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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針對台北市國小周邊之飲食環境進行系統性空間分析，透過雙變量熱點（

bivariate hotspot）與緩衝區（buffer）技術，探討學校與速食店之空間分布關係，進而評估健康

飲食資源的可近性差異。為解決特定校區內健康餐廳資源稀缺問題，本文提出二大介入策略：

一為規劃具行動彈性的健康餐車站點，二為開發健康飲食推薦App，提供使用者即時獲取校園

周邊健康餐廳資訊。研究結果不僅揭示了台北市區域性資源分布落差，也顯示地理資訊系統（

GIS）與程式化介面可作為教育與公共衛生政策實施的重要工具。 

關鍵詞：地理資訊系統、空間可近性、校園健康環境、健康餐廳、餐車設點、熱點分析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都市化與外食文化發展，青少年日常飲食環境正面臨極大挑戰。尤其在台北市等高

度城市化地區，速食店遍布校園周邊，為學生帶來高脂、高糖飲食誘因。Shau 等人（2016）指
出，攝取西式速食與青少年之肥胖、過敏、胃腸道問題呈顯著正相關；游秀綾（2009）亦認為學

生對健康飲食資訊普遍理解不足。 

儘管政府近年推動健康餐廳與食育課程，但飲食選擇背後的「地理可近性」仍是一大關

鍵。當學校周邊健康選項稀少時，即便擁有正確營養知識，學生仍易受限於環境誘因，進而導

致長期飲食偏差。本研究遂以台北市為案例，結合GIS熱區分析、空間緩衝技術與實作性系統

，提出具地理依據的健康介入策略。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透過地理資訊技術與資訊系統整合，達成下列三項目標。其一，分析學校

與速食店在空間上的交集熱點，辨識高風險區域。其二，規劃具備可行性與策略效益的健康餐

車設置點。其三，實作以學校為查詢核心的健康餐廳推薦App，提升學生與家長獲取資訊的可

及性。 

 



 

三、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3.1 資料來源 

本研究資料包括課程平台所提供之學校地點及台北市行政邊界圖資、政府與Google 
Maps彙整之速食與健康餐廳地點等輔助圖層。 

3.2 研究流程與分析步驟 

3.2.1 雙變量熱點分析 

● 將台北市劃分為500m × 500m格網。 
● 計算各格中學校與速食店數量，以Local Moran’s I進行標準化並分類： 

○ 雙高熱點（Both High） 
○ 單高熱點（Schools Only / Fast-food Only） 
○ 非熱區（Neither） 
○ 缺資料（Missing） 

● 以紅色區塊表示同時具備高密度學校與速食店之高風險地區。 

 

 

雙變量熱區與建議餐車設點之空間分布圖解說。 

 

3.2.2 高風險區與餐車選址擷取 



 

● 保留雙熱區中距學校300公尺以內者作為「候選高風險熱區」。 
● 使用 st_centroid() 擷取熱區格網重心，作為健康餐車初步設置建議點。 

3.2.3 緩衝區分析與餐廳可近性檢核 

● 為每所學校建立1000公尺緩衝區。 
● 使用空間交集（st_intersection）檢查該區域內是否涵蓋健康飲食餐廳。 
● 若無涵蓋，視為「健康資源缺乏點」，納入餐車設置優先排序。 

 

四、研究結果 

4.1 熱點分布結果 

雙高熱點多集中於大同區、中正區與信義區等市中心地帶。這些區域不僅校網密集，

亦鄰近商圈與交通樞紐，速食可及性高，構成學生暴露風險。部分地區雖速食密度高但學校稀

疏（如藍區），仍需納入教育資源規劃考量。 

4.2 餐車設置地點 

最終擇定七處餐車建議地點，鄰近學校包含： 

信義國小、仁愛國小、南門國小、北教實小、蓬萊國小、日新國小、雙蓮國小、大同國小。 

這些學校皆位於高風險熱區，且部分未被任何健康飲食據點覆蓋，亟需彈性資源介入。 

 

 

 

 

 

 

 

 

 

健康餐車建議區位圖：針對資源缺口與學校密集度所設之空間介入策略圖解說。 

 

4.3 緩衝區結果與缺口識別 



 

部分學校雖位於都會中心，然其周邊1000公尺範圍內仍無健康餐廳涵蓋，反映出空間

資源失衡。此結果進一步支持健康餐車作為「補位政策」的重要性。 

 

五、健康餐廳推薦系統開發 

5.1 系統功能與流程 

本研究設計並實作一款以學校為查詢中心的互動式推薦App「健康午餐幫你選」。使用

者可透過選單輸入學校名稱，即可查詢其一公里範圍內的健康餐廳名單，包括餐廳名稱、距離

與類型圖示等資訊，亦整合視覺化符號以提升操作體驗。 

 

 

 

 

 

 

 

 

 

學校與健康餐廳緩衝區分析圖：呈現資源分布差異與潛在政策介入區位之空間圖解說。 

5.2 技術實作 

系統以Python tkinter建構圖形介面，並以pandas進行資料匯入與距離運算，透過事前

建立的配對資料表迅速回傳查詢結果。餐廳資料來源包括政府開放平台與Google Maps之交

叉比對，確保資訊之正確性與時效性。 

 

 

 

 

 



 

 

 

 
 
 
 

 

 

 

「健康午餐幫你選」系統畫面示意圖：展示學校為核心之健康餐廳查詢與視覺化推薦介面。 

5.3 系統應用潛力 

此系統具備推廣潛力，可作為學生與家長日常查詢飲食資訊之輔具，亦可支援學校教

學與行政應用。未來可進一步搭配營養成分分析、評價機制與導航功能，發展為完整健康飲食

資訊平台。 

 

六、政策建議與空間規劃 

6.1 餐車設點策略 

● 優先設於高風險學校周邊、缺乏健康資源地區 
● 搭配捷運人流資料進行加權優化 
● 配合午餐與放學時段提供機動供應 

 

 

 

 

 

 

優化後健康餐車設點圖：整合健康資源缺口與熱區重疊結果之最終空間推薦圖解說。 

6.2 營養教育推廣 



 

● 補助高風險學校辦理營養知識課程 
● 結合社區醫療與學校資源推動「健康週」活動 
● 強化學生判斷食物資訊與標示的能力 

 

七、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以GIS空間分析為核心，結合Python應用實作，成功建立台北市校園健康飲食資源評估

系統。藉由熱點分析與緩衝區技術，具體指出健康資源不足地區，並提出可行之餐車與App介
入方案，展現出地理技術在健康促進政策中的潛力。未來可進一步拓展分析維度，納入即時營

養成分評估、個人化推薦與學生飲食行為回饋機制，構築一套更完整的健康飲食空間決策平

台。 

 

 

 

 

 

 

 

 

 

 

 

 
 
 

 

 

 


	台北市校園周邊健康飲食環境之空間評估與策略規劃：整合GIS熱點分析與推薦系統之實務應用 
	摘要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二、研究目的 
	三、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3.1 資料來源 
	3.2 研究流程與分析步驟 
	3.2.1 雙變量熱點分析 
	 
	3.2.2 高風險區與餐車選址擷取 
	3.2.3 緩衝區分析與餐廳可近性檢核 


	四、研究結果 
	4.1 熱點分布結果 
	4.2 餐車設置地點 
	4.3 緩衝區結果與缺口識別 

	五、健康餐廳推薦系統開發 
	5.1 系統功能與流程 
	 
	5.2 技術實作 
	 
	 
	 
	 
	 
	5.3 系統應用潛力 

	六、政策建議與空間規劃 
	6.1 餐車設點策略 

	七、結論與未來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