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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簡介

• 研究目的

• 研究流程

• 問卷回收概況



研究目的

瞭解臺灣大專校院資訊部門最高主管(CIO)
的特徵和IT資源使用之概況

瞭解臺灣大專校院資訊部門最高主管(CIO)
對於資訊議題的整體看法

掌握近十年(2012-2021)臺灣大專校院資訊化環境
與資訊議題的發展趨勢，以及國內外校園資訊化的差異

比較近十年(2012-2021)臺灣高等教育產業
與其他產業在資訊化發展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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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用於產出調查問題與比較結果

ISAC 2012~2021
• http://www.isac.org.tw

EDUCAUSE 2021
• http://www.educause.edu

The Leadership Board for CIOs (LBCIO) 2019-2021

CIO IT 經理人 2021-22

• http://survey.ci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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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lbcio.org



本次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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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大調查問卷架構

• 整體合計共247 題，分為三大項。

• CIO基本資料：10題
• 第一部份：學校及資訊部門現況：109題
• 第二～第四部份：資訊議題調查：128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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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校CIO協助悉心填寫!!



本次研究流程-蒐集與確立議題 –六大面向，31項子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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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建設與採購策略

• 資訊基礎與網路建設、雲端服務與應用策略、IT採購與服務之策略、身分認證與支援校際漫遊、Open Source 軟體對師生的推
廣與應用

安全與風險管理

• 網路與資訊安全、內外法規遵循、持續營運與災害復原、個資隱私保護

IT治理

• 支持校務營運以展示IT價值、溝通與協調、打造高效能的IT團隊、IT經費的籌措與運用策略、發展校園IT架構、有效運用IT帶動
學校變革管理

教學成效之提升

• 有效管理學習歷程以改善學習成效、協助培養教師資訊科技應用能力、協助學生應用資訊科技改善學習、支援教學環境設計與
應用、支援數位學習的永續發展

新興科技應用

• 行動應用開發與導入、社群媒體整合應用、利用資料科技進行校務研究與決策、物聯網在校園的應用、推動人工智慧在校園的
應用、元宇宙在校園的應用

校園資訊服務

• 校園IT諮詢與服務、與時俱進的校務行政系統、支援機構典藏與運用、運用IT支援學術研究、校園生活之資訊與服務



本次研究問卷回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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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學校
159

有效樣本
144

填答樣本
150

有效樣本
百分比

90.57%

依據教育部統計處
教育統計簡訊
第55號之規模分類

規模A 學生人數 >=15000
規模B 學生人數 9000~14999
規模C 學生人數 3000~8999
規模D 學生人數 <3000  

公立

28%

私立

72%

設立別

公立

私立

一般

42%技職

52%

宗教

6%

體制別

一般

技職

宗教

11.81%

24.31%

47.22%

16.67%

規模別

B

C

AD



本研究問卷回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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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校CIO大力相助!!
79.90%

78.00% 78.30%

86.62%

84.60%

88.75%

90.00%
90.57%

70.00%

72.00%

74.00%

76.00%

78.00%

80.00%

82.00%

84.00%

86.00%

88.00%

90.00%

92.00%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二、IT 治理

• CIO 特徵

• 資訊部門現況

• IT 經費運用



CIO 特徵



大專校院CIO大多擁有IT領域博士學位；年齡介於50~59歲
的男性；多半是以教師兼行政的方式任職

82.64%
資訊相關背景

81.25%
博士學位

72.22%
超過50歲

88.89%
男性

88.89%
教師兼行政

82%
超過46歲

LBCIO
2019

18%
博士學位

LBCIO
2019

77%
男性

LBCI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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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學校CIO任職少於兩任的比例較高；而由於任期制，
臺灣學校CIO在職的年資明顯低於美國

18.06%

CIO現職年資
超過10年

56.25%

CIO現職年資
不足6年

26%

CIO現職年資
超過10年
LBCIO
2019

45%

CIO現職年資
低於5年
LBCIO
2019

13

CIO現職年資在六年(兩任)以下的比例

78.69%

41.33%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一般 技職



資訊部門現況



資訊部門業務直屬主管

15
CIO IT經理人 2021-2022本研究

CEO

76%

VP

16%

BU

8%

台灣企業

CEO

VP

BU

4.17%

4.86%

23.61%

64.58%

2.80%

3.50%

25.87%

65.73%

圖書資訊主管

教務長

副校長

校長

2021

2020



資訊部門組織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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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

29.58%

26.06%

11.97%

8.45%

2.11%

25.69%

28.47%

25.69%

10.42%

6.94%

2.08%

24.48%

28.67% 29.37%

9.79%

5.59%

2.10%

5人以下 5~10人 11~20人 21~30人 31~50人 51人以上

2019 2020 2021



資訊部門平均人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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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A 學生人數 >=15000
規模B 學生人數 9000~14999
規模C 學生人數 3000~8999
規模D 學生人數 <3000  

全體 一般 技職 宗教 公立 私立 規模A 規模B 規模C 規模D

個人資料保護 0.5 0.6 0.5 0.4 0.6 0.5 0.6 0.7 0.5 0.4

機房與伺服器管理 1.4 1.9 1.0 0.7 1.8 1.1 3.0 2.1 0.9 0.6

網路通訊建置與管理 1.5 2.0 1.1 0.7 2.2 1.2 3.9 2.2 0.9 0.6

電腦維護 1.5 1.8 1.2 0.7 1.5 1.5 2.9 1.8 1.2 0.8

資訊安全 0.9 1.0 0.8 0.7 1.1 0.8 1.2 1.2 0.8 0.6

軟體與校務系統開發 5.2 7.5 3.6 0.6 7.5 4.1 15.0 8.2 3.0 0.8

教學支援與教育訓練 1.3 1.7 0.9 0.7 1.3 1.2 3.3 1.6 0.8 0.6

行政管理 1.5 2.0 1.2 0.6 2.0 1.3 3.4 2.3 1.0 0.7

10.29

18.59

13.76

33.22

11.60

18.08

4.92
9.14

20.12

5.10



資訊部門一級主管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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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8%

19.58%
17.48%

41.26%

4.20%
1.40% 0.70%

14.58%

20.14%

13.89%

43.06%

5.56%

2.08%
0.69%

15,000元以下 15,001 ~ 20,000元 20,001 ~ 25,000元 25,001 ~ 30,000元 30,001 ~ 35,000元 35,001 ~ 40,000元 40,001元以上

2020 2021



資訊部門二級主管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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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

62.50%

19.44%

9.03%

1.39%
5.56%

63.89%

18.75%

10.42%

1.39%

5,000元以下 5,001 ~ 10,000元 10,001 ~ 15,000元 15,001 ~ 20,000元 20,001元以上

2020 2021



資訊部門同仁平均月薪
(不包含一級、二級主管，不包括年終與考績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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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5%

51.39%

13.89%

2.78%

27.08%

53.47%

15.97%

3.47%

40,000元以下 40,001 ~ 50,000元 50,001 ~ 60,000元 60,001 ~ 70,000元

2020 2021



學校與企業人力需求較為急迫的人才(NEW)
軟體開發與資訊安全為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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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

13.29%

17.48%

28.67%

37.76%

44.06%

53.85%

83.92%

行政管理

教學支援與教育訓練

電腦維護

個人資料保護

機房與伺服器管理

網路通訊建置與管理

資訊安全

軟體與校務系統開發

本研究 CIO IT經理人 2021-2022

14.00%

14.00%

15.00%

26.40%

26.70%

系統網管

雲端/基礎架構

分析師/架構師

資訊安全

軟體設計開發



IT經費運用



學校資訊部門 歷年總預算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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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5.63%

23.24%

35.92%

14.79%

16.20%

4.17%

2.08%

22.22%

36.11%

17.36%

18.06%

4.20%

4.90%

20.28%

34.97%

15.38%

20.28%

7,500~9,999萬元

5,000~7,499萬元

2,500~4,999萬元

1,000~2,499萬元

500~999萬元

500萬元以下

2021

2020

2019



學校資訊部門 歷年總預算變化-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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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A 學生人數 >=15000
規模B 學生人數 9000~14999
規模C 學生人數 3000~8999
規模D 學生人數 <3000  

2020年 2021年

7,500~9,999萬元

5,000~7,499萬元

2,500~4,999萬元

1,000~2,499萬元

500~999萬元

500萬元以下

500萬元以下
500~999萬

元

1,000~2,499

萬元

2,500~4,999

萬元

5,000~7,499

萬元

7,500~9,999

萬元

規模A 0.00% 0.00% 0.69% 5.56% 0.00% 4.17%

規模B 0.00% 0.00% 11.11% 11.11% 1.39% 0.00%

規模C 7.64% 14.58% 18.75% 5.56% 0.69% 0.00%

規模D 10.42% 2.78% 5.56% 0.00% 0.00% 0.00%

7,500~9,999萬元

5,000~7,499萬元

2,500~4,999萬元

1,000~2,499萬元

500~999萬元

500萬元以下

500萬元以下
500~999萬

元

1,000~2,499

萬元

2,500~4,999

萬元

5,000~7,499

萬元

7,500~9,999

萬元

規模A 0.00% 0.00% 2.10% 4.20% 1.40% 3.50%

規模B 0.00% 0.70% 9.09% 9.79% 2.80% 0.70%

規模C 9.09% 9.09% 20.98% 6.29% 0.70% 0.00%

規模D 11.19% 5.59% 2.80% 0.00% 0.00% 0.00%



學校預期 (111學年)資訊部門總預算變化
預期增加的學校數較去年上升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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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40.00% 39.70%

45.50% 45.45%

33.33%

29.17%

33.10%

39.20% 40.40%

44.80% 44.76%

52.78%

46.53%

16.90%

20.80% 19.90%

9.80% 9.79%

13.89%

24.31%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無增減

減少

增加



學校預期 (111學年)資訊部門總預算變化-補充說明
超過四成的學校預期總預算將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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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A 學生人數 >=15000
規模B 學生人數 9000~14999
規模C 學生人數 3000~8999
規模D 學生人數 <3000  2020年 2021年

減少

無增減

增加

增加 無增減 減少

規模A 1.39% 4.17% 6.25%

規模B 3.47% 10.42% 9.72%

規模C 4.86% 13.19% 29.17%

規模D 4.17% 5.56% 7.64%

減少

無增減

增加

增加 無增減 減少

規模A 2.78% 4.86% 4.17%

規模B 6.94% 8.33% 9.03%

規模C 9.03% 11.11% 27.08%

規模D 5.56% 4.86% 6.25%



學校資訊部門 歷年各項目預算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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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10.37%

14.80%

17.59%

23.02%

28.85%

2.80%

10.26%

15.11%

19.69%

22.57%

26.83%

3.38%

9.90%

15.32%

19.71%

21.67%

26.86%

認證與教育訓練

網路通訊

維護維修

軟體（不含維護）

人事費用（不含教師兼行政）

硬體（不含維護）

2021

2020

2019



學校2019-2021軟體預算項目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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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份軟體

辦公室自動化軟體

資訊安全軟體

資料庫軟體

防毒軟體

數位學習平台與工具

統計與資料分析軟體

虛擬化軟體

繪圖與製圖軟體

校務行政系統

作業系統與辦公室應用軟體

備份軟體
辦公室自動化

軟體
資訊安全軟體 資料庫軟體 防毒軟體

數位學習平台

與工具

統計與資料分

析軟體
虛擬化軟體

繪圖與製圖軟

體
校務行政系統

作業系統與辦

公室應用軟體

2021 2.03% 2.28% 4.92% 3.60% 6.16% 5.85% 5.69% 6.26% 10.23% 10.85% 38.71%

2020 2.77% 1.47% 4.26% 3.78% 5.78% 4.93% 5.07% 6.50% 8.23% 12.00% 40.84%

2019 1.92% 2.13% 3.72% 3.79% 5.67% 5.69% 6.58% 7.65% 8.98% 11.04% 39.07%

1. OS & Office仍為大宗
2. 繪圖與製圖軟體占比略為增加



學校 (110學年)資訊安全預算中，各項目預算占比
主要為硬體(含維護)及軟體(含維護)，教育訓練較為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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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5

41.11

24.21

8.45

平均金額(萬元)

硬體(含維護)

軟體(含維護)

輔導與認證

教育訓練



學校資訊安全總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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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2.78%

5.56%

18.75%

15.28%

24.31%

30.56%

5.59%

5.59%

4.20%

11.89%

22.38%

22.38%

27.97%

500萬元以上

400~500萬元

300~400萬元

200~300萬元

100~200萬元

50~100萬元

50萬元以下

2021

2020

100 ~ 200萬級距明顯增加



學校資訊安全總預算-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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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規模A 學生人數 >=15000
規模B 學生人數 9000~14999
規模C 學生人數 3000~8999
規模D 學生人數 <3000  

2021：

500萬元以上

400~500萬元

300~400萬元

200~300萬元

100~200萬元

50~100萬元

50萬元以下

50萬元以

下

50~100

萬元

100~200

萬元

200~300

萬元

300~400

萬元

400~500

萬元

500萬元

以上

規模A 0.00% 2.78% 2.78% 2.78% 1.39% 0.69% 0.00%

規模B 2.78% 7.64% 3.47% 6.25% 2.08% 0.00% 1.39%

規模C 16.67% 10.42% 8.33% 6.94% 2.08% 2.08% 0.69%

規模D 11.11% 3.47% 0.69% 2.78% 0.00% 0.00% 0.69%

500萬元以上

400~500萬元

300~400萬元

200~300萬元

100~200萬元

50~100萬元

50萬元以下

50萬元以

下

50~100

萬元

100~200

萬元

200~300

萬元

300~400

萬元

400~500

萬元

500萬元

以上

規模A 0.00% 2.10% 2.10% 1.40% 1.40% 1.40% 2.80%

規模B 2.80% 4.90% 6.99% 2.80% 2.10% 2.80% 0.70%

規模C 14.69% 10.49% 10.49% 6.29% 0.70% 1.40% 2.10%

規模D 10.49% 4.90% 2.80% 1.40% 0.00% 0.00% 0.00%

2021整體而言，在各規模學校
資安相關支出均有增加

：與2020相比，增加逾2%以上者



電腦與網路通訊使用收費及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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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43%全數編列於IT經費中

42.74%

16.94%

40.32%

全部編列於IT經費中。

部分編列於IT經費中，部分編列於其他經費。

統籌編列於全校總經費中。

48.61% 47.54%
52.00%

25.00%

51.22%
47.57%

58.82%

51.43%

42.65%

54.17%

38.19%
42.62%

37.33%

12.50%

41.46%
36.89%

41.18% 40.00%

44.12%

16.67%
13.19%

9.84% 10.67%

62.50%

7.32%

15.53%

8.57%
13.24%

29.17%

全體 一般 技職 宗教 公立 私立 規模A 規模B 規模C 規模D

全部學生統一標準

按年級、住宿或其他不同條件組合，制訂不同的收費標準

不收費



學校面臨預算減少或不足時考慮的解決方式（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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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預算區段學校策略

11.89%

18.88%

32.87%

39.86%

44.06%

67.13%

69.93%

14.29%

21.43%

26.19%

40.48%

38.10%

66.67%

71.43%

10.00%

18.00%

44.00%

42.00%

46.00%

66.00%

66.00%

11.76%

17.65%

27.45%

37.25%

47.06%

68.63%

72.55%

租用硬體

與其他學校建立共享服務

加強中央資訊科技的管理

採用雲服務

縮減服務項目

使用自由軟體

減少軟體或硬體採購

低預算(IT總預算999萬元以下) 中預算(IT總預算1000~2499萬元) 高預算(IT總預算2500萬元以上) 全體



團購結就是力量！X



希望透過協會(如ISAC)協助洽談的軟體

35

22.54%

24.65%

33.80%

54.23%

84.51%

80.28%

94.37%

22.92%

24.31%

33.33%

53.47%

79.86%

85.42%

93.06%

15.38%

20.98%

25.87%

43.36%

48.95%

78.32%

79.72%

90.91%

Autodesk

SAS

MATLAB

SPSS

Google

VMware

Adobe

Microsoft

2021

2020

2019

本年度Google授權政策改變後新增



希望透過協會(如ISAC)協助洽談的硬體

36

7.64%

14.58%

20.83%

83.33%

72.22%

77.08%

12.59%

18.18%

21.68%

76.22%

76.92%

79.72%

平板電腦

筆記型電腦

個人電腦

伺服器與儲存設備

網路通訊設備

資安防護設備

2021

2020



三、IT基礎建設與服務

• IT基礎建設

• 資訊服務



IT基礎建設



網路環境基礎建設

39

校園室內無線網路覆蓋率

90% ~ 100%： 65.28%
> 75%：84.72%

校園戶外無線網路覆蓋率

90% ~ 100%： 29.17%
> 50%：64.59%

提供無線網路的比率中
具有WiFi6規格的比率

90% ~ 100%： 4.17%
> 50%：21.53%



網路環境基礎建設

40

學校對外網路頻寬

1Gbps ~ 2Gbps： 31.47%
1Gbps以下：18.88%

5Gbps~10Gbps：12.59%

多數學校投入建設
無線網路環境

執行中：52.08%
規劃中：20.14%



虛擬化相關調查



學校擁有伺服器數量

42

99%以上的學校已使用虛擬化技術
總計約七成的學校已做到60%以上的虛擬化

5.63%

13.38%

16.20%

31.69%

33.10%

0.69%

4.17%

8.33%

16.67%

31.25%

38.89%

0.69%

4.86%

6.94%

16.67%

27.08%

43.75%

0%

1%~20%（不含）

20%~40%（不含）

40%~60%（不含）

60%~80%（不含）

80%~100%

虛擬化

2021

2020

2019

1.41%

6.34%

22.54%

25.35%

44.37%

0.69%

6.94%

24.31%

21.53%

46.53%

0.70%

7.69%

23.08%

17.48%

50.35%

500~999台

250~499台

100~249台

51~99台

50台以下

實體伺服器

2021

2020

2019



學校八年學校實體伺服器虛擬化的情況

43

95.30%

96.00%

99.20% 99.30% 99.30%

100.00%

99.30% 99.30%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伺服器虛擬化所使用的平台

44

1.41%

0.70%

1.41%

2.11%

1.41%

4.23%

1.41%

11.97%

25.35%

97.89%

0.70%

1.40%

0.70%

4.20%

1.40%

11.89%

19.58%

97.20%

0.70%

0.70%

1.41%

1.41%

2.11%

2.11%

2.82%

13.38%

24.65%

97.89%

Ovirt

Ever RUN

Red Hat

Open Stack

AHV

Oracle

Proxmox

Citrix

Microsoft

Vmware

2021

2020

2019



110學年是否計劃更換或升級

45

22.92%
25.69%

51.39%

26.39%

48.61%

25.00%

尚無計劃 規劃中 執行中

伺服器設備

2020 2021

18.06%

31.25%

50.69%

26.39%

46.53%

27.08%

尚無計劃 規劃中 執行中

儲存設備

2020 2021

設備更新部份概約呈現2～3年的週期性



學校伺服器虛擬主機（VDI）數量

46
4.23%

10.56%

26.76%

19.72%

38.73%

4.20%

9.79%

25.87%

26.57%

33.57%

2.11%

3.52%

18.31%

9.15%

45.07%

500~999台

250~499台

100~249台

51~99台

1~50台

2021

2020

2019



四、資訊安全與認證
• 資訊安全

• 資訊認證



資安危害與個資保護事件
2018-2021年趨向平穩

48

80.60% 80.80%

69.00%

35.00% 33.80% 35.00% 34.03%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超過半數學校資安長由副校長擔任 (NEW)

49

2.10%

6.29%

11.89%

16.08%

58.04%

教務長

主任秘書

資訊長

校長

副校長

主祕以上層級合計：80.41%



學校遭遇資安危害與個資保護事件

50

8.33%

2.08%

16.67%

25.00%

12.50%

27.08%

16.67%

31.25%

39.58%

43.75%

5.77%

7.69%

9.62%

21.15%

19.23%

21.15%

17.31%

32.69%

48.08%

42.31%

2.04%

2.04%

4.08%

4.08%

6.12%

8.16%

10.20%

16.33%

16.33%

18.37%

22.45%

20.41%

28.57%

38.78%

系統與備援皆失效，造成資料損失

使用雲端服務造成資訊安全或個資外洩事件

單位內某網站被植入偽造認證網站(釣魚網站)

單位內網站討論區被灌入大量不當留言

單位網站首頁遭竄改

單位內部電腦中毒並迅速感染其他電腦

資訊系統設計有漏洞遭利用

單位內網站被植入惡意網頁

單位內某電腦大量散佈電子郵件

個人資料外洩

單位內部電腦被植入惡意程式後形成BOT 中繼站

DDoS 攻擊

單位內電腦中毒成為BOTNET 成員

單位內某電腦重複嘗試入侵他人系統

2021

2020

2019



學校與企業擔心之資安威脅(NEW)

51

48.95%

58.04%

64.34%

74.13%

77.62%

病毒/垃圾郵件

惡意程式

關鍵基礎設施崩潰

勒索病毒

竊取機密文件或個資

23.00%

38.40%

24.00%

56.40%

29.00%

病毒/垃圾郵件

惡意程式

關鍵基礎設施崩潰

勒索病毒

竊取機密文件或個資

本研究 CIO IT經理人 2021-2022



LBCIO(2021)資訊安全為美國大專校院關注之議題(NEW)

52

資料外洩防護 (Data Loss Provention, DLP)

遠距連結 (Remote Access)

安全與資料風險 (Security and Data Risk)



學校資訊安全與個資保護事件 推動的困難之處(NEW)

53

27.27%

38.46%

41.96%

48.95%

61.54%

缺乏良好的資安防護系統

資安技術能力需加強

沒有專責處理人員

認知性與警覺性有待進一步提升

缺乏相關經費



學校網頁(官網)取得
「無障礙標章」認證

54

學校網頁(官網)採用
「Eduroam國際漫遊」認證

22.92%

31.94%

45.14%
無障礙標章2.0 A級

無障礙標章2.0 AA級

否
56.64%

31.47%

11.89%

是

否

評估中



學校網頁(官網)未取得「無障礙標章」認證原因

55

9.23%

10.77%

26.15%

36.92%

46.15%

無規劃

申請認證中

經費因素

人力不足

修改中



學校資訊科技教育較缺乏資訊安全領域(NEW)

56

6.29%

8.39%

10.49%

20.98%

25.87%

34.97%

44.06%

73.43%

資訊失序(Information disorder)

資訊管理

數位著作

資訊技術

資訊倫理

個人資料保護

資訊素養

資訊安全



學校資訊部門已導入之資訊相關認證

57
10.42%

1.55%

2.33%

2.33%

2.33%

6.20%

17.83%

34.88%

44.96%

60.47%

11.19%

0.79%

1.57%

1.57%

2.36%

3.94%

11.02%

14.96%

33.86%

38.58%

61.42%

無取得認證

ISO 27701 隱私資訊管理認證

ISO 20000系列

ISO 29100 個資安全認證

CMMI

ISO 9000系列

CNS 27000系列

BS 10012個資管理認證

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認證-個人資料管理規範

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認證-資通安全管理規範

ISO 27000系列

2021

2020



學校導入ISMS(資訊安全管理制度)之範圍

58
4.20%

5.88%

7.56%

8.40%

8.40%

10.92%

13.45%

16.81%

18.49%

25.21%

31.93%

35.29%

44.54%

85.71%

88.24%

學術單位(全部)

行政單位(全部)

研發產合

會計

總務

數位學習

人事

電子公文

電子郵件

學務

網頁

教務

校園網路服務

機房

資訊部門(如電算中心、圖書資訊處等)



學校導入PIMS(個人資料管理制度)之範圍

59

7.87%

10.11%

11.24%

12.36%

12.36%

15.73%

16.85%

19.10%

26.97%

29.21%

34.83%

42.70%

51.69%

數位學習

研發產合

電子公文

學術單位(部分)

會計

總務

全校

學術單位(全部)

人事

行政單位(全部)

學務

教務

資訊部門(如電算中心、圖書資訊處等)



學校導入「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認證

60

22.22%

9.03%

6.25%

37.50%

58.33%

22.38%

3.50%

7.69%

41.26%

58.74%

目前尚無計畫

未導入資通安全管理規範或換證

未導入個人資料管理規範

已導入個人資料管理規範

已導入資通安全管理規範或換證

2021

2020



學校導入「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認證-補充說明

61

規模A 學生人數 >=15000
規模B 學生人數 9000~14999
規模C 學生人數 3000~8999
規模D 學生人數 <3000  

目前尚無計畫

未導入資通安全管理規範或換證

未導入個人資料管理規範

已導入資通安全管理規範或換證

已導入個人資料管理規範

已導入個人資料管理規範 已導入資通安全管理規範或換證 未導入個人資料管理規範 未導入資通安全管理規範或換證 目前尚無計畫

規模A 3.11% 4.66% 0.52% 0.52% 2.07%

規模B 9.84% 11.92% 0.52% 0.00% 3.11%

規模C 15.03% 21.76% 3.11% 0.52% 5.18%

規模D 2.59% 5.18% 1.55% 1.55% 6.22%



五、資訊議題分析
• 資訊議題之排名

• 校務發展成功關鍵 (與EDUCAUSE、CCP比較)

• 未來重要性

• 佔用工作時間

• 花費學校資源



資訊議題之排名-校務發展成功關鍵

63與前一年比較 持平 上升 下降

資訊議題 (前10名)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資訊基礎與網路建設 1 2 1 1 1 1 1 1 1

網路與資訊安全 1 1 2 3 4 2 3 3 2

個資隱私保護 3 4 7

持續營運與災害復原 4 7 4 7 7 7 7 6 5

IT經費的籌措與運用策略 5 5 8 8 6 6 10 5 26

溝通與協調 6 3 5 4 5 9 4 18 24

與時俱進的校務行政系統 7 7 3 2 2 4 2

打造高效能的IT團隊 8 6 6 5 3 5 4 2 7

內外法規遵循 9 10 11 11 12 12 11 11

支持校務營運以展示IT價值 10 9 9 5 8 3 6 4



資訊議題 :  EDUCAUSE(2021) V.S. 本研究(2021)

64

EDUCAUSE發展議題 排名 本研究(關鍵策略)前10名議題 排名
1. 學生成就

Student Success 1 - -
2. 公平獲得教育

Equitable Access to Education 2 - -
3. 線上學習

Online Learning 3 - -

4. 資訊安全
Information Security 4 網路與資訊安全 1

5. 財務穩健
Financial Health 5 IT經費的籌措與運用策略 5



資訊議題 :  EDUCAUSE(2021) V.S. 本研究(2021)

65

EDUCAUSE變革議題 排名 本研究(未來重要性)前10名議題 排名
1. 制度文化

Institution Culture 1 - -
2. 科技整合

Technology Alignment 2 資訊基礎與網路建設 1

3. 科技策略
Technology Strategy 3 雲端服務與應用策略 8

4. 招生與招募
Enrollment and Recruitment 4 - -

5. 成本管理
Cost Management 5 - -



資訊議題之排名- 未來重要性

66

與前一年比較 持平 上升 下降

未來重要性(前10名)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資訊基礎與網路建設 1 2 2 1 1 1 2 3 2

網路與資訊安全 1 1 1 2 2 2 1 4 1

個資隱私保護 3 3 4

持續營運與災害復原 4 4 4 5 4 4 6 7 4

與時俱進的校務行政系統 5 6 3 4 3 3 3

溝通與協調 6 5 6 3 5 5 10 19 38

內外法規遵循 7 11 10 11 13 14 15 14

雲端服務與應用策略 8 8 9 10 10 9 11 9

IT經費的籌措與運用策略 9 7 8 7 7 7 9 2 37

打造高效能的IT團隊 10 8 7 6 6 5 5 1



與前一年比較 上升 下降資訊議題之排名-佔用工作時間

67

持平

佔用工作時間(前10名)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溝通與協調 1 1 1 1 1 1 1 10 5

網路與資訊安全 2 3 3 4 3 4 3 3 2

與時俱進的校務行政系統 3 2 2 2 2 2 2

IT經費的籌措與運用策略 4 6 5 5 5 5 7 7 40

打造高效能的IT團隊 5 4 3 3 4 3 4 2 4

資訊基礎與網路建設 6 9 7 9 8 9 9 4 2

支持校務營運以展示IT價值 7 5 6 8 9 6 5 1

有效運用IT帶動學校變革管理 8 10 9 7 6 7 7 5 32

持續營運與災害復原 9 12 11 12 11 14 18 6 18

個資隱私保護 10 8 14



與前一年比較

資訊議題之排名-花費學校資源

68持平 上升 下降

花費學校資源(前10名)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資訊基礎與網路建設 1 1 1 1 1 1 1 1 1

網路與資訊安全 2 2 3 3 3 2 3 2 2

與時俱進的校務行政系統 3 3 2 2 2 3 2

IT採購與服務之策略 4 7 4 7 4 12 13 6

雲端服務與應用策略 5 10 10 9 7 15 18 10

支援教學環境設計與應用 6 4 9 6 6 7 10 15

持續營運與災害復原 7 9 5 9 10 11 17 4 13

支援數位學習的永續發展 8 6 8 4 8 6 6 9 55

發展校園IT架構 9 5 6 5 5 5 7

支持校務營運以展示IT價值 10 11 12 11 17 4 4 3



六、後疫情時代下的挑戰與因應



LBCIO(2021)後疫情時代下，對於美國大專校院的影響(NEW)

70

教職員培訓

遠距

員工/學生

連線安全性



台灣受到COVID-19疫情的影響，對於基礎建設或採購策略之影響

71
13.19%

22.22%

14.58%

20.83%

39.58%

40.28%

48.61%

53.47%

12.59%

16.08%

16.08%

25.17%

34.27%

45.45%

55.24%

58.74%

無影響或無相關建置

建立虛擬桌面環境

遠距教學之身分串接

連外頻寬

採購支援防疫測溫設備

校園無線網路或有線的品質提升

採購符合遠距教學需求之設備

採購視訊會議相關設備與軟體及雲端設備

2021

2020



關於防疫不停學應對措施，學校對於教學使用之視訊平台/軟體(NEW)

72
1.40%

2.10%

2.10%

2.10%

4.20%

6.99%

10.49%

18.88%

19.58%

68.53%

81.82%

Big Blue Button

U meeting

Zoom

Jitsi

Joinnet

Adobe Connect

Line

Moodle

Cisco WebEx

Microsoft Teams

Google Meet



關於防疫不停學應對措施，學校對於教學使用之視訊平台/軟體(NEW)

73

  Line

  Moodle

  Cisco WebEx

  Microsoft Teams

  Google Meet

規模A 學生人數 >=15000
規模B 學生人數 9000~14999
規模C 學生人數 3000~8999
規模D 學生人數 <3000  

  Google Meet   Microsoft Teams   Cisco WebEx   Moodle   Line

公立 11.93% 10.53% 5.61% 3.86% 0.35%

私立 29.12% 23.86% 4.21% 5.61% 4.91%

規模A 4.21% 5.26% 2.46% 1.40% 0.35%

規模B 8.77% 9.12% 3.51% 2.11% 1.05%

規模C 19.30% 15.79% 2.81% 4.21% 2.11%

規模D 8.77% 4.21% 1.05% 1.75% 1.75%



關於防疫不停學應對措施，學校對於會議、行政、輔導與關懷等，非
教學使用之視訊平台/軟體(NEW)

740.70%

1.40%

1.40%

1.40%

2.10%

2.80%

16.08%

22.38%

55.24%

82.52%

  Facetime

  Big Blue Button

  Jitsi

  U meeting

  Moodle

  Zoom

  Line

  Cisco WebEx

  Microsoft Teams

  Google Meet



關於防疫不停學應對措施，學校對於會議、行政、輔導與關懷等，非
教學使用之視訊平台/軟體(NEW)

75

  Line

  Moodle

  Cisco WebEx

  Microsoft Teams

  Google Meet

規模A 學生人數 >=15000
規模B 學生人數 9000~14999
規模C 學生人數 3000~8999
規模D 學生人數 <3000  

  Google Meet   Microsoft Teams   Cisco WebEx   Moodle   Line

公立 14.51% 8.24% 7.84% 0.39% 2.75%

私立 31.76% 22.75% 4.71% 0.78% 6.27%

規模A 5.49% 5.49% 2.75% 0.00% 1.18%

規模B 10.20% 7.45% 3.92% 0.00% 2.35%

規模C 20.78% 14.12% 4.71% 1.18% 3.53%

規模D 9.80% 3.92% 1.18% 0.00% 1.96%



學校使用的數位學習平台(LMS)

76

0.74%

0.74%

11.03%

6.62%

11.76%

11.03%

8.82%

32.35%

32.35%

1.44%

0.72%

1.44%

10.07%

5.76%

14.39%

11.51%

10.79%

29.50%

38.13%

0.75%

0.75%

2.24%

4.48%

5.97%

11.19%

14.18%

15.67%

26.87%

37.31%

Blackboard

NPLUS

e-learning

學校自行創建

e-campus

iLMS

ee-class

TronClass

智慧大師

Moodle

2021

2020

2019



受到COVID-19疫情的影響，對於安全與風險管理之影響

77

31.25%

24.31%

38.89%

48.61%

30.77%

30.07%

34.97%

49.65%

無影響或無相關建置

提升資料存取之安全性

提升帳密整合之安全性

提升遠距教學或雲端相關設備之資安風險管理

2021

2020



受到COVID-19疫情的影響，對於IT治理之影響

78

22.92%

15.97%

49.31%

54.86%

25.17%

11.89%

49.65%

53.15%

無影響或無相關建置

成立專屬團隊因應

因應各單位溝通協調

強化開發遠距教學及雲端服務

2021

2020



受到COVID-19疫情的影響，對於教學成效提升之投入

79

13.89%

30.56%

47.92%

65.28%

76.39%

8.39%

33.57%

51.05%

67.83%

76.22%

無影響或無相關建置

建置數位教材學習平台

協助強化遠距或雲端教學課程經營與評量機制

協助學生應用資訊科技遠距或雲端學習

強化教師遠距或雲端授課能力

2021

2020



受到COVID-19疫情的影響，所新增之新興科技應用

80

24.31%

27.08%

34.03%

32.64%

40.97%

25.17%

28.67%

31.47%

38.46%

42.66%

無影響或無相關建置

建置物聯網技術，發展人員(學生、教職員、訪客)之數位通

行系統

推動數位防疫機制(如IoT體溫感測器)

運用社群媒體平台

健康自主管理系統

2021

2020



七、數位化與新興科技應用



「大專校院學生學籍資料電子查驗服務」LS介接介面(NEW)
約七成學校，使用教育部提供之公版LS程式

82

6.29%

21.68%

69.93%

委外開發

自行開發

使用教育部提供之公版LS程式



學校開放去識別化Open Data，認為最有幫助的項目

83

2.78%

4.17%

6.25%

11.11%

11.11%

13.19%

31.25%

25.69%

48.61%

63.19%

61.11%

3.50%

7.69%

8.39%

9.09%

14.69%

16.78%

27.27%

31.47%

47.55%

60.14%

60.84%

校園食材

學生諮商輔導

社團

學生學籍

學生成績

行事曆

學校場地

課表

學生職能

圖書館館藏

招生/考試資訊

2021

2020



學校推動ODF文書格式進行資料交換的困難之處

84

13.11%

13.11%

16.39%

19.67%

19.67%

29.51%

29.51%

80.33%

81.97%

10.34%

13.79%

15.52%

18.97%

22.41%

31.03%

32.76%

68.97%

82.76%

不清楚推動目的與效益

缺乏師資與教學資源

資源配置與教育訓練不足

組織策略與管理階層的支持不夠

系統整合問題

組織無需求或推動效益不大

軟體功能與穩定性不足

業界仍是以Microsoft Office為主

使用習慣問題

2021

2020



學校對於行動支付的應用

85
20.98%

2.10%

3.50%

4.20%

4.20%

6.29%

6.99%

9.09%

13.99%

16.08%

16.78%

17.48%

17.48%

20.98%

23.78%

27.27%

30.77%

32.17%

39.16%

目前無使用校園行動支付進行服務應用，評估使用中
校園

游泳池
體育館

營隊報名
列印之點數

健身房/體適能中心
宿舍相關費用

機車停車場
畢業證書

考試報名費
圖書館相關費用

證件(含補發)費用
汽車停車場
自動販賣機

學雜費
餐廳
商店

成績單



學校推動行動支付的困難之處(NEW)

86

6.99%

16.08%

30.07%

39.16%

46.15%

55.24%

行動支付需綁定SIM卡，學生使用習慣問題

組織策略與管理階層的支持不夠

行動支付需綁定信用卡，學生使用習慣問題

資源配置與人力不足問題

學校無自行架設資訊系統，納入各種行動支付平台，需自行與銀行或業者談合作

與銀行業者簽約，每筆交易之手續費需由學校或學生吸收



學校對於人工智慧(AI)的應用

87

14.69%

18.88%

22.38%

28.67%

41.96%

51.75%

目前無使用人工智慧(AI)進行服務應用，評估使用中

校務資訊服務

學習分析與改進

校務研究

教學

研究



學校已開始租用/導入雲服務

88

65.73%

34.27%

是

否

2.11%

3.16%

5.26%

6.32%

7.37%

9.47%

10.53%

12.63%

12.63%

13.68%

13.68%

21.05%

53.68%

54.74%

66.32%

85.26%

財務管理
學生註冊
資訊安全

營運持續/災難復原
畢業生調查系統

數據中心/主機空間（含HPC）
學生活動報名
圖書館應用

入口網站
社群網路

校務行政系統
數位學習平台（LMS）

辦公室應用軟體
網路空間/數據儲存

視訊會議
電子信箱



學校未來有意願租用/導入雲服務

89

75.00%

25.00%

是

否

0.93%

4.67%

7.48%

14.02%

15.89%

15.89%

15.89%

17.76%

23.36%

28.04%

34.58%

34.58%

35.51%

35.51%

35.51%

39.25%

51.40%

財務管理
學生註冊

顧客關係管理
社群網路
入口網站

校務行政系統
學生活動報名
圖書館應用

畢業生調查系統
資訊安全

數據中心/主機空間（含HPC）
營運持續/災難復原

辦公室應用軟體
數位學習平台（LMS）

視訊會議
電子信箱

網路空間/數據儲存



學校對於評估租用/導入公有雲服務的因素

90

50.35%

54.55%

81.12%

86.01%

供應商的服務品質

公有雲服務的實用性

資安/風險

價格



學校對於大數據(Big Data)的應用

91

7.69%

6.99%

17.48%

34.27%

71.33%

74.13%

目前無使用大數據(Big Data)進行決策分析，評估使用中

數位內容存儲

行銷分析

研究

行政決策

教與學分析



學校對於物聯網(IoT)的應用

92

15.38%

20.98%

26.57%

52.45%

目前無使用物聯網(IoT)進行服務應用，評估使用中

研究

與行動裝置結合提供學生行動學習等協助

建置智慧校園設施與自動化管理維運



學校對於區塊鏈(Block Chain)的應用

93

4.90%

66.43%

28.67%

使用區塊鏈

是

否

評估中

31.94%

37.50%

30.56%

使用數位證書服務

是

否

評估中



學校的網頁服務連結至社群媒體的應用

94

1.30%

2.60%

7.79%

14.29%

20.78%

51.95%

62.34%

97.40%

1.09%

3.26%

4.35%

13.04%

32.61%

51.09%

64.13%

97.83%

Ptt

Dcard

Plurk

Twitter

Instagram

LINE

YouTube

Facebook

2021

2020



學校發展之數位教材與教學資源，願意分享給其他學校
參考運用

95

7.69%

10.99%

16.48%

20.88%

20.88%

21.98%

26.37%

35.16%

元宇宙(Metaverse)

社群媒體整合

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

大數據(Big Data)

AR/VR

物聯網(IoT)

人工智慧(AI)

行動應用(Mobile APP)



學校推動數位轉型的主要單位

96

4.11%

9.59%

4.11%

16.44%

64.38%

4.35%

7.25%

7.25%

17.39%

57.97%

秘書室/秘書處

校長室

教務處

副校長室

資訊部門(如電算中心、圖書資訊處等)

2021

2020



學校高層對數位轉型的態度

97

4.11%

17.81%

32.88%

43.84%

2.90%

15.94%

36.23%

44.93%

沒有數位轉型的意識

參與數位轉型策略的制定，但是沒有親自推動策略實施

親自推動數位轉型策略在整個學校中實施

具有數位轉型的意識，但學校策略發展尚未實際應用

2021

2020



學校推動數位轉型的主要目標

98

6.85%

26.03%

31.51%

45.21%

42.47%

46.58%

83.56%

21.74%

27.54%

28.99%

30.43%

40.58%

49.28%

84.06%

人力資源

數位轉型治理

研究

公共關係與行銷

基礎建設

行政管理

教學與課程

2021

2020



學校數位轉型計畫中，IT的主要角色

99

35.62%

39.73%

50.68%

61.64%

58.90%

78.08%

34.78%

37.68%

39.13%

49.28%

49.28%

57.97%

確認哪些業務可以轉型

確認委外廠商能否滿足需求

管理數位轉型之執行

確認轉型所需的新興科技

降低數位科技的安全風險

整合數位創新與業務系統

2021

2020



結語

• 透過本調查，可以瞭解全台灣大專院校資訊單位的現況與所面臨的
關鍵議題

• 做為資訊業務規劃與發展的參考
• 做為資源配置與爭取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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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