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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 

路口行人安全設施改善 

改善人行道 

校園周邊暨行車安全道路改善 

行人及高齡友善示範區 

減少路側障礙物 

提升非號誌化路口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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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 

內政部 交通部 

• 都市計畫區內公路局現有經管省道 
 

• 都市計畫區外之省道、市道、縣道、
區道及鄉道 

非交通部補助範圍!! 

1. 全國既有道路人行環境及可串聯之人行空間。 
2. 全國公立學校及幼兒園校園內通學路徑(校園內通學路徑部分須為公有地並

開放供公眾通行使用)。 
3. 配合中央政策辦理事項。(如符合「行人優先交通安全行動綱領」之「工程

面向」之辦理事項等) 
4. 有助人行空間建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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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 

一般計畫 

整體規劃計畫 

碰撞構圖系統開
發（維運）計畫 

民眾參與提案
計畫 

易肇事路口、高風險路廊及路口行人安
全設施改善 

路段人行環境改善 

校園周邊暨行車安全道路改善 

行人及高齡友善示範區 
5 



本(112)年度補助重點  

一般計畫 
易肇事路口、高風險路廊及路口行人安
全設施改善 

1.交通部盤點提供之易肇事路口清單 

2.縣市政府自行提報路口(需先提送交通部增列為盤點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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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12)年度補助重點  

地方政府提案 

書面審查 

核定地方提案 

(提案表格:交通部盤點提供之易肇事路口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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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12)年度補助重點  

1.匡列經費原則依地方政府提報並納入計畫之路口數合計經費核列1案。 

2.每處路口200萬元為計算匡列經費基準。 

3.匡列工程費用時，地方政府可於核定案件內自行挪移經費改善路口，

惟其結案時改善路口數原則不得小於提報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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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12)年度補助重點  

1.路口改善案原則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自行審議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

審查會應邀請交通技師及相關專家學者協助審議，並視需求邀請當地

民眾、民意代表列席或召開公聽會。 

2.單處路口所需經費達500萬以上，或所需總經費超出原匡列預算時，

需提送中央主管機關設計審議。 

3.需拍攝施工前、後路口俯瞰照片，呈現改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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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12)年度補助重點  

工程名稱 

改善方式 

施工地點 

目前進度 

訊息公開 
(公告、公聽會、設計說
明會、施工說明會、地

方會勘…等資訊) 

施工前、中、後
照片 

須提供公開位置，並每月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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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12)年度補助重點  

112年12月04日地方政府提案截止 

112年12月底函知地方政府核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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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年度執行重點(一般計畫) 
 

一般計畫 

整體規劃計畫 

碰撞構圖系統開
發（維運）計畫 

民眾參與提案
計畫 

易肇事路口、高風險路廊及路口行人安全設施改善 

路段人行環境改善 

校園周邊暨行車安全道路改善 

行人及高齡友善示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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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通部「道安資訊平台」查詢年度前三十大易肇事路口 
2. 交通部盤點提供之易肇事路口清單 
3. 地方政府自行盤點之易肇事路口 
4. 行政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 
5. 交通部提供高風險路廊 

1. 興建(改善)人行道長度達連續二百公尺以上 
2. 騎樓打通(整平)長度達連續五十公尺以上 

校園周邊之內外通學路徑改善並設置交通寧靜區 

興建(改善)人行道或騎樓打通(整平)達成行人可連續步行之二公里以上人行環
境，且須途經至少三處行人使用熱區 



後續年度執行重點(整體規劃計畫) 
 

一般計畫 

整體規劃計畫 

碰撞構圖系統開
發（維運）計畫 

民眾參與提案
計畫 

包含一個以上行政區整體人行環境建設之分年分期
計畫 

配合辦理道路相關資訊盤點、統計、彙整及分析 

辦理行政區域內路網交通安全資訊盤點、統計、彙
整及分析 

行政區域內本部道路相關計畫提案輔導、民眾參
與、教育訓練、道路設計審議或進度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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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共同參與
街道環境改善 

後續年度執行重點(民眾參與提案計畫) 
 

一般計畫 

整體規劃計畫 

碰撞構圖系統開
發（維運）計畫 

民眾參與提案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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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生活周邊  
街道環境 

前往提案 

填寫 
提案案件內容 

完成提案 

人行道自主健檢系統運算 

利用大數據盤點全臺應優先改善
的路段供民眾參考 

全民投票 

◆ 每人至多投10票 
◆ 票選全臺優先改善10案，由本部補

助優先辦理改善 

案件追蹤 

公開改善案件資訊，達到全民監
督 

自主健檢 

全民參與 

(符合一般計畫提案原則下) 



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