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輸安全關注議題之目的與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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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一、事後改善 二、防患未然

目的
強化及落實

運輸安全改善建議
警示我國公共運輸
之潛在風險

性質
事故調查所提出之改善

建議
事故調查之延伸及相關
統計資料之趨勢

主要
訴求
對象

一般民眾
相關政府機關
相關業者

相關政府機關
相關業者



109年度運輸安全關注議題：

精進我國貨運業安全管理機制

適用模組：公路

類型：事故調查之延伸及相關統計資料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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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安全關注議題」之成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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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條件 定義 貨運業安全管理 評估

1. 此議題與事
故之關聯性

1. 本會曾提出改善建議
2. 相關研究支持度

1. 和致案之調查發現與改善建議
2.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規範研究報告(運研所) 

2. 此議題現有
預防作為是否
充足

1. 監理機關對此議題之預
防作為不足

2. 營運機構對此議題之管
理作為不足

1. 我國貨運三業安全管理機制仍具精進空間
2. 我國現行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僅強調「營
業大客車」；仍欠缺「營業貨車車輛」、
「貨運業者」、「貨車駕駛員」等風險控
管機制。



3. 此議題再發
機率及嚴重性

1. 此議題存在持續惡化之
趨勢

2. 此議題於國內外事故資
料庫顯示再度導致重大
事故機率高

1. 事故資料顯示貨運業每年死亡事故件數約
194 件、致死率為客運業之 2 倍、無照及
越級駕駛情況嚴重，且涉及較多危險駕駛
行為。

2. 貨運業無照及越級駕駛，危險駕駛行為持
續增加。



4.此議題之建
議是否可行

1. 技術及執行可行性之評
估

1. 訪談相關政府機構及業者 



和致通運QAE-976重大運輸事故

↓

貨運業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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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運業安全管理之挑戰

1. 和致通運案之主要調查發現:

1) 駕駛員酒駕

2) 嚴重超速

3) 駕駛員無照駕駛

4) 業者無法掌握實際執行業務之駕駛員

5) 業者無法有效監督駕駛員之危險行為

2. 延伸調查:

1) 貨運業駕駛員之駕駛行為是否較其他職業駕駛危險?

2) 我國目前對貨運業之安全管理作為?
6



我國長期關注客運業安全，
但貨運業安全問題卻不亞於客運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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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運業每年約涉入194件死亡事故；致死率約為客運業之 2倍



貨運業駕駛相較於客運業駕駛涉入
較多重大違規(相對風險)

1. 駕照管理情形

– 無照及越級駕駛: 10倍

– 駕照遭吊扣或吊照卻仍駕駛: 14倍

2. 違規情形:

– 酒駕失控 5倍、

– 違反號誌標誌標線 1.3倍

3. 事故型態涉及較多不良駕駛習慣: 

– 路口交叉撞 2倍、

– 側撞 1.3倍、

– 自撞 2.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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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勞 無照 酒駕 超速

出車前公司
無進行查核

靠行機制導致業者安全管理、
掌握實際駕駛員名單及其駕駛行為等力有未逮

公司無法掌握個
別駕駛員之風險

屬性

監理機關監管
強度不足

從車主及從業之
監理制度

重大違規
無法有效歸責

個別駕駛員之事
故紀錄無法掌握

以書面資料及事
後查核為主



資訊不對稱與車隊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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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職業駕駛人事故
及違規履歷制度

完備目前汽車運輸業
管理規則及查核方式



安全管理 =政府 +業者 +駕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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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員:

安全駕駛

酒駕

疲勞

超速

危險
駕駛

無照
越級

重大
事故

貨運業需求
逐年成長

重大
事故

業者:

安全管理
系統

政府:

法令及監理:

業、車、人

駕駛員:

安全駕駛



建議精進方向

一、完備現行貨運業管理規則及查核方式
1. 修訂與檢討相關法規

2. 改善監理單位的監管及查核方式

3. 強化貨運業的安全管理及對其所屬駕駛員的管理

4. 貨運業駕駛員的查核與複訓

二、建立職業駕駛人事故及違規履歷制度
1. 推動並強化記點及歸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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