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動機與目的

監察院分別於民國91年及102年對內政部警政署
提出糾正案，內容皆針對內政部警政署對於警察
機關處理交通事故屢有測繪、蒐證不確實等缺失，
於該項業務之運作、組織、法制及管理方面，迄
未確實辦理及督促改善，有嚴重違失。





緣起背景

• 現況「重治安、輕交安」迷思

• 專業性不足

• 員額人力不足

• 案件資料零落分散，未有完整檔案機制

• 不願面對的真相



每增加1位車禍死亡民眾，社會成本增加約新臺幣(下同)1,600
萬元；每增加1位車禍受傷民眾，社會成本增加約100萬元。單
以107年道路交通事故死亡2,780人及受傷42萬6,799人數估計，
社會成本金額達4,712億7,900萬元

107年 交通 107年 刑事案件

284538刑事案件

429579死傷人數 186936被害人數



交通警察機關組織目標與績效達成的
問題叢結 –構成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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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重設計的參考架構
任務與功能評鑑

• 資源的不足

• 任務的貫徹不足

• 任務的總量超過負荷能力



組織重設計的標準

國家與公共行政對於一項已經確定的公共事務，
是否確實應該接受？或者應該繼續接受？

這一些公共事務應該追求哪些目標？

這一些公共事務應該由國家組織中的哪些人來關
照、處理？

完成這一些目標會使用到哪些工具？

這一些公共事務應該做到什麼程度？其強度、幅
度與頻率應為何？



行政發展的參考架構
1.行政組織的目標

• 公共行政有哪些任務與目標 ? (確定所需完成的任務，是組織考量的
一切基礎；必須確定行政的目標)

• 應該有哪些組織單位 ? (如:機關、科室、組)才能夠達成任務?(如：
任務分配、行政工作的組合與建制)

• 怎樣才能將所有的任務完善的分配給組織成員?讓每一個組織成員都
了解自己的任務。該由個人獨力完成?或者必須會同他人一起來完成?

• 工作的方式有沒有考量組織成員的期待 ? (包括:工作流程或工作位置
的安排；工作是有意義的；如何與同儕合作?升遷的機會等)

• 組織將對組織成員產生怎樣的影響 ?或者，組織成員將對組織產生
怎樣的影響?成員彼此間的行為互動為何? (包括：組織對成員行為的
操控及影響：成員行為對組織可能產生的影響為何?領導行為、成員
彼此間互動、職涯的發展等)。

• 怎樣才能既經濟、又有效的達成任務 ? (包括工作流程的改善、合作
的改善、工作條件的改善、工作方法與工具的投入等)



行政發展的參考架構
2.組織的基本原則

• 建構通貫性的、可以綜覽的統一性原則上：統一的原則包括可
操控性的、可控制性的、行政的透明度等，不能夠讓行政組織
成為漫無結構、亂無章法的結構體，更不能任其發展為一個龐
大的巨人。各個單位的建制都可以在瞭解、能夠掌控的大小規
模下，能夠獨立完成其規定任務者，為其原則。

• 儘可能符合最理想的大小規模:每一個行政單位的大小規模必須
符合－可以綜覽、可操控性與可控制性以外，還能夠滿足降低
成本、專業化、可以使組織運作流程更順暢等等優點。最佳的
(optimal)大小規模在不同的專業領域又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
公共任務對行政組織的規模也有不同的需要，必須依照專業與
任務的需要來加以設置。

• 次級單位有意義的連結:行政組織下有許多次級單位，次級單位
之間的協調，次級單位形成群組間的聯結，以及形成不同領域，
領域間的相互關聯性等等，必須建立在有意義的聯結性之上。
如果次級單位彼此之間是齟齬的、敵對的、無法協調的，就行
政運作、預算編列、政治決策等等



結論與建議

• 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四條規定一
級機關、二級機關及三級機關之組織以法
律定之，其餘機關之組織以命令定之，警
政署如能以命令設立交通警察局，甚至納
入性質屬性相似之國道警察局及鐵路警察
局，必能有效解決現階段所遭遇的困境。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010000001700-0990203


以現有資源成立交通警察局統整交通工作，有效督
導、協調、整合規劃及執行各項交通業務並提升交
通專業知能，彙整各項交通數據統計分析，有效利
用，不再單單淪為評價縣市首長政績的紙上數字。
另交通專業培訓人員應予專業分發，並提供專業加
給以留用人才，讓交通工作人力上真正落實考、訓、
用制度，使所學與實際工作相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