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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交通事故處理之重點係進行交通事故偵查，而交通事故偵查之首要工作，即

在交通事故相關跡證之蒐查與記錄，並藉由跡證鑑識及肇事鑑定技術之配合，以
證實或質疑交通事故相關當事人證詞之可信度及相關發生過程之可能性，而達肇
事重建與肇因研判之目的，故本研究即藉由對交通事故蒐證工作之剖析，瞭解現
行存在之問題與缺失，期由問題根源研擬改善策略與方案，提昇整體效能。另亦
經文獻蒐集與回顧，擷取日本交通事故蒐證組織、制度、程序等方面之特色與優
點，作為研擬未來交通事故蒐證體制之參考基礎。進一步針對所研擬之改善策略，
進行系統性之組織建構，並考量國內現有體系於組織面、管理面、制度面、教育
面、運作面等因素之限制，依時間點將未來交通事故蒐證體制分為近程、中程、
遠程等三個層次。本研究透過專家問卷之設計與調查訪談之方式，針對所研擬之
體制策略與方案，逐項進行可行性評估。經分析結果，在「體制策略研擬可行性
評估」及「體制方案建構可行性評估」方面，大多數受訪人員均持正面肯定之看
法，足見本研究能有效提昇交通事故蒐證品質。 

壹、緒論 

交通事故之發生，輕者導致財物損失，重者造成生命、身體之危害，近年來，逐

漸受到國人之關切與重視，然長久以來，交通事故處理工作一直無法滿足民眾之

要求，致相關單位之處理能力遭受民眾質疑，更於 91年 3月間遭受監察院糾正，
故交通事故處理品質之提昇，已儼然成為當前之首要課題。交通事故偵查之首要

工作，即在交通事故相關跡證之蒐查與記錄，並藉由跡證鑑識及肇事鑑定技術之

配合，以證實或質疑交通事故相關當事人證詞之可信度及相關發生過程之可能

性，而達肇事重建與肇因研判之目的；故交通事故相關跡證蒐證係肇事重建工作

之基礎，其正確性與完整性，於肇事重建工作中具相當重要之地位。（如圖 1-1所
示） 
 

 

 

 

 

 

 

 

圖 1-1  交通事故蒐證觀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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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現行交通事故蒐證相關規定，其作業流程與實務操作現況，可發現現行

交通事故蒐證工作中，已於其組織結構、蒐證作業、送鑑作業、專業人力需求等

部分衍生問題，亦係影響交通事故蒐證品質之主要因素（彙整如表 1-1所示）。 

表 1-1  交通事故蒐證問題彙整表 

問題 項目 
現行交通事故蒐證工作事涉交通、刑事、鑑識等三大組織體系，
單位間各司其職、各有專業卻未見整合，時常造成單位間協調性
之問題，亦產生蒐證工作重疊及資料差異等情形。 組 織 結 構 
交通事故蒐證工作無專責單位負責，目前絕大部份均由交通事故
處理（派出所、警備隊、交通隊）單位負責之。 
交通事故相關跡證種類及內容未定義明確，依現行相關規定，僅
散見於現場勘查、攝影、測繪等作業方式中，未針對各項跡證之
特性、型態及應觀察記錄等事項加以列述。 
目前交通事故處理人員及刑事人員到達現場後，無明顯分工，導
致蒐證工作重疊，造成人力與資源浪費。 

蒐 證 作 業 

目前交通事故蒐證器材主要仍以傳統相機為主，且其他如現場管
制設備，雨天、夜間蒐證裝備及特殊事故之蒐證裝備，普遍缺乏。
由現行組織體制、傳統觀念及相關機制觀之，鑑識單位絕大部份
以受理刑事案件鑑識事宜居多，對於交通事故案件較不重視。 
A1 類事故係由刑事單位依其需求認定後，申請鑑識單位協助採
集與鑑識工作。交通事故處理單位無跡證送鑑機制。 送 鑑 作 業 

送鑑後續相關表件資料係由刑事單位彙整，未回歸交通體系整理
分析。 

交 通 事 故
處 理 人 員

具交通事故處理方面之專業技能，卻欠缺跡證蒐
查之技術及跡證保全與鑑識需求之敏感度，且囿
於處理時間、人力、專業技能等限制，均止於一
般性現場攝影及記錄等工作，致部份重要跡證喪
失。 
雖具蒐證之專業技術，但缺乏交通事故偵查之專
業能力，僅依一般原則性方式處理，以致蒐證之
項目與內容並非事故偵查之重點，而喪失跡證之
價值。 刑事蒐證人員
基於大部份交通事故，在主觀上均先認定過失案
件，非刑事案件偵辦之主體，且因交通事故案件
量龐大，故較不為刑事單位所重視。 

缺乏對於現場跡證之認知、蒐查、記錄、保全、送鑑之技能及程
序等訓練課程，致處理人員缺乏蒐證之專業知能。 

專 業 人 力 
需 求 

目前獎懲制度主要針對交通事故處理人員為主，對於參與蒐證之
刑事人員及協助採證、鑑識之鑑識人員，並未給予適度之獎懲，
致無法達到正面之鼓舞效果及相對之懲處效益。 

綜上，本研究希冀改善現行交通事故偵查、蒐證、移送制度，並研擬相關組

織架構及配套措施，配合各分局交通組之成立，分析其功能定位，建立完善之「交

通事故蒐證體制」，使交通事故蒐證工作組織化、程序化、制度化、專業化，以符

合警政系統體制之內部需求及功能之強化，並得與後續之審核、鑑定、訴訟等機

制加以整合，相輔相成，進而強化交通事故跡證之效能，有效提昇交通事故蒐證

品質。 



  

貳、日本與國內交通事故蒐證體制現況分析 

    本研究經相關文獻蒐集與回顧，期藉由國外（日本）經驗及國內相關組織、
作業流程等現況分析，以作為研擬未來相關作業之主要參考依據。 

2.1  日本交通事故蒐證程序分析 

日本交通事故蒐證工作主要係由轄區交通課（相當於分局交通組）之交通搜

查係現場處理員警負責，其主要工作係以現場調查為主，而對於現場跡證需進行

採集及鑑識者，則由轄區交通部交通搜查課之交通鑑識股派員負責之，其主要負

責交通事故現場跡證之採集及後續鑑識作業，此為日本交通事故處理工作中最具

特色之處。有關交通搜查課內各部門業務職掌及工作項目。日本交通事故處理，

由受理報案、通報、現場調查、蒐證、跡證鑑識、調查報告表製作、審核、案件

偵查、移送等，全程均由交通體系單位負責，組織極為健全，且程序簡單而完整。

本研究擷取其中有關交通事故蒐證程序部份，茲簡要分述如下：（如圖 2-1所示） 

 

 

 

 

 

 

 

 

 

 

 

 

 

 

 

 

 

圖 2-1  日本交通事故蒐證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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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本交通事故蒐證體制特色分析 

    本研究經整理分析日本交通事故蒐證組織及程序現況，為便於深入瞭解，茲
就其體制之特色與精神，簡要分述如下： 

一、 組織健全：交通事故處理相關組織健全，由受理報案、現場處理、跡證鑑識、

後續偵查、案件移送等程序均有相關組織負責，且均隸屬於交通體系。 
二、 蒐證程序一致：交通事故不分類型，蒐證程序一致，且極為簡單、明確而完

整，可有效確保當事人權益。 
三、 專責之交通事故鑑識組織：交通部交通搜查課交通鑑識股為專責之交通事故

鑑識組織，專門負責交通事故現場跡證採集、保全及後續鑑別分析、比對等

相關事宜。 
四、 鑑識機制：現場處理員警可依其需求認定，直接申請或通報交通鑑識人員到

場蒐證，提昇蒐證品質。 
五、 文書作業流程一貫性：交通事故現場處理人員統一彙整相關表件資料，並陳

送交通搜查係等相關單位審核，確保文書作業流程之一貫性。 
六、 交通事故處理程序全程由交通體系單位負責：交通事故處理由受理報案、現

場處理、蒐證、跡證鑑識、後續偵查、案件移送等程序均由交通體系單位負

責，可避免單位間協調聯繫問題，充分展現其專業性與完整性。 

2.3  國內交通事故蒐證組織及程序分析 

    現行國內 A1類交通事故有別於 A2、A3類事故，對於交通事故蒐證工作，訂
定不同之作業規範。本研究為便於瞭解現行各縣市（單位）對於交通事故蒐證工

作之實際運作情形，茲將交通事故蒐證作業因應現行規範之類型加以區分為 A1類
事故及 A2、A3類事故二型態。 

2.3.1  A1類交通事故蒐證分析 

一、蒐證單位 

A1類交通事故之蒐證單位大致涵蓋刑事單位、鑑識單位、交通事故處理單位
等，但主要以刑事單位為主，交通事故處理單位為輔；且刑事單位需扮演主動之

角色，但於技術層面無法執行或認為需鑑識單位協助時（跡證採集、鑑識分析等），

可向鑑識單位提出申請協助。 

二、蒐證程序 

A1類交通事故發生後，經通報系統通報處理單位及分局刑事組至現場處理，
其中刑事組負責跡證勘查及蒐證工作，如於蒐證過程中或蒐證後發現有相關跡證

需進行鑑驗時，方通報鑑識組（中心）派員蒐證，並於鑑驗後製作分析報告檢還

刑事組，刑事組彙整相關跡證資料送地檢署進行後續司法程序（如圖 2-2所示）。 



  

 

 

 

 

 

 

 

 

 

 

 

 

 

 

 

 

 

圖 2-2  A1類交通事故蒐證作業流程圖 

2.3.2  A2、A3類交通事故蒐證分析 

一、蒐證單位 

A2、A3類交通事故蒐證工作係由各縣市警察局（國道公路警察局）交通事故
處理單位負責之。目前各縣市（單位）因地區特性及組織編制差異等因素，致交

通事故處理單位亦有所不同，然大致均由交通（分）隊、警備隊、派出所等三個

基層單位負責（金門縣、連江縣由警察所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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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蒐證程序 

現場跡證勘查及蒐證工作係以現場攝影為主，並將跡證相關位置標繪於現場

圖，於彙整相關調查表件資料後，經審核程序送交警察局交通（大）隊「交通事

故案件審核小組」，進行案件審核及肇事原因研判等後續工作（如圖 2-3所示）。 

 

 

 

 

 

 

 

 

 

 

 

 

 

 

 

 

 

 

 

 

圖 2-3  A2、A3類交通事故蒐證作業流程圖 

 

2.4  日本與國內交通事故蒐證體制比較分析 

    針對前節針對前節之日本與我國交通事故蒐證體制現況分析，從組織面、制
度面、程序面等角度，綜合整理歸納分析出我國與日本交通事故蒐證體制之異同

比較（如表 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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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日本與我國交通事故蒐證特色比較分析表 

國家 
項目 日本 國內 

一般蒐證單位 交通課交通搜查係 交通事故處理單位（交通分
隊、派出所、警備隊） 

支援蒐證單位 交通部交通搜查課交通鑑識股 分局刑事組 
跡證鑑識組織 交通部交通搜查課交通鑑識股 警察局鑑識組織 

申請鑑識機制 
現場處理員警可依其需求認
定，申請或通報交通鑑識人員
到場蒐證 

需透過刑事單位申請 

蒐證制度規定 事故不分類型，蒐證程序一致
依事故類型，分為二種型態：
‧型態一：A1類事故 
‧型態二：A2、A3類事故 

後續偵查單位 交通課交通搜查係 
涉及訴訟案件（死亡、告訴）
之後續偵查、移送工作由刑事
單位負責 

文書作業程序 
交通事故現場處理人員統一彙
整相關表件資料，並陳送交通
搜查係等單位審核，確保文書
作業流程之一貫性 

涉及訴訟之交通事故案件，由
刑事單位彙整 

交通事故處理
程序完整性 

交通事故處理程序全程均由交
通體系單位負責 

部份工作由刑事單位負責，非
交通體系單位獨立完成 

參、交通事故跡證需求分析 

交通事故發生後，經常會於事故現場相關當事人、車輛、路面、現場環

境等處留下各種跡證，而這些跡證之形成原因與座落於事故現場的關係位

置、型態等跡象，均為日後從事肇事現場重建、肇事原因研判及肇事責任歸

屬等之主要依據。 

3.1  跡證種類分析 

交通事故絕大部份係因人與車、車與車或單車事故碰撞所產生，然不論何種

型態，均起源於人或車碰撞而導致。本研究經回顧相關文獻資料，茲將交通事故

現場可能出現之跡證區分為血液（血跡）、衣物（織物纖維）、毛髮、指紋、穿

戴物、油漆片、玻璃、塑膠（金屬、車輛零件、附屬品）、油脂（油跡）、砂土、

創傷、撞擊痕、輪跡、刮擦痕（斷裂痕）、足跡等 15項。 

3.2  跡證特性分析 

本研究將交通事故跡證特性區分為物理特性及化學特性兩種，其中物理特性

部份係著重於現場狀態之勘查（如位置、形狀、大小、型態等），藉由現場攝（錄）

影、照相、測繪、描述等方式，將現場各項跡證之物理特性加以蒐查記錄，以推

論形成結果之原因所在。而化學特性則著重於跡證樣本之採集，送交實驗室分析，



  

經過科學方法和量化比對方式，以瞭解跡證之種類、成份及與肇事相關車輛之關

係等情形，辨別跡證於相關當事人、車輛之定位，提昇肇事重建工作之正確度。 

3.3  跡證用途分析 

本研究對於交通事故跡證特性及蒐查記錄方式進行分析與描述，主要目的係

對現場跡證做完整、周延、詳實的記錄，以提供相關審核人員、鑑定人員、訴訟

人員等進行肇因研判及肇事現場重建之重要參考依據。因各項跡證之物理或化學

特性均能提供不同訊息，係作為辨別或研判肇事發生過程之指標點，並經由各點

間相互關係之連結，即可完整呈現肇事過程面，進而正確地進行肇事現場重建。 

表 3-1  交通事故跡證類別及其用途彙整表 

類別 

 

用途 

油

漆

片

玻

璃

塑
膠
、
零
件

輪

跡

油
脂
︵
跡
︶

砂

土

創

傷

撞

擊

痕

血
液
︵
跡
︶

毛

髮

衣
物
︵
纖
維
︶

足

跡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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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與相關型態 ● ● ●  ● ●   ● ● ●  ●   
相關人、車、物相對
外觀特性吻合度比
對 

● ● ● ●  ● ● ●   ● ●  ● ●

相關人、車、物相對
鑑識特性吻合度比
對 

● ● ●  ● ●   ● ● ●  ●   

車種、車型 ●   ●            

車輛行駛方向 ● ●  ●  ● ● ● ●     ● ●

車輛行駛速度 ● ●  ●    ● ●     ● ●

撞擊型態       ● ● ●  ●   ●  

撞擊點  ●  ● ● ●   ●      ●

撞擊位置 ● ● ●  ● ● ● ● ●  ●   ●  

撞擊力大小        ●        

撞擊力方向與角度  ●      ● ●     ● ●

車輛載重程度    ●            
車輛行經處所與路
徑    ●  ●          

新舊跡證    ●          ●  

煞車系統使用    ●            

當事人姿勢與方向       ●    ● ●    

當事人相對位置          ●   ●   



  

肆、交通事故蒐證體制策略研擬 

本研究針對現行交通事故蒐證問題之特性，配合國內實務運作可行性之考

量，並參考國外交通事故蒐證體制之特色，研擬各項改善策略，以作為研擬交通

事故蒐證體制方案之基礎項目。經分析，主要計有：(1)交通事故處理程序全面回
歸交通體系(2)建立交通事故蒐證組織(3)建立交通事故蒐證規範(4)交通事故現場
蒐證技術專業化(5)建立交通事故送鑑機制(6)強化鑑識組織功能(7)建立系統化教
育訓練制度(8)精化獎懲制度等八大方向，其中尚涵蓋多項因應策略，將可有效解
決或改善現行存在之各項缺漏（如表 4-1所示）。 

表 4-1  交通事故蒐證體制改善策略彙整表 

問題 項目 改善策略 

單位間協調性問題 
組 織 結 構 

無專責交通事故蒐證組織 

1. 交通事故處理程序全面回歸
交通體系 

2. 建立交通事故蒐證組織 
蒐證內容規範不明確 
工作重疊（人力浪費、採證結果不符）蒐 證 作 業 
交通事故蒐證器材不足 

1. 建立交通事故蒐證規範 
2. 交通事故現場蒐證技術專業
化 

鑑識單位刑事專屬化 
A1 類事故係由刑事單位依其需求認定
後，申請鑑識單位協助採集與鑑識工作
交通事故處理單位無跡證送鑑機制 送 鑑 作 業 
送鑑後續相關表件資料係由刑事單位彙
整，未回歸交通體系整理分析 

1. 建立交通事故送鑑機制 
2. 強化鑑識組織功能 

專業能力不足 
處理人力限制 交 通 事 故 

處 理 人 員 
處理時間限制 
缺乏交通事故偵查之專
業能力 刑事蒐證人員 
案件負荷 

缺乏完善之教育訓練 

專 業 人 力 
需 求 

缺乏合理之獎懲制度 

1. 建立系統化教育訓練制度 
2. 精化獎懲制度 

 
本研究由組織面、制度面、規範面、教育面、運作面、管理面等構面，針對

現行交通事故蒐證工作存在之各項問題與缺漏，逐一研擬各項改善策略（彙整如

表 4-2所示）。經交叉分析，本研究所研提之相關策略，均能有效改善現存問題（如
表 4-3所示），故有關交通事故蒐證體制之研擬，即應以上述各項策略為基礎，方
能建置出有效、合理、可行之交通事故蒐證體制。 

表 4-2  交通事故蒐證體制策略分析表 

方向 策略 

交通事故處理程序全面回
歸交通體系 

交通事故蒐證工
作一元化 

1. 蒐證工作回歸交通體系 
2. 蒐證程序一致化 



  

強化後續偵查制
度 

1. 分局交通組配置交通事故偵查員
2. 交通事故處理刑事化 
3. 一元化處理資料移送制度 
4. 交通鑑識之引進 
5. 建立單車事故偵查機制 

 

健全分局交通組
功能 

1. 交通事故現場偵查協助 
2. 推動交通肇事鑑識事宜 
3. 交通事故後續偵查 

交通事故蒐證小
組 

1. 建立在職教育訓練機制 
2. 訂定人員配置標準 
3. 訂定工作計畫 
4. 建立訓用合一制度 
5. 建立遴選制度 
6. 建立專業認證制度 
7. 建立專業任用制度 

建立交通事故蒐證組織 

交通事故處理專
業指導人員 

1. 建立在職教育訓練機制 
2. 訂定人員配置標準 
3. 訂定工作計畫 
4. 建立訓用合一制度 
5. 建立遴選制度 
6. 建立專業認證制度 
7. 建立專業任用制度 

建立交通事故蒐證規範 建立交通事故蒐證規範 

健全裝備器材 

1. 健全現場管制裝備 
2. 健全雨天、夜間蒐證裝備 
3. 健全特殊事故蒐證裝備 
4. 健全事故調查表件資料 
5. 高快速道路優先配置「交通事故
處理車」 

6. 蒐證人員之「專用服制」 交通事故現場蒐證技術專
業化 

建立數位化蒐證
技術 

1. 現場攝影數位化 
2. 現場測繪數位化 
3. 筆錄訊問數位化 
4. 事故調查表數位化 
5. 其他相關調查表件數位化 
6. 建立數位化資料管理、查詢、保
存系統 

建立交通事故送鑑機制 建立交通事故送鑑機制 
強化鑑識組織功能 強化鑑識組織功能 

在職教育訓練 

1. 分級課程設計 
2. 強化交通事故處理人員在職教育
訓練機制 

3. 強化基層主管在職教育訓練機制
4. 規劃教育訓練教材與場地 
5. 建立訓用合一制度 
6. 建立專業任用與遴選制度 
7. 建立分級證照制度 

建立系統化教育訓練制度 

養成教育訓練 

1. 教育課程設計 
2. 規劃教育訓練教材與場地 
3. 增加非交通科系之交通養成教育
專業課程 

4. 專業師資 
5. 建立專業分發機制 
6. 建置交通專業教室或專業訓練中
心 



  

建立績效獎懲制
度 

1. 獎懲額度合理化、比例化 
2. 建立考核機制 

建立專業任用制度 
建立專業加給制度 

精化獎懲制度 

建立留任保障制度 
 

伍、交通事故蒐證體制方案建構 

    本研究針對所研擬之改善策略，進行系統性之組織建構，由點組織成面的概
念，建構出多項交通事故蒐證體制方案。為確保體制之可行性與實用性，本研究

考量國內現有體系於組織面、管理面、制度面、教育面、運作面等因素之限制，

故將未來交通事故蒐證體制分為近程、中程、遠程等三個層次，並訂定預期達成

之目標，另評估其影響與效益，於各階段方案規劃中，評選適切之策略，作為建

構之基礎。 

5.1  近程規劃方案 

    方案之重點，主要考量在不影響現有組織編制及程序制度下，藉由教育訓練、
健全裝備、制訂規範等方式，使得於短時間內提昇現行交通事故蒐證人員之專業

能力與蒐證品質。有關交通事故蒐證體制近程方案作業流程，如圖 5-1所示。 

 

 

 

 

 

 

 

 

 
1. 交通事故處理人員若遇有現場跡證情形複雜或具 
專業性，處理人員無能力蒐證時，即可通報轄區 
分局刑事組蒐證人員到場，並取代相關蒐證工作 
。即各類事故均受到相同之待遇，均可得到應有 
之專業服務與蒐證品質之保障。 

2. 刑事蒐證人員負責現場攝影、跡證採集工作，交 
通事故處理人員負責現場測繪，相互支援合作， 
發揮所長，分工明確。 

3. 跡證採集後送交警察局鑑識組織或相關檢驗單位 
進行分析，並製作相關報告送還刑事組。 

4. A1類事故由刑事組負責相關資料彙整；A2、A3 
類事故則由交通事故處理單位負責。相關表件資 
料一致，文書作業流程明確。 

圖 5-1  交通事故蒐證體制近程方案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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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中程規劃方案 

中程規劃方案之重點，主要建構交通事故蒐證組織，取代分局刑事組於現場

蒐證工作之角色，另建立交通事故跡證送鑑機制，提昇蒐證層次，逐步促使交通

事故蒐證工作回歸交通體系。（如表 5-2所示） 

表 5-2  交通事故蒐證體制中程方案分析表 

中程規劃方案 相關策略 

組織面 ․訂定交通事故蒐證小組人員配置標準 

管理面 

․蒐證工作回歸交通體系 
․蒐證程序一致化 
․現場攝影數位化 
․現場測繪數位化 
․筆錄訊問數位化 
․事故調查表數位化 
․其他相關調查表件數位化 
․建立數位化資料管理、查詢、保存系統 

制度面 

․訂定交通事故蒐證小組工作計畫 
․建立交通事故送鑑機制 
․建立訓用合一制度 
․建立遴選制度 
․建立專業認證制度 
․建立專業任用制度 
․建立專業分發機制 

教育面 

․建立蒐證小組人員在職教育訓練機制 
․教育課程設計 
․規劃教育訓練教材與場地 
․增加非交通科系之交通養成教育專業課程 
․專業師資 
․建置交通專業教室或專業訓練中心 

在交通事故蒐證作業流程方面，除延續近程規劃方案之特色外，另於組織面、

制度面亦有別於現行作業操作方式。最主要係成立交通事故蒐證組織，直接受理

轄區交通事故處理單位之通報，到場執行交通事故蒐證工作，並指導現場調查作

業，隨後將需鑑別分析之跡證送交鑑識單位，一般攝影、照相等調查資料則加以

分析，並彙整成冊，最後全數送交交通事故處理單位彙整相關表件資料，送交審

核小組進行審核及肇因研判等工作（如圖 5-2所示）。 

 

 

 

 



  

 

 

 

 

 

 

 

 

 

 

 

 

 

 

 

 

 
1. 成立交通事故蒐證小組，取代分局刑事組於交 
通事故蒐證工作中之角色，專責處理交通事故 
蒐證工作，使交通事故蒐證工作由刑事體系回 
歸交通體系，並可強化蒐證組織結構，提昇蒐 
證專業性。 

2. 建立交通事故跡證送鑑機制，提供交通事故處 
理單位對於事故跡證之鑑識分析及採證協助等 
工作，並可提昇證據證明力，保障事故當事人 
權益，因應時勢所趨。 

3. 相關交通事故表件資料統一由交通事故處理單 
位彙整，若涉及訴訟案件，方交由刑事組進行 
後續偵查、移送作業。 

 

圖 5-2  交通事故蒐證體制中程方案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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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遠程規劃方案 

遠程規劃方案之重點，主要係強化中程規劃方案，藉由分局交通組功能之強

化、專業人員之規劃與訓練、強化鑑識組織等策略，強化交通事故蒐證體制之組

織架構與功能，以逐步朝交通事故處理刑事化之方向發展。主要之內容，如下所

述：（如表 5-3所示） 

表 5-3  交通事故蒐證體制遠程方案分析表 

遠程規劃方案 相關策略 

組織面 
․分局交通組配置交通事故偵查員 
․訂定交通事故處理專業指導人員配置標準 
․建立交通事故鑑識組織 

管理面 
․交通事故處理刑事化 
․交通事故現場偵查協助 
․推動交通肇事鑑識事宜 
․交通事故後續偵查 

制度面 

․訂定交通事故處理專業指導人員工作計畫 
․一元化處理資料移送制度 
․建立肇事逃逸案件偵查機制 
․建立單車事故偵查機制 
․建立訓用合一制度 
․建立遴選制度 
․建立專業認證制度 
․建立專業任用制度 
․建立專業加給制度 
․建立留任保障制度 

教育面 ․建立交通事故處理專業指導人員在職教育訓練機制 

在交通事故蒐證作業流程方面，除延續中程規劃方案之特色外，另於組織面、

制度面則強化中程規劃方案之架構與功能。於交通事故處理單位中配置交通事故

處理專業指導人員，直接受理轄區處理人員之通報，到場執行交通事故蒐證工作，

並指導現場調查作業，隨後將需鑑別分析之跡證送交交通事故鑑識單位，而一般

攝影、照相等調查資料則加以分析，並彙整成冊，最後全數送交原交通事故處理

人員彙整相關表件資料，送交審核小組進行審核及肇因研判等工作；而有關涉及

後續偵查、移送部份，則交由分局交通組偵查員進行（如圖 5-3所示）。 

 

 

 

 

 

 



  

於各交通事故處理單位，規劃配置交 
通事故專業指導人員，於第一線即時 
針對蒐證工作予以指導或協助，以防 
跡證因時間延續而消逝，有效縮短處 
理時間。 

1. 各分局交通組配置交通事故偵查員， 
取代轄區分局刑事組於交通事故案件 
後續偵查、移送等工作之角色，使蒐 
證工作得以有效延伸，並與後續偵查 
工作緊密結合。 

2. 強化現行鑑識組織功能，配合交通事 
故跡證送鑑機制，可實質提昇證據品 
質。 

 

 

 

 

 

 

 

 

 

 

 

 

 

 

 

 

 

圖 5-3  交通事故蒐證體制遠程方案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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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一、現行交通事故蒐證體制相關問題 

（一） 組織結構問題：現行交通事故蒐證工作涉及交通、刑事、鑑識等三大組織

體系，時常產生單位間協調性之問題，亦產生相關表件資料差異等情形。 

（二） 蒐證作業問題：現行蒐證內容規範不明確，蒐證人員無法有效掌握蒐證之

重點；且蒐證工作重疊，蒐證裝備不足，致無法提昇蒐證品質。 

（三） 送鑑作業問題：由現行組織體制、傳統觀念及相關機制觀之，鑑識單位大

部份係受理刑事案件鑑識事宜，且交通事故處理單位亦無跡證送鑑機制，

無法有效落實跡證鑑識功能，提昇證明力與鑑別力。 

（四） 專業人力需求問題：現行交通事故處理人員及刑事蒐證人員之蒐證專業能

力普遍不足，且欠缺完善之教育訓練及績效獎懲制度予以輔助，阻礙蒐證

品質之提昇。 

二、日本交通警察組織健全，交通事故蒐證程序完整，且經由本研究分析結果，

卻有值得國內學習之處，故國內應逐步朝日本相關組織及程序等方向努力。 
三、評估分析 
（一）在體制策略研擬可行性評估方面，以在職教育訓練之策略研擬合理性最高

4.26，其次為養成教育訓練策略 4.18，表示大多數對於教育訓練所能提供之
效能較為肯定及重視；另強化鑑識組織功能之策略為最低者 3.78，然皆高
於平均值，顯見策略之制訂均獲得正面的肯定。 

（二）在「體制方案建構可行性評估」細項內容評估部份，認為近程規劃方案合

理性最高，平均值為 3.90，中程規劃方案 3.84，遠程規劃方案 3.84，研擬
之體制策略與方案是否能滿足現況需求，提昇事故蒐證品質為 3.74。其中
對是否滿足現況需求提昇事故蒐證品質部份，雖高於平均值，但為整體最

低者，表示一般對新制度建立十分樂見，但能否有效推行持保留態度。 

6.2  建議 

一、 建議警政署研訂「交通事故蒐證規範」，針對交通事故蒐證工作訂定相關作業

規範，提供蒐證人員瞭解交通事故跡證之種類、特性及蒐查記錄之技巧，亦

可供做自我學習之參考，以提昇事故蒐證品質。 

二、 本研究針對交通事故蒐證體制於組織面研擬各項相關對策，而各項措施之推

動均需有完善之規劃及充份之人力配合方能達成，故建議相關實務單位研擬

擴增組織編制及人力規劃，以達成整體效能。 
三、 本研究對於相關組織之內容，主要以其工作性質、組織功能及與相關單位之

系統運作流程等予以規劃研擬，但對於所需人力數之估算未予列入，可由後



  

續研究者進行專題探討。 
四、 教育訓練為提昇工作技能、改變工作態度、提高工作績效之最直接有效之方

法，應妥善運用規劃。另航空警察局、港務警察局、鐵路警察局、保安警察

第二總隊等專業單位因組織編制弗如一般縣市警察單位，故對於交通事故處

理之人員之蒐證能力，可藉由教育訓練機制提昇其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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