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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在亞太地區國家中係屬車輛高度機動化且道路系統發達的國家之一，惟

道路交通事故死亡人數仍高於其他已開發國家。依據內政部警政署全國交通事故

統計資料顯示，民國95 年全國交通事故死亡與受傷人數分別為3140人與1301人
(衛生署統計資料死亡人數為4748人)，而其中與酒後駕駛有關之事故死亡與受傷

人數，則分別為727人與310人，其佔全國事故死亡與受傷人中之比例均約為23%，

可見酒後駕車肇事之問題實值相關交通主管機關加以重視。因此，我國政府自民

國86年起數次修正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有關酒醉駕車之處罰規定，同時於民國

88年4月增訂刑法185條之3，將酒醉駕車行為納入刑法處罰，期以重罰政策來改

善日趨嚴重之酒後駕車肇事問題。然而民國86年起至95年間，高速公路酒醉駕車

肇事致死案件，並未因重罰政策獲得改善，尤其在民國94與95年高速公路交通事

故致死案件中，酒醉駕車肇因均居第一位，反而有越來越嚴重的趨勢。因此，研

擬一套有效、可行且適用於高速公路之酒後駕車執法策略，藉以提昇違規取締與

事故防制績效，為重要之課題。 

經探討高速公路目前有關酒後駕車執法課題有「執法能量與能見度不足」、

「攔查取締成功率偏低」、「資料回饋機制不足」、「安全宣導不足」、「警力

不足」等。本研究在(1)提昇用路人對取締酒後駕車的感受強度、(2)增加駕駛人酒

後預期不被取締的風險、(3)降低酒醉駕駛事故的發生、(4)教育駕駛人勿酒後駕車

等四個策略目標與(1)依法行政與保障人權、(2)維護駕駛人與執法者安全、(3)執法

作業標準化、(4)具備可操作性、(5)有效整合內外部資源、(6)具有回饋機制等六項

策略研擬原則下，建構高速公路酒後駕車執法之主要策略與輔助策略。期藉以改

善目前高速公路酒後駕車執法之課題。本研究為瞭解所研擬之酒後駕車執法策略

應用於實務單位之可行性，遂在國道公路警察局第六警察隊管轄之國道三號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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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操作，並與該隊現行策略進行差異比較與效果分析。 

壹、前言 

於民國82至85年間，政府有鑑於酒後駕車肇事案件及傷亡人數劇增，為防範

酒後駕車肇事案件發生，自民國 86年起數次修正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有關酒

醉駕車之處罰規定，將罰鍰從新臺幣2700～5400元提高至新臺幣15000～60000元
（約 5.5-11倍），同時規定當場移置保管車輛，且違規者必須繳交罰緩後始能持

據領車。除前述行政處罰規定外，並於民國88年4月21日增訂刑法185條之3，將酒

醉駕車行為的處罰納入刑法規範中，並以公共危險罪論處，冀能透過重罰政策來

減少駕駛人酒醉駕車行為，增進行車安全。 

然而，民國86至95年間全國（不含國道）A1類交通事故有關酒醉駕車失控統

計資料，除民國87及89年酒醉駕車肇事案件與死亡人數之比例有下降情形外，其

餘年份均呈現增加，且有越來越嚴重的趨勢。至於國道高速公路部分，除民國91
及93年其酒後駕車肇事之案件數及死亡人數之比例有明顯降低外，其餘年份亦呈

現增加情形，且其嚴重性不遜於一般道路。當法令之規範無法達到預防駕駛人酒

後開車與肇事之目標時，執法作為即成為改善駕駛人違規行為之重要手段。雖然

有關酒後駕車執法相關問題之研究文獻與報告頗多，然大多偏重於一般市區道路

系統的執法研究，而針對具有專用路權之高速公路酒後駕車執法課題之研究則較

為少見，且一般道路之執法方式亦無法完全套用於高速公路，實有必要針對高速

公路之封閉、跨區、高速、汽車專用等特性，研擬一套有效且可行之酒後駕車執

法作為。 

貳、高速公路酒後駕車執法現況分析 

2.1 酒後駕車執法程序現況分析 

一、為規範全國警察機關有關取締酒後駕車之執法程序與作為，警政署頒訂「酒

後駕車執法程序規定（內政部警政署， 2007年）」，針對下列內容之流程

與作業詳予規定： 

（一）勤務規劃（計畫性勤務、一般性勤務）； 

（二）準備階段（裝備、任務分配、勤務稽查部署）； 

（三）執行階段（過濾攔查車輛、觀察研判、檢測酒經濃度、駕駛人拒測、告知

檢測結果）； 

（四）結果處置（無飲酒或未超過標準、勸導代替舉發、違反交通法規未觸犯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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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異議處理、救濟程序）。 

同時為使警察人員對於拒絕配合稽查之酒後駕車當事人，實施強制作為之

法令依據及執行要領，有所瞭解及遵循，以維護公權力，確保任務遂行，

警政署特訂定「警察人員對酒後駕車當事人實施強制作為應注意事項」。 

二、國道公路警察局依據警政署訂頒之「酒後駕車執法程序規定」，考量高速公

路之道路特性、執法實務與環境等因素，訂定「取締酒後駕車標準作業程序

（國道公路警察局，2005 年），該標準作業程序除列有警政署所規範之程

序外，尚明訂執法須全程錄音、執行禁止駕駛及移置保管車輛之程序、製作

執勤時之參考用語，以利其所屬員警對於執行該項取締工作之法令依據及執

行要領有所瞭解與遵循，確保任務遂行。 

三、課題探討 

（一）呼氣酒精測試器為執行酒後駕車違規稽查之重要儀器，為使其測定結果具

有證據能力，並作為舉發違規之證據資料，規定該儀器須通過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檢驗合格，有效期間為1年，且於檢定合格有效期間內達1,000 次
者，亦視同屆滿檢定合格有效期間。惟其使用規定，依據「呼氣酒精測試

器檢定合格證書」第十一點規定，呼氣酒精測試器有效使用期間，應再以

具追溯驗證過之乾式標準氣體定期查核測試，方可繼續使用於法定檢測，

以確保測試當下該儀器之準確性。然現行相關執法程序中尚未規範該查核

測試項目，致其證據能力恐被質疑，且可能影響當事人權益。 

（二）現行高速公路「取締酒後駕車標準作業程序」雖已規範「攔檢車輛」、「檢

查有無飲酒」、「全程錄音」、「測試酒精濃度」、「填寫告發單」、「車

輛禁駛與移置保管」、「移送法辦案件」、「陳述（情）與異議」等執勤

事項之作為，然對於「攔車、盤查安全規範」、「酒駕行為觀察技術」等

作為，亦應在標準作業程序中加以明訂。 

2.2 高速公路酒後駕車攔舉成功率與外顯行為特徵判斷分析 

一、高速公路攔查舉發酒後駕駛車輛之成功率分析高速公路95 年取締酒後駕車

勤務中，計攔檢盤查車輛54,927輛，其中進行檢測者計有31,372 件，而達違

規者有9,915 件，經攔檢而成功舉發之比率約僅18％。 

二、前述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35 號解釋及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警察攔檢車輛

之作為，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理判斷易生危害之車輛始得為之。

因此，透過對酒後駕車外顯行為特徵判斷分析，可作為執法員警攔停車輛之

參考，以符法令規範，保障人權。高速公路目前有關酒後駕車之行為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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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規範於國道公路警察局訂頒之「取締酒後駕車執行計畫」，其內容如下： 

（一）行駛中車身搖擺不定。 

（二）超（低）速行駛，較規定速限約高出（低於）十六公里。 

（三）對交通號誌或標誌反應遲鈍。 

（四）險生撞及其他車輛或路旁固定物等危險狀況。 

（五）跨越車道標線行駛或持續在車道線行駛。 

（六）逆向行駛。 

（七）行駛中突然加速、減速或轉彎。 

（八）突然大幅偏轉。 

（九）未保持行車安全距離。 

（十）不正常停車、煞車、倒車。 

（十一）燈號與駕駛行為不一致。 

（十二）夜間未開車燈或車內、外燈光全部都打開行駛。 

三、課題探討 

（一）高速公路執行取締酒後駕車勤務過程，對可疑車輛攔檢並進行呼氣酒經檢

測，其成功率約僅18％；為保障用路人權利，應提昇攔檢成功率。 

（二）上述12 種高速公路酒後駕車外顯行為特徵，實無法完全反映高速公路之

酒後駕車行為特徵，應從針對匝道、收費站路檢與區域路段機動攔查等不

同勤務執行方式及地點，分別歸納出酒後駕車外顯行為特徵判斷準則，將

有助攔查可疑車輛並成功舉發之機率，同時將其納入執法標準作業程序

中，以供經驗較淺員警執勤時觀察、判斷之參考。 

2.3 高速公路取締酒後駕車勤務規劃與執勤原則分析 

一、國道公路警察局有關取締酒後駕車勤務規定說明如下： 

（一）實施時段 

於規劃酒後駕車執法專案之日期，由各警察隊視轄線特性及交通狀

況，自行律定執行時段，勤務時間以3 小時方式實施；若屬全國性專案勤

務，則由各警察隊主動聯繫轄區縣市警察局分局，與各分局規劃勤務時段

同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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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行地點 

選擇轄線臨近重要都市、飲宴場所較多或特殊民俗節慶活動宴客處所

等易發生酒醉駕車及交通事故之交流道入口匝道、收費站、區域路段等地

點實施。 

（三）執行方式 

1.規劃於以交流道入口匝道或收費站等地點實施定點攔查。 

2.規劃於區域路段以機動攔查方式取締違規。 

（四）人員編組 

執行人數原則以4人為1組，擔負指揮、攔檢、警戒、酒測等工作，並依

任務分工確實執行。 

（五）執勤注意事項 

1.於收費站實施定點攔查時，若必須攔查行駛 ETC 收費車道之大型車輛時，

應在該車過站後，在有足夠停車距離下，由 1 人先管制大型車 ETC 車道

右側收費車道之來車，再由另 1 名員警使用指揮棒或紅旗示意該車停至空

曠安全處受檢，以維行車安全。 

2.於區域路段實施機動攔查時，應編排 2 車 4 人並由幹部帶班，巡邏車 1 南

1 北為原則，選擇易發生酒醉駕車違規及肇事路段，針對有酒醉駕車行為

特徵之車輛進行攔查。 

3.因取締酒後駕車屬於「規劃性」勤務，為符「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其執

行地點及時段應由各警察隊隊長依據轄線狀況指定之。 

4.勤務地點如位於匝道處採車道縮減方式部署時，前方應設置告示牌、警示及

導引設施（如警示燈、交通錐），並指揮車輛減速，尤應注意維護受檢人

車安全。 

5.過濾通過車輛時應符合比例原則，有疑似酒後駕車者，始由指揮人員指揮其

暫停、觀察，並告知駕駛人警察正執行酒測勤務，駕駛人有飲酒徵兆者，

始得執行酒精濃度測試、依法處理；無飲酒徵兆者,請以口頭表示感謝配合。 

6.應主動協調當地大眾傳播媒體，於執行前後廣為報導，以展現執法決心。 

二、高速公路實施取締酒後駕車計畫性勤務之規劃，係以匝道或收費站之路檢為

主，每個路檢點之警力數因執行單位不同而有差異，惟除第九警察隊外，其

餘單位均尚能符合路檢勤務規劃4 名警力之原則。 

三、計畫性取締酒後駕車與一般交通稽查勤務能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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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路取締酒後駕車計畫性之勤務能量，每月規劃次數約10次（警政

署規劃4次，警察局規劃4次，警察隊規劃2次）；國道公路警察局每月取締

酒後駕車計畫性勤務能量約2440車次（61車/次＊10次/月＊4小時/次）、4760
人次（119人/次＊10次＊4小時）。另該局每月交通稽查之總勤務能量計有

49753車次、102729人次，其中取締酒後駕車計畫性勤務之車次能量僅約占

4.9％、人次能量約占4.6％。 

四、課題探討 

（一）高速公路自95年2月10日各收費站之ETC 收費車道啟用，收費站之交通稽

查工作困難度提高，目前高速公路僅規範大型車ETC車道之攔檢作為，對

於小型車ETC 車道之攔檢規範至今仍然闕如，且因車輛行駛ETC之車速往

往在時速50公里以上，攔檢不易，實務上亦鮮少攔檢行駛ETC之車輛，形

成執法漏洞。 

（二）高速公路警方對於取締酒後駕車之勤務執行方式，主要分為定點攔查及機

動攔查兩種，定點攔查主要是在交流道入、出口匝道或收費站等地點實施

之，而機動攔查則是在區域路段實施之。不同的執勤地點與方式對交通安

全維護的強度不一，在交流道入口匝道實施路檢之方式，能即時攔阻酒後

駕駛之車輛進入高速公路，其增進交通安全之程度最強；其次為區域路段

之機動攔查，於路段中將危及行車安全之酒後駕駛之車輛予以攔停；再其

次為收費站之定點攔查，雖可防止酒醉駕駛之車輛繼續危害行車安全，然

其已對行經之路段造成安全危害；而以交流道出口匝道之路檢攔查方式對

交通安全的維護程度最低，因其已不再對高速公路之行車安全造成危險。

高速公路各執法單位對於取締酒後駕車專案之勤務規劃偏重定點攔查，並

無機動攔查勤務之規劃。 

（三）有關計畫性取締酒後駕車之勤務能量，不論在車次或人次上均占總交通稽

查勤務之百分之五不到，要據以達到預防酒後駕車之目的，其困難度極

高；因此，須將取締酒後駕車工作融入一般性交通稽查工作中，提高其執

法能量，才能有效防制高速公路駕駛人酒後駕車。 

2.4 高速公路酒後駕車安全宣導現況分析 

一、安全宣導現況分析 

國道公路警察局目前規劃各警察隊隊長輪流於每週星期三、五等兩天

與警察廣播電臺交通節目現場連線，每次15 分鐘，針對高速公路行車安全、

執法項目與作為等進行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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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題探討 

高速公路交通安全管理工作，除由國道公路警察局負責事故處理與交

通執法工作外，另由國道高速公路局掌理高速公路之交通管理及行車安全

維護事項。現行宣導作為似未整合兩機關行政資源，而宣導管道僅有廣播

電臺，未能多元化，宣導效益不易彰顯。 

2.5 小結 

針對高速公路酒後駕車執法現況進行分析與探討後，瞭解目前高速公路酒後

駕車執法課題，進而對高速公路酒後駕車執法工作研擬可行策略，以期改善目前

執法問題與困境。 

一、高速公路取締酒後駕車執法標準作業程序與酒後駕車外顯行為特徵判斷要領

等規範未臻完善，無法有效增進員警執勤技巧，提高執法意願。 

二、酒後駕車路檢勤務僅占全部交通稽查勤務約5%，執法能見度不足，無法有

效取締與嚇阻駕駛人違規，達到預期防制目標。 

三、高速公路警察對可疑酒後駕駛車輛進行攔檢，並實施呼氣酒經檢測，其成功

率約僅有18％，顯見其攔檢車輛成功率偏低。 

四、ETC 車道的執法漏洞未能有效解決，除造成違規駕駛人投機心理外，亦將

損及警察執法威信。 

五、酒醉駕車違規取締的地點主要集中於收費站與交流道，而酒醉駕車事故案件

卻分佈在路段上，顯見違規績效地點未能反應其事故案件之位置，恐無法有

效防範酒醉駕車肇事案件發生。且勤務偏重於收費站實施，對於未行經收費

站之酒後駕駛人，難收嚇阻效果。 

六、高速公路酒後駕車安全宣導未能整合管理與執法機關行政資源，且宣導管道

亦未能多元化，宣導效益無法彰顯。 

七、高速公路長度逐年增加，但警力卻無法適時增補，造成警力捉襟見肘，影響

交通安全維護工作。 

參、高速公路酒後駕車執法策略研擬 

3.1 研擬高速公路酒後駕車執法策略之目標 

一般而言，高速公路管理的主要目的係在維護高速公路的行車秩序、安全與

順暢等，故一套有效且具體可行的高速公路酒後駕車執法策略，必須要在能夠達

到�提昇用路人對取締酒後駕車的感受強度、增加駕駛人酒後預期不被取締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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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降低酒醉駕駛事故的發生、教育駕駛人勿酒後駕車等目標下，去進行執法策

略的研擬，方能確保高速公路酒後駕車管理的目的，有關研擬高速公路酒後駕車

執法策略之目標，分別說明如下： 

一、提昇用路人對酒後駕車執法強度的感受 

為降低高速公路酒後駕車行為，其執法策略應讓用路者明顯感受到警

察對酒後駕車執法的決心與強度，提昇執法能見度，俾使用路人不敢冒然

酒後開車進入高速公路。 

二、增加駕駛人酒後預期不被取締的風險 

風險指在一定條件下特定時期內，預期結果和實際結果之間的差異程

度；根據此定義，當酒後駕駛人預期行駛高速公路不會被取締與其實際被

警察取締的結果差異越大時，就越不敢輕易酒後行駛高速公路。因此，研

擬之執法策略，要能提高駕駛人預期不被取締的風險。 

三、降低高速公路酒醉駕駛事故的發生 

高速公路上之車輛行車速度快且動能大，而酒後駕駛人常因反應遲緩

或喪失反應能力，致使其發生交通事故時，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情形，故

有效的執法策略應嚴謹考慮如何降低酒後駕車事故的發生，並減少人員傷

亡與財物損失，達到維護高速公路行車安全之目的。 

四、教育駕駛人勿酒後駕車 

交通執法的目的在於教育駕駛人遵守交通的法令與規則，維護生命與

財產安全。因此，高速公路酒後駕車執法策略之終極目標，即是藉由執法

的作為，教育駕駛人不要酒後駕車，以維行車安全。 

3.2 高速公路酒後駕車執法策略研擬之原則 

在訂定高速公路酒後駕車執法策略之目標後，本研究將進一步來訂定執法策

略研擬之原則，以作為後續擬定策略之依據，有關高速公路酒後駕車執法策略研

擬之原則將包括：依法行政與保障人權、維護駕駛人與執法者安全、執法作業標

準化、具備可操作性、有效整合內外部資源、具有回饋機制等六項原則，經整理

說明如下： 

一、依法行政、保障人權 

因交通稽查取締屬行政行為之一種，故警察執行酒後駕車違規稽

查取締時，亦應依法行政，遵守法律保留及法律優位原則，且須符合

比例原則，不得逾越必要程度，以保障用路人之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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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護駕駛人與執法者安全 

勤務的執行首重安全，不論在攔截車輛或停車稽查過程，均須在安全

的環境下來實施，以確保駕駛人與執勤員警本身的安全，避免造成意外事

故而影響警察執法威信。 

三、執法作業標準化 

取締酒後駕車工作之困難度較高，往往影響員警執行意願，故將該執

法相關作業與程序予以標準化，明確規範每一項作業之內容與程序，提供

員警執勤時遵循，增進員警執法信心，健全執法品質與公正性。 

四、具備可操作性 

研擬執法策略時，應考慮現有人力、儀器、經費等資源是否可以執行

與負擔，若相關資源無法持續提供執行與支援，則該策略將無法達到預期

目標。 

五、有效整合內外部資源 

因為執行單位資源有限，故在研擬執法策略時，除應有效整合內部之

人力、物力、經費等資源外，同時還要充分運用與結合外部其他單位行政

資源，發揮整體功能與效用，創造最大效益。 

六、具有回饋機制 

由於交通違規與交通事故的發生有隨機與不可預測之特性，因此，執

法策略應具有回饋機制，以供修正、調整相關勤務作為；同時將執法上之

實務問題，提供主管機關修正相關法令與程序規定。 

3.3 高速公路酒後駕車執法主要策略之研擬 

有關高速公路酒後駕車執法主要策略之研擬，本研究將從「勤務規劃」、「勤

務執行」、「資料分析」等三個面項來進行，以改善執法能見度不足、攔查取締

成功率偏低、取締績效無法突破、資料回饋機制不足及因應警力不足等現況。 

一、勤務規劃構面 

（一）計畫性勤務（路檢）規劃策略 

1.星期與時段規劃： 
(1)警察局（局辦）： 

國道一、三號公路之交通事故發生之週內各日及時段分佈情

形不盡相同，故警察局規劃取締酒後駕車專案勤務時，應依據各

條高速公路交通事故之不同特性，分別作成不同規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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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警察隊（隊辦）： 

各警察隊亦應依所管轄不同高速公路路段之交通事故特性，

依據酒醉駕車事故發生之週內各日及時段分佈情形來規劃勤務執

行。 

2.勤務方式與地點規劃： 

囿於各警察隊所屬分隊（勤務執行機構）警力有限，且轄管之路段長，

無法於同時段規劃多種勤務執行方式，考慮各種勤務方式對增進交通安全

之程度差異與提昇駕駛人對警察取締酒後駕車執法強度感受等因素，計畫

性勤務以定點攔檢（路檢）勤務方式來實施，執行地點則以交流道入口為

主，收費站為輔。 

3.勤務部署： 
(1)警察隊在勤務部署方面，應充分運用警力、裝備等資源，依轄管

路段或路網之交通與事故特性，在勤務地點、方向上做整體的規

劃，形成一個勤務面，方能有效取締與嚇阻酒後駕車違規。 

(2)若因警力不足，致無法同時對各易肇事點進行部署時，則每次規

劃應彈性調整部署點，以時間來建構執行面，讓用路人感受警察

於多個地點執行取締作為。 

(3)警察隊於必要時應協調地區警察機關配合在交流道聯絡道路實施

路檢，擴大稽查面。 

4.各警察隊應將計畫性勤務之星期、時段規劃與勤務部署內容陳報警察局，警

察局除應審核規劃之適切性外，更應有效整合各警察隊勤務，打破單位間

轄線限制，將執行面由點延伸到線甚至或擴大至整個面，讓欲進入或已行

駛在高速公路之用路人多能感受到警察執法強度。 

（二）一般性勤務規劃策略 

1.定點攔檢之交通稽查方式，雖是防範酒後駕車重要執法策略之一，惟因其占

全部交通稽查勤務不到 5%的能量，尚不足以達到防制目的。在現有警力又

捉襟見肘情況下，應整合現有勤務作為，將酒後駕車取締作為融入一般性

交通稽查工作中，以提昇酒後駕車執法能量。 

2.在交流道入口實施路檢之勤務方式，最能有效攔截與嚇阻酒後駕駛行為；而

一般交通稽查勤務對於酒後駕車的取締，大多是伴隨其他違規稽查時發現

才予以一併舉發，積極性不足。因此，在一般性交通稽查勤務中執行取締

酒後駕車工作，應融入�定點攔查、�機動攔查等 2 種取締作為。 
(1)定點攔查：律定勤務須在易有酒後駕車進入高速公路之交流道入

口處實施路檢（非重守），規劃原則為每2 小時的勤務規劃1 個
路檢點，並以30 分鐘為度，藉以增加路檢勤務能量，惟因執行警

力較少，應特別注意執勤安全，隨時請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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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機動攔查：律定員警在易發生酒後駕車肇事之時段與路段內，以

小區域巡邏方式加強攔查可疑車輛，以增加取締酒後駕車績效，

提高駕駛人預期不被取締的風險。 

二、勤務執行構面 

（一）路檢勤務執行策略 

1.路檢地點為 1 交流道、2 收費站。 

2.交流道：於交流道實施路檢勤務時，以封閉或縮小車道之方式進行管制，俾

利攔檢車輛，並維護安全；同時應在交流道與平面道路交界處設置攔截點，

以適時攔截逃避路檢而迴轉逆向或倒車之可疑車輛。 

3.收費站： 
(1)於收費站實施路檢勤務時，應先將執勤員警配置於不同收費車道

（不含ETC 車道），擴大攔查面來觀察可疑車輛，並將其攔停於安

全地點，再依上述任務分工進行盤查。 

(2)為防杜小型車駕駛人利用ETC 車道規避警察取締，仍應對行駛ETC 

車道之車輛實施稽查，其作為如下： 

a.協調收費站暫時封閉緊臨ETC 車道之收費車道，以供攔停車輛之

安全處所。 

b.於ETC 車道臨近票亭前設置「取締酒駕勤務，請停車受檢」告示

牌。 

c.規劃1 名員警在票亭旁安全位置先對可疑車輛示意減速，再於票

亭下游（通過票亭後）規劃1 名員警示意該車輛停車並引導停於

安全處所，然後依相關程序進行盤查。 

4.當員警查獲酒醉駕車違規或違法案件帶回單位處理時，原勤務應由備援警力

遞補，或將案件交由備勤人員為後續處理，執勤員警再返回崗位，以避免

勤務執行中斷，降低勤務效能。 

（二）機動攔查勤務執行策略 

1.除以巡邏車執行機動攔查勤務外，同時應利用交通偵防車之隱匿性來執行本

項工作，兩種不同勤務執行方式交叉運用，將可提高執行成效。 

2.運用酒後駕車外顯行為特徵之觀察、判斷要領與攔停程序，提昇攔檢成功

率，增加違規車輛被舉發的機率。 

（三）標準作業程序規範 

1.於現行高速公路「取締酒後駕車標準作業程序」中，增訂「攔車、盤查安全

規範」、「酒後駕車外顯行為觀察要領」等作為。 
(1)攔車、盤查安全規範：對於攔查可疑車輛與盤查違規人時，均應

在安全許可的情況下進行，以確保雙方之人、車安全，其執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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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參考「公路警察勤務規範」訂定。 

(2)酒後駕車外顯行為觀察與判斷要領：經訪談取締酒醉駕車實務經

驗豐富員警並參考相關文獻資料，依匝道、收費站與路段等不同

執勤地點與方式，分別歸納出觀察與判斷要領。 

2.將上述取締酒後駕車標準作業程序製作成小手冊，以供員警隨時參閱。 

三、資料分析構面：關於資料分析策略方面，將透過安全與違規資料的分析，建

立回饋機制。 

（一）安全資料 

1.應定期（每月、季、半年及全年）統計分析酒後駕車肇事基礎資料（時間、

地點...），藉以修正勤務時段、路段、執勤方式之規劃。 

2.進一步分析駕駛人屬性資料（性別、年齡、職業等），以供員警攔查參考。 

（二）違規資料 

1.定期（每月、季、半年及全年）統計員警舉發之違規資料，分析其與事故相

關資料之對應情形，藉以評估員警對勤務規劃內容之瞭解與落實程度，適

時導正執勤有偏差之員警。 

2.在員警舉發違規或處理事故時，應一併調查駕駛人從何交流道進入高速公

路，以回饋供交流道路檢勤務規劃參考。因該項資料具有跨區（轄線）性，

應由警察局層級之業務單位彙整資料後再提供執行單位參酌。 

3.有關高速公路酒後駕車執法輔助策略之研擬，本研究將從「安全宣導」、「教

育訓練」等二個面項來進行研擬，以改善安全宣導不足與攔查取締成功率

偏低等現況。 

一、安全宣導構面：在訂定宣導策略時，應考慮整合相關單位之行政資源與宣導

管道之多元化。 

（一）管理機關（國道高速公路局）宣導作為 

1.管理機關應向用路人宣導酒精的特性與其對人體的影響，建立正確的飲酒觀

念。 

2.宣導酒精對駕駛行為與交通安全的危害，建立用路人酒後駕車之風險觀念。 

（二）執法機關（國道公路警察局）宣導作為 

1.執法機關應向用路人宣導勤務規劃原則與執勤方式，減少執法阻力。 

2.定期發布酒後駕車事故案件數及傷亡人數，報導酒後駕車事故現場情況，讓

用路人瞭解高速公路酒後駕車肇事之嚴重性，進而支持警方執法工作。 

（三）宣導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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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媒體：透過電視、報紙、雜誌、廣播電臺等不同媒體單位進行宣導。 

2.高速公路宣導設施：運用高速公路沿線交通資訊看板、資訊可變標誌

（CMS）、服務區內廣告設施強化宣導等。 

3.網路：利用網際網路在機關網站建置酒後駕車安全宣導專區，提供民眾上網

查閱。 

二、教育訓練構面：有關教育訓練策略，應從提昇員警法令素養、增進執勤安全、

熟悉酒測儀器原理與操作、加強違法行為蒐證、建立執勤共識等因素研訂，

增進員警執法技巧，提昇執法意願，增加執法有效性，減少當事人申訴，建

立執法威信。 

（一）提昇法令素養 

要求員警利用時間研讀有關酒後駕車處（裁）罰規定及執法程序等相

關法令規定，定期辦理測驗，以提昇員警法令素養，方能依法行政，嚴格

執法，應付違規人可能之各種質疑與挑釁。 

（二）強化執勤安全 

為維護用路人與員警自身安全，對於攔查要領、停車空間的選擇、與

違規人接觸、實施酒精檢測、違規（法）之人、車處置．．等均應有明確

的安全執行規範，並實際操演，讓每位員警能熟稔並落實執行。 

（三）熟悉儀器原理與操作 

呼氣酒精測試儀器是執行取締酒後駕車工作之重要裝備，儀器是否定

期檢驗、運作是否正常、操作是否正確，往往直接影響被檢測者之權益，

故應要求員警深入瞭解該儀器檢測原理、熟悉操作程序及有效期限。另員

警參加相關訓練課程時，若能請授課廠商或單位核發上課證明，建立專業

性，將有助員警於法院說明實施檢測之說服力。 

（四）加強違法（規）行為蒐證 

教育員警充分運用錄音、錄影等設備，規定每一件酒後駕車違法（規）

之取締過程均予蒐錄，以提供事後申訴或法庭審理之證據（明）資料，讓

酒後駕車違法（規）者能接受應有的審判與處罰，避免應證據不完整而讓

其脫罪。 

（五）建立防制共識 

應於勤前教育詢問執勤員警對轄線酒後駕車事故發生狀況及勤務內涵

之瞭解程度，建立防制共識，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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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本研究藉由文獻回顧瞭解到酒精在人體內的代謝過程，及其對車輛駕駛人造

成視覺能力變差、運動反射神經遲鈍之影響，因而危及行車安全。同時回顧國內、

外有關取締酒後駕車之相關執法策略，如增加酒後駕車的機會成本、加強駕駛人

對於警察執法的主觀認知強度、提高執法有效性、封鎖車道逐車攔檢、增加路邊

檢測站、提昇判斷駕駛人酒醉駕車之觀察能力、加強酒後駕車安全宣導、強化員

警專業能力等。並對目前酒後駕車執法程序原理與處罰規定深入研究，作為研擬

我國高速公路酒後駕車執法策略之參考。 

本研究針對高速公路現行取締酒後駕車之執法現況進行分析與探討，發現其

執法程序規範未臻完善、攔檢車輛成功率偏低、執法能見度不足、無法有效嚇阻

駕駛人違規、ETC 成為執法漏洞、勤務規劃未能與事故契合、回饋機制不完善、

安全宣導未多元化、警力不足等問題。 

執法策略之研擬方式，必須預先明確設定策略訂定之目標與原則，並在其基

礎下研擬具體可行策略。本研究提出高速公路酒後駕車執法策略的四個目標：「教

育駕駛人勿酒後駕車」、「增加用路人對取締酒後駕車的感受強度」、「提高駕

駛人酒後預期不被取締的風險」、「降低酒醉駕駛事故的發生」，與六項原則：

「依法行政與保障人權」、「維護駕駛人與執法者安全」、「執法作業標準化」、

「具備可操作性」、「有效整合內外部資源」、「具有回饋機制」，並從下列主

要策略與輔助策略研擬酒後駕車執法策略： 

一、主要策略 

（一）勤務規劃構面：包括計畫性勤務規劃策略、一般性勤務規劃策略。 

（二）勤務執行構面：包括路檢勤務執行策略、機動攔查勤務執行策略。 

（三）資料分析構面：定期統計分析酒醉駕車交通事故與違規資料、建立回饋機

制。 

二、輔助策略： 

（一）安全宣導構面：整合行政單位資源、宣導內容與管道多元化。 

（二）教育訓練構面：提昇法令素養、強化執勤安全、熟悉儀器原理與操作、加

強違法（規）行為蒐證、建立執勤共識。 

本研究所研擬之高速公路酒後駕車執法策略，期能提供實務單位執行取締酒

後駕車工作時之操作與應用，以有效嚇阻高速公路之駕駛人酒後開車，杜絕其投

機心理，提昇高速公路之行車秩序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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