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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 21 世紀數位急速變化的時代，

不同教育階段所面臨的挑戰已與以往

不同。搜集資料已從早期類比走向數

位化，訊息變化快速，資料量急速增

加，而出現巨量(Big Data)資料分析。

巨量分析在目前高度科技發展，希望

能為目的性的決策尋找一些關鍵數據

分析，來解決諸多實務問題，並能提

高效果與獲得認同。透過蒐集、分析

巨量的巨量資料庫分析，將學習或目

標最佳化，以及獲取所想要的資訊。 

高等教育（以下簡稱高教）的全

球化及國際化是世界先進國家教育發

展的重要指標，也是人力資源流通的

方式之一 (Jacky, 2016)。人力資源

（Human Resources, 簡稱 HR），常用

來指「人力資源管理」，重點在合適的

時間，將合適的人員，安排在合適的

職務上，通常是企業用來治理與運用

人力資本的部門。以往人力資源管理

統稱為「勞動力管理」和「人事管理」。

人力資源的基本環節包含著體力和智

力。若從目前社會的應用形態來看，

則需要包含體質、智力、知識和技能

四個方面(維基百科，2017)。Chang、

Nyeu 與 Chang（2014）的研究臺灣高

教在過去 30 年高速擴張結果，已形成

普及高教體系，在數量和質量之間的

平衡已經成為高教機構迫在眉睫的任

務。臺灣擁有世界密度最高的高教機

構，因低生育率導致少子化，讓公私

立高等教育大學，人力資源即將面臨

挑戰。少子化及人口老化已是現在進

行式，高教人力資源的培育及學校經

營的走向必須有所因應。 

全球化趨勢時代，臺灣內外環境

急遽變化，加上資訊科技影響學校教

育及教師教學，知識量爆炸發展終身

學習時代，高齡化與少子化將人力資

源與產業結構重新改變，政治民主與

社會結構差異化也改變了學校與家庭

的模式等。世界各國為了迎接快速的

社會變遷，積極致力於人力培育政策

改革，以追求培育優質師資，以因應

新世紀之教育環境需求（臺中教育大

學教師教育電子報，2012）。而培育優

質就業環境人力成為先進國家關心的

議題，培育人力擴展方面往高層次技

術人力（high-level workforce）和學習

力之軟實力層面品質發展，厚植國家

的技術人力，提增國家之競爭力和就

業率（OECD, 2014）。人力資源管理行

動是組織內部管理重要一環，隨著策

略性人力資源管理概念的發展，人力

資源管理活動被視為組織培植人力資

本、塑造組織競爭優勢的重要工具

(Barney & Wright, 1998)。高教人力資

源是一個國家教育發展高層次技術人

力的基石，其不僅傳遞知識，更具有

百年樹人的責任，完備健全人力資源

培育養成制度，關係著國家教育及經

濟發展的成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8A%9B%E8%B5%84%E6%BA%90%E7%AE%A1%E7%90%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8A%9B%E8%B5%84%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B3%E5%8A%A8%E5%8A%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4%BA%8B%E7%AE%A1%E7%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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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是最佳的管理工具，資料有

可能形成決策的依據。基於此，本文

希望藉由彙整相關文獻及文件分析，

首先論及巨量資料庫之脈落分析，其

次論及臺灣高教轉型人力資源面臨現

況相關問題，最後借鏡相關研究的觀

點，希冀結合巨量資料庫分析對當前

臺灣推動高教轉型人力資源之政策發

展方向參考。 

二、巨量資料庫分析之脈落分析 

蔡明學、黃建翔（2015）的研究

巨量分析的時代已經來臨，巨量的概

念已經風行全世界，並試著在各個領

域中，希望能以數據為基礎的決策來

解決目前面臨的挑戰並提出因應策

略。巨量資料庫分析在科技高度發展

下的資訊整合，並透過資訊科技的方

法讀取、處理和分析大量資料，針對

某一領域目標尋找特定關鍵因素，以

作為該領域提供具體現況及未來決策

趨勢的參考。茲將彙整相關文獻及文

件資料（例如：李芳齡編譯，2015；

吳妍儀編譯，2015；林俊宏編譯，

2014；涂子沛，2013），關於巨量資料

庫分析的說明如下： 

(一) 何謂巨量 

巨量也稱為大數據，指非常龐大

數量的資料，傳統資料處理應用軟體

已無法處理它們的大或複雜的資料集

合的用語(維基百科，2017)。林俊宏編

譯 (2015)說明巨量其三項特點分別

為：可接取性(Accessibility)、耐久性

(Durability) 及 全 面 性

(Comprehensiveness)。涂子沛（2013）

指出在 20 世紀大蕭條後美國資訊開

放，技術創新之路。今天中國為世界

人口大國，號稱互聯網大國及手機大

國，卻還不是數據大國。巨量的概念

強調證據本位導向，藉以協助高教機

構決策者做出正確的決策，其重要性

不言可喻。臺灣高教轉型隨著政治因

素、社會因素及經濟文化因素，瞬息

萬變，攸關人力資源培育及國家整體

競爭力之提升，必須與時俱進，結合

社會脈動，才能與世界接軌透過系統

性的資料訊息有助於作出正確的教育

決策。 

林俊宏編譯(2014)說明可汗學院

著重在資料蒐集和分析，就能創造出

自動化即時訊息更新。像這樣使用即

時更新資訊軟體，如同隨時站在學生

背後的監視系統，令人感覺不舒服。

從另一角度來看，如果部分學生若太

害羞或太緊張，不敢向人求助時，這

樣的軟體就能幫上大忙了。老師透過

這種被動監視機制搜集資料分析訊

息，既能追蹤學生的學習進度，也能

避免給學生太大壓力。巨量資料學

習，會帶來某些不一樣的改變：能夠

蒐集到以前無法找到，或是成本過高

的資料；能夠將學習個人化，針對個

人，而不是群體的需求，來做調整；

能夠用預擬性的預測，調整出最佳的

學習時機，學習內容和學習模式。 

吳妍儀編譯(2015)指出巨量涉及

層面廣泛公共思維，公眾關心的事，

能夠改變的事，現今有某種同樣方式

運作的東西，像給一般人用的，就是

網際網路，鼓勵公共思維。就集思廣

益而言，它現在是世界上最強勁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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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成功連結則會觸發新觀念；它是

新世代的基本知識力：現代的文盲是

對網路一無所知；它是搜尋的藝術：

從無限資料尋找真正需要的那一筆訊

息；它是群眾結合的智慧：線上網路

臭皮匠，勝過斷網諸葛亮；它是數位

學校；它是訊息動態即時更新：臉書

存知己，推特若比鄰。 

有了這些改變之後，許多我們過

去仰賴的教學工具和教育機構，也必

須進行調整。像是電子教科書、教學

影片，甚至高教機構線上教課，都會

成為資料蒐集和分析的平臺或連結

點，使教育體制整個大改變。未來研

究的樣本數可能不再是隨機抽樣，而

是全體及客觀，網路資料無時無刻正

在汰舊換新，答案不是刻意營造而是

客觀的反應。 

(二) 何謂資料庫 

資料為已知事實中的最低層次的

訊息，資料的訊息並沒有意義，可以

透過被分類、聚集、分析和解釋賦予

價值，例如：學生的身高體重資料(吳

清山、賴協志，2009)。當資料量遽增，

演變出超大量的資料，結合資料探勘

(data mining)有其必要性，透過文字上

的解釋，解單地說明為電子化的檔案

櫃，以某種目的取向來存電子檔案的

處所，使用者可以針對目的對檔案中

的資料執行擷取、新增、複製、更新、

刪除等操作，稱為資料庫。資料庫透

過固定方式路徑儲存，能讓很多使用

者共享，並透過應用程式將彼此獨立

的資料集合(維基百科，2017)。張新堂

(2005)說明資料、資訊的獲得後，經由

思考辯證彙整後即為知識。在具體的

事實數據、資料文件外，結合思考思

辯，將經驗、事實、資訊及個人設定

的社會價值觀與信念的融合，形成一

套因應與解決問題的系統，隨著環境

改變而不斷地進行調整、修正與創造。 

透過資料的集合成為大量的資料

及數據，經由固定方式儲存而形成巨

量資料庫，結合經驗、事實、資訊及

個人設定的社會價值觀與信念的融合

轉化成有價值的知識，隨整理資料及

儲存資料的模式改變後，雲端儲存科

技盛行，一機在手行遍天下的數位時

代。而資料量急速擴增，演變出超大

量的資料，結合資料探勘有其必要性。 

巨量不僅強調實際、事實及證據本

位導向，且其接取性、耐久性及全面性

等三項特點，能使資料能產生資訊的增

值與知識的連結與轉化。李芳齡譯

(2015)說明在巨量的部分，隱私安全性

以及個人資料的價值重要性，個人資料

保險庫至少為個人提供新形式的控

管，並在愈來愈變動的數位世界開啟新

的可能性。故在資料使用規範宜透明清

楚明確，才能更安全地提供不同需求者

建議或執行政策時的參考。 

三、巨量資料庫對臺灣高教轉型

人力資源議題之啟示 

巨量資料庫分析能將數字背後隱

藏的意義顯現，提供行政機構進行分

析證據資料的決策參考。透過一個適

用於大專校院的巨量資料庫分析整合

系統，可以提供臺灣高教轉型人力資

源策略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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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系統巨量資料庫分析模

式 ， 以 高 教 機 構 「 校 務 研 究 」 

（Institutional Research，簡稱 IR）為

例，已在美國有 50 多年的歷史，其

主要興起的社會背景，也是因為大學

數量過多，開始思考如何改善學校經

營品質，達到提升招生質量的教育議

題（彭森明，2015）。校務研究常使用

來在支持學校領導者或政策制定者，

希望能做出較周全的計畫、規劃、財

政決策，來扮演好學校或機構的績效

責任監督者。其運用的領域非常廣

泛，例如：學生入學、獎助學金、課

程、註冊管理、 組織管理、學生生活

管理、財務、設備、體育、校友聯結

及眾多其他領域等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2017)。 

國際上校務系統資料庫分析運用

相當廣泛，結合巨量資料可以帶入教

育行政及學校經營上管理的領域。在

時間軸可區分成學生入學、在學及畢

業後三個階段。設立整合性高位階的

巨量資料庫分析專責單位，能協助學

校首長及相關處室主管瞭解學校經營

狀況及各項相關校務分析成果等，以

求能在學校經營上、管理上，不斷追

求改進，以達成高品質校務經營的目

標。透過巨量資料庫對臺灣高教轉型

人力資源提供一些建議：  

(一) 透過資料分析找出產學重點，提

高教育品質 

鈕方頤（2014）的研究指出臺灣

在高教培育的人才無法符合產業、社

會與國家發展所需，產學嚴重脫節與

人力供需失衡的嚴重問題，並非短期

內造成，但其嚴重性隨著臺灣經濟面

臨技術性人才缺工嚴重，日益凸顯。

郭位（2016）曾指出產、學、研成效

良好的西方國家得自於企業界對大學

投入極大資助，因此得到大學的回饋

比較多。高教轉型應開始注重學生的

就業面需求，加強產學合作、提早實

習，避免與產業脫節的嚴重性。而國

外學者 Garrison 與 Akyol (2009)的研

究透過線上維持服務或改革高等教育

的教學和學習模式是可行方式一。從

教育部建置各高教機構的既有校務系

統資料或網路訊息，經過整理後可以

獲得一些數據所呈現的巨量資料庫重

點，例如，哪些系所科系是較熱門？

哪些科系可能是較冷門 ? Dessler 

(2012)曾指出結合科技來支援人力資

源管理行動，可以協助監控人力資源

系統，同理利用資料庫分析來進行並

透過系統資料分析可以作為計畫性產

學策略需求間作比較，針對問題積極

謀求改革，有必要釐清相關的人才培

育的原因，以利後續針對學產合作問

題謀求解決之道。 

(二) 參考外國巨量資料分析經驗，規

劃轉型人力資源機制 

各國政府相關部門早已積極運用

巨量資料探勘方式，使各類型的資料

產生資訊的增值與知識的連結與轉

化，統整網路資料進行文字的語意分

析或數據的量化分析，以獲得公眾媒

體或社會大眾對教育政策之看法，對

於政策決定或調整具有其參考價值。

日本為確保教育品質與改革進步，「以

證據為基礎的政策」推動教育之科技

政策主要配合國家總體資訊科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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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針，建立資訊化推進調查研究機

構。另外，新加坡教育部多年來設立

教育資訊情報中心，積極並豐富地蒐

集學生相關資訊數據，能提供學生的

HQ(健商，包含學生所具有的健康意

識、健康知識和健康能力的反映)，根

據相關數據為每個學校進行監督，並

為協助制定政策與決策，以幫助學校

的教育發展。數據採用資料倉儲的模

式發展，確認各業務單位所需要的資

料進行蒐集，經整理後在再進行數據

分析。業務單位除了可獲得業務工作

上所需要的資訊，決策者亦可從資料

中獲取具規律性或變動性之相關趨

勢，進行決策上的參考（蔡明學、黃

建翔，2015）。以上亞洲二個國家做法

或許可以提供臺灣高教轉型人力資源

議題決策之參考。 

(三) 結合巨量資訊技術，提高人力資

源管理效率 

透過巨量資料庫分析而獲得的資

料，可以發現各高等教育機構在未來

就業的方向。從畢業生追蹤資料庫系

統中，例如：在哪個科系就業人數偏

少或就業市場與所在學科系毫不相關

時，或許可以思考為何會如此情況？

在哪方面學用落差嚴重及人才供需失

衡的領域。王元璋(2005)的研究在面對

新興產業發展、專業分工加深及人口

社會結構變化，致使高等教育人才培

育端相對受到影響。若能結合巨量資

訊技術轉化每一筆資料成有意義的線

索，人力資源單位可以透過線索進行

管理的策略，提升企業未來用人的預

測及需求，教育部高教行政單位及高

教機構互相合作，針對巨量資料庫分

析後的結論，進行高需求科系的招生

人數增加，低需求科系的招生人數減

少，或者進行相關科系因應未來就業

需求進行微調及修正，提高人力資源

管理的效率。依據巨量資料分析進行

未來高教人力資源之師資培育參考。 

四、結語 

高等教育轉型瞬息萬變，攸關人

力資源培育及國家整體競爭力之提

升，必須與時俱進，結合社會脈動，

才能與世界接軌透過系統性的資料訊

有助於作出正確的教育決策。巨量資

料庫建立腳步愈趨積極，涉及領域更

形擴大，小到特定對象的身心障礙學

生長期追蹤資料庫，大到全民健保卡

的健康存摺的資料庫，處處有巨量，

樣樣可分析。巨量的概念強調證據本

位導向，可協助高等教育機構決策者

做出更多面向的決策。巨量資料庫資

訊化程度、橫向及縱向的整合情況，

將左右分析資料品質的優劣。另各高

教機構學校所提供資料庫資料呈現高

資訊化、各項橫向及縱向資料保存且

整合良好，將可大幅減少巨量資料分

析單位的前置作業時間與心力，而加

速巨量資料庫依目的分析的速度，發

揮分析的最高效能。政府所制定高教

轉型人力資源政策時可以參考高教機

構校務資料庫分析的結果，思考會更

多元，層面也會更廣，更能達到所期

望的目的。 

高教除了提高個人的知識經濟價

值，還可以促進社會階級流動，而市

場化的運作本質是公平、效率、品質

和提升競爭力，然因政策失準導致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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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過度到面臨轉型的挑戰。高教是｢準

市場」的機制，不論政府將以直接或

間接方式干預市場或減緩市場所造成

的衝擊，或淘汰品質不良或整併未達

經濟規模的學校，其目的願能將臺灣

高教轉型人力資源提升品質增加競爭

力，以因應社會趨勢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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