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林縣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第471會議紀錄

一、時間：111年 9月 29日下午2時30分

二、地點：雲林縣警察局2樓簡報室

三、主席：兼執行秘書李謀旺   　         紀錄：陳重佑

四、上級指導：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未派員

內政部警政署：未派員

專家學者：王銘亨

五、出列席單位人員：如簽到表

六、主席致詞：

    我們今天特別請到警專的教授，也是交通工程的專家：王

銘亨教授蒞臨本會議，希望藉由他的專業知識來提升我們雲林

縣的道路交通安全的標準。因為今天縣長跟副縣長都有事，由

本人代為主持，那我們就由相關程序進行，謝謝！ 

七、報告事項：

（一）管考小組報告：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詳見議程資料）

決議：

第一案：解除列管。

第二案：解除列管。

第三案：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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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法工作小組執行道路交通安全報告：（詳會議資料）

決議：根據交通部分析本縣 111 年 1-7 月份交通事故 30日死

亡人數是 90人，較去年同期增加 1人，以後要用最新

一個禮拜的資料，本縣 7月份 1-11號，在這 11天發生

9件 A1交通事故，所以警察局有特別加強交通安全宣

導及製作宣導影片來防制交通事故發生，另今天特別

請到警專的教授來列席，就是希望能幫我們診斷，為

我們雲林的交通安全盡一份力。4-5頁提出高齡者機車

自撞比例的是 32.1%是偏高，請執法工作小組結合本局

的主管會報，提供數據分析要求各分局精準執法。

（三）執法工作小組111年 7月各分局A1交通事故分析檢討報告：

     1、斗六分局111年 7月份交通事故分析檢討報告：

        決議：

(1). 案例一，相關工程改善建議事項，請管考小組列管，追

蹤考核。

(2). 案例二，無相關交通工程改善建議事項，准予備查。

2、虎尾分局111年 7月份交通事故分析檢討報告：

決議：

(1). 案例一、案例二，無相關交通工程改善建議事項，准予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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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案例三，相關工程改善建議事項，請管考小組列管，追

蹤考核。

3、西螺分局111年 7月份交通事故分析檢討報告：

決議：案例中無相關交通工程改善建議事項，准予備查。

4、臺西分局111年 7月份交通事故分析檢討報告：

決議：案例中相關工程改善建議事項，請管考小組列管，追

蹤考核。

八、重要工作檢討事項（各工作小組執行院頒方案9月份業務報告、

道安精進作為成果管制表、交安宣導專題報告）：（詳見議程

資料）

斗南工務段報告：關於道路視線的部份，大部分省道都有中央分

向島，一般做法為修剪路口前 25 公尺植栽，如果路口常發生事

故，可以適時地修剪樹木，甚至可以在路口 100公尺前淨空路段，

這樣可以大大減少事故發生的機率。另未劃設道路邊線的部分，

其實有很多的農路都沒有劃設道路邊線，建議各鄉(鎮、市)公所，

如果有經費許可的話要優先把道路邊線畫出來，這樣可以保護自

己。

  決議：

(一) 道安精進作為成果管制表縣市配合 13項目中，其中編號四:外

送員事故與去年同期比較多了 22件，在道安會報裡面資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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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累積，要把資料統計分析以為第一線同仁精準執法重點。

  (二)謝謝教育小組報告，很多高齡者發生事故是很嚴重，最近幾個

A1車禍案例中駕駛沒事，而車上同乘父母親卻死亡。請交通

隊彙整相關資料給教育小組當作學校課堂上案例教材使用，

透過學生回去跟家裡的祖父母及長輩宣導。另大型車視線死

角的教材部分，也提供給教育小組列入教育小組宣導的重點。

  (三)關於產業道路的部分，有很多地方沒有劃設讓路線，駕駛人都

以為路權是他的，可以討論有無相關改善建議或請王教授提

供比較新的做法，因為有幾個 A1車禍案例是視線被遮蔽，像

是種樹、農田工竂遮蔽……等，這是鄉下產業道路會發生的

問題。

九、提案討論：

(一)執法小組提案一：

案由：本小組9月份提報不合理道路交通工程或道路危險因子改

善建議一案。

決議：照案通過，請管考小組列管、追蹤考核。

(二)管考小組提案二：

案由：交通部111年考評雲林縣執行「110年度院頒道路交通秩

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執行成果」建議及改進事項分辦

表，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請管考小組列管、追蹤考核。

(三)公務小組提案三：

案由：斗六市雲林路三段 20巷道路路幅不足，建議禁止大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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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

決議：照案通過。

(四)警察局斗六分局提案四：

案由：有關三聯發工程有限公司申請 15噸以上砂石貨車行駛管

制道路通行證一案。

決議：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

案由：民眾陳情斗南鎮小東里既有農路有機慢車出入需求，建

議開闢路口銜接至東科一街一案。

決議：有關王教授及斗南工務段建議相關標誌、標線調整部份，

請配合修正，餘照案通過。

案由：有關永鑫開發實業有限公司既源鑫開發實業有限公司申

請砂石車行駛管制道路一案。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一、專家學者建議：

1. 有關於(臨時動議)斗南鎮小東里旣有農路有機慢車出入需

求，建議開闢路口銜接至東科一街案，針對主要幹道部分
在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規定是不能劃「停」字
這要特別注意。另外是路口視線問題，這個路口要打開，
特別要注意剩下的護欄會不會擋到視線，鄰近的路段也可
能要拆除，或者要改換成網狀線;還有主要幹道可以採用槽
化線的方式，用車道縮減的方法，去提醒用路人要減速慢
行。

2. 持續推動提報不合理道路危險因子，值得肯定，特別是針
對視線不良，如路樹、電箱等路口設施是否擋到駕駛人三
角視線，特別是無號誌路口平時或事故調查時，能隨時留
意查報。另雲林縣交通工程部份是對於支道的停、讓設置
比較缺乏，儘管是產業道路，也是要把幹支道劃分清楚。

3. 有關宣導的部分，針對高齡者的族群就醫的問題，通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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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事故部分原因是在前往就醫的路上，雲林縣有推免費公
車政策，但還是有多人不清楚，這部分可以加強宣導的力
道。

4. 監理的部分，監理站每月都有編排聯合稽查，雖然依事故
資料分析，並無明確大型車盲點發生的事故，但因為大型
車必須裝設監視、環景或盲點偵測設備，已經立法通過實
施一段時間，但全國各地仍持續有大型車因盲點而造成的
車禍死亡事故。建議針對這個部分加強察查或成立專案執
法推動，以落實大型車能確實裝設，若已在實施，則建議
能在會議報告中呈現。

5. 有關大型車視野死角的宣導，希望能開入校園，讓更多的
學子能有更深刻的體會，若有宣導也希望能將數據資料呈
現。

6. 從本縣 8月份A1事故資料 7件裡面有 3件，接近一半都是
自撞事故，這和全國近年來的趨勢是相同，事實上，除酒
駕之外，有可能是使用行動設備，但調閱事故的詳細資料
中，發現多數都寫「不明」。當然要調查不容易，但希望
能費心詳查，想辦法檢視手機或機車可檢查是否有手機架
等設備，雖然調查報告表沒有欄位，但可在備註欄註明。
另交通事故是不是有區域性、路段性、或者是時段性再去
詳加探討;我們發現高齡者的事故比較多，可以把 A1、A2
的事故獨立出來去做詳盡的分析，找出它的特性，是從執

法或教育的角度，去作因應對策
7. 在安全帶和安全帽的使用亦同，17位當事人中，僅有 6人

有紀錄有使用安全配備，其餘都為「不明」。雖然有些狀
況不易調查，但安全帶的部分，其實可以檢視當事人的受
傷狀況，例如台 19線的的自撞事故，當事人已衝出車外，
但事故資料仍記錄為「不明」，可能要調整一下。安全帽
則可檢視安全帽的種類，或受損的情形判斷，儘量不要填
「不明」。大多數「不明」的資料，並無參考價值。安全
帽和安全帶的使用是保護生命，降低死亡機率的重要原因
但目前民眾使用情形，特別是後座，使用率可能不到
10%。如果上個月的 7件 A1 事故中，如果都有正確的使用
安全配備，可能可以減少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死亡。希
望大家能重視，執法的績效也希望能定期呈現。

8. 在 A1的個案分析中，針對斗六市成功路和楓溝街的自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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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若從街景圖片(可能與現況不同)發現路口範圍都沒有
畫設道路邊線或禁止紅線，以區分道路範圍，特別是在電
桿或燈桿時，更要畫槽化線區分，並在桿上畫設近障礙物
線。雖然不能確定自撞是否與標線有關，但這是交通工程
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日常或事故調查必須檢核的，否則若
民眾申請國賠，勝訴機率很高。

9. 另外在元長外環道的交通事故，雖然主因是闖紅燈，但在
檢視的時候必須注意路口的三角視界是否被路樹、植栽、
或廣告招牌擋到，是否可清除移除。實際上，許多的中央
分隔島植栽，很多時候是視線的障礙，特別是左轉車，希
望能從駕駛人的視野勘查，減少道路上的視線障礙。

10. 後續建議 A1或傷害較嚴重事故現場，可考慮使用全景
攝影機配合蒐證，在現場前後、人車行進方向移動蒐證，

以了解現場全盤道路樣貌，並提供後續相關人員或專家檢
核，及提供事故鑑定使用。

十二、主席結論：

1. 請警察局交通隊整理最近的案例資料，如:大型車視線死角、

內輪差的部份提供給教育小組列入平時到校園宣導的重點

題材。

2. A1類交通事故自撞案件中，大多數發生的原因為「不明」

時，希望能在事故調查表裡備註欄註記是否有使用手機或

有繫安全帶、戴安全帽等方面細節，請儘量查明註記，以

利後續資料統計。

3. 街景路口若沒有正確劃線部分，如有需要可請交通隊統計

較常發生交通事故地點，並請王教授幫忙分析，發現有需

要增設標線的路口，再提出請工務小組及相關單位來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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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免費幸福公車使用宣導的部份，請執法小組彙整最近A1

車禍中駕駛平安，而車上同乘父母親卻死亡車禍案例．提

供給宣導小組透過第四台、臉書及媒體等通路加強宣導播

放，並於本縣幸福公車上針對年長者加強宣導。

十三、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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