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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以華梵大學住宿生為研究對象，參考學校既有無線網路管理現況，輔以使用者對於無

線網路使用認知，採用不計名問卷探討學生對於學校宿舍無線網路委外經營的意見，並且使用資

料探勘中決策樹分析演算法，歸納出學校宿舍無線網路委外經營的規則，產出規則將可做為華梵

大學對於宿舍無線網路後續管理與更新時之決策建議。

關鍵字：委外經營、無線網路、資料探勘、決策樹分析法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t is to study the decision rules of wireless network outsourcing for these dormitory 

students in Huafan University.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management status and the cognition of Wi-Fi 

by using anonymous questionnaires. Furthermore, the decision tree approach of data mining is used to 

generate the decision rules for wireless network outsourcing. From results, these generated rules could 

provide decision-making for the continuously management and updating for Huafan University in 

future. 

Keywords: Outsourcing, Wireless Network, Data Mining, Decision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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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研究旨在探討華梵大學宿舍無線網路委外經營之研究，希望探究相關影響無線網路委外之

因數，提供華梵大學對於宿舍無線網路委外時之決策建議，以將低人力成本與有效利用經費。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為提供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之間更便捷的教學研究，各大專院校皆致力於網路設備的建設與

升級，教育部於民國 85 年訂立了「台灣學術網路管理原則」藉以統一各大專院校網路管理標準。 

但在各學校經費有限的情況下，無論各項軟體、硬體設備均需要持續維護、投資改善，校內

網際網路各項建設無法一次完成，僅能以分期持續更新方式進行，也因科技進步快速，在當下所

規劃的設備在日後建置時或已無法滿足需求。以華梵大學為例，學校自民國八十九年度起迄今，

以至少六期無線網路建置工程逐步完成校園無線網路，並於 103 年度以 802.11ac/bgn MIMO3x3

規格設備，加強行政單位及學生宿舍無線網路，然而仍無法滿足所有師生使用需求，故尋求一個

可以兼顧學校網路建設與使用需求更顯得重要。 

「委外」起始於 1980 年代開始盛行的商業用語，意思為將承包合約的部份(甚至全部)，委

託或發交給承包合約方以外的協力廠商，承包合約方可以藉此節省成本、集中力量於核心業務，

且隨時獲得專業人士的專業服務。近年來公家機關因人力及預算縮減，產生了效能不彰等問題。

為提升公家機關各部門工作效率從 1996 年起，由行政院研考會主導之「行政部門資訊整體委外

方案」，研議將政府行政部門除少數負責規劃、評估之人員外，其餘大多數資訊人員、設備、系

統整體委外營運。上述資訊業務委外營運，性質上是一種行政委託，即政府與民間公司簽訂契約，

政府全部或部分提供經費或硬體設施，由民間依契約規定之項目來提供服務，在契約上也詳細明

定雙方權利義務關係及監督考核機制。  

或許學校網際網路的建設與管理，可以參考國外各企業、政府機關資訊業務委外營運之經

驗，先以學校宿舍無線網路委外為起點，來獲得學校網路設備持續更新及改善，其成效如何是引

發本研究之動機。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探討華梵大學宿舍無線網路使用現況做為切入點，以不計名問卷獲得宿舍住宿人員

對於以下幾點調查： 

1. 對於目前網路使用習慣與認知進行調查。 

2. 學校無線網路連線方式與使用狀況調查。 

3. 對於無線網路委外經營與付費意願調查。 

另外，本研究將以資料探勘技術之決策樹演算法來進行問卷調查結果分析，獲得的無線網路

委外經營規則，後續可提供學校進行無線網路提升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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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僅對於華梵大學住宿生使用宿舍無線網路作探討。於文獻探討時，針對華梵大學現有

網路設備設置與管理、無線網路涵蓋進行說明，並設計問卷進行研究；在基本資料問項上選取學

生的性別、網路使用經驗等因素進行探討。 

2. 文獻探討 

2.1 華梵大學無線網路 

華梵大學自民國 89 年度起開始建置於校內各區無線網路，其日期時間與工程建置事項彙整

如下表 1 所示[9]。 

表 1 華梵大學無線網路建置表 

日期時間 工程建置事項 

民國 89 年度 華梵大學逐步開始建置校園無線網路 

民國 92 年 8 月 完成全校無線網路第 1 期工程 

民國 93 年 2 月 
完成第 2 期工程，涵蓋各教區大樓及部份室外區域，並建置認證登

錄系統，對使用者進行身份進行驗證稽核工作。 

民國 95 年 完成第 3 期及第 4 期工程，將教學大樓更換 802.11g 設備。 

民國 98 年 完成第 5 期圖資大樓無線網路工程。 

民國 100 年 
完成第 6 期無線網路工程，改採新一代 Thin AP 架構，先行建置於

世學館及而時館。 

民國 101 學年度 

推展 Thin AP 架構以雙頻道(2.4G/5G)之設備至其他教學大樓，包含

薈萃、之安、霓虹、世用及圖資大樓。除了室內區域，加強運動場、

高爾夫球場、停雲小築及六度樓下方運動場之室內外區域。 

民國 103 學年度 

以 802.11ac/bgn MIMO3x3 規格設備，加強行政單位及學生宿舍無

線網路，建置區域包含五明樓、於藝館、民先館、明鏡樓、明月樓、

統理館及圖資大樓、阿育王廣場、華梵堂廣場、薈萃館及覺照樓前

等室外區域。 

目前校內無線網路，為新一代 Thin AP 架構，主要以 Aruba Networks 設備建置，目前提供之

SSID 如下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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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華梵大學無線網路範圍 

1. HFU：為 2.4G/5G，自動導引使用者至 5G 以提升品質，建立連線後會經由學術網路連

線至 Internet。 

2. HFU_2.4G：強制使用 2.4G 頻道，以消除系統導引使用者到 5G 後信號不佳的狀況。 

3. HFU_Hinet：為 2.4G/5G 自動導引，當使用者建立連線後會經中華電信光世代連線至

Internet。 

華梵大學宿舍網路配置情況與宿舍無線網路架構列點如下： 

 宿舍網路配置情況： 

1. 目前宿舍共有 4 棟 11 個樓層，約 1000 個床位。 

2. 以樓層分配一組 Class C，使用 Private IP，每間分配六個 IP 位置。 

3. 每個節點以 Layer2 Switch 進行限流。 

4. 上傳/下載頻寬為 2 Mbps/3 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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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宿舍網路對校內採靜態路由，對外必須進行 NAT 轉址，才能連線。 

 宿舍無線網路架構 

1. AP 佈建於各大樓之樓層，以 POE 方式供電及網路接取，連入各大樓第二層交換

器後，以 Virtual LAN 連接核心交換器。在此收容後，再連接 SMC 安全閘道器進

行認證及管制工作。 

2. 由於使用 SMC 安全閘道器，全校漫遊不斷線。 

3. 認證方式採用個人電子郵件帳號登入，以 Radius 方式處理。 

4. 訪客也可不經認證，以 Guest 上線(但僅提供校內流覽服務)。 

2.2 資訊委外 

與委外服務的有關名詞不少，中文有外包、外包服務及委外服務等，而英文則有

Outsourcing、Management by Going Outside、Support Service、Contract Out、Privatizing，雖然中

外用詞不同，但主要意義是一致的[4]。 

國外學者 Willcocksm, Lacity 以及 Kern 認為資訊科技委外乃是「企業經由契約或售出之方

法，將公司資訊科技的資產、員工或者是活動，其全部或部分交由組織外部的委外供應商，由供

應商在特定的時間及費用下，提供資訊科技之管理和服務的決策」[18]，而 Laabs 則指委外為「以

契約之方式將企業經營非必要核心的功能交由組織外的服務提供業者負責，以保持企業正常營

運」[16]，另外 Lacity 及 Hirschheim 則認為「委外服務存在最主要的價值乃在於企業將非核心業

務委外，並將核心資源專注於企業核心競爭力之上」[19]。簡言之，企業可以透過委外方式降低

相關管理及營運支出，從而精簡總成本。 

資訊系統委外對於企業管理而言，為越來越重要的觀念及做法，早在 1960 年代就有企業將

資料處理或硬體維護委託給外部資訊系統供 應商管理。時至 1989 年，柯達公司(Eastman Kodak)

成功將其策略性之資訊作業委外作業管理[17]，許多大型企業才逐漸接受這種資料處理或硬體維

護委託給外部資訊系統供應商管理的模式[3]，在現今講求「專業分工」以提昇企業優勢為前提

之下，企業為維持大者恆大的經營優勢，為爭取完成時效、加速引進新技術及降低成本等因素，

委外服務遂成為提升企業競爭力之策略之ㄧ。Grover 和 Teng 在探討資訊業務委外對組織的影響

[24]，也歸納可分為以下七個方面： 

1. 使組織更專注核心業務：將資訊系統的經營和資訊設備的管理委由專業服務者處理，使組織

專心致力更高層次的組織目標及核心業務。 

2. 提升組織競爭能力：資訊業務委外可以使得管理者將經營組織的注意力集中於如何利用資訊

科技來提升競爭力，減少耗費時間於系統維護或操作等例行活動上。 

3. 增強資訊科技能力：資訊業務委外，可將組織資訊科技架構由一個或多個資訊專業委外廠商

管理，可提升組織應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4. 強化資訊人員訓練：利用專業之委外廠商來進行員工訓練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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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高經濟效益：透過委外廠商的經濟規模及專業分工，使組織可使用合理的價格獲得高品質

的資訊服務。 

6. 減輕運作成本：資訊業務委外可使成本及控制管理責任轉由委外廠商負擔，委外企業原先之

資本支出轉變為費用支出，減輕資訊科技營運成本。 

7. 取得先進資訊科技：一般而言，資訊委外可以幫助組織取得較先進之資訊技術，進而提升組

織競爭力。 

Claver, Gonzalez, Gasco 以及 Llopis 在 2002 年分析企業委外原因時，認為資訊委外可達成節

省人力成本等 8 大服務之效能提升[12]，詳如表 2 所示。 

表 2 資訊委外效能提升表 

服務項目 提升效能 

節省人力成本 68.6 % 

增加資訊部門的彈性 62.8 % 

專心於資訊核心的能力 40.0 % 

排除每天令人煩惱的問題 37.1 % 

節省技術成本 34.3 % 

增進資訊作業品質 28.6 % 

提供除了自行開發資訊作業的另一種選擇 17.1 % 

增加新技術的使用並降低技術過時的風險 11.4 % 

在國內政府機關部份，行政院於 2002 年 11 月 1 日頒布「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資訊業務委外服

務作業參考原則」[1]，作為各機關擴大辦理資訊委外作業之依據。另外行政院研考會根據 93 年

1 月 9 日電子化政府 CIO 小組委員會議記錄結論「訂定資訊業務委外經費計價參考標準及建立委

外知識管理(KM)機制等意見」，提出了「政府機關資訊業務委外推廣案」並據以推動，以落實並

健全政府資訊業務委外制度[2]。藉由專業資訊廠商的委外服務，提昇政府執行效能、減低人事

成本與包袱，增加國內資訊市場需求，帶動資訊業務的成長。 

2.3 資料探勘 

資料探勘(Data Mining)是目前非常熱門及廣泛運用在各企業界的一項技術，Carven和 Shavlik

認為：「資料探勘是將先前不知道，有效的資訊從大型資料庫抽出的過程，並且將抽出的資訊提

供給主管做決定的決策」[21]。Brachman 則認為：「知識探索中所有的活動及過程，是為了從資

料中找到有用的樣型，藉由運用資料探勘的演算法，及對於知識的事後處理或再處理，找到解決

問題的關鍵原因」[22]。 

1997 年 Data Miners 公司的兩位創辦人 Berry 和 Linoff 定義資料探勘，主要利用半自動化或

自動化的方法，從大量的資料中分析發掘出有意義的規則以及型樣[20]；2000 年 Hand 等學者也

提出類似的看法，他們認為資料探勘是在龐大資料庫中尋找有價值、有趣資訊的一種過程[11]。

資料庫中知識發掘程式步驟組成，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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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資料庫中知識發掘程式 

資料探勘是從資料庫中挖掘潛在的、有意義的資訊，轉換成適用的知識[15]。而依據所挖掘

的知識需求不同，資料探勘的功能可以分為六項 [7]，分別為分類 (Classification)、推估

(Estimation)、預測(Prediction)、分群(Clustering)、關聯分組(Affinity Grouping)、以及描述及視覺

化(Visualization)。 

1. 分類：利用輸入變數來預測類別變數(Discrete Variables)的過程，檢視、分析新物件的所

有特性，然後將其指派到一個現有預先定義好的類別集群中，除提供預測的分類結果

外，也得到發生這個分類結果的可能機率。 

2. 推估：預測連續變數(Continuous Variables)的過程，透過已知的屬性來推估未知的連續數

值的走向與趨勢，一般而言，分類與推估會一起運用。 

3. 預測：預測與分類和推估是相當接近的，只不過預測是去推估「未來」的數值以及趨勢，

找出事物先後發生的順序，分析序列狀態轉變，並從相關序列中預測未來的狀態。 

4. 分群：透過演算法利用事物間的相近性，將性質相似的的資料組織分群。與分類不同，

分群並沒有明確的分析標的與意義，必須透過具有產業知識(Domain Know-How)的專家

或是使用其他統計工具，才能進一步找出群集中有哪些共同的特性。 

5. 關聯分組：又稱為關聯法則(Association Rule)或購物籃分析(Basket Analysis)，找出哪些

事件總是同時出現。最有名的案例，就是美國連鎖超市業者 Wal-Mart 發現，在星期四

的晚上，大多數購買尿布的消費者，也會購買啤酒。更突顯出利用資料探勘，可讓公司

掌握銷售的機會，或規劃店內的商品擺設。 

6. 描述及視覺化：資料探勘透過演算法找出潛在的規則，透過資料視覺化的呈現以及對於

資料敏銳的觀察力，同樣也能發掘出潛在有用的規則，一個正確的描述，就可以啟發更

多對該狀態的解釋。 

2.4 決策樹分析演算法 

在資料探勘的分類方法中，決策樹(Decision Tree, DT)可以說是最具代表性且最廣為使用

[5]。決策樹是一種歸納學習法，可透過訓練資料(Training Data)來研究資料分類的規則及共通特

徵，在依據這些規則或特徵來建立分類模式，透過此建立的分類模式對其他新資料或未經分類的

資料作預測。而決策樹就是利用樹狀結構圖的方式來表達決策的流程，因而稱之為決策樹[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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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傳統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或區別分析(Discriminate Analysis)，決策樹演算法的限

制是比較寬鬆的，且具有解釋能力(Interpretability)與高度預測準確度(Accuracy)，使得決策樹分

析在近來廣為各個領域使用[10]。 

決策樹[13]是對分類問題進行分析的一種方法，在統計分析、機械學習與其他解決分類的領

域中，已經被廣泛的運用。它是以樹狀圖為架構的方法，與資料結構中的樹同樣包含著節點、樹

葉等結構。它具有展開的特性，可以更容易的讓人瞭解其規則。決策樹在訓練的資料中，是由上

到下產生一個特定的方向，利用某個特性來作為節點判別的方向，如圖 3 決策樹樹狀圖所示。

當所有樣本皆屬於相同的類別時就能獲得辨識，此時也就完成決策樹的分類。當輸入新的資料

時，資料會由決策樹根部節點(Root Node)為起始點來進行測試，選擇符合其屬性的分支，往下移

動至另一個節點，依照此種遞迴方式不斷進行，直至到達葉節點(Leaf Node)，此樹葉就屬於一個

類別。從根部節點至每個葉節點都有屬於自己的路徑，此路徑即是用來分類資料的規則，決策樹

吸引人之處，在於決策樹具有明確的規則，而且規則可以用文字表達，讓人容易理解及提供決策。 

 

圖 3 決策樹樹狀圖 

如圖 3 所示，在決策樹演算的樹狀圖中，每個內部節點(Non-leaf Nodes)代表對某屬性的測試

(Test)，其下的每個分支(Branch)表示此屬性測試的結果，最後每個樹葉節點(Leaf Node)對應的是

類別(Class)或是類別的分配(Distribution)。決策樹是一個類似樹狀結構的流程圖，傳統上的決策

樹的根部節點在頂端，葉部節點在下方。當在建立決策樹時，一筆資料從根部節點進入後，應用

一項測驗選擇進入到下一層哪一個子節點(Non-leaf Node)，雖然測驗有不同的演算法可選擇，但

減少測試後子節點內的凌亂度(Disorder)，是測試屬性的共同目標。這個過程不斷重複，直到資

料到達葉部節點，此路徑就是所謂分類的規則[8]。 

決策樹演算法至今已被廣泛利用於各領域，最大的功用是能從龐大的資料量中，快速歸納找

出有用的資訊，來提供給決策者參考，另決策樹具有規則，而規則又可以用文字敘述，讓人容易

理解的優點，是此演算法最吸引人之處。目前被學術界廣泛應用的決策樹演算法計有 ID3、C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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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CHAID 等數種。每一種演算法的分割規則、修剪樹規則都不同，因此在選擇決策樹演算

法作為研究工具時，需妥切考量研究的問題屬性，方能得到最好的決策結果[6]。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流程 

本論文研究流程共分八步驟：首先確定研究主題後，針對文獻作探討，進而制定研究架構，

經由專家訪談後建立適合本論文問卷，至學校宿舍實施問卷調查與回收，最後使用決策樹分析演

算法，對於結果分析與探討並提出結論。相關流程如圖 4 所示。 

 
圖 4 研究流程圖 

3.2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華梵大學住宿生，隨機抽取 100 人為研究對象，實施問卷發送填寫，探討當下學生

對學校宿舍無線網路使用狀況及無線網路委外經營之看法。因此研究的對象只針對學校住宿學生

(含研究生)，不包括通勤學生的看法。 

華梵大學學生宿舍共有 4 棟 11 個樓層，約 1000 個床位。本論文研究採用問卷方式實施，針

對住宿生 100 位學生實施問卷發送填寫，問卷測試時間為 104 年 4 月中旬，問卷回收 100 份，回

收率 100％，經篩選有效問卷計 100 份。 

3.3 問卷設計 

本研究取樣以華梵大學住宿生為主，於擬定問卷項目前，依據當下華梵大學無線網路建置、

管理狀況及學生普遍之網路使用經驗，經由專家訪談後，產生 28 個問項，作為本研究之問卷題

材。問卷調查選項內，「無線網路連線的穩定性」，係指網路連線穩定，無 LAG 或斷線情況。 

3.4 問卷衡量尺度 

本問卷以常見之李克特量表做為為衡量尺度，李克特量表[23]是一種心理反應量表，常在問

卷中使用，而且是目前調查研究中使用最廣泛的量表，它的尺度訂定從3尺度、5尺度、7尺度，

甚至10尺度不等。 

一般來說，可依照使用者的需求去決定採用何種尺度。就目前相關文獻來看，國內以5尺度

居多，而國外大多是以7尺度為主；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五點量表是最可靠的，若選項超過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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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難有足夠的辨別力。且國內民眾回答時均較保守，不適合用較多的尺度去做為問卷的衡

量，因此，本論文選擇李克特5點量表做為衡量。依滿意程度之不同，給予1~5分類，表示方式如

下：使用選項「□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沒意見□同意□非常同意」作為勾選項目，如表5所示。 

表5 李克特5點量表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1 2 3 4 5 

3.5 研究工具 

本研究係透過問卷調查，採用李克特量表來作為衡量尺度，經整理分類為有效問卷後，運用

決策樹演算法分類技術來獲取規則，華梵大學未來宿舍無線網路委外經營的參考依據。決策樹演

算法參數設定：本研究方法使用預設參數值，最小案例(Minimum Case)設定為 2，修剪樹狀百分

比(Pruning Confidence Level)設定為 57％，以 Rulesets 選項列出決策樹的規則，其分類結果以樹

狀結構呈現，決策樹軟體參數相關設定如圖 5 所示。 

 

圖 5 決策樹軟體參數設定 

4. 問卷結果與分析 

本部分主要針對問卷回收進行資料前置處理以篩選可用之問卷，經轉換為決策樹軟體可讀之

檔案，產出相關規則，經由決策樹演算法之分類結果予以說明及討論。本研究資料來源是以華梵

大學住校學生作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訪談所蒐集而得，進行問卷調查蒐集資料，運用決策樹

演算法分類技術來獲取規則，以提供華梵大學未來宿舍無線網路委外經營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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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問卷整理  

本研究使用市面上成熟且開放之決策樹軟體，運用決策樹演算法，並經調整相關參數執行分

類演算。資料來源是以華梵大學住校學生作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訪談所蒐集而得。共發放

100 份問卷，回收 100 份，檢查 100 份問卷均為可用，演算時使用全部 28 個問項執行分類，將

經由問卷調查所得到的 100 筆資料利用決策樹軟體執行測試。 

本次問卷調查結果，先針對 28 個問項進行分析，依李克特量表進行配分，勾選「非常不同

意」者得 1 分、勾選「不同意」者得 2 分、勾選「沒意見」者得 3 分、勾選「同意」者得 4 分、

勾選「非常同意」者得 5 分，並進行加總，各分項總分落於 100~300 間，顯示為負面看法、各分

項總分落於 300~500 間，顯示為正面看法，以獲得本次問卷受訪者的偏相看法，各分項得分如表

6 所示。C1~C5(學生年級、性別、網路使用經驗、有線無線網路使用偏好、每日網路使用時數)，

未列在此表中。 

表 6 問卷調查分項得分表 

項

次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得

分 
442 442 449 358 366 403 378 393 269 283 328 426 375 369 375 457 

 

項

次 
B1 B2 B3 B4 B5 B6 B7          

得

分 
311 305 343 271 310 303 302          

本次問卷調查結果，對於 A 類別「個人對學校無線網路認知及使用情況」，A9(學校無線網

路連線的穩定性)及 A10(目前學校無線網路傳輸速率)選項得分低於 300 分，顯示住宿學生認為學

校無線網路連線的穩定性及傳輸速率持負面看法；對於 B 類別「學校宿舍無線網路委外經營看

法」， B4(宿舍無線網路可優先委外經營，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同意負擔部份費用)選項得分低

於 300 分，顯示住宿學生對於網路使用付費意願不高。另針對 B7(同意宿舍無線網路委外經營)

選項得分雖大於 300 分，惟接近中間值(同意 23/沒意見 55/不同意 22)，顯示住宿生同意與不同意

「宿舍無線網路委外經營」比例相接近；另就同意「宿舍無線網路委外經營」之住宿生進行付費

意願分析，47.8%同意付費(11/23)、沒意見 39.1%(9/23)、不同意計 13.1%(3/23)，顯見大多數住宿

同學如果贊同宿舍無線網路委外經營，就願意負擔部份網路費用。 

4.2 決策樹結果分析 

本研究將資料分成五個輸出結果(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沒意見、4：同意、5：非

常同意)，其得到的 10 項規則如下表 7 所示： 

表 7 決策樹結果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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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規則、分類依據與輸出屬性 

Rule 1 
當「無線網路委外經營，比學校管理、建置，更貼近我的需求」為非常不同意時， 

則「宿舍無線網路委外經營」為非常不同意。 

Rule 2 
當「於學校架設個人無線網路設備」為非常不同意時， 

則「宿舍無線網路委外經營」為非常不同意。 

Rule 3 

當「於學校架設個人無線網路設備」為同意， 

但「無線網路委外經營，比學校管理、建置，更貼近我的需求」為不同意， 

則「宿舍無線網路委外經營」為不同意。 

Rule 4 

當「於學校架設個人無線網路設備」為不同意， 

且「無線網路委外經營，比學校管理、建置，更貼近我的需求」為不同意， 

則「宿舍無線網路委外經營」為不同意。 

Rule 5 
當「無線網路委外經營，比學校管理、建置，更貼近我的需求」為沒意見， 

則「宿舍無線網路委外經營」為沒意見。 

Rule 6 
當「宿舍網路經理服務模式」為沒意見， 

則「宿舍無線網路委外經營」為沒意見。 

Rule 7 

當「學校無線網路連線的穩定性」為不滿意， 

且「宿舍網路經理服務模式」為滿意， 

且「無線網路委外經營，比學校管理、建置，更貼近我的需求」為同意， 

則「宿舍無線網路委外經營」為同意。 

Rule 8 

當「學校無線網路連線的穩定性」為滿意， 

且「無線網路委外經營，比學校管理、建置，更貼近我的需求」為同意， 

則「宿舍無線網路委外經營」為同意。 

Rule 9 

當「學校無線網路連線的穩定性」為非常滿意， 

且「無線網路委外經營，比學校管理、建置，更貼近我的需求」為同意， 

則「宿舍無線網路委外經營」為非常同意。 

Rule 10 
當「無線網路委外經營，比學校管理、建置，更貼近我的需求」為非常同意， 

則「宿舍無線網路委外經營」為非常同意。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次對華梵大學住宿學生的問卷分析，可以得知住宿學生並不滿意學校無線網路連線的穩定

性及傳輸速率，另「宿舍無線網路委外經營」同意與不同意比例約 51%：49%；學生對於「學校

架設個人無線網路設備」、「學校無線網路連線的穩定性」、「宿舍網路經理服務模式」及「無線網

路委外經營，比學校管理、建置，更貼近我的需求」等問題較為關心，而決定學生是否贊同「宿

舍無線網路委外經營」，最重要還是取決於「無線網路委外經營，比學校管理、建置，更貼近我

的需求」，依問卷調查，需求之定意為無線網路連線的穩定性及傳輸速率。 

5.2 建議與後續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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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與後續研究方向列四點如下： 

1. 建議未來華梵大學如果將試行學生宿舍無線網路委外經營時，在與承商訂定服務規範

及內容時，應考量學生的需求，或可能獲得大部份學生的認同。 

2. 本研究僅針對華梵大學學生宿舍無線網路使用進行探討，未來可將研究範圍擴及校園

全區，針對各區域無線網路使用單位，設計更全方位問卷使研究加完整。 

3. 鑑於本研究僅針對華梵大學學生宿舍無線網路使用進行探討，後進如有需要進行其它

院校相關研究時，仍需考量校際間之差異性及制度不同予以探討，建議可調查他校導

入案例藉以提供客觀參考資訊。 

4. 本研究採決策樹分析方法難免有其研究限制，無法將所有變數納入研究範圍，後續研

究者可增加研究的構面進而擴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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