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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受到全球性經濟風暴影響、景氣低迷、人心徨恐無助、失業率節節攀升，台灣突如其來的九二一大地震、對失去

至親的災民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如何紆解失業問題儼然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 為因應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近年來政府

積極強化積極勞動市場ALMP，包括就業希望工程、多元就業方案與公共服務擴大就業方案等公共就業措施，陸續推動創

造就業機會，並推動失業給付、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三合一方案，及增加公共職業訓練的容量等。許多女性突破現狀，勇

於走出家庭，參與接受職能訓練，再次創造第二春的就業機會。 針對目前的失業潮中婦女承擔家計的困境，政府應致力於

進行資源整合與民間團體合作，創造一個新型態的多元工作機會。 依據上述背景動機，本研究希望達成下列之目的： 一

、瞭解失業者在充權過程中，政府及民間組織團體的角色與 功能，搜整失業者能得到的資源與取得途徑。 二、瞭解失業

者在充權過程的正面問題、負面問題與障礙。 三、瞭解NPO對失業者觀點，驗証對失業者充權的正面問題、負面問題與

障礙點。 研究問題 研究發現的問題可作為評鑑正計劃所執行的目標，更有利於失業婦女的權利和義務的責任。 一依據多

元就業輔導專案失業婦女在工作前所工作的項目及家庭背景，在接受政府政策工作時所遇到的正面因素與負面障礙因素，

作為研究檢討的方向。 二、藉由研究失業者的心態過程的結論發現，作為政府協助失業者的依據，以及政府與NPO組織

在策略選用合適的失業者，讓資源能充份運用？ 三、研究發現的問題可作為評鑑計劃所執行的目標，作為政府部門

及NPO非營利組織與失業者之間互動關係。 本研究則是以2003或2004之計畫內容為主，以具有地方發展特性，產業發展

與獲利能力之經濟型計劃個案為研究對象。 設計研究步驟如后： 一、文獻探討與次級資料分析：初步探討失業婦女再就

業的心態困擾，收集、整理國內外期刊研究報告、論文、學術研究活動、就業創業機制，以及政府相關鼓勵措施等資料，

並彙整失業婦女問題的觀念架構、決策模型及其他創業有關因素，並就當前輔導支援體系進行探討。 二、建立研究架構：

以失業者為主體，整理綜合文獻中有關充權之觀念、問題、架構，建構本研究架構。 三、政府部門NPO組織、失業婦女

與充權關係及積極勞動市場，有助於再就業及創業之假設措施方案。 四、深度訪談：對失業者及與其多元就業方案有關之

關係人進行觀察訪談，深入發掘創業問題與障礙，探討可能有助於失業婦女之措施方案及其可行性。 研提措施如后: 一、

多元就業方案失業者求職未能充分考量個人因素之狀況，導致失者業就業挫折。 二、技能專長不符需要。 三、針對失業

者特殊屬性，對多元就業方案確切解決失業問題，鼓勵NPO力組織計畫分類，避免增加社會成本，資源浪費。 四、家庭

因素之困擾。 五、政府部門應扶植NPO非營利組織。 六、執行單位有權利規範失業者評估績效。 七、政府資源重覆浪費

。

關鍵詞 : 多元就業方案 ; 充權模式 ; 積極勞動市場 ; 非營利組織 ; 美容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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