏移，

駕駛人未必完全遵守行駛於車道範圍內因此橫座標可能為負值，表駕駛人行駛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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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移的車道或行駛於改善區域左側道路。顯示於停止線上游 60 公尺處，事前與

事後右轉汽車散布在整個斷面，事前高峰位於 0 公尺處，事後稍向右偏。直進機

車事前較分散於斷面，事後於 2.5 公尺之峰值處更為集中。 

 

 

圖 4.2-18 臺中市北屯文心停止線上游 60 公尺處右轉汽車行駛位置分布 

 

圖 4.2-19 臺中市北屯文心停止線上游 60 公尺處直行機車行駛位置分布 

 

 距停等區上游 30 公尺處，可發現事前事後右轉汽車有兩高峰，此為改善路

段的二個車道。改善方案中，內側車道指向線由直右改為直進，然而由此圖看來

右轉車於停等區上游 30 公尺處時仍未變換車道。比較事前事後右轉車位置，發

現事後右轉車較事前靠近右側。停止線處，右轉汽車事前因內側車道允許右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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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峰值，事後由於改為直進，有部分右轉車轉移至最外側車道，但內側車道仍有

右轉汽車行駛。直進機車的變化於兩斷面則較不明顯。 

 

 

圖 4.2-20 臺中市北屯文心停等區上游 30 公尺處右轉汽車行駛位置分布 

 

圖 4.2-21 臺中市北屯文心停等區上游 30 公尺處直行機車行駛位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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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0 臺中市北屯文心事前事後潛在衝突指標比較 

停止線上游 60 公尺 停等區上游 30 公尺 停止線 

事前 0.4482 0.3154 0.0700 

事後 0.3847 0.1946 0.0117 

 

 以實際衝突數與平均後侵佔時間評估事前事後變化，發現衝突次數減少

6.5%，但事後車流量僅事前 73%，因此衝突有增加的趨勢，如表 4.2-11。 

此路口目前無法判斷事後是否改善。由影像發現實際衝突多為內側車道右轉

汽車與其右側包含停等區與車道上機車之衝突，因此仍需改善右轉車之遵守率以

減少右轉側撞衝突。 

 

表 4.2-11 臺中市北屯文心事前事後後侵佔時間平均與衝突次數比較 

PET 平均 衝突次數/右轉車輛數 

事前 1.36 0.17 

事後 1.25 0.19 

 

3. 北屯路太原路三段西側 

(1) 改善地點及調查概要 

此路段寬 5.9 公尺。試辦計劃於機車停等區繪製為停等區分流箭標，加入一

直一右小箭標於停等區左右兩側。路段部分繪製分流式指向線，將直右合併式指

向線改為分流式指向線。標線繪製完成時間為 104 年 9 月 22 日。調查日期時間

及車流量於表 4.2-12。 

 

表 4.2-12 臺中市北屯太原路口南側車流量調查日期時間與車流量 

調查日期 調查時間 右轉汽車流量 直行機車流量 

事前 104 年 8 月 12 日 09:00-10:00 30 553 

事後 104 年 10 月 9 日 08:00-09:00 23 524 

 

標線繪製事前與事後如圖 4.2-24，上圖為施工前，下圖為施工後現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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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4 臺中市北屯太原路口西側改善前後現場照片(事前：上，事後：下) 

 

(2) 事前事後分析 

首先將事前及事後，直行機車、右轉汽車分別通過停止線之座標的顯著性分

析，其結果如下表 4.2-13，事前事後直行機車之顯著性小於 0.05，故拒絕虛無假

設，表示事前事後直行機車具有顯著差異；事前事後汽車右轉可能是因樣本數過

小之緣故，其顯著性大於 0.05，後續仍將嘗試進行指標一之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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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3 北屯太原路口事前事後顯著性分析 

檢測項目 樣本數 t 值 顯著性 

直行機車 
事前 552 

8.294 <0.001 
事後 524 

右轉汽車 
事前 30 

0.573 0.569 
事後 23 

 

圖 4.2-25 可看出事後右轉車僅於停止線處離道路邊線距離較事前近，停等

區上游處及上游 30 公尺處均較事前遠離路緣。圖 4.2-26 顯示直進機車事後於路

段及停止線處均較事前遠離道路邊線。 

 

 
圖 4.2-25 臺中市北屯太原各斷面右轉汽車離道路邊線之平均距離 

 

 
圖 4.2-26 臺中市北屯太原各斷面直進機車離道路邊線之平均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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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面汽機車分布圖如圖 4.2-27 至圖 4.2-32，分別顯示路段離停等區上游 30

公尺處、停等區上游與停止線三斷面右轉汽車與直進機車行駛位置分布。橫坐標

表車輛行駛位置，5.9 公尺處為路緣位置。由於部分車輛行駛於路肩，因此紀錄

位置可能大於 5.9 公尺。顯示於停止線上游 30 公尺處，事前右轉車輛行駛位置

較均勻分佈於 1 至 4 公尺處，事後則於斷面上 2.25 公尺及 4 公尺處有兩高峰。

直進機車事前行駛位置主要於 3.5 公尺處，事後較平均分佈於斷面。 

 

 
圖 4.2-27 臺中市北屯太原停等區上游 30 公尺處右轉汽車行駛位置分布 

 
圖 4.2-28 臺中市北屯太原停等區上游 30 公尺處直行機車行駛位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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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等區下緣的事前右轉汽車位置形成 2 高峰，主要位置為內側車道；事後右

轉汽車相較於事前則更向左偏移。事前與事後直進機車相比，事後直進機車曲線

較事前遠離路緣。 

 

 
圖 4.2-29 臺中市北屯太原停等區下緣右轉汽車行駛位置分布 

 
圖 4.2-30 臺中市北屯太原停等區下緣直行機車行駛位置分布 

 

 於停止線處，事前右轉汽車有約 28%的車輛於內側車道右轉，事後也有約

30%的汽車於混合車道內側右轉，但有約 27%轉移至車道外側。直進機車可明顯

看出事後向左偏移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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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1 臺中市北屯太原停止線右轉汽車行駛位置分布 

 

圖 4.2-32 臺中市北屯太原停止線直行機車行駛位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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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4 顯示於路段上之衝突指標上升了 12.8%，停等區下緣及停止線處

則分別下降 40.6%及 68.2%。雖然事後右轉汽車位置仍有部分位於道路偏左側，

但有部分右轉汽車轉移至右側，且直進機車較事前靠右，因此潛在衝突指標降

低。 

 

表 4.2-14 臺中市北屯太原事前事後潛在衝突指標比較 

停等區上游 30 公尺 停等區上游 停止線 

事前 0.3113 0.2521 0.1992 

事後 0.3511 0.1497 0.0632 

 

 表 4.2-15 為一小時內右轉汽車與直行機車實際衝突次數及平均後侵佔時間。

事後衝突次數發生率略為提升，事後平均後侵佔時間提高 0.29 秒。 

 

表 4.2-15 臺中市北屯太原事前事後後侵佔時間平均與衝突次數比較 

PET 平均 衝突次數/右轉車輛數 

事前 1.42 0.27 

事後 1.71 0.35 

 

4. 旱溪西路振興路東側 

(1) 改善地點及調查概要 

此路段寬 5.5公尺。試辦計劃將慢車道線取消，與內側車道合併為混合車道，

機車停等區改為停等區分流箭標，於停等區內繪製一直一右小箭標於停等區左右

兩側。路段部分繪製分流式指向線，將直右合併指向線改為直與右之分流式指向

線。最內側車道則維持左轉專用道。標線繪製完成時間為 104 年 9 月 18 日。調

查日期時間及車流量於表 4.2-16。 

 

表 4.2-16 臺中市旱溪西振興路口南側車流量調查日期時間與車流量 

調查日期 調查時間 右轉汽車流量 直行機車流量 

事前 104 年 7 月 14 日 9:00~9:30 28 297 

事後 104 年 10 月 16 日 9:00~9:30 21 312 

 

標線繪製事前與事後如圖 4.2-33，上圖為施工前，下圖為施工後現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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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3 臺中市旱溪西振興路口東側改善前後現場照片(事前：上，事後：下) 

 

(2) 事前事後分析 

因本路口附近無合適高樓可進行高空調查，僅進行平均後侵占時間與衝突比

例分析，如表 4.2-17 所示，在 PET 方面，事前事後差異不大，但事後的衝突比

例明顯下降約 46%，由此判定改善措施可以有效引導直行車靠左、右轉車靠右行

駛，並降低同向右轉側撞的肇事風險。 

 

表 4.2-17 臺中市旱溪西振興事前事後後侵佔時間平均與衝突次數比較 

PET 平均 衝突次數/右轉車輛數 

事前 1.49 0.54 

事後 1.44 0.29 

 

5. 雙十路精武路西側 

(1) 改善地點及調查概要 

此路段寬 6.6公尺。試辦計劃將慢車道線取消，與內側車道合併為混合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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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車停等區改為停等區分流箭標，於停等區內繪製一直一右小箭標於停等區左右

兩側。路段部分繪製分流式指向線，將直右合併指向線改為直與右之分流式指向

線。內側車道維持左轉專用道配置。標線繪製完成時間為 104 年 9 月 19 日。調

查日期時間及車流量於表 4.2-18。 

 

表 4.2-18 臺中市雙十精武路口西側車流量調查日期時間與車流量 

調查日期 調查時間 右轉汽車流量 直行機車流量 

事前 104 年 7 月 13 日 16:30~17:00 41 212 

事後 104 年 10 月 16 日 16:10~16:40 50 187 

 

標線繪製事前與事後如圖 4.2-34，上圖為施工前，下圖為施工後現況照。 

 

 

圖 4.2-34 臺中市雙十精武路口西側改善前後現場照片(事前：上，事後：下) 



93 
 

 

(2) 事前事後分析 

因本路口附近無合適高樓可進行高空調查，僅進行平均後侵占時間與衝突比

例分析，如表 4.2-19 所示，衝突比例維持一樣，在 PET 方面，事後略高於事前，

表示右轉車與直行機車的軌跡交會秒數增加了，兩者之同向右轉側撞的肇事風險

降低。 

 

表 4.2-19 臺中市雙十精武事前事後後侵佔時間平均與衝突次數比較 

PET 平均 衝突次數/右轉車輛數 

事前 1.37 0.22 

事後 1.45 0.22 

 

6. 國光路復興路東側 

(1) 改善地點及調查概要 

此路段寬 5.4公尺。試辦計劃將慢車道線取消，與內側車道合併為混合車道，

機車停等區改為停等區分流箭標，於停等區內繪製一直一右小箭標於停等區左右

兩側。路段部分繪製分流式指向線，將直右合併指向線改為直與右之分流式指向

線。標線繪製完成時間為 104 年 9 月 16 日。調查日期時間及車流量於表 4.2-20。 

 

表 4.2-20 臺中市國光復興路口東側車流量調查日期時間與車流量 

調查日期 調查時間 右轉汽車流量 直行機車流量 

事前 104 年 7 月 16 日 16:00~16:30 22 89 

事後 104 年 10 月 16 日 16:30~17:00 39 67 

 

標線繪製事前與事後如圖 4.2-35，上圖為施工前，下圖為施工後現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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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5 臺中市國光復興路口東側改善前後現場照片(事前：上，事後：下) 

(2) 事前事後分析 

因本路口附近無合適高樓可進行高空調查，僅進行平均後侵占時間與衝突比

例分析，如表 4.2-21 所示，PET 平均上升，衝突比例略為上升，推測原因是此

路口鄰近交叉口處有設置停車格，令新型改善措施的改善效益不彰。 

 

表 4.2-21 臺中市國光復興路口東側事前事後後侵佔時間平均與衝突次數比較 

PET 平均 衝突次數/右轉車輛數 

事前 1.27 0.23 

事後 1.31 0.31 

 

7. 三民路五權路崇德路東北側 

(1) 改善地點及調查概要 

此路段寬 7 公尺。車道維持三車道，轉向配置分別為左轉專用道、直行車道

和直右車道。試辦計劃於外側兩車道之機車停等區繪製車道化停等區，將停等區

分割為兩車道各一停等區，同時各停等區改為停等區分流箭標，於左側停等區繪

製兩直進小箭標，右側停等區繪製一直一右小箭標於停等區左右兩側。路段部分

繪製分流式指向線，直與右之分流式指向線。標線繪製完成時間為 104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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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調查日期時間及車流量於表 4.2-22。 

 

表 4.2-22 臺中市三民五權路口東北側車流量調查日期時間與車流量 

調查日期 調查時間 右轉汽車流量 直行機車流量 

事前 104 年 7 月 13 日 16:00~16:30 83 97 

事後 104 年 10 月 9 日 15:30~16:00 95 114 

 

標線繪製事前與事後如圖 4.2-36，上圖為施工前，下圖為施工後現況照。 

 

 

圖 4.2-36 臺中市三民五權路口東北側改善前後現場照片(事前：上，事後：下) 

  

(2) 事前事後分析 

  因本路口附近無合適高樓可進行高空調查，僅進行平均後侵占時間與衝突比

例分析，如表 4.2-23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此路口之平均後侵占時間與衝突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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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 變化不大，但衝突比例呈現明顯下降之趨勢，表示分流式指向線和車道化停

等區有助於改善此路口之同向右轉側撞肇事。 

 

表 4.2-23 臺中市三民五權路口東北側事前事後後侵佔時間平均與衝突次數比較 

PET 平均 衝突次數/右轉車輛數 

事前 1.52 0.17 

事後 1.56 0.09 

 

4.2.3 綜合比較分析 

本小節匯集上述調查路口各指標狀況，針對各試辦地點之事前事後比較分析

結果地點進行列表分析。表 4.2-24 顯示直行機車與道路標線之距離，大多數事後

路口之直行機車與道路標線距離變遠，尤其越接近停止線時，其事前事後之距離

差異越大，顯示新型改善措施對於直行機車之引導作用為佳。北屯文心停止線上

游 60 公尺斷面處之機車與邊線距離稍微下降，推測是因為在道路旁有設置公車

停靠站，使汽機車無法行駛在適當之轉向車道上。 

 

單位：公尺 

表 4.2-25 顯示右轉汽車與道路標線之距離，大多數事後路口之右轉汽車與

道路標線距離變近，以北屯文心路口和向上文心路口之效果最為顯著，顯示新型

改善措施對於右轉汽車之引導作用為佳。北屯太原路口成效不彰，推測是因為路

段上設有公車停靠區，使新型改善措施之效益下降。 

 

 

表 4.2-24 直行機車與邊線之距離各路口比較表 

交叉口 斷面處 

指標一：直行機車與邊線之距離 

停止線上游 60

公尺 

停等區上游 30

公尺 

停止線上游

20 公尺 
停等區下緣處 停止線 

北屯文心 

事前 3.17 3.17   3.61 

事後 3.13 3.26   4.08 

差異 -1.26% 2.84%   13.02% 

向上文心 

事前  1.13   1.33 

事後  1.68   1.99 

差異  48.67%   49.62% 

北屯太原 

事前  2.49  2.67 2.83 

事後  2.68  3.21 3.45 

差異  7.63%  20.22% 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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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公尺 

表 4.2-26 為各路口潛在衝突指標之比較表，各路口斷面處之潛在衝突皆有

下降的趨勢，顯示新型改善措施可有效的降低路口直行機車與右轉汽車之肇事風

險。北屯太原路口停等區上游 30 公尺處之潛在衝突指標略微提升，推測是因為

此處有公車停靠區，影響了汽機車之行駛路徑。 

表 4.2-26 潛在衝突指標各路口比較表 

 

表 4.2-27 為右轉汽車與直行機車之平均 PET 與衝突發生率，各路口之 PET

表 4.2-25 右轉汽車與邊線之距離各路口比較表 

交叉口 斷面處 

指標一：右轉汽車與邊線之距離 

停止線上游 60

公尺 

停等區上游 30

公尺 

停止線上游

20 公尺 
停等區下緣處 停止線 

北屯文心 

事前 4.19 3.51   2.31 

事後 3.60 2.99   1.78 

差異 -14.08% -14.81%   -22.94% 

向上文心 

事前  1.97   1.18 

事後  1.66   0.94 

差異  -15.74%   -20.34% 

北屯太原 

事前  2.73  2.84 2.75 

事後  3.25  2.96 2.61 

差異  19.05%  4.23% -5.09% 

交叉口 斷面處 

指標二：潛在衝突指標 

停止線上游 60

公尺 

停等區上游 30

公尺 

停止線上游

20 公尺 
停等區下緣處 停止線 

博愛十全 

事前   0.1148 0.0913 0.0478 

事後   0.0712 0.0542 0.0398 

差異   -37.98% -40.64% -16.74% 

北屯文心 

事前 0.4482 0.3154   0.0700 

事後 0.3847 0.1946   0.0117 

差異 -14.17% -38.30%   -83.29% 

向上文心 

事前  0.3403   0.0180 

事後  0.0991   0.0122 

差異  -70.88%   -32.22% 

北屯太原 

事前  0.3113  0.2521 0.1992 

事後  0.3511  0.1497 0.0632 

差異  12.79%  -40.62% -6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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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秒數差異不大，多數呈現上升趨勢，表示直行機車與右轉汽車之交織軌跡時

間上升。整體而言，向上文心路口與三民五權路口之改善績效最佳，平均 PET

呈現上升之趨勢，衝突發生率亦下降了約 50%，表示同向右轉側撞肇事風險降低。

北屯文心路口之績效值較其他路口差，推測原因是原路口的外側兩車道皆可右轉，

改善後之路口僅最外側為右轉專用道，使得右轉汽車之駕駛習慣尚未修正。國光

復興路口之衝突比例略提升，該路口之路邊停車格尚未塗銷且違停狀況嚴重，致

使右轉汽車需往車道內側閃避停靠車輛。北屯太原路口近路口設有公車停靠區，

迫使右轉車輛需往車道內側行駛，使得該路口之衝突比例略提升。 

 

表 4.2-27 右轉汽車與直行機車之衝突事件數與衝突秒數各路口比較表 

 

綜合上述指標分析，以車輛離道路邊線的距離及潛在衝突指標來看，雖然新

型改善措施整體而言有達到引導車輛靠左/右行駛的目地，但實際衝突比例不一

交叉口 斷面處 

指標三：右轉汽車與直行機車之衝突事件數與衝突秒數 

PET 平均(秒) 衝突次數/右轉車輛數 

北屯文心 

事前 1.36 0.17 

事後 1.25 0.19 

差異 -8.09% 11.76% 

向上文心 

事前 1.36 0.40 

事後 1.54 0.17 

差異 13.24% -57.50% 

北屯太原 

事前 1.42 0.27 

事後 1.71 0.35 

差異 20.42% 29.63% 

旱溪西振興 

事前 1.49 0.54 

事後 1.44 0.29 

差異 -3.36% -46.30% 

雙十精武 

事前 1.37 0.22 

事後 1.45 0.22 

差異 5.84% 0.00% 

國光復興 

事前 1.27 0.23 

事後 1.31 0.31 

差異 3.15% 34.78% 

三民五權 

事前 1.52 0.17 

事後 1.56 0.09 

差異 2.63% -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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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路口經驗之用路人，若有此經驗，則可成為本案之問卷受測者；若無，則不採

用其意見。高雄市問卷調查已於 104年 7月 13日在試辦路口周遭區域發放完畢；

臺中市問卷調查則已於 104 年 10 月 16 日在試辦路口發放完畢：網路問卷則已在

104 年 10 月 25 日回收完畢。 

3. 問卷研擬重點 

問卷研擬以精簡為原則，使受測者可以有耐心並確實填答完畢，問卷之問項

須能探測出受測者對於新型改善措施之改善成效及滿意程度，後續分析工作方能

檢測新型改善措施對於路口安全改善之影響與用路人之觀感。 

問卷共分成五大部分，第一部分為調查對象之背景資料，包括年齡、性別和

主要交通工具等基本資料，另還有針對受測者使用試辦路口之經驗，例如行經試

辦路口之使用運具特性等問項，目的在於探測受測者對於試辦路口之主要運具選

擇。另外，採集之問卷樣本要以兼顧不同用路者為原則，因此每種運具皆會在問

卷採集範圍內。 

第二部分為量測受測者對於試辦地點設置分流式指向線之反應。首先，會向

受測者介紹分流式指向線之繪製情形與圖示，並說明分流式指向線之設置目的，

再來則是詢問受測者對於分流式指向線之理解程度，並量測受測者對於設置分流

式指向線後，機車右轉與整體路口之安全改善程度與效率程度，最後，詢問受測

者對於試辦路口設置分流式指向線之滿意程度；第三部份為量測受測者對於試辦

地點設置停等區分流箭標之反應，此部分也會先介紹停等區分流箭標之繪製情形

及用途，問項內容與第三部分相差無異。第四部分為量測受測者對於試辦地點設

置車道化停等區之反應，第四部份之填答視試辦路口之改善工程而異，目前臺中

市北屯文心路口、文心向上路口、雙十精武路口和五權三民路口有設置車道化停

等區，因此此四個路口之問卷才有第四部份之問項。詳細之問卷內容及問項請參

照附錄。 

由於路口發放問卷會令受測者有時間壓力，因此第五部分僅在網路問卷內容。

第五部分主要在探測受測者對於兩種車道化停等區標線繪設方法之看法，選擇其

一對路口安全及效率改善較佳之方案。 

4.3.2 填答人背景調查 

試辦路口之問卷已回收完畢，高雄市博愛十全路口發放了 120 份，臺中市 7

個試辦路口各發放 50 份，網路問卷共 507 份，但因受測者有誤植或缺漏之填答

狀況，本研究皆將這類情形歸類成無效問卷，後續問卷結果分析皆排除無效問卷

的收錄，而以有效問卷為主，問卷回收狀況如下表 4.3-1 所示： 

表 4.3-1 問卷回收情形 

試辦路口 博愛十全 北屯太原 文心向上 
旱溪西振

興 
雙十精武 北屯文心 國光復興 三民五權 網路問卷

發放份數 120 50 50 50 50 50 50 50 511 

無效問卷 0 1 0 3 3 0 2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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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性別組成 

 由圖 4.3-2 可得知問卷男女比例差異不大，男性約佔 55%，女性約佔 44%，

其他佔 1%左右。 

 

 
圖 4.3-2 問卷受測者性別分布 

 

2. 年齡組成 

由圖 4.3-3 可得知，18-24 歲佔 40%，25-64 歲佔 59%，65 歲以上則佔 1%。 

 

 

圖 4.3-3 問卷受測者年齡分布 

 

4.3.3 問卷結果分析 

1. 理解程度：探討民眾對於新型改善措施之設置目的及導引內容是否有充分的

認知程度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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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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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

受測者性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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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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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6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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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 顯示，約 55%的民眾可以充分了解新型改善措施之設置目的及導引

內容，用路人能理解新型改善措施之設置意含才有助於導引用路人之駕駛行為。 

 

 

圖 4.3-4 民眾對於新型改善措施之理解程度比較圖 

  

2. 遵守程度：探討民眾對於新型改善措施之導引指示是否會遵守 

圖 4.3-5 呈現約 80%之民眾表示會遵守新型改善措施之導引內容，顯示新型

改善措施之設置有一定的勸導能力使用路人遵循，有民眾會遵守新型改善措施，

試辦路口或未來可能劃設新型改善措施的路口才會有設置意義。 

 

 

圖 4.3-5 民眾對於新型改善措施之遵守程度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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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路口機車安全改善程度：探討民眾認為新型改善措施對於路口機車交通安全

是否有改善 

圖 4.3-6 顯示較多的民眾認為車道化停等區對於機車安全有較佳的改善程

度，民眾認為有改善的，約占了 75%；其次是分流式指向線及停等區分流箭標，

占了約 70%，分流式指向線及停等區分流箭標皆是提醒用路人依照車輛後續行進

方向於正確位置上行駛或停等，可避免車輛在近路口處變換車道所造成之碰撞發

生。 

 

 

圖 4.3-6 機車安全改善程度比較圖 

 

4. 路口機車效率改善程度：探討民眾認為新型改善措施對於路口機車效率是否

有改善 

圖 4.3-7 顯示較多的民眾認為停等區分流箭標對於機車效率有較佳的改善

程度，約占了 75%，其次是分流式指向線，約占了 70%，與安全改善程度之答

題分布類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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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 機車效率改善程度比較圖 

 

5. 滿意程度：探討民眾對於新型改善措施設置之滿意程度 

圖 4.3-8 顯示，民眾對於新型改善措施覺得滿意的約占了 50%，表示新型改

善措施之設置對於機車安全有一定程度之正面影響。 

 

 
圖 4.3-8 新型改善措施滿意程度比較圖 

 

6. 車道化停等區方案設計比較：比較受測者對於車道繪製獨立之停等區及減少

標線繪製停等區兩方案，如圖 4.3-9 所示，檢視兩方案對於機車效率層面和

安全層面之改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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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9 車道化停等區兩方案繪製情形 

 

圖 4.3-10 顯示簡化標線劃法之 B 方案較獲得受測者的青睞，原因在於

標線可能會造成機車騎士在雨天行駛時打滑受傷，因此，若想要導引機車停

等於正確之車道位置上且兼顧安全性，簡化標線為設計理念之 B 方案為較

佳設計畫法。 

 

 
圖 4.3-10 車道化停等區方案設計比較圖 

 

7. 填答者之意見 

本問卷填答回應眾多，意見內容包含建議增強執法與教育、落實宣導，亦有

對標誌標線以及號誌設計之意見，本報告整理有代表性之意見如下: 

 問題在於用路人之再教育與守不守法，另外於車多路口路段，恐無法有效發

揮其作用，建議可以再提早預告，提前靠右或靠左。 

 停等區分流箭標是不錯的方法，可是當機車車流過多，可能會掩蓋住地上的

直行或左轉標示，造成後來的機車不知道「停等區分流箭標」的用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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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實際效用無顯著上升。 

 改變用路人的用路習慣會比改變畫線方式來的重要，或許改變畫線可以是改

變用路人習慣的方式之一，如果加一點媒體宣傳會更好，讓觀念變成風潮。 

 如果可以，我希望能投資經費全面提升用路人的駕駛道德及防衛駕駛觀念，

包含電動車、自行車及步行的人，要修改標線來降低肇事率的想法很好，但

也要考量到用路人的守法程度，用路人不守法，就算是用零肇事率的燈號及

標線，一樣會出事，要降低肇事率，我希望能先從治本開始，而不是治標。 

 需要搭配加宣導以及強力執法。 

 重點在於機車騎士是否能清楚明白;設計新型改善措施(左轉、右轉、直走)

的意義，如果大多數騎士看不懂也沒有意義，因為並非所有的騎士皆有交通

安全敏銳度，也須同步配合交通安全宣導，而同向擦撞(直走與右轉)的確佔

A2 事故的大宗。 

 

4.4 小結 

綜合本研究進行之用路人試辦路口調查可知，相關創新標誌標線措施，普遍

獲得用路人的認同，而用路人本身多能輕易理解相關措施之意義。車道化停等區

標線設計方案方面，多數人支持簡化標線之畫法。另外，由目前已完成車流影像

分析之高雄市及臺中市試辦路口可知，相關的標誌標線措施對於路口車流衝突之

改善，對於車流有明顯的導引效果，惟部分路口由於公車停靠區位置、駕駛人習

慣或是違規停車等外部因素，造成新型改善措施之導引效果不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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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分析國內機車於混合車流中的安全現況，研擬改善方案，

並提出機車行駛效率與安全衡量指標與分析方式，以增進國內道路設計之品質，

提供機車駕駛人更為安全之道路環境。透過對國內外汽機車混合車流發展與特性、

機車交通安全相關法規、道路幾何設計、機車效率與安全分析方法等之文獻回顧，

並依據國內機車肇事資料庫，對國內機車肇事進行深入分析，歸納國內機車肇事

特性與交通安全課題。此外，本研究在路口試辦分析上，於高雄市選定 1 個路口、

臺中市選定 10 個路口進行安全分析以及改善方案研擬。本研究希望透過創新機

車交通安全工程設計方法：車道化停等區、分流式指向線、停等區分流箭標等設

計方式，期冀能深入改善汽機車混合車流造成的安全問題。 

 

5.1 結論 

1. 本研究利用內政部警政署之交通事故資料進行分析，針對肇事案件原因、肇

事車種、數量、時間等變數，對機車行駛特性以及國內道路特性之影響進行

探討。機車與汽車行駛特性差異大，目前對兩者特性的差異，在道路設計上，

已有機車兩段式左轉、機慢車道等設計，然而此類道路設計，僅能解決部分

車輛特性衝突，卻也衍生快車道右轉與直進機慢車側撞、機車左轉待轉區啟

動交叉撞等問題。 

2. 本研究針對高雄市1個路口、臺中市 10個路口等進行肇事與碰撞型態分析，

歸結出常見碰撞型態有 1.右轉與直進車輛側撞、2.左轉與直進車輛側撞、3.

鄰向直進交叉撞及 4.左轉與對向直進車輛側撞等 4 種，這些碰撞型態與交叉

口幾何佈設以及號誌控制有密切關係，透過調整紅綠號誌介間時間

(intergreen time)、改善標誌標線，方能提供道路使用人有效的導引與降低車

流衝突。 

3. 目前國內汽機車並無在車道內分流之概念，然而機車行駛於車道內的行為與

汽車不同，機車又常與汽車併行於同一車道，在鄰近路口時，不同轉向車輛

於相同車道內易發生衝突。針對此類問題，本研究創新提出「分流式指向線」、

「停等區分流箭標」及「車道化停等區」措施，預期有效提醒駕駛人於相應

位置行駛及停等，大幅降低同向右轉側撞之肇事風險。 

4. 目前近路口處外側常設置慢車道，機車亦習慣行駛於慢車道，但臨近路口時，

行駛於此處之機車會與右轉車輛產生交織，進而提高右轉側撞之肇事風險。

本研究提出於臨近路口處取消慢車道線之作法，改為混合車道，使機車行駛

不侷限於最外側，從而降低同向右轉側撞之肇事率。 

5. 針對用路人試辦路口調查可知，相關創新標誌標線措施，普遍獲得用路人的

認同，而用路人本身多能輕易理解相關措施之意義。車道化停等區標線設計

方案方面，多數人支持簡化標線之畫法。另外，由目前已完成車流影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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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高雄市及臺中市試辦路口可知，相關的標誌標線措施對於路口車流衝突之

改善，對於車流有明顯的導引效果，惟部分路口由於公車停靠區位置、駕駛

人習慣或是違規停車等外部因素，造成新型改善措施之導引效果不彰。 

 

5.2 建議 

1. 經路口調查結果分析指出，於接近路口處設有公車停靠區或汽車停車格，會

迫使車輛行駛位置往道路內側偏移，導致提高直行機車與右轉汽車之衝突風

險，因此建議於交叉口肇事改善分析之流程中，應同時檢討公車停靠區及路

邊停車格之設置位置。  

2. 實施新型改善措施之路口，為避免駕駛人不熟悉前方道路狀況，建議標誌標

線號誌三者應相互配合設置，以發揮新型改善措施之效益。 

3. 對於臺中市及高雄市之各試辦路口，建議持續觀察和追蹤試辦路口的肇事型

態與數量的增減趨勢，以加強確認改善方案之實施效益。 

4. 基於本研究對於機車於路段與交叉口交通安全工程設計之理念探討，建議未

來研究課題可針對機車相關之道路配置及號誌管制等做更深入之研究分析，

並提出統一之設置準則。其研究內容建議包含下列四項目： 

(1) 機車慢車道與機慢車優先道之寬度及於鄰近路口之幾何調整配置，應

統一設置準則，並配合相關號誌標誌標線作調整設計。 

(2) 針對機車目前停等區與兩段式左轉待轉區之配置，會影響路口之整體

幾何配置及造成交通衝突，應進行相關設置準則之研究。 

(3) 針對可行駛機車車道是否開放三車道以上供機車行駛，或是快慢分隔

路型之道路配置，應檢討設置準則，並針對其對交通安全與效率之影

響進行分析。 

(4) 機車直接左轉或兩段式左轉，應進行效率與安全比較分析，建立統一

之設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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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A. 肇事診斷學及應用 
交通安全改善工作是一個精緻化的改善作業，必須有一套有系統的診斷分析

的程序，以便能針對不同的地點及區位環境，因應交通狀況提出有系統有效的交

通安全的改善措施。 
肇事診斷學是確保改善方案與減低肇事的方法，可以有效判斷及改善易肇事

路口之主要肇事類型。以下將針對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路十全一路交叉口作肇事

診斷學之流程示範說明。 
肇事診斷法之步驟如圖 A- 1 所示： 

 
圖 A- 1 肇事診斷流程 

 
其中，對產生改善措施的方式，主要是透過肇事碰撞形態的推想，經由道路

系統的設施狀況進行對照分析，來判定肇事碰撞的起因，由此，檢討道路工程與

交通工程的缺失，進而研擬改善措施，如圖 A- 2 所示。 
 
肇事碰撞型態 ＞ 判定肇事碰撞的起因 ＞ 選取改善措施 

 
圖 A- 2 易肇事路口改善的診斷與處方相連結架構 

 
 

A. 肇事初診：依據路口現況資料進行初步分析，分析內容包括路口土地、肇事

資料分析…等，說明如下： 

1. 路口土地使用、幾何與交通配置分析： 

透過瞭解路口周邊的土地使用情況、幾何與交通配置方式，初步瞭解路口可

能涉及的問題。如：轉角處設置加油站，其出入路口之設計不當，即易造成出入

車輛與直行車輛之衝突。 

土地使用與交通配置範例如圖 A- 3 及圖 A- 4，改善地點位於高雄市三民區

A肇事初診：依
據路口現況資料
進行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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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一路十全一路，該交叉口位於商業區，交叉口設有公車站於快車道。並有三

民公園、三民國中、博愛國小等在交叉口附近。 

 

圖 A- 3 土地使用調查範例－高雄市博愛十全路口 

參考資料：內政部全國土地使用分區資料查詢系統 

 

 

圖 A- 4 路口各類交通配置調查－高雄市博愛十全路口 

參考資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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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肇事資料分析 

針對路口肇事型態、車種、路面狀態、發生時間…等，進行分析，可協助瞭

解目前路口肇事之時空環境，並可提供後續交通調查時間的選擇。 

博愛十全路口範例如圖 A- 5，該路口主要肇事形態為側撞及追撞。 

 

圖 A- 5 肇事資料分析－高雄市博愛十全路口 

參考資料：[6] 

 

3. 交通號誌時制、管制現況與交通流動特性分析： 

藉由路口的交通管制、交通量、號誌時制調查與分析，可初步瞭解目前路口

對於車流之管制方式與號誌時制設計上的可能問題。並能針對對應之肇事資料，

提供交通管制與號誌時制之調整建議。 

博愛十全之交通管制、號誌時制分析及車流量調查如圖 A- 6。從右轉、直進

汽機車交通量及交通管制與號誌時制並搭配肇事資料分析可看出，此路口潛在的

側撞為右轉側撞，而南北側有較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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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 6 交通號誌時制、管制現況與交通流動特性分析－高雄市博愛十全路口 

參考資料：[6] 

 
B. 肇事診斷：  

依肇事現場圖資料，繪製路口肇事碰撞構圖，提供路口總和各種肇事之碰撞

類型、肇事傷亡、當事者類別、道路狀況、光線情形…等，其所對應的碰撞位置

資訊。並可由肇事構圖，發現路口主要的碰撞型態與對應之空間位置，能較精準

的掌握目前碰撞問題之所在。 

如圖 A- 7 所示，博愛十全路口主要發生之碰撞有北往南直行車輛之追撞、

右轉汽車與直行機車之右轉側撞與南往北右轉汽車與直行機車之右轉側撞。 



115 
 

 
圖 A- 7 高雄市博愛十全路口肇事碰撞構圖 

參考資料：[6] 

 

C. 肇事改善初步方案研擬： 

應用肇事構圖與現況照片，並搭配現況號誌時制分析、道路交通特性分析、

道路安全檢核分析…等，初步研擬路口針對路口各類型碰撞，其所對應之道路工

程、標誌標線、號誌時制、其它管制方式…等之改善方案。 

由路口介間時間表(圖 A- 8)及 Google map 現場圖、道路安全檢核分析，可

研擬出初步改善方案。如圖 A-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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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 10 高雄市博愛十全路口會勘現況 
 

E. 確立改善方案： 

由會勘討論之結果，調整初步改善方案後確立路口之道路工程、標誌標線、

號誌時制…等之相關改善方案，並繪製施工圖說，並提供相關設計方案所需經費

估算。博愛十全路口範例如圖 A- 11。 
 

 
圖 A- 11 高雄市博愛十全路口改善設計圖與經費估算 

 

F. 實施與評估： 

提供可立即改善之短期方式，以供相關單位立刻實施。此外，另針對需要特

別編列預算或道路工程者，研擬長期方案、細部設計說明。同時提供相關方案之

績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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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B. 問卷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機車交通安全調查問卷 

 

 

 

 

 

 

 

 

 

 

 

 

 

 

 

 

 

 

第一部分 背景資料 

1-1.性別：□男     □女     □其他 

1-2.年齡：□18~24 歲   □25~64 歲    □65 歲以上 

1-3.職業：□學生   □軍公教   □服務業   □工    □商    □農林漁牧    □家管   □其他 

1-4.主要交通工具(可複選) 

□機車    □汽車    □大眾運輸     □自行車    □計程車    □步行     □其他_________ 

1-5.使用機車年資： 

□1 年以下     □1~5 年     □5~10 年     □11 年以上 

1-6.使用機車的主要目的： 

□通學通勤   □觀光旅遊   □購物   □貨品運輸   □社交活動   □業務聯繫   □其他________ 

1-7 單日平均騎乘時間： 

    □20 分鐘以下    □20 分鐘~ 2 小時     □2 小時以上   

1-8.過去半年使用機車的頻率： 

□每天  □一週 4-5 次    □一週 2-3 次   □一週 1 次  □半個月 1 次  □一個月 1 次  □從不使用 

1-9.騎乘機車時發生的車禍經驗(不含自摔)：□無(請跳至第二部分    □有，_____________次 

1-10.車禍僅財損次數：____________次；車禍受傷次數：____________次 

各位駕駛朋友您好： 

由於近年來機車車禍逐年增加，經研究發現右轉彎車與直進的側撞占大部分，為區隔轉彎

車與直進車，因此試辦新型之標線劃法。此一做法目前正在高雄市博愛路/十全一路交叉口, 

及臺中市的國光路/復興路路口及旱溪西路/振興路路口…等交叉口試辦。本問卷之目的為

了解機車停等區和道路實施分流式標線的成效,。本問卷為純為學術研究之用。 

您的回答將做為未來改善之參考資料。問卷內所有資訊不會外流，請放心填答。 

感謝您撥冗填寫！ 

研究團隊：台大土木所交通組

計劃主持人：許 添 本 敬上 

委託單位：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例如：國光路/復興路路口之試辦示意圖 

                         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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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設置於較寬車道內之分流式指向線的路口狀況 

 

 

 

 

 

 

2-1.您認為分流式指向線的標示容易理解嗎? 

   □看得懂         □略懂           □普通          □看不太懂      □看不懂 

2-2.您是否會依照分流式指向線的箭標指示靠邊行駛? 

   □完全遵守       □會遵守         □普通          □不太遵守      □完全不遵守 

2-3.您認為設置分流式指向線後，是否改善機車的安全，減少機車直進與右轉汽機車的衝突? 

   □明顯改善       □稍微改善       □無改變        □稍微惡化      □明顯惡化 

2-4.您認為設置分流式指向線後，是否改善機車的效率，減少機車直進與右轉汽機車的衝突? 

   □明顯改善       □稍微改善       □無改變        □稍微惡化      □明顯惡化 

2-5.您對於路口設置分流式指向線的滿意程度為? 

   □極滿意         □滿意           □普通          □不滿意        □極不滿意 

2-6.您對於路口設置分流式指向線的支持程度為? 

   □完全支持     □稍微支持     □普通        □稍微不支持    □完全不支持 

 

第三部分 設置停等區分流箭標的路口狀況 

 

 

 

 

 

 

 

3-1.您認為停等區分流箭標的標示容易理解嗎? 

   □看得懂         □略懂           □普通          □看不太懂      □看不懂 

3-2.您是否會依照停等區分流箭標的箭標指示靠邊停等? 

   □完全遵守       □會遵守         □普通          □不太遵守      □完全不遵守 

3-3.您認為設置停等區分流箭標後，是否改善機車的安全，減少機車直進與右轉汽機車的衝突? 

□明顯改善       □稍微改善       □無改變        □稍微惡化      □明顯惡化 

3-4.您認為設置停等區分流箭標後，是否改善機車的效率，減少機車直進與右轉汽機車的衝突? 

   □明顯改善       □稍微改善       □無改變        □稍微惡化      □明顯惡化 

3-5.您對於路口設置停等區分流箭標的滿意程度為? 

右圖是「分流式標線」的繪製情形。 

設置目的是要使車輛接近路口，導引右轉車能提早靠右，降低因 

太慢轉向而與直進機車引發的衝突或車禍。 

右圖中顯示右轉車輛應在路段中提前靠右，直走進車輛應靠左側行駛。 

右圖是「停等區分流箭標」的繪製情形。 

設置目的是要使機車於路口停等時，能導引機車在停等區內於 

正確位置停等，避免綠燈開始時，左右轉車輛與直進機車發生衝突。 

右圖中顯示右轉機車應靠右停等，直走機車應靠左側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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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滿意         □滿意           □普通          □不滿意        □極不滿意 

3-6.您對於路口設置停等區分流箭標的支持程度為? 

□完全支持      □稍微支持        □普通          □稍微不支持    □完全不支持 

 

第四部分 設置車道化停等區的路口狀況 

 

 

 

 

 

 

 

 

4-1.您認為車道化停等區的標示容易理解嗎? 

   □看得懂         □略懂           □普通          □看不太懂      □看不懂 

4-2.您是否會依照車道化停等區的指示靠邊停等? 

   □完全遵守       □會遵守         □普通          □不太遵守      □完全不遵守 

4-3.您認為設置車道化停等區後，是否改善機車的安全，減少機車直進與右轉汽機車的衝突? 

□明顯改善       □稍微改善       □無改變        □稍微惡化      □明顯惡化 

4-4.您認為設置車道化停等區後，是否改善機車的效率，減少機車直進與右轉汽機車的衝突? 

   □明顯改善       □稍微改善       □無改變        □稍微惡化      □明顯惡化 

4-5.您對於路口設置車道化停等區的滿意程度為? 

□極滿意         □滿意           □普通          □不滿意        □極不滿意 

4-6.您對於路口設置車道化停等區的支持程度為? 

□完全支持       □稍微支持       □普通          □稍微不支持    □完全不支持 

 

第五部分 車道化停等區的方案設計比較：A 方案為現行劃法, B 方案為減化標線之劃法 

A 方案：車道繪製獨立之機車停等區 B 方案：利用減少標線繪製機車停等區 

 

右圖是「車道化停等區」的繪製情形。 

設置目的是要使機車於路口處停等時，與 

後方車輛分開停等，並且機車可在正確位 

置停等，避免綠燈開始時，右轉與直進機車 

發生衝突。右圖中顯示右轉機車應靠右停等 

，直走機車應靠左側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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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您認為哪種設計方案能改善路口機車效率程度? 

 □A 方案              □B 方案             □沒有差別 

5-2.您認為哪種設計方案能改善路口機車安全程度? 

 □A 方案              □B 方案             □沒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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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C. 教育訓練 

本研究為了讓各實務單位以及研究單位了解本研究案之研究成果，針對機車

交通安全工程設計準則進行教育訓練講習會。 

教育訓練講習會已於 2015 年 10 月 30 日舉辦，由許添本教授主持之教育訓

練講習內容可分成兩部分，第一部分為「機車改善措施研擬程序與肇事診斷學」，

內容主要講述臺灣現有之機車持有數量與常見肇事問題，並介紹肇事診斷學於交

通工程安全改善之應用；第二部分為「機車交通安全工程設計準則」，內容主要

講述機車肇事碰撞之實際案例分析及機車交通安全工程設計準則，講習會時程共

約 3 小時，計約 30 餘人來自政府部門、顧問公司與關心交通議題社團組織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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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D. 試辦計劃書-停等區車道化及方向分流相關

標誌標線試辦計畫 
一、 計畫緣起 

在執行本所「混合車流情境之機車交通安全工程設計方法研究與驗證」合作

研究案的過程中，經肇事分析發現，2002-2011 機車涉入總傷亡人數年成長率為

13.65%，而機車持有成長率只有 2.66%，機車傷亡人數成長率為機車持有數成長

率的 5 倍左右，顯示整體機車傷亡情況持續惡化。 

機車登記數占我國所有車輛登記數的 2/3 左右，成本低廉、機動性強、可及

性高，使得機車成為最普遍使用的運輸工具。然而，機車對其乘員保護力弱，易

造成高嚴重之事故後果，以民國 99 年道路交通事故統計資料為例顯示，我國機

車乘員涉入交通事故者，占總死亡人數超過六成、占總受傷人數超過八成以上，

顯示機車交通安全之改善工作刻不容緩。 

前述合作研究計畫已納入第 11 期院頒「道路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

區分項三、加強道路交通工程設施與管理，方案重點項目(三)加強道路交通網功

能與服務水準之執行計畫。並為落實「全國道安扎根強化行動」計畫，主軸二、

事故防制目標，面項一、機車安全，重點項目(二) 友善機車道路交通環境、合理

分配路權，策略 6.研究評估修訂交通工程相關法規、符合我國機車使用特性。透

過試辦計畫的進行，驗證符合機車使用特性的新型改善措施設施，並對相關法規

研討提出修正建議。 

 
二、 試辦目的 

我國現在特有的機車(指 250cc 以下，以下均同)在交通工程設計方法，包括

內側車道「禁行機車」、三車道以上道路多採「兩段式左轉」、停止線後方之「機

車停等區」、空間許可下在路段上佈設「機車專用道」及「機車優先道」等。唯

這些設計方法，雖能處理部分汽、機車在路段與路口之衝突，但對部分機車車禍

的防治仍有些不足之處，似無法降低部分機車的事故風險，故有待發展新型之交

通標誌、標線的設置方法。這些新型的設計方法的績效如何，則有待經由試辦來

加以確認。 

 
三、 試辦期間 

本計畫預定自奉核定後，工程施作完成後起算 6 個月後為止，進行相關試辦

與成效評估工作。 

工作項目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試辦計畫宣導           

試辦標線施作           

試辦期間           

試辦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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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碰

經由肇事

本所研究案

10 個易肇事

遍存在於各

 

經分析其

1. 一般而

側，汽

並未完

在其右

2. 目前對

一的標

外側，

禍。也

3. 目前停

導，以

車停在

情況嚴

因此，對此

減少衝突

碰撞構圖與肇

事分析發現，

「混合車流

事路口中，統

各路口，如表

表 D

其側撞肇事原

而言，因目

汽車右轉時

完全靠右，

右邊的直進

對於機車於

標誌或標線

，到路口時

也同時出現

停止線前之

以致右轉或

在左邊，左

嚴重。 

此三種肇事

突，防治車禍

肇事原因分

目前路口的

流情境之機車

統計結果發

表 D- 1 所示

D- 1 新北市

原因如下：

目前路段車種

時易與直進機

而直進機車

進機車產生側

於路口直接左

線加以標示與

時未能及時靠

現有些左轉機

之機車停等區

或左轉機車與

左轉機車停在

事應考慮增加

禍，提升安

126 

分析 

的汽機車車

車交通安全

發現同向右(左

示。 

市 10 路口肇

 

種分流措施

機車發生同

車習慣靠路

側撞。 

左轉，亦即

與預告。導

靠左，以致

機車靠左，

區，並未對

與直進機車

在右邊，造

加或改善交

安全。 

車流存在汽車

全工程設計方

左)轉側撞及

肇事類型統計

施，導致多數

同向右轉側撞

路側直進行駛

即未強制兩段

導致機車進行

致左轉時與直

有些左轉機

對不同轉向或

車同樣停在停

造成綠燈啟動

交叉口的交通

車右轉與機

方法研究與

及擦撞碰撞

計表 

數機車習慣

撞，其原因

駛，以致造

段式左轉的

行直接左轉

直行車產生

機車靠右的

或直進之機

停等區中，

動時與直進

通工程設計

機車直行的衝

與驗證」所取

撞型態之肇事

慣行駛於道路

因是汽車右轉

造成右轉汽車

的路口，未有

轉時仍位於車

生衝突而引發

的不一致現象

機車作區分或

但可能右轉

進機車相互交

計，以便有助

衝突，

取得

事，

路外

轉時

車與

有統

車道

發車

象。 

或引

轉機

交織

助於

 



127 
 

五、 現行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相關條文之不足情形分析 

5.1 『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規定與相關問題 

根據目前『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本計畫依據前段所述之同向

右(左)側撞肇因分析，摘錄相關條文及問題說明如下： 

(一)快慢車道線 

第一百八十三條之一；快慢車道分隔線，用以指示快車道外側邊緣之位置，

劃分快車道與慢車道之界線。其線型為白實線，線寬為十公分，除臨近路口

得採車道線劃設，並以六十公尺為原則外，應採整段設置，但交岔路口免設

之。劃設本標線，距離人行道、路緣或車輛停放線應有二公尺以上之寬度。

道路設有劃分島；其功能為劃分快慢車道者，應劃設本標線於分隔島之兩側，

與劃分島間隔至少十公分。 

不足部分說明： 

雖然條文中可將慢車道線於路口 60 公尺處改成車道線，此將有助在路口產

生一條右轉專用道或將外側新增 1 車道劃為直進右轉共用道，這可以使得右

轉之汽車靠右行駛，而直進機車可以行駛於內側，以避開與直進機車發生同

向右轉側撞。 但對於如果原本慢車道寛度較小，以致改成車道線之後，不

足以新增一個車道時，只能取消慢車道線，而形成一條較寬的外側混合車道。

這時，仍有可能造成右轉汽車並未完全靠右，而直進機車仍舊靠右直進，故

仍會造前述之右轉同向側撞事故發生。若此時，可以創新指向線的方式，將

直進與右轉流向之車流加以導引方向分流，則將有助於減少此種車禍。 

(二)指向線 

第一百八十八條；指向線，用以指示車輛行駛方向。以白色箭頭劃設於車道

上。 
本標線設於交岔路口方向專用車道上與禁止變換車道線配合使用時，車輛須

循序前進，並於進入交岔路口後遵照所指方向行駛。 
本標線之式樣，依其目的規定如下： 
一、指示直行：直線箭頭。 
二、指示轉彎：弧形箭頭。 
三、指示直行與轉彎：直線與弧形合併之分岔箭頭。 
四、指示轉出車道：弧形虛線箭頭。 
不足部分說明： 

於混合車道寬度較寬之路口，上述之合併式指向線，無法完全引導右轉車輛

完全靠右，並與直進車流分流，故而仍將造成同向側撞事故肇生，若能於車

道劃設直進與轉向分離式指向線，則可明確導引車輛轉向分流。故而本試辦

計畫擬劃設創新型的直進與左右轉分離式指向線。 

(三)停等區線 

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二；機器腳踏車停等區線，用以指示汽缸總排氣量未滿五

百五十立方公分之機器腳踏車駕駛人於紅燈亮時行駛停等之範圍，其他車種

不得在停等區內停留。本標線視需要設置於行車速限每小時六十公里以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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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隔，故而一

轉機車停在直

在停等區中用

時的衝突。

線與相關配

則』對於處理

規則』所設計

擦)撞衝突點

點分析(以新

例) 

禁行機器腳

前後）線寬

公尺至六公

色標字。 

礙機車駛進

內稍微靠左

可提高車流

一個停等區

一個停等區

直進機車的

用小型箭頭

 

套措施，並

理機車衝突

計之路口，

點，如下圖圖

新北市三重區

腳踏車或紅燈

寬二十公分

公尺，並視需

進停等區內

左停等，避免

流的秩序。另

區的機車有不

區內的機車若

的左側，造成

頭標示不同流

並進行試辦

突的功能，增

因汽機車之

圖 D- 1 所示

 

重區三和路/龍

燈允

，縱

需要

，若

免機

另一

不同

若有

成紓

流向

，期

增進

之直

示，

龍門



 

側(擦

圖 D

六、

置原

 

經此計畫

擦)撞做衝突

D- 2 車道化

 
、 試辦之

試辦之新

原則說明如

1. 停等區

 標線形

示。 

 建議設

公尺，側

左轉箭

 設置目

車靠左

畫設計之路口

突點分析，

化停等區設

三

之新式標線  

新式停等區車

如後： 

區前端車道

形式：小箭標

設置位置：劃

側邊與停等

箭頭則標示在

目的：導引機

左、右轉機車

口，其模擬

其結果並不

設計模擬圖及

三重區三和

車道化及分

道流向導引小

標長度 1 公

1
 公

尺

圖 D

劃設於停等

等區標線間隔

在停等區內

機車在停等

車靠右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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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如下圖圖 D

不會在規劃

及針對同向

和路/龍門路口

分流標誌標線

小箭標 
公尺、寬度

0
.
3
公

尺

D- 3 小箭標

等區內，小箭

隔0.1公尺。

內的左側，直

等區內於正確

等，以避免在

D- 2 所示

劃行駛路徑上

向右轉側(擦

口西側為例

線共有 3 種

0.3 公尺，

 
標圖示 

箭標之頂端

。右轉箭頭標

直進則依行

確位置停等

在綠燈紓解

，並針對汽

上產生任何

擦)撞衝突點分

例) 

種，本計畫之

詳細尺寸如

端距離停等區

標示在停等

行車方向劃在

等，此箭標可

解時，右轉或

汽機車同向右

何衝突點。 

分析(以新北

之適用範圍及

如下圖 D- 3

等區線間隔 0
等區內的右側

劃在中間。 
標可導引左轉

轉或左轉機車

右轉

 

北市

及設

3 所

0.1
側，

轉機

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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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進汽機車產生衝突。 
 執法問題：此元件僅提供導引性質，不具強制性，亦非為執法之依據。 
 
2. 機車進入停等區提示標線 
 標線形式： 

(1) 車道寬≧3.5 公尺：以虛線劃設提示標線(線段長 1 公尺，間隔 1 公

尺)，延伸長度 10 公尺。 
(2) 車道寬＜3.5 公尺：設置機車靠右進入停等區指示圖形，尺寸依現況

機車停等區圖示大小繪製，前方劃設雙箭頭導引標線。詳細尺寸如

圖 D- 4 所示： 

 
圖 D- 4 機車靠右進入停等區指示圖形 

 建議設置位置：於存在同向左右轉側撞類型易肇事路口，建議於停等區

後緣，依車道寬度，選擇劃設兩種標線： 
(1) 車道寬≧3.5 公尺：緊接機車停等區上游端劃設提示標線，其與鄰近

車道線間隔 1 公尺。 
(2) 車道寬＜3.5 公尺：機車靠右進入停等區指示圖形，劃設於距機車停

等區上游端 5~10 公尺處。 
 設置目的：於車輛停等，引導汽車停等時稍微靠左停等，讓出一帶狀空

間，以利機車於右側進入停等區，以降低汽車對於機車進入停等區的阻

礙，目的在導引機車順利進入停等區。 
 執法問題：此元件僅提供導引性質，不具強制性，亦非為執法之依據。 
 
3. 分離式導引箭頭指向線 
 標線形式：各箭頭指向線詳細尺寸與『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直線箭頭與弧形箭頭相同，並以 2 箭頭橫向排列於相同位置設置，2 箭頭

與鄰近車道線各間隔約 0.9 公尺。 
 建議設置位置：於易發生同向左轉或同向右轉側撞路口設置 2 組分離式

導引箭頭指向線，相關設置位置如下： 
 分流式箭標(1)劃設位置≧距停等區上游端 5.5m 處。 
 分流式箭標(2)劃設位置≧距停等區上游端 30m 處，建議 50 m。 
 合併式箭標劃設位置≧距停等區上游端 80m 處，建議 100m。 

 設置目的：使車輛於接近路口時，能提早改變行駛位置，降低因不正確

位置轉向，而引發同向側撞或擦撞之發生機會，特別適合於車道寬度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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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之混合車道設置。 
 執法問題：此元件僅提供導引性質，不具強制性，亦非為執法之依據。 

 

            
內側車道寬≧3.5 公尺      內側車道寬＜3.5 公尺 

圖 D- 5 車道化停等區及相關標線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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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具體實施方式 
本計畫將在新北市或其他縣市，選擇適當地點，配合其目前標線、標誌施

工規範進行實作試辦。 
八、 預期效益 

有效提醒駕駛人於正確位置行駛及停等，大幅降低同向左轉及右轉側撞類

型之肇事率。 
 

九、 地點與設施方案之範例說明 
本計畫之試辦地點選擇，根據各肇事路口肇事資料，就 2012~2013 年間

較易發生機車事故之路口作為試辦路口，實施前述試辦方案，包括了停等

區前端畫設車道流向導引小箭標、機車進入停等區提示標線、路口上游分

段畫設分離式導引箭頭指向線等三個試辦方案，並在路口上游設置對應之

引導標誌，以期能透過事前事後肇事分析，做計畫成效之驗證績效評估方

法 
 
後續工作除了監督示範路口，施工狀況是否能符合本研究之設計初衷，並在完工

後調查並驗證示範成效，其方法如下述： 

 實地車流觀察蒐集： 

將於預定示範路口施作完成前後進行車流錄影，對比事前事後車輛通過路

口的狀況，判斷其是否較原來狀況，於更佳的位置通過停止線(左轉車輛

靠左、右轉車輛靠右)，或減少路口範圍內的交織情形。 

 問卷調查： 

為廣泛收集民眾對於本計畫之接受程度，可採問卷調查之方式辦理，調查

對象包括試辦地點之里民、行經該試辦地點之駕駛者…等，問卷內容將力

求周延完整、文字易懂為原則，並配合內容進行題目設計，待問卷回收後

進行資料之檢核及分析，以了解民眾對於本計畫之推動接受程度及意見回

饋。 

 結合肇事資料對比實施成效： 

為充分了解本計畫於試辦期間前後，針對試辦地點所發生同向側撞類型之

事故率，進行事前事後改善影響分析，進行下一步分析本計畫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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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E. 期中報告審查意見處理情形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MOTC-IOT-104-SEB004 混合車流情境之機車交通安全工程設計方

法研究驗證與推廣」  
期中   期末報告審查意見處理情形表  
執行單位：  國立台灣大學嚴慶齡工業發展基金會合設工業

研究中心  
104 年 8 月 05 日   

 

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見 

吳宗修

委員 

第二章所引用 102 年肇事統

計，各表格數據應一致，如有

例外應額外說明。 

遵照辦理。 同意辦理 

圖 13 應配合文字說明。 感謝委員意見，已加註文字

說明並解釋圖片含義及相

關註解。 

同意辦理 

2.1.5 p.29 所列課題與問題分

類(p.19)並未一致。 
各類碰撞問題，可能涉及不

同課題，故兩者無直接對應

之關係。 

同意辦理 

p.32 有關右轉汽車與直進機車

衝突之描述應有誤植。 
遵照調整。 同意辦理 

對"綠燈時，停等區機車亦有對

向左轉車輛產生衝突"之固有

車流現象，(p.33)除非立體化，

否則永遠存在。 

本研究建議停等區早開 10
秒，降低車流衝突風險。

同意辦理 

(p.34) 有些建議敘述已非現況

分析。 
部分建議敘述為補強現況

問題與改善。 
同意辦理 

「如下圖」之引述方式易造成

錯誤，建議直接引述圖號在文

字。 

已依委員之建議，將報告中

之所有"如下圖"改成"如下

圖章節-X(編號)"，以方便

讀者閱讀。 

同意辦理 

(p.68)構圖受傷數建議用小

寫，以區隔死亡數。 
碰撞構圖的受傷死亡數會

以數字呈現，與英文大小寫

無關。 

同意辦理 

(p.91)表 12 中，7 項類型示範

設計須更詳細描述其規格與

適用性。 

已加註 7 項類型分別之規

格與適用性。 
期中報告修正版

未見相關說明，

請納入期末報告

中修正。 
4.2 節示範地點建議標號並列綜合列表會在 11 個路口皆同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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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見 
綜合表。 試辦完畢後，統一標號及列

綜合表，其成果會在期末報

告呈現。 
文獻清單格式請用一致的標

準。 
已重新調整修正。 同意辦理 

p.38~39 禁左何須設置兩段式

左轉停等區。 
已修正，禁止左轉則無需兩

段式左轉停等區。 
汽車禁止左轉未

必機車不許兩段

式左轉，請釐清

後納入期末報告

修正。 
2.2.4 節中，請說明“給機車

用？”之目的。 
主要提供左轉汽車設計使

用，降低左轉汽車與對向直

行機車之左轉穿越側撞。

同意辦理 

圖 124(p.127)請說明以車身何

處為參考點。 
遵照辦理加入『以車頭前方

中心點為參考點』。 
期中報告修正版

未見相關說明，

請納入期末報告

中修正。 

 

目錄許多黑體字(故意?)，字體

不一致。 
遵照調整。 同意辦理 

(p.14)圖 2 黑白無法區分，

private car？台灣地區或我國 
？ 

感謝委員意見，將會調整曲

線設計，使其能明顯區分。

圖中顯示之汽車為台灣地

區擁有牌照之汽車，包含出

租車等。 

同意辦理 

(p.15)<同上>小汽車 vs 汽車？ 皆指一般汽車，統一改為汽

車。 
同意辦理 

文字修正部分 
(p.30)行駛? 
(p.33)直接→行? 
(p.41)設至→置？ 
(p.46)停等區 vs 停等帶？ 
(p.64)圖 58(文字) 
(p.68)圖 63：右轉匯入側撞、

左轉匯入側撞 
(p.73)TTC 為碰撞時間，後續

卻多用「衝突時間」交錯出現

(p.74)表 X→表 10 
(p.87)經此本研究 
(p.90)引導標誌→導引號誌 
(p.92) 包 括 示 範 標 誌 包 括

了…… 
(p.94) (p.95)找不到參照 

已將文字部分做修正，感謝

委員的意見。 
同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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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見 
(p.120)中華路 
(p.141)幾個肇事類型 

林大煜

委員 

本案將針對高雄市一個交叉

路口與臺中市十個交岔路口

提出改善之試辦計畫，可否先

針對其事故型態與改善措施

給予系統分類，以便盡可能於

實施一段時間後，做績效評估

時，可分析與消除績效改善間

之交互影響。 

本研究僅針對分流設施進

行改善，其他改善措施並未

施行於試辦路口，故後續績

效評估並無交互影響之情

況。 

同意辦理 

本案提出三種新式標線之設

計(p.94~96)，請提出其所搭配

之標誌與號誌設計。 

相關設計與現況相同。 同意辦理 

本案問卷調查共有十四項目

(p.130)，現場問卷不允許有太

多時間，請問在技術上如何處

理。 

採用發放紀念品方式鼓勵

用路人填答，若受測者願意

填答則會移至路旁，而非在

路段中填答問卷。 

同意辦理 

本案在撰寫路段與交通路口

之「機車交通安全設計準則」

時，建議其內容能與其「整體

架 構 圖 」 彼 此 對 應

(p.132~p.133)。 

遵照辦理。 同意辦理 

錯別字修正建議。 
1. p.23 倒數第二行，「機」

建議修正為「基」：傳統

上的基本作法以車種分

流機→基本兩大概念。 
2. p.29 第 11 行，「號誌標誌

標線設置規則」建議修正

為「標誌標線號誌」：雖

然交通部頒佈之號誌標

誌標線設計規則→標誌

標線號誌 
3. p.30 倒數 11 行，「行使」

建議修正為「行駛」：有

兩種可能的行使→駛方

式 
4. p.38,39 圖 29 與 32，圖中

「直接左轉機車衝突點

數」是否有誤？ 
5. p.64 圖 58「又轉側撞」

建議修正為「右轉側

遵照辦理。 期中報告修正版

未見 4.之修正，

請納入期末報告

中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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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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產生同向又→右轉

側撞 
6. p.74 表 10「含」建議修

改為「和」：衝突合→和

肇事評估結果比較 
7. p.94,95 「錯誤!找不到參

照來源」請刪除 
11 個路口的主要事故型態，從

改善措施跟事故型態，可以做

系統性的分類，釐清其交叉效

果。 

實際施作與分析時程安

排，僅以分流式指向線、停

等區分流箭標、車道化停等

區為主。 

同意辦理 

以表列或圖示的方式，列出三

個新式標線。 
遵照辦理。 同意辦理 

 
 
 
 
 
 
李忠璋

委員 

機車道建議不宜採文字標線。遵照辦理。 同意辦理 
p.92 圖 89 機車圖碼的外圓框

建議取消，因圓框一般有禁制

的意思。 

遵照辦理。 同意辦理 

建議直行機車停等區內標線

(包括指向線及機車圖碼)盡量

縮小，若可以的話，機車圖碼

可以取消，以降低機車打滑的

機率。 

依委員遵照辦理，報告書中

加註『機車停等內標線(包
括指向線及機車圖碼)可盡

量縮小，機車圖碼原則上取

消。 

期中報告修正版

未見相關說明，

請納入期末報告

中修正。 

p.119 圖 115，太原路及北屯路

口改善圖，在北屯南向的外側

有一公車停靠區，該停靠區非

常靠近路口，易造成外側車道

之車流有併入及匯出的交通

動線，對於路口轉向可能有相

當大的安全影響(尤其機車)，
建議可以將公車停靠區往上

游移。 

上游有交叉口無法遷移 依
現場會勘討論結果，該公車

站調整有實務上的困難。

同意辦理 

p.116,117 圖 112及圖 113之路

口設計圖中，行人穿越道線配

置有問題建議修改。 

遵照辦理。 期中報告修正版

未見相關說明，

請納入期末報告

中修正。 
p.121，圖 117，右下方公園路

北上之內側車道右側劃設雙

白線，在「設置規則」中表示

為轉向專用車道，但設計圖在

該車道也畫上直行、左轉、右

轉之指向箭頭線，似有矛盾。

該處為實體分隔，提供夜市

攤販使用，非一般之雙白線

設計。 

同意辦理 

在試辦路口設計標線時，應注感謝委員意見。 同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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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見 
意機車兩段式左轉待轉區之

前緣線應注意不宜超過橫向

道路之路緣。 
建議能有 T 型路口的改善範

例。 
相關路口設計建議參酌圖

88(圖 4-7)。 
圖 4-7 中， 
圖 F 為 T 字 
路口直接左 
右轉，為何 
尚有直行小 
箭標。請釐 
清後納入期 
末報告中修 
正。 

當機車停等數量大於停車空

間時，會不會因分流功能而失

效，如何處理？ 

相關問題，由後續路口之車

流分析加以探討。 
同意辦理 

林佐鼎

委員 

應提出一個比較有系統的分

析方法。 
遵照辦理。 同意辦理 

個案分析很難推廣，比較沒有

原則性。未來期末報告希望看

到，個案可以系統性的整理，

以現有的個案往外擴展，例如

三車道怎麼處理，T 字路口怎

麼處理等。現在報告看起來很

難推廣，希望有系統的一步一

步整理。 

遵照辦理。 同意辦理 

縣市政府沒有交通局的單

位，可能會產生問題，太專業

的東西可能無法徹底傳達。 

感謝委員意見納入參考。 同意辦理 

機車量很大的情況下，可以劃

設機車停等區。 
遵照辦理。 同意辦理 

肇事地點的變化需追蹤，現在

路口之肇事可能會移至路

段，因此必須做路段事故鑑

定。 

遵照辦理，後續車流分析將

納入路段部分一併分析探

討。 

同意辦理 

圖的文字太小，應加大。 遵照辦理。 同意辦理 

文字表示應要相同，例如 3.5
米、3.5 公尺、3.5m，要相同。

遵照辦理，統一使用公尺。 同意辦理 

報告中太多如下圖、如下所

示，此種敘述方式不容易找到

對應之圖及說明。 

遵照辦理。 同意辦理 

p.125 紅燈加 1s，為何要加一遵照辦理。 期中報告修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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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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要有依據，應補充說明。 未見相關說明，

請納入期末報告

中修正。 

陳志鶴

委員 

報告內容充實，對擬試辦路口

基本資料及採行作為有充分

說明，對於研究團隊之努力與

用心予以肯定。 

感謝委員意見。 同意辦理 

以肇事碰撞構圖分析方式研

究路口及路段交通事故型態

並研提改善方案，確實可更深

入探討事故成因有助道路安

全，唯亦可針對下列議題予以

關注： 
1.道路交通量大小影響肇

事之頻率，即曝光量之問

題。 
2.對於駕駛人不遵守交通

規則(如闖紅燈)所產生之

肇事事件，必須另外考

量。 
3.現有警政單位肇事紀錄

作業無法直接產生碰撞

構圖，仍需人力複製之課

題。 

1.遵照辦理，納入後續路口

分析項目。 
2.本研究主要針對交通工

程設計加以探討，執法之問

題非本研究之範圍。 
3.感謝委員意見。 

同意辦理 

交通肇事為稀少性事件，道路

使用人不易從他人肇事之試

驗，學習到避免發生事故的機

會，因此如何傳遞危險碰撞型

態資訊給上游端之用路人，使

其預先因應作為。建議能在交

通工程面上予以納入考量。 

感謝委員意見。 同意辦理 

建議第二章與第三章 3.3.1 節

內容重點，可以區別或予以整

合。 

遵照調整。 期中報告修正版

未見相關整合，

請納入期末報告

中修正。 
第四章 4.2 節是針對試辦路口

的全面性改善，亦即同時進行

多項改善措施，因此在新措施

的成效評估上，可能不容易區

別，建議在事後分析評估時特

別考量。 

後續路口僅以試辦項目施

作與評估。 
同意辦理 

未來在推動作為上，應考量一遵照辦理。 同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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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見 
道路各路口均同時改變，避免

用路人在上下游路口必須適

應不同車道或號誌配置不一

情形。 
p.90 第 4.1.2"取消慢車道"，建

議名稱調整為"臨近路口處取

消慢車道"。 

遵照辦理。 同意辦理 

 

夜間照明不足導致的機車擦

撞或追撞問題，很明顯可以在

肇事碰撞構圖上呈現出來，建

議可以納入本研究探討。工務

單位對於路口照明的規範尚

無法涵蓋特殊臨近路段照度

不足之問題，因此有必要檢討

道路照明之規範。 

納入改善建議。 同意辦理 

3.1.2 肇事碰撞構圖之應用

上，擬採取的可行改善措施，

建議再檢核一下，有些可能不

適用國內情形，例如：p.69 設
置圓環; p.70 左轉紅色箭頭燈

等，並可依優先順序來提供改

善措施。 

p.70 相關建議為參考項

目，各路口可依碰撞與交通

現況參酌使用。 
p.70 紅燈箭頭刪除將納入

未來研究課題，目前則以整

體改善為考量方針。 

同意辦理 

台北市

政府 

車道化停等區之示範設計，將

使機車允許直接左轉，如未來

成為設計規範或試辦是否需

釐清全面檢討內側車道應否

取消禁行機車。 

僅建議在符合本研究提出

之條件下，採用機車直接左

轉。 

同意辦理 

機車可直接左轉示範標誌，將

位於路口前何處處置，評估是

否會使習慣靠外側行駛之機

車駕駛，為了要左轉而變換車

道至內側產生交織，進而產生

危險。又是否會因此導致有些

路口機車左轉需待轉，有些又

可直接左轉，對路況不熟悉之

機車駕駛，是否會對前方路口

到底如何左轉產生疑惑，猜測

等不便，影響駕駛行為。 

建議於停止線上游 60 公尺

設置，提供機車導引指示並

降低疑惑。 

同意辦理 

是否將路邊停車及公車停靠

區之影響納入考量。 
已納入研究考量。 同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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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見 

桃園縣

政府 

建議系統化分析，分類情況與

改善方法做整理，以利實務單

位應用。 

遵照辦理。 同意辦理 

臺中市

政府 

9/15 號之前會派工完成，削減

人行道可能會列為中長期的

計畫。 

敬悉。 同意辦理 

運研所

運輸安

全組 

第二章 
1. 第二章部分，肇事率與事故

件數百分比二者並非相同

東西，內文有關描述事故件

數百分比部分應將「肇事

率」字眼改為「事故件數百

分比」。 
2. 第二章部分，肇事案例分析

中應補充肇事資料，包含

人、車與路等關交通工程設

計如何影響事故發生。 
3. 第二章部分，有關幾何配置

現況之圖示說明應補充相

關幾何條件，如路口寬度、

車道寬度等資料。 
4. 第二章部分，有關現場問題

描述部分應補充現場照

片，而文中有提及法規或設

計規範中之標誌標線等應

搭配圖示說明。 
5. 第二章建議文字敘述與圖

示置於同一頁，以利閱讀。

6. 第二章第一段，皆以交通

量、延滯或旅行時間等作為

道路交通設計之…。在此句

中之交通設計中間插入”工
程”二字，即為道路交通工

程設計之…。 
7. 第二章第一段，同時提供道

路機車安全工程之相關設

計方式…，句中道路機車安

全工程為語意不清。 
8. 2.2、2.3 節補充路口現況照

片與人為因素。 
9. 2.2 節改善措施中有關設置

 
1.遵照辦理 
 
 
 
 
 
2.&3.&4.第二章部分為引

述其他研究報告。 
 
 
 
 
 
 
 
 
 
 
 
5.＆6.遵照辦理。 
 
 
 
 
 
 
 
7.遵照調整。 
 
 
 
8.遵照辦理。 
 
9.號誌應配合專用道一併

設置。 
 
10. 遵照辦理。 

 
1. 同意辦理 
 
 
 
 
 
2. 同意辦理 
 
 
 
3. 同意辦理 
 
 
 
4. 同意辦理 
 
 
 
 
5. 同意辦理 
 
6. 同意辦理 

 
 
 
 
 
7. 期中報告修正

版未見相關說

明，請納入期

末 報 告 中 修

正。 
8. 期中報告修正

版 未 補 充 完

整，請納入期

末 報 告 中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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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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轉專用車道部分是否

將號誌一並納入考量? 
10. p.14 補充說明成長率數值

11. p.15 我國擁有為數眾多的

機車”交通”，語意不清。 
12. p.15 補充說明肇事傷亡人

數。 
13. p.16 補充表 1 民國 102 年

肇事時間統計表之事故資

料為機車或全部車種。  
14. p.20 到了路口強行變換車

道，”而”造成擦撞。語句不

順。  
15. p.20 相關案例下圖所示，

其直行與”又”轉機車…?錯
別字更正。 

16. p.22(四)鄰向交叉撞、(五)
對象左轉穿越側撞中之「紅

燈時間不足」因素如何得

知?現況秒數為何? 
17. p.22”直行結束與鄰向啟

動方向”…?此句話語意不

清。 
18. p.22 之 1. 紅燈時間不

足…?應改為全紅時間不

足。 
19. p.22 之 3.由於兩段式左轉

機車車流量過大，造成待轉

機車佔據直行機車之車”
到”空間，錯別字修正。 

20. p.22 在此穿越過程可能與

為 ”紓解的車流 ”發生碰

撞…? 
21. p.22 之 4.左轉車流與直行

車流之間的”紅燈時間不

足”…?應改為全紅時間。 
22. p.22” 相 關 案 例 下 圖 所

示”，改為”相關案例「如」

下圖所示”。  
23. p.23 中 2.1.4 節第一行提

及由 2.1.3 節中得知：傳統

機車交通安全改善仍不足

11. 遵照辦理，已將交通兩

字刪除。 
12. 已將肇事傷亡人數依

汽機車分類。 
13.所有的事故資料都是以

全部車種為主，已在表後面

加註。 
14.遵照辦理。 
 
 
15.遵照辦理。 
 
 
16.依肇事類型，推測其可

能原因為紅燈時間不足。請

參酌參考文獻。 
 
17.遵照辦理，已將語句重

新修改。 
 
18.已修正為全紅時間不

足。 
 
19.已修正錯別字。 
 
 
 
20.已修正語句。 
 
 
21.已修正為全紅時間。 
 
 
22.已修正語句。 
 
 
23.遵照辦理。 
 
 
 
 
 
24.遵照辦理。 
 
25.遵照辦理。 

正。 
9. 同意辦理 
10.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相

關說明，請

納入期末報

告中修正。

11. 同意辦理 
12.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13. 同意辦理 
14. 同意辦理 
15. 同意辦理 
16. 同意辦理 
 
17. 同意辦理 
 
 
18. 同意辦理 
 
 
19. 同意辦理 
 
 
 
20. 期中報告修

正版中未敘

明與何種疏

解車流產生

碰撞，請納

入期末報告

中修正。 
21. 同意辦理 
22. 同意辦理 
23.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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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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解決現況問題，但 2.1.3
節中未有針對傳統機車交

通安全改善做說明。 
24. p.23 中 2.1.4 節倒數第二

行「機本」是否為錯別字?
25. p.23 傳統上的基本作法

以”車種分流「機」本兩大

概念”，錯別字請修正。 
26. p.23 所謂的車種分流是指

「將道路上不同特性的車

種在空間與時間上予以區

隔”稱”為分流」，此句話語

句不順。 
27. p.24 圖 10 混流交通轉成

分流交通之系統架構圖[7]
之“車種號誌時制”代表甚

麼? 
28. p.24(一)車中行駛空間車

道化分流措施，其中可分為

快慢車道分離、機車優先

道、機車左轉專用道”、”等
分流方式…。此句話標點符

號錯誤。 
29. p.25(二)機車停等空間分

流措施之(1)兩段式左轉，在

直接左轉無法通過”安全因

素”而不可行時…?安全因

素為何，應予以解釋。 
30. p.25 最後一段，此種情形

會造成機車”在紓解已有點

像有規律的設置機車專用

道的情形”。此句話語意不

清。 
31. p.25 最後一段，設置機車

停 等 區 ” 可 能 的 較 好 作

法”…?請修順語句。 
32. p.26 第一段，機車停等時

有靠右佔用汽車停等位置

前方之情形產生…。由圖中

看不出有靠右佔用。 
33. p.26 在交叉口機車停等空

間應在橫向方面”比路段上

 
 
26.已修正語句。 
 
 
 
 
27.車種號誌時制代表可利

用專用號誌將車種予以區

隔。 
 
28.已修正語句。 
 
 
 
 
 
29.已將原因加以解釋並修

正語句。 
 
 
 
30.已修正語句。 
 
 
 
 
31.已修正語句。 
 
 
32.已加以解釋。 
 
 
 
33.已修正語句。 
 
 
 
34.遵照辦理。 
 
 
35.是，外側車道右轉標線

為右轉與直行之共用車道。 
 
36.已調整其圖示。 
 

24. 同意辦理 
 
25. 同意辦理 

 
 
26.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27. 同意辦理 
 
 
 
28. 同意辦理 
 
 
 
 
 
29. 期中報告修

正版中仍未

說明何為安

全因素，請

納入期末報

告中修正。

30. 期中報告修

正版中，該

段文字的修

正仍不能使

語意清楚。

請納入期末

報 告 中 修

正。 
31. 同意辦理 
32.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33. 同意辦理 
34.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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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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以加寬”，此句話語意不

清。 
34. p.26 圖 13 未分流之機車

停等區之右車道標線是否

應為直行右轉標線? 
35. p.27 圖 15 之外側車道右

轉標線是否應為右轉與直

行共用標線? 
36. p28圖 17外側車道為直行

標線原因為禁止右轉? 
37. p29 則寬度”則”可以實際

狀況劃設至右轉車道左側

止。”則”似乎為多餘。 
38. p.29 之 2.1.5 機車交通工

程安全設計新課題第二

段，機車的路口易出現由道

路右側往中間”交叉”穿越

直進車流。”交叉”似乎為多

餘。 
39. p.29 之 2.1.5 機車交通工

程安全設計新課題第二

段，綜合上述，有關機車交

通”安全的探討課題”….?更
改為安全需探討的課題。 

40. p.29 之 2.1.5 機車交通工

程安全設計新課題第二

段，”號誌及標誌標線等課

題”更改為”號誌及標誌標

線調整等課題”。 
41. p.29 之 2.1.5 機車交通工

程安全設計新課題第二

段，”以”下列各節中探討，

改為”於”。 
42. p.30 左轉之機車有兩種可

能的行”使”方式，錯別字請

修正。 
43. p.30 將容易與行”使”於右

側路邊的直行機車產生碰

撞，錯別字請修正。 
44. p.32 第一點，改為繪”成”

混合車道，建議修正為”
設”。 

37.已刪除。 
 
 
38.已刪除。 
 
 
 
 
 
39.遵照辦理。 
 
 
 
 
40.遵照辦理。 
 
 
 
 
41.遵照辦理。 
 
 
 
42.遵照辦理。 
 
 
43.遵照辦理。 
 
 
44.遵照辦理。 
 
 
45.遵照辦理。 
 
 
 
 
 
46.無。 
 
47.遵照辦理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35.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36. 同意辦理 
37.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38. 同意辦理 
39. 同意辦理 
 
 
 
 
40. 同意辦理 
 
 
 
 
41. 同意辦理 
 
 
 
42. 同意辦理 
 
 
43. 同意辦理 
 
 
44. 同意辦理 
 
 
45. 同意辦理 
 
 
 
 
 
46. 同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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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見 
45. p.32 目前的作法”是”以台

北市”會”以上游加一個標

誌提醒前方。建議修正為：

目前的作法，以台北市為

例，將以上游加一個標誌提

醒前方…。 
46. p.32 是否有新北市改善措

施? 
47. p.33 之 1.現行做法與規

定，為避免大量的機車左轉

造成其他車流的衝突。建議

修正為：為避免大量的機車

左轉造成”與”其他車流的

衝突。 
48. p.33 之 1.現行做法與規

定，有關機車現行的轉彎方

式”有明確的定義，其法規

內容”如下，引號內文建議

刪除，即：有關機車現行的

轉彎方式如下。 
49. p.33，(1)與(2)格式設定凸

排，即下一行文字在(1)與
(2)之後，以凸顯數字位置。

50. p.34 最後一段，”當左轉車

流為主要的車流動線時，容

易造成機車違規直接左轉”
與“若針對左轉機車採用兩

段式左轉，則可能產生大量

違規直接左轉機車”。似乎

為重覆，請整併。 
51. p.34 最後一段，若針對左

轉機車採用兩段式左轉，則

可能產生大量違規直接左

轉機車…產生左轉側撞的

原因是待轉區不夠大，因果

關係不明確，請加以解釋。

52. p.34 圖 22 為現況幾何配

置說明?或是問題改善說

明? 
53. p.36 大量機車違規直接左

轉之原因為何?該路口直接

左轉是否恰當? 

48.已修改文句，遵照辦理。 
 
 
 
 
 
49.遵照辦理。 
 
 
50.遵照辦理。 
 
 
 
 
 
 
51.遵照辦理。 
 
 
 
 
 
52.圖 22(圖 2-22)左圖為現

況幾何配置說明；右圖為改

善方案實施後之配置說明。 
53.大量機車違規左轉原因

為欲左轉汽機車數量過於

龐大，有些機車駕駛人為求

快速，而與汽車一同左轉，

造成違規事件發生。直接左

轉可能需要評估後，才能知

是否恰當。 
54.文字誤植，兩者為獨立

的兩個項目。 
55.遵照辦理。 
56.遵照辦理，但此部分可

能需與管理單位討論。 
 
57.遵照辦理。 
 
58.已修改，遵照辦理。 
 
 
59.已修改，遵照辦理。 
 

 
47. 同意辦理 

 

 

 

 

 

 
48. 同意辦理 
 
 
 
 
 
49. 期中報告修

正 版 中 第

1、2 列文字

仍未對齊，

請納入期末

報 告 中 修

正。 
50. 同意辦理 
 
 
51.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52. 同意辦理 
 
 
53. 同意辦理 
 
 
54.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55. 同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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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見 
54. p.36 第一點中：路口大量

機車交叉撞如何造成丁字

路口待轉區無有效庇護空

間? 
55. p.36 最後一段可依不同路

口型態應用”，”不同的設計

方法…。逗號似乎為多餘。

56. p.37 圖 27 直行與左轉停

等區內，是否只保留左轉標

線較恰當? 
57. p.37”對”於機車習慣靠右

側行駛，更改為”由”。 
58. p.37 若是”直接左轉車輛

直接由右側駛入”…?語義

不明確，請改寫。 
59. p.40 但其缺點”方面”，在

於若路口無直接左轉。似乎

為多餘。 
60. p.40 一、有”左”列情形之

一者，可使用二時相…。更

改為”下”。 
61. p.41 二、有”左”列情形之

一者，可使用三時相或四時

相…。更改為”下”。 
62. p.41 二、有左列情形之一

者，可使用三時相或四時

相。請補入各點編號。 
63. p.41”(1)對向左轉穿越側

撞”…?請確認有無錯誤。 
64. p.42”或者在無左轉專用

號誌路口，左轉汽車利用汽

車間距通過路口時，在閃過

汽車之後，不利其後尾隨之

機車，即與後側方的機車產

生側撞”…?文字語句不易

理解，請修改。 
65. p.44 肇事原因為現況時制

計畫問題，抑或是人為未依

規定而發生事故才是主因?
66. p.45 圖 38 左轉導引線之

示例：高雄市嘉新東路成功

路交叉口改善設計[5]—多

 
60.已修改，遵照辦理。 
 
 
61.已修改，遵照辦理。 
 
 
62.已修改，遵照辦理。 
 
 
63.已修改，遵照辦理。 
 
64.已修改，遵照辦理。 
 
 
 
 
 
 
65.肇事原因是因管理方式

不清楚，導致民眾無法停等

於安全區域，導致事故發

生。 
66.遵照辦理，已清除多餘

線條。 
 
67. 遵照辦理，已清除多餘

線條。 
 
 
68.已補充說明。 
 
 
69.遵照辦理，已修改。 
 
 
 
70.遵照辦理，已刪除。 
 
 
 
71.已納入參考。 
 
 
 

56.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57. 同意辦理 
58. 同意辦理 
 
59. 同意辦理 
 
 
60. 同意辦理 
 
 
61. 同意辦理 
 
 
62. 同意辦理 
 
 
63.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64. 期中報告修

正版中語意

仍不清楚，

請納入期末

報 告 中 修

正。 
65. 同意辦理 
 
66. 同意辦理 
 
 
67. 同意辦理 
 
 
 
68.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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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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線條請清除。 

67. p.46 圖 39 增設左轉停等

帶之示例-高雄市沿海路中

林路改善設計[6] —多餘線

條請清除。 
68. p.48 圖 37 之指向標誌補

充說明應設置於路口圖中

何處。 
69. p.49 其燈頭位置會影響到

駕駛”員”是否能夠看到燈

號變化…。建議更改為”
人”。 

70. p.49 最後一段，行車管制

號誌使用左轉專用時相，

除 ”設有 ”早開控制時相

外…。刪除”設有”。 
71. p.49 行車管制號誌使用左

轉專用時相，除設有早開控

制時相外…。請以表列方式

列舉需左彎待轉區的時相

類型。 
72. p.50 第二段，產生路口”

路緣線”太遠…?請說明”路
緣線”為何?或以其他常用

之名詞取代。 
73. p.50，第二段”或因不同車

輛對於是否能在全紅穿越

路口判定不可而引發追撞

車禍”。語義不清，不易理

解，請重新描述。 
74. p.51 公式中的值，若選擇”

美國值”…?請換一個說法。

75. p.52 其架設距離有五個車

道的”側向”寬度。建議更改

為”橫向”。 
76. p.58「參照 MUTCD…往

車道延伸 1.85m 以上。」與

前述案例關係? 
77. p.64 圖 53「產生同向『又』

轉側撞」錯別字修正。 

78. p.66 圖 56 補充說明欠缺

何種相關設施，如何導致轉

 
72.遵照辦理，路緣線為路

緣延伸出去之直線，將以

『路緣延伸線』取代之。

 
73.遵照辦理，已修正。 
 
 
 
 
74.遵照辦理，已修正。 
 
75.遵照辦理，已修改。 
 
 
76.此為額外的建議。 
 
 
77.遵照辦理，已修正。 
 
78.欠缺將停止線前移之改

善，另有碰撞構圖佐證轉向

車流會與直行車流產生衝

突。 

修正。 
69. 同意辦理 
 
70. 同意辦理 
 
 
 
71.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72.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73. 同意辦理 
 
 
 
74. 同意辦理 
 
75. 同意辦理 

 
 
76. 同意辦理 
 
 
77. 同意辦理 

 
78.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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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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車流與直行車流衝突?是
否有事故資料佐證? 

第三章 
1. p.70 介間時間足夠與否

應與幾何條件有關，請補

充幾何現況？號誌計畫現

況與肇事事故分析的關連

性。 
2. 承上，左轉穿越側撞應考

慮左轉交通量需求，並補

充交通特性分析與肇事事

故分析。 
3. p.71 如何得知紅燈時間

不足？應與幾何條件有

關，請補充幾何現況？道

路條件？號誌計畫現況秒

數比對，並補充肇事事故

分析的關連性。 
4. p.72 碰撞構圖應與事故

分析數據、交通特性資料

比對，停止線位置調整應

與現場幾何條件符合（車

道數、路寬條件？前移？

公尺）請補充幾何現況？

道路條件？  
5. p.74 文字表 X 代表何

意？ 
6. p.78 3.3.1節設計缺陷與問

題之 1 的（1）路口慢車道

線內文分析問題與改善，

可是後面文章僅分析問

題，並未提其他改善構

想，建議統一。 
7. p.78 的圖 72 改善構想與

p.80的圖76問題分析似乎

互相矛盾（改善？問題？）

8. 請補充圖 74～圖 79 現況

相片中問題衝突點？ 
9. 圖 80 如何表達介間時間

過短？請補充介間時間

（清道時間）計算公式，

並補充該路口號誌時間

 
1.遵照辦理，已補充。 
 
 
 
 
2.遵照辦理，已補充。 
 
 
 
3.遵照辦理，已補充。 
 
 
 
 
 
4.停止線前移方案僅為追

撞示例，該路口改善方案仍

需進一步探討。 
 
 
 
 
5.已修正。 
 
6.遵照辦理。 
 
 
 
 
 
7.圖 72(圖 3-10)說明的是汽

機車在路段上的互動，圖

76(圖 3-14)則說明是機車

停等區的部分。 
8.遵照辦理。 
 
9.2.3.1 節有敘述介間時間

計算公式。 
 
 
 
10. 圖 81(圖 3-19)僅為示

 
1.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2.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3.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4.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5.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6. 同意辦理 
 
 
7.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8.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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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相、秒數），事故分

析數據，以佐證論述。 
10. 圖 81 應以交通量特性（左

轉交通量比例？）為基

礎，補充該路口號誌時間

（時相、秒數），事故分

析數據，以佐證論述。 

11. 圖 84 除機車外，應考慮慢

車動線（自行車動線）如

何通過該路口？ 
第四章 
1. 第四章建議文字敘述與圖

示置於同一頁，以利閱

讀。 
2. p.92 圖 88 中除機車動線、

汽車動線外，慢車行駛空

間是否存在？ 
3. p.89 本研究”合作研究”計

畫已納入第 11 期院…。

刪除”合作研究”。 
4. p.90 圖 85 試辦計畫時程

甘 特 圖 — 調 整 至 上 頁

(p.89) 
5. p.90 之 4.1.2 節第一段，擦

撞”為”目前設計上最大的

問題…。建議修改為”等”。
6. p.90 之 4.1.2 節第二段，”

汽機車於動態時可於正確

車道行駛”…，此句話語意

不明。 
7. p.94 第六行應進行文字修

正。 
8. p.92 圖 88 車道化停等區

相關示範設計方案細節-
針對不同路寬及轉向配置

圖中停等區內左前處直行

標線似乎忘記畫出? 
9. p.92 圖 89 機車直接左轉

示範標誌是置於全路段或

為路段下游處? 
10. p.93 機車是採取”允許式”

左轉的方式進行左轉…。”

例，該路口改善方案仍需進

一步探討。 
 
 
11.因自行車與機車體型與

行駛方式差異不大，建議自

行車參考機車動線。 
 
1.遵照辦理。 
 
 
2.均改為混合車道。 
 
 
3.遵照辦理。 
 
 
4.遵照辦理。 
 
 
5.遵照辦理。 
 
 
6.已修正。 
 
 
 
7.已修正。 

 
8.修改成在同一車道化停

等區中若均為直行則無箭

標。 
 
 
9.上游 100 公尺。 
 
 
10.是。 
 
 
 
11.遵照辦理。 
 
 
 

9.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補充

計算值，請

納入期末報

告中修正。

10. 同意辦理 
11. 同意辦理 
 
 
 
1. 同意辦理 
 
 
2.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3. 同意辦理 
4. 同意辦理 
 
 
5. 同意辦理 
 
 
6. 同意辦理 
 
 
 
7. 同意辦理 
 
8. 同意辦理 

 
 
 
 
9. 同意辦理 
 
 
10. 同意辦理 
 
 
 
11. 同意辦理 



 

參參與審查人

允許

意

11. p.9
車直

讓機

轉

12. p.9
道化

有 
標誌

13. p.9
不到

14. p.9
劃在

何車

15. p.9
不到

正

16. p.9

17. p.9
補充

如何

18. p.9
及相

上頁

19. p.9
交通

析

改善

料分

幾何

性）

20. p.9
計畫

側

人員及其所提

許式”是否

。 
3”於許多路

直接左轉”…
機車以直接

。 
4 試辦之新

化及分流”標
3 種…。但

誌。 
4 詳細尺寸

到參照來源

4”直進則依

在中間”…。

車種直行方

5 詳細尺寸

到參照來源

。 
5 第二行 文

6
充說明車道

何導引？ 
7 圖 93 車

相關標線設

頁(p96) 
8 圖 94 肇
通特性，無

，實難以碰

善。補充該

分析（人因

何特性、號

）。 
9 之 C.號誌

畫）交叉口

，改箭頭燈

提之意見

否為”直接”之

路口允許機

…。建議改為

接左轉方式左

新式停等區車

標誌”標線共

但此節未提及

寸如”錯誤!找
源”。請修正

依行車方向

。車行方向為

方向?  
寸如”錯誤!找
源”…。請修

文字修正。

道標線意義

車道化停等區

設計—調整至

肇事分析缺乏

無事故原因分

碰撞構圖進行

該路口事故資

因、交通工程

號誌、交通特

誌之”6.（試辦

口南側與北

燈號。快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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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之

機

為

左

車

共

及

找

正。

向

為

找

修

，

區

至

乏

分

行

資

程

特

辦

北

道

12.刪除”
 
 
 
13.已修正

 
14.此行車

 
 
15.已修正

 
 
16.已修正

 
 
 
 
 
17.已說明

 
 
18.考量

求，以維

 
19.納入參

 
 
 
 
 
 
20.已修正

 
 
 
 
 
21.納入參

 
 
22.納入參

 
 
 
 
 

合作研究單

處理情形

”標誌”。

正。 

車方向為機

正。 

正。 

明於設置目

量版面與字體

維持現況為

參考。 

正。 

參考。 

參考。 

位 本

機車。 

目的。 

體太小需

為原則。

 
 
 
1
 
 
 
1
 
1

 
1
 
 
1
 
 
 
 
 
1
 
 
1
 
 
1

 
 
2

 
2

本所計畫承

位審查意

2. 同意辦理

3. 同意辦理

4. 同意辦理

 

5. 同意辦理

6. 同意辦理

7. 同意辦理

8. 同意辦理

9. 期中報

正版未

正，請

期末報

修正。 

20. 期中報

正版未

正，請

期末報

修正。 

21. 期中報

正版未

正，請

期末報

承辦單

意見 

理 

理 

理 

理 

理 

理 

理 

告修

見修

納入

告中

告修

見修

納入

告中

告修

見修

納入

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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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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箭頭直綠+紅色右箭

頭”。但試辦計畫未包含紅

色箭頭燈。 
21. p.99 改善依據？（依照肇

事事故分析研提改善策

略）時制計畫調整依據？

22. p.99～p.125 頁，相關臺中

市案例，應補充肇事分析

包括：交通特性、事故原

因分析（人因、交通工程

幾何特性、號誌、交通特

性），並據此研擬改善策

略與調整號誌時制計畫時

相與秒數。 
23. p.101-125之 1s皆更正為 1

秒。 
24. p.104 之 1.路口南側與北

側，設置分流標線、停等

區分流箭標。北側改為

（左、直右），增設左轉

停等帶，北側路口畫紅線

至（中華救難隊）…。修

正為： 1.路口南側與北

側，設置分流標線、停等

區分流箭標。北側改為

（左、直右），增設左轉

停等帶，北側路口畫紅線

至中華救難隊前。 
25. p.119 文中二處”車道指示

向標線” …。請與其他地

點統一用詞 
26. p.121 文中三處”直左、直

右”…?請統一用法。 
27. p.123～p.125 圖 119～圖

121 應為三民路/五權路/
崇德路 /錦南路口，且圖

121 的改善圖三民路西南

往東北左轉崇德路交通量

高，因此；車道配置與交

通特性不符合。 
28. p.124"車道化停等區”於圖

120 臺中市三民路五福路

 
 
23.遵照辦理。 
 
24.遵照辦理。 
 
 
 
 
 
 
 
 
 
 
25.已更正。 
 
 
26.已更正。 
 
27.已修正。 
 
 
 
 
 
 
28.圖 120(圖 4-36)有劃設車

道化停等區。 
 
 
29.已修正。 
 
 
30.已修正。 
 
 
 
31.已修正。 

修正。 
22.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23. 同意辦理 
 
24. 同意辦理 

 
 
 
 
 
 
 
 
 
 
25.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26. 同意辦理 
27. 期中報告修

正版中車道

配 置 未 調

整，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28. 同意辦理 
 
 
 
29. 同意辦理 
 
 
30. 同意辦理 
 
 
 
31. 同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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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見 
交叉口改善設計圖中未畫

出。 
29. p.124 車道配置 “&”車道

指向標線改為…。&請修

正為國字。 
30. p.126 本研究為”交通安全

改善，為了”得知改善成

效…。改為本研究為得知

改善成效…。 
31. p.126 需”有”事前與事後

之差別以利比較…?改為”
了解”。 

第五章 
1. 第四章案例分析與改善計

畫建議參照第五章診斷程

序分析提出。 
2. 第五章建議文字敘述與圖

示置於同一頁，以利閱讀。

3. p.132，由本研”所”所提出的

路 口 機 車 肇 事 碰 撞 案

例…。更改為”究”。 
4. p.132，將提供”了”相關改善

方案之具體評估指標…?建
議刪除”了”。 

5. p.132，由於道路”層”級差異

常超過一級以上…?建議修

正為”等”。 
6. p.137，現況基本資料應包

括現況交通幾何特性圖（包

括路口的各個方向路寬、車

道寬度、標誌號誌形式、設

置位置）等。 
7. p.141，下表整理了”個”肇事

類型之肇事關鍵點…?修正

為”各”。 

 
1.納入參考。 
 
 
2.遵照辦理。 
 
3.已修正。 
 
 
4.已修正。 
 
 
5.已修正。 
 
 
6.納入參考。 
 
 
 
 
7.已修正。 
 

 
1.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2. 同意辦理 
3. 同意辦理 
 
4.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5. 同意辦理 
6. 期中報告修

正版未見修

正，請納入

期末報告中

修正。 
7. 同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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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F. 期末報告審查意見處理情形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MOTC-IOT-104-SEB004 混合車流情境之機車交通安全工程設計方

法研究驗證與推廣」  

期中   期末報告審查意見處理情形表  

執行單位：  國立台灣大學嚴慶齡工業發展基金會合設工業

研究中心  

104 年 11 月 25 日   

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見 

吳宗修

委員 

3.3 節主要探討傳統缺陷似乎可以

往前移? 
遵照辦理，會納入第二

章節 
同意辦理 

5.1 節前段為問題特性似乎可以往

前移? 
已修正至第二章 同意辦理 

(p.52)高雄市鐵道北路問題是停止

線與號誌位置造成，或是長下坡

道，請查明。 

長下坡為肇事主因，但

號誌位置設置不當亦

是交通工程設計不當

之案例 

同意辦理 

各案例或設計圖建議以前後比對

之方式，配合文字最佳。 
遵照辦理 
 

同意辦理 

3.3 節所揭示的創新改進構想，僅

相對少比例呈現，建議可調整。 
已調整 同意辦理 

3.3.2 小節與 2.4 小節有許多設置規

則引述重複，請調整。 
已與 2.4 小節整併 
 

同意辦理 

(p.107)潛在衝突指標對安全影響是

淨距，建議以右轉車右車身與直行

車左車身為參考點，以消除車寬的

變異影響。 

感謝委員意見，但受限

於電腦數位化軟體，僅

能以車身中心點表示

同意辦理 

4.3 小節事前事後比較分析可否做

統計檢定。 
遵照辦理 同意辦理 

圖 2-48 並非指向線，請修正。 已修正 同意辦理 

(p.144)圖 5-15 之後的圖內文字字

體應訂正為清晰的格式。 
遵照辦理 同意辦理 

(p.153)「機車可直接左轉」標誌請

加強說明係例外允許<道安規則有

原則性禁止規定>，以避免濫用而

導致反效果。 

遵照辦理 同意辦理 

準則可否加列綜合表，以利實務單

位易讀。 
遵照辦理 同意辦理 

完整準則可否考慮先有手冊當附遵照辦理 同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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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見 
錄。 

文字修正建議： 
1. (p.20,21)「試辦路口」請改為

真正路口名稱 
2. (p.22)「機車的路口」? 
3. (p.57)設置規則最新版本日期

與文獻清單要相同 
4. (p.125)問卷調查已完成，敘述

口氣應訂正符合 
5. (p.126)「已有效問卷」應改為

「以有效問卷」 
6. (p.154)「交通工程手冊」宜列

入文獻清單中，並同步修正格

式 
7. (p.120)「找不到參照來源」?
8. (p.113)「測」→「側」 
9. (p.173)審查意見處理情形表內

容可縮小行距，以節省篇幅 
10. (p.198)文獻格式要一致，更嚴

謹，版本要用最新，網頁可加

入最後瀏覽日期 

1~10 已修正 同意辦理 

林大煜

委員 

試辦計畫中增設「分流式標線」、

「停等區分流箭標」與「車道化停

等區」，建議於適當章節增設圖

例。 

已增設 同意辦理 

(p.82)試辦計畫中增設「紅色右箭

頭」，於設置規則第 203 條中並無

此號誌，由於影響交通安全甚劇，

建議依程序處理。 

文字誤植，已修正 同意辦理 

驗證改善績效方法中，本研究提出

「直行機車與右轉汽車與邊線距

離」、「潛在衝突指標」與「右轉汽

車與直行機車之衝突事件衝突數

與衝突秒數」等三項指標，建議可

增加「實際交通事故事前事後比

較」於 p.108 至 p.112，唯其分析應

在實施後一段時間，如一年後、二

年後。並且肇事型態之消長應請加

以分析。 

感謝委員意見，此部分

會納入後續研究建議

同意辦理 

針對各試辦地點之事前事後比較

分析結果地點列表，針對三項指標

加以比較，並作說明與解讀。 

遵照辦理 同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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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見 
(p.142-p.163)另有關路段與路口交

通安全設計準則之撰寫請依其架

構圖順序有系統之撰寫。並檢查是

否 有 不 完 整 或 遺 漏 之 處 。

(p.141-142)有關交通安全整體架構

圖本身之說明並不完整。 

遵照辦理 同意辦理 

錯別字修正建議： 
1. (p.3)第 6 行「施做」應修正為

「施作」 
2. (p.59)第 6 行「無法取的」應修

正為「無法取得」 
3. (p.69)倒數第 2,3 行「圖 74」應

修正為「圖 3-12」 
4. (p.70-71)各圖所提示的地點請

明確加以敘述(第四章亦有許

多類似的情形，亦請一併修正)
5. (p.80)第 10 行「面項」請修正

為「面向」 
6. (p.110)圖 4-29 圖例看不出來 
7. (p.114)倒數第 1 行「坐標」應

修正為「座標」 
8. (p.120)「錯誤!找不到參照來

源」請修正 
9. (p.125)第 4 行「擬」之用字不

當，請修正 
10. (p.136)倒數第 2 行「出路口」

應修正為「「出入口」 
11. (p.145)圖 5-16 評估流程圖之

箭頭流向說明不完整 
12. (p.165)第 2 行「混和」請修正

為「混合」 

1~12 已修正 同意辦理 

台北市

政府 

1. (p.16)車道指示標誌→車道預

告標誌 
2. (p.18)「對於機車停止線的設置

較無禁制作用」，語意不清 
3. 左側起向右劃設「置」路邊緣

石→至 
4. (p.41,523,54,57)報告書內提及

「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

置規則」請統一用詞 
5. (p.27)易發生「的」同向擦撞→

刪除 

1~~13 已修正 

 

 

 

 

 

 

 

 

同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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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見 
6. (p.33)影響交叉口左轉車流安

全的設計圖示，有關汽車之部

分，包括左轉專用道及左轉專

用號誌，或者採取允許式左轉

→語意不易理解 
7. (p.34,53)提及法規請統一敘述

原則 
8. (p.40)在已有左轉專用道之路

口，會引發的交通安全問題，

經常發生因為要進入左轉專

用道的變換車道所造成→語

意不清 
9. (p.42)設置車道指向箭標→指

向線。建議參考法規統一用詞

10. (p.42)建議設計方式 1 和 2(設
置車道指向箭標)內容重複 

11. (p.56)圖 2-65 慢車道影響「行」

右轉車靠右行駛→刪除 
12. (p.59)進行較為巨觀的分析，無

法取「的」交通工程設計與各

種肇事之間的關聯性→取

「得」 
13. 本研究將由[於]易肇事地點分

析改善作業的經驗過程中，採

用肇事診斷學的概念，在這種

肇事診斷學的作業程序中，包

括肇事碰撞構圖及改善措施

產生的步驟，透過這個過程，

有助於確認機車交通安全改

善所需的交通工程改善措

施，及設計準則的要求→語意

不易理解 
14. (p.69)左轉導引線→轉彎線? 
15. 圖 74 所示→如圖 3-12 
16. (p.70)因為在機車直行停等區

的劃設目的，是提供機車可以

提前到車隊的前面，可以優先

紓解→過於口語 
17. (p.77)而直進機車可以行駛於

內側，以避開與「直行」機車

發生同向右轉側撞? 
18. (p.109)所需最小寬度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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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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所示 

19. (p.111)在右轉側撞衝突類「行」

中→型 
20. (p.112)「儘」採本研究提出之

試辦計畫相關內容為原則→
僅 

21. (p.120)錯誤!找不到參照來源

→請刪除 
22. (p.122)駕駛人未必「布」→不

23. 因報告書為黑白列印，建議可

補充標誌標線的顏色及規格 

 

 

 

 

 

 

14.此敘述為左轉導引

線 

15~23 已修正 

 

 

高雄市

政府 

改善方案若有建議取消慢車道，如

近路口處設有公車停靠區，是否配

合修正，如 5.1.1 小節，調整準則

如何評估？ 

建議近路口處若有公

車停靠區，移至離路口

30 公尺以上 

同意辦理 

臺中市

政府 

1. 報告書僅列臺中市 3 處路口，

建議補充其他試辦路口的改

善成效。 

2. 事後分析方法可否加入較簡

易之檢定分析方法，方便實務

單位做後續追蹤。 

3. 臺中市向上文心交叉口已改

為機車直接左轉，但民眾不習

慣，又因此交叉口為號誌輪

放，因此並無明顯衝突，建議

直接左轉準則內容補充相關

號誌配套。 

1. 已補充，但僅選取

PET 和衝突比率指

標來做分析 
2. 遵照辦理 

 
3. 遵照辦理 

 

同意辦理 

新北市

政府 

建議系統化分析，分類情況與改善

方法做整理，以利實務單位應用。

遵照辦理 同意辦理 

運研所

運輸安

全組 

第一章 

(p.10)，1.1 節第一段，”機車安全的

駕駛環境…”，建議改為”機車的安

全駕駛環境…” 

遵照辦理 同意辦理 

第二章 
1. 2.1 機車肇事型態與交通安全

分析，敘述各肇事型態與事故

1. 已統整至第五章

2~17 已修正 
18.並非左轉專用時相

19~20 已修正 

同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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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見 

肇因的關係。3.1.2 肇事碰撞構

圖之應用，敘述各肇事型態與

改善方式/檢核項目的關係。

4.1 試辦計畫說明，敘述試辦地

點的各肇事型態與改善方式。

如此將”事故型態-事故肇因-

改善方式”的架構分述在不同

小節中，似乎過於零散，且不

同小節間恐有彼此矛盾的描述

發生。 

2. (p.17)，圖 2-7，號誌時制車種”

化”，似為漏字。 

3. (p.17)，其中可分為快慢車道分

離、機車優先道、機車左轉專

用道”，”等分流方式。建議議

刪除”，”。 

4. (p.18)，機車直行”待停”區，建

議改為”停等”。 

5. (p.18)，補充說明”像是設置機

車專用道時的紓解情形”為何

種紓解情形? 

6. (p.19)，第 1 段第 1 列，”車停

等…”，似為誤植。 

7. (p.19)，第 2 段”…此種集中在

車輛前面的停等現象…”與前

方文字敘述無關? 

8. (p.20)，圖 2-12，設有右轉專用

道之路段應不會在其前方設置

機車停等區，請確認是否確實

為右轉專用道。 

9. (p.21)，圖 2-13、14 的試辦路

口，地點為何? 

10. (p.22)，並無法避免此類肇事的

增加…語句不順。 

11. (p.23).則會引發變換車道…語

句不順。 

21.兩者皆是 
22~24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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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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p.26)，以致容易造成停等區機

車與”直進車輛”產生車禍…，

何向直進車輛。 

13. (p.27)，最後一段與圖 2-21，”

機車須早開 10s 以便免予左轉

車流衝突”應該是解決方法，不

適合放在案例說明裡。 

14. (p.28)，亦造成停等於待轉區之

機車與”直行”之機車交叉撞。

直行為何向? 

15. (p.29)，”若設置機車兩段式左

轉，容易造成機車直接由道路

之外側車道左轉”…，語意不

清。 

16. (p.31)，而且設置於右側亦造成

停等空間不足，易造成擁塞情

況發生。請說明為何有停等空

間不足之問題? 

17. (p.33)，尚須考量道路”寬度”

是否能提供…，請確認是寬度

或是長度。 

18. (p.33) ， ” 在允許式左轉時

相”…，允許式是否等於專用，

若為專用，建議改為專用。 

19. (p.33)其結束方向之綠燈與啟

動方向...這兩種情形皆會造成

對向側撞。語意不清 

20. 圖 2-34，圖標最後面之”第一

章”是否誤植? 

21. (p.35)，左轉汽車利用”汽車間

距”通過路口時…。汽車間距為

空間或是時間上間距? 

22. 圖 2-44，刪除多餘線條與資

訊，請一併檢視其他圖是否同

有此問題。 

23. (p.41)，易造成”直行車輛”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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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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路口處才進行車道切換，造

成同向直行擦撞發生。與前述

為左轉車變換車道有所矛盾。

24. (p.57)，”2-67 所示：”文字移至

前頁。 

第三章 

1. 3.2 事前事後分析方法，針對”

衝突時間”與”衝突參數-碰撞

時間 ”2 中方法進行文獻回

顧。但 4.2 驗證改善績效方法，

使用”直行機車/右轉汽車與邊

線距離”、”潛在衝突指標”、”

衝突事件與衝突秒數”等 3 項

指標進行分析。幾無對應，且

分散於 2 章節中。 

2. (p.62)，”由於紅燈時間不足使

左轉車輛無法通過路口”。語意

不順，且於紅燈時間通過路口

之原因為何? 

3. (p.69)，所提到圖 74，請補充

位於何處？無法從圖見到所描

述的情況。 

4. (p.73)圖 3-18 請補充相關路口

名稱。 

5. (p.74)圖 3-19 非常不清楚，請

依照圖 3-18 繪製清晰並補充

指北、路口名稱。  

6. (p.76)倒數第二行劃分島?請補

充確認。 

1. 已統整至第四章

2. 已修正為”介間時

間” 
3~5 已修正 
6. 已修正為快慢分

隔島 

同意辦理 

第四章 

1. 試辦計畫的內容與相關說明請

納入，附件請列入試辦計畫

書。 

2. 試辦計畫的新式標線尺寸請予

說明 

3. 各路口改善措施中已施作予未

1.詳細試辦計畫內容

與相關說明詳見附件

2.已補充至 3.5 小節 
 
 
3. 遵照辦理 

 
 
 

同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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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見 

施作的項目請予以區分，且已

施工項目與日期請補充，如未

施做，是否可補充說明何者未

施做，原因為何？ 

4. (p.81＆p.82)圖 4-1＆圖 4-2 請

參酌後續改善方案圖重新標

繪，兩者圖無法看清楚。字體

與圖皆不清楚。 

5. (p.81～p.107)中，碰撞型式區

分為 A、B、C 與改善圖後標

示的 A、B、C 三者似乎無法

連結，請依照碰撞型式說明改

善的策略為何？（例如改善

A：標誌、標線有哪些，號誌

為何？） 

6. (p.81) C.號誌 6.(試辦計畫)紅

色右箭頭燈號非試辦計畫內

容，請釐清。 

7. (p.84)圖 44 有改善路口交角與

轉彎半徑，但是改善圖看不出

如何改善（例如轉彎半徑為

何 ？ 改 善 的 槽 化 劃 設 如

何？），請補充槽化圖劃設尺

寸，以確認符合轉彎半徑要

求，路口交角調整為多少？ 

8. (p.85～p.87)的圖 4-5～圖 4-7

請配合指北方向調整圖方向

（指北朝上），比較易於比對現

況。（可不用加註橋圖框，反而

遮住車道相關幾何特性寬度

等）。 

9. (p.88) C.”左轉穿越側撞”是否

為誤植 

10. (p.89~p.90)圖 4-9&圖 4-10 國

光路北側車道請延伸佈設請補

充，復興路西側外側車道如何

4. 遵照辦理 
 
 
5. 標號誤植。因單一

個改善策略可能

會對應數個碰撞

型式，因此後續仍

以道路工程、標誌

標線、和號誌做改

善方案之說明 
6. 已修正 

 
7. 已補充 

 
 
 
 
 

8. 遵照辦理 
 
 
 

9. 已修正 
 

10. 遵照辦理 

 
 
 
11. 因此路口為臺中

市前 20 大易肇事

路口，顯示目前路

口的幾何設計、標

誌標線等工程不

符現行交通狀況

與駕駛人需求。且

因捷運完工前的

肇事，仍需要被重

視，因此目前改善

方案為依照現行

交通狀況所做的

改善對策 
12. 遵照辦理 
13. 此為中華夜市占

地空間 

 
 
5.為免讀者誤解

碰撞形式與改善

措施的 A、B、C

有對應關係，建

議使用不同的編

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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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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佈設未交代（直進？右轉？直

右？），另外；國光路南往北向

設置左轉待轉車道過長，容易

與對向直進車流衝突發生，請

檢核！ 

11. (p.93～p.96)試辦地點選擇文

心路工區較不適當，因為工區

隨著捷運施工階段而有所改

變，建議檢討此二處路口。 

12. (p.98)圖 4-18 忠明南路西往東

左轉待轉車道與對向直進車流

直接產生衝突點，請檢討。p.90

圖 4-19 亦同。 

13. (p.103)圖4-23公園路北往南除

兩個車道外，外側空間為何？

路肩？請以尺寸標示其車道佈

設與方向。 

14. (p.106)圖4-26三民路西向東左

轉崇德路車流相當高，建議增

加左轉轉彎輔助線（如同前述

改善分析），另外三民路西向左

轉車道寬度為何？幾車道？請

補充車道寬度尺寸。 

15. (p.107)圖4-27長期改善有提到

號誌時相計畫調整，建議提供

現況號誌時相計畫，如果可以

調整是否可提前短期改善計畫

實施，建請一併考量。  

16. (p.120)出現”錯誤!找不到參照

來源”…。請修正。 

17. 4.2 節與 4.3 節對照不起來，4.2

節中表 4.1 錄影共有九處路口

二十個方向，可是 4.3 節事前

事後暨比較分析結果僅有三個

路口。其中 431 節有 1.博愛一

路十全一路口北側，不見 2.？

14. 已於標誌標線第

6 點改善方案說

明 
15. 號誌時相計畫調

整為並非長期改

善方案 
 
16. 遵照辦理 

 
17. 已補充，但僅選取

PET 和衝突比率

指標來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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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見 

其他處次方向的比較分析？沒

看到。結果如何無從判斷比

較。 

第五章 

1. 第五章的肇事分析、肇事診斷

學等，是否應融入前面章節

中。另準則內容大部分與前述

試辦成果無涉，是否有其他研

究成果支持，應予敘明。 

2. 第四章試辦地點的肇事分析，

對 5.1.2 肇事診斷中”判定肇事

碰撞起因”的分析闕如。 

3. (p.136)圖 5-4 的肇事診斷過於

簡化，請說明係針對機車肇事

（或其他）分析診斷，尤其是

判斷肇事起因過於簡化，選取

改善措施也是，幾乎完全忽略

人、車、路三者因素。 

4. (p.141)圖5-13的架構圖與後述

的文字內容及章節內容皆不相

符。 

5. (p.144) A.市區道路的第一段

第 1 列最後”…機車交通量機

車”，是否誤植。另第 2 列”若

機車肇事率大於…門檻值”，語

意不清。 

6. p.145 圖 5-16 流程圖中遺漏

箭線。 

7. (p.151)圖 5-22 與標題（2）機

慢車優先道不符，由於自行車

僅能行駛慢車道，因此；劃設

機車優先道應考慮慢車通行，

如果改為機慢車優先道，應配

合修正。建議以圖示為優先，

因為標線（字）過多會影響機

車與自行車行使的安全性（易

1. 遵照辦理 
 
 
 
2. 各肇事型態的判

定過程已於第三

章及第四章試辦

路口說明章節補

述。主因皆為標誌

標線號誌相關設

施，未能配合路口

交通需求所致。

3. 已修正圖例 
 
 
4. 已修正 
 
 
5. 已修正 
 
 
6. 已修正 
 
7. 遵照辦理 
 
 
 
 
 
8. 遵照辦理 
 
 
 
 
 
9. 遵照辦理 
 
 
 
10. 已修正 
11. 建議上游路段搭

同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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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見 

打滑）。 

8. (p.152)圖5-23是否加註車道寬

度的標準，因為車道過寬會造

成行車的自由度過高，反而容

易造成同向車流的側撞或擦

撞。且圖中機車進入停等區導

引標線建議移除，以免混淆。

9. (p.156)，5.3.2 節中的門檻值為

PCU，由於轉向路口的車種

PCE 都不同，因此；建議增加

一張不同車種的轉向 PCU 對

照表。 

10. (p.159)圖 5-29，機車停等區內

無小箭標。 

11. (p.160)，圖 5-30 為機車二段式

左轉的兩車道配置，其中於內

側車道繪製機車停等區，是否

造成機車綠燈亮時誤認可直接

左轉，請再予以斟酌考量。 

12. (p.162) 圖 5-35，丁字路口為何

有直行小箭標 

13. (p.164)，4.綠燈介間時間，第 4

列”…則與交通安全有直間關

聯…”，是否誤植。 

14. (p.141)，下表整理了”個”肇事

類型之肇事關鍵點…?修正為”

各”。 

配標誌牌 
 
12. 已修正 
 
13. 已修正 

 
14. 已修正 

第六章 

1. “建議”應提出後續在第五章的

準則架構中需要繼續進行研究

的項目與方法，並提出優先順

序。 

2. (p.166)，”不僅能夠使新設計路

口促進安全的設計方法…”。語

意不清。 

3. (p.166)，”針對肇事數量超過預

1. 遵照辦理 
 
 
 
2. 已修正 
 
 
3. 已修正文字敘述

同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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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見 

期的路口”。此意是否為原設計

路口時，即已經知道該路口預

期會有多少肇事數量? 

葉祖宏

主席 

1. (p.157)圖 5-11,5-12 請重新檢

視車道配置之門檻「直進車流

量」是否為多餘之指標。 

2. 建議報告書以期末簡報架構

重新撰寫 

3. 教育訓練亦為本研究案重要

成果，建議納入報告中。 

4. 部分補充內容可考量放入附

錄 

5. 建議加強第六章結論與建議

之內容完整性。 

6. 準則內容須以高實用性為原

則，並請將準則的整體架構作

更完整的考慮。 

7. 對於各項準則的內容應有所

依據或進行驗證，請團隊提出

後續驗證工作的規劃，例如：

(1) 新型交通工程設施需辦理試

辦驗證。 

(2) 既有交通工程設施的設置參

數如需進行變更，應對新舊參

數的影響效果進行調查驗

證。例如針對綠燈介間時間的

長短，可調查近似路口環境下

的各不同介間時間路口之車

流衝突狀況。納入 

(3) 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進行討

論。 

8. 建議研究成果對於設置規則

需要修正的部分，可提出建議

的修正草案。 

9. 機車左轉設計準則涉及與道

1. 遵照辦理 
 
2. 遵照辦理 
 
3. 遵照辦理 
4. 遵照辦理 
 
5. 遵照辦理 
 
6. 遵照辦理 

 
7. 遵照辦理 

 

 

 

 

 

 

 

 

 

 

 
8. 納入後續研究建

議 
 
9. 遵照辦理 

 

 
10. 遵照辦理 

 
 

 

 

 

同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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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

位審查意見 

安規則衝突的部分，請運安組

同仁與研究團隊共同檢討釐

清。 

10. 有關檢核表或指導原則等細

部成果的產生，建議納入後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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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G. 期末報告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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