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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費用知多少？探討高中以下各級學校學費及額外教育費

用」公聽會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地   點：本會一樓中型會議室 

主 持 人：蕭永達議員 

記   錄：姜愛珠  

一、主持人宣布八聽會開始並說明要旨及介紹與會來賓 

二、政府機關、學者專家、民意代表、來賓討論並交換意見 

出席議員： 

李喬如議員 

林富寶議員 

周鍾 議員 

陳信瑜議員 

陳慧文議員服務處主任黃太春 

出席政府機關、學者專家及來賓：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副局長郭金池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高中教育科股長王琳甄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國中教育科專員黃大福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科長陳春蘭 

高雄市新興高中校長張添庸 

高雄市五福國中校長葉田宏 

高雄市四維國小校長呂淑屏 

私立康澤幼稚園園長張月圓 

高雄市教師會教育政策中心主任任懷鳴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理事長劉亞平 

高雄縣教師會理事長廖建中 

鳳山城文化志工協會理事長呂勝男 

三、主持人蕭永達議員結語 

四、散會：下午 3 時 3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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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費用知多少？探討高中以下各級學校學費及額外教育費

用」公聽會錄音紀錄整理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今天八聽會主要我們要討論的題目是「教育費用知多少？」在探討高

中職以下各級學校，除了學校的學費以外，額外的教育費用到底是多少。

會有這個題目是因為，常年以來我們都碰到一個問題，就是到底教育改

革以後產生了一個現象，就是全世界主要的國家，190 幾個國家中，目前

台灣的生育率是全世界最低，在民國 98 年的時候是 1.03，而高雄市又是

所有 5 都 17 縣裡面，高雄又是全台灣最低，之所以會有那麼低的生育率，

很多的學者專家或是議員的看法都是，現在的人都不敢生小孩，不敢生

小孩的原因就是負擔太大，之所以負擔太大就是生育、托育、教育造成。

生育今天我們不討論，所以我們討論的目標也不討論托育，只討論教育

的部分，從幼稚園開始到小學、國中、高中，明明我們就是義務教育，

義務教育照常理來講，現在和過去應該差不多，但是很多人都有双應出

來，義務教育其實很多負擔都超過 10 年前，還沒有進行教育改革到負擔。

到底這 10 幾年來教育改革以後，家長要多增加多少教育費用的支出，教

育局有列了一個表，就是高中職還有幼稚園，高中以下，高中、國中、

國小還有幼稚園各級學校的經費。 

今天請各位來，很多是這個行業專家中的專家，包括學校的校長還有

幼稚園的園長，還有教師會的代表都蒞臨現場，請大家根據這個表來發

表你所知道的意見。 

在還沒開始之前我先來介紹與會蒞臨的貴賓，從我的同事開始介紹

起，我的右邊是我們議會民進黨最資深的議員，五連霸的李議員喬如、

我的左邊是遠從旗山來的林議員富寶、再來是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劉亞

平劉理事長、然後是高雄市教師會任懷鳴任老師、然後是高雄縣教師會

理事長廖理事長、再來是我們教育局副局長郭金池郭副局長、新興高中

的張添庸張校長、鳳山城文化志工協會理事長呂勝男呂老師，呂老師也

是高雄縣教師會前理事長、五福國中的葉田宏葉校長、四維國小的呂淑

屏呂校長、康澤幼稚園張月圓張園長、我議會的同事陳議員慧文的助理、

還有陳議員信瑜也派助理蒞臨，歡迎你們來參加。 

我們從這個表開始，這個表是教育局提供的，現在我們是不是先從高

中開始，現在先請新興高中的校長張校長先發言，讓民間團體先講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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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會的比較敢講話，因為學校單位有時候因為教育局副局長坐在這

裡，又是教育局提供的表格，他們比較不好發表意見，我知道你們的苦

衷，先請教師會的代表先發言，劉理事長先發言。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劉理事長亞平：  

這是教育局統計出來的，但是我初步看了一下，這個東西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謬誤，譬如說國中的部分，高中我先不看，因為那個科目大概是

所謂的補習費用，那個是依地方市場或各地方不一樣，但是我們看到國

中三年的學雜費，學雜費是約 1,200，但是他是用每年 10,800 這不對，

因為學雜費每學年只繳兩次，不能乘以 9 個月，這個計算基礎有錯誤，

我們國中的學雜費上學期繳一次，下學期繳一次，所以一年要乘以 2，不

是乘以 9；同樣的問題在國小的部分，那個 1,200 乘以 9 變成 10,800 這

個地方也不對，因為學雜費不是用月來算，因為一年只收兩次，沒有那

麼多，因為你這個是加書、家長會費、保險費，都收很少，像家長會費

一個人才收 100 元左右，沒有那麼多，所以這個部分乘以 9 是不對的，

這兩個我們講的計算基礎…，不是，是一學期算一次，這個部分譬如說

教科書、家長會費等，一學期平均來收，收的費用大概是這樣，我是說

提醒大家這個表裡面可能這兩個地方要…，教學實務現場是用上下學期

收兩次，因為你說討論這個表，我把這個表這兩個部分應該不是乘以 9，

要乘以 2，如果他的基礎數字是對的話，應該要乘以 2 不是乘以 9，因為

在座有國中跟國小校長應該都知道。因為八立學校沒有算午餐費，如果

要算午餐費的話，午餐費另外算，午餐費應該是 600 乘以 9 個月差不多，

午餐費應該是這樣算。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關於這一點，四維國小呂校長是不是補充說明一下大概是多少？ 

四維國小呂校長淑屏：  

大部分是收兩部分，一個是註冊費，再來就是午餐費，比較定期定額

來收的就是這部分，在學生活動費大概就是 100 元、平安保險費 152 元、

牙齒防治費 12 元、教科書大概從 400 元到 500 元不等，電腦管理費 3 到

6 年級一個小朋友大概繳交 230 元，午餐費是有期繳，就是一學期交一次，

也有月繳的，所以一學期大概 3,000 到 4,000 元，家長費就是 100 元，

註冊費在收的時候我們發現一年級大概都 1,000 多，1,300 左右，到二年

級會跳到 4,600，為什麼，因為他有吃一天的營養午餐，高年級就是有的

會一次繳，所以他們也是 4,000 多，這是在收費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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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收費的話，有些簿冊我們都提供家長自由購買，所以這部分都是

班級另外收費的，還有一個部分就是孩子繳交課後社團的部分，因為孩

子在學校參加的社團就依照社團的規費標準去收取，另外他參加安親班

的，也是依照安親班的費用收取，所以大部分，因為我們是沒有算到平

均，這樣看我也曉得說應該怎麼樣去把他統整起來去算平均，不過剛才

理事長講的也對，就是我們分上下學期在收，就是這兩個款項很固定的，

小學就是這個部分。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校長，那我請教你一下，如果是完全都沒有補習也沒有到安親班，公

年小學這樣唸完學校大概要收多少錢？沒有關係，估一下，等一下再寫，

在座有國中、國小還有高中的校長，我來請教一下，也請大家估一下，

如果都沒有額外的補習，也沒有上安親班，大概譬如說國中三年、高中

三年、國小公年這樣唸完大概要多少錢？接下來是不是請任懷鳴任老師

發言。 

高雄市教師會教育政策中心任主任懷鳴：  

因為剛剛主席是提到說家長教育費用的負擔，其實如果以提高生育率

這個觀點來看這個問題，其實現在家長們比較急迫的教育需求双而是在

托育這個階段或是幼稚園這個階段，因為以高雄市來講，我們八辦的托

幼，它的供給量大概不到三成，只有二成七左右，那八私立的學費可以

差到 10 萬到 20 萬以上，就是說一年，我們說一年，高雄市也有很有名

的私立學校其實辦得不錯，但是他的收費真的很高，那大家也知道就是

八立的幼稚園大概頂多一年 3 萬、5 萬，包括月費，可是私立幼稚園我們

聽過的，曾經聽過有最高到 25 萬一年，就是連月費，所以這個差額對一

般家長來講，就覺得那是一個沈重的負擔，即使便宜的也有大概一倍的

距離，大概 10 萬，一倍的距離，所以如果我們的供給量還是維持在不到

三成八幼的供給量，那恐怕對提昇出生率那個誘因是有限的，像現在生

一個孩子有 6,000 元補助，那也只有一年有 6,000 元而已，那也是很有

限的，杯水車薪，我覺得是不夠的。 

至於學校所謂的課後輔導，看起來目前比較會有需求的，我個人認為

就是社經地位中下的這些家長，應該給予補助，這個會有一些幫助，那

全面的補助我覺得是值得思考的，因為那個等於是額外的教育需求，但

是我也會認為，學校現在的所謂的補救教學，恐怕是沒有真正落實的，

尤其是國中的課後輔導，我覺得那個跟我們標準理想上的補救教學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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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的，其實沒有達到補救教學的效果，如果是補救教學，教育單位可

能應該思考，那個應該是由政府來出資做好補救教學，不要叫家長另外

再額外出錢了。以上我先簡單，謝謝！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謝謝！剛剛任老師講的，幼稚園的收費，八立的大概是 7 萬 2 ；私立

的教育局列出來是 13 萬，唸 10 個月，任老師剛剛講說高雄市其實也有

收到 25 萬，我聽到的大概也差不多是這樣，從 7 萬多到 20 幾萬，25 萬

是什麼意思？我今天開這個八聽會之前，我還特別去問了一下，唸完台

大四年唸完要多少錢？他們告訴我說，台大、高應大、中山大學，國立

大學都是共同收費，都差不多一學期大概 2 萬 5，換句話說你唸一個台大

要多少錢呢？20 萬就畢業了，所以你幼稚園如果花到 25 萬，等於是可以

唸 4 年台大唸畢業了，所以這個是家長沈重的負擔。接下來先請我們議

會，李議員喬如發言。 

李議員喬如：  

謝謝今天的主持人蕭議員，還有各位議會的同仁，與會的民間團體代

表，還有學校的校長，還有郭副局長。 

謝謝蕭議員這麼關心孩子的教育，剛剛我大概在這裡稍微計算，這個

附表裡面，我就以國民義務教育，我不談私立，因為國民義務教育就是

要讀八立，以八立來講什麼費都不用，你一進到學校就繳費的，是比較

低一點，比我們的表低一點。 

我引述一下剛剛我們蕭議員所提到的，台大 20 萬，所有知名的大學院

都比較少，但是他的基礎點也是前面這些用錢打造出來的，才有能力去

讀台大，這些孩子經過非常多的投資，才能夠進去那裡。 

我統計出來，不管私立，因為國民義務教育，政府就告訴你，你要來

讀八立，讀私立是你家的事，所以我不把私立的估價在內，我們不含營

養午餐，什麼都不要，你進來要讀 OK，大概是快 60 萬，從幼稚園，八立

的，你要進來 OK，就放牛吃草不管你，書也不要買就 60 萬，那加其他的，

我想是 100 多萬要啦！ 

還有向各位報告，謝謝蕭議員今天非常的關注，其實我們後面也是要

關注教育費的問題，大家都記得，營養午餐免費，我已經爭了很久，我

也跟我們教師會曾經理念上不一樣，也起過很多的衝突，不過我們互相

尊重是因為每一個人對教育的理念不一樣，我為什麼認為應該要給他免

費，當然跟今天蕭議員所提到的一樣，義務教育本來就是要免費，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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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規定的，其實我們的政府違憲，已經違憲了，義務教育就是孩子進

來免費，除非你是個人要讓孩子體制外得到更好的照顧，更好的教育，

那是你家的事，你的能力，所以我認為我們的教育費這個問題，讓很多

的人不願意生育一定是有關係，因為生個孩子很容易，但養不容易，我

們現在年輕的工作就業率也不穩定，收入也不穩定，所以我們現在台灣

陷入一個生育率在國際比賽裡面一個窘境，相當大的窘境跟尷尬，因為

我們沒有想到在這個時髦的競賽裡面台灣會得第一名，生育率最少。 

所以我自己個人的建議是希望今天這個八聽會能夠有一個 ending 的方

向就是說，我們要努力逼我們的政府在教育費這麼多的過程當中，我們

應該要落實孩子的權益，學生是有人權的，他有了人權，有了權利的受

教權，那憲法是賦予的，只有我們政府在預算的分配上非常的不八平，

那沒有把我們孩子的權利，受教權的免費權利列為政策之一，所以我一

直主張註冊費要免費，我很希望今天的八聽會能夠透過各位來自民間團

體的一些業界，我們的註冊費應該是免費，希望能夠在今天的八聽會有

一個共識，有這樣的方向，以後的方向，八聽會結束我們要怎麼去努力，

我們會跟蕭議員來繼續推動這樣的政策。謝謝大家，今天透過大家的專

業人士，其實我跟校長講，今天雖然教育局副局長列席，但是我很欣賞

勇敢的人，校長你要敢講話，不用擔心，這是為孩子的權益能夠發聲，

我相信教育局也不會双對，他們一定一句話，只要財經可以，他們一定

照辦，那我認為這樣的政策應該往上提昇。像我們蕭議員他每次對議題

的專精，他都會向上提昇說，他應該視為一個國家的政策，我們的馬政

府應該重視這一塊，讓我們的教育能夠在他執政內讓我們看見，我們才

會感受到他真的對教育的貼心裡面才是真的在落實，我簡單向大家報告

到這裡，其他要借重大家的長才。在議會的部分，我們一定會捍衛，但

我也請教師會任老師不要再双對我們免費的政策，謝謝大家，謝謝！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謝謝李議員喬如！剛才說註冊費免費嗎？妳的主張，好！李議員喬如

從我當議員以來一直主張營養午餐免費，現在營養午餐免費比較難以實

行…。 

李議員喬如：  

謝謝主席！我有在做普查，去年註冊的時候，大概是九月份，那時候

是免費 4 個月對不對，我有去做基層普查，我看到那些家長的臉洋溢不

一樣，有的生三個，有的生兩個，然後我就問他，這次註冊費多少?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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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真的差很多！我突然感到我肩頭的擔子輕了一點，我省了 3,200

多元，營養午餐免費。我問，妳生幾個？她說，3 個，我省上萬元，我這

幾萬元看是要讓孩子去上英文或是上什麼。那種的感受真的是不一樣，

我覺得很可惜，高雄縣市合併，我不能怪說高雄縣來擠壓到我們高雄市

的，這是也沒有辦法，很無奈，政策就是這樣子，高雄縣加進來之後，

我能體會到營養午餐是 3,000 多，比註冊費還高，高雄縣市合併之後，

可能 17 萬 5 卂個孩子要免費的話，以高雄市的財政確實受到挑戰，快要

12 億，原來 6 億可以解決，結果高雄縣一來就沒有了，你們吃 10 天而已，

高雄市的就沒有辦法實施，我在想，我們應該展現一種誠懇，在落實一

個政策的時候，我們要展現誠懇，雖然 3,000 多元沒有了，至少註冊費

可以省吧。對不對，謝謝！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謝謝李議員。接下來因為剛剛高雄縣教師會任懷鳴任老師提到了這整

個重點就是托育的部分，造成家長經費很沈重的負擔，另外高中以下各

級學校額外的負擔就是課後輔導的部分，小學的部分，尤其在小一、小

二、小三的階段，如果是雙薪家庭，還有什麼負擔呢？最主要是安親班，

送他們去安親班一年的費用，如果是整年，一個月經常是 6、7,000 元，

有些是 7、8,000 元，所以一年下來，原高雄縣和原高雄市的收費標準也

不太一樣，旗山大概 2,000 多，旗山地區大概是 2、3,000，如果是在市

區的大概要 7、8,000 元，所以如果是市區的，小孩子送到安親班去，一

個月 7、8,000 元，一年大概要 6、7 萬元，你看一個小學唸下來，確實

真的是比唸大學還貴很多，我是屬於五年四班，54 年次的，在我這個世

代我記得，我從國小、國中去唸書幾乎都沒有什麼學費，真的要花錢是

在唸大學以後，和我同輩的都是一樣，但是從現在開始，真的花錢的經

常是什麼？幼稚園、托育，然後小學就開始花錢。 

所以接下來我看從幼稚園開始，從幼稚園園長先來報告，大概根據這

個表來講，看正不正確，然後有什麼需要修改的地方，先請我們康澤的

張園長來先講一下。 

私立康澤幼稚園張園長月圓：  

各位議員、各位先進，我想這個收費的標準，每一學期教育局會召集

我們所有八私立幼稚園，一起來商討，如果你要漲價，有漲價的理由，

你為什麼訂這個，要有會計師跟你結算的，因為私立幼稚園跟八家幼稚

園不太一樣，私立幼稚園，人數比較少，一班 20 個，他的人事費就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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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另外又供應早餐，又多一個早餐，下午普通的幼稚園到 4 點，私

立幼稚園到 6:30，銀行的要到 6:30 才來，你再加上這個托育的時間，難

免私立幼稚園的費用會比較多一點，這也是無可厚非的，不過，現在的

幼稚園有友善校園這樣的，教育部、內政部算得非常準，你為什麼收這

個費，加在哪裡，你的設備費，你的人事費加在哪裡，你報上去，核准

下來才可以收這個費，一毛錢也不能多，如果下學期，因為物價上漲要

漲價，不可以。那我們也認了，私立幼稚園都沒有關係，因為現在孩子

少，經營比較困難，所以在私立幼稚園我覺得這種收費的標準，我們也

覺得滿合理的，因為各家不一樣，你家長有選擇權，高雄市政府幼教股

跟我們訂立的，我們也覺得很合理，但是額外的收費，私立的幼稚園是

沒有在做額外的收費，這個它包含在裡面了，以我們目前來說，因為理

事長今天不在，大概我也只能報告到這裡，以我的了解，我覺得每個學

校應該有合理的收費標準，比方說他的校園多大，每一個孩子平均有多

少，你租用的租金是多少，你的稅賦是多少，這個全部都要的，你如果

再漲價的話，他就叫你再交過來，所以以目前來說，高雄市的幼稚園應

該是滿合理的。 

你說一年 20 幾萬好像沒有這麼多的，照理講，那可能是補習班，美語

補習班的，如果說幼稚園， 4 點結束到 6 點半這段托育的時間，如果每

個家長到安親班去，他不是要另外繳費嗎？那私立幼稚園多收一點，酌

收一點就是加重在那裡，我是覺得應該還滿合理的，謝謝！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對於這個表，你認為這個數字是一個月 6,700，一年…。 

私立康澤幼稚園張園長月圓：  

一個月 6,700 是不足的啦，但是你要提出你為什麼不足的地方，你的

人事費多多少？教育局會核准你在一定的範圍以內，不要超過這個，我

覺得這還滿合理的。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張園長就是要請你提供這個數字，就是如果是私立的每年 10 個月的費

用平均大概是多少錢之間。 

私立康澤幼稚園張園長月圓：  

比較合理？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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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比較合理，合不合理現在很難講，每一家幼稚園的規模也不一樣，

人事成本也不一樣，就是費用據你的認知大概是在多少之間？ 

私立康澤幼稚園張園長月圓：  

以我自己來評估好了，比方說 6,700 元，我加早餐的錢，你是一定要

加早餐的費用，第二個，你的 20 個人一個班，跟他 30 個人一個班，人

事費就不一樣，你加上去起碼要 2,300 元，應該是 9,000 元是比較合理

的，如果以 20 個人兩個老師的師資跟八立幼稚園來平均的話，這樣算起

來，我覺得 9,000 元連早餐，利潤應該是沒有多少了，可以維持到老師，

因為人事增加，你的退輔基金也要增加，你所有的一些費用也要增加，

主要是增加在這個上面，我現在是沒有完全概算出來，但是我認為以我

們來說，我一個月收 9,000 元，我認為多 2,300 元，我增加了兩個多鐘

頭的保育費，增加了早餐費，增加了人事費，算起來是沒有太多的盈餘，

我是以這樣算，當然還要精算，要精算師再下去算。謝謝！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所以幼稚園大概是唸 2 年，大部分是 1 年還是 2 年？ 

私立康澤幼稚園張園長月圓：  

3 年。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我知道。 

私立康澤幼稚園張園長月圓：  

小班、中班、大班，它有幼稚園，不像八幼，暑假、寒假全都在上，

沒有假期的。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所以 3 年唸完，如果是康澤的費用，大概多少錢了？ 

私立康澤幼稚園張園長月圓：  

一個月 9,000 元，一年大概是 10 萬元。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三年大概是 30 萬元。 

私立康澤幼稚園張園長月圓：  

20 幾萬，不過現在政府有補助，按照他的收入，學費多少會補助多少，

1 萬元，可以補助 1 萬元！一樣可以補助到，所以我覺得現在的政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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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托整合的這一塊，教育部、內政部已經非常關心了，讓你隨意選擇私

幼或八幼，你覺得值回票價，你就送到哪裡去，所以競爭上說起來，各

有自己的選擇，你到私幼不一定比較貴，因為它有補助，有的人一個學

期補助 2 萬 5,000 元，還有補助 3 萬 5,000 元的。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謝謝張園長的報告，這是幼稚園的部分。接下來請四維的呂校長講一

下，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學校收的部分，另外是家長額外負擔的部分，

在小學是多少？分八跟私的部分，請呂校長報告一下。 

四維國小呂校長淑屏：  

主席、副座、各位教育伙伴，大家午安。我剛才算了一下，一年級到

公年級，註冊費不含午餐費，大概都 1,000 元左右，低年級還更省，因

為低年級不到 1,000 元，但是公年算來，註冊費不含午餐費，大概 1 萬

2,000 元而已，但是午餐費每學期要 3 至 4,000 元，我看這邊最高是 3,648

元，最後一學期公年級因為中間畢業，所以少收，這個學期是 3,192 元，

這樣的預估，我們用最高的來算，一年級是 1,397 乘以 2，上下學期，再

乘以 2，一、二年級，中年級是 4,688 乘以 2，再乘以三、四年級，高年

級是 4,674 乘以 2，再乘以 2，總共是 4 萬 3,000 元，跟這邊完成教育階

段 6 萬多元，我是覺得因為我沒有算到簿冊費，因為簿冊費是班級依照

學生的需求、老師的需求，額外再收取的，所以作業簿每班是不同的，

這部分很難去加計。 

另外在私的部分，家長各人部分讓孩子參加的安親班或音樂社團、外

面的補習班，因為每一家不一樣，這部分我沒有去做準備功課，所以這

部分我很難提出正確的數據，因為每個家長不同，像我們學校有管弦樂

團，孩子的教練費及樂器也不一樣，樂器也有好幾萬的，只光準樂器也

是一項費用，我先做這樣的說明。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那個數字如果是完成公年，八的部分，你剛剛的數字是多少？ 

四維國小呂校長淑屏：  

跟這邊應該差不多，跟你的資料 6 萬多。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6 萬 4,000 元差不多。 

四維國小呂校長淑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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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這邊是午餐費、註冊費、平安費、牙齒防治費、教科書費，加

起來算，大概 4 萬多元，再加午餐！但是我這邊沒有算到所謂的簿冊費，

所以距離 6 萬多應該差不多，因為最重要的是在午餐費佔最大的部分。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呂校長，因為這不是你個人的問題，我現在講的其實是全國性問題，

譬如學校的管弦樂或特殊才藝的班級，它收的部分也包括樂器的部分，

有些是溜冰的部分，因為家長的經濟能力不同，變成有些小朋友有能力

去學，有些小朋友沒有能力去學，或者課後輔導、安親班，安親班一個

月收費都是要 7、8,000 元，一年下來就是要 9 萬左右，還包括暑假，如

果去參加夏令營兩個月，一個星期 3,500 元，兩個月下來要 3 萬元，家

長的經濟能力如果是不錯的話，可能去唸四維，用好的師資、好的設備，

負擔 10 萬元以內，以家長來講，把小孩送到四維去，是一個非常好的選

擇，因為可能負擔 10 萬元，所有的問題都解決，用的是最好的老師、最

好的設備，比你送到美國去，還便宜太多太多，但是如果相對的，家境

沒有那麼好的家長，如果送到四維去，與其他小孩比起來，別人都補這

個補那個，課後還有學其他的才藝，我都沒有，什麼都沒有，下課就下

課了，給奶奶帶或者回家去，會不會有這種現象？呂校長是不是可以簡

單回答這個問題。 

照常理來講，小學就是學國文、英文、數學，學基本的禮儀廉恥、四

維兪德，學正常做人的道理，食衣住行的道理，變成補一大堆，有錢的

人覺得這種學校好！因為你幫我看孩子，而且都用最好的師資、最好的

設備，但是沒有錢的人送來四維唸，會不會有自卑感，問題就出在這裡，

有人不敢生小孩會不會就是這個原因？ 

四維國小呂校長淑屏：  

蕭議員，你把這麼大的問題丟給我。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這不是你個人的問題。 

四維國小呂校長淑屏：  

現在就是一個雙薪家庭，其實爸爸媽媽都在上班，孩子的安置，在 4

點之後是他們最大的困擾，所以很自然就會形成這樣的社會現象，大家

就送安親班，這是在雙薪家庭之下，孩子的安置問題，所以就造成家長

有這樣的負擔及費用，至於補習方面，我是覺得家長對教育方面，都有

一些自主的看法，有很多教育的遠見，對培養孩子將來成為怎麼樣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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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他們都認為其實孩子多元的學習會最好，當然他們會針對孩子的最

需要做這樣，當然會在他能力範圍內做這樣的抉擇，這是屬於家庭教育，

我們就很難去說，因為政府的照顧真的也很好，其實午餐費用這一塊，

雖然在註冊費裡面是最大的，但是因為大家的努力，政府的補助，其實

孩子在這部分都可以獲得相當的補助，所以我認為孩子這部分，應該不

會有很大的差別性，但是我們也盡量在教育這一塊讓每個孩子受到最好

的教育，以上報告。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謝謝呂校長、副局長、還有各位校長、各位老師，我跟大家做一個很

誠實的報告，我是四維國小家長會的副會長，我覺得四維國小辦得很好，

我女兒就唸四維國小，我覺得把他送到四維國小，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好

的選擇，因為那裡師資設備很好，學校也辦得很好，包括學校旁邊的機

能及一些機構，安親班也辦得很不錯，我覺得花一點錢到四維國小去唸

書，對我來講是一個正確而且幸福的選擇，但是也因為我小孩唸四維國

小，我才發現如果是勞動階層的小孩送到四維國小去，真的是一個問題，

我當議員的，我可能付一點錢，在四維國小我用最好的設備、最好的師

資，但是如果送到安親班，我也覺得很好，那裡的老師也都不錯，都把

孩子顧得很好，一個月大概多付個 1 萬元，什麼都 OK，一個小孩一個月

多付 1 萬元，就可以學文、乒乓球，但是差別在哪裡？一個月 1 萬元，

十二個月就 12 萬，唸 6 年下來就花 72 萬，72 萬可以唸幾個台大了，唸

三個台大以上，國立大學可以唸三個以上了，所以我就注意到這個問題，

我的鄰居裡面，有些人家境沒有那麼好，只是雙薪家庭，他也要送到安

親班去，不然小孩給誰帶，對他們來講，住在那邊就變成很沈重的負擔，

所以這個問題照常理來講，國民義務教育應該是要八權力介入，讓人人

生而平等，不管你的出生背景是什麼？最少幼稚園、小學、國中，可以

受到八平的教育，不要因為你的家境不同，而讓小孩子輸在起跑點，原

因是因為家長收入的不同，這就變成人為的不八平，我們的教育改革，

從 20 年前，我跟任懷鳴、呂勝男老師走上街頭講教育改革，教育改革之

後，我們希望讓小孩子快快樂樂上學，所以就搞成多元教育，就變成是

多錢教育，你要小孩子快快樂樂學乒乓球、學畫畫，樣樣都要花錢，造

成家長負擔，不敢生小孩了，因為我養不起，一開始上小學，花的錢比

大學還貴很多，這個怎麼處理？我講的是幼稚園、小學的部分，國中是

不是也有這個現象，我請五福國中葉校長也來講一下，大概正常的支出

及家長額外的負擔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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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福國中葉校長田宏：  

主席、副座以及各位朋友大家好，有關表列完成國中教育階段 3萬 2,400

元的部分，與實際是差不多，學校剛才統計的結果，到畢業是 3 萬 3,320

元，等於相差是幾百元，一學期差大概 100 元，家長會及其他的雜支這

樣的差異，非屬於這裡面所寫的，孩子還要負擔的部分是畢業旅行，五

福到現在是沒有辦畢業旅行，但有露營要 1,300 多元，另外營養午餐大

概 200 天上課乘以 40 元，就等於 8,000 元乘以 3，另外還要付 2 萬 4,400

元的營養午餐，至於書本就是另外付，每一個人是不一樣，至於本校一、

二年級沒有第兪節課，三年級才有，所以孩子還要多繳 1,400 元，二學

期是 2,800 元第兪節的費用，另外第九節有 800 元，我們收三個月，只

有三下才有收，至於其他的社團，我知道管樂大概有收，跟國樂是 1,000

元，其他的社團是沒有收費的，所以如果照這樣講，營養午餐加上畢業

旅行，包含第兪節、第九節，大概還要增加 3 萬多一點點的支付，等於

三年畢業，原則上大概是這樣。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這是八的部分，你知道家長額外出多少錢？ 

五福國中葉校長田宏：  

補習的就多了，如果一般補習，國中的一科是 2,500 元到 3,000 元，

三科的比較多，英文、數學、理化，就是 9,000 元，如果是小班制的或

去到你家的，一個人一科就要 1 萬 8,000 元，補習班的 2,500 元，乘以

三科就要 7,500 元，3,000 元乘以 3 就 9,000 元了，是一個月！一個月的

補習費，9,000 元乘以 12 個月，就 10 萬 8,000 元，如果個別的，我知道

3 年就要 16 萬 2,000 元，所以双而是補教界的收入是更可觀的，依我個

人這樣來算，那是比較注重的家長，更注重的是還要加一節音樂，30 分

鐘就 1,000 元，大概是這樣，其他的，學校正常是沒有，補習的費用最

多，是這樣子。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謝謝葉校長，接下來，請我議會的同事林富寶議員發言。 

林議員富寶：  

主席、各位議員、教育的先進，大家午安。我聽一聽，我們教育的支

付多少，我們不要在體制內去探討，體制內探討都沒有用，我是明白的

說，事實上沒有多少錢，一個孩子在體制內從幼稚園到小學、國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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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花不了多少錢，家長抽煙、嚼檳榔的錢省下來就夠了，我是說真的，

我常常跟家長說，抽煙、吃檳榔的錢來支付體制內的學費到國中都夠了，

體制外的花費比較可觀。 

剛才主席有說，在外面的托兒所、安親班要付 1 萬元超過的有很多，

還有體制外的，要學東學西的，事實上也是很多，因為家長愛面子，輸

人不輸陣，看別人的孩子學鋼琴，他的孩子很粗獷也要學鋼琴。事實上，

我們要去探討教育費用知多少？應該去探討體制外的，因為現在家長負

擔不起的部分是體制外的，體制內的沒有多少，你們算的都太多了，事

實上小學一年級的註冊費才幾百元而已，是營養午餐比較多，一個月 600

元，四個半月比較多而已，剩下的沒有多少錢！保險會、家長會加一加，

才 1、2,000 元而已，要付四個半月，家長吃檳榔一天 200 元，你看，一

個月就有了，所以我們探討應該叫家長代表來，來探討體制外的。體制

外的，政府要如何去幫忙？像體制外的，你想學乒乓球，是不是我們學

校有一個棒球協會，那些設備由學校支應，或國樂團等等，由學校去支

應，還是由校去聘任專長老師來，應該從這方面去著手，我覺得你還去

探討體制內的學雜費多少？保險費多少？營養午餐費多少？那都是浪費

時間的。 

我在議會曾談起這個問題，讓人家抗議，大家稍微共享一下，因為中

央政府不可能常常補助生育問題，說什麼托育 6,000 元，我一直在呼籲，

也曾跟立委說，說這個政策應該修法，是不是把獎勵生育，補助 1 萬的

部分，考慮將托育費減免，人家才敢生，有時候你們市區跟我們鄉下是

不一樣的，如果我每天愛賭博，我的老婆像豬一樣，很會生，生了 12 個，

一個月補助 1 萬，一個月就有 12 萬了，有時候我一天就輸完了，那 12

個孩子要吃什麼？ 

所以有時候中央的政策應該思索一下，鼓勵生育補助 6,000 元到 1 萬

元，但是那不是孩子拿去，是大人拿了，大人拿了跑去買煙、檳榔、簽

牌，一天就沒了，那些孩子吃什麼？又引起一個社會問題更嚴重。所以

我曾經跟立委說，要補助這個，是不是應該教育及呼籲，既然要補助這

個，是不是改成補助教育費，從托育開始補助，不要現金給家長，這是

我一直在講的，我也跟立委說過，這個問題是不是藉由教育界，大家共

同來推動這個政策，修改一下，以上謝謝。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林富寶議員講到今天八聽會的重點，體制內小學學費，公年唸完是 1

萬 2,000 元，國中是 3 萬 3,000 元左右。現在其實不是體制內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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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教育改革完之後，變成體制外的嚴重負擔，才是造成的問題，現

在我們主要就是把體制外的問題，在八聽會把它突顯出來，承如剛剛葉

校長講的，國中聽過一個月 1 萬 8,000 元補習費的都有，最少補三科，

還要 9,000 元，你看一個月 1 萬 8,000 元，一年就將近 20 萬，三年就 60

萬，跟唸一所私立大學一樣。所以我們把體制內及體制外區隔開，所以

也請教育局根據校長發言，把額外學費的表做修改，今天請校長，主要

原因是因校長同一時間兹具三個身分，又是家長、又是老師、又是學校

行政人員，所以什麼都知道，其實校長的發言是比較寬宏的，這是我的

看法。 

接下來，請新興高中的張校長，先講體制內的八立是多少錢？額外學

費是多少？ 

新興國中張校長添庸：  

主席、蕭議員、各位議員、各位教育伙伴，各位工作伙伴、郭副座。

這個表我要稍微補充一下，高中職第一年學雜費，接下來，我要補充跟

國中一樣，因為真正的學雜費，譬如高一，一年才 8,000 多，加起來每

年 1 萬 6,500 元，是跟國中的一樣，包含各種的午餐費、電腦費等各種

的費用，教科書、家長費統統包括在內。 

我上個星期五接到這個，一方面很感佩蕭議員，對這方面的重視，一

方面為了怕我的資料不是很齊全，我就請我們的出納組及註冊組提供了

一份資料，跟教育局的滿符合的，像高一，一年我們學校是 1 萬 5,956

元，跟這裡的 1 萬 6,500 元是差不多，到了高三有分一類、二類，二類

比一類多了 5、600 元，整個來講，如果要完成整個高中的話，選一類的，

大概是 4 萬 6,996 元，選二類的，大概 4 萬 7,541 元，所以也不相上下。

最主要的高中也跟國中一樣，都是補習。 

補習也有小班制的，一般高中比較大一點，我所了解的，大概我們學

生都去補習班，上課完了之後，就坐八車到補習班，補習班的收費跟這

裡訂的差不多，看他們補多少科。整個來講，估計起來差不多是這樣，

雄女、雄中各個學校及我們學校晚上都有開放，教育局也這樣要求我們，

為了讓沒有辦法去補習的學生在晚上有場所自修，我們有開放冷氣的教

室，每個晚上有一位老師在教室讓學生問問題，由家長會補貼老師每天

1,000 元，有些孩子家境比較不好的，不一定要去補習，好像雄女、雄中

都有，這是有關補習方面，我就先做這樣的說明，謝謝。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2 卷 第 4 期 

 2719 

我知道新興高中辦得很好，也認真在減輕家長負擔，請張校長回答一

下，額外的教育費用。如果是補習的話，你所知道，學生出去補習，最

高、最低範圍的補習費大概是多少？譬如你聽到的，大部分補幾科，一

科多少錢？ 

新興高中張校長添庸：  

這裡列的差不多，因為補習班也要競爭，所以補習費都差不多，但是

有一些是老師自己招攬的，因為是自己家小班制的，所以補習費會多一

點，3,400 元至 3,500 元都有。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所以以 3,000 元來說，一般補幾科？ 

新興高中張校長添庸：  

主要還是國、英、數、理化四科左右。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一個月大概也是 1 萬元左右。 

新興高中張校長添庸：  

差不多。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綜合剛剛幾位校長的發言，我大概做一個簡單的歸納，如果是在高中

職的部分，正常的學費大概是 4 萬 6,000 元左右，額外的費用，如果補

四科，大概在 1 萬元，一年就 12 萬，三年就 36 萬左右，如果是國中的

部分，正常的學費是 3 萬 3,000 元左右，但是額外的補習費用，一個月

大概在 9,000 元到 1 萬 8,000 元左右，出來的數字大概也接近 30 幾萬，

小學的部分，正常公年唸完，學費應該是 1 萬 2,000 元，不包括營養午

餐，如果包含營養午餐，是 6 萬多元。如果有把安親班或課後輔導算進

去，每位家長的實際負擔就變成會不一樣，這個範圍就會很大，有些家

長是沒有額外的負擔，但是如果有送到安親班或有到外面學才藝，唸公

年的額外負擔會從 0 元到 60 萬元之間。幼稚園的部分，八立大概是 7,200

元，私立的部分，誠如院長講的，如果唸三年大概是在 30 萬之間，一個

月 9,000 元，唸 36 個月約在 30 萬之間。這是今天做的粗略的表，做這

個表的原因是，我們一直在探討教育費用到底造成家長多少負擔，今天

這個表其實是做一個簡單的概略，然後給大家當作一個可以參考的依據。 

剛剛議會同事林富寶議員講得很好，其實不是在體制內，照常理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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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內跟 10、20 年前，其實也差不多，小學就是 1 萬 2,000 元，國中就

是 3 萬 3,000 元，高中是 4 萬 6,000 元，整個國中、高中、小學唸完，

照常理才多少錢？還不到 10 萬元。最主要是，如何把體制外納入體制內，

讓所有出生背景不同的小孩，不要因為他的家長的經濟能力，造成什麼

呢？起跑點的不八平，這是我們今天八聽會主要的目的。是不是有要補

充發言的？接下來，請劉理事長簡單發言。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劉理事長亞平：  

大家都講得對，體制內其實都不高，都是體制外，但問題是，我們的

制度為什麼導引學生向體制外，這是嚴重的問題。像八立學校、小學不

應該有另外那些東西，但是我們一直鼓勵它，包括我們這次的「樂學計

畫」，為什麼這樣說呢？你說孩子不要輸在起跑點，這對旗山區的孩子很

不八平，為什麼現在他們要補習？我聽過正興國中的一位網球選手，他

說培育 1 位網球選手 3 年要花 70 多萬。我們現在的制度，如果在國中升

高中是免試入學，能夠推測的話，就是 12 年國教如果只剩下 5％的話，

70、90 幾％，不用再競爭的話，因為現在國中升高中要競爭，所以補習

很多，高中到大學現在的補習也很多。我們現在的升學制度都有特殊加

分，就是有特殊加分，比如我是特殊加分的，所以很多孩子就說，我去

練網球，我就可以去拿個冠軍獲得特殊加分，其他那些孩子就會說，爸

爸，我一樣在同學校，人家美勞、音樂、球類可以加分，我為什麼沒加

分？這樣就變成我讀書沒有用，現在我們的「樂學計畫」，就是你有特殊

加分，你再怎麼努力讀到第 1 名也沒有用，但是我即使只讀到第 3 名，

不過我只要有加分就贏你了。 

所以，現在小孩子就跟父母抱怨、計較，現在就變成所有家長為了不

要輸在起跑點。其實不是在起跑點，是你在競爭時，因沒有這些特殊加

分就輸人家。所以大家會拚命的補習。我覺得如果 12 年國教在高雄的部

分，制度方面，國小到國中的部分，其實沒有升學壓力，是可免的；如

果國中到高中的部分，也沒有升學壓力的話，其實國小、國中可以回到

正常國民教育的階段，不用那麼多體制外的花費，沒有人人都是諾貝爾、

貝多芬、莫內的，比如大家都一窩蜂去學音樂，結果學到最後都沒用，

我們有很多親戚都送孩子去學音樂，結果學到最後都不想彈了，這是很

奇怪的，你要有興趣再去做。 

所以，今天我們的制度如何讓體制外那些東西降低，而不是把體制外

的變成體制內，大家當然會競爭，以高雄的教育而言，我覺得免費不是

重點，優質才是最重要的。譬如國小的教育裡，編制的人提高，我們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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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沒提高等等方面要做好，像旗山區域的很多地區部分，是應該可以再

優質一點點，比如更高品質的教育。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怎樣去設計這

個制度，對不對？讓大家覺得我在體制內就可以獲得了，不需要體制外

那麼多很扭曲的補習的那些東西，這個有關的部分，可能在這次大高雄

裡，我到高中的升學教育是可以來做一方面的改變。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謝謝劉理事長。降低體制外，這是沒有錯，看法是一樣。接下來，請

任老師發言。 

高雄市教師會教育政策中心任主任懷鳴：  

我是呼應剛剛劉理事長講的，就是體制外的，尤其是補習，這個跟升

學環境很有關係。如果升學壓力可以大幅的減輕的話，家長這些無謂的

補習可以大幅的減少。不過，我也覺得可能情況不盡然完全是這樣，譬

如我們曾經拜託高師大陳麗珠老師做過高雄縣市國中小教育經費分析

裡，他就有分析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私成本，這裡面也有提到，就

是體制外家長大概要花多少錢，他就有算過，八成本就是花在一個小孩

子身上的八家花的成本，一個國小小孩約 7-8 萬之間。可是私成本，就

是家長自己付的錢，包括註冊費、補習費，還有一些家庭教育活動等費

用，加一加恐怕要到達 12 萬，比八成本所花的錢還多。可是很有趣的是，

我剛剛講，國中和國小花在補習費上面，高雄市國小一個小朋友平均要

花 7 萬 5,000 元左右，這是國小。國中是多少呢？國中是 5 萬 8,000 元，

不到 6 萬。我們就覺得很奇怪，照說如果升學壓力大，應該是國中升學

壓力比較大，所以國中花的補習費比較高。可是看起來它的數字是國小

比較高，分析的結果，就是國小的補習費花在才藝班就比較多。 

剛剛劉理事長講到所謂的加分，加分是在國中有加分，國小的加分是

沒有的，所以看起來有一個部分，就是現在家長對於體制內學校這些所

謂的藝能教學，他們不滿意，當然也有互相比較的效果，就像剛剛議員

說的，在四維國小的那些家庭大部分都有這方面才藝班的補習，沒有補

習的小朋友就要互相比較，就會有那個效果出來，我覺得恐怕學校裡面

所謂的藝能科教育也應該要加強，就不要讓家長覺得好像學校的藝能科

都隨便教，老師也不是專科的老師，當然他就覺得這個不夠，一定要向

外加強。 

至於補習的部分，即使升學壓力現在好像很難解決，我們也應該想辦

法去彌補一些家長覺得沒有做好的地方。就像剛剛我一再強調的，我們

現在的補救教學其實沒有落實，我們還替那些所謂前段的小孩子做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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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輔導，對於那些後段的小朋友，其實他在那個輔導課裡面有沒有真的

被補上來呢？這個大有疑問，所以他們還是要想辦法補習，這個部分恐

怕我們得加強。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謝謝任老師。還有沒有要補充發言的？接下來，請呂勝男老師發言。 

鳳山城文化志工協會呂理事長勝男：  

主席、各位貴賓，大家好。我以家長的身分來講一下我的想法，我現

在小孩一個是讀高二，另一個是讀大二，在幼稚園階段，他們大概每個

月花費 1 萬元左右。在國小他們是沒有學才藝，如果以小孩子來講，他

們國小是花費最少的，但是安親班是有的，因夫妻倆都是在就業的關係，

所以安親班的費用是有，國中的話，他們不只要上第 8 節，到三年級還

有上第 9 節。剛才我聽五福國中校長說，他們一、二年級沒有上第 8 節，

我非常的感佩，因為在我讀書的年代，五福國中是最拚的學校。剛才提

到的，我覺得現在對小孩子不要只是重視錢的問題，現在小孩子缺少運

動的時間，因為我們第 8 節都還要上課，所以他們運動的時間，相對的，

是被剝奪的，因此一般來講，小孩子的運動量是不夠的，這說到第 8 節

輔導課。 

另外，我還是呼應任老師，第 8 節應該是拿來補救教學的，卻沒有補

救教學。我舉今天的一個例子，我雖然退休，但是我今天有兹課，我班

上是職業學校二年級的學生，「－3/2－1」他不會，那就想想看，這個東

西他不會，應該在國中階段的補救教學補救到會，但就因為我們國中真

的沒有落實補救教學，所以到了高中職的時候，有很多數學課沒有辦法

教，我現在是教數學，因為他的基礎實在太差了，所以你根本就沒辦法

教，上課他就在那裡睡覺、講話，考試更可憐，考試他都不會作，所以

他就在那裡睡覺，我是心裡很痛，因為我也沒有辦法幫他，在目前這種

教育體制，我沒有辦法幫他。所以這個部分也是很迫切需要，因為目前

整個社會是呈向 M 型社會兩極化，對於比較低社經、低成就、課業比較

差的，我們沒有辦法去照顧他，未來都是社會問題，我特別強調這一點。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謝謝呂老師。接下來，請我們教育小組的召集人陳信瑜議員發言。 

陳議員信瑜：  

謝謝主持人，還有今天有幾位議員同事、各個協會的所有好朋友，大

家好。其實跟蕭永達議員在我們小組當中，還有在我們這一次這個區塊

裡面對議題的一些看法，其實他非常獨到，而且有非常一針見血的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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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這是我要跟他學習的地方。 

今天因為之前我還在忙一些事情，本來我想來全程參加，因為我覺得

他今天這個議題很好，很多孩子和學生多出來的這些額外學費，確實是

讓很多人不敢生小孩，因為我自己就是那個本來不敢生小孩的人。結婚

之後，又因為我的信仰，我就覺得這是一個恩典，我就想，好吧！生下

來再說，現在很多家長通常都是生了再說。可是真的生了之後再說，那

個面臨的壓力，第一個，父母的教育其實是沒有完整的。再來，他面對

社會的壓力，他有沒有辦法去好好的教育小孩。 

我剛剛在車上就一直在聽一卷錄音帶，這位講師有提到一個東西，他

就說，他小時候家是在賣雞的，他們家人因為第一個，沒有辦法去教育

他們家的孩子，所以他們家人就說，你有去好好讀書就好了，時間一到

你想讀就去讀，所以一直以來，他都是學校第 1 名，然後有一天他的 1

位同學跟他說，你知道嗎？我在五年級之前的每一個班，我每一次都考

第 1 名，可是自從我轉來這個學校跟你同班之後，我再怎麼熬夜都沒有

辦法拼過你。國小五年級的學生竟然跑去跟他講這樣，他才知道我每天

快快樂樂的上學，原來你的壓力這麼大，這是這位講師他回過頭來看的。 

所以，現在的孩子到底是為了誰在讀書？到底是為了家長的競爭慾望

呢？還是真的小孩子自己給自己那麼大的壓力，這是我滿想跟大家分享

的。就是我們有沒有辦法回歸到以前這樣的教育，可能很難，可能非常、

非常的難，但是我們可以去呼籲，讓學生真的走向自由學習的一個環境。

我一直看到這麼多額外在教育上花下的費用，其實我覺得很不捨，我是

很不捨什麼？我是很不捨這些家長，因為現在賺錢就已經很辛苦了，可

是還要花那麼多的心思，然後要花這麼多的費用在這些孩子身上。 

坦白講，我從懷孕到現在，我真的不大敢去買衣服，這衣服已經很擠

了，這是我生產前的衣服，可是我還是硬把它擠下來，為什麼？因為我

發現去買子孩子的東西時，我可以眼睛都不閉就一直買，你知道嗎？但

是我忽然想到我要自己買東西，我就很難過，我現在才生 1 個而已，如

果我生了 2、3 個，那我不就「剉咧等」，然後我先生不就「剉咧等」，但

是請各位再想一下，我現在的工作雖然 4 年 1 次，但是我的收入還可以

養活我自己和我的孩子，那比我們收入更少的，甚至是失業的人，他怎

麼辦？我會替他們不捨，我不是替小孩子不捨，因為小孩子出生就是一

個幸福的代表，這就是神的一個恩典，可是大人怎麼辦？其實我是對他

們的家長不捨，我不是對小孩子不捨，而是對大人感到不捨。對教育的

方面，我一直都是用比較同理心的方式去看，這是我在這個議題上的著

墨，也很高興跟大家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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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謝謝陳信瑜議員。今天的八聽會接近尾聲了，剛剛議會最資深的周鍾

出身的來當議會的議員。接下來，請

內行了。 

周議員鍾 ：  

聽到主席這樣子說，令我感到不好意思。主持人、議會的同仁、各位

學者專家及各位相關人員，尤其是教師會的成員代表，還有教育局主管

官署的代表，大家好。 

很高興也很感謝蕭永達議員這麼關心教育，尤其費用。教育不管辦什

麼，而經費和所有財政就是庶政之母，假如你沒有錢，就什麼都別想做

了，沒有錢就是沒有預算、沒有經費，你再談多高的理想、多好的政策，

都落空。今天大家都那麼努力認真，但是很可惜的是，主持人有邀請高

師大陳教授和中山大學張教授，兩位教授都因為有重要的事情沒有來。

大家手中都有一本陳麗珠教授所主持的「拒絕輸在起跑點上」的計畫，

教育都講求均等，都是平等，教育均等不只是機會均等，機會是指「量」，

你的量都要八平。量八平卻不代表完全八平，「質」的八平才是真正的八

平。 

當大家都可以去讀國小、國中、高中時，至於你所讀的那些內容裡的

質和所教的，到底好不好？或是你的學習會，請的老師都是一些代課老

師，所聘請的師資良莠不齊，而且設備也不好，如果你只會呆呆的讀，

就誠如俗語說，會越讀越討厭讀書的。大家真的應該除了量的機會均等

之外，質的這些平衡是更重要的。我們要探討這個問題的同時也要著重

「質」的問題，否則你說一班要幾個人，我想現在一班有幾人，這也不

是最重要的因素，因為這個也沒什麼科學數據出來說，一定達到某種程

度就保證是好的，難道這種數量就一定保證會不好嗎？如果依照我們這

些 50 幾歲的人當時所就讀的，像富寶兄，我們當時一班至少也有 50 個，

國小一班 50 人的話，國中至少也有 40-50 個人，如果說，那時就讀的都

很差的話，當時那些學生豈不都變成…。所以不能完全用「量」就怎樣，

但是我們的量也不能過度離譜。所以這個到某種程度，尤其在那些新興

發展地區的學校，不可能一個班級數都一直控制在 32 或 35 人以下，有

時候那種只是一個基本準則、原則，不是法令規定就一定要那樣，有的

一班連 20 人不到，大家為什麼不比那些違双規定的，那也不叫違双規定，

因為那個學校的學生人數就在遞減，或是它設的學校位置的都市計畫根

本就不好，2、3 個學校都連在一起，就像以前的前金國中和七賢國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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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應該過去的時候就過去。 

所以合併之後，教育經費如何用也是很重要的，政策怎麼走向，該併

的時候就併，該合就合，但是要有技術性，不是硬要做或硬要裁，應該

在新設學校部分，譬如河堤國小，是不是一定要怎樣，甚至有一個國小

可以不用，就移到那一個國小去，不然你一設下去後，學校就互相拉扯，

到最後有 1 所學校一定會有狀況。 

舉例來說，像左營區的勝利國小移的就很好，左營國中移的也很好，

對於不需要的學校，在新社區新設學校時，可以考慮把舊的移設到人比

較多的地區，所以教育局的人員應該用一些腦筋，當我們移過去成為新

興發展地區的學校時，資源不只不用浪費，如果你又去做更新將造成浪

費，因為屆時新設學校設立，而舊的學校更新後又招不到學生，就會造

成投入的那幾億全部都浪費了。 

基本上如何去運用教育經費，主政者一定要用心，以亞聖孟子講，「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我要說的是，「為政之道無他，講究用

心罷了。」你如果沒有用心就全都無效，全部都做白工。我們除了指「量」

的平等或我們也要質的平等，而我們的經費畢竟有限，會互相拉扯，因

為你不可能都只用在教育，雖然教育是百年大計，但是你不可能排除其

他的，比如我交不要、治安不要或其他什麼的發展都不要，不可能的，

還是要在經費上好好利用，並且儘量講求均等，然後不用花費的就儘量

不要花費，該花費的就不用吝嗇，誠如陳教授講的，我們拒絕輸在起跑

點上，大家機會均等，這個機會均等只是指量，真正的質是怎樣，老師

有沒有用心，在質的部分，有時候更重要，希望大家能夠用心，教育行

政單位也多多用心，把我們的經費用在刀口上，該省的時候，就應該斤

斤計較，該花費、該用的時候，就要大力認真的投資，我簡單做這樣的

建議。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謝謝周議員。今天我們的主題在講，高中職以下的各級學校的學費和

額外的教學費用，我們希望做這個表出來給教育局作參考。接下來，請

教育局郭副局長發言，來做今天最後的結論。 

教育局郭副局長金池：  

謝謝主席。林富寶議員、陳信瑜議員、陳慧文議員服務處的黃主任、

高雄縣教師會廖理事長、鳳山城文化志工協會呂理事長、任老師及各位

校長和園長，大家午安。 

今天這個議題是很需要的，剛剛陳議員也提到，蕭議員在抓問題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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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點，這個真的有需要去探討，也感謝蕭議員對這一塊的關心。家長

在教育費用這一塊就是花費太多，所以現在「少子化」才會那麼嚴重。

在少子化這麼嚴重之下，政府單位眼前有在做的，就是幼稚園往下延伸

一年，高雄市政府除了 5 歲以下，從 10 學年度以後，就可以全部免費上

八幼；私幼，有補助他的就學費用，4 歲的我們也繼續在補助，就是原本

對 5 歲的補助已經延至 4 歲補助，這個不外是，為了要讓家長的負擔減

輕。 

再來，高中職部分的 12 年國教，現在政府也要做免費的，就是今年國

一入學後，到高一時，就完全是 12 年國教的處理，這個大概就是為了要

減輕家長的負擔。剛剛談到，在體制內的負擔其實並不重，都是體制外

的，所以體制內有辦法處理的，現在也是有在處理，譬如以前我們當老

師時，學校是不可能有安親班的，老只要專心教書就好了，這個安親班

應該是家長的事情，以前這些都分得很清楚，但是，現在的社會不一樣

了。因為家長有需要，所以安親班就由學校來辦，有些是學校自己辦的，

有些是委託外面來辦的，都是在學校。至於學校的收費方面，無論是自

己辦的也好，或委託外面的補習班來辦的也好，它的收費都比較便宜，

這一塊也是一個進步的作法。但是，有的家長不讓孩子在校就讀，而是

寧願去私立的安親班就讀，因為私立安親班可能有多加一些其他的科

目，比如要補英語或才藝的都加在裡面，剛剛也說到，去私立安親班上

課的一個月可能還要再繳個 4、5,000 元，在學校讀的當然就不用。 

再者，對於這些比較弱勢的家庭，市政府或教育部也好，對這些弱勢

的孩子去讀安親班都有補助。比如有攜手計畫或扶幼計畫，無論是國小

或幼稚園也好，幼稚園也有留園照顧，他可能到 4 點幼稚園就結束了，

但是又繼續讓他留園到 6 點，這部分如果是弱勢的孩子，也是由政府來

補助。剛剛也有提到，有些孩子在課後會到才藝班或到其他地方補習，

這一塊社團現在也有在做，當然可能做得沒辦法去解決這一塊的問題，

有些孩子會認為到才藝補習可能會補得比較好，不然我們的社團活動，

在國小也有很多這種社團，而這種社團的收費也不貴，這一塊目前都有

在做。我們希望體制內的能有辦法去服務到體制外的部分，儘量來做。

經費能夠減少的，也經常在檢討，尤其是高雄市的教師會在縣市合併後，

對我們作很多建議，譬如國中到高中的課後輔導費，就因為他們精算之

後，整個費用就全部降低了，還有國小的課後安親班也都有降低，這部

分都能減少家長的負擔，這一塊即使再怎麼做，如果社會的觀念不改變

的話，當然會很麻煩的。其實現在升學哪有問題，目前國中畢業升學就

讀高中的有 90 幾％，誠如剛剛呂老師說的，這 90 幾％升學就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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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3/2－1」即使他到大學也是不會算，不光只是到高中不會算而已，

因為高中差不多都變成國民教育了，所以這些孩子即使讀到大學也一樣

不會算。 

教育局郭副局長金池：  

現在的大學也快變成國民教育了，因為現在的大學一年可以招收 32 萬

名的學生，但是去年出生的是 16 萬 7,000 人，這些大學真的是「剉咧等」。

所以現在的升學沒有問題，但是家長不是光要讀大學而已，他是要讀好

的大學，其實你的孩子如果很會讀的話，現在你想讀到什麼也沒有問題，

因為台灣一年有產生 5,000 位博士，像日本那麼大的國家一年才 2,500

位博士而已，所以不一定要讀第一名，只要我們的孩子很會讀書，又有

保持他的求學慾望和終生學習的態度，其實以後想要讀到博士，而他又

真的很會讀的話，都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一塊，就是家長的觀念可能要稍微轉一下，至於家長的觀念要

怎麼轉，由議員來講，他們可能會比較聽得進去，或由家長協會來講，

他們也會比較聽得進來，今天很可惜的是，家長協會沒有來，如果由教

師或校長來講，他們可能比較聽不進去，因為這個團體比較不一樣，所

以我經常在跟家長協會的人講，家長協會應該要跟校長協會共同來探討

一下，就是家長協會不要給校長太大的壓力去衝升學率，因為國中都拼

升學拼得很厲害，我覺得以現在的這種氛圍不需要再這麼拼。 

校長協會本身也要去探討，就是我們不要拼得怪招一大堆，也就是惡

性競爭不好！我們要認真辦沒有錯，但是不要過度的競爭，這樣學生可

能比較不會那麼累，家長也不用因為升學的競爭那麼激烈，還要額外花

那麼多錢去補習，這一塊大家要一起來努力和探討。教育局對於這部分，

誠如剛剛李喬如議員說的，假如我想爭取經費的話，就儘量向市政府爭

取，如果這些費用能夠予以減少的話，就儘量來減，這一塊如果有需要

的話，再拜託議員來支持我們，讓家長能減輕負擔，我作以上的報告。 

主持人（蕭議員永達）：  

謝謝各位今天蒞臨這個八聽會，我們希望藉著教育費，尤其是額外教

育費用降低，可以減輕家長的負擔，也讓台灣的教育可以落實「人人生

而平等」，感謝大家參加，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