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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的進程：
教育與職業連結對成年初期就業表現的影響



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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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朋好友知道我讀社會系後的靈魂拷問：

Part 1 緒論-研究動機與目的

「你讀社會系，那畢業之後你會去當社工師嗎 ? 」

「這個科系畢業之後可以做什麼 ? 」

這些問題背後預設：科系與職業間存在特定連結關

係，此連結關係會進而影響個人的職業選擇與結果。



4Part 1

教育與職業連結強度

教育與階層研究

討論教育程度或教育與職業不相稱對

青年就業的影響；這些研究無法同時

捕捉不同文憑間的差異與複雜性（Bol, 

Thijs, Eller, Werfhorst, and DiPrete，2019）。

多數研究結果指出科系領域與職業的

連結強度越高越容易有好的就業回報

（ Bol et al.，2019 ；Geven and Spörlein， 2022）。

緒論-研究動機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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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職業不相稱 教育與職業連結強度

連結強度的預設容易落入世俗對特定

科系與事業成功之間相互連結的想像；

因此轉而使用科系的職業發展多樣性，

重新概念化教育與職業的連結關係。

科系的職業發展
多樣性

Part 1 緒論-研究動機與目的



6緒論-研究動機與目的Part 1

臺灣教育與職業連結多樣性
在臺灣，哪些科系其畢業生的職業

多樣性高？這種多樣性如何影響臺

灣青年的就業樣態？

連結多樣性的其他影響
除了客觀就業指標以外，科系發展

的多樣性還會對哪些層面造成影響？

影響多樣性與就業指標的機制

什麼機制會影響或改變科系發展多

樣性與就業指標間的關係？

臺灣教育
與職業連
結多樣性

連結多樣性
的其他影響

影響多樣性
與就業指標
的機制



文獻回顧



8文獻回顧－從教育與職業不相稱到連結強度Part 2

➢ 教育與職業不相稱：

◆垂直層次：高教低就 vs. 水平層次：學非所用

◆沒有辦法捕捉到不同文憑和職業之間路徑的差異，

還有這個差異對就業結果的影響（DiPrete et al，2017；Bol

et al.，2019）。

教育與職業
連結過程

教育與職業
不相稱

高教低就

學非所用



9文獻回顧－從教育與職業不相稱到連結強度Part 2

➢ 教育與職業連結強度：

◆特定文憑進入特定職業領域的可能性。

◆當文憑與職業連結強度高，個人也會有比較好的就業

回報（DiPrete et al，2017； Geven and Spörlein， 2022）；但此結

果並無定論（Blommaert et al，2020）。

教育與職業
不相稱

教育與職業
連結強度

跨國比較研究

就業結果



10Part 2

對教育與職業
連結文獻的
反思與回應

壹、連結強度的概念與預設容易落入個人主義式的論述

文獻回顧－從連結強度到科系發展的多樣性

➢ 使用科系的職業發展多樣性（特定科系領域出身者，

其畢業後的職業異質性），來討論教育與職業的連

結關係。



11Part 2

對教育與職業
連結文獻的
反思與回應

貳、教育與職業連結過程的後續影響

文獻回顧－連結多樣性對其他層面的影響

➢ 過去研究多注重經濟面向的討論，較少關注教育與

職業連結與工作者對工作的主觀評價之間的關係。

➢ 畢業後，同儕網絡可能成為畢業者的社會資本來源。



12Part 2

對教育與職業
連結文獻的
反思與回應

參、未考量家庭背景對連結關係與就業的影響

文獻回顧－影響多樣性與就業指標的機制

➢ 地位取得模型（Blau、Duncan，1967）與社會封閉論

（ Rivera，2019）顯示：家庭背景會影響教育與職業

的連結過程和結果。



13

研究方法



14研究方法-資料來源與研究對象Part 3

資料
來源

研究
對象

變項

研究
方法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教育

和勞力市場的連結(TEPS-B)：
Panel-1/2 CP與Panel-1 NCP在2014年面

訪與限制版的資料檔；其樣本的年齡範圍

落在24~28歲。

最高學歷為大學學歷，且取得大學學歷後
有過工作經驗者

自變項：科系發展多樣性
依變項：收入、工作滿意度、畢業後的社會資本
調節變項：家庭社經地位



15Part 3 研究方法-研究架構

控制變項：
性別
居住地

自變項：
科系的職業發展

多樣性

依變項：
月收入

工作滿意度

調節變項：
家庭社經地位

依變項：
畢業後社會資本



16研究方法-研究假設Part 3

研究
假設

假設一：科系發展多樣性與收入之間呈現負向關聯

假設二：科系發展多樣性與工作滿意度呈現負向關聯

根據Bol（2019）和Blommaert等人（2020）的研究，

當教育與職業連結強度越高，也就是科系職業出路的

多樣性越低時，工作者會有比較好的就業回報

→假設一與假設二。



17研究方法-研究假設Part 3

研究假
設

當科系發展多樣性越高，畢業生的職業類別就越異質，

因此造成出身於此科系領域者畢業後就會有更多的社

會資本→假設三。

研究
假設

假設三：

科系發展多樣性與畢業後社會資本呈現正向關聯



18研究方法-研究假設Part 3

研究
假設

假設四：科系發展多樣性和收入的關係會隨家庭社

經地位不同而改變。

假設五：科系發展多樣性和工作滿意度的關係會隨

家庭社經地位不同而改變。

根據社會封閉理論，高社經地位出身者可以通過掌握

職業准入的機制與規則來獲得進入特定職業的機會

（Blommaert et al. 2020；Rivera 2019）

→假設四與假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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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項 問卷問題 操作化

科系的職業
發展多樣性

就讀科系的全名是？

請問您這個職務的工作內

容為何？(ISCO08)

使用質性變異指數（Index of Qualitative 
Variation）的概念，來計算單一科系領域在
職業類別上的變異程度：

質性變異指數（IQV）＝
𝑘(1002−𝛴%2)

1002(𝑘−1)

其中ｋ為有效樣本職業類別總數，%則代表
單一科系領域的樣本在各個職業別中所占的
百分比（Healey 2016）。

Part 3 研究方法-變項操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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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項 問卷問題 操作化

月收入 請問您剛開始做這個職務

時，每個月的收入是多少

？

受訪者回答數值→直接當作月收入

受訪者回答薪資區間→取區間中位數代

表其月收入

工作滿意度 請問您對這個工作滿不滿

意？

原始標籤：(1)非常滿意、(2)滿意、(3)

沒什麼滿意不滿意、(4)不滿意、(5)非

常不滿意→反向編碼後即為工作滿意度

畢業後社會資本 請問在您所有認識的人裡

面，有沒有做下列這些工

作的?

依據定名法(林南、陳志柔、傅仰止，2010)，將

選項中的22種職業轉換成國際社經地位

指數後，計算職業聲望範圍、最大值與

可觸及的職業個數，而後再使用因素分

析將其建構成畢業後的社會資本。

Part 3 研究方法-變項操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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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變項 問卷問題 操作化

家庭社經地位 請問您父/母的教育程度是?

請問您父/母工作內容為何？

分別對樣本父母的教育程度，以及父

母在樣本15歲時的職業類別進行因素

分析與萃取，而後再以父母中分數較

高者作為樣本的家庭社經地位分數。

Part 3 研究方法-變項操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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