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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法源

常見申訴態樣

減量策進作為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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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所定罰鍰之處罰，受處罰人接獲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後……；不服舉發事實

者，應於30日內，向處罰機關陳述意見……。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條)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裁決，應參酌舉發違

規事實、違反情節、稽查人員處理意見及受處

分人陳述，依基準表裁處，不得枉縱或偏頗。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

則第4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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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

受理舉發件數 申訴件數 行政訴訟

210萬件 2.4萬件
(佔舉發件數1.1%)

429件
(佔申訴件數1.8%)

備註
1.檢舉案件占申訴總件數40%。
2.申訴結果-免罰20%，駁回80%。
3.行政訴訟結果-民眾勝訴7%，民眾敗訴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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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民眾申訴理由如下：

交通管制設施設置不明確或受他物遮蔽

舉發及採證程序之完備性

對管制規定不知或誤解

員警親眼目睹之證據力

民眾檢舉案件(違規停車)

未收到通知單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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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牌遭遮蔽-

道路標誌、標線、號誌及其他相

關設施之設置與管理，應提供車

輛、大眾捷運系統車輛駕駛人及

行人有關道路路況之警告、禁制、

指示等資訊，以便利行旅並確保

交通安全。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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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駕取締-

對汽車駕駛人實施本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測試

之檢定時，應以酒精測試儀器檢測且實施檢測過

程應全程連續錄影，並依下列程序處理……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

第19條之2)



1
0

超速取締-

採用固定或非固定式科學儀器取得

證據資料證明者，於一般道路應於

100公尺至300公尺間，於高速公路、

快速公路應於300公尺至1,000公尺

間，明顯標示之；其定點當場攔截

製單舉發者，亦同。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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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打方向燈-

例:高快速道路穿越虛線，係

供車輛匯入匯出時，做為劃

分主線車道與其他車道之用，

其他車道車輛應讓主線車道

車輛先行。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

規則第189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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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既屬執勤機關，故其依據執勤當場觀察所得，

據為交通裁罰之基礎，本係國家機關執法之具體

型態之一，自難貶抑簡化認其係屬員警個人之

「目睹」而不足採信，此由「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7條之2亦規定如有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

之情形，得由執法機關「逕行舉發」等情，顯見

員警依其「目睹」所視，本得作為裁罰之基礎，

要無疑義。（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交字第19

號行政訴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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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口停車-

汽車停車時，應依下列規定：顯有妨礙其他人、車通

行處所，不得停車。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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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停辦事-

汽車臨時停車時，應依下列規定：不得併排臨時停車。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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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因交通違規件數繁多，送達不論係親自收受、

補充送達、寄存送達甚或公示送達，如屬依法所

為之送達，即生送達效力，至於原告事實上是否

知悉該通知內容，則應由原告自行負責，此無從

要求舉發機關應負擔親告之通知義務，否則上述

法定送達方式，即形同具文。(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6年度交字第165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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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民眾申訴理由尚有如下:

採證資料係偽造

舉發資料錯誤

員警態度不佳

不法之平等(例:別人也都違規，

為什麼只抓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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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違規申訴之態樣，可綜合歸納為交通教育

(Education)、交通工程(Engineering)及交通執法

(Enforcement)三個面相，本次嘗試透過3E的探討，

以期減少爭議的產生，並朝維護交通秩序、確保

交通安全之目的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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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宣導作業

建置諮詢中心

申訴答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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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聯繫-

透過民眾對違規單申訴所提到的

交通管制設施疑義，轉交設施管

理單位勘查確認，如有未盡完善

之處，則納入計畫改善，避免類

似爭議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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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罰與反饋-

裁罰機關受理陳述時，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

形皆需注意，相關裁決除了應符合法令規定外，

亦應盡量符合社會期待，使其真正能以執法之手

段達到阻嚇違規，並減少紛爭。

另透過申訴案件的查證過程，各舉發機關與裁罰

機關間就案情的相互討論與交流心得，亦可作為

爾後執法方式的參考。



2
1

維持道路交通安全順暢、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是

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雖然交通執法僅是交通政策的

其中一環，但期望透過多元的思考模式，讓交通違規

申訴不僅是聽聽民眾的抱怨，而是能透過其反映的訊

息，與其他環節相互連結，轉化為相關改善之參考，

減少類似申訴案件之發生，營造良好之交通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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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條款 件數 比率

1 56條(停車) 5327 23.12%

2 48條(轉彎、變換車道) 2693 11.69%

3 53條(闖紅燈) 2662 11.55%

4 33條(高快公路) 2570 11.15%

5 40條(一般超速) 1928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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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常見民眾檢舉違規態樣:

違規停車

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

跨越雙黃線、雙白線、槽化線

闖紅燈

年度 106年 107年 108年

受理入案件數 185萬件 195萬件 210萬件

中市檢舉比例 15.4% 15.81% 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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