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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113年第 6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3年 6月 26日(星期三)下午 4時 

貳、地點：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第三會議室 

參、主席：陳市長兼召集人其邁 

肆、出列席單位(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陳勁甫顧問、李明聰顧問、李穎顧問、交通局張局長，與會各位委員及各單位

代表，大家好。 

特別感謝游立維、王晉謙兩位同學積極出席任內會議，提供不同專業的意見，

為高雄市的交通帶來很多建言，希望兩位代表在未來大學階段能夠實際積累更多經

驗，也歡迎回高雄繼續打拼。 

過去幾個月來，高雄市道安團隊努力防制 A1 事故數據，工程、宣導、執法小

組都還持續著各類宣導活動與惡性違規加強執法，相當辛苦，從數據上我們可以得

知，從 2 月開始 A1 死亡人數獲得穩定控制，截至 5 月底 A1 死亡人數較去年同期

減少 12人，顯見維持一定的執法、宣導強度及道路工程改善是有效的，除了勉勵，

也要拜託警察局、新聞局、交通局務必持續辦理各項工作。 

暑假即將到來，大量遊客將會湧入高雄，熱門景點如動物園、駁二藝術特區、

渡輪站均應特別注意人車潮的管控，而 7月的高雄啤酒音樂節及接下來的旗津風箏

節也即將來臨，請警察局、交通局協助主辦單位妥善規劃交通維持計畫，並多加宣

導搭乘公共運輸，以免除塞車之苦、共同響應低碳環保的交通方式。 

此外，暑假也是許多青年學子的重要轉變階段，尤其高中職畢業生適逢取得考

取機車駕照的年齡資格，會有大量的初領照族群在暑假期間考照上路，但初領照的

青年族群往往會因為防禦駕駛及路權觀念不足致發生交通事故，而衍生身體上的後

遺症，因此加強青年族群的駕訓與教育宣導，正是市府教育局與監理所共同努力的

方向。 

為改善青年族群考照環境，交通部持續推廣「機車上駕訓計畫」，由駕訓班安排

4小時學科、6小時術科課程，並模擬道路上狀況，以實際路況向學員教授，教導用

路安全，根據統計，參加機車駕訓班訓練取得駕照者，可降低取得駕照後之違規風

險 59%、肇事風險 36%，顯現出機車駕訓對於增加駕駛人之交通安全觀念，效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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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良好，為此，高市府今年也投入超過 20萬的補助；在此也拜託監理所將機車駕訓

的相關文宣提供給教育局、教育部高雄市聯絡處，讓教育單位廣發周知。 

此外，捷運岡山路竹延伸線甫於 6 月 15 日履勘完成，感謝捷運局、交通局等

局處的辛勞，履勘委員的相關建議事項也請捷運局盡速完成，以達成早日通車之目

標；另針對即將到來的捷運黃線施工，也要在此提醒捷運局、交通局、警察局，幾

個瓶頸路段，如本館路、建工路等路段，在交維計畫審查過程中就要審慎討論，相

關替代道路指引、即時監控車流量等配套措施，也請納入交維計畫辦理，在施工時

請務必依照交維計畫辦理，務必降低施工過程造成周遭居民影響。 

行政院已指示交通部「道安總動員」平臺於 6月 24日上線，請各單位配合該平

臺，調整對應作法與掌握改善進度，回應市民重視高雄交通安全的期待。另外，在

7 月 2 日，交通部將蒞臨本市辦理院頒方案年終視導，請林副市長率道安會報六大

小組共同參加及說明，讓中央能了解我們的努力成果，拜託各位。 

 

陸、 交通事故統計分析(交通局) 

(一) 陳顧問勁甫： 

1. 有關簡報 P3過去 3年 A1死亡人數最低值為 6月~9月，為降低新季度 7

月~9月的死亡人數，將會面臨較高的挑戰度，請市府團隊想辦法控制肇

事數目，建議交通局整理過去 3年 7月~9月曾經發生的主要肇事樣態並

加以解釋，同時提前給各相關局處，以利及早預防因應。 

2. 有關簡報 P4，1月~3月 30日死亡人數(82人)較同期比較僅差 1人，為 1

月~3 月 A1 事件死亡人數(38 人)之兩倍以上，代表 A1 事故中多屬於嚴

重肇事，雖未在 24 小時內死亡，但 30 日內死亡機率仍偏高，建議可對

此提出防制方向與對策。 

3. 有關書面資料 P58，1月~5月大型車涉入 A1事故死亡人數為 11人，較

去年同期已增加 3人，與去年全年大型車涉入 A1事故死亡人數 15人，

僅差 4人，建議應持續加強大型車事故防制。 

4. 有關書面資料 P58，1月~5月行人 A1事故死亡人數為 10人，較去年同

期已增加 5人，與去年全年行人 A1事故死亡人數 15人，僅差 5人，建

議應持續加強行人事故防制。 

5. 除以往關注機車、高齡者、酒駕事故之外，請持續留意大型車、行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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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二) 李顧問明聰： 

1. 針對預期增加宣導項目之建議，過去強調車停讓行人，但行人如何安全

過馬路卻未被關注提醒。如：行人穿越非號誌化路口，行人該如何表現

穿越意圖？另除提供行人安全駐足空間外，行人應注意行駛中車輛，而

駕駛者也應注意行人。建議後續可以此作為宣導重點。 

2. 有關無號誌化路口停讓，透過標線輔助可讓路口被明確辨識，如：路面

邊線縮小、楔形標線等。 

3. 有關簡報 P13 中華五福圓環二階改善，建議圓環內人行道柏油鋪面改為

綠色鋪面，以強調行人動線。同時，為兼顧各車道、人行動線皆能清楚看

到號誌，建議號誌桿可移設適當位置。 

(三) 李顧問穎： 

1. 請有關單位留意行人、大型車涉入事故增加趨勢。 

2. 有關核心指標-路口交岔撞有明顯增加，建議提醒用路人路權觀念，並遵

守交通規則。 

3. 有關無號誌化路口事故，多發生於巷弄視野不佳之路口，建議增設凸面

鏡，以利用路人判斷。 

(四) 執行秘書張局長淑娟： 

1. A1人數排名六都第四(高雄：60人、新北：61人、桃園：62人)，請各單

位繼續維持並持續進步。 

2. 30日死亡人數 1月增加 13人，2月減少 4人、3月減少 10人、4月減少

5人，合計 1月~4月可減少 6人，仍需持續努力維持至年底。 

3. 交通局將針對過往 3年 6月~8月進行事故分析，以提出預防措施，供道

安團隊參考。 

4. 有關大型車涉入、行人死亡人數呈現增加趨勢，截至 5 月共有 9 位行人

死亡，以年齡分析，高齡者計有 8人；以肇因分析，僅 1人為行人違規，

因此將針對用路人禮讓行人觀念應持續加強宣導。 

(五) 學生代表-王晉謙同學 

1. 有關簡報 P16 加碼補助機車駕訓，同儕反饋駕訓班品質參差不齊，建議

檢視教材設計內容，可有效讓學員提升風險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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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簡報 P19 憲政路增設實體人行道，有助於串聯學校、台鐵、醫院等

場域，經現勘仍遇到居民反對，且僅先試辦憲政路(樂仁路~憲政路 123

巷)70公尺實體人行道，建議仍應研議全線新增實體人行道的可能性。 

3. 近年，實體人行道品質下降，以大順路為例，原提出「人本造街」構想，

考量設施帶、停車彎、人行道、商家需求等，現階段完工狀況卻僅有水泥

人行道，建議未來可再研議。 

4. 請問高雄市未來是否有新增實體人行道的計畫？工務局應再彙整說明。 

(六) 學生代表-游立維同學 

有關行人高齡者死亡事故，多數為行人被撞事故，應可積極避免，如改善視

距、改善照明、提高行穿線照明亮度、巷弄加裝減速設施、改善汽車隔熱紙

透視性等。 

(七) 主席裁示： 

1. 請交通局、警察局協助分析歷年 6月~8月事故特性與原因，如：暑假與

一般假日不同，車流量也有所變化，執法跟疏導作法也須因應調整。 

2. 大型車建議應全面加裝 GPS，以利分析大型車軌跡並比對過往事故資料，

得知其駕駛人行為模式、開車速度、道路特性，可使警方取締目標更為明

確。雖交通局已於 4月發文向交通部提案修法納入大型車強制加裝 GPS，

後續仍建議透過立法委員協助持續爭取提案。 

3. 請警察局持續加強執法，避免 A1事故死亡人數避免被新北市、桃園市追

過。 

4. 有關中華五福圓環改善調整意見，請交通局、工務局協助調整人行鋪面顏

色(彩色鋪面)、加強實體阻隔(軟質分向桿、欄杆)、號誌桿位置。 

5. 請學生代表與工務局局長會後討論大順路人行道配置建議。 

6. 其餘委員及學生代表建議事項請各單位參考辦理。 

 

柒、指示事項列管案件報告： 

   主席裁示：依交通局管考建議辦理。 

 

捌、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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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機車考照上駕訓班推廣專案(高雄區監理所) 

1. 陳顧問勁甫： 

對高齡者考照輔導之中央政策，應思考是否持續鼓勵考照，還是放棄考 

照？實際面的推動成效如何？建議與宣導小組達成推動共識，以利後續 

推進。 

2. 李顧問明聰： 

有關機車考照上駕訓班，除外在加碼活動吸引民眾外，應檢視其學科、 

術科之內容，並分析成果。另推測比較保守的民眾上駕訓班意願較高， 

但其本身事故風險本就較低，對此，建議應提昇教材內涵與補助誘因， 

讓其他民眾更願意參訓。 

3. 李顧問穎 

(1) 若機車考照上駕訓班目標族群為青少年，除教材內容足夠吸引外，應考

量其報名經費負擔能力。建議未來可深入校園時，應考慮將家長群納入

宣導對象。 

(2) 目前機車駕訓、安駕訓練可分開報名，建議先從收費金額較低之安駕訓

練推動，可增加青少年參加意願。 

(3) 若機車考照上駕訓班目標族群為非青少年，其主要困難在於語言不通、

不識字、記不住考試內容…等，建議應輔導提高筆試通過率。 

4. 高雄市道路交通安全促進會薛秘書長聖弘： 

(1) 安駕訓練課程品質不穩定，除安全帽設備容易受外在天氣干擾導致收

訊不良，其實際道路訓練時間僅有 2小時，且補助後仍須收費，導致執

行推動上，大學生與民眾參與意願不高。 

(2) 建議可嘗試結合 AI科技、虛擬設施，讓民眾擁有穩定的模擬道路環境，

增加實際體驗感。 

(3) 建議可於大學開設微學分交通安全課程，吸引學生參加。 

5. 主席裁示： 

(1) 請監理所與公路局反映機車考照上駕訓班實際推動之困境，持續推動

考照制度改革。 

(2) 請監理所與公路局反映，再檢討高齡 70~74歲考照輔導的意義。 

(3) 希望未來機車駕訓課程設計可更加有趣，促使同儕間願意一同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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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微型電動二輪車，基於安全考量，除宣導防禦駕駛外，租借業者也

應核實盤查。 

 

(二) 校園通學道環境改善(教育局) 

1. 陳顧問勁甫： 

近年國土署補助校園通學道環境改善計畫，希望通學道改善完成後，應努 

力提高通學道使用率，針對潛在使用者(學童、家長、鄰近居民)，利用課 

程設計讓學童體驗通學道，知道該如何使用？同時也請家長協助配合，願 

意放心步行接送學童上放學。 

2. 李顧問明聰： 

(1) 現階段通學道著重於校園外圍，下階段應將通學路徑往外擴展，盤點重

要通學路徑深入鄰里。 

(2) 通學道步行與建物間應留設緩衝空間，透過植栽形成行人導引帶。 

3. 李顧問穎： 

通學道完工後，針對國小建議請安親班導師於放學時導引學童至學校外

圍接送車，避免過度集中於家長接送區，導致交通動線受阻。針對國、

高中因有課後輔導課程，其放學時間較晚，建議除鋪面改善外，應考量

夜間燈光照明、提供陰涼舒適行走空間。 

4. 高雄市道路交通安全促進會薛秘書長聖弘： 

通學道設計對象是否僅針對行人？自行車可否騎乘在通學道？(需有行人、

自行車專用標誌) 

5. 學生代表-游立維同學： 

(1) 有關通學道的整建，實務上跨局處(工務局、教育局、區公所)應整合，

才有可能讓人行環境連貫。 

(2) 校園通學道除提供人行功能外，建議預留自行車通行空間。 

(3) 有關家長接送違規行為(如：轉彎未打方向燈)，建議加強執法。 

6. 主席裁示： 

(1) 有關通學道之定義，日本為校園周邊 500公尺、韓國為校園周邊 300

公尺、台灣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推動校園周邊 150公尺。 

(2) 高雄市已爭取到國土署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補助，將建立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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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綱要計畫，有關通學步道整體規劃方向，後續可再進一步討論

經費使用方式。 

(3) 有關通學道宣導教育，建議教育局設計教程，推廣學童走路上學，

也鼓勵家長陪同。 

(4) 有關自行車道路網檢討，預計申請下一階段補助。 

(5) 有關東光國小新設標線型人行道執行過程中，因影響現況居民停車，

出現反對聲音，後經校長出面溝通協調才得以施作。另外，市府推

動標線型人行道，不鼓勵設置於水溝蓋上，避免用路人行走於凹凸

不平的路面。 

(6) 請教育局於年底完成 84校通學道環境改善，部分學校已提送交維計

畫至交通局，請教育局持續追蹤工程進度。 

(7) 請教育局於年底完成市府自辦通學道環境改善。 

 

玖、各工作小組業務檢討報告：同意備查。 

 

拾、臨時動議： 

(一) 提案：強化城市單車基礎設施(提案人：游立維同學) 

1. 本市單車道普遍問題存在以下問題：在機慢車共用車道的情況，速差導

致追撞、路側並排違停、內輪差事故機率大；在人行道與單車共用之單

車道的情況，人行道鋪面不平整、延續性待加強等。 

2. 期望未來交通局、工務局能參照荷蘭路口單車空間規劃與動線設計，確

保自行車用路安全。 

3. 李顧問明聰： 

提供以下自行車道構想供參，在速限 110~速限 70的區域，建議於路外設

置實體分隔自行車道；在速限 50的區域，可在人行道宣告人、自行車為

混流或分流型態；在速限 30以下的區域，自行車與汽機車混流。 

4. 工務局楊局長欽富： 

國土署蔡亦強組長已認同憲政路新設人行道提案，工務局將提報第二波

7月份補助計畫，國土署將全額補助，感謝學生代表提案。 

5.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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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李委員提出自行車道構想，與荷蘭單車設計理念一致，同時也

透過鋪面材質差異、減速設施，確保自行車騎乘安全。 

(2) 有關自行車道路網檢討，已完成第一階段郊區休閒遊憩型自行車道

盤點，交通局預計申請第二階段補助市區盤點，屆時將納入學生代

表所提各類設計建議與地點名單一併研議。 

 

拾壹、散會：下午 5時 50分。(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