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早戀行為與結婚時機 
 
 
 
 
 
 
 
 
 

張峰彬* 

 
 
 
 
 
 
 
 
 
 

 
 
 
通訊地址：11605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服務單位：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聯絡電話:：（02）29393091 轉 50845 
傳真：（02）29387168 
Email：fchang@nccu.edu.tw 

 
 

 
* 張峰彬 政治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2 
 

早戀行為與結婚時機 

 

關鍵字：社會控制、戀愛行為、結婚時機、事件史分析 

  

論文摘要： 

 

    晚近的台灣社會正面臨著少子化和人口老化的嚴重問題，政府單位和社會

各界無不想方設法來鼓勵年輕人結婚成家。儘管年輕人普遍延後結婚的時間，

但在另外一方面，現代年輕人則是越來越早熟，而且戀愛年齡有下降的現象。

這些看似矛盾的發展趨勢，使得「早期戀愛行為是否影響結婚時機？」成為一

個待驗證的重要議題。本研究利用「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簡稱 TEPS）在 2001 年、2003 年所收集的面訪資料、和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教育和勞力市場連結」（簡稱 TEPS-B）

在 2015 年所收集的電訪追蹤調查資料來驗證研究假設。從社會控制的觀點， 

本研究首先以邏輯迴歸模型探討影響在高三早戀的相關因素，然後以事件史分

析法，驗證早戀行為是否會加快進入婚姻關係的腳步。本研究主要的三個發現

是：（1）家人支持關係越強，高中學生越不容易發生戀愛行為；（2）家人支持

關係對減少戀愛行為的影響效果，在女性會大於男性；（3）高三時期的戀愛經

歷會對學生畢業後的結婚行為產生正向的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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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導論 

    在被少子化人口危機所籠罩的台灣社會裡，現代年輕人不願意或者缺乏能

力維持一個婚姻關係成為眾所矚目的社會問題。儘管「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是眾人耳熟能詳的一句話，但它卻不能夠用來描述當前台灣的人口現象。例

如，從圖 1 和圖 2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資料顯示：在年齡別婚姻狀況的分佈趨勢

方面，2018 年台灣 25-34 歲的男性人口當中有 74.3%是未婚，比起相同年齡層的

女性未婚比例 61.4%，高出不少。另外，在有偶比例部分，男性結婚成家的比

例只占 23%，表示大約 4 個接近「三十而立」的男性當中只有 1 個已婚，而女

性則是有 34.3%已經進入婚姻。這樣的分配情形符合女性比男性更早結婚成家

的普遍趨勢，同時也讓我們看到有相當高比例之青年男女尚未進入結婚成家的

重要生命階段。 

  

 

（資料來源：歷年「台閩地區人口統計」，內政部統計處） 

 

儘管台灣社會一方面遭遇到晚婚、不婚等人口危機，但在另一方面，我們

也看到現代年輕人越來越早熟的趨勢，根據台北市衛生局在 2013 年針對 42 所

高中（高職）16,131 名學生所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高中或高職學生具有戀愛

經驗的比例為 48.1％（台北市衛生局 2014）。年輕學生談戀愛的比例不但逐年上

升，而且初次戀愛的年齡也有逐漸年輕化的趨勢。對於「高中階段的學生是否

適合談戀愛？」的問題，經常成為高中校園辯論會的主題之一。正方的意見

是：感情的表達與溝通需要練習，不去談戀愛練習，則不知道如何與異性交

往。早戀還可以互相激勵學習，如媒體喧騰一時的「高雄女中學生因談戀愛成

績進步而考上台大醫科」的報導（三立新聞 2018.08.07）可以用來挑戰早戀會影

響學業的觀點。另外，反方意見則是：中學生應該以學業為重，在心智不成熟

的情況下，隨著戀情起伏，會影響課業。而且，萬一失戀的話，會對身心會產

生負面的影響。 

    本研究的探討主題不在於企圖去回答「高中生適不適合談戀愛？」的問

題，而是要以實證調查資料為基礎，來驗證哪些因素會影響高中生的戀愛行

為？高中時代的戀愛行為是否會影響個人未來的結婚時機？我們從社會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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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聚焦在家人關係對個人早戀行為和後續生命事件的影響，我們認為：家

庭的社會控制力量越強，對高三時期出現戀愛行為會產生負向效果。另外，高

三時期的戀愛行為會加速進入婚姻關係。藉由分析固定樣本的長期追蹤調查資

料，本研究的發現將有助於了解當代年輕人的結婚行為，進而有助於建立改善

晚婚和不婚的輔導措施。  

 

 

二、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 

（一）早戀的定義 

    早戀是青春期的戀愛行為，早戀的定義通常是指在身心發展未成熟之前，

進入戀愛關係（Wikiwand 2019）。一般而言，我們可以將讀大學（18 歲）之前

的戀愛經歷當成是早戀行為。由於談戀愛也是一種轉大人的過程，只是什麼時

候進入戀愛關係比較恰當，會見仁見智而有不同的意見。不同社會的「適當」

戀愛時間不一定相同，而即使是相同的社會，適當戀愛時間也可能隨著社會變

遷而有所改變。 

 

（二）家庭教養與早戀行為 

學者在探討青少年行為模式時，通常會注意到父母所扮演的教養角色。家

庭教養本身則具有社會控制的本質（吳明燁 2016, p.94）。通常社會控制則可以

用直接的方式或間接的方式來影響子女的行為。首先，直接的社會控制方式是

監控子女的行蹤，當父母越能夠全盤地掌握自己的小孩身在何處？和誰在一

起？從事何種活動？則越有可能限制子女涉入偏差行為（Browning et al. 2005；

Yang & Yen 2009；吳明燁 2016；）。換言之，如果學生在應該待在教室學習的

時間裡卻蹺課離開，脫離學校、老師的監控，也沒有告知父母去向的話，這是

社會控制強度弱化的指標。學生將會有比較多的機會接觸社會規範之外的事

情。因此，我們可以提出下列的研究假設： 

 

H1：高中蹺課行為會增加早戀的機率。 

 

    其次，家庭教養的間接社會控制形式是家人之間緊密的情感連帶。親密的

家人關係會以兩種方式影響個人行為。首先，是強化家庭價值規範的代間傳

遞。子女在父母的薰陶之下，不知不覺內化社會所接受的規範、價值、與態

度。其次是家人關係親密的話，在互動溝通過程中，子女行為會受到關照與監

視，從而避免子女從事具有風險的行為（Browning et al. 2005）。由於年輕人在中

學階段如果經營戀情的話，其所需投入的時間和精力會擠壓到學習時間。因

此，我們可以預期： 

 

H2：家人支持的力量越強，會降低早戀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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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於在父權社會裡對女性的行為規範和限制超過男性，學者在研究

戀愛關係時，也注意到社會對於女孩約會（以及性行為）的規範比較嚴格

（Hagen & Foster 2001；Joyner & Udry 2000）。我們認為親密的家人關係在減少發

生早戀行為的影響效果方面，會有性別差異的存在。因此，我們進步提出下列

的研究假設： 

 

H3：家人支持對降低早戀的效果，在女性會大於男性。 

 

（三）早戀行為與結婚時機 

 從生命歷程的角度來說，結婚是一項重要生命事件，一個人的家人關係、

社會關係、和經濟條件往往會因為結婚之後產生重要的轉變。然而，這一件終

身大事並不是憑空隨機地降臨到某個人身上，雖然結婚成家是屬於個人行為，

但一個人會在什麼時候進入婚姻關係則往往是受到先前的經歷所影響。學者在

探討人們的親密關係時，發現先前的親密關係會影後續重要生命事件的發展。

例如 Collins & van Dulmen（2006）根據長期追蹤研究指出：在 18 歲到 28 歲這

個「轉大人(emerging adult)」階段裡，先前的友誼關係和戀愛關係會影響到後來

的伴侶關係。我們認為結婚是一連串生活事件發展、累積的結果。現代人在結

婚之前通常會有戀愛經歷，而結婚行為則經常被形容是兩個戀人隨著時間發

展，跨越了不同的親密關係階段，最後「修成正果」的成就。因此我們提出第

4 個假設： 

 

H4: 高中時期的戀愛經歷會加速結婚行為 

 

 

三、資料來源和分析方法 

(一.) 資料來源：  

本研究串連「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簡稱 TEPS）在 2001 年（wave 1）、2003 年(wave 2)所收集的面訪資料、和「台灣

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教育和勞力市場連結」（簡稱 TEPS-B）在 2015

年所收集的電訪追蹤調查資料來驗證研究問題。這群固定樣本的受訪者主要是

1984 年或 1985 年出生的世代，在他們高二、高三、以及大約 30 歲左右的時

候，參與調查訪問並留下他們在各種生命歷程的經驗與紀錄。我們主要的分析

對象是 2015 年電訪調查當中成功完訪的追蹤個案共 9688 位。在刪除變項遺漏

值之後，我們實際分析的追蹤樣本總共 8259 人，其中男性 4132 人，女性 4127

人。 

我們電訪問卷題目當中，詢問受訪者在他們進入 30 歲階段的婚姻狀況，同

時對那些已婚者，進一步追問初婚是在哪一年舉行。另外，在先前高中時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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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當中，除了收集個人、父母、學校生活的訊息之外，面訪問卷題目的

內容還包括受訪者個人的非傳統性別角色意識形態、社交能力、蹺課行為、國

中戀愛經歷、學程類型、學校都市化程度、以及個人學習能力。我們預期這些

因素可能同時影響高三戀愛行為與後來的結婚時機。透過這樣串連 2001 年、

2003 年、以及 2015 年的具有人口代表性的固定樣本追蹤資料，將有助於驗證

我們所提出的研究假設，從而釐清有關青少年時期的生活經歷和後來結婚行為

之間的關係。 

 

(二.) 變項測量： 

（A.）結婚時機：在 2015 年 TEPS-B 的追蹤電話訪問調查當中，有關受訪者

婚姻狀況的相關問卷題目是：「請問您結過婚嗎？（1）是；（2）否」，如果受訪

者回答結過婚，則追問「請問您第一次結婚是在民國幾年？」。我們以受訪者具

體回答的年度當成進入婚姻關係的確切時間。再將結婚年度減去出生年度之

後，便可獲得受訪者是幾歲結婚。這樣的訊息在分析意義上，等同於個人進入

婚姻的等待時間長度。這種等待時間長度的訊息可以容許我們進行發生結婚事

件的存活分析，並驗證哪些因數會加速或阻礙年輕人進入婚姻關係。 

（B.）高中戀愛：本研究的重要變項為高三時期的戀愛行為，問卷題目是

「你現在有沒有談戀愛？」答項則為：（1）有（2）沒有。 

（C.）家人支持：本研究另外一個重要變項為家人支持，問卷題目是：下列

有關你家人關係的敘述，「家是支持我的重要力量」答項則為：（1）非常符合；

（2）符合；（3）不符合；（4）非常不符合。我們以反向過錄的方式，建構家人

支持強度的測量指標。 

（D.）其它控制變項：本研究除了將高三戀愛行為當成主要自變項同時是第

二個應變項之外，我們也納入其他潛在可能影響結婚時機的相關因素當成控制

變項，例如：人口與家庭社經背景、家庭社會化、以及高中時期的個人特質

等。本研究變項的過錄方式，以及變項的基本描述統計可參見表 1。 

 

[ 表 1 約在此 ] 

 

(三.) 分析模型： 

    我們首先以 logistic 迴歸模型驗證影響高三戀愛行為的相關因素，然後將高

三戀愛行為當成中介變項，用來預測後續的結婚行為。由於我們不只關心這群

被追蹤的年輕人，在高中畢業之後 12 年，是否進入婚姻關係？而且同時關注他

們在什麼時候結婚。我們將使用 Cox 模型，以進入第一次婚姻之前的等待時間

長度（以年為單位）作為應變項，估計不同自變項對於提早或延遲結婚行為的

影響效果（Yamaguchi 1991）。為了能夠系統性地驗證高三時期的戀愛行為和結

婚時機之間的關係，我們提出一個概念性的研究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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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約在此 ] 

 

四、研究發現 

（一.）初步描述統計 

表 1 呈現初步的描述統計，在 2015 年的電訪成功完訪樣本當中，男性有

29%，而女性有 39%已經結過婚。這也表示：超過 30 歲的男性大約有 70%還是

單身，而女性也大概有 60%還沒有結婚。而針對已婚受訪者，我們另外計算他

們初婚的年齡。在 3196 位已婚者（男性 1422 位，女性 1774 位）當中，男性初

婚平均年齡為 28.6 歲，而女性初婚平均年齡則為 28 歲。這些基本的統計分析結

果符合一般人所觀察到的女性比男性更早進入婚姻關係的現象。 

此外，就高三戀愛行為而言，有 22％的男生和 23％的女生，曾經在高三階

段談戀愛。 

     在家庭社會經濟背景方面，這群年輕世代的受訪者有 8% 是來離婚家庭，

他們父母的教育程度有 70% 是在高中/高職或以下，家庭月收入則集中在 10 萬

元以下。 

    在家庭社會化經歷方面，母希望兒子只讀到高中/高職的比例，只有 4% 

（女兒 3%）；希望兒子讀到專科/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的比例是 35% （女兒

32%）；希望兒子完成一般大學教育的比例是 19%（女兒 26%）；希望兒子能讀

到研究所的比例是 36% （女兒 31%），同時也有 7%到 8%的父母還沒有想過這

樣的問題。由此可見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相當高，而且重男輕女的傾向並不

明顯。至於家人支持分數方面，女性（3.08）比男性（2.94）更加認為家庭是支

持個人的重要力量。 

     在其它高中時期的個人特質方面，學生對自己的教育期望相當高，男生希

望讀到研究所的占 41%，而女生希望讀研究所的比例更是高達 43%，他們的自

我期許都超過父母的教育期望。 

   男性的傳統型意識型態平均 2.5 分和女性 2.57 分相差不大。至於主動認識新

朋友的能力方面，女性高於男性。 

    高二時期發生蹺課行為的比例男性是 19%，而女性也有 13%。回憶國中階

段有戀愛經驗的男性占 33%，而女性則有 29%。受訪者多數就讀普通學程，同

時超過 50%的學生是在都市地區受中等教育。 

 

 

（二.）誰會在高三時期談戀愛？ 

    由於中學階段的學生來自不同的家庭社會經濟環境，我們有必要先檢視哪

些個人特質、生活經驗和高三戀愛行為有關。表 2 呈現 Logistic Regression 模型

預測受訪者是否在高三談戀愛的分析結果。我們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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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本省閩南女性，外省女性和原住民女性都比較容易在高三談戀愛。其中

戀愛（vs.沒戀愛）的勝算（odds），原住民女性是閩南女性的 2.29（e 0.83 =2.29）

倍。在家庭結構方面，父母離婚會增加女兒在高三時談戀愛的機率。 

 

[ 表 2 約在此 ] 

 

     另外，在庭社經背景方面，父母教育程度越高會增加兒子在高三戀愛的機

率，但卻是降低女兒的戀愛機率。家庭收入對男女學生也大致呈現正向影響效

果。 

    在家庭社會化經歷方面，在包含所有樣本的模型一當中，家人的支持力量

越大，會降低個人在高三時期進入戀愛關係的機率，其對應係數-0.15***，家人

支持的效果，達到 p-value < 0.001 的顯著水準。這樣的分析結果支持我們所提出

的研究假設（H2）。當我們將樣本分成男女兩群的時候，發現家人支持的向果

存在性別差異。家人支持的力量越強，則女生在高三談戀愛的機率顯著降低，

但對於男學生則效果不顯著。這表示女性如果可以從和家人的互動當中獲得溫

暖與感情支持，則比較不容易對外發展戀情。這樣的分析結果支持我們所提出

的研究假設（H3）。 

    在個人特質方面，高二的蹺課行為，表示個人有脫離社會控制的行為傾

向，會增加高三談戀愛的機率。這樣的分析結果支持直接型社會控制會影響個

人行為看法，我們所提出的研究假設（H1）獲得實證資料的支持。 

    如果國中階段有戀愛經驗，則高三也比較容易談戀愛。學習能力的效果則

是呈現相反的方向，學術表現越好的學生，越不容易在高三階段進入戀愛關

係。至於不同學程類型的影響效果方面，只有讀五專的男性比較不容易在三年

級的時候談戀愛。 

 

 

(三.) 結婚行為的 Kaplan-Meier 存活分析 

    在前面的描述統計部分，我們在計算已婚者平均結婚年齡的時候，並沒有

納入未婚者的訊息。事實上，未婚者的等待結婚時間長短是很重要的資訊，因

此，我們針對進入婚姻的等待時間，進行 Kaplan-Meier 存活分析。圖 4 的橫軸

是表示在幾歲的時候脫離單身進入婚姻，我們可以看到女性比男性更快結婚。

女性年齡在到達 28 歲的時候，約 20％已婚，然後比例顯著上升，到 31 歲左

右，會有超過 4 成的女性完成終身大事。至於男生部分，則要到 29 歲左右才約

有 20％進入婚姻。 

 

[圖 4 約在此 ] 

 

   以上只是簡單存活分析，檢視年齡和結婚行為的關係。至於中學時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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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如何影響個人後來結婚成家的風險機率，則有待進一步建構 Cox 模型並控

制其它潛在影響變項，才有機會去釐清相關的研究議題。 

 

 

(四.) Cox 模型預測結婚行為   

   表 3 是多變項的 Cox 模型用來預測發生結婚行為的風險機率。我們看到模型

1 到模型 3 是沒有放入高三戀愛行為的化約模型，而模型 4 到模型 6 則是納入

所有變項的複雜模型。大致而言，不同模型在加入高三戀愛變項之前和之後的

變項係數變化不大。因此我們著重討論複雜模型的分析結果。 

 

[ 表 3 約在此 ] 

   在模型 4，控制其它變項之後，女性比男性更早進入婚姻(係數 0.42，達到

p<0.001 的顯著水準)，符合前面 Kaplan-Meier 存活分析的結果。在模型 5 和模

型 6 則是分別呈現男性樣本和女性樣本的分析結果，以便進行變項效果的跨性

別比較。在家庭背景方面，我們發現：男性來自父母低教育（國中或以下）的

家庭，比較容易早婚。這可能會是因為這群人教育成就較低，提早進入職場和

成家的關係。 

   在家庭收入方面，男女不同，高收入家庭（月收入 20 萬以上）的男性比較

容易早婚，而女性則是低收入家庭背景（不到 2 萬）會加速出嫁的速度。 

    家人支持強度對男女的結婚行為會有正向影響，這樣的結果和前面防止高

三戀愛行為的效果不一樣。我們認為這同樣可以用社會控制的角度來詮釋，親

密的家人關係可以將上一代的家庭觀念與價值完整傳遞到下一代。由於「男大

當婚，女大當嫁」是傳統價值的一部份，家人支持力量越強，則越容易肯定家

庭生活並進入婚姻關係。 

    在個人特質方面，對自我教育期望越高（想讀研究所）的女性越晚結婚，

但對男生則不會有顯著的影響。另外，非傳統性別角色態度、學習能力也會降

低女性結婚的機率。具有社交能力和國中有戀愛經驗的女性則會加速進入婚姻

的腳步。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方是「高二蹺課」和在城鎮接受中等教育會提早

結婚時間。至於不是就讀普通學程的男性會比較早結婚，我們認為這是因為他

們比較早離開校園，先進入社會工作、成家的關係。 

    最後，加入高三戀愛行為，我們發現：無論男女，高三期間談戀愛會提早

結婚。這樣的結果支持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假設（H4）。 

 

五、結論與討論 

（一）結論 

晚近的台灣社會正面臨著少子化和人口老化的嚴重問題，政府單位和社會

各界無不想方設法來鼓勵年輕人結婚成家。各地方政府推出許多生育補助和教

育補助當誘因，希望年輕男女不會因為經濟環境和其它條件的考慮而延遲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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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結婚生育。例如恆春鎮推出結婚補助，只要設籍滿一年，登記結婚的新人

將可領取最高 2 萬元的補助金（聯合報 2017.12.05）。然而，這些政策似乎聚焦

在如何直接促進年輕人的結婚行為，至於探討什麼樣的因素會加速或延遲年輕

人進入婚姻關係，則比較少進入大眾的日常討論當中。由於早期的生活經驗對

於個人後來的生命歷程會產生重要的影響效果，因此探討年輕人的戀愛行為與

結婚時機的關係，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議題。 

本研究從社會控制的角度出發，利用長期追蹤資料驗證青少年時期男女學

生的戀愛行為和結婚的關係。我們的主要發現如下：首先， 

「高二蹺課行為」可以用來測量直接社會控制的強度，高中生蹺課離開教

室，表示脫離學校和家長的監控，社會控制力量減弱，則比較容易涉入不被社

會規範所接受的行為。我們發現高二時的候蹺課行為會增加高三談戀愛的機

率。另外，代表間接社會控制的家人支持關係越強的話，高中學生越不容易發

生戀愛行為。同時，家人支持對戀愛行為的影響效果，在女性會大於男性。最

後，中學時期的戀愛行為會加快離開學校之後的結婚時機。 

 

（二）討論 

    由於電訪調查的型式和時間限制，本研究無法取得受訪者詳細的教育史資

料。然而，受教育時間延長普遍被認為是個人延遲結婚時間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無法確定畢業時間  和結婚年度的前後關係之下，我們暫時只能用「教育期

望」來逼近教育程度。未來解決之道是結合 2010 年的面訪資料，部分電訪成功

個案在 2010 年也參與了追蹤面訪問卷調查（2675 位），當時受訪者的年紀約 25

到 26 歲之間，差不多已經完成大學階段的教育經歷，而且部分人員已經完成碩

士學歷。2010 年的面訪資料則是有詳細教育史紀錄，可以確切知道畢業離校的

時間。雖然在結合 2010 年的面訪資料後，樣本數會下降，但可以協助確認本研

究所提出的高中戀愛和結婚行為的關係是否會受到教育經歷所影響。 

 另外，台灣在高等教育擴張的趨勢下，晚近的年輕人在進入職場之前的人

力資本準備已經超過上一輩剛踏入職場的年輕人。然而，由於大環境經濟條件

的限制，職場新鮮人從學校畢業之後，往往面臨著低薪和工作缺乏前景的勞力

市場。許多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無法找到穩定的工作，因而延後結婚。所以，

在控制工作狀況變動對結婚時機的影響之後，高中時期的戀愛經歷是否仍然會

對結婚行為產生重要的影響效果？這是有待結合 2010 年的面訪工作史資料，才

能進一步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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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高中戀愛與結婚時機研究模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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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研究變項之操作與基本統計描述 a 

變項 
 

變項描述 (I) 男性 (II) 女性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II. 應變項      
婚姻狀況(sh15v38) 是否結過婚?  (2015 年電訪)  0.30 0.46 039 0.49 
 1=是；0=否     
      
高三戀愛(w2s475) 你現在有沒有談戀愛 (2003 年面訪) 0.22  0.41  0.23  0.42  
 1=有; 0=沒有     
II. 自變項      
家庭社經背景      
籍貫(w1p105) 1=本省閩南人；0=其它 0.76  0.43  0.77  0.42  
 1=本省客家人；0=其它 0.13  0.33  0.12  0.32  
 1=大陸各省市；0=其它 0.10  0.30  0.10  0.30  
 1=原住民；0=其它 0.01  0.07  0.01  0.08  
 1=其它族群；0=其它 0.00  0.06  0.01  0.07  
      
家庭結構 1＝父母離婚或分居；0=其它 0.08  0.27  0.08  0.27  
(w1s208+w2s224)      
      
父母最高親教育程度 受訪者父母的最高教育程度     
(w1p104+w1p102) 1=國中或以下；0=其它 0.33  0.47  0.33  0.47  
 1=高中或高職；0=其它 0.37  0.48  0.38  0.49  
 1=專科；0=其它 0.17  0.37  0.16  0.37  
 1=大學；0=其它 0.10  0.30  0.10  0.30  
 1=研究所；0=其它 0.03  0.18  0.03  0.17  
 1=其它學歷; 0=其它 0.00  0.07  0.00  0.06  
      
每月家庭收入(w1p515) 1=不到 2 萬；0=其它 0.05  0.22  0.07  0.26  
 1=2-5 萬以下；0=其它 0.38  0.49  0.40  0.49  
 1=5-10 萬以下；0=其它 0.42  0.49  0.39  0.49  
 1=10-15 萬以下；0=其它 0.11  0.31  0.10  0.30  
 1=15-20 萬以下；0=其它 0.02  0.15  0.03  0.17  
 1=20 萬以上; 0=其它 0.02  0.13  0.02  0.12  
      
家庭社會化經驗      
家人支持（w1s253) 家是支持我的重要力量     
 4=非常符合；3=符合；2=不符合；1=非常不符合 2.94 0.78 3.08 0.76 
      
父母教育期望(w1p510b) 請問您（或您配偶）期待他唸到什麼程度？     
 1=高中/職/專科畢業；0=其它 0.03  0.17  0.03  0.17  
 1=專科/技院/科大；0=其它 0.34  0.47  0.31  0.46  
 1=一般大學；0=其它 0.19  0.39  0.26  0.44  
 1=研究所；0=其它 0.37  0.48  0.31  0.46  
 1=沒想過/不知道；0=其它 0.07  0.25  0.08  0.28  
      
中學時期個人特質      
個人教育期望(w1s553b) 1=高中職/專不畢業；0=其它 0.02  0.13  0.00  0.06  
 1=高中職/專畢業；0=其它 0.05  0.21  0.02  0.15  
 1=專科-技院/科大；0=其它 0.22  0.41  0.23  0.42  
 1=一般大學；0=其它 0.17  0.38  0.22  0.41  
 1=研究所；0=其它 0.43  0.49  0.44  0.50  
 1=沒想過/不知道；0=其它 0.12  0.32  0.09  0.28  
      
非傳統性別態度(w2s404) 你同不同意男生比女生適合唸自然科學？     
 1=非常同意；2=同意；3=不同意；4 =非常不同意 2.50  0.76  2.57  0.74  
      
主動認識朋友(w1p210) 他一向會主動認識新朋友 

4=非常符合；3=符合；2=不符合；1=非常不符合 
2.78  0.64  2.86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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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蹺課 (w1s116) 上個學期你有沒有翹過課？ 
0=從來沒蹺課；1=1 次；1=2 次；1=3 次； 
1=4 次；1=5 次以上（含） 

0.19  0.39  0.13  0.34  

      
國中戀愛(w2s447) 你國中時有沒有談戀愛？ 0.33  0.47  0.29  0.45  
 1=有; 0=沒有     
      
綜合能力(w1all3p) 「綜合分析能力測驗」學生能力 1.93  1.13  1.83  1.01  
      
學程類型(w1prgm)      
普通學程 1=普通學程；0=其它 0.50  0.50  0.51  0.50  
綜合學程 1=綜合學程；0=其它 0.11  0.31  0.11  0.31  
高職 1=高職；0=其它 0.18  0.38  0.17  0.38  
五專 1=五專；0=其它 0.21  0.41  0.21  0.41  

      
學校都市化程度(w1urban)      
鄉村 1=鄉村；0=其它 0.04  0.20  0.04  0.19  
城鎮 1=城鎮；0=其它 0.43  0.49  0.41  0.49  
都市 1=都市；0=其它 0.53  0.50  0.55  0.50  

      
N  4132  4127  

a
資料來源：TEPS 第一波（2001）、第二波（2003）、TEPS-B 2015 年電話追蹤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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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進入初婚Kaplan - Meier存活曲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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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Logistic Regression 模型預測高三時期戀愛行為（2003 年） 
自變項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女性 0.19**   

籍貫(vs. 本省閩南人)    

  客家人 -0.04 -0.14 0.08 

  大陸 0.16+ 0.02 0.30* 
  原住民 0.71* 0.58 0.83* 
  其他 -0.35 -1.46 0.04 
    
父母離婚(divorce) 0.27** 0.19 0.35* 

    
父母教育程度( vs. 國中或以下)     

  高中/職畢業 0.02 0.08 -0.04 

  專科、科大 畢業 0.07 0.29* -0.15 
  一般大學畢業 -0.09 0.17 -0.34* 
  研究所畢業 -0.07 0.09 -0.19 
  不清楚 0.35 0.4 0.47 
    
家庭每月收入(w1p515)    

  不到 2 萬 0.17 0.08 0.19 

  [2-5 萬]    
   5-10 萬 0.15* 0.17+ 0.12 

  10-15 萬 0.32** 0.22 0.41** 
  15-20 萬 0.36* 0.63* 0.14 
  20 萬以上 0.11 0.18 -0.04 
    
父母教育期望(w1p510)    

  國中或以下 0.04 0.14 -0.05 

  [高中、高職]    
  專科、科大 -0.04 0.07 -0.11 

  一般大學 0.02 0.13 -0.11 
  研究所 0.05 0.13 -0.03 
    
家人支持 -0.15*** -0.05 -0.24*** 

    

子女教育期望(edu_ep)    
  高中/職都不想畢業 0.01 0.06 -0.16 

  高中/職畢業 0.34* 0.28 0.47+ 
  專科、科大 畢業 0.16 0.03 0.23+ 
  [一般大學畢業 ]    
  研究所畢業 0.01 -0.09 0.08 

  沒想過/不知道 0.01 0.02 -0.03 

    
非傳統意識形態(w2s404r) 0 -0.01 0.02 

主動認識新朋友 w1p210r 0.30*** 0.36*** 0.23*** 
高二蹺課（w1s116d） 0.37*** 0.36*** 0.40*** 
    
國中戀愛（w2s447d） 1.25*** 1.23*** 1.26*** 

綜合分析能力測驗分數（w1) -0.14*** -0.14** -0.14** 

    
學程類型 ( vs.普通學程)    

綜合學程 0.09 0.06 0.13 
高職 0 0.07 -0.08 

五專 -0.06 -0.29* 0.14 
    
學校都市化程度(vs. 都市)    

鄉村 0.32* 0.27 0.36+ 
城鎮 0.03 0.1 -0.01 

    
Constant -2.28*** -2.77*** -1.64*** 
    
Observations 8259 4132 4127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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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Cox 模型迴歸預測結婚行為 

 總樣本 男性 女性 總樣本 男性 女性 
自變項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Model 6 

女性 0.43***   0.42***   
籍貫(vs. 本省閩南人)        
  客家人 0.05 0.13 -0.02 0.05 0.14+ -0.02 
  大陸 -0.06 -0.14 -0.01 -0.08 -0.14 -0.03 
  原住民 0.22 0.13 0.26 0.15 0.07 0.21 
  其他 -0.07 -0.49 0.07 -0.05 -0.41 0.06 
       
父母離婚(divorce) -0.04 -0.18 0.06 -0.06 -0.20+ 0.03 
       
父母教育程度( vs. 國中或以下)  --- --- --- --- --- --- 
  高中/職畢業 -0.08+ -0.16* -0.04 -0.08+ -0.16* -0.04 
  專科、科大 畢業 -0.1 -0.08 -0.14 -0.1 -0.1 -0.12 
  一般大學畢業 -0.21** -0.41** -0.07 -0.21* -0.42** -0.06 
  研究所畢業 0.03 0.11 -0.04 0.04 0.1 -0.02 
  不清楚 -0.02 0.08 -0.12 -0.04 0.1 -0.17 
       
家庭每月收入(w1p515)       
  不到 2 萬 0.15* 0.05 0.19* 0.14+ 0.05 0.17+ 
  [2-5 萬] --- --- --- --- --- --- 
   5-10 萬 0.02 0.09 -0.04 0 0.06 -0.05 
  10-15 萬 -0.01 0.1 -0.11 -0.04 0.08 -0.14 
  15-20 萬 0.05 0.3 -0.14 0.02 0.26 -0.15 
  20 萬以上 0.26+ 0.53** 0.05 0.26+ 0.52** 0.06 
       
父母教育期望(w1p510)       
  國中或以下 -0.14 -0.19 -0.07 -0.13 -0.21 -0.05 
  [高中、高職] --- --- --- --- --- --- 
  專科、科大 -0.05 0.03 -0.12 -0.04 0.02 -0.11 
  一般大學 -0.05 0.05 -0.15+ -0.04 0.04 -0.14+ 
  研究所 -0.15+ -0.23+ -0.12 -0.16* -0.24+ -0.12 
       
家人支持 0.09*** 0.09* 0.10** 0.11*** 0.10* 0.12*** 
       
子女教育期望(edu_ep)       
  高中/職都不想畢業 -0.12 0.17 -1.00+ -0.13 0.15 -1.01+ 
  高中/職畢業 0.04 0.26+ -0.17 0.01 0.23 -0.2 
  專科、科大 畢業 -0.02 0.03 -0.05 -0.03 0.04 -0.08 
  [一般大學畢業 ] --- --- --- --- --- --- 
  研究所畢業 -0.16** -0.11 -0.18** -0.16** -0.1 -0.19** 
  沒想過/不知道 -0.09 0.07 -0.22* -0.08 0.07 -0.21* 
       
非傳統意識形態(w2s404r) -0.10*** -0.11** -0.10** -0.10*** -0.11** -0.10** 
主動認識新朋友 w1p210r 0.18*** 0.23*** 0.15*** 0.16*** 0.20*** 0.14*** 
高二蹺課（w1s116d） 0.06 0.16* -0.01 0.03 0.15* -0.05 
       

國中戀愛（w2s447d） 0.44*** 0.44*** 0.44*** 0.35*** 0.34*** 0.35*** 
綜合分析能力測驗分數（w1) -0.02 0.05 -0.08* -0.01 0.06 -0.08* 
       
學程類型 ( vs.普通學程) --- --- --- --- --- --- 

綜合學程 0.11 0.23* 0.01 0.1 0.23* 0.01 
高職 0.18** 0.32** 0.05 0.19** 0.32** 0.07 
五專 0.04 0.18+ -0.1 0.04 0.20* -0.1 

       
學校都市化程度(vs. 都市) --- --- --- --- --- --- 

鄉村 0.08 -0.04 0.17 0.05 -0.07 0.14 
城鎮 0.16*** 0.24*** 0.10+ 0.16*** 0.23*** 0.10+ 

       

高三戀愛行為    0.40*** 0.40*** 0.39*** 
       
Observations 8259 4132 4127 8259 4132 4127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