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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研究與數據分析

臺
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於每年一月中旬舉

辦會員大會暨研討會，邀請國內外校務

研究專業人員及專家學者共襄盛舉，協助各校

發揮校務研究的實質效益，形塑以證據為本的

校務治理文化，並建立校務研究專業發展的社

群網絡。當天論壇場次與會的講者就各自基於

所擅長的專業領域結合校務研究議題，並因應

資料結構的特性，應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包

含了存活分析（Survival Analysis）、資料包絡

分 析 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及文字探勘（Text Mining）。此篇文章則

重點摘錄當天論壇交流的精華內容，提供不同

且多元的角度思考議題分析的可能性，俾利學

術研究人員及實務工作者能有效掌握資料分析

方法。

事件歷史分析法╱存活分析

校務研究部門工作大致可以區分成兩大面向，

亦即日常性的資料匯報及分析（包含回應各單位

的資料需求）及學術議題研究。由於校務研究問

題的多元與複雜性，往往需運用跨領域知能與多

元資料進行處理，同時應用較為複雜與細緻的統

計分析，方能避免犯了相關等於因果的謬誤，進

而得到有意義的資訊，提供校務規劃與改進策略

的依據。而生物醫學領域最常被使用到的存活

分析則是最典型被應用在美國高等教育領域及

校務研究議題。存活分析又稱為事件歷史分析

法（Event History Analysis, EHA）或簡稱事件史

分析，主要在找出造成事件成因的方法。事件

的發生是研究者所關注的焦點，因此對於事件

發生的比率評估則是風險率，是這個方法的核

心，人口統計中的生命表就是事件史的一種表

示型態。這個方法最大的特色就是要解決傳統迴

歸上的設限資料問題，也就是說針對在研究中所

觀察的個體在觀察的時期內並沒有發生變化，但

因其他原因而退出觀察，或直到觀察結束時仍未

發生變化，但因研究停止而被中斷的個體狀態

（Singer & Willett, 1993, 2003）。因此，使用此

方法需要有明確的研究起始時間及終結時間，每

一個個體的起始及終結時間可能很不相同也不必

相同。

學生學習經驗與政策評估

存活分析最常應用在學生學習經驗及政策評估

議題，例如大學教授從事教學研究生涯議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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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休退學、助學金政策等等，研究需考量是否有

隨時間化變的解釋變項，且需以縱貫性資料為

主，因為若僅用一個獨立時間的資料，則無法分

析時間所帶來的影響。由於過往研究多半仍是停

留在描述性、或是半結構式訪談為主，無法以數

據實徵資料做全面性的嚴謹分析，因此，存活分

析將時間變數考量在延畢分析模式中，以學期為

單位，對學生從入學開始的時間原點直至事件

（延畢）發生的時間分布做研究，將存活時間列

入分析，了解在某個時間點之下會發生事件的風

險比，同時此種方法的精準程度能彌補在一般線

性迴歸及羅吉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分

析的不足。

於此，研究者探究大學生延畢現象（四年為

正常畢業年限），資料對象為南部某研究型大

學，時間範圍自2006-2007學年度入學的大學生

直至2012-2013學年度，資料面向包含了學生的

學籍基本資料、學業準備度、大學學習經驗，

包含學習投入、社會投入及學校相關措施與政

策，如出國交換及就學貸款等等。分析發現學

習動機強且目標明確的大學生（如雙主修），

順利畢業的情形相較於只是修輔系的學生有顯著

差異。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助學金補助對於大

學生能否順利畢業並無顯著差異，然而就學貸

款對學生有其顯著差異。此外，延畢的學生人數

因所就讀的科系不同而有所差異，細節討論與分

析可進一步參考相關文章（Lin, Chen, &Borden, 

2020）。

資料包絡分析法

資料包絡分析最初的目的是為了進行非營利

組織的效率評估（Charnes, Cooper, and Rhodes, 

1978），後來被廣泛應用到各生產事業及公私部

門組織上，例如醫院經營效率分析、政府公部門

營運效率分析等。資料包絡分析為非參數估計，

無樣本數上之限制，其原理係透過數學規劃的方

式，透過投入導向與產出導向，將所有受評單位

（Decision Making Unit, DMU；DEA常以DMU 代

替各受評單位）估算出一條共同的效率邊界，透

過各DMU至效率邊界的距離，探討績效達成是

否有努力的空間。

1.考量成本效用概念進行評估分析

此方法對於校務研究中的各項議題分析納入成

本概念進行評估，進而說明學校經營效率是相當

適切可行的，校務研究人員首先可找出同質性高

之大專校院，接著透過資料包絡分析法進行各項

效率值計算，形成一共同邊界（如圖一所示），

最後找出同屬性下之學校相對效率值，進一步說

明性質相近之學校經營效率。

舉例來說，研究者可找出屬性相近的學校4間，

分別為，G1、G2、G3、G4四間學校，以學生人

數X為投入項、總休學人數Y1、總退學人數Y2為

產出項，進行資料包絡分析，從下圖中可知，紅

色部分為透過投入、產出項所估算出來之共同

邊界，G1、G3、G4均與邊界相切點，其效率值

=1，表示G1、G3、G4三間學校透過資料包絡分

析發現，其學生人數與休退學比率經計算是符

合效率的。而G2部分，其效率值小於1，在同屬

圖一 資料包絡分析雙產出單投入共同邊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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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學校中屬於效率值較差之學校。若學校屬於

G1、G3、G4則可持續維持學生人數、休、退學

人數之比率。G2學校則須要調降休退學人數，

才可提高學校經營效率值。

2.資料包絡分析與分項效率值之應用

資料包絡分析法除單年期資料分析外，還可以

進一步採用多年期資料進行動態資料包絡分析，

例如納入近幾年來學校招生人數、休、退學人數

及一穩定變項作為連結變數進行多年期學校經營

效率成效分析，透過分析結果可了解多年來在同

領域學校間，貴校的經營狀況。一般資料包絡分

析結果，所呈現的結果為總體效率值，無法分辨

出造成總體效率值差的原因，若想進一步了解其

他原因，可以採用Hu與Chang（2016）提出分項

效率值之概念（計算方式如下列公式），藉由目

標值與實際值的比例計算出分項投入及產出的效

率值，可以進一步了解各分項投入或產出對於決

策單位之重要性，了解造成效率值差的原因來自

於哪個變項。

透過分項效率值的呈現，可了解G1、G2、

G3、G4學校各項變數實際表現狀況與調整方向。

例如要增加招生人數進而改善招生策略，或是透

過校內各項輔導機制降低休退學人數。到底要招

生到幾位學生才達到有效率？降低休、退學人

數多少人數才達到有效率？透過資料包絡分析

之結果可精確地告訴校務研究人員學校經營要

達到有效率，各項變數需調整至多少之精確值。

未來校務研究在後高教深耕時期，亦可應用至高

教深耕計畫共同績效指標上計算出同屬性學校，

透過教育部補助經費下，各項指標成效達成效率

值。

地理資訊系統與空間分析

校務研究分析普遍採用統計方法與圖表來呈

現資料及分析結果，然而對於具有空間特質的

校務研究資料，需透過空間分析技術與方法

以更有效的呈現其空間分布與關係（Jardine & 

Teodorescu, 2003）。空間分析包含「空間資料」

（例如：學生居住地、學生實習與就業地點等）

的收集與使用，以及透過地圖的呈現探究資料的

「空間分布」（如：群聚或隨機分散）與「空間

關係」（如：距離關係）。

早期透過在圖紙上繪製空間資料並進行分析的

方式有其限制，隨著電腦科技的發展，地理資訊

系統的開發強化了空間資料的儲存、處理、分析

與呈現，尤其是在個人電腦的發展與普及下，GIS

相關軟體與功能更加著重在能讓更多使用者容易

學習與操作。此外，透過全球定位系統 與遙感探

測，再加上逐步釋出的各種公開資訊（如：人口

與教育統計）與相關空間資料（如：行政區界、

各級學校位置），空間資訊的收集更加多元。科

技的進步與資料便利性的提升，使得空間資訊的

運用與分析得以更廣泛的運用在不同的領域議題

上。

空間分析在校務研究上可用來協助了解學生

來源的分布情形（如：Granados, 2003）。依據

不同的分析目的，資料可依不同層級的空間單

元進行分析，當分析國際學生來源分布時，國

家為適當的空間單元，來自各個國家的學生經

統計後於地圖上呈現。就區域型的學校而言，

較小的空間單元如縣市、鄉鎮市區、來源高中

等則更能夠顯示區域內學生來源的細微分布差

異，或將學生地址透過地理編碼繪製成GIS圖層

進行更細緻的呈現與分析，包含使用熱點分析

呈現高密度群聚的區域。透過呈現學生來源的

空間分布，顯示需加強招生的區域做為策略規

目 標 非 意 欲 產 出0 ≤ ≤1……… Equation (1)
實 際 非 意 欲 產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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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的參考。

此外，分析人員可藉由圖層套疊探討資料間的

空間關係，例如，套疊學生分布情形與學校位

置，並進一步分析其間的距離關係，例如透過環

域分析（Buffer analysis）找出離學校特定距離內

的學生，以便呈現並探討在地學生分布情形與

佔比（如：美國加州大學績效問責報告）。相

似的分析也可以應用於探討學生通勤距離與學

習歷程的關聯性，例如透過網絡分析（Network 

analysis）以道路距離（或行駛時間）計算到校

距離，或繪製道路距離的範圍，如圖二，將學生

依所在範圍分類，藉以探討通勤距離與修課表現

及校內活動參與等的關聯性。

文字探勘

校務研究有助大學治理採取數據導向的證據型

決策思維，數據資料庫中的

結構化資料適合資料採礦方

法，而針對非結構化文字資

料進行自然語言處理的方法

即為文字探勘。現代的網路

世代學生習慣透過網路社群

平台分享意見與表達情緒，

由此所形成的輿情傳播相當

廣泛、快速與多變。校務研

究若能妥善運用分析網路社

群的文字資料，將有助於了

解學生對校園問題所反應的

即時真實性意見，為學校領

導者提供更能「接地氣」的

決策智慧。

文字探勘立基於資料科學

的發展，當前資料科學發展

具有巨量資料的儲存、演

算法的運行、機械學習的運用，以及更快的處

理器等特徵。資料科學發展歷經三個階段：著

重建置資料庫蒐集大量數據資料的「布拉赫」

（Brahe），運用資料採礦分析數據再轉換為資

訊的「克卜勒」（Kepler），基於前兩個階段

產生知識與決策智慧的「牛頓」（Newton）。

三個發展階段亦呼應DIKW（Data, Information, 

Knowledge, Wisdom）模式，從蒐集事實資料、

形塑組織資訊、分析整合知識，進而產出決定

與行動的情境智慧。當處理巨量的文本資料，

較難仰賴人工判斷標記的編碼與判讀，文字探

勘則是以演算法辨識文件的特徵表現，並不採人

工判斷，所以能有較佳的一致性與可驗證性。

學生輿論議題分析

文字探勘的分析流程包括擷取文字、界定分

圖二 空間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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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定義停用詞、建立文字矩陣、計算詞頻，

以及塑模分析等六個步驟。針對臺灣學生使用

習慣，擷取輿論文字可以從FB、Dcard或PTT

等平台，不同平台所使用的資料擷取方式亦大

不相同。識別字詞可以利用中研院輿情分析系

統、社群聆聽平台eyeSocial或OpView社群口

碑資料庫等，但若是校務研究者要針對學校進

行文字探勘，則可以自行建構詞典內容，採取

字典法能依不同需求新增或刪除字詞內容，也

較有彈性因應校務研究者的需求。分析軟體則

可採用R語言的相關套件，如Rwordseg或tm

等。

文字探勘分析資料內容為文字，字句之間均有

關聯性，無法如同資料採礦以隨機方法將內容

分為訓練組與測試組進行模式驗證。文字探勘驗

證除了邀請相關領域學者專家進行評估外，可隨

機抽取部分文字內容，再分別比較人為識別與分

析結果的一致性。具體而言，驗證流程可分為三階

段，首先確定以人為識別方法對隨機抽取文本內

容分析結果是否有一致性，接著則撰寫電腦文字

探勘分析程序對同樣的分析文本進行識別，最後

則比較人為與電腦識別在分析文本的結果是否相

符。因此，校務研究人員若能善用文字探勘分析學

生輿情，將可避免落入決策者的主觀偏誤及研究

對象的社會期望偏誤，提供即時正確的決策參考

資訊。

未來展望

校務研究係屬應用型實徵研究，除了配合大學

院校行政運作管理之資料匯報及量化描述分析

外，考量研究議題的多元複雜及資料型態的差

異，需要不同學門的學理作為研究理論的基礎，

選取適切的資料分析方法，形塑有意義且具學術

性的高等教育實徵研究，更有助於提升決策品質

及大學治理的有效運作（彭森明，2018；黃榮村、

周懷樸、林世昌，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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