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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公共化幼兒園之問題與解決策略 
黃榆婷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教育部為執行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於 2018 年 8 月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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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透過

與一定品質之私幼合作之方式，來擴展平價教保服務、減輕家長負擔，以達到提

升生育率之目的。私立幼兒園符合「收費數額」、「教師及教保員薪資」、「基礎評

鑑」、「建物公共安全」、「教保生師比」及「教保服務品質」等 6 項要件，經申請

評核並與政府簽訂合作契約後，成為「準公共幼兒園」。然而，自準公共化政策

公布實施以來，似乎未得到預期中的好評，不僅地方政府質疑其過於倉促上路，

準備不及；家長也表示不放心，並認為「看得到吃不到」；業者也極力反彈，拒

絕簽約成為「準公共托育機構」的一環（韋莉莉，2019）。筆者深感準公共幼兒

園政策之立意良善，然而截至 109 學年度全國教保資訊網之資訊，願意與政府簽

約加入準公共幼兒園之私立園所僅佔全國私立幼兒園 23%，若政策上欲繼續實

施，仍有相當大的努力空間，本文探討其政策實施之規範、問題與解決策略，並

提出相關建議，使政策更臻完善。 

二、準公共化幼兒園之政策規範 

為更加了解準公共幼兒園政策，筆者綜合各文獻（教育部，2018，2020），

歸納整理準公共幼兒園之政策實施辦法及收費標準如下： 

(一) 準公共教保服務機制實施辦法 

    為解決公共化教保服務量不足，導致育兒成本過高之問題，私立幼兒園符合

以下六大要件：一定收費價格以下、教保員投保薪資每月至少 2.9 萬元、通過基

礎評鑑、建物公安申報合格、教保人力比符合規定、通過基礎評鑑或訪視輔導，

便可與政府簽約，成為準公共化幼兒園。準公共化政策自行政院 2018 年 7 月 26
日公布「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2018-2022 年）」之後，於 107 學年度（2018
年 8 月）於六都之外縣市先行辦理；隔年，108 學年度（2019 年 8 月）起推動至

全國。準公共化幼兒園政策實施目的、合作對象及期程重點，整理如表 1。 

表 1 準公共化幼兒園政策實施目的、合作對象及期程重點 
實施目的 合作對象 實施期程 

滿足家長對平價教保

服務之需求 
符合六大合作要件之

私立幼兒園 
107 學年度：六都之外縣市辦理 
108 學年度：推動至全國 

資料來源：教育部（ 2018）。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1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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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施準公共幼兒園之收費標準 

    子女就讀準公共化之家長的每月負擔可分為三大類： 

1. 一般家庭：每月負擔不超過 4,500 元。 

2. 一般家庭，第 3 胎以上子女：每月負擔 3,500 元。 

3. 低收、中低收家庭子女：家長免繳費用。 

依上開收費負擔，筆者將準公共化之私立幼兒園招生人數與收費及補助之級

距，整理如表 2 所示： 

表 2 準公共化之私立幼兒園招生人數與收費及補助之級距 
群組 核定總招收人數 準公共化園所收費上限 政府補助 一般家庭家長負擔 
第 1 組 90 人以下 10000 元／月 5500 元／月 4500 元／月 
第 2 組 91～180 人 9500 元／月 5000 元／月 4500 元／月 
第 3 組 181 人以上 9000 元／月 4500 元／月 4500 元／月 
資料來源：教育部（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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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發布，2020 修正。） 

三、準公共化幼兒園的問題 

    準公共化政策已邁入第三個學年度，筆者統整這段時間以來的新聞時事及文

獻，並訪談參與執行政策之園長，歸納出以下幾項待解決的問題，說明如下： 

(一) 收費亂象問題浮現 

    秦宛萱（2019）的報導中指出，自 107 學年度（2018 年 8 月）以來，部分

準公共化幼兒園除了向家長收取月費之外，將原本涵蓋在月費當中的部分課程費

用轉為課後才藝，額外向家長收取多元課程費用。此外，更縮短原本的教保服務

時間，另外收取延拖費，造成家長的不滿，進而向教育局提出檢舉。各地方政府

教育局在接獲民眾陳情後，則透過稽查責請業者改善。 

(二) 教保員薪資問題 

    準公共化園所合作要件之一為：申請第一年勞保月投保薪資至少應達每月

29,000 元，並訂定調薪機制，另配合勞動部、衛服部等相關單位，每學期將進行

投保薪資比對 （教育部，2020）。此要件本是為保障教保服務人員的美意，但對

於原本就在園所中服務的資深教保員來說，心中卻五味雜陳。在筆者訪談新北市

某準公化幼兒園園長時，她指出：A 教保員已在園所服務多年，薪資為 30,000
元，但加入準公共化幼兒園後，園所招募來的應屆畢業生 B 教保員起薪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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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00 元；兩相比對之下，資深的 A 教保員難免心中產生不平之氣，更有可能

進而產生對於工作的倦怠感，甚至是引發離職的念頭。這樣的情況對於園所經營

者來說，無異是增加了莫大的困擾，畢竟經驗豐富又穩定的師資絕對是幼兒園最

寶貴的資產。 

(三) 退場機制之隱憂 

    準公共化幼兒園違反以下數點規定，經地方主管機關查證屬實者，自次學年

起計，二學年內不得申請（教育部，2018）： 

1. 參與其間有違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及《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且處以罰鍰

者。 

2. 準公共化幼兒園於辦理期間未履行約定事項。 

3. 未依備查收費數額超收費用、未依核定人數超收幼生，或教保服務人員實際

投保薪資未達基準。 

4. 逾核准設立許可辦理業務。 

    若準公共化幼兒園因違反上述的任何一項規定而必須退場，首先受到傷害的

便是幼兒與家長，因為直接影響他們選擇就讀準公共化幼兒園的權利。雖然主管

機關會協助安置這些幼生到附近準公共幼兒園，但若附近沒有合宜之準公共化幼

兒園或是沒有缺額，公共化幼兒園又抽不到，此時幼兒就讀權與家長選擇權也會

直接受影響；緊接著受到影響的，便是教保服務人員的工作權（彭玉容、胡玉玲，

2019）。由此可見，在參與準公共化政策的私立幼兒園退場之後，一連串的隱憂

及問題已經一一浮上檯面。 

四、解決策略 

    針對上述準公共化幼兒園政策推行後衍生出的問題及隱憂，筆者提出解決策

略，期待主管機關進行滾動式修正，促使準公共化政策之美意得以真正落實。 

(一) 加強政策宣導 

    部分私幼經營者在加入準公共化幼兒園初期，對於相關收費規定並不熟稔，

因此發生對家長加收費用的問題，在準公共化政策上路近 3 年來，主管機關一直

不斷的加強對於家長及業者的政令宣導工作，使得家長和業者都能更加瞭解自己

的權利及義務，有助於降低誤解及違規情形發生，但仍需持續不斷推動，始能讓

準公共化政策的良善立意真正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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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予以人事費用補助 

    在一般私立幼兒園的薪資結構中，工作績效佳、能力好的教保人員便可以獲

得較佳的薪資待遇；因此，個人薪資多寡取決於其對於工作的投入程度及工作能

力。有些準公共化幼兒園擔心優質具豐富經驗的教保人員因為新進人員起薪高的

不平等勞動條件而求去，主動加薪留住好人才，無形增加了不少經營成本。期盼

主管機關對於績優之準公共化幼兒園給予適當人事成本補助；否則，主管機關一

方面限制園所調高費用，一方面希望調高教保人員薪資，經營者在沒有利潤的情

況下，無法長期與政府簽約，更無法提供加家長們優質平價及穩定的教學品質。 

(三) 優化準公共化條件 

    準公共化既為符合要件始能簽約，但若未符合時如何退場，且為了降低準公

共化幼兒園退場後，幼生無其他準公共化幼兒園可就讀的窘境，建議各主管機關

能夠多多聆聽及瞭解經營者們在經營上所面臨的各項難關及挑戰，優化簽約條

件，鼓勵尚未加入準公共化幼兒園的私立園所加入，大家一起提供更優質的就學

環境，讓寶貝們都能快樂學習、平安成長。 

五、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少子女化問題是重大國安問題，因此政府當局期盼能夠藉由準公共化政策減

輕家長育兒負擔，提升國家生育率及婦女就業率。然而，在政策甫上路之初，許

多家長及業者並不十分了解政策的內涵及具體作法，因而產生了一些誤解及爭

議。政策之執行就如同在海上航行，在行駛的過程中，只要方向是正確的，透過

不斷修正及調整，一定可以朝向更美好的未來前進。衷心期盼在相關單位群策群

力的努力下，準公共化政策的果實能夠遍地開花，確實提升生育率，改善少子女

化問題。 

(二) 建議 

1. 對主管教育機關 

    多數私立幼兒園對於評鑑機制多抱持戒慎恐懼的心態，且針對評鑑檢查項目

大多為文書資料之審查，未必能夠確實提升幼兒園的教學品質。因此，為提供家

長優質且平價的幼教品質，建議主管機關除進行評鑑外，能夠加強訪視及輔導機

制，讓專業的輔導教授能夠到園所進行課程規劃訪視輔導，提升教學內涵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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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準公共化幼兒園 

    為了提供每位幼兒一個穩定並充滿安全感的學習環境，親師雙方之間的持續

溝通及信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部分幼兒園因未依規定收費，造成園方與家長

之間的誤解及衝突，將影響幼兒的學習，更會影響園所日後的招生活動及評價。

失去了家長的信任，影響了經營已久的商譽，正可謂得不償失。筆者建議準公共

化幼兒園經營者能夠積極參家與政策法規相關之會議及研討會，提升自身對於相

關政策的熟悉度，以免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觸法。 

3. 對教師 

    相信每位願意投身於幼教的老師們都是充滿熱忱及愛心的，對於幼兒們的照

顧更是像母親一樣，具備包容及關愛之心。身為一位優秀的幼教師或教保員，除

了必須充滿愛之外，更需要積極參與教育相關研習，更新教育知能，提升教學品

質。然而《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及《教保服務人員條例》自推行以來，經歷多次

修正，大多數站在第一線照顧幼兒的教師們卻對相關法令並不十分瞭解，建議教

師們也能參與政策法規之相關研習，了解自己的權利義務，以免觸法。 

4. 對家長 

    幼兒對於新環境的適應需要較長的時間，因此不適合經常轉學。建議家長在

選擇準公共化幼兒園前，能夠先跟園所約定面談及參觀的時間，透過面談能夠瞭

解園所的經營理念及其與家長聯繫和溝通方式。在親師雙方都能夠建立基本共識

之後，再讓寶貝入學；如此一來，比較能夠減少家長和園所雙方因為不了解而產

生的溝通不良或誤解，進而能夠降低幼兒轉學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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