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次主席指(裁)示事項辦理情形復彙表 

案
號 

指(裁)示事項 
辦理單
位 

辦理情形 

一 建請教育與執法小組宣導時與
全國宣導主題一致，俾以有效
利用資源 

教育、執
法 

遵照辦理。 

二 請各A1事故交通工程改善列管
單位(工務處、各公所、工務段、
交旅處)提升辦理效率，請秘書
組於每月小組會議中邀列管單
位列席說明。 

各工程改
善列管單
位、秘書
組 

已邀列管單位於小
組會議列席說明 
 

三 有關交通部道安觀測指標研
究案之研究範圍涉本縣部分，
請工程與執法小組屆時協助
提供。 

工程與
執法小
組 

遵照辦理 



上次主席指(裁)示事項辦理情形復彙表 

案
號 

指(裁)示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四 有關速度管理-車道寬度檢討(竹縣
27107)，請工務處及各公所提報路面
改善(刨鋪)計畫一併檢討車道寬度(標
誌標線)，透過相關會議協商列出預計
辦理路段及進度，再請警察局針對易
肇事路段路口提出需求；請工程小組
邀鄉鎮市公所研商道路刨鋪車道寬度
檢討與無號誌化路口停讓繪設原則，
並分享經驗(個案將另案處理)。 

工程
小組 

道路刨鋪檢視、無號誌路
口幹支道區分、自行車路
權(停等區畫設自行車)及
巷道速限30公里部分。 
由本科依據標誌標線號誌
設置規則及相關法規部分，
就本縣各式交叉路口及路
段等樣態整理資料中，包
括拍照及建構劃設標線範
例，同時蒐集外縣市如苗
栗縣、南投縣等交通工程
獲獎案例後，預計於3月
底以前邀集各道路維管單
位說明，屆時將請公所制
定相關改善措施及管制進
度。 

五 有關自行車用路安全計畫(竹縣24108)
各公所及縣管車道串聯部分，請工程
小組進行整體規劃。 

六 有關無號誌化路口改善須盤點13鄉鎮
與縣管道路後，向交通部研商一次性
通案處理。 



上次主席指(裁)示事項辦理情形復彙表 

案
號 

指(裁)示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七 請監理小組各項計畫
補充年度目標值。 

監理
小組 

已修改補充。 

八 請執法、教育小組在爾
後宣導場次時，可請民
眾給予回饋。 

教育、
執法
小組 
 

遵照辦理。 
 

九 建請宣導小組參考委員
意見，加強民間團體企
業結合，接洽園區公安
部門、湖口工業區廠協
會等，進行企業分享。 
 

宣導
小組 

宣導小組將彙整目前已製作的
文宣、影音資源，函送民間團
體企業等，鼓勵轉發周知，加
強宣傳效益。 



院頒工作報告 



執法小組 



參、111年2月A1類及A2類相關統計表 

一、A1類及A2類發生件數統計表 

分局 竹北 竹東 新湖 新埔 橫山 

總計 
行政區 

 

類別 

竹 
北 
市 

竹
東 
鎮 

寶
山
鄉 

北
埔
鄉 

峨
眉
鄉 

五
峰
鄉 

湖
口
鄉 

新
豐
鄉 

新
埔
鎮 

關
西
鎮 

芎
林
鄉 

橫
山
鄉 

尖
石
鄉 

111年 
2月 

A1 
0 

1 0 0 1 0 4 0 0 0 0 1 0 
7 

小計 2 4 0 1 

A2 
263 

84 20 3 6 0 99 67 45 16 21 20 7 
651 

小計 113 166 61 48 

110年 
同期 

A1 
1 

0 0 0 1 0 1 2 1 0 0 0 0 
6 

小計 1 3 1 0 

A2 
361 

118 20 13 8 3 148 86 71 26 32 18 7 
911 

小計 162 234 97 57 

比較 

A1 
-1 

+1 0 0 0 0 +3 -2 -1 0 0 +1 0 
+1 

小計 +1 +1 -1 +1 

A2 
-98 

-34 0 -10 -2 -3 -49 -19 -26 -10 -11 +2 0 
-260 

小計 -49 -68 -36 -9 



二、A1類當事人分析比較表 

類別 

 

年度 

A1類 
死亡 
人數 

機車駕 
駛人死 
亡人數 

高齡者 
死亡人數 
(65歲以上) 

年輕族群 
死亡人數 
(18-24歲) 

酒駕事
故死亡
人數 

行人死 
亡人數 

騎自行車死亡人數   

自行車 
死亡人數   

電動自行車 

死亡人數 

111年 
2月 

8 

7 1 2 1 0 0 0 

87.5% 12.5% 25% 12.5% 0% 0% 0% 

110年 
同期 

7 4 1 0 0 0 0 1 

比較 

+1 +3 0 +2 +1 0 0 -1 

+14.29% +75% 0 +100% +100% 0 0 -100% 

備註 （表41） （表10） （表10） （表3） (表41) (表41) (表41) 



三、A1類及A2類當事人受傷分析比較表 

類別 

 

年度 

A1及A2
類受傷
人數 

機車駕 
駛人受
傷人數 

高齡者 
受傷人數 
(65歲以上) 

年輕族群 
受傷人數 
(18-24歲) 

酒駕事
故受傷
人數 

行人受
傷人數 

騎自行車受傷人數   

自行車 
受傷人數   

電動自行車 

受傷人數 

111年 
2月 

804 

616 75 

221 11 41 11 11 
年輕
族群 

高齡
者 

機車 行人 

188 
(30.5%) 

57 
(9.25%) 

57 
(76%) 

6 
(8%) 

76.62% 9.33% 27.49% 1.37% 5.1% 1.37% 1.37% 

110年 
同期 

1197 918 141 312 16 51 21 19 

比較 
-393 -302 -66 -91 -5 -10 -10 -8 

-32.83% -32.9% -46.81% -29.17% -31.25% -19.61% -47.62% -42.11% 

備註 （表41） （表10） （表10） （表3） (表41) (表41) (表41) 



時段 

 

 

單位 

00
時 
∣ 
02
時 

02
時 
∣ 
04
時 

04
時 
∣ 
06
時 

06
時 
∣ 
08
時 

08
時 
∣ 
10
時 

10
時 
∣ 
12
時 

12
時 
∣ 
14
時 

14
時 
∣ 
16
時 

16
時 
∣ 
18
時 

18
時 
∣ 
20
時 

20
時 
∣ 
22
時 

22
時 
∣ 
24
時 

總計 

竹北 
分局 

-  -  -  -  -  -  -  -  2  1  -  -  3  

竹東 
分局 

2  -  -  -  -  -  -  -  -  -  -  -  2  

新湖 
分局 

-  -  1  -  1  1  -  3  -  -  -  -  6  

新埔 
分局 

-  -  -  -  -  1  -  -  -  -  1  -  2  

橫山 
分局 

-  -  1  1  -  -  1  -  -  -  -  -  3 

小計 2  - 2 1 1 2 1 3 2 1 1 - 16 

四、A1類發生時段統計表（111年1-2月） 



肇事因素 件數 

違規超車 10 

爭（搶）道行駛 9 

蛇行、方向不定 2 

逆向行駛 10 

未靠右行駛 4 

未依規定讓車 277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36 

左轉彎未依規定 98 

右轉彎未依規定 37 

迴轉未依規定  43 

橫越道路不慎 16 

倒車未依規定 22 

超速失控 11 

未依規定減速 40 

搶越行人穿越道 3 

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56 

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 15 

停車操作時，未注意其他車(人)安
全 4 

起步未注意其他車（人）安全 22 

吸食違禁物後駕駛失控 - 

酒醉（後）駕駛失控 24 

疲勞（患病）駕駛失控 7 

未注意車前狀態 478 

肇事因素 件數 

搶（闖）越平交道 -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46 

違反特定標誌（線）禁制 29 

未依規定使用燈光 1 

暗處停車無燈光、標識 - 

夜間行駛無燈光設備 - 

裝載貨物不穩妥 2 

載貨超重而失控 - 

超載人員而失控 - 

貨物超長、寬、高而肇事 - 

裝卸貨不當 - 

裝載未盡安全措施 - 

未待乘客安全上下開車 - 

其他裝載不當肇事 4 

違規停車或暫停不當而肇事 - 

拋錨未採安全措施 - 

開啟車門不當而肇事 8 

使用手持行動電話失控 - 

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或不當行為 36 

不明原因肇事 62 

尚未發現駕駛人肇事因素 84 

煞車失靈 2 

方向操縱系統故障 1 

肇事因素 件數 

燈光系統故障 - 

車輪脫落或輪胎爆裂 - 

車輛零件脫落 - 

其他引起事故之故障 3 

穿越未依規定行走行人道、地下
道、天橋而穿越道路 12 

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或手勢指
揮穿越道路 1 

穿越道路未注意左右來車 1 

在道路上嬉戲或奔走不定 1 

未待車輛停妥而上下車 - 

上下車輛未注意安全 1 

頭手伸出車外而肇事 - 

乘坐不當而跌落 - 

在路上工作未設適當標識 - 

其他引起事故之疏失 5 

路況危險無安全（警告）設施 1 

交通管制設施失靈或損毀 - 

交通指揮不當 - 

平交道看守疏失或未放柵欄 - 

其他交通管制不當 - 

動物竄出 4 

合計 1529 

五、A2類肇因件數統計表（111年1-2月） 



肆、111年1-2月交通違規統計情形 

一、取締交通違規件數統計表 

項目 
 
單位 

本月11項重
點違規件數 
(111年2月) 

上月11項重
點違規件數 
(111年1月) 

增減數 
本年度 
累計件數 

(含11項重點違規及其他類) 

竹北分局 768 1475 -707 8504 

竹東分局 2009 2440 -431 6626 

新埔分局 753 1460 -707 2966 

橫山分局 3016 1771 1245 5232 

新湖分局 1064 1230 -166 6036 

交通隊 10193 9470 723 21228 

保安隊 420 401 19 917 

11項重點違規小計 18223 18247 -24 
51509 

舉發總件數 25503 26006 -503 



二、執行重點交通違規績效管制表（1/3） 

項目 
單位 

闖紅燈(不含紅燈右
轉、自動照相舉發) 

機車未依規定 
兩段式左轉 

未戴安全帽 逆向行駛 

件數 
占總件數 
比率 

件數 
占總件數 
比率 

件數 
占總件數 
比率 

件數 
占總件數 
比率 

竹北 
分局 

2月 129 
3.7% 

27 
0.8% 

4 
0.2% 

73 
2.1% 

累計 318 66 21 177 

竹東 
分局 

2月 99 
3.4% 

3 
0.3% 

35 
1.2% 

80 
2.3% 

累計 227 17 78 150 

新埔 
分局 

2月 10 
1.2% 

3 
0.2% 

2 
0.2% 

24 
2.4% 

累計 36 5 5 70 

橫山 
分局 

2月 50 
2.2% 

42 
1.7% 

10 
0.4% 

14 
0.6% 

累計 113 90 20 32 

新湖 
分局 

2月 152 
6.9% 

28 
2.3% 

26 
1.0% 

72 
2.6% 

累計 414 138 63 154 

交通隊 
2月 256 

2.4% 
33 

0.5% 
1 

0.0% 
0 

0.0% 
累計 501 113 2 1 

保安隊 
2月 32 

10.6% 
85 

20.0% 
1 

0.4% 
7 

1.9% 
累計 97 183 4 17 

合計 
2月 728 

3.3% 
221 

1.2% 
79 

0.4% 
270 

1.2% 
累計 1706 612 193 601 



二、執行重點交通違規績效管制表（2/3） 

項目 
單位 

轉彎未依規定 機車行駛禁行車道 
砂石(大貨)車十項 
交通違規合計 

科學儀器舉發超速 
違規(40公里以下) 

件數 
占總件數 
比率 

件數 
占總件數 
比率 

件數 
占總件數 
比率 

件數 
占總件數 
比率 

竹北 
分局 

2月 170 
5.4% 

3 
0.1% 

32 
0.8% 

132 
7.6% 

累計 458 5 67 650 

竹東 
分局 

2月 25 
0.9% 

0 
0.0% 

26 
0.8% 

1708 
57.4% 

累計 58 1 51 3805 

新埔 
分局 

2月 22 
1.9% 

0 
0.0% 

9 
1.5% 

662 
65.6% 

累計 55 0 45 1946 

橫山 
分局 

2月 35 
1.5% 

0 
0.0% 

74 
2.8% 

2665 
79.2% 

累計 80 0 144 4143 

新湖 
分局 

2月 98 
6.9% 

2 
0.5% 

24 
1.6% 

617 
14.8% 

累計 418 33 98 894 

交通隊 
2月 47 

0.5% 
19 

0.2% 
161 

1.5% 
9547 

86.5% 
累計 99 37 318 18354 

保安隊 
2月 53 

15.3% 
1 

0.2% 
4 

0.9% 
233 

38.7% 
累計 140 2 8 355 

合計 
2月 450 

2.5% 
25 

0.2% 
330 

1.4% 
15564 

58.5% 
累計 1308 78 731 30147 



二、執行重點交通違規績效管制表（3/3） 

項目 
單位 

嚴重超速 
(超過40公里) 

併排停車 手持式行動裝置 

件數 
占總件數 
比率 

件數 
占總件數 
比率 

件數 
占總件數 
比率 

竹北 
分局 

2月 0 
0.0% 

192 
5.5% 

6 
0.2% 

累計 1 464 16 

竹東 
分局 

2月 20 
0.5% 

8 
0.2% 

5 
0.2% 

累計 36 15 11 

新埔 
分局 

2月 11 
0.9% 

10 
0.8% 

0 
0.1% 

累計 26 23 2 

橫山 
分局 

2月 118 
2.9% 

5 
0.1% 

3 
0.1% 

累計 153 7 5 

新湖 
分局 

2月 9 
0.3% 

31 
1.0% 

5 
0.1% 

累計 16 60 6 

交通隊 
2月 129 

1.1% 
0 

0.0% 
0 

0.0% 
累計 238 0 0 

保安隊 
2月 1 

0.2% 
0 

0.0% 
3 

1.4% 
累計 2 0 13 

合計 
2月 288 

0.9% 
246 

1.1% 
22 

0.1% 
累計 472 569 53 



111年2月 
竹北
分局 

竹東
分局 

新湖
分局 

新埔
分局 

橫山
分局 

總計 

酒駕肇事 
A1件數人
數 

0 0 0 0 1 1 

酒駕肇事 
A2件數 

2件 
2人 

0 
3件 
3人 

2件 
2人 

0 
7件 
7人 

取締酒駕
件數 

21 29 18 4 9 81 

111年2月新竹縣酒後駕車肇事及取締統計 

• 配合四季交安專案第一季主題-「酒駕防制」，1月
宣導、2月執法、3月公布數據。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執行情形 

竹縣
41105 

加強取締重
大交通違規
計畫 

一、111年2月取締重大交通違規件數： 
(一)闖紅燈(不含紅燈右轉)：728件。 
(二)嚴重超速：288件。 
(三)酒後駕車：81件。 
(四)逆向行駛：270件。 
(五)轉彎未依規定：450件。 
(六)機車未依規定兩段式左轉：221件。 
(七)機車行駛禁行機車道：25件。 
(八)行人違規穿越馬路：0件。 
(九)車輛不禮讓行人：1232件。 

二、111年2月預計進度16.6%，達成進度
16.6%。 

伍、道安工作執行計畫執行進度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執行情形 

竹縣
42101 

新竹縣新興
路與康樂路
口-多樣態違
規取締科技
執法 

 
本案業向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
會爭取執行經費新臺幣350萬元，委員
會已同意本項經費核發，刻正擬定細部
執行計畫中。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執行情形 

竹縣
43102 

交通執法專
業訓練研習
計畫 

本案業向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
會爭取執行經費新臺幣9萬2千元，委員
會已同意本項經費核發，刻正擬定細部
執行計畫中。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執行情形 

竹縣
43102 

交通執法及
事故防制宣
導計畫 

本案業向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
會爭取執行經費新臺幣43萬2,400元，
委員會已同意項經費核發，刻正擬定細
部執行計畫中。 



工程小組 



計畫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竹縣21201 
路口與路型調
整計畫 

1.檢討路口轉向配置合理性與路型調整，例
如增加左轉彎車道、路口中央分向島削減
、路口路肩寬度過寬、慢車道線調整、路
口分流指向線等。 

2.優先參考順序為-道安觀測指標建議線是高
風險路廊(路口)改善地點清單、運研所每
年診斷之易肇事地點。 

3.規劃設計可參考「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
通工程手冊設計範例」，透過建置碰撞構
圖及分析特性。 

4.本年度預計改善路口5處，號誌化路口7處
，施做車道指向線至少50處及轉彎線至少
10處。 

5.111年2月預計進度15%，執行內容為資料蒐
集與整理，本月達成進度100%。 



計畫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竹縣22302 
行人（尤其高
齡）道路環境
改善 

1.評估本縣高齡者高風險事故地點，改善縮
短路口行穿線距離、檢討路口號誌時制
、加大行人號誌燈及設置行人觸動號誌
等，改善步行安全，降低高齡者（65歲
以上）及一般行人涉入事故人數並減少
傷亡程度。 

2.原則將以同一"路段3處路口以上"或"500
公尺以上路段"為單元，辦理規劃改善。 

3.本年度預計改善3處以上路口(或路段)。 
4.111年2月預計進度15%，執行內容違規劃

設計，本月達成進度100%。 



計畫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竹縣23203 

交通寧靜區、
鄰里或通學巷
道人行空間改
善計畫 

1.由本府規劃或學校提出申請，配合本府教
育處辦理現勘，評估增設標線型(或實體)
人行道，並研議參考營建署都市人本交通
規劃設計手冊，學校或市場商圈周邊巷道，
評估設置減速平台，有效強制未達設置號
誌路口降速，增進學校及醫院周邊交通安
全。 

2.優先針對中小學校園周邊，評估增設標線
型(或實體)人行道、使用交通工程設施降
低通學巷道速限、設置交通寧靜區標誌牌
等，增進學校周邊交通安全。 

3.今年度重點為竹北市、湖口鄉、新埔鎮等，
計三處通學步道改善，以及東元醫院周邊
交通寧靜區。 

4.本年度預計完成3所學校周邊改善。 
5.111年2月預計進度15%，執行進度規劃設計

，本月達成進度100%。 



計畫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竹縣25105 
轄區易肇事地
點改善計畫 

1.定期檢討分析轄內交通事故資料，挑選易
肇事路段、路口或重大肇事地點，透過製
作「事故地點碰撞構圖」，研設具體交通
工程改善設施，並運用碰撞構圖及運研所
「事故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設計手冊(肇事
診斷學)」辦理， 

2.評估新設號誌、號誌時相調整、標誌標線
調整、分隔島調整等。 

3.本年度預計改善易肇事地點5處。 
4.111年2月預計進度15%，執行進度為工程規

劃，本月達成進度100%。 



計畫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竹縣25406 
無號誌路口安
全改善計畫 

1.全面檢視轄內市區道路、縣鄉道等交叉路
口之幹支道劃設情形，盡量依照道路優先
順序及預算額度等劃設停止線+停字，必要
時研議於路口前設置適當標線，警示或縮
小車道並達減速之目的。 

2.本年度預計改善路口20處。 
3.111年2月預計進度15%，執行進度為規劃設

計，本月達成進度100%。 



計畫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竹縣27107 
速度管理-車道
寬度檢討計畫 

1.針對縣轄內111年度預計刨鋪之50條道路進
行最適化車道寬度檢討，並考量該路段之
車流量、路段長及路邊停車需求，進行車
道寬度縮減調配，內側車道以3公尺為原
則，混合車道及路肩寬度合計檢視，視寬
度增設機慢車道，以降低路段上相關肇事
情形。 

2.巷道速限30公里部分預計劃設至少20條。 
3.交通號誌部分應確實調查交通量後，就各

路口確切之尖離峰時間調整號誌時制，以
維最佳交通行駛效率，疏導交通壅塞之狀
況。 

4.111年2月預計進度15%，執行進度為工程規
劃，本月達成進度100%。 



計畫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竹縣24108 
自行車用路安
全計畫 

1.優先檢視縣境內各號誌交岔路口之停等區
及對無自行車道路段路口停等區內，增設
自行車圖示，預計施做至少60處，提供行
車路權。 

2.對自行車運動、觀光或通勤等之必要路徑
，就路口標線、警示標誌等逐一檢視後設
置，並對專用自行車道護欄或橫越交叉路
口之車道標線、號誌燈部分進行檢視後研
議設置之必要性。 

3.111年2月預計進度15%，執行進度為工程規
劃，本月達成進度100%。 



監理小組 



新竹區監理所111年1月院頒成果報告-監理小組 

計畫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竹縣31206 

辦理及宣導
「 主 要 汽
(機)車駕駛
人」登錄作
業計畫 

1.辦理主要汽(機)車駕駛人登錄
作業，本年度目標值為車籍數
10%，23,041輛。111年2月份申
辦4,281件，本年度累計辦理
7,256件，已完成年度目標
31.49%。 

2.111年2月份辦理遊覽車客運業
分級安全查核5家次，督導代檢
廠(15次)、抽查駕訓班業務(6
次)，分別對管理人及所屬駕駛
人、驗車車主及駕訓班學員宣
導。 

3.111年2月份預定目標進度16%，
達成目標進度31.49%。 



計畫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竹縣32307 

大型車視野死
角與內輪差實
地體驗與各項
交安宣導計畫 

1.111年2月份辦理初考領講習30場次，
上課人數441人，帶領初考領學員體
驗人數共10場，宣導97人，實際體
驗97人。 

2.本項計畫年度目標:初考領機車駕照
安全駕駛講習，辦理實地體驗大型
車視野死角與內輪差場次50次以上，
體驗人數500人，參與人數900人，
截至2月底共辦實際體驗16場次以，
體驗人數159人，參與人數192人，
已完成年度目標32%。 

3.另有關年度目標:外部單位至監理單
位參訪業務辦理實地體驗大型車視
野死角與內輪差場次8次及至機關學
校辦理交通安全宣導活動6次預計從
3月起陸續開辦。 



計畫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竹縣34108 

加強以自
用大貨車
營業之違
規管理計
畫 
 
 

1.111年2月11日、2月18日會同
新工派出所員警前往湖口工業
區執行白牌貨車稽查勤務，共
攔檢8部，未查獲違規情事，
並向駕駛員或車主宣導「自用
貨車載運自有貨物」相關規定，
及「自用貨車不得從事違規營
業行為」。 

2.本項計畫年度目標配合路邊稽
查勤務加強宣導24次，截至2
月底共辦理4次，已達年度目
標進度16%。 



計畫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竹縣34109 

公路客運
「路口停
讓」計畫 
 

1.本所業於111年2月11日(228疏運)召
開疏運協調會議，會中向本轄客運業
者宣導落實駕駛人管理、車輛保養、
人車保險及其他有關安全與服務品質
等事項，並要求業者加強路口禮讓行
人。 

2.本所配合評鑑團隊辦理公路汽車客運
業營運與服務評鑑作業，業於111年2
月25日完成金牌客運複評事宜。 

3.111年2月份預定目標進度17%，達成
目標進度17%。 

竹縣34111 
市區客運
「路口停
讓」計畫 

1.將公車於路口停讓之動作，納入市區
客運營運與服務評鑑計畫政策配合中。 

2.111年2月份預定目標進度17%，達成
目標進度17%。 



計畫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竹縣33110 

外送平台
外送員之
交通安全
管理計畫 

1.監警聯合稽查小組於111年2月9
、16、23日進行路邊稽查，共攔
檢16輛車，向外送員宣導「路口
停讓」相關規定，加強駕駛人之
防禦駕駛觀念，並依規定進行車
輛檢查及駕駛資格檢查，未查獲
違規情事。 

2.本項計畫年度目標:監警聯合稽
查攔檢並宣導外送員交通安全
12次以上，截至2月底累計辦理
5次，已達年度目標進度42%。 



計畫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竹縣32213 
 

強化電動
自行車管
理與宣導
計畫 

1.111年2月份執行電動自行車稽查勤
務攔檢9部，未查獲違規情事，並
加強宣導選用電動自行車注意事項
(如選用合格標籤、車輛速限規定
等)。 

2.本項年度目標:配合監警聯合稽查
勤務加強宣導至少12次，至2月底
累積辦理2次，已達年度目標進度
16%。 

3.另有關赴各機關學校團體辦理交通
安全講座或赴各運輸業公(工)會、
公司及工業區公司、偏鄉服務宣導，
每年至少10次，預計於3月起陸續
辦理宣導。 



教育小組 



教育處社教科工作報告-教育小組 
計畫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竹縣59101 

交通安全
教育訪視
及輔導計
畫 

1.本計畫金額17萬元7,900元，
由山崎國小承辦。 

2.本活動預定辦理期程如下： 
(1)3月31日前完成各校自評表 
(2)4月19日召開簡報複審會議 
(3)預計5-6月期間安排學校實
地訪視，選出7所優等學校。 

(4)預計9-10月辦理績優學校觀
摩會。 

3.本月達成進度30%，規劃辦理
中。 

 



計畫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竹縣53402 
交通安全
教育研習 

1.本計畫申請金額100萬9,170
元，分兩項子計畫辦理： 

(1)學生上下學自行車交通安全
管理教學示範暨研習活動計畫
40萬：由華山國中承辦，暫訂
111年9月8、9日分兩梯次辦理
。 

(2)幼童專用車、學生交通車駕
駛研習計畫20萬9,170元：由
富興及湖口國小承辦，暫訂
111年5月21、28日及6月18日
(隨車人員);111年5月28、29
日(駕駛人員)。 



計畫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竹縣53402 
交通安全
教育研習 

(3)國民中小學大型車內輪差及
視野死角體驗活動計畫30萬：
由豐田國小承辦(新竹區監理所
協辦)—預計規劃40場。 

  a.赴監理所體驗(5場) 
  b.監理所入校宣導(12場) 
  c.各校申請app校內宣導(23場) 
2.本案於依據111年2月17日府教  
  社字第1113711296號函報交通  
  部申請辦理。 
3.本月達成進度30%，規劃辦理
中。 

 



計畫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竹縣58203 

加強運用
路老師推
廣高齡者
交通安全
教育計畫 

 
1.本計畫申請金額20萬元，由北
埔國中承辦，結合本縣路老師
團隊辦理高齡者交安宣講。 

2.本計畫訂於111年5月期間辦理
一場次路老師研習，以強化路
老師宣導知能。 

3.宣導期程111年3月至9月底，
預計至本縣各鄉鎮進行宣導，
規劃80場次(40場媒合社會處
社區關懷據點場次宣講，另40
場公告開放予社區或學校申
請。)，並參考意外事故鄉鎮
比例分配宣導場次。 

4.本月達成進度30%，規劃辦理
中。 



計畫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竹縣58203 加強運用
路老師推
廣高齡者
交通安全
教育計畫 

5.因應意外事故比例，竹北、竹
東、湖口增加宣導場次： 

 
 
 
 
 
 
 
 
 
 
 
6.本案於依據111年2月17日府教  
  社字第1113711296號函報交通  
  部申請辦理。 
 

竹 北, 14 

新 埔, 6 

竹 東, 13 

湖 口, 13 
寶 山, 3 

關 西, 6 

新 豐, 5 

橫 山, 4 

北 埔, 3 

峨 眉, 3 

芎 林, 4 

五 峰, 3 尖 石, 3 
竹 北 

新 埔 

竹 東 

湖 口 

寶 山 

關 西 

新 豐 

橫 山 

北 埔 

峨 眉 

芎 林 

五 峰 



計畫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竹縣56204 

加強防制
學校學生
交通違規
及交通事
故計畫 

1.本計畫金額7萬3,000元，中山
國小承辦，結合本縣校外會教
官協助宣教，自4至10月期間
辦理，規劃辦理60場。 

2.宣導主題包含全民交通安全教
育的四大守則與五大運動、交
通安全事故態樣、路權的定義
、行人安全守則、馬路上行的
安全等議題(另每季提供A1交
通事故肇因納入宣講中)。 

3.本月達成進度30%，規劃辦理
中。 



計畫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竹縣57305 

加強攔查
幼兒園、
課後照顧
中心(班)
違規載運
兒童車輛
計畫 
 

1.111年2月共查核5輛車：幼童
專用車計5輛，全數合格。 
2.111年度預計攔查92次，1月
計攔查13次。 
3.本月達成進度30%，規劃辦理
中。 



計畫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竹縣59206 

導護志工
交通服務
隊安全輔
導研習暨 
績優導護
教師及志
工表揚大
會計畫 

 

1.本府自籌辦理金額30萬元：
由橫山國中承辦，預訂於111
年6月22日下午2時於樹杞林文
化館(暫定)辦理。 

2.辦理一場次交通導護志工研
習，並針對各校所推薦績優導
護教師及志工，邀請縣長頒發
獎牌進行表揚。 

3.本月達成進度30%，規劃辦理
中。 



宣導小組 



計畫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竹縣62101 

運 用 各 種
媒 體 宣 導
交 通 安 全
觀 念 及 政
策計畫 

1. 發布新聞5則、LINE@7則、臉
書5則、快訊7則(春節交通、
酒駕防制)。 

 
2. 於公用頻道託播：「左轉的
秘密(國客語30秒)」、「騎車上
駕訓 安全不靠運(國語30秒)」。 
 
3. 本月預期進度：5% 
   本月累計達成進度：5% 

新聞處工作報告-宣導小組 



新聞處工作報告-宣導小組 

平台 日期 標題 

LINE 

111-02-08 雨天行車安全守則 

111-02-11 高齡者騎車安全 

111-02-15 新竹縣獲好馬路評比8座獎座 

111-02-15 酒駕防制課程 

111-02-18 自行車行車安全 

111-02-22 輪胎小知識保你行車平安 

111-02-25 喝酒不開車，酒後代駕服務費率公開 



新聞處工作報告-宣導小組 

平台 日期 標題 

楊文科 

111-02-05 開工返家注意行車安全 

111-02-09 竹北遠百停車場改善 

111-02-18 視察118線新埔中正路和田新路口 

111-02-18 雨天行車安全 

111-02-25 連假旅途留意路況，切勿疲勞駕駛！ 



新聞處工作報告-宣導小組 

酒駕防制、行車安全宣導 



計畫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竹縣63202 

與 企 業 、
民 間 團 體
合 作 及 結
合 民 政 、
衛 生 、 社
福 體 系 推
廣 交 安 計
畫 

1. 更新道安宣導團網頁5則。 
 

2. 規劃與民間團體合作辦理宣
導活動。 
 

3. 本月預期進度：5% 
   本月累計達成進度：5% 

新聞處工作報告-宣導小組 



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提案單位：道安會報 



111年清明節連續假期國道交通疏導措施一覽表(1/2) 



111年清明節 連續假期國道交通疏導措施一覽表(2/2) 



臨時動議二 

提案單位：道安會報 



 緣起與依據：111年3月11日交通部各級道安會報道安精

進作為聯繫第 2 次會議」會議結論(二)：「「道安資訊平台
」中的觀測指標目的係供各縣市進行各項道安工作時，所需
之科學量化改善依據，目前系統中有明確地點、時段、事故
型態等之相關資料，請各縣市應加運用，據以研訂各項防制
措施。」 

 
 待決議行動： 

 除取締重大違規行為外，建請本縣各分局、派
出所等，依據110年本縣較嚴重之事故違規行
為(行為指標)加強執法，俾以因地制宜。 

 請各小組參考本縣較嚴重之核心與行為指標，
加強宣導、教育、工程、監理等作為。 

加強運用道安觀測治標行動 



110年度道安觀測指標-核心指標雷達圖 



110年度道安觀測指標-行為指標雷達圖 



縣市 青少年 甫領照 高齡者 行人 自行車 機車
路口

同向擦撞

路口

交岔撞

路口

側撞

路口

追撞

路段

側撞

路段

對撞

路段

同向擦撞

路段

自撞

18-24

機車

南投縣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嘉義市 甲等 甲等 優等 優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優等 優等 優等 優等 甲等

嘉義縣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基隆市 甲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優等 甲等 乙等 優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宜蘭縣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屏東縣 乙等 乙等 乙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彰化縣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新北市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優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新竹市 乙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乙等 乙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新竹縣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乙等 乙等 甲等 乙等

桃園市 乙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乙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澎湖縣 優等 優等 優等 甲等 優等 優等 優等 甲等 優等 優等 優等 甲等 優等 甲等 甲等

臺中市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臺北市 甲等 甲等 優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優等 甲等 優等 優等

臺南市 乙等 乙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臺東縣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花蓮縣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苗栗縣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連江縣 優等 優等 優等 優等 優等 優等 優等 優等 優等 優等 優等 甲等 優等 甲等 優等

金門縣 優等 甲等 優等 優等 優等 優等 優等 優等 優等 優等 優等 甲等 優等 甲等 甲等

雲林縣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高雄市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優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110年各縣市核心指標等第及相較去年變化情形  
(紅色為退步；綠色為進步) 

指標退步前三名：新北、彰化、台南 (均退步兩個指標) 

指標進步前六名：宜蘭、澎湖、台東、花蓮、竹市、桃園 (進步兩個指標以上) 



110年事故違規率等第及相較去年變化情形  
(紅色為退步；綠色為進步) 

退步兩個指標以上(含)：澎湖 

指標進步之縣市：竹市、竹縣、苗栗、連江 (皆進步一個指標或以上) 

縣市 違反號誌 違反標誌標線 未禮讓行人
轉彎或迴轉未

依規定
未依規定讓車 違停肇事 超速行駛 行人違規 未戴安全帽 酒駕

南投縣 甲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嘉義市 乙等 乙等 甲等 優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嘉義縣 甲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乙等 優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基隆市 甲等 乙等 乙等 乙等 優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宜蘭縣 甲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屏東縣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優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彰化縣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新北市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優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新竹市 甲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優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新竹縣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優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桃園市 甲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澎湖縣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優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臺中市 甲等 乙等 甲等 優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臺北市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臺南市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臺東縣 甲等 乙等 甲等 優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花蓮縣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優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苗栗縣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優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連江縣 優等 優等 甲等 優等 優等 甲等 優等 乙等 乙等 乙等

金門縣 優等 優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雲林縣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高雄市 乙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乙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臨時動議三 

提案單位：新竹縣警察局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提案 
111年易違規易肇事路口地點 

建置科技執法設備 
1.本案係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補助本局辦理

111年「易違規及易肇事路口」建置科技執法設備，經核

定本局建置路口數量共8處，分配金額計2,480萬元。 

2.內政部警政署業已擬具「協助地方政府建置交通科技執

法設備執行作業要點（以下簡稱作業要點）」，俟行政

院核定後，再行函發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據以納入

預算及辦理相關建置工作。 

3.本案路口科技執法設備，應於本（111）年9月底前建置

完成且開始啟用，內政部警政署將持續追蹤、控管辦理

進度。 



1.闖紅燈+測速 
2.未依標誌標線 
3.機車兩段式 



1.闖紅燈+測速 
2.未依標誌標線 

1.闖紅燈 
2.機車兩段式 

1.路口未淨空 



1.闖紅燈 
2.未依標誌標線 

1.機車未兩段式 
2.超速 



1.闖紅燈 
2.未依標誌標線 

1.測速 

違規迴轉 

近橫山下橋處 



1.闖紅燈 
2.違規迴轉 

違規停車 



1.闖紅燈 
2.未依標誌標線 
3.違規迴轉 

1.闖紅燈 
2.未依標誌標線 



1.闖紅燈 
2.未依標誌標線 
3.機車未兩段式 

1.超速 

1.闖紅燈 
2.未依標誌標線 
3.機車未兩段式 



1.闖紅燈 
2.未依標誌標線 



主席結論 



•祝君          

道安會報結束 



核心指標項目與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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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層 
道路 
使用者 

事故位置和類型 

路口 路段 

18~19歲 
16~24歲 
65歲以
上 

行人 
自行車 
機車 

交岔撞 
側撞 

同向擦撞 
追撞 

側撞 
同向擦撞 
對撞 
自撞 

核心指標對比全國 

(A/B) 

(C/D) 

核心指標對比全
國 

目標
事故
涉入
車輛
數或
人數
(A) 

曝光量 
縣市車輛
數或人口
數(B) 

涉入事故車
輛數比率

(A/B) 

涉入事故人
口數比率

(A/B) 

各縣市資料 

全國涉入事故車輛比率(C/D) 

全國 

全國涉入事故人口數比率
(C/D) 

核心指標項目 核心指標計算方式 

18~19歲 
所屬縣市18 − 19歲涉入事故人數

所屬縣市18 − 19歲人口數
 

16~24歲 
所屬縣市16 − 24歲涉入事故人數

所屬縣市18 − 24歲人口數
 

65歲以上 
所屬縣市65歲以上涉入事故人數

所屬縣市65歲以上人口數
 

行人 
所屬縣市行人涉入事故人數

所屬縣市人口數
 

自行車 
所屬縣市自行車涉入事故人數

所屬縣市人口數
 

機車 
所屬縣市機車涉入事故人數

所屬縣市機車車輛數
 

事故型態(8項) 
所屬縣市該核心指標涉入事故車輛數

所屬縣市機動車車輛數
 

 



事故違規率項目與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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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某特定事故型態關聯之違規行為駕駛人數(A) 

各縣市涉入目標事故之駕駛人總人數(B) 

全國某特定事故型態關聯之違規行為駕駛人數(C) 

全國涉入目標事故之駕駛人總人數(D) 

事故違規率對比全國 

各縣市事故違規率(A/B) 

全國事故違規率(C/D) 

事故違規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違停肇事 

違反特定標誌(線)禁
制 

超速行駛 

未禮讓行人 未戴安全帽 

轉彎或迴轉未依規定 酒後駕車 

未依規定讓車 行人違規 

事故違規項目 事故違規率計算方式 

事故違反號誌管制

或指揮 

所屬縣市事故涉入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之駕駛人數

所屬縣市所有涉入事故之駕駛人總數
 

事故未禮讓行人 
所屬縣市事故涉入事故未禮讓行人之駕駛人數

所屬縣市所有涉入事故之駕駛人總數
 

事故行人違規 
所屬縣市事故涉入行人事故違規之駕駛人數

所屬縣市所有涉入行人事故之行人總數
 

事故轉彎或迴轉未

依規定 

所屬縣市事故涉入事故轉彎或迴轉未依規定之駕駛人數

所屬縣市所有涉入事故之駕駛人總數
 

事故未依規定讓車 
所屬縣市事故涉入未依規定讓車之駕駛人數

所屬縣市所有涉入事故之駕駛人總數
 

事故違停肇事 
所屬縣市事故涉入事故違停肇事之駕駛人數

所屬縣市所有涉入事故之駕駛人總數
 

事故超速行駛 
所屬縣市事故涉入超速行駛之駕駛人數

所屬縣市所有涉入事故之駕駛人總數
 

事故違反特定標誌 

(線)禁制 

所屬縣市事故涉入違反特定標誌 線 禁制之駕駛人數

所屬縣市所有涉入事故之駕駛人總數
 

事故酒後駕車 
所屬縣市事故涉入酒後駕車之駕駛人數

所屬縣市所有涉入事故之駕駛人總數
 

事故未戴安全帽 
所屬縣市事故涉入未帶安全帽之駕駛人數

所屬縣市所有涉入事故之機車駕駛人及乘客總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