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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交通量不斷的成長，交通發生事故率居高不下。根據統計，台中市每日

發生交通事故數大約為80件以上，員警經常疲於奔命到每個肇事現場處理，記錄肇

事案件的資料，拍攝現場照片，並繪製肇事現場圖，製作筆錄等。再者，科技不

斷的進步之下，近年來不管是公部門或民間企業，皆積極從事各項業務e化推展，

可以從中使作業過程流暢、簡化並提升工作效率。故肇事案件處理e化是未來發展

的趨勢。本研究之目的為提升員警處理事故的效率，並進行事故案件之資料、現

場照片與事故現場圖之整合，且便於案件之查尋，因此提出「警員交通事故管理

系統」之概念。藉此進行資料之整合，及提升事故現場圖品質。本研究將事故處

理資料數位化，由傳統的紙張書寫，轉換在平板電腦的銀幕上，員警可以透過滑

鼠或觸控筆，點擊選項加快輸入，介面上大量的使用「項目勾選」或「捲軸選取」，

增加輸入的方便性，並將事故現場數位照片，與錄音檔等資料結合。再使用 Microsoft 
Office Visio 繪製事故現場圖，將現場圖完全以比例繪出。藉由此系統之建置，期能

提升員警事故現場處理、搜證資料的準確性，有關事件查詢之便利性，同時有助

於提升事故鑑定之品質。 

壹、前言 

道路交通事故處理品質的好壞，對於肇事鑑定的工作上，會有相當顯著的影

響，也關係到民眾的權益，所以如何保存現場完整的資料與正確的記錄，是事後

肇事鑑定與法院審理時的重要依據。不過目前現場肇事的處理情況，讓部份民眾

不甚滿意。而且每日發生的肇事案件並不少，員警抵達交通事故現場處理至完成

書面的資料，平均花費約2小時8分【1】，需負荷相當重的工作量。由於傳統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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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事故紀錄表是用手寫填入，處理人員會重複書寫各式報表，因此增加許多時間，

而且容易出錯。加上事後交通事故當事人申請相關交通事故證明或照片時，因交

通事故的卷宗缺少系統化的管理，警察單位面臨調案困難等問題，所以提出「警

員交通事故管理系統之建置」，期望可以達到以下優點： 

一、增加事故現場圖的正確性，不會造成失誤。 

二、有利於事故資料的查詢、調閱及輸出。 

三、有效 e 化管理，建立完整資料庫且便利民眾查詢。 

貳、系統目標與系統設備 

目前系統已初步建置完成，本系統有助於現場處理。目前先推廣給台中市及

台中縣警察局使用，經員警使用回報使用狀況，再進行系統軟體的修正，未來將

推廣至全國使用。 

使用對象主要是給各分局的交通事故處理人員，依警政署的規劃原則，案件

為傷亡類的交通事故由專責處理人員，案件屬於一般財物損失類的交通事故，則

由轄區派出所人員處理。各縣市警察局在此原則下，因地制宜規劃各自合適的處

理體系。不論處理單位、人員權責如何劃分，交通事故案件處理內容，包含填製

的各式調查報告表、談話紀錄、筆錄等各式報表均一致。 

本系統的主要是作為現場案件處理、現場圖繪製、談話記錄表等現場相關表

件的製作，透過本系統結合平板電腦等設備，完成交通事故現場調查工作。 

本系統的現場處理裝置，由交通事故處理員警於事故發生現場，利用平板電

腦、3G無線通訊等行動裝置，搭配攜帶型印表機進行現場處理調查處理作業，並

建立交通事故案件基本資料。管理系統的軟體內，提供交通事故各種制式表件，

如調查報告表、談話紀錄表、當事人之酒精測定紀錄表、自首情形紀錄表等現場

處理相關表件，透過平板電腦內的管理系統輸入，將交通事故現場調查所得資料

即時紀錄，避免遺漏重要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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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警員交通事故管理系統之功能 

本系統的主要功能有六，分別為1.事故資料的輸入與儲存、2.當事者與目擊者

資料輸入與儲存、3.車輛資料輸入與儲存、4.照片及錄音檔匯入與儲存、5.事故現

場圖的繪製、6.事故資料查詢與列印。 

 

圖一、交通事故記錄系統各功能點選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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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警員交通事故管理系統之架構圖 



一開始進入系統需要登入帳號密碼，一台平版電腦可供多位員警使用，並共

同使用該資料庫，次外並配附每位員警屬於個人的帳號及密碼，彼此間無法取得

其他員警所登載之資料，僅授權主管瀏覽及修改資料庫內容。 

 
圖三、登入畫面 

    以下為道路交通事故管理系統之六個主要功能，茲分別介紹如下： 

一、事故資料的輸入與儲存可以分為文字及數字之儲存兩大部份。有輸入數字代

碼的部 

份，可以點擊勾選項目的點圈、數字或文字的部份「項目點選」，或者採用

下拉式 

選單的設計「捲軸選取」，提高員警輸入時的方便性，可以達到單手作業輸

入資料。 

系統為加速輸入的便捷性，使用者除了可以使用滑鼠輸入外，亦可使用平版

電腦提 

供的觸控筆，平版電腦就如同一般的筆記型電腦，可是具有觸控式銀幕，可

以使用 

觸控筆直接在銀幕上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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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事故資料首頁 

二、當事者資料的輸入與儲存，這一部份主要是輸入當事者的基本資料，並填寫

當事者 

相關肇事資料，如受傷情況、有無適當駕照等等。軟體中在這部份也是大量

使用「項 

目點選」或「捲軸選取」可以增加操作的方便性。最後也有目擊者者資料的

部份， 

假如現場有目擊證人，也可以在此輸入基本資料與筆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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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當事者資料首頁 

三、車輛資料的輸入與儲存，部份車輛情況與駕駛資料，在前一項目的當 

事者資料已經填寫，所以只要點擊要輸入的當事者在車輛資料頁，在 

前一項已輸入的資料就會自動顯現，不用重複輸入，節省二次輸入之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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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車輛資料頁面 

四、本系統整合了影像檔和錄音檔，可以與事故資料做連結，先在照片錄音項目

瀏覽已 

存在電腦的檔案，再進行儲存，就可以與事故資料做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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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照片儲存頁面 

五、使用現代化的現場圖繪製軟體(Microsoft office Visio)，選取系統內建的套圖，員

警只要 

經過簡單的教育訓練，就可以繪製出清晰、色彩鮮明、近似現場景物的顏色，

且物 

體大小能達到合理的需要比例，完全不失真，讓事後法院審理或鑑定單位在

鑑定 

時，能快速掌握肇事的現場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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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事故現場圖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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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事故資料查詢，系統不單是肇事資料庫的建立，可以提供使用者事後 

查詢及完成後續資料補充的作業，在資料查詢完成後，可以繼續進行 

列印等輸出作業。 

 
圖九、事故基本資料查詢 

並且能快速尋找出照片檔案所在的位置，不用另外花費時間。文字資料與照

片影像也都可以透過事後的資料查詢輸出列印，讓整體資料達到整齊、美觀與正

確。 

 

圖十、事故照片列印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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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員警推廣研習會之意見調查結果 

會議結束後，發放問卷，讓與會的員警和委員，對於「警員交通事故管理系

統」提出意見。提出的問題分別是1 交通事故管理系統」的滿意度。2.
「警員交通事故管理系統」目前設計符合您的預期嗎？3.「警員交通事故管理系統」

能對於工作實務上有所幫助嗎?問卷設計五個選項分別為非常滿意(非常有)、很滿

意(很有)、普通、不滿意(沒有)、非常不滿意(很沒有)，再依序給5分、4分、3分、2

 警察 委員 全部 

逢甲大學車輛行車事故鑑定研究中心於今年6月29日，邀請中部五縣市的員警

與車鑑會委員參加「警員交通事故管理系統」之推廣研習會，會中為警員介紹交

通事故管理系統及設備，並教導員警該系統之操作功能，員警會後對於該系統提

出看法，大多表示支持，並提出在實務操作上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對於「警員

分及1分。 

表一、警員交通事故管理系統之意見調查結果表 

對於「警員交通事故管理系統」的滿意度 4.18 4.4 4.29 

「警員交通事故管理系統」目前設計符合您預期嗎？ 4 4 4 

「警員交通事故管理系統」能對於工作實務上有所幫助嗎? 4.27 4.4 4.33 

台中縣警察局推薦參加研討會的代表表示，希望這個管理系統能快速建立完

理時間，提昇為民服務品質。台中市警察局代表表示，建議系統能考量實際需要

整體而言，經過研討研習會，警員了解「警員交通事故管理系統」之後，都

應會有實質的幫助，能夠

體應 符合實際運用的情況，硬體設施也應該適應氣候或頻繁使用等情況，

 

成，將技術轉給警察單位，讓員警都能夠操作，給現在警員使用，以縮短肇事處

之便利、適用性、以符合普遍員警的使用。 

贊同這個系統可以運用在實務工作上，並且對於工作上

縮短肇事的處理時間，減輕工作負擔，並提升為民服務的目標。但是系統相關軟

做修正，

以免經常故障，不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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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料調閱更為方便。此系統如建置完

 

陸、建議 

、本系統的建置與推動，主要是希望藉由資料的電子化，能將事故資料有效的

管理與

、本系統之建置，目前只有設計員警處理肇事案件的部份，未包含到全國網路

查詢及

    資料的傳輸連線。由於各系統間所建立之介面不同，資料仍無法即時上傳，

盼政府 

    能統一規範上傳資料格式與介面。 

三、建立全國主要道路的套圖，在繪製事故現場圖時，只要將道路現場的套圖導

出，事 

    故現場的地型情況就可以百分之百的真實呈現，不需要一次又一次的量測並

繪製同 

    一地點的現場圖。可以節省很多事故處理時間。 

四、交通分隊應有專任員警來專門處理肇事案件，不應再編排其他雜項勤務，目

前警員 

    身兼多項勤務，人力吃緊，影響到肇事案件的處理品質，需研討修正編制，

讓處理 

    交通事故的員警能夠專認處理，可以有效縮短肇事處理時間且可以提升肇事

處理品 

    質。

伍、結論 

警員交通事故管理系統之建置，可以提高肇事案件的處理品質，節省處理文

書時間，讓整體資料顯現整齊、清晰、美觀，事故現場圖也能更快速且正確的繪

製，並結合相片檔及錄音檔，讓整體案件

成，除現場員警受益，爾後在交通肇事鑑定與司法處理上，能更容易研判出肇事

案件的原因，民眾申請肇事證明也會更加方便，可以達到人性化及便民的目標。

一

 

    應用，並可提升肇事案件建置的品質及正確性，及縮短肇事案件的處理時間。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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