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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研究生了沒大學畢業，研究生了沒

2008-12-06  記者 黃惠琳 報導

隨著大學廣設、少子化影響學齡人口下降等現象，大學錄取率逐年攀高。拿著大學畢業的學歷也

不再是求職的保證，考研究所逐漸成為許多大學生面臨畢業後出路的首要選擇。然而，近年來各

大學院校為了爭取經費，搶設研究所、招生人數大增的結果，碩士學歷也日益普遍。

每年有許多學生從大學開心畢業。　　　　　　　　　　　　　　　　　　圖片提供／張力仁

 

大學畢業不稀奇大學畢業不稀奇

在大學錄取率已經達到百分之百，零分都可以上大學，大學學歷一點都不稀奇的教育環境下，加

上現今經濟不景氣、工作難找，選擇畢業後繼續升學念研究所的大學生越來越多。日前推甄上交

通大學電子所的交大電工系四年級學生林瑞國說：「考研究所的動機當然是拿碩士文憑，以後好

找工作啊！」他認為先念研究所對自己未來的方向有股安心的作用，至少知道接下來兩年的路怎

麼走。然而現在研究所畢業生越來越多，擁有碩士學歷也不見得找得到工作，林瑞國則表示：「

如果碩士畢業都找不到工作了，更何況大學畢業生？」

畢業即失業，許多大學生即使完成一半以上的大學學業後，對自己的未來仍感到茫然，不知道該

何去何從，又擔心畢業後找不到好工作，因此定下考研究所的目標。現就讀交通大學電控系三年

級的陳彥宏說：「還不知道自己以後要幹麼，只好先補習、考研究所再說。」陳彥宏表示，身邊

有許多同學都為了考研究所而補習。林瑞國也說自己當初是跟著同學一窩蜂地去補習，只是補習

有沒有用還是要看個人，就跟高中補習一樣。當考研究所開始「流行」，原本以升大學補習班為

主的補習街，也逐漸轉型為升研究所補習班。動輒上萬的補習費，意外造福了補教界的生意。

當越來越多大學生選擇考研究所當作畢業出路，出現的另一現象為大學延畢人數增加。以往延畢

的學生可能是因為成績不達標準而無法畢業，故意延畢以求繼續過學生生活的人為少數。如今，

許多人為了有充足的時間準備考研究所，成績要順利畢業有困難的人會順勢延畢，甚至有些人會

故意讓學分數不夠或是讓某些學分被當掉。尤其是畢業會面臨兵役問題的男大學生，因為擔心當

兵期間沒有接觸學業，再回來考研究所更加困難，乾脆就選擇延畢。原本應在今年六月畢業的交

大電控系學生葉超明表示，他在去年暑假確定要考研究所，也同時確定自己要延畢，而且有許多

同學跟他一樣選擇延畢就是為了考研究所。葉超明認為：「自己在大學學到的東西其實不足夠，

念研究所除了為了將來好找工作，也希望在研究所期間能學到更多東西。」而學生延畢人數增加

也帶來其他問題，例如家庭經濟的負擔。現就讀於交大電控所一年級的謝一弘是在延畢一年後推

甄上研究所，他說：「多花家裡一年的錢，會覺得對不起父母，幸好有順利上研究所。」校園內

延畢人數增加，也影響校內資源的分配。謝一弘就說到如果當初不選擇延畢，就不能享受學校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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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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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另外，考研究所、故意延畢的風氣也造成人才滯留在校園，無法到社會上刺激競爭力。

歷年大專院校學生數                圖表來源：教育部統計

處               

 

考取研究所考取研究所  選校還是選系選校還是選系

根據教育部統計資料，碩士班學生人數從87學年度

的4萬人，到96學年度的17萬人，10年間成長了4

倍。畢業於中央大學經濟系、現就讀政治大學經濟

所一年級的楊育倫表示，他所屬的商管類研究所，

招生名額較少，還要跟許多排名前幾名的頂尖大學

學生競爭，錄取機率並不高。但反觀理工類的研究

所，招生人數較多，加上許多成績優秀的同學會同

時錄取上不同研究所，因此備取生最後錄取機率很

大，有的甚至備取一百名也可以上，他有許多中央

的同學都上了台大、清大等知名大學研究所。錄取

率逐年提高，從分數排名不如台清交成的大學考上

這些頂尖大學研究所的大有人在。當考研究所不再

像以前那麼困難，使大學生不只求研究所的學歷，

也重視研究所的名氣。而為了考上知名大學的研究

所，更助長了補習及延畢的風氣。楊育倫認為：「

一般都不會去考比自己大學名氣還差的學校研究所

。」

 Cheers雜誌2008年針對台灣1000大企業做的調

查顯示，各企業根據初次求職者的學歷作篩選時，

碩士不見得比學士吃香，原因是各企業還是看重畢

業的學校聲望，知名大學研究所畢業的碩

士學歷才能得到企業主管的青睞。畢業於交大應化系、現就讀台大化學所一年級的張宏毅，當初
決定不留在交大念研究所而選擇前往台大就是因為台大的名聲，他說：「希望藉由台大的光環，
之後可以出國念更好的學校或是找到比較好的工作。去台大當然也是為了換個環境。」然而，個
人俱備的能力也很重要，Cheers雜誌的調查指出，多數企業主管認為現今碩士畢業生立即工作的
表現力普遍不足。現為交大電控所二年級的學生許育綸表示：「念研究所讓自己有更多將理論應
用在實作上的機會，也是訓練自己的機會。」求職時，主管就可以根據研究所時的訓練成果來判
斷是否勝任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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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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向不明志向不明  先工作再說先工作再說

當然，並非所有的學生都會選擇考研究所作為畢業的

出路。交大電資學士班四年級學生楊宗憲在班上同學

幾乎全部都要繼續升學念研究所的情況下，選擇畢業

後要先當兵。他表示：「從大二的時候，開始發現自

己將來並不想走現在科系所學的相關領域。大三、大

四時去修了其他系的課，像是管科系、人社系，想做

一些自己比較有興趣的東西。既然還不確定自己想要

什麼，就先當兵吧。」相對於許多不知道自己明確目

標只好先考研究所的大學生，楊宗憲寧可慢慢找出適

合自己的路，也不願隨波逐流。而對於非理工科系出

身的多數學生而言，工作上的實務經驗比研究所念理

論還重要。現就讀於交大人社系四年級的吳依恬認為

：「既然現在沒有自己想唸的東西，那乾脆先去工作

。等到工作後，知道自己需要什麼再

大學畢業了，卻不見得每個畢業生都清楚自己未來的目

標　圖片來源：清華大學

考研究所。」她也表示：「有許多朋友沒念研究所，還是可以找到滿意的工作，而且有些工作要
做了以後才知道自己喜不喜歡、適不適合。」

當研究所出現大學化的現象，碩士的素質是否隨著降低？教育資源如果沒有隨著研究所人數擴增

，在有限的資源下，每個研究生所能分配到的資源也縮水；許多碩士生只是求畢業的文憑，而非

對研究的熱忱，以致出現論文水準降低的現象；而當研究所畢業生的素質不夠，也不見得憑著碩

士學歷就能領高薪。當使用較多教育資源的碩士生只能做原本大學畢業生即可做的工作時，除了

造成資源浪費，也造成了只擁有大學學歷以下的人口就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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