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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 景 
Background 

世界衛生組織 2004 年的報告指出「道路交通事故傷害為重要但被忽略

的全球性公共衛生議題」，而行人既為脆弱用路人，在私人機動運具數量增

加趨勢下，其安全卻持續被忽視 1。2022 年臺灣在道路交通事故發生 30 日

內死亡（後簡稱「30 日死亡」）者有 3,064 人，其中 394 人為行人、271 人

為 65 歲以上高齡行人。近年備受關注的許多行人交通事故也顯示，按照號

誌走著供行人穿越車道的路徑，仍無法完全迴避嚴重傷亡。 

  材料與方法 
Materials & Method 

  研究結果 
Results 

  結 論 
Conclusion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法概述 

本研究欲透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法實施前後三個月與去年同

期行人相關事故死傷率之變化，評估其對改善行人安全之短期成效。  

˙ 2023 年 4 月 14 日三讀通過、6 月 30 日開始實施。 

˙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之範圍原有「行人穿越道」，擴大納入「其他

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 134 Ⅰ），且

最高罰鍰由 3,600 元提高至 6,000 元。 

˙汽車駕駛人因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而肇事致人傷亡之罰則。 

˙開放民眾檢舉汽車駕駛人「行近未設行車管制號誌之行人穿越道不減

速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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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未停讓行人罰鍰對改善行人安全之短期成效 

1.本研究中三種行人相關事故型態 30 日死亡率、受傷率等六指標之 

 (1) 7-9 月較 4-6 月之增減率： 2023 年均低於 2022 年； 

 (2) 2023 年與 2022 年同期比較之增減率： 7-9 月均低於 4-6 月； 

 顯示提高未停讓行人罰鍰短期內對行人安全有改善效果。 

2.實施後三個月相較於實施前三個月，行人相關事故之 30 日死亡率增加、

受傷率減少。 

3.實施後三個月相較於去年同期，行人相關事故之 30 日死亡率減少、高齡

行人事故受傷率亦減少，行人事故及行人路口事故受傷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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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行人事故 在道路上行走的用路人發生之道路交通事故。 

行人路口事故 於路口發生之行人事故。 

高齡行人事故 65 歲以上高齡者發生之行人事故。 

4.行人路口事故改善狀況不比行人事故明顯，顯示欲改善行人安全尚需更多

面向的政策介入，且行人路口事故之預防仍須強化。 

1.行人相關事故 30 日死亡率之增減率降低。 

2,較實施前三個月 30 日死亡率增減率：行人路

口事故 (+13.3%) 較行人事故 (+18.4%) 低。 

3.較去年同期 30 日死亡率增減率：行人路口事

故 (-11.4%) 較行人事故 (-13.4%) 下降得少。 

提高未停讓行人罰鍰上限後， 
行人相關事故 30 日死亡率之變化 

1.行人相關事故受傷率之增減率降低。 

2,較實施前三個月受傷率增減率：行人路口事故 

(-3.3%) 較行人事故 (-3.8%) 下降得少。 

3.較去年同期受傷率增減率：行人路口事故 

(+11.7%) 較行人事故 (+9.4%) 高。 

提高未停讓行人罰鍰上限後， 
行人相關事故受傷率之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