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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學前教育為一切教育階段的基礎，對於個體的學習與發展有很重要的影響

（Biedinger, Becker, & Rohling, 2008 ; Ludwing & Philips, 2008），因此一直深受各

國政府教育當局，及相關人力培植政策的關注。因此我國對學前教育的投入也相

當注重，在學前教育的政策中，目前提出的大型政策即為「擴大幼兒教保公共

化」，並在計畫中揭櫫「公私共好」之規劃原則（頁 30），強調以擴展幼兒入園

機會及一定比率有機會進入公共化幼兒園之原則規劃，透過提高幼兒入園人數，

減少對私立經營者之衝擊；並研訂試辦特約幼兒園合作機制，於公共化幼兒園較

不足之地區透過評選機制，與優質私立幼兒園合作，園方提供部分名額，以固定

價格收費，並由政府給付一定額度協助弱勢幼兒就讀之可行性(擴大幼兒教保公

共化計畫，2017）；並於 107 學年度建置準公共化機制，建立「準公共化幼兒園｣。 

從上述計畫的原則來看；目前政府對於學前教育的新政策是以「公私共好」

為原則，並與私立幼兒園建立「準公共化幼兒園｣，對於公立幼兒園在招生上勢

必產生一定的影響，因鑑於一些政府政策上的限制，如不能上美語及才藝教學，

或無娃娃車的接送，以及在教學上循序漸進，與私立幼兒園的學習上程度落差許

多，導致家長有不正確的認知，覺得公幼只在玩樂托育。且就當前國內相關研究

也顯示，就讀不同類型與地區的幼兒園，會影響幼兒的就學準備度及日後學習成

就，其中就讀公立幼兒園或偏鄉地區幼兒的就學準備度與日後學習成就，顯著低

於私立幼兒園的幼兒（黃怡靜、林俊瑩、吳新傑，2016）。這是否意味著臺灣公

立幼兒園反而有可能是低保育品質的象徵，而影響到家長對於將幼兒送到公立幼

兒園就讀的意願呢?。 

綜上所述，學前教育的重要性是當今社會的一個共識，而優質學前教育對個

人成就與發展的重要性更是不容忽視的，不過當「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計畫之

實施強調以「公私共好」為原則，對於不強調以才藝或是教授英語、強調某種教

學法或提供家長更多的協助與服務，使招生來源穩固的公立幼兒園來說勢必會產

生衝擊，因此筆者希望透過行銷管理策略的方式提出相關建議供政府或相關單位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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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兒園的新政「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上路對公幼的影響及推動

行銷的必要性 

近年來，由於社會環境以及家庭結構的變遷，加上國人平均教育程度的提

升，且婦女就業比率的逐年攀升，雙薪家庭愈為普遍，父母對於學齡前幼兒之教

育與保育更為重視，托育的需求也就大為增加。且臺灣教育往下紮根的政策走向

明顯，例如「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的實施，不僅提升幼兒入園率，也增加

對幼教機構的需求量（林俊瑩，2016；段慧瑩、馬祖琳，2013；孫良誠、盧美貴、

張孝筠，2014）。尤其「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計畫」上路後，家長選擇幼兒園的

型態更多元有「公立幼兒園、私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準公共化幼兒園」。

從計畫中的目標之一是提供家長「平價、近便｣的幼兒園，尤其非營利幼兒園、

準公共化幼兒園的收費標準已跟公立幼兒園一樣的平價；因此對於公立幼兒園來

說的優勢以不如以往；可見推動行銷的必要性。 

「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計畫」實施後家長的選擇權有更多樣化的方式，且在

民主、自由及多元社會現象下，家長教育選擇權已成為一股世界潮流，家長對於

幼兒受教的場所、內容和方式，擁有更多的選擇權，而家長教育選擇是基於對子

女的需求及保障子女的受教權益之最佳考量，家長或監護人自主的參與其子女教

育事務上所做的一種抉擇（蔡瑜文，2003）。尤其不同型態幼兒園的曾多，更顯

現公立幼兒園永續經營的重要性，但以往的公立幼兒園大多以教學為主要的推廣

重心，很少看到行銷策略的使用，尤其在公立幼兒園的部分，因為是在國小附屬，

所以大部分的計畫或活動都在國小規劃之下，事實上現在經營一家幼兒園需要以

『企業管理』的概念來經營，教育組織適時的行銷，能有助於推廣辦學理念(吳

明清，2003)。對於企業或組織的經營而言，行銷對於組織的長遠生存的發展影

響甚大。因此，強調園所的行銷策略，是當前組織研究的熱門議題。目前幼兒園

階段是一競爭市場，沒有學區制的限制，而園所的經營、特色及辦學績效，也需

要行銷策略作宣傳，獲得市場的認同，所以學校縱然有優良的教學方針，但更需

要有行銷學校的機會，推銷自己，提升其競爭力，除了提升其教學品質外，也必

須注重幼兒園行銷(吳炳銅，2006)，因此行銷在公立幼兒園的永續經營方針中扮

演重要關鍵的角色。 

三、公立幼兒園行銷的困境 

「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實施後為了落實邁向「平價、普及、優質」之學前

教保服務目標，公立幼兒園招收不利條件幼兒的人數較多，易增加老師的教學負

擔，幼兒彼此間相互學習的刺激較少，也會造成教保品質下降，形成弱勢幼兒更

加弱勢的隱憂（孫良誠等人，2014），除此之外，公幼老師因在公家體制下，對

工作較無憂患意識，著重在教學上的專業偏多，對整個園所的推廣及行銷較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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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及想法。面對政府的政策只能無條件的接收，較無應變之策，因此在政策多

樣的變化之下，公幼老師要有所覺醒，增加對大環境變遷的敏感度，並從自身的

專業到園所整體的品質及形象的提升，才能因應未來少子化及公共化幼兒園曾多

的困境。 

四、公立幼兒園行銷策略 

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政策推動迄今，宣示以邁向「平價、普及、優質」之學

前教保服務為施政目標，對於以往已「平價」為優勢的公立幼兒園已經失去其外

部行銷優勢，因此以下透過企業管理中的「外部行銷」和「內部行銷」策略做以

下的行銷策略的建議: 

(一) 外部行銷策略 

「產品」策略為符應課程要素與理論之幼教專業課程，然而目前最熱衷的在

地文化教學特色，應該加強園所特色與創新的部分。「通路」策略為在園所提供

服務給家長或社區。「推廣」策略為藉公關、演講、部落格、提供研究場域等提

升園所知名度。「人員」策略為提升教師專業。除此之外各地公幼的招生懸殊太

大，面對私幼不同幼教體系的競爭，在硬體設備及行政結構上也有所不同或有弱

勢，除了政府提供的資源統整利用，並要了解行銷策略的重要性，鑑於此，『學

校特色』的經營，成了教育行銷的一項利器，而在多方條件限制下，如何突破困

境推廣園所優勢，與私幼相競爭，實為現今公幼的一大考驗。 

(二) 內部行銷策略 

「內部行銷策略」為提供教師專業成長機會、支持教師教學民主、傳遞園所

教育理念、歡迎隨時溝通、關心關懷與提供福利、教師互相請益以及教師互相關

懷。此外公幼的行政體制和私幼不同，公幼主任等於一個處室的主任，許多的決

策仍需要校長的決議，而在此也衍生一個重要議題討論，就是校長對其園長的教

學專業以及園所領導的信任感程度，皆會影響園長在推動活動的影響力，再加上

許多國小對幼兒園的教育不了解，因此該如何讓園所在行政運作、對外招生及和

老師溝通協調度上達到效益，將是公幼主任須面臨的考驗，也考驗著主任的創新

及統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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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政策推動迄今，社會大眾對「公私共好」之涵義並不清

楚；(戰寶華、楊金寶，2017)。在新政府宣示以邁向「平價、普及、優質」之學

前教保服務為施政目標。然而，分流已久的幼托體系，這樣的變革影響，直接衝

擊相關利害關係人，陸續推出的各項行政規則，其中不乏多項利多配套措施，以

協助園所逐步調整體質。面對這樣的關鍵時刻，知名海爾集團的竄起，即是以「三

隻眼」應用於局勢轉機以及時發展（田文，2010），換言之，以一隻眼睛盯住內

部管理，建立願景與共識，強化相關獎勵與福利，激勵教保夥伴正向積極因應趨

勢；另一隻眼睛盯住市場變化，掌握新世代家長特性，社區家庭特質，策劃創新

教保服務內容新氣象；第三隻眼睛更是用來盯住政府學前教育政策取向，善用配

套措施的公共資源，化危機為轉機是未來行銷發展方向（段慧瑩、馬祖琳，2013）。

綜合上述，園所應以行銷策略的規畫面的觀點來探討，從園所本身的內、外環境

來了解園所的可發展性，並以第三隻眼睛盯住「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後續發展，

且在面對政策及大環境的變遷下，凸顯園所的特色及發展其創新該採取何種應變

策略，來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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