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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內 容

壹、緒論

貳、期中審查意見回覆

參、易肇事地點改善分析作業軟體

肆、易肇事地點改善作業網際網路教學

伍、易肇事地點改善作業之教育訓練執行

陸、結論與建議



壹、緒論

一、計畫緣起

二、計畫目的

三、工作流程



一、計畫緣起

為協助相關單位於改善易肇事地點時能有較好的應用工具，

乃延續民國91年完成「易肇事地點改善作業手冊之研訂」規

劃報告及「易肇事地點改善作業技術參考手冊」之研究成果，

搭配電腦應用軟體之開發，來進行教育訓練計畫。

二、計畫目的

1.參酌規劃報告中短期之規劃內容，開發手冊之電腦應用軟體。

2.以手冊及軟體為基本工具，佐以規劃報告之理論與技術說明，

針對可能執行易肇事地點改善之中央及地方政府單位，進行教

育訓練。



三、工作流程 計畫目標及內容確立

「易肇事地點改善
作業手冊之研訂」

規劃報告

易肇事地點
改善作業技術

參考手冊

肇事資料庫建立

92年道路交通事故
資料原始檔

歷年道路交
通事故資料

訓練手冊編印

程式編修與諮詢

教育訓練計畫安排

教育訓練計畫執行
期
末
階
段

92.7.1
~

92.10.31

92.3.12
~

92.6.30資料庫管理模式建立及
應用模式執行程式開發 期

中
階
段

　操作介面與執行程式編撰　

應用軟體開發及情境資料測
試

資料庫定期維護及
應用軟體操作
及故障排建議

地方道路安全
主管機關

中央單位道路
安全主管機關



貳、期中審查意見回應
1. 分析軟體之系統設計應符合使用
者需求，人機介面應中文化，另由
於未來系統操作人員可能有工讀
生，故目前許多需輸入之動作，請
儘可能改採點選方式進行資料輸
入。 

本軟體未來操作人員應為各改善單位
之專業人員，分析軟體將持續朝中文
化及點選方式進行。 

2. 除了統一單價外，建議加入一些參
考單價，俾利進行經費概估。 

將與主辦單位協商後決定是否加入。 

3. 由報告書中來看，資料應係由警察
單位提供，但似乎未見警察單位參
與，未來是否可邀警察單位參與。

本計畫未來教育訓練時，將針對實際
負責交通改善之單位人員進行訓練，
如交通部公路總局及下轄之養護工程
處、工務段以及各縣市負責交通改善
之單位。 

4. 目前警察單位在處理事故時，均係
於現場以書面調查完畢後，再回到
室內建立檔案，建議未來可採在現
場以 PDA方式記錄資料，回到室內
直接上傳即可。 

將於報告中結論與建議部份建議納入
後續計畫辦理。 

 



1. 目前北市較困擾之處為無人傷亡之擦
撞事故，並無相關資料，同時，以北
市之交通單位在肇事改善上，係多處
於被動狀態，常需俟警察單位公佈相
關易肇事地點後，才能進一步動作，
然而向警察單位索取資料亦困難重
重，就算取得資料後，常發現其中最
有用的資料係為事故現場圖部分，其
他資料則幾乎無法分析之資料；而取
得現場圖後，需以手工方式逐件調出
檔案、建立碰撞圖，故希望本計畫能
直接產生碰撞圖，則助益方較大。 

由於目前警政署無法提供事故碰撞圖
之電子檔案，是故本計畫之應用軟體目
前無法提供這項功能。 

2. 目前本案最大問題應為第一線員警處
理方式上，現場登錄時應多採勾選方
式，避免手寫，且選擇之內容應考慮
其可否正確無誤地判斷，如此方能有
利於後續資料分析應用。 

目前交通事故資料登錄方式是採手寫
事故資料之項目代號，未來將於報告結
論與建議部份納入此項建議。 

3. 本計畫完成後，系統係由哪個單位負
責建檔？中央或地方？警察單位或交
通單位？此課題需釐清。 

根據現行易肇事地點改善作業程序，原
始事故資料建檔部份由地方警察單位
負責，易肇事改善作業程序各步驟資料
則由各負責交通改善單位處理。 

 



1. 我們認為此系統需具預警效
果，而非累積一年資料後再行評
估處理。 

根據現行易肇事地點改善作業程
序，以一年期肇事資料為計算基
礎，目前原始事故資料提供時程若
可縮短則可提早改善。 

2. 本計畫雖限於資源僅能進行類
似種子教官之訓練，但因各縣市
之種子教官在接續進行縣內訓
練上，亦有其困難度，故建議改
善網上教學訓練之平台，未來開
放各縣市直接使用該網站進行
縣內訓練，因此分析軟體之介面
的親和度應提高。 

遵囑知悉，未來網際網路教學平台
於結案後交由運研所管理，屆時由
運研所視需求開放訓練名額，此外
將提高分析軟體之介面親和度。 

3. 未來受訓結束後真正開始使用
系統時，極可能會發現系統出現
問題，而屆時本計畫之合約已結
束，無法修改程式，此問題應予
以處理。 

根據合約內容，於結案後將提供一
年期之保固，故於保固期內系統發
生問題均提供編修及諮詢服務。 

4. 關於軟體使用者介面部分請再
加強，因目前並無法一眼便看出
一畫面的重點所在，如：簡報時
曾說某畫面會得出易肇事地
點，但時在無法一眼便看出何者
為易肇事地點。 

將持續加強軟體使用者介面。 

 



1. 報告書中一再談到分析過

程要納入A3類資料，但A3

類資料量龐大，是否真需要

放入應再審慎思考，若要納

入則亦應有其資料量龐大

的認知與相對應處理。 

報告書所指納入 A3類資料係

指本計畫開發之應用軟體中

預留處理 A3資料之程式及邏

輯。 

2. 目前資料庫中雖未能入圖

形資料，未來能否納入相關

圖形資料，因若能有此功能

會對實務單位幫助較大。 

本計畫中並無納入圖形資料

庫之工作項目，將於報告中結

論與建議中提出建議。 

3. 應補充說明訓練課程之成

效評估係如何進行，網際網

路訓練中之線上測驗是否

即為成效評估，此外，本計

畫之兩種不同教育訓練方

式間其實均有雷同之訓練

單元，如：成效評估等，其

間進行方式之異同應補充

說明。 

成效評估除各單元課程之測

驗外，將進行問卷以了解教育

訓練課程之學習成效以相關

建議，其之間進行方式異同將

於期末報告中補充說明。 

 



參、易肇事地點改善分析作業軟體

一、軟體功能
二、軟體使用環境與系統架構
三、軟體操作介面說明
四、軟體開發環境與驗收內容說明



一、軟體功能

■軟體功能

•年度肇事資料匯入

•肇事資料整併 資料分析與修正(人工)

電腦資料整併

　　　　　　　　整併組別調整(人工)

　　　　　　　　整併資料匯出

•各年度各縣市易肇事地點研判

•易肇事地點之優先改善順序

•肇事資料分析與統計

•單一地點改善措施之建議

•單一地點實際改善措施之輸入及修改

•單一地點改善成效指標計算

•整體區域改成效指標計算

•各類圖及檢核表之查詢及列印



■各程序電腦化情形

步驟

資料蒐集與篩選 資料蒐集 資料篩
選

地點定位 資料電腦化
處理

優先順序決
定

優先順序決定

易肇事地點研判
易肇事地點
篩選與判定

資料整併 指標合值

嚴重度
指標計算

指標值計算

改善方案研
擬

會　　　　
勘

危險事項
確認

改善方案確認

策略
研擬

經費概估
資料

蒐集與分析
改善方案

研擬

實地
現勘

工程執行作
業

工程發包 驗收與使用細部設計 工程施工

成 效 評 估 改善指標計算 改善成效評估
改善效果
計算

階段 程序

規
劃

執
行

評
估



二、軟體環境與系統架構
■軟體環境

考量系統執行順暢度及所處理之資料筆數，肇事地點改善分
析軟體所需系統環境如下：

作業系統：Windows 95、98、2000、NT

軟體： Microsoft Office

硬碟空間：2GB(至少)

記憶體(RAM)：256MB以上

中央處理器(CPU)：P4等級以上



■系統架構

資料庫管理
模組群

易肇事地點研判
模組群核

心

模
組

使用手冊
說明系統

肇事
資料庫

使用者操作界面（視窗化、表格化、選單化）模
組

操
作

(Delphi)

(Delphi)

(Html Help Workshop)

優先改善順序
模組群

肇事分析
模組群

改善成效評估
模組群

檢核與對照表
模組群

(InterBase)

輔
助
模
組



■系統架構 肇事地點改善分析軟體

資料庫
管理

事故資料匯入

資料統計與分析

指標值計算

易肇事地點研判

肇事統計與分析

肇因分析與改善措施

交通事故調查表

道路安全檢核表

改閃措施輸入/輸出

單一地點改善成效評估

整體改善成效評估

優先改善
順序

檢核與
對照表

易肇事
地點研判

肇事
分析

改善成效
評估

事故資料整併

整併組別調整

整併資料匯出

事故型態對照表

事故調查表之肇事風險影響因子對照表

現場研判之肇事風險影響因子對照表

道路安全檢核改善措施對照表

改善措施事故降低能力對照表

碰撞構圖基本圖

事故碰撞型態圖



■軟體畫面



■資料庫管理模組介面－事故資料匯入

匯入歷年肇事資料

Access檔案

InterBase資料庫中，

匯入同時並針對年

度肇事地點資料依

照路口、門牌號碼、

道路里程、平交道、

橋名、巷口、位置

敘述等進行初步分

類與顯示，並可進

行各分類統計分析。

三、軟體操作介面說明



■資料庫管理模組介面－資料分析與修
正

進行匯入肇事資料

之分析與統計，將

欄位資料進行統一

置換或是個別之修

正、更改其分類以

及肇事地點之地址

資料剖析不正確等

資料進行修正，以

作為後續事故資料

整併之用。



■資料庫管理模組介面－事故資料整
併

將年度之事故地點

資料依照路口、路

段整併原則進行整

併，並可列出整併

組別中肇事明細資

料以供檢核。並提

供顯示各年度已整

併之事故資料以及

刪除已整併之事故

資料之功能。



■資料庫管理模組介面－調整整併組
別

依照所選年度、

縣市以及分類顯

示電腦初步整併

之結果，並可依

欄位分別排序，

將欲整併之組別

進行人工整併。



■資料庫管理模組－整併資料匯出

將整併之肇事資

料依照年度、縣

市匯出，可選擇

匯出肇事整併組

別或肇事明細資

料、文字檔或是

slk檔案，供

後人工整併使用。



■易肇事地點研判模組介面

依照整併組別

之肇事資料進

行各項指標值

計算。

肇事整併資料

其指標值依照

各縣市、全國

等條件進行95%

門檻值的易肇

事地點判定，

並可將結果輸

出。



■優先改善順序模組介面

依照縣市、

路口、路

段等條件

進行易肇

事地點優

先改善順

序，並可

將其結果

匯出使用



■肇事分析模組介面－肇事資料統計分析

依照年度、縣市、鄉鎮

等條件篩選出肇事地點

進行各項肇事統計跟計

數、百分比等分析，並

可以列印或輸出作為其

他用途使用。



■肇事分析模組介面－肇因分析及改善措施建議
(1/4)

依照年度、縣市等條件

篩選出易肇事地點進行

肇因分析及改善措施研

擬，依據所選之易肇事

地點之道路型態以及主

要肇因進行肇事類型及

肇事風險因子查核，並

列出道路安全檢核表供

操作人員進行現場檢核，

檢核後可將結果輸入，

並依照道路安全檢核改

善措施對照表以及改善

措施事故降低能力對照

表提供該易肇事地點改

善措施之建議。

•選擇易肇事地點



■肇事分析模組介面－肇因分析及改善措施建議
(2/4)

•檢核肇事風險影響因子檢
核表



■肇事分析模組介面－肇因分析及改善措施建議(3/4)

•檢核道路安全檢核表



■肇事分析模組介面－肇因分析及改善措施建議
(4/4)

•建議之道路安全改善措施與事故降低能力表



■改善成效評估模組介面－改善措施與成效預估

可依照各易肇事地

點進行實際之改善

措施之輸入及輸出，

並將各改善措施記

錄於資料庫中，以

便往後做改善成效

時使用。



■改善成效評估模組介面－單一地點改善
成效

依照年度、縣市選

取易肇事地點進行

改善成效預估，並

可顯示各改善地點

改善後三年各項肇

事件數、肇事成本

等明細資料。



■改善成效評估模組介面－整體改善成效

依照年度、縣市或

全國進行整體改善

成效計算，並可顯

示及輸出改善地點

之改善成效指標明

細。



■檢核與對照表介面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

•事故碰撞型態圖

•道路安全檢核表



四、情境測試
■ 易肇事地點判定情境測試

•硬體環境：
CPU：P4 1.8G-M
記憶體：256MB
硬碟：30GB

•軟體需求：
系統：Windows 98 SE
軟體：Office 97、Interbase 

•輸入資料：民國90年之部分肇事資料(250筆)
•處理程序：用軟體中事故資料整併，進行指標值計算及95%     
門檻值之易肇事地點判定，並利用人工計算之方式進行對照。
•輸出結果：完全符合。



■情境測試流程



■電腦整併結果

共11組

指標合值



■人工整併計算結果

0.53520.20190.333327810100台北縣中和市民志街
與自治街

1

0.53520.20190.333327810100
台北縣永和市竹林里

竹林街與中興
路交叉口

4

1.07040.40380.666755620200台北縣中和市民生里
德光街30號8

1.33330.66670.666791820020台北縣板橋市信義路
80號9

1.33810.50470.833369525250台北縣永和市中正橋11

1.33810.50470.833369525250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
與景德街

2

1.33810.50470.833369525250
台北縣永和市網溪里

永和路與中興
街

3

1.33810.50470.833369525250台北縣板橋市南雅南
路1段113號10

1.60570.60571.000083430300台北縣湳興裡南雅西
路與環河路

5

1.60570.60571.000083430300台北縣中和市秀福里
秀朗路36巷2號7

2.00001.00001.0000137730030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
689號6

指標合值(CBI)相對嚴重度指
標值(SSI)

相對頻率指標
值(SRI)

財損事故
當量
(EPD

O)

肇事總次
數

受傷件
數

死亡件
數

肇事地點

整
併
組
別



•驗收內容

•分析資料庫、程式原始碼、封裝後軟體(檢附光碟)

•程式檔案內容說明

•軟體各功能對應說明

•原始程式碼編譯為執行檔程序

•程式安裝

•程式實機執行



•程式檔案內容說明

程式列印格式資料庫RPTFORMAT.GDB
程式資料庫ATCI.gdb
歷年肇事資料庫MOCKA.mdb
功能說明檔案名稱

•本系統資料庫格式有Ms Access(*.mdb)、
InterBase(*.gdb)兩種，mdb檔為歷年肇事資料格
式檔案，gdb檔為程式所使用的資料庫格式檔案。



•軟體各功能對應說明

單一地點 - 改善成效OneImpResultFrmOneImpResultFor
m

改善措施與成效預估ImproveFrmImproveForm
肇因分析及改善措施建議AdviseFrmAdviseForm
肇事資料統計分析AccAnalizeFrmAccAnalizeForm
優先改善順序ProveSeqFrmProveSeqForm
易肇事地點研判EasySiteFrmEasySiteForm
整併資料匯出ExportFrm.*ExportFrom
調整整併組別AdjustFrm.*AdjustForm
事故資料整併GroupFrm.*GroupFrom
刪除某一年的整併資料

DelGroupDataFrm.
*DelGroupData

顯示某一年的整併資料ShowGroupFrm.*ShowGroupFrom
資料分析與修正FieldDataFrm.*FieldDataForm
事故資料匯入Main.*Form1
刪除某一年的匯入資料DelImpDataFrm.*DelImpData
顯示某一年的事故資料ShowImpFrm.*ShowImpotData
軟體首頁與功能表選擇列TOPMENUFRM.*TOPMENU
用 途檔 案 名 稱程 式 名 稱



•原始程式碼編譯為執行檔程序

※請先Compile 再 Build 專案，如程式檔案有缺少或程式碼
有錯誤，Delphi 會產生相關錯誤訊息



•程式安裝流程圖



•程式安裝畫面



肆、易肇事地點改善作業網際網路教學

一、網際網路教學使用環境

二、網際網路教學教學平台操作模組說明

三、網際網路教學平台開發環境與內容



一、網際網路教學使用環境

■網際網路教學平台環境

考量使用者瀏覽順暢度，易肇事地點改善作業網際網路教學
所需操作環境如下：

作業系統：Windows 95、98、2000、NT

所需軟體：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網頁瀏覽工具

網路環境：網路速度512Kb以上



■系統架構



二、網際網路教學教學平台操作模組說明

■教學平台登入畫面



■教學平台主畫面



■編輯個人資料操作畫面



■公佈欄操作畫面

點選公佈欄選項會
進入公佈欄列表，
點選連結後，會進
入詳細公佈事項。
另外首頁上亦有最
新事項的公告，點
選後亦可直接進入
公佈事項。



■教學課程操作畫面(1/5)

點選科目後
即可進入該
課程的單元
操作畫面。



■教學課程操作畫面(2/5)

進入該課程
後，畫面將
會有各單元
的簡介與相
關連結，使
用者可由此
進行修課或
測驗，亦可
查詢修課與
測驗之記錄。



■教學課程操作畫面(3/5)

若點選該課
程的標題，
僅會顯示該
科目內容的
簡介與介紹。



■教學課程操作畫面(4/5)

若點選進
行修課，
則所進入
科目畫面
中，該科
目的標題
會顯示連
結，進入
該科目連
結即可進
行該科目
的內容瀏
覽與教材
下載。



■教學課程操作畫面(5/5)

點選科目進
入後，便會
有該科目的
詳細內容與
所需檔案供
使用者下載
或瀏覽。



■課程評量操作畫面(1/4)

點選課程
評量後，
會進入本
操作畫面，
可由此選
擇欲進行
評量之科
目。



■課程評量操作畫面(2/4)

點選欲測
驗之課程
後，便會
進入該課
程的單元
測驗，只
要點選進
行測驗即
可開始測
驗。



■課程評量操作畫面(3/4)

各科目的
測驗題目
大約可分
為是非題、
單一選擇
題以及複
選題等三
類。



■課程評量操作畫面(4/4)

若該科目已
經測驗過了，
則畫面上會
顯示“本單
元已測驗過
了”訊息，
則直接點選
測驗記錄連
結查詢該科
目測驗成績。



■線上討論操作畫面

本教學平台除了提供學員
針對該課程進行相關討論
外，並提供軟體的Q＆A服
務，讓使用者可以對其使
用上的問題得到解答。



三、網際網路教學平台開發環境與內容

•網際網路平台開發環境說明

考量教學平台瀏覽順暢度及所處理之上線人數，網際網路教
學平台所需開發系統環境如下：

作業系統：Windows 2000 Server

軟體：PHP，MySQL，Apach Server，IIS

網路租線：以10~15人同時上線及網上即時收看影音檔，
根據此需求需承租適當頻寬之網路線

硬體：伺服器電腦一台



•網際網路平台前後台架構圖



•網際網路平台資料庫內容

教材Teaching
軟體常見問題Software_faq
跑馬燈News
會員資料Member_data
會員課程登入時間Mem_login_time
討論區Forum
測驗時間Exam_time
測驗分數記錄檔Exam_score_log
測驗分數Exam_score
試題Exam
課程章節Course_unit
課程章節內容Course_subunit
課程科目Course_chapter
課程Course
計數器Counter
公佈欄Announce
帳號管理Admin

功能說明Table 名稱



•網際網路平台資料庫內容

==會員資料

登入時間mem_login_time
電話mem_phone
Emailmem_email
職稱mem_title
部門mem_department
身分証字號mem_sid
姓名mem_name
密碼mem_pass

主鍵帳號mem_id
鍵值中文名稱欄位



伍、易肇事地點改善作業之教育訓練執行

一、教育訓練執行規劃

二、教育訓練成果



一、教育訓練執行一、教育訓練執行規劃

網際網路教學

執行方式 訓練對象

一般教育訓練　易
肇
事
地
點
改
善
作
業
教
育
訓
練

講師教學為主，包括理

論說明、規劃報告及手

冊重點摘要、改善作業

程序說明、應用實例說

明、實機操作演練及課

後諮詢與問題回應

場次與人數

中央及地

方道路主

要機關人

員

中央及地

方道路主

要機關人

員

將採小單元方式進行，

包括理論說明、規劃

報告及手冊重點分析、

應用實例說明、線上

測驗等。

共分為三場，第一場

於10/2~3辦理，第二

場於10/6~7辦理，第

三場於10/8~9辦理。

共計39人次辦理。

於10/15開始進行。參訓

人數以10人為限。



•一般教育訓練課程安排
日程 時　　間 課程內容

09:00~09:20 報到領取資料

09:20~09:30 主辦單位介紹

09:30~10:30 手冊程序與理論說明(上)

10:30~10:45 休息

10:45~12:00
手冊程序與理論說明(下)
(含隨堂測驗 10 分鐘)

12:00~13:30 休息與用餐

13:30~14:30 應用軟體安裝及介面功能介紹

14:30~14:45 休息

第

一

天

14:45~16:30 應用軟體操作與應用範例說明

09:00~09:20 報到

09:20~10:30
應用軟體操作重點提要

線上實機演訓(上)
10:30~40:45 休息

10:45~12:00
線上實機演訓(下)
課程成效評量

12:00~13:30 正式課程結束與領餐

第

二

天

13:30~ 應用操作輔導及諮詢



•一般教育訓練參訓單位及人數
單　　　位 參訓人員數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4 名中央道路

主管機關 交通部公路總局 1 名

基隆市 交通隊 1 名

交通局 1 名

中和工務段 1 名台北縣

第一區養護工程處 1 名

景美工務段 1 名
台北市

交通局 1 名

交通局 1 名

復興工務段 1 名桃園縣

中壢工務段 1 名

新竹市 市政府 1 名

苗栗縣 警察局交通隊 1 名

台中縣 台中工務段 1 名

台中市 第二區養護工程處 1 名

警察局 1 名
南投縣

南投工務段 1 名

警察局 1 名

斗南工務段 1 名雲林縣

水上工務段 1 名

嘉義縣 交通局 1 名

交通局 1 名
嘉義市

第五區養護工程處 1 名

台南縣 新化工務段 1 名

台南市 交通局 1 名

警察局交通隊 1 名
高雄縣

甲仙工務段 1 名

屏東縣 第三區養護工程處 1 名

南澳工務段 1 名

獨立山工務段 1 名

頭城工務段 1 名
宜蘭縣

第四區養護工程處 1 名

花蓮縣 花蓮工務段 1 名

台東縣 關山工務段 1 名

連江縣 縣政府 1 名

地方道路

主管機關

(主管及執法機關 )

澎湖縣 警察局 1 名

合計 39 名



•網際網路教學參練單位及人數

單　　　位 參訓人數

新竹市 1 名

台中市 2 名

嘉義縣 1 名

高雄縣 1 名

高雄市 1 名

地方道路

主管機關

(含主管及執法單

位)

屏東縣 2 名

合計 8 名



二、教育訓練成果

第一場次測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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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次測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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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教育訓練(1/2)



•一般教育訓練(2/2)

• 此三場次之測驗結果之平均分數約89分，
可以發現大多數的學員的測驗結果都顯
示對於課程有九成的瞭解。

• 總體而言，95%的參訓人員認為此次教育
訓練對於其所負責之業務是有幫助的，
且對於課程的內容大多數的參訓人員都
大致上瞭解。

• 軟體操作的部分，由於時間上的限制，
所以有59%的參訓學員認為足夠；而41%
的學員則認為不足。



•網際網路教學(1/2)

您覺得本網站的各項課程安排與內容？

可

100%

過淺

0%

過深

0%

可

過深

過淺

對於易肇事地點改善之技術已有瞭解？

完全瞭解

0%

仍不瞭解

0%

大致瞭解

100%

完全瞭解

大致瞭解

仍不瞭解

網站是否容易操作、瞭解？

是

100%

否

0%

是

否



•網際網路教學(2/2)

• 對於網站的內容，學員大致上都可以瞭解。

• 網站的操作上，學員表示界面清楚，很容易
上手。

• 由於缺乏軟體輔助，學員對於本次計畫所開
發之軟體操作無法有效地熟悉。

• 由於為了教學之故， 因此大部分的文件檔案
都可以於線上瀏覽或是離線瀏覽，網站上的
所放置之文件內容雖然已經細分，學員表示
份量仍顯得太多，且於線上瀏覽時顯得不方
便。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二、建議



一、結論
•一般教育訓練之結果顯示，超過八成的學員對於課程內容已有大致
上之瞭解，並認為此一教育訓練課程對於其所負責之業務能夠有所幫
助。

•本次計畫中，將肇事資料先經由應用程式電腦化初步彙整與分
析篩選，並提供人工去修正與分析所匯入的資料，增加應用程
式事後的整併與分析時的準確率。

•本應用程式整個改善作業的程序可分為完全電腦化以及部分電
腦化，其中易肇事地點研判、優先改善順序以及成效評估等部
分都已經完全電腦化；而資料蒐集與篩選、改善方案研擬以及
會勘部分則是部分電腦化，由於此一部份需要經由人工進行相
關資料的修正與輸入，因此無法完全電腦化。

•以往肇事資料整併與指標值之計算不僅耗費人工亦耗費時間，
經由本應用程式來進行資料的整併與分析計算等，不僅可以減
少因為人工計算時的錯誤，亦可以節省時間。



二、建議

•目前警察單位在處理事故時，均係於現場以書面調查完畢後，再回到
室內建立檔案，建議未來可採在現場利用PDA來記錄資料，回到室內
直接上傳至電腦即可。

•在會勘階段，由軟體系統所產生之參考報表與資料，可供載入PDA中，
讓會勘人員於現場直接搜尋相關資料，未來由於無線網路之發展，應
開放線上即時查詢功能。

•目前本案最大問題應為第一線員警處理現場資料之登錄，現場登錄時
應多採勾選方式，避免手寫，且選擇之內容應考慮其可否正確無誤地
判斷，如此方能有利於後續資料分析應用。

•由於目前各縣市之肇事資料取得皆是透過各地警察機關，不僅資料取
得上不易完整，且需花費許多時間，建議可利用網路建構一肇事資料
庫，讓各縣市肇事分析人員申請與查詢，不僅資料庫格式可以統一，
並且資料亦較完整。



簡報結束
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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