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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交通管理政策白皮書

第一章緒論

1.1 背景說明

回顧國內機動車輛歷年成長情況，機車一直是我國數量最多

的機動車輛，過去 26 年間，機車數量成長了 11 倍，機車持有率

由每 18.24 人擁有一輛，提高至每 2.17 人擁有一輛，每戶則有
1. 62 輛，從民國 86 年起機車總數量史已超過 1 千萬輛。由於機
車存在方便性與經濟性，而廣被國人使用，但其操控穩定性與安

全性較差，因而衍生許多交通問題，因此，機車之交通管理工作

特別值得重視。

過去許多人認為:「機車為邁入小客車時代之過渡性交通工

具。」然而從我國機車數量成長過程觀之，機車並未因為國人大

量使用小客車而逐年減少，甚至消失，相反地，其數量仍然伴隨

著小客車數量之增加呈現緩慢成長 O 因此，認為機車為過渡性交

通工具之推論已不正確，然而長期以來，此一觀念已使得機車之

停車、行駛、與安全管理，以及機車在交通功能上的定位，一直

缺乏明確之政策來有效加以規範，致使機車所衍生的問題愈來愈

多，管理也就更加困難乏力。

雖然近年來，本部透過立法及修法，推動機車強制配戴安全

帽已初具成效，且機車投保強制責任險亦已於 88 年 7 月 1 日起
實施，然機車之交通管理包括行駛、停車、安全、監理、持有與

i 使用，及法令制度等，仍應建立整體性之架構以為政策推動的方

針，有鑑於此，實有需要釐訂一套完整的機車交通管理政策白皮



書 O 本書期透過機車之歷年成長趨勢與使用者特徵，針對機車使

用功能加以定位;並探討國內機車所衍生的交通問題現況與改善

對策;最後，依據問題改善的迫切性與可行性，研訂明確之短、

中、長期機車交通管理政策目標，以為本部推動機車交通管理工

作之準據。

1.2 機車交通管理政策白皮書的範園

本書之重點在於探討機車現階段與中長期之交通功能定位，

並針對機車交通問題現況提出改善對策，進而將相關對策依據問

題改善迫切性與可行性，落實為可具體推動之政策內容，故範園

包括:

1.機車歷年成長趨勢
透過機車與小客車數量的歷年成長率及平均持有率等資料，

分析機車使用是否會被小客車取代之趨勢?並針對機車在車輛性

能與使用上的特性，探討機車之所以廣被國人使用之原因 O

2.機車交通功能定位
從機車數量、使用者之經濟階層、機車使用所具有之經濟性

與方便性等優勢，以及大眾運輸替代使用之可能性等觀點，針對

機車使用在我國交通體系中，現階段與中長期所應扮演之交通功

能加以定位 O

3.機車交通問題現況與改善對策
針對機車所衍生之交通問題包括法規、行車秩序、停車、交

通安全、交通監理，以及持有與使用等六類進行詳細剖析，並依

據問題存在癥結，提出管理上的改善對策 O

是.機車交通管理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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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闡述機車交通管理政策之規劃原則，並依據問題改善迫切

性與可行性，研看了短、中、長期之機車交通管理政策目標 O 其中

短期目標皆屬可立刻推動事項，冀在 3 年內達成具體改善效果，
並詳列具體之實施要領與主辦單位，中長期目標因涉及增加機車

使用成本、部份限制機車使用措施，以及配合大眾運輸發展之策

略等內容，由於具有「因地制宜」性質，對於實施方法與時機之

研訂應更為審慎，故先提出執行策略與主辦單位，期由各主辦單

位因應各地方交通發展之不同，擬訂後績的實施，計畫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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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機車成長趨勢與定位

2.1 機車成長趨勢

機器腳踏車(以下簡稱機車)長久以來一直是我國數量最多

的機動車輛，從民國 60 年至 75 年間，機車占所有機動車輛比率

均在 80%以上(如表l 及圖 1 所示)，爾後雖逐年減少，惟近年來
仍維持占所有機動車輛近 2/3 的比率，而小客車所占比率逐年成
長至幾近三成 O 若再由平均年成長率、車輛持有率與每戶持有數

等資料觀之(如表2及圖 2所示)，民國60年之機車總數為 826 ，492
輛，平均每 18.24 人擁有一輛，每戶僅持有 0.3 輛機車，往後的
十年間，機車數量每年以近兩成之成長率急速增加，至民國 70
年時我國之機車總數已達 4，591，547 輛，平均每 4 人擁有一輛機
車，每戶持有 1.17 輛機車已超過一輛以上。民國 70 年以後，隨
著我國經濟之快速成長及高速公路全線通車所帶來之衝擊，國人

擁有之小客車數量急遞增加，機車數量之成長速率雖然受到影響

而大幅跌降，然而從民國 70 年至 77 年間仍然維持近一成之年增
加率穩定成長 O 民國 78 年起，機車擁有數量似漸趨飽和，機車

數量之年成長率出現，逐年下跌之現象，至民國 83 年降到最低，
年成長率僅為 2.1%。然而從民國 84 年起機車之成長速率又再度
攀升至慨，民國的、 86 年之年成長率更進而上升至 9%及仰，
而機車之總量更突破一千萬輛以上，平均 2.17 人即擁有一輛，

每戶則持有 1. 62 輛，數量十分龐大 O

過去二十六年間，我國所擁有之機車數量成長 11 倍，機車
持有率由每 18.24 人擁有一輛，提高至每 2.17 人擁有一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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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車種占機動車輛總數比例表

21.772

表 l

21，252

21，211

8.900

21598

21，294

20.120

20.836

21，485

21，734

21.528

21，698

18.790

13.724

車輛數

9，284.463

7.539 ，270

957.295

總數

8.426.863

8.696.045

5.413.407

2.347.298

機動車輛

14.273.465

13.201 ，471

12.377.084

11，856.528

11，268，253

10.611 ，037

10.051 ，565

83

82

84

85

81

79

80

78

77

76

75

70

60

65

的 115.310.9371 22，522⋯
註:機動車輛總數色括特種車輛。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處，中華民茵八十五年交通統計委覽，中華民國 86 年 9 月[1l。
交通部統計處，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交通統計月報，中華民國 87 年 4 月(2)。

年份
(氏國)

-6





表 2 機車及小客車歷年平均成長率與持有狀況表

機車

年份 人口數 戶數
γ子成(均長%)年率;三t車人有輛/率輯持)(氏圈) 數量(輛)

持鼠丸一、扯、

60 15，073，21612，715，540 826，492

65 16，579，73713，192，79412 ，009，689

70 18，193，95513，895，1961 4，541，547

74 19，313，825 4，360，647 6，588，854

75 19，509，082 4，489，3001 7，194，202

76 19，725，01014，644，8391 5，805，373

77 19，954，397 4，807，7141 6，337，596

78 20，156，58714，954，0751 6，706，076

79 20，401，305 5，094，1641 7，145，625

80 20，605，831 5，216，6121 7，409，175

81 20，802，622 5，344，6661 7，649，311

82 20，995，41615，484，6031 7，867，394

83 21，177，87415，635，9361 8，034，509

84 21，304，18115，805，2861 8，517，024

85 21，352，71816，007，4691 9，283，914

的 121，742，81516，204，343110，027，i71做三蚓 2.1711~;tii~'~14，403，9661義秒 I 4.94
註:民國 76年機車成長率不計，係因 76至 84 年車輛登記數校正後，與 75年前未作校正

資料差距過大 o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處，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交通統計要覽，中華民國 86 年 9 月。
交通部統計處，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交通統計月報，中華民國 87 年 4 月。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運輸資料分析，中華民國 86 年 5 月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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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機車車輛操作特性

相較於小客車數量的發展趨勢，機車的成長雖已呈現趨緩之

勢，但其總車輛數卻仍相當驚人，且已成為我國運輸系統中不可

或缺的一種運具，究其原因，不外乎機車本身之車輛及操作特性

與其所衍生出的使用特性所致。與小客車相較，機車車輛及其操

作具有如下之特性 (4) :

1.機車較小客車輕巧、短 IJ、(如表3 所示)，在操控時無論是
迴車、變換方向均十分靈活方便，停車亦非常容易。

2. 機車駕駛者之肢體動作對車輛的影響較小客車為直接，機

車操作時受到駕駛人重心影響甚鉅'因此穩定性較差。

3. 機車於低速時之加速率較小客車大，然高速時則不若小客
車(如表 4 所示)，因此在停等起動時，機車能較小客車快
速起動。

表 3 機車與小客車車輛特性比較表

靜正;時已古用品芳責“已久之 運動;時占用;面積心

機車/小客車 15%

38%
:駕敗者視線高度h

131%

23%

表 4 機車與小客車正常行駛速率及加速率關係表 單位:公尺/秒2

機車

小客車

2. 51

1. 61

2. 09

1. 47

1. 68
1. 36

1. 26

1. 14

O. 75
O. 94

0.44

資料來源:張堂賢，台灣地區泛機車問題研究之回顧與前瞻，中華民國 8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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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路考，而 50cc以下輕型機車甚至不需路考，而擁有其他
較高等級車種駕照者亦可直接駕駛輕型機車。

機車由於前述車輛及駕駛特性，在使用上具便利性與經濟性

等優勢，故大量被使用，也因而逐漸形成許多交通問題。

表 7 機車與自用小客車使用成本之比較表

一可

牌照干兌

燃料費

機車拉

1，260-1 日，200 元(視ii.缸量) I無 050cc 以下)1650 元05 卜250cc)
15400 元(25卜500cc)

常見 cc 數 (1，200cc 以上一3，000ccl110080 元(501-600cc)以下)之牌照稅汀，120-15 ，210 元|12::1040元(60卜1200cc
2，160-'15 ，720 元(視汽缸量) 1600-2，400 元(視汽缸量兩年一

徵)
常見 cc 數 (1，200cc以上一3，000cc
以下)之燃料費:4，800一7，200 元

舊制:基本保費 1，000 元(視|舊制:無
保險費|保額定)

(強制險) I新制:保費 2，038-7 ，379 元|新制:基本保費 765 元(自 88
(視性別、年齡及過去肇事記錄) I年 1月 1 日起實施)

燃油費 11日 0 元/公里(視率型新舊)10.6 元/公里(視車型科)

停車費 120-100 元/小時(普遍收費) 110~20 元/次(甚少地區收費)

保養費 /I，500 元/月(視行駛里程) 1200 元/月(視行駛里程)
修理費|視損壞情況而定|視損壞情況而定

折舊費|按車價百分比分攤|按車價百分比分攤
資料來源:何國槳，台北市機車違規行為與肇事特性分析，台北市交通安全促進會 86年度

專題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民國 86年12月(8J 及本研究整理。

2.4 機車交通功能之定位

從歷年機車成長趨勢觀之，近年來機車成長率隨著平均家戶

擁有數的提高有趨緩之勢，但仍維持小幅度穩定成長，甚至近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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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成長率又主現微幅增加的情況。機車並沒有如預期地為小客

車所取代，即使在大眾運輸系統較為發達的台北市，機車的使用

量仍然十分龐大，似乎大眾運輸工具亦未產生良好的替代效果，

探其主因即為相較於其他運具，機車其備方便性與經濟性的優

勢。這些優勢，部份是機車與國內交通環境本身的特性，部份則

是交通管理政策未能有效加以規範所致，使得機車管理陷入數量

越來越多，管理就越來越難，管理越鬆散更增加機車持有及使用

的惡性循環。

依據相關研究報告顯示圳，台北市機車通勤旅次占總旅次之

30% '若換算為車輛數所占比例將更高。交通部統計處調查資料

亦指出(女口表8 及國 6 所示)，機車主要用途為上下班、上下學等
通勤旅次合計占 55. 凹，其它主要用途如接送小孩、休閒娛樂、
購物及業務使用等亦超過 40% '顯示除集中性尖峰時段通勤外，

做為其他用途之比例亦不低，而同一資料來源亦指出(如表 9 所
示)，機車駕駛人教育程度高中(職)以下占六成九、平均個人月

所得約 2.8 萬，故平均而言，使用者為經濟上之相對弱勢者仍多。
若再以氏國 86 年平均 2.17 人即擁有一輛機車之現象觀之，與張
新立君 110)對於國內機車使用趨勢所作之推論: í在過去小客車數

量快速成長之過程中，機車擔當家庭主要運輸任務之角色已逐漸

由小客車加以取代;而機車也逐漸轉型成為低收入家庭之主要交

合計

100

其他

4. 2

購物

12.88. 95. 912. 6

洽公或業

務使用|接送小孩|休閒娛樂

表 8 機車使用主要用途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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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用途

百分比

(%) rH于三卅一;ι4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處，台灣地區機車使用狀況調查資料，民國 87年6月。





機車 1. 1 6. 92 1. 32 0.83 5. 24

--.-

小客車 I 7.4 I 29.~U 1.94 I 3.81 I 15.24
資料來源 :1. 張堂賢，台灣地區泛機車問題研究之回顧與前瞻，中華民國 82年5月29 日

2. 交通部統計處，民眾對陸上運輸狀況意向調查報告，中華民國 84年12月。

表 11 機車及小客車能源效率比較表

機車 I 34. I 181
小客車 I 10-12 I 383-811
大客車 I 3-4 J 113-146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運輸能源之研究，氏國 76年6月 (1ll 。

綜合上述各方面特性，在機車定位的考量上，目前因機車量

之龐大、持有與使用之經濟與方便性、使用者的經濟階層與主要

用途等因素，除非能讓機車使用者有充分的替代方式與足夠的選

擇，短期內機車持有與使用仍不易減少，現階段若以強烈抑制手

段限制機車的持有與使用，均會造成極大的街擊且不易施行。

但機車雖有其優勢性，且在運輸效率與能源效率均較小客車

為佳，惟使用上有相對安全性較差、承載量較少、適合的平均旅

次長度較短與總空氣污染量龐大等缺點，長遠來看仍不宜作為都

市交通之主要運輸工具，應發展以大眾運輸為主之運輸型態。因

此，中長期而言，機車的使用應逐步發展為:大眾運輸系統的接

駁工具、大眾運輸系統發達之都市化地區非通勤目的之使用，以

及輔助大眾運輸系統不發達地區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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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機車政策在策略規劃上，除延續運輸政策白皮書 (12)所

揭業強化機車使用管理之政策方向外，現階段尤應重視機車之安

全管理與間接節制使用機車之相關措施的逐漸成形，中長期策略

則應側重直接節制機車使用之相關措施與使用大眾運輸工其替代

機車之可行性。此外，在擬訂節制機車使用的相關措施時，亦應

一併考量減少其他私人運具的使用，由表 12 顯示，機車使用者
家中七成以上都有自用小客車 1 輛以上，擁有 2 輛以上者甚至占
機車使用者之二成(如圖 7 所示);而本人兼用其他交通工其者，

有 44. 3%仍使用家中自有運具，目前兼用大眾運輸工具者僅占

17.8% (如圖 8 所示)。因此，單方面節制機車使用，有可能造成
大部份機車使用者轉移至小客車而非大眾運輸工具。

以下先從機車持有與使用所存在相關問題進行分析，並針對

問題特性，與問題改善之優先性與可行性，研擬短、中、長期改

善策略，作為機車管理施政之依據。

29. 6
(4.3)(44.3)

百分比(%)
07.8)

70.4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處，台灣地區機車使用狀況調查資料，民國 87 年6 月。

百分比(%)

按本人是否兼到

其其主通工具柯:家干這其他
交通工具

一17一





第三章機車交通問題現況與改善對策

機車所產生之問題相當廣泛，包括交通、環保與產業政策等

範疇，而有關問題探討之論著亦時常可見，若從交通管理觀點出

發，所包含之內容可概分成法規、行車秩序、停車、交通安全、

交通監理，以及持有與使用方面等六類問題，茲分述如下:

3. 1 法規方面
1.機車適用規定不夠明確:公路相關法規中 h 3) ，包括:公路法、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等，對「機器腳

踏車」等的定位不夠明確，因而在執法時，容易發生法源的

解釋難求嚴謹，以致產生政府對機車管理乏力的現象。例如: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簡稱處罰條例)第三條中對

「車輛」的定義為「指在道路上以原動機行駛之汽車(包括

機器腳踏車)或以人力、獸力行駛之車輛 J' 由此定義來看，

機車係屬汽車之一種，因此處罰條例多未針對機車單獨規

範違規行為與罰則，僅第三十一條有關機車附載及安全帽、

及第四十三條機車危險行車及噪音等條文，有專門針對機

車的規定外，其餘內容均與「四輪以上汽車」共用。(如表

13)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以下簡稱道安規則) ，對於機車專用條

文通常以兩種形態存在，一種方式是同一條文中另列一

「項」作為規定，如第三十九條有關汽、機車檢驗項目規

定;另一種方式是單獨訂定一條規範機車，如第八十八條

機車附載，其他條文所稱「汽車 J 包括四輪以上汽車與機

車。(如表 13)

因此可發現，機車在觀念上多被認為是道路交通環境中

的附屬品，現行我國交通安全管理概念與有關處罰規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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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處罰條例與道安規則中含機車專用規定條文

處罰條的←企 j 概要-

第 31條|附載及戴安全帽
第 43 條|蛇行或拆除消音器

道妥規，;j!iJ·示:乙三之心于概要
第 11條|號牌規定
第 39條|檢驗規定
第 44 條|臨時檢驗
第 65 條|機車考照
第 88 條|機車附載
第 93 條|機車行車速度
第 99 條|機車行駛之車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o

展現性能與重型機車相距不大，故雖有輕型機車車種速限

30KPH(市區)及 40KPH(郊區)，以及在劃分快慢車道道路須行

駛慢車道之規定，在機車量龐大與路邊其他車輛干擾下，且

性能過度強化，輕型機車駕駛人往往無法依規定行駛，而執

法亦顯得困難乏力。因此，對於輕、重型機車管理上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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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區別，確實值得重新慎重思考 O

表 5 道安規則對輕重型機車管制規定差別比較表

第 3條
第 61 條

第 65 條
第 93 條

第 99 條

汽缸總排氣量 50cc 以下 o I汽缸總排氣量逾 50cc 0

已領有重型機車駕照以上|其他車類駕照不得直接駕駛

者，得駕駛輕型機車，無需|重型機車 o

再考驗 O

僅需筆試。|需筆試及路考 o

依標誌規定 o I依標誌規定 o

無標誌者: I無標誌者:
市區率種速限 30KPH 0 I 市區速限 40KPH。
郊區車種速限 40KPH 0 I 郊區速限 60KPH。
在未劃分快慢車道之道路靠|在未劃分快慢車道之道路靠

右行駛。|右行駛 o

在已劃分快慢車道之道路僅|在已劃分快慢車道之道路得
能行駛慢車道 o I行駛快慢車道，但在快車道

行駛除左轉外，應行駛最外
倒車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問題改善對策:

1.撿討處罰條例與道安規則中規範機車管理相關規定之適當性:
針對處罰條例與道安規則，將機車行駛車道、轉向、速限、

附載、停車，以及駕駛人考驗、車輛檢驗等規定，以及配合

機車特性所須規範之行為，檢討現行相關規定之適當性 O

2.研議輕、重型機車之定位與區別:
針對輕、重型機車行駛、考照、速度等相關規定與管理方式，

重新檢討與定位 O

3.2 行車秩序方面
1.路段中:機車缺乏合理行駛空間，其他車輛平擾與機車本身違規

行為產生行車秩序問題。

以下列舉機車行駛路段中所產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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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國現行道路使用之規劃方式，常規定機車行駛於慢車

道或右側車道，然因慢車道及右倒車道常受公車停靠站、

計程車上下客及路邊停車等之干擾，致行進不易，使得交

通不擁擠時，機車為求前進平順而常改行快車道或左側車

道 O

@依我國現行道路使用之規劃方式，交通擁擠時，汽車為求

取往前移動的機會，常改行慢車道或右倒車道，使得機車

的行進受到干擾。

@當機車因上述@而行駛於快車道或左側車道時，由於其車

輛大小與使用這些車道之汽車差異頗大，因此若夾於前後

二汽車間行進，則勢必倍感威脅，故常可見機車沿車道線

才于駛。

@機車常因道路擁擠而改行人行道，不僅嚴重影響行人的安

全及權利，且會破壞人行道舖面 O

2.路口:機車左右轉時與直行汽車形成衝突現象。
以下列舉機車行駛路口所產生問題:

@依我國現行道路使用之規劃方式，因機車兩段式左轉靜、由

交通主管機關視需要彈性設置，欲左轉之機車將面臨如下

@我國在現行道路使用方式及號誌時制設計的方式，常產生

直行機車與右轉汽車產生街突，或紅燈右轉之汽車因停等

機車之阻礙而無法右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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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改善對策:

1.示範性推動機車專用道及保障機車合理行駛路權:
推動汽、機車分道行駛，責成縣(市)政府，在機車交通量

大之路段且道路幾何條件適當處，示範性推動機車專用道與

評估成效，並逐漸增加機車專用道之數量與空間。對於機車

流量龐大，但不宜設置專用道之路段，且未以分隔島實體分

隔者，可考量以路面標記、標線區隔方式，利用外側車道保

障機車行駛空間，其他車輛除轉彎與停車外，禁止於路段中

任意切入，並加強取締其他車輛違規侵犯機車路權之行為。

2.全面性推動機車兩段式左轉:
修正道安規則與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相關規

定，律定機車應兩段式左轉之道路條件，加強宣導與執法的

配合，以減少汽、機車衝突。

3.研講機車專用停等空間與改善號誌管制方式之可行性:
除行駛中可設置機車專用道或利用路面標記、標線區隔方式

保障機車行駛路權，以達行駛空間分流之目的，對於機車在

號誌化路口之停等空間，以及號誌管制方式，亦可研議考量

採分流方式佈設，以減少汽、機車街突之可能性。

3.3 停車方面
1.建築物附設停車場:建築法規末考量機車停車空問需求。
現行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設置之數量標準，以內政部為中央

主管機關，非本部權貴範園，設置標準主要係依都市計畫法

令之規定，若未規定者，貝 '1依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篇第五十九
條之規定。然而建築技術規則所規範停車空間為小汽車停車

位，對於機車需求則完全未列入考量 O 因此，機車採路外化

方式停車的情形並不普遍，加上機車體積小，幾乎隨處可停，

使大多數機車停於騎樓、人行道、路邊，甚至違規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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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改善對策:

1.檢討騎樓、人行道與路邊之機車停放位置，以納入管理:
在停車供給有限前提下，短期內不易完全禁止機車停放於人

行道或騎樓，現階段務實之做法，仍宜有限度開放人行道及

騎樓供機車停放，並由各地方政府，檢討人行道及騎樓空間，

在不影響行人通行空間前提下，劃設機車停車空間以納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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吭 r，

理，長期而言，視當地路外停車供給之規劃進度，逐步加以

取消，以回歸處罰條例之規定;檢討汽車路邊停車格位，合

理分配汽、機車之停車空間 O

2.建立機車停車收費制度，以反應合理成本:
責成縣(市)政府，訂定合理費率標準'先進行機車路邊停

車收費之試辨，再逐步擴大收費區範園，以反應合理之使用

成本，並營造機車停車路外化之有利環境。

3.增加大眾運輸場站周邊機車格位，以利轉乘:
在大眾捷運車站、客運及公車站牌密集處、台鐵車站周邊，

規劃足夠之機車停車位，以利轉乘 O

4. 增加路外機車停車空間:
檢討現有路外公共停車場機車停車空間分自己狀況，配合機車

路邊及人行道停車收費制度之建立，提供機車適當格位 O 另

增加機車路外停車空間之根本作法，應協調內政部修正都計

及建管相關法令，建立路外公共與建物附設機車停車空間標

準。

5.加強機車違規停車取締與拖吊:
為建立公平的使用環境，無論是機車停車秩序的整頓，收費

管理制度的建立，以及停車路外化的逐漸實施，均有賴對機

車違規行駛人行道之取締、及違規停車取締與拖吊工作的持

續積極推動。另為建立效率化拖吊作業程序，應進行機車拖

吊技術研發工作

3.4 交通安全方面
依據民國 76-86 年中華民國統計要覽之交通事故資料顯示

(如表15 及圖 9 ) ，近年來總交通事故件數、死亡人數及受傷人
數從民國 76年起逐年下降，至民國 82年到達最低，民國 83-85
年略有攀升趨勢，民國 86 年又呈現下降，總體而言 z 道路交通

事故發生頻次並未產生明顯惡化現象 O 而以第一當事人為區分

之機車交通事故件數及死傷人數占總交通事故之比率，在民國 76



年約 40% '爾後逐年下降至民國 81 年約 20% '近幾年來約穩定
維持此一比率;若以交通事故之死傷人數中包含機車使用者(即

色含機車之所有當事人)觀之，則死亡人數占總交通事故死亡

人數之比率從民國 76-77 年超過 50% 以上，近年仍維持 45% 的
高比率，且死亡人數歷年來多為機車之第一當事人死亡人數之

兩倍以上，而受傷所占比率從早期亦超過 50% 以上，近年來約
占 35% 左右 O

從上述基本資料可發現，若僅以機車為第一當事人之「機

車交通事故」觀察機車事故嚴重情形，對於因使用機車而造成

之死傷數將會低估，因此，欲探討機車歷年使用之安全狀況變

化，死傷頻次資料仍應包含機車之所有當事人。另在比較車種

安全性時，必須加入曝光量概念，方具有一致性比較基準，得

到的結果也較正確。目前並沒有適當的汽、機車曝光量資料，

以作為分析歷年來機車使用安全性變化之標準，惟從汽、機車

數量之成長率、行駛路權與平均旅次長度差異性之觀點，應仍

可進行初步推論 O 由於國內部份道路如高速公路、快速道路，

甚至市區道路部份車道禁行機車，使得汽、機車在肇事型態、

事故傷亡頻次與部位的呈現上均會有所不同，且隨著許多新建

。之高快速道路陸續通車使用，促使近年來汽車使用之大量增加，

亦將增加汽車行駛之曝光量，且汽車因特性之差異，平均行駛

里程數較機車多兩倍以土，年平均成長率亦較機車為高，因此，

機車數量雖仍呈現小幅成長，使用曝光量亦可能略有增加，但

歷年來汽車曝光量之增加量應、高於機車。

在汽車曝光量比機車增加為多之推論下，又因使用機車而

造成之死傷數占總交通事故之比例並未明顯減少，且觀察機車

行駛時在路段中與路口易與其他車種產生街突的現象、青少年

無照駕駛問題，以及超遠、逆向等違規行為隨處可見等，均形

成機車行駛安全潛在的危險因素，因此，歷年機車行駛安全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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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別針對機車事故主要受傷部位、高肇事族群與肇事

原因等重要機車事故相關特性，以及機車強制保險等進行分析。

戴安全帽
項目別

其他部位 小計 頭部傷害其他部位 小計

86/6-87/5 40.6 咱100.0 19.4 100.0
l'匕-c

85/6一86/5 41. 5 100.0 19.6 100.0
86/6-87/5 64. 3 啥100.0 46. 9 100.0

受傷
85/6-86/5 73. 0 100.0 53.3 吋100.0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處，強制民眾騎乘機車配戴安全帽實施前後機車事故分析，
民國 87年 2 月 13 日II日及本研究分析。

表 16 台灣地區騎乘機車有無戴安全帽交通事故傷亡部位比較表單位:%

表 17 台灣地區騎乘機車強制戴安全帽實施前後交通事故傷亡人數統計表單位:人

1.主要受傷部位:發生交通事故之機車使用者，傷於頭部、腳(腿)
部、手(腕)部及多處傷者居眾，以頭部傷害常為致死或重

傷的主因。從表 16 可見，從民國 86 年 6 月 1 日起實施機車

及附載人員強制戴安全帽之規定，不論實施前後，戴安全帽

死亡或受傷者，頭部傷害的比例均較未戴安全帽者低;另表

17 比較實施強制戴安全帽措施前後，死傷人數之比較，顯示
安全帽確有減少頭部傷害機會與死傷人數的效果，另依行政

院衛生署公佈資料顯示，自強制戴安全帽政策實施以來，一

年節省之醫療費用約八億餘元。惟目前戴帽率都會地區較

高，部份地區戴帽狀況仍不理想，未來仍應加強宣導與執法。

死亡 受傷
項目別 |頭部 其他

小計
頭部 其他

小計傷害 部位 傷害 部位

86/6-87/5 820 345 1165 305 387 692

85/6-86/5 529 654 I 1183
聽86前/.6同之8期71增5成比石實的話;發:l

可老&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處，強制民眾騎乘機車配戴安全帽實施前後機車事故分析，
民國 87年2 月 13 日及本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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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少年鯨臆駕駛嚴重:依據張新立君 (16)分析民國 75年到 80年的
事故資料中發現，無照駕駛機車發生事故的總件數占機車事

故總件數的四分之一，而無照駕駛中重型機車的比率達

21.慨，輕型機車的比率更高達 41.慨，其中十八歲以下之青
少年為無照駕駛機車肇事的最主要年齡族群，影響交通安全

最大 O 在已發生之交通事故中，學生騎乘機車之交通事故占

學生所有交通事故之死亡及受傷比例均甚高(如表 18)。

表 18 近年來學生機車交通事故統計表

學生交通事故|學生機車交通事故

年度V 死亡人數|受傷人數|死亡人數|受傷人數
76 I 341 I 972 I 180 I 543
77 I 318 I 848 I 179 I 479
78 I 331 I 739 I 202 I 405
79 I 317 I 545 I 178 I 288
8:0-1 265 I 419 I 147 I 219
8il 216 .， 313 ， 128 ， 139
82 I 187 I 178 I 109 I 93
83 I 290 I 366 I 193__J 160
84-1 216 ， 302 ， 136 ，_ 137
85 I 229 I 299 I 165 I 154
8-6' 233 ， .320 I 153 [ ~
資料來源:張新立、曹至宏，我圓機車交通事故特性分析與行車安全問題之

探討，民國 82年 6 月(16)及本研究整理。

此外，依林大煜君等 (17)分析氏國 83年到 86年嚴重交通事
故資料 (Al)，探討青少年無照駕駛的受傷與死亡情形(如表 19
及圖 10所示)。由表中的死亡率及受傷率(每一件交通事故的
平均死亡或受傷人數)顯示，未滿十八歲的青少年無照駕駛

車輛造成嚴重交通事故後，其死亡率及受傷率都幾乎遠高於

平均值(所有年齡合計) ，可以反應出未滿十八歲的青少年尚

未具有適當操控車輛的能力。而年渴十八歲至二十二歲的青



年，於駕駛汽車肇事後，其死亡率及受傷率都高於平均值，

但是於駕駛機車時，貝 11與平均值近似，顯見年滿十八歲至二

十二歲的青年多已具有操控機車的能力，但尚不熟習汽車的

操控方式。此外，除了年滿十八歲至二十二歲年齡層的死亡

率以外，年滿十八歲以上無照駕駛肇事的死亡率及受傷率都

高於持有合格駕照的駕駛人，此約略可以說明，經由駕駛訓

練及考照通過後的駕駛人，應比無照駕駛者更熟練於車輛的

操控及交通安全觀念，於事故發生時比較可以有效的降低傷

亡率 O

、守

~'d

可j
Ei 自

H

句多

~~

582

255

638

23
255
129

15
135
44

年齡

。-14
15-17
18-22
所有年酷

合計

重 I 0-14
型 I 15-17
機川 8-22
車|所有年發

合計

輕 I 0-14
型 I 15-17
機 I 18-22
車|所有年齡

合計

資料來源:林大煜等，青少年交通事故分析與交通安全教育島議 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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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觀念較為薄弱，亦常為交通事故的加害人，尤其是對行

人。因此，亟需保險制度以保障機車本身及其他用路人。原

強制第三人責任險係依公路法授權之行政命令辦理，惟其承

保範園較小，有關規定不夠周全，機車更被排除在外，新制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由財政部主管，已於 85 年 12 月公

布施行，而汽車已於 87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機車將於 88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茲將新舊制之區別以下表 21 列示 (8)。在保

費方面，機車第一年基本保費為 765 元，採固定費率，並未
考量從人之風險因素，未來應建立肇事之風險因子決定費率

結構，以確實反映肇事者衍生之社會成本。

表 20 機車肇事原因統計表 單位:件數

原事故因 違規: 未靠

的抖林紋抖峙克

超遠失 未依

悶鼎道悶鼎和⋯

未保 t 糊糊
沾沾

違反
r 少f一

糊畔在
⋯月1前可 啥古愕代叫蛇行 腎慌 肇事逃

超車間、
逆向 右行 拉

ι般純十

蜘i輯制w
躺抖抖 (特車號票草苦是色�

逸
行駛 h 駛事讓 叭

失控
-然

失當 管制內
九荒之

子

年份 一位 1茗宮之、丘淨 i咚考苓紗5少P 吵一 :那 吋 M 韶 i山叫 w
|會

、 、灰心一有⋯⋯

76 197 148 257 311 450 246 37 265 94 260 576 190 232 20 139 3422
9.:09 13.15 7..74 主7:60 16;~83 100百分比 5. 76 4. 32 7.51 7. 19 1.08 2. 75 5.55 6. 78 O. 58 4. 06

77 102 126 220 152 324 117 33 192 66 161 440 60 189 7 297 2486
8;'85 7.72 17午10 lE95 100百分比 4.10 5. 07 6.11 13.03 4. 71 1.33 2. 65 6. 48 2. 41 7. 60 O. 28

78 54 110 184 96 217 109 28 149 56 110 358 48 182 6 211 1918
9;59 11.31， 1K"67 9;49 1L.00 100百分比 2.82 5. 74 5. 01 5. 68 1.4'6 7. 77 2.92 5.74 2.50 O. 31

79 40 76 146 83 171 77 102 65 90 308 76 198 142 1588
9~19 10.'7τ 19;40 12.47 8;9 是 100百分比 2. 52 4. 79 5. 23 4.85 0.57 6.42 4.09 5. 67 4. 79 0.31

80 35 68 89 62 122 43 7 66 53 70 212 44 134 6 148 1159
.7~68 10.53 18129 11.56 12文77 100百分比 3.02 5.87 5.35 3. 71 O. 60 5. 69 4. 57 6. 04 3.80 0.52

81 15 43 49 40 88 46 3 43 36 39 138 29 82 。 65 716
ir?ã主 、12:29 19t27 曰:豆豆 r9~Ô8]100百分比 2. 09 6.01 5. 59 6. 42 0.42 6. 01 5. 03 5. 45 4.05 0.00

82 8 34 29 33 62 29 4 39 16 29 102 20 88 60 55 是

ri:Ï'9 ，7/04 1æ這L 115;88 10;;83: 100百分比 1.44 6. 14 5.23 5.96 5.23 O. 72 2. 89 5. 23 3. 61 0.18
83 27 30 39 52 79 51 2 29 35 64 139 30 86 4 79 746

10:59 1:8至58' 18長63 lh53; To!r~if 100百分比 3. 62 4.02 5. 23 6.97 6.84 O. 27 3. 89 4. 69 4. 02 0.54
84 25 35 37 70 48 26 4 23 50 70 121 39 102 64 715

9，.;79 /9.'~:7916j，92 14，27， f8~95伺 100百分比 3.50 4.90 5.17 6. 71 3. 64 O. 56 3. 22 6. 99 5. 45 0.14
85 21 36 41 62 58 20 3 33 47 79 129 36 98 2 56 721

8.60 FO.96 1千，，89 13;59 100百分比 2. 91 4. 99 5.69 .8.04:，2. 77 0.42 4. 58 6. 52 4.99 0.28 7. 77
註:各年份肇事原因前五項以灰底表示其百分比。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及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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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改善對策:

1.持續機車強制配戴安全帽執法與宣導工作:
列入警察單位交通執法之重點工作，並進行執法績效評比;透

過各類傳播媒體，宣導騎乘機車戴安全帽之必要性。

2. 配合財政部辦理機車強制責任保險:
依據「公路監理機關查核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案件作業要點」辦

理機車強制保險之稽查工作，以納入管理，同時在保險開辦初

期，加強機車路邊重點式攔查工作。另協調財政部在調整機車

保險費率時，依肇事風險之差別決定費率結構，以合理反映肇

事者衍生之社會成本。

3. 針對機車嚴重動態違規行為與特定族群加強執法:
列入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之重點工作。

針對機車超速、違規轉彎、行駛禁行車道，以及酒後駕車等嚴

重動態違規行為加強執法。嚴格取締青少年及學生無照駕駛機

車等特定族群，並研修處罰條例，針對無行為能力之 14 歲以
下青少年違規使用機車，處罰其法定代理人。

4. 加強一般民眾交通安全觀念、規定與處罰之宣導:
透過傳播媒體，重複宣導相關重要交通安全規定與罰則，並印

製文宣，分送各公、私機關團體，以及機車駕駛人頻繁經過處

(如監理單位、加油站等)。設計「機車安全週」系列活動，

推廣重視機車安全觀念成為全民運動。對機車駕駛人加強宣導

行駛中使用行動電話之安全危害，並研議法令限制與管理之可

才于f技法。

3.5 交通監理方面
1.車輛管理:管理單位對機車使用狀況與車籍資料之掌握，與實際

使用存在明顯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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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由於持有成本低，實際上的汰換速度頗為迅速。然而，

由政府逐年的統計資料，卻發現機車車齡甚高，而在歷年

二次汽機車換照期限(民國 76 年及氏國 84 年)前後，機
車數量亦均出現顯著之落差(表 22)，由此可推知「報廢
不使用且未繳銷號牌」的機車數量眾多。另由 86 年機車使
用狀況及不使用原因調查資料顯示(如表 23及圖 12所示)，
平均有 12.切的機車不被使用，原因係暫不使用、報廢或
失竊，其中失竊及報廢的機車為確定不再使用占 6. 跳，而
失竊或報廢之機車有 2/3 以上均未完成註銷或報廢之法定

程序。因此，目前對車輛監理的制度，並無法隨時確實反

映機車持有與使用之基本資訊，包括數量、車齡等，究其

主要原因，恐與機車僅有臨時檢驗規定而不須定期安全檢

驗有關。

表 23 機車使用狀況及不使用原因統計表單位:%

表 22 歷年二次汽機車換照前後機車數量比較表

換照前|換照後

5，958，754

8，517，024

7，194，202

11，878，066
資料來源:歷年交通統計要覽。

第一次換照(民國 76 年)

第二次換照(民國 84 年)

正 ia:f.< l總計 87. 5 12.5 6.2 2. 1 (33. 7) (66.3) 4. 2 (31. 8) (68. 2) 100.0

台北市 86.5 13.5 6.9 1.9 (8.3) (91. 7) 4. 7 (28. 6) (71. 4) 100.0

高雄市 87.5 12.5 7.7 1.4 (12.5) (8l5) 3.3 (28. 6) (71. 4) 100. 0

台灣省 87.6 12. 4 6.0 2. 1 (37.4) (62.6) 4. 3 (32.2) (67.4) 100.0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處，台灣地區機車使用狀況調查資料，民國 8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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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機車接受排氣槍驗及調修情況
有

5.7

未回答主

49.7

100

100

合計

0.4

21. 2

7~6

12.6

11.6

66.2

已調修

合格

80.4

不合格者之

調修狀況(%)

是否接受過

排氣檢驗(%)

被驗結果你)

其

汗

F
」ξt

?吭丸

A.弘
，"j女&
ε
，::，宗

1芯

吾彭i
E 固

1

主1

1斟.趴、

E

且斟.""-卑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處， r台灣地區機車使用狀況調查報告 J' 民國 86 年6 月'l19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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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駕駛人管理:青少年鯨贖駕駛嚴重，機車教育訓練與考贖機制未

受重視 o

@機車因易於操控，致無照駕駛的情形嚴重，前述無照駕駛

者常對於車輛之揉控能力較差，故肇事率較高，應加強管

理。此外，青少年無照駕駛嚴重，為有效嚇阻違規行為，

應對監護人或家長科以罰則，使其盡到管教責任 O

@以各車種駕照取得過程來看，除機車外，其他車類均存在

駕訓制度?雖非強制性要求，惟在可縮短考照時間與及格

率較高誘因下，多數駕駛人以參加駕訓班方式取得駕照，

透過此機制可對駕駛人施以交通法規、交通安全，以及安

全防衛駕駛等課程訓練。反觀機車考照部份，重型機車需

筆試及路考，輕型機車僅需筆試，完全不需接受一定課程

之訓練，因此，在機車駕駛人之教育、訓練與考照體制並

未落實之下，使得機車騎士的路權觀念、安全知識相對較

薄弱 O

問題改善對策:

1.研議委斜辦理機車定期檢酸:
參照環保署委外之機車定期排氣檢驗方式，針對相關檢驗項



目、罰則與違規取締之執行方式，研議機車委託檢驗辦法及

相關規定，辦理機車定期安全檢驗。

2.配合執行排氣定檢不合格機車牌照之吊扣:
針對排氣不合規定之機車除由環保署依空氣污染防制法處罰

外，並由交通監理機關配合牌照之吊扣，以落實執行效果。

3.加強青少年學生交通安全教育:
研製交通安全教育教材、教具及影帶;促請各級學效加強青

少年學生交通安全教育，使其成為學校教育之一環;以及委

託社教機構及民間社圈，以生動活潑方式辦理青少年交通安

全活動，如有獎徵答、徵文繪圖比賽，以及園遊會等。

4.研講機車駕訓教育與修正考照方式
檢討筆試題庫深度，結合最新修正法規內容，運用筆試機制，

使考照者熟悉處罰條例、道安規則與設置規則等相關法規，

以暸解用路人之權利義務;並檢討現行修正考照方式，研議

棋者.駕訓教育之可行性與進行方式。

3.6 持有與使用方面

前述各項問題包括法規、管理、安全、行為及交通環境

等，許多問題仍直接或間接與機車持有及使用量過於龐大有

闕，除機車本身方便性與經濟性外，許多地區大眾運輸系統

不普及，也促使機車持有與使用的成長。惟這些理由隨著部

份都市地區大眾運輸系統漸趨普及，外部成本應內部化之觀

念逐漸受到重視，以及機車使用在安全與其他方面之缺點，

使得我們應重新定位節制機車持有與使用之意義與內涵，意

即在提昇交通安全、運輸效率與環境品質前提下，探討節制

機車使用的可行作法與方式。以下針對機車持有與使用相關

問題進行分析，以瞭解對於中長期機車政策之影響，據此作



Ir

j 為研擬政策之參據。

1.外部成本未內部化:稅費低廉、停車隨處可停而不需付費、不
需定期安全檢驗所造成車輛安全問題、以及無照駕駛等違規

行為對交通安全之危害，均是機車明顯可見的外部成本。外

部成本未內部化之特性，增加機車持有與使用之誘因。

2.機車作為大眾運輸接駁運具比例過低:大眾運輸系統不夠發達，
與缺乏明確的鼓勵接駁措施，使機車作為接駁用途使用比例

過低(如表 25 及圖 13 所示)，無形中增加機車使用之平均
里程與頻率。下表顯示通勤旅次(占總旅次 55.7%) ，以機車
為接駁使用僅占 14.凹，而其中有近 1/3 係轉乘自用小客車

(此比率過高似與國人運具使用型態有差距，推測部份答題

者將輪換使用汽、機車行為當作轉乘。) ，因此，整體而言，

實際轉乘大眾運輸工具者不及一成。

表 25 通勤旅次(上下班、上下學)以機車為接駁運具統計表

台灣省 1 100 184.9 115.1 I 100 12.'i2-125.8 1'8' ，9. :116.719. 1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處，台灣地區機車使用狀況調查資料，民國 87年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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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自民國 80年起已實施世界最嚴格的二期排放標準，
目前的三期標準及預計民國 89 年實施之四期標準更趨嚴格，
同時環保署規定自民國 89 年 1 月 1 日起，內銷機車廠商之
電動機車銷售量須占國內總銷售量之仰，並利用「空氣污染

防治基金」補助民眾新購電動機車 O

另若與美國相較，民國 84 年我國主要私人運兵小客車
加上機車之每千人持有數為 582 輛(其中小客車 182 輛，機
車 400 輛)，已超過同一年美國的 531 輛(其中小客車 517 輛，
機車 14 輛)(2日O 且目前國內平均每戶機車持有率已達 1. 62
輛，若考量家戶組成中未達考照年齡與高齡者無法使用機車

之部分成員，機車的成長空間將十分有限，可預期未來購買

機車者，將以汰換目前使用之機車者居多。因此，國內機車

廠商之重心必將由內銷轉為外銷，並配合世界環保趨勢，不

僅須在機車耗能技術上有所提昇，亦須逐步提高電動機車之

銷售比例。目前電動機車存在最大問題，在電瓶技術、續航

力與車輛重量等方面仍有待突破。

問題改善對策:

1.反映機車合理使用成本:
配合前述停車問題之改善對策，全面性推動機車路邊及人行

道停車收費制度，並視路外停車空間增加情況，逐步減少非

大眾運輸場站周邊停車格位，並推動機車路邊禁停區，引導

停車路外化;另配合環保單位對排氣檢驗不合規定機車執行

牌照吊扣，以管理手段反映機車合理成本;對肇事率高族群，

增加強制保險費率，反應社會成本;檢討機車使用相關稅費

標準，以稅費手段反映機車合理使用成本。

2.鼓勵機車轉乘大眾運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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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大眾運輸場站周邊機車及腳踏車專用停車場，以鼓勵轉

乘，並在大眾運輸系統較為發達都市，逐步減少非大眾運輸

場站周邊停車格位，並推動全日或時段性機車禁行路線與禁

行區，營造大眾運輸使用之有利環境 O

3.發展大眾運輸取代私人運具:
落實大眾運輸發展方案及政策，在反映機車使用合理成本與

執行節制措施之同時，應一併考量汽車持有及使用成本(如

買車自備停車位政策，、提高稅費及停車費，以及強化執法效

果等)，使運具使用之移轉效果能有效流向大眾運具 O

4.鼓勵生產及使用高效能與低污染之機車:
透過政府既定環保與能源政策，適時修訂「車輛容許耗用能

源、標準及檢查管理辦法」等相關法令，要求機車廠商提高機

車效能;並落實行政院頒「發展電動機車行動計畫 f 持續推

動使用綠色交通工具一電動機車，取代高污染之二行程機

車(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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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機車交通管理政策

前章針對機車相關問題與對策，包括法規、行駛秩序、停車、

交通安全、交通監理，以及持有與使用等方面加以分析，本章首

先將闡述機車交通管理政策之規劃原則，再依問題改善之迫切性

與可行性，據以研訂短、中、長期機車交通管理政策之目標與策

略，以有效改善機車之交通問題 O

4.1 機車交通管理政策規劃原則
在政策原則之擬訂土，首應重視現況機車龐大數量如何進行

管理，再配合各地區大眾運輸系統發展程度之不同，由都市化程

度高者優先，逐步反應機車合理使用成本，增加大眾運輸使用誘

因，同時為防止對機車使用單方面限制，而轉移至其他私人運具

土之使用，亦應加重小客車之使用成本與限制 O 基於短、中、長

期機車管理政策目標與策略之三丁定，係本於上述理念規劃，茲將

機車政策具體原則說明如后:

1.強化機車安全管理，減少事故傷亡比率
因應龐大機車數量，落實安全管理措施，以減少事故傷亡

率至為重要 O 重點項目應包括推動騎乘機車戴安全帽、機車強

制責任保險、取締嚴重動態違規、青少年與一般民眾之交通安

全教育及宣導、機車定期安全檢驗，以及檢討考照方式等。

2.改善機車行車秩序，提供合理路權空間
基於機車長期以來缺乏明確行駛空間，形成許多行車秩序

與街突問題，在機車流量大與行駛速度高之道路，汽、機車分

道行駛將有助於秩序與安全之改善 O 因此，選擇適當路段，規

劃機車專用道或設置保障機車路權相關設施，提供機車族合理

路權空間，並明確規範機車應兩段式左轉之道路環境，以有效

改善機車行車秩序問題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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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頓機車停車問題，有效納入常態管理
停車供給面的不明確，與機車停車過於方便之特性使然，

使機車停車問題嚴重，短期內因路邊與路外停車供給量之不足，

無法完全排除機車停放人行道或騎樓，務實做法應在不影響行

人通行權之前提下，由各地方政府全面檢討人行道及騎樓空間，

提供機車停車空間以納入常態管理，長期並視路外停車供給狀

況，逐步減少機車停放人行道與騎樓之需求與習慣 O 同時並應

積極檢討路邊汽、機車停車格位分配之合宜性，以增加機車停

車供給量 O 此外，在停車供給區域之規劃上，為增加大眾運輸

j吏用誘因，應逐步增加場站周邊停車供給，並減少非場站周邊

之停車格位，以及配合加強違規停車取締與拖吊，以有效整頓

停車秩序。

4.建立機車停車收費制度，反映合理使用成本
對於合理反映機車停車成本方面，應依都市發展強度與大

眾運輸方便程度差異，優先選擇高度都市化地區，示範性辦理

機車路邊停車收費，推動機車停車付費觀念。並逐步擴大機車

停車收費區域範園，計劃性提高機車停車付費比例，並參照汽

車停車收費方式，依區域、流量、時段之不同，訂定差別費率，

以合理反映社會成本。此外，應持續加強違規取締與拖吊工作，

以維護公平付費環境。

5.增加機車路外停車空間，逐步引導停車路外化
先以公有路外公共停車場為主，檢討汽、機車格位分自己情

況，合理分配機車停車空間，並配合停車場周邊路邊及人行道

機車停車收費，逐步引導路外停車。積極協調內政部修正都計

及建管相關法令，建立路外公共與建物附設機車停車空間標準，

以有效增加路外停車供給，並俟路外停車空間增加情況，逐步

減少路邊與人行道之停車供給量。在費率訂定上，應採路外低

於路邊方式，以有效增加路外停車比例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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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加強機車轉乘誘因，增加大眾運具使用 1

規劃大眾運輸場站機車專用停車場，並增加場站周邊機車

停車空間，以利轉乘 O 另針對大眾運輸發達地區，計劃性減少

非場站周邊之停車格位，並示範性推動全日或時段性之機車禁

行路線與禁行區，視實施成效逐步擴大施行範園。

7.推動大眾運輸政策，節制汽機車使用並重
持續推動大眾運輸政策，並透過增加汽、機車持有與使用

成本，節制私人運具的使用，以營造大眾運輸之有利環境 O 節

制機車使用措施，包括前述機車停車付費制度、檢討機車使用

之稅費標準，規劃禁止機車停車區域範園、設定機車禁駛區域

措施等，在此同時，應一併推動小客車持有及使用之相關節制

措施，避免私人運具相互替代作用 O

8.研修機車管理法規，輔助政黨有效推動
適時檢討機車相關法規合宜性，加重機車嚴重違規行為之

罰則，並針對處罰條例與道安規則，修正用以規範機車管理之

相關規定，以明確規範機車駕駛人權利義務，並輔助政策之有

效推動。

4.2 短期政策目標

在機車定位之考量上，短期因機車數量十分龐大，具有持有

與使用之經濟與方便性之優點，許多使用者為經濟階層之相對弱

勢，以及主要用途仍為通勤之必要運具等因素，且許多地區大眾

運輸尚不發達，除非能讓大部份機車使用者有充分替代的運輸方

式與足夠的選擇，短期內機車持有與使用仍不易減少，現階段若

以強烈抑制手段限制機車的持有與使用，均會造成極大的街擊且

不可行。因此，短期目標應著重全國共同性機車管理問題為主，

對於中長期機車使用之限制或定位，須因地制宜為之，故短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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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將以強化機車安全管理，改善機車行車與停車秩序等方向著

自良 O

4.3 中長期政策目標

中長期而言，機車雖在現階段有其優勢性，惟使用上並未反

應合理成本，且存在安全性較差、承載量較少、適合行駛旅次長

度較短與總空氣污染量龐大等缺點，不宜作為都市交通之主要運

輸工具，應發展大眾運輸為主之運輸型態 O

另於都市層級與型態的不同，在大眾運輸的發展強度與時間

上亦有所不同，因此，機車使用對於不同縣(市)在定位上應有

所區隔，尤其對於提高機車使用成本與限制措施上，應以大眾運

輸較為發達之都市優先，另因都市地區通勤旅次往往尖峰性十分

明顯，造成交通問題也最大，對於機車主要作通勤目的使用者應

加以節制，例如全日或時段性限制大眾運輸系統沿線機車禁行道

路或區域，增加大眾運輸場站周邊機車停車空間，擴大其他地區

機車禁停之限制等 O 而對於大眾運輸系統尚不發達處，應在強化

安全管理與行車秩序前提下，作為輔助大眾運輸系統之使用 O 因

此，機車的使用應依據各地方交通條件之不同，逐步發展為:大

眾運輸系統的接駁工具、大眾運輸系統發達之都市化地區非通勤

用途之使用、以及輔助大眾運輸系統不發達地區之使用等方向。

配合都市地區大眾運輸系統之發展，應逐步反應機車合理使

用成本，增加大眾運輸使用之誘因，且為防止因對機車使用的單

方面限制而轉移至其他私人運具上之使用，此同時，亦應加重小

客車之使用成本與限制 O 就機車交通政策部份，中期目標應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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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反應機車合理使用成本，鼓勵機車轉乘大眾運輸工具，增加路

外機車停車空間等。而長期目標，應全面發展大眾運輸，限制機

車通勤使用，以及機車停車路外化等 O

綜合上述分析，短、中、長期三階段之機車交通政策目標如

后:

一、短期目標:

1.強化機車安全管理 O

2.建立機車行車秩序。
3.整頓機車停車問題 O

二、中期目標:

1. 反應機車合理使用成本 O

2. 鼓勵機車轉乘大眾運輸工具 O

3. 增加路外機車停車空間 O

三、長期目標:

1.發展大眾運輸取代私人運具之使用 O

2.減少機車之通勤使用 O

3.機車停車路外化 O

4.4 執行策略與實施要領
依據上述目標，針對短期目標所擬訂之執行策略與實施要

領，以及中、長期目標之執行策略列如表 26 至表 28 所示。其中

短期目標為希望藉具體改善措施之推動，期於三年內能達成改善

效果者，並應列為持續性推動之工作，因此，特依策略內容研擬

實施要領及督導與主辦單位;而中、長期目標因涉及增加機車使

華用成本、部份限制機車使用，以及配合大眾運輸發展的策略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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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對於實施方法與時機進行更審慎之研訂，且部份策略未來當視

短期目標之達成度加以調整檢討，以落實政策之可行性與延續性

的理想，因此，先擬訂中、長期目標的執行策略與督導及主辦單

位，由督導與主辦單位參照執行策略內容，研訂後續具體措施。

4.5 短、中、長期政策之實施原則
機車交通管理屬於都市交通管理措施之一環，其實施方式與

重點應隨著各地方機車使用情況、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其它替代

私人運具之使用狀況，以及各地方交通環境條件而有所不同，因

此具有「因地制宜」的特性，尤其在對於機車使用是否應進行限

制之管制措施上，不同地方未必具有相同的可實施條件 O 本書係

為建立全國性之機車政策，政策規劃重點乃考量改善各地方共同

性之問題為主，故將短期目標列為著重於機車安全、行駛、停車

等使用管理，此均為迫切且可立即推動之事項，應可列為全國一

致努力之最低標準，於三年期間內全面推動，並作為持續進行機

車管理之基本項目，且不因部分地方已具備中、長期實施條件而

終止，以使各級地方政府能夠共同正視機車使用之安全化、秩序

化與合理化之政策目標 O

對於中、長期政策目標，本書亦從提昇大眾運輸使用為改善

國內都市交通之重要方針的觀點，建議機車使用就長遠而言確應

與小客車等其他私人運具之使用同樣受到節制。至於節制機車使

用之方法，係從中期目標逐漸增加機車合理使用成本、鼓勵機車

使用者轉乘大眾運輸工具，及增加機車路外停車空間等，過渡到

長期目標包括以大眾運輸工具取代私人運具、節制機車之通勤使

用，及機車停車路外化等政策方向，並據以研擬推動之執行策略，

以作為後續施政之方針。惟就實施條件，由於各地方環境不同，

不宜訂定執行中、長期目標之統一期程，應視各地方大眾運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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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發展之成熟度與其特有之都市整體交通政策發展，作為是否由趴

短期目標進入至中、長期之判斷依據。因此，本書所研擬的中、

長期計畫內容之規劃原則為:

1.實施區域範圍之選定原則:
由於中、長期政策多為增加機車使用成本、直接或間接節制

機車使用、以及以大眾運輸替代機車使用之策略內容，因此，執

行區域必須依據各地方發展之不同而加以選擇。基本上，節制機

車使用之適用區域範園，預期將以人口數量多或密集度高之都市

地區為主，如直轄市、省轄市、或特定之縣轄市等。由於地方交

通主管機關為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故一般觀念皆以其所管轄之整

體區域作為探討範園，惟在推動節制機車使用時，若以發展均質

化之台北市實施較無疑義，但大部份縣市其人口與交通之發展多

不平均，如桃園縣之桃園市與復興鄉之差距，因此，未來各地方

政府在推動中、長期政策時，應由各直轄市或縣市依據發展狀況

之不同，選擇特定區域範囝進行規劃推動較為合理。

2.持續推動短期目標中之計畫項目與內容:
機車所衍生的行駛安全與秩序問題，由於係共同存在之全國

性現象，特列為短期目標，採全國一致方式推動，於三年期間內

全面推動，以使各級地方政府能共同正視機車使用管理問題，並

作為持續進行機車管理之基本項目，不因已具備中、長期實施條

件與否而終止。

3.短期示範計量項目逐步擴大實施範圍:
對於短期目標中優先選擇數縣市而非全面實施之示範計畫項

目(如機車行駛路權示範計畫、機車停車管理示範區等) ，若執

行試辦之結果證實有效，應逐步擴大至未實施之縣市加以推動。

尤其部份大眾運輸系統不發達處，由於未能立刻進入中、長期目

標，機車仍應定位為重要之輔助運具，因此，除短期目標之共同

實施項目應持續推動外，對於有效之示範計畫項目，亦應逐步擴

大其實施範園，以強化機車管理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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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長期階段之實施健件:
在考量機車交通管理政策之中、長期目標實施條件時，由於

中、長期政策著眼於配合大眾運輸之發展而節制機車使用，因此，

針對計畫實施之區域範園，是否有一定比率之大眾運輸工具使用

率，與足夠主大眾運輸供給條件，確為機車使用者能否部份移轉

使用大眾運具之重要關鍵，故實施條件主要可界定為大眾運輸系

統使用率(必要條件)與大眾運輸系統供給運能(配合條件)兩

項 O

@大眾運輸系統使用率:

從需求面判斷大眾運輸工具在都市交通中之使用狀況及機

車與其他運具所扮演之角色 O 以短途人旅次衡量目前國內大眾

運輸使用比率超過 30% 者僅有台北市，台北縣約 25% '至於

桃園縣約 20% ;而機車使用比率台北市約 30% '機車使用在40
%以下者除台北市外僅有台北縣、桃園縣與基隆市等縣市，其

他地區均在 40% 以上，其中高雄市高達 50% 以上，而在台東

及花蓮縣更超過 70% '顯示機車使用在大眾運輸系統不發達的

地方確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O 由於台北市之大眾運輸系統使用

率超過 30% '從其都市交通發展軌跡觀之，已逐漸產生可以替

代私人運具使用之條件，因此，以台北市為研訂條件之基礎，

建議機車中、長期政策目標實施之具體指標為:推動中期目標

實施之為大眾運輸系統使用率應達 30% 以上;而長期目標之實

施則以大眾運輸系統使用率應達 40% 以上為條件 O 由於此一指

標偉、直接反映都市交通中大眾運輸工具與其他運具之替代使用

關係與民眾對於大眾運輸系統之接受程度，故引為必要條件。

@大眾運輸系統供給運能:

大眾運輸供給條件之衡量，包括都市公車路網之密集度、

公車專用道之實施、大眾捷連系統之有無與完成度、以及各種

大眾運輸工具之最大運能等均會加以影響 O 在衡量大眾運輸系

統供給運能方面，具體指標建議為:推動中期目標以大眾運輸

系統(包括公車、大眾捷運、通勤鐵路等)運能之擴充能達總



人旅次需求之 40% 以上為實施條件;推動長期目標以大眾運輸
系統運能之擴充能達總人旅次需求之 50% 以上為實施標準。此，
項指標與前項大眾運輸系統使用率指標存在 10% 之落差，其主
因乃考量需提供較多之大眾運輸供給能量，方能吸納節制機車

使用所移轉之人旅次量，故列為進入各期程之配合條件 O

綜觀園內交通發展現況，目前除台北市及少部分縣市特定

區域(如台北縣中、永和市)外，就發展大眾運輸政策而言，

大部分縣市仍處於「創造大眾運輸供給為主 J 之階段，而台北

市及少部分縣市特定區域由於公車路網普及、大眾捷連系統亦

陸續通車，及大眾運輸使用率較高等因素，似已可逐漸進入「創

造大眾運輸供給與抑制私人運具使用需求並重」之階段，故對

於執行本政策之中、長期目標，台北市及少部分縣市特定區域

若能於近期內增加其大眾運輸之運能達到前項指標，可謂已初

具條件，將可依據本研究所訂目標逐步規劃推動，其他縣市對

於大規模節制機車使用則尚無條件執行。

依據上述規劃原則，綜整中、長期目標實施條件如表 26 所

可亡。

表 26 機車交通管理政策中、長期目標實施條件

必要條件:

大眾運輸系統使用率

配合條件:

大眾運輸系統運能

規劃範圍內總人旅次之
30% 以上

規劃範圍內總人旅次之
4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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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機車管理短期目標、執行策略與實施要領一覽表

1.強化機10持續機車間列入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交通部道安會|各級地方政府
車安全|強制配戴|全改進方案」之重點工作~ .----.'1內政部警政署
管理|安全帽執 I~定期抽查統計各縣市安全帽戴帽|內政部警政署|各級地方政府

'||交通部道安會
法與宣導|率，進行執法績效評比，據以獎懲 l

工作 Ia>透過電視及廣播媒體、海報文宣|交通部道安會|各級地方政府
等，宣導騎乘機車戴安全帽之必要
性 o

2) 配合財政 10)依「公路監理機關查核強制汽車責|交通部路政司|各級地方政府
部推動機|任保險案件作業要點」辦理機車強
車強制責|制保險之稽查工作 O

任保險 I~保險開辦初期加強機車路邊重點式|豆豆草草草書|各級地方政府
攔查 o I

@檢討修正「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J ' 1 I財政部保險司
對於已領有牌照未依規定投保者， I I交通部路政司
吊扣其牌照至投保為止，逾期者吊
銷汽車牌照 o.

3)針對機車 10)列入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交通部道安會|各級地方政府
嚴重動態|全改進方案」之重點工作。|內政部警政署

違規行為 I~針對機車超速、違規轉彎、行駛禁
與特定族|行車道，以及酒後駕車等嚴重動態|內政部警政署|各級地方政府

群加強執|違規行為加強執法。

法 Ia>奉格取締青少年及學生無照駕駛機|內政部警政署|各級地方政府
理 'L 0

@修訂處罰條例，針對無照駕駛及無 I I交通部路政司
行為能力之 14 歲以下青少年違規 I I內政部警政署
使用機車，處罰其關係人 o

4)加強青少 /0)研製交通安全教育教材、教具及影|教育部
年學生交|帶 o

通安全教 I~促請各級學校加強青少年學生交通|教育部
育|安全教育，使其成為學校教育之一

環 o

@結合社教機構及民間社圈，以生動
活潑方式辦理青少年交通安全活
動，如有獎徵答、徵文繪圖比賽，
以及園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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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織車管理短期目標、執行策略與實施要領一覽表(續)

5) 加強一般 ICD透過傳播媒體，重複宣導相關重要|行政院新聞局|各級地方政府I"" ~ ~ r: ~~ JYf'.~.a' ~ 'I~ 2- -<T'1" ""~ 30. -'"I交通部道安會|
民眾交通|交通安全規定與罰則。|交通部路政司自

安全觀
在、規定 IØ 印製文宣，分送各公、私機關團體， I交通部道安會|各級地方政府
與處罰之|或於機車駕駛人頻繁經過處所(如|交通部路政司

宣導|監理單位、加油站等)發放 o

6) 研議機車 ICD研議機車駕訓教育之可行性與進行
駕訓教育|方式。

何?于考 lø檢討現行考照方式及筆試題庫深
熙方式|度。

7) 按討輕、 ICD針對輕、重型機車行駛、考照、速
重型機車|度等相關規定與管理方式，重新檢

之定位與|討與定位 o

區別

交通部運研所

交通部運研所

交通部運研所

交通部運研所

交通部運研所

交通部路政司
內政部警政署

8) 研議委外 ICD配合環保單位對排氣檢驗不合規定|行政院環保署 l各級地方政府
I r~_ I~ ;-~: 1_ .'-1...~~.. ':' ;' - ，r__ ~ - -1交通部路政司

辦理機車|之機車執行牌照吊扣 o 自

定期檢驗 lø參照環保署委外之機車定期排氣檢
驗方式，研議委託辦法與相關規

定，辦理機車定期安全檢驗 o

@研議機車檢驗之相關槍驗項目、罰

則與違規取締之執行方式 o

2. 建立機 11)示範性推向請北、高兩市，選擇適當路段推動|交通部路政司|台北市政府，-'s. ;，;~ -~I ~~..tk l.L ~ ~ .-t; a:1 ..~ ~ ..:.-l::lL~ _ .:;，.e.";':n ~LI交通部運研所|高雄市政府車行車|動機車專|示範性機車專用道之試辨，並詳估 1:x...J ..t.!LØI....t.q;..，..JI rJl I

秩序|用道及機|其成效 o

車優先道
@請北、高兩市，在機車流量龐大但|交通部路政司 i台北市政府
不宜設置專用道之路段，以標誌、|交通部運研所|高雄市政府

標線區隔方式，禁止其他車輛於路

段中任意切入外倒車道，並評估其

成效。

@加強取締其他車輛違規侵犯機車路|內政部警政署!各級地方政府

權行為 o

@配合檢討修正機車行駛路權相關規
定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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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機車管理短期目標、執行策略與實施要領一覽表(續)

2)全面性推向檢討修正道安規則與道路交通標誌 I I交通部路政司
動機車兩|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相關規定，研議 I I內政部警政署
段式左轉|機車應兩段式左轉之道路條件，並
及檢討機|檢討機車停等相關規定 o

車停等相 lø配合規定全面被討交叉路口設置機|交通部路政司|各級地方政府
關規定|車兩段式左轉之標誌及標線設施 ~~I交通部道安會

並加強宣導與執法 o I內政部警政署

3.整頓機11)按討騎樓 IQ)請各縣市按討騎棲典人行道空間， I交通部路政司|各級地方政府
車停車|典人行道|在不妨礙行人通行前提下，暫時提
問題|機車停放|供機車停車空間，以納入管理，長

範園|期而言，視當地路外機車停車供給

之規劃進度，逐步加以取消，以回
歸處罰條例之規定 o

@加強機車禁行騎樓及人行道之宣導|交通部道安會|各扭地方政府
與執法。|內政部警政署

2)取消部份 IQ)請各縣市全面檢討路邊汽車與機車|交通部路政司|各級地方政府
汽車停車|格位分配之適當性 o
格位供機|
車合法停 IØ 優先選擇示範區，在機車需求量龐大!交通部路政司|各級地方政府
放|處，取消輛汽車停車格位供機車停

放 o

3)增加大眾 IQ)在大眾捷運車站、客運及公車站牌|交通部路政司|各級地方政府
運輸場站|密集處、台鐵車站周邊，規劃足夠

周邊停車|之機車停車位，以利轉乘 o

位

枷強取締 IQ)加強取締機車違規停車 o I內政部叫|各級地方政府
機車違規 lø規劃重點拖吊區，強化執法之效|內政部警政署|各級地方政府
停車與執|呆 o

行拖吊 iQ)機車拖吊技術效率化與停車設施立 I I交通部運研所
體化之研議。

5)示範性推向由都市地區優先辦理機車路邊停車|交通部路政司|各級地方政府
動機車停|示範性收費 o

車收費制 lø宣導機車停車付費觀念 01 交通部路政司|各級地方政府
度 I I交通部道安會

一54一



表 28 機車管理中期目標與執行策略一覽表

1.反映機車合 10全面性推動機車路邊及人行道停車收費制度|交通部路政司|各級地方政府
理使用成本

2)逐漸減少非大眾運輸場站周邊之機車格位， I交通部路政司|各級地方政府
示範性推動機車禁停區

3)鼓勵生產及使用高效能與低污染之機車

往)檢討機車強制責任保險費率結構

2. 鼓勵機車轉 10規劃大眾運輸場站機車及腳踏車專用停車
乘大眾運輸|場
工主L

2)示範性推動時段性機車禁行路線與禁行區

經濟部
行政院環保暑

財政部保險司
交通部路玫司

交通部路政司|各級地方政府

交通部路政司|各級地方政府

3)示範性推動腳踏車專用道，研議腳踏車替|行政院環保署|各組地方政府
|交通部路政司

代機車使用之可能性 l

3.增加路外機 10檢討現有路外停車場機車停車空間分配狀況|交通部路政司|各級地方政府
車停車空間

2)請內政部檢討修正都計及建管相關法令，或|內政部營建署|各級地方政府
|交通部路政司|協調各地方政府於擬定細部計劃或土地使用 I-^-..l.f.aOI.->>tr'>>À ~J I

分區管制要點等相關規定時，建立路外公共

與建物附設機車停車空間標準

***1台北市因大眾運輸發達程度較高，且相關配
合條件已較成熟，可將中期目標與執行策略

列入短期提前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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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機車管理長期目標與執行策略一覽表

1.發展大眾運 10落實大眾運輸發展方案及政策
輸取代私人

運具 12)增加汽、機車持有及使用成本

2.減少機車之 10全面性推動時段性機車禁行路線與禁行區
通勤使用

交通部路政司|各級地方政府

交通部路政司|各級地方政府
財政部

交通部路政司|各級地方政府

2)全面性推動大眾運輸場站周邊外之機車禁|交通部路政司!各級地方政府
停區

3)推動綠色交通工具以腳踏車替代機車之使|行政院環保署|各級地方政府
|交通部路政司

用|

3.機車停車路 10減少路邊與人行道機車停車供給
外4包

2)路外停車場依規定設置機車格位

3)建物附設停車空間依規定設置機車格位

***'台北市因大眾運輸發達程度較高，且相關配

合條件已較成熟，可將長期目標與執行策略

列入短期目標提前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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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路政司|各級地方政府

內政部學建署|各級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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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語

從民國 86 年起，國內機車登記總量已突破一千萬輛以上，
平均 2.17 人即擁有一輛，每戶則持有 1. 62 輛，數量十分龐大 O

近年來機車成長率雖然隨著持有率的提高略為趨緩，卻仍維持穩

定成長，機車的使用，未如預期地被小客車使用之增加所取代，

大眾運輸工具更未產生明顯的替代效果。究其原因，與機車在使

用上具有相對的經濟性與方便性有闕，部份原因係機車本身之特

性使然，部份原因則是機車的使用並未反映合理成本所致。

時等諸先進國家都市交通發展之軌跡，無不以大眾運輸系統為

發展主軸，而在人口密度極高且道路資源有限的台灣，減少私人

運具的使用，發展大眾運輸系統，無疑更應是改善都市交通問題

的重要方針。因此，機車雖有部份優點，惟使用上安全性差、承

載量少、適合旅次長度短與造成總空氣污染量龐大等缺點，長遠

來看，仍不宜作為都市交通之主要運輸工具。中長期而言，機車

的使用應依照各地方交通條件之不同，逐步發展為:大眾運輸系

統的接駁工具、大眾運輸系統發達之都市化地區非通勤目的之使

用，以及輔助大眾運輸系統不發達地區之使用等用途 O

研析台灣地區機車的交通相關問題，主要包括法規、行車秩

序、停車、交通安全、交通監理、以及持有與使用等六方面，均

與機車交通管理政策之制定息息相關 G 法規方面，包括機車所適

用之法規規定不夠明確、機車使用空間缺乏合理分配、以及輕重

型機車規定與實務管理存在落差等;行車秩序方面，路段中機車

受其他車輛干擾與本身違規行為、以及路口機車左右轉與直行汽

車形成街突等;停車方面，包括建築物附設與路外公共停車場未

考量機車停車需求、騎樓與人行道停車造成紊亂並妨礙行人之通

行權等;交通安全方面，主要受傷部位以頭部為致死及重傷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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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青少年無照駕駛情形嚴重、超速、違規轉向、行駛快車道，

與酒醉駕車等皆為肇事主因，以及機車保險問題等;交通監理方

面，包括車籍資料管理與實際使用存在明顯落差，以及有關駕駛

人管理之機車教育訓練與考照機制未受重視等;最後，在持有與

使用問題方面，包括外部成本未內部化、作為大眾運輸接駁用途

之比例過低，以及缺乏減少機車使用的明確措施等 O 針對上述問

題，本書均有相對應的改善對策以為因應，而建立具體的機車交

通管理政策，實為落實問題改善之必要手段 O

兼顧機車問題改善的迫切性與可行性，未來機車交通管理政

策的推動方向，短期內因機車數量龐大、具持有與使用上之優點、

許多使用者為經濟階層之相對弱勢，以及主要用途仍為通勤之必

要運兵等因素，且許多地區大眾運輸尚不發達，若強制限制機車

持有與使用，將造成極大街擊且不可行 O 因此，短期目標應以全

國必須且可以共同推動之強化機車安全管理，改善機車行車與停

車秩序等方向著眼 O

中長期政策之主要方向，應使機車之使用配合大眾運輸發展

政策，並依都市層級與型態的不同，與大眾運輸發展強度與時間

之差異，考量「困地制宜」之特性，對於提高機車使用成本與限

制措施，應以大眾運輸較為發達之都市優先，且應加以節制作為

通勤的機車使用。對於大眾運輸系統尚不發達地區，應在強化安

全管理與行車秩序前提下，作為輔助大眾運輸系統之使用。此外，

在減少機車使用的同時，應一併推動減低其他私人運兵使用之相

關政策，以避免機車使用大量移轉至小客車使用的可能性。因此，

中期目標應著重反映機車合理使用成本，鼓勵機車轉乘大眾運輸

工具，增加路外機車停車空間等;而長期目標，應全面發展大眾

運輸，減少機車通勤使用，以及機車停車路外化等政策方向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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