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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我國教師組織可以溯自清末宣統三年「中央教育會」之成立，接著先後

有「中華民國全國教育會」、「教師人權促進會」等教師組織陸續成立。然而，由

於戰爭與政治，以及定位等因素的影響，導致這些教師組織沒有能夠發揮具體效

用和產生重要的影響。直到 1994 年 8 月 9 日總統公布《教師法》，提供成立各級

教師會的法源依據，使沉寂已久的教師組織又活躍起來。1999 年「中華民國全國

教師會」的成立，不僅成為我國現今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教師組織之一，更

是我國教師組織發展的里程碑。可是，教師會成立迄今，一直有著定位與功能的

爭議，而有不少人認為現今的教師會和過去之「財團法人台灣省中小學校教職員

福利文教基金會」及「臺灣省公立中小學校教職員福利金籌集管理委員會」，在

功能的發揮和角色的扮演，事實上沒有太大的差別；甚至於也認為和在 2015 年

12 月 16 日由上述兩會整併成的「財團法人教職員福利基金會」，在角色和功能也

無甚差異。2010 年 6 月 23 日總統修正公布《工會法》提供教師組織工會的依據，

賦予教師組織更大的權限與職能，因而成立全國性的「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與

「全國教師工會總聯合會」，惟相關法規對此等教師產業工會仍有相當程度的限

制。甚至於有些人對於教師會與教師產業工會所扮演的角色功能與所持的態度立

場，產生相當程度的質疑。不論就教師專業發展、專業地位、及權益爭取維護來

看，教師會與教師產業工會都是必要且重要的。然而，此等教師組織自成立迄今，

即面臨各種挑戰與風風雨雨，著實非吾人所樂見，亦非教育之福。今而後，政府

相關部門應如何看待教師會與教師產業工會?教師會與教師產業工會應維持怎麼

樣的關係?教師會與教師產業工會將來應如何發展?教師法第八章對於教師組織

內容的規定是否需要修定?賦予教師組織工會之工會法第二章第 6 條的規定有否

需要修定?輿論對教師產業工會仍有誤解要如何化解?都是值得關注的議題。本期

主題「教師會與教師產業工會」，主要希望教育及相關領域、教師組織、學術團

體、專業組織，民意機關及政府相關部門等專家學者與社會大眾，從不同利害關

係人的角度評論我國當前教師會與教師產業工會之方方面面的議題與挑戰，以及

應興應革之處，期有助於教師會與教師產業工會之發展，有益於教育之推展與社

會之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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