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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口學會於2015年4月24、25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

院3F梁國樹國際會議廳就研討會主題：臺灣的人口危機、青年機會

與老人福祉舉辦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圖1）。本次年會包含下列三大

議題：一、臺灣人口的新趨勢及相關意涵：人口和婚姻、家庭、勞動

參與、健康醫療、公共衛生、照護福利、保險財務等相關研究論文。

二、人口變遷與教育發展：青年人口機會與挑戰、教育與再教育等相

關研究議題。三、人口應用研究：人口、研究方法及應用相關議題。

會中共28篇學術論文發表，數百位國內外專家、學者及學生與會，共

同討論生育率、人口老化、臺灣歷史人口、移民浪潮、人口轉型、世

代分配、健康疾病、婚姻、人口發展與人口政策等重要課題。會中

特別邀請美國哈佛大學社會系系主任Mary C. Brinton博士擔任研討會

主講人，從制度、規範與經驗角度談東亞社會的性別不平等與低生育

率之相關人口問題。Mary C. Brinton博士除了擔任哈佛大學教職，同

時於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及Reischauer Institute for 

Japanese Studies等機構從事研究工作，並曾於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及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等名校任教。Brinton

博士專精於性別不平等、教育、勞動市場、經濟社會學、日本社會及

比較社會學等領域，其研究結合質化與量化方法，對社會制度變遷及

其對個人行為、特別是教育與勞動特別有深入研究。她過去對日本、

圖1　Mary C. Brinton博士在臺灣人口學會年會暨研討會演講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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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等東亞國家之社會變遷與人口問題研究有積極參與及瞭解，此次

於臺灣人口學會年會就她對東亞社會的研究與瞭解，對臺灣人口與性

別議題分享並提出建言。

Mary C. Brinton博士指出現今世界所面對的人口問題與二、三十

年前可說是完全相反的情況，過去的人口成長過快，今天則有越來越

多國家面臨未婚、晚婚及低生育率造成人口衰退，對未來的經濟、

財政及世代發展有很深切的負面影響。研究觀察顯示性別不平等

（gender inequality）及婦女勞動參與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of women）對低生育率的形成有相當程度的關聯。如圖2所示，在

OECD各國中，像日本、南韓等婦女就業率相對低的國家亦有低生育

率的情況。針對22個OECD國家之研究亦顯示（見圖3），總生育率

與婦女勞動參與率有正向的關聯性。這樣的關聯性與其社會文化中對

兩性角色及其行為的信念價值觀和行為期待有密切的關係。Brinton博

士接著從社會制度、規範及文化期許的角度討論東亞國家的低生育率

背後可能存在的成因與現象。

圖2　OECD各國1973-2009期間35-39歲婦女之勞動參與率

資料來源：Brinton（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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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nton博士及其研究團隊使用1990年的世界價值問卷（World 

Values Survey）的資料，衡量一個國家的主流性別角色認同，進行

性別角色態度評等分類。依性別角色期待與認同的態度，區分為

傳統的保守態度（conservative）、婦女應同時工作並主內的保守

態度（pro-work conservative）、兩性應有平等選擇的權利（choice 

egalitarian）、及認同兩性完全平等（full egalitarian）。針對OECD國

家於1991-2012期間生育率成因的跨國研究顯示，當社會文化的性別

角色態度中支持婦女工作但仍應顧家的保守性別期待的人口比例增

加，對生育率有負面影響。然而，如果社會文化認同兩性選擇平等的

性別角色的人口比例增加，對生育率則有正面效應。這顯示當傳統

社會發展與主流性別角色態度認同變遷，婦女勞動參與率提升的初

期，婦女既要主內又要顧外，生育率可能會下降，但隨著兩性平等及

認同婦女就業的正面態度，男性與女性的工作責任分擔平均，生育

率會因而上升。另外，青年男性的失業率越高越不利生育率的發展。

在研究中的OECD各國中，主流性別角色認同偏男主外女主內（male 

breadwinner -- female caregiver）的傳統保守社會，若有高比例的青年男

圖3　1990年22個OECD國家之總生育率與婦女勞動參與率之關聯性

資料來源：Brinton（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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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失業，這些國家將有特別低的生育率。同時，像日本、南韓等東亞

國家長工時勞工的比例與其它OECD國家比相對偏高（見圖4所示），

亦是不利生育率的提升。另外，相對於其它OECD國家，經濟成長較快

的國家的生育率較低。最後，家庭政策方面的公共支出越多的國家，

相對有較高的生育率，顯示政府的政策對生育率有重要影響。

從Brinton博士的演講，筆者不禁想起「性別主流化」。這個詞

彙自1995年於聯合國會議提出，臺灣也於2000年後不久提出，為各國

達成性別平等之全球性策略。如林芳玫（2009）博士所提，傳統的兩

性平權取向主要以婦女為意識喚醒的對象，而性別主流化的主要對象

則是政府機構公務人員以及相關組織的工作人員。在推動性別主流化

之價值，希望所有政府的計畫與法律要具有性別觀點，並在做成決策

之前，對男性和女性的可能影響進行分析，以促使政府資源配置確保

不同性別平等獲取享有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及資源取得之機會，最終

達到實質性別平等。雖然，自1990年代以來，婦女權益與兩性平權已

成為政治與文化的主流論述及政治正確立場，但如同Brinton博士在演

講中提到，在兩性平權、平等的意識教育中，男性可能才是該被喚醒

的對象，與其問女性為何不能更像男性，在學習、工作及社會表現有

圖4　OECD各國每週工時超過50小時的勞工比例

資料來源：Brinton（2015）；OECD（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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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不如問說為何男性不能更像女性，爸爸走入廚房、照顧家人又

有何不可呢？畢竟，不管男性或女性，每個人就兩雙手、一天都只有

24小時，沒有理由對任一性別有過份的期待。如前所提，推動兩性平

權、平等，使兩性能分擔社會及家庭責任，將有助於生育率的提升。

「失業、低薪、窮忙、青貧」這四個詞彙明確刻劃出現今臺灣

年輕世代所面臨的經濟困境。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統計，2013年全球15-24歲之青年失業率為13%，是平

均失業率的兩倍。而臺灣該年的青年失業率為13.17%，這個數字遠

高於韓國青年的9.75%，與日本青年的6.7%，可見臺灣青年失業問

題的嚴重性。若以青年失業率相對全國失業率的比值與OECD各國

相比，臺灣於2007年青年失業率已是全國的2.7倍，2013年更惡化至

3.2倍，僅次於義大利，是近年來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程晏鈴 

2014）。年輕人出社會時約二十多歲，踏出第一步如果受到重大阻

礙，將影響他之後數十年的生涯規劃以及家庭計畫。除了青年失業問

題外，臺灣年輕人流入低薪與不穩定的派遣市場的情況亦屬普遍，另

外工時長卻存不了錢的青年也為數不少。這些都是臺灣社會發展中非

常不利於家庭組成及生兒育女的重要因素。從Brinton博士所提的見解

與臺灣年輕世代的失業低薪的現況相對應，臺灣近年來低生育率的發

展趨勢就一點都不令人意外了。

最後，Brinton博士談到邁向雙薪家庭模式（dual-breadwinner 

dual-caregiver model）可能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她特別提到一個小故

事，一個歐洲國家的小孩在公園跌倒受傷，馬上會有許多人過來關

心、幫忙照料送醫，不像在其他地區國家，小孩跌倒受傷只是爸媽和

家人的責任。這個故事給了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啟示，也就是兒少照顧

是整個社會的責任，而不只是一個家庭的問題。有好的兒少照顧的制

度體系，有公部門、雇主及社會的支持與補貼，年輕世代才能無後顧

之憂的增產報國、生兒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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