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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在新聞媒體大量揭露博士失業議題，國際經濟性組織亦對青年失業提

出警示，著手研究博士級人才的培育、聘用與國際招募的背景下，聚焦於教育學

門，了解在資歷上相對弱勢的本國籍新科博士，在進行大專校院教學職缺的就業

活動時，其所面臨的我國人力市場上，人力資源的供給量與需求量實況。本研究

運用向 NPHRST 實地訪問取得之數據，以及教育部之統計資料，以量化取徑之

次級資料研究法，對人力市場進行供給與需求雙向之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本國

籍教育學門新科博士所面臨的，是一個存在供需失衡、學用落差大，且供需落差

可能仍將呈持續擴大趨勢的國內就業市場。 

關鍵詞：就業、青年失業、學用落差、人力資本、博士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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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news has exposed the issue of doctoral unemployme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 have also raised warnings about youth 
unemploy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ltivation, retaining and international 
recruitment of doctoral talents, this study focus on the new doctorate holders in the 
education field. The new doctorate holders are relatively disadvantaged in the 
domestic labor market while they are applying for the teaching jobs at the higher 
education level.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real situation of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human resources in the labor market. Therefore, this study uses the data 
obtained from NPHRST and the statistic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analyze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the labor market. It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is an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the ga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may continue to expand. Furthermore, education-job mismatch 
could be observed in the labor market obviously. 

Keywords：Employment, Youth Unemployment, Education-job Mismatch, Human 
Capital, Doctoral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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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一個值得學術圈瞭解的真相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在《全球風險報告 2020》（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20）中指出：「經濟對立」是最多受訪者認為將在 2020 年

增加的短期風險，高於政治極化、極端熱浪以及自然生態資源之破壞等風險，而

其中結構性失業與青年失業、學用落差等就業風險，正是這些經濟類風險中最主

要的核心（World Economic Forum, 2020）。關於這些就業風險，在經濟合作與發

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博

士的勞動市場特色與國際移動：七國之結果》（Labour market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doctorate holders： Results for seven countries）研究報告

中，被定義為高階人才的博士畢業生，也無以置身事外（Auriol, 2007; Chan & Lin, 
2015, 2016; WEF, 2015）。是故，本研究自博士的就業主題發軔，再聚焦於《全球

風險報告 2020》所提及的青年失業，將研究對象鎖定在甫畢業欲投入人力市場

中的「新科博士」，試圖描繪出我國一地，人力市場上新科博士的就業景況。 

而前文所指的「新科博士」，在本研究中定義為，在「我國」高等教育人力

市場上進行就業活動的「我國籍」博士畢業生。而聚焦於畢業五年內的新科博士，

則係根據 OECD（2013）的研究，在總共 16 個調查之經濟體中，有 15 個經濟體

中之博士級畢業生，其中擁有最高比例的臨時受雇者，正是畢業五年以內之群

組。據此，本研究應用此定義關懷博士學歷者之青年就業問題。 

然而，為求更細緻地對新科博士的就業情形進行分析，本研究採用教育部

（2017）最新修訂之定義，從大專校院學科標準分類的十一大學門領域中，擷取

其中教育領域下轄之教育學門，進行細部分析。之所以擇定「學門」做為本研究

之分析單位，係因在高等教育發展史上，大學以及組建出大學之系所，其誕生自

各門「科目」（discipline）之組成，根據 Furlong（2013）以及 Gert（2011）對「學

術科目（academic disciplines）」發展史的論述，學術科目是一種對知識進行分類，

並且進而作成教學的形式（teaching form）。學術科目不但常被界定為大學或學院

中進行科學研究的知識基本單位，而學術構組（academic institutions）更進而影

響到學術溝通、重組、再造之核心：「學科社群」的建構，亦即本研究援引教育

部所用的「學門」一詞（Furlong, 2013; Gert, 2011）。 

據此，本研究在探析我國教育學門新科博士之就業，為更深入地分析，將就

業結果聚焦至「教學職位」之取得，因為一般觀念上，仍將博士的首選出路定義

在「當教授」（Jackson & Michelson, 2015）。以「國家科技人力資源庫」（National 
Profiles of Human Resour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PHRST）的《2019 年

NPHRST 博士求學動機與學位效益調查報告――以 12 大領域區分》調查報告為

例，以教育學門為主的「社會二領域」中，包含新科博士與非新科博士者，其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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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就讀動機就是有 48.7%受訪者選擇的「就業相關」，再深入追問細部動機，

位居首位者即是全體 32.3%受訪者選擇的「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

求，例如：大學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據此，前述認為念博士在求當教授的論

述，是有實證依據的（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2020a）。而再

以 NPHRST 的數據顯示，我國教育學門博士級人才（包括新科博士與非新科博

士兩者），其現職工作的行業別，從事教育服務業者（尚且不論其服務單位是否

為大專校院）自民國 97 年的 97.7%、98 年的 97.4%，以迄 108 年的 93.2%，除

呈現逐年下滑的趨勢外，教育服務業仍為高於九成教育學門人才所從事之行業，

位居 NPHRST 中各類學門的第二名（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2015，2020b）。承此，再交叉比對前述兩個實證調查結果，姑且不論受訪的教育

學門博士現在在哪一層級的教育服務業中工作，但其修讀博士的動機都為了「就

業」、「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亦即，就算這些教育學門博士也

想從事非教學職位，但其追求的工作，應以大專校院以上層級的教育服務業為主。 

尤其，近年來各大新聞媒體不斷報導博士人才的失業問題與供需失衡，這不

只是針對教育學門而已，而是論及整個博士學位層級，本研究即是發軔於對時事

的關懷，乃聚焦於博士就業面向，尤其這些新聞在頻繁曝光下，確實連帶影響到

博士班入學人數，也帶給社會大眾對於博士高失業率之印象，這些能夠影響到大

專校院內與外群眾的傳播媒體，其所持之論證的依據，究竟信度與效度何如（林

曉雲，2012；章凱閎，2020；彭杏珠，2018）？加上研究者自身在攻讀教育學門

的博士學位過程中，亦常聽聞教育學門師生對於國內就業市場的多元解讀與資

訊，這些資訊是否僅限於非科學的意見與消息交流，而如前述新聞報導一般，無

以有真實呈現的理性分析？是故，本研究針對這個能引起廣泛師生與社會大眾長

期關心的議題，試圖引據實證進行解讀，這是出自研究者個人動機外，亦為社會

提供一扇理性理解之窗的研究利基所在。 

然而，本研究這個能引發學術圈內、外皆關心的議題，不但需要一個新聞報

導、學術圈內個人經驗以外的實證分析，也需要先從就業的大環境市場背景探討

起，而非僅是從就業者新科博士本身的個人因素探究起。原因其一，目前國內的

研究多已從此著手，在 2020 年 10 月 30 日以「博士」、「就業」雙詞於臺灣博碩

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進行論文名稱與摘要的交集檢索，再經研究者人力揀選之

相關論文，大體呈現因市場普查資料難以取得下，多以個體經濟層面進行分析的

研究方式，所以促使本研究想補足人力「市場」這個研究缺口的主因（張珍瑋，

2013；陳筠昕，2015；謝淯翔，2014）。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優先揭露教育學門博士失業現象的市場背景？失業的

程度如何？以及實際的數據在博士、聘僱方的大學等關鍵角色們可能都不願表露

的立場下，本研究採取次級資料研究法，同時利用教育部統計處以及 NPH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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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級資料，盡可能在無法普查我國人力市場上所有國內、外畢業新科博士之供

給量總數，以及所有在我國大專校院成功獲聘教學職缺的新科博士精確總需求量

等研究現實下，以量化取徑的描述統計方式，呈現一個迫近人力市場現實的實證

數據。並且，根據同時併陳市場上供給與需求量的長期數據，凸顯出國內人力市

場的數據趨勢，這是本研究能對未來提供的人力需求估計貢獻之一。 

故此，這是本研究在已知研究結果將因為數據來源、研究方法與分析比對模

式存在限制，而導致數據並不完美的前提下，仍願意投入探析這個前述研究們仍

未多涉及的總體經濟缺口。承上，本研究與其他前人研究者一樣在當前仍無以取

得普查數據之研究現實下，決定以一篇文章限制的篇幅，探究我國單一一個人力

市場進行分析，讓就業者與聘僱單位雙方，以及學術圈外的關心民眾們，有迫近

市場真實數據的機會。讓日後群眾在論述博士就業困難的議題時，不僅是舉隅少

數成功就業者個案例而多歸因在其內控的個人因素而已，因為未獲聘的他者們不

盡然在部分就業能力上是不如人的，並且這些尚差一哩路者，若在不同時空的人

力市場中，是有可能有不同就業結果的。 

本研究旨在提供懷抱獲聘為我國大專校院教學職位的本國籍新科博士、博士

生、未來的博士學生，職涯移動與路徑規劃前，所面對人力市場的實證參考，以

及大專校院中聘僱單位與招募未來博士學生、博士級研究人力的單位，一份來自

總體經濟的數值。提供研究結果作為在倚賴我國這種小型人力市場上口耳相傳的

學術圈內聘僱消息之外，能有個人服務校系單位以外的整體市場樣貌可供參酌。 

貳、文獻探討：過去對於高等教育人力「市場」之理解 

既知探析我國高等教育人力市場上之博士就業實況，係屬一須被瞭解之真

相，且此議題之重要，也非首次受到重視而被進行分析。據此，針對過往此議題

已經歷過哪些重要探討，從國際間最大型也是早期發軔的「博士人力職業生涯調

查」（Careers of Doctorate Holders, CDH）研究開始探究，循序邏輯推演到國內目

前進行的研究，再從官方到個人研究（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

心，2020b）。發現到國內研究的缺口在於研究對象不一致、研究時間較早期，以

及研究偏重博士教育修訂或博士個體經濟就業因素等。故此，促使本研究鎖定自

CDH 發展多年後，CDH 與各國、國內等目前多數研究，皆走向對博士個人的細

部分析後，再次回到整體「市場」面向，提供不同於過去研究所分析過的人力市

場資訊，以最新的整體經濟實證數據，為過去的研究缺口補遺。 

一、OECD 之博士人力職業生涯調查 

NPHRST 自 2010 年起受邀參加 OECD 的 CDH 計畫，這可謂全球萌蘗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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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研究區域最廣的研究之一，是當前諸多地區進行博士人力資源研究的主要合作

軸心與重要參考（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2020b）。CDH 計

畫早在 2002 年即有 OECD 的前導研究「博士進入職場：法國、美國與英國的調

查系統─比較之觀點」（Entry of Doctorate Recipients into Working Life：Survey 
Systems of Fra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 Points of 
Comparison）探索科學與技術領域之博士級人力資源（Auriol, 2007：6）。緊接著

OECD 以 2003 年的調查「OECD 國家中博士級人力資源之可得與特色」

（Availabil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urveys on the Destination of Doctorate 
Recipients in OECD Countries）開始蒐集國家層級的博士級人力資訊（Auriol, 
2007：6）。但不滿足於國家層級資訊而已，自 2004 年始，OECD 與聯合國教科

文 組 織 統 計 研 究 所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UIS）、歐盟統計局（Eurostat）三者合作展開一

項大規模的資料蒐集，並聚焦在當地與跨國博士人力的職涯路徑與移動（Auriol, 
2007：6-7）。 

其後，CDH 的首份報告於 2007 年出版：《博士的勞動市場特色與國際移動：

七國之結果》（Auriol, 2007）。CDH 再根據前述成果建構之指標，針對 1990 至

2006 年間獲得博士學位者，於 2007 年首次進行大規模之調查：《博士職涯：就

業與流動模式》（Careers of Doctorate Holders：Employment and Mobility 
Patterns），呈現出代表研發的博士人才，其在勞動市場上所遭遇之困難，尤其是

因研究系統變革所帶來的就業環境退步，讓博士工作在環境條件上喪失了吸引

力，但在國際流動上，儘管仍受到學術、工作、家庭與個人因素的影響，高等教

育中流動力最強的博士，也在近十年間呈現出更高的流動性（Auriol, 2010）。暗

指即便工作條件喪失吸引力中，但應受到工作機會更少的衝擊，博士只得提高國

際流動的動力以先解失業之急。 

2013 年，《CDH：勞動市場與流動指標之分析》（Careers of Doctorate Holders： 
Analysis of Labour Market and Mobility Indicators）說明 OECD 國家中人數穩定成

長的博士，在 2009 年經濟危機前，相較於其他人才在勞動市場上都是更優渥的，

但女性以及年輕的博士卻在就業率上相對慘淡，這個現象相較於其他教育程度者

卻更少被呈現出來（Auriol, Misu, & Freeman, 2013）。此時恰逢「博士後」職位

之興起，出現了更多的約聘工作，這在學術圈與業界皆如是，並且，社會科學博

士相較於自然科學與工程博士，又更難找到學術型工作，博士的國際流動在近十

年來是不斷增加中（Auriol et al., 2013）。 

從以上國際分析了解到，對比前述國內的研究結果，臺灣的博士就業情形與

全球大致相似，一樣面對整體經濟環境的挫折，以及不穩定工作型態的挑戰，而

且博士的性別、年紀與研究領域的就業機會皆影響到個別差異，這也是本研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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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關懷相對弱勢的教育學門新科博士，其在求職上所面臨人力市場現況之因。 

二、美國與澳洲的國家層級調查 

基於前文所述，CDH 已是由 OECD、UIS 與 Eurostat 三大重要國際組織共同

合作的大型研究，故在此多加入研究伊始也很早的美國作為國家層級的代表，其

「博士學位取得者調查」（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 SED）是由美國國家科學

基金會（NSF）在《1950 年國家科學基金會法案》（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ct 
of 1950）的授權下，自 1957 至 1958 的學年度開始的官方普查，每學年自美國受

認可頒發研究型博士學位之高等教育機構中，調查近 50,000 名新科博士個人之

資訊，包含了：教育史、人口特性、補助來源，以及博士畢業後之計畫，其調查

網站請參見：https://sedsurvey.org（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2016）。而歷年的

調查資料都會被加入自 1920 年以來的博士畢業生歷史紀錄（Doctorate Records 
File, DRF）中，DRF 便是被用來追蹤不同學科中的畢業生數量、其職涯路徑，

以供博士教育研究與發展、評估博士人口特性與趨勢、以及資源挹注決策等參考

之用（NSF, 2016）。 

由於美國調查的歷史悠久，發軔更迥異於前述的 CDH 乃面臨就業危機後所

開展的問題探究，DRF 歷史紀錄性的色彩無以讓人直接窺見當下每個就業時空

中市場的樣貌，此特色誠如學者 Jackson 與 Michelson（2015）在澳洲所進行的

國家層級調查，了解澳洲當地授予博士學位者的第一份全職就業情況，雖成功歸

納出影響就業之因素，但其調查的時間亦已晚迄 2015 年，未如前述 CDH 與美

國之早前規劃，且論文重心未在本研究所謂的人力市場大數據描繪，所以亦難用

以檢視總體經濟中的市場數據。同樣地，Manathunga、Pitt 與 Critchley 更早於

2009 年即調查的澳洲博士生對於博士課程與研究訓練所覺知到的就業職能培訓

研究，也因重心放在博士生就業能力與博士課程的修訂上，而難以協助窺見高等

教育「市場」的樣貌。 

三、「國家科技人力資料庫」之博士就業調查 

隸屬於科技部的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其下所屬之科技政策研究與資

訊中心，於 2000 年時遵循尚未改制前之主管機關國科會（現科技部）指示，參

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以及 OECD 建置人

力資料庫以研究之作法，於 2002 年開始運作「國家科技人力資源庫」（National 
Profiles of Human Resour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PHRST），並於 2011 年將

之轉型為「科技人才與研究成果服務平臺」，負責蒐集人才資料、提供統計查詢

與研究履歷服務，並結合「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overnment Research Bulletin, 
GRB），供瞭解國內研究能量（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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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b）。 

從研究能量再深入博士個人就業部分，最早自尚未改制之行政院科學委員會

科學技術資料中心年代，2003 年即出版有《九十一年全國博士人力現況調查報

告》、2009 年起陸續發布各項與就業相關之研究，如：2012 年的《國際頂尖大學

（Top 20）博士人才求學及生涯途徑初探》，以迄最新一期之《2019 年 NPHRST
博士求學動機與學位效益調查報告――以 12 大領域區分》等（國家實驗研究院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2017，2020a，2020b）。 

由此文獻回溯得見國內目前最完整以博士就業為主軸的長期追蹤研究，亦從

其分析角度的變化中，窺見不同年代對於就業關切的切入核心變遷：初期以描述

統計描繪研究人力資源，2009 年碰觸到人力資源之就業，並有針對新科博士的

深入研究，同時融入其自整體學術生涯途徑之探析，見證了歷年來博士就業研究

的焦點轉向，從國家視角對於人力被視作整體資源之一開始，逐步走向博士學歷

對於個人自身的投資報酬、職涯發展與滿意程度。不過其焦點之轉向也再次回應

了本研究決定將重心定於了解「市場」一尊的原因之一，走向對博士個體經濟的

了解，便無從得知近年來在研究焦點轉變下的整體經濟人力市場，又遭逢了如何

的變化。 

並且，即便國內現已有 NPHRST 大型人力資料庫長期的資料蒐集，在分析

報告上也已有綜觀各學門的描述統計，但卻尚未見到針對特定學門的深入統計與

探究，而這也成為 NPHRST 拋磚引玉，鼓勵研究人員後續深入研究的宗旨之一，

同時，這便成為本研究據以延續發展的目的之一，本研究便挑選研究者切身的研

究利基「教育學門」進行研究（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2015）。 

四、教育部的資料庫變遷及專題研究 

根據我國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下屬主計處之統計資料，在調查勞動參與、失

業等狀況時，從學歷分級上雖已及研究所層級，但尚未再向下細緻區分出碩士與

博士之差別，因之就我國整體性資料而言，對於博士就業情況之國家級資料是付

之闕如的（行政院主計總處，2020）。故改從行政院下屬之教育部進行了解，教

育部目前針對高等教育建置有「高等教育校務資訊整合平臺」，整合國內大學校

院、科技大學、技術學院以及專科學校的校務資訊後，設立網路應用資料庫，惟

其僅供教育部內部單位人員於在職期間申請帳號登入使用，故非資訊公開之平臺

（教育部，2020）。 

而教育部另一自 2015 年上線的「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則針對高等

教大眾化與市場化現象，提供社會大眾公開檢視大學資訊之統一窗口，其中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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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彙整自教育部內各單位，以及大專校院定期公務統計報表網路報送作業系統、

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全國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以及各大專校院（教育部，

2015）。  

「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自 2010 年與 2000 年起分別建置「大學校院

校務資料庫」以及「全國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教育部，2010，2013，2015）。
在本研究的相關範疇部分，「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調查有「學校『博士畢業滿

一年學生』之工作情形調查表」，並自 2015 年起開始調查「學校『應屆博士畢業

生』之工作情形調查表」，不同於前項調查是一次調查前兩年之畢業生（教育部，

2010）。「全國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則自 2013 年起開始蒐集 100 學年度之

「學校『博士畢業生』就業狀況調查表（應屆及畢業滿一年）」，這兩個資料庫所

調查的數據是一致的，足見教育部建置這兩個資料庫的用意同「高等教育校務資

訊整合平臺」，主要提供教育部內部應用、便利填報單位統一使用，以及供財團

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校務評鑑作業運用，但同樣並非對外公開之平臺，

並且將其所蒐集的內容對照現有唯一的公開平臺「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

臺」，其所釋出之數據，並未全部開放之，這些皆為本研究欲應用教育部資料庫

群之困難（教育部，2010，2013）。 

五、臺灣高等教育整合資料庫 

「臺灣高等教育整合資料庫」（Taiwan Integrated Higher Education Database）
係於 2003 至 2013 年間，由國科會及教育部共同啟動之長期追蹤資料庫，以「在

校師生調查」與「畢業生流向調查」兩個子計畫蒐集我國大專資料（教育研究與

評鑑中心，2013）。由於資料庫之核心在學生學習成效，調查有學生之就業力與

就業經驗（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2013）。惟，此資料庫自 2013 年由教育部結束

委辦後，歷年資料之使用權移交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辦理（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

2013）。是故，可惜之處在於後續的系統使用與資料調閱，直接回歸教育部高教

司管理而須經正式申請方能使用，這點降低了研究應用之便利性，以及資訊公開

的透明度。 

研究內容方面，關於博士畢業生，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2013）一共釋出自

94 起至 99 學年度的博士畢業生畢業後一年流向調查分析報告共九份，以《99
學年度博士畢業生畢業後一年流向調查描述性分析報告》為例，其乃一應用網路

問卷調查，平均粗回收率 55.9%屬中等程度回收率之調查（教育研究與評鑑中

心，2013）。這樣的回收程度與 NPHRST 在近年來所發展的專題網路調查一致，

皆遇到了網路上反應不夠高的困難，惟 NPHRST 相較於臺灣高等教育整合資料

庫為優的一點在於，其擁有任教學職博士畢業者之主動登錄特色，因而在搜羅本

研究對象的完整度上，相對更佳（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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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六、TEPS-B 資料庫 

若仍可惜於臺灣高等教育整合資料庫之使用限縮，中央研究院早自 2000 至

2008 年間即與國科會，2004 至 2007 年間則與教育部、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共同規劃有一全國性長期調查計畫「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專注

於研究影響學生學習經驗的主要因素（中央研究院，2013a）。中央研究院後續又

與國立政治大學以及國立臺灣大學合作規劃：「『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

調查：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連結」（TEPS-B），持續追蹤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中之學生樣本外，也調查這些樣本進入勞力市場或繼續升學之情況，因此研究焦

點開始涉及到學生在高等教育對職業表現的影響，並兼及這些受訪者們長期以來

在家庭中的生活（中央研究院，2013b；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2013；關秉寅，

2017）。 

惟，TEPS-B 最新釋出的 2015 年電話訪問，雖其問卷內容已類同 NPHRST
與臺灣高等教育整合資料庫之研究而包含有：教育方面，歷來與最高教育程度、

系所；職業方面，行業、公司、職稱、就業管道（含人脈）、工時、薪資、學用

相符、與創業計畫等（中央研究院，2013b；關秉寅，2017）。但因 TEPS-B 之重

點在長期性的追蹤，而非針對本研究對象群體的全面性調查，以 TEPS-B 的 2015
年電話訪問數據來說，受訪學生樣本雖已達 30 至 31 歲，落入可能出現博士畢業

生的年齡區段，並且有 8898 人之樣本數，但因樣本教育程度與科系分布多元，

最終屬於教育學門畢業博士的樣本數，仍難及 NPHRST 之全面性（中央研究院，

2013b；關秉寅，2017）。 

七、國內現有重要學位論文與研究報告 

以「博士」、「就業」與「就業力」等關鍵字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中搜尋，再經研究者人工對照與本研究最相關者，得出文獻：謝淯翔（2014）碩

論《臺灣高等教育博士生就業問題之探討》、黃虹穎（2015）碩論《博士學歷者

之教育特性對薪資及工作滿意度的影響》、陳筠昕（2015）碩論《臺灣高教人力

資源供需模型之建構與模擬：以博士學程為例》、李毓娟（2020）博論《我國大

學專業博士學位辦理現況之探究――以教育博士及管理博士為例》，以及趙靜婷

（2020）碩論《博士生學習經驗與就業規劃之研究：以一所研究型大學為例》。 

其中黃虹穎（2015）、李毓娟（2020）、趙靜婷（2020）三人的研究偏重博士

生的就業滿意度與學習歷程，與本研究探析的人力市場供需，主題重疊有限，茲

以陳筠昕（2015）、謝淯翔（2014）二人的論文最具重疊性。陳筠昕（2015）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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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不但從鉅型的視野檢視臺灣整體的博士就業市場，使用系統動態學的方法分析

供需的趨勢，並且動態模擬政策與環境間之互動，以提出政策建議，但反之即是

不若本研究具體聚焦在教育學門一者，分析焦點仍屬過於寬散之市場研究。而謝

淯翔（2014）論文應用臺灣高等教育整合資料庫內的《97 學年度博士畢業生畢

業後一年流向調查描述性分析報告》作分析資料，並再補行一份調查問卷以了解

資料庫中仍缺乏之就業資訊，得出類似臺灣高等教育整合資料庫自身報告之結

論，認為博士生在現今博士教育供給與社會需求有落差下，應多投入企業與實

務，不管在培育過程或就業進路上（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2013）。顯見，目前

國內已有類似本研究之論文出現，但其所使用的資料距今亦已約十年，資料庫的

選擇也不同於本研究的 NPHRST，是為本研究在前人基礎上的突破。 

最後在獨立研究部分，代表著作是國家教育研究院張珍瑋執行之「我國高等

教育人才供需結構之政策分析：以教育類別博士人力就業規劃為個案研究」，在

研究對象與分析主題上，與本研究有較高的相似性，但，也許受限研究期程已近

七年前，研究方法採個別訪談以質性方法為主，受訪者個案當年對於博士就業現

象之解決策略與發展計畫，亦屬想像有限，不過也已點出部分國內教育學門中，

在博士教育、就業機會、文化氛圍等特色，促使本研究繼續展延此研究，並試圖

改以量化的方式來剖析類同之問題（張珍瑋，2013；Chang & Shaw, 2016）。 

參、次級資料研究法 

為以接近普查的方式了解本研究對象，在我國這一地人力市場上，尋求高等

教育中教學職缺之本國籍新科博士，其就業市場整體之總體經濟供給與需求樣

貌，本研究經前文獻探討，揀選最適合代表我國人力市場供給與需求的兩個資料

庫：教育部統計處與 NPHRST，合併分析兩者中之量化數據，以量化取徑的模式，

採用描述統計描繪出我國人力市場上的供給量與需求量。 

據此，本研究係屬次級資料研究法，運用來自政府部門的報告與資料庫數

據，以相對經濟與方便之研究路徑完成對於本研究問題之探討，在綜合了教育部

統計處與 NPHRST 資料庫中的原始資料後，得展開不同於原始資料庫蒐集目的

之新分析角度，一方面達到原始資料庫建置者推廣自身數據的目的，另方面也為

後續研究奠立實證資料之發軔基礎（董旭英、黃儀娟，2000）。 

在資料庫數據的蒐集與處理上，針對我國人力市場的供給量，本研究所應用

之教育部統計處數據與相關發表報告書，皆為資料庫自身公告於網站上供民眾直

接下載應用者，數據蒐集迄其最新數據釋出之 2020 年中旬。在供給量的數據方

面，分析 96 學年度至 107 學年度之數據，需求量的部分，則分析民國 98 年至

106 年之數據。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2），頁 237-262 

 

專論文章 

 

第 248 頁 

而我國人力市場需求量的數據來源，則由研究者於 2015 年底正式公文去函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後，親赴訪談 NPHRST 之管理者，經

訪談與資料調閱半日後，取得 NPHRST 之原始資料乙份，並與該管理者持續保

持數據更新之電子郵件及電話聯絡往來，更新迄本研究撰文前資料庫最新數據更

新之 2019 年底，多年間對 NPHRST 建置者之多元管道個別訪談，在資料庫的建

置方式與數據的意義、現有與進行中的報告書部分，有面對面、書面補充等多樣

態之語意互動理解。 

雖然原始資料庫自身在數據蒐集上，因非第一手的次級資料而存蒐集誤差之

可能，但教育部統計處資料庫為一公開受評之數據，本研究蒐集之過程中性且獨

立。此外，NPHRST 之數據索取上則如前述輔以個別訪談之理解交融。針對資料

庫與本研究對象無法完全對應的研究限制部分，也將詳述如下分析文中，這是為

回答一個難以普查的市場實相之際，可為迫近普查的權衡估量方式（教育大辭

書，2000；董旭英、黃儀娟，2000）。 

肆、另一種理解人力市場之供給與需求分析 

為達成本研究旨在瞭解我國教育學門新科博士人力市場上，教學職位之就業

結果，以下分自市場的供給面與需求面，分析教育學門之人力資源，以了解我國

對教育學門人才之運用現況，並進行未來評估。 

一、教育學門人力市場之供給面分析 

從供給面看，世界高等教育學生每萬人指數已從 1960 年的 40 劇烈攀升到

1990 年的 100，甚於 2000 年達到 165，此主要歸因五項動力：民主化、國家計

畫性發展、人權、科學化以及世界型政策之建構（詹盛如、楊濟華，2014；Schofer 
& Meyer, 2005）。Auriol（2010：6）指出，OECD 國家自 1998 年有近 140,000 名

博士學位被授予後，迄 2006 年時已有近 200,000 位博士畢業，僅在 8 年間便攀

升到近 40%的成長率。再以我國博士班為例，學生由 85 學年度以前不到 10,000
名，至 99 學年度成長達高峰 34,178 人，雖自 100 學年度起控管招生名額，但至

最新發布之 108 學年度，仍有 28,510 名博士生，系所種類也在 13 年間增加了 160
種，至 103 學年度已達 393 種（教育部統計處，2015b，2020）。我國與全球一致，

在高等教育整體擴張之際，連帶呈現出高等教育人力市場「供給」之激增。 

不僅是入讀博士班的人數增加且維持一定的巨量，我國取得博士學位的新科

博士數量也有攀升達豐厚累積量的情況，茲以教育部統計處「教育統計查詢網」

之數據分析其趨勢，自公、私立大學教育學門畢業之新科博士，由民國 96 學年

度的 207 人、民國 97 學年度的 217 人、民國 98 學年度的 210 人、民國 99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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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 253 人、民國 100 學年度的 262 人、民國 101 學年度的 309 人、民國 102
學年度的 276 人、民國 103 學年度的 297 人、民國 104 學年度的 271 人、民國

105 學年度的 278 人、民國 106 年的 318 人、民國 107 年的 288 人，統計民國 96
至最新公布的 107 學年度，此十年間，僅國內畢業之教育學門博士，即已累計有

3,186 人，此人才存量還尚未計入每年自海外留學返國者，如圖 1 所示（教育部

統計處，2020）。 

 
圖 1  96-107 學年度教育學門新科博士進入市場之累積人數趨勢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統計自教育部統計處（2020） 

並且，根據教育部自行統計分析之《103 學年度各級教育統計概況分析》，

新設立之博士班尤須關注，以 98 至 103 學年度間之變遷來看，教育所博士生之

增加由 229 人增加至 859 人，其增加後的總人數，列居全國五年內所有博士班人

數增加最多者（教育部統計處，2015a）。換言之，教育學門博士畢業生的人才存

量逐年增加累積之際，新註冊進入博士班的學生仍同時增加中。 

雖然，依據教育部統計處（2015a）之報告，教育所博士班之所以會高居各

學門之首，主因與教師等從業人員在職進修有關，《99-101 學年度大專校院畢業

生就業薪資巨量分析》同樣指出，未滿 35 歲的教育學門博士，可工作人口已投

入職場之比率達 97.1%，在全國共劃分為十一類的各學門排序中，名列中間第五

位，可見在職進修的動力除出於個人志趣、薪資晉級與生涯發展所需等主因外，

任職學校升格為大學之教師，其對於博士學位之需求，也成為我國教育所博士班

在高等教育擴張年代隨之應運而生的原因之一（教育部統計處，2016）。同樣的，

《99-101 學年度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薪資巨量分析》亦以更準確的投保普查資料

指出，因 35 歲以上之博士多為帶職進修者，故畢業三年內的國內各學門博士，

其畢業後仍於原單位工作者之比率也以 59.3%之高，僅次於在職碩士畢業生（教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當年人數 207 217 210 253 262 309 276 297 271 278 318 288

累積人數 207 424 634 887 1149 1458 1734 2031 2302 2580 2898 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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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統計處，2016）。據此，足見能利用博士學位進行職涯轉換至新的職缺者，

尚不到半數，意即前述以就業取向、生涯發展為進修動力者，對其個人而言，其

所認知的學位效益是不符期待的。 

即便有人質疑這些在職進修的博士可能在兼顧工作與研究的同時（甚至是在

兼顧家庭與育兒的壓力下），研究能量的水準或許不若全職博士生而難以僅依據

畢業生的「量」來進行論述，這些在教育領域學術與實踐場中穿梭、視野交融學

說與實驗的身兼數職者，本身的博士畢業率即不高，根本無從進入被本研究計算

的研究對象群體中。但無可否認的是，自古以來因為實用性質偏高，因而無法進

入中央研究院轄下的教育學科研究，所謂研究能量之「質」非但從未純粹，且光

僅圖 1 分析所得之三千人以上巨量，使得人不得不進一步思索，光僅究我國這個

單一的人力市場，並且尚未加入每年海外畢業返國就業之新科博士，這樣的研究

人力存量，其存在對於就業率有著怎樣的意義。 

運用精確的投保普查資料所得之《99-101 學年度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薪資巨

量分析》即指出，畢業三年內的國內各學門博士，其畢業後仍於原單位工作者之

比率達 59.3%之高，可見姑且不論這些新科博士，是否主要因為滿意其原職而未

主動再應聘至新職，但扣除續留原職者，實際仍有約達「四成」之畢業生，他們

可能是陷入失業困境的（教育部統計處，2016）。這個高達近半成的可能失業率，

使得研究問題有其重要與急迫性，亦即：了解我國高等教育人力市場上，在此近

十年間所大量產出之教育學門博士，究竟是否相對應出現足供其就業的教職需求

量？即應再透過兩相比對供給與需求面之數量，進一步分析市場之供需失衡與

否。 

二、教育學門人力市場之需求面分析 

Woodhall 於 1992 年提出三種教育計畫取徑：「社會需求取徑」（social demand 
approach）、「成本效益取徑」（cost-benefit approach），以及「勞動力需求取徑」

（manpower requirement approach）（引自 Wang, 2003）。這三種取徑對於教育計

畫之衡鑑，無非在經濟體對勞動力之需求，以及個人對接受教育的需求當中尋求

均衡（Wang, 2003）。而本研究所欲探求的，便是在明白了前述分析所得，一個

教育學門博士產出逐年增加的我國人力市場，非但呈現出個人對接受博士教育的

需求增加，也使人意欲進一步了解，究竟此一經濟體對於勞動力的需求是否也相

應提升？ 

在探討此問題，分析經濟體對於勞動力的需求時，有學者認為可先計算對於

單位博士級人力之需求量，再行培育；然而，實際計算至個人單位之等級，在可

行性上具有難度，資料亦不易取得（Wang, 2003）。雖，可直接統計目前國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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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求職者使用的「中華民國科技部網站求才訊息」（科技部，2020），其一年之中

所曾公布之教育學門教職缺數量，以作為總體經濟之理解。惟，由於科技部的求

才網站自身聲明僅負轉載各招聘單位訊息之責，故對於新科博士求職的媒介而

言，並非一個就業資訊全面整合型之平臺。 

再者，國內人力市場上之徵人需求資訊，不只公布於科技部網站，亦有僅在

各個學校的徵才網站上公告者，因此，若只憑藉科技部的求才網作為統計來源，

將有如是之研究限制。並且，受限於大專校院聘任的三級三審制度過程等因素，

許多教學職缺非但是常年性的出現，卻未見其開缺後，當次即錄取到合意人選，

又或是雖開出職缺，卻在錄取到人之前，則此職缺公告已為學校所移除，總此因

素皆無以單憑科技部網站公告而進行需求量之推估。 

是故，本研究改自 NPHRST 中之數據來探析教育學門博士人力市場上之需

求量。NPHRST 乃針對國內科技人力所建置之資料庫，除被動收錄所有申請過科

技部專案之國內科技人才，包含擁有各大專院校正式教學職位者、專案教師、博

士後研究員等，同時也由 NPHRST 工作人員主動運用人力網路資料蒐集比對之

方式，包含新科博士之畢業論文等公開個資網頁，來完成第二道校正程序以進行

資料庫之收錄，因此 NPHRST 在掌握國內人力市場上「真正獲得教學職位的新

科博士人數」來說，這方面的資料庫數據相較於文獻探討中，國內其他研究的嚴

謹度與全面普查性，的確是最高的（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2015，2019）。 

雖因 NPHRST 無法直接向教育部取得資料來做兩個單位雙向數據的校正與

比對，且無法完整反應出我國高等教育人力市場的普查實況（例如：若新科博士

在進到高等教育機構之後，未申請任何科技部專案即無法被 NPHRST 工作人員

搜索到），但其仍能因多數的新科博士將欲申請科技部計畫而主動向 NPHRST 系

統上登錄，故能較教育部多記載到「於國外取得學位的本國籍新科博士」，以目

前國內幾個大數據資料庫而言，已算是最能反應我國這個在地高等教育市場上，

教學職缺的需求量者（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2015，2019；
教育部，2015；教育部統計處，2020；NSF, 2016）。 

承上，這些是本研究應用 NPHRST 作為資料來源的重要考量，只因它針對

本研究對象之數據而言，可謂得提供一份近乎回收率達百分之百的普查資料庫，

如此一來，運用 NPHRST 中獲聘教學職者之數量，以作為人力市場上的需求數，

是可以信賴的。 

自民國 98 年至 106 年，每年被 NPHRST 新收錄之當年度畢業者（不同於教

育部所使用的學年度），自民國 98 年之 119 人、民國 99 年之 125 人、民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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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 110 人、民國 101 年之 85 人、民國 102 年之 98 人、民國 103 年之 64 人、

民國 104 年之 62 人、民國 105 年之 47 人，以迄目前 NPHRST 所最新釋出之民

國 106 年數據，當年度新收錄到 26 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

心表示，此年度的數據因有資料收錄不全之疑慮，故僅供參考），即便民國 98、
102 年曾小幅回升數人，但仍能從中觀察到這波長達八年間的被收錄人數遞減趨

勢，詳如圖 2 所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2019）。易言之，

於民國 98 至 106 年共八年期間，在我國高等教育人力市場上，能獲聘任之教育

學門新科博士數量，亦即市場對人力的需求量，是呈現逐年縮編的。 

並且，在 NPHRST 收錄的人員中，尚有部分純研究職的研究員，而非本研

究主要標的的教學職位者，以 NPHRST 民國 106 年當年度新收錄到 26 人來說明

我國這個相對於國際係屬小型人力市場者，再深究 26 名就業人數的意義，只能

說民國 106 年在我國國內成功獲聘教學職位者，理應只可能更低於 26 人，因此

可以估計，新科博士可以獲聘的教學職缺，實際上相較於圖 2 所示，是更為稀缺

的（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2015，2019）。易言之，我國當

前的教育學門教學職缺在民國 98 年至 106 年間是呈現減少趨勢，並且實際數量

不但是減少到 26 個職缺以下，並在未來的少子化趨勢下，有可能再持續探底的。 

 
圖 2  NPHRST 於民國 98-106 年度間收錄之教育學門畢業博士人數趨勢圖 

資料來源：出自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2019） 

註：民國 106 年之 26 人數據有收錄不全之疑慮，僅供參考 

三、教育學門人力市場之供需綜合分析 

綜合分析我國博士級的人力市場上，對於教育學門人才的供給與需求實況，

雖然礙於釋出資料未使用同一之統計年度，而使得供給與需求的數量無以直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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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較，但若將供給歷年變化與需求數量歷年趨勢仍同置於一圖中呈現，則仍可

觀察到我國人力市場上對於教育學門博士的供需趨勢，詳如圖 3 所示，自供需兩

者可並列比較的起始點民國 98 年以來，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差距逐漸拉開，尤其

再加上供、需兩者的趨勢線性繪製後，呈現出人力市場上供需的明顯失衡。在未

有特殊事件的發生下，由兩者趨勢線之觀察預測，可能持續擴大供需間的落差，

供過於求的情況可能持續擴大，不僅是時間的延續，亦可能是數量之加增。 

 
圖 3  我國教育學門博士之供需人數趨勢變化比較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教育部統計處（2020）與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2019） 

再者，圖 3 中所呈現的供給量如前所述，採用我國教育部統計處（2020）對

於國內逐年博士畢業生數量之普查，但卻未能再計入各年度於國外取得博士學位

後返國進入人力市場就業者，因此實際的供給量總額，事實上理應較圖 3 中所呈

現的供給量更多，換言之，我國教育學門人力市場上的供給與需求差距，其實落

差更大，供過於求的情況是較圖 3 所示更為嚴峻的。 

進一步說明，由於教育部對本國籍赴國外進修者，統計資料散落在「大專校

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資料庫與教育部統計處之外，專門置於教育部國際及兩岸

教育司（2020）網頁中，並且不但只有獲發簽證與出國人數，未能確知其是否取

得學位外，也未將各學制詳細區分出來，因此無法詳細知道我國赴外取得博士的

真實人數，這即是前段所述圖 3 中的供給量應該更多的原因之一。 

尤其，圖 3 中所呈現的需求量乃如前所述，是以我國單一人力市場上，國內

大專校院主要以教學職缺成功獲聘的新科博士數量，若再扣除其中可能蘊含的非

教學為主研究員職缺，則能夠獲聘的新科博士數量可謂更為稀寡，亦即，我國這

個人力市場上，對於聘任教育學門新科博士為教學職的需求量，自民國 98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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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呈現逐漸衰退的線性趨勢。 

然而對就業中新科博士更不利的是，在此市場趨勢下，即便未來仍有因退休

等釋出之需求職缺，但同時搭上少子化的浪潮，近期間教育學門新科博士的供需

失衡、供過於求與學用落差等現象，恐將更為嚴重，而這便是未來新科博士在求

職時將面臨的機會問題。亦即，先不論求職者本身的質量如何，就其本身在我國

一地應徵的情況來分析，就業的機會同時受到現職博士轉投履歷、退休教授轉任

私校，以及私校與師資培育單位同步因應少子化下，進行單位人事縮編後所形成

的排擠效應，造成新科博士就業的機會，至少在近期的未來，非但恐減不增，更

可能因資淺而難以和轉職的前輩們進行競爭（卯靜儒、方永泉、游美惠、王麗雲、

林文源，2015；戴伯芬，2015；Marginson, 2014）。 

扣除了高度變動的機會部分，再探討本研究對象與就業市場上其他競爭者的

關鍵差異，若以勞動力市場理論中的就業歧視來分析之，所謂的統計性歧視，便

是因為市場上的聘僱大學無法成功推測求職者的實際生產率，因此在決策時僅根

據年齡、過去表現等因素預測時，不免將某些特徵求職者劃歸到生產率低的群體

中，便形成了就業中的統計性歧視，好比說，新科博士與資歷深的前輩博士，兩

者即便具有相同的生產能力，但由於新科博士不具資歷就被當作生產率低者對

待，這便是犯了以偏概全的統計性歧視，但這種常見的偏見，的確影響到新科博

士投入市場的競爭力（车文辉，2007）。據此，本研究不但要格外將新科博士如

此特殊的就業群體自人力市場中提取出專門討論，這也進一步指出後續研究應再

著力的部分：可以轉從質性研究的方法深入去理解青年就業的議題，探究新科博

士未成功就業的原因，以發展相關的解決策略。 

再結合前述文獻，我國教育所博士班人數增加量曾居各學門之首，乃因在職

進修，能發現到教育學門新科博士相較於其他學門，在失業者成分上又不僅止於

初次就業困難，而兼有轉換職涯失敗的就業困境（教育部統計處，2015a）。以《國

內博士人才培育專案：人文、藝術及教育學門》這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5）
對於博士教育的研究進行討論，報告指出，多為在職進修的教育學門博士，在「視

博士班為就業預備」之項目上雖擁有高於全國博士生平均的評分，但其實畢業後

仍多半留任於入學前之原職，且這些原職工作中所含的研究比重，亦即教育學門

博士對於其工作需求博士程度的評分上，居然屬於全國博士生評分平均之下的低

分群的。據此而論，多任職於中小學教師、公部門主管與研究人員的教育學門博

士，雖擁有高於全國平均之薪資與工作滿意度，但仍多抱持追求更新就業機會的

目標而入讀博士班，但現實是，他們畢業後多半回歸原職，並且在評比自己畢業

後的學用配合度上，填上了低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5；國家實驗研究院科

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2020a；教育部統計處，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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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現象，不免給予人一種對於教育學門新科博士的印象：他們是對斬獲

博士學位抱持就業導向的博士生族群，但對於原職薪資高滿意度，卻也自認工作

本質不具研究色彩的他們，應該是對於薪資現實低頭後，在未尋獲更高薪且更高

研究性質比例的新工作下，倍感學用不符。因為即便是全職博士生，也多以博士

後研究員為出路，再等待國內教學職位的釋缺，進入業界的意願並不高，因此同

時來看在職與全職進修兩種不同的博士生，則可發現，不論何種教育學門博士皆

難以藉由學位的取得而在工作上進行流動，這主要也跟他們對於自己在入讀前的

期待與畢業後可獲之新職，兩者間存在著落差有關（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5；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2020a；教育部統計處，2016）。 

伍、結語與後續研究之發展潛勢 

本研究萌芽自近年來各大新聞媒體對於博士失業問題與供需失衡之報導，持

續密集的訊息揭露下，除誠然影響到學子入讀博士班的意願，也不免令學界對於

大眾傳媒所持論述之依據，產生了疑問：究竟人力市場上的真相為何？ 

一、我國教育學門人力市場於現在與將來都呈現供過於求的現象 

在經過對於國內外已有研究及調查之文獻探討後，理解到對於我國教育學門

人力市場之真相，要全面普查流動性的人力供給與職缺需求，實務上不但窒礙難

行，即便以主管機關教育部而言，也未能提供人才需求量的真實數據，而僅能提

供不包含取得國外學位之本地博士人力供給總量。 

是故，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與對 NPHRST 的實地訪問及數據取得，再同步

採用教育部之畢業人數，應用一個不同於以往研究，同步檢視市場供給與需求量

的量化取徑方式，對於本研究問題，嘗試以次級資料研究法，進行描述統計的數

據比對分析，提出對於教育學門新科博士的國內就業市場現況解答：一個供過於

求，存在供需失衡與學用落差大，並且供需間差距可能仍將持續擴大的人力市場。 

二、提供各利益團體與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 給新科博士的建議 

對於新科博士已然不利之就業前景，除有徵聘資訊未全面整合之科技部求才

網站持續服務中，教育部亦建置有「教育部全國大專教師人才網」網站

（https://tjn.moe.edu.tw/index.php），但可惜的是，其設置目標在輔導即將關校或

轉型的原大專校院現職教師進行轉業，並非針對新科博士所設計之平臺。是故，

新科博士面臨國內整合型就業訊息難尋之際，勢必仍將以個人之力進行覓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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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新科博士在入讀博士班之前，即可開始預做職涯規劃與就業力的培植，

在就業的能力、資源與機會等方面，分別均衡厚實，尤其在一般職場與專業學術

能力外，職涯規劃也是關鍵的就業能力之一，而就業資源又以非經濟性的人脈資

源須格外留意，最末就是在本研究獲知的供過於求就業機會下，新科博士本人要

能夠更積極主動出擊，甚至「創造」出就業的機會。 

(二) 對政府總體人力資源政策的建議 

對照美國的「Cheeky Scientist 網站」（http://cheekyscientist.com/），運用物聯

網之概念將產業中的上游人力資源，鏈結至下游之研發資訊發布與銷售，以推廣

研究成果之應用，Cheeky Scientist 網站因此得服務博士生轉銜進入職場之就業活

動。這類網站之出現，提供目前正在國內就業市場上夾縫中求生的教育學門新科

博士，一個欣羨的他山之石，也成為若有心協助青年就業問題的政府單位，一個

參酌的施力之點。 

是故，在就業結果絕大部分可歸因在求職者本身的就業事件上來看，一個有

心願意協助青年就業的政策端，可以繼續類似本研究的長期人力資源追蹤，同樣

以正視人力市場實證數據的態度，扶助青年就業，甚至是及早規劃人力資源的運

用與轉移。 

(三) 給教育部的建議 

所幸，現經研究者之查證，教育部目前也在臉書上建置有一協助青年學子就

業與發展之網路平臺「Taiwan Global Professional and Scholar Networking, Taiwan 
GPS」（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GPS），雖不只服務欲在國內就業的新科

博士，也尚未如 Cheeky Scientist 網站發展有產業之鍊結，但教育部創置網站之

舉，也足見本研究結果之揭露，將是為當前社會與政策所急需。 

然而，在本研究進行的過程中，有鑑於教育部相關數據的未能直接公開使用

乙事，仍倍感惋惜，也會因此受到審閱的質疑，所以仍建議在未來可允許的空間

下，盡可能地向大眾開放這些大數據外，也能簡易化資料獲取的方便性，同時亦

利於教育部的政策從研究的發表中向外界政策散布。 

(四)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雖然，本研究反過來不先請問這些當下失業的新科博士，他們可以移動到我

國以外的何地以何方式尋求就業機會？或是追問他們尚可以如何持續規劃他們

的職涯徑路？反倒採取先同理失業新科博士的角度，除在這個大環境特殊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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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中持續地修正職涯徑路之外，一心只取最秀異者的聘僱單位，能看見恰逢人

力市場變化的新科博士，其沉沒成本的現實嗎？尤其博士學位在所有教育階段中

的受教時間是最長、所遭逢的人生階段更是機會成本極大的，相較於碩士與學士

學位的失業率，博士失業也難怪能在大眾傳媒中引起廣泛社會族群的注意，這也

是本研究優先聚焦這個教育階段的原因之一。而這些所謂未達最秀異錄取資格的

失業博士們，如果能夠更早就接觸到人力市場的大數據，是不是在所謂職涯徑路

的規劃上，能夠多以證據為本進行判斷，而不若過往高等教育未擴張、資訊流通

不若今日透明的時空下，在我國這個小型的人力市場中，僅憑學術圈內的個別資

訊與個人經驗來進行抉擇呢？  

本研究雖暫時先無法在篇幅限制內，深入探尋新科博士未能成功就業的內控

因素，以及就業力的強化策略，並且也不只是為了追求「對於失業數字之美化」

而追問他們還可以再國際流動或修正其職涯徑路到何方去。然而，本研究這個獲

得政策關注的青年就業議題，在後續研究的發展上，除如文獻探討，建議補足本

研究未及納入的質性方法分析外，例如對於新科博士不僅以問卷調查，亦可藉個

人深度訪談作為就業背景與因素的深入分析。尤其針對供需綜合分析中所論及之

學用落差，可針對教育學門內部迥異於其他學門，人數比重較高的在職進修博士

生，以質性訪談去了解他們的轉職就業目標，以及對博士學位的就業期待、未能

在博士畢業後轉職的原因等，並同步了解其博士班同學，全職的博士生，他們的

就業目標與未能獲聘的原因又何在等，希冀可藉日後的質性分析，在本研究所建

構出的人力市場供需架構依據下，得細部描繪出教育學門新科博士就業的歷程，

以及就業因素的關聯圖像。尤其必須格外留心的，是因本研究係僅針對教育學門

單一學門所進行之研究，故在提供其他就業環境迥異的其他學門參酌部分，有推

論限制之侷限。 

這些質性的研究方式即便如文獻探討所言，早期、國內外即有累積相關的研

究成果，但因應近十年來我國單一人力市場如此遽變的供需變化，能夠再度從新

的總體經濟觀點去站在大數據的基礎上，回望檢視過去歸納出的質性就業因素，

是否有需因應時代變遷而轉化之修正，這將會僅較引用前述文獻外更富理論羅即

向上演進再度深化之意義。如此一來，不但能對於本研究所取得之量化數字，賦

予其更具意義之解釋，也能更進一步完整化這個值得學術界中的聘任者與受聘

者，一起來共同理解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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