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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汽車駕駛人及車輛持續增加，使得交通安全逐漸視為重要課題，除車輛

安全外，汽車駕駛人之培養及訓練近期亦受到交通單位的重視，我國普通小型車

新手駕駛 9成以上來自於駕訓班訓練，透過駕訓班完整訓練取得駕照之新手駕駛，

其後續違規及肇事部分，是否有符合駕訓班設立之目的「瞭解交通法令、促進道

路交通安全」。本研究透過迴歸分析構建適合的交通違規及肇事衡量法則，將適

合的因素利用整理成模擬情境，獲取資料後進行模式校估，以瞭解駕駛人特性與

交通違規、交通肇事的關聯性。本研究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初考領普通小型

車新手駕駛後續交通違規及肇事分析，探討各敘述統計特性。第二部分透過文獻

回顧及探討，尋找與交通違規及肇事有關的變數。第三部分嘗試以卜瓦松迴歸及

負二項迴歸模式建構普通小型車新手駕駛之交通違規及肇事之迴歸模式，結果發

現，初考領普通小型車駕駛人交通違規迴歸模式中，呈現顯著的變數有年齡、性

別、有駕駛訓練經驗者及已先取得機車駕照者，其中年輕之新手駕駛、男性之新

手駕駛及已先取得機車駕照之新手駕駛，其交通違規情形較高，另有駕駛訓練經

驗之新手駕駛，其交通違規情形較低。另初考領普通小型車駕駛人交通肇事迴歸

模式中，呈現顯著的變數有性別、已取得機車駕照及違規次數，男性、已取得機

車駕照及違規次數較多之新手駕駛，其交通肇事情形較高，另負二項迴歸相較於

卜瓦松迴歸對於新手駕駛違規及肇事有較佳的配適度。所得資訊可供公路主管機

關、公路監理機關及警政機關等單位作為未來政策制定參考。

關鍵字：交通違規、交通肇事、駕駛訓練、卜瓦松迴歸、負二項迴歸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我國自用小客車車輛及普通小客車駕駛人數均逐年攀升，顯見我國民眾

駕駛自有車輛需求仍續增加(見圖 1、2)。另在駕駛人考取駕照部份，我國新

手駕駛 9成 7來自駕訓班(見圖 3)，可見駕訓訓練對於我國新手駕駛影響甚大，

各駕訓班教學情形差別亦可能對於新手駕駛造成不同影響，駕訓班係以培養

優良之汽車駕駛人，增進駕駛技術與保養車輛能力、瞭解交通法令、促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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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交通安全為目的，對於我國新手駕駛之培養佔有不可忽略的一環。

除駕訓經驗外，亦探討駕駛人特性與交通違規、交通肇事的關聯性，希

望藉由分析普通小客車新手駕駛取得駕照後，其交通違規及交通肇事的變化

情形，確認駕駛人特性對於交通違規及肇事的影響，以作為我國駕駛訓練精

進之參考。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與範圍如下：

1.以 104年駕訓班結訓學員及自行至當地監理機關報考之初考領普通小

客車駕照之駕駛人為研究標的，並透過公路監理系統挑檔其駕駛人及交

通違規資料，並輔以 A1、A2交通肇事資料，追蹤其取得駕照後 2年內

交通違規及肇事資料。

2.以臺北市小客車為主要的探討對象範圍，目前臺北市取得普通小客車

駕照方式為參加駕訓班及自行至監理機關報名考照兩種，其中 104年度

臺北市駕訓班計 9間，監理機關僅臺北市區監理所士林監理站受理報名

考照。

二、文獻回顧

2.1 駕訓班經營及教學特性相關文獻

楊舜棠(2007)以 RASCH模式，透過架構之駕駛行為量表，來衡量駕訓教

育前後學員道路駕駛行為之改變，了解學員參加駕訓班前後對於駕駛態度、

駕駛技巧及偏差駕駛行為之變化。其研究結論為：1.駕訓教育前後駕駛之態

度而言，以法規態度與風險認知之平均能力成長最多。2.駕訓教育前後對於

其他用路人之尊重較無明顯成長。

林文華(2010) 採配額選樣(Quota sampling)，在雲林、麻豆、台南、嘉義

市監理站筆試室及道安講習室現場分發問卷，計有效問卷 638份。蒐集駕駛

人對於現行對考照制度與駕駛訓練教育之認知與看法，瞭解是否有增進行車

安全之功能、瞭解駕駛訓練教育有無落實及對行車安全有無幫助。其研究結

論為：

1.參加小客車考照之應考人，主要是以年齡在 30 歲以下，學生族群為

主。

2.駕駛人均認同駕訓班學科課程時數規劃，可增進行車安全及符合學

員需要，然而普遍有缺課的情形。3.駕駛人均認同駕訓班術科課程

時數規劃，可增進行車安全及符合學員需要，然而普遍有缺課的情

形。

張新立、王建仁等(2003)研究探討駕訓班經營與教學品質良窳，將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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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駕駛人在車輛操作與安全行駛之行為。該研究主要係針對國內駕訓教育

學科與術科訓練缺失問題與提出改善建議。對於駕訓教育學科問題，在於學

員素質參差不齊、無法強制上課，導致學科到課率低。研究建議學科訓練應

朝向重視教學過程之目標，強調學員到課率與課程執行率。對於駕訓教育術

科問題，在於教學缺乏彈性，教學場地與實際道路差異甚大，採記憶式口訣

教法，致教學流於公式化。研究建議訓練場地規劃上應設置符合實際道路路

況之場地設備。同時也可考量增加道路駕駛時數與強制夜間駕駛訓練，以其

對學員未來駕車上路增加信心與技術，減少事故發生。

2.2 交通違規及肇事分析之相關文獻

黃振烜(2014)蒐集 99 年臺北市 A1 事故及 A2 事故所有第一與第二當事

人及其違規資料，並以卡方檢定，檢定性別與肇事、年齡與肇事、違規紀錄

與肇事之關聯性。研究結論為：1.年輕族群及男性肇事比率偏高。2.違規次數

與受傷程度呈負相關，3.違規次數與肇事因素關聯甚高。

Chapman (2014)利用卜瓦松回歸模型比較 16至 35歲的加利福尼亞新手

駕駛員，實施 GDL(graduated driver licensing)制度前後，其肇事率和交通違規

率的總體率和其樣態。研究結論為：1.年輕的新手駕駛其肇事率在取得駕照

的頭幾個月內最高，並在接近一年後迅速下降並在隨後的幾年中持續緩慢下

降。2.16至 17歲的新手駕駛的違規行為在獲得執照後穩步增加，直到他們年

滿 18歲；其他年齡層的新手駕駛交通違規率則在取得駕駛後的第一年中最

高。3.花費較少時間學習駕駛的新手駕駛員在取得駕照後會有更高的肇事風

險。4.新手肇事率在取得駕照的第二個月或第三個月才出現高峰，推測是因

為，新手駕駛需要一些時間才能獲得車輛，或是允許駕駛車輛。

McCartt (2003) 挑選康乃狄克州、德拉威州、紐澤西州和紐約州 11所公

立高中，以問卷及電話訪問追蹤 1992年入學之學生直至學生 3年後畢業，並

檢視新取得駕照之年輕駕駛其駕駛經驗與車禍或交通違規之關係。研究結論

為：1.駕駛風險在緊接於取得駕照後的時期較高。2.在校成績較高和較多家長

管制的年輕駕駛，可延後第一次發生車禍的時間，男女的車禍率相當但男性

較容易接到交通違規罰單。3.大多數發生車禍的年輕駕駛先前並無交通違規

的紀錄。

Gonzales (2005) 使用美國死亡分析報告系統(Fatality Analysis Reporting
System, FARS) 探討科羅拉州發生死亡車禍在人口統計特質、車禍特性與駕

駛行為的不同。研究結論為 1.年輕駕駛需要為其車禍負擔相當之責任，因其

有較高尋求風險的駕駛行為。2.年輕駕駛常涉入單一車輛事故。

Zhang等人(2013)分析事故及違規資料，發現駕駛者性別為最主要因子；

整體而言，男性駕駛人交通違規比例顯著高於女性，駕駛者年齡及經驗亦顯

示交通違規機率差異，年輕駕駛人、新手駕駛人(2年以下駕駛經驗)及駕駛經

驗豐富之駕駛人有較高交通違規機率、男性及低於 6年駕駛經驗之駕駛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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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交通違規風險。

林芝嶸(2011) 利用問卷方式探討小客車危險駕駛行為是否會受到機車

駕駛經驗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有機車駕駛經驗之駕駛人比無機車駕駛經

驗之駕駛經驗者，較易有小客車危險駕駛行為，建議政府應加強機車交通安

全宣導以及機車考照之駕駛訓練，以降低駕駛之惡習之轉移。

2.3 肇事及違規次數研究方法之相關文獻

Abdel-Aty (2000) 歸納過去文獻發現，若使用一般的線性迴歸模式很可

能導致結果有偏誤，故運用卜瓦松模式、負二項模式預測公路肇事次數是目

前較為可靠的方法，文中研究資料共蒐集 1606筆事故資料，自佛羅里達州三

年來的統計，模式結果顯示公路年平均交通量(AADT)、水平曲線度數、車道

數、路肩寬、路段長度皆顯著的影響車禍發生次數，另外也在駕駛人口學之

變數(包括年齡、性別等)做研究對象的變化，研究結果包括在高交通量、多

車道的區段，女性駕駛較容易發生事故；男性駕駛容易在高速行駛情境下發

生車禍；高交通量、少車道的情況下，年輕及年老駕駛容易發生車禍。

Famoye等(2004)認為一名傾向安全的汽車駕駛，必頇要有良好的專注力，

故蒐集美國阿拉巴馬州 65歲以上的駕駛資料，研究影響駕駛事故頻次的影響

因子，其解釋變數包括社經背景變數(性別、教育程度、人種等)、駕駛習慣(開
車品質自評、開車頻率、使用高速公路頻率)、藥物使用習慣(血壓藥、心血

管藥)等，探討以上的駕駛變數對於車禍次數之影響力。使用卜瓦松迴歸

(Poisson regression)模式。有使用特定心血管藥物(calcium channel blockers)的
年長駕駛者其車禍發生率顯著的減低 34.5%。另外，該研究的過度離散參數

檢定以及模式適合度檢定都顯示出一般化卜瓦松迴歸模式比其他模式較佳。

研究結果發現有使用降血壓藥物、開車品質自評低、開車頻率、體力、使用

高速公路頻率等變數，顯著的影響年長駕駛者的車禍頻率。

Lee et al.(2002)採用零膨脹卜瓦松模式(Zero Inflated Poisson)研究澳洲地

區年輕汽車駕駛的肇事因素。研究成果顯示：駕駛者的信心指數以及領取正

式駕照前的開車次數，顯著的影響駕駛肇事次數，且年輕新手駕駛在取得駕

照一年內期肇事次數偏高。最後也建議其他研究者未來做相關研究時，能夠

先考量實際的肇事次數分配，若樣本資料呈現過多的零次觀察值時，使用 ZIP
以及 NB模式會比卜瓦松模式來的合適。

三、研究方法

3.1 迴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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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違規及肇事的因果分析參考過去文獻回顧大部分會使用迴歸分析模

式，如應變項（Dependent variable）是連續變項且（Continuous）符合常態分

佈的話，就使用一般線性迴歸（Linear regression）。如果應變項不是連續變項，

是二元的（Binary）、順序的（Ordinal）、超過 3類的名目變項（nominal variable
with categories≧3）、以及計數型（Count data），則使用「廣義線性模式」。

交通相關的資料常屬於計數型資料(Count data)是非負整數值，一名駕駛

一段期間內使用 ETC次數、一個地區每年的違規及肇事次數。在處理此類的

資料時，常會誤將計數資料認為是連續資料，並且用一般線性迴歸模式去建

構模式。因為一般線性迴歸模式適用於正整數以及負整數兼具的資料，因此

用一般線性的迴歸模式去構建計數資料會不一致。

構建計數型迴歸，參考過去文獻回顧常使用的方法為卜瓦松迴歸(Poisson
Regression Model)、負二項迴歸(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其中卜瓦松

迴歸在各種研究領域中早已被普遍的使用。像是一些事件發生數稀少的計數資

料，如交通肇事次數、公司製造不良率等等。但卜瓦松迴歸的假設必須符合"
樣本平均值與變異數相等"的條件，樣本應變數 Y必須服從卜瓦松分配，惟

計數型資料可能是由不同的子群體組成，造成母體有異質性，使得資料呈現

出過度離散(Over-dispersion)的情況，所以當資料的變異數明顯的大於平均數

時，使用卜瓦松迴歸可能低估了樣本的變異程度。

綜上，本研究以卜瓦松迴歸模式(Poisson Regression Model)及負二項迴歸模

式(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做為研究方法。首先將構建適合的交通肇

事與違規衡量法則，擁有恰當的衡量方式後，將適合的因素利用整理成模擬情境，

獲取資料後以卜瓦松迴歸模式及負二項迴歸模式進行模式校估，以瞭解駕駛人特

性與交通違規、交通肇事的關聯性，並比較兩個回歸模式之差異。

3.2 模式檢定

當建立複雜之迴歸模型後，可依 AIC 準則 (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可以當作一種判斷模型適合度的選擇 (trade off)，AIC 準則是由

Hirotsugu Akaike(1974)所提出，用於比較兩模型之間的適合度，取 AIC 值較

小者為佳，其數學式為:AIC=2k-2ln(L)其中 ln(L)為概似函數， 表示模式中所

納入的變數個數，做為懲罰項目，越多 AIC值越大。

3.3 變數假設

3.3.1 新手駕駛人交通違規因素假設

以下將分別討論這些變數在先驗知識上，以及國內外理論文獻所提及的

重要交通違規因素，假設這些變數與初考領普通小客車駕駛「交通違規」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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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次數之間的相關性：

1.年齡：根據相關違規文獻記載，普遍認為年輕新手駕駛人發生交通

違規明顯高於年紀較大的新手駕駛，在許多已開發國家，已經得到

相關的結論，因此整體而言，我們可以預期在新手駕駛中，較年輕

者，對於交通違規事件發生的機率有正向的影響。

2.性別：研究文獻指出，男性是發生交通違規的要角，人數遠高於女

性駕駛，以機率來說，通常也比較大，我們可以預期在新手駕駛中，

男性新手駕駛，對於交通違規事件發生的機率有正向的影響。

3.駕訓班訓練經驗： 研究文獻指出，參加駕訓班應可有效提升法規態

度，相對遵守交通法規，其違反交通法規機率應較小，我們可以預

期駕訓班結訓之新手駕駛，對於交通違規事件發生的機率有負向的

影響。

4.已先取得普通重型機車駕照： 研究文獻指出，有機車駕駛經驗之駕

駛人比無機車駕駛經驗之駕駛經驗者，較易有小客車危險駕駛行為，

推測應較容易有交通違規情形，我們可以預期先取得機車駕照之小

客車新手駕駛，對於交通違規事件發生的機率有正向的影響。

3.3.2 新手駕駛人交通肇事因素假設

以下將分別討論這些變數在先驗知識上，以及國內外理論文獻所提及的

重要交通肇事因素，假設這些變數與初考領普通小客車駕駛「交通肇事」發

生次數之間的相關性：

1.年齡：根據相關交通肇事文獻記載，普遍認為年輕新手駕駛人發生

交通肇事明顯高於年紀較大的新手駕駛，在許多已開發國家，已經

得到相關的結論，因此整體而言，我們可以預期在新手駕駛中，較

年輕者，對於交通肇事事件發生的機率有正向的影響。

2.性別：研究文獻指出，男性是發生交通肇事的要角，人數遠高於女

性駕駛，以機率來說，通常也比較大，我們可以預期在新手駕駛中，

男性新手駕駛，對於交通肇事事件發生的機率有正向的影響。

3.駕訓班訓練經驗：研究文獻指出，參加駕訓班與否，對於風險認知

能力成長最多，其發生交通肇事機率應較小，我們可以預期駕訓班

結訓之新手駕駛，對於交通違規事件發生的機率有負向的影響。

4.已先取得普通重型機車駕照： 研究文獻指出，有機車駕駛經驗之駕

駛人比無機車駕駛經驗之駕駛經驗者，較易有小客車危險駕駛行為，

應較容易有交通肇事情形，我們可以預期先取得機車駕照之小客車

新手駕駛，對於交通肇事事件發生的機率有正向的影響。

5.違規次數： 研究文獻指出，交通違規次數較多者，應較容易有交通

肇事情形，我們可以預期駕違規次數較多之新手駕駛，對於交通肇

事事件發生的機率有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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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整理與分析

4.1 初考領小客車駕駛人資料分析

本研究整理 104年度臺北市初考取普通小客車駕照駕駛人特性，表 1整
理初考取普通小客車駕駛人資料特性，臺北市地區駕駛人考驗業務均由士林

監理站執行辦理，另公路監理系統至 103年度中期首度將駕訓班管理納入系

統內，爰本研究選取 104整年度作為研究範圍，104年度初次考取普通小客

車駕駛執照者計 21,164人，其中男性佔 51.2%，女性 48.8%；年齡分布，為

18歲(7.6%)、19歲(14.8%)、20歲(10.6%)、21~25歲(37.6%)、26~30歲(15.3%)、
31歲(含)以上(14.1%)；駕訓訓練部分約 9成以上至駕訓班參訓(88.9%)，並於

該駕訓班完成原地考驗，僅 1成自行至監理機關報考；在機車駕照持有方面，

較小客車駕照早取得機車駕照者 (55.6%)，較晚或尚未取得機車駕照者

(44.4%)。

表 1初考取普通小客車駕駛人基本資料

變數 特性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0,826 51.2

女 10,338 48.8

年齡

18歲 1,598 7.6

19歲 3,142 14.8

20歲 2,250 10.6

21~25歲 7,965 37.6

26~30歲 3,243 15.3

31歲(含)以上 2,966 14.1

普通小型車駕訓班訓練經驗
有訓練經驗 18,818 88.9

無訓練經驗 2,346 11.1

已先取得普通重型機車駕照
已先取得者 11,769 55.6

較晚或尚未取得者 9,395 44.4

備註 (N=2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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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初考領小客車駕駛人交通違規資料分析

本研究整理交通違規資料特性，104年度臺北市初考取普通小客車駕照

者，追蹤其取得駕照後 2年內交通違規情形，其中違規次數較多之項目依序

為違規停車 744次(25.34%)、未依規定行駛 737 次(25.1%)及未繳停車費 467
次(15.91%)，如表 2

表 2初考取普通小客車駕駛人取得駕照後 2年內交通違規情形

違規項目 次數 百分比(%)

違規停車 744 25.34%

未依規定行駛 737 25.10%

未繳停車費 467 15.91%

行駛超速 410 13.96%

妨礙交通 254 8.65%

未繫安全帶 57 1.94%

行人違規 50 1.70%

酒後駕車 46 1.57%

慢車違規 29 0.99%

乘客未繫安全帶 24 0.82%

未注意周遭 22 0.75%

未禮讓行人 11 0.37%

違規記點 11 0.37%

未參加道安講習 10 0.34%

行車使用手機 9 0.31%

肇事未處置 9 0.31%

拒絕酒測 7 0.24%

肇事逃逸 6 0.20%

未保持行車距離 5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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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項目 次數 百分比(%)

肇事使人受傷 5 0.17%

吸毒駕駛 4 0.14%

肇事使人受傷逃逸 4 0.14%

乘客超載 3 0.10%

車燈損壞 2 0.07%

越級駕駛 2 0.07%

未樹立故障標誌 1 0.03%

吊扣駕照駕駛機車 1 0.03%

行車前未檢查 1 0.03%

拒絕攔查逃逸 1 0.03%

移用車牌行駛 1 0.03%

號牌污穢 1 0.03%

變更電系設備 1 0.03%

未參加危物運送訓練 1 0.03%

備註 (N=2,934)

4.3 初考領小客車駕駛人交通違規資料分析

本研究整理交通肇事資料特性，104年度臺北市初考取普通小客車駕照

者，追蹤其取得駕照後 2年內交通肇事情形，其中肇事原因較多之項目，扣

除不明肇事原因及未發現肇事因素外，依序為未依規定讓車 37次(14.9%)、
未注意車前狀態 24次(9.6%)及右轉彎未依規定 18次(7.2%)，如表 3

表 3得駕照後 2年內交通肇事情形

肇事項目 次數 百分比(%)

不明原因肇事 54 21.70%

未依規定讓車 37 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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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27 10.80%

未注意車前狀態 24 9.60%

右轉彎未依規定 18 7.20%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16 6.40%

左轉彎未依規定 12 4.80%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10 4.00%

起步未注意其他車(人)安全 8 3.20%

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 7 2.80%

迴轉未依規定 6 2.40%

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5 2.00%

違反特定標誌(線)禁制 5 2.00%

未依規定減速 4 1.60%

倒車未依規定 3 1.20%

未靠右行駛 2 0.80%

疲勞(患病)駕駛失控 2 0.80%

逆向行駛 2 0.80%

超速失控 2 0.80%

車輪脫落或輪胎爆裂 1 0.40%

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或不當行為 1 0.40%

爭(搶)道行駛 1 0.40%

搶越行人穿越道 1 0.40%

違規超車 1 0.40%

備註 N=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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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模式構建與分析

5.1 初考領普通小型車駕駛人交通違規迴歸

本小節將獨立變數分為年齡、性別、駕訓班訓練經驗及已先取得機車駕

照。迴歸結果如表 4所示：

表 4初考領普通小型車駕駛人交通違規迴歸結果

卜瓦松迴歸(Poisson Regression Model)

變數 Coef. Std. Err. z P>|z|

年齡(20歲以下) 0.1804258 0.0460122 3.92 0.043

性別(男性) 1.164659 0.0584197 19.94 0.000

駕訓班訓練經驗 -0.5893994 0.0564946 -10.43 0.000

已先取得機車駕照 0.6422829 0.0532728 12.06 0.000

備註
N = 21,164 Pseudo R2 = 0.0658

Log likelihood = -7187.6247 AIC = 14385.25

負二項迴歸(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

變數 Coef. Std. Err. z P>|z|

年齡(20歲以下) 0.1380612 0.0680936 2.03 0.000

性別(男性) 1.160785 0.0745155 15.58 0.000

駕訓班訓練經驗 -0.605209 0.0934003 -6.48 0.000

已先取得機車駕照 0.6374803 0.0723655 8.81 0.000

備註
N=21,164 Pseudo R2 = 0.0402

Log likelihood = -5901.8373 AIC = 11815.67

檢定顯著水準為 p＜0.05。從上表得知，影響初考領普通小型車駕駛人交

通違規次數之顯著變數包括：年齡(20歲以下)、性別、駕訓班訓練經驗、已

先取得機車駕照、共 4項變數，各變數對於初考領普通小型車駕駛人交通違

規次數的影響如下：

1.年齡(20歲以下)：估計係數值為 0.1380612(正值)，統計上具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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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0.043<0.05)，表示年輕新手小客車駕駛人，發生交通違規的可能

性較高，先前研究假設認為年輕新手駕駛應其社會經驗不足，可能

較容易違規，與研究結果相同。

2.性別(男性)： 估計係數值為 1.160785 (正值)，統計上具有顯著性

(0.000<0.05)，表示男性新手小客車駕駛人，發生交通違規的可能性

較高，過去研究指出，男性是發生交通違規的要角，人數遠高於女

性駕駛，以機率來說，通常也比較大，與研究結果相同。

3.駕訓班訓練經驗：估計係數值為-0.605209 (負值)，統計上具有顯著

性(0.000<0.05)，表示自駕訓班結業之新手小客車駕駛人，發生交通

違規的可能性較低，過去研究指出，參加駕訓班應可有效提升法規

態度，相對遵守交通法規，與研究結果相同。

4.已先取得機車駕照： 估計係數值為 0.6374803 (正值)，統計上具有

顯著性(0.000<0.05)，表示較小客車駕照已先取得機車駕照之新手駕

駛，發生交通違規機率較高，研究文獻指出，有機車駕駛經驗之新

手小客車駕駛人比無機車駕駛經驗之之新手小客車駕駛駕駛人，較

易有小客車危險駕駛行為，較容易有交通違規情形，與研究結果相

同。

5.對違規次數的顯著變數影響程度依序為性別、已取得機車駕照、駕

訓班訓練經驗及年齡。

6.另比較卜瓦松迴歸模式及負二項迴歸模式之 AIC值，以負二項迴歸

模式之 AIC值較小，表示其有較佳的適合度。

5.2 初考領普通小型車駕駛人交通肇事迴歸

本小節將獨立變數分為年齡、性別、駕訓班訓練經驗、已先取得機車駕

照及違規次數。迴歸結果如表 5所示：

表 5初考領普通小型車駕駛人交通肇事迴歸結果

卜瓦松迴歸(Poisson Regression Model)

變數 Coef. Std. Err. z P>|z|

年齡(20歲以下) 0.2330507 0.1562257 1.49 0.136

性別(男性) 0.6765203 0.1788088 3.78 0.000

駕訓班訓練經驗 0.2286559 0.256473 0.89 0.373

已先取得機車駕照 0.4467718 0.1714979 2.61 0.009

違規次數 0.2681083 0.019851 13.5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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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N=21,164 Pseudo R2 = 0.0590

Log likelihood = -980.77225 AIC = 1973.545

負二項迴歸(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

變數 Coef. Std. Err. z P>|z|

年齡(20歲以下) 0.1732331 0.1761924 0.98 0.326

性別(男性) 0.4503569 0.1941097 2.32 0.020

駕訓班訓練經驗 -0.0555667 0.2572464 -0.22 0.829

已先取得機車駕照 0.3436833 0.1901364 1.81 0.071

違規次數 0.9964288 0.1235188 8.07 0.000

備註
N=21,164 Pseudo R2 = 0.0926

Log likeliho od =-939.17882 AIC = 1892.358

檢定顯著水準為 p＜0.1。從上表得知，影響初考領普通小型車駕駛人交

通肇事次數之顯著變數包括：性別、已先取得機車駕照及違規次數、共 3項
變數，各變數對於初考領普通小型車駕駛人交通肇事次數的影響如下：

1.年齡(20歲以下)：估計係數值為 0.1732331 (正值)，統計上雖未有顯

著性(0.326>0.1)，但與研究假設同向，表示年輕新手駕駛肇事可能

性理應較高，只是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2.性別(男性)：估計係數值為 0.4503569 (正值)，統計上具有顯著性

(0.02<0.1)，表示男性新手小客車駕駛人，發生交通肇事機率較高，

與研究結果相同。

3.駕訓班訓練經驗：估計係數值為-0.0555667 (負值)，統計上雖未有顯

著性(0.829>0.1)，但與研究假設同向，表示駕訓班結訓學員肇事可

能性理應較低，只是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4.已先取得機車駕照： 估計係數值為 0.3436833 (正值)，統計上具有

顯著性(0.07<0.1)，且與研究假設同向，表示較小客車駕照已先取得

機車駕照之新手駕駛，發生交通肇事機率較高，與研究結果相同。

5.違規次數：估計係數值為 0.9964288 (正值)，統計上具有顯著性

(0.00<0.1)，表示違規次數較多之新手小客車駕駛人，發生交通肇事

機率較高，與研究結果相同。

6.對肇事次數的顯著變數影響程度依序為違規次數、性別及已取得機

車駕照

7.另比較卜瓦松迴歸模式及負二項迴歸模式之 AIC值，以負二項迴歸

模式之 AIC值較小，表示其有較佳的適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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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1.初考領普通小型車駕照者，近 9成來自於駕訓班參訓 35天後實施原

地考照，僅 1成取得學習駕駛證後 3個月以上，至監理站自行報考。

2.初考領普通小客車駕照之新手駕駛，其取得駕照後交通違規率隨著

時間穩定成長，其中違規次數較多之項目依序為違規停車、未依規

定行駛及未繳停車費等，相較於一般大眾違規較多之項目依序為為

未依規定行駛、酒後駕車及超速，有較多差異。

3.初考領普通小客車駕照之新手駕駛，其取得駕照後交通肇事率隨時

間緩慢成長，其中肇事次數較多之項目，扣除不明肇事原因外依序

為未依規定讓車、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右轉彎未依規定等，與一般大

眾肇事較多之項目相同。

4.初考領普通小型車駕駛人交通違規迴歸模式中，顯著變數影響程度

依序為性別、已取得機車駕照、駕訓班訓練經驗及年齡，其中年輕

之新手駕駛、男性之新手駕駛及已先取得機車駕照之新手駕駛，其

交通違規情形較高，另有駕駛訓練經驗之新手駕駛，其交通違規情

形較低。

5.初考領普通小型車駕駛人交通肇事迴歸模式中，顯著變數影響程度

依序為違規次數、性別及已取得機車駕照，男性、已先取得機車駕

照及違規次數較多之新手駕駛，其交通肇事情形較高。

6.本研究經由相關文獻，選擇下列幾種方法：卜瓦松迴歸、負二項迴

歸模型，依流程分別建構自初考領普通小客車駕駛人交通違規以及

交通肇事模型，並且依照模式的 AIC值，選出最佳模型，研究結果

顯示，負二項均有較佳的解釋力。

6.2 建議

1.在監督之下累積駕駛經驗，可有效降低違規發生機率，建議針對新

手駕駛比照美國加州GDL制度發放臨時性駕照(效期 1年)無違規者

始得換發正式駕照，以有效降低年輕新手駕駛違規情形。

2.未參加小客車駕訓班訓練之考生，比照初考領機車施以一定時數之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透過實施交通安全講習，於課程中適當納入道

路交通管理法規、安全駕駛及肇事預防處理等課程，以達到駕訓班

訓練中之學科課程功能，以有效降低交通違規及肇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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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參加小客車駕訓班訓練之考生，可延長學習駕駛證持照期間至 6
個月(現行為 3個月)，使其在有監督的情況下增加學習時間，或轉

而參加駕訓班訓練課程，以有效降低交通違規及肇事情形。

4.增加現行機車初考領講習課程時數，甚至由政府鼓勵(補助)參加機車

訓練提升機車參訓率，避免影響後續小客車駕駛習慣，以降低交通

違規情形。

5.在監督之下累積駕駛經驗，可有效降低違規發生機率，建議針對年

輕新手駕駛取得駕照後增加其駕駛限制，如取得駕照後第 1年內，

夜間至凌晨(晚上 11點至上午 5點)不得駕駛車輛或不得單獨駕駛車

輛，以有效降低年輕新手駕駛交通肇事情形。

6.違規次數較多之新手駕駛，其發生肇事機率較高，建議針對新手駕

駛施以更嚴格之違規記點制度，如半年內違規記點共達 3點以上者，

吊扣駕照，1年內經吊扣駕照 2次，在違反記點條款時，除吊銷駕

駛執照外，應強制重新參與駕駛訓練，以有效降低交通肇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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