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研究報告 

 

2015 學童自行車安全指標大調查  

 

前言 

 

 根據靖娟基金會過去九年「兒童安全指標調查報告」的調查結果，「交通安全」蟬聯多年

孩子認為最不安全的項目。而自行車普及後所產生的交通問題也層出不窮，依據交通部運輸安

全網站資訊系統數據，100年至 102年間自行車事故件數成長了 1.19倍，達 14,447 件；而十

八歲以下死傷人數也從 3,524人增加到 4,170 人，三年間自行車事故增長的幅度極為驚人。 

 

 為瞭解學童使用自行車的狀況及所面臨問題，靖娟基金會 4月間針對國小五、六年級及國

中七、八年級學生進行「2015年學童自行車安全大調查」，問卷題目設計共分為「自行車騎

乘經驗」、「公共自行車騎乘經驗」、以及「自行車安全認知」共三大類部分。共發出問卷

2,700份，回收 2,332 份，回收率 86.4%，有效問卷 2,287份。 

  

  

 

 

 

 

 

 

    ※調查時間：2015年 4月 

    ※調查對象：國小五、六年級及國中七、八年級學生 

    ※調查範圍：全國 22縣市（各縣市隨機抽樣 1所國小以及國中進行調查） 

    ※問卷數量：發出問卷 2,700份，回收 2,332份，回收率 86.4% 

    ※有效樣本： 2,287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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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一、國小組 

 

本次調查，國小學生有效問卷共 1,133 份，男女比例相當，男生佔 52.4%、女生 47.6%，

問卷主要發放對象為五、六年級學生，由於高年級學生對於問卷理解度較高，應有助於我們瞭

解學生騎乘自行車的情形。 

 

 

性別 百分比（%） 

男 52.4% 

女 47.6% 

合計 100.0% 
 

 

年級 百分比（%） 

五年級 38.2% 

六年級 61.8% 

合計 100.0% 
 

 

 

 

 

 

男生 

52.4% 

女生 

47.6% 

五年級 

38.2% 

六年級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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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中組 

 

國中組有效問卷共 1,154份，男女比例相當，男生佔 52.7%、女生 47.3%。因九年級學生

正在準備升學考試，可能無較多心思回答問卷問題，且顧及問卷效度，國中組問卷發放對象以

七、八年級學生為主。 

 

 

性別 百分比（%） 

男 52.7% 

女 47.3% 

合計 100.0% 
 

 

年級 百分比（%） 

七年級 53.8% 

八年級 46.2% 

合計 100.0% 
 

 

 

 

 

 

 

 

男生 

 52.70% 

女生 

47.30% 

七年級

53.80%, 

八年級 

 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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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結果分析 

一、學生自行車騎乘經驗分析 

 

我國高達 94%的學生有自行車騎乘的經驗(表一)，而學生對於自行車的依賴程度也相當高，

超過一成五的學生「幾乎每天」會騎自行車，台中市、台南市國中學生每天使用自行車的比例

更逼近四成、高雄市國小學童天天騎乘自行車的比例也有近三成三，整體使用頻率有越往南部

越頻繁的跡象(表二)。 

 

表一 學生有騎過自行車的比例 

 全國平均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國小學生 94.4% 98.0% 80.9% 91.5% 96.2% 96.6% 98.3% 

國中學生 94.0% 98.2% 98.3% 94.2% 92.9% 96.0% 84.0% 

 

表二 學童自行車騎乘頻率比較 

 全國平均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國小 國中 國小 國中 國小 國中 國小 國中 國小 國中 國小 國中 國小 國中 

幾乎 

每天騎 

17.4

% 
18.3

% 

4.0% 7.1

% 

6.4% 15.5

% 

6.8% 7.7

% 

17.3

% 
36.8

% 

15.5

% 
40.0

% 

32.8

% 
15.4

% 

每週騎

3~5 天 

17.3

% 
12.0

% 

10.0

% 
5.4

% 

8.5% 12.1

% 

15.3

% 
9.6

% 

19.2

% 
12.3

% 

19.0

% 
10.0

% 

15.5

% 
11.5

% 

每週騎

1~2 天 

30.0

% 
23.1

% 

36.0

% 
19.6

% 

27.7

% 
27.6

% 

30.5

% 
25.0

% 

30.8

% 
26.3

% 

29.3

% 
20.0

% 

29.3

% 
15.4

% 

每月騎

1~2 天 

18.3

% 
24.4

% 

32.0

% 
46.4

% 

27.7

% 
27.6

% 

25.4

% 
26.9

% 

23.1

% 
14.0

% 

19.0

% 
20.0

% 

13.8

% 
23.1

% 

每年騎

1~2 天 

11.9

% 
16.6

% 

16.0

% 
19.6

% 

10.6

% 
15.5

% 

15.3

% 
25.0

% 

5.8% 3.5

% 

13.8

% 
6.0

% 

6.9% 19.2

% 

沒有 

經驗 

5.1% 5.7

% 

2.0% 1.8

% 

19.1

% 
1.7

% 

6.8% 5.8

% 

3.8% 7.0

% 

3.4% 4.0

% 

1.7% 15.4

% 

 

 

國中生騎乘自行車的目的(表三)，主要以運動、休閒(54.4%)為主，但台中市(27.3%)、台

南市(35.9%)、高雄市(23.1%)等中南部都市地區，學生騎乘自行車上下學的比例也相當的高。

而國小學生騎自行車的主要目的(表四)，雖然一樣以運動、休閒居多(61.6%)，但高雄地區的國

小學生卻以上學、補習為最大宗，佔整體的 28.8%。由於上放學期間往往是交通流量最大的時

候，因此優先在中、南部地區進行學童自行車安全的教育、以及建立自行車友善環境，有其必

要與急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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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國中學生自行車騎乘目的比較 

 全國平均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上學、補習 16.8% 8.7% 5.9% 6.3% 27.3% 35.9% 23.1% 

幫忙家務 6.8% 0% 7.8% 8.3% 6.8% 10.3% 9.6% 

運動、休閒 54.4% 76.1% 68.6% 58.3% 40.9% 38.5% 19.2% 

找朋友/與朋友

出去玩 

14.3% 10.9% 15.7% 18.8% 13.6% 7.7% 17.3% 

其他 1.4% 2.2% 0% 4.2% 2.3% 0% 11.5% 

沒有經驗 6.2% 2.2% 2.0% 4.2% 9.1% 7.7% 19.2% 

 

 

表四 國小學生自行車騎乘目的比較 

 全國平均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上學、補習 6.4% 0% 0% 0% 8.9% 4.0% 28.8% 

幫忙家務 5.5% 2.2% 8.7% 3.6% 0% 4.0% 13.5% 

運動、休閒 61.6% 63.0% 67.4% 78.6% 68.9% 68.0% 25.0% 

找朋友/與朋友

出去玩 

18.9% 26.1% 8.7% 10.7% 15.6% 18.0% 26.9% 

其他 1.8% 4.3% 0% 0.0% 2.2% 0% 3.8% 

沒有經驗 5.9% 4.3% 15.2% 7.1% 4.4% 6.0% 1.9% 

 

 

 

 

 

 

 

 

 

 

 

 

 

 

 

 

 

 

 



5 

 

二、學生自行車教育與事故傷害經驗 

 

 雖各級學校都有進行交通安全相關的宣導，且教育部每學年也都會針對各級學校進行交通

安全教育評鑑，但可能因「自行車安全教育」非推行重點，此次調查，有近三成學生表示沒有

受過自行車安全的相關教育(圖一)。進一步探詢學生獲取自行車安全相關資訊的管道，超過六

成學生表示自行車安全相關教育主要源自於父母，雖學校老師也是學生獲取自行車安全相關知

識的管道之一，但比例並不高，國小約佔 22.8%、國中為 35.7%(圖二)。 

 

 

圖一  學生接受自行車安全教育情形 

 

 

圖二  學生接受自行車安全教育來源 

 

 因我國學校自行車安全教育不足，以至於學生對於自行車安全的相關知識也嚴重缺乏，雖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有下列規定，但學生對於法律規範層面仍相當陌生，能正確回答相

關問題者僅約六成五(表五)： 

 

52.7% 
57.7% 

31.9% 
32.3% 

38.4% 

31.2% 

0.9% 0.4% 

28.2% 28.8%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國小 國中 

交通規則及常識教育 

自行車騎乘教學 

基本自行車安全檢查訓

練(煞車、胎壓等檢查) 

其他 

沒受過相關訓練 

64.9% 
60.8% 

22.8% 

35.2% 

15.4% 13.8% 12.2% 
13.6% 5.9% 

3.6%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國小 國中 

父母 

老師 

親戚 

朋友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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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慢車未經核准，擅自變更裝置，或不依規定保持煞車、鈴號、燈光及反光裝置等安全設備

之良好與完整者，處慢車所有人新臺幣一百八十元罰鍰， 並責令限期安裝或改正。(§72) 

2. 慢車駕駛人，在人行道或快車道行駛，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74) 

3. 慢車駕駛人，乘坐人數超過規定數額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76) 

  

表五 學生對於自行車安全相關規定理解情形 

  

你覺得可不可以騎自行車載

人？ 

你知道法律有規定「自行車應保

持煞車、鈴號(響鈴/喇叭)、燈光

及反光裝置之良好與完整」嗎? 

 

你覺得自行車可不可以騎在人

行道上? 

 

 

國小 

   

 

 

 

國中 

   

  

 

學生對於自行車相關法規的不熟悉，也連帶影響了學生騎乘自行車時的行為。從圖三，學

生自行車相關配備使用的情形可以看出，有將近兩成的學生在自行車加裝載人的輔助工具-火

箭筒；再根據圖四的分析圖發現，約有三成的學生曾有騎車載人的經驗，其中約 8%的學生更

是經常性的有載人的行為。 

 先不論騎自行車載人是否違法，由於國中、小學生肌肉發展尚未完全，操控自行車穩定度

本就不足，若再載人恐會增加意外發生的風險，因此家長、學校應積極宣導，禁止騎自行車載

人的行為。 

 

可以, 

32.6% 

不可

以, 

67.4% 

知道, 

59.8% 

不知

道, 

40.2% 

可以, 

31.0
% 

不可

以, 

69.0% 

可以, 

31.4% 

不可

以, 

68.6% 

知道, 

64.6% 

不知

道, 

35.4% 

可以, 

32.3% 

不可

以,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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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學生自行車相關配備使用情形 

 

 

圖四  學生騎自行車載人情形 

 

學生的自行車事故，根據調查(圖五)主要傷處主要以腿(腳)部、及手(腕)部為主。而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統計資料顯示，近三年 27起 18 歲以下自行車 A1事故(事發 24小時內死亡)中，主

要傷部位於「頭部」的就有 12起，也就是說頭、手、腳為騎自行車最容易受傷的部位，尤其

頭部的傷害最為致命。 

但我國學生騎自行車使用護具的習慣尚未建立，本次調查結果(圖三)，僅三成五的學生會

使用安全帽(國小 36.6%、國中 36.8%)，會是使用護膝、護肘的比例更不及一成，因此各單位

在相關護具使用的推廣上，應有更積極的作為，以防止更多憾事的發生。 

 

88.8% 88.6% 

52.7% 
47.0% 48.5% 

51.8% 
57.0% 

60.6% 

36.6% 
36.8% 32.7% 

36.9% 

52.6% 54.4% 

18.4% 17.2% 

7.9% 6.1% 7.6% 
5.2%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國小 國中 

煞車 

響鈴、喇叭 

前燈 

車尾反光裝置 

車輪反光裝置 

安全帽 

腳踏反光裝置 

火箭筒 

護膝 

護肘    

3.1% 3.3% 
4.3% 5.1% 

21.0% 20.7% 

66.5% 64.5% 

5.2% 6.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國小 國中 

沒騎乘自行車經驗 

幾乎不會 

偶爾會 

經常會 

總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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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學生自行車事故傷處分析 

 

然而，除了使用保護裝備保障騎自行車時的安全外，友善騎車環境的建立，亦是保護學生

安全、讓學生安心騎車的方法。可是在台灣，人車爭道的情形相當嚴重(圖六)，近八成學生騎

車時遇過人車爭道的情形，其中國小有 45.2%的學生經常有此類的經驗，國中生也有 38.4%騎

車時需經常閃躲行人或車子。 

不夠友善的環境，可能導致學生騎自行車時陷入危險之中，從圖七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僅

四成學生沒發生過自行車事故，也就是說超過一半都有發生意外的經驗，其中約一成五的學生

發生事故次數超過三次，對於自行車事故所造成的傷害，我們不能輕忽。 

 

 

圖六  學生騎車發生人車爭道的經驗 

4.7% 5.2% 

0.4% 1.1% 1.9% 1.8% 3.2% 3.1% 
5.2% 5.5% 

1.9% 1.5% 

39.6% 38.2% 

68.7% 68.5% 

5.9% 7.6% 

2.7% 1.5%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國小 國中 

頭部 

頸部 

胸部 

腹部 

腰部 

背脊部 

手(腕)部 

腿(腳)部 

全身多處擦

傷 
其他 

28.1% 
19.2% 

17.1% 

19.2% 

30.8% 
36.1% 

19.3% 19.9% 

4.8% 5.6%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國小 國中 

沒騎乘自行車經驗 

幾乎不會 

偶爾會 

經常會 

總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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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學生發生自行車事故經驗 

 

 

有發生過自行車事故傷害的學生中，以摔倒比例最高(國中 79.9%、國小 85.0%)；撞到路

旁電線桿或其他設施次之(國中 27.4%、國小 23.5%)，如圖八。而在自行車專用道上騎車理應

是最為安全的，但從圖九卻可以看到，國中小分別有 12.9%與 12.0%的學生曾於專用道上發車

事故，顯示現行的自行車專用道並不足以提供我們一個安全的騎乘環境。 

 

不論撞到路旁電線桿、還是與人、車發生擦撞、甚至在自行車專用道上發生事故，再在顯

示我國缺乏完善的自行車行車空間，以至於騎士必須不斷的閃躲路上的各式障礙物，但只要稍

有不慎，就有發生事故的風險。 

 

 

41.0% 43.8% 

40.6% 
40.7% 

11.7% 10.1% 

6.6% 5.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國小 國中 

6次以上 

3~5次 

1～2次 

從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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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學生發生自行車事故的情形(複選) 

 

 

圖九 學生發生自行車事故意外地點(複選) 

 

 

 

 

 

 

 

 

 

 

 

23.5% 
27.4% 

7.2% 
10.8% 

17.1% 15.5% 

9.0% 15.0% 

85.0% 
79.9% 

9.5% 
12.2% 

4.2% 2.3%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國小 國中 

撞到路旁電線桿或其他設

施 

撞到行人 

撞到車 

被車撞 

摔倒 

陷入水溝 

其他 

48.4% 

35.8% 

6.9% 7.7% 

12.6% 

20.2% 

26.9% 
29.5% 

10.5% 
14.0% 

12.0% 12.9% 8.6% 
5.9%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國小 國中 

家門口附近 

校門口附近 

市區馬路(慢車道上) 

小巷弄內 

市區馬路(交叉口附近) 

自行車專用道上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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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公共自行車騎乘經驗  

 

 Ubike自行車租賃系統(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彰化市)於服務條款中清楚提到， 

該自行車僅適用於身高 140 公分以上且 190 公分以下之對象，若因未達或超過適用身高範圍，

而導致之意外，不負任何賠償責任。而 C-bike 自行車租賃系統(高雄市、屏東縣)的規範更為嚴

謹，明確指出「未滿 14歲者，禁止騎乘本市公共腳踏車，14-18歲須由成人陪同。」 

 雖本研究此次調查的國小五年級至國中八年級學生，不一定是公共自行車服務的對象，但

也已有三成學生具有騎乘公共自行車的經驗(圖十)。雖騎乘頻率不高，以每年騎 1~2 次為大宗

(圖十一)，且以觀光、出遊為主(圖十二)，但我們仍對於非服務條款設定之服務對象騎公共自

行車的安全仍十分擔憂。 

 

 

圖十 學生公共自行車騎乘經驗比較 

 

 

  

圖十一 學生騎乘公共自行車之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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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學生騎乘公共自行車之目的 

 

 此次調查發現，16.9%的國小學生騎公共自行車時，並沒有大人陪同，而國中生沒家長陪

同的比例更高，達 30.9%(圖十三)。雖家長放心讓孩子一個人騎公共自行車，但看似安全的公

共自行車仍造成國中小分別有 5.4%及 5.5%的學生有事故的經驗(圖十四)。 

 

 

圖十三 騎公共自行車家長陪同情行 

 

圖十四 公共自行車事故傷害經驗 

 

即使是公共自行車，政府部門會定期保養檢修，但它一樣具有發生事故傷害的可能。然而，

有騎過公共自行車的學生，騎車前會先閱讀使用說明的比例並不高(圖十五)，國小生約 57.6%，

國中生更低僅 43.9%，面對自己不熟悉的車種，使用前沒先閱讀相關說明，無形中便增加了事

故傷害的風險。而且約一成五的學生騎車前並不會檢查車輛狀況(圖十七)，過半的孩子騎公共

自行車幾乎沒戴安全帽的習慣(圖十六)。我國學生對於騎乘公共自行車前的準備，可以說大大

的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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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會閱讀使用說明的比例 圖十六  騎公共自行車是否會戴安全帽 

 

 

 

圖十七  騎乘公共自行車前，安全配備檢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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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結論與未來展望 

一、結論 

從這次「2015 學童自行車大調查」可以看出，雖多個縣市積極推廣自行車運輸，但我國

自行車的推廣上，卻出現了「先天環境不足」與「後天教育失調」兩大困境： 

 

先天環境不足，乃缺乏對自行車友善環境所致。各地專用道少而爭道問題多，自行車騎在

馬路上時，仍有車輛交織的問題，加上各類車輛駕駛對於路權觀念及禮讓素養仍有待增強，使

得交通環境對於相對弱勢的自行車騎士顯得不友善： 

 

(一)依據本次調查結果，七成五學生騎自行車時，有人車爭道的經驗(國小 75.9%、國中 74.5%)，

而經常遇到人車爭道情形者，國小高達 45.2%、國中也有 38.4%，顯示道路環境不夠友善。 

 

(二)縱使部份縣市有鋪設自行車專用道，希望提供較友善的騎乘環境，但國中小分別有 12.9%

與12.0%的學生曾於專用道上發車事故。雖名為自行車專用道，但部分專用道上仍設有電線杆、

變電箱等障礙物，阻礙了騎士的通行空間，且部分路段人車混道，路權不清更是專用道肇事的

主因。 

 

後天教育失調，主要因學生對於交通安全、自行車安全的教育仍不足夠，以至於對於自行

車事故傷害的警覺性不足、對法規仍不熟悉，因此常讓自己陷入危險的情境而不知： 

 

(一) 雖然我國法律並未強制規定騎乘自行車必須戴安全帽，但根據「交通部-交通安全統計報

表」統計，過去幾年自行車 24小時內死亡的事故中，大多因頭部受創所致。而本次調查顯示

有「配戴安全帽」的學童不到四成，僅 35.4%。因此為了保障學生的安全，鼓勵學生騎自行車

戴安全帽仍有其必要性。 

 

(二) 超過九成的學生有「騎乘自行車的經驗」(國小 94.4%、國中 94%)，在這麼高的使用率下

卻近三成的孩子「沒受過自行車相關的教育」(國小 28.2%、國中 28.8% )，顯示了我國自行車

教育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三)交通法規常識不足，也是學生在交通安全推廣上的一個隱憂。本次調查題目中，問學生幾

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問題，包含「可否騎自行車載人」「是否應檢查車輛裝備」「可否騎在人行

道上」的知能問題，孩子的答對率也都在及格邊緣，騎乘自行車的安全觀念明顯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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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展望 

 

為了讓學生有更安全的自行車騎乘環境，本會除了會持續以各種方式，例如：進校宣導、

推動修法、開記者會等方式，來督促政府與大眾關注自行車安全相關議題外，也希望大家牢記

以下幾個觀念，期望能將事故降到最低，為孩子打造一個安全的成長空間!  

 

一、騎乘配備要齊全：應穿著明亮的合身服裝以提高能見度，鞋帶褲管要收好避免捲入，安全

帽保護頭部不能少！車輛的安全裝置包含反光及照明設備、煞車、鈴號也在出發前都要再確

認。 

二、行車路線需規劃：家長應帶領孩子規劃安全的騎乘路線，路線的判斷以「速度」為主「車

流量」為輔，車速慢的路線優於車速快，車流量小的優於車流量大！另以道路類型來選擇時依

循以下原則:「自行車專用道」為最優先，其次為「人車共道」應提醒孩子禮讓行人、「巷道」

需騎在明顯處並注意後方來車其次為「慢車道」及「混合道路」靠右騎且不得隨意超車。 

 

三、危險行為要避免：提醒孩子騎乘時「不雙載」、「不搶快」、「不放雙手」、「不併排」！以確

保安全。 

 

四、大型車輛需遠離：因大型車輛視野死角多，提醒孩子遠離大車，避免捲入或是擦撞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