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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r是一位居住在柏林的十八歲難民，沒有一技之長，還有書

寫的障礙，但他想要工作且願意溝通。他說，自從他一年前離開學校

後大約投了上百封應徵信找工作，然而全都石沈大海，好像所有的就

職之門都被關上了。儘管就業市場上仍有上千個職業訓練機會的空缺，

但德國首都柏林的勞動局（Arbeitsagentur）於 2017 年仍把近 2,350

位申請職業訓練者列為「未獲任用」，而這個統計數字仍持續惡化中。  

柏林邦自由民主黨（FDP）議員Maren Jasper-Winter女士負責該

黨團的職業教育領域，她認為這個狀況，至少從統計結果看來極不合

理。而從執政的社會黨（SPD）文教廳副廳長 Mark Racklers 對她的

回應顯示，這個所謂「未獲任用」的數字在過去四年中甚至已經增加

了 55%：從 1,500人增加到前述的 2,350人。在野的職業教育發言人

Jasper-Winter女士將此視為重大的警訊，認為這些無法獲得任用的年

輕人是因為欠缺足夠的學習而無法具備職場所需要的工作能力，她推

測，「學校無法為學生們作好足以應付職業生涯的就職準備。」 

因此 Jasper-Winter 女士呼籲執政黨（SPD）的文教廳長 Sandra 

Scheeres女士應設法找出準學徒無法獲得任用的教育問題。她並且表

示，如果 Scheeres 女士想要停止這種「不利的發展」，就「必須認真

的找出原因並且對此予以監控」。 

然而在記者訪問柏林暨布蘭登堡邦勞動局時，發現這些「原因」

非常多樣而且與統計方法有關。例如勞動局由於 2017 年的統計方法

改變，以致於 2016 至 2017 年中「未獲任用」的應徵者急速增加了

550 人；而最近甚至參加無給慈善義工活動（Maßnahme ohne 

Bildungscharakter）的年輕人也會被歸類至「未獲任用」項下，這在

2016 年時還完全不是這個樣子。柏林暨布蘭登堡邦勞動局區域管理

處勞動局（Regionaldirektion Berlin-Brandenburg bei der 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發言人 Johannes Wolf先生強調，這些數據不能直接拿來

做比較。 

而另一個造成統計數字上升的原因與中東難民的到來有關：2018

年 9月時有超過 1,100份職業教育應徵信來自於申請庇護的難民，相

較於在此一年前，這個數字更是多出一倍。Wolf先生繼續解釋：2018



 

年 9月的「未獲任用」人數會這麼高的原因，是因為勞動局並未及早

將這些應徵者按照一般程序轉介至某些就職計畫當中，例如過渡期方

案或者就職預備計畫，因為這些措施往往僅是形式上的為他們提供機

會，而實際上他們將無法在職業市場上獲得任何職業教育。 

雖然如此，勞動局亦表示在職訓市場中配對磨合的問題也越來越

多且呈現多元化 – 造成所謂的批配不當（Mismatch）。換言之就是應

徵者能力、特質與公司的需求無法相搭配。換句話說，年輕人想要學

習的工作和雇主提供的職位無法相吻合，而且雇主往往也對應徵者的

資格不覺滿意。因此Wolf先生亦告誡：「職訓企業應對應徵學徒的期

待重新思考，並對培訓課程的要求做出調整。」不過以現階段柏林地

區相較其他地區的學校評鑑較差的結果來看，他還是表示：「學校應

當負起責任給予年輕人在進入職業教育之前最好的相關準備。」如同

邦議員 Jasper-Winter女士對於教育成果缺失所言及的警告。 

為了至少能讓公司企業和年輕待業者們能夠彼此獲得匹配，勞動

局採用加強聯結的策略，令這些年輕人在校內能夠加強職業定向輔導，

而在企業裡累積實務經驗，而並且提早啟動配對程序。勞動局並希望

在此前提下，以「青年勞動局（Jugendberufsagentur）」為首，統合所

有相關夥伴以帶來青年就業率的改善，並且對於青年就業「各式各樣

的問題」獲得更好的解決與輔導。此外，「職業入門資格訓練

（Einstiegsqualifizierung，簡稱 EQ）」為一種在企業中較長時間的實

習，此學習形式也將會越來越重要。此「職業入門資格訓練」將協助

那些已經完成基礎學校教育而找不到職訓機會的青少年，例如 Samer，

提供一個 6到最長 12個月、不間斷的過渡性實習機會。 

Wolf先生表示此策略的優點是：「有潛力的企業在自己的企業中

為未來可能有潛能共事的學徒作培訓，並了解學徒們在企業中的實務

能力表現」，當一個企業至今尚未或無意繼續提供職業訓練機會時，

他們可利用此機會檢視自己是否願意（重新）提供培訓。 

根據勞動局數據顯示，過去一年中全德國參與提供過渡性實習機

會的企業中有 60%以上將此視為成功的方案：一來達成年輕人與職業

市場內的整合，二來穩定且擴充各企業內之職業訓練。根據 Wolf 先

生的資訊，2018 年 7 月中在柏林大約有 350 個年輕人，亦即比前一

年多出 8%，已經在去年完成所謂的「職業入門資格訓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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