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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整體而言，本研究動機可歸納為下列： 

 

    對於已經立法說民國 100 年要實施『騎自行車戴安全帽』這點，覺得還有討論的空間，而且看到

許多人在網路上討論這件事，包括自己也是騎自行車上下學，在加上我們學校〈蘭陽女中〉的學生對

『騎自行車戴安全帽』的反彈很大〈在宜蘭騎自行車上下學的比例很高〉。基於上述幾點是我們的研

究動機。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小組歸納出下列的研究目的： 

 

1.了解及分析高中〈職〉以下學生對『騎自行車戴安全帽』的看法。 

2. 釐清自己對『騎自行車戴安全帽』的看法。 

3.除了戴安全帽之外，應該還要實施哪些相關措施呢？ 

 

三、研究方法 

 

  為了達到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小組採用下列的研究方法： 

對高中〈職〉以下學生利用『問卷調查』的方式，來彙整資料，這種方式較快速且整理也很方便，但

在分析結果上會變的較單純、簡化。 

 

  本研究之問卷如下所示：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我們是蘭陽女中的學生，基於課程需要，現正進行「高中〈職〉以下學生對『騎自行車戴安全帽』

之看法」的調查，非常需要您的協助，請在下列各問題勾選您的答案即可，本問卷純供課堂教學之用，

保證不涉及個人隱私或移作其他用途，耽誤您寶貴時間，十分感謝。 

指導教師：李健浩  研究學生：莊宜潔 陳于軒 敬上 

一、基本資料 

1.性別：□男 □女 

2.目前就讀：□小學 □國中 □高中 □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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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勤方式：□步行 □自行車 □家長接送 □大眾運輸 

二、題目 
同意程度 

５ ４ ３ ２ １ 

1.騎自行車戴安全帽將讓您在旅途中更為安全。      

2.安全帽的造型太醜，所以您騎自行車時將不戴安全帽。      

3.自行車的路權被剝奪，所以戴安全帽也於事無補。      

4.因為安全帽的價格很便宜，所以您將騎自行車戴安全帽。      

5.如果騎自行車要戴安全帽，您一定會挑選有合格認證。      

6.安全帽放置不方便，您騎自行車時將不戴安全帽。      

7.有政策的鼓勵(學校記嘉獎等等)時，您將騎自行車戴安全帽。      

8.您認為選擇符合自己尺寸的安全帽將更安全。      

9.夏天的時候，安全帽戴起來不通風，您將選擇不戴安全帽。      

10.不戴安全帽會被取締，所以您將騎自行車會戴安全帽。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研究者時間、人力及財力有限之故，研究之範圍為宜蘭縣宜蘭市和羅東鎮高中〈職〉以下學

生為調查對象。 

 

 

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資料顯示，台灣每人平均的 CO2 排放量是全球平均的三倍，台灣暖化速度更是全球平均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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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台灣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光交通部門就占了所有部門中百分之十五（註一）。這真是非常驚人的事實。 

近幾年來，在台灣掀起的自行車風潮，一來是政府提倡節能省碳，二來則是油價飛漲，民眾也要省荷

包，所以大家都開始嘗試以自行車替代汽機車來通勤。 

 

    在過去的都是汽機車當道的年代，在規劃道路時，根本就不可能規劃出自行車道，所以在台灣的

自行車是沒有路權的，自行車與機動車沒有分開，非常容易造成車禍，雖然之前有提出將腳踏車當作

行人，把它規劃到人行道上，但效果極差〈台灣的人行道也是另外一個麻煩呢！〉，自行車的專用道

嚴重不足的原因，可分為政府的道路規劃不佳〈剛剛提過〉和路人的不友善對待，其中以政府的道路

規劃不佳為主要因素。  

 

    國健局委託的學者研究發現，自行車交通事故發生在上下班的尖峰時間最為頻繁，且以十字路口

最危險，近年來，因車道環境沒有改善，受傷人數可能倍增〈註二〉。不過根據 WHO 的研究顯示出：

騎自行車戴安全帽，可以降低騎乘時頭部所受的風險，約 69%〈註三〉，這就為什麼政府要大力推動

『騎自行車戴安全帽』的原因了！ 

 

    尹承蓬〈交通部司長〉曾經表示，外國多數不強制騎自行車的人戴安全帽，除非像歐洲等先進國

家， 就會規定市區可不用佩戴、容易超速的郊區就必須戴安全帽，採一定速限以上或一定年齡以下

強制戴安全帽〈註四〉。 

 

    有一市調指出：15 到 24 歲的年輕族群當中有 62.59%〈所佔比例超高〉，他們都表示「我騎單車

時都不會戴安全帽」，因為年輕族群通常騎自行車都是為了流行或者耍帥，甚至是為追求「時尚」，

所以若無強制規定，騎自行車時為了維護「整體形象」，都不願意戴安全帽〈註五〉。 

 

    交通部的道安會指出：高齡人口容易肇禍：騎自行車時，也許會因為操控能力變差，造成自行車

的穩定性不足，發生交通事故的死亡比例偏高。警政署的統計表示：1995~2005 年的資料分析結果出：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騎自行車時會發生交通事故的原因包括有：橫越道路不當，未依規定轉彎，沒有

靠右行駛，沒有注意車前的路況，沒有禮讓…〈註三〉。 

 

    二十年前〈1987〉邱文達一手推動機車騎士強迫戴安全帽的立法，因此還獲得醫療奉獻獎，這條

法律每年可挽救 1000 人的生命，接著他要力行推動立法強制騎自行車戴安全帽，邱文達拿出研究數

據表示：自行車強制戴安全帽，可避免意外造成腦部受傷的效果遠比機車好，「因為單車速度慢」。  

 

    他說，在台灣會騎自行車的人的年齡分布，一種是小學到初中的學童，另一種是五十五歲以上老

人，偏偏這兩種年齡層的人都不易勸導戴安全帽，所以還是該透過立法來推動〈註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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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法規還是將自行車定位為「慢車」，大多自行車行駛於慢車道之右側，介於機車道與路邊，

警政署提出「隱形車道」概念，〈我在宜蘭的東港路有看到〉，不過，運研所運工組組長曾志煌確認為，

將自行車定位為「車輛很」危險，在路口，自行車無論直行或轉向，皆可能與機汽車的動線產生衝突， 

需要戴安全帽的原因就是如此。這點在網路上也有許多人在抨擊，這麼做並不好，但如果將自行車定

位為行人，允許自行車騎在人行道上，曾志煌表示，對行人安全又會產生威脅〈之前也有講到成效不

彰〉。更何況，台灣的人行道有極多障礙，例如變電箱、電線桿，都會造成自行車騎乘無法連續，且

影響行人〈註七〉。 

 

二、問卷分析 

 

(一)個人基本資料分析 

 

本次問卷訪談共發出 65 份完全回收，無無效問卷，有效回收率為 100%，依個人基本資料之不同，

其分配情況如下： 

 

1.性別 

 

由左圖 1.可知，受訪者當中性別分配

平均，男性有 34人占 52%；女性有 31

人占 48% 

 

2.學歷 

 

由左圖 2.可知，國中的人數最多為 34

人占 53%，其次是小學，有 19人占 29%，

第三為高中，有 8人占 12%，最少則是

高職，有 4人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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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勤方式 

圖3.受訪者不同通勤方式之人數分配圖

步行, 13,

20%

自行車, 24,

37%

家長接送,

25, 38%

大眾運輸, 3,

5%

 

 

由左圖 3.可知，受訪者當中通勤方式

以家長接送居多 25人占有 8%；騎自行

車僅與家長接送相差一人，有 24人占

37%；步行則有 13人占 20%；大眾運輸

有 3人占 5%，比例甚少。 

 

 

(二)所有受訪者對各問題之看法 

圖4 受訪者對各問題同意程度

1

2

3

4

5

平均數 4.12 2.86 2.36 2.95 4.12 2.84 3.25 4.25 2.89 3.20 

問題1 問題2 問題3 問題4 問題5 問題6 問題7 問題8 問題9 問題10

 

 

基於上圖可知受訪者對各問題依其同意程度由高至低分別為:問題 8「您認為選擇符合自己尺寸

的安全帽將更安全。」同意程度最高(4.25)、其次為問題 5「如果騎自行車要戴安全帽，您

一定會挑選有合格認證」(4.12)和問題 1「騎自行車戴安全帽將讓您在旅途中更為安全。」

(4.12)。而不同意程度由高至低，分別為問題 3「自行車的路權被剝奪，所以戴安全帽也於事

無補。」(2.36)認同程度最低。受訪者對其他問題則呈中立意見。＜問題 2「安全帽的造型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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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所以您騎自行車時將不戴安全帽。」、問題 4「因為安全帽的價格很便宜，所以您

將騎自行車戴安全帽。」、問題 6「.安全帽放置不方便，您騎自行車時將不戴安全帽。」、

問題 7「有政策的鼓勵(學校記嘉獎等等)時，您將騎自行車戴安全帽。」、問題 9「夏

天的時候，安全帽戴起來不通風，您將選擇不戴安全帽。」、問題 10「不戴安全帽會被

取締，所以您將騎自行車會戴安全帽。」＞ 

 

(三)不同類別受訪者對各問題的看法 

 

1. 性別 

 

 
 

由上圖可知，不同性別對各問題依其同意程度由高至低分別為：女生受訪者中以問題 8「您認為選

擇符合自己尺寸的安全帽將更安全。」最高，其次為問題 1「騎自行車戴安全帽將讓您在

旅途中更為安全。」，第三為問題 5「如果騎自行車要戴安全帽，您一定會挑選有合格認

證。」。男生受訪者中以問題 5「如果騎自行車要戴安全帽，您一定會挑選有合格認證。」 

最高，其次為問題 1「騎自行車戴安全帽將讓您在旅途中更為安全。」，第三為問題 8「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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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選擇符合自己尺寸的安全帽將更安全。」。整體而言以問題 1「騎自行車戴安全帽將讓您

在旅途中更為安全。」和問題 8「您認為選擇符合自己尺寸的安全帽將更安全。」的結果

偏高。 

 

2.學歷 

 

 

從上圖可知，不同學歷受訪者針對問題 2「安全帽的造型太醜，所以您騎自行車時將不戴安

全帽。」有最明顯差距（國中者遠高於小學者），其次為問題 6「安全帽放置不方便，您騎自

行車時將不戴安全帽。」（高中者最高），第三則是問題 9「夏天的時候，安全帽戴起來不通

風，您將選擇不戴安全帽。」（高中者超過小學許多）不同學歷受訪者在其他問題則無明顯差距。 

3.通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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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圖可知，不同通勤方式受訪者針對問題 9「夏天的時候，安全帽戴起來不通風，您將選

擇不戴安全帽。」有最明顯差距（騎自行車者遠高於其他通勤方式），其次問題 10「不戴安全

帽會被取締，所以您將騎自行車會戴安全帽。」（家長接送者高於自行車者），第三則是問題 1

「騎自行車戴安全帽將讓您在旅途中更為安全。」（家長接送者高於自行車者）不同學歷受訪

者在其他問題則無明顯差距。 

 

参●結論 

 

(一)研究發現 

 

  基於上述的文獻探討及問卷分析，本研究主要發現，分述如下： 

     

    在這次的問卷受訪當中，性別並不會影響分析結果，男性和女性的同意程度前三名皆相同。 

    小學生的問卷分析結果都是偏「不反對戴安全帽」，大家都是好孩子。而國中生與其他學歷的學

生相比較之下，在意安全帽美觀的同意程度竟然偏高。；這次的高中人數雖然只占全部的人不到百

分之二十，但是和其他學歷相比較之下，認為安全帽放置不方便，與其他學歷的學生相比較之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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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程度較高。 

    學生普遍還是認為『騎自行車戴安全帽』有其必要性，但針對有騎自行車的人和家長接送的人來

看：騎自行車的人會擔心實質上的方便性，但是給家長接送的人卻不這麼認為〈同意程度相差大〉，

不要忘了自行車的動力是來自於人的動力，在台灣的夏天，一熱就會熱死人，況且這是在宜蘭〈涼爽

的東北角〉的問卷。如果在更炎熱的地方實施，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結果？〈還沒被撞到，就熱昏頭

了吧…〉。；這兩者還有一點同意程度也相差很大，那就是「自行車沒有路權」這件事，不知道為什

麼，給家長接送的人非常贊同，而騎自行車的人卻不這麼認為，難不成是習慣了嗎？在自行車道上的

問題還是很重要。 

 

    其實在周末，有很多南下、北上宜蘭的觀光客，會選擇騎自行車來享受鄉間小路的樂趣，這些人

就我實際觀察的結果，大家都會配戴自行車安全帽。但是，反觀住在宜蘭的在地人和學生，在騎自行

車通勤、上下學的時候，卻都不戴自行車安全帽，有也很少：在我國中的時候，學校有為了推行戴安

全帽，實施記嘉獎的制度，到學期末，只有一個人持續戴著〈和問卷分析有些差入〉，還有，我一直

很納悶，為什麼他戴的是「機車」安全帽，學校還特地頒獎狀給那位學生呢！ 

 

    最後，我們也期望，藉由政府在民國 100 年開始實行『騎自行車戴安全帽』的法律之下，有更多

人可以愛惜自己的生命，做出正確的選擇，進而創造出更安穩的社會。 

 

(二)相關建議 

 

  針對上述的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下列幾項建議： 

1.建議安全帽的尺寸選擇可以多一點。 

2.可針對某些路段利用紅綠燈的交通號制來規劃「路人先行，速人後行，機車、汽車最慢行。」類似

這種「禮讓」的方式，來減少交通意外的發生。 

3.可以針對特定的區域強制戴安全帽。 

 

三、研究心得 

 

宜潔： 

 

   要寫論文真的不簡單，我們光是資料來源就傷透腦筋，因為是比較新的立法，所以要找到先前有

關『騎自行車戴安全帽』的論文資料非常少，正式的論文只有一篇，找到的時候很高興，但是介面一

往下拉，卻看到「不能下載」，心都涼了一截…。在發問卷的時候倒是還好，因為有弟妹的幫忙。做

到最後有點累，因為幾乎只有一個人在做，最後還遲交作業，第一篇小論文就多災多難，也磨練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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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操的個性，算是一點小收穫吧！還有要感謝于軒幫忙做長條圖分析~ 

 

    發現自己找重點的功力有待加強，文章也打得頗辛苦〈打字的速度慢〉，…。其實打到最後，發

現有一個重要的長條圖忘了分析：不同學歷對不同通勤方式的選擇。 

 

于軒： 

 

    在蒐集和整理資料的過程中學習到如何分析資料並從資料中看出趨勢，整個過程裡學習和討論與

不斷的修正，很快樂。 

 

 

肆●引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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