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學與工程技術期刊 第十一卷 第二期 民國一○四年 

Journal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Vol. 11, No. 2, pp.43-54 (2015) 

                                                        

43  

運用精化 Kano 二維品質模式與品質機能展開建立大學招生 

最佳策略 

 

畢威寧  余豐榮* 

國立聯合大學華語文學系 

36063 苗栗縣苗栗市南勢里聯大 2 號 

*
大葉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51591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 168號 

*
fischer@mail.dyu.edu.tw 

 

摘 要 

  受到少子化的影響，大學無不積極加強招生工作，期能增加學生的就讀率。本研究運用精

化 Kano 二維品質模式（Refined Kano’s Model），深入了解大一新生選擇就讀大學重要衡量因

素，據以訂定最佳招生策略，以提升招生效率。研究結果顯示：計有 10 項要素屬於「潛力品

質」，有 5 項要素屬於「高附加價值品質」，此乃學生選校之較為重要的衡量因素。將上列諸

項衡量因素作為學生需求，再用品質機能展開列出滿足學生需求的實際做法，並透過重要度加

權計算加以排序，排序較前者，即是學校招生的最佳策略。 

關鍵詞：精化二維品質模式，品質機能展開，招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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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the declining birthrate, colleges are actively enhancing their enrolment propaganda to 

increase student attendance. Therefore, this study employed a refined Kano quality model comprising 

two dimensions to determine which factors freshmen consider when choosing a college. The results 

revealed 10 elements of potential quality and five elements of high value-added quality that students 

focus attention on when selecting a school for future study. These elements were considered as the 

students’ minimal quality requirements. Subsequently,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was appli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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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y suitable methods that fit the students’ requirements. The identified methods can be ranked 

after we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elements, and the optimal school admission policy can be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the ranked elements. 

Key Words: Refined Kano model,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QFD), school admission s trategy.  

 

一、前言 

近年來，我國因為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導致大專院校的

數量擴增，又因新生人口急速減少的少子化，使新生註冊率

逐年遞減。依據教育部統計處的推估，民國113學年度大專

院校一年級學生人數預測為178,471人，較之102學年度的學

生人數約減少10萬人，截至118學年度，人數亦逐年遞減

[14]。職是之故，新生註冊率也隨之逐年遞減。據統計，102

學年161所大專校院中有36所新生註冊率低於7成，招生缺額

較上學年增加1萬214人（或增18.5%），新生註冊率回落至8

成以下[13]。此種現象先前已為教育主管單位預測，因此，

教育部發布之「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

準」第八條規定：「個別學校任一學制班別之最近連續三個

學年度新生註冊率均未達7成者，將調降其招生名額」，以避

免招生缺額情形持續惡化，並使招生欠缺的學校轉型或退

場，以提升教學品質[12]。 

面對競爭日益激烈的高教環境，多數大學近年來均致力

於積極招生的工作，但卻也遭遇到許多瓶頸。例如：學校發

動老師到高中各校、各班宣導，但許多老師受到冷漠以對的

態度；學校配合政府政策招收陸生，但因法令對陸生的限制

及學校科系的關係，分配到的陸生名額未能招滿；而招收外

籍生的人數，又因學生語言適應問題，導致招收的人數不

多，未能對招生有太大的助益。是故，很多學校只能反求諸

己，積極發展學校特色，提升學生的滿意度，並妥善擬訂招

生的最佳策略，期能增加就讀人數，有效提升學生的報到率。 

以往，大學招生策略的擬訂，多由各校的行政主管及系

所老師主導，少有參酌學生的意見。然在開放的社會中，學

校的某些決策過程宜廣徵教師和學生的意見，並透過科學過

程產生結果，以供學校參酌，方能發揮精確的效能[26]，此

外，因學校教育屬於服務業[23]，應導入服務業重視顧客需

求的觀念，轉而接納參考學習者的意見。蓋一個經過審慎規

劃的策略，應提供顧客參與的機會。[15]因此，大學招生策

略的擬訂，如能納入學生的意見作為構思策略的參考，則訂

出之招生策略將會更貼近學生的需求，也較能吸引更多學生

選擇就讀。精化Kano二維品質模式就是以學習者為主軸，

更深入詳細探討其意見的工具。 

精化Kano二維品質模式是由二維品質模式發展而來。

最初的二維品質模式是由日本學者狩野紀昭（Kano）所提

出，為企業界深入探討顧客心理的較佳工具，目的是使產品

的設計更符合顧客的需求。因此，此模式是目前探討顧客需

求最具有代表性的工具之一[2]。其後，Yang[35]認為傳統的

Kano二維品質模式尚有不足之處，進而提出了「精化Kano

二維品質模式」（Refined Kano’s Model），將重要度加入

了品質屬性的分類中，使分析結果更為精準。 

品質機能展開是掌握顧客需求，以便設計出符合顧客需

求產品的方法。主張在設計之初就要注重品質，故在產品規

劃時，應先蒐集顧客意見，將其視做顧客需求，再將其轉化

成滿足此需求的技術方法，據以分析、訂定產品的設計標準

[29]。 

層級分析法的功能在於簡化問題的複雜性，透過相互關

係層級結構的建立，予以量化判斷和綜合評估，以協助決策

者選擇最適當的方案。通常用於最佳方案的選擇、決定優先

順序等問題的解決上[6]。 

綜合上述可知，如能使用精化Kano二維品質模式探討

顧客需求，再使用品質機能展開將其轉化成滿足顧客需求的

技術方法，復用層級分析法計算各項顧客需求的權重值，最

後綜合計算出滿足顧客需求之技術方法的重要性權重總和

並排列優先順序，據此就可設計出更符合顧客使用的產品。 

本研究結合上述三種方法，據以了解學生選擇就讀大學

的衡量要素。首先。從文獻探討彙整出學生選擇大學的主要

衡量因素，再以精化Kano二維品質模式的方法設計問卷，

以研究者任職之大學的學生為研究對象，透過精化Kano二

維品質屬性的歸類分析，了解其對選擇就讀大學的衡量要

素。再用品質機展開和層級分析法將前述衡量要素轉化、計

算出各項技術方法的重要性權重總和值，並排優先順序，期

能協助學校擬訂最佳招生策略。據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

三：（1）從品質要素歸類中，找出學生選擇就讀大學的重要

考量要素；（2）協助學校擬訂最佳招生策略，以提升學校的

競爭力，增加學校的招生人數；（3）建立大學招生最佳策略

模式，以供他校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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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一）選校因素探討 

大學各校性質不同，故學生選擇就讀該校的因素亦有差

異，茲略舉一二，以見梗概。李建宏[5]以東南科技大學為

例，分析就讀於該校學生選校考量的重要因素，結果發現：

學生選校考量的前十項重要因素為：（1）提供助學金及學費

減免方案；（2）重視高額的獎學金鼓勵方案；（3）學費的價

格低優先考慮；（4）交通便利；（5）提供未來就業機會；（6）

學校周圍的生活機能便利；（7）畢業出路佳；（8）重視校內

有完善的人身安全措施；（9）重視電腦＆網路設備升級淘

汰；（10）與業界有良好互動關係。陳玉盆[16]以逢甲大學

為例，探討該校學生選校之因素，結果發現：學生選校因素

之重要性依序為：就業取向、學習取向、聲望取向、生活取

向。而該校的優勢形象為「生活機能便利」、「優良的圖書館

環境與資源」、「宿舍設施及環境佳」、「優質的資訊化環境與

資源」、「學校所在地點佳」；江怡慧等 [1]探討高職畢業

生選擇大學的衡量構面，結果依重要性順序分別為：現實

因素、科系特色、學校總體、關鍵人物、情感因素、招生宣

傳。在現實因素的評量準則中，以學費考量、生活費考量較

為重要；在科系特色的評量準則中，以就業出路多元、具有

熱門科系、該系提供實習就業及證照輔導較為重要；在學校

總體的評量準則中，以學校周邊機能佳、學校知名度較為重

要；在情感因素的評量準則中，以最感興趣、手足朋友已在

該系就讀較為重要；在招生因素的評量準則中，以學校提供

的獎助學金的誘因較為重要；在關鍵人物因素的評量準則

中，以父母、同學或朋友的影響較大；陳富祥[17]以學校因

素、課程規劃、人際因素、個人經濟因素、招生資訊五個構

面，針對高等技職教育體系附設之五專和二專部商科學生升

學選校因素之研究，結果發現：整體而言，學生較重視者為

學校交通方便、學校環境良好、學校設備新穎；龔瑞雄[31]

徵詢多位教育部技職司相關人士、教育學者專家、參與招生

工作多年的老師看法及針對就讀技專校院的新生進行開放

性問題調查。經由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學生選校考

量因素之重視程度最高者為實質條件因素、一般條件因素，

最不重視家人評價因素。而在實質條件因素變項中，學生最

重視教學設備充實、就業狀況良好、師資陣容堅強。在實質

條件因素變項中，學生最重視學雜費高低、宿舍安全舒適、

課程規劃特色。 

綜合以上文獻探討可知，學生選讀大學的評估因素雖

多，但整體而言，不外乎學習因素、就業因素、經濟因素、

環境因素、資訊因素五大類，其所包含細項彙整如表 1 所示。 

（二）精化 Kano 二維品質模式和應用 

精化 Kano 二維品質模式（Refined Kano’s model）是由

Kano 二維品質模式改進而來。Kano 二維品質模式將品質屬

性分為五大類：（1）魅力品質：當要素具備時，就會使顧客

滿意，如未具備，顧客也不會感到不滿意；（2）一元品質：

當要素具備時，就會使顧客滿意，具備的程度越高，顧客越

滿意，如未具備，則顧客就會感到不滿；（3）當然品質：當

要素具備時，顧客認為是必須，不會更加滿意，但未具備時，

顧客則會不滿；（4）無差異品質：不論要素是否具備，都不

會使顧客滿意或不滿意；（5）反轉品質：當要素具備時，顧

客會不滿意，未具備時，反而會使顧客滿意，如圖 1所示[23]。 

至於各品質屬性類別的判定方法，其歸類方法依據狩野

紀昭等[8]及 Matzler and Hinterhuber[33]之判定表，如表 2

所示。 

表 1. 學生選讀大專校院的評估因素 

類別 項目 

學習因素 

1.科系及課程規劃特色 

2.教學設備充實 

3.師資陣容堅強 

4.個人深感興趣 

5.提供實習、就業、證照考試輔導 

就業因素 

6.容易就業 

7.熱門科系 

8.與業界互動良好 

9.提供就業機會 

10.校友表現優良 

經濟因素 

11.學費較低 

12.生活費較低 

13.提供獎助學金 

環境因素 

14.交通便利 

15.生活機能方便 

16.完善安全措施 

17.宿舍設施佳 

18.圖書資源豐富 

19.校園面積大 

20.校園景觀美好 

21.設備新穎 

22.環境資訊化佳 

資訊因素 

23.學校聲望佳 

24.學校知名度高 

25.原學校引導 

26.參觀學校印象 

27.招生宣導活動 

28.傳播媒體報導 

29.同學朋友影響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6%B1%9F%E6%80%A1%E6%85%A7+Chiang%2C+Yi-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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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二維品質模式示意圖[23] 

 

 

 

 

 

 

 

 

 

 

 

 

 

    

 

 

 

 

 

圖 2. 精化二維品質模式示意圖[24] 

 

表 2. 品質屬性類別判定表 

 
要素未具備時 

喜歡 理所當然 無所謂 可接受 不喜歡 

要 

素 

具 

備 

時 

喜歡 矛盾品質 魅力品質 魅力品質 魅力品質 一元品質 

理所當然 反轉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當然品質 

無所謂 反轉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當然品質 

可接受 反轉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當然品質 

不喜歡 反轉品質 反轉品質 反轉品質 反轉品質 矛盾品質 

資料來源：[8,33] 

 

然而，針對深入探消費者的心理而言，Yang[35]仍認為

狩野紀昭提出的傳統二唯品質模式尚有不足之處，因此提出

精化 Kano 二維品質模式。此模式是將傳統二維品質模式中

的魅力品質、一維品質、當然品質、無差異品質屬性依重要

性高低擴增為 8 項，分別為：（1）高魅力品質屬性：此為傳

統二維品質模式的「魅力品質」中高重要度者，此屬性對消

費者有強大的吸引力，能使企業具有競爭力，故企業應多提

供此類品質屬性，以作為競爭的重要策略；（2）低魅力品質

屬性：此為傳統二維品質模式的「魅力品質」中低重要度者，

此屬性雖可吸引消費者，但成效不高，故企業是否需要提

供，可視成本而決定；（3）高附加價值品質屬性：此為傳統

二維品質模式的「一元品質」中重要度高者，企業應充足提

供，以提升消費者的價值感和忠誠度；（4）低附加價值品質

屬性：此乃重要性低的「一元品質」屬性，故企業可將其維

持適當水準，以避免消費者不滿即可；（5）關鍵品質屬性：

此為傳統二維品質模式的「當然品質」中重要度高者，因消

費者非常重視，故企業要盡力提高此項品質屬性的水準；（6）

需要品質屬性：此為傳統二維品質模式的「當然品質」中重

要度低者，因其非顧客重視的焦點，故企業只需提供適當水

準即可；（7）潛力品質屬性：此為傳統二維品質模式的「無

差異品質」中重要度較高者，因其重要度有提高的趨勢，故

企業不可忽視；（8）不必費心品質屬性：此為傳統二維品質

模式「無差異品質」中重要度較低者，表示顧客不關心此類

品質屬性，故企業可以消除此類品質屬性以節省成本[24, 

35]，如圖 2 所示[24]。 

（三）品質機能展開和應用 

現今，「品質的好壞是由顧客來衡量決定的」已成為企

業界的共識[11,23]。此即意味衡量產品品質好壞的主體是顧

客，凡是能滿足顧客需求的產品或服務，就被認定為品質優

良[11]。 

既然能否滿足顧客需求攸關品質的良窳，所以了解顧客

需求是企業追求品質的首要之務。品質機能展開就是了解顧

客需求的較佳方法，其意義為：「將顧客需求轉變為相關技

術的方法，使產品能依顧客的需求而設計」[29]。步驟如下

[9,19,20,28]： 

1.建立品質屋 

非常欠缺 具備程度高 

極不滿意 

無差異品質 
魅力品質 

一元化品質 

當然品質 

反轉品質 

需要的 

具備程度欠缺 

低魅力 

很滿意 

高魅力 

高附加價值 

低附加價值 

具備程度高 

關鍵的 

很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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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品質屋是品質機能展開的首要步驟，顧客的需求和

技術需求是其兩大主軸。顧客需求項目可透過顧客訪談、問

卷調查等方法獲得。技術需求是滿足顧客需求的具體作法，

可透過實務經驗、小組討論、個案訪談等方式而獲得。品質

屋架構如圖 3 所示。 

2.建立關係矩陣 

品質屋中的關係矩陣是將顧客需求與技術需求兩者的對應

關係作成對比較，以◎、○、△三種記號表示兩者之間的關

係，無記號者表示不相關。其中，◎表示關係強，其值為 5；

○表示中相關，其值為 3；△表示關係弱，其值為 1。空白

表示不相關。 

3.計算重要性權重值和排序 

技術需求要素重要度權重的計算，是將關係矩陣中的相

關程度值乘以顧客需求的相對權重值縱向累計而得，計算方

法如公式 1 所示： 

 




m

i
iijj bRa

1

                          （1） 

 

其中 ja j  行的重要度（j=1,2,…,n）。 

ibi  列的相對權重（i=1,2,…,m） 

ijR 相關矩陣中，i 列 j 行的相關程度值，（i=1,2,…,m）

（j=1,2,…,n） 

4.三角形矩陣的考量 

品質屋中的三角形屋頂部分，是顯示技術需求要素彼此

之間的關係。目的是檢視要素之間是否有相互衝突的情形，

如有，就需針對相互衝突的要素加以考量，避免產生品質不

良的弊端；如無，則可不列此部分。 

品質機能展開應用甚廣，例如：韓慧林[30]應用其探討

資訊安全的服務品質；徐村和、唐嘉偉[10]應用其建立顧客

關係管理策略發展分析模式；李亭林、林金燕[4]將其應用

在探討大學的服務品質上；由此可知，探討服務品質、建立

顧客關係等，均可應用品質機能展開以了解顧客的意見。 

（四）層級分析法的功能和應用 

層級分析法常應用在具有多項評估準則的決策問題上，透過

相互影響關係階層結構的建立，協助決策者選擇適當的方案

[27]。此法應用的領域多元，包括策略規劃、選擇最佳方案、

績效評估等。其步驟如下[6,18]： 

 

圖 3. 品質屋架構圖[9,19,20,28] 

 

1.建立層級架構 

將評估問題的影響要素，利用層級分解成數個群體及對

應子群，以建立完整的層級架構。 

2.建立成對比較矩陣 

針對每一層級中的決策要素，進行重要性成對比較，如

下所示： 

 

























 a       .    .a

.      .    .       .

.       .    .       .

a    ...   a  a

a   ...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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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21

n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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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其中， ija  表示決策者對決策因素 i 與 j 兩兩相比後所得的

比較值，且
ji

ij
a

a
1

  

3.計算特徵向量及最大特徵值 

特徵向量和最大特徵值的計算，是檢定成對比較矩陣 A

是否具有一致性，公式如下： 

（a） 特徵向量 iW  

 































 

m

i

m/

ij

m

j

m/

ij

m

j
i a/aW

1

1

1

1

1
  （3） 

 

其中 m 表示決策因素個數。 

（b）最大特徵值 max  

首先將成對比較矩陣 A 乘以所求得之特徵向量 iW ，可

得到一個新向量
'

iW ，再計算兩者之間之平均倍數，即 

 

關係程度 

技術需求 (HOW) 

顧客需求和技術需求 
要素間的關係矩陣 

 

間關係矩陣 
技術需求的權重 

技術需求的重要性排序 

WHAT 
重要性權重 

顧客需求 
(WHAT) 

VOC一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9%9F%93%E6%85%A7%E6%9E%97+Hai%2C+H.+L.+$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5%BE%90%E6%9D%91%E5%92%8C+Hsu%2C+Tsuen-ho+$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5%94%90%E5%98%89%E5%81%89+Tang%2C+Jia-wei+$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6%9D%8E%E4%BA%AD%E6%9E%97+Lee%2C+Ting-lin+$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6%9E%97%EF%A4%8A%E7%87%95+Lin%2C+Chin-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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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
m

''
max W/W...W/WW/W*m/  22111      （5） 

 

4.進行一致性檢定 

此為檢驗決策者對各決策因素重要度判斷是否具有一

致性，必須將成對比較矩陣做一致性檢定。以計算每一階層

的一致性指標 C.I.（Consistency Index）與一致性比率 C.R.

（Consistency ratio）來衡量。其中： 

 

   1 m/m.I.C max                           （6） 

 

若一致性指標 C.I. 0.1 時，顯示一致性程度已超出可

容許的偏誤範圍，故決策者必須重新思考各決策因素間重要

度的關係。 .I.R/.I.C.R.C  ，其中 R.I.為一隨機指標（random 

index），若 C.R. 0.1，則意味整個評估過程具有一致性。

表 3 為決策因素個數 m 時，所對應的 R.I. 隨機指標表[6]。 

    層級分析法多用在決定策略、服務品質、績效評估等方

面的研究上，例如：林維真、黃瀞瑩[7]將其用在探討公共

圖書館推廣電子書閱讀服務決策因素上；張有恆、廖珣如[21]

將其用在臺灣發展商務航空策略之探討上；葉子明、蔡秉良

[22]將其用在主題樂園服務品質之評估上；趙李英記[25]將

其應用在創新投資中國績效評估的策略上。  

 

三、研究設計 

（一）問卷設計 

    本研究的問卷題項設計，係針對學生選讀大專校院的評

估因素作文獻探討，歸納出 29 個項目，分屬學習因素、就

業因素、經濟因素、環境因素、資訊因素五個構面，見表 1

所列。再參考研究者服務學校之綜合業務組針對 102 學年度

入學新生所做的選校因素問卷分析結果，將表 1 所列之因素

但研究者服務學校之學生較少接觸、較不重視的選校因素予

以刪除，復與擔任系所主任且具有招生工作經驗多年的老師

討論，最後修正為 23 個選校衡量因素，並將其轉化為 Kano

二維品質模式的問卷構面和項目。問卷依受測者對各問項要 

表 3. 隨機指標表 

m 1 2 3 4 5 6 7 8 

R.I. 0 0 0.58 0.9 1.12 1.24 1.32 1.41 

m 9 10 11 12 13 14 15 
 

R.I. 1.45 1.49 1.51 1.48 1.56 1.57 1.59   

資料來源：[6]，461 頁。 

 

素具備和不具備時所持的感受程度，區分為：滿意、應該的、

無所謂、勉強接受、不滿意，分別給予 5～1 分。為確保問

卷的內容能為答卷者所理解，先進行小樣本的測試，根據受

測者意見，修改語意不清楚的部分後，成為正式調查的問卷。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內學生選擇就讀大學的衡量要素，以

做為學校擬訂招生策略的參考。但因各校性質不同，特色互

異，因此，本研究就作者服務學校之 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隨

機抽樣，共發出 250 份問卷，刪除無效者後，計得到滿意度

有效問卷 221 份，重要度有效問卷 235 份。 

 

四、實證資料分析 

（一）問卷信效度檢驗 

    就問卷的信度而言，本研究採用 Hair et al.[32]的建議，

以 Cronbach’s α 值來檢定其信度。滿意度問卷中，「具備問

項題」五個構面的 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 0.861、0.806、

0.844、0.748、0.863；「不具備問項題」五個構面的 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 0.883、0.738、0.826、0.737、0.864；重要度問

卷中，五個構面的 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 0.893、0.862、

0.837、0.715、0.900，如表 4 和表 5 所示。均符合大於 0.7

的要求[34]，故問卷信度良好。 

就問卷效度而言，本研究之問卷，係參酌相關文獻、研

究者服務學校招生業務單位之調查結果設計問卷，並請 20

位大一新生先做前測，以檢驗量表各構面中的問項，是否合

適或有語意不清之處，以確保內容的精確性，故本問卷應具

有內容效度。 

（二）精化 Kano 品質屬性歸類 

本研究將學生選校問卷中各問項，視為學校經營的品質

要素，也是招生的重要策略。問卷回收後將結果與表2比對，

可得知各品質要素的二維品質屬性類別。在分析時，品質屬

性類別的判定係依眾數原則，即採人數最多者作為判定的準

則。然當眾數不只唯一或兩種品質屬性類別之眾數很接近

時，判定的準則有兩種看法：ㄧ是如有兩種品質屬性類別擁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6%9E%97%E7%B6%AD%E7%9C%9F+Lin%2C+Wei-jane+$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9%BB%83%E7%80%9E%E7%91%A9+Huang%2C+Chin-ying+$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5%BC%B5%E6%9C%89%E6%81%86+Chang%2C+Yu-hern+$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5%BB%96%E7%8F%A3%E5%A6%82+Liao%2C+Hsun-ju+$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91%89%E5%AD%90%E6%98%8E+Yeh%2C+Tsu-ming+$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94%A1%E7%A7%89%E8%89%AF+Tsai%2C+Ping-liang+$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94%A1%E7%A7%89%E8%89%AF+Tsai%2C+Ping-liang+$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B6%99%E6%9D%8E%E8%8B%B1%E8%A8%98+Chao+Lee%2C+Ying-j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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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滿意度問卷信度分析 

構面 問項 Cronbach’s α 值 

學習 

因素 

1.學校教學設備充實 

0.861 

（0.883） 

◎學校教學設備不充實 

2.學校圖書設備充實 

◎學校圖書設備不充實 

3.學校科系多元 

◎學校科系不多元 

4.學校課程規劃具有特色 

◎學校課程規劃不具有特色 

5.學生選修課程自由度高 

◎學生選修課程自由度不高 

6.師資陣容堅強 

◎師資陣容不佳 

就業 

因素 

7.畢業後容易就業 

0.806 

（0.738） 

◎畢業後不容易就業 

8 學校提供就業輔導或建教合作. 

◎學校未提供就業輔導或建教合作 

9.學校在企業界聲望良好 

◎學校在企業界聲望不佳 

經濟 

因素 

10 學費低廉 

0.844 

（0.826） 

◎學費不低廉 

11.學校提供多種獎助學金 

◎學校未能提供多種獎助學金 

12 學校所在地的生活費低廉.  

◎學校所在地的生活費不低廉 

環境 

因素 

13.學校位於北部都市 

0.748 

（0.737） 

◎學校未位於北部都市 

14.學校離家較近 

◎學校離家較遠 

15.校園安全性高 

◎校園安全性不高 

16.校園面積大 

◎校園面積不大 

17.學生宿舍舒適性高 

◎學生宿舍舒適性不高 

資訊 

因素 

18.學校網頁資訊充分 

0.863 

（0.864） 

◎學校網頁資訊不充分 

19.學校能提供優質的資訊化資源 

◎學校不能提供優質的資訊化資源 

20.父母親對該所學校評價佳 

◎父母親對該所學校評價不佳 

21.傳播媒體對該所學校評價佳 

◎傳播媒體對該所學校評價不佳 

22.原校師長對該所學校評價佳 

◎原校師長對該所學校評價不佳 

23.校務優良，通過教育部評鑑 

◎校務欠佳，未能通過教育部評鑑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有相同眾數時，則依當然品質、一元品質、魅力品質、無差

異品質、反轉品質的優先順位判定其屬性[3]；ㄧ是如有兩

種品質屬性類別之眾數很接近時，則兩種品質屬性類別可以

併列[23]，研究者採用前述方法判定。本研究問卷中之23項 

表 5.重要度問卷信度分析 

構面 問項 Cronbach’s α 值 

學習

因素 

1.學校教學設備充實 

0.893 

2.學校圖書設備充實 

3.學校科系多元 

4.學校課程規劃具有特色 

5.學生選修課程自由度高,  

6.師資陣容堅強 

就業

因素 

7.畢業後容易就業 

0.862 8.學校提供就業輔導或建教合作 

9.學校在企業界聲望良好 

經濟

因素 

10.學校學費低廉 

0.837 11.學校提供多種獎助學金 

12.學校所在地的生活費低廉 

環境

因素 

13.學校位於北都市 

0.715 

14.學校離家較近 

15.校園安全性高 

16.校園面積大 

17.學生宿舍舒適性高 

資訊

因素 

18.學校網頁資訊充分 

0.900 

19.學校能提供優質的資訊化資源 

20.父母親對該所學校的評價佳 

21.傳播媒體對該所學校的評價佳 

22.原校師長對該所學校的評價佳 

23.校務優良，通過教育部評鑑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學生選擇就讀大學的評估準則，經統計分析結果，依表2之

歸類法，各項品質要素之屬性類別判定如表6所示。由表6

可知，畢業後容易就業、學校業界聲望良好、學費低廉、校

園安全性高、學生宿舍舒適性高5項屬於一元品質（O），其

餘18項均屬於無差異品質（I）。 

再依據精化 Kano 的定義[35]，將傳統 Kano 屬性類別

再依據其重要度的高低來細分不同類別。其步驟為先計算各

題項重要度的平均數，再計算整體問項重要度的平均數，然

後將各題項重要度的平均數和整體問項重要度的平均數相

比較，大於整體平均數者為高重要度，小於整體平均數者為

低重要度。問卷中 23 個問項的整體問項重要度平均數為

3.93，與其相較，得出各問項重要度的高低，如表 6 所示。 

其次，再將23個問項的 Kano 二維品質屬性類別，依

其重要度高低，轉化成精化 Kano 二維品質屬性類別，如

表6所示。 

根據分析得知：「教學設備充實」、「圖書設備充實」、

「科系多元」、「課程規劃具有特色」、「選修課程自由度

高」、「師資陣容堅強」、「提供就業輔導或建教合作」、

「提供多種獎助學金」、「學校網頁資訊充分」、「提供優

質的資訊化資源」10項要素屬於「潛力品質」，在學校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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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中，可將其列為未來發展重點；「畢業後容易就業」「學

校在企業聲望良好」、「學校學費低廉」、「校園安全性高」、

「學生宿舍舒適性高」5 項要素屬於「高附加價值品質」，

學校應投入較多的資源以提升此5項的相關工作成效，充分

滿足學生這方面的需求。在招生策略上，可針對此5項成果

加以充分呈現及詳細說明；「生活費低廉」、「學校位於北

部都市」、「學校離家較近」、「校園面積大」、「父母親

對該校評價佳」、「傳播媒體對該校評價佳」、「原校師長

對該校評價佳」、「校務優良，通過教育部評鑑」8項要素

屬於「不必費心品質」，學校在招生策略上可不必在此8項

相關工作上投入過多資源。 

綜合分析結果可知，上列屬於「潛力品質」的 10 項要

素和屬於「高附加價值品質」的 5 項要素，學校應充分滿足

學生這些方面的需求，並可做為重要的招生策略。因此，學

校應針對這 15 項要素，檢討哪些目前已能充分滿足學生的

需求，招生時可充分呈現；哪些應加強改善以利招生，這些

可從學生意見調查、學生建言等管道得到相關的資訊。 

   本研究就筆者服務學校的校務建言論壇，針對上列諸項

要素，師生發表相關的意見加以彙整，以校園安全、學生宿

舍舒適、提供優質的資訊化資源、學校在業界的聲望、畢業

容易就業五項為應加強改善，以利招生的策略方向。 

（三）建立成對重要性比較矩陣 

為求客觀，將上列五項應加強改善，以利招生的策略方

向之相對重要性，成立對比矩陣。其相對重要性的比值，可

由負責招生業務的相關人員共同討論，交互確認。本研究因

旨在建立模式，故均採用假設值。依公式 2 所建立成對重要

性比較矩陣如表 7 所示： 

由表 7 顯示，校園安全性高對學生宿舍舒適性高的重要

性比值為 2；學生宿舍舒適性高對業界聲望良好重要性比值

為 1.5，其餘以此類推。 

將上述策略，作為學生需求的品質要素，依前列層級分

析法之公式（3）、（4）、（5）計算後，最大特徵向量值為

5.3520，各項品質要素權重值分別為 0.30，0.22，0.13，0.18，

0.17。 

 

表6. 品質屬性類別分析 

構面 項目 重要度平均數 傳統 Kano 屬性類別 精化 Kano 屬性類別 

學習因素 

1.教學設備充實 4.23（高） 無差異品質 潛力品質 

2.圖書設備充實 4.09（高） 無差異品質 潛力品質 

3.科系多元 3.97（高） 無差異品質 潛力品質 

4.課程規劃具有特色 4.17（高） 無差異品質 潛力品質 

5.選修課程自由度高 4.18（高） 無差異品質 潛力品質 

6.師資陣容堅強 4.03（高） 無差異品質 潛力品質 

就業因素 

7.畢業後容易就業 4.37（高） 一元品質 高附加價值品質 

8.提供就業輔導或建教合作 4.21（高） 無差異品質 潛力品質 

9.學校業界聲望良好 4.35（高） 一元品質 高附加價值品質 

經濟因素 

10.學費低廉 3.97（高） 一元品質 高附加價值品質 

11.提供多種獎助學金 4.04（高） 無差異品質 潛力品質 

12.生活費低廉 3.89（低） 無差異品質 不必費心的品質 

環境因素 

13.學校位於北部都市 2.99（低） 無差異品質 不必費心的品質 

14.離家較近 3.24（低） 無差異品質 不必費心的品質 

15.校園安全性高, 4.11（高） 一元品質 高附加價值品質 

16.校園面積大 3.35（低） 無差異品質 不必費心的品質 

17.學生宿舍舒適性高 4.10（高） 一元品質 高附加價值品質 

資訊因素 

18.學校網頁資訊充分 4.04（高） 無差異品質 潛力品質 

19.提供優質的資訊化資源 4.09（高） 無差異品質 潛力品質 

20.父母親對該所學校評價佳 3.60（低） 無差異品質 不必費心的品質 

21.媒體對該所學校評價佳 3.76（低） 無差異品質 不必費心的品質 

22.原校師長對該所學校評價佳 3.73（低） 無差異品質 不必費心的品質 

23.校務優良，通過教育部評鑑 3.85（低） 無差異品質 不必費心的品質 

總平均 3.93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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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成對重要性比較矩陣 

 校園安全性高 學生宿舍舒適性高 提供優質資訊化資源 業界聲望良好 容易就業 

校園安全性高 1.00 2.00 3.00 1.50 1.00 

學生宿舍舒適性高 0.50 1.00 1.50 1.50 2.00 

提供優質的資訊化資源 0.33 0.67 1.00 1.30 0.50 

業界聲望良好 0.67 0.67 0.77 1.00 2.00 

容易就業 1.00 0.50 2.00 0.50 1.00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表 8. 品質屋矩陣 

 

技術需求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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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性高 0.30 5 5 5 3 5 5 3 3 1 1 1 1 1 1 5 3 1 1 1 1 

學生宿舍舒適性高 0.22 1 5 3 5 5 5 5 5 5 5 5 5 1 1 1 3 1 1 1 1 

提供優質資訊化環境 0.13 1 1 1 1 1 1 1 1 1 1 1 5 5 5 1 1 1 1 3 1 

業界聲望良好 0.18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5 5 5 5 5 3 

容易就業 0.17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5 3 5 5 5 5 

加權總和  2.21 3.13 2.67 2.35 3.13 3.13 2.53 2.53 1.93 1.93 1.93 2.45 1.53 1.53 3.61 3.13 2.41 2.41 2.67 2.05 

排序  8 2 3 7 2 2 4 4 10 10 10 5 11 11 1 2 6 6 3 9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其次，再評估各品質要素彼此間重要性的判斷是否一致。方

法為依前列層級分析法中之一致性檢定公式（6），計算其一

致性比率值 C.I.值為 0.088，符合 C.I.應小於或等於 0.1 的目

標，故其偏差在可被容許的範圍內。又經計算，得出

C.R.=0.0786 ，符合若 C.R. 0.1 的標準，表示整個評估過

程具有一致性。 

（四）建立品質屋 

將前列五項的招生重要策略當作學生需求要素，再由

研究者彙整服務學校師生在校務建言論壇所發表的意見及

研究者擔任系主任及招生工作的經驗列出滿足學生需求的

技術需求項目。而學生需求要素和技術需求要素之間的相互

關係，分別用強（5）、中（3）、弱（1）的表示方法，描述

各因子之間的關聯性。此關聯性之強弱，是彙整 5 位大一新

生所填之資料而得。再依品質機能展開的步驟建立品質屋，

且用層級分析法計算出之各項學生需求要素的權重值，作為

品質屋中學生需求品質要素的權重值，將其分別代入品質屋

中，計算各項技術需求的權重數總和，並加以排序，如表 8

所示。 

    其計算方法是依公式（1），將關係矩陣中的相關程度

值，分別乘以顧客需求的相對權重值縱向累計。以「學校交

通安全性高」項為例，其重要性權重值為 0.3×5＋0.22×1＋

0.13×1＋0.18×1＋0.17×1＝2.21（四捨五入），其餘以此類推。

透過上述步驟，建立品質屋矩陣如表 8  所示。 

由表 8 可知，排序越前者越為學校滿足學生需求的重

點，此乃學校招生的重要策略 

（五）招生最佳化策略分析 

    就上列品質屋分析所得出之各項技術需求要素的重要

性權重總和排序，可以看出滿足學生需求的具體做法排序前

12 項（其中，重要性權重總和相同者，並列排名）者分別

為：1.加強職場倫理教育；2.塑造校園優良文化；3.學校照

明充足；4.學校建立速應校安通報系統；5.學校無野狗氾濫

情事發生；6.學校餐廳飲食安全衛生；7.課程內容與就業能

力相契合；8.學生宿舍空間充足；9.學生宿舍設備新穎；10.

學校網路穩定且快速；11.加強學生就業輔導；12.加強實習

和建教合作。此 12 項可歸屬為兩大類別，一類為生活環境，

上列第 3、4、5、6、8、9、10 項屬之；一類為課程學習，

上列第 1、2、7、11、12 項屬之，此即為學校應積極努力，

以做為最佳化的招生策略。茲析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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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課程學習而言： 

1. 加強職場倫理教育 

各科系應針對其專業背景開設職場倫理課程，並請資深

業界高階主管、中級幹部、基層員工分別授課，使學生能清

楚瞭解職場應遵守之倫理，提升其職場適應力。 

2. 加強學生就業輔導 

學校各系及相關行政單位應積極擴展與企業的聯繫與

合作，主動提供學生各項就業訊息，並建立就業資訊平台，

提供學生更多就業資訊與媒合機會。 

3. 加強實習和建教合作 

各系課程規劃應朝分流制規劃，加開實務性課程，並增

加學生國內外實習機會。此外，和企業合作，根據企業所需，

規劃課程，保證學生畢業即就業。 

4. 開設課程與就業能力相契合 

各系課程應根據學生就業能力規劃，並建立自評機制，

定期針對企業、畢業學生做問卷調查，以了解開設課程與就

業能力相契合的程度，並做為課程修正的依據。 

5. 塑造校園優良文化 

優良文化的內涵甚廣，每所學校的校園文化互異。因

此，學校應針對企業所需人才的人文素養中選擇一項，將其

塑造為校園優良文化，加強對師生的宣導，並督促於相關課

程及生活中落實，以便利學生就業和適應職場。例如：成大

的團結合作校園文化，使其畢業生成為企業徵才的最愛。 

就生活環境而言： 

6.學校照明充足 

以研究者服務的學校而言，因校園廣闊，位居偏遠地

區，且屬開放型校園，故晚間校園某些區域具有安全顧慮。

因此，學校應節樽公帑，增強該區域晚間之照明，增加照明

燈數量，延後熄燈時間，以維護學生安全。此外師生反映游

泳池及學校便道燈光昏暗，亦應積極改善。 

7.學校建立速應校安通報系統 

學校位址偏遠，學生安全應更加注意維護。因此，學校

應建立速應校安通報系統。其具體做法有二，一為學校隨時

主動通報學生應注意的安全事項，例如有蛇出沒、有野狗出

現、有嫌疑人士出沒地域等，使學生提高警覺，該地域也應

加強校園巡邏。此外，也應建立多種學生意外事故即時通報

管道，並將其公告在校園和系所網頁上，方便學生查詢。 

8.學校無野狗氾濫情事發生 

學校校內常有野狗攻擊師生的情況發生，因此，學校應

加強宣道師生及警衛人員勿在校園養狗，提醒校安相關人員

應經常注意，如發現野狗出沒，應即刻通報市公所相關單位

前來處理。 

9.學校餐廳飲食安全衛生 

食安問題已成國人最關心的議題之一，因此學校應慎選

學校餐廳承包廠商，更應在契約內規範其使用安全食材，並

建立食材履歷，供學校派員不定時抽查。此外，學校亦應經

常派員抽查餐廳衛生。如有違反以上情事者，提高罰款，並

載入契約內容條文中。 

10.學生宿舍空間充足 

學校在新建學生宿舍時，應進行增加學生宿舍空間的規

劃，以提升其住宿品質。例如：減少每間入住人數，增加書

桌間之距離。此外，並應增加公共空間的使用，例如增加洗

衣、曬衣場的坪數，增加討論室、自習室、聯誼室的間數等，

使學生宿舍有合理空間可以使用。 

11.學生宿舍設備新穎 

學生在宿舍生活的時間較在課堂學習的時間要長，設備

新穎的宿舍能提供學生良好的休憩環境，以利其隔日的學

習，並增加其留住宿舍的意願。因此，學校應將學生宿舍老

舊的設備定時汰舊換新，以提升其居住品質。另外，接獲學

生設備損壞之反映後，應儘速修繕而勿延遲，以減少學生忍

受生活不便的時間。 

12.學校網路穩定且快速 

網際網路的發達，使教學和網路關係密不可分。學生常

反應宿舍網路速度太慢、網路斷線頻繁、某些行政單位網頁

常無法進入、校外常無法連線學校等意見；老師教學，亦常

發現某些系所教室的網路較慢，且常斷線，影響教學進度，

故學校應督導相關單位積極維護學校網路的穩定和速度，以

提升學校網路品質。 

    總之，學生選擇就讀大學的衡量因子，不外乎課程學習

和生活環境兩大類別，其主要動機為在安全優質的生活環境

中學習專長，方便就業。因此，學校經營應重視學生的需求，

加強改進相關業務，學校招生策略亦應針對上述方向，將學

校所展現的優質特色廣為宣傳。  

 

五、結論與建議 

大學招生策略的擬訂，如能從學生的角度切入，了解學

生的看法，則對招生效果的提升會有助益。本研究透過文獻

探討、問卷調查所得的實徵資料，將精化二維品質模式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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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機能展開建立大學招生最佳策略模式，其結論與建議如

下： 

滿足學生需求的具體做法分別為：1.加強職場倫理教

育；2.塑造校園優良文化；3.學校照明充足；4.學校建立速

應校安通報系統；5.學校無野狗氾濫情事發生；6.學校餐廳

飲食安全衛生；7.課程內容與就業能力相契合；8.學生宿舍

空間充足；9.學生宿舍設備新穎；10.學校網路穩定且快速；

11.加強學生就業輔導；12.加強實習和建教合作。此即為學

校應積極努力並以其做為最佳化的招生策略。 

高校環境和高教政策日新月異，且大學每年均有新生入

學，故建議學校應定期作招生策略之修訂。因此，需定期用

精化二維品質模式設計問卷做調查，以便掌握最新的學生需

求。在分析問卷資料時，當了解會因時間差異的因素而導致

不同的結果。即原本為高附加價值品質要素，可能隨著時間

轉變成為潛力品質要素；原本為關鍵品質要素，可能隨著時

間轉變成為低附加價值品質要素，故學校的招生策略亦應機

動調整。 

本研究只針對研究者服務學校之大一新生為中心，探討

其選擇就讀大學的衡量因素，並未針對全國大學的大一新生

做問卷調查，自有其侷限。然本研究將教育導入品質理論，

應用品質工具在大學招生策略的研究上，屬跨領域的創意研

究，是為本研究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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