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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新聞】                        

1. 「班班之亂」再起，鮮奶政策徒增校園紛擾 

◎評論員：陳佩瑩（政策部研究員） 

新聞事件 

農業部於 113 年 9 月推行班班喝鮮奶政策，原意是為減低 2025 年紐西蘭乳

品零關稅對本土酪農的衝擊，但實施至今，不僅未能見到對在地酪農的保護，還

造成各校亂象不斷，乳品保鮮配送直接造成教師壓力，乳品到校如臨大敵，干擾

教學影響作息。 

本會評論 

全教總在今年八月初「班班喝鮮奶」的政策上路之前，即提醒行政院、農業

部與教育部，該政策會大量增加行政負擔，老師在緊鑼密鼓的教學日程中，還要

額外進行鮮奶的分發、儲存和追蹤飲用的工作，將嚴重干擾教學現場。政策強行

上路後，果然狀況百出，除了行政爆量、累垮教師外，包含採購價太低、冷鏈保

存成本高等問題也浮現，各界批評聲浪不斷。 

11月底，農業部長又表示，學校明年不願意參與政策將不勉強，全教總理事

長認為這是不負責任的做法。全面性的國家政策，卻要甩給學校自行決定，學校

若是配合就等於是自願接受行政增量？若實施有執行困難又如何能承受家長質

疑而選擇退出？此舉顯然是蓄意將學校推至風口浪尖。 

該政策最大的盲點是妨礙學校教育主體性的威權思維。繼「班班吃石斑」後，

「班班之亂」再起，其他部會挾著美化名目對基礎教育侵門踏戶，讓教育部領著

學校來當政策成果提款機。鮮奶政策即以為台灣孩子補鈣的美麗說法包裝，「在

學校讓學生喝鮮奶」被塑造成學校教育的重中之重，吞噬掉「學生學習權」、「教

師專業自主權」。 

政策制定本末倒置，政策規劃欠缺溝通，無辜師生的珍貴教學時間就這樣被

消磨掉。呼籲教育部應勇敢拒絕來自其他部會的道德勒索，捍衛學校教育主體，

堅守高品質的教育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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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遲未如實撥補退撫，衝擊公教職場競爭力 

◎評論員：洪維彬（集體協商中心執行長） 

新聞事件 

112 年實施公教退撫新制，衝擊原退撫基金財務。11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編列 194 億元撥補退撫基金，連同 113 年度撥補數共計 294 億元。然而，113 年

撥補嚴重不足，114年則分 20年編列，外界質疑政府漠視公教權益，全教總為此

發動絕食陳抗。 

本會評論 

112 年公教退撫制度變革，政府選擇降低雇主責任及有晚年保障不足等疑慮

的「個人專戶制」，勢必衝擊公教職場競爭力，影響國人入職的意願，且也衝擊

原退撫基金財務。未來公教人力規畫調整與退撫撥補，將是檢驗政府「雇主責任」

的重要指標。 

111 年公教退撫撥補法制化，明定政府應依精算報告撥補退撫財務新、舊缺

口，行政院 113年預算卻僅撥補 100億元，毫無章法；今年釋出 114年預算退撫

撥補編列 194 億元，分 20 年撥補，相較 113 年編列的敷衍態度，明顯受到全教

總這兩年來譴責罔顧雇主責任、撥補嚴重跳票、927公教嗆聲行動等訴求記者會，

及 8月份絕食陳抗活動等壓力。 

113年銓敘部提出「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10年撥補計畫及永續基金書面報

告」，指出在維持退撫基金公務人員用罄年度 140 年及教育人員用罄年度 137 年

不變之前提下，應分 10 年每年 317 億元撥補退撫新缺口，可在較短期限內完成

撥補提高撥補效益，且更有利退撫基金的永續發展。 

遺憾的是，目前行政院未採最有利的 10年的撥補計畫，而是採 20年的撥補

期程與數額，對退撫基金仍有再次年改風險。未來政府對退撫撥補的履行，全體

公教人員應持續爭取以捍衛退休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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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中生割頸案將滿一年，校園安全破網仍待補 

◎評論員：陳少傑（法務中心專案助理） 

新聞內容 

去(112)年底震驚社會的新北國中生割頸案，引發對校園安全的檢討聲浪，

教育部在今(113)年 2 月修正「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因

應。該案於 9月底一審宣判，迄今也即將屆滿一年，校園安全問題是否已獲改善，

再度受到檢視。 

本會評論 

自去年以來，各種學生攻擊事件屢次登上媒體版面，除了凸顯目前校園內校

安、專輔人力均不足外，也讓教師陷於不知如何應對此類狀況的泥淖之中。 

首先，儘管教育部修正了「輔導管教辦法」，著重於學生行為問題的預防與

干預，但目前在現場執行的情況並不理想。學校仍然缺乏足夠的校安專責人員，

而現有人力資源並無法應對日益嚴峻的校園暴力問題，在面對學生攻擊事件時，

往往感到束手無策，更遑論動輒得咎的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讓教師對於此類事

件處理無所適從。 

除了人力不足，經費資源的缺乏也是成因之一，儘管教育部在一定程度上進

行了經費投入，但許多學校的校安、輔導預算依然有限，無法應對日益複雜的校

園暴力問題，對於特定學生也難以提供必要的輔導與心理支持服務。 

此外，全教總主張家長應更積極承擔家庭教育責任。學生的行為深受家庭環

境影響，學校與教師雖承擔教育責任，但若缺乏家長的支持與配合，效果勢必有

限。家長應與學校攜手，共同為學生創造安全、穩定的成長環境。 

校園安全問題的解決需各方共同努力，政府應增加校安人力配置與經費投

入，學校需完善校安與輔導體系，而家長則應積極參與子女教育。唯有如此，才

能真正保障師生安全，營造和諧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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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適任教育人員處理新制，治絲益棼陷窘境 

◎評論員：林金財（法務中心執行長） 

新聞事件 

教育部今年大幅修正各類不適任教育人員處理機制，例如校園霸凌防制準

則、高中以下專任教師解聘辦法、國中小學校長不適任處理辦法等，法規公布就

遭教師團體抨擊，與家長、校長團體意見相歧，對現場的影響也在逐一浮現。 

本會評論 

四月《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併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任教師解聘不續聘停

聘或資遣辦法》修正，將中小學師對生霸凌事件之調查處理，改由依《解聘辦法》

之校事會議權責調查處理，稍解過去投訴案件多軌調查之混亂情形。 

解聘辦法之爭議，主要在調查小組全外聘之修正，排除學校教師會與家長會

代表參與調查，無視學校運作的個別差異性。又所謂全外聘的調查員，尚須從主

管機關提供的 3到 5倍人選中聘任，忽略學校聘任之彈性。時至今日，國教署所

公布培訓調查人才庫名單已達 1,324人，退一步言，限制名單難道是對所培訓人

才的適才適任沒信心？提供清一色為法律專家之傳言，讓國教署於日前函文周

知，推舉名單除包括法律專家學者外，應視案件情形提供適合名單，不侷限單一

類人員。全教總認為，應避免讓學校落入辦案重於辦學之困境中。 

除前開變動外，配合《國民教育法》修正，教育部已發布《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校長不適任事實調查處理辦法》，於今年 8 月正式施行。然而受限於《教育

人員任用條例》落後《教師法》修法進度，校長不適任處理辦法所依憑之消極條

件仍待法律修正，才能衡平處置教育現場不適任教育人員之行為態樣。 

除了中小學，受投訴案件影響最嚴重的當屬幼兒園，除因涉案停聘而須補足

人力外，更讓教保人員人心惶惶的，當屬疑似行為的通報義務，即使情節極為輕

微，未通報者恐有責任，造成同一場域內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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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流於戰術調整，雙語政策持續迷航 

◎評論員：羅德水（文宣部主任） 

新聞事件 

雙語政策在紛擾多年之後終於傳出轉圜訊息，據媒體報導，賴清德總統要求

調整方向，將朝「務實」方向規劃，政策續推但不再追求以英語教授其他科目，

惟教育部相關回應卻顯得模稜兩可，以致各方解讀莫衷一是、爭議未止。 

本會評論 

爭議不斷的雙語政策，始自台南市 2014 年推出的「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

十年計畫，2017年，賴總統接任閣揆後又在全國全面推動，在高度政治正確背書

下，雙語政策已嚴重干擾各級學校正常教學，出現各種光怪陸離的現象，識者無

不引以為憂。 

事實上，台灣學習的雙語政策典範新加坡，正是以犧牲各族母語與華人家庭

中文能力為代價，華人子弟從小補習中文已成普遍現象，這樣的雙語政策成果，

也引起該國普遍的反思與檢討。 

雙語政策不僅與《國家語言發展法》相互扞格，在教育現場更造成難以彌補

的災難，多年來全教總不斷提醒，錯誤的雙語政策將導致學生學習的雙貧乏，特

別是將英語當作教學語言，更明顯侵害多數學生學習權，讓學生成為教室裡的客

人，被迫放棄學習，甚至將造就出一個華語、英語雙貧的世代，加劇教育 M 型化。

令人不解者，就媒體對總統有關調整雙語政策方向的指示，教育部卻發出讓人各

自解讀的回應，殊為可惜。 

全教總在 2023 年發起的連署訴求或可成為政策調整方向，建議教育部秉持

專業、勇敢檢討並導正錯誤，暫停以「雙語國家」、「雙語政策」為名之相關補助

要點；此外，提升並活化英語教學品質，英語不應成為其他學科之指定教學語言，

才能真正讓台灣教育走出雙語政策泥淖，回歸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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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漢技術學院無預警停辦，開私校退場惡例 

◎評論員：何俊彥（副理事長） 

新聞事件  

花蓮大漢技術學院因受少子女化衝擊，近年來招生不佳難以持續辦學，2 月

突然宣布將依《私立學校法》辦理停招停辦，在停辦計畫未經校務會議合法通過

下，僅憑董事會審議通過，教育部竟隨即在 8月核定該校自 113學年度起停招，

114學年度起停辦。 

本會評論  

從今年 2月校方片面違法宣布即將停招停辦，到 8月教育部依照「私校法」

正式核定，大漢技術學院退場僅僅花了半年，全校師生均感措手不及。校方不僅

不需依「私校退場條例」花費 2~3年的改善期，董事會也不需重組或由公益董事

接管，正式停辦後還可將剩餘校產捐贈予非營利法人，後續操作的想像空間之

大，為許多經營困難或由惡質董事會操控的私校，示範如何逸脫「私校退場條例」

的可能。 

校方在過程中未依相關程序提報，身為主管機關的教育部雖經各界提醒仍置

若罔聞，並未依「私校法」嚴格督導或裁罰，無論是有心包庇或是態度消極，均

明顯違反教育公共化精神及立法意旨。 

長期以來，政府透過各種政策及專案計畫來挹注私人興學，許多私校早期得

利於公部門在土地取得及使用規範上的從寬認定及彈性處理，如今面臨少子女化

浪潮，汰劣留良實屬正常，其退場後的校產，本來就該「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

而面臨退場危機的私校師生，本應能透過「私校退場條例」所列各種協助安置做

法，暫時保障其工作權與受教權，但觀察教育部從 2月至今各種被動因應之道，

完全無視「私校法」及「私校退場條例」的立法精神，應當予以譴責。 

呼籲應透過修法整合現有私校退場雙軌機制，而私校師生也應共同團結以保

障合法自身權益，更重要是確保教育公共化精神，讓退場私校的校產能合法再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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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幼兒園缺工雪上加霜，幼托工作從三低變四低 

◎評論員：楊逸飛（幼教委員會主委） 

新聞事件  

雖然幼教/保相關科系每年有 4200位畢業生，幼教現場找不到老師的狀況仍

持續惡化，尤其是私立教保人員數逐年下降，甚至需依賴離職老師回任。主要為

工時長、薪資低等因素，吸引力不足，本科生投入意願降低。 

本會評論  

幼教缺工從幾年前就時有所聞，但像今年如此嚴重還是頭一次。原因不外乎

工時長、行政勞累還有低薪，但教育部已經在準公幼薪資上改進不少，為何缺工

狀況反而惡化？除了看得見的實質勞動條件之外，還有看不見的勞動尊嚴。瓦解

幼教勞動尊嚴的，正是教育部專斷性地委託法律學者修訂的「新制幼教輔導管教

與通報裁罰系統」，讓幼教人員除了低薪資、低福利、低保障，還多了低尊嚴。 

依據全教總 11 月底對幼教現場的調查(有效樣本 1000 人)，去(112)年「新

制幼教輔導管教與通報裁罰系統」上路後，已經有接近一半(45%)的教保人員自

己或身邊的人有被無端申訴與調查；認為新制系統對於親師信任感降低的有

80%( 58%認為「降到非常低」)；更讓 71%以上的教保人員對幼兒的教育方式變得

消極應對(40%為「非常消極」)；在對於幼教品質的影響方面，亦有 80%認為已造

成負面影響，當中有接近一半(47%)認為是非常負面的影響；更值得關注的是，

新制系統同時降低了 79.6%的教保人員的持續任職意願，當中更有 50%的教保人

員表示有過轉職的念頭。 

教育是一個與人互動的社會生態，更是培育人格與扶助學生生命的重要場

域，政府卻專斷地完全採用法律的框架來綁架教師的教育作為，極度缺乏教育人

文與生命的素養，也無怪乎幼教現場會沒人想要進來，若再放任此等專斷的法律

思維侵蝕到其他教育階段，先不說有教師證的人不想考進來，教育部應該可以關

門改制為法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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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少子化技職教育首當其衝，改善升學環境為要務 

◎評論員：巫彰玫（政策部副主任） 

新聞事件  

高職受少子女化的影響較普通高中嚴重，高職生占比已降到 46.68%，統測與

學測報考人數差距也逐漸擴大，顯示技職教育面臨重大危機。教團指出，教育部

任由國立科大普高生占比持續增加，整體升學環境是惡化技職招生的推手之一。 

本會評論 

四技二專自開放普高生招生以來，政策調整未經公開說明，導致技高生權益

受損。普高生最初以外加名額入學，但自 99 年起改為總量管制，生師比隨之調

整。然而，相關變更始終未公開說明。分析數據可見，普高生在「四技二專招生

總名額佔比」、「國立科大招收普高生佔比」及「國立龍頭科大招收普高生佔比」

等指標逐年提升，其中台灣科技大學與台北科技大學，普高生名額已占全校招生

的 25%至 35%，技高生資源明顯減少。 

儘管教育部技職司宣稱自 106年起凍結或減少普高生名額，但少子化並未使

其比例同步下降，特別是在國立科大，普高生名額占比仍然居高不下，變相壓縮

技高生進入國立科大的機會，違背技職教育應以技高生為核心的原則。教育部未

妥善檢討此問題，反以數據掩蓋，顯示政策執行缺乏方向，進一步加劇技職教育

困境。 

為此，全教總四項建議，包括：一、技職司應每年公告四技二專日間部核定

名額，標明各招生管道的內含與外加人數，並保存歷年資料供查詢；二、降低國

立科大招收普高生的名額與比例，優先保障技高生權益；三、四技二專升學簡章

會議應納入教師組織代表，以確保決策透明；四、涉及學生升學權益的政策變更，

須召開公聽會，邀請相關團體協商討論。 

技職教育的發展須以公平透明為基礎，政府應積極檢討，保障技高生的受教

權與升學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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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四所大學短報回流名額，高教招生淪生存遊戲 

◎評論員：王英倩（社會發展部主任） 

新聞事件 

今年大學分發入學放榜後，爆出真理、佛光、文化及大葉等四所大學短報繁

星推薦、申請入學等招生管道缺額。教育部認此嚴重影響招生秩序與公信力，祭

出重懲，開罰四位校長 40萬到 60萬元，並扣減招生名額總量及獎補助款。 

本會評論 

每年大學分發入學缺額數的高低，往往成為另類的大學排行榜。對競爭相對

激烈的私校來說，一旦被掛上缺額數最高的前三名，就像被貼上辦學不利的標

籤。今年缺額率最高的玄奘大學，校方在回應媒體關切時就坦言「感到失望」。 

在招生成為大學生存遊戲的氛圍下，終發生私大疑因為美化數字短報回流缺

額。教育部第一時間即表示會查證、嚴懲，且從善如流研擬建立檢核機制。看似

已設下防火牆，其實凸顯出對大學招生的種種弊端，教育部只能頭痛醫頭，拿不

出根治處方。 

教育部視校長為學校決策者而予以懲處，但這四校皆是私立大學，眾所皆知

董事會才是最高決策單位，握有校長的選聘、解聘權。事發後，真理大學校長火

速遭董事會解聘，董事會雖否認和短報有關，卻難明確切割。究竟各校董事會是

否知情？校長是否經授意或受到壓力？教育部都應詳查，而非以開罰校長作為停

損手段。 

攸關考生權益的招生制度變成數字遊戲，非這四所大學所創。教育部從 103

學年度起就實施「名額寄存」制度，使招生名額母數變小，提高新生註冊率。當

教育部帶頭用鴕鳥心態面對高教困境，還有立場嚴懲短報缺額的大學？ 

註冊率高低直接影響獎補助款，甚至是預警及專輔學校的認定，大學為求生

存，只好不擇手段。政府若繼續放任參賽者互相廝殺，贏家尚未出現，臺灣高教

品質，一定是最大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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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特教師生衝突，凸顯融合教育困境 

評論員：鍾正信（特教委員會主委） 

新聞事件： 

三月間特教生與教師發生肢體衝突事件，引發對普特共融的討論。2022年高

中以下身心障礙學生已突破 13 萬，但教師人力與待遇的提升卻跟不上。不論特

教加給凍漲 32年，或增置專職鑑定評估人員牛步化，都讓現場特師壓力倍增。 

本會評論： 

普特共融是美好的理想，而理想的實現需要的是合理待遇、充足人力、專業

分工的務實支持，為做為肩負落實理想重擔的教師建構出友善合理的職場環境，

以利於理想的達成。 

然而特教加給凍漲 32年，這 32年間除了特教工作量大幅增加，物價指數漲

幅更早已不知凡幾，連基本工資亦早已調升 131%，對比於不動如山的特教加給，

更凸顯出特教教師的合理待遇被長年忽視，嚴重打擊特教教學現場的士氣。 

此外推動心評專職化，避免特師教學心評兩頭燒，以保障特教生受教權益，

是本次特教法修法時各界關切的議題，但儘管《特殊教育法》第 51 條及「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班級與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第 7

條，都明定可增置專職鑑定評估人員，但各縣市在落實狀況不僅落差大，也缺乏

具體長遠的規劃，造成特教教師持續承受著巨大的工作量與壓力。 

有合理待遇、充足人力、專業分工，才能讓普特不只共融更能共榮。而建構

友善的職場環境更是近期社會所關注的重要議題，但目前特教職場卻是一個待遇

欠佳且過勞的職場環境，不利於留才久任，長此以往將有損特教生受教權益。呼

籲教育部應正視特教職場的不友善現況，從速並具體的進行改善，切莫遷延推

託，方能真正達成普特共融且共榮的美好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