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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生源分析—以企管系為例 

 

摘要 

本研究主要採取校務研究觀點，針對科技大學因應少子女化衝擊，提出有效的招

生策略。本研究以111至112學年之企管系新生為研究對象，資料來源為本校招生中心

之學生入學資料，採文獻分析法探討不同學制之學生來源並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及圖表

呈現。研究結果有以下幾點：(一)企管系日四技學生多居住在屏東縣市，以高職學生為

主，其入學管道主要以獨招及推甄為主。這些高職學生主要就讀於屏榮高中、東港海

事及佳冬高農3所學校，為招生重點學校。此外，約有20%高中職學生在入學前就有報

考ROTC的意願。(二)企管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居住地區多以屏東縣市為主，具軍職身

份的學生約佔學生總數的35%-50%。學生多以大學畢業資格報考，但亦有兩成左右的

學生是以二專畢業後工作滿3年的同等學歷報考。(三)企管系進修部二技學生居住地區

多以屏東縣市為主，其中具軍職身份的學生亦多，且有五成學生是以高中職畢業後工

作滿5年的同等學歷報考。此外，本校二專學生直升二技就讀比例佔了20-30%，在校生

之班級經營與輔導是值得重視的。(四)企管系進修部二專學生多居住在屏東縣市，其中

軍職身份的學生比重高，多數學生為非應屆畢業生，應屆畢業生報考比例較低。此研

究結果可提供企管系及招生中心未來擬定招生策略之參考。 

 

關鍵詞：生源分析、招生策略、校務研究、少子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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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目的 

隨著台灣社會文化的變遷，導致生育率不斷的下降。2020 年全台人口數已經處於

負成長的時期，而 2021 年總生育率再創新低，全台出生人口數低於 16萬人，位居全

球最低生育率排行榜第二名，僅次於南韓(蘇岱崙，2022)。少子女化現象首先衝擊教育

體系，無論是從幼兒教育至高等教育，學校都面臨招生生源不足之窘境，造成學校經

營成效不佳，嚴重者甚至停辦或關校等問題(鄭姿蓉，2015)，此種現象對徧鄉或私立學

校來說，更是雪上加霜，林志成(2022)指出目前已有 30-40所私立學校因招生績效不

佳，而被教育部列為預警或專案輔導學校，超過 7 成以上為私立高職或私立技專校

院。可見少子女化對於私立技職體系之學校，無不造重大的衝擊。 

在少子女化壓力下，有些初等教育學校仍招生額滿，甚至逆勢成長，這些個案是

以發展學校的特殊教育理念，或是強調差異化的辦學特色來吸引家長(或學生)(陳宛

榆， 2019；林詩亞，2017)。洪淑君(2020)亦指出台灣的高等教育體系深受少子女化、

國際競爭及資源緊縮的影響，已造成各校的招生壓力與經營管理困境，如何彰顯學校

辦學特色以吸引優秀生源，便考驗學校的行政團隊。因此，學校應了解自己的目標客

群，做好學校及系科定位並發展差異化特色來提升學校的招生及辦學績效。發展差異

化的競爭策略就成為學校永續經營的重要課題。 

校務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簡稱 IR)是以證據為本位的一種決策模式，利用資

料收集與分析所得之數據資訊所提供的實證性，揚棄過往偏重經驗法則及共識決的決

策盲點，建立實證本位精神之自我改進機制(李政翰，2015)。校務研究主要針對學校經

營與管理的問題，有系統的蒐集資料並進行深入分析，以實證資料為基礎之決策可以

提供學校正確的校務發展方向及解決困境，提高學校辦學績效(吳清山，2014)。 

校務研究範疇涵蓋層面非常廣泛，舉凡與學校有關的事務，皆可以進行相關研

究。校務研究主要分析的構面有三，一是校務報告和政策分析；二是策略計畫、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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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及財務管理；三是成果評量、系所評估、辦學績效等(Volkwein, Liu, & 

Woodel, 2012)。在少子女化趨勢對私立高等技職教育的衝擊下，學校如何做好招生預

測並提出策略就倍顯重要。過去文獻曾利用校務研究進行招生策略，諸如何希慧

(2014)、黃建翔(2015)及洪淑君(2020)。何希慧(2014)指出從校務研究的觀點，招生策略

應思考三個問題：(1)學生來源群在哪裡？(2)學校想招收什麼樣的學生？和(3)學生選擇

學校的條件是什麼? 因此，學校可以透過校務研究，分析學校之學生來源及學生特質

做為擬定有效的招生策略及方法的第一步，期能透過有效招生策略提升學校招生績

效。 

本校(美和科技大學)為臺灣南端的私立科技大學，設有三個學院(護理學院、健康

科學管理學院、民生學院)及十個科系，此次研究對象為隸屬健康科學管理學院之企管

系，其招生學制涵蓋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日間部四技、進修部二技及進修部二專。

過去幾年企管系之招生績效尚佳，但受少子女化、日間部學生徧好都會型學校及高屏

區同級學校競爭等不利因素，招生工作倍感困難。 

本研究擬針對企管系 111-112學年度的四個學制進行生源分析，研究結果可提供企

管系與招生中心擬定未來招生策略及具體作法之參考。本研究目的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 分析 111-112學年度日間部四技之學生來源。 

(二) 分析 111-112學年度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之學生來源。 

(三) 分析 111-112學年度進修部二技之學生來源。 

(四) 分析 111-112學年度進修部二專之學生來源。 

(五) 根據研究結果，提供企管系及招生中心招生策略之參考。 

二、資料來源 

本研究主要利用招生中心之學生入學資料，進行生源分析。 

貳、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文獻分析法，利用招生中心之學生入學資料，進行生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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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本研究主要以企管系為例，研究對象為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日間

部四技、進修部二技及進修部二專的入學新生。 

(二)研究期程：111學年度及 112學年度。 

三、研究內容 

(一)日間部四技：居住地區、入學管道、報考群類別、高中職畢業學校、 

報考 ROTC。 

(二)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居住地區、職業類別、是否以同等學歷報考。 

(三)進修部二技：居住地區、職業類別、以同等學歷報考、是否二專直升學生。 

(四)進修部二專：居住地區、職業類別、是否為高職應屆畢業生。 

四、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描述性統計進行分析，包括：次數及百分比，並將資料分析結果

輔以圖表方式陳述。 

參、研究結果分析 

一、日間部四技之學生來源分析 

企管系日四技學生來源從居住地區、報考群類別、報考學校及報考 ROTC 等變數

來分析，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如下(見表 1)：1. 居住地區多以屏東縣市為主，約佔學生人

數之 70-90%左右，112 學年度高達 93% (見圖 1)。2. 從入學管道及報考群類別得知，

高中生約佔 10%-25%，而高職學生佔 75-90% (見圖 2)，然就高職學生入學管道而言，

主要以獨招及推甄為主，但 112學年度推甄管道的比例大幅下滑(見圖 4)。3. 在報考學

校方面，多數學生主要來自屏榮高中、東港海事及佳冬高農 3所學校，約佔學生人數

的 50%，為招生重點學校(見圖 3)。4. 約有 20%學生在入學前就有報考 ROTC 的意

願，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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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11-112學年度日間部四技之學生來源 

變數 111學年度 112學年度 

居住地區 
屏東縣 74% 93% 

其他縣市 26% 7% 

入學管道 

申請入學 12% 25% 

甄選入學 38% 14% 

聯登 19% 18% 

獨招 31% 43% 

報考群類別 

普通科 14% 29% 

商管群 36% 14% 

餐管群 5% 18% 

電子電機群 27% 21% 

其它學群 18% 18% 

報考學校 

屏榮高中 17% 21% 

佳冬高農 17% 11% 

東港海事 13% 11% 

美和高中 9% 7% 

其它 44% 50% 

報考 ROTC 
是 19% 22% 

否 81% 78% 

 

  
圖 1日間部四技學生之居住地區          圖 2日間部四技學生之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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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日間部四技學生之報考學校          圖 4日間部四技學生之報考群類別 

 

二、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之學生來源 

企管系碩士班學生來源從居住地區、是否具軍職身份、是否用同等學歷報名等變

數來分析，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如下(見表 2)：1. 居住地區多以屏東縣市為主，約佔學生

人數之 60-80%左右，其次為高雄及以北地區佔 20-30%，少數學生來自台東地區(見圖

5)。2. 具軍職身份的學生約佔 35%-50%，顯示軍中公餘進修的學生比例亦不少(見圖

6)。3. 多數學生是以大學畢業資格報考佔 70-80%左右，亦有 20%左右的學生是以二專

畢業後工作滿 3年的資歷報考(見圖 7)。 

 

表 2 111-112學年度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之學生來源 

變數 111學年度 112學年度 

居住地區 屏東縣市 77%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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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73%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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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之居住地區 圖 6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是否具軍職身 

份 

 
圖 7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是否以同等學歷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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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11-112學年度進修部二技之學生來源 

變數 111 學年度 112學年度 

居住地區 屏東縣市 91% 84% 

高雄及高雄以北 9% 16% 

二專直升學生 是 19% 28% 

否 81% 72% 

同等學歷報名 是 50% 56% 

否 50% 44% 

軍職身份 是 22% 40% 

否 78% 60% 

 

  
圖 8進修部二技學生之居住地區    圖 9進修部二技學生是否為本校二專直升 

 

  
圖 10進修部二技學生是否以同等學歷報名  圖 11 進修部二技學生是否具軍職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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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進修部二專之學生來源分析 

企管系進修部二專學生來源從居住地區、是否為應屆畢業生及是否具軍職身份等變

數來分析，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如下(見表 4)：1. 居住地區多以屏東縣市為主，佔學生人

數之 90%左右(見圖 12)。2. 高職應屆畢業生的佔比不大，非應屆畢業生為主要生源。

(見圖 13)。3. 二專學生有許多學生具軍職身份，尤其 112學年度高達 57%，幾乎佔了

入學新生的一半(見圖 14)。 

 

表 4 111-112學年度進修部二專之學生來源 

變數 111 學年度 112學年度 

居住地區 屏東縣市 88% 90% 

高雄及高雄以北 12% 10% 

應屆畢業學生 是 3% 10% 

否 97% 90% 

軍職身份 是 21% 57% 

否 79% 43% 

 

  
圖 12進修部二專學生之居住地區     圖 13 進修部二專學生是否為應屆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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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4進修部二專學生是否具軍職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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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兩成左右的學生是以二專畢業後工作滿 3年的同等學歷報考。 

三、進修部二技之學生來源分析 

企管系進修部二技學生居住地區多以屏東縣市為主，其中具軍職身份的學生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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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進修部二專之學生來源分析 

企管系進修部二專學生多居住在屏東縣市，其中軍職身份的學生在 112 學年度佔

學生總數之 50%，值得關注。多數學生為非應屆畢業生，高職應屆畢業生在 112學度

約佔 10%，高職應屆畢業生除了可以選擇日間部四技就讀，進修部二專亦是不錯的選

擇，可以邊工作邊進修。 

伍、校務回饋機制之建議 

依據前述研究結果，本研究針對企管系提出以下建議： 

一、整體而言，強調企管系發展特色 (網路行銷、零售流通、投資理財)並精進教學品

質，從全國競賽、證照輔導、產業實習、就業率、系友成就及歷次系務評鑑一等來建

立企管系形象，建立好口碑。 

二、日間部學制 

1. 日間部學生多居住於屏東縣市，因此企管系應強化屏東在地高中職學校連結並聚焦

商管群、電機與電子群及餐旅群學生。此外，深耕屏榮高中、東港海事及佳冬高農 3

所重點學校，長期蹲點輔導以建立良好夥伴關係，並與高中職老師建立良好關係，引

薦學生就讀。 

2. 高中職學生報考 ROTC 的比例約佔學生總數的兩成，大學儲備軍官 ROTC 有吸引

高中職學生的就讀意願，在入班宣過程中可多加著墨就讀企管系對未來任職少尉軍官

的競爭優勢，增加學生報考動機。 

三、進修部學制 

1. 碩士在職專班、二技及二專學生多居住在屏東縣市，企管系應善用學校地緣優勢，

透過多元管道增加系上的曝光度。 

2. 碩士在職專班、二技及二專學生具軍職身份之比例高，企管系可以開發屏東周邊軍

中營區或透過在校生引薦軍中同袍前來就讀。 

3. 企管系應善用同等學歷入學管道來增加高中職學生報考二技及專科生報考碩士班之

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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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鼓勵企管系二專學生繼續升學二技，導師應加強班級經營做好關係管理，增加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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