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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擁有非常完備駕駛人訓練及考驗制度及實施經驗，可供借鏡參考。期透過此

次考察機會，吸取日本所推動的各項優良的駕駛人管理實況，期更精進提昇我國駕駛

人訓練及考驗制度。 

本案行程為 108 年 10 月 7 日至 10 月 11 日計 5 日至日本北海道參訪麻生自動車

學校(機車駕訓制度、高齡駕駛管理制度)、北海道札幌運転免許センター(駕駛人考驗

制度)及東京都 magio 自動車學校多摩校(汽車駕訓制度、高齡駕駛管理制度)，除對於

日本現行駕駛人考驗及駕訓制度有深刻印象外，亦就高齡駕駛管理制度部分進行了

解，未來可作為我國推動高齡駕駛管理制度之借鏡，並參考日本現行駕駛人考驗及駕

訓制度精進我國駕駛人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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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目的 

依據統計我國目前領有駕駛執照數計約 2,867萬，其中職業汽車駕駛執照計約 45

萬，普通汽車駕駛執照計約 1,345萬，大型重型機車駕駛執照計約 36萬，普通重型

機車計約 1,359萬，輕型機車駕駛執照計約 79萬，另以 107年為例，約 84萬人次報

考駕駛執照考驗，其中 37萬來自駕訓班，為提升我國用路人行車安全及培養優良之

汽車駕駛人，應適時瞭解國外駕駛人考驗、訓練及管理制度。 

日本與我國同屬東亞國家，道路環境與國民素質與我國較為接近，為瞭解日本目

前駕駛人考驗、訓練及管理制度，以回饋作為我國未來駕駛人管理制度精進之參考，

安排拜訪日本當地駕訓業者及參觀當地考驗機關，考察其駕駛人訓練課程內容及施教

方式，並瞭解其交通安全宣導推廣做法及實績，本局人員遂於此次考察中先後拜訪北

海道麻生自動車學校、東京都 Majio自動車學校以及參觀札幌運轉免許試驗場，以作

為我國駕駛人管理制度及策略擬定之參考。 

另一方面，隨著我國高齡年長者增加，高齡駕駛課題最近亦受到重視，我國自

106年 7月起開始實施高齡駕駛人管理制度。本次出訪行程中，本局亦與北海道麻生

自動車學校，透過深化雙方交流，共同提振彼此之高齡駕駛管理，並作為我國高齡駕

駛制度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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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簡介 

此行參訪行程主要為考察日本目前駕駛人考驗及訓練制度，另包含高齡駕駛管理

制度，以瞭解目前日本推薦交通安全作法及現況。參訪單位包含北海道麻生自動車學

校、東京都 Majio自動車學校以及札幌運轉免許試驗場，此次訪日行程自 108年 10

月 7日起自 10月 11日共 5日，其逐日內容如下所示。 

表 1參訪行程 

時間 行程 

10 月 7 日 搭機啟程前往北海道新千歲機場 

10 月 8 日 考察北海道麻生自動車學校及參訪札幌運轉免許試驗場 

10 月 9 日 搭乘新幹線前往東京 

10 月 10 日 考察東京都 Magio 自動車學校 

10 月 11 日 搭機返回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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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內容 

一、 參訪單位概要 

 北海道麻生自動車學校概要： 

 

圖 1麻生自動車學校 

表 2北海道麻生自動車學校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株式会社 麻生自動車センター 

公司地址 北海道札幌市北区北３６条西５丁目１−1 

辦理訓練車種 普通自動車、自動二輪車、大型特殊、大型二輪車 

招生數(每年) 普通自動車１７００人、二輪車２００人、大型特殊車３０人 

 

表 3北海道駕訓班基本資料 

北海道人口 ５２８萬人 

１８歲人口 ４萬５千人 

北海道駕訓班數 ７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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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札幌市駕訓班基本資料 

札幌市人口 １９７萬人 

１８歲人口 １萬７千人 

札幌駕訓班數 １４家 

 

表 5札幌市駕訓班歷年招訓人數 

年

度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人

數 
19223 18562 18234 18246 17138 16369 

 

 北海道札幌運轉免許試驗場： 

 

圖 2北海道札幌運轉免許試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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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北海道札幌運轉免許試驗場基本資料 

名稱 北海道警察本部 札幌運轉免許試驗場 

地址 北海道札幌市手稲区曙５条４丁目１−1 

辦理業務 駕駛執照學科及術科考驗、駕駛執照各項異動(換照、變更、經

歷證明等)，高齡者認知機能檢查、高齡者講習、違規講習 

 

 東京都 Magio自動車學校多摩校： 

 

圖 3東京都 Majio自動車學校多摩校 

 

表 7東京都 Magio自動車學校多摩校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Magio自動車學校系列(計 7個駕訓班) 

公司地址 東京都日野市百草 188 

辦理訓練車種 普通自動車、自動二輪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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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東京都 Majio自動車學校多摩校歷年招訓人數 

年

度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人

數 
3280 3270 3017 3295 3370 3058 

 

二、 日本駕駛人訓練制度 

日本駕駛人訓練制度主要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包含駕駛適性檢查(含體檢)，

學科教學、場內駕駛訓練(學科教學與場內駕駛訓練同時進行，指定之學科教學會先

行實施；，部分地區駕訓班學科教學毋須預約，一天當中可安排上多堂課)，於完成

指定課程內容後，參加第一階段的結業考試；結業考試為場內術科考驗(於駕訓班內

實施)，術科考驗合格者再參加學科考試(於駕訓班內實施，50 題中必須答對 45 題以

上才合格，題目為是非、選擇題)，合格後發給臨時駕照。取得臨時駕照後再進入第

二階段學科課程及道路駕駛上路訓練，於 9 個月內完成指定課程內容後參加駕訓班所

實施的道路考驗合格者由駕訓班發給畢業證書，持駕訓班所發給的畢業證書到戶籍所

在地的監理機關參加學科測驗合格後，始取得駕駛執照，流程如圖 4 及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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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普通車駕駛訓練流程 

圖 5機車駕駛訓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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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適性檢查 

於報名汽車駕駛訓練班前，應先至監理機關辦理駕駛適性檢查，除一般體檢外，

也會詢問學員相關問題以瞭解是否適合學習駕駛車輛如表 9，另針對不得申請駕駛考

驗之疾病如表 10 

表 9駕駛適性問題 

過去 5 年內，是否有因為疾病(包含治療疾病伴隨的症狀)、或是因不明原因而失去

意識的情形。 

過去 5 年內，是否有因為疾病而全身或身體的部分一時無法依照意志活動的情形。 

過去 5 年內，是否有一周內 3 次以上，儘管已有充足的睡眠時間，仍然於白天活動

中睡著的情形。 

過去 1 年內，是否有 3 次以上反覆飲酒、體內不間斷含有酒精的狀態持續 3 天以上

的情形。 

過去 1 年內，是否有儘管醫師建議為了疾病治療不要飲酒，仍然飲酒超過 3 次以上

的情形。 

是否有醫師建議因為疾病不要取得駕駛執照或駕駛。 

 

表 10日本限制駕駛疾病 

精神分裂症、躁鬱症、恐慌症、急性或短暫性精神疾病。 

癲癇症 

反覆性暈眩(心律失常除外) 

心律不整引起的暈眩(包含植入式去顫器、心律調節器或是其他心律不整者) 

無自覺性的低血糖症(藥物引起的低血糖症) 

無自覺性的低血糖症(其他原因引起的低血糖症)如腫瘤、內分泌失調、肝病、胃切

除、胰島素自體免疫症候群或尿毒症所引發的低血糖症 

有嚴重嗜睡的睡眠障礙 

中風(腦梗塞、腦出血、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腦腫瘤、短暫性腦缺血) 

失智症(阿茲海默症、血管性失智症、尼曼匹克失智症、路易氏體失智症、其他) 

酒精中毒者 

 駕訓班報名 

報名駕訓班應備文件為入學申請書、居民卡(應記載戶籍)、家長同意書(未成年

者)、身分證明文件(IC 卡、健保卡、學生證、護照等)、印章及訓練費。其報名表資料

包含訓練車種、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電話、電子信箱、住址、公司或學校名

稱、職業、持有駕照種類、通學方式及如何得知駕訓班等內容，如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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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汽車駕訓報名表 

另日本駕訓班收取費用包含入學金、教習料金及諸費用其中教習料金之於我國規

定之訓練費，諸費用則之於我國規定之代辦費，其收費費用如表 11(以北海道札幌地

區為例) 

表 11日本北海道札幌地區駕訓班收費情形 

車種 術科 學科 入學金 教習料金 諸費用 總計 

小型車(手排) 34 26 60,000 221,400 24,000 305,400 

小型車(自排) 31 26 60,000 207,600 24,000 291,600 

大型重機 36 26 44,000 248,600 16,500 309,100 

普通重機 19 26 32,000 142,900 16,500 191,400 

輕型機車 12 26 25,000 114,200 16,500 155,700 

單位(日圓) 

備註:以上均為初學 

 

 訓練時數 

日本駕照計分為 8 種，分別為大型車駕駛執照、中型車駕駛執照、準中型車駕駛

執照、普通小型車駕駛執照、動力機械駕駛執照、大型重型機車駕駛執照、普通重型

駕駛執照、輕型機車駕駛執照。其參加駕訓班之訓練時數配當表如表 12 及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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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汽車駕駛訓練時數配當表 

車種 術科 小 

計 

學科 小 

計 

總 

計 1 階段 2 階段 1 階段 2 階段 

大型車 26 27 53 10 16 26 79 

中型車 21 18 39 10 16 26 65 

準中型車 18 23 41 10 17 27 68 

普通小型車(手排) 15 19 34 10 16 26 60 

普通小型車(自排) 12 19 31 10 16 26 57 

動力機械 6 6 12 10 12 22 34 

 

表 13機車駕駛訓練時數配當表 

車種 術科 小 

計 

學科 小 

計 

總 

計 1 階段 2 階段 1 階段 2 階段 

大型重機(手排) 16 20 36 10 16 26 62 

大型重機(自排) 9 20 29 10 16 26 55 

普通重機(手排) 9 10 19 10 16 26 45 

普通重機(自排) 5 10 15 10 16 26 41 

輕型機車(手排) 6 6 12 10 16 26 38 

輕型機車(自排) 3 6 9 10 16 26 35 

註 1:持有汽車駕駛執照參加機車駕訓者，學科僅須上危險預知即可。 

註 2:持有動力機械駕照者，學科僅須上危險預知及緊急救護即可。 

 學科教學 

日本駕訓班學科教學分為二階段，於通過第一階段場內考驗、筆試測驗並取得臨

時駕照後始進入第二階段學科課程，駕訓班每周均安排各階段之學科課程內容，學生

依自己本身的學科上課進度於前一周向駕訓班預約上課(各地區駕訓班學科上課方式

不盡相同，部分地區毋須事先預約，同時一天當中可安排上多堂課)，並於指定時間

抵達駕訓班上課，晚到早退均視為缺課，且均須完成所有課程內容後始得參加筆試測

驗，不允許有缺課行為，其駕訓班學科教學進度預定表如圖 7，學科教室及教具如圖

8及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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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學科教學進度預定表 

 
圖 8學科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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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學科教具 

學科課程第一階段計 10 小時，第二階段計 16 小時，每小時 50 分鐘，課程安排

及內容如表 14 及表 15 

表 14小型車學科課程時數配當表(第一階段) 

編號 課程內容 備註 

1 駕駛人的知識 第 1 堂課 

2 遵守號誌及駕駛自排車  

3 遵守標誌及標線  

4 車輛可以通行的地方及禁止通行的地方  

5 禮讓緊急特種車、安全速度與安全車距  

6 通過路口及平交道  

7 禮讓行人  

8 確認安全與使用信號、喇叭；變換車道等  

9 超車及會車  

10 駕照制度及交通違規通知制度  

 

表 15小型車學科課程時數配當表(第二階段) 

編號 課程內容 備註 

1 危險預知 與術科預知危險後之駕駛配套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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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緊急時之救護措施(一)  

3 
緊急時之救護措施(二) 連續上課 2 小時 

4 

5 死角與駕駛  

6 依據適性檢查的結果做行動分析  

7 人類的能力與駕駛  

8 大自然的力量對車的影響與駕駛  

9 惡劣條件下的駕駛等  

10 具代表性的事故與事故的悲慘結果  

11 汽車的保養管理  

12 停車與暫停  

13 乘車與裝載；拖車  

14 當發生交通事故時 

汽車所有人等的知識及保險制度 

 

15 路線的規劃 術科駕駛之自行路線規劃前授課 

16 高、快速道路駕駛 術科駕駛之高、快速道路駕駛前授課 

 術科教學 

日本駕訓班術科教學亦分為二階段，於通過第一階段場內考驗、筆試測驗並取得

臨時駕照後始進入第二階段術科課程，學生依自己本身的術科上課進度於前一周向駕

訓班預約上課，並於指定時間抵達駕訓班上課，駕訓班每名教練均有其擅長指導之術

科課程，不同單元術科課程由不同教練指導，晚到早退均視為缺課，且均須完成所有

課程內容後始得參加術科考驗，不允許有缺課行為。 

 

小型車術科課程第一階段計 15 小時(自排則為 12 小時)，第二階段計 19 小時，每

小時 50 分鐘，課程安排及內容如表 16 至表 19 

表 16小型車術科課程內容(第一階段) 

編

號 

課程內容 課程目標 

1 上、下車輛及駕駛姿勢 具備安全概念的上、下車及取得正確的駕駛姿勢 

2 汽車構造與駕駛機件的操

作 

充分瞭解汽車各部分機件的功能及行駛原理的同

時，並能正確的操作各個機件 

3 車輛起步與停車 依照正確的操作步驟，讓車輛能夠起步與停車 

4 車輛行駛速度的控制 加速、減速，並能夠讓車輛維持等速 

5 車輛行駛位置與行進方向 配合直線或小彎道行駛時能夠取好位置與行進方向 

6 掌握起步及加速時機 能夠掌握正確的起步時機與有力的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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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配合目標停車 讓車輛能夠在預定的位置停車 

8 行駛彎道與轉彎 能夠因應彎度大小決定車輛的行駛位置及調控車速 

9 坡道行駛 能夠依照坡道的斜度選定適當的檔位與速度，並能

夠在坡道途中暫時停止後，車輛不下滑並完成再起

步 

10 倒車 能夠選定適當的路線與車速倒車 

11 狹路行駛 行駛於狹窄道路，能夠掌握車輛的感覺，並選擇適

當的路線與速度行駛 

12 選擇行駛位置與變換車道 能夠選擇符合道路及交通狀況的行駛位置，並能夠

適時的變換車道 

13 遇障礙物時的應對 能夠預先掌握障礙物的狀況，並選擇安全的行進路

線與速度 

14 遵守標誌、標線行駛 能夠預先讀取相關的標誌與標線，並遵照行駛 

15 遵守號誌行駛 能夠快速確認號誌，做出妥適的判斷並遵從號誌行

駛 

16 通過路口 (直行) 

通過路口 (左轉) 

通過路口 (右轉) 

能夠充分注意路口與路口附近的交通狀況，並以安

全的速度與方式通過 
17 

18 

19 通過視線不佳的路口 能夠察覺視線不佳路口的危險性，以安全的速度與

方式通過 

20 通過平交道 能夠徹底落實車輛行經平交道時應暫停並確認安全

後迅速通過 

21 駕駛自排車 瞭解自排車的特性，並能夠熟悉基本的操作與駕駛 

22 自排車的瞬間加速與急速

起步時的操控 

操作自排車急能夠瞬間加速，同時能夠在急速起步

時馬上完成停車動作 

23 確認學習成果(評量)  

 

表 17小型車術科課程時數配當表(第一階段) 

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內容 1-3 4-5 1-5 6 7 8 9 10 11 12 13-14 15-17 18-20 21-22 23 

 

表 18小型車術科課程內容 (第二階段) 

編

號 

課程內容 課程目標 

1 道路行駛上路前的準備

工作及行駛時的注意事

項 

在瞭解場內環境與實際道路環境間的差異之同時，

能夠落實道路行駛前的車輛檢查 

2 配合交通流量度的行駛 視交通流量之多寡，能夠快速且安全的匯入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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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選擇適當的車速，並保持安全車距 

3 適當的行駛位置 配合道路的形態，能夠選擇適當的行駛位置 

4 變換車道 正確的判斷交通狀況並能夠適時的變換車道 

5 遵守號誌、標誌及標線

行駛 

預先同時正確的讀取號誌、標誌及標線資訊，並能

夠依照指示行駛 

6 通過路口 充分注意路口及周遭交通狀況，並能夠以安全的速

度及方式通過 

7 禮讓行人等 正確掌握行人及自行車的動向，同時注意能夠讓行

人及自行車安全通過 

8 配合道路及交通狀況行

駛 

掌握道路及交通狀況，並能夠配合狀況行駛 

9 停車與暫停 配合道路及交通狀況，能夠完成停車與暫停動作 

10 車輛轉向及平行路邊停

車 

配合停車場所，能夠完成停車與暫停動作 

11 緊急煞車 在高速狀態下緊急煞車，能夠將車輛停止並避開危

險之同時，仍然能夠讓車子符合道路型態的車速行

駛 

12 自行路線規劃 自行規劃路線，並隨時邊注意其他交通狀況下，能

夠自行安全駕駛 

13 預知危險駕駛 準確預測其他交通之相關危險性，並能夠選擇較安

全的駕駛行為 

14 高、快速道路駕駛 瞭解高速行駛的特性，並能夠在高、快速道路上安

全行駛 

15 特別項目 掌握區域的特性，學習有必要的駕駛技巧 

16 確認學習成果(評量)  

 

表 19小型車術科課程配當表(第二階段) 

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內容 1 2 3 4 5 6 7 8 9 10-11 10 12 12 13 13 14 15 12 16 

 

普通重型機車術科課程第一階段為 9 小時(自排則為 5 小時)，第二階段為 10 小時

計 19 小時，每小時 50 分鐘，學科課程與小型車相同，課程安排及內容如表 20 及表

23 

表 20普通重型機車術科課程內容(第一階段) 

編

號 

課程內容 課程目標 

1 移動車輛 在安全操作的前提下，可以在引擎熄火的狀態下進



-19- 

 

行 

2 車輛構造與駕駛機件的操

作 

充分瞭解車輛各部分機件的功能及行駛原理的同

時，並能正確的操作各個機件 

3 駕駛姿勢 具備安全概念的上、下車及取得正確的駕駛姿勢 

4 煞車操作的方法 能夠操作各種煞車模式 

5 起步及停車的操作 能夠依照正確的操作順序完成起步及停止動作，並

理解當車輛失去平衡時之應對方法 

6 換檔操作的方法 能夠正確的執行換檔的順序及操作 

7 安全行駛 瞭解汽車與機車的死角，並能夠獲取準確的訊息 

8 平穩的起步及加速 順應周遭的狀況，能夠安全確實的起步及加速 

9 速度的掌控 能夠平穩的加、減速及保持按照自已所要的速度行

駛 

10 操作煞車 掌握前、後輪及引擎煞車的特性，能夠依照自己所

想的安全且平穩的確確實實的操控煞車 

11 如何取得平衡(直線) 安全的保持平衡行駛直線車道 

12 如何取得平衡(彎道) 安全的保持平衡行駛彎道 

13 掌握車輛特性的駕駛 瞭解機車各種傾斜程度時的車輛特性，能夠特別注

意並清楚掌握路面狀況 

14 通過坡道 能夠依照坡道的斜度選定適當的檔位與速度，並平

穩的通過 

15 在坡道停車及起步 能夠安全且平穩的在上坡與下坡處停車及起步 

16 駕駛自動排檔車 瞭解自排車的特性，並能夠熟悉基本的操作與駕駛 

17 確認學習成果(評量)  

 

表 21普通重型機車術科課程配當表(第一階段) 

節 1 2 3 4 5 6 7 8 9 

內容 1-3、7 4-6 8-9 10 11 12 13-15 16 17 

 

表 22普通重型機車術科課程內容(第二階段) 

編

號 

課程內容 課程目標 

1 在道路上行駛應注意事項

及遵守交通法規 

瞭解場內與實際道路行駛差異之同時，遵守交通法

規，體驗行駛市區道路 

2 車道行駛區分 選擇與道路及交通狀況匹配的位置行駛，並能夠遵

照交通號誌、標誌與標線行駛 

3 行駛位置及變換車道 儘早發現障礙物及其他交通狀況，並能夠選擇安全

的路線與速度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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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過路口 (直行) 
能夠注意路口及周遭交通狀況，並選擇安全的速度

和方式通過 
5 通過路口 (右轉) 

6 通過路口 (左轉) 

7 通過視線不佳的路口等 預判視線不佳路口的危險性，並以安全的速度及方

法通過；行經平交道時能夠暫停並確認安全後迅速

通過 

8 安全的速度與車距 能夠掌握行駛速度，並保持適當的車距，安全駕駛 

9 彎道的安全駕駛 能夠配合彎道，在反應寬裕的情況下採取安全的速

度與方法行駛 

10 彎道的體驗駕駛 能夠瞭解造成彎道事故的危險及處理方法 

11 急煞車 能夠平穩的急煞車，並能夠瞭解高速行駛時的危險

性 

12 閃避 能夠做出判斷閃避突然出現的障礙物，並能夠應對 

13 案例學習(路口) 加深對路口事故的瞭解，並能夠選擇較安全的方式

駕駛 

14 配合交通狀況及道路條件

駕駛 

想像實際在道路中行駛時，道路及交通狀況可以快

速而且正確的做出判斷，能夠有個安全舒適的駕駛 

15 預知危險駕駛 準確預測其他交通之相關危險性，並能夠選擇較安

全的駕駛行為 

16 較高難度的平衡駕駛 能夠視道路狀況，在反應寬裕的情況下採取安全的

速度與方法駕駛 

17 確認學習成果(評量)  

 

表 23普通重型機車術科課程配當表(第二階段) 

節 1 2 3 4 5 6 7 8 9 10 

內容 1 2-4 5-6 7-8 9-10 11 13-14 15 12-16 17 

三、 日本駕駛人考驗制度： 

日本駕駛人考驗制度主要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包含場內術科考驗及學科測驗，

於完成第一階段測驗後取得臨時駕照(類似我國學習駕駛證)，始得於道路上進行練

習，第二階段則包含道路術科考驗及學科測驗，其中學科測驗相較於第一階段由駕訓

班辦理，第二階段則由運轉免許試驗場(類似我國監理所)辦理，並於完成第二階段測

驗後取得駕駛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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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內術科考驗 

場內術科考驗 70 分為及格分數，並分為 5 分、10 分及 20 分扣分項目，另訂有考

驗中止項目，如違反此項目者，則考驗中止並判定不及格，場內術科考驗成績表如表

24 

表 24術科考驗成績表〔場內〕 

扣分 

扣分項目 

20 分 10 分 5 分 

 安全措施 

 駕駛姿勢 

  措施(安全帶) 

 機車座姿(座

椅、膝蓋、

腳、手、手

指、手肘、坐

姿、站姿、自

排坐姿) 

 措施(車門、後

照鏡、排檔、

變速箱、設

備、座) 

 汽車座姿(座

椅、正坐、保

持、手臂、上

半身、腳) 

 起步  逆向行駛(明

顯) 

 逆向行駛(稍

微) 

 急速起步、爆

破音、空轉、

熄火 (得連續

扣分) 

 速度維持   規定速度(區

段、急停) 

 未符規定速度

(得連續扣分) 

指定時間內未達標

準 

 信號 

 安全確認 

  未確認(起步、

倒車、周圍、

陷入、變更、

路口、後方、

分神、平交

道、下車、衝

出) 

 起步信號(未

做、持續、還

原) 

 變更信號(未

做、持續、還

原、不適

當)(得連續扣

分) 

 左右轉信號(未

做、持續、還

原、不適

當)(得連續扣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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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煞車  過快(明

顯)(快、彎道) 

 前後輪煞車 

 過快(稍

微)(快、彎

道、起伏) 

 引擎煞車(坡

道) 

 滑行 

 轉向  偏移大(S 型、

半) 

 方向盤急切

(急、傾斜、碰

觸) 

 偏移小(S 型、

半、平衡) 

 打回方向盤 

 車體感覺  兩側間隔(移、

可、不、前)明

顯偏離 

小碰觸 

 後方間隔不足  停車位置(線、

前、後) 

 陷入(機車、

離)  

 稍微偏離 

 通行區分    通行區域(右

端、區分、線) 

 變更路線   變更禁止(任

意、標誌) 

 狹路變更(未

做、離、太

慢、右擺) 

 路口變更(左方

未做、左方太

慢、右擺、機

車離、右方未

做、右方太

慢、右離、左

擺) 

 直行、左右轉  慢行(左右轉、

優先道、寬

路、標誌、視

野、角、頂、

坡道) 

 禁止進入 (路

口、人行道、

標示、黃色信

號) 

 安全速度 

 區分通行方向 

 判斷優先順序 

(左方、優先

道、寬路、右

轉、停車再開) 

 路口內(左大迴

轉、右斜、右

外、標示) 

 禮讓行人等   泥濘飛濺駕駛  

 最高速度 

 通過平交道 

 停車等 

 妨礙已打燈車

輛 

 

 喇叭 

 急煞車 

 車間距離 

 平交道內換檔 

 停車措施(手排

檔、開關、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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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速 檔、設備) 

 停車與暫時停

車的方法(離、

平行) 

扣分小計    

得分結果 100-(扣分小計    ) = 

考驗中止 嚴重逆向行駛、無法起步(4 次，號誌、停止、起步)，無法到

達，超過指定範圍、暴走、翻車、無法通過(4 次、台、連、起

伏、狹)、嚴重偏離、嚴重碰觸、右側通行(區分、超車、禁止

跨越、障礙物)、安全島等、妨礙後車(妨礙、時機)、號誌(紅

燈行、黃燈行)、行進間妨礙(左方、優先道、寬路、右轉、停

車再開)，禁止穿越等，未停車再開、安全距離(間隔、慢行)、

平交道未停車(平交道前、進入、內)、超車、插隊、安全義

務、扣分超過，考驗員協助(煞車、方向盤、指示)、指示違反 

 

 道路術科考驗 

道路術科考驗 70 分為及格分數，並分為 5 分、10 分及 20 分扣分項目，另訂有考

驗中止項目，如違反此項目者，則考驗中止並判定不及格，道路術科考驗成績表如表

25 

表 25術科考驗成績表〔道路〕 

扣分 

扣分項目 

20 分 10 分 5 分 

 安全措施 

 駕駛姿勢 

  措施(安全帶) 

 

 措施(車門、後

照鏡、排檔、

變速箱、設備) 

 汽車座姿(座

椅、正坐、保

持、手臂、上

半身、腳) 

 起步  逆向行駛(明

顯) 

 逆向行駛(稍

微)，得連續扣

分。 

 急速起步、爆

破音、空轉、

熄火(得連續扣

分) 

 速度維持   未符規定速度

(得連續扣分) 

 

 信號   未確認(起步、  起步信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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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確認 倒車、周圍、

陷入、變更、

路口、後方、

分神、平交

道、下車、衝

出) 

做、持續、還

原) 

 變更信號(未

做、持續、還

原、不適當) 

 左右轉信號(未

做、持續、還

原、不適當) 

 環狀車道匯出

入信號(未做、

持續、還原、

不適當) 

 煞車  過快(明

顯)(快、彎道) 

 滑行(道路) 

 過快(稍

微)( 快、彎

道) 

 引擎煞車(坡

道) 

 滑行(場內) 

 轉向   打回方向盤(道

路) 

 方向盤急切 

 偏移小(S 型、

半) 

 打回方向盤(場

內) 

 車體感覺  兩側間隔(移、

可、不、前)  

 明顯偏離 

 小碰觸 

 陷入(機車、

離) 

 稍微偏離(道

路) 

 後方間隔不足 

 停車位置(線、

前、後) 

 稍微偏離(場

內) 

 通行區分 路邊 通行區域(右端、區

分、線、低速) 

趕上(增速、避讓) 

大客車等優先(入、

出) 

軌道區內(通、內) 

 

 變更路線  變更禁止(任

意、標誌) 

 路口變更(左方

未做、左方太

慢、右擺、右

方未做、右方

太慢、右離、

左擺) 

 

 直行、左右轉  慢行(電車、左  安全速度  路口內(左大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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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轉、環狀、

優先道、寬

路、標誌、視

野、角、頂、

坡道) 

 禁止進入 (路

口、人行道、

標示、黃色信

號) 

 優先判斷(左

方、優先道、

寬路、右轉、

環狀、停車再

開) 

 考試項目未做

(指、直、轉) 

轉、右斜、右

外、標示、環

狀、環狀標示) 

 禮讓行人等  禮讓過馬路的

行人(抵達前速

度、穿越、安

地) 

 泥濘飛濺駕駛  

 最高速度 

 通過平交道 

 停車等 

 妨害緊急車輛 

 妨礙已打燈車

輛(行進方向、

大客車) 

 超速 

 違反停車規定 

 喇叭 

 急煞車 

 車間距離 

 安全意識 

 停車方法(離、

路邊、平行) 

 違規停車 

 平交道內換檔 

 停車措施(手排

檔、開關、排

檔) 

扣分小計    

得分結果 100-(扣分小計    ) = 

嚴重逆向行駛、無法起步(4 次，號誌、停止、起步)、暴衝、嚴重晃動(S 型、半)、

無法通過、嚴重越線、嚴重碰觸、右側通行(區分、超車、禁止跨越、障礙物)、安

全島等、妨礙後車(妨礙、時機)、號誌(紅燈行、黃燈行)、行進間妨礙(左方、優先

道、寬路、右轉、停車再開)，禁止穿越等，未停車再開、禮讓行人 (步道、妨害、

乘客、行進方向、停車、穿越、身、老、幼童車)、安全距離(間隔、慢行)、平交道

未停車(平交道前、進入、內)、超車、插隊、安全義務、禁止通行、扣分超過，考

驗員協助(煞車、方向盤、指示)、指示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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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執照換發 

駕駛執照有一定的有效期限，於屆期前須到當地警察局或運轉免許試驗場辦理更

新手續（內容包括體檢及道安講習），其有效期限係依據交通違規情形，違規較多者

其有限期限較短、另參加道安講習是駕照換發時的義務，講習課程（不同的課程所必

須接受的講習時間亦不同）分為優良駕駛講習、一般駕駛講習、違規司機講習及新手

駕駛講習，對於患有對開車有影響疾病的駕駛，必須提交問卷，未於期限內辦理換發

駕照者，駕照將失去效力，須再次考照始得取得駕照。 

四、 駕訓班督導管理制度 

日本駕訓班係由當地警政機關辦理督導管理檢查項目計分為 4 部分如表 26 

表 26日本駕訓班督導檢查項目表 

日本駕訓班綜合檢查項目及檢查細目 

檢查項目 檢查項目 

從業人員 1. 管理者之管理體制適當與否 

2. 指導員等的資格條件與其確認處理方式適當是否 

3. 對於指導員等的教育訓練實施狀況物相關標準 

訓練設施及設備 1. 訓練設施的整備、保養狀況 

2. 教室及其他建築物的保養、管理狀況 

3. 教練車的整備、保養狀況 

4. 教材的整備狀況 

5. 無線指導設備、模擬駕駛設備的設置、活用狀況 

營運狀況 1. 報名手續狀況 

2. 有關術科教學 

 教學計畫適當與否及基於計畫之實施情況 

 實際教學時間之確保 

 配車計畫適當與否 

 術科教學成果確認之實施情況 

 教學的接續與記錄狀況 

 道路教學方式與事故預防對策 

 與自由教學區別之明確化 

3. 有關學科教學 

 教學計畫適當與否及基於計畫之實施情況 

 實際教學時間之確保與記錄狀態 

4. 有關術科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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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計畫相關內容 

 考試資格確認方法 

 考試路線設置狀況 

 不合格後之補習狀況 

 評分表的紀錄 

 合格與否的最終結果發表狀況 

 畢業證書、修業證明、審查合格證明書的發行狀況 

其他 1. 指定申請書記載事項變更、發出狀況 

2. 應備文書的整理、保存、處理端末的狀況 

3. 管理人印鑑、刻印、畢業證書用紙等的保管狀況 

4. 臨時駕照事務之適當與否等 

五、 日本駕駛教練及考驗員訓練制度 

 駕駛教練培訓制度 

日本駕駛教練培訓制度分為事前培訓 90 小時(駕訓班)、事前培訓 56 小時(協會)

及事後培訓 24 小時(駕訓班)計 3 部分總計 170 小時，其流程其課程內容如圖 10 及表

27 ，於完成各項講習後至監理機關受測合格後，始取得駕駛教練證照，並由協會辦

理各項回訓課程，其協會類似我國汽車駕駛教育學會，由當地駕訓班業者組成。 

 

圖 10日本駕駛教練培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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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駕駛教練課程內容 

課程 教學科目 時數 

現 

場 

事 

前 

培 

訓 

1.一般培訓 

 (1)駕訓班制度概要 

 (2)駕駛教練態度 

 (3)駕訓事務概要 

5 

2.基礎培訓 

 (1)駕訓規則應包含事項 

 (2)汽車駕駛技巧 

 (3)汽車構造 

 (4)其他駕駛相關知識 

 

30 

20 

6 

4 

3.實務培訓 

 (1)駕訓計畫概要 

 (2)駕駛技巧及學科教學方法概要 

 

4 

16 

4.其他(培訓效果評量) 5 

小計  90 

講 

習 

會 

1.訓練教育 1 

2.教育知識 3 

3.學員對應 1 

4.教學原則及其他駕駛有關知識 12 

5.駕訓相關法令 3 

6.駕駛技巧 3 

7.學科教學 

 (1)指導技巧 

 (2)按階段及項目個別教學法 

6 

8.術科教學 

 (1)指導技巧 

 (2) 按階段及項目個別教學法 

 

8 

16 

9.其他(培訓效果評量) 3 

小計  56 

現 

場 

事 

後 

培 

訓 

1.訓練教育 1 

2.教學指導上應注意事項 2 

3.教學事務處理要領(包含實習) 4 

4.教學見習及實習 14 

5.綜合指導 3 

小計 24 

合計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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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驗員培訓制度 

日本考驗員培訓制度分為事前培訓 78 小時(駕訓班)、事前培訓 60 小時(協會)及

事後培訓 32 小時(駕訓班)計 3 部分總計 170 小時，須先取得駕駛教練資格並累積教學

經驗後始得參加考驗員培訓，其流程其課程內容如圖 11 及表 28，於完成各項講習後

至監理機關受測合格後，始取得考驗員證照。 

 

圖 11日本考驗員培訓流程 

表 28考驗員課程內容 

課程 教學科目 時數 

現 

場 

事 

前 

培 

訓 

1.一般培訓 

 (1)駕訓班制度概要 

 (2)考驗員態度 

 (3)考驗事務概要 

5 

2.基礎培訓 

 (1)考驗規則 

 (2)汽車駕駛技巧 

24 

3.實務培訓 

 (1)駕訓及考驗相關法規 

 (2)考驗實施要領 

 (3)考驗實習 

48 

4.其他(培訓效果評量) 3 

小計 78 

講 

習 

會 

1.訓練教育 2 

2.學員對應 2 

3.教學原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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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駕駛訓練及考驗相關法令 4 

5.駕駛技巧 4 

6.考驗實施要領 6 

7.考驗實習 30 

8.其他(培訓效果評量) 4 

小計 60 

現 

場 

事 

後 

培 

訓 

1.訓練教育 1 

2.考驗上應注意事項 2 

3.考驗事務處理要領(包含實習) 4 

4.考驗見習及實習 20 

5.綜合指導 5 

小計 32 

合計 170 

 

六、 高齡駕駛人制度 

 
圖 12高齡者講習實施情形 

日本高齡駕駛人管理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 70 歲至 74 歲，第二階段為 75 歲

以上，70 歲至 74 歲者更換駕照時，除一般體檢外，須接受合理化講習，且必須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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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習結業證明書始得辦理駕照換發，75 歲以上者必須接受認知功能檢查，根據檢查結

果指定參加合理化講習(第 3 類)或是高度化講習(第 1 類、第 2 類)，檢查及課程均由

駕訓班辦理。 

 日本高齡駕駛指導要領 

宗旨: 

75 歲以上的駕駛人 (以下簡稱"高齡駕駛者")發生交通死亡事故的件數及佔整體交

通死亡事故之比重有增加的趨勢，若依年齡別駕駛執照(以下簡稱"駕照")持有人，每

10 萬人當中發生的交通死亡事故，75 歲以上的駕駛人是未滿 75 歲以上駕駛人的 2.5

倍以上。隨著與日俱增與高齡駕駛者有關連的交通事故發生之嚴酷事實，今後如何預

防因高齡駕駛者而起之交通事故已經是一件刻不容緩的課題。 

基於上述理由於 2015 年《道路交通法》部分條文修改的同時，駕照更新時針對

高齡駕駛者的認知功能檢查結果，對符合第 1 分類和第 2 分類的高齡駕駛者實施比現

行更強化的 3 小時高齡駕駛人講習，另外針對符合第 3 分類和未滿 75 歲者，則實施

較合理的 2 小時高齡駕駛人講習。 

關於實車指導，持續在高齡駕駛人講習項目中實施，只不過會依照接受講習的駕

駛人的特性，搭配行車紀錄器將影像錄製後運用在實車指導與個人指導上外，也透過

現行所使用的駕駛操作檢查器檢查駕駛人的操作情形並運用在實車指導裡。 

認知功能檢查之概要與實車指導時的注意事項: 

(1)檢查的宗旨 

以往的高齡駕駛人講習主要是根據隨著年齡的增加，動態視力檢查、夜間視力檢

查及駕駛適性診斷結果等之總體身體機能會隨之下降，進而影響駕駛行為而實施的安

全教育，但是對於自身當記憶力和判斷力下降時的安全教育卻沒有進一步實施。 

 但是,就高齡駕駛人發生交通事故的現況來分析，記憶力和判斷力的下降對事故

的發生是有相當大的影響，特別是 75 歲以上的高齡駕駛人記憶力和判斷力的下降是

主要的原因，所以針對記憶力和判斷力下降而做的安全教育是有其必要性的。 

 爲了預防高齡駕駛人發生交通事故，特別在 2007 年 6 月修改《道路交通法》，

75 歲以上的高齡駕駛人在辦理駕照換發時，應進行記憶力和判斷力的相關檢查，並根

據檢查結果，對高齡駕駛人實施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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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檢查結果,對記憶力和判斷力下降的人，由專門醫生進一步進行臨時適

性檢查。 同時責由專門醫生或主治醫生提交診斷書。 

(2)檢查內容 

檢查是透過三個項目("時間的概念"、"關鍵回憶"、"時鐘的描繪")的作答，並書寫

在紙張上，藉此檢查記憶力和判斷力的程度。  

時間的概念：藉由實施檢查時的年月日、星期及時間的正確回答，來檢查對時間

的理解。  

關鍵回憶：藉由給予記憶圖卡時間後再停止記憶，經過一段時間後提再供線索使

其完成原圖卡內容，依據圖卡內容之完成度檢查記憶能力。 

時鐘的描繪：透過描繪時鐘的形態，並給予時間指令，從時鐘指針位置的正確

度，檢查空間掌握的能力(掌握物體位置關係的能力)。 

(3)總得分和各分類的判定  

檢查的總得分是依照規定的評分標準對時間的概念、關鍵回憶及時鐘的描繪等 3

個項目進行評分，再將得分利用開發的迴歸式來計算總得分。 

對應總得分再將結果判定如下：記憶力和判斷力變差的人(第 1 分類) ，記憶力和

判斷力稍微變差的人(第 2 分類) ，無需擔心記憶力和判斷力的人(第 3 分類) 。  

(4)通知檢查結果 

將檢查結果通知受檢者。  

(5)依據認知功能檢查結果實施實車指導時的注意事項 

對於駕照有效期限屆滿，而且年齡在 75 歲以上的駕駛人，依據認知功能檢查結

果實施高齡駕駛講習的實車指導，其認知功能檢查結果，應注意以下事項。 

1.認知功能檢查的性質 

認知功能檢查是確認受檢者的記憶力和判斷力的簡易方法之一，檢查結果並非用

來認定受檢者是否罹患癡呆症的依據。實車指導是根據檢查結果來進行的，癡呆症的

診斷應由專門醫生進行，無法藉由指導來達到癡呆症的診斷，請務必注意不要誤解。  

2.實車指導的目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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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車指導的目的是依據認知功能檢查及其結果來進行實車指導，讓高齡駕駛人充

份掌握自己自身的記憶力和判斷力，幫助其能夠繼續的保持安全駕駛並持續進行下

去，並非爲了排除高齡駕駛人而做的，請務必充分理解後再進行。  

3.檢查結果的保管  

檢查結果是記錄受檢者的記憶力和判斷力，也是受檢者的個人資訊，在管理上應

特別注意。特別是在實施實車指導時應特別注意不要透露訊息讓其他的受檢者得知他

人的個人資訊。  

實車指導的思想準備和指導方針 

(1) 思想準備 

被判定疑似記憶力和判斷力變差大部分的高齡駕駛人對自己自身的記憶力和判斷

力下降及運動能力的衰退都多有迷思，再就過度自信以往的駕駛經驗，而忽略及降低

了危險意識。 

實施安全教育的過程中要充分理解這類高齡駕駛人的心情，在不造成當事人中途

而廢的情況下試著只修正其失誤。另外，鼓勵只要再努力就可以繼續安全的開車，同

時引導其積極的參與安全教育等，在指導方法上下功夫。 

 另外，也有人認為對高齡者同時實施多個項目的指導會造成其能力下降，再加

上記憶力和判斷力已經下降，勢必有顧此失彼的情形發生，進而造成無法理解或背不

起來的問題發生。因此，對於記憶力和判斷力低下的人，當一件事發生並經過一段時

間後或說明一件複雜的事情在做說明時，應該真實的不淡化的完整做說明事情真相，

對於發現不當駕駛行為的當下應立即讓其停止，對於應指導的事項則應簡明扼要的反

覆說明與指導。 

(2)實車指導方針  

 如果在駕駛過程中需要修正的事項產生意見分歧時，應該將重要項目採重點

式指導，並依照比較重要的順序依序指導。  

 每一課題的時間皆適當分配，並依照每個人受講的情況採行柔性指導。 

 在實車指導時適度的允許危險駕駛行為發生，此時，仔細觀察當事人的狀

態，判斷其對於自己的危險駕駛行爲覺悟到甚麼程度(有多少的認知)，再依

照當事人理解的程度，耐心地進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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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自己認為不當駕駛行爲是因記憶力、判斷力低下所造成時，應該讓其瞭解

隨着年齡的增長因為記憶力、判斷力下降可能導致影響駕駛汽車，同時造成

不當駕駛行爲的發生與記憶力、判斷力低下有關。  

 對於疑似患有癡呆症的人，對自己的不當駕駛行爲往往都會極力的做辯解

(將事情合理化)，要特別注意不要被這種言行迷惑。 

 癡呆症的特徵是掩飾自己的失敗和迎合他人等，應注意類似的舉止。 

 根據從駕駛適性檢查器材所取得的結果，實施還原在真實的危險狀況之下如

何避免發生事故的駕駛方法。  

 應該誇讚的地方就誇讚，隨時保持良好的氛圍，務必注意不要傷害到聽講者

的自尊心。 

 學員自己想要提出自己的問題時,不要從旁提示相關問題，儘可能從學員提出

自己的想法當中去深入瞭解學員。 

(3)使用行車紀錄器錄影，透過錄製的影像進行更具體的駕駛指導時，攝影的角度

應調整在學員做安全確認和駕駛操作狀況的視角來進行錄影。 

另外,錄画的影像將活用在日後的個人指導等方面，所以指導員應該在實車指導時

對於錄画的要領及機器的使用嫻熟之。  

4.實車指導的方法 

(1)課題設定的思考方式  

雖然高齡駕駛講習是依據認知功能檢查的結果實施，但是高齡者隨着年齡的增

加，身體運動功能減退、動態視力和夜間視力的減退及視野範圍縮小等等的變化並不

會改變，進而對駕駛行爲有影響，這是不可否認與輕忽的，即便是依照認知功能檢查

的結果做出分類。因此，對高齡駕駛人實施講習並非只著重在記憶力和判斷力上的安

全教育，根據身體運動功能減退、視力和視野狀況來實施的安全教育還是必要的。  

 與運動功能有關的課題  

目前一般駕照或大型駕照等汽車駕照持有人在考照時參加術科考試，同時要實施

多重的運動操作是有困難的，所以採行能夠更清楚瞭解高齡者特有狀態的"方向轉換"

來做為運動功能測試課題之一。另外，實施與運動功能變差有關連性的"爬上段差"、"

車輛感覺駕駛"、"繞錐"等項目，藉由正確的操作油門、剎車及方向盤使其瞭解到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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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變弱的事實。同樣的，持有大型或普通機車駕照又或只擁有輕型機車駕駛執照的

駕駛人，實施需要調控車速及平衡的"8 字型迴旋"。另外，實施特別是與運動功能下

降有關連性的課題，"轉彎"、"繞錐"及"發現目標時的剎車"。更進一步，汽車駕照與

機車駕照持有人共通的地方，隨著年齡的增加視野範圍會縮小，導致對於路口左右來

車較難發現，應該重現該情境讓學員親身體驗。透過視野檢查機所得的結果，對於有

視野範圍縮小症狀的學員應個別將檢查結果反映在指導上。 

 與記憶力和判斷力有關的課題  

2006 年 6 月到 7 月間，以 75 歲以上高齡講習的受講者 1596 名為對象，就記憶力

和判斷力下降時的駕駛行爲特徵做調查，其結果顯示記憶力和判斷力下降者比未下降

者在闖紅燈、未停車再開及因不當駕駛而出現的蛇行等危險駕駛行為的比例明顯增加

很多。另外，高齡駕駛人發生交通事故的特徵為：會車事故、未停車再開而起的事

故、對撞事故及違反道路使用區分而發生的事故等所佔的比例較高。基於上述理由，

與記憶力和判斷力有關的課題就是對汽車駕照與機車駕照持有人中記憶力和判斷力下

降者正確的實施較困難實施的駕駛行為指導。  

(2) 關於駕駛操作的診斷及指導  

關於駕駛操作的診斷(單純反應、選擇反應、方向盤操作、注意分配．多項操作)

因為通過實車指導做確認，必須充分觀察學員的駕駛行爲做出判斷。  

具體地說，依照以下的觀點顯現出學員具體的駕駛行爲，讓學員試著更容易瞭解

自己。  

 確認單純反應 

單純反應是確認駕駛能力最基本的方法之一，隨著年齡的增加，反應時間也

會隨著增加，有必要讓當事人瞭解。例如：爬上段差、發現目標時的剎車

等，當一個狀況發生時，不要有太多複雜的思考，然後確認操作煞車的反應

時間。 

 確認選擇反應 

在駕駛的過程中，根據自己的判斷做出正確的反應，關於這方面高齡者根據

自己的判斷做出反應，但是往往錯誤反應佔了大多數，眾所皆知的反應時間

較長「反應的正確性．速度．不一」等有必要讓當事人瞭解。 例如：確認

在有號誌的路口、有停車再開標誌的路口，應確認通行號誌、交通標誌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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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來車，並根據接收的訊息判斷油門和煞車的使用時機及其正確性．速度．

不一等。  

 確認方向盤操作  

高齡駕駛人因為對於時時刻刻變化的交通狀況往往容易忽略，並且很難迅速

應對，因此有必要讓其清楚的瞭解到自身的能力。例如：在彎道行駛、車輛

感覺行駛、繞錐等課題中確認因應各種交通狀況下方向盤操作的正確性。 

 確認注意分配和多項操作 

高齡駕駛人對於該注意事項的拿捏較為遲緩，往往因為忽略而導致事故的發

生，因此有必要讓其清楚的瞭解到自身的注意力集中與分散的能力已經減

退。例如：確認在方向改變、8 字迴旋、改變路線等課題中，後方、側面、

汽車的方向及與障礙物間的距離等，當接收到多個信息時的注意分配和方向

盤操作的正確性．速度．動作不一。 

(3) 針對第１分類(記憶力．判斷力下降的人)所做的指導方法 

關於第１分類首先必須瞭解的是，這個分類的駕駛人因為在開車的時候所必備的

記憶力和判斷力下降的關係，有可能出現影響安全駕駛的問題。另外，在癡呆症中也

存在這些不可逆的症狀，即便治療也無法康復，藉由實車指導改善記憶力和判斷力下

降的問題，往往很難達到教育效果。 

另一方面，被歸類爲第１分類的駕駛人並非就立即宣判罹患癡呆症，必須透過臨

時適性檢查，同時被判定罹患癡呆症並受到註銷駕照的相關行政處分，否則，因為在

接受到註銷駕照的相關行政處分前駕駛人仍然能夠駕車，此時，就必須對駕駛人實施

針對記憶力和判斷力下降時的安全駕駛相關指導。 

因此，針對第１分類的指導，首要之重應先掌握駕駛人因為記憶力和判斷力下降

時所做的駕駛行為會造成的危險性有多麼嚴重。根據這個結果，下一步進行更具體的

指導，對於判定為疑似癡呆症之駕駛人，不應試圖利用技術上的指導來矯正其危險駕

駛行爲，而是應該讓當事人瞭解到自己已經處在無法安全開車的狀態，必要時直接告

知當事人停止開車也是不得已的選項。 

關於記憶力和判斷力的課題，對記憶力和判斷力下降的駕駛人連續實施兩次正確

而困難的課題，在第一次的駕駛中，進行有號誌的路口、有停車再開標誌的路口、路

線變更及彎道行駛等項目，過程中即便發現闖紅燈、未停車再開、未顯示燈號、駕駛

不當操作等失誤也不要指謫及指導，持續(不中斷)完整的全程觀察並記錄在駕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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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表中，同時掌握一連串駕駛人所發生的危險程度，評估因為記憶力和判斷力下降

時的危險駕駛行為對駕駛人來說是件多麼迫切的問題。但是，過程中如果發現行駛中

有逆向行駛或妨礙其他車輛等的行爲，雖然是在第一次的駕駛，應當適切的指謫和指

導。 

第二次的駕駛則根據在第一次駕駛中所掌握到的危險駕駛程度，重點式的將在第

一次駕駛中失敗的課題再次實施，一旦發現錯誤駕駛行為立即將其內容記錄到駕駛行

為診斷表中，同時對駕駛人提出指謫和指導，中途不論錯誤幾次，同樣的課題應反覆

操作直到成功為止，務必讓駕駛人學習到基本的駕駛操作。但是，同一課題無論重複

實施幾次都不見改善時，應該強烈建議駕駛人"現階段開車非常危險"、"請好好思考是

否繼續駕駛"停止開車，讓駕駛人自己瞭解已經無法安全的駕駛汽車。另一方面，透

過第二次駕駛的實施，並未出現危險的駕駛行為，所有的課題都成功過關時，應告知

駕駛人"在駕駛行為上雖然沒有問題，今後，特定的交通違規導致交通事故的發生

時，將接受臨時適性檢查"，同時提醒駕駛人如果要繼續駕駛應特別小心。 

另外，關於與運動機能有關的課題，這個課題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讓駕駛人瞭解運

動機能下降的情形，所以實施改變方向 (機車駕照持有人實施８字迴旋)之同時也實施

通過視線不佳的交叉路口。  

 (4) 針對第２分類(記憶力和判斷力稍微下降的人)的指導方法 

關於第２分類，記憶力和判斷力被認定稍微下降，並依據下降的情形將指導著重

於如何避開危險的駕駛行為，期待日後能夠繼續的維持安全駕駛。 

因此，並非將既有課程中廣泛的內容和項目納入，要優先對記憶力和判斷力下降

的駕駛人實施較難實施且與駕駛行為有關的課題，有必要把指導目標著眼在矯正駕駛

人的駕駛行為、如何防止事故發生上。 

關於記憶力和判斷力的課題，原則上依照適合記憶力和判斷力下降的駕駛人實施

且較難實施的課題的順序進行有號誌的交叉路口、變更路線、彎道行駛，當發現有闖

紅燈、未停車再開、未顯示燈號及不當駕駛操作等的失誤時，應將失誤內容記載於駕

駛行為診斷表上，同時給予駕駛人指正與指導，課題的設定採進階式(逐步向上)，如

果操作正確則進階到下一階段。 

綜合以上所述，當發現駕駛人因為當記憶力和判斷力下降而衍生出危險的駕駛行

為時，可以透過同樣的課題反覆實施，直到自己可以適時避開的危險駕駛行為為止，

讓駕駛人降低發生事故的危險性來達成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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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關於與運動機能有關的課題，這個課題主要是為了讓駕駛人瞭解運動機能

的下降，在實施方向改變(機車駕照持有人則實施８字迴旋)之同時，爬上段差、車輛

感覺駕駛、繞錐(機車駕照持有人則實施轉彎、繞錐及發現目標時的剎車)等項目，除

了實施１個課題外，同時也進行視野不佳的路口。  

 (5) 針對第３分類(記憶力和判斷力正常的人)及未滿 75 歲的人的指導方法   

對於第 3 分類和在辦理駕照更新時年齡未滿 75 歲的人，與其將重點放在因為記

憶力和判斷力下降比較容易發生危險駕駛行爲上，倒不如讓駕駛人充分瞭解到當身體

機能下降時有可能影響駕駛。 

因此，關於運動機能的課題，這個課題主要是為了讓駕駛人瞭解運動機能的狀

況，在實施方向改變(機車駕照持有人則實施８字迴旋)之同時，爬上段差、車輛感覺

駕駛、繞錐(機車駕照持有人則實施轉彎、繞錐及發現目標時的剎車)等項目，除了實

施２個課題外，同時也進行視野不佳的路口。 

另外，關於記憶力和判斷力的課題，對記憶力和判斷力下降的駕駛人實施適當且

較難實施的課題，在駕駛過程中不要給予指導，記錄在駕駛行為診斷表上，駕駛結束

後再依據駕駛行為診斷表進行指導。不過，在指導過程中由於駕駛人很明顯的因為駕

駛行為而產生危險時，為了預防危險發生應適時的採取以口頭上告知或是輔助煞車等

必要的措施，同時指正駕駛人個人的不當駕駛習慣。 

 合理化講習 

視力檢查、駕駛理論與技能計 2 個小時的講習，70-74 歲者或 75 歲以上(第 3 類)

被指定參加者參加此講習。 

 高度化講習 

視力檢查、駕駛理論與技能、個別指導駕駛計 3 個小時的講習，第 1 類及第 2 類

者被指定參加此講習，在技能操作中將用攝影機錄下開車狀況的影像，根據其開車的

影像進行個別指導。 

 認知功能檢查 

讓每個人瞭解駕駛時和安全駕駛時的認知功能為目的而進行的檢查，在官方實施

要領中有明確載明並非為了排除高齡駕駛為目的而設置之檢查，超過 75 歲以上的高

齡駕駛於辦理駕照換發時必須接受此檢查，根據其檢查結果共分為 3 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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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1 類:除進行高度化講習外，應按照監理機關指示接受醫生檢查，根據檢

查結果駕駛執照有可能被吊銷。 

2. 第 2 類:進行高度化講習。 

3. 第 3 類:進行合理化講習。 

其認知功能檢查問卷計分為 5 部分說明如表 29 至表 35: 

表 29認知功能檢查問卷(第 1 部分) 

檢測人員:請回答以下問題 

問題 回答 

今年是哪一年? 年 

本月是幾月份? 月 

今天是幾號? 日 

今天是星期幾? 星期 

現在是幾點幾分 點  分 

表 30認知功能檢查問卷(第 2 部分) 

檢測人員:下面有一張寫著很多數字的表，請在我說的數字上畫線 

例如:請在 1和 4畫線 

4 3 1 4 6 2 4 7 3 9 8 6 3 1 8 9 5 6 4 3 

表 31認知功能檢查問卷(第 3 部分) 

檢測人員:剛才我給大家看了幾張圖畫，請盡可能將能想起來的內容全部寫下來 

計 16 張圖 圖的內容為大砲、風琴、耳朵、收音機、瓢蟲、獅子、竹筍、平底鍋、尺、機

車、葡萄、裙子、雞、玫瑰花、鉗子、床 

表 32認知功能檢查問卷(第 4 部分) 

檢測人員:這次在試卷的左側寫有提示，請以此為線索，再一次盡可能將能想起來的

內容全部寫下來 

計 16 張圖(同第 3 部分) 提示內容包含武器、樂器、器官、電器、昆蟲、動物、蔬菜、廚

房用品、文具、交通工具、水果、衣物、鳥、花、木工工具、家具 

表 33認知功能檢查問卷(第 5 部分) 

檢測人員:本測試中要請大家畫時鐘、首先請畫出時鐘的錶盤、請畫個大圓，然後在

圓中填上所有的數字，稍後我將指定時間，請按指定的時間，劃出時鐘的時針及分

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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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認知功能檢查檢查評分標準 

認知功能檢查問卷分類 評分項目 得分 

第 1 部分-A 

(最高 15 分) 

正確回答幾年 5 分 

正確回答幾月 4 分 

正確回答幾號 3 分 

正確回答星期幾 2 分 

正確回答幾點幾分 1 分 

第 2 部分 不採計 

第 3 部分-B 

(最高 16 分) 

每答對 1 題 1 分 

第 4 部分-B 

(最高 16 分) 

每答對 1 題 1 分 

第 5 部分-C 

(最高 7 分) 

只寫出 1 至 12 數字 1 分 

數字的順序正確 1 分 

數字必須寫在正確的位置 1 分 

畫有時針及分針 1 分 

時針指向正確的數字 1 分 

分針指向正確的數字 1 分 

可明顯區分長短針 1 分 

成績計算公式為 1.15×A＋1.94×B＋2.97×C (滿分 100 分) 

 

表 35認知功能檢查分類及說明 

類別 分數 診斷結果 說明 

第 3 類 76 分以上 記憶力和判斷

力沒有下降 

1. 您的記憶力和判斷力沒有下降，請注意在

高齡者講習上所指導的事項，今後仍應注

意安全駕車。 

2. 雖然每個人的情況不同，但隨著年齡的增

長，身體的各項功能都在發生變化，因而

應時時注意到自己的身體狀況，與自身身

體功能狀態相應地駕駛車輛是十分重要

的。 

3. 今後仍應小心並安全的駕駛車輛，並保持

適度的緊張感並謹慎駕駛。 

第 2 類 未滿 76

分 

49 分以上 

記憶力和判斷

力有些下降 

記憶力和判斷力下降後，常常會發生闖紅綠

燈、不暫時停車或變化車道時不能及時打方向

燈等情況，因此在開車時你應當充分注意以下

安全事項: 

 養成確實注意號誌的習慣，在駕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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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時始終注意號誌。 

 駕駛車輛行至路口時，務必確認安

全，在有停車標誌的地方，應於停止

線停車後再行駛。 

 變換車道時應提前打方向燈，並務必

確認後方及旁邊車道的安全。 

第 1 類 未滿 49

分 

記憶力及判斷

力已下降 

1. 記憶力和判斷力下降後，常常會發生闖紅

綠燈、不暫時停車或變換車道時不能及時

打方向燈等情況，建議您今後在開車時要

充分小心，同時建議您就此情況向醫生諮

詢或與醫生商量。 

2. 您在測試前的一定期間內發生特定的違反

行為，或測試後發生特定 

 

 

 自主駕駛執照返還 

高齡者可以自己決定退還駕駛執照，退還駕駛執照後會發給具有本人的身分證明

效力的身分證，還可以得到各式各樣的優惠。 

 運轉能力診斷 

由日本交通安全教育普及協會推動之交通安全宣導，透過 4 個診斷來評估駕駛人

的運轉能力，計分為動體視力診斷、注意力及配分力診斷、、判斷力診斷及短期記憶

力診斷，其檢測方法及說明如表 36 

表 36運轉能力診斷 

運轉能力診斷 

項目 作法 說明 

動體視

力診斷 

螢幕右側有 4 個數字快速移動至左側，

依照數字順序回答出正確的數字列，共

有 5 種不同速度的數字列，正確率越高

者，表示動體視力越好 

動體視力會隨著年齡漸漸衰

退，特別是夜間會特別明顯，

應盡早發現移動物體，並相對

做出反應以閃避危險 

注意力

及配分

力診斷 

螢幕上計有 1 至 20 共 20 個數字，需依

照順序將 20 個數字點出，越快完成表示

注意力及配分力越強 

駕駛車輛時，必須要擁有能盡

快掌握必要訊息的能力，除須

關注前方外，亦須時常注意周

遭環境情形。 

判斷力 提供一個圖像(例如牽引機)於螢幕上 駕駛車輛時，有很多的場合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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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 方，並於螢幕下方放置 4 個圖像，並須

於時間內找出與上方圖像不同的圖像，

正確率越高者，表示判斷力越強 

要立即判斷其是否安全或危

險、前進或等待，必須要確認

道路的狀況並預測危險。 

短期記

憶力診

斷 

畫面上計有 12 個畫像，透過記憶的方

式，於下一個畫面中點選同時存在的畫

像，正確率越高者，表示短期記憶力越

強 

在駕駛車輛時，必須保留判斷

所需的訊息，並專心駕駛及養

成確認安全的習慣，例如大聲

確認。 

 

圖 13運轉能力診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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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診斷結果 

 考察心得與建議 

一、 考察心得： 

 北海道麻生自動車學校： 

本次拜訪北海道麻生自動車學校為本次參訪的駕訓班之一，位於札幌市中心約 15

分鐘車程的區位，該公司除辦理小型車訓練外，亦辦理普通重型機車、大型重型機車

及動力機械(例剷雪機等)。探究地區駕訓班家數及人口，北海道人口計約 528萬人，

駕訓班計 78家駕訓班，對照我國 2,378萬人計 229家駕訓班，我國駕訓班家數比例

相對日本較少，另札幌市人口計 196.9萬人計 14家駕訓班，對照臺北市人口 264萬

人，計 10家駕訓班(107年)，臺北市駕訓班家數比例亦相對日本較少，顯示我國駕訓

班似應無駕訓班家數過多之問題。另檢視札幌市 14家駕訓班 2018年招訓人數計

16,369人(含各車種)，相對臺北市 10家 2018年招訓人數計 19,873人，顯示臺北市

駕訓班平均招生人數比例亦無札幌高，惟近年我國駕訓班因應少子化招訓人數縮減導

致經營困難，顯示我國駕訓班似採薄利多銷之經營模式。 

該駕訓班為提升招訓人數，除安排車輛接送學員外，亦可以接送住家、學校或公

司，或提供托嬰服務，以鼓勵女性婦女參訓，其各項內容均不會另行收費，顯示駕訓

班除確保一定營利外，亦會考量學員各項需求，以提升招訓人數。 

麻生自動車學校除辦理一般駕訓課程外，亦辦理包含:高齡者講習、身心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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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交通安全講習課程(非違規講習)及企業研修講習，其中高齡者講習為日本政府

指定之課程外，其餘均由該班自行辦理，顯見駕訓班營收除透過一般駕訓學員外，亦

有其他相關收入以支持該班營運。 

 北海道札幌運轉免許試驗場： 

北海道計有 6間運轉免許試驗場，分別為札幌運轉免許試驗場、函館運轉免許試

驗場、旭川運轉免許試驗場、釧路運轉免許試驗場、帶廣運轉免許試驗場及北見運轉

免許試驗場，其中札幌運轉免許試驗場位於距札幌市區約車程 30分鐘的地方，相對

於我國駕駛人管理由交通單位進行監理，日本則由警政機關辦理駕駛人管理業務，運

轉免許試驗場除辦理一般駕照相關業務、駕照考驗業務外，亦辦理違規講習及高齡者

講習、與我國監理所駕駛人管理科業務相當，另觀察其辦理各項業務窗口，仍存在大

量紙本作業之情形，民眾須領取號碼牌以等待辦理業務，相對於我國自動無人自助櫃

檯之實施，仍有待加強，另觀察其考驗人數不多，經詢問表示日本雖無規定強制汽車

駕訓之實施，惟自行至運轉免許試驗場參加考驗之及格率趨近於 0，來考試之考生均

為駕照吊銷者，幾乎所有民眾都經駕駛訓練結訓並於駕訓班完成考驗合格，相較於我

國仍有 1成民眾透過自行前往監理機關考驗取得駕照部分，仍有進步的空間，應逐步

提升監理機關考驗難度以導引學員至駕訓班學習完整之駕駛訓練課程。 

依據該班提供之日本官方統計，平成 27年至 29年高齡駕駛受檢人數計 525.5萬

人，其中分類為第 1分類者(疑似失智症患者)計 15.9萬人，佔全體高齡駕駛 3%，第

2分類者為 151.5萬人，佔全體高齡駕駛 29%，第 3分類者為 358.1萬人，佔全體高

齡駕駛 68%，另平成 29年 75歲以上之高齡駕駛人涉入死亡事故者(第一當事人)計

385人，其中第 1分類計 28人，佔全體高齡駕駛事故 7%，第 2分類計 161人，佔全

體高齡駕駛事故 42%，第 3分類計 196人，佔全體高齡駕駛事故 51%，其中高齡駕駛

死亡事故中，第 1分類+第 2分類佔全體高齡駕駛事故約 50%，日本官方認為可確認記

憶力及判斷力下降者，對於其死亡事故有相當影響。 

 東京都 Magio自動車學校-多摩校： 

東京都 magio自動車學校-多摩校為於東京都日野市，屬東京都郊區，大部分均

為住戶，於白天通勤至東京市區上班，並於夜晚回家，其班址附近有 3間大學係其主

要收入來源，另東京大手私鐵之一-京王電鐵京王線百草園站徒步距離僅 2分鐘，可

見交通便利與否仍是駕訓班招訓學員的主要因素之一。 

Magio自動車學校與麻生自動車學校相同，除辦理一般駕駛訓練外，亦受日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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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指定辦理高齡者講習課程，另 magio自動車學校其營運規模較大，日本全國計有 20

間駕訓班，包含琦玉縣、神奈川縣、靜岡縣、岐阜縣、熊本縣、愛知縣、三重縣、鹿

兒島縣、東京都、和歌山縣均有設置自動車學校，另該校有感於少子化情形越趨嚴

重，亦多角化經營，投入相關產業如補習班、幼兒園、托嬰中心、高齡者便當外送、

民間救護訓練等內容，以充實其集團營業項目，亦可為我國駕訓業者因應少子化議題

作為借鏡。 

另訪問該校教練指導學生之心得，教練表示近期於指導學生時，常發生學員常有

耐心不足或容易有挫折感之情形，導致在駕駛指導之課程中常有學員中途放棄之情形

發生，需要更具耐心及細心的指導以導正學員的學習態度和觀念，該校亦於 2019年

達成 ISO39001的目標，顯見該班對於駕駛訓練的熱誠。 

二、 考察建議： 

 駕訓班術科教學： 

此次根據考察日本駕訓班術科教學，建議如下: 

1. 教練車或考驗車得設置輔助工具以利教練教學:日本駕訓班為確認大型重型

機車其排檔情形及速度，於機車前方裝設各色燈泡，透過顏色以辨別學員是

否有按照訓練計畫完成排檔及速度維持，有效確保教學品質，如圖 15 

 

圖 15機車教練車設置輔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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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普通重型機車術科訓練紀錄卡及課程內容:現行我國正推行普通重型機

車訓練課程，導引年輕族群透過參加機車駕訓班課程以提升上路安全，建議

參考日本術科課程目標及內容，融入我國現行訓練設施內容，編製普通重型

機車術科訓練紀錄卡。 

 駕訓班學科教學: 

1. 訂定學科課程大綱或目標:現行我國駕訓學科課程計分為駕駛道德、急救常

識、駕駛原理與方法、肇事預防與處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規，其時數從

1小時到 9小時不等，惟未就課程大綱或目標進行規定，建議參考日本訂定

各小時之課程大綱或目標，以確保各講師講授課程一致姓。 

2. 訂定學科先修課程:我國現行僅訂定學科課程及時數，應配合術科教學進

度，訂定學科先修課程，如實施道路駕駛訓練前，應最少完成遵守號誌、標

誌及標線、車輛通行及禁止通行、禮讓行人、安全速度與安全車距、通過路

口及平交道、變換車道、超車及會車等。 

3. 檢討現行學科汽車構造及修護常識:我國現行學科汽構課程佔全部學科時數

達 1/3(以小型車為例)，相較於日本僅佔 1/26，顯見我國汽構課程時數比例

過高的情形，隨著汽車構造及科技日新月異，建議適當檢討現行汽構課程時

數，改充實交通安全知識或路權觀念，以提升用路人安全。 

4. 我國與日本均規定應上急救常識課程，日本急救課程時數達 3小時，且要求

須會施作 CPR及使用 AED設備，授課講師亦擁有 CPR及 AED設備講師證照，

反觀我國僅排定 1小時課程，並儘以交通法規講師授課，無法確保交通安全

講師是否可教授 CPR及 AED設備，建議給予駕訓班一定緩衝期，教授此課程

之講師應持有相關緊急救護證照，或開放由擁有專業證照者教授此課程，以

確保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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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日本急救救護課程授課情形 

5. 編撰統一學科教學教材:現行日本駕訓班學科教材由當地駕訓班業者組成之

協會辦理學科教學教材編撰事宜，並由警政機關審查後通令全縣(相當於我

國的省)駕訓班業者使用，建議我國可邀集國內交通專家編定統一學科教學

教材，通令全國駕訓班使用，或開放由各團體或機關編撰教材，由本局邀集

國內交通專家審查通過後，指定為駕訓班學科專用教材。 

 駕訓班管理及經營: 

1. 駕訓班附設設施:日本駕訓班為吸引家庭主婦走出戶外參加駕訓班，於駕訓班

周遭設立托嬰中心，隨著少子化時代來臨，駕訓班應嘗試附設相關設施，已

吸引潛在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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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托嬰中心 

2. 駕訓班多角化經營:日本駕訓班因應少子化時代來臨，除駕訓班本業外，亦朝

向相關教育產業發展，如托嬰中心、幼兒園、補習班等以提升其收益狀況。 

 高齡駕駛人管理: 

1. 依據日本提供之高齡駕駛管理數據顯示，日本 1 年繳回駕照數約為 1 萬 1 千

人，1 年高齡駕駛檢查通知數為 172 萬 5 千人，繳回率約為 0.64%(平成 29

年)，另我國實施高齡駕駛人管理制度迄今(民國 106 年 7 月至 108 年 11 月

間)繳回駕照數約 2 萬 6 千人，1 年高齡駕駛檢查通知數為 21 萬人，繳回率

約為 12.34%，顯示我國自願繳回政策實施成功。 

2. 另審視日本現行高齡駕駛管理制度，針對認知功能測驗判定為記憶力及判斷

力均明顯下降者，應強制由專門醫生檢查判定是否為失智症，建議我國可參

考其制度，針對未通過認知功能測驗者，建議其可自行前往醫院接受專業檢

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