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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變革精進獎勵項目

開創交通事故統計新紀元
本研究跳脫既有權管分工及資料限制，依國際定義及專家意見，以跨機關公務巨量資訊及創新作法，

產製客觀、即時之道路交通事故傷亡統計，深度切合業務推動核心，落實道安績效管考。

　交通部統計處（邱專員創賦）

壹、前言

交通安全是所有交通建設

最基本的核心價值，世界各國

無不詳盡蒐整交通事故一級資

訊，以掌握事故原因、型態、

傷亡嚴重度及後續對相關家庭

照料的影響等，進而有效落實

安全管理、防範事故發生、評

估交通安全工作績效，以建構

安全的交通環境。

目前國內道路交通事故傷

亡統計區分為 A1（造成人員

當場或 24 小時內死亡）及 A2

（造成人員受傷或超過 24 小時

死亡）兩類事故，死亡人數僅

列計 A1 類案件，A2 類案件則

未追蹤是否於 24 小時後死亡及

受傷嚴重程度，與先進國家計

算事故發生後 30 天內死亡人

數，並針對受傷程度再予分類

等作法不同，除不利國際分析

比較、難以反映道安實況，決

策單位亦無法據以精確擬訂改

善措施。

為突破現有資料侷限，本

研究嘗試依循國際作法，確立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定義及傷害

程度分類，以不增加相關權管

人力負荷為原則，藉由既有內

政部警政署道路交通事故統計

與衛福部死因、健保等公務巨

量資料之串接整合，產製即時

精準「30 日內死亡」、「輕、

重傷」及「酒駕」等加值統計，

供各界應用。

貳、創編歷程

一、研定交通事故死亡及

重傷定義

觀察國際間（如 WHO、

OECD、EU）對交通事故「死

亡」之定義，多採「事故後 30

日內」為統計範圍。「受傷」

則多再區分為嚴重及輕微傷害

兩類，其中「重傷」之判定方

式多元，概略可依「預估治療

時間」、「傷勢判斷」，以及

「住院時間」等 3 種方式（下

頁表 1）。採「預估治療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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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傷勢判斷」方式判定者，

需藉重醫療等專業人員，確度

較佳，惟增添人員負荷，且易

受個人臨床經驗及主觀認知影

響；以「住院時間」判定者，

其定義相對簡單明確、易於計

算，且與傷害程度、醫療資源

耗用情形等呈正向關係，故獲

歐美多國採用。

參酌各國對交通事故死亡

與重傷之定義、國內專家學者

意見，以及我國醫療及相關統

計現況，本研究以「事故後 30

日內」為「死亡」統計範圍，

另「重傷」部分，採前述「住

院時間」判定法，並增納「急

診觀察停留時間」，以「事故

後 3 天內，因外傷入院（含急

診及住院）超過 24 小時以上

者」為統計範圍。

二、爬梳交通事故死亡及

重傷資料

依內政部警政署統計，近

年我國道路交通事故每年死亡

（24 小時內，A1）人數已縮減

至 2 千人內，但傷者（含 24 小

時後死亡者，A2）仍高達 40

萬人，其中 24 小時後死亡人數

及受傷嚴重程度等細節不明，

致無法詳確掌握致嚴重死傷道

路實況，不易聚焦事故危險因

子加以防範。

依前節各國交通事故死亡

及重傷分類作法，如日本、南

韓及美國係由員警或醫護體系

逐一列管追蹤事故後傷亡及就

醫情形，以我國警衛政人力負

荷現況，較難施行；而以事故

或住院時間區分作法則相對可

行。

在「死亡」統計部分，若

串接完整死因統計數據比對分

析，資料產出須時 6~18 月，明

顯緩不濟急，本文為因應相關

道安政策即時盤點調整需求，

嘗試按月串接比對最初步、即

時之警政署道路交通事故及衛

福部死因統計檔案，透過事故

（及死因）統計當事人 ID、事

故發生日、死亡日期及死因等

資訊，釐析出事故後 2~30 日

內死亡人數，產製與國際定義

相符之交通事故 30 日內死亡統

計。

「受傷」統計部分，本研

究獲衛福部統計處及健保署協

助，取得 102 至 106 年各月總

計超過 330 億筆健保門、急診

及住院（醫令）明細資料
1
，於

「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與

道路交通事故檔進行多檔資料

整合，比對事故（及門、急診

表 1　各國交通事故重傷定義

類型 國家 / 地區 定義

預估治療時間 南韓：3 週以上

日本：30 天以上

由醫療人員依過去經驗預估

傷者接受醫療處置時間

傷勢判斷 美國 由警察、緊急救護技術員或

醫師依受傷部位及程度，判

定受傷程度

住院時間 香港：超過 12 小時

德、英、法、葡、西、瑞、

比、盧、以、阿根廷、智利

、賽普勒斯、拉脫維亞、愛

爾蘭：超過 24 小時

以住院時間區分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建構及應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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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住院）當事人之事故發生日、

就醫時間、入出院日期、醫令

執行起訖時間，以及國際疾病

分類碼（ICD）等，依受傷者

是否於「事故後 3 天內，因外

傷入院（含急診及住院）超過

24 小時以上」
2
，編製道路交

通事故「輕、重傷」分類統計

（圖 1）。

參、結果分析

一、24 小時占 30 日內死

亡約 6 成

我國道路交通事故 30 日

內死亡人數由 97 年 3,473 人降

至 107 年 2,780 人，其中約 5~6

成在 24 小時內死亡，顯示交通

事故之立即致命性。若以事故

發生地所轄警政機關觀之，107

年死亡多集中於都會區，六都

除臺北市外，均逾 240 人（圖

2）；另各縣市之 24 小時內死

亡占比存在落差，30 日確實較

24 小時統計更能反映重大交通

事故實況，有助於各縣市政府

重點強化在地交通、型塑良好

道路安全環境。

圖 1　事故輕、重傷人數判定流程

確定超過24小時

道路交通事故檔 健保檔(急診+住院)串
檔

30日死亡 是

超過3日或未就醫
事故距就醫時間

3日內

否

疾病碼
非外傷碼

ID、事故日期、入院日期、出院日期、
醫令執行時間－起(訖)、病床天數

留院時間 重傷

比對30日死亡清單

跨夜，但不確定是否逾24小時

輕傷
未超過24小時

外傷碼

死亡

輕傷

輕傷

輕傷

說　　明：道路交通事故傷者留院跨夜，但未能確定超過 24 小時者，列輕傷。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圖 2　107 年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依警政機關及
死亡時間別分

說　　明：依 30 日內死亡人數排序。

資料來源：交通部、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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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人及老人重傷比例

皆逾 1/4

102 至 106 年間，我國每

年約 6 萬人因道路交通事故受

重傷，占交通事故總受傷數之

15~16％（表 2）；就事故發生

時當事者騎乘運具觀察，以機

車重傷近 5 萬人最多，重傷比

例則以最弱勢之用路族群「行

人」占逾 1/4 最高，顯示持續

推動行人路權優先觀念及加強

降低機車事故執法作為等之必

要性。

觀察 106 年各年齡別重傷

人數及比例（圖 3），以「65

歲以上」高齡者重傷 1.2 萬人

最多；「20-24歲」年輕族群 0.86

萬人居次；各年齡層除「12-17

歲」外，重傷比例隨年齡層漸

增，「65 歲以上」達 27.6％，

為高齡化社會不可忽視之現

象。

三、年輕及高齡族群死

亡、重傷率最高

續觀察每十萬人交通事故

死亡及重傷率（下頁圖 4、5），

106 年分別為 11.5 人及 264.8

表 2　道路交通事故重傷人數－依當事者騎乘運具分

年度 總計
大客

( 貨 ) 車
小客

( 貨 ) 車
機車 自行車 行人 乘客 其他

重傷人數 ( 萬人 )

102 年 5.9 0.02 0.2 4.5 0.3 0.4 0.5 0.04

103 年 6.4 0.01 0.2 4.9 0.3 0.4 0.6 0.03

104 年 6.3 0.01 0.2 4.8 0.3 0.4 0.6 0.03

105 年 5.9 0.01 0.2 4.5 0.2 0.4 0.5 0.03

106 年 6.2 0.01 0.2 4.8 0.3 0.4 0.5 0.03

重傷比例 (％ )

102 年 15.9 23.8 13.0 15.9 18.1 26.8 12.6 20.7

103 年 15.6 20.6 12.7 15.5 18.6 26.3 12.1 19.6

104 年 15.4 21.2 12.7 15.3 18.2 26.5 12.4 20.4

105 年 14.6 21.0 11.8 14.5 16.7 25.9 11.8 18.9

106 年 15.8 20.9 12.6 15.8 18.7 26.3 12.9 18.2

說　　明：重傷比例＝重傷人數∕總受傷人數×1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3　106 年重傷人數及比例－按年齡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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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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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年齡層中，以「18-24

歲」及「65 歲以上」情況最為

嚴峻，其中「65 歲以上」每十

萬人死亡 30.5 人，「18-19 歲」

每十萬人重傷 804.9 人，較全

體平均高 1.7 倍及 2.0 倍，顯示

高齡者較無法承受劇烈撞擊，

死亡率較高，年輕族群以機車

為主要交通工具，重傷率偏高。

圖 4　106 年死亡率－按年齡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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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圖 5　106 年重傷率－按年齡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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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四、酒駕致死及重傷多

酒後駕車會影響駕駛人注

意力、判斷力及應變能力，並

增加事故發生機率，本文續循

前述流程編製酒駕事故相關統

計，以強化宣導及嚇阻力道，

保障民眾生命安全。

經政府積極宣導、增強取

締頻度及罰則，酒駕致傷亡人

數由 103 年 1.8 萬人逐年降至

106 年 1.3 萬人（下頁表 3），

占全體交通事故傷亡比重亦縮

減 1.1 個百分點，減至 3.3％。

若與非酒駕案件相比，酒駕死

亡占該類案件傷亡數之比率

（2.5％ ~3.0％），明顯高於非

酒駕案件（0.6％），酒駕案件

重傷比率（25％ ~27％）亦遠高

於非酒駕案件（14％ ~15％）。

肆、結語

維護民眾用路安全為交通

部門之重要施政方針，各國為

規劃道路安全措施採行之道安

統計，強調事故性質細緻分類，

惟分類模式尚乏國際準據。本

研究跳脫既有統計範圍權管分

工，深入瞭解國內道安單位業

務需求，接軌國際並跨部會協

力活用巨量資訊，創編道路交

通事故 30 日死亡、輕重傷及酒

駕等相關統計。在統計規劃過

程中，亦協助業務單位導入公

務統計編製規範，定期產出統

計結果並提供交通部交通統計

查詢網、交通安全入口網等管

道揭露各界關切之相關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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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傷亡總人數 ( 萬人 )

酒駕案件 非酒駕案件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 萬人 ) 死亡 重傷 輕傷 ( 萬人 ) 死亡 重傷 輕傷

103 年 41.5 1.8 3.0 27.1 70.0 39.7 0.6 15.0 84.4

104 年 41.2 1.6 2.9 26.7 70.4 39.6 0.6 14.9 84.5

105 年 40.6 1.5 2.7 24.9 72.4 39.1 0.6 14.1 85.2

106 年 39.6 1.3 2.5 26.1 71.4 38.3 0.6 15.4 84.0
說　　明：1. 酒駕案件係指任一駕駛人吐氣酒精濃度達 0.15mg/L 以上（102.6.13 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第 114 條修正規定），並造成人員死亡或受傷之事故。

　　　　　2. 配合酒駕標準一致性，本表自 103 年起統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3　道路交通事故傷亡人數－依酒駕與否分 充分提升統計數據應用價值。

註釋

1. 健保醫令明細資料檔之醫令執行

時間欄位自 101 年 7 月（資料期）

建置，另本研究自 108 年 1 月啟

動，可取得最新之完整健保資料

為 106 年。

2. 出院日期、醫令執行日期及時間

非申報保費之必要欄位，致部分

案件未能掌握確實留院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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