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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了沒？研究生了沒？

2010-11-28  記者 蔡妙鈴 報導

對對於許多即將畢業的大四生來說，未來繼續攻讀研究所，或者是出社會歷練闖蕩，這些都是很
常見的選擇，不過在做出選擇之前內心的掙扎與現實的考量卻讓人傷透腦筋。進入研究所究竟是

提升厚實專業能力的投資，又或者只是一段虛擲學費、心力，甚至是青春的盲從?

隨著近年來大專院校的增設和改制，學校的數目在二十年內從 123 間增為 163 間，而因教育改

革新增的入學管道，如八十三年的「推甄入學」和八十七年再闢的「申請入學」，讓大學院校新

生錄取率自八十八學年度的 59.83%，在短短十年內飆高至去年的 97.14% 。如此高的錄取率

使得擁有大學畢業證書的社會新鮮人不再像從前一樣得天獨厚，備受矚目。於是，大學畢業後繼

續攻讀研究所，便成為青年學子儲備競爭力，進而期望鶴立雞群的普遍現象。

 

畢業後進入職場或升上研究所，但，真的都準備好了嗎?（圖片來源／交通大學學生事務處）

 

讀研究所爲工作加分？文、理雙方大激辯讀研究所爲工作加分？文、理雙方大激辯

根據教育部統計，台灣公私立大學校院的研究生在學人數去年有 21 萬 7 千多人，十年內增加了

13 萬多人，這數字一方面表示台灣人力素質逐漸提高，一方面卻也隱含畢業後的碩博士生找工

作彼此競爭的激烈程度。究竟讀研究所有利於找工作還是成為芸芸的庫存碩博士之一？日前推甄

上研究所的交大材料系大四學生戴均晏說：「念了真的會比較好找工作，因為有某一專長了。例

如老師說有些公司就很看重你對使用儀器做材料分析的能力，有受過這部分訓練的人相對來說就

有競爭力。」同樣剛推甄上交通大學電信所的劉同學更從薪水多寡比較，「有碩士學歷以後薪水

就會多差不多兩萬塊。」這樣的吸引力讓修讀理工科的同學毫不猶豫地選擇研究所這條路。

不過同樣的問題從人文社會學科的學生角度出發，卻有不同的看法。「我自己覺得不需要（念研

究所），除非想做學術研究。」從輔仁大學影像傳播畢業的何宜娜直言：「（從影傳畢業的人） 

工作也不完全都是傳播相關，傳播工作都會看作品耶！跟你會的軟體。」以傳播學系來說，公私

立大學學生畢業後的走向有一定的差異，因為公立大學大部分強調培育學術與理論的思考和應用

，而技職體系的學校則是專攻技術操作和實務經驗。「我大學四年都在拍電影。」畢業於高苑科

大資訊傳播系的學生趙善正打趣地說道。

 

文憑的迷思文憑的迷思  事後補償心態事後補償心態

在台灣由於教育的普遍和學制的改革，許多小孩都是不假思索地一路往上求學。有些人國中基測

後依照成績分發到技職體系的學校，那時便面臨到人生第一次的轉彎；而另一群人接受高中教育

三年，在大學分發時才面臨到以自身興趣決定人生方向的關鍵時刻，無論是聽從長輩的建議去規

劃未來，或者是跟從新興產業而選填科系，許多人在大學四年裡其實是將就地唸著眼前的科系，

一邊各方地嘗試，摸索真正的方向。

根據教育部公布的《98學年度各級教育統計概況》資料顯示，近年來大專校院休、退學人數和比

率皆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其中以「志趣不合」（含重考、轉學等因素）占 65.8% 最多。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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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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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在阿爸生日那天，摳摳憶起爸爸與芭樂的故
事。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資深配音員蔣篤慧，娓娓道來身為臺灣配音員
的酸甜苦辣。

受到社會經濟環境以及生涯規劃的影響，大學部學生的延修情況也逐漸增加，光九十八學年總計

就有 3.9 萬位延修生。延修和休、退學的現象或許是學生對於沒能選上符合志趣科系的一種反抗

手法，另一方面，這也解釋了學生申請研究所風潮的其中一項成因。不少人爭取大學學歷的原因

只是為了要給父母一個交代，以及考慮到未來找工作要求的學歷考量，等到大學畢業後才選擇喜

愛的藝術或者文學等相關系所，作為對自己的補償。無論背後的原因為何，協助年輕人如何盡早

發掘志向並發揮所長，不僅攸關著台灣的前途，更是社會所需關切的重要議題。

 

台灣年輕人不能只有創意，還要有實力，攻讀研究所必須對症下藥。

（圖片來源／VicJuan's 再也不是好人的好站）

 

研究進修要能「適才適性」研究進修要能「適才適性」

爲了提升台灣未來的中堅份子所需的卓越競爭力，明白自己的需要且積極地充實準備是不二法門

，對於清楚自己興趣的人來說，進研究所有正面加分的效果。電信所的劉同學表示「大學部只是

知道問題、碩班是解決問題、博班是發現問題。」趙善正更肯定地說：「研究所大多數的課程較

取向獨立思考的趨勢，獨立報告、獨立製作，可以幫助我在台上或是在人際溝通上更有勇氣。」

追本溯源，面臨人生抉擇的十字路口時，能辨識正確道路的人只有自己，徹底地研究就業市場的

需求和未來進修的目標之後，如何虛心地接受批評、積極地補充不足的能力才是關鍵。目前在廣

告製作公司擔任剪接助理的牛庭軒直言：「不管你多厲害，在公司都很菜，跟心態有關係，你願

不願意去學習，還是挑剔這份工作的缺陷。」她更補充道：「所謂能力，還有人格特質！你是不

是願意學習和人相處？遇到事情有沒有能力解決？比如說，跟經紀公司交涉就需要口才，一開始

我也不會，反正就是要練習，然後不要抱怨。」

目前台灣正面臨「大學學歷不稀奇，碩士學歷正流行」的時代變遷，依照學校體系與科系類別的

不同，研究所的進修則是要「適才適性」；市場業界更是強調上進的工作態度和學習精神。尤其

是尚未確定志趣的年輕人，對於是否要就讀研究所抑或就業的選擇，要能三思而後行，才能在嚴

酷的職場交出亮眼的成績單。也切勿戀棧校園的單純環境，將研究所當作逃避現實的避風港；而

是珍惜校園豐富的人力和學術資源，有了豐厚專業能力的羽翼，才能翱翔於廣闊無際的職場天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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