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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腦神經科學的近期研究結果顯示，腦部主要發展區域 (例如
認知技巧、社交技巧及情緒控制 )於兒童成長期的最早 5 年最為
活躍，反映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 ("幼教服務 ")的重要性。 1 因此，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經合組織 ")的許多先進地方，皆致力提供
優質和普及的幼教服務，一方面為終身學習奠定堅固基礎，

另一方面可促進跨代社會流動。 2000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及
幼兒教育專家 James J. Heckman 教授指出，成功的學前幼教服務
政策，對幼童 (特別是來自弱勢背景的兒童 )尤為重要。他強調 "早期
學習促進其後學習；早期成功衍生其後成功 "。 2 
 
1.2 芬蘭為每名 0-6 歲的兒童提供優質幼教服務，不論其家庭
收入或父母就業情況，機會平等，享譽全球。 3 芬蘭政府亦致力
確保各學校提供的服務質素均等，深得父母信賴，減少他們的選校

煩惱。此外，芬蘭在過去 10 年推行一項名為 "Me & MyCity"的教學
活動，亦廣受推崇。這個為期一天的社會模擬遊戲，讓芬蘭的

12-13 歲兒童親身體驗經濟如何運作。應教育事務委員會的委託，
本資料便覽首先概述芬蘭幼兒教育及照顧制度的重點，然後簡介

"Me & MyCity"的情況。  
  

                                           
1 芝加哥大學的 Timothy Knowles 博士表示， 9 成的腦部發展在 0-5 歲進行。請
參閱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6)及 The Economist 
(2013)。  

2 Heckman 指出，若把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的開支當作是一種社會投資，優質
幼教服務每年的投資回報率可高達 7%-10%，遠高於在較後階段才介入所帶
來的回報。另外，經合組織亦發現，芬蘭學童早年接受幼教服務的年期與其

後期學業表現，呈現緊密的正向關係。請參閱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2)、
Heckman (2000)及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6)。  

3 根據 2012 年一項全球幼教服務排名， 45 個參與比照的地方之中，芬蘭位列
榜首。請參閱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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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芬蘭的幼兒教育及照顧政策  
 
 
2.1 按照法例規定，芬蘭政府須提供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迄

今已近半個世紀。《兒童日間照顧法令》於 1996 年修訂後，所有
0-6 歲的芬蘭兒童，皆享有法定權利接受幼教服務。 4 這項法令在
過去 20 年經過多次修訂，觸及各類規管事宜 (例如提高師資及改善
相關服務的數據收集工作 )。 5 自 2013 年起，幼教服務政策的職權
範圍，由社會事務及衞生部轉移至教育及文化部，目標是為了

更有效地結合教育和照顧服務，並協助兒童於年滿 7 歲時順利由
幼兒教育過渡至小學教育。  
 
2.2 就政策目標而言，芬蘭幼兒教育及照顧政策的主導原則，

是為 0-6 歲的兒童提供橫跨不同專業的 "教育及照顧 " ("educare")，
着重 "照顧、教育與教學相輔相成 "。 6 雖然政策早年或較側重分擔
父母照顧子女的責任和協助母親就業，但近年較為聚焦幼童的自身

發展。  
 
2.3 學校教育規定方面，芬蘭於 2015 年修訂法例後，強制教育
於兒童 6 歲時才開始，接受為期 1 年的學前教育 (合共最少
700 小時 )，以便於 7 歲時順利過渡至小學教育。 7 儘管芬蘭父母可
按意願決定 5 歲及以下的子女是否接受幼教服務，但他們通常在
幼兒滿 1 歲時開始便行使上述法定權利，為子女安排幼教服務。
在此之前，芬蘭的父母可利用產假 (最多 105 個工作天 )、侍產假
(最多 54 個工作天 )及親職假 (最多 158 個工作天 )，在家中親自照顧
未滿 1 歲的幼兒。  
  

                                           
4 該法令於 1973 年制定，訂明地方政府須負責提供日間託兒服務。 1996 年的
修訂則訂明所有未達入學年齡的兒童，均有權使用日間託兒服務。 2015 年，
因應政府削減財政預算，法令再經修訂，把無條件提供的日間託兒服務縮減

至每星期 20 小時。然而，很多地方政府在財政狀況許可下均決定繼續提供
全日服務。請參閱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0)及
Salminen (2017)。  

5 Finnish National Agency for Education (2019)及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19a)。  
6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15).  
7 芬蘭正規學前教育為期 1 年，比香港的最少 3 年為短。自 2001 年起，芬蘭
地方政府必須為適齡幼童提供免費學前教育，到 2015 年更加改為強制
參與。請參閱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19b)。  



3 

2.4 就幼教服務的財政支援而言，芬蘭政府向 6 歲及以下兒童
的父母發放多項資助。第一，父母在上述 3 類假期期間，可以領取
"育兒津貼 "，數額通常相當於他們收入的 70%。 8 第二，如果他們
希望在假期後留在家中照顧子女，可申請 "子女家居照顧津貼 "，
每月基本數額為 338 歐元 (3,127 港元 )，可領取至子女滿 3 歲。 9 
第三，如父母使用私營日間託兒中心，或僱用私人保姆在家中照顧
子女，則可每月領取 "私人日間照顧津貼 "，每名子女可獲數額介乎
63 歐元至 317 歐元 (582 港元至 2,932 港元 )，視乎家庭財政狀況及
兒童的發展需要而定。另外，父母可選擇使用市政府發出的

服務券。 10 第四，父母可僱用由公營機構管理的保姆，或把子女
送往政府資助的日間託兒中心 (詳情見下文 )。 2017 年，芬蘭共有
401 341 名 0-6 歲兒童，當中只有 9.7%的父母選擇不領取上述任何
資助 (圖 1)。餘下的 362 340 名兒童，逾半入讀市政府營辦的日間
託兒中心。  
 
 
圖 1   2017 年按幼教服務支援類別劃分的 0 至 6 歲芬蘭兒童分布  
 

 
資料來源： Social Insurance Institution of Finland (2018)。   

                                           
8 Social Insurance Institution of Finland (2015). 
9 首名子女每月可獲得 338 歐元 (3,127 港元 )的基本津貼額，並可按照家庭財政
狀況每月領取最高 181 歐元 (1,674 港元 )的補助金。然而，隨後每名子女只可
獲得 101 歐元 (934 港元 )的基本津貼額。除此之外，市政府或會提供補助
津貼。請參閱 Social Insurance Institution of Finland (2019)。  

10 私人日間照顧津貼透過全國社會保險計劃發放，而服務券則由市政府發出，
各 個 城 市 提 供 的 服 務 券 面 值 有 所 不 同 ， 用 以 支 付 特 定 服 務 的 費 用 。 以

赫爾辛基為例， 2017 年服務券的面值約為每月 120 歐元 (1,058 港元 )，可
用作參加遊戲小組活動。請參閱 Kumpulainen (2018)及 Social Insurance Institution of 
Finland (2015及 2019)。  

41 607 (10.4%)   

72 765  
(18.1%)   

188 354  
(46.9%)   

20 578 (5.1%)   

15 587(3.9%)   

23 449 (5.8%)   

39 001 (9.7%)   
育兒津貼  

家居照顧津貼  

公共日間託兒中心  

公共保姆  

私人日間照顧津貼  

服務券  

以上皆否  



4 

3. 芬蘭日間託兒中心的特點  
 
 
3.1 具體而言，政府資助的日間託兒中心有以下主要特點：  
 

(a) 由市政府提供服務：地方政府當局負責 (i)透過日間託兒
中心提供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及 (ii)對這類服務進行
質素控制及監督。地方政府有法定責任，在接獲緊急

個案申請後兩星期內安排日間託兒學位； 11 
 
(b) 每日提供最多 11 小時服務：日間託兒中心的服務時間
通常甚長，平日約為 11 小時 (上午 6 時至下午 5 時或
上午 7 時至下午 6 時 )，足以讓芬蘭的父母全職工作。
部分中心甚至會為須輪班工作的父母，提供延長服務時

間、通宵服務及周末服務；  
 
(c) 政 府 巨 額 資 助 ： 日 間 託 兒 中 心 根 據 (i)家 長 收 入 ；

(ii)家庭成員人數；及 (ii i)服務時數，釐定服務收費。
地方政府提供大額資助，而法例同時規定每月收費上限

為 289 歐元 (2,673 港元 )，即為當地個人收入中位數的
約 9.6%。大體而言，父母平均只須繳付服務成本的
14%，而低收入家庭甚至不用繳付任何費用； 12 

 
 近期，芬蘭政府於 2018 年推出一項先導計劃，在

2018-2020 年間為 12 400 名或 20%的 5 歲兒童提供免費
半日服務，初步撥款 500 萬歐元 (4,600 萬港元 )； 13 

 
(d) 日間託兒中心的法定員工比例：公營及私營日間託兒
中心的員工一般均包括 (i)教師、 (ii)特殊需要教師、
(ii i)社工及 (iv)護士，以提供全面的教育及照顧服務。
根據芬蘭法例及指引，成人與兒童的比例對 0-2 歲兒童
應為 1:4，對 3-6 歲兒童則為 1:8，而學前班兒童
為 1:13； 14  

                                           
11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 (2013).  
12 Council for Creative Education (2019)及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15及 2019a)。  
13 Finnish Education Evaluation Centre (2018). 
14 實際上，芬蘭每名幼兒 (3-6 歲兒童 )教師在 2013 年平均只須負責照顧 10 名
學生，遠低於經合組織 14 名的平均數。請參閱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19b)、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6)及 Salmine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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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師資的法定要求：芬蘭法律亦訂明，日間託兒中心的
教師及其他員工，一般必須具備高中資歷，而學前教師

及特殊需要教師等專才，則必須持有學士學位或以上

學歷。 15  事實上，員工的實際資歷通常遠高於最低
要求。  

 
 芬蘭政府於 2018 年公布，日間託兒中心的學位持有人
最低比例，將由現時的三分之一，倍增至 2030 年的
三 分 之 二 。 政 府 為 此 在 2017-2021 年 間 撥 款

2,800 萬歐元 (2 億 4,700 萬港元 )，以擴大教師培訓
名額； 16 及  

 
(f) 靈活及個人化的課程： 2016 年更新的幼兒教育全國
核心課程，列出 5 個能力範疇，即語言、藝術、社會、
自然環境及個人健康。由於課程文件沒有訂明必修科目

或學習成果標準，服務提供者在設計校本課程時享有

高度自由。當局一方面鼓勵學校透過遊戲教導學童，

另一方面規定學校須與家長討論，為每名兒童訂立個別

學習計劃，照顧他們的獨特需要。  
 
 
3.2 芬蘭用於幼教服務的公共開支，由 1980 年佔本地生產總值
0.6%，提高接近一倍至 2015 年的 1.1%，遠高於經合組織在
2015 年的 0.7%平均值及香港在 2017-2018 年度的 0.26%。 17 芬蘭
政府能夠對幼教服務作鉅額投資，某程度上有賴其福利國家制度的

特高稅率來維持 (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合計，薪俸稅最高可佔收入
約 56%)。1997-2017 年間，入讀日間託兒中心的 1-6 歲芬蘭兒童，
比例由 36%顯著增加至 54%(圖 2)。然而，1 歲幼兒接受幼教服務
支援的比率只有 34%，因為許多父母利用各項假期和津貼親自照顧
小孩。隨著父母陸續重返職場，該項比率在 5 歲急升至 86%。 18 
  

                                           
15 許多學前教師實際上持有碩士學位。請參閱 Bavarian State Institute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2017) 及 Finnish National Agency for Education (2017)。  
16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17 數字包括用於學前教育及幼兒照顧的公共開支。請參閱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9)及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8)。  
18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Welfare (2018).  



6 

圖 2  1997-2017 年間入讀公共日間託兒中心的 1 至 6 歲芬蘭兒童  
 

 
資料來源：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Welfare (2018)。  

 
 
3.3 芬蘭推行幼教服務政策的成效，可反映於下述指標。

第一，日間託兒中心負起照顧兒童的責任，讓芬蘭的母親能夠在
生育後重返就業市場。舉例而言， 25-54 歲的壯齡芬蘭婦女在
2017 年有多達 84%投入勞工市場，遠高於經合組織和香港的
73%。 19 第二，正如引言部分所述，芬蘭的幼教服務能夠增強兒童
的學習成果。根據經合組織於 2016 年完成的分析，芬蘭的 15 歲
學生在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 "(即 "PISA")取得傑出的學術成績，可
歸因於該國為 0-6 歲兒童提供普及、平等而優質的幼教服務。 20 
第三，根據 2012 年一項有關幼教服務的全球排名，按照 "容易
負擔 "、 "容易獲取 "及 "服務質素 "3 大準則評分，芬蘭在參與比照的
45 個地方中高踞榜首。 21 
  

                                           
19 經合組織及香港的相關數字分別為 2016 年及 2018 年數據。  
20 自 2000 年以來，芬蘭在 PISA(包括閱讀、科學及數學測驗 )的表現一直在前列
位置。根據 2012 年一項就 PISA結果進行的專門研究，芬蘭的 15 歲學生如在
年幼時曾接受最少一年的幼教服務，他們在數學測驗的得分會較未接受過

同等服務的學生高出 34 分。請參閱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6)。  

21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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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創新教育模式 "Me & MyCity" 
 
 
4.1 芬蘭近年為 12-13 歲就讀 6 年級 (類似香港的小六 )的學童，
進 行 一 項 創 新 的 教 育 實 驗 ， 備 受 國 際 注 目 。 概 括 而 言 ，

"Me & MyCity"是為期一天的社會模擬遊戲 (或體驗學習 )，由名為
"TAT" (意即 "經濟與青年 ")的非牟利組織舉辦，並獲政府和私人慈善
基金全額資助。參加的學生須在一個微型社會中扮演模擬角色

(例如專業人士、消費者及公民 )。這計劃於 2010 推出，最初只有
800 名 6 年級學生參與。到 2016 年，參加人數擴大 55 倍至每年
45 000 名，佔全國 6 年級學生的 70%以上。 22 
 
4.2 這個社會模擬遊戲旨在加深芬蘭兒童對經濟的認識。除了

學習全國核心課程所涵蓋的概念外，他們還可藉此從小熟悉企業

經營的實況和就業市場的行業要求。 23 以下是這項計劃的主要
特點： 24 
 

(a) 結合課堂教學：參加計劃的學校會獲提供 10 個課堂的
教學材料。該等材料按照全國課程制訂，涵蓋經濟及

社會的基礎知識，有助學生預備參與其後的微型城市

角色扮演；  
 
(b) 透過角色扮演從體驗中學習：為期一天的角色扮演
遊戲，在面積約 500 平方米的場地進行，當中設置多個
攤位，代表各類機構，每場有多至 80 名學生在導師的
協助下從事不同專業，以工作賺取薪酬，同時扮演

消費者和公民的角色； 25 
 
(c) 加入真實生活元素：遊戲中的機構，包括多個真實存在
的公司及公營服務提供者。這些機構亦有份參與設計

微型城市內各種職業，使學習環境更貼近現實；及  
  

                                           
22 Me & MyCity (2014)及 The Atlantic (2016)。  
23 按照 2016 年修訂的芬蘭全國核心課程，學生須由 4 年級 (相當於小四 )開始
學習財務事宜。舊課程中，這課題到 9 年級 (相當於中三 )才開始教授。請
參閱 University of Vaasa (2016)。  

24 EduTAT (2018)及 Me & MyCity (2014)。  
25 "Me & MyCity"亦為 9 年級學生開發了一項計劃。學生分組成立公司進行
比賽，務求獲取最大利潤和最佳聲譽。請參閱 Deutsche Well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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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運用資訊科技：為了模擬各類金錢交易 (例如商業

買賣、消費、支薪及繳稅 )，這項活動運用數碼系統，

支援參加者 "銀行帳戶 "的款項轉移。  
 
 
4.3 根據芬蘭一所大學進行的研究， "Me & MyCity"成果顯著。超
過 75%參加者表示活動能提升他們對經濟事項的興趣。此外，他們
在財務知識測驗中的得分，平均提高了 17%，尤其是對於利率、商
業利潤及定價對競爭的影響，明顯加深認識。 26 這項計劃亦獲得
國際認可，包括因推廣企業家精神而於 2013 年獲歐洲委員會頒發
獎項，並因其創新教學方法而於 2014 年在 "世界教育創新峰會 "獲
奬。基於這些成就，這項計劃現已推廣至世界其他地方，包括於

2019 年 7 月在北京推行。  
  

                                           
26 University of Vaas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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