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大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活動訊息 

「畢業找不到事、企業找不到人」，問題出在哪裡？ 

「從統計數字談學用落差記者會」 
 

10:00-10:05 主持人引言(台灣大學應用力學所王立昇教授) 

10:05-10:15 統計數字彙整 

10:15-10:40 評論: 臺大社科院林惠玲院長、臺大政法中心陳正倉執行長 

                  臺灣師範大學吳武典名譽教授、前北一女中段心儀老師 

10:40-11:00 詢答 

報載訊息表列(至 03-28 17:50，更新至 03-31 14:36) 

時間 媒體 標題 (頁數 pp.1~pp.11) 

2014-03-28 

11:11 

中央社 

記者 陳至中 

產業結構沒變 學用落差主因(p.1) 

http://www.cna.com.tw/search/hydetailws.aspx?qid=201403280098&q=%E6%9C%8D%E8%B2%BF 

中時電子報 http://life.chinatimes.com/LifeContent/1413/20140328003861.html 

新浪網 http://dailynews.sina.com/gb/tw/twlocal/cna/20140327/20245589931.html 

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6/8577041.shtml 

2014-03-28 

11:13 

中時即時  

胡清暉 

高中教師批：服貿爭議肇因於教改惡果(p.2)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328003666-260405 

2014-03-28 

11:23:54 

中央日報  

李漢揚/整理 

台灣/產業結構沒變 學用落差主因(p.3) 

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21&docid=102697421 

2014-03-28 

13:35 

蘋果日報  

記者劉嘉韻 

【更新】也是反服貿之因！廣設大學致學用落差(p.4)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politics/20140328/368665/%E4%B9%9F%E6%98%
AF%E5%8F%8D%E6%9C%8D%E8%B2%BF%E4%B9%8B%E5%9B%A0%E3%80%80%E5%BB%A
3%E8%A8%AD%E5%A4%A7%E5%AD%B8%E8%87%B4%E5%AD%B8%E7%94%A8%E8%90%BD
%E5%B7%AE 

2014-03-28 

13:40:37  

教育廣播電台 

記者徐詠絮 

產業與人力結構失調 學用落差主因(p.5) 

http://news.ner.gov.tw/index.php?act=culnews&code=view&ids=161943 

新浪網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40328/12087112.html 

奇摩新聞 
http://tw.news.yahoo.com/%E7%94%A2%E6%A5%AD%E8%88%87%E4%BA%BA%E5%8A%9B%E7
%B5%90%E6%A7%8B%E5%A4%B1%E8%AA%BF-%E5%AD%B8%E7%94%A8%E8%90%BD%E5
%B7%AE%E4%B8%BB%E5%9B%A0-054037635.html 

2014-03-28   

14:49  
 

聯合晚報  

記者游婉琪 

大學生太多 找嘸作業員(pp.6-7) 

http://udn.com/NEWS/LIFE/LIF6/8577348.shtml 

2014-03-28 

18:25 

中廣  

陳映竹 

人力結構、產業結構脫節 求職求才兩皆難(p.8)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328005728-260405 

2014-03-29 

05:16 

澳門日報 

 

台七成大學生搶三成工(p.9) 
http://news.qoos.com/%E5%8F%B0%E4%B8%83%E6%88%90%E5%A4%A7%E5%AD%B8%E7%94
%9F%E6%90%B6%E4%B8%89%E6%88%90%E5%B7%A5-1655866.html 

2014-03-29 大紀元電子報 

記者江禹嬋 

廣設大學致學用落差 也是反服貿之因(p.10) 
http://www.epochtimes.com.tw/n86965/%E5%BB%A3%E8%A8%AD%E5%A4%A7%E5%AD%B8%E8
%87%B4%E5%AD%B8%E7%94%A8%E8%90%BD%E5%B7%AE---%E4%B9%9F%E6%98%AF%E5
%8F%8D%E6%9C%8D%E8%B2%BF%E4%B9%8B%E5%9B%A0--.html 

2014-03-30 自由時報 

記者林曉雲 

學生前途茫茫 反服貿只是火山初爆(p.11)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4/new/mar/30/today-p4.htm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11
http://www.chinatimes.com/reporter/38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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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結構沒變 學用落差主因 

中央社 (2014-03-28 11:11) 

 

（中央社記者陳至中台北 28 日電）台大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研究顯示，廣設大

學後，大學生滿街跑，產業結構卻沒有大幅改變，產業界最缺勞力工，大學生卻不

願做，產生學用落差。 

 

台灣大學應用力學所教授、「適性分流學制研究」計畫主持人王立昇表示，台灣社

會有「畢業找不到事、企業找不到人」的問題，關鍵在於台灣培育了太多大學生，

專科生比例大幅減少，但產業結構過去 10 年沒有太大改變。 

 

王立昇指出，製造業適合大學畢業生從事的工作如技術員、工程師，過去 10 年從業

人數加起來，不超過 3 成。基層技術工和勞力工，比例稍微下降，轉為技藝及機械

設備操作員，然而都是薪水較低的工作，許多大學生不願意做。 

 

服務業適合大學畢業生從事的工作如專業人員，從業人數不超過 4 成，其餘是非技

術工、服務員、售貨員等。比率在過去 10 年沒有太大變化，大學畢業生數量卻成長

將近 1 倍，已達同年齡總人數的 7 成。 

 

王立昇認為，台灣廣社高中大學後，產業結構卻沒有太大調整，導致學用落差問題。

即便是工業發達的德國，技職、高中生的比例也是 7 比 3，台灣卻是 4.5 比 5.5。 

 

北一女中教師段心儀表示，近來反服貿抗爭愈演愈烈，表面是反對服貿議題，深層

卻是 20 年來教改產生的惡果，年輕人累積的焦慮爆發出來。 

 

王立昇認為調整人力結構刻不容緩，建議政府進行人力資源的深度分析，規劃教育

方針。1030328 

 

 

詳全文 產業結構沒變 學用落差主因-生活消費新聞-新浪新聞中

心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40328/12085959.html 

 

http://buy.sina.com.tw/soso/%E6%B3%95%E5%BE%8B
http://buy.sina.com.tw/tkec/?cate_id=31603&level=4
http://buy.sina.com.tw/tkec/?cate_id=12692&level=4
http://buy.sina.com.tw/soso/%E5%B7%A5%E7%A8%8B
http://buy.sina.com.tw/tkec/?cate_id=5521&level=3
http://buy.sina.com.tw/tkec/?cate_id=31604&level=4
http://buy.sina.com.tw/tkec/?cate_id=33403&level=4
http://buy.sina.com.tw/tkec/?cate_id=33403&level=4
http://buy.sina.com.tw/tkec/?cate_id=35143&level=4
http://find.sina.com.tw/news/%E5%8C%97%E4%B8%80%E5%A5%B3
http://buy.sina.com.tw/soso/%E6%95%99%E8%82%B2
http://buy.sina.com.tw/soso/%E6%95%99%E8%82%B2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40328/12085959.html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40328/12085959.html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40328/120859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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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教師批：服貿爭議肇因於教改惡果 

中時即時 胡清暉 2014 年 03 月 28 日 11:13 

 

中山女中兼任教師段心儀分

析，服貿爭議是年輕人苦悶情

緒在找出口。（胡清暉攝） 

 

反服貿學運持續進行，中山女

中兼任教師段心儀上午分

析，教改 20 年，當年廣設高

中大學，導致目前的年輕人承

受惡果，學歷愈來愈高，薪水

愈來愈低，房價愈來愈貴，買

房愈來愈難，年輕人努力求

學，但前途一片茫然，某種革

命情勢已蓄勢待發，因此，服

貿協議之所以引發如此大的

風波，主因之一其實是年輕人

苦悶的情緒在找出口。 

 

台大上午舉行「畢業找不到事、企業找不到人，問題出在哪裏？」記者會，探

討台灣近年來學用落差的問題。 

計畫主持人、台大應用力學所教授王立昇指出，台灣的大學畢業生人數在民國

73 年約 2.8 萬人，近年來每年約 23 萬人，然而，台灣的產業升級不夠快，能夠

提供給大學畢業生的職缺不夠。 

面對少子化衝擊大學招生，王立昇呼籲，教育部對於大學退場應該更強硬，並

加強推動技職教育。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11
http://www.chinatimes.com/reporter/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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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產業結構沒變 學用落差主因 

【中央網路報】http://www.cdnews.com.tw 2014-03-28 11:23:54 
李漢揚/整理  

 

 台大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研究顯示，廣設大學後，大學生滿街跑，產業結構

卻沒有大幅改變，產業界最缺勞力工，大學生卻不願做，產生學用落差。  

 

 台灣大學應用力學所教授、「適性分流學制研究」計畫主持人王立昇表示，台灣社

會有「畢業找不到事、企業找不到人」的問題，關鍵在於台灣培育了太多大學生，

專科生比例大幅減少，但產業結構過去 10年沒有太大改變。  

 

 根據中央社28日報導，王立昇指出，製造業適合大學畢業生從事的工作如技術員、

工程師，過去 10年從業人數加起來，不超過 3成。基層技術工和勞力工，比例稍微

下降，轉為技藝及機械設備操作員，然而都是薪水較低的工作，許多大學生不願意

做。  

 

 服務業適合大學畢業生從事的工作如專業人員，從業人數不超過 4 成，其餘是非

技術工、服務員、售貨員等。比率在過去 10年沒有太大變化，大學畢業生數量卻成

長將近 1倍，已達同年齡總人數的 7 成。  

 

 王立昇認為，台灣廣社高中大學後，產業結構卻沒有太大調整，導致學用落差問

題。即便是工業發達的德國，技職、高中生的比例也是 7比 3，台灣卻是 4.5比 5.5。  

 

 北一女中教師段心儀表示，近來反服貿抗爭愈演愈烈，表面是反對服貿議題，深

層卻是 20年來教改產生的惡果，年輕人累積的焦慮爆發出來。  

 

 王立昇認為調整人力結構刻不容緩，建議政府進行人力資源的深度分析，規劃教

育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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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也是反服貿之因！廣設大學致學用落差 
2014 年 03 月 28 日 13:35   

蘋果日報 

大學畢業生太多，找不到適合工作，導致學用落差問題越來越嚴重！台

灣大學研究團隊發現，國內廣設大學造成畢業生人數越來越多，但國內

產業能提供的相應職務卻沒有相對成長。研究團隊並指出，此次反服貿

學運，也是廣設大學的惡果所延伸出的事件。學者呼籲，教育部應強硬

執行大學退場，讓人力供需達到平衡點。 

  

台灣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今發表「畢業找不到事，企業找不到

人」記者會，發表學用落差的研究成果。應邀與談的中山女中教師段心

儀痛批，20 年前教改廣設高中大學，惡果現在呈現，年輕人努力念書

卻找不到好工作，服貿協議正好觸動年輕人最大恐懼，因此以這種方式

向政府訴求。 

 

台大政法中心今並公布「適性分流學制研究」初步成果，計畫主持人、

台大教授王立昇指出，大學畢業生人數在 1984 年只有 2 萬 8 千人，20

年前在 410 教改大遊行後，政府廣設高中與大學，1999 年的大學畢業

生人數突破 10 萬人，2005 年更飆升至 20 萬人，近幾年約為 23 萬人。 

  

王立昇舉例說，製造業適合大學畢業生從事的工程師、技術員等專業人

員，10 年來的總從業人數增加 32 萬人，但這 10 年的相關科系大學畢

業生卻有 53 萬人；服務業適合大學畢業生從事的工作，僅佔該行業總

從業人數不到 4 成，人力在過去 10 年也沒有顯著增加，但大學畢業生

數量卻成長近 1 倍，已達同年齡總人數的 7 成。他建議，教育部應強硬

執行大學退場，處理功能不彰的大學，並協助產業界加速升級，才能讓

人力供需達到平衡點。（劉嘉韻／台北報導）  

 

發稿時間：10:57 

修改時間：13:35 

 

 

  



臺大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活動訊息 
子計畫代碼 名稱:CPPL 102-11 「適性分流學制研究」 

2014/03/28  10:00am-11:15am 於台大社科院第一會議室 
 
 

5 
 

產業與人力結構失調 

學用落差主因 
教育廣播電台-新聞聲音檔 

記者 徐詠絮  

國內學用落差情況有多嚴重？國立臺灣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今天(28)發表一項

研究指出，廣設大學後，大學生滿街跑，但產業結構沒有配合人力結構調整，有七成大

學生搶三到四成中高階工作，產業界最缺勞力工，大學生卻不願做，產生嚴重學用落差。 

 

臺大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政法中心）「適性分流學制研究」計畫主持人王立昇教

授表示，根據教育部、勞委會統計數據，國內大學畢業生從 1984 年 2 萬 8 千人，占同年

齡全國總人數 8.4%，到 2004 年，大學畢業人數已增加到 20 萬人以上，占同年齡全國總

人數七成，但產業結構過去 10 年沒有太大改變，不論是製造業或服務業，適合大學生的

中高階工作機會卻仍維持在三到四成左右，在廣設高中大學之後，產業結構沒有太大調

整，自然出現學生找不到工作，企業找不到人的現象，建議調整人力結構並促進產業升

級。 

 

高中老師段心儀也認為，現在是教改「廣設高中大學」的惡果呈現，年輕人努力念書卻

找不到好工作，最近服貿協議正好觸動年輕人內心最大恐懼，也為苦悶的情緒找出口。 

 

圖為：（右）臺大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政法中心）「適性分流學制研究」計畫主

持人、臺大應用力學所王立昇教授。 

(2014-03-28 13:40:37 徐詠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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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太多 找嘸作業員 

 

【聯合晚報╱記者游婉琪/台北報導】 2014.03.28 02:49 pm 
 

  

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企業卻找不到人，問題出在哪？台灣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

研究中心蒐集教育及從業狀況統計資料比對分析，國內產業界最需要的是作業員、

體力工，絕大多數大學生根本不會做，台灣人力結構及產業結構嚴重脫節，希望政

府盡速調整。 

製造、服務業 大學畢業職缺不到 4 成 

計畫主持人台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教授王立昇說，410 教育改革從民國 83 年推動

迄今即將屆滿 20 年，當年提出的「廣設高中大學」政策影響深遠。「18 分都能上

大學」的現象，更引發外界猴子都能上大學的戲謔之言， 

研究團隊從勞委會資料庫中，找出製造業及服務業各類別從業人數，發現從業人員

約有 200 萬人的製造業，適合大學畢業生從事的技術員及工程師，人數不到總數的

三成。從業人員高達約 300 萬人的服務業，適合大學畢業生從事的專業人員，及助

理專業人員，也不到四成。 

研究也發現，這個比例在過去十年並無太大變化，這與國內大學畢業生人數占同年

齡總人數七成相比，有很大落差。 

王立昇指出，由從業人數及薪資狀況觀察，台灣產業結構在過去十年，並沒有顯著

提升，能提供給大學生的中高階工作機會有限。另一方面，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

產業界最欠缺的是製造業勞力工、作業員，或服務業的體力工、事務工作人員等，

但大學生不願意做，又無適當人力可用，企業當然只能大嘆找不到人。 

大學畢業占同齡 7 成 產學落差逐年增 

王立昇指出，在工業發達的德國，選擇技藝路線（高職或專科）及學術路線（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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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比例差不多是七比三。但在台灣，國中畢業生選擇技藝及學術的比例是四

點五比五點五，念高職的學生又有超過八成，後來繼續念大學。 

研究報告顯示，台灣的大學畢業生人數，占同年齡全國總人數百分比，民國 73 年只

占 8.4%，102 年已攀升到 70%，另一方面，專科畢業人數，從 88 年近 13 萬人，

一路下降到 102 年不到 2 萬人。 

〝盡快調整人力結構、產業升級〞 

他認為，當年教改的廣設高中大學教育政策，不但影響人力結構及經濟發展，導致

的學用落差及用非所學，可能也造成社會動盪與不安。他也質疑，統計數據顯示，

廣設高中大學政策，在數量上政府辦到了，但人力結構的改變，對學生與社會是合

適的嗎？ 

研究團隊認為，調整人力結構及促進產業升級，是政府刻不容緩的工作。建議教育

部能依照國家需要、產業發展、適性需求等，將一般大學及科技大學的辦學目標與

任務畫分清楚，加強推動技職教育，提供產業界足夠人力。 

【2014/03/28 聯合晚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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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結構、產業結構脫節 求職求才兩皆難 

中廣 陳映竹 2014 年 03 月 28 日 18:25 

 

大學生感嘆畢業了工作不好找，企業則是抱怨找不到人才？台灣大學公共政策

與法律研究中心分析數據，認為問題出在台灣「人力結構」及「產業結構」嚴

重脫節，廣設大學後，大學生滿街跑，產業界最缺勞力工，大學生卻不願做，

導致學用落差。 

台灣大學應用力學所教授、「適性分流學制研究」計畫主持人王立昇表示，二

十年前台灣大學畢業生人數是二萬八千人，八十八年突破十萬人，現在一年加

上研究所畢業生有將近三十萬人。但製造業適合大學畢業生從事的工作如技術

員、工程師，過去十年從業人數加起來，不超過三成。服務業適合大學生的不

到四成。整個產業結構二十年來沒有太大變化，但是，大學畢業生人數占同年

齡人數的七成相比，顯然有很大的落差。 

台大社科院院長林惠玲則表示，統計民國一百年的就業人口，有 1070 萬，需

要高階的大學畢業人才只有三分之一，但是當年有四百萬大學畢業生，等於有

超過六十萬大學畢業生的工作是只要國高中畢業就可以做的工作。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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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七成大學生搶三成工 

(澳門日報) 2014 年 03 月 29 日 05:16 

 

學生努力讀書卻找不到好工作成為社會現象（資料圖片） 
   

    台七成大學生搶三成工 

    【香港中通社台北二十八日電】台灣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二十八日公佈一

份統計數據，發現台灣的大學畢業生佔同年齡全台總人數的比例，從一九八四年的

約百分之八點四，到二○○四年已經高達七成；大學生滿街跑，但近三十年來適合

大學生的工作機會卻仍維持在三至四成左右。七成的大學生搶三成的工作機會，顯

示台灣的人力結構與產業結構嚴重脫節，學用落差情況嚴重，必須加快調整。 

    努力讀書沒好工作 

    前台北第一女中老師段心儀認為，現在是教改“廣設高中大學”的惡果呈現，學用

落差造成學生努力讀書卻找不到好工作。台大政法中心“適性分流學制研究”計劃

主持人王立昇教授指出，根據台灣“教育部”與“勞工委員會”提供的數據，台灣

的大學生在一九八四年時約二萬八千人，佔同年齡總人數百分之八點四；到二○○

四年之後爆增至二十萬人以上，佔同年齡總人數百分之七十。另一方面，專科的畢

業人數卻一路下滑，去年只剩下不到兩萬人。 

    技術專業不足三成 

    而從產業人才需求分析，發現在約二百萬人的製造業從業人員中，適合大學畢業生

從事的技術與專業人員數不到三成；服務業中適合大學生從事的工作機會比率也僅

四成，這樣的比例在過去十年並沒有太大變化。 

    王立昇表示，在廣設“高中大學”之後，台灣的產業結構沒有太大調整，產業升級

速度又慢，七成的大學畢業生只能搶三成至四成的工作機會，自然會出現學生找不

到工作、企業找不到勞工的現象。當務之急，王立昇建議教育部門必須要建立大學

退場機制，並將大學分為一般大學及科技大學，明確訂定宗旨與目標；另外，產業

也必須加速升級，以符合知識經濟時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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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設大學致學用落差 也是反服貿之因 

2014 年 03 月 29 日  大紀元電子報 

【記者江禹嬋／台北報導】國內廣設大學造成畢業生人數越來越多，但

國內產業能提供的相應職務，卻沒有相對成長。此次反服貿學運，也是

廣設大學的惡果所延伸出的事件。學者呼籲，教育部應強硬執行大學退

場，讓人力供需達到平衡點。 

20 年前教改廣設高中、大學，惡果現在呈現，年輕人努力念書，卻找

不到好工作，中山女中教師段心儀指出，服貿協議正好觸動年輕人最大

恐懼，故以這種方式向政府訴求。 

大學畢業生太多，找不到適合工作，台灣大學研究團隊指出，大學畢業

生人數在 1984 年只有 2 萬 8 千人，20 年前在 410 教改大遊行後，政

府廣設高中與大學，1999 年的大學畢業生人數突破 10 萬人，2005 年

更飆升至 20 萬人，近幾年約為 23 萬人。 

台大教授王立昇指出，製造業適合大學畢業生從事的工程師、技術員等

專業人員，10 年來的總從業人數增加 32 萬人，但這 10 年的相關科系

大學畢業生，卻有 53 萬人；服務業適合大學畢業生從事的工作，僅占

該行業總從業人數不到四成。 

人力在過去 10 年也沒有顯著增加，但大學畢業生數量卻成長近 1 倍，

已達同年齡總人數的七成。他建議，教育部應強硬執行大學退場，處理

功能不彰的大學，並協助產業界加速升級，才能讓人力供需達到平衡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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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前途茫茫 反服貿只是火山初爆 2014-3-30 

 

 

自由時報 

台大教授王立昇（站立者）

分析大專生畢業找不到

事、企業找不到人的現象，

指廣設高中、大學的教育政

策，導致學用嚴重落差。 �

（記者林曉雲攝）  

〔記者林曉雲／台北報導〕教改成員、中山女中教師段心儀日前在

「學用落差」記者會上表示，現在年輕人花了幾十萬和七、八年時間

讀了高中和大學，卻發現只是虛耗時光、前途一片茫然，服貿協議觸

動年輕人對未來的恐懼，反服貿事件只是民眾心聲的火山初爆。  

段心儀表示，台灣人的工時越來越長、房價越來越貴、薪水越來越

低，完全看不見改善的契機；台大社科院院長林惠玲也表示，民國一

百年的就業人口一千零七十萬人，只有三分之一需大學畢業。  

台大教授王立昇分析發現，台灣的大學生從卅年前的兩萬八千人，

到現在一年有廿三萬人，加上研究生更高達卅萬名，廣設高中、大學

的教育政策，導致學用嚴重落差。  

王立昇以有二百萬人從事的製造業為例指出，適合大學畢業生從事

的技術員及工程師不到三成；三百萬人從事的服務業，適合大學畢業

生的工作不到四成，整個產業結構廿年來沒有太大變化，但是大學畢

業生人數占同年齡人數卻高達七成，供給需求間有很大落差。  

王立昇表示，大學學歷嚴重貶值，以製造業平均薪資變化做分析，起

薪最高的專業工程師月薪四、五萬，但這樣的工作機會只占百分之十，

大學畢業至少原本可從事月薪三萬多的技術員等工作，現在卻有許多

大學畢業生不得不從事基層勞力工作，平均起薪只有二萬四。  

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IService3/newspic.php?pic=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4/new/mar/30/images/bigPic/13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