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6.1 結論 

本研究為瞭解國內青少年無照駕駛機車行為意向之概況，以發放問卷的型式

對青少年無照駕駛機車意向進行相關分析，同時探討人口統計變數、外在環境因

素和內在心理因素間之關聯性，並透過分群之方式分別探討國中、高中及高職學

生過去之駕駛機車之經驗和了解青少年對於杜絕駕駛機車之看法。此外，本研究

亦進一步探討影響青少年無照駕駛機車行為意向因素之因果關係，透過 SPSS和
LISREL軟體對研究構建之模式進行確認性因素分析與路徑分析，以瞭解各構面

對於青少年無照駕駛機車行為意向之影響程度。根據整體分析結果，本研究可歸

納獲得以下的結論： 

一、 經彙整相關文獻，本研究認為影響青少年無照駕駛機車行為意向之因素包

含自我控制能力、家庭生活、學校教育、同儕團體、社會影響、法律認知

與執行、旅次特性與運輸服務和運具可獲性及觀感共八個構面。 

二、 參考過去文獻後，針對本研究探討主題設計得到「影響青少年無照駕駛機

車行為意向成因分析問卷」，問卷內容主要包含五個部份：A、駕駛機車

行為意向調查，B、自我控制能力，C、生活經驗，D、駕駛機車經驗調查，

E、個人基本資料。 

三、 本研究中駕駛機車行為意向調查部份中可發現，在總樣本中當本來可以搭

公車或捷運即可到達的地方，受訪者會因同學的慫恿而改以駕駛機車之意

向最低，有超過六成五的青少年會選擇偶爾會和極少會的選項。而得分最

高的選項中，詢問受訪者如果有能力自己打工賺錢的話，是否會自己打工

賺錢買一部機車供自己使用？結果顯示在整體樣本中，有將近七成的受訪

者選擇可能會自己去買部機車來用，其中在各樣本族群上，以高職學生之

意向最高，有超過八成的受訪高職學生選擇可能會以上的選項。 

四、 本研究中駕駛機車行為意向成因調查中全部共八個構面之 Cronbanch’s α
值均超過 0.6以上，均較一般要求之標準 0.5高，顯示本研究所使用之量表

或構面其信度良好． 

五、 在人口統計變數中與駕駛機車行為意向有顯著差異的有性別、年齡以及有

哥哥的受訪者其中男性比女性有較高之駕駛機車行為意向，駕駛年齡為 17
歲之受訪者學生之無照駕駛機車行為意向最高。而家中有哥哥的受訪者相

較於有弟妹及姐姐者，有更高之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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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根據模式之分析，影響國中學生無照駕駛機車行為意向之構面共有八個，

其中影響較大的構面依序包含的是自我控制能力、法律認知與執行、同儕

團體與運具可獲行及觀感構面，顯示這四個構面會對國中學生在機車駕駛

意向產生很大的影響，在影響國中學生無照駕駛機車意向的構面中，以自

我控制能力影響最大，顯示如果國中學生本身對於自己本身的行為越有自

我約束能力的話，則有越低之駕駛機車行為意向；反之越不能自我約束的

話，則其駕駛機車之行為意向則越高。其次為法律認知與執行構面，警察

的取締以及罰則的輕重皆會影響到國中學生之駕駛機車行為意向，顯示警

察取締的越頻繁或提高罰則的嚴重性皆會使駕駛機車意向降低。 

七、 影響高中學生無照駕駛機車行為意向之構面中，影響較大的構面依序包含

的是旅次特性與運輸服務、運具可獲行及觀感、法律認知與執行與自我控

制能力構面，顯示這四個構面會對高中學生在機車駕駛意向產生較大的影

響。顯示影響高中學生無照駕駛機車意向的構面中，以旅次特性與運輸服

務構面影響最大，當大眾運輸服務的提供越缺乏或方便性不佳時，甚或私

人運具提供的不足都可能會影響到高中學生駕駛機車之意向。 

八、 影響高職學生無照駕駛機車行為意向之構面中，較大的構面依序包含的是

運具可獲行及觀感、自我控制能力、法律認知與執行與同儕團體，顯示這

四個構面會對高職學生在機車駕駛意向產生較大的影響。影響高職學生無

照駕駛機車意向的構面中，以運具可獲行及觀感構面影響最大，顯示高職

學生對於機車高度的方便性及實用性等優點，是影響高職學生駕駛機車意

向的者要原因。 

九、 而高職學生在學校教育方面，高職學校教師對於學生之管教相較於高中、

國中較不嚴格以及學生之升學壓力不同等眾多因素影響下，導致雖然學校

教育雖然會影響到高職學生的駕駛機車意向，但相對之下影響相當有限。

而社會影響對於高職學生之駕駛機車意向上，可能由於高職學生受到社會

上發生的事情不關心或對於他人錯誤行為得過且過的關係，導致其本身受

到社會上的影響有限，且一般對於社會上他人的錯誤行為雖然知道不該

做，然縱使有自省的能力，但卻也不會因此影響到其個人本身的駕駛機車

意向。 

十、 在本研究的假設中，國中學生在法律認知與執行和旅次特性與運輸服務面

會影響運具可獲性及觀感構面，根據實證分析後，其中影響較大的是法律

認知與執行構面，顯示國中學生之運具可獲行及觀感受到法律認知與執行

之影響較大，顯示政府大規模的執法取締也產生效果，國中學生能夠感受

到被警方取締之壓力，進而降低本身對於機車的需求渴望性及喜好度。另

外，高中學生在法律認知與執行和旅次特性與運輸服務面會影響運具可獲

性及觀感構面，根據實證分析後，其中影響較大的是旅次特性與運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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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顯示高中學生之運具可獲行及觀感受到旅次特性與運輸服務的影

響，高中學生在運具的選擇上機車與大眾運輸工具、私人運具(如腳踏車、

家人接送等等)彼此間有競爭的關係，當運輸服務提供不足時，便可能轉向

對於使用機車的期待。因此，在高中學生上，旅次特性與運輸服務構面都

分別影響駕駛機車行為意向及運具可獲行及觀感極深。 

十一、 在整體有效樣本中，曾經有無照駕駛機車經驗者佔總樣本之 48.56%，顯
示國內無照駕駛比例仍非常嚴重。在各抽樣組群比較上，隨著年紀的增長

以及升學壓力的不同，青少年學生在無照駕駛機車的經驗上也有所不同，

在受訪學生中以高職學生有無照駕駛機車經驗者最為嚴重，平均每四個人

即有三個就有無照機車駕駛經驗，顯示高職學生在無照駕駛機車嚴重程度

可以說相當氾濫。另外，高中學生部分可能由於升學壓力較大、行為謹慎

度上亦比較勝於高職學生，因此有違規駕駛機車經驗者較不至於如同高職

學生嚴重，但仍然平均每兩個人即有一個有違規駕駛機車經驗。而相對年

齡層較低之國中學生，平均每四個人中，僅有一個人有機車使用經驗，比

例相較於高中及高職學生並不算高，但仍值得相關單位的注意。 

十二、 教導青少年學生學會使用機車的主要對象次數統計顯示，在由誰教導青

少年學生學會使用機車方面，國中學生自己偷偷學者佔最多數，在高中學

生部份，父母教導騎學會使用機車者佔最多數，另外在高職學生部分，父

母教導騎學會使用機車者佔最多數，其次為自己偷偷學。由整體調查結果

顯示，教導高中職學生學會使用機車的主要對象是父母親，國中學生亦位

居第三，顯見父母親放任青少年學生違規學習使用機車乃造成國內青少年

無照駕駛機車亂象的禍首，父母親實為交通安全常識教育上最須被教育的

對象。 

十三、 在使用機車類型方面，整體調查對象三個組別並無太大的差異性，青少

年學生主要所使用的機車類型為普通重型機車，也就是 50~125c.c.之機車

皆屬之，分別佔所有受訪學生之六成以上，而輕型機車與大型重型機車分

別次之。 

十四、 在機車的來源上，青少年學生的機車來源大多來自於家裡本身現有的機

車，佔整體受訪者之約七成，而各族群在父母買給自己使用的比例上，國

中學生及高中學生分別佔有 8.97%與 9.04%、高職生則佔 16.7%，顯示仍然
有眾多的父母親在交通守法觀念甚至是交通安全危機觀念上非常薄弱，青

少年身心尚未成熟，父母親冒然的購買機車給青少年學生使用極有可能造

成不可挽回的悲劇。 

十五、 青少年學生在違規使用機車受到警察及學校師長的取締次數顯示，絕大

部份的青少年未曾因為無照使用機車而遭警察單位取締，同樣的，也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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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九成的比例未曾受到學校師長的取締，由此可知，警察單位對於青少年

無照違規使用機車的取締情形並不嚴格，再加上近年來，由於安全帽的強

制配戴，相對的也造成警察單位在取締青少年無照使用機車上的困難。而

學校乃教導學生交通安全教育守法觀念的場所，但是卻發現學校亦未對學

生無照使用機車的情形加以遏止，因此，青少年學生的無照使用機車氾濫，

學校及政府警察單位的放任亦造成此結果的原因之ㄧ。 

十六、 在研擬青少年學生無照使用機車之處罰方案方面，由結果可知受訪學生

認為處罰最重，最具效力者為「父母一併接受處罰」以及「沒收機車」，

其次為「罰金 6000元以內」，而最不具效力者為「吊扣機車牌照三個月」。 

十七、 在青少年學生對交通安全宣導媒體之接受程度方面，青少年學生比較能

接受的是利用演唱會活動來宣導交通安全教育，其次為輕鬆活潑的電視宣

導短片及電視廣告，而教條式的宣導冊子及宣導海報則最不受到學生的青

睞，因此若能有效的透過演唱會及電視來宣導交通安全教育觀念，則必能

讓青少年在收視之餘亦能達到寓教於樂的目的。另外，青少年學生最能認

同的宣導者分別為青春偶像及事故當事人，因此若能善用青春偶像及事故

當事人的力量，則較能達到灌輸青少年交通安全相關知識，達到宣傳的目

的。 

 

6.2 建議 

    本研究礙於研究主題，以及人力、時間等成本考量，主要探討影響青少年無

照駕駛機車行為意向成因與驗證本研究所構建模式之適配度．綜合整個研究過

程、研究限制、研究方法與後續相關研究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一、 建議政府未來在解決無照駕駛問題時，應多管齊下而非從單方面著手，例

如一方面加強取締無照駕駛機車問題，同時也該設法提供更多的公共運輸

服務供青少年使用，亦即一方面採用罰款和執法等嚴厲手段嚇阻青少年為

無照駕駛機車問題，而另一方面也該增加運輸服務提高青少年行的便利，

否則一味加強取締容易導致民怨，而公共運輸服務的不足也會迫使青少年

產生無照駕駛機車之意向。 

二、 本研究顯示在人口統計資料中，性別、年齡和對於青少年無照駕駛機車行

為意向有顯著影響，未來政府在規劃有關管理青少年無照駕駛問題方案

時，可優先針對這些族群著手。  

三、 本研究在探討影響青少年無照駕駛機車行為意向之成因，國內外在探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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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年問題之研究上，雖有文獻指出各構面間也存有相互影響之關係，但本

研究在考量研究主題與研究的複雜性後，只探討了法律認知與執行和旅次

特性與運輸服務構面對於運具可獲行及觀感構面之影響，並未考慮其他各

構面間之關係，建議後續相關研究上，可將其考量進模式中以進行分析。 

四、 本研究所構建模式經 LISREL 驗證後，發現整體模式中，社會影響對於青
少年無照駕駛機車行為意向之校估參數值皆未達統計顯著，此結果雖與預

期研究成果有所出入，但基本上變數間影響關係之方向正確，證明本研究

之假設推論大致成立，惟資料的蒐集或量表的設計上需再行斟酌。 

五、 本研究僅調查台灣某些地區之青少年無照駕駛機車行為意向，雖與預期研

究成果大致相符，仍建議後續相關研究能涵蓋全台各縣市之青少年學生，

以擴大本研究結果之適用性。 

六、 目前在國內外之交通安全相關文獻中，對於青少年無照駕駛機車行為之養

成過程中有哪些主要因素，並沒有廣泛或深入之討論，建議未來研究可以

朝此方向繼續探討。 

 

 
 

 85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6.2 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