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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就業或升學？高中職生涯抉擇的新契機 
廖錦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教授 
 

一、前言 

政府為鼓勵高中職畢業生累積工

作經驗提出「先就業再升學」，責成教

育部規劃「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

方案」。勞動部亦配合教育部推動該方

案，於 106 年 5 月 18 日公告「青年就

業領航計畫」。 

依方案內容，教育部鼓勵高中職

學生就學階段，透過「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生涯輔導計畫」進行生涯探索

後，在畢業前調查有意願參與計畫之

應屆畢業生，提出申請經教育部審查

提供青年參加名單給勞動部，另相關

部會依本方案優質指標協力開發職

缺，再交由勞動部「青年就業領航計

畫」進行媒合。參加計畫青年需加入

「青年儲蓄帳戶」，以儲蓄帳戶方式，

提供青年每人每月新臺幣 1 萬元(教育

部就學、就業及創業準備金、勞動部

穩定就業津貼各 5,000 元)，以作為青

年未來就學、就業或創業之用。為使

青年獲得有學習性之工作，勞動部「青

年就業領航計畫」規劃結合雇主提供

工作崗位訓練，由雇主指派專人指導

青年於工作場所內進行實務訓練，雇

主並得依規定申請訓練指導費（教育

部，2017a）。 

但是，以我國長期以來根深蒂固

升學主義的影響下，如今政府對於高

中職畢業後，可以先就業後升學，給

予高中職畢業生、家長、校方以及企

業端，提出一個新思維的學習與工作

訓練模式，成為當今教育熱烈討論之

話題。 

二、先就業後升學之規劃理念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之

先就業後升學理念認為，高中職學生

畢業後並不一定要馬上直接升學，可

先去工作或是到非政府組織當志工進

行體驗活動。其經過社會歷練之後重

返校園，會更加清楚自己所追求的目

標。並鼓勵高中職應屆畢業生透過職

場、生活及國際等體驗，探索並確立

人生規劃方向。另外，高等教育體系，

亦應該以更開放的態度，珍惜這樣的

年輕人，並且提供更多的誘因，吸引

青年重返校園學習（教育部，2017b）。 

三、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

案 

教育部規劃之青年教育與就業儲

蓄帳戶方案，其具體架構如圖 1 所示，

分為「青年就業領航計畫」搭配「青

年儲蓄帳戶」及「青年體驗學習計

畫」。協助青年職場、學習及國際體

驗，並提供就學配套，其方案相關計

畫提供高中職應屆畢業生進行生涯探

索，確立未來人生目標和方向。教育

部推出「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

案」(簡稱青年儲蓄帳戶)，試辦 3 年，

視辦理成效逐年滾動修正。該方案分

為職場、學習及國際體驗（教育部，

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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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教育部（2017b）所提出之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具體架構圖 

該內容有「職場體驗」：高中職學

生在就學階段，透過「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生涯輔導計畫」進行生涯探索

後，在其畢業前調查有意願參與計畫

之應屆畢業生，提出職場體驗申請

書，經審查通過後，介接勞動部「青

年就業領航計畫」媒合，並加入「青

年儲蓄帳戶」，以儲蓄帳戶方式，每人

每月提撥教育部之就學、就業及創業

準備金、勞動部穩定就業津貼，以作

為青年未來就學、就業或創業之用；

學習及國際體驗－「青年體驗學習計

畫」：高中職學生在就學階段，透過「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生涯輔導計畫」進行

生涯探索後，自行提出之「體驗學習

企劃」，經審查通過後，實踐所提企劃

內容（教育部，2017b）。 

該方案之目標有：（一）協助青年

適才適性發展，提供學生職業試探機

會，以建立正確之職業價值觀；（二）

培養臺灣傳統技藝及區域產業人才，

提升高中職畢業生就業率；（三）拓展

青年國際體驗學習機會及多元生活體

驗，提升青年國際競爭力；（四）儲備

青年教育及發展經費，暢通技術人才

回流就學管道（教育部，2017b）。 

四、先就業或升學實施之省思評

論 

對於先就業後升學新政策的實

施，引起學生、家長、學校與企業端

討論熱烈，但是仍有不少疑慮和擔

憂，其中包括了學生學習的轉銜及企

業端之培育人才能力。教育部與勞動

部會進行媒合學生與業界「優質職缺」

是否只是從學生單純提供勞力上的功

能而已，或是學生有感受到職涯發展

的工作體驗？這些問題，仍須要進行

調查，以釐清實際情況。 

目前雖已提報 6,000 多個職缺，但

是大多為基礎作業員、科技業技術

員、木工、信用卡業務員等，並且有

的大部分是要輪班與值夜班。這些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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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對於學生不一定適用，有些工作對

於目前高中職學生是否能夠勝任與適

應，以及對於學生學習與生涯規劃有

所幫助之效應，仍然抱持懷疑的態

度。許多家長擔心的仍然是學歷至上

的觀念和想法。現今企業主對於學歷

基本要求條件為大學學歷，這些高中

職學生在此方案中，會不會覺得終究

還是需要完成大學學歷，而認為參加

該方案會拖慢了三年影響就業時間。

然而，在少子女化與高等教育膨脹等

因素下，高中職學生在畢業後要求直

接念完大學，唯恐家長也大多數會贊

同。此外，另一種情況是本來就不升

學的學生，是否會促成政府幫忙找尋

工作與付薪水，變成了就業輔導的功

能，反而造成了政策美意的落差。 

學生最關心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參

加該方案之後，未來如何回去繼續升

學？方案明訂有特殊選才、分組招生

以及彈性選系等三項升學配套管道，

學生只要在職場體驗後，想要回到學

校，都可以依不同方式回歸校園。特

殊選才管道，是不看統測或學測成

績，而是直接用體驗資歷做為未來申

請重要依據。分組招生則是循目前既

有甄選入學或個人申請管道，但是採

分組招生方式，特別在招生時開出名

額給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專案的

學生，憑資歷參加第二階段的申請，

而第一階段則採用畢業學年度統測或

學測成績，做為二年後分發的依據。

彈性選系則是第一年高三學生考上的

學校可以保留學籍或是休學，在二年

後憑資歷跟學校申請改分發（教育

部，2017b）。我們必須要關注的重點

是，這些升學配套管道是否具有其公

平性與適當性？另外，當這些學生離

開學校兩三年之後，在參與方案完成

計畫並且進入大學之生活與學習模

式，是否應該有相關輔導措施協助因

應？值得我們正視與關切。 

五、結語 

政府主張先就業再升學是立意良

善的，方案可以幫助學生思考與學

習，更能找到未來生涯內涵，社會多

半肯定政府美意。然而，關注高中職

學生的學習職涯發展與青少年的自我

生涯探索階段是漫長而艱辛的。建議

政府可再修正相關配套政策，如能增

廣企業界之產業與行職業種類，並且

能各別對應適合於高中與高職各類

科、提升彈性薪資，以及更完善有效

率的互動性媒合轉銜平台等誘因。 

高中職學生畢業之後，先去工作

體驗職場生活，以及到非政府組織歷

練，高等教育體系也應抱持開放的態

度，迎接這些青少年再重拾書本返回

大學校園學習的毅力與決心。該方案

的初衷，是為了鼓舞青少年能走出長

久以來我國被升學綑綁的既有讀書高

之士大夫觀念，若能將相關細節與配

套更加細緻化，以及充份之討論與規

劃，必能達到預期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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