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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了讓青年就業市場得以突破重圍，本文建議政府宜以「共好、共創、共享」為核心，從扎根基

礎角度出發，強化產業與教育「理論實作並重」的擴散效應，並攜手產官學研組織能量，健全環

境友善機制，培育且能善用新科技的跨域問題解決能力，讓年輕人有個安心就業且充滿希望的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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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隨著

整體疫情趨緩，各國政府無不加緊腳步，透過政策工具熱絡職場，以達到改善失業率的目標；其

中，相較於一般勞動市場的就業狀況，青年族群的失業狀況仍舊嚴重。根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第八點「就業與經濟成長」，透過提升勞動生產力

、強化青年就業能力，創造工作環境性別平等，讓初次步入職場、相對缺乏經驗的青年得以獲得

優質就業環境。

青年失業率（youth unemployment

rate）是指青年失業人口占總勞動人口的比率。根據臺灣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主要會員國的青年失業率數據可發現，截

至2023年2月止，OECD平均青年失業率為10.8%，但同時期我國的青年失業率則來到11.4%，顯

示臺灣的青年失業問題還有進步空間。

年輕人是國家未來的棟樑，若無法解決其失業狀態，也將減低其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的累積，不

僅傷害國家經濟發展，若失業青年難以步入職場，也會間接形成中年失業，甚至成為啃老族；從

長遠來看，若整體的青年經濟能力出現下降，也會造成社會整體消費力衰弱，容易產生不婚不生

的念頭，對國家人口結構及競爭力亦會造成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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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年輕人就業，讓國家產業勞動力能源源不絕，本文將針對OECD數據趨勢及美韓兩國在青

年就業的亮點政策進行分析整理，再針對我國現行概況與發展缺口提出政策建議，希望能藉由產

官學研的共同合作，

透過健全我國友善環境機制與產業擴散效應，提供年輕世代一個美好的未來！

二、國外重點趨勢

根據臺灣與OECD主要成員國在15-24歲的青年失業率的數據發現，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各國的青年失業率多出現嚴重攀升；請參考表1。相較於其他國家，西班牙、義大利、法國、

加拿大和美國等國家在疫情期間的青年失業率數據增幅速度較高，日本、德國與荷蘭的青年失業

率增速則相對較低。

整體來說，OECD會員國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平均青年失業率從2019年的11.8%飆升至15.2%，

可見當年度青年失業潮的嚴重。而後疫時代的青年失業狀況也不難發現，相較於疫情前的水準，

多數國家在2022年的青年失業率出現大幅改善，就業情況甚至比疫情之前還要樂觀。

表1 臺灣與OECD主要成員國之青年失業率(15-24歲)

單位：%

時間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1 2023/2

澳洲 12.6 12.6 11.8 11.8 14.3 11.3 8.2 7.8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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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12.6 11.2 10.7 10.7 20.1 13.5 10.1 9.5 9.9

法國 24.6 22.2 20.9 19.6 20.2 18.9 17.3 17.4 17.6

德國 7.1 6.8 6.2 5.8 7.1 7.0 6.0 5.8 5.7

義大利 37.8 34.7 32.2 29.2 29.4 29.7 23.7 22.8 22.4

日本 5.3 4.8 3.8 3.8 4.7 4.6 4.3 4.5 5.2

韓國 10.7 10.3 10.5 10.4 10.5 8.5 7.1 6.2 6.4

荷蘭 10.8 8.9 7.2 6.7 9.1 9.3 7.6 7.8 7.8

紐西蘭 13.4 13.2 12.3 11.3 11.0 12.5 8.9 9.6 9.1

西班牙 44.4 38.6 34.3 32.5 38.3 34.8 29.8 29.4 29.3

英國 13.0 12.1 11.3 11.3 13.6 12.5 10.4 10.8 11.3

美國 10.4 9.2 8.6 8.4 15.0 9.8 8.1 8.0 8.1

OECD平均 13.4 12.4 11.7 11.8 15.2 12.8 10.8 10.8 10.8

臺灣 12.1 11.9 11.5 11.9 11.6 12.1 12.0 11.1 11.4

資料來源：OECD統計資料庫，我國勞動統計查詢網(https://statfy.mol.gov.tw/default.aspx)。

美國

疫情造成很多美國人因為失業而受害，首當其衝的就是剛畢業的美國新鮮人，不僅背負承重的學

貸，無法發揮所學投身職場，更是讓普遍的美國高中生畢業後不再懷抱大學進修的夢想，而是直

接開始尋找工作。最主要造成此種現象的原因，除了因為疫情的因素外，主要有以下兩點，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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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貶值使就業門檻降低，以及學徒制興起。

隨著疫情趨緩，許多店家重新開幕而形成大缺工現象，而多數青年受到學歷貶值與藍領高薪的風

氣影響，不再迷戀高學歷的光環、轉而投身職場意願提高，導致願意接受高中學歷的雇主與急於

工作的社會新鮮人，形成一個職場風氣；亦即不強調一定要有大學文憑，可以廣泛接受高中學歷

就開始就業的風氣。

而美國學徒計畫（ApprenticeshipsUSA）則是美國政府提升工作水準的一項政策，目的在協助勞

工接受高等訓練並保障後續就業，從2015年開始實施，於2017年擴大計畫方針，目標是導向高薪

技能的工作，有完善的平台提供雇主與青年媒合，並在結業後亦會頒發供業界的證書，加快往後

的求職申請。工作項目涵蓋：製造業、建築業、銀行業、科技業等等，成功吸引越來越多年輕人

選擇此種新型態技職導向的生涯規劃。

此外，自2023年1月1日起於美國多個地區生效的《薪資透明法》（Wage Transparency Law）－

例如：加州、紐約市、華盛頓州、羅德島州、科羅拉州等－規定，規定雇主徵才時必須公開薪資

範圍，打破以往求職者都是得到工作後才能與雇主討論薪資的不合理待遇；同時，也一視同仁地

要求應徵求職者，必須對於新雇主公開

過去的薪資資訊。[1]

此法規有助於青年求職時，能掌握更多有利資訊，進而選擇更適合自己的職缺，提升青年就業率

，並且薪資透明化有助於穩定工作。根據LinkedIn調查顯示，超過半數的離職原因是基於自認薪

水低於業界水準，薪資透明化能使勞工更積極投入工作、增加生產力，另外，男女老少都能公開

比較薪資，對青年就業是一大保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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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同樣身為亞洲國家的韓國，是臺灣社會很常作為借鏡的目標。根據表1資料顯示，韓國的青年失

業率過去長年維持在10%左右的水準，卻也在疫情緩和後出現降至7%，甚至在2023年初來到6%

的新低水準。此外，從圖1的趨勢也可發現，韓國青年就業率遠低於OECD的平均水準，不僅對韓

過的年輕人和經濟帶來負面影響，長期下來對於社會不同世代之間也容易產生疤痕效應。因此，

韓國政府除了提供就業輔助政策外，也積極制定各種法源，以求讓年輕 

 世代遠離「地獄朝鮮」、「N拋世代」等負面標籤。

圖1 韓國青年就業率低於OECD整體平均（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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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引用自Jones (2023)，網址https://keia.org/the-peninsula/low-youth-employment-in-

korea-part-1the-golden-ticket-syndrome/。

在青年職涯發展方面，韓國訂定「成功就業支持套案」，針對18-34歲的年輕族群，主要提供三

階段服務，包括：第一階段（職涯評估）透過各項諮詢與職涯心理測驗，評估個人能力興趣，協

助制定就業行動計畫；第二階段（技能提升）安排青年參與求職活動、職業訓練，提供實習機會

、創業輔導與就業補助，讓青年得以熬過零收入狀態；第三階段（就業媒合）結合地方民間機構

，提供三個月的媒合服務，如：提供職缺資訊、協助填寫履歷及面試陪同協助，甚至連續多年提

供拓展海外新創團隊補助金，鼓勵各國新創能在韓國落地深耕發展，以強化整體國家經濟發展。

韓國2018年發布K-

SDGs，如同聯合國SDGs訴求，呼籲更多韓國企業加入永續發展的行列；其中，第八項「grow

quality jobs and boost economic growth」所提到青年高失業率的問題，更於2020年通過《青年

基本法》，以作為援助青年求職與爭取青年就業平等的基礎法源。

 另一方面，為協助年輕人能夠在數位時代獲得更大的成長機會，創造出能夠面對多元挑戰、大

幅成長、寬廣世界的發展願景，韓國政府2021年底提出「青年支援推動政策」，以「3大戰略、9

大課題」為主軸，以利年輕人在數位價值的夢想實現道路，能夠獲得政府不同的支援模式；相關

架構請參考圖2。此外，針對長期隱居在家的蟄居族，韓國政府也提供每月65萬韓元（約當490美

元）的生活津貼，以鼓勵年輕人走出家門、提高就業機會。

圖2 因應數位時代的韓國青年支援政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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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引用自產業人才發展資訊網，網址https://www.italent.org.tw/ePaperD/7/ePaper20220500003。

三、國內問題缺口

根據表1的跨國數據資料可發現，2023年最新的臺灣青年失業率為11.4%，不僅明顯高於OECD整

體平均10.8%的水準，也比國內的全體失業率3.5%要高出三倍之多，可能的原因有三：

大學學歷供過於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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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開始實施教育改革，在廣設高中與普設大學的情況下，隨著少子女化現象越趨嚴重，現在學生

幾乎只要有考、就有大學讀，出現部分大專院校招生不足、甚至出現大學退場的局面。從職場工

作來看，若大學時期無法掌握興趣、認真念書、獲得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能力不足的年輕人在進

入職場之後，工作能量更將遭受質疑。

此外，若年輕人初入職場，工作經驗不多，如果沒有一技之長在手，往往希望找到「錢多、事少

、離家近」的工作，但市場上這種爽缺可說是幾乎不存在。「萬丈高樓平地起」，社會新鮮人如

果不滿意自己初入職場的薪水，就應該給自己設定目標，在最少2-3年的職務歷練中獲得成長，以

利尋求公司下一階段更進一步的職涯目標。另一方面，工作職缺的學歷需求並非都需要大學以上

的學歷，在職場無法提供太多大學以上職缺的市場機制下，也連帶影響大部分取得大學以上學歷

的年輕人只好屈就低薪工作，最終導致學歷嚴重貶值、人才供過於求的局面。

低薪與低就業意願的惡性循環

根據我國勞動部薪資行情及大專生就業導航之數據顯示（請參考表2），臺灣2022年的大專畢業

生有高達74.34%選擇從事服務相關行業；其中，選擇批發零售業達到16.95個百分點為最高。由

於服務業多屬相對較低階技術、低階薪資的工作，社會新鮮人也較難被期待能夠獲取高薪待遇；

尤其，服務業的薪資天花板通常也不高，也較無法帶動薪資成長，對個人生涯發展並無優勢。

另一方面，若過多的國家未來棟樑投入低所得職業，對於我國的經濟成長也會帶來嚴重影響；再

者，隨者全球化與人工智慧進步，多數的低技術工作通常也較易移至基本工資較低的新興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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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是被機器自動化取代，未來國內的低技術工作機會將越來越少，若年輕人持續傾向從事此類

工作，恐將面臨中年失業。

產業結構未能適當轉型

我國現階段的產業結構仍需升級轉型，以因應未來國家經濟發展。以軟體產業為例，臺灣目前暫

無規模夠大的軟體公司，政府也未能培育具代表性的軟體設計公司來提供大量職缺，無形中使得

相關學系畢業的頂尖人才多前往國外或在國內的外商公司發展。

由於，並非所有家庭都能順利讓孩子出國深造，部分青年只好留在待遇普通的國內中小企業，甚

至放棄所學轉換職業跑道，造成耗費更多求職時間。其次，在疫情解封之後，像是觀光產業、餐

飲業等重新開幕，理論上應會有更大量的相關職缺來吸收青年就業，但實際上並沒有這麼樂觀；

尤其在旅遊開放後所呈現的「出境多、入境少」，大量臺灣人出國旅遊，而來臺觀光的外國人數

卻不多，後續效益還有待持續觀察。

四、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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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後時代的高通貨膨脹現象，至今仍無法完全消除，再加上俄烏戰爭暫時仍看不到盡頭，對於即

將進入職場的社會新鮮人來說，就業薪資恐將是一大挑戰；尤其，在面對逐年高漲的租金與食物

壓力下，離鄉背井與餐餐外食的年輕人更是首當其衝。因此，為促使政府能持續再進行制度改革

創新、提高青年就業意願，達到「提升就業機會、合理薪資表現」，本文提出三項政策建議，作

為相關單位協助年輕人創造美好未來的參考

翻轉傳統教育，朝向「理論實作並重」思維與作為

「純理論、零實作」的觀念已經過去了！現代職場的多數雇主多喜愛尋找擁有實際經驗的求職者

；然而，以實作導向的技職教育在國內並不盛行，即使在國外技職教育的成功案例已數不勝數，

但由於國內考試制度、分數取向，技職學校永遠不是青年首選，家長不期望孩子進入技職學校的

社會風氣，確實有待翻轉。

為了朝向「理論實作並重」的目標，建議可落實德國在雙軌教育的精神與作法，適當規劃並以實

驗性質的方式，針對國內重點大學導入場域驗證的方式，在強化並拉高產學合作的資源與目標下

，搭配與國內外知名的企業公司合作，以吸引青年加入實驗班，建立學經歷雙軌提升的學習機制

。尤其，針對已具備強實作的技職學校來說，更可考慮透過青年學子的重要年度亮點比賽及個案

選拔來產出正向擴散效果，讓技職教育能成為年輕人及家庭父母的教育首選。

導入新科技能力，創造跨域專業的學習成果

臺灣必須正視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與新世代資通訊的跨域應用思維；尤其，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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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培育傳統的理工專業人才之外，也應該針對社會人文領域的青年朋友，提供導入新科技能力的

第二專長資源，為年輕人打造跨愈專業化的工作學習，以利在創新科技爆炸的年代，讓跨域知識

整合成為現代職場炙手可熱的新興技能，使青年足以提高就業能力與爭取高薪的機會。

舉例來說，政府可從學校教育的管道著手，透過提升青年接軌實際職場的面貌，舉辦大型跨領域

的科學競賽與講座，以引導青年思考跨域跨業的知識整合；在地方政府方面，亦應鼓勵學校能夠

結合民間企業，多開設具有實習機會且增加職場銜接能力的產學課程，降低城鄉青年在工作能力

的差異。尤其針對職場初次尋找工作的青年朋友，提供類似學徒制度的課程訓練，以增加青年的

實務應用能力。

結合地方創生、開拓特色產業新視野

臺灣的服務業已成為我國多數青年的職業選擇，但相較於其他主要國家，在發展規模與經濟效益

都相對較小。未來，政府應結合地方創生、輔導中小型服務業升級轉型，擴大臺灣的特色產業效

益。

以花東及外島地區為例，現階段這些地區的青年外流（北漂）嚴重，留在當地的年輕人大多從事

較為低薪的工作；若政府能聚焦發揮在地的特色，舉辦「智在家鄉」且結合當地產業特色的商業

競賽提案，創造話題、吸引國內外觀光客目光，將可望增加當地旅遊朝聖或私房景點的機會，合

理化在地青年的工作薪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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