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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統計分析



111年1-11月道路交通事故統計(1/6)
事故總件數 30日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

338,375件 2,812人 449,718人

+17,036(+5.3%) +138(+5.2%) +22,443(+5.3%)

縣市每10萬人死亡人數縣市30日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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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339人

臺中市 282人

臺南市 281人

新北市 280人

彰化縣 236人

臺東縣 24.46人

屏東縣 23.78人

雲林縣 23.03人

嘉義縣 22.93人

花蓮縣 19.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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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11月道路交通事故統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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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人數) 111年1-11月 110年1-11月 增 減(%)

機車事故死亡
1,786 

(佔全體63.5%)
1,634

(佔全體61.1%)
+152(+9.3%)

高齡者死亡
1,151

(佔全體40.9%)
1,026

(佔全體38.4%)
+125(+12.2%)

酒駕造成死亡 252 284 -32(-11.3%)

111年1-11月與110年同期比較(3/6)

6

註：酒駕造成死亡係指案件所有涉入當事人酒精濃度超過0.15ml以上皆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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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11月道路交通事故統計(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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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11月道路交通事故統計(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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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11月與110年同期比較(6/6)

項目(人數)
111年
1-11月

每十萬人
死亡

110年
1-11月

每十萬人
死亡

增 減

17歲以下機車騎士死亡人數 45 1.31 47 1.34 -2 -0.03

18-24歲機車騎士死亡人數 229 12.77 234 12.35 -5 +0.42

成年人機車騎士死亡人數 863 6.19 795 5.67 +68 +0.52

高齡者機車騎士死亡人數 649 15.96 558 14.17 +91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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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指標

10

交通事故統計分析



111年1-11月各縣市統計分析(1/4)

111年1-11月增幅較高前五名：彰化、新北、高雄、臺中、竹縣

111年1-11月降幅較高前五名：苗栗、臺北、宜蘭、國道、(桃園、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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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11月各縣市30日死亡人數與去年同期比較



111年1-11月各縣市統計分析(2/4)

111年1-11月增幅較高前五名：彰化、新北、臺中、高雄、(南投、台南)

111年1-11月降幅較高前五名：苗栗、宜蘭、臺北、嘉縣、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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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11月各縣市機車死亡人數與去年同期比較



111年1-11月各縣市統計分析(3/4)

111年1-11月增幅較高前五名：新北、臺中、高雄、彰化、臺南

111年1-11月降幅較高前五名：苗栗、南投、基隆、(宜蘭、臺北、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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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11月各縣市高齡者死亡人數與去年同期比較



111年1-11月增幅前五名：臺中、新北、國道、(南投、澎湖)

111年1-11月降幅前五名：臺南、高雄、屏東、苗栗、(桃園、彰化、臺東)

111年1-11月各縣市統計分析(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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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事故30日死亡人數
未來扣除自然死說明

15



為何要扣除自然死及處理流程

• 108年以前道路交通事故統計採計24小時內死亡
人數，為與國際接軌，改採計30日內死亡人數，
然而交通部公布之數據，道路交通事故30日內死
亡人數並未扣除自然死人數，參考其他國家作法
，美、英、紐、澳、加、德、法等西方主要國家
進行道路交通事故統計皆將自然死扣除，故我國
未來擬扣除自然死，以真實呈現數據。

• 處理流程：年度結束後隔年七月衛生福利部公布
國人十大死因，協助串接交通事故檔，並提供交
通部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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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公布十大
死因

交通部申請死因
協作

衛福部進行資料
串接

交通部公布前一
年度穩定版人數



扣除自然死案件

未來將扣除自然死人數
真實呈現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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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自然死人數 186 150 206 240 188 208 235 198 208 204 236 239 250 269



112年道安精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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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空間改善
-車行空間改善
-推動行人及高齡友善區

-推廣停讓文化
-落實大客車駕駛管理
-精進機車訓考作為
-辦理社區交安宣導
-推動交安教育課程模組

-加強重點項目執法
-精進監理管理作為

改善人行
車行空間

形塑優質

交安文化

強化交通

安全執法

三大構面10項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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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人行車行空間(1/2)

改善策略 具體工作項目 時程 權責單位

人行空間
改善

1. 改善人行道

(1)研提人行道改善建議及方向(含設置實體人行道)

(2)既有人行道改善(含清除占用騎樓、人行道障礙)＊

112年12月

交通部(公路總
局、技監室)、
內政部(營建署、
警政署)、
縣市政府

2.落實人行環境項目考評＊ 持續辦理中

3.建構完善人行道設計法規-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公

路路線設計規範

•營建署持續滾動
修訂
•交通部預計112
年12月前完成修
正

4. 流量高路口1,000處設置行人專用或早開時相、倒數
行人燈＊

112年12月 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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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人行車行空間(2/2)

改善策略 具體工作項目 時程 權責單位

車行空間
改善

5.減少路側障礙物與加強夜間照明或警示設施＊

-公總預計522處，營建署盤點中

112年12月

交通部(公路總局、
運研所)、內政部
(營建署)、教育部、
經濟部(國營會)、
縣市政府

6.校園周邊暨行車安全道路改善-446校524處路口

7.提升非號誌化路口安全-公總1,741處，營建署3,500處

推動行人
及高齡友
善區

8.全國各縣市推動行人及高齡友善區＊
-優先於醫院周邊、住宅或公園等行人常出沒地方推動
-巷弄降速至30公里/hr、設置相關安全設施(如減速設施、限速
標誌，或測速桿、放大行人號誌等)

112年12月
交通部(道安會)、
縣市政府

21



改善策略 具體工作項目 時程 權責單位

推廣停讓
文化

9.加強社會交通安全宣導
(1)針對不同族群對象製作全國文宣（機車騎乘、高齡行人、路

口停讓等5支影片及圖文宣傳）
(2)運用多元通路宣傳(如電視、網路、社群、戶外、平面)

(3)辦理推廣活動

112年12月
交通部(道安會、
公路總局)、縣
市政府

形塑優質交安文化(1/2)

落實大客
車駕駛管
理

10.落實大客車駕駛管理＊
(1)客運業者申請補助時須提出客運路口停讓安全教育訓練計畫

(2)加強路口稽查，確實執行車輛慢看停
112年12月

交通部(公路總
局)、縣市政府

精進機車
訓考作為

11.擴大機車駕訓補助至4萬名＊
-112年1月已有2,128人參訓

112年12月 交通部(公路總
局)

12.推動試辦機車道路駕駛訓練-預計2,000名＊ 112年4月開始

22



形塑優質交安文化(2/2)

改善策略 具體工作項目 時程 權責單位

辦理社區
交安宣導

13.強化高齡者教育宣導：強化長者安全關懷，結合路老師、
村里長進行社區交安宣導＊
(1)擴大招募培訓路老師由250人/年增至450人/年

(2)加強高齡者交通安全宣講由400場次增至1,500場次（含社區路

口及事故熱點500場次）

(1)112年8月

(2)112年12月

交通部(道
安會、公路
總局)、衛
福部、縣市
政府

推動交安
教育課程
模組

14.推廣5階段交安教育課程模組

(1)盤點中小學教科書，依據課程模組納入交通安全內容

(2)至少補助650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實施交通安全課程

(3)補助辦理交通安全課程中小學教師研習(200場次)

(4)充實交通安全數位學習資源(教學影片5部、教材包5主題)

(5)推動高級中等學校機車騎乘安全課程模組

(1)112年9月

(2)112年8月

(3)112年12月

(4)112年12月

(5)112年12月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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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交通安全執法

改善策略 工作項目 時程 權責單位

加強重點
項目執法

15.加強重點項目執法：

(1)路口不停讓行人（包含科技執法）＊

(2)非號誌化路口未依標誌、標線、號誌停車再開
(3)人行道違規停車
(4)機車無照駕駛、闖紅燈、未戴妥安全帽、超速＊
(5)落實執行護老專案保護長者取締違規車輛＊

112年12月
內政部(警政
署)、縣市政
府

精進監理
管理作為

16.加强駕(牌)照與違規管理
(1)加強新手駕駛與高齡者駕駛管理

-機車新手及高齡講習專班

(2)遏止重大違規危險駕駛加重處罰
–罰鍰加倍、講習自費、吊銷考照管理、研議核發短期駕照

(3)強化監理機制提升交通違規案件清繳
-號牌新領或駕駛人購車應結清違規、違規大戶鴐籍車籍總歸戶管理

112年12月

交通部(公路
總局、路政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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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推動「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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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道路交通安全推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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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
部會

交通部
(道安委員會)

地方政府
(道安會報)

行政院
(院頒方案)

• 權責單位缺乏完整政策方針

• 組織為任務編組

• 預算不充裕且穩定性不足

• 跨部會及地方之權責與分工
待強化

• 各級政府計畫之成效監督機
制待精進

面臨課題

協作

資料



研擬推動「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

借鏡日本交通安全對策基本法及我國環境、

教育等基本法經驗

研訂「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

道安改善
須跨部會、各級政府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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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交通部、內政部、經濟部、教育部、
衛福部、金管會、勞動部、財政部…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推動效益

• 立法明訂政策方針原則

• 各級政府採專責組織

• 明訂預算編列及專款專用

• 各部會及地方依權責推動

• 各級政府落實成效監督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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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初步架構

總則 組織 措施 附則計畫

• 政策目的

• 道安責任
(各級政府、
業者、國民)

• 預算編列

• 中央會報

• 地方會報

• 中央地方關
係及運作

• 中央(施政
綱要、部會
計畫)

• 地方(執行
計畫)

• 資料取得及
協助

• 資訊公開

交通環境、教

育宣導、執法、

車輛、事故預

防及救護、保

險、研究發展、

專業諮詢等

• 相關法規配
合修正

• 施行日期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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