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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期「準」公共化幼兒園政策之我見 
洪智倫 

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副教授 

 

一、前言 

為減緩少子女化現象，營造友善育兒環境，提供年輕父母最大之育兒後盾，

以達到「改善教保人員薪資」、「穩定教保服務品質」及「提高生育率」等政策目

標，行政院自 2018年 7月核定推動「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對於 6歲以下幼

兒教育及照護，以「增加平價名額」、「降低就學費用」、「發放育兒津貼」為策略

（行政院，2018）；同年，除 6都，有 15縣市先行試辦「準公共幼兒園」，亦即，

私立幼兒園若符合《準公共教保服務作業要點》第三條之收費數額、教保服務人

員薪資、通過基礎評鑑及公共安全檢查、符合師生比與教保服務品質等，即可向

地方政府申請加入「準公共幼兒園」（準公共教保服務作業要點，2022）。並於 2021

年 1月納入「0-6歲國家一起養」政策，2023年 1月起，更取消育兒津貼排富及

5歲須就學始予補助之限制，適時調整策略擴大協助，讓育兒家庭獲得更全面的

照顧。 

然而，教育部在推動準公共幼兒園時，曾表示準公共機制只是公幼擴充過程

的過渡措施，但從教育部每年大幅提升準公共幼兒園的經費補助，甚至已直逼擴

大公立幼兒園的預算，這將會是值得深思的議題。根據審計部（2023）中央政府

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近二成準公幼曾因教保服務人員未具資格、超收幼童或費

用等事由遭裁罰，並有因同一違規事由遭裁罰 3 次以上。同時，兒童福利聯盟

（2023）針對育有 0至 6歲子女的家長，進行網路問卷調查，從 1,532份有效問

卷中發現，家長對公立幼兒園的滿意度最高，而對準公共化幼兒園的滿意度最低，

再者，有超過六成的家長同意「準公幼是領政府補助的幼兒園，品質有保證」；

超過九成五的家長同意「準公幼領取政府補助，政府應要監督它的品質」。調查

中亦發現，準公幼存在不少問題，如家長認為準公幼的照顧不佳情形以「孩子的

餐點不夠吃或是吃得不好」比率最高，其次為「有違規，但不清楚具體狀況」，

及「頻繁地一直換老師」等。 

綜上，針對過渡期的「準」公共幼兒園實施數年來，究竟帶來了哪些利與弊？ 

二、準公共幼兒園政策現象與反思 

準公共幼兒園自 2018 年核定推動，其平價教保之政策，實施初期的確讓加

入準公共機制的幼兒園旗下之教保員薪資得以提升，同時，每年提供之補助金額，

給予加入準公共制度的幼兒園，增添設施設備、改善教學環境；再者，也提供了

許多欲就讀公立幼兒園，卻因名額有限，無法就讀之家長更多元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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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實施數年來，根據親子天下（2021）訪談幼教專家、學者及幼兒家長，

發現準公幼存在簽約門檻寬鬆、缺乏嚴謹的監督機制及退場機制曖昧不明等問

題，在筆者實際參與幼兒園評鑑輔導，也發現上述問題之存在，再者，根據上述

審計部（2023）的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及兒童福利聯盟（2023）的調查報

告，加上筆者訪談各地幼教協會組織理事長或參與準公共幼兒園業者，也多所怨

言，例如：參與準公共幼兒園相關文書繁瑣、薪資級距不足且起薪低，導致難以

留才及收費無法反應各地差異等問題。 

(一) 替代父母亦應是「過渡期」 

曾和幾時，讓家長趨之若鶩，抽籤都抽不到的公幼，近年來竟發生招生不足

的窘境，此時，竟有幼教人宣稱，是因為公幼只留校 8小時，才造成招生出缺，

要求補助課後留園。其實，學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伸及補充，保母及教保員永

遠無法替代父母，當政府在研擬提升生育率之餘，應考量目前臺灣普遍存在低薪、

工時長、物價上漲的經濟問題，而不是一味地鼓勵生育，卻由所謂的「替代父母」

來照護。 

(二) 進場門檻低及缺乏嚴謹的監督機制 

私立幼兒園只要符合《準公共教保服務作業要點》第三條的 6項規定，即可

向地方政府申請加入「準公共幼兒園」，但上述的 6 項標準是經營幼兒園之基本

要求，被當作簽約門檻實在太低；同時加入後，準公共幼兒園所獲得的補助經費

是不需做財報、不需公開經費流向，同時，申請的課程輔導補助，也不需事前寫

計畫報告及不需經過審查（親子天下，2021）。 

同時，教育部國教署學前教育組組長王慧秋曾表示，準公幼的本質還是私立

幼兒園，只是因為該幼兒園跟政府簽約，以提供較平價的教保服務，政府對準公

幼的相關管理機制，不會因此有所差異。因此，教育部不會考慮另立準公幼評鑑

機制，原因在於希望簡化行政作業程序，倘若為準公幼訂定專門評鑑基準，將會

造成行政現場負擔，也將降低私幼加入準公共政策的意願（董容慈、簡毅慧，

2020）。 

(三) 退場機制不明 

根據審計部（2023）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近二成準公幼曾因教保

服務人員未具資格、超收幼童或費用等事由遭裁罰，並有因同一違規事由遭裁罰

3次以上。同時，依照《準公共教保服務作業要點》，準公共幼兒園違規後，經限

期改善「三次」後仍未改善，或「屢次」違反規定者，地方政府得在下一個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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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解約，但從全國教保網的資料發現，許多準公共幼兒園多次違規卻仍在準公幼

的名單中。 

三、結語 

初期準公共幼兒園的出現，的確降低家長之育兒負擔，穩定教保服務人員薪

資福利，以公私協力角度而言，主管機關能以較低的經費，更有效率地擴展公共

托育，將有限的資源最大化的運用。但實施數年來，不管是有子女就讀準公共幼

兒園的家長、加入準公共幼兒園的業者及參與地方評鑑的學者們都一一點出準公

共幼兒園存在的問題，誠如教育部在推動準公共幼兒園初期，即表示準公共機制

只是公幼擴充過程的過渡措施，應往建置真正的公共化托育機制努力，在未全面

設置真正公共化托育機制前，應對目前之準公共幼兒園業者所遭遇之問題，廣聽

建言找尋解決之道，同時，也應明訂準公共幼兒園嚴格的進場及退場機制，建立

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以確保此過渡期準公共幼兒園之教保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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