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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人類活動不斷增加溫室氣體的排放，使得全球正面臨著暖化的威脅，其中，二氧化碳正是全球暖化最主要的元凶。據

了解，運輸工具使用石化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約佔全球排放量的24％，主要大多來自車輛的燃油。而國小師生通勤通

學方式除造成學校周邊交通壅塞外，也可歸類於學校在能源耗費之主要因素；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師生上下學交通形態

對環境的衝擊程度，並以彰化縣萬來國小為例。 本研究以「生態足跡分析法」做為檢視永續運輸受衝擊程度之衡量工具，

並配合以問卷調查來探究師生上下學交通習性及估算生態足跡分析所需參數。在問卷方面，計有萬來國小教職員52名及學

生家長281名為抽樣調查對象，獲取之資料用來估算交通生態足跡，並SPSS進行描述性統計、t檢定、變異數分析等模式來

進行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如下： 1.萬來國小的交通生態足跡大概是22.24公頃，約是現有校地面積的9倍；對此，鼓勵通勤

距離較短的師生與家長使用綠色運具對減少生態足跡會有較佳的效果。 2.環保意識高的家長，在節能減碳方面做得較好，

因此，加強環保觀念的宣導，將有助於減低對生態的衝擊。 3.師生之通勤方式以汽機車為主，加上學校週邊道路較為狹窄

，造成其對學校週邊停車空間明顯感到不足。 4.不同到校時間會影響師生對學校週邊路口壅塞的感受，所以適當的分散車

流，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本研究僅以單一國小為研究對象，客觀性尚有不足，因此未來之研究者可再多增加樣本的人數和

區域，擴及其他鄉鎮、學校，更能佐證本研究之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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