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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教育訓練 
2024/12/07    文/圖：全國教保產業工會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於113年12月7日，在臺南市水交社非營利幼兒園，舉辦

了一場勞工教育訓練。早上的第一堂課是「從政治角度看人權及托育問題」

邀請育合春教育基金會王淑英董事長來分享，淑英老師在國外取得博士學位

後，回國積極參與各式社會運動，藉由宏觀的角度，啟發參與者對於社會問

題背後結構的認知。 

    下午第二堂課，播放黃淑梅導演製作的《七股光電啟示錄》影片欣賞，同

時與淑梅導演座談、交流。從2017年開始，台南七股就因為綠能的開發，整

體土地的1/10面積變成光電案場，蚵棚、魚塭、蛤蠣田和美麗的潟湖都被光電

板所取代，嚴重漁民生計。影片揭發光電業者與公部門共同掛勾開發的惡行

也完整記錄漁民抗爭的氣憤、恐懼與心中對故鄉土地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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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師行不行／幼教缺工開放僑外生任職？兩

派意見交鋒 
2024/12/22    文/圖 董俞佳 聯合報報導 

 

 

 

 

 

 

 

 

 

 

     

    各行各業缺工已成常態，工作高壓卻又薪情差的幼教業也不例外，讓不少

台灣年輕人不願投入幼教職場。有幼兒園業者看準來台就讀幼教、幼保的僑

外生，具備英語、中文能力，又具備本科教育專業素養，建議政府開放這類

讓僑外生畢業後可留台從事幼兒園工作。 

    擔任幼教師雖然很有成就感，但因工時長、照顧幼兒消耗心力，薪資與付

出不成正比，使得想入行的年輕人越來越少。根據大學本科系教師觀察，一

班內 40 人，可能不到 10 個人有意願進入幼兒園工作，真的很心酸。 

    看準現在有些來台就讀幼教、教保的僑外生，很具幼教專業，也有雙語能

力，幼兒園業者提倡政府應該開放讓這些專業的幼兒教育人才留台任職幼兒

園老師。 

有教團喊話：開放外籍生留台任職幼教 

    中華民國幼教聯合總會長王華勇表示，外籍生選擇來台留學，大多是對台

灣比較喜歡與認同，若念的又是幼兒教育、教保本科，對於台灣的幼兒教育

概念會比非本科系生更認識幼兒教育，以馬來西亞僑外生為例，不僅具備幼

教專業，而且也有語言能力，英語大多不錯，中文也足以溝通，對於幼兒園

來說，是很好的人才。 

    王華勇表示，教育部已經開放未有相關專業、只要有大學四年制畢業的台

人都可以到幼兒園任職，但現在幼兒園仍然很缺合格師資，為什麼不開放讓

這些在台灣接受正規幼兒教育、有意願進到幼兒園工作的僑外生人才，畢業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理事郭明旭表示，開放外籍生到底身份是僑外生？一般外

籍生？還是新南向政策的外籍生？這都牽動到留台的薪資條件標準。再者，

外籍生的中文能力要達到什麼標準？尤其在幼兒語言發展的階段，幼教人員

本身的口語對話，就是幼兒字彙發展的關鍵之一。郭明旭表示，幼兒園缺工

的關鍵，還是在勞動條件。他表示，每年台灣幼保相關系所這麼多學生畢

業，為何不進入幼托職場？幼兒園雇主所說的缺工，真正的事實不是缺教保

人員，而是廉價的勞動力。若以目前台灣幼托環境的勞動條件，可吸引優質

外籍生留下來嗎？若不行，即使開放了依舊無法改變缺工現狀，反而讓幼托

品質更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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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可以留台任職？政策還有一項矛盾處，就是僑外生可以於補習班任職，但

卻不能於幼兒園任職，這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人不解。 

 
僑外生人數不多恐無法緩解師資問題 

    全教總幼委會主委楊逸飛表示，目前台灣本科都吸引不到好人才，幼教業

也留不住人，其實有幼教證與教保員資格的人士已足夠，該思考的是如何留

任與招募新血，開放外籍生擔任教保服務人員的議題，實際上無討論必要。 

    中華幼兒教育協會理事長蘇傳臣表示，整體幼教環境如何改善，這個全面

結構性的問題已日益加劇，不只是薪資、勞動環境，還有壓力、親師關係等

等問題。開放僑外生擔任幼教師對於台灣的幼教業缺人幫助有限，因為僑外

生人數不多，無法緩解現況的嚴重問題。 

    王華勇表示，雖然這些僑外生不多，但能夠留在台灣讀幼保系畢業的學生，

通常中文都相當不錯。這種人才台灣法規限制，導致台灣的幼兒園無法錄取，

但是新加坡卻是很歡迎，本國培養的人才卻不能留在台灣，實在可惜。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資料，最新 112 學年度大專校院外國學位生及僑生（含

港澳）在台就讀幼教、幼保相關科系學生人數計 298 人。教育部對此保守回

應表示，根據就業服務法，外國人未經雇主申請許可，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

工作，根據該法雇主得申請聘雇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之工作，也並未

包括教保服務機構，因此，依現行法規，教保服務機構不得聘雇外國人（含

僑外生）。至於未來是否思考開放？則未進一步回應。詳細閱讀 

  

https://vip.udn.com/vip/story/122881/844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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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少子化！ 元旦起機構托育人員起薪調漲
2024/10/29 圖：資料照    文：林志怡 自由時報台北報導 

 

    台灣面臨少子化危機，2024年出生人數預估僅13.4萬人，也是龍年出生率首度低於

虎年。衛福部今日公布2025年元旦新制，為應對少子化問題，社家署自元旦起調漲

公共化與準公共托嬰中心托育人員起薪，盼吸引人員久任，將有超過萬人受惠，並

提高相關獎助金額，避免費用轉嫁造成家長負擔。 

    社家署說明，自2025年元旦起，準公共托嬰中心托育人員起薪由3萬元提高至3萬

3200元，推估受益人數7500名，公共化托育機構托育人員起薪則從3萬5485元提高至

3萬8011元，推估受益人數4700名，盼托育人員久任。此外，社家署表示，為避免人

員薪資轉嫁、增加家長負擔，並穩定托育服務品質，自元旦起也將同步提高托嬰中

心、居家托育人員獎助額度，準公共托嬰中心獎助金額依收托規模，由20萬元至120

萬元，提高為24萬元至220萬元，預估有1000家托嬰中心受益。社家署進一步指出，

準公共居家托育人員獎助也將由1萬2000元提高至1萬8000元，盼吸引人才流入，預

估有1萬6000名居家托育人員受益。 

    另針對社工人員方面，社工司指出，民間單位社工起薪金額自2025年起，依軍公

教員工待遇幅度調整，

因此配合軍公教員工待

遇調升3%，修正社工人

員起薪自3萬7765元調

整為3萬8898元（增加

1133元），社工督導起

薪自4萬4239元調整為4

萬5566元（增加1327元

）。社工司統計，受衛

福部補助的社工總計

4249人、督導計384人，

這次調薪每年將增加經

費7043萬8356元，預估

約1萬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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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團絕食100小時 批勞動部淪總機部 
2024/11/22 文/圖：吳欣紜 中央社記者  

 

勞團因勞動部勞發署北分署霸凌輕生案、就安基金挪用疑慮發起絕食行動，

今天滿 100 小時，勞團批評，這期間勞動部長洪申翰對相關議題都無實質回

應，勞動部已淪為總機部。勞團桃園市產業總工會 9 日起在勞動部紮營發起

絕食行動，提出多項訴求包含全面檢討就安基金用途、建立真正外部監督機

制、勞動部回應重大勞動議題等。9 日絕食至今滿 100 小時，勞團再度召開記

者會，高喊「洪部長沒下來，勞工會再回來」，誓言未來將號召更多勞工集

結行動，呼籲洪申翰對訴求正面回應。 

桃市產總理事長朱梅雪今天表示，發起絕食行動是為了拋磚引玉，盼喚醒

洪申翰對勞工議題的重視，但 100 小時過去，洪申翰只扮演「總機」的角色，

對增加國定假日、公務人員納入職安法、修勞基法等議題毫無實質回應，甚

至無法明確表達自身立場，直言勞動部應該改名叫總機部。 

朱梅雪也說，未來將繼續推動更多勞工運動，將與更多勞工一同參與，如

果洪申翰決定不下來面對絕食勞工，那勞工將會再回來。 

桃園市產總也再次提出訴求，包含霸凌案發生後，第一份調查報告為何寫

「立意良善」應該要被釐清、公務員納入職安法以及解決就安基金濫用問題，

呼籲勞動部應該儘速調查跟檢討。詳細閱讀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41213024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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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回在岸船員勞健保中鋼運通工會得階段成果 
2024/10/11 圖/文：孫窮理 焦點事件 

    12月17號，中鋼運通工會在勞動部長洪申翰的主持下，與資方達成協議，

資方同意恢復在岸船員的勞健保、對於工會會員提出的「復保」訴訟不再上

訴，並承諾「本國人就業機會優先，將逐年降低僱用外籍船員的人數至零」，

工會則同意取消罷工報導，以及年底到勞動部，及元旦的行動報導。 

    中運工會的抗爭獲得成果，不過，這裡還是把我們看到的長期問題點出來，

無論是「上岸退保」或者「聘用外籍船員，擠壓本籍船員工作權」問題，根

源都在船員上船簽約、下船解約的「定期契約」，在岸船員在沒有契約及薪

資保障的情形下，面對資方在懸掛他國國旗的權宜船上，大量引進主要是中

國籍船員，使得在岸船員候船

時間越來越長，生活無以為繼。 

    先前，工會透過訴訟，挑戰

「定期契約」，但在法院，往

往以《船員法》為《勞基法》

的特別法，而忽略《勞基法》

為最低勞動條件保障，沒有深

入探討《勞基法》第9條「有繼

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的

意旨（事實上《船員法》也未有強制規定簽訂定期契約），但是，在今年

（2024）10月10號，工會在勞動部的抗爭中，當時還是何佩珊擔任部長的勞

動部卻拒絕對適用法律的問題做出解釋。 

    勞動部解釋，當然未必就能扭轉法院的見解，但往往可以產生作用，更重

要的還是我們是不是要容許勞政機關在這些事件裡，單純只扮演「公親」的

角色；2023年2月，部長許銘春任內，勞動部搬遷，前部長陳菊前往祝賀，直

言沒有勞工抗議，許銘春很有「福氣」，而這種「福氣」更來自《勞基法》

一、二修抗爭後，勞動部成功地從所有勞資爭議中脫身。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30001&flno=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30001&flno=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