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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校務研究辦公室運作現況調查
問卷分析

▌文／林靜慧．國立中山大學師培中心約聘助理教授

　　　林思吟．國立中山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助理研究員

　　　何希慧．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教授

校
務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以數據

為本的決策精神是近年來臺灣高等教育

發展的重要趨勢。教育部自2014年起，對於各大

學校院倡導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進行連

續三年的政策引導，協助各大學校務研究中心或

辦公室的建置。而隨著教育部對於校務研究辦公

室專案補助計畫的結束，各大學的校務研究辦

公室則進一步整合至2018年五年期的高教深耕計

畫，持續在高等教育決策上扮演以證據為本的決

策文化，以提升機構效能，協助高教政策發展

（黃榮村，2018）。由於教育部補助的IR專案計

畫乃至整合在高教深耕計畫的發展，各大學校務

研究中心／辦公室的組織運作及功能也有不同的

調整變化。本研究之調查係以臺灣校務研究專

業協會名義，對國內各大學校院於2020年8月進

行為期一個月的問卷調查。這份問卷曾在2018年

12月啟動第一波的調查，但由於經過五年全國性

的執行推動，再加上政策發展的變化，因此本協

會特於去年進行第二波的問卷調查。值得注意的

是，由於第一版問卷的部分題項過於繁瑣，所以

第二波的問卷題項有根據實際情形進行調整修

正，期許在相關議題的討論能夠為所有校務研究

專責單位提供更多支援與發揮的空間。

本研究執行此項調查的目的除了可以藉由全國

性的問卷調查了解臺灣各大學校院當前校務研究

的運作現況與發展、組織結構與規模，以及人力資

源與資料庫管理；亦可透過歷年定期的追蹤調查，

忠實記錄臺灣高等教育校務研究發展的歷史軌跡

及歷程。各校可藉此參考國內各大學校院IR目前的

運作情形，對應調整其組織需求（傅遠智、李政翰、

周懷樸，2018）。綜言之，本篇為臺灣校務研究專

業協會針對全國大學校院校務研究中心／辦公室

所做的調查，接下來將先說明研究方法與工具，

呈現問卷調查結果，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

研究方法與工具

本研究採用線上問卷調查的方式，以全國大學

校院校務研究中心或辦公室作為普查對象。依據

教育部統計處所公布的109學年度全國大學校院

名冊，排除宗教研修學院及軍警校院，以146所

公私立大學校院作為問卷填答對象。此次問卷分

為機構及個人問卷，前者填答對象為校務研究辦

公室主管，後者施測對象為校務研究辦公室的同

仁。本次研究執行調查所使用的問卷工具係由臺

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TAIR）所編製之「臺灣校

務研究辦公室運作現況調查問卷」，以機構問卷

為主要分析對象，其題項內容共20大題，涵蓋四

個面向，包含：基本資料、校務研究辦公室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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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校務研究辦公室人力資源編制情形、校務

研究資料庫管理、數據填報與使用。

問卷調查結果

此次問卷經資料比對後，總計回收96份有效問

卷，總體有效問卷回收率為66％。就參與填答的

學校基本資料可見，公立及私立一般大學各占

26％、私立技專占38％、公立技專占10％。各大

學校院校務研究辦公室的成立時間多介於2015至

2018年間，其中37所學校（38.5％）在2015年成立，

是校務研究辦公室成立的高峰，也就是正值教育

部補助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之際。問

卷中運作現況相關的問題，包含：詢問IR單位在校

內的運作層級、經費來源以及主要執行業務等。

約有三成的學校將IR編制為校內一級行政單位，

多隸屬於校長或副校長層級，將IR定位為支持校

務階層執行校務決策的單位。高達86所學校（占

90％）回應經費來源為政府的專案計畫補助（例

如：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此外，主要執行的業

務多為學生學習成效、招生等教務相關議題，如

圖一呈現，從20個項目中以複選的方式，填寫該

項業務占IR辦公室在此業務承擔責任的百分比，

並彙整承擔責任百分比50％以上之前八項業務。

然而，校務研究辦公室能否充分發揮職能，

有賴於辦公室伙伴的組成與專業程度。根據本

研究人力資源及其運作面向的調查發現，校務

研究辦公室主管有63校為校內資深教師兼任，占

總數的66％；有26所學校的校務研究辦公室主管

為專職，占總數的26％。校務研究辦公室另一個

重要的專業伙伴則是研究分析人員，負責數據

蒐集、分析與應用，在此次結果發現校務研究

辦公室的研究分析人員有48％的學校是碩士級助

理，約37％的學校是博士級研究員（含博士後研

究員），15％的學校是學士級助理；而就IR辦公

室行政助理一職而言，有53％的學校聘任學士級

助理負責行政庶務相關業務工作，其次是碩士級

助理（44％）、博士級助理（3％），不同職位

最高學歷人數與占比，如表一。值得注意的是，

博士級的研究人員流動率偏高，原因是多半的博

士訓練仍是以教職為主要最終目的，所以當學校

無法滿足其升遷條件時，博士級研究人員一旦拿

到教職缺，自然就會離開原任職的校務研究辦公

室。因此，我們在本次問卷題項特別去了解各校

對於博士級研究人員是否有提供相關法規的升等

機制，以利留才。調查結果顯示，有六成的學校

對於博士級分析研究人員並沒有提供職位的升遷

機制及相關的法規保障，僅有15％的學校有提供

其升等機制，25％的學校則是目前在建置中，如

圖二。此部分不僅解釋了校務研究辦公室除了兼

任的行政主管職易頻繁異動外，亦反映了校務研

究辦公室的專業研究分析人員「高流動率」的現

象，使得校務研究辦公室的功能發揮受限，且因

人事異動更容易導致校務研究辦公室的業務銜接

困難及難以永續發展。若IR單位長期處於人事變

動的狀況，會因政策或主事者的變更而逐漸弱化

其角色及功能，進而無法為校務發展提供以數據

為本的決策模式。

最後，在資料庫及其運作情形，我們發現大部

圖一 臺灣校務研究辦公室主要執行業務

學生學習成效分析 70校 73％ 學生學習歷程調查 45校 47％

學生休退學因素分析 66校 69％ 校友畢業流向調查 44校 46％

生源預測 62校 65％
校務發展績效

表現指標的擬定 43校 45％

製作校務績效報告 51校 53％ 校務評鑑 43校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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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IR單位不同職位最高學歷人數統計

學歷
職位

學士 碩士 博士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管理人員 12 6.86％ 25 14.29％ 138 78.86％

專業分析
／技術人員

27 15.43％ 84 48.00％ 64 36.57％

行政助理 56 53.33％ 46 43.81％ 3 2.86％

其他 14 30.43％ 14 30.43％ 18 39.13％

分學校建置IR數據倉儲系統，52％的學校定期將

資料匯入IR數據倉儲系統；31％的學校是將部分

資料匯入IR數據倉儲系統，部分資料則散落在各

單位。在資料彙整與填報方面，如教育部大學

校院校務資料庫或大學排名數據填報，有6％的

學校由IR單位負責填報；6％的學校是由各單位

提供數據，由IR辦公室為窗口彙整後上傳；也有

15％的學校由IR單位協助檢核。顯示大部分IR辦

公室雖然有數據倉儲系統，並有向業務單位或計

算機中心取得資料的權限，惟針對敏感性資料需

進一步跟相關業管單位索取。因此，在各項校務

資料進行填報時，充分顯示校務研究單位在協調

溝通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需密集地與校內各單位

合作蒐集資料，或仰賴各單位執行填報作業。

結論與建議

由本次問卷結果可見，目前臺灣大多數學校都

設有IR單位，且在一級單位的層級。相較於2018

年的問卷調查（共86份有效問卷，有效回收率

為58％，其中76所學校設有校務研究單位），增

加了20所學校，顯示IR單位在臺灣大專校院的推

動，確實因為教育部政策的引導有顯著的成長。

然而隨著三年期（2015-2018）的教育部政策引

導校務研究的建置後，各校的校務研究辦公室能

否永續經營與運作，則有賴於各大學校院能否有

圖二  專業分析人員是否具有升等

機制保障職位的升遷

足夠的經費來支應。因此，校務研究辦公室後續

的永續發展及效益仍值得觀察與評估。從人力配

置與運作現況來看，專業分析人力平均工作年資

約1至2年，許多學校IR單位聘用人員採約聘的方

式、經費來源多為計畫型經費支應，這將影響其

留任意願。因此，本文建議各校需完善專業分析

人員及技術員升遷管道，以降低人員流動率。因

為頻繁的人事異動除了會影響校務研究辦公室的

永續經營，也不利於各行政單位建立對於校務研

究的認同感，進而影響行政工作氛圍。

在IR執行的業務與研究議題方面，校務研究議

題分析集中於學生招生與生源、學生學習發展及

校務評鑑與發展，其他如教師教學、大學排名等

議題較少見，校務研究議題分析結果對於提供校

務決策支援仍有落差。有鑑於此，本文建議校務

研究單位可嘗試多串接不同的資料庫，延伸不同

校務議題使其發揮更多效益。此外，雖然半數的

學校有建置IR數據倉儲系統，但仍有四成的學校

資料庫整合功能受限，可能礙於人力不足及對校

內數據管理仍未有共識。再則，由於各校均視IR數

據為校內重要資料，相關分析及數據的應用僅限

於校內，校際數據資料的運用較少，期待能看到更

多跨校合作分析或研究。唯有學術及行政單位對IR

的認同感提升，IR在校內的推動才會順利。

無

60％

有

15％

目前沒有，

但在建置中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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