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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因應高齡社會之
人口與家庭政策研究

人口趨勢不僅造成家庭結構與規模產生質變與量變，臺灣社會目前的

生育與婚姻轉型更進一步改變組成家庭的時間與形式。是否結婚、何時結

婚都與生育結果息息相關，本文透過人口與婚育統計資料檢視臺灣生育率

與結婚率的長期變動趨勢，研究結果顯示不僅社會經濟發展情勢會影響婚

育時間的選擇，趨吉避凶的社會傳統文化也仍然左右臺灣民眾的決策。這

些存在家庭內部的動態變化與長期發展趨勢，不但影響高齡社會的人力與

照護資源提供的可能性，也引發各界高度關注，作為社會基石的家庭能否

繼續其繁衍後代、經濟支持、社會化、照護與代間支持等功能。由於臺灣

各個出生世代呈現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與歷程、多樣的支持與互動關係，

產官學各界宜提早規劃相關政策以顧及個人與家庭的福祉，藉以滿足個人

與家庭對於社會安全保障的多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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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少子化」不僅是一個人口問題，更是社會、經濟並擴及政治層面

的複雜問題。戰後臺灣社會快速完成生育轉型，有效紓解人口壓力對於經

濟成長、國家發展的負面影響，但是當多數民眾考量內外在條件而傾向晚

婚、晚育、少子的行為，整體社會就必須承擔人口急速老化的衝擊。若無

法有效提昇生育率、生命期望又穩定增加的情況下，臺灣極可能在數年後

成為東亞超高齡社會的一員。2016年臺灣人口性別年齡結構顯示，女性

人口稍多於男性人口，經濟活動人口仍占四分之三，幼年人口則明顯縮

減。若據此一人口結構推算，預計2060年的人口結構將出現女性明顯多於

男性、經濟活動人口縮減、高齡人口比重遽增的趨勢（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6）。由於人口老化速度比其他先進國家快，而且傳統的家庭代間支持

與養老功能逐漸弱化，政府部門更應審慎規劃高齡福祉與健康照護政策，

尤其是針對照護人力的供給與來源提出因應策略。

不論是「鼓勵婚育」或「引入移民」都是增加人力的可行方式，但是

臺灣對於近年超低生育率實際上束手無策。參照歐陸、北美等國實施之婚

育或家庭政策，甚至更廣泛的移民政策，不但顯示臺灣現有政策推動的起

始點過晚、資源不足，而且明顯存在區域差異，導致家庭政策的整體成效

有限，長此以往可能落入低生育率陷阱難以掙脫，也難以因應高齡社會的

人力需求。本文先透過人口與婚育統計資料檢視臺灣生育率與結婚率的長

期變動趨勢，並藉由人力資源運用調查的附帶婚育調查資料呈現家庭內部

家務性別分工的現況，藉由兩者說明制訂合宜人口與家庭政策以因應高齡

社會的迫切需求。

貳、生育與婚姻轉型趨勢

自2008年起，雖然中央與地方政府陸續推出各類鼓勵婚育措施，但

是政策與資源缺乏垂直整合，不同縣市或鄉鎮地區提供不同質與量的誘因

與政策，對於臺灣整體生育水準的穩定回升並無實質助益(Chen, 2012)。

以歐洲為主的生育率研究發現多數經歷過低生育率困境的國家目前都出

現生育率上升的現象，這些研究認為時期效應(tempo effect)造成個人延遲

結婚、生育時間的影響力已漸趨穩定，其他因素諸如社經發展程度的提

升、人均所得的增加、性別關係的改善都對於生育率反轉上升具有關鍵影

響(Goldstein, Sobotka, & Jasilioniene, 2009；Myrskylä, Goldstein, & Cheng, 

2013)，積極鼓吹並將友善家庭措施落實於勞動市場的人口政策，正逐

步改變社會文化規範進而影響個人生育意願(Gauthier, 1996；McDonald, 

2008；Klüsener, Neels, & Kreyenfeld, 2013)。相反地，若是將傳統性別分

工模式固著於婚育政策當中，男性持續扮演家庭經濟支持的主要角色，與

家庭有關的角色與女性仍然密切連結，這類型的人口政策通常無法有效

提升整體生育率(Esping-Andersen, 1999, 2009)，若再加上相對傳統的家庭

形式與規範 （例如：南歐國家，Dalla Zuanna & Giuseppe, 2004）或是偏

好小家庭或無子女的家庭生活形態（例如：德語系國家，Goldstein, Lutz, 

&Testa, 2003），生育率的增加幅度則相對不明顯。

日本、韓國與臺灣在近幾年也觀察到總生育率上升的趨勢，尤其是

日本的生育率自2005年即開始反轉回升。不過，日本的人口學者指出其

生育數據的反彈可能是短暫的現象，或許僅是反應日本社會在2000~2005

年間過度低落的婚育趨勢所導致的個人回補行動(catching up)，再加上媒

體對於鼓吹生育子女、組成家庭推波助瀾的效果，確實引發部分遲婚、晚

育者考慮結婚並組成家庭。根據近年的生育數據以及其他社經指標完成的

推估結果，日本政府的研究仍然預測數年後總生育率會再次下降(Iwas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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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eko, 2010；Kaneko, 2010)。至於韓國與臺灣的總生育率都是在度過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才逐漸上升，而臺灣社會對於民國百年、龍年的

喜慶文化偏好更是一舉推升結婚率、生育率的重要原因。圖1的資料顯示

1975至2012年間臺灣總生育率以及兩性結婚率的變動趨勢，趨吉避凶的

社會傳統文化仍然左右許多臺灣民眾的婚育決策，政治與經濟風暴主要影

響結婚時間的選擇。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下半年爆發的全球金融風暴似

乎沒有降低臺灣當年的結婚率，兩性的結婚數據都小幅回升，為什麼？透

過表1呈現之2007至2014年每月結婚對數的分布資料，可看出相當有趣的

結婚現象。2008年上半年出現的第二次政黨輪替先帶給打算結婚的人新希

望，加上2009年為不宜嫁娶的孤鸞年，許多新人趕在年底成婚，10月份開

始結婚對數即明顯增加。這些對於結婚時機看似非理性的偏好與預期，事

實上隱含相當程度的理性抉擇與計算，卻也是造成2009年結婚率驟降，以

及2010年出現全球最低生育水準的緣由。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民國百年的

結婚潮，為了隔年能生育龍子、龍女，年底的結婚對數也明顯增加。

觀測臺灣生育率與結婚率的長期變動趨勢，可發現不僅政治與經濟風

 圖 1.  1975-2012 年總生育率與兩性初婚率變動趨勢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人口資料庫 (http://www.ris.gov.tw/zh_TW/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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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閩地區 2007-2014 年每月結婚對數與年度總結婚數

月份
年   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1月 15,256 17,979 15,166 14,345 18,015 14,442 17,258 16,455

2月 10,986 12,249 9,137 9,034 8,934 9,855 7,774 9,616

3月 10,932 10,232 11,634 11,425 11,977 15,151 13,562 13,000

4月 11,288 10,056 8,597 12,217 9,780 10,110 10,335 9,707

5月 14,358 16,189 9,132 12,501 14,697 10,630 16,023 18,308

6月 11,219 12,417 8,255 9,224 13,387 10,543 8,776 12,345

7月 11,136 9,270 6,771 9,177 11,022 12,306 11,263 9,975

8月 7,391 3,999 6,614 5,447 5,179 8,045 5,815 5,819

9月 6,059 9,899 6,338 15,843 13,075 7,924 12,758 13,837

10月 12,302 14,198 11,321 12,807 22,064 13,797 13,222 12,828

11月 11,713 16,330 10,188 10,320 18,286 15,280 15,378 10,580

12月 12,401 22,048 13,946 16,479 18,911 15,301 15,472 16,817

總數 135,041 154,866 117,099 138,819 165,327 143,384 147,636 149,287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人口資料庫 (http://www.ris.gov.tw/zh_TW/346)

暴會影響婚育時間的選擇，趨吉避凶的社會傳統文化仍然左右臺灣民眾的

決策。這些對於婚育時機看似非理性的偏好與預期，事實上隱含相當程度

的理性抉擇與計算。時期總生育率(TFR)易受特定事件、年份的影響而起

伏，不易據此推論特定出生世代的完成生育結果。因此，本文利用人口統

計資料（戶政司，2016），針對1950至1995年出生的女性估計世代累積生

育率，圖2即顯示臺灣婦女的生育總量確實隨著世代演替而穩定遞減，另

一個值得關注的趨勢則在於不同世代在生育步調的差異。1980年之後的年

輕世代雖然晚生育，卻似乎有「急起直追、迎頭趕上」的現象；對於1970

至1980年間出生的女性，其生育步調不但起步晚、完成生育數量也拖延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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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時間。根據上述資料推估戰後女性出生世代的最終完成生育率，加上

相關制度調整、政策陸續上路，或許最低的生育結果可能出現在1970至

1980年間出生的女性世代。

是否結婚、結婚時間早晚與生育結果息息相關。近年來很多討論將晚

婚、婚姻盛行率下降的現象歸因於高教擴張。然而，取得高等教育學位對

於兩性結婚機會的影響顯然大不相同，研究結果（圖3）顯示具有大學或

更高教育程度的女性更可能晚婚、不婚，而且隨著年輕世代的教育程度提

升，高教育程度女性結婚率的下降趨勢更加明顯。但是，高等學歷對於同

齡男性婚姻的影響卻僅顯示造成晚婚的效應，多數擁有大學或以上教育程

度的未婚男性自中壯年起即陸續結婚。不過，圖3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部分

在於中低教育程度男性的結婚時機與機會。由於女性教育與工作機會與能

力的提升，較低教育程度男性的社經劣勢可能造成不易覓得合適伴侶結婚

的困境，過去雖有跨國婚姻可作為替代選擇，但隨著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發

展縮短與臺灣的經濟差距，這類型婚姻的數量也有減少的趨勢。

圖 2.  1950-1995 年出生年次育齡婦女年齡別累積生育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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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960、1965、1970 年出生世代年齡別累積結婚率按教育程度分

（上半部：男性資料；下半部：女性資料）

此外，育兒與子女教育成本高漲也被視為抑制國人結婚、生育的主

因。近期透過國民移轉帳方法(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ing, NTA)進行的跨

國研究，即證實重視教育、強調人力資本投資與競爭的東亞國家確實與歐

美國家在資源配置上有不同的世代移轉模式，尤其是利用大量家庭資源投

入子女教育更是東亞社會的特色，包括日本、南韓、臺灣三國的父母對於

子女的教養投資占其終生所得的比例高居世界之冠，養育子女的高昂成本

正可顯示明東亞超低生育率的困境（陳玉華、蔡青龍，2011）。育兒的負

擔若再加上壽命延長後的養老需求，長期而言可能惡化家庭的財務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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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家庭支持功能與家務性別分工

臺灣社會對於近期超低生育率仍束手無策，若參照歐陸、北美等國

實施之生育或家庭政策，甚至更廣泛的移民政策，不但顯示臺灣現有政策

推動的起始點過晚、資源不足，而且明顯存在區域差異，導致相關政策的

整體成效有限，長此以往可能落入低生育率陷阱難以掙脫。從理論和實證

經驗來說，生育率下降是導致人口老化的主因。老化速度快、高齡人口變

多，家庭形式、功能與代間支持關係都將隨之轉變。人口趨勢不僅造成家

庭結構與規模產生質變與量變，臺灣社會目前的生育與婚姻轉型更進一步

改變組成家庭的時間與形式。這些存在家庭內部的動態變化與長期發展趨

勢，已陸續引發各界高度關注作為社會基石的家庭，能否繼續維繫其繁衍

後代、經濟支持、社會化、教育、保護照顧、代間支持等功能。由於不同

出生世代已呈現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與歷程、多樣的支持與互動關係，產

官學各界宜提早規劃相關政策以顧及個人與家庭的福祉，藉以滿足個人與

家庭對於社會安全保障的多元需求。

近年少子化與高齡化的人口趨勢不僅造成家庭結構與規模產生質變與

量變，前述探討之生育與婚姻轉型更進一步改變組成家庭的時間與形式。

這些存在家庭內部的動態變化與長期發展趨勢，已陸續引發各界高度關注

作為社會基石的家庭，能否繼續維繫其繁衍後代、經濟支持、社會化、教

育、保護照顧、代間支持等功能。對於個人而言，傳統家庭可提供的經濟

支持功能已逐漸弱化，由於所得分配不均的擴大，失業與低所得階層家庭

的經濟弱勢更加明顯。伴隨著家庭結構與組成縮小化，縱向與橫向的親屬

網絡與關係不但變少，也變得疏離(Bengtson, 2001)。此外，新型住宅聚落

大量興建後，過去往來密切或奠基於親屬網絡的社區組織，對於其中家庭

具有的互助與社會支持功能也在改變中。

  生育率下降與人口老化的結果，使得家庭照顧的對象不僅止於兒

童，也包括數量日增的高齡人口。本文利用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附屬之中

高齡工作歷程調查資料進行分析，圖4呈現2008年與2014年之間家庭內部

對於日常照顧以及財務支援需求的變化。就日常照顧需求而言，隨著生育

率下降與壽命延長，幼年的照顧需求降低，但是老年照顧的需求則逐漸增

加，而需要同時照顧幼年與老年家人的三明治世代亦同樣增加(Wiemers & 

Bianchi, 2015)。在財務支援方面，整體的趨勢與日常照顧需求相似，相對

值得注意的部分則在於隨著生育數下降，需要提供子女或孫子女經濟性支

持的比例下降的幅度較大(Altonji et al, 2000)。隨著臺灣即將邁入高齡社

會，成年子女提供年長父母一般日常照護與經濟性支持的需求勢必增加，

加上家庭的代間支持功能逐漸弱化，政府亟需及早、全面地規劃長照與高

齡社會的永續性政策。

圖 4.  2008 年與 2014 年中高齡民眾家庭支持類型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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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除了需思考如何維繫世代之間的家庭支持功

能，或是透過政策補足世代支持系統之不足，藉以滿足老年與幼年家人的

經濟與照護需求，也需要探討人口與家庭政策爭論的重點，亦即如何改善

家庭與工作需求造成的時間與人力安排的困境。根據最新公布之「婦女婚

育與就業調查報告」（主計總處，2016）結果顯示，對於婚前有工作的女

性而言，曾因結婚或懷孕生育而離職的比例分別為18%與13%，擁有大專

及以上程度的女性因婚育而離職的比例則稍低於其它教育程度者。婚育事

件成為女性就業的限制因素仍然繼續存在臺灣社會，曾因婚育事件退出勞

力市場的女性也僅有半數得以在子女入學後再重回職場，不友善的職場限

制造成臺灣女性人力未能充分運用，殊為可惜。

除了婚育因素對於女性勞動參與的抑制現況，女性仍然是家務工作

的主要負責人，不論是在家務工作的類型以及時間的投入都明顯比男性家

人或配偶多。表2呈現臺灣地區15歲以上女性在家庭中每日投入無酬照顧

的時間，包括照顧子女、老人、其他家人、做家事等項目。按年齡分層觀

察，15至24歲女性因在學比率較高，無酬照顧時間最短，25至49歲女性

主要花費時間在做家事與照顧子女，50至64歲與65歲以上高齡者多已退離

勞動市場，做家事時間也較長。另就婚姻狀況觀察，未婚女性平均每日無

酬照顧時間明顯低於已婚者。對於已婚有偶的女性而言，平均每日無酬照

顧時間為3.81小時，其中以照顧子女花費時間最長，其次為做家事，至於

其丈夫（含同居人）之平均每日無酬照顧時間僅1.13小時，其中雖亦以照

顧子女、做家事花費時間較長，惟皆遠低於有偶女性之花費時間。另一重

要的調查結果顯示，對於育有子女、年齡介於25至39歲之間的有偶婦女而

言，平均每日投注於照顧子女、做家事的時間是其配偶的4倍與2倍。

根據上述調查結果，突顯臺灣家庭內部的家務性別分工距離實質的兩

性平等仍有改善的空間。針對如何提升男性家庭成員分擔家務工作，受訪

婦女除了表達性別平等的重要性與價值觀需要被倡議之外，更動職場對於

表 2.  15 歲以上女性之平均每日無酬照顧時間

總計 照顧子女 照顧老人 照顧其他家人 做家事

15-24 歲 0.66 5.98 0.97 0.96 0.71

25-49 歲 3.08 3.40 1.48 1.36 1.65

50-64 歲 3.22 1.83 2.41 3.06 2.38

65 歲以上 2.26 3.17 2.56 2.78 2.04

有偶女性 3.81 3.37 1.88 2.62 2.25

丈夫 1.13 1.41 1.48 1.47 0.87

資料來源：2016 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報告，行政院主計總處。（單位：時）

工作形式與時間安排有利男性可以顧及家庭事務、社會對於分擔家務的男

性應該給予讚賞，都是促成兩性分工的正向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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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因應高齡社會之人口與家庭政策思維

兩性平權思維的普及與婦女勞動參與的提昇，使得傳統以婦女作為家

庭主要照護人力的安排模式已無法滿足實際的照護需求，引入外籍家庭看

護人力、國內照護人力的規劃都是當務之急。因為生育子女數下降，成為

獨生子女機會增加，加上資訊科技的發達與家庭、就業型態的改變等，子

女幼年期由父母親自教養機會下降，教養方式與社會化的形式也會受到影

響。國人對於婚姻與家庭的態度出現轉變，除了單身人口增加，跨國婚姻

的比率也隨之升高，部分新住民家庭的經濟弱勢與子女教育問題亟需政策

介入與支持。而離婚率升高、單親家庭數量增加、家庭暴力事件頻傳、婚

姻與親子家庭關係不穩等問題，則需要擬定相關家庭政策予以因應。

雖然現已公布之社會、人口政策大多觸及家庭相關議題，但是卻缺乏

以家庭為核心作為規劃主軸的家庭政策。以2013年修訂之「人口政策白皮

書」為例，為因應少子女化、高齡化及移民等社會發展趨勢，已提出短、

中、長期政策規劃與措施，但是與家庭直接相關者主要見於兩個部分，在

「少子女化社會之對策」部分，強調藉由提升婚姻機會與重建家庭價值、

提供育兒家庭之經濟支持措施、營造友善家庭之職場環境以及強化兒童保

護體系等政策規劃以改變少子女化的困境；另一部份則見於「高齡化社會

之對策」，預期透過強化家庭與社區照顧及健康體系藉以滿足高齡人口的

照顧需求。目前與家庭有關的政策仍未完全整合，且分由不同的政府部會

負責擬定與執行，因此制訂整體家庭政策實為當務之急。

2015年完成的高齡社會白皮書，以建構「健康、幸福、活力、友善」

的高齡新圖像做為願景（衛生福利部，2015a）。然而，活到老不難，難

在於如何活出幸福感！我國現有之高齡人口政策，從「中華民國人口政策

綱領」、「人口政策白皮書」直至與高齡社會白皮書同年修訂的《老人福

利法》，皆規劃透過政策執行來保障失能高齡者在經濟安全、健康、生活

照顧等需求，尤其是如何預防失智、延緩失能的活躍老化(Active Ageing)

以及何時開始提供長期照顧服務，是當前針對長期照顧議題的兩大政策重

點。

臺灣家庭內部照顧者的特性，女性明顯多於男性(56.3% vs. 43.7%)，

而且多由兒女負起照顧責任(57.2%)，其次才是配偶(32.4%)（衛生福利

部，2015b：17）。隨著生育子女數、家庭規模逐年縮減，為能滿足家庭

照護高齡長者的人力需求，2015年通過的《長期照顧服務法》特別加入外

籍看護及照顧服務員專業照顧訓練政策，以作為我國長期照顧發展的補充

性人力。由於本國籍照顧服務員人力的使用成本比外籍看護為高、服務時

數較缺乏彈性，而且服務內容也未能完全符合照顧失能者家庭的需求。相

形之下，更突顯外籍看護提供較長時間的照護服務與陪伴，更能滿足有高

齡或失能家人家庭之實際需求。2017年9月之勞動統計月報資料即顯示，

截至2017年8月底社福外籍勞工在臺總數為24萬6,485人，數量占所有外籍

勞工人數的37%（勞動部，2017：21），顯示許多臺灣家庭仍舊偏好聘僱

外籍看護作為照護服務人力。

隨著臺灣民主轉型、公民運動蓬勃發展，愈來愈多民眾質疑經濟優

先、偏重資方的政策走向。欲全面規劃高齡友善的社會環境，應當廣邀各

方人才「走入體制、打造制度」。歐洲國家與日本福利制度轉型的經驗顯

示：沒有一個政黨的政策主張能夠長期、全面解決高齡社會問題。臺灣近

期選舉結果則突顯：「重新分配資源，公平對待各個社會階層，凝聚社會

公義與共識」的主張普遍獲得選民支持。

透過政治治理改革社會福利制度，雖可獲得充分的民意支持，通常曠

日廢時。在公共政策尚未提供老年人口全面的經濟安全保障與福利服務之

前，政府應當思考短期內如何提供誘因、藉助家庭與社區支持系統滿足高

齡者的立即需求。以新加坡的組屋政策為例，為了強化家庭的代間支持功

能，成年子女和父母同住或是住在附近，都可獲得購屋費用補助、享有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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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分配房屋的權利。以「三代同鄰」取代「三代同堂」的居住安排，既符

合現代生活型態與偏好，也可顧及高齡者的照護需求（陳玉華，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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