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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影響月收入的成因：
– PR值平均＆取得證照數＆圖書資源利用

– 外語程度＆輔系、雙主修學位取得

– 國內外競賽得獎次數

– 班級/社團幹部擔任次數＆海外交換次數

– 專業＆科系與工作內容相符程度



月收入區間
■ 月收30000以下人數: 178

■ 月收30000~50000人數: 322 (最多)

■ 月收50000以上人數: 20(最少)

1.探討各項成因與月收入高低的相關性
2.探討各項成因中那些成因在月收入5萬以上的區間人數占比最多



PR值平均&圖書資源使用&取得證照數
PR值平均

各項皆無明顯影響月收入

累計進入圖書館次數 累計借閱次數

取得證照數



外語程度&學習狀態(輔系、雙主修)

外語程度並未帶來明顯影響，取得輔系及雙主修的薪資並未特別突出。



國內/外競賽得獎次數

 曾獲得國內競賽得獎的比率在月收50000以上最高。
 推論:運用自己在專業領域的專長，透過參加競賽證明自我實力，有助於找到一份
收入高的工作。



班級/社團幹部擔任次數＆海外交換次數

可發現曾擔任班級/社團幹部與赴海外累計交換次數的比率分別皆在月收30000以
下最高，月收50000以上最低。
推論:幹部或社團活動的過度參與，或許會影響到課業，月薪普遍在30000以下。



專業＆科系與工作內容相符程度
■ 不分產業別

工作內容與學系課程對於月收入呈中度相關。

工作內容與專業能力多筆資料對於月收入呈中度相關，但低相關者較高薪。



專業＆科系與工作內容相符程度(各產業別)



專業＆科系與工作內容相符程度



專業＆科系與工作內容相符程度
■ 各產業別

– 多數產業別月收入與

科系課程相關度高

– 較少產業別月收入與

專業相關度高

■ 推論：
 與專業及學系皆無關的職業，

可能因高危險性所以高薪，

也可能因為不需專業技術所以低薪。

 由從事製造業的人數居冠可知，

科技革命(ex:半導體產業)改變了

製造業的生態。



各成因與月收入之相關性

■ 正相關成因：
– 國內競賽得獎次數(月收50000以上比率最高)

■ 負相關成因：
– 班級/社團幹部&海外交流(月收30000以下比率最高)

– 專業&科系與工作內容相符程度(相關性低反而高薪)

■ 無關：
– 外語程度

– PR值平均

– 取得證照數

– 圖書資源利用



給予學校的建議

(1)對於擔任班級/社團的幹部，相信也能因為認識較多的同學，
學習運用領導以及統合能力去找到同學組成團隊，或5人以上組
成自主學習社群獲得補助，參加競賽去證明實力，相信也能獲得
較高的薪資。

(2)對於輔系以及雙主修的同學，建議參加競賽熟悉所學，並可以
此證明實力，減少習得技術多但不純熟對月收入的影響。

(3)藉以上兩點，建議可多宣導校外競賽補助相關事宜。

(4)有做與本科系非相關產業別且薪水較高的例子，建議同學多方
嘗試，不要限制自己的可能，也可以非自身學系的工作做起，以
其薪水實現理想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