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由於近幾年來台灣地區經濟發展快速，國民之生活水準也不斷提高，且由於

私人運具所特有的便利與舒適性，使得民眾持有的私人小客車總數也持續增加，

因此衍生出許多違規行為，而違規行為對於交通安全和車流順暢之影響極大，道

路系統中若有用路人違規，將會使他人權益受損，甚至可能會造成的交通事故，

造成道路擁塞等情形，嚴重者更可能危及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台灣地區的交通違規行為每年約在兩千萬件以上，其中光是違規停車就佔了

超過六百萬件，約佔所有違規行為的 28%(見表 1-1)，由此可見違規停車之嚴重

性，根據交通部統計處之統計，截至民國 92 年底為止，台灣地區之小客車總數(包
含自用與營業用小客車)已達五百九十多萬輛，也就是平均每千人擁有 265 輛小

客車，較去年同期約成長 3.5%1，且仍不斷的成長中，然而台灣地區的道路與土

地面積所能提供的停車位必定有限，根據另一項統計數字顯示，政府所規劃的合

法小客車停車場(包含路外停車場、路邊停車場、建築物附屬和風景遊樂區)僅僅

只有一百九十多萬個停車位2，平均只能提供不到四成的車輛停放，而以台灣各

個人口眾多的主要都會區為例，依其合法停車位數量與登記的小客車總數相比，

台北市為 0.64 比 1、台北縣為 0.33 比 1、高雄市為 0.66 比 1、新竹市為 0.41 比 1、
台中市為 0.51 比 1、台南市為 0.46 比 1，明顯均無法提供足夠的停車位，如此供

需失衡的結果，造成民眾違規停車之情形日益嚴重． 

表 1-1 民國八十九年道路交通違規舉發件數表 
項目別 
單位:件數 

總計 違規 
停車 

違反速率

規定駕駛

未戴安全

帽或未繫

安全帶 

違反高速

公路管制

規定 

爭道行駛

總計 21,793,000 6,028,933 9,437,933 3,232,693 1,843,815 1,065,909
較去年增減 5.6% -.01% 13.2% -16.9% 12.2% 4.5% 
結構比 100.0% 27.7% 15.8% 14.8% 8.5% 4.9% 
項目別 闖紅燈、

闖平交道 
未領 (帶 )
有駕照駕

車 

牌照未掛

領、損毀

或不清晰

不依規定

轉彎、迴

車 

裝 載 超

重、載運

人員不符

規定 

其他 

總計 909,425 891,540 707,717 247,174 246,890 3,179,171
較上年增減 -2.6% 32.9% 47.6% -5.0% 10.0% 30.7% 
結構比 4.2% 4.1% 3.2% 1.1% 1.1% 14.6% 

資料來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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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因應日趨嚴重的違規停車問題，政府相關部門也積極採取許多改善措

施，例如加強違規取締、提高違規罰則、大力宣導政策法令和興建路外、路邊停

車場等舉動，期能藉此降低違規行為，然而在警力不足的情況下，往往造成顧此

失彼的狀況，使得取締違規之效率不佳，且易造成民眾存有投機之心理，而現行

法規中規定違規停車三百元以上至一千二百元以下的罰款額度，對於台灣地區經

濟情況好轉、國民所得顯著增加的大多數民眾難生嚇阻之效，此外政府雖大力宣

導交通政策，然而其成效始終有限，難以引起民眾廣大回響，而不停興建停車場

也囿於都市中土地與道路面積之不足，停車位增加速度往往趕不上車輛增加率，

甚至因為地點選擇不當，使得停車場使用率偏低，由此可知目前之交通政策並不

能有效的解決違規停車之問題，更可能使得民眾因為違規停車情形遲遲無法改

善，而對政府政策失去信心． 

國內雖然對於「違規行為」和「停車管理」之方面研究甚多，且均有許多具

體的結論或建議，然而對於兩者之關聯卻著墨甚少，也就是有關「違規停車」之

研究實際上相當有限，鮮少有人探討違規停車之成因及其間之因果關係，因此本

研究將從外在的環境構面和駕駛人內在的心理構面雙方面來探討駕駛人違規停

車之成因，分析違規停車之態度與行為，期能藉此提出改善之建議，供政府相關

單位及決策者做參考之用． 

1.2 研究目的 

違規停車議題一直是國內交通執法重點之一，雖然近年來政府取締違規停車

之規定越來越嚴格，而取締之規模也越來越龐大，但政府之經費與交通執法人力

畢竟有限，不能常常舉行大規模取締，加上部分民眾心存僥倖心態，所以單靠警

方執法並無法消滅違規停車行為，更可能因為缺乏妥善的相關配套措施，導致民

眾無法配合政府之政策，進而引起民怨．因此政府應從民眾端之行為與需求出

發，了解駕駛人產生違規停車之動機為何，是受到何種外在因素或是個人因素影

響，並規劃出有系統的解決方案，再加上進行持續性的政策行銷，如此方能有效

減少違規停車之情形．根據上述分析，本研究期能達到以下之目的： 

一、對駕駛人進行影響其違規停車意向之成因分析，並探討其違規停車行為間之

關連． 

二、歸納出駕駛人常犯的違規停車行為，並了解駕駛人對其影響交通安全和車流

順暢之看法． 

三、建構駕駛人違規停車之意向模式，並提出相關假設． 

四、驗證駕駛人違規停車之意向模式，藉以了解違規停車之成因． 

五、綜合上述之結果，提出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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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範圍與對象 

由於本研究之目的為找出違規停車之成因，以供政府研擬政策做參考用，而

一般道路中常見的機車因體積小，其違規停車造成之問題不如小客車嚴重，而體

積龐大的大型車輛在一般的道路系統中並不常見，所以本研究是以探討一般道路

中小客車之違規停車為範圍，而所謂違規停車之定義係根據「道路交通管理處罰

條例」中第五十五條(臨時違規停車之處罰)和第五十六條(違規停車之處罰)中之

規定為主要依據(如下表 1-2)． 

表 1-2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五十五及五十六條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 第五十五條(違規臨時停車之處罰) 

汽車駕駛人，臨時停車有左

列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

百元以上六百元以下罰鍰： 

一、 在橋樑、隧道、圓環、障礙物對面、人行道、行人穿越道、  

快車道臨時停車者． 

二、 在交岔路口、公共汽車招呼站十公尺內或消防車出、入口

五公尺內臨時停車者． 

三、 在設有禁止臨時停車標誌、標線處所臨時停車者． 

四、 不依順行之方向，或不緊靠道路右側，或單行道不緊靠路

邊，或併排臨時停車者． 

五、 在道路交通標誌前臨時停車，遮蔽標誌者．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 第五十六條(違規停車之處罰) 

汽車駕駛人停車時，有左列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六百

元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

鍰： 

一、 在禁止臨時停車處所停車者． 

二、 在彎道、陡坡、狹路或道路修理地段停車者． 

三、 在機場、車站、碼頭、學校、娛樂、展覽、競技、市場或

其他公共場所出、入口或消防栓之前停車者． 

四、 在設有禁止停車標誌、標線之處所停車者． 

五、 在顯有妨礙他車通行處所停車者． 

六、 不依順行方向，或不緊靠道路右側，或併排停車，或單行

道不緊靠路邊停車者． 

七、 於路邊劃有停放車輛線之處所停車營業者． 

八、 自用汽車在營業汽車招呼站停車者． 

九、 停車時間、位置、方式、車種不依規定者． 

十、 於身心障礙專用停車位違規停車者． 

十一、 在道路收費停車處所停車，不依規定繳費者． 

資料來源: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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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流程 

本研究目的主要為分析駕駛人違規停車行為意向之成因，並藉由驗證相關假

設來探討如何規劃相關政策，同時詢問民眾對於違規停車行為之看法，最後再提

出適當之建議．本研究之研究步驟如圖 1.1 所示．而各階段工作內容說明如下： 

一、 界定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首先經由探討問題背景，輔以相關文獻之閱讀，產生研究動機，

進而界定研究問題與目的． 

二、 國內外相關文獻分析 

依據研究的主題與目的，蒐集與研究相關理論及文獻，並整理相關研究

的方法與結果，據此以提出研究之觀念性架構． 

三、 確立研究架構與方法 

藉由觀念性的架構，參考現有原理、原則、經驗法則或研究結果，以建

立適當的研究模式，以符合研究之目的． 

四、 設計問卷 

依據研究問題與目的，參照建立的研究模式與先前訪談內容，同時考量

人力、物力限制，界定出適當的研究範圍與對象，以進行抽樣方法設計，另

外亦重視研究內容的信度與效度． 

五、 問卷試測與調查 

問卷初步設計完畢後，即進行試測，以減少語意不明或複雜之措詞，並

依受訪者之意見加以修改問卷，待問卷修正確定無問題後，才進行全面調

查．資料蒐集係針對研究設計之範圍與對象，選取適當之方法進行問卷調查． 

六、 資料分析與模式驗證 

將蒐集之資料整理彙總，利用統計方法進行資料的基本處理與分析，爾

後用線性結構方程式來校估模式，並藉以驗證模式之相關假設，以確立模式

之可信度． 

七、 結論與建議 

根據資料分析、解釋及發現，作成研究之結論．最後再依據結論，針對

現況作成具體之建議，並提出後續之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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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流程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