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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安全宣導
行人、機車交通安全

簡報人: 曾明理講師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Taipei Municipal Dazhi High School



交通事故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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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肇事概況及死傷分析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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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道路交通事故

1.交通科技文明所帶來的社會流行病(交通
事故)，傷害遠較武漢病毒為鉅。

2.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危害人類生命與
財產的最大殺手。

3.如何有效抑制交通事故死傷已成為全球
努力的目標。

3資料來源：交通大學張新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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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交通安全文化是一種潛移默化，且深植於每一
個人心中的一種構念，因為它看不到，也無法
直接量測，卻深地影響每一個用路人對道交通
安全的信念、價值觀、態度、規範與行為。

交通安全文化

態度價值觀信念 行為規範

4資料來源：交通大學張新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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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交通安全文化的形成：

法規
制度

自然
條件

教育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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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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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5資料來源：交通大學張新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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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道路使用觀念與態度

✓道路是一個充滿危險的地雷區，不是嬉戲耍
帥、縱情玩命的場所！

✓好好學習交通安全知識與技能是機車上路前
必要的功課！

✓不遵守交通規則、做好安全防衛，對自己及
他人的生命均會造成威脅！

6資料來源:交通大學張新立教授、google圖檔資料

前言



2022/04/01 7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網

➢何謂優良的交通安全文化？

1.正確價值觀與正向態度

1) 深信交通安全是絕對重要的

2) 願意為交通安全付出代價

3) 交通不安全，一切枉然

2. 強烈公民意識及社會責任

1) 交通安全是每個人均應該信守的責任

2) 一個人違規，眾均受害

3) 交通安全由我做起，保護自己也別人

交通安全的五大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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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優良的交通安全文化？

3.遵守交通規則的義務

1) 絕對遵守交通規則

2) 遵守交通規則，全民交通安全才能有保障

4.認知無法預期之風險與傷害

1) 體認交通事故風險存在的事實，絕不逞強挑戰事故風險

2) 謹慎提防交通事故之發生，不做愚昧無知、魯莽逞勇之行為

交通安全的五大守則

資料來源:交通大學張新立教授、google圖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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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中市忠孝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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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的五大守則：

1.交通安全第一守則：熟悉路權、遵守法規

2.交通安全第二守則：我看得見您，交通才會安全

3.交通安全第三守則：謹守安全空間-不作沒有絕對
安全把握的交通行為

4.交通安全第四守則：利他用路觀-不作妨礙他人安
全與方便的交通行為

5.交通安全第五守則：防衛兼顧的安全用路行為-不
作事故的製造者，也不成為無辜的事故受害者

交通安全的五大守則

10資料來源:交通大學張新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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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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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行人交通事故多的原因？

資料來源：You Tube影片資料

在台灣行人交通事故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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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行人交通事故多的原因？

資料來源：You Tube影片資料

在台灣行人交通事故多的原因？



「A柱」視野死角行人在道路「如臨戰場」

➢顯示在行人穿越道路與左轉彎車輛發
生碰撞風險非常高。

➢分析其肇事率是左轉彎車為右轉彎車5
倍之高。

2022/04/01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

行人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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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柱」視野死角，行人在道路「如臨戰場」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

行人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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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柱」視野死角，行人在道路「如臨戰場」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

行人交通安全



如何安全過馬路？

2022/04/01

行人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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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交通安全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 18



2022/04/01

行人交通安全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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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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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北市警局交通大隊2022/04/01

行人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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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交通安全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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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穿越設施 行人穿越道

人行地下道人行天橋

行人交通安全

轉載Google圖片 23



2022/04/01 轉載Google圖片

莫當低頭族隨時隨地要有防衛安全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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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頭族

2022/04/01 轉載Google圖片 25

莫當低頭族隨時隨地要有防衛安全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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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的交通安全手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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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的交通安全手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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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過馬路-3看(左看、右看、再左看)
確認、確認、在確認，安全無虞再通過

2022/04/01

行人交通安全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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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安全防禦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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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視生命 從機車安全駕駛開始
✓機車特性先天穩定性較差，且車體脆
弱，騎乘者除戴安全帽外無任何保護
的裝備，一旦發生交通事故，易導致
較嚴重傷亡。

資料來源：YouTube2022/04/01 30



資料來源：YouTube2022/04/01

➢民國110年道路交通事故統計：
1.死亡案件近3,000(2,990)人、受傷案件
共474,376人。

2.年輕人(18-24歲)死亡案件共256人、受
傷案件共102,922人。

3.年輕人(18-24歲)平均每個月有21餘人
死亡；平均每天約有282人受傷。

4.奪走許多年輕生命，留下不少植物人，
重創許多家庭的幸福。

31



2022/04/01

機車安全防禦駕駛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資料

機車安全性？

機車～肉包鐵！
最危險的交通工具

32



正確的道路使用觀念與態度

✓道路是一個充滿危險的地雷區，不是嬉戲耍
帥、縱情玩命的場所！

✓好好學習交通安全知識與技能是機車上路前
必要的功課！

✓不遵守交通規則、做好安全防衛，對自己及
他人的生命均會造成威脅！

資料來源:google圖檔資料2022/04/01 33



➢對機車基本行車特性、騎乘危機及安全防禦
技能的了解與掌握

✓機車靠駕駛者之平衡行進，對緊急剎車及
側向外力介入的防禦能力極低

✓缺乏堅硬外殼的保護，只要碰撞或跌落，
其受傷情況均極為嚴重

✓車體小、機動性大、容易落入其他車輛的視
野死角；車輪小，對路面平整度敏感

機車使用之基本交通安全教育

2022/04/01 34



騎乘機車務必戴上安全帽

2022/04/01

(建議全罩式-戴好戴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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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01 資料來源：Google圖檔、影像

騎乘機車務必戴上安全帽

(機車騎士頭部的衝擊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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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01 資料來源：Google圖檔、影像

騎乘機車務必戴上安全帽

(機車騎士頭部的衝擊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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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不好、不專心

技術不好or運氣不好

車

車況不好

車子故障

沒有ABS、CBS

路

路面不平

標線

路面有油漬、雜物

機車自摔-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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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騎乘機車要專心，減少判斷力下降造成自摔。
2. 盡量避免一次將煞車煞到底!建議可採用點煞方式，

先壓住煞車後再放開，等降速時再壓緊煞車。
3. 白天開頭燈，讓他車知道有來車，提高被視性，他車

也可以注意到與保持安全距離。
4. 行駛於地磚、施工鐵板、人孔蓋或標線及另急加油、

急煞車或傾角過大都容易產生打滑與自摔。
5. 注意定期保養及輪胎胎紋，避免打滑自摔的風險。

➢ 最後提醒大家，遇到下大雨時，會導致路面溼滑，容
易造成摔車事故，務必加強定期保養及建立防禦性駕
駛等觀念，才能有效防止自摔事故案件發生。

預防機車自摔防禦自保好方法：

39



資料來源：輿智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資料2022/04/01

1)認識內輪差

2)認識視覺死角

3)該怎麼做-遠離大貨車

40



➢道路隱藏之危險

1)認識內輪差

2)認識視覺死角

3)該怎麼做-遠離大貨車

2022/04/01 資料來源：Google圖檔 41



資料來源：Google照片資料

當心內輪差-大型車轉彎前、後輪軌跡

2022/04/01

認識內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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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客車駕駛視覺死角：

前車頭視覺死角區域 後車頭視覺死角區域

因車輛車體結構關係，致使駕駛人在行駛途中有無法
查覺之視線死角，可透過擺頭或輔助設備改善此情況。

2022/04/01

認識視覺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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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客車駕駛視覺死角：
因車輛車體結構關係，致使駕駛人在行駛途中有無法
查覺之視線死角，可透過擺頭或輔助設備改善此情況。

側車身視覺死角區域

2022/04/01

認識視覺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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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車頭視覺死角區域

其他視覺死角區域

資料來源:逢甲大學行車事故鑑定研究中心

大客車駕駛視覺死角：
因車輛車體結構關係，致使駕駛人在行駛途中有無法
查覺之視線死角，可透過擺頭或輔助設備改善此情況。

認識視覺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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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車身視覺死角區域

A柱死角區
資料來源:逢甲大學行車事故鑑定研究中心

大客車駕駛視覺死角：
因車輛車體結構關係，致使駕駛人在行駛途中有無法
查覺之視線死角，可透過擺頭或輔助設備改善此情況。

認識視覺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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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視覺死角的風險

資料來源：Google照片資料2022/04/01 47



視覺死角

2022/04/01 資料來源：Google圖檔

認識視覺死角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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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oogle照片資料

內輪差，一直被用路
人所遺忘，可能是走
路時未注意、對大型
車不熟悉，以及未了
解內輪差。

死亡半月彎

機車族遇到大貨車轉
彎時，最好遠離避讓，
與大貨車保持安全距
離。

大型車內輪差、視覺死角之風險

2022/04/01 49



不要任意變換車道、行向

2022/04/01 50



2022/04/01 51資料來源：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零事故研究所資料

安全騎乘機車該怎麼做



➢如果拼得過，只是比平常提早5分鐘到家......!
但如果拼不過，可能要晚7天回家...........!

➢搶得過快幾分鐘，搶不過快幾十年!

資料來源：Google、momo圖檔、You Tube影像2022/04/01

建議與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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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的交通環境，交通安全問題是最值得
關注的，尤其是機車，其機動性高、缺乏額
外保護，因此肇事率也高。

➢ 養成遵守交通規則用路習慣、隨時利用防禦
駕駛做法，才可一路暢行、平安回家。

資料來源：Yahoo奇摩新聞、Google照片資料

建議與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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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完 畢
謝 謝 聆 聽

資料來源：大直高中、Google照片資料2022/0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