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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近三年公辦職業訓練情形統計分析 

壹、前言 

     本市為南部工商服務業重鎮，產業發展所需，對專業技術人力需求

種類及數量相當多，目前以服務高雄市民為主的公辦職業訓練機構，以高

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

訓練局所屬南區職訓中心為主，而本中心透過產訓合作模式，由產業界提

供實習及就業機會，招訓聯合面試並由本中心負責訓練規劃及執行以就業

為導向的產訓專精訓練課程，直接與企業接軌及提供實習就業機會，創造

「勞」「資」「訓」三贏契機。 

     2010 年底縣市合併後，在市府財政量入為出政策下，經歷預算齊一

性統刪，如何在有限資源下賡續提供優質訓練課程及就業服務品質，需要

重新檢視；本文特依據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民國

99 至 101 年度職業訓練計畫執行統計表」、法定預算書及本中心各組室等

相關統計資料，對訓練人力及班別、訓練經費單位成本、現有訓練財產設

備概況、職前職業訓練班別辦訓情形及訓後滿意度等主題進行分析，俾供

相關單位研擬經營管理及資源配置之參據。 

      

貮、綜合分析 

一、訓練人力及班別配置 

    訓練人力區分為行政人員，醫療人員及訓練師三類，其中訓練師分為

內聘(含正式及約聘僱)訓練師及外聘訓練師，由表 1 可知： 



 3

 

 

(一)近三年訓練師人數以外聘訓練師人數為最多、正式訓練師次之、 

    約聘僱訓練師最少，應與市府執行人事員額控管政策有關；行政 

    人員 5 人及醫療人員 1人，遠低於訓練師人數，尚無存在行政人 

    員過多情形。 

(二)101 年度本中心開設 14 班訓練 271 人，較 99 年度開設 15 班訓練 315 

    人及減少 1班及 44 人，較 100 年度開設 16 班(含與環保局合作木 

    工家具創意維修班)訓練 362 人減少 2班及 91 人。 

(三)平均而言，本中心「師生比」在 4~5 人間，一名訓練師教導 4 至 5 

    名學員。 

 

 

                    表 1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近三年訓練人力及班別配置概況 

                                                                        單位：班、人 

訓練人力 

訓練師 

內聘 

年度 

開設
訓練
班別 總計 

行政
人員 

醫療
人員 合計 

a 小計 正式 約聘僱 

外
聘 

開訓人員 

b 

師生比 

b/a 

99   15 68 5 1 62 9 6 3 53 315 5.08 

100   16 79 5 1 73 9 6 3 64 362 5.00 

101   14 73 5 1 67 8 5 3 59 271 4.04 

102/6    9 70 5 1 64 8 5 3 56 157 2.24 

資料來源：自辦職訓組、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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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訓練經費單位成本及現有訓練財產設備概況 

(一)訓練經費單位成本概算：訓練經費來源分為公務預算、中央 

     補助及自籌財源三項，由表 2可知： 

   1.全部皆以公預預算來辦理職業訓練，無中央補助或自籌財源， 

     配合市府齊一性預算統刪政策，訓練經費日益減少，至 102 年 

     預算已減至約 1,000 萬元可供辦訓。 

   2.訓練計畫經費充分運用，執行率近三年皆達規定九成以上，均 

     達計畫預期成果。 

   3.開設 1班平均需訓練經費 80 萬 9千元，並使用訓練經費 3 萬 9 

     千元來訓練 1名學員。 

      

            表 2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近三年訓練經費執行概況 

                                                                  單位：千元、班、人 

訓練經費 

年度 

開設 

訓練 

班別 

a 
總計 

b 

公務 

預算 

中央 

補助 

自籌 

財源 

訓練 

經費 

支用 

c 

訓練
執行
率 

d 

開訓 

人數 

e 

平均每班 

訓練成本 

b/a 

平均每人
訓練成本 

b/e 

99   15 11,897 11,897   0   0 11,796 99.2% 315 793 38 

100   16 12,337 12,337   0   0 12,135 98.4% 362   771 34 

101 14 12,096 12,096   0   0 11,779 97.4% 271   864 45 

平均 15 12,110 12,110 0 0 11,903 98.3% 316 809 39 

102/6 9 10,973 10,973   0   0  -   -    157     -   - 

資料來源：會計室(99~102 年法定預算書及決算報告)、自辦職訓組。 

註：1.訓練經費係以公務預算(不含預備金)、中央補助及自籌財源三者合計，公務預算以法定預算書「業 

    務計畫-職業訓練(不含分支計畫「全國技檢」及「委外職訓」)」計算。 

  2.「-」表示無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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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現有財產設備概況：「財產」係指金額超過 1萬元以上且使用 

      年限在兩年以上之動產(含機械及設備、交通及運輸設備及雜 

      項設備)，由表 3可知： 

    1.102 年 6 月底，公費培訓班現有財產設備計 441 台，其中 179 

      台未達使用年限，262 台已超過使用年限可報廢但仍繼續使 

      用，使用年限超過 1~10 年 132 台，超過 10 年已上 130 台。 

    2.現有設備計超過一半(59.4%)為己超過使用年限之訓練設備， 

      其中使用年限超過 10 年已上仍在繼續使用比例 29.5%。 

 

 

           表 3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公費培訓班現有財產設備概況 

                                     102 年 6 月                  單位：台，% 

超過使用年限設備數 

總計 

(比例) 

未達使用年限

設備數         

   (比例) 

小計 

(比例) 

設備使用年限超過 

1~10 年(含) 

(比例) 

設備使用年限超過 

    10 年以上 

      (比例) 

    441     179   262        132        130 

   (100)     (40.6)  (59.4)        (29.9)        (29.5) 

     資料來源：行政組、財政局動產保管單位別清冊。 

     註：「財產」係指金額超過 1 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兩年以上之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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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前職業訓練班別辦訓情形 

    開設訓練職類有工業類、商業類及家事類等，參考就業市場調查、職

業訓練規劃研究計畫或其他縣市辦訓模式等來研擬開設班別，如下表 4

可知： 

(一)「開訓人數」99 年度 315 人，100 年度 362 人，101 年度 271 人。 

    「退訓人數」99 年度 19 人，100 年度 13 人，101 年度 10 人。 

    「結訓人數」99 年度 296 人，100 年度 349 人，101 年度 261 人。 

    「就業率」99 年度 61.49%，100 年度 75.93%，101 年度 82.38%。 

(二)99 年度開設 15 班，就業率 50%以上計 10 班(66.7%)，除三年制 

    高級精密機械班外，以第 1 梯次電機修護班就業率 75%最高，就 

    業率不到 50%計 5 班(33.3%)，以第 2梯次電腦實務應用班就業 

    率 35.29%最低，且就業率低於 50%之 5 班中訓練職類屬電腦類及 

    餐飲類即占 4班。 

(三)100 年度開設 16 班，就業率 50%以上計 14 班(87.5%)，除三年制 

    高級精密機械班外，以第 1 梯次食品烘培班就業率 100%最高， 

    就業率不到 50%計 2 班(13.5%)，以第 1 梯次旅館餐飲實務班就 

    業率 37.50%最低，且就業率低於 50%之 2 班中訓練職類屬電腦類 

    及餐飲類即各占 1 班。 

(四) 101 年度開設 14 班，就業率 50%以上計 13 班(92.9%)，除三年 

     制高級精密機械班外，以第 2梯次食品烘培班及美容 SPA 班就 

     業率 100%最高，就業率不到 50%計 1班(7.1%)，為米麵食創意 

     班就業率 47.06%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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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職前職業訓練班別辦訓情形表 

  
 單位：小時、人、％    

年度 訓練班別名稱 
訓練 

職類 

訓練時

數 
預訓人數 

開訓人數

a 

退訓人數

b 

結訓人數

c=a-b 

就業人數

d 

就業率

f=d/c*100％ 

電腦實務應用 電腦 812 20 18 2 16 7 43.75% 

餐飲實務 餐飲 812 20 16 0 16 7 43.75% 

整體造型 美容 812 20 20 1 19 11 57.89% 

汽機車修護 汽車修護 812 20 23 0 23 15 65.22% 

電機修護 電機 812 20 20 0 20 15 75.00% 

水電 水電 812 20 19 0 19 13 68.42% 

食品烘焙 烘焙 812 20 20 5 15 10 66.67% 

99 

年 

第 

1 

梯 

次 

高級精密機械(十

一)(三年制) 
機械 4872 30 38 1 37 37 100.00% 

電腦實務應用 電腦 812 20 19 2 17 6 35.29% 

旅館餐飲實務 餐飲 812 20 20 1 19 7 36.84% 

美容美髮沙龍 美容、美髮 812 20 19 0 19 13 68.42% 

汽機車修護 汽車修護 812 20 23 3 20 10 50.00% 

電機修護 電機 812 20 20 0 20 11 55.00% 

水電 水電 812 20 21 2 19 8 42.11% 

99 

年 

第 

2 

梯 

次 

食品烘焙 烘焙 812 20 19 2 17 12 70.59% 

99 年度 合計  16,240 310 315 19 296 182 61.49% 

電腦實務應用 電腦 812 20 18 0 18 8 44.44% 

旅館餐飲實務 餐飲 812 20 16 0 16 6 37.50% 

美容美髮沙龍 美容、美髮 812 20 20 0 20 15 75.00% 

 

 

 

 

 

 汽機車修護 汽車修護 812 20 20 0 20 17 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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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訓練班別名稱 
訓練 

職類 

訓練時

數 
預訓人數 

開訓人數

a 

退訓人數

b 

結訓人數

c=a-b 

就業人數

d 

就業率

f=d/c*100％ 

電機修護 電機 812 20 19 0 19 16 84.21% 

水電 水電 812 20 20 0 20 11 55.00% 

食品烘焙 烘焙 812 20 20 0 20 20 100.00% 

100 

年 

第 

1 

梯 

次 

 

高級精密機械(十

二)(三年制) 
機械 4872 50 49 1 48 48 100.00% 

美容 spa 實務 美容 516 25 23 0 23 20 86.96% 

髮藝造型實務 美髮 516 25 21 2 19 14 73.68% 

旅館餐飲實務 餐飲 516 25 22 6 16 13 81.25% 

食品烘焙 烘焙 516 25 24 1 23 18 78.26% 

電腦實務 電腦 516 20 20 1 19 10 52.63% 

水電 水電 516 25 25 1 24 18 75.00% 

電機控制 電機 516 25 23 1 22 15 68.18% 

 

100 

年 

第 

2 

梯 

次 

 

機車修護 機車 516 25 22 0 22 16 72.73% 

100 年

度 
合計  14,684 385 362 13 349 265 75.93% 

木工家具創意維修 木工 960 12 12 0 12 6 50.00% 

美容 spa 實務 美容 452 20 20 0 20 17 85.00% 

美髮設計師養成 美髮 452 20 19 0 19 18 94.74% 

餐廳服務及飲料調

製實務 
餐飲 452 25 20 0 20 15 75.00% 

食品烘焙 食品 516 20 20 1 19 16 84.21% 

101 

年 

第 

1 

梯 

次 

 

高級精密機械(十

三)(三年制) 
 機械 4872 35 20 0 20 20 100.00% 

米麵食創意 餐飲 516 20 21 4 17 8 47.06% 
101 

年 

第 電機控制 電機 516 20 18 1 17 11 5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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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訓練班別名稱 
訓練 

職類 

訓練時

數 
預訓人數 

開訓人數

a 

退訓人數

b 

結訓人數

c=a-b 

就業人數

d 

就業率

f=d/c*100％ 

美髮設計師養成 美髮 516 20 19 1 18 17 94.44% 

食品烘焙 食品 516 20 22 2 20 20 100% 

室內配線 水電 516 20 20 0 20 13 65% 

汽機車修護 汽車修護 516 20 20 0 20 18 90% 

美容 SPA 實務 美容 516 20 20 1 19 19 100% 

2 

梯 

次 

 

時尚餐飲實務 餐飲 516 20 20 0 20 17 85% 

101 年

度 
合計  11,832 292 271 10 261 215 82.38% 

高級精密機械(十

四)(三年制) 
 機械 4872 35 37 7 30 - - 

米麵食創意 餐飲 684 20 19 2 17 - - 

電機控制 電機 684 20 20 1 19 - - 

美髮設計師養成 美髮 684 20 20 2 18 - - 

食品烘焙 食品 684 20 20 0 20 - - 

水電裝修實務 水電 684 20 20 1 19 - - 

汽機車修護 汽車修護 684 20 20 1 19 - - 

美容 SPA 女子實務 美容 684 20 20 2 18 - - 

102 

年 

第 

1 

梯 

次 

時尚餐飲實務 餐飲 684 20 18 0 18 - - 

資料來源：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民國 99 至 101 年度職業訓練計畫執行           

          統計表」、自辦職訓組 

註：「-」表示無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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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訓學員對內聘訓練師滿意度調查 

    由101年度第1梯次至102年度第1梯次受訓學員對內聘訓練師滿意

度調查表資料，如下表 5 可知： 

    水電裝修實務班(室內配線班)累計滿意度分數最高 17.94 分，排名第

1，汽機車修護班累計 17.59 分次之，排名第 2，食品烘培班累計 17.31

分再次之，排名第 3；滿意度排名最末為電機控制班，累計 15.97 分。 

    表 5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受訓學員對內聘訓練師滿意度調查 

                                                                       單位：分、名 

班        別 

梯次 
食
品
烘
焙
班 

電
機
控
制
班 

電
腦
實
務
班 

(
室
內
配
線
班) 

水
電
裝
修
實
務
班 

汽
機
車
修
護
班 

(

髮
藝
造
型
班) 

美
髮
設
計
師
養
成
班 

美
容

S
P
A

女
子
實
務

班 

(

時
尚
餐
飲
實
務
班) 

旅
館
餐
飲
班 

米
麵
食
創
意
班 

100 年 

第 1 梯次 
3.96 3.95 3.74 4.38 4.55 3.92 3.92 4.22 - 

100 年 

第 2 梯次 
4.43 3.64 4.26 4.32 4.26 4.24 3.97 4.52 - 

101 年 

第 1 梯次 
因逢配合市府招商政策，職訓中心由小港搬遷至大寮捷運站，未辦理調查。 

101 年 

第 2 梯次 
4.32 3.68 停班 4.54 4.08 4.52 4.22 3.94 3.00 

102 年 

第 1 梯次 
4.6 4.7 停班 4.7 4.7 4.5 4.1 3.9 3.23 

合計 17.31 15.97 - 17.94 17.59 17.18 16.21 16.58 - 

排名 3 7 - 1 2 4 6 5 - 

資料來源：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民國 99 至 101 年度職業訓練計畫執行 
          統計表」、自辦職訓組 
註：1.調查分數等第 5 分為非常滿意、4 分為滿意、3 分為尚可、2 分為不滿意、1分為非常不滿意。 

    2.「-」表示無數值 

 



 11 

 

參、結論與建議 

    就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民國 99 至 101 年

度職業訓練計畫執行統計表」、法定預算書及本中心各組室等相關資料統

計結果，將本分析重點進行歸納結論並提出建議如下： 

(一)結論 

  1.訓練人力以外聘訓練師為主，行政人員、醫療人力及內聘訓練師皆無 

    增加，並配合市府員額政策列精減 1 位訓練師。 

  2.「師生比」在 4~5 人間，平均一位訓練師教導 4~5 名學員。 

  3.訓練經費全部依賴公務預算，無中央補助或自行籌措財源，以內部控 

    制角度而言，易受市府財政狀況影響，產生系統性風險。 

  4.開設 1 訓練班別平均需經費 80 萬 9 千元；以訓練經費 3 萬 9千元來 

    訓練 1 名學員。 

  5.現有訓練用設備 59.4%為超過使用年限仍在使用，未達使用年限訓練 

    設備為 40.6%，換言之，每 2 台訓練用設備就有 1.68 台是超過使用 

    年限仍在使用。 

  6.「退訓人數」逐年減少，「訓後就業率」逐年增加。 

  7.受訓學員對內聘訓練師累計滿意度分數至目前為止以「水電裝修實務 

    班(室內配線班)」最高，「電機控制班」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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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1.針對本中心訓練人力以外聘訓練師為主，建議由現行齊一性每節 400 

    元「最低」授課鐘點費支給標準，評估在符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 

    訓練局外聘訓練師資格者認定1下，支給標準提高，藉以增加民間優 

    秀訓練師進入本中心授課意願，提升外聘訓練師的「質」。 

  2.因應市府量入為出的政策，預算規模逐年下降，而本中心又全以公務 

    預算為訓練經費來源，建議評估其他替代方案如以中央補助款或自行 

    籌措財源方式開設屬收支對列專班2、適度結合民間或學校(公私立大 

    學)資源及與其他中央機關(如法務部高雄監獄或經濟部南科管理局 

    等)及市府其他局處(如環保局或農業局等)共同合作辦訓等方式進行 

    資源整合配置以減低系統性風險。 

  3.現有訓練用設備 59.4%為超過使用年限仍繼續讓受訓學員使用，此易 

    導致設施機械設備維護費用提高及增加學員因操作老舊設備而受傷 

    的風險，建議提列專案計畫(先期作業)循本市預算編列程序審查，辦 

    理老舊設備的汰換更新，以提供受訓學員優質訓練設備。 

  4.受訓學員滿意度調查除針對內聘訓練師外，為獲完整資訊供日後辦訓 

    參考，可評估擴大調查對象至其他訓練人力(如外聘訓練師或行政人 

    員)及擴大調查項目如增加受訓學員對「訓練教學環境」或「訓練設 

    備」的滿意度調查。 

                                                
1
 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外聘師資資格及鐘點費支給標準，符合助理訓練師資格者支給

標準比照教育部講師支給每節 575元、副訓練師資格者支給標準比照教育部助理教授支給每節 630元、

正訓練師資格者支給標準比照教育部副教授支給每節 685元，餘符合資格專案簽准最高支給 795元。 
2
 「自行籌措財源」如以訂定職訓場域場地租借收費要點之場地租借收入或報名費收入作為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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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針對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於民國 100 年度財務收支及單位決算審

核通知及民國 99 至 101 年度(1 至 6 月份)辦理職業訓練計畫執行

成效審核通知事項，內容中提及要求針對就業率欠佳班別注意督

促檢討改善及間有自辦職訓學員訓後無就業意願，影響訓練資源

運用效能等問題，建議針對審計處審核通知事項對就業率欠佳班

別研擬停班或訓後無就業意願學員研議建立賠償機制，並賡續向

學員強調本中心公費培訓以訓後就業為主要目的，俾利妥適運用

訓練資源。 

  6.配合中程施政計畫(102~105 年度)內興辦事項，把握零基預算精

神，適時對現有計畫執行成效與資源分配妥為檢討，並提列與時

俱進之創新計畫(如檢討後自 102 年起停辦現有「技能競賽」分支

計畫並提列 103 年其他需求「青少年職場全能體驗營計畫」及「產

學訓攜手合作訓用合一計畫」)，藉以強化多元職業訓練，提升求

職技能，並優化就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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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符號解釋符號解釋符號解釋符號解釋    

    

統計專題分析所用各種符號之代表意義如下： 

  0 ：表示數值不及半單位 

  - ：表示無數值 

  ...：表示數值不明 

 (D)：表示不陳示數值以保護個別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