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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交通執法對於肇事率之間具有多大之關聯性則為一值得探討之問題，故本研究之主要目標即為探討交通執法與肇事率之關

聯性。採用2000年1月至2008年12月，共計9年期間，發生於台、日之各類型交通事故件數以及交通違規之舉發件數等資料

進行研究；依據台灣各月份之資料相互比較，針對交通事故資料、交通法規條例等進行比較分析，配合日本東京警視廳之

交通執法與交通事故等資料作為比較對象，研究兩地區於交通執法與肇事率間之關聯性。 結論得知兩國不論前月或當月之

執法強度對於當月之肇事率及受傷數皆成為負相關，表示加強執法取締之強度有助於降低肇事率及受傷數之發生。進一步

檢視台灣與日本之其他模式，日本之執法強度對於A1(A1事故定義為造成人員當場或24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事件之肇事

率及執法強度對死亡數雖然為不顯著，但負相關之趨勢較台灣之正相關狀況來的明顯。在此說明日本在防範肇事率、傷亡

數之執行或其他相關措施還是有一定程度之影響，在此可以做為台灣在規劃或執行時之參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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