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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欲探討宏國德霖科大餐旅學院畢業生之就業概況與就

業力表現，分析學院畢業生就業選擇配適度以及畢業時間長短是

否影響就業選擇與方向。

希望透過畢業生流向調查的問卷回饋，增強學生對於未來進

入各種職場的瞭解與適應力。並從畢業生在學表現與在職場的選

擇行為以及工作滿意度中，分析出影響餐旅學院畢業生就業競爭

力的主要因素，希望宏國德霖科大餐旅學院在既有的基礎下，能

在競爭激烈的教育環境中，培育出優秀學子，以達教育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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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調查範圍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餐旅學院(包括餐飲廚

藝系、餐旅管理系、休閒事業管理學系、會展活動管理系、應用

英語系畢業滿1、3、5年之餐旅學院畢業生(分別為106、104、102

學年度畢業生)，調查時間為民國108年7月-10月。以教育部大專

生畢業生畢業流向調查資料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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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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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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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結果-基本資料

總填答率 : 63.3%，80.4%，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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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結果-就業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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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結果-工作職業類別

工作職業類型 102學年度畢業 工作職業類型 104學年度畢業 106學年度畢業

農林漁牧 11 6.6%建築營造 1 0.4% 1 0.4%

製造 11 6.6% 製造 9 3.8% 2 0.8%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 1 0.6% 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1 0.4% -- --

營建工程業 2 1.2% 物流運輸 10 4.2% 3 1.2%

批發及零售 10 6.0% 天然資源,食品與農業 5 2.1% 5 2.0%

運輸及倉儲 5 3.0% 醫療保健 2 0.8% 3 1.2%

住宿及餐飲 15 9.0% 藝文與影音傳播 1 0.4% 1 0.4%

出版，影音，通訊服務 7 4.2% 資訊科技 5 2.1% -- --

金融及保險 11 6.6% 金融財務 5 2.1% 20 8.0%

不動產 1 0.6%企業經營管理 64 27.1% 51 20.5%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5 3.0% 行銷與銷售 22 9.3% 59 23.7%

支援服務業 34 20.4% 政府公共事務 3 1.3% 2 0.8%

公共行政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3 1.8% 教育與訓練 7 3.0% 7 2.8%

教育 5 3.0% 個人及社會服務 78 33.1% 35 14.1%

醫療保健及社工服務 1 0.6% 休閒與觀光旅遊 23 9.7% 58 23.3%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 25 15.0% 司法、法律與公共安全 -- -- 2 0.8%

Total 166 100% Total 236 100% 249 100%

表3 餐旅學院各系科畢業滿1、3、5年之
畢業生職業類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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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結果-平均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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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結果-工作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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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結果-就業條件 (學用符合度、證照需求、工作滿意度)

畢業生所具備的專業能力
與工作要求相符程度皆超
過4以上。

專業證照需求：106學年
度畢業後一年之畢業生認
為需要程度達57%，高於
104學年度畢業後三年之
畢業生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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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結果-就業力

102學年度畢業5年、104學年度畢業3年、106學年度畢業1年

畢業生之原系科與工作相符合程度分別為4.19、3.89與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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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結果-學習經驗

106學年度畢業1年畢業生之原系科與工作相符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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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結果-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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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結果-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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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結果-
專業能力培養與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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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一)、對教育實務上的建議

從研究結果發現，大學生在校期間的學習經驗，除了專業知識的學習與獲取

之外，在參與的社團活動、校內實務課程與校外業界實習對於就業力的發展有

正向的提升作用。

建議學校除了持續加強與增加校內實務課程與校外業界實習時數之外，更可

提供與未來職場相關聯的社團活動，以便可以更具體的增進學生就業力的發展。

大學生求學的經歷確實會影響其就業力技能的成長，建議學院應健全分析與輔

導學生能力的機制，並擬定適當的策略、建置大學學習環境，幫助學生在大學

階段培養具職場競爭力的技能，並能學用相符，如此不但能避免教育資源的浪

費，也能提高學生本身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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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二)、對大型資料庫的建議

本研究以就業力為主題，透過大專生畢業流向調查資料庫所蒐集到的資料進

行分析，由於針對畢業時間長短所進行調查的問卷內容皆有所不同，導致不太

容易進行進一步的比較分析，以及差異表現，無法真正瞭解整體就業力成長的

全貌。

建議在調查的具體內涵中，考量到縱貫性研究的需要編製，納入更豐富的變

項使其更趨完善，並能獲得更多更有效的資料，提供學術與實務上的參考，另

外也需要學校針對各院與各系科的屬性與需求進行問卷設計與長期的追蹤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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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三)、對未來研究上的建議

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不同系科選取不同的能力指標個別

進行分析，可以更進一步的深入瞭解不同領域的就業力成

長趨勢。在學生個人背景部分發現，尚有其他本研究未考

量到可能會影響其就業力成長的變項，建議未來研究可加

入更多的變項，甚或是考量系科與學院環境因素，進一步

分析影響各學院與各系科學生就業力成長的重要因素。



Thanks for listening

~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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