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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近年國內整體產業朝向技術及知識密集型產業發展，

因此人力資源成為產業競爭力關鍵，優質人才培育為政府責無旁貸的使命。「人

力資本理論」咸認為教育是人才培育的搖籃，接受更高的教育得以充實個人的能

力，以提高生產力及增加就業機會。我國實行高等教育擴張政策，提供高等教育

資源，期轉化為具備專業技術與能力之人才，以豐沛人力供給改變勞動市場，卻

衍生高等教育人才供需失衡，缺工與失業議題同時浮現等現象，因此為解決此類

問題，能提供職場必備知識與技術的職業訓練就顯得特別重要，其不僅是學校與

產業需求間之橋梁，更可以藉此培訓產業所需人力資源，強化就業競爭力。以下

剖析世界各國及六都各教育程度之失業情形，分析新北市高學歷失業現況，進而

觀察失業者職業訓練模式與人才培育政策，檢視新北市職業訓練及人才培育發

展。 

一、世界主要國家普遍教育程度愈高失業率愈低 

失業率係國家重要經濟指標，以此觀察景氣波動及復甦情況，忠實反映短期

的人力移動，作為勞動市場供需指標。觀察勞動市場，當存在失業人口，意謂人

力無法有效之運用，形成人力資源浪費。101 年世界主要國家 25-64 歲教育程度

別之失業率，以國中程度失業率最高，其中英國、法國、德國及美國之國中男女

性失業率皆逾 10%，尤以美國女性失業率 16.7%最高；而專科學歷之失業率相對

較低，其中德國專科男女性失業率分別僅 1.8%及 2.1%，屬先進國家中極低者，

深入探討其原因，由於德國實施「雙軌職訓」，教育結合學校與企業，以「師徒

制」為基礎，教學上理論與實務並重，兼顧學生在學之實務經驗及專業能力所致；

整體而言，世界主要國家教

育程度別之失業率，普遍呈

現學歷愈高，失業率愈低；

而臺灣地區則呈現學歷與

失業率無明顯直接相關，其

中大學及以上學歷之男女

性失業率分別為 4.4%及

3.8%，略高於世界主要國家

(法國除外)之失業率，分析

其原因，為近年來國內接受

高等教育人數比重逐年增

加，但與就業市場尚無法完

全契合使然(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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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01 年各國 25-64 歲教育程度別之失業率-按性別分 
 

 國家 性別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及以上 趨勢

男 4.7 3.9 3.1 4.4

女 2.2 3.0 2.8 3.8

男 - 5.5 4.2 2.9

女 - 4.5 3.4 2.7

男 3.3 3.4 3.2 2.7

女 2.1 2.5 3.1 2.7

男 14.3 5.1 3.2 3.7

女 12.9 5.0 3.9 3.5

男 13.1 8.0 4.8 5.1

女 13.8 8.3 4.9 5.3

男 13.4 7.2 1.8 2.4

女 10.4 3.7 2.1 2.9

男 15.8 9.7 6.9 4.3

女 16.7 8.4 6.1 3.8
美國

中華民國

日本

南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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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調查 

 

二、102年六都皆以大學學歷之失業率最高，其中新北市失業率 4.9%為六都最低 

人才為國家繁榮之重要資產，培育優質人才係國家競爭力之重要基石，我國

高等教育快速蓬勃發展，「專科」紛紛改制為「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大專

校院在學人數大幅增加，進而衍生人力供需失衡；觀察 102年六都教育程度別之

失業率，國中及以下、高中(職)、專科及研究所失業率分別以桃園縣 4.2%、臺南

市 4.7%、新北市 3.8%及臺南市 4.8%最高，顯示不同教育程度別及地區別的失業

率有所差異。102 年六都大學學歷失業率皆為各類教育程度中最高，足見高等教

育快速擴張，高學歷就業市場顯

然供過於求，造成高學歷價值大

不如前，高教育程度亦不代表高

就業力，實應提升個人專業能力

及實務經驗；比較六都大學學歷

失業率，以新北市 4.9%最低，

高雄市 6.5%最高，除大臺北地

區之外的四都大學失業率皆約

6%，此乃中南部高學歷就業機

會相對北部少，致大學生不易

尋找適當工作(圖一)。 

三、 102年新北市教度程度為大學以上之失業人數以 25-29歲最多 

分析新北市大學以上學歷之失業者年

齡分布，102 年新北市大學以上失業人數

以 25-29 歲 1 萬 1 千人，占全部失業者

42.80%居冠，20-24歲 7千人，比重 27.24%

次之，合計青年族群失業者即占七成，因

該族群大部分初入職場，在學習摸索階段，

尚未承擔家計之故，容易對工作不滿而自

願離職，其轉換工作頻率亦較其他年齡層

高(圖二)。 

四、 102 年新北市教度程度為大學及研究所以上之失業率，隨年齡的增加而逐漸

降低 

若深入探究年齡與教育程度別之失業率，青壯年時期 25-29 歲具大學及研究

所以上學歷之失業率最高(均為 7.5%)，係因學生剛畢業或工作不久，對於就業市

場不熟悉，且正逢職涯發展初期，未來工作規劃不明確，導致轉職率偏高；值得

注意的是，30歲以上具大學及研究所以上學歷之失業率明顯較 25-29歲大幅度降

低，且失業率隨著年齡增長而逐漸遞減，亦低於其他學歷，顯見教育為人力長期

投資，高學歷就業能力伴隨年齡增長而提升，若明瞭本身志向及興趣，工作將日

趨穩定，積累豐富實務工作經驗及專業技能，高學歷加上積極工作態度，學習職

場專業技能必能得心應手，較不易成為失業族群(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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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102 年六都教育程度別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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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人力資源調查 

 



 

 

 

 

 

 

五、 新北市 100年至 103年 7月失業者職業訓練就業率 64%，更首創「先面試、

再受訓、後就業」訓練模式 

為協助失業勞工再度就業及提升在職勞工專業技能，新北市政府開辦專業化

之就業促進課程、推廣職業技能教育訓練及培訓產業所需人力，以提升勞工技能。

95年至 102年接受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人數逐年增加，102年職業訓練 5,363人，

較95年之1,178人數高出3.55倍(圖四)。新北市政府升格後更成立職業訓練中心，

規劃多元化「職前訓練」及「在職訓練」課程，如產訓合作、證照輔導訓練、失

業者及特定對象職業訓練，根據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統計資料，100 年至 103 年 7

月開辦「失業者職訓班」共計 276班，6,927人結訓，輔導 4,456人就業，就業率

為 64%，顯示推動職業訓練成果明顯具有成效，並增加職場就業媒合之機會。此

外，新北市政府 103年首創「先訓後用」模式，採突破性作法，先行開發企業所

需人才職缺，再安排客製化

訓練課程，提出「先面試、

再受訓、後就業」模式，協

助企業培訓人才，並與民間

企業簽署客製化培訓合作契

約，透過「用訓合一」方式，

強化職業訓練功能，提升失

業勞工訓後就業機會，以協

助順利返回職場。 

六、 「產」、「學」、「訓」合為一體，培育務實致用人才 

為改善學用落差之失業問題，新北市政府積極辦理產學合作，強化職業學校

與產業界之連結，輔導新北市境內學校與民營企業合作開辦產學專班，如私立復

興商工與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開辦「樂陞動漫遊戲產學專班」、新北市立

瑞芳高工首創「新北市土木建築技術人才培育中心」及私立淡水商工餐飲管理科

與知名餐旅企業與技專院校產學聯盟合作等，另新北高工及三重商工亦積極與多

家企業或科技大學簽訂合作意向書，藉此培育不同領域之基礎及進階人才，推動

務實之技職教育，以符合就業市場需求，達成學用合一教育目標。新北市政府將

持續整合產業、教育及職訓三合一，使技職教育產學訓合作，以達成在學技能與

產業需求一致。  

圖三 102 年新北市教育程度及年齡別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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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歷年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人數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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