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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降低道路交通事故發生與減少事故傷亡嚴重性，一直是所有投入道路交通安全與執

法的工作者，共同願景及努力目標。中央警察大學交通學系暨交通管理研究所(以下簡稱

本系)基於培養國內交通警察基層幹部之職責，除積極鑽研交通執法與安全改善維護之

學術研究，並肩負國內交通執法與安全學術與實務整合運作之重責大任，乃自民國 84

年起，在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鼎力支持及指導、以及內政部警政署與相關交

通實務機關等共同協助下，每年共同辦理「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研討會」，提供學術研

究和實務執行工作者共享交通相關專業研究成果、知識與經驗之交流平台，期能藉此達

到持續落實政府各項道路交通安全政策、逐步強化道路交通安全環境及有效改善交通警

察執法與事故處理品質等諸多目標。 

關鍵詞：研討會、交通執法、事故處理品質。 

一、緣起 

由於台灣的交通對行人不友善已被詬病已久，加上 2022年下旬起，台灣再度

發生多起行人於斑馬線行走，卻因為車輛未停讓行人先行而遭撞擊致死或受傷的

事故，「行人地獄」遂成台灣交通亂象的貶抑用語。究其原因：人本交通法令位階

不明確、道路設計規劃不當、駕駛素質低落、違規停車氾濫、車輛未依法停讓行人、

人行道缺乏、駕駛人缺乏安全觀念及交通刑罰過低等。交通部部長王國材在 2022

年 12月 13日表示，交通部已針對不禮讓行人提案修法，罰則將從 3600元加重為

6000元，並將送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審查；交通部道安會 2023年 2月 23日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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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借鏡日本交通安全對策基本法以及台灣環境教育基本法等經驗，擬推動「道路交

通安全基本法」改善道安，並從工程面改善人行車行空間、從教育面形塑優質交安

文化、在執法面強化交通安全執法等三大構面推動十項改善策略。此外，交通部自

106年起推動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期望結合當今資通訊技術快速發展、智

慧型行動裝置及雲端服務普及、巨量資料應用及物聯網等科技趨勢，以系統性與整

合性方法策略，專注解決民眾切身感受之交通安全、偏鄉交通不便、交通運輸體驗

不佳及交通壅塞等問題。基於上述各項資訊，本(112)年度將以「打造安全、順暢、

共享之智慧交通環境」為研討會主題，希望透過本次研討會活動，一方面促進相關

學術研究發展、技術交流，使交通執法與安全改善之專業理論與實務執行層面相互

交流印證，另一方面引導國內交通安全工作之政策發展方向，創造更先進、優質而

安全的道路交通環境與管理作為，藉以保障所有用路人生命、財產安全。 

二、會議方式及議題 

2.1 會議方式 

本次會議擬分為「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實務專題座談會」、與「交通執法

及道安器材展示」等三類活動，其辦理方式說明如下： 

2.1.1 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 

依據本次論文研討之主題，廣泛徵求國內各交通領域相關學術機構、團體及實

務執行等機關學校，投稿學術性或實務性之論文，經全文審查擇優予以安排論文場

次發表，並藉由與會人員共同研討，期能對於相關交通安全與執法問題之改進作為

有所助益，達到兼顧學術研究與實務運用之目標。 

2.1.2實務專題座談會 

本研討會向來是國內推動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工作的重要平台，今年度將安

排三場次的實務專題座談會，籌劃機關將以預擬重要「研討議題」(共三大主題/三

場次)，並提供基本說明資料，邀請能掌握本議題的「主持人」及能具體參與座談

及研討該議題的「與談人」，共同研討與剖析「研討議題」。座談會之會議成果將針

對「重要共識或決議事項」以及「有待釐清問題」等兩項，進行彙整做成紀錄供相

關機關參考。 

2.1.3交通執法及道安器材展示 

配合現行交通安全管理及最新交通執法科技之發展，邀集國內優良廠商，進行

各項先進交通執法器材之展示，以利與會人員瞭解現今國內交通科技產業界之發

展現況。同時，亦鼓勵各廠商針對先進交通安全與執法科技產品，撰寫相關產品研

究或實務應用論文。 

2.2 研討議題 

本年度研討會活動的論文徵稿議題如下： 



 

3 

1. 交通法規與執法實務 

(1) 交通違規案件救濟實務 

(2) 車輛影像紀錄器應用於交通違規舉發之相關議題 

(3) 當前交通執法策略（尤其是取締酒駕、毒駕、無照、超速、危險駕駛及微型

電動二輪車等違規） 

(4) 尤其是取締酒駕、毒駕、無照、超速、危險駕駛及微型電動二輪車等違規 

2. 交通事故偵查與鑑定 

(1) 事故現場調查處理、偵查與 e化處理之相關議題 

(2) 交通事故跡證鑑識、肇事重建與肇因分析之相關議題 

(3) 事故鑑定與法院裁判實務(例)探討 

3. 交通安全改善策略與教育宣導 

(1) 交通工程與管理 

(2) 交通安全分析與改善(含大數據分析與運用) 

(3) 交通安全教育與宣導 

(4) 交通導護人員安全課題 

4. 機車駕駛安全問題與對策 

(1) 機車特性與安全趨勢分析 

(2) 機車駕駛人管理或產業政策 

(3) 機車流動管理或安全改善策略 

5. 行人安全問題與對策 

(1) 行人特性與安全趨勢分析 

(2) 行人之路權問題 

(3) 行人與車輛路權之衝突問題 

6. 慢車、大型活動、道路障礙管理課題 

(1) 腳踏自行車、微型電動二輪車、電動輔助自行車等慢車安全管理與執法相關

課題 

(2) 大型活動、道路活動、道路工作等管理與執法相關課題 

(3) 路邊攤販、招牌等道路障礙管理與執法相關課題 

7. 當前重要交通執法與道路安全課題 

(1) 交通警察組織與制度之相關課題 

(2)科學儀器於交通安全與科技執法實務之應用 

(3)高齡者之交通意識與交通安全改善 

(4)外送平台交通安全課題 

(5)行人路權保障之安全課題 

(6)共享運具駕駛人之安全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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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酒駕(含酒精鎖)、毒駕、無照駕駛、危險駕駛等防制課題 

(8)高齡者旅運需求 

3.1通訊方式 

有關通訊方式內容如下： 

1. 通訊處：中央警察大學交通學系暨交通管理研究所（112年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

研討會）333322桃園市龜山區大崗里樹人路 56號。 

2. 聯絡人：助教廖英志、研究生莊雅雲、施佑宗 

3. 電話：(03)328-2321分機 4291。 

4. 傳真：(03)397-9166。 

5. Email：tsc@mail.cpu.edu.tw。 

四、撰稿格式 

4.1 撰稿格式 

請依「112年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研討會撰稿格式」撰稿，摘要字數上限為 800

字，全文字數以不超過 1.5萬字為原則，頁數最多 16頁，來稿經採用收錄論文集

者將酌致稿酬。投稿相關檔案請利用專用電子信箱(tsc@mail.cpu.edu.tw)，格式請依

「112年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研討會撰稿格式」(附件 1)與範例(附件 2)撰寫，徵稿

論文相關子題參考附件 3。 

五、其他相關資訊 

112年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研討會於 112年 09月 28日舉行，其徵稿期程如下

表所示：  

表 1 112年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研討會徵稿期程 

日  期 工 作 進 度 

07/05 (三) 徵文摘要收件截止 

07/05 (三) 通知摘要審查結果 

07/31 (一) 論文完稿收件截止 

08/15 (二) 全文審查結果公布 

08/15 (二) 寄發研討會報名表格受理報名 

09/28 (四) 研討會 

資料來源：本研討會(2023)。 

mailto:tsc@mail.cpu.edu.tw
mailto:tsc@mail.c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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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討會議竭誠邀請您來共襄盛舉，期盼能共同為社會大眾關切之交通安

全工作，寫下一頁新的篇章。相關活動資訊詳如徵稿啟事（圖 1），或請至本系所

網頁(https://ts.cpu.edu.tw/) 查閱。 

 

資料來源：本研討會(2023)。 

圖 1 研討會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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