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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之道>倡議，經師大於1/18/2022舉辦<大學之
道論壇>，獲台灣大學系統師生與相關系所專業回響、
以及交通部運研所和市政府交通局之回應。

三校於3/9/2022受交通部運研所之邀，參加「自行車
通勤路線示範計畫-台北都會區」之會議；交通部將大
學之道理念融入該計畫。

後續需一步步鋪陳，以學術專業，投入支持都市公共事
務，實踐大學對學生教育與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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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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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之道>緣起與對都市的意義

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地處人文薈萃聚集之地，

以低碳、安全、便捷的交通通學，是進步文明的象徵。

校際/跨域選課及單車通勤日增，

如何使師生通學/通勤具安全、舒適、效率、減碳、文化經濟，

促進跨域知識生產，創造教育價值，

並促進都市永續發展，是一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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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之道>緣起與對都市的意義

單車通學/通勤道，串起都市的綠寶石珠串；

是綠色都市的體現，也是永續生活文化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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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大學之道，

是以步行與自行車，串聯大學與都市

<大學之道>與永續發展目標(SDGs)

SDGs 7
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
可負擔的能源 SDGs 11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永續都市與社區

SDGs 4
Quality education

教育品質提升

SDGs 12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

SDGs 3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健康與福祉

SDGs 13
Climate action

氣候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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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之道>與大學社會責任

大學社會責任，乃基於在地需求，透過人文關懷，

以學產的社會實踐共同解決域內議題。

大學之道，可促進師生洞察及參與在地生活環境議題，

整合相關知識、技術與資源，促進創新知識運用於地方發展。

大學之道的理想 : 學生在安車通勤環境中，體認學習理論與

生活實務之關係，落實對社會永續環境責任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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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之道>與大學社會責任

應用USR

於＜大學之道＞

1. 師生參與課程創新以單車道的需求，在地化實作課程

2. 強化區域產學鏈結結合社區與師生需求之生活實驗室

3. 促進域內環境整合連結校園與社區的環境優化、交通安全、

減碳等效益

4. 活絡在地社會網絡促進師生與社區之溝通，師生參與社區

發展議題

5. 走向國際、擴大視野單車是全球交通文明的象徵；我們尚

需從單車文化與教育努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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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之道>與大學社會責任

＜大學之道＞

欲達成之

大學社會責任

1. 營造學生在地認同

守護社區的環境品質與交通安全

2.   重視社區環境的永續發展

人本交通、交通安全與舒適、空氣品質

3.   發揮大學與社區協作的責任

形成文化生活社群、青銀共享、全球文化交流之社區

4.   提升大學社區生活價值與精神

落實慢活車道，優化都市歷史與文化空間，利益在地產業
17



<大學之道>需要政府與社區協作

（一）需政府盤整通學道環境的綠基盤，建構連結都市中的大學間之綠基盤之基礎，

俾利人本道路網、透水鋪面、友善環境等，提升永續發展的綠色都市。

（二）需政府規劃推動單車道環境之安全，北市單車道里程為全國之首，然部分環

境有待改善，例如號誌不明、與公車或機車同道、待轉區空間不足等。

（三）需政府協助優化單車道之文化小徑，通學道沿途商號、藝文空間、公園綠地、

歷史建築、文資空間，可善用以優化通學道寧適性，有益社區的生活環境優

化。

（四）請社區協力共創校園社區單車文化，大學生的創造力持續受到社會的支持之

外，也需學習考量融入社區的環境需求；大學持續倡導騎單車的安全教育、

善用環境創造足夠的自行車停車空間，請社區持續協同大學維護良好的校園

社區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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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大學之道＞路徑概念示意

大學之道，不必然是固定路線，
可以三種概念交通路徑落實

河岸單車道
(藍線，以生態自然取勝)

直捷單車道
(綠線，以便捷短距取勝)

熱鬧單車道
(紅線，以生活機能取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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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師大
大學與社區共榮

豐富跨域學習和學習問題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