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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高等教育階段餐旅科系人才培育實況 

【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張珍瑋】 

  在我國近年高等教育擴張的過程中，餐飲旅宿相關科系數量急速增加，然而在勞動部公布的薪

資資料中，住宿及餐飲業的平均薪資低於整體服務業水準僅為 23,013 元，而比較不同行業、不同

學歷的薪資平均差異幅度時，住宿及餐飲業同樣排名倒數第二。我國社會近年極為關注的高等教育

培育人才「學用相符」議題，而餐飲與旅宿相關科系畢業生所對應到的工作機會卻往往是進入低薪

工作市場。為瞭解相關科系育才實況，本研究即選定在此領域具備完善育才制度的的高等教育機構

四所（一所國立大學、三所私立大學）進行個案研究，並提出研究發現與具體建議如下： 

一、研究發現： 

（一）我國餐飲旅宿領域高等教育階段的課程規劃強調各校特色與實習課程 

  本研究所選擇的個案學校均為在餐飲旅宿領域中極具特色者，其課程規劃均不只是在「訓練技

巧」而已，而是希望學生能夠在課程中間積極擴展廣度與深度，以預備自身未來在領域工作的競爭

力，所以不論是國際化的溝通能力、預備專業學科的知能等，都在訪談過程中常被個案受訪教師提

及，由此可以得知餐旅領域的課程規劃並非僅只於實務課程，而在高等教育所培育的中階管理人才

方面更重統合與跨領域的能力。 

  在餐飲旅宿領域中，各校為學生預備接軌業界的重點項目即是實務課程，包括校內自行安排的

實習課程，或是與產業界合作規劃校外實習時數、以及海外實習的機會等。惟在實行的方面，有些

學校要求的必備實習時數較少，而有的學校則要求學生需要在業界實習一年，自然產生訓練內容的

相當差異。此外，有的受訪學校不只是希望學生到一流飯店實習，更要求相關實習工作內涵應提供

學生可以增廣加深受教的歷程，甚至可將實習年資銜接至未來工作年資計算（如回到同一企業工

作），讓實習在學生的學習歷程中不是一個斷裂的階段，而是一個接續未來工作的重要墊腳石。 

（二）我國餐飲旅宿領域的大學畢業生初次就業仍居基層、領低薪 

  在本研究所檢視的文件數據與資料，以及個案訪談中，均得到餐旅領域的大學畢業生在進入相

關業界的工作時，多仍只能從基層、低薪的位置開始做起，因此他們的大學學歷對其薪資與位置的

幫助實為有限。受訪個案學校的教師對此解讀是：這就是「產業的特色」，學生要能理解，並且要

靠「信念」撐過這段過程，這樣未來是有加薪與升遷的機會。 

  如本研究檢視之勞動部統計調查數據及個案學校訪談所得，發現相關科系畢業生在工作一陣子

後選擇離開這個行業，此是否造成一種高學低就的人力資源浪費？或是此產業確實不需要如此多的

高教人才挹注？相關統計資料（教育部統計處，2015）指出各行業所需大學以上學歷之缺工職缺方

面，在「住宿及餐飲業」主要缺的並非如其他產業是「專業人力」的中階人力，而是較為低階的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79.9%）。此一部份似與本研究受訪之個案教師所述高教階段主要培育

的是「中階管理人才」有落差。而在大量高職學生湧入餐旅相關科系，且絕大部分的高教餐旅相關

【研究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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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均開設在私立大學的結構下，學生希望在大學畢業後能夠有更好的工作位置與薪資，是否極有

可能落空？這應是政府與學校端進一步需要思索的人才培育議題。 

二、具體建議： 

（一）政府層面：應嚴格把關高等教育階段餐飲旅宿領域的無限擴張，以維學生權益 

  本研究透過個案訪談與文獻探討，發現一些大專院校未經完善規劃，即以便宜行事方式改設或

是增設餐旅領域相關科系，只為吸引學生來校就讀，雖政府已於 105 學年度開始中止餐旅領域相關

科系設立，然而針對過去已經設立的校系，仍應積極進行評鑑與管控，以維在學生與未來可能就讀

學生的權益。 

（二）學校層面：應為餐飲旅宿科系學生完整規劃在學課程，並與業界建立良好共同育才關係 

  本研究所選個案學校均為有好口碑的餐旅校系，由其課程規劃即可窺見其課程規劃兼顧學科特

色與實習安排，然而即使是極具聲望的個案學校，其學生在相關業界的實習與工作適應仍面臨許多

挑戰，亦發現業界與學校之間所需求與供給的人才仍具落差，應如何在學校專業課程規劃與業界人

才需求與業界發揮企業責任培育專業人才之間取得平衡，此應為未來學校與業界需進一步協調與討

論的重點。 

（三）後續研究：應持續關注餐飲旅宿科系人力運用情形，以供相關科系學生未來生涯規劃參考 

  透過受訪個案教師所述，可知餐旅產業人力運用情形恐與學生預設大學畢業能得之工作薪資與

位置有所落差，而反映在學生進入相關職場後的高流動與離職率，未來後續研究可透過各校建立之

校務研究資料，以追蹤餐旅科系人力運用情形，並且可以瞭解持續在相關產業工作，是否有除了對

這一行的「信念」與「熱情」之外的其他動機與因素，以供相關科系學生未來生涯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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