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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青少年狀況調查統計結果 

104 年 11 月 15 至 29 歲青少年計 449 萬 8 千人，在學比率 49.25％，

較 98 年上升 2.38 個百分點；惟隨著高等教育日益普及，願再升學比率

32.70％，則較 98 年下降 7.87 個百分點。15 至 29 歲有工讀經驗青少年占

44.39％，初次工讀年齡平均為 17.94 歲。而從最高學歷畢業後有工作過

之青少年計 220 萬人，有 82.11％認為求學過程中獲得之知識或經驗對其

工作有幫助，教育程度愈高者，認為有幫助之比率愈高。15 至 29 歲青少

年中 55.30％生活上有困擾，以學校課業、工作及感情、人際問題之比率

較高。 

一、求學概況及工讀經驗： 

104 年 11 月 15 至 29 歲青少年計 449 萬 8 千人，在學比率為

49.25％，較 98年之 46.87％上升 2.38個百分點，其中 15至 24歲與

25至 29歲青少年在學比率分別為 72.06％與 4.41％。 

隨著高等教育日益普及，15 至 29 歲青少年願意再升學者占

32.70％，較 98年之 40.57％下降 7.87個百分點，其中 15至 24歲與

25 至 29 歲青少年願意再升學者分別占其年齡層人數的 44.37％與

9.76％，均較 98年下降；15至 29歲願意升學之青少年希望達到之最

高教育程度以大專（含技術學院）占 56.80％為主，研究所亦占

41.44％。 

表 1 青少年求學概況及工讀經驗 

單位：千人、％ 

 人 數 在 學 比 率 升 學 意 願 曾工讀比率 
初次工讀平

均年齡（歲） 

104年11月 4 498 49.25 32.70 44.39 17.94 

15~24歲 2 981 72.06 44.37 39.99 17.75 

25~29歲 1 517 4.41 9.76 53.03 18.22 

98年 11月 4 935 46.87 40.57 … … 

15~24歲 3 042 72.02 56.81 … … 

25~29歲 1 893 6.46 14.48 … … 

新聞稿 

 



15 至 29 歲青少年曾經工讀過者占 44.39％，初次工讀年齡平均

為 17.94 歲，其中 15 至 24 歲與 25 至 29 歲青少年分別有 39.99％與

53.03％曾工讀過，初次工讀平均年齡分別為 17.75歲與 18.22歲；有

工讀經驗之 15 至 29 歲青少年中，98.16％認為工讀經驗對自身有幫

助，而從未工讀過之最主要原因以「擔心影響學業」居多。 

二、最高學歷畢業後初次尋職情形： 

104 年 11 月已正式就業（不含工讀、有酬實習、建教合作）或

未正式就業且未在學之 15至 29歲青少年計 237萬 8千人，其中從最

高學歷畢業時已有工作者占 27.35％，畢業前已開始找尋工作者占

15.60％，畢業後未滿 6個月即尋職者占 42.50％，僅 3.28％畢業至今

未找尋工作。教育程度為國中及以下者，畢業後 1年以上才開始找尋

工作者占 13.55％，畢業至今未找尋工作者亦占 11.84％，比率高於

其他教育程度。15至 29歲青少年未立即找尋工作（指從最高學歷畢

業時無工作，且畢業後 1個月以上才開始初次找尋工作或從未找尋工

作）主因「尚未決定升學或就業（方向）」。 

表 2 青少年從最高學歷畢業後之初次尋職情形 

104年 11月                                      單位：千人、％ 

 

總計 

畢業時

已有工

作 

畢業時無工作，開始找尋工作時間 

（不含服役時間） 

人數 百分比 合計 

畢業前

已開始

找尋工

作 

畢業後

未滿 6 

個月 

畢業後

6個月 

以上， 

未滿 1

年 

畢業後

1年 

以上 

畢業至

今從未

找尋工

作 

總  計 2 378 100.00 27.35 72.65 15.60 42.50 5.34 5.93 3.28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99 100.00 13.84 86.16 14.41 40.46 5.91 13.55 11.84 

高中（職） 695 100.00 29.48 70.52 12.93 41.20 5.53 7.62 3.24 

大專及以上 1 584 100.00 27.26 72.74 16.85 43.20 5.22 4.71 2.76 

三、學用配合狀況： 

104 年 11 月從最高學歷畢業後有工作過之 15 至 29 歲青少年計

220萬人，其中認為求學過程中獲得之知識或經驗對其工作有幫助者

占 82.11％，以「科系專業課程」為最主要幫助之比率最高；17.89％

則認為沒有任何幫助。大專及以上程度者認為求學過程中獲得之知識

或經驗對其工作有幫助者達 90.91％，較高中（職）與國中及以下程

度者的 68.96％與 34.27％均高，且 60.21％大專及以上程度青少年認

為「科系專業課程」是最主要幫助。 



表 3 求學過程之知識或經驗對青少年畢業後工作之幫助情形 

104年 11月                                   單位：千人、％ 

 

總計 有幫助，最主要幫助之知識或經驗 
沒有

任何

幫助 人數 百分比 合計 
科系專 

業課程 

通識、 

共同課

程 

工讀、實

（見）習

經驗 

社團、幹

部或志

工經驗 

課外補習課

程（語言、

電腦等） 

其他 

幫助 

總  計 2 200 100.00 82.11 49.13 5.62 18.07 3.38 3.54 2.37 17.89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86 100.00 34.27 - 13.78 10.87 0.72 5.50 3.39 65.73 

高中（職） 661 100.00 68.96 31.12 7.13 22.45 2.50 2.91 2.85 31.04 

大專及以上 1 453 100.00 90.91 60.21 4.46 16.50 3.94 3.71 2.09 9.09 

註：「其他幫助」包括「競賽、活動經驗」、「輔導室諮詢、評量」及「其他」。 

教育程度為高職、大專及以上之青少年，從最高學歷畢業後有工

作過者計 194萬 5千人，其中認為主（副）修科系所學之專業課程對

工作有較大幫助者占 64.29％，尤以就讀科系類別為「軍警及其他」、

「醫」、「法」、「教育」、「理」與「藝術、設計」者均超過 7成

較高，而就讀「農」、「社會」與「民生」科系類別者均未達 6 成；

認為沒有太大幫助者的最主要原因以「未能找到學以致用的工作機

會」居多。 

表 4 青少年認為主（副）修科系之專業課程對畢業後工作之幫助情形 

104年 11月                                              單位：％ 

 總計 
有較大 

幫助 

     沒有太大幫助，最主要原因 

合計 

所修科系 

相關工作 

機會太少 

未能找到學

以致用的工

作機會 

學用配合 

並非選擇 

工作的重 

要條件 

其他 

總  計 100.00 64.29 35.71 3.85 20.11 11.23 0.52 

科系類別        

文 100.00 64.20 35.80 7.25 21.27 7.28 - 

法 100.00 78.11 21.89 5.08 10.73 6.08 - 

商、管理、傳播 100.00 62.82 37.18 4.06 20.19 12.56 0.36 

理 100.00 74.68 25.32 1.43 14.99 8.33 0.58 

工 100.00 62.74 37.26 2.57 21.93 11.96 0.80 

農 100.00 50.50 49.50 10.72 27.45 11.33 - 

醫 100.00 80.12 19.88 2.63 6.86 10.40 - 

教育 100.00 75.21 24.79 2.17 15.82 5.82 0.98 

民生 100.00 57.74 42.26 3.25 24.08 13.82 1.11 

藝術、設計 100.00 74.37 25.63 4.86 15.42 5.35 - 

社會 100.00 52.48 47.52 10.99 32.34 4.18 - 

軍警及其他 100.00 82.15 17.85 7.13 5.91 4.81 - 

註：高職、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方具主（副）修科系之專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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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活概況： 

104 年 11 月 15 至 29 歲青少年生活上有困擾者占 55.30％，

44.70％則無生活上困擾。15至 24歲青少年生活上之困擾以「學校、

課業問題」與「感情、心理、人際問題」比率較高，分別為 38.91％

與 36.06％，25至 29歲青年則以「工作問題」43.71％最高，「感情、

心理、人際問題」35.49％居次；至於 15 至 24 歲與 25 至 29 歲青少

年遇到學校、課業、工作或感情、心理、人際問題時，均以同學、同

事或朋友為主要傾訴對象，遇到家庭或經濟問題時，則多以父母為商

談對象。 

圖 青少年生活困擾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