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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議題 利用地理資訊系統空間分佈技術進行生源分析（二） 

實際執行 

期間 
自 110  年   08  月  01  日 至   110  年  10  月  31  日止。 

研究目的 

(建議以具體且簡要文字說明本議題研究之目的) 

近年來面臨少子化的威脅，各級學校都為了生源一事傷透了腦筋，特別是私立學

校的存活有一大半受制於生源的穩定性，因此了解整體生源的概像對學校而言是一個

很重要的工作。一個學校的生源除了受制學校本身的知名度及社會風評外，學校所在

的地理條件也是相重要的一環，特別是了台灣目前因為學生與學校呈現僧少粥多的局

面，很多學校已經逐漸變成社區型的學校，很多生源皆來自學校週邊地區為主，遠距

跨區或跨境就學的學生已為零星少數，而本校，宏國德霖科技大學目前就很符合社區

型大學的現況，因此在這種趨勢下分析學校週邊地理資訊作為未來制定招生策略可說

是一種不錯的選項。本研究為本校生源分析的第二期內容，從上期已獲得的分析結果

(本校目前在校生的空間分佈結構以及潛力生源分布地區)試圖再加上空間移動的便利

性影響因素，進一步分析生源分佈及空間移動上的相關性，以期為校方進一步提供合

適的招生方針。 

研究對象 

(建議以研究變項具體羅列待研究之問題) 

延續上一期的研究，為了進一步了解本校目前在校生生源在地理空間上的分佈狀

況及可能的優勢，本研究採取的研究分析對象為為上一期研究中建置的資料庫之所有

日間部學生。 

使用分析資料

內容及範圍 

(建議分別敘明所需資料的內容及範圍，包括系統表單名稱、欄位名稱及資料範圍，如「所需資料內名

稱及範圍：○-○學年度大學部學生學籍資料，所需欄位名稱：學生之系所別、入學管道欄位」) 

本研究根據研究分析所需配合目前校方提供的現有資料，本研究現下使用資料的

內容及範圍為在學學生的資料，包括姓名、通訊地址、班級系科、入學年份、入學方

式、學號、性別、身份別、畢業學校等資料外，以及大台北地區地理空間的行政圖



資，包括鄰里行政界、鄰里人口統計分佈及道路資訊。另外針對進一步的建置，如戶

籍地址、家庭奘況（單、雙親，中或低收入戶別）、打工狀態、入學成績…等等，仍持

續調查增加中，以做為未來研究分析時可以運用的相關資資料。 

研究結果及 

建議 

(建議依研究問題一一說明研究結果及建議) 

根據第一期分析結果顯示，本校學生來源由土城地區往外輻射遞減，以土城區、

板橋區是本校最多學生來源的地區，其次是中和區、樹林區、三峽區及新莊區，這些

區域可說是本校生源的蛋黃區，而往外擴散則是永和區、三重、鶯歌、萬華區、新

店，再往外擴散則為其餘地區占本校生源相對就少很多，已說明本校就是一個典型的

區域型大學院校。從上一期研究結果中，已針對本校生源數分佈、周邊鄰里就學適齡

人數分佈及周邊競爭學校等地理空間上的條件，已初步顯示本校目前可以耕耘的優先

序，如土城區及中和區是主要跟耘區；三峽區、新莊區、樹林區、板橋區受他校磁吸

效應引響，招生耕耘時建議需要先強化並提升本校排名及名聲；新店區則可以相對較

慢開發耕耘等。 

另外，從前一期研究分析結果中亦顯示(圖1)，在本校鄰里學生數的空間分佈上來

看，先排除土城區，除了樹林區南園里、板橋區溪福里外，大部分來自三峽區靠近土

城的北邊的龍埔里、永館里、礁溪里、鳶山里、中正里、介壽里及大埔里，其中樹林

區南園里、三峽龍埔里、永館里及鳶山里生源相對較多，可以視為除了土城區外本校

應該首要經營耕耘的主要區域。而土城區部份，生源在空間上的分佈卻分佈不均，土

城區境內僅有清河里貢獻超過30位生源達到33人，其次較多的生源的鄰里包括清溪

里、廷寮里、永富里以及永寧里，這些鄰里可為本校優先考量的重點耕耘區，其餘部

份再逐次加入經營。而根據本校周邊土城區的鄰里中15-19歲的適學人口分佈圖顯示

（圖2），有部分的鄰里是同時具有高潛在生源及在本校有高在學學生比例的區域，在

相對前在就學學生人口數較多的鄰里中，如埤林里、清溪里、金城里、清水里及永寧

里中，特別是清溪里及永寧里，這兩個區域是本校除了清河里外應該最優先考量重點

耕耘的鄰里，而埤林、金城、清水這三里雖然目前在校生相對較少，但是貴在潛在生



源較多，所以除了目前在校生相對較多的廷寮里及永富里外，這些鄰里也必須視為本

校生源經營拓展的加強重點。 

延續第一期的研究成果，本次的研究重點放在在校生的空間分佈結構及空間移動

的便利性影響因素上，針對生源分佈及空間移動上的相關性進行分析。分析結果顯

示，在方便性上以車輛移動時間為參考依據條件時，發現本校在校生目前的空間分佈

與車程的所費時間並不一致，換句話說，在學生上學時交通的方便性或是說所費時間

並不是十分吻合，根據資料庫裡的學生數，在20分鐘之內可以到達本校的學生(1829

人)大約只佔全校總學生(3263人)的56%，也就是說有將近一半的學生光就學時間就需

要將近半小時(圖3)，在超過20分鐘車程的區域中，可以看出 B、C、E 區相對目前在

校就讀學生較為集中且人數也相對較多，而 A、D 區則相對較分佈較鬆散，在現在的

時空環境下，學生選擇學校就讀的外在因素中交通方便性是一個蠻大的誘因，然而對

於本校可以說幾乎可以視為是一個區域大學來說，可能就是一個較為不利的影響因

素，所以在 B、C、E 區部分應該可以優先考量建立學校專車以減少學生的通勤時間

增加就學的方便性。另外，從鄰里潛在就學人口數及在校生居住空間分佈的套疊資料

中也能發現區域1、2、3是潛在學生數及目前在校生相對較多但是車程花費時間相對

較長的區域，這也說明了這些區域若能先改善現下在學學生交通便利的問題，將來同

時也是可以做為這些潛力生源區招生的宣傳有利條件之一。最後，從資料庫中，本校

目前在學生的來源學校與居住地分佈圖(圖5)配合空間移動的車程時間圖(圖3、圖4)來

看，前3大生源高職學校(樹人家商、豫章工商及智光商工)，除了智光商工外，另外兩

間高職學校的學生都能在20分鐘內到達本校，而且智光商工剛好也位於圖4的區域 C

中，代表這區同時是高職校端生源數及在校生人數相對都高的區域，若是要優化學生

的交通便利性，這個區域將是可以作為學校考量改善的地方。 

以上的分析結果是以目前現有的資料做為分析基礎，若之後有更進一步的屬性及

空間資料的搭配，應該能更有效的提出相關的結果及建議。 



提供校務發展

具體運用方向 

(建議依研究發現及結論，提出校務發展或決策之「具體建議」) 

針對上述的分析結果，建議本校可以除了延續第一期的研究成果建議，優先從土

城地區清溪里、永寧里、清河里這三個里做為重點耕耘的目標，輔以埤林里、金城

里、清水里、廷寮里及永富里等五里作為主要的生源經營區域，並透過本校現有的各

項大型計畫及未來規劃申請的計畫，結合重點耕耘鄰里的資源，與各里的里長打好關

係，善用本校的學生資源以服務鄰里建立本校優良的名聲及排名外，還可以強化本校

內部的優勢條件，從學生上下學方面的交通便利性上著手，優先從區域 C 建置學校專

車路線，再進一步規劃區域 B、E 以提升現有學生的交通便利性，而在潛在生源部

分，重疊的區域 E 和區域3建議也是可以優先規劃便利的學校專車交通路線的地方，

這些建議應可以吸引各鄰里潛在的生源，進而永續經營本校。 

附件 生源分析分佈圖層1、圖層2、圖層3、圖層4、圖層5 

研究結果之 

實際運用 

(可複選) 

■供本校校務發展及決策之參考 

□投稿國內外學術研討會並獲發表 
 (□ 國 內 研 討 會 ， 會 議 名 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會 議 日 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外研討會，會議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會議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稿國內外學術期刊並獲發表 
 (□國內期刊，期刊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刊登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外期刊，期刊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刊登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學生完成學位論文 

□指導學生完成專題製作 

註：1.本表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延伸。2.結案報告書需5~1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