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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related statistics shows that more rigid law enforcement could be a way to lower the frequency of traffic accidents, however, we

should always be dealing with the strength of relation between traffic enforcement, traffic accidents and probing into the relation

between one another is the goal to the study. This study has adopted some nimber of cases in traffic accident and the violation

reports in Taiwan and Japan from January 2000 to December 2008 as a reference that aims at a reference that aims at the relations

between traffic enforcenment and the accidental events in these two countries via monthly traffic reports. That is, to enforce bans

does help improve the condition. Furthermore, the law enforcement seems to have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frequency of the accident

and death toll, however, its negative correlation is more obvious than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in Taiwan. The prevention of accidents

and casualties has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result and could be a perfect guideline for our country to come up with new ideas in

mapping out some good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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