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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 

    改變能夠讓恐懼不再同行 

身為 

大學生年輕族群 
提案 
動機 

因本次參賽團隊成員皆是大學生，常需要騎乘車輛前往學校、

打工場所等地。因此我們對於交通事故更有所感，無論是周遭

同學曾經發生的事故、自己曾經遇到的無妄之災，或是教授向

我們警惕的車禍案件，都讓我們更加注重這個問題。 

在台灣，騎乘機車幾乎是人人都會的技能，但卻非人人皆有

正確的駕駛觀念，導致各種交通事故頻傳，因此藉由此次機

會針對交通事故及交通安全宣導議題進行調查，以此調查數

據結和自身經驗擬定方案，期盼透過改變讓你我在騎乘的路

上不再與恐懼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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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問題 

機車族 多為事故死傷高比例族群 

間接調查/105 年 A1 類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總死亡人數  
1,604 人 

57.86％ 
105年18 歲以上，各年齡騎乘機車死亡者 

占道路交通事故總死亡人數比重。 

18-20 歲 20-30 歲 

68.28％ 

73.36％ 

84.71％ 

30-40 歲 

騎乘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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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問題 

機車族 多為事故死傷高比例族群 

其中又以年輕族群為交通事故死亡高風險族群 

間接調查/105 年 A1 類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14% 
 

「18-24歲」年輕族群 

佔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依交通部統計資料顯示105年、106年

A1類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依年齡分

類，18-24歲年輕族群，佔每年交通事

故死亡人數平均維持在14%。 

 

如果可以有效降低年輕族群交通事故傷

亡率，將可對國家人才培育及人力資源

投資與國家發展提供相當成效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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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問題 

現行 機車考照項目及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內容不夠靈活 

儘管在105年，筆試方面新增了附圖片

的情境題，但也只是空在紙上的平面

圖畫，要考驗駕駛者當場的反應仍顯

不足。 

自102年9月起，初次報考機車駕照者，

考取駕照後，都須上「道路安全講

習」，但講習內容及演講方式較為死

板，讓許多人即便聽過也仍無法深刻

記住。 



7 

現況
問題 

針對年輕族群交通事故傷亡宣導成效不佳 

這支宣導年輕機車族正確駕駛的影

片 ， 在 今 年 8 月 10 日 上 傳 至

Youtube，直至8月26日為止仍只

有208次觀看人數，在推廣方面明

顯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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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問題 

機車族肇事的六大項原因(含24歲以上) 

間接調查/105 年 A1 及 A2 類機車肇事件數 

據交通部警政署數據顯示 

機車肇事的六大項原因中有五項都風險意識有關 

未依規定讓車      26,384 件 

未保持安全距離  14,177 件 

轉彎不當                 15,477 件 

違反號誌管制         14,121 件 

起步時未注意     3,873 件 

酒後駕車       3,668 件 

以上問題皆是間接造成機車族肇事原因。 

因此為了解18-24歲年輕族群的想法，團

隊針對事故原因、考照內容、宣導及現行

政策這四方面進行量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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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問題 

經問卷調查發現駕駛觀念及風險意識仍不足 

直接調查/於年輕族群高使用率的網路平台發放問卷 

年輕族群事故原因比例  

未保持安全距離     28.5% 

未注意車前狀況        18% 

未依規定讓車      13.3% 

轉彎轉向不當           9.5% 

逆向行駛       6.6% 

違反號誌管制     4.7% 

政府對「年輕族群交通事故傷亡」進行宣導  

有高達48.7%表示不知道政府有針對年輕族群交通事故進

行宣導，這裡頭又有37%的人認為政府宣傳不夠力，此

外對於以往接觸過的宣導沒有印象的人也有37%，由此

可得知政府在宣導方面可能都無直接觸及到目標對象以

及內容可能較無趣讓人印象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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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問題 

經問卷調查發現駕駛觀念及風險意識仍不足 

直接調查/於年輕族群高使用率的網路平台發放問卷 

現行機車考照制度  

雖目前認為現行考照制度已完善者有33%，但

仍有83%人表示還有地方需改善，其中民眾認

為最需改善的項目為路考>道安講習>筆試。 

 

多數人表示考試內容太過簡單、不夠生活化，

而道安講習則是有許多人認為沒人在聽、應要

增強法規及駕駛正確觀念及風險意識等議題。 

 

現行政策 -公車進校園想法  

問卷中有高達68%人表示不知道政府有

推行此政策，但對於此項政策大多數人

都表示不錯、有吸引力、想嘗試等想法。

可惜的是，今年卻無任何一家學校申請

公車進校園，甚至有兩間學校退出，原

因是申請後需向政府報告校內學生車或

情況等後續行動，因此若要更加強推行

方面可能要有更多配套措施。 



現行機車駕照考核 修正方案 構想 
策略 

影像情境路考 
模擬生活情境、路況 

取得駕照 

 

提前進行 

講習內容加進
筆試考題 

電腦筆試 
基本法規 

機車路考 
基本操作 

交通安全講習 
安全駕駛觀念 

強化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內容，加強對法規及路

權的了解並增添風險意識、防禦駕駛觀念，並

將講習內容融入筆試，降低可能的事故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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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現行情境圖片題改為情境影像題，以第一

視角讓考生了解騎車時的實際路況。 構想 
策略 

筆試考題新增 

情境式影像題型 

測驗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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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缺乏真實臨場感 

X   受限於圖片與文字 

測驗過程必須發現並排除影片中潛藏的危

險情境，並限制作答時間，考驗受測者當

下的即時判斷，強化防禦駕駛觀念。 
本團隊調查問卷中，70.4%表示 
影像情境題對於試驗有正面幫助 



據本團隊問卷調查顯示，有43%人在

網路平台上看過交通宣導，而填寫問

卷的人中表示以網紅、Youtuber合作

最吸引他們主動觀看，其次則為網路

廣告。 

因此團隊希望未來針對年輕族群的交

通宣導方式，多以網紅合作先讓年輕

族群引起興趣，進而達到目標直接觸

及。 

 

此外，廣告投放地點更可多增設在捷

運車廂廣告、燈箱廣告，並與年輕族

群較喜歡的議題相結合，促使年輕族

群願意拍照打卡上傳，增加曝光。 

 

構想 
策略 

宣傳管道 

網路媒體/大眾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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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年輕族群意接納 

v   不受限於傳統媒體 

v   目標客群直接觸及 



沉浸式體驗能模擬實際上路的狀況，同

時從中認知行車安全的重要。 

 

測後可記錄、檢驗自我駕駛行為，察覺

潛在的駕駛習慣，也讓新手駕駛先體驗

騎機車時的手感及路感，消除實際上路

時的緊張情緒。 

構想 
策略 

在高事故率及機車最多的縣市設置 

MR 情境體驗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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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問卷調查公車進校園政策，學生

族群表示他們最在意公車的時段班次、

價格及停靠路線。 

因此，學校建議向學生募集最常去的

地點，並形成一條學生專線，可增加

學生有更高的主動意願搭公車，有人

搭車後才能較易增加班次安排，進而

壓低票價。 

構想 
策略 

現行政策 

公車進校園修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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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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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一年內） 

中期（三年內） 

長期（十年內） 

初期主要以修正道安講習內容並將講習挪到筆試前聆

聽，以及加強網路平台的安全宣導為主，讓大眾逐漸

習慣試前聽講加強正確駕駛觀念。 

中期加入影像新考題及講習內容題，同時逐一在高車

禍率的高雄、台中、新北及高機車率的屏東監理所設

置MR裝置，讓民眾在路考前也能體會實際上路感。 

長期目標透過考題改變及高頻率的宣導，有效降低年

輕族群交通安全事故的發生率，讓年平均因交通事故

死亡的年輕族群由14%降至8%。 



01  可整合 危險路段 地圖，提供給鄰近學校學生 

02  可分析多數考生易誤判之路況，加強交通安全教育 

預期 
效益 

對於社會（年輕人） 

01  提高行車 風險意識 與 安全觀念 

02  有效認知新的事故案例，並自行警惕 

03  降低車禍事故發生 

對於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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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考題的修正，讓駕駛者能在上路前就先打好基底，面對

實際上路也能擁有正確的行車觀念，同時也增強風險意識能

力，讓年輕族群在騎乘機車的同時能夠預先警覺並採取避免

發生危險之預防性措施，以保障自己與其他用路人安全。 

加強年輕族群的 

行車觀念及風險意識 

預期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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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以年輕族群較易接受的宣傳管道及方式，有效提醒年輕

人在騎乘機車時需要注意的危險，也有效加強修正後的行車

觀念，透過有影響力的人一起影響身邊的駕駛者，一同降低

年輕族群的交通事故率。 

期有效降低 

年輕族群交通事故率 



對應機關 

交通部公路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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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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