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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看先就業後升學方案—治標更要治本 
蔡育珊 

台灣櫻花(股)公司人力資源部管理師 

 

一、前言 

蔡英文總統當選後、上任前的產

業之旅曾到彰化地區與業界座談，我

們的業界夥伴大吐苦水、反應傳產人

力不足的困境，蔡準總統稍後即提出

為 18 歲的高中職畢業生設置教育帳

戶，期許他們能夠安心的到職場先工

作，三年後再思考進修；相關的配套

措施包含政府(勞動部與教育部)提撥

基金到他們的教育帳戶，同時調整大

專校院入學門檻讓這群先工作、後進

修的年輕人可以無礙的進入學校系統

再進修。 

政府能夠面對與回應業界困境快

速提出因應方案令人感佩，但站在業

界(筆者在業界從事人資業務多年)的

觀點，我們期待更有效能的人力供給

方式、更好的人力素質，然後可以給

予更好的待遇或工作條件。本文透過

訪談業界夥伴的方式試圖深入了解業

界夥伴對此一政策的觀點、業界如何

看待高學歷高失業率，以及面對這些

透過上述方案晉用的年輕人我們的憂

心為何。 

二、根深蒂固的升學主義才是主

要癥結 

依筆者於業界工作廿餘年觀察，

許多投入職場的朋友利用在職進修方

式不僅取得學位提升自我，更能將實

務與學術結合激盪出不一樣的火花，

因此頗為贊同「先就業後升學」的方

式。然「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

方案有治標不治本的疑慮，此方案對

象為高職畢業生希望他們能有實務經

驗之後再投入大學的進修，希望能讓

孩子先藉投入職場找到自己所興趣之

職涯，再依自己興趣進修相關科系課

程，此方案立意十分良好。然依我淺

見是認為整體的教育體制與臺灣父母

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讓我們無法得到

高中畢業生的"就業後升學"的期望成

效。臺灣的家長普遍仍存有「萬般皆

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大學畢業

為現今父母期望孩子學歷的基本門

檻。除了家庭經濟較不佳之家長外，

鮮少有父母只讓孩子高中畢業就投入

職場，因此筆者憂心此方案推動未能

達到最初的目的與成效而淪為為推動

而推動的方案。 

然而我們的父母對孩子的教育與

過度保護觀念若不改變，未來升學與

就業的環境只會更惡化。筆者服務於

製造業，目前製造業普遍面臨生產現

場人才斷層缺工嚴重之情況，以目前

服務公司為例，我們找不到願意做現

場專業技術的年輕人才投入(如：沖

壓、鈑金……等)，只因這樣的工作是

勞動、勞累，年輕人不願意屈就而父

母也怕孩子吃苦。以前社會大眾被輕

視的「黑手」現在是「搶手」，薪資遠

比大學學歷的人高出許多，由此可見

專業技術比起學歷更是現在企業所重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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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業界的憂心 

針對此方案內容筆者訪談數位業

界先進了解實務界對此方案之想法亦

有訪談企業主，大致歸納業界人資伙

伴之憂心如下： 

(一) 高中生心理素質與專業不足 

臺灣人口出生率低使得孩子成為

家中的寶貝，父母捨不得孩子吃苦而

對其保護過多。導致現在孩子的受挫

能力降低與求學求知態度較差，目前

臺灣社會高學歷僅有量卻沒有質，一

直是業界雇主與用人主管所擔憂。這

世代大學畢業的孩子已比不上前一世

代相同大學學歷的專業與態度，更何

況高中畢業的孩子能滿足職場上雇主

的要求嗎？此方案的推動這樣只是讓

一些還不夠專業與成熟態度的孩子投

入職場後找到容易被替代的低薪工

作，企業主無法賦予重任而孩子也未

能從工作中獲得成就感，更難從中找

到自己的興趣而規劃未來職涯與進修

方向。 

(二) 三年後可進修或創業，卻無鼓勵

留任職場之措施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對

學生強調三年後能有一筆儲蓄金額可

供學生進修或創業用，學生自會規畫

三年後運用這筆儲蓄，使得繼續留任

機率自會降低。然而企業主希望優秀

的員工是能長久留任，因此面對這樣

方案的學生，雇主自會預設立場該員

工僅可能任職三年，對其培育投入自

然會降低。此對企業的任用與育才規

劃並無幫助，因此參與此方案的學生

對企業的吸引力並不高。 

四、結語 

針對目前臺灣學校人才培育方面

筆者有幾項拙見建議： 

(一) 減少或整併大學與科大之科系 

臺灣的大學與技術大學過多又加

上少子化學生數少，已經是供過於

求。各大專院校為了招取學生無所不

用其極，學校要求老師對學生嚴格標

準需降低。曾聽一位任職於某私立大

學中文系的朋友感嘆：學校於期中考

時要求老師出題不能困難，以免學生

分數過低無法取得學分。朋友感嘆現

在的大學老師必須要討好學生，在這

樣的求學環境下學生專業程度如何提

升？筆者聞之感慨學校因為生存競爭

而不得不以利潤為導向，導致入學簡

單畢業容易而使學歷無用。減少並整

併大專院校，將無用的大專院校退場

轉換成社區學校型態提供一般民眾學

習機會。大專院校應以教育英才為目

的而非淪為學店，除提升學生的專業

外亦需提升軟實力，藉由人文素養課

程提升學生內涵。 

(二) 學校發展專屬特色培育人才，加

強技職教育 

學校可將資源聚焦學校的特色以

培育更專業的人才。就如日本，該國

家針對不同技術成立專門學校。學校

若聚焦自己特色發展相關科系，更能

將有限資源放在重點處，並非一味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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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學院數成為綜合大學反而失焦。有

特色科系的學校反而更吸引企業尋求

所需的人才，而有特色的學校在企業

眼裡也不會以公私立來評定畢業生的

優劣。比起求職者畢業學校是否是名

校，我們更在意他的專業度與態度。 

(三) 「先就業後升學」方案適用對象

改為大專畢業生 

   以臺灣目前環境高中畢業生

成熟度與專業度尚未能符合企業需

求，若相關方案改針對大學或五專制

的畢業生進修研究所之階段，一來該

學歷具有企業人才需求的基本條件門

檻之外，二來學生較能獲得符合自己

期望的工作。目前碩士在職專班的進

修管道暢通，即使投入職場多年亦能

藉由此管道讓工作與進修兼顧，企業

非但不因員工的進修而損失人力，更

能藉由員工的進修尋得學校理論幫

助。因此建議此補助方案可針對大學

畢業年數較短（約三至五年）之畢業

生實施，此階段之人員經濟較不豐裕

又學習力強，提供補助給畢業生更能

吸引優秀人員投入在職進修提升自

我。而另建議部分補助提供給企業或

是搭配人才留任契約方式，鼓勵企業

讓員工投入在職進修。因在職進修若

無企業的支持，除非員工辭職專心進

修，否則無法真兼顧工作與學業，因

此企業的支持對進修員工是很大的助

益。 

  現今求職市場有個令人深思

的現象：失業率持續不降，然而企業

卻喊無人才可用。引發這現象除了普

遍高學歷對工作高挑剔之外，也顯示

著我們學校培育的人不完全是企業所

需要的。我們期望自己的下一代比我

們更強，然而父母的觀念與教育環境

若持續舊思維與舊模式，我們的就業

市場仍會循環惡化。臺灣人口老化嚴

重，為維持國家生產力除了延長退休

年齡之外，也希望年輕的勞動力盡早

投入職場。然而在希望年輕一代盡早

投入市場的同時，我們對年輕一代的

專業訓練與態度培養更不能降低標

準，政府、學校等相關單位能提供機

會與資源協助，相信臺灣新一代青年

的未來絕對具有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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