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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調查係配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每年例行性辦理之「畢業後

一年之流向調查」，調查對象為本校 96 學年度畢業生畢業後一年，調查時程自 98 年

8 月至 98 年 11 月底。本中心依據問卷結果撰寫成此分析報告，期作為本校及各系就

業輔導、培育人才的參考。本報告分為畢業生流向、證照及檢定證書、學校滿意度以

及就業力評估等 4 部份。 

 
壹、 畢業生流向 

依畢業生之所屬學制區分為大學部及碩士班，其中大學部包含一般學制、進修學

士班、二技及二技在職專班，碩士班則包括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一、 大學部 

 

(一)畢業後一年之現況 

依據本校畢業生於畢業一年後至大專校院畢業生畢業流向資訊平台填寫問卷之資

料分析，顯示本校 96 學年度畢業生整體畢業後一年之流向情形，大學部如表 1-1。96

學年度本校大學部畢業生畢業一年後之有效問卷數共 1252 份，各系畢業流向資料詳如

附表一。依資料顯示，大學部約四成三比例選擇「繼續進修」，三成左右規劃進入職場。 

 
表 1-1  95-96 學年度大學部畢業後一年之流向調查 

畢業 

學年度 

畢業 

人數 

有效 

問卷 

畢業流向（人數 / 百分比） 

就業 服役 繼續進修 暫不就業 其他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95學年度 1858 1302 385 30% 66 5% 623 48% 176 14% 52 4% 

96學年度 1502 1252 374 30% 127 10% 544 43% 207 17% 0 0% 

備註: 

1. 畢業人數資料來源為台師大畢業生流向問卷調查系統。 

2. 有效問卷以完整填答本項次為基準。 

3. 就業含工作中及職業軍人(含志願役)。 

4. 繼續進修含一般生及師資生教育實習中（不論半年或一年的教育實習)。 

5. 暫不就業含待業中及目前不打算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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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6 學年度畢業後一年問卷調查無「其他」之項次。 

 

96學年度本校大學部進修學制畢業生畢業一年後之有效問卷數共398份，各系畢業

流向資料如附表二。由表1-2得知，本校96學年度大學部進修學制畢業生，就業人數比

例在六成六，選擇繼續進修比例則不到一成，而目前暫不就業比例約占二成。 

 
表 1-2  95-96 學年度大學部進修學制畢業後一年之流向調查(含進修學士班、二技、二

技在職專班) 

畢業 

學年度 

畢業 

人數 

有效 

問卷 

畢業流向（人數 / 百分比） 

就業 服役 繼續進修 暫不就業 其他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95學年度 499 481 306 64% 12 2% 52 11% 83 17% 28 6% 

96學年度 509 398 263 66% 33 8% 24 6% 78 20% 0 0% 

 

(二)畢業後一年之工作情形 

依據本校畢業生畢業一年後之資料分析，顯示本校 96 學年度大學部畢業生畢業一

年內，應徵全職工作之情形，大學部應徵全職工作份數資料如表 1-3。96 學年度本校

大學部畢業生畢業一年後之有效問卷數共 1252 份，各系畢業後應徵全職工作份數資料

詳如附表三。由資料顯示，大學部畢業生畢業一年內應徵全職工作「0 份」約占六成

二比例，應徵全職工作「1-5 份」，約占三成二之比例。 

 
表 1-3  96 學年度大學部畢業後一年內之應徵全職工作份數資料 

畢業 
學年度 

有效 

問卷 

工作現況（人數 / 百分比） 

0 份 1-5份 6-10份 11-20 份 21份以上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96學年度 1252 772 62% 399 32% 43 3% 20 2% 18 1% 

 

 
    96 學年度大學部畢業一年內擔任全職工作份數之情形，如表 1-4 顯示。大學部畢

業生畢業一年內擔任全職工作「0 份」約有六成一比例，擔任全職工作「1 份」，約有

三成之比例，擔任全職工作「2 份以上」，不到一成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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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96 學年度大學部畢業後一年內之擔任全職工作份數資料 

畢業 
學年度 

有效 

問卷 

工作現況（人數 / 百分比） 

0 份 1份 2份 3 份 4份以上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96學年度 1252 768 61% 374 30% 91 7% 16 1% 3 1% 

 

本校 96 學年度大學部進修學制畢業生，在畢業一年內應徵全職工作之有效問卷數

共 391 份，由表 1-5 資料顯示，大學部進修學制畢業生畢業一年內應徵全職工作「0

份」約有四成二比例，應徵全職工作「1-5 份」約有四成九之比例，應徵全職工作「6

份以上」不到一成之比例。 

 
表 1-5  96 學年度大學部進修學制畢業一年內之應徵全職工作份數資料(含進修學士

班、二技、二技在職專班) 

畢業 
學年度 

有效 

問卷 

工作現況（人數 / 百分比） 

0 份 1-5份 6-10份 11-20 份 21份以上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96學年度 391 165 42% 191 49% 13 3% 10 3% 12 3% 

 

96 學年度大學部進修學制畢業生，在畢業一年內擔任全職工作份數之情形，如表

1-6 顯示。大學部進修學制畢業生畢業一年內擔任全職工作「0 份」約有三成二比例，

擔任全職工作「1 份」，約有五成二之比例，擔任全職工作「2 份以上」，約有一成五之

比例。 

 
表 1-6  96 學年度大學部進修學制畢業後一年內之擔任全職工作份數資料(含進修學

士班、二技、二技在職專班) 

畢業 
學年度 

有效 

問卷 

工作現況（人數 / 百分比） 

0 份 1份 2份 3 份 4份以上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96學年度 391 127 32% 205 52% 43 11% 5 1% 11 3% 

 

(三)就業能力看法 

96 學年度大學部畢業後一年找工作或創業看法的情形，如表 1-7。大學部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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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就業能力的重要性達 90%以上項次有「專業知識與技能」、「相關工作經驗」、「社交

能力」、「豐沛人脈」、「證照、證書」、「氣質談吐」、「自我推銷能力」，其中又以「社交能力」

與「自我推銷能力」之重要性高達 95%；反之，大學部畢業生對於就業能力的重要性低於 60%

有「在校表現」與「性別」。由上述資料顯示，大學部畢業生認為社交能力與自我推銷

能力是找工作或創業之要點，凸顯人際關係與自我展現之重要性。 

 

表 1-7  96 學年度大學部畢業生對畢業後找工作或創業的看法 

有效問卷人數總計 1244 人 
完全不重要 不太重要 重要 非常重要 

重要性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主修領域 16 1% 220 18% 791 64% 217 17% 81% 

專業知識與技能 15 1% 78 6% 754 61% 397 32% 93% 
相關工作經驗(如實習、社團、工
作、志工經驗等) 8 1% 95 8% 777 62% 364 29% 92% 

在校表現(如成績、獲獎紀錄等) 53 4% 461 37% 635 51% 95 8% 59% 

師長、學長或朋友的推薦與幫忙 22 2% 164 13% 783 63% 275 22% 85% 

社交能力 4 0% 58 5% 747 60% 435 35% 95% 

豐沛人脈 7 1% 76 6% 723 58% 438 35% 93% 

畢業學校 22 2% 209 17% 796 64% 217 17% 81% 

證照、證書 10 1% 119 10% 801 64% 314 25% 90% 

氣質談吐 5 0% 69 6% 867 70% 303 24% 94% 

外貌長相 27 2% 271 22% 778 63% 168 14% 76% 

性別 84 7% 520 42% 551 44% 89 7% 51% 

自我推銷能力 6 0% 59 5% 780 63% 399 32% 95% 

 

二、 碩士班 

 

(一)畢業後一年之現況 

96學年度本校碩士班畢業生畢業一年後之有效問卷數共433份，各系所畢業流向資

料如附表四。由表1-7得知，本校96學年度碩士班畢業生畢業一年後，就業人數比例占

七成三，選擇繼續進修比例則不到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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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96 學年度碩士班畢業後一年之流向調查 

畢業 

學年度 

畢業 

人數 

有效 

問卷 

畢業流向（人數 / 百分比） 

就業 服役 繼續進修 暫不就業 其他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95學年度 395 336 243 72% 21 6% 13 4% 51 15% 8 2% 

96學年度 539 433 315 73% 28 7% 24 5% 66 15% 0 0% 

 

96學年度本校碩士在職進修專班畢業生畢業一年後之有效問卷共205份，各系所畢

業流向資料如附表四。由表1-8得知，本校96學年度碩士在職進修專班畢業生畢業一年

後，就業人數比例占九成三。 

 
表 1-8  96 學年度碩士班進修學制畢業後一年之流向調查 

畢業 

學年度 

畢業 

人數 

有效 

問卷 

畢業流向（人數 / 百分比） 

就業 服役 繼續進修 暫不就業 其他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95學年度 103 91 87 96% 0 0% 1 1% 1 1% 2 2% 

96學年度 260 205 191 93% 3 1% 0 0% 11 6% 0 0% 

 

(二)畢業後一年之工作情形 

96 學年碩士班畢業生畢業一年內應徵全職工作之情形，資料如表 1-9。96 學年度

本校碩士班畢業生畢業一年後之有效問卷數共 433 份。由資料顯示，碩士班畢業生畢

業一年內應徵全職工作「0 份」約有三成九比例，應徵全職工作「1-5 份」，約五成二

之比例，應徵全職工作「6 份以上」，不到一成之比例。 

 
表 1-9  96 學年度碩士班畢業後一年內之應徵全職工作份數資料 

畢業 
學年度 

有效 

問卷 

工作現況（人數 / 百分比） 

0 份 1-5份 6-10份 11-20 份 21份以上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96學年度 433 169 39% 227 52% 19 4% 7 2% 11 3% 

 

96 學年度碩士班畢業生畢業後一年內擔任全職工作份數之情形，如表 1-10 顯示。

碩士班畢業生畢業一年內擔任全職工作「0 份」約有二成六比例，擔任全職工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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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約有六成二之比例，擔任全職工作「2 份以上」，約一成二之比例。 

 
表 1-10  96 學年度碩士班畢業後一年內之擔任全職工作份數資料 

畢業 
學年度 

有效 

問卷 

工作現況（人數 / 百分比） 

0 份 1份 2份 3 份 4份以上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96學年度 433 112 26% 270 62% 46 11% 3 1% 2 0% 

 

碩士在職進修專班畢業生，在畢業一年內應徵全職工作之有效問卷數共 205 份，

由表 1-11 資料顯示，碩士在職進修專班畢業生畢業一年內應徵全職工作「0 份」約有

七成一比例，應徵全職工作「1-5 份」，約有二成八之比例，應徵全職工作「6 份以上」，

人數僅為 1 人。 

 
表 1-11  96 學年度碩士在職進修專班畢業一年內之應徵全職工作份數資料 

畢業 
學年度 

有效 

問卷 

工作現況（人數 / 百分比） 

0 份 1份 2份 4 份 6-10份以上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96學年度 205 146 71% 49 24% 8 4% 1 0% 1 0% 

 

碩士在職進修專班畢業生畢業後一年內擔任全職工作份數之情形，如表 1-12 顯

示。畢業一年內擔任全職工作「0 份」約有二成二比例，擔任全職工作「1 份」，約有

七成三之比例，擔任全職工作「2 份以上」，不到一成之比例。 

 
表 1-12  96 學年度碩士在職進修專班畢業後一年內之擔任全職工作份數資料 

畢業 
學年度 

有效 

問卷 

工作現況（人數 / 百分比） 

0 份 1份 2份 3 份 4份以上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96學年度 205 45 22% 150 73% 9 4% 0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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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業能力看法 

96 學年度碩士班畢業生對畢業後找工作或創業看法的情形，如表 1-13 顯示。碩

士班畢業生對於就業能力的重要性達 90%以上有「專業知識與研究能力」、「相關工作經

驗」、「社交能力」、「證照、證書」、「氣質談吐」、「自我推銷能力」，其中又以「相關工作經

驗」與「自我推銷能力」之重要性高達 94%；反之，碩士班畢業生對於就業能力的重要性低

於 60%僅有「性別」。 

 

表 1-13  96 學年度碩士班畢業生對畢業後找工作或創業的看法 

有效問卷人數總計 426 人 
完全不重要 不太重要 重要 非常重要 

重要性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碩士研究主題或主修領域 7 2% 60 14% 280 66% 79 19% 84% 

專業知識與研究能力 1 0% 31 7% 273 64% 121 28% 92% 
相關工作經驗(如實習、教學或研
究經驗等) 1 0% 25 6% 251 59% 149 35% 94% 

在校表現 (如論文發表、修課成
績、獲獎紀錄等) 6 1% 98 23% 251 59% 71 17% 76% 

國際交流經驗或能力 2 0% 70 16% 254 60% 100 23% 83% 

師長、學長或朋友的推薦或幫忙 4 1% 62 15% 255 60% 105 25% 85% 

社交能力 1 0% 35 8% 284 67% 106 25% 92% 

豐沛人脈 2 0% 43 10% 272 64% 109 26% 89% 

畢業學校 7 2% 64 15% 268 63% 87 20% 83% 

證照、證書 6 1% 35 8% 277 65% 108 25% 90% 

氣質談吐 1 0% 27 6% 280 66% 118 28% 93% 

外貌長相 15 4% 111 26% 233 55% 67 16% 70% 

性別 42 10% 156 37% 187 44% 41 10% 54% 

自我推銷能力 2 0% 24 6% 269 63% 131 31%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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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證照及檢定證書 
下述分析為大學部及碩士班畢業生資料，其中大學部為一般學制之學生，碩士班

為日間部碩士班之學生。 

 
一、 大學部 

96 學年度大學部畢業生取得證照或檢定證書人次，大學部如表 2-1，另 96 學年度

各系取得證照或檢定證書人次詳如附表六。由相關資料顯示，大學部畢業生取得之證

照以語言認證與教師證居多，其中語言認證部份以人文藝術學院居冠，約占全校四成

六，而取得教師證部分以師範學院居冠，約占全校近七成比例，國家考試證照以農學

院居多，約占全校五成五比例；技術士證照主要為生命科學院(約四成七)、理工學院(約

三成七)之畢業生居多；金融證照則以管理學院(近七成五)之畢業生居冠；電腦認證以

農學院居多(近三成五)。 

 

表 2-1  96 學年度大學部畢業生擁有證照或檢定證書人次(複選) 
   證照 

學年度 國家考試 技術士 
證照 金融證照 教師證 語言認證 電腦認證 其他 總計 

96 學年度 27 51 51 144 156 44 43 516 

 

另外，大專畢業後找工作或創業的重要性，依據 96 學年度畢業生之看法，約 65%

的大學部畢業生認為重要，約有 25%的畢業生認為非常重要，如表 2-2 所示。 

 

表 2-2  96 學年度大學部畢業生認為證照、證書對大專畢業後找工作或創業之重要性

分析 

         重要程度 
畢業學制 

完全不重要 不太重要 重要 非常重要 
總計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大學部 10 1% 119 9% 801 65% 314 25% 1244 
註：調查對象為 96 年度大學部畢業後一年之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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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碩士班 

96 學年度碩士班畢業生畢業後一年取得證照或檢定證書人次如表 2-3。由相關資料

顯示，碩士班畢業生取得之證照以教師證居冠，擁有此證書達 116 人次。 

 

表 2-3  96 學年度碩士班畢業生擁有證照或檢定證書人次(複選) 
   證照 

學年度 國家考試 技術士 
證照 金融證照 教師證 語言認證 電腦認證 其他 總計 

96 學年度 20 35 8 116 59 20 32 290 

 

另外，碩士畢業生認為證照、證書對找工作或創業的重要性，依據 96 學年度畢業

生畢業後一年之看法，約 65%的大學部畢業生認為重要，約有 25%的畢業生認為非常

重要，如表 2-4 所示。 

 

表 2-4  96 學年度碩士班畢業生認為證照、證書碩士專畢業後找工作或創業之重要性

分析 

重要程度 
畢業學制 

完全不重要 不太重要 重要 非常重要 
總計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碩士班 6 1% 35 9% 277 65% 108 25%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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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學校滿意度 
下述分析為大學部及碩士班畢業生資料，其中大學部為一般學制及進修學士、二

技、二技在職專班之學生，碩士班為日間部碩士班及碩士在職進修專班之學生。 

 
一、 大學部 
依據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調查資訊，有關對學校之看法與意見，以「生涯輔導與

就業服務」為主。 

如表 3-1 所呈現，本校 96 學年度大學部畢業生，對「生涯輔導與就業服務」之

滿意度介於 61%~76%；其中「強化求職技能(如自我推銷、面談技巧等)」達滿意度 61%為

最低項次，而「強化個人求職條件(如提供研究、發表、實習或教學經驗)」滿意度達 76%為最

高項次。 

 

表 3-1  96 學年度大學部畢業生對學校之滿意度 

有效問卷人數總計 1252 人 
很沒幫助 沒幫助 有幫助 很有幫助 

滿意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生

涯

輔

導

與

就

業

服 
務 

瞭解就業市場現況與發展趨勢 64 5% 379 30% 728 58% 81 6% 65% 

提供就業資訊，或協助與企業、

機構媒合 
71 6% 411 33% 681 54% 89 7% 62% 

提升對生涯發展的瞭解與規畫

能力 59 5% 361 29% 730 58% 102 8% 66% 

強化求職技能(如自我推銷、面

談技巧等)  73 6% 419 33% 662 53% 98 8% 61% 

強化個人求職條件 (如提供研

究、發表、實習或教學經驗) 
46 4% 256 20% 819 65% 131 10% 76% 

畢業校友或學長姐的工作資訊

或求職經驗分享、人脈協助 60 5% 336 27% 735 59% 121 10% 68% 

學校名聲 
65 5% 382 31% 747 60% 58 5% 64% 

學校教授課程與工作實務的連

結 
57 5% 298 24% 801 64% 96 8%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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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3-2 所呈現，本校 96 學年度大學部進修學制畢業生，對「生涯輔導與就業

服務」之滿意度介於 63%~76%；略高於大學部畢業生之滿意度。其中「強化求職技能(如

自我推銷、面談技巧等)」及「提供就業資訊，或協助與企業、機構媒合」滿意度皆達 63%為

最低項次，而「學校名聲」滿意度達 76%為最高項次。 

 
表 3-2  96 學年度大學部進修學制畢業生對學校之滿意度 

有效問卷人數總計 219 人 
很沒幫助 沒幫助 有幫助 很有幫助 

滿意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生

涯

輔

導

與

就

業

服 
務 

瞭解就業市場現況與發展趨勢 11 5% 64 29% 125 57% 19 9% 66% 

提供就業資訊，或協助與企業、

機構媒合 
15 7% 66 30% 118 54% 20 9% 63% 

提升對生涯發展的瞭解與規畫

能力 12 5% 61 28% 124 57% 22 10% 67% 

強化求職技能(如自我推銷、面

談技巧等)  14 6% 67 31% 113 52% 25 11% 63% 

強化個人求職條件 (如提供研

究、發表、實習或教學經驗) 
13 6% 50 23% 128 58% 28 13% 71% 

畢業校友或學長姐的工作資訊

或求職經驗分享、人脈協助 15 7% 54 25% 124 57% 26 12% 68% 

學校名聲 20 9% 33 15% 139 63% 27 12% 76% 

學校教授課程與工作實務的連

結 11 5% 57 26% 125 57% 26 12% 69% 

 
 
 
 

二、 碩士班 
如表 3-3 所呈現，本校 96 學年度碩士生畢業生，對「生涯輔導與就業服務」之滿

意度介於 67%~87%；其中「提供就業資訊，或協助與企業、機構媒合」滿意度達 67%為

最低項次，而「強化個人求職條件(如提供研究、發表、實習或教學經驗)」滿意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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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87%。 
 

表 3-3  96 學年度碩士班畢業生對學校之滿意度 

有效問卷人數總計 433 人 
很沒幫助 沒幫助 有幫助 很有幫助 

滿意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生

涯

輔

導

與

就

業

服 
務 

瞭解就業市場現況與發展趨勢 17 4% 101 23% 253 58% 62 14% 73% 
提供就業資訊，或協助與企業、

機構媒合 
22 5% 119 27% 232 54% 60 14% 67% 

提升對學術或職業生涯發展的

瞭解與規劃能力 
13 3% 64 15% 264 61% 92 21% 82% 

強化求職技能(如自我推銷、面

談技巧等) 
16 4% 87 20% 260 60% 70 16% 76% 

強化個人求職條件 (如提供研

究、發表、實習或教學經驗) 
13 3% 43 10% 271 63% 106 24% 87% 

畢業校友或學長姐的工作資訊

或求職經驗分享、人脈協助 
16 4% 108 25% 238 55% 71 16% 71% 

學校名聲 17 4% 109 25% 253 58% 54 12% 71% 

學校教授課程與工作實務的連

結 
15 3% 62 14% 283 65% 73 17% 82% 

指導教授人脈 16 4% 94 22% 249 58% 74 17% 75% 

 
如表 3-4 所呈現，本校 96 學年度碩士在職進修專班畢業生，對「生涯輔導與就業

服務」之滿意度介於 82%~95%；其中「提供就業資訊，或協助與企業、機構媒合」滿意

度達 82%為最低項次，而「學校教授課程與工作實務的連結」滿意度高達 95%，顯示出

學校教授課程能與碩士在職專班畢業後一年之所需實務相符合。 

 

表 3-4  96 學年度碩士在職進修專班畢業生對學校之滿意度 

有效問卷人數總計 205 人 
很沒幫助 沒幫助 有幫助 很有幫助 

滿意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生

涯

輔

瞭解就業市場現況與發展趨勢 3 1% 19 9% 117 57% 66 32% 89% 

提供就業資訊，或協助與企業、

機構媒合 
4 2% 33 16% 108 53% 60 29%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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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與

就

業

服 
務 

提升對學術或職業生涯發展的

瞭解與規劃能力 
2 1% 11 5% 117 57% 75 37% 94% 

強化求職技能(如自我推銷、面

談技巧等) 
2 1% 18 9% 114 56% 71 35% 90% 

強化個人求職條件 (如提供研

究、發表、實習或教學經驗) 
3 1% 9 4% 104 51% 89 43% 94% 

畢業校友或學長姐的工作資訊

或求職經驗分享、人脈協助 
4 2% 28 14% 108 53% 65 32% 84% 

學校名聲 3 1% 20 10% 121 59% 61 30% 89% 

學校教授課程與工作實務的連

結 
3 1% 7 3% 118 58% 77 38% 95% 

指導教授人脈 4 2% 26 13% 115 56% 60 29% 85% 

 
    綜合上述分析，發現大學部、大學進修學制及碩士班畢業生對「生涯輔導與就

業服務」中「提供就業資訊，或協助與企業、機構媒合」滿意度皆未達 70%，值得相

關單位再深入了解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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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就業力評估 

 

一、大學部 

本校 96 學年度大學部畢業生對於自己在職場就業能力的自我評估，如附表 4-1 顯

示，自評為優勢強項者，前五項依序為：傾聽能力(能迅速掌握談話重點)、理解與包容他

人的能力、適應力、團隊合作能力、主動負責勇於任事。自評為弱勢者，前五項依序

為：外語能力、對基本經濟運作方式與商業議題的暸解、求職與自我推銷能力、國際

視野(如國際社會、文化的瞭解)、領導能力及職涯規劃能力。 

 
表 4-1  96 學年度大學部畢業生就業力自我評估分析 

有效問卷人數總計 1242 人 
非常差 差 不錯 很不錯 

就業力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核
心

能
力 

理解與掌握閱讀重點的能力 9 1% 211 17% 921 74% 101 8% 82% 

外語能力 125 10% 643 52% 441 36% 33 3% 37% 

透過寫作溝通的能力(如撰寫

文案、企畫、報告等) 
41 3% 518 42% 629 51% 54 4% 55% 

資訊素養或電腦技能 22 2% 366 29% 774 62% 80 6% 68% 

資料蒐集、歸納與分析能力 10 1% 214 17% 915 74% 103 8% 82% 

發掘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12 1% 305 24% 840 68% 85 7% 75% 

創新開發的能力 32 3% 515 41% 627 50% 68 5% 56% 

通識與跨領域素養 16 1% 393 32% 755 61% 78 6% 67% 

藝術與審美素養 66 5% 417 34% 651 52% 108 9% 61% 

國際視野(如國際社會、文化的
瞭解) 37 3% 548 44% 605 49% 52 4% 53% 

將想法付諸執行的能力 28 2% 357 29% 767 62% 90 7% 69% 

體能與健康 33 3% 345 28% 755 61% 109 9% 70% 

人
際
溝
通
與
互
動
能
力 

傾聽能力(能迅速掌握談話重

點) 
8 1% 122 10% 931 75% 181 15% 90% 

口語表達與溝通能力 27 2% 358 29% 761 61% 96 8% 69% 

人際關係經營能力 23 2% 295 24% 812 65% 112 9% 74% 

領導能力 42 3% 527 42% 600 48% 73 6%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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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組織生態及運作的能力 14 1% 303 24% 841 68% 84 7% 74% 

磋商協調能力 16 1%  350 28% 806 65% 70 6% 71% 

團隊合作能力 10 1% 159 13% 936 75% 137 11% 86% 

理解與包容他人的能力 8 1% 124 10% 908 73% 202 16% 89% 

洞察同事或顧客需求的能力 8 1% 256 21% 851 69% 127 10% 79% 

有效運用數字與人溝通的能力 24 2% 456 37% 693 56% 69 6% 61% 

衝突管理能力 31 2% 443 36% 709 57% 59 5% 62% 

自

我
特

質 

自我管理能力(有效率、有規
劃性的工作)  25 2% 387 31% 735 59% 95 8% 67% 

自我學習能力 16 1% 249 20% 866 70% 111 9% 79% 
壓力容忍力 18 1% 227 18% 821 66% 176 14% 80% 
適應力 12 1% 136 11% 900 72% 194 16% 88% 

情緒管理能力 22 2% 271 22% 839 68% 110 9% 76% 

探索與瞭解自我的能力 15 1% 276 22% 850 68% 101 8% 77% 
主動負責、勇於任事 15 1% 185 15% 872 70% 170 14% 84% 

就

業
職

能 

學科基礎能力 ( 如基礎學

科、導論等) 
17 1% 338 27% 832 67% 55 4% 71% 

專業知識與技能 18 1% 361 29% 789 64% 74 6% 69% 
掌握並瞭解就業領域變化與

發展趨勢的能力 
28 2% 480 39% 693 56% 41 3% 59% 

對基本經濟運作方式與商業

議題的暸解(如財務管理、匯
率、預決算、市場運作法則

等) 

173 14% 594 48% 453 36% 22 2% 38% 

求職與自我推銷能力 43 3% 553 45% 604 49% 42 3% 52% 
職涯規劃能力 35 3% 540 43% 619 50% 48 4% 54% 

 

二、碩士班 

96 學年度碩士班畢業生對於自己在職場就業能力的自我評估，如附表 4-2 顯示，

自評為優勢強項者，前五項依序為：理解與包容他人的能力、傾聽能力(能迅速掌握談

話重點)、適應力、資料蒐集歸納與分析能力、團隊合作能力、主動負責勇於任事，後

三個項次就業力皆達 92%。自評為弱勢者，前五項依序為：外語能力、對基本經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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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式與商業議題的暸解、國際視野(如國際社會、文化的瞭解)、藝術與審美素養、

求職與自我推銷能力。 
 

表 4-2  96 學年度碩士班畢業生就業力自我評估分析 

有效問卷人數總計 424 人 
非常差 差 不錯 很不錯 

就業力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核

心
能

力 

理解與掌握閱讀重點的能力 1 0% 46 11% 332 78% 45 11% 89% 
外語能力 19 4% 177 42% 203 48% 25 6% 54% 
透過寫作溝通的能力(如撰寫
文案、企畫、報告等) 6 1% 100 24% 277 65% 41 10% 75% 

資訊素養或電腦技能 1 0% 76 18% 296 70% 51 12% 82% 
資料蒐集、歸納與分析能力 2 0% 32 8% 327 77% 63 15% 92% 
發掘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2 0% 40 9% 329 78% 53 13% 90% 
創新開發的能力 5 1% 101 24% 274 65% 44 10% 75% 
通識與跨領域素養 3 1% 99 23% 277 65% 45 11% 76% 
藝術與審美素養 17 4% 108 25% 262 62% 37 9% 71% 
國際視野(如國際社會、文化的

瞭解) 
8 2% 127 30% 253 60% 36 8% 68% 

將想法付諸執行的能力 1 0% 71 17% 302 71% 50 12% 83% 
體能與健康 6 1% 76 18% 293 69% 49 12% 81% 

人
際
溝
通
與
互
動
能
力 

傾聽能力(能迅速掌握談話重

點) 
1 0% 28 7% 343 81% 52 12% 93% 

口語表達與溝通能力 3 1% 71 17% 308 73% 42 10% 83% 

人際關係經營能力 3 1% 60 14% 316 75% 45 11% 85% 

領導能力 6 1% 104 25% 273 64% 41 10% 74% 

瞭解組織生態及運作的能力 1 0% 64 15% 317 75% 42 10% 85% 

磋商協調能力 1 0% 70 17% 312 74% 41 10% 83% 

團隊合作能力 1 0% 31 7% 335 79% 57 13% 92% 

指導、回饋他人的能力 1 0% 49 12% 330 78% 44 10% 88% 

知人、識人能力 2 0% 68 16% 310 73% 44 10% 83% 

理解與包容他人的能力 1 0% 25 6% 329 78% 69 16% 94% 

洞察同事或顧客需求的能力 2 0% 38 9% 342 81% 42 10%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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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運用數字與人溝通的能力 2 0% 83 20% 301 71% 38 9% 80% 

衝突管理能力 2 0% 100 24% 287 68% 35 8% 76% 

自

我
特

質 

自我管理能力(有效率、有規

劃性的工作) 
5 1% 69 16% 304 72% 46 11% 83% 

自我學習能力 1 0% 50 12% 315 74% 58 14% 88% 
壓力容忍力 3 1% 45 11% 300 71% 76 18% 89% 
適應力 1 0% 27 6% 327 77% 69 16% 93% 

情緒管理能力 2 0% 48 11% 323 76% 51 12% 88% 

探索與瞭解自我的能力 3 1% 39 9% 333 79% 49 12% 90% 
主動負責、勇於任事 2 0% 34 8% 316 75% 72 17% 92% 
果決力或決斷力 3 1% 93 22% 282 67% 46 11% 77% 

就

業
職

能 

獨立研究能力 2 0% 63 15% 316 75% 43 10% 85% 
專業知識與技能 1 0% 61 14% 312 74% 50 12% 85% 
研究寫作與發表能力 3 1% 97 23% 278 66% 46 11% 76% 
掌握並瞭解就業領域變化與

發展趨勢的能力 
5 1% 104 25% 280 66% 35 8% 74% 

對基本經濟運作方式與商業

議題的暸解(如財務管理、匯
率、預決算、市場運作法則

等) 

28 7% 157 37% 215 51% 24 6% 56% 

求職與自我推銷能力 4 1% 109 26% 274 65% 37 9% 73% 

職涯規劃能力 2 0% 108 25% 274 65% 40 9%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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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96 年度大學部各系畢業生流向資料 

院系所 
填答 
人數 

畢業流向(人數/百分比) 
就業 服役 繼續進修 暫不就業 其他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師範學院 193 88 46% 40 21% 41 21% 24 12% 0 0% 
 輔導與諮商學系 40 18 45% 6 15% 10 25% 6 15% 0 0% 
 體育學系 33 8 24% 16 48% 2 6% 7 21% 0 0% 
 幼兒教育學系 43 26 60% 3 7% 10 23% 4 9% 0 0% 
 特殊教育學系 26 13 50% 7 27% 4 15% 2 8% 0 0% 
 教育學系 51 23 45% 8 16% 15 29% 5 10% 0 0% 
人文藝術學院 219 115 53% 11 5% 62 28% 31 14% 0 0% 
 中國文學系 37 24 65% 1 3% 9 24% 3 8% 0 0% 
 外國語言學系 80 51 64% 6 8% 15 19% 8 10% 0 0% 
 史地學系 30 10 33% 2 7% 10 33% 8 27% 0 0% 
 音樂學系 35 17 49% 1 3% 13 37% 4 11% 0 0% 
 美術系*1 37 13 35% 1 3% 15 41% 8 22% 0 0% 
管理學院 153 48 31% 23 15% 36 24% 46 30% 0 0% 
 企業管理學系 40 20 50% 6 15% 8 20% 6 15% 0 0% 
 應用經濟學系 38 8 21% 7 18% 12 32% 11 29% 0 0%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42 13 31% 5 12% 10 24% 14 33% 0 0% 
 資訊管理學系 33 7 21% 5 15% 6 18% 15 45% 0 0% 
農學院 252 58 23% 17 7% 123 49% 54 21% 0 0% 
 農藝學系 48 11 23% 4 8% 12 25% 21 4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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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藝學系 38 13 34% 1 3% 20 53% 4 11% 0 0%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31 4 13% 3 10% 20 65% 4 13% 0 0% 
 林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 31 3 10% 0 0% 13 42% 15 48% 0 0% 
 動物科學系 34 9 26% 6 18% 17 50% 2 6% 0 0% 
 獸醫學系 33 9 27% 2 6% 19 58% 3 9% 0 0%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37 9 24% 1 3% 22 59% 5 14% 0 0% 
理工學院 241 26 11% 20 8% 162 67% 32 13% 0 0% 
 應用物理學系*2 42 2 5% 1 2% 33 79% 6 14% 0 0% 
 應用化學系 34 3 9% 0 0% 28 82% 3 9% 0 0% 
 應用數學系 41 7 17% 5 12% 23 56% 6 15% 0 0%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60 7 12% 9 15% 37 62% 6 10% 0 0%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27 2 7% 1 4% 20 74% 4 15% 0 0% 
 資訊工程學系 37 5 14% 4 11% 21 57% 7 19% 0 0% 
生命科學院 194 38 20% 16 8% 120 62% 20 10% 0 0% 
 食品科學系 43 11 26% 2 5% 28 65% 2 5% 0 0% 
 水生生物科學系 40 8 20% 5 13% 22 55% 5 13% 0 0% 
 生物資源學系 44 7 16% 3 7% 27 61% 7 16% 0 0% 
 生化科技學系 38 8 21% 2 5% 23 61% 5 13% 0 0%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29 4 14% 4 14% 20 69% 1 3% 0 0% 

總    計 1252 374 30% 127 10% 544 43% 207 17% 0 0% 
*1 自 99 學年度起美術學系與視覺藝術研究所整併並更名為視覺藝術學系。 

*2「應用物理學系」、「光電暨固態電子研究所」經教育部核定（2009 年 9 月 24 日來函）於 2010 年 8 月 1 日 進行系所整併，並更

名為「電子物理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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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96 年度大學部進修學制各系畢業生流向資料 

院系所 填答 
人數 

畢業流向(人數/百分比) 
就業 服役 繼續進修 暫不就業 其他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師範學院 67 41 61% 12 18% 2 3% 12 18% 0 0% 
 體育學系(進學班) 28 7 25% 12 43% 2 7% 7 25% 0 0% 
 幼兒教育學系(二技在職) 39 34 87% 0 0% 0 0% 5 13% 0 0% 
人文藝術學院 36 13 36% 1 3% 5 14% 17 47% 0 0% 
 美術學系(進學班) 36 13 36% 1 3% 5 14% 17 47% 0 0% 
管理學院 96 81 84% 5 5% 0 0% 10 10% 0 0%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進學班) 19 11 58% 5 26% 0 0% 3 16% 0 0%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二技在職) 40 37 93% 0 0% 0 0% 3 8% 0 0% 
 應用經濟學系(二技在職) 37 33 89% 0 0% 0 0% 4 11% 0 0% 
農學院 82 52 63% 7 9% 4 5% 19 23% 0 0% 
 農藝學系(進學班) 13 3 23% 1 8% 1 8% 8 62% 0 0% 
 園藝學系(進學班) 22 15 68% 1 5% 1 5% 5 23% 0 0% 
 園藝學系(二技) 8 5 63% 0 0% 1 13% 2 25% 0 0% 
 農業經濟學系(進學班) 15 11 73% 2 13% 0 0% 2 13% 0 0%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進學班) 4 2 50% 1 25% 1 25% 0 0% 0 0%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二技) 2 1 50% 0 0% 0 0% 1 50% 0 0% 
 林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進學班) 17 14 82% 2 12% 0 0% 1 6% 0 0% 
 動物科學系(二技) 1 1 100% 0 0% 0 0% 0 0% 0 0% 
理工學院 64 47 73% 2 3% 4 6% 11 17% 0 0%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進學班) 13 6 46% 0 0% 2 15% 5 3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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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二技在職) 3 2 67% 0 0% 0 0% 1 33% 0 0% 
 土木與水資源學系(進學班) 18 14 78% 0 0% 1 6% 3 17% 0 0% 
 土木與水資源學系(二技在職) 26 24 92% 1 4% 0 0% 1 4% 0 0%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二技) 4 1 25% 1 25% 1 25% 1 25% 0 0% 
生命科學院 53 29 55% 6 11% 9 17% 9 17% 0 0% 
 食品科學系(進學班) 14 4 29% 2 14% 5 36% 3 21% 0 0% 
 食品科學系(二技在職) 19 18 95% 0 0% 0 0% 1 5% 0 0% 
 生物資源學系(進學班) 20 7 35% 4 20% 4 20% 5 25% 0 0% 

總    計 398 263 66% 33 8% 24 6% 78 2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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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96 學年度大學部畢業生畢業後一年內，應徵全職工作份數 

院系所 0 份 1 份 2 份 3 份 4 份 5 份 6~10 份 
11~20
份 

21~30
份 

31~40
份 

41 份 
以上 

總和 

師範學院 94 55 22 7 2 7 3 0 3 0 0 193 
 輔導與諮商學系 18 10 7 2 0 3 1 0 2 0 0 43 
 體育學系 12 11 2 1 0 0 0 0 0 0 0 26 
 幼兒教育學系 24 15 5 3 1 2 1 0 0 0 0 51 
 特殊教育學系 15 13 7 1 1 1 1 0 1 0 0 40 
 教育學系 25 6 1 0 0 1 0 0 0 0 0 33 

人文藝術學院 96 52 24 14 5 10 10 4 0 0 4 219 
 中國文學系 9 11 2 4 1 1 4 3 0 0 2 37 
 外國語言學系 15 6 4 1 0 1 2 0 0 0 1 30 
 史地學系 28 22 10 7 3 5 4 0 0 0 1 80 
 音樂學系 21 6 5 1 1 2 0 1 0 0 0 37 
 美術學系 23 7 3 1 0 1 0 0 0 0 0 35 

管理學院 79 26 13 5 1 4 13 6 2 1 3 153 
 企業管理學系 20 8 3 0 0 2 4 3 0 1 1 42 
 應用經濟學系 14 9 5 1 1 0 5 1 2 0 2 40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21 6 2 2 0 1 1 0 0 0 0 33 
 資訊管理學系 24 3 3 2 0 1 3 2 0 0 0 38 

農學院 153 68 7 6 4 2 5 5 1 0 1 252 
 農藝系 27 7 1 0 1 1 0 0 0 0 0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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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藝系 15 14 1 0 0 0 1 0 0 0 0 31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21 7 2 1 0 0 0 2 1 0 0 34 
 林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 25 3 0 1 0 0 2 0 0 0 0 31 
 動物科學系 19 9 2 3 1 1 1 2 0 0 0 38 
 獸醫學系 28 15 1 0 2 0 0 1 0 0 1 48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18 13 0 1 0 0 1 0 0 0 0 33 

理工學院 203 16 6 3 2 1 7 2 0 0 1 241 
 應用物理學系 24 1 0 1 1 0 0 0 0 0 0 27 
 應用化學學系 49 6 1 0 1 0 3 0 0 0 0 60 
 應用數學學系 29 3 2 0 0 0 2 1 0 0 0 37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30 2 1 0 0 1 0 0 0 0 0 34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38 1 0 1 0 0 2 0 0 0 0 42 
 資訊工程學系 33 3 2 1 0 0 0 1 0 0 1 41 

生命科學院 147 16 12 4 3 2 5 3 0 0 2 194 
 食品科學學系 30 4 3 0 1 0 2 0 0 0 0 40 
 水生生物科學學系 25 5 5 0 1 1 1 0 0 0 0 38 
 生物資源學系 39 3 0 1 0 0 0 1 0 0 0 44 
 生化科技學系 30 2 2 2 1 0 2 2 0 0 2 43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23 2 2 1 0 1 0 0 0 0 0 29 

總    計 772 233 84 39 17 26 43 20 6 1 11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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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96 學年度碩士班畢業生各所流向資料 

院系所 填答 
人數 

畢業流向(人數/百分比) 
就業 服役 繼續進修 暫不就業 其他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師範學院 144 122 85% 2 1% 4 3% 16 11% 0 0%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6 5 83% 0 0% 0 0% 1 17% 0 0% 
 體育與健康休閒研究所碩士班 18 10 56% 1 6% 3 16% 4 23% 0 0%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19 16 85% 0 0% 0 0% 3 15% 0 0%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13 13 100% 0 0% 0 0% 0 0% 0 0% 
 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20 17 85% 1 5% 0 0% 2 10% 0 0% 
 科學教育研究所 7 7 100% 0 0% 0 0% 0 0% 0 0% 
 家庭教育與諮商研究所碩士班 15 12 80% 0 0% 1 7% 2 13% 0 0% 
 數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15 15 10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13 12 92% 0 0% 0 0% 1 8% 0 0%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18 15 82% 0 0% 0 0% 3 18% 0 0% 
人文藝術學院 28 21 75% 0 0% 2 7% 5 18% 0 0%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9 6 67% 0 0% 2 22% 1 11% 0 0% 
 外國語言學系碩士班 6 6 100% 0 0% 0 0% 0 0% 0 0% 
 史地學系碩士班 1 0 0% 0 0% 0 0% 1 100% 0 0% 
 視覺藝術研究所碩士班 12 9 75% 0 0% 0 0% 3 25% 0 0% 
管理學院 80 51 64% 7 9% 6 8% 16 19% 0 0%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14 8 57% 3 21% 0 0% 3 22% 0 0% 
 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18 14 77% 2 11% 0 0% 2 1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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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14 7 50% 2 15% 0 0% 5 35% 0 0% 
 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21 14 66% 0 0% 4 19% 3 15% 0 0% 
 運輸與物流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13 8 62% 0 0% 2 15% 3 23% 0 0% 
農學院 48 37 77% 2 4% 1 2% 8 17% 0 0% 
 農藝學系碩士班 6 4 67% 0 0% 0 0% 2 33% 0 0% 
 林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碩士班 13 12 92% 0 0% 0 0% 1 8% 0 0%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12 11 92% 0 0% 1 8% 0 0% 0 0% 
 獸醫學系碩士班 9 4 44% 1 12% 0 0% 4 44% 0 0% 
 農業生物技術研究所碩士班 8 6 75% 1 12% 0 0% 1 13% 0 0% 
理工學院 82 44 54% 11 13% 10 12% 17 21% 0 0% 
 應用化學系碩士班 15 10 67% 0 0% 3 20% 2 13% 0 0%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 11 6 55% 2 18% 2 18% 1 9% 0 0%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12 7 58% 0 0% 1 8% 4 34% 0 0%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碩士班 10 6 60% 2 20% 1 10% 1 10% 0 0%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21 9 43% 6 28% 2 10% 4 19% 0 0% 
 光電暨固態電子研究所碩士班 13 6 47% 1 7% 1 7% 5 19% 0 0% 
生命科學院 51 40 78% 6 12% 1 2% 4 8% 0 0%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17 12 70% 4 24% 0 0% 1 6% 0 0%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8 8 100% 0 0% 0 0% 0 0% 0 0%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7 7 100% 0 0% 0 0% 0 0% 0 0%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19 13 69% 2 10% 1 5% 3 16% 0 0% 

總    計 433 315 73% 28 7% 24 5% 66 1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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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96 學年度碩士在職進修專班畢業生各所流向資料 

院系所 
填答 
人數 

畢業流向(人數/百分比) 
就業 服役 繼續進修 暫不就業 其他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師範學院 80 79 99% 0 0% 0 0% 1 1% 0 0%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2 11 92% 0 0% 0 0% 1 8% 0 0% 
 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34 34 100% 0 0% 0 0% 0 0% 0 0% 
 家庭教育與諮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18 18 100% 0 0% 0 0% 0 0% 0 0%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16 16 100% 0 0% 0 0% 0 0% 0 0% 
人文藝術學院 12 11 92% 0 0% 0 0% 1 8% 0 0% 
 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1 11 100% 0 0% 0 0% 0 0% 0 0% 
 視覺藝術研究所碩士班 1 0 0% 0 0% 0 0% 1 100% 0 0% 
管理學院 70 58 83% 3 4% 0 0% 9 13% 0 0%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70 58 83% 3 4% 0 0% 9 13% 0 0% 
農學院 27 27 100% 0 0% 0 0% 0 0% 0 0% 
 農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21 21 100% 0 0% 0 0% 0 0% 0 0% 
 林業暨自然資源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6 6 100% 0 0% 0 0% 0 0% 0 0% 
理工學院 16 16 100% 0 0% 0 0% 0 0% 0 0%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6 16 100% 0 0% 0 0% 0 0% 0 0% 

總    計 205 191 93% 3 1% 0 0% 11 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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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96 學年度大學部畢業生各系擁有證照或檢定證書人次(複選) 

院系所 
證照種類 

小計 
國家考試 技術士證照 金融證照 教師證 語言認

證 電腦認證 其他 

師範學院 1 3 5 100 23 6 12 150 
 輔導與諮商學系 0 0 2 19 5 1 0 27 
 體育學系 0 2 0 3 0 2 8 15 
 幼兒教育學系 0 0 0 29 4 1 3 37 
 特殊教育學系 0 0 1 14 2 0 0 17 
 教育學系 1 1 2 35 12 2 1 54 
人文藝術學院 3 1 4 39 72 5 3 127 
 中國文學系 1 0 2 3 6 2 1 15 
 外國語言學系 1 1 2 21 61 2 1 89 
 史地學系 1 0 0 5 3 0 0 9 
 音樂學系 0 0 0 5 2 0 1 8 
 美術系 0 0 0 5 0 1 0 6 
管理學院 1 3 38 0 27 8 4 81 
 企業管理學系 0 0 9 0 10 3 3 25 
 應用經濟學系 0 1 17 0 6 2 0 26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1 2 12 0 8 1 0 24 
 資訊管理學系 0 0 0 0 3 2 1 6 
農學院 15 1 1 0 15 12 15 59 
 農藝學系 2 0 0 0 4 0 2 8 
 園藝學系 0 0 0 0 3 4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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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0 0 1 0 2 0 0 3 
 林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 0 0 0 0 0 2 3 5 
 動物科學系 0 0 0 0 1 4 2 7 
 獸醫學系 13 0 0 0 0 0 7 20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0 1 0 0 5 2 1 9 
理工學院 0 19 2 4 8 10 4 47 
 電子物理學系 0 1 0 0 1 0 1 3 
 應用化學系 0 0 1 0 0 0 1 2 
 應用數學系 0 0 1 4 1 1 0 7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0 18 0 0 2 3 0 23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0 0 0 0 0 2 1 3 
 資訊工程學系 0 0 0 0 4 4 1 9 
生命科學院 7 24 1 1 11 3 5 52 
 食品科學系 1 23 0 1 8 1 4 38 
 水生生物科學系 1 0 1 0 0 1 1 4 
 生物資源學系 2 1 0 0 0 1 0 4 
 生化科技學系 1 0 0 0 3 0 0 4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2 0 0 0 0 0 0 2 

總    計 27 51 51 144 156 44 43 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