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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源起

依據「95 年台閩地區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報告」顯示，15 歲以上

身心障礙者的勞動參與率僅 24.84%，失業率則高達 15.87%；其中，在工作

職類方面，因受限於教育程度，身障者所從事的職業以半技術性或非技術

性為主，被取代性高。該報告亦指出，身障者大多是受雇於人；進一步探

究其失業原因發現，除「受傷或生病、體力無法勝任」之個人因素外，主

要為「工作場所停業或業務緊縮」之環境因素所致。面對外籍勞工的低工

資競爭、國內產業外移、公民營單位人事精簡等日益嚴苛的就業環境，身

障者在這波失業潮中首當其衝，其就業權益亟需社會及政府加以關切。

「工作」對於身障者或非身障者而言，不僅占據個人生命中大多數時

間，亦是生涯重要課題，它不僅提供一份薪水以滿足經濟需求，更是獲得

認同與自我實踐之途徑；然而，對身障失業者自認無法找到工作之原因，

包括一般人對身心障礙者之刻板印象、年齡限制、工作內容不合適、工作

技能不足以及其對薪資不滿意等（勞委會，2005）。為了解本縣身障者就

業情況與職訓需求，以提供不同障別適能、適性之就業服務，本局自 92 年

起分別針對視覺障礙者、智能障礙者與精神障礙者進行深入研究，藉以了

解其進入職場前或於就業過程中所面對之挑戰或困境，並依此規劃適切之

就業政策。依據 96 年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臺北縣身心障礙者人口為 12

萬 7,731 人，人數位居全國之冠。其中，聽覺機能障礙者為 14,147 人，高

居全縣身障人口第二位，僅次於肢體障礙者；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者

1,471 人。故本局 96 年度以聽、語障者為研究對象，探討其於職場或求職

過程中所遭遇之困難、需求及工作狀況等因素，並希冀未來將研究結果提

供本局就業服務員辦理就業服務及相關業務參酌之依據，促使更多聽、語

障者獲得適切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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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了解聽、語障者之就業型態、職種等就業狀況

身障者雖因其生理上之損傷而限制其他功能的發揮，卻仍有其可

發展之長處與優勢存在，例如：聽、語障者雖在溝通方面處於劣勢，

專注力集中卻勝過一般非聽、語障者。但長久以來主流社會過於關注

身障者生心理方面之損傷，而忽略其本身具有之能力，甚至未注意到

部份之障礙實來自社會所建構，及缺乏提供充分機會給身障者參予社

會所導致，如在職場中有會手語之聽人、或了解聾啞人文化之非身心

障礙者，皆將成為協助聽、語障者穩定就業之關鍵（葉琇珊、陳汝君

譯，2004）。因此，希望能夠讓聽、語障者自身及協助其就業之專業

人員了解其職業性向、特質與能力，提供聽、語障者所需的就業服務

與職業訓練。

二、瞭解聽、語障者對於就業服務相關資源運用情況

政府每年投注許多人力與經費於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

，例如：郵寄就業資訊至身心障礙相關機構、公所、學校等單位，或

其他身障者便於索取之地點。然而，實際運用此就業服務資源者之比

率似乎不高；依據「94 年台灣地區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報告」顯

示，聽、語障者對於接受職業訓練之意願偏低，且在就業服務方面，

也僅有少部分聽、語障者使用。至今仍無具體資料或相關研究說明台

北縣之聽、語障者實際運用就業服務相關資源情況，故希望藉此研究

瞭解這些資源對聽、語障者是否具有效性、可近性及可及性，並提供

政府未來對於資源注入與調整之參考方向。

三、了解聽、語障者對於接受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之意願和需求

聽、語障者於就業議題存有與非聽、語障者相同與相異之困境，

例如：聽、語障者進入職場時，與非聽、語障者同樣會遭遇人際相處

之問題，然而，口語溝通表達之限制，以及語法倒裝之文化，更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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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非聽、語障者之同事或主管互動上阻礙重重。從事直接服務之就服

員、個管員或政策之規劃者，若未能深入了解其文化、特性、意願和

需求等面向，恐將發生錯置服務與資源之危機。

綜上所述，本研究所欲探討之問題如下：

(一)本縣目前有工作之聽、語障者就業情況為何？包括其職業、平均薪

資、求職途徑、工作滿意度等。

(二)本縣目前未就業之聽、語障者過去工作經驗如何？包括目前未就業

之原因、是否曾有工作經驗等。

(三)聽、語障者對於就業服務、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相關資源運用之需

求和情況為何？包括有無就（轉）業意願、希望從事之職業種類、

有無參加職業訓練意願、希望參加職業訓練種類、不願參加職業訓

練之原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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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聽、語障礙者的定義

本研究所指的聽覺或聲音、語言機能障礙者，係以民國 95 年底前

設籍於台北縣、年齡介於 15 至 55 歲間，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且其

中包含聽覺或聲音、語言機能障礙者及以聽覺或聲音、語言機能障礙

者為主的多重障礙者。

二、就業狀況

本研究之目的係指調查聽、語障者目前的就業現況，包括：已就

業者的職類及職務內容、平均薪資、工作年資、是否對工作滿意及所

遭遇到的困難等；未就業者無工作的原因、是否有工作經驗、離職的

原因、經濟來源等。

三、就業需求

依據「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八條前項「各級政府應至少每三年

定期於十二月舉辦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出版統計報告。」本局

自 92 年度辦理視障者就業狀況與需求調查之後，後續也針對智能障礙

、精神障礙者辦理相關的研究計畫。本研究主要為研究本縣聽、語障

者，對於參加職業訓練及就業相關資源的需求。期望透過調查結果，

作為未來本局政策規劃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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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聽、語障者的就業概況

一、行業分布

依據內政部（2006）統計，身障者所從事的行業以服務業為主（

61.59％），其中，以「其他服務業」占23.47％最多，包括：保全、環境

衛生、宗教、汽機車維修、美容、洗衣、洗車、美髮、停車等業別；

其次分別為工業（30.35％）與農林漁牧業（8.06％）。而針對以往聽覺

障礙的研究報告中顯示，聽覺障礙者的就業狀態多為從事粗重勞動、

行政文書處理的職業類型（韓福榮，2004；中華民國啟聰協會，2001）。

表 1-1  身心障礙者就業行業分布

項目別 身心障礙者 聽覺障礙者
聲音或語言

機能障礙者

農林漁牧業 6.8% 14.8% 6.7%
工業 29.9% 27.9% 36.7%

製造業 21.8% 19.7% 26.4%
營造業 5.4% 6.3% 7.9%
水電、燃氣業 2.2% 0.8% 2.4%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4% 1.1% -

服務業 60.1% 57.2% 56.5%
其他服務業 22.6% 23.8% 34.1%
批發及零售業 7.7% 6.3% 8.7%
住宿及餐飲業 4.0% 2.7% 1.8%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4.3% 4.0% -
金融及保險業 2.4% 1.8% -
不動產及租賃業 0.1% - 0.6%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4.5% 4.2% 2.8%
教育服務業 3.5% 5.5% -
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服務業 3.3% 3.6% -
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 1.3% 2.3% 3.4%
公共行政業 6.4% 3.0% 5.0%

其他 3.2% - -

資料來源：勞委會（2005）。94 年台灣地區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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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種類分布

台灣整體隨著產業結構轉型，非技術性之勞工比重有漸降之趨勢

，然而身障者工作之職類分布仍以非技術工及體力工（25.77％）最多，

其次依序為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19.81％）、技術工、機械設備操作

及組裝工（16.02％）、事務工作人員（8.47％），而聽、語障者亦以非技

術工及體力工、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之職種為多（內政部，2006）。

表 1-2 身心障礙者就業職類分布

項目別 身心障礙者 聽覺障礙者
聲音或語言
機能障礙者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25.77％ 24.63％ 35.63％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19.81％ 13.29％ 14.87％
事務工作人員 8.47％ 6.20％ 7.89％
技術工、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16.02％ 22.39％ 20.22％
專業人員 12.87％ 10.74％ 8.35％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6.27％ 5.78％ 7.24％
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主管及
經理人員

4.00％ 2.93％ 0.53％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6.80％ 14.04％ 7.27％
資料來源：內政部（2006）。95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報告。

三、從業身分

身障者以受私人僱用比率（59.05％）最高，其次分別為自營作業

者（20.86％）、受政府僱用（11.71％）、雇主（5.28％），身障者多為受

雇者之身分，此種從業身分分布與非身障者相同，而聽、語障者也是

以受私人僱用比率最多（內政部，2006）。

表 1-3 身心障礙者就業從業身分
95 年度調查 94 年度調查

項目別
身心障礙者 身心障礙者 聽覺障礙者

聲音或語言
機能障礙者

受私人僱用 52.81% 62.7% 64.8% 57.4%
受政府僱用 15.21% 12.4% 9.1% 7.2%
自營作業者 24.29% 18.1% 20.6% 9.9%
雇主 4.98% 4.1% 2.5% 20.0%
無酬家屬工作者 2.70% 2.7% 3.0% 5.6%
資料來源：勞委會（2005）。94 年台灣地區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

內政部（2006）。95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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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尋職途徑

依據內政部（2006）出版的「95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報告

」顯示，身障者找尋工作途徑仍以親朋介紹（38.68％）為主，其次為

自己應徵（22.51％）。聽、語障者同樣以親朋介紹為多，相對地，使用

電子媒體求職（如人力銀行網站）或就業服務機構比例偏低。

表 1-4 身心障礙者就業尋職途徑

95 年調查 94 年調查

項目別
身心障礙者 身心障礙者 聽覺障礙者

聲音或語言

機能障礙者

親朋介紹 38.68％ 49.9% 54.8% 39.0%

其他 22.51％ 19.7% 17.0% 29.9%

自行應徵 22.51％ - - -

報紙廣告招貼 2.28％ 14.0% 14.4% 7.5%

就業服務機構轉介 1.99％ 3.9% 3.4% 2.2%

社會福利機構轉介 3.36％ 2.8% 0.8% 7.3%

考試分發 4.61％ 4.7% 6.2% -

師長介紹 1.53％ 1.8% 0.9% -

電子媒體求職 0.92％ 1.7% 2.4% 4.9%

學校就業輔導單位 1.25％ 0.7% - -

民意代表介紹 0.48％ 0.5% - 5.0%

職業訓練機構轉介 1.06％ 0.4% - 4.3%

資料來源：勞委會（2005）。94 年台灣地區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

內政部（2006）。95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報告。

由以上得知，聽、語障者以服務業為主，並以從事非技術工及體

力工職業為最多，有五成以上受雇於私人，其尋職途徑多採用親朋介

紹之方式，而此種就業狀況是否會因區域而異，值得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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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聽、語障者的就業特質

一、聽、語障者的特質

在討論聽障者的障礙特質時，不能只將問題著重在聽力喪失程度

上，因為聽障者因其聽力受損或全聾，造成溝通及訊息接收、理解的

困難，所以除了生理限制外，還必須去瞭解致殘年齡影響其認知的發

展與建構、家庭/學校及社會環境因素，以及本身的調適/處理能力。另

外，環境障礙和對社會有沮喪記憶或毀傷經驗—成為一個或聾或有聽

力障礙的人，區隔他們單獨成為一個群體，形成特殊的文化。以下茲

就聽、語障者之定義與特質說明如下：

(一)聽覺機能障礙

係指因具有傳遞聲音之外耳、中耳或內耳的聽覺系統遭受損害，以

致對聲音之接受或處理等功能受到限制，其形成原因可分為先天性與

後天性兩類：第一，先天性意指母體懷孕時或胎兒出生時，即受到病

毒感染或其他原因導致聽障，如因患有德國麻疹或新生兒黃疸過高所

致者；第二，後天性即因疾病傷害、外部損害或老化等因素所致者。

在聽障類型又可分為四類，即傳導性、感音性、混合性與中樞性，

乃由於外耳、中耳、內耳、聽神經、或大腦聽覺皮質區等受損或是中

樞神經系統異常，所導致聽力受損在 55 分貝以上。聽覺障礙者因障礙

的關係，對於資訊的吸收受到限制。另隨著障礙程度之不同、吸收資

訊多寡以及外在環境等影響，也使得聽障者有各類型之溝通方式，如

使用手語、筆談，或配戴助聽器、接受人工電子耳蝸手術等。因為聽

障者在與他人進行口語溝通時遭受到限制，在這樣樣特殊的成長背景

中，進而可能導致其對自我概念及身心特質上有不同於一般人之處，

另可能因為在成長的過程中，若過於保護且疏於給予正確的價值觀，

協助自我瞭解，如動作過度、主觀、容易有挫折感、自我中心、性格

內向、憂鬱、負向歸因等（林姉瑶，2003）。

(二)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

因器質性或機能性異常，而產生語言理解或表達、說話清晰度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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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性或在發聲上產生困難，可分為四類，即構音異常、聲音異常、語

暢異常以及語言發展異常，語言障礙學生通常與腦性麻痺、聽力損失

、唇顎裂、智能不足有關。然而，在發音過程中，可能因為呼吸、發

音、共鳴及構音其中一項出問題，而產生咬字不清、口吃等說話異常

現象，進而影響其在表達或人際關係上較退縮，甚至發生情緒障礙或

拒絕關懷等心理特質。

二、聽、語障者的就業特性

一般大眾對於聽、語障者在就業特質上之刻板印象，常會因其「

溝通能力」不佳而遭受雇主拒絕或同事間的排斥。故就服員在服務聽

、語障的過程中，須注意其生理限制、特殊的溝通文化等特質：

(一)工作認知不足：聽覺障礙者對於工作要求過多，或常常有不切實際

的想法，對於自己本身的能力不是很清楚，同時對就業市場的環境

不了解。

(二)工作心態不正確：就業機會得來不易，應珍惜雇主給予的機會，並

且做好工作的準備，不遲到早退、遵守公司規範及不讓個人因素影

響工作的完成度。

(三)不易融入職場環境：一般人不清楚如何與聽、語障者溝通，而聽、

語障者過份豐富、誇大的表情，使其不容易與其他同事建立良好的

關係。

(四)缺乏提升工作技能的警覺心：特殊學校的技能課程安排，往往與目

前的就業市場實際需求相差甚遠，產生區隔化，而在日新月異的職

場環境，聽語障者應要考量自己本身的教育程度、專業能力是否能

符合工作要求，且積極提升專業能力，以確保不會被社會所淘汰（

陳建光，2005）。

(五)溝通模式的差異：目前因為手機簡訊、網路即時通的便利性，減少

與聽、語障者溝通及訊息傳遞上的障礙，但也因為致殘年齡、教育

程度、手語族或口語族的不同，而必須要注意其差異性，例如:手

語族的文字書寫方式，其文法方式常常是以倒裝句的方式，且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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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認知常會有誤解，所以必須要重複確認其是否了解文字的意

義。

從我們在服務聽語障者的過程中，我們就應該排除溝通障礙，及

注意其障礙特殊性，例如：就服員與聽語障求職者在開案晤談、服務諮

詢、媒合工作等時候，甚至進行職業輔導評量時，都應該考量其障礙

特質，建立良好的溝通模式，以免錯估求職者狀況；職場上的溝通問

題是雇主及聽、語障者最擔心的問題，其問題包括，聽語障者本身的

溝通技能、職場環境的要求及支持系統彼此間的交互作用的結果，例

如:工作上中遇到問題能向其他人求助、工作指令聽不清楚時能要求解

釋或澄清、同時也能了解並遵從工作指令、休假或請假時能事先告知

或協調（郭哲凡，2004；Paul D. Geyer and John G. Schroedel,1999）。

藉由輔具設備或手語翻釋服務等職業重建服務，有助於改善聽、

語障者對生活或就業環境的適應。例如：助聽器對聽障者是正向的協

助，但通常是不夠的；在許多情況裡，助聽器要能過濾外來的背景噪

音，並且提供一個清楚的語音信號，另外也需要其他相關的技術和溝

通策略，如讀唇和通訊措施，藉以拉近聽、語障者與非聽、語障者之

間的距離。此外，一般社會大眾的態度，亦是影響聽、語障者參與教

育、訓練、就業和一般的社會活動是否受阻礙之關鍵所在。（George N. 

Kosovich,1999；Jill E. Preminger and Harry Levitt,1999）

三、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需求

不同障礙類別之身障者，因其生理上的限制進而影響其就業特性

，亦形成其進入職場前後所需的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需求之差異。

(一)就業服務需求

以勞委會研究為例，多數身障者認為在工作場所中無需就業協

助，而認為需要就業協助者，其需求分別以「轉業諮詢」、「提供第

二專長訓練」、「提供在職進修」、「無障礙環境的改善」以及「提供

與同事相處的方法」等為主。再者，按年齡別觀察，以「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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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與「25～34 歲」兩個年齡層之身障者較需就業協助，其次分

別為「15～24 歲」、「45～54 歲」、「65 歲以上」與「55～64 歲」。

此外，對處於失業之身障者希望政府協助就業措施中，以「提供最

新就業資訊」為最多，其次依序為「推動多樣化就業型態」、「提供

職業訓練」、「獎勵或補助雇主僱用身心障礙者」、「提供就業媒合」

以及「協助職場無障礙環境補助」。

表 1-5 身心障礙就業者在工作場所上需要的就業協助情形（單位：百分比%）

需要就業協助

年齡別

不

需

要
小計

提供與同事

相處的方法

提供在

職進修

提供第二

專長訓練

轉業

諮詢

無障礙環

境的改善
其他

總 計 83.1 16.9 1.0 3.8 7.2 7.7 2.5 2.1

15～24 歲 84.0 16.0 0.9 3.0 8.8 8.9 1.0 0.7

25～34 歲 83.1 16.9 2.1 5.3 8.9 6.6 1.7 0.8

35～44 歲 80.1 19.9 1.4 4.3 8.3 7.8 4.0 3.2

45～54 歲 85.3 14.7 0.4 3.1 6.0 8.5 1.7 1.5

55～64 歲 89.9 10.1 0.2 2.4 4.4 4.7 0.5 1.8

65 歲以上 85.3 14.7 - - 2.9 5.3 - 6.5

資料來源：勞委會（2005）。94 年台灣地區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

(二)就業服務需求

以勞委會 94 年台灣地區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資料顯示，

在各身心障礙類別中，有意願參加職業訓練以智能障礙（70.2%）

為首，視覺障礙（63.1%）位居第二，其次分別為顏面損傷（56.5%

）、慢性精神病患（53.7%）、肢體障礙（51.6%）；而不論是聽覺機

能障礙者或是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者，其參加職業訓練意願皆不超

過五成，特別是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者其不願意參加職業訓練之比

率高達 96.9%（如表 1-6）。此現象在周月清（1998）、蕭金土（1999

）與韓福榮（2004）所做「新竹市九十三年聽覺障礙者生活需求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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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中，亦得到類此調查結果，探討其原因包含缺乏適合職訓種類

、職訓期間無法負擔家計與無法自行前往職訓地點等因素為主。另

從職訓需求類別探討，不論在勞委會或韓福榮調查報告中，均顯示

出不論是身障者或聽障者對於參加「電腦軟體應用」意願比例最高

，其次為「清潔服務」。然而，此種接受職訓意願低落現象、影響

其接受職訓原因及職訓需求類別等，是否發生在本縣聽、語障者之

中，值得深入探討。

表 1-6 身心障礙者參加職業訓練之意願

項 目 別 願意參加 不願意參加

智能障礙 70.2％ 29.8％

其他障礙 66.5％ 33.5％

視覺障礙 63.1％ 36.9％

顏面損傷者 56.5％ 43.5％

慢性精神病患者 53.7％ 46.3％

肢體障礙 51.6％ 48.4％

聽覺機能障礙 45.5％ 54.5％

多重障礙者 49.6％ 50.4％

罕見疾病 44.4％ 55.6％

失智症 39.8％ 60.2％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35.4％ 64.6％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3.1％ 96.9％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25.1％ 74.9％

自閉症智能障礙 15.3％ 84.7％

平衡機能障礙 - -

資料來源：勞委會（2005）。94 年台灣地區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

聽、語障者的就業問題包含著其個人因素，例如是否了解自己的

個人特質、體耐力狀況、就業興趣及工作能力，另因為他們溝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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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特殊文化，產生了與非聽、語障者不同的生活習慣、思考模式、價

值觀等，容易造成聽、語障者在職場上的人際關係建立困難，雇主因

擔心溝通上的不方便而排斥僱用（中華民國啟聰協會，2001）。故聽

、語障者所面對之就業問題中，最關鍵處莫過於因生理上之限制而影

響語言理解與表達能力，以致工作能力常被低估、難以發揮就業潛能

之困擾，亦間接地干擾其人際關係與職業適應歷程（韓福榮，2004a；

韓福榮，2004b）。

所以面對聽、語障者尋求就業服務協助時，就服員對聽、語障者

要有基本的認識與瞭解，即使是同一障別的身障者，仍是需要考量求

職者個別化的特質與需求，另對就業市場進行篩選與分析，提供適當

的工作與服務。從事聽、語障者就業服務的過程中，就服員所觀察到

的現象中，可歸納出其就業的困難包括：不了解目前的職場環境（如

工作內容、職場文化）、求職者對於就業準備度不足、自我期待過高

、工作態度不佳（如常遲到、請假無事先告知）、本身工作技能、條

件與就業市場期待不符、父母過於保護造成職場適應不良、部分就業

市場對聽、語障者的接受度相較偏低、雇主多以溝通困難因素拒絕開

放職缺等因素。上述就業困難是否為本縣聽、語障者同樣面臨的困境

，而其就業特質將為其帶來何種助力與阻力，及何種就業服務與職業

訓練將滿足其需求等議題，均是值得再深入研究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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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乃針對設籍於本縣、年齡介於 15 至 55 歲間，且領有身心障礙

手冊之聽、語障者以隨機抽樣進行訪問，以及邀請 8 至 10 位聽、語障者進

行焦點團體，藉以了解聽、語障者之就業狀況、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需求

，並據以擬訂研究方向。

圖 2-1  研究架構圖

就業狀況
1. 有工作者的工作現況

（1）職種 （6）工作經歷

（2）職務 （7）工作滿意與否及其原因

（3）身份別 （8）工作上面臨挑戰

（4）每月平均薪資 （9）經濟來源

（5）工作年資

2. 未就業者現況

（1）未工作原因 （3）有工作經驗者之離職因素

（2）工作經驗有無 （4）經濟來源

就業資源了解及運用
1. 對就業服務相關措施了解情形

（1）就業服務提供 （3）創業補助之優惠補助措施

（2）職業訓練之優惠補助措施（4）職務再設計服務

2.  對就業服務相關資運用狀況

（1）公立就業服務單位 （2）民間就業服務單位

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需求

1. 職業訓練需求

（1）參加職業訓練之意願 （3）希望參加職訓種類

（2）不願參訓原因 （4）希望職業訓練時間

2. 就業服務需求

（1）就業意願 （2）希望從事之職業種類

基本因素
1. 性別

2. 年齡

3. 婚姻狀況

4. 學歷

5. 障礙等級

6. 致殘年齡

7. 居住狀況

8. 受訪身分

9. 本人無法親自

受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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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採調查研究和焦點團體為主，並輔以結構式問卷；問

卷資料的收集是透過訪員以面對面方式進行調查，略述如下：

(一)調查研究

由訪員依據訪談大綱，對受訪者面對面、以口語的方式，去收

集問卷上所欲收集之資料；雖然訪問調查具有耗時、高成本之缺點

，但藉由訪員與受訪者面對面蒐集資料之方式，可深入探索受訪者

之想法與行為，並對一些易混淆之問題提供適當指引，進而獲得充

足且品質較好的資料及較高回答率等（簡春安、鄒平儀，1998），

特別是對於聽、語障者在溝通表達上之限制，可透過訪問員以口語

、手語或筆談等互動，了解其目前之就業狀況以及對就業與職訓方

面等需求。

本次研究訪問進行乃依據本府社會局所提供地址，由本局先行

發文予受訪者，俟收到受訪者願意接受訪問之回覆，再將名單與相

關資料給予訪員，由其依約定時間和地點前往進行訪問；針對無回

覆之受訪者，則由工讀生以電話聯絡受訪者或其家人，確認其接受

訪問意願及後續訪問所需資料；至於無法聯絡或拒絕訪問之名單，

則重新抽取樣本，並再次寄發公文與電話聯繫。而工讀生確認有意

願接受訪問之名單後，依訪員負責訪問區域及其可配合訪問之時間

派案，並提供聯絡方式及訪問相關資訊；此外，基於安全考量，訪

員採兩人一組方式，依工讀生或訪員自行與受訪者約定之時間、地

點進行訪問，至於偏遠、無人負責地區，除協調訪員進行訪問之外

，則由本府工讀生搭配一位訪員搭乘公務車方式進行訪問。訪問回

來之問卷由工讀生逐一確認有無缺漏等情形，特別是針對訪員第一

次訪問所得之問卷，皆要求訪員須將問卷親自或郵寄送回，再由本

局工作人員電話聯繫訪員，逐題確認問卷填答內容，以及了解訪員

訪問過程、澄清訪員疑惑並即時地提供訪員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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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焦點團體

焦點團體特色為在短時間內針對研究議題，可觀察到大量的語

言互動和對話，藉以取得資料和洞識。再者，焦點團體所產生的豐

富資料是以受訪者自己的話和脈絡表達，不像調查問卷要求研究對

象在固定的應答類別上選擇，研究對象可以說明其答案或確認和答

案相關的重要附帶條件，而這些答案有特定的區位效度，此乃調查

研究中所缺乏的。因考量目前針對聽、語障者就業議題探討之相關

文獻較缺乏，故希望透過此研究對於聽、語障者就業狀況與需求獲

得更多資料，然，基於研究的時間與成本考量，故借重焦點團體短

時間內可獲得豐富資料之優點，以補足調查研究所未能收集到的深

入資料（參考胡幼慧，1996: 223-237；David W. Stewart, Prem N. 

Shamdasani，2000）。

二、研究對象

問卷調查對象以 95 年底前設籍於台北縣、年齡介於 15 至 55 歲間

，且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聽、語障者為母群體；其資料來源乃向本府

社會局調閱，並刪除資料不全者，其中符合條件者共計 5,929 名；考量

時間與成本，故將訪問人數設定為 800 人，依聽、語障者人數比例進

行抽樣。本研究採簡單隨機抽樣方式，先將母群體予以亂數表編碼抽

取樣本名單，依訪問情形適時調整。

焦點團體成員乃是在進行「聽、語障者就業狀況與需求調查」問

卷訪問時，即確認其有無意願參加焦點團體，再從有意願參與焦點團

體之受訪者中，以目前有工作或目前無工作但有工作經驗，且能以口

語或手語溝通表達者為挑選條件，並由工讀生在針對所挑選出名單逐

一打電話確認其能否參予焦點團體。原預訂焦點團體成員共 10 位，因

為有 2 位成員臨時無法參加，故僅有 8 位成員參予焦點團體進行。並

請韓福榮老師擔任團體帶領人，其他工作人員為觀察者，於 96 年 10

月 13 日上午假本府 7 樓會議室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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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一、問卷編製

本研究之問卷（參見附錄一）乃是參照本府「93 年度智障者就業

狀況與需求調查研究」及「94 年度精神障礙者就業狀況與需求調查研

究」之問卷，並透過召開專家學者會議修訂完成。第一版問卷首先由

專家學者開會討論，逐題檢視問題適切性，以及與研究目的之切合性

後加以修改；修改後之第二版問卷則請工作同仁針對願意接受訪問之

聽語障者進行前測，一方面可了解問卷可行性及預估訪問時間，一方

面依前測結果修改問卷內容與表達方式等；最後，再經專家學者開會

討論，逐題檢視與修改後確定第三版問卷。問卷內容共分為三部份：

受訪者之基本資料、就業狀況、就業與職訓需求，分述如下：

(一)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1. 性別：分為男性、女性。

2. 年齡：採開放式填答，於資料彙整時再將其分為 15-25 歲、26-35

歲、36-45 歲、46-55 歲等四組。

3. 婚姻狀況：分為未婚、已婚/同居、離婚/分居、喪偶、其他等五

項。

4. 學歷：分為未入學、小學、國中、高中、高職、專科、大學、

研究所以上。

5. 障礙等級：分為極重度、重度、中度、輕度。

6. 致殘年齡及原因：採開放式填答，致殘年齡於資料彙整時，再

將其分為 10 歲以下、11-20 歲、21-30 歲、31 歲以上等四組。

7. 居住狀況：分為獨居、與家人同住（又細分為配偶、父母、子

女、其他家人，可複選）、其他等三項。

8. 受訪身分：分為本人、父母、配偶、手足、其他等五項。

9. 本人無法親自受訪原因：分為患有精神疾病、住院中、臥病在

床、其他等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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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聽、語障者之就業狀況

1. 目前是否有工作：回答有工作者再問及是否為全職就業，回答

非全職就業者再以開放式題型供其說明每週工作幾小時；回答

無工作者再問及目前無工作原因，並將原因分為在學或準備升

學、正在找工作或剛畢業、已退休、無工作意願或無需求、家

人不讓我去工作、身體狀況無法工作、住院或時常就醫、料理

家務/照顧小孩、工作時間不合、工作地點過遠、待遇及福利不

合、教育程度不合、專業技術不合、正在接受職訓、其他等 15

項，並於回答完畢後直接跳至 18 題。

2. 工作場所基本資料：服務單位名稱、職務名稱、工作內容均為

開放式題型；身份別（自營商、受政府僱用、受私人僱用、無

固定雇主）則為單選；每月平均薪資為開放式題型，於資料彙

整時再將其分為「1,000 至 5,000 元」、「5,001 至 10,000 元」、「

10,001 至 15,000 元」、「15,001 至 20,000 元」、「20,001 至 25,000

元」、「25,001 至 30,000 元」、「30,001 元以上」等七組。

3. 工作年資：分為 3 個月以下、4-6 個月、7-12 個月、1-2 年、2

年以上。

4. 求職途徑：分為自己應徵、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轉介、社會福利

機構或團體介紹、學校介紹、親友介紹、考試分發、自行創業

、其他等 8 項。

5. 工作滿意度：分為很滿意、滿意、不滿意、很不滿意、無意見

、不知道。

6. 不滿意工作之原因（複選題）：分為薪水太低、交通不便、被歧

視、同事相處困難、沒有興趣、身體狀況無法配合、其他。

7. 工作上最感困難處（複選題）：分為薪水不公平、與同事相處有

困難、上下班的交通不便、工作不安全、訓練不足無法勝任、

無專門技術、體力不堪負荷、欠缺升遷機會、職務內容不固定

、工作場所不固定、工作時間不固定、沒有困難、其他等 13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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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過去工作經驗：分為從來沒有、有。過去有工作經驗者，再詢

問其離開上個工作的原因，分為找到較好工作、臨時或短期工

作結束、工作為臨時或短期性質、家人不支持、照顧家人、體

力無法配合、對工作沒興趣、與專業技術不符、訓練不足無法

勝任、交通不便、物理環境有障礙、薪水太低、缺乏升遷機會

、工作內容枯燥、與同事相處困難、工作太複雜、工作時間不

合、被歧視、被資遣、退休、其他等 21 項。此外，針對過去有

工作經驗者再詢問其曾做過之工作數，含目前之工作，並採開

放式填答。

9. 家中經濟來源（複選題）：分為本人工作收入、配偶工作收入、

父母親給予、子女給予（含媳婦、女婿）、手足給予、其他親戚

給予、朋友鄰居給予、政府補助或津貼、社會慈善機構、其他

。

10.家中近半年每月平均所得：分為 10,000 元以下、10,001~20,000

元、20,001~30,000 元、30,001~40,000 元、40,001~50,000 元、

50,001~100,000 元、100,001 元以上。

11.家庭每月所得是否足夠維持全家人基本生活所需：分為非常困

難、困難、尚可、足夠、非常足夠。

(三)聽、語障者之就業與職訓需求

1. 是否曾經去過公立就業服務站尋求就業服務協助：為單選題（

是或否），探問是否曾至勞委會或本縣所屬公立就業服站辦理求

職登記；回答不曾至公立就服站尋求就業服務者再問原因，並

將原因分為聽別人說沒用、聽說要等很久、不信任、不知道這

個訊息、其他等 5 項。

2. 是否曾經去過民間相關就業服務機構（團體）尋求就業服務協

助：民間相關就業服務機構（團體）意指民間人力銀行、人力

仲介公司，以及接受政府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之社會

福利機構（團體）等；本題為單選題（是或否），回答不曾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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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相關就業服務機構（團體）尋求就業服務者再問原因，並將

原因分為聽別人說沒用、聽說要等很久、不信任、不知道這個

訊息、其他等 5 項。。

3. 有無工作意願：單選題（有或沒有），回答沒有工作意願者，則

直接跳問 27 題。

4. 希望從事工作：僅回答有工作意願者需要填答，其選項分為包

裝、車床、作業員、洗車、園藝、清潔員、資料輸入員、郵務

士、快遞、美工、行政人員、電腦、自營商、餐飲服務、其他

等 15 項。

5. 對資源之利用與瞭解：是否接受過職業訓練、是否知道政府有

針對身心障礙者提供就業服務、是否知道政府對身心障礙者參

加職訓有優惠補助措施、是否知道政府有針對身心障礙者提供

創業補助等優惠措施服務、是否知道職務再設計服務：均為單

選題（是或否）。

6. 是否願意（再）參加職訓：單選題（是或否）。

7. 不願意參加職訓的原因（複選題）：僅回答無意願（再）參加職

訓者需要填答，其選項原分為本職不需再訓練、已有工作、沒

有時間、就學中、機構安置或住院中、重殘或身體狀況不佳、

怕學不來、家長不放心、參加後未必找得到工作、沒有合適職

訓種類、職訓期間無法負擔家計、交通不便、行動能力不佳、

其他等 13 項。

8. 希望參加之職訓種類（複選題）：僅回答有意願（再）參加職訓

者需要填答，其選項原分為成衣製作、作物栽培、食品烘焙、

環保衛生清潔、餐飲服務、木工、食品加工與包裝、洗衣、洗

車、電腦、其他等 11 項。

9. 希望職訓的上課時間：分為週一至週五白天、週一至週五晚上

、假日白天、假日晚上、無特別要求等 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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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焦點團體議題

為充實調查結果之內涵，研究者參酌「開放提項意見中反應之項

次數較多者」、「就服員實際服務經驗」以及「訪員訪問過程中所發

現的問題」，擬訂下列焦點議題：

(一)我們常發現聽語障者剛進入職場時，比較容易離開職場，而其理由

常是令我們就服員無法接受，造成推介上的困難有時後我們會想，

這是聽障者的就業困境，還是因障礙特質、或其個人價值觀因素所

造成？

(二)聽語障者如果能穩定就業 6 個月以上，除非有其他因素，大都可以

長期穩定就業，其因素為何？

(三)求職、就業、職訓的需求？求職、就業與參加職業訓練的困難事項

有哪些？

(四)希望政府如何積極提供就業過程、職業訓練的服務？

(五)希望政府如何積極提供相關服務給就業中的聽語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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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訪員招募、訓練與訪談過程

訪問調查方式乃訪員依據問卷或訪談大綱，透過與受訪者面對面之溝

通方式，進而取得研究所欲收集之資料，故訪問調查之關鍵在於訪員與受

訪者之關係，而訪員對於研究目的及問卷內容之掌握度，以及訪問態度與

技巧拿捏等，均會影響訪問資料之品質，故對於訪員之訓練及訪問過程的

督導，乃是不可輕忽，故下列針對訪員招募、訓練與訪談過程等方面逐一

說明（簡春安、鄒平儀，1998；臺北縣政府勞工局，2006）。

一、訪員招募與訓練

在訪員招募方面，透過發文至縣內各聽、語障者機構團體，以及

相關手語社團等方式進行訪員招募，並將招募訊息放置本局網站，輔

以電話聯絡聽、語障者相關團體，請其協助宣傳。此外，承辦人至手

語培訓班進行現場宣傳。因考量研究對象於口語表達上之限制，故在

招募訪員之條件上，以會手語、台語者優先錄取，透過多方的宣傳管

道，共招募 37 位訪員。

在訓練方面，於 96 年 7 月 1 日假本府 7 樓會議室，邀請資深身障

就業服務督導徐文豪老師、聽障人協會前理事長黃淑芬老師、聽障就

業研究者韓福榮老師等三位擔任講師，以團體討論及課程方式進行訪員

訓練，其內容包括：介紹研究目的、訪問原則與注意事項、北縣身障

就業服務資源、聽、語障者溝通與文件、問卷討論和演練，以及訪問

行政事項等。對於未能全程參與訓練者，亦提供訓練錄音檔，請訪員聽

過且確認無疑義後再進行訪問。藉由訪員訓練和相關手冊資料，增加

訪員對於研究與聽、語障者特質之了解，提高其對問卷之熟悉度，強化

其正確訪談與記錄之能力，降低訪問過程中可能遭逢之阻礙。

二、訪談過程

爲維護訪問品質及保障受訪者權益，本府特訂定下列四項措施：

(一)訪員身份公開化：因近來詐騙集團橫行，爲避免訪員與受訪者間不

必要之困擾，除於本局網站上公告進行本研究之訊息外，並發文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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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要求工讀生事前與受訪者家庭聯繫，訪員前往受訪者住家

時，亦需佩戴識別證與出示公文。

(二)保密原則：不論是本局所提供之名單或訪問所得之受訪者個人資料

，均事前告知訪員須遵守保密原則，且名單於訪問後須繳回本局，

不得保留或挪為他用。

(三)訪員督導：在訪員正式訪問 3 至 5 位受訪者後，訪員應向本局相關

工作人員報告訪問情形與結果，確定無誤解或錯誤之處後，方可繼

續訪問。此外，若訪問過程中，訪員對問卷及訪問內容，或訪問區

域等行政作業有疑義者，得隨時向本局相關工作人員反應，並由工

作人員適時地解答或調整。

(四)訊息提供：訪員於訪問結束後，應提供受訪者「台北縣身心障礙者

就業服務資源手冊」，以俾利其對相關資源之了解；此外，若過程

中有受訪者提出特殊問題，則需向本局反應之。

上述事項皆納入訪員訓練課程及訪員手冊中，而訪談過程可分

為事前連繫、訪談過程、訪後資料確認三部份：

1.事前連繫

因訪談前已對所有受訪者寄發公文並詢問其接受訪問之意

願，故針對有回覆且願接受訪問之受訪者，由工讀生或訪員以電

話連絡，確認訪問之時間、地點；而對於未回覆之受訪者，由工

讀生於早、中、晚三個時段以電話連絡，向受訪者或其家屬說明

本次訪問目的及確認其受訪意願，若遇到受訪者拒絕接受訪問、

死亡、無法聯繫或長期住在安養機構等情形，則採重新抽取樣本

，於 96 年 7 月 23 日再寄一次公文，以期提高問卷回收率。

2.訪談過程

由訪員兩人一組，攜帶公文、識別證、受訪者名單、問卷及

禮物（資源手冊與環保袋），依之前與受訪者約定之時間、地點

前往。考量訪員人數有限、安全性及距離等問題，對於偏遠地區

之受訪者，採由工讀生陪同訪員及以公務車支援之方式解決。此

外，事前提醒訪員自身安全之注意事項及提供保險服務，並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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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訪談過程中所遇之任何疑問或阻礙，由承辦人或研究助理提供

協助與支持，再透過督導訪問工作過程，確認訪員以適當方式詢

問與問卷答案的完整性，以減少訪員的主觀因素影響研究結果。

3.訪後資料確認

除了第一次訪問後，訪員須親自將問卷及受訪者名單送回本

局之外，之後訪問均待訪員訪問 5 至 10 份問卷後，可採郵寄或

親自送回本局，而每份問卷均有承辦人或研究助理仔細檢查，與

訪員以電話或直接面談之方式，逐一確認問卷內容是否有缺漏或

矛盾之處，並主動了解與關心訪員之訪問情形、疑問或需幫助之

處等，提供訪員不論是行政、專業或心理上等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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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截至 96 年 9 月 15 日止，回收有效問卷合計 619 份，主要結果

包括：受訪者之基本資料、受訪者之就業狀況、就業與職業訓練需求、相

關因素比較分析、焦點團體資料分析等五節。第一至四節主要是針對問卷

內容量化的描述，第五節則是針對焦點團體部份進行討論，描述如下：

第一節 基本資料

一、性別：以男性居多，共計 341 人（55.1％），女性 278 人（44.9％）。

此比例與內政部 95 年底台北縣身障人口性別比例之統計資料接近，該

年度本縣身障人口為 117,035 人，其中男性 69,120 人（59%），女性

47,915 人（41%）。

表 3-1.1  性別

人數 有效百分比

男

女

總和

341
278
619

55.1
44.9

100.0

二、年齡：受訪者之年齡層分佈「15-25 歲」佔 25％，「26-35 歲」佔 12.6

％，「36-45 歲」佔 23.1％；「46-55 歲」佔 39.3％；此比例與本研究母

群體年齡分布曲線相似，在 4,656 名 15-55 歲聽、語障者中，15-25 歲

共 764 人（16.41%），26-35 歲 702 人（15.08%），36-45 歲 1,055 人（

22.66%），46-55 歲 2,135 人（45.85%）。聽、語障者母群體與樣本之年

齡層分布均以 46-55 歲所佔之比例較高。

表 3-1.2 年齡

人數 有效百分比

15-25歲
26-35歲
36-45歲
46-55歲
總和

155
78

143
243
619

25.0
12.6
23.1
39.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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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婚姻狀況：扣除未填答者，有效問卷數共 614 份。資料顯示聽、語障

者已婚比例略高，其中，未婚 43.4％、已婚 49.7％、離婚 5.4％、喪偶

1.5％、其他 0.2％。韓福榮「新竹市 93 年聽覺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研

究」及內政部「95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顯示，已婚者比例比

未婚高1，但本縣聽、語障者已婚、未婚的比例接近。

表 3-1.3 婚姻狀況 (N＝614)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未婚

已婚

離婚

喪偶

其他

總和

266
305
33
9
1

614

43.3
49.7
5.4
1.5
0.2

100.0

四、學歷：受訪者教育程度以小學至高中職者佔多數，其中又以高職最多

佔 27.0%，高中佔 16.7%、國中 20.8%、小學 15.3%；其他類別則屬少

數（未入學 2.3%、專科 8.6%、大學 8.8%、研究所以上 0.6%）。雖然，

本縣高中職以上者所佔之比例高於同年度全國身心障礙者（30.96%）

，但遠較全體國民之 66.20%仍為低。

表 3-1.4 學歷 (N＝615)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未入學

小學

國中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總和

14
94

128
103
166
53
54
3

615

2.3
15.3
20.8
16.7
27.0
8.6
8.8
0.5

100.0

1 在「新竹市 93 年聽覺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研究」中，未婚 31.6％，已婚 58.7％，離婚 5.8％，矜寡 3.9
％；而內政部「95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中，未婚 24.43％，已婚 53.39％，離婚 6.26％，喪偶
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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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高中職以上學歷者所選讀之科系以商管（25.8%）、資訊（

18.4%）、藝術（14.8%）、工程（14.9%）等類科為主。

表3-1.5 科系

科系學群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教育

工程

醫藥衛生

農林漁牧

體育休閒

大眾傳播

商管

人文

資訊(含電機)
社會科學

建築與設計

數理化

藝術

其他

總和

4
34
3

10
10
6

66
10
47
3
4
2

38
19

256

1.6
13.3
1.2
3.9
3.9
2.3

25.8
3.9

18.4
1.2
1.6
0.8

14.8
7.4

100.0

五、身心障礙類別：母群體與樣本之障礙類別分布均以聽覺障礙最多，母

群體障礙類別分布中，聽障者佔總人數 72.29％，其次為聲音或語言障

礙 14.56％，多重障礙 13.14％；而樣本中之聽障者佔總人數 74.2％，

其次為多重障礙 13.9％，聲音或語言障礙 12％。

表3-1.6 身心障礙類別

人數 有效百分比

聽障

聲語障

多障

總和

459
74
86

619

74.2
12.0
13.9

100.0

六、身心障礙等級：聽、語障者之障礙等級的比例分佈，由受訪者回答所

得之統計數據顯示，障礙等級以輕度者最多佔 35.1％，其次為重度 32.1

％、中度 28.4％，極重度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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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7 身心障礙等級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總和

27
199
176
217
619

4.4
32.1
28.4
35.1

100.0

七、致殘年齡：聽、語障者致殘年齡以「10 歲以下」最多，共有 379 位，

佔 61.5％，此結果與韓福榮「新竹市 93 年聽覺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研

究」中，自幼年起即為聽覺障礙者佔五成以上（57.4％）資料相近；其

次為 31-40 歲（11.7％）、41-50 歲（10.6％）、11-20 歲（10.6％）、21-30

歲（7.1％）、51 歲以上（1.1％）。

表 3-1.8 致殘年齡 (N＝616)

人數 有效百分比

 0-10歲
11-20歲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歲以上

總和

379
49
44
72
65
7

616

61.5
8.0
7.1

11.7
10.6
1.1

100.0

受訪者之致殘原因以生病為最多有 221 位，佔 37.6％；其次是其

他因素的有 189 位，佔 32.1％，再其次為先天因素有 156 位（26.5％）

，職災因素的有 22 人（3.7％）。

表 3-1.9 致殘原因                (N＝588)

人數 有效百分比

先天

生病

職災

其他

總和

156
221
22

189
588

26.5
37.6
3.7

32.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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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溝通輔具：聽、語障者使用溝通輔具者佔總人數 61.6%，其中又以使用

助聽器者最多，佔 95%，其次為使用人工電子耳與人工講話器者比例

相當，分別為 3.7%與 3.9%。

表 3-1.10 溝通輔具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有輔具

無輔具

總和

381
238
619

61.6
38.4

100.0

表 3-1.11 溝通輔具類型（複選）

人次 有效百分比

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人工講話器

溝通板

其他輔具

總和

362
14
15
1
3

395

95.0
3.7
3.9
0.3
0.8

103.7

(一)輔具來源：使用輔具之受訪者人數為 381 人，其輔具來源為政府補

助者有 289 人，佔總人數之 75.9%，其次為自行購買者，共有 81

人佔 21.3％，最後為其他來源，共 11 人佔 2.9％。與內政部「95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之資料相參照，身心障礙者曾向政府

申請過輔具補助選項中，同樣地以聽、語障者申請比例最高（5.41%

）。而輔具來源為政府補助者，又以社會局補助為最多（99.3％）。

表 3-1.12 輔具來源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政府補助

自行購買

其他

總和

289
81
11

381

75.9
21.3
2.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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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3 輔具補助單位

人數 有效百分比

勞委會

社會局

總和

2
287
289

0.7
99.3

100.0

多年來勞政體系「職務再設計」的就業輔具的推動、宣導上可

謂是相當認真，但本次調查結果聽語障者透由勞委會獲得輔具的比

例偏低，其原因分析可能是輔具可獲得補助的金額過低，無法滿足

身障者的需求；申請的手續過於麻煩，並須由雇主提出需求；就業

輔具與生活輔具的差異性難以區分，例如：助聽器的申請，對於聽

障者而言，於平常生活中也必須使用，故是要屬於是生活輔具，或

是就業輔具？

(二)輔具使用期間：以使用 1-5 年者最多，佔 38.1%，其次分別為 6-10

年（25.0%）、11-15 年（16.9%）、16-20 年（10.8%）及 21 年以

上（9.1%）。

表 3-1.14 輔具使用期間

人數 有效百分比

1-5 年

6-10 年

11-15 年

16-20 年

21-25 年

25 年以上

總和

142
93
63
40
15
19

372

38.1
25.0
16.9
10.8
4.0
5.1

100.0

九、主要使用溝通方式：受訪者所使用之溝通方式仍以口語為主（75.7%）

；其他溝通方式佔 6.6%；手語與筆談比例相當，各佔 6.5%；唇語所佔

比例較低（4.7%）。調查發現，使用手語者並非研究者想像的多，反

而是大家都是利用口語，所以一般民眾與聽語障者交談時，將講話的

速度放慢，即可達到溝通的效果。另，將來政府的政策宣導部份，可

利用口語化的文字敘述並加上圖畫輔助，以其能更容易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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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5 主要使用的溝通方式

人數 有效百分比

口語

手語

筆談

唇語

其他

總和

468
40
40
29
41

618

75.7
6.5
6.5
4.7
6.6

100.0

十、居住狀況：聽、語障者多與家人同住，其比例高達 95.2%；獨居（3.9%

）及其他居住狀況（1.0%）所佔比例甚低。此結果與韓福榮「新竹市

93 年聽覺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研究」相似，其同樣以與家人同住者最

多（95.5%）、其次分別為獨居（3.7%）、非與家人同住（0.8%）。由此

顯示家庭仍為身心障礙者居住及被照顧主要處所。

表 3-1.16 居住狀況

人數 有效百分比

獨居

與家人同住

其他

總和

24
589

6
619

3.9
95.2
1.0

100.0

而在 589 位與家人同住之聽、語障受訪者中，與父母（52.6%）、

子女（51.3%）或配偶（46%）同住者所佔比例較高；手足（15.8%）

及其他家人（3.7%）所佔比例較低。

表 3-1.17 與家人同住的狀況（複選）

人次 有效百分比

配偶

父母

子女

手足

其他家人

總和

271
310
302
93
22

998

46.0
52.6
51.3
15.8
3.7

1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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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經濟主要來源：由表 3-1.18 可知，扣除未填答者，家中主要經濟來

源以來自本人為最多，佔 43.2%，其次為來自父母（27.1%）、來自

配偶（15.6%）、子女（5%）、手足（1.1%）、親戚（0.6%）、政府補

助（4.5%）及其他（2.8%）。

表 3-1.18 經濟主要來源 (N＝616)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本人

配偶

父母

子女

手足

親戚

政府補助

其他

總和

266
96

167
31
7
4

28
17

616

43.2
15.6
27.1
5.0
1.1
0.6
4.5
2.8

100.0

十二、每月所得是否足夠維持全家人基本所需：尚可維持全家人基本生活

所需者，佔 56.5%；有困難及非常困難者各佔 27.1%、6.9%；少數人

所得足夠維持全家人基本所需（9.4%）。

表 3-1.19 每月所得是否足夠維持全家人的基本生活所需

人數 有效百分比

非常困難

困難

尚可

足夠

總和

42
164
342
57

605

6.9
27.1
56.5
9.4

100.0

(一)是否接受政府補助：在有效樣本數中，618 位聽、語障受訪者中，

接受政府補助與否所佔比例約各半；接受補助者佔總數之 48.4%；

無接受政府補助者略高，佔 51.6%。另外，接受政府補助之受訪者

中，又以中低收入者為最多。



33

表 3-1.20 是否有接受政府補助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是

否

總和

299
319
618

48.4
51.6

100.0

表 3-1.21 政府補助金額 * 補助標準之交叉表

低收 中低收 其他 總和

3000元
4000元
7000元
總和

0
10
12
22

90
183

0
273

1
2
0
3

91
195
12

298

十三、受訪者身份：本次調查之受訪者以聽、語障者本人所佔比例最多（

90％），其次為聽、語障者父母受訪（5.3％）、配偶受訪（3.1％）、

手足受訪（1.3%）、其他（0.3%）。

表3-1.22 受訪者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本人

父母

配偶

手足

其他

總和

557
33
19
8
2

619

90.0
5.3
3.1
1.3
0.3

100.0

90.0
5.3
3.1
1.3
0.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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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就業狀況

本節主要目的在於了解聽、語障者之就業現況，包括兩大部分：第一

，針對未就業者，了解其目前無工作之原因、過去工作經驗及離開上個工

作原因等；第二，對已就業者，了解其工作內容、工作時間、求職途徑、

工作滿意度及工作困難等，茲分述如下：

一、目前是否就業：就接受訪問的聽、語障者中，目前有工作者佔總數之

46.4%；目前沒有工作者佔 53.6%。有工作及沒工作者的比率約各一半。

表 3-2.1 目前是否有工作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是
否
總和

287
332
619

46.4
53.6

100.0

而目前沒有工作者無工作之原因如表 3-2.2 顯示，有 36.0%聽、語

障者找不到適合的工作，因身體狀況不佳而無工作者有 19.2%，此外，

有 19.9%尚在求學。

表 3-2.2 目前沒有工作的原因

人次 有效百分比

無工作意願 5 1.6
在學 63 19.9
料理家務 25 7.9
正接受職訓 1 0.3
退休 6 1.9
住院常就醫 10 3.2
身體不佳 61 19.2
家人不贊成 1 0.3
無適合工作 114 36.0
其他 31 9.8
總和 317 100.0

二、職業類別：回答有工作者中，以從事「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最多

72 人（25.1%）；其次依序為「非技術工及體力工」69 人（24.0%）、「

事務工作人員」45 人（15.7%）及「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44 人（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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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職業類別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 2 0.7
專業人員 11 3.8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6 2.1
事務工作人員 45 15.7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44 15.3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72 25.1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38 13.2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69 24.0
總和 287 100.0

(一)身份別：由表 3-2.4 得知有工作之聽、語障者，以受私人雇用的比

例最高 66.8%，其次為自營商 14.3%，再其次為政府僱用 9.8%及無

固定雇主 9.1%。

表3-2.4 身份別

人數 有效百分比

自營商 41 14.3
政府僱用 28 9.8
私人僱用 191 66.8
無固定雇主 26 9.1
總和 286 100.0

(二)每月平均薪資：由表 3-2.5 可得知，有工作之聽、語障者每月平均

薪資有 30.8% 不足最低基本工資 17,280 元；其次為薪資

20,000-29,999 元者（29.3%）；再其次為 30,000-49,999 元（19.2%

）及 17,280-19,999 元（11.7%）。

表3-2.5 每個月平均薪資總和

人數 有效百分比

不足17,280元
17,280-19,999元
20,000-29,999元
30,000-49,999元
50,000元以上
總和

82
31
78
51
24

266

30.8
11.7
29.3
19.2
9.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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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年份：有工作之受訪者工作年資於 5 年以上者將近五成（40.9%）

，約為總數之二分之一，顯示聽、語障者的就業穩定率相當的高；2-5

年者佔 18.2%、1-2 年者佔 15.7%、3 個月以下者佔 12.9%、4-6 個月者

佔 6.3%及 7-12 個月者佔 5.9%。

表 3-2.6 目前工作做多久

人數 有效百分比

3個月以下

4-6個月

7-12個月

1-2年
2-5年
5年以上

總和

37
18
17
45
52

117
286

12.9
6.3
5.9

15.7
18.2
40.9

100.0

四、如何找到目前工作：有 33.8%有工作者是經由親友介紹工作，29.6%是

自己應徵；此兩項所佔比例達六成以上。而經由政府單位如公立就服

站轉介（6.3%）與社福機關團體介紹（5.9%）兩者所佔比例不到兩成

。

表 3-2.7 如何找到目前工作

人數 有效百分比

自己應徵

公立就服轉介

社福機關團體介紹

學校介紹

親友介紹

考試分發

自行創業

其他

總和

85
18
17
13
97
7

35
15

287

29.6
6.3
5.9
4.5

33.8
2.4

12.2
5.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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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目前工作滿意度：對於目前工作之滿意度，有 50.2%受訪者表示尚可

、24.7%滿意，僅 6.6%表示滿很意。

表 3-2.8 對目前工作是否滿意

人次 有效百分比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很不滿意

總和

19
71

144
45
8

287

6.6
24.7
50.2
15.7
2.8

100.0

而對於目前工作「不滿意或很不滿意」者之原因主要為薪水太低

（42.0%）；其次依序為其他（37.8%）、無保障（29.4%）、福利不合

（21.7%）及工作負荷過重（21.0%）等等。因此，聽、語障者的職場

條件，應該是我們政府單位應該特別去注意的，以保障其權益。

表 3-2.9 不滿意的原因

人次 有效百分比

無保障

薪水低

福利不合

軟、硬體設備不足

被歧視

工作負荷過重

工作內容沒興趣

主管領導風格

成就感不足

工作廠所環境不佳

其他

總和

84
120
62
15
32
60
18
15
25
14

108
553

29.4
42.0
21.7
5.2

11.2
21.0
6.3
5.2
8.7
4.9

37.8
193.4

六、工作上是否有困難：目前有工作之受訪者中，認為工作上有困難者佔

50.9%；其中主要困難包括：其他（27.4%）、與同事相處困難（26.7%

）、體力不堪負荷（25.3%）、請求協助有困難（25.3%）及與上司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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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21.9%），上開所佔比例相當。可以顯示工作的人際關係的相處

，仍是就業中的聽、語障者很重要應該要學習的問題，所以建立職場

中的自然支持者，另使其同事間了解聽、語障者的障礙特質，以減少

同事間的訊息傳遞的誤會及摩擦。

表 3-2.10 工作上是否有困難

人次 有效百分比

是

否

總和

146
141
287

50.9
49.1

100.0

表 3-2.11 困難之處（複選）

人次 有效百分比

與同事相處有困難

與上司相處有困難

使用設備有困難

書面文字看不懂

能力難勝任

體力不堪負荷

上班交通不便

請求協助有困難

其他

總和

39
32
14
12
23
37
12
37
40

246

26.7
21.9
9.6
8.2

15.8
25.3
8.2

25.3
27.4

168.5

七、過去是否有工作：受訪者中，有七成以上之聽、語障者過去都有過工作。

表 3-2.12 過去是否有工作

人次 有效百分比

從來沒有

有

總和

166
453
619

26.8
73.2

100.0

(一)過去工作數：不論目前是否有工作，扣除從來沒有工作者與未回答

者，共有 448 人至少有過一份工作，其中僅做過一份工作佔 29.5%

；兩份工作者佔 27.0%；三份工作者佔 18.1%；四份工作以上者佔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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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13 過去做過幾個工作(含目前)

人次 有效百分比

1個工作

2個工作

3個工作

4個工作

5個工作

6個工作

7個工作

8個工作

9個工作

10個工作

11個工作

12個工作

20個工作

24個工作

總和

132
121
81
43
32
15
5
2
1

11
1
2
1
1

448

29.5
27.0
18.1
9.6
7.1
3.3
1.1
.4
.2

2.5
.2
.4
.2
.2

100.0

1.離開前工作距今多久：由表 3-2.14 得知，目前未就業但過去有過

工作的人，離開上個工作距今 6 個月以內者最多，佔 23.8%，其

次分別為距今 2-5 年（17.7%）、5-10 年（16.6%）、10 年以上

（15%）、1-2 年（14.5%），以及 7-12 個月（12.5%）。

表3-2.14 離開上個工作距今多久

人次 有效百分比

0-6 個月

7-12 個月

1-2 年

2-5 年

5-10 年

10 年以上

總和

104
55
64
78
73
67

441

23.8
12.5
14.5
17.7
16.6

15
100

2.離開前工作的原因：在過去有過工作（含目前）的 453 人中，離

開上個工作是因為有更好的工作機會者佔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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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15 離開上個工作原因是因為有更好的工作機會

人次 有效百分比

無更好的機會

有更好的機會

總和

396

57

453

87.4

12.6

100.0

在過去有過工作（含目前）的 453 人中，有 91 人是「因為對

前個工作不滿意」而離開上個工作，其中原因又以「薪水低」所佔

比例最高 46.2%，其次為工作負荷過重（26.4%）、福利不合（24.2%

）、無保障（19.8%）、被歧視（19.8%）以及主管領導風格（14.3%

）。

表 3-2.16 離開前個工作之不滿意原因（複選）

人次 有效百分比

無保障

薪水低

福利不合

設備不足

被歧視

工作負荷

工作內容

主管領導

成就感不

環境不佳

其他不滿

總和

18

42

22

3

18

24

9

13

9

8

6

172

19.8

46.2

24.2

3.3

19.8

26.4

9.9

14.3

9.9

8.8

6.6

189.0

承上，有 82 人離開上個工作的原因是因為「對前個工作感到

有困難」，包含：與同事相處困難（28.0%）、與上司相處困難（24.4%

）、體力不支（24.4%）、能力難以勝任（20.7%）。



41

表 3-2.17 離開前個工作之有困難原因（複選）

人次 有效百分比

同事相處

上司相處

使用設備

書面文字

能力難勝

體力不堪

交通不便

請求協助

其他困難

總和

23
20
1
3

17
20
11
10
11

116

28.0
24.4
1.2
3.7

20.7
24.4
13.4
12.2
13.4

141.5



42

第三節 就業與職業訓練需求

一、就業資源：如下表 3-3.1 顯示，有 42.5%受訪者不知道政府有提供身心

障礙就業資源。

表3-3.1 是否知道就業資源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是
否
總和

356
263
619

57.5
42.5

100.0

而在 57.5%知道有提供身心障礙就業資源的受訪者中，以知道「就

業服務」此項資源者最多（85.4%），其次是職業訓練（76.1%）、職

訓補助（21.3%）、創業補助（21.6%），而「職務再設計」與「職業

輔導」則鮮有人知道。

表3-3.2 是否知道提供給身心障礙者之就業資源（複選）

人次 有效百分比
就業服務
職業訓練
職訓補助
創業補助
職務再設計
職業輔導
總和

304
239
76
77
23
23

742

85.4
67.1
21.3
21.6
6.5
6.5

208.4

二、就業資源管道：關於如何獲得就業資源之管道，以「其他」（43.5%）

佔多數，其次為收到文宣品（33.7%），再其次為報章雜誌（19.1%）及

電視報導（16.9%）；以參加過宣導會（7.3%）所佔比例最低。

表 3-3.3 知道就業資源之管道（複選）

人次 有效百分比
收到文宣
參加過宣導會
報章雜誌
電視報導
其他
總和

120
26
68
60

155
429

33.7
7.3

19.1
16.9
43.5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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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業資源訊息提供者：受訪者所知之就業資源主要是由政府單位提供

，佔 67.6%，其次是朋友告知佔 17.5%，再其次為民間福利團體（14.1%

）與其他人提供（13.0%）。

表 3-3.4 所知之就業資源由何人提供（複選）

人次 有效百分比

政府單位

民間福利

朋友告知

其他人提供訊息

總和

240
50
62
46

398

67.6
14.1
17.5
13.0

112.1

四、是否曾至公立就服站尋求就業服務：有 28.8%受訪者表示曾至公立就業

服務站尋求就業服務，然多數受訪者（71.2%）未曾至公立就業服務站

尋求協助。

表 3-3.5 是否曾至公立就業服務站尋求就業服務協助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是

否

總和

178

441

619

28.8

71.2

100.0

(一)對就服站之滿意度：曾至公立就業服務站之受訪者中，有 35.6%對

就業服務的滿意度表示尚可，23.2%表示滿意，7.3%很滿意；而有

23.2%表示不滿意，10.7%很不滿意。

表3-3.6 對就業服務的滿意度

人數 有效百分比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很不滿意

總和

13
41
63
41
19

177

7.3
23.2
35.6
23.2
10.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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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曾至公立就服站之原因：有 59.7%是因為不知道這個訊息，36.0%

是因為其他因素，例如：退休或就學中等。有 4.3%是因為聽說沒

用或要等很久而放棄使用。

表 3-3.7 不曾至公立就服站原因

人次 有效百分比

聽別人說沒用

聽說要等很久

不知道這個訊息

其他

總和

14
5

262
158
439

3.2
1.1

59.7
36.0

100.0

五、是否曾至民間團體尋求就業服務：有高達 86.6%的聽、語障受訪者表示

未曾至民間團體尋求就業服務。

表 3-3.8 是否曾至民間團體尋求就業服務

人次 有效百分比

是

否

總和

83
535
618

13.4
86.6

100.0

由下表 3-3.9 可知，在 535 位不曾至民間團體尋求就業服務之受訪

者中，69.9%不知道有這項訊息，25.7%則是因為其他因素（退休或就

學中）；不到 1 成的人則是因為「聽別人說沒用」或「聽說要等很久」

。

表 3-3.9 不曾至民間團體尋求就業服務原因

人次 有效百分比

聽別人說沒用

聽說要等很久

不知道這個訊息

其他

總和

15
9

373
137
534

2.8
1.7

69.9
25.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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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職務再設計：有 99.4%的受訪者未曾使用過職務再設計，其主要原因由

表 3-3.11 可知：將近 9 成的人不知道職務再設計這項資源。而僅不到 1

成的人曾使用過。由此知道聽、語障者對「職務再設計」相當陌生，政

府應加強宣導。

表 3-3.10 是否曾使用職務再設計

人次 有效百分比

是

否

總和

4
615
619

0.6
99.4

100.0

表 3-3.11 不曾使用職務再設計原因

人次 有效百分比

不知道這個訊息

其他

總和

537
75

612

87.7
12.3

100.0

七、職業訓練：受訪者中有 90.6%未曾參加過職業訓練，主要原因由表 3-3.13

可知：67.4%受訪者不知道職業訓練這項訊息，29.2%因其他因素（退

休或就學中），聽說沒用（1.4%）或要等很久（2.0%），由此可知，

聽、語障者對職訓資源不清楚，政府宜加強宣導讓身障者多加利用。

表 3-3.12 是否參加過職訓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是

否

總和

58
561
619

9.4
90.6

100.0

表 3-3.13 不曾參加職訓原因

人次 有效百分比

聽別人說沒用

聽說要等很久

不知道這個訊息

其他

總和

8
11

376
163
558

1.4
2.0

67.4
29.2

100.0



46

(一)是否有意願參加職訓：有 45.7%受訪者表示願意參加職業訓練，

54.3%不願意參加。而不願參加職訓者之主要原因為：本職不需再

訓練（31.1%），其次是因身體不佳（23.4%）、認為學不來（19.5%

）及其他（19.2%）；也有部份受訪者認為參加未必找得到工作（

15.9%），有 13.2%因就學中、11.7%因需料理家務而不願參加。

表 3-3.14 現在是否願意參加職訓

人次 有效百分比

是

否

總和

283
336
619

45.7
54.3

100.0

表 3-3.15 不願參加職訓原因（複選）

人次 有效百分比

不需再訓練

就學中

身體不佳

學不來

料理家務

已退休

住院常就醫

參加未必找得到工作

職訓間無法負擔家計

交通不便

無適合學習環境

無手語翻譯

沒有講義、簡報

教學示範太快

其他

總和

104
44
78
65
39
6

26
53
29
23
24
5
1
5

64
566

31.1
13.2
23.4
19.5
11.7
1.8
7.8

15.9
8.7
6.9
7.2
1.5
0.3
1.5

19.2
169.5

八、希望參加職訓：有意參加職訓之受訪者，其希望之職訓類別主要為電

腦文書（25.1%）及電腦軟體應用（20.4%），其次依序為食品烘培（18.3%

）、其他（14.7%）、電腦硬體裝修（12.2%）。其他職訓類別所佔比例較

低，皆未達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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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6 希望參加的職訓（複選）

人次 有效百分比

農、園藝
食品烘培
食品加工與包裝
成衣、縫紉
皮件、鞋類
木工
裝潢
紙器加工及包裝
陶藝、石材加工
五金加工
珠寶設計
飾品製作
玩具製作
燈籠製作
印刷
輪椅製造
射出成型
超商服務
餐飲服務
電腦軟體應用
電腦文書處理
美工設計
視聽媒體製作
吧台服務
廣播人員
環境清潔維護
汽車清潔服務
家電維修
鐘錶、刻印
電繡
洗衣
按摩
電話服務員
電腦硬體裝修
其他
皆可
總和

11
51
19
23
1
5
4

12
5
4
6

19
7
1
3
1
3
4

20
57
70
25
4
2
1

11
11
8
5
1
4
3
3

34
41
13

492

3.9
18.3
6.8
8.2
0.4
1.8
1.4
4.3
1.8
1.4
2.2
6.8
2.5
0.4
1.1
0.4
1.1
1.4
7.2

20.4
25.1
9.0
1.4
0.7
0.4
3.9
3.9
2.9
1.8
0.4
1.4
1.1
1.1

12.2
14.7
4.7

176.3



48

九、希望之職訓上課時間：願意參加職業訓練之受訪者，其偏好的職訓上
課時間為平日週一到週五白天（38.4%）；偏好假日白天者約二成五（
25.1%）；偏好週一到週五晚上者佔 18.6%；無特別要求佔 14.0%；願
意在假日晚上所佔比例最低。

表 3-3.17 希望職訓上課的時間

人次 有效百分比
一到五白天
一到五晚上
假日白天
假日晚上
無特別要求
總和

107
52
70
11
39

279

38.4
18.6
25.1
3.9

14.0
100.0

十、目前就（轉）業意願：有 47.0%受訪有就（轉）業意願者，53.0%目前
無意願轉業。

表3-3.18 目前有無就轉業的意願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有意願轉業
無意願轉業
總和

291
328
619

47.0
53.0

100.0

十一、希望從事工作：有就（轉）業意願之受訪者希望從事的工作以「技
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最高，佔 39.1%，其次為服務工作人員及售
貨員（29.9%）、事務工作人員（24.8%）、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
工（20.1%），有 20.1%回答皆可。

表3-3.19 希望從事的工作（複選）

人次 有效百分比
民意代表、行政主管 、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
專業人員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事務工作人員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皆可
總和

1
17
10
68
82
3

107
55
46
55

444

0.4
6.2
3.6

24.8
29.9
1.1

39.1
20.1
16.8
20.1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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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相關因素比較分析

一、年齡與各項之交叉分析

(一)年齡與基本資料之交叉分析
1.年齡與教育程度之交叉分析：在教育程度方面，15-25 歲之聽、
語障者多為高中職以上，其比例合計約八成八（87.8%）；26-35
歲者以高職最多（29.5%）、國中次之（21.8%）；36-45 歲者以
國中（24.5%）、高中（16.1%）、高職（18.9%）為主；46-55
歲中高齡者之教育程度集中在小學（26.4%）、國中（24.7%）、
高職（23.4%）。統整而言，因特殊教育、生活輔具（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等）的普及，45 歲以下的聽、語障者的教育程度逐漸
提高。

表3-4.1 學歷 * 年齡（X2=133.392，p=.000）

0 0 7 7 14

.0% .0% 50.0% 50.0% 100.0%

.0% .0% 4.9% 2.9% 2.3%

2 5 24 63 94

2.1% 5.3% 25.5% 67.0% 100.0%

1.3% 6.4% 16.8% 26.4% 15.3%

17 17 35 59 128

13.3% 13.3% 27.3% 46.1% 100.0%

11.0% 21.8% 24.5% 24.7% 20.8%

37 9 23 34 103

35.9% 8.7% 22.3% 33.0% 100.0%

23.9% 11.5% 16.1% 14.2% 16.7%

60 23 27 56 166

36.1% 13.9% 16.3% 33.7% 100.0%

38.7% 29.5% 18.9% 23.4% 27.0%

10 10 19 14 53

18.9% 18.9% 35.8% 26.4% 100.0%

6.5% 12.8% 13.3% 5.9% 8.6%

29 13 6 6 54

53.7% 24.1% 11.1% 11.1% 100.0%

18.7% 16.7% 4.2% 2.5% 8.8%

0 1 2 0 3

.0% 33.3% 66.7% .0% 100.0%

.0% 1.3% 1.4% .0% .5%

155 78 143 239 615

25.2% 12.7% 23.3% 38.9%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學歷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年齡內的 %

未入學

小學

國中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學歷

總和

15-25 26-35 36-45 46-55
年齡

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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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齡與身心障礙等級之交叉分析：15-25 歲者以重度比例最高

（56.1%）；26-35 歲（35.9%）、36-45 歲（37.1%）及 46-55 歲

（46.1%）者以輕度居多。

表3-4.3  身心障礙等級 * 年齡（X2=81.064，p=.000）

12 6 4 5 27

44.4% 22.2% 14.8% 18.5% 100.0%

7.7% 7.7% 2.8% 2.1% 4.4%

87 23 42 47 199

43.7% 11.6% 21.1% 23.6% 100.0%

56.1% 29.5% 29.4% 19.3% 32.1%

32 21 44 79 176

18.2% 11.9% 25.0% 44.9% 100.0%

20.6% 26.9% 30.8% 32.5% 28.4%

24 28 53 112 217

11.1% 12.9% 24.4% 51.6% 100.0%

15.5% 35.9% 37.1% 46.1% 35.1%

155 78 143 243 619

25.0% 12.6% 23.1% 39.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年齡內的 %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身心
障礙
等級

總和

15-25 26-35 36-45 46-55
年齡

總和

(二)年齡與就業現況之交叉分析

1.目前是否有工作：目前有工作之聽、語障者多在「26 歲以上」；

26-35 歲者有 55.1%有工作、36-45 歲有 57.3%、46-55 歲有 48.1%

，15-25 歲者中，則不到三成有工作。

表3-4.4 目前是否有工作 * 年齡（X2=28.374，p=.000）

45 43 82 117 287

15.7% 15.0% 28.6% 40.8% 100.0%

29.0% 55.1% 57.3% 48.1% 46.4%

110 35 61 126 332

33.1% 10.5% 18.4% 38.0% 100.0%

71.0% 44.9% 42.7% 51.9% 53.6%

155 78 143 243 619

25.0% 12.6% 23.1% 39.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目前是否有工作內的 

年齡內的 %

個數

目前是否有工作內的 

年齡內的 %

個數

目前是否有工作內的 

年齡內的 %

是

否

目前是
否有工
作

總和

15-25 26-35 36-45 46-55
年齡

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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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月平均薪資：受訪者平均每月薪資以「不足 17,280 元」與「

20,000-29,999 元」居多；其中以 15-25 歲（56.1%）和 26-35（36.6%

）歲者不足 17,280 元之比例最高；36-45 歲者以 30,000-49,999

元居多（27.3%），其次 20,000-29,999 元（26%）；46-55 歲者以

20,000-29,999 元的比例最高（31.8%）、不足 17,280 元者次之（

24.3%）。

表3-4.5 每個月平均薪資總和 * 年齡（X2=32.864，p=.001）

23 15 18 26 82

28.0% 18.3% 22.0% 31.7% 100.0%

56.1% 36.6% 23.4% 24.3% 30.8%

7 5 8 11 31

22.6% 16.1% 25.8% 35.5% 100.0%

17.1% 12.2% 10.4% 10.3% 11.7%

11 13 20 34 78

14.1% 16.7% 25.6% 43.6% 100.0%

26.8% 31.7% 26.0% 31.8% 29.3%

0 7 21 23 51

.0% 13.7% 41.2% 45.1% 100.0%

.0% 17.1% 27.3% 21.5% 19.2%

0 1 10 13 24

.0% 4.2% 41.7% 54.2% 100.0%

.0% 2.4% 13.0% 12.1% 9.0%

41 41 77 107 266

15.4% 15.4% 28.9% 40.2%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每個月平均薪
資總和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每個月平均薪
資總和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每個月平均薪
資總和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每個月平均薪
資總和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每個月平均薪
資總和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每個月平均薪
資總和內的 %
年齡內的 %

不足17280

17280-19999

20000-29999

30000-49999

50000以上

每個
月平
均薪
資總
和

總和

15-25 26-35 36-45 46-55
年齡

總和

3.經濟主要來源：15-25 歲者（74.8%）以父母為主要經濟來源；26-35

歲者之主要經濟來源除本人（52.6%）之外，父母（30.8%）亦為

主要供給者；36-45 歲與 46-55 歲者主要經濟來源為本人，各佔

55.2%、48.3%，其次為配偶提供，各佔 2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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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6 經濟主要來源 * 年齡（X2=305.980，p=.000）

30 41 79 116 266

11.3% 15.4% 29.7% 43.6% 100.0%

19.4% 52.6% 55.2% 48.3% 43.2%

2 6 30 58 96

2.1% 6.3% 31.3% 60.4% 100.0%

1.3% 7.7% 21.0% 24.2% 15.6%

116 24 20 7 167

69.5% 14.4% 12.0% 4.2% 100.0%

74.8% 30.8% 14.0% 2.9% 27.1%

0 0 4 27 31

.0% .0% 12.9% 87.1% 100.0%

.0% .0% 2.8% 11.3% 5.0%

1 1 2 3 7

14.3% 14.3% 28.6% 42.9% 100.0%

.6% 1.3% 1.4% 1.3% 1.1%

2 0 0 2 4

50.0% .0% .0% 50.0% 100.0%

1.3% .0% .0% .8% .6%

3 4 7 14 28

10.7% 14.3% 25.0% 50.0% 100.0%

1.9% 5.1% 4.9% 5.8% 4.5%

1 2 1 13 17

5.9% 11.8% 5.9% 76.5% 100.0%

.6% 2.6% .7% 5.4% 2.8%

155 78 143 240 616

25.2% 12.7% 23.2% 39.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年齡內的 %

本人

配偶

父母

子女

手足

親戚

政府補助

其他

經濟
主要
來源

總和

15-25 26-35 36-45 46-55
年齡

總和

4.過去是否有工作：除 15-25 歲者比例略低外，其他各年齡層皆有

高達八成以上之受訪者過去曾有過工作。

表 3-4.7 過去是否有工作 * 年齡（X2=120.974，p=.000）

94 14 20 38 166

56.6% 8.4% 12.0% 22.9% 100.0%

60.6% 17.9% 14.0% 15.6% 26.8%

61 64 123 205 453

13.5% 14.1% 27.2% 45.3% 100.0%

39.4% 82.1% 86.0% 84.4% 73.2%

155 78 143 243 619

25.0% 12.6% 23.1% 39.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過去是否有工作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過去是否有工作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過去是否有工作內的 %

年齡內的 %

從來沒有

有

過去是
否有工
作

總和

15-25 26-35 36-45 46-55
年齡

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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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齡與就業及職業訓練需求之交叉分析

1.就業資源：

(1)不知道就業資源：如下表所示，以 15-25 歲（47.7%）及 46-55

歲（46.5%）不知道就業資源者居多，其次為 36-45 歲者（37.1%

），再其次為 26-35 歲者（29.5%）。

表 3-4.8 不知道就業資源 * 年齡（X2=10.471，p=.015）

81 55 90 130 356

22.8% 15.4% 25.3% 36.5% 100.0%

52.3% 70.5% 62.9% 53.5% 57.5%

74 23 53 113 263

28.1% 8.7% 20.2% 43.0% 100.0%

47.7% 29.5% 37.1% 46.5% 42.5%

155 78 143 243 619

25.0% 12.6% 23.1% 39.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不知道就業資源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不知道就業資源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不知道就業資源內的 %

年齡內的 %

無

有

不知道
就業資
源

總和

15-25 26-35 36-45 46-55
年齡

總和

(2)職業訓練：如下表所示，知道有職業訓練之就業資源者，以

26-35 歲（46.2%）和 36-45 歲（46.9%）所佔比例較高，15-25

歲（33.5%）及 46-55 歲（34.6%）所佔比例略低。

表 3-4.9 身障就業資源 * 年齡（X2=9.323，p=.025）

103 42 76 159 380

27.1% 11.1% 20.0% 41.8% 100.0%

66.5% 53.8% 53.1% 65.4% 61.4%

52 36 67 84 239

21.8% 15.1% 28.0% 35.1% 100.0%

33.5% 46.2% 46.9% 34.6% 38.6%

155 78 143 243 619

25.0% 12.6% 23.1% 39.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年齡內的 %

無

有

身障就
業資源

總和

15-25 26-35 36-45 46-55
年齡

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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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表

36 30 49 63 178

20.2% 16.9% 27.5% 35.4% 100.0%

23.2% 38.5% 34.3% 25.9% 28.8%

119 48 94 180 441

27.0% 10.9% 21.3% 40.8% 100.0%

76.8% 61.5% 65.7% 74.1% 71.2%

155 78 143 243 619

25.0% 12.6% 23.1% 39.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是否曾至公立就業服務站
尋求就業服務協助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是否曾至公立就業服務站
尋求就業服務協助內的 %
年齡內的 %

個數

是否曾至公立就業服務站
尋求就業服務協助內的 %
年齡內的 %

是

否

是否曾至公立就業服
務站尋求就業服務協
助

總和

15-25 26-35 36-45 46-55
年齡

總和

(3)創業補助：如下表所示，受訪者普遍不知道創業補助就業資源

；36-45 歲者中有 18.2%知道有此資源，46-55 歲者中有 16.5%

知道。年齡層愈低，知道的人愈少。

表 3-4.10 身障就業資源 * 年齡（X2=22.629，p=.000）

151 71 117 203 542

27.9% 13.1% 21.6% 37.5% 100.0%

97.4% 91.0% 81.8% 83.5% 87.6%

4 7 26 40 77

5.2% 9.1% 33.8% 51.9% 100.0%

2.6% 9.0% 18.2% 16.5% 12.4%

155 78 143 243 619

25.0% 12.6% 23.1% 39.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年齡內的 %

個數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年齡內的 %

個數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年齡內的 %

無

有

身障就
業資源

總和

15-25 26-35 36-45 46-55
年齡

總和

2.就業服務協助－公立就業服務站：各年齡層之聽語障者中，26-35

歲（38.5%）及 36-45 歲（34.3%）曾至公立就業服務站尋求協助

者，所佔比例較其他年齡層略高。

表 3-4.11 是否曾至公立就業服務站尋求就業服務協助 * 年齡（X2=8.969

，p=.030）



55

二、性別與各項之交叉分析

(一)性別與就業現況之交叉分析

1.每月平均薪資：就目前有工作之聽、語障受訪者中，男性每月平

均薪資明顯高於女性；男性每月平均薪資以 20,000-29,999 元最

多有 34%，有 22.7%甚至月入 30,000-49,999 元，但也有 23.3%不

足每月最低薪資 17,280 元。女性則以不足 17,280 元者最多有

40.5%，其次為月入 20,000-29,999 元者有 23.3%，而月入 30,000

元以上者只有 20.7%。

表3-4.12 每個月平均薪資總和 * 性別（X2=15.691，p=.003）

2.經濟主要來源：無論男性或女性，家中主要經濟來源多為受訪者

本人及其父母；男性經濟來源為本人者佔 46.4%，女性則為 39.2%

。經濟來源為父母者，男性 31.1%、女性 22.3%。性別中最大的差

異為，女性較男性多了「配偶」一項主要經濟來源（23.4%）。

交叉表

35 47 82

42.7% 57.3% 100.0%

23.3% 40.5% 30.8%

13 18 31

41.9% 58.1% 100.0%

8.7% 15.5% 11.7%

51 27 78

65.4% 34.6% 100.0%

34.0% 23.3% 29.3%

34 17 51

66.7% 33.3% 100.0%

22.7% 14.7% 19.2%

17 7 24

70.8% 29.2% 100.0%

11.3% 6.0% 9.0%

150 116 266

56.4% 43.6%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每個月平均薪
資總和內的 %
性別內的 %

個數

每個月平均薪
資總和內的 %
性別內的 %

個數

每個月平均薪
資總和內的 %
性別內的 %

個數

每個月平均薪
資總和內的 %
性別內的 %

個數

每個月平均薪
資總和內的 %
性別內的 %

個數

每個月平均薪
資總和內的 %
性別內的 %

不足17280

17280-19999

20000-29999

30000-49999

50000以上

每個
月平
均薪
資總
和

總和

男 女
性別

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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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13 經濟主要來源 * 性別（X2=34.795，p=.000）

157 109 266

59.0% 41.0% 100.0%

46.4% 39.2% 43.2%

31 65 96

32.3% 67.7% 100.0%

9.2% 23.4% 15.6%

105 62 167

62.9% 37.1% 100.0%

31.1% 22.3% 27.1%

10 21 31

32.3% 67.7% 100.0%

3.0% 7.6% 5.0%

5 2 7

71.4% 28.6% 100.0%

1.5% .7% 1.1%

3 1 4

75.0% 25.0% 100.0%

.9% .4% .6%

18 10 28

64.3% 35.7% 100.0%

5.3% 3.6% 4.5%

9 8 17

52.9% 47.1% 100.0%

2.7% 2.9% 2.8%

338 278 616

54.9% 45.1%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性別內的 %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性別內的 %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性別內的 %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性別內的 %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性別內的 %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性別內的 %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性別內的 %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性別內的 %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性別內的 %

本人

配偶

父母

子女

手足

親戚

政府補助

其他

經濟
主要
來源

總和

男 女
性別

總和

(二)性別與就業及職業訓練需求之交叉分析

1.尋求就業服務協助－公立就業服務站：曾經至公立就業服務站尋

求就業協助者，在性別上，女性比例約三成三（32.7%）、男性約

二成六（25.5%）。

表3-4.14 是否曾至公立就業服務站尋求就業服務協助 * 性別(X2=3.897，p=.048)

87 91 178

48.9% 51.1% 100.0%

25.5% 32.7% 28.8%

254 187 441

57.6% 42.4% 100.0%

74.5% 67.3% 71.2%

341 278 619

55.1% 44.9%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是否曾至公立就業服務站
尋求就業服務協助內的 %
性別內的 %

個數

是否曾至公立就業服務站
尋求就業服務協助內的 %
性別內的 %

個數

是否曾至公立就業服務站
尋求就業服務協助內的 %
性別內的 %

是

否

是否曾至公立就業服
務站尋求就業服務協
助

總和

男 女
性別

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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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障礙等級與各項之交叉分析

(一)障礙等級與就業現況之交叉分析

1.婚姻狀況：極重度（61.5%）及重度（61.7%）者以未婚所佔比例

最高；中度（57.4%）及輕度（61.1%）者以已婚為主。

表3-4.15  婚姻狀況 * 身心障礙等級（X2=52.009，p=.000）

16 121 61 68 266

6.0% 45.5% 22.9% 25.6% 100.0%

61.5% 61.7% 34.7% 31.5% 43.3%

8 64 101 132 305

2.6% 21.0% 33.1% 43.3% 100.0%

30.8% 32.7% 57.4% 61.1% 49.7%

2 9 11 11 33

6.1% 27.3% 33.3% 33.3% 100.0%

7.7% 4.6% 6.3% 5.1% 5.4%

0 2 3 4 9

.0% 22.2% 33.3% 44.4% 100.0%

.0% 1.0% 1.7% 1.9% 1.5%

0 0 0 1 1

.0% .0% .0% 100.0% 100.0%

.0% .0% .0% .5% .2%

26 196 176 216 614

4.2% 31.9% 28.7% 35.2%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婚姻狀況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婚姻狀況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婚姻狀況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婚姻狀況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婚姻狀況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婚姻狀況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未婚

已婚

離婚

喪偶

其他

婚姻
狀況

總和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身心障礙等級

總和

2.目前是否有工作：由下表可知，各障礙等級中，有工作者之比例

約佔該等級人數的 4~5 成；但若單就有工作者來看，障礙程度愈

低，就業比例會愈高。例如：有工作者中，輕度障礙佔 37.3%，

但極重度者僅有 4.9%。

表3-4.16  目前是否有工作 * 身心障礙等級（X2=10.296，p=.016）

14 74 92 107 287

4.9% 25.8% 32.1% 37.3% 100.0%

51.9% 37.2% 52.3% 49.3% 46.4%

13 125 84 110 332

3.9% 37.7% 25.3% 33.1% 100.0%

48.1% 62.8% 47.7% 50.7% 53.6%

27 199 176 217 619

4.4% 32.1% 28.4% 35.1%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目前是否有工作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目前是否有工作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目前是否有工作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是

否

目前是
否有工
作

總和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身心障礙等級

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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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經濟主要來源：各障礙等級之主要經濟來源並無明顯差異，皆以

「本人」為主。另外，極重度者的收入除本人之外，另一項收入

來源為父母，佔 44.4%。

表3-4.17  經濟主要來源 * 身心障礙等級（X2=61.239，p=.000）

交叉表

12 74 82 98 266

4.5% 27.8% 30.8% 36.8% 100.0%

44.4% 37.2% 46.9% 45.6% 43.2%

1 21 27 47 96

1.0% 21.9% 28.1% 49.0% 100.0%

3.7% 10.6% 15.4% 21.9% 15.6%

12 82 36 37 167

7.2% 49.1% 21.6% 22.2% 100.0%

44.4% 41.2% 20.6% 17.2% 27.1%

0 6 11 14 31

.0% 19.4% 35.5% 45.2% 100.0%

.0% 3.0% 6.3% 6.5% 5.0%

0 1 3 3 7

.0% 14.3% 42.9% 42.9% 100.0%

.0% .5% 1.7% 1.4% 1.1%

0 2 0 2 4

.0% 50.0% .0% 50.0% 100.0%

.0% 1.0% .0% .9% .6%

1 10 13 4 28

3.6% 35.7% 46.4% 14.3% 100.0%

3.7% 5.0% 7.4% 1.9% 4.5%

1 3 3 10 17

5.9% 17.6% 17.6% 58.8% 100.0%

3.7% 1.5% 1.7% 4.7% 2.8%

27 199 175 215 616

4.4% 32.3% 28.4% 34.9%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本人

配偶

父母

子女

手足

親戚

政府補助

其他

經濟
主要
來源

總和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身心障礙等級

總和

4.過去是否有工作：各障礙等級中，除了極重度者外，其他等級皆

有六成以上受訪者過去曾工作過，如：重度有 64.8%、中度有

76.1%，輕度甚至有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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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8  過去是否有工作 * 身心障礙等級（X2=18.299，p=.000）

12 70 42 42 166

7.2% 42.2% 25.3% 25.3% 100.0%

44.4% 35.2% 23.9% 19.4% 26.8%

15 129 134 175 453

3.3% 28.5% 29.6% 38.6% 100.0%

55.6% 64.8% 76.1% 80.6% 73.2%

27 199 176 217 619

4.4% 32.1% 28.4% 35.1%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過去是否有工作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過去是否有工作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過去是否有工作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從來沒有

有

過去是
否有工
作

總和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身心障礙等級

總和

(二)障礙等級與身障就業資源之交叉分析

1.不知道身障就業資源：各障礙等級中，約有 3~5 成不知道就業資

源；但普遍來講，知道就業資源者仍是以障礙等級較低者居多，

如：輕度有 34.8%、中度有 32.6%、重度有 27.5%知道就業資源

，但極重度者只有 5.1%知道此資源。

表 3-4.19  不知道就業資源 * 身心障礙等級（X2=11.581，p=.009）

18 98 116 124 356

5.1% 27.5% 32.6% 34.8% 100.0%

66.7% 49.2% 65.9% 57.1% 57.5%

9 101 60 93 263

3.4% 38.4% 22.8% 35.4% 100.0%

33.3% 50.8% 34.1% 42.9% 42.5%

27 199 176 217 619

4.4% 32.1% 28.4% 35.1%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不知道就業資源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不知道就業資源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不知道就業資源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無

有

不知道
就業資
源

總和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身心障礙等級

總和

2.知道身障就業資源：

(1)職業訓練：各障礙等級中，約有 5~7 成不知道此項資源；但普

遍來講，知道有職業訓練者仍是以障礙等級較低者居多，如：

輕度有 37.2%、中度有 33.9%、重度有 24.3%，但極重度者只

有 4.6%知道此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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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20  身障就業資源 * 身心障礙等級（X2=12.181，p=.007）

16 141 95 128 380

4.2% 37.1% 25.0% 33.7% 100.0%

59.3% 70.9% 54.0% 59.0% 61.4%

11 58 81 89 239

4.6% 24.3% 33.9% 37.2% 100.0%

40.7% 29.1% 46.0% 41.0% 38.6%

27 199 176 217 619

4.4% 32.1% 28.4% 35.1%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無

有

身障就
業資源

總和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身心障礙等級

總和

(2)創業補助：無論何種障礙等級，知道創業補助就業資源者之比

例皆偏低，輕度者有 18.4%、中度者有 14.2%知道此項資源，

重度及極重度者皆不到 1 成的人知道。普遍來講，知道有創業

補助就業資源者，仍是以障礙等級較低者居多，如：輕度有

51.9%、中度有 32.5%，而重度和極重度者只佔知道人數的

15.6%。

表 3-4.21  身障就業資源 * 身心障礙等級（X2=18.281，p=.000）

26 188 151 177 542

4.8% 34.7% 27.9% 32.7% 100.0%

96.3% 94.5% 85.8% 81.6% 87.6%

1 11 25 40 77

1.3% 14.3% 32.5% 51.9% 100.0%

3.7% 5.5% 14.2% 18.4% 12.4%

27 199 176 217 619

4.4% 32.1% 28.4% 35.1%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無

有

身障就
業資源

總和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身心障礙等級

總和

四、教育程度與各項之交叉分析

(一)教育程度與基本資料之交叉分析

1.婚姻狀況：未入學（71.4%）及小學（73.1%）者已婚率最高，國

中（54.3%）及專科（53.8%）次之，大學（79.2%）及研究所以

上（66.7%）者多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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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2 婚姻狀況 * 學歷（X2=89.871，p=.000）

3 10 0 1 0 14

21.4% 71.4% .0% 7.1% .0% 100.0%

1.1% 3.3% .0% 11.1% .0% 2.3%

14 68 9 2 0 93

15.1% 73.1% 9.7% 2.2% .0% 100.0%

5.3% 22.5% 27.3% 22.2% .0% 15.2%

44 69 12 2 0 127

34.6% 54.3% 9.4% 1.6% .0% 100.0%

16.6% 22.8% 36.4% 22.2% .0% 20.8%

50 45 4 3 0 102

49.0% 44.1% 3.9% 2.9% .0% 100.0%

18.9% 14.9% 12.1% 33.3% .0% 16.7%

87 70 8 0 1 166

52.4% 42.2% 4.8% .0% .6% 100.0%

32.8% 23.2% 24.2% .0% 100.0% 27.2%

23 28 0 1 0 52

44.2% 53.8% .0% 1.9% .0% 100.0%

8.7% 9.3% .0% 11.1% .0% 8.5%

42 11 0 0 0 53

79.2% 20.8% .0% .0% .0% 100.0%

15.8% 3.6% .0% .0% .0% 8.7%

2 1 0 0 0 3

66.7% 33.3% .0% .0% .0% 100.0%

.8% .3% .0% .0% .0% .5%

265 302 33 9 1 610

43.4% 49.5% 5.4% 1.5% .2%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學歷內的 %

婚姻狀況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婚姻狀況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婚姻狀況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婚姻狀況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婚姻狀況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婚姻狀況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婚姻狀況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婚姻狀況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婚姻狀況內的 %

未入學

小學

國中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學歷

總和

未婚 已婚 離婚 喪偶 其他
婚姻狀況

總和

2.身心障礙等級：未入學者以中、重度比例最高（42.9%）；小學（

41.5%）、國中（41.4%）、專科（41.5%）、研究所以上（100%）

以輕度比例最高；高中（39.8%）、高職（34.3%）以重度所佔比

例最高，大學（35.2%）則是輕度和重度者人數比例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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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3 身心障礙等級 * 學歷（X2=33.763，p=.038）

1 6 6 1 14

7.1% 42.9% 42.9% 7.1% 100.0%

3.7% 3.0% 3.5% .5% 2.3%

1 23 31 39 94

1.1% 24.5% 33.0% 41.5% 100.0%

3.7% 11.6% 17.9% 18.0% 15.3%

3 35 37 53 128

2.3% 27.3% 28.9% 41.4% 100.0%

11.1% 17.7% 21.4% 24.4% 20.8%

3 41 33 26 103

2.9% 39.8% 32.0% 25.2% 100.0%

11.1% 20.7% 19.1% 12.0% 16.7%

12 57 43 54 166

7.2% 34.3% 25.9% 32.5% 100.0%

44.4% 28.8% 24.9% 24.9% 27.0%

4 17 10 22 53

7.5% 32.1% 18.9% 41.5% 100.0%

14.8% 8.6% 5.8% 10.1% 8.6%

3 19 13 19 54

5.6% 35.2% 24.1% 35.2% 100.0%

11.1% 9.6% 7.5% 8.8% 8.8%

0 0 0 3 3

.0% .0% .0% 100.0% 100.0%

.0% .0% .0% 1.4% .5%

27 198 173 217 615

4.4% 32.2% 28.1% 35.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心障礙等級內的 %

未入學

小學

國中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學歷

總和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身心障礙等級

總和

(二)教育程度與就業現況之交叉分析

1.每月平均薪資：未入學者平均每月薪資集中在 19,999 元以下，佔

80%；小學、國中及高中職則以不足 17,280 元和 20,000-29,999

元為多數；專科者有 46.4%月入 30,000-49,999 元；教育程度大學

以上者之平均月收入分佈較分散，有 27.8%大學程度受訪者的月

薪不足 17,280 元，或許與仍在就學中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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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4 每個月平均薪資總和 * 學歷（X2=59.958，p=.001）

2.經濟主要來源：各教育程度之受訪者的經濟來源皆以「本人」、「

父母」及「配偶」三者為主；未入學（42.9%）、高職（46.7%）

及專科（52.8%）之主要經濟來源為「本人」，其次為「父母」；

小學（45.7%）和國中（46.1%）之主要經濟來源亦為「本人」，

但其次為「配偶」；而高中（36.9%）和大學（59.2%）則是以「

父母」為主要經濟來源，其次才是「本人」。

2 2 1 0 0 5

40.0% 40.0% 20.0% .0% .0% 100.0%

2.4% 6.5% 1.3% .0% .0% 1.9%

19 6 12 1 1 39

48.7% 15.4% 30.8% 2.6% 2.6% 100.0%

23.2% 19.4% 15.4% 2.0% 4.2% 14.7%

19 7 16 11 4 57

33.3% 12.3% 28.1% 19.3% 7.0% 100.0%

23.2% 22.6% 20.5% 22.0% 16.7% 21.5%

14 2 11 8 3 38

36.8% 5.3% 28.9% 21.1% 7.9% 100.0%

17.1% 6.5% 14.1% 16.0% 12.5% 14.3%

21 11 26 15 5 78

26.9% 14.1% 33.3% 19.2% 6.4% 100.0%

25.6% 35.5% 33.3% 30.0% 20.8% 29.4%

2 3 4 13 6 28

7.1% 10.7% 14.3% 46.4% 21.4% 100.0%

2.4% 9.7% 5.1% 26.0% 25.0% 10.6%

5 0 6 2 5 18

27.8% .0% 33.3% 11.1% 27.8% 100.0%

6.1% .0% 7.7% 4.0% 20.8% 6.8%

0 0 2 0 0 2

.0% .0% 100.0% .0% .0% 100.0%

.0% .0% 2.6% .0% .0% .8%

82 31 78 50 24 265

30.9% 11.7% 29.4% 18.9% 9.1%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學歷內的 %

每個月平均薪
資總和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每個月平均薪
資總和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每個月平均薪
資總和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每個月平均薪
資總和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每個月平均薪
資總和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每個月平均薪
資總和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每個月平均薪
資總和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每個月平均薪
資總和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每個月平均薪
資總和內的 %

未入學

小學

國中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學歷

總和

不足17280 17280-19999 20000-29999 30000-49999 50000以上
每個月平均薪資總和

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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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5 經濟主要來源 * 學歷（X2=128.664，p=.000）

6 3 4 1 0 0 0 0 14

42.9% 21.4% 28.6% 7.1% .0% .0% .0% .0% 100.0%

2.3% 3.1% 2.4% 3.4% .0% .0% .0% .0% 2.3%

42 19 6 17 2 0 5 1 92

45.7% 20.7% 6.5% 18.5% 2.2% .0% 5.4% 1.1% 100.0%

15.8% 19.8% 3.6% 58.6% 28.6% .0% 17.9% 6.3% 15.0%

59 29 24 5 2 1 4 4 128

46.1% 22.7% 18.8% 3.9% 1.6% .8% 3.1% 3.1% 100.0%

22.3% 30.2% 14.4% 17.2% 28.6% 25.0% 14.3% 25.0% 20.9%

36 17 38 1 1 0 6 4 103

35.0% 16.5% 36.9% 1.0% 1.0% .0% 5.8% 3.9% 100.0%

13.6% 17.7% 22.8% 3.4% 14.3% .0% 21.4% 25.0% 16.8%

77 16 50 5 1 3 11 2 165

46.7% 9.7% 30.3% 3.0% .6% 1.8% 6.7% 1.2% 100.0%

29.1% 16.7% 29.9% 17.2% 14.3% 75.0% 39.3% 12.5% 27.0%

28 9 12 0 1 0 1 2 53

52.8% 17.0% 22.6% .0% 1.9% .0% 1.9% 3.8% 100.0%

10.6% 9.4% 7.2% .0% 14.3% .0% 3.6% 12.5% 8.7%

16 2 32 0 0 0 1 3 54

29.6% 3.7% 59.3% .0% .0% .0% 1.9% 5.6% 100.0%

6.0% 2.1% 19.2% .0% .0% .0% 3.6% 18.8% 8.8%

1 1 1 0 0 0 0 0 3

33.3% 33.3% 33.3% .0% .0% .0% .0% .0% 100.0%

.4% 1.0% .6% .0% .0% .0% .0% .0% .5%

265 96 167 29 7 4 28 16 612

43.3% 15.7% 27.3% 4.7% 1.1% .7% 4.6% 2.6%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學歷內的 %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經濟主要來源內的 %

未入學

小學

國中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學歷

總和

本人 配偶 父母 子女 手足 親戚 政府補助 其他
經濟主要來源

總和

3.過去是否有工作：無論教育程度高低，有 6~8 成以上的受訪者過

去都曾有過工作；未入學有 71.4%、小學有 81.9%、國中有 77.3%

、高中有 67%、高職有 70.5%、專科有 83%、大學有 61.1%及研

究所以上有 66.7%受訪者都曾工作過。在有工作過的人當中，又

以小學（17.1%）、國中（22.0%）、高中（15.3%）和高職（25.9%

）者居多。



65

表 3-4.26 過去是否有工作 * 學歷（X2=14.164，p=.048）

4 10 14

28.6% 71.4% 100.0%

2.4% 2.2% 2.3%

17 77 94

18.1% 81.9% 100.0%

10.4% 17.1% 15.3%

29 99 128

22.7% 77.3% 100.0%

17.7% 22.0% 20.8%

34 69 103

33.0% 67.0% 100.0%

20.7% 15.3% 16.7%

49 117 166

29.5% 70.5% 100.0%

29.9% 25.9% 27.0%

9 44 53

17.0% 83.0% 100.0%

5.5% 9.8% 8.6%

21 33 54

38.9% 61.1% 100.0%

12.8% 7.3% 8.8%

1 2 3

33.3% 66.7% 100.0%

.6% .4% .5%

164 451 615

26.7% 73.3%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學歷內的 %

過去是否有工作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過去是否有工作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過去是否有工作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過去是否有工作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過去是否有工作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過去是否有工作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過去是否有工作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過去是否有工作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過去是否有工作內的 %

未入學

小學

國中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學歷

總和

從來沒有 有
過去是否有工作

總和

(三)教育程度與就業及職業訓練需求之交叉分析

1.就業資源：

(1)不知道就業資源：如下表所示，教育程度愈高，相對地，愈知

道就業資源；如未入學者中有 71.4%不知道此項資源，小學程

度者中有 59.6%不知道。但這並非意味教育程度與是否知道就

業資源有相關性；此乃因樣本群集中在國中小和高中職人口，

須進一步進行變異數分析方能得知不同教育程度對就業資源

之知否是否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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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7 不知道就業資源 * 學歷（X2=29.982，p=.000）

4 10 14

28.6% 71.4% 100.0%

1.1% 3.9% 2.3%

38 56 94

40.4% 59.6% 100.0%

10.7% 21.6% 15.3%

72 56 128

56.3% 43.8% 100.0%

20.2% 21.6% 20.8%

55 48 103

53.4% 46.6% 100.0%

15.4% 18.5% 16.7%

108 58 166

65.1% 34.9% 100.0%

30.3% 22.4% 27.0%

38 15 53

71.7% 28.3% 100.0%

10.7% 5.8% 8.6%

39 15 54

72.2% 27.8% 100.0%

11.0% 5.8% 8.8%

2 1 3

66.7% 33.3% 100.0%

.6% .4% .5%

356 259 615

57.9% 42.1%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學歷內的 %

不知道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不知道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不知道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不知道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不知道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不知道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不知道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不知道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不知道就業資源內的 %

未入學

小學

國中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學歷

總和

無 有
不知道就業資源

總和

(2)就業服務：知道就業服務身障就業資源者中，以國中（21.1%

）、高中（16.4%）及高職（29.6%）者居多，且隨著教育程度

愈高，相對地，知道此資源的人數比例愈高；如：小學以下者

，有約三成不知道此資源，而高職（54.2%）、專科（62.3%）

和大學（59.3%）者，都有超過半數以上的人知道此項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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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28 身障就業資源 * 學歷（X2=21.434，p=.003）

10 4 14

71.4% 28.6% 100.0%

3.2% 1.3% 2.3%

64 30 94

68.1% 31.9% 100.0%

20.6% 9.9% 15.3%

64 64 128

50.0% 50.0% 100.0%

20.6% 21.1% 20.8%

53 50 103

51.5% 48.5% 100.0%

17.0% 16.4% 16.7%

76 90 166

45.8% 54.2% 100.0%

24.4% 29.6% 27.0%

20 33 53

37.7% 62.3% 100.0%

6.4% 10.9% 8.6%

22 32 54

40.7% 59.3% 100.0%

7.1% 10.5% 8.8%

2 1 3

66.7% 33.3% 100.0%

.6% .3% .5%

311 304 615

50.6% 49.4%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未入學

小學

國中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學歷

總和

無 有
身障就業資源

總和

(3)職業訓練：知道職業訓練者中，以高職者最多，佔 30.1%，其

次為國中（17.6%）和高中（15.5%）。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隨

著受訪者教育程度愈高，知道此資源的人數比例愈高，但高中

職（含）以下者，不知道此資源的人比知道的人多，例如：高

中知道的人有 35.9%，不知道的人卻有 64.1%。而大學（58.5%

）和專科（57.4%）知道此資源的人也未達 6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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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29 身障就業資源 * 學歷（X2=33.177，p=.000）

13 1 14

92.9% 7.1% 100.0%

3.5% .4% 2.3%

70 24 94

74.5% 25.5% 100.0%

18.6% 10.0% 15.3%

86 42 128

67.2% 32.8% 100.0%

22.9% 17.6% 20.8%

66 37 103

64.1% 35.9% 100.0%

17.6% 15.5% 16.7%

94 72 166

56.6% 43.4% 100.0%

25.0% 30.1% 27.0%

22 31 53

41.5% 58.5% 100.0%

5.9% 13.0% 8.6%

23 31 54

42.6% 57.4% 100.0%

6.1% 13.0% 8.8%

2 1 3

66.7% 33.3% 100.0%

.5% .4% .5%

376 239 615

61.1% 38.9%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未入學

小學

國中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學歷

總和

無 有
身障就業資源

總和

(4)職訓補助：知道這項身障就業資源之受訪者中，以高職（23.7%

）、專科（22.4%）和大學（19.7%）者居多；值得注意的是，

不論教育程度為何，不知道的人比知道的人還多，例如：高職

者只有 10.8%的人知道，專科以上者也只有約 3 成的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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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0 身障就業資源 * 學歷（X2=41.952，p=.000）

14 0 14

100.0% .0% 100.0%

2.6% .0% 2.3%

85 9 94

90.4% 9.6% 100.0%

15.8% 11.8% 15.3%

121 7 128

94.5% 5.5% 100.0%

22.4% 9.2% 20.8%

94 9 103

91.3% 8.7% 100.0%

17.4% 11.8% 16.7%

148 18 166

89.2% 10.8% 100.0%

27.5% 23.7% 27.0%

36 17 53

67.9% 32.1% 100.0%

6.7% 22.4% 8.6%

39 15 54

72.2% 27.8% 100.0%

7.2% 19.7% 8.8%

2 1 3

66.7% 33.3% 100.0%

.4% 1.3% .5%

539 76 615

87.6% 12.4%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未入學

小學

國中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學歷

總和

無 有
身障就業資源

總和

(5)創業補助：知道這項身障就業資源之受訪者中，以國中（20.8%

）、高職（26.0%）和專科（19.5%）者居多；值得注意的是，

不論教育程度為何，不知道的人比知道的人還多，例如：國小

、國中及高中職者皆只有約 1 成的人知道此項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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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1 身障就業資源 * 學歷（X2=26.293，p=.000）

14 0 14

100.0% .0% 100.0%

2.6% .0% 2.3%

86 8 94

91.5% 8.5% 100.0%

16.0% 10.4% 15.3%

112 16 128

87.5% 12.5% 100.0%

20.8% 20.8% 20.8%

95 8 103

92.2% 7.8% 100.0%

17.7% 10.4% 16.7%

146 20 166

88.0% 12.0% 100.0%

27.1% 26.0% 27.0%

38 15 53

71.7% 28.3% 100.0%

7.1% 19.5% 8.6%

45 9 54

83.3% 16.7% 100.0%

8.4% 11.7% 8.8%

2 1 3

66.7% 33.3% 100.0%

.4% 1.3% .5%

538 77 615

87.5% 12.5%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未入學

小學

國中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學歷

總和

無 有
身障就業資源

總和

(6)職務再設計【含就業輔具】：知道此項資源者，以大專（26.1%

）和大學（30.4%）者較多，其次為國中和高職者，皆為 13.0%

。與前述各項資源表現相同的是，不論教育程度為何，不知道

的人比知道的人還多，但進一步對照後可發現，受訪者對此項

資源知道的人數更少，每個學歷知道的人都不超過 7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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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32 身障就業資源 * 學歷（X2=26. 293，p=.000）

14 0 14

100.0% .0% 100.0%

2.4% .0% 2.3%

91 3 94

96.8% 3.2% 100.0%

15.4% 13.0% 15.3%

126 2 128

98.4% 1.6% 100.0%

21.3% 8.7% 20.8%

101 2 103

98.1% 1.9% 100.0%

17.1% 8.7% 16.7%

163 3 166

98.2% 1.8% 100.0%

27.5% 13.0% 27.0%

47 6 53

88.7% 11.3% 100.0%

7.9% 26.1% 8.6%

47 7 54

87.0% 13.0% 100.0%

7.9% 30.4% 8.8%

3 0 3

100.0% .0% 100.0%

.5% .0% .5%

592 23 615

96.3% 3.7%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身障就業資源內的 %

未入學

小學

國中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學歷

總和

無 有
身障就業資源

總和

1.就業服務協助──公立就服站：曾至公立就服站尋求就業服務協

助者，以高職者最多，佔 30.3%，其次依序為高中（19.7%）、

國中（17.4%）及專科（13.5%）。但不論教育程度為何，多數受

訪者（71.1%）皆未曾尋求此項服務；不過以使用比例來看，高

中（34%）、高職（32.5%）及專科（45.3%）者對此項服務之使

用率較其他學歷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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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3 是否曾至公立就業服務站尋求就業服務協助 * 學歷(X2=16.802，p=.019)

3 11 14

21.4% 78.6% 100.0%

1.7% 2.5% 2.3%

20 74 94

21.3% 78.7% 100.0%

11.2% 16.9% 15.3%

31 97 128

24.2% 75.8% 100.0%

17.4% 22.2% 20.8%

35 68 103

34.0% 66.0% 100.0%

19.7% 15.6% 16.7%

54 112 166

32.5% 67.5% 100.0%

30.3% 25.6% 27.0%

24 29 53

45.3% 54.7% 100.0%

13.5% 6.6% 8.6%

11 43 54

20.4% 79.6% 100.0%

6.2% 9.8% 8.8%

0 3 3

.0% 100.0% 100.0%

.0% .7% .5%

178 437 615

28.9% 71.1%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學歷內的 %

是否曾至公立就業服務站
尋求就業服務協助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是否曾至公立就業服務站
尋求就業服務協助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是否曾至公立就業服務站
尋求就業服務協助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是否曾至公立就業服務站
尋求就業服務協助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是否曾至公立就業服務站
尋求就業服務協助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是否曾至公立就業服務站
尋求就業服務協助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是否曾至公立就業服務站
尋求就業服務協助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是否曾至公立就業服務站
尋求就業服務協助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是否曾至公立就業服務站
尋求就業服務協助內的 %

未入學

小學

國中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學歷

總和

是 否

是否曾至公立就業服務
站尋求就業服務協助

總和

2.參加職業訓練：曾參加過職業訓練者中，以高職（34.5%）最多

，其次為專科（22.6%）和高中（15.5%）；此結果可能與受訪者

求學過程中所受教育訓練課程有關。不過普遍來講，未參加職訓

者仍佔多數（90.6%），而在使用比例方面，以專科最高 22.6%，

其次為高職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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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4 是否參加過職訓 * 學歷（X2=18.384，p=.010）

0 14 14

.0% 100.0% 100.0%

.0% 2.5% 2.3%

6 88 94

6.4% 93.6% 100.0%

10.3% 15.8% 15.3%

6 122 128

4.7% 95.3% 100.0%

10.3% 21.9% 20.8%

9 94 103

8.7% 91.3% 100.0%

15.5% 16.9% 16.7%

20 146 166

12.0% 88.0% 100.0%

34.5% 26.2% 27.0%

12 41 53

22.6% 77.4% 100.0%

20.7% 7.4% 8.6%

5 49 54

9.3% 90.7% 100.0%

8.6% 8.8% 8.8%

0 3 3

.0% 100.0% 100.0%

.0% .5% .5%

58 557 615

9.4% 90.6%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學歷內的 %

是否參加過職訓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是否參加過職訓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是否參加過職訓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是否參加過職訓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是否參加過職訓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是否參加過職訓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是否參加過職訓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是否參加過職訓內的 %

個數

學歷內的 %

是否參加過職訓內的 %

未入學

小學

國中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學歷

總和

是 否
是否參加過職訓

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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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焦點團體資料分析

本節主要係針對焦點團體（團體成員共 8 位，4 位聽覺障礙者，4 位聲

音/語言機能障礙者，其中已就業 3 位，未就業 5 位）的逐字稿，分別敘述

分析的發現：

一、與就業直接相關之看法

(一)職業訓練

希望能藉由職訓習得專業且具未來趨勢之技能，以增加就業競

爭力：一位曾接受過台北市職訓中心之職業訓練，並習得目前工作

所需之技能，另一位則曾透過非正式之訓練管道曾習得一技之長，

並從事相關工作，唯太過專精以致轉業困難。但與會者對於懷有一

技之長可增加就業優勢一點多為認同。

(二)求職

求職時面臨的困境為障礙帶來影響：與會者有一位以 104 人力

銀行或報紙等方式求職，有二位曾去就業服務站登記，其認為就業

服務站提供之工作機會不是身障者所能勝任，或該工作機會並非一

定可接受身障者；其原因可能包含年齡及雇主的疑慮等因素。另一

位就業中之與會者則認為因身障緣故，無法如一般人享有多元化之

就業管道。

(三)在職

在職者或曾在職者認為職場的困境有二：

1. 職場人際：一位與會者提到因為聽覺障礙，在職場上會遭同事

嘲笑或輕視；另一位與會者附和此觀點，表示同事可能有意或

無意加諸聽障相關稱謂或形容，令其感覺不舒服，甚至認為是

折磨，此對職場生涯是種傷害。而其自尋之解決方案為忍耐跟

忽視。

2. 聽覺訊息受限之影響：一位與會者表示，因聽覺障礙以致聽覺

訊息之抓取受限，在職場上學習會較他人慢，如：工作技術、

職場文化等，故在競爭上因此落後他人；其認為解決的方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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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心態，接受「學習速度慢」此一事實，但也要求自己要學

的比他人好。另一位與會者則提到因聽覺障礙，在職場上面對

「人」的時候就會碰到困擾，例如：開會，會因聽不清楚而無

法切入重心、掌握會議重點；而其解決方式為尋求職場支持者

，由此支持者協助補足其聽覺缺漏之訊息。有一位會提供支持

、能容錯的主管將會是就業中穩定的一大助力。

二、與就業間接相關的需求－心理

聽覺障礙者因為過去職場經驗使然，對於環境之聽覺訊息不完整

，及與同事溝通時因聽覺缺陷產生之誤會，造成其心理上可能產生自

卑或過度自我與主觀。具體建議為：

(一)個人方面：期待政府重視心理輔導，協助障礙者面對並接受自身之

問題。

(二)職場方面：希冀政府可多宣導有關聽覺障礙相關訊息，增進社會大

眾對聽、語障者之認識；期盼同事間多點體諒與了解，也期盼雇主

多支持聽、語障者之員工。

三、其他

係指與就業較無直接關係的部分；透過此次焦點團體，成員彼此

分享己身之經驗談，亦從中獲得他人之經驗，如人生觀、考照心路歷

程、公司經營策略及創業風險評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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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縣為有效掌握不同障別之身心障礙者就業與職業訓練需求，規劃逐

年進行各障別之就業現狀與需求調查。繼 92 年的視覺障礙者、93 年的智能

障礙者、94 年的精神障礙者之後，今年以聽、語障者為調查對象，調查結

果將作為未來規劃相關政策或服務之參考。本研究以本縣 5,929 名 15 至 55

歲聽、語障者為研究對象，透過面對面訪問方式，共有 619 位願意接受訪

員訪問，並完成問卷調查；另邀請 8 位聽、語障者參加焦點團體。經過統

計與質性資料分析，研究結論與建議說明如後。

第一節 調查結果摘要

一、基本資料
項目 調查結果

1. 受訪者 本人受訪佔大多數

2. 性別 男性略多於女性

3. 年齡 以 46～55 歲最多，26~35 歲最少。

4. 婚姻狀況 約五成已婚

5. 學歷 以高中（職）最多，國中次之。

6. 身心障礙類別 以聽障最多

7. 身心障礙等級 以輕度最多，重度次之。

8. 致殘年齡 以 0～10 歲最多

9. 致殘原因 以生病最多

10. 溝通輔具

有使用溝通輔具者較多，其中以使用助聽器者最

多；輔具多由政府補助（社會局生活輔具），使

用 0~5 年者最多。

11. 主要使用溝通方式 以口語為較多

12. 居住狀況 與家人同住者較多

13. 經濟主要來源 本人為主要來源者較多，父母者次之。

14.
月所得是否夠維持全家

基本所需
以尚可者為較多

15. 是否接受補助
將近半數有接受政府補助，其中以中低收入戶補

助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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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業現況
項目 調查結果

1. 是否就業
以未就業者較多。其中，輕度者與重度者各約佔三

成多。

2. 未就業之原因 以無適合工作較多

3. 已就業者之職業類別 以「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為較多。

4. 已就業者之身分別 以「私人雇用」比例最高，「自營商」次之。

5. 已就業者之月平均薪資
未達每月基本工資者最多，占約三成。女性未達

每月基本工資者，佔女性人數的四成。

6. 目前工作做多久 以五年以上最多

7. 如何找到目前工作 親友介紹者較多、自己應徵次之。

8. 目前工作滿意度 尚可為最多、滿意者次之。

9.
不滿意工作者之不滿意

原因
以薪水太低為最多

10. 工作是否有困難 約半數表示有困難

11. 工作之困難原因 以與同事與上司相處有困難為最多

12. 過去是否有工作 以有過工作者為最多

13. 有過工作者過去工作數 以僅做過一份工作較多，兩份者次之。

14. 離開前工作距今多久 以 0~6 個月為最多

15.
離開前工作之原因是否

是因有更好工作機會
以「否」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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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業與職業訓練需求
項目 調查結果

1. 是否知道就業資源
近6成民眾知道，但仍有4成民眾不知道；未入學者高達
7成不知道。知道就業資源者中，僅有約1成的人知道有
「職務再設計、職訓補助、創業補助、職業輔導評量」。

2. 知道就業資源之管道 以收到文宣而得知為最多，但仍有很多是經由他人告知。

3.
所知就業資源主要由何
人提供

政府單位提供為主

4.
是否曾至公立就服站尋
求就業服務

多數受訪者未曾至公立就服站尋求服務

5.
曾至公立就服站尋求就
業服務者，其對就服站的
滿意度

以滿意、尚可為最多

6.
不曾至公立就服站尋求
服務之原因

以不知道有此資源者為最多

7.
是否曾至民間團體尋求
就業服務

多數受訪者未曾至民間團體尋求服務

8.
不曾至民間團體尋求就
業服務之原因

以不知道有此資源者為最多

9. 是否使用過職務再設計 以否為最多，僅不到一成受訪者使用過

10.
不曾使用過職務再設計
的原因

以不知道有此訊息者為最多

11. 是否參加過職訓 以未參加者為最多
12. 未曾參加的原因 以不知道有此訊息者為最多

13. 現是否願意參加職訓
約五成四無意願、四成六有意願。而其中不願參加職業
訓練的原因為現職工作不需要職訓、身體不佳、擔心學
不來等。

14.
願意參加職訓者希望參
加職訓之種類

以電腦軟體與電腦文書處理為最多

15.
願意參加職訓者希望希
望受訓之時間

以週間白日為最多

16. 目前有無就(轉)業意願 有、無意願者約各佔一半

17.
有就(轉)業意願者希望
從事的工作

以「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比例最高，「服務工作人
員及受貨員」次之。

18.
您認為找工作上，或工作
上需要的協助是

(1)提高工作薪資及福利保障
(2)需有人在一旁協助帶領，及無障礙環境，如警示燈、
手語翻譯員、加強工作內容的說明
(3)同事間人際關係的處理
(4)就業職訓相關資訊告知，例如：職業訓練，職訓補助

、職務再設計
(5)中高齡者就業困難問題應需要解決
(6)加強宣導，提升大眾對聽語障者的接納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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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一、研究限制

本調查研究之樣本來自於台北縣政府社會局資料庫列冊之聽、語

障者障礙者，可能會因下列情形產生樣本代表性不足之問題：

(一)該名冊未依重新鑑定障礙等級、或其他變動更新資料；

(二)取得名冊之聯絡電話係以家中地址及電話為主，故住在機構或其他

縣市者無法聯絡到；

(三)本研究係以電話徵詢同意後才進行親訪，電話聯絡不到的個案亦可

能造成誤差。

二、後續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為大方向了解本縣聽、語障者目前的就業及職訓狀況、需

求之調查，雖有利用焦點團體的研究方式，但仍顯不足，未來可用質

性研究方式，針對欲探討深入探討的題項或探討受訪者所選選項之更

進一步的涵義，例如：可去了解受訪者「無合適工作」的涵義與原因

進而解決；受訪資料中，運用過公立就業服務站者，不滿意比例達約 3

成，後續研究可進一步了解原因，以更利於就業促進。

因問卷篇幅和複雜性的限制，本次調查中並未納入部分問題，而

在分析資料時也因此發現無法進行進一步的探討。未來在設計問卷時

，可參考其他重要相關研究各選項的內容與分類方式，便利與其他相

關研究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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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結論

一、加強辦理聽、語障者的就業、職訓相關服務，以滿足其需求

受訪資料中有約五成多的聽、語障者無工作，其中又因無法找到

適合的工作機會而無工作者約佔 36%，另，願意參加職訓的比例也達

45.7％，顯示其就業、參加職訓的需求高，但針對聽、語障者的就業服

務卻相當欠缺，政府機關應與民間單位合作，積極開發聽、語障者的

就業及職訓資源，例如：設置協助聽、語障者與職場溝通協調的就服

員，協助雇主解除對於聽、語障的疑慮並提供多元化的就業機會提供

聽、語障者選擇；辦理養成訓練及在職訓練班，除提供學習一技之長

之機會，也提升已就業的聽、語障者工作技能，期能獲取更多的薪資

、升遷的機會，且職訓班設置手語翻譯員、圖畫式的教具使聽、語障

者了解、吸收課程內容、講師放慢教學的速度或有聽打員隨時將口述

內容轉換成文字，在講台旁的小螢幕上顯示，讓聽障者能以視覺學習

方式。

二、提升有效的人際溝通互動

聽、語障者在職場上的困難，以與同事及上司相處的困難最多，

離職因素乃與人際溝通與互動不佳有關。且透過焦點團體的討論中也

發現聽、語障者對於工作上的問題，雖不滿意目前的工作，但對於職

場上的安排大都是以逆來順受的方式接受，心理仍有不安全感。顯示

許多人的在職場的問題，仍是影響聽、語障者就業成功的重要因素。

因此為協助聽、語障者能順利銜接至職場，在學校階段的教育即

應有促進融合、人際溝通課程，學習社交技巧。另外，聽、語障者因

溝通障礙造成的訊息缺漏問題，應可透過職場中自然支持者的協助、

不要逃避面對人群、調整自己的心態，主動、積極的詢問他人，避免

因疑心或誤會而擴大與同事間的溝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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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聽、語障者的就業促進措施，提升就業穩定度

從「目前工作做多久」可知受訪資料中，有約四分之一的在職人

員年資不到一年。「離開上個工作距今多久」之題項中，距今不到一年

者約有 36％者，針對聽、語障者的就業率，進而提高穩定度，建議未

來可辦理（1）職前準備團體：可透過討論分享或團體課程去了解目前

職場環境及應有的工作態度，且可安排至現場職場參觀或職場工作經

驗交流，讓聽、語障者能了解各職類的工作內容，協助其了解自己的

工作興趣、潛能；（2）就業適應成長團體課程，透過彼此的情緒支持

、及分享如何與職場同事相處的經驗，期能讓聽、語障者能彼此激勵

、學習，達到長期穩定就業；（3）提供職務再設計服務：依據不同個

案需求，針對提供就業輔具、調整工作環境、工作條件、工作內容等

，協助身心障礙的求職朋友穩定就業（4）穩定就業者後續支持服務：

提供已就業者後續的服務，定期的追蹤關懷，提供適時的服務，解決

聽、語障的就業困難，例如：變換工作內容的職場適應輔導、職場環

境的溝通協調等。

四、加強宣導就業服務資源

有 42.5％的受訪者不知道有就業資源，即使是知道，其中僅有相

當少比例的人知道有「職務再設計（不到 1 成）、職訓與創業補助（約

2 成）、職業輔導評量（不到 1 成）」。未來應加強宣導就業服務資源以

提昇使用率，促進就業。針對不同年齡層的聽、語障者較常運用的訊

息接收管道，進用有效的宣傳，例如：針對年輕族群，可運用網路資

源（即時通、部落格）等方式；中高齡者的部份，利用便利商店張貼

海報及放置 DM、里長或垃圾車廣播等在地化的宣傳方式，以達到宣傳

的最大效益。另調查發現，使用手語者並非研究者想像的多，反而是

大家都是利用口語，所以一般民眾與聽語障者交談時，將講話的速度

放慢，即可達到溝通的效果。而政府的政策宣導部份，應可利用簡單

、口語化的文字敘述並加上圖畫輔助，以聽、語障能更容易的了解宣

導的內容。



82

五、聽、語障者就業權益倡導

受訪資料中，有工作但薪資未達基本工資者高達 3 成，而有工作

但薪資未達基本工資之女性更高達全部女性的 4 成，未來應進一步了

解原因，提出因應措施及辦法，例如：若是因雇主違反規定，則可加

強就業權益宣導，透過教導使用申訴管道，保障個人勞工權益。

綜觀各障別的就業狀況及需求調查結果，社會大眾及僱用單位對

於身心障礙者仍有刻板印象，同時也影響了身心障礙者就業意願及職

場工作的表現，如何讓雇主及社會大眾認識身心障礙者的障礙及特質

，進而提升雇用意願及友善對待，是政府相關單位應再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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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 96 年度聽、語障者就業狀況與需求調查問卷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您好：

這是台北縣政府對本縣聽、語障者所進行的就業狀況與需求調查。本次訪問目的

期望能了解聽、語障者對就業及職業訓練之需求，以作為規劃臺北縣身心障礙者就業

及職業訓練政策之依據。您所提供資料將予以保密，不會轉作其他用途，請您放心接

受問答。

謝謝您的合作。

臺北縣政府勞工局 敬上

                                                          96 年 7 月

一、基本資料：

1. 性別：男 女

2. 年齡： 歲（ 年 月 日生）

3. 婚姻狀況：未婚 己婚／同居 離婚／分居 喪偶 其他

4. 學歷：未入學 小學 國中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

上

    4-1、就讀科系： (高職以上填答)

5. 身心障礙類別：（依照身心障礙手冊）

□聽覺障礙 □聲音或語言障礙

□多重障礙（合併聽覺障礙，以及 障別）

□多重障礙（合併聲音或語言障礙，以及 障別）

6. 身心障礙等級：（依照身心障礙手冊）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7. 致殘年齡： 歲

    7-1、致殘原因：

8. 使用溝通方式：

附錄一



87

□口語 □手語 □筆談 □唇語

□運用輔具使用口語 □運用輔具使用手語 □運用輔具使用筆談

□運用輔具使用唇語 □其他

9. 使用輔具之狀況

□沒有

□有

9-1 使用何種輔具？

□助聽器（□單耳 □雙耳） □人工電子耳

□人工講話器（□一般型 □電子型）□其他

9-2 使用期間？ 年 月

9-3 輔具來源？

□自行購買

□申請政府補助，補助單位：□勞委會職訓局 □社會局

□其他

10. 居住狀況：

□獨居

□與家人同住（可複選）(□配偶 □父母 □子女 □其他 )

□其他

11. 你的經濟主要來源：

□本人工作收入 □配偶工作收入 □父母親給予 □子女給予(含媳婦、女婿) □

手足給予 □其他親戚給予 □朋友鄰居給予 □政府補助或津貼

□社會慈善機構 □其他

12. 家中最近半年來每月平均所得：

□10,000 元以下 □10,001~20,000 元 □20,001~30,000 元□30,001~40,000 元 □

40,001~50,000 元 □50,001~100,000 元 □100,001 元以上

13. 家中每月所得是否足夠維持全家人的基本生活所需：

□非常困難 □困難 □尚可 □足夠 □非常足夠

14. 受訪者為：□本人 □父母 □配偶 □手足 □其他

    14-1、本人無法親自受訪原因：(受訪者非本人請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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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病在床 □住院中 □患有精神疾病 □其他

二、就業現況：

13、目前是否有工作？

□ 是

□全職就業(至少每禮拜工作五天)

□兼職就業(每個禮拜工作 小時)

□否

      13-1、目前沒有工作的原因：(可複選，答畢後跳答 18 題)

□在學或準備升學 □正在工作或剛畢業 □料理家務／照顧小孩

□正在接受職訓中 □無工作意願或無需求 □已退休

□家人不讓我去工作 □身體狀況無法工作 □住院或時常就醫

□工作時間不合 □交通不便 □待遇及福利不合

□本身條件不合（如技術、教育、年齡、性別、障礙別等）

□其他

14、工作場所基本資料：

服務單位名稱：

職務名稱：

身份別：□自營商 □受政府雇用 □受私人雇用 □無固定雇主

工作內容：

每月平均薪資總額約 元

15. 請問目前工作己做多久？

□ 3 個月以下 □4~6 個月 □7~12 個月 □1~2 年 □2 年以上

16. 如何找到目前工作？

□自己應徵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轉介 □社會福利機構或團體介紹

□學校介紹 □親友介紹 □考試分發 □自行創業 □其他

17. 請問您對這份工作是否滿意？

□很滿意 □滿意 □不滿意 □很不滿意 □無意見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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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若您不滿意，請問您不滿意原因是：(可複選)

□薪水太低 □交通不便 □工作場所行動困難

□被歧視 □同事相處困難 □與主管溝通困難

□沒有興趣 □身體狀況無法配合

□使用電腦或其他設備有困難

□ 其他

18. 工作上最感困難之處？(可複選)

□無保障 □工作條件差別待遇 □欠缺升遷機會

□工作場所不固定 □工作時間不固定 □職務內容不固定

□工作不安全 □與上司溝通困難 □與同事溝通困難

□無專門技術 □書面文字看不懂 □使用電腦或相關器具有困難

□訓練不足無法勝任 □上、下班的交通不便 □體力不堪負荷

□沒有困難 □其他

19. 過去有過工作嗎？

□從來沒有

□有

      19-1、離開上個工作原因？（可複選）

□找到較好工作 □臨時或短期工作結束 □工作為臨時或短期性質

□家人不支持 □照顧家人 □體力無法配合 □對工作沒興趣

□與專業技術不符 □訓練不足無法勝任 □交通不便 □物理環境有

障礙 □薪水太低 □缺乏升遷機會 □工作內容枯燥 □與同事相處

困難 □工作太複雜 □工作時間不合 □被歧視 □被資遣 □退休

□其他

      19-2、請問做過幾個工作（含目前）？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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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業與職業訓練需求：

20. 是否曾至公立就業服務站尋求就業服務協助？

□是

□否

      20-1、不曾至公立就服站尋求就業服務原因？

□聽別人說沒用 □聽說要等很久 □不信任 □不知道這個訊息 □其他

21. 是否曾至民間相關就業服務機構(團體)尋求就業服務協助？

□ 是

□ 否

      21-1、不曾至民間就服站尋求就業服務原因？

□聽別人說沒用 □聽說要等很久 □不信任□不知道這個訊息 □其他

22. 目前有無工作意願？

有 沒有（跳答 27 題）

23. 希望從事工作：

□包裝 □車床 □作業員

□洗車 □園藝 □清潔員

□資料輸入員 □郵務士 □快遞

□美工 □行政人員 □電腦

□自營商 □餐飲服務 □其他

24. 是否接受過職業訓練？

□ 是 □否

25. 是否知道政府有針對身心障礙者提供就業服務？

□ 是 □否

26. 是否知道政府對身心障礙者參加職訓有優惠補助措施？

□ 是 □否

27. 是否知道政府有針對身心障礙者提供創業補助等優惠措施服務？

□ 是 □否

28. 是否知道政府有針對身心障礙者提供職務再設計的服務？

□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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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是否願意（再）參加職訓？

□是（跳答 31 題） □否（跳答 30 題）

30. 不願參加職訓原因：（可複選）（後續 33、34 題無須回答）

□ 本職不需再訓練 □已有工作 □沒有時間 □就學中

□ 機構安置或住院中 □重殘或身體狀況不佳 □怕學不來

□ 家長不放心 □參加後未必找得到工作 □沒有合適職訓種類

□ 職訓期間無法負擔家計 □交通不便 □ 其他

31. 希望參加的職訓：（可複選 3 項，並依序排列）

□專業人員

□電腦（/軟體）工程師 □物流工程師 □景觀設計師 □美設編輯

□電腦程式（/資料）設計師 □生產管制工程師 □其他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工程技術員 □電腦繪圖員 □錄影師

□室內設計師 □服裝設計師 □其他

□事務工作人員（會計及簿記助理員、文書處理員、操作員、辦事員）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家事管理員、餐飲服務）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作物栽培）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如木工、汽車修護、食品烘培、成衣製作）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其他

32. 您希望辦理職訓的地點？

□捷運站附近 □鬧區（如板橋市） □學區 □其他

33. 您希望辦理職訓的方式？

□政府自辦 □委託民間單位辦理 □委託學校辦理 □其他

34. 您希望職訓的上課時間？

□ 週一至週五白天 □週一至週五晚上

□ 假日白天 □假日晚上

□ 無特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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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 見 反 應 欄 

督導員： 訪問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