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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15到34歲不就學不就業不受職訓不參與家事人數急劇增加 
  

駐韓國臺北代表部文化組 

 

近十年來，人口學上產生一新名詞「尼特族」，英文稱作NEET，

全文是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即指既不就

學，亦不就業，更不接受職業訓練，甚至連家事也不參與的人。如果

一個國家或社會這種人增加很多，必影響社會安寧、損傷經濟發展。

若這些人多集中在15到34歲青少年層，自然導致工商業生產人力短

缺，國家競爭力嚴重倒退。 

此語源自1999年英國，今大多用指已開發國家這一族群人數；

譬如日本的尼特族約在64萬左右。依據南韓國家統計局日前發布的

數據顯示，這類人口近年持續增加：2004年約33萬，2008年增至

39萬9,000，今年估計達43萬。問題是生育率連年大幅降低，15到

34歲的人口減少了百分之7.5，而該年齡層的尼特族人口，卻不減反

增，約增加百分之30.3；其中又以男性佔絕對多數，約百分之85。

截至今年1月，15到29歲的失業人口，達六年來的最高－百分之9.3。 

經濟學家憂慮，尼特族人數增多，加重國家的經濟負荷，傷及國

家的發展能量。韓國工業聯合會警告：這類人口增多，政府稅收自必

減少，而貧困失業救濟所需經費則須配合增加，因此，當政府的就業

政策失靈，短期臨時工作不多，也來不及開創新的工作機會時，教育

機關應檢討現行教育制度，設法強化學校教育內容，使之與實際職場

所需知能適當銜接。勞工部門宜積極處理低工資、工時過長、不充分

就業（學非所用、所作非所長）、對兼職工作或打零工歧視等問題。

社會學家擔心，任何家庭，如子女淪為尼特族，父母財務重擔加劇；

部分尼特族因長久在此狀態下過活，與現實社會日益疏離，甚至會以

犯罪手段發洩對謀職的挫折與對社會的憤滿不平。 

欲妥適解決尼特族問題，除了家長的及時關懷、鼓勵、引導，學

校教育、政府勞工政策、乃至企業用人都有責任，激勵他們不斷進修

職業專長、工作不畏難不怕累、培養積極的人生態度，都是正本清源

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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