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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性或共通性統計由統計處辦理，與行政管理

高度結合的統計由高教司、技職司等相關單位自

行辦理。統計處自1957年起即每年出版《中華民

國教育統計》，而高教司與技職司則自2010年起

分別建置「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及「全國技專

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

各大專校院的辦學數據呢？一般而言，大專

校院經常由會計室兼辦統計業務，相關辦學數據

則四處分散，或在人事室，或在教務處，或在學

務處，或在研發處，或在總務處，既未加以系統

整理，也未定期彙集出版，等有需要的時候，再

臨時收集分析。

過去國立臺灣大學的作法，也差不多如此。

1997年，我向校長陳維昭提出編印統計年報的構

想，以期校務決策有更客觀具體的依據；陳校長

欣然同意，自翌年起即每年編印《國立臺灣大學

統計年報》（http://www.ntu.edu.tw/about/statistics.

html），提供辦學數據迄今。遺憾的是，當時想

嘗試建立資料庫以利校務研究，因時機不成熟而

未能實現。

校務研究時代的來臨

什麼是校務研究？簡單說，校務研究就是調

查分析辦學成效及其決定因素的活動，目的是為

了提供校務決策所需之數據與證據，用途包括校

務規劃、財務管理、入學管理、學習成效評估，

以及自我評鑑等。

根據美國發展經驗，校務研究已經從過去以

收集及整理辦學數據為主，到現在強調滿足與辦

學成效有關之量性與質性分析的需求（Volkwein, 

2012）。由於辦學成效的議題豐富，校務研究的

內容亦包羅萬象，遍及校院、系所、教師與學生

等不同層級。

臺灣校務研究的發展歷史極短，教育部去

焦點
   話題

臺灣第一個校務研究專業組織成立  黃榮村榮膺首任理事長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的成立，起緣於教育部高教司籌組參訪團，於2015年

5、6月間到美國丹佛（Denver）參加美國校務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簡稱AIR）50週年年會，同時參訪美國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系

統與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校務研究辦公室。參訪過程中，團員有感於美國

校務研究不但已經成熟，而且成為國際高教發展的重要趨勢，為提供國內校務研究專業

發展的支援，並建立校務研究的倫理，遂建議成立臺灣校務研究協會事宜。

參訪團返國之後，經過幾次開會討論，在2015年9月以「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為

名，向內政部提出全國性社會團體申請書。10月26日內政部來函同意申請，旋即於11

月20日召開發起人暨第一次籌備會議，會中選出15位籌備委員並且推選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黃榮村董事長擔任籌備會主任委員後，正式進行籌備工作。

籌備會依內政部程序於12月8日登報徵求會員，另函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私立大學

校院協進會、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等代為轉知其會員學校。12月25日召開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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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為了協助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

力，善用教育資源提高學生學習成效，才著手推

動大學校務研究，其具體策略包括：設置校務研

究專責單位、重點置於學習成效評估、有系統培

訓校務研究人才、成立校務研究專業組織、發展

校務研究校園文化，以及結合政府部門大數據

（李政翰，2015，頁13-15）。

目前，教育部已核准補助50所大學校院成立

校務研究專責單位，且「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

會」亦於今（2016）年元月底成立，相信未來臺

灣的校務研究活動將越來越興盛。

大學評鑑也需要校務研究
大學評鑑與校務研究息息相關，這不僅是因

為校務研究可以提供大學自我評鑑所需數據與證

據，更重要的是大學評鑑改革影響校務研究發

展。Volkwein（2011）指出：過去評鑑與課責重

視輸入的品質，以確保產出的品質，但是1990年

代以後即強調辦學成效以及輸入、過程與產出的

對接關係，而校務研究的重要性也與日俱增。

因此，值此準備第二週期校務評鑑實施計畫

之際，我們衷心盼望隨著校務研究時代的來臨，

臺灣高教辦學更有成效，大學評鑑更有品質。

籌備會議，核定會員共120名，包括發起人及新申請個人會員74名、團體會員46名。

今（2016）年1月26日，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召開成立大會，審議章程並選舉第一

屆理監事，確認名單如下（依得票數排序）：

1. 理事：（1）個人會員理事──黃榮村（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董事長）、何希慧（臺北

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副教授）、劉得任（玄奘大學校長）、林博文（玄奘文

教基金會執行長）、江東亮（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執行長）、劉孟奇（國立中山大學教務

長）、楊瑩（淡江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所長）。（２）團體會員理事──國立臺灣

科技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清華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央大

學、玄奘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2. 監事：（1）個人會員監事──吳聰能（弘光科技大學校長）、張新仁（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校長）。（２）團體會員監事──中原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淡江大學。

今年2月15日，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召開理監事會議，推選黃榮村擔任理事長，國

立臺灣科技大學代表廖慶榮校長擔任副理事長，張新仁擔任常務監事，並由國立清華大

學副校長周懷樸擔任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