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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考了沒？研究所考了沒？

2007-10-06  報導／� 謝甄芳 

大學生起薪低、工作難找，成為考研究所的主因？大學生起薪低、工作難找，成為考研究所的主因？

空氣中依舊瀰漫著各式食物和體味，雜夾點冷氣的味道

壓的低低的天花板，擁擠的座位，賣命搞笑演出的老師

破舊的大樓，死沈沈的大學生，苦悶的氣味……

這是劉同學對於考研究所補習班的感觸。

在台灣，問起即將畢業的大學生，或甫上研究所的同學對「為什麼要念研究所」的看法，他們的

回答大部分是這樣的：「因為學歷不夠啊」、「找工作需要嘛」。由此顯示，考研究所似乎變成

一種流行的壓力而非追求知識的熱情。絕大多數的心態都是──因為大家都在考，所以也跟著去念

，因為大家都在補習班，所以也跟著報名。

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的陳群典也坦承，「現在大學文憑不值錢了，大學畢業就像以前高中畢業一

樣。而且在台灣工作，第一關看的就是你的學歷」，一語道出台灣教育環境的無奈。

文憑真的這麼重要嗎？根據主計處去年統計，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達到四．三六％，高於整體平

均失業率三．九一％。在現今大學生滿街跑，俯首即是的情況下，競爭的壓力讓他們選擇了繼續

深造。然而，在兩年深造之後，所學真的比較寬廣嗎？

「就當作繼續尋找一個未知的目標吧，說不定念了之後有什麼改變也說不定」，台灣大學外文系

徐同學這麼說，「有點跟著人群走吧」。

「其實還是有一些進步啦，像是簡報能力、英文閱讀能力等等」，交大陳群典說。

「或許吧，我目前所學的科系真的沒什麼，所以想念研究所多學一點」，政治大學政治系羅伊君

說。

在眾多的答案中，「追求更高的學問」似乎成了一種瀕臨絕種的答覆。

 

研究所到底要研究什麼？研究所到底要研究什麼？

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在「為什麼要念研究所」一文中曾經提到，研究所和大學的差別就是：大學所

學的是人類已知的學問，研究所要探索的是未知的學問。

以上所言無非是教育最高的理想標的，但台灣實際的情形卻是大學高職化，研究所大學化的型態

，碩士生是否學習到更高深的學問，似乎不是莘莘學子們所追求的，能夠考上、取得學歷證明，

才是最主要目的。

這正是當前教育環境的一個大問題。大學真正該培養的，應該是完整的人格、待人處事的態度，

研究所則是對於未知問題的再深造，現在卻本末倒置，將學生訓練成一個個的學習機器，學校也

成了職業訓練中心。前陣子新聞所報導「大學生因從事直銷而休學」的風潮，正與現今的教育環

境大有關連，因為這些學生將賺錢視為最高目標，認為學校所學相對無用，因此選擇放棄學業這

條路。

「大多直銷公司都會講類似的『學歷無用論』，只是洗腦程度深或淺罷了」，曾經從事過直銷工

作的麥智堯同學說，「作直銷需要投注大量時間，因此取捨之下會將平常對人生較沒意義的時間

拿來作直銷」。

賺大錢、找工作第一，念書是「較沒意義」的事情。

念書的目的變成賺錢，因此學生們煩惱的不是知識學問，而是成績夠不夠高來推甄、畢業後是否

能找到高薪工作。台灣的教育環境雖然如此，但是，大學真正能夠學到什麼、研究所能夠研究什

麼，或許每個人心中有不同的答案。即便如此，還是有許多人在校園中獲取知識，更甚者，知識

之外的東西，所學的深淺寬窄，其實端看個人求知心態。

「研究所所學比較精，也學到較多做事情的方法」交大電子所曾知業說，「當然，動力還是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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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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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要，念得很盲目，最後休學的同學也有」。

「研究所很多東西要學喔」，由交大土木系轉念台灣大學化工所的陳君美說。

「我真的很喜歡念書阿…只是準備推甄考研究把我搞得很煩」，目前正於重考班準備推甄研究所

的劉佳惠這麼說。

「認識厲害的人、團隊合作、寬廣視野」，問起交大畢業生蘇心平在大學學到了什麼，他的回答

是這樣的，「至於課堂上學到的東西我都忘光光了！」

李遠哲：人生最有趣的事是能做自己喜歡的工作李遠哲：人生最有趣的事是能做自己喜歡的工作

幾個禮拜前，商業周刊連續兩期的封面標題分別為，「夠膽，才會贏！」、「新草根狀元」，內

容提到美國教育部長萊禮說：「二○一○年最熱門的職業，現在還沒有出現」，這揭示著新世代

的來臨，代表職場急速變動的潮流。你能想像折汽球也能折出一片天的貧困少年、為了實現夢想

而去跑船的商管學生……這些人，都是放棄主流價值，只為成為自我人生的掌舵者不惜冒險犯難

的鬥士。

再怎麼熱門的行業，人才總有飽滿的一天，就算得到了也不見得是自己想要的。例如過去冷門的

殯葬服務業，有誰會料到竟會名列為去年「月薪成長幅度最大的職業」第二名；又例如現代人愛

美的趨勢，突然竄起的指甲彩繪也成為高收入行業；而過去最受嚮往的「醫師、律師、會計師」

的薪水，也創下最近四年的新低。

未來固定軌道的消失，職場變動越加地快速，鈔票不會認你的學歷，唯一認的就是你的創意和膽

識。或許，念不念研究所並非重點，也不是唯一能夠選擇的道路，重要的是發掘自我的價值和興

趣，一旦有了熱忱，條條大路通羅馬，有了興趣，哪怕是工作辛苦，做出特色，成就感就自然而

然上來。

「我大學才發現對管理跟理財方面有興趣，所以想轉念相關研究所。」，交大資工系黃照展這麼

說。

「念完四年就知道這不是自己的興趣，往後少說至少還有二十年的時光在工作，既然如此還不趕

快停損」，交大畢業生蘇心平認為，「我想做有興趣又賺錢的事，work hard, and have fun」

。他於交大資科系畢業後，其他同學紛紛選讀研究所，而他卻選擇做想做的事，因為清楚知道自

己並沒有興趣。

人生的道路，不只限於研究所。怕麻煩、怕辛苦、怕批評，就什麼事都做不好，唯有熱忱才是關

鍵。俗話說：「行百里，半九十」，我們都還在人生的路上繼續往前走，那你呢？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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