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出席林月琴立法委員交流茶會建言 

 
一、關於準公共化機制，短期政府應嚴格納管，長期應設定落日時間表 

1. 短期內(目前準公共化要進入第三期程)教育部應納管準公共化幼兒園，

以非營利幼兒園的監督標準，來管理準公共化幼兒園，且訂定公共化幼兒

園違法/規後的具體退場機制。長期而言，政府應該要大量擴充公共化幼托

機構(公立、非營利幼兒園、公辦民營托嬰中心)的量能，訂出準公共化政

策的退場時間表，不要再以假的公共化來虛應人民。 

2.工會 2020 年進行的勞動問卷調查顯示，有 5 成的準公共化幼托機構的教

保人員沒有拿到政府規定的薪資標準，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有效的查核機

制，讓在準公共化幼托機構的教保人員能如實拿到政府所規定的薪資保

障。 

3.巧立名目提高收費一直以來是準公共化幼兒園所被詬病的問題之一，中

央主管機關應有一套機制來解決這個存在已久的問題，以落實政府提供平

價托育的目標。 

 

二、擴大公共化幼托機構（公辦民營托嬰中心、非營利幼兒園與公立幼兒

園)的建置。 
教育部於這 10 年期間，在各縣市設置了許多的公共化幼托機構，但多集

中於六都，而為了衝量，指要有釋出空間就設置，造成區域的分布也十分

不平均。本工會認為，中央與地方政府應合作對於全國不同區域的地域特

性（如，人口數，民眾收入，產業特性，村落間的距離等等）作一普查，

瞭解各區域的托育需求數，依據區域的差異來設計符合不同需求的多元托

育模式，這樣才能真正解決公共量分布不均的問題，達到公平、近便的目

標，讓公共托育成為多數家長的權益。 
 

三、在偏鄉／部落地區增設教保中心，以解決偏鄉／部落的照顧需求。 
準公共化的補助機制，只適合都會地區，完全無法協助偏鄉地區的家

庭，而非營利的設置成本規模也無法在偏鄉運作。政府應正視偏鄉地

區及原住民族部落，兒童教保資源不足、不均的事實，投注足夠的公

共化教保資源，真正跟偏鄉及部落家長「一起養」。 
為此，我們有以下 2 點政策建議： 

(1)每年定期進行偏鄉及原住民族部落教保需求調查 中央政府應每年

定期進行 0～6 歲教保資源和需求的調查，調查範圍應細緻到村里、社

區或部落，尤其應強調偏鄉及原住民族部落的教保需求，及考量家長

送托的實際交通時間；並依據需求調查，設定公共化教保資源的配置

目標，逐年減緩城鄉資源落差。 



(2)落實《幼照法》第 10 條，回應偏鄉及部落教保服務需求，增設社

區（部落）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 呼籲中央政府應進行跨部會整合，

編列足額經費，以行政力量積極推動社區（部落）互助式教保服務中

心，如：召集各縣市政府相關業務單位，辦理教保中心推動說明會，

以滿足偏鄉及部落 2～6 歲幼兒的教保服務需求。 

 

四、教育部應落實/堅持非營利幼兒園的非營利本質，不應為了達到績效，

而讓私立幼兒園業者進場承接非營利幼兒園 

目前各地方教育局為了達到中央的績效，讓許多私立幼兒園業者成立非營

利組織來承接非營利幼兒園，這種引狼入室的作法，只會讓非營利幼兒園

失去優質、平價的核心價值，成為業者團體吸金的管道，教育部應該有相

對應的政策作為。 

 

五、中央主管機關應督促地方政府，針對托育行業定期進行勞動檢

查，並推動跨局處的聯合稽查 

托育行業裡九成以上都是女性從業人員，長期以來勞動現場常見的三高

（高工時、高勞動情緒、高流動率）與三低（低薪資、低福利、低保障）

問題並未獲得改善。工會 2020 年進行的勞動問卷調查顯示，平均工時是

9.3 小時(未包含午休時間)，43.7%工作超過 10 小時，50%未領取加班費或

補休，32.6%教保人員的勞保被高薪低報。倘勞動條件不佳，恐造成基層

托育工作者過勞，危及照顧品質，且托育工作者在學校養成之後流失嚴

重。 

中央主管機關應督促地方政府，就下列事項落實對於托育機構的勞動檢查，

並推動跨局處的聯合稽查。 

1.托育機構所雇用的工作者幾乎都不超過 30 人，工作者難以成立企業工會，

應加強針對托育行業進行產業別勞檢，並施行工會陪鑑制，由產業工會代

表擔任陪同鑑定人，使勞檢時更能針對行業特性找出勞動弊端。可仿效臺

北市勞動局訂立的《臺北市勞動條件檢查陪同鑑定作業要點》，由勞動部

訂立適用全國的作業要點。       

2.托育行業分為 0 至未滿 2 歲的托嬰中心、2 足歲至未滿 6 歲的幼兒園，以

及小學課後照顧三個部門，相關法規及主管機關不盡相同，若干業者又同

時經營不同型態的托育機構，地方政府如以單一局處進行稽查，容易發生

漏洞。例如：如業者同時經營托嬰中心與幼兒園，教育局稽查幼兒園時，

業者容易將超收的幼兒轉移至托嬰中心的場地以躲避稽查，類似的狀況時

有所聞。工會主張應推動跨局處的聯合稽查，包括勞動、教育與社會局處。 

3.準公共機制全面實施以後，加入準公共機制的托育機構因為與政府簽訂 

準公共契約，必須遵守準公共契約中關於勞動條件的規範，尤其是薪資的 

基準。地方主管機關應提供工作者關於勞動待遇的申訴管道，並針對加入 



準公共契約的托育機構，加強並落實聯合稽查。 

 

六、教育部及衛福部委託公辦民營的幼托機構勞動條件及標案經費

應一致，才能吸引及留住優質法人及團隊。  

願意從事幼托工作性質而在 0-6 歲的幼托職場流動是常見的情形，以女性

從業居高的幼托產業，因婚育關係造成工作必須異動時，依現狀的規劃，

勞動條件(例如，薪資待遇、晉薪基準、績效獎金)的不一致，難為了基層

的幼托工作者選擇優質的工作機會，往往造成人才流失。同時，托嬰中心

/公共家園/托育資源中心的標案沒有資遣費經費的編列，民間法人不會想

主動進場。 

因此，建議舉凡非營利幼兒園、職場互助教保中心、社區（部落）互助教

保服務中心、公共托嬰中心、托育公共家園等等機構，勞動條件的制度應

一致，以吸引及留住優質法人及其團隊與幼托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