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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CNN 於 2022 年 12 月的一篇報導表示：台灣的道路交通「宛如地獄」，報導中一位來台

旅遊的外籍人士對台灣交通的印象，本篇報導引發了社會熱烈的討論，也引發了我們的興

趣。由於這次的報導，我們想要探討花蓮地區的交通問題。此外，報導中引用了一位來台旅

遊的外籍人士說法，讓我們想到身邊也有一些居住在花蓮的外籍老師或親友，我們選擇居民

而非觀光客是因為居民停留較久，對交通印象感受更深刻，訪談更有可信度，所以我們決定

要訪談居住在花蓮一年以上的外籍人士對花蓮的交通看法，並研究新聞報導所提到的花蓮交

通現象，作為研究時的參考資料。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外籍人士對花蓮交通的普遍印象 

 （二）探討外籍人士在花蓮交通所遇過的特殊狀況 

 （三）比較花蓮交通狀況與其他國家之差異 

 （四）給花蓮交通待改進之處提出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名詞解釋 

  (一)外籍人士： 

   外籍人士是指非本國籍的公民或人民，根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外國人在臺工作服務

網〉表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外國人在臺工作服務網〉」根據移民署中文網表示，截

至 112 年 2 月花蓮縣內現持有有效居留證的外籍人士約有 6622 位。 

  (二)花蓮交通： 

         根據張有恆在 2021 年出版的<現代運輸學>中提到：「交通是指運輸工具在運輸過程中所

產生的現象，這是交通的廣泛定義。」一般人較熟悉的交通，狹義而言是指路上車輛或行人

的運行，而本研究所指稱之花蓮交通，係指上述交通流量、交通號誌、交通工程在花蓮的運

作情形。 

 二、外媒評台灣交通   

           根據美國媒體 CNN Travel 報導指出，台灣的道路交通宛如「地獄」，不只交通號誌模糊，

而且無英文標示。台灣在 2021 年就有高達 2962 人死於交通意外，此數據約是英國的五倍，日

本的六倍。此外，CNN 於 2022 年 12 月指出，在行人穿越道的設計上，路口轉角處的退縮距離

不足，且路燈無法在夜晚時完整照亮斑馬線，道路設計不符合所有通行車輛的需求。 

           CNN 報導的評論，在台灣引起了社會大眾的關注。其中，台灣網路媒體《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報導中指出，台灣的交通亂象不僅止於都會區，其他諸如郊區的重型機車競速、

房車競速，都影響台灣地區的交通品質。也提出從「禮讓」出發，觀念和習慣的改變才能根本

的改善交通。(楊永綨。2022.12) 

 三、花蓮的交通特色 

https://edition.cnn.com/travel/article/taiwan-traffic-war-tourism-intl-hn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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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的交通現況，可分為聯外交通與對內交通兩大特色。在聯外交通方面，根據 105 年

《花東地區運輸發展現況與未來展望》所示，花東南北地形狹長且受中央山脈阻隔，聚落較為

分散，造成聯外交通之不便。近年政府的因應措施，在軌道建設上有「花東線鐵路整體服務效

能提升計畫」和「花東線鐵路雙軌化電氣化建設」。而公路建設上，政府將蘇花改工程分為三

段，希望能達成永續工程建設，並增加花東民眾往返北部的安全性，提供可靠的聯外道路。 

       而在對內交通方面，因地形因素阻隔，花蓮各聚落間較為分散，政府推動「花蓮生活圈道

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與「完善接駁鐵公路聯運計畫」以協助地方建構完善路網、改善地方道

路交通瓶頸及提升區域產業運輸效能。 

       此外，花蓮縣市屬於發展觀光產業的地區，造成假日時常塞車和車禍等交通混亂的現象。

在 108 年《花蓮縣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花蓮縣與重大交通建設成果》報告中提及，政府在假

日時常設置交通管制與科技執法，以達到交通安全及分散車流的效果。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訪談對象為居住在花蓮一年以上之外籍人士共八位，以下為訪談者的相關資料： 

受訪者編號 國籍 居住時間 受訪者編號 國籍 居住時間 

受訪者 A 聖啟司 一年 受訪者 E 比利時 三年六個月 

受訪者 B 菲律賓 一年六個月 受訪者 F 印尼 六年 

受訪者 C 美國 三十三年 受訪者 G 美國 五年 

受訪者 D 韓國 十年 受訪者 H 香港 十八年 

 二、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主要採取訪談法，朝「外籍人士對花蓮印象」為方向探討，主要探究外籍人士在

花蓮所遇到的交通問題。首先，我們先上網查詢有關於花蓮交通的新聞資料，再加以統整，了

解在台灣常見的交通問題，作為研究時的輔助。接著開始訪談居住在花蓮的外籍人士，接著將

訪談內容分類，探討造成訪談內容中各交通現象的原因及影響，以及外籍人士對花蓮交通的建

議。研究流程圖如下： 

  

 

 

 

 

肆、正文 

    根據與八位外籍人士的訪談結果，我們將外籍人士認為主要影響花蓮交通印象的因素整理

為四大項，進行分析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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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通規範之印象 

    法規的訂定，能控制一個地區秩序的管理，研究者在探討花蓮交通法規的過程，除了探 

討外籍人士對台灣交通法規制定的合理性外，花蓮的公權力執行狀況與大眾交通的規畫也是其

中一環。 

   (一)法規制定： 

        制定交通法規有助於管控交通，但各國對於交通法規的制定不盡相同，所以來自各國   

的移民與遊客，可能會因為不同國家的法規規則不同，而造成認知差異，根據訪談結果，訪談

者對台灣交通法規的印象包括： 

(1)國情與台灣法規之差異:    

               根據全國法律資料庫道路交通處罰條例中提到：「為加強道路交通管理，維護交通秩序，

確保交通安全而制定交通法規。」而受訪者在認識台灣交通法規時，發現一些與自己國家不相

同的法規或交通現象，像是：二段式左轉的相關法規、法規太寬鬆等，受訪者也有提到，在自

己的國家規定行人與車的方向相同，較不會出現因汽車左轉而發生的意外。 

       ． 「我認為與美國相比台灣的交通法規有點太寬鬆了。可以更嚴格地執行，因為這裡的道路

非常不安全。而且我認為道路的設計是一個更大的問題。」(受訪者 G) 

      ．「在我國，與台灣最大的差異就是多了機車左轉的相關法規。」(受訪者 F)  

      ．「香港行人與車的方向是一樣的，在十字路口不會出現行人直走而車子轉彎的情 

    形。在台灣，常常行人往前過馬路，還要小心旁邊有車子轉彎。」(受訪者 H) 

        有受訪者認為，台灣考駕照取得相對容易，而花蓮市區外的道路車流量較少，也提供了較

方便的練車環境。 

      ． 「我來台灣考駕照的時候，花了好像六七千塊吧，但在花蓮考駕照我覺得很容易，因為在

駕訓班有所謂的原地考照，在香港的話就比較困難，因為在實際上路考試時，常會不習慣

車況。我還特地請教練帶我到知卡宣公園的空地去練車，不然在駕訓班很像在遊樂園，不

夠真實。」(受訪者 H) 

(2)對花蓮規定的印象:    

    來到花蓮後，受訪者對於一些特定路段的規定感到困惑，比如說他們不理解兩段式左轉時

的規定和方形標記框的功用。根據訪談內容，有可能是因為在他們的國家沒有以上規定，導致

來到台灣後違反交通法規，甚至發生車禍。另外，有些十字路口有設置紅綠燈但有些沒有，會

讓外國人感到無所適從。 

     ． 「花蓮最不方便的路段是靠近東大門夜市的一個五向路口。它有時會讓我在轉彎感到困

惑。因為腳踏車和摩托車不能總是直接左轉，可能必須在轉彎前進入道路上的方形標記

框。然而那不是一個普通的十字路口，而且似乎沒有任何紅綠燈。」  (受訪者 A)     

             另一項讓受訪者印象深刻的是特定路段的停車規定。位於東華大學附近的志學街，因為

道路不寬敞，目前是採用單雙月分邊停車的做法，是花蓮少見的特殊路段，能讓道路比雙邊

停車寬敞許多，但常會有民眾因搞錯停車方向而被罰款。 

     ．「在 1999年之前花蓮路邊停車是沒有收費的，而且好像單月、雙月停在路肩的位置不同，

例如單月停在左邊，雙月就停在右邊」(受訪者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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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權力執行： 

            公權力執行指國家將特定行政任務託付於私人，並對該私人授予執行該行政任務之公權

力。而公權力行政為國家不可或缺的行政作用，藉由公權力的行使，行政機關得以直接、迅速

且有效地達成行政任務，就國家功能的運作而言，具有重大意義。而居住花蓮之外籍人士對花

蓮交通權力之執行的印象，大致可分為科技與人力執法、與執法者的語言隔閡。 

     (1)科技與人力執法 

         根據自由時報於 2022 年 12 月 10 日新聞<花縣 19 處科技執法 月均取締逾 6 千件>提到：

花蓮縣政府警察局在縣境設置十九處交通違規科技執法，使交通事故每月平均減少十六件，降

低 35.2％，成效顯著。而受訪者也表示曾看見科技執法系統執行或被開罰單的狀況，有些人質

疑其公平性與成效，也有些人認為科技執法能減少違規情形。 

．「我曾經看見警察在路邊觀察是否有違規的現象，在科技執法方面，我也看過相機將超速的

汽車拍下。」(受訪者 E) 

．「我看到過超速和酒後駕車被開罰的例子。我認為政府只要不侵犯人們的隱私，他們可以使

用科技來執行交通法規。」(受訪者 G) 

     另外，花蓮路邊停車仍利用人力收費的方式，受訪者 H 認為這是較為傳統的做法，並提出

在自己的國家是用計時器，需先付錢後再停車，但受訪者 H 覺得各有好處。也認為花蓮更改收

費的時間有助於解決時間與費用不符的問題。 

  ． 「我覺得現在在花蓮找停車位很難，但我覺得從一小時 20元改成半小時 10元是很好的改

善，因為有時候時間到了，但實際你並沒有停這麼久的時間，卻要付一樣的金額，好像有點

不公平。另外，花蓮是使用人力收費，我覺得這是一種很陽春且古早味的作法，因為在香港

是利用計時器收費，你需要先付好時間所應給的錢再停車，所以有時有突發狀況，我們就要

趕回來再投錢。」(受訪者 H) 

  (2)與執法者的語言隔閡 

             語言隔閡指人與人之間因語言差異，而溝通不順暢。當有語言隔閡時，外國人與警察溝通

不易，例如處理交通事件時，無法立即獲得幫助。也有受訪者也表示，他們觀察到因為語言隔

閡，警察在處理案件時也相對友善與寬容。 

    ．「我希望在每個警察局至少要有一個精通英文的人，若沒有人能溝通，會使外國人和警察溝

通不方便，在處理案件時也很不方便」。(受訪者 F) 

．「我曾經在花蓮遠東百貨對面的便利商店違規停車，但是警察知道我是來自其他國家，可能

因為不知道怎麼處理吧，警察對於母語英語的外籍人士好像特別放寬，因為警察們好像

也沒有很精通英文。」(受訪者 H) 

       訪談結果顯示，花蓮的外籍人士在交通法規方面容易與自己的國家比較，包括在台法規或

花蓮特定的規範例如機車代轉相關法規等，也讓外籍人士需要拉長適應期。而在公權力執行

上，外籍人士常因法規不同而不熟悉，也常在遇到突發狀況時，因語言閣閡無法與執法者順利

溝通，可見台灣的交通法規與執行仍有許多外籍人士需要適應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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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環境之印象 

      交通環境包括與交通相關的道路狀況、交通設施、地理條件、氣象條件等。透過訪談內

容，可得知外籍人士對花蓮交通環境之印象可分為大眾運輸、道路與車流與道路設施維護等三

項。 

(一)大眾交通： 

           為解決大眾運輸問題，2022 年 7 月「花蓮先期轉運站」試營運。然而人數稀少，門可羅

雀，班次少，使用率低。(2022.08，中央社新聞)。可見花蓮縣內部大眾運輸班次及使用率之

不便。而受訪者對此也表示同感：  

   ．「來到花蓮，很明顯的有缺乏大眾交通工具的問題，沒有捷運，公車的班次很少，計程車

數量不多。 」 (受訪者 A)    

  ．「如我們在菲律賓，這對我們來說沒有自己的車不是問題。不幸的是，我只能採取有限的公

共交通工具在花蓮縣內移動。」(受訪者 B)  

  ．「我對台灣的印象就是，台灣缺乏大眾運輸工具。在花蓮我通常騎機車，在我的國家較常開

車，因為在我的城市騎機車非常不方便。」 (受訪者 G)  

      同時，也有受訪者肯定花蓮公車行駛較為友善且安全，推測可能與花蓮地區的人口組成偏

向高齡化有關。  

．「相對其他縣市，花蓮的司機似乎更友善，我認為或許是因為在花蓮老年人較多，花蓮的巴

士司機多會給乘客較多下車即上車時間，而在其他大都市，或許因為繁忙，上下車間的間

隔時間就較短。」(受訪者 F) 

        而在花蓮聯外交通方面，受訪者認為到外縣市交通不便且路途遙遠，需要長途開車做火

車。另外，雖然花蓮有機場，但因班次較少，受訪者常會選擇外縣市機場搭乘飛機出國。 

 ．「到外縣市我經常搭乘巴士、火車。」(受訪者 F) 

 ．「從花蓮到其他城市的路很長而且很曲折。 這樣不太方便。」(受訪者 G) 

       花蓮縣境內雖有機場，但聯外班次較少，近幾年更是因為疫情取消許多直飛外國的航班，

使受訪者感到困擾，受訪者需要前往北部才能搭乘飛機回到自己的國家。 

 ．「我覺得不太方便，因為沒有直飛的班機，所以我需要在新加坡或是馬來西亞轉機到臺灣

桃園國際機場，再搭乘火車前往花蓮。」(受訪者 F) 

 ．「以前花蓮還有直飛香港時，我到花蓮比到台北還快。現在花蓮沒有直飛香港的飛 機，我

就要先到台北再到桃園搭飛機，我需要搭乘客運前往桃園機場，不過現在有了機場捷運，

方便了許多。」(受訪者 H) 

 ．「我認為很不方便，因為從花蓮搭飛機去其他國家需要轉機，有時會占用我一整天的時

間，相對的在松山和桃園機場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受訪者 E) 

(二)道路與車流 

       身為觀光縣市，花蓮的平日與假日車流落差相當大。受訪者們大多肯定花蓮的平日交通很

順暢。除了特定的市區路段較為混亂外，大多車道的交通狀況較可控制。 

． 「我覺得沒有甚麼很難開車的路段，但論技術的話就是以前的蘇花公路，因為你反應要很

快，但現在蘇花改已經沒有很多山路了。」(受訪者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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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我的交通工具只有機車，在行駛時，尤其是中正路、中山路，這兩條路是我認為

車流量最多的兩條路，我要常常要保持警覺，才不會發生車禍。在我的國家，道路都只有

兩線道，加上土地面積小，人口較少，交通非常順暢。」(受訪者 A) 

．「我喜歡花蓮縣的道路不擁堵。你不會經歷繁忙的交通，你可以避免在路上花費更長的時

間。旅行在這裡很多方面都舒適方便。即使在高峰時段，例如上班族上下班和學生放學

時，交通狀況仍在可控制的範圍內。」(受訪者 B) 

     然而到了假日或連假期間則完全不同，根據自由時報於 2017 年 2 月 27 日新聞〈228 連

假花蓮地區塞爆  在地人直呼「不敢出門！」〉指出花蓮假日的車流量遠超平日的車流量。

衝擊花蓮民眾生活導致當地人被迫繞道行駛。而居在在花蓮市區的受訪者也表示,在周末和假

日時，交通較為混亂，會刻意避免在此時出門。但居住在郊區的受訪者，反而因人潮在週末

時集中往市區而感到特別擁擠。 

．「工作日交通狀況良好，但周末和假日，交通非常糟糕。 週末我從不在花蓮市開車。」(受

訪者 G) 

．「週末去花蓮市中心遊玩的學生人數比較多，校園周邊（壽豐至花蓮）平日週末的交通比平

日更容易行走，因為大多數司機、乘客及行人在周末不處於”趕路”狀態。我感覺安全多

了。」(受訪者 F) 

(三)道路設施維護： 

     根據<花蓮新聞雲>在 2023 年 1 月 15 日的報導，花蓮市過去由於下水道施工或管線開

挖，造成路面不平整的狀況。市區多條路面龜裂破損，有出路安全之虞，為了讓用路人有優

質的交通環境需進行路面施作改善。而受訪者也分享花蓮的道路時常有凹凸不平或是路邊雜

草未除的狀況，可見道路設施維護對交通安全的重要。 

 ．「人行道邊雜草很多，(東華大學附近)常有蛇、蟲蟻等，導致行人不敢靠近。」(受訪者 G) 

 ．「另外花蓮的問題就是路凹凸不平，有些剛鋪完的路，水溝旁也會凸出一塊，讓我很困擾，

這樣會增加汽車、機車行駛的危險性。」(受訪者 H) 

      然而，受訪者也大多提到對花蓮頻繁的道路施工感到不便，認為這是令花蓮交通堵塞的原

因之一。   

 ．「花蓮常有道路施工，阻礙附近的車輛，施工地點常更換，使周遭道路堵塞。」(受訪者 A) 

． 「政府總是在鋪設新道路，但我認為道路設計太危險了。每年都浪費很多錢。」(受訪者 G) 

．「那條路常常有維修狀況，好像全年無休一樣，這邊修完了就又換別的地方修。」(受訪者 F) 

           但也有受訪者認為道路施工非常合理，受訪者認為人民的安全比道路施工的成效重要許

多。也有受訪者認為這是公部門缺乏溝通的結果，並提出增加橫向溝通的建議。  

．「道路經常會有損壞的問題，所以我覺得道路施工是一件滿合理的事，比起道路施工時間長

短，我覺得人民的安全比較重要。」(受訪者 C) 

．「花蓮的道路一直修，尤其是年底。希望政府可多橫向溝通，不要各做各的。」(受訪者 H) 

     根據上述訪談結果，外籍人士來台首先會接觸到大眾交通運輸，大眾交通能讓外籍人士在

台灣方便的移動，但花蓮大眾運輸班次少，在台灣較久的外籍人士多半使用汽機車，花蓮道路

時常凹凸不平，且頻繁的施工，讓受訪者感到困擾之餘，也提出了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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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路與設施規劃之印象 

    道路規劃及交通號誌在交通安全下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同理，若交通號誌兩者的規劃與

設置出現問題，將會使交通意外的機率增加。透過訪談內容，我們可了解台灣、花蓮需要改善

的交通規劃，以減少交通意外發生的機率。 

(一)道路規劃 

    根據東台灣新聞網於 2023 年 5 月 25 日的新聞〈改善「行人地獄」印象｜花蓮市公所改

善永興路行穿線，打造安全交通環境！〉中提到，魏嘉彥市長表示花蓮市公所重新設計的行

人穿越線，較以往大型路口行人穿越線長，行人經常與秒數賽跑，對於學童、高齡者及行動

不便的民眾來說更是險象環生。受訪者也表示自己曾經在大馬路上差點被公共汽車撞到。 

    ．「有一段時間我差點被公共汽車撞到。那是在一條大馬路上，路邊停著很多汽車。雖然，花

蓮全縣都有很多自行車道，但大馬路對某些騎自行車的人來說可能會有風險。確實需要額外

的預防措施。」(受訪者 B) 

     在人行道規劃方面，花連比較缺少人行道的建設。受訪者也提到說花蓮的人行道甚少，

也缺乏圍欄與馬路隔開，過馬路行走時需要更注意來車。 

   ．「花蓮的人行道比較少，多半是為了建築物而建，例如花蓮的文創園區，靠近文創園區的一

邊才有人行道，對面就沒有，必須隨時注意來往的車輛。在香港，人行道和馬路中間有圍

欄，就多了一層保護。」  (受訪者 H) 

(二)交通號誌規劃 

     公視新聞網在 2022 年 12 月 11 日的〈台灣交通如行人地獄，號誌模糊、無英文標示不利

觀光〉中曾提到，中華民國觀光導遊協會理事長許冠濱指出：「在台灣已有許多民眾反應，

有些交通號誌與設施出現標示不清的問題。」例如：人行道標線、減速標誌等等。而受訪者

也表示台灣、花蓮交通號誌雖然不會太複雜，但號誌變換的時間、邏輯等設置對不懂中文的

新住民並不友善。 

   ．「我覺得花蓮的交通號誌和道路設計非常簡單、不會太複雜……某些路段的紅綠燈變換的

間隔過短或過長 。」(受訪者 A) 

    ．「明禮路口和林森路。交通號誌的設置沒有邏輯，行人在橋旁行走不安全。」(受訪者 G) 

．「有些交通號誌和他實際想表達的意思沒有符合，讓人很難理解。」(受訪者 F) 

        同篇新聞也提到在台外國人對交通號誌的觀點，有人認為，過馬路照著紅綠燈指示沒

有問題，但有時候要特別注意機車，也有人表示在自己的國家，交通問題更危險，但希望台

灣交通號誌能夠多一點英文標示。  

       同理，居住於花蓮的外籍人士也對交通號誌不夠國際化而感到困擾，受訪者表示自己常

常看不懂號誌所表達的意思，也無法使用翻譯，只能猜測其號誌的意義，非常不方便。 

 ．「許多交通標誌只有寫中文，連英文翻譯都沒有。也不知道為什麼英文標示不寫在那裡。

由於我們在路上，我們沒有太多時間使用 google翻譯確認，有時我們只能猜測。如果政

府期望大家遵守交通規則，但標誌沒有英文，對外國人來說非常不便。」(受訪者 F) 

  綜合上述資料可得知，外籍人士除了對花蓮的交通號誌的設計不夠國際化、標示不清感

到困擾，導致理解困難之外，也對花蓮的特定道路規劃感到困惑，認為某些道路的規劃讓意

外發生率大增，而路的寬窄也會影響道路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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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路行為之印象 

      駕駛及行人的用路方式會影響花蓮交通。受訪者表示，用路習慣不佳的駕駛及違規狀況，

皆會影響交通狀況。例如:駕駛轉彎未打方向燈、未注意右方來車、超速等情形，都會影響受

訪者的安全及用路權益。外籍人士也因在自己國家的習慣而不適應花蓮的交通，造成違規問

題。 

(一)用路習慣 

     在法規規範之餘，習慣也是決定交通秩序重要的一環，而習慣又分為駕駛及行人，受訪

者大多表示，自己在花蓮的移動方式多半為汽機車，在駕駛時常會遇到不良的用路習慣，除

了造成困擾，也增加交通意外發生的機率。而花蓮因缺乏大眾運輸工具，民眾在花蓮多半只

能使用自家汽機車，而受訪者提供資料亦是如此，這顯示花蓮缺乏大眾交通工具的問題，令

許多外籍人士選擇自駕。 

．「如我們在菲律賓，這對我們來說沒有自己的車不是問題。不幸的是，我只能採取有限的公

共交通工具在花蓮縣內移動。」(受訪者 B)  

．「在花蓮我使用的交通工具為腳踏車、機車。」(受訪者 F) 

．「我在花蓮縣內多用汽車和步行。」(受訪者 H) 

     在駕車或步行過程當中，受訪者表示在花蓮曾經看過許多其他駕駛或行人不良的用路習

慣，造成他們的困擾，例如：超速、速度過慢、不打方向燈、黃燈加速、不看來車等。而花

蓮高齡化社會的特色，讓受訪者對於年長者出現不安全用路習慣的印象特別深刻。 

．「我希望駕駛汽機車時要專心一點，保持警覺，不要恍神，也建議民眾在轉彎時能打方向燈

來提醒對向來車。」(受訪者 A) 

．「我在花蓮遇過許多較危險的情況。總是會有人開太快或太慢，最大的問題就是，許多老人

經常不看車，害我要避開他們多次。」(受訪者 G) 

．「在路上有時也會有黃燈加速的現象，讓人很困擾。」(受訪者 A) 

(二)違規問題 

     根據聯合新聞網 2023 年 5 月 26 日〈不停讓行人花蓮首波取締千件 再針對 50 處路口加

強執法 〉指出：「花蓮縣政府為擺脫行人地獄，取締違法違規駕駛逾千件後，在縣內 7 鄉鎮

市共 50 處易發生行人事故路口加強執法，呼籲汽機車駕駛停讓行人，共同提升用路安全。」

受訪者也表示，在花蓮時曾經有遭遇汽機車未禮讓行人、前車未打方向燈以及機車行駛於人

行道上的經驗，覺得很危險。 

．「我看過機車常行駛在人行道上。」(受訪者 F) 

．「我之前在花蓮騎機車時發生車禍，那時汽車駕駛右轉時，沒有打方向燈且未注意右方來

車，造成我和汽車駕駛發生擦撞。」(受訪者 A) 

．「有時還會遇到習慣很差的駕駛者，例如:轉彎沒打方向燈、飆車等等，造成我很大的困

擾。」(受訪者 A) 

．「有時甚至黃燈加速轉彎不打方向燈，我希望在路口可以放停的交通號誌，或許可以減少這

樣的事件發生。」(受訪者 F) 

(三)公共區域佔用習慣   

https://udn.com/news/story/7328/719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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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自由時報 2015 年 7 月新聞〈花蓮市中心金三角攤販占騎樓營業，下月執行清道〉指

出：「花蓮市中心金三角地區，攤販違規占用騎樓、人行道情形嚴重，影響行人通行與安 0

全。」可見在花蓮攤販、店家占用騎樓會影響到行人的安全與交通方便性，受訪者表示，店家

擁有騎樓所有權，但店家常鋪設不同磁磚，有時甚至人行道與騎樓間有高低差，非常不利於嬰

兒車及身障者。 

．「花蓮的騎樓常有高低落差，沒辦法推車。騎樓是店家的，但禁止堆放雜物，不過店家常會鋪

設與人行道相同或不同的磁磚，讓我分不清楚哪裡是人行道。花蓮的騎樓常常有出租給攤

商，例如中華路與中山路，以及舊鐵道園區附近，造成行人通行不便。」(受訪者 H) 

    總結上述，個人在道路上的交通習慣，是影響交通安全的一大要素，為減少因個人習慣所造

成的危險，國家將其列入法律，進而產生較嚴重的違規問題。而具有保護功能的人行道、騎樓等

公共區域，也產生店家占用、機車闖入的問題。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根據上述質性訪談結果，我們將外籍人士對花蓮之交通印象整理出以下結論： 

  （一）外籍人士對花蓮交通的普遍印象與交通印象、公權力執行、道路設施規劃有關 

    外籍人士在花蓮交通，在公權力執行方面，科技執法能減少交通事故，但對法規的不了解和

語言隔閡造成了外籍人士許多困擾。交通環境方面，缺乏大眾運輸、施工帶來的不方便，對用路

人不友善，但也肯定大眾運輸的安全性。設施規劃方面，缺少人行道、道路標誌，但也認為道路

交通較受訪者國家安全。可見外籍人士在交通方面仍需要適應，但也有許多便利之處。 

 （二）外籍人士在花蓮交通所遇過的特殊狀況，大部分因語言不通、用路習慣所造成 

    外籍人士在花蓮會因為文化與語言不同造成交通狀況。例如，看不懂交通標誌的中文。而發

生事故時，因警方英文不流利，當發生交通狀況時，在處理狀況時耽誤時間，但或許有英文流利

的警察，提高辦事效率。甚至可能因為外籍身分，而被寬容。 

 （三）花蓮交通與其他國家相比，平假日車流量懸殊、大眾運輸不發達、對行人缺乏禮讓 

    觀光業是花蓮的重要產業，外籍人士發現，平日交通順暢，但假日遊客密集。此外，花蓮人

行道常緊鄰房屋，人行道有高低落差，有時還會被店家占用，甚至有機車行駛，與其他國家相

比，花蓮交通缺乏對行人的禮讓。最後，花蓮大眾運輸不發達，外籍人士大多選擇汽機車移動，

在外國通常使用大眾運輸。 

二、研究建議 

    根據整理後的研究結果，本研究給予花蓮縣政府、外籍人士、行人、駕駛以及商家與住戶

以下建議： 

   （一）政府與執法者應改善語言隔閡和經常施工的問題 

    在政策施行及公權力執行方面，增設大眾運輸可以為花蓮觀光便利性及道路使用更安全；

交通號誌更國際化，使交通更順暢；發生事故時，警察要有能面對語言隔閡的能力；道路上違

規問題或是習慣不良的用路者，增設交通法規予以約束，一方面能減少事故發生機會。在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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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方面，由於花蓮道路施工頻繁，易造成交通堵塞，使用路人感到困擾，所以本研究建議政

府應增加各部門的橫向溝通，提升施工的效率與成果。 

   （二）花蓮商家與住戶應保留充足的行人行走空間 

    在商家與住戶方面，應減少占用騎樓，以及降低人行道和騎樓之高低落差，建造一個安全

及便利的環境，讓行人能安全通行。 

    （三）駕駛與行人應確實遵守交通規則 

    駕駛行駛於道路上時，應遵守交通規範，通過路口時，應禮讓行人以及降低行車速度，以

免發生事故。另外，行人也應該要遵守交通號誌，不搶快通行，並隨時注意路口安全。 

     (四)外籍人士應熟悉花蓮交通環境與規範 

    在外籍人士方面，如果不了解交通號誌與規則，可以詢問附近民眾，或者是在來台灣前先

利用網路資料認識台灣的交通環境與規則，避免不熟悉道路規則而被罰款或產生法律責任。 

三、未來展望： 

         經過這次研究，我們建議在未來除了研究單一縣市之外，更可以研究各區域甚至是全台灣

的交通問題及現象；此外，2023 年 6 月 30 日交通部頒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44 條第 2

項規定，不禮讓行人加重裁罰 1200 到 6000 元，法律本意是提升行人安全，但對交通效率的影響

及罰鍰條件的爭議，也是我們關心的議題，後續我們希望能以此為起點，探究此條例對於行人

及交通安全是否有實質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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