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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大學畢業後是否隨即的投入就業市場，是目前高等教育及各大專院校所重
視的議題，同時因為人口結構的改變，導致現今台灣各大專院校入學學生逐年
減少，畢業後就業環境變化之速度愈來愈快，如何精準提供畢業校友之就業方
向與薪資概況給在校學生，協助擬定就業方向，盡早與職場接軌，是本研究的
主要課題。

2 文獻探討

大眾普遍關心大學生在校期間需養成那些學習經歷及就業力，以促進畢業
後學用配合度及工作滿意度。黃藍瑩(2016)提出以下幾點影響大學生之就業力
:(1) 領域專業知識與技能的程度會因取得證照經驗不同而有所差異;(2)不會因實
習經驗不同而在具備就業力程度有所差異;(3)口語表達與溝通能力、領導能力及
團隊合作能力的程度會因社團經驗不同而有所差異。賴靜瑩(2012)則以薪資、
工作滿意度與工作職級三個指標檢驗畢業生就業表現情形，研究結果顯示科技
校院畢業生在職場的表現端視在校所學是否配合職場所用，學用相關愈高其薪
資、工作滿意度與工作職級等均較學用相關低者為高; 在學期間是否擔任社團幹
部與其就業表現無關，惟參與社團程度愈高者其工作滿意度也愈高。

本研究就兩位學者所提到之專業知識(專業能力)、薪資等因素探討畢業生
畢業之時間長短是否會影響其表現，高達七至八成之畢業生認為專業能力與工
作需求高度相關，但隨著畢業年度有逐漸下降的趨勢，應為進入職場後，發現
須培養除了專業能力以外之其他特質，如溝通協調、團隊合作、責任感等等。
薪資部分經由工作年資之積累，在31,001~34,000以上之區間人數則呈現顯著增
加。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中部某科技大學101學年度畢業滿五年、103學年度畢業滿三年
、105學年度畢業滿一年學生為研究對象。我們以教育部所建立之畢業生流向追
踪系統協助學校所進行的畢業滿一年、三年、五年之畢業生流向追踪問卷，針
對就業流向與薪資所得情形進行分析 以了解學生畢業後不同的時間點在各個
問項間所表現之差異。

本研究以描述性統計分析研究對象的各項基本資料及調查問項，並以次數
分佈、百分比之描述性統計分析呈現畢業滿一、三、五年之分佈情形。針對畢
業滿一、三、五年皆有之問項 包括有：工作現況、工作職業類型、每月平均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2），頁00-00 自由評論

第　1　頁

收入、主要工作地等、未就業原因、專業能力與工作需求之相符程度、哪些學
習經驗對工作有幫助等，以時間先後關係做趨勢性的分析和比較

4 資料來源與處理

(1) 資料樣本 : 101學年度畢業生畢業滿5年流向調查有資料者 (1,518人)
          103學年度畢業生畢業滿3年流向調查有資料者 (1,914人)
          104學年度畢業生畢業滿1年流向調查有資料者 (1,689人)
          105學年度畢業生畢業滿1年流向調查有資料者 (1,908人)

(2) 資料期間 :  101學年度 ~ 105學年度 

(3) 資料欄位： 畢業滿一、三、五年之流向調查問卷問項

(4) 資料來源： 弘光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就業輔導組

(5) 分析軟體： 本研究使用Excel2016、SPSS24.0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

5 實證結果分析

本研究主要針對全校四技畢業生就業薪資與流向狀況，輔以專業能力與工
作需求之對應、對工作有幫助的學習經驗等因素進行分析，以協助在校學生擬
定就業方向，盡早與職涯接軌。本研究依據以下幾項進行分析：

(1) 工作現況

圖1  畢業生工作現況

隨畢業年度增加，如圖5.1所示，全職工作者從84.55%逐步提升至91.95%
非就業者從12.07%下降至4.55% 逾九成之畢業生投入就業市場，顯示輔導就業
之措施獲得不錯的成效。

(2) 工作職業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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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科技大學前身為護理專科學校，因此醫護類科系歷史悠久，在業界亦有
良好的口碑，除致力於醫護人才的培育，亦有民生創新學院、智慧科技學院，
使學生有多樣化的選擇，同時也積極推動跨領域學程進修，協助學生開發第二
專長，培育跨領域人才。

如圖5.2 在畢業生從事的工作類型中，醫療保健類占三成左右，製造類、
休閒與觀光旅遊類、行銷與銷售類、教育與訓練類等為近年來畢業校友從事之
主要工作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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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畢業生工作職業類型

(3) 平均月收入

隨畢業年度增加，平均薪資穩定成長。如圖5.3 畢業滿一年、三年校友之
薪資中位數為28,001元-31,000元 畢業滿五年校友之薪資中位數為31,001元-
34,000元 工作年資之累計有助於薪資提升，與外部資料比較後，本校大部分科
系之畢業薪資優於平均，如護理系畢業滿一年薪資中位數為37,001元-40,000元
，優於外部網站所調查之平均薪資32,838元。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2），頁00-00 自由評論

第　1　頁

2
2
0
0
0
元
以
下

2
2
0
0
1
元
至
2
5
0
0
0
元

2
5
0
0
1
元
至
2
8
0
0
0
元

2
8
0
0
1
元
至
3
1
0
0
0
元

3
1
0
0
1
元
至
3
4
0
0
0
元

3
4
0
0
1
元
至
3
7
0
0
0
元

3
7
0
0
1
元
至
4
0
0
0
0
元

4
0
0
0
1
元
至
4
3
0
0
0
元

4
3
0
0
1
元
至
4
6
0
0
0
元

4
6
0
0
1
元
至
4
9
0
0
0
元

4
9
0
0
1
元
至
5
2
0
0
0
元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畢業生平均月收入

畢業滿一年 畢業滿三年 畢業滿五年

圖3  畢業生平均月收入

圖4  護士/護理師平均薪資 (大學學歷)

(4) 畢業生主要工作地

經資料統計，選擇本校就讀之學生多為居住台中市周遭區域，因地域性關
係，畢業後多選擇就近工作，因此畢業一年之校多達66.33%於台中市就業。而
隨著畢業年度增加(工作經驗累積)後，部分校友之工作地逐漸外溢至台中市周
邊地區，如彰化縣、桃園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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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 彰化縣 台北市 桃園市 新北市 南投縣 苗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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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畢業生主要工作地

(5) 畢業生未就業原因

由圖5.6可發現，畢業滿一年之校友未就業主因為升學中或進修中，此情況
至畢業滿五年時因學業或進修已完成而比例大幅下降，服役中之校友情況亦同
。除了此兩種不可抗力因素外，可得知工作內容不滿意、準備公務人員考試，
為未就業之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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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畢業生未就業原因

(6) 畢業生專業能力與工作需求之相符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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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之專業能力與工作需求之相符程度變化不大，認為符合與非常符合
之校友加總大致維持在70%~80%，顯示近五年來之畢業校友多數認同在校培養
之專業能力符合工作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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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畢業生專業能力與工作需求之相符程度

(7) 畢業生哪些學習經驗對工作有幫助

對工作有幫助之學習經驗，依程度高低依序為專業知識/知能傳授、校外業
界實習、校內實務課程、同學及老師人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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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畢業生哪些學習經驗對工作有幫助

6 結論與建議

綜合以上各問項之調查結果，從事全職工作之畢業校友逐年提升，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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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就業市場。從事的工作類型中，醫療保健類占三成左右，製造類、休閒與
觀光旅遊類、行銷與銷售類、教育與訓練類等為近年來畢業校友從事之主要工
作類型。醫療保健類占比有三成左右的結果，與學校本身是醫護背景起家，且
致力於發展成為「亞太地區健康與民生領域的領航科技大學」相當吻合，由畢
業生的就業表現來看學校在這方面的經營與投入確實卓有成效。

隨畢業年度增加，平均薪資穩定成長，多數科系之平均薪資優於外部人力
銀行網站調查之結果 主要工作地在畢業第一年有約八成左右的學生在中、彰
、投、苗四個縣市，這也與本校主要的學生居住地吻合，隨著畢業年度增加(工
作經驗累積)後，部分校友之工作地逐漸外溢至台中市周邊地區 近年來大學的
新生是否會報到註冊並入學，大學所在位置是否鄰近原居住地是重要的因素之
一，而學生畢業後也可能因為地緣關係或對中部地區較為熟知，而選擇在中部
地區就業。因此學校亦可朝向結合在地文化、特色與資源，發展課程特色與建
立實習和產學合作資源。

我們另再探究畢業校友未就業原因，發現準備公務人員考試之比例在畢業
滿五年之校友中特別高。此一現象應為學生在投入就業市場一段時間後，實際
之薪資待遇與期待有落差，或期望能有較穩定之職涯發展，進而轉而投入公務
人員考試，基於此現象，可建議校方於學生入學時，分析課程資訊，使學生了
解哪些課程與特定公務人員或國營事業之考試科目相關 並能增強學生未來在
課業學習上之動機，也能有效支援學生未來之考試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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