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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竹縣 13鄉鎮中，涵蓋尖石、五峰兩個偏鄉，另有人口數達 17餘萬的竹北

市，在人口組成、道路環境與地理特性上均有很大的差異。新竹縣縣道安會報雖

有相當完整之協調機制，並藉由每月召開的道安會報進行業務檢討，但從工程、

執法監理、教育與宣導等五大組織工作重點而言，應該能依據各鄉鎮民眾之駕駛

行為、違規特性與肇事特性進行式地化之作為，而非僅有整體性之作為。為能進

一步深化道安會報功能，本研究所建立整合資訊平台之主要功能有二：第一為將

警察局目前所建立之交通事故資料庫與交通違規資料庫資料透過地理空間分析

功能，探討出各鄉鎮事故與違規類型的差異化，找出各地交通違規與事故之地域

特性；第二為將道安會報五大小組中之各項作為進行空間分析，如教育小組之各

校十大交通危險路口/路段資料、高齡者宣導地點等資料，以便能透過與違規或肇

事資料的比對，提供各小組檢討各項計畫規劃內容之適宜性，同時也可做為來年

度訂定計畫之參考。 

關鍵字：交通安全資訊平台、肇事資料分析、適地化資訊 

一、緣起 

為提昇交通事故分析之效率，新竹縣政府亟需建立一套能有效針對交通

事故肇因分析之系統，其系統主要目的為利用 GIS 圖層整合歷年肇事資料，

進而將肇事資料統計、熱點分析及報表產出等。並結合內政部資訊中心地理

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完成肇事資料、交通特性資訊及道路空間資料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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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並提供在地化特性資訊管理分析系統，其功能主要包含肇事資料管理、

改善措施管理分析與肇事資料分析三部份，肇事資料管理針對個別資料查

詢、校正空間位置等；改善措施管理為針對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決議之改

善措施進行建檔、追蹤、管理，並分析執行改善措施前後之肇事事件發生率

差異；肇事資料分析除可依內政部警政署道路交通事故資訊 e 化系統規範之

資料欄位進行交叉分析，亦結合地理資訊及縣境內交通特性資訊，提供人、

車、路及時空環境之相互分析，主管單位易於發掘、管理及改善以往不易獲

得之潛在肇事因素。 

二、整體資訊架構 

2.1軟硬體架構 

本研究考量資訊平台之使用者為縣府道路會議相關人員，而原始肇事資

料具有安全性及機密性需求，因此規劃架設於獨立實體主機伺服器，並透過

防火牆、帳號限制以確保其資料案全。GIS 相關之功能則以介接內政部資訊

中心 TGOS MAP API 的方式開發。軟硬體架構說明圖如圖 1。 

WebWeb

主機實體伺服器

DB服務

網際網路環境

網頁應用程式
(新竹縣肇事資料整合平台)

終端客戶終端客戶

TGOS MAP API 
(Web)

Windows Server 2008(以上)
IIS7.0 MS SQL 2008(以上)

網際網路環境
GIS服務

圖 1 軟硬體架構圖 

2.2 系統功能架構 

本研究於將所有功能根據功能屬性分成三大類，有「資料管理」、「肇事

統計分析」以及「系統管理」。「資料管理」中包含「肇事資料管理」與「改

善措施管理」，主要是提供資料庫中肇事資料與改善措施新增與查詢之功能；

「肇事統計分析」則根據分析主題不同，規劃有「時空分析」、「肇因統計分

析」、「路口路段分析」、「改善措施效益分析」以及「報表輸出」共五項，其

功能是針對肇事資料進行統計、分析、製表；「系統管理」則包含「密碼變更」

與「權限管理」，包含修改密碼、帳戶新增/修改/刪除、等，其中僅系統管理

員具有權限管理之功能。肇事資料整合平台的系統功能架構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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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肇事資料整合平台功能架構圖 

三、主要功能說明 

3.1改善措施管理 

考量縣府歷次道安會議針對決議之改善措施，均需由專人管理，監督其

執行成果，因此本系統建置之「改善措施管理」功能，主要提供使用者輸入

管理道安會議決成之改善措施資料，當使用者選取特定措施時，可對該措施

資訊進行編輯，並且可與現有之肇事資料進行關聯，使用者即可在完成改善

措施後，針對此措施進行分析，以了解其改善成果。當新增/編輯改善措施時，

系統錄改善措施中各項詳細資訊包含：「措施所在鄉鎮市區」、「地點」、「措施

類型」、「改善措施」、「辦理單位」、「辦理情形」、「執行時間」、「實施坐標」、

「改善措施會議」、「會議時間」、「經費」、「相關肇事處理編號」、「備註」等。

其中改善措施類型主要考量單筆改善措施中，可能同時進行多項調整措施，

故將分類方式以項目與方式兩階層，第一層針對改善項目的分類，包含「標

誌改善」、「標線改善」、「號誌改善」、「交通工程改善」以及「其他改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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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層則為改善方式的分類，包含「新增」、「調整」以及「移除」，並提供使用

者複選之功能；使用者亦可對該措施資料進行編輯修改，或選擇刪除該筆措

施資料。 

當實際執行完成措施後，使用者可利用「措施類型」、「所在鄉鎮市區」、

「辦理情形」及「改善措施關鍵字」等屬性資料查詢符合條件之原資料內容，

並記錄「執行時間」、「實施坐標」、「經費」、「備註」等欄位，並可上傳措施

照片，施行地點部分使用者可透過地址、地標、道路、里程及路口等定位方

式進行定位，同時介接 TGOS 底圖協助使用者掌握措施所在地的空間關係。

當異動資料後，系統即可記錄改善措施之各項詳細資訊提供後續分析用。 

 

圖 3改善措施管理頁面 1 

 
圖 3改善措施管理頁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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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改善措施效益分析 

改善措施效益分析提供改善措施執行後，分析該地區於施行日期前後之

肇事情況。當使用者於「改善措施管理」功能中登錄工程小組之改善措施後，

即可於「改善措施效益分析」功能中對已施行之改善措施進行分析，系統將

以點位方式呈現措施實施前後週邊路段路口之肇事分布，並以統計圖表方式

呈現實施前後之事故件數與類型統計，以檢討是否有改善易肇事情況。分析

表格則以圓餅圖展示成果，並提供改善前與改善後之切換，讓使用者能自行

選擇時段，並可同時比對兩者之差異，如圖 4 所示。此外，考量分析變數之

彈性，提供使用者調整「環域範圍」及「資料時間區段」，可即時動態回饋計

算分析結果，如圖 5所示，圖面與分析表格皆提供下載功能。 

 

圖 4改善措施效益分析結果 

 

圖 5改善措施效益分析-改變環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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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路口路段分析 

本系統之「路口路段分析」功能提供使用者分析全縣及各鄉鎮市之十大

易肇事路口與十大易肇事路段，提供三項不同計算方式。嚴重性指標(SI)參考

交通部運研所藉由參考美國肯德基州公路局之財務損失當量(EPDO)計算方

法：EPDO=9.5(F+A)+3.5(B+C)+PDO 修正而來，其公式中 F表示死亡肇事次

數，A、B、C 係表示不同受傷等級之受傷肇事次數，PDO則為僅有財物損失

肇事次數。因國內肇事調查報告中並未對受傷狀況加以明確詳細分級，因此。

(F+A)、(B+C)與 PDO 由 F（事死亡人數）、J（肇事受傷人數）及 TAN（總肇

事次數）取代，如式(1)表示之： 

 嚴重性指標(SI) 

嚴重性指標(SI) =9.5*F+3.5*J+TAN………………………….(1) 

   F：肇事死亡人數    

   J：肇事受傷人數    

   TAN：總肇事次數 

 相對頻率指標(SRI) 

相對頻率指標 SRIi=Ni/MAX(Nj)；j=1，2，3………n 

   Ni：分析母體內肇事地點 i 之年肇事次數 

   n：分析母體內肇事地點總數 

 事件統計指標 

事件統計指標=A1肇事件數+A2肇事件數+A3 肇事件數 

除此之外，為提高路口路段分析之精確率，避免以路段分析時，其結果

為整條道路，既無法聚焦於特定路段，亦無法提供精確分析結果。因此本研

究利用新竹縣路網數值資料，建立路口資料庫以及路段資料庫。針對路口資

料庫部份，先蒐集全新竹縣路口坐標資料，保留路口資訊完整的資料，再以

人工進行判別，確保資料庫的正確性；路段資料庫部分，亦先蒐集道路線段

資料，數化道路並依特定距離間隔將道路切割成路段，使統計肇事點資料時，

能更精確。經前述資料處理及指標建立後，即可進行路口路段分析。 

1.路口分析：「十大易肇事路口」功能提供使用者利用既有之肇事資料，與

先期作業建立之路口資料庫，根據使用者自選之危險程度排序方式(嚴重

性指標(SI)、相對頻率指標(SRI)以及事件統計指標，獲得前十大易肇事路

口之位置。並提供細部分析條件設定，包含：「分析類型」、「分析時間」、

「選擇鄉鎮市區」、「排序方式」等。其結果可同時以長條圖與地圖方式

呈現其分析結果。 

2.路段分析:提供使用者透過既有之肇事資料與路段資料庫，根據使用者自

選之危險程度排序方式（嚴重性指標(SI)、相對頻率指標(SRI)以及事件統

計指標），獲得前十大易肇事路段之位置。系統畫面左側為可伸縮的查詢

列視窗，提供分析條件設定，包含：「分析類型」、「分析時間」、「選擇鄉

鎮市區」、「排序方式」等，並提供指標的計算方式，供使用者參考。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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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方式同時採用長條圖與地圖，以頁籤方式切換，長條圖明確呈現危險

程度之量化資料、路段之名稱以及排序結果，如圖；空間位置資訊則以

地圖呈現，點擊圖徵後可得該路段之 A1、A2、A3 分別之事故數量，如

圖 7所示，使用者可交叉參照長條圖與地圖。 

 

圖 6圖十大易肇事路段表格畫面 

 

 

圖 7十大易肇事路段地圖畫面 

3.5 時空分析 

「時空分析」功能可利用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選取的 21項事故相關

資訊作為篩選條件，提供使用者自行設定需求之肇事資料範圍，利用統計圖

表與電子地圖圖台方式呈現分析結果。此功能之特色在於提供使用者高度彈

性的資料篩選方式，使不同單位之使用者，皆能透過選定篩選條件，獲得適

合的篩選結果與分析。其篩選條件依資料特性區分為「當事者相關」、「肇事

相關」、「道路相關」三大類，並針對特定重要議題如銀髮族肇事、酒駕肇事、

砂石車肇事、娃娃車肇事以及重要道路等，獨立成為特定主題，方便使用者

快速選取，如圖 8 所示。使用者可針對需要的資料範圍設定篩選條件，至多

可選擇 5項，其他條件如「分析時間」、「分析鄉鎮市範圍」以及「地圖類型」，

皆可在左方查詢列設定；另外，本研究依新竹縣已制定之砂石車專用道路與

大貨車禁行路段進行數化，並將圖層資料納入 GIS 圖層疊加功能，使用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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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需求自行開啟/關閉該圖層功能，即可分析砂石車肇事點是否與專用道路

相關。 

 

圖 8時空分析篩選頁面 

四、適地化資訊分析 

本研究建置新竹縣交通安全資訊平台主要目的在於提供使用者可快速利

用肇事資料及空間資料進行分析，更進一步可找出新竹縣各鄉鎮區不同肇事

特性，使用者可依結果提出適地性改善措施。如分析銀髮族肇事特性，可先

在特定主題分析勾選銀髮族肇事，系統即篩選 65歲以上之相關人員，再依時

段及當事人車輛置分析縣內銀髮族肇事是否有時段性及運具差異，首先在運

具上，普通重型機車佔大多數事件，其分佈及長條圖如圖 9與圖 10 所示。再

依相同查詢條件，但改變分析條件為以 6小時為區隔，其圓餅圖如圖 11（左

圖）所示，由此可以，多數肇事事件發生於上午時段；再以分析條件為以 2

小時為區隔，又可發現在晨昏尖峰時段，肇事件數相對較高，如圖 11（右圖）

所示。最終由熱區圖發現，主要肇事地點為竹北、竹東之人口密集處且分佈

較廣，而新豐、湖口、新埔及關西地區則集中於市區，如圖 12所示。因此後

續可針對新豐、湖口、新埔及關西地區之銀髮族宣導活動可集中於市區部份，

竹北及竹東地區則需要較多人力進行宣導。由此分析結果，即可了解銀髮族

肇事特性及地點分佈，亦可以調派有限資源，針對肇事密集區進行宣導，以

加強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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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銀髮族肇事分佈圖 

 

 

圖 102銀髮族肇事者區分圖 

 

   

圖 11銀髮族肇事者時段性分析(2小時/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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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銀髮族肇事者熱區圖 

五、結論與建議 

1. 本研究交通安全資訊平台之建置由資料蒐集與處理開始進行，在肇事資

料整理過程中，發現時有資料內容不完整的狀況，而在林志勇等人的研

究成果中，新竹縣可定位路口資料比率為 22%，而本研究利用程式自動

定位功能獲得 54.2%資料量，人為判定定位比率為 35.6%，仍有 10.2%

的資料無法定位。為提高資料成功定位比率，建議資料建立單位，詳述

肇事點或利用智慧型設定取得坐標資料，以提昇資料分析品質。 

2. 本研究肇事資料來源為警政署交通事故 E化系統，但本系統無法直接由

E化系統取得資料，未來若可協調利用資料交換方式自動取得資料，則

資料可達到一致性與即時性，亦可避免同樣的資料重複建檔，造成人力

資源浪費。 

3. 增加異質資料如人口、年齡層等屬性資料，人行道分佈圖、自行車專用

道等空間相關資料，以發掘不同於過往僅在交通事故 E化系統內，所規

劃欄位之分析結果，提供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更多元之分析結果，以

輔助其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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