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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參加五一勞動節遊行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的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於 7 月 18 日在高雄市前鎮國中順

利召開。今年適逢基層教保組織的成立 30 週年紀念，在會員代表大會之後，緊接著舉辦

30 週年的回顧與展望座談會，本期電子月訊紀錄報導了當天的進行經過，感謝參加的工

作夥伴與朋友們一起來回顧與分享這段歷程！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 
The Alliance of Educare Trade Unions 

發行人：簡瑞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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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順利召開 

http://tw.aetut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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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教保組織成立 30週年 

回顧與展望座談會細數組織歷程 
    1990 年，全國第一個以基層教

保工作者為主體的工會組織「高雄

縣學前教育教師職業工會」，準備在

高雄鳳山成立，但礙於當時法令不

准教師籌組工會，因此未能立案，

然而工會參與者卻堅持在體制外運

作了三年。之後，高雄縣保育人員

職業工會（1993，現高雄市教保人

員職業工會）、台北市教保人員協會

（1997）、高雄市輔育人員職業工會

（2002）與屏東縣幼兒托育職業工

會（2010）陸續組成；2011 年工會法修正，工作者得以組織產業別工會，我們又集合各

縣市聯盟友會之力，正式成立了全國教保產業工會，作為聯盟組織對外政策對話的代表，

並在幼托政策的縫隙中佔有一席之地。台南市教保產業工會隨後在 2014 年組成。 

 

    今年適逢基層教保組織成立的 30 週年紀念，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特於年度代表大會之

後，舉辦了一場 30 週年回顧與展望座談會，由淑英、瑞連、蕙英、淑櫻、秀彥與本會顧

問勇言等工作夥伴，細數自身如何與其他夥伴結識，並進而加入工作團隊開始從事基層

工作者組織工作的歷程。 

 

    這 30 年正是幼托服務逐漸產業化與市場化的過程，隨著雙薪家庭增多，幼托需求也

跟著增加，但政府公部門提供的托育服務有限，於是逐漸成為由私立業者來主導幼托服

務的處境。這期間，國家的幼托制度與工作者資格規範也幾經更迭，2012 年的「幼托整

合」將幼稚園與托兒所合併為幼兒園，但 0-2 歲的托

嬰與 2-6 歲的幼兒園仍分屬兩套不同的行政與管理機

制。工作者在不同的行政規範演變間求生存，制度一

有變化，對於工作者的學歷、資格等要求也跟著改變，

不少工作者的權益受到忽略。 

 

    托育工作的勞動條件本來就不佳，再加上上述的

產業背景變化，造就這一群人起而進行基層工作者的

組織工作，試圖以團結的力量來保障工作者的權益、

提升勞動條件。配合 30 週年的紀念活動，工會也編輯

出版了一本《30 當青春：基層教保組織一起走過的三

十年》小冊，內容詳實記載了這一段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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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托育機構內的幼兒體罰， 

請給工作者合宜的工作環境 
 

蔡志杰（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執行秘書） 

 

    透過新聞媒體的報導，最近在托育機構接連發生的幼童體罰與不當管教事件，又引

發輿論的熱烈討論。對於由基層托育工作者組成的全國教保產業工會來說，當我們在思

考幼童不當管教事件時，當然首要的方向是預防、避免事件的發生。事後的究責只是糾

錯與懲罰，但傷害已經造成，所以，首要的目標應該是預防。 

 

預防重於事後究責 

 

    關於預防，必須回到工作者身上。我們認

為，機構管理方式的誤差以及勞動強度過大，

跟幼童體罰事件的發生息息相關。不知大家是

否留意，當托育機構的幼童體罰事件頻傳時，

同時間，新聞也爆出許多托育機構都有違法超

收幼兒、師生比不符法規，或是工作者不具教

保或托育人員資格的狀況。 

 

    目前法令規範托嬰中心的師生比為 1:5、

幼兒園為 1:15（幼幼班為 1:8），這樣的師生比

在職場實務上已經是很大的勞動負擔，在機構

超收幼兒的狀況下，工作者就更難以照顧到每

一名幼童，甚至出現情緒失控的狀況。來自幼

托現場的工作者亦常反應，身心障礙及發展遲

緩等特殊需求嬰幼兒有增加的趨勢。 

 

    當我們要求工作者對幼童應該有愛心與耐心時，應該給工作者相對的合宜工作環境。

為預防機構體罰事件的發生，工會主張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應往下列的政策與執行方向

思考： 

 

    一、修改法令，降低托育機構的師生比。目前在立法院已經有委員提出《幼兒教育

及照顧法》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的修正草案，應盡速排入審查

議程。 

 

    二、加強對於托育機構的稽查，對於超收及違反師生比的營利所得，應該一律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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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責應符合比例原則，機構管理責任大於工作者 

 

    最近的機構體罰事件在社交媒體上引發很多議論，各地民意代表、議會亦紛紛提出

管制措施的構想。這些議論與管制措施，多是集中在兩個面向：裝設監視器與加重體罰

行為人的罰則。 

    工會對於這些管制措施的想法是，工作者的表現與機構的管理方式息息相關。在托

嬰中心或幼兒園服務的托育工作者，她們受雇於托育機構，對於機構有人格及經濟的從

屬性，工作者是在機構提供的環境下工作，在機構（管理者）的指揮調度下從事職務，

如果管理方式與工作環境有問題，工作者也難以發揮自己的專業，體罰事件不應由工作

者片面承擔責任。因此，我們主張： 

 

一、關於監視器已經有很多辯論，這裡只想指出，監視器侵犯的不僅是工作者的勞動尊

嚴與隱私，它同樣侵犯幼童的隱私。最近的體罰事件，多是經由監視畫面暴露出來，

支持者可能會說這是監視器的功能。但我們也要指出，這反而證明監視器對於預防體

罰事件是沒有作用的，裝了還是在持續發生，它現在只是被拿來作為究責的工具而已。

回頭檢視工作者為何會情緒失控，才是預防傷害的正途。 

 

二、關於加重對於幼童體罰事件的罰則，我們認為，行為人做了錯事當然要承擔責任，

但要符合比例原則。比例原則又分為兩部分：1. 事有輕重大小，對於較小的過失，

我們應該讓工作者有改過的機會，讓她們可以在職場中持續督促自己；2. 機構管理

責任大於工作者，如有體罰事件發生，機構負責人自然應當承擔比工作者更大的責任。

機構一旦發生重大過失或累犯，我們贊成更嚴格的退場機制。 

~~~~~~~~~~~~~~~~~~~~~~~~~~~~~~~~~~~~~~~~~~~~~~~~~~~~~~~~~~~~~~~~~~~~~~ 

編按：本文較簡短的版本，刊載於 7 月 13 日《蘋果新聞網》「蘋評理」即時論壇；完整

版本刊登於 7 月 24 日《苦勞網》公共論壇。 

~~~~~~~~~~~~~~~~~~~~~~~~~~~~~~~~~~~~~~~~~~~~~~~~~~~~~~~~~~~~~~~~~~~~~~ 

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200713/PEZIWFI3262P3IA3PZ75XWMTH4/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4587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4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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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7月托育政策催生聯盟政策建言】 

五千元育兒津貼，摧毀 0-2歲公共托育 

斷送政府因應低生育率的有效政策作為 
 

    台灣低生育率已經延續將近二十年，至今持續往下滑，今年上半年新生兒數僅有

79,760 人，全年新生兒總數恐跌破 16 萬，有可能打破 2010 年（出生嬰兒 166,886 人）的

最低紀錄。兩黨總統早已輪流公開承認低生育率是我國國家安全問題，但至今遲遲找不

到解方。所幸，今年上半年台灣成功解除另一個國家安全危機——新冠病毒——的經驗，

為我們提示解除低生育率難題的訣竅：精準的判讀＋嚴密的邏輯＋切實的執行。 

 

    新冠病毒詭譎的程度（有太多面向科學家至今無法釐清），以及它對國家資源的挑戰，

不下於低生育率。幾個月前，當我們研判新冠病毒很容易耗盡醫療資源時，我們立刻以

戴口罩、勤洗手等策略包抄應敵。同理，低生育率原因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這不意

味我們不能靠著嚴密的邏輯包抄這個詭譎的敵人。台灣政府和人民能夠有效對抗新冠病

毒，此時，更應該拿出同樣的態度、手法和信心，共同面對低生育率。 

  

    但是，蔡英文總統 0-6 歲育兒政策主軸之一的育兒津貼（每月五千元，第二胎六千元，

第三胎七千元），是一個經不起檢驗的錯誤規劃，將消耗最關鍵的資源，即家庭的育兒量

能，以及國家的有效政策作為。以致我國的低生育率就像一個人得了癌症，眼看著從第

一期跨過第二期，往第三期、第四期邁進，卻無奈持續拿錯藥方。 

 

    因此，托育政策催生聯盟挺身指出盲點，呼籲政府停止加碼育兒津貼，應將預算投

注於全面建置平價、優質、普及的公共托育服務，讓爸爸、媽媽、阿嬤、托育人員充分

就業，用公共托育服務支持父母工作，藉著雙薪提升家庭收入，並促進經濟繁榮，擴增

稅收，用以持續擴建公共托育——這種財源自足、積極性、生產性的福利政策模式，才

是解決少子女化的唯一解方！ 【詳細閱讀】 

http://cpaboom.blogspot.com/2020/07/200715-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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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移工》【幫助移工的人，需要你的幫助】 
 

    原本連英文都說不好的一群人，卻嘗試開始幫助移工。發起《挺移工：受困移工救

援行動》的群眾服務協會，工作是移工救援與庇護。群眾服務協會成立於 2008 年，一開

始主要為本地勞工爭取權益，工廠的勞工佔最多數，但慢慢發現許多工廠中的移工更加

弱勢，工作環境極不安全，因此在 6 年前有些工作夥伴操著一口破破的外語，嘗試開始

幫助移工，幾年來更陸續成立了菲律賓、印尼與越南三個不同語言的庇護中心，幫助的

不只是工廠工，也包含看護工與漁工。 

 

    庇護中心雖然有政府的補助，但是面臨到一些重大傷病的移工，像是工作墜落、嚴

重燒傷的醫藥費、癌症、懷孕的看護費，甚至是性侵所需要的心理支持，這些很多都只

能靠協會自己想辦法籌措資源。但是移工救援只是改變移工在台人權的第一步，我們認

為最重要的，還是要去改變整個環境，協會服務到現在第六年了，很多來救助的移工仍

然遇到和我們從事救援工作第一年一樣的對待，環境與制度的改變，才能真正讓人可以

得到公平合理的對待，我們希望有一天，再也沒有移工會需要群眾協會的協助。群眾服

務協會將長期投入，持續幫助移工，但現在需要你的幫助。請捐款支持《挺移工》受困

移工救援行動：https://www.migrants-in-taiwan.org/  

                                                         

泰移工職災重傷 雇主一毛不賠 

勞團訴求職災墊償制度 
2020/07/22 苦勞網 苦勞報導 文、攝影：苦勞網記者張智琦 

 

    泰籍移工拜倫去年在工廠發生嚴重職災，雇主卻不願給付賠償和醫療費，拜倫不堪

病痛與經濟壓力，生怕拖累子女，在本月初跳樓輕生。協助本案的希望職工中心和台灣

國際勞工協會今日（7/22）在勞動部共同召開記者會，直指本案是「無良雇主逼死移工」，

呼籲勞動部嚴懲雇主，設立職災墊償制度，由政府先墊償相關費用，再向雇主代位求償。 

 

    泰國籍移工拜倫原任職於桃園「三永鐵工

廠」，去年（2019）7 月 16 日受台籍員工指派操

作橋式起重機，不慎被沉重鐵塊撞擊，當下身

體並無外傷，隔日血便才發現情況嚴重，由同

事協助送院。由於他的內臟嚴重出血，腸子幾

乎完全切除，只能靠點滴注射營養液維生。然

而，拜倫送院後雇主就不聞不問，不願支付一

毛賠償和醫療費，導致拜倫最後因病痛和經濟

壓力沉重，在 7 月 7 日跳樓輕生。【詳細閱讀】 

https://www.migrants-in-taiwan.org/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45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