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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穎利．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副秘書長

大專校院辦理就業輔導措施
之反思

「畢業即就業」普遍被現今大學視為一項

重要發展特色，各校紛紛投入資源推

動就業輔導相關措施。「就業輔導」在內涵上雖

尚未有具共識的定義，但廣義而言，係指在正式

教學活動外，提供直接有利於學生就業的相關措

施或服務，例如職涯或就業諮商服務、辦理校園

徵才活動、推動實習活動、媒合就業機會、協助

取得專業證照等。

畢業生對就業輔導措施滿意度不佳

目前國內大專校院大多在學務處、研發處成立

就業輔導的專責單位，推動相關事宜。但台灣評

鑑協會透過一個小規模跨國問卷調查計畫發現，

畢業生對於大學提供的就業輔導措施滿意度不

佳，顯示國內大學在推動就業輔導措施時，仍有

強化的空間。

台評會在亞太品質網絡（Asia-Pacific Quality 

Network, APQN）支持下，與日本公益財團法

人大學基準協會（Japan University Accreditation 

Association, JUAA），以及泰國國家教育標準與品

質評估局（Office for N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 

and Quality Assessment, ONESQA）合作，針對近

三年畢業的大學生進行一個小規模的大專校院畢

業生就業情況調查，希望能對學生就業力、學校

提供的教育品質、學校提供的就業輔導措施與學

生畢業狀況等議題建立初步了解與分析。本次調

查內容整理如表一所示。

本次調查方式主要以網路及紙本問卷並行，

由台評會設計中、英版本後，再交由JUAA、

ONESQA等機構翻譯成當地語言版本，因此本次

問卷使用語言包括中文、英文、日文及泰文。由

於三個單位是第一次進行配合，調查的步調不

表一  調查研究構面與內涵

構面 學生就業力 教育品質認證 學校提供就業輔導措施 學生就業狀況

內涵 參考大學畢業生的自我

認知就業力量表 （Self-
perceived employability），涵
蓋個人與外部因素。

個人因素包括自信心、

課業投入、求職主動性。

外部因素涉及整體勞動

市場現況、特定專業需

求、大學的品牌效應等。

參考「教育品質保證―

自我評量工具」，量表

包含清楚的學習目標、

評量學習成效、跨單位

協助學習、制度化的改

善方案、評量學習成效

擬定改善方案、執行教

學改善方案、持續教學

改善並驗證成效等。

參考國外相關研究與國

內學校常見措施，包含：

就業輔導室協助、畢業

校友協助、校園徵才、

實習課程、協助取得專

業證照等。

包含主觀與客觀的就業

狀況，主觀的就業狀況

包含：工作滿意、薪資

滿意、學用關聯等；客

觀的就業狀況包含：尋

找工作的時間、月薪待

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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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進行為期約三個月的調查工作後，問卷回

收狀況尚稱良好（詳如表二所示）。

就業滿意度臺灣居冠

縮減學用落差仍有努力空間

此次本文先聚焦於大學生就業情況與學校提

供之就業服務，作為討論重點。針對臺灣、日

本、泰國抽樣受訪畢業生的就業狀況（如表三所

示），在主觀就業狀況的3個指標調查結果，若

以3.5分作為滿意與否的標準，僅有「工作滿意

度」一項指標，在臺灣與日本的畢業生呈現滿

意，其餘指標均未達滿意的標準。

其中，臺灣畢業生不論在主觀或客觀就業狀況

的滿意度均高於日本及泰國、泰國畢業生對於待

遇滿意度呈現負面、日本畢業生找到工作的時間

偏高等現象，基本上都反映了國家經濟發展的情

勢。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學用關聯度，其代表了大學

畢業生自我評估在大學所學到的東西與職場上所

需要的技能是否相關，此議題近年一直是國內大

專校院，尤其是技專校院辦學的重點之一，臺灣

在這方面畢業生滿意度雖仍居冠，但仍未到達3.5

分之滿意度門檻，顯示大學在縮減學用落差上仍

有努力的空間。

 

調查顯示實習課程對就業有助益

針對臺灣、日本、泰國抽樣受訪畢業生，調查

大學提供的就業輔導措施對於其就業的助益程度

（如表四所示），結果發現，同樣以3.5分作為

是否有所助益的門檻值，僅有實習課程是普遍

被認為對就業有助益（臺灣3.8；日本3.78；泰國

3.5），在所有的就業輔導措施中一枝獨秀。

進一步將實習課程之助益與大學畢業生就業情

況進行相關分析，各國狀況都略為不同，臺灣實

習課程的助益與主觀

就業狀態（工作滿意

度、薪資滿意度）呈

現顯著正相關，與客

觀就業狀態未有顯著

關聯；泰國實習課程

的助益程度除每月薪

資外，主客觀就業狀

態均呈現顯著正相關；

日本實習課程的助益

與客觀就業狀態之每

月薪資呈現顯著正相

關外，其餘主客觀就

業狀態無顯著關聯。

表二  回收樣本之性別分布

    國籍
性別

臺灣 日本 泰國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女性  90  59%  45  40% 194  49%

男性  63  41%  65  58% 165  43%

未填答   0  0%   2   2%  33   8%

合計 153 100% 112 100% 392 100%

表三  大學畢業生就業狀況

                                         國籍
就業狀況

臺灣 日本 泰國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主觀就業狀況

工作滿意度 3.880 0.874 3.538 0.997 3.240 1.703

待遇滿意度 3.417 0.975 3.176 1.143 2.694 1.627

學用關聯度 3.362 1.165 2.633 1.152 3.084 1.634

客觀就業狀況
找工作花費的時

間（月）
2.786 3.487 5.119 3.978 2.890 5.528

表四  大學生認知中大學提供之就業輔導指施所提供的協助狀況

                    國籍
就業輔導

臺灣 日本 泰國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就業輔導室協助程度 2.039 0.999 3.227 1.310 2.276 1.931

畢業校友協助程度 2.154 1.287 2.680 1.525 2.092 1.897

校園徵才協助程度 2.077 1.093 2.909 1.372 2.212 1.904

實習課程幫助程度 3.800 1.139 3.774 1.323 3.500 1.639

協助取得專業證照 3.424 1.367 3.425 1.298 2.663 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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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提高畢業生就業輔導滿意度  

大學宜持續強化深耕

相較之下，其他就業輔導措施中，以臺灣的調

查結果來看，除推行有年的專業證照輔導外，其

餘項目被認為有助益的程度只有約2分的不滿意

水準，此一結果值得各大專校院更進一步思索；

近年來隨著就業市場嚴峻、業界期待、家長期盼

等因素，多數學校均積極辦理校園就業博覽會、

就業媒合等活動，也都積極強化就業輔導措施、

成立校友會等相關組織，這些努力在台評會調查

的結果中卻顯示大學畢業生的滿意度仍有強化空

間，反映出大學校院目前的努力仍需持續強化與

深耕。

本次跨國調查研究計畫是台評會推動國際化的

策略之一，首次與二個不同國家的評鑑機構合

作，過程中得到許多有形及無形的收穫，雖然本

次調查研究在有限資源及時間限制下，研究成果

的外部效度有其限制，但仍能作為國內大學推動

就業輔導時的參考。未來台評會將在此基礎上持

續針對重要教育、評鑑議題進行國際性的跨國合

作調查，期能透過國際深度交流合作，為國內高

等教育帶來新思維。

▲ ▲大學生認為實習課程對就業的幫

助最大。圖為逢甲大學學生海外實習

情景。（學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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