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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背景理念與學習目標

一、背景理念

近年來臺灣少子女化的衝擊已經讓臺灣

在人口議題上躍上世界舞臺。歐洲學者

特別對臺灣的少子女化的關注變得似乎

比經濟議題更為熱衷。牛津大學社會政

策學系的人口研究學院（Institute of 

Demography）學者Dr. Sturt Bansen

就曾經特別以臺灣當成研究主軸，他覺

得臺灣目前少子女化現象就像當年法國

一樣，臺灣是很值得研究的地方。臺灣

的人口問題，除了少子女化之外是高齡

化，雖然高齡化是世界的趨勢，但是臺

灣是老化的速率相當快，家庭和社會照

顧壓力以及人口的依賴率特別高，這都

會影響家庭或是女性在家庭中的照顧和

婚姻的選擇壓力等等。

1.少子女化趨勢 : 

從粗出生率來看，臺灣近年人口出生率

下降情形，從民國 92年的 10.06‰，

下滑至民國 101年的 9.86‰，育齡婦

女總生育率降至 1.27屬於超低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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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少子女化問題越趨嚴重。民國 99年臺灣的育齡婦女總生育率還曾經降到 0.90，

成為全世界出生率最低的國家。因此，如何從女性晚婚或不婚中找出原因，進而改變

整個社會的婚姻文化，提出鼓勵生育對策。

其實遲婚和不婚可能才是造成臺灣少子女化的原因之一，畢竟臺灣的生育和結婚還是

經常綁在一起的，短期內，這樣的價值觀似乎仍不會有很大的變化。

2.遲婚和不婚趨勢 : 

過去 30年來我國男女初婚年齡呈現上升趨勢，民國 63年男性初婚平均年齡為 26.7

歲，女性為 22.3歲，至 101年男性初婚平均年齡為 31.9歲，女性為 29.5歲。國人

有偶率，以主要結婚年齡 20~24歲、25~29歲及 30~34歲三組為例，民國 63年男

性有偶率分別為 13.27%、59.51%及 86.46%，女性分別為 43.61%、83.55%及

93.26%，至民國 101年男性有偶率分別為 1.72%、13.04%及 38.85%，女性分別

為 4.56%、25.06%及 53.22%。

圖 5-1年人口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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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經建會（民國 99年）： 中華民國 101 年至 149年人口推計報告（民國 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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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後現代婚姻與少子女化的糾葛 : 

Esping-Andersen（2009）在他的名

書：「未完成的革命：適應女性新角色

的變遷（The incomplete revolution: 

Adapting to women's new roles）」

中特別提到：人口學者用二次人口轉型

來說明「少子女化與欠穩定的家庭」將

是長期的發展趨勢。他說，有人解釋這

種現象的發展和後現代的個人優先的或

個人自我實現優先於親職責任的轉變有

關。但是他否定這一點。他說，瑞典在

1980年代的總生育率只有 1.5，但是

到了 1990年代則上升為 2.0，到九○

年代末期又降為 1.6，我們能說瑞典的

現代主義在九○年代比在八○年代程度

低？再看看歐洲其他國家，法國在九○

年代後期的總生育率約 1.8，但是義大

利只有 1.2，難道前者比後者沒那麼現

代主義風？

4.女性就業與少子女化的糾葛 :

Esping-Andersen (2009)說傳統解釋

生育率有兩大理論 : 1. (男性 )「賺錢力

(Earning capacity)」，2.「媽咪機會成本

(opportunity cost of motherhood）」

即女性有小孩之後終生可能損失賺錢的機

會成本。但是到今日，這些理論都未必成

立了。跨國研究中發現，就業率高的國

家生育率也高；高生育率的已開發國家

女性就業率也高。而且在北歐國家，教

育程度低的生育率相對是比較低的，因

此教育可能也已經不再是重要影響因素

（Esping-Anderson，2002）。 不 過，

對當前的生育率的影響，重要的因子之一

應該是女性的新角色，尤其是終生投入就

業 的 角 色 (Esping-Anderson，2009；

McDonald，2002)。

5.統整觀點：性別與代間照顧的社會心理

分析 :

歐 洲 GGS survey（Gender and 

Generation Survey）所採用的生育選

擇決定論，融合微視 -巨視觀點（micro-

macro perspective）， 尤 其 是 以 社

會 心 理 理 論（social-psychological 

theory）為基礎，接近「Ajzen計畫行

為 理 論（Ajzen's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TPB)」（Ajzen，1991)，

似乎比較能解釋少子女化和婚姻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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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計畫行為理論（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adapted and modified from 

Ajzen，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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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理論（見上圖）已經廣為歐洲國家所

使用，採廣泛的巨視面的政策如何影響

人的生育和婚育決定系統，以及人的意

圖和行為（intention and behaviour）

之關係。這模型指出，人的行為是受

到三種評估過程的影響，而評估又受

到認知和動機的影響（Micro-macro 

perspective）：詳細內容如下：

◆個人所感受的國家政策與政策結果

（例如這行動對個人或是伴侶的影響

結果會如何？）

◆個人所感受的社會規範（婚育行為本

身的社會壓力？）

◆個人所感受到可以控制行為的程度

（覺得在執行行為時的可控制性？）

這些都會受到個人背景以及社會中的結

構因子包括價值觀、年齡、性別、教育

程度、收入宗教等等的影響。 

根據內政部民國 99年統計公報顯示，

臺灣總生育率（婦女平均生育子女數）

下探到 0.90，即平均每位婦女一輩子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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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到 1個孩子，名列全世界倒數第一。

而同年 1內政部戶政司的資料則顯示，

臺灣地區人口的總出生數呈現逐年遞減

的狀態，從 2004年的 21萬多人，到

2008~2009年剩 19萬多人，民國 99

年更是掉到 16萬多人，足以顯示出臺

灣已受到少子女化的衝擊。國內許多專

家學者皆對臺灣的少子女化現象進行分

析與研究，作者認為找出臺灣生育率持

續下滑的原因，大致可分為下列幾項：

一、有偶率下降：隨著社會價值觀的改

變，大眾對於「單身貴族」的接納

程度提升，傳統上認為成家立業為

人生必要階段的觀念漸漸被轉變，

且臺灣的離婚率逐年上升，此亦影

響年輕男女選擇步入禮堂的意願。

有偶率與生育率有一定程度的關聯

性，雖然臺灣的社會風氣已逐漸開

放，但對於未婚生子、非婚生子女

的接受程度仍然較低，因此臺灣新

生兒的非婚生率不高，未婚懷孕的

婦女有較高的機會選擇墮胎。

二、婚育年齡延後：現代人就學期間普

遍延長，年輕人選擇繼續就讀研究

所的比例增加，加上擁有更多元的

人生規劃（出國深造、進修、創業

等），造成結婚年齡的延後，因

此亦造成生育頭胎的年齡延後。然

而，婦女的生育時間有限，高齡產

婦又有一定的風險，能生育的時間

因而被壓縮。

三、照顧家庭化：如果以家庭作為照顧

孩子的全部責任者，一個小孩從出

生到接受完整教育的花費（包含生

育費、養育費、教育費等）保守估

計約要 500萬元，這還是以公立學

校計算，若小孩唸的是私立學校，

費用將更為龐大。孩童的照顧負擔

重，而華人社會（包括臺灣）又

普遍將小孩的養育視為家庭、父母

的首要責任，「不能讓孩子輸在起

1 民國 99年。



第五章　「人口、婚姻與家庭」案例分析   

101

跑點上」等種種觀念更增加了許多

家庭的開銷，沈重的負擔使得年輕

人不敢結婚，婚後也不敢馬上生小

孩。

四、女性勞動參與率提升：在平等權、

女權的提倡下，婦女的就業權逐漸

受到保障，女性投入就業市場的比

率也漸漸升高。然而，女性仍舊被

社會期待作為孩子的主要照顧者，

此一角色並未因女性投入職場而有

所改變。在此情況下，女性容易陷

入家庭與工作的兩難，若沒有相應

的托育等配套措施，婦女容易因為

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而陷入是否

生育的掙扎。

五、社會風氣的改變：最為顯著的是性

觀念的開放，其大大降低了婚姻與

性行為間的關聯性，且男女關係交

往模式的改變，「同居」、「婚前

性行為」等逐漸為年輕男女所接受，

結婚不再是取得合法性愛的必要條

件，使得不婚、晚婚的情況增加。

然而，在社會對於未婚生子、私生

子的態度仍趨保守、負面的情況下，

未在婚姻關係中的女性若懷孕，可

能會因為害怕自己、孩子將來被貼

標籤，而選擇不將孩子生下來。

二、學習目標　

（一）了解臺灣人口發展趨勢和婚育現

象。

（二）認識少子女化的性別動態因子和

性別角色壓力觀點。

（三）了解婚育、家庭組成的性別現象

和性別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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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案例解析

案例一

少子女化是女人不想生小孩？

小君是朋友眼中認定「一帆風順」

的女人。當年以優異的大學學歷畢

業，順利找到一份工作，收入雖不

是太多，但仍算穩定。幾年後，她

與愛情長跑多年的男朋友共結連

理，兩人用這幾年工作的積蓄，在

臺北租了間房子一起打拼，結縭七

年來感情依舊甜蜜。

  然而最近，小君的生活有了一些

變化。年屆 30 的她，最近頻頻接

收到婆家的關心。小君的老公來自

人口眾多的大家庭，對於傳宗接代

的觀念非常重視，雖然他們非常喜

歡這個乖巧、有能力的媳婦，但對

於小君的肚皮遲遲沒有動靜開始感

到緊張。於是，小君的婆婆開始每

週的電話關心，並和小君聊起自己

當初懷小君老公、照顧小孩的心

得，並在家族聚會時提及對將來孫

子的期待，種種動作皆讓小君倍感

壓力。周遭的朋友亦對兩人還沒有

小孩感到好奇，不斷詢問原因，他

們認為小君擁有不錯的工作、不錯

的婚姻，人生只差擁有小孩就至臻

圓滿。

  小君在公司工作邁入第七年，工

作的表現一直不錯，最近由於公司

高層改組，傳出可能將有人事異動

的消息，小君即將升遷的傳聞不脛

而走。關於孕育下一代，小君與老

公兩人其實已討論多次。她並不是

不想生小孩，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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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觀點解析 

少子女化真的是因為女人不想生小孩

嗎？以案例中小君的情況為例，她正面

對的，是家庭與工作的角色兩難，這也

是當今的職業婦女最容易碰到的情況之

一。生育是一個過程，從懷胎到生產，

以及產後的休養都有一定的期程，並非

一蹴可幾，更沒有辦法隨心所欲的控

制。因此，有工作的女性若要生小孩，

就需要付出相對較高的機會成本，不但

要考慮懷孕是否會影響工作表現，更常

有擔心請產假會影響上司觀感、害怕影

響考績與升遷的情況產生。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民國 101年調查發

現，儘管初任人員的經常性薪資並沒有

明顯的性別差異，女性的平均薪資卻只

有男性的 83.4%，推斷其原因為一般家

庭無法負擔龐大的托育費用，故女性只

能選擇請假、離職等方式自行照顧，或

尋求時間較彈性、待遇卻較差的一般行

政工作以照顧孩子。除了要擔心工作狀

況，普遍而言，女性仍然被期待負擔較

主要的家庭照顧角色。於是，在孩子出

生後，選擇留在職場打拼的女性則必須

變成名符其實的「女強人」，於焉開啟

白天拼命工作、晚上回家照顧孩子、並

負擔家務的生活。此種情況下，雙重、

三重甚至更多的角色期待通通加諸在她

們身上，這些媽媽們必須面對來自多方

的壓力，若沒有適當的調整，很容易陷

入兩難的角色中而無法跳脫。

▓ 實務運用

總結上述的社會、經濟因素，影響婦女

生育意願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缺

乏一個友善的生育環境。我國中央政府

自 1992年修訂人口政策綱領後，為了

因應日漸嚴重的少子女化問題，對人口

政策展開通盤的檢討，並逐漸將焦點放

在減輕女性在職場與家庭照顧之間的衝

突，盼能藉此提高生育率。然而，此些

試圖減輕職業婦女負擔的措施，似乎並

沒有達到預期的成效。

以育嬰假為例，雖已推動數年，從民國

98年推動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至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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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男性比率依舊只有

約 15%-18%，由此可看出其中仍有很

大的性別差異，女性仍舊被社會期待作

為孩子的主要照顧者。育嬰假之所以無

法改變職業婦女在家庭與工作之間的兩

難，除了請假者多為女性之外，還有一

更直接的原因：女性根本不敢請育嬰假。

近七成的女性表示自己曾面臨不敢請育

嬰假的情況，除了擔心影響上司、公司

的觀感，影響績效外，更有女性擔心自

己經過一段懷孕、生產的時間，會與就

業的大環境脫節，而無法繼續在競爭激

烈的就業市場中生存。最近更有報出員

工請育嬰假被扣年假的情況發生，以上

種種的擔心，皆讓女性在生子大門前卻

步，並對於安排好的生子計畫裹足不前。

從上述可知，若能使女性兼顧工作與家

庭，將能提高女性生育的意願。因此，

倘若想改變少子女化的現況，政府必須

創造更好、更友善的生育環境。前衛生

署國民健康局（現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在 2002年針對婦女生育後的滿意

程度及理由進行調查，有超過五成的受

訪者表示孩子能夠帶來親密與愛的感

覺，而大多數的父母也都同意，養育子

女能夠帶來許多正面的影響。因此政府

若能提供適當的生育政策支持，應能有

效增加婦女的生育意願，期能從思考職

業婦女的需求出發，對於產假、育嬰假

等措施，能夠建立更完善的配套，並建

立更全面的保母管理系統及托育措施，

以減低就業女性工作時的後顧之憂。另

一方面，更應建立兩性分工的概念，讓

女性為家庭主要照顧者的角色能夠有適

當的喘息空間。惟有如此，才能使女性

掙脫身上的枷鎖，以喜悅的心情迎接新

生命的到來。

▓ 問題與討論

一、 請回想你的家庭中主要是誰在負責

作家事呢？這是所有家庭成員共同

討論、約定的嗎？

二、 你的生活周遭有沒有未婚懷孕的女

性？她們遭受哪些歧視與壓力呢？

若你的親朋好友告訴你她未婚懷

孕，你會怎麼看待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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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三明治家庭 你我受得了？

雅婷是上市科技公司人力部門的經

理，先生在工廠擔任電腦繪圖師，

今年結婚剛滿七週年，也生下了第

三個孩子。兩夫婦在認真工作之

餘，也全心投入家庭，除了按月寄

錢回鄉下供養父母之外，對於孩子

的照顧以及教育也是竭盡所能的尋

找最好的資源來滿足孩子，一家人

雖稱不上是豐衣足食，倒也衣食無

缺。

    然而，先生長年住院罹患癌症的

父親過世之後，雅婷的婆婆也因為

行動不便在一次的跌倒受傷中感染

蜂窩性組織炎，雖然經過治療後已

經痊癒，但兩人也因此決定將獨居

的媽媽從彰化老家接回家裡，白天

參加社區老人中心的日間照顧，晚

上則由一家人就近照顧。隨著暑假

即將結束，雅婷的公司因為經濟不

景氣面臨財務危機而開始裁員；兩

個分別就讀私立國小和幼稚園的孩

子也即將要開學，學費又是一筆開

銷，先生為了維持家計，自願被工

廠外派到東莞六個月。面對突如其

來的改變，一瞬間婆婆以及孩子的

照顧責任全落到了雅婷肩上，在工

作和家庭壓力的兩頭燒之下，雅婷

越來越覺得喘不過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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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觀點解析 

一、什麼是三明治家庭？

所謂「三明治家庭」，指的是隨著社會

的變遷，伴隨著生育年齡上升以及醫療

進步的長壽，現代家庭所遭遇到同時面

臨子女教養需求以及長者照顧需求的雙

重壓力來源；主要家庭照顧者如同三明

治一般被夾在中間飽受壓力，故稱「三

明治家庭」。

面對現在少子女化社會的低生育率以及

生育年齡上升，家庭對於子女的照顧逐

漸趨向集中化，對孩子的教育資源和物

質需求無不追求最大投入，舉凡學費、

才藝、補習或是出國、電子 3C以及娛

樂用品等，孩子的教育支出反映了家長

在少子女化趨勢下不減反增的子女照顧

壓力。

除此之外，長壽所帶來的高齡化問題是

我國未來所面臨最主要的人口問題，

同樣的也是造成三明治家庭的主因，根

據行政院經建會（現國發會）的統計

（2012）的估計：2060年我國 65歲

以上占總人口比率亦將由 2012年之 

11.2%，增加為 2060年 39.4%。並且

扶養比將從 34.7%增加為 97.1%。若

僅觀察老年人口對青壯年人口之扶養負

擔，2012年約每 6.7個青壯年人口扶

養 1位老年人口，至 2060年將降為每 

1.3個青壯年人口扶養 1位老年人口。

少子女化的發展趨勢將造成未來扶養比

率過高的情形，隨之而來的長者照顧問

題，除了自家照顧之外，我國亦開始發

展長期照顧以及日間照顧的機制以完善

老年人口照顧之需求，然而所費不貲再

加上伴隨可能的醫療資源使用所產生的

高額費用，家庭對於長者照顧需求的支

出亦日益逐漸攀升。結合以上兩者的情

況，家庭照顧者如果選擇自己照顧無非

是一件重大的負擔，如果申請外在支援

協助，則服務費用亦是一項經濟壓力，

三明治家庭面對經濟支出增加必須尋求

新的收入來源，加重原本的工作壓力，

兩頭燒的情況下，對於家庭照顧者的身

體與心靈皆是巨大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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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來國際金融海嘯連帶的影響我

國，經濟不景氣帶來的是裁員和無薪

假，許多人因而失業，家庭頓失依靠，

另外單親家庭之家庭主要照顧者的比例

也逐漸增高，經濟上的重擔加上家庭照

顧的負荷，對於這些三明治家庭來說，

處境更是雪上加霜。 

二、三明治家庭中的性別問題

過去研究結果顯示，在三明治世代中女

性對於壓力的感受較男性為大，其主要

原因可能由於女性目前為我國家庭中的

主要照顧者，其直接感受照顧壓力增加；

又在過去父權社會體制下，對於男女性

別角色在家務分工存在既定印象；男主

外，女主內的社會文化，其期待女性扮

演照顧家庭成員之角色，也因此在家庭

照顧的議題當中，女性往往受到來自丈

夫、家人甚至是外人的眼光，承受比男

性更多的壓力。

▓ 實務運用

從直接面來看，源自國外的 Respite 

Care（喘息照護）方案，我國一開始發

展針對家中有照護性需求的家庭的喘息

協助服務方案；對於初生之幼兒以及未

滿 12歲之孩童提供家庭得以負擔的托

育服務；年長或是身心障礙等失功能者

得向各縣市衛生局以及社會局依其需求

申請居家喘息服務或是機構喘息服務。

上述政策皆在協助家庭照顧者分擔家庭

照顧工作，並且減輕經濟負擔。

然而從社會層面來看，三明治家庭的問

題更可以被推導為高齡化社會以及低出

生率所交集之結果。故就鉅視的觀點而

言，應解決低死亡率所帶來的社會扶養

成本以及醫療資源資本問題，不論是提

倡扶養回歸家庭或是主張扶養是社會責

任的政策在各國都有爭議，老人對於未

來社會所帶來的龐大壓力都會是已開發

國家未來發展的一大重點，而且只會更

加沈重。其次是針對我國的低出生率，

中央以及地方都提出了許多的催生方案

以及托育補助，然而，也因為資源不

同水平，也產生了城鄉之間不平衡的流

動情形；對於每個家庭來說，無論是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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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長者或是生兒育女，最終的關鍵還是

落在經濟問題上，除了各式各樣的服務

補助之外，更重要的還是在大環境的改

變。

▓ 問題與討論

一、三明治家庭逐漸普及，你的周遭有

這樣的案例嗎？你認為這些家庭遭

遇到什麼樣的困境，有哪些需求？

又處在三明治家庭中的照顧者最需

要的是甚麼樣的服務呢？

二、相較於男女不平等的社會記憶，你

認為在現代家庭中與過去家庭對於

男女的想像與期待有哪些改變呢？

這些改變存在於你的家中嗎？反思

自己所處的階級文化中，對於性別

角色刻板印象是否有所突破呢？

案例三

婚育三部曲制約了我們？

一、婷婷是一個社會新鮮人，畢

業後進入公司認識了同部門

的阿力，在阿力的熱烈追求

下，兩人迅速墜入愛河。最

近他們即將交往滿兩週年，

婷婷卻發現她的生理期遲遲

沒有來，到醫院檢查後，被

診斷已懷有三個多月的身

孕，震驚之虞，婷婷與阿力

討論是否應將孩子生下來，

阿力也表示贊成，並表示願

意負孩子的撫養責任。

然而，婷婷希望兩人能在孩

子出生前先結婚，阿力卻認

為目前兩人皆沒有穩定的經

濟基礎，並不適合現在舉辦

婚禮，且他也希望能給婷婷

一個完美的婚禮，而不是在



第五章　「人口、婚姻與家庭」案例分析   

109

如此倉促的情況下舉行。兩個

人為了先結婚再生小孩，或者

先生下小孩再結婚而僵持不

下，遲遲無法達成共識，雙方

家裡的長輩更是各有立場，不

願輕易退讓。眼看著肚子一天

天隆起，婷婷的精神壓力也越

來越大…

二、阿泰今年三十三歲，大學畢業

後離家在新竹軟體公司擔任工

程師，至今工作狀況和經濟收

入都很穩定。每當逢年過節回

家時，家中的長輩總會詢問有

沒有女朋友？甚麼時候打算結

婚？阿泰總是含糊的用找不到

對象的理由帶過。其實，阿泰

早已有個同居長達五年的男朋

友，兩人感情交往已久，感情

穩定。對於向親人隱瞞自己的

性向總是讓阿泰感到兩難，無

法達到家人的期待讓他感到愧

疚，也因為自己身為家中的獨

子卻不能夠完成家族傳宗接代

的工作而倍感壓力；而另一方

面，他也始終擔心一旦自己終

於鼓起勇氣出櫃，自己保守的

家人也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看著電視上多元成家修法的新

聞，阿泰好希望自己也能夠

與所愛的人共同建立自己的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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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觀點解析  

在薪資、物價、房價等現實的問題上，

錢的問題讓結婚這件事情的門檻提高，

讓人卻步；而感情逐漸開放的社會之中，

相較於過去二三十年的世界，現代人的

感情世界變得更多元、也更複雜。另外，

隨著節節攀升的離婚率，家庭的穩定性

已開始漸漸不如以往。現代人所需面臨

的結婚選擇已不復以往，也漸漸的許多

人選擇晚婚，甚至決定不婚的人口也逐

漸增加。

遲婚以及晚婚已逐漸成為我國的趨勢；

就過去的研究觀察顯示，從初婚年齡

來看，民國 63年男性初婚平均年齡為

26.7歲，女性為 22.3歲，而到了 100

年男性初婚平均年齡已升高為 31.8歲，

女性則為 29.4歲；各年齡層的男女有

偶率亦大幅下降；上述的情況足以顯示，

相較於 40年前的臺灣社會，經濟社會

環境的變動確實影響了結婚的風氣，國

人對於婚姻的態度確實是有所改變的。

所謂『婚育三部曲』，其指的是從戀愛、

結婚到生育的直進過程。然而這樣的觀

點正逐漸開始受到考驗。

有別於過去保守的家庭式社會，現代社

會講求自我選擇的權利，從個人的觀點

來看，結婚無非是自己人生大事；在過

去傳統社會，家庭對於女兒的期待就是

早早找個好男人嫁了，以後得以在家相

夫教子；然而在地位提升之後，「婚姻」

不再只是唯一的選擇，譬如遊學、工作；

女性有更多的空間可以對於生活規劃加

以選擇。不論男性與女性，在選擇不婚

時，有的保有單身的自由，也有的人是

與伴侶溝通之後找到最適合的相處模式

如同居。

除了婚姻的價值改變之外，生育的觀念

上也逐漸隨著現代化的腳步而開始獨

立。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在

過去的儒家社會中，傳宗接代勝過婚姻

一切目的，然而這樣的觀念現在也逐漸

的在淡化，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不生育；

而在生育之後，冠母姓或是同時冠上父



第五章　「人口、婚姻與家庭」案例分析   

111

母姓也開始能夠被大眾所接受，可見就

連姓名這樣一件簡單的事情，都能存在

著現代婚姻的多元價值。

其次，受到過去倫理觀念的影響，婚姻

內生育的「正當性」和「適可性」依然

是人們在組織家庭時的考量；也因此一

般人的生命規劃中往往都是先結婚再生

小孩，非婚姻關係的生育較不能夠被大

眾所認可。然而現在除了未婚懷孕的標

籤逐漸的脫離污名化之外，因為工作、

學業或是其他私人的原因，我們更能看

到許多男女跳脫傳統的家庭印象，選擇

婚姻以外的方式養育子女。

婚育三部曲可以被視為是一種過去社會

所累積的文化，然而是不是我們能夠有

更多的自由在這當中追求自我呢？對於

現代人來說，無論先有後婚、先婚後有、

還是選擇不生小孩；處在強調個人選擇

的社會中，男女對於婚姻、子女以及家

庭的選擇更有彈性，跳脫傳統的婚姻想

像，每個人都能夠與自己的伴侶一同規

劃協調屬於彼此的人生歷程，如此一

來，也更能實踐符合現代觀念的戀愛以

及婚姻價值。

▓ 實務運用

隨著時代的演進，不論是物質或是制度

上都已經有很大的進步，在人權以及性

別的觀念逐漸普及之後，婚姻的型式也

開始走向多元；在過去，婚姻與家庭可

以說是兩個密不可分的概念；然而同居

家庭、多人家庭的出現，甚至是同志關

係，都顯示了現代社會的各種親密關係

所富含的多元差異已非過去過時的制度

得以回應。

1989年，自丹麥首開同性伴侶法之風

氣，有關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及伴侶成家

的議題亦在各個國家受到重視，基於

「平等」、「自由」和「反歧視」的目的，

至今已有三、四十個國家承認「異性戀

婚姻」以外的多元成家型式。由婦女新

知基金會、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臺

灣女同志拉拉手協會、臺北市女性權益

促進會、臺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以及

同光同志長老教會等六個團體以及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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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所共同組成的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

盟，其所推動的伴侶法主要訴求即在強

調成家的權利不應被局限在男女的性別

限制和婚約之中。

以現在強調性別多元和個人選擇自由的

社會來說，過去男與女之間的婚姻型式

已無法含括每個人對於追求愛與家庭的

需求以及權利。在多元成家的主張中，

其主要在於彰顯人民有創建家庭以及自

由選擇家庭形式的權利；家庭的功能在

於保障成員之間的親密關係以及各種互

動，性別與婚姻不是唯一的成家先決條

件，而婚姻並非親密關係的唯一依歸，

也因此家庭也不應該直接與婚姻劃上等

號，以兩性的性關係以及生育為目的。

往往會有聲音指伴侶關係和同志婚姻是

在破壞家庭社會的道德價值，然而，這

樣的立法對於原本願意以婚姻關係為組

織家庭前提的人並無實際影響，卻能夠

大大的保障社會上其他少數人的權利；

多元成家立法的目的不是在瓦解家庭關

係，而是在拓展家庭的意義，讓每一個

人都有權利得以選擇、得以建構自己的

家庭，以落實平等。人們的觀念隨著時

間而變遷，同樣的，制度也應該改變以

回應人們的需求，如此一來，才能夠建

構更多元、更進步的社會環境。

▓ 問題與討論

一、你同意所謂婚育三部曲的說法嗎？

你認為這樣的情況是否還存在於現

代社會之中？如果是，你認為這樣

的價值對於男女關係是一種束縛

嗎？如果不是，是甚麼樣的因素改

變了這種價值觀？

二、你知道什麼是多元成家嗎？可以看

看伴侶聯盟所提出的草案全文，到

底什麼是多元成家，同志的問題在

其中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又為甚

麼各個宗教會在其中牽扯到家庭的

倫理；在自己真正去瞭解議題之後，

也不妨與周遭的朋友一起討論彼此

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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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

老年女人是灰姑娘中的灰姑娘？

曼青與先生結縭二十五年，兩人育

有一子一女，一路以來夫妻感情和

睦，上週才剛慶祝攜手走過銀婚，

在他人眼中，曼青擁有一個幸福美

滿的家庭。

曼青的先生上個月退休了，他一直

有在規劃退休後的生活，並樂衷於

參與各式的活動，退休後的生活仍

舊多彩多姿。雖然曼青還在工作，

但她對於先生擅於安排生活感到欣

慰，並不需要擔心他退休後失去生

活重心。

然而有一天，曼青在上班的時候接

到醫院的電話，通知他先生在公園

慢跑時突然倒地，被救護車送到醫

院，經醫生診斷為腦中風。雖然是

首發，情況不算太嚴重，但中風造

成右側的手腳無力，短期內生活需

要他人照顧，未來更有再次復發的

可能性。

先生突然的中風，使得曼青的家庭

產生很大的變化，尤其是曼青。為

了方便照顧先生，曼青暫時請假在

家，然而，兩個孩子都還在念書，

生活仍須要照顧，而學費、生活費

亦是一大筆開銷。曼青的先生自中

風後，除了無法適應身體突然的失

功能，對於每天無法自由外出更是

無法忍受，因此時常對曼青大小

聲。曼青一方面要擔心先生的中風

再次復發，另一方面也十分擔憂家

中的經濟情況，深怕再繼續請假會

被公司開除。而先生的性情大變，

也使得兩人原本和睦的感情磨擦頻

仍，導致曼青的心理壓力越來越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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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聽過童話故事，對於灰姑娘應該

並不陌生，灰姑娘的名稱由來起因於她

日復一日、任勞任怨的從事辛苦的家務

工作，導致她身上都是灰塵，故稱「灰」

姑娘。其實，灰姑娘並不僅僅出現於童

話故事中，我們的生活周遭也有許許多

多個「灰姑娘」，這些女性被期待成為

主要的家庭照顧者，並一肩扛起絕大部

份的家務工作。

早年國內的多項實證研究 2皆已指出照

顧者女性化的現象，其中女性照顧者約

佔七至八成。美國老年婦女聯盟的報導

中也提到，今日的婦女將花費平均 17年

的時間來照顧小孩，以及 18年的時間照

顧年老的父母。由此可知，「照顧」在

女性的生命歷程中佔了非常大的比例。

女性之所以成為照顧者，或被認為應該

擔任照顧者的角色，這個「照顧女性

化」的議題始終存在，國內外許多研究

論文也對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簡單而

言，女性作為照顧者的原因大致可歸類

為三個面向，一是社會對女性的刻板印

象，認為女性普遍而言情感表達較為

細膩，也較為溫柔、體貼，整體而言較

男性更適合照顧的工作。二是對於照顧

工作的刻板印象，認為照顧工作是地位

較低的、較差的工作，在男尊女卑的傳

統觀念下，照顧工作理所當然應由女性

擔任，此亦可視為是對於女性的一種歧

視。最後則是經濟方面的考量，以往女

性對於家庭的經濟貢獻可能受限於社會

結構 3而無法與男性相比擬，使得女性

容易因為機會成本的考量，自願、或被

迫回歸家庭擔任照顧者的角色。

國內學者胡幼慧於調查家庭變遷下的老

年人的照顧研究（1995）中顯示，當

需照顧者為男性時，主要照顧者的順

位為：配偶 57.8%，媳婦 17.4%，兒

2 邱啟潤、呂淑宜、許玉雲，1988。

3 性別不平等而導致的同工不同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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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11%；而需照顧者為女性時，主要

照顧者的順位則是：媳婦 46.3%，兒子 

15.8%，配偶 13.7%。從以上的數據中

可以看出，無論需照顧的年長者為男性

或女性，主要照顧者似乎都以女性（配

偶、媳婦）為多，且受到臺灣傳統的從

夫、從父居影響，當家中有年老男性生

病、失能時，常由妻子或媳婦來提供疾

病的照顧、情緒安撫，以及負責日常的

家務工作。

民國 98年的內政部老人生活狀況調查為

我們揭示了一項驚人的事實：女性長者

在家庭中仍無法免除家務勞動的責任。

調查中顯示：有 44.31%的男性長者不

需從事食物烹調，33.74%不需進行家

務維持，46.41%不需洗衣服，而不須

從事家務勞動的女性長者則僅有兩成左

右。家庭照顧者協會的發言亦可作為對

於此一現象的佐證，其指出目前臺灣五

成以上的家庭照顧者是超過 50歲的女

性，她們包了大部份的家務勞動，且平

均照顧時間長達 10年以上。這些過了

50歲、擁有家庭的中老年女性，除了必

須擔負家務勞動外，可能還需要持續工

作、照顧仍在就學的孩子，以及逐漸老

化的先生（由於臺灣的傳統婚配模式多

為男大女小，且女性平均餘命又較男性

為高），她們是現實生活裡「灰姑娘中

的灰姑娘」，在不利生活處境中的她們

還要擔負婚姻中的照顧者角色，與童話

故事不同的是，王子沒辦法拯救她們，

因為她們的王子早就老了，她們唯一能

做就是繼續留在家中，盼望著哪天能出

現一雙能讓辛苦生活好轉的玻璃鞋。

▓ 性別觀點解析 

擔任家庭照顧者的角色，對於女性的生

活又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從客觀的角

度來看，擔任家庭的主要照顧者可能會

限制照顧者的個人生活、社交活動，使

照顧者外在的支持網絡薄弱，並容易使

女性陷入家庭與工作間的兩難局面，進

而影響到現有的工作以及可能的工作機

會。此外，與被照顧者的密切接觸會形

成龐大的心裡壓力，亦會使照顧者在被

照顧者身心靈有狀況時，面臨到立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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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與情緒壓力，使其必須時時擔心被

照顧者的情況。最後，在生理方面，

照顧者常常處在疲憊的狀態，長時間下

來，對於身體的負荷量非常大。以上三

面交織後，即對照顧者產生了一個非常

具有壓力的環境，於是，和案例中的曼

青一樣，這些「灰姑娘中的灰姑娘」必

須承受來自多方的壓力。

而也有多項數據支持，中老年女性的身

體條件其實較同齡男性為差，根據民國

98年內政部老人生活狀況調查，在所

有罹患慢性或重大疾病的 55-64歲人口

中，女性患有骨骼肌肉系統疾病的比例

約為男性的兩倍，而在所有罹患慢性病

或重大疾病的 65歲以上人口中，女性

患有骨骼肌肉系統疾病的比例則高於男

性 16.74%。因此，在這樣的身體條件

下，女性並未較男性適合擔任照顧者，

又或者可以說，女性擔負辛苦的家庭照

顧工作而在健康上是要付出較高代價

的。據呂寶靜、陳景寧（1996）指出，

這些中老年女性照顧者的處境著實十分

辛苦，除了必須承擔情緒的負荷、龐大

的壓力與煎熬，尚不能忽視的，是照顧

對經濟安全以及身心健康的影響。「照

顧」乃一愛與勞動結合、深具特殊性的

問題，第一步是能讓照顧的價值被看

見，由於臺灣逐漸邁入高齡化的社會，

將會有日益增加的老年長照需求，而照

顧並非僅是女人的責任，更不應該由女

人獨自承擔。

▓ 實務運用

政府近年來推行經濟性支持方案（如稅

賦優惠 4及現金給付 5等）和就業性支

持方案（提供就業的照顧者照顧假、彈

時工時及彈性上班地點等 6），希望能

4 係指免稅、減稅及寬減額。

5 包括給予津貼、薪資等方式。

6 王麗容，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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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照顧對經濟安全所造成的問題。然

而，對於此些「灰姑娘中的灰姑娘」的

困難處境，現有的支持方案似乎成效有

限。不可避免的，臺灣的灰姑娘只會越

來越多，她們的玻璃鞋究竟在哪裡？值

得我們思考。

▓ 問題與討論

一、你的家中是否有需要照顧的長輩？

對於他 /她日後的照顧安排為何？

由誰來擔任主要照顧者呢？

二、是否有想過如何規劃自己退休後的

生活？假設你已步入老年，你希望

由誰來照顧你呢？

案例五

結婚的目的男女有別？

張意是一位 29歲修車師傅，女朋

友在國小擔任英文老師，兩人的

感情相當穩固，自大學時代同班

認識到現在已經長跑了九年，由

於已年近而立，在一次浪漫的求

婚之後兩人同意是時候該準備人

生大事了；張意和女朋友各自有

穩定的工作並且也都小小累積了

一些積蓄，加上過去相處的經驗

讓彼此互相信任；不論是在財富

的劃分以及房屋歸屬的問題上都

能夠達成相當的共識，兩人也對

於未來各自的事業和家務分工能

夠互相理解和包容。最後，終於

在今年七月步入禮堂，期盼未來

能夠攜手一起渡過每一個日子。

宜君和老公結婚至今已經快滿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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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很希望能夠有一個愛的結晶，

然而，隨著逐漸逼近高齡產婦的

界線，卻依然遲遲沒有好消息。

最後在經過檢查，發現宜君的老

公有無法克服的不孕症。一直以

來宜君最大的心願就是能夠建立

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小孩當個

好媽媽，然而，先生對於自己不

能生育這樣的狀況卻是表現的毫

不在乎，也對宜君提出有關接受

捐精懷孕或是領養小孩等建議嗤

之以鼻，甚至表示就算真的領養

了孩子，自己也不會願意將他當

成自己的小孩來扶養。雖然宜君

真的很想要能夠養育自己的孩子，

然而他也不想和先生離婚，面對

先生如此強硬的態度，傷心的宜

君不知道要如何是好……

▓ 性別觀點解析 

一、結婚到底是為了甚麼？

在社會風氣逐漸改變後，婚姻關係早已

脫離過去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的陳舊印象，取而代之的是個人追求婚

姻自由的權利。愛情的關係始於自由戀

愛，在感情逐漸穩定後，有的人選擇發

展婚姻。在自然世界中，生物為了繁衍

而找尋伴侶共同生活，是為本能；然而

穩定的伴侶關係如婚姻卻不一定存在。

從法律的角度，婚姻被是一種關係的締

結；在這個新的關係之中，包含雙方之

間對彼此的權利與義務；強調的是對於

情感關係的明文保護，讓關係中的男女

雙方或是關係本身都能夠受到保障而不

至受到侵害。至於從社會的角度來看，

結婚則可以被視為是一種文化的延伸，

王朝時代的中國，自朝廷到百姓的納妾

習俗，可以看見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從屬

關係；或是伊斯蘭文化中強調平等對待

每個妻子的一夫多妻；甚至在西藏印度

一帶的少數民族，會因為部落生活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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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制度而發展出獨特的一妻多夫、兄

弟共妻；在不同的國家與社會，婚姻制

度有很大的差異。 

二、結婚的目的男女有別？

在我國過去以儒家為主體的觀念中，強

調「男主外，女主內」，男性以外出工

作養家為其主要家庭角色；相反的，女

性被期待應留在家中料理家務，照顧丈

夫以及家中其他成員，並且負責為夫家

家族進行傳宗接代的工作；由此可見在

過去傳統的父權社會中，女性屬於沒有

經濟的能力一群，必須要靠婚姻來依附

男性。在現在社會開放之後，女性的權

力獲得提升，不論是在受教育或是選擇

工作的權利上，女性的處境已經逐漸的

朝向性別平等發展，許多女性在職場的

工作成就以及經濟能力更是超越多數男

性的；打破了經濟能力上的限制，上述

的家庭分工模式已經不再是常態，女性

不再是婚姻中的被動者，對於結婚這件

事也更能夠有自己作主選擇的空間。而

對於男性來說，同樣的因為社會風氣不

同，對於擇偶的條件亦有所轉變，過去

社會期望女性保守簡單、以家為重，然

而在性別平等的意識普及後，男性也更

能夠接受一位獨立自主、追求自我的妻

子。

◆男人就是為了傳宗接代所以才要結

婚？

◆女人結婚是為了共組家庭？

◆女人就是要找個好男人結婚來養活自

己？

◆男（女）人到了這個年紀還嫁不出去

一定有問題？

然而到底結婚的目的是為了甚麼呢？根

據臺北市民國 101年衛生年報，其中

婚姻與生育需求評估相關研究顯示，就

未婚者而言，未來會想要結婚的原因

主要以「尋求安定的生活」（34.5%）

比例最高，其次為「兩個人相愛」

（24.5%），再其次為「兩人個性、興

趣相合」（21.9%）、「符合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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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20.4%）、「想要自己的小孩」

（13.9%）、「對方的條件好，可以幫

助自己家庭需要」（10.7%），其餘原

因比例皆不到一成。結婚的目的除了感

情的依附之外，更重要的則是未來如何

一起生活，有的人選擇與自己相同個性

特質的伴侶，而有的人則需要與自己互

補的另一半；是要簡單的兩人的生活，

還是要一同養育愛的結晶；在需求上，

有的人對於家庭的想像是作為自己工作

之餘的避風港，希望能有一個伴侶給予

支持和溫暖；也有的人認為家的意義在

於與另外一半養兒育女；傳宗接代往往

是對於男性結婚最大的壓力來源，女性

也遭受到孩子要生男生的壓力，然而面

對少子女化獨生子女越來越多的情況

下，從母性或是學習國外雙姓制的家庭

也慢慢增加，顯示傳統父權主義在家庭

中的影響正在逐漸被取代。

站在性別平等的角度上，家庭並不僅屬

於一方，追求個人事業的成就已不再是

男性的專利，同樣的，男性投入家務也

更能被視為是理所當然，不再因為性別

而產生家庭角色的高低差異；男女雖具

備先天生理上的差異，然而在婚姻本質

上都是屬於平等的個體。對於男女雙方

而言，婚姻的意義非歸屬服從，而是在

於願意花一生的時間與另外一半共同相

處，互相包容體諒，互相陪伴成長。

三、性別與婚姻

在婚姻之中，對於男性與女性所造成最

大的差異來源即是家庭角色；源自於社

會文化與習慣，在過去家庭角色的建構

其實也是來自於對於性別角色的框架，

男人與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往往取決於

該性別之於角色的社會認同；男性應作

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者，女性應為家庭

主要照顧者，實際上這都是由於過去的

性別刻板印象所規範出的家庭角色。當

今社會講求尊重多元差異，在女性能夠

有更平等的地位與權利關係時，我們看

到許多有別於以往的家庭互動模式出

現，雙薪家庭的出現，其實也正是反應

了當女性需要工作時家庭的樣貌；甚至

也有所謂「女主外，男主內」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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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打破以往的家庭角色期待的，

從性別平等的觀點來看，本來在婚姻之

中兩方都是平等的個體，並不應該因性

別而存在一定的發展模式，而這樣的觀

點也更能夠理解同性婚姻的存在。其

實，在婚姻關係之中講究的是溝通與協

調，對於男性和女性來說，能夠接受與

彼此共度終生才是結婚最大的目標，而

如何才能夠達成這個目標，即是在兩個

人相處上在個性、興趣以及價值觀的需

求磨合，產生雙方都能夠接受的互動關

係以及分工模式，唯有如此，才是建構

長久婚姻的不二法門。

▓ 實務運用

有別於過去受到文化、社會以及道德的

種種限制，隨著教育的普及和女性地位

的提升，兩性在婚姻中的地位逐漸趨向

平等，婚姻不再只是父權體制的一種規

範，而女性也不再只是婚姻關係中的男

性的附屬品。現代婚姻更強調尊重個人

的意願，其目的在於追求自我的幸福，

與所愛的人共度一生、共組家庭。

▓ 問題與討論

想一想，自己到底為了甚麼而想要結

婚？又已經結婚的話，試著想想結婚到

現在，你與另外一半對於當初結婚的目

的有達成嗎？如果沒有結婚的打算，你

認為為什麼自己不需要結婚呢？

5-3結語

傳統家庭觀念或社會風氣與習俗、和現

代的公平自由與開放觀念，均會影響個

人婚姻價值觀形成。當前我們社會需要

的是從不同觀點檢視我國與他國的晚婚

與不婚趨勢，評估他國的因應方式與具

體成效，尤其是對他們婚育行為之影

響。我們很期盼我國強化整合式國家政

策和制度面改善，建立友善家庭和友善

女性的國家政策，生育將會是性別平等

的最佳產品，就像法國一樣，曾經是世

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但是隨著友善

生育政策和性別平等政策的發展，已經

在生育率上有不錯的表現。若是從歐洲

福利國家的理念來看，福利國家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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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政策，從臺灣希望能從「父權模式」

到「個別（家庭）責任模式」再到「集

體責任模式」的政策價值之選擇。父權

模式的家庭相關政策是建立在「有爸有

媽」的理想家庭之上，也是建立在「男

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意識之上。

到了個別家庭責任模型則主張性別平等

觀，兩性共同擔負家庭生計與家庭照顧

責任。再到「集體責任模型」，倡導的

是照顧集體社會責任意識，不只是兩性

分工，讓女性可以更自主，更獨立的去

發展自我，而不是讓女性只扮演照顧角

色者。這樣的社會發展，從我們邁向福

利國家發展的走向來看，或許才能解決

臺灣的生育或婚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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