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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教育是個人發展、社會進步、經濟繁榮與國家永續的基礎，教育

的發展必須與時俱進，不斷追求進步。近年來國內外社經環境快速變

遷，少子女化趨勢、全球化與國際化等潮流加速進行，各級教育相繼

面臨重大變革或衝擊，本部亦啟動教育創新行動，以新思維積極推動

各項教育因應對策及措施，期能使教育朝更好的方向發展。

為掌握教育發展動態，提升統計加值及支援決策功能，本部統計

處配合政策推動及時勢脈動，以客觀理性的數據基礎及宏觀角度建構

各面向之專題式統計分析或論述，近 3年擇其具代表性者計有：十二
年國教免學費受益學生人數及補助經費推估、大專以上程度青年就業

概況、從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看高中職應屆畢業生流向、使用者導向之

教育統計資訊多面向創新服務、大專校院新生註冊率之發布爭議與近

年走勢分析、經濟弱勢生以多元管道進入大學概況、大專畢業生就業

薪資巨量分析、創新精進教育統計推估提升與決策之連結性、我國教

育程度標準分類第 5次修正脈絡及主要結果等 13篇重要研析與論述。

各篇專論除提供作為本部施政及業務推展之參據外，大多置於本

部統計處網頁「應用統計分析」單元，以擴增教育統計之能見度及應

用面。為讓各界對教育統計有更深刻的認識，持續深化數據驅動的決

策模式，以及型塑理性思辨的社會風氣，特將其集結付梓，俾利各界

參用，其中若有疏漏之處，尚祈各界先進不吝指正。

　　　　　  　　　　　　　　　　教育部部長   

　　　　　　　　　　　　　　　  中華民國 105年 4月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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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美娜、金允文（教育部統計處處長、研究助理）

壹、前言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推動迄今，透過教育普及與低廉學費，有效促進社

會流動及政治民主化，並締造舉世艷羨的經濟成就；民國 70年代以來，
伴隨國內社會變遷與經濟發展，加以國際間對於國民教育的理念出現轉

折，延長國教的呼聲時有所聞。回應各界之殷切企盼，且若干奠基性的配

套措施已陸續推動，馬總統遂在建國百年元旦文告宣示啟動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自 103學年正式上路。

教育乃百年大計，影響深遠，政策定調之後，各界關注焦點轉向十二

年國教的各項實質內涵，看法分歧且爭論頗多，除免試入學、特色招生、

超額比序、課綱調整等核心議題外，學費政策及經費調配也備受關切，甚

至牽動十二年國教政策之推動。首先，財務規劃關係十二年國教之永續推

展，政策上路後每年新增經費多少？政府財政能否承受？再者，考量教育

經費有限，且為振興技職教育及扶助學習弱勢，十二年國教採取設定合宜

的免學費補助基準，然而此一補助門檻應訂在哪裡？受益學生涵蓋範圍多

少？能否符合公平原則及社會期待？凡此均有待針對各項可行方案逐一加

以估算，提供本部及行政院就財政負擔、教育資源運用效率及學生就學權

益等面向通盤權衡，以利不同方案間之取捨，進而作為對外說明及與立法

院協商之數據基礎。統計處 (以下簡稱本處 )有幸參與此一重大政策之制
定過程，負責進行相關推估作業，具體發揮支援決策作用，乃藉本文說明

整體推估流程、推估方法以及主要結果。 

貳、複雜的高中職學制及補助措施

免學費補助政策之推估，概念上係建構於高中職學生人數分布及學費

收費標準，惟受多樣的學制設計與學費補助措施之影響，致使估算過程的

複雜度增加不少。

1本篇刊載於主計月刊，第 699期，民國 103年 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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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級中等教育學制

我國高級中等教育處於義務教育與進入進階教育或工作職場之間的銜

接點，亦即正值生涯分流發展的起始階段，為強化其試探分流與適性發展

的功能，而同時存在公私立、高中職、不同類科與學程，學費收取標準各

有不同，故推估時須進一步區分為普通科、職業類科、實用技能學程、五

專前三年等 10種類型 (以下簡稱學制 )，之下再按公私立細分。

二、學費補助措施

基於扶助經濟弱勢、培育基礎產業人力等考量，以及為順利過渡至

十二年國教而實施的前置配套，目前已有多項高中職就學補助，包括對特

殊身分者，如原住民學生、低收入戶、身心障礙人士及其子女，採取全部

或部分減免學雜費；對就讀特殊學制者，如實用技能學程、產業特殊需求

類科、建教合作班，也免除學費。至於一般學生，若家戶年所得在 114萬
元以下，可適用「高中齊一學費」(即私立高中比照公立高中繳交學費 )、
或「高職免學費」；未領有任何就學補助的「私立」高中職學生，不論其

家戶所得，皆可享有每學期 5,000元之定額補助；其餘則繳交全額學費。

因此進行推算時，必須依適用補助與否，將學生繳交學費之狀況分為

10種。

參、兼容各方意見的免學費方案

十二年國教政策原以全面免學費為目標，後因考慮國家財政並非寬

裕，且為避免排擠其他教育資源之分配，故以家戶年所得作為補助門檻，

初步規劃沿用「高中齊一學費」方案之 114萬元作為補助標準，實施進程
由「三個年級全面實施」改為「自新生開始逐年實施」。

之後各界紛紛提出不同看法，其一是批評補助門檻過低，將造成排除

適用免學費的學生比率偏高，可能影響受教權益，且未盡切合國民基本教

育之本質；其二是主張將子女人數納入設計基礎，以適度減輕家長壓力，

例如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副理事長吳忠泰便認為，僅以家戶年所得作為

補助依據，不夠周延細緻，建議若家戶每增加一名就學子女，補助門檻相

對提高 30萬元。為使社會上不同的聲音與意見，皆有被納入議程及參與
討論的機會，本部在評估與決策過程中，兼容並蓄各方看法，列出多種免

學費選項，本處前後總計配合推算 14種方案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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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十二年國教免學費方案選項

　備註：(1)若有 3位以上就學子女，家戶年所得補助門檻再由 134萬元放寬至 154萬元。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肆、推估架構及過程

由第二節可知，每一免學費方案之推估，須分列公私立共 20種學制，
配合特殊身分與一般學生共 10類的補助人數與經費，採 20乘 20的計算
架構 (表 2)，並推算 103~110學年 8年的結果，以應政策長期評估之需。
為較完整地呈現推估過程全貌，以下將以「高職逐年免學費、高中家戶年

所得於 148萬元以下者逐年免學費，且戶內有 2位以上就學子女者放寬補
助門檻為 168萬元」方案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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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十二年國教免學費受益人數及補助經費推估架構

說明：普通科及綜合高中學術學程合計為高中生，其餘均屬高職生。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一、蒐集推估相關資料

除參考本處高中職公務統計及每年學生人數推估結果、國教署「全國

高中職助學補助系統」各類補助數據外，配合納入家戶所得補助門檻及就

學子女數等條件，另蒐集可資運用於推估假設的相關資料。

(一 )各學制一般身分學生家戶年所得低於 114萬元之比率

現行高中職學生補助採取擇一擇優方式，特殊身分者減免額度相對較

佳，故十二年國教免學費政策對一般身分學生始有影響，乃由「高中職助

學補助系統」中篩選出各學制符合現行補助門檻－家戶年所得低於 114萬
元、申請「高職免學費」或「高中齊一學費」的一般生人數，將其除以一

般身分學生總人數，即可得到家戶年所得 114萬元以下之比率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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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00 學年高中職各學制一般身分學生之家戶年所得分布情形

　　　　　資料來源： 教育部國教署高中職助學補助系統，由此系統無法獲知公立普通科學
生之家戶所得分布狀況，故假設與私立普通科相同。

(二 )全國家戶年所得級距分布

為訂出適當的家戶年所得補助門檻，洽請財政資訊中心提供按所得由

低到高排列，位於 80%、82.5%、85%、87.5%、90%門檻之家戶年所得
臨界值，以及年所得 114萬元之落點 (79.3％ )，再配合內插法，估算不同
門檻所在位置 (圖 2)。

以家戶年所得 148萬元而言，此門檻落在 139萬元 (85%)及 153萬
元 (87.5%)間，以內插法計算，其落點在86.6%。故有7.3% (86.6%-79.3%)
的家庭年所得落在 114萬 ~148萬元間，占年所得超過 114萬元家庭的
35.3% (7.3%÷20.7%)。依相同方式，可算得有 89.2%的家庭，年收入低
於 16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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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00 年家戶年所得分布情形

家戶年所得 148 萬元及 168 萬元之落點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作者估算

(三 )有 15~17歲學生之家庭其戶內就學子女數分布狀況

「戶內就學子女數」在各項就學補助中從未被納入考量，相關資訊付

諸闕如，故透過家庭收支調查資料，篩選家庭內有高中職學齡 (15~17歲 )
學生的樣本戶，據以計算戶內就學子女數之分布。本方案對戶內有 2位以
上就學子女者放寬補助門檻，其所占比率合計為 76%。

圖 3　100 年戶內有高中職學生家庭之就學子女數分布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7

十二年國教免學費受益學生人數及補助經費之推估

二、免學費方案推估流程

(一 )推估 103-110各學年高中職學生數

取自本處「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人數預測」，係以國小、國中各年

級實際學生數為基礎，再考慮升學率以及升級流失率；推估結果，103至
110學年在少子女化衝擊下，高中職學生由 86.8萬人逐年遞降至 61.9萬
人。

(二 )將所推估之學生數分攤至公私立各學制

前項推估之總人數，按 100學年高中職各學制學生占總學生人數之比
重 (表 3)，即假設結構固定不變，計算得出 103至 110學年公私立不同學
制之學生數。

表 3　100 學年高中職各學制學生占總學生人數之比重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三 )將各學制學生分為「特殊身分或學制免學費生」及一般學生

為避免重複計算免學費補助人數，將 (二 )所推估之各學制學生，參
照 100學年各學制中因身分或就讀學制而免學費之學生比率，區分為特殊
身分或學制免學費生、以及一般學生兩類，而後再分別計算補助經費。

(四 )計算「特殊身分或學制免學費生」之各學年補助經費

由於特殊身分或學制免學費生之比率均維持不變，故 103至 110學年
其補助經費之計算，係釘住 100學年實際補助額度，再按各年總學生人數
相對於 100學年之比例等幅調整。例如 103學年高中職學生推估為 86.8
萬人，相當於 100學年 95.4萬人的 91%，則該年公立普通科低收入戶之
學費補助，將由 100學年實際規模 558萬元等比例縮減為 50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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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計算一般學生之各學年補助經費及補助人數

1.將一般學生人數依家戶年所得 148萬元區分

以高中職各學制家戶年所得 114萬元以下之比率為基礎，乘上一般身
分學生數後，得到家戶年所得在 114萬元以下之學生數，再將家戶年所得
超過 114萬元之學生數乘上 35.3%，代表家戶年所得落於 114~148萬元
之學生，兩者相加即得到 148萬元以下之學生數。

以私立普通科為例，家戶年所得 114萬元以下之比率為 37.8%，年所
得超過 114萬元家庭中有 35.3%落在 114萬至 148萬元間，經計算可得
私立普通科家戶年所得 148萬元以下之比率為 59.8%(圖 4)。

圖 4　100 學年私立普通科學生之家戶年所得分布情形推估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2.將需補助人數依年級、學制及家戶年所得乘上每人補助金額

本方案高中、職均逐年實施免學費，但高中另外附加家戶年所得 148
萬元之補助門檻，戶內有 2位以上就學子女者，則門檻上限至放寬 168萬
元，因此推算時必須將各學制一般學生人數依年級、家戶所得與戶內就學

子女數等條件區分，再分別乘以對應補助金額。茲以 103學年私立普通科
為例，拆解計算過程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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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03 學年私立普通科補助經費推估

經由上述推估步驟，將特殊身分與一般身分的補助人數及經費分別加

總，即可算出整體補助經費規模以及受益學生占總學生之比率。

伍、推估結果

針對「高職逐年免學費、高中家戶年所得於 148萬元以下者逐年免學
費，且戶內有 2位以上就學子女者放寬補助門檻為 168萬元」方案，所完
成 103-110年推估結果參見表 5。

經審慎評估各種選項，十二年國教免學費政策最後決定採取「高職逐

年免學費、高中家戶年所得 148萬元以下者逐年免學費」方式，補助門
檻較最初研議的 114萬元大幅提高，而為求行政作業適度簡化，就學子女
數則不予考量；推估至 105學年度三個年級全部到位後，受益學生比率
85.9%，已涵蓋絕大多數學生，實施第 1年所需經費為 185億元，與全面
實施免學費比較，5年約可減少政府支出 138億元，獲立法院支持，順利
通過十二年國教法案，103學年如期推動。除推估全國結果外，因應部分
立委要求，本處另推估此一免學費方案於 105學年全面實施後，全台 22
個縣市之受益學生比率，限於篇幅，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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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十二年國教部分免學費方案之推估結果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陸、結語

十二年國教免學費受益學生人數及補助經費之推估，堪稱統計與決策

緊密結合的經典範例，這也是政府統計部門一向服膺的核心工作理念。平

實而論，整體推估作業並非艱難，亦未涉及深奧的統計理論或模型，箇中

困難之處在於必須在極度壓縮的時效內，處理龐大繁複的資料，迅速又詳

實地完成十多種推估方案，某些方案甚至是因應外界不同看法而在討論過

程中臨時加入者，推估作業時間之緊促可想而知。統計處在極短時限內完

成交付任務，所展現的高效率令部長印象深刻，多次在公開場合肯定本處

的績效，宴請十二年國教有功人員時，統計處與法制處並列為國教署以外

唯二受邀的單位，蔣部長甚至親自向本處第一線承辦同仁深切致意，此亦

顯示能適時配合決策需要，產製相關統計或推估結果，最可以彰顯統計部

門對於所在機關的關鍵價值。

近來各級教育相繼面臨重大變革或衝擊，包括建構高中職及大專校院

退場方案、技職教育體系之再造與重整、少子女化的影響向師資供需面蔓

延等等，為能植基於客觀理性的數據基礎，提升決策品質及應對方案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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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對統計資料之仰賴勢將有增無減，本處全力以赴之際，將持續精進

統計品質及擴充統計內涵，以確保統計支援決策之功能得以充分有效的發

揮，教育統計可望在動態發展中綻放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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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學校應屆畢業生流向探析 1

許志銘（教育部統計處專員）

第一章　前言

教育維繫著國家競爭力與人力資源良窳，亦普遍認為是脫離貧窮的捷

徑，自戰國時代布衣卿相現象，以及漢武帝創建「太學」後，科舉制度在

中國持續兩千年之久，「士大夫」觀念逐漸被認同並深入為傳統文化內，

「士」與「仕」的關係盤根錯節牢不可分，蘇轍更直言：

「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為士者也。」1

廢止科舉制度迄今已逾百年，社會階級結構已不如封建時代涇渭分

明，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依舊是社會流動強大動力，「士大夫」

觀念轉換為「升學主義」及「文憑主義」，家族成員資賦優異者受培養苦

讀，冀望其「一舉成名」改善家族經濟社會地位。

現代教育思想無階級觀，學校依「學術」及「技職」體系分流培育人

才，技職教育方面，臺灣於日據時代即有「初等職業學校」（簡稱「初職」）

設立，招收「國民學校」（國小）畢業生，培養實用導向的基礎技術人力，

為就業做準備，民國 57 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停招初職及五年制職

業學校 2，「學術」及「技職」教育分流延後至後期中等教育階段，由於

教育分流為日後受教機會及經濟社會地位取得的關鍵因素，不僅是國中畢

業生生涯抉擇的分叉點，亦為高中職教育發展規劃的難題。

回顧高中職教育發展歷程，早期為因應工商業發展需求，以及大學「菁

英教育」體制下，接受高等教育為晉身白領階級的必要途徑，因此選擇普

通科就讀者主要目標在於升學，但也需面臨聯考名落孫山卻無一技之長之

風險，相對地，選擇技職教育者雖無升學壓力，不過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與

競爭力不及普通科，因此一般認為擠進高經濟地位的機會較低，「學術」

及「技職」教育分流立意在於「因材施教」，但可能是社會機會不均等的

成因。

1 余英時著，「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時報
文化，2007，第 226~232 頁。

2 請參考中華民國教育部史全球資訊網（http://history.m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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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順應政治經濟的快速發展，回應各界的殷切期盼，基於「紓減學生

壓力」、「使教學正常化」、「教育趨於多元適性優質發展」與「提升國

家競爭力」等目的，以及回應民間自發性的教育改革運動所提出「廣設高

中大學、小班小校、教育現代化、訂定教育基本法」等主張，政府於 70
年代後期開始陸續推行一連串的高等教育開放政策，伴隨新大學校院積極

籌設 3，根據 Trow 提出的高等教育發展分類 4（如圖 1-1），國內高等教

育由早期「菁英教育」型態，至 77 學年進入「大眾教育」階段，於 93 學

年後發展成「普及教育」。

隨著高等教育開放，以及推動高職轉型為綜合高中等政策，高級中等

學校及高中生（普通科及綜合高中部）人數皆迅速成長，職業教育發展則

呈現減緩趨勢，早期高職學生數明顯高於高中學生數，70 學年高職高中學

生比約 2:15，至 91 學年度以後高職高中學生 6 比約保持於 1:1 左右上下微

幅波動 7。

鑒於高等教育的高度發展，致使高中職教育在「學術」及「技職」體

系間出現結構性變化，這些轉變對於人口素質及高中職畢業生的升學率會

有那些影響？分流教育是否存有就學機會不均等現象？目前高中職畢業生

主要從事那些行業？產業界又提供怎樣的就業機會給高中職畢業生？本文

將試著透過 100 學年「高中職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調查」結果來了解

這些問題。

第二章將簡要介紹 100 學年高中職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依「學

制別」分析其升學、就業現況，並探討「公、私立」學校間高中學生的升

學率差異，第三章則以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看高中職升學率消長及對人口

素質的影響，第四章試著參照「人力資源調查」、「事業人力雇用調查」

及「職類別薪資調查」結果一窺高中職畢業生的就業現況。 

3 楊朝祥，「臺灣高等教育的挑戰、超出與卓越」，教育資料輯刊第 44 期，第 8~9 頁。
4 湯志民，「臺灣高等教育擴張與整併之探析」，「卓越與效能 ― 21 世紀兩岸高等教
育發展前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與研討會實錄，2003，第 283 頁。

5 此處「高中學生」指高中職學校的的普通科與綜合高中部學生，而「高職學生」指高
中職學校的高之職業類科與學院、專科附設高職部學生資料；圖 1-2 之高職學生數於
83 學年度以前為包含實用技能學程資料。

6 本文除特別聲明外，所討論高中職學生資料範圍為：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職業科、
綜合高中、實用技能學程、大專校院附設高職部及特教學校一般生班別，但不含進修
學校。

7 若將綜合高中的「專門學程」學生列計為「高職生」，則 101 學年度高中生與高職生
之比值約為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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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00 學年高中職應屆畢業生流向

學識、地位與收入間的關聯概念驅使教育普級化，窮苦家庭想透過讀

書來脫離貧窮，名門世族更以官位和書香來鞏固門第，以教育為提升社會

階級管道之概念受科舉制度與士大夫文化深化影響，成亙古不變鐵律，另

一方面，教育可提升人口素質，各國都視為增強國家競爭力和減少社會不

平等的關鍵 8 方法，現代教育精神強調「機會均等」、「無排他性」等概念，

然教育非一般的工藝生產，無法快速複製製程，或大量生產一致性的產品，

且每個人並非都適合以留在教室方式接受教育，因此如何激發個人潛能發

展學習空間，為體現「因材施教」精神之教育發展概念。

高中職教育基於因材施教的精神強調「適性教育」，採「學術」及「技

職」分流教育外，同時考量學子的未來進路目標，在傳統偏學術類的「普

通科」及偏技職的「職業科」選擇外，再提供「綜合高中」及「實用技能」

等學制，學子綜合自身情況，興趣、能力及生涯規劃等因素，選擇適合的

學程就讀，本章我們將以 10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調

查結果為基礎，探討各學程的升學就業樣態，在邁進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時

代，學程分流的差異特質是否會受高教普及化影響而淡化？另外，公私立

學校分流亦是社會學家所關心的另一個機會不均等要素，因此公私立學校

間升學率差異是本章將探討的另一個主題。

第一節　整體升學就業態樣

100 學年度高中職應屆畢業生計 253,800 人（不含進修學校），其中

職業科 43.29%，普通科占 39.81%，綜合高中及實用技能學程則分別有

10.82%、6.08%（圖 2-1），根據「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

調查結果，100 學年度高中職應屆畢業生的進路，近九成選擇繼續升學接

受高等教育，有就業意願者 9 不及一成（圖 2-2），此現象反映出兩個特

別現象，其一是我國高等教育機會具普遍性，其二是國人普遍有接受高等

教育的高意願，高等教育非免費，競逐高學歷現象顯示倚望提高教育程度

提升社會地位的觀念仍深烙人心。

8 紀金山，「評介《台灣的教育分流、勞力市場階層結構與地位取得》」，台灣社會學，
第 23 期，第 195 頁。

9 本文中「有就業意願者」指已就業及想工作但仍未找到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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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人認為「公、私立學校」或「大學、專科」的分流，亦是往後深

造、就業，以至於社會地位取得之關鍵因素 10，因此基於入學機會的限制

以及對未來展望的預期，繼續升學雖為主流，但逾半數畢業生是進入私立

大學或四技就讀（占全體應屆畢業生 55.32%），僅 22.46% 能進入公立

大學或四技就讀，而選擇專科學校就讀者不及一成（圖 2-3），另外，大

學階段赴國外或大陸求學的風氣目前並不興盛，僅占高中職應屆畢業生之

0.34%。

受高升學率影響，完成高中職學業後即投入職場者相對少數，僅

7.72% 畢業後即投入職場，若加上想工作但尚未找到工作之 0.92%，高中

職應屆畢業生「有工作意願者」約僅 8.64%，而就業者以投入「住宿及餐

飲業」人數最多，占應屆畢業生之 2.08%（占就業者之 26.89%），「其

他服務業」、「製造業」之 1.46%、1.00% 則分居第二、三位。

圖 2-1　100 學年高中職應屆畢業生數

升學、就業及正在找工作之外，有 0.13% 畢業生正接受職訓，0.93%
服兵役，2.00% 補習準備升學，0.06% 準備出國，0.13% 在家休養，另

0.51% 因聯繫不到，近況不詳。

10 黃毅志，「台灣的教育分流、勞力市場階層結構與地位取得」，心理出版社，民國
100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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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100 學年高中職應屆畢業生進路概況

圖 2-3　100 學年高中職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

第二節　不同學制之升學與就業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後，後期中等教育階段採「學術」與「技職」

分流體制，學子需酌量各方意見，及個人對未來的生涯規劃，於「學術」

或「技職」課程間做抉擇；依據現行後期中等教育階段的分流規劃，「普

通科」銜接國民中小學與大學基礎教育課程 11，以研習基本學科為主 12，

學生以做好升學準備為要務 13，「職業科」以教授青年職業智能，培養職

11 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99 年 5 月修正版。
12 高級中學法第 6 條。
13 吳清山、林天祐，「教育名詞淺釋－綜合高中」，教育資料與研究，第 6 期，民國

8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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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道德，養成健全之基層技術人員為宗旨 14，課程往往為畢業後所擔任職

業做準備 15，「綜合高中」融合普通科目與職業科目為一體之課程組織，

輔導學生根據能力、性向、興趣選修適性課程 16，學生在進入綜合高中一

年後，再依據自己的學習成就、能力、興趣選擇高中升學目標（一般大學

院校）、高職升學目標（科技大學、四技二專）、或就業目標，透過課程

選修，實現自己的理想 17，而「實用技能學程」以就業導向設計課程，培

養以謀職能力為主，繼續進修能力為輔 18。

圖 2-4 為依學制分各校之升學率盒型圖（box plot），綜觀各學制升學

率的分布及變異，普通科學生主要以升學目標，故其升學率普遍（低變異）

較其他學制高，而實用技能學程主要目標在培養就業技能，故其升學率一

般較低，且各校間的變異亦較大，有部分學校其實用技能學程升學率高

達 9 成以上，再進一步觀察各學制的經驗累計分布（empirical distribution 
function）19 圖，將各學制的升學率分布情形視為一個機率分布（圖 2-5），

則各學制升學率間具有下列隨機次序（stochastic order）20 關係：

14 職業學校法第 1 條。
15 黃毅志，「台灣的教育分流、勞力市場階層結構與地位取得」，心理出版社，民國

100 年 11 月，第 3 頁。
16 高級中學法第 6 條。
17 教育部綜合高中資訊網（http://page.phsh.tyc.edu.tw/com/）
18 教育部，「實用技能學程課程綱要」，民國 99 年 8 月 30 日修正版，第 9 頁。
19 關於實數隨機變數而言，累計分布（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值為

的機率值，此值常會以實際觀察值中小於值的比率估算之，此估計值即所
謂的「經驗累計分布」（empirical distribution function），以數學符號可表示為 

。
20 隨機次序（stochastic order）常應用於隨機變數的定序 (rank) 應用上，如以「隨機
較大」（stochastically greater）概念比較兩隨機變數的次序關係，兩隨機變數X和Y，
倘若其相對的累積分布函數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 cdf) 、  滿足下列
關係：

           1. 對所有的值， 且

           2. 存在某些值，

　，則稱  隨機較大於 ，以符號 表示之。讀者或許會疑惑，以「經驗累計分布」
來代表理論上的「累積分布函數」是否適切，不過 Glivenko-Cantelli 定理能幫助我
們解除此疑慮，由 Glivenko-Cantelli 定理：「大樣本時，樣本分布會點收斂至相對
應的分布函數」，此即樣本分布常被應用於估計分布函數的理論依據，進一步的理
論說明請參閱：P. Billingsley: Probability and Measure, Deluxe edition. Wiley and 
Sons. 2012. 及 S. M. Ross: Stochastic Process, 2nd edition. Wiley.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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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觀察任何累計分布值所對應之升學率，普通科皆高於其他學

制 21，簡單地說，此關係顯示大多數的普通科升學率高於綜合高中，大多

數的綜合高中升學率高於職業科，大多數的職業科升學率高於實用技能學

程。

由於應屆畢業生升學及就業比率合計達九成五，因此升學意願與就

業意願呈現互為對偶形態，也就是說無論以學校或學程觀點，高升學率

者呈現相對較低的就業比率，同樣地，應用盒型圖及經驗累計分布來分

析（圖 2-6 和圖 2-7），發現各學制的就業意願比率間具有下列隨機次序

（stochastic order）關係：

 

，且正好是升學率間次序關係的反序。

21 於升學率 56.98% 及 60.00% 間普通科與綜合高中的經驗累計分布雖有交叉現象，但
由於兩者資料筆數相當不對稱（普通科及綜合高中分別有 337、111）筆，且綜合高
中升學率小於 60.00% 僅有 2 校，故整體上仍可視為普通科具有較高的隨機次序，
但兩者之累計分布線間的差距並不大，特別約於升學率 95% 以後兩分布線幾乎疊合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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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100 學年各高中職學校應屆畢業生升學率盒形圖

圖 2-5　100 學年各高中職學校應屆畢業生升學率經驗累計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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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100 學年各高中職學校應屆畢業生有就業意願者之比率盒形圖

圖 2-7　100 學年各高中職學校應屆畢業生有就業意願者比率經驗累計　
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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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a) 為各學制之升學率及有就業意願者比率的關係圖，球點的大

小代表畢業生人數相對多寡，此圖清楚展現高升學率者低就業意願，高就

業意願者低升學率現象，另綜合高中之專門學程畢業生數約為學術學程的

1.5 倍，但其升學就業傾向的表現形勢卻是與普通科較接近，由圖 2-8(b)
我們更能清楚看見綜合高中學術學程、專門學程與其他學制間的關係。

普通科學生志在升學者眾，實用技能學程以培養就業技能為導向，

因此其分別表現較高升學率及較高就業率情形並不令人意外，不過普通科

逾九成五的升學率，以及實用技能學程仍有近五成升學率，以及綜合高中

雖選擇專門學程較多的情形下，仍有九成多的升學率等現象，雖顯示學程

分流並未造成升學機會不均等，但高升學率也令學程分流的目的及功能不

彰，對於學生升學就業主要因素，有必要進行更深入瞭解，且高升學率下

技職教育定位和目的也應適時依學生進路近況調整，與高等教育內容銜接

或培養產業需求人才，以免造成部分人才斷層或供需失調。

第三節　公私立學校間升學率之差異

菁英教育年代，在升學主義及文憑主義文化下，志在升大學者，無不

戮力擠進公立高中，其原因不外是公立學校的升學率普遍較亮眼，進入公

立學校，甚至就讀明星高中彷彿是升學保證，因此公私立學校分流，除學

雜費負擔差異外，亦是社會學家眼中造成就學機會不均等的重要因素 22，

在普及教育年代，此現象是否依然存在？故本節將進一步探討公私立學校

間升學率的差異。

如前面所討論，普通科學生往往以做好升學準備為要務，而綜合高

中雖高二後採適性分流，然其畢業生升學率與就業比率表現相當接近普通

科，因此升學率探討對象則將以普通科及綜合高中畢業生為主體。

22 黃毅志，「台灣的教育分流、勞力市場階層結構與地位取得」，心理出版社，民國
100 年 11 月，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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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100學年高中職學校應屆畢業生升學率及有就業意願者比率關係圖 

－依學制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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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學年公立高中升學率為 95.49%，較私立高中之 93.11% 略高 2.38
個百分點，如圖 2-9 的盒形圖，公立高中升學率變異數較低、期望值較高

現象，顯示公立高中升學率普遍高於私立高中，但觀察圖 2-12 的經驗累計

分布圖及各校升學率密度函數（density）23，公立學校的升學率值域較廣，

介於 40.00% 至 100.00% 間，而私校值域則介於 45.65% 至 100.00% 間，

且私校升學率 100.00% 比重較公立學校高，公、私立學校分別有 4.50%、

5.68% 學校其升學率為 100.00%；若刪除班級數較少學校，針對畢業生數

大於 200 人者 24 分析（圖 2-11 及圖 2-12），公、私立學校間的升學率差

距就相對拉開，不過平均差異並不大，公立學校較私校僅高出 2.57 個百

分點（公、私立學校平均分別為 95.23%、92.64%）。

圖 2-9　100 學年高中應屆畢業生升學率盒形圖－依設立別

23 此密度函數估計使用 R 語言的「density」函數。
24 101 學年度高中班級、學生數分別是 10,110 班、402,688 人，平均每班約 40 人，故
畢業生數大於 200 人以上，約略為該校畢業班有 5 班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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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100 學年高中應屆畢業生升學率經驗累計分布及機率密度函數圖 

－依設立別

圖 2-11　100 學年高中應屆畢業生升學率盒形圖（畢業生大於 200 人者） 

－依設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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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100 學年高中應屆畢業生升學率經驗累計分布圖             
（畢業生大於 200 人者）

－依設立別

由於大專校院林立，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快速成長，如圖 2-10 的分布

圖所示，各校高中應屆畢業生升學率幾乎向 100.00% 逼近，由於部分學子

會執著理想，非特定科系或特定學校不念，故升學率再成長空間相當有限，

而純就入學機會均等方面，公私立分流所造成的差異似已不再顯著，不過，

雖各級教育機會普及化，但國人對公私立學校定位仍有差別，除公立學校

學費較便宜吸引外，一般認為公立學校教育環境較優，升學就業競爭力較

強，在此氛圍下，公私立學校仍存有組成份子上本質的差異性，觀察各校

升公立大學比率（不含進修部）分布（圖 2-13 及圖 2-14），公立學校在

升讀公立大學還是普遍具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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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100 學年高中應屆畢業生就讀公立大學比率盒形圖－依設立別

圖 2-14　100 學年高中應屆畢業生就讀公立大學比率經驗累計分布及機率
密度函數圖－依設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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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高中職畢業生之升學趨勢

無論在升學或就業之機會或競爭方面，學術技職分流必然產生本質上

差異，如前面所討論，此差異在升學機會的影響受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被

淡化，然此現象背後政策因素是什�？其演化歷程又如何？本章將以時間

的縱面，綜觀在高等教育迅速擴張與文憑主義觀念交錯下，高中高職畢業

生間就學機會消長，以及對人口素質的影響。

第一節　升學率與教育機會

高等教育為專業技術人才的培育重心，提供產業結構升級的基礎動

能，為順應國際化潮流，爭取國家競爭力優勢，開創高附加價值產業，及

因應產業界對專業人才需求，克服未來全球化浪潮所面臨的挑戰需要，各

國無不傾力投資高等教育。

自民國 74 年公布「開放新設學校處理要點」，重新開放私校設立後，

政府陸續實施「專科學校改制」、「一縣一大學」等政策，並積極回應民

間「廣設高中大學」主張籌設新大專校院要求，同時鼓勵私人興學 25，大

專校院校數逐年成長，同時專科學校亦紛紛轉型為科技大學 26（圖 3-1），

於 72 學年時，大專校院數有 77 所專科、12 所獨立學院、僅 16 所公私立

大學，至 101 學年專科學校僅存 14 所，獨立學院有 28 所，但公私立大學

蓬勃發展至 120 所，30 年間大專校院增幅高達 54.29%。

隨著大專校院數的成長，各校院招生數不斷擴張，大專校院學生數屢

創新高（圖 3-2），大專 27 以上學生數自 72 學年的 30 萬人成長為 101 學

年的 130 萬人，30 年間成長逾 3 倍，同時期 18~21 歲人口高等教育淨在

學率亦由 12% 攀升至 70%，依 Trow 的高等教育發展分類標準，高等教育

由「菁英教育」時代快速邁進為「全民教育」時代。

25 楊朝祥，「臺灣高等教育的挑戰、超出與卓越」，教育資料輯刊第 44 期，第 8~9 頁。
26 金門大學自 99 學年由科技大學轉型為一般大學。
27 不含五專前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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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大專校院數

72 學年 ~101 學年

圖 3-2　大專校院學生數及高中職應屆畢業生成長率

72 學年 ~101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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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0 年間高中職應屆畢業生數 28（圖 3-329），整體走勢由 72 學年

的 18 萬人逐年成長，至 88 學年達 25 萬人高峰後反轉，呈逐年�降趨勢，

各學年間增減幅並不大，皆未超過一成。

圖 3-3　高中職應屆畢業生及其成長率

72 學年 ~101 學年

菁英教育時期時，後期中等教育的「學術」與「技職」分流體制，

一直被視為是影響個人日後受教年數，以至於未來職業地位與收入等機會

不均等性的關鍵因素 30，最顯見的是因「學術」與「技職」接受不同課程

內容，致使高等教育的入學機會及競爭力不均等情況，統計資料顯示（圖

3-4(a)），88 年時高中、高職畢業生升學率分別為 74.35%、30.14%，兩

者間仍存有 44.21 個百分點差距，在高等教育擴展過程中，由於高中職畢

業生數緩步成長，但專科生及學士班的招生名額不斷大量增加，在文憑主

義的催化下，高中、高職應屆畢業生升學率顯著伴隨逐年攀升，至 101 年

時兩者分別達 94.75%、83.51%，差距縮減至 11.24 個百分點，早期受限

於家庭經濟壓力與低入學機會，許多人為能儘早投入職場而選擇職業類科

28 在本章中所指的「高中生」為「普通科」及「綜合高中」學程生。
29 圖 3-3 上曲線係以 "loess regression" 所估算之高中職應屆畢業生趨勢線。
30 黃毅志，「台灣的教育分流、勞力市場階層結構與地位取得」，心理出版社，民國

100 年 11 月，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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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目前高學歷現象顯示，在經濟許可情況下，高中職畢業生只要有意

願，就有機會可接受高等教育，而且國人對追求高學歷熱潮並未有衰退現

象，即使是職業科畢業生仍以「升學」為主流，「學術」與「技職」學程

的分流對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影響已漸不明顯。

圖 3-4　高中、職學生升學率及 15 歲以上人口受高等教育比率

　　　　87~100 學年度　　　　　　　　　　民國 86~101 年

第二節　升學率與人口素質

教育普及化人口素質當然伴隨普遍提升（圖 3-4(b)），15 歲以上受高

等教育人口比率自 86 年的 16.38% 至 101 年攀升至 39.45%，而另一方

面，因愈來愈多青少年族群留校求學，初次投入職場的年紀因而漸往後遞

延，依據人力資源調查結果（圖 3-5），青少年勞參率呈現逐年緩降趨勢，

「15~24歲」的勞參率86年有36.88%，至101年則降為29.08%，相對地，

「中老年世代」（45~64 歲及 65 歲以上）的勞參率並無多大變化，也就

是說勞動力人口離退職場的年紀並未隨年輕族群漸晚投入職場而延後，年

輕人延後投入職場雖可提高勞動力素質，但仍需留意避免因勞動市場供需

失調，加上短期無法有效調整產業結構，而致使高學歷高失業率現象發生，

使教育對勞動力素質提升的效果及鑑別性遭受損害。

受高等教育機會提升，減輕高中職學生升學壓力，加上中產階級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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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所得隨經濟成長漸提高，愈來愈多家庭有能力及意願提供子女接受高

等教育，以補償早年失學的遺憾心理，因此愈來愈多國中畢業生選擇普通

科或綜合高中學程就讀，另外，85 年間因產業升級降低基層勞力需求，政

府規劃降低高職生所占比率 31，在諸多政策及升學主義的推波助瀾下，技

職教育逐步被壓縮，由圖 3-3 可見，早期職業科畢業生較普通科及綜合高

中學程兩者合計還多的現象至 91 學年起被打破，若職業科學生亦盲目準

備升學追求高學歷，那麼高中職教育的多元性將被迫漸趨一元化。

圖 3-5　各年齡層勞參率

當大學錄取率屢創新高，高學歷者失業率漸提升時，高等教育擴充太

快的質疑聲隨之不斷浮現 32，在此透過與 OECD 各國之人口素質現況比

較，來看高等教育是否過於氾濫問題，比較「25~34 歲」與「55~64 歲」

世代間大專以上教育程度所占比率（圖 3-633），民國 100 年時，我國

「25~34歲」青壯年世年有 64%曾受過高等教育，相較於其父執輩「55~64

31 黃毅志，「台灣的教育分流、勞力市場階層結構與地位取得」，心理出版社，民國
100 年 11 月，第 18 頁。

32 李沃牆，「學歷通膨效應擴大，影響國家競爭力」，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院，
2013 年。（http://www.npf.org.tw/post/1/12055）。

33 OECD 各國資料來源：OECD,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3: OECD Indicators, Table 
A1.3a, page 37；我國資料來源：內政統計年報（http://sowf.moi.gov.tw/stat/year/
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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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的中老年世代僅有 21% 情形，顯示兩世代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相差非

常懸殊，與 OECD 各國比較，我國「55~64 歲」世代受高等教育人口比

率僅約較 OECD 三分之一國家高，但「25~34 歲」世代受高等教育人口

比率大幅躍進，不低於 OECD 各國，此現象反映我國受高等教育機會確實

成長相當迅速，其需求亦相當殷切，以兩世代教育結構差異觀點，OECD
國家中，屬「南韓」高等教育擴展情況和我國最類似，其差異幅度甚至超

越我國，但與其他各國比較，我國年輕世代受高等教育的比率似乎有過高

現象，反觀德國因高教免學費政策行之多年，任何人只要通過高中職會考

即能申請入大學或學院，且政府提供多種制度鼓勵低收入家庭學子接受高

等教育，是令人稱羨的高等教育典範國家 34，其「25~34歲」及「55~64歲」

間高等教育人口比率分別為 28%、26%，兩世代僅差 2 個百分點，顯示該

國高等教育的成熟穩定特質，相對地，我國「25~34 歲」世代普遍受高等

教育現象若無法轉化為國內產業體質升級動力，僅能反映「傳統士大夫觀

念」影響或「學歷崇拜」現象，反損害教育資源分配，不利高等教育長遠

發展，或引發高學歷者高失業率之「學歷通膨」後遺症。

進一步與鄰近或已開發國家比較，如圖 3-7 所示，我國年輕世代的勞

參率，無論「15~19 歲」或「20~24 歲」階層，除較南韓及義大利略高外，

皆較其餘各國低，年輕世代的低勞參率部分因素是我國 15 歲以上民間人

口的勞參率本來就較低，除較法國及義大利略高些外，皆較其他各國稍低，

但進一步分析，南韓、新加坡及義大利與我國同屬「20~24 歲」階層之勞

參率低於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的勞參率，顯見這些國家 25 歲以上中高年齡

層的勞參率明顯較 24 歲以下年輕世代高，也就是年輕人投入勞動力市場

的年齡較晚，或是退休的年紀較偏高。

從高中職應屆畢業生升學率消長歷程，及不同世代間教育程度結構差

異，反映出臺灣社會演化縮影，然就學機會率的增加雖體現教育的「非排

他性」，但也因此造就許多「不知要做什�」而盲從升學現象，反而浪費

教育資源，對個人生涯益未必能有助益，而衍生「上私校或職校苦讀，拼

進國立大學」投機心態，從好的面向解讀是消弭一試定終身的弊病，但事

實上僅能將升學壓力延後，令高等教育與中等教育的差異鑑別性降低，使

國人相繼再競逐碩士、博士等更高學歷，唯有了解高中職畢業生升學就業

34 林琳，「全球中央」，中央通訊社，第 55 期，2013 年 7 月，第 60~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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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定因素，協助高中職生適性選擇進路，並銜接高等教育與中等教育課

程，方能擺脫「學歷通膨」的夢魘，使高教普及化更具意義。

圖 3-6　2011 年 OECD 各國「25~34 歲」與「55~64 歲」

世代間大專以上教育程度所占比率

 

圖 3-7　我國與其他國家青少年勞參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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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高中職畢業生之就業概況

由於高等教育就學機會迅速擴張，加上文憑主義催化，升學蔚為主流，

而「就業者」或是「想工作但未找到者」儼然成為少數族群，總數不及應

屆畢業生的一成，本章將應用「人力資源調查」、「事業人力雇用調查」

及「職類別薪資調查」等統計資料，試著了解高中職畢業生主要從事那些

行業，目前產業的需求又提供怎樣的機會給高中職畢業生，而高中職學歷

一般都擔任何種職位等相關問題。

圖 4-1 為各學群應屆畢業生之就業人數堆疊圖（stacked area 
plot），橫座標的圓圈 (bubble) 以面積大小標示該學群之 100 學年畢業生

人數，圓圈愈大表示畢業生數愈多 35，圓圈內顏色表示各學群就業者占應

屆畢業生比率，另圖例上之「行業別」次序，係依畢業生所從事行業人數

由大至小排列，圖例右側標註之數字為 101 年高中職學歷就業人口之行業

分布結構 36。

圖 4-1 顯示各學群之就業率高低與其畢業生數多寡無關，畢業生數

以「商業與管理群」、「餐旅群」、「電機與電子群」較多，100 學年

分別有 32,900、25,203、24,894 人，其中除「餐旅群」就業率較高，有

22.92%，而「商業與管理群」及「電機與電子群」就業率則分別僅 7.49%、

8.71%；就業率較「餐旅群」為高的群科則有「綜合群」、「家政群」及

「動力機械群」，分別為 48.97%、26.95% 及 26.44%，不過其畢業生數

規模皆不大，各約為「餐旅群」的 1 成 5、5 成 8 及 3 成 5，若依群科之

六分類別 37 觀察，以「家政群」及「餐旅群」所屬之「家事類」就業比率

（24.24%）相對較高。

觀察所從事行業人數，100 學年應屆畢業生以投入「住宿及餐飲業」

者最多，占已就業者之 26.89%，其次為「其他服務業」之 18.89%，

「製造業」的 12.93% 居第三，與 15 歲以上高中職學歷勞動力人口的就

業情況比較，目前高中職學歷之就業主流以「製造業」為主，占就業者之

30.70%，而「批發及零售業」之 19.79%、「住宿及餐飲業」之 9.45% 分

35 由於「普通科」畢業生數較其他學程大許多，為免因普通科畢業生數與他學程相差
懸殊而壓縮他學程符號的表現空間，本章的圖表上常會忽略「普通科」的圖示。

36 此為 101年平均值，資料來源為：行政院主計總處，「101年人力資源統計調查年報」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33646&ctNode=3247&mp=1）。

37 指依「農業」、「工業」、「商業」、「家事」、「海事水產」及「藝術」六類科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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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第二、三，受產業環境及個人對工作生涯願景的規劃影響，高中職畢業

生的就業場域逐漸由「製造業」轉移到服務業，而服務業新血投入重心亦

從「批發及零售業」轉向「住宿及餐飲業」。

當然就業結構的轉變並非一朝一夕，觀察附表 1 所列近五年高中應屆

畢業生就業者所從事行業前十序位，除「支援服務業」外，其餘各業的序

位變化並不顯著，然「支援服務業」就業人數一直不高，約 500~700 人左

右，而「住宿及餐飲業」自 97 學年起就業人數超越原先保持第一序的「其

他服務業」，且兩者的就業人數差距有逐漸拉大現象。

圖 4-2 矩陣圖部分代表各群科畢業生就業者所從事行業結構，橫座標

的圓圈 (bubble) 以面積大小標示各學群之 100 學年畢業生人數想工作而未

找到工作的比率，圓圈愈大表示該比率愈高，圓圈內顏色表示各學群就業

者占應屆畢業生比率，另圖例右側數字為 101 年 8 月底各行業之最低學歷

限制為高中職之缺工數 38。

觀察各群科畢業生就業者所從事行業結構，如圖 4-2，雖各群科就業

行業似乎與在校所學專業略有關聯，如「工業類」畢業生就業者有較高比

率進入「製造業」，「藝術類」畢業生有較高比率進入「藝術、娛樂及休

閒服務業」，「土木建築學群」有較高比率進入「營造業」等等，然各群

科畢業生已就業者都有相當比率是投入進入障礙較低的「住宿及餐飲業」

或「其它服務業」行列，再進一步對照各業高中職學歷缺工現況，缺工

的主要行業與應屆畢業生的就業熱門序位相當不同，而較類似 15 歲以上

高中職學歷就業者之所從事行業結構，各業缺工以「製造業」最多，有

24,409 個職缺，其次為「批發及零售業」，有 12,427 個職缺，再次為「住

宿及餐飲業」的 8,058 個職缺，另外，若純粹理想化而不考量勞動條件、

工作地點、福利等等其他因素，依照各群科已就業者各行業比率分配，目

前的缺工需求應足以吸納所有想工作但仍未找到工作者。

圖 4-3 為各業缺工所需最低學歷限制之結構圖，為突顯高中職學歷族

群的就業空間，特修正圖 4-3 將專科以上學歷部分隱藏，如圖 4-4 所示，

除「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醫療保健及

社會工作服務業」及「教育服務業」等行業對專業技術需求較嚴格，學歷

38 本文所引用各行業缺工數，資料來源為：行政院主計總處，「101 年事業人力雇用調
查報告」（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33025&ctNode=4988&mp=1）。



41

高中職學校應屆畢業生流向探析

要求相對較高，其餘各業都提供對高中職學歷者很大的參與空間，對照圖

4-3 中各業所缺高中職學歷人力數，「金融及保險業」、「營造業」、「運

輸及倉儲業」、「不動產業」等等行業尚餘些許高中職學歷者的就業機會，

但並不受此世代社會新鮮人的青睞，反而缺工較不顯著的「其他服務業」

卻能吸引較多的年輕人投入。

根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101 年 7 月高中職

學歷初任經常性薪資平均為 21,727 元（圖 4-5），各業初任經常性薪資以

「金融及保險業」的 25,306 元最高，「教育服務業」的 19,751 元最低，

兩者差距 5,555 元，近年較多高中職應屆畢業生投入的「住宿及餐飲業」、

「其他服務業」及「製造業」等業其初任經常性薪資均較平均值略低些；

依學歷別觀察（圖 4-6），學歷較高者其平均初任實質經常性薪資 39 相對

亦較高，不過近年來此差距有逐漸被拉近趨勢，特別是 101 年專科以上學

歷者其平均初任實質經常性薪資皆上年低，反而高中以下學歷者呈微幅成

長態勢，且專科及高中職間薪資差距縮至 2,000 元內 40。

圖 4-3　各業缺工所需最低學歷限制之結構

100 年 8 月

39 此實值薪資以 100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為基準平減。
40 專科及高中職間薪資差距請參見圖 4-6 下方長條圖及其右側座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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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各業缺工所需最低學歷限制之結構－隱藏專科以上學歷部分

100 年 8 月

圖 4-5　各業高中職學歷初任經常性薪資

10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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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92~101 年初任實質經常性薪資－依學歷別

觀察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失業率，如圖 4-7，自 86 年至 100 年間，大

專以上學歷失業率年平均一直較高中職者低，此期間兩者失業率年平均差

距呈現「不穩定的循環」形態，隨全體失業率升高而差距漸大，亦隨全體

失業率下降而拉近，此態樣約持續兩個循環，但此循環時間漸短，差距振

幅漸縮，以整體趨勢而言，大專以上學歷失業率呈逐步向高中職者靠近態，

至 101 年大專以上學歷年失業率平均甚至高出高中職者 0.36 個百分點，

近年來大專生的初任薪資漸減失業率漸增現象，難免讓人會有「學歷通膨」

疑慮。

圖 4-8 為 101 年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就業者之職業結構，依學歷別分，

擔任「主管」或「專業人員」比率以大專以上學歷者較高，相對地，高中

職學歷有 42.95% 為「技藝工作、機械設備操作或勞力工」，26.62% 從

事「服務及銷售」工作，擔任「民意代表或經理人員」及「專業人員」分

別僅有 2,29%、1.63%，參照 100 年 8 月各業缺工情況，最低學歷限制為

高中職者的職業仍以「技藝工作、機械設備操作或勞力工」、「服務及銷

售」等工作機會較多，目前高中職初入職場的主流服務業「住宿及餐飲業」

與「其他服務業」，其缺工需求分別集中於屬「服務銷售及助理專業人員」

之「餐飲服務人員」、「美容美髮及造型有關工作」。

41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專以上及高中職學歷間失業率差距，請參見圖 4-7 下方長條圖及
其右側座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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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失業率

圖 4-8　101 年就業者之職業結構－依學歷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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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就業市場呈現「高失業率、高缺工」怪現象 42，而近五年來

因高中職應屆畢業生逾八成五繼續升學，「想工作但未找到工作」者由 97
學年的 3,738 人逐年下降，100 學年僅有 2,386 人，高中畢業生就業環境

結構性質變係肇因於「學歷通膨」，致使大專學歷者排擠高中職畢業生就

業機會，或因「學用落差」，或因社會價值觀轉變，溫室成長下的年輕人，

紛紛成抗壓性低的「草莓族」，或是因「低薪資高工作量」致使年輕人自

願失業，此「人力赤字」成因實值進一步深入探討，並透過產業界、教育、

勞動政策通盤合作扭轉困局。

圖 4-9　各業缺工所需高中職以上學歷之職業

42 盧珮如，「台灣怪現象－工廠找不到人，青年卻失業」，管理雜誌，第 461 期，
2012 年 11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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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100 學年度高中職應屆畢業生計 253,800 人（不含進修學校），其中

職業科 43.29%，普通科占 39.81%，綜合高中及實用進修學程則分別有

10.82%、6.08%，根據「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調查結果，

高中職應屆畢業生的進路以繼續升學為主，有 87.11%，就業者僅 7.72%，

0.92% 想工作而未找到工作，0.13% 畢業生正接受職訓，0.93% 服兵役，

2.00% 補習準備升學，0.06% 準備出國，0.13% 在家休養，另 0.51% 因

連繫不到近況不詳。

依學制別分，升學率依序為普通科 95.29%、綜合高中 92.73%（學

術學程、專門學程分別為 94.50%、91.56%）、職業科 83.51%、實用技

能學程 49.16%，相對地就業者所占比率則依序為實用技能學程 38.59%、

職業科 11.04%、綜合高中 3.56%（學術學程、專門學程分別為 0.68%、

5.46%）、普通科 0.53%，此現象顯示高中職學生普遍有升學意願，而升

學者有 63.51% 就讀私立大學校院，25.78% 進入國立大學校院就讀，僅

0.39% 赴國外或大陸就讀。依公私立分，觀察普通科及綜合高中升學率，

公立學校在升讀公立大學競爭力普遍較具優勢。

受產業環境及個人對工作生涯願景規劃影響，高中職畢業生的就業場

域逐漸由「製造業」轉移到「服務業」，而服務業新血投入重心亦從「批

發及零售業」轉向「住宿及餐飲業」，100 學年應屆畢業生以投入「住

宿及餐飲業」者最多，占已就業者之 26.89%，其次為「其他服務業」之

18.89%，「製造業」的 12.93 居第三，與 15 歲以上高中職學歷勞動力人

口的就業情況比較，目前高中職學歷之就業主流以「製造業」為主，占就

業者之 30.70%，而「批發及零售業」之 19.79%、「住宿及餐飲業」之

9.45% 分居第二、三，再進一步參照各業高中職以上學歷缺工現況，各業

缺工以「製造業」最多，有 24,409 個職缺，其次為「批發及零售業」，

有 12,427 個職缺，再次為「住宿及餐飲業」的 8,058 個職缺，由於「住

宿及餐飲業」進入障礙較低，業界亦提供相當的就業機會，以至於高中職

畢業生初畢業時受同儕影響或為避免待業過久，而紛紛投入住宿及餐飲

業，因此排擠「製造業」、「營造業」等較需勞力及技術行業之人力獵取。

青少年尚處於成長探索階段，而後期中等教育階段的分流抉擇對學子

生涯發展具深遠影響，統計資料顯示，高等教育的「普及」發展，促使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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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育程度普遍提升，「25~34 歲」世代受高等教育比率更超越 OECD 各

國，此現象體現教育機會的均等性，只要意願且經濟許可下都有機會受高

等教育，表面上似乎減輕高中職學生升學壓力，但由於國人對高學歷競逐

的態度並未扭轉，這反而更突顯出受「升學主義」及「文憑主義」的自我

禁錮困境，同時令人擔心是否普遍因為「對未來生涯方向不清楚」而盲從

升學，造成教育資源浪費，甚至排擠弱勢族群的就學機會，混亂就業市場，

在少子化的潮流衝擊下，人力資源彌足珍貴，教育發展不能只著眼於學校

存廢與招生問題，如何激發個人特質因材施教，重新定位各級教育內涵，

才能創造幸福快樂的終身學習環境，提升國家競爭力，另一方面，預測產

業未來發展趨勢，了解畢業生長期就業及轉業軌跡，規劃相關課程，保障

產業基本技術人力，提供產業升級動力，才能徹底改變「文憑主義」盲從

觀念，避免技職教育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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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各級學生輟學及休退學概況分析 1

林效荷（教育部統計處研究助理）

壹、前言

教育的重要性，除展現於總體層面，促進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政治

民主、文化傳承、社會流動與社會和諧以外，就個體層面而言，教育的意

義則在於開發智能、開啟機會與增加發展的可能性，同時幫助個人陶冶性

情，面對人生，教育因而成為形塑民眾幸福感的主要面向。我國以「成就

每一個孩子」作為推動十二年國教之目標，美國強調「把每個小孩帶上來」

(No child left behind)，均是著眼於教育對每一個孩童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

性。因此，即使在國內國民教育粗在學率已然大幅提高至逼近 100%，為

數不多的中輟學生之受教權益仍不容忽視。而高中職以上，尤其大專校院

近年休退學生人數均占相當比率，此種正規學習歷程的中斷，不僅可能影

響學生個人的生涯發展，也隱含人力與教育資源的浪費，究係志趣不合、

經濟因素使然或轉學他校，均頗值探究，故本文將針對國內各教育階段學

生之非典型流向，包含國中小輟學、高中職及大專校院休退學等加以分析，

以勾勒其重要變化態勢及形成因素。

貳、國中小

一、國中小學生輟學情形改善，復學率亦升抵 8成 5

依據「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規定，「中輟

生」係指 6 歲至 15 歲學生有未經請假、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達 3 日以上

( 含轉學時未向轉入學校報到者 )。根據統計，國中小學生輟學人數於 93
學年曾高達 8 千餘人 ( 國中 6,750 人、國小 1,418 人 )，之後轉呈下降，

96~100 學年大致介於 5,000~5,800 人，101 學年首度低於 5 千人，降為

4,406人 (國中3,918人、國小488人 )，輟學率0.20%，較93學年之0.28%
減少 0.08 個百分點，其中原住民學生輟學率 0.82%，相對較高。中輟情

況在國中階段多於國小階段，人數占近 9 成，101 學年國中輟學率 0.46%，

遠高於國小之 0.04%。101 學年復學人數 3,735 人，復學率達 8 成 5，學

年結束時仍在輟的學生僅 814 人。

1 本篇刊載於統計通訊，第 25 卷第 6 期，民國 103 年 6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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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縣市觀察，101學年度中輟人數前5縣市分別為：新北市1,038人、

桃園縣 520 人、高雄市 449 人、臺中市 409 人、臺北市 268 人，此與其

學生人數較多有關，其中新北市占總輟學生 23.6%，至於輟學率則以原住

民人口較密集之臺東及花蓮縣 ( 各 0.41% 及 0.36%) 最高，惟屬都會型的

基隆市近年亦均在前 5 之列，殊值注意，101 學年為 0.32%。

表 1　國中小輟學人數及比率

單位：人；％

二、輟學生來自弱勢家庭有漸增趨勢，新移民及隔代教養升幅最大

101 學年國中小輟學生家庭背景以單親比率達 58.3% 最高；身分為原

住民者占 13.7%，屬隔代教養者占 11.1%，父 ( 母 ) 為外籍配偶 ( 含中國

大陸 ) 占 7.1%，三者共占 31.9%，與 93 學年比較，8 年來上升 9.1 個百

分點。

國小學生中輟原因較為單一，101 學年有 8 成來自家庭因素，影響國

中生輟學原因相對複雜，以個人因素約占一半為主。國中小併計，輟學原

因以個人因素居多，占 49.1%，生活作息不正常為主要來源；家庭因素其

次，占 23.4%，父 ( 母 ) 或監護人管教失當情形最多；再次為社會因素，

占 15.2%，多受校外不良朋友引誘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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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國中小中輟生家庭背景、身分結構及輟學原因

單位：％

說明：外籍配偶係指父 ( 母 ) 為外籍配偶。

參、高中職

一、高職休學率小幅走升，因經濟困難休學率為高中 2.8倍

高中職休學人數近 5 年約介於 10,000~11,000 人，平均休學率 1.4%，

高職休學情形較高中嚴重且呈現緩步遞增，101學年高職休學人數為 7,067
人，為高中 3,598 人的 2 倍，休學率為 1.9%，高出高中 1 個百分點，差

距漸有拉大。

101 學年高中、職休學原因均以志趣不合為主，分別占 33.2% 及

57.0%，因經濟困難而休學比率則逐年減少，惟在高職生占比 6.5%，明顯

大於高中之 2.3%；另「出國」為高中生休學之第二大原因，占 2 成 2(779
人 )，出國的原因包括遊學、散心、移民國外、隨父母到外工作或出國唸

書等。

表 3　高中職休學人數、比率及休學原因

單位：％

說明：1. 高中包含普通科及綜合高中，高職為職業科。

　　　2. 休學人數計算該學期新增休學人數，不包括以前年度尚未復學者。

　　　3.「其他」含兵役因素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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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職退學率為高中 3.9倍，休學期滿被退學占 3成

高中職退學人數跳動相對較大，101 學年為 7,855 人，逾 3/4 集中於

高職，其退學率 1.7% 為高中 (0.4%) 的 3.9 倍。高中生退學原因以自動退

學及休學期滿為主，比重各為29.2%及33.2%，高職生則以自動退學居多，

占近 5 成，休學期滿次之，占 3 成；值得注意的是，不論高中或高職退學

原因 3 成均來自休學期滿，顯示學生申請休學隱藏逸出正規教育體系的風

險。

高中職學生因學業成績未達標準而重讀者，近兩年明顯上升，102 學

年增至 2,178 人 ( 高中 1,110 人、高職 1,068 人 )，與上學年比較，人數增

長 6 成 4 來自於高職。

表 4　高中職退學人數、比率及重讀人數

單位：人；％

說明：1. 高中包含普通科及綜合高中，高職為職業科。

　　　2. 重讀生係指學生學年成績 ( 補考後 ) 不及格科目學分數，逾當學年學分數二分之一而重讀

               者。

肆、大專校院

一、大專校院休學人數續增，因工作考量而休學比重占 2成居首

101 學年大專校院新辦理休學計 8.1 萬人 ( 第 1 學期 49,499 人、第 2
學期 31,750 人 )，較 100 學年增 3,535 人或 4.5%，其中研究所在職專班

及學士班日間部增幅最大，兩者均為 8.1%( 各增 668 人、2,177 人 )，休

學主因分別為工作需求 ( 占 48.6%) 及學業志趣 ( 占 25.8%)。以新增休學

人數占總學生之比率觀察，近年大專新增休學率介於 5.5~6.0%，第 1 學

期休學率通常高於第 2 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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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學制的休學率存在差異，近年以研究所最高 ( 約 15%)，夜間專

科及學士班介於 7~9%，日間專科及學士班 3~4% 最低。若依公私立觀察，

公立學校新增休學比率為 7.2%，高於私立學校之 5.4%，其原因為公立學

校之學生結構中，研究生所占比重較大，而研究生之休學率較高所致。

101 學年整體休學原因以工作需求居首，占 21.5%，學業志趣次之，

占 15.1%，經濟因素比重由 98 學年之 8.3% 遞減至 6.6%，降幅 1.7 個百

分點，其中私立學校因經濟困難休學比率為 7.8%，高於公立學校之 4.7%。

圖 1　大專校院新增休學人數及比率

　　說明：98(1)、98(2) 分別表示 98 學年上下學期。

圖 2　大專生新增休學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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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1學年大專校院退學生 8.5萬名，夜間專科平均每 20人有 3人退學

大專校院學生退學情況逐年增加，人數由 98 學年 7.4 萬人增至 101
學年 8.5 萬人，退學比率由 5.5% 緩升至 6.3%。依公私立觀察，近年私立

學校學生退學率普遍較公立學校高 2~3 個百分點；按性別區分，男性學生

退學比率高出女性 1~2 個百分點；按學期觀察，因轉學、重考等情形 ( 歸
類於因志趣不合而退學 ) 多發生於第 1 學期，故比率高於第 2 學期。

退學原因方面，101 學年逾期未註冊、休學逾期未復學而被退學之比

重為 44.8%，其餘依序為因志趣不合 26.5%、學業成績 16.2%、其他因素

11.5%、操行成績 1.0%。不同學制的退學率存在差異，夜間專科退學率達

14.8%，夜間學士班亦有 11.7% 次之，以逾時未註冊及休學逾期而被退學

為主；日間學士班 4.9% 最低，因志趣不合退學居多。

圖 3　大專校院退學人數及比率

　　說明：98(1)、98(2) 分別表示 98 學年上下學期。

圖 4　101 學年大專生退學率 (按學制分 )



59

近年各級學生輟學及休退學概況分析

三、 原住民大專生休退學情形甚於全體，近 4年平均高 1.5個及 3.4個百
分點

原住民大專生 101 學年新增休學 1,821 人，較 100 學年增 186 人；

近 4 年平均新增休學率 7.4%，高出全體學生 1.5 個百分點；按休學原因

觀察，因工作需求而退學，占 16.8%，其次為學業志趣，占 15.7%，第三

則為經濟因素，占 12.9%，約全體學生 2 倍。

近 4 年平均退學率 9.1%，遠高於全體學生之 5.7%，101 學年共 2,403
人退學，較上學年增加 411 人；按退學原因觀察，以逾時未註冊、休學逾

期未復學，占 52.1% 最高，志趣不合則為主要實質因素，占 20.1%，學業

成績占 15.7%。近 4 年平均每年約有 3,500 名 (101 學年為 4,224 人 ) 原
住民大專生休、退學。

圖 5  原住民大專生平均休退學率

　　　　　　說明：1. 數據為 98~101 學年休、退學率之平均值。

　　　　　　　　　2. 學期內新增休學人數，不含之前學期續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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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01 學年新增休學及退學主因

　　　　　說明： 新增休學原因，尚有學業志趣、生病、懷孕及育嬰等因素；

　　　　　　　　退學原因，尚有學業成績、操行成績等因素。

伍、結語

國中小輟學率仍屬低穩，加上高復學率，國內兒童失學問題並不嚴重，

惟高度集中於弱勢家庭，其中來自新移民及隔代教養者升速加快，須予注

意。高中職及以上學校學生休學期滿未復學情形普遍，成為退學主因，顯

示申請休學隱含脫離學習常軌之風險；尤以高職體系學生因所具備技能相

對不足，極易在就業市場淪為弱勢，其休學率雖不高，但近年似有小幅攀

升跡象，後續走勢仍應列為觀察重點。由於高中職及大專生休退學對個人、

家庭及社會均造成一定損失，基於其背後實質因素均以「志趣不合」為主，

未來透過建構適性發展之學習環境，提供更多學習選擇機會，應有助於學

生如期完成其學業歷程，從而降低休退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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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數據看我國大專以上程度青年就業概況 1

徐健中（教育部統計處專門委員）

壹、前言

青年是國家重要資產，亦是一國社經發展能否持續創新與進步的動力

來源。受到全球化與知識化趨勢影響，青年高失業現象一直是各國普遍面

臨的問題，且將解決青年就業列為政府施政的優先議題。

近年來高等教育快速蓬勃發展，大專以上人力成為我國主要勞動力，

惟 20-24歲大學以上程度者之失業率居各教育程度之冠，為瞭解大專以上
青年之就業概況，本文蒐集行政院主計總處、勞動部、OECD及教育部相
關公務及調查統計資料，綜合探討我國大專人力在就業市場之變化、失業

及未就業原因、大專畢業生畢業後一年流向情形，並分析各行業短缺員工

概況、初任人員平均經常性薪資之變化等，提供各界參考。

貳、我國大專人才在就業市場之變化趨勢

一、大專以上人力成為我國主要勞動力，近 20年占比增加 28.2個百分點

我國大專校院總校數自 83學年 130所增至 103學年 159所，畢業生
人數由 82學年 17.3萬人，大幅成長 8成至 102學年 31.1萬人。隨著大
學生培育人數的快速增加，大專以上勞動力占全國 15歲以上勞動力比率
於 95年超越高中職，成為我國最主要的勞動力 (圖 1)。103年全國 15歲
以上勞動力中有 47.9%為大專以上之教育程度，較 83年增加 28.2個百分
點，其中大學以上增加 23.4個百分點。

1本篇刊載於主計月刊，第 720期，民國 104年 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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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我國 15 歲以上勞動力之教育程度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二、各行業之大專以上就業者比率提升，以「教育服務業」之 89.0%最高

隨高教普及化，各行業之就業者中，大專以上程度者之占比均呈上升

趨勢，其中工業、服務業 20年來皆增加 27個百分點，顯示各行業運用大
專高級人力之比率明顯提升。103年大專以上就業者所從事之行業 (圖 2)，
以「製造業」、「批發及零售業」、「教育服務業」居前 3大，合占 5成 2。
各行業因屬性不同，大專以上就業者之比率，歧異甚大，以「教育服務業」

(89.0%)最高，而人數較多之「製造業」及「批發及零售業」則為 4成 5，
占比均較 10年前增加 16個百分點。

圖 2　103 年大專以上就業者之行業結構及所占比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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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專以上人力在各職業之就業份額提升，以專業人員之 95.3%最高

103年大專以上人力主要從事之職業 (圖 3)，前 3項分別為「技術員
及助理專業人員」、「專業人員」及「事務支援人員」，合占近 7成，惟
較 83年減少 6.0個百分點；另「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技藝工作、
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則分別增加 6.8個及 4.5個百分點，顯示大專以
上人力從事較基層職務之占比有上升趨勢。

圖 3　大專以上人力職業分布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大專以上人力在各職業之就業份額 (=大專以上人力在各職業之就業
人數 /各職業之總就業人數 )均呈上升趨勢 (圖 4)，其中以「專業人員」
之 95.3%最高，而「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也逾 3成，顯示大專以上人力
正朝各職場擴散。

圖 4　大專以上人力在各職業之就業份額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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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03年大專以上有酬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為 3萬 7千元，
較 10年前增加近 3千元或 8.0%

103年大專以上有酬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 (表 1)，平均
為新臺幣 3萬 7,433元，較 10年前增加 2,774元或 8.0%，其中未滿 3萬
元者減少 5.9個百分點，3萬～未滿 4萬元、5萬元以上者分別增加 2.9
及 2.5個百分點，顯示大專以上有酬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呈
現溫和成長之趨勢。

表 1　大專以上有酬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

單位：千人；%；新臺幣元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說明： 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係指，若受僱者就業者具 2份以上工作，僅採計主要工作之收入，而
未含其他工作之收入，且未計入非經常性之加班費、年終獎金、員工紅利、績效獎金與全勤

獎金等收入。

五、 103年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人數近 60萬人，大專以上程度者占
1/3，近 6年增加 6萬人

非典型就業人數的增加，與產業結構轉變及工作型態多元化有關，

103年臨時性或人力派遣之非典型工作者近 60萬人，占全體就業者比重
為 5.4%，大專以上程度者占 1/3，近 6年增加 6萬人或 41.7%，占比亦由
28.9%上升 5.2個百分點至 34.1%，顯示大專以上程度者之臨時性或人力
派遣工作人數逐年增加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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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人數－按年齡及教育程度分

單位：千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說明：「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人數」係自 97年起開始調查。

參、青年失業概況

一、近年大學失業率上升，與大學畢業青年快速增加有關

103年我國大學以上程度者之失業率為 4.99%，較全體失業率 3.96%
高，居各教育程度之冠 (表 3)，顯示存在高學歷高失業率問題，與美、日
等國「學歷越高，失業率越低」不同。大學以上失業率較高之年齡層，集

中於 20-24歲及 25-29歲，失業率分別為 14.86%及 7.21%，主因國內高
等教育普及，大學畢業生人數增加，因多屬初次尋職者或對原有工作不滿

意之自願性失業者，致失業率上升。

表 3　我國教育程度別失業率

單位：%；百分點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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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專青年進入職場後，初期失業率較高惟下降速度也較快

若以 85年時之 20-24歲族群 (民國 62至 66年出生 )，追蹤其往後
15年之失業率變動情形 (圖 5-1)，可發現大學以上青年初入職場時之失業
率較高，惟下降的速度也快，至 30-34歲時已低於專科，為此族群中失業
率最低者，至 35-39歲續降，顯示高等教育人力於進入職場後之學習力較
高，就業力提升較快；90年時之 20-24歲族群 (民國 67至 71年出生 )亦
有相似之趨勢 (圖 5-2)。由族群追蹤之結果顯示，在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
代下，高等教育人才似乎較能快速跟上時代變化的腳步。

圖 5-1　青年之失業率追蹤—按教育程度別分

圖 5-2　青年之失業率追蹤—按教育程度別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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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專以上尋職者曾遇有工作機會但未去就業之最主要原因為「待遇太
低」

103年大專以上程度者之平均失業週數 26.8週最長，較 20年前增加
10.2週，而失業者於尋職過程中，逾 5成曾遇有工作機會，惟因市場提供
之就業條件不符期望而未順利就業，其中「待遇太低」是最主要原因 (表
4)，顯示薪資待遇為失業者最重視的工作條件，且不願意屈就低薪，應如
何強化整合就業機會及提高薪資，是項重要課題。

表 4　大專以上失業者找尋過程中之工作機會及未去就業主要原因

單位：%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肆、大專畢業後流向分析

一、大專畢業生畢業後一年之失業率，明顯高於碩士

根據 101年辦理的「大專以上畢業生畢業後一年調查」結果 (表 5)，
99學年畢業之大專青年，有 2成 4繼續升學，7.2%目前暫不打算就業，
6成進入勞動市場 (其中 4成 9工作中、1成 1待業中 )，另 9.1%為現役
軍人，若以此族群為基礎，估計其勞動參與率為 65.9%，進一步估算其進
入勞動市場之失業率為 17.6%。若與同年畢業之碩士相較，大專畢業生之
勞動參與率，明顯低於碩士 (90.8%)，而失業率，則明顯高於碩士 (11.5%)，
顯示大專生持續升學取得較高學位，相對較具有差異化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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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畢業後一年之大專以上人才流向

(99學年度畢業，101年 8至 12月調查 ) 
單位：%

資料來源： 教育部高教司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之「大專畢業生畢業後一年調
查」、「碩士畢業生畢業後一年調查」。

說明：「工作中」包含全職、兼職及實習；「現役軍人」包含服役中、職業軍人 (含志願役 )。

二、 大專畢業後一年之就業者中，有 3成 7表示最主要擔任工作與所學專
長有不相符情形

99學年畢業之大專青年，畢業後一年仍待業之前 3項主要原因 (表 6)
為「剛退伍」、「找不到符合個人專長的工作」及「不滿意工作條件」，

合占 7成 6。大專畢業後一年之就業者中，有 6成 3表示其最主要擔任工
作與所學專長相符 (其中 1成 2非常符合、5成 1符合 )，而學用不相符之
比率為 3成 7 (其中 1成 3非常不符合、2成 4不符合 )，近 4次調查結果
呈微幅減少之趨勢。

表 6　畢業後一年大專人才仍待業中之主要原因

單位：%

資料來源： 教育部高教司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之「大專畢業生畢業後一年調
查」。

說明：  「非自願性失業」係指因計畫結束、單位結束營運、部門或業務縮編、工作合約到期等因
素而被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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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學門之第 1大行業就業占比，以醫藥衛生學門達 82.3%最高

就各學門大專畢業生畢業後一年主要從事之前 3大行業類別，及其就
業人數所占比率觀察 (表 7)，部分學門因專業特性或執照限制，致就業行
業呈現高度集中，如醫藥衛生學門有高達 82.3%從事「醫療保健及社會工
作服務業」，教育學門有 68.8%從事「教育服務業」，而有些學門則為各
行各業皆需要 (如商業及管理學門 )，或工作機會之限制 (如環境保護 )，
因此就業分散在各行各業，未有明顯之行業集中特性。

觀察各學門在前 3大行業之就業集中度 (即各學門前 3大行業就業比
率之合計 )，其中以獸醫達 90.7%最高，其次為醫藥衛生 (88.3%)，而以
社會及行為科學 (37.3%)不及 4成最低。

表 7　大專畢業後一年之前 3大行業就業分布及就業集中度—按學門別分

(99學年度畢業，101年 8至 12月調查 )

伍、各行業短缺員工及初任人員薪資概況

一、各業缺工所需大學以上學歷人數合計 4.4萬人，占總職缺之 18.6%

103年各行業缺工所需大學以上學歷之人數 (圖 6)合計 4.4萬人 (占
總職缺之 18.6%)，以「製造業」空缺 2.1萬人最多，其次是「批發及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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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及「金融及保險業」，三者合占整體大學以上學歷空缺人數之 7成。
若依各業之大學以上學歷缺工占比觀察，以「金融及保險業」55.9%最高，
「教育服務業」及「資訊及通訊傳播業」皆 50.7%次之，而缺工人數最多
的「製造業」則有 21.6%為大學以上學歷缺，與整體平均相近。

圖 6　各行業短缺大學以上學歷人數及占比 (103 年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103年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
　說明： 各行業之大學以上學歷缺工占比 = 該行業大學以上學歷缺工人數 / 該行業缺工總人數

*100%。

二、 各業所需大學以上學歷之缺工職業，主要為「專業人員」及「技術員
及助理專業人員」

觀察 103年各業缺工所需大學以上學歷之職業結構 (圖 7)，其中缺工
人數最多的「製造業」，其空缺職業以「專業人員」(66.4%)占比最高；
缺工人數次多之「批發及零售業」以「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專業

人員」較高；缺工人數第 3多之「金融及保險業」以「技術員及助理專業
人員」(62.1%)占比最高。

除「住宿及餐飲業」在「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有較高之比例外，整

體而言，各業缺工所需大學以上學歷之主要職業為「專業人員」及「技術

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屬於中階人力，兩者合占 8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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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各業缺工所需大學以上學歷之職業結構 (103 年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103年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
說明： 各行業缺工所需大學以上學歷之各職業占比 = 該行業之各職業缺工所需大學以上學歷人數 / 

該行業缺工所需大學以上學歷人數 *100%。

三、大學學歷者近 10年起薪幾乎停滯不前

學歷較高者其初任人員平均經常性薪資相對較高 (表 8)，近 10年平
均薪資以研究所以上增加 10.2%最多，大學學歷者雖增加 2.8%，惟一直
在 26K盤旋，103年重返 27K，若考量物價之實質薪資，大學生起薪反較
10年前減少 8.1%。大學生起薪低可能與教改廣開「大學之門」有關，加
上工作技能不符職場需求，產生高學歷低就業與「薪」情差之現象。

表 8　初任人員平均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

單位：新臺幣元；%

資料來源：勞動部「職類別薪資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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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為因應產業結構快速轉變，高教體制調整，畢業生人數成長，大專人

力明顯增加，職場中之大學人才並非量不足，而是質不均，人力資源結構

及系所發展方向與產業需求未完全一致，就業能力不足之大學人力，雖取

得大學學歷並進入職場，惟無法滿足企業之職能需求，再加上若遇經濟大

環境成長趨緩，後繼進入職場將相對不順。

缺工及失業皆係勞動市場未達供需條件平衡之結果，並於實際經濟社

會中同時發生，顯示廠商空缺之職位與失業者存在職類、教育程度、薪資

或地域上之差距，廠商缺工亦與經濟景氣波動、產業結構改變、就業媒合

問題、員工流動因素有關。近年德國失業率大幅改善，似因實施二元制職

業教育體系，透過實習與理論結合方式，有助於學校與產業之銜接，相關

單位應借鏡成功經驗，全面檢視人才培育與產業發展之供需，妥為規劃並

通盤調整，且善用現有人力資源，加值培訓中階人力，以培育產業所需人

才，縮短學用落差，進而提升國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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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志銘（教育部統計處專員）

壹、前言

高中職教育階段是培育產業基礎技術人才，為預備進入學術殿堂或

高等科技創研行列之根基教育，其學術、技職分流之體制設計，涉及教育

機會公平與產學鏈結發展，進而影響階級流動及社會公平，而高中職畢業

生流向則關乎個人生涯發展、教育生態發展和產業體質調整，實為國家發

展規劃之重要基礎。隨我國高等教育快速擴張及國人接受高教意願有增無

減，近年來高中職應屆畢業生普遍選擇繼續升學，雖體現教育機會的公平

性，提升國民素質，但也引發基礎技術人才流失、學歷通膨及產學落差等

疑慮。

在面對全球化、少子女且高齡化時代，高級中等與高等教育學制定位

勢必順應大環境趨勢再調整，瞭解世代間的相互接續關係，是建立永續、

多元公平教育環境的關鍵程序之一，本文乃回顧近年高等教育的發展軌

跡，淺剖高中職應屆畢業生升學風潮，並藉由畢業生就業現況對比產業界

對高中職學歷人力的需用情形，試著窺探產學落差現象，冀能為教育發展

方向提供省思。

貳、我國高等教育之擴張脈絡及相關影響

一、高等教育快速走向普及化

政府於 70 年代後期為順應社經環境的快速發展，因應各界的殷切期

盼，基於「紓減學生壓力」、「教學正常化」、「教育趨於多元適性優質

發展」與「提升國家競爭力」等目的，推行一連串的高等教育開放政策。

民國 74 年公布「開放新設私立學校處理要點」，重新開放私校設立，此

後陸續實施「專科學校改制」、「一縣一大學」等政策，同時積極回應民

間自發性的教育改革運動所提出「廣設高中大學」要求，鼓勵私人興學，

大專校院校數於是逐年成長，亦引發專科學校紛紛轉型為科技大學之風

潮。72 學年時國內有 77 所專科、12 所獨立學院、16 所公私立大學，至

1 本篇刊載於主計月刊，第 715 期，民國 104 年 7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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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情況翻轉，專科學校僅存 14 所，獨立學院 25 所，公私立大學則

增至 122 所（圖 1），30 年間大專校院數增幅竟達 5 成之多。

圖 1　大專校院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中華民國教育統計」

隨著大專校院數的成長，各校院不斷擴大招生，大專以上學生人數

屢創新高，自 72 學年的 30 萬人直線上升至 102 學年的 129 萬人，30 年

間成長逾 3 倍，同期間 18~21 歲人口高等教育淨在學率亦由 12% 攀升至

70%，依 Trow 的高等教育發展分類標準，我國高等教育由「菁英教育」

時代快速邁進「全民教育」時代（圖 2）。

圖 2　18~21 歲人口高等教育淨在學率

　　資料來源：教育部「中華民國教育統計」�



75

從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看高中職應屆畢業生流向

二、學歷通膨疑慮隨之而來

大學錄取率屢創新高，與此同時，高學歷者失業率亦漸攀高，高等教

育擴充太快的質疑聲隨之浮現。如與 OECD 各國之人口素質現況（圖 3）
比較，2011 年我國「25~34 歲」青壯年世代有 64% 曾受過高等教育，對

照其父執輩「55~64 歲」的中高齡世代僅有 21%，顯示兩世代受高等教育

的機會相差懸殊，又我國「55~64 歲」世代受高等教育人口比率僅約較三

分之一的 OECD 國家高，但「25~34 歲」世代受高等教育人口比率則高於

南韓以外的其他 OECD 國家，此現象固然反映國人受高等教育機會確實成

長相當迅速，但亦透露我國年輕世代受高等教育的比率似有偏過高現象。 

圖 3　2011 年 OECD 各國不同世代間大專以上教育程度所占比率

資料來源：OECD: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3 

此外，觀察 QS（Quacquarelli Symonds）世界大學排名 1，亞洲主要

國家前 5 序位大學皆排名世界前 200 名內，特別是南韓高等教育雖擴展快

速，但頂尖學校仍保有一定的國際水準，而我國僅有臺大和清大進入世界

前 200 大（表 1），顯示高教品質仍有精進空間。又以一向被美譽為高等

教育典範的德國而言，其高教免學費政策行之多年，任何人只要通過高中

職會考即能申請入大學或學院，且政府提供多種制度鼓勵低收入家庭學子

1 Quacquarelli Symonds 為英國一個專門提供教育及就業資訊之組織，其所公告之世
界大學排名與 �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及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大學研究中心發表之 � 世界
大學學術排名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被認為是當前三大最具
影響力的全球性大學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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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高等教育，2011 年「25~34 歲」及「55~64 歲」高等教育人口比率

分別為 28%、26%，兩世代僅差 2 個百分點，凸顯德國高等教育的成熟穩

定特質。相對地，我國「25~34 歲」世代普遍接受高等教育，若無法轉化

為國內產業體質升級動力，僅能反映「傳統士大夫觀念」或「學歷崇拜」

現象，反而損害教育資源分配，不利高等教育之長遠發展。

 表 1　亞洲主要國家其前 5序位大學排名在 2014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情形

資料來源： QS 世 界 大 學 排 名 2014/2015（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4/2015 － http://
www.topuniversities.com/）

三、年輕族群勞參率隨高教普及化而逐年緩降

伴隨教育普及程度提升， 我國 15 歲以上受高等教育人口比率自 72
年的 10.5% 至 102 年攀升至 40.7%（圖 4），然愈來愈多青少年族群選擇

留校求學而延後投入職場，進而影響其勞動力供給，依據人力資源調查結

果，「15~24 歲」的勞參率 72 年有 50.8%，至 102 年則降為 29.6%，「中

老年世代」（45~64 歲及 65 歲以上）的勞參率則無多大變化，也就是說

勞動力人口離退職場的年紀並未隨年輕族群漸晚投入職場而延後。年輕人

因受教育而延後投入職場，雖對勞動力素質提升有助益，但國人平均退休

年齡仍低於法定年齡，且平均壽命持續延長，面對少子女且高齡化時代，

「晚進早出」將會是勞動市場供需失衡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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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我國 15 歲以上人口受高等教育比率

　　　　　　　　　　　資料來源：內政統計查詢網

參、高中職應屆畢業生流向

由於高教普及化、升學管道暢通及高就學意願，高中職（含普通科、

職業科、綜合高中及實用技能學程）應屆畢業生流向明顯轉以升學為主流，

且所占比率漸次攀升，至 102 年為 86.6％；受到高升學率之壓縮，高中職

應屆畢業生就業率呈逐年遞減態勢，102 年占 8.3％，僅 2 萬 1,128 人畢

業即投入職場，加上想工作但尚未找到者 1.0％，應屆畢業生「有工作意

願者」不及一成，而就業者有近 3 成投入「住宿及餐飲業」，其次為「其

他服務業」（占 19.0％）及「製造業」（占 12.0％）；升學、就業及正在

找工作外，另有 0.1％正接受職訓，1.4％服兵役，1.5％（3,707 人）補習

準備升學，0.1％（191 人）準備出國，0.1％在家休養，0.5％因聯繫不到，

近況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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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中職應屆畢業生流向結構

單位：人、%

資料來源： 教育部「公私立高中職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調查」，其調查對象為各公私立高中職

學校（含大專校院附設高中職部）之普通科、職業科、綜合高中及實用技能學程，但

96 年及以前調查對象並未包含實用技能學程。

備註：(1) 包含遷居國外、死亡及因聯繫不到而近況不詳者。

一、高教擴張使就學機會趨於均化

高等教育屬菁英教育時期，受限於低入學機會，高級中等教育的「學

術」與「技職」分流教育體制，被視為是影響個人日後受教年數，及未來

職業地位與收入等社會機會不均等的關鍵成因，最顯見的是因「學術」與

「技職」接受不同課程內容，致使升學機會及競爭力差異，統計資料顯示

（圖 5），76 年時高中、高職 2 畢業生升學率分別為 46.3%、2.8%，兩者

差距 43.5 個百分點，在高等教育擴展過程中，專科生及學士班的招生名額

不斷大量增加，受文憑主義的催化及學歷競逐氛圍影響，高中、高職應屆

畢業生升學率皆逐年顯著攀升，至 102 年時兩者分別達 95.5%、81.1%，

差距縮減至 14.4 個百分點。高升學率現象顯示，在經濟許可情況下，只

要有意願就有機會受高等教育，且國人選擇追求高學歷熱潮並未有衰退現

象，「學術」與「技職」分流對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影響性已漸被淡化。

2 高職升學率自 76 年開始統計；76 ～ 87 年高中職升學率由大專校院查計彙整，自 88
年起改採公私立高中職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調查結果，「高中生」包含「普通科」
及「綜合高中」學生，「高職生」為職業類科學生（不含「實用技能」學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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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高中職應屆畢業生升學率

　　　　　　　　　　資料來源：教育部「中華民國教育統計」�

為避免高中職畢業生盲目追求高學歷，迫使此階段的教育多元性趨向

一元化，近年政府推動技職再造計畫，鼓勵學生適性發展，加上經濟成長

趨緩，大學畢業生失業率居高不下等因素影響，102 年高職升學率反轉下

降 2.4 個百分點，就業率則較上年增加 1.5 個百分點，後續趨勢有待追踪

觀察。

二、就業者過度集中住宿餐飲業致使人力供需產生落差

近年政府大力推動觀光及文創產業，來臺旅客持續成長，以及受鼎泰

豐和王品集團等餐飲業成功走向國際化等激勵，高中職各群（科）畢業生

人數以餐旅群、設計群及外語群成長較顯著，尤其以餐旅群的增幅最大，

由 97 年 3 的 17,475 人逐年攀升至 102 年 26,017 人，成長幅度近 5 成，

同時期，電機與電子群、家政群及動力機械群畢業生數則顯著減少。

升學風潮使高中職各群 ( 科 ) 就業率大多呈現下降趨勢，而在高中職

3 自 97 年起始依「職業學校群科課程暫行綱要」之群核心課程規劃加以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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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屆畢業生投入職場人數逐年遞減趨勢下，從事住宿及餐飲業者穩定成

長，5 年增加三成，顯見時下年輕人對住宿及餐飲業特別青睞，另一方面，

製造業從業人數除 99、100 年稍有回升外，大體呈現下滑（表 3），此現

象與產業界人力需求現況形成對比，根據 102 年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報

告，各業高中職以下學歷缺工人數，以製造業需求約 5.5 萬人最多，超出

住宿及餐飲業需用數 1 萬人將近 5 倍，顯示高升學取向與求職潮流確實影

響基礎技術人力供給。

製造業基礎人才培育減少過快，服務業相關人才培育成長過快，常被

歸咎是人資市場供需失衡成因之一，但觀察各群科畢業生就業者所從事行

業結構，雖與在校所學專業有所關聯，如「工業類」有較高比率進入「製

造業」，「藝術群」有較高比率進入「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土

木與建築群」有較高比率進入「營造業」等等，然各群科就業者皆有相當

比率從事障礙與平均薪資較低的「住宿及餐飲業」或「其他服務業」（圖

6），顯示許多畢業生之生涯發展與所學相關性較弱，若僅著眼擴大培育

廠商需用相關人才，並無法有效解決學非所用或工廠找不到人、青年卻失

業等問題，而應更深入了解並培訓各產業現在及未來的關鍵技術核心，提

供就業媒合，並探究年輕人升學就業意向背後的社經因素。

 表 3　高中職應屆畢業生就業人數前五序位行業

單位：人

資料來源：教育部「公私立高中職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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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02 年高中職各學群（科）應屆畢業生就業行業堆疊圖

資料來源：教育部「公私立高中職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調查」

肆、結語

高中職應屆畢業生升學率消長歷程，及不同世代間教育程度結構差

異，反映出臺灣社會演化縮影，然青少年尚處於成長探索階段，而後期中

等教育階段的分流抉擇對學子生涯發展具深遠影響，高等教育的「普及」

發展，消弭一試定終身的弊病，促使國人教育程度普遍提升，體現教育機

會的平等性，表面上似乎減輕高中職學生升學壓力，但由於國人競逐高學

歷的態度並未扭轉，反而更突顯出受「升學主義」及「文憑主義」的自我

禁錮困境，同時令人擔心是否普遍因為「對未來生涯方向不清楚」而盲從

升學，造成教育資源浪費，對個人生涯未必能有助益。在少子女及高齡化

的趨勢衝擊下，人力資源彌足珍貴，教育發展不能只著眼於學校存廢與招

生問題，如何激發個人特質，因材施教，重新定位各級教育內涵，才能創

造良善學習環境，提升國家競爭力，另一方面，了解畢業生升學就業背後

的社經因素及其長期就業與轉業軌跡，並前瞻產業發展趨勢，規劃相關課

程，以保障產業基本技術人力，提供產業升級動力，才能擺脫「學歷通膨」

及「學用落差」夢魘，使高教普及化更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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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導向之教育統計資訊多面向創新服務 1

蔡美娜、徐健中、許志銘、金允文

（教育部統計處處長、專門委員、專員、研究助理）

壹、前言

統計是以服務為目的，近年「政府資料開放 (Open Data)」、「資訊
民主化 (Democratizing Information)」已成為主流趨勢，因此，政府除善
用數據輔助決策外，亦應強化資料提供者的角色。尤其近年國內各級教育

正面臨變革與重整的新階段，外界對教育統計之應用需求更趨殷切且多

元，為使教育統計資訊服務效能再提升，教育部統計處 (以下簡稱本處 )
以使用者為核心，運用團隊創意，融合資訊及統計技術，自行研撰程式開

發創建多項具親和性及友善性的統計資訊服務，推出後廣受各界好評，以

下簡要介紹其中四項教育統計資訊服務之創新應用，提供各界參考。

貳、首創結合資料庫功能的大專校院學科標準分類查詢系統

現行大專校院學科標準分類係參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國際教育

標準分類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ISCED)」
1997年版修訂，共分 9領域、23學門、158學類及 2,600個科系所，供
為教育統計資料在蒐集、彙編及國際比較時，具有一致基準。

學科標準分類在教育及役政等相關決策應用極廣，各界對其中科系分

類定義詢問頗多，為滿足現行實務應用需求，且方便使用者解讀學科標準

分類意涵，本處自 102年 6月起著手建置「大專校院學科標準分類查詢系
統」(圖 1)，為國內學科標準分類實施 46年來，首度有此電子化查詢系統，
使用者可快速查詢特定學科分類之定義、科系代碼，或比較相近科系之異

同。此外，有別於一般分類查詢系統之單一功能取向，本系統首創結合資

料庫功能，除學科定義，亦可查詢各學年別、等級別、學校體系別、設立

別之學生及畢業生人數，有助於使用者附帶瞭解各校科系所學生及畢業生

人數現況及變化趨勢。

大專校院學科標準分類查詢系統對本部高教司、技職司、國際司等相

1本篇刊載於主計月刊，第 714期，民國 104年 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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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業務之推展及各界瞭解學科分類各校系所現況助益甚大，自 103年 1月
2日上線後，備受各界肯定，短短 8個月間入站訪客累計 6.8萬人次，瀏
覽次數為 40萬 5,310次，查詢次數及運用量頗巨，顯示本查詢系統之應
用功效顯著。

圖 1　大專校院學科標準分類查詢系統功能畫面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參、配合十二年國教配套需求的高中職地理資訊查詢系統

本處配合國土地理資訊系統 (NGIS)發展，已按年上架教育類資料，
包括各級學校校別概覽、行政區統計資料及學校分布圖等資料，做為

NGIS與國土地理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庫共通平台各式產品之加值應用
基礎。為再擴大教育統計與地理資訊系統之連結應用，並因應 12年國民
基本教育之實施，快速回應相關配套政策推動之需要，以方便學生及家長

於圖資上掌握高中職學校概況、各校招生名額及畢業生人數等資訊，作為

免試入學選填志願之參考，本處於 103年 1月著手開發高級中等學校地理
資訊查詢系統 (圖 2)，同年 6月初正式上線啟用，及時提供各界運用。

此系統應用 TGOS(Taiwan Geospatial One Stop)平臺之網路地圖元
件 (MAP API)，自行設計地址定位、按行政區搜尋學校、環域查詢學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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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功能，提供按行政區（例如目前住家或就讀國中所在區位）或地址（例

如目前住家或特定住處）查詢之功能，並搭配使用者自訂的環域半徑及學

校級別，將符合所設條件的高級中等學校標示於地圖上，並呈現校名、地

址、電話及網址連結等基本資訊，亦可進一步查詢各校學生數、班級數、

校地面積及招生名額等統計資料 (每年 5月底更新為最新資料 )，以便使
用者選擇就讀學校、了解週邊環境及進行路徑規劃。

圖 2　高中職地理資訊查詢系統功能畫面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肆、有利產學鏈結評估的高中職學生比查詢系統

我國後期中等教育以適性發展及多元進路概念規劃，學制相當多樣，

除傳統「普通科」、「職業科」外，亦包含延後「學術學程」及「專門學程」

分流的「綜合高中」、就業導向的「實用技能學程」、屬回流教育體制之「進

修學校」，以及相當於高職的「五專前三年」，各校普遍就自我特色發展

定位及資源特長辦理多項學制，若僅依高中、職學校型態歸類無法真實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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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教育內涵。

鑒於近年各界對高中高職學生結構日益重視，其對象與統計分類方

式，會隨研究目的或關注焦點不同而異，為方便各界能依個別需求，快速

查詢各學制之高中高職學生及應屆畢業生比重，避免因所掌握資訊零星片

段，致有以偏概全或解讀失當之情形，甚至因此誤導政策擘劃，本處新建

置「高中職學生比查詢系統」(圖 3)，並自 103年 3月 31日起正式啟用。
本系統採視窗式動態查詢介面，使用者可彈性自訂「綜合高中」生於「高

中高職結構」設算上之攤算比例，並可針對某特定「學校級別」（如「高

級中學」）、「學制別」、「設立別」屬性設定特別條件，進行多屬性之

客製化交叉查詢模式，共可變化近 3萬種條件式查詢組合。

圖 3　高中職學生比查詢系統頁面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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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融合美感教育的互動式統計圖表華麗登場

精巧構思的統計圖比起統計表更易打動人心，如何將複雜多元的統計

資料，以淺顯、易懂的視覺化方式展現，呈現更親和且更具意義性資訊，

一直是本處擴展教育統計服務之重點之一。 

隨著資訊技術的日新月異，及網際網路的無遠弗屆，統計與資訊間結

合益加密切，本處權衡創意與有限資源的限制，嚴選主題，自 102年 9月
6日起，應用 Dashboard Design軟體與地理圖資，自行設計編製多類主
題式互動統計圖表 (圖 4)，除應用資訊技術來彰顯統計價值，同時統整資
料橫縱面，使訊息展現更具視覺化及完整性，其動態視覺化效果，能帶領

讀者跨時空觀察數據之間隱藏的依存關係，增進統計資訊的親和性與活潑

性，進而提升教育統計資料之應用廣度，截至 103年底共發表 16則主題
圖，不僅擴展統計教育範疇，並常被部內相關業務單位應用作為介紹我國

教育發展現況之典範素材，對教育統計之推展有很大助益。

圖 4　互動式教育統計圖例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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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近年來教育統計資料質量均有長足提升，如何增益使用上的便利性，

誘發更多應用需求及提升運用效益，一直是本處業務推展的主軸之一。繼

前述教育資訊服務創新四箭之外，本處未來仍將站在使用者的立場，運用

同理心與想像力，持續擴展統計服務層面，以活化教育統計及彰顯統計之

決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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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新生註冊率之發布爭議與近年走勢分析 1

蘇婉芬、吳啟義（教育部統計處科長、研究助理）

壹、前言

新生註冊率為學生選擇生涯進路之重要依據，向受外界關注，教育部

為掌握大專校院各校之註冊率及不同類型學校之分布情形，自 93 學年起

由統計處透過公務統計系統著手蒐集，並自同年起在援例公布大專校院各

校學生數、畢業生數、教職員數、校地及校舍面積等校務資訊之外，併同

公布整體大專校院及各學制別之平均新生註冊率。

長期以來為避免對學校校務經營可能產生衝擊，教育部並未公布個別

校系註冊率資訊，惟隨著經營不善、列入輔導轉型的學校逐一浮出，再加

上高鳳數位內容學院及永達技術學院於 102 及 103 學年相繼退場，導致外

界要求公開資訊的聲浪日益升高，經通盤衡酌後，教育部資訊公開政策大

幅更張，自 103 學年起正式對外公布大專校院各校系的新生註冊率，以杜

爭議。本文就大專新生註冊率公開爭議的轉折及近年註冊率主要結果摘要

說明，以供各界參考。 

貳、新生註冊率公開的適法性及必要性

一、公開學校註冊率在政府資訊公開法之適用

教育部所蒐集之大專校院新生註冊率屬於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 條第 1
項第5款所稱之「業務統計」，依同法第6條規定，與人民權益攸關之施政、

措施及其他有關之政府資訊，以主動公開為原則，並應適時為之。又同法

第 18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限制

公開或不予提供之：個人、法人或團體營業上秘密或經營事業有關之資訊，

其公開或提供有侵害該個人、法人或團體之權利、競爭地位或其他正當利

益者 ; 但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

同意者，不在此限。

1 本篇刊載於統計通訊，第 26 卷第 12 期，民國 104 年 12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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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註冊率是否公開，不致影響人民生命、身體或健康，主要關鍵在

於私益 ( 法人或學校權益 ) 與公益之衡量。由於教育事業在於提供知識學

習，並非一般營利事業，公開新生註冊率雖關乎各該法人或學校之招生情

形損益，但同時也肩負國家整體教育環境之健全發展、學生就學權益之維

護等公益，兩相權衡之下，資訊揭露的公益性顯然高於私益，自得依法於

適當時機予以公開。為求慎重，前述立論基礎經去函徵詢法務部意見，亦

獲得認可。

二、引導各校進行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之調整

從國家人才培育政策面向而言，新生註冊率資訊為教育部每年核定招

生名額，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私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核配等

之重要參據，其公開應可促使各校進行調整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之設置與

課程設計，再者，教育部可以借重各相關部會 ( 如國家發展委員會 ) 之人

力需求評估資料，輔以獎補助措施、產學合作機制等方式，導引各校開設

符合產業所需系科，檢討既有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現況，並間接引導其轉

型或退場，以回應產業結構之變遷及社會、產業對人才培育之期待。

 三、提供人民知的權利，有利學生充分選擇生涯進路

以往教育部考量各校新生註冊率並不能全然反映各校辦學品質及績

效，例如部分學校可能因地處偏遠或部分科系較冷門致註冊率偏低，為免

衝擊用心辦學學校之營運，故未公開相關資訊；然綜觀近來各校之院所系

科及學位學程設置、課程設計，在在未能因應產業結構之變遷進行調整，

以致造成學用落差現象更為惡化。

新生註冊率屬考生及家長次一年度選擇報考學校重要參考資訊，關乎

人民知的權利，對家長及學生而言，若能參酌各校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註

冊率與各相關領域人力需求資料，作出更為明確之生涯進路選擇，對學校

及家長、學生皆有助益。

綜上，基於「政府資訊公開義務」、「引導各校進行院所系科調整」

及「提供人民知的權利與生涯進路選擇」等理由，教育部決定自 103 學年

起，正式對外公開各校院、科、系、所、學位學程之新生註冊率，同時併

陳「各校各系（科）所招生特色說明」及「招生特色說明相關資訊網頁連

結」，供民眾瞭解各校辦學概況與經營特色，以適性選擇就讀之系（科）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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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創建大專校院系所特色及新生註冊率查詢系統

於註冊率公開方向及時程確定後，統計處被賦予按各校系蒐集新生註

冊率及查詢系統建置工作，並於極度壓縮的時效內完成，查詢系統之特色

如下：

一、 以彈性設計滿足不同之查詢需求，使用者可於條件篩選區勾選所需條

件、註冊率區間，或輸入學校、科系名稱關鍵字。

二、 除個別系所查詢功能外，亦兼顧外界對日間各學制 ( 如日間博士班、

碩士班、學士班等 ) 註冊率整體分布概況之查詢需求。

三、 提供「各校各系（科）所招生特色說明」及「招生特色說明相關資訊

網頁連結」點選功能，使民眾一併瞭解學校系（科）所特色。

四、 附帶學科標準分類及定義之查詢，可快速附帶查得特定類科 ( 如教育

學類 ) 之定義與內涵，避免可能之疑惑。

五、 提供各校聯絡窗口名單，以即時回應民眾相關諮詢。

「大專校院系所特色及新生註冊率查詢系統」( 網址為 https://stats.
moe.gov.tw/enrollweb/) (圖 1) 於 103 年 12 月底上線後，短短 3 日內累計

瀏覽次數高達 86 萬餘次，次 (104) 年 1 月底突破百萬餘次，各界重視程

度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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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大專校院系所特色及新生註冊率查詢系統查詢頁面示意圖

肆、大專校院新生註冊率變動概況

103 學年首次將研究所學制納入整體統計範疇，茲就相關資料 ( 不含

宗教研修學院 ) 進行分析，並同步檢視在不同學制校別註冊率之離散狀況，

是否如外界感受高低差異甚大：

一、整體平均新生註冊率回升至 8成以上

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量逐年管控縮減，103 學年含研究所在內之招

生名額 40.3 萬人，續較上學年減少 5,635 人 (-1.4%），新生註冊人數

33.2 萬人，較 102 學年增加 8,340 人 (+2.6%），致新生註冊率回升至

82.7%，較上學年擴增 3.4 個百分點；招生缺額為 6.9 萬人，與 102 學年

含括研究所資料相較，減少約 1.5 萬人（-17.9%）。(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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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專校院新生註冊率及招生缺額人數

二、 公立一般大學之註冊率分布較集中且均在 8成以上，私立學校則高低
差異明顯

103 學年大專校院各校新生註冊率區間分布情形，若依體系別之公、

私立學校觀察，以公立一般大學最集中，分布之註冊率區間為 80.9%-
98.1%，次為公立科大及技術學院，註冊率範圍介於 78.3%-96.3% 間；而

私立學校註冊率分布差異較大，其中一般大學介於 17.9%-95.3%，科大及

技術學院介於 22.7%-97.1%。(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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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02、103 學年大專校院新生註冊率分布

　說明：為便於資料比較，本圖 102 學年資料含括研究所

三、大專校院日間各學制新生註冊率離散程度顯著

大專校院學制多元，進修教育學制係專供有進修需求之人士選擇，占

總學生人數比重不到 2 成，學生性質與日間學制較為不同，「大專校院系

所特色及新生註冊率查詢系統」所公布之資料統一定為以各校日間部各學

制之系（科）所註冊率為主，103 學年大專校院日間部各學制新生註冊率

分布情形簡述如下： 

 (一 )博士班

各校博士班註冊率大多位於平均線 (68.1%) 以上，其中公立學

校註冊率為 65.5%，私立 78.4%，公私立學校均有近 3 成的學校落

於平均線以下，註冊率最低僅 25.0% 左右，分散程度存有高低差距，

變異係數分別為 0.30、0.21。(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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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大專校院各校博士班平均註冊率分布情形

 (二 ) 日間碩士班

公立學校之註冊率均在 6 成以上，各校分布較為集中，變異係

數為 0.11，私立學校註冊率則高低分布差異明顯，區間介於 26.7%-
100% 間，變異係數為 0.21；公私立合併，近 6 成學校主要散布在

平均線 (82.9%) 以下。(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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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大專校院各校日間碩士班平均註冊率分布情形

(三 )日間學士班 (含四技 )

日間學士班 ( 含四技 ) 之各校新生註冊率離散程度，以公立學校

最集中，變異係數為0.04，且分布集中於高註冊率，均在7成6以上，

差異不大，私立學校註冊率離散程度明顯，變異係數為 0.25，分布

之註冊率區間介於 16.1%-97.6%，呈兩極化趨勢。(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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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大專校院各校日間學士班平均註冊率分布情形

(四 )日間專科 (二專及五專 )

日間專科學校註冊率分布高低差距明顯，區間介於 15.3%-100%
間，變異係數為 0.33，其中公立學校除了 1 所學校註冊率低於平均

線 (92.9%)，其餘各校註冊率均集中於 95% 以上，私立學校註冊率

區間介於 15.3%-99.8% 間，分布差距明顯，近 4 成的學校在平均線

(79.8%) 以下，變異係數為 0.34。(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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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大專校院各校日間專科 (二專及五專 )平均註冊率分布情形

   

由上述可知，日間各學制之校別新生註冊率分布存有相當落差，尤以

私立學校為然，印證外界要求教育部更細緻化地公開各校系註冊率確屬合

理，唯有讓資訊更加透明，在選系時有足夠的資訊可參考，才能保障學生

的受教權益。

伍、結語

教育部在 103 學年以前未公開註冊率相關資訊，係為避免對學校校務

經營造成衝擊，同時考量單一指標並不能全然反映各校辦學品質及績效，

後經積極與各校協商並深入探究政府資訊公開法之法律基礎，使其定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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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乃順應時勢所趨，公開各校系的註冊率資訊，此就教育行政管理及學

生權益層面而言，固然可反映學校的辦學績效及保障學生知的權利，但亦

對統計實務帶來挑戰，未來如何持續精進教育統計的品質、時效及廣度，

以回應各界有增無減的應用需求，將是統計處全力以赴的核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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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與分析 

教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與分析 1

許志銘、鄭靜芬、林效荷（教育部統計處專員、專員、研究助理）

受全球社經、文化及政治等方面互動與交流頻繁，以及資訊科技快速

發展之衝擊，國際化成為現代教育發展必然潮流，而透過國際間教育指標

之比較，有助於掌握各國教育現況以及我國之相對位置，呈現全球化進程

中所需面對之機遇與挑戰，因此，本文乃以我鄰近國家及部分歐美已開發

國家為參照對象，分別擇取若干核心或具有時代意義之教育統計指標，勾

勒國際教育現況之圖像，並加以簡要分析。

壹、在學率概況

隨著國際間基礎教育普遍落實，2012年主要國家初等教育淨在學率
大多在 96%以上 (我國為 99.3%)，中等教育淨在學率差距相形擴大，大
致介於 81%~99%(我國為 95.6%)。高等教育方面，20歲單齡人口淨在學
率以我國與南韓約 7成較佳，美、英、法等歐美國家相對較低，OECD國
家平均為 38%。另就性別差異觀察，2012年我國高等教育男女粗在學率
分別為 81.3%、87.9%，女高於男的趨勢與歐美國家相仿。

　說明：因各國高教畢業年齡不一，為利比較，高等教育淨在學率採 20歲單齡人口淨在學率。

1 本篇刊載於統計通訊，第 26 卷第 9 期，民國 104 年 9 月號。本文各統計圖因受限於
版面或資料狀況，僅呈現部分主要國家。

圖 1　2012 年各級教育淨在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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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國家女性教師所占比率隨教育等級提升而漸降，惟歐美國家遞

減趨勢相對平緩，如就國情相近之日、韓及我國加以觀察，2012年高教
階段女性教師所占比率，我國與南韓相當，約為 35%，日本僅 25%，三
者均不及 OECD國家平均水準之 41.6%；至於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我國
58.2%，略高 OECD國家平均之 57.2%，南韓 (48.2%)及日本 (28.4%)相
對較低，與我國存在相當差距。

貳、國民教育及高級中等教育

國中小階段普遍屬義務教育，多數國家逾 9成學生就讀公立學校，英、
法、西、比等歐洲國家則因教育體系發展淵源，國中小私校生占比較高，

但其中大多數私校經費主要仰賴政府補助，2012年我國國中小公立學校
學生占比分別為 98%、89%，較 OECD平均 89%、86%各高出 8、3個
百分點。由於高級中等教育在日本、南韓及我國皆非義務教育，故此階段

公校生比重顯著低於國中小階段，2012年分別為 69%、56%、54%，較
OECD平均之 81%各低 12、25、27個百分點。

 

圖 2　2012 年各級教育女性教師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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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教育教師年齡結構方面，日、美、德、英、法等歐美已開發國

家及南韓，2012年國、中小教師年齡 50歲以上者占比約 21%~50%、
16%~46%間，OECD平均為 34%、31%，我國均僅占 10%，顯現相對
年輕化之特質。

職業教育為基礎技術人才之重要培育管道，近年我國高級中等學校

普通科與職業類科學生比雖約維持於 4:6左右，但職業教育本質上已從早
期配合國家發展需要，逐漸轉變為高級中等教育主流；至於 2012年普通
科學生比重為 42%，較鄰近日本、南韓之 77%、81%各低 35個、39個
百分點，並明顯較加拿大、英、法、德、紐、澳等已開發國家低，亦較

圖 3　2012 年中學生就讀公立學校比重

圖 4　2012 年國中小教師年齡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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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平均 54%低 12個百分點，則可能與各國後期中等教育學制及教育
發展文化之歧異性有關。

參、高等教育

2012年主要國家高等教育學生占總人口比率，以南韓 6.9%、美國
6.7%較高，澳大利亞為 6.2%，我國 5.8%(2014年為 5.7%)居中，高於
中國大陸 2.4%、日本 3.0%、馬來西亞 3.7%、新加坡 4.5%及義、法、德、
英、荷等歐洲國家 (比率介於 3%~5%之間 )；主要國家無論是專科、科大
及技術學院學生或學術型的大學生、碩博士生，大多就讀公立學校，我國、

日本及南韓等亞洲國家則就讀私立學校居多。

圖 5　2012 年高級中等教育修讀普通科學生占比

圖 6　2012 年主要國家高等教育學生占總人口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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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美、英、法、德等國家專科、科大及技術學院學生就讀之學科，

集中於工學、社經法律及人文藝術，學術型的大學生、碩博士生就讀學科

較為分散。博士以外之高等教育女性畢業生比重，我國緩步上升 (2012年
ISCED5A：48.4%、ISCED5B：54.5%)，且高於OECD國家平均 (45.6%、
11.5%)。

　　說明：ISCED5A係理論學術型，相當我國的碩士與學術研究型學士等級。
　　　　　ISCED5B係實用技術型，相當我國的專科、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等。

全球高教趨向普及化，受高等教育 (專科、大學及以上 )之人口比率
隨之增長，尤其是「25~34歲」年輕族群， 2012年我國及南韓該族群受
高等教育之人口比率達62%、66%，日本及加拿大超過5成5；「25~34歲」
與「25~64歲」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比率之差距，以南韓及我國最大，分別
為 25個及 21個百分點，日本、法國差距亦大，同為 12個百分點。

圖 7　2012 年主要國家高等教育女性畢業生結構

圖 8　2012 年受高等教育人口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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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隨著各國高等教育擴張，加以國際學生具有多元效益，高教輸出呈

現蓬勃發展。2011年高等教育外國學生人數占總人口比率，主要國家 /地
區中以澳大利亞 11.7‰較高，紐西蘭及新加坡各占千分之 9，英國 6.6‰，
我國為 2.5‰(2014年 4.0‰)，高於日本 1.2‰、南韓 1.3‰、馬來西亞 2.2‰
及美國 2.3‰。高等教育出國留學生人數占總人口比率，以冰島 8.8‰較
高，香港 4.5‰，新加坡亦有 4.1‰，我國為 1.4‰(2014年 1.5‰)，美國、
日本、英國均不及千分之 0.5。

肆、教育經費

近年 OECD主要國家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率，除義
大利外，其他國家皆高於 5%，我國近 5年（2010至 2014年）介於 5.2%
至 5.6%，2011年為 5.5%，高於德國、日本之 5.1%，惟低於南韓之 7.6%、
美國之 6.9%及 OECD國家平均之 6.1%；依公、私部門區分，2011年我
國公部門教育經費占 GDP之 4.2%，相當於占總教育經費 7成 7，主要國
家中，南韓公部門占 6成 4，日本、美國占 7成，歐洲國家約占 9成。

圖 9　2011 年高等教育外國學生 /出國留學生人數占總人口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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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教育經費占政府歲出比率，2011年 OECD國家平均為 12.9%，
以紐西蘭 21.6%較高，南韓 16.5%，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義大利則
約在 1成左右；我國為 20.6%。

伍、教育成果

近年亞洲主要國家 /地區托福 2測驗成績，除日本外，餘各國均在 70
分以上，其中香港及新加坡因其英語與華語共存之特殊國情，成績明顯優

於其他亞洲國家。我國自 2010年以來，成績均在 75分之上，且近 3年呈
增加之勢，2013年我國成績 (79分 )超越中國大陸 (77分 )。

2 托福（TOEFL）全稱為「檢定非英語為母語者的英語能力考試」，大多數的美國大
學或研究所要求外國學生在申請時需通過一定標準。

圖 10　2011 年主要國家教育經費占 GDP 比率

圖 11　2011 年政府教育經費占政府歲出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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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數理競賽成績方面，2014年國際奧林匹亞競賽我國各項成績維
持於前 5名之內，地球科學近 5年均排名第 1。最新 2011年國際數學與
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 (TIMSS)結果，與主要先進國家相較，我國成績保
持在中上程度，其中國中 8年級科學成績排名第 2最優；2012年國際學
生評量計畫 (PISA)中，我國各素養成績以數學領域排名第 4表現最佳。

學術研究方面，SCI各國論文發表篇數排名近年均以美國居首，2014
年為 31.5萬篇，中國大陸第 2，2014年為 20.8萬篇，我國近 5年排名位
居 16~19名間，SCI論文發表篇數介於 2.3萬 ~2.8萬篇之間。

圖 12　亞洲主要國家 /地區托福測驗成績

圖 13　2011 年主要國家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調查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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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教育指標之跨國比較雖能反映出國際教育之當前態樣與演變趨勢，惟

背後存在各國歷史文化、社會制度及民眾價值觀等差異，以 20歲單齡人
口之高等教育淨在學率而言，亞洲國家如我國與南韓高逾 7成，而歐洲許
多國家高等教育雖採取低或免學費政策，但淨在學率普遍低於 5成；儘管
如此，國際間仍存有若干共同趨勢，例如多數國家教育經費占 GDP比率
均在 5%以上，顯示對教育投資的普遍重視，其中南韓高達 7.6%，展現
雄圖壯志，向居全球領先地位的美國亦達 6.9%，此外，少子女化及全球
化浪潮，則使各國戮力於高等教育輸出，皆值得持續關注及借鏡。

圖 14　主要國家 SCI 論文發表篇數



教育統計專題分析及論述彙編

110



111

近年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概況分析

近年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概況分析 1

劉嘉蕙（教育部統計處專員）

 隨著國際地球村時代的來臨，國際交流日益頻繁，臺灣與大陸及東南

亞的跨國婚姻快速增加。新移民在臺人數已近 50 萬人，新臺灣之子亦不

斷增加，其間潛藏著臺灣多元文化發展的契機，如何透過建構尊重、理解

與關懷的教育及社會環境，讓新移民及其子女成為我國的重要「新」資產，

已成為必須面對及重視的議題。

然而不容諱言，新移民對於我國文字、語言不熟悉，溝通問題將使其

教養子女的能力受到約制，而其家庭經濟和文化的相對弱勢，則可能導致

無法提供子女良好的學習環境以及充分的學習資源。由於教育是促進社會

流動的重要媒介，也是國家永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因此，新移民子女的學

習成效與生活適應、教師的多元文化教育觀念，乃至於跨文化課程與教學

環境，均有待持續關注與強化。作為各項政策作為的觀察起點，本文就近

年來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居住地區分布情形、父或母原生國籍

別等面向資訊加以彙整分析，以提供研訂具體可行之教育措施的參考，從

而保障新移民子女的學習權益。

一、 國中小新移民子女學生達 21.1萬人新高，每 11位國小新生即有 1人
為新移民子女

隨生育率降低，少子女化影響，近年國中小學生總數持續減少，由 93
學年 284.0 萬人降至 103 學年 205.6 萬人，10 年來降幅 27.6%，而新移

民子女學生人數則由 4.6 萬人增至 103 學年 21.1 萬人新高，10 年之間增

加 3.6 倍，占全體國中小學生總數之比重亦由 93 學年 1.6% 快速增加至

103 學年 10.3%，其中國小 1 年級新生中，平均每 11 位即有 1 人為新移

民子女。

以國小學生數觀察，93 學年為 188.3 萬人，至 103 學年減為 125.3
萬人，減少 33.5%，而新移民子女學生人數則由 4.1 萬人增至 103 學年

14.7 萬人，增幅達 2.6 倍；以國中學生數觀察，93 學年為 95.7 萬人，至

103 學年減為 80.3 萬人，減少 16.1%，而新移民子女學生人數則由 0.6 萬

人增至 103 學年 6.5 萬人，增幅逾 10 倍。若由新移民子女學生所占比重

1 本篇刊載於統計通訊，第 26 卷第 6 期，民國 104 年 6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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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10 年來國小由 2.2% 增至 11.7% (+9.5 個百分點 )，增幅高於國中

之由 0.6% 增至 8.0% (+7.4 個百分點 )。

表 1　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人數及所占比率

二、新移民子女之父或母主要來自越南、中國大陸及印尼

若按父或母原生國籍別觀察，103 學年度國中小新移民子女學生中，

其父或母以越南籍最多，計 8.5 萬人，占 40.3%，其次為來自中國大陸 8.0
萬人，占 37.7%，再次為來自印尼 2.4 萬人，占 11.4%，三者合占約 9 成。

若分別就國中、小觀察，國小及國中略有不同，國小新移民子女學生之父

或母以越南籍最多，其次為來自中國大陸，再次為印尼籍，三者合占 9 成。

國中則以來自中國大陸最多，其次為越南籍，再次為印尼籍，三者合占

88.2%。

從歷年變動趨勢觀察，以越南籍國中小新移民子女所占比率增速最

快，由 95 學年 20.7% 增至 103 學年 40.3%，提高 19.6 個百分點，中國

大陸籍由 35.9% 微幅上升至 37.7%，印尼籍則由 22.6% 劇降至 11.4%，

菲律賓亦一路下滑至 2.3%。若分別就國中、小觀察，國小部分， 95 至

98 學年以中國大陸籍最多，越南籍 99 學年首度超過中國大陸位居第一。

國中部分，至今皆以中國大陸所占比重最高，越南籍於 101 學年開始超越

印尼成為第二大，且其占比已急速逼近中國大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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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父母原生國籍比率

三、 國中小新移民子女學生數 6成 3分布於 5都及桃園縣，全國僅剩 4個
鄉鎮市區尚未有國小新移民子女學生

若以地區別觀察，103 學年國中小新移民子女學生人數以北部地區 9.2
萬人最多 ( 占 43.4%)，其次為中部地區 5.8 萬人 ( 占 27.4%)，再次為南

部地區 5.6 萬人 ( 占 26.5%)，東部及金馬地區人數較少，計 0.6 萬人 ( 占
2.6%)。

依縣市別觀察，103 學年國中小新移民子女人數最多前 6 縣市分別

為新北市 3.6 萬人 (16.9%)、桃園縣 2.4 萬人 (11.5%）、高雄市 2.2 萬人

(10.5%)、臺中市 2. 2 萬人 (10.4%）、臺南市 1.4 萬人 (6.8%)、臺北市 1.4
萬人 (6.5%) 等 6 個縣市，累計人數為 13.2 萬人，合占 62.7 %，其餘 7.9
萬人分布在 16 個縣市，僅占 37.3%。整體來說，國中小新移民子女主要

集中分布在都會區縣市。

若依鄉鎮市區別觀察，在全國 368 個鄉鎮市區中，僅剩屏東縣春日、

霧臺及高雄市茂林區等 3 個山地鄉，以及金門縣烏坵鄉尚未有國小新移民

子女學生，其中人數最多的前 10 個鄉鎮市區合占 15.7%。國中則分散於

344 個鄉鎮市區，前 10 個鄉鎮市區占國中新移民子女人數之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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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人數最多 6縣市

四、13個縣市新移民子女占該縣市國中小學生比率超過 1成

新移民子女占各縣市國中小學生比率一向以離島或農業縣市較高，

又以連江縣比重歷年皆居全國之冠，103 學年占 27.1%，平均每 4 位國

中小學生就有 1 位是新移民子女，金門縣占 22.0% 次之，再次為嘉義縣

18.3%、澎湖縣 16.9%、苗栗縣 15.2%；比率超過 1 成者，在 95 學年僅

有連江縣，103 學年已增至 13 個縣市。

若就各縣市新移民子女占國中小學生比率增幅來看，以金門縣上升幅

度最大，由 95 學年 6.5% 增至 103 學年 22.0%，提高 15.5 個百分點，其

次為嘉義縣增 13.3 個百分點，再次為苗栗縣、澎湖縣、連江縣，5 縣市增

幅均達 10 個百分點以上。反觀增幅最小之縣市為臺北市，其亦為全國比

重最小之縣市，其次為新竹市、嘉義市。

觀察各縣市新移民子女父母原生國籍別變化，95 學年以越南籍為最多

之縣市僅有宜蘭縣及南投縣 2 個縣市，103 學年已增至 12 個縣市，以中

國大陸籍為最多之縣市則由 13 縣市減至 9 縣市，以印尼籍為最多者亦由

7 縣市減至僅新竹縣 1 個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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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03 學年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人數占各縣市學生總數比重

五、 103學年各校新移民子女人數占總學生數比率以落在 10%~20%區間
居多

103 學年全體國中小校數 3,382 所，其中有新移民子女就讀之學校

有 3,273 所，占全體國中小學校之 96.8%，無新移民子女就讀之學校僅占

3.2%，顯示國中小新移民子女學生分布極廣，各校新移民子女人數占總學

生數比率以落在 10%~20% 的學校最多，計 1,250 所，占 37.0%，其次為

落在 0%~10% 的學校，計 1,020 所，占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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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3 學年全國國中小新移民子女占學生比率之分布結構

依縣市別觀察，桃園縣有 5 成的國中小學校新移民子女人數占總學生

數比率落在 10%~20% 之間，新北市、基隆市、臺中市等 8 縣市亦有 4 成

以上的學校落在此區間。落在 0%~10% 之間的縣市以嘉義市近 8 成學校

最高，臺北市近 7 成次之，新竹市、花蓮縣及臺東縣亦有 5 成落在此區間。

金門縣、連江縣及澎湖縣等離島縣市，因國中小校數不多，且學生人數規

模較小，故新移民子女人數占總學生數比率較高，金門縣有 5 成學校是落

在 30% 以上區間，連江縣及澎湖縣則約 4 成左右。

103 學年偏遠地區國中小校數 1,110 所，占全國總校數之 3 成，其中

有新移民子女就讀之學校有 1,014 所，占偏遠國中小之 91.4%，各校新移

民子女人數占總學生數比率以落在 20%~30% 的學校最多，計 289 所，占

26.0%，其次為落在 10%~20% 的學校，計 275 所，占 24.8%。與全國國

中小各校新移民子女占比分布結構比較，在偏遠地區近 2 成 4 國中小學校

之新移民子女人數占總學生數比率大於 30%，較全國之 1 成 1 為高。由於

偏鄉地區人口外移情形較嚴重，整體平均而言，偏遠地區國中小新移民子

女學生所占比率 17.8%，遠高於全國新移民學生占學生總數比率 10.3%，

顯示教學現場之異質性及差異性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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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3 學年各縣市國中小新移民子女占學生比率之分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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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03 學年各縣市國中小新移民子女占學生比率之分布結構

 

六、國中小新移民子女學生人數預期已達高峰

就跨國婚姻之歷年資料觀察，國人與外籍人士結婚登記對數自 87 年

2.3 萬對快速升至 92 年 5.5 萬對之高峰，增加幅度超過 1 倍，而後政府為

杜絕利用假結婚之名來臺工作或從事不法而於 92 年開始施行大陸配偶面

談制度，並於 94 年起加強外籍配偶境外訪談措施，加上東南亞地區選擇

國際婚姻的市場分散，使得跨國婚姻人數呈現下降趨勢，94 年及 102 年

已分別減至 3 萬對及 2 萬對以下。

受跨國婚姻減少影響，新移民子女出生數在 91 年達到 3.08 萬人高峰

後即逐年下降，若以近年新移民子女出生數之變化趨勢推估，由於受入學

年齡的遞延，新移民子女國小新生人數自 99 學年開始呈現高峰後的減少

現象，已連續 5 年縮減，國小全體新移民子女學生人數在 101 學年度達高

峰，102 學年開始下降，國中則預期在 105 學年度達到高峰。國中小併計，

103 學年新移民子女學生人數 21.1 萬人，應已達高點，預計明年起可能轉

為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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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人數

七、結語

受生育率降低，少子女化影響，國中小學生總數持續減少，惟其中屬

於新移民子女者則反向上升，對於減緩我國少子女化的現象確有助益。而

隨著新移民及其子女與日遽增，儼然成為臺灣另一大族群，提升新移民子

女的在地認同與學習成就，持續深化其多元語言和多元文化的優勢，排解

社會及文化融合過程的窒礙，加強師資之多元化文化教育專業知能，均將

為政府新移民教育政策的主軸，預料藉由政策的積極引導與推動，可望達

到成就新移民子女成為臺灣優質人才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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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經濟弱勢生以多元管道進入大學之概況分析 1

蘇婉芬（教育部統計處科長）

壹、前言

以往的聯招制度僅提供學生單一的大學升學途逕，現行大學多元入學

管道不只提供大學更多的自主性和篩選權，也提供學生較為多元的入學管

道和競爭機會。依大學多元入學制度，大學入學管道主要分為「甄選入學」

及「考試分發入學」，而「甄選入學」又分為「繁星推薦」和「個人申請」。

鑒於多元入學對弱勢學生的影響，一向受到外界高度關注，而教育部對低

收入戶考生在「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均補助報名費及「考試分發」

入學登記費全免優待，爰可依報名及登記費優待資料追蹤低收入戶學生人

數，統計處乃由甄選入學委員會、考試分發委員會取得相關數據，並加以

整理分析，嘗試釐清多元入學對弱勢學生的利弊得失。 

貳、大學低收生錄取人數逐年成長，103 學年占比 1.5%

近 5年經由多元入學管道進入大學的低收入戶學生 (以下簡稱低收生 )
(圖 1)，由 98學年 1,003人增至 103學年 1,603人，成長 6成，高於一
般生人數之增幅 1.1%，故低收生占總錄取學生比率由 1.0%上升至 1.5%，
5年間提高 0.5個百分點，除因 100年 7月社會救助法新制上路，調整低
收入戶之最低生活費標準及放寬申請資格之認定條件外，教育部針對弱勢

學生在入學面與經濟面提供相關協助，包括設置就學貸款、助學計畫，亦

應有所影響。

1本篇刊載於統計通訊，第 26卷第 7期，民國 104年 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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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近年大學低收生錄取人數及所占比率

98學年以來三種大學入學管道之低收生占總錄取學生之比率均見提
升 (表 1)，103學年以「繁星推薦」1.7%最高，「個人申請」及「考試分
發」各年之間大致相近，103學年分別為 1.5%及 1.4%；如以低收生入
學方式結構比觀察，「繁星推薦」占比由 98學年 1.7%劇增至 103學年
11.7%，「個人申請」由 27.9%升至 40.7%，合計甄選入學占 52.5% (一
般生為50.9%)，較98學年 (29.6%)大幅提高，「考試分發」降為47.5% (一
般生 49.1%)。

表 1　不同入學管道之低收生錄取比率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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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繁星推薦」明顯有利於低收生進入公立或頂尖大學

多元入學常被外界詬病為「多圓入學」，認為不利於弱勢學生，甚且

可能影響低收生進入評價較佳的大學校院，面對此一質疑，或可以「考試

分發」情況當作參照基準，並聚焦於觀察不同入學管道之下，低收生進入

公立大學或頂尖大學的情形。

一、在公立大學、頂尖大學之低收生占錄取學生比率方面 (表2)，各年以「繁
星推薦」之低收生占比最高，103學年公立大學 1.5%、頂大為 1.2%，
在「個人申請」與「考試分發」方面則差異不大，在公立大學分別為

1.1%及 1.2%，頂大各為 0.8%、0.8%，與整體大專校院平均情況類
似。

表 2　進入頂尖大學及公立大學之低收生占錄取學生比率

單位：%

至於入學方式結構比 (表 3)，透過甄選入學進入公立大學及頂尖大學
之低收生比率，103學年為 49.2%及 53.9%，其中清華大學及交通大學此
項比率更高達 7成，遠優於臺大、成大及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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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3 學年明星大學低收生入學方式結構比

單位：%

二、低收生以「繁星推薦」進入理想大學的比率一向最高 ，「個人申請」
大致與「考試分發」相當。以 98-103學年 6年平均而言 (表 4)，低收
生錄取「公立大學」者，「繁星推薦」為 60.6% (另 39.4%錄取私立 )，
遠高於「個人申請」之 23.9%、「考試分發」之 28.3%；錄取頂尖大
學者，「個人申請」為 9.0%，頗為接近「考試分發」之 8.8%，「繁
星推薦」29.2%，則為前 2者的 3倍有餘。

表 4　近 6年大學入學各管道之低收生及一般生分布結構比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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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將入學管道按低收學生錄取人數排序 (表 5)，103學年最多前 30校中，
亦以「繁星推薦」有 16所公立，7所頂大最佳；「個人申請」則有 7
所公立及 4所頂大；「考試分發」分別有 8所公立及 2所頂大。

表 5　大學入學各管道低收生錄取人數最多排名前 30 校數分布

單位：所

綜上，顯示多元入學三種管道觀察，透過「繁星推薦」管道有利更多

低收生進入公立大學或頂大，至於「個人申請」之結果與「考試分發」相

仿，並未特別呈現不利於低收生之情形。

肆、考試成績之影響更甚於入學制度

多元入學不以考試分數作為單一取捨指標，對於無法藉由補習提升分

數成績的弱勢學生而言，其積極的人格特質及旺盛的學習動機，在 「繁星
推薦」及「個人申請」反而有正面的助益；但不可否認，學業成績仍有一

定程度的影響，依 99-102學年學測成績分布顯示 (表 6)，低收生成績在均
標以上者介於25.0%-28.5%，低於所有考生的50.1%-52.0%，「考試分發」
成績也是低收生較低，故依大學多元管道入學之低收學生人數或占總錄取

人數之比率排名前 30者，均以私立學校居多 (表 5)，98-103學年整體低
收生錄取者分布在私校的比率 (表 4) 為 71.7%，高於一般生之 63.3%，且
不論「繁星推薦」、「個人申請」或「考試分發」情況均相同，導致外界

可能錯誤解讀為入學制度偏頗所致，而忽略背後所隱藏家庭背景對學業成

績表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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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學測級分及考試分發成績在均標以上之分布狀況

單位：%

資料來源：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伍、結語

大學多元入學各管道經濟弱勢學生之錄取比率，以「繁星推薦」占比

高於其他管道，「個人申請」與「考試分發」大致相近，可見甄選入學整

體而言對弱勢學生相對有利，即使如此，與家庭經濟條件高度相關的學業

成績，仍是決定低收生向上流動的重要關鍵。有鑒於此，在推動升學多元

化的正確方向之外，為保障弱勢學生的受教權及促進社會階級流動，教育

部針對弱勢學生已從經濟扶助措施擴大至入學機會的保障，例如，為鼓勵

國立大學招收弱勢學生，自 104學年度起辦理「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
導補助計畫」（簡稱起飛計畫），補助公私立大學全方位扶助弱勢學生就

學，建立完善的弱勢學生學習輔導機制，並推動大學調降入學考試招生費

用及個人申請線上書審措施，減輕弱勢學生經濟負擔，使其有多元豐富的

機會實踐自我、回饋社會，期能突破階級與升學選擇的連結，讓高等教育

能在某種程度上發揮促進社會流動及實現社會公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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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01 學年度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薪資巨量分析

金允文（教育部統計處研究助理）

壹、辦理緣起及經過

為加強就業輔導，縮短學用落差及改善教育資源之配置效率，本部自

103 年與勞動部著手建立大專畢業生就業追蹤作業機制，希藉由大數據方

式掌握畢業生的就業流向與薪資水準，以作為政策參據。第一階段作業以

99-101 學年度博、碩、學士及專科畢業生為就業追蹤對象，透過「大專畢

業生就業追蹤系統」，蒐集各校畢業生之基本資料，利用每人之身分證字

號，進一步與財政部薪資所得檔、內政部出境紀錄、軍保以及各項就業投

保之加退保紀錄進行串接。

全部作業歷時約一年半，至 104 年 11 月全部完成，總計比對 99-101
學年度大專畢業生計 90 餘萬名，100-103 年薪資所得共 490 萬筆，勞保、

公保、農保及軍保加退保紀錄 800 萬筆。此為本部有史以來首度針對大專

畢業生就業薪資進行全面性之大數據分析，亦具體呼應行政院揭示的三大

數位政府施政方針之一 ( 開放資料、大數據、群眾外包 )，故作業期間三次

提報行政院張副院長主持之檢視會議，根據國發會、勞動部等相關部會所

提意見，併同張副院長裁示事項，多次修正本案之資料處理、指標內容、

定義、分析架構等，分析結果並於 104 年 12 月 14 日向毛院長進行專案報

告。

貳、資料處理及分析架構

一、資料處理

依據資料比對結果，大專畢業生畢業後之流向可概略分為出境、

升學、服役及成為可工作人口，其判定原則如下：

( 一 ) 與內政部出入境移民署之出境資料比對，將出境達 3 個月以上者，

視為出境人口。

( 二 ) 透過「大專畢業生就業追蹤系統」所蒐集之 100-102 學年各等級新

生個人資料，比對 99-101 學年畢業生畢業後之升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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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與國防部提供之軍保資料 ( 含義務役及志願役 )、內政部役政署提供

之替代役團保資料進行串接，比對各年之服役人口 ( 畢業生加保當年

視為服役人口，退役當年視為可工作人口，若於同一年加保與退保

者，則視為服役人口 )。

( 四 ) 將畢業生總數按年扣除上述出境、升學及服役人口後，視為可工作人

口。

圖 1　大專畢業生畢業後流向之比對

二、指標定義及統計方法

(一 )主要工作平均月薪

為了解大專畢業生之就業薪資水準，本分析報告係採用財政部

財政資訊中心之薪資所得資料，並將就業投保 ( 包含勞保、公保及農

保 ) 之投保月數視為工作月數，兩者相除後計算平均月薪資所得，詳

細定義說明如下：

1. 薪資所得資料 ( 代碼 50) 係以年為統計週期，且包括經常性薪資以及

加班費、年終獎金等非固定薪資；其中經常性薪資可能來自全職工

作、打工或兼職。

2. 同一畢業生於同一年度下，可能有多筆薪資所得或是就業投保紀錄，

為合理計算平均月薪，需以源自同一單位之薪資所得及投保月數進行

折算。

3. 為剔除打工或兼職之收入，分析畢業生主要工作之薪資水準時，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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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資料作為判斷基準，將當年投保紀錄中，投保薪資級距最高者視

為主要投保單位 ( 若級距相同，則採投保天數較長者 )，再比對來自

該單位之薪資所得。

4. 將主要投保單位有薪資所得、且投保薪資級距達當年最低基本工資

者，視為主要工作有薪資所得者，將其主要工作薪資所得除以主要工

作之工作月數 ( 亦即主要工作投保月數 )，計算主要工作平均月薪 ( 以
99 學年畢業，102 年狀態為例，主要工作有薪資所得者占可工作人

口之 79%，具有一定之代表性 )。

5. 除主要工作有薪資所得者外，下列情況不予或無法計算平均月薪：

　主要投保單位有薪資所得，但投保級距小於基本工資：

�　例如工作型態為部分工時、接受職訓者。　

　有投保但主要投保單位無薪資所得：

　�例如於工會投保之攤販、工人。

　無投保有薪資：

　�例如雇主、屬承攬關係工作者、自雇工作者。

　無投保無薪資：

　�例如無酬家屬工作者、無工作意願、或失業者。

圖 2　可工作人口之投保與薪資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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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入職場比率

1. 除薪資水準外，畢業生是否已投入職場亦為各界關注之議題，惟受限

於財稅薪資所得及就業投保資料之統計範圍，部分工作之薪資並未計

入財稅資料檔 ( 例如市場攤販、工地工人等 )，又部分工作者得選擇

不加入勞保 ( 例如雇主、屬承攬關係之工作者等 )，若僅以主要工作

有薪資所得者分析畢業生投入職場情況，勢將有所遺漏，故本報告輔

以下列兩項判定條件，將「平均投保薪資」或「平均月薪」達當年基

本工資者，亦視為已投入職場，再將已投入職場者占可工作人口之比

率定義為「已投入職場比率」。

2. 前述「平均投保薪資」係計算該年所有投保紀錄中，按投保天數加權

之平均投保薪資。「平均月薪」則是將該年全部薪資所得資料 ( 無論

其是否來自同一公司或單位 ) 加總後，除以 12 個月 ( 成為可工作人

口當年除以 6 個月 )。

圖 3　99 學年畢業生 102 年可工作人口之分布

已投入職場比率 =79%+9.6%=88.6%

(三 )分析架構

基於不同學歷之畢業生就業情況明顯差異，故分析可工作人口

時，係先按博士、碩士、學士及專科分類，再依有無工作經驗，區分

為日間學制及進修學制 ( 或在職專班 )，惟博士班皆為日間學制，故

以 35 歲為門檻，按「未滿 35 歲」及「35 歲以上」加以分組。「主

要工作有薪資所得者」因可合理計算平均月薪，為本報告之分析主

體，將於以下章節針對其平均工作月數、主要工作平均月薪以及就業

穩定度等面向進行分析，另輔以畢業學門別 ( 或學類、科系 ) 及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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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等細部研析，再搭配觀察「已投入職場比率」。

圖 4　主要分析架構示意圖

　　　說明：括弧中之比率為 99 學年畢業生於 102 年不同狀態之占比。

(四 )應用限制

本案之分析母體為90餘萬名大專畢業生之薪資、投保明細資料，

因係以身分證字號與勞動部、財政部等政府部門進行串接，雖具資料

精細與巨量之優勢，惟因並非量身訂作之統計調查，故應用上有以下

若干限制：

1. 畢業生之主要工作係由假設條件加以判定，未必等同於實際狀況，且

主要工作薪資包含加班費及年終獎金在內，與一般外界認知的月薪水

準不盡相同，又僅以財稅資料檔為準，並無法掌握「財稅檔有薪資所

得但無投保紀錄者」或「有投保但無薪資所得者」的實際薪資樣態。

2. 民間企業發薪時間大多在次月初，加上發放年終獎金之後，常有轉職

潮，當畢業生受僱期間不滿一年時，薪資總額與工作月數之間可能不

對稱，而影響平均月薪之計算。

3. 基於畢業生在畢業第 1、2 年的就業狀況較不穩定，後續政策運用宜

採計畢業第 3 年起之薪資資料，且不宜分類過細 ( 如：科系別），以

免偏誤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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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主要分析結果

一、畢業生流向

大專畢業生之主要流向包括出境、升學、服役及成為可工作人口，

由於 101 學年畢業生 (102 年 6 月畢業 ) 於服役後升學者之資料尚無

法完全掌握 ( 升學資料目前僅比對到 102 學年 )，茲就 99、100 學年

畢業生於畢業當年之平均流向 ( 表 1) 加以分析。

( 一 ) 各學制畢業生大多以流向就業市場為大宗，未滿 35 歲博士及日間

碩士可工作人口比率均為 61.5%，日間學士接近半數，日間專科為

37.1%。進修學制因多為在職者且部分畢業生已服完兵役，致可工作

人口比率普遍高於日間學制。

( 二 ) 升學比率與畢業學歷呈反向，日間學制中，專科 53.3% 最高，學士

為 19.9%，碩士為 4.4%，若按性別區分，男性繼續升學比率較高，

其中日間學士男性為 26.2%，幾為女性 (13.9%) 之兩倍。

( 三 ) 畢業生出境之目的雖無法得知是為工作或就學，但出境人口所占比率

仍可概略呈現我國畢業生之國際移動力，各等級畢業生出境比率在

1%~4% 之間，其中以未滿 35 歲博士 3.9% 較高。

表 1　大專畢業生畢業當年流向 (99、100 學年平均值 )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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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均工作月數

本節及以下各節之分析重心均為大專畢業生投入勞動市場之後的

工作月數、行業分布及薪資等狀況，故以各年可工作人口中，主要工

作有薪資所得者為核心觀察群組。

首先在平均工作月數方面，其長短除受謀職時間快慢、工作轉換

造成之空窗期影響外，因係計算「主要工作」之工作月數，主要工作

以外之其他投保天數不予計入，故工作轉換頻繁者，平均工作月數較

低。

( 一 ) 一般而言，進修學制畢業生大多已有工作經驗或於在學期間即已在

職，而日間學制畢業生畢業當年大多於 5、6 月間才開始尋職，以及

服役與退役因素影響，故畢業第1、2年，兩者差距頗大，至畢業第3、
4 年，日間及進修學制平均工作月數之差距始逐漸縮小 ( 圖 5)。

( 二 ) 針對同一等級、學制之畢業生觀察，畢業第 3 年與第 4 年間之差距

均小於 0.5 個月，顯示畢業第 3 年起，就業狀況已趨於穩定。至畢業

第 4 年，未滿 35 歲博士平均工作月數為 10.6 個月、日間碩士 10.1
個月、日間學士 9.2 個月、日間專科 8.5 個月，但人文、藝術 1、數

學及統計等學門工作月數明顯低於平均。

圖 5　99 學年畢業生主要工作平均工作月數

1 藝術學門工作月數明顯低於平均，或因接案性質之藝術表演工作者多屬勞務承攬關
係，不一定於工作單位投保勞保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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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業 2分布

( 一 ) 99 學年畢業生 103 年之行業 3 分布情形 (表 2)，大致反映當前國內

產業及就業結構，但不同學制之間，因學生攻讀學門有所差異，故而

影響其行業分布。未滿 35 歲博士 3 成 4 從事「製造業」，「專業、

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及「教育服務業」各占 2 成，日間碩士同以「製

造業」為主，占 36.8%，在「批發及零售業」、「公共行政及國防」

及「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比重各約 1 成。35 歲以上博士，高

達 6 成 4 從事「公共行政及國防」，碩士在職專班與其相仿，占近 5
成，其中多為原已擔任公職之在職進修者，顯示公務人員或因業務、

升遷之需要，繼續進修的情形較一般業界普遍。

( 二 ) 日間 / 進修學士或進修專科，從事之行業集中於「製造業」及「批發

及零售業」，合計之比重介於 44% ～ 52% 之間；而日間專科就讀護

理科人數較多，相對從事「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人數偏高，

占近 4 成。

表 2　大專畢業生就業行業之分布結構

(99 學年畢業生，103 年主要工作有薪資所得者 )
單位：%

說明： 19 大行業別中，畢業生任職人數較少之行業 ( 如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農林漁牧業等 ) 未予

列出，畢業生任職人數未滿 10 人以＂-＂表示。

備註：(1)「公共行政及國防」包含強制性社會安全。

2 有關我國現行行業分類架構詳見本報告後附參考資料。
3 主要投保單位屬勞保者，係依據勞保局認定之投保單位行業別進行歸類，投保公保者
一律歸入「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投保農保則歸類於「農、林、漁、
牧業」。



135

99-101學年度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薪資巨量分析

( 三 ) 就各學門而言，醫藥衛生學門因專業特性或執照限制，有高達 7 成

從事「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教育學門半數從事「公共行政

及國防」、四分之一投身「教育服務業」；工程學門集中於「製造業

(52.5%)」，工作性質大致與所學相符。如以各學門前 3 大行業就業

比率之合計，視為就業集中度 ( 表 3)，則以醫藥衛生達 84.5% 最高，

其次為教育 (81.8%) 及工程 (75.2%)，其餘學門之就業集中度大多介

於 57%~68%，乃因各行各業皆需要 ( 如商業及管理、傳播學門 )，
因此就業結構相對分散，未有明顯之行業集中特性。

表 3　大專畢業生就業集中度

　　(99 學年畢業生 103 年 )
單位：%

說明：本表為各學制所有畢業生之資料，並僅列畢業生人數較多之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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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工作平均月薪

(一 )各學制主要工作平均月薪 (表 4)

1. 大專畢業生投入職場初期，大多尚無年終獎金，且試用期間薪資可能

略低，致畢業第 1、2 年平均月薪較低，後隨畢業時間拉長而漸增。

未滿 35 歲博士畢業第 1、2 年平均月薪在 7~7.5 萬元，畢業第 3 年

上看 8 萬元，35 歲以上博士各年月薪超過 10 萬元，日間及在職碩

士月薪多超過 5 萬及 8 萬元。日間學士及專科平均月薪畢業第 1 年

2.4~2.6 萬元，第 2 年起多超過 3 萬元，進修學制學士及專科平均月

薪普遍高於日間學制，惟差距逐年縮小，至畢業第 4 年相差不到 2
千元。

2. 為排除投入職場初期某些干擾因素之影響，在較相近之比較基礎上

觀察薪資水準之變化，乃針對 99 學年畢業生中 102、103 年 ( 即畢

業第 3、4 年 ) 皆為主要工作有薪資所得者，計算兩年間平均月薪之

變化。4 個日間學制合計，103 年平均月薪高於 102 年者占 7~8 成，

其中日間碩士之平均月薪增幅 13.3% 最高，日間學士為 11.7%，未

滿 35 歲博士 11.4%，日間專科月薪亦有 8.2% 調幅，推斷可能是隨

著經驗增加、職務調整或工作轉換，以致平均月薪普遍呈現一定幅度

的增長。

3. 薪資之兩性差距向受外界關注，由於男性畢業生普遍必須服役，為

拉齊畢業生投入職場之時間點，故畢業後服役者，以退伍當年為「成

為可工作人口第 1 年」，其餘畢業生則以畢業當年為「成為可工作

人口第 1 年」。按性別比較 99 學年畢業生成為可工作人口第 3 年之

平均月薪，除日間專科畢業生之外，其他學制男性畢業生平均月薪多

高於女性，未滿 35 歲博士、日間碩士及日間學士男性之平均月薪約

為女性之 1.1 倍，係因男女畢業生之畢業學門結構有明顯的差異，各

等級男性畢業生均以工程學門為大宗，且其平均月薪較高所致。日間

專科因女性畢業生占 8 成之多，且超過 5 成均任職於薪資水準較高

的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故平均月薪高出男性。至於 35 歲以

上博士、碩士在職專班及進修專科，因男、女畢業生之年齡、年資、

工作經驗等歧異性甚大，故兩性薪資差距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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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專畢業生主要工作平均月薪

單位：萬元

備註：(1) 100 年因國中小以下教師無需納稅，故財稅檔中無法比對其薪資資料，致當年碩士平均月

薪較低。

　　   (2) 針對 99 學年畢業 102、103 年皆為主要工作有薪資所得者，計算其兩年間平均月薪之增幅。

( 二 ) 行業別主要工作平均月薪 (表 5)

1. 99 學年日間學制畢業生於 103 年之主要工作平均月薪，依行業進行

觀察，未滿 35 歲博士及日間碩士平均月薪前二高之行業均為「製

造業」與「公共行政及國防」，且任職人數亦多，占比合計將近

50%(博士47.4%，碩士49.7%)。未滿35歲博士任職於「製造業」者，

平均月薪達 11.7 萬元，呈現一枝獨秀，其餘行業月薪在 9 萬元以下，

較低為營造業 5.0 萬元，各行業之間存在顯著薪資落差；日間碩士以

「公共行政及國防」平均月薪 6.9 萬元最高，其後為「製造業」、「醫

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金融及保險業」，介於 6.0~6.5 萬元，

「住宿及餐飲業」3.5 萬元最低。 

2. 日間學士及日間專科平均月薪前三高行業均為「金融及保險業」、

「公共行政及國防」與「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中又以任

職於「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者之平均月薪最高，分別為學士

5.2 萬元及專科 4.1 萬元。日間學士任職於「營造業」、「住宿及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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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業」與「支援服務業」之平均月薪較低，約為 3 萬元；日間專科

任職於「教育服務業」者平均月薪僅 2.3 萬元最低，其任職單位多為

美語補習班或私立幼兒園。

表 5　各學制畢業生任職於各行業之主要工作平均月薪

(99 學年畢業生，103 年平均月薪 )
單位：萬元

說明： 各學制畢業生任職人數未滿 10 人之行業以＂-＂表示，19 大行業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因

任職人數均未達 10 人，故未予列出；各學制平均月薪前三高之行業以底色表示。

3. 製造業為推升經濟成長及創造就業之引擎，爰進一步觀察大專畢業生

在五大主力製造產業之薪資表現 ( 表 6)。以半導體為主的電子零組件

業因深具出口競爭力，日間學制各等級畢業生任職月薪均優於其他 4
個業別，其中未滿 35 歲博士生畢業第 4 年平均月薪達 14.1 萬元，

約為學士之 3.5 倍，顯示出半導體產業對高階人力之需求。日間學士

畢業生任職於金屬製品業、機械設備業，日間專科畢業生任職於基本

金屬業、金屬製品業者，畢業第 4 年月薪仍不及 3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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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大專畢業生任職 5大製造業之主要工作平均月薪

(99 學年畢業生，103 年平均月薪 ) 
單位：人；%；萬元

說明： 本表基本金屬、金屬製品等五大中類合計占製造業產值 65%，電子零組件業包含半導體、

光電材料等。

備註：(1) 指占該學制有主要工作者總人數之比率。

(三 )主要工作平均月薪分布情形

1. 除了整體平均薪資水準之外，畢業生月薪高於一般起薪水準之人數比

率亦具參考價值，故參考科技部補助延攬博士後研究之教學研究費支

給基準 (每月56,650元至77,250元 )，設定博士一般起薪為5.7萬元，

碩士、學士及專科則參考勞動部職類別薪資調查 4 各教育程度別初任

人員平均經常性薪資，設定為碩士 3.2 萬、學士 2.7 萬及專科 2.3 萬

元。畢業第2年起，超過7成之未滿35歲博士平均月薪高於5.7萬元，

隨畢業時間拉長，畢業生之就業趨於穩定，至畢業第 4 年，日間碩

士有 8成 7平均月薪高於 3.2萬元；日間學士有將近 7成月薪高於 2.7
萬元。進修學士畢業第 1 年即有 5 成月薪高於 2.7 萬元，比率明顯高

於日間學士，惟差距逐年縮小，至畢業第 4年兩者已幾無差距 (表 7)。

4 勞動部職類別薪資調查之對象僅公民營事業，不含政府部門，經常性薪資含本薪、按
月給付之固定津貼與獎金，不包含加班費、年終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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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主要工作平均月薪 ≥ 一般起薪之人數比率

單位：%

備註：(1) 碩士、進修專科 100 年度月薪≥一般起薪比率偏低，係受當年國中小教師及幼保員無需納

稅之影響。

2. 若觀察 99 學年畢業生 102~103 年平均月薪之分布情況，未滿 35 歲

博士人數較多之薪資區間為 6~8 萬元，占比為 4 成上下，日間碩士

以 3~6 萬元薪資組人數居多，人數比重超過 5 成；畢業第 4 年，

日間學士月薪 2.5~4 萬元者約占 44%，日間專科月薪分布在基本工

資 ~2.5 萬元的人數最多。

五、任職於同一公司之比率 5

畢業生於某一段時間任職之公司家數超過一家，其間因素眾多，

可能因勞動條件、工作環境、勞資雙方滿意度、職涯規劃，亦可能是

另有兼職等。一般而言，職場歷練較久者，工作狀況可能邁入深耕期，

又薪資所得較高者較無出於經濟考量之兼職需求。故任職於同一公司

之比率愈高，某種程度上係透露就業之穩定度。

(一 )當年任職於同一公司之比率 (表 8)

1. 未滿 35 歲、35 歲以上博士及日間碩士各年任職於同一公司之比率介

於 7~8 成居多，在職碩士就業穩定度最高，比率在 8 成以上。

5「任職於同一公司者」係指當年度於同一單位投保，並無其他投保紀錄者，受限於串
接後之資料內容，對於當年任職於 2 家公司以上者，無法精確區分屬工作轉換或是兼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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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士及專科就業相對不穩定，每年約 3~4 成有工作轉換 ( 或兼職 ) 的
情形，即使是較早投入職場之進修學制畢業生，任職於同一公司之比

率亦僅略高於日間學制 ( 差距多在 5 個百分點以內 )。

3. 觀察當年任職於同一公司者之平均月薪，普遍高於當年任職於 2 間

公司以上者之主要工作平均月薪，日間碩士差距超過 6 千元，日間

學士為 2~3 千元，顯示就業較穩定者薪資表現較佳。

表 8　大專畢業生任職於同一公司之人數比率

單位：%；萬元

說明： 月薪差距係指該學制下，當年「任職於同一公司者之平均月薪」減去「任職於 2 家以上公司

者之主要工作平均月薪」。

(二 )畢業 3年內任職於同一公司之比率 (圖 6、圖 7)

1. 如拉長觀察時間，進一步分析 99 學年畢業生畢業 3 年內 6 任職於同

一公司之比率，進修學制均高於日間學制，在職碩士及 35 歲以上博

士因多為帶職進修，就業較穩定，比率達 69% 及 59% 最高。

2. 學士及專科就業情況較不穩定，畢業 3 年內任職於同一公司之比率

僅在 3 成上下，意即約有 7 成之學士、專科畢業生於謀職初期有工

作轉換或兼職之情況。

6 考量男性畢業生畢業後多有服役情形，為齊一基準，畢業 3 年內係指畢業後且成為可
工作人口之前 3 年 ( 已扣除服役期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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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年在同一公司任職的畢業生，其主要工作平均月薪均高於有轉換工

作或兼職者，幅度在 1~2 成。按學門領域觀察，設計、民生及人文

學門畢業生之就業穩定度普遍欠佳，畢業 3 年內轉換工作之比率大

多高於之工程、醫藥衛生、自然科學學門畢業生。

4. 按性別觀察，未滿 35 歲博士、日間碩士及學士，女性畢業生於 3
年內轉換工作比率 (62%、58%、73%) 均高於男性 (54%、53%、

67%)。

圖 6　畢業 3年內任職於同一公司之情況

99 學年畢業生

圖 7　日間碩士及學士主要學門畢業 3年內任職於同一公司之人數比率

99 學年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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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入職場情況

考量就業投保以及薪資所得資料對於實際就業者之涵蓋範圍各有

其侷限，爰利用畢業生個人資料與投保檔、財稅檔之串接結果，將「主

要工作有薪資所得者」、及投保薪資或年薪資所得達一定門檻者視為

已投入職場，期能較適切地反映大專畢業生投入職場之全貌。

( 三 ) 已投入職場比率

1. 已投入職場者中仍以「主要工作有薪資所得者」為大宗，占比超過 8
成，以投保薪資或年薪資所得輔以判定者，比重未達 2 成。

2. 畢業第 3 年起，未滿 35 歲博士已投入職場比率約 95%、日間碩

士 93%、日間學士 87%，日間專科 7 成 5，4 個日間學制合計

89.9%( 依據主計總處調查資料，25~29 歲及 30~34 歲人口就業比率

均約 85%)。進修學制各年畢業生已投入職場比率相對穩定且普遍高

於日間學制，又以在職碩士及 35 歲以上博士較佳 ( 表 9)。

表 9　大專畢業生已投入職場比率

單位：%

3. 按性別進行比較 ( 表 10)，在學士及專科部分，女性畢業生已投入職

場比率普遍高於男性，「成為可工作人口第 1 年」相差幅度較大，

之後逐年縮小，至可工作第 3 年，相差已不到 1 個百分點，顯示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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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畢業生投入職場初期之謀職期間較長。再就未滿 35 歲博士及日間

碩士觀察，可工作第 1 年女性畢業生已投入職場比率略高於男性，

但自可工作第 2 年起則為男性高於女性，其中 99 學年度女性博士畢

業生可工作第 2 與第 3 年間投入職場比率反呈下滑趨勢，或因博士

畢業生年齡多超過 30 歲，部分已工作者可能因婚育之考量，選擇退

出職場 ( 日間碩士亦有類似的情況 )。

表 10　大專畢業生已投入職場比率 -按性別分

單位：%；百分點

說明： 本次薪資資料比對至 103 年，以 99 學年畢業生為例，畢業後服役者因需扣除服役期間，尚

無可工作第 4 年之資料，故本表僅列至可工作第 3 年，其他學年畢業生情況類似。

備註：(1) 博士對應之日間學制欄位係指未滿 35 歲者，進修學制欄位係指 35 歲以上者。

(四 )就業狀況不明者 (表 11)

大專畢業生屬於可工作人口者，扣除已投入職場者後，視為就

業狀況不明，包含兩種情形，其一是無薪資無投保，其二是有投保或

薪資紀錄，但不符合本報告對於投入職場之定義。

1. 99 學年畢業生 103 年有 2.4 萬人屬於就業狀況不明，其中 1.6 萬人

無薪資所得且無投保紀錄，若追蹤前一年之就業情況，有5千餘人 (約
占 35%)102 年曾投入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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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學制無薪資無投保人數以日間學士 1.0 萬人最多，主要分布於商

管、工程、人文學門；如以占可工作人口比率而言，則以日間專科

10.3% 最高，其次為進修專科 8.2%，博士及在職碩士均在 3% 以下，

合計約 900 人。

表 11　大專畢業生就業狀況不明者

　(99 學年畢業，103 年狀況 )
單位：人；%

說明：表列「比重」係計算占該學制可工作人口之比率；商管學門係指商業及管理學門。

肆、綜合比較

一、學門比較

不同領域專長之畢業生其就業市場與工作型態不盡相同，薪資水

準、就業穩定度均有所差異，依據我國「學科標準分類」，大專畢業

生可按 23 學門、158 學類加以分組，惟為顧及資料代表性及降低極

端值之影響，此處以「學門」為主，並針對外界較關注的未滿 35 歲

博士、日間碩士及日間學士畢業生，進行跨學門之比較，觀察對象仍

為 99 學年畢業生 103 年狀況，並就可工作人口「已投入職場比率」、

主要工作有薪資者之「平均月薪」、「月薪大於等於一般起薪之比率」

及「畢業 3 年內任職於同公司之人數比率」等四項指標，依學門加以

排序，藉以綜合評量各學門畢業生之就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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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未滿 35歲博士 (表 12)

1. 工程學門、自然科學學門博士畢業生整體就業表現情況最佳，平均月

薪各達 10.2 萬元、8.7 萬元，多任職於科技業；教育學門之各項就

業指標亦呈穩健，商業及管理學門薪資水準佳，但轉換任職公司之頻

率相對較高。

2. 人文學門及生命科學學門 ( 指生物科技、生物化學、生物醫學及微生

物學等研究所 ) 就業薪資及投入職場比率相對較弱，至畢業第 4 年，

平均月薪僅 7 萬元，均排居後位，但生命科學學門畢業生 3 年內任

職同一公司之比率高於人文學門。

表 12　未滿 35 歲博士就業指標學門比較表

　　　　　　　　　　　　　(99 學年畢業，103 年就業指標 )
單位：%；萬元

說明：以畢業生人數超過 30 人之 11 學門進行排序。

(二 )日間碩士 (表 13)

1. 學門間平均月薪差異頗大，月薪較高前五學門均超過 6.2 萬元，其中

法律學門月薪 7.5 萬元最高。

2. 法律、自然科學、教育及工程等 4學門，月薪大於或等於一般起薪 3.2
萬元之比率超過 9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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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綜合觀察四項指標，日間碩士亦以工程學門就業表現較佳，農業科學

學門較弱，另生命科學學門平均薪資落於後段，或因生技產業尚在發

展初期所致。

4. 法律學門畢業生已投入職場比率較低，但就業者之薪資待遇及就業穩

定度均名列前茅，運輸服務學門及獸醫學門則呈現投入職場比率頗

高，但平均薪資較低之樣態。

表 13　日間碩士就業指標學門比較表

　　(99 學年畢業，103 年就業指標 )
單位：%；萬元

說明： 扣除畢業生人數較少的軍警國防安全學門及其他學門以外，共 21 學門進行排名，表側順序

則依畢業生人數由多至少排列。

(三 )日間學士 (表 14)

1. 各學門已投入職場比率差異不大，除藝術 (78%) 及法律學門 (77%)
偏低之外，其餘學門差距在 10 個百分點之內，醫藥衛生學門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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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2. 觀察月薪之分布情況，環境保護、設計、民生、社會服務與農業科學

學門，仍有超過4成之主要工作有薪資者月薪未達一般起薪2.7萬元。

3. 比較各學門之平均月薪，亦以醫藥衛生學門 5.5 萬元為最高，其餘

20 學門之平均月薪落在 2.9 萬 ~3.9 萬元間。

4. 綜合比較四項指標，日間學士以醫藥衛生學門就業表現最佳，設計學

門 ( 例如：室內設計系、工業設計系、商業設計系及多媒體設計系等 )
及民生學門 ( 主要包含餐飲、旅遊、觀光等學類 ) 雖投入職場比率不

差，但薪資水準較低且就業較不穩定，可能因相關產業進入門檻不

高，競爭較激烈且可取代性較高所致。

表 14　日間學士就業指標學門比較表

　　(99 學年畢業，103 年就業指標 )
單位：%；萬元

說明： 扣除畢業生人數較少的軍警國防安全學門及其他學門以外，共 21 學門進行排名，表側順序

則依畢業生人數由多至少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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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學門比較不同等級畢業生之薪資差距 (圖 8)

ㄧ般認為教育程度不僅對可就業性有影響，對就業收入亦然，因

之，學歷與薪資水準之相關性，一向是各界高度關切的議題。雖然因

學歷高低所產生的薪資差距未必在畢業生投入職場初期即完全顯現，

但由同一學制 ( 此處仍以日間學制為分析標的 ) 相同學門之下，不同

等級畢業生之間平均月薪的差距，仍可概略反映升學對於就業力之加

持效果。

( 一 ) 畢業生人數前 10 大學門，各學制平均月薪之差距大致呈現博碩士間

差距較大、碩學士間差距約 2 萬元上下、學士及專科間差異不大的

薪資樣貌，博碩士間以工程學門平均月薪差距達 3.8 萬元最大，醫藥

衛生學門僅 0.4 萬元最小，ㄧ般認為薪資較低之人文學門，未滿 35
歲博士之平均月薪亦較日間碩士高出近 2 萬元，推斷可能與人文博

士多任職於大專校院有關。

( 二 ) 日間碩士與日間學士間以工程、電算機、教育與商管學門之平均月薪

差距較大，碩士畢業生超過學士 2.2 萬 ~2.8 萬元。設計與醫藥衛生

學門差距較小，各為 1.3 萬及 1.2 萬元，可能係因設計產業較重視實

作經驗及產品，而醫藥衛生學門看重相關證照之考取與否。

( 三 ) 如以畢業生人數最多的工程學門、商管學門及醫藥衛生學門觀察平均

月薪之跨等級差異，其中工程學門博碩士間平均月薪差距近 4 萬元，

碩士及學士相差超過 2.8 萬元，學士及專科相差不大，顯示攻讀碩博

士明顯增加就業競爭力，畢業生人數第二多的商業及管理學門情況類

似，博碩士間平均月薪差距近 3 萬元，碩士及學士相差 2.2 萬元。醫

藥衛生學門則呈現另一種薪資型態，其日間學士平均月薪 5.5 萬元為

各學門中最高，博碩士及碩學士間薪資差距皆不大，反而在學士及專

科畢業生間差距較大為 1.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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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日間學制畢業生人數前 10 大學門之平均月薪

(99 學年畢業生，103 年平均月薪 )

　　說明：列出畢業生人數較多之前 10 大學門，再依碩士及學士薪資之差異由大至小排序。

三、按行業比較不同等級畢業生之薪資差距 (圖 9)

不同行業提供給畢業生的薪資高低應可大致反映其對不同學歷人

才之需求程度。以日間碩士與日間學士之薪資差距進行比較，「製造

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與「資訊及通訊傳播業」等專業

性較高之產業，其月薪差距較大，畢業第 4 年日間碩士與日間學士相

差超過 1.9 萬元，顯示該產業對高階人力之需求相當殷切，而「不動

產業」、「運輸及倉儲業」、「住宿及餐飲業」與「藝術、娛樂及休

閒服務業」給與日間碩士與日間學士之月薪差異不大，僅 0.4~0.7 萬

元，顯示對於欲投身這些行業之學士畢業生而言，若以薪資待遇為主

要考量，未必需要繼續攻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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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日間學制畢業生任職於各行業之平均月薪

(99 學年畢業生，103 年平均月薪）

　　說明：等級別與行業別交叉下，主要工作有薪資所得者未滿 10 人之資料點不予列出，再依

　　　　　日間碩士與日間學士之平均月薪差距由大至小排列。

伍、結論

一、大專畢業生之平均月薪及投入職場狀況

( 一 ) 各等級畢業生平均月薪呈逐年增加之勢，畢業第 3 年以後，學士及

專科平均月薪達 3.2 萬元，日間及進修學士畢業生中，約有 6 成月薪

超過 2.7 萬元，破除 22K 之刻板印象；未滿 35 歲博士及日間碩士之

平均月薪則各有 8 萬元及 5 萬元以上之水準。

( 二 ) 畢業第 3 年起，碩博士及進修學士畢業生已投入職場比率皆超過 9
成，日間學士則超過 8 成 7，惟部分非典型就業者可能因本次比對資

料之限制而無法計入 ( 例如個人接案但未投保者 )，致法律、藝術與

設計學門畢業生已投入職場比率偏低。

( 三 ) 整體而言，博士、碩士、學士及專科畢業生之就業情況與學歷高低成

正比，若以日間學士為基準，畢業第 3 年起未滿 35 歲博士之平均月

薪為其 2.5倍，日間碩士約為其 1.6倍，惟在不同學門或不同行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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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之間的差距不盡相同。

( 四 ) 同一等級學制之下，不同學門之薪資水準存有顯著差異，普遍而言，

工程、醫藥衛生、教育、自然科學學門就業情況較佳，設計、農業科

學學門排名居後，日間碩士學門間平均月薪最高與最低之差距為 3.3
萬元，日間學士為 2.6 萬元。

( 五 ) 綜觀行業別之流向及薪資，未滿 35 歲博士與日間碩士因工程學門畢

業生較多，任職集中於「製造業」，比重超過三分之ㄧ，「製造業」

及「公共行政及國防」之平均月薪較高；學士及專科則集中於「製造

業」「批發及零售業」與「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而任職於

「金融及保險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與「公共行政及

國防」者平均月薪較高。

二、畢業生巨量資料之處理方式

( 一 ) 首次畢業生薪資巨量分析在勞動部、財政部、銓敘部、國防部及內政

部等部會的協力合作下，得以順利完成，並由此確立個別資料碰檔與

整體資料串接之常規運作機制，未來將按年蒐集畢業生資料，進行滾

動碰檔並撰擬主要分析結果。

( 二 ) 在財稅資料中，除了本報告所分析之薪資所得 ( 代號 50) 外，執行業

務所得 ( 代碼 9A) 亦為個人工作收入之可能來源之ㄧ，特別是對於藝

術、設計及法律相關領域之自營作業者而言，僅針對薪資所得進行分

析將低估其薪資水準及投入職場比率，故 105 年續與財稅資料碰檔

時，將增加比對此一所得類別 (9A)，以求更全面的呈現畢業生之薪

資及就業樣態。

( 三 ) 大數據之統計分析除了擁有高精確度之優勢外，尚具有串接各種分析

面向之高靈活性，惟本次作業受限於畢業生資料在與薪資所得檔碰檔

後已去識別化，無法再進行後續串接，影響資料運用之靈活度，未來

宜在去識別化之前，先行完成各項需用變數之串接以及相關欄位之註

記，例如若能於畢業生資料蒐集平臺，增加有關學生身分或求學經歷

之相關欄位 ( 例如：原住民、低收入戶、曾就學貸款等 )，將有助於

提升分析之深度及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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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大數據串接結果除應用於教育政策分析及產學連結等總體調控外，本

部也在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前提之下，依適當的統計層級將平均月

薪、已投入職場比率等主要指標對外公開及回饋學校，以落實政府資

訊公開，同時作為學校端教務調整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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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我國行業標準分類 (第 10 次修訂 )架構 7

7 詳細內容請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38933&ctNode=33
74&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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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精進教育統計推估，提升與決策之連結性

蔡美娜、蘇婉芬、金允文（教育部統計處處長、科長、研究助理）

壹、前言

基於少子女化將嚴峻衝擊國內大專校院之經營運作及教職供需，本部

積極推動高教創新轉型方案，以重建高教秩序，為提供政策前瞻規劃之需，

本 ( 統計 ) 處於 103 年底針對各大專校院之中長期發展圖像進行三項重要

推估。有別以往教育統計推估大多偏重於總體層面 ( 例如整體大專校院學

生人數 )，無法掌握不同學校所受之衝擊，本次推估主體除學生外，首度

擴及大專校院教師，並對風險學校提出評估與預警，受限於篇幅，此處僅

簡述模型建構的核心概念，提供各界參考。 

貳、未來 10 年各大專校院師生人數推估及風險學校之評估

一、學生人數推估

( 一 ) 1 年級學生總人數推估：採本處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數預測結果及就

學機會率，推算 103 至 112 學年整體大專校院 1 年級學生數。再考

量近年一般與技職體系學生比重之消長，及進修學制相對於日間學制

呈現逐年萎縮之趨勢，設定未來各年分攤比率，分別計算一般體系及

技職體系按日間、進修學制區分，共計四大區塊之學生人數。

( 二 ) 各校系 1 年級學生人數：考量性質相近及可參採之資訊量，將前述

四大區塊合併為日間及進修學制，分別推估其下各校系 1 年級學生

數。

1、日間學制：

(1) 將各校系依指考及統測之「最低錄取分數」及缺額率 ( 缺額率愈

低，校系排名愈前面 ) 加以排序。(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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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大專校院科系排序方式

(2) 各校所受衝擊程度與排序先後相關，為適度簡化模型架構，故設

定前段科系1年級學生數維持與上學年相同，中段科系減幅較小，

後段科系減幅較大，將日間 1 年級學生數分攤於各校系。(圖 2) 

      圖 2　各校系 1年級學生數之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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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修學制：因無各校系最低錄取分數等資料可資排序，故假設各校

學生就讀比重與 102 學年相同，以估算未來各年 1 年級學生數。

( 三 ) 各科系總學生人數：考量升級率據以推算各校系各年級學生數，加總

後即可得各校系之學生總數。

二、教師需求人數推估：

考量當學生數下降達一定規模時，教師數亦將減少，且教師常有跨系

教學情形，故推估教師需求人數時，係以各校科學生人數推估結果為基礎，

再設定師、生人數降幅之相關係數，主要步驟包括：

( 一 ) 計算各校未來各年學生推估數相對於 102 學年之減幅。

( 二 )102 學年各校教師數先合併為 23 學門，再參考學生數減幅，若該校

某學門學生數相較於 102 學年減幅低於 1 成，該學門教師數維持不

變，若減幅高於 1 成，則該學門教師人數等幅減少。

( 三 ) 將各年各校各學門教師數推估值加總，即為各年之教師需求總數。

三、推估結果及風險學校

大專校院學生總數至 112 學年將較 102 學年減少 31.4 萬人 ( 或
28%)，以技職體系所受衝擊較大，學生人數降幅大於整體平均值的 74 所

學校中，技職即占 49 校。專任教師人數自 102 至 112 學年約減 1.0 萬人，

5 成 5 屬於技職體系。 

依據學生人數推估值，搭配不同強度的風險篩選條件，例如各校於三

年後學生總數低於 1,800人 (或 3,000人 )，且較 102學年減幅超過 3成 5，
或當年一年級學生數低於 600 人時，即列為警示學校，惟實際應用於行政

監督機制，將另佐以學校財務、註冊率及教學品質查核等指標。

參、未來 10 年各大專校院教師退休人數推估

大專生源縮減將抑低教師需求，現職教師退休則增加新進人員需求，

為便於評估淨效果，故進行本項推估。推估時不考慮新進、資遣等情況，

亦不考慮其他動態調整因素，並假設公私立學校專任教師之「各年齡退休

率」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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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利用現職教師及近年退休教師之年齡資料，計算各單齡退休率，

再以當年大專校院教師人數為基準，區分公私立別、9 大領域及各年齡之

教師人數，分別依下列公式重覆操作，持續滾動推估至 112 學年。

          當年教師數×退休率＝次年退休教師數

          當年教師數－次年退休教師＝次年教師數

依據推估結果 (表1)，104至112學年大專校院累積教師退休人數為1.4
萬人，工程、製造及營造領域教師超過 3 分之 1 將於此期間退休。

表 1　大專校院專任教師退休人數推估 -按公私立及領域別分

                                                          單位：人；%

肆、博士畢業生人數推估

為改善高階人力供需不平衡及學用落差現象，提供調控招生名額參

考，對博士畢業生人數除建構傳統之供給面模型外，亦推估需求落點，以

觀察供需差距之演變：

一、透過與財稅薪資所得檔比對，將 99 學年博士畢業生在畢業後第 3 年

(102年)薪資所得高於科技部延攬博士級研究之參考水準者 (77萬元 )，
視為市場需求人數，作為推估基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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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精進教育統計推估，提升與決策之連結性

二、推估 103-112 年博士畢業生需求人數：

( 一 ) 企業方面，參考國發會所推估 2013 至 2020 年製造業就業人口年成

長率及考量產業持續升級，設定年增幅為 1.4%。

( 二 ) 學界方面，考慮大專教師年齡結構，推估未來退休人數逐年增加，將

增加博士需求，但少子女化造成教師減少，假設遭資遣教師有 6 成

回流大專任教，以兩者之淨效果推算。

( 三 ) 其餘部門則假設需求不變，併計前述各對應年需求總人數，再考量畢

業後之生涯規劃、求職求才雙方磨合等因素，乘上擴大係數 1.2 倍，

視為培育博士畢業生之適當需求規模。

( 四 ) 考慮博士班各年級升級率以及畢業率，回推 1 年級博士班學生人數。

( 五 ) 以博士班 1 年級實際學生數占核定招生名額比重，推算各年博士班

招生名額合理區間。

推估結果顯示，就業市場對博士畢業生平均每年需求約 2,400 人，反

推估算 103 至 109 學年每年培育畢業生人數之適當規模為 2,839 人 ~3,024
人。供需差距於 100~103 學年每年超過 1 千人，至 109 學年低於 200 人。

(表 2) 



教育統計專題分析及論述彙編

160

表 2　大專校院博士畢業生供需人數推估

                                                        單位：人

伍、結語

本處創新精進教育統計推估，以具體數據勾勒未來國內高教發展的可

能面貌，有助本部建立宏觀調控的視野及方向，並獲吳思華部長於部務會

議公開肯定；教育統計於推估與分析之角色加重，不僅有效提升能見度、

應用層次及附加價值，亦為統計支援決策再添經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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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美娜、許志銘（教育部統計處處長、專員）

壹、前言

分類標準為統計資料的陳示基準，並確保不同來源統計資料在蒐集、

彙編時，具一致性比較基準，是統計協調的重要工具，許多國家甚至明訂

於統計法規，以彰顯其尊崇位階。除一般耳熟能詳的行、職業標準分類

外，凡欲顯示國民教育素養與人力資源等統計則往往引用「教育程度標準

分類」，其與「學科標準分類」共同構成我國「教育程度及學科標準分類」

之下的兩個子體系，原由行政院主計總處於民國 57 年開始編訂，歷經 3
次修訂，其後為求事權統一，於 95 年 5 月移由本（教育）部主政，並於

96 年 7 月公布第 4 次修正版。

第 4 次修訂時，考量當時學制與分類架構相契，故並未對「教育程度

標準分類」進行實質調整，其分類架構自84年第3次修訂（以下簡稱舊版）

後即沿用至今，長達 20 年未修正，與國內教育實況漸有出入。為切合教

育現況及銜接國際教育發展趨勢，乃於 102 年底啟動新一輪的研修工程，

參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之最新 2011 年版「國際教育標準分類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 ISCED)」重新檢討分

類架構，研修過程中涉及大量國際教育體制比較及專業與實務經驗，歷時

兩年多始告完成，並於 105 年 1 月公布實施第 5 次修正版。由於本次編修

幅度甚巨，加上教育程度標準分類應用甚廣，故簡要介紹此次修正脈絡及

主要結果，俾利統計實務應用。

貳、舊版分類架構及檢討

舊版教育程度標準分類經簡化後的樣貌如圖 1，採「人」與「學制」

間交互分類模式，分類對象限縮在 6歲以上國民，區分「6歲至未滿 15歲」

及「15 歲以上」（成人）兩族群，分別再依其在學狀況或所取得最高學歷

細分「在學 / 中輟 / 未入學」、「識字 / 不識字」等群類，對於「未入學」

者進一步區分「身障 / 其他未入學原因」，對於「不識字」者區分「迄未

入學 / 曾經入學」，至於「在學」、「中輟」、「識字」等群則大致依取

得最高學歷予以教育等級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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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我國教育程度標準分類舊版分類架構簡圖

說明： 本圖並未完整呈現整體分類架構，且為求簡化，部分編碼未予展開，而以「*」
標示，如 3* 代表 31、3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如置於當前時空脈絡重新檢視上述分類架構，有待研修校正之處可歸

納為以下四項：

一、分類結構未清楚呈現教育等級之序位概念

各階層之分類變數納入多個非學制（程）本體之屬性，如「年齡」、「在

學 / 中輟 / 未入學」、「識字 / 不識字」、「身障 / 其他未入學原因」，且

整體分類階層（樹狀）結構中，同一階層各分類點採不同屬性為分類變數，

此種非對稱性分群模式使得同一階層涵蓋多重異屬性的概念，如年齡分組

下，「6 歲至未滿 15 歲」及「15 歲以上」兩族群分別依「在學 / 中輟 / 未
入學」及「識字 / 不識字」不同屬性分類，致使編碼結構第 2 碼所代表的

意義模糊，整體分類結構過於龐雜，而且無法清楚呈現教育等級之序位概

念。

二、歸類基準與教育現況漸難相容

我國各級學校漸趨向綜合學制（程）並跨等級發展，如一般大學辦理

專科教育，大專校院附設高職部，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中部、國小部等，

另「高級中等教育法」整合「高級中學法」及「職業學校法」，以強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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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育精神，賦予學校多元發展彈性，普遍開設多學制情形使「高級中學」

與「高級職業學校」的分界漸趨模糊，舊版標準分類以「學校」為歸類基

準模式，不易反映教育活動的真正內涵，不僅無法適用於現行教育體系，

也無法引入普通或技職之「定向」概念。

三、非正式教育之定位不明

「非正式教育 (informal education)」屬非組織性學習，包括在家庭、

工作場所、地方社教中心或日常生活中基於自我成長、家庭或社會督導的

學習活動，其修業資格限制、研修時間、課程計畫及領域結構性皆較弱，

由於缺乏「正規教育」(formal education) 與「非正規教育」(non-formal 
education) 所具備的組織性與系統性，實務上難以適當界定或歸類，故

UNESCO 不將其納入分類範疇，我國舊版分類範疇納入「非正式教育」

（如「自修（學）」），與國際作法相左，且對其定性與定位均不明確。

四、分類體系落後於國內學制之革新步調

舊版教育程度標準分類自 84 年修正之後迄今的 20 年期間，國內學

制陸續推出諸多變革（如圖 2），包括成立完全中學、實用技能法制化、

訂頒終身學習法建構完整且多元之終身學習管道、宗教研修正式納入教育

體制、開辦學士後第二專長學位學程、實施幼托整合政策建全學前教育體

制、以及高級中等教育法實施等，以致教育程度分類體系與學制狀況未盡

契合，其間落差亟待拉近。

圖 2　近年學制（程）變革相關事件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教育部史全球資訊網（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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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際教育標準分類最新發展

為確保跨國教育統計資料的可比較性及政策參照採用的正確性，

UNESCO 於 1976 年訂頒國際教育標準分類，之後推出兩次修訂版，分別

為 ISCED-1997 及 ISCED-2011。相較於 ISCED-1997，ISCED-2011 最

大變革點在於清楚區隔學制（程）(program) 及教育成就 (attainment) 兩
種概念，並分別制定兩套並行分類系統：著重於課程內容之等級分類的

「ISCED-P (program)」，及以法定資格證書為基礎之個人教育成就等級

分類的「ISCED-A (attainment)」。

ISCED-P 及 ISCED-A 兩系統皆採 3 個向度 (dimension) 階層架構，

各有「等級 (level)」、「定向 (orientation)」及「子分類 (sub-category)」
三個向度。「等級」用於標示課程內涵複雜程度，等級愈高代表其傳授課

程內容愈進階；「定向」標示課程及所傳授知識之學術或職業導向；「子

分類」則用來判斷是否完成某一等級教育，以及可否繼續升讀下一等級之

學制（程）。

ISCED-2011 版明確界定以「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為分類範

疇，並排除無法系統性歸類之「非正式教育」；在「等級」向度亦呼應全

球教育發展的新趨勢而重加調整（表 1），例如基於早期兒童教育愈來愈

受各國重視，將「第 0 級」(level 0) 由 3 歲以上至小學前之「學前教育」

(pre-primary education) 擴充至 0 歲早期幼兒教育發展，並將此等級更名

為「早期幼兒教育」(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為反映全球高教發展

的多元化，高等教育由原「博士」及「博士以下」兩等級細分為「短期高

等教育」、「學士」、「碩士」及「博士」四等級；此外，課程內容「定

向」屬性由原「普通 / 學術」(general/academic)、「職業 / 技術職業」

(vocational/professional) 及「職業前」(pre-vocational) 三類簡化為「普通

/ 學術」及「職業 / 技術職業」兩類 1，俾更清楚彰顯產學關聯並使歸類準

則更趨明確。

1 ISCED-2011版將 ISCED-1997版之「職業前」(pre-vocational)定向併入「普通 /學術」
(general/academic)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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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ISCED-1997 與 ISCED-2011 之「等級」對應

說明： 本表係以 ISCED-1997 與 2011 版之 ISCED-P 呈現對應關係，ISCED-P 與 ISCED-A 間等級

差異僅於第 0 級，ISCED-A 第 0 級為「初等教育以下」(less than primary education)。
資料來源：UNSCO, OECD, and Eurostat：ISCED 2011 Operational Manual, 2015, p.17.

肆、新版教育程度標準分類修正重點

此（第 5 次）次修正以我國現行教育體系及學制為基礎，參酌

ISCED-2011 準則及國際公認概念與定義，比照 ISCED-P 及 ISCED-A 制

定兩套並行編碼系統，一是針對現行教育體系階層式分類的「教育等級標

準分類」，以及對應此等級分類概念再進一步衍生為展示個人教育成就之

「教育程度取得標準分類」，並簡化分類階層模式，兩系統皆分「等級」、

「定向」及「子分類」三個向度，每一向度代表單一屬性。「等級」及「定

向」兩向度內涵與 ISCED-2011 相仿，至於「子分類」向度，國際準則旨

能涵蓋各國所有教育系統，採概括歸類模式，我國基於實務運用彈性並兼

顧國際接軌，在「教育等級標準分類」之子分類係用於呈現各等級與各定

向下所涵蓋之現行學制（程）或課程單元，而在「教育程度取得標準分類」

則用於呈現個人最高學歷（位）之取得管道。其餘修正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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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確界定以「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體系為分類範疇，並依國

際慣例排除無法系統性歸類之「非正式教育」 （如「自習（修）」等）。

二、比照國際準則增納「學前教育」等級。

三、原非屬學制（程）本體之屬性（如「年齡」、「識字 / 不識字」、「身

障」、「未入學原因」等）依國際慣例不予納入分類體系。

四、呈現高級中等及以上等級各學制（程）或學歷（位）其主要課程或知

識技能之學術或技術職業偏向特質。

五、改進「等級」及「定向」上無法有效歸類問題，將原以「學校類型」

為分類基礎，改採更細之「學制（程）」為分類基本單元。

新版教育程度標準分類架構如圖 3、4 所示，以學制（程）體系為分

類主體的「教育等級標準分類」，主要應用於體制內各式組織性教育活動

相關統計，如各級學校班級學生、獎懲、異動等統計；而以個人獲得法定

最高學歷（位）為分類對象的「教育程度取得標準分類」，除含括透過體

制內各學制（程）而取得之學歷（位）外，亦納入學力（歷）採認或鑑定

之教育成就，可視為「教育等級標準分類」之衍生概念，適宜應用於國民

教育素養呈現或個人社經特質比較，如具碩士以上學歷人口比率、學歷別

勞參率等。

伍、結論

我國各級教育統計項目向以「學制（程）」或更細分類之「科班」為

統計單元，資料形態足以展示至新版分類架構「子分類」階層，新版教育

程度標準分類實施後，不致造成資料無法銜接。又新版標準分類之「等級」

階層歸類與我國一般法定學歷（位）授予位階序位相契，而各部會統計對

於教育程度標準分類之應用主要以「等級」階層為主，故幾乎不受本次分

類架構修正之影響。整體而言，相較於舊版，第 5 次修正版大幅簡化分

類架構，更清楚突顯等級序位概念，既融入我國目前學制，又與國際最新

準則全面接軌，且較貼近現行統計實務應用實況。新版教育程度標準分類

付諸實施後，應有助於國內或國際教育相關統計資料之相互參照與正確詮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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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教育程度標準分類第 5次修正脈絡及主要結果

圖 3　教育等級標準分類架構簡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4　教育程度取得標準分類架構簡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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