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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第二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 

暨 專題演講「國家．雇主與社會」&五一勞工大遊行 
蔡英文自去年 520 上任後，不斷地背棄自己在選前對於勞工政策的各項承諾，

不僅延續國民黨政府大砍勞工七天假，同時在資方的壓力下，開始擴大納入責任制

與變形工時的適用對象，而在年金政策上還是承續前朝一樣「多繳、少領、延後退」

的改革邏輯。 

這些政策的制訂也逐漸讓人看清，勞工不過是民進黨在這三十年來在政治奪權

上被利用的工具，面對這樣的困境，台灣勞工運動該再往哪個方向走？國家、雇主

跟社會之間又存在著哪些結構問題？今年度的會員代表大會，特地邀請世新大學社

會發展研究所-陳信行教授，來與大家分享。 

此次安排二天一夜行程，第一天安排至非營利幼兒園及公共家園的參訪，第二

天上午則是本會重頭戲-會員代表大會及陳信行教授的專講，下午參加勞工五一大遊

行。身為勞工的我們，必須站出來。自己的權益自己救！ 

 

【活動訊息及線上報名網址：http://tw.aetutw.org/modules/tad_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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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勞工在年金改革中，老年依舊面臨貧窮 
    工鬥此次提出訴求『年金要基本保障』，對女性勞動者而言相對更有保障。以

目前年金制度上採取多繳、少領、延後退，以及將平均薪資從 5 年拉至 15 年。統計

顯示托育照顧者平均薪資落在 24,000 元，做滿 40 年，勞保年金換算後每月只有

14,880 元【平均薪資 24,000*1.55%（所得替代率）*40 年】，對於托育照顧者而

言，要做滿 40 年難上加難，因為女性大部分仍要面對生育、養育的照顧之責，或者

在雙薪家庭中，無法支撐托育的費用，變成只能犧牲薪資較低的一方。這波年金改

革，女性勞動者仍是弱勢中的弱勢。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與地方教保工會參與工鬥主辦的年金行腳記者會，及參與第

一天的行走路程，從高雄勞工公園一路向北，走了近 7 個小時來到岡山火車站。沿

途呼喊口號，也收到辛苦勞工的加油聲。年金既然要改革，就應該保障弱勢的勞工

有基本的老年保障。 
                                                                           

年金改革》年改方案大車拼 工鬥要的「基本保障」是什麼？ 

【2017.04.13 /焦點事件 陳品存記者】 

    日前政院拍板的年金改革方案，已送進立院付委，待接下來進入審查程序。年

改無疑是本會期的重頭戲，各反對力量無不投入心力，準備接下來的修法大戰。正

是因年金制度牽涉到每個人的退休保障，同時又面臨政府財政問題，使得年金改革

這個既重要又複雜的議題，無處不是爭議。 

    而今天（4/13），工鬥團體發起的全台行腳正式從高雄出發，並沿途不斷喊出

年金改革要「基本保障」的口號。 

勞團如何看年改方案？他們訴求是什麼？ 

還記得 2016 年總統大選前，當時身為總統候選人的蔡英文見工鬥，除了承諾解

決國道關廠案，再來就是當選後的年金政策，要「讓勞工有最低保障」，但事到如

今，國道收費員爭議延宕不說，年改方案關於勞工部分修法，一是要將勞保費率逐

年調升至 12%，二是勞保採計年資由 60 個月延長至 180 個月，完全沒提到蔡英文

承諾的「最低保障」，反而是與前朝一樣「多繳、少領、延後退」。 

    工鬥把數據攤開來，根據 2017 年 1 月份勞保局的統計，工作 30 年退休的勞工，

勞保加勞退平均每月可請領 17,518 元。農、漁保者平均可請領約 7,300 元，國保則

約 3,700 元。說實在，這樣的數目對老年人來說足夠嗎？ 老人容易因身體衰退、生

病等，需要更多的醫療支出，衛福部對退休老人的花費，估計每月就要 30,901 元，

面對這樣明顯的保障不足，目前的年改方案卻沒有任何對策，尤其國民年金不到

4,000 元的保障，若是一般家庭主婦，一脫離家庭幾乎無法生存。 

AETU年金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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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這樣的現狀，工鬥認為，年金修法應該要以「每個人都享有的基本保障」

為前提思考，不分職業別，只要滿 65 歲、且社會保險達一定年資，其職業年金若不

足當前基本工資 21,009 元，政府應補足，若稅收不足支付，應增加資本利得相關稅

收。工鬥認為，應該用稅制改革的方式，補充因少子化而日漸不足的年金水庫、調

節貧富差距，而不是漲勞工保費，蔡英文的年改若只是維持勞保多繳少領，就是違

背當初見工鬥的承諾。 

從基礎年金到基本保障優先 

今參加行腳，預計要花 18 天走回凱道的桃產總顧問毛振飛表示，最初工鬥喊過

要基礎年金，現在喊基本保障，中間的轉變，是希望能先跟社會對話，讓大家心裡

先有個補足基本保障的概念。毛振飛說，過去喊的基礎年金有現實上的難度，因為

有些退休勞工每月可能領到四萬多塊，如果基礎年金把大家都墊高，可能造成不公

平，因為本來沒有收入或低收入者，就算增加一筆基礎年金，也沒補到多少，但原

本就已生活無虞者，也跟著領基礎年金，說不太過去。 

    但基本保障是一個補足的概念，毛振飛認為，收入不到一定水準，就讓政府來

補，政府沒有錢就應該用稅改的方式，調整稅制結構，讓資本家多繳稅，讓勞工享

有應得的福利，但政府的做法一直都是傾向為財團減稅，讓勞工負擔變重。而退休

老人的花費估計需要三萬元，為什麼工鬥卻只喊基本工資？ 毛振飛說，這是因為目

前青年的薪水普遍低迷，都在基本工資上下而已，如果基本保障喊得太高，一來對

青年人是負擔，二來也是怕大眾難以接受。以行腳的行動走入地方與基層，號召關

心年金議題的基層勞工與年輕人一起參與年金鬥爭，在爭議極大難有社會共識的年

金議題上，工鬥所喊出的基本保障能否撼動目前草案，將在未來的立院程序裡見真

章。 

 

 

 

 

 

工人鬥陣行 為生存而鬥爭-年金行腳記者會及行走的照片 



- 4 - 

 

面對少子女化，莫濫發現金； 

解決少子女化，請衛福部修「兒權法」推動公共托育！ 

記者會會後新聞稿 
【2017.04.19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今日召開記者會主張，衛福部少子化辦公室應修訂「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效法教育部推動廣設非營利幼兒園，也為 0-2 歲幼兒廣設

公共化居家托育。中央政府已經針對學齡前幼兒每年發放超過一百二十億元的現金

補助，生育率還是持續下跌，若少子化辦公室再加碼發錢卻沒推動公共托育，一樣

不會提振生育率。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召集人劉毓秀強調，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台灣的婚育離職、

帶孫離職都太嚴重，導致女性在育兒、辭職與家庭經濟之間矛盾煎熬，造成女性就

業率與生育率雙低的國安危機。衛福部要先把問題分析清楚，能維持女性的就業並

分攤女性育兒照顧壓力的，才是有效的催生政策。教育部 2011 年訂定「幼兒教育及

照顧法」第 9 條設置 2-6 歲的非營利幼兒園，決心推動公共化。因此托盟呼籲，衛

福部現在就應該仿效教育部，也修訂「兒權法」，設置 0-2 歲的公共化居家托育。 

台灣家長教育聯盟理事長謝國清指出，衛福部現在說要發錢補貼家長送小孩去

讀私立托嬰，但這種做法跟十二年國教補貼私立高中職、幼兒園補貼五歲讀私立一

樣，都無法保障托育和教育品質，甚至造成私立變相漲價、業者自己收下補貼、品

質卻沒改善。過去太多這種錯誤的補貼政策和歷史後果，錢發了又再也收不回來，

請政府不要再用錯方法。 

台灣女人連線常務理事黃淑英也呼應，從民國 89 年到 99 年教育部的私立幼兒

園幼教券相關補助就發掉 265 億元，結果生育率從 1.685 下降到 0.895，根本沒有

解決低生育率問題。衛福部 101 年起發未就業育兒津貼和爺奶津貼，生育率現在也

還是在 1.17 徘徊，可見現金發放根本沒有辦法滿足家庭需求，政府這樣就想催生根

本是不切實際的。 

婦女新知基金會秘書長覃玉蓉分析，台灣的官員常常用 0-2 歲九成都是家長自

己帶，來主張不要公共托育、只要發錢催生。但根據研究，台灣媽媽如果賺得比爸

爸少很多或家庭所得太低，幾乎都變成辭職自己照顧，但如果媽媽賺得多、家庭所

得高，各種托育方式就非常平均。所以在家自己顧並不是台灣女人的普遍喜好，辭

AETU托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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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回家是因為女人沒有選擇，或經濟大權不在自己手上，所以被家人要求犧牲。衛

福部如果不改善 0-2 歲的幼兒照顧難題，不支持女性職涯發展，只找有錢女藝人來

訴求大家多生，不會有用。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理事長簡瑞連說，她代表基層教保工作者要提醒政府，最近

看到許多爸媽帶著小孩，為了找公共托育要登記、排隊、抽籤，疲於奔命。公共托

育真的必須再擴大，好讓家長敢生小孩。多年來政府發錢補貼私幼，結果收費不斷

調高、教保人員薪資還是很低、又被業者抱怨增加行政作業、生育率也沒有提升，

發出去的錢形同「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何況工會最近調查發現，中南部私立托嬰

中心薪資是 21k 到 24k 之間，不改推公共托育，根本無法留住人才。 

台灣勞工陣線研究員張烽益說，台灣人低薪、工時過長、小孩還要補才藝到晚

上九點。家長過勞、小孩也過勞，年輕人當然不敢生。這個惡性循環，絕不是只發

錢可以解決。事實上，未就業育兒津貼、爺奶津貼、五歲免學費這些現金補貼政策，

每年加起來已超過一百二十億，仍沒有實質幫助。衛福部如果再加碼發錢，就是便

宜行事。所以少子化對策辦公室除了考慮提高層級，甚至應考慮逐步取消無效的津

貼政策。 

托盟召集人劉毓秀補充，托盟一再強調催生政策的四大原則：支持父母兼顧工

作育兒、讓家長負擔得起養兩個、政府負擔得起普及提供、托育人員也要合理薪資。

現在就是公幼、公共托嬰中心對於政府太昂貴，以致設不起、患寡又患不均、看得

到吃不到。教育部已開始改推非營利幼兒園，建議衛福部也開始修法、訂定子法，

比照非營利模式，遴選優良居家托育成為公共化服務，以滿足家長對平價、優質、

普及托育服務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