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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題為失業之求職者使用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三合一就業服務模式之經驗及其模式對其再就業的幫助因素為主軸，因

本研究主題係屬探索性之質化研究，所以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法並以空格法及紮根理論研究法來作分析。並藉由三種面向

來進行資料交叉檢核，以獲取本研究最大的效度，一為以接受政府服務之失業求職者為核心，從事就業服務之工作人員及

業者為輔；二為以失業的原因、現象之當事人為核心，報導者發表之看法及意見為輔；三為以求職者未能就業失敗案例為

核心，求才者的看法為輔，進行資料交叉檢核。 失業求職者在使用就業服務模式時，其使用的前後階段遭遇到狀況各有不

同，又因失業者個人因素在使用公立就業服務模式產生不同的差異。本研究發現： 一、從失業者的尋職經驗中，使用前大

多因為個人因素，諸如：缺乏求職技巧、就業信心、及能力不足等因素，而無法順利就業。 二、失業者在經就業服務機構

的協助下，在個人的就業信心及就業技巧等，有明顯的改善，對失業者有正面的幫助。 三、長期失業之求職人，經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協助下，其未能就就業的主要問題，仍是來自社會結構因素，無適當的工作機會供其選擇，或因企業的用人條

件限制，而無法順利就業。 四、長期失業之求職者，對於公立就服務機構之協助，仍有強化諮商功能、符合失業者需求、

提升服務品質及不要重複一些服務流程等等聲音，可見就業服務機構仍有一些可以改善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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