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年度校務研究議題分析摘要 
校外實習對各學院學生就業率、薪資、學用相符程度之影響 

研究目的 探討校外實習對各學院學生就業率、薪資、學用相符程度之影響。 

統計方法 獨立樣本比例檢定、Kruskal-Wallis 的等級和檢定。 

研究對象 本校 106~110 學年度畢業的日間大學部學生 (包括日四技、日二技)。 

資料蒐集內容 
（資料分析變項） 

■就業率：是針對畢業一年後之可就業人口(扣除升學、服兵役)的就業率，總可就業人數 
10,928 人。總就業人數為 7,370 人，故總就業率為 67.4%。 

■薪  資：是針對畢業一年後之全職就業學生的薪資，總全職人數為 6,730 人。 
■海外實習生：除校外實習課程所涵蓋之海外實習外，還包括教育部學海築夢以及經濟部國
貿局新興市場實習計畫等短期海外實習。 

研究結果 

校外實習對各學
院學生就業率之

影響 

 ■ 註：檢定方法為獨立樣本比例檢定。 
■ 整體而言，校外實習對就業率有
正向的影響，但國內實習的影響

大於海外實習的影響。 
■ 對數位設計學院而言，校外實習
對就業率的影響較不明顯。 

校外實習對各學
院學生薪資之影

響 

  

 

註 1：Q1 為 25th 百分位數；Q2 為 50th 百分位數；Q3 為 75th 百分位數。 
註 2：薪資級距 2 的中位數：23,500 元，薪資級距 3 的中位數約 26,500 元；薪資級距 4 的中位數約 29,500 元； 

薪資級距 5 的中位數約 32,500 元；薪資級距 6 的中位數約 35,500 元；薪資級距 7 的中位數約 38,500 元。 
註 3：檢定方法為 Kruskal-Wallis 的等級和檢定。各群組皆分別與前面的群組做比較。平均等級越大表示薪資級距越

大，薪資越高。 
■除了對工學院之外，對其他學院，實習對畢業後的就業薪資並沒有顯著的正向關係。

類似於證照對薪資的影響，本校有相當比例自營商的二代，這一群學生若繼承家業

一般不會去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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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實習對各學
院學用相符程度

之影響 

 

■ 註：檢定方法為獨立樣本比例檢定。 
■ 整體而言，實習對學用符合程度有正
向顯著的影響，但海外實習的影響不

如國內實習。 

 

建議 

 整體而言，校外實習對就業率有正向影響，各院系應與相關產業合作，提供學生更多
校外實習與做中學的機會。 

 由於海外實習人數過少，且集中於人文社會學院和商管學院，工學院和數位設計學院
幾乎沒有海外實習的學生。若想深入探討海外實習之影響力，應額外對海外實習生進
行量/質化調查，宜聚焦於海外實習生的個案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