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成果 

活動名稱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之美國校務研究年會分享會 

主辦單位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TAIR） 

協辦單位 亞洲大學校務研究發展中心 

活動聯絡人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陳沂萍 小姐 

亞洲大學校務研究發展中心：蕭亦琮 小姐 

電話

(分機) 

(02)2730-1096 

(04)2332-3456

分機 3632 

活動日期 107年 6月 28日（星期四） 

活動地點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安藤講堂（台中市霧峰區柳豐路 500號） 

活動過程簡介 

(500~800字說明) 

台北市立大學何希慧教授分享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

Dr.Hosch，就其協助美國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的經驗，說明財務議題

在校務治理之角色與重要性。為達學校的永續發展，學校財務管理與

辦學政策緊密相關，校務研究如何協助學校藉由商務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 BI）的呈現，吸引更多外部投資，為一重要任務。 

Dr.Hosch教授提供以下幾個財務議題用於校務治理的案例： 

 案例一：討論學校財務在不同時間點的分配狀況。例如：每半年為

時間軸，細分其學校經費來源，如：政府補助、學生學費、

競爭型計畫、產學計畫等收入。 

 案例二：學校獎學金的制度是否足以減輕弱勢學生求學的經濟負擔，

使其能專注在課業學習，或是學生畢業後負債的情形，還款

的能力。 

 案例三：學校或各系所經費支出在教學、研究、設備等各項的比例。 

 案例四：教師薪水依照高低區分成前、中、後段，檢視教師所花費

的成本與其薪資的對比，整合人事及會計在校務治理的理

念。 

其也提到，資料使用者，除了須具備資料處理與分析的能力之外，

亦需有科學思維，瞭解數據背後透漏的訊息，而非斷然從數據高低，

即判定結果好壞。 

另外，台灣也已邁入後普及高教階段，表示後段學生也能接受較

高等教育，教師教學更須受到重視。如今一位教師需投入教學、研究

及服務三大面向，剛畢業之教師，通常在畢業後五年內的學術研究產

量最高，但新進教師多數在一開始就接手行政業務進而壓縮其在研究

上的時間，使得短期升等機制的品質容易遭受質疑，故完善的升等管

道確實重要，但品質的提升則是需要更多時間的灌溉。 

玄奘大學校務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林怡慧提到，校務研究是一門

具有跨領域應用的專業，其中人員來自於不同的專業背景與對校務研



 

究有不同的看法，且校務研究人員接觸的資料有其敏感性，經常需參

與各項政策討論，提供校務資訊給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因此提供校務

研究人員共同依循的校務研究倫理守則是相對重要的，校務研究倫理

守則共分成五條，分別是能力資格、業務執行、保守機密、社群關係

及專業關係。 

 守則一：能力資格 

 對於不熟悉或不擅長的工作，校務研究人員需想辦法尋求協助。 

 瞭解所需資訊。 

 學習新技能。 

 守則二：業務執行 

 在有限的時間內提供決策者所需的資訊與分析，須建立能夠協助

快速查詢數據的資料庫與工具。 

 說明協調所需的時間與資源、當下的限制及進一步的分析調查為

何。 

 校務研究也代表學校，應提供適當且正確的數據。 

 發覺數據中顯現的趨勢和變化，不斷增進對學校的瞭解，提升協

助發現原因的能力。 

 守則三：保守機密 

 瞭解各校保守機密的規定，如資料釋出的政策或設定資料保密層

級。折衷資料使用的價值（研究利益）與資料使用的風險（隱私

風險）。 

 資料分享，但須釐清哪些資料是不該被交換的。 

 守則四：社群關係 

 互相扶持與互相學習，如 AIR與 TW-AIR 

 守則五：專業關係 

 在專業上協助同僚 

活動支出經費 

差旅費 其他 

業務費：4,034元 

設備費：0元 
部門業務費：0元 

圖文說明 

(5~8張) 

 



 

TAIR出席 AIR 2018年會分享會 

 

主持人：吳聰能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秘書長/亞洲大學副校長 

 

講者：何希慧 台北市立大學教授 

 

 

講者：林怡慧 玄奘大學校務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活動議程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