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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校學生人數規模居全國第二，校地面積占居第三，包含五個校

區，分別座落高雄四個行政區。如此巨大的組織體制，在管理上首先

面臨難題是各校區行政事務處理之效率。因此，提升組織運作及管理

上的效率，實為重中之重的首要任務，另為永續發展外基石，應用智

慧技術的永續發展之推動（張翠月，2016；高雄市政府資訊中心，2018），

為 世 界 新 行 政 興 之 方 式 （ LeonidasG.Anthopoulos ， 2015 ；

AndrésCameroandEnriqueAlba，2019）；本校目前現有智慧化管理方式

為智慧型會議室及場地租借系統暨門禁系統，智慧型車輛辨識與停車

管理，跨校區校園安全監視器整合系統。 

關鍵字：智慧化管理方式、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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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發現議題 
在進行智慧校園與校內雲端應用服務整合平台的可行性研究

過程中，發現了一些主要的難點及問題。以下是詳細的說明以及

對應的解決方案： 
 

1.1 研究難點說明 
(1) 維護經費龐大 

 智慧校園和雲端服務的建設和維護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包

括硬體設備採購、軟體開發與更新、系統維護等。這些費

用可能會超出學校的預算，導致項目推進困難。 

(2) 特定規格難處理 

 不同系統和應用可能有各自的技術規格和要求，這些規格

在整合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不兼容的問題。例如，不同供應

商的軟體平台可能無法直接進行數據交換，需要進行複雜

的介面開發和調整。 

(3) 網路緩慢 

 校園網路的帶寬和穩定性直接影響雲端服務的使用體驗。

如果網路速度緩慢，學生和教職工在使用雲端應用時會遇

到延遲和卡頓問題，影響整體滿意度和使用效果。 

(4) 業界廠商不熟悉 

 校內同仁對業界新興技術和廠商的不熟悉，可能導致在選

擇和實施解決方案時缺乏經驗，增加項目失敗的風險。此

外，不熟悉的廠商可能無法提供及時有效的技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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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關鍵痛點歸納與原因分析 
(1) 維護經費龐大 

原因分析： 

 硬體設備：建設智慧校園需要購買大量的硬體設備，如

伺服器、路由器、監控設備、智慧教室設施等，這些設備的

初期投入和後續維護費用都很高。 

 軟體開發與更新：為了滿足智慧校園的各種需求，需要

進行大量的軟體開發和更新，包括系統開發、應用開發、軟

體升級等。 

 系統維護：系統的日常維護、故障排除和技術支持都需

要專業人員，這部分的人工成本也相當高。 

(2) 特定規格難處理 

原因分析： 

 技術規格差異：不同供應商的系統和應用在技術規格上存

在差異，這些差異可能導致數據交換和系統整合的困難。 

 接口開發與調整：為了實現不同系統之間的數據交換，需

要開發和調整大量的接口，這是一個複雜且耗時的工作。 

(3) 網路緩慢 

原因分析： 

 網速不足：校園網路網速頻寬不足以支持大量雲端應用

的，特別是在存儲空間容量也有限制。 

 網路設備老舊：部分校園網路設備可能已經老舊，無法提

供穩定的網路服務。 

 網路流量管理不善：校園網路流量管理不善，導致關鍵應

用程序的網路資源得不到保證。 

(4) 業界廠商不熟悉 

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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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更新快：業界新興技術和廠商的出現速度快，校內同

仁難以及時跟上最新的技術發展。 

 缺乏實踐經驗：校內同仁在選擇和實施新技術和新廠商的

過程中缺乏實踐經驗，增加了項目失敗的風險。 

 技術支持不足：部分新興廠商的技術支持體系不完善，難

以及時解決校內遇到的技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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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料蒐集 
在進行智慧校園與校內雲端應用服務整合平台的可行性研究

過程中，與利害關係人進行訪談並確認關鍵需求是至關重要的一

步。以下是訪談過程及確認的關鍵需求： 

2.1 訪談對象 
教職員工：各行政及學術的教職員工等。 

學生代表：不同年級、不同科系的學生。 

相關技術同仁：提供智慧校園解決方案和雲端服務的技術同仁。 

2.2 訪談方法 
面對面訪談：與各利害關係人進行面對面的深入交流，了解他們的需

求和期望。 

中階人員小組討論：業經人事室辦理 2 次及下班時間線上 Line

群探討關鍵問題和需求。 

2.3 關鍵需求確認 
2.3.1 學校管理層需求 

 提升管理效率：希望通過智慧校園平台提高校務管理的效率，

減少人工操作，提高數據處理的準確性。 

 數據整合：需要一個統一的數據平台，將不同部門的數據進

行整合和分析，以便做出評估決策。 

 成本控制：期望在提升服務質量的同時，控制和降低運營成

本。 

2.3.2 教職員工需求 
 教學資源共享：希望能夠方便地共享和使用教學資源，提高

教學質量。 



第9頁 

 校園安全：強調需要可靠的校園安全監控系統，保障師生的

安全。 

 技術支持：需要完善的技術支持和培訓，確保能夠熟練使用

智慧校園和雲端應用服務。 

2.3.3 學生需求 
 便捷的校園生活：希望通過智慧校園平台獲取便捷的生活服

務，如門禁管制、第三方支付等。 

 學習支持：期望有更好的學習支持系統，包括在線課程、學

習資料庫等。 

 互動交流：希望有更多的互動和交流平台，方便與教師和同

學進行學術和生活上的交流。 

2.3.4 對於業界廠商需求 
 技術標準：希望學校能夠制定明確的技術標準，便於提供統

一及兼容的解決方案。 

 合作模式：期望能夠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並參與到智

慧校園的規劃和實施過程中。 

 反饋機制：需要一個有效的反饋機制，及時了解校方需求和

問題，進行快速響應和調整。 

2.4 關鍵需求分析 
整合性與互操作性：需要一個能夠整合多種應用和系統的平台，

確保數據和功能的互操作性。 

安全性：需要強大的安全保障措施，確保數據和系統的安全性和

隱私保護。 

便利性：平台應具有良好的用戶體驗，操作簡單方便，滿足不同

用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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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小結 
通過以上訪談和需求確認，能夠全面了解智慧校園與校內雲端應

用服務整合平台的利害關係人需求，為後續的設計和實施提供堅實的

基礎。 

本組的研究範圍涵蓋智慧化管理方式，包括智慧型會議室及場地

管理系統、智慧型車輛辨識與停車管理系統、跨校區校園安全監視器

整合系統。並針對教職員工生最普及使用到的智慧型會議室及場地管

理系統作為研究的主要議題，以進一步探討其在智慧校園中的應用及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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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現況分析 
隨著智慧校園的發展，會議室及場地的管理變得更加複雜且

多樣化。傳統的管理方式已經無法滿足現代化需求，導致會議室

及場地使用效率下降。 

需要一個智慧型的管理系統來提升會議室及場地的使用效率，

減少管理工作量，並提供更好的用戶體驗。以下是面對面詢問訪

談對象，所歸納出的重點及洞見，如下： 

表 1 利害關係人訪談與關鍵需求確認 

訪談對象 訪談重點歸納 新發現的洞見 

學術同仁 

1.租借系統手機介面難以操作。 
2.讀卡機、電磁鎖、門鎖故障頻率過

高。 
3.網路中斷離線導致斷電，須至現場

手動送電。 
4.系統登入延遲緩慢。 
5.借用完成如有繳費未能線上支付。 

1.支援開發完整手機介面。 
2.改良優化門禁硬體，可掃描條碼或

其它辨識系統。 
3.增加網路頻寬及備援方案。 
4.增加線上支付功能 
5.多元通知服務，可透過 app、mail 及

簡訊，通知使用者預約結果。 

行政同仁 

1.智慧門禁系統異常時受控空間易

同時段全面性停擺，需人工逐一手

動強制重啟（以建工校區曾經假日

發生網路斷連、課程時段誤植案為

例，人工重啟至最後一間教室完成

已經過一節課時間）。 
2.場地租借系統與車輛管理未連結，

除建工校區可收費臨停，其他校區

借用單位容易忽略申請參與活動、

課程人員車輛通行事宜。 

1.預載式機制設置可能性？ 
（教室端可存 1-3 日借用資訊，網

路斷連時可維持正常作業）。 
2.空間租借系統智慧車道系統整合

之可能性？（借用空間時可一併輸

入預估車輛數量，車牌號碼或是可

上傳識別圖樣並可直接連結提供

給警衛室管制 

大一至大

二 

1.使用單介面操作繁雜，行動載具使

用不易。 
2.門禁系統未支援二維碼功能，僅能

RFC 或輸入密碼 

1.支援跨平台間介面供與使用者運

用。 
2.擴充二維碼開鎖功能（如高捷、市

公車全面得掃碼乘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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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對象 訪談重點歸納 新發現的洞見 

3.全校場域未全數統整收納，能租用

場域有限。 
3.盤點全校所有場域統整收納至平

臺，免除部分空間僅限人工登記

（操作）。 

大三至大

四 

1.操作介面簡單清楚。 
2.有些空間學生身分不能借用。 
3.登入可顯示帳密同校務系統還是

跟哪個系統一樣嗎？ 
4.各校區很少會議室空間，容易借

滿。 

1.到會議室不會操作設備。 
2.網路不好。 
3.空間的門禁密碼都一樣。 
4.借用空間後收到的 Email，網頁連

結到空間借用首頁，希望可以直接

看到空間設備。 

相關技術

同仁 

1.系統功能需求數據更新 
2.多用戶管理整合難度 
3.數據備份與恢復 
4.提升網路基礎設施 

1.通知提醒功能 
2.用戶反饋機制 
3 系統更新與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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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智慧型會議及場地租借系統暨門禁系統

SWOT 分析 

 智慧型會議室及場地管理系統在智慧校園中的應用具有顯著的

優勢和劣勢，但也面臨一些機會和威脅。通過適當的策略和措施，學

校可以最大化系統的效益，提升管理效率和資源利用率。 
 

表 2 智慧型會議及場地管理系統 SWOT 分析 

 

在針對與利害關係人訪談、關鍵需求確認及 SWOT 分析過程

中，我們將回收的重點問題分成三類：介面操作設備類、雲端網

速類和第三方支付類。 

本研究透過 VMwareWorkstation16Player 應用程式，模擬教職

員工生對於智慧型會議室及場地租借系統暨門禁系統的疑慮優

先進行決策樹分析。以下為分析的步驟，後續再針對分析結果進

行說明。 

Step1 首先依照訪談內容分類、職業、人數、性別劃分，如下

表： 
 

•數據安全疑慮

•技術更新不及

•智慧化校園
•整合其他系統
•提高競爭力

•成本龐大

•技術不足

•內部網路不穩

•智慧化設施

•五校區空間多元

•介面操作簡易
優勢

(Strengths)
劣勢

(Weaknesses)

威脅
(Threats)

機會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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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智慧型會議室及場地管理系統數據 
訪談內容分類 職業 性別 

介面操作設備類 學術同仁、行政同仁 男 

雲端網速類 大一至大二、大三至大四 女 

第三方支付類 相關技術同仁 - 

Step2 將數據匯入 VMwareWorkstation16Player 應用程式分析 

 
圖 1 決策樹模型分析 

 
圖 2 決策樹模型分析 

3.2 決策樹分析結果 
 優化介面：成功概率高：如果介面設計更直觀友好，能顯著提

升用戶操作體驗，減少誤操作。 



第15頁 

 升級硬體設備：成功概率中等：升級硬體設備可以提升系統

性能，但需考慮成本和投資回報。 

 提供使用者培訓：成功概率中等：通過培訓提升用戶對系統

的熟練度和使用效率，但需持續投入和監控培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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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精進方案 
(1) 優化用戶介面 

簡化操作流程：減少操作步驟，使界面更加直觀，提高用戶

的操作便捷性。 

增強可視化設計：使用圖形和圖標輔助操作，讓用戶更容易

理解和使用系統功能。 

提供即時反饋：在用戶進行操作時，提供即時反饋和提示，

減少誤操作的發生。 

(2) 升級硬體設備 

選擇高性能設備：根據實際需求，選擇高性能且穩定的硬體

設備，確保系統運行流暢。 

評估成本效益：在升級設備前，進行詳細的成本效益分析，

確保投資回報合理。 

(3) 提供使用者培訓 

定期舉辦培訓：定期舉辦操作培訓，幫助用戶熟悉系統功能

和操作方法。 

建立支援平台：提供在線幫助和技術支援，隨時解答用戶的

操作問題。 

(4) 增加回饋機制 

收集用戶意見：通過問卷調查和反饋系統，收集用戶意見和

建議，持續改進系統。 

快速響應問題：對用戶反饋的問題進行快速響應和處理，提

升用戶滿意度。 

通過這些改進措施，可以有效解決介面操作設備類的問題，並聽去學

生們的建議，提升智慧型會議室及場地管理系統的整體使用體驗和管

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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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展現創意 

在當今網絡發達、短影音流行的時代，為提升學生對學校設

施的自我認同感，避免他們成為網絡酸民至關重要。學校應通過

智慧化的設施，如智慧教室、創新實驗室等，來吸引新生，增強

在校學生的歸屬感。當學生對學校設施感到自豪並積極參與使用

時，他們不僅會在網絡上分享積極的體驗，減少負面評論，還會

通過短影音等平台傳播學校的良好形象，這種雙重效應，不僅提

升了學生對學校的認同和滿意度，還通過學生們在網絡上的正面

傳播，吸引更多的新生前來就讀，從而實現學校聲譽和學生滿意

度的雙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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