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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自 1960 年代導入工業設計，迄今已近半個世紀，畢業生的就業情形如何？其所具備的能力是否堪當

職場需要？這些都值得從事工設教育人員的重視。本文主要是以大學工設畢業生的角度，透過其親身經

驗以了解畢業後投入職場的情形及相關議題。訪談內容包括：畢業後求職問題、目前工作情況及內涵、

應備知能、工作轉換歷程、及學用適配情形等。研究發現歸納如下：（1）工設學生畢業後第 1 份工作多

透過人力銀行獲得，其後的途徑較為多元，如師長及朋友介紹；（2）畢業生對於畢業後第 1 份工作與在

學時期所想像的落差，主要是有關產品製程技術的問題。設計時程不足所造成的時間壓力，是多數工設

畢業生面臨的工作困擾；（3）畢業生更換工作的原因，除環境因素如公司地點偏僻及公司經營問題等以

外，個人因素如想嘗試不同產業、同事及部門間溝通問題，也會影響畢業生選擇及轉換工作的意願；（4）

工業設計師的主要任務為設計提案，會因公司要求、呈現方法不同，應備知能而有所差異。其他如設計

研究、電腦輔助工業設計、材質研究、使用者介面設計等相關任務，則應具備碩士學歷或有較豐富設計

實務經驗者才能勝任；（5）設計工作多以團隊方式進行，新進人員在適應期間，常須加班以避免耽誤團

隊進度；（6）服務於不同產業的工設畢業生，認為學校課程對其工作的助益情形略有不同。研究結果有

助於了解工設畢業生的求職及就業現況，亦可作為後續編製畢業生調查問卷的基礎，並提供有關學用適

配及生涯輔導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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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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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美國及英國的產品/工業設計工作機會萎縮，而大學畢業生人數卻持續成長，導致工業設計人

才供過於求，就業競爭激烈（Evans & Wormald, 2005; Liu, 2005）。2006 年美國商品及工業設計師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designers）約有 48,000 個工作機會，其中 30%是自我雇用，15%是受雇於以

工程或專門的設計服務公司，其餘受雇於製造業（U. S. Department of Labor, 2008）。2008 年英國在設計

整體的就業機會是 193,969 個，其中有 42%（81,000）屬於產品/工業設計工作，31%是自我雇用 （Anonymity, 

2008）。英國高等教育統計局（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在 2007 年公佈約有 9%的創意藝術及

設計畢業生（2005-06）是失業的，迫使設計畢業生進入如銷售或餐飲業擔任服務生等低薪工作（Prior, Shen 

& Karamanoglu, 2007）。設計學生的供過於求是否構成問題，仍是個爭論議題。雖然並非所有主修藝術

設計的英國學生畢業後皆可從事設計實務工作，Weightman 和 McDonagh（2004）認為：「設計教育可

轉化的價值非常高－視覺覺知、分析技能、創造力、及溝通技巧的發展，使得設計學生在畢業後可追求

多樣性的不同生涯，在更廣泛的社群中拓展大家對設計的覺知。」換言之，設計師過剩是一項資產而非

問題。某些設計專業人士將設計師的過剩視為優勢，因為他們可以選擇最好的設計畢業生。然而，多數

把它視為人力的浪費，導致學生生涯的轉變或中斷、教育資源分配不當、國家人才培育政策不當等問題。 

工業設計畢業生的能力與產業需求及期待無法吻合，似乎是東西方共同關心的議題（Kaufman, 1998; 

Yeh, 2003; Liu, 2005; Career 就業情報，2003）。台灣自 1960 年代導入工業設計，迄今已近半個世紀，設

計業到了 1985 年形成了一個發展的高峰（翁註重，2005）。近十年當中台灣政府大力推動創意與設計產

業，加上產業的發展也到了成熟轉型的階段，因此工業設計師一職在台灣儼然成為顯學，工設系所畢業

生在職場上炙手可熱。除了中小企業紛紛設立設計部門，聘用工業設計人才，國際知名品牌如 Acer、

ASUS、BenQ 等大型企業也擴大其設計部門的編制，並大大提升了設計在企業的地位。由上述顯示，台

灣的政府及企業十分重視設計，期望藉由設計提高產品品質與國家競爭力。台灣在這幾年為因應國內產

業對創意設計人才的殷切需求，各大學紛紛增設工設相關學系，然而邊守仁及王鴻祥（2001）認為在國

內人口負成長情況下，仍陸續廣設工設相關系所後，所引發的招生與就業問題值得重視。此外，大學工

業設計教育的教學品質及畢業生素質如何也值得關注，是影響我國產業與經濟活動的重要因素之一（周

文智，2008）。 

由於台灣以升學為導向，學生從小到大多半把心思放在讀書考試上，能否完成每個階段的生涯發展

任務亟待評估（教育部訓委會，1994）。有研究指出台灣 56.9%的大一新生，是在高中畢業後才倉促決

定其所就讀的大學科系（廖述茂、朱崑中，2000）。此外，由於台灣的大學數量急遽增加，學生在大學

階段未做好生涯準備，導致大學所培育的人才與社會的需求之間存有落差（教育部訓委會，1994）。近

年來，政府及教育相關單位愈來愈重視畢業生畢業後之動向，除了在「2015 年經濟發展願景」第一階段

3 年（2007-2009 年）衝刺計畫中，將建立供需調查整合機制外，教育部也擴大辦理「最後一哩」就業

學程、「青來職場體驗計畫」、「千里馬計畫」及「獎勵大學卓越教學計畫」等，都是為了培育優秀人

才以供產業所用。此外，教育部自 2006 年起，將各校畢業生就業情形納入教學卓越學校指標及校務評鑑

項目，促使學校積極正視學校教育與產業需求的落差問題，期望有效提升畢業生就業率（教育部，2007）。

現今面對社會及科技的急速變遷，組織對其員工的工作內容及知能要求也隨之變動，負責培育社會各級

人力的學校機構，更需藉由定期的畢業生調查研究，以保持教育計畫的有效性及適切性（林秋燕，1991）。 

工業設計師應具備哪些知能，一直是設計教育界及實務界關心的議題（林輝亮，1995；Yeh, 1998;

葉雯玓，2001；Siegel, 2003；王鴻祥、邊守仁，2003；Liu, 2005）。根據報導顯示工設畢業生從事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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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不如預期（Career 就業情報，2003），學生學非所用的原因或許因人而異，這不僅影響了學生個

人的生涯規畫，也涉及工業設計人才養成及設計教育資源規畫，因此值得加以重視。本研究主要是以大

學工設畢業生的角度，透過其親身經驗以了解畢業後投入職場的情形及相關議題。研究成果有助於了解

畢業生求職時及就業後所面臨的問題，提供後續調查國內工設畢業生的就業情形，並針對學用適配提供

建議，以作為改進設計教育的參考。 

 
二、文獻探討 

2-1工業設計人力供需 

首先說明工設人才培育情形。楊靜及陳鳳雀（1999）將台灣工設教育的發展分為 6 個時期，分別為

1960 年代的萌芽期、1970 年代畢業生供過於求、1974 至 1984 年工設科發展陷入低迷、1984 年起工業設

計再度受到重視、1990 年起開始在大學層次設立工設系、1994 年至今漸向理論深耕的研究所邁進。1957

年台灣藝術專科學校成立美術工藝科，分「產品組」及「裝飾組」教學；明志工專在 1964 年成立了工業

設計科，成為台灣第一所正式培育工設人才的學校；1965 年台北工專及 1966 年大同工專分別成立了工

設科；1973 年大同工專改名為大同工學院，同年成大成立了工業設計系，是我國工設教育高教體系的開

端。1989 年起東海、大葉、華梵、雲科、實踐、朝陽、長庚等陸續在大學層次設立工業設計相關學系。

成大在 1991 年設立了國內第一所工業設計碩士班，2000 年台科大、雲科大、及成大設立了博士班。近

年來師範體系面臨轉型，設立設計相關系所等非師資培育科系，如高師大於 2002 年設立應用設計系 

（2005 年改為工業設計系）、北教大於 2004 年設立造形設計系。2004 年屏科大於將木材工業系改為木

材科學與設計系，2006 年雲科大增設了創意生活設計系。 

本文有關工業設計相關學系之界定，除了涵蓋以工業設計為系名以外（如成大、大同、高師大、東

海、長庚、華梵、大葉、雲科、北科、明志、聯合、朝陽），也包括工業產品設計（實踐）、商品設計

（銘傳、台南科大、和春、環球）、生活產品設計（樹德）、科技商品設計（嶺東），也涵蓋了以工商

業設計為系名的台科大及亞東 (前者在招生時分為工設組及商設組)。有些學校雖非直接以工業、產品、

或商品的設計為系名，例如造形設計（北教大）、應用藝術與設計（南華)、木材科學與設計（屏科大)，

作者根據上述科系所開設課程的內容、師資、學生作品形式、或畢業生出路等多重項目，與一般工業設

計科系進行比較。認定時採從寬原則，只要符合一般工業設計科系的基本內容，即認定為隸屬廣義的工

業設計類系。此外，有鑒於文化創意產業自 2002 年起被列為國家重點發展計畫，除了工業（產品）設計

系涉入文化商品的設計以外，工藝設計等相關學系也都積極參與，因此也將工藝設計（台藝大）、流行

工藝設計（高鳳）這兩系納進本文調查範圍。下頁表 1 依上述原則彙整了台灣 98 學年度（2009-2010）

29 所大學工業設計相關類系共 30 個（其中雲科大同時設有工業設計及創意生活設計 2 個學系）學士級

在學人數總計 7,318 人，97 學年度（2008-2009）畢業生為 1,264 人（教育部，2009）。相較於在 1980

至 1990 年期間，工設相關科系畢業生每年不到 200 名（黃啟梧、游萬來，1985），在 20 年之間畢業生

人數已增為原來的六倍以上。 

目前大學工設相關學系透過多元入學管道招收不同背景高中職生，因此同一班級中可能包括來自設

計背景的美工、廣告設計、室內設計科高職生，也有從未接觸過設計的普通高中生，以及模具、電子、

機械科等非設計背景高職生。來自不同背景高中職生在學習歷程、人格特質、興趣、性向有所差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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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能力也參差不齊。就讀後不僅面臨各種困擾及適應問題，對未來的生涯規畫也可能因人而異。為了讓

學生在接受通盤的設計及藝術基礎教育後，選擇自己有興趣或擅長的科系就讀，北科大於 2006 年設立創

意設計學士班，實施大一不分系，隨後台科大自 2007 年起開辦創意設計菁英班招收高中生，大葉大學也

於 2007 年成立設計暨藝術學院學士班。由上得知，目前台灣各大學增設工設相關學系，是否面臨如英美

國家工設人才供過於求的就業問題值得重視。 

表 1. 台灣工業設計相關類系四年制日間部在學及畢業人數 

學校名稱 系/組名稱 98學年(2009-2010)在學生1 97學年(2008-2009)畢業生2 

台灣藝術大學 工藝設計 136 29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 175 20 
台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 200 37 
大同大學3 工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 367 86 
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 223 54 
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 196 45 
東海大學 工業設計 156 43 
亞東技術學院4 工商業設計 220            48 
大葉大學 工業設計 386 47 
華梵大學 工業設計 342 49 
和春技術學院 商品設計 235 59 
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 272 43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 272 33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 241 56 
長庚大學5 工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 124 34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 454 54 
台灣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工設組 112 29 
南華大學 應用藝術與設計 184 49 
樹德科技大學 生活產品設計 498 119 
台南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 468 104 
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設計 174 48 
台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系設計組 352 30 
嶺東科技大學 科技商品設計 195 25 
高鳳技術學院 流行工藝設計 223 55 
屏東科技大學 木材科學與設計 232 45 
環球技術學院 商品設計 171 23 
雲林科技大學6 創意生活設計 220 0 
東方技術學院 流行商品設計 205 0 
親民技術學院 生活產品設計 168 0 
亞洲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 313 0 

總計 30系 7318 1264 
  100% 100% 
1係指 98 學年度（2009-2010）四年制日間部在學學生人數 
2係指 97 學年度（2008-2009）四年制日間部畢業生人數 
3於 94 學年度分為產品設計組及媒體設計組，97 學年度起獨立為兩個系，此為扣除媒體設計組後的人數 
4未分組招生，此為全體人數 
5於 95 學年度分為產品設計組及媒體傳達設計組，此為扣除媒體設計組後的人數 

6同一所大學設立 2 個工業設計相關類系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9）；製表：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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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在工設人才需求方面，根據經建會（2002）調查，工業設計不僅名列理工人才熱門排行榜的第

二名，平均每位工設畢業生有將近 4 個工作機會。行政院科技顧問組著手進行「產業科技人才短期供需

重點調查推估分析」報告，中期（2002-2007）而言，工設學士級需求為供給的 4.3 倍，碩博級人才需求

為供給的 1.3 倍；長期（2002-2011）而言，學士級需求為供給的 3.8 倍，碩博級人才需求供給平衡（Career

就業情報，2003）。再者，經建會（2006）分析台灣 2005-2015 年科技人力供需，推估工業設計仍需加

強培育人力以因應產業需求。產業對工設人才的需求殷切，然而工設人才的培育數量及素質能否滿足產

業界的需求呢？根據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協會的估算，台灣每年需要工業設計人才約 600-800 人，相對於

每年 1300 多名畢業生理應足夠，但企業界仍反映工設人才難尋（翁振宇，2003）。周文智（2008）訪談

三所私立科技大學工設相關學系，發現其畢業生實際從事工業設計相關工作的比例約為 50%-60%左右。

一項研究發現有 63%受訪者認為，台灣設計人才的專業訓練與實務界需求仍有差距（張文雄，1997），

美國工業設計畢業生的素質也不如預期（Kaufman, 1998）。這似乎顯示了設計學生在校期間的學習與畢

業後實際就業之間缺乏連結（Ball, 2002; Yeh, 2003）。 

2-2工業設計專業內涵 

要探討工設人才是否符合業界需求，首先要釐清業界真正需要設計人才從事的是怎樣的工作。早期

的工設畢業生曾因產業對設計的認識不足，而有就業不易或學非所用的困境。過去大部分公司把設計師

放在接近產品開發的末端，僅負責產品的外觀設計，大大降低了設計師對企業目標及策略有重要貢獻的

潛力。近年來由於全球化市場競爭，企業為推出符合消費者需求的創新產品，重新檢視產品開發流程，

主張由設計領導創新，讓設計師參與前端的產品概念發展與企畫。張文雄（1995）將工業設計工作分為：

（1）企畫設計：考量使用者需求作出產品構想的雛型；（2）工業設計：發展產品可能性的機會點與構

想，並予以視覺化傳達給別人；（3）機構設計：進行產品外殼及功能上的設計；（4）模型設計：將圖

面製作成立體模型。Yang、 You 及 Chen（2005）分析台灣企業招聘工設人才的相關職稱及其求才條件，

包括產品設計類、機構設計類、及其他類（產品企畫、設計專案管理、介面設計、包裝工程設計、電腦

輔助工業設計等），上述不同職稱所需的知能略有差異。 

 此外，工業設計人力可服務於不同型態的設計組織，例如企業的設計部門、設計顧問公司、個人工

作室、設計推廣單位、以及設計教育單位等。在企業設計部門工作的工業設計人才，根據參與產品開發

的不同階段，從事如產品企畫、概念設計、細節設計、機構設計、準備生產、設計管理等工作。一般而

言，大型企業或高科技產業內的設計部門，會根據產品開發過程中不同階段的設計任務，聘用如概念（設

計）研究員、機構設計師、工業設計師、設計專案管理師、電腦輔助工業設計師、人因研究員、或使用

者介面設計師等職務，各自專司其職；而受雇於中小企業或傳統產業的工業設計人才，通常其工作內容

較為廣泛，可能同時負責概念設計、細節設計、或電腦 3D 建模等設計任務（Yang et al., 2005）。 

 近年來新設計科技及流程的導入、數位工具及媒體的運用，加上隨時代演變而興起如互動設計、體

驗設計、快速成型、介面設計、永續設計、通用設計等新議題。這不僅影響設計教育的內涵，也徹底改

變了工業設計師傳統技能組合的價值及核心。這些轉變須謹慎地納入工業設計系的正規教育，以協助學

生為面臨設計的新轉變而做好準備。否則畢業生離開學校銜接實際的工作時，將出現尚未準備妥當、缺

乏自信、欠缺商業覺知及專業技能等問題（Ball, 2002）。綜合上述，一方面工業設計師的工作內涵及範

圍不同於過去；另一方面，除了擔任工業設計師以外，就業市場也提供了工設畢業生廣泛的就業機會。

學生在畢業時若未充份準備好就業所須的知識及技能，將無法滿足企業的期待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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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職業選擇及工作滿意相關文獻 

要探討職業選擇之前，首先界定 career 一詞。鄭金謀和邱紹一（2001）認為 career 可被界定為廣義

的「生涯」與狹義的「職業」，前者意味著個人在人生中透過學習、工作、生活等一切活動的進行，達

到自我實現的過程；後者代表個人在求職、求才的勞動供需市場中，從許多競爭者中嶄露頭角。本研究

探討畢業生的就業情形，因此對 career 採狹義的解釋。職業選擇就個人而言是進入職場，並在各種分類

當中決定自己喜好的一項決策態度或行為；就社會而言，個人職業選擇也是整合社會人力資源的分配適

當與否的問題。簡言之，個人職業選擇的行為不僅是符合自己本身的性向、能力與興趣的決定過程，也

是個人對社會政經環境變遷的自我成長與適應社會生活的行為反應（呂建國、孟慧，2002）。 

Super（1957）提出職業選擇的過程，包括成長（growth）、探索（exploration）、建立（establishment）、

維持（maintenance）、閒暇（disengagement）五個階段。而每個人的職業愛好、能力、及自我概念會隨

著時間、經驗而改變，因此職業的選擇與適應為一個連續的過程。探索時期（15-24 歲）為職業選擇的

關鍵階段，此階段的教育過程及工作歷練對就業選擇上頗具影響（羅仁志，2004）。Erikson 主張個人建

立自我統整的關鍵期約在 18 至 21 歲的大學階段，個人的選擇與決定對目前與未來生活的影響甚鉅（引

自楊智馨、林世華，1998）。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育社會可用的人才，因此大學教育將大大地影響大部

分人畢業後的職業選擇。 

工作滿意（job satisfaction）概念最早是由 Hoppock（1935）提出，他認為工作滿意的程度，可徵詢

工作者對工作情境的主觀反應，來判斷員工感到滿意的程度（謝文全，1990）。至今發展出不少相關理

論，如 Maslow（1954）的需求層級理論（need hierarchy theory），主張個人有生理、安全、愛與歸屬、

尊重、及自我實現等五個層次的需求，成為後續探討工作滿意的重要參考（羅仁志，2004）。張文智、

張鎮雄、許言（2005）調查我國工業設計從業人員工作滿意度與影響因素的關係，結果如下：（1）最滿

意前五項分別為：工作時有機會與他人建立友誼、工業設計單位的工作氣氛、上司能夠充分授權給部屬、

透過團隊工作方式達成任務、公司產品設計能力。最不滿意者為：公司對工設人員依工作表現獎勵入股、

與設計同業或其他異業交流的機會、出國參觀展覽與吸收新知、設計工作進度時間的充裕性、設計前提

供的市場定位與設計策略資訊；（2）影響工作滿意度前五項為：工業設計單位的工作氣氛、公司產品設

計能力、設計工作的成就感、公司對工業設計人員的成長機會、設計工作具有發揮創意的機會。 

2-4畢業生就業及設計教育相關研究 

有關畢業生就業調查大致可分為全體性及個別科系調查兩類。教育部與青輔會自 1962 年起針對專科

以上畢業生就業狀況進行調查，其調查方式是依據 18 類學科區分，因此無法從中得知各別科系的就業狀

況。多數學生認為目前工作與大學就讀科系相關，大學教育及主修科系對工作有幫助等（彭森明，2008）。

林大森（2007）以「台灣高等教育資料庫」為基礎，調查 91 學年度技職校院 4 年制畢業生畢業後流向及

出路，探討畢業生對母校的滿意度、繼續升學狀況及進入職場狀態。除了上述針對全體畢業生的就業調

查以外，有不少學者針對國內大學校院各科系畢業生的就業進行調查。例如圖書館系（林秋燕，1991）、

醫管所（施博文，1992；盧育誠，2000）、大專印刷系科（黃坤淋，1991）、台師大科技學院（李隆盛、

林坤誼、梅瑤芳、宗靜萍，2003）、交大交通運輸研究所（羅仁志，2004）、景觀建築科系（李麗雪，

2005）、舞蹈科系（郭佩珺，2005）。上述研究以問卷調查為主，調查內容包括就業動向及選擇、學用

配合情形、工作滿意度等。共通性問項包括就業狀況、獲得第一份工作所需時間、工作機會、工作性質、

勝任現職所需時間、工作機構、工作地點、工作時間、工作待遇、工作轉換狀況、獲得工作途徑、工作

與所修科系的關係、選擇及更換工作的理由、遭遇困擾、及進修等狀況。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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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學校、學校時制、在學成績、入學身份、課程選修、是否修輔系、持有證照、畢業時間、婚姻狀態、

戶籍所在區域等。 

近年來國內外探討有關設計教育的論文愈來愈多，包括工業設計的人才培育（Funk, 1998; Ratner, 

1998; 何明泉、賴明茂、張仲夫，1997；李永輝，1992；張文雄，1995&1997）、專業能力（Ball, 2002; Lewis 

& Bonollo, 2002; Siegel, 2003; Skaggs, 2002; Yeh, 2003; 王鴻祥、邊守仁，2003；周文智、黃台生、林士

源、李正輝，2003；林輝亮，1995；楊基昌、朱元祥、王明堂，2001；葉雯玓，2001；閻建政，2001）、

學習狀況（楊旻洲、翁甄薇、林豐隆，2002；楊敏英、游萬來、林盛宏，2003；廖珮泠，2004）、課程

（Tauke, Story & Ostroff, 2003; 王明堂、胡祖武、楊基昌，2001; 李映萩，1992; 葉眉君，2000）、及未

來方向（Findeli, 2001; Friedman, 2000; Giard, 1999; Kaufman, 1998; Levy, 1990; Owen, 1990; 蕭錫錡、鄭文

俊，2001）等。然而上述文獻多半是作者的個人論述或以訪談、調查設計教育工作者或設計主管的意見

為主，本文主要是以大學工設畢業生的角度，透過其親身經驗以了解學生畢業後投入職場的情形及相關

議題。 

 

三、研究方法 

由於國內外目前有關工設畢業生的就業研究與文獻十分有限，若將其他科系問卷直接拿來調查，恐

怕忽略了工設專業的特殊性。因此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了解工設畢業生的就業情形，以作為未來設計調

查問卷的基礎。以下分別陳述訪談對象、研究工具及流程。  

3-1訪談對象 

訪談對象為台灣工業設計相關學系的畢業生，且目前從事工設相關工作，包括取得學士學位後，繼

續深造取得碩士學位者。本研究以立意及方便取樣為原則，除了透過教師及畢業生推薦符合條件的受訪

對象以外，也透過 104 人力銀行尋找設有工設相關職位的設計單位，訪談前先確認受訪者是否符合條件。

此外，為了增加資料蒐集的完整性與豐富性，盡可能考量受訪對象的條件，如教育背景、工作的組織型

態、工作性質及職務。 

3-2研究工具及流程 

研究工具為半結構式訪談大綱，每場進行時間約為 40 至 100 分鐘，訪談地點為企業內會議室或會客

室、或企業外餐廳。在進行深度訪談前，先向受訪者解說訪談目的，給予訪談大綱，並請受訪者填寫基

本資料及工作轉換歷程後開始訪談。徵得受訪者同意後，以錄音方式記錄談話內容，之後將錄音內容謄

寫為逐字稿。訪談內容分為五部份：（1）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畢業學校及年度、及

選讀工設理由；（2）畢業後求職問題：包括待業時間、管道、熟悉實務所需時間、困擾或壓力、工作後

與在學時所想像的落差；（3）目前工作情況及內涵：管道、職稱、工作內容、所需資格與技能、工作模

式、上班時間、出差機會、是否影響個人生活、升遷管道、進修、待遇、最滿意及最不滿意之處；（4）

工作轉換歷程：從事過的每份工作及產業、職務、工作資歷、選擇原因、工作內容及更換原因；（5）學

用適配及建議：對學校所提供課程的看法與建議、對工設畢業生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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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發現 

4-1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總計訪談 12 位，表 2 彙整受訪者的個人資料。其中男性 10 位、女性 2 位；只有編號 E 已婚，其他

皆為未婚；畢業於一般大學及科技大學各有 6 位；5 位擁有碩士學歷：編號 J（國內外雙碩士）、編號 C

與編號 H（國外碩士)、編號 I 與編號 L（國內碩士），其餘 7 位皆為學士；編號 E 目前進修碩士在職班

中；編號 G 進修碩士 1 年後因考量該校畢業率不高及個人生涯規畫，因此決定休學儘早投入職場。工作

總年資最高為 14 年，最低為 4 個月；目前擔任職稱方面，有 8 位（工業）設計師、2 位設計研究專員、

1 位電腦輔助工業設計師、1 位使用者介面設計師。選讀工業設計的原因，包括對繪畫或（家具）設計有

興趣或能力、喜歡機械或汽車、性向、參觀新一代設計展、親友師長推薦、親友從事設計、考慮科系未

來就業的發展性、成績落點。 

表 2. 受訪者的個人資料 

編

號 
性

別 
大學畢

業時間 大學就讀系名 
最高 
學歷 

工作總年資
目前工作

組織型態
目前職稱 目前 

職稱年資 
目前 
薪資 

A 女 2005 工業設計 學士 2年5個月 
中小企業

設計部門
設計專員 10個月 31,000 

B 男 2005 工業設計 學士 2年3個月 
中小企業

設計部門
工業設計師 1年8個月 35,000 

C 男 2001 工業設計 碩士 2年7個月 
大企業 
設計部門

工業設計師 7個月 45,000 

D 男 2005 工業設計 學士 4個月 設計公司 設計師 4個月 NA 

E 男 2002 工業設計 學士 4年 
大企業 
設計部門

造形設計師 1年 NA 

F 男 2002 工業設計 學士 2年6個月 
中小企業

設計部門
工業設計師 2年6個月 4萬以內

G 男 2002 工業產品設計 學士 4年1個月 
中小企業

設計部門
工業設計師 1年2個月 5萬以內

H 男 2004 工業設計 碩士 2年9個月 
大企業 
設計部門

工業設計師 3個月 47,000 

I 男 2001 工業設計 碩士 2年4個月 
中小企業

設計部門
研究專員 2年4個月 NA 

J 男 2003 工業設計 雙碩士 3年3個月 
大企業 
設計部門

設計研究員 3個月 4萬多 

K 男 1995 工業設計 學士 11年 
中小企業

設計部門

CAID**與 
材質研究課課長 3年 5-6萬 

L 女 1993 工業設計 碩士 14年 
中小企業

設計部門
介面設計師 3年 6萬多 

**Computer Aided Industrial design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 

 
4-2畢業後求職情形 

因受訪對象限定為目前從事工業設計相關工作者，訪談後發現所有受訪者從第 1 份工作至今，均從

事工設相關職務。表 3 彙整 12 位受訪者的求職情形，包括尋找第 1 份工作的歷程及所花費的時間、起薪、

熟悉工作所需時間、困擾、工作與在學時之間的落差。由於應徵工業設計相關工作，多半被要求要準備

作品集，尋找工作所花費時間係指扣除準備作品集時間，從投遞履歷到找到工作所花費的時間。大致可

分為 3 類：（1）畢業前已開始準備作品集並投遞履歷（編號 E、F、G、I、J、L）；（2）畢業後才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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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作品集再投遞履歷（編號 A、B、H、K）；（3）畢業後先休息一陣子才開始準備作品集及投遞履

歷（編號 C、D）。扣除準備作品集時間，12 位受訪者從投遞履歷到找到工作平均所花費時間為 1.6 個

月，其中編號 I 花費 5 個月最長，編號 L 在畢業後立即被學校老師推薦進入所屬公司及編號 E 退伍前即

找到工作為最短。尋找工作途徑以人力銀行為主，其他如設計論壇等網路資訊、軍中職業介紹活動、報

紙徵才訊息、及老師推薦等。編號 D 的求職經驗如下：退伍後花了 4 個月時間準備作品集，又花了 2 個

月面試，他總共投遞履歷到 77 家企業，約有一半（30 幾家）有回應；不管喜不喜歡全都去面試，因為

他認為面試不僅可瞭解不同產業，更可訓練自己的口才。 

第 1 份工作起薪為 26,000 元至 35,000 元不等。超過 3 萬元以上的有 4 位，編號 I 與編號 J 是唸完碩

士後才就業因此起薪較高，編號 C 與編號 G 大學畢業後進入 ICT 產業，即有 3 萬元起薪。若將受訪者第

1 份工作所屬產業分為資訊及通訊（ICT）產業、設計公司、及其他產業，發現 ICT 產業平均起薪為 31,500

元，略高於設計公司（30,250 元）及其他產業（27,500 元）。受訪者目前的薪資如表 2 所示，從 31,000

到 6 萬多不等。編號 D 指出設計公司多半只看能力而不看學歷，而其他服務於企業設計部門受訪者則表

示，公司會依設計師的學歷而有不同起薪。此外，只有編號 D 所屬的設計公司會依加班時數給付加班費，

其他公司均採責任制而無加班費。 

表 3. 畢業後求職情形 

編

號 
找第一份工作 
花費時間* 

起薪 熟悉工作所需時間 工作與在學時的落差 困擾或壓力 

A 1.5個月 26,000 1個月 製程 同事間的溝通與互動不佳 
B 2個月 28,000 2個月 製程 時間壓力 
C 2星期 33,000 1星期 ID跟機構權責的分野 產品品質不符預期、主管保守 
D 2個月 27,000 仍在適應中 無 時間壓力 

E 退伍前即找到 NA 
1.5年可獨立作業

外派 NA 時間壓力 

F 1個月 26,000- 
30,000 3個月 無 時間壓力 

G 2個月 3萬多 1年 無 時間壓力 
H 1個月 28,000 半年以上 設計方向被限制 時間壓力 
I 5個月 35,000 1-1.5年以上 業界設計時限制太多 上層的管理問題 
J 1個月 34,000 1個多月 學校教的較廣 時間壓力 
K NA NA 1年多 非一開始即做設計 無 
L 畢業前即找到 2萬多 NA 無 時間壓力、研究經費不足 

*係指扣除準備作品集時間，從投遞履歷到找到工作所花費的時間 
 

受訪者畢業後剛投入設計工作，熟悉設計流程所需花費的時間從一週至一年半不等。第 1 份工作服

務於 ICT 產業的受訪者，其熟悉時間比起其他產業略長。有關在學時期對工業設計行業的期待與實際工

作後的落差：產品的材料及製程技術，學校的流程安排不同於業界，在學時期設計可天馬行空或以模型

呈現即可，但實際工作卻需面臨製程技術及公司製造能力問題，設計方向也因客戶需求而有所限制。編

號 D 在學時有去設計公司實習，編號 F 在學時即被灌輸一些量產及可行性的觀念，編號 G 在大四時即知

道 ID 的工作性質，加上第一份工作的環境賦予設計師很大權限及自由，編號 L 的第 1 份工作是進入學

校老師所屬的設計公司，設計流程與在學時差不多，因此他們四位都較未感到落差。編號 I 認為在學時

老師只講美好之處，加上未有實習機會，學生畢業後易受挫折。編號 J 則認為學校教的較廣，學生能做

的比業界需要的能力還多。編號 B 認為在校時覺得工業設計師可以創造自己想要做的東西，但實際工作

後才發覺很多事情都要以公司的利益及能力為考量。編號 C 在大學時就知道畢業出去後想法會被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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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仍認為大學時的設計要天馬行空，雖然實際在工作時都是為客戶設計，不過他其實也是為自己做設計。

例如他向老闆提案時通常會畫 1 個老闆想要的，另外 2 個畫對老闆來說較有挑戰性的提案。此外，他在

大學想像與目前工作的最大落差在於 ID 跟機構權責的分野。編號 F 表示其公司主要產品（如耳機）需

與使用者緊密接觸，因而十分注重使用安全性問題，這是在學時期未能想像到的。此外，有 11 年工作年

資的 K 表示，當初剛踏入職場時因不了解工程及製造技術，公司不敢讓他做設計，主要工作是先從 OEM

開始，根據客戶的設計稿安排如何生產，約過了一年多才開始畫設計圖。他認為現在的環境與以前不同，

現在畢業生一進公司即可直接做設計。I 透露在學期間所設計的作品在班上並不出色，未曾想過畢業後

會從事工業設計相關、甚至研究性質的工作。 

關於工作困擾或壓力方面，多數受訪者表示主要因時間不足而擔心交不出設計的壓力，包括開發時

間較短、同時工作及進修、兩天就要設計一個產品、多個案子同時進行、自己負責的案子要做完等情況，

或因同事表現優異讓自己備感壓力。工作上的困擾包括團隊合作而同事推卸責任、樣品課經常拖延打樣

進度、機構及工廠人員無法呈現出設計師要的感覺及品質、主管較保守、研究經費不足等同事間的溝通

互動及管理上的問題。 

4-3 目前工作內容與應備知能 

相較於第 1 份工作，受訪者獲得目前工作的途徑較為多元，除了透過人力資源網站投遞履歷以外，

有些是透過同學或學校老師介紹。編號 C 是留學回國前即鎖定要進入目前公司，編號 E 參加企業舉辦的

設計競賽，因獲得首獎及受評審青睞而獲得目前工作。有關 12 位受訪者目前的職稱、產業別、工作內容

及應備知能等，彙整如表 4 所示。8 位工業設計師的工作內容主要為設計提案，然而會依公司要求不同，

呈現方法也不一樣，所需技能也有所差異。例如編號 A、B、C 表示，決定設計提案通過與否的主管非設

計背景，無法根據手繪的設計圖判斷其未來實現的可能性，因此該公司的設計提案均以 3D 電腦圖呈現

完整概念；由於公司執行設計案是以獨立作業為主，工業設計人員需自行將模型發包，因此除了 3D 繪

圖軟體的技巧需熟練以外，與廠商溝通協調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十分重要。編號 D 任職於設計公司，其

工作內容除包括設計提案以外，還需外出與廠商及客戶開會、模型發包，設計提案則因案子需求以情境

圖、手繪圖稿或 3D 電繪圖提案。編號 E 為汽車造形師，該公司進行設計提案時以精細繪圖（電繪、手

繪）為主，因此手繪能力為應備技能。 

以下為其他工設相關職稱的工作內涵及所須知能。編號 I 擔任研究專員，負責對公司想發展的產品

先進行產業分析及市場研究，衡量該產品發展可能性並找出產品發展方向，也對公司發展失敗的產品進

行檢討及找出失敗原因。編號 J 為工業設計研究員，其工作內容隨著設計專案的執行可分為前、中、後

三個不同階段，每階段須執行的任務有所差異：（1）前段－負責將專案經理（project manger）對產品發

展方向的理念，傳遞給工業設計師，工作內容包括競爭者分析、造形趨勢研究等資料建立；（2）中段－

為確保工業設計師的設計方向未偏離產品發展目標，需透過開會溝通及審視；（3）後段－將最終產品設

計呈現給行銷人員，使其了解產品的設計理念，工作內容為資料製作。此外，編號 J 表示各階段的工作

均需製作簡報發表，因公司內部文件皆以英文傳遞，因此英文能力、簡報製作能力及口語表達能力為勝

任該職務的應備技能。編號 K 為電腦輔助工業設計與材質研究課課長，任務除了協助工業設計師建構電

腦 3D 模型以外，同時扮演設計與機構部門之間溝通的重要橋樑，協助產品設計理念能順利傳遞至機構

部門，因此須提供工業設計師在製程技術及成本上的諮詢，並協助尋找供應商。編號 K 表示擔任此職務

需具備豐富的實務經驗、細心的工作態度，此外，除了學校所學的工業設計專業外，也要學習工廠製造

技術的流程。編號 L 負責公司電子產品的介面設計，工作內容包括使用者測試、使用者需求研究、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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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的設計，且表示由於本身畢業後透過在職進修取得研究所學位，其研究領域為使用者介面，因此投

入此職，對於工設畢業生擔任此職的看法，他認為學生在學時可透過跨系修習相關課程，幫助了解軟體

應用、程式語言等專業，工設畢業生為了能勝任該項職務，仍需具備相關經驗或學歷較佳。 

表 4. 受訪者目前擔任職務、工作內容、及應備知能 

編

號 
產業別 職稱 工作內容 應備知能 

A 家具家用品 工業設計專員 產品設計提案、產品分析、 
市場研究、樣品跟催 

設計實務經驗、3D電繪 

B 家具家用品 工業設計組長 設計專案的執行，如設計提案、樣

品發包及跟催、設計圖面製作 
手繪、3D電繪、美感、 
設計概念、與廠商溝通的能力

C ICT* 工業設計師 以競圖方式提設計案，被選中的要

繼續與機構配合後續任務 
對設計的熱誠、手繪、英文 

D 設計公司 設計師 以小組方式進行設計案、研究不同

產業與材質、與廠商及客戶開會 
2D及3D電繪、手繪 

E 交通工具 造形設計師 以競圖方式提出汽車內外裝設計 2D電繪、手繪 
F 電聲產品 工業設計師 將產品設計的概念與電子、機構、

行銷做討論與整合 
思考與創意、軟體應用 

G ICT* 工業設計師 設計研究、設計提案 基本設計能力、人際溝通 
H ICT* 工業設計師 產品的外觀設計 設計想法、設計實務經驗、 

手繪、3D電繪 
I ICT* 研究專員 市場研究、產業分析 研究方法 
J ICT* 工業設計研究員 競爭者分析、造形趨勢、行銷與設

計 
的溝通橋樑、彙整資料給設計師 

英文、設計實務經驗、 
口語表達能力 

K ICT* CAID**與 
材質研究課課長 

CAID**、提供製程諮詢、 
考慮成本問題、找供應商 

設計實務經驗、細心、 
製造技術與流程 

L ICT* 使用者介面設計師 使用者測試及模擬、 
使用者需求研究、流程設計 

人機介面、研究方法 
使用者研究學經歷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資訊及通訊科技)  
**Computer Aided Industrial design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 
 

在企業設計部門及設計公司的工作內涵有所差異，工設畢業生須具備何種知能，應視學生以後要從

事何種設計職務。編號 E 認為在大公司通常分工較細，做造形的就不會做到企畫或 CAID，但在設計公

司就什麼都要做。若有人喜歡建 3D 模型，工設畢業後可去從事 CAID。另一方面，編號 E 認為設計公司

的工作型態是承接一個又一個設計案，產品類型、複雜程度、及所需的開發時間均不一樣，因此可擁有

較為多元且全面性的磨練。然而設計案能否如期完成或協助客戶賺錢都是未知數，可能發生結不了案、

收不到尾款的風險，因此國內設計公司的薪水通常不高。除了上述技能以外，編號 G 認為最重要的是與

人的相處及做事方法，不論是與同事、老闆或客戶的溝通均須花點心思。編號 C 認為設計師最重要的是

對設計的熱誠及看法。 

4-4工作時間與工作滿意度 

有關工作時間方面，3 位表示須常態加班方能完成任務，其他則表示須視情況偶爾加班，例如在案

子進度落後、公司要參展或參與設計競賽。編號 D、H、J 表示在剛接觸一份工作時，要花較多時間適應，

才需加班跟上團隊進度。反之，工作資歷較豐富的編號 K 及 L 表示，對於目前工作均可在正常上班時間

內完成。有關設計師的升遷管道方面，受訪者表示除非組織有擴編的預算，否則若上層未流動，下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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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變動，但公司仍會依據年資、個人能力、及對公司貢獻程度提升職等及調薪。至於設計師的在職訓

練方面，編號 D 表示該公司常集合設計師在公司內進行內訓，訓練內容包括材料運用、製程技術、專案

管理、及如何評估費用等課程。編號 H 表示公司會不定期安排各項課程，然而不是設計專業課程，因此

所有員工均可參加。編號 I 因工作所需經常參加產業趨勢等研討會，以掌握產業最新訊息。其他受訪者

則表示，在不影響工作情況之下，針對想進修的課程均可自行提出申請，公司多半支持員工進修。編號

D 表示為了體恤設計師辛勞，公司會不定期出資請設計師至國外參觀設計展。 

至於工作滿意度方面，從工作中學得實務經驗及設計產品被生產的成就感，是多數工業設計師最滿

意之處，其他滿意項目包括公司制度穩定、升遷年限固定、管理開明、自由發揮的空間大、環境良好、

人際關係良好。例如編號 G 很滿意公司給予設計師的自由度，亦即對設計方向的掌控，他認為老闆給的

自由空間倒像是另一種福利，讓設計師可以盡情發揮。至於不滿意的項目，包括設計師的發揮環境不受

重視、研究經費較為不足、薪資太低、公司營運狀況影響福利、工作環境不夠自由活潑、公司氣氛過度

自由而缺乏制度、公司地點偏僻等。例如編號 K 認為台灣設計跳脫不出 OEM 的影子，產品前段的思維

方式不夠靈活，規劃出來的產品無競爭力且不賣錢，加上領導的專案經理非工設背景，無法了解工業設

計師的想法。編號 G 較不在乎公司的待遇、福利等「硬體」，反而較重視工作的性質及環境等「軟體」，

例如能否在這份工作學到東西、扮演更重要角色。他認為若在一個大型企業工作很久，卻還是做些基層

的設計任務、沒有決策權、沒機會去嘗試新挑戰，縱使薪資高也會對這份工作感到厭倦。他認為工作環

境十分重要，只要選對環境，進入制度好的公司，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能跟著整個公司一起成長。因此

他認為找工作就像在找另一半：「也許她不是林志玲，但她就是對你很好、很在乎你，可以讓你去發揮

你的價值，這樣對你來說就是很好。」 

4-5工作轉換歷程 

工作轉換歷程係指畢業生在工業設計職業中，工作轉換情形與選擇、更換工作的原因。受訪者選擇

工作的因素可分為個人因素及環境因素，前者包括參加設計競賽受評審青睞、主管開明、對工作內容感

興趣、在校時領公司獎學金，簽約畢業後須服務 1 年、與研究方向相關而受老師推薦；後者如公司規模

較大、設計公司能接觸多元設計案，成長機會較多等。12 位受訪者選擇及更換工作的個人因素及環境因

素，彙整如表 5 所示。 

至於受訪者更換工作的次數及頻率，以編號 L 更換過 5 次工作為最高，由於擁有 14 年工作年資，

因此更換了 5 次應屬合理；若依更換頻率而言，則以編號 A 於 2 年 5 個月內更換了 4 次工作為最高。深

入了解其原因發現，除了如公司地點偏僻及公司經營問題等環境因素以外，同事間因工作方式無法協調

也是導致受訪者更換工作的因素。再者，編號 K、L 更換產業以了解不同產品類型的設計流程；編號 D、

J 則因不清楚本身興趣，因此選擇設計公司藉以接觸不同產業設計案，從中找到自己興趣，也藉此磨練

自己的設計技能。編號 K 原服務於運動器材產業多年，要嘗試不同產業而更換工作，然而新公司在禮品

產品開發流程不如之前的工作嚴謹，加上與同事間的溝通問題，於是又更換至目前工作（ICT 產業）。

一直服務於 ICT 產業的編號 H 更換工作原因，是因原公司只做到 ODM（設計代工），他須依照品牌公

司工設人員的需求及條件去提案，而新公司有做到 OBM（自創品牌），從零開始了解消費者需求及經銷

商反應後再由高階主管去定義方向，然後由工設人員去設計。由上得知，企業的經營策略為 OEM（製造

代工）、ODM、或 OBM，也會影響到工業設計人員的職務內涵及工作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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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受訪者更換及選擇工作的因素 

 因素 受訪者編號 
個人  ˙參加汽車設計競賽，受評審青睞 E 
      ˙主管開明 B 

      ˙對工作內容感興趣 A, C, E, F 

      ˙在校時領公司獎學金，簽約畢業後至該公司服務1年 L 

      ˙與研究方向相關而受老師推薦 L 

環境  ˙公司規模較大 A, B, G  

擇

選

工

作

原

因 

      ˙設計公司能接觸多元設計案，成長機會多 D, J 

A, K 個人  ˙同事及部門間的溝通有問題 
      ˙想更換產業 K, L 

環境  ˙工作地點太遠 A 
      ˙公司倒閉 A, L 
      ˙設計發揮空間受限制 B, C, H, K 
      ˙公司被併購 J 
      ˙公司營運不穩定 L 

更

換

工

作

原

因 

      ˙公司設計流程不專業 K 

4-6 學用適配及建議 

12 位受訪者針對在學期間，學校所提供課程是否有助於畢業後工作的看法如下。在傳統產業工作者

普遍認為，創意思考、3D 繪圖軟體、及製程技術相關課程對工作較有幫助。例如編號 A 認為選修設計

創作學程有助於如何思考、設計產品，但她未修 3D 電繪課程很吃虧，設計材料有助益但不夠深入。編

號 B 認為要多些概念性、製程技術方面、或與廠商合作開發的課程。編號 F 則認為思考與創意、3D 繪

圖軟體課程較有助益。服務於設計公司的編號 D 認為基本技法與製程技術方面較有幫助，他列舉製造程

序、材料加工、表現技法、手繪技巧、平面軟體應用都非常重要。在 ICT 產業工作的看法則較多元：編

號 G 主張要學習社會學課程；編號 H 認為造形雖很重要，但現在趨勢是以簡單造形搭配不同材質做變化，

因此學校應協助學生認識各類材質，此外，與不同領域的人接觸以增加不同視野及想法；編號 I 認為大

學課程對研究專員職務的幫助較少，研究所論文內容的助益也不大，主要是學到研究方法；編號 J 認為

如 Pro-e 等 3D 電繪軟體、產品語意學、生產概念較有助益；編號 K 認為創意思考較有幫助。 

受訪者對學校及老師的建議如下：編號 C 認為設計本來就沒有對錯，因此老師應去發掘而非修正學

生的設計方向，例如學生設計了一樣東西，老師覺得有一個好的優點，其他都是不好的，這時不應要學

生去修正他不好之處而是去引導其優點以蓋過缺點，這樣可讓更多有天份的學生做出更多可看的設計。

編號 I 認為老師要負責告訴學生現在的職場是什麼樣貌，不能讓他們抱著理想的憧憬出來會遇到挫折，

此外，學生要去爭取實習機會或出國交流，不僅對日後工作有所幫助，也較不排斥英文。 

 

五、結論與建議 

目前有關畢業生就業研究多數是以問卷調查為主，調查內容包括就業動向及選擇、學用配合情形、

工作滿意度等。國內外有關工設畢業生的就業研究十分有限，若將其他科系問卷直接拿來調查，恐怕忽

略了工設專業的特殊性。本研究主要是以大學工設畢業生的角度，透過深度訪談其親身經驗了解學生畢

業後投入職場的情形及相關議題，包括畢業後求職問題、目前工作情況及內涵、應備知能、工作轉換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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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及學用適配。並補足就業調查相關文獻中，未涵蓋工業設計專業的特殊性，如更換工作原因、工作

性質、工作遭遇困擾等問項，以作為未來進行畢業生就業調查時擬定量化問卷的重要依據。本研究屬於

初探性研究，因此研究發現並非最終的研究結論。本研究發現摘要如下： 

（1）工業設計系學生畢業後第 1 份工作多透過人力銀行獲得，其後獲得的途徑較為多元，透過師長

及朋友介紹者不在少數；（2）畢業生對於畢業後第 1 份工作與在學時期所想像的落差，主要是產品製程

技術問題，此外也會因擔任職務與組織型態的不同，產生不同的落差。設計時程不足所造成的時間壓力，

是多數工設畢業生面臨的工作困擾；（3）畢業生更換工作的原因，除環境因素如公司地點偏僻及公司經

營問題等以外，個人因素如想嘗試不同產業、同事及部門間溝通問題，都會影響畢業生選擇及轉換工作

的意願；（4）工業設計師主要任務為設計提案，然而會因公司要求，呈現方法不同，應備技能也有所差

異。其他如設計研究、電腦輔助工業設計、材質研究、使用者介面設計等相關工作，對於大學剛畢業的

工業設計系學生較為吃力，如研究員須具備碩士學歷、電腦輔助工業設計與材質研究需擁有豐富設計實

務經驗、使用者介面設計師也需擁有相關工作經驗或教育背景較為適任；（5）設計工作多以團隊方式進

行，新進人員在適應期間，會常加班以避免耽誤團隊進度，此現象隨著時間日益熟悉設計流程而獲得改

善；（6）服務於不同產業的工設畢業生認為學校課程對工作的助益情形略有不同，任職於傳統產業者認

為學校課程有助於設計思考與製程；由於設計公司的設計案時程較為緊湊，因此任職於設計公司的工設

畢業生認為基本技法及軟體應用的純熟度對工作的幫助較大；任職於科技產業者對於學校課程對工作助

益的看法則較為多元。 

工業設計是一項整合性專業，涵蓋工學、商學、人因工程、及美學等範疇，本研究結果顯示工設畢

業生第 1 份工作與在學時期所想像的落差，主要在於產品製程技術問題，受訪者在學時有實習經驗，踏

入職場後的落差及適應較少。如何增加工設學生的設計實務經驗，並協助其就業及安置是亟需重視的課

題。此外，研究結果顯示工業設計科系畢業生可就業的職稱廣泛，除了擔任工業設計師以外，亦可擔任

設計研究專員、電腦輔助工業設計師、使用者介面設計師等職務。因此需提醒工設學生在找工作時，不

應只局限於“工業設計師” 的職稱，應包含如機構設計、產品企畫、設計管理、介面設計、設計研究、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等相關職稱。 

探討工業設計師應具備哪些專業知能的文獻不少，但多半是以一般性或廣泛性的觀點，因此所歸結

出工業設計師應具備的重要知能多達 43 至 60 項（林輝亮，1995；Yeh, 1998；葉雯玓，2001；Siegel, 2003）。

理想上，每位工業設計師應具備上述每項知能，但是這些知能涵蓋範圍廣泛、數量眾多，工業設計學生

不太可能樣樣具備。此外，在企業設計部門工作的工業設計人才，在產品開發的每個階段從事不同的設

計角色，所需的知能應有所差別。例如有位受訪者自認為在學期間的設計能力並不出色，未曾想過畢業

後會從事工業設計相關的工作。因此有系統地彙整工業設計職業資訊，提供有關工業設計畢業生可就業

的相關職稱、工作內涵、應備知能、生活型態、薪資等資訊，讓來自多元背景的工設學生可根據其興趣

及性向以規畫未來生涯，期望降低工設畢業生未從事本行的比例。 

受限於時間及人力，本研究訪談對象是以目前從事工業設計相關工作的畢業生為主。然而參與對象

的條件分布上有改進空間，例如女性、5 至 10 年工作年資、服務於設計公司的受訪者偏少。針對未來後

續研究的建議，一方面以問卷調查國內大學工業設計系畢業生的就業情形，另一方面，針對目前未從事

工業設計相關工作的畢業生，了解其轉行的原因，以提供設計教育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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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ial design (ID) in Taiwan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five decades, and th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need to review how well their graduates have adapted and developed in the 
workplac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ID graduates’ employment in Taiwan.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twelve ID graduates to understand their job-seeking 
and employment situations including job-changing history, job-finding problems after graduation, 
current work situation and content, personal recognition of the matching between curriculum in 
the school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in the workplace, and other related suggestions. 
Discoverie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major approach to finding a job is through job 
mediating online services, as well as friends and teacher’s recommendation. 2) The interviewees 
claimed that the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perception of the design profession in the school 
year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workplace is a lack of knowledge of product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The major distressful situations in the workplaces as recognized by the interviewees 
are time stress caused by insufficient time to carry out a design project. 3) The reasons to choose 
and change jobs for the interviewe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main categories: personal factor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5) Some new entry designers need to work overtime regularly to 
complete job assignments, and the rest need to work overtime occasionally when an assigned job 
task is behind schedule. 6) The interviewees working for various industries perceived school 
curricula with different benefits. Based on the findings, some suggestions for design education 
and further studies are thus proposed. 

Keywords: Industrial design, Design education, Employment, Gradua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