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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 111 年 6 月份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6月 23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分 

地點：本府 2 樓簡報室 

主席：楊縣長文科                             紀錄：邱郁蘋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應出席 52 員、出席 38 員、缺 11員、

請假 3員)。 

一、 主席致詞： 

    交通部道安會代表謝育芸技正、各位道安會報顧問、議員

代表、各局處同仁，大家好： 

    本府每月份都會召開道安會報，今年的 6 場道安會報，我

都場場參加，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展現本府對道安工作的重視！

道安工作的推動，涉及「交通工程、交通安全教育、交通執法、

車輛安全設計及道路環境設施」等許多複雜因素，是一項跨領

域及跨部門的工作；因此，必須透過相關部門的不斷協調及合

作，才能有效達成目標。 

    在過去幾個月大家的努力下，今年 5 月份交通事故的相關

數據略有改善，其中，A1交通事故死亡人數與去年同期相比減

少 37%、受傷人數減少 6%。但是，高齡者、行人、自行車騎士

受傷人數等，較去年略有增加，這方面仍要持續努力精進，對

症下藥來改善。 

   提及自行車，本縣 YouBike 2.0 即將在 6 月 27 日正式啟

用，第一階段先啟用竹北市 35 站、270 輛車，8 月底竹北市全

部 50 站點、400輛車全部啟用。所以，加強民眾對自行車的交

通安全觀念，譬如「非人車共道的人行道，不能騎自行車」，要

透過工程牌面、各級學校在放暑假前，一同來加強宣導力度，

提供更友善的騎乘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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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交通部的四季交安專案的第二季主題是「路口安

全」，過去兩個月（4、5 月），我們在全縣加強路口違規執法，

尤其是針對「車不停讓行人」的部分，以 5 月份來說，本縣共

取締「車不讓人相關違規」共 2,134 件；同時，我們也透過取

締，宣導行人過馬路時也要遵守法規，而不是永遠行人最大的

心態，5月份我們也取締行人違反路權共 103件。 

    最後，感謝今天謝育芸技正蒞臨指導，並再次感謝各位道

安顧問的指導，以及各單位同仁的通力合作，持續精進完善新

竹縣的交通安全環境，朝向零死亡的願景努力。謝謝大家！ 

 

二、 111 年 1-3 月新竹縣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統計&新竹縣策進作為：

(詳會議資料)。 

三、 新竹縣公共自行車交通安全策進作為：(詳會議資料)。 

四、 上次主席指(裁)示事項辦理情形：復彙表(詳會議資料)。 

五、 本縣執行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111 年度 5

月份各小組執行工作計畫成果：詳會議資料。 

六、 道安顧問及交通部道安會代表意見： 

(一) 吳顧問宗修： 

1. 新竹縣 1-3月交通事故統計及策進作為報告檢視轄區各鄉

鎮之數據這之方向是整體上正確的，建議可充分運用交通

部道安觀測指標雷達圖檢視各事故類型之趨勢，並加強與

當地(湖口鄉公所)相關單位溝通對話，了解其當地問題及

需求，俾以在更細節之策進作為上精進。 

2. 公共自行車即將推動，需特加強宣導：騎行自行車時不能

騎在行人穿越道上(斑馬線)，否則違規；倘有需求者，可

下車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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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 A1 案號 5 之路口四方向全停之設計應再檢討，建議

交通旅遊處盤點非號誌化路口(鄉間道路)以路網角度定

調幹支道。 

(二) 張顧問新立： 

1. 新竹縣隨著人口成長，行人受傷比例高、外籍移工交通事

故比例高是明顯課題，高齡者事故比例相較全國非最高，

但不容忽視。 

2. 台灣交通問題係全民未養成交通安全文化、法規意識，應

透過交通安全月整合各資源共同推動風氣養成。  

3. 交通安全文化改造 3 步驟：(1)安全意識覺醒(引發全民對

交通安全的意識、認識交通事故的風險及後果)，(2)安全

知能提升(交通安全知能宣導及推廣、交通安全教育教材

設計編製)，(3)安全行為實踐(建立標竿運動帶動社會學

習、推動安全行為帶動民眾學習)。 

4. 交通安全五大守則希望落實到工程教育執法上；透過交通

安全五大運動營造友善環境氛圍：車頭朝外停車、乘客協

助駕駛人清醒與專心、下車時向公車及計程車司機說「謝

謝」、對禮讓行人的車輛駕駛揮手點頭致謝、護長者及婦

孺安全地穿越路口。 

5. 大部分騎乘自行車的學童大多未領有汽機車駕照，希望國

中小學校辦理自行車考照時，除了行駛技能外，需重點教

導交通法規(慢車)及騎乘風險，避免造成危險駕駛。 

6. 建請透過路老師加強高齡者自行車交通安全教育。 

7. 建議執法單位不論是 A30或 A1事故可納入過去 5年事故，

了解趨勢。 

8. 因台灣民眾對路權觀念模糊，建議可於湖口工業區各廠區

內向員工辦理交通安全宣導，同時請湖口鄉公所印製公路

總局駕駛人手冊發送給每家戶或是發放給高齡者或路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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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蘇顧問昭銘： 

1. 建議可由各鄉鎮公所檢視並回報縣府轄內無號誌化路口

路權、幹支道區分、行人空間等改善空間，由縣府檢視設

置必要性並逐年安排改善。 

2. 建請宣導內容可加強與事故肇因連結。 

3. 建請各鄉鎮公所全面檢視社區有無相關替代道路，在社區

主要幹道路口設置號誌，引導社區至該路段使用號誌，並

將其餘雙黃線或實體分隔缺口封閉。 

4. 依據肇因統計表左轉未依規定件數多且 5月事故也有部分

事故因左轉而肇事，建請宣導時可清楚告知機車騎士該如

何安全左轉彎。 

5. 大型重型機車速度管理應再加強注意，建議於駕訓班教課

時強調超速之危險性，或可能溯源超速肇事駕駛當初於核

處受訓。  

6. 交通部道安會每季將調查各縣市民眾對交通安全工程、教

育、執法、宣導、監理等知悉度民調，第一季民調結果已

完成，建請宣導小組仍要加強宣導力度。 

(四) 陳顧問鴻輝： 

1. 肯定新竹縣提出短期執法、中期工程監理，長期教育宣導

文化之策進作為。 

2. 建議可針對行人、高齡者、機車騎士、電動自行車等易肇

事樣態納入製作宣導短影片做為借鏡。 

3. 近期因疫情宣道力度降低，如汽機車避讓救護車，建議仍

需加強。 

(五) 交通部道安會代表(謝育芸技正)： 

1. 行政院訂定全國交通事故 30 日死亡人數要下降 5%之目

標，奉行政院之令，前往各縣市 30 日死亡人數較高或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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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不高之縣市，尋找交通事故的辦法，期許 0死亡，今天

也可以看出來新竹縣縣長、處長、道安顧問十分重視交通

安全。 

2. 今日新竹縣專案報告，正如各道安顧問所述鄉鎮動起來十

分重要，有關縣轄內事故較高的之鄉鎮真正肇因以及改善

措施後續再請加強補充；另外行政院也希望各縣市除進行

整體分析改善，更希望針對單項樣態(如：行人路口事故)

在對應改善做法再進一步了解。 

七、 臨時動議： 

(一) 余議員筱菁： 

1. 本月份會議資料未見 A1事故資料，能否將資料提供給議
員?俾向民間專業交通單位研議提供較佳的改善建議，遏

止下一次交通事故發生。據聞是中央有相關來文，請警察

局提供相關公文以表示不能提供之原因，並希望由縣府向
中央反映。 

2. 請問縣管道路上左轉專用車道有無逐年改善?如何改善?

相關進度為何? 

3. 建議可挑選部份 A1 事故委外進行專業事故分析，相關工

程改善建議也可委由專業單位提供。 

4. 因紅藍爆閃燈有執法之意義，建請警察局提供改善作為中
裝設爆閃燈相關規定。 

主席回復： 

1. 有關 A1 資料提供請警察局會後向議員報告，並尊重警察
局之決定。 

2. 工程部分請工程小組會後向議員報告。 

3. 有關爆閃燈相關規定請警察局會後提供議員，並請警察局
提供予道安會報併入會議紀錄周知。 

八、 會議決議： 

(二) 中央、地方都非常關心交通的事故，要達到 0死亡的態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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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樣。有關道安顧問建議，包含：跟湖口鄉公所對話、交

通安全文化的扎根、宣導短影片等，皆納進策進作為參考。  

(三) 「行人穿越道禁止騎乘」以及「非人車共道之人行道禁止騎
乘」再請宣導小組列入自行車宣導重點。 

(四) 建請教育小組在暑假前將自行車安全騎乘資訊、法規廣發各

級學校。 

(五) 建請監理、執法小組於高齡者自行車事故較高之地區宣導

時，加強自行車安全宣導。 

(六) 因應公共自行車即將上路，有關執法部分，建議暑假期間針
對自行車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之行為以宣

導及宣導為主，9 月 1 日開學後再執法，俾利暑假期間讓民

眾培養並落實車種分流、讓車等習慣。 

(七) 有關 A1 事故案號 5，請竹北市公所依照顧問建議調整路口

標線。 

(八) 請宣導小組接洽衛生局，配合第四季疫苗施打時期可與衛生
所或合約診所共同加強高齡者交安宣導。 

(九) A1 類道路交通事故工程改善管制表，解除列管編號：2、3-2、

4-1、4-2、5-1、5-2、8-1、8-2、9-1、9-2、10、11、12-1、

14、15-4、15-5。 

(十) 請各單位及小組依上述會議決議辦理。 

九、 散會。(同日上午 11 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