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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流向      112 年 4 月 

本市 11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 2萬 5,041人，較 103學年度減

1 萬 1,999 人(-32.39%)。原住民畢業生選擇升學比率較一般生低，

女性選擇升學比率則高於男性；選擇就業的畢業生中，男性以製造業

327 人(占 22.49%)、住宿及餐飲業 324 人(占 22.28%)為多，女性則

以住宿及餐飲業 395人(占 39.46%)最高。 

    隨著少子化的影響，高中畢業生數呈現下降趨勢，110學年度本

市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 2萬 5,041人，較 103學年度減少 1萬 1,999

人(-32.39%)，其中男性 1 萬 2,941 人(占 51.68%)，女性 1 萬 2,100

人(占 48.32%)，8年來男性畢業生數皆多於女性(圖 1)。 

    高中生畢業後多數學生選擇繼續升學，110學年度男性一般生選

擇升學比率為 84.37%，女性則為 89.47%，而原住民畢業生分別為

69.63%及 74.37%，較一般生分別少 14.74 及 15.10 個百分點，近幾

年原住民選擇升學比率有逐漸增加趨勢，男性原住民畢業生升學率更

較 103學年度增 10.85個百分點；不論是一般生或原住民生，女性畢

業生選擇升學比率皆高於男性約 5 個百分點。而選擇就業比率則相

反，以原住民畢業生較高，約有 2成畢業生選擇就業，而一般生則為

1成左右(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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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概況-依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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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其他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註：1.因4捨5入以致加總不為100%

2.其他項包含:運輸倉儲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農林漁牧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用水供應及汙染整治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不動產業、金融及保險業、教育服務業。

圖3、110學年度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就業情形-依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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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臺中市高中畢業生選擇升學就業比率-依身分別及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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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就業的畢業生中，男性與女性所選擇的行業也有所差別，110

學年度選擇就業的男性畢業生中，以製造業 327 人(占 22.49%)、住

宿及餐飲業 324 人(22.28%)為多，而女性則以住宿及餐飲業 395 人

(占 39.46%)最高，其次為批發及零售業 116 人(占 11.59%)、製造業

102人(占 10.19%)，三者合計超過 6成(圖 3)。 

 

 

 

 

 

 

 

 

 

 

 

    大專學歷已漸成為對求職者的基本要求，因此多數畢業生選擇繼

續升學，繼續就讀大專但有經濟壓力的原住民畢業生，教育部設有獎

助學金給予支持。另外對有意就業的畢業生，本市也辦有各項產學合

作計畫，讓學生能夠適性適才進入就業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