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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論｢先就業、後升學」政策—職涯準備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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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被蔡英文總統列為重要政見的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該

方案自 105 學年度的高中職高三學生

開始實施，參與的畢業青年於 106 年

的 7 月進入職場，這個方案乃鼓勵高

中職畢業青年先就業、探索職涯，青

年可以獲得教育部每個月補助的就

學、就業及創業準備金 5,000 元，與勞

動部每個月補助的穩定就業津貼 5,000
元，每月共 1 萬元，存入參與青年的

特約帳戶，可享最多三年補助，可累

存新台幣 36 萬元。計畫期滿可全數提

領，但需等計畫期滿才能提領；另對

雇主提供每月指導費 5000 元，至多二

年，計 12 萬元（教育部，2017）。 

在這個方案裡，我們必須先釐清

政府推動這個方案的主要目的。這個

方案不是為了補充產業缺工人力，也

不是為了不讓學生升學，而是希望在

學生畢業後除了直接升學外能有另一

種選擇，可以先就業後再升學，藉此

引導高中職的學校除了在升學輔導之

外，能夠有更多對學生進行職涯的介

紹與輔導，讓人生徘徊的孩子有其他

的選擇，了解升學不是唯一的出路。

所以，在這個政策目的裡面有三個很

重要的概念：1.讓學生有多元選擇，2.
強化職涯輔導，3.間接升學（類似區間

車，而非直達車）。但是，該政策於 106
年開始實施，第一年實施的成效不如

預期，最終參與的人數大約只有目標

值的 1/4。既然我們釐清了這個政策的

本質，接下來，我們看看第一年實施

的情況，或許我們就知道問題的癥結

點在哪裡了。 

二、問題分析 

本計畫規劃從 106 年開始試辦三

年，預期每年參與人數有 5,000 人，故

編列了財政支出 72 億元（教育部，

2017）。但可惜的是，第一年參與的高

中職學生卻不如預期。根據教育部統

計，總共釋出 5,512 個職缺，辦理期間

有7,653人表示有意願參與，其中2,376
人正式提出申請，但最終僅有 744 人

進入職場。儲蓄帳戶辦公室執秘王俊

權表示，釋出職缺中有 2/3 為製造業，

大多集中在桃竹苗等縣市，其他包含

餐飲業、服務業、運輸業及金融業等，

平均月薪 22Ｋ，加上教育部與勞動部

每月合計一萬元補助，至少月領 32
Ｋ，待遇算不錯；有些電子公司甚至

祭出 33Ｋ，加上補助則領 43Ｋ（鴨鴨，

2017）。首(2017)年上路，最終僅 744
人進入職場，難怪被立委們認為成效

不彰，而大砍明年的 2 億元預算經費

（黃偉翔，2017）。 

開始有意願參與的人高達 7653
人，為何後來只有 2376 人提出申請？

是因為高中職畢業去工作的薪資低

嗎？當初勞動部在找媒合廠商的時

候，就已經過濾了參與的廠商最低給

薪必須要從 27K 起跳，所以，問題顯

然不在薪資，而是有其他更重要的原

因。我們進一步分析，當初意願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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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要父母及學生簽名同意，所以，

這當中並非該計畫方案沒講清楚，而

是整體作業的時間較慢，直至 5 月才

公布職缺名額、職稱、工作內容及薪

資（教育部，2017），讓家長與學生無

法及早了解未來職場的狀況，加上與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的時間相近；

到 6-8 月才完成畢業生與廠商職缺的

媒合，許多畢業生早已到大專院校報

到了。簡言之，由於作業期程規劃不

當，導致家長及畢業生對未來的不確

定而退卻。其次，教育部及勞動部曾

分析，企業釋出的職缺中有 2/3 為製造

業，大多集中在桃竹苗等縣市，其他

包含餐飲業、服務業、運輸業及金融

業等，但高中職生最想要從事的行業

類別為文創、設計與企畫活動，網路

程式設計等選項（鴨鴨，2017），所以，

媒合的比例不高。走筆至此，要能鼓

勵高中職學生及家長認同這個方案，

提高學生與廠商的媒合率，答案已呼

之欲出了—就是對職涯發展的不確定

以及地域與產業適配度的問題。 

三、精進對策 

(一) 落實職涯輔導與職業認識，教育

局、處應與各地方的就業服務處

（站）合作  

各縣市政府均設有就業服務處

（站）提供許多就業諮詢、就業機會、

就業輔導、就業訓練等職涯服務，教

育局、處應該要與各地方的就業服務

處（站）充份合作，發揮職涯認識與

輔導的功能。換句話說，在學學生可

以透過各地的就業服務處（站）接受

職業諮詢、職業測驗、與職業輔導等

協助。這樣的歷程，讓學生跟學生的

家長都能夠了解目前就業的產業現

況，並發掘自己的職業興趣。這一部

分，以往都是透過學校的教師或輔導

老師進行，但是他們對當前的職業變

動及職業需求等資訊了解有限，加上

職涯輔導應有其專業性。若能回歸專

業，不僅可以真正有效協助學生，落

實職涯輔導與職業認識，也可以讓學

校的輔導老師專責於心理輔導與行為

輔導，不涉及職業輔導。 

(二) 加強學生及家長升學管道的說

明，讓家長放心、學生安心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

案」允許參與的畢業生，至少兩年後

方可升學大專院校，且教育部已開闢

了「特殊選才」、「個人申請和甄選入

學」、「彈性選系」等新的升學管道，

其用意即在方便參與者在就業兩年後

得以繼續升學。以技專校院的入學管

道為例，107 學年度起增設「四技二專

特殊選才聯合招生」入學管道，採分

組招生，其中，並訂定 108 學年度技

專校院在特殊選才中增列青年儲蓄帳

戶組，即招收參與青年教育與就業儲

蓄帳戶方案之「青年就業領航計畫」

或「青年體驗學習計畫」的考生，以

提供給參與該方案的青年有升學的機

會（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2017）；在甄選入學的管道中，也是採

分組招生，對該類考生升學四技二專

的群類別，均不限畢業科系；另外，

現在有許多技專校院採單獨招生，對

這些學生更不用統測成績，以就業的

工作日誌就直接錄取，以上各種優惠

措施，均是針對是類考生的未來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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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路。因此，教育部、教育局處、學

校教師等教育工作者，都應該加強學

生及家長升學對參與方案後升學管道

的說明，讓家長放心、學生安心，雇

主才能穩定培養公司未來的人才，而

不是沒有未來的零工。 

(三) 增加跨學區就業者的補助，讓跨

學區就業者無後顧之憂 

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方案裡

頭，一直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地域。工作地點離家遠近是重要

的考量因素，在多年推動 12 年高中高

職及五專免試入學的政策，加上許多

學校祭出就近入學獎學金的推波助瀾

之下，不斷鼓勵學區內的國中畢業生

選擇在學區內的高中職就讀。政策導

引的結果，讓絕大多數的高中職學生

都是在住家附近完成學業。試想，如

果一位 18 歲就讀台南區的高中職畢業

生參與該方案，但有興趣的職缺卻是

在基北區，不免產生：隻身北上就業

有必要嗎？在外生活費用是否會入不

敷出？能不能找住家附近的企業單

位？等疑慮，都可能讓媒合的機會大

幅降低。另外，企業所提供的職缺雖

然分布全省，但多數仍集中在桃竹苗

地區。換言之，職缺的分布與畢業生

的分布是不盡相同。在這個當中，我

們應該考慮到這些跨學區的畢業生，

他們離鄉背井，在外租房子所增加的

生活費。所以，如果我們能提高誘因，

讓跨學區就業的畢業生，每個月再增

加若干的生活津貼，而在同一個學區

就業的畢業生，就沒有這樣的優惠。

如此一來，將更有鼓勵效果，同時，

也提高了媒合的機會。 

(四) 提供國中學生對職場有基本認識

的機會，到高中職才能更清楚職

業興趣 

根據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9 條明

確指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開設或

採融入式之職業試探、生涯輔導課

程，提供學生職業試探機會，建立正

確之職業價值觀。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學之課程綱要，應納入職業認識與探

索相關內容；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

學應安排學生至相關產業參訪。」（法

務部法規資料庫，2018），該法指出中

小學都應提供學生對職業有基本的認

識與試探的機會。換言之，國中小、

高中職的學生都應該對他有興趣的職

場領域或是職場的工作世界有基本的

認識（張仁家，2015）。當高中職學生

在未畢業前，就對職場有所瞭解，他

（她）才有辦法對本方案做更進一步

的選擇。但要達到該法的目標並非一

蹴可幾，可以嘗試在國中階段的課程

中，安排學生進行職場參觀（註：新

北市設有 12 個職業試探與體驗教育中

心），讓學生知道如何找工作、職業的

基本要求、就業的薪資、就業輔導資

源等，對職場有初步的認識。 

(五) 落實高中職暑假校外實習制度，

逐步培養學生的就業力 

現有的高中職教師若能在學生高

一入學的時候，透過班週會和其他的形

式，讓學生知道有此一方案的推行，對

於某一職業有興趣或是職業性向較早

定向，甚或是有經濟上亟需要的學生，

都可以提早讓他們了解此方案。讓孩子

及早對此方案充分的瞭解，並在畢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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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對職場應有的態度與倫理有初步認

識，相信參與的人數定可再增加。無論

高中或高職，高一升高二的暑假期間，

一律提供校外實習的選修機會，得納入

畢業學分，讓學生對職場有所了解，並

習得某一工作世界的技能，同時，亦應

遵守相關的勞動與實習法令，才能對學

生加以保障。到了高二升高三的暑假，

考量升學準備，普通型高中則開放選修

校外實習，但技術型高中則要求必須參

與，以落實技術型高中與產業連結的第

一步，方能真正有效落實技職教育政策

綱領的目標之一—具備就業力。 

(六) 報導高中職畢業先就業再升學的成

功典範，將激起更大的鼓勵作用 

未來應透過媒體，多報導僅有高

中職畢業的學歷，而後能在職場有所

發揮並闖出一片天的事蹟與案例，讓

高中職的學生及家長都能夠學習，將

會引起很大的鼓勵作用。尤其，現在

大專校院多達 160 間左右，學生升學

已不是問題，如何能讓家長安心的讓

他的子女先就業再升學，我想對父母

的說明與說服是首要的工作。讓他的

孩子看得到未來，讓他們覺得孩子先

就業，並能夠在適當的時間再回來升

學，對人生來講，在還沒大學畢業之

前就能先賺進人生的第一桶金，這樣

的觀念都需要透過職場成功的典範案

例，加以報導。甚至，有知名的企業

願意以高薪聘任擁有技術精良和工作

態度良好的高中職畢業學歷的員工，

也能夠晉升到主管階級，或是透過在

職進修能夠不斷往上提升，成為公司

的重要幹部。如此一來，家長才有可

能放心讓他的孩子參與此一方案。 

四、結語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

案」乃鼓勵高中職畢業生先就業、探

索職涯。這個方案立意良善，或許我

們可以把它當成是促使學生及家長思

考未來的試金石。該方案第一年的成

效不如預期，這背後是否有更根深蒂

固的社會價值觀與現存的教育制度牽

絆著，頗值得我們深思。常有人感嘆，

許多學生讀了大學或研究所畢業後都

不知道自己要做甚麼，我想主要的原

因還是出在我們的教育制度過於保護

孩子，太晚讓孩子接觸工作世界了。

只有讓孩子在求學階段，提供多種職

業試探與實習的機會，讓他了解自己

的職業興趣；找自己有興趣的工作，

才能做得更好，不是嗎？德國國中的

學生就能寫申請書到業界申請企業實

習，業界也提供有近百種的職業可以

讓孩子選擇，他們在國小就不斷地接

受試探與輔導，在國中與高中階段進

行職業準備與專精，在高中職畢業就

能就業，臺灣的教育體制是不是該檢

討了呢？到高中職才開始進行職業探

索與職涯輔導會不會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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