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桃園市政府勞動局友善育兒職場公民參與工作坊結論報告 

前言 

無論是養育孩子，或發展職涯都是人們生命中的重要選項，然而作為父

母，在工作與育兒之間的平衡卻經常面臨極大的挑戰。為協助受僱者兼顧職場

與家庭生活、支持雙親共同參與育兒，使工作與育兒不再落入二選一的困境，

政府持續修正「性別工作平等法」、「勞動基準法」、「就業保險法」及「幼兒教

育及照顧法」，保障照顧者的工作權益。同時透過「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設

置標準及經費補助辦法」，明定設置標準與補助方式，鼓勵企業善盡職場環境的

責任，建構讓員工兼顧工作與生活的友善職場及環境。 

企業單位亦有支持勞工育兒的社會責任，因此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為鼓勵企

業建置友善職場，提出「獎勵單位辦理勞工托兒措施計畫」，積極促進及鼓勵雇

主實質發放托育津貼，提供優於法令之家庭照顧假、產假、產檢假、育嬰留停

申請條件等友善措施，或實質提供更優渥的福利待遇，可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申請最高 6 萬元之獎勵金。期待減少勞工因子女照顧問題離開職場，解決員工

托兒問題，落實職場上性別工作平權。 

為鼓勵企業提供更貼近民眾實際需求的友善育兒職場措施，並使相關措施

計劃更加完備，桃園市政府勞動局於 2022 年 8 月 27 日辦理友善育兒職場公民

參與工作坊。在考量居住行政區、職業類別，以及性別、年齡等人口特質分

佈，於 124 位報名者中抽選出 45 位參與者，實際出席 40 位，共 27 位女性、



13 位男性參與討論，年齡由 18 歲到 65 歲以上，以維持討論的異質性。 

本次工作坊討論主題由在育兒與工作之間的平衡遭遇的困境出發進行討

論，形成數個成員們共同認為最需要被解決的友善職場挑戰，並進一步討論對

應的解決方案。我們期待透過審議討論的模式，共同交流、發想符合民眾經驗

的需求與建議對友善育兒職場相關措施提出具體意見，並做為未來相關政策規

劃之參考。 

企業如何友善支持勞工育兒？ 

面對兼顧職場與育兒的困境，首先參與公民們提到，上班時間不夠彈性、

請假條件困難，使照顧者無法兼顧孩子的接送、健康照顧或因應各種育兒突發

狀況。同時，作為職場家長也經常感受到社會氛圍對育兒並不友善，包括職場

環境壓力、上司與同事缺乏同理或友善觀念，也造成勞工擔心請假影響同事、

找不到職務代理人等狀況，導致勞工不敢請假或向公司反應自身需求，更對育

兒帶來種種負擔與心理壓力。 

在討論中我們也進一步提出，期待企業透過以下支持措施，改善職場氣

氛，共同創造友善育兒的工作氛圍： 

1. 採取、落實彈性工作模式，例如居家辦公（雇主無法得知工作狀況，員工

以工作結果呈現給雇主）、彈性工時協調（例如午餐時間減為 30 分鐘，可

提早 30 分鐘下班接小孩），以及請假時間單位以小時計，以應付臨時照顧

需求。 



2. 提供實質津貼，補助員工居家辦公水電費、托育津貼 

3. 給予職務代理人實質獎勵措施，改善職場氛圍 

4. 辦理親子活動、講座，提供員工間交流育兒經驗的機會，彼此了解、同理

並進一步支持 

5. 企業應重視員工心理健康，與心理治療機構合作，提供心理諮商服務，協

助職場父母抒發、減輕壓力 

6. 由政府表揚指標性友善企業，鼓勵其他小型企業參考，並進行經驗分享，

改善企業文化 

另一方面，民眾討論到目前企業內部的托育設施尚有不足，無法符合實際

需求。現代的雙薪家庭下父母日夜都可能需要工作，但小企業並沒有提供托育

設施，或有的企業因為成本或空間考量，不願意設置托育中心，員工因孩子生

病等臨時需要時，則無處可託；且對於從事輪班制工作的家長而言，既有的日

間托育服務並無法滿足夜間托育需求。因此，針對企業可提供的托育設施，我

們提出以下友善職場的做法，期待由企業端提供勞工更符合需求的支持設施： 

1. 設立區域性、聯合托育：例如工業區內聯合所有企業合作設置幼兒園、托

育中心；聯合不同中（小）企業，在同一大樓、區域共同設立托育中心，

提供中小企業員工托育需求 

2. 設立夜間托育中心 

3. 企業與社區活動中心合作，提供設置臨時托育的空間來源，惟企業需事先



盤點需求 

而除了托育設施之外，在本次工作坊討論中亦針對育兒支持設施提出意

見。目前法規針對雇主設置哺集乳室已有相關法規及補助辦法，然而實際仍有

部分企業基於成本、空間考量未設置，也可能有佔用管理、設備維護等後續問

題。因此，我們亦在討論中提出，友善育兒職場的措施應將哺集乳相關需求納

入考量： 

1. 完備哺集乳室管理，企業設置管制辦法，例如：定時由清潔團隊維護環

境、透過電子鎖與卡片註記管制，或由護理師管理、預約使用，避免佔用

或濫用的狀況 

2. 無設置哺集乳室的企業提供哺集乳輔助設施：例如聯合中小企業設立區域

性的哺集乳室、以預約制哺乳車或與捐血室及月子中心等單位合作，提供

空間 

政府如何持續協助勞工育兒？ 

討論過程中，參與民眾也提到友善育兒職場不僅需由企業端著手，政府方

面也需要持續努力。 

首先，保障勞工基本權益的法規應被監督與落實，例如依法設置哺集乳

室、保障勞工請假權益（育嬰假、留停、家庭照顧假）。未來需將之納入、強化

勞檢檢核項目，或以勞資會議，透過雇主和員工平等的對話，勞工能夠提出托

育、育兒需求，而雇主需要聆聽和落實。 



其次，民眾也提到托育資訊、育兒補助以及相關法令配套等資訊的宣傳性

與易得性不足、未能推廣至大眾；且目前可取得的育兒諮詢管道不足，導致新

手家長不知道可以到那裡去取得資訊，或者判斷相關的資訊是否正確。我們認

為，可與教育局協力，先盤點包含公立、私立、非營利之托育機構的相關資

訊，建設完整的托育資訊交流平台，並提供相關法規、政策，以利民眾查找所

需資料。另一方面，育兒資訊的取得管道也須多元化，例如以 LINE 群組分享

托育資訊、設立育兒諮詢專線，提供家長及時協助。 

在公共托育方面，公民亦強調，目前公共托育機構的數量與設置速度未能

符合需求；且托育時間彈性不足，缺乏臨時托育服務，不僅對業務、排班或加

班性質工作的家長不夠友善，無法配合接送的問題也將增加家長的安排困擾或

心理壓力。因此，期待未來能設立區域性的托育中心，獨立於一般公托、以提

供同一區域之中小企業員工托育需求，並且委託專業的外包單位，例如：相關

科系的大學，挹注教保專業資源。 

最後，討論中民眾同時關注到企業設置育兒設施的困難。對私人企業而

言，提供育兒設施有其空間、成本的考量，然而現有的補助、獎勵誘因不足，

且企業仍須負擔後續維護、管理的費用與責任，造成許多企業單位申請獎勵、

並增設相關設施的意願低落。針對本次工作坊所討論的「獎勵單位辦理勞工托

兒措施計畫」，參與民眾也提出以下建議： 

1. 勞動局積極輔導企業，主動進行推廣和鼓勵，例如：運用評鑑的方式取代



被動式的獎助機制，若企業符合補助標準，可鼓勵企業進行申請 

2. 細則定義要更完善，可依照不同比例，提供不同額度的獎勵 

3. 採取更多元化的獎勵機制，不僅限於金錢，例如提供育兒人才培育機會 

4. 友善育兒職場獎勵金不一次性發放，建議按月、或逐次發放增加延續性 

  



其他補充意見 

參與民眾提到上下班時間無法配合孩子接送的問題，在無法落實彈性工

時、或無法延長托育的狀況下，對於家長要兼顧工作與照顧責任是一大挑戰。

討論中，有部分民眾提出可以鼓勵企業支援接送需求，由內部員工成立給薪的

接送互助團隊；或由政府單位審核、認證且具備安全措施（如安全座椅）的計

程車車隊接送，並與社區活動中心、志工等協力臨時托育，作為填補接送空缺

的選項。但同時也有參與民眾擔心安全與托育人力問題，期待能由家長有彈性

工時、配合接送為優先。 

而在不友善的職場中，民眾時常面臨請假育兒或尋找職務代理人不易的困

境。不僅是企業可由此著手，以實質獎勵吸引其他員工擔任職務代理人，部分

民眾也提出，政府亦能編列相關預算提供企業申請，額外聘用人力，補足與調

配育嬰員工請假的人力空缺，進一步改善職場友善氛圍。不過，仍有民眾提到

執行上的困難，包括短期難實施職前訓練，以及部分專業職位難以徵得人力

等。 

討論中亦有一位民眾提到，政府可透過提供家庭照顧假津貼，將相關獎勵

直接回饋到民眾身上，由民眾自行申請。但執行上也討論到員工請假與核准仍

以雇主認定而難以評估請領資格，因此並未能取能共識性意見。 

此外，在一小組中額外討論到，友善育兒職場的措施可由公司福委會基金

作為財務來源。然而，派遣人員因受雇於派遣公司，法令規定繳納職工福利金



的部分以派遣公司為主，不屬於要派公司的福委會管轄範圍，而無法享受要派

公司所提供的育兒支持福利和保障，派遣公司也未有相關的友善育兒職場措

施。一位參與民眾認為，可以由派遣人員繳納要派公司福利基金，以享受相同

育兒支持福利措施。雖尚未深入討論，我們也仍期待未來派遣員工的友善育兒

職場狀況也能同等被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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