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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唸大學的機會比起二十年前多了一倍以上時，學位文憑的價值

就已經縮水。自 1993 年開始，英國擁有大學學位的人數已經從原本

的百分之十二至二十五成長到兩倍之多。但是比起在十六歲即完成他

們的教育的人比起來，大學畢業生仍然有著較有利的條件來爭取高薪

以及補貼較多的職位。2010 年第四季的薪資分析顯示，有大學文憑

的員工比起只完成中等教育學業（GCSE）的員工多了百分之八十五的

收入。而1993年第四季的資料則是百分之九十五或更多。 

跟據英國國家統計處（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的資

料，大學生的所得之所以下降主要是因為部份的大學生從事非專業或

非高技術之行業。然而在 1993年時，百分之六十八的大學畢業生從

事像督導、工程師以及會計師這種高技術職位。但在 2010 年時卻只

有百分之五十七。英國大學代表處（Universities UK）的行政主任 

尼可拉、丹瑞居（Nicola Dandridge）代表副處長為大學教育辯護。

她說大學生的薪資早就已經變少了，這不是最近才發生的事。丹瑞居

表示調查所有的大學畢業生之後發現，大學文憑的擁有者的畢生所得

仍然是比非大學畢業生來得多很多，而且也較容易找到工作。 

但是持有大學文憑並不能當作是財務完善的保證。國家統計處的

分析顯示位於下方百分之二十的大學畢業生的平均所得比起那些只

持有高中文憑的人來得少。此外有百分之十五的大學畢業生所從事工

作的平均所得比只有國中文憑的畢業生還來得低。這份調查是以勞動

普查的資料為基準。大部份在十六歲就完成學業的人被歸類在中低技

能群中，像是商店助理、祕書以及作業員等等。沒有接受正式教育的

人口比率自 1993 年的百分之二十五降到了去年的百分之十一。這主

要是由於年長者較少接受教育的這個事實而產生的。當退休的人口大

量增加後，沒有文憑的人數就大量下降。 

同時，政府的資料顯示了被稱為尼特族的人（Neets:十九到二十

四歲的沒有在學學籍、接受訓練或正在工作的人）的比率劇烈上升。

英國教育部表示這個年紀的族群約有五分之一被歸類在尼特族之

中。這份資料也指出在今年的第二季時，有七十九萬四千位十九到二

十四歲的人並無工作或持有學籍。但這個數字在一年之內上升到了十

二萬人。然而十六到十八歲沒工作也沒學籍的人數減少了超過一萬到



 

 

一萬八千六百人左右。 

職業研究機構（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Studies）的研究執

行長 金、希愛居（Jim Hillage）說：「此時，勞動市場對年輕人來

說是非常嚴厲的一個地方。剛成年又不能找到實習工作或繼續升學的

人會發現，對他們來說要與年長又富有經驗的人競爭是一件非常難的

事。求職者並不單單來自這個國家而已，還包含了歐洲其他地方。不

幸的是，這個情況看來只會愈來愈差。」然而有一件另人振奮的消息

傳出，那就是十六到十八歲被歸類在尼特族（Neet Catrgory）的比

率在近期下降了。政部的各部門也合力確保十六至二十四歲的人皆獲

得一致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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