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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了瞭解社會人士對學校的認識程度，本研究以台灣中部某科技大學進行調查。藉由該校學生比例進行分層抽樣，

分別為中部地區71%、北部地區13%、南部地區14%、東部地區1%及外島1%。本次與過往調查不同，將外島地區居民
納為調查對象之一，以利瞭解各個地區的民眾對於該校的認識程度。因此，本研究需要重新檢視過往的問卷內容且修
正其內容方向。

本次調查將過往李克特5點量表改以10分計算，研究結果發現，某校媒體曝光率分數較其它問項下降許多，因本次
與過往調查方式不同，僅能透過平均數之中間值進行判斷，並建議學校針對媒體曝光率的部分進而檢視及改善，可以
作為未來比較及改善的參考依據，以利於未來學校在社會上的名聲。

研究目的
本研究為了探討學校在社會上的知名度狀況，以台灣某中部科技大學

為例。本次與過去調查方式不同，藉由該校在校生比例進行分層抽樣，
分別為中部地區71%、北部地區13%、南部地區14%、東部地區1%及外
島1%。

本次為了檢視學校在社會上的知名度狀況，將過往的問卷內容重新擬
定方向，改以受訪者可能聽過該校哪些系所、對學校的評價、受訪者工
作年資及薪資收入等，並能有助於學校提升社會聲望，以及有效作為未
來改善及檢討的參考依據。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電訪調查方式，且以設籍於台灣地區年滿15歲以上之中華

民國國民為研究對象。計畫訪查的範圍分為五個地區，包含北部地區
(基隆市、新北市、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市、苗栗縣)、中部地區
(台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 、南部地區(嘉義縣/市、台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東部地區(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及外島(澎湖、
馬祖、金門)等。有效問卷共計1,061份。

本研究檢視過往某校的問卷內容及方向，並針對問項的可行性進行修
正，將過去李克特5點量表改以10分計算。如表1所示，問卷內容從原先
四大部分改為兩大部份，分別為基本資料及認知度調查。在基本資料新
增年資、是否為主管及薪資收入等；而其餘構面進行統整，並新增聽過
科系、哪些管道得知科系、評價、專業能力及介紹就讀意願。本次問卷
共計18題。

結論

本研究針對問題的可行性將問卷進行調整，早期以母體清冊
資料庫進行調查，本次改變調查方式，依據在校生居住地區比例
進行分層抽樣，並將外島居民納入考量，作為調查對象之一。由
表2及表3的研究結果發現，某校媒體曝光率分數較其它問項下降
許多。因本次與過往調查方式不同，建議學校未來可進行比較，
並進一步去做檢視及改善，以利於未來學校在社會上的名聲。

表1  105及107學年度調查構面比對

105學年度 107學年度

1.基本資料5題：

年齡、性別、居住地區、教育程
度與行業

2.知名度6題：

曾聽過(有提示學校名稱) 、曾聽
過(未提示學校名稱)、曾到過、就
讀過、正面評價與媒體曝光度

3.認同度排名3題：

學生表現、校園環境與師資(或設
備)

4.忠誠度排名2題：

畢業生之雇用意願與整體評價

1.基本資料8題：

年次、性別、居住地區、教育程
度、行業、年資、是否為主管及
薪資收入

2.知名度10題：

聽過中部其他學校、媒體曝光度、
正面評價、雇用意願、評價、聽
過學校、聽過科系、哪些管道得
知科系、專業能力及介紹就讀意
願

表2為不同居住地區民眾對於某校認知度的看法。研究結果顯示，居
住於台灣南部地區的民眾對於某校的評價相較其他居住地區民眾低。
在整體調查中，唯獨某校媒體曝光率狀況例外，大多調查狀況皆維持
在4~5分左右。

表2  不同居住地區民眾對於某校的認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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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為不同教育程度民眾對於某校認知度的看法。研究結果顯示，不
同教育程度的民眾對於某校媒體曝光率的看法差異不大，此狀況平均
值皆低於5分，代表某校在媒體曝光率存在著推廣等問題。

表3  不同教育程度民眾對於某校的認知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