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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楔子：準、準、準 

與女友愛情長跑已經五年的天佑，認準了今天是個好日子，準備於餐廳與準

岳父岳母見面。準時抵達後，女友家人熱情歡迎這位準女婿。天佑特別挑選一家

水準高檔的包廂，並精準的點了幾道準岳父岳母喜歡的菜。準岳父母也很誇天佑

貼心。天佑看準時機到來，便開口提及婚嫁之事，並謙問自己是否符合標準。準

岳父頻頻點頭，但加問了一句婚後住哪兒啊？買房了沒？準岳母也追問了一句以

後有寶寶後誰照顧啊?然這幾個問題彷彿瞄準了天佑的軟肋，因此心虛地說還沒

準確規劃此事，並說未來多變，很多事可能沒準。岳父低聲重複說，真的是沒準。 

二、備而不準：幼兒園的二難困境 

「老師！你覺得我的幼兒園該不該加入準公幼？有些同行都說政府優惠這

麼多，不加入準共幼就太傻了！」相信上面這個問題是很多幼教幼保系老師與私

立幼兒園主管對話時經常提到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任何人回答都

「不準」，因為真正的答案在於幼兒園本身是否「有備」而來。但是弔詭的正是

幼兒園對於未來各種不確定性的難以「防備」，包括補助政策的快速變化、防疫

政策的嚴格與重罰、教保人員的找聘不易、物價通膨的萬物齊漲等，常如忍者刺

客般攻其不備的瞬間即至。 

在補助政策的快速變化方面，托育補助的名目與金額增加幅度相當快速，適

用限制陸續取消，弱勢及中低收入戶更額外加碼。2018 年至 2022 年間已調降三

次，每月最高自付額從 4,500 圓降至 3,000 圓，依家中胎數等差遞減 1,000 圓；

又依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準公共幼兒園三種類型遞減 1,000 圓（行政院

公報，2021a）。在這種競相加碼補助的政治氛圍下，不加入準公幼恐有許多家長

為節省學費而轉至別家幼兒園。但是若貿然加入準公幼，財務收入的學費上限與

財務支出的教職員薪資下限就被綁死，除了經營上幾乎毫無利潤，且容易被當成

因補助而起死回生的低廉機構，之後則面臨想精進卻沒錢，想做市場區隔卻難以

發展特色的困境。 

其次在疫情方面，已有許多調查研究與後設分析研究相繼報導幼兒園所受到

的各類影響，實務上疫情也確實對公私立幼兒園的教保服務生態造成衝擊。例如

公立幼兒園因必須遵守所有的防疫措施，進而也要求家長配合辦理，使得家長常

須因幼兒園停課而請假在家照顧。部分私立幼兒園則因提供了較多的彈性，得以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2），頁 01-07 準公共化幼兒園政策之現況與問題 主題評論 

 

第 2 頁 

接收了一些自公幼轉園的幼兒，但也造成了超收的現象。而這也導致檢舉案件及

稽查的次數頻增，開罰案例也隨之升高。 

在教保人員的找聘不易方面，由於教保服務人員的低薪與高壓力，加上升遷

與加薪都很有限，使得許多具有教保人員資格者，在工作一段時間後易萌生退意

或轉換職場。此外諸如新北幼兒園巴比妥餵藥烏龍事件（臺灣事實查核中心，

2023），對於教保人員的工作士氣亦打擊甚大，甚至引發了一波退職潮。各家幼

兒園幾乎都有教保人力短缺的狀況下，使得教保人員轉職與流動相當容易，許多

私幼的教保員會嘗試出去闖蕩一番，因即使不順利也能再回到幼兒園任職，而此

種現象讓教保人力的吃緊更雪上加霜。 

面對外部環境的變化迅速，物價又不斷上漲，一旦經營方向失準而資源錯

置，便會在招生與經營成本上重挫。因此許多私立幼兒園經營者都在面對不確定

的掙扎下心中犯難，對於公共化政策的補助政策，十分想得又猶豫萬分。加入準

公幼成了該不該啟動的雨天備案，而真正最後的關鍵往往不是「備」的程度，而

是「準不準」的運氣。 

三、準而不備：想的到的都點的到(應該啦!) 

對於已加入準公幼的幼兒園，也並非從此歲月靜好。跨進準公幼的門檻並不

高，主管機關要求的條件僅為收費上限、教保人員薪資、師生比、建物安全、基

礎評鑑、教學與課程品質六項，乃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的服務契約範本中的基本

要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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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自民國 107 年至今，因違規而被強制終止契約的數量甚少，

主動退出的狀況反較常見，此狀況常被批評為政府把關的不嚴，讓父母可能在挑

選準公幼時不幸踩雷。然此段期間政策是以普及率當成標竿，其目的乃在緩解父

母親的養育重擔，以解決稱為國安危機的少子女化問題。當局將將衝高普及率視

為政策首要目標時，犧牲一點教保服務品質可能就成為不得不的暫時妥協。 

對於準公共化教保服務政策在普及、平價、近便、及優質四大訴求上面，普

及是最容易展現政策成效的指標，而準公共化教保服務的普及狀況，近年亦確實

大幅攀升，根據 111 年教育部的教育統計資料（教育部統計處，2023），加入準

公幼的私立幼兒園已達全國私幼總園數的 46%。如果加上公立幼兒園和非營利幼

兒園，準公共化幼兒園與私立幼兒園已各佔約一半，就讀於準公共化幼兒園的幼

兒數也接近整體幼兒數的四成五（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23）。 

其次在平價的訴求方面，過去父母焦慮於子女上幼稚園比上大學還貴的狀

況，在中央到地方大量經費補助下已獲得紓緩。除了準公共化幼兒園的學費不超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2），頁 01-07 準公共化幼兒園政策之現況與問題 主題評論 

 

第 3 頁 

過三千元，就讀私立幼兒園亦有相當多補助，對 2 歲至 6 歲的幼兒，中央政府提

供 5,000-7,000 圓的育兒津貼或就學補助，依家中胎數等差遞減 1,000 圓。很多縣

市政府亦提供幼兒就學補助，依家戶所得或幼兒園收費狀況而定。如臺北市最高

可每學期補助 26,000 圓，臺中市每學期最高補助 15,000 圓。新竹縣則依鄉鎮公

所而定，半導體產業興盛之新竹科學園區所在的寶山鄉，每年每名補助 6,000 圓。 

在近便性的訴求方面，性平團體與婦女團體亦是公共化教保政策背後的重要

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其不斷倡議對減低女性在生育養育的壓力上政府應

有所作為，以保障女性同時兼顧家庭與職業生涯的權利。具體的主張就是要求政

府落實性別平等工作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要求受僱者 100 人以上雇主應設置托

兒設施或提供適當之托兒措施（性別平等工作法，2023）。而其中設置托兒設施

是由雇主以自行或聯合方式設置托兒服務機構，即所謂的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

心，其補助包括新幼兒園興建費用 300 萬元及之後每年 50 萬的更新或改善（哺

集乳室與托兒設施設置標準及經費補助辦法，2020）。然而根據行政院性別平等

會 111 年的統計資料，只有 1.3%設立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其餘則是 62.6%

與幼兒園簽約，6.7%僅發托育津貼，更有三成沒有提供任何托兒措施。而雇主不

願意設置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的考量不只是經費，還包括空間不足、幼兒生源

不穩定以及教保服務專業累積不易等（行政院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2023）。 

首先在空間不足方面，商業區與工業區寸土寸金，雇主連營運的空間都嫌不

足，雖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課程與教學品質評估上對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的學

習環境規劃便放寬得以免評，但找出通同棟內或一千公尺內大樓內的一大塊樓板

空間以滿足幼兒園基本設施設備標準的各項空間規劃，對雇主仍相當為難（職場

互助教保服務辦法，2023）。其次，在幼兒生源方面，員工幼兒子女數可能每年

都有變化，多數員工並不會因為雇主提供托兒措施就放心多生幾胎。雇主若貿然

設立職場互助幼兒園，日後若招生不足則又造成另一種資源的浪費。最後就是教

保服務的專業累積不易，目前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大多數都是公家機關所設

立，且幾乎是以委辦的形式辦理，而承接的單位多是教保服務的相關協會，而這

些協會背後很可能又是私立幼兒園的經營者。很多幼兒園累積了幾十年的經驗，

才一步一步的打造出其幼兒園的風格及其專業品質，因此這些職場負責人寧可委

外辦理，也不太願意自行聘用教保服務人員來經營職場互助幼兒園。 

筆者觀察到聯發科幼兒園的徵聘幼教師的 LinkedIn 及人力銀行廣告已經公

告一段時間了，這個臺灣科技業最尖端的 IC 設計公司，營業額和獲利率都名列

前茅。所以很願意為了留住寶貴的人才而因應員工托育需求來打造一所幼兒園。

這所聯發科幼兒園經媒體報導，不論設備與課程都優質的令人咋舌（黃亞琪，

2021）。筆者好奇的想這家公司的頂尖科技人才，會讓子女就讀一個政府 300 萬

補助所興建的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嗎？就連臺中市許多幼教集團都接連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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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億金額興建新的幼兒園。經查詢後發現聯發科幼兒園其實是一所私立幼兒園，

是一間校名很長的「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附設新竹市私立聯發

科技幼兒園」。聯發科要給員工的不只是近便性，而是準公共化幼兒園政策最困

難達成的訴求－「優質」。 

雖然教育部訂定了「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課程與教學品質自我評估表」（行

政院公報，2021b），裡面規範了班級經營、課程規劃與實施及學習環境規劃三大

面向，其中學習區規劃、學習區開放天數與時間、幼兒作品展示等指標比較能夠

容易量化與評定。然而有些指標必須透過質性方式呈現，如教保服務人員態度、

班級常規、幼兒行為輔導、班級文化等，這些指標其實是教保品質上最重要的一

環，但當要用這幾項指標進行存優汰劣時，必會有評鑑委員主觀性過高的質疑。

而要讓教保服務品質的評鑑具有公信力，需要一段長期的時間逐步建立，其有賴

於評鑑委員方和幼兒園方對於指標與資料間相互認定的共識。然而正確的路，雖

遠必至，背後則希冀政府有長期規劃與堅定向前的決心。 

四、結語 

過去六年的準公共幼兒園政策將臺灣的幼托及教保服務生態真實地帶來了

很大的改變，雖然也有學者或實務工作者舉出一些倉促實施而導致的亂象，然整

體而言對普及、平價、近便教保服務的推進是正向的。然而準公共幼兒園政策的

終極目標是全面公共化的教保服務嗎？藉由高度補助為托育及教保服務打造出

來的普及、平價和近便，究竟是促進優質？還是犧牲優質？各方觀點並不一致。 

有些倡導者認為我們應該以北歐國家為標竿，其托育與教保服務為全世界的

模範，其均富與社會福利更令全世界稱羨，然這背後仰賴的是勞動參與率極高（含

婦女、年長者、身心障礙者…）且勞工素質良好。但疫情三年後，產業的全球化

式微及地緣政治衝突，產業的供應鏈產生大洗牌，加上世界多處戰火頻傳，北歐

成了其中很大的苦主，經濟成長率停滯甚至衰退。除了歸咎外部因素，內部因素

之一為社會福利造成的排擠作用。臺灣目前的準公共化教保政策主要以補助為

主，亦算是一種社會福利，因此也同樣會有類似的排擠作用。如公共化幼兒園的

幼兒數增加，自然會排擠到私立幼兒園的幼兒生源。生源變少則形成供需模型中

數量變化導致價格的變化，因此目前收費現象的問題，乃部分幼兒園增加許多收

費的名目，因其生源減少導致平均成本增加，過去統包在學費或月費內的服務，

現在只好都改成額外收費。表面上看起來私幼的學費並無太大變化，實際上則從

過去的一口價變成樣樣單點。這個政策排擠作用使得政府對就讀私立幼兒園提供

托育與就學津貼的政策美意無法完全實現，包括幼教師與教保員的薪資實際並未

調整，教保品質也未因政策補助而有大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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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準公共化幼兒園政策長短期效益方面，筆者認為可透過統計方法中的「差

異中的差異模型」（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Model）進行效益的評估（Conley & Taber, 

2005）。Card 和 Krueger（1994）曾以此模型來評估最低工資政策對國民就業產

生的效益，並獲得 2021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個統計模型分別對政策實施組

與未實施組進行第一個時間點的評估，此時二組的起始點可能不同，若要檢視政

策產生的效益，則不能只看第二時間點實施組與未實施組的分數差距，而是這個

差距再減去政策未實施組的自然變化後的差距，如圖 1 所示（Villa, 2016）。我們

期待政策學者及專家與行政機關合作，在準公幼政策上進行對照組的設定或建

立，並嚴謹的收集跨時資料，再根據這些資料進行分析，日後在政策效益的評估

及未來規劃上方能更有科學依據與更加準確。 

 
圖 1 「差異中的差異模型」統計模式 

資料來源：Villa, J. M.（2016） 

然而我們仍應注意這種效益評估通常也只能推論到 95%或 99%範圍的群

體。在未來規劃方面，常態分佈兩端的需求我們亦不能忽略。其中一端是是品質

不良的幼兒園，其應該有機制使其淘汰，因適度的汰劣存優有如新陳代謝般有助

於健康體質的維持。若準公幼政策讓這些品質不良的幼兒園藉著補貼經費的轉移

而繼續招生，反而會讓更多幼兒園過度依賴政府補貼而使得政策效益由正轉負。

常態分佈的另外一端則是如聯發科幼兒園這種自發性對優質教保服務投資，這些

投資對國家競爭力相當有助益。當今 AI 技術不斷挑戰人類的極限下，擁有突破

性科技等於擁有主宰市場與制定規則的權力，頂尖人才能為國家創造突破性的科

技，國家的生存與發展才能賴以維繫。 

綜上所述，教保及托育的公共責任與個人責任，從來都不是簡單的一刀切就

能了結，也不是無微不至打造全方位安全網就能得到最好的結果。政策的效益都

有其天花板，並非猛藥直下就能藥到病除，而是需要細心觀察與漸次調整，方能

愈來愈健康與愈來愈強健。不論準公共化幼兒園政策未來是要朝向「全面化」還

是達到「目標水準」，我們期待臺灣托育及教保服務邁出下一步不是隨機漫步，

而是不疾不徐地在正確道路上穩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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