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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近年來出生率驟減，產生少子化現象，而少子化所帶來的衝擊，直接造成學校

經營環境的重大改變，私立大學經營面臨極大的挑戰與競爭。同時，在教育政策中將大

專院校改制為多元入學方式之際，學校及各系所將能依其特色招募適合的人才，提供客

觀且有助益的資料輔助學校經營策略規劃之運用，將能有助於提高學生素質，提昇學校

競爭力。因此，深入研究學校面對他校競爭導致經營管理產生壓力以及少子化下提供有

效資訊為學校經營管理做出最大效益的決策，將是本計劃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將利用資料倉儲、線上即時分析處理(OLAP)等工具建立完整的分析架構，進

行線上即時性分析學生的特性，因此本研究完成後，將提供一個嘉南科大學生特質分析

之系統平台，供本校系所經營管理時的參考依據。本研究結果之貢獻如下： 
(1) 藉由資料倉儲的建置，將能有助於整合分散於不同資料庫的學生資料與學生學籍資

料，提供後續系所經營管理時之資料分析需求的基礎。 
(2) 針對學生學籍資料進行之 OLAP 其分析結果，將有效瞭解不同入學身份學習表現之

間的關係，學校的經營策略制定人員將能依據不同的入學方式制定條件與建議，各

系也能依此設定不同入學方式的門檻。 
(3) 針對學生學籍資料進行之 OLAP 其分析結果，將有效瞭解不同畢業學校之科別、地

域性等資料學習表現之間的關係，學校的經營策略制定人員將能依據資料設定重點

宣傳學校，以加強優秀人才就讀的意願，各系也能依此制定不同高中職畢業生的參

考建議。 
(4) 經由 OLAP 工具的分析，將能有效以統計圖表的方式，瞭解學生在居住地區維度、

入學身份維度與畢業高中維度間的變化，協助趨勢分析的進行。 
(5) 藉由資料探勘的分析結果，將能找出「居住地區」、「入學身份」、「性別」、「入學年」

和「畢業學校類別」等屬性間的關係，探勘出有意義的規則。 
 
關鍵詞：  

壹、 緒論	
台灣近年來在人口問題上與日本一樣漸漸出現非常嚴重的問題，即出生率降低而產

生「少子化」現象，而「少子化」首當其衝的就是教育問題。最直接影響的就是學生數

減少，造成教育環境的重大改變；而目前台灣的大專院校已有 164 所，勢必加深國內大

專院校競爭危機和衝擊。因此，各個大專院校應如何在經營越來越強的競爭中脫穎而

出，不被社會所淘汰，將成為生存的重要關鍵。 
近年來教育改革政策不斷，目的就是希望能提昇教育品質，影響教育品質的因素眾

多，其中以入學學生素質對教育品質的影響最大，而影響入學學生素質的關鍵就在於入

學作業，如何運用學校資源有效地協助學校行政作業，從技優、甄選、聯登等方式入學

學生，有效掌握入學學生的素質，才能使學校及各系所的競爭力提昇。從每年舉辨的大

學博覽會就能窺探一二，每所大學無不使出渾身解數，以全方位的校園活動、多元化的

社團、獎學金等吸引學生就讀，也因此各大學於經營上已不再處於被動，而改以具備特

色、更豐富及更主動的策略進行學校行銷。往年各大學的經營管理方式皆以過去的經驗

進行，但是單憑有限的經驗並無法將學校資源做最大效益的利用，尤其因應多元入學方

式的改變，該如何運用有限的資源，吸引適才適所的學生是項重大的挑戰。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以嘉南科大為例，主要分析 98 學年至 101 學年大學

部學生進行學生特質的分析，其研究目標有六項： 



1. 整合異質、分散於不同資料庫的學生學籍資料，透過文獻探討的方式，提出最易於

維護、最能有效進行分析的資料倉儲架構與建置步驟。 
2. 本研究藉由分析歷史資料中入學身份與地域的關係，歸納所發掘的現象，協助各系

所在辨理技優、推薦甄試與申請入學的作業中，能在眾多申請者中，以客觀的資訊

輔助遴選出最適才適所的學生。 
3. 分析高中職畢業學校與地域的關係，協助經營管理策略規劃人員在選擇行銷重點學

校時的參考。 
4. 將各學院及各學系學生居住地區、入學身份、畢業高中職的分佈情形視覺化，以統

計圖表方式呈現，以協助趨勢分析的作業。 
5. 引用資料探勘的分析方法，挖掘學生入學的學籍資料與地域間的規則，即找出居住

地區、入學身份和畢業學校類別在學生素質之分析結果中所扮演的角色。 
6. 根據上述的分析結果，提供給本校教師進行系務會議的參考依據，以供系所經營策

略制定人員與各系所遴選學生時之參考。 

 

貳、 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 國內大專院校入學管道現況 

根據教育部於 88 年 6 月 21 日會議通過的結果，各大學已於 91 學年度正式

實施多元入學的方式。其多元入學的特色就是「考招分離」及「多元入學」，也就

是技職校院考試統一由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等專責機構負責，評估高中職的教學

內容，進行命題。而入學管道則改由各大學自主，各大學可選擇獨招或聯合登記，

因此各大學能以各系所的特色及需求，選擇適合就讀的人才。 

二、 資料倉儲與探勘 

建置資料倉儲的主要目的在於整合異質性的資料，解決資料庫分散各處的問

題，以幫助資料分析(Paul Westerman, 2001)。因此資料倉儲不同於日常營運的交易

資料庫，通常是基於公司特殊的需求而建置的，它將日常的交易資料庫經過資料庫

架構的分析，依據分析上的需求而萃取出其中一部分所需的資料進行規劃、整理，

並設計應用程式，主要是為了協助工作人員執行管理決策。另外由於資料倉儲具備

將資料整合的特性，對於分散於不同系統間的資料而言，資料倉儲能提供穩固的平

台，以整合性的架構將系統進行整合，有效規劃歷史資料的管理。 
本研究所取得的資料即來自於不同的維護系統，資料型態與儲存大小不盡相

同，資料倉儲將能有效進行兩者間的資料整合。對於資料倉儲的設計架構，文獻(Alex 
Berson, 1999)所提出的兩層資料倉儲架構是源於早期的客戶端 /伺服器端架構

（Client/Server Architecture），所不同的是在資料倉儲客戶端所提供的功能還包括使

用者操作與查詢界面、資料分析、報表格式、彙總資料和資料的存取；而伺服器端

則提供資料邏輯（Data Logic）、資料服務、檔案服務和中繼資料的維護，其中所建

構的資料模式為星狀架構。 
資料倉儲探勘是近年來被廣泛應用於各領域的技術，國內外許多的文獻以及商

業界都存在許多資料探勘成功的案例，例如醫學界、壽險業、銀行業、通訊業等等；

然而教育界的應用卻少有相關的研究，對於資料成長量固定且保存完整的教育相關

資料，若能有效加以發掘知識、運用策略，勢必能在學校之課務與學務上有所貢獻。

以元智大學為例的排課課程資料管理系統[鍾雲恭，90 年]就考量永續維護的目標，



運用資料倉儲幫助大學排課的管理，改善舊有資訊系統各自為政的現象，使得課程

資料更具完整性與一致性。其資料倉儲建構的方式採行具備彈性及擴充性，即建構

時間較短的「從下而上（Down-to-Up）」方式，設計程序則採用 Golfarelli(1999)的
六大階段。 

 

三、 即時線上分析處理 

對於資料倉儲的資料分析，通常採用 OLAP（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
即線上即時分析，在分析資料時協助以多維度即不同角度的方式檢視資料，將資料

以多維度的方式呈現即為方塊（Cube）。以 OLAP 分析的方式大致可分為四種(Arie 
Shoshani, 1997; Jiawei Han,2001)：上拉（Roll-Up）、下拉（Drill-Down）、切片與切

丁（Slice and Dice）及轉軸（Pivot）。 

參、 研究方法與步驟	

根據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瞭解為因應大專院校多元入學方式，期望藉由歷史資

料的分析，提供甄選人才以及制定系所經營策略時參考，並利用文獻探討所提出的

資料倉儲、OLAP 與資料探勘工具建立完整的分析架構進行 OLAP 分析。本研究架

構如圖 1 所示，首先將自教務處、圖資館行政組取得之學生歷年資料與學生學籍資

料進行資料前處理，整理出符合分析範圍的資料，進行資料前處理，刪除不需要的

欄位，並依需求新增欄位，接著根據文獻探討，提出最容易維護的資料倉儲架構與

建置步驟來建置資料倉儲，再進行 OLAP 分析，最後提出學生特質分析的結果與

經營策略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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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圖 

 

一、 資料前置處理 

根據 [Jiawei Han, 2001]將資料前處理分成四個部分，即資料淨化（Data 



Cleaning）、資料整合（Data Integration）、資料轉換（Data Transformation）和資料

換算（Data Reduction）。以下分別就各部分說明： 
(1) 資料淨化 

對於資料雜質（Noise Data）和不一致的資料，例如學號原為 7 碼，前兩碼為

入學年，若不符合該原則，為避免影響資料之處理，則一律予以刪除。 
(2) 資料整合 

學生學籍資料表將依學號欄位進行資料整合，在進行整合前，學號為文字資料

型態且大小為 7，學生學籍資料表均為微軟 MS-SQL 格式，處理方式會先將學籍資

料轉為 EXCEL 格式，其學號資料型態與大小比照資料表。在整合過程若遭遇同學

號出現兩筆資料情形，則以人工判斷其正確性，若無法判斷則予以刪除。另外可自

學號第三碼至第四碼取得學生科系，例如 09 代表資管系（例如學號 9809100 代表

98 學年入學學生，所屬科系為資管系），此類學生學號並不會因科系的選定而修正

學號，因此則從學籍資料表之現在系級欄位取得其所屬科系名稱。 
(3) 資料轉換 

本研究在學生資料表中，將不同入學年、科系別及不一致的欄位標準進行資料

轉換，將學生資料以一標準值取代，如此則能以相同的標準判讀學生的欄位資料。 
(4) 資料換算 

資料換算是將資料量減少，但對所需分析的工作資訊不會產生遺漏的作法，進

行的方式可以透過資料彙總、維度的減少、資料編碼將資料縮減及資料採樣等方

式，本研究由於所需分析的學生資料結構較單純，視情況進行資料換算。 

二、 資料倉儲之建置架構與步驟 

本文資料倉儲建置的方式參考 Golfarelli(1999)提出的六大建置步驟： 
(1) 分析資訊系統架構：由於學籍資料分屬於不同的資料庫，針對該資料表架構進

行分析，並與資料庫相關人員進行討論，最後建立資料表關聯架構圖。 
(2) 建立需求確認書：目的在於提供客觀資料輔助學生的甄選，及協助經營策略的

制定，因此擬針對經營系所策略制定的相關部分，由劉育寰與邱曉婷二位老師

的子計畫擬定，受測對象為未來學生。 
(3) 概念層級設計：根據上一步驟的需求，規劃資料倉儲架構。 
(4) 工作確認，設計架構確認：辨識資料倉儲之事實資料表與維度資料表。 
(5) 邏輯架構的設計：建立事實資料表與維度資料表間的關係，並確認資料倉儲的

實體架構。 
(6) 實體架構的設計：以微軟 SQL Server 2008 所提出的資料倉儲架構為基礎，建

置資料倉儲。 

三、 星狀架構 

資料倉儲內的資料，將採用資料處理及呈現最為快速的星狀架構的方式儲存，

包含了事實資料表及維度資料表。根據沈兆陽(90)提出的架構識別事實資料表與維

度資料表，分析出個人基本資料表並不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因此屬於事實資料。而

學年度可做為搜尋每一事實資料的鍵值，因此屬維度資料，並刪除不會用來查詢的

學號。另外在學生學籍資料表中，性別、入學身份別、入學年、系級名稱、畢業學

校名稱及居住區域都是維度資料，並刪除不會用來查詢的現在系級、出生日期、郵

遞區號和通訊地址。 
因此本文假設的星狀架構中，事實資料表記錄了學號、性別、系別代碼；而維



度資料表記錄了性別、入學身份、入學年、學年度、畢業學校、系別資料和居住地

區共七個維度，其星狀架構如圖 2 所示。 

 
圖 2 星狀架構圖 

 

肆、 系統平台成果展示	

目前國內的大專院校入學管道已改制為多元入學的方式，學校與各系所面對眾多的

申請資料，如何遴選出優秀的人才，且同時在顧及各系所特色下招募適合就讀的人才，

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OLAP 分析後，建構在校生線上分析平台（http://192.168.117.29）

提供下列效益： 

 
圖 3.在校生線上分析平台 



在多元的入學方式中，能夠了解技優、申請入學、推薦甄試與聯合登記。在未來招

收學生上應該多對地域相近的學校進行宣傳。根據網站平台分析，在遴選學生時，可輔

助設立門檻條件，以掌握推薦的學生素質。 

 
 在校生資料分析圖在校生的戶籍地 

 
圖 4.依據戶籍地與各年度入學生比較分析查詢結果 

 

 入學管道分析各系學生人數統計 

 
圖 4.查詢資管系各年度入學生數量結果 

 



 
 入學管道分析技優保送入學 

  
圖 5.技優保送入學-點選資管系進行查詢 

 

 
圖 6.技優保送入學-資管系各年度入學高中職統計表 

 

 在校生資料查詢 

 
圖 7.查詢資管系來自崑山的學生資料之結果 



 在校生資料分析圖在校生的高中職科系 

 
圖 7.全台「商業經營科」各年度入學人數統計 

 
 在校生資料分析圖系所的高中職學生分佈圖 

 
圖 8.查詢資管系來自南英商工各年度入學人數統計 



 
 在校生資料分析圖就讀本校系所的高中科系 

 
圖 9.查詢餐旅系來自商業經營科之各年度入學人數統計 

 
各種宣導方法，以資管系為例 
1.配合高中職學校招生博覽會，指派老師與學生前往宣傳與發放簡介資料。 
2.製作並寄發招生 A1 海報、簡介、折頁及宣傳品至高中職，宣傳系所特色、發展方向

與績效。 
3.在系上製作大型海報圖示，擺放至系所門口最顯眼之位置，任何學生進入本系皆會看

到系上最棒的榮耀。 
4.建立高中職學校資料與聯絡人名單，分配本系老師定期前往入班宣導。 
5.舉辦策略聯盟活動，邀請高中職學生進行參訪活動、專題製作活動、證照考試。  
6.成立系友會、並辦理系友會活動，藉由系友協助招生宣導活動。 
7.與高中職學校合作策略聯盟預修課程，指派老師至高中職授課，並宣傳系上特色、績

效、招生資訊。  
8.至高中職學校推廣專業證照考試 ，並至本校報名證照考試，藉由證照考試高中職學生

了解本系環境、硬體設施，提昇將來選擇學校優勢，並提高就讀意願。 
9. 經營網路社團，利用 Facebook 成立系社團、與高中職學校進行社團互動，本系早已

成立 Facebook 社團與多個學生社團，利用社團的經營與高中職科系進行招生宣導活動。 
10. 由系上指派老師指導高中職學生專題製作，與高中職學生保持良好關係，建議參加

本系技優甄選入學。 
11.利用老師至高中職學校進行各種活動，如監評、評審、演講等，對學生進行置入性宣

導，增加高中職生對本系的印象。 
12.請系上學生以學長、學姊身份回高中職母校進行宣導活動。  
13.將系上傑出的表現（如證照通過率、校外競賽獲獎、教師傑出表現）透過新聞稿發表，

以增加系上知名度。  
14.活化系上網頁內容，在入口網站新增：a.學生入學 b.榮譽榜 c.專業證照 d.產學合作 e.
畢業出路 f.資管臉書 g.歡樂影片 h.住宿美食  



15.建議辦理全校性專題展，提供高中職到校參訪時的重要據點，參觀各系的專題成果，

提昇學生的就職意願，同時邀請高中職各校主任級以上的人員，與本系一級主管進行交

流，建立良好的互動關係，有助於教師招生宣導的行程安排。 
16.建議成立招生啦啦隊，於各校升學博覽會進行表演，並訓練專業主持人於博覽會現場

炒熱氣分，透過問答方式提供學生小贈品，加深高中職生對本校的印象。 

 

伍、 結論	
1. 藉由歷史資料的分析將能有助於了解學生的表現差異，以往在經營策略的制定上過

於依賴經驗及決策者的價值觀，缺乏完整且具有可信度的資料輔助，透過現有的資

訊技術，包括 OLAP 及資料倉儲技術協助製作決策所需的分析資料將是未來的趨勢。 
2. 對於 OLAP 分析將具有警示及建議功能，系所經營策略的制定人員應多進行相關的

資料分析，尤其是表現極端分佈的資料。例如針對學業表現優等之規則，多招收符

合該類別資料特性的學生，或是多吸引具此資料特性的學生來就讀，即能提昇學生

素質。相反地，對學業表現劣等之規則，除了探求其真正影響因素，在學校制定經

營策略，或各系所設定入學門檻時，將設定標準提高，以篩選掉不適合的學生。 
3. 系所經營策略的實施會影響到入學學生的素質，因此經營策略的文件必須善加保

存，在策略制定時若能將學生表現資料搭配各策略事件加以檢視，將有助於策略的

修正與制定。 
4. 資料在資料分析的各階段中，資料前處理約佔 80%的時間，而資料進行 OLAP 分析

約佔 20%，因此在未來新資料的加入，或是有新的分析需求時，建議可在每個學期

初將資料進行前一個學期整理，以加速資料分析上的效率。 
5. 除了設立入學門檻外，建議相關單位或是授課老師可對該管道入學的新生進行課業

輔導，給予適當的課程援助，以改善其在大一所表現的情況，提昇學業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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