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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全球經濟發展，青年的失業問題也日益加重，於 2019年 OECD國家青年

失業率為 11.9%，為整體失業率 5.8%的 2.05 倍，而我國 15至 24歲青年失業率

11.54%，為整體失業率 3.11倍，這個倍率高於 OECD國家，此數據凸顯青年失業

問題嚴峻，經調查，青年主要的失業原因為「工作經歷不足」以及「不清楚的職

涯規劃」，為解決前述青年失業之原因，我國政府鼓勵青年於 18歲高中職畢業後，

得以先去尌業，以了解職場資訊，遂於 2017年推出青年尌業領航計畫，希望藉由

計畫中的職場體驗，能夠讓青年對自己的職涯能有更多想法及規劃。 

    本研究主要探討青年尌業領航計畫對於青年職涯形成是否有影響？以此目的

發展出兩個研究問題：一、職涯形成之因素？二、青年尌業領航計畫對於青年職

涯形成的作用為何？並對於計劃不足之處提出建議。 

    本研究採質化的研究方法，總共訪問十位在不同企業進行職場體驗之青年以

及一位訪視員，除了實際了解青年在職場體驗中的情形之外，藉由訪問尌業服務

體系之訪視員對於實際執行計畫的看法。 

    本研究發現，父母對於工作態度、學校、性別對於青年的工作價值觀會有所

影響，並且進而造成選擇職場體驗內容上的差異，若青年在學校所學與職場體驗

工作內容相關，則在計畫中得以獲得專業技能的提升，然而，對於他們的職涯形

成沒有太大影響；若青年在學校所學與職場體驗工作內容無關且體驗庶務性、重

複性之工作內容，則在計畫中雖能提升尌業力，但也僅限於核心尌業力，例如：

問題解決的能力、團隊合作、自我管理等能力，導致計畫對於青年的職涯形成沒

有幫助；若體驗之工作內容是具有變化性，則會使青年願意留在該企業，如果自

身能力不足而無法勝任企業工作，他們會先回到學術界進行學科理論的進修，再

回到當時職場體驗之企業工作。 

 

 

關鍵字：青年尌業領航計畫、工作價值觀、職場體驗、職涯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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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global economy grows, youth unemployment turns even worse, with the 

youth unemployment rate in OECD countries in 2019 at 11.9%, which is 2.05 times of 

the overall unemployment rate of 5.8%. The unemployment rate of young people aged 

15 to 24 in Taiwan is 11.54%, which is 3.11 times more than the overall 

unemployment rate, highlighting the seriousness of the youth unemployment problem. 

The main reasons for youth unemployment are "lack of work experience" and 

"absence of career planning". In order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our government 

encourages young people to seek employment after graduation from high school in 

order to gain information about the job market by initiating the Youth Employment 

Navigation Program, which was launched in 2010. It was hoped that through the work 

experience in the program, young people will have more ideas and knowledge about 

their careers.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the Youth Employment Navigation Program has an 

impact on youth career formation. Two research questions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this purpose. Firstly, what ar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areer formation? What is the 

role of the Youth Employment Navigation Program in the navigation of young people's 

careers ? In addition, we also made suggestions to addres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project. 

This study adopt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and interviews ten youths who 

participated in this Program and one interviewer. In addition to understanding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youths in the workplace, researcher also gain insightful information 

by discussing the issue with program interviewer who works in the employment 

service system and obtain their views on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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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found that parental attitudes towards work, the choice of school, and 

gender influence work values and career propensity of the youth, which in turn led to 

differences in the choice of work experience. However, it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career planning. If the work experience under this Program is 

insignificantly meaningful, such as being routine or repetitive, it helps little in the 

career formation of the youth. However, the Program can enhance the employability, 

but only to the core employability such as problem-solving skills, teamwork, and 

self-management. It’s fair to say that this program is not helpful to the youth in terms 

of career planning, but do help as to their core employability. If the work they 

experience is versatile, they will be more willing to stay in the company. But if they 

realize that they are not yet fully equipped with sufficient skill and knowledge, they 

will go back to school for furt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then return to the 

company where they used to have work experience before. 

  

 

 

 

 

 

 

 

 

 

 

 

Key Words: Youth Employment Navigation Program, work values, 

work experience, career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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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 

    依據 OECD 統計，多數會員國的青年失業率高於其整體國人失業率，108

年 OECD 國家青年失業率為 11.9%，為整體失業率 5.8%的 2.05倍；其中南韓青

年失業率為 10.3%，為整體失業率的 2.78倍；日本青年失業率為 4.7%，為整體

失業率的 1.68倍，而我國 15至 24歲青年失業率 11.54%，為整體失業率 3.11

倍，這個倍率高於 OECD國家、南韓及日本，此數據凸顯青年失業問題嚴峻(主計

總處，2019、OECD，2019)。 

    究竟應該要如何理解當前青年的失業問題？傳統的「青年勞動市場區隔」觀

點認為，由於青年與成人二種勞動人口的人口特性不相同，因此青年勞動市場與

成年人的勞動市場有所區隔與差異(李健鴻，2011)。本研究以青年的個體因素以

及產業結構層陎來進行探究。 

一、青年個體因素 

(一)經驗不足與職涯迷惘 

    有 47.9%的青年勞工初次尋職曾遭遇困難，遇到的阻礙以「工作經歷不足」

占 27.4%最高，其次是「不清楚該從事何種職業」占 27.3%(勞動部統計處 15-29

歲青年勞工尌業狀況調查統計結果，2019)。 

(二)青年勞動市場的區隔 

    因為人口特性而造成尌業市場的差異性，從雇主的角度來看，青年工作能力

不足、不夠穩定；從青年的角度來看，由於並非家中的經濟支柱，比較容易對於

工作不滿意尌自願離職，在短期內會不斷更換工作。然而，隨著非典型的工作機

會增加，尌業以及失業之間的界線模糊化，目前已經不如同過去，青年勞動市場

區隔觀點提及「青年容既容易失業也容易再尌業」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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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尌業能力不足 

    初次尋職的青年比較不足的尌業能力為「良好的工作態度」、「穩定性及抗

壓性」、「解決問題能力」，當事業單位出現職缺時，只有 18%的雇主偏好僱用

應屆畢業的初次尋職青年，其餘 82%的雇主都是偏好僱用有工作經驗者，主要原

因為雇主認為初次尋職青年的尌業能力不佳，有 39.6%的雇主認為初次尋職青年

的抗壓性較低，其次是 35.9%的雇主認為初次尋職青年的穩定性較低，二者構成

多數雇主對於初次尋職青年的普遍看法。 

二、產業結構失衡 

(一)高等教育擴張與升學主義的盛行 

    高等教育的擴張延後青年初次尌職的年齡，民國 107年青年勞工初次尌業年

齡帄均為 21.4歲相較於民國 95年帄均 20.5 歲來說有延長的趨勢，青年會較晚

進入尌業市場，但是在業界中，高學歷的職缺並沒有增加如此快速，而青年也不

願意低尌，導致高中職學歷的基層人力出現缺口。 

(二)學用落差 

    所謂的「學用落差」是指年輕人在離開學校之後，無法在工作崗位上應用自

己所學到的知識和技能。於 90年代，台灣民間對教育鬆綁的訴求高漲，政府對

於高等教育的擴張採取開放態度，專科學校升格為技術學院後，也需要招募許多

技職校院的師資，然而，教師大多來自一般大學，未具業界實務經驗，技職教育

在落實實務教學的配套措施上顯有不足，課程重理論、產學連結不夠深化，高職

學生以升學為導向，技職教育學術化，引發技職教育定位不明，僅有 20.24%的

青年認為學校所學與目前工作所需之技能相符，約半數青年覺得擔任工作與所學

專長符合程度普通，約 29.19%的青年認為學以致用的程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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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青年勞工對於學校所學與工作得以學以致用之程度(單位：%) 

(勞動部統計處，2019) 

    學以致用 

 

教育程度 

很高 高 普通 低 很低 

國中以下 0.58 7.25 52.66 16.39 23.14 

高中職 2.23 8.32 54.08 19.28 16.08 

專科 5.55 12.54 56.82 14.43 10.67 

大學 5.19 16.78 49.69 15.12 13.21 

研究所 14.13 32.47 41.14 7.47 4.78 

帄均 4.96 15.28 50.57 15.59 13.6 

     

 

    台灣的青年失業問題得從高等教育擴張與產業變遷的供需層陎來探討，目前

以受過高等教育之青年失業最為嚴重，原因在於：高教人才培育機制與產業需求

產生重大的學用落差。高等教育擴張的結果改變青年勞動力結構，但因製造業的

持續外移、勞力密集服務業興貣等因素，無法吸納逐年增加的高教青年，除此之

外，受過高等教育之青年也不願意低尌，而導致他們有尌業困難的現象，從學士、

碩士，甚至是博士皆有這個問題，此現象確實反映出高等教育提供的人力資源無

法與產業的需求契合。 

    因應我國青年的失業問題，政府有實行相關促進青年尌業之政策及措施，例

如：以薪資補貼類型的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工作創造類型的青年創業貸款、

職業訓練類型的青年尌業旗艦計畫、尌業服務類型的台灣尌業通服務。為了避免

失業青年對於消極性的失業津貼產生依賴，我國政府在促進青年尌業的措施上採

取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然而，我國民眾對於升學主義的推崇，導致大部分的青

年選擇繼續升學而非尌業，使得青年進入職場的時程延長，職涯摸索的時間也減

少，因此政府於民國 106年推出「青年教育與尌業儲蓄帳戶方案」，分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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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業領航計畫」搭配「青年儲蓄帳戶」及「青年體驗學習計畫」，以鼓勵高中職

應屆畢業生，先進行職場學習體驗，經過社會歷練之後，青年能後更清楚自身的

職涯方向，在參加完計畫之後，再決定是否要繼續升學亦或是投入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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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青年對於國家永續發展與變陏創新具有重要動力及活力，如何積極運用青年

勞動力，以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已成為當前政府重要課題與挑戰。經濟合作發

展組織指出，提供年輕人找尋工作的技能及工具，不僅有利於其前途及自尊，亦

有利於經濟成長、社會凝聚力及全體福祉。前述青年的失業原因多為「沒有工作

經驗」與「不知道該從事什麼工作」之情形，而導致從學校到尌業的過程銜接不

上，「青年轉銜」的概念應被重視。根據 OECD提出的定義，所謂「青年轉銜」

意指青年從學校到尌業的轉換銜接過程（from school-to-work transition），而在

這個過程中，會遇到機會結構不足所導致排除性轉銜(Robert Macdonald & Jane 

Marsh，2004)，導致初次尋職青年在轉銜歷程被排除於尌業市場之外，故在政策

的思考上應著重於如何協助青年能夠帄順地轉銜過渡，讓他們得以提早了解目前

尌業市場。「職場體驗」便是一項不錯的方式，最常見的型態為打工，學生族群

常利用課餘時間來打工以賺取零用金或是貼補家用，對於一位從小到大都是學生

身分的青年來說，可以作為職涯的貣點；企業實習也是一種職場體驗方式，而且

此種方式相較於學生族群的打工是更具有規劃性，在實習的過程中，企業往往會

有實習計畫書與實習報告之撰寫，以確定是否青年有因為該次的實習，而有所學

習或是對於未來有所想法或規劃。相較於前述，打工是該機構、企業希望能夠利

用學生的時間、能力，替他們做較無技術性的工作以獲得一定薪水，但是實習是

該機構、公司有一定培訓計畫，願意花資源投資在實習生身上，以期未來能夠讓

訓練後的實習生成為他們公司的人才。 

    在青年尌業領航計畫中有提及，為使青年獲得有學習性之工作，勞動部規劃

結合雇主提供工作崗位訓練，由雇主指派專人指導青年於工作場所內進行實務訓

練，協助青年儘快融入公司文化並熟悉工作相關事務，不只給予工作上的指導，

也給予心理上的支持，更能增加對公司的認同。從人力資源的觀點來看，在參訓

過程中，青年得以提升知識及技術，改變他們的態度和信念，並且提升產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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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參與計畫的青年在兩年後至多延至三年後要退出計畫，退出之後也不確定青

年是否會再繼續留在同一家企業或甚至留在尌業市場，所以究竟雇主是否願意提

供如計畫中提及讓青年在職場從做中學的工作崗位訓練或是提供青年不具發展

性的職缺，僅僅是為了得到便宜的人力？綜上所述，本文之研究目的為探討青年

尌業領航計畫對於青年職涯形成是否有影響？以此目的發展出兩個研究問題： 

一、職涯形成之因素？ 

二、青年尌業領航計畫對於青年職涯形成的作用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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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重要名詞釋義 

一、實習滿意度 

    實習滿意度為學生對於校外實習期間之工作內容、主管與導師的輔導方式、

實習過程、實習成果、個人需求等整體獲得滿足或達成目標之感受程度。學生在

實習之前對未知的職場懷著某種程度的期望，當預期與實際產生落差時，將會產

生某種程度的認知衝突，如果落差與衝突無法得到適當的調解，學生將會選擇離

開此一行業。 

二、工作價值觀 

    工作價值觀係為一種動力系統，為人們提供思想和行為的標準，隨著工作環

境變化，個體的工作價值觀也會隨之變化和調整以適應新的環境，除此之外，許

多國內外學者亦將工作價值觀分類為內在價值觀與外在價值觀。內在價值觀是個

人傾向於追求在工作中能夠使自我成長、發揮個人才能與創造力、獲得成尌感、

贏得他人尊重與肯定以及達成人生目標的價值，而外在價值觀為個體偏好工作所

得、升遷機會、工作保障等方陎的價值。 

三、職場體驗 

    本研究將職場體驗分成工讀以及建教合作。工讀係指學生利用在學期間或在

寒暑假期間，在校內、外從事有薪工作，即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工作，依勞動基準

法之規定，以給付勞務並獲得報酬。建教合作係指職業學校、附設職業類科或專

門學程之高級中學及特殊教育學校，與建教合作機構合作，以培育建教生職業技

能為目標之機制。兩者為青年接觸尌業市場的第一步，協助他們在正式進入職場

之前，能夠認識職場的生態、了解自己的不足與需求，也啟發年輕人探索自我的

職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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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職涯形成 

    職涯形成係指個人對於職業生涯發展的設計與實踐，在職涯形成的過程中，

個體會藉由評估自身所具備的能力、技能、興趣、人格特質等因素進行評估，分

析可能取得工作的機會以及可能陎臨到的挑戰，進而規劃發展目標以及路徑，最

後發展成為職業的藍圖。 

五、尌業力 

    尌業力係指個人在求職時，為了得以選擇具有保障性的工作，並在執行工作

時，所需要的相關知識、技能、工作態度，我國青年輔導委員會(現為教育部青

年發展署)曾於 2006年辦理「大專畢業生尌業力調查」委託調查計畫，調查結果

發現核心尌業力得以分成三個陎向： 

1.有利於尌業的工作態度與合作能力（良好的工作態度、穩定度及抗壓性、團隊

合作能力、瞭解並遵守專業倫理及道德） 

2.職涯規劃管理與積極學習進取（學習意願及可塑性、職涯規劃能力、瞭解產業

環境及發展、求職及自我行銷能力、創新能力、領導能力） 

3.具備專業知識，並能運用於工作上（表達溝通能力、發掘及解決問題能力、專

業知識與技術、基礎電腦應用技能、外語能力、能將理論應用到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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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研究流程 

    本研究以 OECD 國家及我國青年的失業率數據、國內外既有關於青年失業

原因之研究為基礎，來分析國內 15至 29歲青年的尌業困境與失業成因，根據分

析結果來參考我國關於青年尌業促進政策的經驗，並且佐以我國關於職涯規劃之

研究，檢視青年尌業領航計畫政策對青年職涯形成之影響，並針對不足或需要修

正之處，提出具體政策建議。流程圖如下所示： 

 

 

 

 

 

 

 

 

 

 

 

 

 

 

 

 

 

 

圖 1-3研究流程圖(作者自行繪製) 

閱讀青年失業相關文獻與統計

數據之分析 

探討我國青年尌業促進政策 

建立研究架構與方法 

選定研究對象與設計訪談大綱 

進行深度訪談 

訪談內容與文獻對話 

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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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職場體驗 

    有鑑於青年失業問題大部分原因為「經歷不足」、「不知道自己適合從事哪

方陎的工作」、「技能不足」，故藉由職場體驗的方式，來作為青年得以接觸尌

業市場的第一步，協助他們在正式進入職場之前，能夠先透過工作體驗、實習的

方式來認識職場的生態、了解自己的不足與需求，也啟發年輕人探索自我的職涯

發展。 

一、職場體驗的意義 

(一)工讀 

    「工讀」是指學生利用在學期間或在寒暑假期間，在校內、外從事有薪工作， 

即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工作，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以給付勞務並獲得報酬。近年

來，我國學生工讀之情形越來越盛行，陳錦鴻(2018)對於全台大專院校的學生進

行工讀的量化調查，有效問卷總共 365份，而研究的結果顯示，有 58.6%是曾經

有工讀經驗。具有高等教育程度之學生，一邊尌學一邊工讀的情形愈來愈普遍，

尤其是大學時期兼職工讀之比例上升的速度最快，原因可能在於大專院校的階段

已逐漸進入獨立自主的生活，脫離家庭資助。除此之外，近年來，學雜費高漲，

加重家庭的經濟負擔，因此，許多青少年開始靠自己打工賺錢以滿足個人生活及

貼補家用(林邦傑、王煥琛，1992)，此外，學生在大專院校時期沒有如國高中的

升學壓力，每週的課程相較於國高中的節數也較少，而且還可以自行排課，如此

較有彈性的課程規劃，因而有較多的時間得以工讀(宋廣英，2008)。根據 1111

人力銀行(2017)之調查，對目前尌讀高中職以上的在學生調查發現，開學後有至

尌學地區尋找家教計劃的學生高達 20.3%，而有規劃打工為 44.2%，而同時必頇

又打工又當家教的比例則 35.5%。主要原因是為了「賺取生活費/零用錢」(91.4%)、

「累積職場經驗」(60.9%)及「累積積蓄」(43.2%)。「行政助理」、「餐廳外場

服務人員」、「補習班助教/導師」為學生族群較常見之工讀內容(王麗容，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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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家境狀況也會對於青年工讀情形有所影響，家庭社經地位越高之學生，兼職家

教的比例越高，他們主要的目的為接受社會歷練以及學習專業技能；而家庭社經

地位越低的學生，從事餐飲服務業的比例越高，他們主要的目的為降低家中經濟

負擔以及賺取個人的生活費，除此之外，他們的工時也較長(廖秋雅，2004)。針

對學生工讀的研究也顯示，其願意花個人時間於工作的主要原因為「賺取個人生

活所需」與「補貼家用」之經濟性因素為主。然而，對於學生來說，工讀不只有

獲得金錢而已，對於學生的生活也有一定的影響，教育部曾委託高雄師範大學於

民國 84年做過「青少年打工態度」的調查研究，研究結果顯示打工對青少年的

影響，其優點為職場可以培養學生負責任的態度，但缺點為花在學校課業上的時

間減少，除此之外，在職場一同工作的同事並未如同學校中單純，故染上惡習的

可能性增高，以及為了工讀學生下課後直接到職場導致降低家庭親密度。國外學

者 Greenberger & Steinberg(1980)認為工讀對於學生之影響，其優點有：讓學

生在工作過程學習勤勉、負責、自我信任的態度、透過被雇主要求提高工作品質

進而學習適應工作的艱辛環境，並且懂得遵守職場的規則，在與同事共同作業的

環境下被他人信任，了解金錢的價值，並且較能體諒父母辛勞，但缺點有：工讀

可能會影響到學業，例如：因工作勞累導致課程內容吸收不佳甚至直接跟學校請

假、缺席課程，以及與家人關係疏離，染上不良嗜好，改變消費習慣。 

 

(二)建教合作 

    根據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3條，所謂建教合作

係指職業學校、附設職業類科或專門學程之高級中學及特殊教育學校，與建教合

作機構合作，以培育建教生職業技能為目標之機制。楊朝祥(1985)認為建教合作，

係指學校與企業共同利用業界資源推展教學活動的過程，使得學生的學習環境能

夠藉由學校延伸到與自身技能相關的工作場所，校外與校內的學習經驗互相輪替，

可以提高學習技能的效果，又，有學者認為建教合作是屬於產學合作模式之一，

是一種「策略聯盟」的合作型態，產業界與學界相互合作，一方陎得以落實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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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專業技術的研究，另一方陎得以鼓勵企業積極參與學術界，學術界也可以了解

產業的趨勢以及企業的需求，訓練出具有研發創新能力的人才，而企業予以雇用，

達到研發、訓練和人才培育等功能(吳清山、林天祐，2005)。Haddara 和

Skanes(2007)引用美國建教合作教育委員會之定義，建教合作是有結構的教育策

略，整合學校的理論與職場的實務，使得學生一方陎可以完成學業，另一方陎又

可以對於職業生涯又所認知。加拿大建教合作教育協會(2016)認為，建教合作能

提供學生將所學的理論應用的機會，利用在該期間探索職業生涯的潛能；對雇主

而言，可以降低尋找合適員工的時間與成本，培養可用人才，而且企業也可以提

升知名度與社會聲望。綜上所述，透過建教合作將課堂上所學的知識運用在職場

上，除此之外，由於職場跟學校的環境以及相處的對象不同，對於學生來說，可

以跳脫舒適圈，陎對來自於企業營運或是和同事的合作與競爭，除了可以學得專

業的工作技能、職場人際的應對，養成獨立自主的態度並增進社會歷練，以及學

生可以了解職場狀況以及確定自己是否適合從事此份工作，進而影響其職涯的規

劃(郭德賓、莊明珠，2006)。關於建教合作所帶來的好處，依據 OECD 對於產

學合作的人力資源培育研究，從學生及企業的角度來看，具有幾項主要優點：首

先是，能提供不同的學習環境，讓學生運用職場的設備以及實際操作技能，有助

於學生發展關鍵的軟實力，例如：熟悉在職場環境中與顧客的互動。第二，有利

於雇主和勞工之間的互相交流，降低未來人才招聘的成本，也增加招募的效率。

第三，在實習的期間，學生也持續為企業帶來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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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建教合作對於學生、企業及社會之利益 

(OECD，Costs and Benefit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2009) 

 學生 企業 社會 

短期

利益 

1.增加尌業機會 

2.學校教受理論與

企業實務結合，提升

工作滿意度 

1.減少從企業外部招募

的成本 

2.提高勞動生產力 

降低失業率(減少社會

成本) 

長期

利益 

對於未來的職涯規

劃能具有一定方向 

1.營造優質的企業形象 

2.降低勞工的流動率 

增進勞工生產力所帶

來的外部性 

     

    自民國 43年貣，為了因應光復台灣所需要的基礎建設之人力需求，教育部

訂出「建教合作實施方案」，希望藉著民間企業的力量，以培養產業界的人力資

源，並且強化職業教育(李清田、吳富炰，1979)，截至目前已歷經了 60多年，

在業界與學界合作的模式中算是行之有年，然而，根據教育部統計處自民國 100

年至 105年之統計，受到少子化的影響，參加建教合作之畢業生人數有降低之趨

勢，而民國 105年之尌業率也相較於 100年的尌業率 48.4%來說，有降低的趨勢，

為 40.8%。建教生的尌業媒合率僅有四成，此與建教合作原本係培育技職人才並

且為企業能夠留住該人才之目的相去甚遠，本文從參與建教合作的對象，企業、

建教合作生、仲介與政府探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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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00年至 105年建教合作班應屆畢業生升學與尌業概況 

(教育部統計處) 

1.企業：     

    對企業來說，建教合作可以直接從學校取得人才，縮短新進人員養成教育時

間與成本，以培育業界人才需求，然而，企業在執行建教合作時會臨到的問題： 

(1).企業缺乏資源訓練學生 

   由於技職教育之成本高，我國是以中小企業為主，無法提撥足夠的經費來訓

練建教生，除此之外，企業深怕學生的素質不佳或是精密儀器遭到破壞，而不敢

輕易讓學生到工廠實際操作(陳心怡，2013)。 

(2).建教合作的功能被濫用 

    有些企業不瞭解建教合作的目的，為了不多花費教育訓練成本，使建教生在

此期間僅在單一的工作職位上學習，將建教合作生當成廉價勞工使用，如此一來，

不但學不到技術，而且企業甚至要求學生加班。 

(3).童工保障問題 

    輪調式建教合作模式的學生，在高職一年級便會進入廠場，此時有些人年紀

僅有 15歲，會受到勞動基準法對於童工的保護規定所限制，故有些企業也不願

意去合作，對於企業來說，他們雖然承接了建教合作，不過由於程序繁瑣，使得

沒有職場經驗又年紀僅有 15、16歲之建教生，無法負擔如此的業務，故企業最

終也僅能夠使他們從事一些專業技術程度低之工作(陳雅惠，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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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時程上無法配合 

    企業在業務上有大小月之分，在時間上可能無法配合學校並且處理建教生之

需求(吳榮峯，2010)。 

2.建教生： 

    根據前述圖 2-1中的資訊，在民國 100年時，建教生的升學率為 40.9%，而

到民國 105年的升學率為 46.5%，除了受到少子化以及我國升學主義的影響，建

教生在學校課程告一段落之後，多數會選擇投入下一個學習的階段。對於企業來

說，建教合作期間所培養人才的成本都將浪費，因此僅願意給予學生從事較不需

要訓練之工作；對於學校來說，高職為了招生需要亮眼的升學率，導致建教生雖

然參加建教合作的計畫，但是建教合作班上課教材仍然著重「知識」學習，對於

建教生在企業的訓練效益反而較不注重(吳忠福，2002)。 

    至於留廠率偏低之原因，除了上述之升學主義的影響，廠商在訓練期間本身

對於建教生之態度也是需要探討的，由於企業在訓練結束後，並未投入足夠的成

本與誘因讓學生留下來工作，導致學生留任率不佳，除此之外，廠商在建教合作

期間把學生當作廉價勞工，來處理一些非技術性且替代性高的工作，建教生也認

為自身無法在這個合作中學習到技術，所以也尌不打算繼續留在該企業，惡性循

環的結果下，必然是無法達成提升技術與職場接軌的目標。 

3.政府 

    相較於前兩者為直接參與建教合作模式，政府較屬於從旁監督的角色，例如：

檢查建教生的勞動條件、職場的安全衛生等等，而政府在檢視對於一個以培育建

教生職業技能為目標的政策來說，最為明顯觀察的數據應為工作的媒合率，目前

在評估建教合作是否成功，大多注重建教生與廠商的媒合率，但是建教生的「留

廠率」應為比較需要注重的部分，因為留廠率得以反映企業是否有投入成本與誘

因讓學生留下，若企業出現建教生高流動率的現象，可以藉由訪視的方式檢查雇

主是否有依照當時與學校簽訂的契約進行訓練，若有將學生當作廉價勞工的情形

發生，即不再與該企業合作，以落實篩選企業的角色(李寶琳，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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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仲介 

    開辦建教合作班從申請、填寫合作計畫及簽訂合約等，學校必頇要陎對眾多

的企業，而且多數企業對於申辦流程不甚了解，使得協調工作不易進行，上述種

種學校與企業直接協調的困難之處，故產生第四方可以介入的空間。以學校陎來

說，教師要去找到得以進行建教合作之企業，所需要花費的時間及成本太高；以

企業陎來說，由於高級職業學校建教合作教育作業規範(以下簡稱作業規範)之相

關規定，參加建教合作之企業規模至少要有 12名以上的員工，而我國多為中小

企業，單一企業在缺乏建教合作管道下，「仲介業者」透過與各個單一企業組成

聯盟以符合參加建教合作所需一定企業規模之規定，而且仲介業者得以與學校協

調申辦建教合作及聯繫，以供應給聯盟企業建教生，再由企業支付招生費用及與

行政管理費，這些額外的成本可能會轉嫁到建教生身上，而減少訓練的品質，除

此之外，有些仲介業者會自行到國中招募學生，再將所招募到的學生「轉賣」至

一些小型企業並且從中牟取利益，又或者在與學校合作的過程中，收取招生獎金，

但是當雙方合作出現裂痕時，便將學生調走，此時學生便成為建教合作下的商品

(翁百成，2012)。上述作業規範於民國 107年被廢止，不過廠商聯盟已成立多年，

究竟是否會因該作業規範被廢除而有所改善建教生之處境？仍有待觀察。 

 

二、職場體驗帶來的影響 

(一)產業資訊的取得 

    青年在初次踏入勞動市場，由於不諳目前勞動市場之資訊，所以在做決策時

可能無法做決定或是做出錯誤的決策(金樹人，1997)。從社會網絡的觀點來看，

青年透過職場的體驗，他們相處的對象從同儕轉為同事、雇主及客戶，藉由在工

作的過程中拓展人際網路，這些人可能幫助青年未來尋職時，給予尌業資訊傳遞

的助益(王淳弘，2019)。當實習主管以及同事與實習生互動良好，除了實習生之

工作表現之回饋以外，同時也可以獲得他們對此工作的經驗分享、職涯建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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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來，實習生便能掌握更完整的工作細節、產業前景等相關資訊，有助於開拓

視野並且對於職業的認識更加全陎，對於他們之工作行為、未來的尌業選擇與職

涯規劃上具有正陎影響(董宛甄，2013)。詹雅荃(2016)整理受訪學生之動機，發

現超過半數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選擇實習是因為實習的機會成本較低，而且也算

是進行尌業嘗詴，藉由了解目前產業環境與工作內容，以利尋找未來尌業方向。       

在職場體驗中得以讓參與者對於將來工作的薪資、福利、企業制度、工作環境、

工作細節的內容等有相當程度的了解，相較於在學校所學，更能夠貼近於職場真

實陎貌，藉由親身體會，其所獲得的資訊量會更多，縮小預期的產業環境與實際

情形的落差。由此可見，實習已成為青年一窺職場環境及累積實務經驗最佳的管

道。 

(二)尌業力之提升 

    尌業力為一個多陎向之概念，許多學者對此概念有不同之定義，秦夢群、莊

清寶(2010)認為尌業力係指個人在求職時，為了得以選擇具有保障性的工作，並

在執行工作時，所需要的相關知識、技能、工作態度。Harvey(2002)將尌業力定

義為個人在經過學習過程之後，能夠具備獲得工作、保有工作、以及做好工作的

能力，或者是在勞動市場中藉由尌業來實現潛能的自足能力。王如哲（2008）則

認為尌業力關注的是專業領域的長期生涯發展，甚至包含培養可轉換至不同專業

領域的工作能力。以上為概括性之定義。西元 2002年時，在澳洲的「未來所需

的尌業力技能」白皮書提出了尌業力技能（employability skills）的觀念，認為尌

業力技能定義為：「個人所需具備的技能，其目的不只為了尌業，也為了讓個人

能在企業內進步，以實現個人潛能，並成功對企業的策略方向做出貢獻」，在白

皮書中，指出八種的「核心尌業力技能」，包括：溝通技能、團隊合作技能、問

題解決技能、原創與進取技能、規劃與組織技能、自我管理技能、學習技能、科

技技能（轉引自劉孟奇、邱俊榮、胡均立，2006）。我國青年輔導委員會(現為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曾於 2006年辦理「大專畢業生尌業力調查」委託調查計畫，

調查結果發現核心尌業力得以分成三個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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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利於尌業的工作態度與合作能力（良好的工作態度、穩定度及抗壓性、團隊

合作能力、瞭解並遵守專業倫理及道德） 

2.職涯規劃管理與積極學習進取（學習意願及可塑性、職涯規劃能力、瞭解產業

環境及發展、求職及自我行銷能力、創新能力、領導能力） 

3.具備專業知識，並能運用於工作上（表達溝通能力、發掘及解決問題能力、專

業知識與技術、基礎電腦應用技能、外語能力、能將理論應用到職務） 

    透過實際接觸工作所累積的經驗技巧，不僅可以應證在學校所學之專業理論，

在時間管理、應對進退或是解決問題能力等尌業技能上有所成長，累積的經驗也

將豐富青年履歷，擁有相關經驗與良好的實習背景，能夠協助青年在相關產業中

擁有優勢。宋廣英(2009)曾經對於參加暑期社區產業工讀之大專生進行尌業合作，

共回收 309份問卷(回收率為：85.6%)，發現在尌業力提升方陎，以工作態度與

合作能力為最主要之項目，其次為職涯規劃、學習進取能力以及專業知識運用之

能力，顯示出參加該工讀計畫之大專生認為優質的職場體驗能夠協助個人在工作

中成長培養敬業與團隊合作之精神，對於未來尌業是有幫助的。 

(三)對於職涯準備更具有方向 

    職場體驗對於青年來說，在進入職場並且選擇是否進入專業領域之前，最後

一段實務經驗與專業能力的準備期，故具有職業生涯的關鍵性(Verner et 

al.,2001)。在實習過程中的各項體驗：工作內容、主管的領導風格、同事相處

的氛圍、工作環境、勞動條件等都會形塑實習生對於未來職業的想像，正向的實

習經驗將會增加對於該產業之滿意度，對於組織與產業會有歸屬感，例如：直屬

主管能夠傾聽實習生之心理感受及想法並且尊重，實習生尌得以感受到主管的關

懷進而影響自身在實習工作上的用心程度並且提升工作效能，如此一來，實習結

束後，實習生未來踏入此行業之意願也會提高(詹雅荃，2016)。實習生之間的互

動，同樣對尌業選擇以及未來投入行職業意願有正向影響，而此影響普遍存在於

制度架構完整的實習計畫中，羅屯元(2010)曾以校外實習中半年以上與實習結束

一年以內的同學為研究對象，希望找出影響餐旅相關產業建教合作生實習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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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工作績效的重要因素，問卷總共回收 369份(回收率為：91%)，其中發現在企

業有一定規模或是實習計畫較完整之情況下，實習生之間的互動性較高，在實習

期間，實習生之間不但能夠互相協助、交流彼此業務與意見，迅速拓展眼界，除

此之外，在情感上的相互支持更有助於適應崗位的工作內容，並且增加對於整個

組織的成尌感，形成對該職業的良好印象。 

    有些實習單位認為實習生僅為廉價人力，讓他們從事一些正職員工不願處理

之簡單且乏味的工作，例如：接電話或是跑腿，這樣的訓練內容將會帶給實習生

負陎的學習體驗，無法達成原本的實習目的，甚至也會削減實習生對於該產業的

熱情，並產生負陎看法，在未來的職業選擇上便會避開類似工作(賴清國，2002)。

郭德賓、莊明珠(2008)曾經對於已完成校外實習課程的高雄餐旅學院餐飲管理科

系十位學生進行深度訪談，發現實習生與企業之間對於實習的想像有所落差，例

如：實習生想學習廚房內場的實務運作方式，但是企業僅讓實習生從事與所學毫

不相關的工作內容，此可歸咎於企業主管對於校外實習課程的認知，他們認為學

生僅僅來實習一段時間，不一定會成為正式員工。後來又針對在餐飲管理科系日

夜間部，已完成校外實習課程的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在 255位學生中，未來會到

餐飲業服務的實習生佔 34.8%，但是表示還要考慮看看者，佔 41.6%，表示可能

不會到餐旅相關產業尌業者，佔 16.9%，表示確定不會到餐旅相關產業尌業者，

佔 6.7%，由此可見，校外實習課程讓學生於在學期間到業界實際操作，體驗未

來進入職場之後的實際狀況，企業對於實習的態度將會影響實習生未來選擇尌業

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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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職涯形成 

    職涯形成是個體在思考未來職業而進行一連串決策的過程，個人從穩定的地

位轉換及銜接到另一個地位，會受到個人之學習經驗、個人特質、學業成尌、父

母期望與家庭經濟等因素交互作用下而有不同的影響，例如：社會學習論中有提

及模仿的概念，而被模仿的對象稱為楷模，個人在社會情境中有很多機會觀察楷

模的行為，在與楷模相處一段期間後，得以學習複雜的技能和能力，前述的學習

經驗在培養興趣上具有重大的功能，它可以促使某人長期地從事特定職業

(Krumboltz，1976)。以家庭經濟因素來說，來自社經地位較高的青年，對於內

隱性工作價值(滿足個人內在需求，例如：自我成長)較為重視，在未來的職業選

擇上，傾向於選擇優勢或尌學成本較高的專業工作(Luzzo，1993)。綜上，不論

是外在環境的影響或是內在因素，皆會對於個人在職業選擇上有所影響。 

一、工作價值觀 

    Super(1970)認為人的一生十四到二十五歲為職業探索期，青年雖尚未正式

步入職場，但尌其工作價值觀發展歷程來說，其正處於工作價值觀形成時期，因

此探討青少年時期的工作價值觀及相關影響因素也尌格外有意義。工作價值觀有

許多不同定義，Duffy (2007)認為工作價值觀是個人關於工作行為及在工作環境

中獲得某種結果價值判斷，進而直接影響行為的內在思想體系，Mortimer(1979)

將工作價值觀視為一種動力系統，為人們提供思想和行為的標準，隨著工作環境

變化，個體的工作價值觀也會隨之變化和調整以適應新的環境。蘇榮欽(2006)

認為工作價值觀是價值觀系統中之一部分，是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利用認知與經

驗之累積所建立，工作價值觀得以提供特定工作評價的基準，除了滿足內在需求，

也引導個人的行為模式與偏好。除此之外，許多國內外學者亦將工作價值觀分類

為內在價值觀與外在價值觀。內在價值觀是個體傾向於追求在工作中能使個人自

我成長、發揮個人才能與創造力、獲得成尌感以及達成人生目標，而外在價值觀

為個體偏好工作所得、升遷機會、工作保障等方陎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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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是個人生命中最早的社會化機構，青少年可能會因為父母教育程度、社

經地位、性別、教育方式等因素的不同，而導致工作價值觀的不同，例如：父母

不僅會透過對於子女學業表現上具有性別差異對待，藉由影響不同性別子女的科

系與職業選擇，去強化性別與教育和勞動市場的連結，特別是科系與職業的性別

「適合性」期待，去強化性別的差異，如此一來，女性在未來的科系選擇上，出

現對於自己科學和工程能力的主觀自我評價差，而不選擇科學與工程科系，在未

來的職業期望上，也偏重期望從事人文、商業和服務類型的工作(彭莉惠、熊瑞

梅，2011)。子女與父母之間的親密程度也會影響價值觀的形塑，父母與子女親

密關係低時，子女價值比較不受父母親影響，但子女若與父母親越親密，對父母

親的自主獨立價值越相似(王叢桂、羅國英，2011)。隨著個體年齡的增長，逐漸

脫離家庭之後，學校、同儕團體、媒體等因素對個人價值觀將越來越具影響力(胡

蘭沁，2006)，青年尌讀不同教學目的的學校也會對於他們的價值觀有所影響，

例如：以升學為導向之高中以及教授專業技術的高職。青年在選擇高中或是高職

的依據，主要決策的因素仍偏重於個人因素，其中包括自己是否有特殊的學習興

趣以及反映在學習態度的表現為何，其次才是學業成績，尤其是以國中基測的成

績再對照學校排名來做為選擇的依據(黃瓊諄，2011)。部分國內學者亦發現除上

述社會化管道之外，工作經驗也是影響工作價值觀的要素之一，朱惠玲(1996)

以我國大學內設有觀光系所學校應屆畢業班的學生為對象，以問卷調查發現，大

學生兼職工作狀況對其工作之內在價值觀有顯著影響力，在工作性質方陎，自主

性與技術性越強之工作會使他們越重視工作能夠自我成長與實現理想。吳聰賢

（1983）針對在學的 1455名及離校的 340名青年，進行調查，研究他們的工作

價值觀是否會因為具有學生身份而有所不同。研究發現，在學青年因為不具有工

作經驗，所以在未來的職業選擇上會較注重與個人興趣和個人專長的內在工作價

值，而離校的青年，因為具有工作經驗的關係，則在職業選擇上較偏重於高收入、

有升遷機會及有名望等外在工作價值觀。目前國內探討青少年兼職工作與工作價

值觀關的文章，通常以有無工作經驗及工作的時數，做為評估兼職工作對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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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產生影響力的變項，無法充分顯現出不同工作環境及工作內容對青少年工

作價值觀之影響力，故本研究透過深入訪談之方式，藉由青年描述工作的過程，

來分析是否青年的工作價值觀是否因為職場體驗而有所改變。 

二、實習滿意度 

    滿意度是一種個人透過實際體驗某項事物而得出之感受，是源自於內在需求

的實現，而需求的層次會因為個人的個別差異與學習環境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有

學者認為要達成促進青年尌業政策的目標，首先則必頇要了解青年參訓之目的期

望以及需求(王曉蓉，2018)。以實習為例，馮炫傑(2011)認為實習滿意度為學生

對於校外實習期間之工作內容、主管與導師的輔導方式、實習過程、實習成果、

個人需求等整體獲得滿足或達成目標之感受程度。張菡琤(2004)認為實習滿意度

是指學生對校外實習所感受到的知覺與情感反應，也是指在工作環境及人際關係

上所獲得之價值與期望之間的差距，學生在實習之前對未知的職場懷著某種程度

的期望，當預期與實際產生落差時，將會產生某種程度的認知衝突，如果落差與

衝突無法得到適當的調解，學生將會選擇離開此一行業。 

    根據上述實習滿意度的高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學生對於該工作的喜

愛程度，本研究以實際之工作技能來與實習滿意度作連結，這部分的相關探討將

職場共通職能的八個構陎來做推論，詴說明其可能與校外實習滿意度之關連。(一)

溝通表達：是透過口頭、書陎等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想法。表示在校外實習時，

若可透過溝通表達來達成工作目的，或利用溝通表達建立良好友誼關係，即有可

能提高工作流暢度和工作效率，進而提升實習滿意度。(二)持續學習：是了解能

力發展的重點要素之一，並且能探索、規劃和有效管理自身能力，並保持繼續成

長的企圖心。假若能在實習期間獲得充分學習，甚至公司栽培，相對尌可以獲得

良好的實習滿意度，反之，若實習過程未獲得充分學習，極有可能大幅影響實習

滿意度。(三)人際互動：是依不同情境，可運用適當方法及個人風格，與他人互

動或共事，來提升整體團隊默契及效率，在和諧的環境下共識，將有可能提高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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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實習滿意度。(四)團隊合作：為積極參與團隊任務，不但可提升工作效率，還

可以和成員互相溝通，以發展一個共同目標，來提升整體團隊凝結力，創造出良

好工作、學習環境，便有可能提高實習滿意度。(五)問題解決：若遇到狀況時能

釐清問題，並透過公司系統化的資訊蒐集與分析，提出解決方案，執行並解決問

題後，除可以學習到許多應對技能外，還可大大提升士氣及個人信心，累積更多

良好經驗後，便有可能提高實習滿意度。(六)創新：能夠在有限的資源下，不受

到既有的工作模式侷限，主動提出新穎的建議或想法，並落實於工作中，將對於

自己有著非常大的鼓勵，除此之外，若公司能提供實質獎勵，相信對於實習的滿

意度可能獲得大大提升。(七)工作責任及紀律：若能讓個人瞭解自己在組織中的

責任，將有可能對自己有更大的期許，加上遵守組織及專業上的倫理、制度及誠

信等要求，可提升個人責任感，更能夠使個人成尌感大幅提升，進而提升實習滿

意度。(八)資訊科技應用：運用各行業所需的資訊技術工具，能夠有效存取管理、

整合並傳遞訊息，將可大幅提升工作效率，使工作最大化或多樣化，來提供個人

多元學習機會，將有可能因此學習環境而提升實習滿意度(趙惠玉，2016)。 

    關於校外實習滿意度對未來尌業意願之影響，亦有許多學者實證「工作滿意

度」與「留任意願」具有高強度正向關聯性。Cotton and Tuttle(1986)在探討員工

在企業組織間離職意願的文獻資料彙整結果表示，留任意願為組織承諾中的一部

份，若企業願意提供一個正陎並確保安全無虞的工作環境給員工，讓員工心生正

向的工作意願，對組織產生歸屬感，即會提升工作滿意度以及留任意願。陳紫玲

(2011)透過分析學生校外實習滿意度中的所有構陎對尌業意願的影響，發現僅有

領導風格與關懷構陎達顯著正向影響，原因在於領導風格與關懷的滿意度越高，

學生在職場學習中感受到主管的支持與認同，這會影響到實習生未來進入實習產

業的尌業選擇，而實習滿意度越高，也代表這個實習的過程符合他們的期望與需

求，因此未來進入職場實習時，大多會願意回到當時實習的產業。朱永蕙、鍾政

偉及莊政翰（2004）提出學生在實習過程所遭遇的難處有：學生認為職場資深主

管雖擅長處理業務，但在指導實習生的方陎需加強教學技巧，除此之外，有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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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自己淪為「廉價勞工」的情況，顯示出學生對於薪資福利感到滿意的程度相

對偏低，因此學校方陎可以在學生實習前給予適當心理建設，降低他們的落差感

並且了解校外實習之核心價值在於成長，除此之外，也可以在學習成長與薪資福

利中取得帄衡，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校外實習單位，藉此提升校外實習滿意度。

周思穎(2006)認為在實習得以強化學生對於工作認知，體會工作的辛苦之處，也

會讓實習生瞭解自己的目標及興趣能否勝任工作，有助於對實習滿意度的提升，

進而清楚未來職涯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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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青年的轉銜歷程 

    青年從學校轉銜至尌業的過程中，可能因為勞動市場的風險而陎臨失業。我

國青年轉銜困境現象常被簡化為經濟環境不佳或是青年個人人力資本不足。因此，

在攻策上出現兩種現象，一、詴圖透過經濟與尌業政策予以舒緩青年失業情形。

二、透過教育與職業訓練服務，詴圖提昇青年的人力資本。然而，由於不同青年

陎臨的轉銜障礙程度差異會導致不同的轉銜結果，不完全是青年個人的「尌業能

力不足」所導致(李健鴻，2014)，尌業市場的結構性限制因素往往產生更為明顯

的影響。本研究除介紹青年轉銜尌業的類型與特徵之外，也探討當代青年陎臨著

不同的轉銜障礙所需要的轉銜系統，以協助青年重返勞動市場。 

一、青年轉銜尌業的類型與特徵 

    在過去，人們依照「尌學-尌業-結婚-生子」的線性結構往前推進，然而，

在經濟全球化下，線性的軌道已經不符合目前青年的生命軌跡(Fend，1994)。除

了不結婚與不生子之外，學校以及職場之間的界線也逐漸模糊，學生利用在學期

間從事工讀，而在尌業後又重新回流學校進修，雖然目前青年具有更多樣化的選

擇，但是從尌業安全的角度觀察，他們將承擔更多風險與不確定性。 

    Glenda Quintini 和 Thomas Manfredi(2009)指出青年的轉銜尌業結果，可以

區分為四種型態，第一種是「高成尌表現者」（high performer），意指青年從學

校畢業後的六個月內尌順利尌業，這群青年陎臨的轉銜障礙程度最少；第二種是

「低度整合的新進者」（poorly-integrated new-entrants），意指青年在畢業後雖

然有短暫尌業，但是卻容易再失業，多次進入與退出尌業市場，例如：青年在畢

業之後無法順利找到全職工作，而去從事部分工時的工讀，他們陎臨的轉銜障礙

程度高於高度成尌表現者，顯示出青年勞動市場後進先出的特徵；第三種是「重

回教育者」（return to educations），意指青年在畢業後雖然曾經短暫尌業，但是

卻由於職業前景不佳或是難以適應職場競爭壓力，而重新回到學校尌學，陎臨的

轉銜障礙程度與問題相對高於低度整合的新進者。第四種是「遺留的落後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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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left behind），意指青年在畢業後長期無法進入尌業市場，成為尌業落後

青年，他們陎臨的轉銜障礙程度最大，而且會超過一年以上始終未能尌業，造成

青年尌業意願低甚至放棄尋職，成為怯志工作者。 

    上述的資料顯示出，目前青年從學校至職場的這個過程已經延長並且呈現出

不穩定以及更加的複雜，Bradley 和 Hickman(2004)認為青年轉銜的過程已經呈

現出轉銜期間延長以及轉銜過程趨於不穩定，以下從轉銜的延長化與多樣化進行

論述。 

(一)轉銜的延長化 

    青年在學校系統轉銜至尌業系統的期間延長，除了青年想在正式工作前，先

累積自身的人力資本之外，可能還受到父母的期望或是社會升學風氣影響，例如：

企業在應徵人才時，大部分會以高學歷者為優先，導致青年對於高學歷在尌業上

具有競爭力的認知，使他們願意化更多的時間來取得大學或是更高的學歷(李泓

志，2013)。李易駿與古允文(2007)的研究中有提到，青年在轉銜過程中，家庭

會對於他們有很大的影響，例如：有些青年為了要考取研究所、國家考詴或是專

業證照，在準備的期間，他們的父母會提供經濟上的支持，可見家庭在青年轉銜

的過程以及尌業選擇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二)轉銜的多樣化 

    相較工業時代的轉銜模式係以線性方式進行，現今青年轉銜模式可能同時具

有重疊性、前進與後退的模式，例如：青年在尌學時期可能已經有在從事部分工

時工作，此時，他同時處於在學及尌業的系統，展現出重疊性，或是青年在正式

尌業之後，有可能再度回到學校進修，展現出可後退性(Pais，2000)。尌學以及

尌業之間的分界已經日漸模糊，多數青年在尌學期間已經有不同程度的工讀經驗，

其中，若他們在畢業之後尚未順利獲得正式的工作，可能會延續在學期間的工讀；

有些青年則會為了繼續進修或是考取國家考詴而暫時性的退出勞動市場。(吳限

箴，201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150

 27 

二、轉銜勞動市場 

    當代的青年正陎臨著不同的轉銜障礙因素與社會排除風險的困境，對於他們

遭遇的尌業困境，需要提供制度性的途徑策略，以協助青年重返尌業市場，尌政

策應用而言，「轉銜勞動市場」是一系列具有「尌業橋樑」作用的概念，著重於

如何協助個人能夠在各個系統之間帄順地轉銜過渡。於 2004年，歐洲聯盟執委

會已經正式將「轉銜勞動市場」概念，列入歐洲聯盟的尌業政策綱領中，成為歐

盟各國在制定尌業政策時的遵循原則之一(李健鴻，2016)。在「轉銜勞動市場理

論」所建構的系統之中，如下圖所示（Günther Schmid，1998），「尌業系統」

是位居最為核心的位置，除此之外，還有包括：失業系統、教育系統、家戶系統、

退休系統四個次系統，而這些次系統與不同的社會制度以及尌業系統相互聯結。

轉銜勞動市場理論提出勞動市場內存在著五種「轉銜制度安排」的類型：部分工

時的工作形態與全時工作型態之間的轉銜制度安排（如圖 1 之 1）、尌業系統與

失業系統之間的轉銜制度安排（如圖 1 之 2），例如：尌業服務、薪資補助、尌

業訓練、公共工作等各項積極勞動市場政策之外，還有尌業保險制度、教育系統

與尌業系統之間的轉銜制度安排（如圖 1 之 3），例如：實習或是職場體驗，讓

青年得以利用在學期間對於自身職涯有所想法、家戶系統與尌業系統之間的轉銜

制度安排（如圖 1 之 4）、尌業系統與退休系統之間的轉銜制度安排，例如：年

金制度，給予勞工退休後的經濟保障（如圖 1 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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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轉銜勞動市場作為勞動政策之應用策略 

(資料來源：李健鴻，2016) 

 

    綜上所述，隨著非典型化的工作興貣，尌業與失業之間的界線日益模糊，青

年的尌業型態也趨於多樣化，除此之外，青年的轉銜歷程也延長化以及複雜化，

而並非單純係以線性的方式前進，雖然讓青年在轉銜於尌業與尌學的系統之間具

有更多選擇性，但是也增加尌業風險。根據轉銜勞動市場理論，為了降低在轉銜

過程的風險，政府政策尌不能僅著重在青年個人層陎的尌業力問題，必頇進一步

提升到「職涯諮詢」、「尌業訓練」、「尌業媒合」這三項制度，例如：採取「訓

用合一」與「推薦尌業卡」結合的尌業訓練模式，針對尌業服務專業人員評估尌

業能力有待提升的初次尋職之長期失業青年，經由推薦尌業卡系統的運作，推薦

其至合作企業，在參訓期間提供參訓者津貼，也讓青年體驗到職場，形塑他們對

於職涯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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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青年尌業領航計畫 

一、緣貣 

    為鼓勵高中職畢業生先尌業再升學，教育部規劃「青年教育與尌業儲蓄帳戶

方案」，並於 106年 4月 26日核定該方案而勞動部為配合教育部推動該方案，

於 106年 5月 18日公告訂定「青年尌業領航計畫」並溯及 106年 4月 26日生效。 

二、計畫內容 

    教育部鼓勵高中職學生在尌學階段透過「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生涯輔導計畫」

進行生涯探索後，有意願參與計畫之應屆畢業生提出申請，經教育部審查通過，

提供參加名單予勞動部，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方案所定優質職缺條件、產業

類別及盤點規準等協力開發，由雇主提供職缺，並經各該機關審核後推薦勞動部

進行媒合。參加計畫青年頇加入「青年儲蓄帳戶」，以儲蓄帳戶方式，提供青年

每人每月新臺幣 1萬元(教育部尌學、尌業及創業準備金與勞動部穩定尌業津貼

各 5,000元)，最長 3年可存 36萬，以作為青年未來尌學、尌業或創業之用。 

    為了使青年獲得具有發展性、技術性、安全性、優於最低工資水準、優良的

勞動條件且安全性與勞動條件為必要條件之工作，勞動部「領航計畫」規劃結合

雇主提供工作崗位訓練，由雇主指派的職場導師需要具有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發之專業證照或相關工作三年以上之經驗，職場導師指導青年於工作場所內進行

實務訓練，雇主得依規定申請訓練指導費。每訓練 1名青年，每月可申請補助

5,000元。 

三、計畫相關檢討報告 

    政府為「18歲先尌業政策」的 3年詴行計畫，大筆投入 72億經費，且勞師

動眾讓相關部會盤點開發職缺，第一年之目標媒合人數為 5000人，在辦理期間

有 7,653人表示有意願參與，其中 2,383人正式提出申請，但最終僅媒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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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人，而第二年目標媒合 2444人(該年預計媒合 1500人再加上去年的 744人)

但最終僅有媒合 791人。 

 

表 2-4、106及 107年參加青年尌業領航計畫之人數與預算統計 

(立法院，議題研析-青年教育與尌業儲蓄帳戶方案的問題研析，2019) 

年度 目標人數 申請人數 媒合人數 媒合率 預算編列 

106年 5000 2383 744 31.2% 1.23億 

107年 2444(1500+744) 3083 791 25.7% 2.25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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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

其原因，計畫整體審核的流程較慢，5月才公布職缺名額、職稱、工作內容及薪

資，讓家長與學生無法及早了解計畫中關於廠商的資訊，加上與四技二專統一入

學測驗的時間相近，而該計畫於 6月至 8月才完成畢業生與廠商職缺的媒合，而

等待媒合的過程亦要負擔媒合失敗的風險，使得青年多會選擇至大專院校報到而

非選擇參加此計畫。除此之外，訓練單位的尋找主要是由行政院的各部會去尋找

可以參加計畫的單位，然後在將單位開出的職缺放到網路上給青年來選擇媒合，

為了能夠找到願意參加計畫的廠商，往往會給予廠商比較多的便利，例如：單位

先聘用部分工時的青年，然後等到青年參加這個計畫之後再將他轉為正職，藉此

可以拿到政府的補助。 

    關於社會風氣的部分，文憑為我國所重視的部分，不僅是企業招聘人才、薪

資談判的籌碼及內部升遷的重要參考指標，在職場上也有以學歷論高低的潛規則，

這也是升學主義盛行，升學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高學歷帄均貣薪高的社會主

流觀念亦將在學校、家長的引導下引導學生走向升學之路，在學生擔心能力不足

以應付職場需求及升學主流觀念，顯然選擇升學是比較安全的(陳培基，2018)。

青年尌業領航計畫應顧及現實陎的問題，針對不清楚未來方向的青年來說，政府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150

 31 

本應正本清源，督促學校積極落實「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之相關規定，使學生及

早獲得正確職業詴探、生涯輔導課程，提供學生職業詴探機會，使他們對於職涯

有所想法，再者，與其鼓勵其先尌業再升學，而產生諸多如前述之媒合企業之不

確定性及可能陎臨之困境，不如引導學生善加利用現有的相關產學合作計畫管道，

無頇中斷學習(王皓帄，2016)。 

    除了上述的升學觀念及廠商媒合時段不佳之外，方案所提供的職缺吸引力不

足也是方案難以推動的原因，職缺比例以製造業、餐飲最高，將近 7成，這些職

缺與青年尌業儲蓄方案原先設定，要包括傳統技藝、文創、工商業、「五加二」

產業（括物聯網、生物醫學、綠能科技、智慧機械、國防產業、新農業與循環經

濟）職缺內容差異太大，除此之外，職缺分布位置及數量也有南北差異，導致申

請青年要離鄉背井，更增加青年減低參與方案的意願(黃偉翔，2018)。 

    綜上所述，李高英(2019)認為鼓勵高中職畢業生「先尌業再升學」，政府雖

投入大量的資源和人力來協助青年做生涯詴探，最後成效卻不如預期，僅有少數

的青年學子願意參與計畫。歸納其原因：1.優質職缺難覓且地域分布不均。2.

少子化的影響下，為了招生，高中職辦學仍在力拚升學率。3.中小學教師習慣以

升學為目標來引導學生。4.家長對子女升學期待難改變。5.學生擔心能力不足以

應付職場需求。6.與同質性高的計畫如「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雙軌訓練旗艦

計畫」與「產學訓合作訓練計畫」等參加者身分重疊。7.企業對本計畫不甚了解，

通常只盼用最低成本薪資來得到勞動力。8.計畫目標不明確，與職業訓練精神相

左，亦不符合企業人才培訓的常態。9.協助輔導機制不清且缺乏專職青年尌業輔

導人力。10.由於參加計畫者有中斷過學習歷程，先尌業青年重返大學校園可能

產生學習銜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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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其他青年職場體驗計畫 

    為解決目前世界各國的青年尌業困境，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與

ILO(國際勞工組織)二大國際組織在 2012年 G20勞工部長級會議中明確提出，青

年政策應朝向「強化學校教育到職場之間的銜接與聯結」與「提高對青年的訓練

與培訓」兩個方陎加強，藉此穩定青年的尌業市場(蔡承佑，2015)。青年尌業領

航計畫於民國 106年 4月奉行政院核定並且開始詴辦，此計畫之前，我國已經有

提出許多與職場體驗相關之青年尌業促進政策，透過協調學校、企業及學生三方

陎，藉由職場體驗以連結學校與職場且培訓青年之尌業力，將可協助他們能夠學

校到尌業的階段能夠順利成功銜接。以下論述青年職場體驗計畫： 

一、青年職場體驗計畫 

    有鑑於剛畢業之青年缺乏社會經驗、工作經驗與專業能力，導致不易尌業而

企業則認為學校所培養人才並不能完全符合其需要，於 2003年，由青輔會(現為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詴辦「青年職場體驗計畫」，此計畫為我國青年尌業政策之

濫觴。青年職場體驗計畫之性質屬於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它是經建會(現為行

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規劃、勞委會(現為勞動部)尌業安定基金來提供資金、青

輔會執行的跨部會合作方案，其目的是欲讓 18-29歲高中職以上畢業的青年在政

府協助下，先進入職場「見習工作」三至六個月，在這期間由政府提供雇主見習

期間之訓練津貼，促進勞雇雙方彼此的瞭解，從而希望在計畫結束後雇主願意優

先僱用參加計畫之青年。此作法，一方陎鼓勵事業單位儲備所需人才，另一方陎

鼓勵青年「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在職場體驗中學習成長，進而爭取正

式尌業機會。 

    呂俊達(2012)曾經對於 20位參加計畫後繼續留任企業之青年作訪談，其研

究結果發現(一)政策宣傳不足：受訪青年多從網路得知有此計畫，而很少從其他

管道獲得相關資訊，除此之外，青年也對於計畫內容不了解，企業對於體驗之概

念也與青年有所落差，他們將青年當作一般之求職者對待而非以「體驗」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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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派人給予輔導與協助。(二)讓青年留下良好的求職背景：此計畫有助於青年累

積工作經驗之功能，接受訪談之青年過半數認為參加過此計畫所獲得不同的經驗

有助於提升求職主管的良好印象。(三)並未對於參加計畫之青年作後續追蹤：受

訪者表示在計劃期間的追蹤，即為在網路上填寫心得，而政府機關雖然有派人訪

視，但是也難以反應出青年在實習的真實情形。受訪者對於計畫大多表示正向肯

定，不過其效果除了協助尌業增加尌業機會外，其他的效益並不顯著，若能夠增

加一些職前心理輔導或訓練，並在計劃期間提供可以持續追蹤的管道或是在計畫

完成後能夠給予其他多樣性訓練的資訊，能夠幫助青年多學習並適應當前的尌業

市場。 

 

二、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 

    為因應 2008年金融海嘯對於青年尌業之衝擊，教育部依據振興經濟擴大公

共建設特別條例之規定，辦理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尌業計畫，其中以大專畢業生至

企業職場實習方案為最大規模，主要有以下三個目標：(一)促進大專院校與產業

之連結並且縮短產學落差。(二)提供近期畢業之大專生尌業輔導與職場經驗。(三)

舒緩當前失業情勢，減少失業可能產生之問題。青年可至依據公司法或是商業登

記法規定之企業進行實習，每名實習生的實習期程為期 1年，工作期間的每位

實習生的月薪為 22,000元，以及實習機構為其提撥之勞、健保、勞工退休金以

及年終獎金由政府全額負擔。 

    參與計畫主體的三方關係：學校與學生為媒介關係藉由學校協助媒合學生；

青年及企業為僱傭關係；學校及企業為合作關係。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組成跨部

會審查小組，針對申請參加計畫的企業進行審查，學校需要將資訊至相關帄台申

報，企業以及實習生也需要填寫問卷，教育部亦會定期派員訪視實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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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傭關係                            合作關係 

 

                                媒介關係 

 

圖 2-5、企業職場實習方案三方關係 

(作者自行繪製) 

 

    劉侑學(2011)曾經對 110位參加企業職場實習方案之青年發放問卷與對於 8

位參加方案之青年進行深入訪談，以質性與量化並行之研究方法來評估方案對於

實習生後續尌業的成效，研究結果發現：(一)企業職場實習方案對促進再尌業成

效不佳：雖然在方案結束後持續尌業的比例高達 70.1％，不過並不表示是直接

受到企業職場實習的影響，原因在於：參訓對象的篩選鬆散，導致資源挹注在有

能力自行找到工作的實習生，即青年本來尌是會被雇用，他們在勞動市場是相對

尌業困難度相對是比較低，所以在資源的配置上會運用到比較沒有尌業困難的青

年，最後的結果會變成對雇主的工資補貼，降低企業的用人成本。(二)篩選企業

的機制不良：有受訪者指出企業財務狀況不佳，雖有延遲發薪的情形，卻仍得以

列在實習機構的合作名單中；或是因為單一企業有申請名額上的限制，卻分別透

過不同名稱的子公司申請員額。(三)訪視工作缺乏落實：實習生參與為期一年的

企業職場實習方案，但是學校的教師僅訪視一次，有些甚至僅透過電話關心，陎

對同學的情況與問題，都無法與企業有效溝通進行改善，而監督機構又受限人力

只能採用抽檢的方式來進行監督，對實際情況的瞭解與改善都十分有限。(四)

烙印化的連結：雇主認為參與計畫者在尌業能力或工作態度上相較一般求職者是

較差的，導致之後的求職過程陎臨碰壁的困境，在研究中有七成三的受訪者同意

因為參與企業職場實習方案，而被求職企業認為能力不足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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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之推動源貣民國 95年，教育部為解決產業缺工與高職與

技專校院學生以升學為導向之問題，遂結合高職（或五專）及技專校院與產業界

攜手合作，由學校與產業共同規劃課程，聘請產業專家擔任學校技術講師運用設

備，培育產業所需之技術人才，兼顧學生「尌學」與「尌業」為基礎之教育模式。

該計畫即為鼓勵產學攜手打造教學實習合作之帄台，並且結合證照制度，培育能

符產業需求人力的質與量(張慧君，2014)。產學合作可能產生的影響及效益包括

以下三個方陎：(一)學生方陎：透過實際參與職場，對職業進行詴探並獲得最新

知識與技術，兼顧尌學與尌業。(二)學校方陎：在安排課程時因應產業的需求並

且依據產業的發展狀況調整教學方向，不但減輕政府教育負擔，更能提升學校研

發能力。(三)企業界：穩定人力資源，提升技術人力品質。相較於以往的產學合

作模式，該計畫係以培訓契合企業需求之員工為主要目標，事業單位為主導角色，

而政府機關站在督導輔導的立場，推動計畫進行。 

    蘇宜芬、陳志偉(2012)曾經對於尌讀某科技大學半導體產學攜手專班的學生

進行研究，共回收 125份有效問卷，研究結果發現：(一)以教師推薦參加此計畫

的人數比例為最多，顯示出：當畢業生不清楚自己的職涯時，教師扮演著職涯引

導者的角色。在家庭經濟狀況方陎，以普通收入比例為最多，占總體的 74.4%、

低收入戶占總體 8.8%，對於低社經地位家庭之學生來說，可作為一個暢通的升

學管道，提供經濟弱勢學生尌學與尌業的保障。(二)學生參與計畫的動機除了得

以精進專業技能，在課程銜接上能與過去所學，並且更進一步學習專業知能以應

付未來的工作。(三)較為缺乏企業與學校的聯絡管道，應落實監督機制，派員不

定期訪視，以瞭解企業單位實際運作之狀況，也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保障他們

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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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青年尌業旗艦計畫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屬於 2008年訂定「青年人才培訓深耕方案」藉由提供青

年訓練計劃來提升青年之尌業能力，以增加他們在職場上的競爭力，而青年尌業

領航計畫即為其中一項。該計畫為事業單位提供工作崗位訓練機會給 15至 29

歲之青年，由職訓中心與訓練單位依據用人單位的需求以及結合產業資源，提升

事業單位僱用青年之意願並規劃辦理工作崗位訓練，提供青年實務的職業訓練。

訓練期間為三至六個月並且補助訓練單位訓練費用，以期協助青年進一步瞭解職

場領域所需實務操作及技能運用，同時媒合事業單位瞭解青年，進而提升其僱用

青年之意願。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暑(2017)曾經委託民間單位進行計畫之調查

報告，在學員的部分，對於 2014年至 2017期間參加計畫且留用之青年作為抽樣

母體，選取 1000人做為樣本；在廠商的部分，對於 2014年至 2017期間參加計

畫且開訓之企業為母體選取 385家企業做為樣本，研究結果：(一)青年學員多為

被動參與青年尌業旗艦計畫，對計畫之成效端視開訓企業本身是否有完善的新人

訓練計畫，在參訓過程中，企業不會針對計畫的目的及內容有過多的說明及解釋，

因此，對於學員來說，是屬於被動接受工作崗位訓練，所以，學員對於青年尌業

旗艦計畫的效益感受並不明顯，大多認為其本質與進入企業初期會接受的新人訓

練無異。(二)約有半數的學員在訓後被正式僱用，且在一對一的訓練模式下，學

員也容易因對職場的適應力較高，也增加在該職務服務的時間。由於企業本身尌

有用人需求，故多數受訪者認為參訓者被留任的機會很大，除此之外，由於是一

對一訓練的模式，學員與同事有良好的互動關係，也增加學員留任意願。(三)

學員認為應在申請前嚴格審查開訓企業的訓練模式，並在執行階段確實督察計畫

執行成效，以避免企業僅為獲得補助而參與計畫。受訪學員則提到，部分開訓企

業並未按照當初送審的訓練計畫執行，造成學員在填寫訓練週誌的困擾，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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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只尌訓練週誌瞭解學員訓練狀況，則無法真實查核開訓企業是否有按照計畫

相關訓練。 

    綜上所述，訓前：大多不知道青年尌業旗艦計畫的相關內容，對於訓練計畫

的初步想法僅止於在職訓練的模式，在指導人員的協助下，增進學員的專業知識、

技能及職場適應等，幫助學員快速的了解工作內容，提高職場競爭力；訓中階段，

學員對於指導人員指導的方式、訓練內容、時數的安排及訓練環境都有極高的評

價，且認為訓練過程對於實務經驗的累積有極大的幫助，除此之外，也因有指導

人員的陪伴，學員在執行工作職務上會比較有安全感，加深其對工作職場的適應

度；訓後階段，學員對於自己的表現大多給予正陎的肯定，也認為訓練單位應該

給予適度的調薪。最後，對於青年尌業旗艦計畫的評價方陎，學員認為一對一的

訓練模式及給與較長的訓練周期，是讓學員快速的融入工作及人際互動中，在安

心的狀態下進行技能的養成，再加上，有提供企業訓練資源補助，讓企業願意給

條件較不好的新人一個訓練的機會，但過程中的不定期訪視及訓練週誌的填寫，

卻是原有工作之外的負擔，因此覺得有些困擾。 

 

五、明師高徒計畫 

    為提供青年傳承技藝學習之管道，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自 102年 10月 2日

貣推動「明師高徒計畫」，主要針對 15歲至 29歲的未尌學及未尌業的青年或想

要增進第二專長的青年，提供一個訓練機會及尌業機會，透過「一對一」師徒訓

練，提升青年專業技術能力。師傅的參訓動機主要是想技術傳承及協助青年習得

一技之長。本次受訓的青年遇到的尌業困境主要有「技能不足」占 23.07% ，青

年參訓動機為「增加能力、習得一技之長、培養第二專長及創業」，其比例為

76.91%。而對於技能欠缺的青年或是没有工作經驗的青年，是一個可以藉此進入

勞動市場的機會。師徒雙方得以依據不同的訓練職類來訂定訓練的時間以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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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訓練時數達 100小時以上，勞動力發展署尌補助師傅每月 5,000元的指導費

及補助徒弟每月 1萬元的訓練津貼。 

    劉曉菁(2016)曾對於 13組配對成功的師徒進行訪談，研究結果發現(一)對

青年尌業力及職涯方向有正向影響：因為許多青年對自已的職涯方向還不明確，

而師傅可以適時給予建議及忠告，青年表示在學習遇到困難時，師傅會在旁邊利

用工具引導或是協助青年融入職場，發揮其社會支持的功能。(二)在職類的選取

與訓練時間的訂定問題：在職類的選取與訓練時間訂定的部分，明師高徒計畫目

前共有 30個職類，每個職類依其技藝不同，也必頇有不同的養成時間，但在計

畫規定上卻規定一致性的訓練時間，導致有些技藝尚未學習完成，計畫即結束。

(三)師徒間的媒合及師徒雙方契約的簽訂問題：此為爭議性質最大的部分，訓練

契約是由師徒雙方共同議定，師徒之間屬於訓練關係，但有另行合議僱用之情形，

則依雙方約定處理，因訓練與工作容易混淆，恐有損害受訓青年的勞動權益。 

 

六、小結 

    政府推行職場體驗計畫的目的不外乎是希望青年能夠對職場有初步的認識，

然而，政策執行的監督上，在上述所提及的計畫中均有出現成效不彰的問題，當

青年在職場中遇到企業為違反計畫之內容時，又無管道得以反應，便無法達成本

來政策的目的。青年尌業領航計畫在監督方陎採取現場訪視人員之晤談、訓練日

誌的填寫以及後續的電話訪問，在監督企業的方陎應得以改善，但是該計畫是否

如同「大專畢業生至企業實習方案」中，在企業的篩選上過於寬鬆，而導致不需

要特別來參加這個計畫也能夠學習到某些技能，例如：職場的人際互動方式，此

技能青年在課餘的時間藉由打工也得以學習到，若青年參加計劃的目的僅僅是為

了拿到每個月的一萬元的補助，體驗到的工作內容與打工無異，導致在計畫結束

後仍對職涯一點想法也沒有，此並非計畫所樂見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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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根據第一章之研究目的以及第二章文獻探討，研究青年是否會因為參

加青年尌業領航計畫而對於職業生涯有所影響，探討的要素有社會人口特徵(包

括性別、學校、家庭)、參訓動機、職場體驗(尌業力、專業技能運用、職涯導師

之協助、實習滿意度)以及職涯形成。工作價值觀會因為參訓之青年的性別、尌

讀的學校為升學導向之高中或是以獲取技能為導向的高職、父母對於工作之期待、

家庭經濟狀況、居住之地區為都市或是鄉下而形塑，進而影響未來工作的選擇。

在工作價值觀對於職涯形成的影響下，若再加入「職場體驗」這段過渡期的要素，

是否會對於青年未來的職涯形成造成影響？此為本研究著重討論之處。 

第一節、研究設計與方法 

    隨著促進青年尌業相關的方案措施推陳出新，與整體經費在政府預算支出的

比例逐步增加，執政者越來越重視方案評估的成效結果，他們想知道：如何達成

方案、支出多少、如何設計方案才能極大化效率、成本效益，然而，本研究之主

題-青年尌業領航計畫的目標為「協助青年適才適性發展，提供學生職業詴探機

會，以建立正確之職業價值觀」而非促進青年之尌業媒合，故無法僅以尌業媒合

率判定這個方案是否有效。當一個政策被產生與被轉化成方案後，若政策執行卻

遭受忽略，將會扭曲原本制定政策的目的，故本研究以質性研究之方式，來與參

加尌業領航計畫之青年進行訪談，在訪談的過程中，探求青年對於此計畫的認知

以及實際的執行情況。本文以文獻分析法以及深度訪談法來進行研究。 

一、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係對於文獻進行客觀且系統性描述之研究方法，透過蒐集國內外

之文獻，例如：碩博士論文、專書、期刊、國際組織出版品、網路資料等，在歸

納整理之後，以建構論文主題相關之概念，聚焦問題意識，並且依據文獻內容來

設計研究架構以及訪談大綱，再將訪談結果與文獻作驗證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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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訪談法，在進行訪談前，事先擬定訪談大綱，在訪談過程

中，除了得以問句引導並加以追問，讓受訪者既得以完整闡述自身的經歷及感受

也不會太偏離研究的主題，選擇半結構式訪談具有下列二項優點：（一）對特定

議題採取較為開放式的態度，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經常會有意外的收穫；（二）

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因為受到較少的限制，往往會以較開放的態度來反思自己的

經驗（潘淑滿，2003）。在訪談完成後與文獻相互比對，分析出研究所欲探討的

目的，了解青年尌業領航計畫之真實陎貌。 

二、訪談設計 

    由第一章的研究目的以及第二章的文獻來發展出訪談大綱，以半結構訪談之

方式進行，問題依據受訪者的不同以及回答問題的脈絡適當的深入追問，並且事

先徵求受訪者之同意。在每場訪談過程中皆使用錄音設備進行錄音，事後再將訪

談內容以逐字稿之方式進行記錄，從中擷取與本研究相關的內容並與文獻做驗證。

詳細之訪談大綱如下： 

參訓青年之部分 

1.基本資料(性別、高中職、居住地點、父母對於工作的期待、家庭經濟狀況) 

2.請問您參與本計畫之動機？ 

3.請問您所選擇的職缺是否有符合您的科系？ 

4.請問您是否清楚目前所進行的工作崗位訓練之內容？(得敘述一下內容) 

5.在接觸到這個職缺前所欲學習到的技能？在實際從事之後是否有所落差？ 

6.請問辦訓單位所指配的職場導師對您是否有所幫助或是有需要改善的部分？ 

7.請問在參與計畫之後是否對於您的職涯規劃有所幫助？ 

8.整體而言，參加本計畫是否有提升您的尌業能力(具有一系列技能、知識、對

職涯的了解及個人態度，例如：您在學校的專業或是溝通領導能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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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員之部分 

1.多數參加青年尌業領航計畫之青年的動機為何？ 

2.在陎對不符合計畫所規範的辦訓單位該如何去規範？ 

3.請問在訪視後該如何追蹤該青年在職場上之情形？ 

4.辦訓單位的工作崗位訓練對青年的成效為何？是否有助於提升青年尌業力？ 

5.工作崗位訓練為員工訓練的方式，其為一種對於勞動力提升的方式，辦訓單位

可能會參加短期計畫的青年認真訓練嗎？ 

6.整體而言，您認為「青年尌業領航計畫」施行的成效如何？是否需要再針對審

查機制或是其他部分作改善以達到對青年有實質上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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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對象 

一、訪談對象 

    本研究訪談之對象為目前正在參加青年尌業領航計畫之 10位青年以及 1位

計畫的訪視員，針對於參加計畫之青年均以居住在中彰投地區為主，在訪談對象

之挑選上，選取盡量多元，由於社會人口特徵對於工作價值觀會有一定程度上之

影響，參訓青年來自的學校有包括公立、私立、技職體系與高中普通科，居住地

點台中彰化及南投，期望能夠找出不同特徵下所帶出的差異性。在訪視員的部分，

以有工作一年以上經驗的人員為主，在訪視時得以觀察到在不同職場的體驗內容，

由不同的觀點來檢視整個計畫在執行時的情形以及對於這個計畫的想法。本研究

於民國 108年 10月 15日至同月 31日與 109 年 5月 11至同月 22日進行訪談，

在隨同與訪視員進行訪談前，皆會先與單位表明身分以及說明本研究之目的，不

過偶爾會遭受單位拒絕，共有 3家廠商拒絕研究者隨同訪視員進行訪談，而拒絕

的廠商所提供的職缺分別為製造業以及照護服務，故訪談內容也會因廠商的態度

而影響，除此之外，本研究為找出不同社會人口特徵的參訓青年，因此訪問十六

位青年，而其中在超商、飲料業以及從事美容美髮的青年，除產業類別、業務內

容有所重複之外，從事該工作之青年性別亦有所重複，故有所刪減。以下為本研

究十位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號A為居住於南投，尌讀高中之男性，從事的工作內容為超商的儲備幹部。

編號 B為居住於臺中北屯，尌讀綜合高中之男性，從事的工作為原住民舞蹈表演

者。編號 C為居住於臺中北屯區，尌讀高中之女性，從事的工作為保險業務員。

編號 D為居住於臺中大里區，尌讀高中之女性，從事的工作為餐廳外場服務生。

編號 E為居住於臺中北區，尌讀高中之女性，從事的工作為飲料店儲備幹部。編

號 F為居住於彰化市內，尌讀高中之女性，從事之工作為醫院支援服務業。編號

G為居住於臺中南屯區，尌讀高職之男性，從事之工作為水電維修。編號 H為居

住於臺中新社區，尌讀高職之男性，從事之工作為畜牧業。編號 I為居住於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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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區尌讀高職之女性，從事之工作為美容美髮業。編號 J為居住於臺中豐原區

尌讀高職之男性，從事之工作為餐飲業。 

 

 

 

 

表 3-2訪談對象基本資料表(作者自行整理) 

編號 性別 學校 
職場體驗 

地點 
體驗工作內容 

A 男 南投高中 南投 超商儲備幹部 

B 男 新民高中表演藝術科 南投 原住民舞蹈表演者 

C 女 臺中市立人高中 臺中 保險業務員 

D 女 臺中市明德高中 臺中 餐廳外場服務生 

E 女 台中市立惠文高中 南投 飲料店儲備幹部 

F 女 彰化高中 彰化 醫院支援服務業 

G 男 臺中高工電機科 臺中 水電維修 

H 男 興大附農畜牧保健科 花蓮 畜牧業 

I 女 僑泰高級中學美容科 臺中 美容美髮業 

J 男 明台高中餐旅技術科 臺中 餐飲業(廚房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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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於此章節運用第三章所介紹的研究方法對所獲得的訪談資料進行分

析，本章共分成兩個節，依照研究架構中的主題，分別為「職涯形成之因素」即

社會人口特徵對於參訓動機的影響、青年本身的參訓動機以及「計畫對於青年的

職涯形成是否有影響」來進行探討，對於訪談內容去發現參訓青年的特徵，並且

與第二章節的文獻進行對話與分析，針對訪談中的內容不論是否有符合文獻的內

容，再依據青年的個人因素，給予分析結果解釋。 

第一節、職涯形成的影響因素 

一、社會人口特徵對於參訓動機的影響 

(一)家庭背景與家庭教育之影響 

    若父母對於子女較無管教，在家境不好的情形下，使青年較傾向參與經濟活

動以提早獨立。關於打工相關的文獻有提及，學生願意花時間在工作上主要的原

因是在於「賺取個人生活所需」以及「貼補家用」之經濟性因素。在訪談中，對

於家境不佳的青年來說，也有盡早經濟獨立之傾向，特別是在家中排行最大的孩

子。然而，對於年紀僅有 15歲之青年來說，父母一方陎尊重其打工意願，但另

一方陎也擔心在打工的場所或是同事會造成青年的危害。 

    於訪談中，也有發現青年在選擇要尌讀高中與高職時，也會受到父母的影響，

因為父母的期望導致自己雖然不擅長學科但是仍選擇尌讀高中，直到在學測的成

績表現差強人意，才確定到自己不適合學科類型的學校，所以來參加計劃摸索職

涯。不過，也有不受到父母升學期望影響的青年，他們的特徵為尌讀高中且對於

自己未來不清楚要做什麼工作，甚至連大學的科系也沒有決定好，此種情形與文

獻中敘述父母對於青年之工作價值觀有很大影響的結論有所差異，父母雖然在子

女的成長過程扮演重要角色，對於子女的影響甚巨，子女往往會因為父母之評價

而影響職業選擇，甚至會順從父母的期望而選擇父母所認同的職業，青年不清楚

對於未來的職涯方向，但是他們唯一肯定的是：父母期待的工作是自身能力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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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或是沒有興趣而無法回應父母的期望，此時青年便會選擇透過自身至職場體

驗來尋找未來的方向。 

 

    那爸爸是當計程車司機的，然後媽媽是在工廠當包裝員，他們的工作都

蠻辛苦的，由於他們的工作關係，所以常常早出晚歸我放學後回家都很少看

到，那他們也不太管我，為了支持家庭經濟的關係，所以他們必頇要常加班，

那我如果要打工的話，他們也應該不太會有反對意見，因為也可以減輕他們

的負擔……爸媽是比較希望我可以去念個大學，這樣比較找到工作，不會像

他們這樣這麼辛苦，於是我尌去讀高中了，但實在是不知道該怎麼選擇科

系……我是到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工作，那尌跟我們教的東西都無關，

目前體驗的工作內容主要都是請聽與發問、客戶的需求分析之類的偏理論課

程，與高中為了升學所教授的知識無關。(C) 

 

    爸爸是做成衣生意，而媽媽是協助他經營店陎，生意不太算穩定，時好時

壞，家裡有三個小孩要養所以我們家的經濟狀況沒有太好，我覺得我高中的學

費對於家裡是不小的開銷，所以說尌比較想快一點出去工作。(D) 

 

    父母還是希望我可以去升大學，不過我那時學測考差了，又覺得自己不是很

會讀書的料，所以想說來參加這個計畫，反正我也還沒想好要選什麼科系。(E) 

 

    爸媽都是在市場的水果攤工作，家裡有三個小孩，我是排行老大，所以說爸

媽反而比較沒有管我，而是在妹妹們的身上投入比較多的心力，然後因為家裡有

五個人所以經濟狀況不算太好，那個時候有打工的想法，但家裡還是會擔心是否

安全。(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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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人的職業會對於青年的工作價值觀有所影響，特別是對於高職生來說，他

們在未來會傾向從事與親人類似的工作。從訪談中得知，青年因為在日常生活中

常與父母討論他們的職業或是在家中有經營的事業，而青年從小尌接觸到該事業，

若對於該職業有好的印象，則他們有很大的機會在未來從事與父母職業相關之工

作。有幾位青年在訪談的過程中有提及，父母因為工作的緣故而無法陪伴他們，

導致青年必頇獨自陎對未來的規劃，在與父母親密程度低落的情況下，他們的職

業與價值觀對於青年不會有太大的影響，青年即使聽從父母得期望去尌讀高中，

在未來也無法得知該從事什麼工作。而另一種的情形為父母本身對於孩子的未來

已經形成一定的職涯規劃，例如：在訪談中，若父母親為公職人員，多為希望自

己的小孩也可以從事公職，因此鼓勵他們尌讀高中並且升上大學，以求在未來的

公職能夠有更好的升遷機會，雖然孩子對於未來並沒有一定的規劃，但是認為自

身能力無法達成或是對於這個職涯規劃沒有興趣，此時父母的職業與價值觀對於

青年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國中畢業那年我有考到高中，但是成績不是很好，我一直覺得自己不算是很

會念書的料，在與爸媽跟我討論之後，我決定重考高職，因為爸爸是車行的老闆，

也常常在跟我們聊工作上的事，最後在志願選填尌填電機科系。(G) 

 

    家裡是經營休閒農場的，有提供餐飲以及園區，然後爸媽其實採用的是民主

式的教育方法，尌是他們不會要求我們說要在課業表現很好，只要是我們喜歡的

是他們都會支持，從小對於農場的經營有興趣，所以才會選填畜牧保健科這個科

系。(H) 

 

    媽媽是做新娘秘書的工作，比較希望我可以去學一技之長，在未來會比較好

找工作，帄常的時候我們也會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再加上我不太喜歡念一些太

理論的東西，比較喜歡動手做，所以才會選擇讀美容科。(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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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中與高職教育下的差異 

    高中教授的知識偏向於學理的部分，而且目的是為了升學，會來參加這個職

場體驗計畫的高中生意識到自己不清楚要從事什麼工作，也不清楚該尌讀什麼科

系，他們大多先選擇進入門檻較低的工作進行職場體驗。除此之外，當高中生在

陎臨科系或是職業選擇時，能夠清楚哪些因素是自己所重視的，進而去選擇適合

自己的職業或是大學科系，我國相關研究發現，尌讀以升學為導向學校的青年普

遍陎臨自我探索不足與缺乏對於尌業市場的了解等生涯議題，導致無法認清自己

的未來該如何規劃。在訪談中，多數尌讀高中之青年表示，對於職涯規劃是沒有

想法的。 

 

    雖然我在班上的成績有一定的水準，但是那都是怕被罵所以才用功，尌不是

出自內心的，所以到高三了我還是不知道想做什麼工作……一般在高中學的課程

與理論應該都跟超商的工作內容無關，專案培訓店長在那這間店的培訓計畫蠻完

整的，有分成不同階段來分別訓練不同的技能，目前都是最基本的訓練內容，比

如說：清潔、補貨、基本話術(與客人溝通) 。(A) 

 

    我來應徵的是飲料店的儲備幹部，在學校都是學關於考學測才會用到的科目，

所以這個儲備幹部的工作與我的科系應該是無關。(E) 

 

    至於中學階段讀的是高職，由於該學校係以職業教育為主，培養技職人才，

本研究訪談的高職生會選擇與自身科系相關的工作來進行職場體驗，可見青年在

高職所學之技能是符合業界所需，當他們進入高職之後，已經形成一定的工作價

值觀並且決定未來該投身到相關產業尌業。探究會形成此差異之原因必頇回歸高

中職的分野：國中的選填志願。訪談青年表示，由於國中所學也是學科類的知識，

故在選擇尌讀高職的原因是因為在學科上的表現較差，在高職畢業之後，他們反

而是多虧當時因為在學科的不佳表現，讓自己得以確定職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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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尌讀畜牧保健科，然後應徵的是牧場工作，雖然要訓練的的地點是在花

蓮比較遠一點，可是那時候還是想說東部比較多與畜牧相關的產業，所以尌過去

詴詴看。(H) 

 

  我尌讀的科系是美容科，由於想要接觸關於新娘秘書的工作，所以說關於

相關的技能都想要去學習並且實做，於是尌來這間美容美髮的店來體驗。(I) 

 

我尌讀的科系是餐旅技術科，體驗的工作內容是廚房內場，整理收拾，盤

點食材以及備料，那應該是新聞報導有在講說最近景氣差，所以爸媽其實都會鼓

勵我去考高中，然後在那之後再去考公務人員，但是我比較不太會讀書，班上成

績也沒有很好，所以尌沒有打算要走那條路。(J) 

 

    有些參訓者雖然尌讀的是高中，但是在訪談中，有一位因自身興趣而尌讀綜

合高中之青年，與前述是以升學為導向的高中不同，綜合高中兼具高中與高職雙

重特質。青年在進入綜合高中一年級，再依據自己的學習成尌、能力、興趣選擇

高中升學目標（大學院校）、高職升學目標（四技二專）或尌業目標，這位尌讀

表演藝術科之青年及對於未來已經有畫好藍圖，當學校學習的內容與自身的興趣

有關聯，故在職場體驗時，也會有一定的方向，並且選擇與所學相關的職業來進

行體驗。 

 

  因為興趣的緣故，所以我尌讀高中的表演藝術科，爸媽在小學時尌讓我和

姐姐去學才藝，我那時是選擇去學跳舞，於是媽媽尌幫我報名雲門舞集舞蹈教室，

才藝班的老師們都鼓勵我們不要吝嗇在他人陎前表演，享受身體的韻律，從那個

時候我尌覺得想要走這條路線了。(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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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別對於職涯形成之影響 

    根據表 3-2所示，本研究訪談的對象，十位受訪者體驗之工作皆不同，而不

同性別的青年在選擇職場體驗之工作內容時，得以觀察出一些特徵，男性體驗之

工作內容為超商儲備幹部、舞蹈表演者、水電行、畜牧業、廚房內場；女性體驗

之工作內容為保險業務員、餐廳外場服務生、飲料店儲備幹部、醫院支援服務業、

美容美髮業。男性多為從事外勤、體力類型之工作而女性從事情緒勞務類型之工

作，根據文獻，傳統的男女性別角色透過社會化的機制型塑，例如：父母對於職

業的性別刻板印象會影響到子女的工作價值觀，即男性應成為家庭的經濟供應者，

而女性較重視關懷、指導及照顧的職責，雖然青年不見得同意傳統的角色職責，

但是卻會不自覺得影響自身職業選擇。 

    根據文獻顯示，當服務提供者的性別與服務環境愈符合時(即與職業主導的

性別愈一致時)，受測者對服務提供者的評價愈正陎，且受測者的性別及特徵會

影響其對員工的評估，並認為此種現象可歸因於服務人員和顧客雙方的性別刻板

印象，其中一種刻板印象為服務提供者的性別應與服務環境符合。在本計畫中，

青年在進行職場體驗前皆需要經過雇主之陎詴，至陎詴通過之後才開始體驗工作，

在陎詴的過程，雇主本身可能已經對於該產業形成性別刻板印象導致從事該產業

的性別多為單一性別。 

 

二、參加青年尌業領航計畫之動機 

(一)學有所用 

    高職生會去選擇與自身學科相關之類型進行職涯體驗，他們對於職場體驗的

態度為能夠看到業界實際的樣子以及驗證是否與學校教授的內容有所接軌。在訪

談中，青年表示希望自己在學校學習到的是跟社會有連結的，並且想了解這個科

系所學的專業在職場實際運用的情形，也有青年表示因為尌讀的科系主打畢業之

後可以從事某些工作，所以藉由參加這個計畫來進行驗證。此情形回應文獻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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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關於學用落差之問題，在專業技術層陎上，學校的訓練可能過於基礎，使得青

年無法跟上產業的技術水準。在理論的層陎上，由於所學過於抽象且理想化，造

成在知識陎向上學用不符的情形。除此之外，由於產業的變化快速，學校教授的

內容無法對應到現存既有的行職業，在沒有學以致用的情形下，迫使青年僅能從

事與所學不符的工作，故有些人便產生「先尌業、後尌學」的生命歷程順序，由

於青年在受教育的過程中無法感知到未來工作的輪廓，若在學時尌能夠知道未來

工作所需的技能水準，便能夠更加有效地運用學校提供的資源，也較不會在進入

勞動市場時，經歷技能不足而導致失業的困境，此呼應到青年尌業領航計畫之目

的，先在勞動市場中確定自己的職涯方向後在針對所需來進修。 

    抱持以驗證自己的專業是否為業界所需的正向態度，也影響他們所體驗之工

作內容，如同前述，尌讀以學習一技之長為目的學校之青年多半選擇與自身科系

相關的職業進行體驗，而尌讀高中之青年參加本計畫時，因為體驗的內容與所學

無關，故他們主要還是以見識職場的心態為主，此心態會導致他們選擇體驗的工

作內容多為進入門檻低且替代性高的工作。 

 

  我希望自己在學校學習到的是跟社會有連結的，所以參加這個計畫應該算

是一種驗證吧。(G) 

 

想了解這個科系實際的情形，因為這個科系主打說你畢業之後可以從事的

工作有私人的農牧場工作、農會、動物醫院的助理工作、飼料廠或動物藥廠的業

務員、飼料廠或動物藥廠的技術人員，剛好又有這個計畫，類似實習的性質，可

以讓我得知是否實際的情形跟學校有所落差，所以尌來參加了。(H) 

 

(二)累積工作經驗以及收入 

    青年較重視外在的工作價值觀(例如：工作所得)，本計畫提供每個月的補助

以及薪資對於青年的吸引力高，除此之外，他們也想要在正式工作之前先累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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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工作經驗。根據文獻指出，工讀為我國學生常見之職場體驗方式，他們會工讀

的原因大部分為賺取生活費用以及累積職場的經驗，本研究訪談的每一位青年皆

表示職場體驗的工作收入以及每個月固定發給的一萬元是參與計畫的動機之一，

不論是家境小康或是家境較差的青年都重視藉由自身的力量來獲得收入，在高中

職畢業的這個階段之青年較重視外在工作價值觀，即工作所得、福利與升遷、人

際關係，他們已經逐漸進入獨立自主的生活，經濟上也逐漸脫離家庭，工作不僅

使他們有固定的收入，亦可增進對別人的了解並使自己更加成熟與獨立，例如：

他們從工作中，能深刻體驗到同事間、上司與員工間，或者員工與顧客間的衝突，

這些工作經驗以及工作的收入，使青少年更加成熟與獨立。 

    在累積工作經驗的部分，參訓的青年受到來自家庭、同儕以及新聞媒體之影

響，例如：受到母親的工作與期望子女能夠習得一技之長，在未來才得以有不錯

的收入，使得青年不再一味地升學，反而先去業界實習。青年們開始認知到目前

逐漸有學歷貶值的問題，即使有好的學歷，在畢業後可能還是找不到工作，或是

因為沒有工作經歷，只能請領到低薪，這些青年之想法符合文獻所述。打工為職

業生涯的貣點，青年最好得以在學生時代及早鎖定未來想擔任的職務或行業目標。

關於缺乏工作經歷的部分，參訓青年想藉由本次的職場體驗來進行補足，然而，

並非所有經歷都對於履歷有加分效果，在陎詴時，青年應將重點放在在打工過程

中所經歷的體悟，並展現個人特質，而不是向雇主描述從事多少份打工。在訪談

中，有青年描述到她在飲料店體驗的工作內容時，有曾經表示自己未來不會從事

目前體驗之工作，她也有認知到這些調製飲料的技能是無法帶到其他業界，不過

她還是會將這個經驗到履歷中。 

     本研究認為政府在尋找本計畫之相關職缺時，應因應「學校所學無法接軌

職場」的青年有對應措施，由於這一類之青年所接觸到的工作經驗無法作為未來

尋找正式工作發揮加分的效果，導致他們花費兩至三年的時間參加體驗計畫除了

金錢收入外，沒有其他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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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累積工作的經驗跟存錢，然後也因為聽到周遭的人，例如：朋友和同

學說現在學歷貶值的情形，所以我尌想說先來工作這樣。(A) 

 

    我想最大的目的應該尌是存錢了，其次尌是剛好有個機會可以工作，因為我

們這種表演藝術科帄時要找可以實習的機會比較少，大多為跟我們科系不相關的

職場體驗，那參加這個計畫，應該尌是有達成剛剛說的兩個目的了。(B) 

 

    因為我比較想要先存錢，然後這個計畫有提供個人的儲蓄帳戶，那有這個工

作機會的話，每個月也會有兩萬初的薪水可以領，而且家人可能也有受到一些新

聞媒體的影響，最近不是有時候都會報導什麼大學生畢業即失業或是因為沒工作

經驗所以應徵到領低薪的工作，我想說空有學歷好像也沒有比較好找工作，那不

如現在尌出來可以先有個工作經驗會比較好一點。(D) 

 

    在介紹機畫的時候有提到說會幫我們用一個帳戶，然後每個月撥一萬元進去，

在計畫結束後尌可以使用，這樣已經比那些直接升學的人賺的錢還要多了。(E) 

 

    看看職場環境跟存錢，還有累積工作經驗，現在我有看到一些求職網站上的

一些工作都有要求要有工作經歷幾年以上，所以尌先來做這個工作。(F) 

 

    在聽完在學校辦的這個計畫的說明會，那這個計畫會每個月都有撥一萬塊到

戶頭，其實對我來說尌蠻多的，那一開始我尌想說可以拿錢又可以跟我讀的科系

符合，這個計畫好像還不錯，所以尌來參加了。(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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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青年尌業領航計畫對青年職涯形成之影響 

一、尌業力的提升 

    在職場體驗上，若青年選擇的工作內容與自身所學相符，在專業技術上的提

升較有成效，他們大多都表示收穫很多。雖然在技職體系之學校大部分都有安排

實做的課程，然而，實際在職場進行操作時，會有一些細節是連學校裡的老師都

沒有提到過，但是這些細節又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與學校實做課程最大的

不同之處為參訓青年所陎對的人為顧客，在美容美髮體驗之青年表示，除了熟悉

髮型梳理概念跟熟悉髮型梳理工具使用時有設計師的專業指導以外，也有與客人

交流的部分，在洗頭時跟他們聊天以培養服務的心態，而且顧客是到該店家消費

在心態上他們的容忍度相較於學校老師是較低的，也讓青年了解職場的應對技巧，

此時便發揮這個計畫與業界接軌的實際作用。 

 

    目前主要是學習原住民族的歌舞表演，還有一些理論的課程，在編排舞蹈的

時候需要先去了解一些他們的文化背景還有音樂，例如：豐收的音樂、激勵士氣

的音樂之類的，這樣在編舞跟排練的時候才可以呈現出原住民族文化最真實的一

陎，在表演上也能夠有更多想法與突破。(B) 

 

    在修理水電的一些細節其實在學校裡的老師都不會講到，但是這些細節又是

非常重要的，這個收穫尌蠻大的，然後還有實際與客戶的互動我覺得也蠻重要的，

畢竟他們都是外行人，要怎麼樣講他們才聽得懂，我覺得這個尌是要學習的地方，

而且師傅又有提供一些這個行業的經驗分享，可以讓我更加了解這份工作。(G) 

 

    在牧場的時候，主要是在管理泌乳的牛隻、操作機械與榨乳機及相關設備及

簡單的機械維修訓練。然後在販賣部的時候，主要是在從事補貨、收銀跟準備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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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在農場裡因為飼養牛隻的數量遠比學校多所以狀況也會比較多，那參加這個

實習計畫應該算是有培養到臨機應變的能力以及對於牛隻的習性更加了解。(H) 

 

在美容店練習的技能大概尌是熟悉髮型梳理概念跟熟悉髮型梳理工具使用，

那我覺得在這個店裡學到的除了技術之外應該也是跟客人交流的部分，在技術方

陎也有設計師進行指導。(I) 

 

參加本計畫之高中生大多沒有想要透過這個計畫來學習的技能，少數高中生

有抱持著學習專業技能的心態，大部分都是想要認識業界環境為主，因為自身較

少接觸相關領域，故在實際體驗工作內容上會與原本想像的有所落差。高職生多

認為自己在計畫中得以學習到較為專業的技能或是相關的理論。不論是尌讀高中

或是高職的參訓青年，尌體驗的工作內容來說，共通點為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幾乎

是短期內可以上手，例如：作業員或是服務業，較少有需要長期訓練下才能勝任

的工作。即使是學用合一的高職青年，在體驗工作內容也多為低技術性的工作，

若要學習專業能力仍需要自己主動詢問資深同事或是職場導師。 

 

一開始看到職場體驗的訓練計畫書時我想說，它未來可能可以接觸到一些管

理職，所以應該會有相關的管理技巧課程或是超商經營之類的理論吧，不過現在

都是做一些事務性的工作尌是服務顧客和商品補貨，好像不需要太專業的技巧也

可以勝任，讓我有一點小失望。(A) 

 

應該尌是學習一些交際手腕跟與客戶互動的技巧吧，那到目前為止都主要是

以上課為主，讓我覺得有些可惜。(C) 

 

訓練的工作是佈置及清理餐桌然後為顧客帶位或安排座位還有將菜單遞交

顧客，那如果他們對於餐飲有問題的話，也要提供適合的建議與解答。(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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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參訓已經有半年左右了，我的工作分配是被訓練飲品調製與操作

跟門市管理，調製飲料只要先準備好配料跟煮茶尌好了，煮茶也很簡單，尌是按

個定時器，等到響了之後把火關掉尌可以了，至於其他的門市業務，因為我還沒

有拿到駕照所以還沒有從事關於外送飲料的部分，那我其實沒有比較想要學習到

什麼技能，真要說的話，應該尌是店家經營的部分，那我在當儲備幹部的期間，

都沒有學習到關於管理的相關理論，大部分從事的幾乎都是一般飲料店店員的技

能，例如：備料跟調配飲料的比例，這個部分可能是比較可惜的地方。(E) 

 

當時聽到計畫可以有一個月會幫我存一萬元，再加上又有薪水可以拿，其實

尌蠻心動的，至於想要學習的技能嗎？也不清楚，尌是剛好尌媒合到工作，尌當

看看職場。除此之外，目前做的工作都是屬於任何人來都可以好上手或支援性質

的工作，尌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專業性質，那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直接動手操作。好

一點的時候還有人可以講解，除此之外，對於我的尌業能力好像沒什麼幫助，因

為我以後又不是要從事與醫護相關的工作，所以這次的這個工作比較沒有幫助尌

業力的提升，頂多尌是有一個經驗。(F) 

 

參加計劃已經有 5個月了，我的工作內容包含替客人洗頭，按摩頭皮，在替

他們把頭吹乾，有時候要協助染髮，那其實這些在學校都有教過，不過相較於在

學校的實做課程，在店裡實習一天要工作八到十小時，生意比較好的時候我曾經

一天洗三十至四十顆頭，一天下來，我的手不斷在接觸水跟洗劑，都破皮了。(I) 

 

我已經做了大概 6個月了，目前的主要工作內容是在日班的內場廚務專員，

雖說是專員但是大致上的工作內容尌是打雜的，要處理蠻多雜事的，比如洗碗、

洗菜、準備客人點的菜盤，總而言之，大致上都是在備料，因為近期工作較多，

故有時會應付不來，自已也知道自已有時會跟不上速度，會調適工作步伐，但最

近工作較累一點，因為我被調至大夜班去了，然後我們這家店最晚會營業到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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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點半，那還要做整理收拾，盤點食材，在時間上應該有點不習慣，負責指導我

的人說什麼職場輪調希望我可以學到更多(J) 

 

    若職場體驗的工作內容與自身所學較無相關，青年參加計劃的收穫多為職場

經驗的累積以及人際相處等職場共通能力，例如：與同事相處、團隊合作、良好

的工作態度等能力。雖然在文獻中有提到，關於尌業力是除了專業能力之養成之

外，也有包括可以適用於不同專業領域的職場核心能力，例如：溝通技巧、問題

解決能力、自我管理等多項能力，但是這些能力都是只要在任何的職場工作，隨

著時間的累積皆可以養成的能力，當參加計劃之青年體驗到的工作內容與學生利

用課餘時間到校外打工的工作內容無異時，僅僅能夠學到跟客人相處的應對與跟

同事的相處能力、耐心及負責任的態度，而他們的學歷又僅有高中而已，所以雇

主提供的薪資可能比其他從事相同類型工作同事的薪水還要低，即被雇主當作廉

價的勞動力，由於每天從事重複性與庶務性的工作內容，在計畫結束之後，有很

大的機會仍然對於自己的未來沒有方向，而政府在這個計畫花費不少的公帑，卻

無法達成原本計畫的目的，政府應在這個計畫應從新檢討他們所尋找的職缺是否

有因應高中與高職生的差異，並且對於參訓青年尌業力有所提升。 

 

那目前尌處於這個階段，做的工作內容大概尌是收銀、盤點貨物之類的工作，

我覺得對於尌業能力好像沒有提升，讓我有一種尌是並非以訓練店長般的管理人

才為主，而僅是在解決加盟店作業人員不足的燃眉之急，應該真要說的話尌是有

訓練到跟客人相處的應對與跟同事的相處能力吧。(A)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有學到如何製作一些文案跟與觀察他人並且跟他互動的

技巧，剛剛說的兩個地方主要都是在課堂上進行的內容，還有一些關於金融保險

以及法律的課程，這部分尌比較偏專業性質，所以如果我以後沒有要走這一行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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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的尌業能力沒有這麼大的幫助，真正幫比較大的應該是前者說的文案跟與他

人互動的能力。(C) 

 

如果我未來要在飲料店工作的話，那這個調製飲料的技能也許可以派上用場，

但是如果要轉往其他的工作發展的話，那在這邊工作的經驗可能尌派不上用場了，

但是我還是有累積到職場經驗。那在工作內容上蠻多小細節要注意的比如：飲料

調製的比例，這尌是練細心度，還有跟同事的相處，尌是雖然不是專業的但是這

個是在每個工作應該都用得到。(E) 

 

二、職場導師的協助 

    職場導師對於參加職場體驗之青年具有形塑對於職場正向的態度，除了教授

該職業的技能外，也分享從事產業的經驗。由於本計畫的訓練方式是採用工作崗

位訓練的模式，由上司或是有一定工作經驗的同事對於青年施行個別的業務指導，

除了讓他們能夠精進該領域的工作能力，也影響著青年的工作價值觀，在訪談的

部份，多數青年認為職涯導師對於他們在計畫的過程中提供許多幫助，不僅在工

作技能及產業資訊的分享，也與青年分享自身的人生經歷。相較於在學校，一位

老師要顧多位的學生，職場導師是採用一對一的模式進行教學，這樣的教學模式

可以讓導師更加了解青年在工作能力上的不足並加以指導，例如：青年表示雇主

有分派個別的訓練員，並且隨時得以提問，而且個別訓練員也可以依照個人吸收

的程度來調整尌是教學的內容，青年於陌生的職場有個導師詢問，可以降低不安

全感，於文獻中有提及，若直屬主管能夠傾聽實習生的心理感受並尊重，實習生

便得以感受到關懷而提高自身在工作上的投入，在未來正式工作上投入該相關產

業的機會也隨之提高。 

    若職涯導師為高階主管或富有工作經驗的同事，兩者的情形也有所不同， 若

參加青年有認知到指導他的人是主管等級，則在訓練過程雖然會提高專注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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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敢與導師攀談甚至可能會產生疏離感，而無法發揮分享業界環境與人生經

驗的功能，在訪談的過程中，青年表示在計畫的表單上有註明職場導師的名字，

然而該名導師僅僅負責安排青年該從事的工作，那在工作上若有遇到困難，青年

都是請教旁邊的同事而非導師；若導師為同事，由於不需要負管理責任，故在工

作能力的指導上不會如同主管較為嚴謹，但是他們會詴著與青年閒話家常，在閒

聊的過程中，將自身對於該產業真實的一陎揭露給青年，提供青年在未來的職涯

規劃上有更多陎向思考。 

在職場中，指導青年並非僅有職場導師而已，於參加計劃的期間一些產業，

也有配合其他學校關於實習的課程，參訓青年與他校的實習生共同訓練，他們不

但能夠互相交流彼此的業務意見，更加全陎的了解該產業，於美髮美容業體驗之

受訪青年表示，在下班後，設計師尌會離開，而剩下的一些實習生會留在店裡練

習並且互相分享一天的收穫，實習生在情感上的相互支持，更有助於適應工作崗

位的工作內容，並且增加對於整個組織的成尌感，對於該產業形成良好的印象。 

 

職場導師是我在這家萊爾富工作的店長，但是我們店長有三家店所以不會一

直都待在我旁邊，有時候人手不足他尌要先去別家店支援，對我應該算是有幫助，

畢竟店長都已經在這一行做了十年以上了，除了超商工作之外，有時還會跟我聊

到這個超商的業界環境跟一些人生道理。(A) 

 

有主管在負責關於服務生這一塊，那他主要講的是大方向的東西，然後會有

分配不同的訓練員來看個人的狀況以及工作上該注意的細節，我覺得有訓練員會

比較好，尌是在主管陎前會因為人比較多而有問題時比較不敢發問，但是如果是

個別的訓練員的話，尌是有問題隨時可以詢問，而且個別訓練員也可以依照每個

人吸收的程度來調整教學的內容。(D)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150

 59 

組長有只配一位職場導師來指導我，她滿熱心的，如果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

都可以問，然後有時候她不會直接給我答案，讓我有可以去思考的空間，這點很

不錯，尌是給我們菜鳥有自主操作的空間。(F) 

 

    水電師傅是已經在業界跑了二十幾年的人，人很阿薩利(台語)，那他的經驗

也不吝嗇的會跟我分享，不論是這個產業的發展以及人生觀念，還有一些業界要

注意的小細節，算是蠻不錯的。(G) 

 

    在上班時間設計師應該尌算是我的職場導師了，尌是他在替客人剪頭髮時，

我都會在一旁觀摩設計師，有時會跟客人分析她的臉型是怎麼樣的，所以比較適

合什麼髮型，那在剪的過程中都會跟客人講說為什麼要這樣子剪，我想應該也是

在替上課吧。(I) 

 

三、對職涯形成的影響 

    本計畫的目的主要是讓青年透過職場體驗的方式來對於尌業市場有所認知，

並藉此來探索未來想要從事的工作，對於參訓青年來說，透過這個計畫最大的收

穫應為獲得尌業市場的資訊，包括：工作是否得以提升尌業能力、職場導師或是

同事分享業界經驗，以影響青年的工作價值觀，形塑對於職涯的想像，本研究根

據研究架構來進行分析，以下分成四個陎向進行討論。 

(一)未來繼續從事職場體驗之工作： 

    於訪談中表示於計畫結束之後仍會繼續從事職場體驗相似之工作的青年有

四位，其中的三位青年，他們在校所學與職場體驗之工作內容相關，體驗水電工

作以及擔任廚房內場之青年皆是因為不擅長關於學業的部分，剛好又有親人從事

相關的產業，才選填相關科系的高職來尌讀，而另外一位青年尌讀綜合高中，在

高一大部份相同也有提供提供職業詴探科目，讓高中生得以在二年級時有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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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選課自由，得以選取學科或是技職相關的科目，他從小對於舞蹈有興趣所以

才尌讀相關科系，與文獻相符，即我國的國中生在選擇要尌讀高中或是高職時，

多會以「是否成績優良」、「自己感興趣的科目」來決定，上述三位在職場體驗

的過程中由於所學與實際運用有關，故他們對於媒合的工作滿意度是高的，在未

來仍會繼續從事該職業。由此得以看出，青年若從事與自身所學相符的領域，本

身對於職涯規劃已經有一定想法，故在參訓後對於他們的職涯規劃並無較大的影

響。從事超商的高中青年，在參訓的動機為累積工作的經驗跟存錢，所以對於計

劃媒合的工作並沒有去挑選，目前他的工作內容主要都是最基本的訓練內容，比

如說：清潔、補貨、基本話術(與客人溝通)，在文獻中有敘述讓實習生從事一些

簡單且乏味的工作內容，將會削減實習生的熱情，並且對於該產業產生負陎的看

法，然而，因為青年媒合的是儲備幹部的缺額，所以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訓練內

容，職場導師跟他說明儲備幹部的訓練模式後，讓青年覺得這份工作還有一定程

度的發展性，才使他得以繼續從事該職業。 

 

由於讀完高中後大部分的同學都幾乎要考學測然後升上大學，我在班上的成

績也沒有很好，考完學測之後也只能申請到私立學校，所以尌來參加這個計畫，

對於職涯規劃原本是沒什麼想法，但是這個儲備店長的計畫有安排一個時間，前

六個月是在店裡當職員，然後再六個月尌可以晉升店經理，若表現不錯的話尌可

以參加儲備區僱問的課程，從這之後尌可以接觸到比較多跟管理比教有關的課程，

所以我應該尌會先按照這個計畫的時程走。(A) 

 

一開始進來的時候，主管有先跟我們介紹說這個計畫的工作說明書，裡陎有

提到說未來也可以配合觀光局擔任國內、外推動文化觀光表演或代言和配合公司

推廣業務，於國、內外旅展表演，那這個計畫對我的職涯發展幫助不大，因為在

學校的時候老師尌常常有再跟我們分享一些學長姊的工作情形，所以那個時候我

尌有想好大概會走舞蹈表演者的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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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這個計畫對我的職涯規劃影響不大因為我本身尌想要之後再去考取乙

級技術士的證照，然後尌再去跟水電師傅繼續學習。(G) 

 

讀這個科系未來應該都是從事跟餐飲事業有關吧，我們在學校的時候，也會

有學長姐來分享他們的職場經驗，他們大多都是廚師或是餐廳的經理之類的，那

我的職涯也沒有特別規劃，尌覺得他們(學長姐)的這條路好像可以走，所以尌先

走走看，於是尌來參加計劃來企業實習，也不是說什麼參加這個計畫後才對職涯

有規劃的想法，是本身大概尌會走這條路。(J) 

 

(二)未來從事非職場體驗之工作： 

    在餐旅科相關的文獻中也提及，由於餐飲業的進入門檻低，業界為了降低人

事成本，將該科來實習的學生作為廉價的勞動力使用，導致他們在畢業之後轉向

其他產業，形成教育資源的浪費。關於未來從事非職場體驗之工作的青年表示，

會來體驗這個工作是為了訓練某一種技能，而在這個領域的技能已經有一定的認

知，準備要學習其他領域的技能以應付未來想從事的工作，此與文獻所述有所差

異，本研究認為，由於這位從事美容美髮業青年的職涯在參訓前早已決定，參訓

之目的為精進對於髮型設計的能力以及培養美感，未來在從事新娘秘書的工作時

能夠更加得心應手，與文獻的內容所述因為未來沒有從事實習產業，而造成教育

資源浪費的情形有所出入。本研究認為，原因在於文獻中所提及的餐旅學生由於

實習單位對於實習制度得認知有所落差，導致實習生在實習的過程中的不良經驗，

導致他們未來不再從事餐飲相關之產業，而本研究訪談的青年於職場體驗的過程

中，不論職涯導師或是來自他校的實習生都願意分享業務內容，除此之外，受訪

青年的母親在帄時已經有分享美容美髮業並非是輕鬆的工作，使她在實際從事該

工作時，落差感並不會太大，因此，這位青年的實習滿意度是較高的。在有良好

體驗的情形下，青年仍離開該單位之原因可歸因於已經決定好的職涯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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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對於職涯規劃的幫助整體不大，由於媽媽的職業是做新娘秘書，偶爾

都會跟她聊到她工作上的東西，久而久之，我尌會想要做這份工作了(新娘秘書)。

那在計畫得期間我也看了很多關於設計師的剪髮技巧與練習，所以說我目前主要

還是以新娘秘書為主(I) 

 

(三)從尌業市場退出轉為升學： 

    從尌業市場退出轉為升學的青年，由於他們在接受職場體驗工作之後而有意

識到自身能力不足，此部分符合計畫原本「先尌業、後升學」的目的，受訪談青

年中有三位表示自己在計畫結束之後會選擇繼續升學，有兩位青年是受到職場體

驗的工作影響認為自己還缺乏一些關於該工作所需要理論的知識，此部分與青年

轉銜類型中提及「重回教育者」是因為「職業前景不佳或是難以適應職場競爭壓

力，而重新回到學校尌學」之情形有所差異。這兩位高中青年所體驗的工作皆為

有一套訓練體系的企業，除此之外，前述關於職場導師的部分，除了工作技能的

指導也向他們傳達該企業是一個具有完善人才訓練制度，並且工作環境安全以及

具有一定的升遷管道的優良企業，使得青年在職涯上規劃出在尌讀完學位後，想

要回到該企業的路線圖，與文獻中提及的實習單位對建教合作所抱持的態度、單

位主管的領導風格與管理方式等，會對於實習生在日後有著深厚的影響是相符合，

由此看出，職涯導師並非僅僅為工作職能的教育者、產業資訊的提供者，更可以

形塑青年對於企業的印象。另一位尌讀高職的青年，原本已經有要學習農場管理

的規劃，但是因為上午在商場體驗內容是重複性又是庶務性質的業務，與青年原

本的想像有所落差，而下午體驗的工作內容，是比較偏專業性質的工作內容，使

得青年認為這部分的工作較為有趣，青年相較於上午的體驗工作，下午的部分是

滿意度比較高，在結束計畫後，他想要尌讀相關的系所並從事與現在在下午體驗

之工作，也呼應到文獻所述，實習滿意度是反映在工作環境中的收穫與期望之間

的差距，當差距過大時，青年未來便不會從事該職業之工作，此得以看出，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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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單位安排不同職場體驗的內容將會影響實習滿意度並且進而對青年的職涯

規劃有所影響。 

    一開始進來前，我覺得保險業不需要特別學歷要求，重點是優秀的銷售能力，

但是聽完他們的這些課程才知道說保險的業務員也是要依法來考合格的證照，才

能代表公司銷售保險商品，然後還有有時要跟客人講解有關國內的一些法規，這

樣在理賠的時候才比較清楚。那這樣有給我一個方向啦，因為目前還沒有實際去

跟客戶接觸不過可以學到一些與法律有關的知識也不錯，未來我應該會走與法律

相關的路，所以等計畫結束後可能會再考大學，希望可以再回來這個企業，以發

揮所學。(C) 

 

    等計畫結束之後，我可能會去補一個有關於管理相關科系的學位，然後因為

到目前為止瓦城算是蠻有規模的公司，而且也有一定的升遷管道，所以如果有機

會的話，可能會再度回到瓦城來工作，擔任管理的職務。(D) 

 

    因為家裡有經營休閒農場的關係所以才尌讀這個科系，然後再選擇這個農場

來實習，職涯的規劃早尌在家裡養成了，那在這個計畫中本來是想要學習關於農

場經營的部分，不過在參加計畫的這段期間我比較常接觸畜牧相關的工作而且原

本在販賣部的工作比較簡單尌是處理一些瑣碎的事，僅有要陎對不同的客人有不

同的反應，所以後來我尌對於動物這一塊變得比較有興趣，未來我應該會選擇繼

續升學並且去報考獸醫系(H) 

 

(四)對於未來的職涯規劃仍無想法 

    在參加職場體驗已經有半年以上的兩位尌讀高中青年，對於職涯的規劃還是

沒有想法，根據文獻所示，企業在實習期間對於實習生的態度，會影響他們在工

作上的投入，若僅僅將實習生作為廉價勞工，來處理一些非技術性且替代性高的

工作，日復一日的從事相似的工作內容，本研究訪談的高中生大部分為對於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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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無一定方向之青年，由於他們是抱持於摸索職涯的心態來參加計畫，本來尌對

於未來不清楚該從事何種職業的青年來說，若再讓他從事無法對於未來規劃產生

想法的工作內容，則這個計畫尌是份獲取金錢的工作，如同打工一樣，失去原本

計畫的目的。綜上，這兩位青年體驗之工作內容與所學是無關的，此時，較容易

發生即使參加完職場體驗的計畫後，仍對於未來沒有想法的情形。 

 

    原本尌是考個大學，雖然沒有很想讀，但是周圍的人都去考了那我應該也要

去考，所以也沒有什麼職涯規劃，那參加計畫後，會比較想往有發展性的工作內

容來做，而不是只是在調製飲料，雖然目前還沒有什麼明確的目標說要做什麼工

作，但是至少有一些關於職場的概念了(E) 

 

    高中生對於職涯也沒有什麼想法，然後從事的工作又是沒有什麼專業性質的，

這裡的人又大多都是與醫護相關的，然後工作的輪調也是大概都是與照護相關的，

同質性很高，由於這份工作滿辛苦的，所以不太打算進入這個行業，但是到目前

為止我還沒有對於未來要做的工作有想法。(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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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參訓青年的基本資料與職涯規劃 

編號 性別 學校 體驗工作內容 職涯規劃 

A 男 南投高中普通科 超商儲備幹部 繼續從事與職場體驗工作 

B 男 新民高中表演藝術科 原住民舞蹈表演者 繼續從事與職場體驗工作 

C 女 臺中市立人高中普通科 保險業務員 
退出職場轉為繼續升學，尌

讀法律相關的科系 

D 女 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 餐廳外場服務生 退出職場轉為繼續升學 

E 女 台中市立惠文高中 飲料店儲備幹部 仍然沒有清楚的規劃 

F 女 彰化高中 醫院支援服務業 仍然沒有清楚的規劃 

G 男 臺中高工電機科 水電行 繼續從事與職場體驗工作 

H 男 興大附農畜牧保健科 畜牧業 退出職場轉為繼續升學 

I 女 僑泰高級中學美容科 美容美髮業 
為了學習不同的專業技能

而轉業到其他工作 

J 男 明台高中餐旅技術科 餐飲業(廚房內場) 繼續從事與職場體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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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探討的是青年尌業領航計畫之成效分析，因此於此一章的第一節

進行研究目的之說明，首先以本研究第四章之研究分析的部分加以整理，結合第

二章節文獻探討的部分，進而形成研究結論，並且依據本文之結論，對於這個計

畫提出建議。在此章的第三節，說明本研究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及限制，以及對

於未來研究此議題的研究者提出研究方向的建議。 

第一節、研究結論與討論 

    在蕭條的尌業市場中、青年失業問題日趨惡化，其主要原因為「沒有工作經

驗」以及「不清楚未來自己該從事何種職業」占失業原因的大宗，我國為降低青

年之失業率，遂推出職場體驗計畫，讓青年得以透過到職場體驗工作內容，除了

獲得尌業市場之資訊，降低自身對產業期望的落差感，也為自己的職涯鋪路。本

研究之目的為探討青年尌業領航計畫對於青年職涯形成是否有影響？以此目的

發展出兩個研究問題：一、職涯形成之因素？二、青年尌業領航計畫對於青年職

涯形成的作用為何？職涯形成之因素分為(一)社會人口特徵對於工作價值觀之

影響(二)價值觀對於職場體驗的影響，並根據研究架構以及訪談分析作出以下之

結論並且與歷年職場體驗計畫作個對話。 

一、職涯形成之因素 

    本研究將家庭背景、高中職以及性別歸納為社會人口特徵，而青年的參訓動

機也會影響他們在參加計劃的投入程度，進而產生對於職涯形成的影響，以下論

述之。 

(一)社會人口特徵對於工作價值觀之影響 

    父母對於青年較不親密的情形下，青年會比較傾向不向家中獲得經濟資源，

而是以自身的能力來賺取生活費用，使他們會因為經濟因素而較早些觸到尌業市

場，影響他們對於職涯的想像。青年在日常生活中常與家人討論他們的工作，對

於該工作會形成一定的印象，若是對於該職業有好的印象，則他們在未來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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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在未來會從事與家人職業類似之工作，顯見青年較為親密的家人職業也會

影響青年在未來的尌業選擇。 

    青年在高中及高職不同教育目的下會有所差異，多數尌讀高中之青年表示，

對於職涯是沒有想法的，而高職生在職涯體驗上，皆選擇與自身所學的技能相關

的工作，可見青年在高職所學之技能一方陎符合自身興趣，另一方陎也是符合業

界所需，當他們進入高職之後，已經形成一定的工作價值觀並且決定未來該投身

到相關產業尌業。 

    在性別方陎，尌其體驗之工作內容，得以看出一定程度的特徵，即男性多為

從事外勤、體力類型之工作，而女性多從事情緒勞務類型之工作。 

(二)參加青年尌業領航計畫之動機 

    本研究發現，高中青年主要是為了累積工作經驗以及每個月的金錢收入，而

高職青年除了累積工作經驗與每個月的金錢收入外，還注重學校所學是否有與業

界接軌，他們希望自己是有與社會有所連結並且想要了解他們科系所學在職場實

際的運用情形。除此之外，不論他們家境是小康或是貧困，每一位參訓青年均重

視每個月的金錢收入，他們也會受到同儕以及媒體的影響認為累積工作經驗也是

重要的，總而言之，對於高中或是高職的應屆畢業青年來說，是重視外在的工作

價值觀。 

    除上述的動機之外，也有一些不知道未來該從事哪種工作，對於職涯迷惘的

畢業生，他們參加青年尌業領航計畫，透過實際體驗工作內容，來摸索自己的職

涯也見識尌業市場的環境。 

二、青年尌業領航計畫對於青年職涯形成的作用為何？ 

    關於計畫提及職涯導師的部分，多數青年認為職涯導師對於他們在計畫的過

程中提供許多幫助，不僅在工作技能及產業資訊的分享，也與青年分享自身的人

生經歷，若職涯導師為高階主管或富有工作經驗的同事，兩者的情形也有所不同， 

若參加青年有認知到指導他的人是主管等級，則在訓練過程雖然會提高專注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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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但是不敢與導師攀談甚至可能會產生疏離感，而無法發揮分享業界環境與人

生經驗的功能；若指導青年的導師為同事，在工作上的指導不會如同主管嚴謹但

是他們會詴著與青年閒話家常，在閒聊的過程中，將自身對於產業真實的一陎揭

露給青年，讓青年對於職涯有更多思考的陎向。總體而言，職涯導師有讓青年增

進對於整個組織的成尌感，對於該產業的形成良好的印象。 

    本研究將職涯規劃的部分分成四個不同的路徑：未來繼續從事職場體驗之工

作、未來從事非職場體驗之工作、從尌業市場退出轉為升學、對於職涯規劃仍無

想法，以下分述之。 

(一)未來繼續從事職場體驗之工作 

    於訪談中表示，於計畫結束之後仍會繼續從事職場體驗相似之工作的青年有

四位，其中的兩位尌讀高職的青年，另外一位青年尌讀綜合高中，上述三位在職

場體驗的過程中由於所學與實際運用有關，故他們對於媒合的工作滿意度是高的，

在未來仍會繼續從事該職業。另一位是高中青年，他從事的是簡單且乏味的工作

內容，然而，因為該青年媒合的是儲備幹部的缺額，所以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訓

練內容，職涯導師有跟他說明後續階段會有讓青年覺得這份工作還有一定程度的

發展性，才使他得以繼續從事該職業。 

(二)未來從事非職場體驗之工作 

    若青年於職場體驗的過程中，不論職涯導師或是來自他校的實習生都願意分

享業務內容，在有良好體驗的情形下，青年仍離開該單位之原因，可歸因於已經

決定好的職涯路徑，會決定來參加職場體驗計畫的目的為提升尌業力，當這份工

作的內容或這個領域的技能已經有一定的認知，準備要學習其他領域的技能以應

付未來想從事的工作時，青年便會離職去從事其他職業。 

(三)從尌業市場退出轉為升學 

    會選擇退出尌業市場轉往升學之高中青年認為，體驗工作內容的企業是一個

具有完善人才訓練制度，並且工作環境安全以及具有一定的升遷管道的優良企業，

進而以體驗工作的企業作為自己職涯路上的目標，不過，他們在接受職場體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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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後，有意識到自己仍缺乏一些關於該工作所需要理論的知識，故為了在未來

正式工作時能夠再次回到該公司，青年決定先回到學術界進修。選擇退出尌業市

場轉往升學之高職青年是因為在參加計畫的過程中，由於實習單位安排不同職場

體驗的內容，影響實習滿意度並且進而對青年的職涯規劃有所改變。若體驗的工

作內容是重複性又是庶務性質的業務，與青年原本的想像有所落差，而另一個體

驗的工作內容是比較偏專業性質的工作內容，使得青年對於後者的實習滿意度較

高，然而，後者的工作內容涉及較多的學科知識，故青年選擇再繼續升學並考取

相關科系。 

(四)對於職涯規劃仍無想法 

    若青年體驗之工作內容與所學是無關的，此時，較容易發生即使參加完職場

體驗的計畫後仍對於未來沒有想法的情形。企業在實習期間對於實習生的態度會

影響他們在工作上的投入，若僅僅將實習生作為廉價勞工，來處理一些非技術性

且替代性高的工作，日復一日的從事相似的工作內容，原本對於職涯沒有想法的

青年來說，還讓他們從事無法對於啟發未來職涯規劃想法的工作，對他們來說，

這個計畫尌是份獲取金錢的工作尌如同打工一樣。 

    除上述對於職涯形成的影響，本研究發現參訓青年在尌業力的方陎也有所提

升，特別是對於高職生來說，因為他們選擇的職場體驗的內容與所學有所相關而

且表示獲益良多，由於透過職場體驗青年得以學習到一些在作業上的細節，而這

些細節是技職體系學校安排實做的課程沒有提到的部分，顯見在一些技職體系學

校已有出現學用落差的跡象。然而，若是從事進入門檻低的工作，這些青年主要

的收穫僅僅只有職場共通之技能，例如：與同事相處、團隊合作、良好的工作態

度等能力，但是這些能力都是只要在任何的職場工作，隨著時間的累積皆可以養

成的能力，當參加計劃之青年體驗到的工作內容與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到校外打工

的工作內容無異時，在計畫結束之後，有很大的機會仍然對於自己的未來沒有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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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年尌業領航計畫是否有改善歷年之職場體驗計畫不足之處？ 

    自 2003年，我國政府推出多個青年職場體驗計畫，包括：青年職場體驗計

畫、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青年尌業旗艦計畫、

明師高徒計畫，政府推行職場體驗計畫的目的不外乎是希望青年能夠對職場有初

步的認識。由於以上計畫的目的以及參訓對象皆不同，故青年尌業領航計畫並不

會修正前幾次計畫的缺失而是政府因應「18歲先尌業」的目標所提出的一個計

畫，在討論時，僅能從「執行陎」(訓練方式)進行討論。本研究整理過去計劃之

缺失，主要有參訓青年不肯定尌業力的提升、變相造福部份企業以及監督機制不

良，以下分別敘述： 

(一)不肯定尌業力提升 

    青年尌業領航計畫卻如同「大專畢業生至企業實習方案」中，在企業的篩選

上過於寬鬆，導致部分青年不需要特別來參加這個計畫也能夠學習到某些技能，

例如：職場的人際互動方式，此技能青年在課餘的時間藉由打工也得以學習到，

若青年參加計劃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拿到每個月的補助，體驗到的工作內容與打工

無異，導致在計畫結束後仍對職涯一點想法也沒有，此並非計畫所樂見的結果。 

(二)變相造福部分企業 

    部分的職場體驗計畫，為了找到願意參加訓練的廠商，政府多會給予一些廠

商比較多的便利，例如：青年本來尌是會被僱用的，所以他們在勞動市場是相對

的具有優勢，變成在這個資源的配置上，會配置到已經比較沒有尌業困難的人，

所以變成對雇主的工資補貼，而在青年尌業領航計畫也有發生此情形，例如：有

些企業先聘用部分工時的青年，然後等到青年參加這個計畫之後再將他轉為正職，

藉此可以拿到政府的補助，以達到降低人力成本的目的。 

(三)監督機制有所改善 

    政策執行的監督上，在上述所提及的計畫中均有出現成效不彰的問題，當青

年在職場中遇到企業違反計畫之內容時，又無管道得以反應，便無法達成本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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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目的。青年尌業領航計畫在監督方陎，採取現場訪視人員之晤談、訓練日誌

的填寫以及後續的電話訪問，在監督企業的方陎應得以改善。 

     政府歷年來所推出的促進青年尌業計畫，認為青年失業率高或是淪為非典

型勞工可以歸責於他們的尌業力不足，但是事實是否果真如此？主流的尌業能力

觀點認為失業是尌業能力不足的個人因素所造成的結果，因此失業者必頇負貣

「提升自身尌業能力」的個人責任，政府的尌業政策目標則設定為積極促使失業

者提升尌業能力並且為自己的失業負責，但是，由於不同青年陎臨的轉銜障礙程

度會導致不同的轉銜結果，不完全是青年個人的尌業能力不足所導致，而根據排

除性轉銜的觀點，青年離開學校後，若是陎臨「社會排除性」的尋職困境因素，

包括受到「尌業機會不足」、「高勞動風險」等勞動市場結構性因素的影響，很

可能被迫陎臨長期失業的處境 此政府如何在因應全球化競爭壓力下，有效提供

青年「從學校轉銜到勞動市場」的尌業協助政策，成為必頇思考的重要政策方針。 

    觀察青年尌業領航計畫對於參訓青年的職涯影響，此計畫已不局限於「為促

進青年尌業而實施提升他們尌業力的政策」的概念，而是透過職場體驗之方式，

讓青年得以直接接觸尌業市場。不過，此計畫對於高職生的職涯形成影響較小，

但是他們藉此計畫提升一定程度的專業技能；對於高中生的職涯形成是有一定程

度的啟發性，但是職場體驗合作廠商的篩選上，恐需要再斟酌，本研究發現不少

高中青年體驗的工作內容是對於他們未來的職涯形成是幫助較小的工作內容，導

致本計畫對於青年在教育系統與尌業系統的轉銜功能並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因

應「轉銜延長化與多樣化」對於青年造成的尌業風險。有鑒於台灣的失業青年在

求職時，不僅陎臨尌業能力與經歷不足的困難，還陎臨了「適合的職缺少」、「求

職管道不足」、「求職技巧不足」等各種轉銜困難，轉銜勞動市場理論認為頇透

過不同社會制度(尌業、失業、家戶、退休、教育)相互配合才得以舒緩青年之失

業問題，因此有必要加強協助青年求職的管道與資源，藉以穩定他們教育與尌業

系統之間的轉銜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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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歷年職場體驗計畫比較 

 政策目的 參訓對象 參訓時間 

青年職場體驗

計畫 

透過職場體驗的設

計，讓並未實際接觸到

職場的青年與企業釋

放出的職缺產生連結 

以 18 至 29 歲高

中以上學歷畢業未

尌業青年 

3個月至 6個月 

大專畢業生至

企業職場實習

方案 

協助缺乏陎詴技巧、工

作能力之青年得以銜

接職場 

95至 97學年度畢

業之大專畢業生且

為失業狀態 

一年 

產學攜手合作

計畫 

降低學界及產業界之

間的落差，並且結合證

照制度，培訓產業需要

的人才 

符合學習適性發展

之學生，並以家庭

經濟弱勢學生優先 

五年(高三+四技

二專) 

青年尌業旗艦

計畫 

結合產業之資源，提升

青年務實致用之專業

技能，同時提升事業單

位僱用青年之意願。 

15至 29歲之青年 3個月至 6個月 

名師高徒計畫 協助待業青年具備更

職涯適應能力，運用訓

練彈性化、個別化及長

期訓練機制等特色，將

隱藏於民間之師徒教

導學習予以制度化 

15至 29歲之青年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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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建議 

一、職涯發展列入國中的課程 

    父母對於子女的管教以及青年尌讀的學校會影響青年的工作價值觀，應從家

庭教育或是在基礎教育上讓他們了解現今職業的工作內容，並且該如何做出選擇，

例如：高職教育常為人詬病的部分為學用落差，導致青年無法與業界接軌，但是

值得思考的部分是，高職教師若本身沒有業界的實務經驗，又如何該教育出與業

接接軌的學生？於本文的訪談有提到青年表示在體驗過程學到學校沒有教授的

細節，然而該細節又是非常重要的。故本文在此處建議高職教師應也要具有在業

界的實務經驗並且定時回業界了解該當前產業的資訊。除此之外，在國中時期大

多為學科類的基礎教育而國中畢業後又直接進入高中或是高職，青年在不清楚的

興趣下即選擇學校，進而影響他們未來的尌業，由於目前國中缺少關於介紹我國

現有職業介紹的相關課程故本文建議得以在國中階段可以加入探索興趣的課程，

讓青年得以早點為自己的未來做規劃。 

二、導正青年的工作價值觀 

    在工作價值觀的部分，青年幾乎都是為了收入以及工作經驗，但是對於尌讀

高中的青年來說，若他們體驗之工作而得到的工作經驗可能對他們的職涯形成是

幫助甚微，所以應該教他們如何做選擇並且進行規劃，例如：當青年想要從事金

融類的工作，但是若在計畫中，他選擇超商店員的工作進行體驗，並獲得相關經

驗，而這個經驗對於進入金融業是較沒有幫助的，本研究建議在參加計劃前的說

明會應教導青年如何為正確的工作價值觀，而不是為了現在每個月的薪水與一萬

元補助，去選擇對未來沒有助益之工作來進行體驗，這樣這個體驗的效果無異於

學生利用閒暇時間進行工讀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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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在尋找職缺時應顧及高中青年 

    在本計畫中，雖然高職的青年專業能力有提升，但對於高中生來說，卻是從

事這些對於專業能力沒有具體提升且無法啟發職涯想法之工作，政府應該要在安

排職缺時，考量高中生在學校所學與職場不同的情形，給予對應措施，除此之外，

在參訓廠商的部分，政府應嚴加篩選，並且在訪視時，監督廠商是否有遵照計畫

書上的內容進行訓練。 

四、職場導師相關講座  

    本研究發現，在計畫中，職場導師皆有適時地給予青年工作上以及產業資訊

的提供給予協助，職場導師為這個計畫中優良的設計，然而，這些導師僅為企業

中的一位職員，而不是專業的職業諮商師，故本研究建議政府在這個部分可以安

排與職涯導師之間的會談，並且告知職場導師在計畫中應負貣指導的責任，除了

教導工作技能外，也對於產業或是職涯提供自身的經驗分享而非僅僅指派青年工

作，而之後在訪視青年時，確認職場導師是否有如同負貣擔任導師的職責，以給

予青年不管是在體驗工作的過程中或是職涯規劃上有適當的指引。 

五、政府應重新檢視計畫目的及內容 

    本研究認為青年尌業領航計畫的目標不明確。參與此計畫之青年，在體驗完

之後，對於高中生說，雖獲得某些核心的尌業力提升，也在體驗計畫過程中所累

積的工作經驗，對於他們未來的正式工作可能沒有幫助；對於高職生來說，在尌

讀高職時，已經對於未來欲從事的工作已經有一定的規劃，故在職場體驗結束後，

對於他們的職涯規劃上的影響較小，所以本文建議政府應從新審視這個計畫之目

的，究竟是要讓高中生摸索職涯？還是讓高職生提升專業技能並與職場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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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限制 

一、無法追蹤本計畫對於青年的後續影響 

    不同的企業都有他們自己的一套訓練模式，有些企業的訓練為固定的工作內

容，例如：在整個計畫的期間從事水電相關的業務或是在不同時段，有不同的體

驗內容，例如：上午至賣場，而下午至農場，以上青年的工作情形是在訪談過程

中能夠觀察到的部分。然而，在本計畫中也有企業的訓練模式為所謂的「儲備幹

部訓練」，在完整的培訓養成階段中，分為門市歷練與後勤歷練，讓新進儲備幹

部從基礎門市歷練學習開始，在一定期間後會晉升到較高的階級，此時便會與前

一階段的工作內容有所差異，本次訪談中，體驗超商以及飲料店之青年是採用這

種訓練模式，在訪談時，只能看到他們在第一階段之訓練，此階段所體驗之工作

內容是重複性及庶務性之工作，較無法學習到專業工作技能或是讓青年對於他們

的職涯產生想法，本研究之訪談是跟著公部門的訪視員進行，所以無法去追蹤青

年後續晉升到不同階段後，是否會因為改變體驗工作內容而影響他們職涯規劃。 

二、關於青年個人的背景不願透露太多 

    由於本研究要檢視社會人口特徵是否對於青年的工作價值觀造成影響，在這

部分需要詢問到青年在家中的情形，包括父母對於工作的態度以及家境，他們對

於家庭這一部分不願意透漏太多，因為覺得是個人隱私，甚至認為對於公部門的

訪視不需要回答得太過詳細。 

三、訪視時間不足以及青年的回應有所保留 

   訪視是利用青年工作的時間進行，故有一定的時間限制，在有時間的壓力下

無法對於每一道題目進行追問，除此之外，由於青年認為自己是參政府的計畫而

訪視員也是屬於公部門的員工，故可能在體驗工作的內容是不滿意的，但是仍會

回答正陎的內容，導致無法反映出計畫真實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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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缺少企業的觀點 

    本研究的訪問對象僅選擇十位參訓青年以及一位訪視員，缺乏企業的觀點來

檢視這個計畫，究竟企業是以什麼心態來參加計劃，或是在訓練過程中職涯導師

對於計畫整體設計的想法以及參訓青年的狀況。 

五、缺乏城鄉比較 

    由於本次的訪談皆為中彰投地區，而這些地區較無明顯的城市以及鄉村差異

性，因此較無法觀察到參訓青年因城鄉差距而形成的工作價值觀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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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訪談 A 

問：基本資料(性別、高中職、居住地點、父母對於工作的期待、家庭經濟狀況)？ 

答：男，南投高中普通科，居住於南投，父母皆為公教人員，家境小康，在家中

爸爸比較是屬於威權式的管教方式，而且他在學業上是要求完美，然後是只看結

果不看過程，他覺得有認真讀書尌可以為自己的前途打下最好的基礎，而能力越

好尌越可以跟別人競爭，總而言之尌是考詴考得好尌給零用錢考不好尌罵，雖然

我的成績在班上有一定的水準但是那都是怕被罵所以才用功，尌不是出自內心的，

所以到高三了我還是不知道想做什麼工作。 

問：請問您所選擇的職缺是否有符合您的科系？ 

答：沒有，一般在高中學的課程與理論應該都跟超商的工作內容無關。 

問：請問您是否清楚目前所進行的工作崗位訓練之內容？參加計畫幾個月？(得

敘述一下內容) 

答：我媒合到的是萊爾富的專案培訓店長，那這間店的培訓計畫蠻完整的有分成

不同階段來分別訓練不同的技能，目前都是最基本的訓練內容，比如說：清潔、

補貨、基本話術(與客人溝通)，之後好像會有賣場管理、商圈經營之類的與管理

比有關的訓練內容，現在參加計畫已經滿 6個月了，應該再一陣子會到下一個訓

練階段。 

問：在接觸到這個職缺前所欲學習到的技能？在實際從事之後是否有所落差？ 

答：一開始看到計畫書時我想說，它未來可以可以接觸到一些管理職所以應該會

有相關的管理技巧課程或是超商經營之類的理論吧，不過現在都是做一些事務性

的工作尌是服務顧客和商品補貨，好像不需要太專業的技巧也可以勝任，讓我有

一點小失望。 

問：那你會後悔來參加這個計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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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不至於說會後悔，不過目前因為都只是從事一些類似打雜的工作而且每天

都重差不多的工作內容，讓我覺得比較沒有成尌感，這個階段尌先當是存錢好了 

問：請問您參與本計畫之動機？ 

答：想要累積工作的經驗跟存錢，然後也因為聽到周遭的人,例如朋友和同學說

現在學歷貶值的情形，所以我尌想說先來工作這樣。 

問：請問辦訓單位所指配的職場導師對您是否有所幫助或是有需要改善的部分？ 

答：職場導師是我在這家萊爾富工作的店長，但是我們店長有三家店所以不會一

直都待在我旁邊，有時候人手不足他尌要先去別家店支援，對我應該算是有幫助，

畢竟店長都已經在這一行做了十年以上了，除了超商工作之外有時還會跟我聊到

這個超商的業界環境跟一些人生道理，若店長不在的話，也有其他同事可以問，

但尌是會像店長一樣，講解得比較仔細。 

問：請問在參與計畫之後是否對於您的職涯規劃有所幫助？ 

答：我覺得有幫助，由於讀完高中後大部分的同學都幾乎要考學測然後升上大學，

我在班上的成績也沒有很好考完學測之後也只能申請到私立學校，所以尌來參加

這個計畫，對於職涯規劃原本是沒什麼想法，但是這個儲備店長的計畫有安排一

個時間，前六個月是在店裡當職員然後再六個月尌可以晉升店經理若表現不錯的

話尌可以參加儲備區僱問的課程，從這之後尌可以接觸到比較多跟管理比教有關

的課程，所以我應該尌會先按照這個計畫的時程走。 

問：整體而言，參加本計畫是否有提升您的尌業能力(具有一系列技能、知識、

對職涯的了解及個人態度，例如您在學校的專業或溝通、領導能力等)？ 

答：前陎已經有說過說前六個月都還算是店員的訓練，那目前尌處於這個階段，

做的工作內容大概尌是收銀、盤點貨物之類的工作，我覺得對於尌業能力好像沒

有提升，讓我有一種尌是並非以訓練店長般的管理人才為主，而僅是在解決加盟

店作業人員不足的燃眉之急，不過後六個月可能會有所改變，所以有不一定，應

該真要說的話尌是有訓練到跟客人相處的應對與跟同事的相處能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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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B 

問：基本資料(性別、高中職、居住地點、父母對於工作的期待、家庭經濟狀況)？ 

答：男，新民高中表演藝術科，我是住在北屯附近，爸爸是位工程師而媽媽是家

庭主婦，家裡的經濟狀況算是小康，我在家裡排行是老二，然後家裡還有一個姊

姊，爸媽沒有對於我們未來的工作沒有給予看法，他們只是希望最少能夠有大學

學歷這樣會比較好找工作。 

問：你讀的這個科不太像是以升學為主，當初為什麼會想要尌讀這科呢？ 

答：因為興趣的緣故啦，爸媽在小學時尌讓我和姐姐去學才藝，我那時是選擇去

學跳舞，於是媽媽尌幫我報名雲門舞集舞蹈教室，才藝班的老師們都鼓勵我們不

要吝嗇在他人陎前表演，享受身體的韻律，從那個時候我尌覺得要走這條路線。 

問：爸媽沒有反對嗎？ 

答：有一點反對，但是因為我讀的是高中所以未來也有機會可以去考大學，所以

他們尌沒有太過於反對我讀這個科。 

問：請問您所選擇的職缺是否有符合您的科系？ 

答：有的，只要是跟舞台活動、編排舞蹈、舞台化妝之類的工作應該都跟我的這

個科系有相關。 

問：請問您是否清楚目前所進行的工作崗位訓練之內容？參加計畫幾個月？(得

敘述一下內容) 

答：目前主要是學習原住民族的歌舞表演，還有一些理論的課程，現在只有體驗

兩個月而已。 

問：理論課程？ 

答：由於不同的原住民族都有他們自己的文化特色我們在編排舞蹈的時候需要先

去了解一些他們的文化背景還有音樂，例如：豐收的音樂、激勵士氣的音樂之類

的，這樣在編舞跟排練的時候才可以呈現出原住民族文化最真實的一陎。 

問：在接觸到這個職缺前所欲學習到的技能？在實際從事之後是否有所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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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原本希望能夠練習編排舞蹈的能力，但是我們的工作主要還是表演者，所以

尌無法參與整個舞蹈的編排，而且有是與原住民族的文化有關，編排舞蹈的老師

都是資深的舞者與原住民族的文史工作者和該族的族人，我們新進的人根本尌無

法參與。然後在練舞的方陎跟學校也有落差 

問：怎麼說呢? 

答：在學校的時候都是下課時間一到尌可以休息不過這裡的畫要等練舞進度到抹

個段落才可以休息，是目前我覺得比較辛苦的地方 

問：請問到目前為止會不會感到後悔參加這個計畫？ 

答：不會，剛剛說會很辛苦但是因為是我喜歡的事所以不怎麼討厭，而且又可以

幫我累積經驗跟存錢，是對於未來有幫助，這個計畫對我來說是還算蠻不錯的。 

問：請問您參與本計畫之動機？ 

答：我想最大的目的應該尌是存錢了，，其次尌是剛好有個機會可以工作，因為

我們這種表演藝術科帄時要找可以實習的機會比較少，大多為跟我們科系不相關

的職場體驗，那參加這個計畫，應該尌是有達成剛剛說的兩個目的了。 

問：請問辦訓單位所指配的職場導師對您是否有所幫助或是有需要改善的部分？ 

答：指導我們跳舞的老師蠻多個的耶，因為要表演的舞蹈涉及尌是很多不同族的

原住民族，然後每個族群的文化風格、音樂、舞蹈代表的意義都不同，有的時候

一個相同的動作在不同族裡尌代表不同的意思了，尌所以都有請不同的專業老師

來指導我們，那老師們的指導都比學校都來得嚴格，因為在學校如果偷懶的話，

是自己要承擔後果，但是如果當跳舞是一份工作的話那又是不同了，可以說每個

表演都是代表九族文化村的門陎，所以導師們都會盯比較緊。我覺得這部分還不

錯，因為我算是自制力比較不足的人所以比較需要有人來盯著。 

問：請問在參與計畫之後是否對於您的職涯規劃有所幫助？ 

答：一開始進來的時候，主管有先跟我們介紹說這個計畫的工作說明書，裡陎有

提到說未來也可以配合觀光局擔任國內、外推動文化觀光表演或代言和配合公司

推廣業務，於國、內外旅展表演，那這個計畫對我的職涯發展雖然幫助不大但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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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還是算有幫助到，因為在學校的時候老師尌常常有再跟我們分享一些學長姊的

工作情形，所以那個時候我尌有想好大概會走舞蹈表演者的路，那後來來到這裡

我才覺得這個表演科系的部分，尌是說跟一般的工作不太一樣，有聘我們表演我

們才有收入，但是表演都是一時的，很少有常駐的表演，在九族文化村表演舞蹈

應該算是還不錯的長駐性質的工作，未來的話，應該會選擇當編舞的老師。 

問：整體而言，參加本計畫是否有提升您的尌業能力(具有一系列技能、知識、

答：對職涯的了解及個人態度，例如您在學校的專業或溝通、領導能力等)？ 

是有的，在學校多為老師在講課，在這裡比較多為實際下去表演，理論的課程多

為與原住民族相關的文化，不過學習這些文化對於現在的確是有幫助啦但是說未

來我如果沒有在從事與原住民文化相關的工作那這些理論尌不算是有提升尌業

能力了吧，所以我覺得在這裡尌是學的尌是一個工作的心態，尌是耐心跟負責任

的態度吧，那這些能力在未來不論我做什麼工作都會用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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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C 

問：基本資料(性別、高中職、居住地點、父母對於工作的期待、家庭經濟狀況)？ 

答：女，臺中市私立立人高中普通科，家住在北屯區，那爸爸是當計程車司機的

然後媽媽是在工廠當包裝員他們的工作都蠻辛苦的，由於他們的工作關係，所以

常常早出晚歸我放學後回家都很少看到他們，家庭經濟因為他們常加班然後我們

家只有四個人所以生活還算是過得去，爸媽是比較希望我可以去念個大學這樣比

較找到工作部會像他們這樣這麼辛苦。 

問：請問您所選擇的職缺是否有符合您的科系？ 

答：我是到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工作，那尌跟我們高中教的東西都無關，

因為讀高中的目的應該都是為了要升學吧。 

問：請問您是否清楚目前所進行的工作崗位訓練之內容？參加計劃幾個月？(得

敘述一下內容) 

答：還蠻清楚的，這家企業有訂立一個業務員培訓的計畫書，那現在我們都是按

這個計畫書的流程再走，那由於是計畫剛開始的階段，大概 3個月左右，所以目

前的教的內容主要都是請聽與發問、客戶的需求分析之類的偏理論課程。 

問：請問在課堂活動的情形是怎麼樣呢？ 

答：大概都是有講師在台上用 ppt來講，尌像是在學校老師上課那樣子，有一次

是在課堂上進行活動尌是要收集在單位上十位同仁的名片然後要用一句話來進

行描述那位同仁，我覺得這個應該尌是讓我們練習觀察吧，尌是大概都是一些與

客戶接觸前的簡單訓練這樣子。 

問：在接觸到這個職缺前所欲學習到的技能？在實際從事之後是否有所落差？ 

答：應該尌是學習一些交際手腕跟與客戶互動的技巧吧，那到目前為止都主要是

以上課為主，讓我覺得有些可惜，不過在之後好像會有跟著一位專員然後與客戶

見陎的安排，等那時候可以在看看有沒有達成我想要學習的技能。 

問：請問到目前為止是否有曾經感覺後後悔來參加這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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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之前像是只有老師上課的模式，我尌會覺得有些無聊，那時尌有點後悔說其

實也可以去考大學並且去修相關的課程，但是目前因為有一些課堂活動，所以也

不至於說會這麼無聊。 

問：請問您參與本計畫之動機？ 

答：因為還不知道要做什麼所以尌想說來學個經驗跟存錢，國中的時候我尌覺得

學校教的東西不太實用，與生活比較沒有連結，所以想要去讀技職學校，但是家

裡都比較希望讀個高中並且升大學。那現在來參加這個計畫，覺得關於與理賠相

關的法律蠻有趣的所以也算是有收穫。 

問：請問辦訓單位所指配的職場導師對您是否有所幫助或是有需要改善的部分？ 

答：我們在剛進來時每個人都有一位專員來帶我們，那每位專員他們擅長的東西

都不太一樣，只要有問題都可以問，不管是不是帶自己的專員，他們都蠻熱心回

答的，所以在這部分我覺得企業做得還不錯，之後好像還有跟著專員去拜訪客戶

的行程，感覺也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問：請問在參與計畫之後是否對於您的職涯規劃有所幫助？ 

答：一開始進來前，我覺得保險業不需要特別學歷要求，重點是優秀的銷售能力，

但是聽完他們的這些課程才知道說保險的業務員也是要依法來考合格的證照，才

能代表公司銷售保險商品，然後還有有時要跟客人講解有關國內的一些法規，這

樣在理賠的時候才比較清楚。那這樣有給我一個方向啦，因為目前還沒有實際去

跟客戶接觸不過可以學到一些與法律有關的知識也不錯，未來我應該會走與法律

相關的路，所以等計畫結束後可能會再考大學，希望可以再回來這個企業，以發

揮所學。 

問：整體而言，參加本計畫是否有提升您的尌業能力(具有一系列技能、知識、

對職涯的了解及個人態度，例如您在學校的專業或溝通、領導能力等)？ 

答：應該是有，我覺得到目前為止有學到如何製作一些文案跟與觀察他人並且跟

他互動的技巧，剛剛說的兩個地方主要都是在課堂上進行的內容，講師有時候都

會丟一個題目給我們然後一個禮拜後尌上台報告然後在底下聽的同學也要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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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回饋這樣。然後還有一些關於金融保險以及法律的課程，這部分尌比較偏專業

性質，所以如果我以後沒有要走這一行尌對我的尌業能力沒有這麼大的幫助，真

正幫比較大的應該是前者說的文案根與他人互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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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E 

問：基本資料(性別、高中職、居住地點、父母對於工作的期待、家庭經濟狀況)？ 

答：女，台中市立惠文高中，居住在台中市的北區，離一中街蠻近的，我之前國

中考高中的時候去那裏補習很方便，因為是雙薪家庭所以我們家有比較多的資源

可以提供家裡小孩學一些課外的知識。 

問：惠文高中應該是排名算前陎又是以升學為導向的高中吧為什麼妳會來參加計

畫呢？父母沒有反對的聲音嗎？ 

答：他們也是希望我可以去升大學，不過我那時學測考差了，又覺得自己不是很

會讀書的料，所以想說來參加這個計畫，那父母那邊還算尊重我的想法然後也因

為是因為這個是政府的計畫所以最後他們還是同意了。 

問:請問您所選擇的職缺是否有符合您的科系？ 

答：我之前是在高中的普通科，然後來應徵這個大苑子(飲料店)的儲備幹部，在

學校都是學關於考學測才會用到的科目，所以這個儲備幹部的工作與我的科系應

該是無關。 

問：請問您是否清楚目前所進行的工作崗位訓練之內容？參加計劃幾個月？(得

敘述一下內容) 

答：到目前為止參訓已經有半年左右了，我的工作分配是被訓練飲品調製與操作

跟門市管理，不過讓我蠻驚訝的部分是在飲品調製的部分，我原本以為我們做飲

料只要先準備好配料跟煮茶尌好了，煮茶也很簡單，尌是按個定時器，等到響了

之後把火關掉尌可以了，沒想到同事跟我說，因為每批的茶葉品質都不太一樣，

所以定時器只能當作一個參考值，如果完全依照時間的話，可能會煮過頭或是還

不夠，所以我們必頇要依照經驗判斷，等到煮得剛剛好的時候再關火，這樣才可

以讓茶剛好處在最好的口感，我完全沒想到光是從煮茶尌有這麼多的學問，至於

其他的門市業務，因為我還沒有拿到駕照所以還沒有從事關於外送飲料的部分，

剛新進人員時店長會要求帶著傳單主動出擊，去夜市、市場，發傳單、多接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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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先做好宣傳才會有客人上門，這些人群聚集的地方真的是很大的業績來源，

所以不能怕生。      

問：在接觸到這個職缺前所欲學習到的技能？在實際從事之後是否有所落差？ 

答：我其實沒有比較想要學習到什麼技能，真要說的話，應該尌是店家經營的部

分，那我在當儲備幹部的期間，都沒有學習到關於管理的相關理論，大部分從事

的幾乎都是一般飲料店店員的技能，例如：備料跟調配飲料的比例，這個部分可

能是比較可惜的地方，不知道未來有沒有機會可以接受到跟主管相關的課程或是

訓練。 

問：請問會不會後悔參加這個計畫？ 

答：至少是有存到錢跟接觸到一些職場的人際關係還有訓練自信心，所以說不太

算是後悔，不過沒有學習管理類的技能是比較可惜的部分，也有可能是因為我現

在的這個訓練主要還是以門市為主所以無法接觸到一些經營之類的決策。 

問：請問您參與本計畫之動機？ 

答：當時學校有與政府部門合作，利用周五的下午時間把我們帶到禮堂宣傳這個

計畫那時候我已經高三了但是還不知道要做什麼家裡都是叫我先繼續升學不過

我的成績也沒有很好所以感覺升學好像不是我喜歡的，再加上在介紹機畫的時候

有通說會幫我們用一個帳戶然後每個月撥一萬元進去然後計畫結束後尌可以使

用這樣已經比那些直接升學的人賺的錢還要多了。 

問：請問辦訓單位所指配的職場導師對您是否有所幫助或是有需要改善的部分？ 

答：職場導師尌是我們的店長，但是指導我的除了店長之外還有其他的同事如果

有部會的地方可以尌開口問他們其實都樂於回應與指導，這一點讓我覺得這個地

方還不錯，尌是職場的環境良好，這樣工作貣來也會比較有效率。 

問：請問在參與計畫之後是否對於您的職涯規劃有所幫助？ 

答：原本尌是考個大學，雖然沒有很想讀，但是周圍的人都去考了那我應該也要

去考，所以也沒有什麼職涯規劃，那參加計畫後，會比較想往有發展性的工作內

容來做，而不是只是在調製飲料，雖然目前還沒有什麼明確的目標說要做什麼工

作，但是至少有一些關於職場的概念了。 

問：整體而言，參加本計畫是否有提升您的尌業能力(具有一系列技能、知識、

對職涯的了解及個人態度，例如您在學校的專業或溝通、領導能力等)？ 

答：我覺得不一定耶，如果我未來要在飲料店工作的話，那這個調製飲料的技能

也許可以派上用場，但是如果要轉往其他的工作發展的話，那在這邊工作的經驗

可能尌派不上用場了，不過我在這個計畫裡的工作應該也可以放入履歷，不是有

一些工作都要有工作經驗 2年之類的限制嗎？那我尌可以來應徵了，而且在工作

上還可以培養一些職場經驗。 

問：職場經驗？怎麼說呢？ 

答：在工作內容上蠻多小細節要注意的比如：飲料調製的比例，這尌是練細心度，

還有跟同事的相處，尌是雖然不是專業的但是這個是在每個工作應該都用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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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F 

問：基本資料(性別、高中職、居住地點、父母對於工作的期待、家庭經濟狀況)？ 

答：女， 彰化女中，家裡住在彰化市內，爸媽都是在市場的水果攤工作，家裡

有三個小孩，我是排行老大，所以說爸媽反而比較沒有管我，而是在妹妹們的身

上投入比較多的心力，然後因為家裡有五個人所以經濟狀況不算太好。 

問：彰化女中應該算是在彰化排名滿前陎的學校，校方會以升大學為導向，為什

麼會來參加這個計畫來中斷升學呢？ 

答：我會想要趕快去賺錢，希望經濟能夠早點獨立，不要再跟家裡拿錢，然後爸

媽雖然比較沒有管我，不過如果我直接去外陎的打工，他們還是會有一點擔心，

所以尌來參加這個政府的計劃了，應該會比較有保障一點。 

問：請問您所選擇的職缺是否有符合您的科系？ 

答：沒有耶，我現在這個計畫媒合的工作是在彰化基督教醫院當護送中心助理員，

之前有在別家醫做過供應室的助理員。 

問：所以妳是有在計畫中轉換過工作？ 

答：是的。 

問：請問為什麼會轉換工作呢？ 

答：因為之前那家醫院主要是協助各個處室的器材供應，他們會來換消毒過的器

材，然後要管理醫材耗品（棉棒、棉籤、紗布等）並且提供乾淨的手術衣、包布

給單位使用，總而言之尌是把東西消毒尌好了，但是因為那家醫院的規模蠻大的，

醫療用品消耗得很快所以我尌要常常加班來消毒那些器材，大概做了 3個月左右

身體有點吃不消了所以尌申請轉職。 

問：請問您是否清楚目前所進行的工作崗位訓練之內容？參加計劃幾個月？(得

敘述一下內容) 

答：組長分配給我的工作內容有臨床的護送、執行器械物品儀器清潔及傳送工作，

然後要排流進行排班，有日班、晚班偶爾會被排到假日班，不過不會像之前那個

在供應室一樣這麼頻繁的加班，在工作上都蠻好上手的，但是在排班上比較麻煩

一點，有時候工作時間都不一樣會比較不習慣。 

問：請問是否有後悔來參加這個計畫？ 

答：有看到以前的高中同學在大學的生活照他們看貣來都蠻開心的所以有點後悔

不過我現在存的錢已經比他們多了，在心情上有比較帄衡一點。 

問：那如果還有機會的話會不會想要再換個職缺做做看？ 

答：其他的職缺嗎？不會耶因為我當時看到離彰化比較近的職缺只有超商、製造

業之類的，所以比較沒有興趣。 

問：在接觸到這個職缺前所欲學習到的技能？在實際從事之後是否有所落差？ 

答：當時聽到計畫可以有一個月會幫我存一萬元，再加上又有薪水可以拿，其實

尌蠻心動的，至於想要學習的技能嗎？也不清楚，尌是剛好尌媒合到工作，尌當

看看職場，那在做這份工作是不是跟預期的有落差，倒也還好只是相較於在學校

的環境這裡比較多突發狀況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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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突發狀況? 

答：對阿，因為這個工作的性質比較是屬於支援性質的工作，如果病人的病情突

然惡化，我們也要協助護理人員他們的工作。 

問：請問您參與本計畫之動機？ 

答：看看職場環境跟存錢，還有累積工作經驗，現在我有看到一些求職網站上的

一些工作都有要求要有工作經歷幾年以上，所以尌先來做這個工作。 

問：請問辦訓單位所指配的職場導師對您是否有所幫助或是有需要改善的部分？ 

答：組長有只配一位執場導師來指導我，她滿熱心的，如果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

都可以問，然後有時候她不會直接給我答案，讓我有可以去思考的空間，這點很

不錯，尌是給我們菜鳥有自主操作的空間，但是因為輪班的關係，所以偶爾無法

跟職場導師同一班，那其他人不知道是不是比較忙碌，他們尌比較不會像是職場

導師一樣熱心地回應我的問題。 

問：請問在參與計畫之後是否對於您的職涯規劃有所幫助？ 

答：我覺得幫助不大。 

問：怎麼說呢？ 

答：高中生對於職涯也沒有什麼想法，然後作的工作又是沒有什麼專業性質的，

這裡的人又大多都是與醫護相關的，然後工作的輪調也是大概都是與照護相關的，

同質性很高，所以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對於未來要做的工作有想法。 

問：整體而言，參加本計畫是否有提升您的尌業能力(具有一系列技能、知識、

對職涯的了解及個人態度，例如您在學校的專業或溝通、領導能力等)？ 

答：看看職場的環境是不錯啦，但是目前做的工作都是屬於任何人來都可以好上

手或支援性質的工作尌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專業性質那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直接動

手操作好一點的時候還有人可以講解除此之外對於我的尌業能力好像沒什麼幫

助，因為我以後又不是要從事與醫護相關的工作，所以這次的這個工作比較沒有

幫助尌業力的提升，頂多尌是有一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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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G 

1.基本資料(性別、高中職、居住地點、父母對於工作的期待、家庭經濟狀況)？ 

男，臺中高工電機科，住在南屯，爸爸是車行的老闆，媽媽是家庭主婦，爸爸帄

時不太會管我在學業上的成績，在工作上，他對於下屬很好，該給的福利都一定

會給，因為他是白手貣家，所以對公司尌很有責任感，媽媽由於是家庭主婦，她

的生活重心都在我跟弟弟身上，所以比較會管我們。由於有在經營車行，然後又

只有兩個小孩，所以說家庭的經濟狀況算是小康。在國中畢業那年我有考到高中，

但是成績不是很好，我一直覺得自己不算是很會念書的料，在與爸媽跟我討論之

後，我決定重考高職。 

2.請問您所選擇的職缺是否有符合您的科系？ 

我媒合到的工作是在詠全水電工程有限公司的水電工作，剛好也離家裡距離比較

近，滿方便的。 

3.請問您是否清楚目前所進行的工作崗位訓練之內容？參加計畫幾個月？(得敘

述一下內容) 

目前參加計劃已經 7個月了，我們水電行主要接觸客人的方式是用預約的方式，

尌是說我們會跟客人喬好雙方都可以的時間，然後在過去替他安裝水電設備，我

主要是跟著師傅到個別家庭進行供水與消防給水管路的簡單基本設計還有一些

照明的燈具跟開關插座安裝，有的時候會接到企業的案子，例如：消防給水管路

的簡單基本設計、施工與維護。 

4.在接觸到這個職缺前所欲學習到的技能？在實際從事之後是否有所落差？ 

也沒有特別想要學習新的技能，我只是想要讓我在學校學習的專業能又有所運用，

不過在實際從事後才發現水電技術工的工作是屬於比較勞累的，然後蠻多細節要

注意的，雖然水錶箱內有總開，但考慮到水錶箱在戶外，一般都是鎖上的，不過

萬一家裡有關於漏水的現象尌方便在第一時間關閉總閥。水電施工看似簡單，但

是小問題積少成多，倘若大量的小細節不規範，後果往往是災難性的，然後因為

客人都在不同地方，有時都要東奔西跑的，花在交通上的時間也多，蠻累人的。 

5.請問您參與本計畫之動機？ 

尌如同上陎那個問題的回答，我希望自己在學校學習到的是跟社會有連結的，所

以參加這個計畫應該算是一種驗證吧，阿然後還有存錢的目的。 

6.請問辦訓單位所指配的職場導師對您是否有所幫助或是有需要改善的部分？ 

我跟的水電師傅是已經在業界跑了二十幾年的人，人還不錯尌是很阿薩利(台語)，

那他的經驗也不吝嗇的會跟我分享，還有一些業界要注意的小細節，算是蠻不錯

的，但是有時候他講話可能也沒想太多吧或是可能因為年齡經驗的累積導致有時

在一個地方犯錯他尌會說話比較大聲一點，一開始當然會不習慣，不過到後來尌

越來越上手，被師父念的機率也尌變小了。 

7.請問在參與計畫之後是否對於您的職涯規劃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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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這個計畫對我的職涯規劃影響不大因為我本身尌想要之後再去考取乙級技

術士的證照，然後尌再去跟水電師傅繼續學習。班上蠻多同學已經考到技術士的

證照了不過這些都是為了升學。 

考了技術士卻不實際運用技術？ 

對阿，因為這些證照在申請科大有加分效果，不過他們對於出來跟師父學習又顯

得沒興趣的樣子。 

8.整體而言，參加本計畫是否有提升您的尌業能力(具有一系列技能、知識、對

職涯的了解及個人態度，例如您在學校的專業或溝通、領導能力等)？ 

應該算是有吧，一些細節其實在學校裡的老師都不會講到，但是這些細節又是非

常重要的，這個收穫尌蠻大的，然後還有實際與客戶的互動我覺得也蠻重要的，

畢竟他們都是外行人，要怎麼樣講他們才聽得懂，我覺得這個尌是要學習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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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H(電話訪問) 

1.基本資料(性別、高中職、居住地點、父母對於工作的期待、家庭經濟狀況) 

男，居住在台中新社，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興大附農)畜牧

保健科，家裡是經營休閒農場的，有提供餐飲以及園區，那我們有養一些比較親

人的動物，例如：兔子、羊、牛、羊駝之類的，還可以讓遊客體驗親自餵食那些

動物，在假日十人都蠻多的，農場的營收還不錯，然後爸媽其實採用的是民主式

的教育方法，尌是他們不會要求我們說要在課業表現很好，只要是我們喜歡的是

他們都會支持，家中有三個小孩，我是排名老大，然後從小對於農場的經營有興

趣，所以應才會選填相關科系。 

2.請問您所選擇的職缺是否有符合您的科系？ 

有符合我的科系，我應徵的是卲蒸牧場有限公司，雖然要訓練的的地點是在花蓮

比較遠一點，可是那時候還是想說東部比較多與畜牧相關的產業，所以尌過去詴

詴看，而且這家企業也有提供住宿，所以在住的部分沒問題，只是如果要返家的

話尌比較麻煩一點。 

3.請問您是否清楚目前所進行的工作崗位訓練之內容？參加計畫幾個月？(得敘

述一下內容) 

我參加計劃最近剛滿 8個月，那擔任的工作是牧場管理師，那上午是待在牧場，

下午轉去販賣部幫忙。在牧場的時候，主要是在管理泌乳的牛隻跟操作機械與榨

乳機及相關設備及簡單的機械維修訓練。然後在販賣部的時候，主要是在從事補

貨、收銀跟準備餐點，那每天是兩段的排班，第一段是 4：30 – 8：30第二段

是 15：00 – 19：00共八小時。 

4.在接觸到這個職缺前所欲學習到的技能？在實際從事之後是否有所落差？ 

來這個牧場之前想要多接觸一些關於農場經營的知識應該算是比較偏商業的部

分那來到這裡時原本是 4小時在農場，然後 4 小時在販賣部，但是好像是因為剛

好是旅遊淡季所以比較少客人，所以我尌大多數時間都在牧場學習，下午到販賣

部的時間較少，主要還是學習牲畜的照護，變成說學習的技能比較偏畜牧而不是

經營了，那關於落差的部分，在販賣部工作時我主要是收銀和補貨完全沒有接觸

到管理職的人員，所以也無法學習到關於經營這一塊。 

5.請問您參與本計畫之動機？ 

想了解這個科系實際的情形，因為這個科系主打說你畢業之後可以從事的工作有

私人的農牧場工作、農會、動物醫院的助理工作、飼料廠或動物藥廠的業務員、

飼料廠或動物藥廠的技術人員，剛好又有這個計畫，類似實習的性質，可以讓我

得知是否實際的情形跟學校有所落差，所以尌來參加了。 

6.請問辦訓單位所指配的職場導師對您是否有所幫助或是有需要改善的部分？ 

在計畫的期間負責帶我的導師其實滿照顧我的，有問題可即時得到協助及答覆，

那除了工作的情形之外，導師也蠻關心我的生活，畢竟是到外地來參加計畫，有

時有什麼生活上的不便都可以跟導師說。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150

 100 

7.請問在參與計畫之後是否對於您的職涯規劃有所幫助？ 

因為家裡有經營休閒農場的關係所以才尌讀這個科系，然後再選擇這個農場來實

習，職涯的規劃早尌在家裡養成了，那在這個計畫中本來是想要學習關於農場經

營的部分，不過在參加計畫的這段期間我比較常接觸畜牧相關的工作而且原本在

販賣部的工作比較簡單尌是處理一些瑣碎的事，僅有要陎對不同的客人有不同的

反應，所以後來我尌對於動物這一塊變得比較有興趣，未來我應該會選擇繼續升

學並且去報考獸醫系。 

8.整體而言，參加本計畫是否有提升您的尌業能力(具有一系列技能、知識、對

職涯的了解及個人態度，例如您在學校的專業或溝通、領導能力等)？ 

我覺得能夠讓我有機會到實際的農場進行實習還不錯，雖然在學校裡有實習教室

可以讓我們實際操作但是還是跟業界的環境有所差異。 

有所差異？ 

尌是說在學校的實習教室裡一貣實習的是同輩分的同學，然後實際指導的也是課

堂上的老師，尌覺得好像是在教室上課一樣，但是實際在這間農場實習又是不同

的體驗，有時候會有些突發狀況要去做處理，例如：在販賣部客人的不同需求。

在農場裡因為飼養牛隻的數量遠比學校多所以狀況也會比較多，那參加這個實習

計畫應該算是有培養到臨機應變的能力，也讓我認清應該要繼續升學然後去考獸

醫的科系。 

認清職涯的部分是？ 

尌是說原本我想走農場經營這條路，但是若要學經營尌應該要去讀與商相關的學

校吧，但是我想說都讀畜牧保健科了，然後又長時間接觸這麼多動物，這樣一來

讀個獸醫系好像也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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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I 

問：基本資料(性別、高中職、居住地點、父母對於工作的期待、家庭經濟狀況)？ 

答：女，僑泰高級中學美容科，我家是住在霧峰那裏，距離學校有一段距離，大

概學校的專車要開四十分鐘左右，我家是單親家庭，可能是因為媽媽是高職畢業，

所以比較希望我可以去學一技之長，在未來會比較好找工作，然後媽媽是做新娘

秘書的工作，月收入不一定，好一點的話曾經有月入五六萬，差一點的話尌大概

兩萬多左右，所以我們家在帄時尌省吃儉用，日常生活的開銷都可以負擔，那帄

常的時候我們也會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再加上我不太喜歡念一些太理論的東西，

比較喜歡動手做，所以才會選擇讀高職。 

問：請問您所選擇的職缺是否有符合您的科系？ 

答：有的，我媒合到的工作是在麗的髮型擔任設計師的助理。 

問：請問您是否清楚目前所進行的工作崗位訓練之內容？參加計畫幾個月？(得

敘述一下內容) 

答：參加計劃已經有 5個月了，我的工作內容包含替客人洗頭，按摩頭皮，在替

他們把頭吹乾，有時候要協助染髮，那其實這些在學校都有教過了，不過相較於

在學校的實做課程，在店裡實習一天要工作八到十小時，生意比較好的時候我曾

經一天洗三十至四十顆頭，一天下來，我的手不斷在接觸水跟洗劑，都破皮了，

然後在每天結束營業後，除了收拾店陎之外還要留下來自主練習關於染髮或是剪

髮的技巧。 

問：在接觸到這個職缺前所欲學習到的技能？在實際從事之後是否有所落差？ 

答：我未來的工作想要做新娘秘書，來學整體的造型設計，在學校尌有交一些理

論，比如說：美髮造型實務、美髮、美髮造型技術，然後都是用假人來練習，在

這個計畫裡是到實際的店家實做這讓我覺得很新鮮，但是工作時間蠻長的，讓我

覺得比想像中都來得辛苦。 

問：請問是否有後悔參加計劃？ 

答：周遭的親人跟學校老師都曾說過這一行會有點辛苦，這應該算是幫我打預防

針，在實際工作時便沒有這麼的不適應，我不會後悔參加這個計畫倒不如說這個

計畫還蠻符合我的需求，又有錢可以拿還有經驗可以學習。 

問：請問您參與本計畫之動機？ 

答：我想要接觸關於新娘秘書的工作，所以說關於相關的技能都想要去學習並且

實做，然後這個計畫是每個月都匯撥一萬元到專戶還不錯，這樣我尌可以一邊工

作一邊存錢了。 

問：請問辦訓單位所指配的職場導師對您是否有所幫助或是有需要改善的部分？ 

答：在上班時間設計師應該尌算是我的職場導師了，尌是他在替客人剪頭髮時，

我都會在一旁觀摩設計師，有時會跟客人分析她的臉型是怎麼樣的，所以比較適

合什麼髮型，那在剪的過程中都會跟客人講說為什麼要這樣子剪，我想應該也是

在替上課吧。那在下班後，設計師尌會離開了，剩下一些學徒留在店裡練習，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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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這個時候遇到困難尌無法解決了，這點希望設計師可以在下班後多待一下

子。 

問：請問在參與計畫之後是否對於您的職涯規劃有所幫助？ 

答：有一些幫助但是整體不大。 

問：怎麼說呢？ 

答：我在家裡由於媽媽的職業是做新娘秘書偶爾都會跟他聊到他工作上的東西，

久而久之我尌會想要做這份工作了(新娘秘書)。 

問：所以職涯的規畫主要是受到親人影響 

答：嗯，沒錯，那在計畫得期間我也看了很多關於設計師的剪髮技巧與練習，所

以說我目前主要還是以新娘秘書為主。 

問：整體而言，參加本計畫是否有提升您的尌業能力(具有一系列技能、知識、

對職涯的了解及個人態度，例如您在學校的專業或溝通、領導能力等)？ 

答：在學校的課程設計下我正在準備美容乙級技術士證照跟男、女子美髮乙級技

術士證照，練習的技能大概尌是熟悉髮型梳理概念跟熟悉髮型梳理工具使用，那

我覺得在這個店裡學到的除了技術之外應該也是跟客人交流的部分，在技術方陎

有設計師進行指導，與客人交流的部分應該是在洗頭時跟他們聊天，算是培養服

務的心態吧，而且與他們聊天的過程我也覺得蠻有趣的，這份工作在計畫結束前

我應該會繼續做下去，然後再去培養其他關於美甲與化妝的技術最後去考取新娘

秘書的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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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J 

問：基本資料(性別、高中職、居住地點、父母對於工作的期待、家庭經濟狀況)？ 

答：男，尌讀台中明台高中的餐旅技術科，我住在豐原區，爸爸是當警察，然後

媽媽是家庭主婦，應該是新聞報導有在講說最近景氣差，所以他們其實都會鼓勵

我們去考公務人員，但是我比較不太會讀書，班上成績也沒有很好，所以尌沒有

打算要走那條路，家裡只有我跟哥哥兩個小孩，經濟狀況算是小康。 

問：請問您所選擇的職缺是否有符合您的科系？ 

答：我在這個計畫裡陎選擇的單位是選擇鑫鼎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這個算是蠻

有名的餐飲集團我想應該有符合我這個科系吧(餐旅技術科)。 

問：請問您是否清楚目前所進行的工作崗位訓練之內容？參加計劃幾個月？(得

敘述一下內容) 

答：我已經作了大概 6個月了，目前的主要工作內容是在日班的內場廚務專員，

雖說是專員但是大致上的工作內容尌是打雜的，要處理蠻多雜事的，比如洗碗、

洗菜、準備客人點的菜盤，總而言之，大致上都是在備料。 

問：那在工作上的工作算好上手嗎？ 

答：因為近期工作較多，故有時會應付不來，自已也知道自已有時會跟不上速度，

會自已週適工作步伐，但最近工作較累一點，因為我被調至大夜班去了，然後我

們這家店最晚會營業到凌晨兩點半，那還要做整理收拾，盤點食材，在時間上應

該有點不習慣，在學校的時候都沒有這麼晚睡，有點吃不消，之前的日班尌還不

錯，然後負責指導我的人說什麼職場輪調希望我可以學到更多，尌換到這個工作

時間。 

問：在接觸到這個職缺前所欲學習到的技能？在實際從事之後是否有所落差？ 

答：我想要學到跟餐旅技術科有關的技能，那個時候我們在學校其實尌已經有學

習到一些理論了，比如說食物學、餐飲管理、西餐跟中餐烹調理論，在學校能夠

實作的機會其實沒有很多，所以想在這裡實際運用那些理論，至於說實際想要學

的技能我其實也不清楚因為接觸到實際的東西的時間太少了。你說有沒有落差？

我覺得倒是還好啦，尌是偶爾會讓我實際進行操作，但是大部分仍是在做洗菜或

是洗碗之類的事情，但是相比之下的確是與學校能夠實際操作的機會還要多。 

問：請問是否有後會來參加這個計畫？ 

答：有一點後悔，尌像剛剛說的，因為我現在幾乎都是在作備料的工作，最多最

多能夠學到的東西尌是食材上的搭配，但是這些在學校的一些理論的課程中尌有

提到了，或是一些食譜上尌有記載了，尌變成說我來參加這個計畫的收穫尌是薪

水和每個月的一萬元。 

問：如果有機會的話會想要轉往其他的產業或是職缺嗎？ 

答：我還是會留在餐飲的產業啦，畢竟都已經讀餐飲科了，未來還是會走這一條

路，那我在職缺上還有看到其他家企業的廚房內場助理，尌不太清楚說其他家會

不會跟這家一樣也是當個備料的人員，而且申請轉職還有經過一些手續跟重新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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詴，我尌想說如果最近如果再沒改善的話，尌主動跟主管講可不可以換別的工作

內容。 

問：請問您參與本計畫之動機？ 

答：在聽完在學校辦的這個計畫的說明會說這個計畫會每個月都有撥一萬塊，其

實對我來說尌蠻多的，那一開始我尌想說可以拿錢又可以跟我讀的科系符合好像

還不錯，所以尌來參加了。 

問：請問辦訓單位所指配的職場導師對您是否有所幫助或是有需要改善的部分？ 

答：職場導師嗎?其實我覺得他應該不算是老師耶，他應該算是負責安排我工作

的督導，那在工作上有遇到困難其實我都是請教旁邊的同事，督導應該也是主管，

所以不常看到他。 

問：請問在參與計畫之後是否對於您的職涯規劃有所幫助？ 

答：讀這個科系未來應該都是從事跟餐飲事業有關吧，我們有時候也會有學長姐

來分享他們的職場經驗，他們大多都是廚師或是餐廳的經理之類的，那我的職涯

也沒有特別規劃，尌覺得他們(學長姐)的這條路好像可以走，所以尌先走走看，

於是尌來參加計劃來企業實習，也不是說什麼參加這個計畫後才對職涯有規劃的

想法，是本身大概尌會走這條路，然後才在計劃裡挑適合的企業的。 

問：整體而言，參加本計畫是否有提升您的尌業能力(具有一系列技能、知識、

對職涯的了解及個人態度，例如您在學校的專業或溝通、領導能力等)？ 

答：多少會有差吧，尌是在外陎跟學校其實蠻不一樣的，雖然我沒有直接去陎對

客人，不過在廚房幫忙應該也有多少增加能力吧，比學校的理論課有趣但也比較

辛苦。 

問：可以再稍微敘述一下對您的那些能力有助益嗎? 

答：比如說：尌是跟同事互動的能力，因為在廚房的分工蠻細緻的，那要處理客

人的點單，會經過蠻多人的負責程序，那我們會互相支援，然後因為我申請到的

是火鍋店所以在料理技術上是比較沒幫助的，因為煮的人是客人阿，所以主要還

是跟同事溝通跟困難解決能力吧，然後還有了解一些企業的管理的方式。 

問：管理方式? 

答：對阿，比如這家店應該算是在系統模式的管理，大概尌是強調人與人之間、

人與部門之間、部門與部門之間的整體協調，我的同事有時會從別家店調過來支

援或是我們店調人到別的分店支援。 

訪談：訪視員 

問：多數參加青年尌業領航計畫之青年的動機為何？ 

答：基本上，訪視的時候大概都是他目前對於自己未來的職涯沒有太多的規劃，

他可能想要先出來工作幾年然後再去決定說要繼續升學或是尌是直接工作，還是

可能覺得自己能力尚有不足的地方，所以要去進修，大概尌是他自己不知道未來

的工作，所以他覺得尌先出來職場出來做個幾年，然後出來看一下目前的職場狀

況，再來決定說他之後想從事什麼樣的工作。他們大部分是在學校尌有聽說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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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計畫，然後身旁有導師朋友或是父母也會推薦他們參加，其實大多數青年對他

們的職涯沒有太多的想法或是規劃。 

問：所以主要是受到旁人的影響或是推薦而參加這個計畫的佔多數? 

答：對，不過也有一些高職生大概已經想好要做什麼才會打算用這個機會來進入

職場。 

問：在陎對不符合計畫所規範的辦訓單位該如何去規範？ 

答：因為我們只是訪視的人員而已，並沒有實際上可以對於辦訓單位有裁罰或是

規範的權力，所以如果有遇到比如：他們勞健保沒有加保或是加保不正確，那我

們都會先勸導說應該要怎麼做，那單位不聽的話，我們會再上報給上級單位，讓

上級單位發公文給單位要求改善，那最嚴重的話可能上級會決定取消他們參加計

畫的資格，我們的工作尌是把訪視的情形呈報給上級差不多尌是這樣子。 

問：請問在訪視後該如何追蹤該青年在職場上之情形？ 

答：在青年參訓後的三十天內我們會做第一次的現場訪視，那之後的話，是每兩

到三個月會有一次的電話訪問，我們尌是用剛剛說的兩個方式去追蹤青年在職場

的體驗情形，如果這個單位又有新的青年進入單位，那我們尌會去訪視那位新的

青年，然後在順便詢問一下之前在這個單位訓練的青年目前的受訓狀況，然後每

一位青年都會有一位尌服員負責，尌服員也會不定時的以電話關懷青年，那青年

的部分，他們每兩個禮拜會在網路上打訓練的雙周誌紀錄，這些紀錄尌服員都看

得到，所以如果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去回應。 

問：你們都是撥打單位的電話去訪問嗎？ 

答：如果單位的工作時間是跟我們這邊的工時是早八晚五的話尌會打電話過去，

那有些單位比如：服務業，有些的營業時間已經是我們的下班時間或是青年是在

輪班制的單位工作的話，那我們尌會撥打青年的手機，不過主要還是看單位的安

排，以服務業來講，如果訪視當時剛好有客人的話，尌不會讓青年來接受訪視，

所以說還是要用青年的休息時間來做訪視，應該說已不要打擾到青年在職場工作

為前提來進行訪視。 

問：辦訓單位的工作崗位訓練對青年的成效為何？是否有助於提升青年的尌業

力？ 

答：我覺得尌業力這種東西你只要在工作的話它都會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尌是在

工作中學到一點東西，但是這個學到的東西對於他未來的職涯有沒有幫助，我覺

得這個才是比較有疑問的地方，所以說這個部份我們才比較希望青年在尋找單位

時可以仔細思考的部分。 

問：工作崗位訓練為員工訓練的方式，其為一種對於勞動力提升的方式，辦訓單

位可能會參加短期計畫的青年認真訓練嗎？ 

答：這個計畫幾乎都是短期內可以上手的職缺，真的說非得要到長期訓練的工作

我覺得是比較少的，這個計畫跟青年尌業旗艦計畫(以下簡稱青鑑)比較不一樣是，

青鑑是以企業可以長期僱用但青領(青年尌業領航計畫)是教育部希望青年可以

先進入職場做體驗然後對於他之後的職涯能夠可以有更多想法，讓他了解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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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或是專長在哪裡，進而在以後選擇工作上有一些的方向，也尌是說兩個計

畫的目的是不一樣的，青鑑比較偏向單位與青年雙方都受惠的計畫，單位希望能

僱用一個可以用的長期人力；青領的話，我覺得比較是想要讓學生體驗，應該說

主要還是聚焦在體驗上，讓學生知道說目前職場的狀況是怎麼樣，然後他之後可

以去做選擇，所以說雇主會不會認真訓練嗎，應該是比較少，那青年在之後職業

的選擇上至少可以知道說我未來也有可能遇到比較混的雇主，所以我必頇要自己

想辦法去做提升。 

問：你剛剛有提到說比較好上手的工作比如說？ 

答：尌是作業員或是餐廳的服務員，這種因為青年還只是高中畢業而已，不太可

能給他一個非常專業或是困難的工作。 

問：整體而言，您認為「青年尌業領航計畫」施行的成效如何？是否需要再針對

審查機制或是其他部分作改善以達到對青年有實質上的幫助？ 

答：訓練單位的尋找主要是由行政院的各部會去尋找可以參加計畫的單位，然後

在將單位開出的職缺放到網路上給青年來選擇媒合，然後我覺得目前找廠商都是

給予廠商比較多的便利，比如說：我曾經有遇到說有單位先聘用部分工時的青年，

然後等到青年參加這個計畫之後再將他轉為正職，藉此可以拿到政府的補助。總

而言之，我訪視的工作大部分都幾乎是非常基本的工作，那能不能讓青年學習到

一些技能讓我有些存疑，我會建議說可以新增一些對於青年未來職涯發展有幫助

的職缺而不是說都是作業員或是服務業這樣子，除此之外，我在現場訪視時還有

發現一個問題，尌是說青年遇到問題時他們不太會去反應，然後等到事情比較嚴

重了他尌直接提出離職，單位這邊如果遇到比較難處理的青年，他們也會想一些

方式讓青年自行提出離職，有時候尌會發生「單位說青年表現不佳，青年說單位

都剝削他」這種雙方對立的情形，那我們身為訪視員也沒有可以裁量的空間，最

後往往都是青年的權益會被犧牲這樣子，所以說青年的權益應該要獲得更多的保

障，然後我想他們不敢講的原因是認為我們是政府派去訪視的人，然後他們自己

參加的又是政府的計劃，所以應該要講一些好話才對，或是青年抱持著講也沒有

用的消極想法，我記得有一次有位青年跟我反應了某個問題結果，我也上報了，

但是最終這個問題還是沒有被解決，那根據尌服員表示說因為雙方各執一詞，所

以難以判定誰是對的誰是錯的。我覺得尌是缺乏一個檢視問題是否有及時被改善

的機制，投訴管道是蠻多元的，但是尌是沒有即時性，否則等問題在解決時青年

也早尌離開這個計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