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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與選擇
一位女性社運工作者的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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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台灣是一個重男輕女的時代，即使到
了現代仍有性別歧視的狀況，尤其女性在職場
需面對更多的問題，無論是生兒育女或是職場
性騷，都將成為無法繼續待在職場的因素。

為了捍衛自身該有的權益，需要將一點一
點的力量凝聚起來；女性在組織這些力量時，
會遇到那些困難？在參與組織的過程中又得面
臨那些問題？

本會將在 107 年 5 月 6 日 ( 日 ) 舉辦「全
國 教 保 產 業 工 會 第 二 屆 第 四 次 會 員 代 表 大
會」，大會當天我們邀請到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陳素香理事長分享她自身參與組織的經驗。

陳素香理事長畢業於世新編輯採訪科，曾
任報紙及周刊記者、台北市勞工教育資訊發展
協會總幹事、女工團結生產線總幹事、工人立
法行動委員會秘書長、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
長等職務，具有豐富的參與組織經驗，邀請各
位會員與來賓一同來參與。

　　　【詳細資訊】　　　【線上報名表】

http://tw.aetutw.org/
https://www.facebook.com/TheAllianceofEducareTradeUnions/
http://tw.aetutw.org/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217
http://tw.aetutw.org/modules/tad_form/index.php?op=sign&ofs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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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教保產業工會
對於《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修法意見

本會認為，這次幼照法修法草案第三條，企圖擴增多元機制的幼兒教育照顧，將
居家照顧的字樣放入，但又以教保服務機構與其作為劃分，到底在台灣幼兒教育及照
顧體系中，居家托育與教保機構的關係為何？幼照法的定位是管理教保機構法？還是
在確立幼兒教育及照顧方針，健全幼兒教育及照顧體系？國家政策立場定位不明。

若幼照法企圖整合多元照顧模式，則應該思考 0-6 歲幼兒教育照顧的整合，以利
托嬰過渡到托兒的銜接使得家庭托育可以無縫接軌。對於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
以及部落互助與社區互助形態，國家應先進行全面區域性幼托資源覆蓋率的調查，運
用國家的力量協助此四種教保型態設立，滿足無法經由市場機制獲得托育協助的家庭
托育需求。

至於私人興設的幼兒園與職場互助式應回歸市場機制，政府須協助設立與管理輔
導機制，不應擴增補助。

幼照法修法草案第 9 條，為了衝刺公共量，大開非營利幼兒園委辦與申請資格（含
非營利性質法人或公司），教育部根本無力管制市場，未來一定會形成更多問題和遺
害，造成非營利幼兒園私有化，在過往的課後照顧政策就有前車之鑑。

本會認為，幼托資源除了不足外，也患不均，擴增非營利幼兒園前一定要先進行
覆蓋率的調查，一味追求量的成長，僅會讓設立仍舊集中在原有集中區域或是都市區
域，依舊無法解決的問題。

幼照法修法草案第 16 條，目前國小 29 人就可以成班，幼兒園一個班級數還達到
30 人，應考量降低師生比與 2-3 可以與其他年齡層混齡。

幼照法修法草案第 17 條的 8 項，本會認為法條中所謂，情形特殊者，代理人資
格得不受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 26 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情形特殊充滿著模糊性，目
前代理資格未開放，就場有園所違法，一旦代理人資格放寬，將會形成未具教保資格
的人員永久代理，將對教保品質有所衝擊。

關於罰則的部分，本會綜合以下之意見

第 46 條，教保服務機構負責人與其他人員有權責及經濟條件上之差別，罰則應
有比例上之區分。

第 49 條，關於第一項第一款「超收」，第九款「評鑑」，第十三款有關人員編
制部分及師生比問題，對於負責人罰責太低，根本無遏制作用。以 2017 年八月被發
現超收 61 位學生的新北市新莊私立惠文領袖幼兒園來看，此幼兒園每位學童平均每
月收費約 12,000 元，超收 61 位幼童一年即不法獲利 8,784,000 元，但依現行幼照法
規定，新北市教育局僅能開罰 9,000 元，完全不成比例，根本無嚇阻作用。

第 51 條，第一項第一款違反空間設置嚴重影響幼兒安全，第四款有關人員編制
部分及師生比問題，第八款經營許可設立以外之業務等罰責太低。

幼照法修法草案第 54 條，限期之期限應明確訂定

行政院院會通過「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修正草案修法說明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3EF5A043010D95BA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3EF5A043010D95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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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立名目註冊費變贊助費？ 幼兒園收費不實遭控訴

屏東潮州一所幼稚園被家長投訴，把每學期註冊費名目改
為贊助費，造成家長要退費，疑似還被刁難無法退費，而且任
何需要經過教育處審核報備許可的項目都沒有報備。

幼兒園的收費單據裡，學費、午餐、學雜費等多個項目都
已被全數劃掉，只剩下手寫兩行字「已收 105 學年第二學期贊
助費 1 萬 5 千元，感謝您的贊助」，而費用項目並未向教育處
報備，不僅違法收贊助費，家長也控訴幫小孩申請的 1 萬 5 千
元教育補助金，園方也沒有給家長，甚至每個月繳交的 6 千元
費用也被調整成 7 千元，同樣未向教育處報備。【詳細閱讀】

中時電子報 黃鈺傑 2017.11.10

全台私立幼兒園設置比例將近七成，公私比相當失衡，導致於幼教環境嚴重市
場化，市場化的特點就是以「利潤」為出發點，這使得台灣的幼教環境面臨長久以
來的三大問題，收費昂貴、教保人員薪資低、幼托品質低落。

幼托環境市場化引導著台灣幼兒發展論述的商品化，大多數私立幼兒園灌輸家
長錯誤的教育資訊，讓孩子學習超齡的知識，以及一堆才藝課程，不僅苦了孩子，
家長也需付出高昂的學費，這些支出都是育兒相當大的壓力來源。

私立幼托機構為了增加利潤會想盡辦法增加更多收入來源，例如〝巧立名目〞、
〝超收幼兒〞、〝壓榨教保員薪資〞都是常見的樣態。其中非法超收幼兒常會導致
教保人員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及更大的壓力，長期在這環境下，就可能造成情緒失
控或身體頻出狀況等問題。這樣惡質的勞動環境也就是台灣教保人員流動率高，幼
保系畢業生不願進入幼托職場工作，而遠渡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幼兒園工作的主要
原因，直接影響的就是照顧品質的低落。

根據勞動部 2107 年 6 月底的統計，全國有近六成三勞工月薪在 36,300 元以
下，突顯台灣勞工普遍低薪的困境，這不僅讓一般勞工不敢生養小孩，也導致許多
年輕世代外流至國外尋找更佳的勞動環境。

台灣幼托環境市場化，教學商品化以及勞動條件惡劣，都讓剛出社會抱有熱情
的教保畢業生望之卻步，紛紛往國外幼兒園發展，這不應該被美化成〝與國際接軌〞
的假象，而是政府需去面對和解決，台灣幼托環境普遍勞動條件低落所造成的人才
外流窘境。

幼教嚴重市場化，政府無力管控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1110003148-26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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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友聽到我是台大碩士都讚嘆，聽到月薪都沉默了…」
　　　　　　台灣高學歷低薪窘境　失落世代成政策祭品

風傳媒 2018.3.12 黃天如

「台灣這一代的失落，關鍵出在政府近年不斷吹捧的所謂
創新產業政策，最後證明完全是大夢一場，因為它非但未能為
國內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最終也沒能帶進可觀的外資，而黃
梁夢醒後，缺乏工作資歷的年輕就業者自然就首當其衝成了祭
品。」【詳細閱讀】

台灣生育率全球第三低！
沒錢生是主因，你知道養一個小孩要花多少錢嗎？

少子化是台灣國安議題！台灣去年生育率僅 1.125，是全
球第 3 低，僅高於新加坡與澳門。而勞工不願生小孩的前三
大原因，根據調查主要是錢不夠、買不起房，以及工作過於忙
碌。調查還發現，勞工朋友平均預估家庭「總月收入」要達新
台幣 10 萬 2210 元，才有能力生養「一個」小孩，其中六都
勞工自認要有 10 萬 8435 元，非六都勞工要有 8 萬 6971 元，
前者是後者的 1.25 倍，等於多了 25%。【詳細閱讀】

BuzzOrange 中央社 2018.4.2

新加坡幼教老師：
　　「看到台灣的環境，才知道自己實在太幸福了」

不要再說教育服務業了，老師不是用來服務你的，教育不
是服務業，老師不是職業，是志業，台灣的幼兒園老師值得更
好的對待，值得社會的尊重和政府的重視，我們培養了很多很
好的老師，為什麼他們都離開這個行業了，甚至很多私幼開始
找不到老師，不是被新加坡搶走了，不是因為他們是草莓族，
而是他們知道在這個行業看不到未來，只好離開去讓自己溫飽，
只好出去尋找自己相信的理念了。【詳細閱讀】

大時代 親子幼兒教育專家的博客 2017.7.10

https://tw.news.yahoo.com/%E8%A6%AA%E5%8F%8B%E8%81%BD%E5%88%B0%E6%88%91%E6%98%AF%E5%8F%B0%E5%A4%A7%E7%A2%A9%E5%A3%AB%E9%83%BD%E8%AE%9A%E5%98%86-%E8%81%BD%E5%88%B0%E6%9C%88%E8%96%AA%E9%83%BD%E6%B2%89%E9%BB%98%E4%BA%86-%E5%8F%B0%E7%81%A3%E9%AB%98%E5%AD%B8%E6%AD%B7%E4%BD%8E%E8%96%AA%E7%AA%98%E5%A2%83-%E5%A4%B1%E8%90%BD%E4%B8%96%E4%BB%A3%E6%88%90%E6%94%BF%E7%AD%96%E7%A5%AD%E5%93%81-003001259.html
https://buzzorange.com/2018/04/02/taiwanese-cant-afford-children/
http://www.twgreatdaily.com/cat65/node15628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