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育價值觀與生育行為的代間傳承 

一、研究計畫之背景與目的 

日本與東亞四小龍相繼經歷少子化、老化等人口發展趨勢以及應運而生

的社會問題，跨入二十一世紀後，東亞地區的超低生育率及其衍生之人口議

題不但成為學術會議的討論焦點，也引發公共政策辯論是否需要提供更多家

庭經濟支持誘因以鼓勵生育 (Johns et al. 2009)。日本政府自 1990 年起即關

注生育率的下降趨勢，1994 年與 1995 年分別提出改善生育、養育環境的天

使計畫與新天使計畫，國會也在 2003 年立法制定「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

而後陸續提出相關社會福利政策 (內閣府 2009)。為了履行競選政見，日本

現任首相鳩山由紀夫在 2010 年的政府總預算更首度將社會福利等相關預算

大幅提高，重要的政策改革包括提高每月兒童津貼的數額、延長領取津貼的

年限、並取消對家庭經濟條件的限制，以及在公立中學就學者得免收學費等

新方案最引人注目。這些政策的推動顯示日本新政府將以公共預算舒緩家庭

育兒負擔，藉此提升國家生育率的總體目標做為政策規劃的方向。其他東亞

國家如新加坡政府也長期推動生育政策，至於香港、南韓與台灣則主要以生

育補助與稅式優惠以紓解家庭育兒經濟負擔 (劉一龍、陳寬政、楊靜利

2003)，上述國家雖開始進行生育政策改革，但政策的適用對象仍未全面放

寬，加上政策施行時間不長，對於總體層次生育率提升的效果仍有待評估

(Suzuki 2009)。 

對於二十世紀的西方工業化社會而言，社會與經濟面向的高速成長具體

標示人類的發展成就，但是同期間生育率明顯下降、人口成長趨緩也伴隨出

現，因此發展與人口的負向關連似乎成為社會科學領域被接受的實證定律 

(Bongaarts & Watkins 1996；Bryant 2007；Lee 2003)。過去十多年持續下降的

生育現象，也引發學者紛紛設定低總生育率的標準。 Kohler 等人 (2002) 對

歐洲國家進行研究指出，當時期總生育率 (TFR) 降至 1.3 時，特定國家即面

臨超低生育率 (lowest-low fertility) 的困境。這些國家若是未能透過家庭或

鼓勵生育政策適時提供婚育動機與經濟支持，生育率可能長期維持在低點，

並可能落入難以改變的「低生育率陷阱 (low fertility trap)」(Lutz et al. 2006)。

根據聯合國人口資料進行比較分析，McDonald (2006) 則提出總生育率至少

須維持在 1.5 的政策目標，低於該數據的國家都應積極推動相關人口政策。



不過，就在低生育率、社經發展的動能能否持續仍在東亞國家廣泛討論之

際，西方社會近期的研究結果卻一致指出已開發國家的生育率有反轉提升的

趨勢 (Goldstein et al. 2009；Myrskylä et al. 2009)。 

由於時期總生育率 (TFR) 可及時反映國內外社經情勢、急難事件對於

個人與家庭生育決策的影響，因此該測量指標常被運用於描述個別國家的人

口變動趨勢並進行長期的跨國比較研究。然而，這些優點也顯示 TFR 潛藏的

缺點—未校正的時期效果對生育率可能造成偏誤估計。由於婦女的生育結果

受到生育數量 (quantum effect) 與生育步調 (tempo effect) 的總和影響，根據

人口轉型理論的推論，已開發工業化國家婦女的生育數量下降並無疑義，但

是這些國家的婦女因教育、就業延緩進入婚育歷程造成特定時期低生育率的

影響效應則需要被小心檢視。因此，Goldstein 等人(2009)利用 Bongaarts 與

Feeney 針對延後生育步調對總生率提出的修正方法，從新估計歐洲與東亞國

家在 1985 至 2005 年間的總生育率，其研究結果顯示自 1990 年代起困擾歐

洲國家的超低生育率已經逐漸消逝，唯一的例外為前蘇聯國家—摩達維亞

(Moldova)。在東亞國家部分，儘管日本的生育率開始微幅增加，然而韓國、

台灣、香港的數據卻仍未脫離超低生育率的風險。另一個剛發表在 Nature

的研究則是再次檢驗發展與人口的負向關係是否持續存在，Myrskylä 等人

(2009) 利用聯合國估算之人類發展指標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與

總生育率進行相關研究，並比較此項關聯性在 1975 與 2005 兩個年度的差異

變化。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發展與人口的負向關係主要存在低度或中度發

展的國家，當社會發展程度持續增高，生育率即有回升的趨勢，不過發展與

人口 J-Shaped 的連結關係卻未見於東亞國家。 

當西方工業化國家逐步脫離低生育率的困境，東亞地區似乎仍困在超低

生育率的陷阱中。相關研究多指出東亞社會的父權規範仍然存在勞力市場與

家庭內部，國家層次的法令與政策對於私領域的介入也較少，因此性別不平

等、工作與家庭責任難以平衡仍然持續影響婦女的婚育決策，導致總生育率

仍處於低點 (Myrskylä 2009；Yu 2009)。日本作為率先經歷生育率回升的東

亞國家，明年即將大力推動家庭與鼓勵生育政策的改革，公共政策能否扭轉

現況值得繼續觀察。至於台灣的生育現況，根據美國人口資料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PRB) 在 2009 年中的推估數據，台灣的總生育率位居全球

最低水準。雖然學者們也利用人口統計方法調整總生育率，並指出台灣女性

的實值完成生育水準仍維持在 1.4 到 1.5 之間 (王德睦、劉一龍 2008)，但是



婚育時間後延或甚至不婚的現象卻是台灣社會的近況(Chen 2009)。因此，欲

提升台灣地區的生育水準，除了需要政府立即推動家庭與生育政策等激勵措

施，也亟需針對台灣民眾的生育動機與生育行為進行全面性、長期性的研

究，以了解抑制婚育本能與意願的緣由。 

基於對生育研究的學術興趣與社會關懷，規劃的二年期研究計畫預計利

用本人先前參與之研究計劃 [子女價值觀的代間傳承 

(NSC94-2412-H-001-027；NSC95-2412-H-001-011)] 於 2005 年至 2007 年期

間在台灣地區收集完成之抽樣調查作為分析資料，比較來自同一家庭之三代

家人在生育動機、態度與行為的異同，並檢視可觀察生育特性於世代間的傳

承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模式，藉以說明可能增強或阻斷世代傳承

效果的文化性與結構性影響因素。由於上述資料當中的第二代樣本—母親—

的平均年齡在 2009 年底已接近 50 歲，而且都經歷過生育事件，若僅以該樣

本做為理解台灣婦女生育行為的主要依據，即可能忽略當前阻礙婚育歷程的

影響因素。為彌補上述實證資料的缺漏問題，並探索 1970 年以後出生、近

年已陸續進入婚育階段之台灣婦女的生育特性，第一年的研究計畫將再原始

抽樣地點面訪 500 位結婚時期不超過五年，目前育有 2-3 歲幼齡子女或尚未

生育的婦女樣本，該資料將與前述母親樣本進行生育行為的出生年輪比較研

究 (cohort analysis)。結合上述資料進行整合分析與比較之後，本計畫預期說

明台灣社會在過去半個世紀間，個人的生育動機與偏好如何在家庭系統中被

型塑進而達成世代延續，以及釐清家庭以外的社會制度與結構因素如何介入

並影響個人的生育行為，研究結果將能說明台灣地區總生育率的長期變動趨

勢，並進一步提出可行的政策建議。 



二、生育價值觀 (Value of Children)研究之重要性 

前全球多數國家正經歷劇烈的經濟與社會變動，雖然部分工業化社會已

面臨生育率快速下降引發之高齡化問題，但許多國家仍苦於過高的生育率與

遲滯的社經發展困境。人口議題長期受到眾多學科的關注，早在人口過度膨

脹的 1970 年代，一群經濟學者、人口學者與心理學者已組成跨學科研究團

隊，針對生育行為、婚育態度、與生育價值觀展開跨國資料收集，並據此進

行第一波國際比較研究 (Arnold et al. 1975)。 

生育價值觀(VOC)的概念可溯源自 Hoffman 與 Hoffman (1973)的跨國研

究，此概念可用以指涉父母為何需要生養小孩與子女在家庭內扮演的功能。

由於這個研究率先強調文化規範性因素對於個人生育決策的關鍵影響，以及

在跨國比較研究的獨特重要性，至今相關研究仍大量引述參考這項經典研究

的概念與設計。在研究結果部分，他們發現除了客觀的經濟因素會影響個人

的生育行為之外，規範性因素與心理因素也與生育決策有關。因此，在個體

層次上，研究者可視 VOC 為影響個人生育決策重要的中介變項。VOC 的特

質不但常隨社會不同而有差異，社會變遷同樣也可能改變 VOC 的本質與內

涵，導致在不同世代具有相異的生育價值觀。Hoffman 與 Hoffman 的原始研

究設計考量父母才能選擇是否進入親子關係，其強調父母與子女間非對等

(Asymmetry) 的影響關係也成為後續相關研究的參考範型，並可據此驗證父

母的生育價值觀是否與生育行為、子女教養態度有關。 

VOC 的研究取徑也因此成為 1970 年代第一波跨國合作研究生育行為的

概念基礎，藉此檢視文化、社會區位條件、個人生育價值觀與生育行為的連

結關係。在當時頗具規模的跨文化研究規劃中，涵蓋遠東地區的台灣、日本、

南韓、菲律賓、泰國、印尼與新加坡，並加入土耳其、美國與德國。為了控

制機會結構與家庭資源對於個人態度與行為的可能影響，每個參與研究的國

家在樣本的篩選都必須考慮城鄉分布以及社會階級的代表性，依此組成各國

的代表性樣本，整體調查由夏威夷東西人口研究中心統籌規畫，委託當地學

者負責執行調查與資料收集工作，台灣當時參與的學者為台灣大學農業推廣

學系的吳聰賢教授 (Wu 1977)。 

簡言之，前述 VOC 跨國合作研究計畫的理念乃試圖發展一套得以進行

跨文化比較研究的工具，藉此探索生活在不同社會的育齡父母如何進行生育

決策；而這種透過相同研究架構與方法進行比較研究的作法，即可利用同一



組解釋因素的變異程度說明不同國家之間的差異，其中又以經濟性因素(例

如：機會成本、資源限制)，以及文化規範性因素被視為國家之間差異的關鍵

來源。此外，該計畫邀集不同領域學者參與，期望整合主要理論觀點 (Fawcett 

1976)，並企圖開展具解釋力的當代生育理論 (Coleman 1990)。除了研究規劃

高度整合之外，VOC 研究解釋生育行為同時考慮個體行動者

(individual-actor-based)與結構 (structure-based)的特性，使其得以解釋社會變

遷可能造成的個體變化。 

雖然 VOC 研究具有前述的優點，然其概念測量與方法仍有需要注意並加以

修改之處。例如，由於實際調查的題數限制，對於主要價值觀的內涵測量不夠清

楚；而另一項更關鍵的問題在於 VOC 的理論位階未明，過去文獻中時常提及生

育價值觀的內涵包括 9 大面向 (Arnold et al., 1975)，然而該內容主要來自先前的

調查資料，並非得自理論推演(Nauck & Klaus 2007)，所以使用 1970 年代的調查

研究結果代表 VOC 的完整內涵是否恰當？抑或是 VOC 仍有尚未具體呈現的部

分? 因此，以 Gisela Trommsdorff 和 Bernhard Nauck 為主的德國社會科學家為了

再度驗證並修正原始的 VOC 研究，在 1990 年代發起另一波包括東西方六國(韓

國、中國大陸、印尼、以色列、土耳其、德國)的 VOC 研究，定名為 Value of Children 

in Six Cultures。此計畫在執行過程中又陸續加入印度、迦納、英國、波蘭、捷克、

奈及利亞、法國、巴基斯坦、南非、肯亞等國。其主要的研究議題，除仍保有原

VOC 研究對於生育動機與生育行為的部分，新計劃更著重在家人關係，特別是

跨越代間的互動、支持與移轉影響關係，此計畫的創新設計在於提供驗證生育價

值觀的代間傳承及其影響機制的可能性 (Trommsdorff 2001)。  

台灣地區為抑制人口快速成長，自 1960 年代起推行的家庭計畫一直被視為

全球最成功的範例之一，同時間，台灣為了因應並控制二次大戰後的人口快速膨

脹，從 1965 年開始全面推行家庭計畫。根據 1967 年至 1994 年人口學所進行的

一系列有關生育力調查(KAP)的結果顯示，台灣生育現象確實出現了一些重大的

改變，自 1956 到 1983 不到三十年的光景，台灣人口總生育率從傳統的高出生率

(TFR 為 3.16) 轉變成低出生率(1.04)；人民平均壽命由 1948 年的 48 歲增加為 1988

年的 74 歲 (Hermalin et al. 1994)；粗死亡率則從 1956 年即已下降至 8.02 ‰，順

利完成了人口轉型。這個結果被視為台灣家庭計畫節育工作推行的成功。近期

VOC 研究延續既有傳統優勢以及創新內涵的設計，應可對於台灣的人口與家庭

研究帶來許多啟發性的研究觀點。台灣雖然在 1970 年代即曾加入 VOC 的調查研

究 (Wu 1977)，也完成有關生育價值觀等議題調查，但卻缺乏後續的比較研究。



在這段時間裡，台灣歷經了人口、經濟、社會結構的快速變遷，從事新一波嚴謹

的生育價值觀研究實有其必要性。 

 隨著時代的變遷，許多國家開始面臨了一個人口出生率低於替代水準及伴隨

而來的人口老化問題。台灣也不例外。當平均壽命因著醫藥衛生的進步而大幅延

長之際，台灣65歲以上的老年人口在1993年達到了149萬，超過了年度總人口的

百分之七而從此正式名列人口老化國家之林。面對人口急遽老化的事實，家庭成

員間的互動關係也因而改變，最明顯的或許就是祖父母角色的明顯化了

(Lauterbach & Klein 2004；Teachman et al. 2000）。歷史上，祖父母與孫輩相處的

機會與時間從未如此密切，固然少子化帶來祖孫關係上的正負影響，但不可否認

的，人口生育的問題隨著社會變遷的脈動，已經轉變為家庭代間關係了。 

 

此外，因為華人家庭在從父居的傳統規範影響下，三代同堂的家庭結構形式

一直佔有台灣所有家庭型式的三分之一(Weinstein et al. 1990；伊慶春、章英華

1996），從女居的現象即便在中國大陸較為普遍，但亦深受社會規範的拘限。而

在台灣的研究發現更指出，早期家庭社會化經驗中，與祖父母有密切互動關係者

也呈現大約相似的比例(Yi et al. 2004)。這樣的趨勢，不僅增加祖孫代間互動的頻

繁與可能性，也產生家庭價值觀之代間傳承的重要課題。鑑於有關家庭結構與家

庭關係模式的改變一向是家庭社會學的典型研究議題，若能就此進行有系統的考

察，應可對當前台灣家庭之代間關係，尤其是生育價值觀的可能傳承現象，有所

貢獻。  



三、計畫完成預期貢獻 

 

具體而言，本計畫的研究內容與目的預期陸續完成下列四項重要的學術意涵： 

1. 描繪一般民眾的生育價值觀及其可能的影響因素 

在1970 年代初，VOC 的研究主要動機來自於人口政策的需求，亦即如何控

制人口過度增長及所衍生之諸多問題，故著重在生育行為以及影響此行為之生育

態度，以利提供有效的人口政策之參考。之後，家計所從1965年開始，為配合當

時全面推行的家庭計畫工作，以二至七年的間隔分別進行數次關於家庭與生育力

的調查，提出客觀資料供給政府作為人口政策的依據，也豐富了學界對台灣人口

的研究。然而該系列的調查有政策導向的目的，以生育期已婚婦女之婚育知識、

態度與行為研究為主，有關生養子女之根本價值觀的探討，相對之下，份量較輕。

然而伴隨著人口老化和子女數下降的發展，或許導致生育子女之根本價值觀的變

遷，因此的確有必要針對當前民眾生育價值觀及其可能之影響因素，由結構性與

關係性，個人與家庭、社會層面等不同面向予以考量，以利提供未來解決台灣人

口老化和生育行為之思考方向。 

2. 研究主軸放在家庭內生育價值觀的代間傳承 

   過去許多研究指出家庭價值觀─尤其是教養價值觀及實際教養方式真實呈

現代間傳承的模式(Menagan 1990；Yi et al. 2004)。以往台灣的研究也指出，偏好

男孩的價值觀雖然明顯下降、但從未消失(Thornton & Lin 1994)。這些家庭內有

關子女與生育價值觀的複製過程，是否遵循家庭社會化之代間傳承的模式？且家

庭經驗與社會規範的影響途徑如何進行？皆是重要的學術議題。故本研究將秉持

1990年代的VOC 跨國研究之主軸，檢視上一代的生育價值觀如何傳遞給下一

代，以釐清生育價值觀在不同代間之傳承模式。 

 

3. 探索社會階級對生育價值觀之可能影響 

  台灣1970年代的VOC研究曾有濃厚的階級取向，立意取樣範圍即為都市中產

階級、都市勞工階級與鄉村勞工階級，也證實了當時生育觀念與生育行為的階級

差異(Wu 1979)。然而後續的相關研究卻鮮少針對此一重要面向進行探討。西方

社會學的家庭研究，一向強調不同階級所展現的價值觀念差異。但台灣近年來使

用大型資料的相關研究，或許受限於職業分類的侷限，一直未能發現明顯的階級

差異，實為憾事。故本研究將立基在七十年代的抽樣精神，擴大樣本範圍，鎖定

白領階級與藍領階級家庭以及城鄉別所可能造成的影響，試圖說明社會階級對生



育價值觀以及對代間傳承的可能效果。 

 

4. 為跨國性和1970年代台灣生育價值觀之比較研究奠下基礎 

本研究除了考察台灣民眾的生育價值觀從1970年代以來，是否有顯著變遷及

其影響因素之外，尚可針對不同世代的生育價值觀作一比較分析。此外，鑑於

VOC 研究計劃之跨國性質，台灣的調查研究結果，不僅可以與同是華人社會的

中國大陸進行比較，還可以延伸到儒家文化影響下之東亞社會的比較（如日本、

韓國），最後則拓展到父權文化下之亞洲國家（印尼）、中亞地區（以色列、土

耳其）和西方社會（德國、美國、法國等）之比較。這些潛在的發展清楚顯示此

一研究的確有重要學術意義，值得長期的努力與投入。 

    因此，台灣家庭生育價值觀與生育行為之代間傳承研究，擬考察台灣家庭對

生養子女的價值觀，值此生育率大幅下降之際，考察生育行為背後的價值機制，

有重要的學術意涵。研究主旨試圖由個人背景、過去家庭經驗、目前家庭特性以

及社會影響因素等主要面向，來解釋生育價值觀的差異。研究重點將超越 1970 

年代相關研究對個人所持之生育價值觀和生育行為的討論，而延伸至三代之間代

間傳承的模式，假定上一代（尤其是母親）的價值觀會隨著不同的家庭和社會脈

絡，進而影響下一代的生育價值觀，並強調家庭社會階級與城鄉資源差異所可能

導致的不同影響效果。 

 

 



四、初步研究成果與會議論文發表狀況 

1. 「育齡人口之婚育行為、對鼓勵婚育政策的認知與態度」調查 

 本計畫在初始規劃時，原本預計利用先前使用的母親問卷、針對目前有幼齡

子女的女性進行抽樣並採用面訪方式收集資料，藉此比較不同世代女性對於子女

價值觀與婚育態度、行為的異同。不過，相關調查經費在計畫審查後被刪除，因

此無法採用機率抽樣進行面訪完成此一資料。鑑於計畫執行期間台北市、新北市

等直轄市以及特定鄉鎮市區陸續提出鼓勵生育的激勵措施，為了了解一般民眾對

於這類人口政策的認知程度以及看法，本計畫決定修改研究方向，選擇採用電訪

方式，針對育齡階段的臺灣民眾進行抽樣，以瞭解其之婚育行為、對鼓勵婚育政

策的認知與態度。 

2. 國內外研討會、學術會議 

計畫執行期間，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已陸續將研究成果以會議論文或期刊論

文發表在重要學術研討會、年會，並逐步將之改寫並發表於學術期刊。目前已有

兩篇論文正式發表，第一篇發表於日本人口學刊，第二篇即將發表於德國人口研

究學刊。以下則是過去一年參與過的主要會議與研討會： 

 “Value of Children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University of Konstanz 主

辦。2012 年 3 月 29-31 日，Konstanz，Germany。 

 “Precarious Family Formation” Launching Seminar and Project Meeting，

Väestöliitto 主辦。2012 年 4 月 18-20 日，芬蘭，赫爾辛基。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012 Annual Meeting”，美國人口學會主

辦。2012 年 5 月 3-5 日，美國，舊金山。 

 “European Population Conference (EPC) 2012”，歐洲人口學會主辦。2012

年 6 月 13-16 日，瑞典，斯德哥爾摩。 

 “The XIII World Congress of Rural Sociology”，國際鄉村社會學會主辦。2012

年 7 月 29 日至 8 月 4 日，葡萄牙，里司本。 

 “The 2nd Asian Popul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亞洲人口學會主辦。2012

年 8 月 26-29 日，泰國，曼谷。 

 

3. 國科會「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與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 

為接受國科會「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邀請，針對本計畫內容的簡述報告，

本文發表於 2012 年 9 月出刊之第 13 卷第 4 期。此外，同年 10 月 24 日則於國科

會進行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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