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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知名律師呂秋遠一篇關於大學生該不該打工的文章，在網路上引起熱烈

討論，而根據 1111 人力銀行統計，2015 下半年正在找打工或是已經在打工的大學

生比例高達 97%，突破八年來的記錄。進一步分析打工原因，除了賺錢繳交學費或

是賺取生活費之外，有高達 7 成的學生是為了增加工作經驗，透過打工的方式，提

前進入職場摸索自己的職能。究竟打工對大學生有何影響？學生如何選擇打工機

會、避免誤入陷阱呢？ 
 

大學生瘋打工     正反意見大不同 

        根據教育部對大學畢業生的調查，將近五分之四的大學生都曾有打工經驗，而

利用課餘時間打工的大學生，每週的工作時數是 16.4 小時，一天的工作時間將近

2.5 小時。對此，東吳大學法律系三年級的洪同學認為，大學生與其花時間打工，

還不如利用大學四年多多學習，充實自我，將來可以賺更多錢；他表示，之前曾有

打工的念頭，但媽媽告訴他，現在不需要賺這一點小錢，未來賺大錢比較重要。 

        有別於完全的反對，部份家長與學生則認為課業優先的前提下，可以運用一些

時間打工，獲取社會經驗。例如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周同學的家長認為：「可

以藉由打工讓自己的孩子知道賺錢的辛苦，也能讓他們學習社會上一些與人應對的

方法，但是我認為如果家境許可，還是希望自己的小孩不要花太多時間在打工上，

顧好課業比較重要。」就讀大陸哈爾濱工業大學社會科學系四年級的黃同學，目前

在展覽會場當導覽，時薪約為台幣 240 元，他也認為大學生可以打工，但是課業和

工作必須兼顧，如果忙著打工而荒廢課業，那就本末倒置了。 

雖然打工時數有限，中正大學社工系的王同學表示：「大三因為課業繁重，所

以打工時數不多。但是對學生而言，幾千元的薪水可以讓生活方便許多。」其工讀

屬於銷售性質，他認為：「這可以訓練膽量和口才，與社會上各式各樣不同的人接

觸，也能在工作上認識志同道合的同事，為自己以後的求職路上累積一點人脈。」 
 

大學生不急畢業急就業    打工與就業有關聯？ 

        促成學生打工比例上升的另一股力量，則來自於青年就業市場的失衡。根據行

政院主計處公佈的數據，2015 年 5 月份全國勞工平均失業率為 3.84％，而大學以上



學歷者失業率為 4.28％，遠超過平均失業率，顯示大學學歷早已不再是高人一等的

就業保證。更嚴重的是，5 月份 15-24 歲的青年失業率高達 10.36％，是所有年齡層

中失業率最高的一群。在這種情況下，「畢業即失業」的陰影，像烏雲一樣籠罩著

這一代的大學生，促使他們不得不提早進入職場暖身卡位，學著如何與孔方兄打交

道。 

        根據勞委會 2015 年的「大學生打工狀況」調查統計，高達 8 成的打工學生認

為打工經驗對未來職涯發展有助益，儘管 7 成的學生打工工作與所學並不相關。這

就不禁使人疑惑：如果學非所用，這樣的打工體驗對自我的專業能力與未來就職，

究竟有何助益？針對此一矛盾，大力推動學生打工以體驗職場的青輔會施建矗處長

受訪時表示，由於現在大學畢業生數量暴增，一般企業的中階技術職位不愁找不到

人，所以企業主進用新人時反倒以工作態度為主要考量，專業技能才是其次。因

此，打工與所學無關並不是什麼問題，「重點是在打工過程中接受勞雇關係，培養

服從、認同、合群、積極的工作態度」。 
 

打工陷阱多    2 個法則需謹記 

        除了工作態度，大學生打工也應該注意打工環境，面試前充分了解工作的內容

與權益，避免因為社會經驗較不豐富，而遭遇僱主的壓榨。在日本，以「黑色打

工」形容惡劣的工作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例如薪資低、待遇差、嚴酷

的工作指標、無休息、難以辭職等。剛從日本打工度假回來的張同學表示，曾聽聞

有人在便利商店工作，遇到人手不足的情況時，就被強制要求增加排班次數，而為

了達到營業標準，也會被強制購買店裡的商品。若在補習班上班，員工則被要求提

早 15 分鐘到達，但這 15 分鐘並不會計入薪資，如果未達要求，會被扣除 15%的薪

資。 

對於潛藏的陷阱，靜宜大學諮商輔導中心提供了以下兩個慎選打工的法則： 

1、S（Safe）－安全性：此乃選擇打工地點及環境的第一考量，因為再多的錢也換

不回生命、人身的安全，所以凡事皆應以安全為重。  

2、M（Money）－報酬性：人們常會習慣性地犯了「見錢眼開」的毛病，其實對於

報酬過高的打工機會，應該抱持懷疑的態度，千萬要記得「天下沒有白吃的午

餐」，並注意報酬是否和勞力的付出成正比，若答案為「否」，務必審慎思考此打

工機會的正當性，以免誤入陷阱而不自知。 

 



時間、目的多考量    態度、環境需注意 

對於許多大學生來說，打工已經漸漸變成生活的重心，而到底該如何在工作與

課業兩者間取得平衡，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如果打工的目的是為了進入職場前做準

備，那就必須先評估這份工作是不是能符合自己的期待，並在工作時認真投入，才

不會白白浪費時間。此外，大學生打工時，該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亦是必須面對

的重要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