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國碩士取得者 10 名中有 8 名希望就業，繼續求學占 12％ 
 

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 
 

韓國職業能力開發院 2017 年 14 日發表「地區別新取得碩士學位

者之特性及就職現況」調查，其中有 81.9％取得碩士學位者希望就

業。依據調查，已就業者占 51.5％，而希望就業尚未能就業者仍有

30.4％，已決定或希望繼續攻讀博士學位者僅占 11.6％。 
已就業者之就業地點分布為企業（35.6％）、教育機關（16.7％）、

醫療機關（11.5％）、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7.5％）、創業/自營業

者（6.6％），大學（5.9％）、財團及協會（4.7％），其中又以首爾

及京畿、仁川、江原等首都圈之企業就業為主，所占比例為 40.3％及

37％。 
就取得碩士學位主修分布來看，工學系列（27.2％）為最多，以

下依次為社會科學（18.4％）、教育（12.4）、自然科學（12.3）、

藝術體育（10.3％）、人文（9.8％）、醫學（9.7％）。其中自然科

學及工學系列占整體 39.5％，而人文社會科學系列占整體 28.2％，前

者高出後者有 11.3％。惟以地區分布來看，首爾地區人文社會系列占

35.9％，自然科學及工學系列占 27.1％，前者高出 8.8％。而取得自

然科學及工學系列學位者在忠清、大田、世宗特別市及京畿、仁川、

江原地區皆超過該當地區全體的一半。 
而在性別分布方面，僅有首爾地區取得碩士學位者之女性比例

（59.6）高於男性（40.4％），其餘地區皆為男性比率為高，特別如

忠清、大田、世宗特別市（59.9％）及京畿、仁川、江原地區（58.3
％），幾乎快達到 60％，職能院推測，該等地區以自然科學及工學

系列為主，因此男性比例較高。職能院透過本次調查認為，培養高級

人力之平台過於集中首爾地區，為求地方均衡發展必須樹立支援地方

大學之政策。再者碩士學位取得者畢業後大多選擇就業，並且以進入

企業為主要選擇，因此建議學校在進行碩士課程時應兼顧到未來學生

就業之準備。又因以各地區之特性，建立特色研究所課程，如以學術

研究為主或以產業中心為主促進大學特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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