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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設籍彰化地區20至29歲之待業青年之不同背景變項青年對就業意願的影響，研究分析影響青年就業意願因素；

工作價值觀、父母期望及社會價值觀是否對青年之就業意願造成影響。 本研究採用電話問卷調查法及焦點團體法進行研究

，問卷調查是採用「100年度彰化縣大專青年就業需求狀況調查計畫」的資料，進行人口背景變項調查，之後進行焦點團

體蒐集資料。 本研究以描述性統計、卡方檢定以及口語資料分析法等方式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發現如下： 一、在不同個

人及家庭背景與就業服務活動參與，統計結果顯示， 年齡、學歷及母親教育程度達顯著差異，其餘未達顯著差異。 二、

影響青年就業意願因素包含（一）個人因素：個人的健康、興趣、動機、工作經驗、專業背景、工作價值觀及自我決定等

。（二）家庭因素：包含家庭經濟、父母看法及父母期望、父母親的教育程度、父母就業狀況、父母所從事的職業、父母

管教態度等。（三）社會環境因素：同儕關係、企業因素、社會價值觀及社會環境等。

關鍵詞 : 就業意願、工作價值觀、父母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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