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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運用教育部及主計處歷年資料，以時間序列共整合分

析，探討臺灣1991~2014年高等教育失業率、經濟成長率、高等教育畢
業生成長率三者間互動之因果關係。在高等教育失業率上，其預測誤差

變異主要來自本身，達98.32%。在經濟成長率上，其預測誤差變異，來
自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及失業率分別為19.49%與45.65%，且其與高等
教育畢業生成率有因果關係。另外，在短期上，兩者皆為負向衝擊，但

長期而言，皆為正向衝擊。在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其預測誤差變異

主要來自於本身達78.13%，少部份來自於經濟成長率為21.70%，而不論
長期或短期，經濟成長率對其有負向衝擊，而失業率則對其無衝擊。本

研究根據對過去資料的分析，對未來大學減量進行預測及研究方法上的

建議。

關鍵詞：經濟成長率、失業率、高等教育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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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1950~1990年的威權時代，大學的數量取決於政府聘用學者的計
畫和當權者之教育理想。然而，隨著1987年的解嚴和1991年的解除動
員勘亂及國會改選，社會的聲音逐漸成為決定政策的主因，而1994年的
四一○教改運動，更是將改革的聲浪推至高潮，廣設高中大學成為時代

的呼聲（周祝瑛，2003）。於是大學從1991年的50所（含大學及學院，
不包括專科），擴張至2014年的145所（含大學及學院，不包括專科）
（教育部，2015b），不論是大學生、碩、博士生皆大幅成長。然而，
過度的擴張導致7分上大學的怪異現象，檢討的呼聲開始產生，許多人
開始懷疑大學過多可能導致投資浪費，紛紛要求設下大學入學門檻，避

免不適合者進入大學（廖雅玉，2008）。時至今日，大學因少子化注定
從擴張轉往收縮，前教育部長吳思華甚至規劃5年內將大學降至100所，
廣設高中大學至此成為昨日黃花（胡宥心與鄭語謙，2014）。

鑑往可以知來，知道過去政策的得失，自然有助於瞭解緊縮大學

可能的結果。而分析一政策，並非只是依照民粹和投票來決定政策的

良窳，或人云亦云推斷其因果，更重要是尋找客觀指標來探討政策的得

失。大學增減的得失後果可以從許多角度衡量，如受教育後的全人發

展、人文素養的提升、個人的幸福感提升、產業的升級轉型、經濟的成

長、失業率等，端視從哪一個角度來進行衡量。而本研究乃欲圖從過去

的經驗瞭解高等教育對國家經濟之貢獻，以鑑往知來，預測大學緊縮可

能之後果。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擬定如下的研究目的。

1. 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與高等教育畢業生失業率之因果關係。
2. 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與經濟成長率之因果關係。
3. 高等教育畢業生失業率與經濟成長率之因果關係。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的目的乃在鑑往以知來，理論上，在探討高等教育畢業生

成長率與失業率、經濟成長率之關係時，應同時兼顧高等教育的擴張與

收縮對失業率、經濟成長率之衝擊，然而，從世界銀行（World Bank, 
2015）的數據及學者的研究發現，大學教育擴張乃現今世界之風潮（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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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興，2010；Trove, 1973），大學大量關閉仍非主流，因此，文獻回顧
仍著重大學擴張對失業率和經濟成長率之衝擊。以下茲就研究目的，尋

找相關文獻，論述如下。

一、高等教育失業率與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的關係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當供給大於需求就會產生商品價格下跌，甚

至滯銷的情況，商品如是，人力資源亦然，當只有少數擁有高學歷，學

歷自然成為就業保證；當人力資源大量湧入就業市場，自然造成類似人

力資源失業率上升，如同滯銷的情況（王國樑、吳中書、林建甫與蔡攀

龍，2011）。而回顧過去國內外的文獻亦發現，確實有高等教育人力資
源供過於求而導致失業上升的情況。黃筠珊（2006）以回流專科生為
研究對象，縱貫1976~2005年的29年時間，發現回流專科生愈多，失業
率愈高。同樣的在美國，從2008年到2014年，大學生數量則從1,776萬
上升到2,037萬（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2014），大學畢
業生的失業率從4.0%緩升到5.2%（Bureau of Labors Statistics, 2014）。
然而，從供給需求理論的另一面來看，當需求大於供給，則導致價格

上升，而從人力資源的角度看，則使就業上升，失業率下降（王國梁等

人，2011）。以中國大陸為例，根據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可以發現大
學本科生的就業率從2008年到2013年間，畢業半年後的就業率仍逐年上
升，從87.6%，上升至91.8%，而同時期的本科生則從2008年的512萬擴
張至2013年的638萬（麥可思中國大學生就業研究課題組，2015）。由
此可知，大學擴張不必然導致失業率的上升，而是與其經濟情勢和就業

市場的需求有關。

從供需角度來看，大學擴張與社會經濟情勢固然可以透過供需法

則，影響畢業生的就業率，然而，從另一方面，就讀大學可視為一種投

資，是否願意投資與投資效益有關，因此畢業生的就業率則會影響就讀

意願（許晉維，2007；黃雲珊，2006）。許晉維（2007）以1976~2005
年臺灣的研究生為研究對象，發現研究所教育的擴張並不影響其失業

率，但是失業率會影響研究所的就讀意願。同樣的，美國的大學擴張雖

然亦伴隨失業率的上升，但是大學生的失業率仍低於高中畢業生，因

此，失業率亦扮演反饋的角色，當失業率上升，社區大學的入學率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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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Hillman & Orians, 2013）。
綜上所述，高等教育畢業生的人數與失業率可能互為因果，亦有可

能是單向因果的關係，此外，其因果關係會因不同國家、不同階段的經

濟情勢而異，不可一概而論。

二、高等教育畢業生之成長率與經濟成長率之關係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土地、勞動、資本是構成生產的三大因素，

然而隨著二十世紀末高科技的興起，人力資本則成了另一個更重要的

要素（Lucas, 1988），愈來愈多的研究指出，在高科技時代，提升教育
素質，不僅不是勞動力的浪費，從長遠來看，則有助於經濟轉型，提

升勞動生產力（Permani, 2009）。國內許多研究皆指出過去70年代到90
年代臺灣的經濟奇蹟，歸功於教育甚多（王寶惠，2001），其投資報
酬率約為5%~7%之間，甚至連一般認為鬆散課程的空中大學教育，在
1986~1995年之間，其投資報酬率亦為正值（謝明瑞，1997）；外國的
文獻以非洲、印尼及越南為例，亦指出高等教育的擴張對經濟成長有正

向的貢獻（李仁輝，2014；Andrews, 2014）。不過，這種正向回饋並非
長期穩定的，過去外國的研究更指出，許多高等教育雖然對經濟成長亦

是正向報酬，但是卻隨著時間遞減（Palme & Wright, 1998）。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教育的擴張亦有可能僅是受文化影響的盲目

追求，為一種消費行為，特別是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之華

人文化影響下的高等教育；如此的教育擴張，則不能使經濟成長，反而

削減勞動力，降低國民所得或者僅是使財富重新分配而已（顏宏成，

2004）。李仁輝（2014）以Translog函數進行研究，指出在1981~2008年
間，亞洲多數高所得國家如日本、臺灣、韓國、新加坡對高等教育的大

量投資，其貢獻為負，惟其負向貢獻度不大。

教育之投資從宏觀的角度會刺激經濟成長，提高生產力，其對個

人影響，則是提高個人薪資所得，從而吸引更多人投資教育（Castello-
Climent, 2010），易言之，個人的教育、勞動的選擇受終生的工資、家
計所得影響（Flannery & O’Donoghue, 2013）。就這一觀點來看，由於
來自教育的宏觀經濟成長促進了個人投資教育者的所得增加，如此，自

然鼓勵更多人投入高等教育，由教育投資導引的經濟成長亦反饋了教育

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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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成長率與失業率

從直觀角度言，經濟成長率與失業率必然呈現負向的關係，經濟成

長率愈高，失業率愈低。誠然，經濟學理論亦指向此種關係，著名的歐

肯理論以美國為例，指出當經濟成長下降3個百分點，失業率便會上升1
個百分點，其研究以義大利、希臘、法國、捷克為例，亦獲得類似的結

論（柯乃慈，2012；Mielcova, 2011）。而此種理論驗證於臺灣，亦發現
在1961~1999年之間，臺灣的經濟存在著歐肯法則（江靜儀，2006）。
透過時間序列的分析指出失業率可以預測經濟成長率，失業率降低，經

濟成長率提升（許晉維，2007）。除此之外，亦有研究肯定經濟成長率
影響失業率，或指出失業率與經濟成長互為因果（王昭琇，2006）。當
然，其因果關係，不見得是對稱，往往當失業率提高時，經濟成長率立

即降低，而經濟復甦時，失業率卻是緩緩下降（楊曉姍，2002）。
雖然一般而言，經濟成長會降低失業率，然而，隨著科技的發展，

出現所謂失業型復甦和結構性失業（王國樑等人，2011）。這主要原因
乃在於經濟成長會帶動經濟結構的轉型，而在轉型期間由於人力結構無

法配合轉型，遂造成經濟成長增加，失業率卻提升的現象（王國樑等

人，2011）。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高等教育失業率、經濟成率、高等教育畢業生增

加率（含研究所）之間的關係，茲根據研究目的繪出研究結構。

圖1 研究架構圖

高等教育失業率、經濟成長率、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之互動關係研究：
以1991~2014年臺灣地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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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與資料來源

本研究以1991~2014年高等教育失業率、經濟成長率、高等教育畢
業生增加率之年度資料為研究對象，共24筆資料。其中大學畢業人數增
加率主要來自教育部教育統計中歷年大學畢業生之資料，經換算為成長

率所得，其計算方法為：

 今年高等教育畢業人數
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 (  -1)*100% （1）
                  去年高等教育畢業人數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使用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並非意指其成長

率皆為正，此猶如使用「經濟成長率」這個名詞，而實質經濟成長率亦

有可能為負；故本研究使用此名詞僅是基於語言習慣而已，並非意指大

學在此時期皆為成長擴張。

而高等教育失業率、經濟成長率則分別直接來自教育部統計處和主

計處之統計資料。其公式分別如下（沈中華與黃台心，2012）：

   擁有高等教育文憑之失業人口
高等教育失業率=  *100%        （2）
 擁有高等教育文憑之勞動力

 今年的國內生產毛額
經濟成長率=(   -1)*100%   （3）
 去年的國內生產毛額

三、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EViews7為分析工具，先描繪圖形，並列出描述統計數
據，之後再進行單根檢定、若無單根則進行VAR分析，有單根則可進行
共整合分析，其分析方法之詳細流程歸納如下（黃筠珊，2006；楊奕
農，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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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證結果

一、描述統計

本研究乃分析1991~2014年之高等教育失業率、經濟成長率、高等
教育畢業生成長率之關係，為了初步瞭解其變動情況與基本統計，乃繪

出圖3高等教育失業率、圖4經濟成長率與圖5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

圖2 時間序列分析流程

高等教育失業率、經濟成長率、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之互動關係研究：
以1991~2014年臺灣地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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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高等教育失業率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5a）。臺灣地區教育程度別失業率【原始數

據】。取自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407
6&Page=20047&Index=5&WID=31d75a44-efff-4c44-a075-
15a9eb7aecdf

圖4 經濟成長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處】（2015a）。國民所得統計常用

資料【原始數據】。取自http://statdb.dgbas.gov.tw/pxweb/
Dialog/varval.asp?ma=NA8101A1A&ti=%B0%EA%A5%C1%
A9%D2%B1o%B2%CE%ADp%B1`%A5%CE%B8%EA%AE
%C6-%A6~&path=../PXfile/NationalIncome/&lang=9&strList=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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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5b）。歷年校數、教師、職員、班級、學生及

畢業生數【原始數據】。取自http://www.edu.tw/pages/detail.
aspx?Node=4075&Page=20046&Index=5&WID=31d75a44-
efff-4c44-a075-15a9eb7aecdf

表1
高等教育失業率、經濟成長率、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描述性統計

指標 高等教育失業率 經濟成長率 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
平均數 3.76 5.05 7.93
標準差 1.26 2.95 6.98
偏態 0.12 -0.68 0.63
峰度 1.69 3.17 2.56
Jarque-bera 1.77 1.90 1.79
probability 0.41 0.39 0.41

從表1可以發現，在高等教育的失業率上，其平均數為3.76，Jarque-
bera常態性檢定為1.77，合乎常態分配，其變動樣態有逐年升高之趨
勢；經濟成長率的平均成長率為5.05%，常態性檢定為1.90，符合常態
分配，其變動趨勢起伏較高等教育失業率為大，但整體而言為下降；在

高等教育失業率、經濟成長率、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之互動關係研究：
以1991~2014年臺灣地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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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方面，其平均成長率為7.9%，其常態分配檢定為
1.79，合乎常態分配，而其變動趨勢，大抵上前期維持穩定正成長，後
期逐漸降低，並轉為負成長。

二、單根檢定

為了瞭解三個變數之間之關係，選定VAR模型抑或共整合分析，乃
先進行原始資料及一階單根檢定，茲將檢定結果整理如表2及表3。

表2
高等教育失業率、經濟成長率、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原始變數ADF單
根檢定

落後期 ADF統計量 p-value 是否有趨勢項
高等教育失業率 1 -2.21 .46 趨勢項不顯著，截距

 項顯著。

經濟成長率 1 -4.90 .00 趨勢項、截距項顯著。

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 1 -2.10 .52 趨勢項、截距項顯著。

表3
高等教育失業率、經濟成長率、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一階差分ADF單
根檢定

落後期 ADF統計量 p-value 是否有趨勢項
高等教育失業率 1 -4.94  .00 趨勢項、截距項不顯著。
經濟成長率 2 -6.21  .00 趨勢項、截距項不顯著。
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 1 -5.83  .00 趨勢項、截距項不顯著。

從表2及表3可以發現，在原始資料，除經濟成長率外，皆存在單
根，為非定態，經差分後，皆為定態；易言之，由於有兩個以上為非定

態，可以使用共整合模型，進行分析；另外在原始資料中，經濟成長

率有趨勢項，因此，在共整合分析中須選擇原始資料有趨勢項，進行分

析。



11

三、共整合模型

為了瞭解共整合所求特徵值之個數與顯著，乃分別進行兩個模型

（包括原始資料有趨勢項，但是誤差修正模型之趨勢項為有或無），三

個落後期的檢視，茲列之如表4。

表4
特徵根顯著性檢定表

落後1期 落後2期 落後3期
類型 有截距項 有截距項 有截距項 有截距項 有截距項 有截距項
誤差修正模型 無趨勢項 趨勢項 無趨勢項 趨勢項 無趨勢項 趨勢項
顯著之特徵根 0 1 0 0 0 1

從表4可以發現共有兩個模式可供選擇，分別為落後1期和落後3期
之誤差修正模型有趨勢項者。為了瞭解這兩模式何者較佳。乃比較其

AIC和SIC。在落後1期的模型，其AIC和SIC分別為2.59和3.53，而在落
後3期，其AIC和SIC分別3.10和4.85；由此可知，落後1期的模型較佳。

在落後1期的共整合模型中，可以發現，其整體方程式為

 ∆xt  -0.13 -0.06 1.16 0.14  ∆xt-1 -0.02( ∆yt )=( -0.84 0.36 -22.79 -0.14 )( ∆yt-1)(    1.67 )(et-1)
１ （4）2

 ∆zt -0.03 0.00 -0.31 0.00  ∆zt-1 0.01
                       1   

其中et-1 = xt-1 – 1.06yt-1 +1.99zt-1 -0.39trend+6.16 （5）3 

從上面的方程式可以得知，就短期而言，高等教育畢業生落後1期
之成長率變動，會影響經濟成長率之變動，且為負向，易言之，高等教

育的成長率若增加，將降低經濟成長率，反之，則增加經濟成長率，而

Granger Causality檢定亦得證其有因果關係。
而就長期均衡模型可以發現，高等教育失業率和高等教育畢業人數

成長率為同號，而經濟成長率、趨勢項則與其不同號，由此可知，就長

期均衡模型而言，當高等教育失業率、畢業生成長率增加時，經濟成長

率和趨勢項亦必增加。而在實際資料中，可以發現經濟成長率及高等教

高等教育失業率、經濟成長率、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之互動關係研究：
以1991~2014年臺灣地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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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畢業生成長率都是下滑，而趨勢項及高等教育失業率則是逐漸上升，

而呈現長期的動態均衡。

四、預測誤差變異數分解

從表5可以發現，在高等教育失業率及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其
預測誤差變異主要來自其本身；但在由3個變數所構成的經濟成長率誤
差變異上，長期而言，隨著時間的流逝，單純的高等教育失業率預測誤

差變異可解釋經濟成長預測誤差變異的比例逐漸升高，最終超過僅由1
個變數組成的經濟成長預測誤差。從這裡亦可發現經濟成長率的預測誤

差受外來影響較大，高等教育失業率及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預測誤差

變異受外來影響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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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高等教育失業率、經濟成長率、高等教育畢業生增長率預測誤差變異數

分解

高等教育失業率  經濟成長率 高等教育畢業生增長率

 Period X Y Z X Y Z X Y Z
1 100.00 0.00 0.00 38.24  61.76  0.00  0.02  15.00  84.98 
2 95.72 3.07 1.21 38.68  46.61  14.71  0.44  18.55  81.01 
3 94.68 2.95 2.37 38.05  40.86  21.09  0.31  19.08  80.61 
4 95.30 2.63 2.08 38.09  41.10  20.81  0.27  20.24  79.50 
5 95.89 2.18 1.92 38.28  40.92  20.80  0.25  20.36  79.39 
6 96.22 1.88 1.90 39.55  40.15  20.30  0.24  20.67  79.09 
7 96.55 1.70 1.75 39.64  39.75  20.61  0.22  20.86  78.91 
8 96.88 1.51 1.61 39.85  39.62  20.53  0.22  21.02  78.77 
9 97.08 1.35 1.56 40.45  39.19  20.36  0.21  21.11  78.68 

10 97.26 1.24 1.50 40.85  38.82  20.34  0.21  21.21  78.58 
11 97.43 1.14 1.44 41.15  38.55  20.30  0.20  21.29  78.51 
12 97.56 1.05 1.39 41.55  38.24  20.20  0.20  21.35  78.45 
13 97.67 0.98 1.36 41.95  37.91  20.14  0.19  21.40  78.40 
14 97.77 0.91 1.32 42.30  37.62  20.08  0.19  21.45  78.36 
15 97.85 0.86 1.29 42.66  37.33  20.02  0.19  21.49  78.32 
16 97.93 0.81 1.26 43.02  37.03  19.95  0.19  21.52  78.29 
17 98.00 0.76 1.24 43.37  36.74  19.89  0.19  21.55  78.26 
18 98.06 0.72 1.22 43.71  36.46  19.83  0.18  21.58  78.24 
19 98.11 0.69 1.20 44.04  36.18  19.77  0.18  21.61  78.21 
20 98.16 0.66 1.18 44.38  35.91  19.71  0.18  21.63  78.19 
21 98.21 0.63 1.17 44.70  35.64  19.66  0.18  21.65  78.17 
22 98.25 0.60 1.15 45.02  35.38  19.60  0.18  21.67  78.16 
23 98.28 0.58 1.14 45.34  35.11  19.54  0.18  21.68  78.14 
24 98.32 0.55 1.13 45.65  34.86  19.49  0.18  21.70  78.13 

註：X：代表高等教育失業率；Y：代表經濟成長率；Z：高等教育畢業
生人數成長率

高等教育失業率、經濟成長率、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之互動關係研究：
以1991~2014年臺灣地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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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衝擊反應函數

為了方便陳述，本研究先列出各衝擊反應函數之預測誤差之代號，

至於之後各期係數之變動則列於表6。

ex：代表經由三個變數預測高等教育失業率之預測誤差

ey：代表經由三個變數預測經濟成長率之預測誤差

ez：代表經由三個變數預測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之預測誤差

εx：代表由高等教育失業率自我迴歸之預測誤差

εy：代表由經濟成長率自我迴歸之預測誤差

εz：代表由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自我迴歸之預測誤差

在本模型中，可以發現在高等教育失業率預測誤差ex上，在第一

期εx係數為0.36，而在第二期中εx係數為0.36，εy係數為-0.09，εz係數為

0.06，至最後一期，εx係數為0.29，εy係數為0，εz係數為0.03，由此可
知，在開始時，經濟成長率之εy為負向衝擊，而高等教育失業率εx、高等

教育畢業生成長率εz為正向衝擊，但長期而言，三者皆為轉正向衝擊。

在經濟成長率預測誤差ey上，在第一期中，εx係數為-1.37，εy其係數

為1.74，至第二期，εx係數轉為0.84，εy係數為-0.30，εz係數為-0.99，至
最後一期，εx、εz係數分別為0.27和0.10，而εy係數為-0.04，由此可知，
在開始時，經濟成長率之εy為正向衝擊，而高等教育失業率εx、高等教

育畢業生成長率εz為負向衝擊，但長期而言，其衝擊方向與初始狀態相

反。

而在高等教育畢業生增長率預測誤差ez上，在第一期中，εx之係數

為0，而εy之係數為-0.02，εz之係數為為0.05，而隨著時間拉長，至最末
一期時，係數幾乎不變，εx之係數為0，εy係數仍維持-0.02、εz之係數為

0.04；由此可知，不論長期短期其係數幾乎一致且同號，經濟成長率εy

為負向衝擊，畢業生成長率εz為正向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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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高等教育失業率、經濟成長率、高等教育畢業生增長率衝擊反應函數

高等教育失業率 經濟成長率  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
 Period X Y Z X Y Z X Y Z

1 0.36  0.00  0.00  -1.37  1.74  0.00  0.00  -0.02  0.05 
2 0.36  -0.09  0.06  0.84  -0.30  -0.99  0.00  -0.02  0.04 
3 0.23  0.04  0.07  0.85  -0.66  0.92  0.00  -0.02  0.04 
4 0.27  0.03  -0.02  -0.24  0.28  0.06  0.00  -0.02  0.04 
5 0.32  -0.02  0.04  0.22  0.13  -0.12  0.00  -0.02  0.04 
6 0.28  0.00  0.04  0.49  -0.24  0.14  0.00  -0.02  0.04 
7 0.27  0.01  0.02  0.22  -0.04  0.22  0.00  -0.02  0.04 
8 0.29  0.00  0.02  0.19  0.05  0.03  0.00  -0.02  0.04 
9 0.29  0.00  0.03  0.32  -0.07  0.09  0.00  -0.02  0.04 

10 0.28  0.01  0.03  0.28  -0.06  0.13  0.00  -0.02  0.04 
11 0.29  0.00  0.02  0.24  -0.02  0.10  0.00  -0.02  0.04 
12 0.29  0.00  0.03  0.27  -0.04  0.09  0.00  -0.02  0.04 
13 0.29  0.00  0.03  0.28  -0.05  0.11  0.00  -0.02  0.04 
14 0.29  0.00  0.03  0.26  -0.04  0.10  0.00  -0.02  0.04 
15 0.29  0.00  0.03  0.26  -0.03  0.10  0.00  -0.02  0.04 
16 0.29  0.00  0.03  0.27  -0.04  0.10  0.00  -0.02  0.04 
17 0.29  0.00  0.03  0.27  -0.04  0.10  0.00  -0.02  0.04 
18 0.29  0.00  0.03  0.27  -0.04  0.10  0.00  -0.02  0.04 
19 0.29  0.00  0.03  0.27  -0.04  0.10  0.00  -0.02  0.04 
20 0.29  0.00  0.03  0.27  -0.04  0.10  0.00  -0.02  0.04 
21 0.29  0.00  0.03  0.27  -0.04  0.10  0.00  -0.02  0.04 
22 0.29  0.00  0.03  0.27  -0.04  0.10  0.00  -0.02  0.04 
23 0.29  0.00  0.03  0.27  -0.04  0.10  0.00  -0.02  0.04 
24 0.29  0.00  0.03  0.27  -0.04  0.10  0.00  -0.02  0.04 

註：X：代表高等教育失業率；Y：代表經濟成長率；Z：代表高等教育
畢業生成長率

高等教育失業率、經濟成長率、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之互動關係研究：
以1991~2014年臺灣地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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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討論

透過文獻探討及本研究的分析可以發現，對於高等教育是否能促進

經濟成長，充滿分歧，本研究發現，長期而言，由於高等教育畢業生成

長率對經濟成長率其預測誤差解釋量仍有19.49%，且衝擊反應函數長期
為正，顯示其可能有正向促進經濟發展的功能。

而這項結果與過去部份的國內研究類似（王寶惠，2001；許晉維，
2007；顏宏成，2004），但與部份國內研究不合（李仁輝，2014）。
究其原委，除了可能是研究的時間點不同外，亦有可能是對何謂教育投

資、何謂對經濟有益定義不同所致。舉例而言，在本研究認為的教育投

資指的人力資本，但是李仁輝（2014）。則是指就讀年數，而顏宏成
（2004）的教育投資則是指資金投入；而「對經濟有益」的定義亦相當
紛歧，有研究者以個人所得當作「對經濟有益」（李仁輝，2014），有
的則是以「經濟成長率」當作對經濟有益。由此觀之，對教育是否能促

進經濟發展之結論所以如此紛雜，命題題意不清亦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因此，本研究採用人力資本當作投入，以經濟成長率來評估其經

濟效益，仍有值得商討之空間，因為若僅只以投入人力資本之量來檢視

其投資效果，而不考慮教育本質的複雜性，亦可能是一種偏見。以對每

位大學生投資而言，我國在1991年每位高等教育學生分攤的教育經費為
200,211元，到了2011年，亦僅214,158元，20年間竟僅成長約5%，若扣
除通貨膨脹因素，實質上是降低的，故以畢業生數量衡量對經濟成長之

影響，來決定投資效益之得失，有失偏頗（行政院主計總處，2012）。
另外，教育投資亦有可能存在效益遞減之現象。誠如教育心理學的理

論，學業成就與智力有.5的相關（張春興，2005），若以此推斷，則教
育投資必然存在邊際效益。因此要瞭解大學擴張是否促進經濟，可能必

須先界定何謂教育投資，及何謂「對經濟有益」，並以多面向的方法瞭

解教育投資與經濟的關係，或許較能更深入瞭解教育與經濟間之因果本

質。

本研究結果除了揭示高等教育與經濟的關係外，亦顯示高等教育

失業率其預測誤差變異多半來自本身，佔98.32%，由此可知，高等教
育畢業生成長率非高等教育失業率之因，這與國內的研究進行比對，可

以發現與黃筠珊（2006）的研究不合，但卻與許晉維（2007）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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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本研究認為這可能與研究對象不同有關。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全

體高等教育畢業生，失業率亦為高等教育失業率，而黃筠珊（2006）則
是以回流專科生的參與人數和全體失業率為研究對象；許晉維（2007）
則以研究生和全體失業率為研究對象。而從經濟學的供需理論來看（王

國樑等人，2011），本研究選的研究對象――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大
致上可以反應高等教育人力供給量，而高等教育失業率則可以反應高等

教育人力需求面，若從此觀點來看，則本研究似乎較為精準。然而，若

更深入分析，本研究亦存在研究對象過大。前述研究在人力供給面皆限

縮於研究生或回流專科生，而本研究將人力供給面擴大至全體高教學

生，這可能造成推論上的限制。舉例而言，某些科系其工作機會較多，

且培育量不足，若增加這些科系名額，則不會增加失業率，但是某些科

系，社會上工作機會較少，本來就供過於求，若增加這些科系名額，則

可能增加失業率。古芸嘉（2011）與翁晨軒（2015）的研究便指出，不
同科系、不同階段（大學、碩士、博士）其就業率不同。因此，本研究

以整體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為變項所做出研究是有侷限的，但仍有價

值。因為當教育政策若不考慮不同系所、階段有不同就業狀況，而以妥

協的方式，進行縮減名額，則可能得到的結果是高等教育畢業生數量是

下降了，但失業率卻沒有降低。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由於是研究教育之論文，因此重點將放在相關教育議題之探

討，對於純粹之經濟議題將減少著墨。茲根據研究結果，作出如下結論

與建議。

一、結論

（一）長期趨勢而言，高等教育失業率逐漸上升，經濟成長率、高等

教育畢業生成長率則逐漸下降

從描述統計可以發現，高等教育失業率隨著時間逐漸上升，從

1.8%，逐漸上升到4.99%（教育部，2015a），經濟成長率則是歷經不同
時間的波動從高點逐漸降低（行政院主計總處，2015a），高等教育畢

高等教育失業率、經濟成長率、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之互動關係研究：
以1991~2014年臺灣地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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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增加率，則是維持一段約百分之十的高成長後降低，轉而僅剩千分

之五的成長率。從這些時間趨勢亦可窺見臺灣經濟由急速發展的起飛成

長期，逐漸轉為穩定發展的經濟體；失業率亦步上西方國家之後塵，逐

漸提高；而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亦如同英美等先進國家，從早期的菁

英型教育，逐漸轉變為多數人能享有的普及化教育（李信興，2011）。

（二） 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增加，短期而言將降低經濟成長率，長
期效果則尚無法確定，但證據似乎指向有助於經濟成長

本研究發現，透過共整合模型與Granger Causality檢定，落後一期
的高等教育增加率之提升將抑制經濟成長率之增加，同樣的，就衝擊函

數而言，亦發現高等教育畢業生對經濟成長率之衝擊函數係數為-0.99，
由此可知，短期而言，高等教育畢業生人數之成長確實不利於經濟。而

研究者認為這並非說明，臺灣的高教擴張造成高失業率，而致經濟衰

退，或高等教育學生的素質過差導致生產力降低，亦非高等教育畢業生

眼高手低，待業期過長（行政院主計總處，2015b）。從數據推斷，比
較合理的看法可能是高等教育的增長率大部份來自大學部學生的成長，

而這些大學畢業生畢業之後，不會立刻投入就業，很可能投入實習、研

究所。數據顯示，研究生畢業人數在1991年到2014年間倍增，從8,296逐
漸擴增至55,039人（教育部，2015b），這些原本的勞動力，卻因就學因
素，導致無法投入生產，然而該退休的人卻因達到年紀而退休，於是造

成勞動力下降，致使經濟成長率降低。

然而，就長期趨勢而言，在長期均衡模型中，經濟成長率與高等教

育畢業生成長率之差分異號，而在衝擊反應函數中，則從初始的負值轉

為正值，則顯示長期而言，高等教育畢業生的增加可能帶動經濟成長，

且其佔經濟成長率預測誤差變異數達19.49%。由此可知，本研究並非
指出教育無用論，只是其效果可能要長期才顯現正向效果。而值得注

意的是長期均衡模型、衝擊反應函數、預測誤差變異數皆非如Granger 
Causality之嚴格因果檢定（楊奕農，2015），故高教擴張是否為經濟成
長之因，仍待進一步研究確定，本研究僅指出長期而言，高教擴張可能

有助於經濟成長，而非必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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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體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與經濟成長率無法證明其為高等教

育失業率之因

臺灣的社會時常將「高學歷，高失業率」作為教改後大學擴張失

敗負面的例子（李信興，2011）。然而，透過描述統計，仍無法強烈
支持此論證。就高等教育失業率而言，從1991~2014年，失業率從1.8%
上升到4.99%（教育部，2015a），看起來似乎上升3倍，然而，同時期
的高等教育畢業生，56,326人上升到292,814人，上升了5倍（教育部，
2015b），人數增加了近二十四萬人，而若以292,814人的5%估計，亦僅
只有14,641人，遠不及增加人數，顯然這些人大部份都不是失業人口。
而從失業率比較來看，一直到2010年後，高等教育畢業生之失業率才超
過其他教育程度者，然而，從2011年將研究所與大學部失業率分開統計
以來，研究所之失業率一直都低於高中職（教育部，2015a），由此可
知，以此理由來說明「高學歷，高失業率」亦不甚合理。

而就時間序列分析可以發現，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與高等教育失

業率透過Granger Causality因果檢定，並沒有因果關係；預測誤差變異
數分解亦顯示其預測誤差變異多半來自自身，佔98.32%；而衝擊函數亦
顯示其自身係數高於其他兩個變數；由此可知，高等教育失業率不易受

本研究中其他兩變數影響，惟就各別系所、階段進行分析，是否依然如

此，則非本研究之推論範圍。

另外，透過時間序列分析，亦指出高等教育失業率與經濟成長無

關，這項研究與過去的部份研究結果相同，景氣的循環與失業率循環

不同，經濟成長趨緩非導致高等教育失業率提升的主因（林智隆與王志

敏，2010）。

二、建議

（一）研究方向之建議：精進研究對象，以實質高等教育勞動力進行

分析

本研究為了更加精準研究結果，改變選取樣本的方法，乃以畢業人

數及高等教育畢業生的失業率作為研究對象；然而這仍然有不足之處，

因為畢業生不等於就業人口，故以後應該用高等教育畢業後非就學、實

高等教育失業率、經濟成長率、高等教育畢業生成長率之互動關係研究：
以1991~2014年臺灣地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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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人口來進行分析，以獲得更精確之結論。

（二）對實務政策之建議

1.本研究對高教縮減可能產生後果之預測
本研究是否能用來推測高等教育縮減所造成後果，不可否認是有

一定的困難。原因是無法詳細得知高等教育將以何種方式縮減。另一方

面，本研究所得到統計顯著因果關係，亦僅只有一個，即「短期而言，

縮減高等教育人數，有助於提升經濟成長」。因此，本研究僅推測當執

政當局大量關閉研究所、減少實習人數，迫使更多年輕人投入就業市

場，短期而言，可能有助於提升經濟成長率。但是長期而言，則無法

確定。至於縮減高等教畢業人數是否有助於降低高等教育失業率，根據

本研究的統計分析，結果是沒有因果關係，易言之，如果只以整體數量

進行管控縮減，不問各系所、階段狀況不一（古芸嘉，2011；翁晨軒，
2015；黃筠珊，2006），那麼這種縮減高等教育人數的方式可能也不會
達成降低高等教育失業率的目的；至於以各系所就業率為指標，進行裁

減高等教育人數，是否能達成降低高等教育失業率的目的，由於不在本

研究的範圍內，本研究不進行推論。

2.慎選高教人數縮減方式，以符合教育價值、民意、國家發展
現今高等教育人數縮減已不可避免（陳曼玲，2016）。而要如何

縮減，經歸納大略可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自然倒閉法，即由自然淘

汰，招不到學生即會倒閉，透過這種倒閉方式，最有可能被淘汰者當屬

某些私立大學。第二種是齊頭式裁減，如公私立同時減招，若進而推廣

之，則全體大學一起縮減。第三種是根據評鑑指標進行縮減，而評鑑指

標包括高教評鑑結果、學生薪資、就業率等……（林秀姿、何定照與張

錦弘，2015；陳曼玲，2016）。而何者方式較佳，顯然並沒有定論。原
因政策不但是價值問題，亦是政治判斷，且須顧及國家發展（翁福元，

2009）；故不能單純以技術決定。因此，為政者進行決策時，應先就技
術面分析問題，瞭解所有方案之利弊得失，再進行價值面之決策，如此

或許可以減少政策錯誤的可能，而福國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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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researches the causality among the unemployment rate of 
higher education graduates, economic growth rate, and the increased ratio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Taiwan. A time series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data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About 98.32% self-explanatory effect of the unemployment rate of 
higher education graduates is found. The forecast error of economic growth 
rate comes from the growth rate of graduates and graduate unemployment 
rate, which are 19.49% and 45.65%, respectively. There is causality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rate and increased ratio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short-
term, they have a negative impulse response on economic growth rate, but 
the effect of positive for long-term. About 78.13% self-explanatory effect of 
increased ratio of graduate students can be found at, and the rest is explained 
by economic growth rate. Whether it is a short-term or long-term trend, 
economic growth rate has negative influence on increased ratio of graduate 
students. Research method and policy to reduce universities can be suggested 
according to previous data analysis of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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