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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英國官方最新統計，截至2010年12月底止，全國16至24

歲的青少年當中，尼特族（NEET，為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縮寫，意即此刻既不是在唸書，也不是在工作或接受職

業訓練的一群人）所佔的人數約為750,000到938,000，這項數字同

時也創下2005年以來的新高。另外，這項從2005年就不斷升高的數

據至今似乎並沒有下降的趨勢。 

從英國官方所提出的報告可以發現，這項統計到去年年底的數據

當中，16至24歲同齡層的人口中，有15.6%屬於尼特族；但若是擴

大到18至24歲來看的話，同齡層中的尼特族竟提高到18.1%。這份

報告使得在野黨針對執政的聯合政府提出批評，並且認為政府近日針

對教育預算度幅度的刪減將使得這項數據更日益加遽。 

英國政府對於這項結果感到非常不滿意並且公開表示將採取一

連串措施逐步降低尼特族的人數。目前英國總體失業率平均為7.9%，

但是16至24歲的失業率則為20.5%，高過平均失業率甚多，同時也

創下1992年以來最高的紀錄。因此政府正計畫未來將提供75,000個

工作職場訓練員額給這些年輕人，企圖製造就業機會來緩和這股趨

勢。 

由於近年英國失業率居高不下，許多16至24歲的年輕人只好選

擇繼續留在學校裡頭接受教育。根據統計，18至24歲的總人口數約

為4,150,000人；同齡層正在從事工作的約為3,400,000人；唸書的

則為1,700,000人。然而在這一百七十萬唸書的學生當中，同時高達

793,000 人因為經濟因素，被迫只能以半工半讀的方式繼續完成學

業；另外在這個年齡層失業的人口當中，也有高達691,000人當初是

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完成學業。這個結果似乎暗示經濟不利的學生即使

勉強完成學業，未來要找到一份溫飽的工作顯然也是前途渺茫；幾個

關懷青少年的基金會也跳出來表示，弱勢族群出身的學生在面對經濟

不景氣時，常常淪為被裁員的對象。 

英國首相卡麥隆（Cameron）對此也表示遺憾，並承諾將著手改

革青少年就業的問題，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給青少年，同時也提供更

多管道來幫助弱勢族群學生完成學業。另外一方面，這份報告同時也

引發執政黨首相卡麥隆以及在野的工黨黨魁米勒班（Miliband）的相



 

 

互指責。工黨認為保守黨在近一年的教育改革中，一連串的教育制度

改弦更張，例如國定課程未來將更重視傳統學科的知識學習，將會使

得尼特族的現象持續惡化，無助於解決該年齡層的就業以及教育問

題；然而卡麥隆則認為這個問題存在已久，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

務之急則是經濟與教育同時進行改革，改善英國整體環境。 

卡麥隆所領導的政府相信，「加強傳統學科知識的學習，包括語

文領域，將有助於提高年輕人未來在就業職場的資本；反觀工黨過去

強調技能的學習是造成青少年素質降低的因素。」這或許可以說明教

育大臣麥可‧戈夫（Michael Gove）何以近日提出一連串的教育政策

企圖塑造新的教育風貌。然而不管何種政策，一位長期觀察英國尼特

族現象的青少年基金會人員頗為中肯的認為，如果外在經濟環境持續

無法改善，尼特族的人數恐怕只會越多而不會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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