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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專刊 

吹捧熱門科系害死學生！ 洪雪珍：餐飲、設計現在很慘 生活中心／綜合報導

    yes123 求職網資深副總經理洪雪珍日前在臉書上貼文，表示 10 年前媒體吹捧「未來是服

務業、品牌附加價值的時代」，讓各大專校院、高職不停開餐飲、設計 2個科系，造成人才過

度飽和，跟廣設大學造成的問題一樣，反而讓低薪變成這個領域的普遍現象，「你說，是不是

害死人？」 

根據教育部統計，高職餐飲群科目前的學生人數有 6.5 萬，每年增加約 3千人，近年雖比

以往趨緩，但還是最熱門的高職科系；不過餐飲科媒合的企業實習多半是到大飯店當接待員，

出社會之後卻多尋找小餐廳的工作，經營模式不同、無法馬上上手內場、管理的工作，但外場

替代性高、低薪、辛苦的環境，也讓許多學生後悔「早知道不要讀餐飲！」 

    中研院士王平認為，先進國家各產業的就業人口與產值，都是農業固定往下、工業呈現鐘

型、服務業往上，只有台灣工業持平、服務業趨緩甚至往下，產學之間又有極大的落差、無法

連結；教育部從 104 年開始限制餐飲科的招生名額再擴張，去年更開始往下修，近年更鼓勵學

生讀理工科系，在在顯示台灣目前還沒有讓服務業升級的環境、現在讓學生讀餐飲只是受到更

多的壓榨。 

    另一個崩潰的科系則是設計系，「美學」的時代開始重視品牌價值、視覺行銷，但設計系

太多、培育人才太多，各校提供的訓練參差不齊，加上產業無法給予這麼多相應的職缺，一旦

有人以代工模式的「美工」、「美編」等職位接案，業主就更會覺得「高品質的設計師根本不

需要，只要找個會畫圖的就好」，讓產業更加惡化，即便有好的職缺，也會因為僧多粥少的情

況而削價競爭。 

    洪雪珍說，這 10 年來的媒體，都在塑造一種服務業興起的現象，新時代的成功偶像也不

再是企業主郭台銘、張忠謀等，而是麵包師吳寶春、主廚江振誠；學校為了招生，也順應學生

的興趣大開不同科系，造成了與廣設大學同樣的結果，「所以，談熱門科系是不是害死人？」 

   不過這樣的問題還是有辦法解決，洪雪珍說，以往一個科系搭配一個職務，但現在強調跨

領域應用的能力，像餐飲科如果是料理專長，或許可以到電視台當烹飪節目企劃，如果是外場

專長，「這種記憶力、應變、快手快腳，是鎖有企業都愛用的能力」，只要不限制自己從事的

工作，其實還是有很大發展空間。 

    如果是設計系，看自己的設計專長如何，如果是資訊網頁設計，很多公司都有出路，但無

論是哪項專業，「美學」的概念可以用在廣告、出版、服飾樣品、攝影甚至電子商務的產品形

象；「念什麼科系，只有在剛畢業 3年管用，未來在這個世界要生存下去，一定是要終身學習，

每隔 5年恐怕就需要轉換至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跑道，所以一定要增加不同領域的能力。」 

    洪雪珍強調，「科系，不是不重要，而是不那麼重要，未來更不重要」，就算念的不是熱

門科系，甚至是學非所用，「天不會塌下來，人生不會毀」了，重要的是你具備哪些能力，以

及未來是否持續增加不同領域的能力；但是也沒有哪一種能力最熱門，通通熱門，擁有越多能

力就越是熱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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