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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失業率居高不下是全球各國重視的議題，就台灣而言，以青少年與中高齡最為明顯。本研究僅以青少年為對象，探討政府

提供渠等基本職能訓練是否可有效提升就業力，進而改善其就業表現。故，本研究以準實驗設計(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探討青少年參與職能綜合培訓計畫方案對於就業力與就業表現是否具顯著差異效果。 研究發現，青少年在各職能課程單元

的學習中，輔以運用個案管理機制，是可有效提升參與職能培訓方案之青少年在就業力與就業之表現；而我國青少年所應

具備的就業力計有基礎就業力、知識運用力、學術專業力、團隊協作力與職涯規劃力等五大類，且彼此間互有影響性。另

就業力對於提升改善就業表現亦存在關聯性，發展就業力可增加勞動者之人力資本擴大職場就業優勢。 是故，政府應建構

一套適合青少年就業力培訓架構，另將就業力培訓架構融入學校教育，以提升人力資源素質，進而強化國家整體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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