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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雲林縣「道路交通安全執行計畫」 

一、 背景及辦理依據 

為確立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方針，強化各級政府道安運作機

制、各級政府依權責推動及落實成效監督、提供足夠道安預算

等，「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明定各道路交通安全關係者的責

任，確立人、車、路、汽車運輸業、教育宣導、執法、救護、

保險、研究與發展等九大面向之基本政策，並規範道安計畫及

道安推動組織，規劃於行政院成立中央道路交通安全會報，凝

聚各部門、各級政府等力量，落實分工及執行，為讓道安工作

有整體計畫遵循，逐一落實，中央每 4 年訂定「國家道路交通

安全綱要計畫」，部會每年訂定「年度道路交通安全推動計

畫」，直轄市、縣（市）政府每年訂定「年度道路交通安全執行

計畫」，爰此訂定「113 年雲林縣道路交通安全執行計畫」。 

二、 願景目標 

依據「國家道路交通安全綱要計畫(2024 年-2027 年)」設定

之目標值，以 112 年為基期，113 年 30 日內交通事故死亡人

數，較 112 年下降 5%，行人死亡人數下降 7%。爰此，雲林縣

預估 113 年目標值為 167 人，較 112 年下降 4 %，並詳列預估每

月 30 死亡人數目標值。 

項目 

    月份 

目標值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一 

十

二 

合

計 
112 年實

際值 22 11 19 11 12 20 9 14 14 20 11 11 174 
總體 113 年目

標值 20 11 18 11 11 19 9 14 14 18 9 13 167 

機車 
112 年實

際值 15 8 12 9 7 12 7 10 9 16 4 7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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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目

標值 15 8 10 9 7 10 7 9 9 15 3 10 112 

112 年實

際值 1 0 1 1 0 1 0 1 1 1 0 2 9 
行人 113 年目

標值 1 0 1 1 0 1 0 1 1 1 0 1 8 
112 年實

際值 10 5 6 4 8 11 2 10 5 11 5 3 80 
高齡 

113 年目

標值 9 5 6 4 7 10 2 9 5 9 4 7 77 

三、 雲林縣事故特性:引用觀測指標、道安資訊平台，分

析縣市事故資料(以 30 日死亡為主) 

依據交通部道安資訊平台觀測指標，分析近三年(110 年、

111 年、112 年 11 月)之 14 項核心指標，其中雲林縣之年齡層

(16~24 歲、18~19 歲、65 歲以上)、道路使用者(自行車)、路口碰

撞(交岔撞、側撞)等 6 項數值於三年間皆高於全國平均數，其中

又以路口交岔撞最為嚴重；而路段碰撞(側撞)則於 112 年數值高

於全國平均數。 

另分析事故違規率雷達圖之 10 項違規項目中，「事故轉彎或

迴轉未依規定」及「事故未依規定讓車」三年間之數值皆高於全

國。而「事故行人違規」、「事故超速行駛」及「事故未戴安全

帽」則於 112 年之數值高於全國，其中「事故未戴安全帽」之事

故違規率數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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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10~112 雲林縣核心指標雷達圖及比較表 

 

圖 2 110~112 雲林縣事故違規率指標雷達圖及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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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近三年(110 年至 112 年 11 月)共計有 31,974 件事故發

生，平均每年約有一萬件事故發生，並有 71,017 人涉入事故事

件中，其中共造成 496 人死亡及 41,250 人受傷。 

表 1 雲林縣近三年事故件數、人數及傷亡人數 
年度 件數(件) 人數(人) 死亡(人) 受傷(人) 

110 年 10,304 22,693 157 13,196 
111 年 10,934 24,281 172 14,083 
112 年 

(截至 11 月) 
10,736 24,043 167 13,971 

總計 31,974 71,017 496 41,250 

雲林縣近三年(110 年至 112 年 11 月)事故，以各年齡層來

看，青年族群(18-24 歲)事故件數共有 5,816 件，涉入人數 13,308

人，共造成 38 人死亡；高齡族群(65 歲以上)則有 5,784 件事故

發生，涉入人數 10,456 人，共造成 221 人死亡，為各族群中最

多。 

表 2 雲林縣近三年各年齡層事故件數及人數 
年齡 件數(件) 人數(人) 死亡(人) 受傷(人) 

未滿 18 歲 0-17 歲 880 2,996 14 2,762 
青年族群 18-24 歲 5,816 13,308 38 10,253 
中壯族群 25-44 歲 10,243 21,662 88 11,468 
中高齡族群 45-64 歲 9,046 17,406 135 8,874 
高齡族群 65 歲以上 5,784 10,456 221 7,748 

不明 205 5,189 0 145 
總計 31,974 71,017 496 41,250 

若以國籍分析近三年(110 年至 112 年 11 月)雲林縣事故人

數，有近 98.8%為本國籍、1.2%為外國籍。其中在外國籍事故發

生時所涉及運具中，以機車事故人數最多(39.7%)，其次依序為

慢車(28.4%)、人(15.4%)、小客車(14.3%)等為最多。其中在機車

類別中以普通重型機車為最多(329 人)，慢車中則又以微型電動

二輪車為最多(15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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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雲林縣近三年事故國籍百分比及外國人事故使用運具 

雲林縣 110 年至 112 年 11 月事故件數中，若以第一當事者

所使用之車種可以發現，以騎乘「機車」之事故件數最多，佔

50.1%、其次為「小客車」事故件數佔 34.1%、「小貨車(含客、

貨兩用)」事故件數佔 7.8%為第三。若不分當事者，考慮每一事

故所有波及人次所使用車種，同樣以騎乘「機車」人數最多佔

46.9%、其次為「小客車」佔 26.4%、「人」佔 7.9%為前三大事

故涉及人數。其中以騎乘機車傷亡人數最多，總計有 29,898

人。 

表 5 雲林縣近三年事故車種事件數及人數 
項目 件數(件) 百分比(%) 人數(人) 百分比(%) 

機車 16,011 50.1 33,282 46.9 
小客車 10,895 34.1 18,720 26.4 
小貨車(含客、貨兩用) 2,489 7.8 4,257 6.0 
慢車 1,439 4.5 2,815 4.0 
人 305 1.0 5,628 7.9 
大貨車 304 1.0 582 0.8 
非自然人或不明 194 0.6 5,123 7.2 
曳引車 117 0.4 190 0.3 
其他車 89 0.3 158 0.2 
大客車 69 0.2 142 0.2 
半聯結車 30 0.1 52 0.1 
特種車 16 0.1 36 0.1 
全聯結車 15 0.0 30 0.0 
軍車 1 0.0 2 0.0 

總計 31,974 100.0 71,01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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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雲林縣近三年事故車種死傷人數 

項目 
死亡

(人) 
受傷

(人) 
小計 

(死亡+受傷) 
未受傷

(人) 
不明

(人) 
機車 308 29,590 29,898 3,331 50 
人 66 5,243 5,309 287 30 
小客車 59 2,533 2,592 212 10 
慢車 45 3,052 3,097 15,581 42 
小貨車(含客、貨兩用) 15 676 691 3,558 7 
大貨車 1 58 59 523 0 
其他車 1 13 14 38 0 
大客車 1 36 37 120 1 
全聯結車 0 7 7 135 0 
半聯結車 0 3 3 27 0 
曳引車 0 25 25 164 1 
軍車 0 1 1 1 0 
特種車 0 8 8 28 0 
非自然人或不明 0 5 5 1 5,117 
總計 496 41,250 41,746 24,006 5,258 

其中近三年(110 年至 112 年 11 月)雲林縣共發生 305 件與

「人」相關事故事件，其中有 274 件為行人事故，佔 89.8%；若

以行人涉入之事故人數而言，則有 1,070 人涉入或受波及，其中

共造成 31 人死亡、970 人受傷。 

表 7 雲林縣近三年與「人」相關事件數、人數及行人傷亡數 

分類 
件數 
(件) 

百分比 
人數 
(人) 

百分比  分類 
人數 
(人) 

人-行人 274 89.8% 1,070 19.0%  死亡 31 
人-其他人 18 5.9% 109 1.9%  受傷 970 
輔助 
代步器材 

9 3.0% 21 0.4%  未受傷 58 

人-乘客 4 1.3% 4,428 78.7%  不明 9 
總計 305 100.0% 5,628 100.0%  總計 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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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110 年至 112 年 11 月)雲林縣發生事故之肇因，主要

以駕駛人因素為居多，其中以未依規定讓車為發生件數最高，其

次依序為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左轉彎未依規定。 

表 8 雲林縣近三年事故肇因件數統計表 
事故肇因 事故件數 百分比 

其他未依規定讓車 6,883 21.5% 
未注意車前狀況 6,150 19.2% 
左轉彎未依規定 2,158 6.7% 
其他不當駕車行為 1,920 6.0% 
不明原因肇事 1,447 4.5% 
車輛駕駛者-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1,151 3.6% 
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1,070 3.3% 
右轉彎未依規定 1,059 3.3%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986 3.1% 
起步時未注意安全 975 3.0% 
迴轉未依規定 738 2.3% 
酒醉(後)駕駛 663 2.1% 
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 629 2.0% 
變換車道不當 466 1.5% 
違反特定標誌(線)禁制 453 1.4% 
未依規定減速 451 1.4% 
逆向行駛 429 1.3% 
倒車未依規定 345 1.1% 
患病或服用藥物(疲勞)駕駛 335 1.0% 
恍神、緊張、心不在焉分心駕駛 295 0.9% 
備註：僅列出前 2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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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近三年(110 年至 112 年 11 月)共計有 373 件大貨車及

大客車事故發生，佔所有車種 1.2%，所涉及人數 724 人佔所有

人數中 1.0%。進一步分析大貨車及大客車事故案件，大客車包

含民營客運、遊覽車、自用大客車、民營公車、公營客運及公營

公車，期間共造成 69 件事故案件及 142 位事故人數；大貨車(含

客貨兩用)包含營業用與自用，期間共造成 304 件事故數及 582

位事故人數。 

表 9 雲林縣近三年大客車及大貨車事故件數及人數 
分類 件數(件) 百分比(%) 人數(人) 百分比(%) 

自用 197 52.8 390 53.9 

營業用 107 28.7 192 26.5 
大貨車(含
客貨兩用) 

小計 304 81.5 582 80.4 

民營客運 27 7.2 46 6.4 

遊覽車 23 6.2 50 6.9 

自用大客車 8 2.1 15 2.1 

民營公車 7 1.9 23 3.2 

公營客運 4 1.1 6 0.8 

公營公車 0 0.0 2 0.3 

大客車 

小計 69 18.5 142 19.6 
總計 373 100.0 724 100.0 

慢車事故包含自行車及其他慢車，雲林縣近三年(110 年至

112 年 11 月)事故件數佔所有車種 4.5%，為事故件數中第四大車

種，事故人數亦佔 4.0%。而自行車亦包含腳踏自行車、電動輔

助自行車、微型電動二輪車，期間共發生 1,399 件事故，佔慢車

事故件數 97.2%，並有 2,750 人因騎乘自行車發生事故，佔慢車

事故人數 97.7%。 

表 10 雲林縣近三年慢車事故件數及人數 
分類 件數(件) 百分比(%) 人數(人) 百分比(%) 

腳踏自行車 785 54.6 1,618 57.5 自 
行 微型電動二輪車 102 7.1 942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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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輔助自行車 512 35.6 190 6.7 車 
小計 1,399 97.2 2,750 97.7 
其他慢車 1 0.1 59 2.1 
個人行動運具 37 2.6 3 0.1 
人力車 2 0.1 3 0.1 

其 
他 
慢 
車 小計 40 2.8 65 2.3 

總計 1,439 100.0 2,815 100.0 

以近三年(110 年至 112 年 11 月)事故發生位置統計，本縣事

故有超過 50%多發生於路口(59.0%)，其次為路段(39.3%)，其餘

為發生於交流道(0.2%)或其他位置(1.5%)。發生於路口多以側

撞、路口交岔撞、其他等為前三大事故類型；發生於路段多以側

撞、追撞、其他等為前三大事故類型。 

表 11 雲林縣近三年事故發生位置件數統計 
事故位置 事故件數 百分比 

交岔路口 18,868 59.0% 
路段 12,563 39.3% 
交流道 63 0.2% 
其他 479 1.5% 

表 12 雲林縣近三年事故類型件數統計(路口) 
事故類型(發生於路口) 事故件數 百分比 

車與車-側撞 7,398 39.2% 
車與車-路口交岔撞 4,748 25.2% 
車與車-其他 2,125 11.3% 
車與車-同向擦撞 1,217 6.5% 
車與車-追撞 1,052 5.6% 
車輛本身路上翻車、摔倒 714 3.8% 
車與車-對向擦撞 587 3.1% 
人與車-穿越道路中 224 1.2% 
車與車-對撞 123 0.7% 
車與車-倒車撞 96 0.5% 
備註：僅列出前十名 

表 13 雲林縣近三年事故類型件數統計(路段) 
事故類型(發生於路段) 事故件數 百分比 

車與車-側撞 2,588 20.6% 
車與車-追撞 1,822 14.5% 
車與車-其他 1,814 14.4% 
車與車-同向擦撞 1,418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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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類型(發生於路段) 事故件數 百分比 

車輛本身路上翻車、摔倒 1,400 11.1% 
車與車-對向擦撞 492 3.9% 
汽(機)車本身撞路樹、電桿 463 3.7% 
車輛本身衝出路外 343 2.7% 
車輛本身撞護欄(樁) 271 2.2% 
人與車-穿越道路中 257 2.0% 
備註：僅列出前十名 

以近三年(110 年至 112 年 11 月)之事故發生位置進行點位分

析，其中路口多發生於斗六市及虎尾鎮；其中前三大高風險路口

為大同路/太平路、大學路三段/中山路及中山路、明德路；另進

一步針對車種進行分析，其中機車、自行車、行人發生之事故多

發於斗六市、虎尾鎮、北港鎮等鄉鎮，各路口資訊如下表所示。 

表 14 雲林縣事故發生位置路口件數統計 

車種 高風險路口 前十大排名 

不分

車種 

 

鄉鎮 路名 件數 
斗六 大同路、太平路 46 
斗六 大學路三段、中山路 45 
斗六 中山路、明德路 42 
斗六 中山路、六合街 41 

斗六 
中山路、太平路、 
西平路、城頂街 

40 

斗六 
大學路一段、文化路、

明德北路一段 
39 

虎尾 林森路一段、德興路 39 
斗六 大學路二段、鎮南路 36 
虎尾 光復路、福民路 35 
斗六 武昌路、鎮北路 35  

機車 

鄉鎮 路名 件數 
斗六 大同路、太平路 43 
斗六 中山路、六合街 41 
斗六 大學路三段、中山路 41 
斗六 中山路、明德路 40 

斗六 
大學路一段、文化路、

明德北路一段 
38 

斗六 
中山路、太平路、西平

路、城頂街 
37 

虎尾 林森路一段、德興路 36 
斗六 大學路二段、鎮南路 34 
虎尾 光復路、福民路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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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種 高風險路口 前十大排名 

斗六 中山路、龍潭路 31  

自行

車 

 

鄉鎮 路名 件數 
斗六 龍潭南路、龍潭路 6 

斗六 
中山路、太平路、西平

路、城頂街 
6 

斗六 大同路、太平路 6 

斗六 
中山路、中山路 171
巷、鎮南路 

5 

北港 中正路、無名、新民路 5 
虎尾 四維街、林森路二段 5 

斗南 
中山路、文元二街、文

元街 
5 

虎尾 復興路、德興路 4 

斗六 
成功路、榮譽路、鎮東

路 
4 

斗六 中山路、龍潭路 4  

行人 

鄉鎮 路名 件數 
斗六 大學路三段、中山路 11 
斗六 大同路、太平路 9 
斗六 中山路、明德路 9 
斗六 大學路二段、鎮南路 8 
虎尾 民主八路、無名 8 
斗六 民生路、鎮北路 7 
虎尾 光復路、福民路 7 
虎尾 中山路、中正路 7 
虎尾 工專路、林森路二段 7 

虎尾 
弘道路、光明路、光復

路、新生路 
7 

 

汽車 
(小客

車及

小貨

車) 

 

鄉鎮 路名 件數 

斗六 
大學路一段、文化路、

明德北路一段 
30 

斗六 大學路三段、中山路 30 
斗六 大同路、太平路 29 
斗六 中山路、明德路 28 
斗六 大學路二段、鎮南路 28 
虎尾 工專路、林森路二段 27 
虎尾 光復路、福民路 26 

斗六 
中山路、太平路、 
西平路、城頂街 

26 

北港 
無名、華勝路、 
新南路、新德路 

23 

斗六 
明德北路一段、明德北

路二段、鎮北路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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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三年(110 年至 112 年 11 月)之事故發生位置進行點位分

析，其中路段多發生於斗六市、虎尾鎮及林內鄉等；其中前三大

高風險路段為西平路、中山路及雲林路二段。另進一步針對機車

車種進行分析，其中機車事故多發於斗六市、虎尾鎮、古坑鄉

等，其中前三大機車高風險路段為中山路、雲林路二段、林森路

一段(縣 145)，各路段資訊如下表所示。 

表 15 雲林縣事故發生位置路段件數統計 

位置 高風險路口 前十大排名 

不分

車種 

 

鄉鎮 路名 件數 
斗六 西平路 91 
斗六 中山路 91 
斗六 雲林路二段(台 1 丁) 89 
林內 石榴路 86 
虎尾 中正路 85 
虎尾 林森路一段(縣 145) 84 
虎尾 光復路 83 
虎尾 林森路二段(縣 145) 74 
斗六 雲林路三段 69 
斗六 民生路 65  

機車 

 

鄉鎮 路名 件數 
斗六 中山路 88 
斗六 雲林路二段(台 1 丁) 86 
虎尾 林森路一段(縣 145) 80 
斗六 西平路 79 
虎尾 中正路 74 
斗六 石榴路 74 
虎尾 光復路 71 
虎尾 林森路二段(縣 145) 65 
斗六 雲林路三段 63 
古坑 中山路(縣 154 乙) 54  

分析雲林縣近三年(110 年至 112 年 11 月)大貨車(含聯結車及

曳引車)、大客車兩車種分類事故件數，大客車包含民營客運、

遊覽車、自用大客車、民營公車、公營客運，總計發生 69 件事

故案件；大貨車(含聯結車及曳引車)，包含大貨車(含客貨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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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用及營業用、曳引車-自用及營業用、半聯結車-自用及營業

用、全聯結車-自用及營業用，共計有 466 件事故案件發生。 

表 16 雲林縣近三年大貨車(含聯結車及曳引車)及大客車事故件事 
分類 件數(件) 百分比(%) 

民營客運 27 5.0 
遊覽車 23 4.3 
自用大客車 8 1.5 
民營公車 7 1.3 
公營客運 4 0.7 

大客車 

小計 69 12.9 
大貨車(含客貨兩用)-自用 197 36.8 
大貨車(含客貨兩用)-營業用 107 20.0 
曳引車-營業用 87 16.3 
曳引車-自用 30 5.6 
半聯結車-營業用 24 4.5 
全聯結車-營業用 14 2.6 
半聯結車-自用 6 1.1 
全聯結車-自用 1 0.2 

大貨車 
聯結車 
曳引車 

小計 466 87.1 
總計 535 100.0 

分析雲林縣近三年(110 年至 112 年 11 月)大貨車(含聯結車及

曳引車)、大客車兩車種分類事故肇因，其中以未依規定讓車發

生件數最高，其次依序為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右轉彎未依規定。 

表 17 雲林縣近三年大貨車(含聯結車及曳引車)及大客車事故肇因 
事故肇因 件數(件) 百分比(%) 

其他未依規定讓車 98 18.3 
未注意車前狀況 88 16.4 
右轉彎未依規定 38 7.1 
其他不當駕車行為 35 6.5 
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 32 6.0 
變換車道不當 22 4.1 
車輛駕駛者-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21 3.9 
左轉彎未依規定 20 3.7 
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18 3.4 
倒車未依規定 18 3.4 
起步時未注意安全 17 3.2 
不明原因肇事 15 2.8 
違規(臨時)停車 1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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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肇因 件數(件) 百分比(%) 
違規超車 7 1.3 
未依規定減速 7 1.3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7 1.3 
違反特定標誌(線)禁制 7 1.3 
恍神、緊張、心不在焉分心駕駛 7 1.3 
裝載貨物不穩妥 6 1.1 
逆向行駛 5 0.9 
備註：僅列出前 20 名 

檢視大客車、大貨車、曳引車及聯結車事故件數，總計有

177 件事故發生於路口，其中包含 8 件 A1 事故及 169 件 A2 事

故，前十大事故排行路口包含北港鎮-大同路、華南路、華勝

路，土庫鎮-仁和街、建國路，西螺鎮-中正東路、茄苳路等；另

有 147 件事故發生於路段，其中包含 5 件 A1 事故及 142 件 A2

事故，前十大事故排行路段包含台 61(口湖鄉)、台 78(土庫鎮)、

台 78(元長鄉)等。 

 
圖 3 雲林縣近三年大貨車及大客車-路口前十大事故分布及排序 

 
圖 4 雲林縣近三年大貨車及大客車-路段前十大事故分布及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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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客車、大貨車、曳引車及聯結車事故發生於台 61 線雲林

段之事故件數共 18 件，其中包含 2 件 A1 事故及 16 件 A2 事

故，其中台 61 線 215K~216K(麥寮鄉)為事故件數最多之路段。 

 
圖 5 台 61 線雲林段近三年大貨車及大客車事故分布及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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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由人、車、路與運輸業有以下分析

成果之重點說明： 

(一) 觀測指標分析成果-近三年(110 年、111 年、112 年 11 月) 

1. 14 項核心指標中，雲林縣以年齡層(16~24 歲、18~19

歲、65 歲以上)、道路使用者(自行車)、路口碰撞(交岔

撞、側撞)等 6 項數值於三年間皆高於全國平均數，其中

又以路口交岔撞最為嚴重；而路段碰撞(側撞)則於 112

年數值高於全國平均數。 

2. 10 項違規項目中，雲林縣以「事故轉彎或迴轉未依規

定」及「事故未依規定讓車」三年間之數值皆高於全

國。而「事故行人違規」、「事故超速行駛」及「事故未

戴安全帽」則於 112 年之數值高於全國，其中「事故未

戴安全帽」之事故違規率數值最高。 

(二) 「人」的資料分析成果-近三年(110 年、111 年、112 年 11 月) 

1. 近三年共計有 31,974 件事故發生，有逐年微幅增加之趨

勢，平均每年約有一萬件事故發生，其中共造成 496 人

死亡，平均每年約有超過 150 人死亡。 

2. 近三年高齡族群(65 歲以上)有 5,784 件事故發生，涉入

人數 10,456 人，共造成 221 人死亡 7,748 人受傷，死亡

人數為各族群中最多。 

3. 近三年事故中有近 98.8%為本國籍、1.2%為外國籍。其

中在外國籍事故發生時所涉及運具中，以機車事故人數

最多(39.7%)，又以普通重型機車為最多，其次為慢車

(28.4%)為最多，又以微型電動二輪車為最多。 

4. 近三年(110 年至 112 年 11 月)雲林縣發生事故之肇因，

主要以駕駛人因素為居多，其中以未依規定讓車為發生

件數最高(21.5%)，其次依序為未注意車前狀況(19.2%)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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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轉彎未依規定(6.7%)。 

(三) 「車」的資料分析成果-近三年(110 年、111 年、112 年 11 月) 

1. 以騎乘「機車」之事故件數最多，約佔 50.1%。其中死

亡人數亦以機車為最高，約占 62.1% ，其次為人

(13.3%)。 

2. 近三年雲林縣共發生 305 件與「人」相關事故事件，其

中有 274 件為行人事故，佔 89.8%；其中共造成 31 人死

亡、970 人受傷。 

3. 近三年事故件中，約有 1.2%為大車事故(大客車及大貨

車)，另慢車(包含自行車及其他慢車)約有 4.5%。 

(四) 「路」的資料分析成果說明 

1. 近三年事故件數中，有超過 50%多發生於路口(59.0%)，

其次為路段(39.3%)。發生於路口多以側撞、路口交岔

撞、其他等為前三大事故類型；發生於路段多以側撞、

追撞、其他等為前三大事故類型。 

2. 近三年之事故發生位置，其中路口及路段多發生於斗六

市及虎尾鎮。 

(五) 「運輸業」的資料分析成果說明 

1. 近三年之大車發生事故中，以大貨車之車種居多，約占

87.1%。 

2. 分析近三年大車發生事故肇因，其中以未依規定讓車發

生件數最高(18.3%)，其次依序為未注意車前狀況(16.4%)

及右轉彎未依規定(7.1%)。 

3. 檢視大客車、大貨車、曳引車及聯結車事故件數，其中

有近 51.4%多發生於路口，約 45.5%發生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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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雲林縣重要課題及實施對象(請參考國家道安綱要計

畫重要課題及各部會推動計畫) 

實施對象以整體面向、人的因素、車的因素、路的因素、運

輸業因素區分之，並就各自道安課題敘述之(重要課題應與事故

特性相扣合)。 

(一) 人的因素 

1. 交通安全意識及知能仍待進一步落實與提升 

雲林縣之事故發生多為年輕族群或高齡族群，其中又多

以騎乘機車發生事故居多，故應提升年輕族群及高齡族

群(65 歲以上)於騎乘機車之交通安全意識與知能，加強

對於機車騎乘之認識，以及傳達正確的機車駕駛相關訊

息，使其獲得相對應之知識與技能，以降低事故發生。 

2. 高齡者缺乏風險意識及道路安全知能 

雲林縣高齡族群(65 歲以上)占全體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約

四成，其中高齡者騎機車死亡，約占高齡者交通事故死

亡人數的七成，故應加強高齡族群之交通安全教育知

能，以提高長輩的交通安全意識及風險防範。 

(二) 車的因素 

1. 事故車種以機車為高風險車種仍須進一步提升安全認知 

雲林縣之機車事故發生件數為最高，約占全體事故之五

成，其中機車事故之死亡人數約占 6 成，故應針對機車

族群加強相關安全認知之提升，以及研擬相關改善作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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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路的因素 

1. 缺乏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整合系統性設置方式 

雲林縣之機車事故發生件數為最高，約占全體事故之五

成，其中機車事故之死亡人數約占 6 成，故應針對機車

族群，之易肇事路口或路段進行道路交通標誌、標線、

號誌之相關改善計畫。 

2. 傳統固定時制、行人按鈕方式無法滿足弱勢者通行需求 

雲林縣每年約發生之行人事故約佔總體之 1 成，其中死

亡事故約佔 2 成，顯示行人發生事故後死亡居高；而傳

統之行人專用號誌時制或行人按鈕方式已無法滿足弱勢

者通行需求，故應進一步提出相關行人事故改善作為(如

行人早開時相…等)或透過科技創新作法輔助弱勢者通行

路口係為重要課題。 

(四) 運輸業因素 

1. 運輸業管理仍以貨車管理為首要改善之重點 

雲林縣發生大車事故(大客車及大貨車)，其中大貨車約

占 8 成。貨運三業多以大型車做為營業車輛，其營業大

型車體積動能大，發生交通事故對用路人之危害相對較

高，故運輸業管理仍以貨車管理為首要改善之重點。 

(五) 整體面向 

1. 地方政府道安改善專業人力與能量不足 

雲林縣囿於組織編制、預算等因素，其人力往往不足以

負擔本縣道安改善工作，在專業能量上，過去我國在學

校教育或實務訓練，缺乏針對交通工程、事故分析、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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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分析、易肇事地點改善、道安教育、道安宣導等道路

交通安全改善之系統化課程或培訓機制，造成在道安工

作推動上，出現量、能無法滿足需求的狀況，應透過交

通安全研習強化專業人力。 

2. 道安改善缺乏以問題為導向之事故分析 

雲林縣目前於道安研究發展工作，缺乏以發掘問題為導

向之事故分析，過去主要僅就事故總體統計數據或由經

驗判斷研擬改善策略，無法找出真正之事故原因，而使

改善成效低。為了找出雲林縣道安問題，藉由推動研究

發展工作，整合產官學研相關部門資源(如建置雲林縣事

故分析平台)，透過診斷雲林縣肇事因素與特性，找出關

鍵道安議題，依其事故或違規特性投注經費改善，以提

高改善成效，達到有效降低交通死亡事故之目標。 

五、 期程 

本計畫辦理期程為 113 年 1 月至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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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推動策略、措施、行動方案與關鍵績效指標(請參考

國家道安綱要計畫、行人優先交通安全行動綱領、行人

交通安全政策綱領，並依據人、車、路、業等道安課題

重點擬訂、執行單位及經費均需詳細填寫) 

(一) 人的因素： 

1. 政策面向一：建立完善之駕駛人訓練、考驗及資格管理

制度(基本法第 9 條) 

策略 2：強化駕駛人考驗制度>1-2 提升考驗筆、路試鑑

別度，並研議機車道路考驗計畫 

(1) 課題摘要：部分駕駛人未具有正確駕駛習慣,缺乏防

禦駕駛的觀念，而且未落實路口停讓文化的良好習

慣，透過各項政策的推動及多元化管道的宣導以提

升用路人路上交通安全和降低交通事故率。 

(2) 策略：持續推動駕駛人道路駕駛訓練考驗等管理制

度 

(3) 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持續推動駕駛人道路駕駛訓練/考驗等管理制度 
主辦機關： 交通部(公路局) 執行機關： 嘉義區監理所雲林監理站 
聯絡人姓名： 雲林監理站第二股程贊云科員 
電話： 05-5335892#891 Email： zanyun130@thb.gov.tw 

年度預算： 42 萬 5,000 元 預算來源： 公務預算 
目  標： 1. 配合交通部公路局，透過推動機車駕訓及道路訓練及強化汽

車道路訓練內容，強化駕駛人於考前實際道路駕駛技能及交

通安全觀念。 
2. 配合交通部公路局，透過精進筆、路試內容，提升考驗之鑑

別度，提高駕駛人取得駕照所具備知識及技能門檻，以達取

得駕照實際上路後降低違規與事故效果。 
3. 期透過強化考驗項目、路線及內容，並提升駕駛人實際上路

後之防禦駕駛觀念、建立正確駕駛習慣及加強交通安全觀念

認知，以降低/減少交通事故發生，保障國人生命安全、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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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損失和維護道路交通安全。 
工作重點： 
1.配合公路局擴大機車駕訓及辦理補助計畫，提升參訓比例。 
2.配合公路局督導轄管駕訓班強化汽車道路訓練內容。 
3.配合公路局強化汽車道路駕駛考驗內容。 

預期成果： 
1. 辦理機車駕訓補助參訓人數較前 1 年提升。 
2. 配合公路局調整汽車道路駕駛考驗內容並建立路線檢討機制。 

績效指標： 
1. 辦理機車駕訓補助參訓人數較前 1 年提升 10%。 
2. 配合公路局期程完成調整道路駕駛課程內容及課綱。 

預期效益： 
1. 希冀提升機車駕訓及道路訓練參訓率，並降低參訓駕駛人之

違規率及肇事率。 
2. 期望駕駛人具備充足駕駛技能及安全常識。 

政 策 依 據

及相關計畫：

1. 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法。 
2.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策略 3：加強高風險違規駕駛人管理>1-3 高風險違規駕

駛人管理制度計畫 

(1) 課題摘要：部分駕駛人未具有正確駕駛習慣,缺乏防

禦駕駛的觀念，而且未落實路口停讓文化的良好習

慣，透過各項政策的推動及多元化管道的宣導以提

升用路人路上交通安全和降低交通事故率。 

(2) 策略：加強高風險違規駕駛人管理（含強化高齡交

通安全） 

(3) 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加強高風險違規駕駛人管理（含強化高齡交通安全） 
主辦機關： 交通部(公路局) 執行機關： 嘉義區監理所雲林監理站 
聯絡人姓名： 雲林監理站第二股黃雅琳小姐 
電話： 05-5335892#206 Email： cyi0449@thb.gov.tw 

年度預算： 42 萬 5,000 元 預算來源： 公務預算 
目  標： 1. 為進一步強化高風險違規者之駕照管理，配合交通部公路局

研議違規情節嚴重者，須結清罰鍰及參加講習及恢復定期換

照，藉以提早矯正、教育高風險違規駕駛人。 
2. 透過講習及換照方式，確保高風險違規駕駛人瞭解交通法令

觀念，進而降低其違規及肇事率。 
工作重點： 
1. 實施高風險駕駛人換發短期駕照管理機制 

交通部公路局研議違規情節嚴重者，恢復應定期換照，其將無法再與一般

民眾相同領有效期至 75 歲之駕駛執照，只能領有較短效期之駕駛執照，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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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策面向五：配合國家道路交通安全綱要計畫(基本法第

13 條) 

策略 1：扎根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交通安全教育>5-1 扎根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交通安全教育 

(1) 課題摘要：落實各級學校交通安全教育課程、宣導

及培養學生正確安全素養及知識。 

(2) 策略：辦理交通安全教育種子教師研習，提升教師

交通安全知能。辦理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模組補助計

畫，加強落實學校交通安全課程。辦理學生自行車

安全騎士培訓申請計畫，強化學生自行車安全騎乘

定期結清罰鍰及參加講習方能辦理駕駛執照換發，確實受罰後方能繼續領

有駕照，並達到駕照分級及更新之效果，以促使駕駛人保持良好駕駛行

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 
2. 確保高風險違規駕駛人瞭解交通法令並促進道路交通安全 

駕駛人管理包含駕駛人考前、中、後管理，加強駕駛人再取得駕照後具有合

格之駕駛技能但能須即時矯正及教育高風險駕駛人，透過違規記點及換發短

期駕照並接受講習等機制，即時導正高風險駕駛人駕駛行為，提升整體用路

人安全。 
3. 實施高齡駕駛人駕駛執照管理制度 

基於關懷高齡年長者行車安全，透過適當的檢測機制，讓高齡年長者瞭解自

身身體狀況是否適合駕駛車輛，體格檢查及認知功能測驗通過，換發有效期

3 年駕照，不適合駕車者可自願註銷駕駛執照。 
4. 強化高齡駕駛人交通安全教育 

里長在地化互動及同儕力量影響高齡者及樂齡學習中心等場合，加強推動高 
通安全課程，以提升高齡者安全知能。 

預期成果： 
1.實施高風險駕駛人制度，建立相關通知及換照機制。 
2.實施高齡駕駛人駕駛執照管理制度，關懷高齡年長者行車安全 
  及提升交通安全觀念。 

績效指標： 
1.高風險違規駕駛人管理，配合交通部公路局公告辦理。 
2.高齡駕駛人駕照管理觀念知悉度達 30%以上，宣講 15 場次。 

預期效益： 1.透過高風險駕駛人換發短期駕照制度，配合換照及講習課程， 
即時教育及矯正行為不當駕駛人，降低其違規率及肇事率，進

而提升用路人行車安全。 
2.提升高齡駕駛人行車安全及增加換照數、自願註銷駕照數。 

政 策 依 據

及相關計畫：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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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能。辦理大型車內輪差與視野死角體驗活動，強

化學生對大型車內輪差與視野死角防禦及保持安全

距離之觀念，提升自我保護能力。 

(3) 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學校與兒少交通安全教育計畫 
主辦機關： 雲林縣政府 執行機關： 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聯絡人姓名： 王怡甯 
電話： 05-552-2438 Email： 61182@ylc.edu.tw 

年度預算： 55 萬 8,000 元 預算來源： 道安預算 

目  標： 1. 提升教師交通安全知能。 
2. 加強落實學校交通安全課程。 
3. 強化學生自行車安全騎乘知能。 
4. 強化學生對大型車內輪差與視野死角防禦及保持安全距離之

觀念。 
工作重點： 
1. 辦理交通安全教育種子教師研習，內容有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模組、安全騎

自行車(微型電動車二輪車)、安全過路口、閃紅及非號誌化路口之行人與

駕駛的安全觀念、機車安全騎乘(切勿無照駕駛)、務必配戴安全帽及切勿

酒後駕車等觀念，提升教師交通安全知能，透過多元管道將交通安全知識

及實作融入教學。 
2. 辦理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模組補助計畫，推動交通安全教育課程，將課程模

組內容因地制宜規劃於課程中，以深化學生交通安全觀念。 

3. 辦理學生自行車安全騎士培訓申請計畫，透過交通安全法令宣導、案例事

故分享、自行車路權認識，自行車構造、安全配備介紹、簡易維修及保

養、安全騎乘自行車之原則、實習路線講解與自行車騎乘體驗，強化學生

自行車安全騎乘知能。並強化學生自行車安全配備，降低交通意外事件之

發生。 
4. 辦理大型車內輪差與視野死角體驗活動，補助學校車資至監理站或大型車

入校進行體驗活動，強化學生對「大型車內輪差及視野死角」防禦及保持

安全距離之觀念，提升自我保護能力。 

預期成果： 

1. 提升教師交通安全知能，增進教學效能。 
2. 推動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模組，落實學校課程。 
3. 強化學生自行車安全騎乘知能。 
4. 強化學生對大型車的防禦觀念。 

績效指標： 

1. 辦理 1 場交通安全教育種子教師研習活動。 
2. 辦理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模組補助計畫，辦理學校計 20 校。 
3. 辦理學生自行車安全騎士培訓申請計畫，辦理學校計 15 校。 
4. 辦理大型車內輪差與視野死角體驗活動，辦理學校計 15 校。 

預期效益： 
1. 提升教師交通安全知能，每學年教師研習至少 4 小時以上。 
2. 落實學校交通安全課程，每學年交安課程至少 4 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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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強化學生自行車安全騎乘知能，降低意外事件發生。 
4. 強化學生對大型車的防禦觀念，提升自我保護能力。 

政 策 依 據

及相關計畫：

 

策略 3：深化全民停讓觀念>5-3 建立停讓文化 2.0 

(1) 課題摘要：考量部分用路人欠缺正確用路觀念及投

機違規心態，致路口停讓習慣未養成。 

(2) 策略：深化停讓文化，藉由多元媒體宣導正確交通

安全觀念，以及辦理交通安全月，讓用路人重視交

通安全之重要性，最終養成駕駛人路口停車再開之

行為。 

(3) 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多元媒體宣導交通安全觀念與交通安全月 
主辦機關： 雲林縣政府 執行機關： 雲林縣政府新聞處 
聯 絡 人 姓

名： 
李宜蓁 

電話： 05-5522872 Email： ylhg09152@mail.yunlin.gov.tw

年度預算： 257 萬元整 預算來源： 道安預算 
目  標： 運用影片託播、廣播帶託播、報紙廣告或網路廣告宣傳等多元

方式宣傳停讓文化等正確用路觀念，逐步養成路口停車再開行

為。 

工作重點： 

1.提升行人交通安全意識及觀念： 
建立我國行人正確交通安全觀念，行人遵守交通安全規則，過馬路不闖行

人紅燈，不在路段中穿越，走行穿線。 
2.強化汽機車駕駛人停讓觀念： 
  車輛應注意車前狀況，行近路口有行人穿越，務必「停車」讓行人先行。 
3.多元通路宣導及槓桿民間道安改善能量： 

(1) 透過縣市民眾交通文化調查，瞭解宣導執行成效。 
(2) 多元媒體（如電視、網際網路、社群、戶外媒體、報章雜誌等）宣導

停讓觀念。 
(3) 積極結合民政、衛生醫療、社福、勞工等體系進行人際行銷及體驗式

宣導。 
(4) 透過交通安全月鼓勵民間團體及企業投入交安宣導。 

預期成果： 
1. 駕駛路口能「停車」行人先行。 
2. 行人遵守行人號誌，走行穿線。 

績效指標： 1. 車輛路口停讓觀念知悉度達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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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人正確用路觀念知悉度達 60%以上。 

預期效益： 
停讓文化能深植國人心中，進而身體力行去實踐，路口停車再

開 
之行為，有效降低路口行人交通事故死傷人數。 

政 策 依 據

及 相 關 計

畫： 

12 年 5 月 25 日行政院院會核定「行人優先道路交通安全行動 
綱領」教育面向行動方案，以及 112 年 8 月 17 日行政院核定 
「行人道路交通安全政策綱領」。 

策略 3：深化全民停讓觀念>5-3 建立停讓文化 2.0 

(1) 課題摘要：用路人欠缺正確用路觀念與存在投機違

規心態，路口未養成停讓習慣及部分高齡機車騎士

交通安全觀念不足，缺乏防禦駕駛觀念，高齡行人

常遭汽機車碰撞身亡。 

(2) 策略：長期以來，本縣交通規劃著重於車流效率，

形成以車輛為主，缺乏人本交通理念，導致各地區

車流持續成長、道路交通擁擠，並壓縮人行步行的

空間，造成駕駛人不良習慣，汽機車駕駛人不停讓

行人事件經常發生，為加強車輛駕駛人養成「禮讓

行人」習慣，並使行人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及

號誌規定，同時提升高齡者用路安全，透過執法及

宣導以點線面方式進行，以有效降低交通事故發

生。 

(3) 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雲林縣行人及護老(高齡者)交通安全執行計畫 
主辦機關： 雲林縣警察局 執行機關： 雲林縣警察局 
聯絡人姓名： 警員涂銘鴻 
電話： 05-5326154 Email： tu0703@mail.ylhpb.gov.tw 

計畫預算： 0 元 預算來源：  

目  標： 加強車輛駕駛人養成「禮讓行人」習慣，並使行人遵守道路交通

標誌、標線及號誌規定，同時提升高齡者用路安全，以有效降低

交通事故發生。 
工作重點： 

(1)加強交通安全宣導：製作文宣或利用轄內各集會場所並得結合交通部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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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道安會報宣導小組，落實宣導行人及高齡者正確交通法令知識、交通安全常

識（例如通過路口不滑手機、不當低頭族），提升交通安全防禦觀念，外出行動

穿著亮色衣褲及配戴或攜帶反光、發光配件，並鼓勵高齡者善加利用公共運輸

工具或當地之敬老專車代步，以降低事故風險。 

(2)勤務規劃：分局於轄區重要路口、易肇事、行人違規穿越車道或闖越平交道

之地點或路段，規劃交通稽查勤務，加強行人違反路權取締工作。 

(3)強化交通執法： 
(一) 加強路口執法：針對轄內「多事故之無號誌及閃光號誌路口」加強巡邏、

執法；另針對多事故且「閃光紅燈」號誌、「停車再開」標誌或「停」標

字設置明確之路口，加強車輛未依規定停車再開之執法；而針對號誌化路

口闖紅燈、嚴重超速、轉彎未依規定及未依規定兩段式左轉等重大交通違

規與車不讓人違規行為加強執法。 
(二) 加強「車不讓人」違規取締：「汽、機車行經行人穿越道，不停讓行人先

行」、「汽、機車行駛人行道」之違規取締。 
(三) 加強「行人違規通行」取締：行人未依規定行走行人穿越道及未依標誌、

標線、號誌指示或手勢指揮穿越道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8 條)。 
(四) 加強高齡者駕照逾期上路及未戴安全帽之取締：高齡駕駛人駕駛執照管理

制度於 106 年 7 月 1 日實施，年滿 75 歲長者必須通過體檢和認知檢測，

才能換領 3 年短期駕照，為落實高齡者駕照管理，並降低高齡者交通事故

發生率與肇事嚴重性，加強稽查高齡者未依規定換發駕照、騎乘機車、騎

電動自行車不戴安全帽之違規行為。 
(五) 加強道路障礙物取締：加強勸導取締妨礙行人、高齡者通行之道路障礙

物，建立友善用路環境，減少行人與汽、機車爭道而發生交通事故之風

險。 
(4)肇事防制與處理： 

(一) 每月檢討路口肇事死傷人數發生件數。 

(二) A1 交通事故逐案分析是否為路口事故，並加以檢討，研擬防制措施。 

(5)督導作為：不定時機動督導與建議事項辦理情形。 

(6)創新作為:對本項工作有具體防制作為，並有具體成效，有紀錄可稽者。 

預期成果： 
1. 民眾行經路口應停讓行人先行觀念，並確實遵守交通安全規

則。 
2. 降低行人肇事案件發生。 

績效指標： 行人肇事案件與去年同期比較減少 10%以上 
預期效益： 提高車輛駕駛人養成「禮讓行人」習慣，並使行人遵守道路交通

標誌、標線及號誌規定，同時提升高齡者用路安全。 
政策依據 
及相關計畫： 

內政部警政署 111 年 12 月 23 日警署交字第 1110210296 號函頒

「112 年度行人及護老交通安全實施計畫」。 

策略 3：深化全民停讓觀念>5-3 建立停讓文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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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題摘要：針對轄內民眾易為違規衍生事故之行

為，以淺顯易懂圖片、案例宣導路口停讓等用路安

全觀念。 

(2) 策略：藉由分齡分眾方式，擴大宣導深度與廣度層

面，讓民眾能知悉及養成用路習慣，確保自身及他

人用路安全，降低事故之發生。 

(3) 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交通執法及事故防制安全觀念推廣計畫  
主辦機關： 雲林縣警察局 執行機關： 雲林縣警察局及各分局 
聯絡人姓名： 蔡侃儒 
電話： 05-5326152 Email： Jk3010@mail.ylhpb.gov.tw 

計畫預算： 100 萬元 預算來源： 道安經費 
目  標： 針對轄內民眾易為違規衍生事故之行為，以淺顯易懂圖片、案例

宣導路口停讓等用路安全觀念，藉由分齡分眾方式，擴大宣導深

度與廣度層面，讓民眾能知悉及養成用路習慣，確保自身及他人

用路安全，降低事故之發生。 
一、辦理 12 場大型宣導活動。 
二、辦理 12 場踩街活動。 
三、辦理 60 場交通安全座談會。 

工作重點： 
藉由分齡分眾宣導，擴大宣導深度與廣度層面 
一、策訂辦理 12 場騎乘機車(腳踏車)戴安全帽(含繫緊安全帽扣環)與酒後不開

車及 12 場踩街之交通安全宣導活動，希望灌輸行人、自行車、汽車及年長者正

確安全駕駛的觀念及注意行的安全，確保自身安全，有效降低本轄交通事故案

件。  
二、策訂辦理 60 場年長者交通安全宣導座談會，針對行人、自行車、汽車及年

長者發生事故之態樣製作宣導主題，提醒及導正年長者正確安全駕駛的觀念與

注意大型車輛之「內輪差」、「視覺死角」，以確保自身安全，有效降低年長者交

通事故案件之發生。 
推動「有戴有保庇(戴安全帽)」、及「提高能見度、安全有保護」運動 
一、持續推動「騎乘機車(腳踏車)戴安全帽(含繫緊安全帽扣環)」向下紮根計

畫，配合學校推動「安全百分百」之宣導作為，希望積極透過宣導手段，提醒

行人、自行車、汽車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規則，確保行車安全。 
二、策定「腳踏車安全亮點執行計畫」，採「主動式」防制作為，購置反光條貼

片、警示燈等物品，各分局針對騎乘之腳踏車、四輪代步車及輪椅等交通工

具，藉由黏貼反光條(片)方式，以提高其用路之能見度，達到提醒其他駕駛人

及用路人注意並禮讓，有效降低年長者交通事故案件之發生。 

預期成果： 
1. 汽機車駕駛人行經路口能「停讓」行人先行 
2. 行人遵守行人號誌，走行穿線。 

績效指標： 一、辦理 12 場大型宣導活動，宣導人數達 6,0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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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 12 場踩街活動，宣導人數達 6,000 人次。 
三、辦理 60 場交通安全座談會，宣導人數達 3,000 人次。 

預期效益： 灌輸民眾交通安全觀念，養成路口停讓文化，進而身體力行去實

踐，有效降低路口行人交通事故死傷人數 
政策依據 
及相關計畫： 

內政部警政署 110 年 9 月 14 日警署交字第 1100135120 號函 

策略 4：深入村里加強高齡交通安全教育>5-4 在地化互

動式強化高齡交通安全 

(1) 課題摘要：有鑑於本縣高齡、大專青年及外籍勞工

事故增加，部分特定使用者交通安全觀念不足，缺

乏防禦駕駛觀念。 

(2) 策略：結合相關活動適時宣講，全面提升大專院校

學生交通安全意識與技能，並透過在地化觸及高齡

者，輔以互動體驗式宣教，另透過工業區合作宣

講，逐步建立大專院校、高齡者及外籍勞工正確用

路觀念。 

(3) 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特定使用者行銷宣傳計畫 
主辦機關： 雲林縣政府 執行機關： 雲林縣政府新聞處 
聯 絡 人 姓

名： 
李宜蓁 

電話： 05-5522872 Email： ylhg09152@mail.yunlin.gov.tw

年度預算： 120 萬元整 預算來源： 道安預算 
目  標： 提升大專院校學生、高齡族群及外籍勞工之道安知能與風險認

知。 

工作重點： 

1.特定使用者行銷宣傳計畫 

2.針對大學周邊進行安全宣導以及機車使用者族群，因此選定本縣之虎尾科技

大學、雲林科技大學，作為入校分享對象，至少宣導 6 場次。 
3.針對高齡者使用運具安全部分，擇定績優社區發展協會進行下鄉服務至少

10 個據點進行協助課程上課參與，以提升安全用路觀念。 

4.針對工業區使用電動二輪車族群，辦理至少 4 場次宣導。 

5.本案需製作道安宣導品，以利宣導過程中後續可以相關參與成員互動，以提

升學習興趣以及參加意願，擴大宣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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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成果： 提升大專院校學生及高齡族群之道安知能與風險認知。 

 績效指標： 辦理 20 場交通安全宣導活動(大專院校、高齡族群)。 

預期效益： 
強化特定使用者之交通安全觀念，進而身體力行，以有效降低

交通事故死傷人數。 
政 策 依 據

及 相 關 計

畫： 

 

策略 4：深入村里加強高齡交通安全教育>5-4 在地化互

動式強化高齡交通安全 

(1) 課題摘要：落實樂齡學習中心交通安全教育課程，

提升高齡者交通安全知識，守護高齡者交通安全。 

(2) 策略：結合路老師至各鄉鎮樂齡學習中心宣講，全

面提升高齡者交通安全意識與技能，透過互動體驗

式宣教，逐步建立高齡者正確用路觀念。 

(3) 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結合路老師推廣高齡者交通安全知識計畫 
主辦機關： 雲林縣政府 執行機關： 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聯絡人姓名： 王怡甯 
電話： 552-2438 Email： 61182@ylc.edu.tw 

年度預算： 10 萬元 預算來源： 道安預算 

目  標： 1. 藉由專業宣導學習方式，提升高齡學習者維護自身安全的知 
能，學習交通安全五守則及相關交通規則。 

2. 推廣至學校、樂齡學習中心、社區關懷據點等，提升高齡者

交通安全意識。 

工作重點： 

1. 以交通安全相關案例、交通法規為主，邀請專家講授實際案例與實務執行經

驗，並提醒高齡者應注意其身體狀況，讓高齡者對於交通安全有較深刻的認知

與了解並確實遵守交通規則規定之重要性。 
2. 以高齡者較常發生交通事故之「行人」及「機車」為宣講內容，透過交通事

故狀況劇及有獎問答方式，提升高齡者對自身交通安全問題的瞭解，提醒出門

時隨時注意交通安全避免發生交通事故。 
3. 運用交通安全入口網宣導影片，如路口安全、騎機車及自行車安全騎乘重點

與務必戴安全帽、切勿酒後駕車及提醒注意大型車內輪差的危險性等，並製作

相關海報、看板及宣傳單，加強高齡者對交通安全的用路觀念。 

預期成果： 提升高齡者交通安全知能，守護高齡者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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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辦理 15 場交通安全宣導活動。 

預期效益： 
1.提供高齡者獲得交通安全相關知識課程。 
2.透過高齡者交通安全教育宣講，降低高齡者發生交通意外事

故機率，守護高齡者交通安全。 
政 策 依 據

及相關計畫：

 

3. 政策面向六：依法規執行道路交通事件之稽查取締、處

罰(基本法第 14 條) 

策略 1：加強重大交通違規取締>6-1 加強取締重大交通

違規計畫 

(1) 課題摘要：民眾仍存僥倖心態違反酒後駕車、闖紅

燈、超速、危險駕駛、不停讓行人等重大不安全的

駕駛行為。 

(2) 策略：警察局警察機關積極對重大交通違規行為，

加強執行重點違規項目之稽查取締。 

(3) 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加強取締重大交通違規  
主辦機關： 雲林縣警察局 執行機關： 雲林縣警察局 
聯絡人姓名： 黃荺涵 
電話： (05)5326154 Email： yellow@mail.ylhpb.gov.tw 

計畫預算： 2,000 元 預算來源： 道安預算 
目  標： 1. 提 高 執 法 強 度 與 密 度 ， 遏 止 民 眾 僥 倖 心 理 。

2.提升執法效能，樹立交通執法威信。 
工作重點： 
一、酒後駕車：請參照警政署執行取締酒後駕車工作標準作業程序規定，「取締

酒駕拒測處理作業程序」、「警察人員對酒後駕車當事人實施強制作為應注意事

項並全程錄影蒐證。 
二、闖紅燈(不含紅燈右轉、迴轉)：員警執勤應穿著制服，攔停位置並應考量

駕駛人反應時間及適當空間，注意勿引起事故；另填單時應註明車行方向，

例：南往北或東往西；以攔停舉發方式執行（不含測速照相件數），但不服指揮

稽查而逃逸，且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直接逕行舉發。 
三、逆向行駛：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闖單行道)、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跨越雙

黃線逆向行駛)；以現場攔停舉發為原則，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始

得 錄 影 或 拍 照 方 式 逕 行 舉 發 。

四、轉彎未依規定：設有禁止左轉標誌處所違規左轉、左轉彎前未依規定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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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側 ( 或 左 轉 彎 專 用 ) 車 道 ； 以 現 場 攔 停 舉 發 為 原 則 。

五、機車行駛禁行機車道：限設有禁行機車標誌或標線之車道為重點執法路

段：以現場攔停舉發為原則，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始得錄影或拍

照 方 式 逕 行 舉 發 。

六、機車不依規定兩段式左轉：限於設有機車二段式左轉標誌及機車待轉區標

線之路口；以現場攔停舉發為原則。 

預期成果： 
1. 加強宣導民眾確實遵守交通安全規則。 
2. 提高執法強度與密度，遏阻民眾僥倖心理。 
3. 提升執法效能，樹立交通執法威信。 

績效指標： 預計 113 年取締重大交通違規件數較去年提升 10%。 
預期效益： 1. 透過交通取締，降低交通事故之發生。 

2. 結合各項專案勤務，加強執法以遏阻民眾僥倖心理，養成守

法良好行為。 
3. 強化員警執法效能，樹立交通執法威信。 
4.規劃勤務加強執法以遏阻民眾心理，養成守法良好行為。 

政策依據 
及相關計畫： 

內政部警政署 104 年 2 月 17 日警署交字第 104006165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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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1：加強重大交通違規取締>6-1 加強取締重大交通

違規計畫 

(1) 課題摘要：民眾仍存僥倖心態違反酒後駕車重大不

安全的駕駛行為，易造成無辜民眾傷亡。 

(2) 策略：為減少民眾酒後駕車重大不安全的駕駛行

為，有效防制交通事故發生，本局針對酒駕違法(規)

提高執法強度與密度，遏阻民眾僥倖酒駕心態並加

強宣導民眾確實遵守禁止酒駕規定，以減少民眾違

規僥倖心理，並養成守法的觀念與習慣。 

(3) 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雲林縣防制酒後駕車工作督導考核計畫 
主辦機關： 雲林縣警察局 執行機關： 雲林縣警察局 
聯絡人姓名： 警員涂銘鴻 
電話： 05-5326154 Email： tu0703@mail.ylhpb.gov.tw 

計畫預算： 0 元 預算來源：  

目  標： 1.加強宣導民眾確實遵守禁止酒駕規定。 
2.提高執法強度與密度，遏阻民眾僥倖酒駕心態。 
3.提升執法效能，樹立交通執法威信。 

工作重點： 
1.執法宣導:主動製作文宣或利用各種勤務機會、公眾集會並協調傳播媒體、公

益團體，有系統、持續性宣導，防制酒後駕車。 
2.勤務規劃:本局每月規劃 4 次全國(縣)同步取締酒駕專案勤務；各分局原則不 

規劃辦理，倘因轄區特性及治安狀況需要，應報請警察局核定後實

施。 
3.代駕措施:主動積極推廣 「指定駕駛」、「代客叫計 程車」及「代客開車」等

配套措施。 
4.肇事防制與處理: 
  (1)酒駕肇事死傷人數防制成效。 
  (2)酒後駕車肇事案件處理、分析、檢討及防制措施。 
5.督導作為:專案督導及前期缺失與建議事項辦理情形。 
6.防制作為:對本項工作有具體防制作為，並有具體成效，有紀錄可稽者。 

預期成果： 
3. 民眾遵守禁止酒駕規定。 
4. 降低酒駕肇事案件發生。 

績效指標： 酒駕死傷防制成效與去年同期比較減少 10%以上 
預期效益： 酒後不開車觀念能深植國人心中，有效降低酒駕交通事故死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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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政策依據 
及相關計畫： 

內政部警政署 109 年 12 月 3 日警署交字第 1090162738 號函頒修

正「防制酒後駕車工作督導考核計畫」。 

策略 1：加強重大交通違規取締>6-1 加強取締重大交通

違規計畫 

(1) 課題摘要：加強重大交通違規取締，民眾仍存僥倖

心態騎乘機車未配戴安全帽等重大不安全的駕駛行

為。 

(2) 策略：透過村、里長召集民眾實施宣導、辦理交通

安全宣導座談會、各單位指派專人洽請轄內有線電

視、廣播電臺及大型廣告看板，協助宣導騎乘機車

正確配戴安全帽之重要性。 

(3) 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雲林縣警察局執行「騎乘機車配戴安全帽」督導考核計畫 
主辦機關： 雲林縣警察局 執行機關： 雲林縣警察局 
聯絡人姓名： 鍾旻哲 
電話： 05-5326154 Email： p8302124@mail.ylhpb.gov.tw 

計畫預算： 0 元 預算來源：  

目  標： 1、建立民眾騎乘機車需配戴安全帽之觀念。 
2、強化民眾對於正確配戴安全帽提供自身安全保障之認識。 
3、落實取締騎乘機車未配戴安全帽之執法力度，遏阻民眾存有

便宜行事及僥倖心理，促使民眾戴帽率達 95%以上。 
工作重點： 
1、由各轄區分局分駐(派出)所所長洽請村、里長召集民眾實施宣導，告知民眾

騎乘機車應正確配戴安全帽，避免違規受罰。 
2、若轄內發生騎乘機車未依規定配戴安全帽 A1 類之事故案件，分局除應於 5
日內督飭所轄分駐(派出)所針對鄰近事故地點之村、里辦理交通安全宣導座談

會，呼籲民眾騎乘機車應正確配戴安全帽或遵守路權，以確保行車安全。 
3、各單位指派專人洽請轄內有線電視、廣播電臺及大型廣告看板，協助宣導騎

乘機車正確配戴安全帽之重要性。 
4、持續推動「騎乘機車戴安全帽(含繫緊安全帽扣環)」向下紮根計畫，配合學

校推動「安全百分百」之宣導作為，並製作「交通事故案例精華版」宣導光

碟，提供給轄內各校在網站宣導，希望積極透過宣導手段，提醒行人、自行車

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規則，並注意大型車輛之「內輪差」、「視覺死角」，以確

保行車安全。 
5、本局員警加強取締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之執法強度。 
預期成果： 1、提高執法強度與密度，遏阻民眾僥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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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昇執法效能，樹立交通執法威信。 
績效指標： 騎乘機車配戴安全帽率達 95％ 
預期效益： 1、結合各項專案勤務，加強執法以遏阻民眾僥倖心理，養成守

法良好行為。 
2、強化員警執法效能，樹立交通執法威信。 

政策依據 
及相關計畫： 

行政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實地視察騎乘

機車戴安全帽，戴帽率應達 95%以上督導項目。 

策略 2：應用科技強化執法成效> 6-2 協助地方政府建置

科技執法設備 

(1) 課題摘要：因警力有限，無法於易肇事或易違規路

口 24 小時不間斷長時間執法。 

(2) 策略：於臺 61 線建置科技執法設備，取締超速違

規，藉以提醒駕駛人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降低

用路人違規機率。科技執法具有可不分晝夜長時間

執法，自動偵測違規態樣，降低執法成本，減少警

力耗費之優點。因此於於臺 61 線建置科技執法設

備，取締交通違規，可有效降低超速違規發生。 

(3) 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加強運用科技執法，以防制重大交通事故申請補助計畫-臺 61 線 
主辦機關： 雲林縣警察局 執行機關： 雲林縣警察局 
聯絡人姓名： 許慶璋 
電話： (05) 5326154 Email： b529@mail.ylhpb.gov.tw 

計畫預算： 190 萬元 預算來源： 道安預算 
目  標： 降低臺 61 線快速道路大型車、自小客車、重型機車超速違規。 
工作重點： 
本轄臺 61 線快速道路寬廣筆直、每日往返之大型車輛、自小客車及重型機車數

量眾多；分析近年來臺 61 線快速道路交通事故肇因以大型車「超速」佔多數，

嚴重影響民眾用路安全及生命財產安全。惟本轄臺 61 線快速道路避車道空間不

足，當場攔檢超速之大型車輛易生危險，極需於臺 61 線四湖段設置「數位式

(固定/移動)雷達測速照相設備」，以加強防制臺 61 線快速道路因大型車輛、自

小客車及重型機車車速過快所造成之重大交通事故。 
經統計，本局 112 年 1-12 月臺 61 線共計發生 30 件交通事故，另 110 年 2 月 21
日於臺 61 線北上 255 公里處也發生 1 件追撞重大交通事故，造成 2 人死亡，10
人受傷，為降低交通事故發生率並減少追撞情形發生，本局將臺 61 線快速道路

大型車、自小客車、重型機車超速違規列為執法重點。計畫於本縣臺 61 線四湖

段設置「數位式(固定/移動)雷達測速照相設備」，取締大型車輛、自小客車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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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機車超速違規，以保障用路人生命財產安全。 

預期成果： 

1. 降低臺 61 線快速道路大型車、自小客車、重型機車超速違

規。 
2. 交通事故發生率降低。 
3. 運用「數位式(固定/移動)雷達測速照相設備」取締超速違

規，遏阻民眾僥倖心理。 
績效指標： 建置完成後，與隔年同期比較，交通事故發生率降低 5%-10%。 
預期效益： 運用「數位式(固定/移動)雷達測速照相設備」取締大型車、自小

客車、重型機車超速違規，將產生嚇阻作用，有效降低本縣臺

61 線快速道路交通事故發生。 
政策依據 
及相關計畫： 

依據雲林縣 113 年道路交通安全執行計畫辦理。 

策略 2：應用科技強化執法成效> 6-2 協助地方政府建置

科技執法設備 

(1) 課題摘要：因警力有限，無法於易肇事或易違規路

口 24 小時不間斷長時間執法。 

(2) 策略：於易肇事或易違規路口，建置路口科技執法

設備，取締交通違規，藉以提醒駕駛人遵守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降低用路人違規機率。科技執法具有

可不分晝夜長時間執法，自動偵測違規態樣，降低

執法成本，減少警力耗費之優點。因此於易肇事或

易違規路口，建置路口科技執法設備，取締交通違

規，可有效降低路口違規發生。 

(3) 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運用科技執法設備，取締車不禮讓行人違規 
主辦機關： 雲林縣警察局 執行機關： 雲林縣警察局 
聯絡人姓名： 許慶璋 
電話： (05) 5326154 Email： b529@mail.ylhpb.gov.tw 

計畫預算： 0 元 預算來源： 內政部警政署補助 
目  標： 運用科技執法設備，取締車不禮讓行人違規。 
工作重點： 
1. 該案依據內政部 112 年 9 月 23 日台內警字第 1120872876 號函辦理，由 112

年度中央協助雲林縣政府於轄內 6 處易肇事及易違規路口建置交通科技執法

設備，補助金額 2,034 萬 3,876 元，以雲林縣警察局為執行機關，須於 113
年 6 月 30 日前建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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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防制交通事故及減少交通違規及保護用路人生命財產安全，養成民眾守法

觀念，降低警力取締、增加無形警力，本縣預計於轄內 6 處易肇事及易違規

路口(斗六市火車站、西螺鎮中山路與公正路、斗六市鎮北路與明德北路、

古坑鄉台 3 線光興路與永興路、元長鄉縣道 145 線與雲 172 線路口、北港鎮

僑美國小)建置交通科技執法設備，提醒汽機車駕駛行經路口時，要禮讓行

人，並透過科技執法方式，增加取締違規量能，以減少車不禮讓行人違規，

減少路口交通事故。 

預期成果： 

1. 降低路口車不禮讓行人違規。 
2. 交通事故發生率降低。 
3. 運用科技執法設備，取締車不禮讓行人違規，遏阻民眾僥倖

心理。 
績效指標： 建置完成後，與隔年同期比較，交通事故發生率降低 5%-10%。 
預期效益： 運用科技執法設備，取締車不禮讓行人違規，將產生嚇阻作用，

有效降低路口車不禮讓行人違規，並減少路口交通事故。 
政策依據 
及相關計畫： 

依據雲林縣 113 年道路交通安全執行計畫辦理。 

策略 3：提升執法專業量能> 6-3 提升執法及事故處理專

業量能訓練 

(1) 課題摘要：警察交通執法實務研討精準執法、加強

員警身心健康情緒管理以及交通事故類型分析。 

(2) 策略：提升專業量能，辦理教育訓練，以強化執法

人員執法上精確性。 

(3) 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交通執法專業訓練研習  
主辦機關： 雲林縣警察局 執行機關： 雲林縣警察局 
聯絡人姓名： 劉亭 
電話： (05)5326154 Email： ooxx2528@mail.ylhpb.gov.tw 

計畫預算： 20 萬元 
(自籌 10 萬 9,000 元
元，申請交通部補
助 9 萬 1,000 元) 

預算來源： 交通違規罰鍰收入及交通部道

安經費補助 

目  標： 1. 培養員警熟諳交通法令與執勤技能，提昇執法品質。 
2. 交通事故類型分析及策進作為。 
3. 遏阻大客車駕駛之各類違規行為，以避免大客車駕駛因違規

而發生交通事故。 
工作重點： 

一、策訂交通執法專業訓練研習計畫及研訂課程綱要(轄內交通事故類型分

析、員警交通執法實務研討、執法態度技巧注意事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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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訂執勤員警營業大客車駕駛訓練計畫及督考各分局執行營業大客(遊覽)

車專案工作成效。(提升員警車輛駕照升級，以因應勤務中需要)。 

三、辦理交通執法程序演練。 
預期成果： 提升勤務中執勤技巧與技能，提昇執法品質。 
績效指標： 提昇執法品質。 
預期效益： 4. 透過交通取締，降低交通事故之發生。 

5. 結合各項專案勤務，加強執法以遏阻民眾僥倖心理，養成守

法良好行為。 
6. 強化員警執法效能，樹立交通執法威信。 
4.規劃勤務加強執法以遏阻民眾心理，養成守法良好行為。 

政策依據 
及相關計畫：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道路交通安全 

策略 4：加強交通違規裁罰及清理>6-4 加強交通違規裁

罰及清理計畫 

(4) 課題摘要：部分駕駛人未具有正確駕駛習慣,缺乏防

禦駕駛的觀念，而且未落實路口停讓文化的良好習

慣，透過各項政策的推動及多元化管道的宣導以提

升用路人路上交通安全和降低交通事故率。 

(5) 策略：加強交通違規裁罰及清理計畫。 

(6) 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加強交通違規裁罰及清理計畫 
主辦機關： 交通部(公共運輸及 

監理司、路政及道 
安司) 

執行機關： 交通部（公路局）、 
嘉義區監理所雲林監理

站、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雲林縣政府 

聯絡人姓名： 雲林監理站第四股陳昱宏股長 
電話： 05-5335892#401 Email： A441857@thb.gov.tw 

年度預算： 50 萬元 預算來源： 公務預算 
目  標： 透過落實辦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各項裁決、移送強

制 
執行及執行憑證管理作業，使當罰者受到應有之處罰，而心生

警 
惕不再違規。 

工作重點： 

1.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裁決作業： 
受理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應確認送達狀況， 並依法定期限逕行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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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追蹤後續送達作業。 

2.辦理移送執行作業： 
  交通違規裁決書完成合法送達後，義務人逾期未繳納且未於法定期限提起救 
  濟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3.取得執行憑證管理作業： 
  對於取得執行憑證，積極查明債務人有無可供執行財產，查有財產者辦理再   
  移送作業，屆滿法定收繳期限，報審計部辦理註銷程序。 
4.裁決及移送執行作業人員之定期教育訓練： 
  針對違規裁罰人員定期辦理相關作業及服務態度教育訓練，每季辦理 1 次。 

 預期成果： 
落實執行各項裁決、移送作業，使當罰者受到應有之處罰，而心

生警惕不再違規。 

 績效指標： 
1. 每年違規結案率達 85%以上 
2. 每年違規裁決率達 85%以上 
3. 每年違規移送率達 85%以上 

預期效益： 
1. 違規人了解應依期限繳納罰鍰以免遭移送行政執行。  
2. 違規人繳納罰鍰後，警惕不再違規，進而促進交通安全。 

政 策 依 據

及相關計畫：

1.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2. 行政罰法 
3. 行政執行法 
4.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 

4. 政策面向九：推動與促進相關之研究及科學技術發展(基

本法第 17 條) 

策略 4：補助學、研單位發展道路交通安全相關研究計

畫>9-3 培植道安改善專業能量及建立道安改善產業鏈 

(1) 課題摘要：透過教育訓練舉辦提升各機關內部道安

基礎人員或承辦人員之道安專業知識與改善能力。 

(2) 策略：結合教育訓練課程，全面提升道安基礎人員

或承辦人員對於道安之知識與想法，透過課程學習

與交流，逐步提升自我專業能力。 

(3) 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道路交通安全人員教育訓練 
主辦機關： 雲林縣政府 執行機關： 雲林縣交通工務局 
聯絡人姓名： 王俞晴 
電話： 05-5522360 Email： ylhg39236@mail.yunlin .gov.tw

年度預算： 200 萬 預算來源： 道安預算 



42 

目  標： 1. 透過教育訓練舉辦提升各機關內部道安基礎人員或承辦人

員之相關道安專業知識與改善基礎。 
2. 藉由教育訓練課程，讓基礎人員皆能針對道安問題進行溝

通與交流，以落實及應用於相關業務，提升道安改善能

力。 
工作重點： 
1. 基層人員技術職能定錨教育訓練計畫。 
2. 製作相關道安安全課程教材，主要以道安主題為主，亦可納入交通工程與

管理之新課題、法規或政策，以深化基層人員之交通安全與改善之概念。 
3. 辦理教育訓練課程，透過不同主題之安排，如交通工程規劃、交通法規管

理、易肇事地點改善方法…等課程，強化相關人員之道安知識。 

預期成果： 
1. 提升現有單位基礎人員之相關道安學識素養與專業能力。 
2. 藉由課程之交流，增進現有單位基礎人員之專業視野。 

績效指標： 3. 辦理 10 場基礎人員之教育訓練課程。 

預期效益： 
1. 提升基礎人員之道安專業能力基礎。 
2. 協助基礎人員提升解決相關問題之能力，提升處理效率。 

政 策 依 據

及相關計畫：

 

 

(二) 車的因素: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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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路的因素：  

1. 政策面向三：完備道路交通設施、道路設計規範、道路

養護與改善制度、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及相關管理措施(基

本法第 11 條) 

策略 1：建立安全步行空間>3-1 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 

(1) 課題摘要：事故發生多為駕駛人行經路口未留意行

車路權而導致交通事故發生。 

(2) 策略：無號誌化路口幹支道明確化，提升路口安

全。 

(3) 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縣鄉道路廊檢討無號誌化路口幹支道明確化試辦計畫 
主辦機關： 雲林縣政府 執行機關： 雲林縣交通工務局 
聯絡人姓名： 王俞晴 
電話： 05-5522360 Email： ylhg39236@mail.yunlin .gov.tw

年度預算： 250 萬 預算來源： 道安預算 
目  標： 

針對無號誌路口之不同路口形態及現地道路環境，以讓路標誌

標線、停字標字區分幹支道等方式提升民眾行經無號誌路口之

行車安全 

工作重點： 

1. 盤點本縣轄區內 22 條縣道之無號誌化路口幹支道交通設施不足之議題。 

2. 擇定一條縣道之無號誌化路口之幹道與支道改善重點試辦性路廊。 

3. 盤點路廊之預防性事故發生之交通工程改善措施，以明確化幹支道路口為

改善目標，進行落實相關標線、標誌改善計畫，包含停止線、停讓標誌或

標線明顯化、T 字路口中心線…等調整。 

4. 於該路廊中進行速度管理之作為，試辦兩處減速之檞型標線。 

5. 另外於縣內其他縣道路段上之無號誌化路口進行路口中心線劃設，提醒民

眾路口中心點。 
6. 依據前揭無號誌化路口上，本縣轄區預計提出目標提出非號誌 50 處路口

(包含 T 字路口)，進行相關幹支道明顯區隔。 

預期成果： 
1. 盤點無號誌化路口幹支道交通設施不足之問題。 
2. 辦理無號誌路口之化幹支道路口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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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1.選取非號誌 50 處路口進行相關幹支道明顯區隔。 

預期效益： 有效降低路無號誌口之交通事故死傷人數。 
政 策 依 據

及相關計畫：

 

策略 1：建立安全步行空間>3-1 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 

(1) 課題摘要：機車行車空間不夠友善，需要完備之相

關改善計畫 

(2) 策略：針對機車高風險路口進行相關改善作為 

(3) 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機車高風險路口或路廊之道路線形與工程改善計畫 
主辦機關： 雲林縣政府 執行機關： 雲林縣交通工務局 
聯絡人姓名： 王俞晴 
電話： 05-5522360 Email： ylhg39236@mail.yunlin .gov.tw

年度預算： 150 萬 預算來源： 道安預算 
目  標： 1. 運用事故資料分析選出機車高風險路廊或路口，精確掌握

高事故地點。 
2. 透過事故碰撞構圖繪製，掌握及了解碰撞型態，以研擬有

效之改善策略。 

工作重點： 

1. 藉由資料分析與點位選取，篩選出機車高風險路廊或路口地點，以求精準

資源投入改善。 
2. 針對整體路廊與路口點位進行事故碰撞構圖繪製，做為現場會勘與研提改

善策略之參考。 
3. 辦理現地會勘研提改善策略，並針對改善策略進行工程精進作為，以提供

機車騎乘安全友善空間。 

預期成果： 
對機車高風險路口地點精確掌握並提出改善策略，以降低事故

發生及傷亡。 

績效指標： 
找出前 30 大機車高風險路口/路廊之位置，提出相關改善策

略。 
預期效益： 有效掌握機車高風險路口，以讓資源可精確投入改善。 
政 策 依 據

及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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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4：建立用路人一致交通資訊之道路環境>3-4 推動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參考補充指引 

(1) 課題摘要：公路系統與市區道路之道路設計所適用

法規不同，銜接介面上容易產生實際規劃設計與執

行操作之協調問題，且過去常以車行交通為主要考

量而疏忽行人通行空間佈設。 

(2) 策略摘要：建議公路與道路設計之溝通機制，修正

路線及交通工程等設計規範之差異及制定「行人交

通安全設施條例、針對行人、高齡者及易肇事路段

強化交通設施改善。 

(3) 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 
主辦機關： 雲林縣警察局 執行機關： 雲林縣警察局、雲林縣政府、鄉

鎮市公所、公路局工務段 
聯絡人姓名： 梁明德 
電話： 05-5326154 Email： Lg761502@mail.ylhpb.gov.tw 

計畫預算： 600 萬 預算來源： 道安預算(300 萬)、警察局(300
萬) 

目  標： 調查本轄行人使用量大之路口、鐵路、公車、高鐵車站、公眾運

輸周邊道路及高齡者出入場所、運動場、市場、醫療院所周邊道

路，高風險地點。 
1.落實各項改善道路、交通設施。 
2.以人本交通為核心，著重行人、高齡者友善道路環境。 

工作重點： 
周邊路口(段)道路相關標誌、標線、號誌等交通設施增設，讓用路人有所遵

循。 
路口劃設行人穿越線.改善人行空間，車道與人行道實體化分隔或標線型警示。 
車道寬度縮小，以達車輛減速效果。 
車流量大不易左轉路口，配合增設偏心式左轉專用道，減少衝突點。 
增設行人號誌，及紅燈倒數，讓用路人充分了解穿越道路時間。 

預期成果： 
5. 保障增進行人、學生交通安全。 
6. 維護高齡者交通安全。 

績效指標： 遴選 10 處易肇事路口改善交通設施。 
預期效益： 有效降低路口交通事故死傷人數，保障生命財產。 
政策依據 交通部核定「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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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計畫： 

2. 政策面向九：推動與促進相關之研究及科學技術發展 

(基本法第 17 條) 

策略 1：應用科技強化行人安全>9-1 建立道路交通安全

科技發展願景計畫 

(1) 課題摘要：行人安全面臨問題，其中以人行空間不

夠友善，缺乏人行道、人行道淨寬不足、道路行人

穿越標線、行人號誌、無障礙設施、步行環境未能

串聯；另傳統行人固定時制已無法滿足現行需求。 

(2) 策略摘要：引導並補助地方政府建立友善且連續人

行空間推動路口行人安全設施改善、改善人行道、

校園周邊暨行車安全道路改善、行人及高齡友善示

範區、減少路側障礙物等設施改善，並針對既有號

誌化路口行人時相檢討或實施行人綠燈早開。 

(3) 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校園及高齡環境週邊路口設置行人專用號誌計畫 
主辦機關： 雲林縣警察局 執行機關： 雲林縣交通工務局、雲林縣政府

警察局、公路局工務段、各鄉鎮

市公所 
聯絡人姓名： 陳達州 
電話： 05-5326154 Email： Lg761502@mail.ylhpb.gov.tw 

計畫預算： 360 萬元 預算來源： 道安預算(252 萬)、警察局(108
萬) 

目標： 依據本縣校園及高齡環境週邊路口資料，召集各相關單位會勘，

研定具體改善措施行人專用號誌規劃設置，以增進交通安全。 
本縣轄內校園及高齡環境週邊路口交通事故特性，以「行人專用

號誌」，針對上述交通狀況及校園周邊、老人及村裏路口規劃設

置，優先遴選等 20 處，增設「行人專用號誌」等設施，期盼降

低交通事故，增強交通安全。 
工作重點： 
1. 提升校園學童及高齡者交通安全 

(1) 讓校園學童及高齡者穿越道路時有行人專用號誌可遵循。 
(2) 預判可穿越道路時間及穿越時剩餘時間，行人可主動控制穿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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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 三條路廊(包含至少 20 處路口)，以及雲林縣境內重要人潮活動周邊行人綠

燈早開之考量(10 處路口) 
3. 針對前揭號誌化路口之行人量與交通量進行調查，進行行人穿越綠燈時間

檢討與行人綠燈早開之作為進行評估。 
4. 針對調查結果進行時制計畫模擬，以確認行人綠燈時間早開時間與時制計

畫調整後之可行性，並將時制計畫進行重新調整。 
預期成果： 對高肇事地點精確掌握並提出改善措施，以減少交通事故傷亡。 

績效指標： 
1. 增設行人專用號誌 20 處。 
2. 遴選 10 處路口進行綠燈早開評估及試辦。 

預期效益： 1. 維護校園周邊路口學童通勤安全及高齡者交通安全。 
2. 維護路口安全，減少生命財產損失。 
3. 降低行人交通事故死傷人數。 

政策依據 
及相關計畫： 

行政院核定「校園及高齡環境週邊路口設置行人專用號誌計畫」 

(四) 運輸業因素：  

1. 政策面向四：健全汽車運輸業相關管理法規，落實監

督管理，並強化汽車運輸業安全治理(基本法第 12 條) 

策略 1：遏止遊覽車駕駛勤務超時、超速>4-1 遊覽車駕

駛勤務時間管理計畫 

(1) 課題摘要：遏止遊覽車駕駛勤務超時、超速，提

升公路客運業自主管理及監督能量及貨運業自主

安全管理及監理能量。 

(2) 策略：遊覽車客運業強化自主安全管理及防制高

風險駕駛計畫。 

(3) 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遊覽車客運業強化自主安全管理及防制高風險駕駛計畫 
主辦機關： 交通部(公路局) 執行機關： 嘉義區監理所雲林監理站 
聯絡人姓名： 雲林監理站第三股林嘉信股長  
電話： 05-5335892 分機 301 Email： cyi7185@thb.gov.tw 

年度預算： 2 萬 5,000 元 預算來源： 公務預算 
目  標： 強化遊覽車客運業自主管理，逐步推動業者建立安全管理機制，

並有效管控駕駛人駕駛勤務時間及駕駛行為，以提升營運安全。 

工作重點： 
1.推動業者建立安全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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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動遊覽車駕駛人身分識別機制 
3.調訓高違規駕駛人機制 
4.路口停讓文化宣導 

預期成果： 

1. 配合交通部訂定安全管理制度、訓練內容等，輔導業者落者

執行。 
2. 鼓勵遊覽車業者裝設駕駛識別設備，並落實設備使用。 
3. 落實高違規駕駛員調訓計畫。 
4. 落實路口停讓文化。 

績效指標： 

1. 輔導業者落者執行安全管理及教育訓練。 
2. 辦理駕駛識別設備專案補助車輛數。 
3. 辦理調訓高違規駕駛人場次及出席率。 
4. 降低路口未禮讓行人違規件數。 

預期效益： 1.提升遊覽車客運業者自主安全管理。 
2.有效管控遊覽車駕駛勤務時間。 
3.藉由調訓高違規駕駛人，提升駕駛人正確行車及防禦駕駛等觀

念，保障用路人行車安全。 
政 策 依 據

及相關計畫：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策略 2：提升公路客運業自主安全管理及監理能量 >4-2

客運超速違規防制計畫 

(1) 課題摘要：遏止遊覽車駕駛勤務超時、超速，提

升公路客運業自主管理及監督能量及貨運業自主

安全管理及監理能量。 

(2) 策略：公路客運業強化自主安全管理及超速違規

防制管理計畫。 

(3) 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公路客運業建立自主安全管理及超速違規防制管理計畫 
主辦機關： 交通部(公路局) 執行機關： 嘉義區監理所雲林監理站 
聯絡人姓名： 雲林監理站第三股林嘉信股長 
電話： 05-5335892 分機 301 Email： cyi7185@thb.gov.tw 

年度預算： 2 萬 5,000 元 預算來源： 公務預算 
目  標： 強化客運業者自主管理制度，以提升整體道路交通安全環境，並

配合公路局研訂公路客運超速防制管理機制，藉由智慧化即時監

控系統數據歸納分析及回饋並輔導業者改善。 

工作重點： 

1.推動業者建立自主安全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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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公路汽車客運動態資訊系統超速告警車輛加強駕駛員管理，並配合落實 
  公路客運超速防制管理機制 

3.路口停讓文化宣導 

預期成果： 

1. 配合交通部訂定安全管理制度、訓練內容等，輔導業者落者

執行。 
2. 針對超速駕駛員加強教育訓練，並針對超速路段加強控管。 
3. 落實辦理路口停讓教育訓練。 

績效指標： 
1. 輔導業者落者執行安全管理及教育訓練。 
2. 加強駕駛員速度管理，減少超速案件。 
3. 降低路口未禮讓行人違規件數。 

預期效益： 1.提升客運業者自主安全管理。 
2.降低駕駛員超速違規案件。 
3.提升駕駛人正確路停讓觀念，保障用路人行車安全。 

政 策 依 據

及相關計畫：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策略 3：提升貨運業自主安全管理及監理能量>4-3 貨運

三業掉落物及超速違規防制計畫 

(1) 課題摘要：遏止遊覽車駕駛勤務超時、超速，提

升公路客運業自主管理及監督能量及貨運業自主

安全管理及監理能量。 

(2) 策略：貨運三業自主安全管理及防制高風險駕駛

計畫。 

(3) 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貨運三業自主安全管理及防制高風險駕駛計畫 
主辦機關： 交通部(公路局) 執行機關： 嘉義區監理所雲林監理站 
聯絡人姓名： 雲林監理站第三股林嘉信股長 
電話： 05-5335892 分機 301 Email： cyi7185@thb.gov.tw 

年度預算： 2 萬 5,000 元 預算來源： 公務預算 
目  標： 強化業者自主辦理教育訓練，並輔導高風險車輛加裝GPS，調訓高

違規駕駛人，以逐步建立業者自主安全管考作業能力，落實行車

安全維護。 

工作重點： 
1.強化業者自主辦理教育訓練。 
2.加強業者超速違規管理，輔導高風險業者所屬車輛裝置 GPS。 
3.調訓高違規駕駛人機制。 
4.路口停讓文化宣導。 
預期成果： 1. 配合交通部數位化教學系統頻寬宣導業者多加利用，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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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行為。 
2. 輔導高風險業者所屬車輛裝置 GPS，以防制駕駛員常有超速

行為。 
3. 落實高違規駕駛員調訓計畫。 
4. 落實路口停讓文化。 

績效指標： 

1. 逐步增加數位化教學系統使用業者家數。 
2. 輔導曾發生重大事故之高風險業者或經常 EIS 達總項告警之

業者所屬車輛加裝 GPS。 
3. 辦理調訓高違規駕駛人場次及出席率。 
4. 降低路口未禮讓行人違規件數。 

預期效益： 1. 提升貨運業者自主教育訓練能力。 
2. 督促貨運業者遵守交通相關法令，減少交通事故發生。 
3. 藉由調訓高違規駕駛人，提升駕駛人正確行車及防禦駕駛等

觀念，保障用路人行車安全。 
政 策 依 據

及相關計畫：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五) 整體面向 

1. 政策面向九：推動與促進相關之研究及科學技術發展(基

本法第 17 條) 

策略 3：培植道安改善專業能量及建立道安改善產業鏈

>9-3 道安改善專業人力及技術提升 

(1) 課題摘要：各級政府道安改善專業人力與能量不

足，難以有效推動道安工作。 

(2) 策略：成立道安專案辦公室。 

(3) 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雲林縣道安專案辦公室 
主辦機關： 雲林縣政府 執行機關： 雲林縣交通工務局 
聯絡人姓名： 王俞晴 
電話： 05-5522360 Email： ylhg39236@mail.yunlin .gov.tw

年度預算： 240 萬 預算來源： 道安預算 
目  標： 道安專案辦公室駐點人員進駐，以專業角度提供協助，以提升

道安相關業務之執行效率。 
工作重點： 
1. 應聘兩員駐點人力進駐本府工務處，以解決道路交通安全業務執行人力不

足之問題。 
2. 辦理本單位進行道路交通安全例行事務、會勘協助、資料蒐集、碰撞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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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等業務執行。 
3. 藉由外部服務專業單位協助道路交通安全改善與策略研擬，並針對整體雲

林縣道路交通安全議題進行分析。 
4. 辦理相關教育訓練與道安工作業務交流參訪等事宜。 
預期成果： 協助辦理相關道安業辦任務，提高執行率。 

績效指標： 
1. 駐點人力協助繪製 30 處碰撞構圖。 
2. 協助進行 5 處高風險路口診斷與改善策略研擬。 

預期效益： 協助本縣道路交通安全議題之規劃發展及提升計畫執行效率。 
政 策 依 據

及相關計畫：

 

 

(六) 緊急救護面向:無 

(七) 其他局處應納入之面向：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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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執行計畫與經費來源 

雲林縣執行計畫與經費來源彙整表 
113 年經費 項

次 
計畫名稱 

執行 
單位 補助來源 補助金額 

113 年經費 
自籌 

1 
雲林縣行人及護老(高齡

者)交通安全執行計畫 
雲林縣 
警察局 

 0 元 0 元 

2 
交通執法及事故防制安

全觀念推廣計畫 
雲林縣

警察局 
道安預算 100 萬 0 元 

3 
加強取締重大交通違規

計畫 
雲林縣 
警察局 

 0 元 2,000 元 

4 
雲林縣防制酒後駕車工

作督導考核計畫 
雲林縣 
警察局 

 0 元 0 元 

5 
雲林縣警察局執行「騎

乘機車配戴安全帽」督

導考核計畫 

雲林縣 
警察局 

 0 元 0 元 

6 
加強運用科技執法，以

防制重大交通事故申請

補助計畫-臺 61 線 

雲林縣 
警察局 

道安預算 190 萬元 0 元 

7 
運用科技執法設備，取

締車不禮讓行人違規 
雲林縣 
警察局 

內政部警政署

補助 
0 元 0 元 

8 交通執法專業訓練研習 
雲林縣 
警察局 

道安預算 9 萬 1,000 元 10 萬 9,000 元 

9 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 

雲林縣

警察局/ 
雲林縣

政府/鄉
鎮市公

所 

道安預算 300 萬元 300 萬元 

10 
校園及高齡環境週邊路

口設置行人專用號誌計

畫 

雲林縣

警察局/
雲林縣

政府/鄉
鎮市公

所 

道安預算 252 萬元 108 萬元 

11 
道路交通安全人員教育

訓練 

雲林縣

交通工

務局 
道安預算 150 萬元 0 元 

12 
縣鄉道路廊檢討無號誌

化路口幹支道明確化試

辦計畫 

雲林縣

交通工

務局 
道安預算 200 萬元 0 元 

13 
機車高風險路口或路廊

之道路線形與工程改善

計畫 

雲林縣

交通工

務局 
道安預算 200 萬元 0 元 

14 雲林縣道安專案辦公室 
雲 林 縣

交 通 工

務局 
道安預算 240 萬元 0 元 

15 
學校與兒少交通安全教

育計畫 

雲林縣 
政府教

育處 
道安預算 55 萬 8,000 元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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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經費 項

次 
計畫名稱 

執行 
單位 補助來源 補助金額 

113 年經費 
自籌 

16 
結合路老師推廣高齡者

交通安全知識計畫 

雲林縣 
政府教

育處 
道安預算 10 萬元 0 元 

17 
多元媒體宣導交通安全

觀念與交通安全月 
雲林縣 
政府新

聞處 
道安預算 257 萬元 0 元 

18 
特定使用者行銷宣傳計

畫 

雲林縣 
政府新

聞處 
道安預算 120 萬元 0 元 

19 
持續推動駕駛人道路駕

駛訓練/考驗等管理制度 
雲林 

監理站 
公務預算 0 元 42 萬 5,000 元 

20 
加強高風險違規駕駛人

管理(含強化高齡交通安

全) 

雲林 
監理站 

公務預算 0 元 42 萬 5,000 元 

21 
加強交通違規裁罰及清

理計畫 
雲林 

監理站 
公務預算 0 元 50 萬元 

22 
遊覽車客運業強化自主

安全管理及防制高風險

駕駛計畫 

雲林 
監理站 

公務預算 0 元 2 萬 5,000 元 

23 
公路客運業強化自主安

全管理及超速違規防制

管理計畫 

雲林 
監理站 

公務預算 0 元 2 萬 5,000 元 

24 
貨運三業自主安全管理

及防制高風險駕駛計畫 
雲林 

監理站 
公務預算 0 元 2 萬 5,000 元 

合計   2,083 萬 9,000 元 2,595 萬 9,876 元 

雲林縣執行計畫與行動方案對應彙整表 
雲林縣道路交通安全計畫工作 

因素 方法 行動方案 

整體 
法令 
計畫 
管考 

 雲林縣道安專案辦公室 

駕駛

人 
監理 

 持續推動駕駛人道路駕駛訓練/考驗等管理制度 
 加強高風險違規駕駛人管理(含強化高齡交通安全) 
 加強交通違規裁罰及清理計畫 

教育 
宣導 

 學校與兒少交通安全教育計畫 
 多元媒體宣導交通安全觀念與交通安全月 
 雲林縣行人及護老(高齡者)交通安全執行計畫 
 交通執法及事故防制安全觀念推廣計畫 
 特定使用者行銷宣傳計畫 
 結合路老師推廣高齡者交通安全知識計畫 
 交通執法專業訓練研習 
 道路交通安全人員教育訓練 

人 
行人

與駕

駛人 

執法 
 加強取締重大交通違規 
 雲林縣防制酒後駕車工作督導考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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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道路交通安全計畫工作 
因素 方法 行動方案 

 雲林縣警察局「騎乘機車配戴安全帽」督導考核計畫 
 加強運用科技執法，以防制重大交通事故申請補助計畫-

臺 61 線 
 運用科技執法設備，取締車不禮讓行人違規 

車 監理  

路 工程 

 縣鄉道路廊檢討無號誌化路口幹支道明確化試辦計畫 
 機車高風險路口或路廊之道路線形與工程改善計畫 
 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 
 校園及高齡環境週邊路口設置行人專用號誌計畫 

業 監理 
 遊覽車客運業強化自主安全管理及防制高風險駕駛計畫 
 公路客運業建立自主安全管理及超速違規防制管理計畫 
 貨運三業自主安全管理及防制高風險駕駛計畫 

八、 執行及定期滾動檢討機制 

(一) 目標設定: 
1. 預定達成之目標：考量事故減少應同步著重於死

傷事故改善，故雲林縣 113 年目標設定為總體道

路交通死亡及受傷人數較 112 年下降 5%為目

標。 
2. 核心、行為、行動指標之設定 

依據近三年之觀測指標與雲林縣事故分析成

果，選取以下指標作為重點防制對象。 
(1) 核心指標：選取年齡層(16~24 歲、65 歲以

上)、道路使用者(機車、自行車)、路口碰撞

(交岔撞、側撞)等 6 項作為重點防制對象。 
(2) 行為指標：選取「事故轉彎或迴轉未依規

定」、「事故行人違規」、「事故超速行駛」及

「事故未戴安全帽」等 4 項作為重點防制對

項。 
(3) 未來將持續加強不同年齡層及不同車種之交

通安全宣導，並積極運用科技執法手段改善

違規事項或落實速度管理，以防制類似事故

發生。 
(二) 定期滾動檢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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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將依據定期滾動檢討機制流程(如圖 6)，由

本縣張麗善縣長擔任檢討機制之會議主持人，定期檢

視核心指標及行為指標共 10 項指標狀況，並由各小組

每月列管與彙整進度，並確認有無相關窒礙難行或困

難之處，於檢討會議中檢視與檢討訂定之計畫是否依

所規劃機制及期程推展，如有項目不如預期將於會議

中進行檢討與調整，並提出相關改善方式。 

 

 

圖 6 雲林縣定期滾動檢討機制流程圖 

九、 結語 

本縣提報 113 年道路交通安全執行計畫，共提報 24

個行動方案，後續亦透過強化管考策略，增加各小組橫

向聯繫，並於檢討會議中定期監測道安觀測指標等各項

道路交通數據，評估與檢討相關行動方案成效，希冀能

有效降低本縣交通事故件數及傷亡人數，以期達到 113

年 30 日內交通事故死亡人數，較 112 年下降 5%，行人

死亡人數下降 7%之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