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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隨著都市化進程的加速，台北市校園周邊的飲食環境日益受到關注。速食店因其便利性

和吸引力，成為學生日常飲食的重要選擇，然而其高熱量、低營養的特點可能對學生的

健康構成潛在威脅。本計畫旨在透過空間數據分析與政策建議，促進台北市校園周邊的

健康生活環境。計畫目標包括降低速食店密度對學生的負面影響。 
 

 
 
 

2. 方法與資料 
 
資料來源： 

● 台北市學校資料（SCHOOL.shp）。 
● 台北市速食店資料（Tpe_Fastfood.shp）。 



● 台北市村里邊界資料（Taipei_Vill.shp）。 
● 台北市113年國小學生人數資料（113_basec_csv) 
● 臺北市寬度超過8公尺道路GIS圖資（Road.shp） 

空間分析方法： 
 
方法一：速食店密度高的學校分佈 
目標：找到速食店密度最高的學校，分析是否聚集，聚集在哪些行政區，方便政策有效實

施。 

1. 計算每間學校1公里內速食店數量，篩選速食店密度最高的學校 
2. Clark-Evans 檢定、Ripley’s K 函數 
3. 用arcgis pro 做出地圖 
4. 以密度最高的福星國小為例做出個案地圖 

 

方法二：學生的速食店可及性 
目標：計算每位學生平均可分配到速食店數量，作為速食店可及性判斷，針對個案學校

提出計畫 

1. 計算學校500公尺半徑內的速食店數量 
2. 分析學校總學生數與500公尺內的速食店數量關聯 
3. 每間學校 500m 半徑內的速食店數量除以學生總人數 
4. 找出速食店可及性最高的五間學校 
5. 計算台北市行政區學生的速食店可及性 
6. 做出可及性最高的學校點位地圖，以及各行政區速食店可及性地圖 

 
 

方法三：學校距離最近速食店的距離 
目標：距離速食店愈近，學生愈方便前往速食店，因此找出離速食店最近的學校，針對個

案學校提出計畫 
1. 離速食店最近的五間學校 
2. 離速食店最遠的五間學校 
3. 做出最近速食店的距離地圖 
4. 做出最近速食店的距離長條圖 

 
 
分析範圍： 

研究區域：台北市全境。 

分析單位：國小與其周邊（500公尺、1000公尺）範圍。 

 



3. 分析結果 
方法一：速食店密度高的學校分佈 
找到速食店密度最高的學校，分析是否聚集，聚集在哪些行政區，方便政策有效實施。 

（1）計算每間學校1公里內速食店數量，篩選速食店密度最高的學校 

速食店密度最高的10間學校（含並列）：福星國小、光復國小、日新國小、敦化國小、信義

國小、吉林國小、忠孝國小、仁愛國小、三興國小、博愛國小、中山國小、中正國小、懷生

國小、蓬萊國小、雙蓮國小和復興國小。 
 
（2）Clark-Evans 檢定、Ripley’s K 函數 

速食店密度最高的10間（含並列）學校空間分佈呈顯著聚集性（Clark-Evans 檢定：R = 
0.85761, p < 0.001）。Ripley’s K 函數也顯示學校在多個距離尺度上比隨機分佈更集

中。 

 

 
 
 
（3）用arcgis pro 做出地圖 

可見地圖結果顯示速食店密度最高的10間學校主要分佈在大安、大同、中山和信義區。 



 

（4）以密度最高的福星國小為例做出地圖 
以這圖作為範例，提供給向教育局、學校和家長，學生可能頻繁接觸高熱量、低營養食

品的風險區域。 

 

方法二：學生的速食店可及性 
 
先經由統計方法Pearson檢定初步了解學生人數和速食店數量關係，以「每間學校 
500m 半徑內的速食店數量除以學生總人數」定義出本報告所指速食店可及性，計算各



校學生對於速食店的可及性，接著以行政區為單位，進行速食店可及性的討論，以提出

因地制宜的健康生活方針。 
 

(1) Pearson檢定 
 
H0：學校總學生數與500公尺內的速食店數量有關。  
H1：學校總學生數與500公尺內的速食店數量無關。 

 
據 Pearson 相關分析結果，學校總學生人數與其500公尺範圍內的速食店數量

之間具有統計上顯著相關，這顯示學生人數多的學校附近，可能有較多的速食

店。 
 

(2)  每間學校 500m 半徑內的速食店數量除以學生總人數，得出「每位學生平均可分

配到速食店數量」，該數值越大表示學生的速食店可及性高。(ff_per_student) 
 
下列為學生的速食店可及性最高的五間學校：忠孝國小、西門國小、懷生國小、福

星國小、逸仙國小 

 
 
 

(3) 透過「台北市各行政區速食店分布面量圖」和「各行政區速食店可及性面量圖」，

後續提出地區性的政策建議。 



 

 



 
 
 
方法三：學校最近速食店距離 
 
距離速食店愈近，學生愈方便前往速食店，因此找出離速食店最近的學校，針對個案學

校提出計畫，另外，因為在距離直方圖成果中發現，大部分學校距離速食店於1公里之內

，少部分大於2到3公里，因此研究者也好奇，這些離速食店最遠的學校分布在台北市的

哪些位置。 
 
 
 
（1）離最近速食店最近的五間學校 

 
 
（2）離最近速食店最遠的五間學校 



 
 

 
 
（3）學校距離最近速食店的距離分布直方圖 
 



 

4. 健康生活計畫建議 

根據方法一的分析結果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針對性推廣學校健康教育： 在高密度學校試辦健康飲食課程，教導學生辨識健康與不健康食

品，培養均衡飲食習慣。舉辦「健康飲食日」活動，邀請營養師與家長參與，推廣家庭健康飲食

實踐。與學校合作社或周邊餐飲業者合作，提供營養均衡的午餐選項，減少學生對速食的依

賴。 

針對性改善校園周邊環境： 在大安、大同、中山和信義區的高密度學校周邊，增設綠地、步道

或運動設施，鼓勵學生參與戶外活動，降低久坐與不健康飲食的風險。與區公所合作，改善步

行環境（如拓寬人行道），提高學生步行至健康餐飲地點的安全性與便利性。 

以密度高的學校為個案計畫建議：以密度高的學校為個案，提供給向教育局、學校和家長，推

動健康餐飲業者（如蔬食餐廳、輕食咖啡廳）進駐，提供低熱量、營養均衡的選項。要求現有速

食店新增健康菜單（如沙拉、全穀餐點）並標示營養資訊。 

數據驅動監測與評估：定期更新學校周邊速食店分佈資料，持續監測密度變化，特別是大安、

大同、中山和信義區等高風險區域。確保健康飲食環境的持續改善。建立公開數據平台，讓學

校、家長與社區參與監督。 

根據方法二的分析結果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學生的速食店可及性：根據我們的分析發現，學生人數與500公尺內速食店數呈現顯著正相關

，顯示人口較多的學校附近，可能出現較多速食店，進而提高學生接觸速食的機會。因此我們

建議: 

資源再分配與政策傾斜：對於速食店可及性高的學校（如忠孝、西門、懷生、福星、逸仙），應優

先推動健康飲食政策，如補助健康餐盒、設置蔬食小舖、與學校午餐團膳業者合作改善營養內

容。 
 



加強家校合作：針對高可及性學校，加強家長參與，推動校園外食習慣的觀察與回饋制度，強

化家庭對學生飲食選擇的影響力。 
 

行政區層級推動：根據行政區速食店可及性分佈，針對高風險區（如中山、大安、信義等）制定

區域型健康飲食推廣方案，透過區公所與學校共同執行。我們也觀察到，雖然大安區和中山同

樣是速食店最多的行政區，但中山的可及性等級為最高、大安則最低，因此，建議可將大安區

作為低可及性配置的參考案例，供其他高風險行政區參考其點位分布與商業設置安排。透過

比較與學習不同行政區的空間佈局與政策作法，未來可推動跨區經驗分享機制，協助高風險

區（如中山、信義）進行環境優化與飲食資源重整，制定更具在地適應性的健康飲食推廣策略。 

 

 

根據方法三的分析結果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學校距離最近速食店的距離:在這個方法，我們發現部分學校與速食店距離極近，學生極易接

觸，亦揭示部分學校距離相對較遠，速食可及性較低。 

速食店臨近學校的管理指引：對距離速食店過近的學校（如分析所列前五名），建議政府機關

可考慮設立校園周邊飲食環境評估機制，評估是否需設限速食店新設點。 
 

設立健康走廊：鼓勵學校與市府合作，規劃健康飲食走廊，連接學校與低熱量飲食選項的店家

，並透過指標與導引設計，增加學生選擇健康飲食的便利性。 
 

交通安全與飲食選擇結合：針對步行易達速食店的路段，進行人行道改善、安全設施優化，同

時輔以健康餐廳資訊導引，提升學生健康飲食可見性與吸引力。 

 



5. 具體政策（針對速食可及性高／密度高的學校，建議進行重點介

入：） 
（一）校園周邊健康飲食倡議 

1. 健康標章制度：與在地餐飲店合作，建立「健康便當/早餐」標章制度，標示營養均衡、少

油少糖的餐點。 
 

2. 合作商家方案：推動「學校合作商家」認證，鼓勵學生選擇有蔬果與蛋白質攝取的健康

店家。 
 

3. 健康飲食地圖：由學校製作周邊步行範圍內的「健康飲食地圖」，供師生及家長參考使

用。 
 

（二）學校內措施 

1. 無速食日活動：每週指定一日為「無速食日」，提供示範性健康餐食，提升學生認識。 
 

2. 午餐監測與營養課程：建立學生午餐記錄制度，並搭配營養教育，培養正確飲食習慣。 
 

3. 廣告環境調整：與周邊業者協調，限制在學生放學時段張貼速食促銷廣告。 
 

（三）行政區層級政策倡議 

針對速食店可及性較高的中山、中正與萬華區，建議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1. 速食禁設距離規劃：借鏡英國與韓國經驗，提出「學校禁速食圈」政策建議，例如： 
 

○ 英國多數城市限制新設速食店距離學校400公尺內不得設立。 
 

○ 韓國則立法明定學校200公尺範圍內為營養保護區，禁售高糖高脂食物。 
 

2. 健康店家租稅優惠：針對學校周邊推動健康飲食店進駐，並提供租金或稅務減免政策。 
 

3. 營養師巡迴服務：建立區域營養師制度，定期進入高可及性行政區的學校進行健康飲

食教育與諮詢。 
 

（四）學生參與式健康行動 

1. 建立學生社團：鼓勵成立「健康生活社團」，推動學生主導的健康飲食觀察與倡議行動。 
 

2. 製作宣導素材：支持學生設計健康飲食海報、影片等媒體，透過同儕影響力促進改變。 
 

3. 健康生活週活動：定期舉辦「健康生活週」，邀請營養師、廚師或健康專家辦理工作坊與

示範教學。 



 
6. 結論與展望 

綜合上述三種方法的分析結果可見，台北市部分行政區（如大安、中山、信義、大同）之國小周

邊速食店密度高、可及性強且距離近，對學生健康構成潛在風險。然而，也顯示出不同學校在

空間與人口結構上存在異質性，必須採取「因地制宜」的對策。 

本研究建議未來市府與教育局應： 

1. 建立速食店與學校空間關係的監測制度，結合人口變動與學校遷移情形，動態調整健

康政策實施對象； 
 

2. 推動多部門合作（教育、衛生、都市規劃）共構健康校園環境； 
 

3. 鼓勵社區參與，結合家長與在地餐飲業者，打造符合在地文化與營養需求的健康飲食

選項； 
 

4. 延伸研究至國中與高中層級，並納入學生實際消費行為與健康指標，進一步驗證空間

環境與健康之因果關係。 
 

透過空間分析與政策行動的結合，有機會在都市化進程中重新打造「健康友善的學習環境」，

落實從校園出發的健康生活倡議。 

 

7. 參考資料 
Restrict the number of new fast food restaurants opening within 400 metres of schools 
https://blueprint.nesta.org.uk/intervention/restrict-the-number-of-new-fast-food-restaurants-o
pening-within-400-metres-of-schools/ 
 
減少胖童!　南韓學區禁賣垃圾食物，記者陳承璋 
https://health.ettoday.net/news/323597 
 
 
 

 

 
 

https://blueprint.nesta.org.uk/intervention/restrict-the-number-of-new-fast-food-restaurants-opening-within-400-metres-of-schools/
https://blueprint.nesta.org.uk/intervention/restrict-the-number-of-new-fast-food-restaurants-opening-within-400-metres-of-schools/
https://health.ettoday.net/news/323597

	台北市校園周邊健康生活計畫書面報告 
	1. 引言 
	2. 方法與資料 
	1.計算學校500公尺半徑內的速食店數量 
	5.計算台北市行政區學生的速食店可及性 

	3. 分析結果 
	4. 健康生活計畫建議 
	5. 具體政策（針對速食可及性高／密度高的學校，建議進行重點介入：）（一）校園周邊健康飲食倡議 
	1.健康標章制度：與在地餐飲店合作，建立「健康便當/早餐」標章制度，標示營養均衡、少油少糖的餐點。 
	2.合作商家方案：推動「學校合作商家」認證，鼓勵學生選擇有蔬果與蛋白質攝取的健康店家。 
	3.健康飲食地圖：由學校製作周邊步行範圍內的「健康飲食地圖」，供師生及家長參考使用。 
	（二）學校內措施 

	1.無速食日活動：每週指定一日為「無速食日」，提供示範性健康餐食，提升學生認識。 
	2.午餐監測與營養課程：建立學生午餐記錄制度，並搭配營養教育，培養正確飲食習慣。 
	3.廣告環境調整：與周邊業者協調，限制在學生放學時段張貼速食促銷廣告。 
	（三）行政區層級政策倡議 

	針對速食店可及性較高的中山、中正與萬華區，建議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1.速食禁設距離規劃：借鏡英國與韓國經驗，提出「學校禁速食圈」政策建議，例如： 
	○英國多數城市限制新設速食店距離學校400公尺內不得設立。 
	○韓國則立法明定學校200公尺範圍內為營養保護區，禁售高糖高脂食物。 
	2.健康店家租稅優惠：針對學校周邊推動健康飲食店進駐，並提供租金或稅務減免政策。 
	3.營養師巡迴服務：建立區域營養師制度，定期進入高可及性行政區的學校進行健康飲食教育與諮詢。 
	（四）學生參與式健康行動 

	1.建立學生社團：鼓勵成立「健康生活社團」，推動學生主導的健康飲食觀察與倡議行動。 
	2.製作宣導素材：支持學生設計健康飲食海報、影片等媒體，透過同儕影響力促進改變。 
	3.健康生活週活動：定期舉辦「健康生活週」，邀請營養師、廚師或健康專家辦理工作坊與示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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