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托育一條龍平價托育補助暨加值服務計畫 

性別統計分析報告 

為滿足本市年輕育兒家庭日益殷切之托育需求，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結

合既有托育服務資源，包含托嬰中心與居家托育人員，全國首創開辦「托

育一條龍」平價補助暨加值服務計畫（以下稱本計畫），作為本市平價托育

服務的政策主軸。本計畫係基於社會投資理念，透過結合「補助」+「定價」

+「品質提升」三重策略，以公私協力方式，調節托育費用，送托協力托嬰

中心或協力托育人員，搭配價格管制，費用以每月 1 萬 3,000 元為原則，除

中央每月 3,000 元補助外，本市加碼補助 3,000 元，家長實際負擔 7,000 元，

實質減輕雙就業家庭育兒經濟負擔，提供家長平價托育服務。 

本計畫之執行雖未以特定性別為受益對象，但透過平價托育補助可以

協助就業家庭子女送托獲得妥善照顧，減少一般以女性負擔家庭照顧責任，

因育兒因素而離開職場，延續女性就業職涯，提升婦女勞動參與率，以落

實性別平等。 

一、本市嬰幼兒托育服務供給，自計畫實施起逐年擴增，受益服務人數亦

顯著成長。 

傳統性別分工的觀念仍主張家務料理及照顧老幼工作，是女性優先履

行的角色，存在著「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所以在家庭照顧與經濟

需求的折衝下，女性往往改變甚至中斷原有的職涯發展。邇來國內外興起

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work-family balanced policy）的理念，即係結合

勞工福利、家庭政策、性別平權、兒童照顧等政策的界面，本計畫即著眼於

透過平價可近的托育服務，增加雙就業家庭育兒照顧選擇。 

本計畫自 102 年起實施，針對送托居家式托育人員及機構式托嬰中心

嬰幼兒家長，加碼提供托育費用補助，並自 104 年 7 月起，將原本補助年

齡從 2 歲延伸至 6 歲，實質讓家長減輕托育經濟負擔，並享有多元模式選

擇。因此，可以發現本市平價嬰幼兒托育服務供給量逐年提升，從 102 年

至 106 年，協力托嬰中心由原來的 74 家，成長至 134 家（見圖 1），成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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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協力居家托育人員則由 2,187 人增加至 3,716 人（見圖 2），增加了約

近 70%。 

圖 1、102 年迄今協力托嬰中心家數 

 

 

圖 2、102 年迄今協力居家托育人員數 

 

另一方面，就需求面而言，本市嬰幼兒平價托育受益人數，則從 102 年

的 6,627 名，倍數成長至 106 年的 1 萬 6,351 名兒童，今(107)年截至 4 月底

止，受益人數則為 1 萬 1,105 名兒童（見圖 3）。 

由於平價托育服務所帶動的托育服務供給及需求聯袂增加，使本市平

價托育服務涵蓋率超過 20%，成為全國第一，即是透過托育服務的公共化，

來解決就業女性職場與家庭照顧之間蠟燭兩頭燒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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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2 年迄今平價托育補助受益人數 

 

   二、男性從事居家托育服務人數增加，突破職業性別藩籬。 

由於「托育一條龍」的推動，除了支持育兒家長得以將孩子送托，安心

外出工作，同時也保障了托嬰中心與居家托育人員穩定收托，創造托育就

業市場，實踐社會投資理念，達到家長、業界與政府三贏局面。計畫自 102

年實施迄今（107 年 5 月），男性投入居家托育服務的數量顯著提高，由 9

人倍數增長至 108 人；從事居家托育服務男性所佔的比例，也從 0.54%顯

著提升至 2..68%。顯見「托育一條龍」計畫的推動，除了協助女性照顧，

也成功突破性別藩籬，吸引男性開始投入過去以女性為主的托育服務工作。 

圖 4、102 年迄今男性從事居家托育服務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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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2 年迄今居家托育服務提供者男性比例 

 

整體而言，近來政府相關政策已逐漸強調提升婦女勞動參與率、協助

消除婦女就業障礙。「托育一條龍」平價托育服務計畫，以服務輸送取代現

金發放式的津貼給付，鼓勵並支持家長送托、外出工作，並創造托育就業

市場，提高總體社會產值，政府稅收相對增加後，再有充足的財政再進行

社會服務的社會投資，達最大效益及永續發展之正向循環。 

本計畫雖未以特定性別為受益對象，但從歷年來的發展趨勢可以發現，

平價托育服務的供給，確實有效舒緩了越來越多就業家庭的照顧壓力，也

意味著有同樣多的就業女性，不必因育兒因素被迫離開職場，而能有效延

續其職涯，幫助其穩定就業，女性因而不再只是「家務管理者」，也扮演著

「經濟來源者」的角色。另一方面，透過本計畫的宣導和提倡，從近年來的

執行成果可以發現，有越來越多的男性開始投入托育服務職場，而逐漸改

變以女性為主的托育服務職場生態。這些成果，都顯示了本計畫對性別平

等帶來的正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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