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畢業滿五年且擔任主管者皆建議學弟妹

加強溝通表達和問題解決之能力。

• 博士、碩士與學士畢業生分別建議學弟

妹加強跨領域、持續學習以及人際互動

等能力。

圖五、從事科技類工作且工作與系所非常符合者，

有無參加企業徵才活動於畢業前找到工作的

比例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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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認同學校培養之能力

畢業滿1年之畢業生第一份工作求職時間 畢業滿5年之畢業生是否擔任主管分析畢業生薪資分析

相關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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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各學制(左)及各學院(右)畢業生之有效問卷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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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各學院不同學制畢業生薪資折線圖

因為求職時間為類別變數，列於

圖四之因素通過顯著水準5%之

卡方獨立性檢定。

• 就第一份工作而言，學歷越高或系所與工作非常符合之畢業生，求職時間越短。

• 參加企業徵才活動之畢業生，在畢業前已有工作的機率較高。

• 若為科技、資訊與金融類工作，相對容易在一個月內找到工作，而到政府機構工

作者可能需要準備考試，求職時間較長。

結語

延伸討論-主管建議之重要能力

模型
係數

截距
學制 學院 工作機構

博士 碩士 管理 資電 工 理 地科 企業 其他機構

-3.13 2.02 0.33 0.1 -0.57 -0.44 -0.05 -0.69 1.05 3.0

工作類型 學習經驗 培養能力

製造類 科學類 專業知識 志工學習 國際交流 社團活動 領導能力 跨領域

-0.45 -0.97 -0.28 0.91 0.63 0.36 1.47 0.47

2020 校務海報競賽

薪資 = (三年 +五年 ) + (博士 + 碩士 ) + (管理 + 資電 + 工 + 理 + 地科 ) +

(系所與工作非常符合 + 系所與工作符合 ) + (製造類 +營建類 + 科技類 ) +

(企業 +其他機構 ) + (人脈 + 社團活動 )

基準：畢業一年文學院學士在學校機構從事教育訓練類、無學習經驗且系所與工作

相符程度尚可者。

迴歸分析

相關變數

紅字表示p-value小於0.01之顯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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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第一份工作求職時間人數分布

• 畢業滿一年的畢業生回卷

顯示有60%畢業生在一個

月以內找到第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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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畢業生第一份工作求職時間與目前薪資之散佈圖

畢業生就業表現統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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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係數

截距
畢業幾年 學制 學院

三年 五年 博士 碩士 管理 資電 工 理 地科

29713 6459 14741 32944 5437 4995 11359 4705 4484 -2656

系所與工作相符程度 工作類型 工作機構 學習經驗

非常符合 符合 製造類 營建類 科技類 企業 其他機構 人脈 社團活動

2834 1054 3472 -4065 881 4523 7359 918 -1032

紅字表示p-value小於0.01之顯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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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畢業滿5年之畢業生擔任
主管比例

圖十三、各學院不同學制畢業生擔任主管比例

C.建議學弟妹加強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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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學之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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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工作類型下，系所與工作相符程度愈高，薪資愈高。

• 系所與工作非常符合者，從事行銷、教育或製造類畢業生的平均月薪都可達6萬

元以上。

圖十一、不同工作類型及系所與工作相符程度畢業生之薪資分布

結語

• 博士畢業生擔任主管的比例高於碩學士，其中資電與工學院博士擔任主管的

比例最高。

• 有領導能力培養的博士擔任主管的比例高。

相關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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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各學院畢業年數不同畢業生之平均月薪

• 畢業年數愈長，平均薪資愈高。

• 資電學院畢業生平均薪資相對

高。文學與地科學院畢業生的

平均薪資相對低。

• 資電學院畢業生的平均薪資隨

年資增加幅度最大，而文學與

地科學院畢業生的平均薪資隨

年資增加幅度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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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各學院不同工作相符程度之平均月薪

• 工作與系所相符程度越高，薪

資愈高，但是此相符程度對工

學院畢業生薪資影響有限。

• 工作與系所非常相符者之平均

月薪皆在5萬以上， 除了地科

學院畢業生。

模型
係數

求職時間區間 截距
學制 學院 職涯活動 系所與工作相符程度

博士 碩士 管理 資電 工 理 地科 企業徵才 非常符合 不符合

畢業前已有工作 -1.343 2.06 0.56 0.38 0.50 0.45 -0.09 -0.08 0.38 0.47 -0.17

約1個月內 -0.453 0.51 0.37 0.08 -0.04 -0.02 -0.26 0.28 -0.01 0.45 -0.35

工作類型 工作機構 學習經驗

製造類 科技類 營建類 行銷類 資訊類 金融類 其他 政府 企業 其他機構 人脈 社團活動

-0.98 -0.59 -1.17 -0.87 -0.29 -0.13 -0.25 -0.003 0.03 0.32 -0.11 0.10

0.41 0.69 0.62 0.64 0.65 0.74 0.37 -0.663 -0.40 -0.72 0.11 0.27

Logit( 擔任主管比例 ) = (博士 + 碩士 ) + (管院 + 資電 + 工 + 理 + 地科 ) +

(製造類 + 科技類 ) + ( 企業 + 其他機構 ) +

(專業知識 +志工學習 +國際交流 +社團活動 ) +

( 領導能力 + 跨領域 )

基準 :文學院學士在學校機構從事教育訓練且無學習經驗與領導能力。

邏輯斯迴歸分析

Logit( 求職時間區間 ) = ( 博士 + 碩士 ) + (管理 + 資電 + 工 + 理 + 地科 ) +

( 企業徵才 ) + ( 政府機構 + 企業 + 其他機構 ) +

( 製造類 + 科技類 + 營建類 + 行銷類 + 資訊類 + 金融類 + 其他) +

( 系所與工作非常符合 + 系所與工作不符合 ) +

( 人脈 + 社團活動 )

基準：求職時間在一個月以上之文學院學士畢業後在學校機構從事教育訓練類工作、

無學習經驗且系所與工作符合程度尚可者。

多項邏輯斯迴歸分析

因為薪資為連續變數，列於圖八之

因素為通過顯著水準5%之檢定：

雙樣本Wilcoxon rank-sum檢定

或多樣本 Kruskal-Wallis檢定。

因為是否擔任主管為二元變數，列

於圖十四之因素通過顯著水準5%

之卡方獨立性檢定。

圖八、影響薪資因素之石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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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影響是否擔任主管因素之石川圖

• 博士畢業生平均在1.5個月內找到第一份工作，碩士的平均求職時間短於學士，

但是文學院碩士平均求職時間比學士長0.1個月。

• 除地科博士外，博士畢業生平均月薪為6萬以上。碩士平均月薪略高於學士，但

是，地科與文學院的碩士及學士平均月薪相同。

• 平均而言，資電博士最快找到工作，而管理博士平均薪資最高。

• 總體而言，畢業滿五年且擔任主管者皆認

為溝通表達能力的培養對於工作有幫助。

• 擔任主管之博碩士認為問題解決能力最重

要，碩學士主管認同人際互動的重要性。

• 博士主管認同持續學習，而學士主管認同

團隊合作。

• 求職時間之多項邏輯斯迴歸分析結果顯示，中大畢業生求職時間受職涯中心辦理之活動影響，其中校園企業徵才活動有助於畢業生畢業前找到第一份工作。

• 薪資之迴歸分析結果顯示，不同畢業年數、不同學制或不同學院畢業生薪資有別，此外，工作與系所相符程度及工作類型也會影響薪資。

• 畢業滿五年有無擔任主管之邏輯斯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擔任主管的機率受學校培養領導能力的影響。

• 畢業滿五年擔任主管之畢業生認同專業知識、問題解決能力、以及溝通表達能力對工作的重要性，建議學校開設實務課程加強在校生上述能力。

• 畢業滿五年擔任主管之畢業生建議在校生加強問題解決能力與溝通表達能力，注重跨領域知識及持續學習，此外，良好的人際互動也能有助於事業的發展，建議學校鼓勵學

生多參與社團活動。

(本研究僅限於畢業生就業調查資料，若要進一步研究畢業生就業表現與其在校學習之相關性，則需要填答回卷者的學校學習紀錄。)

• 畢業滿五年且擔任主管者皆認為專業知識

與人脈對於工作最有幫助。

• 博士、碩士與學士畢業生分別認為擔任助

理、實務課程以及社團活動有助於現在工

作。

• 有參加校園企業徵才活動者

在畢業前找到工作的機率比

沒參加的人皆高出6%以上。

• 相對地受益於徵才活動者為

資電、管理及工學院的碩學

士畢業生，文學與理學碩士

生，以及文學、地科及理學

博士生。

表一、多項邏輯斯迴歸模式係數之估計值

表二、迴歸模式係數之估計值

紅字表示p-value小於0.01之顯著因素

表三、邏輯斯迴歸模式係數之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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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各學院有無領導能力培養之博士(左)和學士(右)擔任主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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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不同畢業年畢業生薪資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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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研究目的

探討不同學院或學制的中大畢業生在職場的

發展 (薪資、求職時間及是否擔任主管) 與其

在校期間的學習經驗之相關性。

• 資料來源

將畢業屆滿一、三、五年之畢業生的網路問卷(16761份)，

刪除非全職、學位學程、在職專班、資料佔比不及5%之學

院(客家學院、生醫理工學院)，及回應不全或矛盾之問卷

(8104份)，因此，本研究有效問卷計8657份。根據有效問

卷展示各學制及各學院畢業生之有效問卷數量(如圖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