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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路權平等　機車族吶喊

2016-12-31  記者 凃易暄 報導

2016年底台灣立法院紛紛擾擾，民眾集結為婚姻平權上街，然而在爭取平權的聲音中，不只有婚

姻鬥士。日前台灣機車路權促進會也在交通部前發起抗議活動，盼望取消道路上「禁行機車」的

標誌，開放機車自由左轉，爭取機車路權的平等。

 

車種分流　交通混亂的元兇車種分流　交通混亂的元兇

台灣道路交通系統自1978年以來，採用「車種分流」的做法來擬定道路計畫，一般常見的內車道

禁行機車即屬一例，相對於車種分流，全球大多數國家皆採取「車速分流」，意即以行車速度來

決定行駛的車道，高速公路即是根據此一原則來訂定。

車種分流與車速分流示意圖。（圖片來源／PTT Superbike版）

最初台灣因機車發展不夠完全、機動性不高，為求加快車流，舒緩壅塞的交通，於是採取車種分

流作法，於上下班尖峰時段，限制內車道禁行機車，久而久之就形成現在「機車行駛外車道」的

觀念。因為內車道禁行機車，外車道想左轉的機車自然會跟內車道的車衝突，於是「二段式左

轉」解決辦法油然而生，讓想左轉的機車騎士先行前往右前方路口待轉，等待下一個綠燈直行。

實行汽機車分流，原意是認為當時開發中的台灣，機車數量較龐大，過渡期後汽車將會取代機車

成為大宗。沒想到演變至今，機車數量不減反增，看似完備的交通政策，開始出現弊病。

 

機車族不減反增機車族不減反增　　要求路權平等要求路權平等

2011年，中華民國機車黨提出五大訴求，分別是廢止「禁行機車」，不強制兩段式左轉、機器腳

踏車正名為「二輪汽車」或摩拖車、籌設「機車安全駕駛訓練中心」、全面開放排氣量150c.c.

以上機車路權以及召開「二輪汽車（摩拖車）交通管理政策聽證會」。

根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9條明訂給予機車族最外側車道的路權，實際情形卻是一般小客

車、公車、砂石車等都可臨時進入，「現在機慢車專用道都變成汽車臨停道，汽車都來搶，沒道

理機車不能去。」東吳大學賴同學認為，若是不能廢除「禁行機車」，就應設置「禁行汽車

道」，而不是造成現在的汽機車爭道，機車族的優先用路權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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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族行駛外車道會遇到的三大衝突。（圖片來源／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網）

再者，「機車二段式左轉」源自日本，但日本的規定為排氣量50c.c.以下輕型機車與腳踏車在三

線道以上道路，須依路口標示兩段式右轉，起因於此類輕型車動力不足，無法直接左轉。搬移至

台灣，卻套用在所有普通輕型與重型機車上，「騎大型重機轉起來一點問題都沒有，實際感覺比

較安全，減少很多突發狀況，輕型機車跟重型排氣一樣大，也一樣實際上轉起來完全沒有問題。

」台灣機車路權促進會網路執行長周志彥認為，台灣人長期被灌輸二段式左轉的觀念，導致許多

人不會去思考另一種可能性，也強化直接左轉就是危險的想法。

 

主張自由選擇　再度陳情主張自由選擇　再度陳情

2016年，由台灣機車路權促進會號召的機車族在交通部前陳情，主張道路平權，廢除兩段式左轉

的「強制」規定，讓機車族擁有選擇的權利；並改進考照制度，培養更高素質的駕駛人，提升用

路安全。

強制兩段式左轉的弊病持續增加，促進會指出，台北市基隆路左轉辛亥路的待轉格非常小，僅能

容納七台機車，但尖峰時刻待轉車潮最少是正常時段的兩倍，許多機車為了安全只好往後停在斑

馬線上或是腳踏車穿越道，造成駕駛及行人暴露在危險中。

不僅如此，行進間的機車若想前往待轉區，需打什麼樣的方向燈來告知後方來車；該在右轉燈亮

起時前往待轉區還是直行燈亮起時前往；該停在右轉道或是直行道，種種狀況顯示兩段式左轉的

問題非左右兩個燈可以解決，而每當綠燈亮起，欲右轉之汽機車、欲直行之汽機車、前往待轉區

之機車同時啟動，衝突問題必然無解。

對此交通部路政司回函表示仍在檢討中，現階段依舊按照原道路《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9條明

訂機車分流原則及機車行駛至交岔路口轉彎規定，在適當的路口設置兩段式左轉。

 

增設機車左轉道　適度開放增設機車左轉道　適度開放

雖然交通法規遲遲未作出明確修法，許多縣市的交通局聽見民眾的聲音，開辦多處機車左轉道供

機車族直接左轉，如新北市自強路五段往南（重陽橋匝道側）即增設藍色機車左轉專用道，搭配

專用號誌，供該股迴轉上重陽橋的機車車流通行。根據中時電子報指出，目前新北市相關政策都

已有成效，日後會持續實施。而台北市與桃園市也陸續在幾個較大的路口設立左轉道提供機車族

民眾使用。

實施機車左轉專用道後大幅改善交通壅塞問題。（圖片來源／凃易暄製）

然而這樣的做法並非所有路口皆適用，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工程員李先生表示，一般對於三線

道的路口才有可能實施機車直接左轉，評估過程還需要考慮車流與地形，「目前仍無廢止禁行機

車的標誌，一切還是依現行法規為主。」桃園市交通局顧問吳宗修則認為，這樣的應變機制的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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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染白袍　急診室暴力血染白袍　急診室暴力

血染白袍、天使折翼，醫療暴力層出不窮，從
現行制度、硬體建設探討台灣醫療現狀。

沒有不好，但平日汽機車最大量的時後就是通勤時間，「不是你們想像這裡永遠機車很多，你為

了它弄這個，沒有效率。」因為不是每個路口都有大量的機車壅塞問題，面臨中小型路口，該設

置左轉道亦或持續維持兩段式左轉，都是各縣市交通局持續面臨的課題。

 

完備大眾運輸　減少自駕工具完備大眾運輸　減少自駕工具

機車路權一事自2011年中華民國機車黨提出五大訴求，至2016年台灣機車路權促進會主張的道

路平權與改善考照制度，爭執多年仍未有圓滿的解決辦法，吳宗修認為，這都是起因於台灣人對

機車的仰賴度過高，「這叫Motorcycle-dependent，機車上癮，依賴度很高，那你就不願意去

試別的，即使丟個垃圾也要騎車。」機車的方便性讓許多人不願轉搭大眾運輸工具，根據交通部

2016年發佈之2015年「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顯示，各縣市民眾外出皆以「機車」為最

主要運具，而民眾外出未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之原因，以「開車（或騎車）較方便」比率高達

48.8%，顯示台灣汽機車用量居高不下之原因。

吳宗修憑藉在美國居住多年的經驗也指出，他國之所以能採用車速分流，其中原因乃因國外機車

量不多，無需為了機車特別制定道路政策，而台灣若想改善機車族的用路安全，應從最根本的降

低自駕工具數量開始做起，宣導大眾多搭乘公共運輸工具。

 

道路安全　人人有責道路安全　人人有責

交通部路政司監理科科長趙晉瑋於2016年12月初回應陳情，將於年底邀請相關機車團體召開會

議一同討論，然而2016年已過，交通部卻沒有任何動作，對此台灣機車路權促進會公開在網路上

批判，周志彥也表示，已在研擬下一步行動，並呼籲大眾一同加入道路交通安全升級提案的連署

活動，讓政府正視道路安全。

台灣機車路權促進會在2017年1月1日發起連署，呼籲政府正視路權問題。

（圖片來源／台灣機車路權促進會）

交通是佔據我們生活中最重要也最容易危及生命的一環，無論是駕駛人或用路人，都應具備完善

的道路安全觀念，才能讓台灣進步成交通環境更友善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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