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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交通部公路總局。 

貳、案   由：公路總局為關懷高齡年長者之行車安全，

原以年滿75歲駕駛人作為「高齡駕駛人駕

駛執照管理制度」之實施對象，最後竟便

宜行事，以簡化行政作業為由，改為制度

實施日期起方屆滿75歲之駕駛人，及受違

規記點或吊扣駕駛執照之逾75歲駕駛人

為適用對象，而非全面納管，此舉恐危及

高齡駕駛人及其他用路人之交通安全，核

有嚴重失當，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一、按行政程序法第6條：「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

得為差別待遇。」同法第7條：「行政行為，應依下列

原則為之：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二、

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

損害最少者。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

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另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52條之2：「自106年7月1日起，新領或未逾75歲駕

駛人已領有之普通駕駛執照有效期間至年滿 75歲

止，其後應每滿3年換發1次，駕駛人應於有效期間屆

滿前後1個月內，經第64條規定體格檢查合格，並檢

附通過第52條之1所定汽車駕駛人認知功能測驗或檢

附無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證明文件，向公路監理機關

申請換發新照，或於駕駛執照以加註方式延長有效期

間。但年滿75歲駕駛人首次換照，得於有效期間屆滿

前1個月至屆滿後3年內辦理；未換發新照而受違規記

點或吊扣駕駛執照處分者，應於公路監理機關通知後

3個月內辦理換照。106年7月1日前已年滿75歲之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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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已領有之駕駛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後，仍屬有

效，並得免換發之。但自106年7月1日起受違規記點

或吊扣駕駛執照處分者，應於公路監理機關通知後3

個月內，依前項規定辦理換照。自106年7月1日起，

年滿75歲申請汽車駕駛執照考驗者，應依第64條規定

體格檢查合格，並檢附通過第52條之1所定認知功能

測驗或無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證明文件，始得向公路

監理機關申請考驗，及格後核發3年有效期間之駕駛

執照。」上開制度規範，交通部於106年6月15日第1678

次部務會報通過「高齡駕駛人駕駛執照管理制度」，

行政院於 106年 6月 29日第 3555次會議決定准予備

查，該制度已於106年7月1日起正式實施。 

二、查交通部為瞭解國外高齡駕駛人駕駛執照管理制

度，前於100年4月25日函請外交部協助轉請相關駐外

單位，協助蒐集包括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新

加坡、香港、澳洲及歐盟等國家或地區之作法，各國

之管制年齡自65歲至70歲、75歲及80歲不等，惟均全

面納管，必須憑體檢表申請換照，並無差別待遇。嗣

該部參考日本認知機能檢查之作法，委託台灣精神醫

學會研究及規劃認知機能檢查制度，初步研議一定年

齡以上之駕駛人需通過相關檢查，方可繼續領有較短

效期之駕駛執照，並於103年9月4日責成公路總局就

公眾意見之公聽及規劃推動。公路總局爰於103年12

月分別在臺北、臺中、高雄及花蓮等4個地區舉行公

聽會，各界咸認為推動高齡駕駛人駕駛執照管理制度

有其必要。該局復於104年5月22日邀請專家學者及相

關單位召開會議討論，並向交通部提報「高齡駕駛人

駕駛執照管理制度後續規劃方向」，以年滿75歲之高

齡駕駛人作為適用對象，應於通過體格檢查後，向公

路監理機關辦理認知機能檢查，始得換發效期2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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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照，並採汽車、機車同步實施。嗣交通部指示公路

總局，自104年7月17日起為期3個月於國家發展委員

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眾開講」網站，蒐集各

界民眾意見，最後結果合計86%民眾贊成高齡駕駛人

駕駛執照管理制度此議題。交通部爰於105年1月11日

「高齡駕駛人駕駛執照執照管理制度」會議決議：

「（二）高齡駕駛人駕駛執照管理規定經蒐集其他國家

規定、參採修正日本作法及公路總局召開公聽會（含網

路平臺）、專家學者會議後之共識及認知機能檢查合格

後，才能換發效期2年之駕駛執照，繼續開車。……」

公路總局並於同年3月16日向交通部提報「高齡駕駛

人駕駛執照管理制度推動計畫」（草案），規劃以年滿

75歲以上之汽、機車駕駛人為適用對象，駕駛人屆滿

75歲後須申請換發駕駛執照，通過體格檢查及認知機

能檢查，經審查符合規定後，始可換發有效期間2年

之普通汽車及機車駕駛執照。再則，據104年至107年

5月交通事故資料，汽車A1類肇事率除106年外，75歲

以上之駕駛人為各年齡層最高，機車A1類肇事率亦以

75歲以上駕駛人為各年齡層最高，甚至達部分年齡層

之4倍左右。依據內政部暨衛福部統計處資料顯示，

105年男、女性平均餘命分別為76.79歲及83.41歲，

均較104年減少0.2歲；又，台灣失智症之盛行率 ，

65~69歲為3.4%、70~74歲為3.46%、75~79歲為7.19%。

是以，按公聽會（含網路平臺）、專家學者會議等共

識，75歲以上駕駛人於汽車、機車A1類事故肇事率均

為各年齡層之首，以及年滿75歲起之失智症盛行率倍

增等資料，公路總局規劃年滿75歲以上駕駛人為高齡

駕駛人駕駛執照管理至之適用對象，當屬合理。 

三、詎交通部於106年2月3日聽取公路總局「高齡駕駛人駕

駛執照管理制度規劃方案」簡報時，竟同意該局以「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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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滿75歲以上駕駛人（近60萬）全面實施換照並不簡

政」為由，將制度實施對象改為納管修法後才屆滿75

歲者，及受違規記點或吊扣駕駛執照之逾75歲駕駛

人，並以類似新法規適用新車型之概念，對於即將進

入該年齡層的人有效預防，其他更高齡者，從簡政的

角度下，有違規者才輔導強制受制的說法，並非全面

納管已逾75歲之駕駛人。經詢交通部卻表示：「目前

實施前已逾75歲之駕駛人數約有60萬人，實施日起方

滿75歲之駕駛人數約有7萬人(每年增加7萬人)，逾75

歲之駕駛人納管比率約為10.4%；若依據75歲以上駕

駛人死亡人數每年約4萬人推估(內政部75歲以上每

年死亡人數約9.5萬人，75歲以上持有駕駛執照比率

約為43.7%)，至112年實施前已逾75歲之駕駛人數約

降至38萬人，實施日起方滿75歲之駕駛人數則約有42

萬人，逾75歲之駕駛人納管比率將增加為51.9%，故

可預期逾75歲之駕駛人納管比率將逐年增加，約10年

後即可全面納管。」該部復稱，倘若全面通知召回監

理單位換照影響層面較大，恐有違比例原則，亦不符

行政效能。並提供106年7月至107年1月期間已換照之

銀髮族駕駛違規資料，換照前半年有交通違規人數為

2,619人，違規率約為19.2%，換照後半年交通違規人

數下降至645人，違規率下降至4.7%，「高齡駕駛人駕

駛執照管理制度」實施後，違規人數已見下降趨勢，

似有相當成效。然而，進一步比較該制度實施前後銀

髮族駕駛人之違規情形，實施前已逾75歲駕駛人汽

車、機車違規記點情形，分別為0.9317%及2.0634%，

相較於實施後才滿75歲駕駛人之汽車、機車違規記點

為0.4358%及1.34568%，明顯多出近一倍。可見已逾

75歲駕駛人之違規行為仍具相當潛在的危險性。甚

且，按75歲以上駕駛人之違規記點常見項目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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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汽車或機車項目，均以「違規轉彎或變換車

道」、「闖紅燈」兩項為大宗，亦是歷來交通事故肇事

原因之主要態樣，足見高齡駕駛人未能遵守交通規則

之行為是交通事故發生的重大隱憂，益徵「高齡駕駛

人駕駛執照管理制度」未能全面納管已逾75歲駕駛

人，已危及駕駛人本身安全，並影響道路交通安全，

甚至造成其他用路人之傷亡，確有失當。 

綜上所述，公路總局為關懷高齡年長者之行車安

全，原以年滿75歲駕駛人作為「高齡駕駛人駕駛執照管

理制度」之實施對象，最後竟便宜行事，以簡化行政作

業為由，改為制度實施日期起方屆滿75歲之駕駛人，及

受違規記點或吊扣駕駛執照之逾75歲駕駛人為適用對

象，而非全面納管，此舉恐危及高齡駕駛人及其他用路

人之交通安全，核有嚴重失當，爰依監察法第24條規定

提案糾正，移請行政院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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