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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失業問題的嚴峻引發學生就業力成為關注的議題。
少子化和大學普及化，易造成學用落差問題。
學校如何幫助學生養成團隊溝通、解決問題和領導能力等就業力且學生個人要如何能知道自己應該擁有哪些能力才能在
求職道路上暢通無阻。

人們在選擇自己的職業時，會根據自己的性格、天資、價值觀、動機及需要等來定位自己的職業方向，個人若能清楚自
我生涯發展偏好，將能協助自己即早選定適合的行業。因此，學生的生涯定錨會影響未來的職業選擇，在此定位的指引
之下，進而主動培養定錨方向所需的能力，即為就業力的充實與提升，將有助於畢業後的求職順利。

差異性檢定
不同性別在生涯定錨選擇的管理型及創造型上均呈顯著差異。
不同年級學生在生涯定錨選擇的技術職能型上亦呈顯著差異。
學院中不同科系學生在生涯定錨選擇的管理型上呈顯著差異。

多元迴歸分析
生涯定錨之自主型與創造型對就業力中的一般能力知覺上具有正向影響。
生涯定錨之創造型對就業力中的專業知能知覺上具有正向影響。
生涯定錨之穩定型、挑戰性以及生活型態對就業力中的專業態度知覺上具有正向影響。
生涯定錨之創造型與挑戰性對就業力中的職涯規劃知覺上具有正向影響。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學生的生涯定錨與知覺就業力之關聯性，根據勞動部的最新統計，2022年台灣15-25歲青年失業率平
均為11.97%，而20-24歲的青年失業率平均更高達12.36%，這顯示青年失業問題的嚴峻，而青年失業背後的原因，有絶
大部分在於學生在學時並未有完整的生涯規畫，因此，常導致畢業即失業的狀況。面對這問題，本研究針將採用結構式問
卷調查法並嘗試以普查之方式進行調查研究，了解學生個人背景變項如性別、年齡、系別及年級等在生涯定錨上的選擇是
否呈現差異性，並且進一步探討生涯定錨與知覺就業力是否存在關聯性。

期望經由本研究的發現能激發後續研究對生涯定錨與知覺就業力的重視。研究結果將可提供學校院系參考並做為院及
系在教學行政及生涯輔導措施實施的調整，規畫幫助學生儘早確立生涯與就業方向，瞭解如何增強自己的就業力，順利在
畢業後就職並順利發展個人職涯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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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學生個人背景變項如性別、系別及年級等在生涯定錨上選擇的差異性。
探討生涯定錨與知覺就業力間的關聯性。

本研究以管理暨設計學院各科系之大三及大四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採用結構式問卷調查法並嘗試以普查之方式進行問卷
發放。資料蒐集的主要管道為透過電子郵件與電話聯絡方式，與各年級各班必修課之授課教授聯繫，取得教授同意協助本
研究進行問卷發放與調查的意願後，在各課間時間發放給修課同學，共計回收有效樣本288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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