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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人是北漂到臺北？大多數父母為了孩子都會移居到比較好的資源、

條件、人際文化、資訊，且對個人未來的發展比較有機會的都會區，因為都會

區不論在政治環境或城市文化上都佔有優勢，對整體教育影響甚大。

《禮記禮運大同篇》所談到的「幼有所長」、「壯有所用」、「老有所終」

含括了 0 – 99 歲，臺北市政府藉由「幼有所長」、「壯有所用」、「老有所終」

三個理想，提出臺灣目前面臨少子化問題、就業問題、高齡化問題的解決方案。

報導人：王俐文

「從事教育工作，是人生當中最美好也最棒的難得經驗。」蔡炳坤副市長

為政大的校友，擔任過臺中市副市長，現任臺北市副市長。政大幼教所於

2019年11月21日 舉辦教育研究專題討論，特別邀請到臺灣首善重要區域

擔任要職的蔡副市長談談「宜居臺北，幸福城市」的嚮往願景，以下整理報導。

孟母三遷「宜居臺北．幸福城市」

教育研究專題討論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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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銘先生說：「0 –6 歲讓國家幫你養」，臺灣「少子化」問題日

益嚴重，面對少子化到底要用什麼方式來看待呢？有人說少子化現象將

造成國安問題，是真的嗎？的確，「少子化」現象是會造成未來勞動人

口、教育、財政負擔，不僅是國安危機，也是臺北市城市發展警訊，那

「國家幫你養」這到底是什麼意思？臺北市提出「我們的孩子，我們一

起養」，希望打造一個友善托育的城市。

1994 – 2018 年全國嬰兒出生數從 32 萬降到 18 萬 1 千出生數，

2019 年 6 月更是只有 8 萬的出生數，不到 2018 年 18 萬的一半，以臺

北市來看，從 1994 年的 3 萬 3 千多的嬰兒出生數到 2019 年才 2 萬 2千

元，2000 年臺北市更是只有 1 萬 8 千多的出生數，以上述出生數來推論，

過去有 30 萬人滿 18 歲投入就業市場，但現在只有不到一半的數量，整

個就業市場的勞動力一定不足，影響了教育問題、也提高了財政負擔。

臺北市自 2011 年所推出「助妳好孕」專案，把民政、社會、教育、

勞動、衛生…等，將這些資源整合在一起，但在 2014 – 2016 年卻接連

呈現連續 3 年下滑現象，2017 年更推出了「助妳好孕」升級版專案，這

個可見並沒有改善，有鑒於此，於升級版是由蔡炳坤副市長先進行政策

盤點，「先了解做了些什麼，才能知道我們還可以再做些什麼！」

簡單講，我們可以看到，懷孕開始就可以有產檢補助，而這部份也

是臺北市的創新做法，接著 0–2 歲針對托育及在家照顧者給予補助。

過去幼托整合將 0–2 歲歸納到社會局，2–6 歲則統一歸納為教育局，值

得討論的是幼托整合是以 2 歲為分界點到底對不對？因為 2–3 歲的孩子

尚小，臺灣父母的習慣不是將孩子留在托嬰中心，不然就送到幼兒園，

再者就是自己照顧，這是一個問題，教育局先前推出3歲以上才有「一生

六六大順」學費補助（每學期 13,660 元）， 經過這樣的盤點過程也發

現，當小孩過完 2 歲生日後， 2–3 歲兒童就托於托嬰中心、保母或私立

幼兒園者，每個月只能領 2,500 元的育兒津貼。

幼有所長「我們的孩子我們一起養」

發 行 人：李淑菁
本期主編：沈怡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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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為實現「讓本市青年敢生、能養、生活有希望」， 以持續加強托育

幼教的公共支持為政策核心，臺北市政府 2018 年 9 月開始推出「助妳好孕3.0-

我們的孩子我們一起養」—補足 2–3 歲兒童家外照顧補助，要求相關局處盤點、

滾動檢討並提出創新作為，在助妳好孕升級版基礎上再做補強（托嬰中心向上

延伸，幼兒園向下延伸），中央政府也在 2020 年 1 月跟進，以此來看，家長

和政府幾乎已經是1：1的負擔比例。

政府的責任是讓教保服務達到公/私比例 7：3， 臺北市就讀公共化幼兒園

比例 108 學年度約 53%，比例為六都第一。衡量國際水準與社會公平正義，柯

市長努力達到7成教保服務公共化， 另外 3 成維持家長選擇權。 臺北市政府針

對學前教育另提出「3+2」政策，「加碼鼓勵」— 公私協力擴大幼兒園準公共

化，鼓勵合格私立幼兒園加入準公共化創造家長、業者與政府的三贏局面，以

達到教保服務公共化目標：平價教保服務提供 、減輕家長財務負擔 、改善教保

人員薪資、穩定教保服務品質 、提升 2–5 歲入園率，國家努力讓私立機構也有

公立的水準，臺北市政府讓青壯年市民朋友，能夠安心出外打拚工作、拚經濟、

孩子得到最佳照顧，真正達到「幼有所長。」

發 行 人：李淑菁
本期主編：沈怡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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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比較大的改變是 12 年國教-課綱上路，蔡炳坤副市長認為教育界的

責任就是透過升學制度、評量制度、教學方式核心，將學生從能力導向轉變為

素養導向。

青年三創指的是創意、創新、創業，代表這三個很重要的施政措施方向分

別是教育、文化、產業發展，「教育創新要向下扎根，青年創業要向上發」從

教育到文化到創業都必須環環相扣，臺北市政府培育「青年三創」，教育創新

紮根、文化創意茁壯、青年創業發展，致力打造亞洲青年三創最佳城市。

壯有所用「青年三創—創意、創新、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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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行 人：李淑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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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假若不透過「創新」、「實驗」學校很難生存，只有建立特色才能機

會在這一波競爭裡面存活。柯市長上任後首先推動實驗學校政策，人才得從：

「科學」、「創業」、「藝文」、「工程」、「科技」這五個環節來培養。

「智慧教育」的第一個部份是校園智慧網絡：校校有光纖、班班有無線；

第二個部份是智慧未來教室：15-18 吋的大頻；第三個部份是數位學習平台：

酷課雲分享到各個縣市，在個資可以確保的狀況下，建置親師生平台，記錄孩

子何時進學校、何時離開學校；第四個部份是行動學習智慧教學：數位平板。

「雙語教育」在臺北市是走得最快的，到 2019 年已經有 13 所學校，課程

裡面有三分之一是全英語教學，明年要達 23 所學校，逐年增加，並預備在

2030 年達成雙語國家的目標。

「國際教育」包含技職教育、表演藝文、教育旅行、文化學習、姐妹校參

訪…等，對於師生對國際視野的開拓很有幫助，並從高中就開始發展『國際文

憑』，包含美/加雙聯學制計畫、高中國際文憑計畫、國際預科課程。

「技職教育」鼓勵產學合作，課程向下扎根到向上延伸，與大學做結合，

到海外見學拓展視野跟國際接軌，「技職產學合作」讓企業進到學校裡，建置

技術學習中心縮短產學落差。

教育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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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灣從高齡化到高齡，預計 2025 年就會再進到超高齡狀態，臺北市比

全臺灣還要快三年進入超高齡社會，因此，臺北市政府推出「臺北五心，銀向

幸福」:安心居、開心遊、歡心學、用心護、貼心顧，臺北市永續完整老人社會

福利系統，從全方位食醫住行育樂，從健康、亞健康、失能失智關懷到終老，

提供完整政策規劃與長者服務。

最後針對準公共化補助硬體設備，更應該思索如何提升軟體，在拉高準公

共化「量」的同時，提高「質」有以下做法：

1. 補助設備、更新設備，提供更好的服務。

2. 保障老師的薪資。（不得少於 29000 元）

3. 提供更多進修機會。

從幼有所長到壯有所用到老有所終，這過程很多資源及政策都需要不斷的

滾動式盤點，盤點完才能知道還能做些什麼？臺北市是臺灣的首善之區，打造

幸福城市讓臺北宜居，臺北市走在全國最前端。

每 10 家文創產業關聯企業有 3 家是設立在臺北市，可見臺北是年輕活力、
多元、開放、有朝氣的城市，文創產業分為四大類：藝文產業、設計產業、內
容產業、文資應用，政府主要角色：扶植、輔導、補助及教育推廣。

臺北市要打造亞洲創新創業最適發展城市，並建置了單一窗口「創業服務
辦公室及投資服務辦公室」，且採取下面五大項目措施：資金協助、場域支持、
交流媒合、國際鏈結、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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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終『臺北與我好好慢老』

「培養國內的人才」臺北市從去年開始推出「新南向」計畫，找出學生去

頂尖大學 ICT 研究所就讀，畢業後就可進入企業，該計畫所需經費用來補助學

費，協助就學、實習、就業，吸引東南亞國家優秀學生來臺北就讀，提供『青

年留學貸款』讓優秀的人才雙向流通，並設立全臺灣唯一的『社區大學儲備老

闆學校』，讓老闆來見證及培養年輕人如何成為老闆。

文化創意

產業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