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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桃園市政府積極推動交通改善與人本環境政策，針對核心問題以小成本

成效、示範性策略執行；針對車行環境壅塞路口，目前本府交通局在無法適

時拓寬車道情況下，以標線偏心設計，實質增加路口車道數之案例，惟周邊

相關標線標誌指引必須明確、顯著、有效、且安全，日本在規劃設計及交通

管理過往經驗值得學習。 

    另針對人本環境推動，大力改善人行環境並建立通學廊道，藉由建立實

體人行道、新設候車亭、建立無障礙路緣斜坡、障礙物移除或調整、擴大過

路停等空間、設置通學巷及路口雙色溫等七大手法執行，日本九州相關附屬

設施維管經驗也值得借鏡學習。 

 

福岡縣警察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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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規劃 

一、  考察行程 

日期 行程 

第一日 

１２月１１日（一） 

城市：台灣→福岡 

第二日 

１２月１２日（二） 

城市：福岡 

第三日 

１２月１３日（三） 

城市：北九州 

第四日 

１２月１４日（四） 

城市：熊本 

第五日 

１２月１５日（五） 

城市：福岡→台灣 

 

二、  考察人員 

編號 機關別 單位別 職稱 姓名 

１ 交通局 局本部 主任秘書 張丞邦 

２ 交通局 局本部 專門委員 劉廣堂 

３ 養護工程處 處本部 副總工程司 姜志男 

４ 交通事件裁決處 處本部 秘書 林家鈺 

５ 交通局 交通工程科 行政助理 林宜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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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察過程 

一、  福岡縣警察局觀摩及經驗交流 

福岡縣警察組織包括設有福岡縣公安委員會，下設福岡縣警察本

部(相當於各縣市警察局)，本部分為8個部門，再下設北九州警察部、

福岡市警察部及36個警察署(相當於分局)、署以下為交番及駐在所。

本次參訪的即為福岡縣警察本部。 

 
福岡縣警察組織圖 

 
福岡縣警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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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岡縣警察局為交通管理機關，本府由交通局張丞邦主任秘書率

員拜訪，由該機關山本先生代表雙方互贈禮品，並就其業務範疇、組

織管理等不同層面交流座談，由三位不同業務主管分別說明-交控中心

執行、交通管制、交通信息。 

 

桃園市政府交通局主秘代表致贈禮品 

 

福岡縣警察交通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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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岡縣警察本部宣導旗幟 

(一) 110勤務指揮中心 

    有關110報案是處理緊急事件及事故處理；福岡縣內撥打110電話

均由福岡縣警察本部的通訊控制室接收，並透過無線電將通話內容傳

輸至警察局、巡邏車等。如遇搶劫案件，打110報警迅速舉報，以最快

速度逮捕嫌犯。 

    110報案可透過電話、110 APP、智慧型手機的緊急電話、傳真等

方式進行，當福岡縣警察本部收到民眾110電話，會通知員警立即趕赴

現場處理。 

    110報案中心員警會配備多台電腦設備、無線電等，監控各方傳來

資訊，亦設置紅黃綠燈桿及警報器，紅燈亮起代表處理緊急事故，黃

燈亮起代表處理事故不方便接電話，綠燈亮代表可隨時處裡案件，利

用各方回報訊息，搭配燈桿和警報器，以最有效人力處理民眾舉報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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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岡縣警察本部110通報中心 

(二) 交通行控中心 

縣境內設置11處交通管制中心，在本部交控中心設置大型「交通

狀況表示板」，顯示全福岡縣、北九州等區域街道實際交通車流情形，

會視交通壅塞情形、車流量進行號誌控制，及轉換紅、黃、綠燈時

間，藉以掌握車流即時紓解交通擁塞，維護安全舒適的交通環境。 

在交通控制中心，透過交通控制網路系統(超音波偵測器、直升

機、警車、監視器)蒐集交通訊息，測量及確認車輛數量及交通堵塞情

形，電腦分析訊息後，將這些訊息數據回傳至交控中心，「交通狀況表

示版」會依照壅塞程度，依紅、黃、綠線來區別，並進行信號控制，

亦將交通訊息傳輸到廣播、電視、汽車導航、交通資訊版等，傳達用

路人即時訊息，可避開堵塞路段。 

於「交通狀況表示板」顯示交通事故地點，即時處理情形，透過

交通管制系統可減少交通事故、交通壅塞及預防交通汙染等問題，確

保人車用路順暢，創造安全暢通的交通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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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岡縣警察本部交通狀況表示板 

 

福岡縣警察本部交通狀況表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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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時顯示道路畫面 

福岡警察本部自1971年起設置交通控制中心，只有本部有警員值

勤，分部僅設置機器，此外，本部「勤務指揮中心」、「交通行控中

心」相互提供資訊，由交控中心人員視交通車流情形控制交通號誌，

控制紅、黃、綠燈燈號時間長短，藉以紓解壅塞情形。福岡市區的交

通號誌均可控管，交控中心人員可藉由監視器掌握路口交通狀況，以

顏色區分車流情形，顯示於交通狀況表示板上，紅色為最壅塞，塞車

車陣達300公尺以上，黃色為壅塞，塞車車陣達200公尺以上，綠色為

普通，塞車車陣在100公尺以下。運用顏色區分各路段車流量，以即時

掌握福岡交通情形。 

 
以顏色區分車輛壅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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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中心人員及時掌控交通情形 

(三) 交通規則及設施規劃 

1. 交岔路口規則 

(1)紅燈停止，左轉小心：在日本號誌燈為紅燈時一定要停止，不能左

右轉，左轉要等到綠燈時才能左轉，左轉也要確認左側是否有機車

或自行車也在左轉。 

(2)行人優先：在交岔路口須以行人為優先。左轉時，只要有行人穿越

路口，車輛均要暫停禮讓行人通行，才能繼續行駛。 

(3)右轉時靠左行駛：日本為左側駕駛與台灣右側駕駛不同，右轉後要

超越中央線道行駛至對面車道，與台灣不同，日本右轉後要開到左

側車道。 

(4)嚴禁在路口前不當變換車道：交岔路口前若有橘色標線，是禁止變

換車道，避免突然變換車道造成追撞事故。 

(5)只有綠燈時可以前進：日本看見號誌燈轉換成黃色時，車輛要停止

不可加速。 

(6)綠色箭頭號誌燈：綠色箭頭號誌燈亮起，代表往箭頭方向可以行

駛，只要箭頭燈未亮起就不能行駛。類似台灣左轉、右轉專用號誌

燈。日本部分路口採取此號誌，加速右轉車輛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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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開車需繫安全帶：駕駛中駕駛和乘客均需繫上安全帶，避免未繫安

全帶造成事故嚴重後果。若未繫安全帶，會遭員警攔查及開單。 

(8)嚴禁酒後駕車：酒駕將造成交通事故，在任何國家都是禁止的，如

有違反規定，將處以50萬以上日幣罰金。 

2. 易肇事路口改善 

為改善易肇事路口福岡縣警察局與福岡市政府共同會勘研商改善

策略，將既有閃光號誌拆除後，繪設停止線、路口楔型減速標線、路

口處繪設紅框標線凸顯路口能見度，支道繪設虛線提醒駕駛停車再

開，透過駕駛人視覺變化而減速慢行提高路口交安全。 

 

 改善前-閃光號誌(支道紅燈) 

 

改善前-閃光號誌(幹道黃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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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後-支道標線調整 

 
改善後-幹道標線調整 

3. 行人事故改善 

福岡縣警察局針對轄內行人行走行穿線發生 A1事故交通工改善案

例分享，調整路肩及停止線位置，提升駕駛人行車視距，維護行人通

行安全。 

於行穿線最容易交通事故地點繪設紅底行穿線及車輛進入前繪設

紅色色塊或地方方言，以提醒駕駛人前方為行人穿越道請減速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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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事故示意圖 

 
標誌標線調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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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提醒行人通行標誌 

 

利用地方方言注意轉彎提醒減速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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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行人穿越道前繪設紅色色塊 

 

4. 最高速限30(km/h)計畫 

日本國土交通省及警察廳積極推動最高速限30(km/h)計畫： 

(1)限速30公里必要性：車道寬度小於5.5公尺的全國交通事故數量已逐

漸下降，但佔總事故數仍不變。車道寬度在5.5公尺以上道路上的行

人、自行車傷亡率，和車道寬度小於5.5公尺相比，超過1.8倍。 

(2)按情況和離家距離的事故死亡比：以2021年統計數據，行人步行中

和騎腳踏車事故死亡比為50%，行人和騎腳踏車事故死亡一半比例在

家附近500公尺內發生。 

(3)車速和行人死亡率：以2021年警察廳事故統計，汽車時速超過30公

里以上，事故行人死亡率增加。時速20-30公里，行人死亡率為

0.9%，30-40公里開始至50-60公里死亡率增加至17%。 

(4)設置限速30公里成效：設置前47%車輛會超過速限，設置後降至

28%。設置限速30公里車輛超速數量下降。在行人穿越道前停下車輛

比設置前為74%，設置限速後提升至89%。由此可見，限速措施實施

後，行人通過穿越道前車輛停止和減速速度已改善。 

(5)社區道路新式交通工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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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社區道路以人為本的安全放心的通行空間，訂定最高速限30

公里的區域，來提高行人安全。 

 於路口處增設交通桿(可升降) 在管制禁止進入時間，交通桿會

立起，禁止車輛進入，其餘時間則下降讓車輛通行。 

 

管制設施 

速度管理對策於路段中增設減速平台、將直行路段透過交通桿改

S行道路縮減、行穿線減速平台，利用彎曲形狀，亦或縮小道路寬度

等方式影響駕駛人視覺並藉此提醒駕駛人減速。 

  

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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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減速平台 

  
行穿線減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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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縮減 

5. 限速30計畫制定流程 

(1)由警察(公共安全委員會)規定最高時速為30公里。 

(2)先了解各地情形，及各地交通事故發生狀況及相關利害關係人需

求。 

(3)選定限速30區域，須廣納意見考慮當地需求，由道路管理人員和警

方共同制定。 

(4)制定限速30計畫，由道路管理人員和警方共同審議並制定維護計畫

草案，再和當地居然就措施內容達成共識後制定。 

(5)落實限速30計畫，根據計畫落實相關措施及時體設備。 

(6)驗證措施有效性。 

(7)針對措施實施後結果檢討改善，進行必要性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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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博多轉運站公共運輸及環境管理 

公共運輸為大型城市解決交通問題具體作為，本市營運中-經國轉

運站及陸續推動八德轉運站，甚至後續大型鐵路車站周邊都有可能規

劃類似建設，藉由博多車站轉運站經驗，學習重點摘要-車站站體可看

出老舊建物，但內部規劃細膩完整，有商家營運活絡，旅客主動線地

面貼紙以醒目色澤區別不同動線，並佐以方向指引，到定點後有容留

人數控管、到達時間標示，在等待過程，也有類似工作人員宣導。 

 
 以顏色區分排隊隊伍 

 

工作人員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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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運站鄰近博多車站，車站接駁區以遮雨棚架單側立柱設計，採

光良好，區域與廣場完全地坪平坦順接，無障礙優先設置。 

 

博多車站無障礙設施 

 

三、  天神商圈探索 

天神地區為熱鬧繁華街道河濱區域，擁有歷史悠久建物及設施，

每一座傳統城市在逐求現代化便利性同時如何保有其特色，為本次探

索地點主要目標。 

首先針對車流控管，在日本生活道路隨時可見車道偏心設計，從

下可明顯看到道路中央車道變化，道路口交匯處漸變完成；自行車道

明確於路面劃設及指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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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心右轉 

 

自行車行車方向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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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下圖可以看出右側老舊建物一樓樓板低於人行道，橫向坡度往

外，在此況狀下會有排水流向民宅問題，在此增設排水溝舖蓋板及欄

杆區隔。 

 

排水溝舖蓋板及欄杆區隔 

道路崁置名牌路名及里程數方位標誌，排水設施細目格柵過濾樹

葉雜物。 

 

名牌及細目格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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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定位點警示導引，行穿線浮點導盲指引 VS台灣導引標線比

較。 

 

日本浮點導盲指引 

 

台灣導引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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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蓋處置人行道鋪面雖然為舊式20*20平板磚，針對消防栓、配電

孔蓋齊平、量體縮小。 

 

孔蓋 

單行道配置除指示標誌，在地面劃設顯眼矩形塊標線。 

 

單行道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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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博多車站鐵路高架化區域周邊設施 

不論鐵路地下化或高架化，對於區域連通設施都要予以考量，藉

此觀察相關設施。飯店在不影響排水、行人通行情況下，利用拼裝式

塑膠塊，搭接成車行斜坡道，銜接處路緣石切削。 

 

路緣石切削 

 
商店退縮地設施集中化(電氣、排水、植栽及再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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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福岡交通環境 

日本為維護行人安全於商圈及行人量大之地點設置行人專用時

相，以提升行人通過路口交通安全。 

 
福岡車站行人專用時相  

 

太宰府對角行人專用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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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神商圈對角行人專用時相  

 

天神商圈行人專用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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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行人通行安全日本以不同形式劃設行穿線與行人停等區，

以維護行人通行安全。 

 

 

綠底行穿線  

未設置交通號誌地點以路口楔型減速標線及停止線，提醒支道車

輛減速慢行停車再開。 

 

支道路口楔型減速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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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1事故提高時，以資訊可變標誌(CMS)加強宣導交通全並取締

違規車輛。 

 

資訊可變標誌(CMS) 

 

資訊可變標誌(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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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道路設計以偏心右轉轉車道是透過標線及槽化線導引，讓欲

右轉車輛接近路口時，逐漸駛入右轉專用車道待轉，有效改善右轉車

阻礙直行車流。 

 

偏心右轉車道  

 

偏心右轉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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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心右轉車道  

 

六、  北九州交通環境 

以槽化線設計引導駕駛人依循指示之路線行駛分隔衝突、減少衝

突面積。 

 

路口槽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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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槽化線  

當心行人以燈箱建置參考行人觸動號誌方式使用，夜間經行人觸

動按鈕後，當心行人燈箱亮起，提升夜間警示度、增加駕駛反應時

間，以減少行人事故率。 

  

當心行人燈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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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心行人觸動按鈕 

 

自行車道與公車車專用道分別以藍色與紅色鋪面引導車輛

行駛。 

 

自行車專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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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性公車專用道  

 

藍色山型標線引導自行車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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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熊本交通環境 
本次熊本考察以自駕方式前往，可看出沿線市區與郊區交

通標誌標線號誌設計情形。 

彎道以山型減速標線及車道楔型減速標線設計，以視覺壓

縮車道空間迫使駕駛人減速慢行。 

 

山型減速標線  

 

山型減速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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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楔型減速標線  

 

車道楔型減速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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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道鄰近支道前以兩個雙菱形告知駕駛人注意前方有巷

道。 

 

雙菱形標字  

 

熊本網狀線以藍色框標字，告知用路人此處為車道出入口

請勿停車。 

 

熊本網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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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本道路沿線不同偏心右轉車道。 

 

偏心右轉車道  

 

偏心右轉車道  

 

路段中偏心右轉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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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心右轉車道  

輕軌經過路線道路設計及車道配置情形。  

 

輕軌路線路口設計  

 

輕軌路線車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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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預告標誌  

日本高速公路夜間指引標誌以傳統標誌面就可達到 LED 或

內照式亮度，駕駛人可明確判斷道路指引。  

 

國道指引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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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大濠公園景點交通 
大濠公園為壹水景公園，面積大約39.8ha，本次參訪以園

內園外2公里人行環境及友善設施為參訪重點。  

外環部分可以區分自行車道及徒步區，統以於登桿高處標誌，於

分叉點個別設置專屬標誌。 

 

自行車道與徒步區  

內部公園為環湖步道，同外環設置內圈為步道，外圈為自行車

道，並劃設卡通動物造型圖像區分。 

 

卡通動物造型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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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考察設施物-路燈桿及號誌桿管理情形，檢測紀錄有些桿件會

特別留存紀錄，檢修區域以六角螺栓啟閉 (台灣螺絲起子啟閉-容易啟

閉)，路燈豎置管理名牌。 

 

路燈檢測記錄 

橋梁伸縮縫橡膠片填縫，減少噪音提升行車舒適感，但也有老化

龜裂情形。 

 

伸縮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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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一、  行的安全 
在九州考察當地交通設施時，每當行人靠近路口，鄰近的車輛都會

停下來禮讓行人，無論是否有紅綠燈。日本行人有絕對的路權，只有車

讓人，沒有人讓車，只要違規，就會收到非常高額的罰款。此外，日本

行人及自行車量大，為讓行人或騎自行車的民眾能有充足的空間移動，

會在一些大路口會設置行人專用時相，讓行人安全通過路口，桃園亦在

部分路口試辦早開行人號誌及行人專用時相，成效良好，未來也將繼續

擴大推廣，守護用路人「行」的安全。 

 

行人專用時相及行穿線 

二、 偏心右轉車道 

本次考察日本九州交通規劃，發現日本幾乎所有路口均設計偏心右

轉車道，不管是以分隔島、槽化線偏移增設右轉車道，減少後方直行車

受阻及繞行事故，右轉車可以獲得良好視距，確認來車後才右轉，減少

事故；桃園亦在2023年積極推動偏心左轉車道，已完成約80處路口，預

計今年度擴大增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