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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台灣目前正面臨人才流失的危機，其中以專業人才出走就佔外移總人口數的

61.1%（王郁倫，2015）！如此嚴重的人才外移流失已居全球之冠！究其原因，

台灣工作薪資沒有競爭力成為首要因素（志氣，為台灣人才而戰，2014）。以台

灣鄰近國家為例，南韓薪資目前為台灣的 1.6 倍，而新加坡更是台灣的 2.2 倍（王

郁倫，2015）！而台灣所得稅率高於亞洲鄰近國家（如新加坡、香港、南韓等國），

更是讓上班族的「薪」情雪上加霜！政府為了要止血人才持續流失，已委由財政

部公告 104 年度綜合所得稅減稅政策，並針對年收入超過 1000 萬富人加重課稅

（陳美珍，2014）。縱然「減稅政策」或可為良方之一，但面對近九成三的上班

族有意赴海外工作，優渥薪資的吸引搭配海外國際觀擴展使台灣人才流失原因更

形多元複雜（郭幸宜，2013）！不過，想赴海外工作，除了個人職場專業能力，

外語能力也是主要考量重點！對於有意赴海外工作的外語科系學生，理應具有相

對外語能力優勢，可「周遊列國」而溝通無礙！既然如此，我們從外語科系應屆

畢業生海外工作意願，來檢視教育程度與台灣目前人才外移的相關性。 

 

二、研究目的 

 

（一） 調查外語科系學生畢業後赴國外工作意願與相關原因。 

 

（二） 了解畢業後有意赴國外工作的外語科系學生可接受的工作地點、類別、 

以及對國外雇主不平等對待回應態度。 

 

（三） 探詢畢業後有意赴國外工作的外語科系學生可接受的職前實習方式接 

受度以及職前素養培訓。 

 

三、研究方法 

 

 本次專題研究主要以「問卷調查法」探詢外語科系應屆畢業生對於海外就業

意願。根據上述三大研究目的，將問卷題目分成底下三大類別設計：（1）學生畢

業後赴國外工作意願與相關原因（問卷題 1、2、3、4、6、13、5），（2）畢業後

有意赴國外工作的外語科系學生可接受的工作地點、類別、以及對國外雇主不平

等對待回應態度（問卷題 10、12、11、15），（3）畢業後有意赴國外工作的外語

科系學生可接受的職前實習方式接受度以及職前素養培訓（問卷題 7、8、9、14）。

完成問卷設計後，我們邀請三所台南市私立高中職應用外語科三年級學生（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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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位）接受我們的問卷調查：（1）光華高中、（2）長榮女中、以及（3）我們學

校（崑山高中）。至於外語系四年級學生（共計 102 位），主要也是來自於底下三

所台南市私立科技大學：（1）嘉南藥理大學、（2）崑山科技大學、以及（3）南

臺科技大學。問卷發放時間為 2014 年 8 月 01 日到 2014 年 10 月 30 日，共發放

200 張問卷。彙整問卷訪查後，我們運用 Excel 2010 版本進行基礎描述性統計分

析以及圖表製作來精簡呈現此次問卷調查結果。 

 

四、研究限制 

 

本次專題研究最大的限制為問卷受訪群特性。首先，基於專題研究屬性，問

卷受訪群以應用外語科系應屆畢業生為主，排除高一以及高二學弟妹。而受訪學

生聚焦於應用外語科系學生，也是誠如「研究動機」所述，學生具有外語優勢能

力對於海外就業意願。不過，此次問卷受訪群均來自於私立學校。私校學生的問

卷受訪意見不盡然全部適用於公立學校學生的看法。況且問卷受訪學生來自於台

南市，地域性因素或許也會影響問卷受訪群體特定的看法。 

 

五、研究流程 

為了更便於了解我們此次專題研究進行程序，將以底下的流程圖簡潔地呈現： 

 

 

 

 

 

 

 

貳●正文 

 

一、影響台灣人才流失相關原因 

 台灣人才流失現象嚴重，誠如於研究動機所言，已是全球最嚴重現象（王郁

倫，2015）。台灣人才外移嚴重，主要原因為何？底下呈現我們簡要陳述結果： 

（1）高科技國營事業民營化：高科技國營事業民營化，未考慮員工知識技術專 

業。單純的人才轉業，造成具有專精技術的高科技員工人才外移（陳心玲， 

2001） 

（2）產業外移：台灣自 1990 年代引進外籍勞工之後，原先在台的勞力密集企業 

因為成本以及資源考量（工資上漲以及土地和環保意識增加），外移至中國

和東南亞。造成台灣代工榮景消逝，以及失業率提升（卓明德，2014；陳信

銘，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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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陸經濟崛起：大陸經濟體崛起，造成全球資金往大陸投資，並也加速台 

灣高科技產業前往大陸設廠，促使台灣產業邊緣化（卓明德，2014）。 

（4）環保意識抬頭：在台灣環保法規日趨嚴謹情況下，企業考量環保成本支出 

以及相關罰緩等事宜，決定前往大陸投資（陳芸芳，2005）。 

（5）台灣低薪資：台灣長期低薪資，破壞經濟結構發展。 

（6）台灣高等教育發展失衡：現今台灣高等教育體系科系目前多重視餐旅或觀 

光等科系，但對於高階管理人才培訓不足，造成人才斷層（消失的科系與

人才外移，2015）。 

上述六大觀點，勾勒台灣近幾年來產業以及人才外移現象。現在，我們根據 

這些觀點，來探詢不同世代（高中職以及大學高年級學生）對於畢業後赴他國求

職意願度。 

 

二、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一）外語科系問卷受訪學生性別比例 

圖 1 問卷受試者性別比例 

    由於應用外語科系學生性別比例

向來就是「陰盛陽衰」現象，再加上我

們抽樣的受訪學校特性（請見「研究方

法」），本次專題研究多為女性受訪生，

高達八至九成（高三女：90.82%，大

四女：83.10%）。因此，本次專題研究

比較偏向私校女學生書面意見。 

（二）調查外語科系學生畢業後赴國外工作意願與相關原因 

 

1. 外語科系學生畢業後赴國外工作意願 

圖 2 學生畢業赴國外工作意願（題 1）

  根據圖 2，高達八至九成的外語科系

高年級生有意願畢業後赴海外工作

（「絕對能接受」+「勉強接受」，高三：

86%，大四：90.81%）。此項結果也與

郭幸宜（2013）報導近九成三上班族有

意願赴海外工作的現象相符合。不過，

就「無意願」一項觀察，高三生回應比

例高於大四生（「不太能接受」+「絕對不接受」，高三：14%，大四：9.18%），

顯現教育程度提升也拉高赴海外工作的意願。 

 

2. 外語科系學生畢業後無意願赴國外工作相關研究議題 

 

（1）無意願赴國外工作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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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分析上圖 2 少數無意願畢業後赴海外工作的外語科系學生相關

原因（高三：14%，大四：9.18%）。很明顯地，只想在台灣工作（不在自己家鄉 

圖 3 高三生畢業後無意赴國外工作原因（題 2）

也沒關係）兼照顧親人成為共

同心聲（高三：25%，大四：

31.43%）。若仔細觀察圖 3，發

現高三生因尚未完全脫離雙親

羽翼獨立生活，謀職希望選自

家附近工作（17.86%），否則

得 自 我 料 理 一 切 生 活 事 務

（17.86%）。相形之下，大四

生較為在意的是異國生活水土

不服現象（14.29%）以及海外

治安問題（例如排斥華人情結）

（14.29%）。「戀家」因素當然

也有些許影響（包含選自家附

近工作以及習慣家人協助打點

生活事務，各佔 11.43%），但

非次要因素。 圖 4 大四生畢業後無意赴國外工作原因（題 2）

 

（2）若赴國外工作可對個人日後加薪或升官有助益的誘惑度 

圖 5 國外可加薪或升官接受度（題 3）

   圖 5 主要是驗證上圖 2 少數無意赴

海外工作外語科系學生的抗拒強烈度

（高三：14%，大四：9.18%）。若增強

銀彈及升官誘惑，高三生有近七成會

「變心」願意赴海外工作（69.23%）。

但大四生僅半數比例會心動（50%）。

因此，本次無意赴海外工作的大四生抗

拒強度稍高於高三學生。 

 

（3）若國外工作條件比台灣穩定但薪水不高的接受度 

圖 6 國外工作穩但薪資低意願（題 4）

  為了要再次證實上圖 5 的結論，圖 6

以「海外工作穩定度」（但薪資不見得

比台灣高）來再次探詢上圖 2 少數無意

赴海外工作的學生意願。很明顯地，有

高達近九成三（92.15%）高三生願意

嘗試，而大四生僅近六成五（64.71%）

表達肯定態度。如此受訪結果再次證實

上圖 5 結論（大四生抗拒度較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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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語科系學生畢業後有意願赴國外工作相關研究議題 

 

（1）有意願赴國外工作主要原因 

圖 7 高三生有意赴國外工作原因（題 6） 

  圖 7 以及圖 8 主要是針對上

圖 2 多數有意願畢業後赴海外

工作的外語科系學生進行深度

訪查（高三：86%，大四：

90.81%）。具備外語優勢，這

群外語科系學生共同渴求的是

「學習更新的技術和經驗」（高

三：30.69%，大四：28.07%）、

「多體驗不同生活及文化」（高

三：23.81%，大四：20.18%）

以及「精進外語能力」（高三：

14.29%，大四：28.07%）。至

於薪資因素非重要因素（僅獲

得近一成回應），與報導列薪資

為首要誘因有些出入（王郁

倫，2015）。 圖 8 大四生有意赴國外工作原因（題 6） 

 

（2）雙親支持子女赴國外就業程度 

圖 9 雙親支持子女國外就業度（題 13）

   面對上圖 2 高達近九成外語科系學

生畢業後有意赴海外工作（高三：

86%，大四：90.81%），家長的支持度

為何？根據圖 9，約八成家長可接受子

女畢業後赴海外工作（高三：81.38%，

大四：77.65%），與受訪學生的高意願

比例有些許落差。此外，子女教育程度

越高，雙親支持海外工作態度越保守！

 

（3）若國外工作薪資優渥但須粗重勞力接受度 

圖 10 學生對國外高薪高勞力工作接受度（題 5）

   圖 10 主要是驗證上圖 2 有

意願赴海外工作的外語科系學

生強烈程度。若添增「粗重勞

力」變數於薪資優渥工作，這

些受訪群中，僅半數維持原

意，只要薪資高多些勞力無所

謂（高三：52.60%，大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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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但我們也發現，隨著學生教育程度提升，越無意「粗重勞力」海外薪

資優渥工作，這可從圖 10 兩大選項「以薪資優渥為主」和「以少勞力工作為主」

支持比例下降有關。相對地，較多比例的大四生偏好「留在台灣找高薪少勞力工

作」（高三：10.75%，大四：12.22%），頗令人隱憂高教育程度學子無法承受高

勞力工作。對於目前台灣高教育程度人數比例攀升現象，實為重大警惕！當然，

上圖 9 較多比例大四生家長對子女海外工作保守態度也有可能為「阻」因之一。 

  

（三）畢業後有意赴國外工作的外語科系學生可接受的工作地點、類別、以及對 

國外雇主不平等對待回應態度 

 

1. 學生可接受的工作地點 

圖 11 高三生可接受工作地點（題 10） 圖 12 大四生可接受工作地點（題 10）

 圖 11 以及圖 12 深度訪查有意願赴海外工作外語科系學生可接受工作地點

（高三：86%，大四：90.81%）。由於外語科系學生在校主要接受的外語能力訓

練為美語和日語，他們畢業後海外工作首選地也的確與熟悉的外語類別有關。其

中，澳洲（包含紐西蘭）以及美國（包含北美國家）成為此次高三和大四受訪群

首選工作地，回應比例約三成。此外，高三生（15.18%）也高度偏好東北亞國家，

而大四生選擇港澳和中國大陸的比例高於高三生。似乎本次受訪學生，教育程度

越高，對於離台灣較遠的海外工作地點越保守！也許與上圖 9 大四生家長保守態

度有關，也可有能與上圖 10 大四生對粗重勞力工作排斥性較大，窄化他們可接

受的海外工作地範圍。 

 

2. 學生可接受的工作類別 

圖 13 高三生可接受工作類別（題 12） 圖 14 大四生可接受工作類別（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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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襲上圖 7 及圖 8 有意赴海外工作的外語科系學生首要原因為「學習更新的

技術和經驗」，我們接下來進一步探討學生可能學習的技術和經驗類別。根據圖

13 和圖 14，「服務業」、「餐飲業」、以及「旅遊業」成為此次受訪外語科系學生

首選海外工作前三大類別。大四外語系學生比高三生更渴求海外商業（14.01%）

以及文教事業（6.28%）交流。而也有近一成的外語科系學生（特別是高三生）

有興趣藉由外語能力從事娛樂業（包含歌手、演員、或是節目主持助理等），期

許自己「年輕不要留白」（高三：13.51%，大四：10.14%）！ 

 

3. 國外工作類別與學生在校學習專業不符合的接受度 

圖 15 工作與專業不符接受度（題 11）

   承襲上圖 14，外語科系學生冀求的

三大海外工作類別為「服務業」、「餐飲

業」、以及「旅遊業」。對應課程設計，

外語科系比較偏向外語技巧訓練以及

商務觀光專業外語。對於更專業進階的

餐飲和旅遊領域（如訂票系統），的確

有可能與在校專業不符合。不過，有近

七成五外語科系學生可以接受他們未 

來的海外工作類別與在校學習專業較無相關（「絕對可以接受」+「勉強接受」，

高三：72.09%，大四：75%）。不過，高三生負面意向比大四生高一點（「不太接

受」+「絕對不接受」，高三：27.90%，大四：25%），反應較為基礎外語教育的

高中職應用外語科課程廣度與深度彈性較低。 

 

4. 學生對於國外雇主不平等對待回應態度 

圖 16 學生對國外雇主不平等對待回應（題 15）

   承襲上圖 7 及圖 8 有意赴海

外工作的原因（學習更新的技

術和經驗、多體驗不同生活文

化、以及精進外語能力），此次

有意願赴海外工作的外語群科

學生對於國外雇主不平等職場

對待（視台傭或台佬般地血汗

對待），有近五成三受訪外語科

系學生還是會繼續工作，但將與老闆極力爭取好的工作條件（高三：52.27%，大

四：52.23%）。畢竟對於這群初出社會的學生，薪資非他們主要海外工作誘因（請

見上圖 7 及圖 8，高三：10.05%，大四：7.02%），所以也可發現近三成二受訪生

默默咬牙履行工作合約到期滿（高三：31.82%，大四：31.40%），只要符合他們

首要工作目的「學習更新的技術和經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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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畢業後有意赴國外工作的外語科系學生可接受的職前實習方式接受度以及 

職前素養培訓 

 

1. 畢業前利用寒暑假赴國外實習 

 

（1）畢業前赴國外實習接受度 

圖 17 畢業前赴國外實習接受度（題 7）

   結合上圖 13 至圖 15，此次受訪的

外語科系學生首選三大海外工作類別

為「服務業」、「餐飲業」、以及「旅遊

業」，並且有近七成五外語科系學生可

以接受他們未來的海外工作類別與在

校學習專業較無相關。既然如此，畢業

前的職前訓練有其必要性。也因為在校

課程專業可能與冀求的工作類別有異，

超過九成的外語科系學生有意願畢業前赴國外實習（高三：93.34%，大四：

94.38%）。就課程設計來說，外語科系可以考量學生的需求，於寒暑假之際開設

國外實習管道。 

 

（2）若國外實習不支薪的接受度 

  

 一般來說，有些學校為了避免業界實習單位給予學生的實習津貼標準不一，

不希望實習單位支付實習生津貼。若海外實習無津貼，此次受訪群還願意赴海外

實習嗎？根據圖 18 所示，依舊約六至七成受訪生願意不支薪赴國外實習，其中 

圖 18 國外實習不支薪接受度（題 8）

以 高 三 生 反 應 較 為 熱 烈 （ 高 三 ：

70.78%，大四：59.09%）！然而，對

照上圖 17 高達近九成五的海外實習意

願（高三：93.34%，大四：94.38%），

足足滑落了二至三成，以大四生滑落幅

度最大（將圖 17 與圖 18 肯定意願相

減，高三：22.56%，大四：35.29%）。

雖然上圖 7 及圖 8 顯示薪資非此次受訪

外語科系學生海外工作主要誘因（高三：10.05%，大四：7.02%），但從圖 18 明

確顯示，「為五斗米折腰」應該還是外語科系學生海外工作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2. 畢業後先赴國外遊學打工接受度 

 上圖 17 顯示此次受訪的外語群科學生對於畢業前海外實習的高支持度。若

是透過畢業後短期國外遊學打工，學生的支持度為何？根據圖 19，這項方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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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國外遊學打工接受度（題 9） 

舊獲得近九成五以上的支持率，尤其最

或高三生支持（高三：94.44%，大四：

92.04%）！然而，若比對上圖 17 以及

圖 19 最高意願的藍色柱狀圖比例，我

們還是發現，此次受訪的外語群科學生

還是比較偏愛畢業前有海外實習機會

（請見圖 17，高三：55.56%，大四： 

46.07%）。對於畢業後赴國外短期遊學打工的高意願性比例，大約比海外實習意

願下滑 5%左右（請見圖 18，高三：51.11%，大四：40.91%）。不過，這兩種方

案還是最獲高三生的高度支持，大四生似乎在高意願度回應略遜一籌！ 

 

3. 學生重視的國外工作職前素養培訓類型 

圖 20 高三生重視的職前素養（題 14） 圖 21 大四生重視的職前素養（題 14）

 對於赴國外前必須先具備的職前素養，多數外語群科學生共同認定底下三項

應優先培訓：（1）良好的待人處事態度、（2）個人優良操守品行、以及（3）對

工作具挑戰熱誠（請見圖 20 及圖 21）。換句話說，待人處事優先於職場專業。

若就教育程度因素而論，高三生認為工作專業技術甚於實務經驗，恰好與大四生

的看法相反。不過也就此項看法，我們推論，高三生比大四生稍難接受未來的海

外工作與在校學習專業不符合（請見上圖 15「不太接受」+「絕對不接受」，高

三：27.90%，大四：25%），因此希望先強化個人職場專業，尤其在「服務業」、

「餐飲業」、以及「旅遊業」等三大工作類別（請見上圖 15）。相形之下，大四

生或可透過打工先強化個人專業實務經驗，因此看法上與高三生有些落差。再加

上大四生對於「工作專業技術」重視度接近敬陪末座（圖 21，9.01%），顯現大

四生對於海外工作類別與在校學習專業不一致的接受度彈性較高。 

 

参●結論 

 我們將此次問卷調查結果，再次整理列點分析如下： 

1. 根據此次專題受訪結果，外語科系學生教育程度越高，也越願意赴海外工作 

（圖 2），但雙親意願度卻隨子女教育程度越高而越保守（圖 9）。也許因為 

受到雙親因素，我們也發現，學生教育程度越高，願意赴海外國家工作的距 

離卻越近（圖 11 和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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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願意赴海外工作主要原因，包含學習更新的技術和經驗、多體驗不同生

活及文化、以及精進外語能力（圖 7 和圖 8）。若對於「粗重勞力」海外薪

資優渥工作，呈現教育程度越高意願越低現象（圖 10）。 

3. 外語科系學生願意赴海外工作的類共同類別包含「服務業」、「餐飲業」、以 

及「旅遊業」。但大四學生比高三生更渴求海外商業以及文教事業交流（圖 

14）。不過，教育程度越高，越希望工作類型與自身在校專業所學結合（圖 

15）。他們願意先透過海外支薪實習先了解工作狀況（圖 17 和圖 18），尤其 

是高三生更偏愛遊學打工方式進行實習（圖 19）。。 

4. 對於赴國外前必須先具備的職前素養，多數外語群科學生共同認定底下三項 

應優先培訓：（1）良好的待人處事態度、（2）個人優良操守品行、以及（3）

對工作具挑戰熱誠（請見圖 20 及圖 21）。面對海外雇主不公平職場待遇，

多數受訪外語科系學生會選擇還是會繼續工作，但將與老闆極力爭取好的工

作條件（圖 16）。 

5. 本次未有意願赴海外工作的學生，高三生較為戀家（圖 3），大四生則是擔 

憂異國生活水土不服以及文化適應不良（圖 4）。但若增加銀彈攻勢或是海 

外工作穩定等因素，高三生比大四生更願意赴海外工作（圖 5 和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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