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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標規劃建立大學圖書館圖書預算分配之研究

學生：陳芸華 指導教授：黃明居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學院 數位圖書資訊學程碩士班 

 

摘  要 

 

目前大學圖書預算分配方式多利用公式法將經費分給各教學單位，如

此館方不但無從管控各領域之新增書籍，繼而影響館藏發展。 

本研究經由文獻回顧大學圖書館合理的經費分配所需考慮之因素，以

線性目標規劃方法，建立學院和學科兩面向之圖書預算分配模式。並以國

立交通大學分配經費為案例，7 個學院及中、西文 30 類學科為分配對象，

除獲得理想的學院和學科二維矩陣分配結果外，並執行實證分析，了解書

籍平均價格和購買圖書數量二項考量因素設定多寡會影響最終分配結果。 

本研究是國內首度提出以數學規劃方法處理大學圖書館經費分配問

題，並以線性目標規劃方法，建立兼顧教學單位(學院)與圖書館館藏(學科)

兩面向之符合實務面且具有彈性、公平性、多面向考量的理想預算分配模

式，用以改善各教學單位對預算之爭議並兼顧館藏發展政策之實踐。且開

發圖書預算分配互動平台，可做為國內大學圖書館經費分配決策之應用。 

關鍵字：圖書預算分配模式、目標規劃、教學單位(學院)與圖書館館藏(學

科)二面向、館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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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oal Programming Model for the Budget Allocation of 

Academic Library in Taiwan 
 

student：Yun-Hua Chen Advisors：Dr. Ming-Jiu Huang 

 

Degree Program of Computer Science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University libraries often allocate acquisition budgets by instructional units 

through a formula method. Formula method may keep the library from 

allocating appropriate budgetary resource in adding new book collections 

needed in every academic field. Consequently, the library collection would 

suffer. 

Through the reviews of literature, this study first identifie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library budget allocation. Then this study established a college-subject 

two dimension budget allocation model for library book acquisition. This model 

was built by linear goal programming. Using the library budget of year 2007 of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includes seven 

colleges and thirty academic subjects by the New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Chinese Libraries and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Scheme. The 

model allocation results of two-dimension matrix of college and subject were 

obtained. Multiple projects we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the factors of the average prices of books and the quantities of 

purchased books affected the final allocation results. 

This study was the first research in Taiwan which proposed using 

mathematic programming method to deal with the budget alloca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t established an ideal, practical, flexible, and fair budget 

allocation model using goal programming of two dimensions. This model can be 

used to reduce the dispute about the budget among instructional units and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collection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active platform of collection budget allocation can be applied in the 

decision making of the budget alloca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Keywords: model for budget allocation of library, linear goal programming, 

college-subject two dimensions, collec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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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圖書館圖書經費分配是每年都要面臨的實務問題，經費分配結果將影

響該年度各學院領域之藏書及圖書館館藏發展。目前大學圖書預算為配合

教學，多以學院、系所為經費分配對象，並以師生人數比、借閱流通…等

統計資料，以加權值比重的公式，做為圖書館預算分配的考量(Budd & 

Adams, 1989)，以符合教學需求與會計體制。加權值比重公式方法簡單且易

於計算，但經費總額受限的情況下，館方及各分配對象總有各自本位或當

下的期望，若配合期望權宜地修改原定的分配因子或權重，亦僅能勉強獲

得暫時的妥協，每年都頇重新爭議或調整。 

在年度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各教學單位當然希望能獲得有利的分配方

式，為自己爭取較多購書預算，而圖書館亦有當年度的館藏發展規劃。圖

書館的館藏規劃多以學科為圖書分類依據，預算分配對象若僅為教學單

位，則無法控制每年度各學科應增購的數額，圖書館員亦無法預先規劃各

學科圖書之徵集和採訪。因此，若圖書館員對教學單位所請購的圖書不加

以規範，而由其自行運用，易因本位主義而購買過多同質性圖書，恐使館

藏產生偏頗現象，各學科圖書均衡發展之理念亦無從落實(馬少娟，民 75)。

若能提出兼顧教學單位(學院)與圖書館館藏(學科)兩個對象，建立符合實務

面且具有彈性、公平性和多面向考量的經費分配模式，以適合國內大學圖

書館使用，對館藏政策之實踐及改善各教學單位對預算之爭議甚具助益，

是目前極為重要的課題，亦是主要研究動機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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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大學圖書館經費合理分配所需考慮之因素與影響層面。 

2. 建立兼顧教學單位(學院)與圖書館館藏(學科)兩面向需求，並且符

合實務面，具有彈性、公平性和多面向考量的理想預算分配模式。 

3. 開發大學圖書館預算分配互動平台，做為國內大學圖書館經費分配

決策之應用。 

1.2 研究方法 

大學圖書館預算分配政策常受研究者、教師、學生，甚至於圖書館員

等人員彼此相異甚至矛盾的期望或目標所影響，且各方需求年年可能產生

不同以往的衝突(Beilby & Mott, 1983)，所以圖書預算分配是屬多種影響因

素和多目標的決策問題。而目標規劃(Goal Programming, GP)是管理者決策

工具之一，由決策者依據現有的資源制定限制條件，建立多個目標，並設

定目標的優先順序，設法尋求達成多個目標，讓決策兼顧多重層面並具彈

性，適合處理多目標及目標間互相衝突之決策問題。所以一個良好的大學

圖書館預算分配模式，應顧全上述人員需求，此外，還應該獲取彼此都能

接受的分配結果(Wise & Perushek, 2000)。本研究即以目標規劃做為達成兼

顧教學單位(學院)與圖書館館藏(學科)兩面向圖書館預算分配之研究方法。 

1.3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範圍與限制如下： 

1. 研究對象為大學圖書館，不包括國家圖書館、中小學圖書、公共圖

書館和專門圖書館…等。預算分配則以圖書為主，不包含期刊、電

子資源、視聽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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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西文學科包含，中國圖書分類法之 9 大類，其中 600 和 700 類

號合併為文史類，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之 21 大類(胡述兆、王

梅玲，民 92)。 

3. 模式求解部份，以數量為決策變數之求解過程，因模式規模甚大，

將採「實數解」方式求解，而不追求「整數解」。另一方面，以利

與金額為決策變數之結果作比較分析。 

1.4 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主要可分為文獻蒐集與整理、目標規劃預算分配模式、開

發大學圖書館預算分配互動平台、案例執行和實證分析四個階段，詳見圖

1.1，各階段之步驟與方法如下： 

第一階段：文獻蒐集與整理 

1. 確定研究動機與目的，建立教學單位(學院)與圖書館館藏(學科)兩

面向之預算分配目標。 

2. 文獻回顧，蒐集國內外有關圖書經費分配的方式、圖失預算分配

考量因素、目標規劃、目標規劃應用於圖書經費分配，四項主題

的文獻及研究成果，以助於預算分配模式架構的建立。 

3. 資料蒐集，蒐集國立交通大學某年圖書館學術圖書經費分配原則

和資料，作為預算分配模式之案例資料。 

第二階段：目標規劃預算分配模式 

以目標規劃方法，建立教學單位(學院)與圖書館館藏(學科)兩面

向之大學圖書館預算分配模式。 

1. 確認分配對象，制定以 m 個學院和中、英文 n 類學科的決策變數。 

2. 確認考量因素，制定限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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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確認執行優先次序，制定目標式。 

第三階段：開發大學圖書館預算分配互動平台 

1. 選擇執行目標規劃之預算分配系統之開發工具。 

2. 依分配模式進行系統開發。 

3. 系統測詴與完成。 

第四階段：案例執行和實證分析。 

針對執行的案例進行結果分析，並給予結論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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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蒐集
與整理

研究動機與目的的確定

1.圖書預算分配方式
2.圖書預算分配考量因素
3.目標規劃
4.目標規劃應用於圖書預
算分配

交通大學
經費分配原則和資料

確認分配對象 確認考量因素 決定目標優先順序

案例執行

結論與建議

案例執行和

實證分析

文
獻
探
討

教學單位(學院)與圖書館館藏(學科)

兩面向之大學圖書館預算分配

資
料
蒐
集

m個學院和 

n 類中、西文學科

1.去年支出金額  2.師生人數
3.系所成立歷史  4.流通量
5.預約量              6.最少購買數量
7.最多購買數量  8.總金額...等等

依限制條件設定目標重要性
決定多目標達成的優先順序

系統開發

結果分析

建立教學單位(學院)與圖書館館藏(學科)

兩面向大學圖書館預算分配模式

目標規劃
預算分配

模式

發展
大學圖書館
預算分配
互動平台

選擇開發工具

系統測試與完成

 

圖 1-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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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論文架構 

本論文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目的、方法與流

程等；第二章從現行圖書館預算分配方式、圖書館預算分配考量因素、目

標規劃及目標規劃應用於圖書經費分配等四項主題回顧相關的文獻；第三

章以目標規劃應用於大學圖書館經費分配，建立兼顧教學單位(學院)與圖書

館館藏(學科)兩面向需求之理想預算分配；第四章以交通大學圖書館為對

象，進行實證分析；第五章開發大學圖書館預算分配互動平台，做為國內

大學圖書館經費分配決策之應用；第六章總結本研究成果以及個人對後續

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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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由第一章所述，本研究涉及之層面，包括圖書館預算分配方式、圖書

館預算分配考量因素、目標規劃以及目標規劃應用於圖書經費分配等四項

主題。本章節回顧四項主題的相關文獻，各主題於各年代所發表之重要文

獻如圖 2-1 所示。其中 Wise & Perushek 兩篇文獻詳細說明目標規劃如何應

用於大學圖書經費分配，為本研究主要參考與改善的重要資料。 

 

 

註：    為本研究主要參考資料 

圖 2-1 與本研究相關文獻關係圖 

 

 

 

方式 

目標規劃 

目標規劃        

應用於 

圖書經費分配 

1970 1980 1990 2000 

王梅玲等4人 

民92 

Greaves 

1974  

Wise & Perushek  

1996 

考量因素  
Budd & Adams 

1989 

Charnes 
&Copper 

 1977  

張家澤 

民68  
王小璠  

民94 

Edward 

1978  
Beilby 

& Mott 

1983  

Wise & 
Perushek 

1996 

圖
書
館
預
算
分
配 

年度 

Aouni & 
Kettani 

 2001  

Wise & 
Perushek 

2000 

Katz (Ed.)  

1989 

吳明德、薛理桂  

民84 

張乃斌 

民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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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圖書館預算分配方式 

本小節參閱預算分配相關文獻，得知一般大學及研究型圖書館(以下稱

大學圖書館)多以公式法與數學規劃方法來分配圖書預算。公式法在圖書館

預算上被識為財政規劃的工具，可用來保證公平的分配 (Moskowitz & 

Schmidt, 1989)，且大部份是依據館藏數量、成長量、師生人數、流通等因

素組合，轉化成以百分比表達之等式(Genaway, 1989)。而數學規劃方法應用

在圖書館經費分配上，計有 Linear Goal Programming 和 Zero-one Goal 

Programming 等。過去文獻曾提及許多分配方式，整理如表 2-1。可知大學

圖書館經費分配大多以公式法做為分配的方法。 

然而 Young, Ian R.(1992)的報告，述及美國學院及研究圖書館學會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在 1988 年針對 107 所中、小型

規模的學術圖書館調查指出，有 42%的圖書館以公式法分配預算。英國在

1991 年針對大專院校圖書館的調查指出，88%的多元技術學院，以及 25%

的大學圖書館使用公式(吳明德和薛理桂，民 84)。 

有關公式法的優缺點，Gabriel, Michael R.(1995)指出公式法具簡單性、

迅速性、可調整性和公平性 4 項優點；但不具彈性，過於僵化，無法兼顧

各種需求和因應突發事件而改變經費額度為其缺點(王梅玲等，民 92)。

Cubberley(1993)引述 Shirk, Gary M.(1984)指出圖書館預算分配公式有時不

是科學化公式，而是政治化問題。Wise & Perushek (1996) 指出僅考慮以公

式來決定圖書館預算經費，是種可怕的慣例。韓立棟(民 95)亦說明大學圖

書館文獻資源建設經費不可能以某一種固定的公式來計算。公式法實際使

用情況，已由 1940 年代之 73.3%，逐年遞降至 1990 年代之 40%(Dole, 2003)。 

實務上，大學圖書館多年以來仍採用公式法來做經費分配方法(Budd & 

Adams, 1989；吳明德和薛理桂，民 84)。尤其國內各大學圖書館經費分配，

均以項目之加權比例公式計算，各校依其背景及政策各有不同的考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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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表 2-2 為目前在 WWW 上可搜尋到公開的經費分配方式與考量因素。

此表可看出，尚未有哪一種公式方法做為國內大學圖書館預算分配通案模

式。 

 

表 2-1 大學圖書館預算分配方法彙整表 

研究者 年度 分配方法 

Genaway, D. C.  
1986, 

1989 
步驟法(Procedure)、公式法(Formula) 

Moskowitz, M. & 

Schmidt, J. 
1989 

以公式為主，主要參數為館藏量、館藏成長、學

科領域出版書籍之數量與成本、課程數、師生人

數等 

McGinnis, M. & 

Faust, M.  
1989 

以公式為分配方式，認為書籍、期刊之成本與期

刊和專書撥款比例是二個重要考量因素 

Budd, John M. 1991 問卷調查美國使用公式情形，列出常用考量因素 

Roberts, Michael. , 

 Kidd, Tony. &  

Irvine, Lynn. 

2004 
以師生人數和各學科圖書平均成本，採公式法用

以分配給系所。 

Gabriel, Michael 

R. 
1995 

美國圖書館應用公式有：Dillehay、Gold、Kohut、

McGrath、Pierce 等人所提出的公式 

紀高飛、 

李曉娟、李林 
民 96 

模型+原則+綜合平衡。模型部份是以影響因素和

權重所得之公式去計算各學科經費額度 

Lee, Sang M. &  

Clayton, Edward 

R.   

1972 Linear Goal Programming 

Beilby, M. H. &  

Mott, T. H.  
1983 Linear Goal Programming 

Wise, K. &  

Perushek, D.E. 

1996, 

2000 
Linear Goal Programming 

Edward L. H. 1978 Zero-one Goal Programming 

Schniederjans, M. 

J. & Santhanam, 

R. 

1989 Zero-one Goal Programming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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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國內六所大學圖書館經費分配的項目和比例 

校名 項目 比例 

 

 

交通大學 

前一會計年度各學院學術圖書支出金額 50% 

各學院圖書平均價格 20% 

師生人數 20% 

系所成立歷史 10% 

台北科技大學 
圖書館統籌分配 40% 

系所分配 60% 

 

 

成功大學 

單位基數 30% 

師生點數 30% 

書刊平均單價 20% 

學費貢獻度 20% 

 

 

 

 

高雄醫學大學 

各院基本數 30% 

教學學分數 10% 

教師人數 15% 

專題研究數 
金額 15% 

件數 5% 

研究論文數 18% 

科技產學成果 3% 

推廣教育 4% 

 

中國醫藥學院 

系所 61.5% 

附設醫院 13.5% 

圖書館 25% 

花蓮教育大學 
圖書館統籌分配 30% 

系所分配 70%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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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圖書館預算分配考量因素 

為建立良好的分配準則以達到館藏發展目標，頇注意採用的考量因素

及其與目標間的關係(Beilby & Mott, 1983)。Greaves 曾指出影響圖書館預算

分配的 8 項因素，包含教職員人數、學生人數或研習的學分數、單位研究

報告的數量、圖書的成本、該學科圖書館館藏量適當與否、課程型態和數

量、流通統計記錄、過去預算分配記錄等(Greaves, 1974)。 

吳明德、薛理桂編著(民 84)說明圖書館預算分配之公式分內在和外在

變數，以大學圖書館為例，內在變數為學生人數、教員人數、課程數量、

圖書流通、館際互借、研究項目、平均圖書價格等；外在變數指全球文獻

的價格及全球文獻的產量。Genaway(1989)認為任一圖書預算分配公式常用

的組成變數有流通、教職員生、課程數、捐贈、前例。Budd & Adams(1989)

曾廣泛調查各圖書館預算分配公式，得知最常考量因素的前 5 項，依次為

學生人數或修習的學分數、圖書的成本、教職員人數、流通記錄、系所開

課數目。 

謝建成、魏儀禎(民 92)亦發現國內各校圖書採購並非只遵循同一固定

原則，並將各校對於採購因素分為量化與質化，其中量化因素包括系所人

次、圖書借閱狀況、經費執行率、館藏現況等。表 2-2 中亦可看出國內一般

大學圖書館預算分配大部份採用系所數、師生人數、系所成立歷史等因素。

Wu(2003)，Kao, Chang & Lin(2003)並以借閱資料深入探討來做為分配的基

準，但此項資料較不利於新成立的系所和新進行的計畫，容易造成經費分

配上的偏頗(王梅玲等，民 92)。 

由表 2.2 及上述說明得知每一個圖書館考慮因素不同，並沒有絕對的標

準，端看圖書館館藏發展目標和特性決定(王梅玲等，民 92)。表 2-3 為整

理過去文獻中較常採用的考量因素，依排比順序為流通、師生人數、成本、

課程數、學分數、館藏成長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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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整理各文獻之常用考量因素 

   

文獻 

 

考量因素(註) 

Greaves Beilby 

& 

Mott 

Budd 

& 

Adams 

Edward Wise 

& 

Perushek 

Genaway 吳明德 

& 

薛理桂 

謝建成 

& 

魏儀禎 

流通 ˇ ˇ ˇ  ˇ ˇ ˇ ˇ 

教職員人數 ˇ  ˇ  ˇ ˇ ˇ ˇ 

學生人數 ˇ  ˇ  ˇ ˇ ˇ ˇ 

成本(單價) ˇ ˇ ˇ ˇ   ˇ  

課程數 ˇ  ˇ  ˇ ˇ ˇ  

學分數 ˇ ˇ ˇ  ˇ    

研究價值(量) ˇ ˇ  ˇ   ˇ  

總預算  ˇ  ˇ ˇ    

數量(館藏成長量)  ˇ  ˇ ˇ    

經費執行率 ˇ       ˇ 

館藏現況 ˇ       ˇ 

出版卷數     ˇ  ˇ  

書籍期刊比例  ˇ   ˇ    

教學價值    ˇ     

毀損和複本  ˇ       

各學科經費上

下限 

    ˇ    

購書經費佔部

門預算百分比 

   ˇ     

館際互借       ˇ  

註：依被採用之多寡排列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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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目標規劃 

目標規劃貣緣於 1960 年代由 Charnes & Cooper 提出此概念處理薪資表

的問題(王小璠，民 94)，隨後 Ijiri 於 1965 年加入設定目標優先次序和權重

(陳慧玲，民 67)，1970 年代 Lee 正式出版第一本目標規劃書籍，經由美國

政府和軍方成功引進及 MOP/GP(Multi-Objective Programming and Goal 

Programming)舉辦一系列重要國際會議，研討發展相關技術(Aouni & Kettani, 

2001)，至今目標規劃廣泛被應用在生產計劃、財務計劃、市場研究、企業

計劃、行政、人力、資源配置、資源損耗、經濟、會計、品管、運輸、選

址、預算編製領域(張家澤，民 68)。 

本研究係採用線性目標規劃(Linear Goal Programming)應用於大學圖書

館經費分配。一般線性規劃是尋求單一目標的極大或極小最佳解，但無法

在限制條件互相衝突時產生可行解(Feasible Solution)。實際上經營者或管理

者在做決策時頇考量多種影響因素和多目標的組合，且達成的目標亦有可

能具有彼此矛盾的現象(張家澤，民 68)。目標規劃方法用來解決目標間若

彼此相互衝突時仍可得到一最佳可行解(Best Possible Solution)，此為目標規

劃與線性規劃最大不同處(張乃斌，民 86)。故目標規劃可建立多個目標，

決策者依據現有的資源，制定限制條件和目標值，設定希望達成的目標之

優先次序，並以權重值來區分其重要性(北京清華大學作業研究教材編寫組

編著，民 81)，按目標的優先次序依次執行，當各目標無法一一滿足或有衝

突時，經由負偏差變數(Negative Deviation Variable)、正偏差變數(Positive 

Deviation Variable)來處理特定目標的達成度，求取負、正偏差總數與原定目

標值之間最小差距，藉以找出最接近決策者所希望達成的多目標之最佳可

行解(Charnes & Copper, 1977；王小璠，民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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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目標規劃數學式 

目標規劃數學模式表示式分三部份，1. 決策變數，2. 目標式，3. 限制

式，以下介紹目標規劃數學模式。 

決策變數：xij，i=1…m；j=1…n，係解限制式之聯立方程式而得之值。 

目標式： )(
1


iii

m

i
i pwZMIN 



，求取最小總偏差值。 

限制式： 0,,
1





iiijiiiij

n

j
ij xbxa 。 

其中， 


i ：負偏差變數，表示未達目標值的差距。 


i ：正偏差變數，表示超過目標值的差距。 

負、正偏差變數，要儘可能地達到最小值，有至少一者為 0 或同

時為 0 的特性。換言之，


i =0，


i >0 時，超出目標；


i =0，


i >0

時，未達目標；而


i 和


i 同時為 0，則表示已達到限制式的目標。 

p
i：對個別目標考慮其重要性，賦予優先次序

ppp
i

 ...
21 ，在求解

過程中，由優先權高的的目標開始，逐項達成個別目標。 

wi ：決策者可按輕重緩急的差別，分別賦予不同的權重係數。 

aij ：為決策變數 xij 的價值係數，其值將影響 xij 的強弱程度。 

bi：限制式之常數，係指量化的資源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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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目標規劃圖解說明 

圖 2-2 描述在座標軸的第一象限內，假設 5 個限制式並具有目標優先次

序G1~G5，其目標含意有“Acquire at Least”、“Maintain a Level of”、“Do 

Not Exceed” 、“Achieve a Maximum”等意義，所有目標含意必頇轉換成

數學式描述，再經由負、正偏差變數(
i
、

i
)改以等式描述，表 2-4 指出

原始數學式如何轉換成目標規劃的形式。之後將目標規劃該等式依優先次

序逐一求解，每一個目標值可沿著
i
、

i
所示的方向微調，求目標總偏差

之最小值，以獲取最佳的可行解( Wise & Perushek, 2000)。 

 

(資料來源：Wise & Perushek, 2000) 

圖 2-2 目標規劃圖解  

 

表 2-4 原始數學式轉換目標規劃式 

原始數學式 轉換目標規劃形式 目標式 

 

 

  

 

 

  

 

 

  

(資料來源：Goal programming tutorial. http://techfaculty.port.ac.uk/research/mmg/GPTut1.html) 

bf ii
x )( bf i

x
iii

 )(

bf ii
x )( bf i

x
iii

 )(  i

bf ii
x )( bf i

x
iii

 )( 
ii




i

http://techfaculty.port.ac.uk/research/mmg/GPTut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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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目標規劃執行流程 

目標規劃執行的流程，如圖 2-3 所示。首先，決策者依現有資源制定方

案，並決定該方案決策變數、限制條件和依各目標的重要性決定達成各目

標的優先順序，將上述方案轉化為目標規劃數學式，執行該數學式，產生

可行解，若可接受該組結果，建立多組方案，否則該方案無法成立。產生

多組方案後分析和評估眾方案，以選擇最佳方案。 

 

 

 

 

 

 

 

 

 

 

 

 

 

 

 

圖 2-3 目標規劃執行流程 

執行方案形成

決定決策變數

決定限制條件

決定目標優先順序

轉化目標規劃數學式

選擇方案

計算結果？ 有
執行方案

成立
方案放棄 沒有

其它方案

是

分析執行方案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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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目標規劃應用於圖書館經費分配 

Edward (1978)，Beilby & Mott (1983)，Wise & Perushek(1996, 2000)都

認為目標規劃，適合在圖書館的預算分配，可設定多項目標值和優先次序，

助於滿足使用者多變和可能彼此衝突的需求。不過他們都是以學科分類為

分配對象，所考量的決策變數、限制資源和目標優先次序，整理如表 2-5。

表 2-6 為該 4 篇文獻圖書經費分配範例依決策變數、考量因素和目標優先次

序三個項目說明其異同。 

表 2-5 目標規劃應用在圖書經費分配文獻摘要 

作者 年 決策變數 考量因素 

(限制資源) 

目標優先次序及條件 

Edward L. H. 1978 一、 






0

1
xi

 Standing 

Orders 購買與否 

i=1..Standing Orders 數

量 

二、 






0

1
y

j
 書籍購買與

否 

j=1..書籍數量 

1.成本 

2.教學價值 

3.研究價值 

4.書和

Standing 

Orders 數量 

5.購書經費佔

部門預算百

分比 

第一：總成本(上限) 

第二：總教學價值(下

限) 

第三：總研究價值(下

限) 

第四：書籍和 Standing 

Orders 購買數量(下限) 

第五：購書經費佔部門

預算百分比(介於 60%

至 80%) 

Beilby, M. H. 

& 

Mott, T. H. 

1983 x j
：書籍數量 

y
j
：期刊數量 

j 為 5 種學科 

 

1.數量 

2.成本 

3.書籍期刊比

例 

4.期刊成本的

成長 

5.流通 

6.學分數 

7.系所研究產

值 

第一：最少和最多購買

數量 

第二：總成本(上限) 

第三：各學科書籍和期

刊數量上、下限 

第四：依各學科的流通

比例分配 

第五：依各學科的學分

數比例分配 

第六：控制研究採購經

費 15%為上限；購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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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毀損和複本 損和複本不得超過總

經費 5% 

第七：每學科期刊當年

成本不得大於前 5 年

成本之 60% (用以控制

期刊經費成長過高) 

第八：避免期刊預算過

剩 

Wise, K. & 

Perushek, D. 

1996 xi
：書籍數量 

y
i
：期刊數量 

i 為 49 種學科 

 

1.總預算 

2.流通 

3.FTE(註) 

4.學分數 

5.課程數 

6.數量 

7.書籍期刊比

例 

8.各學科經費

上下限 

第一：總預算(上限) 

第二：最少和最多購買

數量，維持館藏成長量 

第三：書籍期刊比例

3:7 

第四：各學科經費上下

限 

第五：依流通比例分配 

第六：依 FTE(註)比例

分配 

第七：依學分數和課程

數比例分配 

Wise, K. & 

Perushek, D. 

2000 xi
：書籍數量 

y
i
：期刊數量 

i 為 7 種學科 

 

1.總預算 

2.數量 

3.出版卷數 

4.學分數 

5.流通 

6.書籍、期刊

比例 

第一：總預算(上限) 

第二：最少和最多購買

數量，維持館藏成長量 

第三：書籍期刊比例

4:6 

第四：依各學科出版量

比例分配 

第五：依各學科流通比

例和學分數比例分配 

第六：維持各學科專款

最小和最大的限制(該

學科館藏量是否足夠) 

註：FTE(Full Time Equivalent)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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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目標規劃應用在圖書經費分配 4 篇文獻之異同 

項目 相同處 相異處 

決策變數 1. 皆以學科應分配的數量

為決策變數 

2. 分配對象為書籍和期刊 

1.學科分類皆不同 

 

 

考量因素 

1. 總成本 

2. 購買數量與館藏成長率 

3. 書籍與期刊比例 

4. 依流通比例分配 

5. 依教學價值和研究價值

分配(含學分數、課程數) 

以上 5 項因素是 4 篇文獻皆

採用之。 

1. 購書經費佔部門預算百

分比 

2. 毀損和複本 

3. 出版卷數 

4. FTE(註) 

 

 

目標優先次序 

1. 總成本和購買數量，目

標設定時優先次序較高 

2. 目標設定若依百分比例

分配其優先次序較低 

3. 設定最少和最多購買數

量，維持館藏成長量 

1. 設定書籍和期刊比例值

不同 

2. 設定控制期刊經費過剩

和成長過高 

3. 控制各學科最小和最大

的限制 

註：FTE(Full Time Equivalent)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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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目標規劃應用於圖書經費分配模式 

 

由第二章文獻回顧得知，目前國內許多大學圖書館經費分配的實際對

象為教學單位，而目標規劃應用於圖書館經費分配之文獻皆以學科為分配

對象。本研究除參考表 2-3 各文獻常用考量因素：流通、師生人數、成本、

課程數、學分數、館藏成長量等，提出兼顧教學單位(學院)與圖書館館藏(學

科)兩面向，達成符合實務面且具有彈性、公平性和多面向考量的經費分配

模式。 

 

3.1 圖書經費分配模式架構 

圖書經費預算一般是以金額直接分配給各教學單位，而圖書館館藏規

劃考量因素為書籍的成長量和各學科的數量，因此本模式採用金額與數量

二種決策變數。為達到兼顧教學單位(學院)與圖書館館藏(學科)兩面向之經

費分配，考量因素分為教學單位和館藏兩面向，教學單位方面有表 2-3 所載

各文獻中常見的考量因素，如經費執行率、師生人數和系所成立歷史…等

等；館藏方面考量因素則為館藏成長量和預約量…等等。其中，圖書預約

量是各文獻中均未提及的因素，本研究認為此項資料乃使用者需求之呈

現，應為採購之重要資訊，故增列為館藏考量因素之一。總預算和流通量

則是這兩個面向都要考量的，所有這些考量因素彈性組合成限制條件，依

目標規劃方法求解，就可得到學院和學科二維的分配結果。圖 3-1 為圖書預

算分配模式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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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圖書預算分配模式架構示意圖 

教學單位
考量因素

圖書館館藏
考量因素

總預算

去年支出
金額

師生
人數

系所成立
歷史

館藏成長量

預約量

流通量

學院面向(i)

學
科
面
向
(j)

：分配結果X ij

…
…

…
…

決策變數 
金額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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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目標規劃數學式 

3.2.1 決策變數 

本模式決策變數分為二類，其一是欲求得各學院各學科之分配金額(簡

稱金額決策變數)，數學表示式為 xij
，其二是欲求得各學院各學科之分配數

量(簡稱數量決策變數)，其數學表示式為 y
ij
，其中 i 代表 m 個學院，j 代表

n 類學科。。 

3.2.2 限制條件 

針對教學單位(學院)和圖書館館藏(學科)兩面向之需求，教學單位考量

因素有經費執行率、師生人數和系所成立歷史…等；圖書館館藏考量因素

為館藏成長量和預約量…等，流通量資料係以學院及學科之二維形態表

示，總預算則為二者共同限制條件。依分配金額或數量為決策變數，其限

制條件數學表示式如下，其數學表示符號表說明如表 3-1： 

 

表 3-1 圖書預算分配模式數學表示式符號表 

符號 說  明 符號 說  明 

xij
 分配金額之決策變數 y

ij
 分配數量之決策變數 

m 學院個數 n 學科分類個數 

i 第 1 ~ m 個學院 j 第 1 ~ n 類學科 

k 第 1 ~ s 個目標 s 目標數 

exp
i
 各學院經費執行率比例 tsi

 各學院師生人數比例 

hisi
 各學院系所成立歷史比例 hold j

 各學科預約量比例 

curij
 流通量比例 

ki
、

ki
 各目標之負、正偏差變數 

B  總預算 
B
、

B
 總預算之負、正偏差變數 

ci1
 第 i 個學院中文圖書單價 ci2

 第 i 個學院西文圖書單價 

R  書籍最多購買數量 
R
、

R
 館藏成長量之負、正偏差變數 

Pk
 各目標優先次序 wk

 各目標之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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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額決策變數 

1. 經費執行率 

0
m

1 1
i

1

exp  
 


kiki

i

n

j
ij

n

j
ij xx                         (1) 

2. 師生人數 

0
m

1 1
i

1

 
 


kiki

i

n

j
ij

n

j
ij xtsx                       (2) 

3. 系所成立歷史 

0
m

1 1
i

1

 
 


kiki

i

n

j
ij

n

j
ij xhisx                         (3) 

4. 流通量 

0
11

 



kijkij

n

j
ij

m

i
ijij xcurx                           (4) 

5. 預約量 

0
1 11

 
 


kjkj

m

i

n

j
ijj

m

i
ij xholdx                         (5) 

6. 總預算 

Bx
j

ij
i





BB

n

1

m

1

                                 (6) 

二、數量決策變數 

1. 經費執行率 

0
m

1 1
i

1

exp  
 


kiki

i

n

j
ij

n

j
ij

yy                       (7) 

2. 師生人數 

0
m

1 1
i

1

 
 


kiki

i

n

j
ij

n

j
ij

yts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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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所成立歷史 

0
m

1 1
i

1

 
 


kiki

i

n

j
ij

n

j
ij

yhisy                        (9) 

4. 流通量 

0
11

 



kijkij

n

j
ij

m

i
ijij

ycury                      (10) 

5. 預約量 

0
1 11

 
 


kjkj

m

i

n

j
ijj

m

i
ij

yholdy                     (11) 

6. 總預算 

Bycyc ppij
j

i
i

ij
j

i
i

 


)()(
n

1
2

m

1

n

1
1

m

1

                 (12) 

7. 館藏成長量 

Ry
RR

j
ij

i





n

1

m

1

                                (13) 

 

3.2.3 優先次序 

依限制條件或考量因素來決定目標，並制定達成目標的優先順序，數

學表示式為 PPPP k
 

321
。 

3.2.4 目標式 

依設定目標的優先次序，求取最小偏離目標值之函數，以決定決策變

數之可行解，數學表示式為 )(min
1


kkkk

s

k
Pwz 



。後續實證分析，假

設各目標權重相同，故 w 值均設定為 1，圖書預算則依執行目標之優先次

序予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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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簡例說明 

依前述圖書預算分配模式，除可達到原實務上分配給教學單位外，圖

書館亦可獲得學科經費分配，控制學科應購數額，以便進行館藏規劃。本

小節以 3 個學院和中、西文 5 類學科為分配對象，學院面向考量以表 2-3

之常用考量因素之師生人數為分配目標，學科面向考量則以預約量和館藏

成長量為分配目標。 

一、模擬案例和假設資料 

本模擬簡例假設需求：總預算 20 萬元，館藏成長量希望今年購得至少

200 冊書籍，並以師生人數、預約資料和流通資料為分配依據。表 3-2 為欲

進行模擬時所需要的決策變數、師生比例和預約比例等假設性資料，表 3-3

則為流通量比例。 

表 3-2 圖書預算分配模式之各項假設資料 

項目說明 學科\學院 X1 X2 X3 預約比例 

決策 

變數 

Y1 X1Y1 X2Y1 X3Y1 12% 

Y2 X1Y2 X2Y2 X3Y2 23% 

Y3 X1Y3 X2Y3 X3Y3 17% 

Y4 X1Y4 X2Y4 X3Y4 39% 

Y5 X1Y5 X2Y5 X3Y5 9% 

中文圖書

平均價格 
Y1~Y2 350 元 220 元 380 元  

西文圖書

平均價格 
Y3~Y5 

2100

元 

1200

元 

1800

元 
 

師生比例  24% 45% 31%  

 

 

表 3-3 圖書預算分配模式之流通比例 

學科\學院 X1 X2 X3 

Y1 15% 11% 8% 

Y2 9% 12% 5% 

Y3 5% 3% 7% 

Y4 6% 5% 4% 

Y5 1%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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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標規劃執行 

按上述假設需求，以數量為決策變數，但因中、西文圖書平均價格差

異過大，避免出現僅分配給單價低或單價高的圖書的結果，故增加最多購

買數量 400 本之限制條件。另以金額為決策變數，以比較其不同。模擬簡

例之設定目標依序如下。 

簡例(1) 數量為決策變數，目標的優先次序為： 

 P1：總預算不超過 200,000 元。 

 P2：最少購買數量 200 本、最多購買數量 400 本。 

 P3：依各學院師生人數的比例分配。 

 P4：依預約比例分配。 

 P5：依流通比例分配。 

簡例(2) 金額為決策變數，目標的優先次序為： 

 P1：總預算不超過 200,000 元。 

 P2：依各學院師生人數的比例分配。 

 P3：依預約比例分配。 

 P4：依流通比例分配。 

三、分配結果 

簡例(1) 以數量決策變數分配數量結果如表 3-4，分配的數量乘上各學

院中西文書籍平均價格，即為分配金額，詳表 3-5。由灰底得

知執行結果是符合 P1~P3 目標，但未符合 P4、P5 目標。另分

配的數量部份為非整數，但因最終分配的結果為金額，故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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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後續之分配數量的單位雖為冊，但取至小數位數 2 位，金額

部份則以元為單位。 

簡例(2) 以金額決策變數分配結果如表 3-6。 

表 3-4、3-5、3-6 之灰底顯示執行結果符合設定目標。 

 

表 3-4 簡例(1)分配數量結果─數量決策變數 單位：冊 

學科\學院 X1 X2 X3 學科合計 學科比例 

Y1 16             0 32             48 12.00% 
Y2 80             124             74.54                         278.54 69.63% 
Y3 0             12             0            12 3.00% 
Y4 0             20             5.46                         25.46 6.37% 
Y5 0  24             12             36 9.00% 

學院合計 96 180 124 400  

學院比例 24% 45% 31%   

 

 

表 3-5 簡例(1)分配金額結果─數量決策變數 單位：元 

學科\學院 X1 X2 X3 學科合計 學科比例 

Y1 5,600 0 12,160 17,760 8.88% 
Y2 28,000 27,280 28,323 83,603 41.80% 
Y3 0 14,400 0 14,400 7.20% 
Y4 0 24,000 9837 33,837 16.92% 
Y5 0 28,800 21,600 50,400 25.20% 

學院合計 33,600 94,480 71,920 2,00,000  

學院比例 16.80% 47.24% 35.96%   

 

 

表 3-6 簡例(2)分配金額結果─金額決策變數 單位：元 

學科\學院 X1 X2 X3 學科合計 學科比例 

Y1 8,000 0 16,000 24,000 12% 
Y2 18,000 18,000  10,000 46,000 23% 
Y3 10,000 6,000  18,000 34,000 17% 
Y4 12,000 54,000 12,000 78,000 39% 
Y5 0 12,000 6,000 18,000 9% 

學院合計 48,000 90,000 62,000 200,000  

學院比例 24% 4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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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上述簡例執行結果發現三項問題： 

(一) 中、西文書籍平均價格高低，將影響分配結果 

簡例(1)執行結果，各學院分配數量比例符合各學院師生人數的

比例。但乘上各學院不同的書籍平均價格後，所得的分配金額

比例已與各學院師生人數的分配比例不同。 

(二) 設定館藏成長量之購買數量多寡，將影響分配結果 

若簡例(2)分配金額除以各學院中西文書籍平均價格，所獲得總

數量為 315 冊，在簡例(1)分配總數量為 400 冊。 

(三) 決策變數不同和目標優先次序的設定，將影響分配結果。 

簡例(1)執行結果未達成依預約比例分配目標，但簡例(2)卻達成

依預約比例分配目標。 

 

除上述三項問題外，本簡例在學院面向的考量因素僅採用師生人數。

有關其他不同考量因素或補助特定對象，對分配結果之影響，將在後續實

證分析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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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分析─以交通大學圖書館為例 

 

本章採用國立交通大學某年之師生人數、預約和流通等各項資料，其

中預約量與流通量之原始資料因中、西文學科數據相差過大，導致中文學

科分配金額大於西文學科分配金額，不符合實務現況，故自行加重西文權

重，調整成中、西文學科之預約量與流通量資料相近。 

由第三章得知書籍平均價格高低、館藏成長量、目標優先次序設定均

會影響分配結果，本實證分析係為了解圖書預算分配考量因素與影響層

面，進行以下探討：1.與原交大圖書經費分配結果之差異；2.圖書平均價格

與館藏成長量對分配影響的程度；3.不同考量因素對分配結果的影響；4.專

款(包含特定經費及特別補助款)，對經費分配的影響；5.目標優先次序變

更，經費分配結果之差異。 

 

4.1 資料來源 

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學術圖書經費分配比例的原則和公式計算方式

為：各學院應得經費 = 前一會計年度各學院學術圖書支出金額佔 50% + 圖

書平均價格佔 20% + 師生人數佔 20% + 系所成立歷史佔 10%，詳細分配原

則詳見附錄 A。本研究以此原則和資料，作為本章實證分析之案例資料。表

4-1 為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某年原經費分配結果。 

表 4-1 國立交通大學某年圖書經費原分配結果 

學院別 支出金額 50% 平均價格 20% 師生人數 20% 成立歷史 10% 總百分比 分配金額 

電機 8.95% 3.85% 5.54% 1.15% 19.49% 1,510,475  

資訊 4.50% 2.00% 2.44% 0.69% 9.63% 746,325 

工 8.89% 2.40% 3.84% 1.26% 16.39% 1,270,225  

理 6.07% 3.02% 2.16% 1.15% 12.40% 961,000  

管理 9.40% 2.20% 4.30% 2.30% 18.20% 1,410,500  

人社及客家 6.45% 3.19% 1.19% 2.30% 13.13% 1,017,575  

生科 5.74% 3.33% 0.54% 1.15% 10.76% 833,900  

合計 50% 20% 20% 10% 100% 7,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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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實證分析之執行方案 

本小節依圖書經費分配模式和前節案例資料為基礎，將各考量因素之

限制條件轉換成目標規劃數學式並設定目標優先次序，利用 Lingo 8 軟體執

行。 

一、決策變數 

原始資料之執行方案採金額為決策變數，分配對象是 7 個學院和中、

西文 30 類學科。 

二、限制條件 

參考表 2-3 常用之考量因素及兼顧教學單位(學院)與圖書館館藏(學科)

兩面向之需求，其限制條件採用師生人數、流通量、預約量、總金額等限

制條件。 

三、目標優先次序 

組合限制條件並制定目標之優先次序，即形成決策方案，首先制定目

標優先次序如下： 

 P1：總預算不超過 7,750,000 元。 

 P2：依各學院師生人數的比例分配。 

 P3：依預約比例分配。 

 P4：依流通比例分配。 

四、原始資料暨數學式 

依設定目標優先次序所需條件，將各學院師生人數的比例、預約和流

通量，以比例型式呈現，如表 4-2、4-3、4-4，其中中、西文學科流通原始

資料和標準化處理過程詳附錄 B 之附表 B-1、B-2、B-3。該實證分析之執

行方案的數學式，詳見附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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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交通大學某年各學院師生人數的比例 

學院別 
電機 

學院 

資訊 

學院 
工學院 理學院 

管理 

學院 

人社客

家學院 

生科 

學院 

比例 27.68% 12.21% 19.19% 10.78% 21.52% 5.93% 2.69% 

 

 

表 4-3 交通大學某年中、西文學科原始預約資料比例 

中文學科 預約量 比例  西文學科 預約量 比例 

0 總類 1129 2.422%  A 3 0.006% 

1 哲學類 1341 2.877%  B 134 0.288% 

2 宗教類 116 0.249%  C 8 0.017% 

3 自然科學類 9272 19.894%  D 14 0.030% 

4 應用科學類 7213 15.476%  E 6 0.013% 

5 社會科學類 5178 11.110%  F 0 0.000% 

6,7 史地類 1490 3.197%  G 39 0.084% 

8 語文類 10763 23.093%  H 616 1.322% 

9 美術類 1372 2.944%  J 12 0.026% 

    K 32 0.069% 

    L 57 0.122% 

    M 77 0.165% 

    N 75 0.161% 

    P 465 0.998% 

    Q 3507 7.525% 

    R 30 0.064% 

    S 0 0.000% 

    T 3628 7.784% 

    U 2 0.004% 

    V 0 0.000% 

    Z 28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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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交通大學某年已標準化之原始流通資料比例 

  
電機 

學院 

資訊 

學院 
工學院 理學院 

管理 

學院 

人社客

家學院 

生科 

學院 

0 總類 0.00340  0.00261  0.00304  0.00444  0.00223  0.01681  0.00256  

1 哲學類 0.00360  0.00280  0.00275  0.00437  0.00272  0.01080  0.00239  

2 宗教類 0.00076  0.00068  0.00055  0.00083  0.00045  0.00153  0.00060  

3 自然科學類 0.02064  0.03089  0.01955  0.03077  0.01799  0.01658  0.02330  

4 應用科學類 0.01532  0.00701  0.02604  0.01036  0.01917  0.01086  0.00645  

5 社會科學類 0.00674  0.00439  0.00666  0.00891  0.01508  0.02554  0.00523  

6,7 史地類 0.00433  0.00312  0.00386  0.00494  0.00367  0.01400  0.00393  

8 語文類 0.02115  0.02199  0.01961  0.02879  0.01741  0.05270  0.02786  

9 美術類 0.00913  0.00877  0.00612  0.01244  0.00457  0.04500  0.00904  

A 0.00000  0.00002  0.00000  0.00003  0.00000  0.00020  0.00000  

B 0.00015  0.00027  0.00008  0.00031  0.00038  0.01335  0.00000  

C 0.00003  0.00000  0.00000  0.00004  0.00001  0.00049  0.00002  

D 0.00005  0.00015  0.00002  0.00009  0.00003  0.00228  0.00009  

E 0.00001  0.00003  0.00001  0.00007  0.00001  0.00088  0.00000  

F 0.00000  0.00000  0.00001  0.00002  0.00000  0.00007  0.00000  

G 0.00009  0.00011  0.00024  0.00004  0.00004  0.00258  0.00009  

H 0.00038  0.00052  0.00050  0.00130  0.00465  0.00836  0.00066  

J 0.00001  0.00001  0.00000  0.00001  0.00003  0.00177  0.00000  

K 0.00003  0.00005  0.00003  0.00000  0.00067  0.00016  0.00000  

L 0.00007  0.00008  0.00006  0.00024  0.00008  0.00140  0.00008  

M 0.00041  0.00027  0.00017  0.00044  0.00012  0.01822  0.00021  

N 0.00026  0.00038  0.00034  0.00032  0.00015  0.01564  0.00004  

P 0.00629  0.00482  0.00489  0.00859  0.00320  0.04195  0.00918  

Q 0.00910  0.00869  0.00717  0.03026  0.00393  0.00559  0.01860  

R 0.00010  0.00006  0.00013  0.00040  0.00027  0.00048  0.00034  

S 0.00000  0.00000  0.00006  0.00000  0.00001  0.00007  0.00008  

T 0.01065  0.00438  0.00824  0.00411  0.00193  0.00369  0.00162  

U 0.00001  0.00000  0.00001  0.00000  0.00001  0.00005  0.00002  

V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Z 0.00014  0.00015  0.00000  0.00004  0.00002  0.00030  0.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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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執行結果 

附錄 B 之附表 B-4 為以原始資料執行的結果。全部分配結果加總為

7,750,000 元，符合 P1 目標；各學院分配比例符合各學院師生人數的比例，

故符合 P2 目標，如圖 4-1；各學科分配比例符合各學科預約量比例，符合

P3 目標，卻顯示中、西文學科分配不均，詳圖 4-2。 

 

學院分配比例圖(原始資料)

 $2,145,200 , 27%

 $946,275 , 12%

 $1,487,225 , 19%

 $835,450 , 11%

 $1,667,800 , 22%

 $208,475 , 3%

 $459,575 , 6%

電機學院

資訊學院

工學院

理學院

管理學院

人社客家學院

生科學院

 

圖 4-1 原始資料之學院分配金額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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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分類比例圖(原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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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教

3自然科學
4應用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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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原始資料之學科分類分配金額比例圖 

 

六、調整原始資料 

由圖 4-2 可知以原始資料執行的結果，中文學科分配金額佔 81.26%，

遠超過西文學科分配金額。因交通大學之預約和流通原始資料，中、西文

學科之數值差距過大，若依原資料直接轉換成比例，則因西文比例過小，

其分配結果必然使得中文學科預算遠超過西文學科預算，顯不符合大學圖

書館之館藏發展，因而本研究將西文學科之預約量與流通量給予加權，其

通式為 A * (預約量或流通量) + B，A：加權的倍數，B：門檻值以下的平均

數，其用意在避免出現資料為 0 的情況。 

本研究假設中、西文學科資料量相當，故西文學科預約量給予 3 倍加

13（數值 50 以下之平均數）之加權。表 4-5 為各學科已加權之預約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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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表。流通資料之處理亦與預約資料相似，給予 2 倍加 10（數值 50 以

下之平均數）之加權，再予以標準化，可得表 4-6 為各學院各學科已加權流

通資料的比例表。而各圖書館決策者可依館藏政策自行調整中、西預約和

流通資料的數值。 

表 4-5 交通大學某年各學科已加權之預約量和比例 

 預約量 西文加權(*3+13)  加權後比例 

0總類 1129 1129 1.755% 

1哲學類 1341 1341 2.084% 

2宗教類 116 116 0.180% 

3自然科學類 9272 9272 14.410% 

4應用科學類 7213 7213 11.210% 

5社會科學類 5178 5178 8.047% 

6,7史地類 1490 1490 2.316% 

8語文類 10763 10763 16.727% 

9美術類 1372 1372 2.132% 

A 3 22 0.034% 

B 134 415 0.645% 

C 8 37 0.058% 

D 14 55 0.085% 

E 6 31 0.048% 

F 0 13 0.020% 

G 39 130 0.202% 

H 616 1861 2.892% 

J 12 49 0.076% 

K 32 109 0.169% 

L 57 184 0.286% 

M 77 244 0.379% 

N 75 238 0.370% 

P 465 1408 2.188% 

Q 3507 10534 16.371% 

R 30 103 0.160% 

S 0 13 0.020% 

T 3628 10897 16.935% 

U 2 19 0.030% 

V 0 13 0.020% 

Z 28 97 0.151% 

預約小計  64346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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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交通大學某年各學院各學科已加權之流通比例 

  
電機 

學院 

資訊 

學院 
工學院 理學院 

管理 

學院 

人社客

家學院 

生科 

學院 

0 總類 0.00264  0.00202  0.00236  0.00345  0.00173  0.01304  0.00198  

1 哲學類 0.00279  0.00218  0.00213  0.00339  0.00211  0.00838  0.00185  

2 宗教類 0.00059  0.00052  0.00043  0.00064  0.00035  0.00118  0.00047  

3 自然科學類 0.01601  0.02396  0.01516  0.02387  0.01396  0.01286  0.01807  

4 應用科學類 0.01188  0.00544  0.02020  0.00804  0.01487  0.00842  0.00500  

5 社會科學類 0.00523  0.00341  0.00517  0.00691  0.01170  0.01981  0.00405  

6,7 史地類 0.00336  0.00242  0.00299  0.00383  0.00285  0.01086  0.00305  

8 語文類 0.01641  0.01706  0.01521  0.02234  0.01351  0.04088  0.02161  

9 美術類 0.00708  0.00681  0.00475  0.00965  0.00355  0.03491  0.00702  

A 0.00001  0.00006  0.00002  0.00008  0.00002  0.00038  0.00015  

B 0.00025  0.00045  0.00014  0.00052  0.00061  0.02078  0.00015  

C 0.00007  0.00003  0.00002  0.00009  0.00004  0.00083  0.00018  

D 0.00009  0.00027  0.00005  0.00017  0.00006  0.00360  0.00029  

E 0.00003  0.00008  0.00004  0.00015  0.00004  0.00143  0.00015  

F 0.00001  0.00003  0.00004  0.00007  0.00002  0.00017  0.00015  

G 0.00015  0.00021  0.00040  0.00010  0.00008  0.00406  0.00029  

H 0.00061  0.00084  0.00080  0.00205  0.00723  0.01303  0.00117  

J 0.00003  0.00004  0.00002  0.00006  0.00006  0.00282  0.00015  

K 0.00005  0.00011  0.00007  0.00004  0.00105  0.00032  0.00015  

L 0.00013  0.00015  0.00011  0.00041  0.00013  0.00224  0.00026  

M 0.00065  0.00046  0.00028  0.00071  0.00020  0.02833  0.00047  

N 0.00041  0.00062  0.00055  0.00053  0.00024  0.02433  0.00020  

P 0.00978  0.00751  0.00761  0.01336  0.00498  0.06514  0.01438  

Q 0.01413  0.01352  0.01115  0.04698  0.00611  0.00873  0.02899  

R 0.00018  0.00012  0.00023  0.00066  0.00044  0.00081  0.00067  

S 0.00001  0.00003  0.00011  0.00004  0.00003  0.00017  0.00026  

T 0.01654  0.00682  0.01280  0.00641  0.00302  0.00580  0.00265  

U 0.00003  0.00003  0.00003  0.00004  0.00003  0.00015  0.00018  

V 0.00001  0.00003  0.00002  0.00004  0.00002  0.00007  0.00015  

Z 0.00023  0.00027  0.00002  0.00010  0.00005  0.00053  0.0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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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述第三章簡例所言書籍平均價格高低、館藏成長量設定購買數量多

寡、目標優先次序的設定將影響分配結果，為了解圖書預算分配所需考量

因素與影響層面，後續分析將使用調整後資料，並依其目的訂定各改善方

案，如表 4-7。 

 

表 4-7 各改善方案之決策變數和目的 

改善方案 決策變數 目 的 

方案一 金額 與現況的比較。 

方案二 數量 書籍平均價格對分配結果的影響。 

方案三 數量 館藏成長數量對分配結果的影響。 

方案四 數量 各考量因素與目標達成度之比較。 

方案五 金額 專款對分配結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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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改善方案 

• 方案一：為與交通大學原分配方式做比對，擬定策略為： 

(1) 金額決策變數，目標的優先次序為： 

 P1：總預算不超過 7,750,000 元。 

 P2：依原公式總百分比分配，詳見表 4-1。 

 P3：依預約比例分配。 

 P4：依流通比例分配。 

(2) 執行結果 

方案一執行結果詳附錄 D 之附表 D-1。其中 P1、P2 和 P3 目

標已符合，圖 4-3 表示各學院分配金額比例，顯示與原公式總百

分比相同；又，各學科分配金額比例，亦與預約比例資料相同，

詳見圖 4-4。至於依流通比例分配的第四個目標值，因頇配合優先

次序較高的 P1、P2 和 P3 目標而頇微調，以致並不完全符合。如

表 4-8，其中藍字部份係與表 4-6 流通資料相符，顯示大部份數值

仍符合該流通比例值。 

此方案一不但保留已執行多年公式法分配給各學院之目標，

亦得到各學院各學科應分配的金額，使得圖書館決策人員可管控

各學科增購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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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學院分配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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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方案一學院分配金額比例圖 

 

方案一學科分類比例圖

1.755%

2.084%

0.180%

14.410%

11.210%

8.047%

2.316%

16.727%

2.132%

0.034%

0.645%

0.058%

0.085%

0.048%

0.020%

0.202%

2.892%

0.076%

0.169%

0.286%

0.379%

0.370%

2.188%

16.371%

0.160%

0.020%

16.935%

0.030%

0.020%

0.151%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0總類

1哲學

2宗教

3自然科學

4應用科學

5社會科學

67史地

8語言

9美術

A

B

C

D

E

F

G

H

J

K

L

M

N

P

Q

R

S

T

U

V

Z

 

圖 4-4 方案一學科分類分配金額比例條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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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方案一金額分配比例表 

  
電機 

學院 

資訊 

學院 
工學院 理學院 

管理 

學院 

人社客

家學院 

生科 

學院 

0 總類 0.00264  0.00202  0.00236  0.00000  0.00173  0.00682  0.00198  

1 哲學類 0.00279  0.00218  0.00213  0.00140  0.00211  0.00838  0.00185  

2 宗教類 0.00003  0.00052  0.00043  0.00000  0.00035  0.00000  0.00047  

3 自然科學類 0.02002  0.03218  0.01516  0.02387  0.01396  0.01286  0.02605  

4 應用科學類 0.01188  0.00544  0.05845  0.00804  0.01487  0.00842  0.00500  

5 社會科學類 0.00523  0.00341  0.02791  0.00691  0.02162  0.01134  0.00405  

6,7 史地類 0.00336  0.00242  0.00299  0.00383  0.00285  0.00466  0.00305  

8 語文類 0.03724  0.01706  0.01521  0.02176  0.01351  0.04088  0.02161  

9 美術類 0.00000  0.00681  0.00475  0.00000  0.00274  0.00000  0.00702  

A 0.00001  0.00006  0.00002  0.00000  0.00002  0.00008  0.00015  

B 0.00025  0.00045  0.00014  0.00052  0.00061  0.00433  0.00015  

C 0.00007  0.00003  0.00002  0.00009  0.00004  0.00015  0.00018  

D 0.00009  0.00027  0.00005  0.00009  0.00006  0.00000  0.00029  

E 0.00003  0.00008  0.00004  0.00014  0.00004  0.00000  0.00015  

F 0.00001  0.00003  0.00004  0.00000  0.00002  0.00000  0.00010  

G 0.00015  0.00021  0.00040  0.00010  0.00008  0.00079  0.00029  

H 0.00061  0.00084  0.00080  0.00205  0.01042  0.01303  0.00117  

J 0.00003  0.00004  0.00002  0.00006  0.00006  0.00040  0.00015  

K 0.00005  0.00011  0.00007  0.00000  0.00105  0.00026  0.00015  

L 0.00013  0.00015  0.00011  0.00041  0.00013  0.00167  0.00026  

M 0.00065  0.00046  0.00028  0.00071  0.00020  0.00102  0.00047  

N 0.00041  0.00062  0.00055  0.00053  0.00024  0.00115  0.00020  

P 0.00978  0.00000  0.00761  0.00000  0.00449  0.00000  0.00000  

Q 0.01413  0.01352  0.01115  0.04698  0.04021  0.00873  0.02899  

R 0.00018  0.00008  0.00023  0.00000  0.00044  0.00000  0.00067  

S 0.00001  0.00003  0.00011  0.00000  0.00003  0.00000  0.00002  

T 0.08485  0.00682  0.01280  0.00641  0.05002  0.00580  0.00265  

U 0.00003  0.00003  0.00003  0.00000  0.00003  0.00000  0.00018  

V 0.00001  0.00003  0.00002  0.00000  0.00002  0.00000  0.00012  

Z 0.00023  0.00040  0.00002  0.00010  0.00005  0.00053  0.00018  

註：藍字表示與表 4-6 流通資料之比例相符，     表示不符合 



 

 41 

• 方案二：本方案係以數量為決策變數，以了解書籍平均價格對分配

結果的影響。 

(1) 數量決策變數，目標的優先次序為： 

 P1：總預算不超過 7,750,000 元。。 

 P2：依原公式總百分比分配。 

 P3：依預約比例分配。 

 P4：依流通比例分配。 

(2) 執行結果 

附表 D-2 是方案二各學院所應分配的數量，附表 D-3 則是該

數量乘以各學院書籍平均價格後，所得到分配的金額。分配總金

額為 7,750,010 元，超出 10 元實乃乘上書籍平均價格四捨五入後，

所增加的數值，差額不大故仍屬符合 P1 目標。各學院和各學科所

分配數量之比例，皆符合 P2、P3 目標，惟所得金額將另受書籍

平均價格因素影響，有所變動。 

圖 4-5 係方案二各學院應分配的數量與金額（數量乘以書籍

平均價格）比例之比較。顯示出電機學院、資訊學院、管理學院、

人社客家學院差異甚大，係因各學院原已依其設定目標分配得適

當數量，但乘以有差距之單價後，所得金額已不同於原數量分配

比例。由此可知，各學院書籍平均價格高低將影響最終分配的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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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方案二學院分配金額、數量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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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三：為探討館藏成長量對分配結果的影響，本方案係依方案二

之條件再加上最多購買數量之限制條件。 

(1) 數量為決策變數，目標的優先次序為： 

 P1：總預算不超過 7,750,000 元。 

 P2：最多購買數量 25,000 本 

 P3：依原公式總百分比分配。 

 P4：依預約比例分配。 

 P5：依流通比例分配。 

(2) 執行結果 

附表 D-4 是方案三各學院學科所應分配的數量。與方案二相

似，檢視在分配數量的結果，各學院和各學科分配比例皆符合

P3、P4 所設定目標的比例分配。不同的是各學院各學科分配的數

量及總數量不同。本方案總數量為 6526.42，方案二為 5638.16。 

當設定 P2 目標最多購買數量為 25,000 時，分配總數量僅為

6526.42，，若將此目標改為最多購買數量為 5,000、6,000、10,000、

24,000 等數量，分配總數量變化整理如表 4-9，各學院各學科詳細

分配之數量詳見附錄 E。圖 4-6 顯示當設定最多購買數量為 6,000

時，偏差值是最小，隨著設定值的增加，分配總數量也增加，而

且偏差值愈大，但當設定最多購買數量為 25,000 時，最終分配總

數量降到 6526.42，而偏差值亦下降。 

若將 P2 設定改為最少購買數量 5,000，最多購買數量 7,000，

則分配結果為 7,000，另測詴多組購買數量上下限顯示，設定數量

上限在臨界值之下（本研究案例臨界值為 24,000），則會購得上限

數量，若設定數量上限在臨界值之上（例如，25,000），則分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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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與目標差異甚大。由上述結果得知，不宜設定數量上限條件；

另，除非購買數量為必要考量因素，否則亦不宜設定下限條件。 

表 4-9 方案三最多購買數量變化產生之分配情形 

P2 最多購買數量 分配總數量 分配情形 

5,000 5,000 符合 P1、P2、P3、P4 目標，但分配情形

集中，如電機學院中文學科全為 0，資訊

學院西文學科全為 0。 

6,000 6,000 符合 P1、P2、P3、P4 目標，且分配情形

不致有集中現象。 

 

 

10,000 

 

 

10,000 

1. 西文學科方面多集中在資訊學院、工學

院、管理學院、人社客家學院，其他學院

全為 0。預約比例在 2 宗教類僅 0.180%，

而分配結果佔 14.828%，相差 14.648%。

而預約比例在 T 類為 16.935%，分配結果

僅佔 2.287%，亦相差 14.648%。表示應分

配給 T 類，因 P1 目標將資源移轉給 2 宗

教類。其餘學科分配比例與預約比例相等。 

 

24,000 

 

24,000 
集中分配在中文學科，3 自然科學類佔

54.810%，西文學科主要分配在資訊學

院、工學院、管理學院，其餘學院均為 0。 

25,000 6,526.42 如附表 E-5。 

 
 

 

方案三最多購買數量變化實際分配總數量和偏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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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方案三最多購買數量分配結果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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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四：為了解不同考量因素對分配結果和目標達成度之影響，將

P2 目標依序採用學院面向之考量因素，以比較其差異。 

(1) 數量為決策變數，目標的優先次序為： 

 P1：總預算不超過 7,750,000 元。 

 P2：依各學院師生人數的比例分配。 

 P3：依預約比例分配。 

 P4：依流通比例分配。 

(2) 執行結果 

附表 D-5 是方案四各學院所應分配的數量。總分配金額為

7,750,019，超出 19 元實乃乘上書籍平均價格四捨五入後，所增加

的數值，故仍屬符合 P1 目標。在數量的結果中各學院和各學科分

配比例皆符合 P2、P3 所設定目標的比例分配。不同處是本案分

配總數量為 5325.48，而方案二分配總數量為 5646.79。表 4-10 和

圖 4-7 顯示將 P2 目標個別設定成原公式總百分比、去年支出金額

比例、各學院師生人數的比例及系所成立歷史比例，總分配數量

雖不同但相差不大。 

目標規劃方法之目標式是經由負、正偏差變數來處理特定目

標的達成度，為比較同一面向不同目標的達成度，本案例 P2 目標

分別設定為原公式總百分比、去年支出金額比例、各學院師生人

數的比例及系所成立歷史比例…等學院方面之考量因素，，由表

4-11 得知，P2 目標若設定為依原公式總百分比分配，將最接近和

可能達成 P1~P4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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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方案四不同 P2 目標之分配總數量 

P2 項目 分配總數量 

原公式總百分比 5646.79 

去年支出金額比例 5713.92 

各學院師生人數的比例 5325.48 

系所成立歷史比例 5895.67 

 

 
 

方案四不同考量因素之分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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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方案四不同考量因素之分配結果變化圖 

 

 

表 4-11 同一面向各考量因素之目標達成度表 

同一面向考量因素 目標達成度 

原公式總百分比 1489.0677 

去年支出金額比例 1535.2413 

各學院師生人數比例  2214.5204 

系所成立歷史比例 1550.9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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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五：一般大學圖書館預算分配上對於新成立學院，皆會增加該

學院分配金額，或另有額外專款補助某領域之學科。本方

案係對學院或學科給予固定金額以上數額之限制條件。 

(1) 學院固定金額以上 

(1.1) 金額為決策變數，目標的優先次序為： 

 P1：總預算不超過 7,750,000 元。 

 P2：生科學院預算最少 500,000 元。 

 P3：依各學院師生人數的比例分配。 

 P4：依預約比例分配。 

 P5：依流通比例分配。 

(1.2) 執行結果 

表 4-12、圖 4-8 是方案五與未設定學院固定金額以上不同處，

顯示電機學院將資源轉移給生科學院計 291,525 元，以符合生科

學院最少分配 500,000 元目標，詳圖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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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學院設定固定金額與未設定之分配結果 

方案  
電機 

學院 

資訊 

學院 
工學院 理學院 

管理 

學院 

人社客

家學院 

生科 

學院 

方案五

P1~P5 

金額 
1853675 946275 1487225 835450 1667800 459575 500000 

比例 
23.92% 12.21% 19.19% 10.78% 21.52% 5.93% 6.45% 

未設定 

學院固定

金額以上 

金額 
2145200 946275 1487225 835450 1667801 459575 208475 

比例 27.68% 12.21% 19.19% 10.78% 21.52% 5.93%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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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學院設定固定金額與未設定之分配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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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學院設定固定金額與未設定之分配結果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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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科固定金額以上 

(2.1) 金額為決策變數，目標的優先次序為： 

 P1：總預算不超過 7,750,000 元。 

 P2：M 類學科預算最少 100,000 元。 

 P3：依各學院師生人數的比例分配。 

 P4：依預約比例分配。 

 P5：依流通比例分配。 

(2.2) 執行結果 

圖 4-10顯示，原未設定學科固定金額時，M類學科分配 29,373

元，若欲達成 M 類學科至少分配 100,000 元之目標，其新增之差

額，均由 P 類學科移轉 70,628 元給 M 類學科。 

M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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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570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產生變化之學科

方案五-設定學科固定金額差額圖

未設定學科固定金
額

M(Music)學科預算
最少100,000元

 

圖 4-10 學科設定固定金額與未設定之分配結果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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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小結 

4.4.1 各改善方案比較 

總結方案一～五之分配結果摘要如表 4-13，並以方案、學院和中、西

文學科之角度分別予以分析，說明如下。 

一、方案角度 

圖 4-11 列出各方案中學院分配金額所佔的比例，說明如下： 

 方案四的分配結果對電機學院最有利 

電機學院師生人數的比例最高為 27.68%；且中、西文圖書單價分

別為 348 元，3,621 元，亦是各學院中、西文圖書單價中較高者。

以上二個原因造成方案四分配給電機學院高達 4,204,188 元，佔總

預算 54.25%； 

 理學院分配結果在各方案之差距較小 

 資訊學院、工學院、管理學院在各方案之分配結果差距甚大； 

 人社客家學院與生科學院，在方案一～三預算分配比例約 10%～

13%，較方案四、五為高。 

二、學院角度 

圖 4-12 得知各學院較為有利與不利之方案，並整理成表 4-14。其中，

理學院在各方案相異不大，而方案五對資訊、工、管理三個學院均為有利。 



 

 51 

表 4-13 各改善方案之目標優先次序設定和執行結果整理 

符號代碼 

A：總金額不得超過 7,750,000 元 

B：依各學院師生人數的比例分配 

C：依原公式總百分比分配 

D：最多購買數量 25,000 本 

E：依預約比例分配 

F：依流通比例分配 

改善方案 決策變數 目標優先次序 執行結果摘要 

方案一 金額 
P1：A  P2：C  

P3：E  P4：F 

保留以往給各學院分配金

額同時得到各學科應分配

的金額。 

方案二 數量 
P1：A  P2：C 

P3：E  P4：F 

各學院書籍平均價格高低

會影響最終分配的金額。 

方案三 數量 

P1：A  P2：D 

P3：C  P4：E 

P5：F 

1. 同方案二。 

2. 另設定最多購買數量多

寡會影響分配結果。 

方案四 數量 
P1：A  P2：B 

P3：E  P4：F 

1. 同方案二。 

2. 其他則依學院各考量因

素分配。 

方案五 金額 

P1：生科學院預算 

最少 500,000 元。 

P2：A  P3：B 

P4：E  P5：F 

生科學院增加之差額均由

電機學院移轉。 

 

 

五個方案(調整預約與流通資料)各學院分配結果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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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方案一～五各學院應分配金額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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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院五個方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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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五個方案比較圖 

 

表 4-14 各學院有利與不利方案列表  

學院名稱 有利方案 不利方案 備註 

電機學院 方案四 方案三  

資訊學院 方案五 方案二  

工學院 方案五 方案四  

理學院 方案三 方案五 各方案差異不大 

管理學院 方案五 方案二  

人社客家學院 方案一 方案五  

生科學院 方案三 方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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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西文學科角度 

各方案中、西文學科分配結果，圖 4-13 顯示原始方案中文學科佔預算

80%；方案一和方案五中文學科約佔 60%；方案二、三、四則中文學科分

配結果低於總預算的 20%，此三個方案皆以數量為決策變數，然西文圖書

單價高達二、三千元，西文分配金額自然較多。 

 

各方案中、西文學科分配金額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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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各方案中、西文學科分配結果比較 

 

4.4.2 書籍平均價格 vs 總預算 vs 總數量 

以數量為決策變數可知，各學院書籍平均價格高低會影響最終分配的

金額。以方案二為例，針對書籍平均價格增減、總預算增減、分配總數量

增減，三者間變化關係做一說明。 

一、全部學院書籍平均價格增減和總預算增減之關係 

每年圖書總預算與各學院所購買書籍平均價格均不同，總數量亦會隨

著總預算和書籍平均價格的增減而產生變化。表 4-15 以方案二為例，依各

學院書籍平均價格增減幅度與總預算增減幅度，所得到的總數量。由圖 4-14

顯示，若總預算減少 5%，且各學院書籍平均價格增加 10%，總數量將減少



 

 54 

13.86%。可知每年書籍平均價格增加幅度若大於每年總預算增 （減）幅度，

則使分配總數量愈少，降低館藏成長量。 

表 4-15 書籍平均價格增減與總預算增減之分配總數量 

總預算 

平均價格 
(-10%) (-5%) (-1%) (+0%) (+1%) (+5%) (+10%) 

-10% 5583.77 5944.51 6210.52 6273.88 6336.62 6587.59 6901.27 

-5% 5289.87 5631.64 5883.65 5943.68 6003.11 6240.86 6538.05 

-1% 5076.01 5403.95 5645.78 5703.38 5760.42 5988.56 6273.72 

+0% 5025.65 5350.36 5589.75 5646.79 5703.24 5929.12 6211.46 

+1% 4976.26 5297.76 5534.82 5591.31 5647.21 5870.87 6150.45 

+5% 4786.48 5095.73 5323.75 5378.07 5431.85 5646.96 5915.86 

+10% 4568.73 4863.92 5081.56 5133.73 5184.76 5390.09 5646.75 

 

圖書平均價格/總預算/總數量增減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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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圖書平均價格/總預算/總數量增減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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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別學院書籍平均價格增減，其分配金額和分配數量之關係 

僅對電機學院中、西文書籍平均價格做增減，該學院所分配的金額與

數量結果如圖 4-16。由圖 4-15 可知總預算不變的情形下，電機學院圖書平

均價格調漲，雖分配數量減少，但分配金額卻增加。 

 

表 4-16 電機學院圖書平均價格增減之分配結果 

電機學院 

圖書平均價格增減 
分配金額 金額增減 分配數量 數量增減 

-10% 2,717,983  -188,706  1,143.44  42.88  

-5% 2,814,261  -92,428  1,121.57  21.01  

-1% 2,888,669  -18,020  1,104.66  4.10  

+0% 2,906,689  0  1,100.56  0.00  

+1% 2,924,597  17,908  1,096.49  -4.07  

+5% 2,995,744  89,055  1,080.32  -20.24  

+10% 3,081,778 175,089 1,060.77 -39.79 

 

電機學院中、西文圖書單價/分配金額/分配數量增減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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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電機學院中、西文圖書單價/分配金額/分配數量增減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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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書籍平均價格和最多購買數量不變，總預算增減之偏差值的變化 

圖 4-6 得知方案三設定最多購買數量為 6,000 時，偏差值最小。若圖書

館係希望購買數量能夠達到 10,000 之目標，欲達此目標且圖書平均價格固

定時，觀察總預算的增減，其偏差值的變化情形。圖 4-16 顯示當總預算遞

增時，偏差值有遞減情形；在總預算為 1,200 萬元和 1,300 萬元時，其偏差

值為最小；但總預算超過 1,300 萬元後，偏差值又有遞增情形。 

 

單價與數量固定，預算金額為變數之偏差值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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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最多購買數量和圖書平均價格不變下偏差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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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優先次序對分配結果之影響 

該小節採用方案一之案例，以金額為決策變數，將目標優先次序加以

變動，觀察該變動對分配結果的影響，詳見表 4-17。顯示【總金額不得超

過 7,750,000 元】該目標，其優先次序不論設定為 P1 或 P2 或 P3，分配結

果皆符合該目標，若設定到最低 P4，則分配結果全為 0，故該項目標之優

先次序不宜設定過低。另，【依流通比例分配】該目標係以二維形式展現，

將直接以該目標獲得分配結果，其後之目標將無法達成，故此目標之優先

次序不宜設定過高，最好設定在學院考量因素（如依原交大公式比例分配、

依師生比例分配）和學科考量因素（如依預約比例分配）之後。表 4-17 之

項次Ⅱ、Ⅲ、Ⅳ分配結果詳見附錄 F。 

表 4-17 目標優先次序變動之結果 

符號 

代碼 

A：總金額不得超過 7,750,000 元 

B：依原交大公式比例分配 

C：依預約比例分配 

D：依流通比例分配 

項次 目標優先次序 分配結果 

Ⅰ 

P1：A 

P2：B 

P3：C 

P4：D 

即方案一，詳見附表 D-1 

分配總金額符合 P1，未超過 7,750,000。 

各學院分配結果符合 P2 目標 

各學科分配結果符合 P3 目標 

Ⅱ 

P1：B 

P2：A 

P3：C 

P4：D 

詳見附表 F-1。 

各學院或各學科分配金額小計與方案一（項次Ⅰ）相

同，但分配細項金額則有些許差異。 

Ⅲ 

P1：C 

P2：B 

P3：A 

P4：D 

詳見附表 F-2。 

各學院或各學科分配金額小計與方案一相同，分配細

項金額與項次Ⅰ、Ⅱ也有些許差異。 

Ⅳ 

P1：D 

P2：A 

P3：B 

P4：C 

詳見附表 F-3。 

因各細項金額係依流通比例先行分配，導致各學院或

各學科分配金額小計與前述項次Ⅰ、Ⅱ、Ⅲ不同。 

Ⅴ 

P1：B 

P2：C 

P3：D 

P4：A 

分配結果全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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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圖書預算分配互動平台 

 

本章節描述圖書預算分配互動平台之實作結果，分別介紹系統架構、

系統功能與流程以及第五章實證分析案例之一展現實作成果。 

5.1 系統架構 

Lindo 和 Lingo 均是美國 Lindo 公司開發用以求解數學規劃問題的軟

體。本研究即採用 Lingo 8.0 軟體做為實證分析之案例執行工具。為普及應

用，欲建立圖書預算分配互動平台，以利圖書館人員使用。圖書預算分配

互動平台系統架構詳圖 5-1，該系統是以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 

Professional 系統為開發環境，採用 Microsoft Visual Basic 程式語言撰寫使用

者介面，使用者透過該使用者介面設定欲達成目標的優先次序，轉化成目

標規劃數學式後，經由 Lindo 公司提供 Lindo API Industrial 5.00 之數學規劃

最佳化求解引擎，將分配過程和結果存入 Access 2002 資料庫，再經由該互

動平台瀏覽其結果。 

Access 2002

數學式

圖書預算互動平台 最佳化求解引擎

資料庫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

使用者

 

圖 5-1 圖書預算分配互動平台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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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系統流程和功能 

本系統流程和功能依序包含輸入各項資料、選擇決策變數、設定目標

優先次序、求解和瀏覽解答五部份，依序說明各項功能，圖 5-2 為本系統流

程和相對應的使用者介面。 

一、輸入各項資料：包含去年支出金額比例、各學院師生人數比例、系

所成立歷史比例、原交大公式比例、預約比例、流

通比例、各學院中、西文書籍平均價格。此 7 項資

料儲存成文字檔，各欄位以逗號區隔。 

二、選擇決策變數：使用者選擇數量或金額為決策變數。 

三、設定目標優先次序：採下拉式選單輸入限制條件，最多可設定 6 個

目標，設定完成後產生各目標之線性目標規劃

數學式，準備求解時用。 

四、求解：依設定目標之優先次序和共設定的目標個數動態產生求解按

鍵，依序執行，產生最佳可行解，將過程和分配結果存入

Access 資料庫中。本功能利用 Lindo API 求解，該部份程式

詳附錄 G。 

五、瀏覽結果：依數量或金額之決策變數，顯示各學院學科分配過程與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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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流程和操作畫面

選擇決策變數

瀏覽結果

輸入基本資料

設定目標優先次
序

求解

 

圖 5-2 系統流程和對應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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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實作結果 

本小節依前述流程和第四章實證分析之方案一為例，展示圖書預算互

動平台執行結果。 

一、輸入各項資料 

圖 5-3 是選擇欲輸入的資料，包含學院面向：去年支出金額比

例、各學院師生人數比例、系所成立歷史比例、原交大公式比例；

學科面向之預約比例；流通比例資料和各學院中、西文書籍平均價

格。為研究方便已先行在 Excel 處理，採取自行輸入方式存入，其

中預約和流通比例，則轉成 CSV 格式，上傳至系統目錄中，圖 5-4

是預約和流通比例操作畫面，圖 5-5 是其餘自行輸入資料的操作畫

面，其中學院面向操作介面一致，皆是以 Textbox 型態輸入。此項

功能在其他圖書館則可經由內部資料庫指令運算獲得，不需由使用

者自行輸入。 

 

 

圖 5-3 選擇輸入各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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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預約和流通資料匯入畫面 

 

 

 

去年支出金額比例 師生比例 系所成立歷史

中、西文書籍平均單價  

圖 5-5 學院面向和中、西文書籍平均價格輸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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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擇決策變數 

本研究設定二種決策變數，使用者需選擇數量或金額為決策變

數，詳圖 5-6。依選擇不同，所獲得結果其單位是冊或元，詳圖 5-6。

方案一為案例是選擇金額為決策變數，使用者點選金額項目後即可

按【設定優先次序】鈕，進行目標設定。 

 

 

圖 5-6 選擇決策變數 

 

三、設定目標優先次序 

此功能在介面設計上，除數值輸入外，使用者以下拉式選單即

可依序設定 6 項目標，以方案一為例，第一目標選擇總金額項目，

左邊自動出現文字框，輸入金額 7,750,000 元，依次在第二、三、

四目標處選擇依原公式比例分配、依預約量分配、依流通量分配三

項目標，詳圖 5-7。 



 

 64 

 

圖 5-7 設定目標優先次序 

 

四、求解 

因目標規劃係按設定目標優先次序，依序求解，該項功能依上

述使用者所設定的目標總數，自動產生(目標總數減 1)個按鈕，如方

案一共設定 4 個目標，求解功能介面則會出現 3 個求解按鈕，詳圖

5-8。 

 

圖 5-8 求解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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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瀏覽結果 

該功能同於求解方式，結果按鈕依目標總數減 1 自動產生，使

用者可依序瀏覽分配過程和最終分配結果。結果是以二維表格顯

示，最後一列為各學院總計，最後一行則為各學科總計，詳圖 5-9。 

 

 

圖 5-9 瀏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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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是國內首度提出以數學規劃方法處理大學圖書館經費分配問

題，利用數學所具有的抽象性、嚴密性及應用性等特性，發展出一個量化

的應用模式，提供圖書館決策人員解決實務上所面臨的資源分配衝突問題。 

經由前述章節及實證分析之執行結果，已獲知大學圖書館經費合理分

配所需考慮因素及影響層面。另一方面，以目標規劃方法，提出具彈性、

公平性、多面向考量之預算分配模式，不但可獲取各教學單位對預算分配

期待之可行解，而且圖書館決策人員亦可管控各學科應增購之金額，達到

兼顧教學單位(學院)與圖書館館藏(學科)兩面向預算分配之目的，亦可讓圖

書館人員於預算分配確定後，即可儘早進行圖書徵集和採訪的購書計畫。

最後，本研究結合 Lindo API 求解引擎，開發了互動平台，可供國內大學圖

書館經費分配決策之應用。 

本研究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結論 

1. 本研究以目標規劃方法，經由學院及學科等考量因素，將各條件予以彈

性組合，達成兼顧教學單位(學院)與圖書館館藏(學科)兩面向之預算分配

模式。 

2. 此分配模式亦適用於處理館藏政策之特定計畫，即由學院或學科分配固

定金額以上數額之條件，將使得經費分配更具彈性。 

3. 本研究以 VB.Net 和 MS Access 做為系統開發工具，並採用 Lindo API 做

為目標規劃求解引擎，建立大學圖書館預算分配互動平台。 

4. 當數量為決策變數時，各學院圖書平均價格的高低會明顯影響分配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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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圖書平均價格係逐年提高，總預算成長幅度若低於圖書平均價格漲幅，

則採購數量必將減少。若要維持採購數量成長，除非爭取更多預算，否

則勢必只能購得單價較低之圖書。 

6. 若無法爭取更多預算，則館藏成長量(即最多購買數量)不宜列為目標。

且因設定購買數量太大，並無意義，數量太少則經費分配會有偏頗地集

中現象。建議，除非數量為最主要考量因素，否則應儘量避免設定。 

7. 本研究模式顯示，總金額條件的目標優先次序不宜太低。而流通資料係

採二維形式展現，故目標優先次序不宜設定過高，最好設定在學院考量

因素和學科考量因素之後。 

 

二、建議 

1. 本研究之預算分配模式的限制，是假設各目標權重之 w 值均為 1，並非

以科學和嚴謹方式找尋該值，未來可進行該議題的探討。 

2. 大學圖書館圖書預算分配系統平台功能過於簡易，在本成果基礎上，若

能取得 Web 版本之數學規劃求解引擎，未來可改為 Web 版本並加強分

析功能，直接提供給國內各大學圖書館應用。 

3. 除圖書經費外，並可擴展適用至期刊或電子資源等其他經費之分配。 

4. 若變更分配對象和考量因素，本研究模式亦可擴展至國內公共圖書館之

預算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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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附表 A-1 某會計年度各學院圖書支出金額百分比 
院別 去年支出金額(NT$) 百分比 

電機學院 1,388,025 17.91% 

資訊學院 697,500 9.00% 

工學院 1,377,950 17.78% 

理學院 940,075 12.13% 

管理學院 1,457,075 18.80% 

人社客家學院 1,000,450 12.91% 

生科學院 888,925 11.47% 

合計 7,750,000 100.00% 

 

 

附表 A-2 各學院採購圖書平均價格表 
院別 去年圖書採購金額(NT$) 平均價格 百分比 

電機學院 1,388,025 5,489.24  19.26% 

資訊學院 697,500 2,853.96  10.01% 

工學院 1,377,950 3,421.06  12.00% 

理學院 940,075 4,307.03  15.11% 

管理學院 1,457,075 3,140.90  11.02% 

人社客家學院 1,000,450 4,548.89 15.96% 

生科學院 888,925 4,743.47  16.64% 

合計 7,750,000 28,504.55   100.00% 

 

 

附表 A-3 各學院師生人數加權統計表 

院別 大學生 研究生 教師 大學生×0.5 

研究生×2 

教師  ×3 

百分比 

電機學院 1319 2403 163 5954.5 27.68% 

資訊學院 828 1003 69 2627 12.21% 

工學院 886 1711 88 4129 19.19% 

理學院 714 833 99 2320 10.78% 

管理學院 720 2009 84 4630 21.52% 

人社客家學院 351 457 62 1,275.5 5.93% 

生科學院 143 227 18 579.5 2.69% 

合計 4961 8643 583 21515.5 100.00% 

註： 學生人數與教師人數之資料來源為交通大學網頁(www.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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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4 各學院系所成立歷史加權統計表 

院別 83 年以前成立

系所 
×1 

84 年以後成立

系所 
×2 

加權點數 

83 年以前×1 

84 年以後×2 

百分比 

電機學院 4 0.5 5 11.49% 

資訊學院 1 1 3 6.90% 

工學院 2.5 1.5 5.5 12.64% 

理學院 4 0.5 5 11.49% 

管理學院 3 3.5 10 22.99% 

人社客家學院 1 4.5 10 22.99% 

生科學院 0 2.5 5 11.49% 

合計     43.5 100.00% 

註： (1) 大學部與研究所皆以 0.5 個單位計算。 

(2) 83 年以前成立之各系所加權點數為 1，84 年以後成立之各系所加權點數為 2。 

(3) 92 學年度新成立研究所：奈米科技研究所。 

(4) 93 學年度新成立系所：資訊與財金管理學系、人文社會學系、傳播與科技學

系 

(5) 94 學年度新成立系所：網路工程研究所、多媒體工程研究所、分子科學研究

所 

(6) 95 學年度新成立系所：生物醫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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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附表 B-1 交通大學某年流通原始資料表 

 電機 資訊 工 理 管理 
人社 

客家 
生科 

0 總類 1860 629 1155 947 950 1971 136 

1 哲學類 1968 677 1044 931 1159 1266 127 

2 宗教類 418 163 208 177 192 179 32 

3 自然科學類 11296 7458 7417 6559 7655 1944 1239 

4 應用科學類 8384 1692 9881 2208 8158 1273 343 

5 社會科學類 3688 1060 2528 1899 6416 2994 278 

6,7 史地類 2372 752 1464 1053 1561 1641 209 

8 語文類 11576 5308 7442 6137 7409 6178 1482 

9 美術類 4998 2118 2323 2651 1945 5276 481 

A 0 4 0 6 0 24 0 

B 84 65 29 67 162 1565 0 

C 18 0 1 8 6 58 1 

D 26 37 8 19 12 267 5 

E 4 7 5 15 6 103 0 

F 0 0 4 4 0 8 0 

G 48 27 92 9 18 302 5 

H 209 126 191 277 1978 980 35 

J 6 2 0 3 12 208 0 

K 14 12 13 0 284 19 0 

L 41 19 23 51 32 164 4 

M 223 66 64 93 49 2136 11 

N 141 92 130 68 62 1834 2 

P 3445 1164 1856 1830 1361 4918 488 

Q 4978 2099 2721 6450 1671 655 989 

R 57 14 51 85 116 56 18 

S 0 0 21 0 3 8 4 

T 5831 1057 3125 876 822 433 86 

U 5 0 3 0 3 6 1 

V 0 0 1 0 0 0 0 

Z 76 37 0 9 9 35 1 

師生人數 4024  1775  2790  1567  3128  862  391  

註：師生人數中學生人數依據註冊組網頁上所提供之「96 學年度上學期註冊人數」

（96.10.13）；教師人數依據人事室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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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2 交通大學某年流通資料標準化表（流通量／人） 

 電機 資訊 工 理 管理 
人社 

客家 
生科 

0 總類 0.46224  0.35437  0.41403  0.60431  0.30367  2.28654  0.34779  

1 哲學類 0.48908  0.38142  0.37424  0.59410  0.37048  1.46868  0.32477  

2 宗教類 0.10388  0.09183  0.07456  0.11295  0.06137  0.20766  0.08183  

3 自然科學類 2.80727  4.20177  2.65876  4.18547  2.44697  2.25522  3.16843  

4 應用科學類 2.08358  0.95326  3.54202  1.40898  2.60775  1.47680  0.87714  

5 社會科學類 0.91654  0.59719  0.90621  1.21180  2.05091  3.47332  0.71092  

6,7 史地類 0.58949  0.42367  0.52480  0.67195  0.49898  1.90371  0.53446  

8 語文類 2.87685  2.99048  2.66772  3.91618  2.36833  7.16705  3.78984  

9 美術類 1.24210  1.19326  0.83272  1.69167  0.62173  6.12065  1.23004  

A 0.00000  0.00225  0.00000  0.00383  0.00000  0.02784  0.00000  

B 0.02088  0.03662  0.01040  0.04275  0.05178  1.81555  0.00000  

C 0.00447  0.00000  0.00036  0.00511  0.00192  0.06729  0.00256  

D 0.00646  0.02085  0.00287  0.01212  0.00384  0.30974  0.01279  

E 0.00099  0.00394  0.00179  0.00957  0.00192  0.11949  0.00000  

F 0.00000  0.00000  0.00143  0.00255  0.00000  0.00928  0.00000  

G 0.01193  0.01521  0.03298  0.00574  0.00575  0.35035  0.01279  

H 0.05194  0.07099  0.06847  0.17676  0.63228  1.13689  0.08950  

J 0.00149  0.00113  0.00000  0.00191  0.00384  0.24130  0.00000  

K 0.00348  0.00676  0.00466  0.00000  0.09078  0.02204  0.00000  

L 0.01019  0.01070  0.00824  0.03254  0.01023  0.19026  0.01023  

M 0.05542  0.03718  0.02294  0.05935  0.01566  2.47796  0.02813  

N 0.03504  0.05183  0.04660  0.04339  0.01982  2.12761  0.00511  

P 0.85615  0.65579  0.66532  1.16777  0.43505  5.70534  1.24794  

Q 1.23713  1.18256  0.97539  4.11591  0.53415  0.75986  2.52912  

R 0.01417  0.00789  0.01828  0.05424  0.03708  0.06497  0.04603  

S 0.00000  0.00000  0.00753  0.00000  0.00096  0.00928  0.01023  

T 1.44911  0.59550  1.12021  0.55900  0.26276  0.50232  0.21992  

U 0.00124  0.00000  0.00108  0.00000  0.00096  0.00696  0.00256  

V 0.00000  0.00000  0.00036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Z 0.01889  0.02085  0.00000  0.00574  0.00288  0.04060  0.00256  

總計 136.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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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3 交通大學某年已標準化之流通比例表 

 電機 資訊 工 理 管理 
人社 

客家 
生科 

0 總類 0.00340  0.00261  0.00304  0.00444  0.00223  0.01681  0.00256  

1 哲學類 0.00360  0.00280  0.00275  0.00437  0.00272  0.01080  0.00239  

2 宗教類 0.00076  0.00068  0.00055  0.00083  0.00045  0.00153  0.00060  

3 自然科學類 0.02064  0.03089  0.01955  0.03077  0.01799  0.01658  0.02330  

4 應用科學類 0.01532  0.00701  0.02604  0.01036  0.01917  0.01086  0.00645  

5 社會科學類 0.00674  0.00439  0.00666  0.00891  0.01508  0.02554  0.00523  

6,7 史地類 0.00433  0.00312  0.00386  0.00494  0.00367  0.01400  0.00393  

8 語文類 0.02115  0.02199  0.01961  0.02879  0.01741  0.05270  0.02786  

9 美術類 0.00913  0.00877  0.00612  0.01244  0.00457  0.04500  0.00904  

A 0.00000  0.00002  0.00000  0.00003  0.00000  0.00020  0.00000  

B 0.00015  0.00027  0.00008  0.00031  0.00038  0.01335  0.00000  

C 0.00003  0.00000  0.00000  0.00004  0.00001  0.00049  0.00002  

D 0.00005  0.00015  0.00002  0.00009  0.00003  0.00228  0.00009  

E 0.00001  0.00003  0.00001  0.00007  0.00001  0.00088  0.00000  

F 0.00000  0.00000  0.00001  0.00002  0.00000  0.00007  0.00000  

G 0.00009  0.00011  0.00024  0.00004  0.00004  0.00258  0.00009  

H 0.00038  0.00052  0.00050  0.00130  0.00465  0.00836  0.00066  

J 0.00001  0.00001  0.00000  0.00001  0.00003  0.00177  0.00000  

K 0.00003  0.00005  0.00003  0.00000  0.00067  0.00016  0.00000  

L 0.00007  0.00008  0.00006  0.00024  0.00008  0.00140  0.00008  

M 0.00041  0.00027  0.00017  0.00044  0.00012  0.01822  0.00021  

N 0.00026  0.00038  0.00034  0.00032  0.00015  0.01564  0.00004  

P 0.00629  0.00482  0.00489  0.00859  0.00320  0.04195  0.00918  

Q 0.00910  0.00869  0.00717  0.03026  0.00393  0.00559  0.01860  

R 0.00010  0.00006  0.00013  0.00040  0.00027  0.00048  0.00034  

S 0.00000  0.00000  0.00006  0.00000  0.00001  0.00007  0.00008  

T 0.01065  0.00438  0.00824  0.00411  0.00193  0.00369  0.00162  

U 0.00001  0.00000  0.00001  0.00000  0.00001  0.00005  0.00002  

V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Z 0.00014  0.00015  0.00000  0.00004  0.00002  0.00030  0.00002  

總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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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4 以原始資料執行圖書經費分配模式之結果 

  
電機 

學院 

資訊 

學院 
工學院 理學院 

管理 

學院 

人社客

家學院 

生科 

學院 

學科 

總計 

學科 

比例 

0總類 26350  20228  89435  34410  17283  0  0  187705  2.422% 

1哲學類 27900  21700  21313  33868  34488  83700  0  222968  2.877% 

2宗教類 5890  5270  4263  0  3488  0  388  19298  0.249% 

3自然科學類 159960  239398  151513  60683  930233  0  0  1541785  19.894% 

4應用科學類 118730  54328  713310  80290  148568  84165  0  1199390  15.476% 

5社會科學類 311473  210568  51615  69053  116870  101448  0  861025  11.110% 

6,7史地類 33558  24180  29915  38285  28443  93388  0  247768  3.197% 

8語文類 889080  170423  208785  223123  192975  0  105323  1789708  23.093% 

9美術類 70758  67968  47430  6588  35418  0  0  228160  2.944% 

A 0  155  0  0  0  310  0  465  0.006% 

B 1163  2093  620  2403  2945  13098  0  22320  0.288% 

C 233  0  0  310  78  543  155  1318  0.017% 

D 388  1163  155  388  233  0  0  2325  0.030% 

E 78  233  78  543  78  0  0  1008  0.013% 

F 0  0  0  0  0  0  0  0  0.000% 

G 698  853  1860  310  310  1783  698  6510  0.084% 

H 2945  4030  3875  10075  76415  0  5115  102455  1.322% 

J 78  78  0  78  233  1550  0  2015  0.026% 

K 233  388  233  0  4495  0  0  5348  0.069% 

L 543  620  465  1860  620  4728  620  9455  0.122% 

M 3178  2093  1318  3410  930  233  1628  12788  0.165% 

N 2015  2945  2635  2480  1163  930  310  12478  0.161% 

P 0  14648  37898  0  24800  0  0  77345  0.998% 

Q 70525  67348  55568  234515  30458  43323  81453  583188  7.525% 

R 775  465  1008  620  2093  0  0  4960  0.064% 

S 0  0  0  0  0  0  0  0  0.000% 

T 417493  33945  63860  31853  14958  28598  12555  603260  7.784% 

U 78  0  78  0  78  0  78  310  0.004% 

V 0  0  0  0  0  0  0  0  0.000% 

Z 1085  1163  0  310  155  1783  155  4650  0.060% 

學院總計 2145200  946275  1487225  835450  1667800  459575  208475  7750000  100% 

學院比例 27.68% 12.21% 19.19% 10.78% 21.52% 5.93% 2.6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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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P1:總預算不得超過 7750000 元 
X1Y1+X1Y2+X1Y3+X1Y4+X1Y5+X1Y6+X1Y7+X1Y8+X1Y9+X1Y10+X1Y11+X1Y12+X1Y13+X1Y14+X1Y15+ 

X1Y16+X1Y17+X1Y18+X1Y19+X1Y20+X1Y21+X1Y22+X1Y23+X1Y24+X1Y25+X1Y26+X1Y27+X1Y28+X1Y29+X1Y30+ 

X2Y1+X2Y2+X2Y3+X2Y4+X2Y5+X2Y6+X2Y7+X2Y8+X2Y9+X2Y10+X2Y11+X2Y12+X2Y13+X2Y14+X2Y15+ 

X2Y16+X2Y17+X2Y18+X2Y19+X2Y20+X2Y21+X2Y22+X2Y23+X2Y24+X2Y25+X2Y26+X2Y27+X2Y28+X2Y29+X2Y30+ 

X3Y1+X3Y2+X3Y3+X3Y4+X3Y5+X3Y6+X3Y7+X3Y8+X3Y9+X3Y10+X3Y11+X3Y12+X3Y13+X3Y14+X3Y15+ 

X3Y16+X3Y17+X3Y18+X3Y19+X3Y20+X3Y21+X3Y22+X3Y23+X3Y24+X3Y25+X3Y26+X3Y27+X3Y28+X3Y29+X3Y30+ 

X4Y1+X4Y2+X4Y3+X4Y4+X4Y5+X4Y6+X4Y7+X4Y8+X4Y9+X4Y10+X4Y11+X4Y12+X4Y13+X4Y14+X4Y15+ 

X4Y16+X4Y17+X4Y18+X4Y19+X4Y20+X4Y21+X4Y22+X4Y23+X4Y24+X4Y25+X4Y26+X4Y27+X4Y28+X4Y29+X4Y30+ 

X5Y1+X5Y2+X5Y3+X5Y4+X5Y5+X5Y6+X5Y7+X5Y8+X5Y9+X5Y10+X5Y11+X5Y12+X5Y13+X5Y14+X5Y15+ 

X5Y16+X5Y17+X5Y18+X5Y19+X5Y20+X5Y21+X5Y22+X5Y23+X5Y24+X5Y25+X5Y26+X5Y27+X5Y28+X5Y29+X5Y30+ 

X6Y1+X6Y2+X6Y3+X6Y4+X6Y5+X6Y6+X6Y7+X6Y8+X6Y9+X6Y10+X6Y11+X6Y12+X6Y13+X6Y14+X6Y15+ 

X6Y16+X6Y17+X6Y18+X6Y19+X6Y20+X6Y21+X6Y22+X6Y23+X6Y24+X6Y25+X6Y26+X6Y27+X6Y28+X6Y29+X6Y30+ 

X7Y1+X7Y2+X7Y3+X7Y4+X7Y5+X7Y6+X7Y7+X7Y8+X7Y9+X7Y10+X7Y11+X7Y12+X7Y13+X7Y14+X7Y15+ 

X7Y16+X7Y17+X7Y18+X7Y19+X7Y20+X7Y21+X7Y22+X7Y23+X7Y24+X7Y25+X7Y26+X7Y27+X7Y28+X7Y29+X7Y30+d0L-d0U

=7750000 

 

!P2:依各學院師生人數的比例分配 
X1Y1+X1Y2+X1Y3+X1Y4+X1Y5+X1Y6+X1Y7+X1Y8+X1Y9+X1Y10+X1Y11+X1Y12+X1Y13+X1Y14+X1Y15+ 

X1Y16+X1Y17+X1Y18+X1Y19+X1Y20+X1Y21+X1Y22+X1Y23+X1Y24+X1Y25+X1Y26+X1Y27+X1Y28+X1Y29+X1Y30- 

0.2768X1Y1-0.2768X1Y2-0.2768X1Y3-0.2768X1Y4-0.2768X1Y5-0.2768X1Y6-0.2768X1Y7-0.2768X1Y8-0.2768X1Y9-0.2768X1Y10- 

0.2768X1Y11-0.2768X1Y12-0.2768X1Y13-0.2768X1Y14-0.2768X1Y15-0.2768X1Y16-0.2768X1Y17-0.2768X1Y18-0.2768X1Y19- 

0.2768X1Y20-0.2768X1Y21-0.2768X1Y22-0.2768X1Y23-0.2768X1Y24-0.2768X1Y25-0.2768X1Y26-0.2768X1Y27-0.2768X1Y28- 

0.2768X1Y29-0.2768X1Y30-0.2768X2Y1-0.2768X2Y2-0.2768X2Y3-0.2768X2Y4-0.2768X2Y5-0.2768X2Y6-0.2768X2Y7-0.2768X2Y8-

0.2768X2Y9-0.2768X2Y10-0.2768X2Y11-0.2768X2Y12-0.2768X2Y13-0.2768X2Y14-0.2768X2Y15-0.2768X2Y16-0.2768X2Y17- 

0.2768X2Y18-0.2768X2Y19-0.2768X2Y20-0.2768X2Y21-0.2768X2Y22-0.2768X2Y23-0.2768X2Y24-0.2768X2Y25-0.2768X2Y26- 

0.2768X2Y27-0.2768X2Y28-0.2768X2Y29-0.2768X2Y30-0.2768X3Y1-0.2768X3Y2-0.2768X3Y3-0.2768X3Y4-0.2768X3Y5- 

0.2768X3Y6-0.2768X3Y7-0.2768X3Y8-0.2768X3Y9-0.2768X3Y10-0.2768X3Y11-0.2768X3Y12-0.2768X3Y13-0.2768X3Y14- 

0.2768X3Y15-0.2768X3Y16-0.2768X3Y17-0.2768X3Y18-0.2768X3Y19-0.2768X3Y20-0.2768X3Y21-0.2768X3Y22-0.2768X3Y23- 

0.2768X3Y24-0.2768X3Y25-0.2768X3Y26-0.2768X3Y27-0.2768X3Y28-0.2768X3Y29-0.2768X3Y30-0.2768X4Y1-0.2768X4Y2- 

0.2768X4Y3-0.2768X4Y4-0.2768X4Y5-0.2768X4Y6-0.2768X4Y7-0.2768X4Y8-0.2768X4Y9-0.2768X4Y10-0.2768X4Y11- 

0.2768X4Y12-0.2768X4Y13-0.2768X4Y14-0.2768X4Y15-0.2768X4Y16-0.2768X4Y17-0.2768X4Y18-0.2768X4Y19-0.2768X4Y20- 

0.2768X4Y21-0.2768X4Y22-0.2768X4Y23-0.2768X4Y24-0.2768X4Y25-0.2768X4Y26-0.2768X4Y27-0.2768X4Y28-0.2768X4Y29- 

0.2768X4Y30-0.2768X5Y1-0.2768X5Y2-0.2768X5Y3-0.2768X5Y4-0.2768X5Y5-0.2768X5Y6-0.2768X5Y7-0.2768X5Y8-0.2768X5Y9- 

0.2768X5Y10-0.2768X5Y11-0.2768X5Y12-0.2768X5Y13-0.2768X5Y14-0.2768X5Y15-0.2768X5Y16-0.2768X5Y17-0.2768X5Y18- 

0.2768X5Y19-0.2768X5Y20-0.2768X5Y21-0.2768X5Y22-0.2768X5Y23-0.2768X5Y24-0.2768X5Y25-0.2768X5Y26-0.2768X5Y27- 

0.2768X5Y28-0.2768X5Y29-0.2768X5Y30-0.2768X6Y1-0.2768X6Y2-0.2768X6Y3-0.2768X6Y4-0.2768X6Y5-0.2768X6Y6- 

0.2768X6Y7-0.2768X6Y8-0.2768X6Y9-0.2768X6Y10-0.2768X6Y11-0.2768X6Y12-0.2768X6Y13-0.2768X6Y14-0.2768X6Y15- 

0.2768X6Y16-0.2768X6Y17-0.2768X6Y18-0.2768X6Y19-0.2768X6Y20-0.2768X6Y21-0.2768X6Y22-0.2768X6Y23-0.2768X6Y24- 

0.2768X6Y25-0.2768X6Y26-0.2768X6Y27-0.2768X6Y28-0.2768X6Y29-0.2768X6Y30-0.2768X7Y1-0.2768X7Y2-0.2768X7Y3- 

0.2768X7Y4-0.2768X7Y5-0.2768X7Y6-0.2768X7Y7-0.2768X7Y8-0.2768X7Y9-0.2768X7Y10-0.2768X7Y11-0.2768X7Y12- 

0.2768X7Y13-0.2768X7Y14-0.2768X7Y15-0.2768X7Y16-0.2768X7Y17-0.2768X7Y18-0.2768X7Y19-0.2768X7Y20-0.2768X7Y21- 

0.2768X7Y22-0.2768X7Y23-0.2768X7Y24-0.2768X7Y25-0.2768X7Y26-0.2768X7Y27-0.2768X7Y28-0.2768X7Y29-0.2768X7Y30+ 

d2_1L-d2_1U=0 

……共 7 條數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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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依預約比例分配 
X1Y1+X2Y1+X3Y1+X4Y1+X5Y1+X6Y1+X7Y1- 

0.01755X1Y1-0.01755X2Y1-0.01755X3Y1-0.01755X4Y1-0.01755X5Y1-0.01755X6Y1-0.01755X7Y1- 

0.01755X1Y2-0.01755X2Y2-0.01755X3Y2-0.01755X4Y2-0.01755X5Y2-0.01755X6Y2-0.01755X7Y2- 

0.01755X1Y3-0.01755X2Y3-0.01755X3Y3-0.01755X4Y3-0.01755X5Y3-0.01755X6Y3-0.01755X7Y3- 

0.01755X1Y4-0.01755X2Y4-0.01755X3Y4-0.01755X4Y4-0.01755X5Y4-0.01755X6Y4-0.01755X7Y4- 

0.01755X1Y5-0.01755X2Y5-0.01755X3Y5-0.01755X4Y5-0.01755X5Y5-0.01755X6Y5-0.01755X7Y5- 

0.01755X1Y6-0.01755X2Y6-0.01755X3Y6-0.01755X4Y6-0.01755X5Y6-0.01755X6Y6-0.01755X7Y6- 

0.01755X1Y7-0.01755X2Y7-0.01755X3Y7-0.01755X4Y7-0.01755X5Y7-0.01755X6Y7-0.01755X7Y7- 

0.01755X1Y8-0.01755X2Y8-0.01755X3Y8-0.01755X4Y8-0.01755X5Y8-0.01755X6Y8-0.01755X7Y8- 

0.01755X1Y9-0.01755X2Y9-0.01755X3Y9-0.01755X4Y9-0.01755X5Y9-0.01755X6Y9-0.01755X7Y9- 

0.01755X1Y10-0.01755X2Y10-0.01755X3Y10-0.01755X4Y10-0.01755X5Y10-0.01755X6Y10-0.01755X7Y10- 

0.01755X1Y11-0.01755X2Y11-0.01755X3Y11-0.01755X4Y11-0.01755X5Y11-0.01755X6Y11-0.01755X7Y11- 

0.01755X1Y12-0.01755X2Y12-0.01755X3Y12-0.01755X4Y12-0.01755X5Y12-0.01755X6Y12-0.01755X7Y12- 

0.01755X1Y13-0.01755X2Y13-0.01755X3Y13-0.01755X4Y13-0.01755X5Y13-0.01755X6Y13-0.01755X7Y13- 

0.01755X1Y14-0.01755X2Y14-0.01755X3Y14-0.01755X4Y14-0.01755X5Y14-0.01755X6Y14-0.01755X7Y14- 

0.01755X1Y15-0.01755X2Y15-0.01755X3Y15-0.01755X4Y15-0.01755X5Y15-0.01755X6Y15-0.01755X7Y15- 

0.01755X1Y16-0.01755X2Y16-0.01755X3Y16-0.01755X4Y16-0.01755X5Y16-0.01755X6Y16-0.01755X7Y16- 

0.01755X1Y17-0.01755X2Y17-0.01755X3Y17-0.01755X4Y17-0.01755X5Y17-0.01755X6Y17-0.01755X7Y17- 

0.01755X1Y18-0.01755X2Y18-0.01755X3Y18-0.01755X4Y18-0.01755X5Y18-0.01755X6Y18-0.01755X7Y18- 

0.01755X1Y19-0.01755X2Y19-0.01755X3Y19-0.01755X4Y19-0.01755X5Y19-0.01755X6Y19-0.01755X7Y19- 

0.01755X1Y20-0.01755X2Y20-0.01755X3Y20-0.01755X4Y20-0.01755X5Y20-0.01755X6Y20-0.01755X7Y20- 

0.01755X1Y21-0.01755X2Y21-0.01755X3Y21-0.01755X4Y21-0.01755X5Y21-0.01755X6Y21-0.01755X7Y21- 

0.01755X1Y22-0.01755X2Y22-0.01755X3Y22-0.01755X4Y22-0.01755X5Y22-0.01755X6Y22-0.01755X7Y22- 

0.01755X1Y23-0.01755X2Y23-0.01755X3Y23-0.01755X4Y23-0.01755X5Y23-0.01755X6Y23-0.01755X7Y23- 

0.01755X1Y24-0.01755X2Y24-0.01755X3Y24-0.01755X4Y24-0.01755X5Y24-0.01755X6Y24-0.01755X7Y24- 

0.01755X1Y25-0.01755X2Y25-0.01755X3Y25-0.01755X4Y25-0.01755X5Y25-0.01755X6Y25-0.01755X7Y25- 

0.01755X1Y26-0.01755X2Y26-0.01755X3Y26-0.01755X4Y26-0.01755X5Y26-0.01755X6Y26-0.01755X7Y26- 

0.01755X1Y27-0.01755X2Y27-0.01755X3Y27-0.01755X4Y27-0.01755X5Y27-0.01755X6Y27-0.01755X7Y27- 

0.01755X1Y28-0.01755X2Y28-0.01755X3Y28-0.01755X4Y28-0.01755X5Y28-0.01755X6Y28-0.01755X7Y28- 

0.01755X1Y29-0.01755X2Y29-0.01755X3Y29-0.01755X4Y29-0.01755X5Y29-0.01755X6Y29-0.01755X7Y29- 

0.01755X1Y30-0.01755X2Y30-0.01755X3Y30-0.01755X4Y30-0.01755X5Y30-0.01755X6Y30-0.01755X7Y30+d5_1L-d5_1U=0 

……共 30 條數學式 
 

!P4:依流通比例分配 
X1Y1- 

0.00264X1Y1-0.00264X1Y2-0.00264X1Y3-0.00264X1Y4-0.00264X1Y5-0.00264X1Y6-0.00264X1Y7-0.00264X1Y8-0.00264X1Y9- 

0.00264X1Y10-0.00264X1Y11-0.00264X1Y12-0.00264X1Y13-0.00264X1Y14-0.00264X1Y15-0.00264X1Y16-0.00264X1Y17- 

0.00264X1Y18-0.00264X1Y19-0.00264X1Y20-0.00264X1Y21-0.00264X1Y22-0.00264X1Y23-0.00264X1Y24-0.00264X1Y25- 

0.00264X1Y26-0.00264X1Y27-0.00264X1Y28-0.00264X1Y29-0.00264X1Y30-0.00264X2Y1-0.00264X2Y2-0.00264X2Y3- 

0.00264X2Y4-0.00264X2Y5-0.00264X2Y6-0.00264X2Y7-0.00264X2Y8-0.00264X2Y9-0.00264X2Y10-0.00264X2Y11-0.00264X2Y12- 

0.00264X2Y13-0.00264X2Y14-0.00264X2Y15-0.00264X2Y16-0.00264X2Y17-0.00264X2Y18-0.00264X2Y19-0.00264X2Y20- 

0.00264X2Y21-0.00264X2Y22-0.00264X2Y23-0.00264X2Y24-0.00264X2Y25-0.00264X2Y26-0.00264X2Y27-0.00264X2Y28- 

0.00264X2Y29-0.00264X2Y30-0.00264X3Y1-0.00264X3Y2-0.00264X3Y3-0.00264X3Y4-0.00264X3Y5-0.00264X3Y6-0.00264X3Y7- 

0.00264X3Y8-0.00264X3Y9-0.00264X3Y10-0.00264X3Y11-0.00264X3Y12-0.00264X3Y13-0.00264X3Y14-0.00264X3Y15- 

0.00264X3Y16-0.00264X3Y17-0.00264X3Y18-0.00264X3Y19-0.00264X3Y20-0.00264X3Y21-0.00264X3Y22-0.00264X3Y23- 

0.00264X3Y24-0.00264X3Y25-0.00264X3Y26-0.00264X3Y27-0.00264X3Y28-0.00264X3Y29-0.00264X3Y30-0.00264X4Y1- 

0.00264X4Y2-0.00264X4Y3-0.00264X4Y4-0.00264X4Y5-0.00264X4Y6-0.00264X4Y7-0.00264X4Y8-0.00264X4Y9-0.00264X4Y10- 

0.00264X4Y11-0.00264X4Y12-0.00264X4Y13-0.00264X4Y14-0.00264X4Y15-0.00264X4Y16-0.00264X4Y17-0.00264X4Y18- 

0.00264X4Y19-0.00264X4Y20-0.00264X4Y21-0.00264X4Y22-0.00264X4Y23-0.00264X4Y24-0.00264X4Y25-0.00264X4Y26- 

0.00264X4Y27-0.00264X4Y28-0.00264X4Y29-0.00264X4Y30-0.00264X5Y1-0.00264X5Y2-0.00264X5Y3-0.00264X5Y4-0.00264X5Y5-

0.00264X5Y6-0.00264X5Y7-0.00264X5Y8-0.00264X5Y9-0.00264X5Y10-0.00264X5Y11-0.00264X5Y12-0.00264X5Y13- 

0.00264X5Y14-0.00264X5Y15-0.00264X5Y16-0.00264X5Y17-0.00264X5Y18-0.00264X5Y19-0.00264X5Y20-0.00264X5Y21- 

0.00264X5Y22-0.00264X5Y23-0.00264X5Y24-0.00264X5Y25-0.00264X5Y26-0.00264X5Y27-0.00264X5Y28-0.00264X5Y29- 

0.00264X5Y30-0.00264X6Y1-0.00264X6Y2-0.00264X6Y3-0.00264X6Y4-0.00264X6Y5-0.00264X6Y6-0.00264X6Y7-0.00264X6Y8- 

0.00264X6Y9-0.00264X6Y10-0.00264X6Y11-0.00264X6Y12-0.00264X6Y13-0.00264X6Y14-0.00264X6Y15-0.00264X6Y16- 

0.00264X6Y17-0.00264X6Y18-0.00264X6Y19-0.00264X6Y20-0.00264X6Y21-0.00264X6Y22-0.00264X6Y23-0.00264X6Y24- 

0.00264X6Y25-0.00264X6Y26-0.00264X6Y27-0.00264X6Y28-0.00264X6Y29-0.00264X6Y30-0.00264X7Y1-0.00264X7Y2- 

0.00264X7Y3-0.00264X7Y4-0.00264X7Y5-0.00264X7Y6-0.00264X7Y7-0.00264X7Y8-0.00264X7Y9-0.00264X7Y10-0.00264X7Y11- 

0.00264X7Y12-0.00264X7Y13-0.00264X7Y14-0.00264X7Y15-0.00264X7Y16-0.00264X7Y17-0.00264X7Y18-0.00264X7Y19- 

0.00264X7Y20-0.00264X7Y21-0.00264X7Y22-0.00264X7Y23-0.00264X7Y24-0.00264X7Y25-0.00264X7Y26-0.00264X7Y27- 

0.00264X7Y28-0.00264X7Y29-0.00264X7Y30+d4_11L-d4_11U=0 

……共 210 條數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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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附表 D-1 方案一分配結果 

單位：元 

  
電機 

學院 

資訊 

學院 
工學院 理學院 

管理 

學院 

人社客

家學院 

生科 

學院 

學科 

總計 

0總類 20460  15655  18290  0  13408  52855  15345  136013  

1哲學類 21623  16895  16508  10850  16353  64945  14338  161510  

2宗教類 233  4030  3333  0  2713  0  3643  13950  

3自然科學類 155155  249395  117490  184993  108190  99665  201888  1116775  

4應用科學類 92070  42160  452988  62310  115243  65255  38750  868775  

5社會科學類 40533  26428  216303  53553  167555  87885  31388  623643  

6,7史地類 26040  18755  23173  29683  22088  36115  23638  179490  

8語文類 288610  132215  117878  168640  104703  316820  167478  1296343  

9美術類 0  52778  36813  0  21235  0  54405  165230  

A 78  465  155  0  155  620  1163  2635  

B 1938  3488  1085  4030  4728  33558  1163  49988  

C 543  233  155  698  310  1163  1395  4495  

D 698  2093  388  698  465  0  2248  6588  

E 233  620  310  1085  310  0  1163  3720  

F 78  233  310  0  155  0  775  1550  

G 1163  1628  3100  775  620  6123  2248  15655  

H 4728  6510  6200  15888  80755  100983  9068  224130  

J 233  310  155  465  465  3100  1163  5890  

K 388  853  543  0  8138  2015  1163  13098  

L 1008  1163  853  3178  1008  12943  2015  22165  

M 5038  3565  2170  5503  1550  7905  3643  29373  

N 3178  4805  4263  4108  1860  8913  1550  28675  

P 75795  0  58978  0  34798  0  0  169570  

Q 109508  104780  86413  364095  311628  67658  224673  1268753  

R 1395  620  1783  0  3410  0  5193  12400  

S 78  233  853  0  233  0  155  1550  

T 657588  52855  99200  49678  387655  44950  20538  1312463  

U 233  233  233  0  233  0  1395  2325  

V 78  233  155  0  155  0  930  1550  

Z 1783  3100  155  775  388  4108  1395  11703  

學院總計 1510475  746325  1270225  961000  1410500  1017575  833900  7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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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2 方案二分配之數量 

單位：冊 

  
電機 

學院 

資訊 

學院 
工學院 理學院 

管理 

學院 

人社客

家學院 

生科 

學院 

學科 

總計 

學科 

比例 

0總類 14.89  11.39  13.31  19.45  9.75  19.00  11.16  98.95  1.755% 

1哲學類 15.73  12.29  12.01  19.11  11.90  36.03  10.43  117.50  2.084% 

2宗教類 0.17  2.93  2.42  0.00  1.97  0.00  2.65  10.15  0.180% 

3自然科學類 90.27  135.09  85.47  134.58  192.66  72.51  101.88  812.46  14.410% 

4應用科學類 66.98  30.67  113.89  10.71  334.12  47.47  28.19  632.04  11.210% 

5社會科學類 29.49  66.81  60.55  38.96  123.36  111.69  22.84  453.70  8.047% 

6,7史地類 18.94  13.64  16.86  21.59  16.07  26.27  17.20  130.58  2.316% 

8語文類 92.52  96.19  85.76  125.96  206.75  214.08  121.84  943.09  16.727% 

9美術類 0.00  38.40  26.78  0.00  20.02  0.00  35.01  120.21  2.132% 

A 0.06  0.34  0.11  0.45  0.11  0.00  0.85  1.92  0.034% 

B 1.41  2.54  0.79  2.93  3.44  24.41  0.85  36.37  0.645% 

C 0.40  0.17  0.11  0.51  0.23  0.85  1.02  3.27  0.058% 

D 0.51  1.52  0.28  0.51  0.34  0.00  1.64  4.79  0.085% 

E 0.17  0.45  0.23  0.79  0.23  0.00  0.85  2.71  0.048% 

F 0.06  0.00  0.23  0.00  0.00  0.00  0.85  1.13  0.020% 

G 0.85  1.18  2.26  0.56  0.45  4.45  1.64  11.39  0.202% 

H 3.44  4.74  22.50  11.56  40.76  73.47  6.60  163.06  2.892% 

J 0.17  0.23  0.11  0.34  0.34  2.26  0.85  4.29  0.076% 

K 0.28  0.62  0.40  0.23  5.92  1.24  0.85  9.53  0.169% 

L 0.73  0.85  0.62  2.31  0.73  9.42  1.47  16.13  0.286% 

M 3.67  2.59  1.58  4.00  1.13  5.75  2.65  21.37  0.379% 

N 2.31  3.50  3.10  2.99  1.35  6.48  1.13  20.86  0.370% 

P 55.14  0.00  20.19  0.00  0.00  0.00  48.04  123.36  2.188% 

Q 79.67  76.23  255.13  264.88  34.45  49.22  163.45  923.02  16.371% 

R 1.02  0.45  1.30  0.00  2.48  0.00  3.78  9.02  0.160% 

S 0.06  0.00  0.62  0.00  0.00  0.00  0.45  1.13  0.020% 

T 618.45  38.45  197.11  36.14  17.03  32.70  14.94  954.82  16.935% 

U 0.17  0.17  0.17  0.00  0.17  0.00  1.02  1.69  0.030% 

V 0.06  0.00  0.11  0.00  0.11  0.00  0.85  1.13  0.020% 

Z 1.30  1.52  0.11  0.56  0.28  2.99  1.75  8.51  0.151% 

學院總計 1098.88  542.95  924.10  699.13  1026.15  740.29  606.67  5638.16  100.00% 

學院比例 19.49% 9.63% 16.39% 12.40% 18.20% 13.13% 10.7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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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3 方案二分配之金額 

單位：元 

  
電機 

學院 

資訊 

學院 
工學院 理學院 

管理 

學院 

人社客

家學院 

生科 

學院 

學科 

總計 

中文單價 348 285 342 237 241 351 374  

0總類 5716  3246  4551  4610  2351  6669  4175  31318  

1哲學類 6040  3503  4107  4530  2867  12646  3901  37594  

2宗教類 65  836  829  0  475  0  991  3196  

3自然科學類 34663  38501  29232  31896  46430  25450  38104  244275  

4應用科學類 25721  8742  38951  2539  80522  16663  10543  183681  

5社會科學類 11323  19041  20709  9234  29730  39204  8540  137783  

6,7史地類 7275  3889  5765  5118  3873  9222  6431  41572  

8語文類 35528  27413  29329  29852  49827  75142  45569  292660  

9美術類 0  10943  9159  0  4824  0  13095  38020  

西文單價 3621  1900  2109  2988  1890  2900  3200   

A 203  642  238  1348  214  0  2707  5352  

B 5106  4820  1664  8761  6500  70798  2707  100355  

C 1430  321  238  1515  427  2453  3248  9633  

D 1836  2892  595  1515  639  0  5232  12708  

E 612  857  477  2358  427  0  2707  7437  

F 203  0  477  0  0  0  2707  3387  

G 3063  2250  4756  1685  852  12917  5232  30755  

H 12453  8998  47444  34535  77044  213048  21110  414633  

J 612  429  238  1010  639  6540  2707  12175  

K 1021  1178  833  675  11189  3596  2707  21199  

L 2654  1607  1308  6908  1385  27306  4691  45860  

M 13271  4929  3330  11961  2132  16678  8480  60780  

N 8372  6642  6540  8928  2557  18804  3610  55453  

P 199666  0  42570  0  0  0  153718  395954  

Q 288474  144833  538063  791464  65109  142741  523040  2493724  

R 3675  857  2735  0  4689  0  12090  24046  

S 203  0  1308  0  0  0  1443  2954  

T 2239404  73059  415705  107989  32181  94833  47811  3010982  

U 612  321  356  0  319  0  3248  4857  

V 203  0  238  0  214  0  2707  3362  

Z 4696  2892  238  1685  533  8665  5594  24304  

學院總計 2914099  373641  1211984  1070116  427949  803375  948848  775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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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4 方案三分配之數量 

單位：冊 

  
電機 

學院 

資訊 

學院 
工學院 理學院 

管理 

學院 

人社客

家學院 

生科 

學院 

學科 

總計 

學科 

比例 

0總類 17.23  13.18  15.40  22.52  11.29  21.99  12.92  114.54  1.755% 

1哲學類 18.21  14.23  13.90  22.13  13.77  41.70  12.07  136.01  2.084% 

2宗教類 3.85  0.00  2.81  0.00  2.28  0.00  3.07  12.01  0.184% 

3自然科學類 236.39  156.37  98.94  155.79  91.11  83.93  117.93  940.46  14.410% 

4應用科學類 277.96  35.50  140.78  52.47  97.05  54.95  72.90  731.61  11.210% 

5社會科學類 192.01  22.26  33.74  45.10  76.36  129.29  26.43  525.18  8.047% 

6,7史地類 21.93  15.79  19.51  25.00  18.60  30.41  19.91  151.15  2.316% 

8語文類 239.26  111.34  99.27  145.80  88.17  266.80  141.04  1091.67  16.727% 

9美術類 46.21  0.00  31.00  0.00  16.12  0.00  45.82  139.14  2.132% 

A 0.07  0.39  0.13  0.52  0.13  0.00  0.98  2.22  0.034% 

B 1.63  2.94  0.91  0.00  3.98  31.39  0.98  41.84  0.641% 

C 0.46  0.20  0.13  0.59  0.26  0.98  1.18  3.79  0.058% 

D 0.59  1.76  0.33  0.00  0.39  0.59  1.89  5.55  0.085% 

E 0.20  0.52  0.26  0.91  0.26  0.00  0.98  3.13  0.048% 

F 0.00  0.20  0.26  0.00  0.13  0.00  0.72  1.31  0.020% 

G 0.98  1.37  2.61  0.65  0.52  5.16  1.89  13.19  0.202% 

H 3.98  5.48  5.22  13.38  98.81  54.23  7.64  188.74  2.892% 

J 0.20  0.26  0.13  0.39  0.39  2.61  0.98  4.96  0.076% 

K 0.33  0.72  0.46  0.26  6.85  1.44  0.98  11.03  0.169% 

L 0.85  0.98  0.72  2.68  0.85  10.90  1.70  18.67  0.286% 

M 4.24  3.00  1.83  0.00  1.31  11.29  3.07  24.73  0.379% 

N 2.68  4.05  3.59  0.00  1.57  10.96  1.31  24.15  0.370% 

P 0.00  49.01  49.67  0.00  32.50  0.00  11.62  142.80  2.188% 

Q 92.22  88.24  323.32  278.61  39.88  56.98  189.20  1068.44  16.371% 

R 0.91  0.78  1.50  0.00  2.87  0.00  4.37  10.44  0.160% 

S 0.00  0.20  0.72  0.00  0.20  0.00  0.20  1.31  0.020% 

T 107.95  96.72  222.09  41.83  581.50  37.85  17.30  1105.25  16.935% 

U 0.20  0.20  0.20  0.00  0.20  0.00  1.18  1.96  0.030% 

V 0.00  0.20  0.13  0.00  0.13  0.00  0.85  1.31  0.020% 

Z 1.50  2.61  0.13  0.65  0.33  3.46  1.18  9.86  0.151% 

學院總計 1272.00  628.50  1069.68  809.27  1187.81  856.92  702.24  6526.42  100.00% 

學院比例 19.49% 9.63% 16.39% 12.40% 18.20% 13.13% 10.7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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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5 方案四分配之數量 

單位：冊 

  
電機 

學院 

資訊 

學院 
工學院 理學院 

管理 

學院 

人社客

家學院 

生科 

學院 

學科 

總計 

學科 

比例 

0總類 14.06  10.76  12.57  18.37  37.70  0.00  0.00  93.46  1.755% 

1哲學類 14.86  11.61  11.34  18.05  55.12  0.00  0.00  110.98  2.084% 

2宗教類 2.66  2.77  2.29  0.00  1.86  0.00  0.00  9.59  0.180% 

3自然科學類 85.26  127.60  80.73  127.12  278.20  68.49  0.00  767.40  14.410% 

4應用科學類 63.27  210.62  160.99  38.08  79.19  44.84  0.00  596.99  11.210% 

5社會科學類 27.85  18.16  27.53  36.80  318.20  0.00  0.00  428.54  8.047% 

6,7史地類 17.89  12.89  15.92  20.40  56.24  0.00  0.00  123.34  2.316% 

8語文類 87.39  90.85  501.50  0.00  172.97  38.08  0.00  890.79  16.727% 

9美術類 33.07  36.27  25.30  0.00  18.91  0.00  0.00  113.54  2.132% 

A 0.05  0.32  0.11  0.43  0.11  0.80  0.00  1.81  0.034% 

B 1.33  2.40  0.75  2.77  3.25  23.06  0.80  34.35  0.645% 

C 0.37  0.16  0.11  0.48  0.21  0.80  0.96  3.09  0.058% 

D 0.48  1.44  0.27  0.91  0.32  0.00  1.12  4.53  0.085% 

E 0.16  0.43  0.21  0.80  0.21  0.00  0.75  2.56  0.048% 

F 0.05  0.16  0.21  0.37  0.11  0.00  0.16  1.07  0.020% 

G 0.80  1.12  2.13  0.53  0.43  4.21  1.54  10.76  0.202% 

H 58.47  4.47  4.26  10.92  38.50  31.15  6.23  154.01  2.892% 

J 0.16  0.21  0.11  0.32  0.32  2.13  0.80  4.05  0.076% 

K 0.27  0.59  0.37  0.21  5.59  1.17  0.80  9.00  0.169% 

L 0.69  0.80  0.59  2.18  0.69  8.89  1.39  15.23  0.286% 

M 3.46  2.45  1.49  3.78  1.07  7.94  0.00  20.18  0.379% 

N 2.18  3.30  2.93  2.82  1.28  6.12  1.07  19.70  0.370% 

P 52.08  0.00  40.53  0.00  23.91  0.00  0.00  116.52  2.188% 

Q 299.08  72.00  59.38  250.19  32.54  46.49  112.15  871.83  16.371% 

R 0.96  0.64  1.23  3.36  2.34  0.00  0.00  8.52  0.160% 

S 0.05  0.16  0.59  0.11  0.16  0.00  0.00  1.07  0.020% 

T 702.16  36.32  68.17  34.14  16.08  30.89  14.11  901.87  16.935% 

U 0.16  0.16  0.16  0.21  0.16  0.75  0.00  1.60  0.030% 

V 0.05  0.16  0.11  0.21  0.11  0.00  0.43  1.07  0.020% 

Z 4.74  1.44  0.11  0.53  0.27  0.00  0.96  8.04  0.151% 

學院總計 1474.09  650.24  1021.96  574.09  1146.04  315.80  143.26  5325.48  100.00% 

學院比例 27.68% 12.21% 19.19% 10.78% 21.52% 5.93% 2.6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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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 

 

附表 E-1 方案三設定最多購買數量 6,000 之數量結果 

單位：冊 

  
電機 

學院 

資訊 

學院 
工學院 理學院 

管理 

學院 

人社客

家學院 

生科 

學院 

學科 

總計 

學科 

比例 

總類 15.84  12.12  14.16  20.70  10.38  20.22  11.88  105.30  1.755% 

哲學類 16.74  13.08  12.78  20.34  12.66  38.34  11.10  125.04  2.084% 

宗教類 3.30  0.00  2.58  0.00  2.10  0.00  2.82  10.80  0.180% 

自然科學類 96.06  143.76  90.96  143.22  205.02  77.16  108.42  864.60  14.410% 

應用科學類 277.32  32.64  121.20  48.24  112.68  50.52  30.00  672.60  11.210% 

社會科學類 31.38  20.46  162.96  41.46  83.40  118.86  24.30  482.82  8.047% 

史地類 20.16  14.52  17.94  22.98  17.10  27.96  18.30  138.96  2.316% 

語文類 98.46  102.36  91.26  134.04  202.56  245.28  129.66  1003.62  16.727% 

美術類 42.48  0.00  22.02  0.00  21.30  0.00  42.12  127.92  2.132% 

A 0.06  0.36  0.12  0.48  0.12  0.00  0.90  2.04  0.034% 

B 1.50  2.70  0.84  3.12  3.66  25.98  0.90  38.70  0.645% 

C 0.42  0.18  0.12  0.54  0.24  0.90  1.08  3.48  0.058% 

D 0.54  1.62  0.30  0.54  0.36  0.00  1.74  5.10  0.085% 

E 0.18  0.48  0.24  0.84  0.24  0.00  0.90  2.88  0.048% 

F 0.00  0.18  0.24  0.00  0.12  0.00  0.66  1.20  0.020% 

G 0.90  1.26  2.40  0.60  0.48  4.74  1.74  12.12  0.202% 

H 3.66  5.04  4.80  12.30  62.52  78.18  7.02  173.52  2.892% 

J 0.18  0.24  0.12  0.36  0.36  2.40  0.90  4.56  0.076% 

K 0.30  0.66  0.42  0.24  6.30  1.32  0.90  10.14  0.169% 

L 0.78  0.90  0.66  2.46  0.78  10.02  1.56  17.16  0.286% 

M 3.90  2.76  1.68  4.26  1.20  6.12  2.82  22.74  0.379% 

N 2.46  3.72  3.30  3.18  1.44  6.90  1.20  22.20  0.370% 

P 0.00  8.58  45.66  0.00  29.88  0.00  47.16  131.28  2.188% 

Q 84.78  81.12  66.90  245.04  295.56  34.92  173.94  982.26  16.371% 

R 1.08  0.72  1.38  0.00  2.64  0.00  3.78  9.60  0.160% 

S 0.06  0.18  0.66  0.00  0.18  0.00  0.12  1.20  0.020% 

T 465.24  126.18  317.40  38.46  18.12  34.80  15.90  1016.10  16.935% 

U 0.18  0.18  0.18  0.00  0.18  0.00  1.08  1.80  0.030% 

V 0.06  0.18  0.00  0.00  0.12  0.00  0.84  1.20  0.020% 

Z 1.38  1.62  0.12  0.60  0.30  3.18  1.86  9.06  0.151% 

學院總計 1169.40  577.80  983.40  744.00  1092.00  787.80  645.60  6000.00  100% 

學院比例 19.49% 9.63% 16.39% 12.40% 18.20% 13.13% 10.7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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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E-2 方案三設定最多購買數量 5,000 之數量結果 

單位：冊 

  
電機 

學院 

資訊 

學院 
工學院 理學院 

管理 

學院 

人社客

家學院 

生科 

學院 

學科 

總計 

學科 

比例 

總類 0 10.1 11.8 0.817 8.65 56.383 0 87.75 1.755% 

哲學類 0 24.15 10.65 16.95 10.55 41.9 0 104.2 2.084% 

宗教類 0 2.6 2.15 0 1.75 2.5 0 9 0.180% 

自然科學類 0 119.8 75.8 58.95 401.65 64.3 0 720.5 14.410% 

應用科學類 0 175.3 101 40.2 201.9 42.1 0 560.5 11.210% 

社會科學類 0 17.05 227.75 0 58.5 99.05 0 402.35 8.047% 

史地類 0 13.15 14.95 19.15 14.25 54.3 0 115.8 2.316% 

語文類 0 85.3 351.65 0 195 204.4 0 836.35 16.727% 

美術類 0 34.05 23.75 0 17.75 31.05 0 106.6 2.132% 

A 0.05 0 0 0.4 0 0.5 0.75 1.7 0.034% 

B 1.25 0 0 30.25 0 0 0.75 32.25 0.645% 

C 0.35 0 0 0.45 0 1.2 0.9 2.9 0.058% 

D 0.45 0 0 0.85 0 1.5 1.45 4.25 0.085% 

E 0.15 0 0 0.75 0 0.75 0.75 2.4 0.048% 

F 0.05 0 0 0.2 0 0 0.75 1 0.020% 

G 0.75 0 0 0.5 0 7.4 1.45 10.1 0.202% 

H 128.5 0 0 10.25 0 0 5.85 144.6 2.892% 

J 0.15 0 0 0.3 0 2.6 0.75 3.8 0.076% 

K 0.25 0 0 0.2 0 1.6 6.4 8.45 0.169% 

L 0.65 0 0 2.05 0 10.3 1.3 14.3 0.286% 

M 3.25 0 0 11.033 0 2.317 2.35 18.95 0.379% 

N 2.05 0 0 15.45 0 0 1 18.5 0.370% 

P 37.5 0 0 0 0 0 71.9 109.4 2.188% 

Q 70.65 0 0 328.75 0 0 419.15 818.55 16.371% 

R 0.9 0 0 3.3 0 0.45 3.35 8 0.160% 

S 0 0 0 0 0 0 1 1 0.020% 

T 726.2 0 0 78.3 0 29 13.25 846.75 16.935% 

U 0.15 0 0 0.2 0 0.25 0.9 1.5 0.030% 

V 0.05 0 0 0.2 0 0 0.75 1 0.020% 

Z 1.15 0 0 0.5 0 2.65 3.25 7.55 0.151% 

學院總計 974.5 481.5 819.5 620 910 656.5 538 5000 100% 

學院比例 19.49% 9.63% 16.39% 12.40% 18.20% 13.13% 10.7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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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E-3 方案三設定最多購買數量 10,000 之數量結果 

單位：冊 

  
電機 

學院 

資訊 

學院 
工學院 理學院 

管理 

學院 

人社客

家學院 

生科 

學院 

學科 

總計 

學科 

比例 

總類 26.40  0.00  23.60  34.50  0.00  71.20  19.80  175.50  1.755% 

哲學類 27.90  1.90  21.30  33.90  21.10  83.80  18.50  208.40  2.084% 

宗教類 1365.80  5.20  4.30  87.54  3.50  11.80  4.70  1482.84  14.828% 

自然科學類 160.10  239.60  353.70  238.70  139.60  128.60  180.70  1441.00  14.410% 

應用科學類 118.80  54.40  246.24  176.16  148.70  84.20  292.50  1121.00  11.210% 

社會科學類 52.30  34.10  51.70  311.00  117.00  198.10  40.50  804.70  8.047% 

史地類 33.60  0.00  29.90  38.30  0.00  99.30  30.50  231.60  2.316% 

語文類 164.10  170.60  152.10  223.40  135.10  408.80  418.60  1672.70  16.727% 

美術類 0.00  0.00  46.50  96.50  0.00  0.00  70.20  213.20  2.132% 

A 0.00  0.60  0.20  0.00  0.20  2.40  0.00  3.40  0.034% 

B 0.00  4.50  1.40  0.00  6.10  52.50  0.00  64.50  0.645% 

C 0.00  0.30  0.20  0.00  0.40  4.90  0.00  5.80  0.058% 

D 0.00  2.70  0.50  0.00  0.60  4.70  0.00  8.50  0.085% 

E 0.00  0.80  0.40  0.00  0.40  3.20  0.00  4.80  0.048% 

F 0.00  0.30  0.40  0.00  0.20  1.10  0.00  2.00  0.020% 

G 0.00  2.10  4.00  0.00  0.80  13.30  0.00  20.20  0.202% 

H 0.00  8.40  8.00  0.00  272.80  0.00  0.00  289.20  2.892% 

J 0.00  0.40  0.20  0.00  0.60  6.40  0.00  7.60  0.076% 

K 0.00  1.10  0.70  0.00  11.90  3.20  0.00  16.90  0.169% 

L 0.00  1.50  3.40  0.00  1.30  22.40  0.00  28.60  0.286% 

M 0.00  4.60  2.80  0.00  2.00  28.50  0.00  37.90  0.379% 

N 0.00  29.10  5.50  0.00  2.40  0.00  0.00  37.00  0.370% 

P 0.00  92.90  76.10  0.00  49.80  0.00  0.00  218.80  2.188% 

Q 0.00  228.50  472.56  0.00  867.34  68.70  0.00  1637.10  16.371% 

R 0.00  1.20  2.30  0.00  4.40  8.10  0.00  16.00  0.160% 

S 0.00  0.30  1.10  0.00  0.30  0.30  0.00  2.00  0.020% 

T 0.00  68.20  128.00  0.00  32.46  0.00  0.00  228.66  2.287% 

U 0.00  0.30  0.90  0.00  0.30  1.50  0.00  3.00  0.030% 

V 0.00  0.30  0.80  0.00  0.20  0.70  0.00  2.00  0.020% 

Z 0.00  9.10  0.20  0.00  0.50  5.30  0.00  15.10  0.151% 

學院總計 1949.00  963.00  1639.00  1240.00  1820.00  1313.00  1076.00  10000  100% 

學院比例 19.49% 9.63% 16.39% 12.40% 18.20% 13.13% 10.7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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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E-4 方案三設定最多購買數量 24,000 之數量結果 

單位：冊 

  
電機 

學院 

資訊 

學院 
工學院 理學院 

管理 

學院 

人社客

家學院 

生科 

學院 

學科 

總計 

學科 

比例 

總類 63.36  0.00  56.64  82.80  0.00  170.88  47.52  421.20  1.755% 

哲學類 66.96  52.32  51.12  81.36  50.64  153.36  44.40  500.16  2.084% 

宗教類 6.24  0.00  10.32  15.36  0.00  0.00  11.28  43.20  0.180% 

自然科學類 3000.00  1481.62  1146.24  1750.32  3344.64  930.00  1501.68  13154.50  54.810% 

應用科學類 285.12  130.56  1402.80  192.96  356.88  202.08  120.00  2690.40  11.210% 

社會科學類 125.52  81.84  704.64  165.84  280.80  475.44  97.20  1931.28  8.047% 

史地類 80.64  0.00  71.76  91.92  0.00  238.32  73.20  555.84  2.316% 

語文類 879.84  409.44  365.04  536.16  324.24  981.12  518.64  4014.48  16.727% 

美術類 169.92  0.00  114.00  59.28  0.00  0.00  168.48  511.68  2.132% 

A 0.00  7.20  0.48  0.00  0.48  0.00  0.00  8.16  0.034% 

B 0.00  10.80  0.00  0.00  0.00  0.00  0.00  10.80  0.045% 

C 0.00  12.48  0.48  0.00  0.96  0.00  0.00  13.92  0.058% 

D 0.00  17.76  1.20  0.00  1.44  0.00  0.00  20.40  0.085% 

E 0.00  9.60  0.96  0.00  0.96  0.00  0.00  11.52  0.048% 

F 0.00  3.36  0.96  0.00  0.48  0.00  0.00  4.80  0.020% 

G 0.00  3.98  0.00  0.00  0.00  0.00  0.00  3.98  0.017% 

H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0% 

J 0.00  16.32  0.48  0.00  1.44  0.00  0.00  18.24  0.076% 

K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0% 

L 0.00  62.88  2.64  0.00  3.12  0.00  0.00  68.64  0.286% 

M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0% 

N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0% 

P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0% 

Q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0% 

R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0% 

S 0.00  1.44  2.64  0.00  0.72  0.00  0.00  4.80  0.020% 

T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0% 

U 0.00  5.76  0.72  0.00  0.72  0.00  0.00  7.20  0.030% 

V 0.00  3.84  0.48  0.00  0.48  0.00  0.00  4.80  0.020% 

Z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0% 

學院總計 4677.60  2311.20  3933.60  2976.00  4368.00  3151.20  2582.40  24000  100% 

學院比例 19.49% 9.63% 16.39% 12.40% 18.20% 13.13% 10.7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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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E-5 方案三設定最多購買數量 25,000 之數量結果 

單位：冊 

  
電機 

學院 

資訊 

學院 
工學院 理學院 

管理 

學院 

人社客

家學院 

生科 

學院 

學科 

總計 

學科 

比例 

總類 17.23  13.18  15.40  22.52  11.29  21.99  12.92  114.54  1.755% 

哲學類 18.21  14.23  13.90  22.13  13.77  41.70  12.07  136.01  2.084% 

宗教類 3.85  0.00  2.81  0.00  2.28  0.00  3.07  12.01  0.184% 

自然科學類 236.39  156.37  98.94  155.79  91.11  83.93  117.93  940.46  14.41% 

應用科學類 277.96  35.50  140.78  52.47  97.05  54.95  72.90  731.61  11.21% 

社會科學類 192.01  22.26  33.74  45.10  76.36  129.29  26.43  525.18  8.047% 

史地類 21.93  15.79  19.51  25.00  18.60  30.41  19.91  151.15  2.316% 

語文類 239.26  111.34  99.27  145.80  88.17  266.80  141.04  1091.67  16.727% 

美術類 46.21  0.00  31.00  0.00  16.12  0.00  45.82  139.14  2.132% 

A 0.07  0.39  0.13  0.52  0.13  0.00  0.98  2.22  0.034% 

B 1.63  2.94  0.91  0.00  3.98  31.39  0.98  41.84  0.641% 

C 0.46  0.20  0.13  0.59  0.26  0.98  1.18  3.79  0.058% 

D 0.59  1.76  0.33  0.00  0.39  0.59  1.89  5.55  0.085% 

E 0.20  0.52  0.26  0.91  0.26  0.00  0.98  3.13  0.048% 

F 0.00  0.20  0.26  0.00  0.13  0.00  0.72  1.31  0.020% 

G 0.98  1.37  2.61  0.65  0.52  5.16  1.89  13.19  0.202% 

H 3.98  5.48  5.22  13.38  98.81  54.23  7.64  188.74  2.892% 

J 0.20  0.26  0.13  0.39  0.39  2.61  0.98  4.96  0.076% 

K 0.33  0.72  0.46  0.26  6.85  1.44  0.98  11.03  0.169% 

L 0.85  0.98  0.72  2.68  0.85  10.90  1.70  18.67  0.286% 

M 4.24  3.00  1.83  0.00  1.31  11.29  3.07  24.73  0.379% 

N 2.68  4.05  3.59  0.00  1.57  10.96  1.31  24.15  0.370% 

P 0.00  49.01  49.67  0.00  32.50  0.00  11.62  142.80  2.188% 

Q 92.22  88.24  323.32  278.61  39.88  56.98  189.20  1068.44  16.371% 

R 0.91  0.78  1.50  0.00  2.87  0.00  4.37  10.44  0.160% 

S 0.00  0.20  0.72  0.00  0.20  0.00  0.20  1.31  0.020% 

T 107.95  96.72  222.09  41.83  581.50  37.85  17.30  1105.25  16.935% 

U 0.20  0.20  0.20  0.00  0.20  0.00  1.18  1.96  0.030% 

V 0.00  0.20  0.13  0.00  0.13  0.00  0.85  1.31  0.020% 

Z 1.50  2.61  0.13  0.65  0.33  3.46  1.18  9.86  0.151% 

學院總計 1272.00  628.50  1069.68  809.27  1187.81  856.92  702.24  6526.42  100% 

學院比例 19.49% 9.63% 16.39% 12.40% 18.20% 13.13% 10.7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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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F 

 

附表 F-1 表 4-19 項次Ⅱ之金額分配結果 

單位：元 

  
電機 

學院 

資訊 

學院 
工學院 理學院 

管理 

學院 

人社客

家學院 

生科 

學院 

學科 

總計 

學科 

比例 

總類 20460  15655  18290  930  13408  51925  15345  136013  1.755% 

哲學類 21623  16895  16508  26273  16353  49523  14338  161510  2.084% 

宗教類 233  4030  3333  0  2713  0  3643  13950  0.180% 

自然科學類 124078  185690  294578  164533  108190  99665  140043  1116775  14.410% 

應用科學類 92070  42160  452988  62310  115243  65255  38750  868775  11.210% 

社會科學類 40533  26428  40068  53553  327825  103850  31388  623643  8.047% 

史地類 26040  18755  23173  29683  22088  36115  23638  179490  2.316% 

語文類 270010  146320  117878  173135  104703  316820  167478  1296343  16.727% 

美術類 0  52778  36813  0  21235  0  54405  165230  2.132% 

A 78  465  155  0  155  620  1163  2635  0.034% 

B 1938  3488  1085  4030  4728  33558  1163  49988  0.645% 

C 543  233  155  0  310  1860  1395  4495  0.058% 

D 698  2093  388  698  465  0  2248  6588  0.085% 

E 233  620  310  1085  310  0  1163  3720  0.048% 

F 78  233  310  0  155  0  775  1550  0.020% 

G 1163  1628  3100  775  620  6123  2248  15655  0.202% 

H 4728  6510  6200  15888  80755  100983  9068  224130  2.892% 

J 233  310  155  465  465  3100  1163  5890  0.076% 

K 388  853  543  310  8138  1705  1163  13098  0.169% 

L 1008  1163  853  3178  1008  12943  2015  22165  0.286% 

M 5038  3565  2170  5503  1550  7905  3643  29373  0.379% 

N 3178  4805  4263  4108  1860  8913  1550  28675  0.370% 

P 0  49290  58978  0  0  0  61303  169570  2.188% 

Q 109508  104780  86413  364095  311628  67658  224673  1268753  16.371% 

R 1395  930  1783  0  3410  0  4883  12400  0.160% 

S 78  233  0  0  233  0  1008  1550  0.020% 

T 783060  52855  99200  49678  262183  44950  20538  1312463  16.935% 

U 233  233  233  0  233  0  1395  2325  0.030% 

V 78  233  155  0  155  0  930  1550  0.020% 

Z 1783  3100  155  775  388  4108  1395  11703  0.151% 

學院總計 1510475 746325 1270225 961000 1410500 1017575 833900 7750000 100% 

學院比例 19.49% 9.63% 16.39% 12.40% 18.20% 13.13% 10.7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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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F-2 表 4-19 項次Ⅲ之金額分配結果 

單位：元 

  
電機 

學院 

資訊 

學院 
工學院 理學院 

管理 

學院 

人社客

家學院 

生科 

學院 

學科 

總計 

學科 

比例 

總類 20460  15655  18290  0  13408  52855  15345  136013  1.755% 

哲學類 21623  16895  16508  10850  16353  64945  14338  161510  2.084% 

宗教類 4573  3333  3333  0  2713  0  0  13950  0.180% 

自然科學類 124078  249783  214133  180885  108190  99665  140043  1116775  14.410% 

應用科學類 92070  42160  452988  62310  115243  65255  38750  868775  11.210% 

社會科學類 40533  26428  119660  53553  264585  87498  31388  623643  8.047% 

史地類 26040  18755  23173  29683  22088  36115  23638  179490  2.316% 

語文類 284115  132215  117878  173135  104703  316820  167478  1296343  16.727% 

美術類 0  52778  36813  0  21235  0  54405  165230  2.132% 

A 78  465  155  0  155  620  1163  2635  0.034% 

B 1938  3488  1085  4030  4728  33558  1163  49988  0.645% 

C 543  233  155  0  310  1860  1395  4495  0.058% 

D 698  2093  388  698  465  0  2248  6588  0.085% 

E 233  620  310  1085  310  0  1163  3720  0.048% 

F 78  233  310  0  155  0  775  1550  0.020% 

G 1163  1628  3100  775  620  6123  2248  15655  0.202% 

H 4728  6510  6200  15888  80755  100983  9068  224130  2.892% 

J 233  310  155  465  465  3100  1163  5890  0.076% 

K 388  853  543  310  8138  1705  1163  13098  0.169% 

L 1008  1163  853  3178  1008  12943  2015  22165  0.286% 

M 5038  3565  2170  5503  1550  7905  3643  29373  0.379% 

N 3178  4805  4263  4108  1860  8913  1550  28675  0.370% 

P 44795  0  58978  0  0  0  65798  169570  2.188% 

Q 109508  104780  86413  364095  311628  67658  224673  1268753  16.371% 

R 1395  930  1783  0  3410  0  4883  12400  0.160% 

S 78  233  853  0  233  0  155  1550  0.020% 

T 719820  52855  99200  49678  325423  44950  20538  1312463  16.935% 

U 233  233  233  0  233  0  1395  2325  0.030% 

V 78  233  155  0  155  0  930  1550  0.020% 

Z 1783  3100  155  775  388  4108  1395  11703  0.151% 

學院總計 1510475  746325  1270225  961000  1410500  1017575  833900  7750000  100% 

學院比例 19.49% 9.63% 16.39% 12.40% 18.20% 13.13% 10.76% 100%  

 

 



 

 91 

 

附表 F-3 表 4-19 項次Ⅳ之金額分配結果 

單位：元 

  
電機 

學院 

資訊 

學院 
工學院 理學院 

管理 

學院 

人社客

家學院 

生科 

學院 

學科 

總計 

學科 

比例 

總類 20460  15655  18290  26738  13408  101060  15345  210955  2.722% 

哲學類 21623  16895  16508  26273  16353  64945  14338  176933  2.283% 

宗教類 4573  4030  3333  4960  2713  9145  3643  32395  0.418% 

自然科學類 124078  185690  117490  184993  108190  99665  140043  960148  12.389% 

應用科學類 92070  42160  156550  62310  115243  65255  38750  572338  7.385% 

社會科學類 40533  26428  40068  53553  90675  153528  31388  436170  5.628% 

史地類 26040  18755  23173  29683  22088  84165  23638  227540  2.936% 

語文類 127178  132215  117878  173135  104703  316820  167478  1139405  14.702% 

美術類 54870  52778  36813  74788  27513  270553  54405  571718  7.377% 

A 78  465  155  620  155  2945  1163  5580  0.072% 

B 1938  3488  1085  4030  4728  161045  1163  177475  2.290% 

C 543  233  155  698  310  6433  1395  9765  0.126% 

D 698  2093  388  1318  465  27900  2248  35108  0.453% 

E 233  620  310  1163  310  11083  1163  14880  0.192% 

F 78  233  310  543  155  1318  1163  3798  0.049% 

G 1163  1628  3100  775  620  31465  2248  40998  0.529% 

H 4728  6510  6200  15888  56033  100983  9068  199408  2.573% 

J 233  310  155  465  465  21855  1163  24645  0.318% 

K 388  853  543  310  8138  2480  1163  13873  0.179% 

L 1008  1163  853  3178  1008  17360  2015  26583  0.343% 

M 5038  3565  2170  5503  1550  219558  3643  241025  3.110% 

N 3178  4805  4263  4108  1860  188558  1550  208320  2.688% 

P 75795  58203  58978  103540  38595  504835  111445  951390  12.276% 

Q 109508  104780  86413  364095  47353  67658  224673  1004478  12.961% 

R 1395  930  1783  5115  3410  6278  5193  24103  0.311% 

S 78  233  853  310  233  1318  2015  5038  0.065% 

T 128185  52855  99200  49678  23405  44950  20538  418810  5.404% 

U 233  233  233  310  233  1163  1395  3798  0.049% 

V 78  233  155  310  155  543  1163  2635  0.034% 

Z 1783  2093  155  775  388  4108  1395  10695  0.138% 

學院總計 847773  740125  797553  1199158  690448  2588965  885980  7750000  100% 

學院比例 10.94% 9.55% 10.29% 15.47% 8.91% 33.41% 11.4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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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G 

 
'求解LINDO 解 

         Dim env As IntPtr 

        Dim errorcode As Integer 

        Dim prob As IntPtr 

        Dim obj As Double 

        Dim x1(all_varnum) As Double 

        Dim LicenseKey As New StringBuilder(256) 

        '>>> Step 1 <<<:  Create a LINDO environment. 

        env = Lindo.LScreateEnv(errorcode, LicenseKey.ToString()) 

        If (errorcode > 0) Then 

            MessageBox.Show("Unable to create LINDO environment.") 

            End 

        End If 

        '>>> Step 2 <<<:  Create a model in the environment. 

        prob = Lindo.LScreateModel(env, errorcode) 

        Call CheckErr(env, errorcode) 

        '>>> Step 3,4 <<<:  Specify the model.Perform the optimization. 

        '直接用lindo file  

        Dim ltxfile As String 

        ltxfile = "1.ltx" 

        errorcode = Lindo.LSreadLINDOFile(prob, ltxfile) 

        Call CheckErr(env, errorcode) 

        errorcode = Lindo.LSoptimize(prob, 0, 0) 

        Call CheckErr(env, errorcode) 

        '>>> Step 5 <<<:  Retrieve the solution. 

        'Print the objective value and primals       

        errorcode = Lindo.LSgetInfo(prob, Lindo.LS_DINFO_POBJ, obj) 

        Call CheckErr(env, errorcode) 

        errorcode = Lindo.LSgetPrimalSolution(prob, x1(0)) 

        Call CheckErr(env, errorcode) 

        errorcode = Lindo.LSwriteSolution(prob, "1.sol") 

        Call CheckErr(env, error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