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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失業問題日趨嚴重，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發布2002年最新社會指標失業率高達5.22%，失業率異常現況仍在攀升

中，為了減少失業，建立就業安全制度是必須的，「就業安全」制度包含職業訓練、就業服務與失業保險三大核心項目，

檢視我國目前就業安全制度成效發現安置就業和參加職訓人數，與申領失業給付人數的差距太過懸殊，由此可見，在制度

面與結構面上是有問題，故針對整個就業安全制度做一深入探討，並提出整合相關建議，期能發揮現有的機制來降低失業

率。 根據前述動機本研究以巴納德(Barnard)之合作系統理論(Cooperative System Theory)，採用質性研究方法，藉焦點團體

座談針對就業安全體系中，三者間之機制運作及溝通、協調狀況，來收集資料並分析，再以此理論做為整合就業安全體系

完整性之改善建議。研究結果： 一、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之運作機制：（一）定期連繫協調，設置通報銜接窗口。（二）

發揮「訓用合一」。（三）訓練種類應具備彈性與創新機制。（四）完整的訓練績效評鑑。 二、就業服務與失業給付之運

作機制：（一）加強「三合一窗口」功能，提高就業媒合。（二）培養專業素養，提升服務品質。（三）提供安定的就業

環境。（四）採取主動的服務。 三、在職業訓練與失業給付之運作機制：（一）失業者在最短的期限內重回職場。（二）

法令、規定訂定力求周延。（三）加強專長訓練，培養第二技能。 四、有效整合就業安全制度之運作機制：（一）掌握就

業市場脈動。（二）建構完整「就業安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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