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業市場很強勁，但對大學畢業生來說並非如此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多數學生一直以來都十分重視上大學與找到工作的關聯性。2012

年，一項針對全美大學新生的調查顯示，有高達 87.9%的學生認為上

大學「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而後此數

據一直維持在 85%上下。 

儘管比起沒有大學學位，取得四年制大學學位仍然有其回報，但

紐約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的)的數據顯示，

與普遍勞動市場的求職者相比，新大學畢業生面臨的就業前景更加嚴

峻。在 6 月（譯註：原文未標明是 2022 年或去年），擁有學士學位或

更高學歷的 22 至 27 歲群體失業率為 4.1%，而平均失業率為 3.5%。

且數據顯示，此差距是自 2021 年 1 月以來每月都在持續的，亦即新

畢業生始終處於就業市場的劣勢。 

儘管目前的經濟情勢增加了就業機會，但美國銀行對抗高通脹的

努力意味著市場衰退可能即將到來——這將削弱就業市場並使求職

者更難找到工作。以下是一些近期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的總結(譯註：

詳細數字可見原文圖表)。 

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自 2021 年 1 月起，大學應屆畢業生的失

業率每月都超過平均求職者的失業率。 

創新紀錄的薪資差距：擁有學士學位和全職工作的應屆畢業生在

2021 年的年薪資中位數中，比擁有高中文憑的工作者高出 22,000 美

元（擁有學士學位者薪資中位數為 5 萬 2 千元；高中文憑者 3 萬元）

──這是自 1990 年以來的最大差距。 

相關專業就業不足：如果應屆大學畢業生從事不需要與其就讀學

位專業相關之工作，此項目在調查報告中被歸類為就業不足。2019-20

年間，前五名就業不足的專業科目分別為：刑事司法(criminal justice)、

表演藝術、人類學、觀光餐飲、及其他科技類 (miscellaneous 

technologies)。而倒數五名就業不足(譯註：即工作與所讀專業較為相

關)的科系為：特殊教育、土木工程、小學教育、電腦工程、以及護理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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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the-labor-market-is-hot-but-not-for-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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