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臺中市交通事故分析
與交通安全策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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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110年度訂定「路安專案」，從執法面、宣導面、工程面及勤

務面等方向，規劃交通事故防制策略：

1.執法面：以防制事故為主要目標，以大數據分析肇事原因，強化

各項主要肇因違規項目的執法量能。

2.宣導面：針對高肇事族群，以主題性、創意性辦理大型活動，希

望提升宣導效果。

3.工程面：除了針對一般道路缺失通報主管機管改善，也由分局針

對易肇事路段整體性檢視，並提供相關改善建議。

4.勤務面：藉由製作路口碰撞構圖，指導員警守望站立位置，將勤

務效果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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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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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A2+A3交通事故件數

減少18人(-9%) 減少1,047件(-1.2%)

(一)交通事故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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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A2交通事故件數 A1+A2交通事故死傷人數

增加1,616件(+3.9%) 增加1,636人(+2.9%)

(一)交通事故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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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0日內死亡人數比較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109年1-11月 211 93 233 288 279 315

110年1-11月 232 121 245 265 270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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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30日內死亡人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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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0年1至11月交通事故30日內死亡人數與六
都比較，以高雄市死亡296人最多，臺南市
270人次之，本市265人再次之。

2.分析行政區人數，以北屯區22人最多，大里
區18人次之，沙鹿區16人再次之。

3.增減情形，本市減少23人(-8.0%)為六都最
多；行政區以西屯區減少14人最多，東區減
少11人次之，另新社區增加7人最多，南區
及和平區增加5人次之。

行政區 109年 110年 增減 行政區 109年 110年 增減

中區 4 5 1 神岡區 11 5 -6

東區 18 7 -11 潭子區 9 9 0

南區 6 11 5 大雅區 10 3 -7

西區 6 9 3 新社區 1 8 7

北區 5 9 4 石岡區 1 1 0

西屯區 26 12 -14 外埔區 4 2 -2

南屯區 11 15 4 大安區 4 2 -2

北屯區 21 22 1 烏日區 13 10 -3

豐原區 9 10 1 大肚區 6 6 0

東勢區 11 6 -5 龍井區 9 10 1

大甲區 9 7 -2 霧峰區 8 11 3

清水區 18 15 -3 太平區 16 12 -4

沙鹿區 17 16 -1 大里區 17 18 1

梧棲區 9 12 3 和平區 0 5 5

后里區 9 7 -2 總計 288 265 -23

臺中市1至11月各行政區交通事故30日內死亡人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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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1類交通事故分析-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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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A1類交通事故10大主要肇因
1.110年A1事故肇因以未

注意車前狀態45件
(25.3%)最多，未依規
定讓車32件(18%)次之；
其中未注意車前狀態
部分，經分析27件
(58.7%)有超速疑慮。

2.另酒駕失控、違反號
誌管制、未依規定行
走行人穿越道、超速
失控等違規肇事部分，
應強化執法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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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肇事者年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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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1類交通事故分析-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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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死亡年齡分析

人數

1.主要肇事者年齡，以20-24歲24人最多，
65歲以上高齡者23人次之，60-64歲17人
再次之。

2.其中20-24歲族群，以騎乘機車19人
(79.2%)最多，應針對年輕機車族群交通
安全觀念，強化宣導。

1.死者年齡，以65歲以上44人最多，20-
24歲28人次之，15-19歲21人再次之。

2.65歲以上族群，死亡44人，較109年65
人，減少21人，死亡人數有顯著降低，
但仍為各族群最多，該族群主要騎乘
車種以機車29人(59.1%)最多，小客車
13人(29.5%)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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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A1類交通事故分析-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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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A1類交通事故白天
與夜間比例，白天(6-
18時)發生101件，佔
56.7%，夜間(18-6時)
發生77件，占43.3% 。

2.發生時段以6-8時26件
最多，16-18時19件次
之，8-10、10-12、18-
20時各18件再次之，事
故發生集中於上下班時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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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A1類交通事故分析-車種

機車 81 (45%)

小客車 51

29%

小貨車 16 

(9%)

大貨車 15 

(8%)

自行車 5 (3%)
行人 5 (3%) 大客車 3 (2%)動力機

械 2 

(1%)

主要肇事車種(178件) 死亡車種(183人)

機車 115 

(63%)

行人 29 

(16%)

自行車 14 

(8%)

小客車 13 

(7%)

乘客 9 (5%) 小貨車

2 (1%)

人力

車 1 

(0%)

110年A1事故肇事車種以機車81件(45.5%)最多，小
客車51件(28.7%)次之；其中小客車較109年肇事比
例增加3.2%最多，其餘車種所占比例無明顯增減。

110年A1事故死亡車種以機車115人(62.8%)最多，
行人29人(15.8%)次之；其中自行車較109年死
亡比例增加4.2%最多，其餘無明顯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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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A1+A2類交通事故分析-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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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A1+A2前10大肇因分析

件數

110年A1+A2前10大肇因分析：

1.以未依規定讓車1萬2,065
件最多，碰撞型態較多前2
名為：側撞占55.7%、交岔
撞占25.3%。

2.未注意車前狀態9,545件次
之，其中碰撞類別較多前2
名為：車與車追撞37.4%、
自撞(摔)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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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A1+A2類交通事故分析-車種與年齡

大客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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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A1+A2主要肇事車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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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A1+A2類交
通事故，主要肇
事車種以機車2萬
6,268件(57%)最
多，小客車1萬
4,702件(31.9%)
次之。

➢主要肇事年齡以
20-24歲6,912人
最多，25-29歲
5,378人次之。



13

(一)路安專案

路
安
專
案

執法面

執行3大重點執法工作:取締重大
違規、重大違停、動態肇因。

規劃路口大執法：針對路口車不
讓人、行人違規部分強化執法。

宣導面 成立交通安全宣導團：針對高肇事
族群，辦理主題性宣導活動。

工程面
分析高肇事路段：全面檢視，提出
整體性改善建議。

勤務面

製作重要路口碰撞構圖：指導同仁
事故防制正確站立位置。

針對高肇事路段，於路段上擇重點
實施守望，強化路段見警率。

封閉前 封閉後

清水區港埠路1段353號橋墩前缺口

主
題
宣
導

缺
口
封
閉

碰
撞
構
圖



發
現
問
題

110年 10月份
A1類交通事故
發生23件死亡
24人，較 109
年增加10件、
11人，明顯異
常。

分
析
問
題

1.本局立即成立「交
安健檢團」由林副局
長率交通大隊相關人
員前往各分局，並依
分局轄區特性共同研
商各項事故防制策略。

2.分析原因，可能與
疫情趨緩後，民眾逐
漸恢復各項活動，造
成道路交通流量增加、
複雜化，提高事故發
生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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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安健檢團(問題導向解決方案)



策
進
作
為

1.精實執法專案，強化
取締9大項重點肇因違
規：超速、闖紅燈、
逆向行駛、不依號誌
左轉、搶越行人穿越
道、行人未走行穿線、
路口10公尺內違停、
併排停車、嚴重超速。

2.強化勤務量能，落實
執行路安專案各項防
制作為，路口勤務站
立位置，以防制事故
為主。

成
效
檢
討

1.統計110年11至
12月份A1類交通
事故，與109年
同期相較，減少
13件14人。

2.交安健檢團以
問題導向改善問
題，已初步達到
良好效果，本局
將持續精進相關
策進作為，以有
效降低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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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安健檢團(問題導向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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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執法-三大重點執法工作

執法
總件數

取締
重大違規
停車

取締
重大違規

取締動態
肇因違規

三
大
執
法
專
案

110年總執法件數178萬9,890件，
較109年增加3萬4,289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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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件
-(18.5%)

-6萬
8,368件
(-10.2%)

+3,431件
(+1.7%)

受疫情影響，員警針對重大違規攔停取
締件數下降，惟動態肇因違規部分，仍
有維持一定執法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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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執法-測速照相

➢發現問題：三級警戒初期110年6月1日至17日，發生A1
交通事故10件、死亡10人，呈現不合理的增加狀況。經
分析其中7件(70%)至少有一方當事人有超速情形，本局
遂立即規劃機動測照大執法。

➢取締績效：110年因疫情影響，整體執法量能降低，為
防制事故發生，本局改變策略，強化超速違規執法，以
達到速度管理效果，110年較109年增加15萬9,509件。

➢防制成效：統計110年6至9月A1類交通事故發生56件、
死亡56人，其中當事人一方涉有超速計有25件 (44.6%)，
與執法前70%相比，有達到明顯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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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超速違規取締件數與109年比較

增加15萬9,509件(+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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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執法-精實執法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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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問題：以往重點執法項目繁雜，員
警於執法時常無法掌握重點，本局深入
分析A1及A2類交通事故肇事原因，歸納
出9大項易肇事違規行為，並於110年
11-12月份規劃專案勤務，以行政獎勵
及獎勵金鼓勵員警針對上述違規項目強
化執法作為，以提升執法效能。

➢績效檢討：統計精實執法專案期間，除
取締酒駕及違停部分稍有減少，其餘項
目均有顯著成效，其中針對行人路權部
分，執法力度明顯提升。

➢防制成效：110年11至12月A1類交通事
故發生26件、死亡26人，較109年同期
減少13件、14人；另統計行人A1類交通
事故，110年11至12月發生3件、死亡3
人，較109年同期減少5件、5人。

110年11至12月執行精實執
法9項違規取締件數與109年

同期比較



19

(六)交通執法-掃除「醉」犯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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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2月酒駕肇事與109年同期比較

-10
(-43.5%)

-1
(-50%)

-10
(-37%)

1. 本局訂於110年12月1日至111年2月止，執行「掃除『醉』犯」專案勤
務，對易發生酒駕時段、路段及區域以24小時全天候不間斷，分布於
早、中、晚及深夜時段，採分散機動全面巡守方式，結合重點守望或
盤查等勤務作為執行攔檢，以強化執法強度與密度，嚇阻存有僥倖心
態之駕駛人，提升防制酒後駕車成效。

2. 110年12月酒駕肇事發生13件、死亡1人、受傷17人，較109年同期減少
10件(-43.5%)、死亡減少1人(-50%)、受傷減少10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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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10年科技執法建置情形-1

新光三越前公車站違規停車取締

•避免公車停靠區遭占用，迫使公車停於車道，進而影響車流順暢及其他用路人行車
安全。

•108年啟用，統計設備啟用前後月平均違規情形，從實施前271.3件，降低至60.3件，
下降比例高達78%，效果顯著。

高鐵台中站違規停車取締

•改善臨停接送區遭長時間占用情形，順暢車流、增加秩序，且有效降低警力負擔。

•110年3月份開始執法違規停車情形降低81%，違規上下客情形減少84%，效果顯著。

向上路、台61線區間測速

•向上路6段西行方向為長陡坡路段，常發生車輛下坡時車速過快，煞車不及而追撞
前車；臺61線高架化後，速限提升，且大貨車往來頻繁，有重大事故風險。

•110年整年度因應中央政策暫時停止運作，預計將於111年年初重新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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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10年科技執法建置情形-2

北區五岔路口多功能偵測取締

•該路口車流量大且複雜，衝突點多，違規行為容易造成事故發生，因此針對闖紅
燈、跨越雙白線、未依規定兩段式左轉及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行駛等違規
加強執法。

•110年10月供電系統完成，目前進行系統測試調整，預計於111年2月正式啟用。

臺74線大里段科技執法系統(大型車違規)

•台74線大里路段銜接國3交流道，鄰近工業區，尖峰時間常有壅塞情形。部分車
輛為貪快，常見大型車輛占用內側車道以及車輛跨越槽化線等違規情形，影響交
通秩序並形成交通危害。

•110年12月建置完成，供電系統尚未完成，預計111年正式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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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交通工程改善通報

同
仁
執
行
勤
務
發
現
缺
失

施工管制設施不完備、
竣工未移除臨時標誌

或未修復標線

電桿或其他障礙物
影響行車動線

號誌時制規劃不當、
損壞未修復

標誌(線)模糊不清、
設置錯漏

提

報

主

管

機

關

改

善

電桿移置

缺口封閉

110年A1
類事故會
勘建議封
閉缺口5

處

110年建
議遷移A1
事故地點
2處突出
道路之電

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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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交通安全宣導工作

110年10月6日

僑泰高中

宣導大型車及路
口安全

110年10月10日

麗寶國際賽車場

強化兒童交通安
全觀念宣導

110年10月15日

崇德拖吊場

針對外送員加強
機車安全及遠離
大型車觀念宣導

110年10月20日

市政府廣場

舉辦小小駕駛上
路去宣導活動，
強化兒童道路安

全觀念

110年10月29日

東海大學

宣導內輪差及機
車防衛駕駛觀念

110年交通安全月主題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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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實路安專案(2.0版)

1.執法面-經常性執法

取締重大交通違規
重點工作執行計畫

取締動態肇因違規
重點工作執行計畫

取締違規停車

重點工作執行計畫

路口安全大執法

計畫

三大重點執法工作
+

路口安全大執法

◆本局每年均針對「重大交通違
規」、「動態肇因」及「違規停
車」等項目，訂定年度執行計畫，
由各分局於轄內易肇事路口、路
段，加強重點違規項目執法工作，
以防制事故發生。

◆另本局每月規劃3日交通大執法，
各分局統合轄內警力，針對易肇
事路口、路段、時段編排警力，
強力執法，以達遏阻用路人違規
效果。



分析10大肇因：

超速、闖紅燈、酒駕、未依號誌
指示左轉、逆向、路口十公尺違
規停車、併排停車、行人未依規
定走行人穿越道、汽機車搶越行

人穿越道及廻轉未注意。

本局依111年A1類與A2
類交通事故發生狀況，
滾動式分析各類型肇因，
機動發布專案執行時程

與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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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實路安專案(2.0版)

2.執法面-精實執法
執行精實執法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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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實路安專案(2.0版)

3.執法面-建立速度管理網

點式佈置

以固定測速照相
地點為基礎。

線式佈置

固定測速照相地點為基
礎，由分駐(派出)所在
高肇事路段上擇取其他
易超速或危險地段地點，

執行機動測照。

面式佈置

各分局統合各所佈
置，動態變換機動
測速照相地點，使
測照地點成為一個
動態面式的佈置方

式

網絡佈置

交通警察大隊分析轄
區肇事特性，動態變
換機動測照地點，補
足各分局之不足，形
成一個速度管理測照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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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實路安專案(2.0版)

4.執法面-路口減速運動

路口機動測照

依速度管理測照網
要領，除原來於路
段上執行機動測照
外，每季各分局選
擇適當路口5處，
動態變換地點執行

機動測照。

路口執法架設攝影機

各分局每季選擇行人、
車流較繁雜路口5處，以
取締路口闖紅燈及未依
號誌左轉彎等易肇事違
規行為為主，並架設攝
影機執行，以達遏阻並
警示用路人效果。

購置科技執法設備

本局111年購置路口
闖紅燈及超速照相
10機15桿，設備為1
機多桿，可以機動
變換執行地點。

預期效果
降低用路人
通過路口時
的速度，希
望將能有效
減少事故發
生機率及傷
亡情形。



28

(一)精實路安專案(2.0版)

5.勤務面-提升勤務效能與量能

(1)碰撞構圖

◆由交通分隊長協
助製作「路口碰撞
構圖」，以供分駐(
派出)所所長精準規
劃勤務。

◆站立位置，應以
「路口碰撞構圖」
為準則，站立於事
故較多之路口頂點、
與車流進入路口近
端位置為原則。

(2)勤務路口
站立位置

◆ 秉於成效重於
績效，交通事
故防制成效為
主，而非以取
締違規績效為
主。

◆ 交通疏導崗站
立勤務位置，
以防制右轉彎
車與直行車碰
撞事故、及闖
紅燈行為為重
點。

右轉

成效崗位績效崗位

1.站立於2號位置：用路
人進入路口無法看到警
察，可能因此違規，對
於取締績效有幫助，但
事故防制效能較低。

2.站立於1號位置：可提
升該路口見警率，遏阻
用路人違規，提升事故
防制效能。

勤務位置

勤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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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實路安專案(2.0版)

5.勤務面-提升勤務效能與量能

(3)提高高肇
事路段見警率

◆各分局分析轄
內3至5條主要
幹道或高肇事
路段，統合沿
線各所警力。
◆各所制定聯盟
策略，打破路
段巡守界線，
令路段上各時
段均有警力巡
守，強化見警
率效能。

(4)增加交通巡守
量能

◆高肇事路段編排交通
巡守勤務，每班次30
分鐘交通守望、執法
勤務。

◆利用巡守勤務，於多
肇事路(口)段及小路
口(無號誌路口、閃光
路口、或未編排上下
班交通疏導崗之三色
號誌路口)機動並動態
變換地點，編排15分
鐘或20分鐘交通守望、
執法勤務。

(5)強化量能型巡
守勤務

◆轄內短期連續發生A1
類交通事故，或A2類交
通事故異常增加時，應
執行強化量能型巡守勤
務。

◆巡邏勤務上、下各1小
時，各執行1次路口15-
20分鐘守望勤務，2次
守望於不同路口執行。

◆巡邏車置放於站立點
之道路對向，並打開警
示燈，強化警示範圍與
效果。

統合高肇事路段警力
以第一分局為例

員警

警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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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實路安專案(2.0版)

6.宣導面-教育式交安宣導、推動路口減速運動

1) 各分局應成立交通安全宣導團，針對高肇事
族群(青少年與高齡者2族群為主)強化媒體宣
導，以引起各界關注與重視。

2) 規劃「主題式或創新」宣導活動(例如，大型
車內輪差、如何安全穿越道路…)，配合製作
事故影片強化印象，教育並宣導各項交通安
全觀念。

3) 以路口減速為主題，發揮創意，舉辦大型宣
導活動。

4) 對於各級學校及高肇事族群應執行分群分眾
規劃宣導內容，例如，國小加強行人安全、
國高中強化自行車安全觀念、大專院校著重
於機車防衛駕駛、高齡者部分加強行人及防
衛駕駛觀念。

成立交
通安全
宣導團

規劃
「主題
式或創
新」宣
導活動

舉辦
「路口
減速運
動」大
型宣導
活動

分群分
眾進行
交安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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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實路安專案(2.0版)

7.工程面-標本兼治的工程建議與改善

持續落實不合理交通工程改善通
報

針對號誌時制設計不當、三色號誌時
制變更全時段運作、標線標誌模糊或
改善、未依規定設置機車二段式左轉
地點、路面坑洞、路燈損壞(照明不足)
等工程與環境面向，提報不合理工程

改善建議，供路權單位改善

善用爆閃燈，警示用路人
針對郊區偏遠路段、照明不足、山
區彎道路段裝設爆閃燈，警示用路

人應提高警覺、減速慢行。

高肇事路段，辦理會勘提出改
善方案

路樹、電桿或燈桿突出道路、分
隔島開設不當缺口、路口停止線
應後退、彎路超高不足、整體路
口標誌、標線、號誌改善等，列

為重點會勘改善作為

設置反射鏡
於山路、急彎彎道、無號誌路口、
T字型路口、被固定物或路樹遮蔽
視線鄉間小路建議路權單位設置反
射鏡，提高用路人行車安全。

治標

治本

強化道路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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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1年預計新建置科技執法

1. 為增進路口交通安全，提升車流順暢，本
局本(111)年度爭取交通部補助款7,000萬
元，建置科技執法設備。

2. 經分析本市交通事故及交通違規情形，將
於轄內20處路口建置多功能科技執法設備，
針對不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行駛之違規行
為自動偵測取締，預計將於111年9月前完
成建置。

3. 科技設備全天候執法的功能與效果：有效
嚇阻駕駛人違規心態、降低員警執勤風險、
教育駕駛人正確的用路習慣、改善本市交
通狀況及提供市民良好的道路環境。



(一)110年度本局藉由各項執法規劃、交通安全宣導、道
路工程改善及員警巡守勤務等工作強化事故防制作
為，A1類交通事故呈現明顯下降，顯見相關防制工
作已獲成效。

(二)依據警政署110年針對執法與事故處理的滿意度調查
顯示，民眾普遍認為「危險駕車」、 「酒後駕車」
及「違規停車」等3項違規是最嚴重的交通問題，本
局持續將這3項違規列為重點防制工作，加強執法量
能，提升民眾滿意度。

(三)為使事故防制能夠精益求精，本局在現有防制策略
基礎下，持續精進相關作法，研擬增加事故防制作
為，並強化科技執法設備建置與運用，希望能再提
升事故防制工作效率，以最低限度的人力，達到最
佳的事故防制效果，建立更安全的用路環境，打造
安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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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宣導

工程改善

加強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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