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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交通技術 

科  目：交通安全概要 

劉奇老師 

一、進行事故頻次分析時通常需考慮曝光量（exposure）的影響，請說明何謂曝光量，並列舉兩個

適合路段事故頻次分析的曝光量變數以及其資料來源。另請舉例說明，當曝光量資料難以取得

時，可能之替代作法。（25 分） 

《考題難易》★（非常簡單）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在於「曝光量（exposure）相關觀念」，係「交通安全統計研究方法」重要

章節之基本題型，一般考生只要具有基本觀念，應可順利作答並獲得高分。 

《命中特區》正規班、題庫班、總複習等講義。 

【擬答】 

曝光量之定義 

所謂「曝光量」（Exposure）係指一個駕駛人或一個交通系統，所經歷之可能發生交通事

故的機會量；亦可解釋為「曝露在危險環境中的時間或可能遭遇到危險的次數」。 

由於「曝光量」可用於反應交通事故發生次數的多寡，則倘「曝光量」愈高，即代表其發

生事故之機會亦愈高。 

列舉兩個適合路段事故頻次分析的曝光量變數 

「曝光量變數」可採某路段之延車公里數或延車小時數等數據用來估計路段肇事率，亦即

衡量車輛行駛於某危險路段單位行程（如每一單位車公里或車小時）潛在危險度之指標。

其衡量單位為「事故次數/百萬車公里」或「事故次數/百萬車小時」。 

通常估算肇事率時，其「分子」資料包含交通事故頻次、死傷人數或其他等直接與事故互

相連結之數量(以人、車或件數為單位)；另其「分母」資料如使用「曝光量變數」（如延

車公里數或延車小時數）則可較為準確指出事故發生的風險程度，意即預期能減少之事故

量等於因措施所減少「延車公里（或延車小時）」與「事故率」相乘。  

上述曝光量變數之資料來源 

「曝光量變數」如採「行駛車公里/年」時，可以「年平均每日交通量（車輛/年）」與「道

路長度（公里）」之乘積來表示。而其中「年平均每日交通量」（AADT）當然可由實際調

查道路交通量工作取得，惟涉及需有人力、物力、財力等投入，在過去可能僅選擇主要道

路（或路段）辦理調查工作，造成「曝光量」資料取得不易，而要取得正確且適合之「曝

光量」資料更是難上加難。 

但現今由於先進科技之普及應用，不僅交通事故資料（如事故次數．死傷人數等）建檔完

整，能從「交通部道安資訊查詢網」或「交通部統計查詢網」等資訊平台取得相關資訊，

甚至連道路交通量等「曝光量」資料，都可透過各式偵測器、e-Tag、攝影機、探針車等

先進設備蒐集資訊，並可從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網、交通部公路局「公路交通量調查統計

表」或「智慧化省道即時資訊服務網」、各直轄市及縣市管理所轄道路交通資訊平台等管

道獲得相關資訊。 

另舉例說明當曝光量資料難以取得時之可能替代作法 

建議可以「母體」為基礎來估計肇事率，所謂「母體」指某地區之人口數或登記車輛數等

數據，很容易從當地監理或戶政等單位以研究名義取得，其估計肇事率可做為衡量個別對

象（即母體平均值，如平均每位地區民眾、平均每部登記車輛）之危險度指標。其衡量單

位為「事故次數/人口」或「事故次數/車輛」。 

但以「母體」做為「分母」資料來估計肇事率時，由於「母體」指某地區之人口數或登記

車輛數等數據，並非實際出現在當地之車輛數或用路人，其與實際「曝光量」涵義仍有差

別；另以「母體」為基礎來估計肇事率，其「分母」亦無法代入延車公里數、延車小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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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人公里數等數據。 

 

二、交通部每年皆會調查各縣市道路交通安全在核心指標、行為指標及行動指標之表現，試分別說

明何謂道路交通安全觀測核心指標、行為指標及行動指標，以及三類指標之間的關係，並就各

類指標各列舉三個指標範例。（25 分） 

《考題難易》★★（簡單）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在於「道路交通安全觀測核心指標、行為指標及行動指標」，係「地方政府

道路交通安全考評工作」之重要指標，一般考生只要具有基本概念即可作答，惟如要求其答案論

述完整則需有點程度。 

《命中特區》正規班、題庫班、總複習等講義。 

【擬答】 

前言 

由於事故件數本身在時間及空間上高度分散，短期統計數字無法反映真實道路交通安全狀況，

且不易判斷潛在風險因素，無法提出有效且可行之改善對策，以致事故件數、交通事故受傷

及死亡人數並不適合作為單一的道安績效或觀測指標，故近年來學者專家紛紛建議建立「道

路交通安全觀測指標」包括核心指標、行動指標、行為指標等三大類指標。 

道路交通安全觀測核心指標、行為指標、行動指標等三類指標及三者間關係 

核心指標、行為指標及行動指標 

核心指標： 

如事故當事人年齡層、道路使用者類型、事故型態及死傷人數等「事故資料庫」數據。 

行為指標： 

如酒駕行為比例、路口超速、未戴安全帽、未繫安全帶等「重點違規行為」數據。 

行動指標： 

包括工程、教育、執法、監理、組織等措施之「政策執行」執行數據。 

三類指標之間關係（詳見下圖） 

在道路安全績效指標架構中，「死傷人數」等核心指標仍為道路事故的最終結果，亦是

衡量道路安全績效的最重要指標；但道路交通死傷人數的多寡會受到政府相關部門「政

策執行」之行動指標（包括工程、教育、執法、組織等道安工作）所影響，道安工作的

落實與否會影響道路系統之安全性、駕駛人的風險意識與安全駕駛行為，進而影響道路

交通死傷數量與嚴重程度。 

透過「事故特性分析」可了解影響死傷人數的「主要事故類型」，進而界定造成這些事

故的「重點行為」，這些行為（如超速、酒駕等）常是造成死傷事故的先行指標，如此

類行為愈多，則死傷亦會愈嚴重。而其多寡直接受政府「道安政策執行」所影響（如酒

駕政策、執法重點等），可視為「政策產出」與「最終結果」間的「中間結果」， 

 
就各類指標各列舉三個指標範例 

核心指標： 

大貨車、小型車、機車等各型運具之每十萬機動車輛數的傷亡人數（比例）。 

各年齡層之每十萬人口之死亡（或受傷）人數（比例）。 

各行為別死亡（或受傷）人數佔總死亡（或受傷）人數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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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指標： 

各縣市警政單位舉發違規酒後駕車次數佔該縣市機動車輛登記數之百分比。 

各縣市舉發違規超速之次數佔該縣市機動車輛數之百分比。 

實際使用且安全正確使用安全帽佔全部調查有效樣本之百分比 

行動指標： 

改善公路及市區易肇事路段及路口之指標（如改善前後肇事率降低數據等）。 

加強維護道路交通安全之指標（如逐年降低道路交通事故傷亡人數等）。 

學生事故之預防與處理之指標（如逐年降低學生交通事故受傷人數等）。 

【資料來源：張勝雄等人，臺灣各縣市道路安全績效之比較研究，運輸季刊第 25 卷第 2期，2013

年 6月】 

 
三、說明微型電動二輪車、普通重型機車以及大型重型機車之最低考照年齡與考領駕照資格。若未

成年無照駕駛被取締，駕駛人、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與車輛持有人可能面臨之罰則為何？

（25 分） 

《考題難易》★★（簡單）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在於「電動二輪車、普通重型機車及大型重型機車之駕駛人相關規定」，係

出自「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相關條文規定，一般考生只要具有基本

概念即可作答，惟如要求其答案論述完整則需熟諳相關法規。 

《命中特區》正規班、題庫班、總複習等講義。 

【擬答】 

微型電動二輪車、普通重型機車及大型重型機車之最低考照年齡與考領駕照資格 

微型電動二輪車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9 條規定，「微型電動二輪車」（原名「電動自行車）係

屬「慢車」類的一種「 自行車」。雖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汽車」類（含機車）

始需考領駕駛執照，「微型電動二輪車」無須考領駕駛執照；但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 72條之 2規定，未滿 14歲之人駕駛「微型電動二輪車」者，處新臺幣 600元以上

1200元以下罰鍰。因此，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之最低駕駛人年齡規定為 14歲。 

普通重型機車 

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60條規定，考領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須年滿 18歲，最高

年齡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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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60條規定，應考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者，無經歷之限制。 

大型重型機車 

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60條規定，考領大型重型機車駕駛執照須年滿 20歲，最高

年齡不受限制。 

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60 條規定，應考大型重型機車駕駛執照者，須領有普通重

型機車駕駛執照 1 年以上之經歷，並經立案之駕駛訓練機構駕駛訓練結業。 

若未成年無照駕駛前述車輛被取締可能面臨之罰則 

微型電動二輪車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2條之 2規定，未滿 14歲之人駕駛「微型電動二輪車」

者，處新臺幣 600 元以上 1200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車輛移置保管。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5條之 4規定，未滿 14歲之人違反本條例之規定，處

罰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普通重型機車及大型重型機車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21條第 1 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有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

小型車或機車情形者，處新臺幣 6千元以上 2萬 4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21條第 2 項規定，汽車（含機車）駕駛人於五年內違

反前項規定 2次以上者，處新臺幣 2萬 4千元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如肇事致人重

傷或死亡，得沒入該汽車（含機車）。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21條第 6 項規定，汽車（含機車）所有人允許無照違

規駕駛人駕駛其汽車（含機車）者，除依第 1 項規定處罰鍰外，並吊扣其汽車（含機車）

牌照 1個月；5年內違反 2次者，吊扣其汽車（含機車）牌照 3個月；五年內違反 3次

以上者，吊扣其汽車（含機車）牌照 6個月。但其已善盡查證駕駛人駕駛執照資格之注

意，或縱加以相當注意而仍不免發生違規者，不在此限。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21條第 7項規定，14歲以上未成年之人，未領有駕駛

執照駕駛機車情形規定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應將違規事實

以書面或其他方式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四、試說明何謂減速標線及視覺化減速標線（俗稱楔型減速標線），並比較兩者對於汽機車減速影

響之差異與優缺點。（25 分） 

《考題難易》★★★（普通）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在於「減速標線及視覺化減速標線之優缺點比較分析」，係出自「道路交通

https://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3地方特考） 

共6頁 第5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相關條文規定，屬「交通工程」科目範疇，如一般考生對「視覺化（楔

型）減速標線」此種新型標線較為陌生，恐亦較難論述作答。 

《命中特區》正規班講義。 

【擬答】 

減速標線之定義 

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59條規定，所謂「減速標線」係用以警告車輛駕

駛人前方路況特殊，車輛應減速慢行，視需要設停車檢查標誌或易超速、易肇事路段起點附

近。本標線為白色，厚度以不超過 0.6公分為原則，寬度為 10公分，間隔為 20公分，以 6

條為一組。視需要每隔 30至 50公尺設一組，依遵行方向之路面寬度劃設。本標線得配合設

置「路面顛簸標誌」，本標線設置圖例如下之左圖：  

 
視覺化減速標線（俗稱楔型減速標線）之定義 

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59 條之 1規定，所謂「視覺化減速標線」，用以

警告車輛駕駛人前方路況特殊，車輛應減速慢行，繪設於車道兩側，視需要設於易超速、易

肇事路段。本標線為長 100公分、寬 20至 30公分，依遵行方向往後斜 45 度之白色平行四

邊形或採長方形設置，距車道兩側標線 5 至 10 公分，間隔為 100 公分，厚度以不超過 0.2

公分為原則；其距車道標線距離得依車道寬度酌予加大淨距。本標線設置圖例如上之右圖。 

比較兩者對於汽機車減速影響之差異與優缺點 

減速標線之優缺點 

優點 

①利於警告前方路況特殊，車輛應減速慢行。 

②標線簡單明瞭、用路人容易辨識。 

③標線實施已久，用路人早已熟悉。 

缺點 

①由於標線厚度較高，如車速過快通過易產生車輛震動而影響行車舒適。 

②由於標線厚度較高，如車速過快通過易產生噪音而影響社區安寧。 

③如標線抗滑度不足時，可能造成通過機車打滑。 

④其為傳統減速標線，在設置地點及功能方面均有受限。 

視覺化減速標線（俗稱楔型減速標線）之優缺點 

優點 

①繪設於車道兩側以營造車道變窄的效果，使駕駛者自動減速效果較佳。 

②楔型標線厚度以不超過 0.2公分為原則，車輛駛過較不會產生噪音。 

③楔形標線的劃設較不會被破壞且不會被死角擋住。 

④楔形標線的劃設成本比設置反射鏡等設施之成本低。 

缺點 

①楔型標線乍看不易辨識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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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如用路人不熟悉可能造成交通秩序混亂。 

③用路人可能產生誤解反而造成車輛加速通過。 

④楔型標線包含白色大型標線區塊，可能造成反光現象而影響行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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