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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鐵路地下化工程完工後，高雄市的軌道大眾運輸系統已具備基礎輪廓。 

二、惟相較於大台北的軌道大眾運輸系統，高雄仍有相當差距，而大眾運輸路網的密集度與

民眾的使用意願密切相關，目前高雄市積極推展輕軌路網，提高軌道系統之覆蓋率，改善高雄

以汽、機車為主要運輸工具之運輸環境，降低大量汽、機車所衍生之噪音、空氣污染、肇事等

問題，實是提升高雄都市發展的重要手段。 

三、目前高雄市政府規劃推動「都會延伸環線路網」，包含一環兩連結，分別是都會延伸環

線路廊、鳳山本館連結線路廊及民族高鐵連結線路廊，串連三民、左營、鳳山、鳥松地區，途

經許多重要的文教、商場、醫院等據點，並與捷運、環狀輕軌及台鐵互相串連，形成綿密的大

眾運輸路網，對於提升大眾運輸的便利性與城市景觀的改造具有關鍵性的地位。 

四、高雄市政府已於今年 9 月 2 日函送「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都會延伸環線（一環及二

連結）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書」至交通部，為利後續工程推動，爰此，要

求交通部儘速完成審查並報行政院核定。 

提案人：李昆澤 

連署人：劉世芳  尤美女  吳焜裕  蔡培慧  蕭美琴  

鍾孔炤  高志鵬  鄭運鵬  葉宜津  吳思瑤  

林俊憲  蔡適應  姚文智  周春米  楊 曜  

莊瑞雄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五案，請提案人盧委員秀燕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盧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

處理。 

進行第十六案，請提案人賴委員士葆說明提案旨趣。 

賴委員士葆：（14 時 1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4 人臨時提案，根據警政署 103 年統計指出

，大型車肇事 A1 類交通死亡事故發生 23 件 23 人，占整體死亡事故的 20.9%。仔細研究原因，

主要是因為大型車視野較高，形成車輛近側的視野盲點區，在轉彎時容易造成較大的「內輪差

」和危險；此時若有系統能夠「主動」提供示警的功能，就能避免事故的發生。有鑑於此，爰

提案要求行政院及其相關單位，在三個月內儘速修正「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將盲點偵測系統

強制作為大型車輛的標準配備，以大幅提高車輛行車安全。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六案： 

本院委員賴士葆等 14 人，據警政署 103 年統計指出，大型車肇事 A1 類交通死亡事故發生 23 件 23

人，占整體死亡事故的 20.9%。究其因，大型車因視野較高，形成車輛近側的視野盲點區，同時

因軸距長，在轉彎時容易造成較大的「內輪差」，機車或行人在行進時往往疏忽這些區域內的

可能危害；然而，此時若有系統能「主動」提供車輛近側之駕駛者視線盲點區內有物體存在的

警示，就能避免事故發生。有鑑於加裝錄影與警示設備並無技術難度，且為使大型車司機在轉

彎時可觀察車後動態，並提醒司機危險區域內有人車進入，爰提案要求行政院及其相關單位，

應於三個月內儘速修正「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將盲點偵測系統強制作為大型車輛的標準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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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幅提高車輛行車安全。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據警政署統計 103 年 1 月至 10 月 A1 類交通死亡事故計發生 109 件、死亡 110 人，其中得注

意的是，大型車肇事死亡事故發生 23 件 23 人，占整體死亡事故的 20.9%。 

提案人：賴士葆 

連署人：費鴻泰  曾銘宗  廖國棟  盧秀燕  楊鎮浯  

林麗蟬  蔣萬安  王育敏  蔣乃辛  王惠美  

鄭天財  李彥秀  顏寬恒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七案，請提案人黃委員偉哲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黃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

處理。 

進行第十八案，請提案人林委員俊憲說明提案旨趣。 

林委員俊憲：（14 時 2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呂委員孫綾等 16 人臨時提案，針對臺灣自民

國 86 年爆發嚴重口蹄疫疫情，被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列為疫區，喪失外銷市場，對相關

產業造成重大的衝擊，18 年來到現在仍未能從疫區名單中除名，檢視其中的原因，在於疫苗的

全面施打未能落實，疫情的通報不夠確實，因此，為達到不施打疫苗非疫區的目標，本席建議

行政院應立即責成檢討專案小組，要求農委會就現行計畫全面檢視，加強政策宣導及防疫輔導

，以落實種豬兩劑疫苗的注射，能夠達成早日除疫、不施打疫苗非疫區的目標。是否有當？敬

請公決。 

第十八案： 

本院委員林俊憲、呂孫綾等 16 人，針對臺灣自民國 86 年爆發嚴重口蹄疫疫情，被世界動物衛生組

織（OIE）列為疫區，喪失外銷日本市場，對相關產業造成重大衝擊，至今仍未能從疫區名單中

除名，檢視其中原因，在於疫苗的全面施打未能落實，疫情的通報不夠確實，因此，為達到不

施打疫苗非疫區的目標，本席建議行政院應立即責成檢討小組，要求農委會檢討現行計畫，要

求加強政策宣導及防疫輔導，以落實種豬兩劑疫苗的注射，並以產學合作的方式解決人力缺乏

的問題，落實查核工作。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臺灣自民國 86 年爆發嚴重口蹄疫疫情，至今已過 20 年，不僅未從疫區名單中除名，去

年金門地區甚至發生牛隻感染口蹄疫的疫情，相較於鄰近國家，韓國以三個月時間撲滅，日本

則花了半年，曾經是僅次於丹麥的世界第二大豬肉出口國的臺灣，歷經十九年還沒有撲滅，不

僅使得我國國際形象嚴重受損，更影響肉品出口及國內養豬戶的競爭力。 

二、根據農委會目前計畫，至少尚需三年的時間方能達成不使用疫苗非疫區的目標，然而，

在食安意識高漲及國際市場的競爭下，政府應展現決心及魄力，以最穩健、快速的方法來解決

問題，若能成功撲滅疫情，對產業界，能降低注射疫苗所需的生產成本，提高品質及競爭力；

對社會，也能提高國人飲食的健康；對政府，清除本病後，能減輕動物防疫單的負擔；對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