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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璽聾置單單

台灣地區青少年運輸需求特性與

交通安全風險感認之調查研究

張新立*

有鑑於青少年無照違規駕駛機車之情形嚴重，而當前之大眾運輸

又面臨日漸式微之窘境，如何提供服務設施以滿足青少年之運輸需求

實屬刻不容緩之課題。本研究透過問卷設計及訪問調查，嘗試瞭解青

少年學生(年滿十二歲但未滿十八歲之園中、高中、高職及五專學生)

日常生活之旅運活動需求及其特性、青少年學生對現有交通環境之事

故風險感認、及青少年學生違規使用機車之背景與情況。問卷依所欲

探討之課題分成三大部份，各部份之內容分別如下:

(一)青少年旅運活動需求及其特性調查

除了記錄受訪者個人之基本資料外(年齡、性別、居住地點、每

月可自行支配使用之零用錢、是否會騎機車或駕駛汽車、家中擁有機

動車輛數等資料) ，並要求受訪者J拭目憶方式逐筆記下其前一個例假

日及前一個非例假日之所有旅運活動及目前、發生時間、前往各活動

目的地所使用之交通工具、所花費之時間與成本、停留時間之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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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對所使用交通工具之滿意程度。為避免記錄過多短暫停留之旅次而

加重調查負擔，本研究僅對停留半小時以上之活動加以記錄(回家之

旅次除外，因其可能回家片刻即再行外出活動)。

(二)青少年對交通安全之風險感認調查

調查當青少年學生以不同角色使用道路時(即行人、腳踏車使用

人、機車使用人、小客車使用人及公共汽車使用人) ，對我國當前交通

環境之交通安全風險之感認程度。此外，為進一步探討影響青少年交

通安全風險感認之因素，本調查更包含了青少年交通事故經驗與交通

安全相關知識認知信心之調查。

(=)青少年違規使用機車情況與宣導接受程度調查

本調查之內容包括青少年學生是否有違規駕駛機車之經驗、何時

開始使用機車、日常生活中使用機車之頻度、有否發生機車交通事故

之經驗及受傷之嚴重程度、使用機車之來源、學校及父母對違規使用

機車之態度、對機車機械常識與交通法規之認知程度、對交通安全宣

導媒體及管道之接受程度等。

在經費、人力與時間等條件之限制下，本研究以訪問兩千名青少

年學生為調查目標。由於圈中學生之生活較為單純、個體閑之差異較

低，在本研究經費有限之情況下，不擬投入過多之資源以取得較多之

樣本數目。而相較於國中學生，高中、高職及五專學生因年齡較大、

升學之壓力不同、生活較其變化性，拉大個體問之差異性，有必要分

配較多之資源以充分捕捉其間之差異。因此，在總樣本數為兩千名青

少年之情況下，本研究規劃訪查五百位園中學生，而保留一千五百位

之受訪者給高中年齡之青少年，而高中年齡之樣本數則更進一步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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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高中、高職及五專(前三年)學生人數比率加以劃分。

國中、高中、高職及五專所分得之樣本數則再進一步依各縣市之

各級學生分佈比率(即各縣市該級學生數佔全國該級學生總數之比率)

加以分配。依上述方法分配樣本之結果顯示，除台北縣市、高雄縣市、

台中縣市及台南縣市外，其他縣市所分配之樣本均不多，不僅調查起

來不經濟，亦可能導致統計效力不足之缺憾。因此本研究乃將樣本分

配數較少之縣市依其規模、都市化程度、地理特性、大眾運輸系統狀

況等因素之考量而加以歸類，並選定新竹縣市代表基隆、桃園、彰化、

嘉義等縣市，雲林縣代表苗栗、南投、屏東、宜蘭等縣。花蓮、台東

及澎湖等三縣則因地處偏遠，暫不包括在本研究之範圈。在選定六個

調查地區之後，則分別在各調查地區選擇四至六個願意配合調查之學

校，並由專人前往該校利用午休時間對學生作面對面之訪談。此外，

為顧及公、私立學校學生特性之差異，在篩選學校之分配上亦作了必

要之考量。

調查工作於民國八十四年十月至十一月間在所選定之六個地區同

時進行，經篩選剔除無效之少數樣本後，計得青少年旅運活動需求及

其特性調查樣本 1906 份，青少年對交通安全之風險感認調查樣本

1903 份，青少年違規使用機車情況與宜導接受程度調查樣本 1563 份，

是為本研究分析探討之主要資訊與材料。

本調查研究之結果發現，我國青少年學生不論例假日或非例假日

均有很高比率之課外補習活動。而在交通工具之使用上，園中學生有

甚高之比率使用腳踏車，高中職學生則逐漸仰賴公共汽車。至於違規

使用機車之情況，則以高職及五專學生為最多:例假日青少年學生違

規使用機車之情況約較非例假日提高三倍。本研究亦發現青少年學生

之旅運活動中仰賴父母接送之比率不低，此現象可能與對大眾運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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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不甚滿意有關，另日趨惡化之交通與治安想必亦有影響。本研究

進一步之比較分析亦發現，青少年學生之旅運活動與交通工具使用隨

著學校層級與地域性之不同亦有極大之差異。本調查研究尚有許多發

現頗值有關單位參考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