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 源 局 性 別 主 流 化 宣 導
「性別主流化(Gendermainstreaming)」是聯合國在全世界推行的一
個概念，是指所有政策活動，均以落實性別意識為核心，要求過去的
政策、立法與資源須要重新配置與改變，以真正反映性別平等。

■ 為何推動「性別主流化」
性別平等是一種價值，而不是特定人口的福利；性別平等不等於婦女福
利。性別主流化要求政府全盤地檢討目前勞動、福利、教育、環保、醫療
等政策裡，隱藏著的性別不平等，重新打造一個符合性別正義的社會

■ 性別平等政策三大理念
(一) 性別平等是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
(二) 婦女權益提升是促進性別平等的首要任務。
(三) 性別主流化是實現施政以人為本的有效途徑。

■ 性別主流化六大政策工具

(一)性別統計、(二)性別分析、(三)性別預算、(四)性別影響評估、
(五)性別意識培力、(六)性別機制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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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背景說明
• 運輸部門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占比皆排名前三，進行「節能」

「減碳」可有效減少國內能源的使用及降低CO2之排放
• 重車(大客車+大貨車)車輛數占比1.1%，能耗占比27.7%。國際上

已透過耗能法規及節能技術來提升車輛燃油效率
• 車隊業者燃油成本佔總營運成本支出約30%。推動節能駕駛教育與

優化車隊管理為節能推動成本最低且效益最高的項目。

不同車種車輛數與耗能占比(資料來源:運研所)

國際營運車隊成本結構占比

歐盟新車燃油效率提升演進
資料來源:Daimler Trucks,2014 

 國際節能技術應用總覽
重型車輛節能應用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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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型車輛節能技術在國際間已有多項成熟技術可供應用，研究顯示各種商用車輛若
能適當地搭配多項節能技術，在提升能源效率上可發揮至少10%以上的節能潛力。

資料來源：THE U.S. SUPERTRUCK PROGRAM, ICCT , 2014 tractor-trailer efficiency technology, ICCT , 2014



 國際節能技術應用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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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THE U.S. SUPERTRUCK PROGRAM, ICCT , 2014

重型車輛節能應用技術

• 超級卡車項目由美國能源部（DOE）所主導，目標是提升50％的聯結卡車之貨運
運輸效率與引擎制動熱效率(相較2010年基礎年)。

• 效率的提高主要透過引擎與先進整車技術來達成，其中50%制動熱效率的發動機
約可使貨運效率提高至少20%，而整車技術則可提高多達30%。

整車技術 引擎技術

 國內節能技術應用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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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年度 101 102 104 105

液壓混合動力 駕駛行為分析

電動化冷凍系統、駕駛艙空調 輕量化鋁圈 輕量化車體

節能輪胎

空力套件

• 長途運輸

• 節油效益3~9%

• 回本年期約2年

• 市區走停型態

• 節油效益最佳12%

• 回本年期約7年

• 冷凍運輸車隊

• 節油效益20%

• 回本年期約9年

• 城際運輸

• 節油效益3~5%

• 回本年期約1~2年

• 市區、城際運輸

• 節油效益3~10%

• 回本年期約3年

• 貨櫃運輸

• 節油效益>5%

• 回本年期約4年

• 市區、城際運輸

• 節油效益4.2%

• 回本年期3~4年

• 客運車體結構

• 節油效益1.2%

• 回本年期約3年

整
車
技
術

空氣動力

滾動阻力

駕駛行為

輕量化

電動化
系統

• 本計畫對國際已具商業化量產規模之節能技術，依國內客貨運使用環境進行實車驗
證及成本效益評估。

重型車輛節能應用技術



 空氣動力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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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動力流場分佈圖

不同速度下空氣及滾動阻力變化

高速時空氣阻力大幅增加

 影響車輛燃油經濟性的阻力為空氣阻力與輪胎滾動阻力。
 約有25%的風阻值來自於車頭，55% ~ 75%來自於車身空隙。
 當車輛高速(80km/hr以上)行駛時，空氣阻力將超過滾動阻力。

迎風面積大、結構存有許多空隙，
氣流容易形成滯留區。

 空氣動力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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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阻力產生區加裝空力套件可減少空氣阻力。
 空力套件-側裙應用廣泛適合業者安裝，具有符合防捲入法規、安裝簡易、費用低

廉與投資回收期短等優點。
 結合側方防止捲入裝置加裝空力套件-側裙，經道路實測高速可改善油耗5%以上。

車頂導風板

駕駛艙後端整流裝置

車尾導流

側裙導流裝置

CAE分析技術

結構輕量化



 車體輕量化技術(大客車)
 國內車體製造廠尚未全面導入最佳化軟體分析設計，故車重與國際相較偏重。

 應用CAE技術進行大客車車身輕量化改良設計(骨架厚度) ，並與車體製造廠合作進
行車輛實體化。

8重型車輛節能應用技術

建立有限元素模
型與設計參數

設定生存空間、
拘束與負載條件

原況車體骨架
結構設計

翻覆強度分析

優化軟體最佳化
目標與演算參數

輕量化車體骨架
結構設計

分析結果判讀
(生存空間)

骨架厚度最佳化

基因演算法最佳化演算

 車體輕量化技術(大客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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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體骨架 底盤骨架

原況構型 1624 kg 1609 kg

輕量化構型 1398 kg 1469 kg

減重 226 kg 140 kg

輕量化程度(%) 13.92% 8.70%

合計減重 366 kg

輕量化平均程度 11.32%

 完成大客車車身與底盤骨架輕量化設計及實體化，減重約366kg，且符合結構
強度550法規。

 透過定速(65、85km/h)與加減速 (市區NEDC)進行實車油耗測試(高速、城際、
市區)，節能效益最佳約1.26%。



 車體輕量化技術(大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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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合金底座

複合材料之應用
聚苯乙烯(高密度保麗龍)

耐久疲勞分析

側風分析-17級風壓(4895Pa)

設計重量差異：減輕360kg

 節能輪胎/效率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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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胎滾動阻力是指與輪胎滾動方向相反的作用力，由於車輛負載時，輪胎與地面接觸部
分會隨之變形，從而導致內部能量損耗；一般約占總行駛阻力的15%~30%。

 節能輪胎係利用改變胎面膠料配方、胎體結構與胎面花紋設計等方式，來降低行駛時之
滾動阻力，同時也需兼顧良好之抓地力，維持輪胎基本安全性能。

歐
洲
輪
胎
性
能
分
布

濕抓

減少熱量損失

輪
胎
低
滾
阻
技
術

•低滾阻輪
胎比例增加

滾阻

•高濕抓輪
胎比例增加

填充
材料

骨架
材料

加工
助劑橡膠

材料

白炭黑

硅烷

高強力人造絲
新型錦綸
玻璃纖維
芳綸

溶聚丁苯橡膠
(SSBR)
集成橡膠
(SIBR)
還氧化天然橡膠
(ENR)
聚異戊二烯橡

(90
％)

參考資料:1.GFK, Tire trends in Europe, 2015 2. CATARC，綠色輪胎應用及測試技術研究,2012 3. JATMA,低燃費タイヤ等普及促進協議会,2011

•四硫代二苯甲酸



 節能輪胎/效率標示
• 歐盟已分階段管制輪胎滾動阻力性能門檻外，同時要求輪胎供應商、零售商及車

輛生產商必須揭露輪胎滾阻、濕抓、噪音等性能資訊提供消費者購買時參考
• 美國加州要求聯結車輪胎滾阻性能(轉向、驅動、拖車)須通過SMARTWAY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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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滾動阻力改善，
約可提升2~3%油耗

• 斜交紋輪胎滾阻約為
輻射層輪胎50%以上

重型車輛節能應用技術

資料來源:Analysis of North American Truck and Trailer Wheels OE Market 

35kg/35噸 70km/hr

 節能輪胎/效率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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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1.0

2.0

3.0

4.0

5.0

6.0

市區 郊區 高速 全程 65 kph 80 kph

實車道路(暫態) 封閉跑道(穩態)

油
耗

[k
m

/L
]

歐盟E級 歐盟A級

輪胎滾動阻力等級 歐盟A級 歐盟A級 歐盟C級 歐盟E級

滾動阻力值 3.9 kg/t 4.0 kg/t 5.7kg/t 7.15kg/t

輪胎安裝位置 轉向輪 驅動輪 轉向輪 驅動輪

型號/規格 385/55R22.5 315/70R22.5 385/65R22.5 315/80R22.5

• 市售歐盟A級之大貨車輪胎約可減少41.2%之滾動阻力，在實際道路整體燃油效率
平均可提升0.22 km/L (改善7.3%)，適合應用於國內貨運運輸車隊使用。

• 低滾動阻力輪胎導入於國內城際型與都會型之貨運型態皆具投資還本效益，可符
合國內貨運業者2~4 年還本期目標值，輪胎壽年內之淨效益為57,817元。

還本期

輪胎成本差額

5.7%
7.3%

7.7%

7.3%



 鍛造鋁圈
 美國聯邦油耗法規將輕量化鋁圈納入油耗模擬輸入之節能技術。
 鍛造鋁圈約可減少50%重量，定速及加減速行車型態可提昇1.2~4.2%。
 經客運配合安裝節能輪胎與輕量化鋁圈，實測可改善約 9%油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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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Analysis of North American Truck and Trailer Wheels OE Market 

轉動慣量越小，物體滾動得也越快

重型車輛節能應用技術

鐵圈 鋁圈

節能 操控

舒適

 駕駛行為分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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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隊類型 常見駕駛行為問題

港區
貨櫃運輸

• 港區怠速時間較久
• 急加減速

長途
貨櫃運輸

• 起步時重踩油門，造成低車速高轉速現象
• 怠速時間較久

市區客運
• 市區停等多，起步常重踩油門
• 常以低檔位行駛，未確實變換檔位

遊覽車旅遊
• 油門及煞車踩踏頻繁
• 車速過高

聯結車(自排) 小貨車(手排)

 駕駛行為包含駕駛習慣、駕駛觀念認知及駕駛
個性，為綜合性之表現，節油潛能5~10%。



 駕駛行為分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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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行為分析技術導入現行車隊概況

 僅透過行車紀錄器儲存行車資料(如車速、怠
速時間等)與人工紀錄油耗，無資料分析能力

 僅能針對油耗較差的族群進行監控，無法得知
原因/適當管理標準

 不良駕駛行為無法受到管制，車輛油耗因此無
法有效改善

 有效轉換車輛行車資料成為
駕駛行為分析項目

 結合油耗資料分析後，可自
動區分駕駛行為優劣族群

 依引擎特性與運行型態提供
管制標準建議門檻

 相對標準 – 知道自己的駕駛行為
與族群的差異

 即時性的輔助方式 –提供明確的
駕駛行為改善建議

 第一時間掌握關鍵族群進行油耗
及駕駛行為管理

 知道針對哪些人、針對哪些行為
進行控管

For
管
理
者

For
駕
駛
者

駕
駛
行
為
分
群

重型車輛節能應用技術

超標項目統計

穩定度分析型態平均

 駕駛艙電動空調

(一) 省油比一比，燃油使用效率之比較
模擬國內運輸車隊實車營運之停等情境進行節能效
益驗證，其節能效益可達5%以上。

(二) 時間比一比，使用時間比較
電動空調的電力消耗功率約為400~600W，由測試
顯示應足可提供2~3小時電動空調運轉；且此系統
設有電壓安全保護裝置，可確保車輛正常發動運
轉。

(三) 舒適比一比，駕駛艙溫度比較
使用電動空調模式下，初始溫度約為27℃，而後60
分鐘內駕駛艙溫度始終維持在初始溫度的正負2℃
之間，輔助保持舒適溫度。

• 國內貨櫃車輛數眾多(約12,626輛)，行駛條件停等頻繁(提領貨櫃、海關檢
驗、備貨，每天約1~3小時)

• 電動空調能源使用效率優於引擎怠速運轉，並可避免噪音及污染。

7.19 → 8.64 L/km

引擎模式 引擎+電動
模式

平
均
油
耗

分離式

整合式

17重型車輛節能應用技術



 電動化冷凍系統
 低溫物流車需長時間引擎怠速運轉製冷，怠速時間佔總營運時間約30%以上
 以電動化設備取代引擎怠速，即可解決營運過程中產生的怠速、噪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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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 壓縮機#1

發電機

壓縮機#2馬達

電池

驅動器

冷凍艙

原車系統

外加系統
充電器

第一階段：
插電式電動化冷凍系統

-節能(運輸成本) 7％
-噪音少10db
-運作需使用220VAC外部

電力供電

第二階段：車載式電動
化冷凍系統(高壓電)

-節能(運輸成本) 27％
-需使用外部電力充電，

可提供70分鐘電力

第三階段：車載式電動
化冷凍系統(低壓電)

-使用48V電力，並進行電
動車電器安全測試。

-使用車載回充及外部充電
柱充電， 可提供100分
鐘以上電力。

室溫→-18度
運轉>1小時

重型車輛節能應用技術

車
隊
需
求
訪
查

現況調查

需求訪談

推動諮詢

節
能
輔
導
服
務

節能推動建議方案
車
隊
節
能
輔
導
團

推動
執行

• 以車隊管理、駕駛行為與車輛技術為主軸切入
• 車隊現地訪視交流，提出相關節能技術與管理措施改善建議
• 輔導後進行節能成效追蹤，並持續提供服務協助

車隊節能輔導服務

定期
追蹤

19



• 提供重車法規、輪胎標籤、節能技術及節能駕駛等最新資訊。
• 規劃車隊節能專區提供車隊進行駕駛者行為分析，協助車隊業者推動節

能管理。

 車輛節能應用技術研究網站

20車隊節能輔導服務

結論

1. 隨著能源議題日益受重視，重型商用車輛將邁入燃
油效率新紀元，在法規面及產品技術方面均將在近
年內有顯著之進展。

2. 重型商用車輛因用途、行駛型態、負載條件 、車輛
規格條件等多樣化，節能技術效果及其技術成本所
產生投資回收期均大有不同，需依據其使用條件評
估適用之節能方案。

3. 運輸車隊進行車隊節能管理除可減少能源之使用和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外，並可減低營運成本支出及提
升企業形象。

21



•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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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節能與防禦安全駕駛

鍾 國 良
106年

2

遵守交通規則或尊重路權，這是基本法律要求！

在一個有不同人/車/路的交通環境下，潛藏一些危險！

建議用路人應識別當下環境可能的危險(危危險認知)，

進而作出正確判斷以避開危險。也就是

用路時要學習保護自己!

尤其是弱勢的機車與行人!

(汽車/機車/自行車/行人用路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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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內內容
壹、安全駕駛與防禦駕駛(用路哲學)

貳、人/路/車特性

參、防禦駕駛的應用
（影響您一輩子的用路觀念）

肆、期望與建議(交安)

伍、節能駕駛與車輛節能技術

4

安全駕駛：重在尊重路權、遵守交通規則

防禦駕駛：重在人車路特性與潛在危險(自保)

回家的路 = 安全駕駛+防禦駕駛
(一體兩面)

例1：以紅綠燈號誌為例

「安全駕駛」：遵守號誌，不要闖紅燈；

「防禦駕駛」：綠燈時要有闖紅燈..認知。

例2：路口直行車&轉彎車為例

壹、安全駕駛與防禦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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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度發生
件數總計

平均每天
發生件數

年度受傷
人數總計

年度死亡人
數總計

96年 163,971 449 216,927 2,573
97年 170,127 466 227,423 2,224
98年 184,749 506 246,994 2,092
99年 219,651 602 293,764 2,047
100年 235,776 646 315,201 2,117
101年 249,465 683 334,082 2,040
102年 278,388 763 373,568 1,928
103年 307,842 843 413,229 1,819
104年 305,413 837 410,073 1,696
105年 292,770 802 384,626 1,604

事事故30天內死亡

92年 3,714 
93年 3,948 
94年 4,358 
95年 4,411 
96年 3,756 
97年 3,459 
98年 3,219 
99年 3,298 

100年 3,323 
101年 3,276
102年 3,099
103年 3,120
104年 2,974

103年道路交通事故資料亦顯示，機車乘員涉入之交通事故，
占總死亡人數超過6 成，占總受傷人數超過8 成以上。
(105年政策白皮書)

數字！

18-24歲年輕族群騎乘機車死亡,目前
每年約400人

國內外研究，

車禍發生原
因9成以上
與人的認知
或判斷錯誤
有關

要因分析
• 在製造工程品保上，使用要因分析法

降低產品不良率

降低交通事故
• 先了解人、車、

道路環境的特性

交通事故原因

也就是說，

大部分的車禍意外是可以避免的！

6

一個認知差異 或 判斷錯誤
可能影響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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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只只有遵守交通規則
是不夠的!!

當一件意外事 故發生時， 從當事人 的

言行中感受到 一種氛圍， 就是當事 人

對自己發生事 故的遺憾， 或惋惜「 怎

麼會這樣! 」！ 此透露一個訊息，

如果能預先想到事故可能發生，那事

故發生的機率就會降低。

沒想到!!

意料
不足

意料
之外

意外

7

8
防禦駕駛!!

1.危險預測的態度與哲學！

2.應用於開車、、機車、行走等用路！

對處境的認知/判斷 ；（人、車、環境特性）

→第一步：預測危險（預測下一步可能危險的情境）

→第二步：避開危險（作出防禦動作）

事故主因：意料能力不足!
提升意料能力(=認知能力=危險預測能力)

,才能降低事故發生率

我們都知道在製造工程的品保上，要降低產品不良
率，常會使用所謂要因分析方法。一樣地，要降低
事故的發生，應先了解人、車與道路環境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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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舉舉例1：

紅燈停！ 綠燈行 ???
黃燈？

舉例2

駕(騎)車，看到一顆球滾出來？
--??危險(What you think?)

--??避開危險(How to do?)

-非單純遵守交通規則而已！
-除了安全駕駛外，更需防禦駕駛! 

【影響一生的用路觀念！！】

10

管理？
找對的人，

經由訓練/機制，

作組織交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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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A.有無「防禦駕駛」的差異

觀察/
判斷

OK採取
動作

開車
(用路)

看到
危險 閃避

NG(事故)

OK

B.「人」 可能的差異

謹記在心時 OK
知道
危險 還好啦!

( 不會吧!)
NG(事故!)
OK

12

別認為別人有看見自己？

-行走靠?邊走！哪邊有差?

別認為別人會禮讓自己？

夜晚行走最好穿著
鮮明衣服！

（雨傘亦同）

道安規則第133條：「行人

應在劃設之人行道行走，在未
劃設人行道之道路，應靠邊
行走……。」

行人

或小孩

據研究，大部分被撞的行人不會開車；對停車距離亦無概念！

面對來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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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車會右轉?

機車：
超車注意！！

行人注意(左)後方來車!
(內輪差)

有車?
(視野受阻的地方)

A B C
行人注意(右)後方來車!
(A柱盲點)

有擺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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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資料來源:交通安全入口網 http://168.motc.gov.tw

注注意停等車---目光接觸

盲點不是只有行進中!!

16

當

一般橫越馬路時??
(左 --右 --左)

夜晚時，左右來車可能
無法分辨有人站在此！

備註：
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一百三十四條第
五款：「在未設有行人穿越道亦非禁
止穿越之路段穿越道路時，應注意左
右無來車，

始可小心迅速穿越」

勿將生命交給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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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關聯觀念
（整體）

車、環境/道路 均有其限制！

(性能要有好路面才能展現)

車輛

車輛性能
的好壞

轉向

加速/煞車

駕駛者

◆視覺/認知

◆其他人車

事故

交通環境/道路

貳、人/路/車 特性

18

人 的特性

1.駕駛/騎乘人：

-- 生 理 ： 限 制 、 酒 精 、 藥 物 、 疲 倦
http://www.youtube.com/watch?NR=1&feature=endscreen&v=BqxL3CGdhwM

（若服藥應主動請教醫師是否影響或..）

--心理：過度的喜、怒、哀、樂…

2.其他用路人的特性：

--老、弱、婦、孺/童（行走,橫過道路特性!!)
--年輕人

透過 -訓練/交流/觀察！

預測時,要知道別

人是怎麼開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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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乾地柏油路（摩擦係數約μ≒0.9）

-溼地柏油路（μ≒0.6）

-下大雨高速行駛時(μ→0;)

水漂因素:

-速度、輪胎排水性、車重、水深等等

路 的特性

要命的水飄，神仙也難救！

知道原因，
才能避免發生！

全車水漂

單側水漂

彎道水漂

PG水漂
Video

肇事機率高!

鬆油門；勿重煞車；勿大角度操作方向盤!

機車

汽車

難逃摔車!水漂時

路 的特性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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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觀念：產生煞車力需要時間！

A B
C

D

看
到
危
險

/

狀
況

︵
腳
在
油
門
︶

鬆
油
門

判
斷

腳
採
下
煞
車
踏
板

產
生
足
夠
煞
車
力

車
停
止

▲
煞
車
燈
亮

車的特性(續)

 關鍵 1秒鐘 

（一）煞車

22

總煞車距離=反應時間之距離(R)＋煞車時間之距離(S)

R=反應時間之距離 (公尺)=0.6 (秒)× 車速(公尺/秒)

單位換算：kph/3.6 =>公尺 /秒

車的特性(續)

S=煞車時間之距離 (公尺)= V2/ 2 f g
V:車速(公尺/秒)
f:摩擦係數

g:重力加速度=9.8 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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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氣壓煞車 特性
1.小的控制力→即可產生煞車力;
2.盲點區較大+反應時間較慢)

★車輪端建立壓力的時間

( 從 0.7 kgw/cm2上升至拖車制動器壓力到75%漸進值的時間)

3.煞車距離與重量、速度相關,【能量=1/2[重量][速度]2】

車的特性(續) 1秒 撞車機率高！

24

1.何謂熱安定性？

2.煞車油為何要換？

（液壓）

長期使用會因水分滲入造成沸點降低！

3.下坡如何『善用』引擎煞車？

煞車失靈常見因素！

4.何謂水安定性？(煞車失靈因素之一)

車的特性(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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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軸鎖死！

（失方向控制-V15 ideo）

後軸鎖死！
(V16 ideo)(外V17 ideo)

(內V18 ideo)

＝ Spin

＝ Game over

（失穩定性=失控主因！）

前
軸
鎖
死

後
軸
鎖
死

第
二
軸
鎖
死

車的特性(續)

5.煞車時車輛可能：

26

6.何謂ABS
（防鎖死煞車系統）？功能？

維持煞車之穩定性,非縮短煞車距離！

熟悉ABS之煞車操作方式與回饋特性！

滑動率（λ）

摩
擦
係
數

縱向μB

側向μL

λ=100 %
=鎖死

別讓
難得一次的

展現

變成感嘆！

車的特性(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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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彎道時

可用全部
=10

R

可用全部
=10

前

後

28

轉彎時入彎前完成減速!!(避免彎道中煞車)
在彎道中煞車相
較直路煞車，縱向
力較不足而容易煞
車鎖死；另在彎道
中煞車相較定速過
彎，橫向力力也較
不足而易滑動。

機車入彎前應降
至安全車速再入彎；
機車如此，自行車
也是，四輪的汽車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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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擎動力相關：
---行進中引擎突然熄火→轉向變重或彎道中方向盤回扯！

（Why 勿單手開車?  爆胎？閃避？熄火？）

---行進中引擎突然熄火→煞車仍有2-3次倍力機會！

（ Why勿踩放/點放煞車？）

（三）輪胎相關
---首重胎壓、胎面與胎肩是否不正常磨損！
---輪胎大小影響煞車轉向/行駛穩定性！（勿隨意換輪胎尺寸）

（Why 爆胎? ）（How 爆胎? ）
爆胎-
夏天、全家、高速公路、胎壓/外傷/老舊!

車的特性(續 )

30

駕駛習性篇

-行駛中，穿過方向盤！

-單手操作方向盤！
爆胎!
閃避不及!
熄火時方向盤回扯！

Engine stall & aircraft 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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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輪胎-OS-V（續）

---舉185 H /65R14為例說明，如下圖。

輪胎更換原則應維持該輪有效直徑相近。

（≒ 2a+c = 2×185×0.65 + 14×25.4）

胎肩= a mm
胎寬= 185mm = b
輪圈=c= 14吋(inches)
扁平比= 65% = a/b
R=Radial=輻射層輪胎

H=時速210km/hr以下之標誌

S=時速180km/hr以下之標誌

V=時速210km/hr以上之標誌

車的特性(續 )

32

（五）車輛檢查：
輪胎、油水、燈光/儀表訊息、功能件操作、煞車/轉向功能；
所有車門、行李箱蓋、引擎蓋正常關閉；

（六）上路前動作：
座姿/方向盤調整/腳與踏板距離

（Why調整至膝蓋微彎）

後視鏡調整/清潔

手與方向盤之距離；

頭部之視野與舒適性；

頭忱

A柱盲點！

車的特性(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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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持足夠車距的好處:
視野佳!
前車掉落物、爆胎、... ？

自身不緊急煞車!
--較不會被追撞!

參、防禦駕駛的應用

34

安全車距篇 長+間隔

約=10m

後方車緊咬時？
高速公路塞車時？

來源 :http://202.39.131.142/web_law/Attachment/lawitem/A0011/公路行車安全距離辨識標線.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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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全車距篇

塞車 或停紅綠燈：--夾心餅、火燒車

(停在車道?)

走走停停時亦同!!

36

行駛路線篇
常見之彎曲路段

離遠一點！
鄉間小路(無分向
線)亦同!

對向來車可能跨越中心線！

對向來車可能跨越中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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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行駛路線篇

左轉或U-turn時,
---避免繞出再左轉；

（儘量靠左）

因
--可能被誤判!!
--自身後試鏡可能失真!!

右轉時,
---避免繞出再左轉

38

行駛路線篇

右轉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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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行駛路線篇

右轉？

路邊白線就
可以停車!

40

行駛路線篇 左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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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路口篇： 未設紅綠燈之丁字路/十字路口：

註：道路交通安全規則
93條：
「行經彎道、坡路、狹
路…….無號誌之交叉路
口..…及其他人車擁擠處

所….，均應減速慢行，
作隨時停車之準備」

94條：
「汽車行駛時，駕駛人應
注意車前狀況…，

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
全措施」

萬一人車衝出！

42

Ans:

應鬆油門、右腳踩下煞車踏板至微有煞車力。

開大燈。

意
志
危
險

鬆
油
門

腳
移
動

產
生
煞
車

力 車
停
止

A B C D

▲
煞
車
燈
亮

最基本的防禦駕駛技巧!

可能是：

-避免事故的關鍵!
-大幅降低

事故撞擊的能量!
60  40 kph
70  50 k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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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幼童相關篇

預測/想 一下小孩可能的動作！

等待接送小孩時,勿對街等待！

備註1：平日教導被鎖在車內之求救方式（如按喇叭）

備註2：後電動窗、後門安全鎖。

(家長的Miss！)

住宅區開車時，繞車子一圈，確定四周沒有小孩！

44

為何開大燈？
—提高被視性
自行車/機車！
Ex:

地下室！
橫貫/山區公路！→霧燈？
陰雨/日落黃昏天！
巷口/街頭巷尾
人群！

無燈號路口！…

燈不是

只有照明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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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宜超車訊息！

超超車篇(1/2)
-超車可能造成
嚴重後果！
-責任不輕！

超車受前車
行為影響!
不宜超車之訊息？

--雙黃線？
--閃紅/黃燈？
--不熟路段&視野受阻！
(前有叉路？）
--工廠出入口-

46

超車篇(2/2)

不是對向無車

就可超車！

超車時右腳在油門, 
0.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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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超車篇

不宜超車狀況！

紅燈剛變綠燈
，超越停紅燈之
車 ？

此車正等紅燈，當駕車從其
後方接近時，燈號可能變為
綠燈，直接超車?

此車為何慢？

從二個角度想!!

River

48

機
車
特性

1.體積小、不易被看到；
勿入其他車輛盲點區！(看前車有右轉傾向時)

開大燈、穿著明顯顏色衣物！

2.穩定性差；彎道煞車/路面異常、失去穩定性!
煞車特性(緊急煞車時，極可能出意外(不管有無二車撞)：
＊前輪lock：!!!!!
＊後輪lock：….
經不起被嚇！ (駕駛人應避免嚇機車)

3. 他車氣流影響

雨衣外套飛起+他車氣流事故！

4.機車行駛路線對安全影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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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車時，若前輪鎖死：將因重心不穩而摔倒(馬上摔倒)。

事實上，鎖死後的輪胎已失去轉向功能，就算騎乘者想要轉

動龍頭來保持平衡，但因失去轉向抓地力，所以等於龍頭轉

向也跟著失去作用。

若後輪鎖死：車輛開始偏擺、逐漸失去平衡，最終也可能

導致摔車。

重煞車特性

騎機車策略

避免重煞車-學會觀察預測

50

接近路口時，除留意紅綠燈號誌外，當號誌燈不亮(或故障)時更要提高
警覺，有可能自己車道不亮(或故障)的是紅燈。

接近無號誌路口時，要有別人當直路在用的態度(閃紅或閃黃也是)

紅燈想一下!
綠燈看一下!

情境範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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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紅燈 想一下!

綠燈看一下!

情境範例2

52

應從前車的車速、路線判斷其是否可
能右轉(不可僅依其方向燈判斷)情境範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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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向車停那待轉
時就應提高警覺

情境範例4

50 km/h
=14 m/s

50 ?
30?

54

不當開車門肇事件數，近3年
年平均3581件!!
2013年3690件、6死4280傷；

2014年3820件、6死4378傷；

2015年3233件、5死3771傷。

3年總計造成17人死亡、超
過 1.2萬人受傷。

情境範例5



28

55

機機車常時開大燈 (或晝行燈)

提高被視性!

56

看到一部車停那,應預測他有迴轉的意圖!!

情境範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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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方向燈沒亮,
不代表不會
右轉 !

1.機車應從汽車的車速、
路線，判斷其是否右轉

2.機車開頭燈有助
於被發現

開頭燈情情境範例7

58

情境範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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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網路影片
問題?

情境範例9

60

右轉路線/車速
(回想一下你都怎麼右轉)

情境範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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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竄出的動物！
有人指揮交通時！
機車結伴出遊！
穿梭車陣中的風險！
搶黃燈

情境範例

62

1.養成觀察/預測習慣，學會觀察並預測下一情境；

2.提升預測危險能力，作出正確判斷與行為；

沒預測習慣或預測能力低，等同拿生命開玩笑

透過學習/分享，提升人/車/路特性的了解

3.不僅安全駕駛(遵守規則)，也要防禦駕駛(危險預測)
不僅看人、看車、看路！更要會想!!

(充分發揮防禦駕駛)

交安關鍵:  學會看、想 (想不到、不會想：就很危險！)

肆、期望與建議 (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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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待待轉(左或迴)時?
1.盡量靠左!
2.別將車輛橫擺!
3.???

情境（舉一反三）

64

防禦駕駛手冊全文電子檔可在網站下載；歡迎參考運用

(1)交通安全入口網(http://168.motc.gov.tw/TC/index.aspx)

(2)交通安全e網通(http://www.roadsafety.taipei/lp.asp?CtNode=77364&CtUnit=43617&BaseDSD=7&mp=11700B)

(3)車輛中心網站 (http://www.artc.org.tw/chinese/04_industry/01_01detail.aspx?pdi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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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所帶來的效應

溫溫室氣體造成的暖化現象為當前面臨之
重要議題!!
溫室氣體造成的暖化現象為當前面臨之
重要議題!!

65

水旱災 氣候異常..龍捲風

車輛廢氣

..其他

1970~2010年，運輸部門溫室氣體
排放量成長近250%，此增加約有
80%來自道路車輛。

伍、節能駕駛與車輛節能技術

人

車

天氣

路

駕駛行為影響油耗甚鉅，不同駕駛行為影響油耗可達20%

不同車輛因引擎型式、載重、外型…等等因素會造成油耗差異

交通狀況、燈號及道路環境條件等皆會影響車輛油耗

晴雨天及季節等因素亦會造成不同的油耗結果

影響車輛排放與耗能因素

就可控因素了解關鍵原因,
進行節能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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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節能駕駛效益

營運成本為運輸業者的重要項目，國內外研究顯
示，節能駕駛的訓練平均有10%的節能效益及降
低肇事率的發生。

 103年活動經驗，學員平均改善10.3%。(三家媒體
採訪)

 104年活動經驗(二場次)
-場次一(大客車)：平均改善13.6%，最佳者達28%；

-場次二(貨車) ：平均改善6.5%，最佳者達24.2%。

節能駕駛

68

節能駕駛(1/3)

(1)車輛先天因素：
車種;
排氣量、引擎型式;
變速箱型式;
外形、風阻（迎風面/車高）;
耗油率（車輛耗能研究網站）;

節能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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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節能駕駛(2/3)
(2)車輛後天因素
-引擎維護：機油、機油濾清、火星塞…相關調整；

-輪胎：適當胎壓;
-車輛使用：

F=A+CV2 （A＝滾動阻力；C＝空阻係數；V＝車速）

載重愈多愈耗油（常市區行駛者，加油適中）

車速（高速公路? ㄧ般道路：60kph上下?）
空調（A/C）;
怠速?
省油器/添加劑真的省油??

節能駕駛

70

節能駕駛(3/3)
(3)節能駕駛技巧-車輛節能技術網站

http://energy.artc.org.tw/
例
下長坡用空檔滑行較省油?
 安全、節能；
 勿排空檔滑行!

減少車輛行駛風阻
 大型車輛高速時受風阻影響甚大，可利用導風板設備降低風阻對油

耗的影響。
 車速越快風阻越大，高速行駛若將前座車窗打開而不開啟空調，將

增加空氣阻力，而無省油效果。

節能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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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駕駛行為分析

將行車資料轉換為常見駕駛行為，建立駕駛行為的評估
模式分群為：優良、普通、需改善，可針對駕駛者不良
操作行為進行修正

節能輪胎節能輪胎

透過使用新的橡膠材料與結構設計來減少
車輛行駛滾動阻力，提升車輛燃油經濟性

國內客運運輸車隊營運型態分為市區、國道及市區國道混和，

依國內輔導經驗，可應用技術有駕駛行為分析技術、輕量化鋁圈及節能輪胎

71

輕量化鋁圈

透過使用輕量化輪框，減少車輛行駛轉動阻力，提升車輛燃油使用效率；
美國環保署(U.S EPA)所開發之模擬軟體，其中已明定輕量化技術貢獻於減碳
之效益，並針對車體與零組件項目進行相關減量訂定，其中一項即為輕量化
鋁圈，基本型單輪約可減重21磅(約10公斤)，藉此以提高燃油經濟性

車輛節能技術

資料來源 :http://energy.art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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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化空調系統

車身附屬設備如冷凍櫃或車艙空調系統改以電力系統驅動，
取代原引擎動力驅動，避免怠速停等之燃油消耗，並可改
善噪音的產生。

空氣動力套件

加裝車頭導流板、車身側裙，藉導流的效應可有效降低車
輛風阻，提升車輛燃油經濟性，於高速時最具節油效益。

車輛節能技術

資料來源 :http://energy.art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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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駕駛行為分析技術

油耗排序與駕駛不良行為多寡呈正相關；

透過分析/計算/排序與分群，找出駕駛行為差異較大者進行管理；

透過訓練及顯示模組輔助，改善不良行為(轉速過高、時速過高、急加

減速、不當檔位及怠速過久)

73

車輛節能技術

資料來源 :
http://energy.artc.org.tw/

 輕量化鋁圈

實驗結果顯示14.5噸大客車安裝輕量化鋁圈平均油耗可提升約0.06~0.23 
km/L；而 3.5噸小貨車安裝輕量化鋁圈平均油耗可提升約0.1~0.25 km/L
。換算後節能效益可達約1.17~4.2%

74

車輛節能技術

資料來源 :
http://energy.art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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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節能輪胎

輪胎所產生的滾動阻力約佔車輛行駛阻力20~30%

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估
算，實施輪胎效率標準約可改善3%車輛油耗

75

車輛節能技術

資料來源 :http://energy.art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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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動化空調系統

 低溫物流車需長時間引擎惰轉運轉製冷，怠速時間佔營運時間約30%以上

 使用車載儲能式電動化系統，出勤過程一個趟次最佳可改善27.7%耗油量

車輛節能技術

資料來源 :http://energy.artc.org.tw/

低溫運輸車輛之數目在國內運輸領域所佔比越來越高，每年所
生產的低溫運輸車輛超過2,500台以上
插電式電動化冷凍系統，主要提供低溫運輸車輛在物流中心
上下貨物的冷房需求，可避免車輛在非行駛階段引擎惰轉運轉；
車載儲能系統可克服門市配送之電力供應問題，使低溫運輸
車輛在配送點卸貨時，無須發動引擎仍保有冷凍櫃之冷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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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空氣動力套件

 車輛在高速行駛狀態時，引擎動力要克服的空氣阻力將超過滾動阻力

 約有25% ~ 35%的風阻值來自於拖車頭，65% ~ 75%來自於拖車 。

 側裙經長期道路實測可改善5.7% ~ 9%油耗，且可符合國內貨櫃車防捲入法規。

車輛節能技術

資料來源 :http://energy.artc.org.tw/

• 行駛路線旅程規劃

•減少車上負載
•定期檢查輪胎狀況

•定期保養檢查

•減少車輛行駛風阻

•啟動後避免怠速暖車
•溫和駕駛並依道路速限行駛

•盡量使用較低引擎轉速

•善用引擎怠速熄火

•注意空調使用

駕駛
行為
駕駛
行為

車輛
狀態
車輛
狀態

交通
狀況

78

•導入節能技術，有助節能
(搭搭配節能駕駛,雙管齊下將有更佳效果)

節能
技術

節
能
駕
駛

節能駕駛&車輛節能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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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補充

由車輛與運輸專長領域多位節能專家學
者所組成；
--運輸領域專業為運輸物流規劃及策略、
統計及決策分析、運輸績效評估等；
--車輛領域專長為車輛耗能、車用低碳能
源、重型車輛維護實務、引擎節能技術及
污染控制等。

車隊節能輔導(註)
重型車輛數量約僅佔國內車輛總數1.3%，但能源消耗佔比卻將
近三成

以「車隊管理」、「駕駛行為」、「車輛技術」三大主軸協助
業者落實節能觀念。

【註】經濟部能源局委託車輛中心為總聯繫及推動窗口成立車隊節能輔導團隊-詳車輛節能技
術網站(http://energy.art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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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國良 0912-68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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