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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廉能透明獎 
申請表 

 
 

提 案 機 關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透 明 化 措 
施 名 稱 

托育一條龍措施 

機 關 首 長 局長 呂建德 

單 位 主 管 
職 稱 及 姓 名 

科長 劉小姐 

主要辦 理人員 蘇小姐 
及 負 責 工 作 托育一條龍業務 

協助辦理人員 呂先生、高小姐、周小姐、洪小姐、趙小姐、周小姐 
及 負 責 工 作 托育一條龍資訊系統、弱勢家庭育兒津貼、平價托育費用補助審核發放 

 
 
 
 
 
 
 
 
 
 
 
 

措 施 簡 介 

臺中市托育一條龍政策係以社會投資理念，採用多元的服務輸送模 
式，希望育兒照顧不僅僅是發放津貼，而是讓家長能獲得服務為主，確保 

幼童受到妥適照顧。透過公私協力，結合現有托嬰中心、幼兒園及專業保 

母，藉由加碼補助、托育收費價格管制及年齡延伸，擴大受益人口，使本 

市未滿 6 歲幼童送托保母、托嬰中心或就讀幼兒園皆受到照顧(附件 1)， 

健全 0-6 歲學齡前幼童的照顧福利措施。104 年計約 7 萬 7,791 名未滿 6 

歲幼童受益；105 年截至 5 月約 8 萬 5,387 名未滿 6 歲幼童受益。 

提供就業家長更多元、近便、平價的優質托育服務選擇，減輕其照顧 

及經濟負擔，協助幼兒家庭兼顧工作和育兒，不僅支持家長免因照顧問題 

退出職場，得以安心外出工作、將孩子送托，更因此保障收托單位與保母 

維持穩定收托並創造托育就業市場。善用人力資本，促進社會專業分工及 

整體勞動參與率，整個社會的產值提高，政府相對提高稅收，有充足的財 

政再進行社會服務的社會投資，在政府財政負擔有限的情況下使預算發揮 

最大效益，達政策永續發展之正向循環，實踐社會投資理念，創造多贏局 

面，建構本市成為青年家庭宜居的友善育兒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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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利防弊、外部 

(一) 落實凍漲機制，穩定托育市場行情 

1.衛生福利部(原內政部兒童局)自民國 97 年 4 月 1 日開始實施「家庭部分托育 

費用補助」以來，雖然大部分家長每月可領到 3 至 5 千元的托育補助，但因 

無實施價格管制之同步配套措施，導致不少保母及托嬰中心順勢漲價，兩相 

抵銷，讓家長根本無法真正感受到經濟壓力減輕，反而讓托育負擔更加沉重， 

補助形同虛設(附件 2)。 

2.為避免「政府補多少、托育費用漲多少」亂象，邀集專家學者、律師、消保 

官、托育人員及家長共同研商，率先全國訂定分區收費標準(附件 3)，並透 

過協力托育收費價格管制，以「不漲價原則」實施凍漲措施，使托育市場行 

情制度化、透明化，真正將托育補助回歸照顧幼兒家庭，讓家長實際受惠、 

有感。 

3.依 104 年「臺中市平價托育政策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之研究」結果顯示本市 

居家托育的費用中位數為 1 萬 3,000 元，可見訂價效果已展現(2015，王舒
芸)。 (二) 公告收費標準及名冊，資訊透明化 
於本局局網公告協力托育人員分區收費行情(附件 3)及各家協力托嬰中心收 

監督價值 費標準(附件 4)，供家長參考，倘有超收情事，可立即向本局檢舉。 
（28%） (三) 簡化流程，一站式便民服務 

1.將中央及本府同類型補助相關申請程序整併合一，且相關補助直接透 

過幼兒送托之托嬰中心、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或幼兒園協助家長申請，家長可 

於接送孩子時順道送件辦理，免另再奔波(附件 5)。 

2.弱勢家庭育兒津貼更由本局主動篩選身分符合資格者後撥款，民眾免另提出 

申請，節省民眾洽公申辦時間(附件 5)。 

3.已規劃建置托育一條龍資訊系統，俾利縮短案件審核時間，因應撥款 

時效、提升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 

(四) 民團讚譽諾貝爾獎，外縣市民眾希望比照辦理(附件 6) 

1.相關團體贊同本市價格管制配套作法，獲托育政策催生聯盟評為「年度托育 

政策的諾貝爾獎得主」美譽、呼籲中央及各直轄市政府跟進，亦受到家長的 

肯定，產生標竿學習及擴散效益。 

2.臺北市政府社會局運用本市模式(結合私立托嬰中心及保母，加碼補助、價格 

管制，擴大平價托育量)，於 105 年 1 月起比照實施。 

 
 
 
流程標準化及公 
開 化 程 度 

（28 %） 

(一) 托育一條龍平價托育費用補助訂有 SOP(附件 7)，並公開於局網，款項最遲於 
次月 28 日前撥入家長郵局帳戶。 

(二) 民眾可於「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托育人員(保母)登記管理資訊網」以電 

子地圖查詢轄內托育人員相關資料、最新補助之相關訊息與進度，並連結相 

關營養、衛生、安全等新知與教育宣導及托育資訊提供，資訊公開透明且查 

詢項目多元與功能完整。 

系統（或措施） (一) 為利民眾洽詢，於局網首頁設置托育一條龍專區連結，並以幼兒送托 
便捷性、完整性 之托嬰中心、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或幼兒園為受理及查詢窗口，方便作業。 



3  

及 安 全 性 
（18 %） 

(二) 另研發托育一條龍補助金額試算表(附件 8)，供家長自行依其照顧方式 

選擇的不同，線上操作進行簡易查詢。 
(三) 對於補助申請案件依個資保護及安全性控管維護原則進行查調及審 

核，系統亦僅開放業務相關人員始有權限進入操作。 
 
 
 
 
 
 
 
 
 
 
 
 

民眾使用情形 

(一) 措施使用率達九成以上 
本方案不論係托嬰中心參與協力比率、托育人員參與協力比率，或協 

力托嬰中心及托育人員收托之幼童申請本市平價托育費用補助比率 

皆達九成以上。 

(二) 服務貼近民眾需求，家長滿意度 92.19%： 

依據本市 104 年「平價托育政策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之研究」結果顯 

示，「平價托育費用補助」使用過的受訪者中，滿意度高達九成，高 

於家庭照顧者所使用的「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及「親屬保母托 

（18%） 育補助」(約七成)，顯見托育一條龍平價托育服務對就業育兒家庭具 

實質助益(附件 9)。 

(三) 105 年持續透過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托育福利服務資源社區宣導說明 

會、里鄰長研習、勞工局徵才設攤、衛生福利部 1957 諮詢專線講授 

社團會務聯繫會報等場合，積極推廣、宣導托育一條龍政策內容及社 

會投資理念，並透過電臺廣播、媒體專訪、候車亭廣告等民眾日常生 

活常接觸的管道，加強宣導相關托育資源，使得托育一條龍政策能經 

由各網絡途徑快速傳達給民眾，提高使用率(附件 10)。 
 
 
 
 
 
 
 
 
 
 
 
 
 
 

創新創意 作為 

(一) 結合社會投資理念，創造就業 
透過公私協力擴增本市平價托育服務可供給量，增加服務使用之 

近便性及可負擔性，促進使用意願，提升家戶外專業托育之送托率， 

因此激發了更多的托育需求。 

1.本局於 104 年 10 月針對服務使用者進行問卷滿意度調查，對象為將 

幼童送托本市協力托嬰中心或保母之家長，問卷回收 1,252 份。經問 

卷調查統計認為本補助非常能支持和能支持家長外出工作者為 80%； 

因本補助實施而有意願和非常有意願將孩子送托者達 82%，顯見本方 

案對於支持家長就業、提升其送托意願、維持托育需求供給面穩定成 

（8%） 長效果良好(附件 11)。 

2.協力托嬰中心家數由 74 家成長至 100 家，增加了 26 家；協力保母人 

數自 2,187 人增為 3,198 人，增加了 1,011 人，創造托育就業市場。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相較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幼兒園入園幼童數增 

加 1 萬 3,732 人，依每 15 名幼生應核配 1 名教保服務人員為計算基 

準，計創造 915 名教保服務人員工作機會。 

3.依據本市 104 年「平價托育政策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之研究」結果顯 

示，本市家戶外服務的成長幅度比全台快，使用家戶外照顧的比例 

(16.06%)高於全臺(9.83%)，尤其機構式托育服務比例(4.15%)遠多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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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臺(0.17%)；且目前由父母親自照顧者中，有將近二成左右的家長 

希望下一胎可以送保母或托嬰中心，顯示托育一條龍政策已產生引導 

效應。 

(二) 公私協力善用現有資源，平價托育涵蓋率最高(附件 12) 

經資源盤點，本市私立托嬰中心、立案幼兒園家數及專業保母數能量 

充沛，遂結合現有資源，迅速提升本市平價托育涵蓋率，節省大量開 

辦公設民營托嬰中心所需籌備時間及營運成本，撙節政府財政支出負 

擔，且讓育兒家長可依需求選擇機構式托嬰中心、幼兒園，或居家式 

保母，享有更多元、近便、平價而優質的托育服務。 
 

附件 1 托育一條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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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托育費用「補多少，漲多少」相關報導及文獻 
 
2013 年 1 月 22 日華視新聞報導  

 
台中的橫橫媽也抱怨，有個一歲大的寶寶需要托育，補助一來就漲價。現在 

托育催生聯盟希望，政府可以對保母托育價格訂定標準價格，才不會讓不肖保母， 

瞞天喊價亂漲價，家長只能吃悶虧，敢怒不敢言。 

 

2013 年 1 月 22 日公共電視新聞報

導  
 

儘管政府從 97 年起發放每個月 3000 元"保母托育補助"，但有許多家長則發 

現，不少保母都習慣把原來價格，直接加上 3000 元，演變成保母費補多少，就漲 

多少的亂象，民間團體也統計，近四年來，保母照顧一名幼兒的費用，平均就漲 

了 1500 多元。 

 

2013 年 1 月 23 日中時電子報報導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昨日指出，政府九十七年起發放每月三千元保母托育補助 

給家長，但無視已引發「補多少、漲多少」現象，政策好意被部分保母巧立名目 

的漲價「吃」掉了，難怪民眾對托育補助無感。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表示，政府開始發放保母托育補助後，陸續有民眾在網路 

平台反應，「找保母時發現，有執照的保母開價習慣把原價加三千」、「保母跟 

我要求將政府補助『拆帳』，她漲兩千，我拿一千，還跟我說『媽媽你沒損失』」。 

有家長感嘆「這樣三千元補助有何意義？」 

 

目前國內保母托育費用各地行情不一，價格落差大，每名幼兒每月收費金額 

從八千元到二萬元都有。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引用主計處九十五年、九十九年「婦 

女婚育與就業調查」資料指出，每月收費一萬四千元以上的比例增加。 

 

此外，保母費用若多達年輕媽媽平均月薪的一半，恐讓一般家庭不敢生第二 

個小孩；而較高薪者因排富領不到補助，又遇到保母哄抬價格，生育意願也會打 

折扣，也無助於促進女性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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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部指出，「托育補助衍生部分保母漲價之藉口」。「媒體報導及網 
 
路平臺（如部落格、babyhome 寶貝家庭親子網之討論區）民眾反映， 

間有部分保母巧立洗澡費、洗衣費、冷氣費、煮飯瓦斯費、副食品費 

等各種名目收費哄抬價格，或以各種名義要求和家長拆帳分享政府補 

助，引發『政府補多少、保母費漲多少』之現象，影響達成減輕家庭 

照顧及經濟負擔之計畫目標。」（審計部，2012:乙 78）。 

 
 
 
 

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3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我國托育服務 
 

供給模式與收費機制之研究」期末報告，「若比較 2010 和 2013 年的 

數據，托育費用上漲的幅度為 7.32%、但婦女平均薪資上漲幅度才 

6.20%（其他數據的漲幅更小）；如果比較 2006 與 2010 年的調漲幅度 

更可發現，托育費用上漲的幅度（13.38%）遠快於婦女薪資（3.7%）， 而

這中間經歷了托育人員托育費用補助上路（2008 年），可見托育費 

用並非如同托育人員所說，物價一直上漲但托育人員薪資沒調漲，反 

而調漲幅度快於婦女每月平均薪資(王舒芸，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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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協力托育人員分區托育收費上限標準表 
 

 
 
 

附件 4 各協力托嬰中心收費標準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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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托育一條龍相關補助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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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公視新聞網報導平價托育－年度托育政策的諾貝爾獎得主 
 
 

 
 

 

民視新聞報導平價托育－臺中市率先制定保母收費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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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覺得臺中市政府很有”guts”!希望各縣市跟進比照施行 
 
 
 
 
 
 
 

您對於托育一條龍針對協力托嬰中心及保母實施價格管制的措施是否認同? 
 

 

不認同 

1% 
 

普通 

17% 

非常不認 

同 

0% 

 
非常認同 

30% 
 
 
 
 

認同 

52% 
 

 
 
 

家長非常認同與認同本方案價格管制措施者比例達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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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比照本市平價托育模式於 105 年 1 月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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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機關 時間 內容 

國外分 衛生福利 103/11/21 本局於中央「執行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 

享、跨 部 及管理辦法第 2 次督導會報」向各縣市政府社 

局交流 會局進行專案報告，介紹、分享本市平價托育 

服務訂價機制及實施經驗供各縣市參考。 

巴黎政治 104/5/1 本局於與巴黎政治學院共同辦理之「社會投資 

學院 國家的理論與實踐：東亞與歐洲經驗的對話」 

國際研討會，向本國及外國專家學者分享社會 

投資理念於本市托育一條龍應用之經驗。 

宜蘭縣政 104/5/23 本局於「三合一照顧政策工作坊」向各縣市政 

府 府社會局分享本市托育一條龍政策。 

移植運 衛生福利 104/1/12 運用本市價格管控模式，行文各縣市辦理。 

用 部 104/9/8 

臺北市政 104/8/24~ 運用本市模式(結合私立托嬰中心及保母，加 

府社會局 31 碼補助、價格管制，擴大平價托育量)，辦理 

「臺北市平價托育補助公聽會」6 場次，並於 

105 年 1 月起比照實施(圖 7)。 

托育一條龍標竿學習及擴散效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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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 2 次督導會報紀錄 
 

 
 

時間：103年 11 月 21日（星期五）下午 2時 地點：本部疾病管制署

B1大禮堂 

主席：署長簡小姐 紀錄：紀小姐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一、主席報告：(略) 
 

 

二、工作報告：洽悉 三、臺中市政府

社會局專案報告：洽悉 四、討論事項 

 

案由：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分區訂定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 

及基準 1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收費基準經與會者討論取得共識，認屬托育人員合理收費 

的參考值，提供托育人員及家長議定托育費用之參考。 
 
 

二、為避免全國訂定之收費基準落差過大，原則以提供當地每 
日收托 10 小時、每週收托 5 日之托育月費金額之
25%~75%、 中位數及平均數為參考值。 

 
 

三、請各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第 25 條於本(103)年 12 月 1 日生效後，儘速
依規 定以首長為召集人，召開審議諮詢會議，並依本辦
法第 22 條規定分區訂定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並
定期公告 轄內分區收費情形。 

 
 

五、散會：下午 6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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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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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托育一條龍補助金額試算功能 

 
 

 
 
 
 
 
 

附件 9 本市 104 年「平價托育政策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之研究」 

不少家長於問卷中回饋「能夠繼續在職場上打拚」、「可兼顧工作與托 

育品質」、「讓全職父母可安心上班」、「托嬰中心對幼兒的生活自理能 

力和社交、語言發展有正面助益」、「托嬰中心的保母，有許多照護上 

的專業知識，可以在第一時間應變得當，而且他們很用心」、「交由專 

業之保母來照顧也可更放心工作」、「托嬰中心蠻專業，配合度高，讓 

人很放心」、「保母受過專業訓練又認證提高專業能力，能照顧好幼兒 

家長更放心上班就業」…等，顯示托育一條龍政策不僅減輕家長經濟 
負擔，更具有支持家庭兼顧就業及育兒的意義。 

 
 

家戶外托育的固著程度高(78%~86%)，代表使用者對現在的托育服務 

滿意，使其不需要改變托育選擇；超過 8 成家長接送幼兒的時間在 
15 分鐘以內，可見近便性是足夠的(王舒芸，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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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候車亭廣告 
 
 

 
 

記者會宣導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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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Q：您覺得托育一條龍托育補助實施後，是否能支持您外出工作? 
 
 

不能支 

持 

2% 

 

 
 
 
普通 

18% 

 
 
 

 
非常能 

支持 

29% 

非常不 

能支持 

0% 

 
 

 
能支持 

51% 
 
 
 
 
 

家長認為本補助非常能支持和能支持其外出工作者為 80% 
 
 
 
 
 

Q：您覺得托育一條龍托育補助實施後，是否會增加您將小孩送托的意願? 
 

沒意願 

1% 

普通 

17% 

非常沒 

意願 

0% 
非常有 

意願 

28% 
 
 
 

有意願 

54% 
 
 
 

 

因本補助實施而有意願和非常有意願將孩子送托者達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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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一條龍托育補助服務滿意度調查表 
 

親愛的家長您好： 

今(104)年 7 月 1 日托育一條龍已正式實施，此份問卷是「臺中市政府社會 

局」為了瞭解您對托育一條龍托育補助的服務情形滿意度調查，您的回答將做 

為我們施政及服務改進的參考。本問卷採不記名(匿名)方式進行，任何人無法 

從問卷辨識您的身份。透過問卷收集的資料，僅供施政參考。問卷中所有的問 

題，都無標準答案，請依您個人實際狀況回答即可。 

請您於 104 年 10 月 20 日前，將問卷交回您將小孩送托之托嬰中心或社區 

保母系統。有您的協助與寶貴意見，服務才會更周全。 
 

 

**感謝您讓我們有機會瞭解 敬祝平安喜樂** 
 

 
 
 

1. 您有幾位尚未就讀小學的小孩？ 

○1 □ 1 位 ○2 □ 2 位 ○3 □ 3 位以上 

2. 您對於申請托育一條龍托育補助申請之方式是否覺得便利？ 

○1 □ 非常便利 ○2 □ 便利 ○3 □ 普通 ○4 □ 不便利 

○5 □ 非常不便利 

3. 您對於托育一條龍針對協力托嬰中心及協力托育人員(保母)實施價格管制的 

措施是否認同？ 

○1 □ 非常認同 ○2 □ 認同 ○3 □ 普通 ○4 □ 不認同 

○5 □ 非常不認同 

4. 您覺得托育一條龍托育補助實施後，對於減輕您的托育費用負擔是否有幫 助？ 

○1 □ 非常有幫助 ○2 □ 有幫助 ○3 □ 普通 ○4 □ 沒幫助 

○5 □ 非常沒幫助 

5. 您覺得托育一條龍托育補助實施後，是否會增加您將小孩送托的意願？ 

○1 □ 非常有意願 ○2 □ 有意願 ○3 □ 普通 ○4 □ 沒意願 

○5 □ 非常沒意願 

6. 您覺得托育一條龍托育補助實施後，是否能支持您外出工作？ 

○1 □ 非常能支持 ○2 □ 能支持 ○3 □ 普通 ○4 □ 無法支持 

○5 □ 非常無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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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本市獲親子天下雜誌評為平價托育涵蓋率六都第一 
 
 
 
 
 

 

跨域整合圖：為更貼近、滿足跨縣市工作之家長需求，托育一條龍更 
以顧客導向，跨域整合，規劃擴大補助範圍，讓設籍且居住本市但在 
南投、彰化及苗栗等三鄰近縣市工作之家長，只要送托三縣市之協力 
托嬰中心或符合本市補助要件幼兒園距離家長工作地 10 公里以內， 
亦可申請補助。讓臺中市的家庭，都能用較輕的負擔，接受到最好的 
托育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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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縣 

市 

公設民營 
 
托嬰中心 

協力托嬰 
 

中心 

協力保母 未滿 2 歲 

幼兒數 

平價托 

育涵蓋 

率 
家 

數 

可收 

托數 

家 

數 

可收 

托數 

人 

數 

可收托數 

(未滿 2 歲) 

臺北市 15 625 - - 58904 1.06% 

新北市 42 2455 - - 68542 3.58% 

桃園市 3 150 - - 44072 1.50% 

臺中市 3 85 100 3122 3198 6396 52400 18.33% 

臺南市 0 0 - - 30415 0.00% 

高雄市 15 660 - - 44072 1.50% 

 

六都平價托育涵蓋率比較表 
 
 
 
 
 

說明：本市以多元模式，除開辦公設民營托嬰中心，更善用現有資源， 

與立案托嬰中心及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保母協力，快速提升本市平價托 

育服務的可供給量，使本市未滿 2 歲幼兒平價托育涵蓋率遠高於其他 

六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