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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酒駕執法現況及策進作為 

許祖銘 Tsu-Ming Hsu1  

摘 要 
酒駕肇事為國內 A1 類道路交通事故主要肇因之一，嚴重危害交通安全，亦

讓許多家庭破碎，引起社會輿論重視。近年來社會發生多起酒駕肇事致死傷案

件，如 101 年 4 月 25 日高雄葉姓男子清晨酒後駕車，撞死在斑馬線上停等紅燈

的李姓婦人，102 年 5 月 28 日詹姓男子酒駕撞死臺大曾姓女醫師，再次引發國人

及媒體輿論高度關注。為積極防制是類案件發生，政府機關分別就政策、法制、

宣導及取締等面向，加強各項防處作為，期能有效遏阻酒駕惡行，降低交通事故

發生。法務部鑑於酒駕案件居高不下，而行為人輕忽危險駕駛可能造成之死傷結

果，嚴重侵害他人生命、身體法益，全面檢討酒後駕車刑事責任、並參酌外國立

法例及考量刑法各罪刑罰衡平，爰修正刑法第 185 條之 3，並於 102 年 5 月 31 日

經立法院三讀通過，總統復於 102 年 6 月 11 日公布，同年 6 月 13 日施行，除將

「服用酒類不能安全駕駛動力交通工具」明確律定為吐氣酒測值達每公升 0.25 毫

克或血液中酒精濃度達 0.05％以上之處罰外，並刪除現有條文中之「拘役」及「單

科罰金」之刑罰；另提高酒駕因而致人於死者或致人重傷之刑度，以期遏止此類

犯罪，維護交通安全。交通部則修正公布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114 條條文，全面

規定駕駛人吐氣酒精濃度達每公升0.15毫克以上或血液中酒精濃度達0.03％不得

駕車，並與刑法第 185 條之 3 修正案同步施行。 

為期解決酒駕問題，在社會各界凝聚酒駕修法高度共識下，警政署除積極配

合法務部及交通部等法律主管機關，促成現行法令之修正外，並持續辦理各項防

制酒駕執法及宣導工作，其中訂定多項具體防制作法：持續規劃專案勤務、增訂

拒絕酒測作業程序、呼籲首長重視，落實督導考核、加強酒駕宣導、納入施政亮

點、實施專案視導，強化員警專業訓練、辦理民意調查，反映民眾意見等多項策

進作為，同時呼籲各地方政府亦應重視酒駕衍生之嚴重性，透過道安會報機制整

合各方資源與力量，以共同維護交通安全。 

關鍵詞：酒後駕車、危險駕駛、刑法第 185 條之 3、道路交通安全規則、規劃專

案勤務、專業訓練、民意調查、道安會報機制 

一、前 言 

酒駕肇事為國內 A1 類道路交通事故主要肇因之一，嚴重危害交通安全，

亦讓許多家庭破碎，引起社會輿論及民眾極度關注。為積極防制是類案件發

生，政府機關分別就政策、法制、宣導及取締等面向，加強各項防處作為，

期能有效遏阻酒駕惡行，降低交通事故發生。警政署除持續加強執法及配合

                                                 
1 
內政部警政署交通組警務正(聯絡地址：10058 臺北市忠孝東路 1 段 7 號，電話：

02-23578559，E-mail：john1125@n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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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政策全力宣導外，同時在社會各界凝聚酒駕修法高度共識下，促成現

行法令之修正，以有效嚇阻及防制汽車駕駛人酒後違規駕車，維護用路人的

行車安全。 

二、酒駕肇事與執法分析 

2.1 近 10 年趨勢 

取締酒駕違規件數自 96 年 13 萬 7,692 件達高峰後遞減，移送法辦件數

因執行全國取締酒駕大執法專案及酒駕移送法辦標準下修，呈現增加趨勢；

另酒駕肇事死亡人數，以 95 年 727 人達高峰後遞減，102 年 245 人為近 10
年新低。 

近 10 年全國車輛數，由 91 年約 1,790 萬輛，增加至 102 年的 2,222 萬輛，

在全國車輛數大幅增加 432 萬輛(+24.12％)情況下，酒駕防制工作能維持一定

成效，誠屬不易。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99年 100年 101年 102年
死亡人數 454 547 727 576 500 397 419 439 376 245
取締件數 89,651 96,416 115,785 137,692 117,135 116,901 115,093 113,430 124,620 118,864
移送法辦件數 28,701 30,467 37,266 48,644 49,809 52,167 53,053 52,604 52,432 60,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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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02 年執法成效 

102 年取締酒駕違規 11 萬 8,864 件，移送法辦 6 萬 0,865 件，酒駕肇事

死亡人數 245 人，與 101 年相比，取締件數減少 5,756 件(-4.62％)，移送法辦

增加 8,433 件(+16.08％)，酒駕死亡人數減少 131 人（-34.84％），全年執法及

防制績效配合執行取締酒駕執法專案，執法成效有顯著提升。 

道路交通事故

移送法辦 死亡人數

102年 118,864               60,865                245                           

101年 124,620               52,432                376                           

增減數 ‐ 5,756  8,433 ‐ 131

增減率(%) ‐ 4.62  16.08 ‐ 34.84

資料來源：內政部警政署

取締酒後駕車違規及道路交通事故概況

取締違規

件數

三、檢討與策進 

3.1 持續嚴正交通執法，宣示執法決心 

3.1.1 勤務因地制宜，落實地區責任制 

酒後駕車是警政署「加強取締惡性交通違規專案」取締項目之一，亦是

各警察機關執法重點。為宣示警察強力執法決心，警政署除每月持續規劃全

國同步取締酒後駕車勤務至少 2 次外，並於 102 年 6 月 13 日配合刑法第 185
條之 3 及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114 條修正施行首日執行「全國同步擴大取締

酒後駕車專案勤務」，同時要求各警察機關針對轄內易發生酒駕或肇事之路段

與時段，因地制宜規劃勤務，並落實「區域聯防」機制，強化機動巡邏攔檢，

杜絕駕駛人僥倖心態，並妥適規劃調整勤務部署及偵辦警力調配，確保人民

生命與財產安全。 

3.1.2 分析各月酒駕肇事死亡高峰期，研擬防制措施 

統計 101 年及 102 年各月酒駕肇事死亡人數，發現酒駕肇事死亡人數高

峰期為每年 12 月至次年 3 月，因該期間正值聖誕佳節、農曆尾牙及春節連續

假期，各公司行號舉辦聚餐慰勞員工的辛勞，民眾過節歡聚常飲酒助興，且

冬季氣溫較低，天候不佳影響路況及駕駛人酒後注意力下降等因素，發生酒

駕肇事機會勢必增加。因此，每年 12 月至次年 3 月為防制酒駕工作之重點期

間，警政署持續要求各警察機關加強酒駕執法及各項宣導作為，以防制酒駕

肇事案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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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呼籲首長重視，落實督導考核 

為使地方首長重視酒駕肇事衍生之嚴重性，警政署於 102 年 1 月 25 日及

7 月 26 日將「酒駕肇事死亡人數與違規取締件數分析統計表」函發各地方政

府首長親啟，並建議透過道安會報機制，結合各方資源及力量共同防制酒駕。

並於每年結合年度院頒「道路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年終視導（自

102 年 3 月 6 日起至 4 月 26 日止），聯合督考各單位防制酒駕工作執行情形，

檢核各項勤務規劃部署及肇事防制作為，提升執行成效，降低酒駕肇事發生。 

3.3 配合推動修法，嚴懲酒駕惡行 

3.3.1 辦理「總統與道路安全/反酒駕團體座談會」 

警政署於 102 年 1 月 25 日辦理「總統與道路安全/反酒駕團體座談會」，

邀請專家、學者、民間代表及相關政府單位與會，決議應結合相關部會力量，

採多管齊下方式防制酒駕，該次會議促成 102 年 6 月 13 日刑法第 185 條之 3
公共危險罪、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114 條等修正案之通過，將酒駕移送法辦

標準降為吐氣酒精濃度每公升 0.25 毫克以上，酒駕違規標準降為每公升 0.15
毫克以上。 

3.3.2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修正提高酒駕罰則 

交通部提案完成修正「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35 條條文，將酒駕罰

鍰額度上限加重提高至 9 萬元，5 年內酒駕累犯者罰鍰 9 萬元，拒絕停車接

受稽查者，除以最高罰鍰處罰外，並應施以道路交通安全講習，自 102 年 3
月 1 日起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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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刑法及道路交通安全規則下修駕駛人酒精濃度標準 

一、刑法第 185 條之 3 

刑法第 185 條之 3 業於 102 年 5 月 31 日經立法院三讀通過，總統並於

102 年 6 月 11 日公布，同年 6 月 13 日施行，除將「服用酒類不能安全駕駛

動力交通工具」明確律定吐氣酒精濃度達每公升 0.25 毫克或血液中酒精濃度

達 0.05％以上之處罰外，並刪除現有條文中之「拘役」及「單科罰金」之刑

罰；另酒駕因而致人於死者，刑度由「處 1 年以上 7 年以下有期徒刑」提高

為「處 3 年以上 10 年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刑度由「處 6 月以上 5 年

以下有期徒刑」提高為「處 1 年以上 7 年以下有期徒刑」。 

二、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114 條 

交通部為呼應社會對於推動國內開車酒精零容忍之共識與期待，配合適

用刑法處罰酒精濃度下修至每公升 0.25 毫克之修法，並修正公布「道路交通

安全規則」第 114 條條文，明定駕駛人吐氣所含酒精濃度達每公升 0.25 毫克

(或血液中酒精濃度達 0.05％)以上而駕車者，即觸該條規定構成犯罪，並將

自 102 年 6 月 13 日生效施行，交通部會同內政部配合修正道路交通安全規

則，規定各類駕駛人其不得駕車之酒精濃度限制標準，由現行吐氣所含酒精

濃度不得超過每公升 0.25 毫克(或血液中酒精濃度不得超過 0.05％)，修正為

更嚴格規定吐氣所含酒精濃度達每公升 0.15 毫克(或血液中酒精濃度達 0.03
％)以上者即不得駕車，並將與刑法第 185 條之 3 修正條文同日生效施行；即

自 102 年 6 月 13 日起，各類汽車駕駛人駕車酒精濃度超過上開規定標準，即

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35 條規定處罰。 

3.3.4 審慎研議修法，有效解決爭議 

行政院於 102 年 7 月 4 日審查交通部「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35 條修

正草案會議」，針對交通部所報第 35 條第 5 項修正草案「汽車駕駛人拒絕接

受（現行條文係肇事拒絕接受）或肇事無法實施第 1 項測試之檢定者，應由

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令執行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將其強制移由受委託醫療或

檢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或其他檢體之採樣及測試檢定。」會中討論現行酒駕

拒測作業程序抽血之做法，已架構於刑事訴訟法下，沒有違反二公約，且警

政署已訂定「取締酒駕拒測處理作業程序」，酒駕拒測情形已有顯著改善，上

述修正草案交由交通部會商法務部再行研議。 

3.4 加強酒駕宣導，預防酒後開車 

3.4.1 規劃「防制酒駕專區」及建置「警政服務 App 軟體」 

警政署於全球資訊網規劃「防制酒駕專區」，提供新聞訊息、酒駕執法、

事故統計、法令規範等最新訊息及警察執法作為讓民眾了解，並連結相關單

位製作之防制酒駕宣導影片，供民眾下載觀看，以灌輸民眾「酒後不開車」

之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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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民眾使用智慧型手機情形愈益普遍，警政署建置警政服務 App 軟

體，供民眾下載使用，該軟體除具有酒駕法令、酒駕執法及事故統計數據等

查詢功能外，並提供代查詢計程車電話服務，俾利民眾即時查詢所在縣市之

計程車車隊電話，以提高民眾酒後搭乘計程車之意願。為強化「防制酒駕」

宣導作為，該 APP 軟體於 102 年 8 月改版，新增「防制酒駕宣導影片」及「酒

後不開車幸福久久久」項目，前者可連結並線上觀看交通部、警政署及縣市

警察局製作之宣導影片，後者則結合「酒後不開車」創意標語（短文）及宣

導圖片，以吸引民眾觀看，提升宣導效果。 

3.4.2 透過新聞媒體報導，呼籲民眾遵守法令 

為宣示執法決心，並讓民眾瞭解新法處罰規定，分別於 102 年 6 月 13
日新法施行前後發布新聞稿，透過新聞媒體報導，向民眾宣導酒駕新制之規

定，以呼籲民眾遵守法令規定，切勿心存僥倖、以身試法；另為使民眾確實

瞭解刑法第 185 條之 3 及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114 條加重處罰之規定，警政

署於 102 年 7 月 22 日、23 日、24 日及 26 日，分別於中國時報、蘋果日報、

聯合晚報、自由時報、中華日報、臺灣新生報、壹週刊、時報周刊等平面媒

體，刊登「平安不酒駕-酒駕不平安」宣導廣告。 

3.4.3 撰提防制酒駕標語，警察廣播電臺加強宣導 

警政署除持續要求各警察機關落實防制酒駕宣導作為，積極運用民力及

結合轄區資源，藉由各項集會活動、新聞媒體等媒介，持續加強執法宣導，

以強化民眾對酒駕危險認知外，並於 102 年 7 月 30 日撰提防制酒駕成效資料

及標語，協調電視媒體播放，並請警察廣播電臺全國治安交通網各節目及警

廣各地區臺各節目，提高防制酒駕宣導之專訪次數，以及加強播放相關宣導

插播帶。經統計 102 年警察廣播電臺（全國網及 8 個地方臺）共辦理「防制

酒駕宣導」專訪 3,534 場，播放宣導插播帶 3 萬 4,563 次，共同營造全民反酒

駕共識及氛圍，擴大宣導成效。 

3.5 專案視導事故防制不佳之縣市 

針對酒駕肇事死亡人數增加之縣市，警政署會同交通部派員實地視導，

除責成其就轄區特性，做周詳分析檢討，針對轄內易酒駕之路段及時段，妥

適規劃勤務加強執法及宣導外，同時透過道安會報機制整合各方資源及力

量，提高各項防制措施強度，以有效防制酒駕肇事案件發生。 

3.6 加強專業訓練，提升員警知能 

配合修正「取締酒後駕車作業程序」及「警察人員對酒後駕車當事人實

施強制作為應注意事項」，以利執行，並要求各警察機關落實勤前教育宣導及

加強執勤員警取締酒後駕車教育訓練及法令課程，藉由教育訓練加強員警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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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知能及技巧，嚴守依法行政及程序正義原則；另為提升員警執法品質，警

政署 102 年除規劃辦理「交通警察幹部願景共識營」及「交通舉發單審核人

員講習班」，召訓各警察機關幹部及舉發單審核人員，並請各警察機關自行加

強員警教育訓練，建立防制酒駕觀念及共識，提升整體執法及防制成效。 

3.7 增訂拒絕酒測作業程序，嚇阻僥倖心態 

刑法第 185 條之 3 施行後，屢有媒體報導少數駕駛人以拒絕酒測為手段，

達到逃避刑責之追究。為化解民眾拒測可規避刑責之誤解，行政院於 102 年

6 月 17 日邀集法務部、交通部、內政部召開「防制酒駕拒測跨部會協商會議」，

警政署依據上揭會議決議事項立即研議因應作為，並於 102 年 6 月 18 日函頒

「取締酒駕拒測處理作業程序」，說明檢警協調聯繫作業及統一員警辦理酒駕

拒測案件之處理流程，使員警瞭解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及處理程序。同時要

求各警察機關於執行取締酒後駕車、交通稽查等勤務，應將前述作業程序列

為勤前教育重點項目，提示員警相關法令規定，列為重點取締工作。 

為擴大宣傳成效，警政署於 102 年 6 月 18、19 日發布新聞稿及召開記者

會對外說明，提供酒駕新法執法數據供新聞媒體報導，遇重大案例主動以簡

訊方式即時傳送各家媒體，達到嚇阻酒駕拒測案件發生。此外，並於 102 年

6 月 26 日召開「取締酒駕拒測處理作業程序相關執法事宜會議」，邀請法務

部、交通部及各警察局交通主管與會共同研商討論，以教導員警正確執法作

為及處理程序，提升執法品質及技巧，俾利保障民眾權益。 

經統計 102 年 6 月 19 日至 12 月 31 日酒駕拒測案件計 1,307 件，其中經

員警攔檢研判駕駛人有客觀情狀足認不能安全駕駛，報請檢察官實施強制血

液鑑驗 37 件，除臺北市 1 件血液酒精濃度未超過標準（員警從攔檢至抽血檢

驗時間逾 6 小時）外，餘 36 件血液酒精濃度均超過法定移送標準，顯示員警

執法嚴謹合宜。 

「取締酒駕拒測處理作業程序」實施後（102 年 6 月 19 日至 12 月 31 日），

經統計酒駕違規案件計 5 萬 6,044 件，拒測案件計 1,307 件，平均拒測率 2.33
％，與上揭作業程序實施前（102 年 6 月 13 日至 18 日）酒駕違規案件計 1,748
件，拒測案件計 164 件，平均拒測率 9.38％相比，減少 7.05 個百分點，酒駕

拒測件數已呈現下降趨勢。 

3.8 納入施政亮點，突顯防制成效 

為持續遏止酒駕肇事案件發生，102 年將酒駕防制工作列為內政部施政

亮點項目，訂定降低 20％之防制目標，每月列管防制作為及成效。警政署規

劃執法及宣導雙軌並行方式，除要求各警察機關針對轄區特性及易肇事時

地，持續強化取締作為及強度外，並利用現有網路、媒體等宣傳管道資源，

灌輸民眾酒後不開車之觀念。經統計 102 年酒駕死亡人數與 101 年同期相比，

死亡人數減少 131 人（-34.84％），已超過目標值，有效遏止酒駕肇事案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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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辦理民意調查、反映民眾意見 

為了瞭解民眾對警察交通執法與事故處理的支持度與滿意度，以作為政

府日後推動各項交通政策之參考依據，警政署於 102 年 12 月份委外辦理「102
年警察交通執法與事故處理滿意度調查」，其中有關防制酒駕之說明如下： 

3.9.1 問卷設計與調查方法  

一、問卷設計 

本次調查對象以居住臺灣地區 5 直轄市及 15 縣市，且年滿 18 歲以上民

眾，調查地區主要包含臺灣地區 5 個直轄市及 15 縣市，並進一步將調查地區

劃分為北部、中部、南部及東部地區，各地區所涵蓋之縣市如下所示： 

1. 北部地區：臺北市、基隆市、新竹市、新北市、宜蘭縣、桃園縣、新

竹縣。  

2. 中部地區：臺中市、苗栗縣、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  

3. 南部地區：高雄市、嘉義市、臺南市、嘉義縣、屏東縣、澎湖縣。  

4. 東部地區：花蓮縣、臺東縣。  

二、調查日期與時間 

本次調查訪問時間於 102 年 10 月 14-18 日，於晚間 6:30-10:00 進行電話

訪問。 

三、調查方法  

本調查使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ATI)，結合訪員與電話系統進

行訪問。採用分層比例隨機抽樣法。調查地區為臺灣地區 5 直轄市及 15 縣市，

受訪對象為 18 歲以上人口登記數比例配置應完成有效樣本數。並以臺灣地區

5 個直轄市以及 15 縣市住宅電話號碼簿為訪問的母體清冊，依分層比例隨機

抽取預訂訪問成功樣本 10 倍之訪問樣本後，再採電話號碼尾數二碼隨機撥號

方式，使未登錄的住宅電話，均有相同的機率被抽中，各縣市完成樣本數如

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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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抽樣人數、誤差及加權方法  

在 95％信賴度下，抽樣誤差為±2.39％，本次調查共完成有效樣本數 1,675 
份，以臺灣地區人口統計資料為基準，針對「地區別」、「年齡別」及「性別」

以多變項反覆加權法（Raking）進行加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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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調查結果與分析  

為使調查結果能更清楚呈現民眾對警察交通執法之感受，調查結果分析

扣除「未表態」後進行分析。 

1、警察加強取締容易肇事的惡性違規行為之支持度 

民眾對於警察加強取締容易肇事的惡性違規行為，有 98.90%的民眾表示

支持（非常支持 78.39%、支持 20.51%），有 1.10%的民眾表示不支持(不支持

0.53%、非常不支持 0.57%)。與去年調查結果比較，民眾對警察加強取締容

易肇事的惡性違規行為支持度皆達 9 成以上。 

圖1 取締容易肇事之惡性違規支持度 

 

表2 取締容易肇事之惡性違規支持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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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不定期實施路檢嚴格取締酒後駕車違規是否會影響居民的作息及權益 

調查顯示，有 11.90%的民眾認為不定期實施路檢嚴格取締酒駕會影響居

民的作息及權益，而有 88.10%認為不會影響居民的作息及權益。 

 
圖2 嚴格實施路檢取締酒駕對居民作息影響 

 3、遏止酒後駕車違規行為應著手之面向 

調查顯示，民眾認為遏止酒後駕車違規行為應著手之面向，以「加重罰

金或其他行政處罰」最高(27.55%)，其次依序為「加強執法取締」(24.60%)、
「加強宣導教育」(21.96%)、「加重自由刑度」(14.72%)、「沒收再犯者駕駛之

車輛」(6.97％)等。 

圖3 遏止酒駕違規行為應著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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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通警察應加強之重點工作 

民眾認為交通警察應加強之重點工作，以「疏導交通」比例較高

(36.39%)，其次依序為「取締交通違規_酒駕」(28.70%)、「取締交通違規_違
規停車」(8.61%)、「處理交通事故」(6.53%)、「取締交通違規_闖紅燈」(6.01%)
等。 

圖4 交通警察應加強之重點工作 

 

3.9.2 調查結論與建議  

一、民眾高度支持取締容易肇事的惡性違規行為 

民眾認為不定期實施路檢嚴格取締酒駕，有近 9 成民眾認為不會影響會

作息。而民眾認為遏止酒駕應著手的面向，有「加重罰金或其他行政處罰」

及「加強執法取締」等，顯示民眾認為取締酒駕所進行的路檢欄查仍有其必

要性，且為能有效降低酒後駕車的情事。 

二、持續關注民眾對酒駕取締路檢作為之態度 

近年來，針對酒後駕車的規範大幅增加，不論是酒測標準或是刑事責任

等皆更為嚴厲，顯示國內對酒駕問題的重視程度，而除了依賴政府機關的宣

導，警察不定期的路檢防範酒後上路亦有重要的嚇阻作用。然而，設置路檢

對於居民的作息是否產生影響，僅一成左右的民眾認為會對居民的作息產生

影響，顯示大多民眾皆認同警察機關應加強取締酒後駕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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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法嚴懲、加強執法及宣導，仍是未來防制酒駕重點 

受訪民眾認為遏止酒後駕車違規行為應著手之面向，以「加重罰金或其

他行政處罰」最高，其次依序為「加強執法取締」、「加強宣導教育」、「加強

自由刑度」、「沒收再犯者駕駛之車輛」等，可見修法嚴懲、加強執法取締及

加強教育宣導，仍是未來防制酒駕的重要課題。 

題目：請問您是否支持警察加強取締容易肇事的惡性違規行為(如取締酒後駕

車、闖紅燈、逆向行駛等)？ 

附表3 警察加強取締容易肇事的惡性違規行為之支持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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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警察機關不定期實施路檢，嚴格取締酒後駕車違規，請問您認為是否

會影響居民的作息及權益? 

附表4 不定期實施路檢嚴格取締酒後駕車違規是否會影響居民的作息及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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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請問你覺得要遏止酒後駕車違規行為，應從哪方面作為著手？ 

附表5 遏止酒後駕車違規行為應著手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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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  語 

在政府相關部會的共同努力下， 102 年酒駕肇事死亡人數與 101 年同期

相比，死亡人數減少 131 人（-34.84％）；另刑法第 185 條之 3 及道路交通安

全規則第 114 條施行後，經統計 102 年 6 至 12 月份酒駕肇事死亡人數與 101
年同期相比，死亡人數減少 79 人（-39.5％），酒駕肇事死亡案件已有明顯下

降，獲得全國民眾、輿論及各級長官支持與肯定。為確保社會大眾行的安全，

警政署將持續嚴正交通執法，但酒駕肇事防制涉及教育、車輛監理、工程、

修法與執法等諸多面向，仍須結合相關單位力量共同努力，始能竟其全功，

從法制面及政策面來導正酒駕歪風。各地方政府亦應重視酒駕衍生之嚴重

性，透過道安會報機制整合各方資源與力量，共同維護交通秩序，以保障民

眾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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