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單位：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報 告 人：交通警察大隊大隊長 郭士傑

108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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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伍

107年交通事故統計與分析貳

107年交通事故處理策進作為參

107年交通安全執法作為肆

前言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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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與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本局107
年持續落實執行交通執法、宣導、疏導及

事故處理等工作，精進各項作為，以提升
交通事故處理效率與品質，維持行車秩序
與交通順暢，進而降低本市交通事故。

以下茲就本市107年交通事故資料分析與
本局在事故處理、交通執法、宣導、疏導
等策進作為簡述之。

前言 交通執法作為 結語事故統計 事故處理作為 當前重點工作

5



交通事故統計與分析

本市107年計發生A1+A2類交通事故4萬2,927件、死傷5萬6,390
人，較106年減少3,866件(-8.3%)、5,718人(-9.2%)。

交通事故統計與分析前言 交通執法作為 結語事故處理作為 當前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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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車種以機車最高、小客車次之、

小貨車再次之，顯示應持續強化機車

事故防制。

前5大肇因分別為未依規定讓車、未注意

車前狀態、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違反特

定標誌(線)禁制及未保持安全距離等。

PDCA目標控管

肇事車種分析 肇事原因分析

1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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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5 2,479 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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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A1+A2交通事故前5大肇因分析圖

大客車

0.4%
大貨車

0.6%
聯結車

0.1%
曳引車

0.2%

小客車

34.7%

小貨車

6.1%

機車

54.0%

自行車

2.1%

行人

1.2%
其他

0.6%

107年A1+A2類交通事故肇事車種分析圖

交通事故統計與分析

交通事故統計與分析前言 交通執法作為 結語事故處理作為 當前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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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時段以16-18時最高、8-10時次之、

18-20時再次之，顯示事故熱時多集中在

上下班車流量較大的時段。

駕駛人年齡以20-24歲最多、25-29歲次之，

顯示應持續強化年輕族群防禦駕駛、速度管

理、交通法規及路權觀念等之宣導。

PDCA目標控管

肇事時段分析 肇事年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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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A1+A2類交通事故肇事時段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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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30-3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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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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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45-49歲

4.8%

50-54歲

4.9%

55-59歲

4.9%

60-64歲

4.6%

65-69歲

4.0%

70-74歲

2.1%

75-79歲

1.6%

80歲以上

1.1%

107年A1+A2類相關機動車輛駕駛人年齡分布圖

交通事故統計與分析

交通事故統計與分析前言 交通執法作為 結語事故處理作為 當前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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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科技作為教育訓練措施一、便民服務措施

事故統計前言前言 結語當前重點工作交通執法作為事故處理策進作為

申請
項目

警政署規定 臺中市作法

事故後
?日申請

申請後
?日取件

事故後
?日申請

便民
效益

申請後
?日取件

便民
效益

現場圖 7日 15日

5日
(節省2個
工作天)

提升
28.57%

3日
(節省12個
工作天)

提升
80%

現場
照片

7日 15日

5日
(節省2個
工作天)

提升
28.57%

3日
(節省12個
工作天)

提升
80%

研判表 30日 15日

7日
(節省23

個工作
天)

提升
76.67%

7日
(節省8個
工作天)

提升
53.33%

下
載
交
通
事
故
資
料

使
用
自
然
人
憑
證
申
請
與

加強為民服務

減少民眾申領
耗費成本

新聞採訪畫面

簡化申請流程

下載
增加
15.1%

節省14至31

個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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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科技作為二、教育訓練措施

事故統計前言前言 結語當前重點工作交通執法作為事故處理策進作為

便民服務措施

辦
理
專
責
人
員
講
習
班

辦理專責人員
講習班

新進處理人員

遭退件率前10%或屢遭
投訴有缺失人員

專責事故處理人
員持照率達100%

召訓加強訓練

塑造員警
處理事故
專業形象

辦理「加強訓練專責處理交通事故人
員講習」，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各單位退件數均逐月、逐年統計，相關
統計資料並列入重要會議檢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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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用科技作為教育訓練措施

事故統計前言前言 結語當前重點工作交通執法作為事故處理策進作為

便民服務措施

(一)
複
雜
路
口
以
空
拍
方
式
建
置
現
場
圖
庫

本市200處

不規則或

複雜路口

Microsoft Office

VISIO

運用空拍機 匯入繪圖軟體

供員警現場處理
事故使用

0
10
20
30
40
50
60

建置前 建置後

現場圖製作時間

-50%

40-60分 20-30分

效
益 提高現場圖準確度

提高事故處理品質

縮短現場圖製作時間

1
1



三、應用科技作為教育訓練措施

事故統計前言前言 結語當前重點工作交通執法作為事故處理策進作為

便民服務措施

(二)

購
置
數
位
測
距
儀
及
便
攜
式
強
力
探
照
燈

購置數位測距儀及便攜式強力
照明探照燈配發交通分隊使用

確保員警
執勤安全

增加能見度
蒐證更縝密

提升事故
測繪準確度

數位測距儀 便攜式探照燈

運用先進科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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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用科技作為教育訓練措施

事故統計前言前言 結語當前重點工作交通執法作為事故處理策進作為

便民服務措施

(三)

事故熱點(熱區)視覺化
結合

違規地點分布資訊

妥適規劃警力
優化交通執法勤務

建
置

地
理
資
訊
系
統

GIS

空間

資訊

化

資料

視覺

化

分析

多維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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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7年本市酒駕交通事故死傷人數比較圖

傷亡人數

酒駕件數

協助交通工程改善

取
締
酒
後
駕
車

(一)
取締酒後駕車
強度成效
六都之冠

酒駕違規及肇事
逐年降低

斷源專案

易肇事違規
路段取締酒駕

全日同步執行
同日不同時段

酒
駕
取
締
件
數
六
都
比
較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106年 107年

10,633

12,962

8,425

13,033
(第一)

8,220

12,547

12,692

12,169

9,119

13,286
(第一)

7,088

13,271

交通安全宣導交通疏導一、交通執法

當前重點工作事故統計前言 交通執法作為前言 結語事故處理作為 當前重點工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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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交通工程改善

取
締
動
態
肇
因
違
規
重
點
執
法

(二)
車輛行經行人穿越道
不禮讓行人先行

機車行駛禁行車道

未依規定迴轉

在多車道轉彎
不先駛入側車道

機車未依規定兩段式左轉

不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轉彎

轉彎或變換車道不當

不按遵行方向行駛及
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

在多車道不依規定駕車

訂定「取締動態肇因違規重點執法執行計
畫」，自105年開始辦理，依歷年肇事路
段、肇事原因及違規肇事舉發件數調整列管
執法項目，期藉此遏止民眾違規，以減少事
故發生。

９大主要
肇事因素

運用大數
據分析

本局持續取締動態肇因違
規行為，以減少民眾違規
肇事。

200,000

220,000

240,000

260,000

106年 107年

222,015

245,514

取締件數 +10.6%

交通安全宣導交通疏導一、交通執法

當前重點工作事故統計前言 交通執法作為前言 結語事故處理作為 當前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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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交通工程改善交通安全宣導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106年 107年

259,070

352,348

取締件數

(三)
取
締
違
規
停
車
重
點
執
法

分析列管52條違規停車嚴重路段

+36.0%

針對8項重大違規
停車態樣

促進交
通順暢

降低交
通事故

路口十
公尺紅
線違規
停車

不依順
行方向
停車

未緊靠
道路右
側臨時
停車

佔用身
心障礙
專用違
規停車

占用公
車格違
規停車

人行道
違規停
車

行人穿
越道上
違規停
車

併排
違規
停車

訂定「取締違規
停車重點執法執
行計畫」

本局持續強化違規停車執法，避免用路
人因違規停車影響視距及通行空間，以
提升用路安全。

交通疏導一、交通執法

當前重點工作事故統計前言 交通執法作為前言 結語事故處理作為 當前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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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交通工程改善

百貨公司假日購物民眾湧
入致周邊道路壅塞，封閉
市政北七路東往西車道方
向及禁止從惠中路進該路
段，並引導車輛至周邊場
地停放。

落
實
尖
峰
時
段
交
通
疏
導

分析交通事故，肇
事熱時多集中車流
量較大的時段

假日百貨公司
車流分流

國道1號下臺中交流道銜
接臺灣大道尖峰時段往市
區車流量大，及時分流管
制動線，引導車流至環中
路。

協助本市上下班時段、道

路施工、重大活動、停電
等交通疏導管制工作，以

維交通順暢。

促進交通
順暢，減
少車輛間
衝突摩擦

降低交
通事故

街
頭
最
美
麗
風
景

義交協勤

國道一號
匝道分流機制

交通安全宣導二、交通疏導交通執法

當前重點工作事故統計前言 交通執法作為前言 結語事故處理作為 當前重點工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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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交通工程改善三、交通安全宣導交通疏導

宣導重點

為推廣交通安全觀念與建立民眾用路安全

107年至機關團體實施交通

安全宣導共1,964場次。

共3,895場次

(一)

多
元
化
交
通
安
全
宣
導

宣導管道

防禦
駕駛

交通
法令

路權
法規

行人
路權

高齡者
用路安全

機車
用路安全

公務機關

民間機關

宣導方式

受理交通安全
教育講座

LED字幕託播

電子與平面媒體

1,900

1,920

1,940

1,960

1,980

106年 107年

1,931

1,964

場次

交通執法

當前重點工作事故統計前言 交通執法作為前言 結語事故處理作為 當前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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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交通工程改善

共229場次

107年至17所大專院校實施交通安全

演講共116場次。

讓學童配戴酒駕情境模
擬器，體會酒醉感覺

(二)

學
生
平
安
專
案

深入校園宣導交通安全，
並結合花博宣導品

由本局及各
分局主動派
員校園關懷
與聯繫

宣導重點

實施交通安全演講
防禦
駕駛

交通
法令

路權
法規

辦理交通宣導活動

派員至校園實施
交通安全演講

111

113

115

117

106年 107年

113

116

場次

派員至校園實施
交通安全演講

三、交通安全宣導交通疏導交通執法

當前重點工作事故統計前言 交通執法作為前言 結語事故處理作為 當前重點工作

1
9



協助交通工程改善

(三)

護
老
專
案

藉由大型活動宣導「禮讓行人」、
「夜間配帶亮色或反光物件」等觀念

高齡者
行的安全

宣導重點

行人不依

規定行走

行人穿越道

行人
路權

行人遵守
交通法規

汽機車未
依規定
禮讓行人

於社區活動向高齡者宣
導交通安全觀念

執法重點

107年行人死亡
事故，高齡者約
占80%

三、交通安全宣導交通疏導交通執法

當前重點工作事故統計前言 交通執法作為前言 結語事故處理作為 當前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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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協助交通工程改善交通安全宣導交通疏導

召防
開制
A1與
類處
交理
通會
事議
故

審制
查訂
事防
故制
資作
料為

分辦
局理
邀現
集場
相會
關勘
單
位

交通執法

本局於會勘時，建議封閉4處分隔島缺口，有效提升該路段交通安全。

改善後改善前

沙田路一段

(一)

強
化

類
交
通
事
故
防
制
審
核
機
制

A1
發生A1類事故
3日內辦理
兩階段會勘
審查機制

第
一
階
段

第
二
階
段

A1事故
發生減少

事故處理
品質提升

檢視
道路
環境
提出
改善
對策

召開事故防制會議

當前重點工作事故統計前言 交通執法作為前言 結語事故處理作為 當前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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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統計每月前10
大及各分局前3
大高肇事路口

1、統計年度前30
大及各分局前5
大高肇事路口

(二)

高
肇
事
路
口
協
助
改
善

針對高肇事路口編排執
法、守望勤務，每年約
編排3萬4,320小時，以
增加見警率。另針對動
態肇因違規重點執法，
計取締24萬5,514件違
規行為。

執法

與路權單位於現場會
勘，研商工程改善及執
法作為，107年會勘計改
善208處路口。

現場會勘

四、協助交通工程改善交通安全宣導交通疏導交通執法

當前重點工作事故統計前言 交通執法作為前言 結語事故處理作為 當前重點工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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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1,050

1,100

1,150

1,200

106年 107年

1,083

1,151

處數
同
仁
勤
務
查
處
發
現

協
助
提
報
不
合
理
道
路
工
程

(三) 計改善2,234處

后里區甲后路一段958號增設三色號誌 臺中市南區復興北路與德富路口繪設
機車兩段式左轉待轉區

不
合
理
道
路
工
程
態
樣

施工管制設施不完備、竣工未
移除臨時標誌或未修復標線

路段速限不合理

號誌時制、時相規劃設計不當

標誌(線)設置缺漏錯誤

提

報

主

管

機

關

改

善

四、協助交通工程改善交通安全宣導交通疏導交通執法

當前重點工作事故統計前言 交通執法作為前言 結語事故處理作為 當前重點工作

2
3



699

3955

0

2,000

4,000

6,000

106年 107年

取締件數

961
907

850
900
950

1,000

106年 107年

事故件數

知與行交通宣導一、電動自行車交通宣導與執法

電
動
自
行
車
駕
駛
安
全

加強取締電動(輔助)自行車，取締件數與同期比增加3,256件

取締酒駕行為

取締逆向行為

取締未依標誌線禁制行為

印製英文、越南文、泰文、印尼
文等四國文宣，加強對外國人
宣導騎乘自行車相關規定

本局外事科製作四國語文，加強
對外國人宣導交通法規

執法

成效

宣導
外籍移工

一般民眾
於自行車專用道向遊客宣導建立
交通安全觀念

事故
降低

成效 -5.6%

當前重點工作事故統計前言前言 結語事故處理作為 交通執法作為

2
4



二、「知與行」教育式交通安全宣導

知

行

電動自行車宣導

本局以事故影像
製作路權宣導
系列影片

各級機關

學校

團體

讓民眾把路權
觀念記在心

實踐安全的駕駛
行為

路權

機車 闖紅燈等
動態肇因

當前重點工作事故統計前言前言 結語事故處理作為 交通執法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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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執法、疏導與事故處理是本局重要
的任務工作，本局導入「第三方警政」策
略，與市政府交通局、建設局、環保局、公
路總局與監理機關等攜力合作，有效改善本
市行車秩序與交通安全，提升事故處理品
質，建構本市更為安全、友善及順暢的交通
環境、宜居城市。

當前重點工作 結語事故統計前言前言 事故處理作為 交通執法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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