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年度校務研究議題分析摘要 
跨領域學習對學生就業率、薪資所得、學用相符程度之影響 

研究目的 跨領域學習對學生就業力養成之成效分析。 

統計方法 敘述統計、獨立樣本比例檢定。 

研究對象 本校 106~110 學年度畢業之日四技學生。 

資料蒐集內容 
（資料分析變項） 

■歷年跨領域學習推動狀況：含第二專長(雙主修、輔系、跨領域學分學程)、以及至少於外

系修兩門課的淺嚐式跨領域學習。 

■分析跨領域學習對就業率、薪資所得、學用相符程度之影響。 

研究結果 

歷年跨領域學習推
動狀況 

 

■第二專長達成率逐年降低。就算加入外系兩門課，111 年的跨領域達成率比 110 年
降低 10.0%。 
■可能原因： 

1、Covid-19 主要影響到 110 及 111 學年度的畢業生。 
2、X學程主要影響到 109 至 110 學年度的畢業生。 
3、跨系兩門課之推動是在 112 學年度後，故暫時還看不到推動成效。 

學生跨領域所選擇
之目標領域 

 ■工學院偏好商管及其他工程領域；商管學院仍以商管為
主，其次是人文領域；數位設計學院仍聚焦數位設計領
域，其次是人文領域；人文社會學院則是以商管為主。 
■工學院和人文社會學院的學生比較會跨到其他領域，商
管和數位設計學院的學生仍以院內跨系為主。 

跨領域學習對就業
率的影響 

 

■整體而言，跨領域學習對僅對數位設計學院的就業率有

提升效用。 
■第二專長對提升人文社會學院的就業率有效用。 

跨領域學習對薪資
的影響 

 
■左圖為各類跨領域學習對 106~110畢業生畢業一年後全
職工作者之薪資級距分布情形。 
■跨領域學習僅對數位設計學院和人文社會學院的薪資

前 10%的學生有提升的效用。 

跨領域學習對學用
相符程度的影響 

題目 1:  個人專業能力與工作相符程度 

 

題目 2: 原就讀系所訓練之專業能力與工作相符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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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學習對學用
相符程度的影響 

題目 1 與題目 2 的差異 

 

■整體而言，第二專長的學用相符程度顯著地

大於非跨領域課程之相符程度。 
■對商管學院，第二專長和外系跨兩門課的學

用相符程度皆顯著地大於非跨領域之相符程

度。 
■對數位設計學院，第二專長的學用相符程度

顯著地大於非跨領域課程之相符程度。 
■工學院、人文社會學院雖有跨領域，但學生

仍多選擇留在與原系所相關的行業。 

 

結論 

■工學院和人文社會學院的學生比較會跨到其他領域，商管學院和數位設計學院的學生仍以院內跨系為主。 
■整體而言，跨領域學習對畢業生之就業率、薪資所得的影響有限。 
■分析各學院之就業率，跨領域學習僅對數位設計和人文社會學院的學生有提升作用。 
■分析各學院之薪資所得，跨領域學習僅對數位設計和人文社會學院薪資前 10%的學生有提升作用。 
■分析學用相符程度，整體而言，跨領域學習(特別是第二專長)對學用相符程度有提升作用。 
■分析各學院之學用相符程度，跨領域學習對商管學院和數位設計學院的學生有提升作用。 

後續研究 

■臆測跨領域學習對學生之專業職能影響有限，但可能會對共通職能產生影響，但因為本校

僅對大一新生進行 UCAN 調查(聚焦於志趣和共通職能)，故並無學生畢業前的職能表現數

據可以比對。未來規劃於大三下或大四上學期再進行一次 UCAN 調查(聚焦於共通職能和

系所相關的專業職能)。 

■未來亦可採用雷達圖之十項校核心指標數據做分析，以進一步分析跨領域學習之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