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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大學畢業後將面臨生涯的重要轉換，每個選擇都是造就未來道路的重要因子，1990年代的大學生在這
世代中亦具有其特性。本研究欲探討台灣以及其他國家之大學畢業生的職涯規劃以及學生對於目前就業環
境之看法從中比較其背景與選擇因素。

本研究使用「質化」深度訪談法，以質性研究採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以立意抽樣選擇符合效標之個案
進行訪談。此研究8位受訪者中，在性別上，有女生4人、男生4人。外籍學生4人 (馬來西亞2人、香港1人、
中國大陸1人) ，台灣學生4人，並且都為1990後在校之大學生。就研究結果分析，無論國籍差異，在家庭
背景與環境影響和自身興趣考量下對於就業或研究所的選擇因國籍的影響不顯著。而全球化的現在，無論
是台灣或是外籍學生也不乏考慮海外就業市場的人。在未來預備方面以修習課程、學程的方式甚至是實習、
透過家人的關係等增進自己的知識與技能和實務經驗。本次研究希望在未來能提供未來大學生作為及早為
未來預備、勇於嘗試探索各方資源的指引。

• 研究動機

1.1990後世代年輕人之特性

1990後世代的年輕人，正處在科技發達、生活便利的時代，抗壓性低，
缺乏獨立自主能力，正是這個社會對九十後的印象，也有許多名詞如「御
宅族」、「液態族」、「草莓族」的出現。同時也因為自己是這世代的一
份子，也因此更想針對這個族群來做研究。

2.來台外籍學生的增加

在大學內看到外籍學生已經是稀鬆平常的事，而每個國家的風俗民情、
價值觀、大環境等不盡相同，在做生涯抉擇時，這些因素或多或少會影響
到他們的決定，希望能透過研究了解不同地區學生對於大學後生涯選擇的
異同。

3.生涯選擇因素

台灣目前大學錄取率達97﹪以上，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大學學位已成
為求職的基本門檻，因此有些人會為了凸顯自己的專業，而選擇繼續去攻
讀研究所，冀望更高的學歷能帶給他們加分效果。但也有人是一畢業就直
接進入職場，體會產業界的真實一面，再視是否有要進修的必要性。

• 文獻回顧

1.大學生職涯規劃

隨著台灣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學教育很重要的目的在培養學生未來生
涯發展的能力，而大學畢業生早期在職場生涯順利與否，對其未來發展將
產生重要的影響，包括定期失業危險與終生收
入減少(朱扇慈， 2007)

從生涯發展的觀點來看，大學生係處於生涯探索階段，此階段包含青
年期與成年早期，他們開始在學校、休閒活動及打工等各種經驗中，進行
自我與職業探索，使個人職業偏好具體化、特殊化，以形成切乎實際且叉
適當的職業選擇(張添洲， 2002) 。

2. 1990年代之特性
處於資訊、知識和創新的新紀元，數位網路連結之廣，全球 經濟規模之大，世界變
動之快，人與人之間互動、學習、溝通的模式，早已超出過去所有世代的想像(郭淑
芳，2014)90年代的學生在某些特質上更加明顯，以下列出五大點(朱炳宇，2010)：

1.多以自我為中心，溝通、交流能力欠佳
2.具有強烈的自信、自主、獨立意識
3.強烈的自尊心和自我保護意識
4.價值呈現多元化，關注社會主流思想，追求非主流時尚
5.勇於面對現實，在務實中渴望未來的自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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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訪談大綱

問卷執行

資料分析與解釋 結論與建議

• 研究方法

• 使用「質化」的深度訪談法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採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以立意抽樣選擇
符合效標之個案進行訪談。採匿名處理，徵得研究者同意
後於訪談過程中全程錄音。

• 訪談流程:

1.本研究將深度訪談與問卷發放的方式進行，訪談時間約為40分

鐘，問卷發放則以電子方式寄出。

2.問卷發放:以電子方式寄出問卷請受訪者進行填答並寄回。

3.訪談內容:受訪者基本資料、自我未來畢業後的職涯規劃的看

法、對於目前就業市場環境的體認、選擇動機與如何為未來做

準備等。

• 資料分析

• 台灣生

編號 性別 年齡 居住地 未來規劃

甲 女 22 新竹市 就業(取得收入)

乙 女 22 台中市 就業(職場經驗為未來預備)

丙 女 21 新北市 就讀研究所(在台灣讀碩班，未來期待往國外發展)

丁 男 22 台北市 就業

• 外籍生

編號 性別 年齡 居住地 未來規劃

A 女 18 香港 就業(回香港)

B 男 21 南京 預備考研究所(未考取則就業) 

C 男 23 馬來西亞 就讀研究所(教育培訓4年後就業想留在台灣發展)

D 男 24 馬來西亞 尚未確定(想先留在台灣 累積經驗後回國服務)

• 研究發現與建議

• 本國和外國學生生涯選擇的差異
沒有特別明顯的差異，主要皆受自身志向、欲提升競爭力、期望

增加社會經驗等因素影響。雖有部分受訪者受家庭經濟狀況影響而選
擇先就業，但主要還是由對讀書沒興趣或還不確定想研究什麼(自身志
向)為主要影響因素。受訪的台灣生中只有一位特別提到將來想往國外
發展。而外國學生因本身來自外國，所以職涯規畫都包含畢業後是否
回國。來自香港的受訪者A和受訪者B接明確提到會回香港和中國大陸
發展，而來自馬來西亞的受訪者C和D都希望畢業後能先留在台灣，增
進一定的經驗和閱歷後再回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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