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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鑑於民眾對警察處理車禍過程不滿意之處有：例如到達現場太慢、畫現場

圖太潦草不正確、偏袒他方處理不公、申請證明書（現場圖、相片）找不到處理

員警（一般連絡到交通分隊（分駐派出所）、分局、交通隊處理員警各約 3-5 次、

各約 3-7 天才找到處理警察）、處理過程拖拖拉拉、吃案未繼續處理。所以本局著

手研發設計提供民眾網路查詢交通事故處理進度，藉由全民監督達到『防匿報』、

『處理進度監督控管』、『高效率』之目的。 

本局自 94 年 4 月起開始著手研發、設計、規劃交通事故 E化處理系統，除

規劃要求以電腦化處理交通事故有關資料外，並朝為民服務、便民措施等服務導

向研發系統功能，期以提升員警事故處理品質、防匿報及高效率事故處理進度流

程監督與控管，並達成自受理交通事故報案現場處理、卷宗整理、資料掃瞄儲存、

分局初核、交通隊審核分析、於交通事故發生後 30 日內完成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

判表、於交通事故發生 24 小時後提供民眾網路查詢事故處理進度、及 20 分鐘內

完成製發初步分析研判表給民眾之目標。 

歷時 1年 1個月後，於本（95）年 5月 1日測試 E化系統功能，95 年 6 月 1

日起全縣 E化系統啟動，於 95 年 6 月 30 日在交通警察隊由陳代理局長按鈕啟動，

即日起全縣交通事故資料全面上傳電腦系統，其中事故處理 E化有四項領先全國

警察機關。E化系統啟動 2個多月來深獲法院、檢察署、各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保

險公司、車禍當事人、暨本縣民眾之讚賞，對於員警處理事故之品質暨便民服務

措施等創新改革大為肯定。交通部道安委員會徐組長台生及內政部警政署交通組

長何國榮，知道彰化縣警察局有這套傲人的研發成果，於 95 年 7 月 31 日特別率

警政署交通組、資訊室相關人員在彰化縣縣長卓伯源陪同下前來本局交通隊觀摩

取經，組長何國榮讚許說本套 E化處理系統品質佳、工作效率高，警政署將研究

把這套系統優異部分推廣至全國，以全面提升交通事故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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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局繼台北市、高雄市、嘉義市、台北縣後全國第五縣市規劃推動建構「道路

交通事故 E化（電腦管理）處理系統」，自 94 年 4 月起著手規劃、設計、招標、

施工、教育訓練、驗收等，歷時 1年 2個月後，終於本（95）年 6月 30 日在交通

警察隊由陳代理局長按鈕啟動，即日起全縣交通事故資料全面上傳電腦系統，其

中事故處理 E化有四項領先全國警察機關： 

一、現場圖、筆錄百分之百Ｅ化第一: 

     推動現場圖、筆錄全面 E化製作，全國警察機關推行第一。 

二、內部資料控管首先實施： 

     防止匿報民眾上網監督匿報（吃案），全國警察機關率先第一實施。 

三、優先取得研發成果： 

     自行研發開放民眾網路查詢交通事故處理進度，全國警察機關首先研發推

行。 

四、便民優質表單全國第一： 

     初步分析研判表（肇事原因分析）授權分局代轉發，便民服務全國警察機關

率先第一施行等創新改革，將使本縣交通事 故處理邁向新的里程碑。 

貳、交通事故 E化處理的定義及內容 

一、警政署交通組迄至目前尚無統一函示交通事故 E化處理的內容、範圍、功能，

所以各縣市警察局只能自己去摸索或參考已實施 E化的縣市警察局去設計、

規劃、研發 E化處理系統，據了解已實施 E化處理系統的縣市警察局，其 E

化功能充其量只是以電腦製作筆錄、繪製現場圖、印製現場照片等事故有關

資料後，再以掃瞄器掃瞄進入資料庫儲存，待卷宗遺失或毀損時需使用調閱

事故資料時才從資料庫調出，謂之「E化」處理。 

二、警政署自 92 年起委請警察大學交通系前系主任蘇志強教授著手研發、設計、

規劃交通事故 E化處理系統，並指定台北縣政府警察局配合編列預算招商推

動交通事故 E化處理建構，待系統功能測試成功順利運作後，將要求各縣市

警察局跟進實施交通事故 E化處理，目前該局 E化處理系統已於本（95）年

元月完成驗收，功能仍在測試中。 

三、本局自 94 年 4 月起開始著手研發、設計、規劃交通事故 E化處理系統，除

規劃要求以電腦化處理交通事故有關資料外，並朝為民服務、便民措施等服

務導向研發系統功能，期以提升員警事故處理品質、防匿報及高效率事故流

程監督與控管，並達成自受理交通事故報案現場處理、卷宗整理、資料掃瞄

儲存、分局初核、交通隊審核分析、於交通事故發生後 30 日內完成交通事

故初步分析研判表、於交通事故發生 24 小時後提供民眾網路查詢事故處理

進度、及 20 分鐘內完成製發初步分析研判表給民眾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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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已實施 E 化縣市 E 化內容功能等分析比較 

已實施 E化事故處理縣市 E化內容功能分析比較表 

單位 
開始
實施
時間 

使用經
費 

資料庫
容量 

資料建檔
節省人力

財力 

現場圖筆
錄 E化處
理警員比
率數 

功能（網路查詢、
分局代轉發研判
表） 

效益評估 

台北市 83.7 
80 萬 
（明年
500萬） 

4 G 
約聘 4人

登打 
60% 

1.無網路查詢。 
2.無代轉發研判

表。 

1.防制事故勤務規
劃。 

2.資料儲存 

高雄市 92.7 800 萬 1500G 
約聘 2人

登打 
30% 

1.無網路查詢。 
2.無代轉發研判

表。 

1.防制事故勤務規
劃。 

2.資料儲存 

嘉義市 91.6 450 萬 300G 
約聘 2人

登打 
40% 

1.無網路查詢。 
2.無代轉發研判

表。 

1.防制事故規劃。 
2.資料儲存。 

台北縣 95.1 1500萬 15000G 
約聘 4人

登打 
50% 

1.可網路查詢。 
2.分局代轉發研判

表（系統功能測
試中）。 

1.防制事故規劃 
2.資料儲存。 
3. 便民服務。 

彰化縣 95.6 656 萬 2500G 

處理同時
鍵入（年約
節省 2人
約 70 萬
元）。 

100% 
1.可網路查詢。 
2.分局代轉發研判

表。 

1.高防制事故勤務規
劃。 

2.高處理品質。 
3.防匿報。 
4.資料儲存。 
5.高效率、便民服
務。 

6.節省人力財力。 

肆、本縣交通 E化規劃過程及設備  

一、94 年 5 月奉局長之命，成立交通 E化專案小組，召集人隊長黃君韜、副召集

人副隊長陳世面、承辦人警務員蕭汝上等幹部，每月一次檢討會，召集專案

小組及重要幹部（含分局交通組長、分隊長、承辦人）開會，掌握 E 化進度，

檢視 E化項目內容，檢討 E化功能是否符合規劃並修正。 

二、硬體系統環境改造：第一階段建構交通隊及各交通分隊基礎機房、網絡等 E

化系統基礎設備，提供本局交通隊安全、迅捷的虛擬網路環境改革（經費約

新台幣 179 萬元）及後續電腦（攜帶式前往醫院使用）相機、錄音筆、雷射

印表機、掃瞄器、測距輪等器材設備及耗材之擴（補）充（經費約新台幣 168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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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軟體系統研發：第二階段研發外勤表格尤以 VISIO 圖例的研發、網路查詢處

理進度及便民為民服務系統功能之研發（經費約新台幣 309 萬元）。 

四、教育訓練及測驗：為配合本系統之推動，並分別於本（95）年 3、4、5 月舉

辦三次本局員警教育訓練工作，並於 5月下旬分赴各分局實例電腦操作訓練

（內容包括 1、數位相片黏貼存檔。2、談話紀錄表製作。3、以 VISIO 製作

現場圖。4、輔導系統上線。5、事故個案建檔掃瞄等）逐步強化員警使用本

系統之信心與能力。 

 五、成立服務中心：  

（一）資料庫。 

（二）觸控式語音電腦螢幕查詢交通事故。 

（三）製發分析研判表。 

（四）提供交通有關疑義解釋及服務。 

伍、本局 E 化處理系統主要功能及次要功能 

其中四項全國警察機關創舉【高品質、防匿報、高效率、便民服務】 

一、 防制交通事故發生勤務規劃：本系統每日掌握全縣 A1 、 A2 、 A3 發生

件數（如附表）及由電腦資料庫「交叉統計分析查詢」之功能，未來將

可提供各項即時性、立即性資料，迅速統計本縣易肇事路段、路口資料，

供本局有效規劃勤務防制交通事故發生，保障縣民生命財產安全。 

 

 

 

 

 

 

 

 

 

 

 

二、事故處理高品質之提升：現代化的現場圖繪製軟體（VISIO）圖例的研發使

用，加上完整綿密的教育訓練每一位交通事故專責處理員警與測驗；員警現

場圖 E化（電腦）繪製人數從 18％提升到 100％。繪製的現場圖清晰、色彩

明亮與現場景物幾近同色，連出庭作證時法官也讚美有加，檢察官勘查現場

時也稱讚現場圖比 E化前美觀正確好很多；另筆錄製作要求員警全面使用電

腦，人數也從原 30％提升到 100％。全面 E化處理交通事故，製作之事故現

場圖、筆錄、相片，整齊美觀正確，創全國警察機關事故處理品質第一。邇

來民眾紛紛讚美本局各交通分隊交通事故專責處理員警事故處理品質很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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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附 E化前後現場圖】 

 

 Ｅ化後車禍現場圖 Ｅ化前車禍現場圖 

 

 

 

 

 

 

 

 

三、資料庫之設置：儲存五年交通事故卷宗資料。（其中Ａ1､Ａ2交通事故統一

由各交通分隊掃瞄建檔。Ａ3交通事故由各分駐(派出)所處理後﹐交由分局

第五組掃瞄建檔。）以上交通事故資料建檔掃瞄由處理員警自行吸收，與已

實施 E化 4縣市另雇用約僱人員 2人以上登打掃瞄建檔比較，每年約節省人

事費用新台幣 70 萬元（每月 2萬 5000 元估算）。 

四、自行研發的網路查詢交通事故進度：民眾在家可登錄至彰化縣警察局網頁－

－查詢交通事故處理進度－只要輸入發生日期、車牌號碼【行人輸入身分證

號碼】二項條件，即可顯示出事故處理進度畫面，於畫面備註欄顯示「結案」

【最遲 30 日內完成】－民眾即可前往本局交通隊或所屬交通分隊申請初步

分析研判表【完全免費提供】，作為保險理賠及和解之參考依據；此表研判

結論與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報告書相同度達 95％以上，且不同於車禍鑑定委

員會需收費 3000 元）。創全國警察機關第一便民【附圖 1、2、3、4、5、6】 

 

 

 

 

 

 行人輸入身分證證號，車

輛輸入車牌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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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為匿報案件，或本系

統未處理該案件。 

1. 查詢後如尚未結案顯示—建檔中。 

2. 查詢後如已結案顯示--結案。 

3.未建檔案件查詢顯示-目前並無資料。 
 

 

五、防匿報：民眾監督匿報（吃案），發生事故後 24 小時起，即可上本局網站查

詢有無處理交通事故，創全國警察機關第一實施。經統計本縣 95 年 4 月至 7

月 E化處理系統前後 2個月交通事故發生件數，其發生件數 4月 704 件、5

月 710 件、6月 756 件、7月 802 件，95 年 6、7 月 E 化處理後發生件數明顯

增加，可見可達到防匿報之預期效果。（如附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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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2272623

2854760729684681

144235

25670596463

62130

21654525654

2410293

23060626444

83113

26477706255

164336

356881017097

42110

29091796357

41300

534146132131125

42161466

708174174174186

1162420270242230分駐
派出所

27886674614712176632166714分隊

合計

14040203050分駐
派出所

2497664581631621分隊
二林
分局

5120102100分駐
派出所

2133540511542540分隊
田中
分局

231100208130分駐
派出所

2219591602613413分隊
北斗
分局

8030101030分駐
派出所

2568743691593541分隊
溪湖
分局

16040303060分駐
派出所

34412871992637952分隊
鹿港
分局

4020101000
分駐
派出所

28010892754612552分隊
和美
分局

4010300000分駐
派出所

53131451132013101232分隊
員林
分局

4201601406060分駐
派出所

694141722168617131833分隊
彰化
分局

合計A2A1合計A2A1合計A2A1合計A2A1合計A2A1

合計95年7月95年6月95年5月95年4月月別
單位

彰化縣警察局所屬交通分隊95年4-7月份A1、A2交通事故處理統計表

六、高效率縮短交通事故處理流程： 

（一）本局交通隊自交通事故發生處理後原約 60至 90日分析完成肇事原因（交

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經 E 化處理推動至 95 年 6 月底，交通事故初

步分析研判表 1個月內（4週）完成，提升工作效率縮短工作天 30 至 60

日；至 95 年 8 月底，經過二個半月推動 E化處理，目前平均 15 日至 20

日以內完成。提升工作效率縮短工作天 45 至 70 日，提升工作效率 3 至

3.5倍，創全國警察機關第一【案例：和美分隊95年8月29日處理J2-3875

本隊 95 年 9 月 2 日完成】分析僅花 4個工作天！ 

（二）隨機抽樣本局二林分局 95 年 7 月 11 日至 16 日發生案件 14 件登錄管制

表 1份（如附登錄管制表），表內案件經逐案透過本局網路登入、實地檢

驗民眾查詢交通事故處理進度，是否達到警政署規定 30 日完成初步分析

研判表之目標，電腦查詢操作方便簡單快速，本管制表經初步檢視自交

通分隊現場處理至交通隊完成初步分析研判表時間平均值為 15 日。 

（三）上表表內編號 14，95 年 7 月 16 日發生案件經上網查詢畫面顯示於 95

年 7 月 27 日結案，該案自交通事故發生處理後至完成初步分析研判表

僅花費 11 日，整個案件監督控管處理進度流程透明化，由民眾上網查

詢監督，自可達成「防匿報」功能及縮短事故處理期程，達成高效率及

便民的目標。 

七、便民的製發分析研判表：除交通隊製發（10 分鐘內發給）本表外，亦首

創授權各分局交通組代轉發，1次申請 20 分鐘內完成發給民眾；取代以

前跑 2 次警察機關約 7 日工作天流程始領到本表，提升效率（7 日縮短

為 20 分鐘）及便民措施（2 次簡化為 1 次），其工作效率提高 168 倍，

亦是全國警察機關率先實施的便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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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位於交通隊四樓的服務中心提供【觸控式語音電腦螢幕】查詢交通事故肇事

責任（民眾及保險公司：輸入身分證及車牌號碼）。 

九、次要功能： 

（一）節省處理文書時間：登打姓名、地址、車號一次資料，卷宗內其他多項

重複資料自動顯現不必打第二次；現場圖已建檔案之路段（口），基本道

路設施共享，事故第 2次發生時不必再重畫路段（口）。 

（二）正確、清晰、美觀之現場圖、筆錄、相片，讓交通隊分析判行人員迅速、

正確完成初步分析研判表。 

（三）反彈變歡喜心：員警從反彈轉為全力配合電腦製圖，妻、子、當事人稱

讚，自我成就滿足感，員警繪製現場圖愈畫愈努力。 

（四）壓力轉念清心：事故卷宗原 7至 10 天送到交通隊審核分析，目前縮短至

2至 5天，原以為員警會反彈，經多次溝通交換意見養成今日事今日畢習

慣，儘速完成事故卷宗各項資料後就無事一身輕，員警已能甘之如飴。 

（五）節省員警與當事人時間與金錢：交通分隊值班、分局初核、交通隊審核

分析各階段員警處理期間，當事人及其家屬常來電詢問如何申請事故證明

書（現場圖、相片）、初步分析研判表之說明時間與節省當事人及其家屬

撥打電話次數且解決當事人多次找不到處理員警造成民怨之問題，只要上

網查詢問電腦即可知道處理進度與結果。 

（六）節省公帑：初步分析研判表完成時間縮短在 15 日內，當事人沒必要再申

請現場圖、相片（每案以 10 張計算约節省 35 元）作為研判肇事責任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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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E 化處理系統之研發設計、推動過程、資料管理運用、

暨利用媒體宣傳 

一、E化民眾網路查詢處理進度研發設計的目的及理由：鑑於民眾對警察處理車

禍過程不滿意之處有：例如到達現場太慢（現在 6分鐘）、畫現場圖太潦草不

正確、偏袒他方處理不公、申請證明書（現場圖、相片）找不到處理員警（一

般連絡到交通分隊（分駐派出所）、分局、交通隊處理員警各約 3-5 次、各約

3-7 天才找到處理警察）、處理過程拖拖拉拉、吃案未繼續處理。所以設計提

供民眾網路查詢交通事故處理進度，藉由全民監督達到『防匿報』、『進度監

督控管』、『高效率』之目的。 

二、E化民眾網路查詢處理進度流程如何研發設計？ 

（一）依據警政署道路交通事故處理辦法，於事故發生 30 日後民眾得申請「初

步分析研究表」，規劃設計做４個輸入點切割管制流程【交通分隊７日－

分局７日初審－交通隊７日審核分析－７日（副）隊長判行】；要求處理

事故員警現場處理完畢返回分隊填寫工作記錄簿同步輸入建檔登錄管制

表【本表本局自行研發】始能產生登打第一點發生時間及發生地點；其次

登打第二點時間設計為調查報告表（一）（二）輸入建檔時間；接著登打

第三點時間設計為交通隊收到分局送來的卷宗時間；最後登打第四點時間

設計為事故肇因完成分析判行時。 

（二）交通分隊卷宗完成、分局初核完成、交通隊收受卷宗、交通隊完成初步

分析研判表四個點時間，均要註明日期時間，以便釐清延遲單位人員責

任，對落後單位適時提出糾正請其檢討改進。 

（三）各點設計先要評估考量每個員警工作量，尤其第一線交通分隊員警個案

處理交通事故能力（如附個案處理評估表）及每位員警每月處理交通事故

件數（平均約 9件）是否能在時間點內完成，更是 4個輸入點的第 1個點

若未能在設計要求時間內完成，則第 2、3、4 輸入點均會受到影響。所以

本局交通隊召開5次E化實施前中後座談會及全體交通分隊事故處理員警

每梯次 30 分鐘共 5梯次施以精神講話溝通觀念灌輸工作精神，提升未來

服務便民措施提升警察形象及自我品質的提升等，未實施前切實反彈聲浪

大，但經教育訓練、實際推動 E化後漸漸調整適應，並請各分隊長每日嚴

格督促 E化製作及登打輸入建檔。目前各交通分隊個案事故處理 E化後所

需時間是 4小時 20 分鐘至 4小時 50 分鐘，較 E化前 4小時 30 分鐘至 5

小時，每案縮短處理時間約 10 分鐘，及交通分隊現場處理後全案送交分

局完成初審事故卷宗均約在 3-7 日內完成送達交通隊分析。 

 

 

 377



彰化縣警察局交通事故個案處理 E化前後所需時間評估表 

編號 工作項目 E 化前 E 化後 
作業時 

間比較 

1 現場處理 

勘查、照相、測量、繪

製草圖、年籍及車籍資

料登錄，共約 30 分鐘。

30 分鐘 不變 

2 筆錄製作 
兩方（份）筆錄約 40 分

鐘。 
50 分鐘 增加 10 分鐘

3 
現 場 圖

繪 製

繪製正式現場圖約

20-30 分鐘。 

1、無檔案 50-60 分鐘 

2、有檔案 40 分鐘。 

增加 

30 分鐘 

4 相片黏貼 
沖洗 1小時、黏貼 10 分

鐘。 

1、以 5頁計算約 20 分鐘 

2、解決夜間無法沖洗相片

問題。 

3、拍照張數增加，可篩

片。 

縮短 

50 分鐘 

呼氣 10 分鐘 10 分鐘 
5 酒測 

抽血 1小時 1 小時 
不變 

6 

表（一）（二）

建檔、卷宗封

面資料整理

掃瞄裝訂 

30 分鐘 30 分鐘 不變 

小計 3 小時 30 分鐘 
3 小時至 

3 小時 20 分鐘 

縮短 

10 分鐘 

7 
車禍現場來

回車程 

30 分鐘（市區） 

60 分鐘（郊區） 
30-60 分鐘 不變 

8 
醫院來 

回車程 
30 分鐘 30 分鐘 不變 

合計 
4 小時 30 分鐘至 

5 小時 

4 小時 20 分鐘至 

4 小時 50 分鐘 

縮短 

10 分鐘 

以上 E化後事故現場處理＋後續文書作業，約 3小時 20分鐘；另加來回車程，約 1-1.5

小時，共約花費 4小時 20 分鐘至 4小時 50 分鐘完成交通事故個案處理。每案縮短處

理時間約 10 分鐘 

三、「初步分析研判表」由分局代轉發之簡化手續規劃設計：本表警政署規定由警

察局製發，必須加蓋交通隊長職名章及承辦員警職名章並蓋單位圓戳始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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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書效果，以前當事人到處理分局申請本表時，須先填寫申請書後回家等

待處理員警通知再到分局領取本表，需跑 2趟分局且費時約 7日，為節省當

事人來回舟車勞頓之苦，特規劃本表內容由交通隊製作，亦授權由分局組長

及承辦員警蓋職名章並蓋分局單位圓戳代轉發，自提出申請至交通隊完成授

權轉發當事人僅需 20 分鐘（到交通隊 10 分鐘就完成給民眾），既省時又便民，

贏得民眾喝采。 

四、E化系統啟動後每日監控每單位進度是否符合規劃設計要求： 

（一）每日觀看登錄管制表輸入建檔有無超過２４小時？（發現逾２４小時建

檔，立即通知分隊長個別督促怠惰員警注意時效），以符合民眾在事故發生 24

小時後上網查詢交通事故處理進度目標。 

（二）每日登錄各分局 A1、A2、A3 事故卷宗量，了解分局陳送多少量？有無落

後？（發現逾１４日送卷宗，立即通知分隊長個別督促怠惰員警注意時效）

及內容品質是否符合規定？並了解各分局何人處理最快及最慢。藉以鞭策各

交通分隊及分局工作速度。 

（三）了解控管交通隊分析量多少？每位分析員警是否趕上進度在收文後 7日內

陳送副隊長判行【發現部分落後立即要求分析員警加班】。以符合３０日內

完成初步分析研判表作業供民眾申請。 

五、資料管理運用：（一）E化網路查詢：資料會不會外洩（防火牆設計）影響人

民權益？何人（當事人）能上網看到資料？──不會，網路查詢資料只有處

理進度流程控管、防止匿報設計，不顯示任何資料，不牽涉資料外洩。（二）

製（轉）發分析研判表：交通隊與交通分隊間授權機制與內容資料經網路控

管，分隊員警無法任意打開研判表畫面資料。（三）觸控式電腦螢幕查詢：

每操作一筆資料登記一次，以防資料外洩無從查起。 

六、透過媒體宣導，呼籲民眾多多利用「網路查詢交通事故處理進度」及申請「初

步分析研究表」提升為民服務：『初步分析研究表』最主要目的就是提供給

民眾作為保險理賠及和（調）解之參考依據，本研判表連警察本身知道交通

隊有提供肇事責任原因分析的服務人數不超過 20％，遑論外面民眾？雖有

為民服務之美意，但民眾不知善加利用，且交通隊第三組員警也依據警政署

規定對每件A1、A2交通事故不敢怠忽認真力求正確做肇因分析，94年約8300

件，惟民眾 94 年 7 月至 95 年 6 月間前來申請僅 305 件（約 4％），真是徒

勞而無功。本局 E化處理系統開發測試成功後，為了讓民眾善加使用知道警

察有此項為民服務，於 95 年 6 月 30 日民眾服務中心成立起動觸動式螢幕語

音查詢揭幕儀式及95年7月31日交通部道安委員會徐組長台生及內政部警

政署交通組長何國榮在警察大學前交通學系系主任蘇志強教授大力推荐

下，率警政署交通組、資訊室相關人員前來本縣參訪觀摩指導，希望能將本

系統推廣至全國，以全面提升交通事故服務品質時，2次特別通知各大報及

電子媒體記者前來採訪並刊登（如後附相片及剪報資料），及地方有線電視

台播放宣導，並利用社團、機關、學校演講機會時大力宣導「網路查詢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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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處理進度」及申請「初步分析研究表」之功能，已獲本縣民眾普遍讚揚

與肯定本系統為民服務之快速、便捷、高效率及防匿報。 申請初步分析研

究表民眾也比 E化前有明顯增加之趨勢（如附統計表），申請件數 95 年 4

月 35 件、5月 23 件、6月 39 件、7月 67 件、8月 82 件，對提升本縣警政

交通服務品質及民眾滿意度預估可增加 5％以上。 

 

 彰化縣警察局 94年 7月至 95年 8月受理民眾申請初步分析研判表件數統計表

分局別    

月份件數   
彰化 

員林  

田中 

鹿港  

二林 

和美  

 溪湖 
北斗 合計 

94 年 7 月 4 0 3 2 1 10 

94 年 8 月 7 1 7 3 4 22 

94 年 9 月 11 0 10 4 4 29 

94 年 10 月 9 3 9 2 3 26 

94 年 11 月 6 2 17 4 7 36 

94 年 12 月 4 1 9 3 4 21 

95 年 1 月 5 2 15 1 0 23 

95 年 2 月 3 1 17 0 0 21 

95 年 3 月 5 3 12 0 0 20 

95 年 4 月 10 2 13 5 5 35 

95 年 5 月 9 2 7 3 2 23 

95 年 6 月 14 4 8 5 8 39 

95 年 7 月 36 6 15 3 7 67 

95 年 8 月 41 14 15 5 7 82 

合計 164 41 157 40 52 454 

 

柒、未來需求—每年預算增加編列約 154 萬元。 

一、E 化品質佳，惟耗材使用量（95 年起，每年交通事故約 1萬 5,000 件）也

大，預估每年須增加編列預算如下：（請縣政府支持准予編列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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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型 C3000 雷射印表機列印現場圖及相片，碳粉每台每月更換一次費用約 1

萬 2,000 元×12 月×10 台＝144 萬元；扣除每年相片沖洗費 120 萬元，需增

加 24 萬元 

(二)掃瞄器碳粉每台 1年 5萬元×10 台＝50 萬元。 

(三)攜帶式小型電腦（醫院筆錄使用）墨水每台 1年 2萬元×10 

      台＝20 萬元。 

(四)E 化系統第 4年起每年維修費約 60 萬元。 

  以上每年共約新台幣 154 萬元。 

捌、建議： 

一、本交通 E化處理系統提供民眾網路查詢僅本縣開發成功推動，無法普及到

全國各縣市，將專案提報本交通 E化處理系統至內政部警政署，建請警政

署交通組儘速規劃全國網路查詢交通事故連線。以期整合全國交通事故處

理系統，讓國人共享優質便民之 E化處理系統，期能提升警譽，贏得民眾

信心，提高民眾對治安之滿意度。 

二、建請警政署交通組規劃 A1、A2 類案件一律由交通分隊處理，事故處理品質

才會提升且 E化 24 小時提供民眾網路查詢更無銜接問題（發現部分派出所因

未建構網路連線，事故卷宗 3日始送交通分隊輸入建檔，已逾 24 小時）。 

理由及辦法： 

（一）以現場處理為優先及酒測先測約 1小時完成，若此時轄區再發生第 2件、

第 3件事故（機率不大）時，筆錄可慢點製作，先處理第 2件、第 3件事

故現場；惟一般員警以前往醫院或等待製作筆錄為由，推給派出所處理第 2

件、第 3件事故，易造成交通分隊與派出所間互推處理磨擦且處理品質也

差一大截。 

（二）交通分隊專責處理交通事故，勿編排其他雜項勤務，可排線上巡邏一接事

故處理指示立即前往處理並停止巡簽巡邏箱，貫徹事故處理專責化（一案

到底）。（基層反映編排市場整理、防搶勤務多，影響勤務編排及無人可派

遣處理第 2件）。 

（三）若無法貫徹專責處理制度勤務編排如上述（二），則需研討修正組織編制

擴充專責警力每個分隊增加 1至 2名，否則又要馬而肥又要馬而不吃草是

緣木求魚的。 

三、網路下載初步分析研判表（現場圖、相片），事涉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

及偵查不公開相關規定，若有心人或駭客侵入系統資料庫掘取他人資料，將

造成他人權益受損，建請警政署交通組修正道路交通事故處理辦法等相關法

令規定，並規劃比照戶政聯線交通事故當事人可直接前往住所（戶籍地）交

通分隊申請核發初步分析研判表（現場圖、相片），以達更便民之目標。 

四、未受傷之當事人在事故現場（尤其偏僻地區）立即製作談話紀錄表最為便民，

配發交通事故現場勘察車給各縣市交通隊使用，警政署多年來規劃，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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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一直期待，若能儘速實現，相信事故現場 E化製作筆錄是最省時、最

便民的措施。 

五、初步分析研判表民眾申請使用率（約 4％）太低，本局 A1A2 每件交通事故都

依警政署規定花費龐大人力物力財力做事故分析、掃瞄、儲存建檔，惟民眾

知道申請本表卻少之又少，無法突顯交通警察為民服務的努力。所以本局除

利用各種集會機會加強宣導民眾多多利用外，也建請警政署透過媒體加強宣

導呼籲民眾多多利用本表之功能作為保險理賠及事故和（調）解之參考依

據，必能改變民眾對交通警察只會稽查取締舉發交通違規的負面觀感及不良

印象。 

玖、結論 

    「人民的小事，是政府的大事」是現代化政府應有的認知與態度，以服務為

導向是政府未來積極努力的目標，網路查詢僅本縣開發成功推動，無法普及

到全國各縣市，是以建請警政署交通組儘速規劃全國網路查詢交通事故連

線、並規劃比照戶政聯線交通事故當事人可直接前往住居所（戶籍地）交通

分隊申請核發初步分析研判表（現場圖、相片），以達更便民之目標。本局

交通 E化主要、次要功能及四項全國警察機關首創高品質、防匿報、資料儲

存、高效率、便民服務措施的 E化交通事故處理系統，將使未來警政建設邁

入新的里程碑，大大提升全國民眾對警政交通施政民眾滿意度。 

P12 所述相片（1）                       P12 所述相片（2） 

 

 

 

95 年 7 月 1 日─聯合報 

 

 

95 年 6 月 30 日 

內政部警政署駐區督察林崇陽等，啟

動本局 E化系統揭幕儀式。 

交通部道安委員會徐組長台
生、內政部警政署交通組組長
何國榮及彰化縣縣長卓伯源
等，蒞臨本局參觀 E化系統簡
報。 

95 年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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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 所述剪報資料       95 年 7 月 1 日─聯合報 

 

95 年 7 月 1 日─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 

95年7月1日

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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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年 7 月 2 日─中華日報 

 

95 年 7 月 2 日─台灣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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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年 8 月 1 日─中華日報 

 

95 年 8 月 1 日─新新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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