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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簡稱處罰條例)第一條明定立法目的為加強道路

交通管理、維護交通秩序，確保交通安全。目前雖然處罰條例都有明定每種交通

違規行為都有對應的處罰標準，但未能就違規行為對交通危害嚴重程度，科以相

對應交通違規記點。我國交通違規記點制度主要依處罰條例第 61 條第 3 項、第

63 條第 3 項、第 92 條第 7 項實施記點，違規記點共達 6 點以上者，處以各種行

政處分。依目前記點制度因無法有效激勵用路人守法，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針

對我國、日本、新加坡、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違規記點制度做探討，分析

各國記點制度優、缺點及我國違規記點制度缺失與問題所在，歸納研擬違規記點

制度，以記點制度做為駕駛人與車輛管理之基礎，並採激勵用路人守法策略，使

其自動遵守交通規則，增進交通安全。 

關鍵字：違規記點、駕照管理、激勵用路人、罰鍰分級 

一、前言 

用路人交通違規行為雖不一定會造成交通事故，但幾乎所有的交通事故

皆歸咎於用路人違規。我國、日本、新加坡近三年來的交通事故傷亡率，我

國均居第一，顯然國人交通違規行為嚴重，行政機關為了立即有效降低交通

事故次數及減少交通違規行為，常採用修改處罰條例之罰緩，對駕駛人科以

相當程度之處罰。然而我國交通事故死傷人數未見有效降低，儘管處罰愈來

愈重，顯然無法有效遏阻駕駛人違規，誠如蔡中志君(2003)提出的見解，認

為究竟重罰的意義何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一再修改，處罰愈來愈

重，程序卻愈來愈簡化，例如罰鍰一直增加、吊扣吊銷駕駛執照期間一直延

長，採取一次裁罰通知、委託拖吊、委託科學採證舉發，所以被開罰單的用

路人的心態只覺得倒楣與反感，有沒有反省自己的不是？ 

記點制度的立法要旨，主要係在於依交通秩序危害之程度、分別按其情

節輕重，而配以不同的點數，在一定期間內，若點數累積達某一特定點數時，

則予以相當的處分，目的係在於藉此喚醒駕駛人小心駕駛，以維行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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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與探討 

2.1 違規記點制度 

2.1.1 我國 

記點制度於民國七十六年七月一日實行，制度目的主要是藉由累記方式，

讓駕駛人在使用道路時提高警惕，進而避免肇事案件發生。依據我國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人違規行為態樣與記點點數整理如表 2-1。 

表 2-1 我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記點表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記點點數 

第 33 條第 1 項、第 2 項：高速公路違規 

第 38 條第 1 項：違規攬客 

第 40 條：超速 

第 45 條：不依規定行駛 

第 47 條第 1~3 款：違規超車 

第 48 條：違規轉彎或變換車道不依規定 

第 49 條：違規迴轉 

第 60 條第 1 項：不聽警察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第 60 條第 2

項第 1~2 款：不服勤務警察指揮、稽查 

第 92 條第 7 項：550cc 以上大型重型機車行駛高速公路違規行為 

1 點 

第 29 條第 1 項第 1~4 款：裝載物品不依規定(歸責汽車駕駛人) 

第 29 條之 2 第 1~2 項：裝載貨物超重或超過行駛橋樑規定之載重限制者

(歸責汽車駕駛人) 

第 30 條第 1 項第 1~2 款：裝載物品超重、超長、超寬、超高而未隨車攜

帶臨時通行證，或未依規定路線、時間行駛或滲漏、飛散或氣味惡臭者 

2 點 

第 43 條：蛇行、飆車、逼車、任意驟然減速、煞車或暫停、拆除消音器 

第 53 條、53 條之 1：闖紅燈、紅燈右轉 

第 61 條第 3 項：肇事致人受傷 

3 點 

資料來源：蕭淑娟，2016 

我國道路交通違規記點懲罰是依據處罰條例第63條，其中第一項規定各

類型違規所應記的點數，共分成3等級；第三項規定，汽車駕駛人在六個月內，

違規記點共達6點以上者，吊扣駕駛執照一個月，一年內經吊扣駕駛執照二次，

再違反第一資各款所列條款之一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2.1.2 日本 

一、日本交通違規記點型式：分為交通違規基礎分，如表2-2所示，交通事故

附加分，如表2-3示，肇事逃逸附加分，如表2-4示。 

表 2-2 日本交通違規記點配分 

交通違規類型 點數 

帶有酒氣駕駛記點

點數 

左側(0.15-0.25) 



 

 

右側(0.25 以上) 

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 62  

危險駕駛引致他人受傷

等行為 

3 個月以上治療期間，並造成身體

有後遺症 
55  

身體治療期間為 30 日以上未滿 3

個月 
51  

身體治療期間為 15 日以上未滿 30

日 48  

身體治療期間未滿 15 日或造成建

築物毀損 45  

酒醉駕車 35  

毒駕 35  

違反救助義務 35  

違反禁止共同危險行為等 25  

疲勞駕駛 25  

無照駕駛 19 23/25 

醉後駕車  13/25 

無大型車駕照 12 19/25 

領有學習駕照違規 12 19/25 

行車前未執行車輛檢查 6 16/25 

無投保責任險 6 16/25 

超速國道速限規定 超過速限 50 公里以上 12 19/25 

超過速限 40 公里以上未達 50 公里 6 16/25 

超過速限 35 公里以上未達 40 公里 6(3) 16/25(15/25) 

超過速限 30 公里以上未達 35 公里 6(3) 16/25(15/25) 

超過速限 25 公里以上未達 30 公里 3 15/25 

超過速限 20 公里以上未達 25 公里 2 14/25 

超過速限 15 公里以上未達 20 公里 1 14/25 

超過限速未達 15 公里 1 14/25 

不遵守警察現場指揮 2 14/25 

不遵守警察禁止通行規定 2 14/25 

不遵守號誌燈號 紅燈停止 2 14/25 

燈滅 2 14/25 

不遵守禁止通行標誌 2 14/25 

違規通行行人專用道 2 14/25 

未依道路標示行駛 2 14/25 

未保持與行人安全距離 2 14/25 

違反不能緊急煞車規則 2 14/25 

未依標線行駛 2 14/25 

無故隨意超車 2 14/25 

電車後方不停 2 14/25 

平交道不停 2 14/25 

穿越平交道 2 14/25 

妨礙優先通行車輛行進 2 14/25 

未遵守十字路口號誌 2 14/25 

未禮讓穿越馬路行人 2 14/25 

違反減速慢行場所規定 2 14/25 

違反停車再開規定 2 14/25 



 

 

違規停放車輛規定 在禁止臨時停車場所停車 3  

在禁止停車場所停車 2  

違反停車場停車規定 在禁止臨時停車場所停車 2 14/25 

在禁止停車場所停車 1 14/25 

加載物重量限制(超載) 10%以上 6 3 15/25 

5%以上未滿 10% 3 2 14/25 

未達 5% 2 1 14/25 

車輛設備損壞 制動裝置等 2 14/25 

尾燈等 1 14/25 

違反安全駕駛責任 2 14/25 

未禮讓兒童通行 2 14/25 

未慢駛安全區 2 14/25 

車輛行駛中製造噪音 2 14/25 

行車時使用行動電話(注視手機螢幕等) 1 14/25 

邊使用行動電話邊行駛(易造成危險駕駛) 2 14/25 

未裝設消音器 2 14/25 

車輛未依國道標示行駛 2 14/25 

未依主要路口號誌行駛 2 14/25 

駕駛者未遵守國道規定 2 14/25 

未隨身攜帶駕照駕駛 2 14/25 

資料來源：蕭淑娟，2016 

表 2-3 交通事故(附加分) 

交通事故種類 肇事責任 點數 

死亡事故(包含過失) 全部責任 20 點 

部分責任 13 點 

治療時間 3 個月以上的重傷事故(或是特定事故) 全部責任 13 點 

部分責任 9 點 

治療時間 30 日以上未滿 3 個月的重傷事故 全部責任 9 點 

部分責任 6 點 

治療時間 15 日以上未達 30 日的輕傷事故 全部責任 6 點 

部分責任 4 點 

治療時間未達 15 日的輕傷事故，或是造成建物

毀損的交通事故 

全部責任 3 點 

部分責任 2 點 

資料來源：蕭淑娟，2016 

表 2-4 肇事逃逸(附加分) 

違反義務措施的類型 點數 

財物損失事故逃逸 5 點 

資料來源：蕭淑娟，2016 

二. 處分基準點數：駕駛執照的吊扣或吊銷處分，係依合計點數而定，其基

準表如2-5示。例如前曾被吊扣駕照2次紀錄者，其合計點數超過2點即可再吊

扣駕照，超過5點則吊銷駕照。 

表 2-5 違規點數制度駕照吊扣或吊銷處分基準表 

 

點數 

吊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紀錄 

0 回      吊扣 30 天 吊扣 60 天 吊扣 90 天 吊

銷 

1 回    60 90 120 吊

銷 

     

2 回  90 12

0 

15

0 
吊

銷 

          

3 回  12

0 

15

0 
吊

銷 

           

4 回  15

0 

18

0 
吊

銷 

           

資料來源：蕭淑娟，2016；  

三. 無肇事及無違規紀錄駕駛人的鼓勵  

(一) 一年以上時間無違規、無事故紀錄者，以前違規行為事故點數免予計算。 

(二) 二年以上時間無違規、無事故紀錄者，其輕微違規點數(1-3點)，自當日起

三個月期間未再有事故或違規者，其點數免予計算。 

(三) 曾有吊扣駕照紀錄，其後一年以上無事故、無違規，且駕照未再被吊扣者，

清除其所有吊扣紀錄，成為零次吊扣紀錄。 

2.1.3 新加坡 

新加坡違規記點制度始於西元1983年開始實施駕駛人賞罰記分制度

DRIVER IMPROVENMENT POINTS SYSTEM(DIPS)，此制度主要目的是用

於識別高風險和屢次違規的駕駛人，並在特定期間內禁止其駕駛車輛。根據

新加坡DIPS應記點之交通違規行為與記點數整理如表2-6。(蕭淑娟，2016) 

表 2-6 新加坡交通違規記點表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記點點數 

1. 不遵守警員，管制交通當局職員或安全官員的交通指示 

2. 超額載客或乘客未跨腿就坐 

3. 騎乘者沒戴穿全帽或沒有安全地佩戴安全帽 

4. 駕駛者沒有繫上安全帶 

5. 駕駛者沒有確保每位乘客繫上安全帶 

6. 載乘客高度低於1.35公尺，沒有妥善使用經過許可的兒童限制裝置或

束縛身體的安全帶 

7. 在泊車扣分區泊車 

8. 在停車扣分區停車 

9. 與另一輛車併排停車 

10. 在人行道上泊車 

11. 在斑馬橫道線控制區內停車 

12. 運送未妥固定貨物 

13. 使用輪胎帆布層或胎體暴露的輪胎 

14. 無蓋的載貨小卡車違反前座一定要先坐滿，再坐有蓋部份的甲板位

置，最後才能坐無蓋部份的甲板位置的規定 

3 點 



 

 

15.超過車輛時速限制1至20公里/小時 

16.超過公路時速限制1至20公里/小時 

17.在有交通控制的交叉路口未給迎面駛來的車輛讓路 

18.在無交通控制的交叉路口沒有讓路 

19.十字路口沒有讓路 

20.交通圈處沒有讓路 

21.越過雙白線 

22.越過道路分隔處 

23.阻礙交通流暢 

24.沒有讓路給救護車、救火車和警車 

25.機動車輛危險載貨 

26.在高速公路路肩上或邊界停車或停留 

27.在高速公路行車道上停車或停留 

28.左轉或右轉時，沒有依正確的車道行駛 

4 點 

29.逆向交通標誌指示的方向行駛或騎行 

30.在高速公路路肩上行駛 

31.超過公路時速限制21至30公里/小時 

32.超過車輛時速限制21至30公里/小時 

33.機動車輛司機在人行橫道違規 

34.粗心駕駛 

35.沒有牢靠地綁紥或固定在貨車上貨物，以防止貨物從車上掉落 

36.機動車輛或拖車危險載客。 

37.沒有遵守開放甲板貨車乘載乘客的1.1公尺高度限制 

38.在空間不足的開放甲板貨車上乘載乘客 

39.不必要的情況下在高速公路倒車 

6 點 

40.超過車輛時速限制31至40公里/小時 

41.超過公路時速限制31至40公里/小時 8 點 

42.魯莽駕駛(駕車時對其它公路使用者缺乏應有關注和體諒) 

43.貨車危險載客 9 點 

44.超過車輛時速限制41至50公里/小時 

45.超過公路時速限制41至50公里/小時 

46.不遵守紅色交通燈訊號 

12 點 

47.駕駛時使用手機或移動裝置(包括使用免持和耳機都不允許) 

違者將在法庭被起訴，可能被取消駕駛資格並沒收手機/移動裝置 12 點 

48.超過車輛時速限制51至60公里/小時 

49.超過公路時速限制51至60公里/小時 18 點 

50.超過公路速度限制60公里/小時以上 

52.嚴重危險駕駛 24 點 

資料來源：蕭淑娟，2016 

新加坡DIPS制度旨在透過懲罰和獎勵制度，以識別和導正錯誤的駕駛行

為。其賞罰記點制度說明(蕭淑娟，2016)如下： 

1. 駕駛人在二十四個月內，記點積滿24點，立即限令停駛，停駛期間初次犯

者為12週；二次犯者為24週；三次犯者為1年；四次犯者為2年；五次或以上

犯者為3年。 

2. 駕駛人每次違規記點，均會寄發通知單告知，累積達十二點者不立即限令



 

 

停駛，會先給予警告積點註記，在未來十二個月內，駕駛人無任何違規記點

之情形，則先前記點將可取消，以資鼓勵。 

2.1.4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違規記點制度，主要是將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

為累積記分周期分為 12 個月，滿分為 12 分，共五個等級，對機動車駕駛人

的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處罰與記分同時執行；違規行為態樣與記點點數

整理如表 2-7。 

表 2-7 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違規記點表 

機動車駕駛證申領和使用規定 (2016 年) 記點點數 

1.未依規定使用燈光 

2.未依規定會車 

3.機動車超長超寬超高 

4.未攜帶行照、駕照 

1點 

5.行經路口未依規定行車或停車 

6.違規使用行動電話 

7.未依規定載安全帽 

8.未依規定攜安全帶 

9.違規超車 

2點 

10.中型以上客貨車高速公路外超速未達20 

11.貨車超載未達30% 

12.禁止車輛駛入高速公路 

13.高速公路上未依規定行駛車道 

14.行經人行道未依規定減速、停車、理讓行人 

15.違反禁止標誌標線 

16.違規超車、逆向 

17.違規牽引掛車 

18.肇事後未依規定使用燈光和警告標誌 

3點 

19.吊扣駕照期間駕車 

20.違反號誌通行 

21.營運客車超載未達20%、其它客車超過20% 

22.貨車超載30%以上 

23.高速公路違規占用車肩行駛 

24.超限物品未依規定 

25.危險物品未依規定 

26.違法補領駕照 

6點 

27.無照駕車 

28.飲酒駕車 

29.客車超載(不含公車)、校車超載20%以上 

30.肇事逃逸 

31.無牌、遮牌行駛 

32.使用偽造車牌 

33.客車高速公路違停 

12點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記分賞罰制度說明： 



 

 

1. 機動車駕駛人在機動車駕駛證的六年有效期內，每個記分周期均未記滿12

分，可換發十年有效期的機動車駕駛證；在機動車駕駛證的十年有效期內，

每個記分周期均未記滿12分的，可換發長期有效的機動車駕駛證。 

2. 機動車駕駛人記分周期內累積記分達到 12 分，機動車駕駛人應當在十五

日內到機動車駕駛證核發地或者違法行為地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參加

為期七日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和相關知識學習。 

3. 機動車駕駛人在一個記分周期內有兩次以上達到12分或者累積記分達到

24分以上的，車輛管理所還應當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和相關知識考

試合格後十日內對其進行道路駕駛技能考試。 

三、罰鍰分級配合記點設計 

3.1 罰鍰分級設計 

 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汽車章節所訂罰鍰金額，最高罰則為 9 萬，

最低為 300 元，罰鍰共有 35 等級，參考立法院公報第 103 卷第 89 期院會紀

錄，研礙六等級、十二等級，二種罰鍰分級，罰鍰分級表如表 3-1 所示。 

表 3-1 罰鍰分級表 

處罰條例條號 違規簡述 

十二等級 六等級 

點數 

(等級) 
罰鍰 

點數 

(等級) 
罰鍰 

第 32 條第二項 

第 14 條 

第 25 條 

第 26 條 

第 31 條第五項 

第 41 條 

第 55 條 

第 31 條第六項 

第 33 條第三項 

第 38 條第二項 

第 39 條 

第 50 條 

第 51 條 

第 52 條 

第 56 條第一項 

第 58 條 

無證行駛動力機械 

牌照、行照違規 

不變更登記、駕照毀損 

駕照逾期未審驗 

機車未依規定附載人員 

未依規定按鳴喇叭 

違規臨時停車 

騎車未載安全帽 

駕駛違反其它管制 

計程車拒載乘客 

汽車靠左駕駛 

違規倒車 

違規上下坡 

違規行經渡口 

違規停車 

未保持安全車距 

2 點 

(1 級) 

500 

〜 

1,000 

2 點 

(1 級) 

500 

〜 

1,500 

第 44 條第一項 

第 45 條 

第 46 條 

第 48 條第一項 

第 49 條 

第 53 條第二項 

違反減速慢行 

違規爭道 

違規交會 

違規轉彎 

違規迴車 

紅燈右轉 

4 點 

(2 級) 

1,000 

〜 

1,500 



 

 

第 62 條第二項 

第 15 條第一項 

第 16 條第一項 

 

第 17 條第一項 

第 60 條第二項 

第 31 條之一第二項 

第 31 條第一項 

第 62 條第一項 

第 36 條第三項 

 

第 34 條 

第 47 條 

第 32 條之一 

第 42 條 

第 44 條第二項 

第 48 條第二項 

肇事後不儘速移車 

未依規定換照或繳回 

異動申報、安全及營業設備

違規 

違反定期檢驗 

不遵守號誌 

機車行車使用手持式電話 

未繫安全帶 

車損肇事處理不當 

營業小客車異動未申報或

未參加查驗 

疲勞或患病駕車 

違規超車 

違規使用動力器具 

未依規定使用燈光 

未禮讓行人 

轉彎未禮讓行人 

第 31 條第三項 

第 38 條第一項 

第 59 條 

第 36 條第一項 

第 24 條第三項 

附載幼童未安置於安全椅 

違規攬客 

駕車故障未依規定處理 

營業小客車未辦執業登記 

不參加安全講習 

6 點 

(3 級) 

1,500 

〜 

1,800 

4 點 

(2 級) 

1,500 

〜 

5,400 

第 19 條 

第 20 條 

第 22 條第一項 

第 53 條第一項 

第 13 條 

第 57 條 

 

第 18 條第一項 

煞車失靈 

汽車損壞未修復 

駕駛違規使用 

闖紅燈 

牌照、標明事項違規 

汽車買賣業、修理業違規停

車 

汽車基本設備變換、修復未

檢驗 

8 點 

(4 級) 

1,800 

〜 

5,400 

第 31 條第四項 

第 31 條第二項 

第 27 條第一項 

第 31 條第二項 

第 33 條第一項 

第 33 條第四項 

第 60 條第一項 

第 29 條、第 30 條 

第 32 條第一項 

第 62 條第三項 

留滯幼童於車內 

行駛中使用手持式電話 

未依規定繳費 

行駛高速公路未攜安全帶 

不遵守道路管制 

行駛或進入禁制區 

駕駛不聽制止或拒絕稽查 

違反汽車裝載 

無證行駛動力機械 

駕駛任意移動肇事現場 

10 點 

(5 級) 

3,600 

〜 

7,200 

6 點 

(3 級) 

3,600 

〜 

9,000 

第 12 條第一項 

第 21 條第一項 

第 33 條第二項 

第 54 條 

第 43 條第一項 

無照駕駛 

未領駕照 

堵塞超車道行車 

平交道違規 

危險駕車及噪音 

12 點 

(6 級) 

6,000 

〜 

9,000 

第 18 條之一第三項 

第 18 條之一第二項 

第 29 條之二第四項 

 

未依規定保存行車紀錄卡 

行車紀錄器無法正常運作 

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或

不服交通指揮 

14 點 

(7 級) 

9.000 

〜 

12 點 

(4 級) 

9,000 

〜 

2,400 



 

 

第 29 條之二第三項 超載貨物 12,000 

第 18 條之一第一項 未裝設行車紀錄器 
16 點 

(8 級) 

12,000 

〜 

24,000 

第 35 條第一項 酒駕、毒駕 
18 點 

(9 級) 

24,000 

〜 

36,000 18 點 

(5 級) 

24,000 

〜 

48,000 
第 61 條第二項 駕駛人違規或妨礙公務 

20 點 

(10 級) 

36,000 

〜 

48,000 
第 43 條第三項 

第 21 條之一第一項 

第 29 條之一 

道路上競駛、競技 

未領駕照 

違規使用專用車輛或車廂 

22 點 

(11 級) 

48,000 

〜 

60,000 
24 點 

(6 級) 
90,000 

第 35 條第三項 

第 35 條第四項 

吊扣期間再犯 

拒絕酒測 

24 點 

(12 級) 
90,0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依表 3-1 所示，各等級之最高金額與下一等級之最低金額相同，係在於

罰鍰區間連續、裁罰基準表訂定；簡化罰鍰等級，係在於配合記點點數，罰

緩越高者，記點之點數越大，表示違規行為越嚴重，讓所有違規行為都有對

應之罰鍰、記點等級，立法者易於管理法規、修正法規，行政機關易於各項

相關行政事務及宣導，民眾容易瞭解。 

四、駕照管理配合記點設計 

4.1  違規記點制度 

 針對處罰條例第二章汽車違規，記點採汽車駕駛人與車輛並行；當場舉

發違規，駕駛人與車輛並行記點，駕駛人記點點數管理駕照分級、安全講習，

車輛記點點數管理汽車保險；民眾檢舉、逕行舉發違規，採車輛違規記點。 

4.1.1 汽車駕駛人違規記點 

處罰條例第 61 條第三項、第 63 條、第 92 條第七項，違規記點共分為 1

點、2 點、3 點，三個等級，參考交通部新修訂違規記點、立法院公報第 103

卷第 89 期院會紀錄，研礙駕駛人違規記點，分別為六等級與十二等級，作為

立法者參考。駕駛人違規記點分級表如表 4-1 所示。 

表 4-1 駕駛人違規記點分級表 

處罰條例條號 違規簡述 

十二等級 六等級 

點數 等級 點數 等級 

第 32 條第二項 

第 14 條 

第 25 條 

第 26 條 

無證行駛動力機械 

牌照、行照違規 

不變更登記、駕照毀損 

駕照逾期未審驗 

2 點 1 級 2 點 1 級 



 

 

第 31 條第五項 

第 41 條 

第 55 條 

第 31 條第六項 

第 33 條第三項 

第 38 條第二項 

第 39 條 

第 50 條 

第 51 條 

第 52 條 

第 56 條第一項 

第 58 條 

機車未依規定附載人員 

未依規定按鳴喇叭 

違規臨時停車 

騎車未載安全帽 

駕駛違反其它管制 

計程車拒載乘客 

汽車靠左駕駛 

違規倒車 

違規上下坡 

違規行經渡口 

違規停車 

未保持安全車距 

第 44 條第一項 

第 45 條 

第 46 條 

第 48 條第一項 

第 49 條 

第 53 條第二項 

第 62 條第二項 

第 15 條第一項 

第 16 條第一項 

 

第 17 條第一項 

第 60 條第二項 

第 31 條之一第二項 

第 31 條第一項 

第 62 條第一項 

第 36 條第三項 

 

第 34 條 

第 47 條 

第 32 條之一 

第 42 條 

第 44 條第二項 

第 48 條第二項 

違反減速慢行 

違規爭道 

違規交會 

違規轉彎 

違規迴車 

紅燈右轉 

肇事後不儘速移車 

未依規定換照或繳回 

異動申報、安全及營業設備

違規 

違反定期檢驗 

不遵守號誌 

機車行車使用手持式電話 

未繫安全帶 

車損肇事處理不當 

營業小客車異動未申報或

未參加查驗 

疲勞或患病駕車 

違規超車 

違規使用動力器具 

未依規定使用燈光 

未禮讓行人 

轉彎未禮讓行人 

4 點 2 級 

第 31 條第三項 

第 38 條第一項 

第 59 條 

第 36 條第一項 

第 24 條第三項 

附載幼童未安置於安全椅 

違規攬客 

駕車故障未依規定處理 

營業小客車未辦執業登記 

不參加安全講習 

6 點 3 級 

4 點 2 級 

第 19 條 

第 20 條 

第 22 條第一項 

第 53 條第一項 

第 13 條 

第 57 條 

 

第 18 條第一項 

煞車失靈 

汽車損壞未修復 

駕駛違規使用 

闖紅燈 

牌照、標明事項違規 

汽車買賣業、修理業違規停

車 

汽車基本設備變換、修復未

檢驗 

8 點 4 級 

第 31 條第四項 

第 31 條第二項 

留滯幼童於車內 

行駛中使用手持式電話 
10 點 5 級 6 點 3 級 



 

 

第 27 條第一項 

第 31 條第二項 

第 33 條第一項 

第 33 條第四項 

第 60 條第一項 

第 29 條、第 30 條 

第 32 條第一項 

第 62 條第三項 

未依規定繳費 

行駛高速公路未攜安全帶 

不遵守道路管制 

行駛或進入禁制區 

駕駛不聽制止或拒絕稽查 

違反汽車裝載 

無證行駛動力機械 

駕駛任意移動肇事現場 

第 12 條第一項 

第 21 條第一項 

第 33 條第二項 

第 54 條 

第 43 條第一項 

無照駕駛 

未領駕照 

堵塞超車道行車 

平交道違規 

危險駕車及噪音 

12 點 6 級 

第 18 條之一第三項 

第 18 條之一第二項 

第 29 條之二第四項 

 

第 29 條之二第三項 

未依規定保存行車紀錄卡 

行車紀錄器無法正常運作 

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或

不服交通指揮 

超載貨物 

14 點 7 級 
12 點 4 級 

第 18 條之一第一項 未裝設行車紀錄器 16 點 8 級 

第 35 條第一項 酒駕、毒駕 18 點 9 級 
18 點 5 級 

第 61 條第二項 駕駛人違規或妨礙公務 20 點 10 級 
第 43 條第三項 

第 21 條之一第一項 

第 29 條之一 

道路上競駛、競技 

未領駕照 

違規使用專用車輛或車廂 

22 點 11 級 
24 點 6 級 

第 35 條第三項 

第 35 條第四項 

吊扣期間再犯 

拒絕酒測 
24 點 12 級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4.1.2 車輛違規記點 

參考交通部新修訂違規記點、立法院公報第 103 卷第 89 期院會紀錄，研

礙車輛違規記點，當車輛半年累記滿 3 點，吊扣牌照三個月，一年內記滿 6

點，直接吊銷牌照，作為立法者參考。車輛違規記點分級表如表 4-2 所示。 

表 4-2 車輛違規記點分級表 

處罰條例條號 違規簡述 記點點數 

第 32 條第二項 

第 14 條 

第 25 條 

第 26 條 

第 31 條第五項 

第 41 條 

第 55 條 

第 31 條第六項 

第 33 條第三項 

第 38 條第二項 

第 39 條 

第 50 條 

第 51 條 

無證行駛動力機械 

牌照、行照違規 

不變更登記、駕照毀損 

駕照逾期未審驗 

機車未依規定附載人員 

未依規定按鳴喇叭 

違規臨時停車 

騎車未載安全帽 

駕駛違反其它管制 

計程車拒載乘客 

汽車靠左駕駛 

違規倒車 

違規上下坡 

1 點 



 

 

第 52 條 

第 56 條第一項 

第 58 條 

違規行經渡口 

違規停車 

未保持安全車距 

第 44 條第一項 

第 45 條 

第 46 條 

第 48 條第一項 

第 49 條 

第 53 條第二項 

第 62 條第二項 

第 15 條第一項 

第 16 條第一項 

第 17 條第一項 

第 60 條第二項 

第 31 條之一第二項 

第 31 條第一項 

第 62 條第一項 

第 36 條第三項 

第 34 條 

第 47 條 

第 32 條之一 

第 42 條 

第 44 條第二項 

第 48 條第二項 

違反減速慢行 

違規爭道 

違規交會 

違規轉彎 

違規迴車 

紅燈右轉 

肇事後不儘速移車 

未依規定換照或繳回 

異動申報、安全及營業設備違規 

違反定期檢驗 

不遵守號誌 

機車行車使用手持式電話 

未繫安全帶 

車損肇事處理不當 

營業小客車異動未申報或未參加查驗 

疲勞或患病駕車 

違規超車 

違規使用動力器具 

未依規定使用燈光 

未禮讓行人 

轉彎未禮讓行人 

第 31 條第三項 

第 38 條第一項 

第 59 條 

第 36 條第一項 

第 24 條第三項 

附載幼童未安置於安全椅 

違規攬客 

駕車故障未依規定處理 

營業小客車未辦執業登記 

不參加安全講習 

第 19 條 

第 20 條 

第 22 條第一項 

第 53 條第一項 

第 13 條 

第 57 條 

第 18 條第一項 

煞車失靈 

汽車損壞未修復 

駕駛違規使用 

闖紅燈 

牌照、標明事項違規 

汽車買賣業、修理業違規停車 

汽車基本設備變換、修復未檢驗 

第 31 條第四項 

第 31 條第二項 

第 27 條第一項 

第 31 條第二項 

第 33 條第一項 

第 33 條第四項 

第 60 條第一項 

第 29 條、第 30 條 

第 32 條第一項 

第 62 條第三項 

留滯幼童於車內 

行駛中使用手持式電話 

未依規定繳費 

行駛高速公路未攜安全帶 

不遵守道路管制 

行駛或進入禁制區 

駕駛不聽制止或拒絕稽查 

違反汽車裝載 

無證行駛動力機械 

駕駛任意移動肇事現場 

2 點 

第 12 條第一項 

第 21 條第一項 

第 33 條第二項 

第 54 條 

第 43 條第一項 

無照駕駛 

未領駕照 

堵塞超車道行車 

平交道違規 

危險駕車及噪音 



 

 

第 18 條之一第三項 

第 18 條之一第二項 

第 29 條之二第四項 

第 29 條之二第三項 

未依規定保存行車紀錄卡 

行車紀錄器無法正常運作 

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或不服交通指揮 

超載貨物 

第 18 條之一第一項 未裝設行車紀錄器 

第 35 條第一項 酒駕、毒駕 

3 點 

第 61 條第二項 駕駛人違規或妨礙公務 

第 43 條第三項 

第 21 條之一第一項 

第 29 條之一 

道路上競駛、競技 

未領駕照 

違規使用專用車輛或車廂 

第 35 條第三項 

第 35 條第四項 

吊扣期間再犯 

拒絕酒測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記點制度主要精神，係在於將嚴重影響行車安全與交通秩序之違規行為，

依其情節輕重，配以不同點數。而且應依交通狀況之實際演變來決定記點之

違規行為，即應依影響行車安全與交通秩序嚴重之違規行為，依其情節輕重

來決定記點之點數，以反應危害程度，如此才能降低事故，以維行車安全。 

4.2 駕照分級設計 

 相同事物相同處理，不同事物應當為不同處理，為法學理論所述實質平

等原則，運用適當方法對駕駛人區分良莠，並以鼓勵為主、處罰為輔，激發

駕駛人守法，以爭取優良駕駛執照。駕照升級表如表 4-3 所示。駕照降級表

如表 4-4 所示。 

表 4-3 駕照升級表 

 新手駕照 初級駕照 中級駕照 高級駕照 

資
格 

考
試
及
格 

考試及格時 

考
試
及
格 

滿 2 年 

考
試
及
格 

滿 5 年 

考
試
及
格 

滿 10 年 

每
年
記
點
數 

未達 12 點 

每
年
記
點
數 

未達 12 點 

每
年
記
點
數 

未達 12 點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表 4-4 駕照降級表 

 高級駕照 中級駕照 初級駕照 

達 24 點 

(降為中級) 

達 24 點 

(降為初級) 

達 24 點 

(重新考照)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駕照升級表分為四個等級，每個等級須循序漸進，等級越高的駕照，取

得時間越長，每年均有記點點數限制，如超過該點數，則未達升級駕照資格，

進而激勵駕駛人守法。駕照降級表，分為三個等級，每年點數達 24 點，則需



 

 

降至下一級，達 24 點的情形，通常為惡性違規、嚴重違規、反覆違規，以人

性本惡為出發點，設計降級制度，讓駕駛人有所警惕，進而達到駕駛人守法。 

4.3 安全講習設計 

參考交通部新修訂違規記點、日本安全講習制度，配合駕駛人違規分級，

設計適合我國安全講習制度，分別為4小時、8小時，12小時。安全講習時數

表，如表4-5所示。 

表 4-5 安全講習時數表 

 達 6 點 達 12 點 達 24 點 

時數 4 小時 8 小時 12 小時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4.4 車輛違規配合汽車強制保險費設計 

目前汽車強制保險費僅對肇事紀錄、酒駕加費，並未對交通違規列入增

加保費，參考我國違規肇事紀錄等級係數，研礙合適汽車強制保險加費設計。

車輛違規與汽車強制保險加費係數表，如表 4-6 所示。 

表 4-6 車輛違規與汽車強制保險加費係數表 

點數 加費係數 

1 1.1 

2 1.2 

3 1.3(吊扣牌照三個月) 

4 1.4 

5 1.5 

6 吊銷牌照 

總保費 = (基本保費 ×加費係數) +酒後駕車加費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五、結論 

(一) 我國目前於交通違規記點制度中存在的問題，說明如下： 

1. 違規記點過於簡略，非每種交通違規都有對應到的點數，現有記點制

度成效不彰，無法約束駕駛人守法。 

2. 現行處罰條例汽車章節共有35罰鍰等級，從最低300元至最高9萬元，

罰緩等級過於複雜，無規則可循。 

3. 違規記點週期太短，無法鑑別駕駛人守法程度；週期計算起迄，以個

人為單位，交通主管單位管理不易。 

(二) 在文獻回顧當中，參考日本、新加坡、中華人民共和國違規記點制度，

歸納以下優點，值得我國學習： 



 

 

1. 日本記點制度體系完整，對酒後駕車所測得酒精濃度數值、危險駕駛

致人受傷，治療期間、超載、超速等級百分比規定詳細；並針對累積

記點後應吊扣、吊銷駕照處分定有基準表可遵循。 

2. 新加坡違規記點，對不同違規行為複雜性與嚴重性均能適時反應。 

3.中華人民共和國記點制度對於記分周期與記分起始日均明確規定。 

(三) 參考日本、新加坡、中華人民共和國，可歸納出一個適合我國的駕駛管

理制度，說明如下： 

1. 記點記次制度需有完整之體系與每條處罰有所連結，搭配獎勵配套措

施，進而達到主動積極管理駕駛人之目的。 

 2. 駕駛執照需定期審驗，以便定期查核駕駛人。 

3. 駕駛執照需區分級別，不同級別相對於其交通安全講習、汽車牌照稅、

或汽車保險費將有不同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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