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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研究設計血實施
二肖

 第一節研究方法論:-，，、

 本研究是屬於「探索性研究」，主要研究目的在於建構大學校院合理規模指

 標，並且藉此評估各校的經營績效。為達此研究目的，本研究特透過德懷術、焦

 點團體訪談、資料包絡法來進行研究分析。以下就本研究之所以採用這些研究方

 法的原因加以深入說明，以釐清本研究採用方法之合理性。

 壹、德懷術

 德懷術(Delphi Method)係指針對某一主題交由一群專家表達意見，然後再予

 以收集、分析並彙整資料，冀獲得團體一致之看法，而專家之間毋須面對面對質

 或辯論，僅需就某一主題編製成之一系列問卷，依據個人的知覺與認知，表達意

 見予以評判，進而達成共識(王文科，1994) Q

 本研究以德懷術為方法的理由有二:其一、過去有關大學合理規模指標的研

 究，多止於理論層次的分析，或選取部分指標進行跨國或跨校的比較，而從實徵

 觀點進行指標建構之研究，並未受到普遍重視。其二、近年來，德懷術在教育標

 準與教育指標研究上的應用，逐漸受到普遍認同與肯定，為教育指標的建構開殷

 了新途徑。因此，本研究採德懷術調查研究所獲得的結果，將更為客觀精確，同

 時可避免傳統問卷調查只以一次施測結果為依據之缺失。

 貳、焦點團體法

 「焦點團體訪談」，是社會科學中 廣為使用的研究工具之一;原本叫做集

 申訪談(focused interviews)，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此技巧開始盛行，直到現在仍為

 主要社會科學研究工具之一。

 「焦點團體訪問法」更在知識的建構體系申，因為它披露了被訪問者的「反

 應」與「情境表達」以及他們對情緒或傳播刺激的定義:對研究者而言，這些反

 應除了提供「超乎學者預期」的反應外，同時也提供了發展嶄新假說的機會，以

 及未來更有系統、更為嚴謹的探討(investigation)(胡幼慧，1996) o

 由於「焦點團體法」對「知識建構」的這種突破，使得這個方法可以被社會



 科學家在不同的研究領域中運用。所以，我們尚未探索出或完整清楚瞭解到研究

 發現的方法時，焦點團體使可以作為探索式研究以獲取主題資料的方法與途徑;

 當然，在許多例子中焦點團體的功用則是在於增進、補充或更豐富我們的研究發

 現。

 焦點團體法若是用於探索式的研究上，主要目的便是在探討研究及過程在資

 料分析時所產生的問題與現象，以便分析日後能將這些問題與現象提出更精確與

 深入的理解並提出解釋或詮釋。

 再者，「焦點團體法」並非只是將一群人聚在一齊聊天而已，它是由一群不

 一定互相熟悉，但卻同樣有著某些共同特質的個體所組成(約6-12人不定，視情

 況所需)，再藉由一位能充分掌握議題彈性與流程的主持人來引導訪談之進行，並

 以此針對焦點問題，進行成員意見的表達，以為充分的溝通和互動，進而得到所

 需資料以及達成研究的旨趣。

焦點團體的目的通常是要描述某一類人們對某件事物的看法或感受並聽取

 經驗、意見、觀咸與收集訊息的活動，這種方法有助於加深瞭解人們對於一個特

 定的對象、議題、產品或是服務項目的觀感與意見;所挑選出來的參與者對該具

 有與此焦點團體主題有關的某些特質。

 在「焦點團體訪談」中研究者可以將訪談本身作為研究的對象，通過參與並

 觀察之間的互動行為來瞭解他們在個別訪談申所不會呈現出來的行為。研究者可

 以有意識地提出問題，然後通過觀察參與者的反應來辨別他們的認知方式、看問

 題的角度、思考問題的「邏輯」分析問題的步驟等思維動態過程，所以在這種訪

 談中，研究者除了可以看到參與者個人的言語行為和非言語行為(這些行為在個別

 訪談中看以看到)，還可以看到參與者相互之間的行為反應，如交談機會的輪換、

 目光的接觸、對不同人說話時的聲調和語氣、表示不同程度親密關係的身體接觸

 方式等(王文科、王智弘譯，1999)。而焦點團體訪談除了可以被作為研究的對象

 外，還可以在一個集體的環境中偕同參與者一起對研究的問題進行思考。由於參

 與者是一個群體，而不是一個人，研究者可以充分利用群體成員問的互動關係對

 問題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曲於是透過彼此間的相互補充、相互糾正以及相互溝

 通，因此其討論的內容往往也比個別訪談更具有深度、廣度與效度。此外，研究

者遽可以透過焦點團體訪談中的集體性思維與經驗獲得對自己的初步研究結果

 進行效度檢驗，以確保目前所搜集到的資料以及做出的結論是否真是符合參與者



 的實際狀況。

 「焦點團體訪談」的另外一個十分重要的功能便是對知識的建構。傳統意義

 上的個別訪談主要是基於一種個體主義的、實證的知識建構方式，認為在個體身

 上是存在某些「知識」，而需要研究者想辦法去「挖掘」它。事實上，焦點團體

 法能與量化研究配合，以補足許多統計解釋上的限制;而且，可用在一個研究不

 需要非常密集觀察的狀況，而關於為理論、認知、或無法從參與觀察發現的深度

 態度。因此，焦點團體訪談特別適用於確認人們對於某些議題、主體觀感、產品、

 服務項目或是機會等的知覺、情緒、反應與見解。在下列時機下可以考慮採用焦

 點團體訪談:第一，欲探尋人們對某些事物的各種不同想法、觀威或經驗時;第

 二，想了解各群體之間或不同類屬成員在某些觀點上的差異性;第三，研究目的

 是為了發現影響人們看法、生活經驗以及行為或行為動機的因素時;第四，希望

 透過團體的互動而湧現出新的資訊或顯現出新的想法與特點時;第五，想要進行

 某些試驗性的構想、計劃或政策時;第六，當研究者需要相關資言几以便設計大規

 模量化研究時;第七，幫助研究者獲取質化資料，以能更清楚的解讀已收集到的

 量化資料;因此，焦點團體法若適用於探索性的研究上，主要是在探討研究旨趣

 於分析時所產生的問題與現象，而在分析後也能將這些問題與現象獲得更精確與

 深入的說明、解釋或詮釋(王文科、王智弘譯，1999) q

 本研究在國內尚屬於「探索性研究」，研究重點的合理規模與調整機制皆屬

 於探究階段。因此，本研究欲透過焦點團體專家對於大學合理規模調整機制作法

 的想法、觀威或經驗，以彌補因此量化研究與文獻回顧的不足。而以上所述焦點

 團體的優點皆可幫助本研究達到這些目的，因此，本研究特將焦點團體法列為本

 研究方法之一。

 參、資料包絡法

 資料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是用來評估組織單位問的

 相對效率(Relative E伍ciency)，尤其是針對非營利性質與同時具有多項投入與多

 項產出環境的機構。DEA 早是由Charnes et a^. (^^78)所提出(CCR模式)，主

 要是決定出所有受評估單位的效率箭緣(E伍c^ent Frontier)，將實際生產效率與效

 率前緣加以比較，進而衡量相對效率。若受測單位落於效率前緣的邊界上，則為

 相對有效率;若位於效率前緣邊界內的，則為相對無效率。至1984年，^a伙er et al.



 提出改良模式，用以衡量純技術效率及規模效率，簡稱「BCC」模式。DEA的

 特性亦可處理幣值化或非幣值化的投入與產出項，而其分析時無須預設函數與參

 數估計，因此可同時處理多項投入與多項產出的效率評估。另外，DEA分析時

 不須事先對評估項目設定權重，所以分析結果較不受人為主觀因素的影響，而且

 透過與效率前緣的比較，DEA的分析可提供受測單位資源使用的狀況與相關資

 訊，並給予提升效率所應改善的幅度與方向，以作為管理者擬訂決策時之參考。

 由於DEA模式具有上述特性，因此可克服傳統評估方法的限制，可謂是一種相

 當適用的評估工具。

 本研究目的之一，就是想藉由本研究結果，來督促各所學校提升其辦學的績

 效及競爭力，並作為教育部進行調整機制的參考。然而，績效評估的方式有許多

 種，如比例分析法、迴歸分析法、分析層級法、多準則決策及資料包絡分析法等

 多種方式，故如何針對受評單住之特性及適性，選擇不同的評估方式來進行分

 析，以使評估之過程、結果達到客觀、合理且公正之情境，是為評估前應首先考

 量之重要課題，此乃本研究採用DEA的原因之一。

 由於學校經營績效的評估，係屬於多元準則之環境，且學校為非營利組織，

 相較於以往學術上多是從教育的觀點，來評估學校的績效，本研究擬從經濟學的

 觀點切入，擬藉一套適切、妥善、有效的評估方法，即資料包絡分析法，來加以

 評析各校之經營績效。更具體來說，本研究係引用個體經濟學生產函數的觀念，

 將投入與產出資料，透過數學模式，求出生產邊界佃od^ction什ontier)，作為衡量

 效率的基礎，來探究國內公私立大學院院的經營規模、社會服務規模、人力素質

 規模的效率與生產力的變動情形，使各校與教育部能(-)瞭解學校之優缺點與整

 體之競爭力;(^)妥善的分配與利用資源，並降低非必要性的支出^(三)提高各產

 出面的表現成果，期使國內大學校院能在激烈國際高教市場競賽中，得以永續經

 營，此為採用DEA法的原因之二。此外，為補足德懷術所得結果對於大學合理規

 模指標重要性評估調查的實證不足現象，本研究特以DEA法來分析大學的技術效

 率，以做為衡量大學合理規模指標效率的參考，此為本研究採用DEA法原因之三。

 綜上所述，本研究採用德懷術的目的在於建構大學校院合理規模指標;採用

焦點團體訪談的目的在於彌補文獻探討在大學校院合理規模調整機制作法探索

的不足;採用資料包絡法的目的在於藉由本研究所建構的大學校院合理規模指

 標，進一步評估各校合理規模績效表現。本研究所採用的三種研究方法，各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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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大學合理規模與調整機制之研究架構

資料來派本研究自行整理

 本研究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透過文獻探討建構出我國公私立大學的

 初步指標，接著進行德懷術篩選出重要的合理規模指標。為了加強指標的實證

 性，本研究特於德懷術之後，再對於這些指標進行資料包絡法分析，以完成我國

 大學校院合理規模績效評估。本研究第二部分是透過文獻探討進行大學校院規模

 調整機制的初步建構，並藉由焦點團體法對於規模調整機制議題進行深入的探究

 以彌補文獻探討的不足，以建構出可為教育部與各大學參考的規模調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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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的研究目的、內容，當然也有不同的研究流程，為了釐清這三者的關係，本研

 究特於第二節對於此部分進行說明分析。

 第二節研究架構與流程勺、，"

 承上所述，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有德懷術、焦點團體訪談、資料包絡法。

 為了釐清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內容與目的，研究者特將其關係與內容呈現如下

 圖，並且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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