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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央情報局預估，2021 年台灣的生育率將位列全球最低。而台灣專家認

為，晚婚甚至不婚是其中關鍵。 

 

台灣的生育率排名即將位列全球末座丶台灣政府更將少子化列為「國安問題」。

專家指出，晚婚才是少子化的關鍵，改善的方法之一是接納更多元的婚育價值

觀。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 今年 4 月發布預測報告指，2021 年在 227 個國家和地區

當中，台灣平均每位女性將只生 1.07 胎，位列全球最後。其餘倒數幾名的國家

與地區也皆位於東亞，包括香港丶澳門丶新加坡丶南韓等。 

 

台灣行政院就指出，台灣超低生育率的五大原因包括育兒成本高丶工作與家庭

照顧難兼顧丶公共化嬰幼兒教育與照顧服務量不足丶婚育價值觀改變(包括晚婚

丶不婚丶不生)以及青年的經濟壓力。當前，台灣政府正積極推動育兒津貼等方

式鼓勵民眾生育，但退一步思考或許有其必要性。 

 

「晚婚到最後不婚，其實就是（少子化）很主要一個推進力。」台灣的中央研

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鄭雁馨告訴德國之聲，在台灣或是整個東亞，沒有

結婚基本上不會有生育行為; 而在台灣通常有進入婚姻的人，生育數通常能維

持在兩個小孩。 

晚婚的趨勢確實在台灣越來越明顯，台灣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截至 2020 年底

為止，台灣 25 至 29 歲的人仍有超過 8 成未婚，30 至 34 歲有超過 5 成未婚。

而台灣內政部統計，2019 年，台灣女性生第一胎的平均年齡提升至 31 歲。 

 

「台灣可能是整個東亞女性平權丶性別平等最高的，可是那個高反應的是在家

庭以外的場域，比如說在教育，在就業上。」鄭雁馨強調，在家庭內的家務分

工丶養小孩丶奉養老人都還是落在女性身上，這反映出家戶內性別平權步調仍

緩慢，使得女性對進入婚姻更加謹慎丶女性在找對象時花費更多時間，間接影

響生育行為。 

 

台灣社會心態轉變成關鍵 

身處接生寶寶的第一線丶擔任婦產科醫師 11 年的烏恩慈對德國之聲說，台灣女

性的困境之一是得在生養小孩和職涯當中做抉擇，但她認為社會應該接納更多

元丶寬廣的生命歷程。「不一定就是我們人生（順序）就是念書，畢業，然後結



婚生子，然後女生又要被迫說到底要先生小孩丶還是要拼事業，就是可以讓這

個過程變得更彈性。」 

台灣社會普遍會把婚姻和生育綁在一起。烏恩慈建議，婚育應該脫鉤，她以在

診間觀察的經驗指出，仍有不少還不想走入婚姻丶但希望有小孩的單身女性，

台灣政府應該開放單身女性做人工授精丶甚至讓同志家庭適用人工生殖法，讓

希望生小孩的民眾能不受傳統「婚姻」的束縛。 

 

鄭雁馨補充：「假設我們的社會能夠逐漸的變得更開放，更多元去接受一些願意

生養小孩的，不管是男性或是女性，他們能夠由在沒有婚姻關系的狀態下去生

養的話，那們我們就不會被局限在說，我們今天未婚人口有多少。」 

 

在台灣，職業媽媽是很普遍的狀況；但在日本，往往婦女懷孕後就會離職，若

要當職業婦女，會面臨多少問題呢？  

在台灣，職業婦女面臨職涯與育兒兩難。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統計數據，2018 年，冰島丶法國丶挪威丶瑞

典丶丹麥等國有超過 5 成的新生兒都由非婚姻關系下的母親所生; 該年，德國

也有約 3 成新生兒在出生時，母親在非婚姻狀態下。 

 

鄭雁馨在「台灣超低生育率的迷思與現實」一文中以法國為例，指該國自 1960 

年代起曾經歷結婚率大幅下降，但其生育率從未崩盤，直到 2018 年其生育率仍

能維持在 1.88（平均每位女性生 1.88 胎），主要就是因為法國對女性生命與理

想生育環境的看法開放;該年，大約有 6 成的新生兒在出生時，父母沒有婚姻關

系，而是穩定的同居關系，且同居關系受到法國的民事伴侶契約制度（PACS）

保護。 

 

反觀台灣，她並非全然鼓勵台灣社會未婚生子，而是希望台灣社會能好好思考

傳統婚姻價值的意義。她以上述高所得丶高生育率的國家為例，指這些國家擁

有高比例的未婚生子只是表象，其實背後反映的是這些國家的年輕世代對傳統

意義婚姻的更深層反彈，代表更開放和多元的社會。（相關報導：被遺忘的大屠

殺》猶太人之外，他們也被德國種族滅絕！今天，柏林當局認帳了｜更多文

章） 

 

「當大家對於家庭跟生命歷程的想像更多元的時候，就會讓女生有更多的選

擇，她就沒有一定要二選一，她可以有很多的選擇的時候，當然就是促成更多

人願意生小孩。」烏恩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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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評析                                            邱寵萱 

 

【尊重生命 由我出發】 

從新聞中的數據，不斷地對照自己的生活，身為一個 30 多歲結婚，且育

有兩位女兒的媽媽、職業婦女，對於生活中少子化、晚婚、不婚、職涯選擇等

問題，感受很深。不同的國家與文化，可能對於家庭的定義和傳統的價值觀不

同，但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自尊，透過學習去拓展視野、接收多元觀點，

進一步與自己對話，理解自己的想法、需求和情緒感受，然後在自己的原生家

庭環境、新組家庭環境、職場、社會等等場域中，平衡想法和處境，詢問自己

的意願和生活方向，最後做出合適的決定。尊重生命，應該由「我」出發。或

許在決定下，會遭遇多重複雜的困境和壓力，但若是自己的決定和人生，或許

關關難過關關過，可能會更有毅力和信念去解決問題和承擔責任與壓力。當婚

育觀念漸漸地趨向於尊重自己與伴侶的真實想法(例如：非大家的盼望、非傳統

價值觀的束縛)、家庭的情境(例如：生活的條件、品質)、政策的協助(例如：補

助、育兒機構)等等，那是否要結婚？是否要生育孩子？都成為一個彈性且尊重

生命的議題。 

 

【性教育 從尊重開始】 

性教育從尊重開始，而婚育觀念也適合從家庭、學校性教育學習。若在家

庭中，照護者從小便以尊重的方式對待伴侶及子女，也在日常生活中願意透過

家庭事件、社會事件與子女討論互通關於婚育的價值觀，可以讓孩子從小便在

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氛圍下成長，進一步當孩子成年後、進入親密關係後或是面

臨人生不同階段任務的判斷和抉擇時，會更有健康的能量去肯定自我、勇敢抉

擇、負責任的對待生命。在學校中，當有類似處理人際關係或家庭問題的情境

時，也是和孩子討論互動情感關係和婚育價值觀的好機會。只要站在尊重、傾

聽、理解、多元思考和判斷的立場上，這些討論和互動對於孩子都是有價值且

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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