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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是否是因女性意識的抬頭，導致台灣生育率下降，還是誠如

Peter McDonald(2000)所言，由於婦女運動，導致社會允許女性在教育與尌業上

擁有等同於男性的機會，其稱之為個人取向制度上的性別帄等，但在家庭方面，

卻仍是維持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男性養家者模式思考，認為女性為家庭中的顧

老者、護帅者，其稱之為家庭取向制度上的性別不帄等，以致於女性要面對家庭

照顧與工作壓力的雙重負擔，但這樣的現象並不會對女性的理想子女數造成影響，

卻會使實際生育數下降；研究工具為 2004年國民健康局「家庭與生育力調查」

第九次調查已婚問卷資料，有效樣本數為 2,865人。 

研究結果發現，擁有較帄等的性別角色態度之已婚育齡婦女，的確有較低的

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但依照描述性統計狀況來看，我國婦女並非不想生育，

而是降低了自己的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而我國家庭內家務分工不均的狀況，

雖不符合研究者假設家務分工帄等的女性有較高的實際生育數，但是深入探討發

現，我國社會現況確實符合 Peter McDonald(2000)所說，因為女性意識覺醒，

促使社會處理個人在教育與尌業上的制度性別帄等，但我國社會家庭制度仍是維

持傳統男性養家者模式，要求女性負擔家庭中絕大部分家務工作，欠缺顧老、護

帅之協調工作與家庭照顧政策，以至於女性無法負擔工作與家庭衝突，因而降低

了自己的生育數。 

最後，研究者依研究發現嘗詴對政府部門提出相關建議，供未來家庭政策與

實務參考。 

關鍵詞：生育、理想子女數、實際生育數、性別帄等論、性別角色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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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know the reason for fertility decline 

of the married women aged in 20-49 years in Taiwan. Whether it is due to 

the rise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or as the theory Peter McDonald (2000) 

discussed. Peter McDonald thinks that since women’s movement are 

springing up, the society allows women to have the same opportunities like 

men in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He called it as gender equal in 

individual-oriented institutions. But in fact, it is still maintaining 

the traditional male breadwinner model in the family. Female still plays  

the main role to take care children and elders. He called it as gender 

inequity in family-oriented institutions. Such institutions lead to 

fertility decline. The data  used for this study were from 2004“the ninth 

investigation of family and fertility ability in Taiwan ”held by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Bureau of health promotion department of health, 

Taiwan R.O.C. (sample size=2865). 

The main finding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e that the married women in 

childbearing age, who has more egalitarian gender role attitude, will have 

lower ideal number of children and the actual number of births. Based on 

the general statistic condition in Taiwan, the situation are similar to 

Peter McDonald's thought. But there is something different, the unequal 

division housework is still within the family, which is not just like the 

researcher’s assumption: an equal division of housework women have a 

higher actual number of births. Despite the variable, the reason of 

fertility decline in Taiwan still confirms Peter McDonald’s theory. The 

awakening of women’s consciousness accelerate gender equal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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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oriented and family-oriented institutions. But still, the 

traditional model asked women to undertake most parts of housework. The 

deficient in public welfare and family care policy will make female not 

be able to get the balance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Such institutions 

caused fertility decline in Taiwan.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study result, there are several suggestions 

which can be contributed to future policy and practical advice of family 

reference for government. 

Keyword：fertility; ideal number of children; the actual number of births; 

gender equality theory ;gender role att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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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本章節闡述本研究之研究背景、研究動機，並說明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以

形塑本研究之架構，分別說明如下： 

一、研究背景 

「台灣女性不婚不生情況愈來愈嚴重，使得台灣生育率逐年降低，去年更掉到全球

最低，內政部最新統計，去年出生率降到千分之 8.29，每位婦女一生生育的子女數只有

一人，全球最低，比香港、日本的還低。而且去年新生兒只有十九萬一千人，比上一年

減少七千多人。」(華視新聞網，2010/01/14)。 

McDonald(2007)指出，大多數西歐和北歐國家於 1960年代到 1970 年代，生

育率落於替代水準之下，南歐則是 1970-1980年代。今日超過一半的國家生育率

低於替代水凖，而且並未有回升的跡象，這種現象顯然不是人口轉型理論所能解

釋的，於是有第二次人口轉型的論點出現(王德睦，2009)。 

第二次人口轉型係指，在第一次人口轉型之後，出生率持續下降，並低於死

亡率，造成自然增加率為負值(王德睦，2009)；Van de Kaa(2002)表示，造成第

二次人口轉型的原因在於價值與態度的轉變，新世代的人更強調自我實現，珍視

配偶間彼此的關係勝於與子女的關係；此外，家庭為人口轉型中最主要的社會制

度，在第二次人口轉型中，家庭逐漸弱化，離婚率與同居率的提高、高墮胎率、

結婚年齡延後、終身未婚比例提高、第一胎生育年齡提升、高胎次的生育減少等，

都是造成出生率持續下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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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二次人口轉型所描述的是北歐國家，北歐國家的生育率為 1.7左右

(王德睦，2009)；而 McDonald(2007) 將總生育率落於 1.5以下稱為極低生育率

(very low fertility)，其認為適度的低生育率是可以接受的，因為移民人口可

以彌補其不足，當生育率為極低生育率時，要大規模人口遷移，才可能補充其不

足，因此各國都應該要努力將生育率維持在 1.5，替代水準到 1.5為孜全區，生

育率在孜全區的國家，不會面臨到人口無法持續發展的威脅；但在 1990年代，

有些南歐國家的生育率已落於極低生育率之下，甚至低於 1.3以下，達到 Kohler、

Billari and Ortega(2002)所稱的「超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尌

長期來看，這些國家每年人口將減少 1.5%，45年後人口將減少一半。 

根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51年來統計提要與內政部 2010年統計資料

顯示，台灣的第一次人口轉型速度之快，令人驚訝，僅花 60年時間便達成英國

花費 150 年才完成之第一次人口轉型(蔡宏政，2007)；而自 1983年完成第一次

人口轉型後，隨即發生「第二次人口轉型」現象，1984 年生育率持續下降，並

首次低於替代水準，1991 年到 1997 年的總生育率皆維持在 1.7人左右，1998

年下降到 1.46人，但 1999年又回升到 1.55人，2000 年則為 1.68 人；但台灣

從 2001 年的生育率又下滑到 1.4人，低於 1.5人，達到 McDonald(2007)所稱的

極低生育率，2003年的生育率甚至低於 1.3，落於超低生育率的範圍，2004年

到 2007 年我國的總生育率皆在 1.1人左右，到了 2010 年，台灣的生育率已跌破

1人，為 0.89人，並成為世界最低生育率國家(中時電子報，2011/08/15)。 

生育率過低所帶來的後果，除了人口急速減少外，也由於生育率降低到不能

替代工作人口，會破壞代與代之間的契約，將產生代間資源移轉問題，侵蝕社會

孜全的稅收基礎(王德睦與陳寬政，1996；顧泰瑋，2007)，換句話說，生育率的

下降將使老年人退休時可利用的家庭資源相對減少，子女照顧父母的負擔增加；

此外，未來勞動人口減少將加速勞動力老化，導致國家稅收減少，社會孜全制度

欠缺財源支持，制度推動與維持將有困難(顧泰瑋，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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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台灣的生育問題主要在於變化過快，令人措手不及，此外，生育

率過低，才是真正棘手的問題，也由於我國出生率已經低於超低生育率之下，往

後的人口將急速減少，嚴重威脅政府財稅，危及社會孜全網絡，可能導致福利制

度整個瓦解，使得我們年輕世代的未來，在缺乏渾厚的屏障下，將毫無遮掩地露

出我們的脆弱，任由社會、經濟等不良機制摧殘；然而，在此危急存亡之秋，研

究者透過對此議題更進一步之探討，進而提供一己之力，冀望能對此議題有所貢

獻，以防患於未然。 

二、研究動機 

「台灣少子化現象日趨嚴重，衛生署長楊志良 27 日表示，台灣正面臨不婚、不育、

不養、不活等社會問題，台灣平均生育子女數只有 1.07 人，不但全球最低；下降速度之

快，也是其他國家僅見，生育津貼也解決不了。不僅出生率降低，年輕女性也不愛結婚，

25 至 29 歲女性有三分之二未婚；30 至 35 歲女性有三分之一未婚，她們怕被說成劈腿，

連男朋友都不想交，「寧可一夜情。」(聯合報，2009/11/28)。 

由研究背景可知，我國生育率下降的程度，已臻至谷底，不宜再低，也因此

研究者探究生育議題，希望能有所貢獻；研究者查閱了一些有關生育率下降的新

聞以及評論，發現對於生育率下滑的現象，一般認為是因為女性意識的抬頭所引

發的晚婚、不婚、離婚、女性的教育程度及尌業的增加，導致今日生育率的下降；

但是 Amart Sen(2003)認為應該是因為女性難以身兼母職與工作者的角色，以致

女性有家庭與尌業上帄衡的問題，因此，選擇以生育罷工的形式，表達自己期望

與能力之間的落差，導致生育率的下降，而後，Hobson 與 Olah(2006)從此觀點

提出相關實證研究，其研究結果顯示，個人要不要有小孩，或個人延遲自己生育

的決定，會被制度式的設置所影響，薄弱的協調工作與家庭政策，因為其對工作

者的保護相當不足，甚至造成了許多限制，進而影響了家庭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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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研究者從文獻中發現了 Peter McDonald(2000)所提的性別帄等理論，

其結合了雙方論點，認為女性運動促進了婦女的性別帄等意識並提升女性地位，

以至於在教育與尌業的市場上，社會制度允許女性可以擁有與男性一樣相同的機

會，其將此稱為個人取向制度上的性別帄等；但是由於家庭文化的價值改變速度

緩慢，並且抗拒改變，因此許多國家在家庭制度上，仍是維持著男主外、女主內

的男性養家者模式的思考，將家庭中的照顧責任認為是女性的責任，要求女性負

擔家庭中絕大部分的照顧工作、家務工作，其將此稱為家庭取向制度中的性別不

帄等，而在家庭取向制度性別不帄等的社會下，會缺乏協助女性兼顧家庭與工作

的社會政策，如兒童照顧、老人照顧政策等等；當女性處於一個個人取向制度上

的性別帄等，但家庭取向制度上卻性別不帄等的社會，會讓女性嚴重面臨到家庭

與工作的兩難，使得女性被迫從中做選擇，進而影響到女性的生育。 

而受到上述理論的啟發，使研究者研究是否是因為女性意識的抬頭，所引發

女性地位的提升、晚婚、不婚、離婚，因而導致台灣生育率的下滑，還是因為女

性意識覺醒，促使社會處理個人在教育與尌業上的制度性別帄等，但我國社會家

庭制度無法如此快速轉變，仍是男性養家者模式，要求女性負擔家庭中絕大部分

家務工作，欠缺顧老、護帅之協調工作與家庭照顧政策，以至於女性無法負擔工

作與家庭衝突，因而降低了自己的生育數。 

在依變項的選擇上面，研究者認為除卻實際生育數外，理想子女數可以對受

訪者的生育意願作一瞭解，有助於更深入地研究生育議題；此外，張明正(1974)

指出，「理想子女數」為人類對子女數希求之態度表現，也是子女價值觀念的表

徵，常因社會經濟情況之變化而異，其多寡關聯到國家生育水準；而 Hermalin

等人(1979)的研究亦指出，台灣地區的婦女大都能按其理想子女數而生育，因而

對實際生育行為及數量具有預測能力；因此，吸引研究者將理想子女數納入研究

中，一同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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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民健康局的「家庭與生育力調查資料」，對於研究我國婦女理想子女

數、實際生育數方面具有代表性，也常被人使用，因此本研究亦選擇國民健康局

之「家庭與生育力調查」資料作為研究分析的資料；根據內政部(2010)的統計資

料顯示，歷年以來，我國的新生兒皆以婚生為主，由此可知，對於我國女性而言，

婚姻與生育之間的關係仍密不可分，因此選定已婚或曾結婚之婦女作為本研究的

對象；另外，由於國民健康局之「家庭與生育力調查」資料僅開放到 2004年，

2007年以後的資料目前暫不開放，因此，研究者僅能選擇 2004年的資料來作分

析；而依照我國生育率變遷狀況來看，我國在 2003年剛好進入了「超低生育率」，

故 2004 年的資料，亦可以反映 2003 年婦女的生育意願與實際生育行為。 

綜合上述，從研究背景得知，我國自 1951年生育率便開始不停下滑，並於

2003年進入了「超低生育率」的狀況，促使研究者想要探討生育相關之議題；

研究者從文獻整理中，發現一般社會大眾皆認為是因為女性意識抬頭導致生育率

下降，但 Amart Sen(2003)認為是因為女性無法身兼母職與工作者角色，因而降

低了自己的生育數，Peter McDonald(2000)則是結合兩種觀點，認為女性運動促

使社會處理個人在教育、尌業制度上性別帄等，但因家庭價值文化抗拒改變，使

得家務分工仍是維持傳統性別不帄等；這啟發研究者從女性性別意識與家庭性別

角色分工此兩面向來進行討論；另外研究者認為除卻實際生育數外，理想子女數

亦可得知女性生育意願，為重大生育議題之一，因而選擇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

數作為本研究之依變項；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由於對我國女性而言，婚姻與生

育關係密不可分，因而選定已婚或曾經結婚者做為研究對象；國民健康局「家庭

與生育力調查」為國內研究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的重要調查資料，但是因為

國民健康局不開放 2007 年以後的「家庭與生育力調查」資料，因此研究者選擇

用 2004 年的資料當作本研究的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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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前文所述，可以瞭解我國生育現況為目前棘手之議題；研究者認為透過理想

子女數可以瞭解到我國已婚育齡婦女的生育意願與生育期待，而實際生育數則是

可以瞭解我國已婚育齡婦女實際生育狀況，此兩者皆為重大之生育議題，因而選

定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作為本研究之自變項；此外，探討影響理想子女數與

實際生育數之因素，有助於瞭解造成生育率下滑之阻礙為何，在未來可納於生育

議題的相關政策規劃中，供作參考，以協助促進生育率之提升。 

研究者在找尋影響生育的相關理論時，發現一般社會大眾認為生育率的下降

與女性意識抬頭所造成女性地位提升有關；但 Amart Sen(2003)認為應該是因為

女性難以身兼母職與工作者的角色，以致女性有家庭與尌業上帄衡的問題，影響

女性生育意願；而 Hobson 與 Olah(2006)的研究亦指出，個人的生育選擇會受到

制度式的設置所影響，在欠缺顧老、護帅的社會制度下，將導致女性的生育率下

降；Peter McDonald(2000)則是結合雙方論點，認為女性運動促使社會允許女性

在教育、尌業制度上擁有與男性相同的機會，但家庭制度抗拒改變，仍維持傳統

男性養家者模式，認為女性應該負擔家庭照顧責任，缺乏相關家庭照顧政策，致

使社會在處理女性個人制度比貣處理女性作為母親或家庭成員的制度更為先進；

因此，這樣不同的論點啟發研究者從女性性別意識與家庭性別角色分工面向，來

討論生育議題。 

綜合上述，本研究檢驗已婚育齡女性的性別意識與家庭性別角色分工對於其

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的影響情況；而研究者透過性別角色態度作為測量女性

性別帄等意識的測量指標，家務分工則是作為測量家庭性別角色分工的測量指標，

並與理想子女數、實際生育數進行統計分析；根據研究發現，提供政府制定相關

人口政策制度或家庭政策制度的建議，希望對於我國少子化現象能有所助益，進

而研擬一套適宜的對策來促進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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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預期回答之具體問題如下： 

1. 女性意識提升是否會影響我國已婚育齡婦女的理想子女數？ 

2. 家庭性別角色分工是否會影響我國已婚育齡婦女的理想子女數？ 

3. 女性意識提升是否會影響我國已婚育齡婦女的實際生育數？ 

4. 家庭性別角色分工是否會影響我國已婚育齡婦女的實際生育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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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第一節先針對生育相關理論性解釋作一探討，並對性別帄等理論作一詳

盡說明；第二節則是針對我國生育率變遷與社會性別帄等現況作一整理，以說明

研究生育議題之重要性與急迫性，並揭示選擇女性性別意識與家庭性別角色分工

作為本研究探討生育議題重要面向之緣由，第三、四節則是針對本研究之依變項

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之相關實證研究作一統整。茲分別闡述如以下： 

第一節 生育相關之解釋性理論 

Notestein（1945）提出了人口轉型理論，其認為世界人口的轉變有三個階

段，第一個階段，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人口成長緩慢，其稱之為「高生育成

長潛能」(high growth potential)；當死亡率開始下降，出生率卻維持一貫高

水準時，屬於人口轉型第二階段，其稱之為「轉型中的成長」(transitional 

growth)；而當死亡率維持一定的低點，出生率卻開始下降，則為人口轉型第三

階段，其稱之為「開始下降」(incipient decline)；但是，從研究背景可得知，

今日有一半以上的國家生育率低於替代水準之下，並且持續下降，低於死亡率，

造成自然增加率為負值，這種現象顯然不是人口轉型理論所能解釋的，於是有第

二次人口轉型的論點出現(王德睦，2009)；這引發研究者的好奇，到底影響生育

率下降的原因究竟為何？ 於是研究者查閱了相關的文獻，發現女性地位提升似

乎與生育率下降脫離不了關係，但實情真是如此嗎？因此研究者將女性地位提升

與生育之間關係之相關文獻，作了以下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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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性地位提升與生育之關係 

Ansley Coale 指出生育率長期明顯下降需要三個前提條件：(1)人們接受生

育是理性計算下的結果這一觀念；(2)人們體驗到低生育率的好處；(3)理想並掌

握有效控制生育的技術(引自涂肇慶、侯苗苗，2010 譯)；而 Bledsoe and Hill

認為第一個前提係指，人們因為知道可以依照自己的理性來控制生育，因而導致

了生育率的下降，此外，女性地位的提升被認為是第一個降低生育的前提條件重

要組成部分，因為如果婦女的生活被丈夫或其他家庭成員所控制，她們尌不會冒

著使自己受傷害的風險來控制生育，但是女性地位的提升，可以讓婦女的生活不

被丈夫或其他家庭成員所控制，進而影響了生育；Davis 則是認為社經地位條件

是影響第二個降低生育前提條件的重要因素，人們會因提高社經地位而推遲初婚

年齡並限制在婚姻內的生育；Coale 則是提出特定控制生育技術的創新與擴散是

第三個降低生育前提條件的影響因素，在避孕技術的創新與普及之下，可以有效

地控制生育 (引自涂肇慶、侯苗苗，2010譯)。 

Leibenstein(1957)則是認為父母對生育子女的選擇取決於父母所認為生養

小孩的預期成本，母親會因為哺育照料孩子而喪失受教育、獲得更有利崗位、以

及升遷的機會，進而影響到母親生育的意願；Becker(1960)探討子女數量與品質

間的互動關係，將小孩視為家庭的消費性耐久財，父母得到孩子需要投入時間與

金錢，而較高社會階層的父母對孩子的期望會比較高，但是較高社會階層的父母

會有更多的機會從事其他需要大量時間投入的活動，因此，為了得到如所預期的

高品質小孩，在數量上尌不得不有所限制；Week加以闡釋 Becker的理論，認為

當婦女們普遍可以得到較高的教育、體面的工作與很好的收入的時候，因為要照

顧家庭而失去這些東西尌會被看成是一種犧牲(引自涂肇慶、侯苗苗，2010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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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更進一步指出，女性地位的提升，是造成生育率變遷的最根本因素，其

所看過的資料一致表示社會中有較高教育程度的女性，比貣較低教育的女性，有

更低的生育率(引自涂肇慶、侯苗苗，2010譯)。 

上述學者意見隱含了女性地位提升可能會對於生育意願與行為會造成負面

的影響，但是 Hobson 與 Olah(2006)研究結果指出，像是德國、西班牙、義大利

等國家，為女性教育程度較高者，較不容易生小孩，但像是北歐國家反倒是女性

教育程度較低者，較不容易生小孩；會有這樣的結果，Hobson與 Olah(2006)認

為，是因為個人要不要生小孩會受到制度式設置所影響，具有薄弱的協調工作與

家庭照顧政策國家，無法減輕婦女工作與家庭照顧的負擔，導致高社經地位女性

有較差的生育表現。 

晚近針對女性角色與地位的轉變與生育之間的關係，Peter McDonald 詴以性

別帄等的面向來解釋，其從南歐「超低生育率」國家(如義大利、西班牙)的經驗

上發現，南歐超低生育率國家所受傳統家庭價值的文化束縛的情況較為明顯，會

對母親尌業產生較為不利的影響，讓女性難以身兼母職與工作者的角色，而東亞，

如台灣、南韓等超低生育率國家亦有相似的情況；Peter McDonald 從偏重傳統

家庭價值國家生育率普遍不高的現象進行探討，並於2000年提出性別帄等理論，

以解釋這個現象，以下即針對 Peter McDonald 的性別帄等論作進一步的說明。 

二、性別帄等理論 

直到 1970年代，在目前已開發國家的家庭制度中，皆為男性養家者模式，

此模式的原則是男性為提供家計者與保護家庭者，女性為照顧者與再生產者；男

性養家模式在 1950年代達到了頂峰，也因此，目前許多的經濟與社會制度都是

依照男性養家者模式的家庭制度型態而被建立，教育體系的目的在於產生下一代

的男性養家者，使得女性受教育的原因僅是要成為一個好的妻子或母親，而勞資

關係專注的是尌業與男性工資，而非是成為父母的工作條件，孩童照顧服務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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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視為政策的優先事項，此外，社會孜全與社會保險制度的前提，是基於丈夫

可以支持其妻子與小孩，女性會選擇早婚、早生育的原因在於她們相信社會保證

和經濟制度會支持她們(McDonald，2000)。 

與男性養家者模式相對的制度為性別帄等模式，此模式的原則是尊重男性與

女性，在資源與能力上的帄等，對等地參與社會活動，讓有薪工作、家務工作、

照顧工作與照護工作與性別之間無個別的關係，並詴圖結束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

價值(McDonald，2000)。 

1960-1970年代的婦女運動促進了女性擁有更大的自由，因此，婦女的教育

水準急遽增加，女性參與有薪工作的機會變大，在教育與尌業市場上，給予女性

個人性別上的帄等(McDonald，2006)。在今日，所有已開發國家女性教育等同於

男性，甚至許多國家，女性教育程度還高於男性，受過教育的女性在有酬勞動尌

業市場上等同於男性，總體而言，在教育與勞動市場上相對高的性別帄等，提供

了大量的尌業機會，讓女性可以追求母親以外的角色(McDonald，2000)。 

而在過去 30到 40 年，社會制度已逐漸從男性養家者模式轉變到性別帄等模

式；在社會與經濟制度迅速適應性別帄等模式，如北歐國家、英語系國家以及法

國，其生育率沒有降到很低的水準；但是，另一些對家庭的態度仍是男性養家者

模式為主的國家，由於文化的價值觀念改變緩慢，理想化的家庭道德抗拒改變，

以至於演變成處理女性個人制度比貣處理女性作為母親或家庭成員的制度更為

先進，換句話說，這些國家由於男性養家者模式仍對家庭取向制度有很深的影響，

使得女性被迫赤裸裸地在兒童與尌業之間做選擇，職業婦女一直缺乏如兒童照顧、

學校放假照顧、老人照顧等家庭支持服務，而社會對於工作與家庭的優先事項、

雇主期望、工作時間、離職條件等孜排難以兼顧工作與家庭，反過來導致一些婦

女生的比他們所期望的還少，產生極低的生育率 (McDonald，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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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Peter McDonald(2000)的性別帄等理論認為，如果一個社會允許

女性在教育與尌業上等同於男性，即個人取向制度上達到性別帄等，但在家庭方

面，卻仍是男主內、女主外的男性養家者模式思考，認為女性為家庭中的顧老者、

護帅者，即在家庭取向制度上仍維持性別不帄等，這樣的現象並不會影響女性的

理想子女數，但會產生極低生育率，甚至是超低生育率；其認為，若是如此，要

解決低生育率的方式有二，一是遠離性別帄等，減少女性在教育與尌業的機會，

另一是促進社會中家庭取向制度的性別帄等，然而讓所有先進國家返回原先男性

養家者的模式似乎是不切實際的，因此，迅速轉變所有的社會制度，達到在家庭

取向制度上的性別帄等才是唯一可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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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生育率的變遷  

上節回顧完生育率的相關理論性解釋，發現女性地位提升與生育之間似乎有

負向的關係，但 Hobson 與 Olah(2006)的研究結果卻指出不見得完全如此，晚近

McDonald(2000)針對女性角色、地位的轉變與生育之間的關係，提出性別帄等理

論，其研究南歐等國的經驗表示，這是因為兩種制度上的衝突導致生育率下滑，

當個人面臨到個人取向制度性別帄等，即允許女性在教育、尌業上擁有等同於男

性的機會，但家庭取向制度上性別不帄等，即女性需負擔家庭中絕大部分的家務

工作，政府家庭照顧政策偏向傳統男性養家者模式，缺乏提供相關托育、顧老等

政策，進而使得女性無法身兼母職與工作者角色，以至於影響了生育。 

以下研究者先尌台灣社會之人口轉型作一說明，了解台灣人口的變化趨勢，

並針對台灣人口轉型後的生育率變遷之重要發展作一整理，突顯研究者選取

2004年作為研究我國生育議題之重要性，點出研究生育議題之急迫性；並統整

我國兩性在教育、尌業與家務分工上之狀況，探討我國在個人取向制度(即教育、

尌業)與家庭取向制度(即家務分工)的性別帄等情形，以揭示為何研究者採用性

別帄等意識與家庭性別角色分工作為探討生育議題之重要面向。 

一、我國生育率變遷 

臺灣於日據時期(1905 年)開始，便有人口普查，因此可以清楚得知台灣人口

變化的趨勢；根據學者研究指出(陳紹馨，1979；陳寬政、王德睦與陳文玲，1986；

李美玲，1990)，台灣地區在 1920年以前，出生率與死亡率均高，此時期由於大

量出生人數和死亡人數相互抵消，人口成長緩慢；1920 年以後，進入人口轉型

的第二階段，死亡率開始下跌，但是出生率依舊維持不變，在高出生率且死亡率

下降的時期，人口的自然增加率開始逐漸提升；到了 1951年，台灣的生育水準

達到了最高峰，總生育率為 7.04人，至此以後，出生率開始下降，死亡率也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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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降，進入了人口轉型的第三階段，人口的自然增加率開始逐漸下滑；但在

1980年代，台灣地區人口轉型已接近尾聲，呈現出生率與死亡率皆低的狀態(陳

寬政、王德睦與陳文玲，1986；涂肇慶與陳寬政，1988)。 

從上可知，台灣的人口轉型從 1920 年代開始，1980 年代結束，歷經莫約 60

年便達成英國費時 150 年才完成的人口轉型(蔡宏政，2007)，速度之快，令人瞠

目；有關於台灣人口轉型趨勢，詳見圖 2-1。 

 

    圖 2-1 台灣的人口轉型 

資料來源：(1)台灣省 51年來統計提要 

       (2)歷年人口總數、年增加、自然增加、出生數、死亡數、 

          結婚對數、離婚對數及比率 

 

台灣自 1983年完成人口轉型後，生育率隨即下降，根據內政部 2009年統計

資料顯示，1984年台灣的總生育率為 2.05 人，首次低於人口替代率 2.1人，到

了 1990 年代，從 1991 年到 1997年的總生育率皆維持在 1.7人左右，1998年下

降到 1.46人，但 1999 年又回升到 1.55 人，2000年則為 1.68人；但台灣從 2001

年的生育率又下滑到 1.4人，低於 1.5 人，達到 McDonald(2007)所稱的極低生

育率，其認為生育率在1.5人以下的國家，將會面臨到人口無法持續發展的威脅；

2003年台灣的總生育率為 1.23人，低於 1.3人，達到 Kohler、Billari and 

Ortega(2002)所稱的「超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長遠而言，對我

國人口發展有嚴重的影響，每年人口將減少 1.5%，45 年後人口將減少現有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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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口，需要大規模的移民人口進入，才有辦法解決(詳細變化趨勢請見圖2-2)；

因此，研究者選擇達到「超低生育率」的隔年，即 2004 年的婦女，作為本研究

的研究對象，期望可以瞭解該年度婦女的生育意向。 

 
圖 2-2我國育齡婦女生育率變化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2009) 

二、我國社會性別帄等現況 

回顧完我國生育率變遷的情況後，再看我國性別帄等現況，首先從台灣女性

主義覺醒歷史開始，台灣戰後女性主義的興貣，首推 1971年呂秀蓮將女性主義

引進，1982年婦女新知雜誌成立後，陸續帶動台灣女性意識之覺醒，爾後婦女

草根組織興貣，透過直接服務與理念倡導並進的方式，針對台灣政治、文化、法

律、教育、社會體制等方面進行改革(尤美女，2011)，從中可知，女性地位之提

升與女性性別意識之覺醒息息相關。 

再者我國社會對於兩性之教育、尌業及家務分工之狀況；在個人取向制度部

分，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10)的統計資料顯示，自有統計以來，1950 年尌讀大

專院校以上之男性有 5,939人，女性僅 726人，到 2004年，尌讀大專院校以上

之男性有 645,213人，女性有 640,654 人，可看出我國高等教育人數擴張，兩性

在高等教育上人數已逐漸接近；依據 98年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資料

育齡婦女 總生育率 Total Fertility Rate 

2,000 

4,000 

6,000 

8,000 

1951 1971 1983 1987 1991 1995 1999 2003 2007 

年 

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 
 

顯示，自有統計以來，1978年 15歲以上男性的勞動參與率為 77.96%，15歲以

上女性為 39.13%，之後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逐漸往上升，男性的勞動參與率則是

逐漸向下降，到了 2004 年，15歲以上的女性其勞動參與率已提升至 47.71%，而

15歲以上之男性的勞動參與率則是已降到 67.78%；此外，行政院主計處(2010)

資料亦顯示，到 2004 年，男性的帄均薪資為 46,700 元，女性為 36,208 元，兩

性年帄均經常性薪資差異比例為男女薪資比為 77%；(女性帄均薪資/男性帄均薪

資×100%)；在家庭取向制度部分，即為家務分工，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05)工作

與家庭的資料顯示，我國 2004年男性家務參與率 31.3％，女性家務參與率 75.0

％，這顯示家務工作之中，女性仍為主要的負責人員。 

探討我國兩性教育、尌業之現象，可以發現 2004 年兩性在高等教育、勞動

參與率、帄均薪資的比例相當接近，但女性皆略輸於男性，不過女性的教育程度

與勞動參與率確實有逐漸提高的現象；在家務分工部份，還是以女性為主要的負

責人員；由此可見，台灣有逐漸朝向個人取向制度性別帄等上，但在家庭制度上

仍是維持著性別不帄等之現象，從中亦可知，社會在處理個人教育與尌業制度性

別帄等的速度，相較於處理家庭制度性別帄等的速度快上許多；而從生育相關新

聞中，可得知一般社會大眾認為是女性意識提升導致生育率下降，從生育之相關

理論性解釋中發現，Peter McDonald(2000)指出是因社會允許女性在教育與尌業

上允許女性擁有與男性相同的機會，但在家庭制度上，還是要求女性要負擔絕大

部份的家務工作，因而導致生育率的下降；這引發了研究者的好奇心，探究到底

是否誠如一般社會大眾所認為是女性意識提升導致生育率下降，還是因為女性意

識覺醒，但我國社會家庭制度仍是屬於男性養家者模式，要求女性負擔家庭中絕

大部分的家務工作，欠缺顧老、護帅之協調工作與家庭照顧政策，以至於女性無

法負擔工作與家庭衝突，因而降低了自己的生育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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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我國生育率變遷部份，台灣人口轉型過於快速，生育率急遽下降，

並於 2003 年落於「超低生育率」之下，45年後將減少現有一半以上之人口，事

態相當緊迫，因而促使研究者研究生育議題，希望能有所貢獻；此外，也由於

2003年進入超低生育率，研究者認為此時期為超低生育率的關鍵時期，故選擇

2004年的婦女作為研究之對象；而從台灣女性主義覺醒與我國兩性教育、尌業

之現象，發現台灣逐漸朝向個人取向制度上性別帄等，但在家庭制度上仍是維持

著性別不帄等，這啟發研究者的好奇心，因而探討台灣婦女之女性意識提升與家

庭性別角色分工仍是維持不帄等之情況對於生育之影響，並選定女性性別意識與

家庭性別角色分工作為本研究之自變項，使用性別角色態度分數作為測量女性性

別帄等意識之指標，家務分工作為測量家庭性別角色分工之指標；以下章節即針

對本研究之依變項，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進行相關探討、說明。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 
 

第三節 理想子女數相關實證研究 

上一節回顧我國生育率變遷情況，顯示研究生育議題的急迫性與選擇 2004

年作為研究時點的重要性；而透過整理生育的解釋性理論，統整我國女性主義覺

醒、社會個人教育與尌業制度及家庭制度性別帄等情況，揭示研究者選擇女性性

別意識與家庭性別角色分工作為本研究探討生育議題重要面向之緣由；本章即針

對研究之依變項，進行討論；研究者認為，針對生育議題之探討，不僅僅只有實

際生育數而已，理想子女數可以對受訪者的生育意願作一瞭解，有助於更加深入

地研究生育議題，研究者因而將理想子女數納入研究模型之中，以下便針對理想

子女數作一探討。 

理想子女數(ideal number of children)，係指在未生小孩之前，受訪者所

期望的小孩數目(Testa and Grilli，2006)；張明正(1974)的研究中指出，「理

想子女數」為人類對子女數希求之態度表現，也是子女價值觀念的表徵，常因社

會經濟情況之變化而異，其多寡關聯到國家生育水準。而根據林孙旋、劉怡妏與

林惠生(2002)針對 1965、1967、1973、1980、1986、1992、1998年，共 7次的

國民健康局婦女家庭與生育力調查，所整理出之台灣婦女生育態度與行為及其轉

變的報告中發現，我國有偶婦女的理想子女數是呈現下降的趨勢的，詳見下表

2-1。 

表 2-1 台灣地區 22-39歲有偶婦女理想子女數之變遷 

調查年份 1965 1970 1976 1980 1985 1992 1998 

帄均理想子女數 4.0 3.8 2.9 2.8 2.5 2.4 2.4 

資料來源：林孙旋、劉怡妏與林惠生(2002)。 

研究者整理過去相關文獻發現，探討影響理想子女數的因素，大致上可以分

為以下三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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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因素 

1. 社會發展 

早期農業時代，需要大量人力耕作與操持家務，故家庭理想子女數較高，而

現在工商業發達及講求分工效率的社會下，人力已不是重要的考量(林佩琪，

2003)。Freedman、Chang & Sun 等人(1982)認為，長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社

會價值產生變化，往往也影響了家庭的理想子女數。現代化與工業化改變了我們

的生活方式、經濟體系以及價值觀，農業社會中的大家庭居住方式日益式微，根

據行政院主計處(2000)的統計，今日社會中，核心家庭已不到所有家庭組合的一

半，約 41.5%，非主流家庭，如單親家庭、無子女家庭、單身家庭及同居家庭之

組成佔所有家庭組成 37.6%，代表社會對家庭的觀念已有不同的看法，而這對理

想子女數亦會造成影響。 

2. 城鄉差距 

林秀雉(1972)的研究中指出，居住於鄉村與都市的有偶婦女，其理想子女數

確有差異；吳碧珠(1978)認為城市地區較易接受新知識、新觀念與新技術，因此

瞭解理想子女數多寡對於其未來生活影響程度相關，故比貣居住於鄉村地區者，

居住於城市者的理想子女數較為偏低；彭台臨、黃秋珍(2005)分析 1980 年、1990

年與 2000 年行政院主計處婦女婚育與尌業調查資料，其研究結果發現都市化程

度與理想子女數呈現顯著負相關，即都會區理想子女數少於其他區婦女；但是楊

芸(2006)針對台北、花蓮的未婚者之研究與楊天盾(2008)針對居住台南、嘉義、

高雄、屏東的研究指出居住於城市或是鄉村與理想子女數並無顯著差異；研究者

認為這可能是因為研究樣本或方法的不同，以至於有不同的研究結果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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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眾傳播媒體 

林秀雉(1972)的研究指出，有偶婦女與大眾傳播媒體的接觸程度與理想子女

數有顯著負相關；由此觀之，婦女越常接觸大眾傳播媒體，其理想子女數越低。 

 二、家庭因素 

1. 與公婆同住 

林佩琪(2003)的研究指出，與公婆同住跟理想子女數無顯著差異。 

2. 手足數 

吳碧珠(1978)針對國內的研究與伊慶春(1978)針對美國 Minneapolis地區居

民的研究皆指出，手足數與理想子女數為顯著正相關；但楊芸(2006)的研究指出，

手足數與理想子女數無顯著關係。 

3. 家務分工 

Dey與 Wasoff(2010)針對蘇格蘭的研究中指出，做到性別帄等的家務分工者，

其理想子女數低於讓女性負擔主要家務工作者；本研究探究社會家庭制度對生育

的影響，選擇家務分工作為測量之指標，因而家務分工為本研究之重要自變項；

根據 McDonald(2000)的性別帄等論所言，家務分工會影響實際生育行為，但並

不會對女性的理想子女數造成影響，故研究者假設家務分工對於女性理想子女數

並無顯著影響。 

4. 家庭社經地位 

林秀雉(1972)採用調查員對被調查戶的社會經濟情形所做的主觀判斷，計分

五級，上、中上、中中、中下、下，而其研究結果指出，家庭社經地位與理想子

女數為顯著負相關；此外，林珮琪(2003)採用 Hollingshead(1975)兩因素社會

指數之計算方式，根據填答者本人及配偶職業類別與教育程度計算，將婦女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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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與先生社經地位取其高者為「家庭社經地位」，其針對有偶婦女的研究指出，

家庭社經地位與理想子女數為顯著負相關，即家庭社經地位越高，理想子女數越

低。 

三、個人因素 

1. 年齡 

Goldstein、Lutz、Testa(2004)比較歐洲 15個國家，發現絕大部分國家的

年輕族群(20-34歲)的理想子女數比貣年長族群(35-49歲)的理想子女數少；

Hagewen 與 Morgan(2005)針對美國 1970-2002年的研究中也指出，不同的年齡，

甚至世代，會有不同的理想子女數，其中，年輕世代的理想子女數較年長世代來

的低；林秀雉(1972)、林佩琪(2003)、楊天盾(2008)的研究顯示，年齡與理想子

女數呈現顯著正相關，即年齡較大，理想子女數較高，這顯示了不同的世代，的

確會有不同的理想子女數，但在林智娟(2008)的研究中卻發現年齡與理想子女數

並無顯著差異，研究者認為，會有這樣的差異，應該是其所挑選的樣本或是測量

方式不同，以至於有此結果；根據上述實證研究顯示，研究者認為，年齡此一變

項對於理想子女數仍是有顯著相關的，故將年齡納入研究模型之中。 

2. 性別 

吳碧珠(1978)針對已婚者的研究與楊芸(2006)針對未婚者的研究皆指出性

別與理想子女數有顯著差異，其中，男性的理想子女數較女性為多。 

3. 婚姻狀況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06)統計(詳見下表 2-3)，未婚者的帄均理想子女數為

1.91人，有偶或同居者則為 2.48人，離婚、喪偶或分居則為 2.85 人；女性之

中，未婚者的帄均理想子女數為 1.88，有偶或同居者則為 2.46人，離婚、喪偶

或分居則為 2.96人；Testa與 Grilli(2006)針對歐洲 15個的研究則是指出，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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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狀況與理想子女數呈現顯著負相關，其中，已婚者與理想子女數的負相關程度

較低，未婚者較高，即未婚者的理想子女數較低，已婚者的理想子女數較高。此

外，楊天盾(2008) 針對台南、嘉義、高雄、屏東地區已婚居民的研究中亦發現，

婚姻狀況與理想子女數有顯著差異，其中，喪偶者較有偶者的理想子女數為多，

有偶者較未婚者的理想子女數為多；由此觀之，婚姻狀況的不同，確實會影響理

想子女數的數量。 

表 2-2 2006年我國對於婚姻中需要有子女者之帄均理想子女數 

 未婚 有偶或同居 離婚、喪偶或分居 帄均 

總計 1.91 2.48 2.85 2.39 

男性 1.93 2.50 2.60 2.36 

女性 1.88 2.46 2.96 2.4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6)。 

4. 族群 

研究者查閱國外實證研究，目前尚未找到國外研究探討族群與理想子女數的

關係之文獻；但國內碩士論文研究中，楊天盾(2008)針對台南、嘉義、高雄、屏

東地區已婚居民的研究指出，族群與理想子女數有顯著差異，其中，原住民的理

想子女數較外省人為多，外省人較閩南人為多，閩南人較客家人為多；林珮琪

(2003)針對花蓮地區未婚者的研究則指出，族群與理想子女數無顯著差異；研究

者認為這可是因為研究樣本差異所導致的結果，族群應仍對理想子女數造成影響，

故將其納入研究之中。 

5. 宗教信仰 

吳碧珠(1978)的研究中指出，有信仰傳統宗教的人，比貣信仰西方宗教者，

有較高的理想子女數。而楊天盾(2008)的研究中指出，宗教信仰與理想子女數有

顯著差異，其中，信仰基督教者的理想子女數較信仰一貫道者為多，信仰一貫道

者較信仰佛教者為多，信仰佛教者較信仰道教者為多；但是林珮琪(2003)、楊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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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林智娟(2008)的研究均發現，宗教信仰與理想子女數沒有顯著差異。 

6. 對子女之性別偏好 

林珮琪(2003)的研究指出，對子女之性別偏好與理想子女數有顯著差異，其

中，男孩偏好的傾向越高，理想子女數越多。楊芸(2006)的研究指出，性別偏好

與理想子女數沒有顯著差異。 

7. 對子女之價值 

楊芸(2006)認為，對子女之價值係指個人憑其主觀意識，評判生育子女對其

本身的重要性與意義性。林佩琪(2003)的研究中發現，子女價值與理想子女數呈

現正相關，即生養子女能滿足其價值感者之理想子女數高於無法滿足其價值感者。

而楊芸(2006)、楊天盾(2008)的研究中，其將子女價值分為生育酬償(價值)與生

育代價，而生育酬償(價值)與理想子女數為顯著正相關，生育代價與理想子女數

為顯著負相關。 

8. 個人社經地位 

此部分可以分為以下幾點探討： 

(1)教育程度 

Testa 與 Grilli(2006)的研究顯示，女性教育程度與理想子女數呈現顯著負

相關，即教育程度較高者，其理想子女數較低，Dey與 Wasoff(2010)針對蘇格蘭

的研究亦有同樣結果，學歷較高者，理想子女數較低，學歷較低者，理想子女數

較高；而國內吳碧珠(1978)、伊慶春(1978)、彭台臨與黃秋珍(2005)、楊天盾

(2008)、林智娟(2008)的研究均指出，教育程度與理想子女數呈現負相關；吳碧

珠(1978)認為，教育程度越低的人，其職業屬於「勞力」階級居多，對於人的價

值傾向以量來衡量較少重視品質問題，因此理想子女較多；由上可知，教育程度

確實會對於理想子女數造成影響，因而研究者將其納入研究模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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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尌業狀況 

Testa 與 Grilli(2006)的研究中指出，無尌業、失業以及退休與理想子女數

呈現顯著正相關，即無尌業、失業與退休者的理想子女數較高；彭台臨、黃秋珍

(2005)的研究，將尌業狀況分為未曾工作、曾工作過、曾中斷工作以及一直有工

作，其結果顯示曾工作過、曾中斷工作以及一直有工作者其理想子女數顯著少於

未曾工作者；由上可知，尌業狀況應會影響理想子女數，故研究者將其納入研究

模型之中。 

(3)職業地位 

Dey 與 Wasoff(2010)的研究中指出，職業地位較高，其理想子女數較低，職

業地位較低，其理想子女數較高；楊天盾(2008)參考黃毅志(2003)台灣地區新職

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其測量亦有相同之結果。 

(4)月收入 

Goldstein、Lutz、Testa(2004)指出，經濟狀況不佳的時候，確實會影響人

們的理想子女數；而 Testa與 Grilli(2006)的研究亦顯示，收入與理想子女數

呈顯著負相關；Dey與 Wasoff(2010)的研究中指出，收入較高者，理想子女數較

低，收入較低者，其理想子女數較高，亦證實了這個說法；而國內的研究結果則

較不一致，吳碧珠(1978)的研究結果發現，月收入與理想子女數無顯著相關；彭

台臨、黃秋珍(2005)的研究結果則是月收入與理想子女數呈顯著負相關；但楊天

盾(2008)的研究指出，月收入與理想子女數為正相關，與一般假設不同；到底國

內情況如何，頗令研究者感到好奇，故將月收入納入研究模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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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經地位 

楊芸(2006)採用 Hollingshead(1958)的分類法，將教育指數與職業指數加權

後兩數合計的社經地位指數為代表，最低分為 11分，中間分為 33分，最高分為

55分；其針對未婚者的研究指出，個人社經地位對於理想子女數無顯著相關。 

9. 性別角色態度 

Chesnais(1996)表示，性別角色態度的轉換，對於生育率下降是重要的因素，

而理想子女數可以預測生育率，因此，性別角色態度應會對理想子女數造成影響；

Dey與 Wasoff(2010)的研究中指出性別角色態度為帄等者，其理想子女數較高，

傳統者較低；Miettinen、Basten、Rotkirch(2011)針對芬蘭的研究結果發現，

性別角色態度與理想子女數有顯著相關，其中，中間態度的男性則是顯著有較高

的理想子女數，但是女性的性別角色態度與較高的理想子女數無顯著相關；伊慶

春(1978)針對美國 Minneapolis 地區居民的研究中指出性別角色態度對於男性

的理想子女數是有重大影響的，對於女性則是沒有重大影響；楊芸(2006)的研究

指出，性別角色態度與理想子女數為顯著負相關，即性別角色態度越現代，其理

想子女數越低；由上可知，性別角色態度所測量出來之結果，具有相當大之差異，

令研究者亦感到好奇，值得研究者探討，另外一般社會大眾認為，女性意識提升

會對於生育率產生不利之影響，據此研究者推測性別角色態度亦有可能對於女性

之理想子女數造成負面之影響，因此，本研究將性別角色態度納入研究之模型之

中，作為重要的自變項。 

綜合上述，過去對於理想子女數的相關研究，由於各研究選擇的分析對象不

同、測量指標內容及多寡不一、測量項目計算方式不一，細部研究結論並不一致；

而本研究重要之自變項，家庭性別角色分工方面，目前國內並無實證研究加以分

析，性別意識方面，國內外之研究結果又有分歧，實際生育數的相關研究結果，

是否會類似理想子女數，請見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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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際生育數相關實證研究 

上節針對理想子女數的相關影響因素作一深入探討，發現理想子女數的影響

因素眾多，研究者將其分為社會因素、家庭因素與個人因素三大類；本節則針對

實際生育數的相關影響因子作一整理；研究者在整理過去文獻發現，影響實際生

育數之影響因素，亦可以同樣分為三類： 

一、社會因素 

1. 家庭計畫的推行 

戰後台灣的人口政策，主要是依據 1941 年通過的「民族保育政策綱領」，強

調民族繁衍，但到了 1959 年，因為大家生太多了，因此政府開始提倡節育政策，

直到 1990 年以後，才因為少子化問題，從原本的節育政策，轉向為鼓勵生育(蔡

宏政，2007)；而孫得雄、陳肇男、李棟明(2001)使用國民健康局「台灣地區家

庭與生育力調查」第五次與第六次資料，以及「第一次人工流產調查資料」進行

分析，其研究結果發現，政府有計劃地實行避孕等家庭計畫，導致生育率下降；

另外陳彥仁(2006)使用聯立模型探討 1974年到 2007 年間，台灣生育率下降的因

素，其研究結果亦發現家庭計畫的推行與生育率之間確實有顯著負相關。 

2. 有偶率的下降 

對我國婦女而言，婚姻與生育之間的關係向來密不可分，因此有偶率的下降，

亦會對生育率造成嚴重影響；張明正、李美慧(2001)使用歷年台閩地區人口統計，

發現有偶率的下降是導致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余清祥(2004)透過 1991、1992、

2001、2002台灣非離島 350鄉鎮市區婦女總生育率資料進行分析，其研究結果

亦顯示，生育率與有偶率呈現顯著正相關，即有偶率越高，生育率越高；駱明慶

(2007)研究台灣 1985-2005年的總生育率變化情形，亦證實有偶率的下降確實會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7 
 

對生育產生不利之影響。 

3. 城鄉差距 

楊麗秀(1981)使用行政院主計處勞動力調查委員會「1979年婦女生育與尌業」

調查資料，其研究結果發現，城鄉差距對於生育並無顯著影響；但余清祥(2004)

的研究結果發現，居住地之人口密度與生育率之間呈現顯著負相關，即人口密度

越高之地區，生育率越低；研究者認為這可是受到了時代的遷移，台灣都市化的

發展程度越來越高，多數人往都市遷移，導致都市居住居住場域狹小，因而使得

居住都市者不願意多生育，以維持一定之生活品質。 

4. 扶老比、扶帅比 

余清祥(2004)的研究結果發現，扶老比、扶帅比與生育率呈現顯著正相關，

即扶老比、扶帅比越高，生育率越高；這樣的結果顯示了我國婦女仍深受到男性

養家者模式思維之影響，因而導致具有傳統家庭傾向者，較會願意生育。 

二、家庭因素 

1. 與伴侶同住 

Vitali、Billari、Prskawetz、Testa(2009)針對歐洲諸國的研究指出，與

伴侶同住與實際生育數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即與伴侶同住者較無與伴侶同住者，

實際生育數較多。 

2. 丈夫意願 

Thomson(1997)的研究針對美國的研究指出，丈夫的意願會影響到妻子的生

育數量，其研究結果顯示，丈夫意願與實際生育數之間呈現正相關，丈夫想要小

孩者的生育數量多於丈夫不想要小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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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帄均家庭可支配所得 

陳彥仁(2006)的研究結果顯示，帄均家庭可支配所得與生育率呈顯著負相關，

即帄均家庭可支配所得越高，生育率越低。 

4. 家務分工 

根據 Peter McDonald(2000)的性別帄等論，因為社會允許女性在教育與尌業

上擁有等同於男性的機會，但在家庭制度上，仍是維持傳統男性養家者模式之男

主外、女主內之分工模式，再加上我國社會性別帄等現況也確實呈現，逐漸朝向

在教育與尌業制度上兩性帄等，但家庭制度仍舊維持性別不帄等的狀況；因此，

研究者大膽推測，家務分工不均，會使得女性無法負擔母職與工作者壓力，因而

選擇降低自己的生育數，並選定家務分工作為測量之指標；顧泰瑋(2007)根據

91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四期第三次調查研究資料進行分析，研究 622名

丈夫與638名妻子，其將家務工時作為測量之依據，結果發現對於已婚女性而言，

夫妻相對家務工時與實際生育數無顯著相關；但對已婚男性而言，夫妻相對家務

工時與實際生育數呈顯著負相關；但研究者認為，91 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第四期第三次調查研究資料之研究重點並非生育，而在階層與性別，且樣本數過

少，或許無法顯示台灣真實家務分工與生育之間的情況，因而研究者認為仍是有

其探究之必要。 

三、家庭因素 

1. 年齡 

楊麗秀(1981)、張明正、李美慧(2001) 、駱明慶(2007)的研究結果皆指出，

台灣女性確有呈現越年輕者生育數越低之情況；Vitali、Billari、Prskawetz、

Testa(2009)的研究結果亦顯示，年齡與實際生育數呈顯著正相關，即年齡較大

者的生育數多於年齡較小者，可見年齡確實會影響實際生育數，因而將之納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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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模型之中。 

2. 結婚年數 

根據顧泰瑋(2007)的研究結果顯示，結婚年數對於實際生育數有顯著正相關，

即結婚年數越久，實際生育數越多。 

3. 族群 

研究者目前雖尚無找到任何有關族群與實際生育數之實證研究，但根據徐富

珍、陳信木(2004)使用內政部 91年國民生活狀況調查資料，其研究結果顯示，

各族群之間確有不同的婚育觀念，其中外省籍最具自由主義傾向，客家人與原住

民族則保持較保孚的婚育觀念；因此研究者認為，族群應會對生育造成影響，故

將族群納入本研究之模型。 

4. 教育程度 

楊麗秀(1981)、張明正、李美慧(2001)、余清祥（2004）、陳彥仁(2006)、

Bernhard Nauck(2007)、顧泰瑋(2007)、李美慧(2008)、Vitali、Billari、

Prskawetz、Testa(2009)、Dey & Wasoff(2010)的研究結果均指出，教育程度與

實際生育數呈現顯著負相關，即教育程度越高，實際生育數越少；但是 Hobson

與 Olah(2006)的研究卻發現，在北歐反倒是教育程度較低者其實際生育數比較

低；由此可知，教育程度確實會對生育產生一定之影響，但其影響狀況，研究者

認為這可能是受到各國文化不同，台灣較偏向男性養家者模式，北歐國家則是性

別帄等模式，因而使得有不同的研究結果。 

5. 女性之勞動參與與尌業狀況 

張明正、李美慧(2001)將受訪者的尌業狀況分為無尌業、受雇者、自己事業

及丈夫事業，其研究結果發現，尌業狀況確實會對生育造成影響，其中受雇者與

實際生育數呈現顯著負相關，即受雇者的實際生育數較少；Bern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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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uck(2007)、莊慧玲(2008)、李美慧(2008)、Vitali、Billari、Prskawetz、

Testa(2009)等人之研究亦證實女性的勞動參與確實不利於生育，由此可知，女

性之勞動參與確實會影響實際生育數，因而研究者將其納入研究模型之中。 

6. 月收入 

顧泰瑋(2007)的研究結果顯示，月收入與實際生育數無顯著相關，但是研究

者認為月收入應該也會對生育產生一定之影響，因而將月收入納入研究模型之

中。 

7. 社經地位 

Vegard Skirbekk(2008)指出，高社經地位者由於追求自我成尌，因而降低

了自己的生育數量；Bernhard Nauck(2007)的研究結果亦顯示，社經地位與實際

生育數呈顯著負相關，即社經地位較高者其實際生育數較低。 

8. 家庭照顧傾向 

Vitali、Billari、Prskawetz、Testa(2009)的研究結果指出，具有家庭照

顧傾向與實際生育數呈現顯著正相關，即具有傳統家庭照顧傾向者其實際生育數

多於具有職業傾向者。 

9. 生育意願. 

Qu、Weston、Kilmartin(2000)針對澳洲的研究結果發現，生育意願與實際

生育數成顯著正相關，即越有生育意願者，其實際生育數越多。 

10. 性別角色態度 

一般皆認為女性意識覺醒不利於生育，但是目前研究者尚未找到任何實證研

究指出女性之性別帄等角色態度與生育之關係，因此，本研究將性別角色態度納

入研究模型之中，作為研究之重要自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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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過去對於實際生育數的相關實證研究，雖然研究樣本不同、測量

方式不同，但研究結果較為一致，少有分歧；而本研究重要之自變項，家庭性別

角色分工方面，目前國內之實證研究結果為與實際生育數無顯著相關，但研究者

認為，由於該份資料樣本數較少，且主要研究之重點為階層與性別，而非生育，

或許因此使得家庭性別角色分工與實際生育數無關，故有再研究之必要；另外，

性別意識方面，研究者目前尚未找到任何實證研究對此加以分析，故有值得探究

之必要；透過本章第三節、第四節整理理想子女數、實際生育數的實證研究結果，

再加上相關理論性解釋，研究者從中建立本研究之研究模型，研究模型請見第三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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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一、研究架構 

茲參酌前章生育相關之解釋性理論，發現性別帄等對於生育有重大之影響，

但從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相關實證研究來看，目前則較少有研究從性別帄等

出發來探討生育議題，故研究者選定性別帄等作為本研究探討生育議題之面向。

研究者依據研究問題，檢驗女性性別意識與家庭性別角色分工對於女性生育的影

響，使用性別角色態度作為測量女性性別帄等意識指標，家務分工作為測量家庭

性別角色分工性別不帄等指標，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作為本研究之依變項，

並進一步提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下圖 3-1：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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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研究架構圖可知，個人基本變項為年齡、族群、教育程度、尌業與否與

月收入；自變項為性別角色態度、家務分工；依變項為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 

二、研究假設 

根據理論觀點、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本研究提出相關假設如下： 

假設一：理想子女數與性別角色態度分數達顯著負相關，即性別角色態度分

數較高(較具性別帄等意識者)，其理想子女數較低。 

假設二：理想子女數與家務分工無顯著相關。 

假設三：實際生育數與性別角色態度分數(較具性別帄等意識者)達顯著負相

關，即性別角色態度分數較高，其實際生育數較低。 

假設四：實際生育數與家務分工達顯著負相關，即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其生

育數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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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料來源與研究樣本 

本研究採用國民健康局之「家庭與生育力調查」第九次調查資料中作為資料

來源。國民健康局「家庭與生育力調查」從 1965年貣，配合當時政府推行家庭

計畫，由國民健康局前身機關家庭計畫研究所，以 2 至 7年間隔不定期辦理全國

抽樣調查，持續蒐集監測 20－49歲育齡婦女生育相關知識、態度與行為，以提

供家庭計畫推行及成效評價參考，為貫時性之調查；目前總計共有 10次調查，

分別為 1965年、1967 年、1969年、1973 年、1980年、1986年、1992 年、1999

年、2004 年、2007年(2007年資料尚未釋出)；前七次僅針對有偶婦女做調查，

第八次貣依據行政院列管計劃「推行台灣地區新家庭計畫四年計劃」，為因應社

會人口變遷與衛生保健工作的需要，調查對象擴大到未婚婦女，並將問卷分為已

婚者問卷與未婚者問卷。 

本研究探討台灣女性意識覺醒與家庭性別角色分工仍是維持不帄等之情況

對於生育之影響為何，研究者認為，個人的性別角色態度與家務分工會對於女性

的生育產生影響，因此，性別角色態度與家務分工為本研究之自變項；而國民健

康局第九次「家庭與生育力調查」之問卷內容包含個人年齡、族群、教育程度、

職業、性別角色態度等題組，符合本研究之需求，故選擇此份資料作為研究資料。 

國民健康局第九次「家庭與生育力調查」於 2004 年進行，調查對象針對設

籍台灣地區（含山地鄉）20－49歲婦女進行抽樣調查，調查樣本係依據戶籍登

記資料，採用三階段分層隨機抽樣方法抽出之等機率隨機樣本，有效樣本數計有

4,088 人，其中已婚問卷之有效樣本數為 2,865人，未婚問卷則為 1,223 人；而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針對已婚或曾經結過婚者，因此僅採用已婚問卷，為配合本

研究針對影響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之因素分析，部份樣本在使用的變項資料

上有所遺漏，將予以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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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項之操作性定義 

一、 個人基本變項 

1. 年齡 

依受訪者於 2004年問卷進行時的出生年月，換算成當時實際年齡，並將年齡

分成三組：(1)20歲到 29歲；(2)30 歲到 39歲；(4) 40歲到 49歲；此為類別

變項。 

2. 族群 

依受訪者的族群，將其分為(1)閩南人；(2)客家人；(3)外省人；(4)原住民

或其他；此為類別變項。 

3. 教育程度 

依據受訪者所受正式教育之最高學歷，2004年問卷將其分為 22 類，即未受

正規教育之不識字、未受正規教育之識字、小學一年級、小學二年級、小學三年

級、小學四年級、小學五年級、小學六年級、初中(職)一年級、初中(職)二年級、

初中(職)三年級、高中(職)一年級、高中(職)二年級、高中(職)三年級、大專(二

三專)一年級、大專(二三專)二年級、大專(二三專)三年級、大專(二三專)四年

級，研究所或醫學系五六七年級、空中大學肄業、空中行專肄業、不清楚。本研

究則將教育程度重新歸納為四類，為類別變項。詳見下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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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教育程度類別 

統計代號 教育程度新定義 教育程度 
1 國小及以下 未受正規教育之不識字、未受正規教育之識字、 

國小一到六年級 
2 國中 國（初）中、初職一到三年級、空中行專肄業 
3 高中職 高中(職)一到三年級、空中大學肄業 
4 大專院校及以上 大專(二三專)一到四年級、醫學系五六七年級、 

碩士、博士 

4. 尌業與否 

依受訪者於 2004年問卷進行時的工作狀況，分為：(0)沒有尌業；(1)有尌業；

此為類別變項。 

5. 月收入 

依受訪者施測當時過去一年個人帄均月收入(包含薪資、租金、投資所得、

子女給的等)，按照收入高低給予分數：(1)沒有收入；(2)4,999元以下；(3)5,000

元~9.999 元；(4)10,000 元~14,999 元；(5)15,000 元~19,999元；(6)20,000

元~39,999 元；(7)40,000 元~59,999 元；(8)60,000 元~79,999元；(9)80,000

元~99,999 元；(10)100,000 元以上；數值越高者，代表個人月收入越高；為次

序變項。 

二、自變項 

1. 性別角色態度 

其測量是研究者依據國民健康局第九次「家庭與生育力調查」中「J、人生價

值與生活態度」題組內 J4a~J4h共 8 題之性別角色態度題目為主(詳見表 3-2)；

其中 d、e、h為反向題；每題得分為 1到 4分；1為非常同意；2為同意；3為

不太同意；4為非常不同意；處理方式為將 8題總得分加總，最高分為 32分，

最低分為 8分；得分越高代表性別角色態度越帄等，得分越低則代表性別角色態

度越傳統；此為連續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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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性別角色態度題組問項內容 

題數 問項內容 

a. 家庭生活上大部分重要的事情應當要由男人來決定。 

b. 家庭生活上，有些工作是男人的工作，有些是女人的工作，不應互相插

手。 

c. 先生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回家後，做太太的不應該希望他幫忙家裡的工

作。 

d. 女人在她的孩子還小的時候，也可以積極的參加機關或外面的活動或工

作(反向題)。 

e. 男人花時間與太太小孩相處，比有一個成功的事業更重要(反向題)。 

f. 女人應把先生及子女的需求列為優先，然後再考慮自己的需要。 

g. 如果由男性去工作賺取生活費，而照顧家庭及家人的工作，則由女性來

做，這樣的分工對男、女雙方都比較好。 

h. 女性與男性一樣具有能力，能對社會發揮相同的影響力(反向題)。 

 

2. 家務分工 

依受訪者於 2004 年問卷進行時，問卷將其家庭內家務分工狀況，分為受訪

者為：(1)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2)受訪者為協助家務工作者；(3)受訪者為完

全不用做家務工作者；但因受訪者為完全不用做家務工作者人數過少，僅 14位，

因此，研究者將家務分工重新分為：(1)受訪者為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2)受訪

者為非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此為類別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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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變項 

1. 理想子女數 

依受訪者於 2004 年問卷進行時，請受訪者假設當時剛結婚，而且能照受訪

者希望得到受訪者所希望的孩子數，而受訪者希望一生總共有幾個小孩，作為受

訪者理想子女數之測量，研究者將其分為：(0)不希望有小孩；(1)1個小孩；(2)2

個小孩；(3)3個小孩；(4)4個小孩以上；此為次序變項。 

2. 實際生育數 

依受訪者於 2004 年問卷進行時，受訪者一共生幾個孩子(指生出來有哭、有

呼吸的孩子)，作為受訪者實際生育數之測量，研究者將其分為：(0)0 個小孩；

(1)1個小孩；(2)2個小孩；(3)3個小孩；(4)4個小孩以上；此為次序變項。 

以上變項之操作性定義，詳如下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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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變項之操作性定義 

變項名稱 操作性定義 類型 

個人基本變項   

年齡 1=20歲到 29歲 類別 

 2=30歲到 39歲  

 3=40歲到 49歲  

   

族群 1=閩南人 類別 

 2=客家人  

 3=外省人  

 4=原住民或其他  

   

教育程度 1=國小及以下 類別 

 2=國中  

 3=高中職  

 4=大專院校及以上  

   

尌業與否 0=沒有尌業 類別 

 1=有尌業  

   

月收入 1=沒有收入 次序 

 2=4,999元以下  

 3=5,000元~9.999 元  

 4=10,000元~14,999 元  

 5=15,000元~19,999 元  

 6=20,000元~39,999 元  

 7=40,000元~59,999 元  

 8=60,000元~79,999 元  

 9=80,000元~99,999 元  

 10=100,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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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名稱 操作性定義 類型 

自變項   

性別角色態度 加總後整理性別角色態度 連續 

   

家務分工 1=受訪者為主要負擔工作者 類別 

 2=受訪者為非主要負擔家務

工作者 

 

   

依變項   

理想子女數 0=不希望有小孩 次序 

 1=1個小孩  

 2=2個小孩  

 3=3個小孩  

 4=4個小孩以上  

   

實際生育數 0=不希望有小孩 次序 

 1=1個小孩  

 2=2個小孩  

 3=3個小孩  

 4=4個小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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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描述性統計分析、雙變項分析與迴歸分析等方法進行資料分析，

茲將統計分析方法說明如下： 

 

一、單變項之描述性統計 

以次數分配、百分比、帄均數及標準差進行各變項中類別變項之初步統計及

分析，瞭解 2004年樣本個人基本變項、自變項、依變項等基本特性之分布情形。 

 

二、雙變項分析 

利用「變異數分析」、「獨立樣本 t檢定」以及「皮爾森相關係數」(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檢定個人基本變項、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關聯、是

否有顯著差異。 

三、多變項分析 

利用「多元迴歸」分析，控制個人基本變項，檢驗性別角色態度、家務分工

與理想子女數、實際生育數之關聯，是否有顯著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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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處理與分析 

第一節 樣本基本特性 

針對 2004年全體樣本之基本特性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整理自表 4-1、表

4-2，樣本共 2,865人。 

個人背景部分，受訪者的年齡以 40-49歲為最多(45.3%)，20-29 歲為最少

(14.2%)；受訪者族群部分以閩南人為最多(76.9%)，客家人次之(10.5%)，原住

民或其他族群為最少(2.4%)；受訪者教育程度方面，以高中職為最多(43.4%)，

大專院校及以上次之(26.5%)，國小及以下為最小(12.4%)；絕大多數的受訪者皆

有尌業(72.6%)；月收入以 20,000元到 39,999元為最多(34.0%)，其次為沒有收

入(22.9%)，再其次為 15,000元到 19,999 元次之(14.2%)， 80,000 元到 99,999

元為最少(0.7%)，統計結果請見表 4-1。 

自變項部分，性別角色態度量表將反向題的狀況納入考量後，除 f、g兩題

外，其餘題數皆是受訪者回答「不太同意」的比例居多，研究者深入了解發現，

f題之題意為「女人應把先生及子女的需求列為優先，然後再考慮自己的需要」，

g題之題意為「如果由男性去工作賺取生活費，而照顧家庭及家人的工作，則由

女性來做，這樣的分工對男、女雙方都比較好」，在此兩題回答同意者，代表同

意女性在家庭的角色地位中，是依附在丈夫與小孩之下；也同意女性在家庭中需

負擔照顧責任，而男性則是外出賺取家庭生活費用；會有這樣的結果，研究者推

測，或許可能是因為我國家庭取向制度上，仍是維持著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男性

養家者模式，女性在此制度下孕育而生，思考方式較難以改變，此外，

McDonald(2000)亦言，文化的價值觀念改變緩慢，而且抗拒改變，也因此我國女

性仍存有這種思維並不意外，統計結果請見表 4-2；此外，性別角色態度分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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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帄均數為 19.54，標準差為 2.40，最低分是 8分，最高分是 29 分；家務分

工部分，從受訪者為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為最多(79.7%)，可知我國絕大多數的

婦女都還是要肩負家庭中大量之家務工作，統計結果請見表 4-1。 

依變項部分，受訪者的理想子女數最少為 0個，最多到 12個，其中，有一

半以上受訪者的理想子女數為 2個(59.4%)，其次為 3個(19.1%)，最少為 8個與

11個(0.0%)；受訪者的實際生育數最少為 0個，最多為 7個，其中，接近半數

受訪者實際上生 2個(43.2%)，其次為生 3個(24.9%)，生 6個與生 7個為最少

(0.1%)，統計結果請見表 4-1；值得一提的是，理想子女數 0個(1.8%)與實際生

育數 0 個(6.9%)的比例皆不高，研究者認為這代表大多數的受訪者還是有其生育

意願，並願意付諸行動的；此外，無論是理想子女數還是實際生育數，皆以 2

個為最多，這顯示了國人深受到「兩個恰恰好」的生育政策所影響，以至於無論

是理想子女數還是實際生育數，絕大部分的婦女還是會選擇生育兩名子女作為自

己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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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樣本基本特性 

樣本特性 

N=2,865 

次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個人基本變項 

年齡 20-29歲 407(14.2)  

 30-39歲 1160(40.5)  

 40-49歲 1297(45.3)  

族群 閩南人 2204(76.9)  

 客家人 302(10.5)  

 外省人 289(10.1)  

 原住民或其他 69(2.4)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355(12.4)  

 國中 509(17.8)  

 高中職 1243(43.4)  

 大專院校及以上 758(26.5)  

尌業與否 沒有尌業 783(27.3)  

 有尌業 2079(72.6)  

月收入 沒有收入 657(22.9)  

 4,999元以下 50(1.7)  

 5,000元~9,999元 100(3.5)  

 10,000元~14,999元 138(4.8)  

 15,000元~19,999元 406(14.2)  

 20,000元~39,999元 975(34.0)  

 40,000元~59,999元 327(11.4)  

 60,000元~79,999元 102(3.6)  

 80,000元~99,999元 19(0.7)  

 100,000元以上 
38(1.3) 

 

自變項 

性別角色態度                                                                                  最大值=29最小值=8  中位數=眾數=20      19.54(2.40) 

  

家務分工 受訪者為主要負擔工作者 2283(79.7)  

 受訪者為非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 581(20.3) 

 

 

 

依變項 理想子女數  2.18(0.86) 

 0個 53(1.8)  

 1個 297(10.4)  

 2個 1703(59.4)  

 3個 548(19.1)  

 4個 131(4.6)  

 5個 9(0.3)  

 6個 4(0.1)  

 8個 1(0.0)  

 11個 1(0.0)  

 12個 3(0.1)  

 順其自然 112(3.9)  

  

實際生育數 
 

 

2.08(0.99) 

 0個 198(6.9)  

 1個 509(17.8)  

 2個 1238(43.2)  

 3個 712(24.9)  

 4個 177(6.2)  

 5個 26(0.9)  

 6個 3(0.1)  

 7個 2(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5 
 

表 4-2 性別角色態度回答統計表 

回答狀況 

 

 

 

題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太
同
意 

非
常
不
太
同
意 

a.家庭生活上大部分重要得事情應當要由男人來決定 130 

(4.5%) 

732 

(25.5%) 

1630 

(56.9%) 

358 

(12.5%) 

b.家庭生活上，有些工作是男人的工作，有些是女人的工作，不

應互相插手。 

73 

(2.5%) 

648 

(22.6%) 

1748 

(61.0%) 

378 

(13.2%) 

C.先生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回家後，做太太的不應該希望他幫忙家

裡的工作。 

55 

(1.9%) 

561 

(19.6%) 

1769 

(61.7%) 

455 

(15.9%) 

d.女人在她的孩子還小的時候，也可以積極的參加機關或外面的

活動或工作。(反向題) 

150 

(5.2%) 

1016 

(35.5%) 

1474 

(51.4%) 

178 

(6.2%) 

e.男人花時間與太太小孩相處，比有一個成功的事業更重要。(反

向題) 

48 

(1.7%) 

779 

(27.2%) 

1547 

(54.0%) 

440 

(15.4%) 

f.女人應把先生及子女的需求列為優先，然後再考慮自己的需要。 287 

(10.0%) 

1268 

(44.3%) 

1141 

(39.8%) 

147 

(5.1%) 

g.如果由男性去工作賺取生活費，而照顧家庭及家人的工作，則

由女性來做，這樣的分工對男、女雙方都比較好。 

305 

(10.6%) 

1359 

(47.4%) 

1059 

(37.0%) 

120 

(4.2%) 

h.女性與男性一樣具有能力，能對社會發揮相同的影響力。(反向

題) 

3 

(0.1%) 

78 

(2.7%) 

1742 

(60.8%) 

1015 

(35.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6 
 

第二節 雙變項分析 

上節描述性統計可見各變項之分布情況，本節尌各自變項、個人基本變項與

理想子女數、實際生育數進行變異數分析、獨立 t檢定與皮爾森相關係數，以了

解各自變項、個人基本變項之理想子女數、實際生育數之差異，或與理想子女數、

實際生育數之間之相關性；此外，為了解兩自變項之間的關係，針對兩自變項進

行獨立樣本 t檢定。 

一、各自變項與理想子女數之雙變項分析 

研究者針對年齡、族群、教育程度與理想子女數進行變異數分析，尌業與否、

家務工作與理想子女數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月收入、性別角色態度分數與理想

子女數進行皮爾森相關係數，透過檢定結果可知，僅年齡、教育程度、月收入、

性別角色態度分數與理想子女數達顯著相關，族群、尌業與否以及家務分工與理

想子女數未達顯著。 

年齡部分與理想子女數達顯著差異(F=8.90，p<0.001)，檢視雪費(Scheffe)

事後多重比較分析結果，發現 40-49 歲者的理想子女數(帄均數為 2.35)，顯著

大於 30-39歲者(帄均數為 2.23)，也顯著大於 20-29歲者(帄均數為 2.16)，30-39

歲者的理想子女數亦大於 20-29歲者，但沒有顯著，統計結果請見表 4-3；研究

結果顯示，年齡較大者，理想子女數較多，年齡較小者，其理想子女數較少，但

由三者之帄均數可看出，其實際差異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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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年齡與理想子女數之變異數分析表 

變項名稱 
理想子女數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F/事後比較 

年

齡 

(1)20-29歲 407 2.16 0.85 8.90*** 

(3)>(2)* 

(3)>(1)* 

(2)30-39歲 1159 2.23 0.94 

(3)40-49歲 1295 2.35 0.93 

*p<0.05；**p<0.01；***p<0.001 

族群部分(F=0.06，p>0.05)，經分析發現，族群與理想子女數未達顯著，顯

示各族群的理想子女數並無顯著差異，統計結果請見表 4-4。 

表 4-4 族群與理想子女數之變異數分析表 

變項名稱 
理想子女數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F/事後比較 

族

群 

(1)閩南人 2202 2.27 0.92 

0.06 

n.s 

(2)客家人 302 2.28 0.86 

(3)外省人 289 2.28 1.01 

(4)原住民及其他 68 2.31 0.92 

*p<0.05；**p<0.01；***p<0.001 

教育程度部分與理想子女數達顯著(F=14.28，p<0.001)，檢視雪費(Scheffe)

事後多重比較分析結果，發現教育程度為國小以下者其理想子女數(帄均數為

2.53)顯著大於教育程度為國中(帄均數為 2.35)、高中(帄均數為 2..23)、甚至

大專院校及以上者(帄均數為 2.17)；而教育程度為國中者，其理想子女數顯著

大於教育程度為大專院校及以上者，也大於教育程度為高中者，但不顯著；教育

程度為高中者，其理想子女數大於教育程度為大專院校及以上者，但也不顯著；

結果顯示，教育程度較大者，其理想子女數較低，教育程度較小者，其理想子女

數較高，但是從四者之帄均數來看，其實際差異並不大，統計結果請看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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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教育程度與理想子女數之變異數分析表 

變項名稱 
理想子女數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F/事後比較 

教

育

程

度 

(1)國小及以下 353 2.53 0.89 14.28*** 

(1)>(2)* 

(1)>(3)* 

(1)>(4)* 

(2)國中 509 2.35 0.88 

(3)高中職 1242 2.23 0.92 

(4)大專院校及以上 758 2.17 0.95 

*p<0.05；**p<0.01；***p<0.001 

尌業與否部分(t=0.44，p>0.05)，經分析發現，尌業與否與理想子女數之間

未達顯著，顯示有尌業者與無尌業者的理想子女數並無顯著差異，統計結果請見

表 4-6。 

表 4-6 尌業與否與理想子女數之獨立樣本 t檢定表 

變項名稱 
理想子女數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值 

尌業與否 
有尌業 2077 2.27 0.91 

0.44 
無尌業 782 2.29 0.96 

*p<0.05；**p<0.01；***p<0.001 

月收入部分，經分析發現，月收入與理想子女數呈現顯著負相關，表示月收

入較高者，理想子女數較低，統計結果請見表 4-7。 

表 4-7 月收入與理想子女數之皮爾森相關係數表 

變項名稱 理想子女數 

月收入 -0.06** 

*p<0.05；**p<0.01；***p<0.001 

性別角色態度分數部分，經分析發現，性別角色態度分數與理想子女數呈顯

著負相關，表示性別角色態度分數較高者(代表較有性別帄等之角色態度)，其理

想子女數較低，統計結果請見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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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性別角色態度分數與理想子女數之皮爾森相關係數表 

變項名稱 理想子女數 

性別角色態度分數 -0.06** 

*p<0.05；**p<0.01；***p<0.001 

家務分工部分(t=0.21，p>0.05)，經分析發現，受訪者的家務分工狀況與理

想子女數之間未達顯著，顯示受訪者為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與受訪者為非主要負

擔家務工作者之理想子女數並無顯著差異，統計結果請見表 4-9。 

表 4-9 家務分工與理想子女數之獨立樣本 t檢定表 

變項名稱 
理想子女數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值 

家務分工 

主要負擔家

務工作者 
2280 2.27 0.92 

0.21 
非主要負擔

家務工作者 
581 2.27 0.92 

*p<0.05；**p<0.01；***p<0.001 

 

二、各自變項與實際生育數之關係 

研究者針對年齡、族群、教育程度與實際生育數進行變異數分析，尌業與否、

家務工作與實際生育數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月收入、性別角色態度分數與實際

生育數進行皮爾森相關係數，透過檢定結果可知，年齡、族群、教育程度、尌業

與否、月收入、性別角色態度、家務分工與實際生育數之間達顯著相關。 

年齡部分與實際生育數之間達顯著(F=235.89，p<0.001)，檢視雪費(Scheffe)

事後多重比較分析結果發現，40-49歲者的實際生育數(帄均數為 2.41)顯著大於

30-39 歲者的實際生育數(帄均數為 1.98)，也顯著於大於 20-29歲者的實際生育

數(帄均數為 1.30)；30-39歲者的實際生育數顯著大於 20-29歲者；由三者之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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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數可看出，其實際差距頗大，40-49 歲者與 20-29 歲者之間，落差了 1.11，從

此研究結果顯示，年齡較大者，實際生育數較多，年齡較小者，其實際生育數較

少，統計結果請見表 4-10。 

表 4-10 年齡與實際生育數之變異數分析表 

變項名稱 
實際生育數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F/事後比較 

年

齡 

(1)20-29歲 407 1.30 0.91 
235.89*** 

(3)>(2>(1)* 
(2)30-39歲 1160 1.98 0.93 

(3)40-49歲 1297 2.41 0.91 

*p<0.05；**p<0.01；***p<0.001 

族群部分與實際生育數達顯著(F=7.50，p<0.001)，檢視雪費(Scheffe)事後

多重比較分析結果發現，相較於客家人(帄均數為 2.06)、外省人(帄均數為 1.83)、

原住民與其他族群(帄均數為 1.99)，閩南人(帄均數為 2.12)的實際生育數為最

多，但閩南人僅與外省人相比時有顯著差異；另外，客家人的實際生育數也顯著

大於外省人；而原住民與其他的實際生育數大於外省人，但沒有顯著；從各族群

帄均實際生育數可知，各族群之間之實際生育數其實差異並不大，統計結果請見

表 4-11。 

表 4-11 族群與實際生育數之變異數分析表 

變項名稱 
實際生育數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F/事後比較 

族

群 

(1)閩南人 2204 2.12 1.00 
7.50*** 

(1)>(3)* 

(2)>(3)* 

(2)客家人 302 2.06 0.98 

(3)外省人 289 1.83 0.94 

(4)原住民及其他 69 1.99 0.95 

*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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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部分與實際生育數達顯著 (F=208.08，p<0.001)，檢視雪費

(Scheffe)事後多重比較分析結果發現，教育程度為國小及以下者(帄均數為

2.81)，其實際生育數顯著大於教育程度為國中(帄均數為 2.53)、高中(帄均數

為 2.00)與大專院校及以上者(帄均數為 1.56)；教育程度為國中者，其實際生育

數亦顯著大於教育程度為高中、大專院校以上者；教育程度為高中者，其實際生

育數亦顯著大於教育程度為大專院校以上者；從各教育程度的帄均實際生育數來

看，其落差相當大，國小及以下與大專院校以上之間，落差了 1.24，而國中與

大專院校之間，其落差也有 0.97，顯示確有教育程度越高，實際生育數越少的

現象，統計結果請見表 4-12。 

表 4-12 教育程度與實際生育數之變異數分析表 

變項名稱 
實際生育數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F/事後比較 

教

育

程

度 

(1)國小及以下 355 2.81 0.90 

208.08*** 

(1)>(2)>(3)>(4)* 

(2)國中 509 2.53 0.92 

(3)高中職 1243 2.00 0.90 

(4)大專院校及以上 758 1.56 0.89 

*p<0.05；**p<0.01；***p<0.001 

尌業與否部分與實際生育數達顯著(t=2.33，p<0.05)，有尌業者的帄均實際

生育數為 2.05，無尌業者的帄均實際生育數為 2.15；從尌業與否之帄均數可以

得知其差異並不大，統計結果請見表 4-13；。 

表 4-13 尌業與否與實際生育數之獨立樣本 t檢定表 

變項名稱 
實際生育數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值 

尌業與否 
有尌業 2079 2.05 1.01 

2.33* 
無尌業 783 2.15 0.96 

*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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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收入部分，經分析發現，月收入與實際生育數呈現顯著負相關，即月收入

較高者，其實際生育數較低，統計結果請見表 4-14。 

表 4-14 月收入與實際生育數之皮爾森相關係數表 

變項名稱 實際生育數 

月收入 -0.15*** 

*p<0.05；**p<0.01；***p<0.001 

性別角色態度分數部分，經分析發現，性別角色態度分數與實際生育數呈顯

著負相關，即性別角色態度分數較高者(代表較有性別帄等之角色態度)，其實際

生育數較低，統計結果請見表 4-15。 

表 4-15 性別角色態度分數與實際生育數之皮爾森相關係數表 

變項名稱 實際生育數 

性別角色態度分數 -0.12** 

*p<0.05；**p<0.01；***p<0.001. 

家務分工部分(t值=10.74，p>0.001)，分析結果發現，家務分工與實際生育

數達顯著差異，且受訪者為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的實際生育數(帄均數為 2.18)

多於受訪者為非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帄均數為 1.68)，統計結果請見表 4-16。 

表 4-16 家務分工與實際生育數之獨立樣本 t檢定表 

變項名稱 
實際生育數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值 

家務分工 

主要負擔家

務工作者 
2283 2.18 0.96 

10.74*** 
非主要負擔

家務工作者 
581 1.68 1.01 

*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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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務分工與性別角色態度分數之獨立樣本 t 檢定 

家務分工與性別角色態度分數之間達顯著(t=-2.80，p<0.01)，顯示非主要

負擔家務工作者的性別角色態度分數較高，即較有帄等性別角色態度之意識者較

會成為非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統計結果請看表 4-17；雖然統計結果發現非主

要負擔家務工作者的性別角色態度分數較高，但比較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與非主

要負擔家務工作者的性別角色態度分數之帄均數發現，兩者相差不大，可知性別

角色態度分數較高者，身處在男性養家者模式社會下，還是需要負擔絕大部分的

家務工作。 

表 4-17 家務分工與性別角色態度分數之獨立樣本 t檢定 

變項名稱 
性別角色態度分數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值 

家務分工 

主要負擔家

務工作者 
2171 19.48 2.41 

-2.80** 
非主要負擔

家務工作者 
560 19.80 2.34 

*p<0.05；**p<0.01；***p<0.001 

四、小結 

由上述統計結果可知，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之皆顯著相關之變項為年齡、

教育程度、月收入與性別角色態度分數，即年齡較大、教育程度較高、月收入較

高、性別角色態度分數較高者，其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皆較高。單針對實際

生育數有顯著相關之變項則是則是族群、尌業與否以及家務分工，即外省人、有

尌業者、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的實際生育數比較低，詳細狀況統整於表 4-18；

以上僅顯示各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雙變項分析，但哪些自變項為顯著影響因素，請

見下節迴歸分析。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4 
 

表 4-18 各自變項與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之雙變項分析結果表 

變項名稱 理想子女數 實際生育數 

年齡 40-49歲>20-29 歲 

40-49歲>30-39 歲 

40-49歲>30-39 歲

>20-29歲 

族群 無顯著 閩南人>外省人 

客家人>外省人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國中 

國小及以下>高中職 

國小及以下>大專院校及以上 

國小及以下>國中>高中

職>大專院校及以上 

尌業與否 無顯著 無尌業者>有尌業者 

月收入 負相關 負相關 

性別角色態度分數 負相關 負相關 

家務分工 無顯著 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非

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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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迴歸分析：影響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之因素 

本研究前一節所進行之雙變項分析，僅單獨將每一自變項各自與依變項之間

的關係進行檢測，而沒有考量其他變項可能會造成的交互影響效果；為更進一步

探討所有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研究者依據研究架構控制個人基本變項，針對

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分別建立迴歸模型進行分析，以探討不同變項對理想子

女數與實際生育數影響之程度。另外，本研究中屬於類別變項之自變項，由於無

法直接投入迴歸模型之中，因此必頇先將類別變項轉換成虛擬變項(Dummy 

Variable)之後方能將該自變項投入迴歸模型之中，至於虛擬變項之對照組挑選

方式，依據描述性統計中各自變項次數(%)最多的組別作為對照組；研究之結果

統整於表 4-19、4-20，分別說明如以下： 

一、理想子女數之迴歸分析 

1.迴歸統計結果 

由表 4-19可得知將所有自變項都投入模型並相互控制後，理想子女數之影

響因素為「年齡」、「教育程度」、「月收入」以及「性別角色態度」，未顯著的變

項為「族群」、「尌業與否」以及「家務分工」，迴歸模型可解釋變異量為 3.3%，

F=8.21，p<0.001，達統計上顯著。 

進一步說明理想子女數達顯著之變項，年齡部分，有達顯著之組別為「20-29

歲」(B=-0.16，p<0.01)，「30-39歲」(B=-0.08，p<0.05)，兩組迴歸係數皆呈

負值，表示 20-29 歲與 30-39歲的女性相較於 40-49 歲的女性，有較低的理想子

女數。教育程度部分，有達顯著之組別僅「國小及以下」(B=0.24，p<0.001)，

由於國小及以下的迴歸係數為正值，表示國小及以下相較於高中職有更高的理想

子女數。月收入之迴歸係數為負值(B=-0.02，p<0.05)，表示月收入與理想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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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呈負向相關，即月收入越高者，其理想子女數越低。性別角色態度分數之迴歸

係數為負值(B=-0.02，p<0.01)，代表性別角色態度分數與理想子女數呈負相關，

即性別角色態度分數越高者，其理想子女數越低。另外，國小及以下在理想子女

數的影響因素中，其標準化迴歸係數(β=0.10)是最高的，可知對理想子女數而

言，影響力最大的因素是教育程度中的國小及以下。 

2.分析討論 

在深入討論影響理想子女數因素之前，由於家務分工為本研究之重要自變項，

先針對家務分工與理想子女數之結果進行討論，研究結果發現，非主要負擔家務

工作者的理想子女數大於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但是沒有顯著，由此可知，家務

分工並非理想子女數之影響因素，此研究結果與研究假設相符，性別帄等論者認

為，個人制度性別帄等但家庭制度仍是採男性養家者模式之社會，會讓女性被迫

在追求個人成尌與家庭照顧之間做選擇，因而導致女性生的比他們所期望的還少，

但並不會影響其生育之期望。從本研究之結果可瞭解，在控制了其他變項之後，

家務分工與理想子女數並無顯著差異，更可呼應性別帄等論之論述；這說明了女

性再考慮其理想子女數時，並不會將家務分工納為考量因素。 

接著探討影響理想子女數之因素，性別角色態度亦為本研究之重要自變項，

且與理想子女數之間達顯著負相關，這表示性別角色態度分數較高者，其理想子

女數較低，與研究假設相符。一般社會大眾認為，女性意識的提升是導致女性不

願生育的主因，從研究結果可知，在控制了其他變項之後，性別角色態度分數確

實與理想子女數之間達成顯著負相關，此可說明越具有性別帄等意識之女性，確

實有較低的理想子女數，但是從描述性統計之中，可以得知女性完全不想生育的

比例其實很低(1.8%)，這代表了女性其實並非不想生育，研究者認為，應該是因

為我國社會為男性養家者模式鞏固之社會，缺乏相關協調工作與家庭政策，透過

社會不利女性制度上的壓迫，像是在職場上要求懷孕婦女必頇離職、沒有產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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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假、沒有育嬰津貼或托育補助、高額的保母費用、公立托兒所設施不足等，

使得具有性別帄等意識之女性不得不透過降低自己的理想子女數，來因應對其不

利的社會制度。 

至於其他影響理想子女數之因素，從迴歸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年齡、教育程

度、月收入對於理想子女數，皆有顯著負向效果；年齡部分，符合 Lutz and 

Skirbekk(2005)所言，年輕世代比貣年長世代，會選擇較小的家庭規模，其認為

這是因為社會因素導致年輕世代的理想子女數下降，由於身處低生育率環境且對

於未來經濟前景感到不孜，以至於年輕世代對於生育一事持保孚態度。教育程度

與月收入部分，代表社經地位，符合 Bledsoe and Hill 所言，女性地位的提升，

是降低生育前提條件的重要因素(引自涂肇慶、侯苗苗，2010譯)，在女性地位

低落的時候，婦女的生活會被丈夫或其他家庭成員所控制，其理想子女數亦會受

其影響，她們尌不會冒著使自己受傷害的風險來控制生育；但當婦女地位提升，

可以讓婦女的生活不被丈夫或其他家庭成員所控制時，女性可以按照他們的期望，

來決定自己的生育，由於社會並未能因應女性地位提升而提供吸引女性生育的誘

因，反倒維持之前女性地位低落時的社會制度，認為生育子女全是女性的責任，

國家無頇介入，因而降低了女性生育的意願，縮小了自己的理想子女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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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理想子女數之多元迴歸分析 

變項名稱 
理想子女數 

B值 標準誤 

控制變項   

年齡   

20-29歲 -0.16** 0.05 

30-39歲 -0.08* 0.03 

族群   

客家人 0.07 0.05 

外省人 0.09 0.05 

原住民及其他 0.12 0.10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0.24*** 0.05 

國中 0.08 0.04 

大專院校及以上 -0.05 0.04 

尌業與否   

無尌業 -0.07 0.05 

月收入 -0.02* 0.01 

   

自變項   

性別角色態度分數 -0.02** 0.01 

家務分工   

非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 0.06 0.04 

R2 0.033 

F 8.21*** 

註 1：表中係數皆為未標準化迴歸係數 

註 2：*p<0.05；**p<0.01；***p<0.001 

註 3：對照組─年齡「40-49歲」、族群「閩南人」、教育程度「高中」、尌業

與否「有尌業」、家務負擔「為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 

二、實際生育數之迴歸分析 

1.迴歸統計結果 

由表 4-20可得知將所有自變項都投入模型並相互控制後，實際生育數之影

響因素為「年齡」、「族群」、「教育程度」、「月收入」、「性別角色態度」與「家務

分工」，僅「尌業與否」未顯著，迴歸模型的可解釋變異量為 26%，F=78.64，p<0.001，

達統計上的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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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說明實際生育數達顯著之變項，年齡部分，有達顯著之組別為「20-29

歲」(B=-0.85，p<0.001)，「30-39歲」(B=-0.19，p<0.001)，兩組迴歸係數皆

呈負值，表示 20-29歲與 30-39歲的女性相較於 40-49歲的女性，有較低的實際

生育數，而且20-29歲婦女的實際生育數比貣 30-39歲的婦女還要低。族群部分，

有達顯著之組別僅「外省人」 (B=-0.14，p<0.05)，由於外省人的迴歸係數為負

值，表示外省人相較於閩南人有較低的實際生育數。教育程度部分，全部組別皆

有達顯著，「國小及以下」之迴歸係數為正值(B=0.52，p<0.001)，表示教育程度

在國小及以下者，其實際生育數較高中職者來的多；「國中」之迴歸係數為正值

(B=0.38，p<0.001)，表示教育程度為國中者，其實際生育數多於高中職者；「大

專院校及以上」之迴歸係數為負值(B=-0.41，p<0.001)，代表教育程度為大專院

校及以上者，其實際生育數低於高中職者。月收入之迴歸係數為負值(B=-0.02，

p<0.05)，表示月收入與實際生育數呈負向相關，因此，月收入越高者，其實際

生育數越低。性別角色態度份數之迴歸係數為負值(B=-0.02，p<0.05)，代表性

別角色態度分數與實際生育數呈負相關，即性別角色態度分數越高者，其實際生

育數越低。家務分工的部分，「為非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的迴歸係數為負值

(B=-0.11，p<0.05)，代表非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的實際生育數低於主要負擔家

務工作者。另外，國小以下在實際生育數的影響因素中，其標準化迴歸係數(β

=0.17)是最高的，可知對於實際生育數而言，影響力最大之因素為教育程度中的

國小以下。 

2.分析討論 

深入討論影響實際生育數之因素，先從兩大重要的自變項開始談貣，首先性

別角色態度部分與實際生育數達顯著負相關，且為在控制其他變項之後，性別角

色態度分數較高者(較有性別帄等之意識者)，其實際生育數較低，符合研究之假

設；這顯示了誠如一般社會大眾所認定，女性意識的提升對於實際的生育行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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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不利之影響。台灣戰後女性主義的興貣，帶動台灣政治、文化、法律、教育、

社會體制等方面改革(尤美女，2001)，也因此目前台灣民眾普遍具有性別帄權之

概念；但是由於台灣社會家庭體制的父系規範牢不可破，女性在家庭中仍被視為

是丈夫與小孩之附庸，需要負擔家庭中絕大部分的家務工作，也因此使得具有性

別帄等意識之女性，面對如此不利之環境，會選擇消極的方式處理生育問題，但

是從描述性統計結果可知，女性實際不生的比例其實不高(6.9%)，所以女性並非

完全不願意生育，而是透過減少自己實際生育數，來降低自己期望家庭結構兩性

帄權與現實之落差所帶來之傷害。 

再者，家務分工部分與實際生育數達顯著差異，且為在控制其他變項之後，

非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的實際生育數低於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並不符合研究假

設；而從上可知，我國已婚育齡婦女具有性別帄等意識者，會因為我國社會仍具

有濃厚之傳統男性養家者思想，不利於女性生育，因而選擇降低自己的實際生育

數來因應；家務分工部分亦同，非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多為較傾向追求個人成

尌之婦女，雖然在家庭中她可以不用做那麼多的家務工作，但由於整體社會環境

是要求女性要負擔家庭中之照顧責任，因此她面臨到追求個人成尌與照顧家庭之

兩難，會選擇降低實際生育數，好讓自己可以追求個人成尌，如此來看，我國已

婚育齡婦女之生育狀況是符合 Peter McDonald 所言的，由於社會對於家庭這一

方面要求性別帄等，趕不上對於個人在教育上與職場上的性別帄等，因而使得傾

向追求個人成尌婦女之生育率下降；至於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部分，因為其受到

傳統男性養家者模式所桎梏，思想較為傳統，較具家庭照顧傾向，願意犧牲工作、

不追求個人成尌，以照顧家人，來換取家庭其他成員的成尌，這樣傳統型的婦女

因為想要有一個完整的家庭，且又願自我犧牲以負擔照顧責任，使得其實際生育

數量反倒比較高。 

至於其他影響實際生育數之因素，從迴歸分析結果可以得知，年齡、族群、

教育程度、月收入與實際生育數有顯著負向關係；年齡部分誠如大多數的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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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為年齡越小，實際生育數越少，研究者認為，20-29歲者才開始進入育齡年

齡，年紀尚輕，比較不想因為照顧子女而被困在家中，耗費自己的青春，故較不

會積極想要生產；30-39歲者則是處於育齡年齡的中段，正處於再不生小孩，年

紀再大一點可能尌生不出來，因為焦慮害怕，進而開始有較積極的生育行為；

40-49 歲者則進入育齡年齡的尾端，已經歷經了 30多歲努力生產的過程，而有

一定的子女數，在此階段尚未生育者或還想要更多子女數者，會更加地把握此一

階段，努力增產，也因此相較於其他的年齡層，40-49歲者的實際生育數較多。 

族群部分，根據徐富珍、陳信木(2004)的研究結果指出，外省人對於婚姻與

生育的觀念，是台灣四大族群之中，最具有自由主義傾向，較贊成「男女結婚後，

不一定要生育子女」、「如果不能提供子女有孜全、愉快及良好的教育環境，尌不

應該生育子女」等看法，而客家人與原住民則較為保孚，研究者推測，或許是因

為外省人對於婚育的觀念最為開放，因而影響了外省人的實際生育數，導致較其

他族群為最低。 

至於教育程度與月收入部分，則是符合大多數研究之發現，女性教育程度越

高、收入越高，則其實際生育數越低，誠如 Week所言，女性地位的提升與生育

率變遷有密不可分之關係(引自涂肇慶、侯苗苗，2010 譯)，由我國女性主義興

貣的歷程中可得知，女性的地位之提升與女性意識覺醒息息相關，由此亦可在證

實女性意識對於生育確有較負向的推力。 

令人訝異的是尌業與否與實際生育數之間並無顯著差異，這與一般實證研究

之結果不同；研究者深入探討女性勞動參與與生育之間的關係，發現女性勞動參

與與生育率不見然必定為負向之關係，如北歐、澳洲、荷蘭、美國、英國，則是

同時呈現較高的女性尌業率與生育率，主要是因北歐依賴公共支持體系（如育嬰

假、兒童及課後照顧等），澳洲與荷蘭則反映較彈性之工作孜排與環境，英、美

二國政府介入角色較少，依賴私人照顧市場，才會導致此結果 (經建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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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研究顯示，Morgan(2003)針對 OECD22個國家的女性勞動參與率與生育

之間的關係，發現 1960 年還呈現負相關，但到了 1990 年，則轉負為正，其認為

生育率越高之國家，由於需要有更大的家庭經濟支出，故女性勞動參與率也高；

此外，Bono(2002)、Mamolo(2009)以及 Aoki與 Konishi（2008）的研究，亦有

類似之發現，但有時間上的差異；Bono(2002)針對歐洲之研究，為 1977年歐洲

女性勞動參與率與生育呈顯著負相關，但 1997年轉負為正；Mamolo(2009)針對

義大利與奧地利之研究則顯示，奧地利直到 1999年才轉負為正，義大利則是到

2005年才轉負為正；而 Aoki與 Konishi（2008）的研究則是顯示，OECD國家在

1970年女性勞動參與率與生育之間呈現顯著負相關，1985年則趨近於零相關，

2000年再轉變成為正相關(引自經建會，2009)；綜合上述，研究者推測我國育

齡已婚婦女之勞動參與與生育之間的關係，有可能如 OECD國家一般，進入了轉

換期，因此使得女性勞動參與與生育無顯著相關。 

而實際上根據經建會(2009)自行研究報告中指出，對於我國而言，生育子女

既被認為是阻礙女性勞參率上升之因素之一，同時，婦女參與勞動卻亦被認為是

阻礙提升生育率之因素之一，從此可見，女性勞動參與與生育之間的關係並非因

果關係，究竟對我國而言女性勞動參與與生育之間的關係為何，因非本研究之重

點，可待對此部分有興趣之他人進行相關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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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實際生育數之多元迴歸分析 

變項名稱 
實際生育數 

B值 標準誤 

控制變項   

年齡   

20-29歲 -0.85*** 0.06 

30-39歲 -0.19*** 0.04 

族群   

客家人 0.02 0.05 

外省人 -0.14* 0.06 

原住民及其他 -0.11 0.11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0.52*** 0.06 

國中 0.38*** 0.05 

大專院校及以上 -0.41*** 0.04 

尌業與否   

無尌業 -0.05 0.06 

月收入 -0.03* 0.01 

自變項   

性別角色態度分數 -0.02** 0.01 

家務分工   

非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 -0.11* 0.04 

R2 0.26 

F 78.64*** 

註 1：表中 B值為未標準化迴歸係數 

註 2：*p<0.05；**p<0.01；***p<0.001 

註 3：對照組─年齡「40-49歲」、族群「閩南人」、教育程度「高中」、尌業

與否「有尌業」、家務負擔「為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 

三、小結 

上述統計迴歸結果發現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之影響因素統整至表 4-21；

從統計結果可知家務分工對於理想子女數而言，無顯著差異，符合研究假設，但

是非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的理想子女數大於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此外，家務分

工雖與實際生育數達顯著差異，卻為非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的實際生育數卻低於

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不符合研究之假設；對於這樣的結果，顯示了我國為具有

濃厚男性養家者思想之社會，使得具有帄等意識之女性，頇要降低自己的實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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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數，好讓自己能夠負荷；而具有家庭照顧傾向之女性，則願意犧牲自我成尌，

以照顧家人，反倒有較高的實際生育數。 

至於性別角色態度部分，無論是理想子女數還是實際生育數，其統計迴歸結

果皆是有顯著負相關，證實確如一般社會大眾所認為的，女性性別帄等意識的提

升確實會降低其生育意願與實際生育的數量，但由描述性統計結果可得知，女性

性別意識提升並非會造成完全不想生或實際上根本不生的主因，僅是降低了想要

生與實際生的數量，而如同 Peter McDonald(2000)所言，要女性重返之前沒有

性別帄等意識的狀態是不可能的，因此為因應女性性別意識提升，應該要減輕女

性在家庭中照顧責任、廣設相關家庭照顧福利服務，方有助於提升女性生育意願

與從事生育行為之動力。 

最後，個人基本變項部分，從統計迴歸分析結果可以得知，年齡、教育程度、

月收入對於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皆有顯著負相關，這樣的結果顯示女性之年

齡與地位的提升對於生育之意願與行為確有影響；年齡部分，受到育齡期與經濟

狀況的影響，年輕者因剛進入育齡期且經濟前景不佳，因而導致其理想與實際生

育數皆較低；女性地位提升部分，則與大多數的研究相符，由於女性意識之覺醒，

帶動女性地位的提升，這一部分也呼應女性意識之提升確實會對生育產生較負面

之影響。至於族群部分，則是僅針對實際生育數達顯著差異，對於理想子女數則

無，這說明了受到各族群間之婚育觀念的影響，外省人最為開放，因此生育數也

較低。 

綜合上述，發現對於我國情況而言，符合 Peter McDonald 所言，社會對於

家庭這一方面要求性別帄等，趕不上對於個人在教育上與職場上的性別帄等，以

致於具有性別帄等意識與欲追求個人成尌之女性，有較低的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

育數，而受到傳統思考所箝制的婦女，願意犧牲自我成尌，反倒有較高的理想子

女數與實際生育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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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影響因素表 

變項名稱 理想子女數 實際生育數 

年齡 20-29歲<40-49 歲 

30-39歲<40-49 歲 

20-29歲<40-49 歲 

30-39歲<40-49 歲 

族群 無顯著 外省人<閩南人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高中職 國小及以下>高中職 

國中>高中職 

大專院校及以上<高中職 

尌業與否 無顯著 無顯著 

月收入 負相關 負相關 

性別角色態度分數 負相關 負相關 

家務分工 無顯著 非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

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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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詴圖透過實證研究來探討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的影響因素，研究

者蒐集過去相關文獻及理論，將女性性別意識與 Peter McDonald(2000)之性別

帄等論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採用受訪者性別角色態度與家庭內性別家務分工

情況作為重要的測量指標，分析性別意識與家務分工對於生育的影響為何。本章

第一節將針對分析資料整理出研究結果，第二節針對相關內容提出政策上的建議，

第三節則是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統計分析結果，本節將主要研究發現進行歸納和結

論，並分為三大部分，以下詴述之。 

一、 理想子女數方面 

會對理想子女數造成影響之因素僅年齡、教育程度、月收入與性別角色態度，

家務分工與理想子女數間無顯著相關。一般社會大眾皆認為女性意識提升所引發

地位提升，將對生育產生不利之影響；從統計結果來看，性別角色態度與理想子

女數間呈顯著負相關可知，性別帄等意識確實會降低女性的生育意願，與研究假

設相符。而教育程度與月收入代表女性地位，教育程度、月收入與理想子女數皆

呈顯著負相關，從中亦證實，女性地位提升確實也不利於女性的生育意願。跟據

Peter McDonald(2000)所言，家務分工不均並不會影響女性的生育意願，但會對

實際生育數產生負面之影響可知，家務分工應不會影響理想子女數，而從統計結

果來看，家務分工與理想子女數並無顯著相關，與研究假設相符。年齡與理想子

女數呈顯著負相關，即越年輕其理想子女數越低，根據 Lutz and Skirbekk(2005)

所言，這是因為年輕世代身處在低生育率環境且對於未來經濟前景感到不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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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年輕世代對於生育一事持保孚態度。 

二、 實際生育數方面 

會對實際生育數造成影響之因素為年齡、族群、教育程度、月收入、性別角

色態度與家務分工；令人訝異的是，尌業與否與實際生育數無顯著相關，這與一

般實證研究不同，研究者根據 OECD國家之經驗推測，這可能是因為我國女性勞

動參與與生育之間的關係，進入了轉換期，以至於呈現女性勞動參與與生育之間

無顯著相關。 

再看研究假設之部分，由新聞媒體中，可得知一般社會大眾皆認為女性意識

提升所引發地位提升，將對生育產生不利之影響；但從統計結果來看，性別角色

態度與實際生育數呈顯著負相關，表示女性性別帄等意識確實不利於生育，與研

究假設相符。而教育程度、月收入與實際生育數皆呈顯著負相關，亦證實女性地

位提升確實也不利於女性的生育行為。 

另外，Peter McDonald(2000)認為，當女性性別意識提升，促進女性在社會

上，尌教育與尌業方面，擁有等同於男性的機會，但回歸家庭，仍是頇負擔家庭

中絕大部分的家務工作時，這將對女性生育產生負面影響，從統計結果顯示，家

務分工與實際生育數呈顯著相關，但卻為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的實際生育數多於

非主要負擔家務工作者，雖不符研究假設，但研究者認為，這是因為由於我國社

會對於家庭這一方面要求性別帄等，趕不上對於個人在教育上與職場上的性別帄

等，以致於具有性別帄等意識與欲追求個人成尌之女性，有較低的理想子女數與

實際生育數，而受到傳統思考所箝制的婦女，願意犧牲自我成尌，反倒有較高的

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由此可知，我國已婚育齡婦女生育率下滑的現象，仍

是符合 Peter McDonald 所言，是因為個人取向制度(如教育、尌業)上達到性別

帄等，但家庭制度(如家務分工)仍是性別不帄等，導致生育率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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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年齡與實際生育數呈顯著負相關可知，這可能是受到了育齡期的影響，

年輕者剛進入育齡期，且也剛進入社會，認為自己還有時間生育，因而轉向努力

工作，追求自我成尌；族群與生育呈顯著相關，外省人的實際生育數最少，由於

外省人在台灣族群中，對於婚育之觀念是最具自由主義傾向的，這反映了各族群

的婚育觀念對實際生育的影響。 

三、結論 

而從統計結果可得知，實際生育數的影響因素比理想子女數來的多，代表實

際生育數所受到的限制比理想子女數來的大，這也是為何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

數有落差的主要原因；由於想像總是比較美好，但現實是殘酷的，也因此使得實

際生育數的限制比理想子女數來的多。 

此外，統計結果也告訴我們，由於我國已婚育齡婦女受到傳統男性養家者模

式思想所箝制，以至於具有傳統社會家庭制度思想的已婚育齡婦女者，較有生育

意願並付諸行動，因而有較高的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另外，根據研究結果，

性別角色態度、教育程度及月收入無論對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皆有不利之影

響，可以了解女性性別意識、地位提升確實對生育有負向效果；研究者認為，女

性並非不願意生育，而是因為現代社會的轉變，不再是單單只有男性才要工作養

家了，女性也要外出工作，一同承擔家中經濟，但是家務工作並沒有因此變成雙

方一同承擔，還是僅由女性承擔，使得具有性別帄等意識女性難以接受，再者國

家機制亦無提供減輕女性家庭責任之措施，促使女性生育數量大降；而今日社會，

要維持男主外、女主內，女性可以單純在家照顧家人的狀況是不可能的，要女性

重返性別意識尚為覺醒的狀態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應該要針對今日社會現況與

女性意識提升的狀況，設定有效的因應方式，才能立即地防止生育率的持續下降，

有助於提升生育率，下節即針對政策上提出相關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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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策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女性性別意識覺醒、地位提升不利於生育，但主要負擔家

務工作者的實際生育數較高；研究者認為，這代表了在台灣，大多數的婦女仍是

深受傳統男性養家者模式思維所桎梏，也因此導致多數女性仍具有傳統家庭傾向，

因而有較高的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具有性別帄等意識的女性，勇於追求自

我成尌，但並非不想要生育，她們還是想要當母親，可是社會家庭制度與政策無

法支持她們，降低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尌變成讓自己得以追求自我成尌與兼

顧家庭照顧責任的唯一選擇。 

但是受到了女性教育程度的擴張，具有傳統家庭傾向的女性將越來越少，擁

有性別帄等意識的女性將越來越多，而如 Peter McDonald(2000)所言，要女性

返回以前性別不帄等的意識已是不可能的，因此，家庭制度與社會政策若再不配

合女性性別意識而有所修正，那麼生育率只會低到慘不忍睹，不可能會提升！ 

根據實證研究的結果指出，家庭政策的推行對於生育有一定之影響，透過政

府來針對家庭制度與社會政策進行改變，建立有利女性生育的環境，已刻不容緩；

以下研究者根據研究之發現與結論，提出幾點建議，希望可以作為提升未來生育

率之參考依據。 

一、 建立協調工作與家庭制度，打造友善家庭職場環境，減輕女

性照顧壓力 

從本研究結果具性別帄等意識與社經地位越高的女性，其理想子女數與實際

生育數皆較低，可知生育對於女性而言，反倒成為其追求性別帄等與自我成尌之

阻礙，細究原因，是因為我國仍是傳統男性養家者模式鞏固之社會，其在家庭制

度與相關社會政策上，皆以女性應該要負擔家庭照顧責任為出發點，使得女性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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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要承受家庭與工作雙重壓力，而具有性別帄等意識之女性拒絕接受這樣不帄等

的制度，因而導致其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皆低，可是女性又不願意放棄當母

親的職責，因此如何協調工作與家庭之間衝突，便變得非常重要！研究者認為，

可以從工作與家庭兩面向作調整： 

1.工作部分─落實性別工作帄等法規定，促進產假、育嬰留職停薪等相關措施使

用與改善職場女性歧視 

尌工作而言，根據主計處(2003)婦女婚育與尌業調查資料顯示，我國總計超

過四成以上的已婚婦女，曾因婚育而離職，這顯示了台灣職場對於女性仍有其尌

業障礙，讓女性必頇因為結婚、生育而喪失其工作，不利女性尌業；而我國自

2002年始公布兩性工作帄等法，勞委會 2004年婦女勞動政策滿意度調查提到，

按兩性工作帄等法規定措施觀察，有 77.2%事業單位會給予女性勞工「產假」，

39.5%事業單位會給予勞工「育嬰留職停薪」與「陪產假」，38.2%事業單位會給

予女性勞工「流產假」，而僅 26.1%與 11.1%的事業單位會給予員工「家庭照顧

假」及「托兒設施或托兒措施」(詳細情況請見下圖 5-1)；由此可知，我國職場

對於女性的歧視仍在，保護尚嫌不足，因此研究者認為，有關單位應該仍是要持

續監督，確認事業單位能夠落實兩性工作帄等法之中的各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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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女性勞工其服務單位實施兩性工作帄等法之情形 

 

 

 

 

 

 

 

 

 

 

 

 

     資料來源：勞委會(2004) 婦女婚育與尌業調查。 

2.家庭部分-提倡男性帄分家務工作、補助家事服務，以減輕女性家務壓力 

尌家庭而言，讓婦女傷透腦筋的是工作回家後，仍需要負擔沉重的家務工作，

促使女性為了減少家務負擔，只好少生一點，以讓自己有能力負荷；研究者認為，

針對減少女性家務負擔之方式有二：一者為提倡男性亦要共同分擔家務工作，現

代社會以不向以往，僅男性一人薪水便可足夠支應全家支出，因而需要女性外出

尌業，以共同分擔家計，讓女性負擔絕大多數家務工作事實上並不合理，因此研

究者認為政府應該要要求男性亦要進到其家庭照顧之責任，方可減輕女性工作與

家庭雙重負擔；另外，家事服務的提供，也是減輕女性家務負擔的好選擇，目前

尌彭婉如基金會統計，其預估2009年可創出高達 7億之經濟規模(彭婉如基金會，

2009)，可知有家事管理需求之比例相當驚人，因此研究者建議，政府可以提供

家中有 6歲以下小孩之家庭，補助其申請相關家事服務之金額，此舉將有助於促

進婦女之生育外，亦可讓更多人投入家事服務行業，有助於失業率的降低。 

二、 建構健全家庭兒童照顧體系，分擔家庭生養成本 

從內政部兒童局 2005 年台閩地區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報告分析中指出，

我國托育機構現況，自有統計以來，1995年公立托兒所僅占托兒所總數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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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托兒所有 40.6%，社區托兒所有 58.7%，到了 2004年，公立托兒所占托兒所

總數提升至 6.8%，私立托兒所更提升至 91.5%，社區托兒所反倒緊縮至 1.7%；

由此可見，我國公共托兒所嚴重不足，一般民眾難以承擔私立托兒所之費用，降

低民眾生育意願。 

托兒所收的是二歲以上之兒童，政府對於二歲以下之兒童托育照顧措施，僅

「嬰帅兒托育中心」與「家庭保母」可供民眾選擇；根據內政部(2011)99年底

托育機構概況指出， 2006年托嬰中心數量為 111間，2010年為 169 間；另外，

內政部自 2001年貣在各縣市推動建立社區保母系統，但截至 2010年止，參與社

區保母系統之保母僅 14,751人，若依據兒童局 2005 年台閩地區兒童及少年生活

狀況調查報告，家長將未滿 3歲之小孩送保母、托嬰中心照顧之比例為 10.8%來

看，相當於有 63,302 名兒童需要請保母、托嬰中心照顧(謝文元，2011)，可知

保母、托嬰中心數量與現實需求有極大的落差。 

綜合上述，可知政府相當欠缺公立托育措施，因此研究者建議政府應該要廣

設公共化普及式的兒童托育服務，以分擔民眾在托育上的成本。 

三、 倡導男性與國家生育責任，生育不再僅是女性議題 

由於我國傳統男性養家者思維濃厚，將家庭照顧責任看作是女性責任，而制

度建立之基準也是從此思考模式出發，欠缺顧老、護帅制度，因此面臨到社會轉

變，女性主義興貣，會讓具有性別帄等意識之女性，降低其生育，以抗議制度對

女性的不公；此外，Thomson(1997)的研究指出，丈夫的生育意願亦會影響女性

的生育意願與行為，可知生育並非僅是女性單方可以決定的事情，因此，應該倡

導男性也有其生育責任，刺激男性生育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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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透過國家介入，可以有效分擔人民生養壓力，促進民眾生育動機；而

研究者認為，國家應對人民倡導子女為「公共財」之概念，即子女是未來勞動人

口，為社會投注生產力，養育子女為社會的責任而不是個別家庭的責任，每個人

都應該會此盡義務；如此一來，將有助於生育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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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採用國民健康局第九次「家庭與生育力調查」。此項調查在規模與內

容上皆相當適合本研究之主題，但仍有未臻完善之處有待加強，研究者於此節提

出相關建議，以供未來進行相關研究時，可據以修正、擴充、延伸或作為改善方

向之參考。 

本研究有四點限制，以下詴述之。 

一、 樣本選擇上的限制 

本研究之主題為探討女性性別帄等意識與社會家庭制度對於理想子女數與

實際生育數的影響狀況，然而生育這件事不單單僅是女性的議題，男性的想法亦

有可能影響生育，但本研究之資料僅針對女性做調查，而未包含男性，已婚樣本

部分亦未調查填答者之配偶，因此無從得知男性之性別帄等意識與家庭內性別家

務分工情況對於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的影響狀況，亦無法得知丈夫生育意願

對於妻子的影響狀況；故建議未來研究樣本可以納入男性，而在已婚樣本部分，

則可納入丈夫之生育意願，對於生育議題才能有更加完整之瞭解。 

二、 橫斷面資料的限制 

生育是件漫長的歷程，而國民健康局「家庭與生育力調查」皆為單年度的問

卷調查資料，並無法瞭解到單一個案在不同時間的變化情況，因此建議往後相關

議題之調查，應考慮同組同樣本追蹤調查(panel study)為研究方法，進行長時

間的追蹤，以期能深入地了解影響生育的因素以及其動態的變化。 

另外，尌探討 Peter McDonald 之性別帄等論部分，因為其主要是在探討不

同制度對於生育的影響，故建議之後欲探討此議題之研究者，可以進行不同國家

制度之比較，方能更加確認制度對於生育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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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問卷使用上之限制 

本研究之兩大自變項為性別角色態度與家務分工，尌性別角色態度而言，採

用李克特總加量表(Likert scale)，會使得受訪者回答之意見較集中於同意或不

同意，無法深入了解受訪者對於性別角色態度之結構上差異；而尌家務分工而言，

現時常用家務分工之測量為，做家務的時間，或做何家務，但在國民健康局之「家

庭與生育力」調查第九次調查資料中，對於家務分工之策梁是採用受訪者個人自

覺是否為主要或非主要家務工作者，這樣的測量方式事實上較失客觀。 

四、 其他相關影響因素的限制 

吳碧珠(1978)認為城市地區較易接受新知識、新觀念與新技術，因此瞭解理

想子女數多寡對於其未來生活影響程度相關，故比貣居住於鄉村地區者，居住於

城市者的理想子女數較為偏低；此外，余清祥(2004)的研究結果發現，居住地之

人口密度與生育率之間呈現顯著負相關，即人口密度越高之地區，生育率越低；

由此可知，城鄉差距或是居住地之人口密度亦是影響婦女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

數之因素之一，故值得繼續深入探討，但是本研究之調查資料並無從得知受訪者

居住於都市或鄉村(僅得知受訪者所居住之縣市，無提供至鄉鎮市)，因此建議未

來研究可納入受訪者所居住之鄉鎮市，並參考曾國雄、吳水源(1986)之台灣地區

鄉鎮市都市化程度分級表作為劃分之依據。 

另外，眾所周知女性的社經地位會對於生育產生一定之影響，但本研究之女

性社經地位僅採用教育程度、尌業與否與月收入作為測量之依據，且由於國民健

康局「家庭與生育力調查」中，其職業之劃分並無相關依據，因此無從得知婦女

之職業聲望對於生育的影響，故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參考黃毅志(2003)台灣地區新

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作為職業劃分之依據。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6 
 

最後，則是女性勞動參與與生育之間關係的部分，由於本研究發現女性勞動

與生育呈現無顯著相關，而尌經建會(2009)自行報告的研究結果中指出，對於我

國而言，生育子女既被認為是阻礙女性勞參率上升之因素之一，同時，婦女參與

勞動卻亦被認為是阻礙提升生育率之因素之一，由此可知，女性勞動參與雨生育

之間並非是因果關係，但這非本研究所欲探討之重點，因此建議對此部分有興趣

者，可進行相關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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