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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台灣地區幼兒媽媽育兒現況調查報告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兒盟」）藉著一年一度的母親節，進行

問卷調查，除了瞭解媽媽平日照顧幼兒的生活與辛勞，兒盟更關心現今幼兒媽媽

育兒的方式與困境、對居家式照顧服務（保母）的看法、以及使用托育資源的情

形。本次的調查對象是家中有 3 歲以下子女的媽媽，採滾雪球抽樣法，透過電子
郵件、網站、討論區等各種管道傳遞問卷施測的訊息，BabyHome 寶貝家庭親子
網此次也協助刊登問卷施測的訊息，邀請符合條件的媽媽上網填答問卷；同時，

請媽媽們介紹同樣符合上開問卷受測條件的親友上網填答。本調查時間為 2010年
3月 16至 4月 13日，共計回收有效問卷 2,229份，樣本分佈遍及全國 24個縣市
（不含連江縣）。 

一、幼兒媽媽育兒狀況 
「寶寶每天晚上一定會大哭，而且會哭到聲音沙啞，大聲嘶吼，就算已經換過尿布，

喝過奶了，每天半夜一定會驚天動地的大哭，我也不知道原因……」 
「沒有替換手，除了照顧小孩、陪小孩，還要做家事。半夜小孩常常吵，要常常起

床哄小孩、蓋被子，導致睡眠不足，每天都很累……完全沒有自己的休假時間，老
公上班就算辛苦，但總是週休二日，可去運動，看電影！而我身邊永遠都有小孩！」 

 
¾四成六的幼兒媽媽半夜要起來照顧孩子，逾兩成七每天平均睡不到 6小時 
    幼兒媽媽真辛苦！上述的文字都是媽媽們的心聲，餵母乳、孩子哭鬧不休、
忙不完的家事……，這些事情每天都重覆上演，讓媽媽們焦頭爛額，片刻無法休
息。許多寶寶白天哭鬧，半夜還需要餵奶，所以媽媽們半夜必須一直爬起來；有

些媽媽甚至同時照顧 2個寶寶，幾乎整夜無法睡覺。兒盟調查發現，四成六（45.9
％）的媽媽半夜經常要起來照顧孩子。媽媽睡眠的時間不僅會被打斷，甚至連睡

眠時間都少得可憐，近一成（9％）媽媽每天平均睡眠時間（不含午睡和小睡片刻
時間）不到 5小時；逾兩成七（27.5％）的媽媽，每天平均睡不到 6小時。長期睡
眠不足，對媽媽的身體和精神狀況都會有不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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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近八成五幼兒媽媽照顧孩子時，曾不經意對孩子發脾氣 
¾每 5個就有 1個幼兒媽媽很少、甚至從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快樂的母親 

「只有夫妻的小家庭，在只有爸爸上班的情況下，因家庭負擔較重，所以爸爸下班

或休假不見得能幫忙照顧小孩，而每天面對小孩的媽媽，壓力每天每天的累積，卻

沒人有時間幫忙帶一下，讓媽媽休息一下出去舒解壓力，這樣情緒在面對小孩時，

當然會無法控制。 T_T 所以…是壓力~~~當保母有休假，當母親卻是全年無休~」 
 
「自己生病，或心情不好的時候，還是得照顧孩子，而且必需控制情緒，不波及無

辜的孩子……」 
 
「長輩會干涉…和先生及長輩的教育方式不同調時讓人帶小孩教小孩時不知該怎麼
做才好…小孩會混淆…真正在帶在教的人會覺得很無力……」 

 
從上述這些話，不難體會作為一個母親，必須承受來自各方的壓力，包含孩

子照顧和養育的壓力、與長輩教養觀念的不同、沒有自己的時間……；不僅如此，
累積的壓力和情緒也沒有可以傾訴的對象，久而久之，媽媽很有可能會將壓力和

情緒發洩在孩子身上。兒盟調查發現，近八成五（84.5％）的幼兒媽媽曾在照顧孩
子的時候，會不經意對孩子發脾氣，更有逾兩成（20.5％）的媽媽經常或總是對孩
子發脾氣。另外，每 5 個就有 1 個幼兒媽媽很少、甚至從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快樂
的母親（22.3%）。由此可見，媽媽在照顧孩子的時候，承受了相當大的壓力。 
 
 
 
 
 
 
 
 
 
 
 
¾超過半數的幼兒媽媽是「自己或配偶照顧」孩子，逾三成二給「祖父母或外祖父

母」照顧 
    幼兒媽媽將孩子托給誰照顧？兒盟發現，超過半數（50.2%）是「自己或配偶」
照顧孩子，但幾乎（49％）都是由媽媽自己照顧，爸爸照顧的僅有 1％；其次，逾
三成二（32.5％）由「孩子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顧；僅有少數的媽媽，將孩子
托給「保母」（含有照保母和無照保母）（10.1％）或機構（托嬰中心/托兒所/幼
稚園）（4.4％）照顧。 

照顧孩子的時候，媽媽會不經意對孩子發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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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選擇自己或配偶照顧孩子的幼兒媽媽，逾七成二認為「自己帶的孩子會照顧得比

較好」、近六成六認為「可享受照顧孩子的親密感」 
    進一步詢問媽媽選擇自己或配偶照顧孩子的主要原因（N=1,109），七成二以
上（72.4％）的媽媽覺得「自己帶的孩子會照顧得比較好」；另外，近六成六（65.9
％）的媽媽選擇自己照顧是因為「可以享受照顧小孩的親密感」，顯示現代媽媽在

養育子女時，通常考慮孩子能獲得良好照顧、以及能享受與子女之間的親密互動

為主。 
 
但是，有些媽媽自己或配偶照顧孩子的原因是考慮現實層面，如「自己照顧

比較省錢」（40.3％）；更有些媽媽是因為「找不到托育的對象或管道」（10.2％），
這表示媽媽可能找不到值得信任或適合的托育對象，所以決定自己照顧，顯然媽

媽需要一些托育的資源和協助，值得政府關心和注意。 
 

 
 
 
 
 
 
 
 
 
 
 

二、幼兒媽媽育兒難題 

（一）花費多 

¾兩成六幼兒媽媽每月支付子女托育費用占家庭總收入 30％以上；逾六成覺得負
擔目前的托育費用很辛苦 
    除了由自己或配偶照顧孩子的幼兒媽媽之外，其他的媽媽都需要花錢托育。
經調查，有兩成六（26％）的幼兒媽媽每月支付的子女托育費用，大約占家庭總
收入（含：工作收入、獎金、利息、投資、政府補助、其他收入等）30％以上，
甚至有 6.5％的家庭其托育費超過收入的一半，花費實在驚人！另外，四分之一
（25.7％）的媽媽每月支付的子女托育費用，大約占家庭總收入的 20％-30％之間。
調查亦指出，逾六成（61.7％）的媽媽覺得負擔目前的托育費用很辛苦。許多媽媽
不僅白天工作、晚上忙著做家事和照顧孩子，還要憂慮賺取的薪資是否能負擔托

養孩子的費用，實在讓媽媽們喘不過氣來。 

媽媽將年齡最小的孩子主要托給誰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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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道少 

¾超過七成幼兒媽媽覺得照顧孩子最需要的協助是「找適合的保母或幼稚園」 
¾近二分之一幼兒媽媽不同意尋找保母的管道很多 
    一個幼小的新生命來到世界上，讓許多家長很開心也很擔心，尤其對於新手
媽媽而言，孩子的成長、照顧及教育，都需要外界的資源和協助。超過七成（71.3
％）幼兒媽媽覺得照顧孩子最需要的協助是「找適合的保母或幼稚園」。另外，近

二分之一（48.7％）的幼兒媽媽不同意尋找保母的管道很多。從上述可發現，多數
幼兒媽媽有找保母和幼稚園的需求，但管道卻很少。 
 
 
 
 
 
 
 
 
 
 
 

（三）臨托缺 

¾逾半數幼兒媽媽需要「臨時托育服務」 
¾近二成八幼兒媽媽若臨時有事，找不到可以暫時幫忙照顧孩子的人 

 

媽媽覺得照顧孩子最需要的協助？(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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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家務及照顧孩子都壓在肩上，幼兒媽媽就像便利商店一樣，24 小時全
年無休！兒盟調查顯示，逾半數（51.5％）的幼兒媽媽需要「臨時托育服務」，因
為媽媽一旦臨時有事，常常找不到幫手；調查發現，近二成八（27.5％）的媽媽如
果臨時有事，經常找不到可以暫時幫忙照顧的人。進一步詢問媽媽什麼時候最需

要臨托服務，七成六以上（76.8％）是臨時有事要處理，近六成（58.7％）是身體
不適，近四成（38.2％）是加班，尤其近年來腸病毒、H1N1等流行疾病盛行，有
些學校必須停課避免孩子相互傳染，有一成（10.1％）的媽媽就認為孩子停課時，
最需要臨托服務。 
 
 
 
 
 
 
 
 
 
 
 
 

三、幼兒媽媽對居家式照顧服務（保母）的看法 
¾幼兒媽媽若要請保母照顧孩子，近七成八會以保母「有愛心、耐心、喜歡孩子」

為優先考慮條件；以「有政府核發的保母證照」為優先考慮條件者不到三成 
 
    本調查參考相關文獻1與兒盟的實務經驗，彙整了 12項家長選擇保母時會考慮
的因素或條件，並歸納為以下四個面向： 
9 保母個人經歷背景：包括有政府核發的保母證照；有受過專業的訓練課程；     

有收托經驗。 
9 保母個人特質：健康狀況良好；沒有不良嗜好；有愛心、耐心、喜歡孩子。 
9 托育環境：包括住屋環境整潔、安全；重視食物的衛生與變化。 
9 與保母間的互動彈性：包括接送方便（離家近或工作場所近）；價格合理；溝
通良好。 

 
如果幼兒媽媽要請保母照顧孩子，哪些條件是最優先考慮的呢？結果發現，

高達近七成八（77.7％）的媽媽認為保母要「有愛心、耐心、喜歡孩子」才是最重

                                                 
1台北市民生兒童福利服務中心（2000）。台北市保母供需服務評估研究—台北市民生兒童福利服務
中心保母資訊轉介服務對象評估，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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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其次，逾半數（51.5％）的媽媽會考慮保母的「住屋環境整潔、安全」；另
外，近三成六（35.6％）的媽媽會考慮孩子是否「接送方便（離家近或工作場所近）」。
而會將保母個人的專業背景，如：「有受過專業的訓練課程」（32％）或「有政府
核發的保母證照」（28.5％）為優先考慮者，都只有三成左右；「有收托經驗」（18.1
％）不到兩成。政府計畫未來保母朝全面證照化管理，但從本次調查可看出，證

照並非是媽媽選擇保母時會優先考慮的條件，值得政府省思。 
 
 
 
 
 
 
 
 
 
 
 
 
 
¾若請保母照顧一個孩子，近半數的幼兒媽媽覺得每月可負擔的保母費不到一萬元 
    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調查2，15至 65歲已婚女性之最小子女於近 3年（92年 10
月以後）出生者，平均每月的托育費用為 13,704元；若比較不同托育方式的費用，
送托保母平均每月費用需要 14,089 元，私立托兒所的平均每月費用也要 10,331
元。但經兒盟調查發現，若要請保母照顧一個孩子，近半數（49.9％）的幼兒媽媽
覺得每月能負擔的保母托育費用不到一萬元；只有近一成四（13.6％）的媽媽認為，
每月可以負擔超過一萬五千元的保母費。 
 
 
 
 
 
 
 
 
 
 
 
                                                 
2行政院主計處（2006）。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 

如果要請保母照顧孩子，媽媽會優先考慮哪些條件？(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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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若要請保母照顧孩子，逾六成五的幼兒媽媽可以接受保母帶 2個小孩，帶（含）
4個以上小孩的媽媽只有百分之一 
如果要請保母照顧孩子，大部分的幼兒媽媽可以接受保母同時帶 2個小孩（包

括保母自己的小孩），占六成五（65.2％）；近兩成（19％）的媽媽只能接受保母帶
1個小孩；近一成五（14.8％）媽媽可以接受帶 3個小孩；而可以接受保母帶（含）
4個以上小孩的媽媽只有百分之一（1.1％）。 
 
 
 
 
 
 
 
 
 
 
 
 
¾超過九成幼兒媽媽不同意保母有證照，就可以完全信任保母 
    依行政院於 2009年 3月 3日送立法院審議之「兒童教育及照顧法」草案，其
中規範提供居家式照顧服務者，需取得保母技術士證（第二十八條）；保母人員必

須在該草案施行之日起三年內，取得保母技術士證，才能繼續提供居家式照顧服

務（第十四條）。從草案可看出政府的居家式照顧服務政策，傾向全面證照化的管

理。 
 
但兒盟在實務上，遇到形形色色的保母，有些是甫出校園的新鮮人，對專業

知識記憶猶新並順利取得證照，可是缺乏實際照顧經驗；有些雖然取得證照，但

長久以來束之高閣，只想備而不用，待失業或走投無路才只好重操舊業；另有一

群保母卻是深具照顧經驗，富有熱忱和愛心，但卻因為不熟悉考試制度而未能取

得證照。究竟有證照的保母是否才是兒童最佳的照顧者？有證照的保母就代表家

長可以安心送托？事實上，經兒盟調查發現，超過九成的幼兒媽媽並不同意保母

有證照，就可以完全信任保母。兒盟長期在實務界的觀察，認為落實保母人員的

管理、輔導和支持，比讓保母取得證照更為重要。 
 

四、幼兒媽媽使用托育資源的情形 
¾超過半數的幼兒媽媽不知道什麼是「社區保母系統」 
 

如果要請保母照顧孩子，媽媽可以接受保母

同時帶幾個小孩(包括保母自己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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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社區保母系統？」兒盟發現許多媽媽填答問卷時，都會相繼提出這
樣的疑問。事實上，本調查發現，超過半數的幼兒媽媽（51.7％）不知道什麼是「社
區保母系統」，甚至有逾兩成六（26.2％）的媽媽從來沒有聽過「社區保母系統」、
知道且曾使用過「社區保母系統」的幼兒媽媽，不到一成（9.2％）。 
 
¾僅 6.6％的幼兒媽媽申請「托育費用補助」；沒申請的原因有近三成「並非請有照
保母托育」，兩成八「沒聽過這項補助」，兩成七並非雙薪家庭 
「全職媽咪的付出，絕對不亞於職業婦女媽咪。而托育津貼的補助，全職媽咪更應享

有，難道在家顧小孩的媽咪，經濟狀況會比雙薪家庭來得優越嗎？」 

 
政府於 2008 年 4 月 1 日推出「托育費用補助」政策，兒盟調查發現，僅 6.6

％的幼兒媽媽申請「托育費用補助」。進一步探討媽媽沒有申請補助的原因，發現

近三成（29.9％）的媽媽「並非請保母托育」；兩成八（28.2％）的媽媽「沒聽過
這項補助」；有兩成七的父母並非雙薪家庭，故資格不符；另外有一成四的媽媽並

不知道怎麼申請這項補助。許多幼兒媽媽在兒盟問卷調查中表示，由於家境不是

那麼富裕，請不起保母照顧孩子，所以才將子女交由親屬照顧，然而，請親屬照

顧同樣也必須支付照顧子女的費用。政府推行此項政策時，似未考量並非所有的

家庭都將子女送托保母照顧，這些同樣肩負育兒壓力，經濟不甚寬裕而請不起保

母托育的家庭，倘若不符合政府對貧窮的認定（非低收入戶），也不是發展遲緩或

身心障礙幼兒，是得不到任何補助的，此問題值得政府重視和省思。 
 
 
 
 
 
 
 
 
 
 
 
 
 
 
 
 
 
 

媽媽是否有申請「托育費用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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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沒有申請「托育費用補助」的原因(複選)(N=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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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幼兒媽媽的政策期待 
「政府通過育兒津貼，生愈多補愈多，時間要夠長，不要曇花一現，養兒是長遠的路！

不要只鼓勵生，還要幫忙養，父母沒有經濟煩惱，才能快樂育兒！」 
 
「今年生了第四個寶寶，但經濟壓力很大，政府沒有什麼實質的幫助，連幼稚園的幼

兒教育補助都申請不下來（門檻過高），住在台北市、看似生活富裕，卻養四個孩子

和奉養長輩，經濟壓力沈重、也買不起房子、名副其實是M型社會的新貧階級......我
們是活生生的實例，不難理解為什麼大家都不敢生孩子……」 
 
「請政府提供充足的托育管道，並請加強監督各托兒所、幼稚園！最近在找托兒所，

發現大多的托兒所或者是幼稚園附設的，都是由住宅公寓改建，活動空間也不大，通

風也不好、光線不足、衛生條件也不好，這樣也能立案…要提昇生育率，就要讓民眾
能無後顧之憂……」 

 
¾不到四成幼兒媽媽計畫再多生一個孩子；有一個孩子的媽媽計畫再生第二胎的比

例超過五成，有兩個孩子的媽媽計畫生第三胎的比例不到一成 
¾近八成幼兒媽媽認為政府要發放兒童津貼，才會考慮多生孩子；逾六成則要政府

減免幼兒教育學雜費才會考慮 
 

兒盟調查，不到四成（38.5％）的幼兒媽媽正計畫再多生一個孩子。進一步分
析，已有一個孩子的媽媽計畫再生第二胎的比例超過五成（50.7％）；但已有兩個
孩子的媽媽計畫生第三胎的比例卻不到一成（9.6％）（p＜.001）。政府在設計兒童
津貼政策時，應考量目前家長的生育計畫，才能讓更多的家庭受惠。 

 
問有生育意願的媽媽們政府要提供什麼樣的政策措施，才會考慮多生孩子？

近八成（79.1％）幼兒媽媽認為政府要發放兒童津貼（如：每月 5,000 元）；逾六
成（60.6％）要政府減免幼兒教育學雜費；四成五（45.3％）認為政府應該對養育
孩子的家長提供賦稅減免（如：增加所得稅免稅額、列舉扣除額）。此外，增設公

立托育機構（23.2％）及提供充足的托育管道（21.5％），也是媽媽們所期待的。
先進國家如：德國、瑞典、英國等，為了鼓勵生育，並且讓孩子從出生到成年都

能得到妥善的照顧，政府針對每個家庭的第一胎提供 5,000元左右的兒童津貼，直
到孩子 16歲或成年。亞洲國家的日本，雖需經資產調查，但有資格領取兒童津貼
的比例也高達 85％。各國給付金額和期間雖有不同，但對有子女的家庭都是很大
的幫助。反觀台灣提供的津貼補助只侷限在弱勢家庭，忽略一般家庭也需要經濟

支持。兒盟呼籲政府開辦兒童津貼，不僅能達到鼓勵生育的效果，也可以大大減

輕家長養兒育女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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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國兒童津貼政策 

國家 資產調查 給付期間 給付金額(月) ※已換算成新台幣 

德國 無 

一般：小於 18歲 
失業：可延長至 21歲 
就學：可延長至 27歲 
身障：不限 

依胎數遞增 
前 3胎：6,700元 
第 4胎以上：7,800元 

瑞典 無 16歲以下兒童 

第 1胎：5,000元 
第 2胎：5,750元 
第 3胎：7,020元 
第 4胎：9,550元 
第 5胎：10,500元 

英國 無 至 16歲，若仍在學，可
延長至 19歲 

長子(女)：4,000元 
其他小孩：2,650元 

日本 需經資產調查，但
涵蓋 85%的兒童 至小學畢業 

第 1、2胎：滿 3歲前每月給付 3,300
元；滿 3歲後，每月給付 1,650元 
第 3胎：3,300元 

資料來源： 
1.林梅君（2009）。台灣地區生育意願之研究：以超低生育率為例，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行
政管理碩士學程第八屆碩士論文。 
2.黃曉薇（2009）。後工業社會下的親職照顧策略：比較瑞典、德國與西班牙的兒童照顧體系，國
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博士論文。 

媽媽目前是否正計畫再多生一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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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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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政府要提供什麼樣的政策措施，媽媽才會考慮多生孩子？(N=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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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盟的呼籲 

◆ 政府 

☺ 要津貼 

現行措施：托育費用補助、生育津貼、幼兒教育券 
兒盟呼籲： 
1. 兒童津貼：針對 0-3歲幼兒，提供每月 3,000-5,000元的兒童津貼，不限胎數。 
2. 賦稅減免 

(1) 免稅額：提高扶養 12歲以下兒童的免稅額（目前兒童免稅額為 82,000元，與
一般人相同），應比照年滿 70 歲以上老人的免稅額（標準免稅額之 1.5 倍＝
123,000元）。 

(2) 列舉扣除額：增列幼兒托育費為列舉扣除額項目。 

☺ 要多元 

現行措施：保母人員技術士技能檢定、社區保母系統 
兒盟呼籲： 
托育的地點、型態應多元化發展：由政府提供部分補助，並鼓勵愛孩子的專

業人士、公私立托兒所、家長、或其他非營利團體提供多樣化的托育服務，讓家

長有多種選擇。 

☺ 要近便 

現行措施：台北市托育資源中心 
兒盟呼籲： 
建立社區型托育服務：目前只有台北市有托育資源中心，提供相關服務，全

台數量太少、不夠普及。建議村鄰里都要有一個社區型兒童活動中心，可由村里

活動中心或國小釋出閒置空間，提供托育服務，讓家長能就近送托、臨托。 

◆ 家長 

☺ 要把關 

    監督、輔導、提升托育服務品質是政府的責任，但家長才是與保母或托兒所
接觸最密切，且最有效的托育服務守門人，因此也應為自己的寶貝擔負起把關的

重責大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