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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參加五一勞動節遊行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於今年 7 月 5 日，在網路公布「新婚育宣言」並發起問卷調查。8 月

4 日七夕情人節當天，適逢父親節前夕，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召開記者會祭出七項「新婚育

宣言」，呼籲社會大眾破除傳統性別刻板角色的束縛，實踐新婚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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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盟的「新婚育宣言」問卷調查，截至 8 月 2 日共計回收 895 份填答，填答者中，女

性比例佔八成 (85.1%)，年齡以 25-29 歲比例最高，佔 17.7%、30-34 歲次之，佔 17.%，

已婚者占半數 (52.1%)。 

 

  各項宣言的同意百分比皆達 60%以上，但

程度有落差。其中「長輩請放手」、「我們要

平權的婚禮」、「成家後，兩人都工作」、「一

起帶小孩、一起做家事」四項，同意比例皆

達九成以上，顯見有關新人自主籌辦平權的

婚禮，經營雙薪家庭，共同分工育兒與家務，

是絕大多數人的共識。 

 

  「男方不要給聘金，女方不要帶嫁妝」、「不

結婚，同居也很好」同意比例在七成上下，顯示結婚作為女嫁男娶、家族間勞務資源的

交換，以及同居受到的污名與偏見等等，傳統價值與觀念尚須努力翻轉。最後，「成家不

必先買房」的同意比例最低，為 61.7%，凸顯民眾（尤其女性）渴望婚後有獨立住所，但

受限於社會現況，買不起房，但租屋又不穩定的問題。 

 

  記者會上，托盟召集人劉毓秀說明，就婚育而言，不同世代、性別間存有相當大的差

異，導致很多糾葛和痛苦。而 2019 年聯合國人口基金研究報告指出，韓國、台灣等東亞

國家深陷超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是「傳統刻板性別角色遲遲無法破除，家務與育兒的性

別分工極度不均，女性難以兼顧工作和家庭」。他直言自己屬於「長輩請放手」的長輩，

應該放手了，讓愛人、親人間的關係更好。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理事郭明旭分享，傳統性別角色的

觀念仍深植社會，多數長輩持續把女性視為家中照顧、

料理家務的主要角色，而男人就是專心拚事業。婚後、

生育後，女性容易內化這樣的責任，獨自努力解決照顧

問題；而男人要請育嬰假，第一個反對的是爸媽，也擔

心被笑吃軟飯。而宣言中，高達九成以上民眾認同「成

家後，兩人都工作」、「一起帶小孩、一起做家事」，他

呼籲政府應該透過彈性育嬰假及公共托育服務，促成性

別平等的分工。 

 

  最後，托盟召集人劉毓秀補充，同居生小孩也很好，父親只要經認領，不論父母有無

婚姻關係，孩子的權益仍受保障，如請育嬰假。OECD 共計 42 個國家，未婚生育的平均

為 41%，亞洲儒家國家僅有 2-4%，台灣的大問題是，女人結婚就被期待做媳婦，同居以

女友身分作客很好，但同居卻又受到大量污名，更該替這些年輕人控訴社會，讓他們的

人生交白卷、面對孤老，社會應該給年輕人更多元的選擇。（圖片來源：托育政策催生聯

盟）（記者會新聞稿；會後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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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代表大會演講心得回響 
 

  今年工會的年度會員代表大會於 7 月 23 日舉行，會後並邀請台灣非營利組織產業工會

理事長周于萱，以〈你為什麼想搞工會？組織心路歷程分享〉為題進行演講。于萱回顧

自身的經歷，說道在一般家庭中，從小父母師長往往教導我們要好好讀書、長大才能找

到好工作，進而找到好對象、組成家庭，好像如此就能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然而于萱

在大學時代參與了學運社團，自此開始了不一樣的人生歷程：在學校中針對宿舍管理提

出校園民主的訴求，學校行政高層的回應卻充滿威權思想；後來到澳洲進行海外打工，

又遇到歧視待遇，原來這個世界遠沒有我們想像得美好。 

 

  這些經歷促使于萱離開校園後，毅然投入從事社會議題的倡議工作，對於勞動、環境

與性別等議題都有所參與。基於自己在非營利團體工作的經驗，發現非營利組織工作者

往往是對於推動議題有熱情，但在組織缺乏資源的情況下，卻常常得承受高強度與高情

緒的工作內容，於是組織了非營利組織產業工會。 

 

  講師透過這些經歷跟大家分享，現

實社會中的不公平無法透過獨善其

身來解決，大家就是要找到相同理念

的夥伴一起同行，人生或職場的道路

才能走得順利。這樣的分享獲得在場

與會夥伴的共鳴，與自身參與工會的

過程有相似之處，以下刊登兩名會員

對於本次演講的回響，更多的心得可

見即將發行的工會會刊第 33 期（2022

年 8 月號）。 

 

平等非營利幼兒園  鄭宛淨 

 

  從小的時候，家裡的人就會跟我們說，要專心讀書、好好唸書，才可以有好的工作，

人生好像已經被安排好，線性的規劃就是找到好工作，然後認識不錯的男性、最後走入

婚姻，所以連高中、大學的唸書和考試，都是找著跟「老師」相關的科目⋯，上了大學後，

人生開始精彩，加入了社團和大學朋友住宿生活，以及寒暑假的工讀，開始懷疑自己讀

著一堆理論，這對自己的將來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抱著想要休學的心態與大學老師對話，老師對著我說：要不要再堅持讀下去看看？畢

竟在現實社會中，如果大學肄業是不容易找到工作的，鼓勵著我透過四年學習的過程，

從中獲得一些能力；最後幼保系畢業後，我也順利的應徵到私幼的工作，社會菜鳥的我，

在面試時，老闆說：因為我沒有幼教相關經驗，所以得先從助教開始並需試用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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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這三個月會給基本薪資，但她們只幫忙保意外保險，其他正式的福利要等升為正式

老師才有。 

 

  面對業者花言巧語的矇騙，我到了工作半年後開始發現，她們一直用著許多理由，付

著不到最低工資的錢聘用我，而且還是一名黑戶，沒有幫我核備為老師，於是我向老闆

提出我的疑問，老闆說那我開始帶一個小班級試試看，然後再幫我核備及加薪⋯⋯因著老

闆的照顧，及家人的安慰：「先求有再求好」，要換待滿一年再換、比較好找工作等等的

安慰下，我捺下心裡的疑惑，開始了我的「試用教保員」旅程，但我發現現實社會的狀

況好像跟我大學時的抱負與理念完全相悖⋯⋯我得在職場上逼著孩子學著不該是他們的

年齡要學的事情，這也是令我覺得痛苦的事，也是壓倒一切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離開了原工作，

在一個機緣中進到

了五甲社區自治幼

兒園，以及加入了組

織，我認識了一群熱

情積極瘋狂的朋友，

因著這一群朋友，我

開始擴展了自己的

視野，且在組織中學

習拿起麥克風跟大

家分享自己的經驗

跟獲得，我沒想到我

可以提出自己的疑問、可以暢快的分享自己的想法與獲得，我跟著踏上各公家機關，跟

著上街遊行、提出倡議，我的世界不再只有一個小小的教育職場，不再只有 focus 在教室

中，我開始有更多元的角色去看待「教育」這件事，連帶著在和孩子相處時，都會嘗試

和孩子分享社會上發生的事，並帶著孩子走上街頭表達自己的意見，我也開始意識到組

織的重要，了解每個人在自己的工作上都需要保障，且需要更多的夥伴一起加入我們、

認同我們，因為這樣才會讓我們工作環境變得更好！ 

 

新興公共托嬰中心  李怡蓁 

 

  在這次聽完演講之後，令我思考最多的部分，是于萱對於聽眾問題的回答，在維護勞

動權益的非營利組織內，他們本身的勞動權益，又是由誰來維護呢？以及，許多參與 NGO

組織的工作者，經常性的面臨到高工時、高壓的工作環境，同時又要面對組織協助對象

的期待，他們又是如何自我調適的呢？這也讓我第一次聽到了這個概念：「在工會內組織

的工會」，當工會同時有著資方的身分時，在勞資雙方的角色轉換上，確實會令人有點混

淆，然而，很多時候，工會並不一定是站在資方的對立面，而是可以成為協助勞資雙方

對話的角色。最後，于萱的想法，也讓我心有戚戚焉，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想要幫

助別人，就要先照顧好自己，才有力氣往自己的理想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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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基法罰不怕 交通部不想管 

貨運過勞炸彈滿國道 
2022-08-23  焦點事件  圖／文：歐碧薇 

 

台灣汽車貨運暨倉儲業產業工會接獲陳情，

指出景山交通集團（盧廷景名下 18 家運輸公司）

屢次違反《勞動基準法》，不僅罰不怕，甚至拒

絕勞檢，今天（8/23）在交通部前召開記者會

指出，交通部應依《公路法》第 47 條，對其採

取限期改善、廢止營業執照等措施。 

 

貨運倉儲業低薪高工時問題，在兩三年因疫

情關係變得更加嚴峻。林志雄說，像景山集團

旗下永益運通公司員工陳情表示，出勤一次兩

天一夜算正常，根據員工班表紀錄，連續兩趟

車次中間只有 1 小時間隔，工時達 17 小時，或

者是兩天內連續跑三趟車次，中間僅間隔 2 到

3 小時，工時高達 30 到 33 小時。 

 

當永益通運員工向高雄市勞工局申請勞檢時，卻得到「公司拒絕、規避勞檢」的回應，

勞動局僅能依法裁處，但公司根本罰不怕。【詳細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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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完程序 福島排核廢水工程動工 
2022-08-10  焦點事件  文：王子豪 

 

7 月 22 日，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NRA）正式批准東京電力公司對福島電廠的廢水

排放計畫參考；8 月 2 日，福島縣等地方政府也同意參考，東電 4 日開始排水管等計畫相關工

程建設參考，預計 2023 年開始排放。雖然日方主張，福島排放廢水不會增加環境輻射風險，

但外界仍對日方處理技術的可靠度、氚的累積等問題，抱有許多疑慮。 

 

台灣原能會 7 月 22 日發布新聞稿表示，去年即已書面向日方表達反對排放立場，同時

也已開始跨部會因應整合、各項監測等因應作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 22 日的例

行記者會上，重申堅決反對的立場，表示中、俄向日方提出的問題皆未得到回應，且不

久前的太平洋島國論壇領導人會議和外長會議也對此議題表達嚴重關切參考。而據韓聯社

報導，南韓海洋及漁業部長趙承煥在 8 月 1 日表示，不能接受福島排放廢水，考慮向國

際海洋法法庭提告參考。【詳細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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