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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維護道路安全的責任上，全國道安工作團隊陸續推廣各項道

安工作，運用有限之經費推動交通事故防制工作，並以降低死傷人

數為最大目標。在各單位的通力合作下，近 6年來減少 1,100人於

交通意外事故中死亡，減幅約 35.03%，平均每年減少 183.3人，這

是全體道安團隊夥伴戮力防制的成效，在此特別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意，101年度道路交

通安全年報則是忠實地記錄了全體道安工作同仁努力的具體成果。

　　101年度的道安政策，是依據第十期院頒方案為推動主軸，本期方案之願景為「建立

人本、安全的交通環境」，訴求重點是「尊重路權、行車安全」，目標為「每年度降低事

故死亡人數 2%」。在本部整合警政、教育、媒體等多管道宣傳之下，期望能讓民眾更充

分具備道安意識，其中有許多頗具創意與結合最新科技的作法，值得向國民說明並推廣。

　　在交通工程方面推動汽機車分流，在路段規劃機慢車專用的車道，路口設置停等區，

提供機車行車空間；修法統一車道顏色，讓行人、機車、汽車分流更加便利與安全；運

用反光性標誌設施，以加強道路設施安全性預防自撞事故，增加夜間道路街廓能見度。

　　另一個重點在「嚴懲惡性交通違規」專案增列取締機車違規項目，包括「騎乘機車

或附載座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左轉彎未依規定」、「酒後駕車」、「逆向行駛」、

「闖紅燈（不含紅燈右轉）」等惡性交通違規行為，有效防制交通事故發生。

　　其他重要作為還包括實施國道入口匝道高承載管制，有效減少塞車長度與全程行駛

時間；設置服務區駕駛人休息室，有效減少疲勞駕駛，降低事故發生；結合社群與影音

網站，製作宣導行車安全短片供民眾瀏覽等。

　　為響應聯合國所推動：「2011 至 2020 年為道路安全 10 年行動」之號召，行政院所

頒布的「黃金十年 國家願景」中，已將道路交通事故「年減 2%、5年減 10%、10年減

20%」設定為首要目標，此一目標已納入第 11期（102年至 104年）院頒道安方案，以

與目前國際趨勢接軌。

　　減少車禍事故的發生，保護用路人的安全，這是全體道安同仁努力的目標，也是政

府對國民的責任。期勉道安同仁能不斷追求創新，並落實改善成效，達成「大家守法、

人車安全、道路順暢」之願景，同時也期盼全國民眾和我們一同努力！

序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交通部長 葉匡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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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語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資料顯示，臺灣交通事故 24小時以內

死亡人數（簡稱 A1）從 2006年 3,140人至 2012年 2040人，近七

年來死亡人數逐年減少，共計降低 35.03%，平均每年減少 183.3

人，同期機動車輛數成長 200餘萬輛，增幅約 10%，而從肇事類

型細探，仍以「機車」、「老人」、「酒駕」為主要事故防制重點，故道安同仁集中力

量與資源，追求突破，回顧過去一年，採行了多項創新措施：

1. 確定道安工作核心觀念－給用路人保護自己的力量及秉持觀音菩薩「救苦救難」之精

神，激勵道安人員以行動救人的善念。

2. 結合產、官、學各界專家學者經驗與智慧，「針對問題」──釐定機車事故、老人事

故與酒駕事故防制三大課題，辦理道路交通安全研討會，並委託研究、舉辦院頒方案

視導，策訂防制措施之行動方案；宣導後座繫安全帶、車道顏色管理、避免酒駕等重

大政策。

3. 整合中央及地方道安體系之力量，透過視導、補助、觀摩、研習等，給予獎勵與肯定

並運用金安獎、創新貢獻獎、道安年報、宣揚各縣市創新有效措施、及請各縣市機關

首長從優敘獎等，給予鼓勵並導入民間公益團體及企業的力量，參與道安工作。

4. 拜訪地方首長針對所轄問題訂定對策，統計首長主持道安會議場次供參；並請各縣市

不定時分析所轄道安課題並採取對策，統合道安體系力量。

5. 與中華民國機車研究發展安全促進協會合作舉辦「101年交通安全圖騰設計競賽」參賽

件數 1187件；臺北市、新北市試辦機車駕訓「18歲市民成年禮」，給 18歲以上報考

機車駕照的市民 16小時的訓練；老人交通安全宣講志工「路老師」，訓練合格者共計

112名，到宅或集中宣教；「交通安全入口網」網頁結合時勢潮流，運用 Facebook、

Youtube等網站宣傳，瀏覽量與去年相較提昇了 39.04％，各項指數也有顯著提昇。

6. 道安工作是永久的課題，針對預防學生騎乘機車時發生的事故，特別規劃至各大專院校

機車研究社，教授簡易機車維修及騎乘技巧。並且舉辦「禮讓行人教育推廣計畫」持續

推廣全國小一學生使用「禮讓小旗」，於 9~10 月舉辦北、中、南 3 場次記者會及講座。

　　《大方廣佛華嚴經》第十二卷云：「愛人如愛己，率己以隨人」，交安的觀念便是這

種「以人為本」的精神，以行人的路權為本，每個人無論騎開車或走路，都能視人如己，

不違反交安原則。本會編輯《101年度道路交通安全年報》，展現這一年間相關單位道安

成果。衷心祝福大家未來在道安工作上，能更歡喜自在，多盡一份心力，累積福報，替自

己的公務生涯寫下最美好的註腳。

中華民國 102 年 6月

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執行秘書 謝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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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道安委員會）綜理全國道路交通安全事項之

策劃、協調與督導，業務涵括交通工程（Engineering）、交通執法（Enforcement）、教

育宣導（Education）等 3E 作為，結合中央部會局署，包括內政部（警政署、營建署）、

教育部、衛生署等，督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道安會報執行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組

成一完整全國道路交通安全體系，如圖 1所示。

道路交通安全 101年年報

8

緒
論

第
一
章

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委員會

新北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臺北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臺中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臺南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高雄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基隆市道安會報 嘉義縣道安會報

新竹市道安會報 屏東縣道安會報

嘉義市道安會報 宜蘭縣道安會報

新竹縣道安會報 花蓮縣道安會報

苗栗縣道安會報

南投縣道安會報

臺東縣道安會報

彰化縣道安會報

澎湖縣道安會報

雲林縣道安會報

金門縣道安會報

連江縣道安會報

桃園縣道安會報（準直轄市）

圖 1 　全國道安體系



　　道路交通安全經費係源自本部徵收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分配 1.76％比例（係指

收支條例之預算，但目前財政拮据，行政院主計處並未依此同意編列），以執行中央道

路交通安全政策為主軸，除自辦外，並支援補助各部會局署、相關縣（市）政府，配合

中央整體推動政策需要，進行即時必要之交通安全改善工程、執法、教育及宣導等作為。

補助範圍則包括專款補助中央機關與各縣市政府，運用於道路交通安全與秩序之維護、

改善工作，及急需辦理道安改善事項，且未能及時編列或不足支應者，與配合本部道安

計畫所必需之補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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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第 10 期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

「騎乘機車事故防治」

「自行車安全」

願景

「建立人本、安全的交通環境」

訴求重點「尊重路權、行車安全」

目標

「每年降低事故死亡人數 2％」

「酒醉（後）開（騎）

車事故防治」

「行人安全」

「大客車安全（含校
車、學幼童課後接送
車輛安全）」

「高齡者事故防治」

　　101 年度道路交通安全計畫，係依據第 10 期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

案》3 年 1 期（民國 99~101年）執行推動，本期方案之願景為「建立人本、安全的交通

環境」、訴求重點「尊重路權、行車安全」、目標「每年度降低事故死亡人數 2%」，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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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訂交通事故防制 6 大重點，包括「騎乘機車事故防制」、「酒後開（騎）車事故防制」、

「高齡者事故防制」、「大客車安全（含校車、學（幼）童課後接送車輛安全）」、「行

人安全」、「自行車安全」(如圖 2 所示 )，實施內容架構共分為管制考核、工程、執行、

教育宣導與平交道安全類，如下所示：

一、 強化道安組織功能與管考作業

 （一）強化道安會報議事功能。

 （二）加強計畫管考及定期實施評鑑。

 （三）加強辦理道路交通安全相關之研究。

 （四）交通違規罰款分配之專款專用。

二、 加強道路交通事故防制

 （一）加強實施機動車輛肇事管制。

 （二）協調檢、警、司法單位對肇事案件，從速偵查、審理，從速處罰。

三、 加強道路交通工程設施與管理

 （一）積極改善公路、市區道路及觀光風景區聯外道路易肇事路段及路口。

 （二）繼續提高公路及都市地區交通號誌功能。

 （三）加強道路交通網路功能與服務水準。

 （四）繼續改善主要道路交通瓶頸。

 （五）加強改善弱勢團體、自行車及行人交通環境。

 （六）加強執行違規私設道路指示標誌及標線、人行道斜坡道或廣告物取締清除。

 （七）加強路邊停車規劃與收費管理。

 （八）加強高、快速公路交通工程設施與管理。

四、 強化公路監理執行與管理

 （一）強化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二）強化駕駛人養成教育。

 （三）加強車籍、駕籍及危險品運送人員資料的正確與更新。

 （四）加強車輛檢驗及檢驗線之查核。

 （五）加強監警聯合路邊檢查。

 （六）加強各汽車運輸公司管理。

 （七）落實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及公路法等案件之清理與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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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加強道路交通執法

 （一）加強疏導整理交通秩序。

 （二）提升交通執法品質。

 （三）提昇交通事故處理品質。

 （四）加強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管理。

 （五）加強執法宣導。

 （六）加強高速公路行車秩序與安全。

六、 加強道路交通安全教育

 （一）加強交通安全教育培訓及課程結合。

 （二）加強交通安全教育教材資訊化。

 （三）高中職以上學校交通安全教育課程規劃及教材製作。

 （四）推動學校及社會交通安全教育與活動。

 （五）加強各級學校上放學交通安全維護。

 （六）加強防制學校學生交通事故及交通違規。

 （七）推動學校及社會交通事故傷患急救常識教育。

 （八）加強維護兒童交通安全。

七、 加強道路交通安全宣導

 （一）配合宣導各項交通安全改善方案及措施。

 （二）強化路況等交通資訊報導。

 （三）運用各種大眾傳播媒體加強道路交通安全宣導。

 （四）結合輔導民間社團舉辦各項交通安全宣導活動。

 （五）印製交通安全文宣及宣導品，擴大交通安全宣導。

 （六）辦理交通安全績優團體及個人表揚大會。

 （七）加強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宣導。

八、 加強鐵路平交道安全

 （一）實施定期評鑑。

 （二）積極參與縣市道安會報。

 （三）加強平交道交通安全功能（鐵路側）。

 （四）加強平交道交通安全功能（公路側）。

 （五）加強鐵公路平交道安全宣導。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 101年 1月至 12月之 A1 類道路交通事故統計資料顯示，事故死

亡人數 2,040人，為連續四年持續下降：由 95 年 3,140人、96年 2,573人、97年 2,224人、

98年 2,092 人降為 99年 2,047人，共減少 1,093人後 100年首度彈升，較 99年增加 70人，

在全體道安同仁持續努力下於 101年再度下降 77人 A1類事故死亡人數為 2,040人，持

續維持總體道路交通事故防制成效趨勢不變。六年來減少 1,100人於交通意外事故中死

亡，減幅約 35.05%，平均每年減少 183.3人，同期，機動車輛數成長 200餘萬輛，增幅約

10%。探究肇事類型，機車駕駛人死亡人數 1,201人，占總死亡人數比率為 58.87%，為最

主要肇事車種；老年人 (65 歲以上 )事故死亡人數 543人，占總死亡人數比率為 26.62%；

酒後駕車肇事死亡人數 376人，占總死亡人數比率為 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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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道安交通安全政策主軸

圖 3 　歷年 A1 類交通事故件數及人數階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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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來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減少1,100人，降低35.03%

6年來機動車車輛數成長 200餘萬輛，增加 10%，
但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每年平均減少 183.3人。

交通事故防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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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歷年道安研討會針對重點肇事類型進行探討

一、101 年策定道安政策主軸

(一 )  機車事故防制：鑑於機車駕駛

人占整體百分比近六成（97年

61.02%、98 年 56.69%、99 年

62.87%、100 年 58.67%、101 年

58.87%），機車事故防制為首

要工作；防制方式如汽機車分

流、道路顏色管理、夜間反光

設施、青少年機車事故防制政

策等。

(二 )  高齡者事故防制：根據內政部

戶政司統計資料，老年人（65

歲以上）占整體百分比亦逐

年 上 升（97 年 10.43% 、98 年

10.63%、99 年 10.74% 至 100 年

10.89%），老年人交通意外事

故死亡人數約佔整體百分比二

成六，亦配合內政部「人口政

策白皮書」辦理。

(三 )  酒後駕車事故防制：鑑於 98-

101年酒後駕車仍為交通事故主

要肇因，占整體百分比約二成。

(四 )  其他重點工作：

1. 大客車安全（含校車、學

（幼）童課後接送車輛安全）

2. 行人安全

3. 自行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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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機動車輛數 汽車數 機車數

95 20,307,197 6,750,169 13,557,028

96 20,711,754 6,768,281 13,943,473

97 21,092,358 6,726,916 14,365,442

98 21,374,175 6,769,845 14,604,330

99 21,721,447 6,876,515 14,844,932

100 22,226,684 7,053,082 15,173,602

101 22,346,398 7,206,770 15,139,628

圖 5　機動車輛數與 A1 人數趨勢圖

機動車輛數

機車數

13,557,028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年
度

A1
︵
24
小
時
內
交
通
意
外
死
亡
人
數
︶

0

5,000,000

10,000,000

15,000,000

20,000,000

25,000,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500

4,000

車
輛
數
︵
輛
︶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40,000

2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1600,00
727

576

500

397 419
376

439

115,785 113,430

124,620

37,266

死
亡
人
數

死亡人數（100人） 取締件數

95 96 97 98 99 100 101 年
度

取
締
件
數

移送法辦件數

15,139,628

A1人數

汽車數

3,388
3,140

4,190

8,426,868

6,337,598

2,089,270

20,307,197

6,750,169

22,226,684
22,346,398

15,173,602

7,053,082

7,206,770

2,117 2,040

2,047

52,604
52,519

一、 101 年道路交通事故概況

　　本章統計數字為道安會依據警政署及衛生署數據分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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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類別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與前一
年相較

A1類死亡人數 2,573 2,224 2,092 2,047 2,117 2,040 -77

機車駕駛人死亡人數 1,536 1,357 1,186 1,287 1,242 1,201 -41

老年人 ( 65歲以上 )事故死亡人數 614 587 569 530 535 543 +8

主要肇因為酒後駕車失控死亡人數 576 500 398 419 439 376 -63

行人事故死亡人數 329 278 271 256 252 263 +11

自行車騎士死亡人數 143 141 140 130 116 133 +17

大客車事故死亡人數 58 42 48 28 22 42 +20

砂石車事故死亡人數 31 36 25 37 28 27 -1

平交道事故死亡人數 27 11 9 12 15 7 -8

幼童專用車事故死亡人數 0 0 2 2 0 0 0

使用行動電話事故死亡人數 9 5 1 0 3 3 0

表 1　道路交通事故統計一覽表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 101年之 A1類道路交通事故統計資料顯示，事故死亡人數 2,040

人，去年死亡人數雖然打破過去四年連續下降的紀錄，略為上升了 70人，在全國道安同

仁努力下，今年度又再度下降：由 95年 3,140人、96年 2,573人、97年 2,224人、98年 

2,092人、 99年 2,047人、100年 2,117人，降為 2,040人，較 95年減少 1,100人，同期，

機動車輛數由 2,030萬輛增至 2,234萬輛，成長約 200餘萬輛。其中機車駕駛人死亡人數 

1,201人，占總死亡人數比率為 58.87%，為最主要肇事車種；老年人 (65歲以上 )事故死

亡人數 543人，占總死亡人數比率為 26.62%；主要肇因為酒後駕車失控死亡人數 376人，

占總死亡人數比率為 18.43%，仍為最主要肇事因素；行人、自行車事故、砂石車事故、

大客車事故、幼童專用車事故及平交道事故死亡人數則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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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注意車前狀態

18.77%
酒醉（後）駕駛失控

18.43%

違反號誌標誌管制
6.12%

逆向行駛

未依規定減速

2.26%
1.91%

違規超車 0.78%

搶(闖)越平交道

0.39%

搶越行人穿越道
1.91%

未依規定讓車
12.25%

轉彎不當
3.48%

超速失控3.33%

未保持安全
距離、間隔 3.52%

（一）主要肇事因素統計

　　101年發生 2,040人 A1類交通事故，若以肇事因素來分析，以「未注意車前狀態」

造成 383人最多，「酒醉 （後）駕駛失控」發生 376人次之，「未依規定讓車」發生 

250人再次之，詳如圖 6及表 2所示，另提供近年酒駕死亡人數與取締件數趨勢圖如圖 7

供參考。

圖 6　101年度 A1類交通事故百分比

圖 7　近年酒駕死亡人數與取締件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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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年來道路交通事故概況

　　目前國內負責蒐集與處理道路交通事故資料之單位，計有警政體系之交通警察單位

與醫療體系之衛生單位。由於該項資料之蒐集與處理對警政單位而言，攸關於交通安全

之改善、事故鑑定與事故資料分析等，而交通員警於事故現場調查時，係依 24小時內死

亡者為認定基準；而衛生單位研究死亡資料，主要目的係為暸解國人在不同年齡、不同

地區及不同性別狀況下，藉死亡率來評估醫療介入後，對疾病防治與提昇健康之效果，

故係長期追蹤並依死亡證明書作為認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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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各單位統計交通事故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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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統計 4,787 4,322 4,387 4,735 4,735 4,637 4,007 3,646 3,646 3,515 3,470 3,291

運研所統計 3,714 4,948 4,358 4,411 3,756 3,459 3,219 3,298 3,323

警政署統計 3,344 2,681 2,718 2,635 2,894 3,140 2,573 2,224 2,092 2,047 2,117 2,040



主要肇事因素 死亡人數 佔總人數比率

酒醉（後）駕駛失控 376 18.43%

未注意車前狀況 383 18.77%

未依規定讓車 250 12.25%

違反號誌標誌管制 125 6.12%

轉彎不當 71 3.48%

未保持安全距離、間隔 72 3.52%

超速失控 68 3.33%

逆向行駛 46 2.26%

未依規定減速 39 1.91%

違規超車 16 0.78%

搶（闖）越平交道 8 0.39%

搶越行人穿越道 39 1.91%

表 2　101 年度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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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1年道路交通事故統計資料分析

（一）101年度全般道路交通事故與 100年比較

　　101年造成人員傷亡之道路交通事故（即 A1及 A2類，以下簡稱「道路交通事故」），

合計 24萬 9,465件，死亡 2,040人，受傷 33萬 3,220人；與 100年比較件數增加 13,689件、

死亡人數減少 77人、受傷人數增加 18,877人，就事故類型觀察，A1類（造成人員當場

或 24小時內死亡）件數及死亡人數呈減勢，而受傷人數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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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人數(千人)

A2類件數(千件)
死亡人數(千人)

受傷 死亡A2件數 A1件數

年 度
總 計 A1類 A2類 每萬輛機動車輛

年中機動車
輛數 (萬輛 )件數

(件 )
死亡
(人 )

受傷
(人 )

件數
(件 )

死亡
(人 )

受傷
(人 )

件數
(件 )

受傷
(人 )

肇事率
(件 /萬輛 )

死亡率
(人 /萬輛 )

受傷率
(人 /萬輛 )

89年 52,952 3,388 66,895 3,207 3,388 1,541 49,745 65,354 31.76 2.03 40.13 1,702

90年 64,264 3,344 80,612 3,142 3,344 1,490 61,122 79,122 37.27 1.94 46.75 1,747

91年 86,259 2,861 109,594 2,725 2,861 1,284 83,534 108,310 48.77 1.62 61.97 1,791

92年 120,223 2,718 156,303 2,572 2,718 1,262 117,651 155,041 66.04 1.49 85.86 1,850

93年 137,221 2,634 179,108 2,502 2,634 1,248 134,719 177,860 72.83 1.4 95.06 1,918

94年 155,814 2,894 203,087 2,767 2,894 1,383 153,047 201,704 79.81 1.48 104.02 1,986

95年 160,897 3,140 211,176 2,999 3,140 1,301 157,898 209,875 80.1 1.6 105.1 2,031

96年 163,971 2,573 216,927 2,463 2,573 1,006 161,508 215,921 79.9 1.3 105.8 2,071

97年 170,127 2,224 227,423 2,150 2,224 983 167,977 226,440 81.4 1.1 108.8 2,109

98年 184,749 2,092 239,260 2,016 2,092 893 182,733 246,101 85.2 1 112.7 2,137

99年 219,651 2,047 293,764 1,973 2,047 774 217,678 292,990 101.1 0.9 135.2 2,172

100年 235,776 2,117 315,201 2,037 2,117 858 233,739 314,343 106.1 1.0 141.8 2,223

101年 239,519 2,040 318,418 1,964 2,040 862 247,501 333,220 110.79 0.91 149.16 2,234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表 3　道路交通事故統計表

圖 9 　道路交通事故 (A1及 A2類 )件數及傷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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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1年度 A1類道路交通事故件數肇事者車種分析

　　101 年 A1 類交通事故之肇事者，以機車 925 件，占 47.1%最高；小客車 469 件，

占 23.9%居次；再次為大貨車 174件，占 8.9%；與上年比較，件數以小客車肇事減少

18.18%計 4 件最多；其次為大貨車減少 11.76%計 22件；而機車肇事件數增加 6.28%計

60 件為最多，其次則為小貨車增加 4.98%計 10 件。觀察近 4 年 A1 類交通事故肇事者車

種別件數，其中小客車均呈逐年下降趨勢。

（三）101 年 A1類道路交通事故依死亡者年齡分析

　　利用年度及交通事故死亡者年齡為兩軸可得表 5，由本表可得知 101年度交通事故死

亡者年齡以「70歲以上」佔 20.5%計 434人為最高、「55~64歲」佔 15%計 317人居次，

合計 65歲以上共佔 25.6%計 543人 (同時如圖 11)，減幅最大的年齡區間為「45~54歲」

計減少 46人為最，「25~34歲」計減少 45人居次；值得關注的為「55~64歲」壯年族群

增幅 53人，「70歲以上」增幅計 32人，其成長趨勢仍待道安同仁共同重視、檢討因應

對策。

　表 4　A1類道路交通事故數肇事者車種分析

車種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件數
（件）

結構比
（%）

件數
（件）

結構比
（%）

件數
（件）

結構比
（%）

件數
（件）

結構比
（%）

件數
（件）

結構比
（%）

與上年比較
增減件數

總　計 2,150 100.0% 2,016 100.0% 1,973 100.0% 2,037 100.0% 1,964 100.0% -73

大客車 40 1.9% 37 1.8% 26 1.3% 22 1.1% 29 1.5% +7

小客車 594 27.6% 543 26.9% 514 26.1% 509 25.0% 469 23.9% -40

大貨車 199 9.3% 164 8.1% 209 10.6% 187 9.2% 174 8.9% -13

小貨車 211 9.8% 219 10.9% 191 9.7% 201 9.9% 186 9.5% -15

機　車 949 44.1% 882 43.8% 896 45.4% 956 46.9% 925 47.1% -31

自行車 52 2.4% 62 3.1% 48 2.4% 44 2.2% 58 3.0% +14

其　他 105 4.9% 109 5.4% 89 4.5% 118 5.8% 99 5.0% -19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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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101年度 A1類道路交通事故件數肇事者車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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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A1類道路交通事故依死亡者年齡

年齡別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人數
(人 )

結構比
(%)

人數
(人 )

結構比
(%)

人數
(人 )

結構比
(%)

人數
(人 )

結構比
(%)

人數
(人 )

結構比
(%)

與上年比較
增減人數

總　計 2,224 100.0% 2,092 100.0% 2,047 100.0% 2,117 100.0% 2,040 96.4% -77

未滿 12歲 37 1.7% 43 2.1% 28 1.4% 17 0.8% 19 0.9% +2

12~17歲 89 4.0% 80 3.8% 81 4.0% 78 3.7% 84 4.0% +6

18~24歲 316 14.2% 281 13.4% 322 15.7% 326 15.4% 311 14.7% -15

25~34歲 344 15.5% 334 16.0% 298 14.6% 312 14.7% 267 12.6% -45

35~44歲 258 11.6% 263 12.6% 243 11.9% 275 13.0% 236 11.1% -39

45~54歲 292 13.1% 281 13.4% 301 14.7% 309 14.6% 263 12.4% -46

55~64歲 280 12.6% 238 11.4% 241 11.8% 264 12.5% 317 15.0% +53

65~69歲 148 6.7% 145 6.9% 120 5.9% 133 6.3% 109 5.1% -24

70歲以上 439 19.7% 424 20.3% 410 20.0% 402 19.0% 434 20.5% +32

年齡不詳 21 0.9% 3 0.1% 3 0.1% 1 0.0% 0 0.0% -1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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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酒醉（後） 駕駛 A1類道路交通故事車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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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101年度 A1類道路交通事故依死亡者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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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1年度 A1類道路交通事故依肇事因素分析

　　101年 A1類道路交通事故主要發生原因分析，以「酒醉（後）駕駛失控」370件最多，

占 18.16%，其次為「未注意車前狀況」366件，占 17.97%，再次為「未依規定讓車」244件，

占 11.98%，。與上年比較，以「違反號誌標誌管制」之件數減少最多，減少 55件，降幅

達 28.8%，詳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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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近年 A1類道路交通事故依肇事因素分析

肇事原因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件數
（件）

結構比
（%）

件數
（件）

結構比
（%）

件數
（件）

結構比
（%）

件數
（件）

結構比
（%）

件數
（件）

結構比
（%）

與上年比較
增減件數

總　計 2,150 100.00% 2,016 100.00% 1,973 100.00% 2,037 100.00% 1,866 100.00% -171

駕駛人因素 2,077 96.60% 1,928 95.63% 1,896 96.10% 1,941 95.29% 1,650 88.42% -291

酒醉 (後 )駕駛失控 474 22.05% 386 19.15% 399 20.22% 412 20.23% 370 19.83% -42

未注意車前狀況 406 18.88% 374 18.55% 373 18.91% 345 16.94% 366 19.61% 21

未依規定讓車 229 10.65% 249 12.35% 269 13.63% 260 12.76% 244 13.08% -16

違反號誌標誌管制 207 9.63% 195 9.67% 191 9.68% 192 9.43% 136 7.29% -56

轉彎不當 76 3.53% 75 3.72% 70 3.55% 65 3.19% 67 3.59% 2

未保持安全距離、間隔 94 4.37% 95 4.71% 78 3.95% 93 4.57% 69 3.70% -24

超速失控 95 4.42% 70 3.47% 66 3.35% 74 3.63% 65 3.48% -9

逆向行駛 51 2.37% 53 2.63% 60 3.04% 56 2.75% 46 2.47% -10

未依規定減速 39 1.81% 37 1.84% 38 1.93% 48 2.36% 37 1.98% -11

違規超車 21 0.98% 24 1.19% 14 0.71% 27 1.33% 15 0.80% -12

搶 (闖 )越平交道 6 0.28% 3 0.15% 8 0.41% 8 0.39% 5 0.27% -3

搶越行人穿越道 45 2.09% 32 1.59% 31 1.57% 34 1.67% 39 2.09% 5

其他 334 15.53% 335 16.62% 299 15.15% 327 16.05% 407 21.81% 80

非駕駛人因素 73 3.40% 88 4.37% 77 3.90% 96 4.71% 98 5.25% 2

行人或乘客疏失 54 2.51% 72 3.57% 63 3.19% 79 3.88% 83 4.45% 4

機件故障 16 0.74% 13 0.64% 14 0.71% 11 0.54% 15 0.80% 4

交通管制 (設施 )不當 2 0.09% 0 0.00% 0 0.00% 3 0.15% 0 0.00% -3

其他 1 0.05% 3 0.15% 0 0.00% 3 0.15% 0 0.00% -3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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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1年度 A1類道路交通事故依縣市別統計暨死亡人數趨勢

　　101年 A1類交通事故肇事件數排名前 5名之縣市，依序為高雄市 251件、臺中市 

203件、臺南市 178件、新北市 166件、彰化縣 155件。依縣市交通意外死亡人數觀察，

也以高雄市 251人最高、臺中市 210人及臺南市 205人次之，詳如表 7所示。

　表 7　近年各縣市 A1類道路交通事故統計表

縣市別

件數（件） 死亡人數（人）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年 101 年 101與 100年
相較增減數死亡人數 死亡人數 死亡人數 死亡人數 死亡人數

臺北市 74 82 85 81 77 - 4

新北市 173 151 165 172 166 - 6

臺中市 222 185 211 210 203 - 7

臺南市 204 185 159 205 178 - 27

高雄市 244 243 237 251 251 0

基隆市 16 23 20 19 13 - 6

新竹市 29 31 19 36 31 - 5

嘉義市 15 23 20 16 20 4

桃園縣 145 131 138 125 119 - 6

新竹縣 76 66 76 79 89 10

苗栗縣 68 70 67 58 67 9

南投縣 89 74 69 73 69 - 4

彰化縣 151 125 133 142 155 13

雲林縣 122 128 114 124 120 - 4

嘉義縣 110 99 91 88 92 4

屏東縣 156 153 160 140 138 - 2

宜蘭縣 79 74 56 77 62 - 15

花蓮縣 66 74 60 52 47 - 5

臺東縣 56 54 57 57 49 - 8

澎湖縣 5 10 5 7 4 - 3

金門縣 4 7 7 7 7 0

連江縣 - - - - - -

高速公路 98 82 74 72 68 - 4

平交道 11 10 11 15 7 - 8

其 他 11 12 12 26 8

合 計 2,224 2,092 2,047 2,117 2,040 - 77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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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交通事故死亡人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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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1年度各縣市首長參與道安會報會議情形一覽

　　若以各縣市首長重視道安會報程度分析，以臺北市、新北市、臺南市、基隆市、桃

園縣、彰化縣縣市首長親自召開 7次以上最為重視，詳如表 8 所示。

　表 8　各縣市首長參與道安會報會議情形一覽

地方政府 開會次數
首　長
主持次數

副  首  長
主持次數

首長及副首長主持

次數合計 ％

新 竹 縣 11 4 5 9 81.82%

高 雄 市 11 1 9 10 90.91%

花 蓮 縣 12 1 6 7 58.33%

澎 湖 縣 4 0 3 3 75.00%

臺 中 市 11 0 10 10 90.91%

嘉 義 縣 11 0 7 7 63.64%

嘉 義 市 12 1 9 10 83.33%

臺 南 市 12 12 0 12 100.00%

宜 蘭 縣 12 1 11 12 100.00%

苗 栗 縣 12 0 12 12 100.00%

南 投 縣 12 2 10 12 100.00%

新 北 市 12 11 1 12 100.00%

臺 北 市 12 7 5 12 100.00%

基 隆 市 12 12 0 12 100.00%

桃 園 縣 12 9 3 12 100.00%

新 竹 市 12 4 6 10 83.33%

彰 化 縣 12 7 5 12 100.00%

雲 林 縣 11 0 6 6 54.55%

屏 東 縣 12 0 11 11 91.67%

臺 東 縣 12 3 9 12 100.00%

金 門 縣 4 1 3 4 100.00%

連 江 縣 3 3 0 3 100.00%

合 　 計 234 79 131 210 8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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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01年度 A1類道路交通事故依道路類別及型態統計

　　101 年 A1 類交通事故之道路類別中，以「市區道」946 件最多，占 46.1%，其次為

「村里道」359 件，占 18.5%，「省道」257 件再次之，占 14.6%，各道路類別較上年減

少件數以「省道」減少 40 件 (18.9%)為最多。道路型態中，以「單路」1,151 件最多，占

58.4%，其次為「交岔道」805 件，占 40.7%；與上年比較，「單路」減少 39 件（6.3%）

最多，詳如表 9及圖 13 所示。

　表 9　A1 類道路交通事故依道路類別及型態統計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件數
（件）

件數
（件）

結構比
（%）

件數
（件）

結構比
（%）

件數
（件）

結構比
（%）

件數
（件）

結構比
（%）

與上年比較
增減件數

道

路

類

別

總　計 2,150 2,016 100.0% 1973 100.0% 2,037 100.0% 1,964 100.0% -73

國　道 88 64 3.2% 67 3.4% 61 3.0% 57 3.0% -4

省　道 399 393 19.5% 366 18.6% 297 14.6% 257 14.6% -40

縣　道 302 249 12.4% 249 12.6% 205 10.1% 200 10.1% -5

鄉　道 235 211 10.5% 184 9.3% 107 5.3% 90 5.3% -17

市區道 593 588 29.2% 592 30.0% 940 46.1% 946 46.1% 6

村里道 469 450 22.3% 445 22.6% 376 18.5% 359 18.5% -17

專用道 10 5 0.2% 14 0.7% 7 0.3% 13 0.3% 6

其　他 54 56 2.8% 56 2.8% 44 2.2% 42 2.2% -2

道

路

型

態

總　計 2,150 2,016 100.0% 1973 100.0% 2037 100.0% 1964 100.0% -73

平交道 11 9 0.4% 11 0.6% 15 0.7% 7 0.7% -8

交岔道 853 794 39.4% 842 42.7% 829 40.7% 805 40.7% -24

單　路 1285 1,211 60.1% 1120 56.8% 1190 58.4% 1151 58.4% -39

圓　環 1 2 0.1% 0 0.0% 1 0.0% 1 0.0% 0

廣　場 - - - 0 2 0.1% 0 0.1% -2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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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101 年度 A1 類道路交通事故依道路類別及型態統計

村里道

村里道

18.5%

專用道

專用道

0.3% 國道

國道

3.0%
省道

省道

14.6%

縣道

縣道

10.1%

鄉道

鄉道

5.3%

其他

其他

2.2%

市區道

市區道

46.1%

946

90

200

25742
5713

359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凌晨時段(0-6) 上午時段(6-12) 下午時段(12-18) 晚間時段(18-2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95 96 97 98 99     100 年
度

623件
20.8%

24%

24.3%

30.8%

18.4%

25%

27.1%

29.5%

20%

26.3%

24.6%

29.1%

19.9%

25.2%

26.7%

28.2%

21.2%

25.6%

25%

28.2%

18.5%

28.3%

26.7%

26.4%

19.2%

24.8%

25%

31%

721件

730件

925件

473件

610件

616件

764件

395件

538件

582件

635件

404件

530件

496件

586件

392件

498件

526件

557件

431件

521件

510件

575件

364件

356件

525件

519件

101

圖 14　近年 A1 類道路交通事故依發生時間統計



道路交通安全 101年年報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統
計
分
析

30

第
三
章

（八）101年度 A1 類道路交通事故依發生時間統計

　　101 年A1 類交通事故，以「上午時段（6~12時）」556件最多，占 28.3%，又以「8~10 

時」所占比率最高，達 10%，詳如表 10 所示。 

　　與 100年比較，以「凌晨時段（0~6時）」減少 67件最多，減幅達 18.40%；以「上

午時段（6~12時）」增加 35件最多。若再細分時辰觀察，則以下午時段之「22~24時」

減少 54件最多，減幅達 42%，另上午時段之「10~12時」增加 22件最多，增幅 12%，其

次為下午時段之「12~14時」增加 16件，增幅 10.5%，詳如圖 14所示。

　表 10　近年 A1 類道路交通事故依發生時間統計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件數
（件）

件數
（件）

件數
（件）

結構比
（%）

件數
（件）

結構比
（%）

件數
（件）

結構比
（%）

件數
（件）

結構比
（%）

與上年比
較增減件數

總    計 2,463 2,150 2,016 100.0% 1973 100.0% 2037 100.0% 1,964 100.0% -73

凌晨時段 473 395 404 20.0% 392 19.9% 431 21.2% 364 18.5% -67

0-2時 164 155 122 6.1% 132 6.7% 138 6.8% 110 5.6% -28

2-4時 126 93 119 5.9% 100 5.1% 123 6.0% 　97 4.9% -26

4-6時 183 147 163 8.1% 160 8.1% 170 8.3% 157 　8.0% -13

上午時段 610 538 530 26.3% 498 25.2% 521 25.6% 556 28.3% 35

  6-8  時 199 186 186 9.2% 160 8.1% 180 8.8% 　179 9.1% -1

 8-10時 217 165 188 9.3% 166 8.4% 181 8.9% 195 10% 14

10-12時 194 187 156 7.7% 172 8.7% 160 7.9% 　182 9.3% 22

下午時段 616 582 496 24.6% 526 26.7% 510 25.0% 525 26.7% 15

12-14時 176 161 155 7.7% 153 7.8% 136 6.7% 　152 7.7% 16

14-16時 216 186 153 7.6% 173 8.8% 170 8.3% 　174 8.9% 4

16-18時 224 235 188 9.3% 200 10.1% 204 10.0% 　199 10.1% -5

晚間時段 764 635 586 29.1% 557 28.2% 575 28.2% 519 26.4% -56

18-20時 299 261 237 11.8% 246 12.5% 221 10.8% 　223 11.4% 2

20-22時 247 191 171 8.5% 167 8.5% 172 8.4% 　168 8.6% -4

22-24時 218 183 178 8.8% 144 7.3% 182 8.9% 　128 6.5% -54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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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99~101年度各級學校交通意外事件人數統計

　　101年度各級學校交通意外事件死亡人數 317人，較上年度同期減少 43人，減幅達

11.94%。其中「大專技院」佔 53.9%，高中職佔 31.9%，國民中學佔 9.8%，國小佔 4.4%，

詳如下圖。

校園道安工作重要統計數據
101年 1-12月各級學校交通意外事件死亡人數統計資料

101年 1-12月 (同期比較 ) 百分比

死亡人數 317(-43)人 100%

大專院校 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171(-37)人 54%

高  中  職  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101(-19)人 32%

國民中學 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31(+11)人 10%

國民小學 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14(+2)人 4%

54%

32%

4%

10%

大專以上死亡人數

高中職死亡人數

國中死亡人數

國小死亡人數

圖 15　101年各級學校交通意外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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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歷年各級學校交通意外死亡人數

年度 A1類死亡 大專以上
死亡人數

高中職
死亡人數

國中
死亡人數

國小
死亡人數

99年 347 178 116 35 18
100年 360 208 120 20 12

101年 317 171 101 3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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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1　101年交通部製作之宣導文宣品

項次 項目 數量

1 101年製作宣導短片─兒童後座繫安全帶─成長四階段篇及計程車安全篇；大型重型機車
路權篇；開車不當低頭族；防制酒後駕車（修改增 3類人酒精濃度限制為 0.15MG/ML） 5支

2 101年後座繫安全帶計程車貼紙 2款（一套三張） 300,000套

3 101年兒童後座繫安全帶宣導摺頁 4,000,000份

4 101年大型重型機車行車安全須知摺頁 130,000份

5 臺灣燈會小提燈印上「酒後切勿開騎車　疲勞駕駛危險多　後座未繫安全帶　2月 1日將
開罰」宣導標語

160,000盞

6 101年春節疏運交通路網圖及觀光路網圖印上「酒後切勿開騎車　疲勞駕駛危險多　後座
未繫安全帶　2月 1日將開罰」標語 2,500,000份

7 高齡者宣導品（反光手環、計步器）
反光手環 6330份
計步器 12,655份

8 印製 3款海報─低頭族、正確使用燈光及三類人加重酒駕罰則修改酒駕 75,000份

9 兒童後座繫安全帶個人化郵票一款 17,0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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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小結

1.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顯示，A1類死亡人數 95年為 3,140人、96年 2,573人、

97年 2,224人、98年 2,092人、99年 2,047人、100年 2,117人、101年 2,040人，

6年來減少事故死亡人數 1,100人，降幅 36.17%，近六年每年平均減少事故死

亡人數為 183.3人。 

2. 觀察國內肇事狀況，可歸類騎乘機車事故 (依車種別：占整體百分比近六成 )、

高齡者事故 (依年齡別：佔整體百分比二成五 )、酒醉（後）駕車事故 (依肇事

因素別：占整體百分比約二成 )為最主要肇事型態。 

3. 就道路交通事故傷亡人數 (含 A1及 A2類 )及件數逐年增加之相關說明如次： 

(1) 臺灣地區機動車輛數係逐年增加，101年有 22,346,398輛，與 95年比較增加 

10％。

(2) 95年 7月起，內政部警政署為因應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之修正施行，增

列自行車交通事故納入處理及統計分析，亦影響事故件數逐年增加。 

(3) 民眾為汽機車投保車損險、意外責任險等保險觀念日漸普及，在發生交通

事故後，為申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及相關車損、意外險理賠暨避免自身權

益受損，均會主動報案處理，亦造成事故案件增多。 

(4) 內政部警政署亦於 97年開始推動道路交通事故 E化系統，要求各警察機關

對於 A2類受傷事故均應上網填報，因此道路交通事故傷亡人數之統計數據

始能反映真實面，也是 98年及 99年傷亡人數突增之主要原因。 

(5) 亦因為前列 (3)及 (4)等 2項攸關民眾自身權益的維護，及保險公司處理理

賠必要的要件，導致近幾年 A2類事故成案數成長 (詳附表 )，為避免外界

對各機關執行的用心有所誤解，爰將成案件數成長因素詳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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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蔡志雄先生

一、交通事故防制措施與成效

　　截至中華民國 101年止，全國機動車輛共 2,234餘萬輛，其中機車計 1,514萬輛，約

佔總數 67.77%。為了提供龐大的機車通勤族安全的交通環境，交通部與其他部會及各縣

市政府均採行許多防制意外的措施，均有優良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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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乘機車死亡人數 騎乘自行車死亡人數行人事故死亡人數

老年人（65歲以上）死亡人數 大客車死事故死亡人數酒後駕車失控肇事死亡人數

類
死
亡
人
數

A1

2,573

2,224 2,092 2,047 2,117 2,040

圖 17　101年度交通意外 A1死亡人數及車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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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通工程部分

1. 推動汽機車分流：路段規劃「機車道（機車專用、優先道）」或「機慢車優先」

車道、路口設置停等區及二段式左轉標誌，提供機車行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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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車道顏色管理：推動汽、機車及行人用路空間之顏色管理。

車道顏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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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仁愛國小通學巷道

協調統一車道顏色

未鋪設彩色鋪面前 鋪設彩色鋪面後

交通部補助縣市政府試辦「車道顏色管理」

圖 18　顏色管理—彩色鋪面試辦情形

縣市執行標線型彩色鋪面成果統計表

縣市 機車道 人行道 數量

台北市 0 145 145
新北市 38 2 40
高雄市 1 2 3

註： 現行標線抗滑係數 --- 45BPN
 彩色標線抗滑係數 --- 65B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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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用反光性標誌（記）標線設施：加強道路側路設施安全性。

 設置反光設施──預防自撞事故、增加夜間道路街廓能見度

4. 易肇事路段警示：加強肇事路段預告性、警告標誌。

　表 12　警察機關加強取締惡性交通違規專案項目表

項次 惡性交通違規違規項目 項次 惡性交通違規違規項目

1 酒後駕車 7 逆向行駛（跨越雙黃線）

2 闖紅燈 8 左轉彎未依規定

3 嚴重超速（超速 40 公里以上） 9 違反「停」、「讓」標誌線規定

4 行駛路肩 10 機車行駛禁行機車道

5 大型車、慢速車不依規定行駛外側車道 11 機車未規定兩段式左轉

6 蛇行、大型車惡意逼迫小車 12 機車未戴安全帽

（二）執法部分

1. 「嚴懲惡性交通違規」專案執法重點項目，增列取締機車違規項目：「騎乘機

車或附載座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左轉彎未依規定」、「酒後駕車」、「逆

向行駛」、「闖紅燈（不含紅燈右轉）」等惡性交通違規行為，有效防制交通

事故發生。

2. 100 年院頒方案於「路邊攔查計畫」增列機車車種的攔查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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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違規汽車駕駛人除依規定罰鍰外，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件明定應接受講習

者，在違規案件繳交罰鍰結案同時，通知該違規人在排定時間內，前往指定

地點參加違規駕駛人道安講習，目前接受講習人數在每年約 12萬 54人次，

101年度公路總局針對前往該局各講習班上課學員 56,750人（佔上課總人數

43.75%）進行不具名問卷調查，調查結果：認為講習授課內容對於增進交通安

全知識的幫助，非常有幫助者為 28.1%、有幫助者為 50.1%、普通為 4.3%、沒

有幫助、非常沒有幫助及未填者為 3.1%，數據顯示講習仍有其正面之效果。

 　　汽機車駕駛人違規講習係自民國 61年起開始辦理，當時採追溯方式辦理，

到訓率僅達 60％左右，至民國 71年起駕駛人違規除了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相關條款課以罰鍰外，為使駕駛人不至再有類似違規情形，由本部輔

導省市公路監理及警察機關將汽機車道安講習改為「違規即訓」方式辦理，到

訓率達 90％以上；民國 77年度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增加違規記點措施

改採「違規記點」召訓方式辦理，實施以來教材不斷更新，講師並予甄選及辦

理講師在職訓練，教學環境亦不斷改善，學員參加講習後均感到獲得交通安全

知識不少。

 　　97年至 101年 12月期間，各單位辦理講習人數如次：

表 13　汽機車違規駕駛人講習人數

違規講習人數
97年 98年 

汽車 機車 小計 汽車 機車 小計

台灣省 43,252 99,609 141,861 38,972 76,299 115,271

台北市 3,592 8,152 11,744 3,359 7,299 10,658

高雄市 1,805 8,558 10,363 1,752 6,315 8,067

小  計 48,649 115,319 163,968 44,083 89,913 133,996

違規講習人數
99年 100年

汽車 機車 小計 汽車 機車 小計

台灣省 32,261 70,639 102,900 33,013 77,838 110,851

台北市 2,969 5,704 8,673 2,612 5,158 7,770

高雄市 1,817 6,334 8,151 1,408 5,599 7,007

小  計 37,047 82,677 119,724 37,033 88,595 125,628



　　99年至 101年間已完成發行「初學駕駛者汽車、機車學習讀本」紙本教材、交通安

全您不能不知道系列有關「認識視野、視野死角與內輪差」、「認識安全帽、安全帶及

安全座椅防護功能」、「騎乘機車安全」、「認識車燈功能及使用方式與時機」、「行

車有序 --認識標誌標線與號誌」、「酒精對人體的反應與影響」、「交通事故處理常識」、

「我的喝酒有多嚴重」等八小時數位課程及 pdf檔電子書的編製，暨「認識交通指揮手勢、

路口路權觀念及遇緊急救護、執勤車輛的避讓規定」、「防禦駕駛」、「大型車事故案

例」、「車輪事故案例」宣導教育教學光碟；在 102年度並將繼續編製「安全駕駛 --煞

車與轉彎之正確操控要領」、「行人交通安全常識 (含推動行人安全通過道路作法 )」、

「輪胎的認識、保養及爆胎預防」數位課程、pdf檔電子書的編製、暨「機車及自行車簡

易維修保養常識」、「搭乘大客車及租用車輛安全常識」二影片的攝製工作，以提供用

路人正確且基本的交通安全知識，以期達到能知亦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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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講習人數
101年

汽車 機車 小計

公路總局
(不含以下二區之台灣本島範圍 ) 33,739 76,809 110,548

台北市區監理所 2,826 6,115 8,941

高雄市區監理所 2,167 8,051 10,218

小  計 38,732 90,9757 129,707

（三）教育宣導部分：

1. 本部委製發行 101年兒童後座繫安全帶宣教影片光碟 18,500片、「我的寶座」

繪本 3,500本，分送教育、衛生及道安相關

單位向師生及家長推廣安全觀念。

2. 本部結合中華民國汽機車研究發展安全促

進協會協助辦理「『2012學生總動員』交

通安全大競賽系列活動，含交通安全圖騰

設計、海報漫畫、標語、影音動畫、攝影

等項，評選得獎作品依「機車安全組」、

「汽車安全組」分別為，圖騰設計優等 5

名及佳作 10名、海報漫畫優等 7名及佳作

19名、標語優等 12名及佳作 30名、影音

動畫優等 6名及佳作 10名、攝影優等 6名

及佳作 10名。

圖 19　 「101年兒童後座繫安全帶
宣教影片光碟」及「我的寶

座」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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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補助縣市研製各級學校研製交通安全輔助教材

 補助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研製《101年臺南市中小學教師交通安全輔助教材 ~~

行的安全 e點靈》

3. 本部結合純青基金會協助辦理「第 12屆全國兒童交通安全繪畫比賽」，以「兒

童後座繫安全帶」、「禮讓行人~舉手、舉旗過馬路」為決賽主題，國小低、中、

高年級複賽得獎者 150名、身心障礙組複賽得獎者 15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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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第 12屆全國兒童交通安全繪畫比賽」得獎作品

5.  新竹市創新作為，結合『空中英語

教室』發行 23萬本宣導雜誌。

6. 與靖娟基金會合作出版繪本，推廣

兒童交通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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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平面媒體報導

蘋果日報聯合晚報 聯合報 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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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與「酒與社會責任促進會」合作辦理幸福零酒駕校園宣導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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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1年 1月至 12月

圖 21　行駛道路時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被舉發件數（依縣市）



8. 北市及新北市試辦機車駕訓「18 歲市民成年禮」

 　　許多剛取得駕照的年輕騎士很容易發生事故；

臺北市結合駕訓班，開放 18 歲以上，準備考機車

駕照的市民參加，內容包括 6 小時的學科訓練和

10 小時的術科場地駕駛。而新北市政府則結合傳

統「成年禮」儀式，示範講解各項

交通安全正確觀念、以建立良好的

駕駛技能習慣。101年共服務 32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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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師範大學

崇佑技術學院

修平技術學院 中原大學

9. 至各大專院校機車研究社，教授簡易機車維修及騎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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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拒絕酒駕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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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各縣市酒駕跟酒駕再犯被舉發件數

中華民國 101年 1月至 12月



11. 拒當低頭族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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