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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金門縣轄區包含金門島、烈嶼及代管的大坵、小坵等 12座島嶼，總面

積為 150.456平方公里；全縣共分為 6個行政區(3鎮 3鄉)，分別為金城鎮、

金湖鎮、金沙鎮、金寧鄉、烈嶼鄉及代管的烏坵鄉。迄 107 年 12 月 31 日，

全縣人口數為 139,273人，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918.35人。本局現設置

2個分局(金城分局、金湖分局)。 

 

    近年來隨著外來工作人口之增加，機動車輛隨之成長快速，在有限的

道路面積下，交通流量變大，交通壅塞情形益形嚴重，尤其上下班時間，

導致交通事故的風險提高；復因地區觀光發展及兩岸三地來金旅遊人數增

加，路上隨處可見各類租賃電動自行車、機車及汽車，由於駕駛人多係外

地或對岸來金旅遊，因此，對於路況及法令並不熟悉，路上常險象環生，

使得交通安全問題日益嚴重，如何保障民眾行車的安全是刻不容緩的課

題。本分析就警察機關交通資料，從「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原因」、「道路交

通事故肇事車種」、「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場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時間」

等面向進行比較分析，從數據中解讀關聯性及訊息，供首長作為施政及釐

訂政策之參考依據，進而改善本縣之交通設施、秩序與安全，確保民眾享

有良好的行車品質與優質的交通環境，以符合民眾對政府施政的期許。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3%88%E5%B6%BC%E9%8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3%B6%E5%B6%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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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統計名詞定義 

一、資料時間：本分析以金門縣(以下簡稱本縣)107年統計資料為主，

「年」指全年，自該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為止，以365天計算。 

二、道路交通事故(Road Traffic Accidents)：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辦法」第二條規定，係指因汽機車或動力機械在道路上行駛，致有

人死亡、受傷或車輛、財物損失之事故。各類道路交通事故分類如

下： 

 (一)A1類：指造成人員當場或24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 

 (二)A2類：指造成人員受傷或超過24小時死亡之交通事故。 

 (三)A3類：指僅有財物受損之交通事故。 

在交通安全統計分析觀點而言，A3類之建檔資料有一定價值存在。

本局現行對於A3類均依規定建檔分析，惟警政署未納入統計。本分

析中所提「道路交通事故」及於A1、A2及A3類之件數合計。 

三、道路交通事故死傷人數：指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員之死亡、重

傷及輕傷。 

四、道路交通事故受傷人數：指除道路交通事故發生1日內（24小時內）

死亡者外，無論其受傷嚴重程度均計算在內，含受傷後逾1日死亡

者。 

五、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警察機關統計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只

包括當場死亡者及交通事故發生後24小時內死亡者。 

六、酒後駕車：指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酒

精濃度超過標準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4條第2項第2款汽車

駕駛人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1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3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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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比率增減數：即某項目所占比率較前ㄧ年度所占比率增減數。 

八、年增率：即某項目較前ㄧ年度增減數較前ㄧ年度該項目增減幅度=

某項目增減數/某項目前ㄧ年數。 

九、肇事率：即每萬輛機動車輛交通事故=(當期肇事件數／期中登記車

輛數)＊10,000。 

十、機動車輛登記數：係指向主管監理單位辦理登記領有統一牌照之車

輛數。軍車及未領牌照或領有臨時牌照車輛均不包括在內。 

十ㄧ、期中登記車輛數=(上期期末登記車輛數+本期期末登記車輛

數)/2。 

十二、每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件數：平均1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件數，

即當年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件數/365天。 

十三、每件交通事故死傷人數：平均1件道路交通事故死傷人數，即當

年道路交通事故死傷人數/當期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件數。 

参、本縣 107 年道路交通事故概況 

一、本縣107道路交通事故整體概況 

本縣 107年交通事故發生 A1類 8件（其中死亡 8 人、受傷 3 人）；

A2類 739件（受傷 980人），總死傷人數 991人，其中男性 497人，

占 50.15%，女性 494人，占 49.85%（如表ㄧ及圖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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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本局交通警察隊 

二、各管轄分局道路交通事故概況 

  (一)金城分局下轄金城派出所、金寧分駐所及烈嶼分駐所。所轄金

城鎮為本縣行政集中區，亦為重要的都會區，人文薈萃之地，

人口數占全縣人口總數比例近35%；金寧鄉鄰近金城鎮，形同共

同生活圈，轄內道路類別多為市區道路及村里道路；道路型態

多為交叉路、直路；為人口、車輛密度最高之區域，因此道路

交通事故較多。轄內發生A1類7件（死亡7人，受傷2人），A2類

571件（受傷759人），合計發生578件、死傷人數768人，其中男

性382人，占49.74%，女性386人，占50.26%。 

  (二)金湖分局下轄金湖派出所、金沙分駐所及烏坵駐在所。所轄幅

員較大、風景怡人，轄內觀光景點甚多，轄內道路類別亦多為

市區道路及村里道路；道路型態多為交叉路、直路、彎路。車

輛行駛速度快，道路交通事故風險亦高，轄內發生A1類1件（死

亡1人，受傷1人），A2類168件（受傷221人），合計發生169件，

死傷人數223人，其中男性115人占51.57%，女性108人占48.4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BD%E6%9C%83%E5%8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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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縣 107 年道路交通事故態勢分析 

    為分析本縣 107年道路交通事故之各項特性，找出防制重點，以

下就本縣道路交通事故統計資料，就「肇事原因」、「肇事車種」、「肇

事場所」、「發生時間」等面向進行比較分析。 

一、肇事原因 

107年道路交通事故主要肇事原因分析，以「未依規定讓車」361件

為最多，占 35.78%；「未注意車前狀況」250件位居第二，占 24.78%；

「轉彎不當」81件位居第三，占 8.03%；其餘肇事原因依序為「未

保持安全間距」70件，占 6.94%，「應減速未減速」及「酒後駕車」

76件、43件，分占 7.53%，4.26%;「起步未注意其它車輛」47件，

占 4.66%（如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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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各肇事原因後（）內數字係比重排行。 

再以交通事故各主要肇事原因之年增率為橫軸、比率增減數為縱

軸，繪製主要肇事原因散佈圖，其中第Ⅰ象限表示該肇事原因成長

率及比率均增加，形成膨脹之情形；第 II象限表示該肇事原因成長

率減少而比率增加，呈現減少之情形；第 III象限表示該肇事原因

成長率及比率均減少，呈現萎縮之情形；第Ⅳ象限表示該肇事原因

成長率增加而比率減少，呈現增加之情形（如圖二）。 

由資料分析顯示「起步未注意其它車輛」、「未注意車前狀況」及

「未依規定讓車」皆落於第Ⅰ象限，呈現膨脹之情形；「未保持安

全間距」、「酒後駕車」皆落於第Ⅲ象限，呈現萎縮之情形；「應

減速未減速」及「轉彎不當」皆落於第Ⅳ象限，呈現增加之情形。 

 

II I 

III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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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肇事車種 

107年道路交通事故從肇事車種別分析，以「機車」817輛最多，占

58.95%，「自用小客車」392輛位居第二，占 28.28%，「小貨車」

86輛位居第三，占 6.21%（如圖三）。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本局交通警察隊 

 

肇事車種以「機車」發生比率最高，主要是因為機車停車便利性較

高且容易穿梭於車陣，具有高機動性及使用率頻繁所致，而該類型

車輛使用者又以年輕族群比例較高，其中國立金門大學學生及來金

旅遊觀光人口亦占有一定比例，且均因不諳本地路況，導致肇事比

例提高。再者，由於機車車輛增長快速，道路面積有限，機車族群

行車空間漸受限制，且於市區道路行駛速度過快，常常未能保持行

車安全間距而肇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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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肇事場所 

為分析肇事場所之特性，以下謹就 107年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場所，

從「肇事道路類別」、「肇事道路型態」、「易肇事路段（口）」等面向

進行比較分析。 

 (一)肇事道路類別 

本縣 107年道路交通事故以道路類別進行比較，以「村里道」

516件為最多、「市區道路」204件位居第二、「鄉道」145件位

居第三，「其他道路」140件位居第四（如圖四）。 

「村里道路」因相對較狹窄，如車輛未注意其它車輛時，易造

成路口碰撞，碰撞風險高；本縣鄉道多，車輛少時，因車速快，

駕駛人常未能保持行車安全距離、間距，且通過路口未減速，

導致肇事風險提高。對於市區違規停車應即時取締，促進市區

交通車流順暢避免車輛碰撞風險；宜在易肇事路段加強設置移

動式測速照相設備，提醒駕駛人在路段減速並通過路口。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本縣交通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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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肇事道路型態 

本縣 107年道路交通事故就道路型態別分析，以「交叉路」579

件為最多，「直路」322件位居第二，「彎曲路及附近」64件位

居第三、「圓環」44件位居第四（如圖五）。 

由以上數據可知交叉路口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風險於各道路型態

中最高，可對於交叉路口之交通號誌及路面標線之佈設，全盤

檢視，如有設計不良或不週延處應通報主管機關檢討改善，並

做最妥適之動線規劃設計，且針對易肇事路段（口）宜設置警

示標誌與明確告知駕駛人提高警覺，維持安全行車速度並小心

經過路口，或於巷道口加裝反射鏡面以輔助駕駛人及路人通過

交叉路口以保障人車安全，降低道路交通事故。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三)易肇事路段（口） 

本縣107年肇事路段（口）為「桃園路段」、「民生路段」、「九

井路段」、「黃海路段」、「民權路段」、「瓊安路段」、「環北一段」、

「湖埔段」、「伯玉路一段」、「伯玉路二段」等十處，其中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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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路段」A1類1件及A2類73件共計74件，造成1人死亡，88人受

傷為最多，「環北一段」A1類1件及A2類58件共計59件，造成1

人死亡，74人受傷位居第二，「伯玉路一段」A2類44件，受傷

60位居第三，「民生路段」A1類1件，A2類38件，共計39件，造

成1人死亡，49人受傷位居第四，各處肇事路段（口）肇事件

數及其傷亡情形(如表三)。 

四、肇事時間 

金門縣 107年道路交通事故肇事發生時間以每 2小時統計結果以

「16-18時」194件為最多，其次為「18-20時」142件位居第二，

「10-12時」及「12-14時」134件及 129件位居第三、四。另道路

交通事故發生時間以日、夜間分析，日間(6時-18時)發生道路交通

事故 725件占 71.9%，夜間(18時-6時)發生 284件占 28.1%；日間

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之機率為夜間的 2.55倍(如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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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資料統計顯示「8-10時」、「10-12時」、「12-14時」、「16-18

時」為上、下班尖峰時段或上班午休時段，會出現較高的車流量，

肇事件數高達 725件，占逾 7成比例，因此，加強員警執行尖峰時

段交通指揮及疏導整理工作，落實交通指揮勤務，應可預防交通事

故發生，進而降低傷亡人數。 

伍、執法績效 

ㄧ、舉發違規件數 

107年金門縣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共計 12,055件，較 106

年增加 2,231件(增加率 22.71%)，較 105年增加 3,089件(增加率

34.4%)(如圖七)。 

隨著社會型態轉變，經濟蓬勃發展，使家戶擁車比率逐年提升，交

通工具的普及提升人民行之機動性，然而違規停車卻成為市區嚴重

交通問題之一，不但造成交通秩序混亂，同時也影響來往車輛及用

路人的安全。本縣自 105年起舉發件數大幅增加，主因即係自 105

年起，針對違規臨時停車、違規停車、超速行駛、闖紅燈、未繫安

全帶、未戴安全帽、酒後駕車，展開擴大、持續性取締作業及強化

與交通事故發生或傷亡有重要關係之執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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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本局交通警察隊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本局交通警察隊 

二、與交通事故發生或傷亡有重要關係之執法績效 

107年執法績效雖較 106年增加 2,231件(增加率 22.71%)，然執行

取締各類型違規停車之功效僅維持道路車流順暢，與交通事故發生

或傷亡較無直接關聯性，因此，應強化與交通事故發生或傷亡有重

要關係之執法(如表四)。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本局交通警察隊 

件數 占總件數

比率

件數 占總件數比

率

件數 年增率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總件數 12,055 100.00 9,824 100.00 2,231 22.71

危險駕駛各款(16條、18條及43條) 76 0.63 69 0.70 7 10.14

未戴安全帽(31條第6項) 495 4.11 515 5.24 -20 -3.88
駕車使用手持行動裝置(31條之1第1、2

項)
3 0.02 7 0.07 -4 -57.14

酒醉駕車各款(35條) 268 2.22 291 2.96 -23 -7.90

不依規定轉彎或變換車道(48條) 161 1.34 251 2.55 -90 -35.86

闖紅燈(不含紅燈右轉)(53條第1項) 499 4.14 545 5.55 -46 -8.44

表四、金門縣近2年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與交通事故發生或傷亡有重要關係

                        年別

                     項目

   舉發違規原因

107年 106年 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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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表四之交通舉發違規分析，以「闖紅燈（不含紅燈右轉）」499

件為最大宗，占總件數 4.14%，較 106年減少 46件(年增-8.44%)；

其次為「未戴安全帽」495件占總件數 4.11%，較 106年減少 20

件(年增率-3.88%)；「酒醉駕車各款」268件位居第三，占總件數

2.22%，較 106年減少 23件(年增率-7.9%)；接序為「不依規定轉

彎或變換車道」161件占總件數 1.34%，較 106年減少 90件(年增

率-35.86%)；「危險駕駛各款」76件占總件數 0.63%，較 106年增

加 7件(增加 10.14%)；「駕車使用手持行動裝置」3件占總件數

0.02%，較 106年減少 4件(年增率 -57.14%)。 

陸、本縣近五年道路交通事故趨勢 

ㄧ、歷年肇事率趨勢演變 

統計各年肇事件數配合期中登記車輛數計算近五年肇事率，以 106

年 0.93%較低，104年及 105年持平，107年又升至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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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103年肇事件數與肇事率為基期觀察趨勢演變 

將肇事件數與肇事率各以 103年數據為基期換算後，進行比較觀察

本縣近五年道路交通事故狀況演變情形，104年以後肇事件數肇事

率同時逐年攀升，到 106年肇事件數趨緩但肇事率反升，107年最

高（如圖八）。 

 

 

 

 

 

 

 

三、歷年每日發生件數及每件死傷人數 

本縣近五年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每日發生件數以 103年 2.07件為最

低，自 103年起逐年攀升至 105年達 2.56件，106年有減緩，107

年又日益升高。近五年每件死傷人數介於 0.98人至 1.14人之間，

以 107年 0.98人為最低，103年 1.14人為最高（如表六及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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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綜合分析 

    隨著社會發展，本縣機動車輛登記數由 103年 82,644輛成長至

104,868輛（107年底），四年增加了 22,224輛，平均每年增加 5,556

輛，成長速度快，相對提高了行車安全的風險。本縣 107年交通事故

經以上分析可知： 

ㄧ、主要肇事原因前三位，以「未依規定讓車」361件為最多，占35.78%，

「未注意車前狀況」250件位居第二，占24.78%；「轉彎不當」81

件位居第三，占8.03%，呈升高之情形；「未保持安全間距」70件，

占6.94%，「酒後駕車」43件，占4.26%呈減緩之情形;其餘肇事原

因所占比率為8.03%，「應減速未減速」及「起步車未注意其它車

輛」為76件及47件，分占7.53%及4.66%。 

二、肇事車種前三位，以「機車」817輛最多，占58.95%，「自用小客

車」392輛位居第二，占28.28%，「小貨車」86輛居第三，占6.21%。 

三、肇事場所以「肇事道路類別」區別，以「村里道」516件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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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道路」204件位居第二，「鄉道」145件位居第三、「其他」

140件位居第四；若以「肇事道路型態」區別，以「交叉路」579

件為最多，「直路」322件位居第二，「彎曲路及附近」64件位居

第三；肇事路段（口）為「桃園路段」、「民生路段」、「九井

路段」、「黃海路段」、「民權路段」、「瓊安路段」、「環北

一段」、「湖埔段」、「伯玉路一段」、「伯玉路二段」等十處，

其中以「民權路段」一年74件，造成1人死亡，88人受傷為最多、

肇事率最高。 

四、以肇事時間分析，日間 (6時-18時)發生道路交通事故725件占

71.9%，夜間(18時-6時)發生284件占28.1%；日間發生道路交通事

故之機率為夜間的2.55倍。若以每2小時統計結果以「16-18時」

194件為最多，其次為「18-20時」142件位居第二，「10-12時」

134件位居第三，均為上、下午時段。 

五、107年道路交通事故A1類8件，死亡8人、受傷人數3人，A2類739件，

受傷980人，合計發生747件，死傷人數991人，其中男性497人，占

50.15%，女性494人，占49.85%。，每日發生件數為2.76件，每件

死傷人數0.98人，肇事率為每萬輛機動車輛98.2件，高於106年，

顯見本縣防制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尚有進步空間，期待各單位就以上

結構及相關訊息群策群力研擬具體、可行對策，共同為降低本縣交

通事故與肇事率努力，輔以有效作為，以期進而改善本縣之交通秩

序與交通安全，確保民眾享有良好的行車品質與優質的交通環境。 

捌、策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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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本次分析結果，研提以下提升交通安全之相關策進建議，作

為本局未來努力方向： 

ㄧ、改善交通工程設施，提升行車環境安全 

 (ㄧ)全面檢視各交岔路口：依據 107年本轄交通事故肇事原因，以未

依規定讓車 361件為最多，占 35.8%，其中有許多發生在無號誌

交叉路口，為改善無號誌路口交通事故問題，未來將全面檢視轄

內無號誌交叉路口有無佈置劃分幹支道之標誌、標線或號誌設

施，對於未佈設之路口，將提報相關道路主管或養護機關確實佈

設，俾使駕駛人有所遵循。 

 (二)加強易肇事路段及機車事故防制工程：因本縣交通事故肇事車種

及 A1 類交通事故死亡人數以騎乘機車占多數，建請各道路養護

權責單位對於易肇事地點，應加強預告性、警告性及反光標記等

交通安全設施，並檢討道路中央設置分隔、標線設施，減少車輛

於路段中穿越或待轉、迴轉行為；同時評估設置機車專用道、優

先道，路口設置機車 2段式左轉、待轉區及停等區，加強照明、

路側障礙物反光及警示設施等。 

 (三)道路交通危險因子設施改善：未來將由本局各單位進行轄區道路

路面及標誌、標線品質、路樹、雜草影響視線、夜間照明不良(如

路燈故障)等不合理交通工程致影響行車安全之「道路危險因子

調查」，由本局交通警察隊彙整後函請相關權責機關如金門縣政

府觀光處、各鄉鎮公所等單位儘速辦理改善，以提升行車安全。 

二、妥適規劃勤務部署，加強機車違規行為執法 

根據 107年本轄交通事故統計，交通事故發生車種以「機車」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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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為最多，占 58.95%。因此，機車違規行為取締應列為未來重點執

法項目，並針對與事故發生及死傷有相關之重大違規項目，如危險

駕駛各款、未戴安全帽、駕車使用手持行動裝置、酒後駕車、不依

規定轉彎或變換車道、闖紅燈(不含紅燈右轉)等項目加強取締。 

三、建立多方宣導管道，提升交通安全觀念 

 (一)安排適當宣導內容，結合本縣各機關、組織、學校、營區、村里、

社區等，擴大宣導層面，辦理實地及平面廣播、電視、媒體、戶

外電子看板、公車車體等文宣宣導，增強民眾道路交通安全觀

念，以降低肇生交通安全事故。 

 (二)觀光遊客宣導：觀光客停留本縣時間平均約 3 日，請本府觀光處

協助結合相關旅遊業者，在相關旅遊推廣或宣導時加強宣導遊客

道路交通安全資訊，將本縣觀光客相關交通事故情勢與預防遊客

交通事故之資訊併入宣導，提供遊客更安全之旅遊環境。 

 (三)網路社群宣導：利用本局相關單位臉書專頁及其他本地地區性社

群網站，不定時提供相關交通法令、交通事故案例、易肇事路段

口或相關事故統計資料訊息之發布，以宏成效。 

玖、參考資料 

一、交通部統計查詢網 

      http://stat.motc.gov.tw/mocdb/stmain.jsp?sys=100 

二、內政部警政署警政統計查詢網 

      https://ba.npa.gov.tw/npa/stmain.jsp?sys=100 

三、本局交通警察隊編107年道路交通事故統計分析報告。 

http://stat.motc.gov.tw/mocdb/stmain.jsp?sys=100
https://ba.npa.gov.tw/npa/stmain.jsp?sys=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