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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幼兒免學費之後 

 

幼兒教育階段是所有學校教育的基礎，其重要性不言可喻。99 學年度開始， 

教育部實施「五歲幼兒免學費」政策，對就讀私立園所幼兒依其家庭經濟狀況差 

別補助，但此一政策與國民教育學生免學費以及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免學費都不盡 

相同。未來是否應該將幼兒教育階段亦納入十二年國教免學費的行列？ 如果比照 

實施，必須克服哪些困難？ 值得政策規劃前思考。 

 

以下先討論各種程度免費教育的內涵與適用範疇，再回顧我國幼兒教育補助 

政策的發展，最後討論幼兒教育階段將來若要擴大政府補助的範疇，必須面對的 

若干問題。 

 
 

「免費」、「免學費」、與「一定條件免學費」的差異 

 

現代學校教育依其入學方式，可分成義務教育與選擇教育，前者（義務教育） 

立法規範學齡內所有學生一律強迫入學，並免收就學費用。義務教育提供義務教 

育年限內全部學齡人口入學，需要聘用大量的教師與行政人員，並設立足夠的學 

校，耗費成本很高，非由公部門（政府）主辦不足以支應。世界各國多將基礎教 

育階段規定為義務教育，此因基礎教育階段為培育國家未來公民的關鍵期，加上 

此階段課程尚未分化，辦學成本相較於中等與高等教育為低，政府財政較能負 

荷。政府辦理義務教育必須考量財政是否足以負荷，義務教育年限必須視國家經 

濟發展而定。 

 

另一方面，義務教育之外的學校教育通稱選擇教育，選擇教育階段開放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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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及家長自由決定是否入學；為吸引學生入學，選擇教育的課程設計多元以呼應 

學生的需求；在市場機制運作下，學生家長亦必須分擔教部分教育成本。選擇教 

育的辦學主體除政府（公部門）辦理的公立學校之外，亦引入私部門（董事會） 

辦理私立學校，選擇教育在財務規劃層面最大的爭議在於政府、私校董事會、與 

學生及家長之間如何分擔，部分教育階段（例如高等教育）與學生就業緊密相關， 主 

成本分擔是否加入畢業生雇主也是熱門政策議題之一。 
 

研 
 

我國的教育法規中，「義務教育」一詞並不多見 1，多以「國民教育」稱之，主 

要指稱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育階段。再者，現行教育法規名稱及內文中出現「免 

費教育」一詞亦不多見，僅針對特定對象部分補助的免費規定 2。 

 

依據現行 < 高級中等教育法 > 第  2 條：「九年國民教育及高級中等教育，合為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九年國民教育，依國民教育法規定，採免試、免學費及強 

 
 
 
 
 
 
 
 
 

4 

討 

迫入學；高級中等教育，依本法規定，採免試入學為主，由學生依其性向、興趣 

及能力自願入學，並依一定條件採免學費方式辦理。」可見九年國民教育和高級 

 
 

教 

中等教育皆非完全的義務教育，亦非全面免費教育。 
政 
策 

國民教育在我國實施將近半世紀，但非純粹的義務教育，此因國民教育依據 討 

< 憲法 > 第  160 條：「六歲至十二歲之學齡兒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 

之規定，在「免納學費」的原則之下，國中小學校僅「免學費」，但仍對學生家 

長收取雜費、代收費、代辦費等，與義務教育之費用全免尚有差異。 

 
 
 
 

向 
下 

2014 年我國開始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對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實施「免學 伸 

費」，但僅專業群科（高職）學生全部免收學費，普通科（高中）則附有排富機制， 

學生家庭年所得在 148 萬元以下方能免收學費，故稱為「一定條件免學費」。公私 

立學校學生不論免學費與否，都必須自行負擔雜費、代收代付費、與代辦費，與 

免費教育相去更遠。 

 
 

我國幼兒教育補助政策之發展 

 

我國幼兒教育階段過去定位為家庭的教育責任，由家長完全負擔教育費用， 

後來政府逐步擴大補助幼兒就學部分成本，其政策發展經過下列幾個階段： 

 

1 現行教育法規名稱中並未有義務教育一詞，僅「花東地區接受國民義務教育學生書籍費補助辦法」、「離 

島地區接受國民義務教育學生書籍費雜費交通費補助辦法」出現「國民義務教育」一詞。 

2 例如 < 特殊教育法 > 33 條：「…由各主管機關『免費』提供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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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券 
 

教育券（education  voucher ）係由美國經濟學家 Milton  Friedman 於 1960 年代提 

出，倡議發放相當於政府補助公立學校學生全額之憑券，家長持此憑券可以自由 

選擇就讀公立或私立學校，不受學區的限制，主要訴求在於提升公立學校的辦學 

校率。教育券提出之後受到各界廣泛討論，由於牽動過大，僅局部地區短期試辦， 

並未全面實施。此後教育券的型式延續並發揚光大，成為大受歡迎的迷你教育券 

（mini-voucher ），其實就是對學生特定項目的補助而已。 

 

我國於民國 89 學年度開始對年滿 5 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實際就讀已立案私立幼 

稚園（托兒所）之幼兒，補助每人每學年 1 萬元，屬於迷你教育券的性質。一方 

面回應當時公私幼園所學費差距過大，一方面亦希望藉此輔導當時尚未辦理立案 

之學前托教機構合法立案。 

 

 

扶持 5 歲幼兒教育計畫 
 

民國 93 學年度起，教育部逐年擴大補助離島三縣三鄉（含蘭嶼鄉）、本島原 

住民鄉鎮市，到全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幼兒就學費用，96 學年度再度擴展及 

全國家戶年所得新臺幣 60 萬元以下家庭之滿 5 足歲幼兒，本計畫乃依家戶年所得 

及家有子女數提供不同級距之補助額度，稱為「扶持 5 歲幼兒教育計畫」（簡稱扶 

幼計畫）。 

 
 
 

原住民幼兒就讀公私立幼稚園學費補助 
 

教育部自民國 94 學年度起，依 < 原住民族教育法 > 第 10 條第 3 項，訂定原住 

民幼兒就讀公私立幼稚園學費補助辦法，補助年滿 5 足歲且就讀公私立幼稚園之 

原住民籍幼兒。 

 
 
 

五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 
 

民國 99 學年度開始，教育部將 5 歲幼兒就學視為「準義務教育」（教育部、 

內政部，2010），比照國民教育就學免學費概念，提供 5 歲幼兒至入國民小學前之 

學費補助，並依家戶年所得，提供其他就學費用之補助。本計畫補助對象定位為 

就學幼兒，採非強迫、非義務，逐步擴大辦理一般幼兒免學費就學及經濟弱勢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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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免費就學。本計畫係差別補助，除私幼幼兒免學費補助每年 3 萬元之外，經濟 

弱勢幼兒加額補助最高加額 3 萬元。103 學年度開始，本計畫納入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經費中，每年超過 40 億元。 

 
 

五歲幼兒免學費政策實施後的發展問題 

 
 
 

題 

研 

我國對於就讀選擇教育階段向來視為私人選擇行為，補助相當保守；民國 99 

學年度開始將 5 歲幼兒就學視為「準義務教育」階段，實施幼兒免學費政策，可 

謂我國學生補助政策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幼兒教育為教育發展的基礎，其重要性 

不言可喻，將來是否可能朝向義務教育或國民教育免費入學的發展？ 以下提出幾 

個省思： 

 
 
 
 
 
 
 
 
 

4 

討 

公立與私立幼兒園所數量的差距 
 
 
兒 

民國 99 學年度五歲幼兒免學費上路時，我國公立幼稚園與托兒所及私立幼稚 育 

園與托兒所，園所數比例約為 1：4，我國公私立幼托園所間確實存在著失衡的現 

象（教育部，內政部，2010）。公私立園所同時存在，固然有助於幼兒教學的多元 

化，也方便家長的自由選擇，但同時也代表幼兒教育品質差距的事實。再者，公 

 
 
 
 

策 

立幼托機構除供應量不足分布亦不均，若要全面設立，恐政府財力無法負擔，而 
國 

私立幼托園所考量招生與營運，其分布更存在城鄉差距的現象。和已經發展成熟 向 

的九年國民教育階段相比，幼兒教育階段若以發展成為義務教育為目標，首先要 延 

克服的就是解決現存私立幼托園所的定位問題。 
 
 
 

補助額度與園所收費的問題 
 

五歲幼兒免學費計畫從 99 學年度開始實施，受惠無數幼兒及其家庭；政策 

執行之初，本想藉此政策輔導數量龐大的私立園所建立收費管理機制，除要求上 

網登錄收費標準之外，亦規定不得任意調漲。但終究難檔園所反映物價調漲以及 

配合政府政策導致營運成本增加等壓力，教育部終於 103 年度開始逐步鬆動，授 

權允許各地方政府決定是否調漲。雖然 <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 第  42 條規定：「公 

私立幼兒園之收費項目、用途及公立幼兒園收費基準之自治法規，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定之。」但僅是「備查」性質，並無強制規定收費金額的權限。所 

以政府對私幼學童補助 3 萬元之外，家長仍須繳交學費、雜費、代辦費（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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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補助額度僅是幼兒就學成本的一部分，家長負擔仍大。 
 
 
 

補助額度與辦學成本差距的問題 
 

一項於 2006 年調查全國幼稚園學生教育成本的研究，將幼兒教育成本分成公 

成本（政府負擔）與私成本（家長負擔），公成本在公立幼稚園為全部行政費用， 

在私立幼稚園為幼兒教育券補助額度，私成本除註冊費（月費）之外，還包含安 

親班與家庭教育費用等。結果發現公立幼稚園學童總成本 119,310 元，其中政府 

補助公立園所約 59,429 元，其餘由家長負擔；私立幼稚園總成本 139,261 元，當 

時政府僅補助幼兒教育券每年 10,000 元，其餘都由家長負擔（ 陳麗珠，2006）。 

此外，教育部公布之每生平均分攤經費，103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為每年 

113,831 元（教育部，2016），對照同期之學生免學費補助，公立高中為每學期 6,240 

元，私立高中為每學期 22,800 元，公立高職學費為每學期 5,400 元，私立高職為 

每學期 22,530 元。由此可見五歲幼兒教育免學費與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一定條件 

免學費」政策，都屬於部分補助就學成本。 

 
 
 

補助額度與家庭負擔之公平性問題 
 

當政府設立公立園所容納量不足或是分布不均，私立園所之存在即有其必 

要。但私立園所因規模與營運等先天條件的限制，對家長收取的費用比公立園所 

高，由此引發學童教育機會公平性的問題。在當前幼兒就學仍屬準義務教育階段 

時，學童的家庭經濟、居住地區、以及其他可能影響就學機會的因素，仍是決定 

幼兒教育品質差異的關鍵。 

 
 
 

差別補助對象認定的問題 
 

不論是五歲幼兒免學費或是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一定條件免學費，都和九年 

國民教育階段的全面免收學費並不相同，乃必須依據學生家庭經濟狀況採取差別 

補助。目前政府依照學生家庭所得劃分級距，再依照級距採取差別補助，但現行 

稅法對家庭所得的認定並不完善，免稅與減稅的所得不易認定，例如媒體報導扶 

幼計畫執行時，在收費高的私立幼稚園一班四十位學生中，符合補助多達廿來位 

（中國時報，2007），這些現象往往造成爭議，難免引發對補助的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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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額度招來自主性與公共性之兩難 
 

我國早期對於私立學校的管理，向來採取「不介入、亦不補助」的態度；隨 

著教育型態的發展，以及學生家長對於多元化教育的需求，政府逐步增加對各級 

私立學校或學生的直接與間接補助；從 99 年的幼兒教育免學費到 103 年的高級中 

等教育一定條件免學費，都造成大量公共資金透過學生補助，直接與間接挹注於 

 
 

題 

私立學校（園所），在此同時也帶來私立學校本身的定位問題。 
 

討 
 

現行 < 私立學校法 > 第 1 條規範本法的立法目的在於：「…促進私立學校多元 

健全發展，提高其公共性及自主性，以鼓勵私人興學，並增加國民就學及公平選 

擇之機會…」然則私立學校設立之目的，究竟以公共性或自主性為先？ 

 

103 學年度開始辦理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在規劃階段時，即有「學費補助 

究竟是補助學校或是補助學生？」爭議，後來為落實高級中等教育階段為國民基 

 
 

4 

本教育，乃將前一（102）學年度學費全額（私立高中 22,800 元，私立高職 22,530 
 
兒 

元）設定為補助額度。此次發放對象眾多且金額為歷年來最高，雖然私立高級中 育 

等學校年度預決算都必須送給主管機關審核通過方可執行，且必須接受政府監 策 

督，但「私校必須引入公益董事以提高公共性」的訴求從未間斷。同時，高級中 討 

等學校的學費從 97 學年度開始即未調整，近年來雖然 < 公務人員保險法 > 等修法 

造成私校營運成本增加，但學費來自於政府公共資金，調整學費收費額度更加困 

難。 

 
 
 
 

向 
下 

現行（私立）幼兒園的財務管理相對寬鬆，依據 <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 第  44 伸 

條：「幼兒園各項經費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其收支應有合法憑證， 

並依規定年限保存。私立幼兒園會計帳簿與憑證之設置、取得、保管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應依相關稅法規定辦理。」但私立園所並沒有會計師簽證的年度預算與 

決算，相較於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與大專校院，顯然寬鬆。若要進一步擴大免學費 

範疇，公共監督機制勢必接踵而至。換句話說，補助額度愈高，公共性的期待也 

愈大，私校受到的監督就愈高，同時就逐漸失去自主性。 

 
 

結語 

 

幼兒教育在免學費計畫執行之後已經具有準義務教育的性質，未來宜逐步 

朝向高級中等教育免學費、國民教育教育免學費發展。在此同時，針對已經設立 

的私立園所，主管機關應確定其定位，以及公私立園所之間的競合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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