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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8 年 8 月，行政院核定實施《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 年-111 年)》，

其中在「減輕家庭育兒負擔」政策目標乙項，針對幼兒教保服務研擬出「擴展平

價教保服務」及「減輕家長負擔」等兩大重點，採行「擴大公共化幼兒園」、「建

置準公共機制」、以及「2-4 歲育兒津貼」等三項策略（教育部等，2019，36）。

前述關於擴大公共化幼兒園供應量的為延續政策外，「準公共機制」一詞則係於

本計畫首見，政策目的定調為擴增平價教保服務量能，鼓勵家長就近選擇平價教

保服務（洪福財，2024）。 

有關建置準公共機制，該計畫指出係源於「政府雖已大量擴展公共化，但仍

難以滿足家長托育需求；再者，私立幼兒園質、量都有再進一步與政府合作的空

間」，該機制是由合乎要件的私立幼兒園與政府簽訂合作契約，為平價教保服務

擴增量能，提高家長選擇平價教保就讀的機會（教育部等，2019，40），前述完

成與政府合作簽約者，即被稱為「準公共幼兒園」。由教育部自 2018 年 8 月於

六都以外縣（市）先行辦理，2019 年 8 月擴展至全國各縣（市）；教育部於 2018

年 8 月另發布《教育部推動及補助地方政府與私立幼兒園合作提供準公共教保服

務作業要點機構合作提供準公共教保服務作業要點》，分二階段推動準公共機制，

私立幼兒園須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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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與政府簽

約合作（教育部，2021），簽約完成後以準公共幼兒園稱之，以協助政府共同擴

展平價教保服務機會。 

二、本文 

教育部在 2019 年曾發布新聞稿，文中將六都以外的 15 縣市所提供平價教

保服務的供應量進行分析，15 縣市整體平價教保服務比率平均已超過 60%，成

長比率達 15%；準公共幼兒園的加入，108 學年度整體平價幼兒園比率從昔日公

共化教保政策的 38.7%，提高到 53.8%，成長 15.1%，合計提供逾 31 萬個平價就

學機會（教育部，2019/07/11）。 

近年來，準公共幼兒園數量持續成長，以 112 學年度為例，全國計有 1,859

所私立幼兒園加入準公共幼兒園，占私立幼兒園總數的 45.1%（立法院，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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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超過四成五的私立幼兒園參與機構轉型，顯示出準公共幼兒園政策對於教保

服務市場已經產生實質的影響。復以新北市為例，112 學年度已完成簽署合約轉

型為準公共幼兒園有 222 所，其中園數所在的行政區最多的前三名依序為板橋區

有（51 所）、新莊區（21 所）、永和區（12 所）。 

準公共幼兒園推展快速，茲就此類型幼兒園經營之特色與挑戰，分述如後。 

(一) 準公共幼兒園之經營特色 

準公共幼兒園在政府支持下，致力於提供高質量、普及化的幼兒教育服務。

準公共幼兒園在行政、教學、人事、財務、人才培育和設備維護等方面具有以下

特色（胡秋葉，2021；黃榆婷，2021；馮穎俞，2023）： 

1. 行政運作相對私幼嚴謹：準公共幼兒園接受政府的部分經費補助，需接受行

政機關的訪視或回覆教育部門的調查表單文件，在行政運作如線上公文系統、

公開招生作業等，都依循行政機關的指導而建立標準化的作業流程。在政府

的指導下，準公共幼兒園建立一系列標準化的管理流程，包括招生、運營和

教學，確保服務質量的一致性。 

2. 教學追求特色以建特性：準公共幼兒園致力於提供多元且優質的課程，涵蓋

身體動作與健康、認知、語文、社會、情緒與美感等領域。根據每個幼兒的

發展水準和需求，實施個別化的教學計畫，注重幼兒的全人發展。 

3. 人事規範與薪資相對健全：準公共幼兒園的教師需符合政府規定的資格標準，

包括持有合格的教師證書和定期參加專業培訓。準公共幼兒園提供競爭力的

薪酬和福利政策，保障教師的基本權益，並透過績效評估制度激勵教師不斷

提升教學質量。 

4. 財務透明且可獲政府補助：準公共幼兒園需定期向政府提交財務報告，確保

資金的透明和合理使用。除了政府補助外，準公共幼兒園還可以透過社會捐

助和家長自費等方式獲得資金，確保運營的穩定性。 

5. 人員相對於私幼時期穩定：準公共幼兒園可申請相關經費為教職員工提供持

續的專業發展機會，包括參加各類培訓、研討會和工作坊，提升專業能力。

如能定期舉辦內部培訓課程，有利於針對最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方法進行培

訓，促進全體教職員工的共同進步。 

6. 申請外部經費以維護設備：準公共幼兒園可獲得開辦費用或各年度的設備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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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經費，教學設施和設備的維護可能較私幼時期完善，以確保幼兒有良好的

學習和活動環境並建立設備維護和更新制度，定期檢查和維護各類設施，確

保其安全和適用性，並根據需要進行設備的更新和升級。 

綜合前述，準公共幼兒園的經營特色在於透過政府補助和監管，確保其在行

政管理、教學質量、人事管理、財務運營、人才培育和設備維護等方面的運行，

這些特色有助於提升各園的教保質量。然而，隨著準公共幼兒園的數量增多，也

面臨著諸如資源分配條件有限、師資短缺和課程特色不足等問題，持續受到各方

關注，成為準公共幼兒園發展的挑戰課題。 

(二) 準公共幼兒園經營之挑戰 

準公共幼兒園政策自推行以來，幼兒園在原本私立幼兒園的基礎上，透過政

府的相關政策和支持，進行組織改造和營運調整，提供低費用的教育服務，讓家

長有更多選擇。準公共幼兒園雖僅推動數年但數量快速增加，此類型幼兒園的招

生數量在快速攀升之餘，同時面臨不少實際經營的挑戰（胡秋葉，2021；黃榆婷，

2021；馮穎俞，2023）： 

1. 行政經營的挑戰：準公共幼兒園受到政府監管，需定期提交經營報告和財務

報告；各園一方面接受政府補助，但同時須達到政府所定的管理標準，行政

經營增添諸多壓力。其次，為達成前述行政要求，部分準公共幼兒園的行政

運作效率可能會較之前缺乏彈性或影響效率，甚至需指派行政人員參加政府

規定之培訓或說明會等，以保持對政策的敏感度和執行力。因此，如何調整

原有的行政機制並兼顧彈性與效率，是準公共幼兒園遭遇的行政經營挑戰。 

2. 教學創新的挑戰：準公共幼兒園需提供符合規範的課程，內容應以統正不分

科、且涵蓋情緒、美感、認知、社會、語言和身體發展等不同領域外，各界

對此一新興幼兒園類型的教學創新也充滿不小的期待。但部分準公共幼兒園

在教保服務人員未變之餘，原有的教學質量未及提升，也可能受限於資源和

師資數量，致使教學創新不足甚至質量不盡符合家長或各界期待。因此，如

何盤點原有的教學人力與資源，尋求教學創新並呈現令家長滿意的教學成果，

是準公共幼兒園遭遇的教學創新挑戰。 

3. 人員穩定的挑戰：聘用合格師資是準公共幼兒園的加入門檻之一，教保服務

人員需持有相關證照並參加定期培訓，人員的優質與穩定對部分準公共幼兒

園的經營形成不小的挑戰。近年來，師資短缺問題嚴重，公幼與非營利幼兒

園增聘師資且提供相對優渥的福利及待遇，讓準公共幼兒園的人員穩定更顯

得雪上加霜；特別是在偏遠地區，合格教師更是難覓。準公共幼兒園師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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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和待遇雖較昔日有所提升，但對照公幼與非營利幼兒園師資則仍有明顯

差距，導致每年師資的流動性大而影響教學品質的穩定性。因此，如何提出

有效的激勵機制以激發教師教學熱情並提升久任意願，是準公共幼兒園遭遇

的人員穩定經營挑戰。 

4. 財務穩定的挑戰：準公共幼兒園的財務大量依賴政府補助，但補助項目與金

額有限，端賴政府預算與分配而定，不足部分則需由幼兒園自籌財源，以穩

定財務狀況以利園務順利運作。政府提供準公共幼兒園開辦與各年度的修繕

補助等，加上政策推動之初準公共幼兒園的招生狀況良好，各園能夠獲得良

好的財務支持以維持正常經營；近年受到通貨膨脹與少子化等影響，部分園

獲得的補助與可用經費已不若昔日充裕，財務運作已有難以穩定之勢。因此，

如何維持穩定生源並持續獲得政府充裕的經費挹注，是準公共幼兒園遭遇的

財務穩定經營挑戰。 

5. 人才培育的挑戰：準公共幼兒園師資流動率高已如前述，由於係原有私幼轉

型，且私幼規模相對較小，人才專業培育與持續精進便成為另一重要的經營

挑戰。在支援人力有限之餘，部分準公共幼兒園無法提供師資足夠的培訓或

進修機會，甚至可提供新進師資培訓或支持相當有限，使得師資的專業發展

受到限制。在規模有限與人才培育難以系統規劃之餘，準公共幼兒園的人才

培訓便遭遇缺乏系統性和持續性的課題。因此，如何規劃系統性的人才培育

以提升經營品質，是準公共幼兒園遭遇的人才培育經營挑戰。 

6. 設備維護的挑戰：準公共幼兒園的教學設施和設備條件不一，部分園受到政

府經費挹注以適時改善設施設備，但也部分園的設施設備老舊，有亟需升級

或汰換的情形。設施設備維護除仰賴經費以外，也與師資專業性、教保目標

的穩定性、以及行政運作的效率性等有關，各項因素已如前述受到準公共幼

兒園的各項經營挑戰所影響，成為另一項經營待解課題。因此，如何穩定設

施設備維護的經營條件，建置系統且具效率的設備維護經營機制，是準公共

幼兒園遭遇的設備維護經營挑戰。 

三、結語 

準公共幼兒園自推動以來，以 112 學年度為例，全國已有 1,859 所私幼轉型

為準公共幼兒園，約有四成五的私幼參與轉型，顯示出準公共幼兒園對於教保服

務市場已經產生實質影響。政府面對此一新興類型幼兒園，除了致力於數量的推

動以擴增評價教保服務機會外，對於此類型幼兒園的經營現況、困境與品質等，

宜訂有輔導或協助機制以鼓勵各園持續提升教保品質，甚至宜訂有適切的汰除機

制，輔以公開資訊的傳達，以督促各園持續精進並利於家長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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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準公共幼兒園面臨的六項經營挑戰，在行政管理方面，政府宜輔導各園

建立系統管理的機制，輔以數位與簡化的行政處理流程，以利各園行政效能的提

升。在教學創新方面，宜提供各園穩定的專業輔導機制，要求各園於一定期限內

應參與專業輔導並提出成果。在人員穩定方面，各縣市宜正視現有公幼短期間大

量開缺對其他各類幼兒園造成的排擠現象，重新檢視近年各縣市公幼大量開缺的

決策。在財務穩定方面，對於準公共幼兒園的補助宜考量通貨膨脹因素，至少宜

依據「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就補助額度進行調整。在人才培育的挑戰方面，

宜鼓勵各園提出跨園的專業成長規劃，以增加專業人員參與規模，共謀合作員的

人才培育與專業成長。在設備維護的挑戰方面，對於各園所提的設施設備維護改

善需求，宜在核定經費之前，結合到園訪視以瞭解各園的真實需求並協助各園調

整規劃，以提升設備維護的效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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