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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我國超低生育率導致之少子女化危機，行政院於2018年

7月26日公佈「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111年）」。該計畫整

合衛生福利部、教育部等十個部會，含括「0-5歲幼兒全面照顧」、

「友善家庭的職場」、「保障兒童健康與安全」、「友善生養的環境

配套」四大構面，主要措施有：社會住宅、育兒津貼、交通與租稅

優惠、鼓勵婚育等，期運用多元方式，減輕家長育兒負擔，並以民國

2030年使總生育率回升到1.4為目標（教育部等 2018）。

政府為營造友善之生育環境，秉持尊重家長選擇權、保障每個小

孩都能獲得尊重與照顧，及無縫接軌的三大原則。推動0-5歲全面照

顧之策略，包括：一、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量（至2022年佈建440處

公共托育家園、增設公立或非營利等幼兒園2,247班）；二、建置準

公共化機制；三、擴大發放0-4歲育兒津貼等政策，其中0-2歲的補助

政策，自2018年8月1日起，於各直轄市、縣（市）全面上路（教育部

等 2018）。

然而，部分地方政府自行訂定托育補助，造成全國標準不一，且

因「準公托」之管理配套，及可供申請之機構資訊尚未完整，雖然有

兩個月之回溯緩衝期，但待解決之問題如箭在弦上，有及時動態調整

之必要。

為此，本中心針對8月上路的0-2歲補助政策召開專題討論會，彙

整相關內容及可能浮現之問題，報告如下。

壹、我國嬰幼兒生育現況及少子化因素

我國2017年總生育率為1.125，在全球僅高於新加坡（0.83）以及

澳門（0.95），該年嬰兒出生數為193,884人。回顧戰後第一代及第二

代嬰兒潮時期，總生育率高達5.00-7.00，且每年之嬰兒出生數30-40萬

餘名的盛況（衛生福利部 2018），至今出生數已未及當時的半數。

觀察近20年內政部之統計資料顯示（見圖1），均未達1995年總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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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1.775，出生數329,581人之基期值，2010年總生育率甚至低於1（僅

0.895），出生數亦僅166,886人；且自1997年總生育率低於1.70及出

生人數低於30萬人後，總生育率未曾再高於1.30，出生人數也始終於

20萬人上下盤旋。此少子化之現象，伴隨戰後嬰兒潮世代逐步邁入老

年，高齡人口之快速增加，勢將導致未來人口結構劇變，無論環境、

教育、勞動力供給、經濟發展以及醫療衛生照護需求等面向，都會受

到嚴峻的挑戰。

我國少子化之直接原因為晚婚及不婚，婦女初婚年齡已由2006

年的27.8歲上升至2016年的30.0歲（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8a）；育齡

婦女生育年齡延後，影響生育胎次，2017年初生嬰兒之生母平均年

齡約為32歲，超過35歲者占29%（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8b）；育兒成

本高，家庭經濟負擔沉重，以及婦女難兼顧家庭與就業，生育意願

及勞動參與率互為影響。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未滿3歲的子女，

每月委外托育費用平均為16,007元（保母16,479元、私立托兒所［私

托］16,724元以及公立托兒所［公托］8,313元），把幼兒送至公托

圖1　我國總生育率及出生嬰兒數（1994-2017年）

資料來源：內政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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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送私托、保母的價差近兩倍；另，15-64歲已婚女性就業率僅

57.24%，其中有12.95%曾因生育（懷孕）離職，在在顯示育兒及就

業間難以取得平衡（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7；教育部等 2018）。

貳、0-2歲嬰幼兒照顧配套整備及討論

政府以擴展平價教保服務、減輕家長負擔為主軸，推動擴大公

共化教保服務量、建置公共化機制以及擴大育兒津貼之三大政策。使

家長能有四種育兒選擇，將幼兒送至公辦托嬰中心及公共托育家園

每月得領3,000元的托育補助，若送至有和政府簽約「準公共化」居

家托育或私立托嬰中心則每月補助6,000元；自行照顧和送至未加入

「準公共化」之私托、保母者，則每月可領取2,500元的育兒津貼，

為鼓勵多生育，針對第三名以上子女每月加碼1,000元津貼（教育部

等 2018）。

針對擴發育兒津貼，臺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代表建議，政府可

優先考量讓新婚之年輕人有房可住，如：參考新加坡的新婚夫妻低價

租屋政策，住的問題解決後，再於交通便利處增設公立或準公立托兒

所、幼兒園等，配合接送服務，並舉台塑事業體（包括林口長庚醫學

中心）的租屋、托嬰及養老服務為例，可使員工（特別是還在養育兒

女或需照顧長者之同仁）無後顧之憂，小家庭的夫妻才有生育的意

願，若僅補助小家庭幾千元，尚無法有效回應家長真正的需求，對生

育率之提升恐無明顯助益（衛生福利政策研究中心 2018）。

檢視我國公托及已加入準公共化的托嬰中心量能（見表1），全臺

共有991所托嬰機構，當中有331所（33.4%）符合申請托嬰補助3,000

元或6,000元之資格，23個縣市中簽約率達100%的為宜蘭縣、澎湖縣、

基隆市以及連江縣，簽約率達五成者又以臺北市（68.85%）的供給面

量能最為充裕，計有139所。然而，亦有新竹市與新竹、苗栗、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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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花蓮縣等6縣市尚無完成準公共化簽約之托嬰中心。值得關注的

是，全國22,742名的合格保母，已簽約加入準公共化者為0，嚴重凸顯

雖有補助配套，但資源並未到位的窘境，加上各縣市補助不一，亦反

映城鄉差距，資源配置不均之問題；如：臺北市之家長若送公托除中

表1　我國各縣市之公共及準公共化私托嬰中心數量現況

縣市 機構數量 已簽約 未簽約 簽約率（%）

臺北市 202 139   63   68.8
新北市 207   53 154   25.6
桃園市   81     6   75     7.4
臺中市 145   41 104   28.3
臺南市   64   12   52   18.8
高雄市   71   17   54   23.9
宜蘭縣   12   12     0 100.0
新竹縣   49     0   49     0.0
苗栗縣   10     0   10     0.0
彰化縣   41   26   15   63.4
南投縣     4     0     4     0.0
雲林縣   10     4     6   40.0
嘉義縣     1     0     1     0.0
屏東縣     8     7     1   87.5
臺東縣     6     2     4   33.3
花蓮縣     4     0     4     0.0
澎湖縣     1     1     0 100.0
基隆市     6     6     0 100.0
新竹市   62     0   62     0.0
嘉義市     3     2     1   66.7
連江縣     2     2     0 100.0
金門縣     2     1     1   50.0
總計 991 331 660   33.4

資料來源： 衛生福利部（2018）。數據為作者自行整理。

註：機構包含公共托育家園、公私協力托嬰中心、私立托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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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補助3,000元外，另有北市補助2,500元，每月共5,500元；送合作私

托或保母者，則可領取中央托育補助6,000元，外加北市友善托補4,000

元，每月合計10,000元（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2018）。

對此，新北市、臺北市托嬰協會代表回應，準公共化簽約率偏

低之現象，源自此次政策推動過於倉促，托嬰中心的業者們尚未通盤

瞭解相關內容及條件，特別是加入準公托業者，其收費基準之調價審

議原則／機制及頻率並未明朗，並指出私托的硬體成本（如：場地租

金）及人事費用都要自行承擔，且會不斷浮動，如簽了準公托的契

約，收費無法自主調整，甚至長期凍漲，會讓業者苦不堪言；此外，

外界（家長）誤認業者（托嬰中心、保母等）是補助政策的直接受惠

者，因此認為業者必須調降現行收費，需要政府多做說明，若相關的

機制更完善且有保障，業者才有信心加入準公托，讓家長能領取補

助，減輕育兒負擔。對此，本中心建議即使不簽署準公托合約，業者

之收費還是得報地方政府核備，而政府核定收費標準時，也必須適時

反應業者的營運成本，並舉浮動油價機制為例，期政府與業者應能協

調出合理的調價機制，使得政府、業者、家長與嬰幼兒得以三贏（衛

生福利政策研究中心 2018）。

就補助對象而論，根據2016年蔡培元博士之研究指出，我國未

滿兩歲幼兒照顧皆以家庭照顧為主，由父母、祖父母或其他親屬照顧

者占88.6%，送保母照顧為10.6%，使用公私托育設施僅占0.6%（蔡

培元 2016）。可惜的是，在目前無準公共保母簽約的情況下，由家

庭或保母照顧的家庭（接近九成），僅可領取每月2,500元的托育津

貼。從嬰幼兒應從小與家人建立密切之親子關係的觀點，未來的政策

適可朝鼓勵父母、祖父母的照顧模式調整，並調高自行照顧者之補助

金，使其更能實際受惠。

至於第三名以上子女每月加發1,000元津貼，是否能加速提升

生育率乙節，依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顯示（見表2），近10年出生

嬰兒胎次之占率，第一、二及三胎分別約為50%、37%及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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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發現我國婦女以生一至二胎為主，2017年合計為88.34%，第三胎

僅9.15%，對比2016年的增減百分點在第一胎下滑0.37%，第二胎持

平，第三胎上升0.37%。考量第二胎次近年來無成長的狀況下，政策

加碼第三胎次似乎太遙遠。以增加5個百分點為例，期待第二胎次占

率由37%增至42%，應當比第三胎次由9%增至14%更容易達成。若期

待於2030年總生育率達1.4，調增第二胎子女之補助，應更能提高家

長生育意願，以及早達標（衛生福利政策研究中心 2018）。

除以補助津貼支持家長外，推行友善家庭與職場政策亦為一大重

點，尤其是落實性別平等的部分，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自2002年起建議

其會員國協助父母在工作與小孩間取得平衡，倡導完善的工作與家庭

調和政策將有助於提升生育率（易永嘉 2008；教育部等 2018）。同

表2　我國嬰兒出生數按生母胎次分統計表（2007-2017年）

年別 總計

1-2胎 3胎以上

合計 1胎 2胎 合計 3胎 4胎 5胎 6胎
7胎
以上

2007 100.00 89.32 52.79 36.53 10.68 8.55 1.60 0.36 0.12 0.05
2008 100.00 89.60 53.24 36.36 10.40 8.32 1.52 0.37 0.12 0.07
2009 100.00 90.18 53.66 36.52   9.82 7.86 1.42 0.35 0.12 0.07
2010 100.00 89.22 53.08 36.14 10.78 8.55 1.61 0.42 0.13 0.07
2011 100.00 90.24 52.40 37.83   9.76 7.87 1.40 0.32 0.11 0.06
2012 100.00 89.97 53.11 36.86 10.03 8.15 1.38 0.35 0.08 0.06
2013 100.00 89.60 53.48 36.11 10.40 8.38 1.51 0.35 0.10 0.06
2014 100.00 89.75 51.67 38.08 10.25 8.25 1.49 0.34 0.10 0.06
2015 100.00 89.33 51.29 38.04 10.67 8.55 1.57 0.38 0.10 0.07
2016 100.00 88.72 50.89 37.83 11.28 8.94 1.70 0.43 0.14 0.09
2017 100.00 88.34 50.52 37.82 11.66 9.15 1.81 0.48 0.14 0.07
較2016年
增減%

― -0.37 -0.37   0.00   0.37 0.22 0.11 0.05 0.00 -0.01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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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2014年王麗容、陳玉華學者之研究指出，家庭角色的性別公平為

提升生育率的重要指標，建議逐期推動及修正性平觀點的政策，達成

性別角色之對稱性與衡平性，發展符合我國國情，且能促進性別平等

與生育的政策（王麗容、陳玉華 2014）。

我國於2009年開始施行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並依性別工作平等

法，按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之當月起，前6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

資60%計算，按月發給，最長發給6個月。然而，依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統計顯示（見圖2），從2009-2017年的申請件數變化，男性為

4,808件上升至15,050件、女性由21,664件上升至69,972件，雖兩者皆

逐年上升，但差距係有5.5萬件，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觀察OECD

國家的瑞典及德國的親職假政策，瑞典的家長在生育嬰兒後，在其

8歲前可申請480天的親職假（規定任一性別至少使用90天），當中

的390天給付薪資80%，後90天則定額給付約新臺幣610元／天；而

德國的育嬰假父母可同享最多3年，其中給付薪資的67%為1年，若

同時撫養兩名子女更加發10%（易永嘉 2008；教育部等 2018）。

因此，本中心倡議親職假的機制應有更彈性之配套，如：雙親至

(女−男)

(女−男)

圖2　我國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初次核付件數—按性別分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保險局（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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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必須各申請一定天數，並增加男性申請育嬰假的配套誘因，搭配

較長之給付期間及較高之薪資給付率等，以均衡男女性的勞動參 

與率。

整體而言，本中心認為理論與實務上，僅有育兒津貼是不夠的，

必須要有多面向政策搭配，方能有效鼓勵生育；此外，政府在政策的

溝通上尚有待加強，建議政府能對家長、業者做更充分的說明，及時

瞭解各方的需求，滾動式調整政策，才能提升政策成效，共創樂婚、

願生、能養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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