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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參加五一勞動節遊行 
 

教育部自 2018 年 8 月 1 日，開始於私立幼兒園實施準公共機制，也就是說，準公共機

制至今已實施滿三周年。在三周年前夕，教育部於 7 月 30 日修正公布了《教育部推動及

補助地方政府與私立教保服務機構合作提供準公共教保服務作業要點》，其中第五點關於

薪資與調薪的規範，經修正之後目前施行的條文如下： 

 

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履約期間，園長（中心主任）、教師及教保員每人每月之固定薪資總

額至少達以下額度： 

（一）在園任該職未滿三年者，至少新臺幣二萬九千元以上。 

（二）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八月一日以後，在園任該職滿三年者，自滿三年之次學年度起

每人每月固定薪資總額至少三萬二千元以上，在園任該職滿六年者，自滿六年之次學年

度起每人每月固定薪資總額至少三萬五千元以上。 

 

  如果你是在準公共幼兒園工作的教保員，請注意上述訊息，以保障自身的勞動權益。

如果你的現職工作年資符合上面條文所說，在園任該職滿三年或六年者，卻沒有領到相

對應的薪資，可以向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的幼教科反映申訴，也可以在上班時間來電

07-7408133 與工會聯繫。 

 

  另外，上面的條文規範只適用於園長（中心主任）、教師及教保員，工會先後接到不少

助理教保員詢問，反映他們的薪資達不到 29,000 元。根據目前的規範條文，教育部的準

公共機制並沒有為廚工、職員與助理教保員等設立薪資規範。請大家繼續瀏覽本期月訊

內容，工會已經於教育部的「幼兒教保服務諮詢會」中提案，要求準公共幼兒園內的所

有職種工作者都應該要有薪資下限及調薪機制，工會未來亦將持續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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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公共三周年，教保員薪資規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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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教保產業工會之 

教育部「幼兒教保服務諮詢會」提案 
 

說明：教育部於 8月 26日召開第 5屆第 4次「幼兒教保服務諮詢會」，在本次會議工會

共有兩項提案。第一案是關於疫情警戒停課期間的工作者勞動權益問題，主要就是工會

先前於 7月 5日線上記者會提出的內容；第二案是今年 8月 1日乃準公共幼兒園實施滿

三周年，教育部應該就三周年來準公共實施狀況提出檢討，包括薪資規範的落實情形。

尤其，目前的準公共薪資規範僅適用於園長（中心主任）、教師及教保員，工會主張應

仿效公幼及非營利幼兒園的規範，為所有職種的工作者都建立薪資標準表。 

 

  針對第一案，教育部初步回應，正研議將七月份審核通過的補助幼兒園名單先行公

布；針對第二案，會中數名委員亦發言呼應工會的提案，認為教育部應該為準公共議題

提出專案報告。工會收到正式會議紀錄及相關回復之後，將於後續的月訊中持續報告。 

 

提案單位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婦女新知基金會 

案 由 一 為保障教保服務人員於疫情停課期間的工作權益，關於教育部對私立幼兒

園(含準公共)之防疫紓困振興方案，提請討論案。 

說    明 一、 教育部於網站發布之「教育部對私立幼兒園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影響衍生營運衝擊之紓困補助申請須知」，其補助資格明敘需「正

常支付教職員工全額薪資」。然申請方式中所列之應備文件，則為

「110 年 4 月至 7 月報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全職教職員工勞保投

保名冊；僱用教職員工未滿 5 人且無成立勞保事業單位者，得提供

全職教職員工薪資清冊及薪資轉帳證明(如以現金支付薪資則檢附

教職員工印領清冊)」。其中，5 人以上機構之勞保投保名冊並無法

如實呈現工作者於此期間的領薪狀況。 

 

二、 依據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疫情期間發起之「幼托工作者疫情停課期間

出勤狀況調查」，自 6 月 1 日至 15 日，共收到來自幼兒園工作者的

回覆 1,711 筆。調查分為 5/19-28 及 5/31-6/14 兩個停課階段，調查

結果，第一階段的非自主性休假比率，私立(非準公)幼兒園為

74.81%，準公共幼兒園為 75.82%；第二階段的非自主休假比率，

私立(非準公)為 72.76%，準公共為 71.65%。第一階段有高達七成

左右表示薪資有受到影響，私立(非準公)是 70.04%，準公共是

69.89%；第二階段也有超過六成表示薪資受到影響，私立(非準公)

是 63.62%，準公共是 63.30%。詳細統計數字可見本會提案附件〈全

國教保疫情停課期間出勤狀況調查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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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根據以上調查結果，即使教育部先前已函示說明幼兒園於停課期間

仍應支付員工薪資，不得要求其請無薪假，然而，在非準公及準公

共幼兒園間，工作者非自主性休假及薪資受到影響的狀況仍然非常

普遍。 

 

四、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此前已於 110 年 6 月 9 日以全國教保字第 011 號

函行文貴部，提出以下兩項訴求，然尚未收到回覆。為使紓困補貼

達到保障工作者權益之效用，本會提案敬請貴部：(1) 對於申請紓

困補貼的機構，主管機關應全面要求機構提供薪資清冊及薪資轉帳

證明等，實質審查其發薪狀況，而不僅是依靠其勞健保投保狀況等

書面文件。(2) 主管機關應該公布審查通過的紓困補貼機構名單，

以受家長、工作者及社會大眾的公評與檢驗。 

提案單位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 

案 由 二 準公共教保服務機制自 107年 8月 1日開始於六都以外 15縣市實施以來，

至今年 7 月底將屆滿三年，關於準公共機制實行狀況之檢討，提請討論案。 

說    明 一、「教育部推動及補助地方政府與私立教保服務機構合作提供準公共教

保服務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二項前段：「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履約期間，

園長（中心主任）、教師及教保員每人每月固定薪資總額應達新臺幣二萬

九千元以上。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八月一日以後，在園服務滿三年者，自服

務滿三年之次月起每人每月固定薪資總額應達新臺幣三萬二千元以上。」 

     

三年來本會持續接獲若干受雇於準公共機構之教保工作者反應，每月固定

薪資總額未達二萬九千元以上；再加上時間將屆一百十年八月一日，會開

始有一批工作者薪資總額應達三萬二千元以上，坊間開始傳出機構經營者

以集團企業內調職等方式(例如：先將幼兒園工作者調至托嬰中心一段時

間，再調回幼兒園)，讓工作者之幼兒園工作經歷中斷，以迴避在園服務

滿三年的規範。本會提請各級主管機關應加強查核，以落實工作者的薪資

保障。 

 

二、上述作業要點的薪資規範僅包含園長（中心主任）、教師及教保員，

但園內尚有助理教保員、職員及廚工等，如沒有相對的薪資規範，則隨著

工作年資的累積，園長（中心主任）、教師及教保員之薪資有所提昇，其

他工作者卻沒有相對提昇，則園內的薪資差距將會擴大，不利同事間的分

工合作。 

 

再者，本會近期有接獲多位準公幼兒園助理教保員對於薪資保障的詢問，

本會認若未設定助理教保員的薪資保障，很難避免部分準公幼兒園為了減

低薪資成本而大量聘任助理教保員，這樣就失去了對於教保員薪資保障的

美意。 



- 4 - 

本會提請教育部應仿效非營利幼兒園之薪資支給基準表，對於準公共教保

服務機構內之所有工作者，制定適合之薪資基準表，以達到薪資的公平成

長以及落實薪資保障。 

 

三、上述作業要點第十九點提及，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如違反幼照法、教

保服務人員條例或該要點規定，在某些情形下，地方政府應通知其解除契

約。 

 

本會提請教育部應彙整三年來準公共幼兒園違法之相關案例，落實查核違

反規範的機構是否如期解除契約，並公布三年來各縣市解除契約的相關機

構名單與統計。敬請於本次(8 月 26 日)教保服務諮詢會提出報告，以檢討

準公共教保服務之退場機制。 

 

四、查閱各縣市教育主管機關網頁，可見「準公共幼兒園設施設備補助」、

「準公共幼兒園申請遊戲場設施設備修繕或汰換補助」等等方案。本會提

請教育部彙整所有對於私立或準公共幼兒園之補助項目，檢視其成效及是

否有重複補助之狀況。敬請於本次(8 月 26 日)教保服務諮詢會提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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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法令快訊】 

釋字第 807 號解釋出爐 

《勞動基準法》限制女性勞工夜間工作條款失效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於 8 月 20 日做出釋憲案釋字第 807 號解釋，《勞動基準法》第 49 條

第 1 項規定限制女性勞工夜間工作形成差別待遇，淪於性別角色窠臼，違反憲法第 7 條

保障性別平等意旨，自解釋公布之日起失效。解釋文如下： 

 

勞動基準法第 49條第 1項規定：「雇主不得使女工於午後 10時至翌晨 6時之時間內工作。

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

不在此限：一、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二、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提供交通

工具或安排女工宿舍。」違反憲法第 7 條保障性別平等之意旨，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失其效力。 

 

  此條款失效，雇主便可將女性勞工排定於夜間工作，不受勞基法約束。大法官的見解，

顯然與許多工會實務工作者及勞動法學者的態度大不相同，本期月訊於第 6 頁有引用不

同見解的討論文章，提供大家參考。後續也會有相關修法議題，值得大家持續關注。 

https://cons.judicial.gov.tw/jcc/zh-tw/contents/show/qiglhh85jhkkef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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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政策催生聯盟 2021 年父親節政策建言記者會會後新聞稿】 

給我彈性育嬰假—— 

讓「請育嬰假」成為「做爸爸」的標配 
 

  父親節前夕的 8 月 5 日，托育政策催生

聯盟邀集立法委員林淑芬、洪申翰、范雲、

莊競程共同參與記者會，提出嶄新且是必

要的育嬰假修法版本，呼籲政府，給我彈

性育嬰假——讓「請育嬰假」成為「做爸

爸」的標配。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劉毓秀召集人強調，

解決台灣低生育率最根本的方法是公共托育政策，下一個則是讓爸爸媽媽都能共同育兒

的育嬰假政策改革，基於捍衛爸爸育兒的權利和促進育兒家務平等分工，提出三項育嬰

假改革重點：首先，必須要有「父親月」，小孩出生第一個月給父親投保薪資全薪給付，

媽媽同樣適用，奶瓶尿布照顧小嬰兒的柔性經驗，對爸爸本身、配偶、孩子的成長都很

關鍵。透過媽媽產假、爸爸父親月，一起面對嬰兒，形塑新家庭型態。第二，以小時為

請假單位，讓家長彈性安排因應每日接送、備餐、或幼兒腸病毒等突發狀況。第三，延

長到兒童滿八歲，完整涵蓋從出生到上小學的照顧需求。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王燕杰副理事長說明，對勞工來說，兼顧家庭跟工作的兩大問題是

經濟與時間，育嬰留停的給付有提高，暫且舒緩經濟壓力，但時間上，仍無法解放員工

從職場回到家庭。勞工家長遇到孩子生病或每日接送，晚一點到公司、早一點離開都很

難。他呼籲勞動部應更進一步修法，一旦育嬰假的請假單位縮小，才能給勞資雙方彈性，

磨合出互相配合的模式，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協商。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郭明旭理事強調，幼托是以女性為主的工作環境，但同時也是對女

性不友善的工作環境，請特休、家庭照顧家都有困能，請育嬰假根本是奢求，員工可能

還沒請到假就被業者逼迫離職，至今沒有相關單位可解決。然而，在人力吃緊的幼托職

場，彈性育嬰假是好方法，雇主允許的程度也較高。同時呼籲照顧不分性別，整體社會

應對男性全職照顧工作者給予更多鼓勵支持以及信任。 

  

  勞動保險司吳品霏專門委員回應，為強化勞工育兒期間的經濟支持，勞動部於今年增

訂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補助要點，由現行六成薪，再用公務預算補兩成，達到八成薪。托

盟提出，第一個月補到全薪，涉及行政院整體少子女化政策的資源分配，需考量政府財

政可負擔性，會在少子女化政策實施成效後通盤評估。【詳細閱讀】 

http://cpaboom.blogspot.com/2021/08/210805_5.html
https://1.bp.blogspot.com/-GFIL22HPfGo/YQuennf2VbI/AAAAAAAACN0/c9DBkxWzsnMfcpQDg1JJo4B6ku0yP1IYwCLcBGAsYHQ/s1920/%E7%B7%9A%E4%B8%8A%E8%A8%98%E8%80%85%E6%9C%83%E5%BD%B1%E5%83%8F.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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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女性夜間工作違憲： 

性別平等的勝利，或階級平等的失落？ 
2021/08/26  苦勞網公共論壇 

劉梅君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  張宗坤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生 

 

基於以上討論，我們必須超越平等與保護的對峙觀點。考慮到女性勞動者真實的社會

處境，與其糾結在向女性或男性看齊的問題上，不如思考：怎麼樣的做法，才能夠兼顧

作為勞動者的女性，以及全體勞動者的利益？更具體論，關於女性夜工條款在下一次更

動《勞基法》時的修正方向，我們建議可以直接將第 49 條中的「女工」全數改為「勞工」，

此一調整並不牴觸性別平權的理念。而為了落實第 49 條第 3 項女工「得以健康或其他正

當理由拒絕工作」的權益，一方面，第 49 條第 1 項應加入「且經勞工個人同意」的要件；

另一方面，勞動部也應該主動針對第 49 條第 3 項的實施情形進行勞動檢查，特別應該注

意資方是否提供勞工有效、合理地表達夜間工作意願的溝通管道。【詳細閱讀】 

-------------------------------------------------------------------------------------------------------------------------- 

勞動部公告禁跨業轉換 

移工禁錮措施，倒退十三年 
2021-08-29  焦點事件  文：孫窮理，圖：焦點事件 

 

8 月 27 號，勞動部正式公告〈外國人受聘

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

至第十一款規定工作之轉換雇主或工作程序

準則〉修正，實質上禁止移工跨業（例如，由

家事移工到工廠移工）轉換；此次〈準則〉修

正，對過去二十多年緩步放鬆移工轉換工作限

制的一次大倒退，在此做一些回顧。 

 

對於藍領移工轉換雇主或工作的控管，一直是國家用以壓制移工「議價能力」，以壓低

勞動力價格的工具。勞動部修改移工〈轉換準則〉，實質上禁止「跨業轉換工作」，是為

了因應疫情下，移工跨國移動減緩，造成製造業移工缺乏新的廉價勞動力填補而缺工，

使得勞動條件更差的家事移工取得跨業移轉為工廠移工機會，從而提高與雇主的「議價

能力」的情勢。 

 

如果從國家出手壓低勞工議價能力的角度看，禁止「跨業轉換工作」，那是干預這一個

早已經被它鉗制得幾乎已經不存在的市場，歷史地看，自從開放移工引進之後，對於「移

工轉換雇主或工作」的限制，其實是逐漸在朝較寬鬆的方向發展，但因為這一次〈轉換

準則〉的修正，又倒退了回去。【詳細閱讀】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6062
https://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7162/ch08/type1/gov82/num23/Eg.pdf
https://eventsinfocus.org/node/71464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