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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科技執法究竟是甚麼呢？在我們生活當中曾經遇過同學的家人因為闖紅燈被檢舉，而

我們也曾在道路旁邊的交通標誌上面看過「科技執法違規取締」的字樣，因此我們開

始搜尋關於科技執法的一些相關資料，發現花蓮執行科技執法的地點多達19處。我們

又從一篇由聯合國衛生組織(WHO)在2021所統計各國的交通死亡率，台灣每十萬人就

有12人因交通事故而喪命，高於其他東亞國家，甚至最近也被美國媒體CNN評為行人

地獄。 

 

我們在花蓮縣警察局所蒐集的資料中近十年來花蓮縣所發生交通事故中的死傷人數皆

居高不下。更有許多新聞報導指出科技執法造成民眾困擾的事件層出不窮，但台灣多

縣市卻廣設科技執法的原因又是甚麼？因此我們希望藉由這個報告去探討這種科技執

法是如何運作的，科技執法對花蓮民眾生活上有哪些影響。根據以上的理由，我們希

望深入探討科技執法是否為一個適合解決花蓮交通的執法方式。 

 

二、 研究問題  

 

(一)在花蓮地區施行科技執法能改善交通問題嗎？ 

(二)科技執法對民眾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三、研究目的 

(一)分析科技執法是否能降低交通事故。 

(二)大眾對於科技執法的看法。 

(三)科技執法是否有侵犯隱私權的問題。 

 

四、研究流程 

 

 

圖一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學生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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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科技執法之定義 

 

是一種取代人力為主之交通違規舉發方式，利用科技設備達到全時段或特定時段自動

偵測違規態樣，並針對違規行為逕行拍照(攝影)舉證及告發，目前在台灣違規種類有

違規變換車道、超速、龜速車及惡意逼車；或是高速公路以高解析度監控錄影系統，

取締插隊、跨越槽化線、跨越雙白實線等交通違規行為。（註一） 

 

二、科技執法的優點 

 

科技執法具有減少警力派遣、克服執法視角限制、長時間持續執行及減少舉發錯誤率

等優點。（註二）民眾檢舉交通違規之案件量持續減少，減少員警勤務和不必要的負

擔，以往交通執法需消耗龐大的警力，如能借助科技執法，則可大幅提升員警執法效

率。科技設備運用於交通執法之現況，並論及未來可能之發展，對於員警執勤安全與

交通執法之改善能有所助益  。（註三） 

 

三、科技執法的缺點 

 

科技執法是利用攝像機進行不間斷的監控，因長時間都對著某一方向拍攝，當民眾經

過時可能會產生被侵害隱私權的疑慮，再加上警察機關後續對於影像的保管與使用也

可能會造成民眾的不安。此外科技執法有時也會誤抓民眾，例如：新北市某設有科技

執法的路口，在紅燈時刻有救護車要通過而鳴笛，聽到鳴笛聲的用路人因禮讓而越線

導致受到科技執法檢舉，雖事後可以經由申訴取消罰單，但確實也造成民眾的困擾。

（註四） 

 

四、參考案例：新北市萬里隧道以及板橋車站旁科技執法成效 

 

超速失控是導致交通事故發生的原因之一，當事故發生於隧道時因隧道為一密閉行車

空間，救援及逃生都格外困難。為降低隧道事故的發生，新北市府警察局交通大隊在

彎道較多的萬里隧道內首次實施區間平均速率科技執法，從 107 年 7 月開始實施以

來，違規率從先前的6.61%降至0.66%，到108年的1月至7月違規率甚至降至0.48%，已

達到強化用路人依速限行駛之明顯成效，期趨勢如如下圖所示。（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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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萬里隧道區間測速違規率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新北市是首創違規停車自動偵測執法系統的縣市，實施的地點位在車潮眾多的板橋車

站，因部分民眾違規停車的行為經常導致交通阻塞，因此自動偵測執法系統在108年上

開始執行，執行此系統後每天平均會有10件違規停車的案件，相比107年每天168件比

減少了158件，降幅達到93%，可見科技執法有效降低違規停車的事件發生，同時也讓

周邊的縣民大道車流更加通順。（註六） 

 

五、花蓮執行科技執法的現況 

 

花蓮執行科技執法的地點多達19處。項目包含區間測速、違規停車、禁行車種、闖紅

燈、未依規定轉彎即變換車道、占用左轉車道、未禮讓行人等違規事項，根據去年統

計每月平均取締件數高達六千多件，顯示有非常多違規民眾遭到檢舉。（註七） 

 

表一  花蓮科技執法的項目及地點 

資料來源：花蓮縣警察局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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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花蓮民眾對科技執法的看法 

 

我們建立了一份問卷，內容主要調查花蓮民眾對於花蓮縣內實施科技執法有什麼觀

點，從112年4月13日開始自花蓮同鄉會的臉書社群蒐集資料，截至112年5月9日我們所

收到總共349份表單，以下是我們收到的表單統計結果： 

 

 

由問卷結果可知填寫民眾多數居

住在花蓮縣，僅少部分填寫民眾

為外縣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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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民眾因長期居住在花蓮，因

此有高達九成以上的填寫民眾都

對花蓮的交通情況有一定的瞭

解。 

 

約有近六成的民眾最常以騎機車

的方式外出，有三成五的民眾是

以開車的方式行動，僅少部分的

民眾為步行。 

 

有47.3%的民眾是覺得花蓮最大的

問題是違規停車，其次有11.5%民

眾覺得是隨意變換車道，由上述

得知其他違規項目的發生機率是

少之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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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拍到的違規項目裡其中以一般

超速為最大宗，其次是違規停

車，但是有超過一半的民眾都沒

有被拍到過。 

 

大多數的民眾都說在花蓮沒被科

技執法拍過，但也還是有少數的

民眾說有被科技執法拍過，例

如：一般的超速或者違規停車。 

 

有多數的民眾說科技執法對生活

上有眾多的幫助，也有少數的民

眾說科技執法對生活上沒有什麼

幫助。 



科技執法能解決交通問題嗎？—以花蓮為例 

8 

 

 

調查的結果是大部分的民眾說科

技執法對生活沒有甚麼影響，但

是也有少部份的民眾說有影響的

地方，例如：更多的民眾比較遵

守交通了。 

 

從下圖來看大部分的民眾說沒有

侵害到隱私權，但是也有少部分

的民眾說會侵害到自己的隱私

權，因為民眾說不知道有科技執

法在拍。 

 

調查的結果是大部分的民眾說優

點多，但是也有少部份的民眾說

缺點，例如：若未來政府擅自擴

權，什麼都冠上科技執法就不優

或者裝好不用就是浪費。 

 

七、警察對科技執法的看法 

 

我們透過信件往來訪問花蓮交通大隊的警員，以下是他的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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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執法是以「遏止違規行為，減少交通事故傷亡」為目的，以維護民眾用路的安全

保障，並可降低警力以及員警攔檢風險，透過科技執法可提高執法效率、維持交通秩

序、保持交通順暢。現代科技日新月異，利用科技設備及大數據分析應用在交通環境

改善的技術已日漸成熟，交通科技執法在違規及事故防制亦見成效。惟科技執法應為

交通改善的最後手段，且應非以取締為目的，而是透過全天候運作及警示效果，搭配

多元管道宣導，讓民眾了解科技執法的需要及相關規定，教育用路人正確的交通規

則，提升交通順暢、降低事故風險，為市民打造良好的道路環境。 

 

科技執法是利用科技智慧執法系統，取代過往以警察開單舉發交通違規的方式。科技

執法透過專用攝影機，搭配AI車牌辨識系統，可達到全時段或特定時段自動偵測用路

人（車輛）是否有違規行為發生，並依不同路段的特性，而有不同的取締項目。用路

人（車輛）出現違規行為後，將會自動由AI系統鎖定並蒐證截錄，再由交通警察隊進

行第二道人工審核，確認違規無誤後即依程序告發。 

 

目前不少縣市執行「路口多功能科技執法」，在易肇事路口建置多功能執法設備，例

如偵測違規項目如闖紅燈、跨越雙白線、未依規定兩段式左轉、未依標誌、標線、號

誌指示行駛、行經行人穿越道不停讓行人等，以及其他不遵守標誌標線號誌指示行駛

等違規態樣進行自動偵測取締。將來會持續分析轄內事故資料，並針對易肇事、易壅

塞及違規熱點評估設置科技執法設備。 

 

參、結論 

這篇小論文的研究是我們小組成員先藉由參考與主題相關的文獻資料，然後我們再透

過成員共同設計的Google表單裡的問卷問題去訪問住在花蓮的民眾們以及相關單位的

人員，而我們得到的結果是花蓮的民眾近九成以上的受訪者對花蓮的交通情況有一定

瞭解，當中近六成的人最常使用機車代步、三成五的人使用汽車，反而步行者較少。

那以交通問題來說大部分的民眾認為花蓮最大的交通問題是違規停車，少部分則認為

是隨意變換車道，至於其他違規行為的發生率相對較低。又從問卷數據來看，超速和

違規停車是被拍到最多的違規行為，可見科技執法可以幫助到警察執行業務。另外，

從問卷的數據統計來看，也可發現多數民眾認為科技執法對生活有幫助，代表民眾對

科技執法並不排斥，所以這樣讓警察能夠更好執法。 

 

關於隱私權的部分，大部分的民眾認為科技執法並未侵害隱私權，雖然也有少數人擔

憂隱私權受到侵害，但原因主要是因為不知道有科技執法的情況，所以若政府機關或

執法單位能先行公告何處有科技執法的設置，在道路上亦能清楚有警示標示提醒，相

信民眾對於此疑慮會降低許多。 

 

總結來說，調查顯示大部分居住在花蓮的民眾對科技執法持較正面的看法，儘管也有

一些擔憂和反對意見，但主要集中在隱私權和潛在的政府濫用科技執法的問題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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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花蓮設置的這些科技執法點，我們從問卷收集的回饋以及閱讀相關研究的文獻資

料後，我們自己認為科技執法在生活上有很大的幫助，例如：更多的民眾因科技執法

的關係變得比較遵守交通規則，且因為科技輔助的關係，大大減輕警察的工作業務，

道路上的違規減少了，就可以讓臺灣「行人地獄」的稱號逐步除名，給用路人一個安

全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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