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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係探討當前臺灣地區3所技能訓練所之收容人參與技能訓練後瞭解出獄後更生人之成效影響。即便更生人有意願尋

找工作，但出獄後面對就業謀生的困難，社會上排斥與歧視問題，將導致他們不?找到安定的工作，致使更生人重操舊業

再度犯罪。技能對更生人出獄後就業成效有多少，茲將研究摘要敘明如下：

一、授課師資對更生人考得證照呈正向影響。

二、課程安排對更生人考得證照呈正向影響。

三、器材設備對更生人考得證照呈正向影響。

四、技能訓練機制與就業需求間關係會因更生人人口統計變數而受到干擾。

五、年齡變數對技能訓練機制與就業意願會產生干擾。

六、教育程度變數會對授課師資會產生干擾。

七、婚姻狀況變數對技能訓練機制與就業意願會產生干擾。

收容人之人口變數對技能訓練成效不會因收容人之「犯罪類型」、「犯罪次數」及「刑期」等人口變數之差異，而有顯著

之不同；但人口變數中「年齡」、「婚姻」與「教育程度」分別在授課師資的授課態度與教學方法、課程安排認同及對更

生人順利考取證照、求職是會產生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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