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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分析：113年1-7月

發生87件87人

與去年同期發生相較

減少13件17人

發生25,824件
發生34,958人
與 去 年 同 期 發 生 相 較

減少377件593人

1

(減少16.3%)(減少13%)
(減少1.4%)(減少1.7%)



交通事故分析：A1類指標分析

發生31件

發生31人

與去年同期相較

增 加 2 件

增 加 2 人

(增加6.9%)

1

發 生 0 件

發 生 0 人

與去年同期相較

減少 7件

減少10人

(減少100%)

發 生 9 件

發 生 9 人

與去年同期相較

件數人數

無 增 減

( 減 少 0 % )

發生14件

發生14人

與去年同期相較

增 加 2 件

增 加 2 人

(增加16.7%)

統計期間： 1 1 3年 1 - 6月

增幅最多



酒駕防制成效2

酒駕累犯公布其
姓名、照片及違
法事實，自111
年修法上路迄今
計公布478人

督促酒店、KTV、餐廳
及提供飲酒之營業場所
業者善盡社會責任，
113年酒後駕車案件共
計溯源38件、實施業
者書面勸導10件。

一、持續加強取締作為

本局除常態性執法重點，另不定期規劃大執法，
採日間機動攔檢，夜間縮減車道路檢，二種勤
務方式併行，雙管齊下，防堵酒駕事故發生。

二、其他防制作為



2

取締件數及傷亡人數比較

項目 本期
113年7月

近三年同期平均
110、111及112年7月

與近三年
同期比較增減

取締件數 455 499
-44

(-8.82%)

攔查取締 382 405
-23

(-5.68%)

死傷人數 63 96
-23

(-26.74%)

酒駕防制成效



大型車防制成效-精準執法3

降低事故

重磅出擊

精準執法

X

配合市政府道安防制重點，責令各分
局針對轄區大型車輛交通活動狀況、易肇
事路段及分析影響行車安全等重點違規態
樣，規劃大型車輛「精準執法」，並輔以
「活動地磅勤務」取締超載，降低大型車
輛交通事故。

本(113)年7月取締大型車各式違規
1,329件，較6月份987件相比增加342件，
增加34.65%。

取締1,329 件 增加342件



大型車防制成效-教育約制3

大車業者 為要求大型車業者善盡社會責

任，本局深入針對業者及大型車駕

駛，辦理大型車交通安全宣導,本年

度1至7月計宣導146場次，並發函

至大型車業者公司，約制業者落實

員工教育訓練，檢查車輛視野輔助

系統是否正常運作，並要求駕駛人

應遵守交通規則，共同防制重大交

通事故。溯源約制

落實教育

X



大型車防制成效-鼓勵攔檢3

取締獎勵UP

鼓勵攔查

員警訓練

X

為強化同仁認知，除提供相
關標準作業程序及法院判決等資
訊予本局各分局，加強利用各式
集會及勤務宣導及教育外，並建
立大型車攔查取締鼓勵機制，勉
勵員警稽查違規，間接防制事故。



大型車防制成效-工作場域宣導3

前往砂石場、公車轉運站及工地等大型車工作場域，
提醒駕駛善加利用視野輔助系統，並建立防禦駕駛習
性，隨時注意內輪差及線野死角，避免事故發生。



大型車防制成效-創意多元宣導3

結合各局處宣導資源，以創意多元宣導策略辦理各式
交安宣導活動，透過互動讓民眾認知內輪差及視野死
角等交通安全知識，吸引參與，寓教於樂，加深印象。



大型車防制成效-線上推播宣導3

運用「生成式Ai」製作交安宣導素材推播各群組，並運用在

地商家及宗教資源，於臉書舉辦有獎徵答活動，同步結合警

廣Podcast線上平台，突破宣導同溫層，增加宣導觸及人數。



大型車防制成效3

事故下降

執法宣導量能上升
113年7月大型車涉入A1類事故

5件 0件
113年6月 113年7月



大型車防制成效3 統計期間： 1 1 3年 1 - 7月

5月開始
呈上升趨勢

5月開始
呈上升趨勢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113年 1件 2件 1件 3件 2件 5件 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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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大型車涉入A1類事故趨勢圖

加強執法、宣導

事故下降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113年 97人 74人 71人 73人 65人 78人 6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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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大型車涉入死傷人數趨勢圖

加強執法、宣導
死傷下降



策進作為-事故防制實施計畫4

1、為有效防制事故，本局於113年8月2日召開「事故防制會議」 ，集思廣益，掌

握事故增加的原因，並研擬策略。

2、會後研擬「事故防制實施計畫」，要求各分局針對易肇事路口規劃高見警率巡

邏、守望勤務，並定期檢討成效，以改善交通秩序、減少違規行為。



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