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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許多大學圖書館開始轉型，發展基於作者視角呈現機構研究成果

之學者庫或學術集成平臺，以彌補目前機構典藏以文章為視角呈現不利於資

訊傳播的問題。據此，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將原始的機構典藏系统改寫，將

其發展為政大學術集成平臺，使其內容具有更廣泛的研究者資訊、提供多元

及視覺化功能，以及以作者視角呈現研究者資訊。為了解此一平臺的使用者

行為，本研究採用 xAPI 針對使用者操作歷程進行記錄，並透過使用者行為分

析了解整體使用者、不同地區使用者，以及下載論文次數高低使用者的行為

特徵及行為轉移模式，對於了解使用者如何操作政大學術集成平臺、如何改

善經營模式，以及如何優化其平臺網頁與功能設計具有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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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網路上可獲得之學術資源日益增長，也開

啟了數位服務時代的來臨（Jantz & Wilson, 2008）。隨著學術資源開放取用

（open access）倡議的提出，特別是 2012 年數位資源管理系統 DSpace 作

為開放源碼系統發佈後，促使了學術機構積極地發展機構典藏（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IR）服務，並已成為各學術機構促進學術傳播的重要管道（Asadi, 

Abdullah, Yah, & Nazir, 2019；Pinfield, Salter, Bath, Hubbard, Millington, 

Anders, & Hussain, 2014）。Russell 與 Day（2010）的研究指出，機構典藏

系統是學術機構將其學術出版物之電子資源進行蒐集與儲存的數位化平

臺，其主要目的在於為機構的學術資源提供永久保存與開放取用，以促進

學術傳播。但是目前機構典藏系統仍然面臨典藏內容有限、能見度不高，

以及平臺互動性不足等問題，影響了機構典藏促進學術傳播的效益

（Adeyemi, Appah, Akinlade, & Bribena, 2017）。Liu 與 Palmer（2015）指

出，目前大學的機構典藏平臺的典藏內容僅為機構的學術出版物，主要為

期刊論文及學位論文，平臺在內容徵集上仍有所侷限，平臺也僅可用來查

找與下載學術資源，其功能和運作方式比較單一。Aschenbrenner、Blanke、

Flanders、Hedges 及 O’Steen（2008）認為，由於期刊網站被認為是查找學

術著作最可靠的途徑，並且機構典藏平臺在搜尋引擎系統中的能見度往往

不高，機構也缺乏完善機構典藏內容徵集的積極動力，並且學者與平臺之

間難以產生良性互動，從而對機構典藏資源的完整度及使用率造成影響。 

大多數的研究人員都會建立自己的個人網頁來展示自己完整的學術

產出成果，以及曾經參與的科研項目，並樂於更新與維護它，這也促使機

構典藏系統開始考量以研究者為中心建構的想法開始萌芽，並有了以研究

者為中心的現行研究資訊系統（Current Research Information System, CRIS）

（Rybinski et al., 2017）的發展。CRIS 是一種資訊系統，用來存取和傳播

科研資訊，目前已逐漸有大學採用 CRIS 將原本基於 Dspace 的機構典藏升

級為 Dspace-CRIS 為基礎的學者庫（Scholars Hub）或學術集成平臺

（Academic Hub）（Yiu, 2016）。有別於傳統機構典藏平臺，學者庫（Scholars 

Hub）或學術集成平臺（Academic Hub）採用以作者為主體的形式，為每

個學者創立學者專頁，提供學者的個人資訊、學術出版物、指導論文、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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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科研項目、所獲獎勵補助等更多面向的資訊，使之成為展示機構人才與

科研成果的入口網站，意在呈現機構整體學術能量，促進學術傳播（Chan 

& Palmer, 2016）。同時，平臺使用圖表的形式呈現平臺資訊，例如使用社

會網路圖呈現機構內學者之間的合著關係、用折線圖的方式呈現網站使用

者變化、用柱狀圖的形式呈現學者及系所之間學術能量之間的比較。如此

不僅增加了平臺的資訊豐富度，也使得機構內學者具有更高的參與度，更

加願意積極的去維護個人專頁的資訊，確保了平臺內資源的完整度，亦可

確保平臺內所有資訊均可被檢索，提高了資訊的可見度。學者庫或學術集

成平臺的發展確實促進了學術傳播的效益，為包括科研工作者、媒體和公

眾等取用資訊，提供了更為便利的管道。

香港大學於 2005 年將原本的機構典藏轉型為香港大學學者庫（The 

HKU Scholars Hub），該平臺的轉型十分成功，並且獲得了巨大的關注，據

統計僅在 2013 年 7 月至 2014 年 6 月的一年期間，該平臺就吸引超過 155

萬次的點擊量。使用以香港大學學者和相關於香港大學為關鍵詞進行

Google 檢索時，學者庫通常也出現在檢索結果的前幾名，這為學者帶來更

高的學術研究成果曝光度、吸引更廣泛的讀者、導致更多的文章被引用次

數，以及產生更大的學術影響力，同時也增加了香港大學的聲譽（Liu & 

Palmer, 2015）。考慮到促進學術交流的發展趨勢，國立政治大學於 2016 年

將原始的機構典藏系统改寫，將其發展為政大學術集成平臺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cademic Hub（NCCU AH, https://ah.nccu.edu.tw/）

（Tasy & Chen, 2017）。此一平臺發展的目的在於全方位呈現政大教研人員

之研究實力與學術產出成果，同時增進政大教研人員學術產出之傳播效

益；另一方面，也透過政大學術集成平臺之開放型研究者與投稿者識別碼

（Open Researchers and Contributor ID, ORCID）API，將學術成果推播至

ORCID 官方網站，不僅增加政大教研人員研究產出的國際能見度，更有助

於提升學術研究成果的國際化程度（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cademic 

Hub, n.d.）。很明顯地，一個成功營運的學術集成平臺，可以在數位環境中

更好的展現機構學術研究成果，提升機構學術研究成果之影響力，甚至可

以提升機構之國際聲譽，是目前全世界各大學之重點發展項目。

然而政大學術集成平臺是否達到預期的建置目的，有必要透過有效的

科學方法進行分析。Pakkala、Presser 及 Christensen（2012）指出，網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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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為了瞭解網站是否達到預期建置目的，最常採用的方法是對網站流量

進行監測，並對網站使用者行為進行分析，監測的項目包含簡單的網站及

網頁訪問次數，以及網站使用者的檢索與瀏覽行為。而網站使用者行為分

析則可進一步透過資料探勘（data mining）技術，找出更多隱含的使用者

行為模式，以更精準瞭解使用者的需求。透過對使用者的行為歷程分析，

不但可以瞭解網站運行的情況，也有助於發現網站需要改善之處。網站使

用者記錄可以提供諸如用戶查看哪些頁面、用戶如何訪問網站，以及在網

站內遵循怎樣的操作行為模式等資訊，這些資訊將有助於網站開發人員改

善網站介面或資訊架構（Arendt & Wagner, 2010）。 

基於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記錄政大學術集成平臺使用者的

使用行為歷程，並將記錄之詳細使用者行為歷程進行敘述統計、推論統計，

以及滯後序列分析（Lag Sequential Analysis, LSA）（Bakeman & Gottman, 

1997），針對使用行爲特徵與行爲模式進行探索與分析，探討不同特徵使用

者其操作行為特徵與模式是否具有顯著的差異，以藉此了解政大學術集成

平臺促進學術研究成果傳播的情形，以及未來系統功能可以據以改進之方

向。據此，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包含政大學術集成平臺整體的使用者特徵為

何？不同地區的使用者在政大學術集成之使用行爲特徵為何？下載論文

次數高低的使用者在政大學術集成平臺之使用行爲特徵與行為轉移模式，

是否具有顯著的差異？ 
 

 

 

機構典藏為一種由學者或學術團體建立的數位平臺，用於保存與管理

機構內部的學術研究論文，並提供開放取用（open access）服務（Giesecke, 

2011）。學術資源開放取用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在資料庫中免費閱讀、下

載、傳遞，甚至是列印學術資源（Prabhakar & Rani, 2018）。建立機構典藏

並提供開放取用服務，有助於提高學術機構的知名度與聲譽，但機構典藏

在創建、使用和維護方面，仍然面臨著許多的挑戰（Asadi, Abdullah, Yah, 

& Nazir, 2019）。Adeyemi、Appah、Akinlade 及 Bribena（2017）指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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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典藏面臨的挑戰，包括技術過時導致網站功能單一、版權問題導致網站

資源完整度低，以及網站能見度不足等問題。此外，Christian（2009）的研

究也指出，學者和機構缺乏對機構典藏的了解，使得機構典藏能見度不足，

而通訊技術和基礎設施的不足，也阻礙了機構典藏的發展。 

在機構典藏面臨種種挑戰的情況下，為了促使研究人員在構建和維護

個人學術資料方面投入更高的積極性，因此產生了以論文視角（article-

based perspective）為主體到以學者視角（author-based perspective）為主體

呈現機構典藏內容的想法轉變，例如相較於機構典藏，ResearchGate 即是

一種以作者為視角的學術社群平臺（Kim & Oh, 2021），而這種以作者為視

角的想法，非常適合現行研究資訊系統（Current Research Information 

System, CRIS）的模型（Rybinski et al., 2017）。因此，機構典藏也逐漸演變

成 Dspace-CRIS 以作者為視角的學術集成平臺或學者庫系統為核心資料呈

現方式的發展趨勢。香港大學於 2005 年基於 DSpace-CRIS 進行學者庫平

臺發展，並且具有以下特點：（1）為每一位學者創建了學者專頁（researcher 

pages），專頁上有學者個人資訊、論文、參與科研項目與所獲獎勵等；（2）

網站具有大量的計量分析資訊，其中根據描述主體的不同，有期刊級計量

資訊、作者級計量資訊與文章級計量資訊。其中作者級計量資訊在學者專

頁展示，包括點擊率與引用率；文章級計量資訊則包括引文、下載和

Altmetrics 指標，以個別而非整體的方式蒐集，並且呈現了每篇文章的使用

情況（Fenner, 2014）；（3）網站用可視化的合作關係圖展現學者之間的合

著關係。這種可視化的合著關係資訊呈現，有助於發掘擁有相似研究領域

的潛在合作研究者，亦有助於學生尋找導師；（4）學者庫引入 ORICD，作

為學者獨一無二的身份識別碼，確保學者的學術成果得以正確且完整的被

引用，也避免重複計量。特別的是，學者庫提供了 Scopus 和 Web of Science

之文章被引用數據，而 Scopus 和 Web of Science 是大學排名系統計量分析

的主要依據。此外，開放取用和搜尋引擎優化提高了學者庫在網路上的能

見度。如果學者能體會到網絡曝光度會帶來更多的讀者、更高的引用次數

與更大的影響力，將會更為活躍的投入到自己的聲譽管理中，積極的完善

自己在學者庫的資訊，從而促使學者庫典藏的資料更加完整（The HKU 

Scholars Hub, n.d.），機構典藏與學者庫、學術集成平臺差異整理如表 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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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機構典藏與學者庫、學術集成平臺差異比較 

比較項目 機構典藏 學術集成平臺 

平臺建置技術 Dspace Dspace-CRIS 或自行開發 

目的 提供機構學術資源永

久保存與開放存取；呈

現機構整體學術能量 

提供機構學術資源永久保存與開放存

取；呈現機構整體學術能量 

資訊呈現方式 文章視角(article-based 

perspective) 

作者視角(author-based perspective) 

內容 學術著作 1.學術著作 

2.學者資訊：個人資料、教學成果、校

外資歷、計畫補助等； 

3.院系資訊：院系資料 

4.諸如開放式課程、數位典藏等其他機

構產生之數位內容 

功能 全文索引服務 1.全文索引服務 

2.應用圖表的形式展現站內統計資訊：

合著關係的社會網路圖、每日進站人

數統計圖、學者下載次數及被引用排

行統計圖表、學術社群推播等 

3.透過 ORCID API 與 ORCID 官方網

站進行資料同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使用者行為係指使用者使用網站時，所進行的一系列系統功能操作行

為，使用者行為分析是指獲得使用者行為歷程的一系列基本數據後，透過

對其進行統計、資料探勘，以及行為序列分析等分析，從而挖掘出使用者

的使用行為規律（Wu, Tao, & Yang, 2007）。Pakkala、Presser 及 Christensen

（2012）表示，記錄網站流量和分析使用者的操作行為，是任何網站管理

人員進行網站管理的常用手法，包括從記錄簡單的網站流量統計資訊，到

對網站使用者的操作行為進行資料探勘或序列分析。透過使用者行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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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詳細、清楚的掌握使用者的使用習慣與使用偏好，便於網站管理者發

現網站中存在的問題，從而可以提高網站用戶的滿意度、為使用者提供個

人化服務，以及作為修正網站功能不足之參考（Mödritscher, Neumann, & 

Brauer, 2012）。進行使用者行為分析的前提是需要針對使用者的操作行為

進行編碼，編碼是最小的使用行為分析單位。研究者在對使用者操作行為

進行編碼時，需要遵循特定的規則，即為編碼規則。Bakeman 與 Gottman

（1997）認為編碼規則有物理性編碼規則（physically based coding schemes）

及社會性編碼規則（socially based coding schemes）兩種。物理性編碼是以

明確、簡單的動作操作進行編碼，即對事先劃分的區域或者按鈕進行編碼，

當使用者進行系統功能的操作或點擊按鈕時，即由系統自動記錄其對應編

碼；社會性編碼則是應用概念行為進行編碼，因此需要由人工判斷來進行

對應編碼。 

使用者行為分析應用廣泛，其中圖書館界多半用於分析使用者如何使

用圖書館、數位典藏、機構典藏之線上資源等，探討問題面向包含網站使

用者的特徵（characteristic）為何？使用者的使用網站的過程或方法為何

（process or approach）？和使用者使用網站的目的（purpose）為何？（St. 

Jean, Rieh, Yakel, & Markey, 2011）。Curtin Library 使用 EZproxy 的歷程記

錄分析使用者如何利用圖書館的線上資源（Joseph, Kent, Green, Robinson, 

& Bellenger, 2019）；除了利用 log 紀錄外，也有許多圖書館採用網站分析

工具如 Google Analytic、Yandex.Metrika、HotLog 等分析使用者行為

（Redkina, 2018；Vecchione, Brown, Allen, & Baschnagel, 2016）。Chandler

與 Wallace （2016）利用 Piwik 開源軟體，於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網

站中嵌入 JavaScript 追蹤碼（track code）紀錄使用者的歷程。The Moravian 

Library 使用 Google Analytics 評估該圖書館的數位化轉型服務（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ervices）之成效（Indrák & Pokorná, 2021）。Northwestern 

University 的 Galter Library 藉由紀錄使用者於其機構典藏網站進行上傳、

搜尋、瀏覽動作的順序或頻率分析使用者的動機，以作為改善網站使用者

體驗（user experience, UX）之依據，並將其稱為微互動（microinteractions）

的紀錄方式（Gonzales et al., 2021）。在這個數位時代，圖書館所發展資訊

系統可以對使用者行為進行分析來改善系統介面與功能，幫助提升網站功

能與優使性，進而為用戶提供更好的服務（Gvianishvili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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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U Academic Hub  

 

「國立政治大學學術集成平臺」（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cademic Hub, NCCU AH）（https://ah.nccu.edu.tw/）作為學術論文典藏與

傳播之平臺，該平臺係以機構為主體、作者為視角的學術成果典藏及分析

平臺，由國立政治大學原有的機構典藏轉型而成。此一平臺提供學校教師

與研究者的研究領域、個人學術發表與團隊的研究成果等資訊，並且透過

著名引文索引資料庫 Scopus、Web of Science 及 Altmetrics 計量指標的呈

現，展現政治大學在學術研究成果的各種影響力，有助於展現該校教研人

員的學術產出與研究成果，以提升學術產出之學術傳播效益，目前已成為

政大最重要的學術入口平臺（張家成、游宗霖，2019）。政大學術集成平臺

自 2017 年 4 月上線截至 2022 年 6 月 15 日為止，共計有 2,320,515 造訪人

次；平臺內收錄之資料，包括政大各系所在職之全職與兼任教師、研究人

員，以及退休教師共計 1,777 人之個人履經歷及學術研究成果資料；記錄

之論文（包含期刊論文、專書／專書篇章、會議論文、研究計畫與其他等）

總數量為 130,809 筆，其中提供全文下載（不含連結到期刊網站）之學術

研究成果數量為 100,022 筆，全文提供率高達 76%。為了進一步提高全文

提供的比例，同時考量著作版權問題，「國立政治大學學術集成平臺」鼓勵

學者上傳非 Open Access（OA）期刊論文的 Post-print 版本，以供使用者瀏

覽與下載。 

 

「國立政治大學學術集成平臺」的網站架構如圖 1 所示，總共由 12 個

類別的網頁所構成，分別為「首頁」、「研究者列表頁」、「系所列表頁」、「論

文列表頁」、「研究者詳情頁」、「系所詳情頁」、「論文詳情頁」、「社會網路

頁」、「Post-print 頁」、「關於學術集成頁」、「統計資訊頁」，以及「登入頁」，

各類別網頁之間連結以連線與箭頭顯示。平臺各網頁元件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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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國立政治大學學術集成平臺」網站架構圖 
 

 

「國立政治大學學術集成平臺」首頁如圖 2 所示，一共分為 5 個部分。

首頁最上方（區塊 A）包括 Google 搜尋列、首頁、登入、Post-print、關於

學術集成，以及 English 與正體中文連結。使用者在 Google 搜尋框內可進

行 Google 檢索；使用者在網站其他頁面內，透過點擊「首頁」即可回到網

站首頁；圖書館工作人員點擊「登入」即可進入登入頁，透過此頁面登入

後進行網站維護操作管理，由於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僅為網站使用者而非網

站工作人員，故登入操作的行為可以用來區分是否為研究對象；使用者點

擊「Post-print」進入 Post-print 頁，可以查看平臺上所有已經上傳的 Post-

print 版本論文列表及連結；使用者點擊「關於學術集成」進入關於學術集

成頁，可了解政大學術集成平臺網站的發展背景資訊，包括網站緣起、資

料來源、平臺連絡方式、相關連結，以及著作權政策宣告；使用者可以透

過點擊「English」和「正體中文」對網站呈現語言進行切換。區塊 B 與 C

提供使用者瀏覽或查詢研究者及論文之資訊。區塊 B 有研究者、系所，以

及論文的連結，使用者可以透過這些連結進入研究者列表頁、系所列表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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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論文列表頁，從而進行研究者資訊、系所資訊與論文資訊之瀏覽。區

塊 C 提供研究者與論文檢索，使用者可以透過此功能輸入姓名進行研究

者檢索，或是輸入關鍵字進行論文檢索。區塊 D 提供特色學者與網站統計

資訊；為增加學者的曝光度，「政大學術集成平臺」每日在網站首頁展示不

同特色學者的個人資訊，以期增加該學者著作被使用者看到的機會，特色

學者為每日更新，由系統從平臺中論文下載量前五十名的研究者名單中隨

機選出一名作為當日的特色學者，已被選中過的學者在同一月份內不會

再被選中，以保證同一個月內出現的特色學者不會重複。使用者點擊「特

色學者」可進入研究者詳情頁，查看該特色學者的個人簡歷及學術發表著

作；使用者點擊「統計資訊」可進入統計資訊頁，可以查看網站每日進站

人數、社群下載排行、作者下載排行與文件下載排行；區塊 E 呈現學術動

態，使用者可以透過這些鏈結進入學校其他網站，取得校內最新活動訊息

及學術相關資訊。 
 

 

圖 2 網站首頁 

區塊 B 

區塊 D 

區塊 E 

區塊 C 

區塊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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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學術集成平臺」研究者列表頁如圖 3 所示。預設為被

收錄於資料庫的先後順序，分頁列出所有學者，使用者也可以直接透過上

方的檢索欄進行研究者姓名檢索，並且可以限定檢索範圍為所有學者或某

個特定學院學者。除了檢索之外，使用者也可以使用左側連結依照學院對

研究者進行瀏覽。頁面中心部分為研究者列表，使用者點擊列表中的研究

者姓名，即可進入研究者詳情頁，進一步取得該研究者之相關資訊。 

 

 
圖 3 研究者列表頁 

 

 

「國立政治大學學術集成平臺」系所列表頁如圖 4 所示。頁面左側為

政治大學所有學院列表，使用者可以透過點擊左側學院名稱依學院瀏覽；

中間部分為該學院下所有系所的名稱列表，使用者在選定好學院後，可以

透過點擊中間部分的系所名稱，即可進入系所詳情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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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系所列表頁 

 

 

「國立政治大學學術集成平臺」論文頁列表如圖 5 所示。頁面中心部

分為論文列表，預設為收錄於資料庫的先後順序，分頁列出所有論文，使

用者也可以透過頁面上方的檢索欄，以關鍵字或論文題名進行論文檢索，

或者依照社群出版日期以及類別瀏覽。使用者點擊論文列表中的論文題目

即可進入論文詳情頁，點擊作者姓名即可進入研究者詳情頁，點擊全文標

誌即可查看全文或下載論文。除此之外，使用者也可以對此頁面之資訊呈

現進行調整，透過點擊論文列表上方的日期及題名，可使列表中之論文按

時間排序及題名進行排序，並且可以調整頁面顯示論文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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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論文列表頁 

 

 

「國立政治大學學術集成平臺」研究者詳情頁範例如圖 6 所示。頁面

資訊包括研究者個人資料、學術產出、教學成果、校外資歷與計畫補助。

其中，個人資料包括研究者姓名、職稱、隸屬學院與系所、研究專長，以

及 Email 與聯絡電話；學術產出為學者的期刊論文、專書／專書篇章、會

議論文、研究計畫等著作；教學成果包括研究者的指導論文與授課資訊；

校外資歷包括研究者的校外兼職與借調記錄；計畫補助包括研究者的研究

計畫、自行維護研究計畫與學術補助。使用者也可以點擊「社會網路」連

結進入社會網路頁面，從而取得此研究者與其他研究者合作並共同發表著

作的社會網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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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研究者詳情頁 

 

 

「國立政治大學學術集成平臺」系所詳情頁範例如圖 7 所示。使用者

可以對該系所之學術產出與研究者進行瀏覽。系所的學術產出類別包括：

科技部研究計畫、學位論文、專書／專書篇章、會議論文、期刊論文、校

務發展計畫、研究報告與考古題；使用者點擊「研究者」連結，即可進入

該系所的研究者列表頁。除此之外，使用者可以透過點擊網頁中間部分的

系所網站鏈結，直接進入系所官網，進一步深入取得該系所資訊。 
 

 
圖 7 系所詳情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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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學術集成平臺」論文詳情頁如圖 8 所示。頁面中間為

論文資訊，包括論文題名、作者、貢獻者、日期、上傳時間、關鍵詞、摘

要、資料類型與 DOI 等論文基本資訊，供使用者參考，使用者可以透過頁

面左側功能對論文進行操作，包括論文全文、論文書目匯出、引文資訊與

社群分享。除此之外，使用者也可以在網站左下角的相關學術產出部分查

看相關論文，點擊論文標題即可進入該論文的詳情頁。 
 

 
圖 8 論文詳情頁 

 

 

「國立政治大學學術集成平臺」社會網路頁範例如圖 9 所示，目的在

幫助使用者快速取得研究者之間的合作著作關係。社會網路頁分為兩個部

分，首先是頁面左側有由研究者頭像構成的網路關係圖，圖的中心點為瀏

覽之研究者頭像，向四周發散的點為與此研究者有論文合著關係的其他研

究者。使用者可以點擊此研究者頭像、其他研究者頭像，以及該研究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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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研究者頭像之連線，分別查看該研究者著作列表、其它研究者著作列

表，以及該研究者與其他研究者共同著作列表資訊。該研究者與其他研究

者的連線不僅可以透過點擊呈現資料，滑鼠移置線上也可以呈現資料。著

作列表呈現於社會網路頁右側的論文展示區，使用者點擊右側論文列表中

的題目即會進入該篇論文的論文詳情頁，點擊共同著作研究者名字則可進

入該名研究者的詳情頁。 
 

 
圖 9 研究者之合著社會網路頁 

 

Post-print  

「國立政治大學學術集成平臺」Post-print 頁如圖 10 所示。Post-print

版本為被期刊收錄論文的作者原稿，經過審核與修改，但不包含出版社的

排版與樣式。由於稿件從審查並接受至正式刊登具有時間落差，亦或機構

未訂購論文收錄之期刊，會導致文章全文無法被廣大使用者下載引用。

Post-print 版本可以提升發表學術文章之可及性、國際能見度、加強傳播速

度，以及呼應開放取用精神（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2019）。此頁依照學者

分別提供其所有上傳之 Post-print 版本論文題名列表，點擊論文題名即可

進入該論文詳情頁，點擊研究者頭像或姓名即可進入該研究者詳情頁。 

社會網路圖 

 

 

論文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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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Post-print 頁 

 

「國立政治大學學術集成平臺」關於學術集成頁如圖 11 所示。頁面資

訊包括「政大學術集成平臺」的緣起、資料來源、平臺聯絡方式、相關連

結與著作權政策宣告，使用者可點擊左側各項連結快速瀏覽該項目資訊。 

 
圖 11 關於學術集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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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學術集成平臺」統計資訊頁如圖 12 所示。頁面中的

統計資訊包括每日進站人數、社群下載排行、作者下載排行與文件下載排

行。每日進站人數用折線圖的形式，呈現一個月內網站每日進站人數的變

化情況，同時可以查看十四個月內的歷史記錄，歷史記錄同樣以月為單位

呈現。社群下載排行、作者下載排行和文件下載排行，則是用條形圖的形

式，呈現迄今為止的累計下載次數排行。 
 

 
圖 12 統計資訊頁 

 

 

「國立政治大學學術集成平臺」關於使用者登入頁如圖 13 所示。圖

書館工作人員可以在該頁面輸入帳號與密碼登入，以進行網站的維護工作，

一般使用者在網站進行檢索和瀏覽則無需登入。 
 

 
圖 13 登入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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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探索性資料分析法（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EDA）進行

研究，在預先不對數據蒐集進行假設的情況下，使用一系列的方法來分析

數據集，總結出數據的主要特點，並且透過資訊視覺化的方法呈現分析結

果，展現資料中可以提供的資訊（Velleman & Hoaglin, 2012）。據此，本

研究採用探索性資料分析法針對「國立政治大學學術集成平臺」網站之使

用者操作行為進行探索性分析，比較不同特徵的使用者在使用政大學術集

成平臺時的操作行為特徵及行為轉移模式差異，希望透過對平臺使用者操

作行為之探索性分析，深入了解使用者使用學術集成平臺的方式，以及其

對於提升學術傳播之效益，進而幫助平臺開發者經營及改善學術集成平

臺的功能。 

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圖如圖 14 所示，本研究首先探討使用者下載論文

次數高低以及不同地區的使用者，在使用政大學術集成平臺時，是否具有

不同的行為特徵和行為轉移模式。自變項中的下載論文次數高低是指統計

期間內同一 IP 總計下載具有全文之論文次數為依據，探討下載論文次數

高低不同的使用者，在平臺使用過程中是否具有不同的行為特徵和行為轉

移模式。不同地區是指統計期間內訪問學術集成平臺的 IP 來源地區為依

據，探究不同地區的使用者，在平臺使用過程中是否具有不同的行為特徵

和行為轉移模式。依變項為使用者行為特徵與使用者行為轉移模式。使用

者行為特徵是指透過歷程記錄器所記錄之使用者在政大學術集成平臺所

有操作行為進行編碼所得的特徵，據此探討使用者下載論文次數高低、所

在地區不同，其操作行為特徵是否具有不同。使用者行為轉移模式是指將

歷程紀錄器所記錄的使用者在政大學術集成平臺所有的操作行為進行滯

後序列分析（Lag Sequential Analysis, LSA），探討使用者下載論文次數高

低，以及所在地區不同，其行為轉移模式是否具有不同。 



圖資與檔案學刊  第 14 卷第 2 期（2022 年 12 月） 

20 

 
圖 14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在資料統計期間，所有使用「國立政治大學學術

集成平臺」網站的使用者。本研究定義之使用者為使用此一網站進行學者

或論文相關搜尋之訪客，不包含以維護網站為目的的圖書館工作人員；圖

書館工作人員進行網站維護，需先進入登入頁輸入帳號及密碼登入，行為

歷程中有此行為便可判斷為工作人員，其對應之行為記錄資料在分析時將

予以排除。資料蒐集之方式為記錄使用者的訪問路徑（pathway），包含了

1 次訪問中用戶使用網站的所有活動。換句話說是將某一個使用者進入網

站到離開網站的整個過程中，所有的操作按照時間順序排列成一條網站使

用路徑。劃分路徑時，不同 IP 記錄被視為不同路徑；對於同一 IP 的記錄

閾值為 30 分鐘，兩條記錄之間時間超過 30 分鐘即視為不同路徑。換句話

書，本研究以 30 分鐘為界限，即 2 次點擊之間超過 30 分鐘，即視為 2 次

操作。因為圖書館工作人員進行網站維護需輸入帳號及密碼並點擊登入按

鈕，故行為歷程中有操作行為編碼為 Login_Click 的記錄便可判斷為工作

人員，可將此紀錄排除。資料蒐集的時間範圍 2020 年 11 月 23 日－2020

年 12 月 14 日期間，時間長度則以取得足夠使用歷程資料為主要考量，共

蒐集使用者操作行為記錄 19,507 筆。資料經過前置處理後，以剩餘 19,019

筆有效資料作為研究分析資料。 

下載論文次數高低 

依變項 

使用者行為特徵 

 

使用者行為轉移模式

不同地區 

自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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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PI  

xAPI（Experience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是由美國國防部

（Department of Defense）和白宮國家科學和技術政策辦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所發展之使用者行為歷程記錄標準，研究

者透過它可以掌握使用者操作系統或網站的行為歷程。由於它具有彈性設

計的架構，使用者可以自行定義想要記錄的歷程動作（Advanced Distributed 

Learning Initiative, 2015）。Chen 與 Wang（2020）認為 xAPI 作為一種網頁

使用歷程紀錄之工具，它具有能即時得到結果並進行分析，同時便於不同

單位交換資料的優點。本研究透過 xAPI 在政大學術集成平臺上的每個可

以點擊鏈結插入一小段 Javascript 程式碼方式，來記錄所有使用者於學術

集成平臺各頁面上的點擊行為。本研究針對「國立政治大學學術集成平臺」

之首頁、研究者列表頁、系所列表頁、論文列表頁、研究者詳情頁、系所

詳情頁、論文詳情頁、社會網路頁，以及登入頁的用户使用者行為，進行

定義及編碼，以行為歷程記錄器將使用者的點擊與進入頁面操作行為，根

據本研究事先定義的行為編碼進行自動記錄，以節省後續資料對應與轉換

的時間，使其更有利於分析平臺各項目功能與內容被使用之情形。詳細程

式記錄情形如圖 15 所示，程式記錄器會記錄實驗過程中執行任務的使用

者（IP）、操作的時間、觸發的任務，以及所對應的操作行為編碼。 
 

 

圖 15 行為歷程記錄範例 
 

操作行為編碼

行為類型：滑鼠點擊 

使用者 IP、操作日期及時間 點擊了編號為 7305 學者的社會網路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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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平臺操作的物理性編碼分成兩個層次，分別為物理性編碼的

微觀操作編碼和社會性行為編碼的高階編碼。微觀操作編碼是為了保持記

錄的完整，採用物理性編碼方式記錄所有使用者於「國立政治大學學術集

成平臺」內各項點擊的操作行為，形成微觀的點擊操作編碼；而高層級編

碼則是為了將編碼有效的聚焦於研究問題相關的關鍵行為的主軸編碼

（axial coding）（Corbin & Strauss, 1990），根據使用者進入網站的目的編

制一套更高階的社會性行為編碼，從而降低資料分析處理上的運算時間，

一個高階編碼由使用者的一個或多個微觀物理性編碼匯聚而成，如表 2 所

示。 

表 2 

高層級行為編碼表 

高階 

編碼 
說明 包含的操作編碼 說明 

GL0 

下載論文 

(Download 

Paper) 

Publication List_ Download 在論文列表頁直接下載論文 

Publication_Download 在論文詳情頁下載論文 

Publication_Export 導出論文書目信息 

Publication_Sharing 分享論文到社群 

GL1 
檢索論文 

(Search Paper) 

Home_Search_Publication 在首頁檢索論文 

Publication List_Search 在論文列表頁檢索論文 

GL2 

瀏覽論文列表 

(Browse Paper 

List) 

Home_Browse_Publication 在首頁進入論文列表頁 

Publication List_Browse 瀏覽論文列表頁 

Publication_Related 查看相關論文 

Home_Browse_Post-Print 瀏覽 Post-Print 頁面 

GL3 

取得論文資訊 

(Get paper 

Information) 

Publication List_Information 進入論文詳情頁取得論文資

訊 

GL4 

檢索研究者 

(Search 

Researcher) 

Home_Search_Researcher 在首頁檢索研究者名字 

Researcher List_Search 在研究者列表頁檢索研究者

名字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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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高階 
編碼 

說明 包含的操作編碼 說明 

GL5 

瀏覽研究者列表

(Browse 

Researcher List)

Home_Browse_Researcher 在首頁進入研究者列表頁 

Researcher List_Browse 瀏覽研究者列表頁 

GL6 

取得研究者資訊

(Get Researcher 

Information) 

Home_Browse_Dinstinguishe

d Scholar 

在首頁進入特色學者的研究

者資訊頁 

Researcher_Resume 取得研究者簡歷 

Researcher_SocialNetwork 取得研究者的社會網路 

GL7 

瀏覽系所列表 

(Browse 

Department List)

Department List_Browse 瀏覽系所列表頁 

Home_Browse_Department 在首頁進入系所列表頁 

GL8 

取得系所資訊 

(Get Department 

Information) 

Department List_ Click 進入系所詳情頁取得系所資

訊 

Department_Archival Studies 取得系所資訊 

Department_Information 進入系所官網 

GL9 

取得平臺資訊 

(Get NCCU AH 

Informtion) 

Home_Information_Academic 

Trends 

在首頁取得學術動態 

Home_Information_Statistical 

Data 

進入統計資訊頁 

Home_Information_About 進入關於學術集成頁 

GL10 

調整網站顯示界

面(Adjust Web 

Interface) 

Publication List_Interface 調整網站使用界面 

 

 

本研究採用滯後序列分析（Lag Sequential Analysis）分析網站使用者

之行為模式，找出兩兩使用者網站行為之間的轉移序列是否達統計上的顯

著。據此探討下載論文次數高低不同的使用者，其操作網站的行為模式是

否具有顯著的差異，並繪製事件轉移圖，呈現與比較高低分組使用者行為

轉移模式之差異。此外，為探究不同地區使用者對網站操作有哪些偏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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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異，本研究採用卡方檢定來分析不同地區使用者在網站操作行為的分

佈上是否與期望次數具有顯著的差異，據此了解不同地區使用者進入學術

集成平臺的主要目的差異為何。 
 

 

 

為了解整體使用者在「國立政治大學學術集成平臺」之使用行爲特徵，

本研究對統計期間內記錄的 19,019 筆操作行為資料進行敘述統計分析，整

理出每個高階編碼以及其包含的操作行為的出現頻率及百分比，如表 3 所

示。根據統計分析結果可以得知，在統計期間有 43.69%的使用者進入網站

會取得研究者資訊（GL6），而 23.95%的使用者進入網站會下載論文

（GL0），但只有 2 次將論文分享到社群的操作記錄。值得注意的是，有

2,000 次佔比 10.52%的記錄為使用者在論文的列表中瀏覽。剩餘其他記錄

次 數 較 少 僅 為 個 位 數 的 有 ： 在 首 頁 點 擊 每 日 推 薦 的 特 色 學 者

（Home_Browse_Dinstinguished Scholar）的記錄有 6 筆，佔比 0.03%；在

首頁點擊學術動態（Home_Information_Academic Trends）的記錄有 4 筆，

佔比 0.02%；進入統計資訊頁的記錄有 9 筆，佔比 0.05%。使用者取得研

究者的學術合著社會網路（Researcher_Social Network）的記錄有 258 筆。 

表 3  

整體使用者在「國立政治大學學術集成平臺」之使用行為統計表 

高階 

編碼 
次數 百分比(%) 包含的操作編碼 次數 百分比(%) 

GL0 4,556 23.95 

Publication List_ Download 126 0.66 

Publication_Download 3,978 20.92 

Publication_Export 450 2.37 

Publication_Sharing 2 0.01 

GL1 724 3.81 
Home_Search_Publication 24 0.13 

Publication List_Search 700 3.68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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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高階 

編碼 
次數 百分比(%) 包含的操作編碼 次數 百分比(%) 

GL2 2,000 10.52 

Home_Browse_Publication 213 1.12 

Publication List_Browse 387 2.03 

Publication_Related 1,400 7.36 

Home_Browse_Post-Print 0 0.00 

GL3 220 1.16 Publication List_Information 220 1.16 

GL4 1,237 6.50 
Home_Search_Researcher 18 0.09 

Researcher List_Search 1,219 6.41 

GL5 1,764 9.27 
Home_Browse_Researcher 307 1.61 

Researcher List_Browse 1,457 7.66 

GL6 8,310 43.69 

Home_Browse_Dinstinguished 

Scholar 

6 0.03 

Researcher_Resume 8,046 42.31 

Researcher_Social Network 258 1.36 

GL7 57 0.30 
Department List_Browse 57 0.30 

Home_Browse_Department 0 0.00 

GL8 115 0.60 

Department List_ Click 60 0.32 

Department_Archival Studies 45 0.24 

Department_Information 10 0.05 

GL9 13 0.07 

Home_Information_Academic 

Trends 

4 0.02 

Home_Information_Statistical 

Data 

9 0.05 

Home_Information_About 0 0.00 

GL10 23 0.12 Publication List_Interface 23  0.12 

總計  19,019  100.00  19,01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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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統計期間內記錄的 19,019 筆操作行為資料裡，包含來自 41

個國家或地區的 5,553 個不同 IP，使用者 IP 分佈表如表 4 所示。在這些 IP

中，來自臺灣的 IP 數量最多，為 4,916 個，佔總 IP 數量的 88.53%。除臺

灣外，IP 數量由多到少排序分別為香港 238 個，佔總 IP 數量 4.29%；美國

99 個，佔總 IP 數量的 1.78%；日本 45 個，佔總 IP 數量的 0.81%；中國大

陸 41 個，佔總 IP 數量的 0.74%。剩下的 214 個 IP（佔總 IP 數量的 3.85%）

則來自新加坡、英國、澳門等。在統計期間內的 4,916 個來自臺灣的 IP 中，

其中 4,254 個 IP 來自於臺灣各個大學，佔來自臺灣總 IP 數量的 86.53%。 

表 4 

使用者 IP 分佈表 

國家／地區 IP 數量 佔總 IP 比例(%) 

臺灣 4,916 88.53 

香港  238  4.29 

美國   99  1.78 

日本   45  0.81 

中國大陸   41  0.74 

其他  214  3.85 

合計           5,553          100.00 

 

 

表 5 為不同地區使用者行為歷程資料數量分佈表，結果顯示在統計期

間內記錄的 19,019 筆操作行為資料裡，臺灣的 IP 操作行為資料數量最多，

為 17,197 筆，佔總資料數量的 90.4%。除臺灣外，記錄的資料量由多到少

分別為香港 522 筆資料，佔總資料數量 2.74%；中國大陸 273 筆，佔總資

料數量的 1.44%；美國 270 筆，佔總資料數量的 1.42%；馬來西亞與新加

坡 153 筆，佔總資料數量的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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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地區使用者行為歷程資料數量分佈表 

國家／地區 資料數量 佔總資料比例(%) 

臺灣 17,197 90.40 

香港 522 2.74 

中國大陸 273 1.44 

美國 270 1.42 

馬來西亞／新加坡 153 0.75 

其他 451 3.25 

合計 19,019 100.00 

 

 

表 6 為不同地區使用者下載論文次數分佈表，在統計期間共有來自 38

個地區的 2,207 位不同使用者下載了論文 4,556 次。其中，來自臺灣的 1,801

位使用者下載了論文 3,680 次，人均下載論文 2.04 次；來自香港的 170 位

使用者下載論文次數 309 次，人均下載論文 1.82 次；來自中國大陸的 27

位使用者下載論文 187 次，人均下載論文 6.93 次，及其餘國家之使用者下

載論文次數分佈如表 6 所示。 

表 6 

不同地區使用者下載論文次數分佈表 

國家／地區 IP 數量 下載論文次數 人均下載論文次數 

臺灣 1,801 3,680 2.04  

香港 170 309 1.82  

中國大陸 27 187 6.93  

美國 53 87 1.64  

新加坡 14 39 2.79  

德國 10 35 3.50  

日本 27 35 1.30  

澳門 15 26 1.73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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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國家／地區 IP 數量 下載論文次數 人均下載論文次數 

馬來西亞 13 23 1.77  

加拿大 6 18 3.00  

英國 11 17 1.55  

韓國 9 15 1.67  

紐西蘭 2 14 7.00  

荷蘭 4 12 3.00  

澳大利亞 6 9 1.50  

法國 6 8 1.33  

俄羅斯 3 7 2.33  

越南 4 5 1.25  

其他 25 29 1.16 

總計 2,207 4,556 2.06 

 

 

 

為探究下載論文次數高低的使用者是否具有不同的行為模式，本研究

將使用者根據下載論文次數高低進行分組。為了使分析結果更具合理性，

首先排除只有 1 次論文下載行為的 IP，以及下載論文次數為 111 次之 2 個

極端值 IP 使用者，以剩下之 652 個使用者，合計下載論文 4,838 次進行資

料分析。本研究採用下載論文平均次數（4.43 次）作為分組依據，將下載

論文次數高於或者低於平均次數的使用者區分為「下載次數高」組別與「下

載次數低」組別，如表 7 所示。結果顯示下載論文次數高組人數為 181 人，

合計行為歷程事件數量為 2,845 筆；下載論文次數低組人數為 471 人，合

計行為歷程事件數量為 1,993 筆。此外，本研究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檢

定「下載論文次數高」組及「下載論文次數低」組在下載論文次數上是否

具有顯著的差異，結果如表 8 所示。結果顯示兩組下載論文次數（t＝-19.167, 

p＝.000<.05）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表示「下載論文次數高」組及「下載

論文次數低」組的論文下載次數具有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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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下載論文次數分組情況表 

分組依據 組別 使用者 IP 數量 事件總數 

下載論文次數 
下載次數高 181 2,845 

下載次數低 471 1,993 

 

表 8 

下載論文次數高低組之成對樣本 t 檢定結果 

組別 
(n=652) 

t 
顯著性 

（雙尾） 平均數  標準差 

下載論文次數高 9.49 4.891 
-19.167 .000 

下載論文次數低 2.49  .684 

 

 

高低論文下載次數組別使用者之各種行為歷程事件發生頻率之敘述

統計如表 9 所示。此外，透過卡方獨立性檢定比較下載論文次數高組和下

載論文次數低組的使用者，在各種系統使用行為歷程事件上的差異。結果

顯示卡方檢定統計量 χ2＝182.403，p 值＝0.000，達到 α＝0.05 的顯著水

準 ，表示兩組使用者在系統功能之使用行為上具有顯著的差異，結果如表

10 所示。下載論文次數低組的使用者在檢索論文（GL1）和瀏覽論文（GL2）

的行為歷程上發生頻率顯著較多，在取得研究者資訊（GL6）的行為歷程

上發生頻率顯著較少；另一方面，下載論文次數高組在取得研究者資訊

（GL6）的行為歷程上發生頻率顯著較多，在檢索論文（GL1）和瀏覽論文

（GL2）的行為歷程上發生的頻率顯著較少。兩組使用者顯著較多與較少

的行為剛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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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下載論文次數高低使用者之行為歷程事件敘述統計表 

高階編碼 

下載論文次數高組 下載論文次數低組 

次數  百分比

(%)
次數  百分比

(%) 

GL0  下載論文(Download Paper)    1,717 60.35 1,174 58.91 

GL1  檢索論文(Search Paper) 181 6.57 221 11.09 

GL2  瀏覽論文(Browse Paper List) 120 4.22 205 10.29 

GL3  取得論文資訊(Get paper Information) 58 2.04 54 2.71 

GL4  檢索研究者(Search Researcher) 74 2.60 43 2.16 

GL5  瀏覽研究者(Browse Researcher List) 112 3.94 98 4.90 

GL6  取得研究者資訊(Get Researcher 
Information) 

557 19.58 188 9.40 

GL7  瀏覽系所列表(Browse Department List) 8 0.28 4 0.20 

GL8  取得系所資訊(Get Department 
Information) 

10 0.35 3 0.15 

GL9  取得平臺資訊(Get NCCU AH 
Informtion) 

3 0.11 0 0.00 

GL10 調整網站使用界面(Adjust Web 
Interface) 

5 0.18 3 0.15 

合計 2,845  1,993  

 

表 10 

下載論文次數高低组使用者之行為歷程卡方檢定結果 

 分組 行為事件記錄編碼 說明 調整後殘差 

顯著較多 
次數低組

GL1 檢索論文 5.9 

GL2 瀏覽論文 8.3 

次數高組 GL6 取得研究者資訊 9.6 

顯著較少 

次數低組 GL6 取得研究者資訊 -9.6 

次數高組
GL1 檢索論文 -5.9 

GL2 瀏覽論文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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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滯後序列分析（Lag-sequential analysis, LSA），針對所蒐集

之下載論文次數高組與下載論文次數低組的使用者行為歷程，進行序列分

析，以找出呈現推論統計意義上顯著轉移的行為序列，希望藉此了解兩組

使用者在網站操作歷程上的行為差異。然而由於兩組之間的資料差異過

大，下載論文次數高組之資料數量為 2,845 筆，下載論文次數低組之資料

數量為 1,993 筆，故在比較兩組行為差異時，採用關聯係數作為衡量基準

會比採用 Z 值更合適。關聯係數值介於-1 至 1 之間；大於 0 為正相關，小

於 0 為負相關；絕對值 1 為完全相關；0.7~0.9 為高度正相關；0.3~0.7 為

中度正相關。高低下載論文次數的兩組使用者之具有顯著行為歷程轉移結

果分別如圖 16 與圖 17 所示。 

 
圖 16 下載論文次數高組使用者之行為歷程事件轉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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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下載論文次數低組使用者之行為歷程事件轉移圖 

 

透過轉移圖可以看出，下載論文次數高組的行為轉移被完全切割為相

互獨立的兩部分，分別為檢索研究者（GL4）、瀏覽研究者列表（GL5）、取

得研究者資訊（GL6）、瀏覽系所列表（GL7）、取得系所資訊（GL8）與調

整網站使用界面（GL10）為一部分；下載論文（GL0）、檢索論文（GL1）、

瀏覽論文列表（GL2）、取得論文資訊（GL3）與取得平臺資訊（GL9）為

另一部分。而下載論文次數低組的使用者並無與取得平臺資訊（GL9）的

顯著轉移序列。兩組之行為轉移的具體差異比較如表 11 所示。 

表 11 

下載論文次數高低組使用者之行為歷程事件轉移差異比較 

組別 

下載論文次數高組  下載論文次數低組 

下載論文->檢索論文(0.57)  

檢索論文->下載論文(0.525)  

下載論文->瀏覽論文列表(0.79*) 下載論文->瀏覽論文列表(0.931*) 

瀏覽論文列表->下載論文(0.505) 瀏覽論文列表->下載論文(0.74*)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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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組別 

下載論文次數高組  下載論文次數低組 

取得論文資訊->下載論文(0.584) 取得論文資訊->下載論文(0.56) 

 取得研究者資訊->下載論文(0.433) 

 瀏覽論文列表->檢索論文(0.459) 

取得論文資訊->檢索論文(0.669) 取得論文資訊->檢索論文(0.807*) 

檢索論文->取得論文資訊(0.777*) 檢索論文->取得論文資訊(0.891*) 

檢索研究者->瀏覽研究者列表(0.842*)  

瀏覽研究者列表->檢索研究者(0.965*) 瀏覽研究者列表->檢索研究者(0.975*) 

檢索研究者->取得研究者資訊(0.582) 檢索研究者->取得研究者資訊(0.977*) 

 取得研究者資訊->檢索研究者(0.527) 

瀏覽研究者列表->取得研究者資訊

(0.665)  

取得研究者資訊->瀏覽研究者列表

(0.853*) 
取得研究者資訊->瀏覽研究者列表

(0.823*) 

 取得系所資訊->瀏覽研究者列表(0.826*) 

瀏覽研究者列表->瀏覽系所列表(0.94*) 瀏覽研究者列表->瀏覽系所列表(1*) 

瀏覽系所列表->取得系所資訊(1*) 瀏覽系所列表->取得系所資訊(1*) 

取得系所資訊->瀏覽系所列表(0.753*)  

取得平臺資訊->瀏覽論文列表(1*)  
取得系所資訊->調整網站顯示界面

(0.94*)  

 調整網站使用界面->檢索論文(1*) 

 檢索論文->調整網站使用界面(0.895*) 

 

根據表 11，下載論文次數高低使用者之行為歷程模式差異說明如下： 

1.  

使用者下載論文方面的操作行為包括下載論文前與下載論文後，結果

顯示下載論文次數高低兩組使用者，在瀏覽論文列表（GL2）與取得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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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GL3）之後，大多會選擇下載論文（GL0）；下載論文之後則大多會

選擇繼續瀏覽論文列表（GL2->GL0），並且這個趨勢在下載論文低組更為

顯著。除此之外，下載論文次數高組，在下載論文（GL0）後，會選擇檢

索論文（GL1），而在檢索論文（GL1）後，會選擇下載論文（GL0），這是

下載論文次數低組不具有的行為歷程特徵。下載論文次數低組的使用者在

取得研究者資訊後，則會有部分選擇下載論文（GL6->GL0），這是下載論

文次數高組不具有的行為歷程特徵。 

2.  

當使用者在論文題目列表頁點擊某個論文題目進入論文詳情頁時，表

示使用者進行欲取得論文資訊的操作。在取得論文資訊方面的行為上，下

載論文次數高低的兩組使用者的行為事件序列頗為相似，均出現取得論文

資訊->檢索論文（GL3->GL1）、檢索論文->取得論文資訊（GL1->GL3）的

顯著行為轉移。 

3.  

在研究者相關操作方面（包括 GL4 檢索研究者；GL5 瀏覽研究者列表

與 GL6 瞭解研究者資訊），下載論文次數高低兩組使用者均出現顯著的行

為轉移。結果顯示，兩組使用者絕大部分都會在瀏覽研究者列表之後檢索

研究者（GL5->GL4）、瞭解研究者資訊之後瀏覽研究者列表（GL6->GL5）、

檢索研究者之後查看該研究者的資訊（GL4->GL6）。除此之外，下載論文

次數高組的使用者出現檢索研究者姓名之後，瀏覽研究者列表（GL4-

>GL5）的行為轉移；瀏覽研究者列表之後瞭解研究者資訊（GL5->GL6）

的行為轉移。而下載論文次數低的使用者，在瞭解研究者資訊之後會檢索

研究者（GL6->GL4），在瞭解系所資訊後會瀏覽研究者列表（GL8->GL5）。 

4.  

在系所相關序列方面，下載論文次數高低兩組使用者均出現顯著的行

為轉移。兩組使用者都是透過研究者列表到系所列表（GL5->GL7），再從

系所列表去瞭解系所資訊（GL7->GL8）。下載論文次數高組的使用者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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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系所資訊後，繼續瀏覽系所列表（GL8->GL7），屬於一種反覆查看的

過程。 

5.  

下載論文次數高的使用者，會在取得平臺資訊之後瀏覽論文列表

（GL9->GL2），本研究推論這部分行為係使用者在網站中瀏覽。 

6.  

下載論文次數高低的兩組使用者，均有調整頁面的操作行為。其中，

下載論文次數高的使用者會在取得系所資訊後，調整網站使用界面（GL8-

>GL10）。而下載論文次數低組的使用者會在檢索論文後，調整網站使用界

面（GL1->GL10），在調整網站使用界面後則繼續檢索論文（GL10->GL1）。 
 

 

 

表 12 為使用者系統操作行為分佈頻次表，其中 GL0（下載論文）、GL1

（檢索論文）、GL2（瀏覽論文列表）與 GL3（取得論文資訊）都是與論文

相關的使用者行為；GL4（檢索研究者）、GL5（瀏覽研究者列表）與 GL6

（取得研究者資訊）都是與研究者相關的使用者行為；GL7（瀏覽系所列

表）與 GL8（取得系所資訊）都是與系所關的使用者行為；GL9（取得平

臺資訊）是與平臺相關的使用者行為；而 GL10（調整網站使用界面）則是

其他的使用者行為。在統計期間，59.47%的使用者行為與研究者相關；

39.43%的使用者行為與論文相關；而使用者行為與系所及平臺相關資訊部

分，則僅分別為 0.90%與 0.07%。此一結果顯示，政大學術集成平臺除了

作為使用者查找及下載論文的平臺外，已成為使用者取得機構研究者資訊

的重要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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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使用者系統操作行為分佈頻次表 

目的  次數  百分比(%) 

論文(Paper)  7,500 39.43 

研究者(Researcher) 11,311 59.47 

系所(Department)   172  0.90 

政大學術集成平臺(NCCU AH)    13  0.07 

其他(Others)    23  0.13 

 

 

整體來看，下載論文次數高組與下載論文次數低組使用者，在操作論

文相關系統功能的行為事件上的序列大致相同。不同的是，下載論文次數

高組的使用者出現了下載論文->檢索論文（GL0->GL1）、檢索論文->下載

論文（GL1->GL0）兩個行為轉移序列，推測為下載論文次數高的使用者在

檢索論文與下載論文期間，會反覆操作這兩個系統功能查找所需論文所

致，其結果係屬合理。如果再結合考量下載論文次數高組使用者的行為事

件頻率分析結果顯示，下載論文次數高組的使用者檢索論文（GL1）的行

為顯著低於期望值，可以判斷下載論文次數高組的使用者，雖然係透過較

少次數的檢索論文行為，但是卻下載了較多次數的論文，明顯具有找到檢

索標的論文後，即將檢索結果頁所顯示論文大量下載之行為傾向。而下載

論文次數低組的使用者出現了檢索論文->調整網站使用界面（GL1->GL10）

的顯著轉移序列，並且關聯係數達到 0.895>0.7 之顯著高度正相關。此外，

調整網站介面係指在論文列表頁，調整頁顯示筆數、將論文用日期或題名

進行重新排序。如果使用者透過完整的論文題目檢索到較少篇數的論文，

則使用者是不會調整網站介面的。因此，調整網站介面的前提是論文列表

頁有較多篇論文，使用者才會進行調整頁顯示筆數、將論文用日期或題名

進行重新排序等其中一種或多種之系統功能操作。推測下載論文次數低的

使用者在檢索論文關鍵詞後，還會再列表中仔細尋找所需論文所致。再結

合下載論文次數低組的使用者行為事件頻率分析結果顯示，下載論文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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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組的使用者檢索論文（GL1）的行為顯著高於期望值。可以判斷下載論

文次數低組的使用者，雖然係透過較多次數的檢索論文行為查找論文，但

是大部分行為係在調整網站介面（GL10）（即調整論文顯示方式），仔細尋

找自己所需特定標的論文上，從而下載了較少的論文。本研究推測另一可

能原因為，下載論文次數高組的使用者其使用關鍵字檢索論文之後，系統

所得反饋結果的準確度高，因此其檢索之論文均具有下載需求；下載論文

次數低組的使用者其使用關鍵字檢索論文後，系統所得反饋結果的準確度

低，使其檢索所得之論文只有部分下載需求所致。 

 

 

瀏覽研究者相關資訊方面的行為序列分析結果顯示，下載論文次數高

組的使用者出現了檢索研究者姓名之後瀏覽研究者列表（GL4->GL5）的顯

著行為轉移，並且關聯係數達到 0.842>0.7 之顯著高度正相關。其結果顯

示大部分使用者在檢索研究者姓名之後，並不能立刻找到自己想找的研究

者，尚需要透過瀏覽作者列表來找尋。推測為下載論文次數高的使用者在

檢索研究者姓氏後，為了下載特定目標研究者之論文，尚需要在作者列表

中更精確找尋擬下載之研究者論文所致。 

在瀏覽系所相關方面的行為序列分析結果顯示，下載論文次數高組與

低組的使用者都出現了瀏覽研究者列表->瀏覽系所列表（GL5->GL7）的顯

著行為轉移，並且關聯係數分別為 0.94>0.7、1.00>1，均為顯著高度正相

關。會出現這種行為轉移模式有兩種可能原因：其一，部分使用者在學術

集成平臺中無目的的四處瀏覽，恰好瀏覽研究者列表後繼續瀏覽系所列

表，屬於無目的的資訊偶遇行為；其二，由於網站設計不足，使用者在研

究者列表看到研究者所在系所後，礙於研究者列表頁中的系所不可以點

擊，不得已只能先進入系所列表瀏覽系所列表，以找到對應系所後，再進

行接下來取得系所資訊的系統功能操作，這種屬於有目的的尋找行為。除

此之外，下載論文次數高低兩組均出現了瀏覽系所列表->取得系所資訊

（GL7->GL8）的顯著行為轉移，並且關聯繫數均為 1，均為顯著高度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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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說明絕大部分使用者瀏覽系所列表後，會繼續取得系所資訊，在系所

列表為有目的的尋找。這也印證了第二種可能的存在的概率較大。 
 

 

本研究透過對使用者行為歷程記錄進行敘述統計分析，探索整體使用

者在政大學術集成平臺上的主要行為特徵。統計結果發現，研究者相關資

訊瀏覽與論文檢索下載相關之系統功能操作行為，為使用者在政大學術集

成平臺上最常使用的兩類操作行為，其中 59.47%的使用者行為與研究者相

關；39.43%的使用者行為與論文相關，此一結果顯示政大學術集成平臺除

了作為使用者查找及下載論文的平臺外，已成為使用者取得機構研究者資

訊的重要場域。本研究透過使用者之系統操作行為歷程分析，探索高低下

載論文次數使用者之使用行為模式特徵，結果發現，下載論文次數高組的

使用者檢索論文（GL1）的行為顯著低於期望值，可以判斷下載論文次數

高組的使用者雖然係透過較少次數的檢索論文行為，但是卻下載了較多次

數的論文，明顯具有找到檢索標的論文後，即將檢索結果頁所顯示論文大

量下載之行為傾向；下載論文次數低組的使用者檢索論文（GL1）的行為

顯著高於期望值，其結果顯示，下載論文次數低組的使用者，雖然使用較

多次數的檢索論文行為查找論文，但是大部分行為係在調整網站介面

（GL10）。 

從使用率角度來看，政大學術集成平臺首頁版面應該更合理分配，建

議可適當減少學術動態、特色學者，以及統計資訊這三個使用率極低功能

之版面，但也應考量與美觀之視覺設計相平衡。此外，根據下載論文次數

低組的滯後序列分析結果顯示，政大學術集成平臺研究者列表頁的系所應

該加入超鏈結，使得使用者在點擊後，可以直接跳轉到該系所獲得詳情頁。

同理，在研究者詳情頁的系所資訊部分，建議也可加入超鏈結。再則，根

據整體使用者操作行為的敘述統計分析可知，學術合著社會網路頁雖然會

有使用者點擊進入，但卻沒有勾起使用者在頁面探索的慾望，建議可以優

化頁面，透過增加引導點擊或擴展網路涵蓋研究者範圍等方式，促進使用

者的使用。 

未來研究方向方面，本研究僅以不同地區與下載論文次數高低作為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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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變項，未來研究可以考量以其他諸如使用者的不同認知風格、不同學術

研究領域等背景變項進行行為歷程資料分割，從而找出具有其他特質之使

用者行為特徵。本研究僅對資料進行卡方檢定與滯後序列分析，未來研究

可以採用其他諸如分群、循序樣式探勘等資料探勘分析方式，從而找出其

他使用者特徵。再則。未來研究可以豐富記錄之資料類型，增加使用者檢

索框內輸入檢索詞內容的記錄，以探究使用者檢索用詞與檢索命中率之間

的關係。 

（接受日期：2022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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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any university libraries have begun to develop scholar 

repositories or academic hubs that can present institutional research results from an 

author’s perspective instead of the perspective of articles used in the most current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systems. Accordingl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ibrary reshaped the original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system as an integrated 

platform called NCCU Academic Hub with a broader range of researcher 

information, multiple and visualized functions, and an author’s perspective on 

researcher information for more effectively spreading academic research outcom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user behavior of this platform, this study used xAPI to 

record the users’ operation historical processes, and through user behavio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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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ope to understand the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 transfer patterns of 

users in general, user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users with high or low download 

frequency of papers. The analysis is valuable for understanding how users operate 

the platform, how to improve the service model of this platform, and how to 

optimize the web pages and functional design of this platform. 

 
Keywords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Academic Hub, Information behavior, Behavioral 

process analysis, Lag Sequential Analysis 
 
 

Summary  

Traditional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systems present limited content 

creation and single function, without an author’s perspective, that the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is limited. A scholar repository or academic hub is 

the new-style system to make up the above problems in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systems. In consideration of enhanc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academic 

dissemin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eshaped the original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system as NCCU Academic Hub (NCCU AH, https://ah.nccu.edu.tw/) 

to provide broader researcher information, multiple and visualized functions, 

and an author’s perspective on researcher information. To understand the user 

behavior of NCCU AH, xAPI was applied to record users’ operating behavior 

to understand the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users in general and in different 

regions as well as discuss the download frequency of papers, the different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in the use of NCCU AH, and the behavior transfer 

patterns. 

To understand users’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NCCU AH”, the 

operating behavior data recorded during the observed period were preced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he data collection period covers November 23-December 

14, 2020, and total 19,019 pieces of users’ operating behavior data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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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ed. The statistics result show that the most behavioral data were from 

Taiwan, about 90.4% of total data, and the other areas ranked by the percentage 

of behavioral data are Hong Kong, Mainland China, the USA, Malaysia, and 

Singapore. 43.69% of total users aim to understand researcher information, 

23.95% users would download papers, 10.52% would browse the list of papers, 

and the rest would click on recommended scholars, browse statistics 

information, and click on author’s social networks. 

Regarding paper download frequency, total 2,207 users from 38 regions 

downloaded papers for 4,556 times, including Taiwan, Hong Kong, Mainland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Taiwan's users appears about 86.53%. Using the 

average time of paper download for grouping, users with higher/lower time of 

paper download than the average time were divided into “high download 

frequency”/”low download frequency” group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re are 2,846 pieces of user behavior data in the high paper download 

frequency group and 1,993 pieces in the low paper download frequency group. 

The chi-square test was used for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 in behavior processes 

of users in two groups. The result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use of 

system function between users in two groups; users in low paper download 

frequency group appear higher paper search and browse frequency, while those 

in high paper download frequency group present higher frequency on 

understanding researcher information. 

The collected user behavior processes of high paper download frequency 

group and low paper download frequency group were preceded sequential 

analysis with Lag Sequential Analysi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users in higher 

paper download frequency group appear significant behavior transfer on 

browsing researcher list after searching researchers’ names. It was inferred that 

users with high paper download frequency would need to download specific 

researcher’s papers after searching the researcher’s papers. Users in both groups 

appear remarkable behavior transfer on browsing researcher listbrowsing 

department list. It was inferred that users could not click on the department on 

the researcher list, due to insufficient website design; they therefore had to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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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the department list, find out the corresponding department, and understand 

the system operation of the department information. Furthermore, both groups 

present notable behavior transfer on browsing department listunderstanding 

department information; it was explained that most users, after browsing 

department list, would continuously understand department information for 

purposive search. Moreover, by classifying operation behaviors into paper, 

researcher, department, and system for analyses, it was discovered that 

researcher-related system operation behavior is 59.47% and paper-related 

system operation behavior is 39.43%. Such a result reveals that NCCU AH, in 

addition to being the platform for users searching and downloading papers,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site for users understanding the institutional researcher 

information. 

Overall speaking, the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 transfer 

patterns of users in general, user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users with high/low 

paper download frequency were explored through user behavior analyses to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users operating NCCU AH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webpage and function design. In terms of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ther background variables, e.g. users with different academic 

research fields, could be preceded behavior historical data analysis to find out 

users’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with different features; besides, other data 

analysis methods, such as clustering and sequential pattern mining, could be 

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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