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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結論報告二：如何在行政服務方面多方運用AI及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110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特刊

題綱一：如何更強化AI在行政運作的協助，分為三面向，教學支援上，預測學生學習

風險包括單科被當、休學、退學等狀況，提供學習資料予老師，介入輔導。依學長姐

、校友、企業需求來數據分析推薦選課。輔助分析各項資料時可深入各系，擬定執行

計畫，發揮更大功效。 

 

行政業務上，財務報帳系統建立發票掃描自動登陸功能，支援多元的學雜費及行政規

費線上支付方式。提供便利可靠的數位驗證機制，並善用軟體（如TEAMs）、公文及

表單以電子簽章代替親簽，並推動數位證書、成績單。 

偵測校園安全異常流程並防止陌生人進入校園或偷拍事件；針對屋頂安全維護，導入

異常影像AI辨識系統，並與勤務中心及校安中心連動，防範不慎墜樓情事。 

在學校首頁明顯位置設客服機器人，由各單位餵養資料後可回答常見的問題，或進行

校園導覽，同時可提供英語服務。優化校務資訊系統功能，各類表單資料全面數位化

。透過統一報修系統，彙整全校報修資料，找出常報修的設備項目及地點以分析共同

問題點。 

便利生活上，建置「校園資源監控與節能管理」系統，讓師生及時看到能源動態。監

測教室及辦公室環境如偵測二氧化碳濃度，自動調整光線、溫度及濕度等，以提高工

作或學習效率。透過軟體分析校園週邊路口易發生交通事故地點及型態，降低事故發

生率。分析學生租屋問題，以降低租賃糾紛發生率。 

題綱二：如何提升校園綠能之創新發展。舉行校園綠能創新競賽，鼓勵師生跨域合作

綠色創意創新之作品及概念。成立綠能與能源再生對策小組，結合從事能源課題之教

師包含綠能發電、AI智慧電網、廢熱再生能源等，與節能組合作，並連結產業最新發

展，形成策略聯盟，以規劃建置符合最佳配置之綠電系統（太陽能、風能等），再配

合政府最新能源補助政策，讓本校朝向綠能校園邁進。 

透過建置「校園資源監控與節能管理」系統，觀察各種建築物水電使用狀況，包括電

力參數分析、電表資料查詢、再生能源資訊、用水趨勢、用水比率等，可明確抓出漏

水位置，並分散各棟樓層和使用單位的用電時間和用電量。發展多元化的綠能策略

，包括兩水回收、風力能源、垃圾減量等，逐步進行資訊系統雲端化，降低伺服器購

置，減少電子廢棄物。 

各大樓屋頂的利用上，除體育館及游泳館外，於教學大樓屋頂裝設太陽能板。評估各



大樓頂端是否有垂直式小型風力發電機的空間。守謙頂樓已設置的淡水校園氣象站可

輔助校園綠能工作。開發水數據源如雨水收集及再生水之利用（如在屋頂樓板降溫灑

水，降低頂樓室內溫度）。 

以AI協助綠能設備的參數調控及最佳化（如馬達轉速、電流電壓控制、參數如風速、

濕度、溫度等調整），並預測綠能設備是否需維護或更新。當照明、空調、熱水器及

飲水機等設施汰舊換新時，更換為環保及節能設備。 

鼓勵教職員工購買電動車，並廣設電動車充電裝置。開放校園綠能資料供教師進行研

究，同時以校內統計數據與目前綠能應用之預設進行比對，且應用於教學活動。 

題綱三：如何在社會責任與企業及校友連結達成永續目標，建立淡江SDGs講座或學習

社群，讓企業和校友分享在永續目標上遇到的挑戰和策略。鏈結傑出校友資源，規劃

各類工作坊，透過產學合作，委託本校執行社會責任之工作，培訓優秀人才。 

號召校友推動地方創生社會企業計畫，發展城鄉緊密連結的社會企業，並回應聯合國

SDGs重要目標。在淡江時報發佈校務未來工作重點，引發校友關注進而回流合作。 

透過媒體推廣本校與校友企業合作的綠能技術成功案例行銷，串連學校與知名校友力

量共同為永續發展發聲。建立社群與透過電子媒體傳播教師研究產能，促進校友企業

與本校合作，也為本校得榮譽。 

企業可透過研究發展處網頁的「研究智庫區」可結「教師歷程系統」查詢教師專長

；「產學媒合系統」提供「專利成果」加「廠商媒合」；「人才計畫介接管理系統」

將各機關徵求的計畫案藉由平台分類整理。 

訂定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並修訂相關法規，讓教師得以兼職或借調與產業相互結合

，提升產研。在專業課程上加入新元素，教育學生重視環境友善、企業社會責任及公

司治理與企業發展的關聯。 

提供校友企業相關之線上教育訓練；鼓勵校友返校持續進修，給予學費優惠，介接身

障生就職於校友企業。依畢業校友工作性質，每年更新各領域職涯地圖，增加畢業生

到校友任職公司的機會。 

藉由實施畢業生流向調查瞭解近年學生在產業的現況提供學校院系課程規劃與設計的

參考，降低學用落差以提供學用合一為目標。（文／彭云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