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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2010到2011年沸沸揚揚的「少子女化」國安危機，時序進入2012，您或許已感受到龍年的
威力。媒體新聞開始出現〈龍年爆生子潮〉、〈人工受孕諮詢增〉、〈出生率估創近年新高水準
〉等標題；筆者春節假期和朋友聚會，最夯的話題是「坐月子保母哪裡找」；親戚中一位退休的
阿姨，甚至說今年想二度就業當坐月子媽媽，到朋友女兒的家裡煮麻油雞、帶小寶寶，賺點零用
錢花。

      但本文要指出，關心台灣低生育率、兒童托育、女性就業議題的朋友，可以鬆口氣，卻不
能高興得太早。改善台灣托育環境的政策挑戰，才正要開始。

壹、龍年的表象

      附圖是台灣近25年來的每年嬰兒出生數變化曲線。從「虎、兔、龍、蛇」這四年的走勢就
可發現，台灣人生育的集體趨勢是：虎年利空出盡，兔年人數微揚，龍年生育暴增，蛇年回歸基
本面。也就是說，龍年威力，歷史皆然，並不是人為的政績，也不適合拿來當作家庭催生政策效
果的直接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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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真正的考驗，將從2013蛇年開始。 

      如果今年內，政府和政治家能夠對症下藥，做好支持人民兼顧工作和育兒的基礎建設，同
步減輕家庭的就業、經濟、育兒生活壓力，就有機會為生育率逆轉舖下康莊大道。反之，若迷醉
在龍年生子潮的表象，過了一年，年輕上班族男女繼續痛苦，我們很快又要面對台灣生育率敬陪
全球末座的現實。

貳、社會共識形成
   

      所謂「對症下藥」，在台灣特別是指普及公共托育建設，即幼兒托育服務的平價化（affor
dable）、優質化（accountable）與普及化（accessible）。 

      幸而，經過兩年來的少子女化衝擊，此一診斷已形成初步的社會共識。 

      民進黨的《十年政綱》性別篇明文指出，要「逐步建立平價、普及、優質的公共化托育系
統（包含保母托育、幼兒園、課後照顧）」。馬英九總統也曾於2011年5月明確指示各部會，「
托育政策要以『價廉、質優、離家近』為原則」。 

      各地方政府不遑多讓。新北市陸續開設公共托育中心，嬰幼兒托育每月只收6000元，且承
諾要利用國小校園閒置空間，普設幼兒就讀的公立或公辦民營幼兒園；高雄市要利用舊縣長官邸
設置托嬰中心，並在國小閒置空間開辦友善家庭及育兒資源服務中心，提供產前後諮詢、開放幼
兒園、親職教育、臨托服務等綜合服務；而台中市也預定要跟進新北市，開始設置公共托育中心.
.....。 

      部分政府官員與民意代表開始意識到，兒童福利不能只發錢。規劃照顧幼兒的實質服務，
才能讓家長「有感」。這或許就和教小孩的道理一樣，養孩子只給錢並不是負責任的方法，實質
的關心與照顧更重要。政府有錢發給人民當然很好，但人民納稅的目的是希望政府做事，而不是
要政府收錢、再吐錢。 

      2012年新上路的《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正好也為幼
兒托育實質照顧的政策打下基礎。《兒少法》第25條與《幼照法》第9條，更明文訂定保母「收
退費」與「人員薪資」的基準，「非營利幼兒園」的設置，以及家長、婦女、勞工、教保人員等
各界代表所組成的「審議機制」。 

      這兩個條文值得分析之處在於，它們都體現了「托育公共化」的主張，詳如下表：
  法律  法條  政府與民

間合作  
民主審議
機制  

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

第 25 條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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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法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辦理居家式托育
服務之管理、監督及輔導等相關事項。  

（略）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以首長為召集人
，邀集
學者或專家、居家托育員代表、兒童及少年福
利團體代表、家長團體代表、婦女團體代表、
勞工團體代表
，協調、研究、審議及諮詢居家式托育服務、
收退費、人員薪資、監督考核等相關事宜，並
建立運作管理機制，
應自行或委託相關專業之機構、團體辦理。  

幼兒教育及
照顧法  

第 9 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
得委託公益性質法人或由公益性質法人申請經
核准興辦
非營利幼兒園，其辦理方式、委託要件、委託
年限、委託方式、收費基準、人員薪資、審議
機制、考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辦理前項事項，應召
開審議會，由機關首長或指定之代理人為召集
人，
成員應包括教保學者專家、家長團體代表、婦
女團體代表、勞工團體代表、教保團體代表及
教保服務人員團體代表。  

有  有  

表：0到6歲幼兒「托育公共化」的法源基礎

参、新的考驗：誰有執行力？
   

      從條文可知，其「托育公共化」的兩大要素是：一、「公共化」在兩部法律中並不是要政
府直接聘雇保母或設置公立幼兒園，而是用「政府委託民間」的形式，由政府提供部分資源，委
託民間經營、辦理托育相關服務。二、這些政府與民間合作提供的托育服務，其服務內容、人員
薪資、收費金額等，都要接受「民主審議」機制的管理。 

      「政府委託民間」與「民主審議」這兩大要素，形成「公（政府）民（民間）共辦」的大
眾托育服務系統。一來這比普設公立保母、公立托嬰中心、公立幼兒園都更有財政上的可行性（
特別是對財政困窘的地方政府來說），二來，這比只發津貼卻沒有配套管理，任由家長自行購買
私立營利托育的政策，更能減少福利資源的浪費。因為營利單位會用「漲價」來抵銷津貼減輕家
長經濟負擔的效果，且營利私立托育的品質有M型極端化的現象--為求利潤，超高檔的托育充斥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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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花樣，過度廉價的托育則是偷工減料，這都不是發發杯水車薪的津貼就能夠改善的。 

      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接下來的關鍵，就是各個政府部門（中央、地方、社政、教育）和
民間部門（教育團體、社福團體），是否有充分的執行力與動員能力，在「公、民共辦」的法源
基礎上，把剛萌芽的托育公共化種子，澆灌為一片現實蒼翠的森林。 

 
      假設我們希望托育公共化所形成的托育服務系統，可以在三年內吸引原本「想生但不敢生
」的5萬位就業女性，讓她們放心生育、沒有後顧之憂，以便每年嬰兒出生人數逐漸回升到20到2
5萬之間，那前提是我們至少需新增5萬個公、民共辦的0至3歲嬰幼兒托育服務名額。這5萬個服
務名額必須做到三A（affordable, accountable, accessible），才會對家庭構成充分的吸引力。 

      我們可以由托嬰中心或居家式保母來提供服務。依照目前0-3歲嬰幼兒托育習慣，送保母
大約是送托嬰中心人數的四倍，所以新增的4萬個孩子白天會請保母幫忙，1萬個孩子白天會請托
嬰中心幫忙，以便媽媽可以安心工作。假設保母的照顧比例為1比3，我們就需要新增約13,000多
位保母，利用家庭空間從事托育服務；假設托嬰中心照顧比例為1比5，我們也需要新增2,000位
工作者。總計起來，三年內就需要新增約15,000多位照顧嬰幼兒的生力軍。另外，假設一個托嬰
中心地點以10位老師的規模來計算，我們也需要設置200個公、民共辦托嬰中心的好場地。 

   
      三年後，當這一波嬰幼兒長大，要去讀幼兒園了，我們又需要5萬個公、民共辦的幼兒園
服務名額，且同樣必須具備價格、品質、近便性的三A條件。假設師生比平均為1比12，我們就需
要新增約4.000多位教保人員來投入服務。假設一個幼兒園地點以10位老師的規模來計算，我們
就需要設置400個公、民共辦幼兒園的好空間。 

      上述可量化、有挑戰性的目標，乃是我們面對的最大考驗。 

  
      往好處想，這是有價值的施政作為，5萬個孩子、5萬個媽媽（甚至可能包括是5萬個爸爸
、更多的祖父母）都將「實質受惠」--有錢卻找不到人來照顧孩子的家庭，可以減輕焦慮了；有
人介紹保母或幼兒園，卻受不了昂貴費用的家庭，也可以減輕經濟負擔了。 

      而且，對政府來說，「公、民共辦」的財務成本比「設置公立」或「補助私立」都明顯更
低，債留子孫的壓力最輕。 

      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高比例公共托育服務的國家所在多有。問題只是，我們的公部門
、民間部門，是不是已經準備好要「玩真的」，善盡行政、審議、經營管理的責任，要來建構友
善托育環境，做到平價、優質、普及。

肆、蛇年來臨前…
   

      如果空有法令政策而無普及化決心，我們的公共托嬰中心或幼兒園，只有稀稀落落幾家「
樣板」，保母收費又漲聲不停......那麼支持就業家庭、減輕父母壓力的論調，就會流於口號了。 

      發錢容易，貫徹行政決心難。蛇年來臨前，正是有志之士腦力激盪，貢獻己力的時刻。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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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已經到位的資源（法令、預算、社會正當性），我們可以從事以下幾項工作： 

   
      一、讓各界了解公、民共辦的托育公共化為何，喚醒家長、婦女、勞工與托育工作者的權
益意識，一起敦促政府執行托育公共化。例如婦女新知基金會發起「一村一中心、校校有課照」
的連署以及總統政見提問。 

      二、你居住的社區有民間團體可以推動公共托育嗎？現在正是時候，鼓勵、育成公共托育
的民間非營利組織了。

      三、提升政府的行政督導效能，減低公、民共辦過程中的成本。公民共辦的托育服務才能
順利成長、擴張，不會因為「政府與民間合作困難」而跛腳。 

      四、因少子女化經營失利，或有志於新型態（超越公立、私立）以回饋社會的托育機構，
可考慮成為政府委託的對象，轉型為非營利托育。 

      五、幫忙帶小孩的家人（阿嬤阿公等）或失業中高齡夫妻，可考慮與政府合作，再就業擔
任居家保母，成為普及公共托育系統的生力軍。 

      台灣能否和先進國家一樣，走出少子女化魔咒，支持成年公民兼顧工作和育兒？路遙知馬
力，龍年生子潮平息以後，就看我國能否把人民的稅金花在刀口上，公部門與民間團體能否與共
構完善的幼托照顧體制，找回年輕家庭的信心。

作者王兆慶為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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