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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內高等教育普及化後，高中職

學生畢業後都以升學為導向，因而忽

略個人性向與個人的專長。依據教育

部統計處(106 年)發布「104 學年度高

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

調查報告」：104 學年高級中等學校畢

業生總數為 250,172 人，已升學占畢

業生 82.54％；已就業占畢業生 11.55

％；未就業未升學占 5.18％(教育部統

計處，2017)。從數據顯示高中職畢業

生多數以升學為主要進路，僅有一成

多的學生投入就業市場。據此教育部

極力推動「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

方案」以鼓勵學生「先就業後升學」，

其配套措施中之「青年就業領航計畫」

即為促進就業方案，可稱為是「先就

業後升學」的精髓所在。 

「先就業後升學」策略目的係為

消弭高等教育普及後所產生的學用落

差及青年失業的情況。作法是在高中

職畢業生直升大專校院的路徑之外，

鼓勵畢業生先就業後升學，參與「青

年就業領航計畫」，透過政府提供的優

質職缺，媒合畢業生從事有酬性的職

場工作體驗機會，參與計畫者每月由

政府提撥升學、就業或創業基金等項

誘因，引導畢業生選擇先就業後升學

的生涯發展方向，藉以扭轉社會大眾

奉升學為高中職畢業學生唯一選擇的

傳統思維。本項政策制定目標是為協

助國家產業政策發展需要，培養具技

術性及發展性的人才，同時協助青年

適才適性發展，建立正確的職業價值

觀，以提升高中職畢業生的就業率。

由此可歸納出「青年就業領航計畫」

所欲達成三項任務為：協助產業發

展；輔導青年適才適性的發展；提升

青年的就業率，此三項任務都與青年

就業息息相關。本文擬聚焦「先就業

後升學」對青年就業之影響，並提出

其對促進青年就業之淺見。 

二、先就業後升學對青年就業之

影響 

青年就業力與國家經濟發展息息

相關，各國都將促進青年就業議題納

入重要施政重點。國內青年失業率也

是居高不下，而各界將主要原因歸咎

於高等教育的擴張，因而「先就業後

升學」政策則應運而生，此一政策係

依青年失業的態樣規劃推動，對於高

中職畢業生就業率提升具有一定的功

效。 

(一) 青年失業及產業空缺概況 

依勞動部 105 年 15 至 24 歲青少

年勞動統計分析顯示：105 年青少年就

業人數中教育程度以大學以上所占比

率最高；就業行業以「製造業」最多，

「批發及零售業」次之。青年失業率

為 12.12％高於全國失業率，失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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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104 年增加 3.02％，主要原因有：

青少年初入職場仍處於探索及學習階

段：工作經驗與技能較為不足；就業

市場現況與其工作期望存有差距；青

年大多不須負擔家計等因素，造成工

作不穩定轉換頻率高。四成五的失業

或待業青少年在尋職過程中遇有工作

機會但因待遇太低而不願就業。五成

四的青年因技能不合、找不到想要的

工作及待遇不符期望等原因，導致未

遇工作機會。104 年初入職場的青少年

12.17％有轉職情形且以自願離職為

主，工作轉換率高於全體就業者之 5.81

％，其轉職或離職原因為「待遇不

好」、「想換工作地點」及「工作環境

不良」 (勞動部，2016)。另據主計總

處 106 年「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

統計結果 106 年 8 月底工業及服務業

廠商空缺數 21.8 萬個，各職缺之學歷

條件以高中(職)者占 30.8％最多，教育

程度不拘者占 28.4％居次，大學及以

上者亦占近四分之一。對工作經驗的

要求不拘者則有 64.4％最多，需要工

作經驗之職缺中，以 1 年至未滿 3 年

稍具經驗者僅占 24.8％(主計總處，

2017)。 

從官方調查資料可看出時下青年

人就業的學歷基礎為大學畢業，但不

代表是必要或需要之就業條件；就業

的行業別則為國內主要產業「製造業」

及「批發及零售業」，似與就業市場工

業及服務業「空缺」數有關，因「製

造業」及「批發及零售業」「空缺」數

隨著經濟環境回温而逐年增加，同時

呈現人力需求狀況及高度的就業機

會；且工作職缺學歷條件及工作經驗

的要求不高。簡單的說就業市場工作

機會十分充裕，學歷及工作經驗限制

不多，只要想工作的青年人，尋職應

不是難事。歸納青少年失業或就業不

穩定之原因有：1.工作經驗與技能較為

不足；2.薪資待遇差；3.找不到合適的

工作；4.初入職場仍處於探索及學習階

段；5.專業職能不足；6. 就業市場現

況不符工作期望；7.無負擔家計之責。 

這些原因則是從政者必須想方設

法解決後才能提升或消除青少年失業

問題。 

(二) 先就業後升學為青年就業之良

方？ 

為促進高中職畢業生「先就業再

就學」政府傾力排除青年就業的困

境，施行「青年就業領航計畫」，堪稱

為促進青年就業的一帖良方，何以稱

之為良方？本文從青年就業面向探

析，認為下列幾項為其主要原因： 

1. 提供優質職缺，媒合畢業生進入職

場，降低初次尋職的困難度，解決

剛出校門之學生找不到工作的困

擾。 

2. 輔導畢業生透過職場工作體驗，消

除畢業生專長技能不合及專業職

能不足的情況，並了解職場生態，

增進職場倫理以及培養工作責任

感。 

3. 協助畢業生從做中學探索個人興

趣與特性，助其尋找合適的工作或

適合就讀的科系，縮短畢業生初入

職場學習摸索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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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養畢業生對產業的敏感度，以利

其為日後職業發展的道路奠基。 

5. 協助畢業生累積工作經驗，有助其

提升日後就業之薪資待遇及就業

的穩定性。 

6. 提供就學、就業及創業準備金，提

升畢業生先就業再就學的誘因並

消弭低薪之虞。 

「先就業再就學」雖稱為是促進

青年就業的良方，但良藥苦口，且必

須對症下藥方可見效。此一方案立意

甚佳，但無法面面俱到，本文依促進

就業面向，對於方案施行限制及負面

影響提出以下之淺見： 

1. 優質職缺太理想化，無法真正落

實：依計畫所界定優質職缺乃指符

合具發展性、技術性、安全性、優

於最低工資水準、優良的勞動條件

等。此一方案既是提供青年職場工

作體驗，職缺應以普遍性工作為

主，才能引領各項產業參與計畫提

供更多職缺，提供不同需求的青年

選擇，方可提高青年的參與度。 

2. 提供就學、就業及創業準備金為變

相加薪，擾亂就業市場之薪資結

構，對高中畢業生而言，當計畫結

束回復原本薪資收入，可能產生期

望薪資與實際的落差而造成失業

情況。依本項方案「先就業後升學」

的精神若將其準備金納入日後就

學的減免學費或創業時的補助，以

及日後穩定就業一定期間的奬勵

金，會比較確實且不會引起一份工

作兩樣薪資的情形。 

 

三、結論 

教育、就業與產業發展有著密不

可分的關係。教育是百年大計，改變

教育方針非短期即成，何況升學觀念

已經根深蒂固在國人的心理，想靠單

一計畫破除此觀念並不容易。反觀產

業界為因應全球化及高科技極速發展

的競爭壓力下，無不以最快速的腳步

跟進世界潮流，以獲取產業競爭的優

勢。因此，產業結構的快速移動調整

及變化是必然的。學校教育雖努力與

產業連結，但教育侷限於過多的程序

與制度，很難第一時間跟上的產業變

動速度，即使跟上了產業現況，但等

學生畢業時又真能符合當下的產業需

求？所以學用落差應被視為是一種常

態現象。正因如此推動「先就業再就

學」政策是可解決高等教育擴張所延

伸的高學歷高失業率的窘態。初期推

動成效可能不如預期，但我們期待假

以時日「先就業再就學」成為每位高

中職畢業生之首選，更成為開啟青年

就業第一扇門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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