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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來、秉持信念
　
　　年輕時，第一所服務學校位在山明水秀的雙溪，此環境恰好與自身成長背景相似，也

看到許多需依賴老師力量來拉拔或支持的學生，故能深刻感受到自己是被需要的。在偏鄉學

校，老師常身兼數角，針對弱勢家庭，可能要兼雙親的角色，這對擴展自身抱負是有幫助

的。同時，看到偏鄉的美麗與沒落哀愁，心中不禁升起矛盾感觸，也對社會的變遷較具同理

心，因此很感念當初在偏鄉服務的初體悟。 第二所服務學校在三芝，因李登輝前總統是三芝

人，故可觀察到一些政治色彩，例如： 79年，李當選總統後，當地被挹注的資源特別多，以

及地方官極盡心力加強當地建設，留在我心中的疑問是—正常社會的本質應是如此這般嗎？

到三芝服務後，看到校長認真打拼辦學的背後，有他們不得不服從的一種價值，必須儘可能

將自身的努力讓長官看到，以便將來調動時能被青睞，此現象透露出有某些價值在引導著。

適逢解嚴初期，然教育界尚未真正解嚴，雖自身並非偉大革命家，但意識到社會最自然的本

質應是與周邊的人互相扶持、成長、激勵，最自然的師生關係應是家長、教師、學生三方彼

此滿意，而行政是作為潤滑這些人的支持體系，不應該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校園內運作！

　　83至85年，教改正風起雲湧，個人也從三芝轉到三峽服務，與許多夥伴一同吸收學習，

並理解到一個開放社會中，教育應有更多元的想像，校園內的權力與教育人的專業堅持，應

是向專業與學生負責，而非只向教育行政機關負責，兩者並不衝突，但當時向教育行政長官

負責的力量是最強勁的，個人以為教育改革還是應該回到正常面。這十幾年來，教師組織對

於一些教育政策，例如：選書政策、是否多加英文課等，皆是基於對孩子教育全盤考量之立

場，除了關注此現場最基本的命題外，教師組織同時也在幫助老師們找回自己，當然包含其

勞動條件，相信這是一條使教育正常化的路程，而非要對誰革命！

專訪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副理事長吳忠泰老師
圖̇ 文整理／新北市教師會暨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 

潘秀綾 游素珠 賴冠伶

【學經歷】
 職銜：全教總副理事長 

 學歷：臺灣師大國文系畢業

 經歷：全國教師會秘書長

      全國教師會理事長

      國中教師28年

      教師組織工作18年

      在台北縣服務過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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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協助籌設完一所學校後，因全國教師會剛成立，第一任理事長張輝山老師請我協助幫

忙，遂成了教師會幹部，即專職的或接近專職的駐會幹部。很多夥伴對這角色好奇，看我

們常在媒體上出現，也跑全台、外島等地，會認為是充滿挑戰的職務，但就實際運作上面而

言，擔任越多會員的理事長，自然會被越多人所期待與指責，然而批評容易執行難！從事台

灣的教師會組織幹部可以說是摸著石子過河，拿國內的工會來模擬也不像，更不能與國外資

源、能量豐沛的工會相比較。因此過去十幾年來，台灣的教師組織多半是靠摸索、交流經驗

而成長，並非依賴一位英明的領袖去創立制度，而由群體智慧、世代傳承以累積民主運作經

驗，維持一個討論的遊戲規則，最後做成決議並執行，這樣的經驗難能可貴，也願意將此經

驗分享給大眾。

淺談轉型工會後之教師組織資源與會員教育

　　第一、從實際面切入，即投資與報酬，假設我們組織的資源達幾千萬，要處理幾千億或

幾百億的議題，便有可能達到比較平衡的政策競爭，例如在面對退休制度時，大家會希望

有一個團隊能每天盯著各政策發展的面向，並達到與主政者推動策略的競爭性。若要正常運

作就需有足夠資源，教師組織已走過十五年，是否該繼續廉價或陽春的運作，是到了該看清

楚時勢的時候。以降低班級人數議題而論，若不降低人數，則政府省下的人事費數以億計，

組織會想辦法把這筆錢留在學校以聘請新老師、或讓老師沒有被資遣的疑慮，便需極大的能

量、人力去執行，有時或許依賴某些人的人脈，剛好可達到有效的政策成果，但是那個時代

終會過去，且可遇不可求，因此足夠的資源與人際網絡並存才能相輔相成。若無資源，只事

事依靠人脈，那麼台灣就毋需法制了，此為天方夜譚，所以資源充實有其必要性。第二、更

重要的是人力資源，許多人力資源是毋需花費的，例如很多老師在研究所進修，具研究能

力，可貢獻在教師組織面對現場問題的解決上，例如校外教學、教育旅行或畢旅等議題變成

學院中行動教育研究的主題，可結合其研究所課業，說不定回饋回來的意見對政策更有鞭策

力，不一定全部得依賴政策幹部，如此則所費不多，且讓願意貢獻智慧的進修教師有發揮的

舞台。但過去這種除了會費入股外，也技術入股的情況在全教會、全教總或縣市教師工會皆

少見，實為可惜！未來可以考慮讓這樣的會員有更多的參與感與貢獻的機會。

析論馬總統之「六個一點點」

　　馬總統的「六個一點點」說法是做修辭的轉借，藉以讓事情看起來是「一點點」般的簡

易，但累積起來是數十萬的繳付費用增加、數百萬的給付費用減少，對老百姓而言是巨大的

數目，請馬總統勿被身邊的修辭專家所矇騙；其次，這六個面向是整個退休制度的要素，例

如該扣多少費用、分擔多少的比例、投資報酬率及績效是否合理？又能提供多少的領取等，

雖非數學難題，但其過程中由誰來管錢？投資標的該是哪些？花三天三夜來講述也不一定能

說完！然總統企圖用修辭轉換來扭轉人民對爛改革的觀感，故衷心建議馬總統放棄修辭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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伎倆，誠實面對民意才是上策。關於繳付多「一點點」，究竟多少是大家可以承受的？官方現

在宣告未來勞保、退撫的提撥率要調至18%，那為何18%是合理呢？並未聽聞任何一位財務專家

說明或分析原委！是否我們也可用冷冰冰的數字來論述請託，拜託官方將所有的養老成本，包

括健保、課稅在內，勿超過薪水的15%，可行嗎？依此邏輯來回推，一個人到底能夠負擔多少

費率？退撫基金的績效多少為合理？以前是2%多的績效，最近常常聽到用喊的績效，若立委想

減少大家的繳費負擔，所以喊出績效要6%，個人以為若現在能夠喊一喊就6%，過去為什麼不喊

一喊？可見並非喊就能解決績效不彰的問題。

　　全教總在全教會時期就開始擬成一部退撫組織條例再造及組織管理再造方案，即退撫二

法，談改善退撫績效、用人的彈性化、績效獎金的可能性等議題，雖無法馬上帶動績效，但是

可漸進改善，可惜到目前為止無立委提出相對的法案，只想喊一喊就達成6%。換個角度，若能

達到6%績效，則這個公務員應被所有的投信公司高薪挖角了！因為做為一位領固定薪水的公務

員，又承擔不符比例的責任，賺得再多也無人感謝、無額外獎金，少賺了則頂多到立法院被責

罵半天，試問這樣的機制如何能激勵人才？執政黨雖未注意到此疏漏，但也不能因此便用喊

的，還是應該務實的修法及改造才是。

　　關於延退「一點點」，很多老師表明最不能接受的是：假設想要52歲退休，且可接受少領

一些月退金，但是政府硬是要把你留到55歲、60歲！官方沒有弄清楚老師們並不想讓自己生產

力低到連自己都嘆氣、讓學生懷疑這位老師怎麼可能曾是名師？人總有老邁時，應要有新血取

代，當政府硬要留你下來，就是在向學生宣告：這一代注定不會看到年輕的老師。整個校園內

老中青三代無法均衡，到時政府要付出的退休金反而更多，更不要說妨害新陳代謝的機會了，

難道政府要請師培機構十年不要開張？因為現職教師都已經超額！若政府未全盤考量，只從錯

誤的財務規劃去思考退休制度，顯然思考面太窄化、單一而不當！所以可以訂一個可退休年

齡，但是打折給付月退金，讓大家依生理狀況去權衡，而不要到不堪時才退休，感覺是歹戲拖

棚。制度有整體性，需同時考慮到人力的新陳代謝、最佳的工作品質以及財務等面向，最後得

出的改革案或退休制度應是各面向都考慮周詳的。然馬總統的幕僚或當前的文官體系因規劃不

周，等到馬總統要啟動時，因準備不及就容易走針，變成荒唐、片面、選擇性的改革，令人遺

憾！

　　關於政府撥補的「一點點」，在威權時代，很多東西都是政府對人民的恩賜，那時雖無現

在的民粹或選舉的極大壓力，但政府懂得讓人民繳少領多，如農民繳的費用便低到不行，雖無

養老給付，但農保有喪葬津貼。檢視台灣過去任何一種社會保險，都潛藏巨大財務問題，或稱

潛藏負債、潛藏不足。在公保方面，民國88年，已立法由財政部分年撥補，既立法規定舊的潛

藏負債由財政部處理，新的負債就想辦法由財務重整規劃，所以財務自93年以後是健全的，大

家雖繳多，但很放心於準備金的充足。政府對舊公保的財務缺口能夠用立法方式將之補齊，對

勞保也應當以對公保的態度去公平對待才是。但此事一直未修法，教師組織分別在99年及101

年三度主動請洪秀柱、黃昭順、邱志偉等立委提出修法案，目的在希望藉由主動關心此勞保議

題，一方面讓政府即時處理勞保的負債窟窿，二方面是不讓年輕的勞工朋友在多繳勞保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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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又看不到希望。撥補其實是政府老早應盡的責任，難以理解其為何不做？過去在低廉保費

的時代，每個社會保險都有負債窟窿，若要救則不能只救公保，勞保也應有政府的撥補，則

其財務危機自然會較晚到來，而非只實施了四年就馬上宣告蜜月期結束。

　　要讓勞保制度穩定、財務改善，則政府應儘早撥補，人民才會覺得政府是有勇氣與擔當

的，主政者應該將人民的感受放在心中，而非只時時要求人民共體時艱！許多事是解鈴還需

繫鈴人，既然四年前政府要給大家美麗的承諾或立法，後面要收拾棘手問題時，態度應謙遜

一些，然後該屬於勞保的撥補要儘速立法，期待我們教師組織對勞保的建議能被政府採納，

例如：撥補金額最少要有中央政府預算的2%或3%當作起點，約是三百八十億到五百七十億，

這是對照中央政府公債的還本，一年最少要達中央政府的5%，大概是九百億，類似這樣設

計，使勞保危機降至最低。 

關於好的改革邏輯 --- 分段救、分段改

　　為何分段？分段代表每個時期政府的角色，及其所許諾的內涵之歷史源由，例如民國85

年以前在教育人員退休部分是恩給制，即承諾你不用花錢就能請領退休金，然而85年時已實

施退撫新制，既已切割，為何之前的舊制還要再拿出來算帳，跟人民說一聲對不起，政府現

在要刪掉以前舊制部分一年5%，剩一年2%，公然違背當初從舊制轉新制的誠信！分段改的意

思是：每階段是不同的時代背景，前一個階段承諾的制度應把它凍結維持，後來若發現新制

階段會有嚴重財務傾斜，可能對中青世代不利，便應該再於103~105年凍結，凍結後，中間段

已發生的年資應誠實給付。

　　凍結代表著承認債務，承認後不應被推翻，若須補繳那是另外一回事。103或105年之後

的新階段，若大家還需要有一個確定給付制，則要體認到可能只有中費率、中給付，不會是

高費率、低給付，也不可能是低中費率、高給付，因為進入了另一務實的確定給付階段，大

家要有心理準備，若覺得新年代的給付不夠，從年輕時就需注重理財，但政府不能將已發生

的事實，隨意七折八扣！故分段救、分段改之目的在讓世代間取得公平諒解，也符合學理，

重要的是政府應負責與承擔。另外，公保優存18%的法制強度不高，社會觀感也不佳，改了那

麼多次大家都不甚滿意，很多老師也厭倦被污名化，可以討論刪減時列為優先。

　　重要是法制強度較強的月退休金及月補償金，但85年後進入教職的新制老師，現在不知

何由也被砍了八五折，既無優存18%，又被橫刀掃過，使純新制夥伴受傷慘重，顯示出政府的

改革系統有瑕疵，若回歸到改革學理，便不會出現這般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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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525打爛案、救改革行動

　　臺灣人民是和平的，也可說很溫吞，不知自己的力量可以很巨大，也不知自己可當家做

主，民主口號已經喊很久了，然為何退休改革不是人民做主？人民以為會有一個英明政府、領

袖出面來主持改革大計，但俗話說「不見棺材不掉淚」，未到危機重重時、不足以獲得巨大選

票利益時，他們是不動的，因此要防止政治人物的操作，最好的方式是人民跟人民、族群跟族

群對話、上街對話、座談會裡對話，自己推敲出應面對和可接受的東西。過去因太習慣乞憐於

政治人物、向政治人物遊說，而遊說照理說是互相拜託，因立委也需深入理解政策，但是人民

往往扮演矮一階的角色，感覺是下對上的關係。

　　其實人民不喜歡代議政治，觀察十八世紀始，代議政治開閃躲民意之端，久了便習慣用自

身階級思維來決議，人民只有透過不斷的覺醒，才能拿回屬於自己的責任與權利。因此上街面

對其他族群的質疑，並宣告大眾我們也可以提出一個競爭版本，個人以為教師組織是較有機會

的，因基於老師需要不斷進修與吸收新知的特質，並非只期待有幾位重量級立委為我們發聲，

還是由自己擬出適合自身且安全的的退休制度較適切。

　　若能如此，難道十萬、二十萬位老師不夠格嗎？所以525行動之最大精神就是把行政部門

倉卒之間推出的年金改革爛案，由人民去導正，如此則每個人都會是政策的當事人、受益者、

付出者！而總統、院長、部長所繳的錢也沒有比我們多，只因身處該職務，便能訂定、修改

眾多影響深遠的方案，難道我們數萬人的民意不會比一個黨的中常委重要？不會比一位立法委

員重要？應該讓立法委員傾聽我們眾人的聲音，所以525我們上街重要的意義是在翻轉主客位

置，並提出質疑及扭轉局面！教師組織的諸多行動除了意志堅強外，也比他人早一步預測、行

動，證明我們已經成熟到可做一個負責任的改革者，從公保是否如實提高保費、勞保要否立法

撥補、退撫機構是否改造、管理運用是否調整、退撫基金虧損要否及時補償？哪件事不是教師

組織身先士卒、一馬當先？所以最後我呼籲一件事，相信老師們會有一個基本上公平價值的認

同，相信公平正義是每個人心中最底層的價值，教師不會跟別人不同，教師也不會剛好是公平

與正義的反對者，然惟有正確理解才可能有正確的批評或認同，所以應該先彰顯自己是願意多

付出一點、願當自己的主人一點，自然而然就會有下一波的行動。

　　若當自己是客人、漠視自身權益及責任者，當然會覺得損失像是被搶走一般，得到的好似

撿到的寶，期望大家能慢慢脫離這種命運被宰制的宿命感，並身體力行拿回自身的主導權，這

絕對是我們可以努力並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