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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 學年度畢業生雇主滿意度調查之趨勢分析 

研究目的 分析近五個學年度日間學士生畢業 3 個月後之雇主滿意度調查。 

統計方法 敘述性統計、因素分析、變異數分析。 

研究對象 本校 108 至 112 學年度日間學士(含四技、二技)畢業生之雇主。 

資料蒐集內容 
（資料分析變

項） 

■畢業生的各項表現：問卷量表主要包括專業知識與實務技能、工作表現、個人發展潛能與人際關係等三

個面向，共 18 個題目，均使用李克特五點量尺。 
■除上述量表外，另外還有詢問「未來貴單位是否會繼續僱用本校畢業校友加入工作行列？」 

(可回答□會 □需再考慮 □不會， □不會的原因：____________)之半開放式問題，以及「請留下您對本校

或本校畢業校友之建議__________」之開放式問答題。 
■根據調查資料，並透過因素分析，重新將 18 項指標區分為兩個面向：【職場表現與發展潛能】與【專業
知能與策略思維】。 

研究結果 

(整體) 
雇主滿意度調
查回收率 

 
■整體來說，近五年雇主滿意度調查之問卷回收率平

均為 25.8%。 

(各院) 
雇主滿意度調
查回收狀況 

 
■整體來說，近五年雇主滿意度調查之回收問卷大都

來自於商管學院，其次是人文學院和工學院。 

雇主對於畢業
生各表現之滿

意度 

 
■透過因素分析，將 18 項指標分為【職場表現與發

展潛能】及【專業知能與策略思維】，其對資料總

變異的解釋力高達 76.301%；【職場表現與發展潛

能】之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為 0.971、【專業知

能與策略思維】之 Cronbach's α信度係數為 0.935，

二個構面皆為高信度。 

■整體來說，雇主對於本校畢業生之滿意度，【職場

表現與發展潛能】高於【專業知能與策略思維】。 

■整體來說，雇主最滿意的三個項目依序為良好工作

態度與責任感、具有良好中文能力、重視團隊合作。 

■整體來說，雇主最不滿意的三個項目依序為具備基

礎外語能力、具有決策分析能力、具有職務所需專

業證照。 註：藍底色為雇主最滿意的三個項目。橘底色為雇主最不滿意的三
個項目。 

 ■左圖為兩個因素的知覺圖，縱軸和

橫軸分別表達兩類不同的能力。 

■整體來說，雇主對於 109 學年度畢

業生的表現較為滿意，特別是數位

設計學院的畢業生，而對 111 學年

度工學院及數位設計學院畢業生

的表現較不滿意。 

■112 學年度，工學院、數位設計學

院在二類能力上，皆呈現大幅進步

狀態；商管學院則些微退步。 

滿意 

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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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對於各學
院畢業生之
「專業知能與
策略思維」 

與 
「職場表現與
發展潛能」 
的滿意度 

  

■歷年來，雇主對於工學院、數位設計學院 109 學年度畢業生的滿意度最高；商管學院則是 110 學年度

畢業生的滿意度最高；人文社會學院則是 112 學年度畢業生的滿意度最高。 

■歷年來，雇主對於工學院、人文社會學院、數位設計學院 111 學年度畢業生的滿意度最低，尤其是工

學院及數位設計學院。 

■112 學年度，除了商管學院有些微之退步外，其餘學院的雇主滿意度皆有提升。 

■111 學年度畢業生滿意度普遍低，可能由於 109-110 學年度受到 Covid-19 的影響，對於本批畢業生於

大二、大三應該現場實作的課程執行遠距教學，故對學生基礎知識的扎根產生了負面的影響，尤其是

對工學院及數位設計學院影響程度更甚於其它學院。 

是否會繼續僱
用本校校友 

 

■有 93.4%的雇主會繼續僱用本校畢業校，但有 0.4%

的雇主表示不會再繼續僱用本校校友，另有 5.9%的

雇主表示需再考慮。 

針對「需再考
慮」或「不再
僱用」本校校
友的雇主給予
學校的建議 

■關於回饋表單的建議：將「非常不滿意」調整為「待加強」，「不滿意」改為「普通」，用語較為中性，也

有助於避免過於負面的情緒語氣。 

■關於學生職涯與職場銜接的建議 

1.技能教育應重視基礎打底：技術教育不應僅追求熱門技能，而應強化基礎知識如語文能力與電學等基

本科目，建立穩固的學術根基，以利未來技能發展。 

2.加強實務與職場對接經驗：建議加強學生與職場的實務對接機會，透過實習、業師課程、企業參訪等

方式，提升學生的實務能力與表達、溝通能力。 

3.職涯認識與準備應提早進行：建議在學生大一入學初期，即安排相關課程或講座，協助學生理解自身

就讀科系的專業方向，與未來職場可能面臨的生態與挑戰，並讓學生學習如何選擇適合的職場。 

4.學生職業道德與行為應加強管理：學生出現無故缺勤、不告而別、上班不專業（如帶伴侶上班）等狀

況，已對企業造成困擾，建議學校適時引導學生認識職場倫理與責任，讓學生了解進入社會的身分轉

變與差異，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與行為準則。 

5.需強化學生紀律與心理素質：強調並非所有問題可以「錢」解決，應加強心理思維的引導與紀律教育，

讓學生在工作中能更有收穫與成長。 
 

建議 

■針對雇主最不滿意的三個項目：具備基礎外語能力、具有決策分析能力、具有職務所需專業證照，是值
得各院系考慮強化的項目。例如，各系可進一步了解業界所需的專業證照，並引導或輔導在校學生報考
真正有用的證照。 
■由於問卷回收率偏低，影響了調查的代表性，目前仍使用郵遞方式寄送紙本問卷，是否妥當，建議未來
調整調查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