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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代交通的進步，帶給人類日常「行」的便捷、更提升運輸效益，然而一體

兩面的同時，也為人類帶來生命的傷害。追根究柢其主要原因在於「人為疏失」，

「人為疏失」可說是用路人最大的敵人，因為用路人不知道安全的可貴、危險的

可怕，其懲結在於未能切實接受交通安全教育訓練。造成「人為疏失」問題的原

因在於用路人：第一、不遵守交通安全規則；第二、欠缺優良駕駛道德修養；第

三、不熟稔安全防衛駕駛技能；第四、未能妥善維護保養車輛安全；第五、不知

自然法則對行車安全的影響；第六、不瞭解自然因素對影響行車安全之可怕；第

七、不瞭解交通環境路況的變化做好應變力；第八、不熟悉新科技智慧性能機件

之操作……等。 

部分用路人僅知會駕車在道路上奔跑，逞快無視安全的重要性，不良「駕駛

行為」盡出，侵犯守法用路人的路權，導致不應該發生的交通事故。為維護交通

安全，用路人應有防制「人為疏失」的觀念。認清「人為疏失」是用路人的最大

敵人，應予消除不良的駕駛習慣。為消除用路人不良的駕駛習慣，以培養其知法、

守法、信法為首要重點，次為讓其了解安全防衛技能的重要性，藉以培養用路人

優良的駕駛道德，修養、行為、習慣，並妥善車輛保養維護，使所有的用路人都

能行車安全、安心。為維護「交通安全」、保障人命，降低傷害，所有駕駛人都

須對新性能機件、智慧型的操作，能夠用心熟練，這是防制肇事發生首重的課題。

更使能創造優質交通、美好友善的環境，建立、安全安心用路幸福的生活。 

關鍵詞：交通安全；人為疏失；安全防衛；肇事預防。 

一、前言 

1. 交通事故，大多數是「人為疏失」，「違規」造成，一旦肇事時總是不認為

他的過失，駕駛經驗多年，技術熟練而認為是他車侵犯它，而行人不注意

衝撞它造成的。不然就是怪罪路況不良，機件突然故障、煞車失靈，輪胎

爆破而導致控制不住，其實大部分是不遵守交通規則，如超速、闖灴燈、

轉彎太快，不保持距離，任意變換車道、超車，心慌意亂，粗心大意，不

專心駕駛，應注意而未注意肇成的。 

2. 未培養預防事故的觀念，應建立預防的觀念，靠注意力、專注力來防患為

基本要件。不是靠運氣而是靠守法為要件所以要有優良駕駛品德，及高度

反應力，有處理繁雜的交通環境情況智慧能力。並接受嚴格「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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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技術教育，成為學、術、德兼備優良駕駛人來使用道路，交通事故自然

無形降低。 

3. 優良駕駛人，操作平穩，不急駛急起、驟停、猛煞車、猛加油駛快、做不

必要的變換車道，並能提前顯示方向燈提醒它車留意，無論任何交通情況

下都會保持安全距離，不任意超車，轉彎慢一點，注意內輪差，不爭道禮

讓行人，不緊跟前車急駛，都是預防事故的要點。 

4. 要有愛心，不心浮氣躁，駕駛車輛自然平穩，遇有不良狀況，如天候不佳，

路況不良，延誤行程，絕不找機會開快車，來彌補誤點失去的時間。提早

出門，不趕時間，輕鬆愉快是防止車禍的蔽步，安全到達比準時到達來得

重要，更要避免開快車超速，是防止車禍要訣。 

5. 車禍大致是「人為疏失」「違規」歸納分析有三大原因： 
(1)行為上---不良駕駛道德，導致「疏失」「違規」而肇成事故。 
(2)生理上---身體缺點，導致駕駛功能降低---如患病受傷，疲勞駕駛，酒後  

    駕車。 
(3)心理上---情緒不穩定，而減低判斷力，下達決心技巧。 

6. 建立安全的防衛駕駛能力，可改正駕駛人錯誤動作，有安全邊際觀念，使

能有足夠時間明瞭危險所在，就是有足夠空間讓你採取安全措施，有充分

時間做應變，有安全邊際觀念，可養成優良駕駛習慣。行車事故的發生，

多是由錯綜複雜「人為疏失」「違規」的因素造成的。本論文對照是預防及

肇事處理的有關知識作概略性的闡述，期望駕駛人，用路人能守法注意安

全，消除「人為疏失」因素，以確保行車安全。 

二、交通事故發生的原因之分析 

2.1分析：以「人為疏失」「違規」為最高。 

1.「行為」：不遵守交通規則用路，不良駕駛習慣行為，而導致危險駕駛動作。

違規超速、超車，跟車太近，不保持安全間距，亂變換車道，蛇行，搶道

爭道，轉彎太快，起駛、停車或是變換車道，轉彎不事先顯示方向燈。欠

缺容忍，耐性、禮讓的德性，甚至有攻擊性的不良行為。 

2.「生理」---身體的缺點，不適性導致駕駛功能，反應力、應變力降低如喝

酒開車、疲勞駕駛、疲倦、瞌睡睏盹，精神無法集中、患病吃藥、受傷。 

3. 「心理」---情緒不穩定，憤怒、急躁、憂鬱、興奮而減低判斷力，下決心

的技巧。要有重視安全思維，守法-健康-心理平穩，培養「安全防衛駕駛」

技能，建立「安全邊際」觀念。培養自主性、自衛性、安全駕駛技能。遵

守交通規則，正確熟稔安全防衛駕駛技能，兩相結合，不是靠運氣，宿命

而是以修心、專心、專業的駕駛技巧相結合。 

4. 車輛因素：車輛安全結構不標準、車輛老舊，維護保養不當、不熟悉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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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機件操作不適應、不靈活、不熟練。 

5. 道路狀況因素：路面路基不平穩、不堅固、道路設施不佳，管制標線、標

誌、號誌設置不當、路面狹窄、急彎、坍方、連續彎路，上下坡道距離長、

道路視野、視距不佳。 

6. 環境(自然)因素：天候不良，濃霧、大雨、颱風、強風、路面積水，泥濘、

打滑、日光照射產生眩光或眩惑、山區急彎視距不良。 

2.2防制交通事故發生之措施 

1.遵守「交通安全」規則---知法、守法、信法。 

2. 培養優良「駕駛道德」---謙、忍、讓。 

3. 妥善維護車輛： 

(1)檢查保養安全狀態---行車多一層保障。 

(2)做好行車前安全檢查---維護安全第一步。 

(3)檢查項目---水、油、輪胎、煞車、底盤、燈光、照後鏡、管路等。 

(4)了解各機件操作要領方法。 

4. 培養「安全防衛」駕駛能力： 

(1)在車禍發生前，能針對情勢有效的預防。 

(2)在刹那間立即發現，發生車禍的潛在性。 

(3)能及時採取行動，化解危險。 

(4)建立「安全邊際」觀念。 

因疏忽發生危險時，可供緩衝的限度，採取防衛措施，在行駛中與他車

物體保持較大的空間與時間，以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情況。 

1. 增大「安全邊際」 

2. 轉向、彎速，越緩慢，安全度越高。 

3. 眼觀四方，保持適當安全距離。 

4. 使用煞車，越早越好，絕不做緊急煞車打算。 

5. 彎道上減速，使輪胎與路面附著力增強，以免打滑。 

6. 變換車道平穩漸進式，使其他駕駛人從容適應。 

7. 轉向或橫越他車，超車選擇空間充裕時進行。 

2.3熟稔「安全防衛」駕駛技能方法，熟記及熟練「安全駕駛」五

大要訣： 

第一要訣：抬頭遠看，增大安全距離。 

 
- 457 -



第二要訣：「放寬視野，掌握兩側動態」。 

第三要訣：「雙眼游動，熟識四周環境」。 

第四要訣：「警覺突變，穩採避讓措施」。 

第五要訣：「適時示警，預告行車動向」。 

2.4了解道路上潛伏的三大危機 

1. 危險：肉眼看得到危險---路坑洞、坍陷、落石、斷橋、斷崖。 

2. 危境：看不到危險，無號誌路口、擅自闖越的車輛從大型車後跑出的兒童、

長者，平時做好預測，防患未然。 

3. 風險：接近路口，燈光號誌之轉換，造成「困擾區」駕駛人所冒的危險，

決定他採取行動，不能有甘冒險僥倖心態。 

2.5認知自然因素，對行車安全之影響 

天候變化無常，小雨，大雨，刮風，濃霧，下雪，氣溫降低，炎陽照射，

拂曉，黃昏等變化，對駕駛人視線，視距，都會產生障碍。寒凍，天冷，手

腳麻庳，不靈活，對車輛都有障礙影響，應有效作好防患措施。 

2.6認識自然法則，對行車安全之影響 

1. 是每一位駕駛人必知的常識，對行車安全息息相關： 

慣性、摩擦力、離心力、附著力、牽引力、重心重力、撞衝力、彎道 

2. 建立「意念」煞車概念，有助煞車效果： 

意念煞車、意念早於煞車，出現煞車動作前早 130 毫秒，減少煞車距離 3.6
公尺。 

三、防制交通事故發生有效的策略，及如何創造優質安全

友善的交通環境 

3.1肇事預防基本原則及策略 

3.1.1預防基本原則及策略 

(1)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以防追撞。 

(2)轉彎，轉向，變換車道慢一點，以免擦撞。 

(3)同向，同車道順著車流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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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潛在危機隱性情況，注意慢行。 

(5)危險將接近前，應提早作預防應變。 

(6)認識道路情況，充分了解摩擦力、牽引力的重要性。 

(7)精神集中專注力駕車。 

(8)熟悉路況、路線、遵守標誌、標線、號誌、指揮。 

(9)保持身心健康，穩定情緒，心平氣和，平穩駕駛。 

(10)行駛不良道路，上下坡轉彎，顛頗不平，施工路段，山區，濃霧，人口

出入眾多，應減速專心駕駛。 

3.1.2行駛高快速公路預防要點 

(1)做好行車安全檢查。 (2)擬定好行車路線計劃。 

(3)出發前搜集天候資訊。(4)繫妥安全帶。 

(5)保持平穩定速，避免減少變換車道。(6)同車道行駛，保持安全距離。 

(7)無特殊狀況，不驟然煞車，或行駛路肩。 

(8)不超速，佔用內側車道，有必要變換車道應顯示方向燈，注意兩側視距死

角。 

(9)抬頭遠看，擴大目視距離，注意兩側動態。 

(10)行駛平直路面，速度均勻易產生催眠，應專注精神。 

(11)疲勞駕駛時，應覓適當地點，服務區、休息站休息。 

(12)不得酒駕，蛇行，跨線超越前車。 

(13)雙眼游動，察看四周，環境，不當低頭族，提高警覺。 

(14)依標誌、指示、行駛不超速。 

(15)進入匝道依速限行駛，應先變換至外側車道。 

(16)車輛有異常現象---爆胎、煞車失靈、熄火時，應顯示方向燈，漸進式駛

離車道，駛進路肩千萬不可緊急煞車停靠。 

3.1.3行駛下坡路段時，遇煞車失效應變方法 

(1)迅速連續踩放煞車，希望能否復原 

(2)拉上手煞車，以減低速度。    (3)搶檔換入低速檔，以降低速度。 

(4)儘量找可「緩衝」處，樹叢、砂礫、土堆、側擦山壁，或擦撞路溝。 

3.1.4行經泥濘路打滑溜時 

(1)忽踩煞車  (2)放鬆油門踏板  (3)向滑溜方向，緩緩操作方向盤 

(4)滑溜停止後，輕踩煞車，減速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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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行經鐵路平交道引擎熄火時 

(1)車上人儘快下車，並按緊急按鈕。    (2)請他人幫推車離平交道。 

(3)火車已駛近，應跳離平交道。 

(4)如無人幫推車，以低檔、倒檔、不踩離合器利用馬達力量跳動，使車開平

交道。 

3.1.6煞車時致輪胎鎖死，方向盤先失靈時 

(1)路面摩擦力降低，煞車稍用力易鎖死車輪不滾動，受向前直行慣性，方向

盤鎖死。 

(2)放開油門踏板，恢復車輪轉動，方向盤也能恢復正常，應採慢煞車、快放

點煞。 

3.2 創造優質安全友善的交通環境 

應落實推行「交通安全」教育。交通事故發生原因---「人為疏失」佔最

高，用路人不遵守交通規則，欠缺駕駛道德之修養為主因。其次無熟稔防衛

駕駛技能，緊急應變力，無專注力及注意力，在繁雜交通環境裡，行車遇狀

況出現無法應付化險為夷。所以實推行「交通安全」教育是維護交通安全，

創造優質友善交通環境最有策略。 

四、熟稔安全防衛駕駛技能的要訣與維護交通安全的關係 

4.1安全駕駛的涵養 

1. 安全駕駛---穩定沒有危險。     

2. 防衛駕駛---注意加強保衛駕駛。 

4.2安全駕駛的意義 

認定「安全邊際」觀念---預留事故發生應變所需之動作及時間，藉以避

免事故發生，採取步驟在車禍發生前針對情勢有效的預防。 

4.3安全防衛駕駛的要訣 

1. 車禍將發生瞬間前，採取合理正確措施，加以化解防止，---看、想、做。 

2. 不粗心大意，有不良駕駛行為---跟車太近，亂變車道，任意超車，轉向不

顯示方向燈，均是車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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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加強安全駕駛之訓練---即交通安全教育。 

4.4培養安全防衛駕駛動作習慣 

1. 做好行車前安全檢查。    

2. 了解目的地，行駛路線，提早出門，不趕時間。 

3. 不喝酒駕車，不疲勞駕駛，不當低頭族。 

4. 上下車，開關車門分二段式，注意來車行人。 

5. 起駛轉向，變換車道，停車通過岔路口，應顯示方向燈。 

6. 繫妥安全帶。  

7. 開頭燈，白晝燈。    

8. 調整好照後鏡角度。 

9. 養成注意、注意、再注意習慣，提早發現危險。 

10. 注意環境中的危境、風險、危險。 

11. 轉彎慢一點，不闖紅燈。 

12. 行至鐵路平交道，停、看、聽。 

13. 通過岔路遵守、標誌、標線、號誌及交通指揮。 

14. 培養禮讓、容忍、寬恕、耐性、不急燥駕車。 

15. 不爭道保持安全距離，不任意超車，亂變車道。 

4.5熟稔安全防衛駕駛技能，即是熟悉「安全駕駛」五大要訣： 

1. 抬頭遠看，增大安全距離。 

2. 放寬視野，掌握兩側動態。 

3. 雙眼游動，熟識四周環境。 

4. 警覺突變，穩採避讓措施。 

5. 適時示警，預告行車動向。 

五、交通事故發生時，有效處置程序及其鑑定、和解之分

析 

5.1肇事處理程序及要點，車禍(肇事)發生時 

1. 立即停車，力求鎮定，慎防火災或其他意外災害，不可心存逃逸之念。 

2. 對逃逸車輛記住車號，車型、廠牌，撞擦部位行進方向，提供警方查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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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護現場勿移動，破壞、車輛定位劃出。「車輪定位法」「車角定位法」「拍

照存証」。 

4. 傷者儘速急救。      

5. 報警處理，110、119 電話，託他人代打。 

6. 肇事地點兩邊，應豎立故障標誌。   

7. 無人受傷應儘速移處，不得妨礙交通。 

5.2盡速報警處理現場 

1. 輕微肇事傷害，雙方當事和解者，無須報警。 

2. 盡快利用電話報警，利用電話手機，如無可商請過往人車代報案。(負有刑

事責任，符合自首要件)。 

3. 通知保險公司，協商理賠事宜。 

5.3傷者盡速送醫 

1. 無論肇事責任屬於何方，以救人為先。 

2. 盡速將傷者送醫或撥 119 救護。    

3. 輕傷敷藥後，返家者應辦理和解。 

4. 當場死亡者，應予遮蓋，並請檢察官處理。   

5. 對傷亡者家屬應謙和有禮。 

5.4會同警方處理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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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處理流程圖，圖１ 

5.5事後清理現場 

1. 肇事人自認有過失，並願負肇事賠償責任。 

2. 雙方當事人均不承認自己有過失時，應向當地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申

請鑑定。 

申請鑑定方式有三： 

(1)由肇事當事人申請鑑定。(應備相關資料，如現場圖) 

(2)由處理機關「移請」鑑定。 

(3)由司法單位「囑託」鑑定。 

※前二項之鑑定應自事故發生之日起 6 個月內為之，否則不受理。 

5.6肇事鑑定之重要因素 

1. 信賴原則---共同遵守交通法規。 

2. 路權歸屬---使用權優先「注意」「讓」。 

3. 駕駛行為---了解，遵守，懂得。 

4. 違規行為---違規不一定肇事原因，含多項違規。 

5. 肇事責任---由路權，駕駛行為，違規行為分析。 

5.7不服地區鑑定委員鑑定結果之申請 

1. 當事人對地區鑑定會鑑定有異議時，可收到鑑定書之翌日起 30 天內敘明理

由申請覆議，以一次為限。 

2. (2)已進入司法程序案件，申請覆議時，應以訴訟狀向司法單位陳請，由司

法單位認為理由充足，再送覆議。 

5.8不予受理鑑定之肇事案件 

1. 鑑定案件已進入司法機關訴訟程序者，非經該機關囑託之案件。 

2. 當事人申請或警察機關移送之案件，距肇事日逾六個月。 

3. 非屬道路管理處罰條例第三條一款所指道路範圍之行車事故案件。 

4. 慢車與慢車，慢車與行人，事故案件。 

5. 無警方處理資料或資料欠詳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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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辦理和解應注意事項 

1. 負有肇事責任一方，應盡速與對方辦理和解。 

2. 雙方均負有責任時，則宜按過失輕重，災害大小共同商議，各負擔損害賠

償比例。 

3. 汔車有保險，應通知保險公司洽辦賠償事宜。 

4. 肇事發生，均非自願和解時，彼此溝通，消除岐見非萬不得已，切勿公堂

相見，民事訴訟費時傷財。 

5. 和解時最好委請具有公信力之地方調解委員會辦理，如一方不履行賠償責

任時，法院可逕行裁決執行。 

6. 和解時應由當事人，法定代理人，監護人或繼承人為之，如受益人不止 1
人時，和解時受益人代表，應取得其他受益人之委託。 

7. 和解時，應將各項賠償項目，詳盡書明，而應取得或拋棄的權利，記載清

楚。 

8. 和解書製作完成，須由雙方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及見証人親自簽章生效，

各執一份，並送有關機關備查。 

5.10肇事應負之責任 

1. 一般責任---依處罰條例處罰記點、罰鍰、吊扣、吊銷駕照。 

2. 民事責任---依民法侵權行為，負賠償之責。 

3. 刑事責任---依業務或一般過失，以傷害罪論處。(徒刑、拘役、勞役、罰金) 

4. 行政責任---職業駕駛人，依照工作單位法規工作契約按肇事責任，給予處

分(記過扣薪、賠償、解雇)。 

六、結論 

車禍會發生大致都是「人為疏失」---不遵守交通規則欠缺駕駛道德，無

安全防衛駕駛技能，且未專心用路與注意，注意，再注意之觀念。粗心大意

未作好防患，僅會加速逞強，無視人命重要，遇突發狀況僅會靠煞車來應付，

駕駛行為習慣不良致肇成事故。 

未看清自己不良習慣缺點適時改正錯誤是一大害，駕駛人能遵守交通規

則，養成良好駕駛習慣行為，能有專注力，反應力，判斷力，應變力，保持

身心健康，注意交通環境，情況變化，以適時適當方法，應變防制，當可避

免車禍發生，化險為夷，消除災害。 

最重要的是要持續能遵守交通規則用路，有安全邊際觀念，改正自己的

錯誤、缺點、培養修養德性，了解車禍發生的可怕及發生原因，在於「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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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失」所致。勾勒出預防因素，以保障安全做好，保障交通安全的鏡面，使

大家安全、安心地用路，自己也不帶來困擾麻煩，過著美滿幸福生活，使我

們交通環境更美好，優質是大家共同的願望。 

參考文獻 

交通部，道路交通管理基本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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