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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
  治理

▌文╱施純明‧臺北醫學大學主任秘書

　　　陳錦華‧臺北醫學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生物統計中心主任

建置大學數據資料庫
北醫大奠定全國校務研究基礎 

臺
灣校務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始

於104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提升校務專

業管理能力計畫，在詭譎多變的時代中，期望以

數據為本之決策制定，協助學校發現問題，解決

問題，確保高教品質保證。實施以來，各校前進

的速度不一，但可以確定的是，每一所大學都全

力經營校務研究領域，並互相學習。

近兩年來，臺北醫學大學也隨各個參訪團至美

國及日本取經，參加各項分享會及研討會，以及

邀請外國IR辦公室成員到校分享經驗，加上教育

部與臺灣校務研究協會的不吝指導，至今雖還無

法趕上美國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的腳步，

但觀諸包含北醫大在內的各大學校務研究發展，

短短兩年已有豐碩成果，則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引領AI風潮  透過多樣化數據創造價值

隨著科技產業的進步，近十年來在資料量急速

成長、資料型態的多樣性、儲存資料成本下降、

雲端概念成熟、各項軟體之技術提升下，已帶動

大數據風潮及AI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崛起。

臺北醫學大學十分重視大數據及AI的發展，北

醫大及附設醫院、萬芳醫院、雙和醫院及臺北癌

症中心等附屬醫院引領風潮，率先引進人工智能

癌症治療輔助系統（IBM Watson for Oncology），

作為癌症治療診斷的輔助工具，為醫療帶來另一

波新的革命。但在這些AI的背後，其實蘊含著多

樣化的數據，唯有一再反覆訓練與檢視，才能創

造AI真正的價值。

因此，要發展校務研究，必須利用適當的數據

予以分析，臺北醫學大學遂將建置資料庫作為校

務研究的基石，以創造校務研究之價值。本文前

段以資料庫建置經驗為例分享經驗，後段針對未

來校務研究之發展，以個人拙見提出看法。

可供教學研究使用的校務研究資料庫

臺北醫學大學之校務研究資料庫涵蓋「教學研

究資料庫」及「臨床資料庫」，前者為校務相關

事務之資料庫，後者則為三家附屬醫院之臨床資

料庫。資料庫之建置以支持學校決策、提升教學

及研究能量、增進社會福祉為目的。

在此前提下，資料庫可供教學研究使用，北醫

大於104學年度已制定「校務研究資料庫管理辦

法」及「校務研究資料庫申請使用要點」，規範資

料庫之管理、申請、使用規則，保護資料安全性，

以去連結之方式提供使用，並設置「臺北醫學大

學資料分析中心」，申請者使用資料庫時，必須於

分析中心使用，分析結果只能攜出經統計後之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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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數據，無法攜出具單筆之資料格式，

須經審查後才能將資料攜出。這些嚴格

的規定，是為保護資料安全及個人隱

私，也是資料庫使用之基礎。

資料匯入

「教學研究資料庫」之建置涉及校內

各處室人員，工程浩大，參與人員除了

校務研究辦公室同仁外，還有賴各處

室之種子人員、資訊處、生物統計中心等各司其

職，在各級主管支持及各單位同仁協助下，才能

完成此任務。資料入庫前有六大步驟，以確保資

料是可分析及具正確性，並定期定時予以更新，

以利後續分析使用。

●步驟一：各單位先規劃資料檔案，了解資料

欄位的定義，及何謂資料字典。

●步驟二：資料檔案從各系統分別匯出資料

（此部分資料可能來自平台匯出，也可能包含手

邊維護資料），供各單位種子人員進行資料清理

（資料清理若涉及複雜之資料，須利用程式協助

者，由生物統計中心予以協助）。

●步驟三：根據原始資料，將不必要的欄位進

行修正或是新增欄位，同時對應資料字典的撰寫

原則，根據原則及資料型態進行資料字典的撰

寫。

●步驟四：各單位種子人員完成前三項步驟之

後將資料交給資訊系統組，進行資料匯入資料庫

前之驗證工作（資訊處協助），包含格式、欄位

之正確性。

● 步驟五：待驗證工作完成，將資料匯入資

料庫後，由學校管理發展中心負責管理（此步驟

可於視覺化平台呈現資料，以進行資料正確性驗

證）。

●步驟六：以上五個步驟皆完成後，資料進入

資料倉儲，未來以此資料進行議題分析及視覺化

查詢平台建置重要指標，並可開放申請研究使

用。

資料清理

在資料匯入的過程中，很多同仁反映，資料既

已存在資料庫中，直接利用這些資料進行分析即

可。這個建議雖好，但在未了解資料品質、資料

型態、資料內容前，仍需要有所堅持。

例一：資料庫中關於學生訊息，包括父母的電

話或家中地址，並不是需要分析的欄位，因此應

予以刪除。地址部分則會保留地區別。

例二：由於系統及政策變化，處室維護資料

時，常有「備註欄位」，此類型的欄位可利用程

式以規則性原則予以清理，通常可清理達90%，

特殊部分再請同仁補齊。

例三：在分類時，有多種名稱代表同一類。例

如畢業高中欄位，北一女中、北一女、臺北市立

第一女子高級中學、一女中等名稱必須統一，這

也是資料清理的重要部分。

例四：系統資料有時會出現重覆的筆數，須將

重覆資料識別出來並予以刪除，以免重覆計算。

以上例子說明資料分析前之資料品質的重要

性，若不在意品質，難免會出現「垃圾進、垃圾

校務
  治理

▲臺北醫學大學資料分析中心。（臺北醫學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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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為避免因提供

錯誤資訊而導致錯誤決策，北醫大已在近兩年針

對資料進行深入探索，接下來將進入「資料收集

2.0版」，以減輕同仁負擔。

資料分析與應用

至2017年7月，共有15單位參與資料匯入，包

含83個資料表，資料皆進入資料倉儲。利用此資

料庫，北醫大每年將針對重要議題進行分析，以

學生學習成效為主，並產生報告及建議；另外也

建置視覺化查詢平台系統，包含學校重要指標、

議題模組資料，以使用者為出發，設計連動式圖

形呈現，作為資料查詢使用。

●視覺化查詢平台系統

此查詢平台系統之建置目的有二，一是驗證資

料正確性，確保資料品質；另一則是建置查詢平

台，供教學及行政面使用，以達學校資訊公開

化。

資料收集後，為驗證資料的正確性，將以視覺

化平台系統予以驗證。可將資料匯入，利用雲端

軟體，繪出各類數據，並以圖型呈現，觀察資料

之可能出錯之處，並和資料所屬處室討論，儘可

能發現數據之問題，來回修正數據，以確保資料

品質。

另外，此平台之功能可開放校內學生、教職

員、長官依不同權限使用，目前除了重要指標如

註冊率、在校人數等之外，也針對校務研究議題

所使用之資料，建立主題式之查詢系統，在校務

研究應用上更為方便，以達資訊開放流通、重要

資料可公開使用的目的。

●議題分析主要目的為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資料庫建置完善將利於執行議題分析，北醫大

分析之議題目前著重於招生策略變化、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弱勢生之協助與關懷。以弱勢生之分

析為例，將各類弱勢生身分別予以區分，並探討

學習成效、社團參與等變數和身分別之相關性，

以及獎助學金措施之效益。

臺北醫學大學善盡落實社會責任，在參與社會

關懷活動、社區營造、偏鄉服務與國際醫療面上

不遺餘力。在獎學金挹注方面，每名學生於學雜

費減免外所獲得之金額，自101學年度到104學年

度為止提升40.8%，從51,770元增加至72,907元，

補助比例由101學年度的81%，成長至88%，大幅

圖一  資料整合之機制

1 2 3 4 5 6
資
料
整
合
機
制
步
驟

定義資料欄位，

準備資料字典

資料清理、

編修資料字典

資料正確性

驗證

資料匯入資料

庫、進行繪圖

於申請系統

開放
資料萃取　

主責
單位

各單位種子人員
資訊處

各單位種子人員
各單位種子人員 資訊處

管發中心
生物統計中心

資訊處

協助
單位

校務研究辦公室
校務研究辦公室

生物統計中心
校務研究辦公室

生物統計中心
校務研究辦公室 校務研究辦公室

*資料檔串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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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面：員工編號、e-mail帳號等欄位

註：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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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學生之經濟狀況，使學生得以安心就學，此

即是由本研究結果得到的驗證。

上述各項作業讓筆者深感校務研究工作之繁

瑣，須有賴各類專業人員協助才得以完成。在此

特別感謝北醫大參與校務研究之所有同仁，有他

們的參與，才有今日累積的成果。

校與校之資料交換機制

校務研究之目的主要在協助校務治理，如何將

這些分析及應用成果轉換為校務績效報告，以落

實校務研究之目的，必須先了解績效報告呈報之

重點。臺灣可借鏡美國的現況，除了著重於學校

治理基本面外，亦需呈現學校對社會公共責任落

實之程度，涉及層面十分廣泛。

因此，若要充實績效報告內容，單就校內建置

之資料庫是不夠的，因校內資料庫內容只能呈現

學校目前樣貌，在議題解釋或社會責任之落實

上，仍須輔以其他數據，例如：問卷調查資料、

高中學習歷程、大學端學習歷程、勞動部資料

等，才能完備績效報告之內涵。

尤其特別的是在社會責任落實部分，並非只看

績效指標達成率，而是對社會所產生之實質貢獻

與助益，以增進國家進步為目的。例如：美國大

學之績效報告中，社會責任部分呈現增進當地就

業率之百分比，以就業率提升將造就社會之安定

並促進社會發展，顯示出這項指標之重要性；由

於此部分之議題呈現十分多元化，各類資料庫間

之串連就顯得十分重要。目前在臺灣，為充實績

效報告書之材料，讓校務研究發揮實質效用，可

由短期、長期予以思考。

●短期之發展

1.建置跨校資料整合平台，以完整學生之

學習歷程，增加議題分析解釋之深度。在美

國已有「全國學生資料庫」（National Student 

Clearinghouse, NSC）的非營利組織，制定資料交

換之規範，以協助落實校與校之資料交換機制，

可進一步了解學生在大學間之學習及流動。

2.思考共同評估、衡量工具之制定與發展，以

減輕各校IR辦公室人員之工作負擔，例如：以評

量指標（Rubric）方式作為評估工具，評量學生學

習成績；調查問卷之開發，除了省去問卷開發之

時間，調查結束後，亦能互相比較各校之差異。

●長期之發展

政府部分，在資料使用上應持開放態度，此態

度間接影響未來校務研究及高教深耕計畫之發

展，若能進行各部會資料間之串連，將更深入了

解大學治理之相關問題，對於國家政策面也有

實質之助益。在大數據及AI風潮下，數據開放與

倫理規範間如何平衡等議題，應在促使社會進步

下全面重新思考，若仍以舊思維處理新事務，將

無法有效解決問題，更何況政府要以發展AI為主

題，資料如何釋出使用、管理機制，將是無法逃

避之問題，政府相關單位應予以正視，制定資料

使用辦法，才是合理途徑。

未來臺灣發展校務研究，勢將乘著大數據及AI

的風潮持續發展，站在這路口，您已經準備好了

嗎？想必各大學皆已擬定未來的地圖，奮力向前

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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