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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交通肇事防制暨改善小組第 4 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 年 8 月 14 日(星期一) 14 時 

貳、地點：交通局 3 樓中庭會議室 

參、主席：交通局江副局長俊良(代)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黃婉婷 

伍、提案討論 

一、 第一案： 臺中市事故分析改善及策進作為 

(一) 案由: 本市 112 年 1-6 月份交通事故分析與交通安全策進作為 

(二) 各單位討論：(略) 

(三) 各單位意見： 

1. 林委員志盈： 

(1) 警察局整理的短片非常簡易且容易理解，可以給相關交通安全

宣導參考推廣。 

(2) 交通事故統計分析，不只在事後個案會勘補強現場之相關交通

管制設施，如果可以再整理不同的態樣，對類似尚未發生 A1

車禍的地點，提前進行防制工程補強，如行人與轉彎車輛的態

樣，全市可以各區同時進行補強工程及加強宣導。 

(3) 本市 A1 車禍死亡人數統計，可以比照高速公路利用 CMS 向用

路人宣導與警示，例如「未保持安全距離，今年以來已有○○

死亡案例」，各宣導單位也同步辦理。 

2. 林委員良泰： 

(1) 可以「專案」方式研議改善策略，例如:主要聯外幹道、重要

肇事區域及肇事核心原因(超速)等，整合相關單位共同執行。 

(2) 逢甲大學中區區域研究中心已與交通部共同擬定「校園周邊學

童通學空間改善參考指引」，並將於下半年講習，歡迎道安夥

伴們踴躍報名。 

(3) 交通事故統計資料之「本市事故系統資料」、「警政署資料」、

及「道安資訊平台資料」等各項資料應予以整合，若先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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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修正，亦應一併調整。 

(4) 各交通事故分析之肇因歸類，應落實登錄，且可依「重點事故

肇因類型」予以整體分析及改善。 

(5) 中區區研中心，願盡一已之力，就交通事故之防制，提供專案

簡報。 

3. 艾委員嘉銘： 

依據統計資料的事故分析，基本上已將傷亡人數、肇因、違規行

為、事故年齡層、主要車種、發生時段、地點等明確指出，已有

防治之策進作為，為何今年 1-6 月的事故傷亡人數還急遽增加？有

些課題仍應深入探討: 

(1) 交通違規行為與事故關係密切，如酒駕、超速、不遵守號誌、

占用車道違停、分心或疲勞駕駛、任意變換車道等，減少任意

違規行為均能降低事故及傷亡。執法小組也提出嚴格取締、重

點執法、強化執法作為等策進作為；工程、監理、教育、宣導

小組一樣也提出許多策進作為，為何本市仍未見成效，這是值

得深入探討問體。如市民的守法性、台中市民的交通安全文化

的素養、違規被舉發率等課題亦應被重視。 

(2) 現有的宣導方式除影像、標語、布條、宣傳品外還有甚麼方式

能讓用路人印象深刻、身體力行。 

(3) 高齡者除繳回駕照、對自我身體功能的評估外，是否還有其他

需要加強的，如認知使用道路風險、出入使用運具、通過路口

主動的協助等。 

4. 鍾委員慧諭： 

(1) 交通安全改善需要各單位一起努力，但需要有共同改善目標核

心工作項目，有系統化的改善工作，在核心改善工作之下，搭

配教育、宣傳面對第一線民眾。 

(2) 教育重點改變人的行為建議，針對老人、機車用路人、學生不

同族群的問題研擬改善作為，如:老人騎機車是肇事主因，不

該僅是宣傳換照，而是輔導老人如何安全騎車，甚至不騎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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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若是行人事故，則是教育老人如何安全過道路。另機車自

撞的原因釐清後，可全面檢討並預防事故發生。 

(3) 學生部分，為何內輪差宣導卻針對幼稚園、國小學生?  

(4) 交通工程數十年改善經驗，建議建立設計規範，供各單位使

用。 

(5) 新聞局宣傳僅有方式，無主題，建議與可配合改善重點，進行

宣傳作業。 

(6) 監理所建議宣傳違規記點加強駕駛人管理。 

5. 教育局： 

(1) 目前宣導、研習及課程，本局密切和警察局及監理單位交通專

業人員合作至各校進行宣導，且課程皆有包含實際事故數據細

節。 

(2) 大型車及內輪差視野死角體驗活動，本局不僅對於國小學童進

行教學，亦有對於高中生及初領駕照大一新生進行廣宣，使其

了解實際用路現況。 

6. 警察局： 

(1) 本局後續持續精進事故統計分析作為，並研擬對應防制策略。 

(2) 宣導影片已在前（7）月道安會報提供各單位，並函請本市各

宣導單位廣為運用在案。 

(3) 關於 CMS 宣傳，建置經費可觀，本市除仰賴公路總局、高速公

路局在主要聯外道路建置設備外，參考台南市在進入台南市轄

區聯外道路，都設有固定式告示牌，公開揭示轄內每半年度的

交通事故發生情形（如死亡人數、主要肇因等等）並每半年定

期更新數據，甚至有部分行政區也比照辦理揭示來提醒用路

人。但臺中市並未看到有如此方式，雖此方法老舊但卻可代替

CMS 的不足。假設從外縣市用路人進入到本市看到告示牌面上

所顯示出本市的事故率，相信對用路人自身行車安全會有所警

惕。 

(4) 建議未來交通局、公路總局或逢甲大學區研中心，對於舉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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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交通工程設施教育訓練課程，可以提供給本局各分局及交通

大隊承辦事故會勘同仁有學習及參與研討的機會。 

(5) 本局目前全面檢討固定式測速桿點位及使用情形，並研議嘗試

對於無號誌路口採取移動式測照執法方式，期待有防制成果呈

現。 

7.新聞局： 

本局未來持續對於各重點族群研擬對應宣導策略，另協請委員協

助倘有其他縣市優秀宣導案例，可提供本局進行參考與精進。 

結論： 

1.事故防範比肇事後改善更為重要，請相關單位依業務權責事項加

強各項事故防制作為。 

2.後續請秘書單位研議邀請中區區域研究中心至本市每月道安會報

會議中進行本市事故防制專案報告，供各單位討論、運用。 

3.道安事故防制，工程、執法已具體，惟教育及宣導仍應加強，為

使民眾更有感，請主政單位再精進研議各項宣導策略。 

4.請工程、教育、宣導及監理單位依委員及各單位之意見，研議改

善及策進作為，並持續追蹤後續改善及策進作為之辦理情形，作

為往後改善參考。 

 

二、 第二案：臺中市事故分析改善及策進作為 

(一) 案由:大雅區台 10 線中清路四段/中山北路 

(二) 討論：(略) 

(三) 各單位意見： 

1. 艾委員嘉銘： 

(1) 號誌運作如用早開遲閉，請在路口增加特殊時相路口請遵守號

誌、或某方向綠燈遲閉請遵守號誌告示。 

(2) 也可考慮中山北路、民生路輪放，中清路左轉保護方式運作。

民生路輪放時開放中清路四段往南右轉。 

(3) 如果路口兩店家消費停車進出道路會造成交織衝突時，輔導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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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應做進出方向規畫管理。 

2. 林委員志盈： 

(1) 丁丁藥局的停車(違規)應該再檢視，如有違規應處理，以減少

事故發生，同樣在梁社漢排骨的轉角的停車空間也有類似(違

規)停車問題。 

(2) 贊同增加清道時間的做法。 

3. 鍾委員慧諭： 

臨路口 10m，依據交通工程設置規範，不得設置停車場入口，自然

也不允許車輛進出或停車，建議依此規範，進行取締或責成某一單

位，就此議題研議應對作為，並訂定全市規範。 

4. 林委員良泰： 

(1) 早開時相可考量調整為遲閉時相。 

(2) 中清路可考量以輪放方式設計。 

(3) 民生路一段往中山北路方向路口之車道配置可考量再研議調

整。 

5. 大雅分局： 

(1) 有關車輛停放於梁社漢排骨及丁丁藥局前空間為私人土地，非

屬道路範圍，本分局無法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製單告發，

若要防止民眾將車輛直接開入商家前空地停放，建議請建設局

於道路範圍規劃設置人行道，路面與人行道的高低落差才能有

效阻擋車輛進入。 

(2) 另有關民生路一段事故因素，主要由民生路直行與中山北路左

轉車流交織，而民生路左轉往市區方向車流量大，影響中山北

路的車流受困無法駛出，因此本分局與公路總局研議透過綠燈

早開 10 秒方式處理，實際現況有改善，但在尖峰時間仍然無法

消化龐大的車流量，而導致事故的發生。建議可採用中清路段

對開、中山北路、民生路段輪放的方式分隔車流，應能有效防

制交通事故發生。 

6. 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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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台南市為例，透過好望角改善計畫，使道路街角改造方式進行空

間利用（如社區意象），除可避免民眾侵佔公有地外，也可解決前

述探討民眾車輛停放商家前私有地，進出入時發生事故之情形，提

供參考。 

7. 二工處： 

(1) 針對左轉側撞事故，本處會再研議辦理增設紅燈倒數紅燈倒

數。 

(2) 輪放雖然可以改善交通，但會造成中清路四段車流回堵。經檢

視碰撞構圖，路口多起交叉撞事故，研擬調整全紅秒數延長為

3秒，增加清道時間。  

(3) 為改善路口南下方向右轉側撞問題，本處將研議延長中清路外

側混合車道長度，並配合繪設分離式指向線。 

結論： 

1.本路口紅燈倒數之可行性，請二工處研議辦理。 

2.公總所提出研議辦理全紅秒數變更為 3秒，同意辦理。 

 

陸、 確認事項： 

(一) 112年交通肇事防制暨改善小組(含歷次會議)結論辦理情形 

結論: 

1. 有關龍井區台 12 線臺灣大道五段/遊園北路，因本案路口 BRT

興建時，該號誌原由二工處轄管改為交通局，請交通局再行辦

理會勘事宜，釐清管轄範圍，並研議是否移回二工處管轄。 

2. 本次會議提請自行列管案件 4 件，繼續列管案件 3 件，自行列

管案件 2件，共計 9件，照案通過。 

(二) 30日 A2類交通事故防制協調辦理情形 

結論: 112年 1至 3月，30日 A2類案件，提請解除列管 15件，繼

續列管 6件，共計 21件，照案通過。 

 

柒、 散會(下午 16時 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