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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高職畢業生發展趨勢之灰色預測^33

 老
"

葡

 一般而言，人力的培養須較長的時間，遠較經濟需求面變化緩慢，通常要三至

 四年時間方能趕上。若能預測在總體經濟需求面的變化，先在人力供給面做調整，

 便能充份利用勞動力使失業率降低，有助於經濟成長及社會安定。本文由現於師大

 工教研究所研究生的梁賢達及劉仁昌運用灰色系統理論分析失業原因關聯度，尋找

 其對策，並以灰色預測模式( grey   Prediction   mode^)，利用歷史數據(

 ̂99^-199^)來預測未來總體經濟需求，在教育上，對於基層人力的培養者而言，

 提供了一個設計教育內容的目標，作為現在人力培育的參考。

 關鍵字:灰色系統，關聯度，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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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高職畢業生發展趨勢之灰色預測^35

 壹、緒 言侖

 經濟的發展取決於許多要素，國民的生產總值是其中重要的指標之一。而勞動

 力參與率(表一)是代表投入生產最重要的投入因素。人力供給面的變化與總體經

 濟需求面的變化，都影響就業市場人力資源的發展。

表一台灣地區近年教育程度別勞動參與率

 單位%

 類別年度	總計	國中及以下	高中(職)		大專及以上一^@@…@@-@@-@@@@^^			
 			計	高中	高職	計口--。	專科	大學以上
 八十一年	59.34	56.13	60.93	52.04	卜亡	67.22	71.50	62.12
 卜十二年	呻．，，	55.11	卜．70	51.90	64.74	卜，、	卜1.34	61.30
 忙。	呻『	叫。	向"	可『	呻。	。歹	碎"	61.84
 仲。	呻『	呵『	呻二	罔.23	卜屯	呻	71.72	62.90
 而"	F"『	F。"	可。	F""	64.58	呻，	『2.51	63.27
 A+T1^	匝	巨	正	匝	匹	匹	匣	63.0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統計報表

 在人力供給方面，人口成長的減緩，國人對教育需求殷切，以及高等教育量的

 快速擴充，青少年升學比率增加。勞動力供應大幅減少，以致形成基層操作性勞力

 不足現象。同時，由於高等教育畢業生增加快速，就業市場一時無法吸納，也形成

 高學歷青年的就業競爭激烈。

 在人力需求方面，國內經濟結構變化快速，一方面服務業大量的產生，造就了

 不少的就業機會，由於工作環境、待遇各方面勞動條件優於傳統的農工業，吸引青

 少年及原本在工、農業的就業人力競相加入;但另一方面條件較差的製造業、營造

 業由於勞動條件較差，吸引力不足，造成嚴重缺工情形。近年來，因受國內需市場

 低迷影響，服務業成長趨緩，而勞力回流並不明顯。加上傳統勞力密集產業的轉型

 、外移或停業，短期內被資遣或失業的勞工增加。尤其近期景氣衰退．，失業率有升

 高趨勢(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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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台灣地區近年教育程度別失業率
 單位%

 類別年度	總計	國中及以下	高中(職)		大專及以上			
 			計	高中	高職	計	專科	大學以上
 。丐	Ll.51"一""	山.9--	內，、，一""	L?．竺	山．、，	2．15	2.05	2.28
 「八十二年	口．1.4-5一	0.84	1.91	1.82	口1.95	Z．18	2.25	2.07
 「A^三年	1.56	卜。。	卜。，	1.80	2.04	呻"	內"	2.38
 A+H?	內"	1.18	內"	2.1三	。可	。"「	。歹	2.52
 仲"	內"	2.02	內。	2.82	3.06	伸，	3.14	3.13
 正	匹	匹	匣	匝	匝	匝	匝"	2.6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統計報表

 由於失業率代表人力資源閒置，造成總體經濟成長潛在的資源無法顯現出來，

 更會因失業問題的惡化造成社會問題，影響到經濟的發展。所以在人力需求與人力

 培育間的重新思考有其必要性，因此，若能找出勞動力教育程度與失業率的關聯性

 ，精準地預測未來的需求量，不僅能提供人力資源運用的方向，國家經濟發展的指

 標，更能在教育政策、職業訓練、就業指導上作為參考。

 所謂預測乃是根據以往發生的數據，以科學的方法及數學的手段，對於未來將

 發展的趨勢或狀況給予描述及分析作為決策判斷的參考。在預測的方法上，通常

 採用的統計學上回歸分析的技巧。但由於統計學上的方法需要較大的樣本數、數據

 間存在統計規律、計算量大且準確度不高的種種缺點。近年來另一種新的理論一灰

 色系統理論把隨機數據看成是一定範圍的變化量，透過就數找數的過程及數據的處

 理成為一規律性較強的數據。根據過去得到的已知或謂確定的訊息建立起從過去指

 到未來的灰色模型。而使整個趨勢有跡可循，而提供決策判斷的訊息。

 貳．、灰色理言侖基礎及鐵芷爭模式簡介

 2-1起源

灰色預測法是申國大陸華中理工大學鄧聚龍教授在灰色理論中所提出的一種預

 測方法。相對於傳統的數理統計方法，灰色系統理論是以信息不完全、關係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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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系統作為探討的對象。根據鄧教授對灰色系統的定義如下:當一個系統的內部特

 性信息為部分已知，部分未知，即信息不完全時，則這類系統便稱為灰色系統。例

 如，人體是一個系統，雖有如身高、體重、血壓與脈搏等部分信息是已知的，但對

 於人體有多少穴位、其作用如何?人體神經中信息存在與傳遞的方式為何?^不完

 全了解，因此人體便是一個灰色系統。相對的若系統的內部特性全部確知，則這類

 系統便稱為白色系統。若系統的內部特性都是未知的，則這類系統便可稱為黑色系

 統。灰色系統理論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充分運用諸多灰色系統中的部分已知信息

 ，透過系統分析、灰色預測、灰色決策與灰色控制等方法，來釐清隱藏其中的問題

 ，找尋其發展規律，進而提出解決之道。

 2-2灰色預測

 所謂灰色預測，是指透過灰色模型所進行的一種預測。例如，擷取系統行為特

 徵數據來預測其數據序列的動態關係;預測系統行為中異常值發生的時刻;對週期

 時間內所發生的特定事件，預測其再發生的時刻;對分佈雜亂的數據序列，預測其

 未來的發展趨勢;對一階多變數的動態系統進行GM (^' 1)與GM (^^ h)的相

 關預測。

 所謂的灰色預測是指以灰色模型所進行的一種預測方法，其目的則是找出某一

 動態序列數據間的發展關係，而其優點為:

 山建模樣本量小。

 (2)計算量小、簡便易行。

 (3)不要求樣本數據需符合常態分配

 灰色預測係指擷取系統數據建立灰色模型，對系統行為的發展變化進行預測，

 以找出某一數列間的動態關係，其發展步驟為:系統數據、擷取系統數據、累加生

 成運算、建立灰色模型、累減生成運算、預測值。其發展步驟．

 步驟一、擷取系統數據

 擷取系統的響應數據是建立灰色模型的基礎，因此不同的數據擷取方式，將主

 成不同的灰色建模。一般灰色預測的數據擷取方式可分為下列兩種:

 1．新息數據擷取

土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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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新息數據擷取就是每當系統產生一個新的數據時，便將此數據加入建立灰

 色模型的原始數列X中，這種擷取數據的方式稱為新息數據擷取。經新息數據擷取

 的數列稱為新息數列，根據新息數列建立的灰色模型稱為新息灰色模型。雖然新息

 數據擷取的方式，可以全面而確實的反映系統的發展趨勢，可是隨著時間的增加，

 原始數列的數據會越來越多，計算機的計算量也會持續增加。因此對一個高取樣次

 數或只需反映現階段響應趨勢的動態而言，可採用所謂的等維新數據擷取的方式，

 以避免計算量持續增加的問題。

 2．等維新息數據擷取

 所謂等維新息數據擷取即每當系統增加一新數據時，除了將此一新數據加入建

 立灰色模型的原始數列申，同時也捨去此數列申一個最舊的數據，使灰色建模原始

 數列的數據數量能維持固定。

 步驟二:累加生成運算

 經由擷取系統數據，組成建立灰色模型之原始數列X。而言些數據可能是無序

 的，難以發展一適當的模型。灰色系統理論將這些在某個區間變化的量稱之為「灰

 色量」;將灰色量隨時間而變化的過程稱之為「灰過程」。基本上，灰色系統理認

 為在這些變動雜亂無序的灰過程申，必存在有某種規律或因果關係，可能是因數據

 量太少或某些雜訊的掩蓋而難以察覺。因此只要是對這些灰色量做某種方式的處理

 ，即可找出其中的關係，而這種就數找數的過程，便稱之為「生成」。對系統的行

 為數據進行生成，就是企圖從雜亂無序的數據申去發現其內在的規律。

 所謂「累加生成」就是對原始數列X中各數據做依序的累加，以得到新的數據

 與數列，經累加生成後的數列稱為「生成數列」。

 得累加生成，一般簡稱AGO (^ccumlated Generating Operatio^)   '其過

 程為:

 ̂(o)^ (^(o^^1) ,^^。)(2)...l   X^^^(^7))

 = ( X^。)^^^仁工，2，3...^7)

 定義^c^)為^co)的一次AGO序列，^u

^ , l V ^ ! ，-

 x^．^，(土九^。，什)．文九^^1，□)，．…．，三X ^^l^(A^刃
 斤，^

 ，^三口rn)(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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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三:建立灰色模型

 一般白色系統的建模過程，是根據系統輸入與輸出的變化情形與各狀態變量間

 的關係來建立數學模型，進而求得系統的動態行為數據或曲線資料。這種由模型進

 而求得系統行為特徵值的過程可稱為「順過程」。而灰色統理論則是以擷取系統行

 為特徵數據、資料的方式來建立模型，這種系統行為在先，模型在後的過程可稱為

 「逆過程」。唯在這種逆過程建模申所擷取的系統行為數據，只包含系統部分的信

 息，並不能完全代表該系統的行為特徵，因此將這種模型稱之為「灰色模型」。

 GM(^,^)的模型:

 .n^^^^_ L^， ^刊X U '(A

 其中:

 )= ^九

月

 人^^'(2)+^^^(^^

 川。'。(3)+人。"(2)

 ̂^川)+人^:^(乃-^)

丫

 九仙(2)

 九山^(3)

 人八乃(刀)

夕

 二^B7 B)~^ BrY

 步驟四:累減生成

 對一數列求其相鄰兩數據間的差值，稱為累減生成，其作用是將累加生成數列

 還原成原始數列，所累減生成是累加生的逆運算(^AGO)。定義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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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7|^(女)) ^ ^x^^"^^^^^)^^二1，2，3...,n e N )

 般式:

 了^/-^)^A)二丁^^)^女)一^^^^ (女-1)

 步驟五:預測及誤差分析

 在生成及建模後，接著就可以對下一點做預測，但預測和實際之間一定會有誤

 產生，在灰色理論的誤差分析中，量化的方式可分成下幾種:

 2．滾動檢驗

 3，後驗差

 本文所採用的誤差分析採用後驗差法。所謂後驗差是利用傳統的統計方法對原

 始數列^^^^(^^及預測數列^^l)^^^所做的誤差分析，其步驟為:
一

 山求原始序列均值X的大小:

^ ^

 丁，一三x(o^^A^/
^

 (2)求原始數列方差(^arianc^) S?及S^的大小:l

 夕，:，上三(人。。，( A )-戶)

川

A- = 1

 (3)求原始數列殘差^^的大小:

1

 丁:一三^^上)
n ^^^

 、2
 (4)求預測序列方差S2及S2的大小:

^

 了^二一三(^7   (北j-亢)

刀

 人"l

 (5)求後驗差比C的大小:

C   -  ^2
一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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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利用公式求小誤差機率P

 P= P(^g(A^)-gl<^0.6^45s．^^

 ̂^^\用公式C，P值表1計算結果，並決定是屬於那一區。

表四綜合評定模型精度表

 匝	預測精度等級	P	C
 曰	-mm ? good	三0.95	三0.35
 曰	占級(合格) : QUAL^FIED	三0．8	三0．5
 止	三級(勉強) : JUST	三0．7	三0.65
 曰	四級(不合格) : UNQUAL^F^ED	三0．7	三0.65

 參、各教育程度人力資源就業人數之灰色預測模式分析

 本文將八十學年度至A^四學年度台北市『高級職業學校歷年畢業生升學就業

 調查表』中升學及就業之各級行業列於表五，並預測^^五至八十七學年度高級職

 業學校的學生未來發展狀況，其預測結果經殘差檢驗後置證明模型經度均能符合要

 求。

 表五台北市高級職業學校歷年畢業生升學就業表單位%

 立	@@@^"畢業生數(人)	"一升	歹"	"一就	"一業	"吶	

 		歷史數據	測據預數一	歷史數據	預測數據	歷史數據	測據一預數一
 而乙	25,264	20.17	19.94	呻"	E．，。	25.26	29.48．一"
 卜。	25,991	戶"	25.40	。叱	45.14.	旺	25472．^
 A+-?	26,573	25.40	28.21	卜。，	44.87	21.84	23.34
 A+H^	26,730	25.41	呻"	呻"	匹．。、	內呻	21.45
 仲。	25,306	呵"	可『	46.99	□46.45	吋"	20.16
 神"	木	本	坤。	F。	匹，。	*	山"
 A+A?	水	木	呻『	卜二	也．，。	水	18.17
 A+t^	水	木	匹	木	。互	木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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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歷史資料及預測資料來看，從歷史的數據當中可以發現過去一向就業狀況穩

 定的高工職就業者不斷地減少，且升學者卻不斷升高，代表傳統的勞力密集產業不

 斷減少或以外勞取代。而高申(職)升學者不斷增加及未升學、就業者的減少，說

 明了技職體系的升學管道有改善的跡象，但速度仍未有顯現出來。在就業者的預測

 當中，第二級行業(製造、營造、水電、礦業)，就業人數不斷減少，但社會上對

 於此行業需求仍殷切，和產業升級有關，使得第二級行業就業者必須進修才能應付

 需求，說明了臺灣勞動力品質提高。第三級行業(商業、運輸、金融、服務)就業

 者仍會增加但速度會趨緩，對於第三級行業而言，高學歷的需求不是很明顯，在高

 工職階段仍然有發展的空間。

表六台北市高級職業學校歷年畢業生就業狀況表

 單位:人

 類別學年度	""一就業					

 	第一級行業(農、林、漁、牧)		第二級行業(製造、營造、水電、礦業)		第三級行業(商業、運輸、金融、服務)	
 	歷史數據	蕊"	歷史數據	預測數據	歷史數據	私
 八十年	53	33	1,565	丁^629	10,750	9,049
 八十一年	66	24	1,218	1,356	11,210	9^796    l
 八十二年	22	28	1,225	1,069	11,690	10,538
 八十三年	63	18	1,146	980	11,997	11,231
 八十四年	37	21	1,060	904	10,795	11,758
 八十五年	水	19	水	840	水	11,308
 八十六年	*	15	-一一;一一‥一	L，，，	水	11,314
 八十七年	木	11	水	650	木	11,320

么士 言侖

 決策者定訂計劃實施前必須廣範收集資訊，為的就是要將不確知的灰色系統儘

 量白化，以便判定下決策的方向是否能達到需求，預測技術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工具



 北市高職畢業生發展趨勢之灰色預測^43

 ，越精準的結果越能提供政策方向的依據。灰色預測提供了另一個新的工具，根據

 已知的歷史資料數據，經過處理建立成GM模型，並依此做預測，確定未來的發展

 趨勢，做為決策的參考依據。對於在以灰色預測方法預測台北市高工職教育程度勞

 動力就業數得到以下結論:

 1．利用就數找數的方法，不需太多的原始數據，經過一次生成建模，就能完成

 符合檢驗等級要求之短期預測。

 2．在勞動力教育程度分布方面，現今階段國申及以下仍佔有大部份，但就整個

 原始數據及預據測數趨勢而言往高學歷發展是不可避免的，此乃為臺灣經濟結構轉

 型所影響。

 3．高申(職)以上之勞動力將取代成為主要的就業者，因此對於人力培養機構

 、教育單位可以此做為依據，調整政策走向，以符合就業市場的需要。

 4．對於國中及以下之人力、外勞政策和基礎生產有關工人、機械設備操作工及

 體力工間如何在供給與需求間取得平衡應及早因應。

 5．在各級行業對於人力品質的需求及學生，家長，社會期望的趨勢，對於高工

 職的設科與發展而言，是否朝向繼續培養就業基層人力、或是作為進修的準備應盡

 早通盤規劃。

 6．灰色預測結果會因和其有相關聯的因素改變如教育政策、經濟政策、外勞政

 策的改變而有所偏離，此需要利用關聯度分析等方法，改變系統內相對於之參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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