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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校務研究分析專題規劃

處室 面向 主題 資料庫來源與成效

1 研發處 教師 產學研究能量影響要素 教師個人企業產學案/政府計畫案之研究能量(校基庫表1系列)

2 人事室 教師 師資結構發展探討因素 人事基本資料表統整分析(人事室提供)

3 研發處 畢業生 畢業流向調查彙整解析 就業流向、薪資、學習回饋彙整 (全國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追蹤平臺)

4 教務處/研發處 在學生 學生表現成就效能統計 學生證照、競賽、職能分析(校基庫表4系列)

5 招生中心 在學生 招生入學管道統整分析 學生入學管道相關資訊與入學流向統整(招生中心提供)

6 教務處 在學生 學生就學穩定探究要因 學生在學、休/退學與就學貸款要因探究(教務處/學務處提供)

7 教務處/學務處 在學生 期中預警狀況追蹤分析 學生課程缺曠比率與期中預警決策(教學務資訊系統)

8 會計室 經費 財務開源節流收支管控 校務經費的收支分析(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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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目的

為了解學校近年來的產學研究合作金額收入來源以「政

府」或「企業」為主，蒐集校內可能相關之變數項目，並以

「108-110年度學校基本資料庫」(簡稱校基庫)為數據來源，

分析本校的產學研究能量績效之相關影響因素，提供相關單

位後續作為策略性調整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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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蒐集相關項目與數據
*依108-110年度校基庫登錄件數為例，共442筆

*欄位類型-類別：不能計算，只能分類屬性的類型

*欄位類型-數值：可以計算的連續數值類型
變數 變數說明/資料來源 欄位類型

1 產能總金額(應變數)
產能總金額=
企業產學金額+政府計畫金額

數值

2 學群 共4學群 類別

3 系所 共18系 類別

4 教師 1) 一般教師 2) 專技教師 類別

5 聘書職級
1) 講師 2) 助理教授
3) 副教授 4) 教授

類別

6 企業產學金額 企業產學案/108-110年校基庫 數值

7 政府計畫金額
政府計畫案/108-110年校基庫
(教師個人計畫案)

數值

8 專利 件數/108-110年校基庫 數值

9 期刊論文 篇數/108-110年校基庫 數值

10 研討會論文 篇數/108-110年校基庫 數值

11 技轉1 金額/108-110年校基庫 數值

12 年齡1 教師年齡 數值

13 年資1 教師在校年資 數值



6

貳、基本統計-資料初檢
為降低年齡與年資差距，採用「分層抽樣統計法」(stratified sampling)

進行以下3項變數的標準差計算，期望得到較佳分段新變數：年齡2、年資2、

技轉2，以新分層的自變數取代原有變數，結果如下：

新分層自變數/原有變數 變數說明/資料來源 欄位類型

14 技轉2/ 技轉1

1) 0元

2) 1-20000元

3) 20001元以上

數值

15 年齡2/ 年齡1

1) 45歲以下

2) 46-60歲

3) 61歲以上

數值

16 年資2/ 年資1

1) 3年以下

2) 4-26年

3) 27年以上

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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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資料初檢
為了解關於442筆的資料的基本分配狀況，先進行系所筆數初步檢查，由於

企業管理系與資訊管理系於108學年度停招，因此筆數次數較少，統計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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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資料初檢
本校108-110年產能累積概況，分別統整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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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統整面向
依「聘書職級」統整108-110年度校基庫教師產能金額-分列「政府計畫

金額」與「企業產學金額」整理如圖：

約 400萬 7人

約 2700萬 124人

約 1600萬 147人

約 1500萬 154人

各職級
累計產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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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統整面向
因與企業產學合作對象為民營企業，故繼續細分「企業產學金額」的來源，

了解與本校教師的關聯性：

結論：

依據資料庫計算，本校職級「講師」

和「助理教授」的總人數中，約有

55%的教師未有企業產學合作，需

要深入探究主因與改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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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統整面向
學群 系所名稱 企業產學金額 政府計畫金額 技轉授權金額

時尚創意學群

化妝品應用系 3,714,828 1,147,661 140,000

服飾設計系 3,019,400 2,906,452 150,000

時尚設計系 1,118,011 2,006,189 90,000

時尚經營管理系 1,295,000 - 90,000

創意產品設計系 2,395,000 181,565 20,000

數位多媒體系 3,007,900 1,269,212 550,000

合計 $14,550,139 $7,511,079 $1,040,000 

演藝影視學群

表演藝術系 1,762,330 1,184,280 150,000

影視傳播系 1,226,250 7,320,000 80,000

戲劇系 1,460,000 1,808,493 20,000

合計 $4,448,580 $10,312,773 $250,000

觀光餐旅學群

旅館管理系 1,230,000 2,922,267 88,454

餐飲管理系 4,793,000 2,072,978 470,100

觀光休閒系 1,941,000 - 90,000

合計 $7,964,000 $4,995,245 $648,554

工程服務學群

企業管理系 80,000 - -

車輛工程系 2,110,000 1,469,364 60,000

資訊科技系 1,050,000 48,000 40,000

電機工程系 4,412,000 225,590 215,000

機械工程系 3,380,000 35,968 60,000

合計 $11,032,000 $1,778,922 $3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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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統整面向
依各系108-110共三年度資料，分別了解各系「企業產學金額」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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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統整面向
依各系108-110共三年度資料，分別了解各系「政府計畫金額」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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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統整面向
依各系108-110共三年度資料，分別了解各系「技轉金額」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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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統整面向
依各系108-110年之校基庫資料，分別找出「企業產學金額/技轉金額」

與「政府計畫金額/技轉金額」較相關的系所。

結論：「服飾設計系」既有企業產學金額亦有技轉金額，「影視傳播系」

有政府計畫金額和少量技轉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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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統整面向
依各系108-110年之校基庫資料，以本校108-110年產學績效與技轉

金額平均值繪出象限圖，觀察本校系所整體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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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證分析-檢定
⮚ 卡方檢定(類別檢定)：

以「產能金額」為應變項，分別與類別變數：系所、教師分類、聘書職級共3項，

進行卡方檢定，其顯著性如下：

⮚ 分析結果：

1.「系所」、「聘書職級」為顯著相關p<0.05，列入線性模型變數。

2.「教師」不顯著相關p>0.05，不列入線性模型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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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證分析-檢定
⮚ 皮爾森檢定(數值檢定)：

將產能總金額、企業產學金額、政府計畫金額、年資2、年齡2、技轉2、專利、

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共9項進行相關分析，顯著性變數如下：

⮚ 分析結果：

1.當應變項為「產能金額」，顯著的自變數為：企業產學金額、期刊論文、

年資2、年齡2。

2.其他變數間也有一些顯著相關，顯示可能有交互作用存在。



19

參、實證分析-多元回歸模型
⮚ 模型一：

(一) 應變數：產能總金額

(二)自變數：企業產學金額、專利、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轉2、年齡2

、年資2

(三) 顯著性自變數為：企業產學金額



20

參、實證分析-多元回歸模型
⮚ 模型二：

(一) 應變數：產能總金額

(二)自變數：政府計畫金額、專利、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轉2、年齡2

、年資2

(三) 顯著性自變數為：政府計畫金額、技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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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證分析-多元回歸模型
⮚ 模型三：

(一) 應變數：產能總金額

(二)固定因子：系所

(三) 自變數：企業產學金額、專利、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轉2、年齡2

、年資2

(四)顯著性自變數為：企業產學金額、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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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證分析-多元回歸模型
⮚ 模型四：

(一) 應變數：產能總金額

(二)固定因子：系所

(三) 自變數：政府計畫金額、專利、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轉2、年齡2

、年資2

(四)顯著性自變數為：政府計畫金額、技轉2、系所



模型 迴歸模型分析方式 R2

一
多元回歸模型-完全輸入法

(自變數為企業產學金額共7個變數)
22.6%

二
多元回歸模型-完全輸入法

(自變數為政府計畫金額共7個變數)
82.5%

三
一般線性模型-單變量-系所

(自變數為企業產學金額共8個變數)
29.3%

四
一般線性模型-單變量-系所

(自變數為政府計畫金額共8個變數)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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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證分析-模型比較

⮚ 診斷結果：

(一) 以模型一至模型四比較，明顯發現模型四的R2 解釋能力為最高。

(二) 為了解各系相關顯著性變數，加入固定因子變數-「聘書職級」、「學群」

觀察R2 的解釋能力，但皆發現模型解釋能力降低。

(三) 政府計畫金額對於本校的影響關鍵性較大，參照資料庫以科技部個人計畫為主。

(四) 因自變數較多，為避免高估R2，以模型四為基準，繼續調整自變數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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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證分析-多元回歸模型
⮚ 模型五：

(一)應變數：產能總金額

(二)固定因子：系所

(三)自變數：政府計畫金額、技轉2

(四)顯著性自變數為：政府計畫金額、技轉2、系所



模型 迴歸模型分析方式 R2 R2
adj

四
一般線性模型-單變量-系所

(自變數為政府計畫金額共8個變數)
83.6% 82.7%

五
一般線性模型-單變量-系所

(自變數為政府計畫金額共3個變數)
83.6%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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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證分析-模型比較

⮚ 診斷結果：

為了模型精準度，移除不顯著變數後，模型四和模型五的R2=83.6%相同，

因此繼續觀察 R2
adj，發現模型五的R2

adj =82.9%，與R2更為接近，強化此模型

的解釋能力，故我們可以解釋為各系所要增加總體產學量能與教師申請政府個

人計畫案和技術移轉案有重點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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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藉由108-110年度的學校基本資料庫實證過程可得知：

⮚「政府計畫案」比「企業產學案」對於「本校系所產能總

金額」解釋能力高。

⮚「教師申請政府計畫案」與「技轉授權案」對於「本校系

所產能總金額」有絕對正向影響力。

⮚以「企業產學計畫+政府計畫+技轉授權」的總產能金額

觀察，「產能類別」和「期刊論文」呈現顯著，對於本校

的「總體研究產學能量」具有衡量價值，可以持續探討，

建置不同情境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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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校務研究分析專題規劃

處室 面向 主題 資料庫來源與成效

1 研發處 教師 產學研究能量影響要素 教師個人企業產學案/政府計畫案之研究能量(校基庫表1系列)

2 人事室 教師 師資結構發展探討因素 人事基本資料表統整分析(人事室提供)

3 研發處 畢業生 畢業流向調查彙整解析 就業流向、薪資、學習回饋彙整 (全國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追蹤平臺)

4 教務處/研發處 在學生 學生表現成就效能統計 學生證照、競賽、職能分析(校基庫表4系列)

5 招生中心 在學生 招生入學管道統整分析 學生入學管道相關資訊與入學流向統整(招生中心提供)

6 教務處 在學生 學生就學穩定探究要因 學生在學、休/退學與就學貸款要因探究(教務處/學務處提供)

7 教務處/學務處 在學生 期中預警狀況追蹤分析 學生課程缺曠比率與期中預警決策(教學務資訊系統)

8 會計室 經費 財務開源節流收支管控 校務經費的收支分析(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



30

目 錄

畢業流向調查彙整解析

壹、研究目的

貳、基本統計

參、實證分析

肆、結論



31

壹、研究目的

因應教育部每年畢業生流向追蹤調查，本校亦建置相關

問卷填報系統，以111年調查109.107.105學年度畢業生為範

疇，依追蹤調查結果彙整，解析本校畢業生於職場就業後回

饋資訊，提供校方進行核心學習課程之建議。畢業生流向追

蹤調查的三大題型面向填答題組：

題型面向 畢業後一年 畢業後三年 畢業後五年

(一)就業流向 6 6 7

(二)就業條件 3 3 0

(三)學習回饋 4 5 5

總題數 13 1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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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蒐集相關項目與數據

*資料來源：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追蹤系統-黎明技術學院-

111年調查109、107、105學年度全校畢業生就業狀況(不計入外籍生)

*欄位類型-類別：不能計算，只能分類屬性的類型

*欄位類型-等級：可依大小分類排序，不考慮等距性質的類型

*欄位類型-等距：具有相同差距概念的類型

編號 變數 變數說明/資料來源 欄位類型

1 學群 學群 類別

2 學制 修業學制 類別

3 系所 系所 類別

4 學號 學生學號 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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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蒐集相關項目與數據
編號 變數 變數說明/資料來源 欄位類型

5 就業狀況 第1題-目前工作狀況為何？ 類別

6 未就業原因 第6題-未就業原因為何？ 類別

7 薪資月收入 第4題-平均每月月收入為何？ 等級

8 專業能力與工作需求相符度
第7題-目前所具備的專業能力與工
作所要求的相符程度為何？

等距

9 是否具備專業證照
第8題-目前的工作內容，是否需要
具備專業證照？

等距

10 整體工作滿意度
第9題-對於目前工作的整體滿意度
為何？

等距

11 工作與原就讀課程相符度
第10題-目前工作內容與原就讀系、
所、學位學程之專業訓練課程相符
程度為何？

等距

12
哪些學習經驗有助於職場表
現

第11題-在學期間哪些學習經驗對
於現在工作有幫助(複選)？

類別



追蹤項目

學年度

調查項目(追蹤人數)

失聯 總人數
實際
追蹤率

本校預期
追蹤率

就業
人數

升學
/進修

兵役 考試
待業
/其他

109學年度 578 37 13 1 61 172 862 80.05% 80%

107學年度 625 18 9 4 36 257 949 72.92% 70%

105學年度 432 29 13 11 18 463 966 52.07% 50%

34

貳、基本統計-統整面向
➢ 109學年度總人數共862人，追蹤人數690人，追蹤率為80.05%。

➢ 107學年度總人數共949人，追蹤人數692人，追蹤率為72.92%。

➢ 105學年度總人數共966人，追蹤人數503人，追蹤率為52.07%。

*就業人數=全職+兼職/部份工時+家管/料理家務者
*實際追蹤率=追蹤人數/總人數*100%
*就業率=(就業人數+兵役)/(就業人數+兵役+待業/其他)*100%

教
育
部
參
考
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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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統整面向

109學年度(110年)爆發疫情封城，
就業率仍達 80% 以上

就業率

109學年度 90.6%

107學年度 94.6%

105學年度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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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統整面向
➢ 綜整三個學年度的畢業生，畢業後一年薪資由高峰$28001-31000元，到畢業後三

年高峰$31001-40000元，再至畢業後五年$40001-52000元，顯示本校學生在投

入職場上的努力和回饋有所回應，並且畢業後五年少數學生在職場上有薪資攀升的

優勢收入。

➢ 本校111年調查109年畢業生畢業後一年(2022)薪資介於高峰28001-31000元，經

由與全國畢業生畢業後一年(2022)比較，餐旅與民生服務產業薪資大致相符。

資料來源：2022職場新鮮人首年平均月薪 (勞動部資料指出，學歷達大學畢業者平均

薪資為3.1萬元)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69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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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統整面向

專業能力與工作需求
符合度提升

109學年度 88.22%

107學年度 9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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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統整面向

目前工作是否需具備
專業證照提升

109學年度 26.36%

107學年度 36.99%



39

貳、基本統計-統整面向

目前整體工作滿意度提升
109學年度 95.78%

107學年度 9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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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統整面向

目前工作與原就讀課程
相符度提升

109學年度 82.95%

107學年度 92.8%

105學年度 9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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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統整面向

我們的課程符合學生的需求，技職學校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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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證分析-檢定
經由敘述統計了解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回饋狀況，亦需確認整份問卷相關議題的

鑑別狀況，採用項目分析與探索性因素分析，為問卷進行比對差異。

例一：採用109學年度畢業生流向問卷帶入項目分析，其顯著性如下(p<0.05)：

➢ 獨立樣本t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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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證分析-檢定
➢ 探索性因素分析：

➢ 可靠性分析：

KMO>0.7過關

p<0.05顯著

可靠性統計量
Cronbach's 

Alpha 值 項目的個數

.803 4

可靠性分析>0.7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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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證分析-檢定
➢項目整體統計量：

「是否需要專業證照109」在項目刪除時會提高至0.84 > Cronbach‘s Alpha值

0.803，數值偏差值不一致，因此這一題不具有一致性。

項目刪除時的

尺度平均數

項目刪除時的

尺度變異數

修正的項目

總相關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Alpha 值

專業能力與工作需求相符度

109
8.49 3.317 .793 .656

是否需要專業證照109 10.81 5.836 .428 .840

整體工作滿意度109 8.34 4.506 .579 .772

工作與原就讀課程相符度

109
8.58 2.987 .788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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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證分析-檢定
例二：採用107學年度畢業生流向問卷帶入項目分析，其顯著性如下(p<0.05)：

➢ 獨立樣本t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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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證分析-檢定
➢ 探索性因素分析：

➢ 可靠性分析：

KMO>0.7過關

p<0.05顯著

可靠性統計量
Cronbach's 

Alpha 值 項目的個數

.820 4

可靠性分析>0.7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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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證分析-檢定
➢項目整體統計量：

「是否需要專業證照107」在項目刪除時會提高至0.842 > Cronbach's Alpha值0.820

，數值偏差值不一致，因此這一題不具有一致性。

項目刪除時的

尺度平均數

項目刪除時的

尺度變異數

修正的項目

總相關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Alpha 值

專業能力與工作需求相符度

107
9.03 2.862 .758 .714

是否需要專業證照107 11.52 4.312 .486 .842

整體工作滿意度107 9.02 3.344 .680 .757

工作與原就讀課程相符度

107
9.11 2.648 .715 .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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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證分析-問卷分析結論

111年調查109、107學年度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

關於問卷內的4個題目經過資料統整後，通過鑑別度比對，

其中有3題經由信度與效度分析具備7成以上可信度，亦

可以解釋本校109、107學年度的畢業生對於個人專業能

力度與工作需求、整體工作滿意度、工作與原就讀課程

相符度達符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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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本專題主要匯整學生畢業後一、三、五年的「職場動向、

薪資普查、專業能力與工作需求相符度、目前工作是否需要

具備專業證照、工作與原就讀課程相符度、整體工作滿意度、

哪些學習經驗有助於畢業生職場表現」共7項追蹤結果，再

進行問卷鑑別分析確認調查的信度與效度，回饋本校資訊如

下：

➢ 本校學生隨著畢業時間長尾化投入就業市場後，少部份畢

業生會繼續升學/進修、參與考試，提升自己。

➢ 本校111年調查畢業生畢業後一年 (109)的薪資集中在

$28000-$31000之間，與勞動部公告相關產業與調查結

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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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 「111年調查109、107年畢業生流向追蹤調查問卷」的可

信度驗證分析信效度達7成以上。

➢ 「111年調查105年畢業生流向追蹤調查問卷」題型差異

較大，因此以統整圖表呈現。

➢ 經問卷檢定結果：

⚫ 109、107年畢業生「目前所具備的專業能力與工作所

要求的程度」是相符的。

⚫ 109、107年畢業生「目前工作的整體滿意度」是滿意

的。

⚫ 109、107、105年畢業生「目前的工作內容與原就讀

系所學位學程之專業訓練課程」是相符的。



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黎明技術學院

校務研究專題

112年校務研究專題規劃
學生表現成就效能統計

中華民國112年12月31日 51

附件



52

112年校務研究分析專題規劃

處室 面向 主題 資料庫來源與成效

1 研發處 教師 產學研究能量影響要素 教師個人企業產學案/政府計畫案之研究能量(校基庫表1系列)

2 人事室 教師 師資結構發展探討因素 人事基本資料表統整分析(人事室提供)

3 研發處 畢業生 畢業流向調查彙整解析 就業流向、薪資、學習回饋彙整 (全國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追蹤平臺)

4 教務處/研發處 在學生 學生表現成就效能統計 學生證照、競賽、職能分析(校基庫表4系列)

5 招生中心 在學生 招生入學管道統整分析 學生入學管道相關資訊與入學流向統整(招生中心提供)

6 教務處 在學生 學生就學穩定探究要因 學生在學、休/退學與就學貸款要因探究(教務處/學務處提供)

7 教務處/學務處 在學生 期中預警狀況追蹤分析 學生課程缺曠比率與期中預警決策(教學務資訊系統)

8 會計室 經費 財務開源節流收支管控 校務經費的收支分析(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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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議題說明

以校基庫109至111學年度登錄資料為依據，將4-8-1學

生參與競賽資料表、4-8-2學生技術證照人次資料表、4-8-3

學生外語證照資料表填報結果數據統計匯整，了解本校系所

近年來關於競賽、證照等推動與得獎狀況，以不同角度觀察

學生表現的成效，作為參考建置未來的獎勵措施。

以職涯輔導的角度，觀察本校學生的人格特性、職業適

性及領導潛能、與應具備之核心職場能力，統整後與全國大

專校院學生的均值比較，更能聚焦本校學生的未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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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競賽/證照統計-蒐集相關項目與數據
*資料年度：109 至 111學年度

*資料來源：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

(表4-8-1共745筆.表4-8-2共2023筆.表4-8-3共495筆)

*欄位類型-類別：不能計算，只能分類屬性的類型

*欄位類型-數值：可以計算的連續型數值類型

編號 變數 變數說明/資料來源 欄位類型

1 學群 學群 類別

2 系所 共16系 類別

3 學年 學年度 類別

4 地區 1) 國內 2) 國際 類別

5 競賽分類 1) 個人 2) 團體 類別

6 獲獎次數
1) 第一名 2)第二名 3)第三名
4) 其他獎項

數值

7 參與次數 參與競賽登錄次數(含未獲獎) 數值

8 專業/語言證照人次 考取證照人次 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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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競賽統計-總表

本校近3年統計，總件數 745 件，得獎 648 件，未獲獎 97 件，得獎率 87.97%

獲獎 未獲獎 獲獎 未獲獎 獲獎 未獲獎 獲獎 未獲獎

機械工程系 - - 5 1 - - - - 6

電機工程系 - - 42 1 - - - - 43

車輛工程系 - - - - - - - - 0

資訊科技系(112停招) - - - 3 - - - - 3

化妝品應用系 114 10 2 - 337 29 - - 492

服飾設計系 22 17 2 2 2 - - - 45

數位多媒體系 2 - 36 1 - - 9 - 48

時尚經營管理系 8 - 5 - - - - - 13

時尚設計系(112停招) 16 - - - 2 - - - 18

創意產品設計系(112停招) 4 19 2 5 - - - - 30

餐飲管理系 6 6 4 - 3 - - - 19

觀光休閒系 2 - 4 - - - - - 6

表演藝術系 8 - 11 2 - - - - 21

戲劇系 - - - - - - - - 0

影視傳播系 - - - 1 - - - - 1

總計 182 52 113 16 344 29 9 0 745 87.97%

得獎率個人競賽 團體競賽

國內

總計

工程服務學群

時尚創意學群

觀光餐旅學群

國際(外)

個人競賽 團體競賽系所學群

90.38%

87.15%

76%

86%演藝影視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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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競賽統計-依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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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競賽統計-依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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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競賽統計-依地區
110學年度因疫情關係，國外競賽量減少，參與國內競賽量相對性成長，目前將觀察

未來填報概況，以設立年度目標。

學年度
地區

109 110 111

參賽 獲獎 參賽 獲獎 參賽 獲獎

國內 94 53 135 118 134 124

國際(外)/港澳地區 184 175 137 129 61 49

總計 278 228 272 247 195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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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競賽統計-依系所



61

貳、競賽統計-依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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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證照統計-依學群

本校著重於考取專業證照大於語言證照，

時尚創意學群的專業證照累計1000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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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證照統計-依學群&學期

工程服務學群-尚待觀察曲線，留意語言證照。 時尚創意學群-在109-2受疫情影響，逐漸回升。

觀光餐旅學群-疫情影響，專業證照逐漸回升。 演藝影視學群-需了解考照流程，評估鼓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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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證照統計-依屬性
➢ 「工程服務學群」的專業證照集中於「技術士-丙級」與「其他證照」。

➢ 「時尚創意學群」主要集中於其他證照，需留意「技術士-乙級」的狀況。

➢ 「觀光餐旅學群」的專業證照集中於「技術士-丙級」與「其他證照」。

➢ 「演藝影視學群」證照量能較低，可評估增加鼓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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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證照統計-依地區
➢ 「工程服務學群」的國內專業證照有成長趨勢。

➢ 「時尚創意學群」的國內/外專業證照皆有維持數量。

➢ 「觀光餐旅學群」以國內專業證照為主。

➢ 「演藝影視學群」專業證照量能較低，可評估增加鼓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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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職能分析-人格特性診斷(本校與全國均值比較結果)

本校運用職涯輔導分析工具代入AI時代，輔導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更了解自我潛

在的特質，探索與發展核心職能。

行動性 持續性 指導性 挑戰性 共感性
情緒
安定性

本校均值 5.3 5.5 4.9 5.6 4.7 4.9

全國均值 5.4 5.7 5.0 6.1 4.8 5.2

獨立
自主性

革新性 思考性 柔軟性 感受性 慎重性

5 4.5 5.3 5.9 5.3 4.6

4.8 4.9 5.6 6.3 5.4 4.7

➢ 本校問卷樣本數804人，每項最高10分。

➢ 本校學生的特質與全國大專生的均值差異性

不大，唯「挑戰性」與「革新性」稍顯保守

與安全特性，可鼓勵增加企圖心與創新能力。

➢ 「獨立自主性」高於全國均值，亦顯示本校

學生的個人主觀意識強，有想法，喜歡獨立

作業。

資料來源：

Career就業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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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職能分析-職業適性分配(本校與全國均值比較結果)

依全國職業屬性分為五類，列出本校學生均值與全國學生均值比較。

職業適性 說 明 本校均值 全國均值

定型的工作 後勤支援、行政管理性、標準作業流程性職務 3.3 3.4

對人的工作 需具備高社交能力與不特定顧客接觸服務的職務 2.9 3.1

營業的工作 有業績目標或獎金鼓勵競爭型的職務 3.1 3.4

非定型的工作 整合企劃、研究計畫項目類別的職務 2.3 2.5

創造性的工作 對流行趨勢、細緻敏銳的感覺轉為商品的創意職務 1.9 2.1

領導潛能 評估待人處事、具說服力、領導能力的指標 3 3.4

➢ 本校問卷樣本數804人，每項最高10分。

➢ 本校學生未來職業適性偏向穩定(定型的工作)、

獎金鼓勵(營業的工作)職業分類。

➢ 依職業適性分類，本校均值與全國均值差異

不大，符合全國學生均值分布。

➢ 本校學生的領導潛能具有潛力培養發展的空

間。

資料來源：Career就業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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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職能分析-核心職能診斷(本校與全國均值比較結果)

職能六力分別為：執行力(行動性/持續性)、統御力(指導性/挑戰性)、親和力(共

感性/情緖安定性)、開創力(獨立自主性/革新性)、應變力(思考性/柔軟性)、敏感力(感

受性/慎重性)。本校學生的六項核心職能與全國均值吻合度，分析如下：

➢ 本校學生的「執行力」與全國均值接近，

表示具備實踐能力，不輕易半途而廢。

➢ 本校學生的「統御力」與全國均值有差距，

表示性格較保守不具備企圖心。

➢ 本校學生的「親和力」與全國均值有差距，

感情豐富，但較容易情緒衝動，感情用事。

➢ 本校學生的「開創力」與全國均值有差距，

有個人想法，對於變革又顯得保守內向。

➢ 本校學生的「應變力」與全國均值差距較

大，顯示決策不夠沉穩，看法主觀較固執。

➢ 本校學生的「敏感力」與全國均值接近，

處事較理性，重實際，具備良好的敏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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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藉由109-111學年度的統整，將本校努力促進學生的學習表

現與成就的累積，以不同的角度匯整如下：

➢ 本校每年參與競賽得名含金量(第一名)，約占30%。

➢ 參與競賽的主辦單位為國際競賽比國內競賽多。

➢ 個人競賽以化妝品應用系最多，團體競賽以數位多媒體系為重。

➢ 本校的乙級證照占3%，丙級證照19%，語言證照20%，其他

證照58%。

➢ 本校學生的特質偏向獨立自主且觀察敏銳， 但對於「挑戰性」

與「革新性」稍顯保守，可鼓勵增加企圖心與創新能力；未來

職業適性偏向「定型穩定」與「獎金機制」二種職業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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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校務研究分析專題規劃

處室 面向 主題 資料庫來源與成效

1 研發處 教師 產學研究能量影響要素 教師個人企業產學案/政府計畫案之研究能量(校基庫表1系列)

2 人事室 教師 師資結構發展探討因素 人事基本資料表統整分析(人事室提供)

3 研發處 畢業生 畢業流向調查彙整解析 就業流向、薪資、學習回饋彙整 (全國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追蹤平臺)

4 教務處/研發處 在學生 學生表現成就效能統計 學生證照、競賽、職能分析(校基庫表4系列)

5 招生中心 在學生 招生入學管道統整分析 學生入學管道相關資訊與入學流向統整(招生中心提供)

6 教務處 在學生 學生就學穩定探究要因 學生在學、休/退學與就學貸款要因探究(教務處/學務處提供)

7 教務處/學務處 在學生 期中預警狀況追蹤分析 學生課程缺曠比率與期中預警決策(教學務資訊系統)

8 會計室 經費 財務開源節流收支管控 校務經費的收支分析(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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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目的

依照教育部「就學穩定率」的定義為前一學年1年級在

學學生(不含境外生)於次學年持續就讀2年級之比率，107學

年度日間部學士班，計90.4%，私立學校為88.6%，技專校

院為89.2%。本校以108至111級學生校基庫登錄資料為依據，

與鄰近學校比較學生的就學穩定度，以樣本檢定與迴歸模型，

統整分析本校一年級下學期休/退學生與申請辦理就學貸款/

安定就學的學生人數對於二年級上學期就讀學生的穩定度，

觀察影響就讀穩定的重點因素。

參考資料：大專校院學生休、退學概況及就學穩定情形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stats.moe.gov.tw/files/brief/%E5%A4%A7%E5%B0%88%E6%A0%A1%E9%99%A2%E5%AD%B8%E7%94%9F%E4%BC%91%E3%80%81%E9%80%80%E5%AD%B8%E6%A6%82%E6%B3%81%E5%8F%8A%E5%B0%B1%E5%AD%B8%E7%A9%A9%E5%AE%9A%E6%83%85%E5%BD%A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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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目的

本議題於初始階段與相關人員進行討論與假設，以本校

學生就學穩定狀況可能因素加以了解與探討，經過與多方處

室詢問後，發現經濟因素可能為關係之一，因學生辦理就學

貸款、安定就學與休/退學因素占了固定比率，故假設：一

下辦理「安定就讀、就學貸款、休學、退學」的人數影響二

上「就學穩定度」。

以本校108-111級大一升大二技術系四技生為範疇，統

整教育部校基庫與本校學務處資料，探討「就學穩定度」之

相關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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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就學穩定率(教育部)

108-111學年度學士一升二就學穩定度統計表

學年度 學校名稱
前一學年度1年級
在學學生人數(A)

當學年度2年級
在學學生數(B)

前一學年度學生
就學穩定率(B/A)

109

明志科技大學 893 854 95.63%

龍華科技大學 1531 1355 88.5%

醒吾科技大學 1136 957 84.24%

黎明技術學院 824 647 78.52%

110

明志科技大學 866 830 95.84%

龍華科技大學 1548 1373 88.7%

醒吾科技大學 1215 1039 85.51%

黎明技術學院 629 490 77.9%

111

明志科技大學 900 837 93%

龍華科技大學 1560 1306 83.72%

醒吾科技大學 1252 1021 81.55%

黎明技術學院 644 494 76.71%

112

明志科技大學 890 812 91.24%

龍華科技大學 1272 1007 79.17%

醒吾科技大學 893 690 77.27%

黎明技術學院 642 426 66.36%

★資料來源：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研究範圍以四技學制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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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定義研究對象108~111級

研究區間 108~111級學生一年級下學期升二年級上學期

資料來源

學校基本資料庫：

➢ 表4-2各年級實際在學學生人數

➢ 表4-4-1休退學人數暨原因資料表

學務處資料庫：

➢ 安定就學資料庫

➢ 就學貸款資料庫

研究學制 日間部四年制技術系

研究系所 全校12系

研究對象 大一升大二學士級(不含外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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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蒐集相關項目與數據
*資料年度：108 至 112學年度

*資料來源：學校基本資料庫、學務處資料庫

*資料屬性：類別(無法計算)、數值(可以計算)

編號 變數 變數說明/資料來源 資料屬性

1 學期 學期 類別

2 系所名稱 系別 類別

3 大二上學期在學人數
108~111級

二上學期在學人次
數值

4 大一下學期在學人數
108~111級

一下學期在學人次
數值

5 安定人數
108~111級
一下學期辦理安定就學人次

數值

6 就貸人數
108~111級
一下學期辦理就學貸款人次

數值

7 休學人數
108~111級
一下學期休學人次

數值

8 退學人數
108~111級

一下學期退學人次
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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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就學穩定率(全校)

學 群 系所名稱
108-111學年度

1年級下學期
在學學生人數(A)

109-112學年度
2年級上學期在學
學生人數(B)

前一學年度學生
就學穩定率(%)

(B/A)

時尚創意學群

化妝品應用系 289 259 89.62%

服飾設計系 102 85 83.33%

時尚經營管理系 161 156 96.89%

數位多媒體系 183 185 101.09%

演藝影視學群

表演藝術系 437 524 119.91%

影視傳播系 212 211 99.53%

戲劇系 169 152 89.94%

觀光餐旅學群
餐飲管理系 476 424 89.08%

觀光休閒系 269 273 101.49%

工程服務學群

機械工程系 127 112 88.19%

電機工程系 83 79 95.18%

車輛工程系 154 134 87.01%

★教育部就學穩定度包含【二專(日間/進修) 、五專、學士班(日間/進修)】；本資料庫僅包含

【學士班(日間/進修)】人數。

★定義說明：【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學16.學士班以下就學穩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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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108-111級一下休/退學人數

依教育部統計處109年統計結果公告，
大專校院休學率6.2%，退學率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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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依學群觀察休/退學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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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依系所觀察休/退學人數

1082 1092 1102 1112

化妝品應用系 2 5 2 1 10

服飾設計系 4 0 0 0 4

時尚經營管理系 3 2 1 1 7

數位多媒體系 2 6 2 1 11

表演藝術系 10 4 8 6 28

影視傳播系 4 2 1 4 11

戲劇系 2 3 3 3 11

餐飲管理系 6 2 8 15 31

觀光休閒系 3 2 0 8 13

機械工程系 1 1 0 2 4

電機工程系 0 1 1 0 2

車輛工程系 2 0 0 1 3

總計 39 28 26 42 135

系所名稱
休學人數

總計
1082 1092 1102 1112

化妝品應用系 9 3 2 6 20

服飾設計系 5 6 1 3 15

時尚經營管理系 1 3 1 5 10

數位多媒體系 9 3 1 1 14

表演藝術系 15 3 6 14 38

影視傳播系 5 5 1 2 13

戲劇系 2 5 4 4 15

餐飲管理系 6 13 10 9 38

觀光休閒系 6 1 4 15 26

機械工程系 1 1 4 7 13

電機工程系 2 3 1 0 6

車輛工程系 2 2 1 7 12

總計 63 48 36 73 220

系所名稱
退學人數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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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依原因觀察休/退學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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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108-111級一下辦理貸款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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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依學群觀察安定就學/就學貸款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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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依系所觀察安定就學/就學貸款人數

1082 1092 1102 1112

化妝品應用系 0 1 0 5 6

服飾設計系 0 0 0 0 0

時尚經營管理系 0 1 0 0 1

數位多媒體系 1 1 0 1 3

表演藝術系 6 4 3 1 14

影視傳播系 3 2 1 0 6

戲劇系 3 0 0 0 3

餐飲管理系 2 2 1 1 6

觀光休閒系 0 2 0 1 3

機械工程系 0 2 2 4 8

電機工程系 0 1 1 0 2

車輛工程系 0 0 1 2 3

總計 15 16 9 15 55

安定就學人數
系所名稱 總計

1082 1092 1102 1112

化妝品應用系 31 21 21 23 96

服飾設計系 7 6 6 7 26

時尚經營管理系 14 21 10 8 53

數位多媒體系 18 12 11 6 47

表演藝術系 55 42 38 31 166

影視傳播系 33 18 14 8 73

戲劇系 20 10 11 18 59

餐飲管理系 51 20 39 29 139

觀光休閒系 19 13 13 14 59

機械工程系 3 5 7 4 19

電機工程系 8 5 5 2 20

車輛工程系 6 5 8 3 22

總計 265 178 183 153 779

總計系所名稱
就學貸款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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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統計-依系所觀察安定就學/就學貸款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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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證分析-相關檢定
二上

在學人數
一下

在學人數
安定人數 就貸人數 休學人數 退學人數

二上在學人數
Pearson 相關 1

顯著性 (雙尾)

一下在學人數
Pearson 相關 .949

**
1

顯著性 (雙尾) .000

安定人數
Pearson 相關 .518** . 498** 1

顯著性 (雙尾) .000 .000

就貸人數
Pearson 相關 .912** .913** .535** 1

顯著性 (雙尾) .000 .000 .000

休學人數
Pearson 相關 .619** .669** .293* .663** 1

顯著性 (雙尾) .000 .000 .043 .000

退學人數
Pearson 相關 .514** .624** .357* .536** .583** 1

顯著性 (雙尾) .000 .000 .013 .000 .000

★顯著性<0.05為顯著相關

★依表可知變數之間存在顯著相關，可持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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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證分析-多元迴歸
為了解就學穩定度的相關因素，以相關檢定先觀察變數彼此顯著性，再分析此模型的解釋能力。

➢ 應變數：二年級上學期在學人數

➢ 自變數：一年級下學期在學人數、安定就學人數、就學貸款人數、休學人數、退學人數

★顯著性<0.05為顯著變數

★迴歸模型解釋力：R2 為 92.3%

一、模式摘要

R R2 調過後的 R2
估計的
標準誤

變更統計量

R2 改變量 F 改變 df1 df2 顯著性F 改變

.961
a

.923 .914 10.261 .923 100.579 5 42 .000

二、係數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常數) .430 3.147 .137 .892

一下在學人數 .853 .122 .796 6.968 .000

安定人數 1.002 1.246 .041 .804 .426

就貸人數 .639 .304 .235 2.101 .042

休學人數 -.172 .716 -.015 -.241 .811

退學人數 -1.031 .528 -.114 -1.953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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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 依相關分析顯示，「二上在學人數」與「一下在學人數、

安定就學人數、就學貸款人數、休學人數、退學人數」呈

現相關。

➢ 此模型的 R2解釋能力達 92.3%，方程式如下：

就學穩定度=

0.430+0.853*一下在學人數+1.002*安定人數+

0.639*就貸人數-0.172*休學人數-1.031*退學人數

➢ 此模型以本校學生為範疇，尚有許多可探討因素未囊括

於內，日後可於不同面向議題中檢視與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