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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戰後從農業社會轉變成工業社會，人民生活清貧，許多人從鄉下來到都市討生活，每個年輕
人充滿打拼奮鬥精神，只要努力就會有回報，那是一個充滿希望與夢想的年代。這也造就台灣的
經濟奇蹟，中小企業的創新精神，造就普羅大眾黑手也能出頭天，每個青年雖然學歷不高，但是
卻是活力幹勁十足，迎接挑戰，台灣1960
年代的工業化給勞工帶來的穩定就業與完整個人職業生涯，是台灣快速經濟發展下，社會衝突卻
相對穩定的基礎。

      但是1990年起，台灣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帶來了產業外移、勞動彈性化、專業人士與
資本家所得增加、本土勞工失業、貧富差距擴大等社會後果。但是台灣這波全球化，本質上是產
業外移中國，「利用中國」的行銷全球模式，以1997年回歸中國的香港為例，香港與中國的進一
步經貿整合後，導致香港貧富差距擴大，只剩下低薪與低技術的就業機會，佔人口不到百分之十
的專業經理人與資本家收入持續上升，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就業者收入的絕對購買力都持續下滑，
僅有少數的中產精英與資本家獲益1 。

      而曾幾何時，台灣的核心製造業大量外移到中國與東南亞而逐漸空洞化，製造業內部勞動
力市場所創造的穩定職業生涯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低技術工不穩定的服務業的興起，缺乏主
體性的經濟發展，經濟依賴中國，大量前往中國投資造成當前台灣青年人所面對的是:「低就業、
低工資與低成就」的三低時代2 所形成的職業生涯與就業市場。

     
長期失業: 年輕化、高學歷化、初次尋職化

      今年台灣的失業率從2008年9月開始，不尋常地不降反升，一路攀升到了2009年8月達到
6.13%的歷史新高，而該月份20~24歲的青年失業率達到16.28%，是所有年齡層最高的，即使到
了10月份也有15.34%。從這裡可以看到，當前台灣青年失業問題的嚴重性，實在已經到了無法容
忍的地步。

      假使這些失業青年能夠很快找到工作，那麼短暫的高失業率，經過四五個月終究會找到工
作，那也無妨。但是事實的發展卻不是如此樂觀。 

      但根據主計處統計，在失業達53週的「長期失業者」當中，2009年10月有10.8萬人，創
下六年來新高，其中20~24歲者有1.3萬人，25~29歲者有2.3萬人，也就是20~29歲的失業達一年
以上者有3.6萬人，佔了長期失業者的33.3%。大專以上的長期失業者也有4.4萬人，佔40.7%。這
些數據打破了一般社會大眾認為長期失業者都是一群年老被資遣、學歷差、能力差的失業者的刻
板印象。 

     
學者研究也指出3

，台灣的長期失業變化趨勢：年輕化、高學歷化、初次尋職化，已經不再是傳統印象中的特徵：
中高齡、低學歷、重複尋職。當年青人也逐漸成為長期失業者的多數，這對於青年人的就業信心
將產生重大的衝擊，這絕對會是台灣社會活力與創新的一大隱憂。 

 
初次就業青年薪資水準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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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計處11月底發佈的「人力運用調查」顯示，長期失業者沒有就業的原因，將近六成認為
是「待遇太低」，有三成以上是年齡限制，其次是技能不足，占了兩成九。表面上，看起來是年
輕人「眼高手低」，但事實上卻是今年上半年台灣整體的薪資水準大幅下降，2009年一至九月「
名目平均薪資」較去年同期減少六．二三％，再度創下史上最大減幅；考量物價因素後，「實質
平均薪資」更創下一九九七年以來新低，等於退回十三年前水準 4。

      根據主計處調查，到2009年十月為止，全國六十五萬三千名失業人口，有十一萬三千人是
第一次投入職場的社會新鮮人。青年人面對當前勞動力市場的低薪，當然會延遲就業以等待市場
薪資上升，但是薪資的回溫何時才能會發生，恐怕是一個大問號。

火上加油的「22K」

      為因應自2008年下半年的金融風暴，與後續的全球不景氣，行政院於2009年2月核定的4
年5000億元的「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教育部在此計畫當中以292億元的預算規模
舉辦了「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方案」，其中有十一項方案，人數、預算規模最大，引起最多爭
議的就是「95至97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及教育基金會職場實習方案」，也就是俗稱的「22K」
方案。 就在台灣2009年上半年經濟景氣低迷，就業市場的薪資普遍下滑之際，政府在2009年四
月起，自己主動火上加油，為就青年的就業市場投入震撼彈-----「95至97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
及教育基金會職場實習方案」，總計有35100個名額，總預算為約121億元。教育部要各大專院校
負責媒合3年內畢業學生至企業工作，由政府補貼勞工薪資，每人2萬2千元，以及4千餘元的勞健
保費。 

「22K」對青年就業的危害

      教育部推出此方案，原想解決大專畢業生的高失業率問題，但是卻反而造成許多社會問
題，教育部嚴重誤判情勢，難怪該方案一提出，深知其中利害關係的勞委會就束手旁觀，一直到
後來因教育部媒合成效非常差
，行政院才緊急要求勞委會接手介入5，但是該方案已經對青年就業市場造成嚴重打擊。 

      一、拉低勞動力市場薪資。許多企業原本就要僱用青年畢業生，如今既然政府要全額補助
薪資，因此就依照「22K」的破盤價6

僱用，拉低整個初次就業市場的薪資水準。國家假實習之名，造成企業資遣資深員工，僱用實習
青年，造成青年的微薄薪資化7

。因此，「22K」竟然逐漸蔓延成為今年大專畢業青年的求職薪資水準，連行政院長吳敦義也坦
承他兒子剛畢業也是月薪兩萬多8

。而根據1111人力銀行調查指出，以一年有二十三萬新鮮人投入職場估算，則約有五萬多名社會
新鮮人沒有正職工作，而2009年學校畢業之新鮮人平均起薪為24358元，比去年減少1368元，更
印證了企業實習方案，拉低新鮮人起薪9。 

      二、排擠原有政府促進就業方案。由於政府已經有辦理補助失業勞工到企業工作每月補助
1.7萬元的
「立即上工」計畫，
以及協助弱勢子女到企業暑假實習的「工
讀導航」計畫10

。本來執行這些計畫的企業，看到教育部的「22K」方案條件更為優厚，就紛紛轉向改聘年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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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造成原來的照顧中高齡失業者與弱勢家庭的計畫受到嚴重影響。 

      三、大學成為人力派遣公司。「22K」方案中的3500個企業實習名額，必須在極短的時間
內執行完畢，因此要求每個學校分配當年畢業生4%的名額，大學為達成目標，就必須去拜託企業
到該校登記，然後媒合有意願的學生，形成教育部出錢、大學派工、企業僱用畢業生、畢業生領
教育部薪資的特有的「四角勞動派遣關係」11

，大學完全偏離教育的本業，學者並警告未來若發生職災、違反勞基法等其他勞資爭議，大學將
難置身事外，並可能對大學產生負面形象。由於大學非專業的就業服務機構，實際執行時，竟然
發生媒合大專畢業生到討債公司等不當企業的脫序現象。許多人力仲介公司也紛紛搶食大餅，當
起大學的外包商，協助大學完成人力仲介的角色12。 

      四、助長青年就業不穩定。由於「22K」方案是一年的定期契約，不是傳統穩定雇用的「
不定期契約」，因此期滿之後僱主不需給付資遣費，這種國家鼓勵雇主彈性化僱用的做法，將助
長企業主短期雇用或使用人力派遣的習慣，加劇「青年貧窮化」與就業的不穩定，嚴重侵蝕整體
勞動力市場的穩定13。

青年的未來不是夢?

      媒體常以「草莓族」來形容這一代年輕人的脆弱與安逸，但是這一代的青年所面對的是
一個全新的時代，一個充滿低技術性與零碎化的不穩定就業環境，過去那種只要努力打拼就有回
報的時代已經過去。而台灣在經歷全球化的產業外移與勞工去技術化後，如今將再度面對中資挾
其政治與經濟合一的霸權，大舉進入台灣。 

以比較利益角度，中資不可能來台投資生產事業，未來將以併購特定產業，以攫取關鍵生產技術
與服務資訊，為主要目標。
其過程將與國際私募基金的蝗蟲行為無異14

，如此將打破台灣原已極度不穩定的僱用型態，根據銀行員工會全國聯合會的統計，截至2005年
為止的金融機構合併案，已經導致
五千名以上銀行員失去工作15

，而從博智集團併購南山人壽，所開出的協議書當中要求員工放棄罷工權、承認是承攬關係等四
項條件16，更可看出其摧毀勞工團結的嚴重性。 

台灣青年的初次就業市場在「22K」的衝擊下，已經倒地不起，如今如果再面對中資來台可能大
肆併購企業，簽定ECFA後台灣產業結構的再調整的重拳，目前約有兩百萬人常駐中國工作的情形
將繼續增加，未來更多台灣青年勢必將在被迫離鄉背井工作與在台灣面對低薪、低技術性的不穩
定機會之間，做一抉擇。不知台灣青年是否準備好了?

作者張烽益為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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