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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幼兒園教保人員培訓工作坊暨
招募就業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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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教保產業工會於六月二日，
辦理「非營利幼兒園教保人員培訓工
作坊暨招募就業說明會」，期待透過
這個活動讓對非營利幼兒園有興趣，
但不瞭解的教保服務人員、家長，或
是一般民眾，能夠對非營利幼兒園之
核心價值與教學理念有更深入的認
識。

現場有來自不同非營利幼兒園的
園長和教保服務人員，分享其自身參
與非營利幼兒園運作的點點滴滴，也
回應現場夥伴對於非營利幼兒園的種
種提問。同時，藉由描述多元性別的
法國影片「玫瑰少年」讓參加的夥伴
們分組討論，從討論過程，帶領學員
覺察自己對於多元性別的概念與內在
態度，同時，引導學員理解教保服務
人員、學校、家庭與社區間的相互關
係，認識社區互助的重要性。

http://tw.aetutw.org/
https://www.facebook.com/TheAllianceofEducareTradeU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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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院長賴清德拍板定案，將六千元的托育補助直接發給家長，這樣的決定並不
讓人意外，而是意料中的發展，基本上台灣政府對於 0-2 歲的托育政策向來就缺乏長遠
和明確的規劃，主要就是發放津貼補助。賴院長五月十六日大張旗鼓宣稱要建置準公共
化機制，來減輕家庭育兒負擔，不過只是為了掩飾民進黨政府依舊提不出具有改革性之
托育政策的無能罷了！

不管六千元是發給私立托嬰機構、保母，或發給家長，都會誘導托育費用上漲，形
成政府補助多少，托育費用就漲多少的窘境，因為政府根本無力去控管私立幼托機構巧
立各式各樣的名目來上漲托育費用。除此，政府也無力藉由現金補助去控管照顧品質，
私立托嬰機構剝削教保人員、非法超收、虐童是常見的狀況，也是相互牽動影響的關係。

台灣托育政策至目前最糟糕的就是有資源的家庭拿更多補助，有資源的直轄市拿最
多的補助，其他窮家庭／鄉鎮就自力更生，政策不僅未解決托育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
反而是拉大不公。

在縣市長選舉之前，政策來個大轉彎，不僅讓人感到蔡政府對於八月一日即將上路
的托育政策根本視為兒戲，同時，變相以政策買票的意味相當濃厚。

政務委員林萬億今天說，行政院長賴清德已拍板，對 0 到 2 歲幼兒給予 6000 元至
1 萬元的準公共化托育補助，將依各區收費狀況把補助直接給家長，預計 8 月 1 日起實施。

林萬億表示，根據研究，家長每月可負擔的托育費用，約為可支配所得的 10% 到
15%，而各地的收費標準也不同，有些地方可能要上萬元，有些地方約 6000 元，因此
將了解各地方不同的收費標準後，補助金額將另訂。【詳細閱讀】

準公托補助 6 千到 1 萬元 直接發給家長

民報 2018.6.28 綜合報導

準公共化不過是在掩飾蔡政府的無能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 編輯組

http://www.peoplenews.tw/news/3956a7a8-0d13-4c0f-aa5e-8b97937d6d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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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塊活 3 週？台灣青年收入終生低於上個世代！

根據統計，台灣 20 到 34 歲的年輕人，超過 4.5 成的月薪
在 3 萬元以下。勞動部在 2017 年的報告，大學畢業後的首份
工作，起薪平均為 23439 元。

這樣的薪水幾乎是捉襟見肘。主計總處統計，全台平均每
人月消費支出是 2.1 萬元左右，台北更超過 2.8 萬元，等於新
鮮人第一份薪水，還不夠在台北生活，這還沒算上學貸。年輕
世代褪下張雨生高唱《我的未來不是夢》的衝勁，反覆咀嚼獨
立樂團「草東沒有派對」的《爛泥》。【詳細閱讀】

天下雜誌 2018.3.26 程晏鈴

低薪是國恥，但行政院根本不在乎！

行政院昨日（5/14）大動作召開「我國薪資現況、低薪研
究及其對策」記者會，瞄準沉痾已久的台灣低薪問題，洋洋灑
灑提出對於低薪問題的診斷，以及橫跨短、中、長期的低薪對
策。在記者會上，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一席「台灣勞工第一季
平均實質總薪資有 59,852 元，是 18 年來新高」的發言，隨即
遭到社會大眾的強力反彈。原因無他，只因這個數字與日常生
活的體感差距過大，實在難以服人。【詳細閱讀】

苦勞網 2018.5.15 張宗坤、劉梅君

望塵莫及的平均薪資，差額去哪了？

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一席「台灣勞工第一季平均實質總薪資有 59,852 元，是 18
年來新高」的發言，引發社會大眾反彈，要是勞工的薪資已經達到近六萬元的水準，
行政院又何必大動作端出政策牛肉呢，根本自打嘴巴！並將拉低平均薪資責任推給移
工及大學生等原因，完全推卸政府的問題。

根據勞動部 2017 年報告，大學生畢業後，第一份工作平均起薪為 23,439 元，
與行政院給出的平均薪資有很大一截的差距，並且還需要負擔學貸及高昂物價，就連
平時生活必要支出都很困難，要有餘款儲蓄更是不可能了！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8938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0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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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期間懷孕的紐西蘭總理阿爾登：「職場與生育，不該
是這世代女性二擇一的選擇題。」

公益交流站 2018.6.5 孟倫

身兼國家總理與母親身分，近日賈辛達．阿爾登接受 BBC 
訪問，針對總理懷孕是否感到社會給予的壓力做出討論，透過
對話，讓大眾理解在父權制度下，社會如何對女性投以支撐家
務的社會角色期待，並理解女性在職場與生育議題上遇到的實
際障礙。【詳細閱讀】

少子化風暴！台灣生育率全球第 3 低　
　　　　　　　　　　      　逾半家庭僅有獨生子女

「老師調查我們班誰有兄弟姊妹，結果 32 個同學中，只
有 6 個人舉手。」綁著兩個辮子的 7 歲茶茶也是獨生女，當然
她一點也不覺得自己特別，因為同學中大家八成都一樣。國內
一對銀色夫妻 18 歲獨子日前在美因涉及校園槍擊未遂案而震
驚各界，也再度引發各界對獨生子女教養問題的關注，殊不知
相關議題對台灣新生父母來說，幾乎已是大家共同的問題。
【詳細閱讀】

風傳媒 2018.4.8 黃天如

生兒育女的費用越來越高昂，許多家庭需要雙薪收入才可能支付，因此女性在懷孕
期間，很可能也需要投入職場，有一筆收入，才足夠支付未來育兒負擔；而台灣職場對
於懷孕女性就業一直都不是很友善，認為聘僱孕婦的成本過高，於是造成排擠女性進入
職場的部分原因。

紐西蘭總理於 2018 年 1 月，仍在職時發布懷孕消息，並以身作則傳達，「一個女
人決定要生育時，是否正在職場或者是否擁有工作機會，不該是阻礙她們做決定的事」，
宣導女性生育的選擇不該影響未來的工作機會！

女性生育　不該是選擇能否進入職場的原因

http://npost.tw/archives/43965
http://www.storm.mg/article/4205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