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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5 年聯合國宣布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其中，SDG 4 優質教育目標為「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

終身學習」，可見教育品質已是全球關注的議題之一，而為提升教育品質，校務

治理便是重要的工具（Ayad et al., 2020）。校務治理能透過校務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所蒐集的數據，幫助學校瞭解辦學情形，進而做出有效決策以改善

教育品質。有鑑於校務研究的重要性，教育部於 2015 年提出「教育部提升校務

研究管理計畫」，帶動全臺進行校務研究的風氣，隨後在 2018 年、2023 年推動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推動學校領導者以數據為核心的校務治理。而在「第三週期

大學校院校務評鑑」中，同樣揭示校務研究於校務治理中的作用，並強調「落實

辦學自我品質保證與風險控管機制與作為」及「展現大學校院辦學成效與善盡社

會責任」（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2023）。然而，校務研究並非只

是為了執行各項計畫而存在，在校務治理中原本就存在著校務研究，因此本文將

探討校務研究和校務治理間的關係，以作為未來進行校務治理之參考，更為彰顯

校務研究的意義。 

二、校務研究的基本概念 

校務研究係指針對學校經營與管理的關鍵問題，有系統地蒐集資料並深入分

析探究，以利有效地進行校務決定和解決學校問題，進而提高學校辦學績效（吳

清山，2014）。其功能在於了解校務現況、發現問題、發現真相、解決校務問題

以及擬定校務發展方向（王麗雲，2014）。主要目的在於解決校務問題，提升學

校辦學效能。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2024）指出，校務研究包括(1)確定資訊

需求、(2)蒐集、分析、解釋及報告數據及資訊、(3)計劃及評估、(4)擔任數據及

資訊的管理者、(5)教育資訊生產者、使用者及消費者等五個層面。黃建翔（2018）

提出校務研究的六個面向，包含學生事務與輔導、教師教學與課程、人事管理與

運作、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財務預算與設施管理以及國際交流與校際合作，顯

示校務研究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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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校務研究呈現出多樣性的特色，但做為校務治理的核心理念是不會改變

的，它可以被視為一個循環式品質管理的歷程。首先瞭解校務現況，發掘問題，

之後進行資料蒐集及清理，依據數據分析實際現況，提出改善策略以解決問題，

此過程不僅促進校務經營改善，亦是提升高等教育品質的重要依據，並能涵蓋各

種不同的面向。 

三、校務評鑑應用於校務治理 

校務治理被認為是提升高等教育品質的重要工具（Ayad et al., 2020），Wyman

（1974）指出，校務治理是指學校內各單位透過正式的方法對學校決策活動進行

參與或影響的方式，而校務治理與校務評鑑息息相關，因此教育部訂定《大學評

鑑辦法》，希望透過定期的校務評鑑以作為學校調整發展之參考。「財團法人高

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以下簡稱高教評鑑中心）於 2011 年（第一週期）及

2017 至 2018 年（第二週期）曾進行大學校院校務評鑑，第三週期則在 2023 至

2025 年推動，主要結合當下高等教育政策的推動，檢視校務發展的執行成效及

應對辦學風險的策略與作為，期待高等教育在高度競爭下能確保教育效能及辦學

成效（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2023）。 

第三週期評鑑項目包含校務治理與經營、教師教學與學術專業、學生學習與

成效、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高教評鑑中心在各項目上皆詳細提出核心指標檢核

重點及參考佐證資料，供學校在彙整校務評鑑資料時依循。除發展學校特色外，

也希望各大學校院利用校務研究或內部品質保證機制來佐證學校的辦學成效，並

運用 PDCA 品質循環圈的管理精神，持續精進辦學品質，作為校務治理依據。 

四、校務研究於校務治理之角色 

《大學法》第 39 條規定略以：大學校務資訊，除依法應予保密外，以主動

公開為原則。《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規定略以：應於學校網頁建置校務公

開專區，並指定單位或專人，辦理校務資訊之定期更新及管理。這些規定皆明確

要求學校應負有校務資訊公開責任，此與校務研究所提倡的校務資訊公開透明的

理念密切相關。 

在校務治理過程中，校務評鑑強調學校應具備且定期公開年度校務成果報

告，以展現學校的社會責任。因此，校務研究與校務評鑑在推動校務資訊公開透

明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促進學校自我督促並持續改進。此外，實證數據的支持

相當重要，而校務研究透過系統化的資料蒐集與分析，提出客觀性的數據支持。

校務研究可以發現並解決學校經營管理問題，更清楚理解學校的運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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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評鑑中心（2023）強調，第三週期校務評鑑理念為運用賦權增能的評鑑

模式、運用 PDCA 品質循環圈的做法，以及重視自我品保與展現辦學成效。在實

際校務研究的運作時，學校在準備校務評鑑前，根據每個核心指標的檢核重點，

提出學校 PDCA 實際案例，藉由 Plan（計畫）、Do（執行）、Check（查核）以

及 Action（行動）建立 PDCA 循環圈。此循環機制不僅提升校務決策準確度，亦

促進品質的持續改善。本文以精準招生與協助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為例，說明實

際運作的模式： 

PDCA 案例一：精準招生，某校期望提高招生準確度，依據校務研究資料進

行學生戶籍縣市、生源學校以及競爭學校分析，制定針對重點生源學校的招生策

略，例如辦理研習、到校開課及專題研究指導，並調整大學多元入學博覽會的參

展地區。這些策略通過 PDCA 循環進行持續評估和改進。 

PDCA 案例二：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的資源挹注，針對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

學校透過數據分析其學習表現及助學金需求，決定提供更多工讀機會。由於經濟

或文化不利學生表現優異，學校亦在特殊選才及願景計畫積極招生。這些策略亦

持續通過 PDCA 循環進行持續評估和改進。 

在評鑑過程中，評鑑委員會關注學校在自我評鑑時尚待改善的問題及相對策

略，而校務研究的數據及分析能提供最直接的支持，透過連結教育部大學校院校

務資料庫與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委員能清楚地瞭解學校的自我評估及改

善情形，提升評鑑結果的客觀性及一致性。評鑑的重點在於過程而非結果，在校

務研究的概念下，校務評鑑不是增加教師的工作量，而是透過巨量數據的分析達

成行政減量。優良的大學治理對學生滿意度具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Muhsin et al., 

2020），而校務研究在校務治理的支持，能有效促進學校自我督促、持續改進及

以數據為本位的辦學決策，提升學校辦學品質。 

五、結語 

在現今高等教育的普及下，確保高等教育品質已成為我國重要課題，我國透

過校務評鑑制度以保障學生的學習權益，並請學校提出辦學績效證明，以作為校

務治理之成果。為使校務評鑑的需求更為清晰，校務評鑑實施計畫提出核心指標、

核心指標檢核重點及參考佐證資料供學校有所依循，在佐證資料的呈現，學校便

可利用校務研究的執行成果用以佐證，並遵循 PDCA 循環式品質管理的精神，使

學校能持續改進，有效解決校務問題以提升學校辦學品質。 

未來，學校應持續強化校務研究的實施，並透過校務治理的推動持續自我反

思及調整校務經營的策略，以達更高的辦學品質及優異的辦學成效，此舉不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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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學校發展，亦可為高等教育做出積極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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