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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研究的省思――
迸出新火花，迎向永續經營新契機

教
育部為協助大專校院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

力，近年積極推動各大學設置校務研究

辦公室（Institutional Research Office）及專責人

員，以蒐集校務運作各項資料，透過系統性的數

據分析，提供學校經營管理階層作為校務決策參

考，進而協助學校掌握辦學績效與學生學習成

效，發展永續經營策略。

針對已獲教學卓越計畫補助之學校，教

育部亦鼓勵學校試辦校務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簡稱IR）相關事宜，104年5月更進一

步明訂「教育部補助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

計畫審查作業要點」，將校務研究辦公室之組

織、永續運作規劃、校務應用整合程度等事項納

入審查重點，顯見校務研究已成為時勢所趨之重

要政策。

搭橋國際  拓展視野

台灣評鑑協會自成立以來辦理學校評鑑迄今

逾十餘載，深感國內大專校院亟需突破現況，特

於104年度推動辦理「校務研究國際交流搭橋計

畫」，希冀透過各類國際交流活動，為國內大專

校院導入學校經營管理新知，開拓國際視野，激

發新思維，以期協助學校持續精進提升。

本計畫於今（104）年9月21日首度辦理相關

交流研討活動，邀請日本IR發展已具十多年豐富

經驗的九州大學評鑑資訊室關口正司副室長與東

洋大學IR室劉文君准教授來臺，分享其寶貴的專

業知識與經驗，期盼借鏡日本在校務研究的發展

經驗與歷程，提供國內大專校院從歷史軌跡中學

習的機會，進而建立契合臺灣需求之校務研究模

式。

校務研究觀念建立與組織定位

校務研究是一種需要時間來證明其完整性的

機制，而且隨著環境與條件的差異及變化，需要

持續調整修正以確保其有效性。關口副室長表

示，九州大學在建置校務研究之初亦處於懵懂狀

態，藉由不斷地摸索及隨時因應調整，才發展出

現今的整合成果。由於資料為研究分析的基礎，

為落實校務研究功能，初期可廣泛蒐集分散於校

內各處室之既有資料，後續再透過彙整分析以區

分其重要性，並逐步根據不同議題進行深度探

討，使校務研究機制日臻穩定與完善。

校務研究在組織中應具備明確且重要的定

位，以落實其功能職掌。劉准教授表示，東洋

大學IR室定位為協助校長確實執行政策之支援單

位，以高等教育研究為核心，主要活動為蒐集、

分析國內外高等教育資訊，期能推展以教學為中

心之政策的形成，並非單純的建言機構。據此，

IR室之重點業務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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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學校教學、研究相關校內外（含國外）各

類資料之蒐集與分析。

2.學生學習狀況、教育成果等相關調查之實施

與分析。

3.透過資訊之提供以支援政策的形成。

IR實踐基礎――

充分且準確的資料蒐集

校務研究推動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環――資料

蒐集的充分性及準確性，將嚴重影響校務研究的

分析效益。IR可謂為校務發展與品質控管的導航

系統，以實證資料為基礎，為確保導航系統之順

暢運作，充分且準確的資料蒐集是不可或缺的。

其因應策略有三：

1.由相關業務負責單位提供資料，並針對各系

統基礎資料之設定予以明確定義。

2.加強評鑑資料庫或校務發展計畫執行管理系

統之開發、整合與運用。

3.將以往所蒐集之相關活動資訊彙整於第三方

評鑑（或認證）所使用的報告書中。

此外，亦需留意資料之易讀性，並避免重複

保存類似資料或毫無目的地建置資料，以便管理

階層於決策時篩選出相關資訊，俾利學校營運與

行動方案之推動，進而達成校務發展目標。

校務研究之限制與省思

校務研究導入初期，除時間、人力之投入

外，尚需挹注一定經費，然而並非擁有豐沛財

力支援的學校方得以執行校務研究，關口副室長

及劉准教授均表示，可以最少花費達致最大效

益。例如，可由校內資訊科技專長教師協助開發

系統，不但能降低委外開發所需之龐大費用，而

且校內教師對學校生態較為了解，所設計之校務

研究系統亦較具擴充性與相容性；此外，投入新

系統開發並非校務研究之必要條件，規模較小且

預算不足的學校，亦能運用一般套裝軟體（例如

Excel、Access等）進行簡易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面臨大數據時代下資料蒐集

的挑戰，各項資料雖能成為構想之參考，但不足

以作為成功的磐石，亦即能取得直接有助學校營

運決策制定所需資訊之機會並不高。漫無目的之

資料蒐集具有潛在的危險性，日本當前日益擴展

的IR活動已出現類似隱憂，值得國內引以為鑑。

校務研究導入執行之未來式

校務研究具多面向之觀點，可協助學校落實

內部品質保證機制，開創永續發展新動能，其根

本課題在於PDCA（Plan, Do, Check, Action）品質

管理循環如何實質且有效發揮機能。日本學者金

子元九提出IR能充分扮演其角色功能之條件為：

⑴形成學校內部的資訊共有、活用文化；⑵教育

改善的實踐與學生學習活動觀察的有機性結合；

⑶型塑具體的中長程校務營運計畫理念。

校務研究之順利導入仰賴管理階層治理能力

的發揮，以及IR業務負責人員與相關分析、研究

人才的長期培養。未來如何深化學校全體成員對

校務研究的理解與認同，由內到外充分串聯、相

輔相成以共創綜效，將是確保校務研究價值有效

發揮之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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