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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背景 

近年來，永續發展、綠色交通、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等概念已成為全球都市發展

趨勢，透過強調人性化之都市空間與運輸環境，同時在注重運輸系統發展效率之

餘，也須兼顧環境的負荷與民眾的安全；運輸系統除滿足民眾生活的機動性與可

及性之外，更應滿足環境保護與優質生活之雙向需要，亦即以綠色交通的建設思

維，來達到以人為本的交通環境。 

基隆市為早期開發城市，道路路幅較窄，且轄內95%土地為山坡地，道路多呈

輻射狀分布，無替代道路可供通行，除中正路、中山一、二路、田寮河兩側仁一

路及信一路等主要幹道路幅較寬外，其餘道路路幅多為6至10公尺寬，加以車流

量高，各級道路之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皆以行車速率為設計基準，儘量使道

路能夠容納較大的交通量，加以基隆市道路兩側商業發達，平假日均有車輛違規

臨停、公共停車空間缺乏、早期集合式住宅自有停車空間不足，造成汽機車停放

於騎樓、人行道或禁止停車區域，造成交通壅塞、人車交織和事故增加等問題，

對道路安全及行人通行空間帶來負面效應。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統計資料顯示，臺灣2022年65歲以上人口佔全國人口

比例16.04%，2045年推估成長至34.34%；基隆市109年65歲以上人口佔全市人口

比例17.82%，2045年推估成長至38.88%，顯示基隆市高齡人口比例高於全國，因

此，改善本市交通環境，提供使用者更友善、便利之交通系統為本市當務之急，

希望透過本研究於本市地形及都市計畫條件限制下，尋求改善方案，進而建構友

善行人的交通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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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目的 

本研究將針對基隆市市區道路交通環境進行現況分析，從中探討本市交通環

境現有之問題，並蒐集相關人本工程案例及公共運輸提升之友善作為，尋求問題

解決之道，藉此提升基隆市交通環境改善策略之精進作為，並以「人本為取向」，

藉由人行空間的建置，建立以人為本之優質生活環境，營造更具有整體性及暢行

性之人本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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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就基隆本市交通特性進行資料蒐集、分析，含人行設施佈設及使用

現況、停車供需調查及公共運輸系統服務現況資料蒐集，其次進行文獻回顧，蒐

集國內、外相關案例，及國內相關法規規範，後續就本市交通課題進行探討，並

研擬改善對策，其研究方法說明如下： 

一、現況交通特性資料蒐集、分析: 

分析基隆市人本環境概況，說明人行道維護管理方式及人行道維護管理常遇問

題。 

二、文獻回顧: 

蒐集人本環境及友善交通相關文獻資料，並加以整合，以符現行法規規定。 

三、交通環境提升及人本環境工程案例探討: 

探討人本環境改善工程案例，進行分析如何改善既有交通環境。 

四、課題探討與對策研擬: 

利用所蒐集之改善案例對應基隆市交通環境課題提出改善方案 

五、結論與建議: 

總結基隆市交通環境規劃及後續維護管理精進作為及人本環境改善推行作法，

並給予適當建議以提升優質人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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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 

 

圖2-1研究架構流程圖 

 

 

 

 

 

研究問題界定 

現況交通特性資料蒐集、分析 

課題探討與對策研擬 

文獻回顧 

交通環境提升及人本環境工程案例探討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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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本市道路交通環境現況 

第一節 道路環境 

基隆市為早期開發城市，道路路幅較窄，且轄內有95％為丘陵地形，東側及西

側各被基隆火山群及五指山山脈環繞，多條河流貫穿其中，隧道、橋樑隨處可見，

平原腹地狹小，能用於交通運輸者極為有限，因此交通發展長久以來受到極大限

制，道路多呈輻射狀分布，無替代道路可供通行，除中正路、中山一、二路、田

寮河兩側仁一路及信一路等主要幹道路幅較寬外，其餘道路路幅多為6至10公尺

寬，加以車流量高，各級道路之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皆以行車速率為設計基

準，儘量使道路能夠容納較大的交通量，惟基隆市中心道路兩側商業發達，平假

日常有車輛違規臨停、公共停車空間較缺乏、早期集合式住宅自有停車空間不足，

造成汽機車停放於騎樓、人行道或禁止停車區域，加上時有在人行道上設置 

電桿、電箱情形，甚或是違規停放之車輛、道路障礙，使得行人難以行走。造成

交通壅塞、人車交織和事故增加等問題，對道路安全及行人通行空間帶來負面效

應。 

 

 

 

 

 

 

 

 

 

 

 

 

 

 

 

 

 

 

 

 



 

6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1-9月

死 3 7 4 4

傷 514 493 507 275

每10萬人死傷比例 140.7 137.4 141.4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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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交通現況 

在道路交通事故統計方面，本市近3年（109年至111年）行人交通事故死傷件

數及比例(每10萬人)如下，近三年均居高不下，112年則有下降趨勢惟今年1至6

月行人每十萬人口死亡人數尚居全國第5，仍需持續努力。 

 

 

 

 

 

 

 

 

 

 

 

 

  

    表一: 本市近3年（109年至111年）行人交通事故死傷件數及比例(每10萬人) 

 

 

 

 

 

 

 

 

 

 

 

 

 

 

    表二:112年1-6月交通事故各縣市每十萬人行人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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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112年市府做了哪些努力? 

一、執法方面: 本市自112年1月市長指示於過年期間加強執行「行人友善」政策,

於本市人潮高密集穿越路口加強取締汽機車不停讓行人違規，導正駕駛人行經

路口與行人穿越道時，遇有行人穿越，一定要禮讓行人，以期打造溫暖友善的行

人環境。並自今年3月1日起，從「宣導併執法期」進入「嚴正執法期」，並自今

年3月31日起與全國統一提高裁罰3,600元，經統計1月20日至9月19日止計取締

5,707件，112年1月20日至9月19日累計行人事故計109件，較111年同期148件減

少39件，已見成效。逐步使禮讓行人成為城市文化。 

 

 

 

 

 

 

 

 

 

 

 

 

 

 

 

 

 

 

 

              表三:本市友善行人政策道安執法小組推動期程 

二、工程方面 

(一)為清楚示意行人行走的優先權，市府自今年3月起，大力推動於本市重要路

段增設綠底斑馬線，加強行人通行安全。國小路口部分，截至今年8月31日止，

已完成增設七區27處；其他人潮眾多處(如市區熱點、各區市場周遭等)，截至今

年8月31日止，已完成增設七區71處，共計98處，另增設行人早開時相48處讓行

人優先通過路口等措施，明顯降低年度傷亡事故數，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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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信一路義七路口劃設綠底行穿線完成圖 

 

 

 

 

 

 

 

 

 

 

 

 

 

 

 

  圖二:仁一路愛六路口行人早開時相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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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行道整建工程：已完成既有人行道改善:86個路段鋪面破損改善，已修復

254處，新設人行道4處，2個路段排水不良，已改善3處，23個路段地磚鬆動，已

修復75處，11個路段設施物修繕或移除或損壞，已修復25處。 

 

 

 

 

 

 

 

 

 

 

 

 

 

 

 

 

  圖三:明德一路人行道整修完成圖 

(三) 針對本市無號誌化路口，本府持續劃設「停止線」、「停字」等相關交通

設施區分幹支道，截至112年9月共完成劃設52處。 

 

 

 

 

 

 

 

 

 

 

 

  圖四:無號誌化路口停止線與停字標示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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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方面:深入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職校園辦理道安宣講，落實道路

交通安全課程、辦理外送人員交通安全講習課程，客運駕駛教育訓練。 

 

 

 

 

 

 

 

 

 

 

 

 

 

 

 

 

  圖五:光隆家商交通安全課程 

 

 

 

 

 

 

 

 

 

 

 

 

 

 

  圖六:外送人員交通安全講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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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宣導方面:分別於機關、團體、學校、餐廳、活動現場及廣播電視宣導停讓

行人觀念促進交通安全。 

 

 

 

 

 

 

 

 

 

 

 

 

 

 

 

 

 

圖七:基隆港餐廳-銀行業交安宣導 

 

 

 

 

 

 

 

 

 

 

 

 

 

 

圖八:國小校園交通安全月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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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內外維護行人安全環境案例 

第一節 國內維護行人安全環境相關案例介紹 

行穿線退縮(北北桃) 

一般正常的斑馬線由於十分接近路口，有些車輛轉彎時很容易會因為轉彎距

離不夠，選擇採用「截彎取直」切西瓜的方式通過，而非如法規所規定「轉彎車

必須開過路口中心點後，才能夠逕行轉彎」，因為如果開到路口中央才轉的話，

駕駛會需要更大幅度的轉打方向盤與更多的行駛距離，大家通常會因為嫌麻煩

而忽略這項基本要求。 

但這樣的行為卻會使轉彎角度變小，進而讓駕駛的可視角度減少，如果再加上

車輛本身A柱阻擋的因素，很容易會不小心對斑馬線上的行人造成傷害。這時若

能把供行人穿越的斑馬線給退縮至路口更內側，讓車輛轉彎時擁有更大的角度

與距離，將可有效緩解行人發生發生意外的可能性。 

如下圖所示，畫面中的轎車如果是行駛在原本路面左側遭塗銷的的黑色斑馬線

上，整體車輛角度會小於右側退縮後的白色斑馬線。「行穿線退縮」將可有效使

車輛於路口轉彎時，保持相對正面的角度來面對行人通過，如此一來將可以大幅

度的減少車輛A柱死角所帶來的影響，而且轉彎車也會有更多的反應時間與視距

來察覺行人的存在，就連靜止等待行人通過時也會有足夠的空間待避，不會把後

方直行的車流給全都堵住。 

針對這點，內政部營建署曾委託交通大學團隊調查台北市50個路口，報告結果

顯示，斑馬線若向內退縮4.5至6公尺，可降低行人遭撞危險； 

 

 

 

 

 

 

 

 

 

 

圖九: 行穿線退縮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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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外維護行人相關案例介紹 

視覺效果的減速標線 

台灣常在路口看到「請減速慢行」立牌或「慢」字，效果似乎並不理想，日本

大阪市中心的小路為例，使用強調視覺設計、符合邏輯的標誌與標線，由 Google 

Map實景地圖截圖可知，當道路線型需要駕駛放慢速度時，會出現像照片中這樣

讓道路有收窄視覺效果的減速標線，讓駕駛明顯感到路寬逐漸縮減，進而達到減

速的結果，讓行人更安全。 

 

 

 

 

 

 

 

 

 

 

 

 

  圖十:日本大阪市巷道有視覺效果的減速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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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案例發現 

依北區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檢視本市109至111年道路交通事故致死的特性，

31%為行人，其中以65歲高齡者占此族群六成以上，顯示步行的高齡者，存在較

高的事故死亡風險。而行人及路口與路段同向擦撞等碰撞型態，相較於全國的表

現差。就涉入的車輛數而言，路口側撞與路段同向擦撞的增長幅度亦較其他碰撞

型態高，顯示路口側撞與路段同向擦撞為本市需改善的目標事故型態。同時路口

路段轉彎或迴轉風險高及用路人停讓觀念不足為兩大原因。 

另本市112年1至9月份行人交通事故死傷計279人(死亡4人、受傷275人)，較

111年同期行人交通事故死傷325人(死亡2人、受傷323人)，行人事故死傷數減少

46人(死亡增加2人、受傷減少48人)。死亡4人主要肇因分列如下： 

(一)酒駕肇事致行人死亡 

(二)未注意車前狀況碰撞行人致死(行人高齡90歲) 

(三)行人違規穿越道路遭碰撞致死(行人高齡82歲、88歲) 

 

 

 

 

 

 

 

 

 

 

 

 

 

 

 

表四:本市111年與112年1-9月行人交通事故比較表 

除應持續加強酒駕及停讓行人執法與宣導外，若有適當路口亦可試辦路口行

穿線退縮及收窄視覺效果的減速標線，讓車輛駕駛人確實做到靠近路口慢看停

的要訣，透過路口行穿線的退縮也讓駕駛人正面對向行人，不致因AB柱影響視線

而肇生事故。 

 

傷 323 275

2 4

323

275

111年 112年

死 2 4

傷 323 275



 

15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結論 

自從美國著名媒體CNN報導引述稱台灣為行人地獄，加上公車過彎撞死母子事

件，行人安全環境頓時成為矚目，交通部也趕在112年4月由立法院通過《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34條修正案，如果駕駛在人行道之前，沒有停車禮讓行人，小

型車的罰鍰最高將由原本的3600提高到6000，並在7月1日正式實施。 

本市自112年1月由市長指示於過年期間加強執行「行人友善」政策,於本市人

潮高密集穿越路口加強取締汽機車不停讓行人違規，導正駕駛人行經路口與行

人穿越道時，遇有行人穿越，一定要禮讓行人，以期打造溫暖友善的行人環境。 

並由道安會報各小組陸續執行劃設綠底行穿線、行人綠燈早開時相、整修人行道、

移除人行道障礙物桿件、騎樓整平、非號誌化路口改善、義交協勤、深入校園、

社區宣講、利用廣播、電視、網路、媒體及餐廳、機關、活動宣導等計畫，今年

1至9月已較去年同期減少行人交通事故死傷人數46人，顯現初步效果。 

後續除繼續前述各項計畫外，今年度提報「校園周邊暨行車安全道路改善計畫」

計10案，改善12所學校周邊通學步道。營建署業於112年7月核定9案11所學校通

學步道改善計畫，總經費計9,185萬2,000元整；另安樂高中通學步道改善計畫目

前由交通部公路總局審查中，後續將持續盤點需求爭取相關經費，改善學校周邊

行人安全環境。 

此外，對於高齡安全環境改善也將針對高齡人口聚集區實施社區巷道限速進

行速限30km/hr等交通管制措施，改變汽機車駕駛人的行為，以降低車速；預定

針對南榮新村、深美國小、暖江國小、七堵國小、八斗街、安和一街2巷、新民

路等7處區域劃設速限30，行人及高齡友善區面積約24萬3,500平方公尺。 

相信市府各單位齊力執行各項改善計畫，實踐行人友善政策，本市行人道路安

全環境定可獲得改善，成為最有愛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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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市前三年交通事故致死特性31%為行人，且65歲高齡者占60%以上，多為路口

側撞與路段同向擦撞為本市需改善事故型態，顯示路口轉彎風險高及用路人停

讓觀念不足為兩大因素。而112年1至9月行人交通事故死亡4人主要肇因為︰ 

(一)酒駕肇事致行人死亡 

(二)未注意車前狀況碰撞行人致死(行人90歲) 

(三)行人違規穿越道路遭碰撞致死(行人82歲、88歲) 

基於高齡行人事故風險及路口側撞與路段同向擦撞為本市需改善事故型態後

續道安各小組除繼續推動原有行人友善政策，工程、執法、教育、宣導各面向策

略外，行人及高齡友善區及校園周邊行車安全道路改善計畫也是未來重點工作，

路口行穿線退縮配合工務處人行道無障礙坡道調整順平，或是路口視覺效果的

減速標線是可考慮採取的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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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市近3年行人交通事故統計
分析本市近3年（109年至111年）行人交通事故死傷件數及比例(每10
萬人)如下。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1-9月

死 3 7 4 4

傷 514 493 507 275

每10萬人死傷比例 140.7 137.4 141.4 53.5

514 493 507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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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辦推行「行人友善」專案

全國
首推

率先全國推動「行人友善專案」工

作，自112年1月17日執行「行人

友善」政策起，歷經宣導期、宣導

併執法期及嚴正執法期。

貳、行人友善政策推動情形

路口行人安全設施改善

安樂路二段166巷口 仁一路/愛六路口

中正路/信三路口 信一路/義六路口

為推動「行人友善」政策，部分路口設置「行人綠燈早開」，使駕駛禮讓行人優先
通行，截至112年9月底業已設置48處。

20



非號誌路口改善

豐稔街48巷口

豐稔街54巷口豐稔街41巷口

豐稔街65巷口

針對本市無號誌化路口，本府持續劃設「停止線」、「停字」等相關
交通設施區分幹支道，截至112年9月底共完成劃設52處。

交通安全教育

深入校園，落實交通安全教育課程

交通安全向下扎根

若石幼稚園 五堵國小

光隆家商八斗國中

UBER  EATS

路口多禮讓 外送五不曲
持續辦理外送人員交通安全講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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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校園、機關、行號推廣停讓文化，活動不停歇

校外會活動-基隆高中代表 基隆港餐廳-銀行業交安宣導

海巡署查緝隊 新北七區運輸單位，路口停讓安全宣示

長庚醫院

交通安全宣導 -校園機關行號

18

行穿線內縮圖例

參、國內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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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效果減速標線

結論

*本市自112年1月推行友善行人政策，在工程方面推動人行道及騎樓整平、劃設綠

底行穿線、行人綠燈早開等；執法方面推動停讓行人勸導與執法、義交協勤等；教

育方面深入校園社區宣講交安等；宣導方面利用廣播、電視、網路、媒體及機關團

體、餐廳、學校、活動等宣導正確交通觀念。

*由今年行人交通事故死傷人數目前減少46人，顯現本市施行友善行人政策已有初步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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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本市前三年交通事故致死特性31%為行人，且65歲高齡者占60%以上，多

為路口側撞與路段同向擦撞為本市需改善事故型態，顯示路口轉彎風險高

及用路人停讓觀念不足為兩大因素。

*本市112年1至9月行人交通事故死亡4人主要肇因︰

(一)酒駕肇事致行人死亡

(二)未注意車前狀況碰撞行人致死(行人90歲)

(三)行人違規穿越道路遭碰撞致死(行人82歲、88歲)

*基於高齡行人事故風險及路口側撞與路段同向擦撞為本市需改善事故型態

後續道安各小組除繼續推動原有行人友善政策，工程、執法、教育、宣

導各面向策略外，行人及高齡友善區及校園周邊行車安全道路改善計畫也

是未來重點工作，路口行穿線退縮及視覺效果的減速標線是可考慮採取的

改善方案。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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