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號誌化路口並非皆具左轉專用保護時相，或實施禁止左轉等管制措施，因而綠色燈號

下允許車輛左轉運行之號誌化路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間，並未因路口號誌化，而消除潛

在碰撞之交通衝突，與行車動線之相互干擾，如圖 1.1 所示。 

號誌化路口綠色燈號管制下允許左轉之情形，常見於台灣都市地區之市區道路。而這

些未達設置專用左轉保護時相，或實施特殊轉向管制之路口，其左轉車輛肇事率及嚴重性

往往亦較高［20］，此外，由於臨近路口之直行車輛，常遭受對向左轉車輛不當駕駛行為

干擾，如左轉車輛提前左轉、突然加速行駛，或不讓已進入路口之直行車輛優先通行等，

而被迫採取煞停避讓動作；相對地，直行車輛亦常因未減速慢行，或未對已達中心處開始

轉彎之左轉車輛讓出優先通行路權［3、11］。 

 

l：左轉車輛

l

s

s：直行車輛

 
圖 1.1 綠色燈號管制下允許左轉之對向直行左轉車輛行駛軌跡衝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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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間之交通肇事頻繁，而任何交通問題之改善皆

須由教育、工程、執法之 3E 政策著手，因此，行政院及道路交通主管機關曾針對道路交通

管理處罰條例，其攸關對向直行左轉路權規範之第 48 條第 6 款「轉彎車應讓直行車輛先行。

但直行車輛尚未進入交岔路口，而轉彎車已達中心處開始轉彎，直行車輛應讓轉彎車先行」

之規定，提出檢討之修正意見，大致上歸結該條款，在依車輛相對位置作為路權取得之判

斷條件下，除存在路口中心處不易區分之問題外，亦有間接鼓勵路口轉彎車加速左轉，以

搶先取得優先路權之疑慮，因而經常發生對向綠燈直行車輛需及時煞車，讓轉彎車先行之

現象［2］。 

而進一步探究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直行左轉問題，在相關道路交通法規層面上，可得

知路口『中心處』在交通部路政司第 05629 號函示解釋下，已明確定義為路口中心，亦即

各道路中心線延伸交岔處，因此，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48 條第 3 款、第 6 款提及路口

之『中心處』，在實務上並無爭議，唯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48 條第 3 款、第 6 款，分

別提及左轉運行軌跡與方式，為『達中心處』、『達中心處開始轉彎』，但在考量實際左轉運

行之道路空間需求、與對向同為左轉車輛間之衝突等因素下，對駕駛者而言，並不易以抵

達路口中心點之方式完成左轉運行。此外，關於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48 條第 6 款可能

造成左轉車輛加速左轉，以獲得優先路權之問題，此部分左轉車輛運行速率應與道路交通

管理處罰條例第 48 條第 1 款中之『轉彎前減速慢行』規定一併考量。 

因此，本研究基於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通行問題於法規層面上之特殊

性，乃以交通衝突與路權理論為基礎，考量路口寬度、路口中心處、車輛尺寸、轉彎半徑

與運行軌跡、行駛速率、行車位置、最終碰撞型態等因素，先行推導車輛行駛軌跡座標公

式，再利用情境模擬分析法，進行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安全通行分析，分析

過程中則納入衝突臨界速率與安全通行期望次數理念，並根據分析結果及相關理論，研擬

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安全通行原則，以供駕駛者路口直行左轉通行之參考。

此外，本研究情境模擬與不同狀況下之左轉車輛安全通行探討，亦可作為未來路口對向直

行左轉之相關道路交通法規之〝量化〞分析參考，係為本研究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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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嘗試以定量為主，定性為輔方式，進行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直行左轉安全通行

探討，因此將考慮路口寬度、路口中心處、車輛尺寸、轉彎半徑、運行軌跡、行駛速率、

行車位置、最終碰撞型態等因素，在直行車輛路權為主之前提下，利用情境模擬分析法，

進行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安全通行分析，並進一步利用分析結果及相關理論

研擬路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安全通行原則，以供駕駛者路口直行左轉通行之參考。 

 

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1. 針對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相關之直行左轉車輛路權優先次序、國際道路交

通法規、交通衝突與肇事、對向直行左轉車輛運行行為與現況分析等研究、文獻進行深

入回顧與評析。 

 

2. 以公式推導、情境模擬進行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安全通行分析，藉以探討

不同狀況下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左轉車輛之安全通行軌跡、速率集中分佈範圍。 

 

3. 根據本研究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安全通行之量化分析結果及相關理論，研

擬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左轉車輛之安全通行軌跡與速率，及對向直行左轉車輛路權判斷

原則，以提供對向直行左轉車輛通行路口之參考。 

 

4. 本研究之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安全通行情境模擬及相關分析，亦可作為路

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安全通行相關之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48 條第 1、3、6 款，以

及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量化〞分析參考。 

 

1.3 研究範圍與內容 

依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回顧，針對本研究主題之研究範圍及內容初訂如下： 

1. 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左轉車輛係指欲轉入橫街車道之車輛，並未包含道路交通上視同連續兩次左

轉運行之迴轉車輛。而本研究範圍在時相方面，係為包含綠色管制燈號下仍允許車輛左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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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行之時相設計，例如允許左轉時相，如圖 1.2 所示，此種時相讓左轉車與對向車流同時

進入路口，但左轉車必須利用對方來車之間距以通過路口，或如允許/專用左轉時相等，如

圖 1.3 之第一及第二時相所示，此種時相順序之安排在讓左轉車先利用對方來車之間距通

過，然後再讓左轉車利用一專用時相以通過路口，而第三時相則讓左轉車與對向車流同時

進入路口，但左轉車必須利用對方來車之間距以通過路口。另外，路口管制設施方面，皆

以設有停止線之號誌化平面路口為範疇，如圖 1.4 所示。 

 

 
圖 1.2 允許左轉時相圖 

 

 
圖 1.3 允許/專用左轉時相圖 

 

 
圖 1.4 設有斑馬線與停止線之路口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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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色燈號管制下允許左轉之號誌化路口，其對向直行左轉車輛之交通運行狀況與車輛

於非號誌化路口相似，唯非號誌化路口尚涉及左右方車流運行，較為複雜，此外，由於台

灣都市地區有許多未達設置左轉專用保護時相，以及未實施禁止左轉管制措施之號誌化路

口，特別在巷道與其他主次要道路交叉時，最為常見，因此，本研究係以號誌化平面路口

為研究範疇。 

 

2. 研究內容 

（1） 文獻回顧與評析：蒐集與評析相關對向直行左轉車輛路權優先次序、國際道路交通

法規、交通衝突與肇事、對向直行左轉車輛運行行為與現況分析等研究等文獻。 

 

（2） 理論基礎與研究方法之建立：理論基礎方面考量交通衝突理論、路權理論，而研究

方法則考量運動定律、行駛軌跡幾何分析法、二維座標系統、情境模擬分析法、安

全通行檢定法等。 

 

（3） 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安全通行分析模式之推導與構建：依前述文獻回

顧與評析，以及研究方法與理論基礎，建立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安全

通行分析模式。 

 

（4） 情境模擬分析：本研究考慮路口型式、路口寬度、車輛尺寸、轉彎半徑、行駛速率、

行車位置、運行軌跡、最終碰撞型態等因素，進行不同情境組合下之模擬分析。 

 

（5） 路口安全通行原則之研擬：基於對向直行左轉問題於法規層面上之特殊性，本研究

將依據情境模擬及相關分析結果，研擬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安全通行

原則。 

 

1.4 研究方法 

1. 運動定律：運動定律分為運動學與動力學，其中運動學(Kinematics)為探討物體於空間

與時間中的運動情形，其基本概念為位移與路程，速度與速率，速度、速度變化與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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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而幾種常見之特殊運動，包括等加速度直線運動、等速圓周運動等。 

2. 行車軌跡幾何分析法：路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軌跡，可分為直線運動軌跡與圓周運動軌

跡之部分圓弧。 

 

3. 二維座標系統：利用二維座標系統，作為分析模式建立之基礎。 

 

4. 情境模擬分析法：考慮路口型式、路口寬度、車輛尺寸、轉彎半徑、行車位置、行車速

率、轉彎方式、碰撞型式等影響因素，模擬車輛通行路口之運行狀況，以分析號誌化平

面路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安全通行期望次數。 

 

5. 安全通行檢定法：本研究在道路交通相關法規所規定之道路速限限制下，利用實地調查

路口轉彎車輛行駛速率之次數分佈與以下累加百分比，選定左轉車輛於一般正常情況下

通行路口之行駛速率作為檢定門檻值，藉以檢測不同模擬情境下，號誌化平面路口允許

對向左轉車輛安全通行次數，同時並計算安全通行機率，安全通行期望次數。 

 

1.5 研究架構與流程 

1.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藉由情境模擬，應用衝突臨界速率及路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安全通行期望

次數，進行相關分析，並根據分析結果，研擬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安全通行

原則。因此，本研究首先經由回顧與深入評析相關文獻，探討影響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直

行左轉安全通行因素，以作為研究方法與理論基礎建立之基礎，並依據研究目的、範圍與

分析結果，建立以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安全通行情境模擬分析為核心之研究

架構，且藉由實地調查所得之左轉車輛正常行駛速率分佈範圍之上下限，作為與左轉車輛

衝突臨界速率分佈範圍比較之門檻值，用以進行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之安全

通行檢定、計算安全通行次數、安全通行機率及安全通行期望次數，最後則依路口對向左

轉車輛安全通行軌跡、速率集中分佈範圍分析結果及相關理論，研擬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

左轉車輛安全通行軌跡、速率及對向直行左轉車輛路權判斷原則，研究架構如圖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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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研究方法與理論基礎

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直行左轉
車輛安全通行之情境模擬分析

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左轉
車輛安全通行軌跡、速率
及對向直行左轉車輛路權

判斷原則

導入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
直行左轉車輛安全通行檢

定理念

計算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
直行左轉車輛通行安全通
行次數、機率、期望次數

路權理論
交通衝突理論

運動定律
推導軌跡公式

最終碰撞型態
分析

衝突軌跡分析

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左轉
車輛安全通行軌跡與速率

集中分佈範圍分析

影響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
直行左轉車輛安全通行因

素分析

 
圖 1.5 研究架構圖 

 

2. 研究流程 

本研究流程如圖 1.6 所示。 

（1） 確認研究動機、目的與範圍：本研究首先確立研究動機、目的與範圍。 

 

（2） 文獻評析：本研究將蒐集並評析對向直行左轉車輛路權優先次序、國際道路交

通法規、交通衝突與肇事、對向直行左轉車輛運行行為與現況分析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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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獻。 

（3） 建立理論基礎與研究方法：本研究之理論基礎為交通衝突理論、路權理論，而

所運用之研究方法為運動定律、行駛軌跡幾何分析法、二維座標系統、情境模

擬分析法、安全通行檢定法。 

 

（4） 建構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安全通行分析模式：本研究考慮路口型

式、路口寬度、車輛尺寸、轉彎半徑、行車位置、運行軌跡等因素，並基於上

述研究方法與理論基礎，建立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安全通行分析

模式。 

 

（5） 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安全通行之情境模擬：本研究將考慮路口寬

度、車輛尺寸、行車速率、行車位置、路口型式、轉彎半徑、最終碰撞型態等

因素，進行不同狀況下之情境模擬。 

 

（6） 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安全通行分析： 依據本研究之研究方法與理

論基礎所建立之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安全通行情境模擬分析結

果，進行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左轉車輛安全通行軌跡、速率集中分佈範圍分析。 

 

（7） 研擬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直行左轉車輛安全通行原則：進一步應用前述號誌化

平面路口對向左轉車輛安全通行軌跡、速率集中分佈範圍分析結果，研擬號誌

化平面路口對向左轉車輛安全通行軌跡、速率及對向直行左轉車輛路權判斷原

則。 

 

（8） 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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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衝突理論

確認研究動機、目的
與範圍

建立理論基礎與研究
方法

建構號誌化平面路口
對向直行左轉車輛安

全通行分析模式

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
直行左轉車輛安全通

行之情境模擬

研擬號誌化平面路口
對向直行左轉車輛安

全通行原則

結論與建議

運動定律
行駛軌跡
二維座標

文獻回顧與評析

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
直行左轉車輛安全通

行分析

路口寬度
車輛尺寸
轉彎半徑
行車位置
行駛速率
路口型式

路權理論

號誌化平面路口對向
直行左轉車輛運行行

為與現況分析

號誌化平面路口對
向直行左轉車輛安

全通行檢定

 
圖 1.6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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