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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第 2 季企業用人與就業市場趨勢專題調查 

【2014 企業徵才&聘用新鮮人意願調查】調查結果分析報告 

 

壹、前  言 

一、 研究動機： 

    又到了春暖花開的畢業季，大批畢業生即將投入職場，而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

化，導致就業市場的競爭日益激烈，究竟如何在眾多的競爭者脫穎而出，是一個相關

重要的議題。 

    有鑑於此，「全國就業 e網」將針對求才會員隨機抽樣進行【2014企業徵才&聘用

新鮮人意願調查】，了解各產業企業進用職場新鮮人的意願，以及履歷表脫穎而出與

錄用與否的影響因素，並了解職場新鮮人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另外，透過此調查，

希望亦能了解新鮮人任職後的調薪機會。 

    為讓調查結果能更發現企業變化的趨勢，特別規劃部分題目與 102年 Q2的調查

題目一致，後續分析將放入跨年度比較，以提升此份報告的豐富性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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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說明 

一、 調查主題：2014企業人才進用&聘用新鮮人意願調查 

 

二、 調查期間：103 年 5 月 12 日～6 月 6 日。 

 

三、 調查方式：採電話問卷方式進行。 

 

四、 調查對象：全國就業 e 網求才會員 

 

五、 抽樣設計及方法： 

    本調查共計回收有效樣本數 1,077 份。為避免資料分析時造成推論的偏差，

本研究分別依「行業別」與「區域」採分層隨機抽樣，並對回收樣本與母體結構

進行卡方適合度檢定，以確保樣本與母體的結構是一致的。 

 

 

 

 

 

 



P.4 

一致性檢定－地區別 

縣市別 母體數 樣本數 期望個數 χ2 

北部地區 17,609 403 397.38 0.08 

中部地區 13,825 306 311.99 0.11 

南部地區 14,498 328 327.17 0.00 

東部地區 1,793 40 40.46 0.01 

總計 47,725 1,077 1,077.00 0.20 

χ2 =0.20 < χ2(自由度 3, 顯著水準 0.05) =7.815   

 

一致性檢定－行業別 

行業別 母體數 樣本數 期望個數 χ2 

一般服務業 1,642  37 37.05  0.00  

技術服務業 1,561  37 35.23  0.09  

旅遊餐飲業 4,135  92 93.31  0.02  

批發零售業 8,190  183 184.82  0.02  

金融保險業 590  14 13.31  0.04  

電子資訊業 1,935  43 43.67  0.01  

倉儲物流業 837  21 18.89  0.24  

傳統製造業 18,198  403 410.67  0.14  

傳播出版業 272  10 6.14  2.43  

營建不動產 1,991  47 44.93  0.10  

公行社服業 745  17 16.81  0.00  

教育學術業 1,641  38 37.03  0.03  

醫療保健業 2,223  50 50.17  0.00  

其他行業 3,765  85 84.96  0.00  

總計 47,725  1,077 1,077.00  3.10  

χ2 =3.10 < χ2(自由度 13, 顯著水準 0.05) =2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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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調查結果 

一、 基本資料 

(一) 行業別 

總樣本中之受訪企業行業別以「傳統製造業」的受訪者比率最多，佔 37.42%，其次為「批

發零售業」佔 16.99%，「旅遊餐飲業」則佔 8.54%。詳如表 1及圖 1。 

 

表 1：樣本行業別分析表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行業別 家數 百分比(%) 

傳統製造業 403  37.42  

批發零售業 183  16.99  

旅遊餐飲業 92  8.54  

其他行業 85  7.89  

醫療保健業 50  4.64  

營建不動產 47  4.36  

電子資訊業 43  3.99  

教育學術業 38  3.53  

一般服務業 37  3.44  

技術服務業 37  3.44  

倉儲物流業 21  1.95  

公行社服業 17  1.58  

金融保險業 14  1.30  

傳播出版業 10  0.93  

總計 1,07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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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樣本行業別分析圖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傳統製造業

37.42%

批發零售業

16.99%

旅遊餐飲業

8.54%

其他行業

7.89%醫療保健業

4.64%

營建不動產

4.36%

電子資訊業

3.99%

教育學術業

3.53%

一般服務業

3.44%

技術服務業

3.44%

倉儲物流業

1.95%

公行社服業

1.58%

金融保險業

1.30% 傳播出版業

0.93%

 

 

 



P.8 

(二) 公司所在地 

總樣本中之受訪企業地區別以「北部地區」最多，佔 37.42%，其次為「南部地區」佔 30.45%，

「中部地區」佔 28.41%，「東部地區」則佔 3.72%。詳如表 2及圖 2。 

 

表 2：樣本地區別分析表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地區別 家數 百分比(%) 

北部地區 403 37.42 

南部地區 328 30.45 

中部地區 306 28.41 

東部地區 40 3.72 

總計 1,077 100.00 

 

圖 2：樣本地區別分析圖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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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員工數 

本題為開放填答，若進一步做員工數的歸類，總樣本中之受訪企業員工數以「超過 250人」

最多，佔 34.17%，其次為「101-249人」，佔 32.68%，再次之為「31-99人」，佔 21.45%。

詳如表 3及圖 3。 

 

表 3：樣本員工數分析表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員工數 家數 百分比(%) 

超過 250人 368 34.17  

100-249人 352 32.68  

30-99人 231 21.45  

1-29人 126 11.70  

總計 1,077  100.00  

 

圖 3：樣本員工數分析圖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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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查結果統計 

【第 1 題】請問，根據貴公司今年的徵才狀況，平均一個職缺大約會收到幾份履歷?  

調查結果顯示，根據受訪企業今年的徵才狀況，平均一個職缺所收到的履歷數，以「0~10份」為

最多，佔 44.85%，其次為「11~20份」，佔 22.84%，再次之為「21~30份」，佔 15.32%。詳如表 4

及圖 4。 

 

表 4：受訪企業收到的平均履歷數分析表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受訪企業收到的平均履歷數 家次 百分比(%) 

0~10份 483  44.85  

11~20份 246  22.84  

21~30份 165  15.32  

60份以上 71  6.59  

31~40份 52  4.83  

41~50份 35  3.25  

51~60份 25  2.32  

總計 1,077 100.00  

 

 

 

 

 

 

 

 

 

 

 

 

 

 

 

 

 

 



P.11 

圖 4：受訪企業收到的平均履歷數分析圖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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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題】請問，您在篩選人才履歷時，平均花多少時間決定是否列入候選名單?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企業篩選人才履歷以列入候選名單的時間，以「超過 3 分鐘」為最多，佔

51.72%，其次為「1.1~1.5 分鐘」，佔 14.58%，再次之為「2.6~3 分鐘」，佔 9.19%。詳如表 5 及

圖 5。 

 
表 5：篩選人才履歷時間分析表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篩選人才履歷時間 家次 百分比(%) 

超過 3分鐘 557  51.72  

1.1~1.5分鐘 157  14.58  

2.6~3分鐘 99  9.19  

1.6~2分鐘 85  7.89  

41~60秒 74  6.87  

20秒以內 43  3.99  

21~40秒 32  2.97  

2.1~2.5分鐘 30  2.79  

總計 1,07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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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篩選人才履歷時間分析圖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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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題】請問您認為下列哪種履歷最容易吸引你的目光？ 

由調查結果顯示，最吸引企業目光的履歷，回答「詳述過去具體事績」的最多，佔 75.77%，其次

為「文辭並茂的自傳」，佔 11.79%，再次之為「檢附作品集」，佔 4.36%；「其他」佔 0.46%，其回

答為「檢附相關證照」等。詳如表 6及圖 6。 

 
表 6：最吸引企業目光的履歷分析表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最吸引企業目光的履歷 家次 百分比(%) 

詳述過去具體事績 816 75.77  

文辭並茂的自傳 127 11.79  

檢附作品集 47 4.36  

檢附自行設計的履歷表 38 3.53  

檢附英文履歷自傳 20 1.86  

履歷填寫完整即可 13 1.21  

檢附影音檔 6 0.56  

學經歷較重要 3 0.28  

依用人單位而定 2 0.18  

其他 5 0.46  

總計 1,07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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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最吸引企業目光的履歷分析圖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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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題】請問，貴公司在審視履歷時，最常發現的問題是? (可複選) 

由調查結果顯示，貴公司在審視履歷時，最常發現的問題以「描述條件與應徵工作內容不符」最

多，佔 52.92%，其次為「沒寫自傳或自傳過於簡單」，佔 49.58%，再次之為「履歷照片不夠正式」，

佔 31.48 %。詳如表 7及圖 7。 

 
表 7：審視履歷常發現的問題分析表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審視履歷常發現的問題 家數 百分比(%) 

描述條件與應徵工作內容不符 570 52.92  

沒寫自傳或自傳過於簡單 534 49.58  

履歷照片不夠正式 339 31.48  

薪水要求不合理 231 21.45  

履歷過於制式，無法凸顯本身專長 226 20.98  

錯字太多 152 14.11  

用字遣詞不夠正式，如使用火星文 140 13.00  

履歷填寫不完整 18 1.67  

聯絡地址/電話填寫不完整 8 0.74  

履歷未貼照片 4 0.37  

未發現問題 64 5.94  

總計 1,077 100.00 

*說明：本問項為複選題，各細項合計超過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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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審視履歷常發現的問題分析圖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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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題】請問貴公司在決定求職者錄用與否時，下列何者是較重要的條件？ 

由調查結果顯示，受訪企業在決定求職者錄用與否的重要條件，以回答「工作經歷」的最多，佔

41.60%，其次為「人格特質」，佔 22.75%，再次之為「專業知識與技術」，佔 18.66 %；「其他」

佔 0.84%，其回答為「以上皆是」等。詳如表 8及圖 8。 

 

表 8：決定求職者錄用與否的較重要條件分析表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決定求職者錄用與否的較重要條件 家數 百分比(%) 

工作經歷 448 41.60  

人格特質 245 22.75  

專業知識與技術 201 18.66  

學歷與科系 79 7.34  

口語表達能力 38 3.53  

邏輯思考能力 22 2.04  

依據職位而定 14 1.30  

薪資要求 9 0.84  

外語能力 5 0.46  

人脈關係 4 0.37  

靈活創意思維 3 0.28  

其他 9 0.84  

總計 1,07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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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決定求職者錄用與否的較重要條件分析圖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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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題】請問貴公司在選用新鮮人時，會傾向選用哪種經歷的人才？(可複選) 

由調查結果顯示，受訪企業在選用新鮮人時，最傾向選用「在學期間有實習經驗者」，佔 57.29%，

其次為「在學期間有打工經驗者」，佔 51.81%，「在學期間已考取證照者」再次之，佔 41.50%；「其

他」佔 1.58%，其回答為「依職位而定」等。詳如表 9及圖 9。 

 

表 9：受訪企業傾向選用的新鮮人類型分析表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受訪企業傾向選用的新鮮人類型 家數 百分比(%) 

在學期間有實習經驗者 617  57.29  

在學期間有打工經驗者 558  51.81  

在學期間已考取證照者 447  41.50  

有社團經驗者 203  18.85  

有擔任校務工作者(例：學生會長) 120  11.14  

參與比賽獲得獎項者 112  10.40  

在校曾擔任助教者 81  7.52  

不重視在學經歷 41  3.81  

有工作熱忱最重要 20  1.86  

須相關科系畢業 11  1.02  

在校成績優異 4  0.37  

其他 17  1.58  

總計 1,077  100.00  

*說明：本問項為複選題，各細項合計超過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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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受訪企業傾向選用的新鮮人類型分析圖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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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題】請問，怎樣條件的新鮮人，貴公司願意提供高於平均值的薪水 (可複選)？ 

由調查結果顯示，受訪企業願意提供高於平均值的薪水給何種條件的新鮮人，回答「突出的專業

能力」的最多，佔 48.84%，其次為「具備專業證照」，佔 36.77%，再次之為「優良的溝通表達能

力」，佔 27.48%；回答「以上均沒有影響」者佔 19.68%。詳如表 10及圖 10。 

 

表 10：受訪企業願意提供高於平均值薪水狀況分析表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受訪企業願意提供高於平均值薪水狀況 家次 百分比(%) 

突出的專業能力 526 48.84  

具備專業證照 396 36.77  

優良的溝通表達能力 296 27.48  

具備未來發展潛力 278 25.81  

良好的外語能力 251 23.31  

良好的面試臨場反應 209 19.41  

國內外名校畢業 78 7.24  

在校成績優異 52 4.83  

有輔系或雙學位資格 50 4.64  

以上均沒有影響 212 19.68  

總計 1,077 100.00  

*說明：本問項為複選題，各細項合計超過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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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受訪企業願意提供高於平均值薪水狀況的分析圖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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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題】請問，若是新進員工的工作表現優異，何時能有加薪機會？ 

由調查結果顯示，受訪企業認為若是新進員工的表現優異，可能的加薪時間點，回答「3個月內」

的最多，佔 50.42%，其次為「4~6 個月」，佔 24.14%，再次之為「7~12 個月」，佔 12.16%；回答

「19~24個月」的最少，佔 0.19%。詳如表 11及圖 11。 

 

表 11：新進員工加薪時間點的分析表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新進員工加薪時間點 家次 百分比(%) 

3個月內 543 50.42  

4~6個月 260 24.14  

7~12個月 131 12.16  

13~18個月 98 9.10  

24個月以上 43 3.99  

19~24個月 2 0.19  

總計 1,077 100.00  

 

圖 11：新進員工加薪時間點的分析圖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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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題】請問貴公司是否有提供學生實習或打工機會？ 

由調查結果顯示，受訪企業是否有提供學生實習或打工機會，回答「是」的比率高達 61.19%，回

答「否」的比率僅有 38.81%。詳如表 12及圖 12。 

 

表 12：受訪企業是否有提供實習或打工機會分析表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受訪企業是否有提供實習或打工機會 家次 百分比(%) 

是 659 61.19  

否 418 38.81  

總計 1,077 100.00  

 

圖 12：受訪企業是否有提供實習或打工機會分析圖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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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題】畢業季即將來臨，請問貴公司是否願意僱用社會新鮮人?  

由調查結果顯示，受訪企業僱用新鮮人的意願，回答「願意」的比率高達 93.96%，回答「不願意」

的比率僅有 6.04%。詳如表 13及圖 13。 

 
表 13：受訪企業僱用新鮮人意願分析表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受訪企業僱用新鮮人意願 家次 百分比(%) 

願意 1,012 93.96  

不願意 65 6.04  

總計 1,077 100.00  

 

圖 13：受訪企業僱用新鮮人意願分析圖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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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題】請問，貴公司願意聘用新鮮人的原因是？(可複選) 

由調查結果顯示，受訪企業願意聘用新鮮人的原因，第一名為「可塑性較高」，佔 65.71%，第二

名為「配合意願較高」，佔 43.28%，第三名為「積極有企圖心」，佔 28.06%；回答「其他」者僅

佔 0.49%，其回答為「適應能力較佳」等。詳如表 14及圖 14。 

 

表 14：受訪企業願意聘用新鮮人原因分析表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受訪企業願意聘用新鮮人原因 家次 百分比(%) 

可塑性較高 665 65.71  

配合意願較高 438 43.28  

積極有企圖心 284 28.06  

薪資成本較低 156 15.42  

新鮮人較不挑工作 113 11.17  

只要符合職缺條件即可 88 8.70  

為善盡社會責任 24 2.37  

工作態度最重要 13 1.28  

企業需要新血 4 0.40  

其他 5 0.49  

總計 1,012 100.00  

*說明：本問項為複選題，各細項合計超過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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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受訪企業願意聘用新鮮人原因分析圖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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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題】請問，貴公司不願意聘用新鮮人的原因是？(可複選) 

由調查結果顯示，受訪企業不願意聘用新鮮人的原因，第一名為「畢業季期間沒有人力需求」，

佔 44.62%，第二名為「希望招募有工作經驗的求職者」，佔 43.08%，第三名為「新鮮人的穩定性

不夠」，佔 26.15%；回答「其他」者僅佔 1.54%。詳如表 15及圖 15。 

 

表 15：受訪企業不願意聘用新鮮人原因分析表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受訪企業不願意聘用新鮮人原因 家次 百分比(%) 

畢業季期間沒有人力需求 29 44.62  

希望招募有工作經驗的求職者 28 43.08  

新鮮人的穩定性不夠 17 26.15  

工作無法立即上手 13 20.00  

挫折忍受度待加強 9 13.85  

訓練成本過高 5 7.69  

其他 1 1.54  

總計 65 100.00  

*說明：本問項為複選題，各細項合計超過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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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受訪企業不願意聘用新鮮人原因分析圖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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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題】請問 貴公司近期是否有人才短缺的現象嗎？ 

由調查結果顯示，受訪企業近期有無人才短缺的現象，回答「是」的較多，佔 73.26%，回答「否」

的較少，佔 26.74%。詳如表 16及圖 16。 

 
表 16：受訪企業近期人才短缺狀況分析表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受訪企業近期人才短缺狀況 家次 百分比(%) 

是 789 73.26  

否 288 26.74  

總計 1,077 100.00  

 

圖 16：受訪企業近期人才短缺狀況分析圖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是

73.26%

否

26.74%

 



P.32 

【第 14 題】請問是哪些方面的職務人才較易出現短缺狀況？（可複選） 

由調查結果顯示，有人才短缺現象的 789 家企業中，其較易出現人才短缺的職務，以「技術/維

修/操作」最多，佔 41.32%，其次為「品管/製造/環衛」，佔 15.46%，再次之為「工程/研發/生

技」，佔 14.83%。詳如表 17及圖 17。 

 

表 17：容易出現短缺狀況的職務分析表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容易出現短缺狀況的職務 家數 百分比(%) 

技術/維修/操作 326 41.32  

品管/製造/環衛 122 15.46  

工程/研發/生技 117 14.83  

客服/門市 86 10.90  

業務/貿易/銷售 85 10.77  

經營/行政/總務 78 9.89  

旅遊/餐飲/休閒 69 8.75  

醫療/美容/保健 44 5.58  

物流/運輸/資材 39 4.94  

營建/製圖/施作 29 3.68  

保全/消防/警衛 21 2.66  

教育/學術/研究 15 1.90  

清潔/家事/保姆 15 1.90  

行銷/企劃/專案 12 1.52  

資訊/軟體/系統 11 1.39  

財務/金融/保險 10 1.27  

廣告/公關/設計 10 1.27  

人資/法務/智財 6 0.76  

傳播/娛樂/藝術 2 0.25  

農林漁牧相關 2 0.25  

總計 789 100.00  

*說明：本問項為複選題，各細項合計超過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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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容易出現短缺狀況的職務分析圖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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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題】請問，針對要找工作的社會新鮮人，您會給他們什麼建議？(可複選) 

由調查結果顯示，受訪企業給新鮮人的建議，以「求職前，先了解產業或職務內容再應徵」最多，

佔 56.08%，其次為「加強專業能力」，佔 37.42%，再次之為「釐清本身的職涯方向」，佔 32.78%，

回答「其他」者僅佔 1.39%，其回答為「要更有責任感」等。詳如表 18及圖 18。 

 

表 18：受訪企業給新鮮人的建議分析表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受訪企業給新鮮人的建議 家數 百分比(%) 

求職前，先了解產業或職務內容再應徵 604 56.08  

加強專業能力 403 37.42  

釐清本身的職涯方向 353 32.78  

多考取專業領域證照或執照 237 22.01  

對薪水和福利要求符合市場行情 224 20.80  

個人履歷表須更精緻化、差異化 161 14.95  

加強外語能力 154 14.30  

加強面試技巧 152 14.11  

工作態度要更積極主動 74 6.87  

抗壓性要加強 28 2.60  

加強面試禮儀(如不要遲到) 15 1.39  

工作穩定性要加強 11 1.02  

一定要貼履歷照片 5 0.46  

不要常遲到 2 0.19  

其他 15 1.39  

無意見 11 1.02  

總計 1,077 100.00  

*說明：本問項為複選題，各細項合計超過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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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受訪企業給新鮮人的建議分析圖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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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交叉分析 

一、 受訪企業「收到的平均履歷數」交叉分析 

交叉分析結果發現，受訪企業於一個職缺「收到的平均履歷數」，會因受訪企業行業別、員工數、

公司所在地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若以行業別來看，「電子資訊業」收到的平均履歷數在「60

份以上」比率高達 60.47%，而勞力密集的「一般服務業」、「旅遊餐飲業」和「倉儲物流業」收

到的平均履歷數，超過 60%是落在「0~10份」；若以員工數來看，員工人數愈多，收到的平均履

歷數愈多；若以公司所在地來看，「東部地區」收到的平均履歷數在「0~10 份」比率高達 80%，

其他地區於「0~10份」比率均在 50%以下。詳見表 19。 

 
表 19：受訪企業「收到的平均履歷數」交叉分析（單位：家）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選項 

 基本資料 
0~10份 11~20 份 21~30 份 31~40 份 41~50 份 51~60 份 60 份以上 總計 

總計 
483  246  165  52  35  25  71  1,077  

44.85% 22.84% 15.32% 4.83% 3.25% 2.32% 6.59% 100.00% 

行業別* 

(P=0.000) 

一般服務業 
27  7  2  1  0  0  0  37  

72.97% 18.92% 5.41% 2.70% 0.00% 0.00% 0.00% 100.00% 

技術服務業 
13  7  7  2  2  3  3  37  

35.14% 18.92% 18.92% 5.41% 5.41% 8.11% 8.11% 100.00% 

旅遊餐飲業 
63  13  7  1  4  1  3  92  

68.48% 14.13% 7.61% 1.09% 4.35% 1.09% 3.26% 100.00% 

批發零售業 
70  43  36  11  6  8  9  183  

38.25% 23.50% 19.67% 6.01% 3.28% 4.37% 4.92% 100.00% 

金融保險業 
5  4  1  0  0  0  4  14  

35.71% 28.57% 7.14% 0.00% 0.00% 0.00% 28.57% 100.00% 

電子資訊業 
2  1  4  6  1  3  26  43  

4.65% 2.33% 9.30% 13.95% 2.33% 6.98% 60.47% 100.00% 

倉儲物流業 
13  4  1  1  1  0  1  21  

61.90% 19.05% 4.76% 4.76% 4.76% 0.00% 4.76% 100.00% 

傳統製造業 
156  106  79  23  18  5  16  403  

38.71% 26.30% 19.60% 5.71% 4.47% 1.24% 3.97% 100.00% 

傳統出版業 
2  2  4  1  0  0  1  10  

20.00% 20.00% 40.00% 10.00% 0.00% 0.00% 10.00% 100.00% 

營建不動產 
27  7  7  2  0  3  1  47  

57.45% 14.89% 14.89% 4.26% 0.00% 6.38% 2.13% 100.00% 

公行社服業 
9  5  2  1  0  0  0  17  

52.94% 29.41% 11.76% 5.88% 0.00% 0.00% 0.00% 100.00% 

教育學術業 
18  13  6  0  0  0  1  38  

47.37% 34.21% 15.79% 0.00% 0.00% 0.00% 2.63% 100.00% 

醫療保健業 
19  14  5  3  3  2  4  50  

38.00% 28.00% 10.00% 6.00% 6.00% 4.00% 8.00% 100.00% 

其他行業 
59  20  4  0  0  0  2  85  

69.41% 23.53% 4.71% 0.00% 0.00% 0.00% 2.35% 100.00% 

員工數* 

(P=0.015) 

1-29人 
86  20  15  2  1  2  0  126  

68.25% 15.87% 11.90% 1.59% 0.79% 1.59% 0.00% 100.00% 

30-99 人 120  48  35  10  2  7  9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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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5% 20.78% 15.15% 4.33% 0.87% 3.03% 3.90% 100.00% 

100-249人 
152  82  61  20  10  9  18  352  

43.18% 23.30% 17.33% 5.68% 2.84% 2.56% 5.11% 100.00% 

250人及以上 
125  96  54  20  22  7  44  368  

33.97% 26.09% 14.67% 5.43% 5.98% 1.90% 11.96% 100.00% 

公司所在地* 

(P=0.009) 

北部地區 
167  106  59  20  12  7  32  403  

41.44% 26.30% 14.64% 4.96% 2.98% 1.74% 7.94% 100.00% 

中部地區 
142  59  50  20  11  9  15  306  

46.41% 19.28% 16.34% 6.54% 3.59% 2.94% 4.90% 100.00% 

南部地區 
142  75  55  12  12  8  24  328  

43.29% 22.87% 16.77% 3.66% 3.66% 2.44% 7.32% 100.00% 

東部地區 
32  6  1  0  0  1  0  40  

80.00% 15.00% 2.50% 0.00% 0.00% 2.50% 0.00% 100.00% 

註 1：「本調查資料採用電子計算機處理，因四捨五入關係，故總計數與各細項和之尾數，容或有未能相符。」 

註 2：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0.05，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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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訪企業「篩選人才履歷時間」交叉分析 

交叉分析結果發現，受訪企業篩選人才履歷的時間，會因受訪企業行業別、員工數與公司所在

地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若以行業別來看，「電子資訊業」的履歷篩選時間「超過 3分鐘」比率

僅有 27.91%，「倉儲物流業」、「公行社服業」與「其他行業」的履歷篩選時間「超過 3分鐘」

均超過 70%；以員工數來看，員工人數愈多的公司，篩選人才履歷的時間愈短；以公司所在地

來看，「北部地區」與「中部地區」企業的履歷篩選時間「超過 3分鐘」比率均不足 50%，「東

部地區」企業卻高達 70%。詳見表 20。 

 
 

表 20：受訪企業「篩選人才履歷時間」交叉分析（單位：家）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選項 

 基本資料 
20秒以內 21~40 秒 41~60 秒 

1.1~1.5

分鐘 

1.6~2 分

鐘 

2.1~2.5

分鐘 

2.6~3 分

鐘 

超過 3分

鐘 
總計 

總計 
43  32  74  157  85  30  99  557  1,077  

3.99% 2.97% 6.87% 14.58% 7.89% 2.79% 9.19% 51.72% 100.00% 

行業別* 

(P=0.000) 

一般服務業 
4  2  8  7  2  0  4  10  37  

10.81% 5.41% 21.62% 18.92% 5.41% 0.00% 10.81% 27.03% 100.00% 

技術服務業 
1  1  3  3  5  0  4  20  37  

2.70% 2.70% 8.11% 8.11% 13.51% 0.00% 10.81% 54.05% 100.00% 

旅遊餐飲業 
1  4  14  5  9  2  7  50  92  

1.09% 4.35% 15.22% 5.43% 9.78% 2.17% 7.61% 54.35% 100.00% 

批發零售業 
4  4  6  26  16  10  27  90  183  

2.19% 2.19% 3.28% 14.21% 8.74% 5.46% 14.75% 49.18% 100.00% 

金融保險業 
2  1  0  1  0  0  2  8  14  

14.29% 7.14% 0.00% 7.14% 0.00% 0.00% 14.29% 57.14% 100.00% 

電子資訊業 
7  5  9  6  2  0  2  12  43  

16.28% 11.63% 20.93% 13.95% 4.65% 0.00% 4.65% 27.91% 100.00% 

倉儲物流業 
1  1  0  2  0  0  0  17  21  

4.76% 4.76% 0.00% 9.52% 0.00% 0.00% 0.00% 80.95% 100.00% 

傳統製造業 
10  7  15  88  40  15  37  191  403  

2.48% 1.74% 3.72% 21.84% 9.93% 3.72% 9.18% 47.39% 100.00% 

傳播出版業 
0  1  1  4  0  0  0  4  10  

0.00% 10.00% 10.00% 40.00% 0.00% 0.00% 0.00% 40.00% 100.00% 

營建不動產 
1  0  0  6  2  2  6  30  47  

2.13% 0.00% 0.00% 12.77% 4.26% 4.26% 12.77% 63.83% 100.00% 

公行社服業 
0  0  0  0  4  0  0  13  17  

0.00% 0.00% 0.00% 0.00% 23.53% 0.00% 0.00% 76.47% 100.00% 

教育學術業 
2  0  0  3  0  1  1  31  38  

5.26% 0.00% 0.00% 7.89% 0.00% 2.63% 2.63% 81.58% 100.00% 

醫療保健業 
5  5  9  3  3  0  6  19  50  

10.00% 10.00% 18.00% 6.00% 6.00% 0.00% 12.00% 38.00% 100.00% 

其他行業 
5  1  9  3  2  0  3  62  85  

5.88% 1.18% 10.59% 3.53% 2.35% 0.00% 3.53% 72.94% 100.00% 

員工數* 

(P=0.000) 

1-29人 
4  2  7  8  5  1  19  80  126  

3.17% 1.59% 5.56% 6.35% 3.97% 0.79% 15.08% 63.49% 100.00% 

30-99 人 
7  2  20  23  15  8  20  136  231  

3.03% 0.87% 8.66% 9.96% 6.49% 3.46% 8.66% 58.8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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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49人 
5  8  22  64  32  8  35  178  352  

1.42% 2.27% 6.25% 18.18% 9.09% 2.27% 9.94% 50.57% 100.00% 

250人及以上 
27  20  25  62  33  13  25  163  368  

7.34% 5.43% 6.79% 16.85% 8.97% 3.53% 6.79% 44.29% 100.00% 

公司所在地* 

(P=0.002) 

北部地區 
9  16  30  56  43  13  36  200  403  

2.23% 3.97% 7.44% 13.90% 10.67% 3.23% 8.93% 49.63% 100.00% 

中部地區 
18  6  24  65  20  8  26  139  306  

5.88% 1.96% 7.84% 21.24% 6.54% 2.61% 8.50% 45.42% 100.00% 

南部地區 
15  8  18  32  21  9  35  190  328  

4.57% 2.44% 5.49% 9.76% 6.40% 2.74% 10.67% 57.93% 100.00% 

東部地區 
1  2  2  4  1  0  2  28  40  

2.50% 5.00% 5.00% 10.00% 2.50% 0.00% 5.00% 70.00% 100.00% 

註 1：「本調查資料採用電子計算機處理，因四捨五入關係，故總計數與各細項和之尾數，容或有未能相符。」 

註 2：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0.05，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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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受訪企業「最吸引企業目光的履歷」交叉分析 

交叉分析結果發現，最吸引企業目光的履歷，會因受訪企業行業別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若以

行業別來看，「旅遊餐飲業」、「批發零售業」、「技術服務業」與「營建不動產」最重視「詳述過

去具體事績」比率均在 80%以上，「傳統製造業」、「倉儲物流業」最重視「詳述過去具體事績」

比率則不足 45%。詳見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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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受訪企業「最吸引企業目光的履歷」交叉分析（單位：家）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選項 

 基本資料 

詳述過去

具體事績 

文辭並茂

的自傳 

檢附作品

集 

檢附自行

設計的履

歷表 

檢附英文

履歷自傳 

履歷填寫

完整即可 

檢附影音

檔 

學經歷較

重要 

依用人單

位而定 
其他 總計 

總計 
816  127  47  38  20  13  6  3  2  5  1,077  

75.77% 11.79% 4.36% 3.53% 1.86% 1.21% 0.56% 0.28% 0.19% 0.46% 100.00% 

行業別* 

(P=0.000) 

一般服務業 
24  7  0  3  0  2  1  0  0  0  37  

64.86% 18.92% 0.00% 8.11% 0.00% 5.41% 2.70% 0.00% 0.00% 0.00% 100.00% 

技術服務業 
30  3  3  0  1  0  0  0  0  0  37  

81.08% 8.11% 8.11% 0.00% 2.7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0% 

旅遊餐飲業 
75  9  3  2  2  1  0  0  0  0  92  

81.52% 9.78% 3.26% 2.17% 2.17% 1.09% 0.00% 0.00% 0.00% 0.00% 100.00% 

批發零售業 
158  19  1  2  0  2  0  1  0  0  183  

86.34% 10.38% 0.55% 1.09% 0.00% 1.09% 0.00% 0.55% 0.00% 0.00% 100.00% 

金融保險業 
9  3  1  1  0  0  0  0  0  0  14  

64.29% 21.43% 7.14% 7.1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0% 

電子資訊業 
27  5  2  4  4  0  1  0  0  0  43  

62.79% 11.63% 4.65% 9.30% 9.30% 0.00% 2.33% 0.00% 0.00% 0.00% 100.00% 

倉儲物流業 
9  3  2  3  0  2  0  1  0  1  21  

42.86% 14.29% 9.52% 14.29% 0.00% 9.52% 0.00% 4.76% 0.00% 4.76% 100.00% 

傳統製造業 
294  50  23  17  8  6  1  1  0  3  403  

72.95% 12.41% 5.71% 4.22% 1.99% 1.49% 0.25% 0.25% 0.00% 0.74% 100.00% 

傳統出版業 
4  3  3  0  0  0  0  0  0  0  10  

40.00% 30.00% 3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0% 

營建不動產 
44  2  1  0  0  0  0  0  0  0  47  

93.62% 4.26% 2.1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0% 

公行社服業 
12  5  0  0  0  0  0  0  0  0  17  

70.59% 29.4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0% 

教育學術業 
27  5  3  1  0  0  0  0  2  0  38  

71.05% 13.16% 7.89% 2.63% 0.00% 0.00% 0.00% 0.00% 5.26% 0.00% 100.00% 

醫療保健業 
34  7  1  4  3  0  0  0  0  1  50  

68.00% 14.00% 2.00% 8.00% 6.00% 0.00% 0.00% 0.00% 0.00% 2.00% 100.00% 

其他行業 
69  6  4  1  2  0  3  0  0  0  85  

81.18% 7.06% 4.71% 1.18% 2.35% 0.00% 3.53% 0.00% 0.00% 0.00% 100.00% 

員工數 1-29人 
107  10  4  3  0  1  1  0  0  0  126  

84.92% 7.94% 3.17% 2.38% 0.00% 0.79% 0.79% 0.00% 0.00% 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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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89) 
30-99 人 

180  30  10  3  3  2  1  2  0  0  231  
77.92% 12.99% 4.33% 1.30% 1.30% 0.87% 0.43% 0.87% 0.00% 0.00% 100.00% 

100-249人 
275  32  16  13  5  6  2  1  0  2  352  

78.13% 9.09% 4.55% 3.69% 1.42% 1.70% 0.57% 0.28% 0.00% 0.57% 100.00% 

250人及以上 
254  55  17  19  12  4  2  0  2  3  368  

69.02% 14.95% 4.62% 5.16% 3.26% 1.09% 0.54% 0.00% 0.54% 0.82% 100.00% 

公司所在地 

(P=0.059) 

北部地區 
315  53  5  16  8  1  2  1  0  2  403  

78.16% 13.15% 1.24% 3.97% 1.99% 0.25% 0.50% 0.25% 0.00% 0.50% 100.00% 

中部地區 
223  32  24  12  7  4  1  1  2  0  306  

72.88% 10.46% 7.84% 3.92% 2.29% 1.31% 0.33% 0.33% 0.65% 0.00% 100.00% 

南部地區 
249  35  16  8  5  8  3  1  0  3  328  

75.91% 10.67% 4.88% 2.44% 1.52% 2.44% 0.91% 0.30% 0.00% 0.91% 100.00% 

東部地區 
29  7  2  2  0  0  0  0  0  0  40  

72.50% 17.50% 5.00% 5.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0% 

註 1：「本調查資料採用電子計算機處理，因四捨五入關係，故總計數與各細項和之尾數，容或有未能相符。」 

註 2：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0.05，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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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受訪企業「決定求職者錄用與否的較重要條件」交叉分析 

交叉分析結果發現，決定求職者錄用與否的較重要條件，會因受訪企業行業別、員工數的不同

而有顯著差異。若以行業別來看，「技術服務業」最重視「學歷與科系」，「公行社服業」最重視

「人格特質」與「專業知識與技術」，其他產業均為最重視「工作經歷」；若以員工數來看，員

工人數愈少的公司愈重視「工作經歷」。詳見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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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受訪企業「決定求職者錄用與否的較重要條件」交叉分析（單位：家）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選項 

 基本資料 
工作經歷 人格特質 

專業知識

與技術 

學歷與科

系 

口語表達

能力 

邏輯思考

能力 

依據職位

而定 
薪資要求 外語能力 人脈關係 

靈活創意

思維 
其他 總計 

總計 
448  245  201  79  38  22  14  9  5  4  3  9  1,077  

41.60% 22.75% 18.66% 7.34% 3.53% 2.04% 1.30% 0.84% 0.46% 0.37% 0.28% 0.84% 100.00% 

行業別* 

(P=0.000) 

一般服務業 
18 8 3 1 3 2 0 2 0 0 0 0 37 

48.65% 21.62% 8.11% 2.70% 8.11% 5.41% 0.00% 5.41% 0.00% 0.00% 0.00% 0.00% 100.00% 

技術服務業 
7 7 8 11 1 3 0 0 0 0 0 0 37 

18.92% 18.92% 21.62% 29.73% 2.70% 8.1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0% 

旅遊餐飲業 
40 24 18 0 5 1 1 3 0 0 0 0 92 

43.48% 26.09% 19.57% 0.00% 5.43% 1.09% 1.09% 3.26% 0.00% 0.00% 0.00% 0.00% 100.00% 

批發零售業 
86 66 13 3 8 0 6 0 0 1 0 0 183 

46.99% 36.07% 7.10% 1.64% 4.37% 0.00% 3.28% 0.00% 0.00% 0.55% 0.00% 0.00% 100.00% 

金融保險業 
5 4 2 0 2 0 0 0 0 0 1 0 14 

35.71% 28.57% 14.29% 0.00% 14.29% 0.00% 0.00% 0.00% 0.00% 0.00% 7.14% 0.00% 100.00% 

電子資訊業 
17 7 4 3 2 5 2 1 0 0 0 2 43 

39.53% 16.28% 9.30% 6.98% 4.65% 11.63% 4.65% 2.33% 0.00% 0.00% 0.00% 4.65% 100.00% 

倉儲物流業 
6 6 6 0 2 1 0 0 0 0 0 0 21 

28.57% 28.57% 28.57% 0.00% 9.52% 4.7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0% 

傳統製造業 
167 86 88 40 2 4 4 1 5 2 1 3 403 

41.44% 21.34% 21.84% 9.93% 0.50% 0.99% 0.99% 0.25% 1.24% 0.50% 0.25% 0.74% 100.00% 

傳統出版業 
5 0 2 0 3 0 0 0 0 0 0 0 10 

50.00% 0.00% 20.00% 0.00% 3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0% 

營建不動產 
27 7 11 1 0 0 0 1 0 0 0 0 47 

57.45% 14.89% 23.40% 2.13% 0.00% 0.00% 0.00% 2.13% 0.00% 0.00% 0.00% 0.00% 100.00% 

公行社服業 
1 4 4 1 3 1 1 0 0 0 0 2 17 

5.88% 23.53% 23.53% 5.88% 17.65% 5.88% 5.88% 0.00% 0.00% 0.00% 0.00% 11.76% 100.00% 

教育學術業 
10 9 8 9 0 0 0 0 0 1 0 1 38 

26.32% 23.68% 21.05% 23.68% 0.00% 0.00% 0.00% 0.00% 0.00% 2.63% 0.00% 2.63% 100.00% 

醫療保健業 
15 6 20 7 0 1 0 0 0 0 0 1 50 

30.00% 12.00% 40.00% 14.00% 0.00% 2.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0% 100.00% 

其他行業 
44 11 14 3 7 4 0 1 0 0 1 0 85 

51.76% 12.94% 16.47% 3.53% 8.24% 4.71% 0.00% 1.18% 0.00% 0.00% 1.18% 0.00% 100.00% 

員工數* 

(P=0.000) 

1-29人 
60 28 13 3 8 5 2 1 0 2 2 2 126 

47.62% 22.22% 10.32% 2.38% 6.35% 3.97% 1.59% 0.79% 0.00% 1.59% 1.59% 1.59% 100.00% 

30-99 人 101 60 37 7 11 5 5 4 0 1 0 0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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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2% 25.97% 16.02% 3.03% 4.76% 2.16% 2.16% 1.73% 0.00% 0.43% 0.00% 0.00% 100.00% 

100-249人 
160 78 63 31 6 4 1 1 3 1 1 3 352 

45.45% 22.16% 17.90% 8.81% 1.70% 1.14% 0.28% 0.28% 0.85% 0.28% 0.28% 0.85% 100.00% 

250人及以上 
127 79 88 38 13 8 6 3 2 0 0 4 368 

34.51% 21.47% 23.91% 10.33% 3.53% 2.17% 1.63% 0.82% 0.54% 0.00% 0.00% 1.09% 100.00% 

公司所在

地 

(P=0.313) 

北部地區 
165 93 73 38 14 5 7 1 3 0 0 4 403 

40.94% 23.08% 18.11% 9.43% 3.47% 1.24% 1.74% 0.25% 0.74% 0.00% 0.00% 0.99% 100.00% 

中部地區 
136 56 55 24 12 6 5 4 1 2 2 3 306 

44.44% 18.30% 17.97% 7.84% 3.92% 1.96% 1.63% 1.31% 0.33% 0.65% 0.65% 0.98% 100.00% 

南部地區 
129 86 68 16 10 9 2 3 1 1 1 2 328 

39.33% 26.22% 20.73% 4.88% 3.05% 2.74% 0.61% 0.91% 0.30% 0.30% 0.30% 0.61% 100.00% 

東部地區 
18 10 5 1 2 2 0 1 0 1 0 0 40 

45.00% 25.00% 12.50% 2.50% 5.00% 5.00% 0.00% 2.50% 0.00% 2.50% 0.00% 0.00% 100.00% 

註 1：「本調查資料採用電子計算機處理，因四捨五入關係，故總計數與各細項和之尾數，容或有未能相符。」 

註 2：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0.05，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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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受訪企業「新進員工加薪時間點」交叉分析 

交叉分析結果發現，受訪企業對於新進員工的加薪時間點，會因受訪企業行業別、員工數、公司

所在地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若以行業別來看，「旅遊餐飲業」、「倉儲物流業」、「傳統製造業」

和「其他行業」以「3個月內」比率最高，「電子資訊業」以「7~12個月」比率最高；若以員工

數來看，「1~29人」、「30~99人」和「100~249人」企業於「3個月內」加薪比率均超過 50%，「250

人及以上」企業於「3個月內」加薪比率僅有 39.95%。若以公司所在地來看，北部地區於「3個

月內」加薪比率高達 53.10%，「東部地區」於「3個月內」加薪比率僅有 37.50%。詳見表 23。 

 
 

表 23：受訪企業「新進員工加薪時間點」交叉分析（單位：家）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選項 

 基本資料 
3 個月內 4~6個月 7~12個月 13~18 個月 19~24 個月 24 個月以上 總計 

總計 
543  260  131  98  2  43  1,077  

50.42% 24.14% 12.16% 9.10% 0.19% 3.99% 100.00% 

行業別* 

(P=0.000) 

一般服務業 
15 14 3 2 1 2 37 

40.54% 37.84% 8.11% 5.41% 2.70% 5.41% 100.00% 

技術服務業 
10 12 4 8 0 3 37 

27.03% 32.43% 10.81% 21.62% 0.00% 8.11% 100.00% 

旅遊餐飲業 
57 27 8 0 0 0 92 

61.96% 29.35% 8.70% 0.00% 0.00% 0.00% 100.00% 

批發零售業 
86 57 20 2 0 18 183 

46.99% 31.15% 10.93% 1.09% 0.00% 9.84% 100.00% 

金融保險業 
6 3 2 0 0 3 14 

42.86% 21.43% 14.29% 0.00% 0.00% 21.43% 100.00% 

電子資訊業 
12 8 23 0 0 0 43 

27.91% 18.60% 53.49% 0.00% 0.00% 0.00% 100.00% 

倉儲物流業 
11 3 5 0 0 2 21 

52.38% 14.29% 23.81% 0.00% 0.00% 9.52% 100.00% 

傳統製造業 
232 90 23 56 0 2 403 

57.57% 22.33% 5.71% 13.90% 0.00% 0.50% 100.00% 

傳統出版業 
3 3 0 1 0 3 10 

30.00% 30.00% 0.00% 10.00% 0.00% 30.00% 100.00% 

營建不動產 
20 14 5 7 0 1 47 

42.55% 29.79% 10.64% 14.89% 0.00% 2.13% 100.00% 

公行社服業 
4 3 4 1 0 5 17 

23.53% 17.65% 23.53% 5.88% 0.00% 29.41% 100.00% 

教育學術業 
8 1 13 16 0 0 38 

21.05% 2.63% 34.21% 42.11% 0.00% 0.00% 100.00% 

醫療保健業 
22 7 15 2 1 3 50 

44.00% 14.00% 30.00% 4.00% 2.00% 6.00% 100.00% 

其他行業 
57 18 6 3 0 1 85 

67.06% 21.18% 7.06% 3.53% 0.00% 1.18% 100.00% 

員工數* 

(P=0.000) 

1-29人 
65 36 11 2 0 12 126 

51.59% 28.57% 8.73% 1.59% 0.00% 9.52% 100.00% 

30-99人 
128 63 22 5 0 13 231 

55.41% 27.27% 9.52% 2.16% 0.00% 5.63% 100.00% 

100-249人 
203 81 30 31 0 7 352 

57.67% 23.01% 8.52% 8.81% 0.00% 1.99% 100.00% 
250人及以 147 80 68 60 2 11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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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39.95% 21.74% 18.48% 16.30% 0.54% 2.99% 100.00% 

公司所在地

* 

(P=0.000) 

北部地區 
214 73 52 57 1 6 403 

53.10% 18.11% 12.90% 14.14% 0.25% 1.49% 100.00% 

中部地區 
155 85 33 14 1 18 306 

50.65% 27.78% 10.78% 4.58% 0.33% 5.88% 100.00% 

南部地區 
159 90 38 26 0 15 328 

48.48% 27.44% 11.59% 7.93% 0.00% 4.57% 100.00% 

東部地區 
15 12 8 1 0 4 40 

37.50% 30.00% 20.00% 2.50% 0.00% 10.00% 100.00% 

註 1：「本調查資料採用電子計算機處理，因四捨五入關係，故總計數與各細項和之尾數，容或有未能相符。」 

註 2：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0.05，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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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受訪企業「是否有提供實習或打工機會」交叉分析 

交叉分析結果發現，受訪企業是否有提供學生實習或打工的機會，會因受訪企業行業別、員工

數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若以行業別來看，「旅遊餐飲業」、「教育學術業」、「醫療保健業」提供

實習或打工機會的比率均超過 80%，「一般服務業」、「傳統製造業」願意僱用新鮮人的比率均不

足 55%；若以員工數來看，「1~29人」企業有提供實習或打工的比率僅有 52.38%，「250人以上」

有提供的比率高達 67.39%。詳見表 24。 

  

 

表 24：受訪企業「是否有提供實習或打工機會」交叉分析（單位：家）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選項 

 基本資料 
是 否 總和 

總計 
659  418  1,077  

61.19% 38.81% 100.00% 

行業別* 

(P=0.000) 

一般服務業 
20 17 37 

54.05% 45.95% 100.00% 

技術服務業 
21 16 37 

56.76% 43.24% 100.00% 

旅遊餐飲業 
81 11 92 

88.04% 11.96% 100.00% 

批發零售業 
101 82 183 

55.19% 44.81% 100.00% 

金融保險業 
10 4 14 

71.43% 28.57% 100.00% 

電子資訊業 
24 19 43 

55.81% 44.19% 100.00% 

倉儲物流業 
13 8 21 

61.90% 38.10% 100.00% 

傳統製造業 
218 185 403 

54.09% 45.91% 100.00% 

傳統出版業 
6 4 10 

60.00% 40.00% 100.00% 

營建不動產 
30 17 47 

63.83% 36.17% 100.00% 

公行社服業 
12 5 17 

70.59% 29.41% 100.00% 

教育學術業 
33 5 38 

86.84% 13.16% 100.00% 

醫療保健業 
40 10 50 

80.00% 20.00% 100.00% 

其他行業 
50 35 85 

58.82% 41.18% 100.00% 

員工數* 

(P=0.011) 

1-29人 
66 60 126 

52.38% 47.62% 100.00% 

30-99 人 
139 92 231 

60.17% 39.83% 100.00% 

100-249人 206 146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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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2% 41.48% 100.00% 

250人及以上 
248 120 368 

67.39% 32.61% 100.00% 

公司所在地 

(P=0.948) 

北部地區 
245 158 403 

60.79% 39.21% 100.00% 

中部地區 
190 116 306 

62.09% 37.91% 100.00% 

南部地區 
201 127 328 

61.28% 38.72% 100.00% 

東部地區 
23 17 40 

57.50% 42.50% 100.00% 

註 1：「本調查資料採用電子計算機處理，因四捨五入關係，故總計數與各細項和之尾數，容或有未能相符。」 

註 2：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0.05，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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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受訪企業「僱用新鮮人意願」交叉分析 

交叉分析結果發現，受訪企業僱用新鮮人的意願，會因受訪企業行業別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若以行業別來看，「旅遊餐飲業」、「金融保險業」、「倉儲物流業」願意僱用新鮮人的比率高達

100%，「公行社服業」願意僱用新鮮人的比率僅有 70.59%。詳見表 25。 

  

表 25：受訪企業「僱用新鮮人意願」交叉分析（單位：家）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選項 

 基本資料 
願意 不願意 總和 

總計 
1,012  65  1,077  

93.96% 6.04% 100.0% 

行業別* 

(P=0.002) 

一般服務業 
35 2 37 

94.59% 5.41% 100.00% 

技術服務業 
36 1 37 

97.30% 2.70% 100.00% 

旅遊餐飲業 
92 0 92 

100.00% 0.00% 100.00% 

批發零售業 
167 16 183 

91.26% 8.74% 100.00% 

金融保險業 
14 0 14 

100.00% 0.00% 100.00% 

電子資訊業 
42 1 43 

97.67% 2.33% 100.00% 

倉儲物流業 
21 0 21 

100.00% 0.00% 100.00% 

傳統製造業 
374 29 403 

92.80% 7.20% 100.00% 

傳統出版業 
9 1 10 

90.00% 10.00% 100.00% 

營建不動產 
43 4 47 

91.49% 8.51% 100.00% 

公行社服業 
12 5 17 

70.59% 29.41% 100.00% 

教育學術業 
37 1 38 

97.37% 2.63% 100.00% 

醫療保健業 
48 2 50 

96.00% 4.00% 100.00% 

其他行業 
82 3 85 

96.47% 3.53% 100.00% 

員工數 

(P=0.056) 

1-29人 
113 13 126 

89.68% 10.32% 100.00% 

30-99 人 
216 15 231 

93.51% 6.49% 100.00% 

100-249人 
329 23 352 

93.47% 6.53% 100.00% 

250人及以上 
354 14 368 

96.20% 3.80% 100.00% 
公司所在地 北部地區 376 27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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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85) 93.30% 6.70% 100.00% 

中部地區 
293 13 306 

95.75% 4.25% 100.00% 

南部地區 
306 22 328 

93.29% 6.71% 100.00% 

東部地區 
37 3 40 

92.50% 7.50% 100.00% 

註 1：「本調查資料採用電子計算機處理，因四捨五入關係，故總計數與各細項和之尾數，容或有未能相符。」 

註 2：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0.05，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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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受訪企業「近期人才短缺狀況」交叉分析 

交叉分析結果發現，受訪企業近期人才短缺的狀況，會因受訪企業行業別、員工數、公司所在

地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若以行業別來看，「公行社服業」和「教育學術業」有人才短缺的比率

均不足 50%，「一般服務業」、「旅遊餐飲業」、「金融保險業」、「電子資訊業」、「傳統出版業」和

「醫療保健業」有人才短缺的比率均超過 75%；若以員工數來看，人數愈多的公司人才短缺的

比率愈高；若以公司所在地來看，北部地區與中部地區的人才短缺比率較高。詳見表 26。 

  

 

表 26：受訪企業「近期人才短缺狀況」交叉分析（單位：家） 

（調查期間：103.5.12～103.6.6） 

                   選項 

 基本資料 
有 沒有 總和 

總計 
789  288  1,077  

73.3% 26.7% 100.0% 

行業別* 

(P=0.000) 

一般服務業 
29 8 37 

78.4% 21.6% 100.0% 

技術服務業 
26 11 37 

70.3% 29.7% 100.0% 

旅遊餐飲業 
72 20 92 

78.3% 21.7% 100.0% 

批發零售業 
130 53 183 

71.0% 29.0% 100.0% 

金融保險業 
11 3 14 

78.6% 21.4% 100.0% 

電子資訊業 
41 2 43 

95.3% 4.7% 100.0% 

倉儲物流業 
14 7 21 

66.7% 33.3% 100.0% 

傳統製造業 
312 91 403 

77.4% 22.6% 100.0% 

傳統出版業 
9 1 10 

90.0% 10.0% 100.0% 

營建不動產 
28 19 47 

59.6% 40.4% 100.0% 

公行社服業 
5 12 17 

29.4% 70.6% 100.0% 

教育學術業 
17 21 38 

44.7% 55.3% 100.0% 

醫療保健業 
45 5 50 

90.0% 10.0% 100.0% 

其他行業 
50 35 85 

58.8% 41.2% 100.0% 

員工數* 

(P=0.000) 

1-29人 
77 49 126 

61.1% 38.9% 100.0% 

30-99 人 
154 77 231 

66.7% 33.3% 100.0% 

100-249人 254 98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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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27.8% 100.0% 

250人及以上 
304 64 368 

82.6% 17.4% 100.0% 

公司所在地* 

(P=0.002) 

北部地區 
318 85 403 

78.9% 21.1% 100.0% 

中部地區 
224 82 306 

73.2% 26.8% 100.0% 

南部地區 
223 105 328 

68.0% 32.0% 100.0% 

東部地區 
24 16 40 

60.0% 40.0% 100.0% 

註 1：「本調查資料採用電子計算機處理，因四捨五入關係，故總計數與各細項和之尾數，容或有未能相符。」 

註 2：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0.05，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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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跨年比較統計結果： 

一、 受訪企業「最吸引企業目光的履歷」跨年比較 

跨年比較發現，最吸引企業目光的履歷，102年與 103年調查均是以「詳述過去具體事績」

的比率最高。值得注意的是，102 年調查的「詳述過去具體事績」比率為 64.48%，103 年

調查大幅提升至 75.77%，顯示企業對於「詳述過去具體事績」的履歷偏好有明顯提高的趨

勢。詳如表 27。 

 
表 27：最吸引企業目光的履歷 TOP 5 分析表   （單位：%） 

最吸引企業目光的履歷 TOP 5 102年 Q2 103年 Q2 

詳述過去具體事績 61.48 75.77  

文辭並茂的自傳 24.03 11.79  

檢附作品集 8.39 4.36  

檢附自行設計的履歷表 0.18 3.53  

檢附英文履歷自傳 1.86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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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訪企業「決定求職者錄用與否的較重要條件」跨年比較 

跨年比較發現，決定求職者錄用與否的較重要條件，102 年與 103 年調查均顯示，較重要

條件的前三名同樣依序為「工作經歷」、「人格特質」與「專業知識與技術」。詳如表 28。 

 

表 28：決定求職者錄用與否的較重要條件 TOP 5分析表   （單位：%） 

決定求職者錄用與否的較重要條件 TOP 5 102年 Q2 103年 Q2 

工作經歷 40.90 41.60  

人格特質 29.68 22.75  

專業知識與技術 24.29 18.66  

學歷與科系 3.45 7.34  

口語表達能力 0.97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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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受訪企業「是否有提供實習或打工機會」跨年比較 

跨年比較發現，企業提供實習或打工機會的比率，由 102年的 35.25%大幅提升到 103年的

61.19%，顯示企業對於學生實習或打工有愈來愈重視的情形。詳如表 29。 

 

表 29：受訪企業是否有提供實習或打工機會分析表  （單位：%） 

受訪企業是否有提供實習或打工機會 102年 Q2 103年 Q2 

是 35.25 61.19  

否 64.75 3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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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受訪企業「近期人才短缺狀況」跨年比較 

跨年比較發現，受訪企業近期有人才短缺現象的比率，由 102年的 47.08%大幅提升到 103

年的 73.26%，顯示隨著景氣復甦，企業的人力需求亦大幅提高。詳如表 30。 

 
表 30：受訪企業近期人才短缺狀況分析表   （單位：%） 

受訪企業近期人才短缺狀況 102年 Q2 103年 Q2 

是 47.08 73.26  

否 52.92 2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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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受訪企業「有人才短缺狀況的職務」跨年比較 

由調查結果顯示，近期有人才短缺狀況的職務，102 年與 103 年調查均是以「技術/維修/

操作」的比率最高。值得注意的是，「品管/製造/環衛」的短缺比率由 102年的 4.69%大幅

提升到 103 年的 15.46%，「工程/研發/生技」短缺比率由 102 年的 4.69%大幅提升到 103

年的 14.83%。顯示由於製造業的景氣回春帶動「品管/製造/環衛」與「工程/研發/生技」

的人才需求。詳如表 31。 

 

表 31：容易出現短缺狀況的職務分析表  （單位：%） 

容易出現短缺狀況的職務 102年 Q2 103年 Q2 

技術/維修/操作 40.34 41.32  

品管/製造/環衛 4.69 15.46  

工程/研發/生技 4.69 14.83  

客服/門市 11.44 10.90  

業務/貿易/銷售 9.38 10.77  

經營/行政/總務 8.26 9.89  

旅遊/餐飲/休閒 2.81 8.75  

醫療/美容/保健 6.00 5.58  

物流/運輸/資材 3.38 4.94  

營建/製圖/施作 2.06 3.68  

保全/消防/警衛 2.63 2.66  

教育/學術/研究 2.63 1.90  

清潔/家事/保姆 1.69 1.90  

行銷/企劃/專案 2.25 1.52  

資訊/軟體/系統 1.13 1.39  

財務/金融/保險 0.19 1.27  

廣告/公關/設計 0.94 1.27  

人資/法務/智財 0.00 0.76  

傳播/娛樂/藝術 0.00 0.25  

農林漁牧相關 0.38 0.25  

*說明：本問項為複選題，各細項合計超過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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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總結與建議： 

一、 基本資料統計結論： 

(一) 基本資料統計  

此次調查總樣本數共計 1,077 筆，總樣本中之受訪企業行業別以「傳統製造業」的受

訪者比率最多，佔 37.42%，其次為「批發零售業」佔 16.99%，「旅遊餐飲業」則佔 8.54%。 

受訪企業地區別以「北部地區」最多，佔 37.42%，其次為「南部地區」佔 30.45%，「中

部地區」佔 28.41%，「東部地區」則佔 3.72%。受訪企業員工數以「超過 250 人」最

多，佔 34.17%，其次為「101-249人」，佔 32.68%，再次之為「31-99人」，佔 21.45%。 

 

(二) 調查結果統計  

根據受訪企業今年的徵才狀況，平均一個職缺所收到的履歷數，以「0~10份」為最多，

佔 44.85%，其次為「11~20份」，佔 22.84%，再次之為「21~30份」，佔 15.32%。 

 

受訪企業篩選人才履歷以列入候選名單的時間，以「超過 3分鐘」為最多，佔 51.72%，

其次為「1.1~1.5分鐘」，佔 14.58%，再次之為「2.6~3分鐘」，佔 9.19%。 

 

最吸引企業目光的履歷，回答「詳述過去具體事績」的最多，佔 75.77%，其次為「文

辭並茂的自傳」，佔 11.79%，再次之為「檢附作品集」，佔 4.36%；「其他」佔 0.46%，

其回答為「檢附相關證照」等。 

 

企業在審視履歷時，最常發現的問題以「描述條件與應徵工作內容不符」最多，佔

52.92%，其次為「沒寫自傳或自傳過於簡單」，佔 49.58%，再次之為「履歷照片不夠

正式」，佔 3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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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企業在決定求職者錄用與否的較重要條件，以回答「工作經歷」的最多，佔

41.60%，其次為「人格特質」，佔 22.75%，再次之為「專業知識與技術」，佔 18.66 %；

「其他」佔 0.84%，其回答為「以上皆是」等。 

 

受訪企業在選用新鮮人時，最傾向選用「在學期間有實習經驗者」，佔 57.29%，其次

為「在學期間有打工經驗者」，佔 51.81%，「在學期間已考取證照者」再次之，佔 41.50%；

「其他」佔 1.58%，其回答為「依職位而定」等。 

 

受訪企業願意提供高於平均值的薪水給何種條件的新鮮人，回答「突出的專業能力」

的最多，佔 48.84%，其次為「具備專業證照」，佔 36.77%，再次之為「優良的溝通表

達能力」，佔 27.48%；回答「以上均沒有影響」者佔 19.68%。 

 

若是新進員工的表現優異，受訪企業認為可能的加薪時間點，回答「3 個月內」的最

多，佔 50.42%，其次為「4~6個月」，佔 24.14%，再次之為「7~12 個月」，佔 12.16%；

回答「19~24個月」的最少，佔 0.19%。 

 

受訪企業是否有提供學生實習或打工機會，回答「是」的比率高達 61.19%，回答「否」

的比率僅有 38.81%。 

 

受訪企業僱用新鮮人的意願，回答「願意」的比率高達 93.96%，回答「不願意」的比

率僅有 6.04%。 

 

受訪企業願意聘用新鮮人的原因，第一名為「可塑性較高」，佔 65.71%，第二名為「配

合意願較高」，佔 43.28%，第三名為「積極有企圖心」，佔 28.06%；回答「其他」者僅

佔 0.49%，其回答為「適應能力較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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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企業不願意聘用新鮮人的原因，第一名為「畢業季期間沒有人力需求」，佔

44.62%，第二名為「希望招募有工作經驗的求職者」，佔 43.08%，第三名為「新鮮人

的穩定性不夠」，佔 26.15%；回答「其他」者僅佔 1.54%。 

 

受訪企業近期有無人才短缺的現象，回答「是」的較多，佔 73.26%，回答「否」的較

少，佔 26.74%。 

 

有人才短缺現象的企業中，較易出現人才短缺的職務，以「技術/維修/操作」最多，

佔 41.32%，其次為「品管/製造/環衛」，佔 15.46%，再次之為「工程/研發/生技」，佔

14.83%。 

 

受訪企業給新鮮人的建議，以「求職前，先了解產業或職務內容再應徵」最多，佔

56.08%，其次為「加強專業能力」，佔 37.42%，再次之為「釐清本身的職涯方向」，佔

32.78%，回答「其他」者僅佔 1.39%，其回答為「要更有責任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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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叉分析統計結果： 

受訪企業於一個職缺「收到的平均履歷數」，會因受訪企業行業別、員工數、公司所在地

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若以行業別來看，「電子資訊業」收到的平均履歷數在「60 份以

上」比率高達 60.47%，而勞力密集的「一般服務業」、「旅遊餐飲業」和「倉儲物流業」

收到的平均履歷數，超過 60%是落在「0~10份」；若以員工數來看，員工人數愈多，收到

的平均履歷數愈多；若以公司所在地來看，「東部地區」收到的平均履歷數在「0~10份」

比率高達 80%，其他地區於「0~10份」比率均在 50%以下。 

 

受訪企業篩選人才履歷的時間，會因受訪企業行業別、員工數與公司所在地的不同而有

顯著差異。若以行業別來看，「電子資訊業」的履歷篩選時間「超過 3分鐘」比率僅有

27.91%，「倉儲物流業」、「公行社服業」與「其他行業」的履歷篩選時間「超過 3分鐘」

均超過 70%；以員工數來看，員工人數愈多的公司，篩選人才履歷的時間愈短；以公司

所在地來看，「北部地區」與「中部地區」企業的履歷篩選時間「超過 3分鐘」比率均不

足 50%，「東部地區」企業卻高達 70%。 

 

最吸引企業目光的履歷，會因受訪企業行業別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若以行業別來看，「旅

遊餐飲業」、「批發零售業」、「金融保險業」與「公行社服業」最重視「詳述過去具體事

績」比率均在 80%以上，「傳統製造業」、「營建不動產」最重視「詳述過去具體事績」比

率則不足 45%。 

 

決定求職者錄用與否的較重要條件，會因受訪企業行業別、員工數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若以行業別來看，「技術服務業」最重視「學歷與科系」，「公行社服業」最重視「人格特

質」與「專業知識與技術」，其他產業均為最重視「工作經歷」；若以員工數來看，員工

人數愈少的公司愈重視「工作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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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企業對於新進員工的加薪時間點，會因受訪企業行業別、員工數、公司所在地的不

同而有顯著差異。若以行業別來看，「旅遊餐飲業」、「倉儲物流業」、「傳統製造業」和「其

他行業」以「3個月內」比率最高，「電子資訊業」以「7~12個月」比率最高；若以員工

數來看，「1~29人」、「30~99人」和「100~249人」企業於「3個月內」加薪比率均超過

50%，「250人及以上」企業於「3個月內」加薪比率僅有 39.95%。若以公司所在地來看，

北部地區於「3個月內」加薪比率高達 53.10%，「東部地區」於「3個月內」加薪比率僅

有 37.50%。 

 

受訪企業是否有提供學生實習或打工的機會，會因受訪企業行業別、員工數的不同而有

顯著差異。若以行業別來看，「旅遊餐飲業」、「教育學術業」、「醫療保健業」提供實習或

打工機會的比率均超過 80%，「一般服務業」、「傳統製造業」願意僱用新鮮人的比率均不

足 55%；若以員工數來看，「1~29人」企業有提供實習或打工的比率僅有 52.38%，「250

人以上」有提供的比率高達 67.39%。 

 

受訪企業僱用新鮮人的意願，會因受訪企業行業別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若以行業別來

看，「旅遊餐飲業」、「金融保險業」、「倉儲物流業」願意僱用新鮮人的比率高達 100%，「公

行社服業」願意僱用新鮮人的比率僅有 70.59%。 

 

受訪企業近期人才短缺的狀況，會因受訪企業行業別、員工數、公司所在地的不同而有

顯著差異。若以行業別來看，「公行社服業」和「教育學術業」有人才短缺的比率均不足

50%，「一般服務業」、「旅遊餐飲業」、「金融保險業」、「電子資訊業」、「傳統出版業」和

「醫療保健業」有人才短缺的比率均超過 75%；若以員工數來看，人數愈多的公司人才

短缺的比率愈高；若以公司所在地來看，北部地區與中部地區的人才短缺比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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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跨年比較統計結果： 

最吸引企業目光的履歷，102年與 103年調查均是以「詳述過去具體事績」的比率最高。

值得注意的是，102年調查的「詳述過去具體事績」比率為 64.48%，103年調查大幅提

升至 75.77%，顯示企業對於「詳述過去具體事績」的履歷偏好有明顯提高的趨勢。 

 

決定求職者錄用與否的較重要條件，102年與 103年調查均顯示，較重要條件的前三名

同樣依序為「工作經歷」、「人格特質」與「專業知識與技術」。 

 

企業提供實習或打工機會的比率，由 102年的 35.25%大幅提升到 103年的 61.19%，顯示

企業對於學生實習或打工有愈來愈重視的情形。 

 

受訪企業近期有人才短缺現象的比率，由 102年的 47.08%大幅提升到 103年的 73.26%，

顯示隨著景氣復甦，企業的人力需求亦大幅提高。 

 

近期有人才短缺狀況的職務，102年與 103年調查均是以「技術/維修/操作」的比率最

高。值得注意的是，「品管/製造/環衛」的短缺比率由 102年的 4.69%大幅提升到 103年

的 15.46%，「工程/研發/生技」短缺比率由 102年的 4.69%大幅提升到 103年的 14.83%。

顯示製造業的景氣回春帶動「品管/製造/環衛」與「工程/研發/生技」的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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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總結與建議： 

(一) 求職履歷最常發生的問題為「描述條件與應徵工作內容不符」 

    由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最吸引企業目光的履歷，回答「詳述過去具體事績」比率

高達 75.77%，其次為「文辭並茂的自傳」，佔 11.79%，再次之為「檢附作品集」，佔

4.36%。另一方面來看，當企業在審視履歷時，最常發現的問題以「描述條件與應徵工

作內容不符」最多，佔 52.92%，其次為「沒寫自傳或自傳過於簡單」，佔 49.58%，再

次之為「履歷照片不夠正式」，佔 31.48 %。而受訪企業給新鮮人的建議，以「求職前，

先了解產業或職務內容再應徵」最多，佔 56.08%，其次為「加強專業能力」，佔 37.42，

再次之為「釐清本身的職涯方向」，佔 32.78%。 

 

    求職成功的首要關鍵，是要讓履歷表能脫穎而出，進而爭取到面試機會。因此，

面對心儀的公司，必須要「量身打造履歷表」。所謂的「量身打造」，不只是修改公司

名稱和應徵職缺，最重要的是下工夫鑽研應徵產業和職務特性，而履歷表要詳述求職

者的過去具體事蹟，強調自身專長，針對「該企業、職務之需要」提供「相對應的訊

息」，切忌「描述條件與應徵工作內容不符」。 

 

(二) 「工作經驗」是決定求職者錄用與否的首要條件，建議新鮮人能透過打

工、實習機會彌補工作經驗的不足 

    由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受訪企業在決定求職者錄用與否的較重要條件，以回答「工

作經歷」的最多，佔 41.60%，其次為「人格特質」，佔 22.75%，再次之為「專業知識

與技術」，佔 18.66 %。而企業在選用新鮮人時，最傾向選用「在學期間有實習經驗者」，

佔 57.29%，其次為「在學期間有打工經驗者」，佔 51.81%，「在學期間已考取證照者」

再次之，佔 41.50%。進一步分析發現，高達 61.19%的企業「有」提供學生實習或打工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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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結果可知，超過 4成企業錄用求職者的首要考量條件為「工作經歷」，由於

新鮮人普遍缺乏工作經驗，建議新鮮人能透過實習或打工，彌補工作經驗的不足。另

一方面，新鮮人也能透過實習、工讀機會提早體驗職場，接受磨練並累積經驗，以確

定職涯方向。另外，透過調查發現，超過 6 成企業「有」提供學生實習或打工機會，

顯示目前的實習或打工機會並不難找，暑假在即，建議青年學子能多把握相關機會，

以提升未來的職場競爭力。 

 

(三) 超過 9 成企業願意僱用社會新鮮人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受訪企業僱用新鮮人的意願，回答「願意」的比率高達

93.96%，回答「不願意」的比率僅有 6.04%。進一步分析受訪企業願意提供高於平均

值的薪水給何種條件的新鮮人，回答「突出的專業能力」者最多，佔 48.84%，其次為

「具備專業證照」，佔 36.77%，再次之為「優良的溝通表達能力」，佔 27.48%。若是新

進員工的表現優異，受訪企業認為可能的加薪時間點，回答「3 個月內」的最多，佔

50.42%，其次為「4~6個月」，佔 24.14%，再次之為「7~12個月」，佔 12.16% 

    由上述結果可知，今年有超過 9 成企業願意僱用社會新鮮人，建議求職者面對就

業市場能抱持較樂觀的心態!而新鮮人面試時若能凸顯本身的專業能力或是考取專業

證照，談薪水時會較具有優勢。另外，若是新鮮人對於薪資不滿意，超過 5 成的企業

表示只要新進員工的表現優異，「3個月內」仍有加薪機會。 

 

(四) 今年的人才短缺比率高達 73.26%，較去年大幅提高 26.18%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近期有人才短缺現象的比率，由 102年的 47.08%大幅提升到

103年的 73.26%，顯示隨著景氣復甦，企業的人力需求亦大幅提高。進一步分析發現，

有人才短缺現象的企業中，較易出現人才短缺的職務，以「技術/維修/操作」最多，

佔 41.32%，其次為「品管/製造/環衛」，佔 15.46%，再次之為「工程/研發/生技」，佔

14.83%。顯示今年的人力需求相當強勁，特別是「技術/維修/操作」職務的缺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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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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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問卷題目 

2014 企業人才進用&聘用新鮮人意願調查 

基本資料 

1、公司名稱：            (電訪人員依照公司資料，直接填寫，

不須詢問) 

2、行業別(電訪人員依照公司資料，直接圈選即可，不須詢問)： 

○(01)一般服務業 ○(02)技術服務業 ○(03)旅遊餐飲業 ○(04)批發零售業 ○(05)金融保險

業○(06)電子資訊業 ○(07)倉儲物流業 ○(08)傳統製造業 ○(09)傳播出版業 ○(10)營建不

動產○(11)公行社福業 ○(12)教育學術業 ○(13)醫療保健業 ○(14)其他行業 

3、公司所在地(電訪人員依照公司資料，直接圈選即可，不須詢問)： 

○(01) 北部地區(新北市、台北市、宜蘭縣、桃園縣、新竹縣市、基隆市、金門縣、連江縣) 

○(02) 中部地區(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03) 南部地區(嘉義縣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 

○(04) 東部地區(花蓮縣、台東縣) 

4、員工人數：_________________(採開放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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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題目 

1. 請問，根據貴公司今年的徵才狀況，平均一個職缺大約會收到幾份履歷? (單選) 
○(01)0~10 份   ○(02)11~20 份   ○(03)21~30 份   ○(04)31~40 份   ○(05)41~50 份 
○(06)51~60 份  ○(07)60 份以上 
 

2. 請問，您在篩選人才履歷時，平均花多少時間決定是否列入候選名單? (單選) 
    ○(01)20 秒以內       ○(02)21~40 秒      ○(03)41~60 秒   ○(04)1.1~1.5 分鐘 
    ○(05)1.6~2 分鐘       ○(06)2.1~2.5 分鐘  ○(07)2.6~3 分鐘  ○(08)超過 3 分鐘 
 
3. 請問您認為下列哪種履歷最容易吸引你的目光？(單選) 

○(01)檢附作品集        ○(02)檢附影音檔        ○(03)文辭並茂的自傳 
○(04)檢附英文履歷自傳  ○(05)詳述過去具體實績  ○(06)檢附自行設計的履歷表 
○(07)其他，請說明：      

 
4. 請問，貴公司在審視履歷時，最常發現的問題是? (可複選) 
    □(01)沒寫自傳或自傳過於簡單          □(02)履歷照片不夠正式           
    □(03)履歷過於制式，無法突顯本身專長  □(04)描述條件與應徵工作內容不符 
    □(05)薪水要求不合理                  □(06)錯字太多 

□(07)用字遣詞不夠正式，如使用火星文  □(08) 其他，請說明：    
 
5. 請問貴公司在決定求職者錄用與否時，下列何者是較重要的條件？(單選) 

○(01)學歷與科系       ○(02)工作經歷       ○(03)專業知識與技術 
○(04)外語能力          ○(05)人脈關係       ○(06)人格特質 

○(07)口語表達能力      ○(08)靈活創意思維    ○(09)邏輯思考能力 

○(10)薪資要求          ○(11)其他，請說明：           
 
6. 請問貴公司在選用新鮮人時，會傾向選用哪種經歷的人才？(可複選) 

□(01)在學期間有打工經驗者  □(02)在學期間有實習經驗者    
□(03)在學期間已考取證照者  □(04)在校曾擔任助教者  
□(05)參與比賽獲得獎項者    □(06)有社團經驗者 
□(07)有擔任校務工作者(例：學生會長)             
□(08)其他，請說明：      
 

7. 請問，怎樣條件的新鮮人，貴公司願意提供高於平均值的薪水？(可複選) 
    □(01)突出的專業能力    □(02)優良的溝通表達能力    □(03)良好的面試臨場反應 
    □(04)具備未來發展潛力  □(05)良好的外語能力        □(06)具備專業證照 
    □(07)在校成績優異      □(08)國內外名校畢業        □(09)有輔系或雙學位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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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上均沒有影響 
 
8. 請問，若是新進員工的工作表現優異，何時能有加薪機會？(單選) 
    ○(01)3 個月內        ○(02)4~6 個月        ○(04)7~12 個月    

○(04)13~18 個月      ○(05)19~24 個月      ○(06)24 個月以上 
 
9. 請問貴公司是否有提供學生實習或打工機會？(單選) 

○(01)是  ○(02)否 

 
10. 畢業季即將來臨，請問貴公司是否願意僱用社會新鮮人? (單選) 
    ○(01)願意(含不設限，若有合適就會錄取) 
    ○(02)不願意(跳問 Q12) 
 
11. 請問，貴公司願意聘用新鮮人的原因是？(可複選，回答完跳問 Q13)  

□(01)配合意願較高              □(02)薪資成本較低 
□(03)新鮮人較不挑工作          □(04)積極有企圖心 
□(05)可塑性較高                □(06)其他，請說明：           

 
12. 請問，貴公司不願意聘用新鮮人的原因是？(可複選)  
    □(01)畢業季期間沒有人力需求          □(02)希望招募有工作經驗的求職者 
    □(03)新鮮人的穩定性不夠              □(04)挫折忍受度待加強 
    □(05)工作無法立即上手                □(06)訓練成本過高 
    □(07)其他，請說明：    
 
13. 請問 貴公司近期是否有人才短缺的現象嗎？(單選) 

○(01)有        ○(02)沒有(跳問 Q15) 
 

14. 請問是哪些方面的職務人才較易出現短缺狀況？（可複選） 
□(01)經營/行政/總務  □(02)業務/貿易/銷售  □(03)人資/法務/智財 

□(04)財務/金融/保險 □(05)廣告/公關/設計  □(06)客服/門市 

□(07)工程/研發/生技 □(08)資訊/軟體/系統  □(09)品管/製造/環衛 

□(10)技術/維修/操作  □(11)營建/製圖/施作   □(12)新聞/出版/印刷 

□(13)傳播/娛樂/藝術  □(14)教育/學術/研究  □(15)物流/運輸/資材 

□(16)旅遊/餐飲/休閒  □(17)醫療/美容/保健   □(18)保全/消防/警衛 

□(19)清潔/家事/保姆  □(20)農林漁牧相關     □(21)行銷/企劃/專案 

□(22)其他，請說明：          
 
15. 請問，針對要找工作的社會新鮮人，您會給他們什麼建議？(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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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求職前，先了解產業或職務內容再應徵   □(02)釐清本身的職涯方向 
    □(03)對薪水和福利要求須符合市場行情       □(04)加強專業能力 
    □(05)個人履歷表需更精緻化、差異化         □(06)加強面試技巧 
    □(07)加強外語能力                         □(08)多考取專業領域證照或執照 
    □(09)其他，請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