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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國人生育觀念的轉變，受到整體社會影響，隨著現代化、工業化、都市化，及資

訊化的生活型態轉變，近年來，國內的人口出生率急速下降，新生嬰兒數大幅減

少。在民國六十年出生嬰兒為三十八萬多人，至九十年已降至二十六萬多人；六

十年出生率為 2.564％，九十年降至 1.165％，這數據凸顯了台灣少子化社會已經

形成。其實不只在台灣，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等現在都有少子化的問題，

整個出生率都在降低，造成社會、經濟、政治等各方面有許多無法衡量的問題。

所以這份研究報告在討論有關於少子化的原因、影響及因應的對策。 

 

（二）研究架構: 

 

 

 

 

 

 

原因 

勞動力供給減少 

高級專業人力供不應求 

部份產業供給過剩 

觀念 

現代婦女以工作為中心 

經濟問題 

晚婚日漸普遍 

國人生育態度之轉變 

負面影響 人口快速衰退 

使職業衰退 

養老負擔沉重 

學校資源閒置 

人口結構失衡 



 

貳、正文:  

 

01.出生率降低的原因: 

（一）觀念:  

現代人都對未來想太多，但又不夠樂觀。往往還沒生育，就先思考以後要怎麼養、

如何教、會不會養不起..一旦評估未來環境可能不如期待中美好，就寧願不生孩

子。根據報紙調查，八成四民眾認為未來最令人擔憂的現象就是社會貧富差距日

益擴大；六成三民眾則認為是教育文化條件不佳。雜誌調查亦發現，六成五民眾

擔心未來三年的生活品質比現在差；四成九民眾擔心下一代收入不如自己。幾乎

等於有二分之一的人，對下一代的未來抱持悲觀想法。 

養兒防老的觀念已不存在，辛苦栽培小孩長大，不一定會得到回報，這是現代人

普遍的認知，大家在質疑生養小孩的必要性之後，結論就是找個老伴更妥當，也

因此，三代同堂在現代社會已越來越少見。 

 

（二）現代婦女以工作為中心 

婦女受教育的時間拉長，留在職場打拼的女性也在持續增加，以往結婚就是在家

帶小孩的情形已減少很多。 

 

（三）經濟問題 

經濟不景氣造成高失業率，也讓許多男女害怕結婚，同時降低生育的意願因為養

育子女成本太高。  

 

 

 

 

經濟層面 

教育層面 正面影響 

家庭層面



（圖一） 

單位：台幣 台灣 日本 

     公立 私立 公立 私立 

幼稚園 120,000 240,000 150,000 310,000 

小學 24,000 480,000 490,000 1,550,000 

國中 24,000 210,000 400,000 1,110,000 

高中 48,000 330,000 470,000 930,000 

大學 160,000 400,000 2,290,000 3,260,000 

合計 376,000 1,660,000 3,800,000 7,160,000 

資料來源：日本-文部科學省、UFJ 銀行調查 

          台灣-詢問家有就學兒童的父母 

從表中看來，一個小孩的養育費用加上才藝班、補習班，跟在到達學齡前的托兒

所、保姆費，義務教育後的考試費用、沒考上還追加重考費，順利考上大學的話，

畢業後也可能還會再唸研究所或是出國深造，出國深造就要花更多的錢，加上學

費調漲跟通貨膨脹都考量進去，有人粗估光是養育一個小孩就要花上 1500 萬台

幣，很多人看到這個數字都會有自己一輩子也賺不到那麼多錢的感覺，再來就是

自己覺得就算可以賺到，但人生能有幾個 1500 萬，自己用可能都不夠了，真的

能養得起小孩嗎？也難怪很多夫妻光想到這個費用，便紛紛放棄傳宗接代這個重

責大任了。 

 

 

（四）晚婚日漸普遍 

民國 63 年新郎初婚平均年齡為 26.7 歲，至 93 年提高為 30.7 歲；同期間，新娘

初婚平均年齡則由 22.3 歲提高為 26.8 歲，呈現國人趨晚婚的現象。 

 

（五）國人生育態度之轉變 

根據歷年台灣地區婦女生育態度與行為調查解果顯示，民國 78 年希望生育「0

或 1 個」子女者只佔 22~39 歲有偶婦女的 7%，但在民國 91 年則提高到 20%，

其中不想生育任何女子之比列為 5.7%。 

 

 

 

 

 



02.出生率降低的負面影響 

 

（一）人口快速衰退 

生育率長期維持低，標準使得下一代女嬰無法遞補上一代婦女人數，人口呈現負

成長。 

 

（二）勞動力供給減少 

於成年後進入社會的青年一年比一年少，勞動力供給不足。 

 

（三）高級專業人力供不應求 

少子化的社會，人才也會相對減少，因為人類的智商（ＩＱ）有一定而自然的常

態分配，二十萬新人中的「高智商」人數在相同條件下必然只是四十萬新人的二

分之一。 

 

（四）養老負擔沉重 

老人為爭取福利，必傾向投票給承諾老人福利的候選人。老人福利支出之增加，

必排擠兒童該受的照顧及整體國家之建設支出，終至拖垮政府財政，影響所及不

僅是經濟，也是社會問題的一顆定時炸彈。 

 

（五）學校資源閒置 

目前幼稚園及中小學已普遍有招生不足的現象，將來大專院校也會發生同樣問

題，學校勢將成為艱困產業，教師工作機會隨之減少。招不到學生的結果是濫竽

充數，教學品質降低。因為新生入學人數減少，許多學校面臨減班的危機，因此

有許多學校有超額教師，所以今年的縣內正式教師的調動，超額教師的比例也相

當高，另外減班效應也反應在教師甄試的錄取名額上，像今年國小教師甄試首度

總計有 7 個縣市(含宜蘭縣,台中縣,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台東縣及嘉義市)停止

辦理，現職的教師面臨隨時可能被解聘的危機，造成人心惶惶，長期下來，將影

響到教學的品質，這對學生而言，也會產生不好的影響，因此，少子化的影響不

可不重視。 

 

（六）人口結構失衡 

幼年人口大幅減少，老年人口大幅增加，人口呈現倒金字塔。 

 



（七）部份產業供給過剩 

嬰幼兒相關產業勢必萎縮，另購物需求也可能縮減。 

 

（八）使職業衰退 

Cheers 快樂工作人雜誌參考經建會、行政院主計處、勞委會、104 人力銀行的統

計與量化指標，並匯整編輯部各產業記者的路線觀察，挑選出十個正在成長的工

作和十大衰退行業，如下表： 

十大成長行業十大成長行業十大成長行業十大成長行業 十大衰退行業十大衰退行業十大衰退行業十大衰退行業 

生物科學工程師生物科學工程師生物科學工程師生物科學工程師 加油站服務人員加油站服務人員加油站服務人員加油站服務人員 

獸醫獸醫獸醫獸醫 旅行導遊人員旅行導遊人員旅行導遊人員旅行導遊人員 

保全人員保全人員保全人員保全人員 演藝人員演藝人員演藝人員演藝人員 

美容美容美容美容、、、、化妝師化妝師化妝師化妝師 土木工程師土木工程師土木工程師土木工程師 

展售說明人員展售說明人員展售說明人員展售說明人員 郵政佐理人員郵政佐理人員郵政佐理人員郵政佐理人員 

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 工業工程工程師工業工程工程師工業工程工程師工業工程工程師 

電子工程師電子工程師電子工程師電子工程師 新聞記者新聞記者新聞記者新聞記者 

財務顧問財務顧問財務顧問財務顧問 導演導演導演導演、、、、導播導播導播導播 

不動產鑑價師不動產鑑價師不動產鑑價師不動產鑑價師 小學老師小學老師小學老師小學老師 

專利工程師專利工程師專利工程師專利工程師 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Cheers 雜誌雜誌雜誌雜誌 

引用自東森新聞報（2005） 

由上表可知少子化的影響，使行業間產生消長的現象：因為不婚族或頂客族不養

小孩而喜歡養寵物，因此獸醫行業日受到重視，成為十大成長行業的第二名。因

為國人生育人數日漸減少，婦產科的生意也漸漸變差了，而一向被視為鐵飯碗的

教師行業，也因為少子化的影響，使得教師也面臨了有可能失業的情況。 

 
03.出生率降低的正面影響 

（一）對家庭層面的正面影響： 

由於總生育率在民國 93 年的已降到 1.18，而且根據教育研究月刊對少子化的名

詞解釋「人口少子化（the low birth rate）係指每名婦女平均生育率低於 2 人下，

孩子生育越來越少的一種現象。」，因此本文所提的少子化的正面影響，暫時先

以家庭只撫育獨生子女的好處來談。只生一個孩子的家庭，父母親可以花較多的

時間來陪伴這個孩子，教導他許多事情，所以通常獨生子女的語文能力會比其他



有兄弟姐妹的孩子高。而獨生子女的父母也會有比較多的時間可以追求個人的興

趣和發展自己的事業。 

 

（二）對教育層面的正面影響： 

少子化可以讓早日達成小班教學的目標，讓班級人數減少，這樣子每一個老師可

以有更多時間關注每一個學生，針對學生需求，給予不同的教學輔導，讓每一個

學生能受到較多的照顧，亦即所謂的「精緻化」教育； 另外，由於學生人數減

少，競爭對象也減少了，因此學生的升學壓力也可以較為減輕。 

（三）對經濟層面的正面影響： 

在少子化的趨勢下，人口的成長幾乎呈現零成長甚至有的國家還呈現負成長的情

況，因此，因為人口的成長速度減緩，使用耗竭性資源的人數減少，所以在其他

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們消耗耗竭性資源的速度應該會減緩下來，人口的減少應

該可以延長這種資源的使用年限，避免資源過早枯竭。 

 

叁、結論: 
 
由以上的討論，少子化的趨勢，有好的影響也有壞的影響。而少子化是影響台灣

社會人口結構改變的因素，會對台灣社會造成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亟須採取適當

的因應措施，才能迎接挑戰，做好準備工作，使台灣社會未來能持續的進步與發

展。如何平衡一定的生育率是我們未來的目標，政府也應該提出或實行有效的政

策來改善這個社會問題。少子化之後，台灣將面臨老年化社會，以後的孩子，負

擔一定會比我們更重。所以多生小孩能夠增產報國已經不是一個口號，是一個具

體的行動。 

 

肆、引註資料: 
 
戶役政為民服務共用資料 http://www.ris.gov.tw/ch9/0950512.pdf 

自由新聞網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4/new/may/7/today-s1.htm 

（圖一）：日本-文部科學省、UFJ 銀行調查。台灣-詢問家有就學兒童的父母。 

（圖二）: 引用自東森新聞報（2005）Cheers 雜誌 

吳清山、林天祐（2005，7 月）。教育名詞解釋。教育研究月刊。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