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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如何提振青年就業向為各國積極謀求解決之道之課題，經建會負責

人力供需及人才培訓政策協調平台，並協調各部會相關促進就業措施及

人才培育方案，青年就業亦屬其中重要之一環。本次考察將深入了解日

本青年就業現況及實務做法，作為我國促進青年就業政策之參考。 

本計畫考察日期自 101 年 6 月 18 日至 6 月 21 日，至日本進行考察，

分別就（一）日本青年就業現況及問題；（二）剛畢業及非正規就業青

年之就業協助；（三）一站式青年就業服務；（四）輟學及尼特族青年之

就業協助等 5 面向，汲取日本經驗，供為我國未來促進青年就業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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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考察考察考察考察目的與過程目的與過程目的與過程目的與過程 

一一一一、、、、考察考察考察考察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如何提振青年就業向為各國積極謀求解決之道之課題，尤自 2008 年下半年

金融危機爆發迄今，全球經濟雖已見好轉，然主要國家就業市場情勢依然嚴峻，

2011 年美國失業率為 8.9%，歐盟亦高達 9.7%，其中又以青年失業為最。2011

年全球青年失業率由 2007 年之 11.7%上升至 12.7%，約為總失業率的 2.1 倍；失

業人數增至 7,480 萬人，較金融危機前增加 400 萬人以上，且占全球總失業人數

比率幾達 4 成(37.4%)，致各國紛紛針對促進青年就業提出對策，相關的措施及

法規，均可作為我國未來之參考。 

經建會負責人力供需及人才培訓政策協調平台，並協調各部會相關促進就

業措施及人才培育方案，青年就業亦屬其中重要之一環。本次考察將深入了解

日本青年就業現況及實務做法，作為我國促進青年就業政策之參考。 

二二二二、、、、考察考察考察考察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一)時間 

101 年 6 月 18 日（星期一）至 6 月 21 日（星期四），共 4 天。 

(二)成員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力規劃處曹專員毓珊、蔡專員玫君。 

(三)考察重點 

� 瞭解日本對青年就業現況及問題。 

� 瞭解日本對於剛畢業、飛特族、尼特族等青年就業協助措施及成效。 

(四)行程安排 

本次參訪經外交部亞東關係協會，透過日本交流協會台北事務所及台北駐

日經濟文化代表協同聯繫安排，使本次參與成員有機會能與日本政府部門及民

間機構接觸，得以瞭解日本青年就業政策與措施，特此致謝！本次參訪重點及

行程表，詳如後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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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考察行程 

日期 時間 考察內容 地點 講師 

101.06.17 提   前   啟   程 

101.06.18 

10:00- 

12:00 

高等教育學生

就業現狀及問

題 

國立教育政策研

究所1
 

國立教育政策研究所 進

路指導研究センター総括

研究官 

藤田照之 生徒指導 

13:30- 

17:00 

日本青年就業

現況、問題及

相關措施 

日本交流協會2
 

厚生勞動省 

安定局 仙田補佐 

職業能力開発局 キャリ

ア形成支援室 永井補佐 

101.06.19 

10:30- 

12:30 

輟學及尼特族

(怯志青年)之

協助 

地域若者サポー

トステーション

(三鷹)
3
 

佐藤洋作・代表理事                                 

14:00- 

16:30 

剛畢業、非正

規工作青年之

協助 

1.東京新卒応援

ハローワーク4
 

2.東京わかもの

支援コーナー5
 

(キャリアアップ

ハローワーク) 

廣瀬所長、川野邉室長、

酒井室長 

101.06.20 
10:00- 

12:00 

地方青年就業

服務單一窗口 

東京しごとセン

ター6
 

総務課企画調整係長 山

本様 

101.06.21 回                  程 

                                                 
1
 國立教育政策研究所：東京都千代田区霞が関 3 丁目 2 番 2 号。 

2
 日本交流協會：東京都港区六本木 3-16-33-7F。 

3
 地域若者サポートステーション：東京都三鷹市下連雀 4-15-31 有本ビル 1 階。 

4
 東京新卒応援ハローワーク：東京都新宿区西新宿 2-7-1 小田急第一生命ビル 21 階。 

5
 東京わかもの支援コーナー(東京キャリアアップハローワーク)：新宿区西新宿 1-7-1 松岡セン

トラルビル９階。 
6
 東京しごとセンター：東京都千代田区飯田橋 3 丁目 10 番 3 号。 



 

 

5

貳貳貳貳、、、、日本日本日本日本青年就業現況青年就業現況青年就業現況青年就業現況及問題及問題及問題及問題 

一一一一、、、、15-24 歲青年之失業歲青年之失業歲青年之失業歲青年之失業率高於整體率高於整體率高於整體率高於整體及其他青年組及其他青年組及其他青年組及其他青年組失業率失業率失業率失業率 

15-24 歲青年失業率高於整體失業率，亦高於 25-34 歲青年。以長期變化趨

勢來看： 

� 15-24 歲青年失業率自 2003 年(平成 15 年)之高峰後，連續 5 年下降，由 10.1

％下降至 2008 年之 7.2％，惟受到全球金融海嘯影響，2009-2010 年上升至

為 9.1％，2011 年就業情勢趨緩，失業率回降至 8.2％，下降 0.9 個百分點。 

� 25-34 歲青失業率長期變化較緩和，2011 年為 5.7％，較前年下降 0.6 個百

分點。 

圖圖圖圖 2-1 青年及整體失業率青年及整體失業率青年及整體失業率青年及整體失業率－－－－按年齡組分按年齡組分按年齡組分按年齡組分 

資料來源：總務省統計局「勞動力調査」 

(註)2010 年、2011 年(  )統計，排除岩手縣、宮城縣及福島縣核災受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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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未接受未接受未接受未接受高高高高中中中中教育者少教育者少教育者少教育者少，，，，且且且且學歷對就業影響不大學歷對就業影響不大學歷對就業影響不大學歷對就業影響不大 

依據 OECD「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1」調查，日本 2009 年未接受高中教

育人數少，學歷對就業影響不大，高等教育程度者就業率為 80%，高中教育程

度者就業率為 74%。(如圖 2-2、表 2-1) 

 

 

圖圖圖圖 2-2 OECD 國家國家國家國家 25-64 就業率就業率就業率就業率(2009 年年年年)－－－－按教育程度分按教育程度分按教育程度分按教育程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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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1  25-64 歲就業率歲就業率歲就業率歲就業率變化趨勢變化趨勢變化趨勢變化趨勢－－－－依教育程度依教育程度依教育程度依教育程度(1997-2009 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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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企業採行企業採行企業採行企業採行「「「「新卒一括採用新卒一括採用新卒一括採用新卒一括採用」」」」傳統傳統傳統傳統，，，，畢業新鮮人之就職畢業新鮮人之就職畢業新鮮人之就職畢業新鮮人之就職(內定內定內定內定)率高率高率高率高 

(一)企業採行「新卒一括採用」傳統 

1、日本企業有「新卒一括採用」傳統，是指對於應屆畢業生進行一次性大規模

的招募活動，大多數畢業生於畢業前都會拿到內定通知，並統一在 4 月 1

日就職。 

2、企業採行「新卒一括採用」招募傳統的主要理由為： 

� 企業內部規劃及執行的訓練計畫，往往更具效率 

� 維持企業各年齡層員工之平衡 

� 在終生僱用的企業文化下，日本企業不注重經驗，習慣自行訓練，對新加

入的員工，往往會進行 3-5 年計劃性的長期培訓，因此企業求才重視個人的

潛質能力，只要求基礎廣泛能力。然而，近 10 年來日本經濟不景氣，終生

僱用制度有逐漸鬆動之跡象，對於新鮮人的要求變高，如語言能力等。 

3、「新卒一括採用」的優缺點 

� 優點：在此制度下，剛畢業學生不需與其他有經驗、技能之工作者競爭。

此外，在 3 月底畢業後，畢業生不需經歷失業階段，可以在 4 月 1 日順利

進入職場。 

� 缺點：高三、大四畢業前，較容易求職，畢業後的青年就得跟其他年齡的

工作者競爭，因此如果畢業時，剛好面臨經濟不景氣，無法順利獲得工作

或正規工作，未來這個世代的年輕人將很難再獲得好的工作機會。 

4、即便「新卒一括採用」受到部分批評，但企業及勞工團體雙方都對此制度評

價頗高，且此招募傳統是由企業主動執行，非由政府主導，故政府無法強

制廢除，可預期應會持續採行。 

(二)應屆畢業生求職活動 

1、應屆畢業大學生求職活動 

相較於高中，大學與職業安定所(Hello Work)雖有聯繫與合作，但程度

不如高中，大學畢業生多進行個別性求職，通常在大三的暑假後開始收集

各種企業的情報，隔年 1 月積極參加企業的説明會，4 月起參加各企業之考

試和面試，各企業考試内容依企業有所不同，大致上有基本能力測驗(數學、

英文、作文等)、團體面試、個人面試、心理測驗等等。從參加説明會到最

後拿到非正式内定通知通常要花上 2 至 3 個月。(如圖 2-3) 

有關大學生之求職招募活動，學校之間訂有協議，企業(日本經濟團體

聯合會)則亦需簽署倫理憲章，以作為彼此行為的規範(如圖 2-4)。如 10 月 1

日是倫理憲章明訂之「內定解禁日」，亦即企業以明年的大學畢業生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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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在「內定解禁日」後發出正式內定錄取通知書(9 月 30 日以前都為非正

式內定)，大多數學生均能於隔年 3 月畢業前找到工作；為符合此規範，Hello 

Work 亦在畢業該學年度之 4 月，才會公布相關職缺消息。(詳如圖 2-4) 惟

這些規範只是「君子約定」，因而被認為虛有其表。 

此外，為強化大學對於學生之就業協助，日本在 2010 年修正「大學設

立標準」，規範大學設立就職資源中心，提早進行就業宣導，提供就職補助，

並設有就職課，邀請企業開設企業研究討論會，介紹公司概況，並選派畢

業校友說明在公司的經驗和體會。 

 

 

 

圖圖圖圖 2-3 大學生大學生大學生大學生求職求職求職求職的標準流程的標準流程的標準流程的標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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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4 大學生求職活動之大學及企業規大學生求職活動之大學及企業規大學生求職活動之大學及企業規大學生求職活動之大學及企業規範範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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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屆畢業高中生求職活動 

日本高中應屆畢業生之求職活動，是由 Hello Work 與學校共同督導及

協助，二單位間之聯繫與合作十分密切。依據不同政府部門(厚生勞動省、

文部科學省)、高中(全國高中校長協會)、主要企業團體(日本經團連、日本

商工會議所、全國中小企業團體中央會)間的協議，已建立嚴謹的招募程序

(如圖 2-5) 

 

 

圖圖圖圖 2-5 高中生高中生高中生高中生求職求職求職求職的標準流程的標準流程的標準流程的標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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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畢業新鮮人之就職(內定)率高 

「內定」是指正式僱用前的一種約定，就職(內定)率為取得內定通知者占希

望就業畢業生之比率。由於內定的傳統，大多數畢業生一畢業都能馬上就職，

否則未來就更難就職，因此就職(內定)率是很重要的指標。 

1、大學畢業生之就職(內定)率(如圖 2-6) 

� 2011 年大學畢業生之就職(內定)率為 91％，為近年來的最低點，主要原因

為受 2008-2009 年金融風暴之影響，企業招募人才往往會提前 1-2 年規劃，

當年度無法立即反應經濟狀況，而是在 2010 年、2011 年降低招募數。 

� 2012 年大學畢業生之就職(內定)率為 93.6％，已較去年同期增加 2.6 個百分

點；就職(內定)人數為 35.6 萬，較去年同期增加 5.6％。 

2、高中畢業生之就職(內定)率(如圖 2-7、表 2-2) 

� 由於日本高中與 Hello Work 間之聯繫與合作十分密切，使高中畢業生之就

職(內定)率較大學畢業生高。2012 年 4 月高中畢業生就職率為 96.7%，高於

大學畢業生之 93.6%，亦較去年同期增加 1.5 個百分點；就業(內定)人數為

15.5 萬，較去年同期增加 3.7％。 

� 近年來愈來愈多的高中生選擇上大學，希望就業人數不到 2 成(而大學畢業

生希望就業人數比率近 7 成)，然而即便應屆畢業高中生投入職場人數下

降，但因相關工作機會也愈來愈有限，求供倍數 1992 年 3.34 倍之高點，下

降至 2012 年之 1.30 倍。(如圖 2-8)  

3、應屆畢業生未就業者約 4.8 萬人  

� 2012 年大約有 4.8 萬應屆畢業生未找到工作，已較去年減少 2.7 萬人或 36

％，其中有 4.3 萬為大學畢業生、0.5 萬為高中畢業生。(如圖 2-9) 

 

表表表表 2-2  2012 年年年年 4 月大學及高中畢業生就職月大學及高中畢業生就職月大學及高中畢業生就職月大學及高中畢業生就職 (內定內定內定內定)率率率率 

 
就職希望率 就職(內定)率 

＜参  考＞ 

前年度畢業生的就職率 

(平成 23 年 4 月 1 日) 

大學 68.9% (+2.4) 93.6% (+2.6) 91.0% 

高中 17.4％ (+0.2) 96.7％ (+1.5) 95.2％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文部科學省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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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6 大學畢業生大學畢業生大學畢業生大學畢業生就職就職就職就職(內定內定內定內定)率之歷年變化率之歷年變化率之歷年變化率之歷年變化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厚生勞動省抽樣調查。(引自 2010 年文學科學白省文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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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7 高中畢業生就職高中畢業生就職高中畢業生就職高中畢業生就職(內定內定內定內定)率之歷年變化率之歷年變化率之歷年變化率之歷年變化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引自 2010 年文學科學白省文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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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8 高中畢業生高中畢業生高中畢業生高中畢業生求職求職求職求職、、、、求才及求供倍數求才及求供倍數求才及求供倍數求才及求供倍數之歷年變化之歷年變化之歷年變化之歷年變化 

資料來源：職業安定業務統計 

(註)求職人數是指透過學校或 Hello Work 希望求職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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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9 應屆應屆應屆應屆畢業畢業畢業畢業生未就業人數生未就業人數生未就業人數生未就業人數之歷年變化之歷年變化之歷年變化之歷年變化 

 

資料來源：「大学等卒業予定者就職状況調査」（厚生勞動省・文部科學省）及「職業安定業務統計」（厚生勞動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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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0 年放寬內定制度之適用對象至畢業 3 年內之學生 

未取得內定之青年日後需與其他已具工作經驗者競爭，要找到工作之機會

相對較為困難。據統計，日本約有 10.6 萬名大學生「延畢」，其中約 7 成延畢 1

年，推測是為了成為「應屆畢業生」以利求職。 

為使畢業青年能順利就業，日本於 2010 年 11 月修訂「青年僱用機會確保方

針」(母法是「僱用對策法」)，就職內定條件由應屆畢業生擴及畢業 3 年以內之

青年。(詳如圖 2-10)依厚生勞動省之統計，2010-2011 間，大約有 60％企業內定

制度願意接受已畢業青年之申請，且可接受畢業年限有逐漸放寬之趨勢，如

2010-2011 年則以畢業後 2-3 年為最多(占 39％)，而前年同期則以畢業後 1 年內

為大宗(占 50％)。(如圖 2-11、2-12) 

此外，2010 年為因應全球金融危機之影響，厚生勞動省增加企業僱用已畢

業 3 年內青年的誘因，發放僱用獎勵金(為短期方案，至今(2012)年底結束)，企

業得以 3 個月試用期方式僱用，每個月發放獎勵金 10 萬日圓，3 個月後若轉為

正式僱用，發放獎勵金 50 萬日圓。2010 財政年度(2010 年 6 月至 2011 年 3 月)

受益人數為 17,221 人，2011 財政年度(2011 年 4 月至 2011 年 6 月)受益人數為

46,554 人 

圖圖圖圖 2-10  青年僱用機會確保方針內容青年僱用機會確保方針內容青年僱用機會確保方針內容青年僱用機會確保方針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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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11 2010-2011 年內定制度願意接受已畢業青年年內定制度願意接受已畢業青年年內定制度願意接受已畢業青年年內定制度願意接受已畢業青年之之之之企企企企業業業業比率比率比率比率 

圖圖圖圖 2-12  2010-2011 年年年年企業內定制度願意接受已畢業青年企業內定制度願意接受已畢業青年企業內定制度願意接受已畢業青年企業內定制度願意接受已畢業青年申請的情形申請的情形申請的情形申請的情形 

 

資料來源：厚生勞動省「勞動經濟動向調查(2011 年 8 月)」 

(註) 過去 1 年間(2010 年 8 月至 2011 年 7 月)招募正式社員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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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企業規模大小在求供比上呈現明顯差異企業規模大小在求供比上呈現明顯差異企業規模大小在求供比上呈現明顯差異企業規模大小在求供比上呈現明顯差異 

近年來日本雖面臨經濟不景氣，但整體求供比仍大於 1，顯示青年失業問題

部分源自於求供間的落差。以企業規模觀之，日本中小企業之比例占 9 成，惟

大學畢業生多傾向進入大企業，使未滿 300 人之中小企業與 5,000 人上之大企

業，在人才求供比率上差異甚大。例如 2012 年未滿 300 人企業求供比為 3.35

倍，遠高於整整體求供比的 1.23 倍；另隨著企業規模愈大，求供比愈低，300-999

人企業求供比為 0.97 倍，1,000-4,999 人為 0.74 倍，5,000 人以上企業之求供比

則僅有 0.49 倍。 

為了擴大青年人就業，日本政府大力推動大學生進入中小企業工作，也已

有初步成果，依據文部科學省的「大學生就職意識調查」(2012 年 3 月)，由於

未來經濟情勢不明朗，企業人員招募活動縮小，日本大學生大學畢業生考量現

實環境，希望到大公司工作的想法亦有了改變，反而期待進入中小企業工作。

如圖 2-13，2009 學年度畢業生想到大公司工作比率為 51.8％、想到中小企業工

作比率為 42.5％，使 300 人以下企業求供比高達 8.34 倍；到了 2011 學年度，情

況反之，想到大公司工作比率為 41.4％、想到中小企業工作比率為 53.4％，亦

使中小業求供比下降至 3.35 倍。 

表表表表 2-3 求供倍數求供倍數求供倍數求供倍數－－－－按企業員工規模分按企業員工規模分按企業員工規模分按企業員工規模分 

 2010 年 3 月畢業 2011 年 3 月畢業 2012 年 3 月畢業 

未滿 300 人 8.43 倍 4.41 倍 3.35 倍 

300-999 人 1.51 倍 1.00 倍 0.97 倍 

1,000 人-4,999 人 0.66 倍 0.63 倍 0.74 倍 

5,000 人以上 0.38 倍 0.47 倍 0.49 倍 

全體平均倍數 1.62 倍 1.28 倍 1.23 倍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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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13 大學生大學生大學生大學生、、、、大學院生求職意願大學院生求職意願大學院生求職意願大學院生求職意願－－－－按企業員工規模分按企業員工規模分按企業員工規模分按企業員工規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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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飛特族及尼特族飛特族及尼特族飛特族及尼特族飛特族及尼特族問題尚未明顯改善問題尚未明顯改善問題尚未明顯改善問題尚未明顯改善 

(一)飛特族 

飛特族(freeter)係指 15-34 歲從事非社員工作或短期工作畢業青年(女性需未

婚) (Job-hopping part-timers)，包括 3 大類青年：(1)依雇主界定從事部分工時或

臨時工作的工作者；(2)尋找部分工時或臨時工作的失業青年；(3)想要找部分工

時或臨時工作的非勞動力人口，但不包括從事家務勞動或在學的青年。 

飛特族人數於 2003 年(平成 15 年)達 217 萬人之高峰後，逐漸減少，2011

年人數為 176 萬人，但因整體青年人口比例減少，故比例上並無太改變。 

 

圖圖圖圖 2-14  飛特族飛特族飛特族飛特族之歷年人數之歷年人數之歷年人數之歷年人數 

資料來源：總務省統計局「勞動力調查」 

(註) 平成 22 年、23 年(   )統計資料，排除岩手縣、宮城縣及福島縣核災受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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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尼特族 

尼特族(NEET) 係指 15-34 歲之未就業、未在學、未在接受訓練的青年(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日本尼特族人數於 2002 年(平成 14 年)

由大幅增加至 64 萬人後，近幾年大致都維持約 60 萬人。若擴大年齡層，35-39

歲無業者由 1998 年 10 萬人增加至 2002 年之 15 萬人後，逐年上升，自 2008

年以後大致都維持 20 萬人。 

厚生勞動省仙田補佐指出，尼特族的原因可能包括經濟不景氣、僱用派遣

制度等，使年輕人的就業環境惡劣，造成心理因素，進而無法就業；另外，亦

有些青年是因為無法建立人際關係、參與社會、與社會溝通，而無法就業。 

 

圖圖圖圖 2-15 無業者無業者無業者無業者(含尼特族含尼特族含尼特族含尼特族)之歷年之歷年之歷年之歷年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資料來源：總務省統計局「勞動力調查」 

(註)平成 22 年、23 年(   )統計資料，排除岩手縣、宮城縣及福島縣核災受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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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大學畢業生支援大學畢業生支援大學畢業生支援大學畢業生支援 Hello Work 及及及及 Career Up Hello Work 

－－－－剛畢業剛畢業剛畢業剛畢業及非正規及非正規及非正規及非正規就業就業就業就業青年之就業協助青年之就業協助青年之就業協助青年之就業協助 

一一一一、、、、新宿新宿新宿新宿 Hello Work 

新宿 Hello Work 設有「歌舞伎町廳舍」及「西新宿廳舍」2 廳舍，其中「歌

舞伎町廳舍」業務推展策略首重與企業聯繫，以找到好的職缺資料；在求職者

服務部分，「西新宿廳舍」除了一般求職及就業保險服務外，又設了 4 個專責機

構：(1) 東京 Career up Hello Work，含青年支援角落(東京キャリアアップハロ

ーワーク)」；(2)東京大學畢業生支援 Hello Work (東京新卒応援ハローワーク)；

(3) 新宿外國人僱用支援、指導中心(外国人雇用支援・指導センター)；(4)東京

外國人僱用服務中心(東京外国人雇用サービスセンター)。(新宿 Hello Work 組

織圖、業務推展策略如圖 3-1、3-2) 

 

圖圖圖圖 3-1 新宿新宿新宿新宿 Hello Work 組織圖組織圖組織圖組織圖 

資料來源：新宿 Hello Work 考察講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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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2 新宿新宿新宿新宿 Hello Work 業務推展策略業務推展策略業務推展策略業務推展策略 

資料來源：新宿 Hello Work 考察講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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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東京東京東京東京大學畢業生支援大學畢業生支援大學畢業生支援大學畢業生支援 Hello Work 

日本人口結構老年化、出生率低、15-24 歲青年勞動力參與率約只有 40％，

實際參與勞動市場之青年並不多，且愈來愈少；然而，由於製造業外移，即便

參與勞動人數變少，但工作機會仍不足。此外，大學畢業生即便能順利就業，

但畢業 3 年內有 20 萬人會離職。為協助此頰青年就業，厚生勞動省成立大學畢

業生支援 Hello Work。 

(一)服務內容 

 

 

 

 

 

 

 

 

 

 

 

 

 

 

 

 

 

 

 

 

 

 

個別個別個別個別支援支援支援支援 

� 從頭到尾都是由同一位就業諮詢員協助 

� 服務內容包括首次/非首次諮詢、職涯諮

詢、面試及考試模擬 

團體支援團體支援團體支援團體支援 

� 企業強調溝通能力，包括個人對個人、團

體對團體的溝通 

� 網路資訊發達，求職策略大同小異，企業

會使用團體互動來了解個人的個性魅力 

與大學就職與大學就職與大學就職與大學就職資源資源資源資源中心合作中心合作中心合作中心合作 

� 畢業前，Hello Work 會派就業諮詢員常駐學校，或進行活動宣導 

� 畢業後 

� 大學就業課程時，大學生依個別意願決定是否在 Hello Work 資料庫登錄資料 

� 學校拿到學生內定資料時，會將資料匯入 Hello Work 資料庫(1 年 1 次) 

� 畢業後學生若將就業訊息回報學校，學校即能持續更新 Hello Work 資料庫。 

圖圖圖圖 3-3 東京大學畢業生支援東京大學畢業生支援東京大學畢業生支援東京大學畢業生支援 Hello Work 之服務內容之服務內容之服務內容之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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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成效 

每日平均服務人數約 200 人。 

表表表表 3-1 東京大學畢業生支援東京大學畢業生支援東京大學畢業生支援東京大學畢業生支援 Hello Work 之服務成效之服務成效之服務成效之服務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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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4 東京大學畢業生支援東京大學畢業生支援東京大學畢業生支援東京大學畢業生支援 Hello Work 之之之之接待及諮詢接待及諮詢接待及諮詢接待及諮詢櫃台櫃台櫃台櫃台 

接待櫃台 前面為初次諮詢櫃台；後面為非初次櫃台，

需預約 

就業自助區 經登記後可使用電腦、列表機 

求才資料之公布 特定企業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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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5 東京大學畢業生支援東京大學畢業生支援東京大學畢業生支援東京大學畢業生支援 Hello Work 個別職業諮詢室及面試個別職業諮詢室及面試個別職業諮詢室及面試個別職業諮詢室及面試諮詢諮詢諮詢諮詢室室室室 

個別職涯諮詢室 諮詢員可協助指導工作機會之查詢及諮詢 

面試諮詢服務室，設有鏡子，且有門之裝

置，目的在於諮詢員會實際帶領面試之技

巧，如如何敲門、衣著禮儀等 

諮詢員會實際帶領面試之技巧，協助檢視求

職青年之衣著禮儀是否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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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6 東京大學畢業生支援東京大學畢業生支援東京大學畢業生支援東京大學畢業生支援 Hello Work 之之之之其他空間其他空間其他空間其他空間 

另設有電腦協助青年可以撰寫履歷、進行就

業相關的電腦測驗。 

分享求職經驗 

設有一個很大的會場，可以辦企業徵才活動  徵才會場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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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東京東京東京東京 Career Up Hello Work(含青年支援角落含青年支援角落含青年支援角落含青年支援角落) 

2008 年全球金融嘯，使許多人無法成為正式工作者，而為派遣工作者。為

協助派遣員工成為正式員工，故厚生勞動省成立 Career Up Hello Work，當時有

東京、愛知、大阪等 5 個據點。此外，日本社會保險條件往往需要有正式工作，

考量如果青年沒有正式工作將影響未來社會保險制度的運作，因此於今(2012)

年 4 月開始增設青年支援角落7。 

(一)主要服務對象 

� Career Up Hello Work 以 44 歲以下為服務對象，其中青年支援角落則以 34

歲以下青年為對象，提供一對一的諮詢服務。 

� 2011 年(平成 23 年)新登記求職者有 7,420 人，兼職工作者、派遣/契約員工

等非正規工作者占新登錄求職人數之 55％左右，以年齡層來看，20-40 歲者

佔約了 70％。 

(二)一站式服務內容 

� 就業服務：就業諮詢員提供詳細的就業諮詢及介紹；諮詢及開立工作卡；

舉辦各類研習講座、面試會；運用職場體驗、以及發放僱用獎助金等。 

� 職能開發：公共職業訓練及求職協助訓 

� 住宅服務等 

 

圖圖圖圖 3-7 東京東京東京東京 Career Up Hello Work 服務內容服務內容服務內容服務內容 

                                                 

7
 依厚生勞動省網站，為協助飛特族獲得正規就業，今(2012)年 4 月 9 月於全國 Hello Work，設立

204 所專門服務處，包括設立「青年支援角落」(於縣廳所在地設立，共 50 所)、「青年支援窗口」

(於其他市村町，規模較小，共 154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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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業服務流程 

圖圖圖圖 3-8 東京東京東京東京 Career Up Hello Work 就業服務流程就業服務流程就業服務流程就業服務流程 

(四)成效 

2011 年(平成 23 年)，Career Up Hello Work 協助就業 2,278 人，其中有 55％

成為正式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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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9 東京東京東京東京 Career Up Hello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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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東京東京東京東京 Job Café (東京工作中心東京工作中心東京工作中心東京工作中心) 

－－－－地方政府所屬一站式地方政府所屬一站式地方政府所屬一站式地方政府所屬一站式青年青年青年青年就業服務就業服務就業服務就業服務站站站站 

一一一一、、、、青年就業服務中央與地方之分工青年就業服務中央與地方之分工青年就業服務中央與地方之分工青年就業服務中央與地方之分工 

(一) Job Café 

全名為「青年一站式服務中心」(若年者のためのワンストップサービスセ

ンター)，是由都道府縣所設立一站式青年就業服務站，目前已有 46 個都道縣

府相繼成立，青年可以在此獲得就業相關的免費協助。實際上，Job Café 多是

由地方政府委託民間機關辦理，主要源自於當初設立目的在結合民間力量以提

供多元之青年就業服務。 

(二)Job Café v.s. Hello Work 之不同 

� Hello Work(中央政府所屬)：以「就業」為導向，強調介紹工作、開發職缺，

原則上不提供就業諮詢服務(除了大學畢業生支援 Hello Work 以外，大學畢

業生支援 Hello Work 於 2011 年才成立，目前對於中央與地方分工影響不大) 

� Job Café(地方都道府縣所屬) 

－由都道府縣地方自治體決定是否設立，各地方所提供的服務也會因為當

地經費及需求而有所不同。 

－Job Café 不提供就業媒合服務，依「職業安定法」規定，只有中央 Hello Work

及民間職業介紹機構有就業媒合之職權，目前所有 Job Café(多由地方政

府委託民間辦理)均沒有就業媒合之權責。因此，青年若需找工作，仍需

到 Hello Work，不過可回到 J ob Café 與就業諮詢員討論工作之合適性及

後續的面試練習等。 

－Job Café 以「就業諮詢服務」為主，協助青年了解自己的性向，並強調因

應各地區的特色與需求，提供特殊性的服務，如東京工作中心強調就業

諮詢，對於就業準備投入更大的心力。 

� Job Café v.s. Hello Work 二者亦維持合作關係，如有時會共同舉辦企業說明

會或參訪活動。另在東京都的要求下，東京 Job Café 也與厚生勞動省所管

之 Hello Work 併設，以提供就業媒合服務。 

(三)日本中央與地方青年就業服務之檢討 

� 現行各級政府都有自己的就業措施，彼此分工合作，但界線也愈來愈模糊，

如琦至縣 Job Café已與 Hello Work 合作；又如大學畢業生支援 Hello Work

和 Job Café 二者間業務間的確有重疊，但以東京工作中心的角度來看，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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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 Hello Work 以「就業」為導向，而他們強調高品質的服務，希望青年

能在身心健康狀態下進入職場。 

� 每個都道府縣的 Job Café 發展規模均不同，除了各地施政重點不同外，也

涉及經費限制，目前只有東京都政府足夠經費支應 Job Café 發展至如此規

模，東京都希望能活絡產業、留住人才，才會願意注挹經費至 Job Café。 

二二二二、、、、東京東京東京東京 Job Caféééé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一)成立背景 

2002 年東京都失業率創新高，知事選舉政見之一即為成立「東京工作中

心」，選後 2004 年(平成 16 年)公益財團法人東京工作(東京しごと)於接受東京

都委託成立「東京工作中心」8，提供各年齡層(高齡、中年、青年)就業服務，

其中 3 樓即為 Job Café，為青年就業服務之單一窗口。工作中心的特點包括： 

� 平日利用時間上午 9 點至晚上 8 點，星期六也開放至晚上 5 點，星期日、

假日休息。 

� 所有的服務都是免費。 

� 與厚生勞動省所屬之 Hello Work 併設。 

(二)宣導方式 

大學畢業生求職問題較大，故 Job Café會與大學就職資源中心合作，進行宣

導。此外，Job Café也會派就業諮詢員至大學提供就業諮詢服務，另外亦與 Hello 

Work 合作，其會轉介個案至 Job Café。 

(三)經費來源 

東京 Job Café主要經費來自於東京都(2011 年為 3.4 億日圓)，另外部分經費

來自厚生勞動省(0.38 億日圓)
9，由中央與地方委託辦理事項分別為： 

� 厚生勞動省委託事項主要為短期就業講座(1-2 天)，多由工作中心自行辦理。 

� 東京都委託事項包括就業諮詢、企業實習等較長期性工作項目，工作中心

通常會將相關業務再委託民間職業介紹機構辦理。 

(如圖 4-1，粗框內為厚生勞動省所委託辦理之講座課程，其餘為東京都委託

辦理) 

 

                                                 
8
 「東京工作中心」是由東京都委託公益財團法人東京工作(東京しごと)所設立，委託預算為 1 年

1 次，但至今都是由該財團法人所承辦。 

9
 以前東京工作中心經費以厚生勞動省為主，近年來則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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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1 東京東京東京東京 Job Caféééé7 月份講習日程表月份講習日程表月份講習日程表月份講習日程表 

三三三三、、、、東京東京東京東京 Job Caféééé服務流程及內容服務流程及內容服務流程及內容服務流程及內容 

以 34 歲以下青年為對象，其特性為工作經驗不足，因此服務重點在於協助

青年對於社會、自己有更多的了解，也更著重就業準備、溝通課程及職場實習

等。 

圖圖圖圖 4-2 東京東京東京東京 Job Caféééé服務流程服務流程服務流程服務流程 

(一)綜合櫃台(接待) 

該工作中心提供各年齡層就業服務(高齡、中年、青年)，初次來工作中心者，

均需先到 1 樓進行全面簡易諮詢、填寫申請表格。綜合櫃台將說明工作中心可

以提供的服務內容，並依其服務需求，指引後續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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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別職業諮詢 

由經驗豐富的就業諮詢員提供一對一的個別職業諮詢服務，原則上每週最

多 1 次(沒有明確限制)，每次諮詢時間約 45 分鐘。在整個服務過程中，都會由

同一位諮詢員協助，服務內容包括協助自我分析、填寫履歷、面試準備等。此

外，該工作中心亦提供青年工作專線(03-3511-4510)，青年可透過電話尋求協助，

每次諮詢時間可維持 15 分鐘。 

(三)研習或職場體驗 

就業諮詢員會依青年需求介紹參加就業專案、講座或職場體驗。(相關內容

詳如第四大項之說明) 

(四)職業介紹 

依法律規定，職業介紹是 Hello Work 的職權，公益財團法人東京工作尚未

獲得職業介紹的委託，故目前是由中央就業服務機構飯田橋 Hello Work 派人進

駐(透由結合民間企業人力辦理)，負責協助介紹工作。 

由飯田橋 Hello Work 進駐東京工作中心提供青人的職業介紹，以 34 歲以下

之青年為對象， 

(五)與僱用單位面試 

在個別職業諮詢時，諮詢員可以協助履歷填寫、及面試技巧部分，提供建

議。此外，求職者亦可以參加相關的講習研討會。 

(六)決定工作 

當求職者決定接受工作時，可以於網路上回饋工作的內容及狀況。 

(七)就職後的支持 

在就職後，青年仍可以透過青年工作專線諮詢就業、轉職或技能等問題。

此外，亦可以回到工作中心參加就職後支持的相關研習講座，可以獲得相關新

的訊息，並可以與同儕相關交流及支持。 

四四四四、、、、相關就業專案及講座相關就業專案及講座相關就業專案及講座相關就業專案及講座 

該工作中心目前推動各項各樣的專案或研習講座，舉例如下： 

(一)大學畢業生就業專案(TOKYO 新卒就活プロジェクト)
10

 

� 目的：由於這幾年大學畢業生僱用環境惡劣(以平成 22 年(2010 年)情況最

糟)，東京都政府針對大學畢業 3 年內青年推動一系列措施。 

                                                 
10

 對象包括大學院、大學、短大、高專、專修學校畢業 3 年內之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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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包括 5 大措施，(1)基礎技能講座(ミニツクゼミ)；(2)如何找工作講

座(就活ノウハウセミナー)；(3)面試模擬(模擬面接セミナー)；(4) 20 家企

業聯合說明會(合同企業説明会)；(5)企業情報角落(企業情報ーナー)。其

中，企業情報部分，Hello Workyk 亦提供企業情報，但較不深入，另 Job Caf

é強調提供中小企業情報，因為大學畢業生都想到大企業上班，但事實上中

小企業提供較多的工作機會，希望強調說明中小企業的選擇。此外，由於

Job Café以就業諮詢服務為主，故不會將所蒐集的企業情報上傳網路，而是

由諮詢員先蒐集相關情報，並給予求職青年建議11。(方案內容詳如

http://www.tokyo-shinsotsu.jp/) 

(二)「Work Start」(ワークスタート) 

� 目的：以尼特族等剛要進入社會的怯志青年(16-34 歲)為對象，協助消除其

對於工作的焦慮與猶豫，姿分階段漸進式協助其踏出求職的第一步。 

� 方式：尼特族願意出來接觸社會是困難的，因此團體設計為一週 5 天(10 時

至 16 時)，持續 7 週，並透過團體活動輔導，消除其參與社會的障礙。團體

內容包括溝通課程、商業禮節等，以燃起此類青年想工作的欲望。每個團

體為 15 人以下，每年實施 4 回。(詳圖 6-4) 

 (三)求職團體「就コム」 

� 目的：透由小型團體共同求職，以達早日就業之目標。 

� 方式：透過諮詢員之帶領下，團體成員，既是夥伴亦是競爭對手，彼此激

勵求職，每週 2 次。為 10 人的小型團體，每週進行 2 回，為期 1.5 個月，

共 12 回。 

圖圖圖圖 4-3 就就就就コムコムコムコム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資料來源：就コム官方網站，http://www.tokyoshigoto.jp/category1_banner5.php 

                                                 
11

 由於 Job Café 以就業諮詢服務為主，故所蒐集的企業情勢將企業情報上傳網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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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東京東京東京東京 Job Caféééé成效及展望未來成效及展望未來成效及展望未來成效及展望未來 

(一)2011 年成效 

� 第 1 次登錄 8,614 人，其中有 27％為失業青年、28％為學生(2010 年學生利

用比率只有 17％，1 年增加了 11％)。 

� 確定就業 4,768 人，其中有 50％為正式職員。 

� 就業諮詢 26,123 人次。 

(二)成效指標訂定及管理 

� 由東京 Job Café自己訂定績效指標，再經東京都政府認可。 

� 為利管理，Job Café有不少管理職與督導職，是由東京都政府直接派來。 

(三)未來展望 

� 讓青年對於中小企業有更多的了解，而不是只想進大企業就業。 

� 當前青年工作欲望不大，未來要加強諮詢輔導。 

� 因心理因素問題而無法接觸社會之青年，未來是極待克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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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4  Work Start 的招募流程的招募流程的招募流程的招募流程、、、、時間及講座內容時間及講座內容時間及講座內容時間及講座內容 

資料來源：「Work Start」方案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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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5 東京東京東京東京 Job Caféééé外觀及綜合櫃台外觀及綜合櫃台外觀及綜合櫃台外觀及綜合櫃台 

東京工作中心大樓 東京工作中心入口 

東京工作中心為綜合性服務大樓 

 

綜合櫃台入口 綜合櫃台 



 

 

41

圖圖圖圖 4-6 東京東京東京東京 job cafe 接待接待接待接待、、、、求職自助區求職自助區求職自助區求職自助區 

大樓 3 樓為青年角落(東京 job caf’e) 推動「大學畢業生就業專案」 

接待櫃台 接待台，右手邊為 Hello Work 求職申請表

之寫字台，前面為閱讀或書寫區 

  求職自助區電腦的主要用途包括了一般網

路、職業性向以及履歷撰寫及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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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7 東京東京東京東京 job caféééé 就業諮詢區就業諮詢區就業諮詢區就業諮詢區 

東京 job caf’e 就業諮詢區 就業諮詢櫃台 

就業諮詢櫃台以隔板區隔以保有個人隱私 公布相關活動 

  



 

 

43

圖圖圖圖 4-8 飯田橋飯田橋飯田橋飯田橋 Hello Work(與東京與東京與東京與東京 job cafe 併設併設併設併設) 

 

 

 

 

 

 

 

 

 

 

 

 

 

 

 

 Hello Work 入口 

 

 

 

 

 

 

 

 

 

 

 

 

 

 

 

申請表寫字台(進入 Hello Work 前，需填寫

申請書) 

求職申請表格式 Hello Work 接待台及職業介紹服務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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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9 東京東京東京東京 job cafe 企業情報角落企業情報角落企業情報角落企業情報角落 

   

   

  其他地方政府的求才諮訊，主要目的是希望

東京學子能返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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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地地地地區青年支援站區青年支援站區青年支援站區青年支援站 

－－－－輟學及尼特族輟學及尼特族輟學及尼特族輟學及尼特族(怯志青年怯志青年怯志青年怯志青年)之之之之就業就業就業就業協助協助協助協助 

一一一一、、、、地區青年支援站地區青年支援站地區青年支援站地區青年支援站 (地域若者地域若者地域若者地域若者サポートステーションサポートステーションサポートステーションサポートステーション事業事業事業事業) 

(一)目的 

協助尼特族等青年工作自立，非一次性服務，需提供持續性、個別化的服

務，因此建立地區相關服務機構網路(包括就業服務、教育、福利服務等)尤為重

要。爰此，日本厚生勞動部自平成 18 年(2006 年)推動「地區青年支援站」，委

託 NPO、企業、社團/財團法人、學校法人等民間單位，提供高中輟學生等外展

服務、以及尼特族等青年生活和學習支持。 

(二)目標 

� 依據「新成長策略」所揭示的目標，2011 年後 10 年內地區青年支援站協助

青年決定職業生涯達 10 萬人。 

� 厚生勞動省希望由支援站提供至少 1 週 1 次個別諮詢服務(最好 1 週 2 次)，

以協助青年重返學校或就業。 

� 支援站服務對象中，至少要有 3 成於 6 個月內回到職場或學校。 

(三)服務對象 

� 15-39 歲輟學及尼特族(怯志青年)等為服務對象，強化其工作自立。 

� 由於尼特族等青年往往不會主動求助，爰服務對象來源常常是由地區網路

轉介的個案或由父母請求協助。 

(四)辦理及經費補助方式(詳如圖 5-1) 

� 由厚生勞動省委託民間單位辦理地區青年支援站，提供經費補助。此外，

厚生勞動省亦會委託民間財團法人(或其他機構)成立「青年自立支援中央中

心」，輔導管理全國的地區青年支援站，如厚生勞動省會將相關經費先撥入

該中心，再由其轉發至各支援站；由該中心彙整相關統計報告；另該中心

會聚集工作站站長一同研修(2 天 1 夜)、1 年 3-4 次研討會。 

� 厚生勞動省只補助辦理工作自立支持等主要項目，補助經費約 1,200-1,500

萬日圓(大約可以僱用 3-4 人)，其他服務項目需由機構自籌經費。 

� 平成 24 年(2012 年)預算為 20 億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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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歷年推動成效(詳如圖 5-1) 

� 設立據點數：平成 18 年為 25 所，平成 23 年已大幅增加至 110 所。 

� 協助決定職業生涯人數(如就業等)：平成 23 年為 12,165 人，較平成 22 年成

長了 1 倍。 

(六)2012 年推動重點 

� 2012 年擴增補助據至 115 所青年支援站，未來的目標是持續擴增據點。 

� 透過高中輟學生進行家庭訪視支持(外展服務)，協助其完成學業，並指引這

些學生順利由學校過渡到職業訓練體系；另強化尼特族等青年的工作自立

協助。 

圖圖圖圖 5-1 地區青年支援站服務模式及成效地區青年支援站服務模式及成效地區青年支援站服務模式及成效地區青年支援站服務模式及成效 

資料來源：整理自厚生勞動省講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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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三鷹市三鷹市三鷹市三鷹市地區青年支援站地區青年支援站地區青年支援站地區青年支援站 

本次以「みたか地域若者サポートステーション」為考察機構，該青年支

援站是文化學習協同ネットワーク(network)協會所承辦。 

(一)文化學習協同ネットワーク(network)協會之簡介 

� 此 NPO 法人是於 1947 年成立，當初成立目的在於，當時學習指導方案改

變(新幹線教育)，教育內容變多、變快，許多學生無法趕上學校進度(退後

生)，因此成立很多補習班。然而，有些家長不想將子女送到補習玨，因而

將子女送到協會。協會剛開始只是提供「學習教室」活動，為學生放學後

可以去的場所，不同年齡層共同學習；幾年後，發現有些學生成為輟學生，

因而新成立了「cosmo(宇宙)教室」，專門協助中輟生。 

� 2000 年，青年問題者亦至協會尋求諮詢，如高中生輟學；高中畢業生不願

意找工作，只做臨時工作，反抗進入社會及就業。當時，協會決定針對青

年提供一些協助措施，包括： 

－請青年一起辦雜誌，提供工作講座、生活意義講座等。 

－2004 年開辦麵包店，遇到經費問題，當時需請青年付費。 

� 2005 年，厚生勞動省開辦「青年自立學校」，提供全宿型服務，青年要住校，

上午進行職業體驗，晚上共同生活，這是協會與政府的第一次合作。 

� 2006 年，「青年自立學校」停辦，厚生勞動省改辦「青年就業支援站」，成

立 25 個工作站。當時承辦單位已事先決定，協會未能參加，故協會於 2007

年開始經營工作站。 

－該協會在三鷹市設立已有 40 年，因此與地區互動深，要培養小孩，需要整

個社會共同合作，如可與商店街合作或曾協助之青年成年後亦會回饋。此

外，也因為協會法人的存在，因此有其他資源的支持，可以辦理綜合性服

務。 

－有些較大的機構會在各地設立青年支援工作站，但協會希望能深耕此地

區，提供完善服務、與與社區合作，如 2004 年成立麵包坊，由該法人建

築物改建，改建費用 400 萬，其中有 200 萬是來自捐款。 

(二)三鷹青年支援站主要服務項目 

� 基本服務：預約制之個別諮詢 

� 外展服務：中輟生家庭訪視 

� 家庭講座：有 1/3 青年無法直接接觸，因此針對父母進行宣導，以使其了解

如何應對及協助中輟或尼特族等青年。 

� 與社會資源的連結：與其他就業服務、醫療、保健、福祉等機構合作。 

此 2 項是向厚生勞動省承接的主要業務 

不能只提供「個別諮詢」，因為實際上很少人

會主動求助，需主動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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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 大特殊性服務 

該組織發現只提供個別諮詢，很難協助此類青年順利就業，因此規劃辦理 3

大特殊性服務12： 

� 「學習」：協助青年獲得基礎能力，如協助高中或同等學歷、電腦基礎能力

等。協會認為想工作、想學習的權利，青年不應因為經濟問題、不想造成

家庭負擔而放棄，因此此項服務為免費的，青年可之自由來使用服務。 

� 「團體」：在同一時間，提供一個免費開放的空間，使青年得以聚集於此，

共同做一件事，由互動中獲得認同、安全感，結交朋友。如足球運動、一

起煮飯享用(由買菜、準備、並一起思考如何作菜等)、地區活動(如參與商

業街活動、當義工，使他們有機會與社會接觸，讓他們知道這世上還有很

多很好的人)。 

� 「工作」：提供工作體驗，最能有效培養工作能力，並使他們能感受到工作

的喜悅，進而有想工作的動力。目前協會提供麵包坊、農場及咖啡坊13
3 個

工作體驗場所。工作體驗是無薪資，因為同時教育不虧損是很困難的，現

行營業收入不多，工作初期也是不收研修費，且需要有人員指導的人事費

用，惟一年大約有 5-6 人可以轉介到有薪資的職位。 

(四)與其他機關之合作 

� Hello Work：相較於其他青年支援站，因為三鷹站後面是就 Hello Work，所

以他們與 Hello Work 的合作是最密切，1 個月會有 2 次會議(Hello Work 會

派人來三鷹站開會)，另也會請 Hello Work 派人來指導青年填寫履歷、進行

模擬面試。 

� 地方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聯繫較為薄弱，尤其是教育委員會，更難

搭上線。在業務聯繫窗口部分，過去由產業部門，後被轉到地區兒童教育

部門，目前地方政府沒有一個針對青少年的專門窗口，都是以個案的方案

與地方政府合作。協會很希望能尋求地方政府的協助，但業務內容多元，

每次問題都不同，地方政府很容易感到反感。此外，在中央政府也有類似

的問題，如獲通報有一位 19 歲浪漢青年，在公園遭到暴力行為，協助聯繫

厚生勞動省尋求協助，花了 1 小時都沒有結果，後來只能又花了 1 小時尋

求民間團體協助，最後 Big Issue 雜誌團體 2 小時後來接走青年。 

� 其他：另外也會與高中、醫療機構合作等。 

                                                 
12

 「學習」與「工作」二大類活動與就業直接相關，亦由厚生勞動省提供經費補助。 
13

 與觀光協會合辦，提供觀光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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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效 

� 2007 年教育工作站平均每年有 300 位新登記青年，每年有 120 位會回到校

園或就業，成功案例的比率只有 40％(達厚生勞動省所設立之目標)。以全國

來看，三鷹站的特色是重回校園的比例較高，原因可能是協會本來的業務

就是提供教育相關諮詢。 

� 以整體輔導成效來說，有的立即有成效，有的需要花費到 2-3 年(剩下 200

人，有些人只來 1-2 次就不來，有的則是只有父母來諮詢(大約佔全體之 15

％)，最後一類的青年無法離開家門、對人與社會都有恐懼，視需求會轉介

至醫療或社福機構。 

� 服務對象特性 

－以性別來看，男女所佔比率約 6：4。 

－以年齡層來看，16-20 歲佔 15-20％、21-25 歲 30％、26-30 歲 30％、30 歲

以上 10％左右，協會強調不同年齡層有不同的服務策略，針對較年輕青

年，會花較多時間進行諮詢、職場體驗，了解其想法，並傾向鼓助其重返

學校；針對 30 歲以上青年，因為此類青年找工作比較困難，會比較焦急

想找工作，協會亦會鼓勵其儘快重返職場，避免履歷上空白經歷時間太久。 

－目前服務對象中，有 6 個受生活保障的青年。目前來請求協助之青年，多

是先看到協會網站，因此目前協會較難深入家庭環境較不好的青年，改善

之道請公所轉介受生活保障的青年，主動接觸該類青年。 

(六)協會的觀點與反思 

� 日本的青年就業預算大約只有歐美的/1/10、1/20，因此協會對於厚生勞動省

於 2005 年開始推動此類業務給予高度的評價，但站在協會的立場而言，藤

井常務理事強調他們不只是做政府委託辦理的業務，而是在現場感受、做

該做的事，並回報給政府。 

� 2005 年「青年自立學校」→2006 年「青年就業支援站」 

－2006 年政黨輪替，民主黨希望刪除浪費公帑的方案，「青年自立學校」是

提供 3 個月全住宿型的訓練，被認為太過浪費，因此停辦。 

－以協會的觀點來說，青年自立學校 3 個月的時間太短，很難有明顯的改善。

此外，丹麥亦設有生產學校，青年甚至可以拿到工資，每 7 萬人就設有 1

個生產學校，如有是三鷹市，就應該 2.5 個生產學校，但目前整個東京都

1,000 萬人，只有 6 個設施。以現有日本的預算規模，要進行如果密集性

的投資是不可能的。 

� 青年就業支援站目標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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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生勞動省成立工作站，旨在協助青年短期內就業，但協會認為這樣的目

標很難達成，若一直催促中輟生或尼特族等青年進入勞動市場，或許他們

會找到工作，但很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又離職，主要原因是他們對於社會

沒有安全感，無法建立人際關係，因此很容易職職。 

－厚生勞動省的目標是至少要有 3 成服務對象，能於 6 個月內回到職場或學

校，因而覺得三鷹站輔導時間很長。協會依實務經驗，認為服務時間至少

需要 1-2 年，強調協助青年與人、與社會共生，因此希望確定青年在各方

面已準備好再進入工作。協會認為日本社會認為青年只要有技能就能重返

勞動市場，但實際上，是不夠的，如果青年無法與社會共存共生，是無法

在社會好好工作的。 

� 未來發展方向之省思 

－只靠工作站，很難提供多元資源，如 6 月 12 日厚生勞動省剛發布之青年僱

用政策，這個政策要將非正式僱用者減少一半，如要單靠工作站，是沒有

道理的工作。目前勞動市場正式工作愈來愈少，很難達到此目標。日本勞

動時間長，且支援措施少，所以沒有把勞動機制/市場弄好，在這種大環境

下，沒有辦理做好。 

－民主黨上台後，提出了一些個革新方向，目前尚無太大成效。協會藤井常

務理事強調脫離產業政策的青年就業政策所能發揮的效度將很有限。他提

到，韓國青年就業措施起步晚但規模挺大，如由首爾市出錢成立之「Haja

中心」，是很好典範，其為學校以外的學習中心，提供辦公室給 IC 或旅行

社等，以活絡就業機會，年輕人在其中也可以一起學習成長。 



 

 

51

圖圖圖圖 5-2 三鷹市三鷹市三鷹市三鷹市みたかみたかみたかみたか地域若者地域若者地域若者地域若者サポートステーションサポートステーションサポートステーションサポートステーショ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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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3 三鷹三鷹三鷹三鷹 Hello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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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 參訪參訪參訪參訪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 

一、日本政府為強化青年就業，除於大學推動就職資源中心，提早進行就業宣導，

提供就職補助外，為使畢業新鮮人能順利就業，亦將就職內定率條件由應屆畢

業生擴及至畢業 3 年以內，厚生勞動省亦設立畢業生 Hello work 據點，增加諮

詢員人數，加強支援青年人就業，係透過相關部會分工與合作，解決青年就業

問題。 

二、日本企業選擇採用剛畢業學生就職內定之考量，係因日本企業不注重經驗，

重視個人的潛質能力，對新加入的員工，往往會進行 3-5 年有計劃性的長期培

訓，同時也可以有效率的執行和設計企業訓練計畫、維持企業各年齡層員工之

平衡。至我國產業人才需求部分，依據經建會 100 年至 101 年間協調 6 個部會

完成 20 項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工作，各重點產業主管機關多表示，

各產業專業人才需求多非數量問題，而係人才質性需求缺口，提升專業人才「能

力」，才是符合產業需求的關鍵，因此，產學訓研與企業間之合作，以及企業

投入人才培育之誘因機制設計，實為我國未來推動重點。 

三、日本對於青年就業關鍵問題，均有清楚的分析指標，以釐清問題，規劃推動

政策措施，並監控問題的發展趨勢。如在大學生的就業輔導部分，透由數據分

析，了解大、中小企業求供倍數的差異，進而透過 Hello Work 提供中小企業資

料、職缺，導正大學生不切實際的期望，同時協助中小企業能獲得好的人才。 

四、對於青年就業輔導，日本在政策規劃上逐漸思考到不能只聚焦在「就業媒合」，

而願意投入更多的資源輔導青年，協助青年釐清個人定位、深索職涯發展的可

能性，如厚生勞動省 Hello Work 過去只做就業媒合，目前新設立了大學畢業生

支援 Hello Work 開始提供就業諮詢的服務；東京都所署東京 Job Café 一直以

來均強調協助青年找到自我的定位，並配合地方政府施政藍圖，協助青年發展

職涯等；在民間機構部分，三鷹青年支援站更強調尼特族青年就業服務急不

得，如果青年無法與社會共存共生，是無法在社會好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