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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求職篇 

項次 資訊內容 資料來源 

1 中國大陸大學畢業生預計 2018 年開始突破 800 萬人，中

國大陸專家表示，就業壓力龐大與就業結構不均是中國

大陸將面臨的兩大就業問題。 

中央社 

2017.11.7 

2 近年來，求職過程中的金錢成本逐漸成為畢業生不得不

面對的問題。依據「大學生畢業求職成本調查報告」顯示，

2017 年中國大陸應屆生平均求職時長達 3 個月，求職期

間平均花費為 2600 元人民幣。 

旺報 

2018.5.7 

 

3 一位曾經參加過中國大陸交流團的新聞系學生表示，自

己畢業後的第一志願仍是留在臺灣從事新聞工作，如果

到中國大陸就業，就不會選擇與「政治或敏感議題」相關

的工作。他也擔心，在臺灣社會排斥外籍勞工的事件頻

傳，在中國大陸如此高度競爭的環境下，臺灣青年赴陸就

業享有某些特殊待遇，難保不會引起當地民眾不滿，對於

畢業後赴陸就業，他還是持觀望態度。 

中央社 

2018.6.12 

4 中國大陸各大學有些規定與臺灣頗為不同，例如修滿學

分雖然就能拿到畢業證，但每門功課「積點」要達到至少

65 分，學校才會發給學位證。青年臺商徐御格表示，許

多臺生都不知道在大陸求職看的是學位證，沒有學位證、

只有畢業證，通常無法找到理想工作。 

中央社

2018.6.18 

5 曾就讀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的臺生表示，中國大陸高校

預算多不代表學術基礎深厚，且在陸就學無法保證就業

前景看好，此外，赴陸就學並不等同「放眼世界」，提醒

臺灣學生不要因為媒體誤導，而對於赴陸就學有錯誤的

幻想與迷思。 

換日線專

欄，

2018.6.26 

6 中國大陸人才晉升依賴黨政關係，且限制言論與學術自

由，這些因素已使中國人才大舉外流，使大陸出現整體

「人才荒」，據統計 2016 年中國出國的留學生約有 54 萬

5 千人，中國大陸處在菁英人才急速外流的情況，「是人

才就想出去」。 

自由時報 

2018.9.7 

新加坡聯合

早報

2018.9.7 

7 中國目前不缺低階人才，缺乏高階人才，雖然對臺生開出

很多自費實習機會，但由於中國的大學畢業生就業激烈，

國台辦仍無力保證臺生在中國就業的機會，據觀察，對臺

31 項措施提出後經過半年，也未掀起臺灣青年去中國考

證照的風潮，因為考證照不表示可以找到工作。另若中美

貿易戰持續下去，外資企業的撤離將減少臺灣畢業生的

工作機會，臺生應避免像臺商一樣，被「鎖進」中國。 

中央社 

2018.9.7 

自由時報

2018.9.8 

8 據陸媒引述獵聘大數據「2018 年 1-10 月全行業新增職位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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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顯示，從 2018 年 9 月中旬以來，全行業新增職位

指數的確呈現較明顯的下降趨勢；另規模位居中國前列

的人力資源服務商「前程無憂」在網路上發出的招聘廣

告，2018 年 4 月還有 285 萬則，9 月只剩下 83 萬則，有

202 萬則從網站上消失。一位畢業於「985」大學的軟體

工程科系林姓碩士生，兩個月內投了約 20 份履歷，主要

目標是央企、國企和銀行，但回覆可參加筆試的只有 3、

4 個，完全出乎這名畢業生預料。 

2018.11.27 

9 台灣代辦業者表示由於中國大陸政策變動太快，像過去

詢問度很高的心理諮詢師、營養師等證照，最近卻傳出未

來不一定要中國的國家證照、只要公協會認證即可，且考

上證照也不表示可以找到工作，故中國大陸推出的「對台

措施」成效並不如預期。 

自由時報 

2018.12.1 

10 有學生誤以為赴陸念大學，將來在中國大陸才好找工作，

薪水也一定會比台灣高，然而中老年台幹享高薪，原因並

不是市場大，而是中國大陸正在高速成長，台灣又走在中

國大陸前面。一種產業如果在台灣趨近成熟，在中國大陸

才正要興起，所需技能對於中國大陸就是奇貨可居。這也

是中國大陸必須用兩、三倍薪水向台灣挖角的原因。中國

大陸給的薪水也不是看目前效益，而是看未來。中國大陸

在崛起階段，許多產業都曾靠台灣人去幫忙打基礎。最早

是製造業，近年輪到心理諮商、商場規劃、醫美這些服務

業。如今中國大陸「進入新常態」，發展速度減緩，還剩

下幾個產業需要付學費給台灣的？中國大陸不缺人，它

只缺它本身培養不出來的人才。去中國大陸念大學，就成

了它可以自己培養的人才。要怎麼比中國人優異？就是

學生必須想清楚的問題。 

天下雜誌 

2019.1.28 

11 去年十二月，一向敢言的人民大學教授向松祚批評，中國

大陸2018年的ＧＤＰ成長率可能只有1.67％、甚至為負

值。「布魯金斯研究所」先前也刊出芝加哥大學教授謝長

泰等四名學者研究指出，中國大陸經濟規模比官方數字

要少12％，近年來ＧＤＰ實質成長率每年約灌水兩個百分

點。擔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的佩蒂斯

（Michael Pettis ）日前在上海一場演說中也公開表示，隨

著中國大陸的債務越來越多，其經濟成長將大幅減速，而

債務也與ＧＤＰ的誇大不實有密切關係。佩蒂斯指出，在

經濟維穩的前提下，中國大陸政府縱容讓殭屍公司永遠

存在，其作法是提供貸款給長期虧損公司，甚至銀行還允

許這些殭屍公司申辦信貸；依國際金融業通用規定，這些

殭屍公司的借款早應列為壞帳而予以註銷。他說：「如果

你正確地計算ＧＤＰ，中國大陸成長率可能只有官方數

字的一半。 」 

自由財經 

2019.3.11 

12 根據中共共青團中央官方微信報導，2019年中國大專院校

畢業生預計834萬人，人數將再創歷史新高，就業市場面

臨龐大壓力。今年的中國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更將「穩就

中央社 

201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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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設為施政「六穩」目標之首，顯示就業問題嚴峻。不

過，陸媒近年針對中國大學生畢業就業率的統計卻顯示，

多數學校就業率都高達9成以上，不免啟人疑竇。對此，

共青團解釋，許多學校為了取得亮眼的畢業生就業率，竟

強迫學生在畢業前就得提交就業證明，好在數據上「灌

水」。報導引述一名肖姓學生表示，有許多同學因為沒有

工作單位，只能假造證明交差；有些企業還會以三方協議

為條件刁難學生，甚至給學生特別低的薪資。 

13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與智聯招聘4月19日發布

2019年第一季中國大陸就業市場景氣指數（CIER）為1.68，

創2014年以來新低。該報告指出，受春節後的「跳槽熱」

和大學畢業生春季招聘等因素影響，中國2019第一季求職

申請人數明顯回升，求職申請人數較2018年第4季增加

31.05%，是2011年以來最高，但招聘需求人數卻減少

7.62%。 

至於中國大陸官方4月17日公布的數據顯示，3月份全國城

鎮調查失業率為5.2%，比2月下降0.1個百分點；但3月份31

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1%，比2月上升0.1個百分

點，達2016年底以來新高。根據智聯招聘大數據，金融業

2019年第一季的招聘職缺降幅最高，達39.7%。其中一線

城市金融行業職缺降幅最大，為45.9%，新一線、二線和

三線城市的降幅均在33%左右。 

中央社 

2019.4.20 

14 師大政研所副教授邵軒磊指出，大陸「易進難出」，當

「政策引入」改變，當初的利多很快也會失去，很多人

在中國大陸省市競爭下被迫流動轉職，若在中國大陸就

業成家加深對當地黏著度，恐亦因政治波動受拖累。旺

報執行副總編連雋偉表示，若是因為認為台灣找不到好

工作，所以才前往中國，這個邏輯是錯的，他強調中國

求職其實競爭激烈，「如果把中國想成人民幣到處撿就

有，那這個認知可能不太正確。」兩岸政策協會秘書長

王智盛表示，在美中貿易戰結構之下，中國大陸境內外

商、台商，甚至是陸資，其實都在轉移到其他地區去投

資跟發展，台灣的年輕人到中國大陸就業，恐怕要把這

一層顧慮進去。許多學者也提到，中國大陸近年經濟成

長逐漸放緩，加上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主打「對內維

持穩定」的經濟政策，讓中國大陸景氣減速的傾向明確

化，而這是赴陸就業或創業不能忽視的現象，也應將長

期經濟發展納入考量。 

大紀元 

2019.4.19 

公視新聞網 

2019.4.19 

信傳媒 

2019.4.22 

15 中國大陸騰訊智庫近日發布「2019國人工資報告」，報告

內容顯示，工作10年月薪高於1萬人民幣（約台幣4.6萬

元）的人不到總人數的3成。事實上，工作10年以上，月

薪過萬者僅有22.44%。同時數據也顯現出中國城鄉差距

的問題，上海、北京、深圳月薪過萬人數分別為35.09%、

35.07%、26.91%，占了全中國城市的前三名。報導總結，

從數據可以發現，工作經驗不一定會影響薪水，經濟環

自由時報 

2019.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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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工作地區、行業類別也非常重要。從產業別來看，網

路產業、房地產與金融業，分別居於薪資水平前三名。 

16 中國青年網校園通訊社近日針對中國大陸全國381所高

校的大學生，進行的一項問卷調查結果，87.93%的大學

生擔憂本身就業前景。2019年6月10日，中共人力社保部

發布《2018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

報》。公報顯示，2018年末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4.9%，

這是對於調查失業率的首次公布。不過，外界認為，上述

數據不能真實反映中國大陸的就業情況，由於全國城鎮

調查失業率並不涵蓋農村地區，無法完全反映中國勞動

力主力軍—農民工的失業狀況。 

在今年的中共兩會上，李克強更將「穩就業」設為施政「六

穩」（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

期）目標之首，顯示中國大陸就業形勢嚴峻。據美媒報導，

美中貿易戰加速了外資撤離中國大陸的步伐，大規模失

業潮來襲，「穩就業」已成北京當務之急。有學者認為，

中國大陸實際失業率估計是官方公布數字的三倍左右。

據日本媒體半年前報導，貿易戰已經造成超過500萬家中

國大陸企業倒閉。數據顯示中國失業人口可能高達1,000

萬。 

旺報 

2019.6.11 

大紀元 

2019.6.11 

17 6 月 15 日，中共新華社旗下的新華每日電訊刊文披露了

中國畢業生離校前普遍出現的「造假注水」現象，文章揭

露官方「90%以上的就業率」數據是如何炮製出來的。西

南一所高校輔導員給學生群發出通知：「請畢業班同學月

底前登錄學校就業指導中心網站填報就業單位，填報後

每人可領取 200 元補貼。」事實上這些補貼每年都有，就

是為了鼓勵學生填報，把就業率提上來。由於不會有人去

核實，所以學生多隨便填報以賺取補貼。該校就業指導中

心的工作人員指出，受經濟大環境影響，近年來畢業生就

業形勢不容樂觀；另一方面，如今大學畢業生大多是「90

後」「95 後」，隨著就業壓力日漸增大，一些人選擇「慢

就業」，最後可能變成「不就業」。統計顯示，該校某學院

2018 屆 107 名本科畢業生中，有 31 人的就業狀態登記

為「待就業」，占比近 30%。 

儘管中共官方媒體強調高校造假現象是部分高校行為，

但有網絡評論指在中共教育部 1999 年開始高校擴招後

就開始在就業率方面造假了。有網民表示，不簽就業協

議學校就不發畢業證，但簽了去不去沒人管。 

大紀元 

2019.6.16 

18 中國國家統計局 15 日公布 2019 年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

（GDP）成長率為 6.2%，不但低於上一季的 6.4%，也

比雷曼兄弟危機爆發後的 2009 年第一季（6.4%）還

差。包括《路透》與《日本經濟新聞》都強調，這是中

風傳媒 

2019.7.15 

經濟日報 

2019.7.15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3%80%8c%e7%a9%a9%e5%b0%b1%e6%a5%ad%e3%80%8d.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3%80%8c%e7%a9%a9%e5%b0%b1%e6%a5%ad%e3%80%8d.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b0%b1%e6%a5%ad%e7%8e%87.html


5 

 

項次 資訊內容 資料來源 

國經濟有統計數據以來的 27 年新低，在大規模減稅政

策之後，中國的經濟刺激措施恐已捉襟見肘。華爾街日

報並訪問多家美國製造商發現，許多企業都計劃在這

一、兩年內把全部或大部分的生產線移出中國，以避免

被加徵高額關稅。業者表示，「離開之後，就不會再回

去了」。 

19 近年來大陸的博士畢業生數量連年攀升，從 2004 年 2.3

萬人暴漲到 2018 年 6 萬人，而 2018 年更有 10 萬人被

錄取為博士生。博士暴增造成就業尷尬，有人找到大學

教職卻被「放鴿子」；有人轉往國營企業卻發現自己年

齡偏大、管理職早已額滿；網路論壇上，「去民營企業

還是去大學教書好」的諮詢貼文不斷增加，不過也有人

直言：與 985 大學的助理教授相比，華為公司「只是錢

多一點」。 

旺報 

2019.8.6 

20 中國國家統計局 8 月 14 日公布統計數據，7 月規模以上

工業增加值年增率大幅下滑至 4.8%，比 6 月下滑了 1.5

個百分點，不但低於預期的 5.6%到 5.8%，也創下

2002 年 3 月以來的最低值。另外，統計局的數據顯

示，7 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 5.3%，比 6 月上升 0.2

個百分點；31 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為 5.2%，6 月

為 5%。許多經濟學家表示，中國的實際失業率遠高於

官方數據。根據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在 7 月份的一份

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國工業部門在過去一年中失去了

500 萬個工作職位，認為其中 180 萬到 190 萬個職位損

失是美中貿易戰造成。 

中央廣播電

台 

2019.8.15 

21 美中貿易戰加劇，令中國大陸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引

發企業大規模裁員潮。中共總理李克強 8 月 19 日在一次

座談會上再次警告，失業率持續上升，必須高度重視，他

要求與會的一些省長要把「穩就業」放在第一位。 

近一個月來，網路上頻頻傳出企業大規模裁員的消息。

《路透社》8 月 13 日援引一份文件報導稱，中國東風集

團及其合作夥伴法國 PSA(標緻雪鐵龍)集團已同意在中

國裁減數千個工作崗位，將把員工總數減半至 4000 人。

8 月 12 日，上海證大集團旗下金融平臺「證大財富微金

融」被曝出業務清盤，數千名員工全部被裁員。8 月 9 日，

美資代工巨頭偉創力（Flex International Ltd）位於珠海

的工廠已經全面停產，並開始大量裁員。該公司位於長沙

望城經濟開發區的工廠亦已停產，預計裁員超過萬人。8

月 4 日，美國在華企業思科宣布，上海部門全部裁員。 

新唐人電視

台 

2019.8.20 

https://www.ntdtv.com/b5/%E7%BE%8E%E4%B8%AD%E8%B2%BF%E6%98%93%E6%88%B0.htm
https://www.ntdtv.com/b5/%E6%9D%8E%E5%85%8B%E5%BC%B7.htm
https://www.ntdtv.com/b5/%E5%A4%B1%E6%A5%AD%E7%8E%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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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共官方報導，GDP 每增長 1 個點，對應的城鎮新

增就業是 190 萬人左右。專家表示，以此類推，中國 GDP

每下降一個百分點，也將造成 100 到 200 萬人失業。 

22 由於中國大陸推動「國進民退」政策，杭州市派遣官員進

駐 100 家民企，阿里巴巴馬雲 9 月 10 日「被退休」，馬

化騰 20 日「被卸任」騰訊微信法定代表人，聯想創辦人

柳傳志 23 日也「被卸任」聯想控股（天津）公司法定代

表人和董事職位。外界認為中國大陸政府應該是缺錢，即

使馬雲、馬化騰都是共產黨員，中共已在民企裡面設黨委

支部，還是不放心，故乾脆直接派遣官員控制民企的財

務，既可以防止資金外逃，也能夠掠奪民企財務，但是歐

盟商會警告，私企不斷萎縮，享有鉅額補貼、低利貸款等

優惠的國營企業一直壯大，可能會產生經濟停滯的惡果。 

信傳媒 

2019.9.25 

23 隨着貿易戰、經濟放緩和信貸緊縮給中國大陸企業家帶

來巨大壓力，出現了有政府背景企業以創紀錄速度搶購

民營企業股份的現象。雖然這些收購民企行為相當一部

份出於維持經濟穩定的考量，但公營企業在效率與創新

方面低於民營企業，此一收購狂潮可能反而拖垮中國大

陸經濟增長。  

中國時報 

2019.10.1 

24 根據中國大陸教育部預估，今年中國大陸大學畢業生高

達 834 萬人，比去年增加 14 萬人，就業形勢嚴峻。近期

大學與企業紛紛舉辦就業活動，絕大多數新鮮人缺乏職

涯規畫，對未來感到茫然，即便是擁有海外文憑的「海歸

派」，求職時間晚於中國大陸國內大學畢業生，謀職同樣

艱困。 

旺報 

2019.11.1 

25 陸方中國銀行研究院發表「2020 年度經濟金融展望報

告」，報告指出 2020 年中國經濟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增多，

若政策不作大幅調整，2020 年中國經濟成長率有可能低

於 6%。報告認為，今年全球經濟成長下滑趨勢明顯，預

計平均經濟成長率為 2.6%，創近年來新低。2020 年受政

經風險交織等因素影響，預計上半年將繼續下跌，下半年

有望築底，全年增幅則較今年下滑 0.1 個百分點。 

中央社 

2019.11.28 

26 主計總處公布 107 年國人赴海外工作人數為 73.7 萬人，

較 106 年增加 1000 人，其中赴中國大陸工作人數已經連

續 5 年下降，107 年又爆發美中貿易戰，使得人數僅剩

40.4 萬人，為近 11 年新低。主計總處表示，中國大陸近

幾年工資、環保等企業經營成本節節升高，使得台商在陸

投資下降，自然會影響赴陸的工作人數。另外，美中貿易

戰爆發也是重要關鍵，由於在中國大陸的台商為了避免

中央社 

2019.12.1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B2%BF%E6%98%93%E6%88%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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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貿易戰波及，開始轉移產能，不論是移至台灣、東南

亞或其他地區，都可能使得赴陸工作人數下降。 

27 中國大陸北大方正集團近期發布公告，表示公司未能按

期償付當天到期的 20 億元人民幣（下同，約台幣 87

億）債券「19 方正 SCP002」之本息。由於北大方正第

三季度末總資產規模高逾 3,600 億元，本案成為中國境

內公募債市規模最大的違約案件，震驚中外金融市場。

北大方正是中國大陸規模最大的國有校辦企業，為中國

大陸教育部所屬，最大股東是北京大學，該集團名下還

有 23 筆償債壓力頗大的存續債券，後續高達 29.5 億美

元（約 200 億人民幣）的「海外債券」很可能違約。公

開資料顯示，北大方正 108 年前 3 季淨虧損 31.93 億

元，去年同期虧損額 6239.12 萬元，一年之間虧損多達

50 倍。《彭博社》估計中國大陸 108 年至 11 月為止累

計違約金額高達 1,204 億，全年總違約金額可能突破去

年歷史紀錄。另《新浪財經》指出，108 年中國大陸已

有 159 檔債券違約，總金額超過 1,200 億，其中代表國

家高教門面北京大學所屬的北大方正集團，竟然也違約

得如此狼狽，更顯見中國嚴峻的債務問題已經烽火四

起。 

聯合新聞網 

2019.12.23 

28 近年來台灣新生代企業家對於在中國創業興趣缺缺，主

要因為中國政府並未未兌現所承諾的多項惠台措施。日

經新聞引述在深圳創業的 1 名台灣男子指出：「中國吹噓

這些惠台措施，但我們實際上並未獲得多大好處。」日經

新聞的調查發現，2018 年來自台灣、香港和澳門的近 2000

名青年透過中國互聯網基金會，爭取在阿里巴巴等知名

公司的 50 個實習機會，去年人數降至約 1300 人。根據日

經新聞對 10 名已在陸工作或創業的台灣青年的訪問，他

們表示中國大陸政府的支持逐漸減少，台灣人在陸已不

再享有優勢，如今中國大陸民眾已能夠填補這些職缺。 

自由時報 

2020.1.15 

29 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 4 月 17 日公布，2020 年第一季國內

生產毛額(GDP)年減 6.8%，為史上首度負成長。陸方國家

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毛盛勇指出，隨著經濟

下滑壓力加大，就業壓力仍大，尤其是農村外出務工人員

及大學生等重點群體將面臨更大的就業壓力。 

中央社 

202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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