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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大學績效的新指標─

 就業力

雖然大學教育不等同於職業教育，更

不應窄化為職業教育，但最近數十年來，

國內外均十分關注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

題。尤其在先進國家和快速發展中的國

家，為了因應社會發展之大幅高級人力需

求，均出現不斷擴充大學教育數量，同時

也改變了大學教育的菁英本質，而走向大

眾化、普及化之發展方向。這種發展確實

反映出現今比以往需要更充沛的高等專門

人才，以協助社會與經濟之賡續發展。尤

其當前知識經濟的根基更在於人才培育，

所以我國大學教育之快速擴充亦朝向大眾

化、普及化發展，基本上符合我國社會的

實際需要與國際趨勢潮流。

但在此一同時，國內外均出現高度關注

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甚至於引發關於

大學教育應更朝向職業教育方向傾斜的言

論，尤有進者，甚至提出大學畢業即就業

的強烈職業教育主張。

大學教育不應窄化為職業教育

然而，是否大學教育基於就業目的而

窄化為職業教育，便可保證大學畢業生

之充分就業並配合產業發展的需要？這確

實已引發更多的爭論。當前知識經濟所需

人才往往強調更為廣博、具有創意、會持

續學習，與他人共同合作與相處能力的重

要性，但上述以就業為目的之大學教育取

向則更注重職業技能的養成，專業領域之

下的特定技術能力培養，是其所強調的重

點。

揆諸知識經濟的產業本質變化甚為快

速，所需人才並非侷限於專業領域之特定

技術能力，尤其新產業和新的工作機會更

是很難事先預測，這些新產業對大學畢業

生的要求通常在於他們能力之可調適性，

能夠轉化先前既有知識的能力，被認為是

最為關鍵。

因此，本文認為大學教育不應過度窄化

為只基於就業的目的，否則最後可能也達

不到就業的目的。但本文強調應提升的是

大學生就業力（employability），而不是只拘

泥於大學職業教育之就業（employment）而

已，因且本文建議，大學生就業力應是衡

量大學績效的一項新指標。

「就業」不等於「就業力」

一般而言，就業（employment）關注

的通常是大學畢業生在一特定短期內（3

個月、6個月）能否找到工作，進入職場



21第   期 97.915

服務；相對地，就業力（employability）

關注的是在一專業領域的長期生涯發展，

甚至可轉換至不同專業領域的工作能力之

培養，因此，並不狹隘地只注重大學畢業

生的就業而已，而是重視大學畢業生的競

爭力，即使其所學在勞力市場或職場上已

趨飽和，仍可產生外溢效果而有能力轉移

至其他專業領域就業與生涯發展。

從勞動市場的角度來看，良好品質的高

等教育導致學生獲得良好的工作，或者在

勞動市場困難未能吸收之時，也會造成學

生具備就業力（Knight, 2001）。就業力

與「就業」（employment）不同，它關注

於品質，試圖測量高等教育機構對學生就

業力做成的貢獻；透過測量新的畢業生就

業率（employment rates）只是廣泛的表

徵，但就業力可界定為個別學生習得的重

要本質。

因此，就業不等於就業力，我們應從關

注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擴展至「就業

力」，同時大學生就業力也可成為衡量大

學績效的一項有用指標。

什麼是「就業力」？

就業力（employability）在很多國家已成

為重要的核心課題（Cranmer, 2006）。自

1980年代以來，英國政府開始資助一些

旨在支持就業力能力（employability skills）

的發展方案，例如「培養能力之高等教

育」（Higher Education for Capability）方

案（1988），影響所及，諸如溝通、數字

運算、資訊科技，以及學會學習（learning 

how to learn）等核心技能的發展，被認為

是大學所有科目中之共同核心目標。

澳洲則要求大學生畢業時必須具備一些

「普遍接受」（general accepted）的特質

（attributes）。紐西蘭在徵詢教育和產業

專家意見後，則發展出一些衡量大學生能

力的準則，譬如國家文憑架構（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NQF）。

在加拿大和美國，有一些大學引進的

「關鍵技能」（critical skills），在加拿大

將之視為是高級人力在生涯發展中所必

要的能力；加拿大和美國均透過工作本位

（work-based）／工作有關（work-related）

之學習指標，來評量學生的能力。

丹麥文憑架構（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亦要求大學生達到「能力檔案」（competence 

profile）之要求。在芬蘭，能力（skills）科

目是可供大學生修習的科目，並且統整融

入於課程和學生的個人學習計畫之中。南

非的國家文憑架構（NQF）則包括關鍵和特

定二組有助於大學畢業生個人發展和社會

與經濟發展之習得能力。

前述國家例子顯示，不同國家對「就

業力」（employability）的內涵界定有所不

同，但在強調大學生就業力的一些關鍵能

力則有共通之處。

在釐清就業力之定義後，以下從國際相

關調查來看大學生的就業力。

英、歐、日三地「就業力」

調查結果

Brennan et al.,（2001）曾針對英國以

及一些歐洲國家和日本的大學畢業生進行

調查，這些受調查國家的大學畢業生，被

要求針對36項能力（competencies）評定

他們畢業時具備的程度。這36項能力涵



22第   期 97.915

蓋與特定技能和知識有關的能力（例如，

特定領域的理論性知識、特定領域的經

驗／實務方法知識、了解複雜社會、組織

和技術體系），更為廣博的能力（general 

competencies）（例如，問題解決能力、

分析能力、口頭表達技能）及行為／態度

上的特質（例如：主動性、適應性、批判

思考、領導）。

此項調查結果發現，被英國、歐洲其他

國家及日本大學畢業生列為畢業時所擁有

的前十項能力如表一所示。

如果以英國為例，此項調查發現攻讀不

同領域的大學畢業生，在評定自己具有一

些重要技能的程度（5分是最高，1分是

最低）可見諸於表二。

至於表三則舉述英國與一些其他歐洲國

家大學畢業生具有的主要技能之比較。

如何提升學生就業力  

為大學績效評鑑的新焦點

首先，Gardner（1998）針對大學如何

創造增進學生職場準備度的機會，曾提出

表一  大學畢業生自己評定在畢業時具備之前十項能力

資料來源/Brennan et al.,（2001）

    英國                歐洲其他國家                 日本

 1. 學習能力           1. 學習能力               1. 忠誠與整合

 2. 工作獨立性         2. 集中力                 2. 集中力

 3. 書寫溝通技能       3. 工作獨立性             3. 適應性

 4. 團隊工作能力       4. 書寫溝通技能           4. 個人全心投入

 5. 壓力下工作         5. 忠誠與整合             5. 學習能力

 6. 正確性、專注細節   6. 特定領域的理論性知識   6. 特定領域的理論性知識

 7. 集中力             7. 個人全心投入           7. 工作適應力

 8. 口語溝通能力       8. 批判性思考             8. 原創性

 9. 問題解決能力       9. 適應性                 9. 容忍性

10. 原創性            10. 容忍性                10. 團隊工作能力

11. 適應性

12. 容忍性

表二  英國不同領域大學畢業生具有一些重要能力的程度

資料來源/Brennan et al.,（2001）

    項目      溝通   電腦技能   團隊工作  增進個人表現   問題解決   算數能力

領域

教育           4.2      3.0       4.1         4.2          3.7        3.6

人文／藝術     4.1      2.9       3.7         4.1          3.7        3.0

社會科學       4.1      3.2       3.8         4.0          3.7        3.5

法律           4.2      2.8       3.8         4.1          4.2        3.3

自然科學       3.8      3.2       3.8         4.0          4.0        4.0

數學／電腦     3.6      4.2       3.9         3.9          4.1        4.2

工程學         3.7      3.6       3.9         3.8          3.9        4.0

醫學科學       3.9      2.7       3.8         3.9          3.7        3.3

商業／行政     4.0      3.2       3.8         4.0          3.8        3.5

合計           4.0      3.2       3.8         4.0          3.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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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溝通    電腦技能   團隊工作   增進個人表現   問題解決 

國家

英國         4.0      3.2        3.8          4.0          3.8

奧地利       3.9      3.0        3.4          4.0          3.6

法國         3.5      2.7        3.5          3.7          3.5

德國         3.7      3.0        3.4          3.8          3.6

荷蘭         3.7      3.2        3.8          3.7          3.7

挪威         3.8      2.9        4.0          4.1          3.8

瑞士         4.0      2.9        4.3          4.0          4.0

平均數       3.8      3.0        3.7          3.9          3.7

表三  大學畢業生具有一些主要技能之跨國比較

資料來源/Brennan et al.,（2001）

下述建議：

●大學教師應在他們的課程中強調發展

學生的領導、團隊工作及溝通技能。

●大學教師應更加投入體驗課程（

experiential programs），例如：提供學生

反思經驗的機會，並針對實習／工作本位

場域訂定嚴謹的準則和評鑑標準。

●大學教師應該促進學生進入情境脈絡

（例如：學生設計競爭、社區方案）。

此外，在加拿大為了增進學生就業力，

Dalhousie University於1998年引進「生涯

檔案」（career portfolio）計畫，協助學生

了解將本身的學習、知識和技能，應用至

個人和生涯發展之可轉移性及其價值。

就業力評鑑

宜涵蓋學生整體經驗

揆諸上述學者的建議和大學在增進學

生就業力的有關措施，與我國當前大學

系所評鑑強調以教學為主之重點是相互呼

應的，但我國在對大學畢業生的評鑑重點

上，似乎可再參酌上述，針對大學如何提

升學生的就業力，使其成為績效評鑑的新

焦點。

誠如Harvey（2000）主張，在就業力

評鑑（employability audit）時，必須涵

蓋學生的整體經驗，尤其是了解教學方

法是否助長就業力特質（employability 

attributes）的發展，同樣重要的是，在評

鑑時亦宜避免狹隘的焦點，亦即任何就業

力評鑑，均需要涵蓋所有在學習和教學過

程中的「就業力（employability）－助長

（fostering）」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