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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參加五一勞動節遊行 
現金補助的政策，實際造成的效果往往是「補多少、漲多少」：政府對私幼/準公共發放

學費補助，業者還是會以其他名目調漲收費；現金補助助長的是整體物價的上升，而非

品質的提升。 

 

相對於私幼的市場化與才藝化收費取向，公共化幼兒園（公幼與非營利）與公共托嬰

中心其實更專注在幼兒的整體身心發展需求。政府預算應投入在公共化幼兒園/托嬰中心

的質與量提升，才是幼托政策的可長可久之計。（圖片來源：托育政策催生聯盟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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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長/議員候選人，切勿再推發錢政策！ 

http://tw.aetutw.org/
https://www.facebook.com/TheAllianceofEducareTradeUnions/
https://www.facebook.com/cpagogogo/posts/pfbid0W5a3vvKGYTbbjWFSs7w2HuANWQe7qBRskotsBXduaue2iRFNu5XKbZePcgUK49fMl
mailto:aetu201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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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要的是公共托育， 

台北市長候選人切勿再發錢！ 
◎ 劉毓秀、黃喬鈴 

 

  台灣連年深陷超低生育率，各候選人競相端出托育政見作為選舉口號，台北市作為首

善之都，候選人的托育政見真正友善家庭生養了嗎？ 

 

  檢視台北市三位候選人的托育政見，國民黨候選人蔣萬安提「補助私立幼兒園」從現

行補助每學期一萬三千六百六十元，加碼至每年五萬元，準公共化私托也要加碼。無黨

籍候選人黃珊珊不約而同提出同樣政見，其私幼補助更加碼到每年五四六四○元。兩位

候選人的用意是「拉近公幼、私幼的學費差距，減輕家長負擔」。然而，面對台北市家長

抽不到公托的焦慮，民進黨候選人陳時中則回應「托嬰部分主要做準公共化，透過政府

管理，讓他有公共的品質」。 

 

  台灣的托育服務以私立為主，收托年齡越小、服務私化的程度就越嚴重，三位候選人

皆迴避了台北市公共托育服務不足的事實，皆無視育兒家長抽不到、排不到公托公幼的

窘境，只是企圖在服務嚴重私化的基礎上，再砸錢、再加碼補助，引導家長使用私立托

育服務，而不是提供家長普遍想要的公共托育。如此的政策作為，不但無法有效減輕家

長負擔，反而持續助長業者，延續「補多少、漲多少」的萬年議題。托育服務費用平不

平價、品質好不好、距離近不近，都是關鍵。錢不會照顧孩子、平價也不能確保服務就

在住家附近、也不能保證服務有安心且有品質。 

 

  發錢很簡單，但造成的負面效果也很驚人，生育率全球墊底的韓國即為例子。韓國從

二○○九年開始補助零至二歲私立托育服務，至二○一三年，免費托育政策完整涵蓋零

至五歲，透過全面補助私托私幼達成。但，免費根本是假的！韓國跟台灣一樣，托育服

務由私立業者主導，政府難以管理。在費用上，業者透過其他課程創造利潤，讓孩子上

英文、音樂、繪畫課，助長教育熱，韓國政府調查顯示，有一半以上的受訪者表示：「托

兒費用仍是家長的育兒負擔」。在品質上，教保人員勞動條件差、托育品質和兒童安全備

受質疑。整體來說，家長的育兒負擔仍重、仍苦於找不到可信賴的服務而面臨職業生涯

中斷，影響所及，韓國生育率連年吊車尾，公民團體譴責此為韓國托育政策的慢性病。 

 

  我們嚴正呼籲各候選人，在台灣遭逢低生育率的此刻，切勿踏上韓國慘痛的失敗之路，

尤其發錢容易，收回困難。為確保每一位孩子都能獲得平價、優質、普及、非營利的托

育服務，政府有必要負起責任擴大公共托育服務，才能真正支持家庭雙薪、支持女性就

業、讓每一位孩子平安健康長大。 

 

（作者為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召集人、發言人。本文為 2022.10.17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投書，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546146）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4036742
http://news.ltn.com.tw/news/Taipei/paper/1536573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4042269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546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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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在教育部幼兒教保服務諮詢會的提案 
 

教育部幼兒教保服務諮詢會第 6 屆第 1 次會議（111 年 10 月 25 日）提案 

提案單位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 

案  由  一 

就「教保服務人員條例」於 111 年 6 月 29 日修正，修正後之第三十四

條第二項，關於「教保服務機構新進用之教保服務人員，任職後每二年

應接受性別平等及勞動權益相關課程各三小時以上」之新增規範，提請

研議其課程之具體規劃，與教保服務人員參加專業知能研習之工時配套

機制，以確保教保服務人員之勞動權益。 

說  明 

一、 如案由所述，修正條文實施後，教保服務機構新進用之教保服務

人員，任職後每二年應接受性別平等及勞動權益相關課程各三小

時以上。但如何提供足夠與適當之講師與課程供教保服務人員選

擇，提請研議其具體規劃。 

 

二、 長期以來，教保服務人員每年應參加教保專業知能研習十八小時

以上，卻未有建立統一公假、補休或加班費之制度，導致大部分

教保服務人員需使用個人時間、週末假日參與研習，等同變相延

長工時。修正後之第三十四條第三項，並未將性別平等相關課程

納入每年之十八小時，等於又增加研習時數。修法時立法委員亦

曾針對此部分提出附帶決議，故提請研擬教保服務人員參加專業

知能研習之工時配套機制，以確保教保服務人員之勞動權益。 

 

案  由  二 

就「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五條，教保服務機構於進用教職員工與異

動後三十個工作日內，應檢具相關資料報地方主管機關備查之規範，所

衍生之相關爭議，提請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研議相關對策，以防止若干

機構刻意拖延異動備查、甚至假借離職「人頭」以形式上符合照顧師生

比之情形。 

 

一、 本會陸續接獲若干基層教保工作者反應，從原任職之教保服務機

構離職，但該機構並未即時雇用合格之接任員工、亦未即時向地

方主管機關提出離職之異動備查，直到當事人發現後，仍有機構

不斷藉口拖延異動備查之狀況。 

 

二、 實務上機構若未即時提出異動備查，有可能造成離職工作者無法

轉任其他幼托工作的狀況，如本會就曾接獲陳情，該工作者從機

構離職後轉任居家托育，卻因原任職機構未提出離職之異動備

查、仍有在教保服務機構任職之身分，致使當事人無法順利進行

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而影響當事人工作權之情形。當事人雖向

原任職機構反應，機構仍然以三十個工作日為由持續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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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三、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五條條文雖有三十個工作日內之緩衝

期限，但如有教保服務人員離職，即使在合於規範之三十個工作

日內，若機構實際並未雇用足夠之合格人員接任，卻沿用舊的人

員備查、持續以原有招生規模營運，仍涉及故意冒用工作者資格

以及實際違反照顧師生比之情形。 

 

四、 提請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就上述相關情況提出對策，以維護教保

工作者之權益。機構如確有違反法令之情況，應立即要求機構改

善或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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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再列美國強迫勞動清單 

拖累守法漁民，遠洋漁業出口恐受挫 
2022-09-29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文：台灣人權促進會、綠色和平、宜蘭縣漁工職

業工會、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環境正義基金會 

 

美國勞動部於美東時間 9 月 28 日發布最新

「童工及強迫勞動製品清單」（List of Goods 

Produced by Child Labor or Forced Labor），再

度將臺灣遠洋漁船所捕撈的漁獲列入名單中，

這是臺灣遠洋漁業繼 2020 年首度上榜後，二

度遭列名。文中指出，據各種消息來源報導，

臺灣漁船上的外籍漁工遭仲介機構以不實的

工資與契約資訊欺騙，因而被迫支付仲介費以

及簽下借貸契約，背負龐大債務，此外，上了

漁船的漁工，經常面臨證明文件被沒收，工作

時間長且生活條件惡劣，甚至遭受身心暴力對

待，對工人最重要的薪資也被苛扣。 

 

外籍漁工人權保障聯盟表示「臺灣漁獲再度被列為強迫勞動製品，對臺灣政府與產業

都是一大警訊。儘管行政院在今年 4 月提出『漁業與人權行動計畫』試圖改善漁業中的

人權問題，包含提升遠洋外籍漁工的基本薪資、增加官方勞動訪查人力，但仍遠不足以

改變目前這個剝削勞力、殘害海洋的制度。 

 

聯盟呼籲，臺灣政府應推動更完整保障漁工人權的政策，包含儘速落實國際勞工組織

的《漁撈工作公約》（C-188 公約）、由勞動部主責漁工勞動事務、提升聘僱管理透明度、

儘速全面加裝 CCTV，以及立法規範確保漁工在海上有對外通訊申訴的管道等，才能避

免強迫勞動及人口販運層出不窮。」【詳細閱讀】 

https://www.dol.gov/agencies/ilab/reports/child-labor/list-of-goods#:~:text=The%20most%20common%20agricultural%20goods,and%20diamonds%20are%20most%20common
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114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