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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臺中市政府托育服務管理委員會 

104年第 1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4年 9月 11日（星期五）下午 15時 00分 

貳、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01會議室 

參、 主席：林召集人佳龍                        記錄：呂政霖 

肆、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報告事項： 

一、 專案報告(社會局)： 

臺中市托育服務管理委員會、臺中市托育一條龍政策簡介 (詳會議

手冊 p.16~25)。 

二、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一) 本市會議決議： 

編

號 
案由 

主辦 

單位 
上次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本次會議 

決議 

1 

有鑑加入

社區保母

系統內「親

屬保母」人

數日漸增

高，雖屬僅

能照顧三

等親內小

孩，並申請

托育補

助。專業性

與一般保

母差異性

太大，影響

新進保母

社 

會 

局 

(一) 一般保母與親

屬保母之管

理、訪視、培

訓等分流管

理。 

(二) 配合衛生福利

部社會家庭署

訂定之「建構

托育管理制度

實施計畫」，擬

增加一般保母

托育能量。 

(一) 本案依循衛

生福利部社

會家庭署訂

定之「建構

托育管理制

度實施計畫

(104 年-107

年)」與「居

家式托育服

務提供者登

記及管理辦

法」辦理保

母分流管

理。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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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主辦 

單位 
上次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本次會議 

決議 

與現有協

力保母權

利。 

(二) 104 年度透

過辦理宣傳

活動 154 場

次，以增加

一般保母托

育能量。 

(三) 統計至 104

年 7 月底，

本市具一般

保母人數為

3,182 位，較

103年 12月

登記制實施

前 2,962 人

增加 220

人。 

2 

有關協力

托嬰中心

資格一案 

社 

會 

局 

違反協力收費標

準之托嬰中心及

托育人員之責

任、資格及相關退

場機制，納入研議

修正 104 年度「臺

中市育兒支持－

平價托育服務實

施計畫」。 

本(104)年度「臺

中市育兒支持

－平價托育服

務實施計畫」修

正時，業已將本

案納入其中，並

於 104年 7月 28

日修正公告知。 

■解除列管 

3 

有關托育

人員行為

違法或不

當可否登

記一案 

社 

會 

局 

(一) 經查本市托育

人員違反「居

家式托育服務

提供者登記及

管理辦法」第

九條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四款

規定者，社會

局於案件發生

後 15 日內召

本案涉及有關

托育人員行為

違法或不當申

請登記之審議

機制，已提請本

次會議提案討

論。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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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主辦 

單位 
上次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本次會議 

決議 

集 3 至 6 名委

員(含律師)成

立危機小組並

請家防中心與

會，共同研議

危機案件。 

(二) 危機小組成員

由該屆托育制

度管理委員會

委員擔任，其

中一位須為律

師；每次召集

時重新提名 3

至 6 名委員，

成員由社會局

遴選。 

(三) 決議不適任托

育人員名單

後，社會局依

「居家式托育

服務提供者登

記及管理辦

法」第九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

第四款駁回其

申請或廢止登

記。 

4 

有關托育

人員登記

制稽查流

程及稽查

表一案 

社會

局及

社區

保母

系統 

已申請登記之個

案，稽查人員為本

局同仁及社區保

母系統各派員 1

名；未申請登記之

個案，稽查人員僅

社會局同仁，社區

保母系統訪視員

無須參與稽查。 

本案業已依照

上次會議決議

辦理。 

■解除列管 



4 
 

(二) 主席裁示事項： 

1. 有關委員對托育人員(保母)管理兩點建議，請於日後出席

中央會議場合中提出與反映： 

(1) 親屬保母與一般保母於輔導管理上應脫鉤。 

(2) 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6條第 2項第

2、3款之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應於 3年內取得保母

人員技術士證，如未於 3年內取得者，要求其退場，

以確保收托幼童之安全。 

2. 針對協力托嬰中心及托育人員之退場機制，加強宣導讓本

市托育人員(含一般托育人員、協力托育人員)與托嬰中心知

悉。 

3. 請社會局(業務單位)檢視現有之托育人員登記制稽查流

程，必要時與警察局協商由警察人員陪同訪視稽查，以確

保稽查人員之人身安全。 

 

三、 工作報告：(如會議手冊第 6至 10頁) 

主席裁示：      

(一) 洽悉。 

(二) 請依委員意見辦理： 

1. 於日後統計報表附上托育人員收托平均人數及托嬰中心的收

托率，俾利掌握托育一條龍政策實行的量與質，以及針對收

托平均數與收托率低者，進行原因了解與改善。 

2. 建議日後社會局(業務單位)各社區保母系統可設計托育人員

實務性質的教育訓練課程(如：案例分享)，協助新進托育人

員及托育方法。 

(三) 資料更正：(如會議手冊第 9頁) 

 



5 
 

社區保母系統危機訪視服務統計(統計至 104年 7月底) 

單位 月份 
一級訪視/

人數 

一級訪視/

次數 

二級訪視/

人數 

二級訪視/

次數 

幼兒意外/傷害

/死亡/(疑似)兒

虐案件數 

第一

區社

區保

母系

統 

1 1  1  0  0  0  

2 0  0  0  0  0  

3 0  0  0  0  0  

4 1  4  0  0  0  

5 1  2  0  0  0  

6 1  1  0  0  0  

7 1  1  0  0  0  

第二

區社

區保

母系

統 

1 1 4 0 0 0 

2 2 7 0 0 0 

3 1 5 0 0 1 

4 3 13 0 0 0 

5 2 8 0 0 0 

6 2 6 0 0 0 

7 2 8 0 0 0 

第三

區社

區保

母系

統 

1 0  0  0  0  0  

2 1  2  0  0  0  

3 0  0  1  1  0  

4 0  0  1  3  0  

5 1  4  0  0  0  

6 1  2  1  2  1  

7 1  3  1  2  0  

第四

區社

區保

母系

1 0  0  0  0  0  

2 0  0  0  0  0  

3 0  0  0  0  0  

4 2  16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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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月份 
一級訪視/

人數 

一級訪視/

次數 

二級訪視/

人數 

二級訪視/

次數 

幼兒意外/傷害

/死亡/(疑似)兒

虐案件數 

統 5 0  0  0  0  1  

6 1  8  0  0  1  

7 0  0  0  0  0  

第五

區社

區保

母系

統 

1 1  6  0  0  0  

2 0  0  0  0  0  

3 2  6  0  0  0  

4 2  6  0  0  0  

5 0  0  0  0  3  

6 1  4  0  0  0  

7 0  0  0  0  0  

第六

區社

區保

母系

統 

1 1  2  0  0  0  

2 1  2  0  0  0  

3 1  3  0  0  0  

4 2  6  0  0  0  

5 2  4  0  0  0  

6 1  2  0  0  0  

7 1  1  0  0  0  

◎說明： 

1. 列為一級訪視之新加入托育者，尚未收托幼兒時，暫不進行訪視，待有收托

幼兒時，方進行訪視，故有訪視次數小於訪視人數情形或訪視次數偏低情形。 

2. 一級訪視：全日托或高危機之新加入托育者；第一個月內每週訪視一次，第

二至三個月每兩週訪視一次，第四個月起比照「居家托育管理實施原則」訪視

規定。 

3. 二級訪視：現行經評鑑為乙等以下之全日托或高危機托育者；第一個月內每

兩週訪視一次，第二至三個月每月訪視一次，第四個月起比照「居家托育管理

實施原則」訪視規定。未來如經評鑑為乙等，則不能擔任全日托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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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社會局 

(婦女及兒少福利科) 

案由 有關托育人員行為違法或不當申請登記之審議機制，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九條規定，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敘明理由，以

書面駁回其申請；已領取托育服務登記證書(以下簡稱服務登記

證書)，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主管機關廢

止其托育服務登記並公告註銷其服務登記證書： 

   一、曾有性侵害、性騷擾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有本法第四十九條各款所定行為之一，經有關機關查證屬

實。  

   四、行為違法或不當，其情節影響收托兒童權益重大，經主管

機關查證屬實。  

   五、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委請相關專科醫師二人以上諮詢後，認定不能執行業務。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前項第五款原因消滅後，仍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提出擔任托育

人員。  

   已登記完成之托育人員，有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即命其停止服務，並依規定廢止其登記。 

二、 依據「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托育人員申請登記，應自受理之

日起二個月內完成審查。 

三、 另依據「臺中市政府托育服務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五點規

定，本委員會得由召集人指派三至六名委員審議不適任托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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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登記資格、退場機制及托育服務收退費事宜。 

四、 業務單位依據「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九

條第一項審核托育人員登記案件時，認定「行為違法或不當，

其情節影響收托兒童權益重大，經主管機關查證屬實」上有諸

多疑義，如：違反銀行法、疑似兒虐或家暴訴訟案件於法院審

理中等，故需成立審議小組協助業務單位釐清疑義。 

決議 

照案通過，並依委員意見辦理： 

一、 審議小組成員以奇數、單一性別不低於三分之一為原則，並以

外聘委員為主。 

二、 日後實務上需駁回民眾申請或廢止其居家式托育人員登記時，

除載明法源依據為「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

外，另載明其母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6條第

1項規定。 

三、 日後針對第 26-1 條第 1 項第 4 款行為違法或不當之個案審議

時，可調閱當事人行為違法或不當之相關判決書供審議小組參

考。如廢止當事人居家式托育人員登記時，明確告知行為違法

或不當之事由，並提供其退場轉介機制(如：轉職、後續就業輔

導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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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社會局 

(婦女及兒少福利科) 

案由 有關協力托嬰中心及協力托育人員收費調漲(降)機制，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市自 102年開辦平價托育服務協力不漲價機制以來，陸續接獲

托育人員及托嬰中心反映因物價上漲而其收費凍漲，影響收入，

故建議托育費用應參考物價波動調整。 

二、 「托育一條龍－平價托育服務實施計畫」針對協力托育人員及協

力托嬰中心訂有「收費調漲(降)機制：自 105年起，參考前一年

主計總處公告之『臺中市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分析』漲跌率調漲

(降)，調整方式於 104年期間研議」規定。 

三、 經研議物價漲幅可參考之指標包括「臺中市消費者物價指數 104

年前 7月指數平均與上年同期比較之漲跌率」及「(全臺)104年(7

月)與 102年 1月(平價托育開辦時間)兩時點漲幅」兩種方式，前

者數據為-0.76，若以此數據，收費應不漲反跌(若以 1萬 4,000

元收費為例，約須降 106元)，且只反映與前一年度的漲幅；後者

數據為 1.27%，較能呈現長期物價波動結果。 

四、 經參考本市老人福利機構調整收費標準，物價指數上漲幅度未達

5%不予調整；大於 5%至 10%(含)以實際指數為調整上限；大於 10%

以 10%為調整上限。綜合所得稅之免稅額需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

調整年度之指數上漲累計達 3%以上時，按上漲程度調整之。考量

目前距 102年 1月的 CPI兩時點漲幅僅 1.27%，倘須達 5%始得調

整之門檻較高，故擬以 3%為門檻。 

決議 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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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提案單位：社會局 

(婦女及兒少福利科) 

案由 有關協力托嬰中心收費調整各案審議機制，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市自 102年開辦平價托育服務協力不漲價機制以來，托嬰中心

多次於相關會議中反映收費限制無法完全符合各案需求，影響期

收入及營運，故建議提供個案申請調整收費之管道。 

二、 經查教育局針對本市幼兒園收費調整定有審議原則、審議小組作

業要點等規定。 

三、 本案經參考幼兒園收費調整相關規定，規劃本市協力托嬰中心收

費調整個案審議機制如下： 

(一) 由臺中市政府托育服務管理委員會委員組成審議小組。 

(二) 審議原則： 

1. 輔導紀錄良好：最近一年評鑑或付平成績為甲等以上，且協

力期間均無收費調漲情事，及無相關收托違規紀錄經本局查

獲者。 

2. 調整收費用於提升托育品質：為提升托育人員勞動條件，期

調整之數額至少50%應用於提升中心托育人員或護理人員薪

資(新資福利條件須符合勞動基準法)，且托育人員及護理人

員人事經費應占當年度全中心實際總收入 40%以上。 

(三) 流程： 

1. 104年： 

(1) 104年 10月 10日前：受理申請。 

(2) 104年 10月底前(托育服務管理委員會審議小組會議召

開前)：社會局初審。 

(3) 104年 11月：提委員會審查決議，審查通過自 105年 1

月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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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5年以後： 

(1) 每年 3月 31日前：受理申請。 

(2) 每年 4月 30日前(托育服務管理委員會審議小組會議召

開前)：社會局初審。 

(3) 每年 5到 6月：提委員會審查決議，審查通過自次年度

起生效。 

決議 照案通過 

 

玖、 散會：17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