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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治安維護與交通安全維護是警察工作的兩大主軸。無論是維護治安工作或交

通秩序，其最基礎的方法就是查人與查車；而查人與查車的第一個步驟，不外乎

就是攔停的作用；而後始能繼續查核人資或車輛的可疑之處。依據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 4 條第 2 項規定：「駕駛人駕駛車輛、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或行人在道

路上，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禁制規定，並服從執行

交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及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同條第 4

項又規定：「駕駛人駕駛車輛、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或行人違反第二項規定肇事或

致人肇事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依法負其刑事責任。但因執行交通勤務之警

察或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及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有明顯過失而致之者，不在

此限。」由此規定可知，警察的指揮涉及到可能影響交通事故的責任與否；故警

察攔停人、車的使用方式，即有必要予以重視。 

本文旨在探討瞭解警察攔停方式之法律性質，並分析警察攔停人、車有無統

一的規範模式，且警察所為攔停方式之意思表示，是否能被相對人清楚明白的認

知？若相對人未配合停止行進或動作時，應如何予以適當之處置；最後，亦探討

警察攔停人、車使用方式，有無必要建立一套標準模式，作為警察與民眾能取得

共識的一套規則。 

關鍵字：警察(Police)、攔停(Stop)、交通稽查(Traffic inspection) 

一、前言 

今(2017)年 2月，媒體報導「警攔停手勢不明確  9萬罰單免罰 3」，報

導內容指稱：「法官勘驗錄影過程，當時中間車道陸續有各式車輛，未經攔停

稽查而通過；可知，執勤員警只是隨機選擇，並非所有車輛到該路段，一律

都要停車受檢，且員警攔停手勢並不明確，張姓騎士逕行通過時，員警也無

任何喊叫，或吹哨的動作；法官據此認為，無從認定張男有違規事實，判決

原處分撤銷。」亦即，警察攔停手勢不明確，導致民眾無法清楚確定警察對

其實施攔停作為；因而據此作出之行政處分即有瑕疵。因此，令人思索警察

實施攔停人、車之方式，是否有一定的方式，或在法令上是否有清楚的攔停

人、車作為，是本文想要探討的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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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治安維護與交通安全維護是警察工作的兩大主軸。無論是維護治

安工作或交通秩序，其最基礎的方法就是查人與查車；而查人與查車的第一

個步驟，不外乎就是攔停的作用；而後始能繼續查核人資或車輛的可疑之處。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4條第 2項規定：「駕駛人駕駛車輛、大眾捷運

系統車輛或行人在道路上，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

禁制規定，並服從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及交通稽查任

務人員之指揮。」同條第 4項又規定：「駕駛人駕駛車輛、大眾捷運系統車輛

或行人違反第二項規定肇事或致人肇事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依法負其

刑事責任。但因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及交通稽查任務

人員之指揮有明顯過失而致之者，不在此限。」由此規定可知，警察的指揮

涉及到可能影響交通事故的責任與否；故警察攔停人、車的使用方式，即有

必要予以重視。 

另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7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警察依前條規定，為

查證人民身分，得採取下列之必要措施：一、攔停人、車、船及其他交通工

具。」同法第 8條第 1項序文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

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爰此可知，警察的攔

停人、車使用方式，在警察的實務工作中看似既平常又無特別之處；卻是警

察在發動查人或查車時的第一個自然反應動作。惟此一動作是否明確，而又

能為受攔停之人、車所意會，進而配合停止行進或動作，接受警察的稽查工

作，此即為本文所欲探討的課題。 

二、問題提出 

警察實施攔停之法律依據，可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7條作為執行之依據，

惟警察要發動查人或查車時的攔停方法，法律應如何給予評價？ 

首先應瞭解警察實施攔停方法之性質為何？係為行政處分或事實行為？

若屬行政處分，則應有作用法律作為執行之依據；如屬事實行為，雖不需有

作用法律作為執行依據，惟警察的作為係屬意思表示時，如何讓民眾可以清

楚地確認警察的表意行為，進而可以配合警察之作為。 

其次，警察攔停人、車之方式在現行法令上，有無明確之規定，或有無

一定的操作模式？警察實施這些攔停人、車之方式，有無具備強制力之性質？

換言之，若警察遇有不配合停車受檢時，能否使用工具或方法強制其停車，

或者受檢人拒絕開啟車門受檢，警察能否實施破窗等強制力？ 

再者，警察所為攔停方式之意思表示，是否能被相對人清楚地認知？若

相對人未配合停止行進或動作時，是否認定構成不服稽查的行為而加以處

罰？ 

最後，警察攔停人、車使用方式，有無必要建立一套標準模式，作為警

察與民眾能取得共識的一套規則，俾利民眾行走於公共場所或駕駛車輛看見

實施攔停時，能明確認知警察的表意行為，進而配合警察作為，以避免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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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警察攔停人車使用方式的規定回顧 

要探討警察攔停人、車的目的，得先瞭解警察的意義及其功能。警察概

念之發展，最早緣自於英國。英國早期由擔任地方保安官之仕紳來排解紛爭，

但自 1066 年諾曼人入侵及統治之後，就開始了較為中央集權式的管理，所謂

Constable Constable（治安官，這個名稱現在也被用來指警察）的組織，乃

成為中央政府的派出機關，以及地方保安官的工作協調站。1829年英國皮爾

爵士（Sir Robert Peer Sir Robert Peer）所倡議之首都警察法案（Metropolitan 
Police Act Metropolitan Police Act），因此創設了倫敦警察局，也組織了 3,000

人的制服警察，開始擔任 24小時維持倫敦治安的任務，這也成為現代警察的

由來(梅可望，1999)。由此可知，現代警察主要的功能，在於維持治安的任

務。 

現代警察在中國的肇始，大約在清同治年間，不過當時僅限於上海外人

所住的租界而已。直至庚子事變以後，清廷於光緒 27 年(1901 年)下令裁汰

綠營，改練巡警營；光緒 31年 9月，正式創設巡警部，次年，改巡警部為民

政部，另於其下設立警政司，主管全國警察事宜。光緒 33年，又於各省增設

巡警道，負責全省的警政，我國的警察制度至此始為確立。民國成立以後，

在中央，民政部改為內務部，京師內外城巡警總局，改為京師警察廳；在地

方，各省巡警公所改為省會警察廳，不久又改為全省警務處；省會商埠地方

則改設警察局。民國 16年，國民政府改內務部為內政部，警察廳改為公安局。

民國 25 年又均改沿舊制，仍名為首都警察廳及各省警務處、警察局，自此我

國警察制度成為定制 (梅可望，1999) 。 

瞭解我國警察制度的肇始後，進一步要瞭解警察的角色功能與如何執勤

作為。這部分可以從警察勤務執行的法令沿革窺見警察的作為。民國 19年 3

月 4日，內政部公布「警長警士服務規程」，是我國目前看到與現代警察勤務

執行警察勤務有關最早的法令。其中，警長負責督率所屬警士執行職務；警

士則區分為外勤警士及內勤警士。外勤警士以守望及巡邏為主，其任務及功

能，乃以查察巡邏區之人、事、物，並以防止危害、為民服務為主，遇有不

法或暴行，即應詳密盤詰拘捕究辦及設法制止；內勤警士則以文書管理及收

發、簿冊之整理登記，及其他一切特派事務
4。此時期汽車仍屬稀少時期，道

路以行人及獸力車為主，在警長警士服務規程中，僅規範警士在遇有可疑之

處、可疑之人、可疑之物，應詳密盤詰。果係不法，即拘捕送究(第 45條)，

亦指明如何攔停人、車等，故所遇可疑人、地、事、物等攔停盤詰方式，概

屬裁量範圍，授權由執行之警士依一般人的通念認知方式實施之。 

民國 37 年 11 月 25 日，內政部頒布「警察勤務試行通則」，其中第 20

條：「巡邏，以查察奸宄防止危害，並輔助一般警察勤務，為警察外勤之主幹，

得因地理環境實際情況劃分巡邏路線，分別採用步巡、騎巡、車(腳踏車摩托

車)巡、信號及電訊聯絡指揮等方式實施之。」第 22條：「臨檢，除必要時得

使用機動警力外，應儘量利用輪勤空隙時間為原則，凡市集、公共場所、特

4
中央警官學校暨中華警察學術研究社合編，通行警察法規彙編，上海警聲印刷廠印，1946

年 12 月，第 200-205頁。 

                                                      

- 301 -



種營業及特定事件之臨場檢查等項皆屬之。」第 23 條：「查察，應利用輪休

時間，前往轄區查察，每日以兩小時為最低限度，凡戶口查記、社會調查、

自治輔導、民眾訪問等項皆屬之(莊錫蕃，1960)。」這些條文所述之查察奸

宄、臨場檢查或轄區查察，僅敘述方式名稱，至於如何作為亦未明示；員警

如何攔停人、車，亦應屬裁量範圍，由執行之員警依一般人之通念認知方式

實施之。 

民國 61年 8月 15日，制定「警察勤務條例」，同年 8月 28日公布施行，

此為警察勤務正式經由立法院立法完成之法律位階的規定，一般亦稱為法制

化時期。其中，有關攻勢勤務含有攔停盤查的規定，包括巡邏、臨檢及勤區

查察等三種。其巡邏係指劃分巡邏線，由服勤人員循指定路線巡視，以查察

奸宄，防止危害為主，並執行一般警察勤務。臨檢則指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

所，由服勤人員實施臨場檢查，執行有關法令賦予之勤務。勤區查察係指在

警勤區內，由警勤區警員查察之，以戶口查察為主，並擔任社會調查等任務。

本條例施行至民國 75年 10月 28日做全文修正，此後即未再做大幅之修正；

另有關攔停人、車這部分，亦未有明確之規範，一般認為攔停人、車為執勤

員警依現場情況裁量，使用民眾可以理解之方式。 

民國 69 年 6 月，內政部警政署著手訂定「加強警察勤務具體措施」，隔

年依此一措施訂定「警察勤務規劃」下達各警察機關參照，該規劃自民國 71

年再修訂成為「警察勤務規範」，並作為各警察機關訂定勤務實施細則之參考

依據；成為各警察機關執行勤務趨於一致性的準據。本規範自 71年修訂後迄

民國 95年未再修訂；因此，內政部警政署於民國 95年 9月 18日衡酌得失，

決定下達各警察機關停止適用。本規範雖已停止適用，惟從警察勤務方式的

變革觀之，本規範之內容因已影響全國各警察機關的勤務運作方式；故除了

有時代上的代表意義外，其大部分規範已形成警察執勤之慣例，因而仍有重

要之參考價值。本規範除了行政警察勤務的規定外；尚包括交通警察勤務、

刑事警察勤務及保安警察勤務等專屬勤務之勤務方式。前述有關警察勤務執

行之法令均未規範有警察攔停人、車的方式，在本規範之「第五章交通警察

勤務」中，即發現有交通指揮人、車行進、停止或稽查之使用裝備與方式，

分述如下： 

(一) 第 180條：交通指揮，應視各地實際交通狀況，依左列四種方式，採取

一種或二種方式行之。 

1.使用手勢。 

2.使用警笛。 

3.使用號誌。 

4.使用指揮棒。 

(二)第 182條：担任交通指揮勤務，必要時，得使用警笛輔助手勢，其用法

如左： 

1.指揮前進或出發，為一短聲。 

2.指揮後退，為二短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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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揮停止，為一長聲。 

4.制止車輛停人，為三短聲。 

(三)第 187條：對車輛執行稽查取締，應遵守之原則如左(摘要)： 

4. 稽查行車應以手勢、警笛、指揮棒或書有停車檢查之紅旗表示之，待

車輛停妥，責令駕駛人熄去引擎後實施，稽查人員並應注意本身安全。 

(四)第 188條：取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特別規定如左(摘要)： 

 14. 執行行車稽查，應儘量避免使用警械，非在勤務時間內，不得擅自

執行稽查取締工作。 

民國 85年 6 月，臺灣省政府警務處編印「交通警察實務手冊」，其中「第

二章-交通秩序整理-第四節第一目-手勢指揮疏導」、「第三章-路檢稽查取締-

第三節-稽查取締工作守則」均有指揮人、車行止方式之規範。首先，在「第

二章-交通秩序整理-第四節第一目-手勢指揮疏導」之一、基本要求：(二)

手勢要正確：指揮手勢動作要求熟練、明確，姿勢保持正確。在規定手勢動

作之外，不可因個人之習慣或固廦，隨意另加任何姿勢動作。必要時，得將

規定之指揮手勢，重複操作，以促使車輛、行人注意。(三)指揮車輛行止，

應給予充分之反應時間，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應儘量避免作緊急停止或行進

之指示。惟過於緩慢之指揮動作，將對行駛中之車輛，造成困惑，不可不注

意之。其次，在「第三章-路檢稽查取締-第三節-稽查取締工作守則」之二、

交通稽查取締工作，應適當配置交通警力、採取機動巡邏或針對最易違規及

經常發生事故之地段，加強實施。四、稽查行車應以手勢、警笛、指揮棒或

書有「停車檢查」之紅旗，並責令駕駛人熄火後實施之，勤務人員並應注意

本身的安全。另本手冊-附錄九-手勢指揮圖例，有指揮停止、通行等手勢圖

計達 9 種，即為明確之手勢指揮方式。上述這些規範均與警察攔停人、車使

用方式有關，亦是警察在實務執勤累積之經驗傳承的展現。 

民國 91年 4 月，內政部警政署編印了「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

行程序彙編」收編了一百餘種警察常用勤務執行程序，本彙編亦隨著時代變

遷及法令之修改而陸續修正；其中有關攔停人、車方式相關的執行程序，包

含交通疏導作業程序(103年條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作業程序(104 年修正)

及執行路檢攔檢追緝車輛作業程序(106 年訂定)。交通疏導作業程序規範含

有手勢指揮疏導，道路交通事故處理作業程序的裝備中，有提到紅旗，惟本

程序將紅旗定義為警戒用具。在一百餘種的常用勤務執行程序中，僅有 106

年新訂的執行路檢攔檢追緝車輛作業程序中，有提及較明確之攔停人、車的

方式，包括口頭、手勢、哨音或開啟警鳴器等方式攔阻。 

民國 95 年 6 月，內政部警政署訂定、民國 103 年 4 月 23 日修正之「交

通違規稽查與輕微違規勸導作業注意事項」，其第 5點第 2款「攔停舉發」第

8 目規定：「不服稽查取締事實之認定必須經攔停稽查且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方得舉發： (1)拒絕出示駕照、行照或提供足資稽查身分之資料。(2)拒絕停

靠路邊接受稽查者。 (3)在稽查中藉故叫囂，尚未達妨害公務程度者。 (4)

以消極行為，不服從稽查者。 (5)警察以警鳴器、警笛、喊話器呼叫路邊停

車，仍不靠邊停車接受稽查或逃逸者。」這裏規定，經警察以「警鳴器、警

- 303 -



笛、喊話器」呼叫路邊停車，算是比較明確有指出警察攔停人車輛之使用方

式，惟此一規定仍屬內政部警政署之行政規則的一種；尚不得作為警察行政

作用之依據，亦即對人民並無拘束力。 

綜合上述可知，交通警察勤務規範有指揮人、車的行進、停止及遵行方

向等使用方式，這些方式在民國 71年道路上行車漸漸增多時，內政部警政署

即有先見之明，訂定了交通警察勤務有關指揮人、車的方式，包括以手勢、

警笛、指揮棒或書有「停車檢查」字樣之紅旗表示之。而這些指揮人、車的

方式，亦隨著時代與科技的進步、警察人員的傳承等，以致目前制服員警執

行勤務時，亦習慣使用手勢、警笛、指揮棒或紅旗等指揮人、車停止的方式

接受稽查；民國 106 年 5 月內政部警政署新訂的執行路檢攔檢追緝車輛作業

程序中，提及較明確之攔停人、車的方式，包括口頭、手勢、哨音或開啟警

鳴器等方式攔阻人、車，這些亦成為目前攔停人、車的使用方式。惟這些攔

停人、車的使用方式均僅屬行政規則之位階段，亦即係用來統一警察機關所

屬人員之執行勤務作為；要把這些行政規則之規定，作為作用法規定來攔停

一般人民或車輛，在法治國的原則下，恐有適法性的疑義。 

四、警察攔停人車的法律性質及實務判決分析 

4.1 警察攔停之法律性質 

警察攔停人、車之性質為何？係屬警察行政處分或事實行為，此部分有

必要先行分辨清楚。所謂警察行政處分，屬於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 3條規

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

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 1項)前項

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特定，而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亦為行

政處分。有關公物之設定、變更、廢止或一般使用者，亦同。(第 2項)」依

此一定義已將行政處分之法定意義擴大，亦即擴大了行政救濟之對象；換言

之，增加了人民權益之保障範圍與機會。另行政程序法第 92條規定：「本法

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

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 1項)前項決定或措施之相

對人雖非特定，而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為一般處分，適用本法

有關行政處分之規定。有關公物之設定、變更、廢止或其一般使用者，亦同。

(第 2項)」由此觀之，行政程序法對於行政處分之用語雖與訴願法用語稍有

不同，但其意義實則相同。且行政程序法明定有一般處分，符合學理用語。 

從訴願法及行政程序法規定之行政處分的意義，可以將之分為三類：一

是訴願法第 3條第 1項與行政程序法第 1項規定者，為「通常行政處分」，例

如警察機關依集會遊行法之規定，對申請集會遊行之特定人作具體許可與否

之決定，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即屬之；二是訴願法第 3條

第 2項前段與行政程序法第 2項前段規定者，為「對人之一般處分」，例如警

察以手勢指揮多數車輛之駕駛人、行人通行或停止，即屬對人之一般處分；

三是訴願法第 3條第 2項後段與行政程序法第 2項後段規定者，為「對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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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般處分」，亦即以物非以人作直接規律之對象，例如道路劃定為行人徒步

區或廢止處分等即屬之(陳立中、曾英哲，2016)。 

至於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依司法

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423號解釋文表示：「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就特定具體

之公法事件所為對外發生法律上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皆屬行政處分。」所

謂其他公權力具體措施之意義，從學理觀之，在行政作用分類中有二，一為

屬於精神作用之意思表示行為與觀念行為；另一則屬於實際行動方式之行為，

稱之為行政物理行為。行政物理行為雖然發生事實上之效果，但此種效果是

否屬於涉權行為，其與人民權利或義務有關者，又可分為二種：其一，為不

生法律效果之行為，例如警察之巡邏、守望等勤務執行；其二，為發生法律

效果之行為，具有行政處分性質者，例如警察對人民之攔查。警察職權行使

法第 2條規定之警察職權中，除屬於行政處分性質者外，多屬以上兩者之行

政物理行為。物理行為中具有行政處分者，多屬此處所稱之「其他公權力措

施」(李震山，2014)。 

由上可知，警察攔停措施屬警察行政處分之一種，而警察行政處分得以

口頭、文字或符號發布，也有許多是機器所作之行政處分。在我國法上有盤

詰與盤查之用語，從語意上瞭解，盤詰應限於以詢問方式確認身分；盤查之

範圍較廣，除詰問以外，尚包括其他必要手段之採取。盤查係國家措施之一

種，為警察於危害防止或刑事追訴之際，經常用查證身分之手段。盤詰之內

容主要是查證身分及檢驗文件，應是包含於盤查範圍內；而合法盤查權之行

使，應包括採取一連串措施，有攔阻、詢問、令交付證明文件、留置、其他

相關措施等(陳正根，2015)。爰此，警察攔停的方式，是警察行政處分的一

個動作，這個動作如果不夠明確，即無法讓民眾正確認知其意思表示；因此

可能產生不服稽查之另一違規狀態，故警察攔停使用之方式，因具備對民眾

一定之指示性的效果，警察允有使用正確方式之義務。 

4.2 警察攔停之實務判決分析 

為瞭解警察實務執勤所使用之攔停方式，經詢問警察實務執行之員警，

大部分無法具體回答其攔停人、車使用方式，甚至不清楚攔停方式之法源何

在！一般都是學長傳承給學弟，而傳承多以口授心傳，很少提出書面資料讓

學弟全盤瞭解，此即實務單位操作執法技巧之傳承方式，員警之技勤技能雖

能傳承，但確無法把正確之法源依據敘明，此為警察實務單位一直以來之盲

點所在。 

為尋找客觀可以計量之警察攔停使用方式，筆者從前述警察勤務規範所

列之交通警察指揮方式「使用手勢」、「使用警笛」、「使用指揮棒」，以及從實

務單位訪談所得之幾種攔停使用方式，除了上述三種方式外，加上「使用警

鳴器」、「使用口頭」、「使用哨子(亦即警笛之俗語)」、「使用閃大燈」等方式，

透過司法院法學檢索系統，利用設定條件及設計關連性關鍵字作蒐尋有關之

判決，使用蒐尋方式及蒐集所得結果如下詳述： 

4.2.1 蒐尋條件及關鍵字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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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院名稱：複選所有地方法院 

(2)裁判類別：選取「行政」 

(3)判決案由：交通裁決 (自民國 101年 9月 6日起) 

(4)全文檢索關鍵字：「攔停&警示燈」、「攔停&指揮棒」、「攔停&手勢」、「攔

停&警笛」、「攔停&口頭」、「攔停&喊話器」、「攔停&鳴警報器(警鳴器)」、

「攔停&哨子」、「攔停&閃大燈」、「攔停&紅旗」 

 

圖一：攔停使用方式判決之蒐尋畫面 

 

4.2.2 蒐尋結果 

經依上述設定之條件與關鍵字蒐尋各地方法院有關交通裁決事件中，與

警察攔停使用各種方式有關之判決中，其出現之頻率依序是使用警示燈有

393則、指揮棒有 322則、手勢有 287則、警笛有 190則、口頭有 160則、

鳴警報器(警鳴器)有 119則、喊話器有 83則、哨子有 31則、紅旗有 25則、

閃大燈有 13則，其出現情形詳如圖二。 

 

圖二：警察攔停使用方式判決出現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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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抽閱判決發現警察實施攔停之方式，經常重複使用二至三種以上之方

式。尤其，針對不服稽查逃逸之車輛，警察使用之攔停方式大致包括警鳴器、

警示燈、喊話器及指揮棒等示意停車，惟民眾未停車接受稽查之車輛為數不

少；上述蒐尋之判決，即因被逕行舉發後提出行政訴訟者，而其答辯之理由

多有主張不知警察對其攔停，此部分不論是提訟者的答辯技巧，或是真有反

應出警察實施攔停方式不夠明確或明顯，兩種原因均是警察應予深入探討解

決之問題。 

五、美國警察攔停人車的做法與規定 

美國亞利桑那州駕照手冊及其服務指南 5的規定中，有關交通攔停等相關

規範中，摘譯如下： 

為保護駕駛人的安全，交通勤務警察將定期進行交通稽

查，以解決違規的駕駛行為。當您成為交通攔停的對象時，

了解下列人員對於您的安全期待是重要的，保括您自己本身、

乘客、交通勤務警察和其他道路上的駕駛人與用路者。 

當駕駛人觀察到警車警示燈或警鳴器後，應立即藉由開

啟靠右的方向燈，檢查行車盲點和車輛後視鏡，並立即駛往

道路右側車道或路邊。 

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駕駛人應立即將車輛駛離高速公

路上至安全位置或駛離行車車道上的合適地區，包括高速公

路的緊急路肩、斜坡，市區街道的路肩、商業停車場或交通

勤務警察的指示。避免停在立體橋樑、橋樑、彎曲的道路上，

5Arizona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Motor Vehicle Division(2017),Arizona Driver License 
Manual and Customer Service Guide, P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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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車輛右側有限或無空間的區域等。如果交通勤務警察覺得

該地區不安全，該交通勤務警察可能會指示您將您的車輛移

動到適當的地點。 

駕駛人在交通攔停過程中應遵守交通勤務警察的命令。

不遵守或拒絕遵守交通勤務警察員的任何合法維持秩序或

指示是違法的，可能導致駕駛人遭受逮捕。駕駛人和乘客可

能被命令留在車內，離開車輛，並可能被命令移動到更安全

的位置。乘客可能被命令留在現場。 

車輛停止後駕駛人應該配合的事項如下： 

1.把車輛完原停止並維持在駐車（park）的狀態； 

2.留在車內； 

3.將安全帶繫好（這也適用於任何其他車輛乘客）； 

4.把手放在方向盤上可以看得見的位置； 

5.等候交通勤務警察靠近您的車輛與進一步處理； 

6.搖下車窗，允許更多的可見性和溝通，以確保交通攔停過

程中所有參與者的安全； 

7.在晚上，打開車內燈光，照亮車內； 

8.告知車內或乘客是否持有任何武器。 

除了上述指導原則外，在車輛上帶有武器的駕駛人應該

將手放在方向盤上的可見位置，當警察接近時，並告知他們

武器置於車內或後車廂的位置。如果警察有要求，由於安全

的因素，交通勤務警察可以暫時保管武器，直到攔停作業完

成。 

在攔停的過程中，駕駛人不應該做的事項： 

1.駕駛人不可任意離開駕駛座或試圖轉身在車內拿取車內物

品。如果有任何需要，請口頭告知並獲得交通勤務警察的

口頭允許確認之後才能這樣做。 

2.無預期地下車或接近交通勤務警察。如果您需要離開車輛，

請口頭聯繫交通勤務警察要求退出車輛，只有在交通勤務

警察口頭確認後才可下車。 

雖然每次攔停都會根據實際的攔停情況而有所不同，對

於被攔停的車輛駕駛人而言，通常可以期待的是： 

1.與駕駛人打招呼； 

2.表明自己的執法身分； 

3.要求出示駕駛執照、車輛行照和保險證明； 

4.告知攔停的原因，並解釋開立罰單或勸導警告的情況與原

因； 

- 308 -



5.檢查駕駛執照的有效性和真實性; 

在交通攔停過持中，識別駕駛人時，以下形式的駕駛人

證件是可以接受的： 

1.該州週駕駛執照; 

2.其他州駕駛執照; 

3.臨時駕駛執照; 

4.學習者許可證（學習駕照）; 

5.軍事或領事/國際駕駛執照 

根據攔停的性質，交通勤務警察可以開出告發單、警告

勸導或者將違規者強制帶離。舉發單應包含具體的代碼或法

規以及違規事實的描述。簽發或接受交通勤務警察的舉發通

知單並不是承認有罪或責任，只是承認在涉及民事侵權的情

況下收到舉發單，並承諾在違法的情況下出現。所有引用將

被轉交給當地法院的聽證。駕駛人可以利用法庭制度來處理

刑事或民事問題，並在某些情況下選擇轉移處方式，如：駕

駛人的交通安全教育。 

交通勤務警察在攔停過程中被期待應保持最高水平的專

業。如果在交通攔停過程中出現任何問題，駕駛人應依據舉

發單內載明的聯絡資訊與交通勤務警察的警察機關（單位）

或主管聯繫。 

由上可知，美國亞利桑那州的駕照手冊及其服務指南的規定中，明確敘

明警察會利用警車的警示燈及警鳴器通知駕駛注意；並規定駕駛觀察到有警

車使用警示燈及警鳴器時，即應該靠右行駛，並停靠在安全的路邊或路肩接

受警察的檢查。規範裏也敘明駕駛人應配合警察的規定，若不配合或不遵守

警察的命令，可能會被逮捕；並且根據檢查的結果，交通勤務警察可以開出

告發單、警告勸導或者將違規者強制帶離。 

上述這些規定明確規定警察可以實施的作為及界限，而也規範民眾要如

何配合警察的作為，同時敘明警察會實施那些作為，讓民眾得以明確預知警

察的行為；規範中也授權警察可以有作出處分的裁量，這些規範看起來對警

察或民眾均有既明確且清楚的規定，值得作為我國實施攔停人、車之參考。 

六、規範我國警察攔停人車方式之芻議(代結語) 

警察實施攔停之法律依據，現行可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7 條作為執行之

依據，惟法律僅敘明警察可以依警職法第 6 條之要件實施攔停、詢問、令出

示證件等作為，惟警察要發動查人或查車時的攔停方法，則並未明示。根據

前述論述可知，警察實施攔停作為，亦屬行政處分之性質，而該攔停處分，

當然會有實施攔停方式的附隨。亦即，警察實施攔停係一行政處分，而實施

方式則屬實現該行政處分之作為；故警察依警職法實施攔停，其所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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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屬事實行為之性質。惟此一事實行為，雖可授權警察依具體事件自由裁量

選用方式，惟仍有必要指明警察會實施那些攔停人車之方式，讓民眾可以清

楚認知。當警察實施這些作為時，民眾即應配合停靠路邊，接受檢查；若民

眾不遵行警察攔停之要求，亦應敘明警察可以進而實施那些作為，包括逕行

舉發及得實施那些強制作為等。 

另警察若配合交通主管單位，僅單純實施交通稽查時，此部分依據現有

法律，似無明確之作用法得以作為執行之依據；因此，警察依此部分實施之

攔停方式性質，則屬行政處分之性質，此部分允宜在交通法令修法賦予警察

得因實施交通稽查，而實施攔停車輛之依據，俾體現法律保留之原則。 

承上，警察攔停人、車之方式在現行法令上，目前仍有效的規範，僅有

內政部警政署訂定的「執行路檢攔檢追緝車輛作業程序」，提及以口頭、手勢、

哨音或開啟警鳴器等方式攔阻人車；及「交通違規稽查與輕微違規勸導作業

注意事項」，規範以警鳴器、警笛、喊話器呼叫路邊停車。其他如警察勤務規

範業已停止適用，交通警察實務手冊則為臺灣省政府警務處編印，而臺灣省

政府警務處亦已裁編，其發布之法令亦無所附麗。故警察實施攔停人車之方

式，目前仍屬不夠明確，亦未能建立統一的執法模式；不但警察無法明確使

用，而民眾亦未能清楚認知警察的示意為何。故此部分應該建立一套警察攔

停人車之統一規範，並把本文分析所得之判決出現的攔停方式，如使用警示

燈、指揮棒、手勢、警笛、口頭、鳴警報器(警鳴器)、喊話器、哨子、紅旗、

閃大燈等方式統整。重新建立一套足夠明確且明顯的攔停方式，除了對警察

內部加強要求外，並應該對外公告，且建議納入民眾考照時的必考規定；讓

民眾清楚知道警察實施上述這些攔停方式之作為時，即應配合靠邊停車受檢，

否則亦應敘明將受到那些對待，俾警察得以依法告發、或實施強制作為等措

施。 

例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0 條第 1 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

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

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

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惟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之前

提，即是警察對該車輛所為的攔停作為方式；若警察的攔停作為方式不夠明

確或明顯，則依此一條款處罰駕駛人，亦難令人心服。且此處所指「經交通

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止時」，應屬同條例第 4 條第 2

項之規定：「駕駛人駕駛車輛、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或行人在道路上，應遵守道

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禁制規定，並服從執行交通勤務之

警察或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及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但這裏所指之指

揮則未有規定，雖然在交通警察實務手冊中，我們可以查閱到交通警察的九

個指揮手勢；但該手冊之發布機關業已裁編，內政部警政署亦未在重新訂定，

故所指之指揮手勢，亦應重新檢討訂定，以符依法行政及法律明確性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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