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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成立記者會暨論壇流程 

全日流程  

時間：2023.05.12(五) 9:40~16:10  

地點：臺北 NGO會館（台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 8號）  

時間 活動內容 

9:40~10:00  報到 

10:00~11:00  記者會 

11:00~11:30 OST 總說明 

11:30~12:20 OST (時段一 1A 1B 1C) 

12:20~13:20 午餐 

13:20~14:10 OST (時段二 2A 2B 2C) 

14:20~15:10 OST (時段三 3A 3B 3C) 

15:10~15:40 
各場次紀錄張貼於「新聞牆」 

所有與會者投票評點 

15:40~16:10  綜合座談與總結 

記者會流程 

時 間 活動程序 
 9：40－10：00  媒體及來賓報到  
10：00－10：05  主持人開場  
10：05－10：08  媒體拍照  
10：08－10：40  聯盟訴求重點說明  
10：40－11：00  記者提問及答覆  

11：00~  全日 OST 交流  

 

 

公共化五原則 

•  平等取得原則  

•  公益規準原則  

•  國庫分擔原則  

•  權責相符原則  

•  公開透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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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的三大目標 

一、推進台灣教育的治理  

所以聯盟集思廣義，有許多法案與政策的建議。  

二、改善台灣教育的方法與內容 

所以聯盟也集合各方達人，發展各種課程，尤其是「發展全民國防教育」與「青年彈性學

習」兩方面，有多項課程發展計畫正在進行中。  

三、催化青年世代團結 

青年世代團結是許多問題解方的鑰匙，所以聯盟不但廣邀青年參與，而且找很多大齡世代來

幫忙催化青年世代團結，但絕不會去影響青年世代的主體性。  

 

聯盟的五大訴求 

公共教育 4.0：以教育再生社會連結，轉化窮忙、孤立與少子高

齡化危機 

壹、「不平等的自由」與「孤立的個人」 

許多南韓青年戲稱他們的國家為「地獄朝鮮」。因為，他們只要不夠有錢從小讀好學校，累

積各種光環與成就，就幾乎不可能考上好大學，進而與進大財閥工作絕緣。一旦與大財閥絕緣，

也就意味著再怎麼努力工作也不可能翻身，甚至只能靠「自殺」脫離地獄。  

在日本，除了勞動契約不固定、往往陷於窮忙的「飛特族（freeter）」，足不出戶的「繭居

族 （hikikomori）」也不斷增加。其實，相比雇主靠錢換信用買忠誠，上班族上居酒屋買醉搏感

情，許多人成為繭居族，只是因為無法適應「交易化/異 化」的人我關係，或者在沒錢的情況

下，不知還能如何與人建立連結。  

美國大多公立學校仍在「背多分」乃至「體罰」，且霸凌、毒品問題充斥。採取進步、自由

的教育模式的，其實通常是昂貴 的私校。這種現實下，學校教育不只難以讓窮人翻身，反而往往

使之受困。若披荊斬棘，好不容易考上大學？大學學費過去幾十年不斷攀升，學生所背負的大學

學貸 已經超過全國信用卡貸款總額。龐大的債務，連昔日支撐「美國夢」的許多中產階級子女都

不再擁有冒險、創新的底氣，使美國創新領先的國家優勢出現衰退；當生 活中「公共 wifi」

「公廁」這些基本需求都不乏「收費」，中產階級子女跌入「工作貧窮（working poor）」漩渦

者更比比皆是——何況窮人？  

上述國家，雖國情不同，矛盾相異，都有以下關鍵共通點：一方面，社會往往將成敗的個人

因素看得太重，忽略支持體系的 落差如何影響每個人的命運。一方面，消費能力之於個人福祉也

變得越來越關鍵——隨著時間、心力、甚至可以相互依賴的人變得越來越稀缺，「安貧樂道」也

逐漸 不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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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教育人，我們不禁反思：經過教改三十年努力，台灣教育自由化了——但社會可曾變得

更平等？學習個人化了——但人我關係是否也變得日益孤立？  

教育不只是知識的傳遞、能力的養成，更是關係與慣性的形塑。然而，「學習者中心」與

「顧客至上」間的微妙差異不易拿 捏，「教育選擇權」也容易被扁平地解讀為「自由交易（自由

市場）」。若忽略「學習者中心」體現的「公民作主」，「教育選擇權」連帶的「學習經營

責」，教育 容易失去民主精神、只剩空洞的商品。  

貳、教育與福祉商品化加劇生存負擔，捲動「窮忙—社會孤立」

之惡性循環 

失去民主精神的「教育商品化」，不但使孩子因家庭經濟能力不同，在資本堆砌的軍備競賽

中拉出差距；更使「交易」主導人格型 塑，讓下一代越來越缺乏不賴金錢交易、不涉利益交換的

關係體驗。於是，青年「窮忙」與社會連結的稀薄化、人我關係的孤立化交互加劇，落入越來越

仰賴貨幣， 收入成長卻跟不上支出增幅，只能犧牲社會連結、繼續「窮忙」的輪迴，僅少數得以

「超生」。  

如果學校繼續單打獨鬥，不與社會跨界協作，也將隨少子化陷入更深的「教育商品化」漩

渦。面對學生減少伴隨的收入減 少，乃至裁廢校問題，「裁廢低績效部門（如人文社會領域）」

「提高每單位售價（如調漲學費）」「開發新產品（如增加收費名目）」等「商品化」措施已是

各級 學校現在進行式，對學子與民主社會的未來可謂飲鴆止渴。  

此外，生成式 AI（人工智能）以指數化速率進化並普及，不但因強大的知識傳遞功能加劇學

校的生存壓力，更使私有集團 挾強大的資料吞噬力與運算力，以新時代的「私有、私治、私享」

挑戰得來不易的「民有、民治、民享」。若缺乏協作、監管與問責，由各級學校、教育機構／團

體 自行其是，生成式 AI之於教育軍備競賽中的不但可比「核武」，教育亦將成為資本壟斷、科

技專制、「無用階級」的幫凶。  

參、五大倡議，邁向「公共教育 4.0」 

若說台灣的「公共教育 1.0」普及全民識字率，「公共教育 2.0」切斷國家對教育的全面監

控，「公共教育 3.0」還學習主權於人民——在此歷史叉路口，台灣教育必須「再公共化」，邁

向「公共教育 4.0」：以教育再生社會連結，轉化窮忙、孤立與少子高齡化危機。  

因此，我們宣佈成立「教育再公共化聯盟」，推動以下五大議題拋磚引玉，期待促進對話、

凝聚社會共識：  

一、少子危機變轉機：以適當立法因應新生兒縮減潮 

面對新生兒勢必縮減的事實，如何將進一步商品化的壓力轉化為深化社會合作連結的契機？

我們提議：  

• 改變各級政府機關「消化預算」的積習，將中央與地方預算賸餘滾存於「教育發展基

金」，供未來年度繼續使用，避免過度依賴「教育商品化」手段轉嫁經費壓力於學生家

庭。  

• 以地區中的高中或大型國中為中心，將地區內的高中小編成「學習基地網絡」：促進混

齡、跨基地學習，並活化校園用地作為社區中心、防災救護中心、樂齡中心、學前教育中

心、創新中心等，避免人口流失、達成國民教育與社區營造、地方創生多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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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育幼不孤立：學前教育公共化 

隨社會高齡化等社會結構變遷，如何減少青年組織家庭、孕育子女的沉重負擔？我們希望在

「尊重業者的經營選擇」與「維持多元的幼兒教育生態」兩個前題下，推動學前教育的支持體

系：  

• 政府以「中央教育發展基金」支撐學前教育成為一項「公共服務」，使任何鄉、鎮、地區

都能平價取得優質的學前教育公共服務，並依家庭情形調整適配資源支持。  

• 支持公立或公辦民營學前教育機構參與「學習基地網絡」，落實「同村共養（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促進由下而上的社會連結與相互扶助文化，避免家庭因

學前教育、託幼服務全面商品化，長年落入單打獨鬥的社會孤立與疏離，更期許強化特殊

境 遇家庭（如身心障礙、非婚生子女等）之有機社會支持網絡。  

三、自主學習人人可：自主學習公共化 

自主學習是民主社會的核心素養。然而，將自主學習外包給實驗教育，而實驗教育又面臨商

品化趨勢，自主學習不但有落入「顧客至上」的窄化異化之虞，被制式教育邊緣化的孩子也得不

到其亟需的賦能。因此，我們提議：  

• 在各級學校導入「自主學習課程泡泡」，由小處驅動學校教育由下而上的學習文化變革。  

• 針對中離生、中輟生、法院安置青少年、高關懷學生、生涯方向迷惘的「待定向青少

年」，透過整合社會全人資源、走入真實世界、支持自主適性發展，扭轉「切割、分層、

標籤化、污名化」的教育治理模式，使其「自造公民素養」。  

• 透過修法改善家長勞動條件，支持家長法定投入親職陪力、參與子女教育與「學習基地治

理網絡」，強化由下而上的社會安全網韌性，減少社會孤立與家庭悲劇。  

四、支持網絡靠學群：終身學習公共化 

在人口高齡化、產業自動化、就業零工化、福祉商品化等多重社會趨勢夾殺之下，社會中堅

的青壯年人口日益困於照護、疲於生計。 這使青壯年越來越難以建立有意義的社會連結，以致生

命遭逢困頓或變故，往往沒人接住——長久以往，逐步侵蝕社會信任與安全網，滋生悲劇。因

此，我們提議：  

• 跨部會合作，鼓勵大學、社區大學、職業訓練機構、高中職、企業與獨立教育工作者組成

彈性學習網絡，並基於「准永久與不可竄改性的工作學習歷程系 統」與「勞工法定有薪學

習時數」，使青壯年學習者與就業者更靈活地在就業與專業學習之間切換，豐富學習形

態，使生涯發展更彈性，提升社會與文化資本。  

• 推動教育、社福、公衛機構合作，獎勵成人參與全人發展、身心健康課程與活動，強化社

群連帶與韌性；並提升社區心理衛生、社會工作載能，積極協助民眾調解身心生活困境，

完善「不拋下任何人」的社會安全網。  

五、不要窮忙要安居：推進台灣成為安居社會 

教育是個體與群體的向上向善成長發展的過程與孕育體系。凡涉及向上向善成長發展的事務

領域，皆須教育參與。因此，教育不但是 社會之根，也最有條件成為編織社會之網。秉持這樣的

信念，教育/學習再公共化之於我們是目的，也是串連各界共同推進台灣成為「安居社會」的關鍵

途徑。我們 提議善用教育之於社會更新的能量，持續跨界聯合推動：  

1. 加課資本利得稅，租稅負擔率恢復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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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全球財富不均的問題日益嚴重，導致社會分裂，加重貧富差距，增加了社會不穩定的風

險。租稅負擔率是指國家對 GDP的稅收 佔比。過去，台灣的租稅負擔率曾達 20% 以上，但近年

來卻逐漸下降。這導致政府財政收入不足，無法提供足夠的公共服務，也使得貧富差距逐漸擴

大。因此，應該加課資本利得稅以恢復租稅負擔率到 18% ，讓社會將更多資源交給集體，除了平

衡財富分配、增加社會的公平性和穩定性之外，也才有財源去落實各項公共服務，邁向「台灣社

會共同體」。  

社會要促進經濟發展，除了形成資本進行生產投資以外，也要讓人民有錢，可以進行食衣住

行育樂健等方面的消費，帶動需求，使投資生產發生意義。所以適度加課資本利得稅，重分配給

底層人民，長遠看還可以促進經濟成長。  

資本利得是指投資人從股票、債券、房地產等投資工具中所獲得的獲利。然而，在現行稅

制，資本利得的稅率相對於勞動所 得的稅率較低。因此，應該對資本利得加稅，平衡資本與勞動

之間的收入差距。但具體執行上，應該注意加強監管與稽核，減少逃漏稅，以確保稅收的公平性

和有效 性；此外，在加課資本利得稅和恢復租稅負擔率到 18% 等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中，應該強

調透明公開，讓社會大眾能夠了解政策目標和效果，並參與政策制定和執行的過程。  

第一項是以下八項訴求的基礎。缺了這一個，其他訴求形同畫餅，難以達成。  

2. 全民國防 

面對地緣張力升溫，大國衝突加劇，人民必須知道：戰爭是歷史常態，且隨時可能會發生。

因此，我們亟需合理推動全民備戰，「做 好且做對」戰爭準備，建立「可信的威懾」，遏阻侵略

發生。且讓民眾熟悉戰時武具、防衛、醫療、後勤與民生設備使用方式，了解與體會「戰時節

奏」，當戰爭來 臨時，具備保護自己、維繫戰時社會運作的能力與準備。與此同時，我們也重視

人民非政府身份之於推動和平的重要性，鼓勵透過加深民間教育文化交流等途徑，促 進各國民間

促進和平、拒絕參戰之意識。透過發展差異化優勢，加強國際對台灣社會與產業之依存性，提升

國際維繫台灣和平之需求。  

3. 居住正義 

1. 推動社會住宅：政府應該積極推動社會住宅的發展，提供適當的住屋，緩解居住不易的問

題，另外，加強社會住宅的建設和管理，為弱勢群體提供適當的住 房，增加社會住宅的供

應量和提高品質。同時，政府也應該推動居住空間的多元化，提供不同類型的住宅以滿足

不同人口組成的住房需求。  

2. 建立住房保障制度：政府應該加強住房補貼制度的建設和管理，提高補貼的標準和覆蓋範

圍，使得低收入戶和弱勢族群都能夠得到適當的住房補貼。此外，政府也應該建立住房保

障制度，包括住房補貼、補貼貸款、租屋補貼等，以提高住房保障的覆蓋範圍和標準。  

3. 建立住房租賃市場：政府應建立住房租賃市場，健全租賃市場的透明化，租屋人的保障

（屋況、定期貨契約），提供租賃屋的清潔、安全、維護等保障措施，加強租賃市場監

管，限制房價上漲幅度，緩解房價過高的問題，以提升租戶的居住權利。  

4. 改善租屋環境：政府應加強對租屋市場的管理和監管，加強租屋合約的保障，提高租屋環

境的品質，保障租戶的權益。  

5. 落實平均地權條例：遏止炒房，包括限制換約轉售，重罰炒房行為，最高可處新台幣 5000

萬元；增訂檢舉獎金制度；私法人購屋改為許可制，且 5年內不得移轉。  

4. 完善長照 

1. 增加長照資源：政府應該加強長照資源的投入，包括人力、經費和設施等，以提升長照服

務的品質和覆蓋率，減輕家庭和社會的照顧負擔，尤其應保障弱勢家庭的長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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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完整的長照體系：政府應建立完整的長照體系，包括社區照護、家庭照護、機構照

護、專業照護等多元化的服務，以滿足不同需求的長者及其家庭的照 護需求。此外，政府

還應該提供誘因及協助，鼓勵社區志工和民間組織參與，擴大家庭照護和社區照護的覆蓋

率，讓長者能夠在家中和社區中就享有完善的照護服 務。  

3. 促進長照效能：政府應促進科技應用於長照服務中，例如智慧居家、遠距照護、醫療器材

等，以提高照護效率和品質；加強跨部會合作，推動長照政策的整合性和協調性，以提高

政策的執行效能。  

4. 提高照護品質：政府應該透過加強長照服務專業人員的培訓和管理，關注照護人員的權益

和福利，提供照護人員良好的工作環境，以確保照護服務品質。  

5. 尊嚴就業 

1. 提高工資水平，建立職業尊嚴：台灣近年來薪資增長率偏低，與物價上漲不相稱，許多人

陷入「工作貧窮」的窘境。政府應透過相關法規和政策，推動企業 加薪，提高工資水平，

使勞工得到合理的報酬，並透過提升福利、職涯發展等措施，讓員工在工作中感受到被肯

定、被尊重的價值，從而提升職業尊嚴感。  

2. 推動工時彈性：台灣企業的過勞文化由來已久，員工工時長而無法保持工作與生活平衡。

政府應制定法規和政策，鼓勵企業實施工時彈性，提高工作效率，並讓員工有更多的時間

與家人、朋友相處，提升生活品質。  

3. 協助青年在地就業與穩定就業：政府應該利用新創技術改造民生服務業（例如水電維修、

長照服務）形象，以吸引青年就業；協助相同技能青年組成工作者合作社，跳脫個人創業

風險及平台業者的剝削。  

4. 打造安全友善職場：落實職安法令，加強職場安全；政府應透過相關法規和政策，推動友

善職場的建立，以改善工作環境、防止霸凌、性騷擾等問題，並提供職場健康、心理諮商

等措施，讓員工能夠享受更好的工作品質。  

5. 推動職場平等：政府應透過相關法規和政策，防止各種就業歧視，讓女性、高齡國民、身

心障礙者、不同族裔者、不同信仰者等都能夠擁有公平的就業機會；同時在職場中實現性

別、種族、信仰和價值觀差異性的尊重，建立多元化和包容性的職場文化。  

6. 安心生育 

1. 建設公共托育網絡：台灣的公共托育設施與需求不平衡，特別是在偏遠地區、山區和原住

民地區，缺乏公共托育設施的問題比較嚴重。因此，需要建立更完善的公共托育網絡，以

提供更多的托育服務。  

2. 提升托育品質：公共托育設施的品質是影響父母是否願意使用公共托育服務的關鍵因素之

一。因此，需要加強托育人員的培訓和專業能力，以提升托育服務的品質。  

3. 降低托育費用：公共托育服務需要財政支持，但目前的托育費用仍然偏高，對低收入家庭

來說是負擔。因此，需要採取措施降低托育費用，以便更多家庭能夠使用公共托育服務。  

4. 穩住托育人員的勞動條件：托育人員的薪資和福利也是影響公共托育服務品質的因素之

一。由於托育人員的薪資偏低，加上工作壓力大，導致人員流失率高，影響托育服務的穩

定性。因此，需要增加托育人員的薪資和福利，提高托育人員的職業價值和社會地位。  

5. 整合並妥善管理托育資源：目前台灣的公共托育資源分散，管理較為分散和混亂。因此，

需要進行資源整合和管理，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和管理效率，以提高公共托育服務的整體

品質和服務水平。  

6. 提供彈性的托育方案：政府應提供更多元化和彈性的托育方案，如夜間托育、周末托育

等，以滿足不同家庭的需求，提高公共托育服務的覆蓋面和適應性。  

7. 加強公共托育政策溝通：政府應加強溝通，提高公眾對公共托育的認識和接受度，鼓勵更

多家長使用公共托育服務，進一步促進公共托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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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學校改革 

1. 在各級學校導入「自主學習課程泡泡」，由小處驅動學校教育由下而上的學習文化變革。  

2. 針對中離生、中輟生、法院安置青少年、高關懷學生、生涯方向迷惘的「待定向青少

年」，透過整合社會全人資源、走入真實世界、支持自主適性發展，扭轉「切割、分層、

標籤化、污名化」的教育治理模式，使其「自造公民素養」。  

3. 透過修法改善家長勞動條件，支持家長法定投入親職陪力、參與子女教育與「學習基地治

理網絡」，強化由下而上的社會安全網韌性，減少社會孤立與家庭悲劇。  

8. 終身賦能 

1. 跨部會合作，鼓勵大學、社區大學、職業訓練機構、高中職、企業與獨立教育工作者組成

彈性學習網絡，並基於「准永久與不可竄改性的工作學習歷程系 統」與「勞工法定有薪學

習時數」，使青壯年學習者與就業者更靈活地在就業與專業學習之間切換，豐富學習形

態，使生涯發展更彈性，提升社會與文化資本。  

2. 推動教育、社福、公衛機構合作，獎勵成人參與全人發展、身心健康課程與活動，強化社

群連帶與韌性；並提升社區心理衛生、社會工作載能，積極協助民眾調解身心生活困境，

完善「不拋下任何人」的社會安全網。  

9. 推動非貨幣本位的合理基本收入制度 

為改善既有社會福利永遠有「漏網之魚」的弊病，將「合理基本收入」納入政治議程，並擬

以能源等非貨幣單位為本，避免資本市場對社會福利制度之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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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簡則 

1. 本聯盟名稱為「教育再公共化聯盟」，不申請登記立案，旨在推動 2024.01 總統與國會大選

各候選人之教育政策，能儘量趨向「教育公共化」，台灣社會能走向多元社會。  

2. 本聯盟對教育之共識如下：  

(1)台灣社會應走向多元社會，避免形成金字塔型社會。  

(2)台灣教育應走向公共化，減少社經金字塔、學校金字塔、學生金字塔、國土金字塔的程

度。  

(3)學生應自小參與治理自己的學習，以培養自主學習之習慣。年齡越大，治理範圍應增大，

治理程度應加深。  

(4)各級教育機構應「開門辦教育」，將台灣當成為一所沒有屋頂的大學校。  

(5)學生應自小習慣群學：熟悉相互討論、糾錯求真、分工協作、信任相挺、立約承責等共

振，自然養成「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相處模式。  

3. 本聯盟成員分「治理團體」，「響應團體」，「領域達人」，要件如下：：  

(1)治理團體年繳 5000元，為發起團體或為發起團體同意之後續團體。團體無須為社團

法人或財團法人。治理團體共同分擔募款責任與行政工作。治理團體之間書寫平

等，投票權數平等。  

(2)響應團體為認同聯盟理念與政策主張之團體，無須為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有提供

通路、連署、提供資訊之權利與義務。  

(3)領域達人由響應團體或治理團體推荐，依治理團體通過之章則邀請。有提供通路、

連署、提供資訊、撰文之權利與義務。  

(4)聯盟大會由聯盟成員參加，投票規則由治理團體制定。  

(5)未被本聯盟議決除名者。  

(6)未聲請退出本聯盟者。  

4. 共同發起本聯盟者，為治理團體成員。日後加入之治理團體，須經治理團體會議議決通過。  

5. 本聯盟以治理團體半數以上(含半數)與會，為治理團體會議有效開會額數。一般事宜議決，

以相對多數通過；修改「簡則」或「處分財產」之議決，以治理團體會議與會者半數以上(含

半數)同意為通過。  

6. 本聯盟推舉召集人兩名，為無給職。  

7. 本聯盟得設各政策議題小組，與各政策次議題小組。  

8. 本聯盟得設執行秘書處，處理各項推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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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 簡介 

 OST 是「開放空間會議」(Open Space Technology)的英文縮寫。開拓文教基金會是國內的主要

推廣單位。  

OST能藉倡議者的「動能」，聚合一群人的興趣、才能、資源、人脈，為倡議者提供向前推

進的可行方案。所以可以幫忙組課的初學者(如中、小學生)，提高組課成功的機率。  

基本流程如下：  

1. 由活動發起人設定大方向  

2. 與會者發起「討論主題」並張貼於預定討論的時段  

3. 依時段及題目與會者流動式的聚集討論，並撰寫紀錄  

4. 各場討論將紀錄張貼於「新聞牆」上，由所有與會者投票評點  

5. 收尾回饋  

6. 展開後續行動  

各「討論主題」的召集人必需做三件事：  

1. 預先約定的時間到了，要召集會議。  

2. 盡量讓每一位參與者都有機會發言。  

3. 找人做會議記錄。  

四條規則是：  

1. 出席的人都是最適當的

(whoever come is the 

right people)  

2. 不管發生什麼，都是當

時只能發生的事

(Whatever happen is 

the only thing that 

could have)  

3. 不管何時開始都是最適

當的時間(whenever it 

starts is the right 

time)  

4. 結束的時候就結束了(When it's over，it's over)  

參與要領：  

1. 「雙腳法則」(The Law of two feet)：每一個人為自己的學習負責，你可以在某一個討論

時段，參加這一時段中你有興趣的議題，在這個議題上，若你覺得沒有學到東西，或認為

自己在這項 議題上已沒有貢獻，就可以運用你的「雙腳」，很自由的到別組去討論，或暫

時休息一下也可以。你可以隨時加入討論，有事情可以自由離開再回來。  

2. 讓每位參與者都有機會發言，不再有演講者與聽眾的區別。  

3. 隨時準備迎接驚喜的心，勇敢的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時也敞開心門，傾聽別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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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準備實體 OST  

(一)場地佈置：  

1. 大型場地，可以將所有人排椅子圍成一個大圓圈。備紙筆與大型海報，可以排定各

討論主題的場次。  

2. 數個討論時互不干擾，卻又能彼此走動的小型討論場地。可以是大型場地的角落。

分發記錄紙、原子筆、便利貼到各組。  

(二)準備器材：  

1. 全開紙張  

2. 奇異筆(紅、藍、黑)、彩色筆  

3. 各色便利貼  

4. 紙膠帶  

5. 圓形貼紙  

二、準備線上 OST  

1. 線上會議軟體，如：google meet、jitsi meet、webex…等  

2. 即時共筆工具，如：Google文件、etherpad、石墨文檔…等  

3. 海報牆，如：jamboard 、 conceptboard 、 Miro…等  

 

 

 

 

 

 

 

 

 

 

聯盟的聯絡方式 

聯盟官網：http://gogopublic.net/ggp/ 

聯盟臉書粉絲專頁：https://reurl.cc/n79gD8 

 

捐款資訊：  

代號：新光銀行(103)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振鐸學會  

帳號：0338-10-100843-0 

連絡信箱：gogopublictw@gmail.com 

聯絡電話：(02)-2221-1391  

http://gogopublic.net/ggp/
https://reurl.cc/n79g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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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教育再公共化聯盟成立，呼籲教育不能成為商品 

教育是一個國家的未來，但現今的自由市場思維已逐漸影響教育，將教育商品化。為了以公

民力量適度抵抗此種趨勢，「教育再公共化聯盟」於今日正式成立，聲明教育不應成為商品，陷

入自由市場中的惡性競爭。並呼籲政府與民間單位共同維護公共教育的權益。  

教育再公共化聯盟是由多個非營利組織、學者、教師、學生、家長等組成的聯盟，旨在爭取

教育公共化、平等化的權益。聯 盟發起團體包含：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社團法人 ipower培力

學社，宜蘭人文國中小，Only 實驗教育團體，振鐸學會等。聯盟將持續邀請各界關心教育、 社

會發展的公民團體一同參與，推進具備公共化精神的各項倡議。  

聯盟提出的各項倡議，將透過成員遊說奔走，聯繫支持「教育公共化」精神的立委與總統候

選人。期盼將倡議轉化為政策訴 求，影響明年一月舉行的總統與立委選舉。聯盟將藉由政見評價

等機制，認證出「教育友善候選人」，成為公民投票時的重要參考指標。選舉後也會持續監督立

委與 總統內閣，落實公共教育政策的情形，透過政府與民間的共同協力，讓「教育公共化」精神

得以更加落實。  

除了強調「教育應平等取得」，聯盟也拋磚引玉，提出以「網絡」精神改善當前公共教育現

場封閉且窠臼之批評，聯盟以「公民治理的網絡平台」概念為核心，提出以下五大訴求： 

一、以適當立法因應新生兒縮減潮： 將政府預算每年的賸餘，儲存於「教育發展基金」，以支持

小家庭擺脫對教育商品的依賴。 

二、學前教育公共化：強調以「中央教育發展基金」支撐學前教育成為「公共服務」，並依家庭

情形調整適配資源支持。同時鼓勵公立或公辦民營學前教育機構參與，促進相互扶助文化。 

三、自主學習公共化：在各級學校導入「自主學習課程泡泡」，驅動學校教育由下而上的學習文

化變革，打造更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公共教育環境。 

四、終身學習公共化：終身學習公共化：跨部會合作，鼓勵大學、社區大學、職訓機構、高中

職、企業與獨立教育工作者組成彈性學習網絡，使青壯年學習者與就業者，有更豐富的生涯發展

歷程。 

五、推進台灣成為安居社會：提議合理加課「資本利得稅」，善用教育對社會更新的能量，跨界

推動「全民國防」「居住正義」「完善長照」「尊嚴就業」「安心生育」「學校改革」「終身彈

性學習」「能源改革」等重大議題。 

延續五大訴求，聯盟於記者會上分享「全民國防教育」的重要性，強調為因應可能將發生的

兩岸衝突，應於各級學校及民間 教育機構導入全民國防課程，讓公民具備一定程度的國防素養。

此外，聯盟也介紹了協助高關懷青少年，在迷惘中探索出路的「第五類高中」，以自造教育的精

神， 扭轉此等「待定向青少年」的生涯困境與被污名化境遇。 

公共教育的責任不應只由政府承擔，民間團體如何提出具平等取得、抵抗商品化競爭的教育

政策也相當重要。教育再公共化聯盟邀請每位關心整體國民福祉，期盼教育能為青年世代種下希

望的公民，一同關注聯盟各項倡議與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