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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現在的學生追求夢想好像沒有那份堅持，所以對於求職就業就得苦尋，就像沒有馬頭

燈塔指引去路一般，苦苦的在汪洋浮沉。加上我們都受到父母親的期望、同儕的影響、自

身的個性，不斷的改變自己的志向，沒有一個堅定的態度面對自己的選擇，再者聽過太多

巷弄婆媽們說：讀到大學也找不到好工作，讓我們根本不敢在不確定方向的狀態下，選擇

正確的升學目標。然而，我們追求的「好工作」需要有完善的制度及能夠與時俱進的本質，

所以我們統整了高職生能夠選擇並且學習的管道，若不繼續升學，在職場上也能夠不那麼

怯弱。 

 

今年教育部確定推出「青年就業領航計畫」，讓高職生們先有職場經驗，協助青年適才

適性發展，提供學生職業試探機會，建立正確的職業價值觀，再決定是否返回讀大學，更

有助於未來的發展。此計畫除了保障最低工資以外， 以先僱後訓為概念，因此不必擔心本

身沒有一技之長。當然也可以中途退出此計畫，但是從你退出計畫的那一天起，就不能再

次參加計畫。當我們看到這個計畫，不免想嘗試看看此計畫的可行信，所以我們利用此論

文探討現在學生們的意願。 

 

二、研究目的 

 

(一) 了解自己對未來的發展及規劃，決定是否放棄升學，直接就業。 

(二) 了解未來趨勢及選擇就業方向如：青年就業領航計畫、志願役、國營事業、一般民

間企業。 

 

三、研究方法及流程 

 

(三) 文獻探討：參考網路資料及報章雜誌。 

(四) 問卷分析：製作問卷發放給東港海事學生作為參考資料。 

 

貳、正文 

 

根據主計總處最新資料顯示，105 年全年失業率為 3.92%，而高中職學歷的人失業率為

3.9%，低於大專以上的 4.23%，顯示就業市場對高中職學歷人才接受度並不差。8 成 6 企業接

受高中職學歷求職者，1 成 2 對高中職滿意度更勝大專，1111 人力銀行資料庫數據顯示，徵

才職缺中，受訪企業普遍認為高中職學歷求職者具備了「配合度高」、「薪資要求較低」、「工

作態度佳」等優勢。企業方面也肯定，任用高中職學歷人才為企業帶來「補足基層人力缺口」、

「降低人事成本」、「降低流動率」等好處。高中職學歷的上班族平均月薪水準是 48,810 元，比

主計總處公佈 105 年全年平均月薪 48,790 元略高，在整體就業市場水準之上，顯示高中職上

班族若能獲得企業拔擢重用，薪資並不亞於就業市場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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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以上畢業後的學以致用狀況，18.93%顯示沒有幫助。另外，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也

發現，依教育程度別看 104 年青年失業率，20 歲到 24 歲的大專以上畢業青年，失業率有

14.34%，比 15 歲至 19 歲高中職畢業生的 10.72%還高，由下圖可知，高中職學生的升學率年

年降低，就業率則年年創新高。 

 

 
圖 1：100~104 年升學率與就業率比對  

 （資料來源：聯合報。2017 年 9 月 27 日，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2496317） 

 

一、放棄升學直接就業的因素 

 

(一) 家庭經濟狀況 

 

現在還是有許多人因為家庭的經濟狀況不理想無法繼續升學，想升學的人，也迫不

得已得先打工或者直接就業來補貼家用，即使勉強能支付大學的費用，但還有食衣住行

的負擔。根據內政部資料統計，全國未滿 18 歲的低收入戶弱勢孩童超過 11 萬人，許多

弱勢孩子得面臨繼續就學或是先出社會的抉擇，貧窮家庭的樣貌不是單親就是家長有一

方生病，或者是隔代教養，很多孩子要被迫提早成熟。希望透過教育計劃讓高中職與大

學助學方案配合，讓弱勢孩子也能夠享有良好的求學資源。 

 

(二) 自身的興趣 

 

很多人對於學習不感興趣，認為自己有著更好的規劃跟方向，索性放棄升學朝自己

的興趣發展，也有人想先體會社會甘苦，賺取經驗後，在自己穩定的狀態下繼續學業。 

 

(三) 環境影響 

 

大環境的變遷，讓現在學生對賺錢、存錢的觀念日漸成形，同儕間互相介紹工作機

會、政府及企業推廣的計劃及創業等誘因影響著我們。教育部最新統計，去年高職畢業

生升學率跌破 8 成，是近 7 年來最低，就業率則創同期新高。家長的觀念開始改變、教

育部獎勵高職生就業，都是可能原因。教育部技職司司長楊玉惠說：「高職生升學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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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率提高，是個好現象，凸顯家長觀念已慢慢調整，願意讓本是就業導向的高職生，

畢業後先工作，自力更生、找到方向後，將來再回大學進修，而非盲目升學。」（楊玉惠，

2017） 

 

二、就業方向 

 

(一) 青年就業領航計畫 

 

依據教育部「103 學年度高中職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調查報告」，103 年度未升

學未就業的畢業生中，除了入伍當兵佔 35%及補習自修的 24%外，需要工作但還沒找到

工作的人也高達 23.4%。因此如果「青年就業領航計畫」是以提升高中職畢業生就業率

為目標，這群未升學也未就業但有找工作需求的應屆畢業生要是此計畫重點對象。但這

群青年並不容易掌握，如果要更能掌握並達成計畫目標，該計畫的推動期程就應往前在

高三階段就開始佈局進行，減少離校後聯繫不上的風險。為了鼓勵高中職畢業生先就業

再升學，自 106 年起推出「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青年經過 2 到 3 年的探索，

完成了計畫後若想繼續升學，可以利用體驗期間的資歷，申請進入大學就讀。教育部推

薦 5000 名，再交由勞動部「青年就業領航計畫」媒合。參加計畫的青年需加入「青年儲

蓄帳戶」，以儲蓄帳戶方式，作為青年未來就學、就業或創業之用。1111 人力銀行還特

別規劃了「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學職涯諮詢輔導資源網」，提供免費的專業測

評幫助青年們「自我探所」；同時提供薪資與證照趨勢協助青年「職場體驗」，並針對有

意求學的高中職青年提供落點分析及大學介紹。然而，青年就業領航計畫的缺點，是被

批評政府提供的工作多是夜班、輪班，甚至薪水僅有 2 萬。參與過的高中職畢業生說其

實吸引力有限。行政院強調，正常工作本來就有輪班、夜班，加上補助月薪至少會有 3

萬元。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說：「政府媒合的工作會符合最低工資規定，加上政府補助的

1 萬元，最少可拿到 3 萬元，有些工作本來就有夜班或輪班，正職工作也是要輪班，提

早入職場當然也是如此。」（徐國勇，2017）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發言人吳福濱表示，計畫

立意良善，對於家長也有誘因，但卻看不見完善的配套，例如學生工作 3 年後，要如何

返回校園？各大學又該如何開缺？相關的公平性問題如何兼顧？他說：「讓高中職畢業生

提前進入社會是好事，但不能剝奪其未來發展，讓其連校園都無法回去。」（吳福濱，2016） 

 

(二) 志願役 

 

    無論男女，一畢業選擇報考軍警的學生佔很多比例，有些人是原本就有意願從軍，

喜歡簡單規律的生活，有些人則是因為沒有規畫夢想、沒有一份專長或者家庭狀況不好，

而軍警的薪資穩定、福利又好，軍齡滿 20 年後就能申請退伍還有終身俸能夠過下半輩

子，因此，很多人認為從軍能讓自己未來更有保障。”為了擴大志願士兵來源，立法院三

讀通過《志願士兵服役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替代役備役可參加志願士兵甄選，不需

要一次簽 4 年，改為可以 1 年簽 1 次，1 次最長以 3 年為限。台灣近年由強制兵役制轉

向推行「募兵制」，目的是想通過募兵建立起職業化軍隊，但募兵指標每年都未完成。據

媒體報導，台防務部門資源司副司長白捷隆表示，已經向「行政院」報告因應措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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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調整志願役士兵起薪和地域加給、增設戰鬥部隊加給和留營慰助金等，希望藉此提升

職業吸引力，開拓兵源。 

 

106 年警專報考人數突然減少近兩千人，政府研判，應該與年金改革有關，畢竟想

報考警察的考生，就是希望當公務員能有一定程度的生活保障，年金改革減少未來的退

休金後，多少會影響考生對報考警察的想法。除了職業軍人、警察以外還有消防人員，

他們的工作以防災、救災及緊急救護為主，薪俸加上專業、危險加給及超勤津貼，通過

四等特考月入可到 6 萬元、三等 7 萬元，比同級公務員多了 2 萬多元。 

 

(三) 國營企業 

 

    國營的企業給我們的吸引力，不外乎就是「穩定」，且投資報酬率高、考試門檻較低、

各類獎金優渥、專屬福利津貼。考試院考選部公布了近 10 年來公務員高普考試調查，報

考人數在民國 96 年至 101 年呈現上升趨勢，但近 5 年來卻是一路下滑。試委認為，這對

公務員是一種警訊，要求政府在推出年金改革同時也要提出配套誘因，避免人才流失。

由於報考人數減少，需用名額卻是增加，高考錄取率 7 年來提升了一倍，從 99 年的 5.08

％，調高到 105 年的 10.30％，普考則是提升了近 4 倍。考試委員蔡良文認為，公務人員

考試報考人數與退撫改革等因素相關，101 年的報名人數創下歷年新高，但 102 年因為

當年度提出退撫改革一口氣掉了 1 萬人，5 年來銳減近 6 萬人。 

 

(四) 民間企業 

 

許多民眾都認為國營事業相較私人企業，在工作上給予更完善的福利制度。但是站

在民間企業的角度，剛畢業的我們，沒有辦法馬上投身需要準備考試的國營事業，這時

民間企業可以讓學生們訓練抗壓性，也因為擁有可塑性，在職場上勇於摸索、嘗試，不

只是為了薪水還有家庭經濟努力，更是為了累積自己的職場經驗。 

 

三、高中職畢業選擇就業的優點 

 

現在還是有許多家長無法理解，既然最終都是要去工作，念完大學再去工作就好，何

必中斷學業，當父母這麼想的時候，考慮的是薪水高低的問題。大學畢業謀職，可以找到

較好的工作，領到較高的薪水；相反的，高中畢業找到的工作差、薪水低，當然是一路念

完大學再工作，對孩子更有利。”這種思考，完全窄化了工作的意義與價值。高中職畢業開

始工作，父母忽略了兩樣，一樣是低階職務、環境艱苦給孩子帶來的磨練，這不是擁有大

學學歷可以體會的到的工作樣貌；另一樣是在工作之後，人格變得成熟，以嶄新的心態看

待讀大學，不再是為父母讀書，這種積極負責任的態度所換來的技能與知識，是薪水無法

估算的。 

 

(一) 高中畢業就工作的人大多懂得尋找生存之道、鑽營與找方法，前輩願意教就努力學，

不願意教就偷學，可是對於大學畢業生，不只是給他一本書，還要畫好重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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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最慘的是有身段，交派工作會嫌低階不專業，多念兩句就會垮下臉，再看看

高中生，沒有面子與身段的問題，吃得了苦、受得了氣也挨得了罵，學得多而且能

學到眉角。一般人願意教高中畢業生禮節與細節，卻不會教導大學畢業生，都是認

為對方都念到大學畢業，還教他做人處世很羞辱人，可惜就這樣錯過這些一生受用

的教導。 

 

(二) 有工作經驗也有人生體悟之後，再來念大學，會變得更有方向與目的，再加上年紀

壓力，使得學習動機高於其他同學。yes123 每年的調查指出，大學畢業生只有四分

之一的人確定要從事的職業，其他四分之三在大學畢業後才思考人生方向，一晃眼

兩年過了，步入職場已經 24 歲了。但因為文憑主義作祟，台灣家長對孩子的時間計

算充滿矛盾，高中畢業去工作，中斷學業是浪費時間，卻能容忍他們大學畢業後東

晃西晃。既然都是「虛擲」時光，人生何不顛倒著過？高中畢業後，直接步入職場，

體驗人生，磨練性格，不必拖延到大學畢業後才在摸索方向。已經有孫子的友傑自

動化機械董事長鄧貴友說：「所以父母不應該逼迫孩子，反而應該問他們，高中職畢

業後想做什麼？為什麼？」（鄧貴友，2016）只要對自身技術有自信，就能創造價值

給老闆。 

 

綜觀以上論點，我們看好高職畢業就就業的青年，一方面是高中職學生願意吃苦、認真

吸收學習，會受到企業們的喜愛及重用，不要受到父母及社會的影響，能盡快找到前進的目

標。 

 

四、問卷內容 

 

圖 2：高職畢業後是否就業分析圖 圖 3：放棄升學因素分析圖 

 
從圖 2、圖 3 中我們得知，高職畢業後想就業的人數佔 40%。而放棄升學的因

素，對升學沒興趣的佔最多數，再來是對未來不確定的佔 25%。顯示出想就業

比率偏低，而選擇就業的人多半都是對升學沒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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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家庭經濟狀況分析圖 圖 5：期望薪資分析圖 

 
此分析圖顯示出，普通經濟狀況幾乎

是其他經濟狀況的總和，代表家庭經

濟因素並不是主要的就業原因。 

 
此分析圖顯示出，三萬到四萬是大家

接受度較高的期望薪資，也認為優渥

的薪資對於高職生其實是較難達到，

所以只求剛好不求過高。 

 

圖 6：就業方向分析圖 圖 7：志願役選填分析圖 

 
圖 6 顯示出，大多數人還是選擇民間企業，除了較簡單輕鬆進入職場，穩定度

也不低。志願役則是第二多人選擇的方向，其中警察佔最多數，海軍、陸軍、

海巡也都各有市場。 

 

圖 8：從軍警原因分析圖 圖 9：工作管道分析圖 

 
此分析圖顯示出，多數人對穩定度的

要求甚高，軍人和警察是目前就業市

場較能提供穩定的環境跟薪資的工作

選項。 

 

 
此分析圖顯示出，1111 人力銀行是比

較廣為人知的工作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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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是否想參加此方案分析圖 圖 11：此方案是否適合分析圖 

 
此分析圖顯示出，想參加此方案的高

職生並沒有比不想參加的人數多太

多，表示此方案還有多處可調整的地

方。 

 
此分析圖顯示出，認為適合我們的人

佔較多比例，表示在推廣及配套措施

上還有進步的空間，如果能做好，一

定能提升高職生的參與度。 

 

 

參、結論 

 

從企業端來看，高職學生受到他們的重用與喜愛，企業普遍認為高中職學歷求職者具備

配合度高、薪資要求較低且工作態度佳等優勢，但是問卷分析顯示出大多數的學生還是選擇

升學。而選擇就業的人，都是因為對升學沒有極大的興趣。我們原本認為經濟狀況差的人才

會選擇就業貼補家用，但發現在普通家庭環境中成長的孩子，也會想直接步入職場，雖然家

庭經濟狀況不是主要的因素，但仍會影響學生的選擇。從我們的調查結果得知，「青年就業領

航計畫」尚未被廣泛宣傳，雖然多數人覺得適合我們，但不想參加的人佔較多比例，顯示出

政府在推廣此計畫時未了解學生真正的需求，薪資部分是正常人較介意的條件，調查結果顯

示，三萬到四萬是大部分人期望的薪資。還有政府開出的就業缺額，若是能再多點不同性質

的工作，不只有輪班跟夜班兩種不太受眾人喜愛的班別，相信可以得到更多人的參與，大學

方面也該提出對於此種方案會開出多少學生名額，讓大家不會認為返回學校就讀需要透過複

雜又困難的管道。 

 

就業方向明顯顯示民間企業是大部分學生的方向，國營企業竟然佔極少部分，表示大家

對國營事業還是有一定的抗拒，認為還是先選擇穩定簡單的民間企業較方便。志願役的部分

雖然也佔第二多數，但因為年金改革、募兵制的政策，導致軍人不再是大家唯一認為薪資穩

定的選擇，警察部分也躍起成為最多人想投身的志願役。總結來說，我們認為高職畢業就有

一份工作，遠比大學畢業後還摸索不定來得好，企業方會願意指導許多做事上的小細節，你

也願意用更低的身段學習每一份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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