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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人才培力課程上課學員分析 

新北市政府青年局 

受到 COVID-19 的影響，臺灣的經濟產業、工作型態和日常生活都發生了

變化，並且直接導致許多人失去工作機會。這不僅僅影響應屆畢業生，造成他

們可能面臨實習中斷和職缺短缺等問題，還有大量的中途失業者因為疫情而加

入競爭。這些問題都對青年就業狀況造成很大的影響。我們發現，缺乏經驗成

為了青年們尋找工作時的一個限制因素。對於大多數待業的青年和社會新鮮人

來說，探索和尋找工作是一個摸索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挑戰。除了就業競爭

力之外，隨著年齡增長，青年們還承受著來自學業、職涯規劃和父母期望的壓

力。 

在青年們進入求職階段之前，需要釐清個人的職涯目標和從業方向，並對

就業市場有初步的認識，這樣可以增加他們對自己和職業選擇的認識，進而幫

助他們更適性地就業。根據本研究針對參與學員的調查與分析，我們發現女性

參與人數約占總體學員的七成，而男性約占三成。對於參與學員男女比例失衡

的情況，值得進一步深入分析，作為日後的調整和改善的重要參考依據。 

一、性別統計分析 

(一)女性學員參與人數比例較高 

隨著社會性別平等意識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女性獲得追求自己職業目標的

機會，並且對於自己的職業發展抱有更高的期望。她們希望在工作中獲得成功，

實現自己的抱負。這種變化可能使她們更願意參加與職業發展相關的課程，以

增強自己的技能和知識。為協助女性的職業發展，許多社會和教育機構開辦職

涯發展課程，提供女性在職業發展的鼓勵和支持。例如，一些組織提供經濟援

助、導師計劃或職業指導，以鼓勵女性參與。我們可以觀察到現在有越來越多

的女性展現出自信和決心，並且願意在職業發展方面投資時間和精力。 

其中某些培訓課程可能與特定領域或行業相關，而這些領域或行業可能更

吸引女性的參與。例如，創意產業、人力資源管理和社會企業等領域通常對女

性具有吸引力，因此女性在相應的培訓課程中的參與度更高。 

表一 111 年度新北青年職涯人才培力計畫 6-8 月參與學員性別比例 

性別 男 女 合計 

人數 270 766 1,036 

百分比(%) 26 74 100 

資料來源：「111 年度新北青年職涯人才培力計畫委託專業服務」第一期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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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111 年度新北青年職涯人才培力計畫 9-12 月參與學員性別比例 

性別 男 女 合計 

人數 564 1,450 2,014 

百分比(%) 28 72 100 

資料來源：「111 年度新北青年職涯人才培力計畫委託專業服務」第二期成果報告書 

(二)女性課程參與度較高 

青年局開辦的職涯人才培力課程吸引了大量女性參與，且在社交媒體上的

貼文廣告流量和互動也以女性居多。這種現象表明女性對於職涯成長訊息更感

興趣，且對於獲取職場資訊和發展機會更為敏感。相較之下，男性無論在貼文

關注度與實際參與課程率皆較女性低。或許意味著課程未能滿足男性職涯發展

的需求，值得在未來的課程規劃中加以討論和調整。 

進一步分析女性在職涯課程貼文互動率高於男性的趨勢，反映出女性渴望

改善職業前景並突破性別障礙的渴望。女性可能更需要透過課程來提升自身能

力，因為她們在職場中面臨著性別不平等和社會壓力。職涯課程為她們提供了

實現自我價值和追求職業成功的機會。因此，為了促進男女就業機會之性別平

等願景，未來應將持續開辦有助於女性就業的相關課程。 

 

 

圖一 111 年度新北青年職涯人才培力計畫 11 月貼文互動分析 

資料來源：「111 年度新北青年職涯人才培力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承辦廠商 

二、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劃及目標 

(一)透過職涯課程提升女性競爭力(確定預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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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今社會，性別平等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在 111 年辦理的職涯課程中，

發現女性參與率高於男性，反映出女性對於改善職業前景和突破性別障礙的渴

望。未來將持續透過職涯課程提升女性競爭力，讓女性可以獲得更多的職業技

能和知識，增加職業機會，從而擁有更多的職業機會和更好的職業發展前景，

讓女性和男性在職場上享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減少性別不平等現象。 

        此外，也應繼續關注職涯課程的效果，並根據參與者的反饋進行課程的改

進，以更好地滿足女性參與者的需求，推動性別平等和社會進步。透過職涯課

程提升女性競爭力，可以實現多方面的預期成果，讓女性在職場上獲得更多的

機會和權利，同時也為社會進步做出貢獻。 

 (二)透過課程安排促進性別平等(發展並選擇方案) 

     為了達到課程參與的性別平衡，分為三部分調整： 

        第一部分：強化課程推廣，調整宣傳受眾：在社群方面，透過數據可以看

到男性在社群媒體上的關注程度較低出席率也較女性低，由此可得知，男性對

於實體課程的參與的行動力較低，在調整在社群推廣的部分，增加對男性受眾

的推廣方式，已達到課程宣傳目的，進而增加男性參與者的人數。 

        第二部分：課程內容調整：未來在課程安排上，透過不同性質的課程，鼓

勵課程參與不分男女，在課程內容方面也需要達到性別識別平均分配，增加男

性較感興趣之課程內容，吸引男性關注並且提高男性民眾上課意願。 

        第三部分：課程講師規劃：在講師安排上，男性女性的部分也應達到平衡，

以 111 年度來看，男性講師比例偏高，在未來應提高女性講師比例，達到性別

平等的現象，也可吸引男性民眾參與課程。以大型講座為例，111年兩場大型課

程講座都以男性講師為主，分別為黃豪平及廖科溢，這兩名講師受眾以女性較

為多數，現場參與民眾女性比例也高於男性，因此提出在講師的部分也應該達

到性別平衡。 

 (三)有關課程參與性別分析與建議(分析並提出意見) 

近年來，女性主義意識抬頭，力推女力，無論是社會、政府、家庭、職場，

女性的地位逐漸提高，社會上逐漸抹去重男輕女的情況，在政府單位中越來越

多女性首長，家庭中也不再只有女性成員處理家務或者留守於家中持家，在職

場上許多優秀的女性擔任要職等情況，女性的自主性也逐漸增強，在資訊流通

的時代，也更加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相對在自我能力提升、自我學習上較

有積極的表現，因此在 111 年度課程中，女性的參與人數高於男性。 

另外，參與職涯相關課程的受眾，通常是沒有工作、正在求職、對職涯迷

惘或在職中想要多元學習者等等，從參與情形來看，男性會較於女性屬於獨自

面對的比例相對高，女性向外尋求協助的比例會比男性高，此項分析對應到男

女的思考結構與情感及情緒的部分，若男性較於主觀、自主意識、臉皮薄等等

因素，讓男性參與課程的比例相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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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強化課程推廣、調整課程宣傳受眾、調整課程內容及講師性別平衡。 

(四)有關課程執行決策之溝通 

       決策即是「計畫執行」，從指標的設定、環境分析、執行方案的擬定、評

估與選定，到最後確定可執行方案，這過程全部仰賴組織成員進行「充分溝

通」，事前的充分溝通，執行中的充分溝通與執行後事後回饋溝通，為的就是完

成當初設定目標或指標的設定，本計畫執行決策溝通如下： 

1.強化課程推廣，調整宣傳受眾 

在社群方面，男性在社群媒體上的關注程度較高，但卻出席率卻較低，因此 

與「廣告廠商」充分進行溝通，增加對男性受眾的推廣方式與男性受眾喜歡 

的廣告界面，提升男性對於實體課程的參與的行動力，進而增加男性參與者 

的人數。 

2.課程內容調整 

  在課程安排上，與「計畫執行廠商」充分溝通，要求廠商透過不同屬性課程 

  的安排，增加男性受眾上課的興趣與行動力，提升男性上課人數，以達到課 

  程內容性別識別的平均分配。 

3.課程講師規劃 

  在講師安排上，與「計畫執行廠商」充分表達男女講師安排部分也應達到平 

  衡，藉由男性講師易吸引女性學員報名參加，女性講師易吸引男性學員參加 

  的屬性，以達到男女性別平等分配。 

上述的決策執行溝通，從發訊者(承辦人員)的訊息建立與傳遞，到收訊者(執行

廠商、廣告廠商)的訊息解讀與回饋，接能完全無所障礙地充分表達，更確立執

行決策的可行性；再者，針對組織成員(承辦人員、執行廠商與廣告廠商)執行

上的內在情緒，皆讓組織成員完全充分表達，針對外在環境可能產生的雜訊因

子，皆能時時注意市場變動的各種可能訊息，並做出正確判斷，因此本組成員

在執行決策上皆能完全落實。 

(五)有關執行過程中的評估與監督 

 「評估與監督」即是控制的一環，當執行方案時，能時時進行「有效控制」，

更能確保完成當初設定目標或指標的設定，本計畫承辦人員更負起這樣的職

責，隨時叮嚀組織成員確實落實每一項執行計畫之環節，以確保最終目標得以

落實，從執行中每一項環節的監督，到執行決策的評估，再到不斷修正與調

整，這些紮實的步驟皆確保本計畫方案得以落實與完整執行。 

1.就評估方面 

  當廣告商改變廣告方式，計畫執行廠商針對不同的課程屬性與講師性別進行

調整時，隨即以週為單位，觀察上課男性與女性的出席人數變化，從中進行評

估預測。 

2.就監督方面 

  針對計畫執行廠商方面，採月為單位進行隨機督課，每月至少隨機督課一

次，以確保計畫執行廠商在決策執行上的落實性；針對廣告廠商方面，採月為

單位進行廣告推播文案審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