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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各地方縣市警察機關之主要工作，以治安及交通為兩大主軸，由於警力及機

關資源有限，如何運用警力資源以達最大工作成效，應是警察機關極應探討之問

題。其中，在執行交通稽查取締工作方面，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1 條即開宗

明義闡明，執法之目的係為加強道路交通管理，維護交通秩序，確保交通安全。

然而，警政機關實施交通稽查取締對民眾權益產生直接之影響，是故常遭民眾質

疑其執法勤務規劃、手段是否確實達到執法目的，抑或僅是「為績效而取締」，有

趣的是，輿論常出現正反兩面之反映，一是交通執法過於嚴苛，員警因績效壓力

而取締，另一是員警懈怠，交通違規嚴重卻不取締。因此，執法強度或勤務執行

究竟應到達哪一個程度才算是績效良好？如果在警力資源投入限制下，達到某一

程度之成效即屬績效良好，即可考慮將過剩之警力資源轉而投入治安工作，以達

警力資源之最大發揮。 
在面對民眾對於警察交通執法成效之期待與合理取締之要求，警政機關以往

針對交通執法績效之傳統評核方式，已不符所需，單一評量指標與前、後期時間

內之績效比較方式，並無法提供檢視整體交通改善情形，且易出現績效比較上之

盲點。如：將今年取締件數與去年同期件數相較，件數減少之單位即評為執行績

效不佳，如此一來，將出現執行單位刻意調配勤務運作方式，以掌控取締件數，

落入為績效而取締之窠臼，導致機關追求之績效成果與民眾的需求產生相當之落

差。由於目前警政機關對外公開顯示之交通執法績效，仍係分別就違規取締件數、

交通事故件數等統計數字增減，來探討各單位執法成效之優劣，並佐以年度民眾

滿意度之調查來作為民眾感受之回饋；機關內部則以各項專案活動執行成果，對

各級警察機關及人員進行考評，導致過度重視專案之「帳面」達成績效，反而產

生許多問題，尤其是每當警政機關實施特定交通執法專案時，總會引致社會輿論

爭議。 
因此，建立一個良好的績效評估機制並實施策略管理制度，除可據以檢討警

力資源投入所獲之效益，設定未來執行目標，使各執行單位之警力運作能更有效

率、靈活外，尚可無形導引員警執行交通稽查勤務之心態與方式，對於整體交通

環境及民眾權益亦將所有助益。 

1.2  研究目的與範圍限制 

運用適當之績效評核方法為公共事務管理所必需，但用單一目標或準則去衡量

一件事物的優劣將有失偏頗，所以如何在多目標(準則)評估技術下，抽取一些較具

代表性的因素考量作為評核構面基礎，並依照評核基準，構建出合理可行的評核模

式，進而建立一套完善的實施計劃及考核評估標準，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課題。本研

究為使警察機關能夠有效評估交通警力之投入、產出效率，擬經由國內、外之相關

文獻探討，就警政機關交通執法勤務目的與特性，選定適當之研究方法，建立一套

客觀之評估模式。此外，除警察機關內部可操控之投入產出變數外，本研究亦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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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環境因素對警察機關交通執法效率的影響，使評估模式更為合理周全。因此，

本研究目的主要為： 

(1) 建立適當之效率評估模式，藉以評估警察機關交通執法之投入、產出效率； 

(2) 提供警察機關改進效率之方法； 

(3) 探討環境因素對於警察機關效率之影響。 

本研究係針對交通執法工作範圍內，尋找可量化評估變數，進而構建適合使用

之交通執法績效評估模式。為滿足研究需要，在資料可獲得性及研究資源限制下，

基於時間及成本考量，將研究範圍定義如下： 

(1) 針對臺北市政府警察局各分局進行模式構建。該警察局交通勤(業)務係由交通

警察大隊為業務幕僚統籌，並由各分局派出所、警備隊、配賦交通分隊為各轄

區直接執行警力，雖另有交通警察大隊各直屬分隊負責全市轄內各專任勤務及

保安警察大隊、捷運警察隊、女警隊等單位配合編排警力執行交通稽查工作，

惟考量組織層級不同、編排之警力及擔服勤務內容各異，故僅以各分局做為相

對績效之評估決策單位； 

(2) 本研究所指「交通執法績效」係指各分局在交通執法工作中，所呈現出之成果，

包括執法件數、事故防制成效、民眾滿意程度及執法品質等，是故，本研究將

針對現行交通執法工作中，有關之勤(業)務項目及執法項目，進行全面性之探

討，尋找並篩選出合適之投入、產出變數； 

(3) 本研究極思針對各轄區特性因素分析，尋找其相對績效，作為交通執法績效綜

合評估之依據，惟考量臺北市各分局轄區之劃分與市府行政區域不盡相同，是

故，有關轄區特性不同所造成之績效差異，將尋求研究方法解決之。 

1.3  研究架構與方法 
基於上節闡述之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構思應用客觀的研究方法評核各決

策單位之績效，有關效率評估在運用上已有相當多的方法，各種數量化績效評估

主要數量分析方法包括指標法、問卷調查法、效果追蹤法、比例分析法、平衡計

分卡、總要素生產力分析法、迴歸分析法、生產前緣法、隨機性前緣法、多準則

決策及資料包絡分析法等，本研究主要目的係針對警察機關所屬單位進行績效評

核，所選取應用之研究方法對於研究結果極為重要，因此本研究針對所選取之方

法除透過文獻整理分析外，並專章探討說明本研究方法之模式理論與應用限制，

最後再透過實例驗證結果，解讀與探討模式計算結果，並建議單位修正方向。 
由於各研究方法均有優缺點，經過文獻整理並比較分析，資料包絡分析法用

以評量各單位之量化績效相對值，並可以同時處理不同衡量單位的多項投入與多

項產出項之效率衡量，無須事先假設生產函數關係的型式，可避免參數估計問題，

投入、產出項的權數值由數學規劃模型產生，不受人為主觀因素影響，可以提供

單位資源使用狀況及效率改善資訊，建議管理者決策參考，加上目前已有許多專

業應用套裝軟體，使得資料包絡分析法被實務上使用比較可行，因此本研究採用

該方法進行實證之研究工具。 

資料包絡分析法自 Charnes, Cooper and Rhodes (1978)提出 CCR 模式後，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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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學者不斷投入這個研究領域，因此本研究方法已發展出許多改良及延伸模

式，其中，為改善在求解各決策單位之效率時，係以最寬容的方式尋找一組對決

策單位最有利的加權組合，以致於評估結果可能為多數的決策單位均為有效率，

本研究將採用模糊多目標規劃之資料包絡分析法進行績效評估，並與傳統資料包

絡分析法進行結果比較與分析。 

1.4  研究內容結構與流程 

本研究之內容結構主要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1) 問題界定及研究動機與目的 
確定研究目的與內容，釐清研究的範圍及對象。 

(2) 文獻回顧 
蒐集國內外與交通執法、警政與企業績效評估等相關之文獻資料，包括研究

報告與期刊論文，加以整理分析檢討作為後續研究之基礎，另外對於本研究

所使用之分析方法理論基礎、相關文獻及應用軟體等資料進行蒐集整理。透

過相關文獻的整理，進行績效評估目的與意義之探討，並彙整有關效率評估

方面各研究方法的適用範圍及優缺點，做為本文研究方法之選定，以為下一

階段的研究基礎。 

(3) 資料蒐集與整理 
需蒐集的資料包括既有交通執法績效評核計畫、各分局交通稽查量化統計、

轄內交通事故資料及行政資源等資料。本研究實證部分係蒐集臺北市政府警

察局各分局 2002、2003、2004 年之統計資料，並以 2004 年為績效評估年度，

相關資料如下：分局警力數、車輛數、預算數及各項交通違規取締件數、轄

內事故發生件數、交通勤務運作情形等，並針對轄區特性予以分析，以選取

適當之投入、產出變數。 

(4) 投入、產出變數選取 
依據所蒐集的資料建立選取投入、產出變數，作為模式分析之用。 

(5) 構建績效評估模式 
經過上述投入、產出變數之選取，據以建立初始效率評估模式，並經由評估

指標的檢定，剔除不當的變項，篩選出適合的評估變項，確定最終的效率評

估模式。 

(6) 實例研究 
將蒐集整理所得之資料投入模式進行實證，並根據實證結果提出增加執行效

率之建議。 

(7) 結論與建議 
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結論與建議，並建議後續研究之方向。 

本研究依上述之研究結構與內容，其研究流程可歸納如圖 1-1 之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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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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