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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數千年的文明發展下，人類的社會由原始於叢林的狩獵採果逐漸轉變為不

同領域互相分工合作的複雜結構。在高度社會化的現今世界中，每個人都在龐大

的社會脈絡下扮演著不可取代的角色，透過緊密的合作共存共榮，一同肩負起社

會發展的責任。高等教育機構在社會上的角色和人民給與的期待有其特殊性。大

學，除了培養社會所需人材的訓練以及隨著社會進步提供研究成果之外，亦需重

視對於社區發展和社會有所貢獻與責任，亦即大學的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 

民國 106 年，教育部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計畫），鼓勵各

大專院校實踐社會責任，並於 107 年與高教深耕計畫結合，期望各大學在區域發

展中扮演地方核心智庫的角色，探索地區在地需求，帶動地區發展。由此可見大

學社會責任的實踐正如火如荼的展開。在政府鋪天蓋地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並且提供完善的政策與支援下，臺灣各大學亦逐漸將其納入校務發展指標，並且

積極發動社會責任實踐。此篇文章，筆者將以自身在校務研究單位的經驗與本身

在教育測量領域上之研究專長，分享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上的基礎與工具：校務

資訊公開與其應用。 

二、以校務研究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大學問責（Accountability）與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

高等教育品質保證體系的重要部分，源起於納稅人與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大學辦學

品質的質疑 （常桐善、李佳，2015）。由於國內公私立大學皆領有政府的補助款

項，在高等教育市場化及資源有限的趨勢下，政府和社會也對大學賦予相當程度

的期待與要求。也就是說，大學社會責任除了教學、研究與服務外，對於學生的

人才培育，需要能對整個國家社會或社區有所貢獻。 

重視大學的社會責任的觀念，早在 2010 年由美國和加拿大最先開始推動相

關大學社會責任的措施，尤其是環境議題及永續發展的重視。接著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提出了

地方經濟在全球化的參與以及地區型大學對於促進區域發展及經濟鏈結扮演樞

紐的角色（楊正誠，2019）。不約而同地，由歐盟建構的歐盟大學社會責任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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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落實在大學校務治理，亦即高等教育需建立透明化的機制、回應各相關責任方

的訴求並提供有效的資訊及策略，進而發揮其社會影響力（EU-USR, 2018）。綜

言之，大學教育的社會責任相當多元（Mayhew, 1973），各個國家或因社會文化

或國情差異而有聚焦的層面及程度差異，而這同時也呼應了聯合國（2015）所提

的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是故，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係以大學為主體，強化大學與區域城鄉發展之在地連結合作，並能透過

回應社會大眾、家長、學生及利害關係人的質疑以強化大學治理的透明度，落實

校務專業管理制度（教育部，2018）。 

三、校務研究與校務資訊公開：以中山大學為例 

實踐社會公共責任已成為現階段高等教育政策的核心，由於過去以成果導向

的指標來呈現學校辦學績效的作法，不僅窄化了整體高等教育多元面向的辦學貢

獻，同時也難以讓社會大眾瞭解高等教育的辦學績效（傅遠智，2017）。有鑑於

此，教育部盤點檢討過往多項競爭型計畫執行成果及問題，並參酌相關改革論壇

及座談會意見，自 107 年度起推動的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著重主軸之一：落實大學

社會責任，鼓勵大學走出學術象牙塔，結合在地需求發展與人才培育，並為提高

教育品質和辦學績效提供資訊（教育部，2018）。確切地說，大學需能利用一系

列詳實的數據及科學的分析方法，為政策制度者提供實證性分析作為決策依據 
（Webber 等，2018），為教育品質和辦學績效提供績效，確保大學的品質保證及

盡到應有的社會責任（林靜慧、陳俊宏，2017）。 

是故，在校務研究推動大會社會責任實踐上，校務研究的資訊公開為最基礎

的工作。一方面藉由提供社會大眾本校辦學相關資訊，消彌資訊不對等所造成的

問題，另一方面則透過提供校內師生辦學績效，加強其對學校的歸屬感、進而提

升教師教學與研究的方向與動機，以及學生對於學校的信賴與認可而以自身例子

作為活動招牌，增加本校招生的質量。本校在校務資訊公開方面，包含校務研究

公開平臺與電子報兩大部份。 

(一) 校務研究資料庫與校務研究公開平臺 

本校在教務資訊公開的部份，主要透過整合校內各單位之校務資料，將其依

不同性質納入校務研究公開平臺，並依其特性與分成「學生面」、「教務面」、「學

務面」、「教師人事面」、「研究面」、「財務面」、「基礎建設面」與「議題模組」等

八大資訊，使用者可依照自身權限進行檢閱。而本校公開平臺亦有兩大特色：其

一為連結「教育部大專院校校務資訊公開平台」之相關資訊，不但能讓使用者了

解中山大學的辦學資訊，更可透過與他校的比較瞭解不同學校的優勢與劣勢。其

二為議題模組的開發，除了基礎資訊之外，亦逐步增加議題模組，針對特定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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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系列視覺化的圖表，提供不同業務單位特定議題的資料表單，各種所需統

計資訊一目了然，增加資料的可讀性與可使用性。以國際化議題模組為例，為了

讓使用者對本校的國際化情況有初步的概念，在議題模組中以世界地圖的模式呈

現不同國際化指標的數值。顏色越深則表示人數越多，因此使用者可藉由地圖的

顏色初步區辨本校的國際學生的主要來源國家。除了國際學生之外，使用者亦可

藉由互動式儀表板選取國際教師與雙聯學校簽約數等資訊。 

(二) 校務資料分析申請與電子報發行 

除了公開平臺之外，本校亦開放校內師生針對其所感興趣的議題進行校務研

究資料分析的申請，並且將較為完整的分析透過電子報發行的方式，分享給校內

師生與社會大眾。以電子報第四期為例，由於本校近年來推動共學群與跨領域課

程，期望藉由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的支持，培養跨領域學科人材，期望學生能從

不面向的議題依自身興趣培養出跨領域的專長。因此本校校務研究辦公室與教務

處合作，一同探究修習共學群學生的特質、調查共學群學生的學習成效以及檢閱

修習共學群學生對於共學群的態度與意見。初步分析結果顯示，對學校的歸屬感

較高且在高中階段通過較多英語檢定的學生，修習供學群課程的人數比例較高。

而修習共學群課程的學生其學習動機與學習投入的提升幅度、亦較未修習課程的

學生高。上述結果可提供共學群課程的推動成效之證據，而修習共學群課程的學

生提供對課程的回饋，則顯示其對課程的理解、自身的態度與能力的培養均抱有

正面的態度。上述內容將刊載於校務研究辦公室發行的電子報第四期的當期焦點

中，不但可讓校內師生對共學群的推動成效有初步的瞭解，對於民眾來說，亦可

藉此發現中山大學於跨領域人才培育的努力，並且看到其實際的成效。 

四、挑戰與未來方向 

整體來說，中山大學自公開平臺的建置、議題模組的開發至電子報的發行，

均以資訊公開的目的，進而盡到大學社會責任的一環。然資訊公開亦有其挑戰，

其中資訊公開與資安問題間的平衡為一重要的議題。因此對於資料的檢閱權限以

及去識別化的工作務必確實。以中山大學為例，校務研究公開平臺可依使用者權

限的不同有其獨特可查閱的資訊，藉此達到資訊安全管控的目的。此外校務研究

工作者亦需特別重視資料的完整性、代表性以及其結果的可解釋性與可推論性。

資料為所有分析的基礎，然資料的來源卻會對於結果的解釋有迥然不同的方向。

因此對於公開的校務資訊均不宜過度解讀，宜以客觀的數據為基礎，多方驗證不

同資料所支持的政策，並且將其逐步進行滾動式調整為佳。 

資訊公開絕不能與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畫上等號，而僅是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的

一個基礎。在資訊爆發的社會中，不論是學校端的決策者、政府部門的主管或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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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人、以至所有的社會大眾均應該透過各方管道所提供的資訊進行交叉驗證，藉

此獲得更有意義的訊息，進而提供更有價值的建議與決策。如此，方能將資料的

功能最佳化，而大學端亦能實踐其社會責任。在臺灣各大專院校當中，亦不乏在

資訊公開上表現較為優秀的單位與學校。因而筆者僅提供一個資訊公開的範例，

並試圖將其功能最大化。在資訊公開之外，大學社會責任亦包含結合在地產學特

色、彰顯學校特色領域、培養學生社會責任意識與協助環境保護與生態發展等。

在資訊公開之後，大學端亦需肩負起社會責任實踐的義務，辦演著高階知識領導

的角色，與社區地方互動，一同邁向頂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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