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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考試試題 

類 科：交通技術 

科 目：交通安全概要 劉奇老師解題 

 

一、下表為某地區一年内不同道路型態之交通事故資料，請分別計算兩種道路的事故率與致死率，

並判斷那種道路的事故危險度較高，且說明原因。( 25分） 

道路類型 行駛總里程(百萬公里) 發生事故數 死亡人数 

高速公路 300 90 27 

市區道路 100 200 8 

《考題難易》★（非常簡單）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係「計算兩種道路的事故率及致死率並比較兩者的事故危險度」，屬

「交通安全」簡單計算題暨基本觀念題，過去國家考試亦曾考出類似試題，一般

考生只要具基本觀念即可輕鬆作答，惟應力求計算過程正確無誤。 

《命中特區》正規班、題庫班、總複習等講義。 

【擬答】 

計算兩種道路的事故率與致死率 

計算公式說明 

事故率 = 發生事故數 ÷ 行駛總里程（百萬公里） 

致死率 = 死亡人數 ÷ 事故數 

套用數據計算 

高速公路： 

事故率 =90（件）÷300（百萬公里）=0.3（件/百萬公里） 

致死率 = 27（人） ÷ 90（次）=0.3（人/件） 

市區道路： 

事故率 =200（件）÷100（百萬公里）=2.0（件/百萬公里） 

致死率 = 8（人） ÷200（次）=0.04（人/件） 

比較兩種道路的事故危險度且說明原因 

先將上述計算結果整理分析如下表： 

道路類型 事故率 致死率 危險特性 

高速公路 0.3 0.3 雖事故較少但每件事故致死風險較高 

市區道路 2.0 0.04 雖事故頻繁但致死率相對較低 

經判定「高速公路」的事故危險度較高，並說明原因如下： 

高速公路事故雖然總數較少，但致死率高達 30%，顯示事故一旦發生，後果更為嚴重。 

市區道路雖事故率高，但因車速較低、反應時間充足，其致死率僅 4%。 

 

二、請說明「行人最大路權」的涵義及其背後的交通安全理念。為何交通安全教育中此一觀念之

宣導對整體用路人有重要意義？試舉實際情境說明。( 25分） 

《考題難易》★★（簡單）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係「『行人最大路權』的涵義、隱藏意義及舉實例說明」，屬「交通安

全」重要理論與觀念，一般考生只要具基本觀念即可申論作答，但如要求答案之

架構及論述完整仍有些許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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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特區》正規班、總複習等講義。 

【擬答】 

「行人最大路權」的涵義及其背後的交通安全理念 

「行人最大路權」係指在特定道路環境中，行人擁有絕對優先通行權，其他車輛必須停

讓，保障行人安全。這不只是法律規定，更是一種交通安全理念的體現，強調「人本交

通」與「弱勢用路人優先」的原則。 

「行人最大路權」背後的交通安全理念 

人本交通：以人為核心設計交通系統，優先保障行人、兒童、高齡者等弱勢族群。 

風險最小化原則：行人在交通事故中受傷風險最高，因此應優先保護。 

公平分配路權：道路不只是車輛的通道，亦是行人的生活空間。 

預防性安全管理：透過制度與教育，減少人車衝突與事故發生。 

「行人最大路權」宣導對整體用路人有重要意義 

提升駕駛人安全意識：讓駕駛人主動停讓，減少行人穿越時的危險。 

強化行人自我保護能力：行人了解自身路權，能更安心通行並遵守規範。 

促進交通秩序與和諧：用路人彼此尊重，減少爭道與違規行為。 

降低事故與傷亡率：根據統計，行人路權被尊重的路口事故率顯著下降。 

舉二個實際情境說明 

《案例一》：斑馬線穿越事故 

一名外國觀光客在綠燈時沿斑馬線穿越馬路，卻遭左轉車輛撞擊身亡。此事件凸顯駕駛

人未尊重行人最大路權，導致悲劇發生。 

《案例二》：行人專用時相設置後事故減少 

台北市交通局於人潮密集路口設置「行人專用時相」，讓行人可斜向穿越，車輛全面停

等。實施後，該路口行人事故率下降超過 50%，顯示制度與宣導的成效。 

 

三、某日於都市路口發生一起機車與小客車碰撞事故。警方到場時，小客車駕駛主張自己綠燈左

轉時，機車闖紅燈直行，但現場並無明顯煞車痕或行車影像記錄畫面。試問：鑑定人員應如

何進行初步事故分析？若後續取得附近監視器影片，應如何運用以佐證雙方說法？(25分) 

《考題難易》★★★（普通）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係「道路交通事故鑑定程序及實務作業」，屬「交通安全」重要理論及

實務方法，雖一般考生只要具基本觀念即可申論作答，惟因大多數考生欠缺實務

作業經驗，如要求其答案架構及論述完整，恐有一定難度。 

《命中特區》正規班、總複習等講義。 

【擬答】 

在都市路口發生機車與小客車碰撞事故，且現場缺乏煞車痕與行車紀錄器畫面時，鑑定人

員需依循交通事故鑑定程序，結合物理證據與行為推論進行初步分析，茲將初步事故分析

流程分述如下： 

現場勘查與繪製碰撞構圖 

標記車輛最終位置、碰撞點、路口幾何形狀、號誌設置位置。 

若無煞車痕，可觀察車輛損毀部位與散落物分布，推估碰撞角度與速度。 

車輛損毀分析 

機車與小客車的損毀位置可判斷碰撞方向（如左側擦撞 vs.正面撞擊）。 

若機車損毀集中於前方，可能為直行遭左轉車攔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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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交通號誌與交通設施調查 

確認路口交通號誌的週期、綠燈秒數、是否設有行人專用時相或早開時相等。 

如路口交通號誌設有「左轉早開」或「行人優先」等號誌，可能影響雙方通行時機。 

目擊者訪談與警員筆錄 

蒐集現場目擊者證詞，確認雙方通行燈號與行駛行為。 

如有其他車輛行車紀錄器可調閱，亦屬重要佐證。 

若後續取得附近監視器畫面，雖無現場煞車痕與行車紀錄器，監視器影片將成為最具客觀

性的佐證工具，再搭配碰撞構圖與物理分析，可有效還原事故發生過程。茲將運用監視器

畫面佐證雙方說法之分析過程敘述如下： 

燈號變化時間點 

比對車輛進入路口時間與號誌變化，確認是否闖紅燈。 

車輛行駛軌跡與速度 

判斷是否有加速、減速或煞車行為，推估駕駛反應時間。 

碰撞瞬間與位置 

確認碰撞發生於路口何處，判斷是否為左轉未讓直行。 

其他車輛與行人動態 

分析周邊車流與行人行為，判斷是否有干擾或視線遮蔽。 

 
 

四、請說明在進行道路安全改善成效評估時，常用的量測指標為何？並分析各指標的優缺點及適

用時機。（25分） 

《考題難易》★（非常簡單）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係「道路安全改善成效評估之常用量測指標」，屬「交通安全」重要理

論及實務方法，過去國家考試曾多次考出類似題目，一般考生只要有熟讀考古題

即可輕鬆作答，仍應力求答案之架構完整及論述清楚。 

《命中特區》正規班、題庫班、總複習等講義。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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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4普考） 

共5頁 第4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在進行道路安全改善成效評估時，其量測指標包括「事故統計類」與「效益分析類」，

茲針對較常見的「事故統計類」研擬五項量測指標，並分析各指標的優缺點及適用時機如下： 

事故次數（或頻率）（Accident Frequency）指標 

根據研究範圍內，在一定期間內的事故紀錄資料，進行交通事故（含死亡、輕重傷、財

物損失等結果）發生總次數統計分析。其衡量單位為（事故件數/單位時間）。 

其優點為資料易取得、直觀反映安全狀況；但缺點為未考慮事故嚴重性與交通量。另其

適用時機在初步評估或趨勢觀察時。 

事故率（或肇事率）（Accident Rate）指標 

根據研究範圍內，在一定期間內的事故紀錄資料，分別計算各肇事地點位址之事故發生

數，除以該路段總車輛行駛里程（百萬延車公里）或經過該路口之總車次（百萬車輛

數），得到每一路段或路口之事故率。其衡量單位為「事故件數/百萬延車公里」或「事

故件數/百萬車輛數」。 

其優點為可與交通量標準化比較、反映道路平均安全風險；但缺點為曝光量取得不易、

仍忽略各區段間之交通量與區段長短變化因素。另其適用時機在不同路段或改善前後比

較。 

傷亡人數（Casualties）指標 

根據研究範圍內，在一定期間內的事故紀錄資料，分別依該事故發生位址之死亡、受傷

或傷亡總人數之統計分析結果，其衡量單位為（傷亡人數/單位時間）。 

其優點為反映交通事故對人身安全的影響；但缺點為受交通事故通報制度與定義影響。

另其適用時機於政策成效評估與社會成本分析。 

事故嚴重性（Accident Severity）指標 

根據研究範圍內，在一定期間內的事故紀錄資料，分別依該事故發生位址進行事故發生

次數、傷、亡人數及財物損失之統計分析，並依選擇之當量（如財物損失當量）為基準

及給定各項權值進行計算，最後轉化為一致性之「事故嚴重性指標」。 

其優點為可量化事故影響程度；但缺點為不同嚴重度的事故之加權方式主觀性高。另其

適用時機於改善措施優先排序。 

潛在風險（Hazard）指標 

將事故地點一定期間內的事故記錄資料（包括事故次數、事故率、肇事嚴重性等）及非

肇事資料（如視距、路段流量/容量值（v/c）、交通衝突點、不當之交通管理方式、不當

駕駛行為、欠缺資訊系統等項），轉換為具有共同範圍之指標值（indicator value），再

經由各項目之權重值轉換為潛在風險指標（hazard index），最後經加總各項目後即得

「潛在風險指標」。 

其優點為可同時考量事故資訊及非肇事資訊較能顯示事故風險；但缺點為各項目權重值

之決定甚為困難。另其適用時機為用來預測或辨識可能導致交通事故的風險因子，著重

於事前預防與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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