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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之國際訓

練中心（International Training Centre, ITC）1964 年於義大利杜林成

立，其主要目標係於勞工領域、社會正義及社會發展方面，致力提升

各國政府、勞工組織、雇主組織或其他相關民間團體之能力與競爭

力，並透過專業訓練提升學員技能，以達成永續性發展。 

國際訓練中心 105 年開設「職涯輔導政策及實務：供就業、教育

和訓練規劃者、決策者使用之策略性工具」訓練課程，期望可協助就

業、教育和訓練規劃者、決策者推行及實施職涯輔導政策，最終目標

為使於職涯不同階段需要職涯輔導服務之個人及團體受益。 

我國勞動市場呈現供需落差之問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為因應

此情形，積極推動職涯輔導相關政策，如近年於整合式服務之「台灣

就業通」網站建置「我最喜歡做的事」職業心理測驗及「Jobooks」

工作百科，提供民眾網路化之測驗工具及職業訊息，所推行之業務與

上開課程息息相關，爰依據「勞動部派赴 ILO 義大利杜林國際訓練

中心計畫」報名參加上開課程，期能瞭解其他國家職涯輔導政策之經

驗，以利對業務之推動提供具體建議。 

本報告共分為「派訓緣由及目的」、「訓練過程及課程重點介紹」

及「心得與建議」三大部分，其中課程重點部分，系統性整理「職涯

輔導之概念」、「勞動市場和職業訊息之重要角色」及「職涯輔導之服

務輸送模式」等 5 大主題相關資料，另參考研習課程內容及我國現

況，提出心得與建議，期對於後續職涯輔導政策之推動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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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派訓緣由及目的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於 1919 年

根據凡爾賽條約而成立，反映普遍及持久之和平僅於社會正義之基礎

上方可達成之信念。1946 年成為聯合國之專門機構，其總部設於瑞

士日內瓦，計有 187 個成員國，組織宗旨為促進充分就業和提高生活

水平、促進勞資雙方合作、擴大社會保障措施、保護工人生活與健康、

主張通過勞工立法來改善勞工狀況，進而獲得世界持久和平建立社會

正義。 

國際勞工組織為聯合國中唯一具有三方(政府、雇主、勞工)代表

所組成之機構，各成員國代表團由政府 2 人、勞工代表 1 人、雇主代

表 1 人所組成，三方均參加各類會議，且獨立表決，亦即除政府可參

加外，藉此機制使勞方與資方可共享平等參與、投票、制定公約與決

策之過程。 

「國際勞工大會」係國際勞工組織之最高權力機構，每年 6 月於

日內瓦舉行，「理事會」係國際勞工組織之執行委員會，於國際勞工

大會閉會期間指導該組織工作，「國際勞工局」係其常設秘書處。 

「國際訓練中心（International Training Centre, ITC）」係國際勞

工組織所屬之進階訓練機構，1964 年於義大利杜林成立，其主要目

標係於勞工領域、社會正義及社會發展方面，致力提升各國政府、勞

工組織、雇主組織或其他相關民間團體之能力與競爭力，並透過專業

訓練提升學員技能，以達成永續性發展。 

勞動部為加強國際交流、培育熟稔國際事務人才，爰訂定「勞動

部派赴 ILO 義大利杜林國際訓練中心計畫」，自 97 年起(含行政院勞

工委員會時期)均據以派員赴義大利杜林國際訓練中心培訓，參訓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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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為勞動部及所屬機關薦任級以上人員，期參訓人員於吸收訓練課程

專業知識之餘，亦與他國派訓人員建立互動網絡。 

依據行政院主計總處 104 年人力運用調查，失業者找尋工作過程

中沒有遇到工作機會之主要最主要困難為「從未遇到合適之職缺」占

46.26%，另「專長技能（含證照資格）不合」占 23.83%，「找不到想

做之職業類別」占 22.90%，顯示勞動市場存在供需落差。我國因文

憑主義及升學文化盛行，許多青年於進入職場前未有工讀、實習等經

歷，致對勞動市場職缺狀況及職業內容瞭解不足，甚至尚有部分青年

對於自己之興趣、專長等瞭解不足。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為因應此情

形，積極推動職涯輔導相關政策，近年於整合式服務之「台灣就業通」

網站建置「我最喜歡做的事」職業心理測驗，供民眾使用以瞭解個人

興趣，另亦建置「Jobooks」工作百科，提供民眾網路化之職業訊息。 

而 105 年國際勞工組織國際訓練中心開設訓練課程之一為「職涯

輔導政策及實務：供就業、教育和訓練規劃者、決策者使用之策略性

工具(Career guidance policy and practice: a strategic tool for planners 

and decision-makers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課程內容

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近年來積極推動職涯輔導相關政策息息相

關，故期能藉由本次訓練課程瞭解其他國家職涯輔導政策之經驗，以

利對業務之推動提供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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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訓練行程及課程摘要 

一、訓練行程 

杜林（義大利語：Torino，英語：Turin）係義大利西北部皮埃蒙

特區與杜林省之首府，於經濟上緊隨羅馬和米蘭之後，為義大利第三

大城市，與米蘭、熱那亞組成「工業鐵三角」，亦為義大利統一後 1861

至 1865 年首個首都。杜林中心區面積達 130.17 平方公尺，人口約 91

萬人，係義大利人口第四大城。本次派訓地點為國際勞工組織位於杜

林之國際訓練中心，相關行程如表 2-1。 

 

表 2-1  派訓行程 

日  期 時  間 行  程 

105 年 6 月 11 日 8：15 搭乘中華航空 CI71 班機前往羅馬 

21：35 

（義大利時間） 

搭乘義大利航空 AZ1431 班機前往

義大利杜林（義大利時間 23：30

抵達杜林機場） 

105 年 6 月 13 至

17 日 

9：00 至 

17：00 

（義大利時間） 

訓練課程（詳細課表如附錄一） 

105 年 6 月 18 日 6：10 

（義大利時間） 

搭乘德國漢莎航空 LH305 班機前

往德國法蘭克福機場轉機 

11：20 

（德國時間） 

搭乘中華航空 CI62 班機前往桃園

機場 

105 年 6 月 19 日 7：00 抵達桃園機場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5%A4%A7%E5%88%A9%E8%AF%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F%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3%BD%E7%81%B5%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3%AD%E9%82%A3%E4%BA%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82%E4%B8%AD%E5%BF%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82%E4%B8%AD%E5%BF%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8F%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5%A4%A7%E5%88%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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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摘要 

近年來職涯輔導(Career Guidance)強調終身輔導之概念，指選擇

一個符合個人興趣、能力及價值之職涯發展，可增加職涯中自我實現

之機會，同時避免因選擇錯誤造成人力資源之浪費，職涯輔導不僅有

利於個人之充權和選擇未來，亦被廣泛認可有利於達成勞動政策之目

標，且有利於建構更有效之教育及職業訓練系統。 

國際勞工組織國際訓練中心每年舉辦 1 次「職涯輔導政策及實

務：供就業、教育和訓練規劃者、決策者使用之策略性工具(Career 

guidance policy and practice: a strategic tool for planners and 

decision-makers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訓練，該訓練

目的對象為就業、教育和訓練規劃者、決策者，期望最終課程受益者

為於職涯不同階段接受職涯輔導服務之個人及團體，包含各年齡層及

背景之尋職者，特別是青年、畢業生、轉職者及重返勞動市場之勞工、

職業訓練學員、國小及國中學生及具特殊需求之個人。課程設計為期

1 週，課程內容包含 5 個學習模組，如表 2-2。 

 

表 2-2  派訓課程模組 

模組 名稱(日期) 內容 

第 1

模組 

職涯輔導之概念 

 

1. 課程參與者分享該國職涯輔導之

SWOT 分析，本次課程參與者來自

於我國、巴哈馬、玻利維亞、約旦、

哈薩克、科索沃、吉爾吉斯、納米

比亞、尼泊爾、巴基斯坦。 

2. 職涯輔導是什麼?為什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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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 名稱(日期) 內容 

3. 政府為何需投注資源於推行職涯輔

導政策？ 

4. 個人之充權：職業心理學、職業概

念、個人職涯規劃及選擇、正式及

非正式職涯輔導之角色、文化共鳴

之理論及方法。 

5. 參與者回饋於其國家中職涯輔導之

需求、概念。 

第 2

模組 

勞動市場和職業訊

息之重要角色 

 

1. 將勞動市場訊息轉變為職業訊息。 

2. 於非正式經濟、缺乏勞動市場訊息

之文化脈絡下如何推動職涯輔導？ 

3. 推行職涯輔導政策之個案研討，及

以紙本及網路職業訊息資料。 

4. 資通訊技術於提供職業訊息所扮演

之角色。 

5. 職涯輔導於改善勞動市場、教育及

職業訓練系統之角色：減少供需落

差、解決勞工技能不足及學生中輟

問題。 

6. 職涯輔導從業人員所必需之技能、

知識和態度。 

第 3

模組 

職涯輔導之服務輸

送模式 

1. 綜觀及評估不同職涯輔導服務輸送

模式：課程模式、中心模式、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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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 名稱(日期) 內容 

 模式、虛擬模式，分析特定國家最

理想之服務輸送混合模式。 

2. 以具有效益及效能之方法增加獲得

職涯輔導服務：職業教育、自助服

務、國家之職業訊息及其他方法。 

3. 職涯輔導之方法：訊息和諮詢服

務、訪談、自我評估工具、測驗等。 

4. 職涯輔導之工具及資源。 

第 4

模組 

職涯輔導政策 

 

1. 什麼是職涯輔導政策?可能產生什

麼效果？ 

2. 職涯輔導之治理、領導、可能之行

政安排及合作機制。 

第 5

模組 

政策實施之下一步 

 

1. 確保瞭解職涯輔導概念、於國家及

行業層級之公共政策目標。 

2. 確保領導、共同合作及協調之職涯

輔導。 

3. 於機構及國家層級推動職涯輔導。 

4. 可能開始推動職涯輔導之需求及契

機。 

5. 課程參與者於課程結束後可採行之

職涯輔導行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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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涯輔導之概念 

1.工作與職業之差異 

探討職涯輔導之緣起及概念，首先須瞭解工作與職業之不

同，工作之範圍較職業之範圍廣泛，而職業僅係指具有「特定

特性」之工作，所謂「特定特性」包含具有意願、需進行選擇

和決定、具有選擇之自由、合適性、準備、持續發展、機會之

存在，另職業尚需具有不同層級之技術、認知、學習，超越自

我導向之需求，及具有延遲需求滿足之特性。 

職涯輔導發展之重要前提為具有從事不同職業之機會及選

擇職業之自由。 

 

2.工作型態之轉變 

早期人類工作僅為了生存、食物、庇護所、衣服，而且多

為團體活動，後來逐漸發展出職業之概念及特定職業之專家。

工作型態之轉變如下(表 2-3)： 

(1) 1563 – 1908 年英國之工業革命：工業革命係工作型態改

變之重要里程碑，電力之發現促使製造業可使用電力驅動

之機器，商品被更快、更大量、更低成本製造，許多新領

域之職業因而產生，其主要與製造業相關，因此雇主需要

新技能和專業之勞工，勞工亦有更多機會選擇多樣之工

作。因工業需具有特殊特質及專長之勞工，勞工則需職涯

輔導以得知自己適合何種工作，故於 1900 年代早期出現

職涯輔導之概念。 

(2) 1970 年代至今之後工業革命：後工業革命之重點從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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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轉變為服務提供，知識成為更有價值之資本，電腦和

數位科技發展造成知識爆炸、形成知識網絡及資料庫。勞

工所需之技能亦被重新定義，以前勞工和機器介面轉變為

現今勞工和知識界面，重複性工作轉變為須高思考判斷且

需獨立運作之工作。 

表 2-3 工作之演進 

時間 工業革命前 工業革命 後工業革命 

特性  生存 

 團體取向 

 通才多於專

才 

 小規模 

 手工的 

 依賴自然資

源 

 技術專才 

 大規模 

 機械化 

 自動化(機械

的) 

 製造業 

 利用自然資源 

 知識專才 

 全球規模 

 自動化(電力的) 

 服務業 

 彈性 

 

是 否 需

職 涯 輔

導 

未具發展職涯輔導之必要性 工業需具有特殊特質及專長之

勞工，勞工則需職涯輔導以得知

自己適合何種工作，故於1900

年代早期出現職涯輔導之概念 

並非所有國家及社會均受到工作革命之影響，部分國家及

社會現今仍保有原始之生活方式，亦即工作係為了基本需求，

於那些國家及社會中，職業及職涯輔導難以存在及發展。 

經濟自由化及全球化造成新興經濟體(emerging economies)

中出現更多種類之職業，對於職業之發展造成深遠之影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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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職業」甚至出現於非其源起之地方，職業之定義亦因所在

地不同而不同，因此推動職涯輔導時，必須採用具有文化共鳴

之方法。 

 

3.職涯輔導之定義及內涵 

依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職涯輔導政策檢討

(Career Guidance Policy Review)之定義，職涯輔導係指協助任何

年齡、階段之個人及團體作出教育、訓練、職業之選擇。 

於高收入國家(high-income countries)中，職涯輔導之概念

已取代過去職業輔導(vocational guidance)之概念，職業輔導僅

關注於職業之選擇，與教育輔導(educational guidance)僅關注於

所讀課程之選擇有明顯之區隔，職涯輔導將兩者結合，並強調

學習和工作之相互作用。職涯輔導概念近年來亦持續轉變： 

(1) 由過去強調於關鍵時刻介入，轉變為終身。 

(2) 從心理測驗，轉變為體驗工作之世界。 

(3) 從外部專家支持，轉變為職涯自我管理技能。 

(4) 從個人取向，轉變為團體和自助取向。 

OECD、世界銀行(world bank)、職業教育及訓練發展之歐

洲中心 (European Cent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EDEFOP)、歐洲訓練基金會(European 

Training Foundation , ETF)近年之研究已證實職涯輔導、諮詢及

訊息於達成下列目標之重要性： 

(1) 終身學習目標：減少中輟，確保有足夠之知識及技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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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於經濟全球化下以知識為基礎之社會之挑戰，促進教

育、訓練及工作之世界之適當連結。 

(2) 勞動市場結果：減少勞動力供需落差，解決失業問題，改

善勞動力之流動性。 

(3) 社會公平和社會包容之目標：促進邊緣化及高風險族群於

教育、訓練、就業之再融合，確保其可參與一般訓練方案

及獲得就業服務。 

基於此研究，可發現 10 項終身職涯輔導系統之標準： 

(1) 生涯中服務之可及性及透明度，包含可滿足各種族群之服

務需求。 

(2) 注意生涯中將面臨之轉銜時期，如自學生轉變為勞工。 

(3) 服務輸送之彈性及創新，以即時回應不同族群之不同需求

及事件。 

(4) 刺激個人定期從事檢討及規劃之過程。 

(5) 人們於需要幫助時可獲得由合格之職涯輔導從業人員提

供之個人輔導。 

(6) 提供所有青年發展職涯管理技能之方案。 

(7) 提供機會於選擇學習及工作前，可先調查及體驗之。 

(8) 獲得獨立於特定利益之企業或機構外之服務。 

(9) 獲得全面性之教育、職業和勞動市場訊息。 

(10) 相關利害關係人之積極參與。 

 

4.職涯輔導之必要性 

需要提供職涯輔導服務之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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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同個人於以下能力具有明顯之差異：瞭解、獲得及詮釋

關於自己、未來學習及工作之機會、父母及社會之期待、

做出選擇。 

(2) 另外童年及青少年時期之智力、情感、社會和職業選擇成

熟度之發展步調亦有顯著差異。 

(3) 從父母、社區、同儕、老師及其他相關途徑獲得之職業和

勞動市場知識十分有限。 

(4) 提供父母、社區和老師及時之職涯輔導活動，可因此增加

其能力以協助青年做出學習和工作之決定。 

(5) 多數青年及成人需要訊息、建議及輔導支持其學習和工

作，一些顯著之少數人需要大量學習和工作之支持以做出

相關決定。 

(6) 職涯輔導不僅有利於個人之發展，亦對於國家之經濟、社

會亦有所助益，詳細優點如表 2-4。 

表 2-4 職涯輔導之優點 

面向 內涵 

個人 促進個人於工作中發揮潛能、增加工作滿意度、於多變之

勞動市場中可具有較多之彈性、可為工作進行更充分之準

備。 

經濟 鼓勵參與學習、促進勞動市場流動性、降低勞動市場供需

落差、增加生產力及效率、藉由具有技能、彈性及流動性

之勞工，優化國家人力資源。 

社會 降低輟學、透過有目的之學習提高技能、減少社會排除、

挑戰刻板印象及歧視、藉由經濟活動人口改善社區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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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之職業選擇將造成技能、資本及社會資源之浪費，因

此需要由政府提供免費之職涯輔導資源，以促進個人做更好之

職業選擇，及增加職業穩定度。 

OECD 職涯輔導政策檢討中，建議以下 7 個政策議題應於

高收入國家中被提出： 

(1) 應優先處理系統之發展，所謂系統係提供發展職涯自我管

理技巧、職業訊息之服務系統，另應確保服務輸送系統符

合不同層級之個人需求及事件，而非假設每個人均須密集

之個人職涯輔導。 

(2) 確保服務輸送之多樣性，包含多樣之員工結構、廣泛使用

自助技術、以更綜合之方法利用資通訊技術。 

(3) 促進或提供獎勵，以鼓勵私部門和志願部門內之職涯輔導

服務之發展。 

(4) 與專業協會及訓練機構更緊密地合作，以提高職涯輔導從

業人員之教育及訓練。 

(5) 改善職涯輔導之評鑑，以滿足明確之目標。 

(6) 發展更好之品質保證機制，並與服務經費連結。 

(7) 為了策略性領導，發展更權威之結構。 

 

2004 年國際勞工大會第 92 屆會議通過第 195 號「人力資

源開發：教育、培訓和終身學習建議書」，提及有關會員應提供

勞工職涯輔導及訓練支持。包含： 

(1) 保證和促進個人於生涯中可參與和獲得職業和職場訊息

與輔導、工作安置服務、求職技巧及訓練支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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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促進和推動於職業訊息及輔導、訓練支持服務中利用資訊

和通信技術及傳統之最佳實務。  

(3) 與社會夥伴磋商，確定就業服務機構、訓練及其他相關服

務提供者於職業訊息與輔導方面之角色和責任。 

(4) 提供有關創業能力之資訊和輔導、促進創業技能及增加對

尊嚴勞動之瞭解。 

推動職涯輔導可能因國家之社會文化及經濟而面臨阻礙，

如呆板和僵化之教育途徑、父母之影響及非正式指導、非正式

之工作分配機制、對於職涯及教育之成見、非正式經濟均可能

限制個人發展之可能性。 

ILO 所編製之職涯輔導─中低收入國家之資源手冊(Career 

Guidance─A Resource Handbook for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中指出，職涯輔導之 5 個專業領域包含職業訊息、職

業教育、職業諮詢、就業諮詢及就業安置。 

 

表 2-5 職涯輔導之專業領域 

項目 內涵 

職業訊息 即瞭解職業之特性及瞭解職業發展途徑，因係近年來

各國發展之重點，將於報告後段之內容詳細介紹。 

職業教育 經由教育課程瞭解工作世界，實施方法為藉由老師將

職業訊息及職涯輔導活動融入於學科當中，可融入於

各年級之課程中。於 OECD 國家中，職業教育多被融

入於國中，以利學生準備職涯之選擇，惟於加拿大，

職業教育課程則被融入於小學、國中及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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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涵 

職涯諮詢、

就業諮詢、

就業安置 

此 3 項目雖概念不同，惟十分相近、實務上亦有部分

重疊，因近年來強調終身之職涯管理，而非片段式諮

詢或安置之服務，故近年來已經越來越普遍思考為下

列 3 階段之職涯管理： 

1. 初始職涯規劃：包含初始之興趣及能力評估，參加

職涯探索及工作體驗活動，發展初始之履歷及就業

能力發展計畫。 

2. 尋職：需要技能、動機及堅持。 

3. 持續之職涯管理：職涯計畫提供人們職涯中之方向

及指引，透過定期檢討職涯計畫，期望能幫助人們

做出與其能力、興趣及期待相符之選擇，另促進持

續提升就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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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動市場和職業訊息之重要角色 

職涯輔導之關鍵要素為首先瞭解自己、工作之世界，接著發展職

業選擇，最後進行職業準備。 

圖 2-1  職涯輔導之關鍵因素 

1. 瞭解自己(understanding  yourself) 

(1) 興趣、能力、職業信念 

職涯輔導之首要為瞭解自己之興趣、能力、職業信念。 

A. 興趣：包含個人喜歡、不喜歡、不感興趣之模式，

及吸引個人注意、認為有價值、享受之活動。個

人活動經驗、對可做好活動之信念、個人及重要

他人對活動之態度均可能強化興趣。興趣可能改

變，可能原因如下： 

(A) 社會文化：於集體主義文化中著重團體興趣

和偏好，而非個人興趣。 

(B) 就業機會：經濟轉變致就業機會大幅增加，

獲得「好工作」方為首要。 

(C) 經濟獨立：經濟獨立可削弱集體主義之影

響，隨個人年齡增長和經濟獨立，將更能表

達真實之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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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能力：天生擅長之能力、完成一定水平工作所需

之能力。 

C. 職業信念：係指對於職業之態度、意見、信念，

影響人們之職業選擇，某些職業信念根深柢固，

難以因外界而改變。職業信念深受聲望及性別之

影響，課堂測驗詳如附錄四職業認知圖(Cognitive 

Map of Occupations)，藉由參與學員給予職業聲望

及男子氣概之排名分數，繪製職業認知圖，經過

課堂測驗發現來部分國家(如約旦)仍存在於強烈

男尊女卑之概念，因此職業認知圖呈現所有職業

均較適合男性之情形。 

興趣加上能力即為個人之潛力，如圖 2-2，高興趣未必

需要高能力，成功之職涯係於競爭激烈之環境中所實現，

僅有強烈之興趣和動機，無法保證個人能因此發展出可成

功面臨競爭之高水平技能。 

圖 2-2 興趣、能力與潛力 

(2) 相關理論 



 19 

何倫(John Holland)提出職業類型理論，提出職業代碼

「RIASEC」分別代表：Realistic（實做型）、Investigative（研

究型）、Artistic（藝術型）、Social（社交型）、Enterprising（企

業型）、Conventional（常規型），如圖 2-3、表 2-6。 

圖 2-3 何倫之 RIASEC 六邊形 

 

表 2-3 何倫之職業代碼 

編號 職業代碼 內涵 

1 實用型 (Realistic) 喜歡具體和基於明確定義系統和規範之

活動，如工程師、機械操作員。 

2 研究型

(Investigative) 

分析取向，享受藉由系統性和具體性之

觀察得到結論，如研究人員、醫生、偵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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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職業代碼 內涵 

3 藝術型(Artistic) 具有創造力、有敏銳之感性、直覺強、

富想像力，如演員、設計師、音樂家、

作家。 

4 社交型（Social） 關心別人，享受團隊合作、社會互動、

建立關係和社會進步，如社會工作者、

人力資源管理。 

5 企業型

（Enterprising） 

具有企圖心，喜歡管理人、事物和資源，

如銷售人員、商務人士、政治家。 

6 常規型

（Conventional） 

喜歡有組織、可預測之情境及重複性事

物，如會計師、銀行家。 

 RIASEC 基於 6 個類型之關係排列成六邊形，六邊形上

處於對角位置之類型之間即為相對關係，如實用型和社交

型，相對關係之人格類型共同點少。此理論遭遇許多批評： 

A. 假設人類社會中僅有 6 種個性。 

B. 理論基於個人知道自己興趣即足以做出可信賴之職

業決定。 

C. 六邊形之理論模型恐無法被適用於美國以外之許多

其他國家。 

哈沃德迦納(Howard Gardner)提出多元智能理論(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包含 8 種能明顯區隔且相對獨立之

智能，每種智能均為獨立運作系統，然而不同系統間亦會彼

此互動而影響整體智能表現。詳如表 2-7。 

表 2-7 多元智慧理論之 8 種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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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智能 內涵 

1 語文智能（linguistic 

intelligence） 

有效運用語言或文字表達，對於文字之

意義非常敏感。 

2 邏 輯 — 數 學 智 能

（ logical-mathematic

al intelligence） 

運用數字和推理之能力。 

3 空間智能（ spatial 

intelligence） 

能抽象地以三度空間來思考，具有敏銳

之觀察和生動之想像能力。 

4 肢體—動覺智能

（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 

善於運用肢體來表達想法和感覺，並運

用身體生產或改造事物。 

5 音樂智能（musical 

intelligence） 

能察覺、辨別和表達音樂之能力。 

6 人際智能

（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 

覺察他人情緒、動機、意向及感覺之能

力。 

7 內省智能

（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 

有自知之明，並據此做出適當行為之能

力。 

8 自然觀察者智能

（naturalist 

intelligence） 

能觀察自然界中之各種型態並分類物

體。 

(3) 職涯輔導之評估之相關工具、方法及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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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量性評估：量性之評估工具提供標準化之數值訊息，

如五分量表(如圖 2-4)。優良之量化心理測驗須為標準

化、可精確地統計得分，且依據不同文化調整測驗內

容，另尚需考量受試者年齡和性別之適當性，經由具

有專業資格之職涯輔導從業人員監督使用，並依準確

發展之常模解釋測驗結果，測驗之準確性受到信度及

效度之影響，受試者須能夠提供最正確之訊息，若受

試者有焦慮、疲勞、懷疑、屈從社會可接受之反應將

影響測試結果。於許多亞洲國家中，教育體系常使用

量性測驗測量學生之興趣。 

 

圖 2-4 職涯輔導量化評估工具─五分量表 

 

B. 質性評估：係非量性之測驗，非透過數學統計過程詮

釋測驗結果，而係透過訪談、觀察及討論等方法獲得

質性資料，並將質性資料透過編碼、分類等過程進行

微觀之數據分析，測驗之準確性受到訪談者技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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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質性測驗廣被西方國家所認同及運用，惟於其他

國家及文化卻未必能被接受。 

表 2-8 量性及質性測驗之比較 

 測驗方法 準確性 

量性測驗 標準化測驗。 準確性受測驗之信度、效度影

響。 

質性測驗 訪談、觀察及討論。 準確性受訪談者技巧影響。 

C. 混合方法取向： 

部分測驗兼採量性及質性測驗之方式，融合量性

之測量方法及質性之觀察，如圖 2-5，混合方法取向

測驗方法之目標並非得知一個人得到多高分，而係強

調得分之分布情形，另得分並非以一般常模進行詮

釋、比較，而係以個人自己之常模進行詮釋、分析。 

 

圖 2-5  混合方法取向 

 

以圖 2-6 所列個案為例，個案一各項目得分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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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個案二，且均以語言、空間、人際互動能力較高分，

惟進行職涯輔導時，渠等均應獲得完善之服務，不應

因個案二得分較低而獲得較差之服務。 

 

 

 

 

 

 

圖 2-6 混合方法取向測驗之個案案例 

 

2. 瞭解工作之世界(understanding world of work) 

瞭解工作之世界包含瞭解職業訊息及勞動市場。 

(1) 瞭解職業訊息 

瞭解職業訊息即瞭解職業之特性及瞭解職業發展途徑，

瞭解職業發展途徑包含如何進入該職業、需要取得何項資格

及未來發展性。 

A. 職業百科(career dictionary) 

藉由職業百科之建置可協助勞工瞭解工作之世

界，職業百科內容包含： 



 25 

(A) 職業名稱：如法律(law) 。 

(B) 需要之潛力、能力及興趣：如需要語言及邏輯

分析能力。 

(C) 職業定義：容易瞭解且全面性之職業描述，如

律師於不同主題及個案上給予客戶法律建議，

或於法院進行訴訟。 

(D) 職業任務：有關從事此職業所做之事之描述，

如研究、調查法律理論及與特殊法律、判例之

關係。 

(E) 進入該職業之教育途徑：如就讀高中後，進入

大學法律相關系所。 

(F) 與該職業相關之工作：如律師、檢察官、倡導

者。 

(G) 前景：該職業之發展前景。 

訂定職業百科可參考國際勞工組織之國際標準職

業 分 類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ISCO)，該分類係國際上目前最受信賴及

全面性之分類系統，且其成員國家均參考其並審酌文化

特性訂定職業分類系統，我國職業分類係由行政院主計

總處參考國際職業標準分類，並依國情命名、訂定之。

另以越南為例(如圖 2-7)，越南參考 ISCO，訂定出全面

性之職業百科，提供詳細之職業訊息，並另製作精簡版

之職業百科供學生使用，且使教師等相關人員學會使用

2 種版本之職業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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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越南建立職業百科之經驗 

 

B. 網路化之職業訊息( Web-based career information) 

現今網路發達，許多國家紛紛建立網站提供網路化

之職業訊息，評估網路化職業訊息可以設計、內容、網

站瀏覽及使用者經驗面向分析之。 

(A) 設計 

網頁之設計應可吸引使用者，且須清晰、明瞭，

過多資訊將使使用者眼花撩亂，如圖 2-8、2-9 之紐

西蘭「careersnz」網站(http://www.careers.govt.nz/tools/)，

圖 2-8 強調 3 種職涯工具(瞭解自己、獲得職涯概

念、採取行動)，圖 2-9 則強調可透過 3 步驟協助使

用者職涯發展，清楚、簡單、明瞭且吸引人之網頁

設計適合各年齡層之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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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紐西蘭「careersnz」網站之設計─工具 

 

圖 2-9 紐西蘭「careersnz」網站之設計─職涯檢查 

 

另於進行心理測驗時，透過圖像來表達選項，

可吸引青年族群使用，增加填答率，如圖 2-10 詢問

使用者對未來之感覺，將五分量表以圖像化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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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0 紐西蘭「careersnz」網站之設計─心理測驗 

 

透過圖表顯示數據資料，將使資料更容易閱

讀。圖 2-11 英國「My world of work」網站

(https://www.myworldofwork.co.uk/)，以圖呈現未來

職業前景。圖 2-12 加拿大「Job Bank」網站為例

(http://www.jobbank.gc.ca/)，以圖表呈現薪資及流向

等數據資料。 

圖 2-11 英國「My world of work」網站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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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加拿大「Job Bank」網站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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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內容 

網站內容應包含使用者所需之全面性資訊。如

圖 2-13 美國「Career One Stop」網站

(http://www.careeronestop.org/)，強調藉由單一網站

提供全面性之訊息及服務。 

 

圖 2-13 美國「Career One Stop」網站之設計 

 

(C) 網站瀏覽 

應使使用者可輕鬆地瀏覽網站，且於網站中可

容易找到使用者所需之資料。 

(D) 使用者經驗 

網站應可提供符合使用者實際用途之資訊，且

資料應經常更新。 

 

(2) 瞭解勞動市場 

勞動市場受到供需之影響，供給部分為勞動力，需求則

http://www.careeronesto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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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雇主需要勞工以製造商品及提供服務。勞動市場趨勢受到

創新科技、非典型就業、人口轉變、貿易全球化等影響。 

3. 發展職業備選方案(develop career alternatives) 

職業備選方案係指符合個人潛力之多個職業選項，太多備選

方案將使對於職業懷抱大志者無法產生清楚之焦點和目標以進

行職涯發展，太少備選方案將使職涯發展沒有彈性。對於 15 至

20 歲且對職業懷抱大志者而言，理想之備選方案數量為 3 至 4 個

職業。  

4. 職業準備(career preparation) 

職業準備因年齡、發展階段而不同，可能直接與特定職業相

關，如入學考試、學術表現等， 

 

授課講師建議可藉由附錄五之職涯輔導材料清單，檢視個別國家

於瞭解自己、工作之世界、發展職業備選方案、職業準備各階段之現

有材料，及對於不足之處需要採許什麼行動。 

 

 職涯輔導從業人員之定義及訓練 

 

1. 職涯輔導從業人員之定義 

職涯輔導從業人員係指任何以正式角色提供職業學習及選

擇之協助之個人。包含老師、學校諮商輔導老師、就業方案之諮

商員、心理醫生、社區方案之員工。 

2. 職涯從業人員之訓練 

於部分高收入國家當中，大學或研究所設有專門科系教導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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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輔導，如加拿大、法國、芬蘭、瑞士、英國及美國。不同國家

之職涯輔導訓練及專業制度有顯著之差異性，其中訓練期間由幾

週至 5 年不等，此差異主要來自於當地對於職涯輔導從業人員擔

任角色之期待不同，於歐洲公共就業體系中，各國訓練制度差異

較小，且以短期在職訓練較為常見。 

OECD 國家被建議以下列意見改善職涯輔導從業人員之教育

訓練： 

A. 訓練不應以理論及哲學之角度為主，應與公共政策目標相

連結。 

B. 創建一個從非專業成為專業之途徑。 

C. 發展職涯輔導從業人員之技術及能力之檔案，可用以形成

彈性之專業檢定結果，給予第一線服務人員成為專家之機

會。 

D. 發展工作及教育間交替之訓練。 

E. 藉由與非專業人士一起工作訓練專業人才。 

F. 提供連結專業人士、非專業人士、老師、青年工作者、社

區組織員工、社會工作者之目標性訓練 

 

以知識為基準之職業已被廣泛認為應進行持續之員工教育

及發展，據觀察持續員工教育之障礙為員工之態度或行為，而非

技術，缺乏意願將直接造成缺乏時間，且將無法獲得訓練機會及

擁有可利用之工具，並融合其至每天工作當中，持續教育之相關

議題如下： 

A. 時間：雇主必須允許職涯輔導從業人員於使用新資源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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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前，有充足時間受相關教育訓練。 

B. 協助及訓練：僅提供資源及工具予職涯輔導從業人員並不

足夠，必須亦提供相關協助及訓練。 

C. 相關性：必須提供職涯輔導從業人員相關且可解決問題之

工具及資源，否則對於渠等將無助益。 

D. 技術能力：許多從業人員僅係缺乏使用網路資源之能力，

或無機會獲得此能力。 

提升職涯輔導從業人員諮詢品質之策略為，刺激職涯輔導從

業人員持續學習，建議透過短期(通常 1 天，最長 2 週)、面對面、

最少花費之訓練。國家內之專業認證機構可促使持續訓練為職涯

輔導從業人員受僱之必要條件。職涯輔導從業人員持續教育之模

式如次： 

A. 國家職涯輔導專業及技術支持中心：許多國家之職涯輔導

從業人員，於從業前未必具有所需之知識及技能，其中一

個持續教育之方法為建立國家職涯輔導專業及技術支持

中心，以支持於教育機構、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和社區組織

中提供職涯輔導服務之員工，部分歐洲、亞洲國家已存在

此類中心，如愛爾蘭、羅馬尼亞、韓國等，此類中心提供

之活動包含： 

(A) 包裝並向學校及社區組織宣傳職業及勞動市場訊

息。 

(B) 確保每個服務輸送點可以獲得最基本之職業和勞

動市場訊息，至少包含職業、教育及訓練訊息。 

(C) 對整個系統之服務提供者提供訓練及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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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成為學校老師、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員工、社區組

織員工之關鍵資源。 

(E) 對於哪些資源、網站及工具適合不同族群及服務

據點提供專家建議。 

(F) 管理職涯輔導服務輸送系統之溝通策略。 

(G) 協調國家之主要職涯輔導活動。 

B. 專業組織：許多國家或地區設有組織以促進職涯輔導從業

人員專業之持續發展。事實上，不同組織可能有不同規定

或對立。此類組織於分享優良實務經驗及專業標準之發展

上，扮演重要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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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涯輔導之服務輸送模式 

提供職涯輔導服務之組織包含就業中心、學校、職業教育與訓練

中心、青年中心、大學、成人學習及訓練中心、非營利組織，提供輸

送之架構可分為最初之接案、改善就業能力、績效管理。服務輸送之

架構如圖 2-14。 

圖 2-14 職涯輔導服務輸送架構 

 

職涯輔導服務輸送模式可歸類為4種，包含課程模式(Curriculum 

Model)、中心模式(Centre Model)、個人模式(Individual Model)、虛擬

模式(Virtual Model)，如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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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 職涯輔導之服務輸送模式 

模式 內涵 

課程模式 可採用之形式包含將職涯輔導課程列為必修或選修課、

其他主題之必修或選修部分、課外活動之一部分(如就業

博覽會)、成人教育或持續訓練模組之一部分。 

中心模式 分為於學校內之中心、於學校外以學生為目標族群之中

心、於公共就業服務中以失業者為目標族群之中心、以

民眾為目標族群之中心。 

個人模式 1. 專家：學校輔導員、心理醫生，社工，於就業中心

之輔導專家。 

2. 半專業者：班導師、學科老師、就業服務輔導員、

職業顧問。 

虛擬模式 藉由網路互動之模式，如智慧手機 app、服務專線，此

模式對於青年族群尤其有效。 

 

科索沃近年來試行職業教育，希望以課程模式推動職涯輔導，亦

建立了國家資源中心，另刻正籌備提出職涯輔導策略。 

土耳其則建立職涯導向之課程(Guidance Oriented Curriculum)，輔

導方案包含 7 個能力領域(competence areas)，對 9 年級學生施以輔導

課程，土耳其國內計有 1 萬 7 千多名職涯輔導員，但目前尚未有此方

案之影響研究。 

喬治亞從 2007 年開始於職業教育與訓練中心配置職涯經理

(Career Manager)，職涯經理係透過訓練老師和年輕專家而成，係該國

首次產生全職之職涯輔導員，同年亦試行工作諮詢中心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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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selling Centre)，目標族群為移民者及尋職者，2010 年成立職業

教育與訓練委員會，係職涯輔導之主題性工作小組，2012 年成立新

職業教育與訓練資訊中心，中心之員工受到職涯管理之訓練，為公共

職業教育與訓練之提供者辦理學生註冊及入學。 

職涯輔導服務應藉由多元之管道輸送(如圖 2-15)，以前民眾必須

親至實體服務據點接受服務，因資通訊等技術之發展，逐漸出現以電

子郵件、電話、網路等方式，近年來尤其以網路服務發展最為蓬勃，

可利用 Facebook、Line 等軟體提供服務。服務輸送管道之建立須留

意經濟、文化、使用習慣之差異，以使服務確實觸及至需要者。 

 

圖2-15 職涯輔導之多元服務輸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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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職涯輔導政策 

 

1. 職涯輔導政策及實例 

近年來職涯輔導政策之發展，著重於教育、訓練及勞動市場融入

職涯輔導之概念，促進本土及需求導向之職業輔導服務，使民眾更廣

泛地獲得職涯輔導及改變服務輸送模式，另需考量非正式之勞動市場

及非正式之輔導服務提供，促進全國性之對話，國際網絡間職涯輔導

之主要行動者及利害關係者之交流。 

以加拿大之職涯輔導政策為例，加拿大政府提供包裹式之工具及

線上訊息(如規劃職涯、確認興趣、探索工作之潛力領域、瞭解自己

對職業之期待及如何處理他人對自己之職業期待、藉由獲得暑期工讀

或部分工時工作獲取經驗)，促使青年尋職者可順利地由學校轉銜至

職場，青年尋職者可獲得代表政府部門之第三方服務提供者所提供之

尋職服務及支持。 

貝南共和國則於 2012 年推出工作星期六方案(Jobs Saturday)，主

要目標為青年輔導和訊息以促使其於未來找到與興趣相關之工作。此

方案分為 3 階段，第 1 階段為展示攤位提供第一手職業訊息和職涯途

徑資訊，第 2 階段為執行專業小組和圓桌訊息會議，為擴展服務範

圍，此階段會投過電視撥放，第 3 階段為就業輔導員現場提供個人諮

詢及安排於就業中心之更深入輔導。 

 

2. 職涯輔導政策之治理與協調 

職涯輔導之服務輸送多係零散且涉及許多服務輸送系統，包含國

小、國中、高中、高等教育、公共就業服務體系、社區機構，於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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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尚包含工會及私部門之企業。政府於職涯輔導政策之領導呈

現分歧之情形，通常涉及教育部、勞動部，因服務十分零碎，分散，

很難建立知名度及支持。 

職涯輔導政策之利害關係人包含每個欲進入勞動市場之個人，如

青年及其父母、求職者及失業者等。雇主因勞工工作而受益，故亦為

利害關係人。惟最相關之利害關係人為職涯輔導服務提供者，包含教

育機構、政府、非政府組織、社區機構、非營利組織及工會。策略性

領導來自於當個人或團體建立改善職涯輔導之網絡、聯繫主要利害關

係人以解決問題時，此種領導通常來自於政府，大部分職涯輔導服務

之資金來自於公部門資金，因政府必須對無法成功進入勞動市場之市

民負責任和成本。 

為達發展及加強職涯輔導之治理及協調之目標，可建立及強化國

家層面之職業輔導，建立及強化國家層級職涯輔導可透過立法、公部

門資金、方案規劃、監控及管理、國家協調機制、制定規定及標準，

如表 2-10。 

 

表2-10 加強國家層面之職業輔導之內涵 

項目 內涵 

立法 丹麥已立法，惟其係一稀有之個案，其他與接

受輔導者權益相關之立法，亦可視為基礎， 

公部門資金 最直接及具有權力之提供職涯輔導服務之方法

為提供資金，並指定資金應專用於職涯輔導，

不能轉為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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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涵 

方案規劃、管理及

評鑑 

有效之方案規劃、管理及評估可幫助組織確立

策略方向、溝通期待及衡量進展，運用績效管

理方法之策略規劃應定期提供決策者即時、精

確及清晰之訊息，以利進行必要之修正，即決

定給於獎勵或持續給予資金。方案管理及評鑑

之方法及程序，應於方案執行初期建立。 

國家協調機制 最常見之機制為組成國家諮詢小組，以改進政

策發展及組織服務。諮詢小組通常係由教育、

就業、雇主、工會、職涯輔導從業者協會、服

務之使用者（青年、家長、失業者、就業者、

自營作業者）代表所組成。 

此小組可發揮關鍵之倡導作用，特別藉由引導

「自下而上」之改進壓力，以確保政策被批准

及獲得資金之支持。 

制定規範及標準 最後一個合法之手段為制定規範和證照，政府

委由私部門辦理之職涯諮詢服務受限政府訂定

之品質、流程及責信規範，而對於未受政府資

助之單位而言，規範訂定之重要性將更高。 

政府應立法規範由私部門向民眾收費之服務，

另外越來越多公司於網路上提供收費之職業心

理測驗及評估，亦應受到法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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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講師建議應關注生涯中各轉銜時期需求，並建議依附錄六之

表格，列出各轉銜時期之涉及對象負責部會、利害關係人等資訊，以

近一步瞭解評估各國職涯輔導政策治理及協調之情形。轉銜時期係指

以下階段： 

(1) 基本教育及後基本教育(4-12、12-15 歲)。 

(2) 後義務教育(16-18 歲)。 

(3) 於不同時期選擇專業及主修學科。 

(4) 於不同時期選擇職業與教育訓練中心之方案及學科。 

(5) 17-18歲選擇技術、應用科學大學或職業與教育訓練中心。 

(6) 自職業與教育訓練中心至就業、自僱或高等教育。 

(7) 自技術、應用科學大學至就業或自僱。 

(8) 自高等教育機構至就業、失業或自僱。 

(9) 自就業至失業、自僱或更好之工作。 

(10) 自失業至就業、自僱或繼續職業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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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策實施之下一步 

 本模組強調運用於此課程所學知識，訂定職涯輔導政策之行動方

案(課程作業如附錄七)，而職涯輔導政策之行動方案須包含以下項

目： 

1. 目標(Goal)、基本理由(rationale)。 

2. 目的(Objectives ) 。 

3. 標的族群、利害關係人。 

4. 行動、規劃及優先順序。 

5. 預期產出和成果。 

6. 資源(人力、財務、夥伴關係) 。 

7. 評鑑策略。 

8. 溝通策略。 

 

若國家已設有職涯輔導服務系統，建議可參照以下步驟改善職涯

輔導服務系統： 

1. 確認利害關係人：確認誰對改善此系統有興趣，且願意動

員人力及資源進行改變。 

2. 列出輸送資源及建立簡單之協調機制：確認現行及潛在之

服務提供者，並確認合作之程序。應考量到非傳統之服務

提供者，特別是社區組織，其可連結弱勢族群及其他難以

接觸之對象。 

3. 列出訊息資源：確認潛在之職業訊息資源及可發布此訊息

之媒體，調查範圍應包含傳統及非傳統資源。 

4. 規劃和實施漸進之行動步驟：發展可以不同階段漸進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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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之實務計畫。 

5. 監控及評鑑：建立回饋及責信機制，以確認什麼效果最

好，並於實施過程中學習經驗，回饋機制應包含來自服務

使用者之回饋。 

6. 促進正向之成果及發展政治支持：利用正向之結果強化利

害關係人之支持，並動員更多資源。 

 

OECD 為了促進職涯輔導之成功實行，編製了予政策制定者之手

冊(Career Guidance─A Handbook for Policy Makers)，內容分為改善青

年職涯輔導、改善成人職涯輔導、改善職涯輔導之可及性、改善職涯

輔導系統，相關內容可供政府部門參考，以手冊中「評估職涯輔導之

效益」為例，分別列出政策議題、必須解決之問題、政策選項、有效

回應之範例，說明如次： 

1. 政策議題： 

(1) 目前僅有少部分國家具有提供全面性職涯輔導服務

及滿足公共政策目標所需之數據。 

(2) 僅有少部分國家可拿出職涯輔導政策花費多少經費

之數據及如何使用該筆經費之資料，且並無職涯輔導

領域私人投資及支出之相關資料。 

(3) 當評估職涯輔導服務之輸入、過程及輸出時，大部分

政策制定者僅能仰賴非常有限之證據資料。 

(4) 現行蒐集資料之趨勢係聚焦於簡單量化指標(如服務

人數、公立就業服務成功就業率等)，而非政策相關

指標如顧客滿意度或改善職涯決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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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職涯輔導之過程及結果難以測量，故建立證據基礎

非常具有挑戰性。 

(6) 儘管職涯輔導領域有強大之研究傳統，惟少有專門之

研究中心，現有之研究多零碎且未具累積性。 

(7) 儘管職涯輔導政策刻正建立以證據為基礎，但數據及

政策制度過程間之聯繫往往十分脆弱。 

2. 需解決之問題： 

(1) 有以證據為基礎之職涯輔導政策之優點為何?誰會因

此而受益?如何受益？ 

(2) 有什麼數據被刻正蒐集？被誰蒐集？橫跨什麼部

門？做什麼用途？此些數據如何被用於制定職涯輔

導政策及評鑑？尚闕漏什麼資料須被增加？ 

(3) 現行有什麼訊息管理系統？需要什麼改變以使該系

統包含職涯輔導相關資料？系統是否由政府教育及

勞動之相關部門負責？不同系統之數據是否可被整

合？ 

(4) 於分散之系統中，什麼策略可確保不同地區、次系統

所蒐集之資料可被整合？ 

(5) 需要什麼資料以監控職涯輔導服務之提供與政策目

標間之落差？ 

(6) 現行有什麼資料蒐集策略以瞭解新、不同和更廣之服

務需求及目標族群？ 

(7) 存在什麼證據以證明目前政府投資職涯輔導政策之

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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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不同類型之相對成本為何？ 

(9) 私部門之職涯輔導服務項目及內容為何？誰利用此

類資源？所需費用為何？ 

(10) 由政府及私部門提供之職涯輔導服務相關資料是否

被蒐集？資料應包含服務人數及特性、不同類型使用

者之不同需求、使用者滿意度等。 

3. 政策選項： 

(1) 確認現今為提供職涯輔導服務所蒐集之數據之範

圍、目的及有用性。 

(2) 確認測量目前職涯輔導政策之影響所需數據之差

異，思考如今需什麼數據？ 

(3) 與相關利害關係人於國家層級合作，以確認需要什麼

類型之資料及程序。 

(4) 調查現今有什麼蒐集資料之程序，及其他國家採用什

麼方式蒐集資料。 

(5) 與其他國家合作發展相同之蒐集資料之指標、基準及

方法，以進行成本效益研究。 

(6) 對於發展健全職涯輔導政策所需證據之相關調查，給

予研究經費。 

(7) 確認部會中之員工均瞭解職涯輔導服務提供之相關

測量及評估議題。 

(8) 成立專責之職涯輔導議題研究單位。 

(9) 鼓勵學術研究人員辦理以證據為基礎之職涯輔導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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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效回應之範例： 

(1) 愛爾蘭設立了國家教育輔導中心，其角色包含管理國

家倡議活動、發展予輔導從業人員之輔導支持材料、

提供諮詢、支持創新及試辦計畫、向從業人員宣傳訊

息、組織在職訓練、辦理相關調查、提供政策建議。 

(2) 英國專責職涯輔導研究及政策分析之中心包含國立

職業教育與輔導機構、輔導研究中心，英國教育與技

能部門贊助成立職涯輔導國家研究論壇，此論壇集結

職涯輔導研究之關鍵人員，以提高英國職涯輔導研究

之能力、品質、協調，此亦為研究人員、服務提供者、

從業人員組織、政策制定者之對話機制，以促進更強

之政策訂定基礎。 



 47 

參、心得與建議 

一、 多數參與者之國家受限於文化、科技及經濟發展，尚未建立職

涯輔導服務系統，如巴哈馬以觀光業為主、波利維亞以農業為

主，渠等之國民職業選擇之機會有限，另吉爾吉斯坦職涯輔導

政策宣傳途徑仍以報紙、公車站廣告為主，資通訊科技於該國

尚不發達，且受限經濟發展不佳及部分地區十分偏遠，欲取得

職涯輔導資源並不容易，須長途跋涉至就業中心。相較於渠等，

我國因經濟發展較佳，產業型態及職業種類多元，民眾亦享有

職業選擇之自由，再加上政府部門之重視，職涯輔導服務系統

及相關政策較完善，服務輸送體系亦相對多元，除勞動部、教

育部近年來積極推動相關政策外，民間人力銀行亦提供網路資

源供民眾瀏覽、使用。 

二、 本次課程內容包含各國分享該國職涯輔導之 SWOT 分析，藉此

報告之機會可增加我國之能見度(簡報資料如附錄三)，並透過

報告後之討論、問答發現，我國職涯輔導相關政策及服務輸送

有許多令講師及其他課程參與者讚賞之處，如設立台灣就業通

服務體系，整合就業服務、職業訓練、技能檢定、創業協助等

資源；設立青年職涯發展中心，以青年為目標族群辦理職涯探

索活動及講座等職業輔導服務；服務輸送體系包含各地便利商

店之觸控式螢幕等。 

三、 近年來職涯輔導強調終身之概念，為使民眾於生涯中各階段均

可獲得所需之服務，各服務輸送體系間之溝通、協調尤其重要，

涉及之面向包含公部門各部會間之合作，及公部門與私部門之

合作，建議應持續辦理各服務輸送體系間之協調、溝通，以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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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服務之完整性，另或可研議適時給予私部門合作誘因，以提

升其合作之意願。 

四、 職涯輔導之關鍵要素為首先瞭解自己、工作之世界後，以發展

職業選擇，最後進行職業準備。為達成瞭解自己之目標及工作

之世界，勞動部已於整合服務之「台灣就業通」網站，建置「我

最喜歡做的事」職業心理測驗工具及「Jobooks」工作百科，建

議未來可考量依社會文化及就業市場情勢之變動賡續精進相關

工具及內容。 

五、 職涯輔導之服務輸送模式可分為課程模式、中心模式、個人模

式、虛擬模式，我國現行職涯輔導服務輸送體系兼採上開 4 種

模式，其中有關課程模式，我國國中小學課綱已將生涯輔導列

為其一，透過老師授課內容及使用心理測驗工具，使學生瞭解

自己。惟受限於文憑主義及升學文化之盛行，許多學生於轉銜

階段之決定並非基於自己之興趣、能力、潛力及未來職涯規劃，

建議可考量評估現行課綱執行情形，或可研議是否借鏡越南將

職業輔導融入學校課程、德國規定 10 年級學生必須參訪就業服

務機構等辦理方式。另有關虛擬模式，我國已利用網路、智慧

手機 app、服務專線等多元管道提供職涯輔導服務，建議應持

續思考建立友善使用者之介面，以增加使用者之黏著度。 

六、 因我國大學及研究所並未如加拿大、法國、芬蘭、瑞士等國設

有職涯輔導專門科系，故許多職涯輔導從業人員最初並未具有

輔導工作所需之知識及技能。而職業輔導之有效提供仰賴職涯

輔導從業人員，為確保服務品質，建議賡續辦理職涯輔導從業

人員教育訓練，藉由專業人員引導非專業人員之方式，辦理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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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及在職訓練，另或可研議是否參考愛爾蘭經驗建立國家職涯

輔導專業及技術支持中心，以常設性機構之方式辦理職涯輔導

教育訓練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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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勞動部派赴 ILO 義大利杜林國際訓練

中心(ITC)計畫 

一、 辦理目的： 

  加強我國際交流、培育熟稔國際事務人才，係本部長期以來不遺

餘力推動方向。自 97 年起，本部(含行政院勞工委員會時期)皆派員

赴義大利杜林 (Turin)國際訓練中心 (International Training 

Centre, ITC)培訓，於吸收訓練課程專業知識之餘，亦與他國派訓人

員建立互動網絡，收穫頗豐。爰此，為延續並擴大派訓效益，特就派

訓人員之遴選，訂定本計畫。 

二、 說明： 

(一) 參訓資格：以本部及所屬機關薦任級以上人員為限。 

(二) 參訓人數：本(104)年度原則為 1名（依年度預算編列）。 

(三) 經費來源：由本部綜合規劃司編列預算支應，包括機票、生

活費、學費及其他行政費用。 

三、 參訓人員報名方式： 

(一) 外語能力證明：欲參訓人員提供外語專長證明，並檢附測驗

成績，並須經單位主管核定後，作為報名依據（如附表一）。 

(二) 研修課程提案：欲參訓人員逕至國際訓練中心官方網站（網

址：http://www.itcilo.org/en）參閱，並就 ITC 所開設課

程填寫 1,000至 2,000字書面提案（如附表二）。 

四、 甄選方式： 

經本部綜合規劃司彙整各單位報名提案後，報陳部長圈選核定，

依次圈選 3 名人選（正取一名，備取二名），倘正取人選因臨時重大

事項無法參訓，經簽核後則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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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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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課程作業─我國職涯輔導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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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課堂測驗─職業認知圖 

Cognitive Map of Occupations 

 

 

 



 56 
 



 57 

附錄五：課程作業─職涯輔導材料清單 

Career Guidance Material Chec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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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課程作業─職涯輔導之治理與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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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課程作業─訂定職涯輔導行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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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課程照片 

圖 1 授課講師與全體學員合照(奉派人員為第一排右一) 

圖 2 課程討論(奉派人員為左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