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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少子化趨勢，許多大學尤其是科技大學面臨招生的挑戰。網際網路的發達以

及網路社群媒體的盛行，讓傳統的招生模式面臨挑戰。本研究以某醫學大學 A，B 兩

學系為研究對象，應用 Google Analytics 收集個案學系系學網頁訪客的瀏覽行為資訊，

並分析這些訪客的行為特質，作為學系研擬招生行銷策略之參考。A 學系資料收集期

間自 2019/2/25-2019/3/21，以及 2019/3/22-2019/05/16 止。B 學系資料收集期間自

2018/2/26-2018/3/22，以及 2018/3/23-2019/05/16 止。研究結果發現：A 與 B 學系網頁

訪客探訪的網頁內容著重在課程設計、科目學分、師資介紹、相關證照與最新消息。

訪客停留學系網頁時間最久為：學生榮譽、競賽活動。個案學系學生以女性居多，網

頁訪客也以女性居多。訪客年齡大都為 18-24 歲，以年輕族群居多。訪客居住區域以

中壢、桃園與彰化居多。訪客興趣取向以旅遊和教育居多。建議學系未來在系網頁的

設計，可以強化訪客所關心的課程設計、師資以及學生榮譽等的介紹。 

關鍵字：校務研究、網路行銷、招生策略、Google 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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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trend of declining birthrate, the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re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enrollm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prevalence of online social 
media have changed people’s consumption behavior, which also challenges the university’s 
traditional enrollment strategy. This study used two departments of a medical university in 
Taiwan as a research object, and used Google Analytics to collect behavior information of 
these two departments’ webpages. The data collection period was from 2019/2/25-
2019/05/16 and 2018/3/23-2018/5/16. The content of the webpage seen by the visitors to 
these two departments focuses on curriculum design, subject credits, teacher introduction, 
relevant licenses and latest news. The students in these two departments were mostly female, 
and the number of visitors who the websites were also mostly female. Visitors were mainly 
18-24 years old and 25-34 years old. The majority visitors were lived in Zhongli, Changhua, 
Hsinchu and Taoyuan. The visitors were mostly interested in the education and tourism 
websites. We recommend that to make the curriculum more interesting and useful for the 
students. That should be a re-design of the department future webpages. 

Keywords: Institutional Research, Internet Marketing, Enrollment Strategy 

壹、前言 

在網際網路發達的時代，對機構管理者而言，應該要能夠相較於市場中的競爭者

能夠更快速、更有效率地收集有用的市場資訊，並應用這些資訊研擬有效的行銷策略，

即時回應顧客需求或解決顧客問題，才能夠於競爭的市場中獲得競爭優勢。過去有關

透過網際網路收集市場情報的相關研究，在管理領域大都是探討營利組織如何應用網

路的社會媒體（例如臉書、google 網頁、公司網頁）收集顧客或潛在顧客對產品的需

求情報（例如除了營利組織之外，非營利組織例如大學，因為面臨少子化的趨勢，讓

大學也面臨招生市場愈加競爭激烈的挑戰。） 

國外大學由於全球化的趨勢，為了建立學生國際觀與多元的學習環境，已經開始

應用網路媒體主動收集高等教育的市場情報。這些大學除了應用網路媒體招募各國優

秀的專業教師之外，也透過網路媒體，協助學生了解就業市場需求與趨勢，讓學生在

學期間可以及早進行職涯規畫（Wazed & Ng, 2015）。國內以高等教育為研究對象，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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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網路工具分析學生對學校行銷情報需求或學習需求的相關研究，非常缺乏。僅有少

數研究應用網路資訊的分析，了解學校圖書館的社群媒體或網頁經營的效益；亦或是

了解某個高等教育議題的研究趨勢。例如張育銘、陳巧倫與陳芷洛（2015）利用 Google 
Analytics 分析拜訪台灣大學圖書館部落格訪客的點擊率、訪客使用工具（如手機或筆

記型電腦或桌上型電腦）、訪客流量等，藉此了解圖書館部落格的使用效益。葉連祺

（2018）應用 Google Trends 來分析教育管理時尚的研究趨勢，掌握現今教育管理時尚

的理論發展與相關研究趨勢。然而，若要達到網路行銷的目的，應該可以透過網際網

路掌握使用者在網際網路中的瀏覽行為資訊，並從中提出有利的行銷策略。 

應用網際網路可以及時提供市場的情報給機構，對台灣的大學而言，在面臨招生

上的挑戰，若能夠藉助網際網路具有即時性的優勢，即早獲得潛在學生的市場情報，

並即時研擬招生行銷策略，將有助於大學解決招生困難的問題。過去國外有關高等教

育市場學生招募的相關研究，有以加拿大（James-MacEachern & Yun, 2017）、美國

（Baker & Brown, 2007）、澳洲（James, 2000）、沙烏地阿拉伯（Shammot, 2011）等國

家為研究對象，採用的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居多，其次是質性訪談、次級資料分析或

實驗設計（Hemsley-Brown & Oplatk, 2015）等研究方法來了解學生選擇學校的考量因

素。國內研究也大都是採用問卷調查或質性訪談法，收集學生選擇學系的考量（例如

李宗薇、陳弘帳，2016；吳金雄，2014）。若能夠結合科技，應用大數據資料分析，了

解這些潛在學生的行為特質，將有助於學校掌握這些潛在學生的特質與對學校訊息的

偏好，據此可以研擬可行的招生策略。本研究的目的是：1.利用 Google Analytics 收集

某醫學大學某學系網頁訪客的行為資訊。2.分析個案學系網頁訪客的瀏覽行為資訊與

潛在學生來源特質。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所獲得的研究結果，促進個案 A，B 學系儘早

發掘學系潛在的學生來源特質，並提出回應的招生策略，提供給面臨少子化趨勢的大

學，一個收集潛在學生市場情報的參考案例。 

貳、文獻回顧 

一、網路行銷 

科技創新對企業管理者而言，有助於他們應用軟體、硬體或大數據分析來提升組

織分析特定行銷活動效益的能力（Bolos, Idemudia, Mai, Rasinghani, & Smith, 2016）。
科技創新也有助於機構能夠更廣泛的收集顧客資訊，讓機構的管理者獲得較佳的決策

品質（Idemudia & Jones, 2015）。近幾年來，網際行銷也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被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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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應用來收集市場資訊（Corley, Jourdan, & Ingram, 2013），透過網際網路的溝通效

率，提升企業與市場中的供應商、競爭者或顧客彼此之間交流的速度。Welling and 
White（2006）認為網際網路在未來十年對企業行銷而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是因為

網際網路組合了多重的社會媒體和使用者，讓企業透過網際網路可以獲得更多元的使

用者資訊（Okazaki & Rivas, 2002）。網際網路也具有速度、到達（reach）和擁有多重

媒體等優勢，可以提升企業與顧客之間的互動效率（Bodily & Venkataraman, 2004）。 

有關網路行銷（internet marketing）的相關研究，學者們有探討網路行銷應用在旅

遊業、飯店業或中小企業的電子商務行銷（例如 Parker, Sears, & Smith, 2012；Debicka, 
2012；Mohan & Ali, 2019）。Debicka（2012）認為網頁設計會影響網路行銷的成敗，

他認為對飯店業的行銷管理而言，可以經由設計具有創新性的網頁來吸引訪客拜訪企

業的網頁，這能夠幫助企業達到網路行銷的目的。此外，社會媒體的興盛，對飯店業

的行銷而言，更需要將網頁的設計透過網際網路中的社會媒體，將飯店的行銷訊息傳

達到顧客的手中。Parker et al.（2012）探討影響網路行銷的因素，他們以加拿大和新

英格蘭等國家旅遊業的網頁進行內容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旅遊業公司的網頁設計的

顏色、圖片會影響消費者的行為。當旅遊業的網頁擁有傳達知識、休閒與社交等訊息

功能時，對顧客的消費行為具有推力的效用。Shaltoni（2017）探討網路行銷對消費者

對企業品牌認知的影響。他的研究發現，企業應運用社會媒體進行網路行銷時，對顧

客知覺到企業相對於競爭者的優勢、企業能力與企業創新等具有助益。Sinha, Ahuja, 
and Medury（2011）也認為，企業應用網路行銷有助於顧客對企業品牌的認知。企業

藉由部落格傳達產品或服務的行銷資訊給顧客，引發消費者對企業的品牌情緒

（consumer brand emotion），可以增加顧客對企業品牌的忠誠度。除了上述大多屬學者

將網路行銷應用在商業行銷外，國內學者田正榮（2006）指出大學網站的規劃，若以

網路行銷為根基，可以設計的方向有：滿足訪客閱覽網頁的逾越度與便利性、有專屬

的客服中心功能、擁有立體且分類的聊天室功能、具有遠距教學內容、橫幅廣告、動

畫廣告、特殊搜尋引擎。 

二、Google Analytics 

Google Analytics 是一種透過網際網路的網頁收集網頁訪客行為資訊的方法之一

（Turner, 2010）。Google Analytics 是 Google 公司提供給機構的一種免費的服務，它允

許機構中的網路管理者接近 Google 所記錄的網頁（web）的內容（Betty, 2009），包含

訪客、瀏覽來源、內容、目標與電子商務五大類（黃振樑，2008）。行銷人員經由分析

Google Analytics 所紀錄的企業網頁訪客的瀏覽行為資訊，可以了解潛在顧客對企業所

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的潛在需求情報，這有助於企業即時回應顧客對產品或服務的需求

https://search.proquest.com/abiglobal/indexinglinkhandler/sng/au/Parker,+Richard+D/$N?accountid=14229
https://search.proquest.com/abiglobal/indexinglinkhandler/sng/au/Mohan,+Vidit/$N?accountid=14229
https://search.proquest.com/abiglobal/indexinglinkhandler/sng/au/Ali,+Salman/$N?accountid=14229
https://search.proquest.com/abiglobal/indexinglinkhandler/sng/au/Parker,+Richard+D/$N?accountid=14229
https://search.proquest.com/abiglobal/indexinglinkhandler/sng/au/Shaltoni,+Abdel+Monim/$N?accountid=14229
https://search.proquest.com/abiglobal/indexinglinkhandler/sng/au/Shaltoni,+Abdel+Monim/$N?accountid=14229
https://search.proquest.com/abiglobal/indexinglinkhandler/sng/au/Shaltoni,+Abdel+Monim/$N?accountid=1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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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Chiang, & Storey, 2012），可以提升企業的經營績效（Budd, 2012；Wilson, 2010）。
除此之外，企業也可以應用 Google Analytics 掌握顧客的行為資訊（包含性別、年齡、

居住區域等），藉此了解顧客的行為特質，並針對這些顧客的特質即時傳遞符合其行為

特質的產品或服務的資訊給顧客，進而促進顧客對產品或服務的消費。 

除了營利企業利用 Google Analytics 掌握潛在顧客的市場情報之外，國內、外非

營利機構應用 Google Analytics 來分析網頁訪客的行為資訊的相關研究，大都是以大

學圖書館網頁為研究主體。Turner（2010）應用 Google Analytics 分析大學網路圖書館

的網路訪客的圖書點閱行為資訊，並經由這些資訊了解圖書館訪客借閱圖書的行為，

進而提出因應策略，提升該校學生對電子圖書的使用率。國內學者張育銘、陳巧倫與

陳芷洛（2015）也使用 Google Analytics 分析拜訪台灣大學圖書館部落格訪客的點擊

率、居住地、訪客使用工具（如手機或筆記型電腦或桌上型電腦）、訪客流量等，藉此

了解圖書館部落格的使用效益。他們的研究結果發現，圖書館網頁訪客主要來自台灣

（佔 77.82%），其次是中國（佔 13.38%），美國與香港各佔 2.65%與 2.17%。訪客使用

的裝置，主要是桌上型電腦（佔 93.18%），其次是行動裝置（含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

腦）佔 6.81%。陳盈蓁（2011）分析圖書館網頁訪客對圖書館部落格的回響情況，研

究結果發現攸關讀者權益的文章回響較多。梁鴻栩（2009）評估大學圖書館的網誌，

研究結果發現網路訪客主要以圖書館網頁作為搜尋的主要管道。林信成、洪銘禪（2010）
應用 Google Analytics 分析圖書館數位典藏網站的瀏覽量，以掌握圖書館訪客有興趣

的典藏圖書。 

三、學生選擇高等教育機構的考量因素 

過去有關學生選擇高等教育學校考量因素的相關研究非常豐富，大多數研究均發

現是個人、社會、經濟、教育環境和行銷因素等因素（Shammot, 2011）會影響學生選

擇高等教育。個人因素如：年齡、父親所得等因素；教育環境的因素，例如大學的聲

譽與地點；行銷因素，例如學校的推廣或學校給予學生的激勵措施（例如提供獎學金），

以及學校應該建立與鄰近社區和學生家庭的良好關係等。也有學者發現研究領域（包

含學生可以接觸到他有興趣的生涯規劃的相關課程、這個領域產業的雇用率）、課程設

計（例如課程可以養成學生那些能力，學校所提供的知識與學生生涯規劃的相符程度、

教師在這個專業領域的聲望、學生對課程的滿意度等）和大學因素（例如大學聲望、

大學提供那些特有的課程、從家裡到大學的距離、這個學校畢業生的就業率等）也是

學生選擇學校的考量因素（James, 2000）。 

除了一般學生在選擇高等教育機構的考量之外，也有學者考量目前大學教育也面

臨全球化的趨勢，招募國際學生也是目前高等教育市場面臨的問題。James-MacEach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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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Yun（2017）以加拿大大學招募國際學生為研究主題，了解這些國際學生選擇學校

的考量因素。他們發現在加拿大與美國的大學的國際學生，中國籍學生佔 31%-32%，

屬於最大宗的國際學生族群。他們認為影響國際學生選擇大學的因素可以分為「推」

與「拉」的因素（Mazzarol & Soutar, 2002），其次是學校對學生的行銷溝通與提供的

資訊（Hemsley-Brown & Oplatka, 2006）以及參考群體（Mazzarol & Hosie, 1996）的影

響。「推」的因素包含：對於學生離開故鄉所提供的支持，國際學生本身在他的家鄉較

缺乏這樣專業領域的高等教育機構、畢業後缺乏就業機會、前瞻性政策、社會和經濟

因素（Mazzarol & Soutar, 2002）。「拉」的因素，是指吸引學生到新的地區就學的因素。

包含：高等教育提供的教育品質、學校擁有高的聲譽、可以發展卓越英語技能的機會、

擁有居住在多元文化和多元城市的經驗、學習對於他獲得工作具有幫助（MacGregor, 
2014）。Hemsley-Brown and Oplatka（2015）採回顧性研究，歸納影響學生選擇高等教

育機構的因素，可以分為機構和學生個人因素。機構因素，包括：他們在這個機構接

受教育可以獲得的產出與效益、機構特性和對機構知覺的形象。學生個人因素：包括

地理、資訊來源、價格考量以及學生個人背景（如家庭所得、性別、種族、年齡、社

會經濟）。 

國內學者研究發現，影響台灣學生選擇私立大學的因素包含：就業取向、學習取

向、聲望取向，以及生活取向（吳金雄，2014）。李宗薇、陳弘帳（2016）以國內大學

學生為訪談對象，了解大學學生對於大學排名對他們選擇校系影響的看法。他們的研

究結果發現，國內大學學生對於大學排名是否會影響他們選擇校系的看法不一。有一

部份受訪者認同這樣的看法，但也有部份受訪者不認同。此外，他們也發現大學所在

地與學費高低會是大學生選擇校系的主要考量因素。 

綜觀上述學者們探討影響學生選擇高等教育機構的因素，可以從學生的觀點來

看，是因為學生個人因素影響他的選擇，例如學生的個人背景（家庭、所得）、生涯規

劃、就業考量等。機構觀點來看，即是學校可以透過那些作為來提升學生對學校的選

擇意願。包含提供符合學生該專業技能的知識培育、招募在該專業領域具有聲譽的教

師、提升學校的形象、或提供學生經濟社會的支持措施等。 

四、學校形象對高等教育機構在高等教育市場的影響 

學者認為學校形象是影響高等教育機構能否在競爭市場中生存的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Duarte, Alves, & Raposo, 2010）。Gregory（1999）認為大學形象的塑造有助於大學在競

爭的高教市場中獲得成功。對於大學校務治理而言，如何有效管理學校的形象是校務治

理的重要課題，尤其是已經面臨國際化趨勢的高教市場，尤須透過形象的塑造來吸引國

際學生。大學形象是指：「人們對這所大學的所有信念的總和」（Zaghloul, Hayajne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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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arzouki , 2010）。Jenkins（1991）認為學校要塑造一個良好的形象，首先應該要有明

確的願景、且應該要有一個路徑可以提供學校塑造自我形象（self-image）。例如，學校的

標章（logo）、顏色、標語、設備、課程的提供、學校的聲譽、和大學的公共行為等，都

有助於學校塑造自我形象（Alessandri, 2001）。Duarte et al.（2010）提出學校可以用來測

量形象的項目有：實體設備、全球化的教學品質、學校知名度、教師的聲譽、國際學術的

聲譽、工作機會、學生的就業、溝通、大學廣告的品質、校園的社會與生活機能、運動的

便利性、課程的形象、勞動市場的需求、課程設計符合業界需求等。除了上述學者們從

高教市場機構的觀點提出塑造學校形象的方法之外，Lafuente-Ruiz-de-Sabando, Forcada 
Sainz, and Zorrilla（2018）採用利益關係人的觀點，他們認為學校的利益關係人包含學生、

老師、研究人員、行政人員、大學的潛在學生和一般民眾。若從這些不同利益關係人的

觀點來看，測量學校形象的面向包含：學術的知覺、成本的知覺、大眾化的知覺、教學資

源的知覺和研究資源的知覺。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資料收集  

本研究以某醫學大學 A 學系 108 年大學甄試期間的學系網頁訪客，以及 B 學系

107 年資料為研究對象。應用 Google Analytics 收集學系網頁訪客的行為資訊，歸納並

分析這些訪客的行為資訊，提供該學系了解大學新鮮人在選擇學系時的考量因素。受

限於 Google Analytics 僅提供訪客瀏覽資料（如某段期間訪客瀏覽人次）以及訪客行

為資料（包含：瀏覽網頁內容、性別、年齡、居住區域、興趣取向、使用的載具、使

用的搜尋引擎、網頁停留期間等資訊），故本研究分析的資料僅限於上述行為資訊。資

料分析期間分為兩個部分：一是 A 學系學測成績寄發至個人申請報名結束，即

2019/2/25-2019/3/21（稱為前期）；B 學系第一階段期間：2018/2/26-2018/3/22 成績發

放至報名結。第二階段是 A 學系個人申請報名結束至甄試結果放榜（稱為後期），資

料期間自 2019/3/22-2019/05/16；B 學系第二階段期間：2018/3/23-2018/5/16 報名結束

到甄試結果。 

個案學系 A 主要提供的網頁內容包含：系所介紹、課程資訊、本系成員、考照資

訊、活動專區、招生資訊、最新消息、食品技術師考試、最新活動、科目及學分表、

學生榮譽、課程地圖。個案學系 B 主要提供的網頁內容包含：系所簡介、教育目標、

師資陣容、課程規劃、實驗室概況、招生訊息、榮譽榜、新生專區、碩士班、就業升

學資訊、暑期實習廠商、系友會、演講公告、競賽表現、大學部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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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分析 

本研究應用 Google Analytics 進行次級資料分析項目如下： 

1. 瀏覽紀錄，主要是觀看單一訪客，在網站上面的瀏覽行為，了解訪客有興趣網頁內容。 

2. 訪客概覽，是了解瀏覽學系網頁訪客的人數。主要分析項目，包含：最多人數瀏覽

的網頁內容（訪客有興趣的網頁內容）、訪客的來源區域（台灣縣市）、訪客年齡分

布、訪客性別分布、除學系網頁之外訪客有興趣的網頁類別（例如運動、電子產品、

餐飲等）、訪客停留時間最長的網頁。 

肆、研究結果 

一、 網頁訪客拜訪網頁內容 

(一) 系網頁瀏覽人次 

由下圖 1 與圖 2 得知，訪客拜訪 A 學系網頁內容有如下幾個高峰期間，分別為

2/25（學測成績寄發），4/13（選填志願截止日前一天），以及大學錄取名單寄發截止日

前。由此得知，考生在成績寄發時，可能就會開始從學系的網頁中了解學系。在選填

志願前也會先參考學系網頁資訊，於最後決定是否就讀該學系時，也會參考學系網頁

資訊。網頁訪客瀏覽學系網頁內容，主要為課程資訊、師資陣容與系所介紹。訪客點

閱的網頁內容，隱含他們所關注的議題。由此得知，考生在選擇就讀學校的考量是以

該學系課程設計與系所特性為優先考量。 

(二) 訪客瀏覽學系之網頁內容 

無論是在甄試考試前或甄試考試後，A 學系訪客瀏覽網頁人次最多為首頁，其次

是課程資訊、師資陣容，其中學生最為關切的師資是系主任的相關資訊，在其次是科

目學分表（見表 1）。 

B 學系訪客瀏覽網頁人次最多與 A 學系相同，同為「首頁」。其次是系所介紹、

公告資訊與師資陣容（見表 2）。由於個案學校並未限制各學系所放置網頁內容，故 A，
B 兩學系所呈現系網頁內容不盡進相同。但兩系訪客同樣都對系所介紹與師資陣容的

瀏覽人次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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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A 學系甄試前期學系網頁訪客瀏覽人次 

 
圖 2 A 學系甄試後期學系網頁訪客瀏覽人次 

表 1 A 學系系網頁瀏覽人次 
單位：人次 

2019 年 參加甄試前 參加甄試後 
首頁 1092 1619 

課程資訊 95 125 
師資陣容 52 112 

科目學分表（歷年） 31 43 
師資陣容（系主任） 22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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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B 學系系網頁瀏覽人次 
單位：人次 

2018 年 參加甄試前 參加甄試後 
首頁 1185 1155 

系所介紹 350 314 
公告資訊 116 204 
師資陣容 99 150 

(三) 訪客最初互動的網頁內容 

A 學系考生進入該學系網頁後，接著會點閱的網頁內容，點閱人次最高為師資陣

容、其次是課程資訊、再其次是科目學分。除此之外，訪客也關心系所介紹以及該系

學生的榮譽事蹟（見表 3）。 

B 學系考生進入該學系網頁後，接著會點閱的網頁內容，點閱人次最高為系所介紹、其次

是課程規劃、再其次是師資陣容。除此之外，訪客也關心系所的教育目標與公告訊息。兩學系

訪客同樣對於師資陣容、系所介紹與課程規劃點閱人次較高（見表 4）。 

(四) 訪客網頁的整體瀏覽時間 

客瀏覽網頁時間，受限於兩系有部分網頁內容不盡相同，故兩系呈現訪客瀏覽時

間的差異較大。在學生參加甄試前，A 學系訪客停留網業時間較久的前三者有：餐飲

製備講座（636 秒）、學生榮譽－食品技師考試（530 秒），以及學生榮譽－會展人員

證照（463 秒）。學生參加甄試後，訪客停留網頁時間較久的前三者有：第一屆 TMCC
台灣現代創意餐飲挑戰競賽（1143 秒）、高考食品技師榜單（819 秒）與活動競賽訊

息（650.67 秒）（見表 5）。 

學生參加甄試前，B 學系訪客停留網頁時間較久的前三者：科目學分表（1092.5
秒）、大學部入學管道（643 秒）、演講公告（519 秒）、關於我們（473.33 秒）以及

學程的科目學分表（451 秒）。學生參加甄試後，訪客停留網頁時間較久的前三者有：

演講公告（2450 秒）、競賽表現（639 秒）、榮譽榜（548 秒）以及科目學分表（792
秒）。從上述資料得知，兩系訪客都同樣關注兩系學生的競賽或榮譽表現（見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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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A 學系訪客最初互動的網頁內容 
單位：人次 

2019 年 參加甄試前 參加甄試後 
師資陣容 171（33%） 306（44%） 
課程資訊 158（31%） 137（20%） 

科目學分表（歷年） 112（22%） 87（13%） 
系所介紹 64（12%） 75（11%） 
學生榮譽 11（2%） 86（12%） 

註：以上百分位後小數點四捨五入 

表 4 B 學系訪客最初互動的網頁內容 
單位：人次 

2018 年 參加甄試前 參加甄試後 
系所介紹 302（42%） 80（21%） 
課程規劃 199（28%） 58（15%） 
師資陣容 101（14%） 89（24%） 
教育目標 53（7%） 28（7%） 
公告資訊 34（5%） 61（16%） 
招生訊息 25（4%） 61（16%） 

註：以上百分位後小數點四捨五入 

表 5 A 學系訪客網頁的整體瀏覽時間 
單位：秒 

2019 年前期  2019 年後期 

網頁 平均網頁

停留時間 
 

網頁 平均網頁

停留時間 

餐飲製備講座 636.00 
 2018 第一屆 TMCC 台灣現代創

意餐飲挑戰競賽 1143.00 

學生榮譽－食品技師考試 530.00  高考食品技師榜單 819.00 
學生榮譽－會展人員證照 463.00  活動競賽訊息 650.67 

105 學年研究所榜單 319.50  2019 景文盃創意盤式甜點爭霸賽 454.00 
課程地圖 193.84  新生專區 396.00 

2019 全國智慧零售創業模擬競賽 193.00  全國衛生保健績優志工 273.00 

2019「ICIF 經國盃」台灣年輕菁英

廚藝大賽 191.00 
 

實習 2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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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B 學系訪客網頁的整體瀏覽時間 
單位：秒 

2018 年前期  2018 年後期 

網頁 平均網頁

停留時間 
 

網頁 平均網頁

停留時間 
科目及學分表（105 大學部） 1092.50  演講公告 2450.00 

大學部入學管道 643.00  競賽表現 639.00 
演講公告 519.00  榮譽榜 548.00 

About us 473.33  科目及學分表（104 大學部） 792.70 
學程科目學分表 451.00    

二、 訪客行為資訊 

(一) 性別 

A 學系網頁訪客拜訪該學系網頁以女性居多。根據該校過去的校務研究結果，也

發現該學系學生以女性居多（見表 7）。 

(二) 年齡 

A 學系拜訪該學系網頁最多的年齡族群為 18-24 歲，且以年輕族群的訪客居多。

根據表 8 資料呈現，24 歲以下佔 30%，此部分應是考生來源，其他部份可能是家長，

親友或社會人士。惟受限於 Google 所收集資料類別的限制，未能夠分析 18 歲以下族

群佔所有年齡族群的百分比（見表 8）。 

(三) 訪客居住地 

A 學系訪客居住地區最多的五個縣市是：中壢、桃園、彰化、嘉義、員林，以中

北部訪客居多（見表 9）。 

B 學系訪客居住地區最多的五個縣市是：中壢、桃園、竹東、彰化、嘉義與斗六，

與 A 學系相同，訪客同樣居住地區以中北部居多。其中中壢、桃園、嘉義以及彰化與

A 學系一樣（見表 10）。 

(四) 訪客興趣取向 

A 學系訪客除了瀏覽學系的網頁外，平常他們有興趣的其他網頁內容與該學系的

屬性相似，例如教育或旅遊。其餘是消費性產品、軟體或財務服務等（見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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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A 學系訪客性別分佈 
單位：人次 

性別 2019 前期 2019 後期 總計 

女 324（64%） 415（62%） 739（63%） 

男 182（36%） 258（38%） 440（37%） 

總計 506 673 1179 

註：1.以上百分比小數點四捨五入 
2.因 B 學系並未收集到性別資訊，此部分資料從缺 

表 8 A 學系訪客年齡分佈 
單位：人次 

期間 18-24 歲 25-34 歲 35-44 歲 45-54 歲 55-64 歲 65+歲 總計 

2019 前期 136
（34%） 

106
（26%） 

76
（19%） 

52
（13%） 

20 
（5%） 

12 
（3%） 

402
（100%） 

2019 後期 169
（28%） 

214
（35%） 

96
（16%） 

78
（13%） 

34 
（6%） 

16 
（2%） 

607
（100%） 

總計 305
（30%） 

320
（32%） 

172
（17%） 

130
（13%） 

54 
（5%） 

28 
（3%） 

1009
（100%） 

註：1.以上百分比小數點四捨五入 
2.因 B 學系並未收集到年齡資訊，此部分資料從缺 

表 9 A 學系訪客居住分佈 
單位：人次 

城市 前期 後期 
中壢 42（30%） 54（32%） 
桃園 20（14%） 18（11%） 
彰化 16（11%） 28（16%） 
嘉義 15（11%） 8（5%） 
員林 10（8%） 23（14%） 
斗六 10（8%） 16（9%） 
竹東 8（7%） 12（7%） 
竹南 8（7%） 6（3%） 
屏東 8（2%） 0（0%） 
內湖 3（2%） 6（3%） 

註：以上百分比小數點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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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B 學系訪客居住分佈 

城市 前期 後期 

中壢 64（25%） 65（31%） 

桃園 35（14%） 24（11%） 

竹東 29（11%） 30（14%） 

嘉義 26（10%） 17（8%） 

彰化 21（8%） 27（13%） 

斗六 18（7%） 4（2%） 

屏東 15（6%） 7（3%） 

竹北 15（6%） 11（5%） 

台南 10（4%） 10（5%） 

內湖 10（4%） 11（5%） 

花蓮 10（4%） 6（3%） 

註：以上百分比小數點四捨五入 

表 11 A 學系訪客興趣取向分佈 
單位：人次 

興趣 參加甄試前 參加甄試後 總計 

旅行 353（20%） 347（14%） 700 

教育 612（35%） 762（30%） 1374 
消費性電子產品 172（10%） 227（9%） 399 

軟體 158（9%） 273（11%） 431 

禮物 154（9%） 0（0%） 154 

財務服務 149（9%） 242（10%） 391 

房地產 142（8%） 197（7%） 339 

企業服務 0（0%） 291（12%） 291 

就業 0（0%） 201（7%） 201 

總計 1740 2540 4280 

註：因 B 學系並未收集到訪客興趣取向資訊，此部分資料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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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本研究發現學系網頁的拜訪者最常使用的瀏覽工具是學系的系網頁。Debicka
（2012）認為網頁設計會影響網路行銷的成敗。學者探討影響網路行銷成效的因素發

現：背景音樂、圖片呈現形態、動畫效果、以及資訊負載形式等，會對網路行銷所產

生的廣告效果產生顯著的影響（谷雅慧、林建煌、范錚強，1997）。建議學系在設計網

頁時，可以加強學系網頁呈現內容的動畫效果，或是採用背景音樂以吸引潛在學生閱

讀學系的網頁內容。本研究結果發現學系潛在學生選擇學系所關注的內容為：課程設

計、科目學分與師資陣容為主。對於學校教育而言，課程設計是教學設計的本質，如

同產品行銷需要有良好的以及創新的產品才會吸引顧客上門。國外學者研究發現，從

需求者的觀點，不論是本籍生或是國際學生，他們選擇高等教育機構的考量因素，均

包含課程設計、學校或教師在該學術領域的聲望（James, 2000；James-MacEachern & 
Yun, 2017）。建議學系可以從加強學系本質，例如課程設計與教師在該領域的專業性

與聲譽著手。 

學者們研究發現，學生個人、社會與經濟等因素，會影響學生對高等教育機構的

選擇（Shammot, 2011；Hemsley-Brown & Oplatka, 2015）。大學為因應學生個人因素的

影響，可以採取的行銷策略包含有提供經濟上的支持（例如提供獎學金）或者從學生

較常接觸的參考群體（包含家長、高中老師、同學）著手（Lafuente-Ruiz-de-Sabando 
et al., 2018），透過他們將學校的行銷資訊傳達給潛在市場的學生。本研究發現，拜訪

個案學系網頁的訪客的年齡族群，大都為年輕族群。年輕族群的消費者大都偏好活潑

的網頁設計或活動。建議學系於設計網頁時，可以運用圖片或採用動畫效果，吸引潛

在學生拜訪學系的網頁。邱義智、吳大偉（2002）指出企業建置網站的目的是要達到

資訊分享、建立品牌、以及釐清行銷的目的。本研究發現，訪客瀏覽個案學系網頁內

容還包含學生榮譽以及相關的競賽等網頁內容。建議個案學系可以在學系的網頁中加

強學生榮譽以及參與競賽成果的呈現，以提升學系的形象。除了學系形象提升之外，

學者認為學校形象是影響大學能夠在競爭的高教市場中生存的決定性因素。建議學校

可以設立專責部門，將學校形象塑造並落實到教師形象塑造在連結校務治理，讓學校

的願景與目標能夠與實際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緊密連結（Duarte et al., 2010）。 

個案 A 學系的學生以女生居多，約占 70%。本研究應用 Google Analytics 分析學

系網頁訪客的瀏覽行為資訊後發現，個案 A 學系網頁訪客也是以女性居多。以餐飲領

域為例，國內外有許多著名廚師是由男性擔任，建議個案 A 學系未來可以思考如何拓

展男性族群的學生來源。例如，以國內外著名男性廚師為號召，跳脫傳統男性不進入

廚房的觀念，加強課程設計的活潑度與專業度，提升男性加入該學習領域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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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sley-Brown and Oplatka（2015）採用回顧性研究，認為學校所在地的地理區

域，以及學校距離學生住家的距離等因素，會影響學生對高等教育機構的選擇。Duarte 
et al.（2010）也發現校園的社會與生活機能是學生評價學校形象的一個指標。個案大

學位於台灣的中部地區，研究結果發現個案 A 與 B 學系的學生也大都來自中部與北

部，顯示個案學系的潛在學生在選擇大學的校系時，可能地理區域是他們的一個考量

因素。建議個案學系可以將目標市場定位在中部與北部的高中學校學生，並即早與中、

北部高中學校進行策略結盟。例如，結為姐妹學校或配合 108 多元課綱的實施，讓大

學端與高專端共同開設學生的多元先修課程。 

吳金雄（2014）以某私立大學大一學生為研究對象，了解學生選擇私立大學的考

量因素，他的研究結果發現，興趣是學生選擇大學的考量因素之一。本研究發現個案

A 學系網頁訪客的興趣取向以旅遊與教育為主，與該學系的屬性相近。田正榮（2006）
研究建議，大學在規劃學校網頁設計的創新方向時，可以融合其他產業網站並回溯學

校網站，來加強學校網站與產業的連結。建議個案 A 學系除了於學系網頁中加強與其

他產業組織的網頁連結（例如台灣旅遊局官網、外貿協會等）外，於暑假期間，可以

開設較具實作性質的夏令營活動。例如，導遊訓練、會展訓練與專業廚師訓練等活動，

讓潛在學生可以將他們的興趣與學系的屬性提早結合，這可能可以提早引發潛在學生

對學系的了解與興趣。 

研究限制：Google Analytics 只能記錄有登錄 Google 帳號的訪客行為資訊，對於

沒有登錄 Google 帳號卻有瀏覽個案學系網頁的訪客，本研究無從取得其行為資訊。資

料分析期間除了潛在學生會瀏覽個案學系網頁外，也有部分瀏覽人次是來自既有的在

校大學生、碩士生或其他訪客。本研究只有分析一年，有可能不同年度訪客的行為特

質會不同。建議未來研究可以長期追蹤某些學系網頁訪客的行為資訊，以獲得較為穩

定的行為資訊。受限於學系對本研究的參與意願，兩學系收集的資料期限不一，A 學

系僅收集 2019 年期間的資料，而 B 學系於 2019 年因更換網頁名稱，無法收集到該學

系 2019 年資料，僅有 2018 年資料，造成兩學系所收集的資料期限不一，但兩系的分

析結果差異不大。建議未來若有學校欲進行相關研究，可以採用長期追蹤的方式，並

比較不同學系訪客瀏覽的訊息內容是否具有差異，以獲得較具代表性的資料與結論。

研究資料呈現訪客的年齡資訊 24 歲以下佔 30%，此部分應是考生來源，其他部份可

能是家長，親友或社會人士。惟因受限於 Google 所收集資料類別的限制，未能夠分析

18 歲以下族群占所有年齡族群的百分比以及他們的行為資訊，也無法區隔出學生族群

與家長族群的行為資訊，因此無法比較家長與學生行為資訊是否具有差異。建議未來

研究除了可以先採用 Google Analytics 初步掌握學系訪客的行為資訊概況外，再連結



340 商管科技季刊 第二十一卷 第三期 民國一○九 
 
 
問卷調查，回溯了解大一入學新生選擇學系的考量因素，以及他們的學系網頁瀏覽行

為。 

陸、結論 

以往學校掌握當年度入學學生的特質的資訊，需等待學生入學報到後，方能夠從

學校的學務或教務資訊系統獲得學生的性別、居住區域等行為資訊。透過 Google 
Analytics 可以讓學校提早掌握潛在學生來源的特質，以及潛在學生主要的來源地區，

這些資訊可以提供學校即早研擬招生策略。此外，經由 Google Analytics 也可以掌握

學系網頁拜訪訪客有興趣的網頁內容，這些資訊也可以提供學系掌握潛在學生所關注

的網頁內容，這些資訊可以提供學系設計網頁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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