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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少子女化已成為臺灣面臨的重大國家議題，直接影響人口結構與經濟發展

（行政院，2022）。根據世界銀行針對巴西學前教育的研究，學前教育的投資報

酬率高達 12.5%至 15%，顯著超越工業或農業計畫的投資收益（World Bank, 

2001）。這項研究顯示，謹慎規劃的學前教育政策，不僅有助於提升國家競爭力，

更在促進社會公平與正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臺灣目前正面臨日益嚴峻的少子

女化危機。根據內政部截至 2022 年的人口統計數據，臺灣的總生育率僅為 0.87，

已成為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國家（趙婉淳等，2022；魯平皓，2022）。 

我國準公幼政策旨在應對日益嚴重的少子女化問題，期望通過減輕家長經濟

負擔及提升幼兒教育品質，實現「0-6 歲幼兒國家一起養」的目標，透過推動幼

兒教保公共化計畫，進而提升整體生育率（教育部等，2023）。政府於 2019 年至

2021 年間投入高達 184.1 億元經費，2022 年更編列 107.5 億元預算用於準公共機

制的推行（教育部等，2023）。如此龐大的資金投入對國家發展具有深遠影響，

因此其推動成效與挑戰具有重要的探討價值。筆者為幼教現場第一線工作者，具

幼教師及園長逾 20 年相關實務經驗，在親身經歷準公幼政策推行前中後期並整

理相關文獻分析作為政策成效之依據；亦與現場幼教工作者多次會談含：幼教協

會理事長、不同時期加入準公幼的園長、私立幼兒園園長及現場教保服務人員得

出準公幼政策之挑戰及因應，分述如下： 

二、準公幼政策推動成效 

準公幼政策旨在應對少子女化帶來的挑戰，並透過多方面的努力實現政策目

標，具體成效如下： 

1. 減輕家庭的育兒負擔 

準公幼政策透過提供平價且具一定品質的教保服務，不僅明顯減輕了家長的

經濟壓力，還為家庭提供更多元化的幼兒園選擇。根據教育部資料，參與準公幼

政策的幼兒園每月學費上限為新臺幣 4,500 元，相較於部分私立幼兒園平均學費

高達每月 12,000 元，此政策有效降低了多數家庭的育兒成本（教育部等，2023）。

此外，該政策針對第三名以上子女，每月學費再減免 1,000 元；而低收入戶與中

低收入戶家庭的子女則可免費就讀。這些措施不僅擴大了家長在幼兒園選擇上的

彈性，也促進了教育資源的可及性與公平性，滿足不同家庭的多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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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擴大公共化幼兒園供應量及提高 2-6 歲幼兒入園率 

2023 年全國幼兒園總數達到 6,699 所，其中公立與非營利幼兒園約占總數的

30%，約為 2,010 所。同時，準公共幼兒園的數量接近 2,000 所。綜合計算，全

國公共化幼兒園包括公立、非營利與準公共幼兒園的總數約為 4,010 所，占全國

幼兒園總數的 59.9%（教育部，2023a）。顯示在政策推動下，公共化幼兒園的比

率已接近六成，有效提升幼兒教育的公平性與普及性，為家長提供更多平價且具

品質的選擇。而該政策的施行下亦成功地將 2-6 歲幼兒的入園率從 2017 年的

93.8%提升至 2023 年的 95.4%（教育部，2023b）。此成果縮小了城鄉教育資源

差距，也促進教育機會均等的現象。 

3. 穩定教保人員薪資與專業發展 

在準公幼政策下另一個配套措施乃是，提升教保服務人員的薪資以穩定人員

的流動率及專業發展。為確保教保服務品質，準公幼政策注重教保服務人員薪資

的穩定性與專業發展。自 2023 年起，教保人員的薪資標準分別為：未滿 3 年者

月薪至少 33,200 元；3 至 6 年者為 36,200 元；6 年以上者為 39,200 元（教育部，

2023a）。2024 年 1 月起，為配合軍公教調薪政策，教保人員月薪額外增加 1,200

元，進一步提升待遇，吸引並穩定專業人才（教育部，2023b）。 

4. 改善整體育兒環境 

政府推行多項托育服務，以改善育兒環境並支持職場父母兼顧工作與家庭。

2023 年公共化與準公共幼兒園的托育服務比率從 2017 年的 30%提升至 2023 年

的 43%（教育部，2023a）。這些托育服務涵蓋日間照顧、幼兒教育與保育、家庭

支援服務以及費用補助，提供 0 至 6 歲幼兒安全且有品質的教育與照顧。同時，

政府針對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多子女家庭，設立學費上限並提供額外補助，

顯著降低家庭育兒成本。這一進展不僅提升了平價托育資源的可及性，還為家庭

營造了更友善的育兒環境，幫助職場父母平衡工作與家庭需求，期待能鼓勵生育

意願的提升。 

準公幼政策在減輕家庭育兒負擔、擴展公共化幼兒園供應量、穩定教保人員

薪資以及改善整體育兒環境等方面展現了相當成效。這些措施不僅有效降低了大

部分家庭的育兒成本，縮小城鄉教育資源差距，穩定幼教服務的品質。同時，政

策的全面推行為多子女家庭提供了實質的經濟支持，緩解了家庭育兒壓力，為提

升國家的整體生育率創造了更友善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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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準公幼政策推動下的挑戰與因應 

筆者在幼教現場多年並積極多次與準公幼政策之相關利害關係人包括：幼教

協會理事長、不同時期加入準公幼的園長、私立幼兒園園長及現場教保服務人員

會談下得知以下準公幼政策的實施雖獲得一些成效卻面臨許多挑戰，筆者試將相

對因應策略分述如下； 

1. 少子女化與幼教生態改變宜平衡市場供需與教育永續發展 

根據內政部統計，2023 年臺灣新生兒數僅為 13.5 萬人，創下歷史新低，顯

示出生率持續下降的趨勢（中央通訊社，2024）。同年，全國幼兒園總數達 6,699

所，若以新生兒數與幼兒園數量計算，平均每所幼兒園僅能分配到約 20 名幼兒，

反映出少子女化趨勢對幼兒園招生與經營的嚴峻挑戰。在此情況下，準公幼政策

的推行，雖減輕家長負擔並提升幼教普及性，但也對公私立幼兒園的招生與經營

形成壓力，導致市場競爭加劇。若未進行合理的數量管控，可能出現不合宜的競

爭手段，進一步影響家長選擇權與幼教市場的多元性。此外，公立幼兒園在資源

配置與招生規劃上亦需審慎調整，以避免因準公幼的快速擴張而導致公幼招生不

足、班級減少與教師人力過剩的問題（林俊明，2022）。筆者建議宜適當規劃及

控管準公幼的分布與數量，才能平衡市場供需，促進公私幼兒園間的良性競爭，

為幼兒教育建立一個更加健康、永續發展的環境。 

2. 準公幼學費調漲受限制宜因地制宜 

108 年加入準公共幼兒園的園所需在符合特定條件的情況下才可以調漲學

費，但必須經過教育主管機關的審核與批准。調漲需基於合理的經營需求，且調

整幅度需符合政府規範的上限標準（教育部，2019）。此舉旨在確保學費調整的

合理性。然而實際了解現場狀況，部分園所提及自 108 學年度起加入準公幼若以

90 人以下園所限額 9,000 元/月，至今仍無法調整學費，但後期加入的園所卻能

以較高學費參與該政策如：112 學年度加入的園所以 90 人以下園所限額為 12,000

元/月，造成每月每位孩子補助差額近 3,000 元，若以一園 90 位小孩估算，每年

園所補助分配會差距約三百二十萬，對業者產生不相稱的現象。因此筆者建議為

避免政策執行中的矛盾，應適度調整準公幼的收費框架，全面檢視各地區的經營

成本與物價水準，進行合理分析。透過制定靈活且具彈性的學費調整機制，能促

進不同幼兒園間的公平性亦可提升政策的執行效益。 

3. 補助機制不公宜考量教育公平性 

政府透過補助政策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但針對選擇私立幼兒園的三成家

長，補助金額仍存在顯著差距，顯現出教育公平性上的問題。為改善這一現象可

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導入教育券制度，讓資源隨學生流動，提升家長的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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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教育券模式能減少政府對市場的直接干預，鼓勵幼教市場多元發展，並確

保資源分配更加公平，進一步促進教育機會的平等。 

4. 特生增加與家長意識抬頭宜提供現場專業支援與建立親師間互信關係 

隨著特殊學生人數的增加以及家長對幼兒教育重視程度的提升，融合教育的

實施與園所信任關係的建立面臨多重挑戰。融合教育的成功需要充足的專業支持

與資源，但現階段特教支援系統的不足，導致一般生與特殊生的學習需求難以平

衡。同時，家長對教育品質的期待日益提高，教保人員的高流動率更影響了教學

穩定性及家長對園所的信任感，增加了園所的溝通壓力與應對投訴的難度。為應

對這些挑戰，政府宜考量增強特教專業人員的配置，加強教師專業能力的培訓，

並提供充足的教學資源與輔助，確保特殊生與一般生都能在適切的環境中共同成

長。此外，園所宜提升師資穩定性與服務品質，加強與家長的透明溝通機制，主

動回應家長需求，促進其參與，透過良好的互動與信任基礎，營造和諧且包容的

教育環境。 

5. 教保服務人員專業認同不足宜加強專業培訓 

高壓的職場環境對教保服務人員的專業認同和工作穩定性造成影響，進而影

響其對幼兒情緒控管的能力。當教保服務人員面臨壓力時，可能出現不當管教的

情況，引發社會對幼教工作的高度關注與批評。為改善此狀況，政府可透過補助

機制中強化教保服務人員參與專業認同之相關研習，提供完善的在職培訓與心理

支持，並透過穩定與合理的工作安排減輕其職場壓力。建立完善的教保支持系統，

幫助教保服務人員有效處理幼兒情緒，進而提升教育品質，更能贏得社會的信任

與支持。 

四、結論 

準公幼政策在減輕家庭育兒負擔、擴展公共化幼兒園供應量及提高 2-6 歲幼

兒入園率、穩定教保人員薪資及專業發展甚至在改善育兒環境方面都展現了相當

成效。然而，政策推行過程中，幼教現場也面臨少子女化持續加劇及幼教生態改

變、學費調漲受限、補助機制不公、特生增加與家長意識抬頭及教保服務人員的

專業認同不足之挑戰。為因應這些問題，宜平衡市場供需合理規劃準公幼的數量、

建立彈性且公平的學費調整機制、改善補助制度、增強特教支援系統及加強親師

間的互信基礎並提升教保人員專業認同，以促進幼兒教育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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