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內大專院校應屆畢業生就業困境之探討 1 

國內大專院校畢業生就業困境之探討 

A Study on the Employment Predicament of 

Colleges/Universities Graduating Students in Taiwan 
 

                 康春暖                林雍華  曾莞鈞  翟麗華  

             吳鳳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吳鳳科技大學電子商務系 

 

摘要：因金融海嘯發生而嚴重地衝擊各行各業，加上台灣大學數量與大學畢業生人

數的大量擴張，使得大學畢業生一畢業即要面臨更嚴峻就業市場供需失調的挑戰。本

研究針對金融海嘯後第一年畢業之 97 學年應屆畢業生進行調查，以探究其對就業現

況與困境的認知，從個人特質、生涯自我效能、家庭環境、以及社會環境四個構面來

分析其謀職的困境以探索可能的因應方法，研究結果將有助於畢業生謀職就業準備與

日後相關研究者之參考。 

 

關鍵詞: 就業困境、職涯發展、生涯自我效能 

 

Abstract:As a result of the financial tsunami which had seriously impact on every aspect 

in businesses, every graduate from university or college immediately faces the challenge  

both from the rapid expansion in the number of college/university and in the number of 

graduates and from the imbalance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job market. On the basis of 

the graduates who graduated in the year right after the financial tsunami impact, this study 

conducts surveys probing into the plight of the employment status and the awareness of 

difficulties from four aspects: personal traits, career self-efficacy, family background, and 

social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above four key factors, the present study also intends to 

analyze all employment predicaments and then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resolutions with a 

hope that its results may be useful for the future graduates in job hunting and for the 

relevant researcher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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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緒論 

隨著金融海嘯衝擊各行各業，加上勞基法將退休年齡延長到六十五歲，使得以往

公司每年會釋出工作機會的可能性大幅降低，而近幾個月因經濟不景氣所導致的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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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潮，恐讓應屆畢業的大學生面臨史上最艱鉅謀職環境。 

在台灣大學數量與大學畢業生人數的大量擴張的情況下，現有工作職缺數量不

足以滿足謀職人數的需求，使得大學畢業生一畢業即馬上面臨就業市場嚴重供需失調

的挑戰，因此針對應屆大學畢業生謀職現況與困境的了解成為目前重要的研究課題。 

本研究希望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針對金融海嘯衝擊後國內 97 學年度第一年應屆畢

業生進行就業現況與困境的認知性調查，希望從個人特質、生涯自我效能、家庭環境、

以及社會環境來分析其謀職的困境以探索可能的因應方法。 

 

2.文獻探討 

2.1 個人特質與職涯發展 

學者對個人特質的定義有很多，但大多分為基本的個人背景（屬性）及內心的人

格性質兩大類，個人背景（屬性）包含性別、年齡、年資…等；人格特質則屬於個人

心理面，每個人的人格特質也各自不同。 

人格是個人特徵、屬性和特性的總和，使個人與他人有所不同的特質(Guilford, 

1959)。人格的形成是一連串心理層面成長與發展的累積(Scott 與 Mitchell, 1972)，由

於具有持續性及穩定性，並且因人格的不同造成個體的差異，因此人格特質可以作為

區辦個人差異的標準。 

Allport(1937,1961)認為人格是位於個體心理系統之內的動態組織，決定個人「適

應外在環境」與「思想與行為」的獨特型式。因此個體的行為，反映出其獨特的人格

特徵，當這些特徵若持續出現在不同的情境中，則稱為人格特質。因此，人格不僅使

個體有別於他人之思想行為的一種持久性，並且具有隨環境不同而產生不同反應的動

態特性。近幾年，不論是企業、輔導或教育等相關領域皆逐漸關注到個人特質與職業

生涯發展的相關議題。Super(1996)認為生涯發展是連續不斷、循序漸進、動態的終生

發展歷程，個人可隨著成長與學習而形成個體獨特的生涯發展取向。因此個人人格特

質將影響其對職業環境的選擇並發展其特有的思想與行為模式來因應職場市場的變

化。 

 

2.2 生涯自我效能與職涯發展 

生涯自我效能與專業能力息息相關，Hall 與 Jones (1976)認為「專業能力」與績

效表現相關，並將其定義為：「係經由學習者清楚的概念化學習，所表現出來的綜合

的技術、行為或知識。」Butler(1976)認為「專業能力」係任何人在其個人或專業生

涯中，成功地每一項工作所需的知識、技術、及價值觀。Dempsey (1987)將「專業能

力」定義為：知識的取得與應用，以及所需行為技術的發展。」 

專業能力是成為生涯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Valkevaara, 2002)，其包括知識、技能

與態度三個因素，並是從事專門職業時所需具備的能力。楊昭景(1989)認為：「專業

能力係任何人在其個人或專業生涯中，成功地完成每一項工作所需的知識、技術與價

值觀」，故專業能力能輔助職業生涯能力朝更正確地目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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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家庭環境與職涯發展 

父母的職業是家庭背景與資源的度量方式之一，從人力資本觀點來看，父母的

職業地位較高，較有可能鼓勵他們的子女遵循教育路線，並針對其子女投入較多教育

資源以培育其未來職涯發展必頇具備的能力。 

Gregg(2000)認為父母職務對其子女升學或就業決定具有正面影響；黃芳玫等人

(2005)指出父母親所得、任職於公家機構或管理階級的職位會影響其子女未來的教育

發展。蔡淑玲(2004)比較就讀大學和專科者的家庭社經背景差異，顯示父親職業地位

較高者比較傾向「重學術，輕職業取向」之學校教育。因而可知，家庭教育資源多寡

會受父母職業的影響，並進一步衝擊個人的未來職涯發展。 

 

2.4 社會環境與職涯發展 

台灣目前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與二、三十年前差異極大，亦蘊育出不同世代的職

場特質。原來在 1950 年後期和 1960 年代之間出生的世代，定義為是 X 世代，而 X

世代在今日的說法很多，Ｓmith（2000）闡述，Ｘ世代具有懶散、無才能、不易被激

勵、沒有野心等特質。而在台灣老闆眼中，Ｘ世代多半比較現實、功利和普遍缺乏責

任感鄧玉瑩(1994)。然而，Ｒeese（2000）認為Ｘ世代既不懶散、忠誠度也不低，特

別是對於自己有興趣的工作而言。陳家聲、劉信賢（1996）則認為Ｘ世代重視對個人

的忠實及對專業的忠誠度，而不強調對組織的忠誠度。何玉美（1998）指出許多年輕

人對於成就感有強烈需求，特別喜愛具有挑戰性、自主性高、具有創造性又能展現自

我的工作。由上述的討論可得知巨觀方面，社會環境變遷將造成不同世代的人們在職

涯發展特性有所差異；相同道理，在微觀方面，因所處的社會環境不同，個人對職涯

見解亦不同，將影響個人的未來職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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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包含個人特質、生涯自我效能、家庭環境、以及社會

環境等四大構面。 

 

 

 

 

 

 

 

 

 

 

 

 

 

 

 

 

【圖 3-1 研究架構】 

 

3.2 抽樣方法 

本研究以網路問卷作為資料蒐集工具，問卷的題目，依照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分

成個人特質、家庭環境、生涯自我效能與社會環境四大構面，並以金融海嘯發生後，

第一年97學年度技專校院的應屆畢業生為問卷填答對象，其間並透過MSN, 部落格的

方式邀請網路使用者進行問卷的填答進行簡單隨機抽樣。實際回收問卷207份，有效

問卷162份。 

 

4.問卷分析結果 

4.1 填答者基本資料分析 

就性別而言，在 162 位填答者的性別，分佈上男性有 60 位(37%)、女性有 102

位（63%）。年齡的分佈方面， 20~25 歲有 157 位（96%）；26~30 歲有 3 位(2%); 未

填者及 41 以上者各 1 位（2%）。填答者以日間部皆多，有 154 位（95%），夜間部

有 6 位（占 4%）。學校的分佈方面，扣除未填答者以外，國立科技大學有 31 位，國

立技術學院有 3 位，私立大學有 6 位，私立科技大學有 64 位，私立技術學院有 42

位。在科系的分佈方面，工程類有 34 位，商管類有 51 位，人文社會類有 8 位，安全

類有 2 位，護理類有 10 位，生活科技類有 7 位，設計類有 11 位，美容類有 10 位，

其他類有 27 位。 

個人特質 

性別 

年齡 

系別 

專長 

健康狀況 

工作經驗 

語言能力 

家庭環境 

經濟壓力 

照顧家人 

家庭社經地位 

 

 

 

 

就業現況與困境 

生涯自我效能 

自我瞭解 

職業自我評位 

目標決定與行動 

問題解決能力 

生涯計畫 

社會環境 

人際關係 

經濟景氣 

工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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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工讀經驗方面，分佈上未填者有 2 位（1%）;填「無」者有 15 位(9%)。

時間長短方面，分佈上一月~三月(含)有 18 位(11%)；三月~半年(含)有 18 位(11%)；

半年~一年有 18 位(11%)；一年~二年(含)有 35 位(23%)；二年~三年(含)有 21 位(13%)；

三年~四年(含)有 23 位(14%)；四年~五年(含)有 2 位(1%)；五年以上有 10 位(6%)。由

此可知本研究填答者大多數為有工作經驗者。語言能力方面，次數分佈上填「國語」

者有 162 位；填「台語」者有 137 位；填「客家語」者有 7 位；填「英語」者有 55

位；填「日語」者有 18 位；填「其他」者有 1 位，由此可知本填答者大多數皆有國

語和台語之語言能力。 

 

4.2 家庭環境對應屆畢業生就業之影響 

(1)就學貸款 

在申請就學貸款方面，分佈上有就學貸款者占 48%，沒有就學貸款者占 52%，

由此可知本研究填答者有無就學貸款者參半。 

 

(2)家庭之經濟主要來源 

在家庭主要經濟來源方面，分佈上未填者有 1 位，占 1%；填「是」者有 11 位，

占 7%；填「否」者有 150 位，占 92%，由此可知本研究填答者大多數都不是家庭經

濟之主要來源。 

 

(3)家庭經濟壓力 

在家庭經濟壓力方面，分佈上填「是」者有 114 位，占 70%；填「否」者有 48

位，占 30%，由此可知本研究填答者大多數都有家庭經濟壓力。 

 

(4)家中是否有行動不便的家人有賴您照顧 

家中是否有行動不便的家人有賴您照顧方面，分佈上填「是」者有 16 位，占 10%；

填「否」者有 146 位，占 90%，由此可知本研究填答者大多數的學生都不需照顧家中

行動不便者。 

 

(5)家中是否有弱小的家人有賴您照顧 

在家中是否有弱小的家人有賴您照顧方面，分佈上未填者有 1 位，占 1%；填「是」

者有 17 位，占 10%；填「否」者有 144 位，占 89%，由此可知本研究填答者大多數

的學生都不需照顧家中弱小的家人。 

 

(6)父母的教育程度 

在父母的教育程度方面，分佈上母親教育程育未填者有 1 位；父親教育程育「研

究所以上畢業」有 3 位；母親教育程育「研究所以上畢業」有 1 位；父親教育程育「大

學校院、技術學院畢業」有 11 位；母親教育程育「大學校院、技術學院畢業」有 5

位；父親教育程育「大學肄業、專科畢業」有 15 位；母親教育程育「大學肄業、專

科畢業」有 9 位; 父親教育程育「高中、職畢業者」有 60 位；母親教育程育「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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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畢業者」有 55 位；父親教育程育「國中畢業者及其他」73 位；母親教育程育「國

中畢業者及其他」91 位。 

 

 (7)父母親的職業 

在父母親的職業方面，分佈上父親職業未填者有 4 位；母親職業未填者有 3 位；

父親職業「高級專業人員、高級行政人員」有 5 位；母親職業「高級專業人員、高級

行政人員」有 3 位；父親職業「專業人員、中級行政人員」有 8 位；母親職業「專業

人員、中級行政人員」有 9 位；父親職業「半專業人員、一般公務員」有 14 位；母

親職業「半專業人員、一般公務員」有 7 位; 父親職業「技術性人員」有 62 位；母

親職業「技術性人員」有 36 位；父親職業「半技術、非技術性工人」有 43 位；母親

職業「半技術、非技術性工人」有 77 位；父親職業「其它」有 26 位；母親職業「其

它」有 27 位。 

 

4.3 自我效對應屆畢業生就業之影響 

(1)在填答者是否能指出自己尚未或已具備的條件，以完成自己的職業目標方面，分

佈上未填者有 2 位，占 1%；填「是」者有 95 位，占 59%；填「否」者有 65 位，

占 40%，由此可知本研究填答者約半數學生清楚自己是否或尚未具備完成自己職

業目標之條件。 

 

(2)在填答者是否對某職業有興趣，會詢問相關的從業人員方面，分佈上未填者有 2

位，占 1%；填「是」者有 148 位，占 92%；填「否」者有 12 位，占 7%，由此

可知本研究填答者大多數都會主動詢問自己有興趣的職業之從業人員 

 

(3)在填答者是否無法從事首選的科系或職業，仍可選擇其他合適的科系或職業來替

代方面，分佈上未填者有2位，占1%；填「是」者有138位，占85%；填「否」者

有22位，占14%，由此可知本研究填答者大多數為是，表示大多數學生在無法從

事首選之科系或職業時，仍會選擇非相關之科系或職業來替代。 

 

(4)在填答者是否能選讀主修科系以外，有利未來工作的相關課程方面，分佈上未填

者有4位，占2%；填「是」者有110位，占68%；填「否」者有48位，占30%，由

此可知本研究填答者大多數為是，表示大多數學生還是會選讀對未來工作有關課

程。 

 

(5)在填答者是否能描述自己想追求的工作內容與職責方面，分佈上未填者有5位，占

3%；填「是」者有107位，占66%；填「否」者有50位，占31%，由此可知本研究

填答者多數為是，表示大多數學生皆清楚自己想追求之工作職責。 

 

(6)在填答者是否能列出自己感興趣的幾份職業方面，分佈上未填者有5位，占3%；填

「是」者有125位，占77%；填「否」者有32位，占20%，由此可知本研究填答者

大多數者為是，表示大多數學生皆清楚自己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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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填答者是否您父母或朋友強迫自己選擇超出自己能力所及的職業或科系，會予

以反抗，並堅持自己的決定方面，分佈上未填有4位，占2%；填「是」者有99位，

占62%；填「否」者有59位，占36%，由此可知本研究填答者大多數者為是，表

示大多數學生較堅持自己的決定。 

 

(8)在填答者是否能從自己所考慮的職業名單中，選擇一項主要從事的工作方面，分

佈上未填者有4位，占2%；填「是」者有140位，占87%；填「否」者有18位，占

11%，由此可知本研究填答者大多數為是，表示大多數學生皆清楚自己所想從事

之職業。 

 

(9)在填答者是否能列出自己感興趣的幾個科系方面，分佈上未填者有 4 位，占 2%；    

  填「是」者有 132 位，占 82%；填「否」者有 26 位，占 16%，由此可知本研究填 

  答者多數皆清楚自己的興趣。 

 

(10)在填答者是否能到圖書館找尋自己興趣職業的相關資料方面，分佈上未填者有 4

位，占 2%；填「是」者有 97 位，占 60%；填「否」者有 61 位，占 38%，由此

可知本研究填答者多數皆願意主動找尋自己興趣職業之相關資料。 

 

(11)在填答者是否能知道未來十年就業發展的趨勢方面，分佈上未填者有 4 位，占 

   2%；填「是」者有 49 位，占 30%；填「否」者有 109 位，占 68%，由此可知本 

   研究填答者多數為否，表示多數學生皆無法預知未來十年之就業發展趨勢。 

 

(12)在填答者是否能成功地掌握工作面試的過程方面，分佈上未填者有 4 位，占 2%；

填「是」者有 47 位，占 29%；填「否」者有 111 位，占 69%，由此可知本研究

填答者多數皆無法掌握工作面試之過程。 

 

(13)在填答者是否能選擇符合自己理想生活方式的工作方面，分佈上未填者有 4 位，

占 2%；填「是」者有 102 位，占 63%；填「否」者有 56 位，占 35%，由此可知

本研究填答者多數能選擇符合自己理想生活方式的工作。 

 

(14)在填答者是否能能決定所要從事的職業，而不擔心這項決定是對或錯方面，分佈

上未填者有 6 位，占 4%；填「是」者有 79 位，占 48%；填「否」者有 77 位，

占 48%，由此可知本研究填答者，能否決定自己所要從事的職業參半，表示擔心

自己所做決定對錯與否皆有。 

 

 (15)在填答者是否能決定自己所需要的步驟，成功地達到所選（職業）修科系的目

標方面，分佈上未填者有 4 位，占 2%；填「是」者有 109 位，占 68%；填「否」

者有 49 位，占 30%，由此可知本研究填答者多數能達到所選修科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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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在填答者是否對自己的主修科系有學業上的困難，能決定計畫並採取步驟方面，

分佈上未填者有 5 位，占 3%；填「是」者有 106 位，占 66%；填「否」者有 51

位，占 31%，由此可知本研究填答者在學業上遇到困難，多數會採取行動並解決。 

 

(17)在填答者是否能為未來五年所要達到目標擬定計畫方面，分佈上未填者有 4 位，

占 2%；填「是」者有 72 位，占 44%；填「否」者有 86 位，占 54%，由此可知

本研究填答者多數不能為未來五年所達到目標擬定計畫。 

 

(18)在填答者是否會向自己考慮所讀科系的任課老師詢問相關訊息方面，分佈上未填

者有 4 位，占 2%；填「是」者有 99 位，占 62%；填「否」者有 59 位，占 36%，

由此可知本研究填答者多數會向師長尋求自己所考慮科系之相關訊息。 

 

 (19)在填答者是否會向老師詢問主修科系的研究所或工作機會等訊息方面，分佈上未

填者有 4 位，占 3%；填「是」者有 93 位，占 57%；填「否」者有 65 位，占 40%，

由此可知本研究填答者多數會向師長尋求升學或就業之相關訊息。 

 

 (20)在填答者是否能有能有效運用學校輔導中心資源，以便決定升學或就業方面，分

佈上未填者有 5 位，占 3%；填「是」者有 68 位，占 42%；填「否」者有 89 位，

占 55%，由此可知本研究填答者多數不會運用學校輔導中心之資源，但還是有四

成學生能有效地運用。 

 

4.4 社會環境對應屆畢業生就業之影響 

(1)藉由什麼管道找到工作 

  在填答者會藉由什麼管道找到工作方面，次數分佈上填「校園就業輔導處」有 77 

  位；填「老師推薦」有 56 位；填「網上人力介紹」有 129 位；填「報紙」有 87 

  位；填「人際關係」有 106 位；填「其他」有 6 位；填「未填」有 4 位。 

               

             表 4-1:得知工作之管道分析 

 

得知工作的管道 次數 

網上人力介紹 129 

人際關係 106 

報紙 87 

校園就業輔導 77 

老師推薦 56 

其他 6 

未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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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在社會經濟蕭條請問您會優先考慮的工作型態 

  在填答者會優先考慮的工作型態方面，分佈上填「公司」有 14 位；填「政府公家 

  單位」有 48 位；填「自創業」有 9 位；填「都可以沒有限定」有 85 位；填「其他」 

  有 2 位；填「未填」有 4 位，由此可知本研究填答者大多數學生都未限定會優先考 

  慮的工作型態。 

 

(3)知道政府有拯救失業的政策(立即上工計畫、職前訓練) 

  在填答者是否知道政府有拯救失業的政策方面，分佈上填「知道」有 109 位，占  

  68%；填「不知道」有 41 位，占 25%；填「未填」有 12 位，占 7%；由此可知本 

  研究填答者大多數學生知道政府有拯救失業的政策。 

 

(4)立即上工計畫對您有沒有幫助 

 在填答者是否立即上工計畫對您有沒有幫助方面，分佈上填「有」有 122 位，占 

 76%；填「沒有」有 36 位，占 22%；填「未填」有 4 位，占 2%；由此可知本研 

 究填答者大多數學生覺得立即上工計畫是有幫助的。 

 

(5)找不到工作時，未來是否有意願參加職業訓練課程 

  在填答者找不到工作時，未來是否有意願參加職業訓練課程方面，分佈上填「是」 

  有 155 位，占 96%；填「否」有 4 位，占 2%；填「未填」有 3 位，占 2%；由此 

  可知本研究填答者大多數學生在找不到工作時，意願參加職業訓練課程。 

 

5.研究發現與討論 

5.1 就業現況 

(1)個人特質對應屆畢業生就業之影響 

本問卷填答者以技職院校居多，根據 104 人力銀行-2008 年大學生評價調查結果

顯示，企業愛用之前十名學校分別為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國立交通大學、淡江大學、輔仁大學、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國立台灣

科技大學、逢甲大學，由上述可知企業家會優先考量國立學校的學生，如此ㄧ來私立

學校的學生將會面臨到更嚴重的就業困境。從問卷調查中，發現在求職上，部份徵才

者會選擇相關科系畢業之學校，以致於會影響就業選擇性的需求機會。本調查結果顯

示部份應屆畢業生的專長，較偏重於電腦、工藝類可能會造成供給大於需求；甚至部

份應屆畢業生尚未明確知道自己的專長，會嚴重造成求職上的困境；然而未來趨勢是

走向多元專業的社會，不像以往只有一項專長即可打片天下，現在專長越多者會先贏

在起跑點上。而另一方面，問卷調查結果也發現，未患有疾病的應屆畢業生，在找尋

工作方向上，無疾病的考量限制；反之有疾病之應屆畢業生會因此而有所限制；公司

聘請職員時會考慮職員本身是否有無重大疾病，找工作時也會因此而受到影響，而面

臨找不到工作的危機。再者本調查統計結果顯示畢業生有工讀工作經驗者居多，一般

公司會依其工作經驗來評估，此學生的社會經驗及歷練是否足以優先聘請。並且因應

全球經濟時代，語言能力的具備與否對求職者略有影響，外語能力強的人在工作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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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優先考慮錄用。 

 

(2)家庭環境對應屆畢業生就業之影響 

根據本問卷家庭環境對應屆畢業生就業分析結果顯示，隨著經濟不景氣的影響，

大多數的學生皆有家庭之經濟壓力，有無就學貸款各參半，因此可知部份學生畢業後

所要面臨就貸償還問題。然而大多數的學生皆不是家庭經濟之主要來源者也無需照顧

家中行動不便者及家中弱小的家人，對於找尋工作時，較無此牽絆。 

至於父母親教育程度以及職業會影響孩子就業方向，一般而言，教育程度不高的父

母，多半為了家庭經濟或是其他因素奔波而忽略孩子的啟發與培養，也有可能會因自

己教育程度不夠而不知如何向孩子解釋各種大學科系的出路。 

 

(3)自我效能對應屆畢業生就業之影響 

根據本問卷多數學生清楚自己的志向與目標，且堅持自己的決定，也清楚自己是

否已具備自己職業目標之條件，並選讀對未來工作有關之課程，且達到所選修科系的

目標。而在無法從事首選之科系或職業時，仍會選擇非相關之科系或職業來替代;且

大多數學生還是較自動自發的，約有 42%的學生能有效地運用學校輔導中心的資源，

願意主動找尋自己興趣職業之相關資料，而在學業上遇到困難時，也會採取行動並解

決，且會主動詢問自己有興趣的職業之從業人員，及向師長尋求升學或就業之相關訊

息。而在無法預知未來十年之就業發展趨勢及無法掌握工作面試之過程的情況下，大

多數的學生還是會擔心自己所做決定對錯與否，所以只有 44%的學生，能為自己未來

五年所達到目標擬定計畫。 

 

(4)社會環境對應屆畢業生就業之影響 

根據本問卷大多數的學生會先利用「網上人力介紹」觀看是否有職缺，如:104

人力銀行、1111 人力銀行；另外也會透過「人際關係」快速找到穩固的職缺，且大

多數的學生都未限定自己優先考慮的工作型態，由此可知大多數學生都沒有把握自己

所能從事之工作類型;因此會找尋是否有相關之拯救措施或方法，所以大部分的學生

都知道政府有拯救失業的政策，且覺得立即上工計畫是有幫助的，也願意參加職業訓

練課程。 

 

5.2 就業困境 

經濟不景氣，就業市場縮減，無論大學應屆畢業生或是無薪休假的上班族，都

在找尋突破就業困境的出路。”時刻準備著——學生就業行為與心理準備”，從行為、

心理兩方面講述了如何做求職準備。給應屆畢業生提出建議，要把握最新行業發展狀

況，了解公司的生存環境、背景等方面的訊息，多參加一些面試來累積經驗，善於自

我激勵。 

大學應屆畢業生最大的特質在於從學校到工作職場的轉換，實際上大多數學生

都在即將畢業時才對未來感到焦慮，且不知如何應對，沒有規劃自己的未來，導致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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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職業興趣及職場趨勢的不瞭解，並缺乏正確的職場價值觀、就業態度及職涯規

劃。在目前職場上，絕對不能只有一項專長，因為被取代的機率非常的高。如果同時

擁有第二專長，人生的道路就會寬廣許多。甚至，還有可能讓自己的第二專長，變成

是最吃香的第一專長。很多公司更要求必頇要有證照，才能夠應徵工作，因為證照就

是一種審核的標準，其相關性更貼近於工作的實作經驗。故在離校時，需歷經一段探

索期；其次，如果剛畢業之大學生缺乏工作經驗，無法馬上進入情況，需要一段學習

適應的時間，所以較無法受到青睞。 

 

6.結論與建議 

瞭解現今應屆畢業生所面臨就業的壓力，對於應屆畢業生就業準備，應該是在不

同領域中結合實際工作經驗與從書本中學到知識，並保有肯學、願學的終生學習態

度，在就業市場認真工作。在終生教育計畫中追求新的滿意泉源，培養新技巧、新嗜

好，並為自己的生命帶來新的意義。個人專業特色才是競爭力，也是就業力，專業就

是不斷精進，社會新鮮人在各行各業中要能挑戰世界舞台，與世界同步，追求不斷的

創新與突破。 

建議應屆畢業生/畢業生在第一次求職時，不要一窩蜂的去找大家都想做的工

作，例如行政或總務類的工作，門檻低的工作看似容易，卻是大家都想做的，其競爭

者多，這樣反而會延長自己的待業時間；所以在求職前應考慮工作與自我能力的「適

才適性」，確立就業方向。如果面試遇到挫折，不要喪志；宜再次好好思考如何包裝

自己的工讀與實習經歷讓老闆印象加分。如果真的這段時間持續找不到工作，那麼可

以考慮先去「派遣」或「兼職」縮短待業期，同時也能累積職場經驗，強化自己的就

業競爭力，為求職加分。儘管證照不一定作為求職的絕對保證，但至少是企業在考慮

進用應屆畢業生的基本條件，多具備幾項證照，就添加多點機會，讓應屆畢業生可以

更順利的迎接工作機會來臨。唯本研究先以金融海嘯發生後的第一年 97 學年度應屆

畢業生為調查對象，期藉此可做為日後研究者對畢業生就業影響因素後續相關研究之

參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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