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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少子化世代的幼兒教保公共化政策論析

葉郁菁 *

摘 要

本文的主要目的，詳述目前托育補助與托育服務的問題，研析國家因應少子化所提列的幼

兒教保公共化政策，並提出策進作為的建議。為了因應少子化，在前瞻計畫中特別針對托育公

共化提出對策，教育部國民與學前教育署則提出「建置準公共化教保服務機制」，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辦理「建立托育公共及準公共化機制」。 

研究者建議： 

        一、非營利幼兒園應以招收 2歲以上未滿 3歲幼兒為優先規劃，以利 0-2 歲托育公共 

                化之後就托幼兒到幼兒園的銜接； 

        二、公共托育家園集中於人口稠密區，且以六都為主，人口零散區域應以居家托育照 

                顧為互補； 

        三、解決長期以來教保和托育人員低薪、工作條件差的問題。

關鍵詞：少子化、托育、幼兒教育、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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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少子化世代的來臨

    2014 年我國粗出生率為 9%，與世界主要國家比較，遠低於英國的 12%、美國的 12.5%、

法國的 12.4%，與鄰近的亞洲國家相比，同樣低於中國大陸的 12.4%、僅略高於日本 8% 與

南韓 8.6%，次於新加坡 9.8%( 內政國際指標，2017)。2016 年我國總生育率約 1.175%，低於

鄰近的日本 (1.4%)、韓國 (1.5%)、港澳兩地和新加坡 (1.2%)，已成為人口出生率最低國家之

一。比較近十年我國出生人口數，除 2010 年因金融海嘯衝擊，出生人數遽降至 16 萬 6 千餘

人，以及 2012 年生肖為龍年，出生人數增加為近 23 萬人，出生人口數穩定維持在每年 20

萬人左右的 ( 內政統計月報，2017)。

    結婚與生育年齡不斷延後是少子化的主要原因。國人結婚平均年齡，從 2011 年男性 33.6

歲，增加至 2015 年 34.2 歲；女性平均結婚年齡則從 2011 年的 30.6 歲提高到 2015 年的 31.4

歲。若以初婚年齡看，2015 年男性為 32.2 歲、女性為 30 歲 (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17)。

依據內政部2016年統計顯示，出生嬰兒的生母平均年齡續升為 31.9 歲，10 年內提高2.3歲(內

政統計通報，2017)。初婚年齡延後，導致第一胎生育年齡延後，不利於人口成長。

    如果解決人口問題為國家與人民必須共同擔負的責任，國家的幼兒教保公共化政策應該

聚焦於「願生、樂養」的標靶人口群，如果民眾無意願生養，再多的公共托育政策也無法提

升生育率，將公共托育政策對準育兒家庭的照顧與教育需求，才能有效改善目前低迷的生育

率。本文論述的「幼兒教保公共化政策」，包含 0-2 歲「托育公共化」與 2-5 歲「幼兒園教

保公共化」的政策，兩者分屬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和教育部國民與學前教育署權責，但

研究者認為應該全面檢視 0-6 歲幼兒教保公共化議題。本文的主要目的，詳述目前托育補助

與托育服務的問題，研析國家因應少子化所提列的幼兒教保公共化政策，並提出策進作為的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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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拯救超低生育率的良方：托育補助？托育服務？

    政府面對超低生育率的因應作為，大致上包含稅賦減免 ( 如：撫養未成年子女的免稅扣

除額 )、補助津貼、提供托育服務等。從 OECD 國家的經驗，發放津貼真正能產生刺激生育

率的效果有限 ( 葉郁菁，2007)。從台灣出生人口趨勢圖分析，龍年效應對生育率刺激的效果

遠遠超過津貼 ( 葉郁菁，2016)。因此「津貼補助」和「提高生育率」實則為毫無關聯的兩

者，若以「增加補助以刺激生育率」為政策宣傳口號，財力足夠的縣市大量發放生育津貼，

如台北市、新北市每胎 2 萬元、桃園市每胎 3 萬元，貧窮縣市如嘉義縣每胎 6000 元、苗栗

縣 6600 元 ( 監察院，2015)。縣市政府財源有限的情形下，其他育兒津貼或特殊境遇家庭育

兒補助只能做半套，同時設定依家庭收入設計不同級距的補助額度，混淆了育兒津貼究竟是

「社會福利」或是「社會救助」的意義。

    生育出於個人意願，很難用「給錢」的方式達到效果。但是研究者認為，教保服務公共

化政策的基本論述，應該是基於政府認可養育兒童是國家與家庭應該共同擔負的責任，公共

化的教保服務是一種社會福利，透過津貼補助與服務措施，減輕育兒家庭負擔。

一、托育補助是社會救助？或社會津貼？

    發放育兒津貼的目的若為鼓勵生育，育兒津貼應該屬於「社會補助」的概念，社會補助

是基於國家為了鼓勵民眾生育、減輕育兒家庭負擔，提供的津貼補助，補助的對象是所有育

兒家庭，不應該將家庭收入劃設為補助門檻。若將育兒津貼視為社會救助，即為一種「救貧」

的概念，認為中低收入戶者無經濟能力可以養育子女，因此由政府依據家庭的經濟狀況提供

津貼補助。社會津貼 (social allowance) 指的是政府針對特殊需求的群眾給予的津貼補助；社

會保險不足之處才由社會津貼予以補充；社會救助 (assistance) 則是特別針對低於貧窮線之下

的群眾給予的現金補貼。托育費用補助在生育率低迷時經常被提出來檢討，政策決策者也希

望提高托育補助以刺激生育率，實質上卻常常因政府財政不足，「社會補助」無法全面實施，

反成了只以少數經濟弱勢族群為補助對象的「社會救助」。若托育補助未能對準有能力生養

的標靶人口群，將經費投注於沒有意願生育或者沒有能力照顧的族群，仍難以挽救超低生育

率。

    我國 6歲以下幼兒的托育補助項目非常雜亂，幼兒教保托育補助同時涵蓋衛生福利部、

教育部、與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業務管轄，2018 行政院實施 ｢ 少子女化對策計畫 ｣ 補助育幼

二歲兒童育兒津貼。其他還包括育嬰留職停薪津貼、5 歲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以及 2-5 歲低

收入戶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補助金額分別為：

育兒津貼 : 綜合所得稅率未達 20%，未領取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未接受公共或準公共化

托育服務，每人每月2500-5000元，第3名以上子女每月加發1000元。低收入戶每月5000元，

中低收入戶每童每月補助 4000 元 ( 行政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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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子女 3足歲前，按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之當月起前 6個月平均月

投保薪資 60%計算，最高 6個月。父母同為被保險人者，應分別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不得同時申請。

5 歲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就讀公立幼兒園者學費補助，補助每學期全額之學費。就讀

私立幼兒園者，每學期最高補助新臺幣 15000 元。經濟弱勢加額補助：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或家戶年所得新臺幣 70萬元以下家庭，依家庭經濟，補助雜費、代辦費（不包括交通費、

課後延托費、保險費及家長會費）。

2-5 歲低收入戶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依社會救助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低收入戶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視財政狀況予以補助。中低收入戶家庭每月補助 6000 元。

    2016 年請領父母未就業育兒津貼占 63.82％、請領保母托育費用補助占 21.85％、有

14.33％的父母未請領育兒津貼 ( 王育敏，2017)。真正有意願、有能力生育的年輕夫妻可能

因為有穩定收入而無法獲得補助；沒有生育意願也無力養育的中低收入戶，不會因此「多生

多領」，最後政府規劃了許多托育補助，而實質受益人數有限，托育補助無法成為改善生育

率的有效標靶。

    上述除了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與 5 歲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沒有家庭收入門檻的限制，其

他托育補助均依照家庭收入而有差別補助。育兒津貼只能請領到 2 足歲，2 足歲之後沒有補

助，公私協力托嬰中心只要幼兒滿 2足歲就必須離開。家長的兩種選擇：一是忍痛繼續留在

居家托育服務或私立托嬰中心；二是將幼兒送托私立幼兒園，因公立幼兒園與非營利幼兒

園並沒有足夠的托育容量，105 學年度全國公立幼兒園僅提供 3,756 個 2 歲以上未滿 3 歲名

額，即使是 3 足歲的公立幼兒園名額，也僅有 25,688 人，( 圖 2)。幼兒父親與母親各自請領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僅有 6 個月，父母兩位加起來最多一年，以勞動部的統計數據顯示，2014

年全國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的勞工人數為 68,301 人，其中一半集中在 30~34 歲勞工 ( 監察院，

2016)。如果家長選擇自行在家照顧，育嬰留職停薪的補助無法延長到幼兒三足歲銜接幼兒

園之前，形成托育空窗期。

 

表 1、6歲以下托育津貼與補助項目

1 
 

 
 
 0-1歲 1-2歲 2-3歲 3-4歲 4-5歲 5-6歲 
育兒津貼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勞保)     
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5歲)       
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2-5歲)僅限

中低收入戶 

   

 
 
 
 
 
 
 
 
 
 
 
 
 
 
 
 
 
 
 
 
 
 
 
 
 
 
 

說明：上表實線表示有家庭收入門檻的托育補助，斜線則為所有家庭均可適用的托育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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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遺忘的 2-3 歲：幼兒教保公共化遺漏的拼圖

    衛生福利部管轄的是 0歲至未滿 2歲幼兒的托育服務，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則是掌

管 2 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的學前教育。但是 2 歲至 3 歲的過渡期間，從原本的托嬰中

心或居家托育服務轉換到幼兒園，不論是托育服務或者托育補助，均出現銜接上的斷層，使

得 2-3 歲幼兒成為幼兒教保公共化政策鮮少被關注的年齡群。

    教育部鼓勵縣市政府增設非營利幼兒園，但非營利招生以3歲以上至未滿6歲幼兒居多。

105 學年度全國 50 家非營利幼兒園，提供 509 位 2-3 歲幼兒就讀，九成以上的非營利幼兒園

仍以招收 3歲至 6歲幼兒為主 ( 圖 1) ( 教育部，2017)。

圖 1、105 學年度非營利幼兒園收托各年齡幼兒人數與比例

    若以整體教育部管轄的 2歲至 6歲幼兒教保公共化的情形，檢視幼兒就讀公立幼兒園或

非營利幼兒園的人數占比，結果發現：幼兒園公共化比例，3-4 歲幼兒就讀公立或非營利幼

兒園比例為24.9%，4-5歲為33.2%，5-6歲為34.2%，但2-3歲公共托育比例僅有12.6% (圖 2)，

明顯低於其他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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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5 學年度幼兒就讀公立幼兒園 ( 含非營利 ) 比例

    若再比較近年幼兒教保公共化的程度 ( 圖 3)，2011 年之前，2-3 歲幼兒就讀公立比例不

到 1%，2011 年幼托整合後，加入公立托兒所，2-3 歲幼兒就讀公立比例約 10%，且近五年

幾乎沒有太大改變，只增加 2.2%。近九成的 2-3 歲幼兒家長必須將孩子送到私立幼兒園。幼

兒家長即使在幼兒 2歲以前可以獲得托育服務補助、將幼兒送到公私協力托嬰中心送托、請

領育兒津貼，不過一旦幼兒離開托育服務的系統，家長將面臨 2 歲至未滿 3 歲公共托育嚴重

不足的窘境。

圖 3、98-105 學年度 2-3 歲幼兒就讀公私立幼兒園人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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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因應少子化的教保公共化政策

    為了因應少子化，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分別提出因應對

策。教育部國教署提出「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計畫」(2017~2020年)，投入總經費約62.2億元，

目標為 2020 年全國 2 至 5 歲幼兒入園率達到 6 成，其中提高公共化比例至 4 成。除增設公

共化幼兒園 1,247 班，其中非營利幼兒園約 917 班、公立幼兒園約 330 班，2 歲幼兒專班為

176 班 ( 預估可增加 2,726 名額 ) ( 教育部，2016)。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在前瞻計畫中特

別針對 0~2 歲幼兒的托育公共化提出對策，主要為辦理「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社會及家庭

署，2017a)。以下分別說明：

一、提升幼兒園公共化比例

    教育部 2013-2017 年幼兒園園數與幼生數統計（表 2），幼生人數增加 44,592 人。比較

近十年的出生人口數，每年約在 20 萬人左右，並無明顯增加，但是 2017 年的幼生入學人口

較未成立非營利幼兒園前增加 7 萬人多，顯見因為教保公共化、平價教保的政策效果，使

得家長願意把幼兒送托，提升了幼兒的入園率。少子化的結果，私立幼兒園的幼生比例從

2013 年 70.5% 下降至 2017 年的 69.2%，僅有差異 1.3%，公立幼兒園也沒有明顯成長，但是

就讀非營利幼兒園的幼童人數占比從2014年的0.3%，增加到2017年的1.5% (教育部統計處，

2018)。隨著政府積極設置非營利幼兒園，原本就讀私幼的幼生部分挪移至非營利幼兒園，

非營利幼兒園在促成幼兒園公共化的確有其效益。

表 2、2013-2017 年全國幼兒園園數與幼生數

年度 公立幼兒園 私立幼兒園 非營利幼兒園 總數

2013 園數 1,919 4,641 -- 6,560
幼生數 132,128

(29.5%)
316,061
(70.5%)

-- 448,189

2014 園數 1,975 4,493 10 6,468
幼生數 134,348

(30.2%)
308,889
(69.5%)

1,220
(0.3%)

444,457

2015 園數 2,009 4,353 25 6,362
幼生數 139,226

(30.1%)
320,170
(69.3%)

2719
(0.6%)

462,115

2016 園數 2,052 4,258 50 6,310
幼生數 145,401

(29.5%)
342,095
(69.4%)

5195
(1.1%)

492,781

2017 園數 2,041 4,205 77 6,323
幼生數 153,146

(29.3%)
360,895
(69.2%)

7863
(1.5%)

521,90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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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試辦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臺北市進行「社區公共托育家園」試辦計畫，2016 年開始

臺北市政府於萬華區雙園國中、南港區舊莊國小及文山區興華國小試辦 3處社區公共家園，

採取收托 10 名嬰幼兒的小型化照顧模式，仿照托嬰中心設置標準立案。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的規模小於公辦民營托嬰中心，雖然照顧人數僅有 10 個嬰幼兒，公共托嬰中心則可收托到

40 人，但公共托嬰中心的造價與營運成本甚高，自中央開辦公私協力托嬰中心以來，投入

的經費高達 1 億 7,190 萬元，地方自籌經費超過 15 億，開設家數 98 家，平均每一個公私協

力托嬰中心的設置成本高達 1,754 萬元 ( 社會及家庭署，2017a)。規模較小的社區公共托育家

園，造價成本經評估後約需 250 萬元，利用國中小閒置空間進行整修，不僅可以達到空間活

化，也可以提供家長近便性的托育服務，使0歲開始到國小的教保服務真正達到托嬰、幼教、

小教，0~12 歲的「一條龍」服務。至 2018 年 6 月為止，全國已設置 36 處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社會及家庭署，2018）。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的服務模式由 3 名托育人員照顧 12 名嬰幼兒，可以收托的嬰幼兒人

數比居家托育多，但同時可以兼顧居家式托育服務「類家庭」的照顧，同時又可避免居家托

育隱密性的問題，托育人員可以與家長建立親師關係。縣市可以設置的公私協力托嬰中心有

限，但公共托育家園則更有機動性與彈性。不過設置公共托育家園的初期，縣市政府主管機

關必須遊說相關團體或學校，設置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提供在地社區民眾就近、就便的托育

服務。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設置 1 名專任主管人員、2 名專任托育人員及 1 名兼職廚工，不過因

為收托的幼兒不超過 12 人，專任主管人員不列入照顧師生比計算，行政事務與托嬰中心相

對較少，主管人員較無法發揮專才；因應一例一休，若僅有 2名托育人員，則可能因請假造

成臨時人力不足；兼職廚工烹調食物量少，工時短，不易招聘，這些均為目前營運的人力管

理問題。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可以由企業、機關、團體、學校附設，由企業、機關、團體、學校擇

定場地，以自辦或委託專業團體或公益法人辦理，或者在社區中設置，由社會局擇定社區合

適場地，委託專業團體或公益法人辦理。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提供兒童主要活動空間，室內樓

地板面積，扣除盥洗室、清潔區、廚房、備餐區、行政管理區、儲藏室、防火空間、樓梯、

陽台、露台、走道 (廊 )、法定停車空間、騎樓、道路退縮地及依法應留設之公共開放空間，

合計應達 35 平方公尺以上（行政院，2017）。

    衛生福利部根據臺北市公共托育家園的試辦成果，規劃未來將逐步推動到全國其他縣

市，讓有意願推動的縣市政府可以申請前瞻計畫，預計至 2020 年將布建 440 處社區公共托

育家園提供 5,280 位 0-2 歲嬰幼兒的托育照顧 ( 行政院，2018)。縣市政府可盤點轄內可資運

用的公共空間，以社區近便性考量為設置地點，並申請前瞻計畫經費。社區公共托育家園之

試辦規格與內涵，比照上述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辦理模式，收費標準則由縣市政府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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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每名兒童每月托育費用應相當於特約居家托育人員的收費。

肆、托育公共化政策的問題與研析

    社區化的教保托育服務具有近便性，小型化則可兼顧 2歲以下幼兒需要類居家的照顧環

境，與固定照顧者建立穩定依附關係。以下針對幼兒教保公共化政策進行討論與研提建議。

一、逐年提高 2歲以上未滿 3歲幼兒的公共化托育名額

    各縣市承辦的公私協力托嬰中心，因為收費較低、而且是公部門委辦，獲得家長信賴，

嬰兒排隊名單甚至高達一百多人，家長等候抽籤，但是能進入公私協力托嬰中心收托的人數

極少。公私協力托嬰中心為使等候家長能夠儘速遞補，收托的幼兒滿二足歲就要準備離園。

離開公私協力托嬰中心的幼兒，在現有非營利幼兒園提供的幼幼班 (2 歲以上未滿 3 歲 ) 名

額有限的情況下，只能選擇另外尋找私立托嬰中心、或者設有幼幼班的私立幼兒園，增加家

長的經濟負擔，2歲以上未滿 3歲幼兒的照顧形成空窗期。

    私立幼兒園也並非普設 2到 3歲的幼幼班，主要原因為照顧人事成本遠高於 3歲以上的

小班。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2015) 第 18 條規定「幼兒園 2 歲以上未滿 3 歲幼兒，每

班以 16 人為限，且不得與其他年齡幼兒混齡；」「招收 2 歲以上至未滿 3 歲幼兒之班級，

每班招收幼兒 8 人以下者，應置教保服務人員 1 人。」對私立幼兒園業者而言，2 歲以上未

滿 3 歲的班級照顧比 1:8，遠高於 3 歲以上的 1:15，且又無法與其他年齡幼兒混齡上課，私

立幼兒園成立幼幼班的興趣不高。基於此，建議國教署規劃增設的 1,000 班之中，應合理增

加 2 歲以上未滿 3 歲幼兒的班級數。目前國教署規劃至 2020 年共增設 176 班、招收 1,247 名

幼童，僅占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名額的 9%，杯水車薪。尤其國教署應該立即盤點未來以國

小場地增設的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應立即增設 2歲以上未滿 3歲的幼幼班，如此才能真正落

實弭平 2歲到未滿 3歲幼兒教保公共化照顧缺口。

二、推動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的可能問題與解決策略

1.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需考量承辦的非營利組織能量

因受限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2013) 第 2 條規定，「托嬰中心、早期療育

機構及安置教養機構應具有收托或安置五人以上之規模。」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因收托 5位以

上幼兒，因此管理與規模必須比照托嬰中心。社區公共托育家園以類似「小型公私協力托嬰

中心」經營，無法由個人承辦，公部門仍需結合具嬰幼兒照顧專業的非營利組織團體及企業

機關的力量與資源，才能永續經營。不過以目前非營利組織大量投入承接非營利幼兒園與居

家托育服務中心、公私協力托嬰中心等方案，是否能有大量的非營利組織團體願意長期投

入。即使是政府補助社區公共托育家園部分營運和修繕費用，依據台臺北市政府核算，經營

公共托育家園仍為虧損狀態，主要為高人事成本的支出。這些都會影響非營利組織承接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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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或者，未來應該考量能否有其他更為彈性的作法，修法、鬆綁管理，允許個人組成的團

隊承接。政府則應積極扮演媒合及輔導管理角色，致力於培植企業與社區有協助照顧的意願

與能力。

2.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適合人口稠密區、居家托育為彈性互補

    2011 年開始，衛福部補助地方政府積極推動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提供未滿 2歲幼兒

的照顧服務，並以部分保障名額優先提供弱勢家庭收托。從表 3 的分析可以發現：至 2016

年底止，全國包含公辦民營托嬰中心與私立托嬰中心共有 808 家，其中以私立托嬰中心占

87.9% 最多 ( 衛生福利部社家署，2017b)。且托嬰中心集中於人口稠密的六都，全國 98 家

公私協力托嬰中心，其中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即占了 74 家

(75.5%)，私立托嬰中心全國家數 710 家，上述六都占 528 家 (74.4%)。若再加上新生兒出生

人口較多的新竹縣市，六都加上新竹縣市，機構化托育的比例占全國的 87.3% ( 表 2)。

 

表 3、全國托嬰中心開辦情形（2016 年 12 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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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社會及家庭署 (2017b)。

    由此可以推知，未來衛福部推動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在人口稠密的都會地區才有機構托

育的需求。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的設置，需要考量有穩定出生人口，因此縣市政府提出申請計

畫前，應先針對設置地點做人口評估計畫，家園設置後才能有較長久的經營。此外，社區公

共托育家園目前仍採委託機構或社團法人經營的模式。社團或大專校院若承辦的意願不高，

必須考量在「托嬰中心」的管理規格下，如何可以有彈性的作為：例如，允許居家托育服務

人員組成小團體承接，或者縣市政府將轄內的社區公共托育家園併入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管理

營運，或者與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經營。第三，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的人力配置可以更為彈性

化；兼職廚工採時薪計的誘因不大，且中心需要備餐的人數少，可由托育人員兼任；托育人

員兼職廚工或透過與寶寶食品公司或團膳業者合作，透過宅配送餐方式，則可減少營運成本

支出。

三、解決長期以來教保照顧者低薪、工作條件差的問題

    不論是托育人員或者教保服務人員，都面臨低薪與工時長的問題。政府保障非營利幼

兒園學士級教保員第一級至少有 30,155 元至 34,155 元的基本薪資；碩士以上第一級更可達

36,155 元 ( 教育部，2017)，有助於改善長期以來教保人員低薪的現況。居家托育人員的收費

情形，直轄市為 12,000-16,167 元、台灣省為 12,875-15,464 元 ( 社會及家庭署，2017a)，居托

人員需要至少帶兩位幼兒，才能達到基本工資的水平。欲提升學前幼兒的托育與照顧品質，

讓年輕專業者願意進入教保托育市場，而不僅只是中高齡婦女「兼職」的工作，改善托育人

員與教保人員的工作條件，提高薪資待遇，擢升優質居托服務人員成為特約居托人員，創造

特約居托人員與一般居托人員的差別待遇，才能讓家長放心送托，同時也鼓勵優質居托人

員。政府也可以透過定價機制，避免居托人員隨著托育補助增加而隨意喊漲托育費用。

    即使政府提供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就業者家庭托育費用補助等多項利多措施，但

收托的嬰幼兒人數並未如期增加，且依據勞動部「育嬰留職停薪就業關懷調查」，有 9% 的

勞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時遭遇變相阻擾 ( 勞動部，2014)。職務工作穩定、雇主不會惡意解聘

員工或隨意調動職務的情形下，育兒家庭才有可能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且育嬰留職停薪結束

之後，回歸職場，幼兒父母仍舊必須面對托育照顧的問題。期待透過友善育兒家庭的幼兒教

保公共化政策的規劃，提供近便化、平價化的幼兒教保照顧，可以使家長能夠安心將嬰幼兒

送托，同時活化幼兒托育與教保服務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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