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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少子化觀點來探討非營利幼兒園的未來 
徐珮娟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幼保系專案助理教授 
 

一、 前言 

少子化及人口老化目前已成為臺灣重大關注議題，陳宛茜（2023）報導中指

出，臺灣總生育率（1.07）已是全世界倒數第一，BPM（2023）也指出，每個婦

女生育率至少要 2.1 個小孩，才不至於導致人口總數因為世代交替而下降，也就

是所謂的人口替代率才不致出現問題，也才不會導致人口的負成長；再加上人口

老化，2023 年 10 月底 65 歲以上老人人口已占 18.18%，將近 2 成，也就是將近

5 個人之中會有一個是老人，這也將是造成生產人口的銳減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

（自由財經，2023）。張憲庭（2005）也提及到少子化現象對於學校教育的經營

勢必產生不小的衝擊如學校將面臨關閉或合併，教師與學生的供需失調，教室的

閒置與荒廢等問題。蘇岱崙（2022）也提到少子化勢必造成如生員不足、裁校併

校等嚴重的學校教育現場問題，勞動人口亦會大量減少以及總扶養比因此增加。 

雖然是為了減輕育齡婦女托育費用以鼓勵提高育齡婦女生育的意願而廣設

非營利幼兒園，但是根據內政部的統計資料顯示，2023 年累計至十一月底的出

生數大約為 12.4 萬，若以教育部的規劃，打算達成 106 年至 109 年期間設置 1,000

班的非營利幼兒園，王兆慶（2022）指出，在 2016 至 2021 期間，大約增加了 200

多間 0 至 2 歲的公托、100 多家的公幼、200 多家的非營利幼兒園，總計公共托

育可收托名額估計增加 4 萬左右，若以上述資料推估，當達成 1,000 家的非營利

幼兒園，則預估可以託收 8 萬左右，還有原來的公立及私立幼兒園，讓人也不免

會捏一把冷汗，到時候會不會真如上述學者所言，不論是何種幼兒園，都將面臨

關門及教保員失去工作的狀況，這也是少子化問題衝擊之下難以克服的問題與窘

境。 

二、 非營利幼兒園的重要內涵及可能問題 

根據《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的定義，非營利幼兒園的成立主要是為了提

供父母親除了公立幼兒園及私立幼兒園之外的另外一種學前教育的選擇，主要是

希望提供家長一個比較優質、平價、確保學前教育品質的幼兒托育環境。許多研

究也針對非營利幼兒園有許多面向的探討與著墨，例如從公共政策角度去探究非

營利幼兒園的成立與營運（徐千惠，2018），或問題中心取向探究其政策的執行

與效果（吳錦惠，2022），也有以家長及教保員角度來探討非營利幼兒園（蔣姿

儀，2018），也有學者探究非營利幼兒園的未來（歐姿秀，2016），又或是探討其

政策的效益與限制（林俊瑩、張凱程、林志豪，2021），雖然有諸多面向，但實

質上，主要著重在幾個重點的探究，例如相關政策、學費、收托條件、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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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薪資福利等條件與公幼及私幼的比較。簡而言之，根據多位學著的研究，

可以得到一個大致雷同的結論，非營利幼兒園與公私立幼兒比較起來，其薪資福

利是介於公幼與私幼之間，上班時間也是介於公、私立幼兒園之間，以公幼上、

下班時間最為正常，四點就可以結束下班，非營利一般到五點下班，但有延長工

時之加班費；私幼雖然表定可能是到五點，但實際上常會因運雙薪家庭的需求而

有超過表定時間到六點甚或七點（蔣姿儀，2018）。 

再則，非營利幼兒園因為沒有需要考量營運成本的問題，所以也比較不需要

考量轉嫁利潤在消費者身上的問題（歐姿秀等人，2013）。但若以政策執行面來

看非營利幼兒園，林俊瑩、張凱程、林志豪（2021）研究也指出，非營利幼兒園

因有許多法令的把關，難免陷入由於政策缺乏彈性、管控過於繁瑣的問題。張益

勤（2022）則指出非營利幼兒園的缺點是特殊幼兒是首選對象，一般幼兒需要等

到抽籤，收費也較公立幼兒園高，課程內容相對較單一沒有變化。徐千惠（2018）

認為，從公共利益而言，私幼的利益長期可能會受非營利幼兒園的影響，連帶也

會影響教保人員的工作職涯權益；至於非營利幼兒園本身也會因為續約的不穩定

性，對人員的留任產生影響，未來的學前教育生態勢必也受到不小的震盪。招生

條件上，蔣姿儀（2018）也敘及到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的招生順序，依序

為不利條件幼兒、優先入園幼兒，最後才是一般幼兒。這表示非營利幼兒園可能

會成為不利條件幼兒及優先入園幼兒的首要選擇，也意味著教保人員不論是教學

內容能否符應一般生及特殊生的需求，一般生及特殊生的生活自理能力建立，甚

至對於特殊生的親師溝通上都會面臨更多的挑戰與負擔。 

三、 結語 

綜上所述，可以歸納出少子化可能帶來的衝擊：第一，雖然教育部希望透過

長期滾動調整方式，即父母負擔得起學費且該幼兒園能提供良好教養環境的條件

之下，藉由非營利幼兒園的模式以協助家長有效因應外在現實問題所造成的少子

化問題，但實際上能否因為增加非營利幼兒園的設置而改善少子化問題，效果仍

無從得知？第二，如上面提及，由於非營利幼兒園招生順序為不利條件幼兒、優

先入園幼兒為先，教保人員在同時要照顧一般生與不利條件幼兒含特殊生，不論

是教學上、生活自理上或是不利條件的幼兒的融入，以及可能面臨來自一般生家

長與特殊生家長的不同需求或親師溝通，勢必是另外可能產生並需要考量的重點

內容；第三，少子化是否也意味著將來教育主管機關可能把幼兒學前教育納入常

規的國民義務教育，如果是這樣的話，非營利幼兒園是否也會面臨轉型與裁併的

問題，還有相關師資培育的內容如何符應這可能的轉變，也是需要教育高層及早

思考討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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