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國大學生普遍認為學歷比能力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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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就業調查顯示，韓國有五分之四的大學生認為，企業錄用新人

時，普遍重視學歷，而不是職務能力。 

韓國現代研究機關進行問卷調查顯示，本年 2 月 9 日對全國 132 所之

大學生 2,361 名，有 1,901 名學生回答「在就業市場上，學歷比能力重

要」，占受訪人數的 80.5%。尤其，參與調查的醫學院、藥學院、護理學院

59 名學生當中，有 54 名學生回答「比能力更加看重的是學歷」，占 91.7%

比率之高，令人震驚。 

在校外補習與入學關係方面，計有 2,019 名學生回答「校外補習影響

到大學入學」，占 85.5%，顯示大部分學生都同意這點。家庭經濟對就業影

響方面，在 656 位受訪學生中，屬於上階層的為 291 名，屬於下階層的為

365 名。其中，自己認為上階層的 196 名大學生回答「就業單位能與自己意

願相符合」，此比率達到 67.3%，自認為下階層的 365 位中，僅有 166 名認

為就業單位能與自己意願相符合，占 45.4%，比率明顯比自認高階層的學生

減少許多。故大學生家庭經濟狀況之差別，對就業的看法也大不相同，於

就業市場亦呈現出貧富兩極分化現象。 

從上述的結果顯示，校外補習教育的支出與大學入學以及就業有密切

關連，家庭越富有更能讓子女有更好的教育及就業機會，導致「富人越來

越富，窮人越來越窮」的現象。 

另就讀國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對於「就業單位能與自己意願相符合」，

國公立大學的學生持肯定態度的為 64.9%，高於私立大學生的 56.0%。另有

37.1%的大學生，在就業時最重要考慮的因素即為成就感。 
 
資料來源：摘譯 2015 年 2 月 10 日 Korea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