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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背景 

 

人口學家認為，任何一個國家要達到世代間人口完全的替代，則一

位婦女平 均要生 2.13 的小孩。否則，這個國家就將會進入所謂「少子

化」的時代。如果， 再加上平均壽命的不斷增長。目前台灣正面臨不當

分配的社會福利及薪資待遇，導致現代青壯年大部分都認為沒競爭力就

不敢有後代的觀念，所以都傾向晚婚、晚育，同時現在經濟不景氣，青

壯年人口都難以照顧自己，更何況是去結婚以及繁衍後代，而生育率下

降就是導致國家社會競爭力、勞動力下降的主要原因，而會造成少子化

的原因除了之前的節育計畫實施，「頂客家庭」在現在社會中也是越來越

多，孩子越少，老人越多，造成青壯年人口很大的經濟負擔。 

 

二、 研究動機 

 

台灣少子化的問題日益嚴重，對於以後的社會將會影響到經濟與教

育等各種問題，會造成勞動人口的不足，而高齡化也是目前台灣一項嚴

重的社會問題，高齡化與少子化是相互關係的，也造成現代的青少年多

了更重的負擔，因為少子化的關係，年輕世代的我們假如自己生一胎要

養育之外，還要再撫養自己的父母親，負擔過大，希望政府更重視社會

問題，改善對於人民的幫助。 

 

三、 研究目的 

 

(一) 探討是否因人為因素導致不孕 

 

(二) 探討政府對生育的相關補助 

 

(三) 改善少子化持續惡化的問題 

 

四、 研究問題 

 

(一) 如何減輕雙薪家庭撫養小孩的壓力? 

 

(二) 政府還能提供甚麼新的生育補助? 

 

(三) 為何年輕人不願意生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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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研究流程圖 

貳、正文 

 

一、 少子化的定義 

 

少子化是指生育率降低，導致幼年人口比例逐漸漸少的現象。少子

化代表著未來勞動力人口可能逐漸變少，對於社會結構、經濟發展等各

方面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如果新一代增加的速度遠低於上一代自然死亡

的速度，更會造成人口不足。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2010 年台灣的生育率從 2009 年的 1.03 大幅下滑

到 0.895，代表著平均每對夫妻生不到一胎的小孩。儘管 2011~2012 年

之間已經回升到 1.065~1.270，但是，台灣的人口結構已經顯現出嚴重的

警訊，未來勢必會對勞動力造成衝擊。 

 

二、 討論人為因素導致不孕 

 

由於現代人壓力大，影響身體各方面的機能，也會導致無法懷孕的

現象。在台灣還有一項嚴重的議題會危害到我們身體的健康，也就是所

謂的「食安問題」。2011 年引起了全台灣對食安的恐慌「塑化劑風波」，

這不僅僅只是為女性帶來傷害，連男性也都會被受影響，更何況是剛出

生的小孩，若台灣不把食安問題做改善的話，有誰會願意把「毒」讓小

孩都吃下肚子呢?由於塑化劑只要吃下肚就難以排出體外，以下表格是塑

化劑對於男性、女性以及小孩所造成的傷害。 

  

確定主題、研究動機與目的

蒐集資料與文獻探討

資料彙整與討論

資料結果分析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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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塑化劑的影響 

   性別 

影響 
男性 女性 小孩(男) 小孩(女) 

塑化劑 

睪丸造精功能 乳癌 睪丸造精功能 性早熟 

生殖系統異常 卵巢癌 生殖系統異常 乳房提早發育 

睪丸癌 子宮頸癌 睪丸癌 

 
 

排卵異常 

賀爾蒙失調 
女性化 

 

三、 探討政府對生育的相關補助 

 

除了提供育兒家庭經濟支持、兒童照顧津貼、平價的托育環境外，若能

做到以下五點，或許台灣能降低人口負成長的壓力： 

 

(一) 成立專門組織，制定整合性少子化對策與基本法，以降低低生育率帶來

的社會問題。 

(二) 強調家庭價值，加強對人民生命教育的宣導。讓各個家庭重視生命延續，

強化生命傳承教育的啟發。 

(三) 提高男性參與育兒責任，立法制訂男性育兒義務與兩性相對育嬰假比例，

有效減輕女性在家務與工作間的衝突。 

(四) 重視企業推動角色，營造友善家庭職場環境，婦女擔心被裁員而不敢請

假者大有人在，政府應輔導企業研訂遠距工作辦法，或是讓有育嬰需求

者可選擇部分工時彈性上班。(並鼓勵企業附設托嬰中心、幼兒園及課後

照顧服務) 

(五) 設立兒童養育及教育特別帳戶，政府與年輕夫婦定期共同出錢存入該帳

戶，以支應孩子未來相關經費，提高國家在育兒上的責任。 

 

而政府也在 2018/8/01 正式實施新制托育補助與育兒津貼，首先以圖二

來說明，新生兒的爸爸或媽媽設籍必須在某個縣市達到規定的居住時間(從設

籍日到新生兒出生當天，中間未遷出，且申請時仍設籍該縣市 )，將

新生兒的戶籍登記在該縣市，就能領到一筆津貼了，至於津貼由於各

縣市不同，所以可到相關網站查詢。圖三是各個不同縣市中，新生兒

出生每胎能夠領取的育兒津貼價格。而圖四是將育兒津貼請領條件放寬，

就是希望減輕家長負擔，若是沒有將子女送到公共化或準公共化的私幼或私

拖，而是將子女交由家人或自己照顧，一年最高就可獲得 3 萬元育兒津貼。

以下是網路整理出來的圖例，也方便大家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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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生育補助 

(資料來源：網路) 

 

 

圖三 生育補助 

(資料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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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托育政策 

(資料來源：網路) 

 

四、 改善少子化持續惡化的問題 

 

除了少子化持續惡化的問題之外也必定會連帶出高齡化的問題，現在醫

療的進步讓老年人口能增加壽命，而少子化的問題讓幼年人口持續下降，也

讓老年人口持續上升。我們找到許多相關的資料，對於只提供津貼補助的效

果可能有限，但若加上「產假」可以讓女性更放心的有生育的念頭，許多女

性擔心因為懷孕必須請假的關係會影響到工作而不敢有生育的念頭，而產假

期間若有職務代理人也並不影響到業務的發展，反而會更感激公司，在許多

歐洲先進國家，都會給予婦女產假 16~24 週的產假，或許台灣也能比照經驗，

改善這個問題。(受雇者不分男女都能實施育嬰留職停薪假，效果會更加有效) 

 

而完善的托嬰制度也是必然重要，父母親能專心的工作，小孩子也能備

受到善的照顧與教育，若有齊全的教育與托嬰制度，更能讓父母親安心工作

照顧家庭。這點若台灣的企業以及政府能共同努力創造，生育率必定會增加，

就是「帶薪產假」，只是這點在台灣可能很難做到，企業公司不願意多花這些

錢在休產假貢獻較小的女性們，而政府對企業、生育補助也不夠多，導致台

灣人的心態與觀念變得不想要生小孩讓生育率每況愈下，根本解決低生育率

問題，除了發放津貼，提供完善社福措施，最終還是必須從改善經濟、教育、

治安等層面著手，打造有利民眾生育、養育的友善環境。以下圖五就是老年

人口與幼年人口的曲線圖。 

 



 少子化龍捲風  

6 
 

 
圖五 幼年與老年人口曲線圖 

(資料來自網路) 

 

五、 出生人口比例 

 

以下是台灣五個直轄市從 106 年到 107(1-9 月)的總出生人口與差距，由此

可知台灣正面臨少子化的危機是非常嚴重的，就這五個直轄市的總出生人口

都是下降的，尤其新北市差距最大，而在直轄市中我們高雄市也是位居第四

名，若出生率持續下降，則競爭力只會越來越不足。台灣在 2017 年出生人口

總數僅 193844 人，而人口自然增加率連 2 年趨緩，僅 0.96‰，創下 7 年來最

低紀錄，若政府再不特別重視少子化的議題，最嚴重的話就是導致台灣在國

際上完全無法與其他國家抗衡，最後可能連國家都沒有了，數字會說話，這

些數據就是在提醒我們，國家正慢慢在衰退。 

 

表二 出生人口比例 

 新北市 台北市 台中市 高雄市 台南市 

106 年 31,611 25,042 24,338 20,260 13,773 

107 年(1-9 月) 21,341 16,958 16,536 14,719 9,157 

差距 10,270 8,084 7,802 5,541 4,616 

排名 1 2 3 4 5 

 

參、結論 

 

由於目前經濟不景氣，現代人都有著許多的經濟壓力，很多家庭都屬於

雙薪家庭，爸爸媽媽疲於奔命的在賺錢，沒有錢怎麼敢生小孩呢?經過討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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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資料後，我們認為雖然有「育嬰假」，但多半薪水在育嬰假期間都是停薪

的，所以我們一致認為若能仿照歐洲先進國家的方式，在育嬰假期間薪水能

照樣給付，並且能夠再增加育嬰假時間，好讓屬於雙薪家庭的爸爸媽媽們能

夠有更充裕的時間去思考恢復工作後，是要請保母、送到托育中心又或者是

請家人帶，同時解決了經濟問題與小孩子該如何照顧的問題。 

 

雖然政府一直以來都有著育兒津貼的補助，但其改善少子化的效果仍然

有限，除了「錢」的問題，政府對於其他方面卻似乎不太重視，我們舉例來

說，「托育政策」，承如第一段所說，若父母親都必須工作的話，那小孩子該

怎麼辦呢?因此我們想出了兩個解決方法: 

 

(一) 免費保母:政府可以挑選出具有證照且合格的育嬰人員，集中成一個類似

公司的方式，讓人民能向政府申請免費保母的資格，而育嬰人員的薪水

由政府資出，除了增加就業機會，也解決了父母親無法帶小孩的問題，

同時也能與一些專門生產監視器的廠商合作，讓父母親能夠以較便宜的

價格購入監視器，更能確保保母在帶小孩的一切過程都是安全的。 

(二) 托育中心:政府與企業共同合作，在企業內部設置托育中心，也能與免費

保母的政策共同實施，讓都在賺錢的父母親在上班時間能夠很放心地繼

續專心工作，也可以隨時隨地知道小孩子的狀況。 

 

年輕人不願意生小孩都是相關聯的，綜合了許多現實的問題，才導致出

生率逐年減少，雖然育兒津貼的補助一直在做調整有增加金額，但那都是只

有當下有補助而已，而養育小孩的金錢卻是無限在成長的，教育費、生活費

等等都太過於昂貴，況且物價也一直上漲，可能自己都養不活了，更何況是

在去養育小孩，這必須得靠人民與政府一起共同努力，尤其政府最為重要，

一定要改善經濟問題，人民才會願意生小孩人口才會再成長回來，否則國家

一定會越來越退步。 

 

藉由這次的機會，讓我們更了解到這社會問題的嚴重性，這已經不是短

時間的問題了，而是已經長久深入了這個國家，除了少子化的問題，跟少子

化相輔相成的高齡化問題也是影響甚大，對於未來的我們，負擔是過於重大，

除了要養育小孩也要承擔起照顧家人的責任，所以我們年輕人更應該要重視

這社會問題，也得繼續觀察未來政府對於少子化與高齡化能不能提出新的政

策與改善，政府必須更謹慎更周全的規畫出相對應的政策，除了一直調整津

貼的價格外，也要有更完善的托育政策來扶持，才能夠幫助這個國家轉型為

具有競爭力以及減輕所有人民的負擔，讓國家能夠越來越好，自然而然生育

率就會提升，也會有更多的人才留在台灣繼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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