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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提出商業智慧與資料探勘結合校園社團管理系統之應用。首先，經

由訪談瞭解社團運作流程之後，將社團經營、經費管理、活動籌畫等流程導入 e

化作業，以改善整體運作效率。並運用商業智慧架構中之相關技術，例如以資料

移轉(ETL)將目前分散的社團資料及外部資料加以整合；透過多維度建模技術

(MOLAP)建構資料集(Data Cube)；再由儀表板及報表呈現交叉分析結果，使老師

及家長得以從各個面向掌握學生社團參與、學業成績及出缺席狀況。並結合決策

樹分類法將學生分為特定群組分析學生參與社團對學業成績的影響，提供相關單

位建立學生輔導機制。 

 

關鍵字：社團管理、商業智慧、資料移轉、多維度建模、資料探勘 

 

 

Abstract 

This study tries to propose an intelligent campus club management system by using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Data Mining techniques. First, we implement a web-based system 

to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human tasks, such as club operation, funds management and 

activity planning. Afterwards, we tries to adopt Business Intelligence approaches: use 

ETL (Extract, Transformation and Loading) to integrate the heterogeneous data sources 

among club and some external systems; take use of Multi-dimensional OLAP to construct 

the data cubes; demonstrate the cross-over analysis via dashboard and reports. Teachers 

and parents can therefore understand the students’ situations of club activities, 

studies performance and attendance. Furthermore, decision tree technique i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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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 研究動機 

近年來大學的錄取率節節高昇，而眾多學子參與的社團活動也是另一種學習

的途徑，透過社團活動學子可以學習到課堂上所學習不到的事，像是領導、組織、

規劃、溝通協調等能力。但在學生參與社團活動的過程中，常會因為參與社團的

類型或是活動時間的長短間接影響到學生的課業、心理或是其它的影響，過去研

究一般是利用現有的社團資料進行分析及研究並未結合其它異質性資料進行分

析。  

本研究所建置社團 e化管理系統將原本舊有流程改為線上作業，再結合校務行政

系統透過 ELT除了收集學生社團活動之資料，使得學校能夠透過本系統更能掌握

校內各社團的活動與經費使用狀況，並加入行政系統中學生在學校課業、心輔狀

況、畢業就業情況之資訊。先利用資料探勘從中發掘出社團活動對於學生身心影

響及未來職場就業的因素。再透過商業智慧報表(Analyzer)展現目前校內各社團

的運作狀況並搭配各類 KPI 指標建立校內社團控管預警流程。 

二. 研究目的 

透過社團系統建置，配合學校輔導校內社團進行使用，除了能收集準確度較

佳資料，並結合校務行政系統，將學生輔導、獎懲、學業相關資料進行資料倉儲

的建置，利用商業智慧與資料探勘之技術，從學生或學校的角度切入，分析社團

活動對於學生身心及職場就業狀況之影響。分析結果透過 Analyzer 專業報表軟

體呈現，透過圖形化與數字報表的呈現，能使學校其它單位的主管，直接掌握現

有學生和社團運作狀況。並能針對某一影響因素訂定 KPI 指標，藉此衡量與評定

學生與社團目前發展情形，也能針對學生未來就業狀況或社團運作現況進行評估。

制訂相關社團管理辦法與學生就業輔導機制，藉此給予社團在發展時或學生在未

來進入職場時能擁有較多的資源及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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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名詞釋義 

(一)商業智慧： 

指能透過資料的淬取、整合及分析，支援決策過程的技術和商業處理流程。

其目的是為了能使使用者能在決策的時候，盡可能地得到更好的協助。為了將資

料轉化為知識，需要利用資料倉儲、線上分析處理（OLAP）工具和資料探勘等技

術。因此，從技術層面上講，商業智慧不是什麼新技術，它只是 ETL、資料倉儲、

OLAP、資料探勘、資料展現等技術的綜合運用。概念如圖一. 

 

圖一.商業智慧概念[顧武雄(2009)] 

(二)資料探勘： 

一般是指從大量的資料中自動搜尋隱藏於其中的有著特殊關聯性的資訊的過程。

與常見的線上分析不同的地方在於，線上分析著重在運用制式化及關連性較低的

資料。 

(三)資料倉儲： 

由資料倉儲之父 W.H.Inmon 於 1990 年提出，主要功能乃是將組織透過資訊

系統之線上交易處理(OLTP)經年累月所累積的大量資料，藉由建立一個集中的資

訊倉庫，作一有系統的分析整理，並配合有效的資料分析工具與快速的決策支援

軟體之開發以利各種分析方法如線上分析處理、资料探勘之進行，並進而支援如

決策支援系統(DSS)、主管資訊系統(EIS)之建立，幫助決策者能快速有效的大量

資料中，分析出有價值的資訊，以利決策擬定及快速回應外在環境變動。 

(四)線上分析處理（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 

是一套以多維度方式分析資料，而能彈性地提供積存(Roll-up)、下鑽

(Drill-down)、和樞紐分析(pivot)等操作，呈現整合性決策資訊的方法，多用

於決策支持系統、商務智能或數據倉庫。其主要的功能，在於方便大規模數據分

析及統計計算，對決策提供參考和支持。(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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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 文獻探討 

一. 社團發展相關理論 

一般而言社團是「二人以上為一定目的而集合的團體」（教育部國語辭典），

而 W.Monroe 主編的教育辭典中，則近一步將「社團活動」定義為：「學校或學生

組織、計畫、發起的活動，學校並不授予學分。目的在於教育、娛樂或提供學生

發展興趣與能力的機會，此種計畫活動並接受學校某種程度的指導。」[W.Monroe 

教育辭典]，由此可見，學校中的社團不只是提供學生單純進行娛樂的活動，還

能在進行活動的過程中藉由與同儕間的互動，達到彼此學習、成長。且在學習的

成長的過程裡，藉由結合學校教予的知識與個人的特質，培養出日後在職場上就

業的優勢。 

從國外學者對就業力的定義來看，根據澳洲的 「就業力技能架構 」(註 3)，

核心就業力技能可歸類成以下八個範疇：溝通技能、團隊合作技能、問題解決技

能、原創與進取技能、規劃與組織技能、自我管理技能、學習技能、科技技能(註

4)。甚至英國的研究報告也同樣認為核心就業力包括三個部分：1 有利於就業的

態度與個人特質、2自我行銷與職涯管理能力、3具有學習的積極意願，並能反

思所學(註 5)。由上述可知，除了學校所授予的一般專業知識外，相關的團隊合

作、溝通、問題解決、規劃與組織技能。都是要透過社團活動來獲得並且學習的。 

二. 商業智慧發展相關理論 

商業智慧的概念經由 Howard Dresner(1989 年)所提出，當時將商業智慧定

義為一類由資料倉儲）、查詢報表、資料分析、資料探勘、資料備份和復原等部

分組成的並以幫助企業決策為目的技術及其應用。由上述可知其商業智慧只是個

代名詞，實指針對企業或是其它有相關需求分析，經過整理所建立之資料倉儲並

利用 CUBE 來進行資料分析的一種行為。 

現今相關商業智慧研究文獻當中，均多針如何將企業中現有的資料轉化為知

識，幫助企業做出明智的業務經營決策。並無實際針對社團活動之資料進行學生

相關行為及未來職涯發展之研究與探討。因此本篇透過社團系統之建置收集相關

學生資料，並利用商業智慧應用技術，結合相關分析軟體(Analyzer)，進行學生

社團活動資料分析。藉此分析結果進行相關應用及探討。 

三. 資料探勘理論 

資料探勘的定義非常的廣泛，Frawley 等人認為資料探勘其實是從資料庫中

挖掘出潛在、明確、且非常有用資訊的一種過程。Grupe&Owrang 則認為資料探

勘是指從現有資料庫的資料中挖掘出目前仍未知的新資訊(註 6)。總合上述所言

我們可知，資料探其實是從一個大型資料庫(資料倉儲)當中去萃取出一些有用的

知識。與常見的線上分析不同的地方在於，線上分析著重在運用制式化及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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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的資料，但透過資料探勘，便能再進一步的將其中隱含的規律挖掘出來。 

參. 研究方法 

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是針對學校社團事務資料進行資料處裡，藉由本研究開發的社團管理

系統來做資料建檔，如：活動申請、器材租借、場地租借等社團相關資料收集，

再將收集之後的資料透過ETL技術將分散的資料整合，運用商業智慧架構來輔助

建立校內社團與學生專屬的資料倉儲，詳細的分析先透過資料表應用雪花狀架構

來連接，更進一步透過OLAP多維度分析設計出各項有分析價值的維度與量值來產

生Tuple進而生成報表，經由開會商討出合適的KPI作為儀表板指標，分析社團目

前運作現況和學生五育發展依據。搭配資料探勘技術如：決策樹分類法、時間序

列預測等分析將其分析結果加入原本建立完成的資料倉儲當中。 

 建立完所需的維度、量值、KPI指標後，再透過Microsoft Strategy Companion 

Analyzer 使用者端的動態決策分析工具産生各式的分析圖表與統計結果，如學

生參與社團與畢業後就業的競爭力相關度的分析、社團活動和學業成績。 

二. 系統需求分析 

(一).目前學務處下各處室無法即時使用系統查詢學生資料 

(二).舊有系統主要以紙本及excel檔為主，操作查詢不易 

(三).無法有效率的快速掌握學生與社團事務狀況 

(四).現有的社團作業流程架構無法呈現更多的資料分析狀況並且相當耗時費力 

 在遭遇到突發狀況時，無法即時處理。 

本研究將透過以下社團系統與 OLAP 資料分析結合資料探勘，來解決以上的問

題。 

三. 系統架構圖 

 

 

 

 

圖二.系統架構圖(本研究製作) 



第十七屆資訊管理暨實務研討會 

 

四. 系統功能 

透過本研究小組開發社團管理系統將原本以人工方式新增、修改和刪除紀錄

資料的動作改以電子化加快資料的紀錄效率並且系統有防呆的設計減少資料紀

錄的錯誤，使收集到的資料更加確實。 

圖三.社團系統功能圖(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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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器材系統功能圖(本研究製作) 

 

五. 系統流程 

社團管理系統架構與相關畫面 

圖五.管理員 UML活動圖(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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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社長 UML活動圖(本研究製作) 

 

 

 

 

 

 

 

 

 

 

圖七.一般社員 UML 活動圖(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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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租借系統架構與相關畫面 

圖八.使用者 UML活動圖 

 
圖九.管理員 UML活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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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系統畫面 

圖十.社團管理圖 

 

 

圖十一.活動申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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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場地租借圖 

圖十三.器材管理圖 

肆.研究結果及討論 

一.結果及改善 

  經由本系統的建置，透過問卷訪談校內相關單位。有以下幾點的改善與成長： 

1. 舊有社團作業流程在透過本系統線上電子化後，減少了每人平均工作

量。 

2. 在導入商業智慧及資料探勘後其改善的結果有以下幾點： 

(一).結合了校務行政系統的資料後，透過資料探勘的決策樹分類法，可

將學生進行分類藉此預測某群學生會發生的問題。建立校內預警學生輔

導機制 

(二).在社團管理，透過資料探勘的時間序列法，將社團歷年來的經費花

費進行分析，可提早預測本年度所有社團可能需要的經費。使學校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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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擬定政策提撥經費，減少社團常會因為苦無經費而導致無活動可辦的

困境。 

(三).商業智慧整合完成的報表，除了讓社內管理單位能快速的瀏覽社團

發展與學生的狀況，還能擬定 KPI指標。在部分狀況出現異常時，提早

進行輔導或是防範。 

3.增加管理人員開會效率，以往在進行社團相關會議時，常因要整理資料耗

費許多時間，在審查預算或是進行廢社評估時，無法以現有資料進行準確的

決策。透過社團管理系統及商業智慧的結合。管理人員在開會時，能夠準確

的將所需的資料表報直接呈現，方便管理人員快速的下決策，減少資料整理

上的困難與人工處理報表的多餘浪費。 

二. 預期研究成果展現 

圖十四.商業智慧報表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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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資料探勘結果分析圖 

伍.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建置社團管理系統網站來管理校園社團，再利用本系統所收集的

資資料建置之商業智慧系統，來協助學校分析學生個人資訊，然後建立關鍵績效

指標(KPI)來查看學生參與社團活動的過程中是否會對其人格特質以及未來就業

方向產生相互的影響，以供學校參考未來對於社團管理的方針，以及校園活動的

規劃。 

 而相較於傳統的校園社團管理以大量的書面資料為主，本系統節省眾多的

紙本資料以及繁雜的作業流程，減少了行政人員在管理校園社團上所耗費的時間，

學生也可以利用本系統來申請相關的社團活動，提昇活動申請流程效率。而學校

可利用本系統商業智慧分析產生的資訊，更加確切的掌握學生群育發展的狀況並

在適當的時機提供對各社團的支援及對於學生未來就業履歷的人格特質方面做

用以建構與錄屬於個人的學習履歷，並藉此對未來即早做規劃，作為求職或申請

學校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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