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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志學村為壽豐鄉最多人口的村落，因為東華大學的師生數有將近一萬人，

而我們就讀的志學國小鄰近於東華大學，而且正好位於東華大學側門餐廳及購

物主要街道的中正路上（以下簡稱「志學街」）。我們上下學都要經過這條主要

的道路，但是街道上總是停滿了摩托車、單車、及汽車。有時有卸貨的小貨

車、垃圾車，還有違規並排停車的情況，使我們上下學總是驚險萬分(如圖一、

圖二)。 

          

   

我們也常常跟家人到志學街吃飯及購物。特別是在用餐的時間，路上的人

車很多。我們上學或放學時路上也常常塞車，耽誤很多時間。我們推測，這應

該也是許多人的困擾，所以決定要研究這個題目，並希望這個研究，讓更多人

重視以下這些問題，並為志學村的交通安全和環境盡一份心力。 

我們產生研究的好奇心後，列出以下的研究問題，想知道大家的看法： 

1. 目前志學社區停車空間不足造成的原因為何？  

2. 如何改善志學社區因無停車空間造成的街道亂象？  

3. 對志學街停車空間不足有何建議？ 

本研究方法主要是採用問卷調查，藉由分析問卷的結果，提出研究建議給

政府的相關單位參考，以改善志學街的交通現況。 

圖一：志學街的交通現況 1  圖二：志學街的交通現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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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流程 

本研究從研究者就讀學校的學期開始至今，設計流程從設定主題至撰寫結

論，詳如圖三。

 

 

貳●正文 

一、社區交通對我們的重要性 

 社區是我們的生活圈，每天只要一出門，就進入或經過社區，因此社區的

交通狀況關係到我們的生活品質。帕拉帝歐認為：「城市以外的道路應該寬廣、

舒適」（王淑宜譯，1998）。好的交通狀況，可以讓我們一出門就順順利利，保

持好心情；反之，如果交通非常紊亂、人們的車子都亂停放，就很有可能影響

到我們每一個人的權益和安全。例如：需要時找不到停車位；造成交通堵塞、

會車困難、行人走路可能被來車撞到，還會浪費到每一個人通行所需要花費的

時間。如此一來，交通不方便，就可能減少來這裡消費的次數，社區的經濟發

展和經營也會變得不好，所以社區的交通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一個地方要有好的發展，就要有好的條件。最近這些年志學社區因為東華

大學設立之後，人口回流，再加上開放陸客觀光，志學街道交通負擔愈來愈繁

重，而「道路交通管理正成為制約城市以及城市交通可持續發展的一個瓶頸」

（劉江鴻，2002）。不管志學社區未來將往城市或繼續以鄉區的形式發展，交通

狀況已經成為影響生活品質和社區發展的一個關鍵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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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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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探討 

（一）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我們總共回收了 79 份有效問卷。接受我們訪問的人有 52 位女性和 27 位男

性。而以年齡分佈來說，有 12 位 18 歲以下；18~25 歲的人最多，有 30 位；

26~35 歲的有 15 位；36 歲以上有 22 位（詳如圖四）。 

   

 

以身份來區分的話，最多的是在地居民，共有 31 位；其次是大學生 23

位；老師 10 位、9 位當地商家、4 位其他；實習老師 0 位，有 2 份問卷未填身

份。 

在交通工具方面，有 36 位受訪者習慣使用多於一種的交通工具，複選之後

重複計次的結果如下：最多的是機車，有 52 人使用。其次是汽車（32），再來

是單車（21），最後是步行，只有 21 人。使用其他交通工具（例如殘障電動

車）的則為 0 人，所以我們沒有計入之後的分析統計中。 

（二）交通問題真的是因為停車空間不夠嗎？	

有 76 位（96%）的受訪者曾看過志學街道上有車子亂停的情況（如圖

六），也有 61 位（77%）看過志學街道上有車禍發生（如圖七）。另外，還有 66

位（84%）曾經在尖峰時間找不到停車空間（如圖八），以及有 59 位（75％）

曾在志學街有無法會車的經驗（如圖九）。四題都有相當高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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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受訪者年齡層  圖五：受訪者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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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到底是不是停車位不足所造成的呢？在問卷第 4 題我們詢問，車子亂

停、車禍以及找不到停車位等亂象，是否為停車空間不足所造成的問題呢？有

66 位（佔 84%）認為是停車空間不足而造成的，也有 13 位（佔 16%）認為不

單只是停車空間的問題，還有其他的原因。在問卷中有人認為：行車習慣差

（例如「機車亂停」）、品格或習慣問題（「用路人沒有公德心」、「無禮讓行

為」、「大多數人不願停到離目的地遠的地方」）、道路狹窄、還有不遵守單雙月

停車規定。 

由於志學街是單、雙月各可在單邊停放車輛，另一邊則禁止停車。在每月

月初，會發生兩邊都有車輛的情況。這是因為有些人停車之後，忘記下個月要

將車移動到另一邊停放，而導致兩邊都有車輛，嚴重影響交通。這可能也意味

著，有些人是長期佔用路邊的停車空間，很少移動。如果志學社區有更多停車

場，大家就可以停在停車場，就不用停在街上，街道上少了違規停車，也就變

寬敞了。一旦會車的問題也跟著解決，就會減少車禍發生。當然，用路人沒有

公德心，或不遵守規定，也是造成交通亂象的原因之一。 

    我們也很好奇，交通工具的使用種類會不會影響了受訪者的看法？例如，

開車的人會認為停車空間不足，騎單車的人則否？於是，我們將不同交通工具

的人所填的答案加以分析，發現針對停車位不足是否會導致交通混亂，填答

「是」的人當中，有 26%開車、40%騎摩托車、17%騎單車、17%步行。（圖十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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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看過車子亂停人數 圖七：看過車禍人數 

圖八：找不到停車位人數  圖九：無法會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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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否」，也就是認為停車位不足並非交通混亂主因的人，其中有 19%開

車、48%騎摩托車、24%騎單車、9%步行（如圖十右）。以同一種交通工具的人

來比較，回答「是」和「否」的比例差不多，摩托車和單車族的「否」略多於

「是」。開車的和步行的則有稍多的比例回答了「是」。 

這個結果經過我們討論後判斷：摩托車和單車族較比較容易找到停車位，

對停車場的需求不如開車族大。而徒步的行人因為會受到交通紊亂的威脅，可

能因此比較希望有停車場可以容納原本停在路邊的車。 

（三）大家都把車停在哪裡？而志學社區的停車空間到底夠不夠？ 

那大家都把車停在哪裡呢？填答的 79 人中使用停車空間「10 次以上」的

人數是 48 人，受訪者進一步具體寫出停車地點為： 

1.  街道兩旁停車空間，此類最多，佔了受訪者一半以上 

2.  宜德統冠前的小型停車場 

3.  東華門口 

4.  巷子裡 

5.  自家私人用地 

雖然停車位的選擇看起來很多，但有 72%（57 人）覺得停車空間「需改

善」，25%覺得空間尚可（20 人），只有 3%認為非常足夠（2 人），反映多數人

感受到志學街的停車空間不足。（圖十一） 

圖十：認為停車位不足導致交通混亂的人數（依交通工具區分） 

（1 代表汽車、2 代表機車、3 代表單車、4 代表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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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停車問題對社區有何影響？	

大家是否會因為在志學街有停車的困難，而導致不常光顧商店？回答

「是」的人有 38 人，回答「否」的人有 41 人，雖然回答「否」的人在數量上

多了一點，但兩者很接近。這表示志學街的停車狀況還是多少影響了商店的生

意。因為我們去志學街上消費，不論是購物或是用餐，還是要有地方停放交通

工具。所以即使志學街是聚集許多商家的街道，但不論它的商品有多麼吸引消

費者，只要停車不方便，多達一半的人就會不想去光臨。 

（五）我們需要停車場嗎？還是有別的解決方法？	

那麼大家贊成興建停車場嗎？大多數人（84％）贊成，也有少數人悲觀地

認為，可能找不到適合的地點興建停車場，而且如果大家總是只想停在離店家

近的地方，不想走路，也可能會浪費了興建停車場的美意。 

我們在問卷的最後，邀請大家針對志學社區的交通問題，提出具體的建

議。多達一半以上的受訪者（47 位）踴躍地提出各種意見，針對這些意見，小

組成員經過討論後，歸納為六種，以下列出結果，並依意見出現次數多寡排

序： 

1.  興建停車場（17 位）：鼓勵未使用的空地變更為停車場、由政府釋出

公用地為停車場等。 

2.  加強取締及宣導（14 位）：請警察加強取締違規、定時巡邏、宣導停

車規定、強化公民素養等。 

3.  改善現有道路環境（8 位）：都市重劃、拓寬道路、劃汽機車停車格以

0 10 20 30 40 50 60

非常足夠

尚可

需改善

停車空間足夠嗎？

圖十一：停車空間足夠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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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亂停、規劃替代道路、改為單行道等。 

4.  限制尖峰時間車流量及停車、禁止部分車輛進入或路邊停車（11

位）：尖峰時段禁止車輛或遊覽車進入、完全禁止路邊停車，或限時段禁

止停車。也有人鼓勵大家騎單車。 

5.  停車收費（1 位）：路邊停車收費。 

6.  創意解決（1 位）：禁止車輛進入，以短程電車取代，亦可做為觀光特

色。 

參● 結論 

我們希望能有方法解決志學交通問題，經過問卷調查後發現，大多數人都

能感受到志學街道的交通亂象，也都認為停車空間不足可能是主要的原因之

一。我們也很高興地看到，大家熱心地提出了解決的意見，這些方法包括了興

建停車場、加強取締及宣導、改善現有道路環境、限制車流量、停車收費、以

及創意解決等。 

在這次小論文的研究過程中，我們更懂得關注社區的問題。原本我們不是

很注意志學街的交通，只是覺得走路及騎單車時，常必須閃躲車輛，很不方

便。但藉由本次的研究，我們發現原來交通問題對一般民眾產生了不小的影

響，也會影響店家的生意。為了完成研究，我們學習設計問卷、統計及畫圖表

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因為發放問卷，我們學會如何與陌生的大學生、社區民

眾、店家聊天，了解他們的看法，這都是我們很重要的學習。 

除了政府可以改善交通環境、興建停車場之外，我們也注意到民眾不遵守

規定而造成的影響，例如並排停車、不依規定停車。我們有以下的結論： 

（一）停車空間的確不足、需要興建停車場	

目前志學社區的確有停車空間不足的問題，但相較之下，機車、單車族

比較容易找到停車位。	

（二）用路人的公德心	

因為有些人亂停車、違反交通規則、沒有公德心或不禮讓別人，而造成

了交通不順暢。這些並不是因為停車問題，而是用路人的習慣及素養。 

（三）落實單雙月停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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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要請相關單位宣導用路人守法的觀念，建立公德心之外，還要請交

通員警在每月初換邊停車時加強取締違規停車的人、對街道兩旁的店家

或住家限制進卸貨的時間，建立大家守法的行為。 

（四）其他建議 

增加停車空間是我們及許多受訪者的心聲，我們也發現，興建停車場之

外，可以同時採納其他的措施，或許可以更有效解決交通問題，像是尖

峰時間限制車流量、興建電車通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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