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䶰銴
本研究整合教育部高中職畢業生和勞動部投保薪資行政資料，並訂定學生升

學和就業的相關指標，藉此勾勒高中職畢業生職涯發展及就業態樣，提供個人端

職涯探索與定位。同時亦可提供養成端職涯輔導與培育、需求端人力盤點與媒合、

政府端政策盤點與擬訂。具體而言，本研究結合了教育部高中職畢業生資料和大

專院校新生入學資料，以及勞動部勞保投保資料和職前訓練資料依序分析：1. 高
中職畢業生的畢業流向，2. 高中職畢業生就業樣態。此外，本研究亦以深度訪談
的方式來探索量化分析無法觸及之議題。最後，藉由研究發現，本研究依照升學

或就業的執掌主管機關不同，將之分為「教育面」與「勞動面」，依照短期和長期

角度來進行「教育面」與「勞動面」的政策建議。

ꬨꞇ雘高中職畢業生、畢業流向、就業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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灇瑖胝兞
青年勞動力是國家重要的人力

資本，在全球金融與經濟的衝擊下，

OECD各國均面臨高失業率的問題，
青年勞動者的失業率高出全體勞動者

一至三倍，為解決青年勞動者求職高

風險的勞動困境，各國均相繼提出不

同的解決方案 [1]。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統計 2018年
15~24歲青年失業率 11.1％，高於整體
失業率，更為 25-54歲的失業率的兩
倍以上，青年失業人口占全世界失業

人口的 32.03％。
聯合國 2015年通過的《 2030年

可持續發展議程》中將青年的充分且

生產性就業以及合宜工作置於新發展

願景的中心，體現了青年就業挑戰的

重要性，並採取一致且集中的行動為

青年提供合宜工作，為青年發展開闢

道路。

1. 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
勞動部 107年及 108年勞動統計

年報統計顯示，我國 15~24歲青年失
業率，均為整體失業率的 3倍以上。根

據 OECD資料庫顯示，OECD國家的
15~24歲青年失業率平均為 11.61％，
鄰近國家中則以日本的 3.66％為最低。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統計世界各國青年
失業率，我國青年失業率（15~24歲）
高於日本、美國、德國、新加坡、韓

國及英國，顯示青年仍屬就業市場中

的相對弱勢族群，應持續探索有效改

善機制。

以勞動部 [2]勞動統計查詢網青
年勞動統計資料，觀察我國 15~29歲
青年近五年不同年齡段的失業率，發

現其中以 20~24歲青年平均失業率
12.368％最高，應就該年齡段的就業歷
程及樣態，加以對照與比較，探討並

發掘高失業率之原因。

2.青年低薪就業與非典型就業
行政主計總處（2019）「108年人

力運用調查報告」統計，非典型（部

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計

81.9萬人，占全體就業人數 7.13％，當
中有 23.93％為 15~24歲青年。15~24歲
青年就業者共 86.6萬人，其中非典型工
作者共 19.6萬人，占青年就業者總數

表 1　15~29歲青年近五年不同年齡段失業率

　　　　 失業率 /計 （％） 失業率 / 15~19歲 （％） 失業率 / 20~24歲 （％）失業率 / 25~29歲 （％）

104年平均 8.7 8.63 12.59 6.55

105年平均 8.89 8.94 12.62 6.76

106年平均 8.72 8.77 12.38 6.58

107年平均 8.47 8.46 11.98 6.37

108年平均 8.75 9.22 12.27 6.57

平均 8.706 8.804 12.368 6.566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統計查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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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2.63％，約為整體非典型就業率的
3倍以上。15~24歲青年非典型工作主
要原因以「求學及受訓」最高，當中有

82.30％的青年不想改做全時、正式工作
（含偏好此類工作型態者），有 17.70％
的非典型工作 15~24歲青年想改做全
時、正式工作。[3]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總處公告的

107年工業及服務業受雇員工全年總
薪資中位數 [4]推算月薪中位數，根據
國際經濟合作組織（OECD）薪資水準
指標（Wage Level），薪資低於中位數
三分之二屬低薪族（Low Pay）[5]。採
107年度月薪資中位數的三分之二計
算，低薪就業的標準為 27,222元，本
研究以 25,000元以下薪資進行觀察。
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非

典型工作類型，其薪資未滿 25,000元
的比例為 42.89％。

108年整體勞工的平均月薪為
39,191元，薪資未滿 25,000元的比例
為 12.72％，15~24歲青年勞工每月平
均薪資為 27,603元，當中有 32.00％的
青年勞工薪資低於 25,000元，低薪就
業的比例為整體勞動力的 2.5倍以上，
15~24歲青年勞工當中又以 15~19歲
薪資低於 25,000元的比例 59.88％最高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9）[3]。

依教育程度觀察表 2 的 107年
勞工每月薪資，無論是整體薪資或是

15~29歲青年勞工薪資，大致上都呈現
學歷越高，薪資越高的狀況。進一步觀

察，則會發現青年勞工當中， 教育程
度為國中及以下、高中（職）、大學的

青年勞工其薪資低於 25,000元的比例，
為整體勞工的 1.5~3倍，值得注意的是，
教育程度為專科的青年勞工與受僱就業

者的差異達 5.4倍。（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9；勞動部，2019）[3] [6]。

灇瑖湡涸莅卺圓
1.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運用教育部高

中職畢業生資料和大專院校新生入學

資料，以及勞動部勞保投保資料分析：

（1）高中職畢業生畢業流向，（2）高
中職畢業生就業樣態。除前述資料之

外，本研究亦使用勞動部的職業訓練

課程資訊系統資料，分析日間部未升

學畢業生參加職業訓練後之投保薪資

成長的情況，以及職前訓練與找到正

職工作的關係（以投保薪資高於當年

度最低基本工作來衡量）。期望能透過

這些行政資料的整合來進一步了解高

中職畢業生升學和就業選擇概況，以

及在勞動市場就業的情況。除此之外，

表 2　107年各教育程度勞工每月薪資

15~29歲青年勞工 受僱就業者

平均每月薪資（元）薪資低於 25,000元（％）平均每月薪資（元）薪資低於 25,000元（％）

國中及以下 20,179 76.77 30,098 27.86

高中（職） 25,148 48.65 32,670 16.97

專科 27,003 35.65 40,907 6.59

大學 31,962 14.76 40,094 9.72

研究所 45,951 1.91 59,118 2.0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9；勞動部，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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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亦以深度訪談的方式來探索量

化分析無法觸及之議題。希望透過不

同部門的行政資料之串聯，以量化資

料分析及質性深度訪談，分析高中職

畢業生職涯發展與就業態樣，提供各

面向利害關係人及政府政策參考。

2.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 103至 106學年度高中
職畢業生為分析主體，串接大專院校

新生入學檔，勞保投保檔。利用前述

三個檔案，本研究得以分析高中職畢

業生畢業流向，以及高中職畢業生就

業樣態。

在討論畢業流向時，本研究會將

畢業生分成「應屆升學」、「未應屆升

學」、「未升學（即直接就業）」等三種

情況。應屆和未應屆升學者的升學流

向區分為（1）高中樣本的升學流向，
（2）高職樣本的升學流向，其中高職
樣本可再細分為 15職群的升學流向。
在此討論的升學流向是參照現行大專

院校學科標準分類（第 5次修訂版，
https://stats.moe.gov.tw/bcode/）， 共 有
27個學門。

直接就業者的就業流向亦區分為

（1）高中樣本的就業流向，（2）高職
樣本的就業流向，其中高職樣本可再

細分為 15職群的就業流向。就業流向
是指，這些畢業生進入的行業大業別，

其分類則參照「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第 10次修訂版）」（https://www.
stat.gov.tw/ct.asp?mp=4&xItem=42276&
ctNode=1309），合計 19大類。

在建立了升學流向和就業流向的

變數之後，本研究接續依照升學者和

就業者分別定義合適的升學流向以及

就業流向。這個分析指標是根據教育

部「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網站」

整理而得。在升學者部分，由於資料

只有呈現高職的主修領域，因此高職

升學者依照其主修領域來設定各職群

前三適合的學門（即與主修領域較為

相關的學門），藉此觀察實際就讀學門

與理想就讀學門的差異程度。高職就

業者亦依照其主修領域設定各職群前

三適合的行業（即與主修領域較為相

關的學門），用以觀察實際就業業別與

理想就業業別的差異程度。 
其次，在就業樣態分析中，本研

究設立了幾項衡量指標：（1）工作狀
況，（2）該份工作的勞保投保薪資，
（3）持續該份工作的時間，（4）找到
第 1份工作所需的月數。工作狀況包
括了該份工作是正職工作、部分工時

工作，以及勞動者的投保公司代碼為

人力仲介公司。利用勞動部原始投保

資料，計算勞保投保薪資。持續該份

工作的時間是指從投保時間開始計算

至離開該份工作的時間，衡量單位以

「月」計算。找到第一份工作所需的月

數的計算方式是以畢業生畢業年度的 8
月份開始計算。

由於本研究使用的資料為 103至
106學年度的高中職畢業生，最多只觀
察到 5年半的就業情況。因此在分析
時，本研究只分析 103學年度未升學
的畢業，並將著重分析他們在第一份

工作和最近一份工作的就業樣態。依

照高中和高職就業者依序檢視這些就

業者在這些就業樣態指標的情況，其

中高職就業者可再依其主修領域檢視

他們的就業樣態。

在分析完畢業生的流向和直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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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的就業樣態之後，本研究使用 103
學年度高中職畢業生檔、大專院校新

生入學檔，勞保投保檔，以及勞動部

的職業訓練課程資訊系統資料，分析

日間部未升學畢業生參加職業訓練後

之投保薪資成長的情況，以及職前訓

練與找到正職工作的關係，藉此初探

職業訓業對投保薪資和從事正職工作

的可能影響。

除了量化分析之外，本研究也訪

談高中職畢業生、企業代表、學校輔

導老師、青年就業服務處等 10人。透
過訪談的結果，強化量化分析重要發

現，同時透過訪談更深入了解高中職

畢業生在升學和就業抉擇，以及企業

代表對高中職學歷勞動者的看法。

總結而言，藉由教育部和勞動部

行政資料的串聯，建立高中職畢業生

升學、就業流向以及就業樣態的資料

庫，將資料視覺化呈現，並依照學生

的學習領域訂定升學和就業的分析指

標，進行高中職畢業生職涯發展及就

業態樣的分析。藉由深入的訪談，期

望能夠對高中職畢業生的職涯發展之

相關研究議題有更深入的了解。透過

相關研究成果，呈現勞動力的歷程、

現況以及視覺化資訊，提供有效資訊

給學生、政府、人才培育及就業市場，

使得就業市場能因取得有效資訊而達

到市場效率化的效果。

俒桐䱳鎣
1. 高中職畢業生職涯與就業

本研究欲瞭解高中職畢業生在升

學與就業選擇的影響因素，根據研究

結果提供學校與相關職涯輔導單位具

體措施之參考建議。針對 2000年以後
文獻個案分析多以工業類、商業類以

及家事類為主，本研究以科別作為文

獻蒐集，分別包含幼兒保育科、商業

經營科、廣告設計科、美容科、餐飲

管理科、資料處理科與機械科 [7] [8] 
[9] [10] [11] [12]。其中個人因素包含
性別、年齡、興趣、證照、學業成績、

工作經驗以及實習經驗等；家庭因素

包含父母的期望、教育態度、職業、

教育程度、收入等；學校因素包含是

否提供實習機會、作品參展以及證照

輔導等。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對於尼
特族（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 Neet）定義為 15至 24歲的青
年，沒有就業或升學，也沒有參與職

業訓練。2004年日本政府公佈的「勞
動經濟白皮書」中，則將尼特族定義

為學校畢業之後，既不做家事也不上

學，也沒有工作意願的 15~34歲未婚
族群。表 3呈現美國、德國與 OECD
國家 2015~2018年 15~19歲與 2~24歲
的青少年未就業未升學比例，可以發

現職業教育以雙軌制聞名的德國，有

著較低的未就業未升學比例。

洪博文（2018）探究參與「106 
年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關懷扶助計畫」

之社工、承辦人與參與青少年。研究結

果顯示針對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的政策

上存在資源整合困難、與青少年磨合需

要時間與空間、課程主導性不足、交通

與接送問題以及誘因不足等問題 [13]。
日本將對於生涯規劃消極而

缺乏堅持力的自由工作者叫飛特族

（Freeter），起源自 1990年以後，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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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錢或有需要的時候，才到便利商店、

餐廳或加油站打工，但不願意投入正

式工作的職場邊緣人。曾敏傑與賴柑

羽（2013）利用 2000至 2005年的「人
力資源調查」來推估我國青年「飛特族」

的就業概況與變遷，推估顯示台灣飛

特族的人數約為 7萬至 13萬之間，以
性別來說，男性比例多於女性；以年

齡層來看，15至 20歲比例較低，可能
與此年齡層多數仍以就學為主；以教

育程度來看，高中職學歷的青少年比

例最高，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14]。
林伊仙（2012）追蹤青少年在

19~24歲時的升學與就業行為，清楚勾
勒青少年在高中職階段對於未來升學

與就業的影響。實證研究結果當中顯

示，就讀職業學校會造成「未升學未

工作」的可能性提高，代表必須思考

青少年就讀高職是否能真正獲得一技

之長，抑或是淪為學歷至上的傳統觀

念下，可能因為成績不足，而無法ᙜ

續升學 [15]。
綜合以上個案討論，家庭背景因

素中的父母期待與升學和就業選擇息

息相關，而個人因素為在校成績。如

同林宜蓁（2013）深入訪談調查的結
果中發現，成績或許是影響學生進入

技職體系的關鍵，進而左右技職學生

日後升學的意願。雖然如此，興趣會

左右個人未來的發展，學習要有興趣

才會主動積極。因此，針對需要升學

的學生必須提早瞭解其興趣所在，增

加學生對未來的瞭解，或將理論與實

務課程搭配操作，提升學生對本科的

興趣 [16]。

2. 我國高中職畢業生就業相關措施
2016年蔡英文總統所提出的六大

勞動政策，其中一項為「支持青年與

中高齡就業」，面對青年的高失業率，

政府將整合「職涯輔導體系」、「就業

媒合體系」、「職業訓練體系」三大體

系，提供青年支持性的就業服務，讓

青年學子不會畢業及失業。1

在 106~109 年度中程施政計畫
（109年度滾動版）當中，透過依據產
業需求發展職能基準，整合訓練資源

提升勞工就業職能，減少學用及訓用

落差，並提供個別化就業諮詢及媒合

服務強化就業媒合開發潛在勞動力，

增進勞動參與以提高就業率等策略，

表 3　各國未就業未升學比例

                                  15~19歲                                                                   20~24歲

20-24歲 2015 2016 2017 2018 2015 2016 2017 2018

德國 2.54 3.35 3.61 3.38 9.27 10.79 10.08 10.39

美國 7.01 7.28 7.27 7.11 15.75 15.35 14.25 14.82

OECD平均 7.07 6.37 6.30 6.25 17.38 16.78 15.88 15.08

資料來源 : OECD data - Education at a glance: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work

1六大勞工政策包括：第一、薪資要增加；第二，工時要減少；第三，支持青年與中高齡就業；第四，保障非
典型勞動者；第五，照顧遭受職災勞工；第六，鼓勵組工會。可參考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 u=
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MC 8xMTkxMi9mYTI2ZjI2Yy04Y2Y2LTRmYmItYjk2Yi0
3OG M3MjNmYzc4ZGMucGRm&n=MTEt5Yue5YuV6YOo5Lit5 6iL5pa95pS%2F6KiI55WrLnBkZg%3D%3D&ic
on=..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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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學訓用整合提升就業職能。

以「青年就業旗艦計畫」為例，

勞動部 106年的調查顯示，參與該計
畫的學員超過七成已有工作經驗，但

從事相對基層工作，參訓學員選擇的

工作職類會與畢業科系相關，主要期

望能透過職訓熟悉產業環境與累積實

務經驗。並且於結訓後有升遷或職務

調整的機會。因此，勞動部自 109年
6月至 110年 6月，加碼補助「青年就
業旗艦計畫」，企業提供青年職缺並辦

訓，由勞動部補助訓練費用（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2020）。推動包括「雙

軌訓練旗艦計畫」、「補助大專校院辦

理就業學程計畫」、「青年就業旗艦計

畫」及「產學訓合作訓練」等各項青

年訓練計畫 [17]。
技職教育希望學生能透過「做中

學，學中做」，將課堂的理論應用到實

務的工作場域中。技職體系與產業界

進行校外實習的方式包括教育部所推

動的建教合作、產學攜手合作計畫與

就業導向專班，勞動部與教育部所共

同推動之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及青年就

業領航計畫。本研究各計畫之重要內

容置於表 4，以利讀者參考比較。

表 4　現行各種實習計畫

主管單位 教育部 勞動部與教育部

計畫名稱
建教

合作 1
產學攜手

合作計畫 2
就業導向

專班 3
雙軌訓練

旗艦計畫 4
青年就業

領航計畫 5

起源 2004年 2005年 2014年 2003年 2017年
對象 高職生 高職與專科 高三在學生 15 ~29歲 高三畢業生

模式

1. 輪調式
2. 階梯式
3. 實習式

1. 輪調式
2. 階梯式
3. 實習式

課 程 安 排 需 達

50％以上實務課程
業界實習至少 3日，
學校上課 2至 3日

2年與 3年期職場
體驗

特點

廠商需提供不低

於最低工資的

「生活津貼」，

工作內容需符合

「高級中等學校

建教合作實施及

建教生權益保障

法」。

兼顧學生「就學」

與「就業」為基

礎之教育模式。

補助對象包括學

生、教師和學校。

學生補助包括獎

助 金（$5,000/ 學
期）、實習補助款

（$6,000 /月）和保
險費、就業獎勵金

（$1,0000）。

1. 學費減半補助；
2. 專業證書認證；
3. 工作崗位的輪調。

以「儲蓄帳戶方

式」，提供青年每

人每月新臺幣 1萬
元，以作為青年未

來就學、就業或創

業之用。最高補助

3年，共 36萬。

2016年
情況

254班 74班 約 3000名 419名 744名

說明：1.雖然技職教育的建教合作始於 1969年，但教育部至 2004年才頒訂《高級職業學校建教合作實施辦法》，做為各校
辦理的依據。詳見 (http://140.122.79.150/coedu/Home/index)。

2.「產學攜手合作計畫」資訊取自於 (https://iacp.me.ntnu.edu.tw/page.php?pid=503)。此方案類似建教合作，但廠商
和學生之間的媒合關係是透過「產學攜手合作合約書」和「合作意向書」，詳見 (https://iacp.me.ntnu.edu.tw/page.
php?pid=504)。

3.教育部所頒訂之「就業導向專班」要點請參見 (https://career.sivs.chc.edu.tw/nss/p/essential)。

4.此計畫名稱原為「台德菁英計畫」，於 2009年更名為「雙軌訓練旗艦計畫」。詳見 (https://www.dual.nat.gov.tw/
toAction.do)。

5.「青年就業領航計畫」資訊取自於 (https://youthjob.taiwanjobs.gov.tw/youth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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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而言，目前文獻多以「個人

特質因素」與「家庭因素」來解釋學

生就業的選擇，而學校協助高職生就

業仍多局限於建教合作或產學合作計

畫。或許受限資料取得不易，目前相

關研究在分析現行輔導高中職畢業生

的相關計畫對就業和升學之影響仍著

墨太少，未來相關單位（如教育部和

勞動部）應或許可仿照過去《兒童與

少年福利法與權益保障法》（原為《兒

童與少年福利法》）之作法，以四年為

一期針對兒少相關措施和法規進行全

國性的調查。2 藉此了解相關政策實施
的具體問題和成效，並開放這些相關

資料供學術單位進行相關政策成效之

評估。

3. 歐美重點國家與鄰近亞洲國家高中
職畢業生就業相關政策與制度

美國對於職業技術教育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CTE）與學術
教育（Academic Education）同樣重視，
職業教育所需的知識與技能可以讓學

生足以面對未來的升學或就業 [18]。
美國的職業技術教育橫跨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及成人教育，故其職業技術

教育與其他國家的技職體系教育較為

相似。職業技術教育涵蓋家庭與消費

科學教育、一般勞動市場準備及職業

學程。由於美國教育是屬於單軌制，

中等教育階段的公立學校或私立學校

至少都提供一類以上職業學程。

根據美國教育部國家教育統計中

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NCES）資料顯示，美國高中
生最喜歡修系的職業學程前三名為商

業、金融與行銷；工程、設計與生產；

通訊與通訊技術，與我國技職教育集

中在商業類和工業類相似。2012年美
國約有 97％的學校會提供給學生關於
教育和勞力市場轉銜（school-to-work 
transition）相關資訊，但對於提供學生
關於實習工作機會、面試技巧與尋找

工作等面向是相對缺乏。此點與我國

現行技職教育不同 [19]。
林俊彥與王姿涵（2011）比較美

國與台灣技職教育制度之間的差異。

本研究將該文重要結果發現整理於表 
5，可明顯看出，美國與台灣技職教育
制兩者有著明顯的差異。在定位上，

美國的生涯及技術教育類似特殊教育、

博雅教育屬性，為中等以上學校或機

構教育功能的一部分，提供學生就業

準備有關的課程；而臺灣實施教育分

軌，技職教育自成獨立體系，技職體

系有明確隸屬學校，技職學校提供的

教育內容均屬技職教育範圍 [20]。

2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3條、《統計法》第 3條及第 19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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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等教育階段美國與臺灣技職教育系統比較表

項目 美國 台灣

名稱 生涯及技術教育。 技術及職業教育，簡稱「技職教育」。

學制地位 單軌制為高中教育課程的一部分。 雙軌制；學制上有獨立的地位。

功能 提供學生試探職業及就業準備的機會。 兼顧學生生涯發展及就業準備的功能。

範圍
綜合高中、生涯及技術中學、地區性生涯

及技術教育中心之就業有關課程或學程。

國中技藝教育、高職、高中附設職業類科、綜

合高中專門學程。

技職學生
曾修一門以上生涯及技術教育課程之學生

均屬之。

高職、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生、綜合高中專門

學程之全職學生。

技職教師
擔任生涯及技術教育課程之教師；不含一

般科目教師。

教授高職、高中附設職業類科、綜合高中專門

學程之教師；含一般科目教師。

技職學生比例
92％ 的 2005 年高中畢業生曾修至少 1 門
技職科目；21％完成 1個職業類科選修。

2010 學年技職學校（含五專前 3年）與一般高
中生比例約為 6：4。

學生進路 學生所修課程列為部分高中畢業學分。 2008 年約 80％ 畢業生選擇繼續升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林俊彥與王姿涵（2011）。

階段中主要學習基礎與普通課程，亦

有增開選修課程以因應快速變遷的時

代。進入中等教育第二階段後，以傳

授實用技能為主，目的在於培育基礎

技術人才，學生也可依其意願繼續升

入專門學校或高等教育。

我國現行的分流教育（高中、高

職和五專分流）與日本非常相似。日

本高等學校分為以升學為目的的普通

高校（如同台灣高中）和以就業為主

要目的專門高校（如同台灣高職），以

及結合兩者的綜合教育類科（如同台

灣綜合高中）。趙志揚、吳金蓮與陳高

生（2013）以京都府 工業高校生產系
統科為例，課程包含一般科目 44單位
及專業科目 43單位，專業科目占畢業
總數的 49.4％。專業科目包含專業基
礎能力、實作應用等，皆以培育具體

專業技術能力，課程設計理念不僅重

視學科能、專業技術，亦強調未來生

活適應能力之養成 [21]。

德國聯邦教育及研究部 （ Bunde-
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BMBF） 指出德國的職業教育訓練 （vo-
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ET） 體系
以雙軌訓練制 （ dual training system）備
受全球認可，主要特色為將理論和培訓

結合與現實工作環境中。The Vocational 
Training Act of 1969 （2005年修訂） 的制
定使得聯邦政府與各州能對中小企業的

職業培訓有正式的認可，目前大約規範

了330種職業需要有進行正式培訓，因
此雇主和工會成為職業培訓法規創建的

驅動力。任何行業在培訓、測驗和證

書都有標準化作業，確保所有學生能得

到平等的職業教育。

德國中等教育第一階段的學教型

態分為四類，文理中學與綜合中學為

「普通教育體制」（相當於我國普通學

程和綜合學程）；主幹學教與實科中學

為「技職教育體制」（相當於我國的技

術型高中和實用技能班）。學生可根據

性向與能力自由選擇升學，而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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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中職畢業生升學與就業選擇的分析
Ruan（2001）討論了七個經濟體（法

國，德國，日本，荷蘭，瑞典，英國和

美國）關於從學校到工作轉銜的模式和問

題。利用國家評估文獻，討論了公共政策

的力量，包括放鬆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

對勞動力市場的計劃，教育的職業化和學

徒制，以改善青年的就業市場。多數失敗

的政策表明需要建立適合全國的機構來改

善從學校到工作的轉銜 [22]。
在學職轉換（school to work transition）

文獻中，Bradley and Nguyen（2004）認為
應從總體時間序列與橫斷面的研究轉換

為離散選擇模型（discrete choice model）。
關於後者，研究人員通常從離開義務教

育的年輕人所面對的二元分類選擇轉變

為多項特徵選擇，因為後者才較能反映

年輕人面臨的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過程

的複雜性。回顧英國和美國學職轉換文

獻，發現個人、家庭、學校與當地勞動

市場的各種因素對年輕人學職轉換和找

到第一份工作有相關，但最有影響力的

因素之一可能仍是在學成績 [23]。使用
1992-1998 England’s Youth Cohort Studies
（YCS），Bradley and Nguyen（2004）將
學職轉換狀況分成五種情況：（1）繼續
接受學術課程的教育，（2）職業課程，
（3）進入公共資助的培訓計劃，（4）進
入長期就業，（5）失業或待業中，並以
multinomial logit model分析，個人背景
變數對學職轉換狀態選擇之影響。結果

發現，當地較高的失業率鼓勵年輕人繼

續接受學術進修，而對於那些進入勞動

力市場的年輕人來說，青年培訓計劃被

作為失業替代選項，即在不景氣時，政

府可以鼓勵失業者參考勞動技能培訓，

以加強個人在勞動市場的競爭力 [23]。

Huang et al（2020）調查了高中階
段的打工對上大學的影響。在考慮了工

讀自我選擇和分流教育制度選擇的差異

下，學期當中的工作對教育成就具有負

面影響，且普通學程學生打工對大學考

試成績的負面影響要比職業學程學生高

出許多。這項結果指出，年輕人的職業

生涯若沒有好的開始，即打工無法為個

人工作經驗累積產生助益，負面教育成

就的影將可能會對個人未來職涯發展產

生深遠的影響 [24]。
這些結果說明了，青年從學校到

工作的過渡非常重要，因為它影響著他

們的未來就業和收入前景，仍至個人未

來的福祉和社會凝聚力。根據 2IÀFH�RI�
Global Insight and Policy [25]針對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國家 15至 24歲的年輕人
從學校到工作過渡研究，由於青少年的

大腦成熟和角色轉換在 20歲以後仍將
繼續，因此分析上建議採取不同年齡層

的個別分析，以了解成功過渡所需的全

部挑戰和機遇。

5. 技職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教育報酬率
之比較。

Becker [26] 認為，教育是投入當前
資源以換取未來的回報。個人將依照自

身條件（如能力、資金取金限制等）透

過極大化未來收入的預期淨現值（即收

入扣除教育成本），來決定其最適教育水

準。相關研究指出，不同國家的資料皆

顯示教育與收入之間存在明確的正相關

[27] [28] [24] [29] [30]，而且教育的勞動
報酬率似乎也比其他可行的投資來得要

大。根據 Psacharopoulos和 Patrinos，全
球教育報酬率大約為 9％ [30]。

由於技職高中教育是為了就業而

準備之教育，而普通高中教育是為了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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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而準備，因此平均而言，受

教育的年數預期將普通教育學生。是

故，技職體系學生未來勞動市場可能

不如普通教育體系學生。不過，比較

技職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教育報酬率之

相關研究並未明顯指出受職業教育學

生的職涯表現低於受普通教育學生。

Moenjak and Worswick 使用泰國調查
資料，在考慮了個人選擇問題下，該

文發現職業教育比普通教育提供更高

的教育報酬 [31]。Malamud and Pop-
Eleches利用 1973年羅馬尼亞的教育
改革促使大部分學生從職業培訓轉向

了普通教育，結果發現受政策影響的

男性與未受政策影響的男性在勞動市

場參與和收入並無顯著差異 [32]。由
此可知，職業學校和普通學校的畢業

生在勞動力市場回報上的差異在很大

程度上是由選擇驅動的。Zilic使用
克羅埃西亞資料亦得到相似的結果

[33]。Meer使用 1988年美國 National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urvey， 指 出

選擇職業教育者（vocational track），
即使當初選擇了普通教育（academic 
track），也不會增加其未來的收入
[34]。 Silliman and Virtanen研究職業
教育與普通中等教育之間的勞動力市

場回報，亦發現接受職業高中教育的

報酬率顯著高於普通高中教育 [35]。
換言之，在完全控制個人能力的干擾

下，職業教育所能給予的報酬率較

高。此外，該文亦發現，技術進步並

未降低職業高中教育的報酬率之溢酬。

Torun and Tumen使用工具變數法估計
土耳其普通高中教育與職業高中教育

在就業上的差異，發現兩者無顯著差

異 [36]。

在亞洲地區的研究部分，Loyalka 
et al使用中國兩個省份的 10,000多名
職業高中（最受歡迎的專業，計算機

專業）和學術高中學生的資料，計量

模型採用工具變數法和配對分析法，

發現（1）就讀職業高中（相對於學術
高中）大大降低了數學技能，並沒有

提高計算技能。（2）就讀職業高中會
增加輟學率，特別是對經濟弱勢者而

言，這個可能性更高 [37]。吳慧瑛使
用 1978至 2001年「人力運用調查」
資料發現，即使不再升學，高中教育

之報酬率也略高於高職教育，但其差

異並不大 [38]。
綜合上述，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

在教育報酬率的差異與所處的地區有

關。然而，當考慮了自我選擇進入職

業高中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的情況下，

歐美研究多半指出職業教育有較高的

報酬率，但亞洲地區的研究（泰國和

中國）並無一致性的結果。

灇瑖穡卓
1. 升學流向分析

本研究以國教署所提供之 103至
106學年度高中職畢業生畢業資料為主
體，串接大專院校新生入學檔、勞保

投保檔與投保事業單位檔等以分別觀

察高中、高職畢業生之「應屆升學者」

與「未應屆升學者」之升學流向以及

「未升學者」之就業樣態，包括工作狀

況、持續工作月數、投保薪資與尋職

時間等因素進行探討。

103至 106學年度高中職應屆升學
生之主要升學學門流向概況，觀察如下：

(1)高中畢業生以「商業及管理學門」、
「工程及工程業學門」、「語文學門」

097



Research Articles研究論文

⹛⿻耷噠㸞遺欰灇瑖㷎ⴚ 110 䎃 6剢贫

等升學人數較多，比例依序為「商業

及管理學門」（18.35％）、「工程及工
程業學門」（15.39％）、「語文學門」
（9.12％），合計占 42.86％。

(2)高職畢業生所設定之前三適合升學
學門為重點指標觀之。3工業類機械

群（76.14％）、工業類電機電子群
（78.12％）、工業類動力機械群（
70.59％）、工業類化工群（69.54％
）、工業類土木建築群（71.93％）、
家事類餐旅群（83.64％）、家事類
家政群（61.21％）、農業類食品群
（68.66％）、藝術與設計類藝術群（
63.15％）與設計群（69.35％），投
入前三適合升學學門的比例均超過 5
成；雖然海事水產類的海事群、農

業類的農業群較不容易升學至所屬

學群，但這些職群的學生人數相對

較為稀少。

在高中職畢業生畢業流向的分析

分成升學流向和就業流向，結果發現，

103至 106學年度有超過 90％的高中
生和70％以上的高職生選擇繼續升學。
高中畢業生的升學流向主要是升學至

商業及管理學門、工程及工業學門、

語文學門等。高職生整體升學流向為

工程及工業學門、商業及管理學門、

餐旅及民生服務學門，比例高達 60％
以上。進一步依照高職主修職群來設

定各職群理想的升學學門，發現絕大

部分的高職職群皆升學至與自己主修

領域有關的學門。

2. 就業流向

103至 106學年度高中職未升學
畢業生之主要就業業別流向概況。觀

察如下：

(1)未升學高中生直接就業者所從事行
業，如批發及零售業（25.52％）、住
宿及餐飲業（24.39％）、製造業（
11.19％）、教育業（10.31％）、支援
服務業（5.78％）、其他服務業（5.61
％）等；未升學高職生直接就業者

所從事行業，如批發及零售業（26.3
％）、住宿及餐飲業（21.2％）、製造
業（17.16％）、其他服務業（11.55％
）、支援服務業（6.01％）等，與未
升學高中生直接就業者相近。

(2)高中未升學畢業生無投保紀錄者占
比為63.67％，較高職未升學畢業生
各職群無投保紀錄者占比為高（海

事水產類海事群42.78％、工業類化
工群37.41％、農業類農業群35.49
％、商業類外語群35.45％、工業
類土木建築群33.17％、海事水產類
水產群32.37％、工業類電機電子群
28.86％、藝術與設計類設計群28.61
％、工業類機械群28.11％、工業類
動力機械群26.06％、藝術與設計類
藝術群23.47％、商業類商業管理群
23.45％、家事類餐旅群18.83％、
家事類家政群15.52％），這些數據
表示相較高職生，高中生的升學比

例比較高，同時他們在求學過程中

3值得補充說明的是，教育部曾在「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網站」整理各職群科合適的升學路徑和就業情況
供我國學子參考。不過，因應每一年的國中會考訊息內容不同，該網站每年均會更新，目前我們已無法找到
原始的連結內容。「育達升學網」有將當時的內容複製在他們的網站當中，並說明資料來源為教育部「國中
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網站」，因此我們以這些訊息為主，詳情請見 https://www.yuda-cloudstudy.com.tw/tutor_
future_sen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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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打工經驗會比較少（即無投保記

錄）；高職職群中無投保紀錄者以海

事水產類海事群最高（42.78％），其
次分別為工業類化工群37.41％與農
業類農業群35.49％。

(3)各群科設定之前 3適合的行業來觀
察，未升學高職生在機械群（升學

率：80.17％）、電機電子群（升學
率：78.09％）、動力機械群（升學
率：54.03％）、餐旅群（升學率：
61.59％）、家政群（升學率：61.96
％）、食品群（升學率：71.59％）
等較容易找到合適的工作，投入前

3適合行業的比例達 5成以上；其
他職群並無法順利找到與其就讀職

群相近的工作，如商業管理群（升

學率：80.4％）、藝術群（升學率：
77.7％）、設計群（升學率：84.74
％）等，均低於 1成；透過這些數
據的觀察，可知部分升學率較高的

職群畢業生（商業管理群、藝術群

、設計群），與較不容易找到合適

的行業有關。

在就業流向的分析中，高中未升

學的就業者主要從事技術門檻較低的

服務業。高職未升學的就業者，依照其

主修領域來設定較合適前三大行業，發

現除了主修領域為工業類、家事類、農

業類食品群的職校畢業生之外，多數的

高職職群的直接就業者其所從事的行業

與高職階段的學習領域關係並不明顯。

這點與升學流向的分析截然不同。換言

之，對高職生而言，相較選擇就業，選

擇升學的道路是比較順暢。

3. 就業樣態

103至 106學年度高中職未升學
畢業生之投保薪資、持續工作月數與

尋職時間，總結觀察如下：

(1)工作狀況：高中未升學畢業生第1
份工作為正職者比例占50.21％，最
近一份工作為正職者比例占60.79
％；高職未升學畢業生第一份工作

為正職者比例占68.09％，最近一份
工作為正職者比例占82.42％，高
中、高職畢業生轉為正職的比例顯

著上升；投保薪資部分，第一份工

作平均投保薪資為20,189元，其
中正職工作平均投保薪資為23,427
元、部分工時工作平均投保薪資

為14,277元、投保公司代碼為人力
仲介公司之平均投保薪資為22,862
元；最近一份工作平均投保薪資為

20,696元，其中正職工作平均投保
薪資為24,184元、部分工時工作平
均投保薪資為13,177元、投保公司
代碼為人力仲介公司之平均投保薪

資為24,126元；正職工作與人力仲
介工作投保薪資水準相近，部分工

時工作投保薪資較低。

(2)持續月份：以正職工作較長，平均
可持續 9~16個月；人力仲介工作持
續時間則較短，平均在 3~7個月間
；部分工時工作持續月份數則介於前

二者之間；由此可知，若以持續月

份作為「工作穩定度」之就業樣態

觀察指標，正職工作穩定度最高，

投保公司代碼為人力仲介公司為次

之，部分工時工作穩定度為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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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尋職時間：高中平均尋職時間為
13.75個月，高職平均尋職時間為
7.31個月，高中平均尋職時間較高
職為長，可能原因為高中畢業生缺

乏特定專長，因此比較不容易找到

一份正職工作；高職各職群之尋職

所需月數依長短排序可知，高職以

外語群、海事群與水產群尋職所需

時間較長，平均需花 11個月以上
，而化工群、家政群與餐旅群尋職

所需時間則較短，平均花 7個月內
即可找到工作。

結果發現，高中與高職畢業者的

第一份工作為正職的比例分別為 50％
與 61％、最近一份工作為正職的比例
分別為 68％與 82％，因此隨著經驗的
累積，他們從事正職的比例亦提高。

高中與高職畢業者第一份工作為正職

的持續時間分別約 10個月與 13個月、
第一份工作為正職的持續時間分別約

12個月與 17個月。兩者的投保薪資均
介於 22,000至 24,000元。無論第一份
工作與最近一份工作，部分工時工作

的持續時間只有 5至 8個月，平均投
保薪資 13,000至 14,000元；投保公司
為人力仲介公司其工作的持續時間亦

只有 4至 7個月，不過平均投保薪資
介於 22,000至 24,000元。由此可知，
正職工作的工作穩定度為最高。不過，

值得注意的是，高中生與高職生平均

需要 15個月與 8個月才能找到一份正
職的工作。

4. 職業訓練
本研究除了整合教育部高中職畢

業生和勞動部投保薪資的行政資料，

亦使用勞動部的職業訓練課程資訊系

統資料，分析日間部未升學畢業生參

加職業訓練後之投保薪資成長的情況，

以及職前訓練與找到正職工作的關係

（以投保薪資高於當年度最低基本工作

來衡量）。重要觀察總結如下：

(1)103學年度日間部未升學畢業生參
加職業訓練後之投保薪資成長：有

接受職業訓練這些畢業生的投保薪

資成長大部份呈遞增式的增長。這

些結果提供了降低高中職學歷直接

就業者投保薪資呈遞減式增長的一

項可能的政策工具。

(2)職前訓練後能否順利找到正職工作
觀察：觀察發現未升學畢業生在無

工作狀況之下參加了職前訓練，平

均有4成以上的受訓者在結訓之後
可找到正職的工作。

(3)由於本研究所觀察的勞保投保紀錄
時間區間，最長也僅止於103學年
度畢業生自104年7月畢業後，至
108年底止的4年6個月，其他學
年度畢業生則更短；多數職群有無

職訓對投保薪資之影響，需要更長

的時間進行觀察，並針對不同職訓

課程特性，如職前 /在職、全時 /部
分工時、投保單位業別是否與職訓

課程性質接近、職訓時間長短等因

素，進行投保薪資、業別分析、工

作穩定度等進行觀察，才能進一步

觀察職業與評估職業訓練的成果。

檢視日間部未升學畢業生參加職

業訓練後之投保薪資成長的情況發現，

有接受職業訓練這些畢業生的投保薪

資成長大部份呈遞增式的增長。然而，

需補充說明的是，本研究的職業訓練

分析並未細分受訓長度和受訓內容

等，職訓對未來投保薪資增長、工作

穩定度等議題值得未來研究來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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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另外，未升學畢業生在無工作

狀況之下參加了職前訓練，平均有四

成以上的受訓者在結訓之後可找到全

職工作。

5.深度訪談
除了使用教育部的高級中等學校

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調查及勞動

部投保原始資料之外，本研究接續從

事深度訪談的質化資料之收集，以補

足量化分析無法觸及之研究議題，並

期能對高中職畢業生的職涯選擇之相

關研究議題有更深度瞭解。本研究依

照受訪摘要的結果，將依學生、企業

代表、學校輔導主任、地方政府輔導

單位依序呈現主要發現。

(1)訪談學生的重要發現
A. 影響高中職生選擇主修領域與選擇
未來工作領域的差異

學生主修領域的選擇與家長的意

見息息相關，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學生

逐漸有自己的想法，因此他們普遍知道

他們自己未來的想要的職涯發展。

B. 高中職生選擇打工或就業的因素與
預期薪資

目前高中職畢業生選擇直接就業

的主因仍然是以「經濟壓力」較為明

顯，其餘升學者選擇打工的原因為希

望「經濟獨立」。

在現行高中職升學普遍的情況

下，尤其是高中，選擇直接就業是一

種「背離主流」的選擇，因此高中職

畢業直接就業者在進入職場前，以及

進入職場後均有心理壓力。就前者而

言，同儕普遍升學對他們產生心理不

平衡的壓力；就後者而言，在職場中，

這些直接就業者的年齡為最小，而且

同儕就業者並不多，因此在工作場域

中，只面對年長的同事較容易對他們

產生壓力。

高中職畢業生預期高中職學歷

的薪資與現實社會中高中職學歷的薪

資有落差，可能是學生會想要繼續升

學的另一項因素。透過訪談摘要可以

發現，學生預期的薪資為 25,000至
30,000元，使用勞動部的投保薪資資
料計算 103學年度高中職畢業生就業
者第一份正職工作以及最近一份正職

工作的平均投保薪資約為 23,000元以
及 24000元。因此，學生預期高中職學
歷的薪資均高於現行高中職畢業生的投

保薪資。簡言之，薪資預期存在落差亦

可能加深高中職畢業生想升學的意願。

C. 高中職生對於先就業後升學的看法
在先就業後升學的相關計畫看法

部分，本次受訪學生均無參與先就業

後升學相關計畫，即使在學期間得知

此訊息，身邊同學起初申請踴躍，但

是最後實際參與人數並不清楚。另外，

學生亦提到，透過學校或政府提供的

工作機會，不一定會是自己所喜歡，

因此他們會比較傾向自己找想要的工

作，或透過同時進行（半工半讀）來

找自己想要的工作。這些學生認為，

相較於知道公司的願景或未來走向，

更在乎在這家公司會學到什麼。

D. 高中職生對於證照的看法
考取證照需支付報名費與材料

費，對於經濟弱勢學生來說是負擔。

當證照變成畢業門檻時，可能以其他

非專業證照作為替代方案。

(2)訪談企業代表的重要發現
A. 企業對於聘用高中職生的看法

企業根據職位需求，實際上願意

聘用高中職生，但因升學導向，求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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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多為大學生，在人才選擇上仍以大

學生為主。其次，中小企業較不需大

量徵才，原有的高中職從業者就業穩

定情況下，年輕高中職生不易進入此

行業。這些因素均不利高中職學歷者

找到合適的工作。

B. 高中職生所具備的職場共通職能
職場共同職能比較上，高中職畢

業生具備的優勢主要是團隊合作與工

作紀律佳。

C. 企業對於證照的看法
企業代表者在僱用高中職畢業生

首重「相關職務的工作經驗」，而非證

照。工作經驗的加分效果不如「相關

職務的工作經驗」。

綜上所述，實習似乎是幫忙高中

職畢業生直接就業的一項方法。不過，

實習機會對於企業來說，並不容易推

行。其原因在於中小企業並無大量人

力需求；金融業屬於特許行業，除了

需要證照作為能力支持，但部分證照

要求學歷（至少高中職學歷）或從業

經驗等限制；餐飲業來說，學生在學

習烹調的基礎技能，即要求他們學習

如何經營，似乎操之過急。另一項的

作法是透過「專案媒合」的方式來協

助想工作順利工作，不過重點要讓這

些想工作的人能媒合到他們有興趣的

工作，才能讓他們真的體驗工作。這

個工作經驗對日後求職會有幫助。

(3)訪談學校輔導老師的重要發現
A. 技職教育再造計畫對於學校的幫助

技職教育再造計畫有助於高職更

新教學設備、實習現場、經費補助、

跨領域課程等面向。但是，由於高職

生亦想升學的情況下，仍以加強專業

科目與考試科目為主。學校所提供的設

備與業界所需仍無法完美銜接。高職學

生選擇類科時間過早，對於要跨考的學

生有一定難度。

B. 先就業後升學的案例分享
學校與輔導單位皆支持先就業後

升學的計畫推行，可以提供學生在職

場的體驗。然而，無論在高中或高職，

實際參與人數有限，其原因在於學生

缺乏實際案例的參考、興趣不一定與

工作相符、參與計畫過程中需要輔導

員的協助。

C. 學生生涯輔導的規劃
無論高中或高職，學生或家長多

期待能繼續升學，但是學生與家長可

能對於科系選擇產生分歧。學校相關

輔導政策多以協助興趣測驗、生涯規

劃，高三則提供學系探索測驗。對於

就業需求的需求，則以個案處理。

(4)訪談就業輔導單位的重要發現
A. 就業輔導單位可協助高中職學校端
的就業輔導

由於高三並無相關輔導課提供學生

進行生涯探索，青年職涯輔導的諮詢師

能與學校輔導單位進行合作，提供學生

個別或團體的諮商協助。

在選擇參與先就業後升學計畫之

前，可透過青年職涯輔導單位的協助，

幫助學生釐清自己的興趣所在，同時

建立對於職場的認識與信心。於實際

參與後，青年職涯輔導單位可做為第

三方的輔導員，將相關案例的進行與

學校輔導單位作為聯繫，提供未來的

學弟妹實際案例參考。

B. 就業輔導單位的個案分享總結
直接就業的高職生多半是因為家

庭經濟因素，協助評估經濟狀況，或提

供一些政府計畫的補助；在未來會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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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學校繼續升學時，亦會提供相關的

管道提供諮詢。

佟瘼䒊陾
本研究透過量化資料觀察高中職

畢業生的升學和就業光譜。高中生的

升學選擇仍以商管與理工為主流學門，

需要注意的是高中未升學生可能缺乏

專業技能的訓練，因此需要花較多時

間才能找到第一份工作，但其工作類

型又以非典型就業為主，從事行業多

為服務業或零售業，因此若能在高中

就學階段協助參與「青年就業領航計

畫」，不僅能協助需要就業的高中生及

早與產業接軌，更享有政府提供的額

外薪資補貼。高職工業類、商業類、

家事類的學生較容易進入理想的升學學

門；部分職群不易進入理想的學門，隱

含著教育單位除了著重培養專業能力的

精進之外，亦可規劃並引導這些職群的

學生培養跨領域的能力。高職未升學生

來說，就讀工業類科與家事類較容易於

未來尋找理想的工作，但是前者所擁有

的起薪與未來薪資增幅較明顯；商業類

的商業管理群為高職學生人數第二多的

類科，其升學比例亦逐年提高，對於想

直接就業的青少年來說，較不容易尋職

到傳統薪資較高的金融業或保險業，因

多數金融證照需高中職畢業才能報考，

學校可於課程進行調整，實現畢業即就

業的目標。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提供企業、

學校、就業輔導單位、政府提供相關

的政策建議，期望能使學生在升學的主

修領域上發現自己的興趣、選擇就業

的學生能找到適合的工作，快速融入職

場，以及如何提供企業適合的人力。就

政策建議而言，本研究認為可以依照升

學或就業的執掌主管機關不同，將分為

「教育面」與「勞動面」，並依照短期和

長期角度來進行政策建議。

1. 短期政策參考
(1)強化學校輔導知能青少年於高中職
逐漸清楚自己未來的志向時，文獻

顯示學生透過實習或工讀的經驗，

會有助於未來升學與就業的選擇。

針對「教育面」來說，學校對於選

擇升學或就業的學生，在學期間應

由學校輔導單位或政府就業輔導單

位提供相關產業資訊與薪資訊息，

並且適度培養學生面對職場上所應

具備的態度與能力。

(2)追蹤產學合作機制
高職生因經濟壓力必須就業的情

況下，於高一入學時應鼓勵參與建教

合作計畫，研究結果顯示參與建教合

作的學生，在未來會傾向就業 [39]。
值得注意的是，學校需肩負廠商篩選

之責，提供符合學生專業之廠商，此

部分應由「教育面」進行修正，避免

造成實習機制不確實等問題 [40]。畢
業後協助與產業接軌，協助爭取相關

政府補助計畫，可做為未來繼續升學

或創業的基礎。

(3)鏈結學校與就輔單位
雖然現今高中職學校主要以輔導

學生升學為主，然而在「教育面」和

「勞動面」上仍有合作之間。學校輔導

單位應可和地方就業輔導單位進行合

作，以強化就業輔導，共同協助想就

業的學生順利找到合適的工作，或是

提供相關工作職缺的可能性。

(4)落實證照專業力
透過訪談，企業代表均認可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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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可作辨識能力之用，且證照對個人

的學習亦有強化功效，提供個人競爭

力。不過在面對當今多變的職場環境，

在「教育面」上，學校應可視當前課

程規劃進行證照盤點，並鼓勵學生考

取相關專業領域的證照。

2. 長期政策參考
透過訪談發現，學生需要時間探

索性向。或者是，隨著心智逐漸成熟，

較能夠清楚自己的性向。在現行高中

職分流政策以及職校學生普遍升學的

情況下，分流制度是否還有存在的必

要頗值得討論。一般而言，家長普遍

希望孩子進入高中，然後升學取得大

學文憑。然而，當職校學生亦普遍升

學的情況下，既有的分流制度就出現

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原先設定職

校學生必須在進入職校前選擇好專業

的主修領域，以利畢業後進入職場。

但這個前提在目前的教育現況下已不

存在了，這些觀察亦得到高職輔導老

師的認同。本研究使用勞安所的投保

資料所示，除了少數職群（如動力機

械職群、餐飲職群）之外，大多數的

高職畢業生普遍無法找到較為符合自

己主修領域的行業。另一方面，大部

分的高職畢業均可以升學至與自身主

修領域相關學門。這意味著，相較於

選擇直接就業，選擇升學的道路似乎

比較順暢。前述困境有賴相關單依據

「勞動面」與「教育面」的政策來找出

解決之道。

(1)調整教育的分流制度
雖然以專案的職缺媒合政策可降

低高職畢業生無法找到符合主修領域

的行業的可能性，然而作為鼓勵學生

及早就業的政策，首先應該設法調整

當前「教育面」的分流制度。如果廢

除高中、高職分流的話，但保留現有

實用技能學程、建教合作班、進修部

等傳統以就業為導向的高職體制，以

及五專學校。在 12年國民教育之下，
2012年開始針對經濟弱勢學生，實施
「高職免學費」與「齊一公私立高中學

費」方案，期望落實高職培養優質技

術人才之優勢。此時，教育政策應引

導學生自國中時期開始探索性向，未

探索完的學生，國中畢業後可進入高

中就學，已探索完畢則可進入以「就

業導向」的職校或五專就學，為及早

進入職場來準備。如此應較能夠解決

現行高職學生畢業後找不到與主修領

域相關性高的工作之可能性。同時也

可能促使學生及早探索興趣，以興趣

選擇專業學習領域，順利銜接未來的

勞動市場。

(2)提升職缺媒合效能
其次，在學生已了解自己的興趣

的情況，專案職缺的媒合仍可持續進

行，並將潛在的職缺公開化。在訪談

當中，發現隨著年齡的增長，學生知

道自己未來想要的職涯發展，較傾向

自己找想要的工作，且更在乎能學到

什麼。另外，學生預期的薪資普遍高

於實際薪資，意味著，工作興趣以及

成就感是他們繼續保持在職場的動力。

在職缺不透明的情況，學生較不願意

參與專案媒合；即使參與，在職缺與

興趣不合的情況、薪資不符預期的情

況下，亦無法持續太久，最終可能導

致社會資源浪費。因此，除了鼓勵學

生探索自己的興趣外，也應將潛在媒

合職缺透明化，增加學生參與專案媒

合工作的可能性，同時也可增強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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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該項工作職務的意願。這樣的作

法能有效提升社會資源的使用，累積

足夠的成功案例，讓學生更有意願參

與專案的媒合。

穡锸
本研究採用量化分析來觀察高中

職畢業生未來的升學就業流向，輔以

質化資料來探索量化分析無法觸及之

議題。並輔以質化分析，依序訪問高

中職畢業生、企業代表、學校輔導單

位以及就業輔導單位。採用深度訪談

方式，知曉高中職畢業生升學與就業

的選擇如何受到個人特質、同儕、師

長以及校方等重要他人之影響。瞭解

企業在僱用員工所需要的人力需求。

探索學校輔導單位在教學現場可能面

臨升學或與就業的輔導困境。最後，

將三方所提及的需求、幫助與困境提

供給輔導就業單位，尋求可能的幫助。

總結來說，目前有以下發現：

1.升學與就業概況
高職生非應屆升學的比例高於高

中生，隱含高職生可能因為基本學科

的訓練不足，若要選擇升學較有可能

需要重考。相較於未升學的高中生，

未升學的高職生有較高的就業紀錄。

2. 高中職升學流向
高職生整體升學流向為工程及工

業學門、商業及管理學門、餐旅及民

生服務學門，比例高達 6成以上，其
中又以高職機械群與商業管理群較能

升學至理想學門。

3. 高中職就業流向
未升學的高中職生較容易進入批

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製造業。

即使高職生商業類學生擁有電腦軟體、

語言、會計相關證照，仍不容易投入

金融及保險業或不動產業。

4. 未升學者近五年的就業態樣
高職的訓練有助於青少年找到

正職工作，在適應社會後，可能因為

經驗的累積與工作的轉職，高中職學

生皆有更高的比例獲得一份正職工

作。第一份工作與最近一份工作平均

薪資約 2萬 2千多與 2萬 4千多，代
表即使從事正職工作，可能因為基本

工資的規範（2014年每月基本工資為
20,008元），導致資方可能因為學歷關
係僅以基本工資作為敘薪標準。

最後，本研究要說明質化資料與

量化資料的研究限制。首先，針對質

化資料進行說明，以學生訪談對象來

說，本研究缺乏高中未升學者的就業

訊息與實際參與先就業後升學的實際

個案，因此無法得知面臨就業市場可

能遭遇的困難與參與政府計畫學生的

真實反映，此部分應與高中職建立長

期合作關係，由高中職提供合適訪談

名單；以企業訪談對象來說，本研究

僅訪問三個企業代表，可能無法真實

反映不同產業情況，亦可能隨著公司

規模大小而有所差異；以受訪區域來

說，本次受訪者居住區皆為北部，可

能無法反映不同區域學校或產業的城

鄉差異；針對學校代表來說，輔導學

生就業或升學通常是校內不同單位在

進行，因此訪談對象因進一步區分為

兩者，方能獲得更詳細資訊。

再者，針對量化資料進行說明，

以資料年數來說，由於僅使用 103~106
學年度的資料，截至 108學年度，最
長的資料長度約五年，由於多數高中

職生皆以升學為主，亦可能繼續往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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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就讀，因此無法明確反應年輕人

進入勞動市場的狀況；透過勞保資料

僅能觀察勞動所得資料，若能進一步

使用所得稅資料，可以觀察不同學群

的年輕人在財富與所得之間是否存在

差異；職業訓練係透過不同地區與單

位來協助進行，根據職訓的類型補助

金額亦有差異，因此僅由是否參與職

訓對於薪資的影響，其結果有待確認；

高中職學校的分布在台灣各區比例皆

不相同，因此可將樣本進一步以區域

區分，觀察相關勞動市場資料的變化。

讀者在解讀相關的圖表結果時應有所

保留，等到未來研究使用更多的資料

來驗證，才能得到更精確的結論。

钟闒
本研承蒙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 109 年研究計畫
ILOSH109-M305高中職畢業生職涯發
展及就業樣態之研究經費支持，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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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integrates the administrative data of high school vocational graduates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Ministry of Labor insured salary, and sets 
relevant indicators for student advancement and employment, so as to outline the career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status of high school vocational graduates, and provide 
personal career exploration and Positioning.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provide career 
guidance and cultivation at the development end, inventory and matching of demand-side 
PDQSRZHU��DQG�SROLF\�LQYHQWRU\�DQG�IRUPXODWLRQ�DW�WKH�JRYHUQPHQW�HQG��6SHFLÀFDOO\��WKLV�
research combines the information of high school graduat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admission data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the labor insurance 
insurance data and pre-employment training data of the Ministry of Labor. The order 
analysis: 1.The graduation flow of high school vocational graduates, 2.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high school vocational graduates.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also uses in-depth 
interviews to explore topics that cannot be touched by quantitative analysis. Finally, 
DFFRUGLQJ�WR�WKH�UHVHDUFK�ÀQGLQJV��WKLV�UHVHDUFK�LV�GLYLGHG�LQWR��HGXFDWLRQ��DQG��ZRU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authorities in charge of entering a higher education or employment, 
DQG�WKH��HGXFDWLRQ��DQG��ZRUN��DUH�DQDO\]HG�DFFRUGLQJ�WR�WKH�VKRUW�WHUP�DQG�ORQJ�WHUP�
perspectives. policy sug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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