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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对象居住的首都圈是以首尔为中心，包括卫星城市仁川、水原、城南、议政府、安养、富川、

光明等半径 70公里以内的京畿道 19个郡在内的范围极广的城市圈。这一地区的面积为 1万 1686平方公

里，占全国总面积的 11.8%，居住在这里的人口却占到全国总人口的 50%左右，人口向首都圈集中的趋势

越来越明显。 

  其中首尔的面积是 605.25平方公里，仅占朝鲜半岛的 0.28％(大韩民国的 0.61%)。自 1394年成为

韩国首都后，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所有方面都具有压倒性的地位，说韩国所有的力量都

集中在首尔也不为过。上世纪 6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上班和居住区域

扩大到半径 30公里的首都圈周边，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城市。首尔的人口和 2009年末相比增加了

0.03％，上升到 1003 万 9千人，人口密度也极高，达到每平方公里 1万 6586.9人。 

  在实现经济高速成长和民主化、IT产业迅速发展、互联网越来越普及的同时，韩国社会和文化方面

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变化不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直接影响，也对幼儿

教育保育政策及教育第一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下将阐述对这些变化进行的调查和分析的结果。 

一、社会文化背景 

（一) 出生率下降引发少子化现象 

  韩国自上世纪 80年代后出生人数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在 1992年达到 1.78人后年年持续减少，2002

年为 1.33人，2005年为 1.08 人，2007 年为虽然略有回升达到 1.25 人，但是在 2009 年为 1.15人，再

度转为减少。1970 年到 2007 年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减少了 3.34人。总和生育率的下降速度甚至比日本

(减少 0.76人)还要快，比 2004年的德国(减少 0.65人)、英国(减少 0.53人)等都明显快速减少(统计厅, 

2010)。图 1显示了韩国总和生育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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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子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的结果就是令养育孩子的问题成为社会问题。至于出生率下降的原因，最大

的问题是人们普遍认为育儿需花费庞大的保育和教育费以及工作单位和家庭的环境不利于女性生育和抚

养孩子。 

  如今，韩国为了解决少子化问题，中央政府、地方自治体和民间团体都十分关注对职业女性的支援

和保育问题。政府更是制定了有关幼儿教育和保育的基本补助金制度，推出了提供教育、保育经费支援

的一系列政策，在保障育儿费用方面给予支持。 

（二) 韩国社会的家庭结构以及女性就业率的上升 

 

  现在，韩国社会的家庭结构以及价值观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去 30年间，韩国家庭形态最显著的变

化在于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骤减，以夫妇和未婚孩子为中心的小家庭则逐年增加(유희정等, 2006年)。最

近，随着离婚率的上升和单亲家庭的增加，家庭养育孩子的功能有所减退。韩国的离婚率 2002年时为

47%，2003 年上升到 55%，2005 年则为 41%。2009年，离婚总人数达到 12万 4千人，比上年增加了 6.4%。

离婚的增加意味着单亲家庭的增加，也意味着以前由父母双方承担的经济负担、家务及育儿都必须由父

母中的一方来承担。其结果是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会碰到困难。 

  在社会发生如此变化的形势下，却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向社会。女性就业率与过去相比显著增加。

20年来，参与经济活动的女性人口从 1985 年的 600万人增加到 2006 年的 1000万人，经济活动参与率

也从 1.9%(1985)迅速上升到 50.2%(2006)。(이옥等, 2007)。同时，在职母亲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 

  尽管大韩民国女性的经济活动参与率 30年来一直在上升，但仍低于 OECD成员国的平均值(2009年

为 61.3%)，处于较低的水平。2009 年，韩国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比率为 49.2%，已婚女性参与经济活动

的比率为 31.1%。即将结婚和生育的 30岁到 40岁的女性就业率为 54.2%，比 20岁到 30岁(61.8%)及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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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65.4%)的就业率都低(统计厅, 2009)。可见各年龄层的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比率有所不同。因此

尽管参与经济活动的女性人口不断增加，但经济活动增加率却呈现出典型的 M字曲线。特别是正处于专

心生育和养育孩子时期的 30岁出头的女性脱离劳动市场的倾向较为明显，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在女性经济

活动整体活跃的情况下，育儿的负担已成为阻碍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最主要的原因。为了向因为要养育

孩子而无法工作的女性提供更理想的工作条件，国家和社会必须共同承担防碍女性工作的育儿任务，这

样的意识正在日益提高，对养育孩子的支援和保育问题也随之成为全社会的热点话题。这意味着要从国

家层面思考和发挥传统上由家庭承担的养育孩子的功能。 

  除了支持有工作的母亲继续参与经济活动的政策以外，要求扩充保育设施的意见也很多，包括设置

专门接收婴儿的机构和 24小时运营的保育设施、扩充工作单位的保育设施等，而相关措施也正在积极实

施。另外，幼儿园方面也在积极推进 8 小时以上的全日制运营，长时间照顾职业女性的孩子的保育机制

已越来越完善。总之，为减轻职业女性养育孩子的负担，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正以多种方法推进和完善

支援方案。 

（三) 充实产假及育儿休假制度 

  在社会广泛呼吁向有工作的母亲提供支援的情况下，各种相关政策已不断得到完善。最近，针对有

工作的母亲，政府更是开始实施产假及育儿休假制度。所谓育儿休假制度，是指为抚养 6岁以下学龄前

儿童可休假一年、休假期间每月领取原薪金 40%的工资(每月 100万韩币为上限、50万韩币为下限)的制

度。关于产假，法律规定怀孕中的女性产前产后可休假 90天，其中产后必须休满 45天以上。 

 

  如表 1所示，2010年休育儿假的人数为 4万 1736人，比 2009年(3万 5400人)增加了 6336人。对

比 2002 年休育儿假的 3763人，8年间休假人数上升到 10倍以上，且每年都在大幅度增加。 

  育儿休假制度是 1987年修改《男女雇佣平等法》时开始实施的，但由于当时没有工资保障(休假期

间不支付工资)，所以成了一项有名无实的制度。2001 年 11月开始由雇佣保险基金支付休育儿假人员的

工资后，开始真正出现了享受这一制度的人。女性员工休育儿假者 2007 年为 2万 875人，其后逐年增加，

2010年已增至 4万 917人，首次突破了 4万人大关。男性员工休育儿假者 2002 年为 78人，2010年增加

到 819人，而 2001年时仅有两人休育儿假，10年内增加到了 400倍以上。但是，男性员工休该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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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极少，而且对此持否定意见的人也较多。主要因为担心休假后恢复和适应工作的问题以及对升职的

影响，男性休假全面参与育儿仍很困难。 

（四) 早期教育的过热化 

 

  随着家庭经济水平上升，孩子人数越来越少，家长也越来越关心孩子的教育问题。特别是政府提出

将国际化和知识社会定为基本国策后，父母对幼儿的英才教育、兴趣学习以及英语教育的关注程度越来

越强，已转化为社会问题。早期的特殊技能教育不仅在幼儿园及保育设施的课程中，也在放学后的课外

活动中以特别活动的形式实施，另外按时间收费的幼儿学习班、个别教育和文化中心等也实施类似的教

育。 

  保健福祉家庭部育儿政策开发中心实施的"2009年度全国保育实际状况调查"中对在幼儿园或保育设

施内参与特别活动的儿童调查的结果显示，过半数（58.5%）的孩子参与一个以上的特别活动。和 2004

年实施的全国保育实际状况调查相比，不仅参与特别活动的儿童人数增加了，而且参加的特别活动的数

量也增加了。保育、教育机构实施的特别活动中，英语教育占的比例最大，达到 38.8%，以下按顺序为

体育 23.1%、美术 21.1%、教具项目 16.1%和音乐 15.7%。英语教育比例从 2004 年的 21.4%迅速上升到 2009

年的 38.8%，反映了家长对外语学习的关注程度之高。 

  另外，在对教学时间不同于幼儿园、保育设施的幼儿学习班、个别教育的调查中，发现 32.8%的学

龄前儿童利用这些教育设施。其中，幼儿的利用率特别高，超过了半数（51.5%），说明越来越多的孩子

开始利用私营教育设施。从类型上来看，利用率最高的依次为个别辅导、幼儿学习班和集体辅导。每个

幼儿平均去一至两个幼儿学习班，每天平均学习 3.7小时，每周平均有 4.2天要进行课外学习

（이윤진, 2009）。 

  如上所述，与婴幼儿时期早期特殊技能教育相关的私立教育规模逐年扩大。截止 2008 年，全国共有

7万 213处幼儿学习班，最多的地区为京畿道（1万 6566 处）和首尔（1万 2006处），这两个地区幼儿

学习班的总数约占全国的 41%（이윤진等, 2009）。2001年还只有 8至 9千亿韩币的市场规模，到 2009

年估计仅学习杂志等函授教育部分已扩大至 4万 4千亿韩币，而英语学习班的市场份额则从 1992年的

5.7%上升至 2007 年的 59%（10倍），除去学习杂志以外的婴幼儿接受私立教育的费用估计高达 6至 7万

亿韩币（教育科学技术部，2009）。 

  通过以上调查，我们发现韩国以婴幼儿为对象的早期特殊技能的教育规模逐年扩大，婴幼儿平时去

的保育设施、幼儿园内也在实施相当多的这类教育，对这些机构的正规教育造成了负面影响。另外，全

国幼儿园特别活动运营实际状况调查显示，私立幼儿园实施特别活动的比例高于国立和公立幼儿园，更

有 60%以上的私立幼儿园规定孩子必须参加特别活动（김은영, 조혜주, 김경미, 2009）。此外，以未

进幼儿园或保育设施的孩子为对象的幼儿学习班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可以说在韩国让孩子接受早期特殊

技能教育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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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倾向从先前研究中也可窥见一二。2002年实施的研究证明，86%的幼儿已在家里接受学习韩语、

算数和英语等课外教育（이기숙等, 2002b）。可是，韩国家长对教育的高度热情并不是为了让孩子们享

受快乐的童年时期，而是为了应对未来激烈的社会竞争而将幼儿时期视为学习的准备阶段，给孩子们带

来了极大的压力（권정윤, 장영희, 2007）。2005年倍乐生实施的调查中也发现韩国、中国、日本三

个国家中除正规教育外早期特殊技能教育韩国实施得最多(이기숙等, 2006)。这种倾向这几年来越来越

明显，早期特殊技能教育不仅对幼儿造成负面影响，也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二、韩国的幼儿教育和保育的现状 

（一) 幼儿教育和保育的现状 

  韩国的幼儿教育制度是由教育人力资源部管辖的幼儿园和保健福祉部管辖的保育设施组成的二元化

系统。对相关政策的研究无疑是对各时代幼儿教育和保育的看法的探讨，具有深远的意义。首先来看一

下幼儿教育和保育的法律依据。 

  幼儿园是接受教育科学技术部管理、监督的学校体制，根据幼儿教育法进行运营。幼儿教育法过去

是初、中等教育法的一部分，2004 年 1月被分割出来单独立法，成为幼儿园运营方面的专有法律。根据

幼儿教育法的规定，幼儿园对 3周岁以上学龄前儿童实施教育，现在主要分为国立和公立幼儿园以及私

立幼儿园。 

 

  保育设施从属于保健福祉部，根据 1991年制定的婴幼儿教育法进行运营。保育设施被称为"儿童之

家"，根据不同设立主体分为国公立、法人、民营、父母共同运营、家庭、工作单位保育设施等。这些设

施以 0至 6岁儿童为对象，实施全日制运营（1天 12小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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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2、表 3明显可以看出，从数量上来说，韩国全国保育设施远远多于幼儿园，占总数的 80.9%，

而幼儿园只占 19.1%（教育统计, 2009; 保育统计, 2009）。在首尔，保育设施所占比例更高，达到 86.7%，

幼儿园只有 13.3%。另外，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儿童之家，私立的都明显多于公立，84.2%的幼儿园和 86.5%

的保育设施是私立的，反映了幼儿教育对私立、民营的依赖程度极高。截止到 2009 年，首尔的 873所幼

儿园接收了 7万 9704 个孩子，另有 19 万 3723名儿童进了 5684处保育设施。包括京畿、仁川等周边城

市，整个首都圈共有 24万 9128 名儿童上 3155 所幼儿园，1万 7922处儿童之家照顾着 53万 6064名儿

童（教育统计年报, 2009; 保育统计, 2009）。 

  图 2显示，3周岁至 5周岁的孩子中，4岁以前利用保育设施的较多，5岁儿童中上幼儿园的孩子比

例较高。从各年龄的入园率来看，截止到 2009 年，满 3周岁孩子的幼儿园入园率为 22.9%，4岁为 41.4%，

5岁为 52.9%，都不算高。尤其是 3至 4岁儿童中去保育设施的孩子反而更多。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保

育设施得到更多的支援，导致利用这类设施的婴儿和 3、4岁孩子有所增加，而很多 5岁孩子则去了类似

英语学习班的幼儿教育机构。 

 以教育为重点的幼儿园和从幼儿健康、安全出发实施长时间保护的保育设施间的区别日益缩小。近几

年来，全日制幼儿园的数量不断增加，12小时以上的教育照顾项目的实施、幼儿园全日制课程的开发和

普及、设施设备方面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援。据悉，2008年 95%的幼儿园均已实施全日制课程(教育科

学技术部、2008)。在这样的变化中，为了向双职工家庭和工作的母亲提供更多的支援，事实上幼儿园的

功能已越来越接近保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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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育设施的扩大 

  为解决少子化问题，2000 年度以后国家对保育设施进行了重点支援。图 3显示，2000 年全国有 8494

家幼儿园，2010年幼儿园仍然只有 8388家。相反，保育设施却从 2000年的 1万 9276 家迅速增加到 2009

年的 3万 5550所(教育统计年报, 2010; 保育统计, 2009)。从增幅来看，2000年时保育设施的数量大

约是幼儿园的 2.3 倍，2010年度已经上升到了 4.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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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09年 12月，上保育设施的儿童人数为 117万 5049 人，比 1997年增加了两倍以上。2000年

以后，民营和家庭保育设施激增。至 2009年 12月为止，除国立公立设施以外，法人保育设施和民营、

家庭、工作单位的保育设施已占到所有保育设施的 94.6%。但是其中工作单位的保育设施仍然只占 1%(保

育统计, 2009)。 

  随着保育设施数量的扩大，政府支持保育设施运营的预算也在不断扩大。儿童之家每个儿童享受的

补贴是幼儿园孩子的 1.5倍，并且这一差距正在继续拉大。 

  首尔市推进的"首尔型儿童之家"就极好地反映了保育设施获得的政策支援。所谓"首尔型儿童之家"，

就是只要符合一定标准或条件，即便是民营的设施也可获得与国立和公立保育设施同等水平的支援。首

尔市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这项制度，旨在消除国立公立设施和民营设施间的区别、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提

高保育服务水平。为了实施这项制度，首尔市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预算。 

三、婴幼儿教育和保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及最近的动向 

（一） 政府政策的变化 

  为了解决有关育儿的各种问题，有必要回顾和探讨韩国政府实施过的主要育儿支援政策。 

(1) 第 1 次育儿支援政策方案 

  2004年 6月，总统咨询机构"老龄化及未来社会委员会"在国政课题会议上发表了"第 1次育儿支援

政策方案"。这一方案旨在使幼儿教育和保育更为统一、提供普遍的育儿支援项目、培育未来的人力资源。 

(2) 全国保育教育实际状况调查(2004)的实施 

  2004年首次实施的全国保育、教育实态调查是一次全国规模的综合性调查，收集了有助于今后制定

科学育儿政策的基础资料，其内容反映了当时韩国保育和幼儿教育的现状和实际状况。 

(3) 第 2 次育儿政策方案的报告 

  2005年 5月"老龄化及未来社会委员会"根据全国保育教育实际状况调查的结果提出了有关育儿支援

政策的综合方案。这个第 2次育儿支援政策方案进一步明确了育儿政策的方针，确立了具体的支援方式。 

(4) 政府发表第 1次少子老龄化社会基本方案（新幸福计划 2010） 

  "第 1次少子老龄化社会基本方案"是 2006年至 2010年期间应对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基本计划。该方

案计划采用儿童数量单位、扩充国立和公立保育设施，以减轻家庭养育孩子的负担。 

(5) 发表第 1次中长期保育计划 

  女性家庭部发表的"第 1次中长期保育计划"是 2006 年到 2010年的育儿政策五年计划。该计划中提

出了"公共保育基础补助"、"减轻家长育儿负担"、"提供多样化保育服务"、"创造以儿童为中心的保育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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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加强保育服务管理体系"等政策课题。这一计划使原来消极的保育政策变得更为积极，也实现了政

策理念的转变，令原来主要为低收入群体的婴幼儿服务的政策将服务对象扩大至所有婴幼儿，为所有婴

幼儿提供保育服务。 

(6) 全国保育、教育实态调查(2009)的实施 

  在保健福祉家庭部和育儿政策研究所的共同主持下，2009 年实施了 2004年实施的全国保育教育实

际状况调查的后续研究。调查结束后，发表了"2009 年全国保育实态调查家庭调查报告"。 

(7) 教育科学技术部制定"幼儿教育先进化推进计划" 

  教育科学技术部 2009年 12月 8日以减轻家长在幼儿学费方面的负担、通过构建先进的幼儿教育制

度提供高质量的幼儿教育服务为目的，发表了"幼儿教育先进化推进计划"。计划由"减轻幼儿学费负担"、

"构建先进的幼儿教育制度"和"提供面向未来的教育课程"等五大政策领域、25个核心课题组成。教育科

学技术部还制定了"2011年学费支援计划"，将进一步大幅提高对幼儿学费的补助。由此，自 2011年起，

3至 4岁儿童和满 5周岁的儿童一样，家庭收入低于城市家庭平均收入的 70%的话，利用幼儿园或保育设

施时可享受学费全免的待遇。 

(8) 政府的第 2次"少子老龄化社会 5年基本计划"（2011～2015） 

  2010年 9月 10日由保健福祉部和教育科学技术部、雇佣劳动部等相关部门共同起草的这一基本计

划方案，从 2011 年开始实施直至 2015 年。第 1次基本计划（2006～2010）为解决少子化问题，将重点

放在了向低收入群体提供保育费支援方面。与此相比，第 2次基本计划则将支援对象扩大到了中产阶层，

以扩大对双职工家庭（必须兼顾工作和家务）的支援为中心课题。计划修改了休育儿假期间的工资支付

标准，将现在的每月 50万韩币改为休假前工资的 40%，以 100万韩币为上限，同时降低了休育儿假期间

的健康保险费的支付标准。计划还规定，无论父母收入如何，第三个孩子的保育费全部由政府负担，2011

年以后出生的第二个以后的孩子高中学杂费也将获得补贴。 

（二）费用支援政策 

 

  近年来，对幼儿教育和保育的支援已作为国家人力资源开发和少子化对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

国家的主要政策课题。在育儿费用的支援方面，有保育设施及幼儿园费用的支援、农村渔村孩子的保育、

教育及育儿费用的支援、养育补贴等现金支援、税金支援政策，其中保育设施及幼儿园费用的支援所占

比重最大。政府正通过基本补助金制度和多项教育费、保育费支援政策提供育儿费用方面的支援。 

□ 基本补助金制度 

  2004年度，政府计算出了"标准保育费"即保育设施提供最低水平保育服务时所需的费用。但是，计

算出来的金额甚至高于过去父母送孩子去保育设施时承担的费用。为此，政府决定承担"标准保育费"和

父母承担的费用间的差额，保证最低限度的保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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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收入群体保育费、教育费的分阶段支援 

  低收入群体保育费、教育费的分阶段支援以 0岁以上 4岁以下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为对象，支付相应

的费用。2011度针对收入低于城市家庭平均收入 70%的家庭，按收入水平（分 5 个阶段）和年龄实施支

援。 

 

□ 两人以上孩子家庭的保育费、教育费 

  收入低于城市家庭月平均收入水平的家庭中，若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利用幼儿园或保育设施，第二个

以后的婴幼儿的保育费、教育费由政府支付。现在，政府支援的比例逐年扩大，今后计划无论收入水平

如何，都将实施全面援助。 

 

□ 5周岁儿童保育费、教育费的无偿化 

  为保证学龄前幼儿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收入低于城市家庭月平均收入水平的家庭的孩子每月可获

得 16万 2千韩币的政府补贴。自 2011 年起，随着 5周岁儿童保育费、教育费无偿化制度的实施，收入

低于城市家庭平均收入 70%的家庭的幼儿可获得保育设施及幼儿园的学费支援。 

  对以上进行整理，对保育设施以及幼儿园接受保育费、教育费补助的儿童进行调查归纳为（表 4）。 

 

  对幼儿园及保育设施的补助内容分别整理如下。 

 

1） 保育设施的保育费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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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幼儿园的学费补助 

 

11 
 

http://www.crn.net.cn/


 

儿童研究网 www.crn.net.cn 

 

 
□ 孕产妇支援 

  加入健康保险或被抚养的孕妇每人可获得 30万韩币的产前检查补助。即使不在医院或产院生孩子，

也可获得 25万韩币的补助。作为产妇护理服务，向低收入家庭派遣护理员两个星期，负责产妇营养管理，

教授产后体操，帮助照顾新生儿，做好新生儿健康管理、预防感染。 

□ 未利用保育设施的婴幼儿的养育补贴 

  对于未利用保育设施的儿童（低于最低生活费 120%的家庭的儿童），自 2011年 1月起支付补贴的

期限从 24个月增加到 36个月，支付金额也从每月 10万韩币提高到了 10到 20万韩币。具体为不满 12

个月的孩子每月 20万韩币，1周岁以上 2周岁以下的孩子每月 15万韩币，3周岁以下的每月 10万韩币。 

□ 幼儿学费、保育费支援 

  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利用幼儿园或保育设施且家庭收入低于城市家庭平均收入 70%以下的孩子的

学费及保育费由政府负担。符合标准的孩子的家长可获得政府发放的快乐卡（幼儿园利用者）和爱心卡

（保育设施利用者），凭卡领取补助。 

□ 幼儿园全日制运用的扩大 

  以前幼儿园多半是半日制的（3至 5小时），随着双职工家庭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开始为这

些家庭的孩子提供全日制课程。现在，全国已有 90%以上的幼儿园提供全日制课程。首尔市还开设了很

多可长时间照顾孩子的教育照顾班（早上 7点到晚上 8 点），并且开设此类班级的设施可获得政府补助。

另外，幼儿学费支援对象利用全日制课程时，同时成为全日班学费支援对象，学费由政府负担。 

（四） 幼儿园、保育设施质量管理的评估制度 

  为提高幼儿园和保育设施的质量，政府已制定了相应的评估制度并开始实施。在保育设施方面，2005

年开始实施保育设施评估认证的试点以来，截至 2009年 12月全国 3万 5550处保育设施中已有 3万 2498

处（参加率 91.4%）参加了评估认证。 

  幼儿园评估制度也于 2007年开始试点实施，2008年到 2010年的第一阶段内全国的幼儿园都参与了

评估。 

  保育设施还进行了第二阶段的评估，并公开了评估机构的名单，这些资料也成了家长们为孩子选择

保育设施时的重要依据。另外，对于获得评估认证的儿童之家，政府授权运营首尔型儿童之家，并给与

了丰厚的财政支援。总之，评估制度有助于幼儿园及保育设施的质量管理，强调评估机构的公共性和责

任，而且作为政府财政支援的一项依据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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