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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肇事路口防制及決策輔助系統升級應用計畫 

計畫屬性： 

國家交通核心路網數位基礎建置 

□營造智慧交通行動服務生活環境 

□營造永續與幸福運輸服務 

□其他新興技術應用創新 

壹、前言 

110 年是高雄市由名為「打狗」的漁村改制及更名的一百週年。回

顧過去百年的發展，從高雄港浚深開始，本市已成為台灣最重要的工業

城市，肩負國家經濟發展的使命。在長期偏重工業發展的結構下，市民

主要以勞工階層為主，又因行政區呈現狹長型、道路寬廣，市民主要以

私有運具做為代步工具，其中又以機車為主。經查本市機車登記數高達

200 萬輛，人均機車持有率全國最高。然而，一旦發生交通事故，所帶

來的體傷、財損都遠遠超過汽車或搭乘公共運輸。本市交通死傷事故中，

機車事故即占 7成，因此機車事故的防制係高雄市道安工作首要任務。 

高雄市在縣市合併後行政區域廣大，除原高雄市區內有明顯的都會

區交通特性，另加入了原高雄縣行政區域之特性(如幹支道車流量比例差

距較大、道路速限較高與超速狀況較普遍等)。加上高雄市因工業區與港

區因素，大型車數量全國第一；市區與郊區均有砂石車或大貨車頻繁通

行，大貨車曝光量上升會導致車禍嚴重程度上升。此外由於台灣已經進

入高齡化社會，針對高齡化行人與一般用路人的行為特性不同，如能針

對歷史事故資料進行資料探勘與剖析，應能得出易肇事地點、族群主要

肇因等特性資料；此外，針對交通事故頻傳的易肇事路口、發生死亡交

通事故的路口，如能建立一套易肇事地點分析系統，快速分析資料，並

透過專家學者的協助提供決策輔助機制，相信定能快速判斷解決既有交

通工程設計問題，對於路口安全將有大幅幫助。 

針對上述議題，本計畫擬就高雄市既有「易肇事地點分析系統」全

面升級為「易肇事防制決策輔助系統」，辦理資料數位化、資料清洗、建

立視覺化介面、熱門事件偵測與警示功能開發等作業，並運用升級系統、

就目前道安工作中的 4E(安全工程、教育宣導、執法監理與推廣公共運

輸)進行加值應用與實作，以展現交通資訊數位基礎建置之成果，持續提

升高雄市之整體用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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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內容 

一、計畫說明 

1.計畫目的 

本計畫之主要目的，係就升級既有「易肇事地點分析系統」為

「易肇事防制決策輔助系統」，並透過專家學者之輔助，建立一套

屬於高雄市可持續運用之決策輔助系統，升級之系統除傳統的交叉

分析、地點分析外，另須辦理資料標準化、數位化、資料清洗、建

立視覺化介面、熱門事件偵測與警示功能開發等作業，以提供市府

道安團隊決策輔助、精進交通事故改善品質。 

除系統開發外，升級後之系統亦將進行加值應用，以目前高雄

市道安工作架構而論，主要朝向 4E（安全工程、教育宣導、執法監

理與推廣公共運輸）來推動，惟考量政府資源有限，如能透過決策

輔助系統了解相關的人事時地物，進而辦理精準執法、精準宣導等

作業，相信定能提升政府施政效、事半功倍。 

本計畫並將與資訊團隊合作，透過決策輔助系統篩選出事故核

心族群（高齡者、青年族群以及機慢車）最常見的事故情境，於道

安各項宣導活動時進行教育，力求讓市民能夠身歷其境、從而提高

其交通風險意識；另在決策輔助系統之協助下，本計畫並將據以擬

定道安執行策略，鑑古知今、推演出屬於高雄市的道安長期策略，

朝向零死亡願景邁進，讓高雄的機車、青少年、高齡者、大型車涉

入事故能夠持續下降，成為能讓市民安居樂業的城市。 

2.計畫內容 

1. 現況問題分析 

(1) 碰撞型態 

A. 側撞：此類事故主要發生於路口，特別是快慢車道實體分

隔之道路，這類道路雖可確保汽機車分流以策安全，但在

路口若有汽車駕駛不熟悉號誌運作導致在錯誤的時相轉

向或機會左右轉時機掌握失誤便會與直行機車發生衝

突。肇因多為轉彎車未禮讓直行車，其中又可分為同向右

轉車未禮讓直行車和對向左轉車未禮讓直行車(嚴重度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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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側撞事故中嚴重度最高的為大型車轉向內輪差事

故，本市產業結構導致大貨車與砂石車較多，車輛右轉時

會因大型車內輪差特性與外側用路人(如機車)發生衝突。 

B. 追撞：此類事故主要發生於近路口之路段，肇因為超速、

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未注意車前狀況等。 

C. 交岔撞：此類事故主要發生於路口，肇因多為違反號誌管

制（市區）、未依規定減速／讓車（郊區路口幹支道）。 

D. 自撞：主要發生於路段，肇因為超速、未注意車前狀況、

酒醉後駕駛導致失控。 

(2) 違規態樣 

A. 未依規定讓車：此類事故主要分為轉彎未禮讓直行以及支

道未禮讓幹道。其原因為駕駛人禮讓行為、防禦性駕駛觀

念不健全，倘郊區路口幹支道車流量差距較大，導致幹道

車輛或直行車有超速行為，將進一步加重事故嚴重程度。 

B. 超速：市民以勞工階層為主，又因行政區呈現狹長型、道

路寬廣且快慢分隔路型眾多、號誌續進帶較長，平均旅行

速度較快。過往公共運輸供給缺乏，市民主要以私有運具

做為代步工具，其中又以機車為主，導致超速發生事故時

嚴重程度較高。 

C. 闖紅燈：此類事故主因為駕駛人守法觀念不足，又因市區

主要路口周期較長或部分郊區路口交通流量差距較大，導

致駕駛人不耐久候。 

D. 未禮讓行人：此類事故主因為駕駛人禮讓行人觀念不足，

又因我國高齡化社會特性，行人通過路口的速度較慢，在

路側等待通過路口時對於車輛動態之反應能力也較差。 

2. 計畫範疇與必要性 

由上述問題分析各點內容可看出各項交通事故有不同形

態及其肇因，而在不同的路口、路段也會出現不同之事故型

態(例如：快慢車道實體分隔之道路易生側撞；郊區幹支道車

輛易生交岔撞、行人量高且未設專用時向者易生人車側撞事

故等)。爰此，擬升級本市既有「易肇事地點分析系統」為「易

肇事防制決策輔助系統」，導入專案人力協助建置基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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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歷史事故發生及交通執法數據之關聯分析，預測未來事

故發生熱點，並發掘交通執法勤務與事故發生之關聯性，以

正確評估事故防制成效。除針對既有硬體系統委請專業廠商

辦理全責維護作業外，新增功能包含： 

(1) 主動產出核心族群（青年、高齡者、機慢車）、行為

指標（超速、闖紅燈、未禮讓行人）之雷達圖：目

前交通部道安資訊平台雖已有各縣市與全國平均比

較之版本，本市期能透過建置本市各行政區／警察

分局轄區之雷達圖，讓交通局、警察局能更精準地

掌握肇事型態及肇因，俾利透過安全工程、教育宣

導、監理執法等方式改善交通事故。 

(2) 擴充介接本府或交通其他單位相關地理資訊系統：介

接交通局道路交通設施設備管理系統以瞭解安全工

程改善後肇事件數及型態變化情形；介接工務局道

路挖掘管理中心各區施工狀況與肇事件數及型態變

化情形；介接警察局違規取締執法資料以瞭解取締

件數與肇事件數之關聯；介接交通部刻正建置中的

事故碰撞型態構圖以做進一步分析等。 

(3) 易肇事主動警示系統：當某一行政區或警察分局轄區

之核心族群（青年、高齡者、機慢車）、行為指標

（超速、闖紅燈、未禮讓行人）較同期大幅增加時，

主動向系統管理者發出警示，俾利及時召開相關會

議研擬調整改善措施。 

本案除升級建置「易肇事防制決策輔助系統」（以下簡

稱系統）為主軸，另將運用該系統產出，協助以下工作事項： 

(1) A1 事故會勘決策輔助系統：每當發生 A1 交通事故

時，立即以系統調出該路口／路段近年肇事件數、

型態，判斷是否與過去事故樣態有重複性，俾利會

勘時提出供與會單位研議改善作為。 

(2) 擬定本市道安 10 年計畫：研擬及撰寫本市道路交通

安全 10 年計畫，運用 4E（安全工程、教育宣導、監

理執法、鼓勵公共運輸）等手段，達成每年降低道

安事故死傷人數 3%的目標。提供市府決策輔助、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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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交通事故改善品質。 

(3) 建構「道路交通事故預警防制系統」：透過歷史事故

發生數據與交通執法系統結合，加入運算功能，透

過大數據分析過去特定時段事故特性，對未來 1週、

1 月或 1季事故發生熱點、熱區、熱時、型態做出預

測，作為投注警力重要參考依據。另計算執法與事

故之相關性，以發掘交通執法勤務與事故發生之關

聯性，以正確評估事故防制成效。 

(4) 將系統產出結果邀集相關單位辦理專家學者座談

會，請專業人士對本系統應用給予建議；結案時再

對外辦理成果行銷發表會，讓民眾瞭解交通部與本

府對於道路安全之重視。 

3. 執行創意 

本計畫檢視高雄常發生之事故類型，配合高雄市用路環

境、車種、用路人組成之特色，針對大貨車轉向內輪差、幹

支道車輛未減速／禮讓、高齡使用者、快慢車道分隔之特性

衍生事故進行系統建置，以確實契合高雄市事故類型，達到

改善用路安全之目的。 

並透過歷史事故發生數據、交通執法數據，加入運算功

能，計算執法與事故之相關性，以發掘交通執法勤務與事故

發生之關聯性，以正確評估事故防制成效。 

4. 所採用之 ITS技術 

根據中華智慧運輸協會，ITS 的目標包含增進交通安

全，標的為減少交通事故，提昇行車安全，本計畫擬運用先

進資訊整合分析技術，以歷史事故發生數據，作為相關系統

演算運作基礎，分析其時間、空間、族群、運具等特性，對

未來 1 週、1 月或 1 季事故發生熱點、熱區、熱時、型態做

出預測。輔助市府交通局、工務局、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

程處預先排定辦理安全工程改善；教育局、新聞局等辦理教

育宣導；警察局、監理所辦理監理執法之重點。 

5. 系統架構 

本計畫協力廠商升級之系統除傳統的交叉分析、地點分析

外，另須辦理資料標準化、數位化、資料清洗、視覺化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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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事件偵測與警示功能開發等作業。整體架構如圖 1。 

 

圖 1 系統架構圖 

6. 推動組織架構 

本年度計畫範圍參與單位包含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與高雄

市政府警察局，由高雄市交通局運輸規劃科擔任主要計畫執

行工作，智慧運輸中心、交通工程科及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擔任協辦。整體推動組織架構如圖 2。 

 

圖 2 推動組織架構圖 

交通局 

運輸規劃科 

⚫ 計畫推動及行政管理 

⚫ 協助建構易肇事分析決

策輔助系統 

⚫ 協助決策輔助小組會勘 

 

警察局 

交通警察大隊 

⚫ 道路事故資料提供 

⚫ 執法數據資料提供 

⚫ 協助提升見警率 

交通局 

智慧運輸中心 

⚫ 協助建構易肇事分析

決策輔助系統 

⚫ 協助盤點可介接系統 

交通局 

交通工程科 

⚫ 標誌標線維護系統 

⚫ 協助路口改善檢視 

⚫ 協助決策輔助小組會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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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計畫推動風險控管 

計畫推動過程中，各階段面臨風險如下： 

A. 發包階段：計畫發包階段需面臨如何確保得標廠商俱備專

業知識（資訊系統、道安專業）、有相關執行經驗以及計

畫時程規劃，其中對於得標廠商之專業知識與執行經驗可

透過招標條件予以規範；對於計畫時程規劃應提供合理工

期，避免因時間倉促而影響計畫品質。 

B. 執行階段：於計畫初期召開需求訪談、定期召開工作會

議，並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召開期中、期末審查會議，期

間所成立之交通事故決策輔助小組並應包含專家學者，訂

定最少須配合辦理現勘討論之場次數，與訂定本市道路交

通安全政策白皮書，以確保研究方法、模式之合理性及擬

定之交通策略可行性。並於合約中訂定相關履約程序，亦

有相關罰款罰則，若未達到計畫目標與需求，則依契約規

定減價或解除契約。 

C. 維運階段：計畫執行完成後面臨最大風險為系統維運，除

在合約中訂定相關保固條款，包含保固時間、系統修復時

間及相關罰款；且本計畫將在工作內容納入系統維運之運

作規劃，以確保系統將來持續運作性。 

8. 維運面之運作規劃 

為確實瞭解計畫研擬之策略之效用與執行狀況，本計畫

之系統需完整記錄策略啟動之時間表與應對狀況，同時針對

各項策略之發布應制定標準作業流程，規範除系統面之外交

控中心人員之操作，確保系統策略之啟動與執行與規劃設計

內容相符。策略流程基本上可分為事件啟動、反應策略運算

與發布、策略執行三階段，各步驟詳細內容如下： 

A. 事件啟動 

在偵測系統收集到更新資訊後，將對智運中心(與各資

訊介接單位)系統發出事件啟動之通報訊息。 

B. 反應策略運算 

系統自動將歷史事故數據與運算結果發布予運輸規劃

科(與各資訊介接單位)，同時運輸規劃科人員可於畫面檢視

相關訊息（未來 1 週、1 月或 1 季事故發生熱點、熱區、

熱時、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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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策略執行 

系統推播相關告警資訊後，運輸規劃科(與各資訊介接

單位)可自動或手動截取資訊內容進行檢視，並可與決策輔

助團隊研議相關改善對策。 

9. 同轄區內其他智慧運輸計畫或其他相關計畫之關係 

與本市「新一代智慧運輸系統規劃設計委託專業服務案」、「高

雄市易肇事地點分析系統」整合，本案相關資料回傳中心時會考量資

料界接與交換之一致性，以利後續資料其他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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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預期進度 

本計畫原則為一年期計畫，進度規劃為 110 年、111 年跨年度執行，

工作內容包括事故資料蒐集、系統軟體升級方案規劃、專家學者座談會、

系統軟體設計、成立決策輔助小組團隊硬體建置、4E加值應用、系統整

合測試與績效評估、分析及發表道安 10 年計畫。 

表 1 110、111 年工作項目 

年期 工作項目 

110年  

1. 招標作業 

2. 事故資料蒐集 

3. 系統軟體升級方案規劃 

4. 專家學者座談會 

5. 系統軟體設計與開發 

6. 成立決策輔助小組團隊 

111年 

1. 系統整合測試與績效評估 

2. 4E 加值應用 

3. 系統軟體成果發表 

4. 分析及發表道安 10 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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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經費分析 

一、計畫經費概估 

本計畫經費約為 8,001,824 元，本案由交通部科技顧問室補助 600 萬

元。 

二、補助款請領期程及經費來源 

本計畫執行項目分年期經費表如表 2所示。 

表 2 執行項目分年期經費表(單位：元) 

年度 

申請

撥付

期別 

執行項目 

撥

付 

比

率 

請款期

程 

中央補助

經費 

地方自籌

經費 

合計 

經費 

110

年  

第 1

期  

工 作 計 畫 書 審

查、事故資料蒐集

清洗、易肇事防制

決策輔助系統升

級規劃  

30% 110/07 1,800,000 600,547 2,400,547 

第 2

期  

系統軟體升級方

案規劃、專家學者

座談會、系統軟體

設計與開發、期中

報告審查  

50% 110/12 3,000,000 1,000,912 4,000,912 

110 年合計  - 80% - 4,800,000 1,601,459 6,401,459 

111年 
第 3

期  

系統整合測試與

績效評估、系統軟

體成果發表、4E

加值應用、分析及

發表道安 10 年計

畫、期末報告審查  

20% 111/06 1,200,000 400,365 1,600,365 

111 年合計  - 20% - 1,200,000 400,365 1,600,365 



 

11 

伍、預期成果效益 

1. 透過易肇事地點分析系統升級，進行大數據分析與資料探勘，釐

清本市事故特性，針對青少年、高齡者、機車、自行車等核心族

群，未禮讓行人、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超速行駛等違規行為，

上開本市相對於全國表現較差之行為指標細分出較常發生之時

間、地點，並提供工程、教育、執法、推廣公共運輸等 4 大改善

策略精準推動、執行對象。 

2. 利用升級系統快速檢視高雄市易肇事路口、A1 路口，提供市府

團隊相關決策輔助作業，熱門事件偵測與警示功能並可提前預警

相關事故狀況、減少憾事發生。 

3. 利用升級系統進行 4E 道安工作加值應用，如安全工程上可分析

易肇事路口碰撞型態並提供相關改善建議、建置事故擬真情境供

宣導小組運用等，全面提升道安工作層次，塑造交通安全新文化。 

4. 大數據分析與資料探勘可幫助高雄市分析與發表其未來道安工

作計畫，並將分享分析成果，由公私部門、中央地方齊心合作，

朝向零死亡願景邁進，讓高雄的機車、青少年、高齡者、大型車

涉入事故能夠持續下降，成為能讓市民安居樂業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