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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專業培訓需求分析之初探

吳元維 1、周文生 2、楊馥榕 3、曾群明 4、 
王冠堯 5、葉文健 6、黃士軒 7

摘要

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之專業能力，乃至於整合道安專業能量以永續發展的機制，

透過 2020 運輸政策白皮書及 113 至 116 之國家道路交通安全綱要計畫的支持，已成為道

路交通安全政策發展的重點，現行道安人員雖不乏在職學習機會，但仍缺乏有系統的人

才培訓機制。本研究回顧美國、英國、瑞典及韓國等各國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之培訓

與認證制度，以及我國包含人本規劃師及公路橋梁檢測人員在內之培訓制度，辦理座談

會蒐集第一線執行道路通安全工作人員之實務經驗回饋後，透過分層任務分析（Hierar-
chical Task Analysis）及知識、技能和態度分類法（Knowledge, Skills and Attitudes Taxon-
omy）等訓練需求分析（Training Need Analysis）方法，辨識出各類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

員之目標及任務，並具體分析 7 類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為達成工作目標及任務之專業

能力培訓需求，在參考國內外相關培訓課程之主題與時數後，研訂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

員之專業培訓課程計畫。該課程規劃包含基礎課程及領域核心課程，期望道路交通安全

從業人員能一致的道路交通安全觀念與基礎上，深化其專業能力之發展。本研究之成果

可作為後續建立道路交通安全專業培訓及認證制度之參考。

關鍵詞：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訓練需求分析、培訓課程

一、緣起

為改善道路交通安全，各級道路交通安全主管機關每年均投入鉅資與大量人

力執行各項道安改善工作，然而我國 30 日交通事故死亡人數自 106 年起之 2,697
人逐年增加，111 年更達到 3,064 人之多，112 年雖略降至 3,023 人（交通部，

2024），仍未達到行政院及交通部期望之每年降低 5% 之水準，顯示我國道路交

通安全工作面臨之嚴峻挑戰。

交通部在「2020 運輸政策白皮書（運輸安全分冊）道路安全篇」（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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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提出「完備道安法規制度，強化主動事前預防」及「善用科技與管理，強

化道路交通安全」等 2 項主要政策，其下共規劃 10 項推動策略，其中「策略 4 
深化交通安全教育及專業人才培力」部分，除強調交通安全學校教育外，更置重

點於強化中央與地方各機關單位於工程、教育、執法、資料平臺等各面向安全改

善能力，規劃辦理道路安全相關訓練，研議從業人員認證及定期回訓制度。此革

新之政策及推動策略顯示道路交通安全主管機關已開始重視從業人員之訓練，以

建立永續的道路交通安全知識生態系，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目標之實現。

交通部依據 113 年正式施行之「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研訂之「國家道路交

通安全綱要計畫（113 至 116 年）」，明確指出地方政府道路交通安全改善專業

人力與量能不足的問題，主要係因學校教育或實務訓練，缺乏針對交通工程、事

故分析、肇因分析、易肇事地點改善、道安教育、道安宣導等系統化課程或培訓

機制，造成在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推動上，出現「量」、「能」均無法滿足需求的

狀況（交通部，2024）。據此，國家道路交通安全綱要計畫「政策面向九：推動

與促進相關之研究及科學技術發展」中，規劃了「培植道安改善專業能量及建立

道安改善產業鏈」策略，並以具體之「道安改善專業人力及技術提升」行動計畫

推動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之專業知能，目標是針對相關從業人員之工作需求，

建立各項道安改善措施之知識分享平台及各種事故資料蒐集分析工具，以及未來

整合產、官、學、研共同推動道安改善工作之可行機制，提出相關課程、機制與

系統工具，逐步擴大專業人力培育規模，持續充實人才，全面提升道路交通安全

改善能量。

經由上述國家相關政策可發現，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之專業能力，乃至於

整合道安能量以永續發展的機制，已成為道路交通安全政策發展的重點，實因再

好的觀念、策略或計畫，仍需要從業人員加以實現，進而確認出「道路交通安全

從業人員之專業能力」將是推動道路交通安全改善的重要基礎。確保或提升道路

交通安全從業人員專業能力的具體作法，可能包含培訓課程及諮詢輔導等 2大類，

本研究僅聚焦於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培訓需求之探討，透過道路交通安全任務

與其對應能力之分析，據以提出可行的培訓課程規劃，以對應「2020 運輸政策白

皮書」與「國家道路交通安全綱要計畫」之規劃與期待，並肇劃未來實施相關培

訓課程與認證制度之藍圖。本文後續章節安排如下：第二章探討國內外道路交通

安全從業人員培訓與認證之課程，第三章回顧並介紹培訓需求之分析方法，第四

章則討論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培訓需求分析分析結果，最後在第五章提出結論

以及未來研究建議。

二、國內外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培訓課程回顧

現行道安人員雖不乏在職學習之機會，如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服務升級 2.0
計畫中，在「道安改善計畫」項下提供專業知能課程鼓勵公部門道安人員參與學

習；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及各大專院校不定期辦理之學術或研習講座；交通部每年

亦舉行「全國道路交通安全觀摩研討會」。然而目前仍缺乏有系統的道路交通安

全專業人才培訓機制。本節先回顧各國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之培訓課程，再回

顧我國相關公務及不同領域專業人員之培訓課程，作為建立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

員專業培訓制度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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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各國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培訓課程

2.1.1 美國

美國的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培訓課程可分為政府機構所規劃或民間非營利

組織推動等不同系統，且均會針對完成培訓課程之學員核予證照，分別介紹如下：

(1) 全球道路安全認證（Global Road Safety Credential）：

全球道路安全認證（Global Road Safety Credential，簡稱 GRSC）由國

際道路協會（International Road Federation，簡稱 IRF）推動，IRF 是一個全

球性的非營利組織，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其成立之目的在提供知識資源、

宣傳服務、以及持續性的教育方案。相關從業人員可透過 IRF 的「設計安

全道路（Safe Roads by Design）」或「道路安全檢核團隊領袖（Road Safety 
Audit Team Leader）」等 2 項認證以取得在交通安全專業技術上的認可。

IRF 提供該 2 項認證相關的線上支援課程，但未強制申請者必須完全修習，

獲得認證的方式是透過申請者之實務經歷審查以及測驗，測驗範圍包含：

安全系統方法、道路安全檢核之理論與實踐、道路安全設計和案例研究等 4
類。

GRSC 的「設計安全道路（Safe Roads by Design）」需美金 450 元的認

證費用，效期 2 年，2 年後重申認證費用為美金 150 元；「道路安全檢核團

隊領袖（Road Safety Audit Team Leader）」需美金 650 元的認證費用，效期

2 年，2 年後重申認證費用為美金 200 元。由於 IRF 非政府部門，其所發行

的 GRSC 認證並無法律相關效力，但通過該項認證的人員，可被視為其在

道安工作上的資、經歷與能力已受第三方團體認可，而有利其持續從事相

關工作及爭取專案計畫。

(2) 公路交通安全專業認證（Highway Traffic Safety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美國運輸安全協會（Transportation Safety Institute，簡稱 TSI）負責美國

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簡稱 NHTSA）推動之美國公路交通安全專業認證（Highway Traffic Safety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簡稱 HTSP）計畫。HTSP 適用於 NHTSA 員工、州

公路安全辦公室（State Highway Safety Offices，簡稱 SHSO）、專案補助對

象及執法人員，但須自行註冊申請培訓。

HTSP 包括 8 項核心課程：公路安全基礎（Foundations of Highway 
Safety）、公路安全計畫發展里程碑（Milestones of Highway Safety Program 
Development）、NHTSA 公路安全補助管理（NHTSA Highway Safety Grants 
Management）、數據驅動的公路安全規劃 - 初探（Introduction to Data Driv-
en Highway Safety Planning）、數據驅動的公路安全規劃 - 基礎（Basis of 
Data Driven Highway Safety Planning）、數據驅動的公路安全規劃（Data 
Driven Highway Safety Planning）、管理審查（Management Review 僅限區

域專案經理 RPM）、以及有效溝通和展示（Effective Speaking and Present-
ing）。此外還有 6 類專業化課程：乘客保護（Occupant Protection）、受（酒

精或藥物）影響駕駛（Impaired Driving）、速度（Speed）、行人 / 自行車

計畫管理（Pedestrian/Bicycle Program Management）、弱勢用路人（Vulne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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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 Users），以及與執法合作（Law Enforcement Liaison）。前述各類課

程中，總計有 55 種課程可供申請者修習；須完成 HTSP 要求之課程方能取

得認證，該認證由 TSI 所發行，為美國官方認證專業能力的證照。

(3) 道路安全專業認證（Road Safety Professional）：

道路安全專業認證（Road Safety Professional，簡稱 RSP）由美國運

輸專業認證委員會（Transportation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Board，簡稱 
TPCB）和美國交通工程師協會（Institute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s，簡稱

ITE）所發行，為北美地區的美國和加拿大 2 國所認可。

RSP 分為 RSP 1 及 RSP 2 等 2 個認證等級，RSP 1 的認證對象是較為廣

泛的運輸專業人士，這些人士在業務上需要進行影響道路安全的決策或行

動，其背景可能來自工程、機動車輛製造、行為研究、執法及緊急救護等

多元領域。RSP 1 的目標是讓來自各領域的人士都能具備道路安全的基礎跨

領域知識，在修習課程並通過測驗後取得認證。RSP 2 則提供道安實務工作

專家精進相關知能。RSP 2 的培訓必須在完成 RSP 1 認證後才能進行，且必

須通過更深入的測驗，以展示對道安科學應用的熟練程度與理解，證明受

訓者能負責發展或執行降低交通事故傷亡的工程或行為專案。

RSP 的培訓課程分為多個模組，每個模組都能讓受訓者具備多項道安

工作之評估與執行之能力。RSP 1 計有道路安全基礎（Foundations of Road 
Safety）、安全評估（Measuring Safety）、行為與道路安全（Human Behav-
ior and Road Safety）、安全問題解決方案（Solving Safety Problems）、執行

道安專案（Implementing Road Safety Programs）等 5 項課程模組；RSP 2 分
為設施專業（Infrastructure Specialty）和行為專業（Behavioral Specialty）2
類，與 RSP 1 相同，這兩類的專業培訓都具有多個課程模組，分述如下：

a. 設施專業：基礎（Fundamentals）、道路安全管理（Road Safety Man-
agement）、蒐集與使用道安資料（Acquiring and Using Safety Data）、

事故預測與趨勢解讀（Crash Prediction and Trend Interpretation）、目

標事故與對策（Target Crashes and Countermeasures）、複合運輸安全

（Multimodal Transportation）、政策方法解決安全問題（Addressing 
Safety Problems with Policy）、安全系統與死亡零願景方法（Safe Sys-
tem and Vision Zero Approaches）。

b. 行為專業：基礎（Fundamentals）、道路安全專案管理（Road Safety 
Program Management）、道安資料與分析（Safety Data and Analysis）、

目標事故與對策（Target Crashes and Countermeasures）、個人健康

與運具（Human Health and Transportation Modes）、公衛與運輸安全

（Public Health and Transportation Safety）、政策方法解決安全問題

（Addressing Safety Problems with Policy）、策略安全規劃（Strategic 
Safety Planning）、安全系統方法（Safe System Approach）。

RSP 的認證效力達 3 年；培訓之測驗認證均須付費，RSP 1 之測驗費用

為美金 100 元、認證費用為美金 180 元；RSP 2 之測驗費用為美金 100 元、

認證費用為美金 3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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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英國

英國道路安全學院（RSGB ACADEMY）成立於 2013 年，由英國道路安全協

會（Road Safety GB）和道路安全官員協會（Institute of Road Safety Officers，簡稱

IRSO）合併而成，是英國道路安全的專業發展機構。該學院期望為所有從事道路

安全的從業人員提供培訓、技術支持和指導，以提升從業人員之專業技能，發展

提供有效的、以實證為導向的道路安全措施。該學院提供許多付費之線上交通安

全課程模組供專業人士修習，完成每項課程並通過測驗後可獲得個別課程之認證。

該學院目前提供之專業課程模組共有 14 種，分別為用路者行為改變（Be-
havioural Change）、道路安全從業者基礎課程（Road Safety Practitioner Founda-
tion）、設計有效的訊息（Designing Effective Messaging）、道安宣導概論（Intro-
duction to Road Safety Delivery）、小學道安宣導（Road Safety Delivery in Primary 
School Setting）、統計學概論（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s）、高齡駕駛人（The Ag-
ing driver）、高齡用路人的需求（Introduction to the Needs of Older Road Users）、

道路工程師的行為改變課程（Behavioural Change Course for Highway Engineers）、

道路安全評估（Road Safety Evaluation）、毒品與酒精之影響（Impairment – Drink 
and Drug Driving）、媒體溝通訓練（Media Training）、交通工程之人因考量（Human 
Factors in Road Safety Engineering）、健康與環境（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等。

每種課程模組之時數自 1.5 小時至 80 小時不等，價格範圍從 37 英鎊到 425 英鎊。

2.1.3 瑞典

2019 年瑞典交通管理局成立了「零願景學院」（Vision Zero Academy）。零

願景學院是一個知識中心，目標是傳播有關零願景（Vision Zero）的知識，支持

世界各地的相關從業人員並與之合作，努力建構、實現安全的道路運輸系統。每

年九月零願景學院都會在瑞典安排為期 5 天的「零願景」國際課程，每人費用 20
瑞典克朗。2024 年課程將在哥德堡（Göteborg）舉行，課程內容如下：

(1) 第一天：以「簡介與零願景的創新」為主題，課程包含全世界的道路交通

傷亡概況、從歷史角度看瑞典的道路安全工作、零願景政策創新、道路安

全第二個十年行動全球計畫、參訪瑞典國家道路與交通研究中心。

(2) 第二天：以「治理與領導」為主題，課程包含實施和創新過程、道路安全

分析與方法、透過零願景進行管理。

(3) 第三天：以「人本安全系統：道路」為主題，課程包含人本安全系統的設

計原則與實務、參訪農村和城市道路的安全措施。

(4) 第四天：以「人本安全系統：車輛」為主題，課程包含人本安全系統的設

計原則與實務、零願景成果及其傳播情形、零願景成果及安全效益。

(5) 第五天：以「倫理、哲學和整體考量、結論」為主題，課程包含 Volvo 汽車

公司參訪、小組討論。

2.1.4 韓國

韓國道路交通管理局依據韓國道路交通法第 123 條第 4 款「道路交通安全證

書的教育、培訓及頒發和管理」及第 9 條「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技術支援和

道路交通管理人員的教育培訓支持」之規定，制定並實施路交通安全專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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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是將國家交通警察之事故調查人員和地方政府安全設施負責人培訓為交通安

全專家，並將專業訓練範圍擴大到包括交通相關組織在內的公眾。

其交通安全培訓內容包括交通事故調查（交通調查員專業課程、交通事故影

片分析、錄音設備分析）、交通安全設施營運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診斷等課程類別。

其中，交通警察之交通事故調查專精課程長達 3 週，其餘課程無論是針對一般大

眾或政府官員，原則上規劃 1 週之培訓課程，如表 1 所示。

表 1　韓國道路交通安全培訓分類表

分類 培訓對象 課程主題 訓練時期

交通事故調查
交通警察 交通事故調查專精課程 3 週

一般大眾 交通事故調查 視當年度計畫

交通安全設施
交通警察 交通運行實務 1 週

地方政府官員 交通安全設施 1 週

交通安全診斷 一般大眾 交通安全診斷 1 週

2.1.5 各國道安專業培訓之比較

經綜整美國、英國、瑞典及韓國之道安培訓課程，可發現課程模組及內容之

規劃有諸多類似之處，包含基礎知識的建立、管理方法、解決方案、安全評估與

診斷，各國之相關培訓認證制度則在此基礎上規劃特色課程。因此各類認證所需

之時數據有很大差異。費用部分除了美國公路交通安全專業認證惟免費外，其他

認證與培訓原則上均需付費，各國之彙整情形表 2。表 2　各國道路交通安全培

訓與認證制度比較表

國 
家

美國 英國 瑞典 韓國

培 
訓 
認 
證

全球道路安全 
認證

公路交通安全 
專業認證

道路安全 
專業認證

交通安全 
專業培訓

零願國際 
課程景

交通安全 
專業培訓

培 
訓 
課 
程

(1) 設計安全道路
(2) 道路安全檢核
團隊領袖
(3)測驗範圍包含：
安全系統方法、道
路安全檢核之理論
與實踐、道路安全
設計和案例研究

(1)8 項核心課程，
包含 : 公路安全基
礎、公路安全計
畫發展里程碑、
NHTSA 公路安全
補助管理、數據驅
動的公路安全規
劃 - 初探、數據驅
動的公路安全規
劃 - 基礎、數據驅
動的公路安全規
劃、管理審查、有
效溝通和展示
(2)6 類專業化課
程，包含 : 乘客保
護、受影響駕駛、
速度、行人 / 自行
車計畫管理、弱勢
用路人，以及與執
法合作

(1)RSP1:
道路安全基
礎、安全評
估、行為與
道路安全、
安全問題解
決方案、執
行道安專案
等 5 項課程
模組
(2)RSP2: 
分為設施專
業和行為專
業 2 類

14 種專業課程模
組，分別為 : 用
路者行為改變、
道路安全從業者
基礎課程、設計
有效的訊息、道
安宣導概論、小
學道安宣導、統
計學概論、高齡
駕駛人、高齡用
路人的需求、道
路工程師的行為
改變課程、道路
安全評估、毒品
與酒精之影響、
媒體溝通訓練、
交通工程之人因
考量、健康與環
境

(1) 簡介與零
願景的創新
(2) 治理與領
導
(3) 人本安全
系統：道路
(4) 人本安全
系統：車輛
(5) 倫理、哲
學和整體考
量、結論

(1) 交通
事故調查
(2) 交通
安全設施
(3) 交通
安全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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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美國 英國 瑞典 韓國

訓 
練 
時 
數

未強制申請者必須
完全修習

每項課程數小時至
2 天不等

各模組數小
時不等

每種課程模組之
時數自 1.5 小時
至 80 小時不等

5 天 1 至 3 週

費 
用

(1) 設計安全道路
之認證費 450 美
元，效期 2 年，重
新認證費用 150 元
(2) 道路安全檢核
團隊領袖，認證費
用 650 美元，效期
2 年，重新申認證
費用 200 美元

免費

(1)RSP1
測驗費用
100 美元
認證費用
180 美元
(2)RSP2
測驗費用
100 美元
認證費用
315 美元

37-425 英鎊 20 瑞典克朗 無資料

2.2 我國相關從業人員培訓課程

我國道安從業人員目前缺乏在職培訓及專業認證制度，但其他相類似工程之

專業與法令知能領域，如建築物及道路無障礙設施、市區道路無障礙設計、橋梁

結構安全及人本環境營造，均有完整培訓及證照制度，此類制度能有效確保從業

人員具備能順利完成實務工作之專業能力，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及政府施政品

質，並確立從業人員專業知能之權威性。

2.2.1 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

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從人本角度出發，重視弱勢用

路人使用道路之權利，除強化無障礙環境規劃和設計理念外，實際執行相關的勘

驗工作尤其重要，參與各項公共建築之無障礙環境建設或改善工作相關人員應取

得相應之證書資格，包括營繕人員、建築師、室內設計師、土木技師、身心障礙

團體成員及各縣市建築管理單位的工作人員和無障礙環境勘檢小組成員等，以確

保道路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設備之安全，並有效參與無障礙環境建設工作。

該講習由內政部營建署委託專業單位辦理；講習對象類別及參訓人員資格如

下：(1) 直轄市、縣（市）及內政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之建管人員、社政人

員、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成員、開業建築師、土

木技師、結構技師、機關（學校）營繕工程人員、室內裝修專業設計及施工技術

人員等相關從業人員。(2) 相關社會福利團體、長期照顧（護）機構從業人員、養

老院從業人員。(3) 專科以上學校建築土木營建管理及相關科系畢業，從事無障礙

環境規劃設計及施工相關業務者。(4) 對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及施工有需求之一

般社會人士對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及施工有需求之一般社會人士。

經參閱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委託社團法人台灣無障礙協會舉辦 113 年度下半年

「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之招生簡章，有關建築物設置

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課程表 - 台北場次 2 日課程內容如下 :(1) 無障

礙建築物相關法規，時數 2小時。(2)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之管理實務，時數 2小時。

(3) 無障礙建築物使用者特性及相關設施設計重點，時數 2 小時。(4) 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設計規範條文與解說，時數 3 小時。(5)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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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之探討，時數 2 小時。(6) 測驗評量，時數 1 小時；合計培訓時數 12 小時。參

加人員於講習完畢並經測驗合格，方能取得講習合格資格。

2.2.2 市區道路無障礙設計講習

市區道路無障礙設計講習透過培訓講習課程，普及市區道路的無障礙設計理

念，並提升市區道路無障礙設施規劃、設計、工程單位相關從業人員具備專業技

術水準和執行能力並加強對設計規範的宣導，尤是考量行動不便者，以確保市區

道路能滿足各類用路人之需求。

該講習由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委託專業單位辦理；講習對象類別及參訓人員資

格如下：(1)內政部營建署及所屬單位之道路工程、交通工程、無障礙規劃、設計、

施工業務相關人員，或經主管道路機關指派參訓人員。(2) 直轄市、縣（市）政府

之道路工程、交通工程、無障礙規劃、設計、施工業務相關人員，或經主管道路

機關指派參訓人員。(3) 開業土木技師、結構技師、交通工程技師、建築師、機關

（學校）營繕工程人員、工程顧問公司規劃、設計及施工業務相關人員。(4) 專科

以上學校土木、交通、營建管理、建築及相關科系畢業，從事道路工程、交通工

程、無障礙設施與環境規劃、設計、施工業務相關人員。(5) 相關社會福利團體從

業人員。

經參閱內政部營建署委託社團法人台灣物業管理產業協會舉辦 113 年度市區

道路無障礙設計講習招生簡章，相關培訓課程內容及課程時數整理如下：(1) 市區

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無障礙設施及相關法規，時數 3 小時。(2) 無障礙環境與通用

設計，時數 2 小時。(3) 無障礙環境養護與改善實務及無障礙設計規劃實務作業，

時數 2 小時。(4) 交通工程設計設置實務，時數 2 小時。(5) 景觀植栽設計施工維

護的問題與對策，時數 2小時。(6)人行道環境政策發展與建置重點，時數 2小時。

(7) 測驗評量，時數 1 小時；合計培訓時數 14 小時。參加人員於講習完畢並經測

驗合格，方能取得講習合格資格。

2.2.3 公路橋梁檢測人員培訓

公路橋梁檢測人員培訓之目的係為確保橋梁安全、提升橋梁檢測品質，由交

通部運輸研究所辦理現地橋梁檢測人員培訓課程，以持續提升公路橋梁檢測之品

質及能量。該講習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委託專業單位辦理；報名初訓課程學員須

具備以下其中一項資格：(1) 專科以上學校土木工程相關科系畢業。(2) 普通考試

（或相當之特種考試 ) 以上土木工程類科考試及格者。(3) 前項土木工程相關科系

依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規則第二條附表一土木工程類科應考資

格一認定之。報名回訓課程學員須檢附各公路主管機關所頒之初訓結業證書，初

訓內容及時數均須符合公路橋梁檢測人員資格與培訓要點要求。

參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委託中華顧問工程司「113 年公路橋梁檢測人員培訓」

訓練課程綜合業務組網站公告之培訓課程表，有關公路橋梁檢測人員相關培訓課

程內容及課程天數整理如下：

初訓共規劃 3 天課程：

(1) 第一天：公路橋樑檢測及補強規範（包含公路混泥土橋梁目視檢測實務、

公路鋼結構橋樑檢測、公路鋼結構橋樑檢測、劣化評等案例說明及演練）

共 400 分鐘。



331

(2) 第二天：公路橋樑檢測及補強規範 - 劣化評等案例說明及演練、檢測人員倫

理與不實案例、車行橋梁管理資訊系統操作，共 400 分鐘。

(3) 第三天：公路養護規範及相關公路法規、課程測驗、橋梁目視檢測現地教學，

共 400 分鐘。

回訓共規劃 2 天課程：

(1) 第一天：檢測人員倫理與不實案例、新版橋樑管理系統功能介紹、鋼索式

特殊性鋼纜更換規劃設計、無人機搭配 AI 影像辨識應用於橋樑檢測、無線

動態應變於橋梁預力損失監測及動態地磅之應用、橋梁基礎探測技術介紹，

共 390 分鐘。

(2) 第二天：特殊性橋梁設計解說、橋樑檢測職安衛解說及背負式安全帶吊掛

操作、無人機橋梁檢測應用與介紹、梁底狹小空間檢測工具介紹、特殊性

橋梁現地實橋檢測訓練，共 400 分鐘。

全程參加初訓或回訓課程，並通過測驗且取得培訓機關具名核發之初訓結業

證書或回訓證明者，始具有辦理公路橋梁定期目視檢測作業資格；學員累積之學習

時數若未滿「公路橋梁檢測人員資格與培訓要點」規定之時數（初訓 21 小時、回

訓 14 小時），將不頒予結業證書或回訓證明。；取得初訓結業證書或回訓證明逾

四年者，應再取得最近四年內之回訓證明，始得辦理公路橋梁定期目視檢測作業。

2.2.4 人本規劃師培訓

近年道路服務的焦點自以車為本的思考轉向以人為本的設計，提倡「公共通

行權」，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學習以往「社區規劃師」的方式和機制，建立「人本

規劃師」的角色，其目標是辨識社區和居民的需求，有針對性地改善公共通行問

題，直接而有效地提升社區的生活品質，透過民眾的參與，將社區規劃更貼近實

際需求，以促進社區生活的改善。

為了強化社區人本規劃，由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辦理「人本規劃師培育計畫」，

將培訓對象分為 4 類人士，包括一般民眾、專業人士、種子教師、決策者，藉由

人本規劃師制度的建立和推廣，結合提升道路品質的提案審查，使得取得人本規

劃師資格的工作團隊在提案和審查中具有優勢。同時，一般社會大眾也為培訓對

象，以共同參與解決道路使用問題，道路設計者和道路使用者共同凝聚共識，使

更多人參與，以實踐社區人本交通。

經參閱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推動人本規劃師培育計畫書，可知依不同培訓對象

對應之培訓課程、參訓條件、授課時數、回訓制度以及取得結業證書名稱皆不相

同，如 :(1) 一般人士課程：參與對象為一般大眾，培訓課程時數為 6 小時，完成

培訓後取得人本規劃師一般人士課程結業證書；(2) 專業人士課程：參與對象為完

成一般人士課程者以及公私部門專業人員，培訓課程時數為 22 小時，完成培訓

後取得人本規劃師專業人士課程結業證書，另有每 3 年需回訓 8 小時機制；(3) 種
子教師課程：參與對象為完成專業人士課程者以及具 5 年以上專業工作經驗，培

訓課程時數為 6 小時，完成培訓後取得種子教師課程結業證書，另有每 3 年需回

訓 8 小時機制；(4) 決策者推廣計畫 : 參與對象為縣市、局處首長以及府級高層人

員，相關機制未來由國土管理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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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類人員的核心課程內容亦不相同，如 : (1) 一般人士 : 以凝聚全民共識、提

升全民政策參與機會為計劃目標，課程主題分別有街道空間概論、理想街道工作

坊；(2) 專業人士：具備建置人本街道相關知識與能力、備有人本規劃師資格之團

隊，可有提案、審查優勢為計劃目標；(3) 種子教師 : 培訓縣市政府代表及專業者

為種子教師，提升未來人才需求為計劃目標；(4) 決策者 : 具備整體性街道 / 政策

/ 體制認識，以協助作出支持人本環境之決策為計劃目標，每一類課程皆有特色，

以漸進式的課程設計，建構全民皆能參與的街道設計系列課程。

三、培訓需求分析方法

為透過培訓以提升員工或相關人員的能力，需要在實施培訓之前審慎進行培

訓需求評估，確定培訓需求可以說是開發培訓計畫的第一步（Wood，2007），培

訓需求分析（Training Need Analysis，簡稱 TNA）是一種在培訓初始階段用來確

定任務或工作所需能力的方法，同時被視為在開發培訓計劃中重要之活動（Mer-
riman 等人，2023）。換言之，TNA 有助於確保培訓目標的精準性，實際滿足受

培訓者在執行特定任務或工作中所需的技能和知識，因此可將 TNA 視為一個系

統性的過程，用於確定培訓的目標、任務和相關能力（Merrima 等，2023）。

3.1分層任務分析

分層任務分析（Hierarchical Task Analysis，簡稱 HTA）之雛型由 Annett 等人

在 1971 年提出，是一種被廣泛應用已超過 40 年的核心的人因工程方法，其最初

發展的即是確定訓練的需求（Stanton，2006）。HTA 將任務細分為階層的任務元

素，包含目標、任務（子任務），基本架構如圖 1 所示，各個任務可再對應一至

數項行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1　分層任務分析（HTA）基本架構

HTA 的模式可以進一步描述任務與子任務之間的關係與結構，因其可對描述

參與者互動關係的方法進行廣泛、深入的描述，同時保有結構化的體系，有助複

雜系統的設計（French 等人，2019）。HTA 的最終成果是對某項任務或活動工作

流程的詳細描述，其架構可被廣泛應用在工業管理、社會科學、管理學、人因工

程及認知決策研究等領域，針對特定認知工作、職業任務及風險管理之運作進行

分析，從而進一步作為系統改善、藥物治療的基礎（Bourne 等人，2022；M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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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2022；Merriman 等人，2023；Morris 等人，2021），亦適合作為訓練需

求分析之初始階段（Bedinger 等人，2015；Demirel 等人，2016；Morris 等人，

2021），以確認訓練對象或任務之主要目標，及各相應之子任務。

HTA 模式可廣泛應用在許多領域，且因 HTA 最初是因應培訓需求而發展，

故可應用於道路交通安從業人員之目標及任務之分析，以此分析專業培訓需求，

其應用可分為兩個主要步驟：

(1) 步驟 1：確定目標與任務：透過 HTA，確定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專業能

力所需的整體目標和相關任務，以確保培訓制度的設計能符合實務執行之

需求。

(2) 步驟 2：確定任務：HTA 系統性地將任務分解為層次結構，分為目標、任

務，按任務別，選定課程後，組成課程模組，有助於確定培訓的具體內容

是否能符合實際推動道安任務之要求。

本研究將應用 HTA，分析並確認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在不同組織與部門

推動道安工作之目標與任務，作為培訓需求的目標，亦即，培訓的目標是為了提

升執行專業任務的能力，進而讓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所推動的道安目標能順利

達成。

3.2知識、技能和態度分類法

進行培訓前，必須先辨識出有培訓需求的能力為何。知識、技能和態度分類

法（Knowledge, Skills and Attitudes Taxonomy，簡稱 KSA）是評估專業能力常用

的分析方法，同時被認為是學習和教育方式中的 3 個主要領域；其中，知識指的

是心智技能的認知過程。態度與情感領域相關，需要處理情感或情緒，而技能則

是手動或身體技能的心理運動過程（Anderson 等人，2000），更進一步，知識

（Knowledge）係指針對特性的人、事、物、議題或資訊，藉由閱讀、訓練、實

作經驗之綜整所獲得的系統性理解；技能（skills）係指為完成特定任務所必須應

用的方法；態度（Attitudes）則是關於信念、感受以及意願所展現的與自己話他

人之互動準則與關係。

KSA 經常被用以分析達成特定任務、從事特定職業、擔任特定職務角色所

需之教育歷程或能力 （Harrysson 等人，2014；Merriman 等人，2021；Seufert 等
人，2021）。KSA 模式將從業人員的能力進行分類，將執行任務所需的知識、技

術及態度進行結構性的分類，不僅可評估從業人員勝任特定任務的能力，亦可作

為辨識培訓需求的基礎，從而使專業人員具備在其工作領域中能獨當一面的能力

（Badea 等人，2014），而無論培訓的目標、主題為何，培訓內涵必然涉及 KSA
的任一個部分，因此，KSA 是進行訓練需求分析的重要方法，藉此制訂培訓計畫

（Merriman 等人，2023）。

本研究將透過 KSA，分析道安從業人員執行各項任務的能力，作為培訓需求

之基礎，不僅可以辨識出為達成各類道安任務所需具備的知識經驗與態度，作為

培訓需求的指引，亦透過 KSA 為培訓課程模組進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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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培訓需求分析

本研究先界定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之對象及其範圍，並辦理政府部門道路

交通安全第一線從業人員之實務分享座談會，以了解實際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相關

業務時所面臨之挑戰與培訓需求，後續針對所界定之各類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

使用 HTA 分析法確認各自之目標及相關任務，再接續以 KSA 分類法辨識為達成

任務所需具備的能力。所辨識出之能力即構成培訓需求之標的，後續即可將各能

力群對應至培訓課程模組以進行專業訓練。

4.1 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範疇之界定

在實施 TNA 之前，本研究先界定道安從業人員之對象及其範圍。我國推動

道安工作的主要成員涵蓋不同政府部門及私部門，依我國 113 至 116 年國家道安

綱要計畫，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之 9 大面向涉及工程、教育、執法、監理及其他等

5 類領域之政策目標與工作；因不同部門在各自領域中之目標及任務不盡相同，

為維持未來規劃培訓制度之簡潔及可延續性，本研究將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區

分為 7 類：

(1) 政府部門 - 交通部門人員：包含各級政府從事道路交通安全政策及道安相關

計畫之制訂、推動、管考、審查，以及交通工程設計與規劃之人員。

(2) 政府部門 - 工務部門人員：各級政府從事道路工程建設、改善之規劃、設計

與維護管理之人員。

(3) 政府部門 - 執法部門規劃人員：各級政府從事交通執法專案之規劃及交通事

分析之人員。

(4) 政府部門 - 執法部門執勤人員：各級政府從事交通執法專案之執行及交通事

故處理之人員。

(5) 政府部門 - 教育宣導部門人員：各級政府從事道安推動相關工作，但非屬前

揭交通、工務及執法部門之人員；按政府實務工作，主要包含從事教育、

宣導、監理等相關業務之人員。

(6) 私部門 - 技術服務人員：通過國家交通工程技師高考，並從事與道路交通安

政策推動、提供工程改善、交通維持及其他與道路交通安全相關技術服務

之人員。

(7) 私部門 -工程施工廠商：依據交通、工務部門或技術服務人員之規劃與設計，

實際從事交通工程、道路工程施作之人員。

4.2 實務分享與交流

為了深入了解道路交通安全第一線推動人員在實際執行相關業務時所面臨之

挑戰，本研究分別於 112 年 11 月 2 日和 9 日，在北部（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和南

部（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各舉辦一場「縣市政府道安第一線推動人員面臨課題」

意見交流座談會，兩場座談會合計共有 37 位具代表性的第一線道安工作人員參

與，參與單位包含 : 交通部公路局、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各直轄市、縣（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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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之交通、工務與警察單位。透過意見交流座談會，請業務承辦人員回饋其推動

道路交通安全改善面臨之實務課題，以實務課題為主軸，瞭解其目前執行道路交

通安全業務所需具備專業能力以及推動改善工作所需強化專業能力之需求。 

歸納兩場意見交流座談會，道安人員在實際推動道安工作中所需的各方面技

能以及所期望培養之能力，多聚焦於道安整合性課程、道路工程類、交通執法類

以及與民眾溝通協調之能力，對於課程內容需求之提出也多與道路交通安全、道

路交通法規、資料分析能力以及道路工程規劃設計及改善、道路標誌標線號誌設

置規則、員警處理事故執勤安全及交通違規取締標準或交通事故偵查與肇事鑑定

分析、公務員協調溝通及國家賠償有關，並期能有優良的道安改善案例為借鏡參

考並提出完成培訓課程後能有相對應之獎勵制度，座談會之重點意見整理如表 3。

表 3　實務座談回饋之培訓課程需求

類別 課程需求

整合類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規、資料分析
(2) 研訂交通維持計畫
(3) 協調與溝通
(4) 國家賠償
(5) 壓力管理
(6) 優良案例分享

工程類

(1) 道路工程規劃、設計及改善
(2) 交通工程道路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3) 道路交通工程設計及法規
(4) 公路橋梁檢測
(5) 無障礙空間設計規範
(6) 交通維持計畫

執法類

(1) 員警處理事故執勤安全及違規取締標準
(2) 道路交通相關法規
(3) 交通事故偵查
(4) 肇事鑑定及分析

4.3 分層任務分析結果

本研究依據道安第一線推動人員業務分享會議之結論和參與人員之回饋意

見，導入 HTA 進行分析，依據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推動目標及 HTA 方法，辨識不

同組織及部門在道安推動工作之目標及任務如下：

(1) 政府部門 - 交通部門人員：

a. 目標：依國家道安政策之指導推動降低交通事故傷亡之工作；以交通

管理手段打造安全、舒適、友善的用路環境。

b. 任務：制定道安（中央及地方）政策；易肇事地點改善；交通工程設

計與改善；人本環境與安全路廊之營造；處理陳情與建議事項；針對

業管目標族群設計道安教案或設計課程推廣道安觀念；強化道安資訊

在各類型媒體之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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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部門 - 工務部門人員：

a. 目標：依國家道安政策之指導推動降低交通事故傷亡之工作；透過道

路及附屬工程之營造與維管作業，打造安全、舒適、友善的用路環境。

b. 任務：易肇事地點改善；人本環境與安全路廊之營造；處理陳情與建

議事項；新闢（建）道路之安全友善設計；道路鋪面及道路附屬設施

之維護管理。

(3) 政府部門 - 執法部門規劃人員：

a. 目標：以執法手段嚇阻違規行為；進行交通事故案件之分析以作為各

項交通工程改善之基礎。

b. 任務：規劃防制交通事故執法專案；分析交通事故資料辨識出交通事

故之個別特性、交通事故肇因分析研判。

(4) 政府部門 - 執法部門執勤人員：

a. 目標：以執法手段嚇阻違規行為；妥善進行交通事故案件之現場維護

與蒐證。

b. 任務：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取締工作；交通事故現場安全維護、蒐證

及資料蒐集、登錄。

(5) 政府部門 - 教育宣導部門人員：

a. 目標：依國家道安政策之指導推動降低交通事故傷亡之工作；建立安

全用路之態度與觀念。

b. 任務：學校或社區安全環境之營造；針對目標族群設計道安教案，辦理

課程、活動或演講推廣道安觀念；強化道安資訊在各類型媒體之露出。

(6) 私部門 - 技術服務人員：

a. 目標：提供專業交通與工程之之視與技術服務；協助公、私部門完成

道安狀況評估與安全改善措施之規劃、執行。

b. 任務：交通狀況之調查與評估、研擬並評估交通維持計畫；辦理道安

改善專案計畫。

(7) 私部門 - 工程施工廠商：

a. 目標：進行優質、合法且合理之交通工程與設施之施作。

b. 任務：道路工程與交通工程設施之施作、交通維持措施之實行。

4.4知識、技能和態度分類法分析結果

本研究參考實務座談回饋意見、各國道路交通安全專業培訓課程內容以及各

道安組之 HTA 分析結果，進一步針對執行每項道路交通安全任務之知識、技能核

態度進行分析，結果整理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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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KSA 分析結果

組織
HTA 分析

知識

KSA 分析

知識 技術 態度

政府部門 -
交通

依國家道安政
策之指導推動
降低交通事故
傷亡之工作；
以交通管理手
段打造安全、
舒適、友善的
用路環境

制定道安 ( 中央及地
方 ) 政策

道安基本理論、用
路及駕駛行為、歷
年道安情勢、國家
道安政策

道安資料分析
方法、統計及
預測方法

部門協調合作

易肇事地點改善
道安基本理論、用
路及駕駛行為

資料分析方法
部門協調合
作、衝突管理
與談判

交通工程設計與改善
道安基本理論、用
路及駕駛行為

交通工程相關
技術規範

部門協調合
作、衝突管理
與談判

人本環境與安全路廊
之營造

道安基本理論、用
路及駕駛行為

交通工程相關
技術規範

部門協調合作

處理陳情與建議事項 道路交通法規
交通工程相關
技術規範

情緒管理、衝
突管理與談判

針對業管目標族群設
計道安教案或設計課
程推廣道安觀念

道安基本理論、道
路交通法規

資料分析方
法、產品與品
牌管理方法

部門協調合作

強化道安資訊在各類
型媒體之露出

經營策略
公關與行銷策
略

溝通協調方法

政府部門 -
工務

依國家道安政
策之指導推動
降低交通事故
傷亡之工作；
透過道路及附
屬工程之營造
與維管作業，
打造安全、舒
適、友善的用
路環境

易肇事地點改善
道安基本理論、用
路及駕駛行為

資料分析方法
部門協調合
作、衝突管理
與談判

人本環境與安全路廊
之營造

道安基本理論、用
路及駕駛行為

道路工程相關
技術規範

部門協調合作

處理陳情與建議事項
道路交通法規、道
路工程設計原理

道路工程相關
技術規範

情緒管理、衝
突管理與談判

新闢 ( 建 ) 道路之安
全友善設計

用路及駕駛行為、
道路工程設計原理

道路工程相關
技術規範

部門協調合作

道路鋪面及道路附屬
設施之維護管理

道路工程設計原理
道路工程相關
技術規範

部門協調合作

政府部門 -
執法規劃

以執法手段嚇
阻違規行為；
進行交通事故
案件之分析以
作為各項交通
工程改善之基
礎

防制交通事故執法專
案之規劃

道安基本理論、歷
年道安情勢、國家
道安政策

資料分析方
法、交通執法
專案計畫

部門協調合作

分析交通事故資料辨
識出交通事故之個別
特性

道路交通法規、用
路及駕駛行為

資料分析方法 部門協調合作

交通事故肇因分析研
判

道路交通法規、用
路及駕駛行為

事故分析與鑑
定技術、交通
衝突分析技術

情緒管理

政府部門 -
執法執勤

以執法手段嚇
阻違規行為；
妥善進行交通
事故案件之現
場維護與蒐證。

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
取締工作

道路交通法規
執法取締流程
及標準

情緒管理、衝
突管理與談判

交通事故現場安全維
護、蒐證及資料蒐
集、登錄

道路交通法規
現場處理與蒐
證技術

情緒管理



338

組織
HTA 分析

知識

KSA 分析

知識 技術 態度

政府部門 -
教育宣導

依國家道安政
策之指導推動
降低交通事故
傷亡之工作；
建立安全用路
之態度與觀念

學校或社區安全環境
之營造

道安基本理論、用
路及駕駛行為

資料分析方法
部門協調合
作、溝通協調
方法

針對目標族群設計道
安教案，辦理課程、
活動或演講推廣道安
觀念

道安基本理論、道
路交通法規

產品與品牌管
理方法

部門協調合作

強化道安資訊在各類
型媒體之露出

經營策略
公關與行銷策
略

溝通協調方法

私部門 -
技術服務

提供專業交通
與工程之知識
與技術服務；
協助公、私部
門完成道安狀
況評估與安全
改善措施之規
劃、執行

交通狀況之調查與評
估

道安基本理論 交通調查方法 情緒管理

研擬並評估交通維持
計畫

道安基本理論、道
路交通法規、用路
及駕駛行為

交通調查方
法、交通衝突
分析與車流導
引技術

情緒管理、衝
突管理與談判

辦理道安改善專案計
畫

道安基本理論、道
路交通法規、用路
及駕駛行為

交通調查方
法、資料分析
方法、統計及
預測方法、交
通衝突分析與
車流導引技術

部門協調合
作、情緒管
理、衝突管理
與談判

私部門 -
工程施工
廠商

進行優質、合
法且合理之交
通工程與設施
之施作

道路工程與交通工程
設施之施作

道安基本理論、道
路交通法規、

交通及道路工
程相關技術規
範

部門協調合作

交通維持措施之實行
道安基本理論、道
路交通法規、

交通及道路工
程相關技術規
範

部門協調合作

從表3之KSA分析結果，可將不同組織為達成道安任務所知識、經驗及態度，

歸納整理為 7 類道安專業能力如下：。

(1) 整合分析能力：瞭解國家道安政策、歷年道安情勢、交通安全基本理論及

用路（駕駛）行為特性；能運用道安資料及統計分析方法，能進行事前 / 事
後、實施 / 未實施之比較分析。

(2) 工程專業技術：嫻熟道路交通及工程技術規範、道路交通法規；能實施交

通調查。

(3) 事故調查分析：具備交通衝突分析、交通事故分析與鑑定之智識；熟練交

通事故現場處理與蒐證技術。

(4) 執法品質安全：嫻熟道路交通法規與取締流程、取締標準，具備資料分析

能力規劃精準執法方案。

(5) 情緒溝通技巧：具備溝通協調能力，能有效進行跨部門的協調以完成任務，

能在衝突情境進行談判，並妥適管理自身情緒及調解壓力。

(6) 行銷管理方法：具備產品與品牌管理經營策略之相關知識；能運用公關及

行銷策略推廣道安觀念與道安相關解決方案、處理危機事件。

(7) 教育宣導方法：能組織、規劃道安推廣活動，聚焦道安觀念對不同受眾之

精準傳遞；設計優良之道安教育宣導文案、教案、簡報，透過生動、精闢

的演講建立聽眾對道安觀念之注意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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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道路交通安全專業能力培訓課程規劃

依實務座談之回饋意見與 HTA、KSA 之分析結果，並參考國內外各類相關

培訓之課程主題與時數分配，本研究將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之專業能力培訓課

程，分為「基礎課程模組」及「專業課程模組」，「基礎課程模組」讓道安人員

均能具備道路交通安全之基礎知識，包含道安政策現況、用路行為與交通衝突之

基本知識以及實施道安計畫之具體方法；「專業課程模組」則針對不同道安組織，

強化領域內之專業知能，以提升道安實力與績效表現。4.4 節所分析之 7 大專業

能力，將依適用對象與情境納入不同課程模組，如表 5 所示。

表 5　培訓課程模組規劃

課程模組 課程主題
建議 
時數

交通 工務
執法
規劃

執法
執勤

教育 
宣導

技術 
服務

施工 
廠商

基礎
課程

道路
交通
安全
概論

道安政策與道安現況 2     

用路 ( 駕駛 ) 行為與交通衝
突分析

2     

實施道安計畫 (分析、制定、
執行、評估之方法 ) 2      

領域
專業
課程

資料
統計
分析

事前 / 事後、實施 / 未實施
之比較分析

2    

資料蒐集與探索資料分析 2   

交通
( 道
路 ) 
工程
技術

交通工程規範 2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
範、公路路線設計規範

2   

道路
交通
法規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與道路交通
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2       

交通
事故
處理
與 
分析

提升交通事故處理品質 2  

交通事故分析鑑定 2   

政策
行銷

演講與簡報技巧 2    

教 ( 文 ) 案設計 2  

溝通
技巧

情緒與衝突管理 1    

談判與合作技巧 1     

時數合計 32 20 20 22 7 13 19 6

其中有關時數規劃部分，政府部門中交通、工務、執法規劃及私部門技術服

務等組織之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安排 19 至 22 小時課程，實務執行上可規劃為

3 至 4 天之訓練；政府部門中教育宣導組織之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安排 13 小時

課程，實務執行上可規劃為 2 天之訓練；政府部門執法執勤與私部門施工廠商等

組織安排 6 至 7 小時課程，可規劃 1 天之訓練。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建議 7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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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之基礎課程內容應一致，使所有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能

具備一致性的道路交通安全基本知識，更利於凝聚共識，並在相同的知識基礎上

合作與互動。然而，本研究建議領域專業課程模組中之同一課程主題，應考量不

同組織之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具有迥異之學術與實務經歷，宜針對該組織成員

量身訂製授課教材，以符合實際需求。

五、結論與未來研究建議

5.1結論

我國目前缺乏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之專業培訓課程及相關證照制度，為提

升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之專業能力、促進道路交通安全觀念之傳播、落實道路

交通安全設計之實現與道路交通安全政策之優化及推展，本研究蒐集國外道路交

通安全從業人員培訓制度、課程，以及國內相關領域從業人員之培訓計畫，透過

分層任務分析法及知識、技能和態度分類法之分析，提出符合道路交通安全從業

人員之目標與任務之培訓課程規劃。

為使得培訓課程規劃符合不同道路交通安全組織成員之背景、目標及任務，

本研究界定出政府部門之交通、工務、執法規劃、執法執勤、教育宣導及私部門

技術服務、施工廠商等 7 類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辦理實務座談聽取第一線工

作人員之回饋意見，並以分層任務分析法及知識、技能和態度分類法歸納出整合

分析能力、工程專業技術、事故調查分析、執法品質安全、情緒溝通技巧、行銷

管理方法、教育宣導方法 7 類道路交通安全專業能力。最後參考國內外各類專業

人員培訓課程之內容與時數規劃，針對不同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研提 1 至 4 天

不等之培訓課程規劃，而無論是何類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本研究均規劃共同

之基礎課程與領域專業課程，在建立一致的道路交通安全觀念與基礎後，深化其

專業能力之發展，並納入行銷與溝通技巧之相關課程，充分展現道路交通安全之

社會互動特性，以支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之實務推展。

本研究之成果除可作為培訓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培訓課程計畫之參考，亦

可作為核發道路交通安全專業證照制度之基礎，以利道路交通安全知識生態系之

永續發展，因此本研究具有以下貢獻：

(1) 本研究蒐集之國外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培訓及認證之資料，不僅可作為我

國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培訓課程規劃之參考，其多元之辦理方式、收費標

準與認證後之效果，均為後續建立道路交通安全專業認證制度之重要參考。

(2) 本研究透過有系統的分層任務分析法及知識、技能和態度分類法，界定道路

交通安全從業人員欲達成之目標、應從事之任務，具體分析出道路交通安全

從業人員之能力需求，亦呈現出其在實務上所遭遇之能力瓶頸與工作困境，

據此規劃培訓課程主題以及相對應之培訓時數。未來相關單位即可依據本

研究對道路交通安全專業能力之分析結果及培訓課程建議，研訂符合實際

需求之培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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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雖辦理座談會蒐集公部門實務工作人員之意見回饋，但僅為質化敘述

資料，囿於研究時程之限制，尚未及針對各類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分析其針對

各類能力之需求程度，後續研究若能對此部分加以充實，即可在本研究對於道路

交通安全能力之分析基礎上，進一步規劃各類專業能力培訓課程之優先次序、時

數及授課內涵之參考。

本文作為我國首次探討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能力與培訓需求的研究，可

視為建立道路交通安全專業認證、知識生態系永續發展之濫觴，未來相關研究可

在本研究之基礎上，詳細規劃道路交通安全專業能力之認證制度，包含培訓計畫

（如：初訓與回訓）規範、專業證照之效力（如：申辦計畫之資格限制、薪資、

積分之獎勵）與年限規劃，以全面提升道路交通安全從業人員之專業知能，有效

落實國家道路交通安全政策，建構優質與安全之道路交通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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