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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回顧 IT 的建構的過程往往是組織內各部門提

出不同的需求，IT 部門就因應採用不同的硬體、

軟體、系統平台和資料庫去滿足使用者需求，組織

所得到的是一個個分散獨立自主的 IT 架構。這種

自然形成的情況下，IT 架構就會顯得雜亂無章，

長期下來，IT 反而成為組織經營發展的包袱。許

多大學校園資訊服務建置，幾乎也都是循著原來的

人力流程及組織結構的安排來設計資訊基礎建設，

校園 e 化的過程都在組織既有流程與結構的角度

中妥協，使資訊基礎建設所具備的彈性和適應性十

分有限。因此，本研究針對藝術專業型學校組織探

討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ITI)角色扮演，透過誘導式結構模型

(Heuristic Structure H.S.)釐清 ITI發展的模糊地帶，

從問題界定、歸納推論、情境定義到轉化策略，最

終 描 繪 出 符 合 學 校 組 織 情 境 的 資 訊 架 構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rchitecture ITA)，並經由

雲端概念及彈性的虛擬管理技術，發展符合校園學

習、教學、研究、行政管理需求的 ITI 環境，作為

校園雲端服務目標情境與臺藝大藝術教育百年樹

人的依循。在師生追尋創新中多元教學環不斷蛻變，

而智慧的傳承則是 ITI 使命的歸依，最終導出「藝

術植林在雲端、信捻巧思慧成塔」之定義。 
關鍵詞：資訊科技基礎建設、資訊科技架構、

誘導式結構模型 
 
一、 前言 

本研究針對台灣藝術大學之資訊基礎規劃及

建設，進行探討與研究。除探討臺藝大資訊基礎建

設規劃外，還包括臺藝大資訊科技架構的設計，提

供資訊基礎建設規劃時應考量之因素與程序，結合

資源運用、綠色機房、雲端服務等功能，推導出臺

藝大 ITI 設計原則，依此完成各項資訊建設實施方

案。研究方法以「誘導式結構」理論1作為操作工

                                                 
1
誘導式結構(Heuristic Structure H.S.)是一種以誘導、啟發

方式的思考架構，簡單地說就是「人類思考模式」。(蔡仁惠,2006)

不同人對同一件事會因為個人背景、經驗、喜好不同，或是個

人創造、思考判斷能力的差異，產生決然不同的看法。H.S.屬

問題解決之思考模式，有系統地探討出答案，從已知成份著手

具，國內多應用於建築設計之概念建構及概念轉化

為「空間結構」，即情境依空間組織邏輯之表達形

式。組織 ITI 建構須以 ITA 為藍圖，而 ITA 本身也

同樣為一邏輯結構型態，設計過程依歸於組織及使

用者的需求來形成建構之概念，所不同於建築領域

的是使用者使用之情境是透過 ITI形成之虛擬空間。

從進行論文思辯之問題、範圍、方向之界定與確認，

並輔以文獻探討協助思考方向之資料收集，經由歸

結(歸納)、推論(演繹)與所推導出之目標情境，轉

化為本研究對象之「臺灣藝術大學 ITA 架構」的規

劃設計概念。誘導式結構操作模型(如圖 1)共七階

段：「問題界定、思考方向、重點提取、歸結、推

論、目標情境、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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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誘導式結構模型與操作機制 
 
二、 問題界定 

問題界定之動作在於將題目之描述合理化，並

達致主體可理解化，在設定之條件下將題目內容結

構化。對操作者而言，若能將結構化之問題化為內

在表徵，再以文字與語言形成外在表徵以通過外在

檢驗，則此時能確定主體已將問題格式塔化。本研

究以臺藝大教職員生資訊服務為對象，發展具備彈

性及適應性的 ITI，首先需設計規劃 ITA 架構，促

                                                                          
分析歸納，以推論那尚未知悉的成份，企圖越來越接近目標，

而終能掌握所欲追求知真相。本研究所論誘導式結構模型，為

蔡仁惠以朗尼根( Bernard J.F. Lonergan ) H.S.初步解題概

念建構之 H.S.操作模型七階段，以供 ITA 架構發展過程中建構

深層結構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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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歸結 3
論三、 流程控

綜合歸結 2
論四、 資訊服

藍圖，

力 
綜合歸結 1

論五、 綠色、

有彈性

當內部及外

環境的調適能

。以雲端技術

校務需求且不

可或缺的基礎

出臺藝大在 IT
以動態 IDC 為

包括：應用系

務，因為如此

 

圖 4 實體

ITI 管理導向

綜合歸結 11
論六、 學習的

綜合歸結 18
論七、 管理的

綜合歸結 13
論八、 服務的

綜合歸結 10
論九、 智慧資

在 ITI 管理

達成管理的綜

享受便利的服

獻，學校累積

成員，亦可對未

制，為學校開

洞察出從學習

ITI 人力管理

中，需特別注

的人力服務四

性。 
、6、12 三項

控管須提升資

、5、8 三項得

服務須由校務

以規劃 IT 的

6、17 二項得

、集中、動態

性的雲端服務

外在環境變化時

能力、柔韌性、

發展出富有彈

不增加成本，更

礎。本研究經由

TI 實體設施相

為核心，支援

系統、標準與規

此才可將資源

設施相關的科

向的人力服務 
、14、21 三項

的取向是使 IT
、19、23 三項

的取向是使服

、15、22 三項

的取向是為支

、20 二項歸結

資產的取向是

理導向的人力服

綜效，由管理形

服務後，可產出

的智慧資產，

未來文化創意

闢新的經費資

習、管理、服務

促成良性的循

注意技術的發展

四項目標，如圖

項得此推論： 
資料的透通程度

得此推論： 
務運作分析整體

的策略、作業

得此推論： 
態的 IDC 需支持

務 
時，ITI 實體

、和回應能力

彈性的動態 ID
更是取得長期

由文獻歸結推

相關的科技服

援四個 MIS 技

規範、流程控

源共享及再利

科技服務架構

項得此推論：

T 人員能有效

項得此推論：

服務品質提升 
項歸結得此推

支持產出優質智

結得此推論：

是豐富學習能量

服務中，從學

形成優質服務

出智慧資產對

，再透過學習

意產業形成加

資源。綜合前

務、智慧資產

循環。學校 IT
展，要配合 IT
圖 5。 

度 

體的 ITA
業和科技能

持整合、

體設施相關

力是關鍵因

DC，能滿

期競爭優勢

推論後，洞

服務中，必

技術發展主

控管及資訊

用，如圖

 

構圖 

 
效率的管理 

 

推論： 
智慧資產 

 
量 

學習了解如

務，組織成

對學校做出

習回饋給組

加值分享的

前述推論結

產，學校可

TI 發展過

TI 管理導



圖

3. 臺藝大

從 I
ITI 管理導

的過程可

支撐應用

4 個 MIS
有效管理

富智慧資

ITI 科技服

 

圖 6 臺藝

 
六、 目標

推論

述九個推

其說明如

圖

圖 5 ITI 管理導

大 ITI 科技服

ITI 實體設施相

導向的人力服

可以歸納出：臺

用系統、標準與

S 主軸，由此 4
理、管理服務品

資產回饋學習

服務與人力服

藝大 ITI 科技

標情境與定義

論至目標情境

推論中相同之情

如下： 

圖 7 推論至目標

導向的人力服

服務與人力服務

相關的科技服

服務四個推論

臺藝大應以動

與規範、流程

4 主軸資源的

品質、服務支

習資源 4 項目

服務整體關係

技服務與人力服

義-臺藝大 ITA
境洞察之對應關

情境導出以下

標情境洞察之

 

服務架構圖 

務整體關係

服務五個推論

論，經過交互推

動態 IDC 為核

程控管、資訊服

的能量來完成學

支持優質產出

目標，形成臺藝

係圖，如圖 6。

服務整體關係

A 設計 
關係如圖 7。依

下五個目標情

之對應關係 

論，及

推理

核心

服務

學習

、豐

藝大

。 

係圖 

依前

情境，

 

1.
依前

情境

情境

綜合

推論

推論

享、

境、

作業

地、

訊服

情境

綜合

推論

推論

而行

統效

促使

務需

管理

力求

情境

綜合

推論

推論

程中

以充

動，

織、

產進

用。

情境

綜合

推論

推論

並回

合教

確的

如提

全校

生命

供累

情境

綜合

推論

臺藝大 ITI 目

前述九個推論

境，其說明如

境一、 整合校

合以下二項推

論 1 應用系統

論 6 學習的取

由校園資訊

、優化校園活

、數位內容資

業的方便、有

、使用任何載

服務。 
境二、 提升校

合以下二項推

論 2 標準與規

容度，維

性 
論 7 管理的取

學生、教師

行政人員要能

效能，所以 IT人

使委外合作團

需求。應成立

理，將校務行

求各利害關係

境三、 培養資

合以下二項推

論 3 流程控管

論 8 服務的取

教職員生獲

中，內化知識

充實學校智慧

，提升溝通互

、管理、利用

進行資安權限

。 
境四、 提供適

合以下二項推

論4資訊服務須

以規劃 I
論 9 智慧資產

學校資訊科

回饋組織與成

教職員生，個

的知道教職員

提供專業套裝

校線上通訊錄

命周期系統、

累積個人學習

境五、 導入雲

合以下一項推

論 5 綠色、集

目標情境 

論中相同之情境

如下： 
校園資訊服務

推論得此目標情

統前端介面需多

取向是使 IT 人

訊入口網起，

動宣傳推廣，

料庫，完善各

效性，最終能

載具，皆能順利

校務行政系統

推論得此目標情

規範須能達成系

維持資料的機

取向是使服務品

師、家長的服

能提升提服務品

人員的管理作

團隊開發的資訊

立專案小組以

政資訊系統整

係者服務品質的

資訊素養提升

推論得此目標情

管須提升資料的

取向是為支持產

獲得優質的服

以充實個人素

慧資產；從個人

互動品質，包括

、分享的功能

限控管，以法律

適用的個人數

推論得此目標情

須由校務運作

T 的策略、作

產的取向是豐富

科技的運用必

成員，資訊科技

人數位工作環

員生從事各項活

裝軟體、各單位

錄、行事曆整合

線上簽核無紙

習成果等。 
雲端、落實 IS
推論得此目標情

集中、動態的

境導出以下五

務體系 
情境： 
多元適性的客

人員能有效率的

將資訊整合

，並需完備數

各種資訊環境

能提供師生個

利獲得即時、

統服務品質 
情境： 
系統之間的整

機密性、完整性

品質提升 
服務由行政團

品質，則須依

作為應以服務

訊系統，更貼

CMMI 概念

整合、流程精

的提升。 
升競爭力 
情境： 
的透通程度 
產出優質智慧

服務後，在教

素養，產出的

人到組織內部

括資訊搜尋、

能，也對資料

律智財權保護

數位工作環境 
情境： 
作分析整體的

作業和科技能

富學習能量 
必須形成知識流

技的架構最終

環境的應用，

活動所需要的

位網路磁碟空

合通訊環境、

紙化環境、學

SMS 保證持續

情境： 
IDC 需支持整

五個目標

客制化 
的管理 
、資源共

數位學習環

境提升管理

個人無時無

正確的資

整合及相

性、可用

隊提供，

依賴資訊系

務為出發，

貼近業務服

念進行委外

精簡專案，

慧資產 
與學的過

的智慧資產

部的教學互

保存、組

料及智慧資

護並加值運

的 ITA藍圖，

能力 

流的循環，

終也必須符

要清楚明

的軟硬體，

空間、建立

身分識別

學習歷程提

續營運 

整合、有



彈性的雲端服務 
校園 IDC 的環境有如資訊科技服務的心臟，

應透過虛擬化技術建置私有雲後，可進行組織內、

外部資訊資源的使用量測，依此進行資源調度形成

雲端服務，以確保 IDC 持續營運亦落實 ISMS 資安

管理系統，降低非法使用干擾，可提升校內外網際

網路速率與穩定，及完備 IDC 整體資安管理及機

制。 
2. 定義 

綜合前述五項目標情境，經第二次洞察，需

整合校園資訊服務體系提供「更聰明的需求鏈」，

提升校務行政系統服務品質應支持「有意義的服

務」，培養資訊素養提升競爭力更應思考「如何讓

經驗流通」，提供適用的個人數位工作環境才能「讓

知識具體化」，「改變是必然的」故需導入雲端服務、

落實 ISMS 保證持續營運。臺藝大藝術教育百年樹

人，在追尋創新中不斷蛻變，學習資訊皆可於 M
化服務信手捻來，智慧傳承是臺藝大 ITI 使命的歸

依，最終推導出定義： 
“藝術植林在雲端、信捻巧思慧成塔＂ 

3. 臺藝大 ITA 設計 

定義的出現即為誘導式結構方法之建構完成，

它是一種目標情境的描述，根據此情境做出適當的

空間語彙，即是現實空間情境表達之工具。情境轉

化策略依據誘導式結構所推導出的目標情境轉化

為設計概念，依其深層結構之定義综合成為空間結

構，以表達定義所設的實質意涵，這種轉化是將深

層結構(即設計者欲表達之情境模式)外化為表層

結構的詮釋過程，而情境轉化策略則是對應至目標

情境類比空間之原型(即虛擬空間”ITI”機能之呈

現)。 
在本研究中使用者使用之情境是透過 ITI 形

成之虛擬空間，這一空間是基於網路技術而產生的

一個電子空間，其情境是一個“虛擬＂的社會場域；

從推論到目標情境擬定 ITA 的邏輯設計，ITA 是學

校建立 ITI 的指引和建設藍圖，建設藍圖包括了資

料、技術、通訊、應用系統與工作各方面，以指示

IT 如何使用、如何整合，ITI 的建設執行都要與 ITA
建設藍圖相符，以達整體效果。進行資訊科技應用

的規劃，絕非 IT 專業人員閉門造車可以完成的，

規劃出來的結果，一定要和學校決策者多次商討，

才能定案。IT 人員和決策者商討時，必定要有一

個標的物，作為商討的依據，才好彼此溝通。就像

蓋摩天大樓時，業主和建築師在決定建築物的外觀

和規格時，必須要有一份建築圖或是建築物的模型，

做為討論的依據，ITA 就是這麼一個工具。 
將臺藝大所期待的 IT 應用表達成一目了然的

ITA 架構圖，標示出資訊科技的高層次結構，提供

學校決策者透過 ITA 圖和 IT 人員的協調討論，澄

清了學校 IT 能力的選項，能夠掌握和監督資訊科

技的應用，也劃下了組織如何運作的遠景。ITA 的

設計對資訊科技應用助益很大，設計好的 ITA，往

往隨著校務運作需求的遞變，而需要不斷的更新，

乃至於所採用的 IT 政策和標準也要配合技術的汰

舊換新。因此，ITA 的設計和更新，遂成為一項重

要的常規性工作，本研究以 Google SketchUp 軟體

繪製成 3D 動態 ITA 架構圖，以清楚展示學校組織

未來的運作方式，如圖 8 所示。 
 
七、 情境轉化策略 

經 ITA 所完成之規劃分析，在校務 IT 規劃(像
目標、願景、策略、管理原則)、校務的運作(如經

營的範圍、組織結構、處理流程、資料)、自動化(資
訊系統、資料庫)、及科技的基礎建設(如電腦、操

作系統與網路)間交互作用，整體宏觀而言 ITA 規

劃包括學校策略、科技策略、作業能力、及科技能

力，隨組織採用資訊科技的方式不同，而有不同的

類型，及要採用不同類型的 ITA，需要不同的組織

能力，而此組織能力非一夕可成，需要一段組織學

習歷程。本研究以臺藝大現階段資訊發展情況，定

義學校資訊服務環境建設願景： 
“完備 IT 基礎建設，提升 IT 運用能力，精簡支

援性系統，開發策略性系統，形成競爭優勢。＂ 
從推論到目標情境擬定 ITA 的邏輯設計，最

後從情境轉化策略，導出臺藝大 ITI 實體的、具象

的措施。在此九個推論中，涵蓋了管理導向中的人

力服務與實體設施，此相關的科技服務有兩個層面

一起探討，其中是校務活動性質，也是資訊系統功

能建構的虛擬空間，所形成的情境轉化策略與資訊

系統角色定位，才是完整的規劃目標，如表 3。 
表 3 目標情境之 ITI 轉化策略表 

目標情境
ITI 建

置方案
轉化策略說明 

整合校園

資訊服務

體系 

校務行

政資料

庫整合

計畫 

學習更好的方法由校園資訊入

口網起，將資訊整合、資源共

享、優化校園活動宣傳推廣，

並需完備數位學習環境、數位

內容資料庫，完善各種資訊服

務提升管理作業的方便、有效

性。 

提升校務

行政系統

服務品質

導入校

務流程

系統計

畫 

以 CMMI 概念進行委外管理，進

行校務行政資訊系統整合流程

精簡，包括系統平台、資料庫

升級，創新校務行政系統應

用，力求各利害關係者服務品

質的提升。 

培養資訊

素養提升

競爭力 

導 入

PIM 個

人資訊

管理計

畫 

提供完整的資訊搜尋、保存、

組織、管理、利用、分享的功

能，也對資料及智慧資產進行

資安權限控管，透過法律智財

權保護並加值運用。 

提供適用

的個人數

位工作環

境 

導入藝

術在雲

端計畫

提供專業套裝軟體、網路磁碟

空間，建立全校線上通訊錄、

行事曆整合通訊環境，及身分

識別生命周期系統，線上簽核



導 入 雲

端、落實

ISMS 保

證持續營

運 

 
八、 結論

雖然

自然形成

長期下來

研究歸納

論之交互

元適性的

統之間的

用性」、「

服務須由

IT 的策略

態的 IDC
習的取向

取向是使

出優質智

量」等九

藝術教育

無紙

積個

雲

實

保

營

動 態

IDC 綠

化節能

虛擬管

理計畫 

透過

對組

用量

端服

導 入

ISO270

01 認證

計畫 

確保

資安

認

擾

及穩

完整

論 
然每個組織都

成的情況下，

來，IT 反而成

納出適用於臺藝

互推理洞察歸納

的客制化」、「標

的相容度，維持

流程控管須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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