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報載「南崁起重工程行」所屬起重吊車衝撞桃

園客運，導致重大傷亡事故，經警方調查發現，

肇事車輛未向桃園監理站申請「臨時通行證」。

依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未對大型吊車制

定法令規章，造成管轄權責不明，嚴重影響人命

安全；究主管機關對起重吊車管理機制有無違

失？實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 

貳、調查意見： 

99年11月15日14時35分，由民眾黃駕駛「南崁起重

工程有限公司」之大型右駕動力機械，行經桃園縣龜山鄉忠

義路一段1196之31號(林口往龜山方向)時，疑因煞車故障，

連續追撞前方同向由民眾洪所駕駛之-號自

小貨車及黃駕駛桃園客運公司-號營業大客

車，並撞斷路旁2支電線桿。營業大客車遭動力機械撞擊翻

覆後，乘客林拋出車箱外、另一乘客許倒臥於側翻

之營業大客車下方，2人均當場死亡；另乘客徐等11人

輕重傷送醫急救，其中2人(周簡、莊)送長庚醫院急

救後不治死亡，總計造成4人死亡、9人受傷。案發後，本院

旋即函請交通部、交通部公路總局、內政部營建署、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桃園縣政府、桃園縣政府警察局到院簡報並接

受詢問。茲將調查意見臚陳如次： 

一、交通部暨所屬公路總局長年未正視工程重機械行駛道路

之安全管理，亦未積極研修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致釀成

多次之人命傷亡，核有怠忽之違失 

(一)查案內肇事起重機車長 12.2公尺、加吊桿 14.2公

尺，車寬3.0公尺，軸距前內輪4.5公尺、前外輪7.3

公尺，總重60噸，依「工程重機械編管及運用辦法」

規定，屬13種工程重機械其中一種，係專供工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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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動力機械；另依「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型式檢

查實施要點」第3點之分類，為5種移動式起重機中

之伸臂伸縮式輪行起重機，屬勞工安全衛生法所稱危

險性機器設備之一，與一般專供載運人客、貨物之

客車或貨車構造不同，非屬車輛範圍，無需（亦不

得）請領牌照。其於工區之經常性操作依法應經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勞動檢查機構依「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

全檢查規則」規定施以檢查並核發檢查合格證明，方

為合法使用，倘因工地間移動而有行駛道路之需求，

應先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後，方得憑

證依路線、速限及時段行駛道路。 

(二)又查，現行核發臨時通行證係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8

3條第2項規定辦理，以裝有輪胎且方向盤在左側者為

限。申請時，須繳驗：(1)動力機械臨時通行證申請書2

份；(2)動力機械裝載圖2份(查核軸數及荷重是否相

符)；(3)海關進出口報單影本2份(初次需正本)。查核項

目：進口日期、車身、引擎號碼、駕駛座位置、海關

進口稅則號別；(4)公司行號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證明

書影本2份；(5)臨時通行證領用期限內有效之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證2份。(初次需正本)；(6)有效駕駛執照影本

2份。(3.5公噸以上須大貨車駕駛執照)；(7)顯示方向盤

位置、車身標示車主名稱、聯絡電話、引擎號碼、總

重之彩色照片2份。 

(三)惟本案肇事起重機係方向盤在右側之伸臂伸縮式輪行

起重機，自74年10月份出廠以來，未曾依規定（依法

亦不得）請領動力機械臨時通行證，25年以來，監理

單位對肇事起重機行蹤可謂完全無從掌握，且因起重

機非屬車輛，無須請領牌照，不僅不利於工程重機械

行駛道路之安全管理，亦常造成警察單位對於違規行

駛道路及肇事逃逸之動力機械追查不易。另本案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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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人黃雖於93年8月2日考領職業聯結車駕駛執

照，卻於98年1月16日因酒駕吊銷駕駛執照（至101年1

月15日方得再考領駕駛執照），形同無照駕駛。公路

監理單位及警察單位卻僅能在動力機械肇事後，依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及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相關規定處罰

之，其消極不為等於間接助長無照駕駛人駕駛無證之

動力機械，恣意橫行於市區道路。 

(四)另查，有關工程重機械行駛道路事宜，前經 97 年 2 月

27 日行政院前政務委員吳主持協商會議，會商結

論（三）略以，為解決工程重機械（起重機）所涉相

關問題，除應考量其安全性及便利性外，在行駛路線

規劃部分，包括路線範圍、路線經過、通行路段、申

請程序等應予明確，請交通部檢討明列公告；在核發

臨時通行證部分，請交通部檢討申辦程序，並督導各

公路監理單位提供單一窗口受理申辦；右側方向盤動

力機械進口及行駛道路部分，考量工程重機械（起重

機）行駛道路，有其限制區域、限制時段並有專人駕

駛等，本就有其特殊性，與一般交通運具有別，故請

交通部納入檢討相關規定並研究開放右側方向盤動力

機械進口之可行性。 

(五)惟交通部明知民間工程行自行向國外進口全新或中古

起重機之情形所在多有，卻昧於事實，於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申請臨時通行證之規定中，排除右駕輪行移動

式起重機之適用。且遲至 99 年 9 月 23 日及 10 月 19

日，始召開研商「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部份修正草案」

會議，檢討現行相關條文內容，並於本案重大傷亡事

故發生後之 99 年 11 月 19 日預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益顯今是而昨非，圖作「亡羊補牢」之舉。相關

修法方向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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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前，應先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

登記領用牌證。 

２、動力機械申請登記領用牌證，依其總重量及規格分

為下列各類： 

(１)普通動力機械：總重量42公噸以下且其全長、全

寬及全高尺度符合第38條規定大貨車尺度限制之

動力機械。 

(２)重型動力機械：總重量逾42公噸且在75公噸以

下，或42公噸以下但其全長、全寬及全高尺度逾

第38條規定大貨車尺度限制之動力機械。 

(３)大型重型動力機械：總重量逾75公噸之動力機械。 

３、申請登記領用牌證規定： 

(１)以裝有輪胎且方向盤在左側者及確實無法以車輛

載運者為限。但於104年12月31日前進口方向盤非

在左側者，不在此限。 

(２)應繳驗公司、行號登記證明文件及檢附動力機械

來歷憑證、諸元規格資料、加註尺度之照片。 

(３)屬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之危險性機械者，應檢附

勞動檢查機構核發之檢查合格證明。 

４、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規定： 

(１)以向公路監理機關已申請登記領用牌證者為限。 

(２)應檢附合法汽車修理業者出具4個月內保養紀錄表。 

(３)屬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之危險性機械者，應檢附

勞動檢查機構核發之檢查合格證明。 

(４)繳清所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之罰鍰。 

(５)顯有損壞道路、橋梁之虞者，不得核發臨時通行證。 

５、駕駛人資格：增訂自101年1月1日起，總重量逾42公

噸之動力機械，其駕駛人應領有聯結車駕駛執照。 

６、行駛規定增訂： 

(１)動力機械牌證應懸掛固定於前後端之明顯適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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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應裝置符合規定之帶狀反光識別材料、輪廓邊界

燈、照後鏡、照地鏡及防捲入裝置；於日間並應

開啟頭燈及輪廓邊界燈。 

(３)方向盤非在左側或大型重型之動力機械應配備符

合規定標示之前導及後衛車輛隨行之。 

(４)不遵守「方向盤非在左側或大型重型之動力機械

應配備符合規定標示之前導及後衛車輛隨行之」

規定者，其申請核發之臨時通行證為無效。 

(六)綜上，交通部暨所屬公路總局長年未正視工程重機械

行駛道路之安全管理，經 97 年 2 月 27 日行政院前政

務委員吳澤成主持有關工程重機械行駛道路安全管理

協商會議後，亦未積極研修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致 97

年至 99 年 10 月止（尚不含本案），計有 13 件動力機

械於行駛道路時肇事，造成 17 條人命當場或 24 小時

內死亡（加計本案則為 14 件 21 人），核有怠忽之違

失。 

二、內政部營建署及桃園縣政府分居「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及「工程重機械編管及運用辦法」主管及執行機關，

掌理工程重機械動員準備業務，卻放任轄管 13 種工程重

機械及操作人員自願登記，完全無法掌握確實數量及堪

用狀態，如何落實全民防衛動員準備，令人質疑，均有

檢討改進之必要 

(一)按「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 1 條、第 3 條、第 11 條

、第 20 條規定：「為建立全民防衛動員體系，落實全

民國防理念，實施動員準備，保障人民權益，特制定

本法。」、「動員任務如下：一、動員準備階段結合

施政作為，完成人力、物力、財力、科技、軍事等戰

力綜合準備，以積儲戰時總體戰力，並配合災害防救

法規定支援災害防救。二、動員實施階段統合運用全

民力量，支援軍事作戰及緊急危難，並維持公務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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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及國民基本生活需要。」、「行政院得依動

員準備分類計畫性質，分別指定所屬機關為動員準備

分類計畫主管機關，其任務如下：一、依據動員準備

綱領、動員準備方案，策訂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並協調

推動。二、行政動員準備支援軍事動員準備之政軍協

調。三、行政院動員會報交辦動員準備事項之執行。

」、「有關車輛、船舶、航空器、工程重機械之內容

、調查程序、編管及運用之辦法，由交通動員準備分

類計畫主管機關定之。」爰營建署係配合交通動員準

備方案項下之分類計畫主管機關，並依上開規定授權

訂定「工程重機械編管及運用辦法」，辦理相關工程

重機械動員準備業務。 

(二)依「工程重機械編管及運用辦法」第 2 條、第 5 條、

第 6 條規定：「工程重機械編管及運用之權責機關如

下：一、主管機關：內政部營建署。二、執行機關：

直轄市、縣 (市) 政府。三、軍事需求機關：國防部及

所屬軍事機關。…」、「執行機關對轄內所管工程重

機械及操作人員，應定期實施相關調查、統計及異動

校正。」、「主管機關及執行機關應配合年度相關動

員準備方案辦理演習。」可知營建署應配合國防部及

所屬軍事機關全民防衛動員需求，對工程重機械之種

類與數量，進行編管及運用，督促各執行機關（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工程重機械、操作人員調

查、統計、編管及徵用，以提供各軍事、行政機關辦

理徵用需求，俾於動員實施階段支援軍事作戰及緊急

命令，實施工程重機械之徵用、調集及交付作業。桃

園縣政府應依上開辦法第 3 條規定，確實辦理 13 類工

程重機械（包括推土機、平路機、挖土機、空壓機、

壓路機、刮運機、碎石機、起重機、鏟裝機、混凝土

拌合機、瀝青加熱器、瀝青拌合機、瀝青分佈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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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操作人員之調查、統計、編管與徵用作業。 

(三)查據營建署所復，依「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辦理工

程重機械編管應用之相關業務內容如下： 

１、依據「工程重機械編管及運用辦法」第 5 條規定：

「執行機關對轄內所管工程重機械及操作人員，應

定期實施相關調查、統計及異動校正。」營建署除

督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機關每年對工程

重機械與操作人員進行調查、統計、編管及徵用工

作，並將編管資料彙整更新。每季並提供工程重機

械編管最新資料至國防部後備司令部，以利編管動

員能量資料納入國防部「物力動員系統」。 

２、依據「工程重機械編管及運用辦法」第 7 條規定：

「軍事及行政需求機關於動員準備階段，應將次年

度所需動員工程重機械之種類、數量送交協調機關

及執行機關。」營建署配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辦理

年度軍需物資徵購徵用簽證，每年函送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行政機關戰時徵用工程重機械需求申

請作業時程預定表及需求申請表各乙份，協調相關

機關辦理供需簽證。 

３、配合國防部相關演習協調動員工程重機械，包括「萬

安演習」、「漢光演習」，以落實工程重機械之編

管運用。 

４、配合行政院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對各縣市年

度執行交通動員準備工作中工程重機械自評（評核

表）進行書面審查，並參加縣市綜合實作業務訪視，

瞭解工程重機械實際整備情形，藉以督促縣市政府

強化動員編管業務。 

５、依據「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施行細則」第 6條規定：

「各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主管機關應於每年 5月 31日

前，策訂次年度之動員準備分類計畫。」營建署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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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交通動員準備業務會報會議裁示，定期策頒下年

度工程重機械動員準備計畫。並參加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全民防衛動員準備執行計畫審查。 

(四)惟詢據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及桃園縣政府相關主

管人員，有關「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及「工程重機

械編管及運用辦法」所規定之工程重機械編管應用作

業並無強制性，該等重機械所有人並無主動登記義務

，桃園縣政府係委託民間單位辦理訪查，並不知悉該

縣境內工程重機械之確實數量及堪用狀態，內政部營

建署如何落實全民防衛動員準備，令人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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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擬抄調查意見一函請交通部暨所屬公路總局確實檢討改

進見復。 

二、擬抄調查意見二函請內政部營建署及桃園縣政府確實檢

討改進見復。 

三、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暨內政

及少數民族委員會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