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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採用Stein（1981）的推拉分析框架，從價值觀與規範、外
在結構、及內在個人情感與心理因素等三個面向，探討適婚的臺灣年

輕世代，對於進入婚姻的考量因素為何？研究分析「臺灣青少年成長

歷程研究」2017年之深度訪談資料，涵蓋12位未婚受訪者，平均年齡
為31歲。分析結果顯示，他們大多數都不排斥結婚，但當下對於結婚
並無強烈意願。其中，女性特別抗拒傳統婚姻價值觀的束縛，更會擔

憂未來的姻親關係，而男性則是受到經濟能力高度期望的影響，延遲

進入婚姻。原生家庭父母的關係，以及其朋友的婚姻經驗，也會對他

們是否進入婚姻有明顯的影響。此外，訪談顯示臺灣社會對單身的包

容、嚮往單身生活的自由自在、重視伴侶間情感和心靈契合、沒有將

婚姻視為必要的人生經歷，這些是將年輕世代拉入單身行列的幾項重

要關鍵。總而言之，本文的質性分析呼應了量化研究的結果，也觀察

到現代年輕成人對於進入婚姻採取更為謹慎的態度，期待穩固個人經

濟基礎、尋覓心靈相通的伴侶、建立有品質的親密關係；現代較開放

的社會環境和價值觀的轉變，也讓他們有追求婚姻以外的生活方式的

可能性。

關鍵詞：年輕成人、適婚年齡、單身、晚婚、結婚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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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三十年來，隨著社會快速變遷，臺灣及許多鄰近東亞國家都

出現晚婚甚或不婚的現象。根據內政部的統計資料，臺灣從1975年到

2019年平均初婚年齡，男性從26.6歲延後至32.6歲，女性更推遲超過8

歲，從22.3歲來到30.4歲；從25-34歲適婚年齡的總人口來看，有超過

一半以上（69.2%）未婚（內政部統計處 n.d.）。由於臺灣社會普遍

遵循先結婚後生育的順序，如此高的未婚率與近年來低迷的生育率脫

離不了關係（楊靜利等 2006）。面對臺灣社會嚴峻的少子化問題，

探究適婚年齡者對婚姻的態度、找出影響他們是否進入婚姻的考量因

素，便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婚姻形成」向來是家庭研究非常重要的課題之一，人口學與社

會學關於婚配行為的研究亦多聚焦於晚婚、不婚的探究。人口學者提

出「第二次人口轉型」（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的概念來解釋

歐美國家延遲婚育或不婚、不育，以及未婚生子、離婚率上升等現象

（Lesthaeghe and Neidert 2006; van de Kaa 1987）。其後臺灣和其他東

亞、東南亞國家也都經歷了婚育延遲、不婚、低生育率、離婚率上升

等類似的變化軌跡，但並不完全與歐美國家所經驗的第二次人口轉型

特性相符合（伊慶春、饒雨涵 2013; Jones et al. 2012; Park et al. 2013; 

Yu and Xie 2015）。另一方面，社會學者則多從結構性和規範性的角

度來探討婚姻的形成，從「理性選擇」、「婚配市場」和「社會文化

價值轉變」等概念來分析（楊靜利等 2006; Bachrach et al. 2000; Becker 

1981; Moffitt 2000）。

前述這些以量化資料為主的研究發現，影響婚姻形成與社會價

值體系、教育程度、家庭和個人的經濟能力、社會環境等因素相關。

綜合來看，這些量化研究得出來的影響因素，涵蓋了個人條件及經

驗、家庭關係和社會環境，層次面向相當廣泛。然而，這些客觀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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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無法反映出適婚年齡者在面對婚姻這件事情上，他們主觀的想像是

什麼？要進入婚姻的實際考量又是什麼？男性和女性對於是否結婚的

考量差異是什麼？本研究使用「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aiwan 

Youth Project, TYP）於2017年所蒐集的資料，分析正值適婚年齡的12位

年輕成人（男性、女性各6位）質性訪談的內容，藉以釐清這些疑問。

貳、文獻回顧

依前述所言，過去解釋婚姻形成、婚配行為的學術觀點誠如百家

爭鳴，但大致上可以簡單歸納為價值觀體系、外在結構條件，以及個

人心理情感三大面向。

一、價值觀、規範的變遷

Lesthaeghe（2010, 2014）和van de Kaa（1987）提出第二次人口

轉型概念，認為先進工業國家在經濟高度發展之後，帶動社會價值體

系產生改變，從集體主義轉向重視個人、崇尚個人自由的價值觀。致

使生育率、死亡率下降；結婚、生育時間延遲，以及不婚不育、非婚

生子、離婚及同居比例上升。

亞洲國家雖也出現婚育延遲、不婚、低生育率、離婚率逐年

上升等類似變化軌跡（Jones et al. 2012; Park et al. 2013; Yu and Xie 

2015）。然而，許多東亞國家所經歷的婚育行為改變，卻不完全符合

價值觀改變的特點。東亞國家生育率下降提早出現，但同居的發展卻

異常緩慢，Lesthaeghe（2010）認為這是不同社會文化下，第二次人

口轉型發展的差異性所致。

不過，另有學者質疑，第二次人口轉型的概念未必適用於東亞國

家所出現的生育、婚姻及家庭型態之改變（楊靜利等 2006）。Raymo 

et al.（2015）指出，東亞社會的未婚男女還是希望在某個時刻結婚，

也有意願生小孩。甚至有因社會文化規範的壓力，為了傳宗接代而進

人口學刊(64)-01 袁詠蓁.indd   4人口學刊(64)-01 袁詠蓁.indd   4 2022/9/16   下午 02:33:272022/9/16   下午 02:33:27



． 5 ．． 5 ．

袁詠蓁　孔祥明

入婚姻的情形（謝文宜 2006）。此東亞國家的晚婚和少婚趨勢，可

能是因為婚姻的性質和意義改變不足，以及家庭場域中的性別角色態

度轉變有限所致，隨著女性教育程度和經濟能力的提升，使得婚姻對

女性的吸引力降低（Raymo et al. 2015）。

價值觀以及社會規範系統的轉變，確實對社會民眾的婚育行為

產生不同影響。過去結婚包含傳宗接代、延續生命的價值，隨著社會

價值觀轉變而強調重視個人自由，婚姻開始成為個人生活的一種選

擇，而非人生必經的生命歷程（Blossfeld 1995; Cherlin 2004）。當婚

姻以外的親密關係，不再被視為違反社會規範和道德，非傳統婚姻關

係變得愈來愈普遍（Axinn and Thornton 2000），並且能滿足單身者

對於親密、持續性關係的需求，成為年輕人在婚姻以外，另一種替代

關係的選擇（Jones et al. 2012; Stein 1981）。此外，社會對於非婚生

子女的接受度提高，以及避孕藥的普及，不但減少了奉子成婚的情況

（Raymo and Iwasawa 2008），另一方面也增加未婚懷孕後與未婚伴

侶同居的比例（Lichter 2012）。

臺灣社會對於離婚、同居的接受度也逐漸提高，但對於未婚生子

仍抱持較不支持的立場。研究顯示，臺灣2000-2010年的同居人數從

32萬人上升至76萬人，比例雖低但呈現上升趨勢（楊靜利 2014）。

由於同居可滿足未婚者共同生活的需求，讓結婚急迫性降低，進而

延遲進入婚姻（楊靜利 2004）。此外，婚前懷孕是臺灣最可能導致

早婚的主要因素，也反映了臺灣社會仍難以接受未婚生子（Tai et al. 

2019）。這種小孩必須出生在婚姻裡的「婚育包裹」，也仍舊是東亞

社會普遍的婚育價值觀（Jones and Gubhaju 2009）。

前述研究結果顯示臺灣的家庭價值觀看似逐漸開放，家庭中的性

別角色關係也逐漸轉變（伊慶春、饒雨涵 2013），但是父系家庭的

文化規範仍有相當的影響力；另外在家務分工的不平等現象仍存在，

妻子仍然承擔大部分的家務勞動責任（張晉芬、李奕慧 2007）。在

性別權利較為平等、性別角色分工不明顯的國家，如北歐、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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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經濟自主有利於進入婚姻（Ono 2003; Sweeney 2002）；相反

地，在東亞國家性別角色分工較明顯，職業婦女要面對事業和家庭的

衝突較大，女性的經濟獨立與事業發展則會降低他們進入婚姻的意願

（Jones 2005; Ono 2003）。反過來看，近年因民眾愈來愈重視夫妻間

的互信和包容，高教育程度男性的經濟條件較佳，能接受性別平等和

非傳統婚姻觀念，使他們成為結婚率最高的一群（Cheng 2014）。

由前述討論可見，一個社會中價值觀、規範的轉變，以及變化速

度的差異，還有不同性別對於變化接受程度的差別，都會讓該社會的

民眾，尤其是女性，對於進入婚姻與否的態度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二、外在結構因素

社會學者從經濟、教育等結構面向，解釋婚配行為和家庭模式

的改變。Becker（1981）藉由「理性選擇」的概念分析男女結婚與否

的考量，取決於性別角色分化與相互依賴的程度：過去「男主外、女

主內」的分工方式讓男女雙方共組家庭後可彼此互蒙其利；然而，當

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並擁有經濟自主能力，且與男性的薪資差距縮小

時，從結婚中可獲得的利益降低，進入婚姻的動機也就降低，特別是

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

Oppenheimer（1994）則提出不同看法，認為不論男女都希望家

庭在穩定中成長，而欲提高家庭經濟地位，就有賴全體家庭成員所得

能力的增加。若妻子經濟能力提升，更有助於婚姻維持、家庭穩定，

使得具備高等教育與經濟能力的女性在婚姻市場上會更受到青睞。

在教育方面，擁有高教育程度和經濟資源的父母，其對子女的教

育投資，確實會造成子女結婚年齡延後或不婚（楊靜利等 2006; Axinn 

and Thornton 1992; Uecker and Stokes 2008; Wiik 2009）。此外，女性追求

學歷成就使得婚姻時程顯著延遲（陳玉華、陳信木 2012；陳信木、陳

雅琪 2007; Jones and Gubhaju 2009; Uecker and Stokes 2008），最終不婚的

可能性也隨之提升（陳信木、陳雅琪 2007; Retherford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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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結婚率衰退在教育程度上具有性別差異，低教

育程度男性，由於薪資下跌，而被排除在婚姻之外（Moffitt 2000; Yu 

and Xie 2015），而高教育程度的女性卻因為薪資提高，導致結婚

率下降。這樣的教育程度的婚姻梯度（marriage gradient）在亞洲國

家非常普遍，男性較有可能與教育程度相對較低的女性結婚（Jones 

2005）。然而，韓國則是發現，愈晚出生的世代，不論教育程度高

低，女性延遲婚姻和不婚的比例皆上升；而最低教育程度的女性，其

晚婚和不婚的趨勢更明顯（Park et al. 2013）。

在臺灣，「男高女低」的傳統婚配觀念仍相當普遍，常認為

上娶、下嫁都是讓家族沒有面子的事，對男性來說更是如此（Chin 

2018; Tu 2007）。隨著男女之間的教育差距縮小，導致男高女低的

婚姻配對空間受到擠壓，因應之道不是移轉到「男女相等」的教育

同質婚配模式（educational homogamy）（楊靜利等 2006；蔡淑鈴 

1994），就是轉到差異更大的「女高男低」模式（楊靜利等 2006; 

Cheng 2014）。這種移轉方向反映出高教育程度的女性會降低擇偶標

準來進入婚姻，可能是相較於婚姻梯度的規範，成家、繁衍後代的規

範或許更為重要。此外，研究所以上教育程度的女性，有從「女高男

低」的婚姻移往「不婚」的趨勢（楊靜利等 2006）。

但「家庭動態調查」的研究發現，具有大學教育程度的女性，

不婚風險相對較低，而且碩士學歷以上的女性，進入婚姻的年齡在34

歲達到高峰（楊文山等 2010），這顯示高教育程度的女性，主要是

因求學時間延長而導致晚婚並非不婚。此外，高教育程度未婚女性

的結婚意願，仍高於低教育程度的未婚女性（朱思樺 2012）。Cheng

（2014）也指出臺灣結婚率的降低，最主要是發生在低教育程度者身

上（尤其是高中生）。結婚對於高教育程度的男女而言，不但比較負

擔得起，進入婚姻的動機也比低教育程度的強。

而教育程度作為擇偶標準的重要性會隨著年齡增加而降低，轉

而重視經濟能力（巫麗雪等 2013）。有全職工作的年輕成人，因

人口學刊(64)-01 袁詠蓁.indd   7人口學刊(64)-01 袁詠蓁.indd   7 2022/9/16   下午 02:33:272022/9/16   下午 02:33:27



． 8 ．． 8 ．

人口學刊第六十四期

經濟獨立、不需要依靠家人生活，進入婚姻的機率比較高（Glick et 

al. 2006; Oppenheimer 1988; Yu and Xie 2015）。但由於傳統的家庭

角色分工，男性被期待負擔家庭的經濟責任（Thompson and Walker 

1989），成年初期的男性，若就業不穩定，就不太可能進入婚姻

（Oppenheimer 1988）。延續此一邏輯，對於許多男性而言，有穩定

的工作和收入來源，是成家的重要先決條件。在東亞社會，不論是臺

灣（唐先梅 1999）或者是新加坡（Jones et al. 2012），許多男性都認

為應該在經濟和事業發展有所累積後再進入婚姻，這也成為男性晚婚

的可能原因。

個人經濟條件與女性結婚傾向亦有關聯性。日本的研究顯示，

收入較高的女性，結婚的可能性較高（Fukuda 2013）。臺灣的研究

則比較類似Becker（1981）所預期，已婚比例高低與男性就業率之間

是正向關係，卻與女性就業率呈負相關：女性經濟獨立不利於婚姻的

形成（郭祐誠、林佳慧 2012）。此外，家庭經濟條件對於適婚年齡

者是否進入婚姻也有影響。伊慶春（2019）統整歷年TYP研究成果表

示，對於男性而言，原生家庭收入高、與家人關係好、目前有工作

者，有較高可能性走入婚姻；但是對女性而言，家庭收入高、目前有

工作者，反而結婚的比例較低。

前述這些量化研究由於使用的資料來源不盡相同、資料蒐集年

代有差異、使用的依變項也各異其趣，因此尚無法得到一致肯定的結

論。要瞭解外在結構如何影響適婚者的婚配態度和行為，除了有賴後

續更新資料反覆驗證外，若能夠搭配對適婚年齡者進行質性深入訪談

來獲取最直接深入的答案，諸如適婚男女在面對結婚亦或是單身這件

事，各自如何看待？擁有不同教育程度資源時，考量的事情也會不同

嗎？實有助於拓展我們認識近年臺灣社會婚育狀況變化的深層樣貌。

三、個人情感、心理因素

Nadelson and Notman（1981）從精神醫學觀點指出，愛自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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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生活、缺乏想要小孩的欲望，父母不幸福的婚姻或是離婚，以及對

於承諾和親密關係維持的焦慮等，相關內在情感、心理因素都會促成

未婚。離婚率的上升導致年輕人對婚姻產生疑慮、對養育孩子的渴望

減低，於是造成延後進入婚姻，甚至不婚（Jones et al. 2012）。單親

家庭的背景會導致婚姻延遲（Avery et al. 1992; Glick et al. 2006; South 

2001），或者對婚姻期望較低（Pan 2014），因為這些單親家庭的子

女較可能會害怕建立親密關係，並擔心他們的婚姻會像父母一樣以

離婚收場（Wallerstein et al. 2002）。此外，父母離婚發生的時間對子

女未來婚姻形成的可能性和時間點有重大影響（Pan 2014）。在13歲

以後進入青少年時期才經歷父母離婚事件的子女，對婚姻抱持較低的

期望；主要可能是因為青少年已較能夠理解婚姻中會存在的衝突和困

難。即使父母沒有離婚，但父母高衝突的婚姻，對子女婚姻期望也有

類似離婚的負面影響，亦即降低子女建立婚姻關係的期望（伊慶春 

2019; Coleman and Ganong 1984）。

Nadelson and Notman（1981）也指出，選擇進入婚姻的心靈層面

理由包括：強烈的依賴需求，無法獨立或無法忍受孤獨，個人幸福感

和自尊的滿足，以及想要有孩子等。過去的研究顯示，結婚的人相較

於離婚、分居、寡居或從未結婚的人有較高的幸福感，並且結婚的女

性比男性有相對高的幸福感（Glenn and Weaver 1978, 1988）。然而，

1980年代以後的研究發現，結婚帶來的幸福感與心理層面的福祉卻逐

漸下降，年輕世代不再覺得婚姻有那麼重要而必須結婚（Glenn and 

Weaver 1988），婚姻能帶來的身心保障大為降低（Lee et al. 1991）。

這種趨勢反映出傳統婚姻中所提供的價值和福祉，已逐漸被其他的生

活方式替代。臺灣1992-2005年的統計資料也顯示，對於25-39歲的年

輕世代，已婚者的幸福感逐年減低，且幸福感隨年齡增加而減少；

但同齡的未婚男女的幸福感則隨年齡上升而增加（楊文山、李玉倩 

2008）。

此外，婚姻並非僅限於夫妻的獨立關係，華人家庭尤其重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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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接代，許多父母往往會催促適婚年齡子女結婚（丘玲玲 1998），

但父母的積極催婚或是對子女婚姻的過度期待，反而會造成子女更大

的心理壓力，導致親子關係緊張（趙淑珠 2003），子女的反抗情緒

並不利於促進子女儘快成婚。再者，孝道一直是臺灣家庭裡的核心價

值，許多成年子女會選擇與父母同住（Lin and Yi 2013），加上歷來

影響婚姻關係甚鉅的婆媳代間關係（孔祥明 1999; Kung 2019），婚

姻中可能要面對與配偶和配偶家庭的磨合、妥協，也讓許多未婚女性

產生對於婚姻的疑慮（趙淑珠 2003）。

此外，近年來年輕人對婚姻品質的要求提升，以及強調婚姻契

合的重要性（李良哲 2000），並且更重視婚姻的承諾勝於親密關係

（劉惠琴 2001）；在擇偶偏好方面，大學男性較女性重視溝通、價

值觀等「心理條件」，而女性則較重視教育程度、經濟條件等「社會

條件」（林儒君、林璟玲 2007）。不過，近期的研究也呈現出單身

女性為了尋求更好的兩性關係，寧願慢慢等待適合自己的伴侶出現，

也不願匆促成婚的情形（鍾秉融等 2017），這或許是成為當前讓年

輕成人延遲進入婚姻的可能原因。

不可否認的，相較於婚姻生活中的配合及妥協，單身生活的自

由自在、充滿開放性與各種可能性，成了對當前年輕人極具吸引力

的選擇（Jones et al. 2012）。單身的人在時間運用上較有彈性，有助

於事業發展並能從中獲得更多成就感。這種情形對女性而言更是如

此，穩定的就業和收入，甚至比進入婚姻更能提供女性在經濟上的保

障及安全感（Jones 2005），使得女性願意積極追求事業目標、發展

自我而延後進入婚姻（鍾秉融等 2017），甚或不願結婚（Chen 2012; 

Westley et al. 2010）。

依據過往婚配行為和態度的研究結果，本研究將影響原因歸納成

價值觀與規範因素、外在結構因素，以及個人情感、心理因素等三個

面向。另外，Stein（1981）訪談美國中產階級的未婚男、女的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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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也發現，影響單身或結婚的決策因素確實複雜，大致上也脫離不了

文化脈絡、結構、情感與心理因素等三大面向。不過，他將這些因素

視為一連串的推拉作用（pushes and pulls）。推力（pushes）作用代

表著目前現況不利的因素，而拉力（pulls）作用則代表被吸引至某種

情況的因素；不論是選擇保持單身或是決定進入婚姻，各自都會受到

推力和拉力的影響，使人不是選擇單身就是進入婚姻。

本文主要關注影響臺灣適婚年齡的年輕成人進入婚姻與否的因

素？作者們認為Stein（1981）提出的推拉理論（push vs. pull）是個簡

單易懂的分類概念，將作為最上層的分類架構，並歸類成「推離婚姻

之力」與「拉入單身之力」兩種力量。此兩股勢力的命名邏輯及其內

容主要著眼於時間的考量，實際指涉的是致使結婚時間往後推遲和讓

人願意延後進入婚姻的狀況。「推力」的意涵是指負面狀態或感受將

人推離開某種地位或角色；結婚時間愈往後推遲，與婚姻的距離就愈

遠。「拉力」則是指正向狀態或感受讓人想要維持未婚狀態；時間持

續愈久，愈可能待在單身行列。同時，我們也希望能在推拉力之下，

區分出第二層分析架構：價值觀與規範、外在結構，以及個人情感、

心理因素三個面向，作為理解影響婚姻形成的概念。

此外，從先前大部分量化研究文獻整理出的結果來看，不論是價

值觀、結構因素，又或是情感、心理因素影響，各項研究結果常一致

出現男女性別差異的情形。然而，這些統計上顯著差異的背後，是何

種深層考量？量化研究很難提供充分資訊。另一方面，在有限的質性

研究中，不同性別皆受訪的多為西方資料，以臺灣民眾為對象的則多

是以女性受訪者為主，而男性的深入觀點是什麼並不清楚。因此本研

究基於上述理由，將依據前面所提之架構進行臺灣適婚年齡男性和女

性的質性深入訪談資料分析，並達成以下研究目的：

（一）透過適婚年齡者自身的敘述以瞭解臺灣年輕成人對進入婚姻與

否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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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究適婚年齡者對進入婚姻與否所持的理由，是否如量化研究

結果般具有性別差異；同時挖掘男性和女性對於進入婚姻與否

所強調的理由有何不同？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TYP 2017年所蒐集之質性深入訪談資料中12位未婚受

訪者的訪談資料進行分析。計6位女性、6位男性，年齡介於30-32歲

之間。居住地區位於臺北市的有8位、新北市3位、宜蘭縣1位。他們

當中共有5位擁有碩士學歷、6位大學（含四技、二技）學歷及1位高

職學歷。受訪者中8位目前有交往對象，另外4位則無交往對象（詳見

表1）。

TYP 2017質性訪談是根據半結構式訪談大綱進行，訪談內容包含

原生家庭關係、工作發展過程、個人交往經歷，以及婚姻期望和對自

己目前單身狀態的看法，同時還有受訪者對於婚姻和生育社會文化規

表1　受訪者基本背景資料

編號 性別 教育程度 父母婚姻 受訪年齡／時間 交往對象

S1 男 大學畢 已婚 31／2017.06 無

S2 男 碩士畢 已婚 31／2017.06 有

S3 女 大學畢 父母離婚（4歲） 31／2017.07 有

S4 男 碩士畢 已婚 32／2017.07 有

S5 女 碩士畢 已婚 30／2017.09 無

S6 男 高職畢 已婚 30／2018.10 有

S7 男 大學畢 已婚 30／2018.10 無

S8 男 四技畢 已婚 31／2018.11 無

S9 女 碩士畢 父親去世（2歲） 30／2018.12 有

S10 女 大學畢 已婚 32／2019.07 有

S11 女 碩士畢 已婚 32／2019.07 有

S12 女 二技畢 已婚 32／2019.08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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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的態度。訪談多半是在咖啡廳和餐廳進行，其中8位受訪者是與2位

研究人員進行二對一的訪談，另外4位受訪者則是與1位研究人員進行

一對一的訪談，每位訪談的時間約為一個半小時左右，並在取得受訪

者同意後全程錄音，訪談後則將錄音檔謄打成逐字稿並進行分析。

本研究的訪談資料使用紮根理論（Strauss and Corbin 1998）的編

碼方式進行分析，透過開放性編碼，將受訪者談論到結婚、單身以及 

婚姻相關的內容與事件進行註記並賦予概念意義（conceptualizing）， 

並將相同範疇的概念加以分類（categorizing）成「婚育價值與規

範」、「個人背景條件」、「父母與朋友之夫妻關係」、「單身生

活」、「交友發展」、「婚育考量與規劃」等幾類，接著將這些概念

與「價值觀與規範因素」、「外在結構因素」以及「個人情感、心理

因素」三個面向連結，最後將受訪者對於事件的感受和詮釋，依照負

向、正向性質歸納成「遠離婚姻的推力」與「維持單身的拉力」。本

文也將檢視男、女受訪者在面對婚姻和單身議題上的想法，以便比較

性別差異。

肆、訪談分析與研究結果

本研究受訪者在接受訪談時的平均年齡是31歲，皆屬適婚年齡範

圍內，未來何時成婚、是否會結婚都是未知數。透過這12位未婚年輕

成人的訪談資料發現，他們大多數其實還是想結婚，本研究發現他們

所持理由各有不同，而且不僅只受到單一因素影響，但絕大部分的受

訪者比較傾向不順從傳統的婚姻觀，或秉持不急於結婚、甚至一個人

也很好的態度。因此，以下我們依據前述推拉觀點，分成推離婚姻陣

營之力和拉入單身行列之力兩大類，當中再按照價值觀與規範、外在

結構和個人情感、心理因素三個面向作更細部區分，最後再綜合整理

是否有性別差異。此外，受訪者當中亦有最後找到合適對象，正準備

進入婚姻的情形，同樣另做分析，故總共分三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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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離婚姻陣營之力

（一）挑戰傳統價值觀和掙脫婚育包裹的規範

過去社會對於年輕人有著「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期待，到

了適婚年齡就應該要進入婚姻。然而，隨著社會環境轉變，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興起，有些人轉而強調追求自我滿足；另一些對於

婚姻的期待，則從滿足家族需求轉向重視婚姻中夫妻親密關係。但家

中長輩仍然對於子女成家有所期待，例如身為家中長孫的S8受到家中

長輩催婚，不但感覺壓力大，同時也覺得厭煩。

阿嬤會（按：催）啦，畢竟她是老一輩的⋯⋯我是長

孫，壓力很大啊！吃飯的時候啊⋯⋯過年的時候啊、或是

她生日去外面吃飯，這種事情一定會被拿出來講⋯⋯你就

只能跟她講成功不必在我。我是覺得這種事情，你也只能

用開玩笑的方式跟她講，雖然有時候是有點煩啦！（S8，

男）

雖然S8解釋父母並不介意，但是祖父母輩之催促卻很難躲開，又

不好頂撞老人家，就有如趙淑珠（2003）研究發現，會造成未婚晚輩

更大的心理壓力，有時也連帶導致代間關係不佳的情形。

雖然未婚女性較少會有來自家中傳宗接代的生子壓力，但女性生

育能力，有生理上的年齡限制，近年來臺灣初產年齡持續上升，不論

是醫學研究、媒體和政府都不斷指出，高齡生產會提高不孕或是高危

險妊娠的風險，這些對於高齡產婦的風險宣傳也讓未婚女性擔心，是

否會因此錯過最佳生育年齡。像是想生小孩但不想結婚的S11就擔心

高齡生育的風險：

時間到了沒有結婚，我是無感啊，可是時間到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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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小孩，完全就是因為生理的關係。不是社會壓力，是生

理，來自生理的壓力。醫學上愈高齡懷孕會愈容易發生什

麼狀況，其實會擔心這個部分⋯⋯我以前還有想像過我想

要當單親媽媽，我很奇怪的想法，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如

果可以靠自己的話，為什麼要靠別人？不過事實上應該沒

辦法完全靠自己吧？（S11，女）

由於生育年齡的生理限制，讓想生孩子的未婚女性倍感時間壓

力，也因此產生婚育脫鉤的想法。然而，在東亞國家，認為孩子應該

出生在婚姻內仍是主流價值，對婚外生育的接受度低。此外，臺灣現

行《人工生殖法》的規定，單身女性也無法施行「人工受孕」及「試

管嬰兒」手術，即使女性有婚育脫鉤的想法，似乎也難以實現獨自孕

育子女的願望，這也讓不想結婚卻想生孩子的女性要面對許多社會上

的輿論壓力和實行上的挑戰。除了婚育脫鉤的想法外，部分年輕世代

甚至不再認為結婚是人生必經之路。

我媽說：「結婚呢，你要傳衍後代啊，你要背負你

的人生使命啊、你的責任啊！」我說：「我要繁衍後代，

為什麼我一定要結婚？如果你只是想要我生一個小孩，我

可以生啊，那我為什麼一定要結婚？」⋯⋯她就覺得那是

一個人生必經之路，我就覺得為什麼要為了結婚而結婚？

（S10，女）

不論是傳宗接代或是婚內生育的價值觀，都使得年輕成人的生命

發展受到限制，導致年輕世代對於傳統婚姻的意義和責任產生反抗，

婚姻、生育不再被所有人視為成人必經的生命歷程，甚至婚姻以外的

其他形式，都是可能的選擇。具有碩士學歷和穩定工作的S11，認為

自己有工作能力，不用進入婚姻也可以過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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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還不知道我交男朋友之前，就會一直唸說：「快

點嫁一嫁沒考上（按：專門職業考試）就算了，快點嫁一

嫁。」⋯⋯我就說我沒有要結婚啊⋯⋯因為他每次講這句

話我就覺得有一種被羞辱的感覺，因為我覺得為什麼女生

一定要用嫁人這一件事情來讓自己、好像透過嫁人才能夠

讓自己過得安穩的感覺⋯⋯我自己也可以活得很好啊，為

什麼還要結婚？（S11，女）

父親對女兒趕快進入婚姻的期待，顯示出上一代男性認為事業追

求不該是女性最優先的選項，重心還是要放在婚姻、家庭。家長這種

貶抑女兒在事業工作上的期待，並且過於強調女生靠嫁人打造未來的

敦促方式，反倒讓一些受過高等教育，有經濟能力的女兒，對於透過

婚姻謀求安穩生活的想法感到厭惡，而不願進入婚姻了。

（二）先鞏固經濟的關鍵結構性條件

在東亞社會穩定的就業和收入積累是家庭組成的關鍵因素

（Fukuda et al. 2020）；本研究的訪談結果亦顯示，個人的經濟條件

為影響何時進入婚姻的關鍵因素。在討論到結婚的考量時，不論受訪

者現階段是否想結婚，或是已經有結婚的規劃，有7位（5男、2女）

提到與經濟相關的考量，不論是因為自己經濟能力不足、工作不穩

定、買房子的壓力，亦或是希望結婚對象要有經濟能力等，都是讓年

輕人為了要累積經濟資本而延後進入婚姻的重要因素。例如在當業

務，目前沒有交往對象的S1，就認為自己收入不是很穩定，很難去想

結婚這件事。

我現在也沒有、沒有多餘的想法去想這個（按：指

結婚）⋯⋯我會發現沒有錢真的會阻礙你很多事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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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多女生就是，也比較會挑嘛，也不能怪女生，男生也會

看⋯⋯我是希望說，如果我有能力、我有本事，那我今天

真的希望我的未來的老婆過得好一點，那當然就是我娶了

她，她就是不用上班嘛。（S1，男）

S1的想法不僅反映出男性普遍對經濟狀況的擔心，也顯示臺灣

年輕世代當中，仍有人抱持著傳統性別分工的態度，認為男性應該要

承擔養家的經濟責任，而家庭的照顧責任則是由女性來負擔。即使現

在臺灣社會雙薪家庭已是都會區常態，但傳統性別分工的社會規範力

量仍強，使得男性被賦予家庭經濟的主要責任，也讓女性較不需要擔

心自身的經濟能力。訪談資料中並無任何女性受訪者提到擔心自己的

經濟條件不佳，而無法進入婚姻。原因可能不僅是來自社會規範對男

性的期待，也有來自於女性「上嫁」的擇偶的考量。像是女性受訪者

S3就提到：「應該會找一個原本就有房子的人結婚吧？賺的錢要比

我多。」S12也說：「你（男友）又沒錢、又沒房子，跟我結婚我壓

力很大。」女性對於伴侶的經濟期待和婚姻梯度的婚配傳統，使得經

濟條件不佳的男性確實如量化研究所顯示，較容易被排除在婚姻市場

外。當然，這也造成男性認為需要累積足夠的收入，才算是具備結婚

的條件，使得他們比女性更在乎自己的經濟條件和財務狀況。

本研究也發現，男性在選擇結婚對象時，同樣也會考量女性經濟

條件。目前有交往對象的S4便與我們分享了他的觀點：「要有錢、

見過世面，我自己有錢，對方也有錢，婚姻一定要有麵包來支持，只

有愛情沒用。」S4強調男女雙方都要具備良好的經濟能力，甚至還

提出女方要見過世面的條件，無疑地提高了結婚的門檻，但卻也印證

了Oppenheimer（1988）的論點，亦即有經濟地位的女性在婚姻市場

上更受青睞。另一方面，我們還發現，也有女性受訪者不認同在經濟

上依靠男性，寧願多花時間自己賺錢。像是男友年齡比自己小10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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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目前沒有要進入婚姻的打算，也不預設結婚要是戀愛的終點，

但卻經常要面對母親的擔憂，認為經濟條件不佳的男友不是適合結婚

的對象。

我媽都一直講說，希望我找一個收入好一點的人嫁

了，我就可以輕鬆了。但我覺得為什麼我要，我不想要再

去依賴任何一個人，讓我自己變輕鬆⋯⋯那依賴你，你如

果哪天跑了、掛了，還是什麼的，我怎麼辦？⋯⋯我也不

想要是因為我依附著你，所以你說什麼我就得聽，我覺得

我沒有那麼的卑微了。（S10，女）

受訪者認為不需要為了過輕鬆的日子去依賴收入好的對象，因

為經濟依賴別人是不穩定的，若是可依附的對象離開，自己還是要面

對。此外，當代的女性亦不希望因為經濟上依賴配偶，導致要被迫順從

對方，處在不平等的婚姻關係中。這種想法與前面提到男性對於希望自

己養家讓太太不用工作的期待，在性別角色分工的立場截然不同。

過去女性因工資較低，加上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使得許

多女性選擇在婚後離開職場，全心照顧小孩和家庭，卻也失去了經濟

自主權，這些女性在婚姻裡的困境也被女兒看在眼裡，使她們更重視

經濟獨立的能力。像是有穩定交往對象，但不想結婚的S11就表示：

（按：我媽）就是為了小孩然後當一個全職的家庭主

婦，可是事事都要看我爸的臉色⋯⋯我媽就很沒有經濟自

主權，可能用個錢我爸都會碎碎唸、控制幹嘛的，所以我

不會為了家庭去放棄掉自己的工作⋯⋯但是真的沒有想過

說要靠先生養這件事情。（S11，女）

男性認為進入婚姻需要經濟能力的累積，或是較高的收入，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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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讓未來的另一半不用工作，可是卻忽略了當代女性未必想要放棄自

己的事業和收入，全職照顧家庭。甚至是父母認為，女性需要透過婚

姻才能獲得下半輩子生活保障的想法，反倒讓現今的年輕女性不想進

入婚姻。對於看著母親因為沒有經濟自主權，在家要處處看父親臉色

的S11來說，她不願意進入、也有經濟能力不進入那樣的婚姻困境，

不需要透過婚姻來獲得生活保障。這些女性受訪者都顯示出當代女性

除了不認同過去不平等的性別分工，使女性受到更多照顧家庭的束縛

與羈絆，造成女性在經濟上被迫依附伴侶的情況，她們期待擁有更加

平等的夫妻關係，若是能保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就不會使得一方過度

依賴對方。

（三）個人情感、心理因素

1. 對姻親關係的擔憂

作者們發現，觀察到周遭親友婚後姻親關係的適應不良，會影響

年輕人進入婚姻的意願。特別是女性看到母親在婚姻中媳婦角色的壓

力，或是女性友人在婚姻裡的負面經驗，都讓年輕女性不敢毅然決然

地立刻往婚姻裡面跳。已有交往對象的S9就很擔心地表示：

看媽媽就會覺得說結婚會不會很辛苦？我覺得她是一

個很傳統的媳婦，然後，婆家給她的一些包袱跟壓力，我

覺得是大的。因為當人家媳婦跟當人家女兒角色是完全不

一樣，然後光想到以後結婚、以後過年過節就要去人家那

邊啊，然後⋯⋯不幫忙也不是，然後幫忙又怕自己手藝不

夠好或什麼的，就會覺得好多壓力喔！（S9，女）

從S9的訪談內容來看，臺灣女性對於媳婦的角色還是有一些既定

的規範與想像，像是需要在過年過節與不太熟識的男方親戚相處，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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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姻親關係、處理家務重擔等。女性雖然意識到姻親關係中媳婦的難

處，卻也覺得婚後好像根本無法避免的需要符合那樣的期待，因此而

感到壓力。

不僅是在姻親關係與媳婦角色的適應，女性婚後也要面對從女兒

到媳婦的身分轉換，面對婆家和娘家兩邊為難的處境，也讓女性對於

進入婚姻感到遲疑。受訪者S5談到好朋友的先生因病長期住院的經

驗，改變了自己對婚姻的看法：

以前還會比較想結婚一點，後來就看我同學陸陸續續

的都嫁人了⋯⋯然後完全沒有好羨慕的感覺，因為很瞭解

他們家的狀況，然後就覺得算了，還是不要結婚好了，好

像不太自由⋯⋯就是發現結婚之後很多事情會變成你的事

情，娘家的資源呢，進入太多還會被說話⋯⋯她娘家自己

也覺得不好。（S5，女）

S5聽聞好友婚後遭遇困難，卻面臨不被婆家當成自己人、又被娘

家視為嫁出去的外人，而兩邊都無法獲得充分協助的窘境，讓她覺得

像這樣婚後孤立無援的感覺很可怕，於是對進入婚姻有了打退堂鼓的

想法。

臺灣社會因為傳統「從父系居」的文化規範，使得女性婚後多

半與先生家庭同住，要適應夫家的生活習慣。此外，華人家庭文化中

「孝順」和「尊敬長輩」的觀念，使得多數媳婦仍需要順從、忍耐婆

婆的權威（孔祥明 1999）。當然，現今社會已有觀念轉變並且能同

理媳婦的婆婆，媳婦在家中的地位也相對提升，但婆媳問題仍時有所

聞。此外，在父系家庭結構下，女性結婚後就成為夫家的一分子，

女性「出嫁」也象徵著和原生家庭分離，成為原生家庭的「外人」

（利翠珊 2002）。雖然實際上娘家經常扮演已婚女兒重要的支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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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但若娘家提供太多資源也會惹議，讓人有娘家過於介入和強勢的

觀感。另一方面，對於夫家而言，媳婦也並非輕易就能成為「自己

人」。這使得夾在婆家、娘家中間的已婚婦女，面對身分轉換的適應

與獲得認可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而這些女性成長過程中所觀察、聽聞

的負面姻親關係，都會成為女性進入婚姻的阻力。

2. 父母婚姻關係的警惕

過去的研究顯示，父母離婚的子女更害怕建立親密關係（Wallerstein  

et al. 2002），而我們的受訪者中只有S3（女），父母在她4歲時離

婚。對於是否要進入婚姻，她抱持著有適合對象再結婚的想法：

「有遇到適合的就結啊，沒有遇到就不要結啊，不要為了結婚而結

婚。」這種不會特別因父母離婚，而抗拒婚姻的態度，呼應TYP量

化研究發現：兒童時期經歷父母離婚者，並不會排斥婚姻。不過，

透過質性訪談父母離婚者透露出若要結婚，就要慎選對象的謹慎 

態度。

訪談資料內容也顯示另一個符合TYP量化研究的發現：即使父母

親沒有離婚，長期面對父母之間頻繁的衝突，反而會造成年輕成人不

是對婚姻沒有期待，就是明確表示不想進入婚姻（S5、S7、S11）。

因為我自己就會覺得婚姻對我來講，不是重要的，

不是必要的。因為其實我不太相信，我覺得兩個人在一起

不一定要結婚，反正結婚如果你們想要分開的話還是會離

婚，有沒有結婚我覺得對我來講沒有太大的差異⋯⋯我不

知道，有可能是因為小時候他們太常吵架的原因，或許

吧？（S11，女）

我爸媽是個性不相容，一直看他們兩個吵架，從我

國小有記憶以來就開始吵到現在⋯⋯一路看過來，就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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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兩個有影響我⋯⋯就是剛有說我不想結婚，這部分就

是我找不到能夠包容我個性，也有我包容她個性的人。

（S7，男）

在過去夫妻往往為了小孩或是經濟因素，即便是婚姻狀況不佳仍

是選擇留在婚姻關係裡，這也使得夫妻間的衝突不斷。雖然不離婚可

以提供子女一個「完整」的家，但是這些父母之間充滿爭執衝突、沒

有品質的夫妻生活，反而在若干年之後，造成子女成年後不期待婚姻

生活或是不相信婚姻。這種結果恐怕是許多父母始料未及的吧？

另一方面，除了有因父母關係不佳而不信任婚姻的年輕成人，也

有因為父母間的衝突而更重視未來結婚對象，或是不會貿然輕易結婚

的子女。

我從我爸媽身上看到就是說，至少說我媽很能忍我爸

的脾氣，所以才能一直走到現在⋯⋯我是覺得說就不要輕

易地結婚嘛，因為如果你輕易地結婚，可能會因為小事情

輕易地離婚⋯⋯我不想說因為單純是因為我時間到了結婚

的年齡，我才去結婚，我是真的想要找一個真的就是互相

有感情的基礎才結婚，而不是就是時間到了隨便找一個這

樣子。（S1，男）

經歷這些父母的婚姻衝突，也許會造成年輕成人對於婚姻的不信

任，但也使人因此更重視婚姻品質：他們不想重蹈覆轍，反而對伴侶

的選擇更為慎重，不會因為年紀到了，就為了結婚而結婚。在他們父

母年輕時的年代，社會風氣更為傳統，更可能因為「男大當婚、女大

當嫁」的觀念或是父母、親戚的介紹而進入婚姻，就算夫妻沒有情感

基礎，也可以將就過日子。此外，那個年代社會對於離婚的接受度也

人口學刊(64)-01 袁詠蓁.indd   22人口學刊(64)-01 袁詠蓁.indd   22 2022/9/16   下午 02:33:282022/9/16   下午 02:33:28



． 23 ．． 23 ．

袁詠蓁　孔祥明

低，對於離婚婦女的保障也少，即便進入了不愉快的婚姻生活，也很

少有離開婚姻的想法，只能勉強維繫著夫妻關係。

年輕成人重視婚姻中的情感的背後，是擔心沒有深厚的感情基

礎，婚姻也無法長久。而父母的婚姻衝突或身邊同儕的婚姻經驗，都讓

他們認為，婚姻不一定都是幸福快樂的美好結局，這也許是使得當代年

輕人更在意婚姻品質，不願意輕易進入婚姻的原因。與其面對離婚的風

險，不如先不急著結婚，好好仔細選擇進入婚姻的對象。畢竟婚姻是兩

個人要面對一連串家庭觀念、價值觀和家庭關係的協商和妥協，有些人

可能在交往時就難以達到共識，更不用勉強湊合進入婚姻。

3. 尋求對結婚的共識

除了上述的婚姻推力之外，從訪談資料中還發現一種想要結婚，

也有交往對象，但卻遲遲無法達成目標，導致一直保持單身的特殊情

況。由於結婚需要兩個人都有意願，不是單方面想結婚就可以達成，

交往對象不想結婚，也無法強求對方。不同於前兩項感情、心理因素

是由個人主觀感受形成對婚姻的推力，結婚共識則是受到情侶雙方的

影響。受訪者S6雖然之前有穩定交往的女友，但因無法達成結婚共

識，只好放棄提分手，然後再重新尋找適合的對象。如此一來一回也

耗費了許多時間，因此延後了進入婚姻的時間。

就對結婚沒有共識啊，我想結、她不想結⋯⋯我 

（按：提分手），就是等不下去了，覺得都拖那麼久。 

⋯⋯兩、三年前開始就（按：想結婚），我也忘記了，應

該說很小就很想結婚，因為很嚮往組成一個家庭的感覺。

（S6，男）

這樣的結果，也可能是前面所提到年輕世代婚姻價值觀轉變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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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效果。臺灣社會的年輕情侶可能對於未來的伴侶關係和婚姻抱持

不同的看法，已經出現有些人認為結婚不必然一定是交往的終點，但

另一方卻期待結婚成家。於是當情侶雙方的認知不同時，便可能花上

數年的時間來回尋找，並確認彼此對進入婚姻是持有相同的看法，如

此也使得進入婚姻的時程往後延遲。

（四）性別差異

從前述討論中可見，在推離婚姻陣營之力方面，有非常明顯的性

別差異。傳統男婚女嫁的價值觀、婚育包裹，以及性別角色分工的家

庭規範都是對於現代女性的約束，也是把她們推離婚姻的主要力量。

上一輩對於女兒長大就是要嫁人的想法，讓現代高教育程度、經濟獨

立的女性嗤之以鼻。尤其是對女兒的事業成就不如嫁人來得重要的態

度，對於這些成長於1990-2000年女性意識抬頭時期，受過性別平等

教育，並努力發展事業的女性來說是一種否定。她們在成長過程中努

力擺脫重男輕女的價值，但接近適婚年齡就要被催促進入婚姻的傳統

性別觀念，成了她們想要極力掙脫的束縛。同時，她們更能接受開

放、多元的「婚育脫鉤」觀念，不再視繁衍後代為進入婚姻的唯一理

由。而這些社會規範與價值觀的改變，對年輕女性的婚姻時程延遲似

乎比男性的影響更大。

另一方面，對男性而言，外在結構的經濟因素則是非常明顯的結

婚壓力來源。雖然現代社會雙薪家庭比例增加，但男性仍普遍被視為

家中經濟主力，要承擔更多家庭經濟責任。因此，許多男性為了充實

經濟條件，只能延後進入婚姻。然而，有偶婦女就業率逐年提升，顯

示夫妻共同負擔家庭經濟趨於普遍，所以也有愈來愈多的男性會期待

未來的配偶要有一定的經濟能力。此一趨勢與Oppenheimer（1988）

的觀點相呼應，有經濟地位的女性在婚姻市場上更受到青睞。不過，

女性提升己身的經濟能力主要原因卻與男性不同。她們是不希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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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經濟依賴的母親一般，活在丈夫的控制之下。因此，追求經濟獨立

讓自己過得安穩，是女性被推離婚姻門口，延遲進入的原因。

本研究亦顯示推離婚姻之力中，對於姻親關係的擔心，有相當程

度性別差異。6位男性受訪者在訪談中，沒有任何一人提到，對於婚後

要適應姻親關係和原生家庭關係轉變的擔憂，但這卻是許多受訪女性對

進入婚姻不安的來源。這樣的差異顯示，父系婚姻制度與「從父居」傳

統規範的影響：婚後生活以男方家庭為核心，長輩也很少對女婿有所要

求和規範。男性婚後的生活變動較小，就算不與自己父母同住，幾乎很

少與女方家庭同住，因生活習慣與女方家不同所產生的摩擦也少，使得

男性不太需要為了婚後的姻親關係感到擔憂。這些文化規範在性別上的

差異，也因此不會給予男性未婚者很強的婚姻外推力。

二、拉入單身行列之力

由於此一大類別裡，並無任何可以清楚歸類為拉入單身行列的外

在結構因素，因此，本節僅分為價值觀、個人情感與心理因素、性別

差異三個段落來分析。

（一）價值觀的轉變與規範的折衷

傳統華人文化中，結婚不只是兩個家族的結合，也承載著延續香

火的責任。但對於臺灣當代年輕人來說，傳宗接代的價值觀不再受到

重視，反而親密愛情關係的維繫，才是他們強調的重點。隨著生育子

女而來的經濟壓力和教養責任，都讓年輕人覺得會破壞愛情生活的品

質。受訪者S4就是典型代表：

因為我沒有打算要生小孩，她（按：女友）也不

生⋯⋯因為養一個小孩會拖累我們的財務，就沒有辦法

好好地過自己的生活⋯⋯不會有像以前那樣的愛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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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變成家庭、親情哪⋯⋯我還想要兩個人⋯⋯我有

跟他們（按：父母）講⋯⋯他們聽完之後就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所以就是你自私嘛，你只想把自己過得好。」我

就說：「對啊！」（S4，男）

S4的訪談資料反映出第二次人口轉型理論中，個人的價值觀態度

轉變的影響。過去重視養育子女，投入大量情感、時間和物質的「利

他主義」（altruism）價值觀開始式微，轉變成個人主義的價值觀，

年輕人更重視自我實踐和伴侶之間的關係（van de Kaa 1987）。值得

注意的是，過去多半是男性更在意傳宗接代的價值，而S4的例子顯示

出男性也開始不願意再被過去傳統價值觀所束縛。

不過，本研究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臺灣父系家庭的社會傳統，

強調透過婚姻完成香火繼承的婚育包裹規範，也會順應狀況而出現妥

協的方式。像是，當父母發現無法透過催促子女結婚以達成傳宗接代

時，將會改變策略，採折衷方式改以催促直接生小孩來達成傳承香火

的目標。例如，前述S4表示，當父母在知道他交女朋友後，便開始催

促他生小孩。

父母沒有催結婚，有催生小孩啦！他（按：父母）

說：「有沒有結婚沒有關係，孫子先生一個來研究研

究。」⋯⋯以前我說我不想要結婚啊、不想要生小孩，他

們都說沒有關係，但最近新的講法是說：「啊你身體那

麼好，沒生小孩，讓我們家倒房，這怎麼可以？讓人笑

死！」（S4，男）

長輩認為不能讓家裡「倒房」，顯示臺灣社會尤其是年長世代，

仍受傳承香火的傳統價值觀約束。不過，對於如何達到此目的，倒是

可以看到有些長輩會向現實狀況妥協，願意接受傳統婚育包裹順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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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採取可以不結婚，但先生小孩的作法。家族長輩因應年輕世代

所持新型態的價值觀，而採取的折衷方式，反而可能促進對「男大當

婚」觀念的鬆綁。

（二）個人情感、心理因素

1. 家人的體諒、寬容

同樣是來自家人的影響，有些父母採取比較寬容的態度來看待子

女的未婚，並理解他們在找對象上的難處，還有同理成家要面對的經

濟壓力和條件限制，所以沒有施加子女太多成家的壓力。如此一來，

反倒助長了子女不急著結婚的可能性。像是目前沒交往對象的S8，便

提到父母對他的體諒：

結不結婚父母無所謂，生小孩那個他（按：父母）也

覺得可有可無啦⋯⋯他也是知道現在房價的狀況，所以對

我們這種事他不會給我們什麼壓力⋯⋯交女朋友會催，催

結婚他說不強求⋯⋯就說要介紹、要認識，我是覺得OK

啊，其實我就把她當多認識一個朋友，沒有想那麼多。

（S8，男）

值得注意的是，現今有許多父母會想幫忙子女介紹對象，但也

只是希望多給子女一些認識人的機會，至於要不要交往、會不會有發

展，也是要看子女的意願，並不會強迫一定要達到結婚目的，這與過

去的「媒妁之言」明顯不同。這些父母沒有過度干涉子女的規劃，而

是替子女考量外在環境和經濟狀況。這種對子女的寬容、體諒的心

態，也給了當前未婚的年輕成人一些空間，讓他們可以安然處在未婚

的狀態之下，不會因為被逼急了，就隨便找對象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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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享受單身生活

從訪談資料來看，當前臺灣社會適婚年輕成人不急於走進婚姻

的另一個重要心理因素，便是享受單身生活的自由自在，未婚男性和

女性都認為單身生活很好，沒有必要改變。代表人物S5和S7的說法 

如下：

我其實本質是不想結婚的啦，我覺得很麻煩欸，就是

要配合一個人，就是連交往我都覺得很懶惰，有點懶惰脫

離自己舒適圈的人。（S5，女）

我就說想單身一輩子，我真的想單身，不想結婚，我

真的很想自由⋯⋯就不想交單一個，我有滿多女性朋友，

滿快樂的。（S7，男）

除了單身生活的自由是一種吸引力外，也反映出臺灣社會確實出

現價值觀的轉變：單身不婚逐漸被大眾接受，不再受到歧視、被貼上

負面標籤，而能夠享受自由無拘束的生活，讓結婚只是一種選項而不

是人生必經過程。

此外，年輕世代也重視個人的自我實踐，享受工作帶來的成就

感，不像在婚姻中要配合他人生活的步調，也讓人願意耽溺在單身的

行列。受訪時並無交往對象的男性S8就表示：「我沒有不想結婚啊！

但是也沒有特別想。我覺得這件事情，不是說你很認真就會達成的。

那我覺得現階段你還不如花心思在工作上，會比較有收穫吧。」S8很

清楚結婚是牽扯到兩個人，甚至兩個家庭的事，並不是單方面認真就

會達成。與其為了達成結婚目標而花時間配合他人，倒不如發展事業

和從工作中得到成就感來得實在，也成了延遲結婚時程的原因之一。

3. 對於婚姻品質的重視

未婚者也提到對於婚姻品質的重視，以及要等找到合適的對象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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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結婚，如同在婚姻推力的部分所提到的，其實不只是有經歷過父

母婚姻衝突的人會因為在意婚姻品質，而不輕易進入婚姻；父母婚姻

關係良好的子女，也同樣希望可以找到合適、具有感情基礎的對象再

進入婚姻。例如，為了避免宗教信仰不同，帶來日後家庭生活上的摩

擦，S9設定必須先找到相同宗教信仰的對象，才能再決定是否進一步

交往，於是維持相當長時間的單身。她說：「因為我覺得光想要對方

信仰跟我一樣就……刪掉一堆人吧……很多都不是基督徒，因為基督

徒男生本來就很少。」（S9，女）

此外，在意婚姻中的情感基礎，以及配偶與自己是否契合的想

法，也是當前年輕世代進入婚姻的重要考量，而且男女皆然。例如，

由父母介紹對象的S8，在跟介紹對象聊天後，發現兩人的想法有出入

後，就沒有打算進一步發展下去：「也就沒什麼進度，就是像一般朋

友那樣聊天而已啊，就是聊一下後，發現彼此的想法有一些出入啦，

應該是工作上的出入會比較大。」（S8，男）

另外，許多受訪者強調伴侶間的情感，認為婚姻的維繫需要在一

定的感情基礎上，則反映出現在的年輕人懂得不為了符合社會期待而

勉強湊合，也不想要隨便屈就。目前有交往對象，並且重視與伴侶情

感的S10就表示：

我還是覺得如果你沒有愛情，你結這個婚幹嘛？如果

你連這個最基本的核心都沒有的時候，你只是為了結婚而

結婚，為了生小孩而結婚，那你這個婚姻就長久嗎？⋯⋯

你要找到你可以相處的人，可以真的相愛的人，跟能夠跟

你共同扶持一輩子的人，這才是重點啊！（S10，女）

這些適婚年齡者心聲顯示，部分臺灣年輕人，不論男女，寧願多

花時間等待找到符合自己重要條件的人，再進行深度交往和結婚。他

們不會為了不忍辜負父母好意，而花時間在自己認為不合適的對象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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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更不會因為年紀到了，或是剛好認識就隨便將就。這種不輕易將

就的慎選心態，也是造成當前適婚年齡者半數以上仍身處單身行列的

其中一個原因。

（三）性別差異

本研究結果顯示，拉入單身行列之力在性別上並沒有明顯的區

別。男性、女性在對婚姻的價值觀上都有轉變，不論男女都有人抱持

單身是人生的一種選項，並且享受單身帶來的自由。同時，就算不排

斥婚姻，對於配偶的選擇，男女都抱持就算多花時間維持單身，也不

願意隨便勉強湊合的態度；穩定的情感基礎與觀念的契合、能互相扶

持等都是現代年輕人所堅持的條件。

然而，性別差異主要顯示在於家長對兒子婚育要求的鬆綁，以

至於讓男性適婚者有更多的時間和機會繼續待在單身行列。雖然有些

家長仍無法跳脫傳宗接代的傳統價值觀，然而面對兒子不想結婚、生

子的立場，轉而採取折衷妥協的方式，願意接受婚育脫鉤，以跳過結

婚，直接生小孩的方式達成延續家族香火的目標。而女性受訪者較無

相似的經驗。由此可見，家長在價值觀、規範上對於兒子成家的改

變，反而提供兒子持續維持單身的機會。

此外，也有父母體諒兒子所面臨的經濟壓力，不會強求催促適婚

年齡的兒子趕緊結婚。本研究依受訪者陳述方式雖將此情形歸類為個

人情感因素，不過，其背後根源反映的卻是，男性負責養家的傳統價

值觀，以及男性經濟條件是決定結婚機會的外在結構因素。因此，當

父母體諒兒子的經濟壓力而寬容、不催婚，倒也給了兒子較多時間停

留在婚姻之外。這種有性別區分的價值觀和外在結構，並不會讓女性

受訪者遭受同樣壓力，也就沒有觀察到家人在此情感、心理面向有類

似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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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情人終成眷屬

慎選結婚對象的態度致使許多年輕人年屆適婚卻仍單身，而在我

們的訪談中，部分受訪者表示終於遇到適合的對象，雙方在各方都準

備好而決定要進入婚姻。像是受訪者S2，他的女友是認識12、13年的

大學同學，雖然才正式交往半年，但因彼此很熟悉，加上他的工作穩

定、有房子，經濟上完全沒有疑慮，在訪談的前一週已和女友求婚。

我們覺得是人對了。因為她是我大學同學⋯⋯我覺

得這個人很適合，反正就從大學到現在其實大家都很熟，

相處起來也很開心，那在一起這半年其實相處也真的很開

心。其實大家都這麼認識、這麼熟了，那其實就可以討論

下一階段是不是要開始做這件事情了。（S2，男）

另外，前面提到因為遇不到同信仰的對象而一直單身的S9，在認

識同為基督徒的男友後，透過教會的婚前輔導，更瞭解彼此的想法、

金錢使用習慣等，對未來婚姻的想法有共識，已經開始跟男友討論來

年結婚的事宜。她說：

婚前輔導就是教會裡面已婚的長輩，他們就會帶我

們去討論，我覺得滿實用的⋯⋯有點像在做伴侶諮商的感

覺。覺得他算滿有耐心的，而且他還滿勇於去調整⋯⋯我

會比較可以理解他在想什麼，還滿有幫助的，我覺得啦。

（S9，女）

這兩位正準備要進入婚姻者的例子正好呼應前面提到，臺灣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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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對於進入婚姻愈來愈慎重。他們寧願花時間等待真正對的人，也

願意花時間瞭解要一起經營婚姻生活的另一半。在有感情基礎之下，

更希望對方在價值觀、想法上能夠溝通，才會決定要進入下一步。因

此，最後反映在社會上的量化調查的結果雖是晚婚或是不婚，但透過

質性深入訪談瞭解他們深層的想法後，其實他們的謹慎態度，反而應

該是對形成婚姻有正面幫助。

伍、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使用TYP 2017年適婚年齡者的深度訪談資料，採用Stein

（1981）的推拉理論框架，從價值觀與規範、外在結構和個人情感、

心理因素等三個面向分析，探討影響年輕成人是否進入婚姻的想法。

根據12位平均31歲的未婚年輕男女所言，作者們發現實際上他們大多

數都不排斥結婚，甚至有的人很想要結婚，但是受訪當下多半還沒想

要結婚。造成他們已經年屆適婚，卻還不打算進入婚姻的理由，涵蓋

價值觀與規範、外在結構性和個人情感、心理等三個層面。傳統價值

觀的束縛，尤其是對女性來說，推離婚姻的力度最強。而外在結構方

面，經濟能力的要求，則是對於男性延遲進入婚姻有相當明顯的影

響。在個人情感、心理因素上，憂慮姻親關係導致在婚姻門口徘徊的

全都是女性；父母婚姻關係則對男性、女性的婚姻看法都有影響。另

一方面，吸引當前年輕人在單身行列的拉力則有：價值觀與規範和個

人情感、心理兩個層面。社會對於婚姻、家庭的價值觀轉變，讓年輕

人有更多時間留在單身之列，但長輩對於傳統婚育包裹規範的折衷，

更對男性不必然進入婚姻有所助益。本研究同時發現，雖然拉入單身

之列並沒有清楚的外在結構力量，不過透過長輩理解寬容的情感表

達，卻能大大降低男性要打好經濟基礎和養家的壓力，反而能夠在單

身行列留得更久。就整體個人情感、心理因素對年輕人維持單身的影

響而言，男性和女性具有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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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顯示，雖然年屆適婚年齡卻未婚的男性和女性多半都會

遇到家中長輩因傳統價值觀而有「催婚」、「催生」的情形，讓未婚

者內心產生壓力，甚至心生不滿、進而反抗，但催婚的理由和影響會

因兒子、女兒有所差別。家中長輩堅持「男大當婚」最重要的目的是

傳宗接代，尤其是身為家中長子、長孫者，若無達成延續家中香火目

標，就被認為要承擔被「倒房」的惡名。不過，有些家長為了達到傳

宗接代的最高目標，會採取彈性策略—將婚姻與生育切割，由「催

婚」改為「催生孫子」。然而，這對於沒有生育計畫的年輕成人來

說，反而成為能安心維持單身狀態的拉力，因為沒有生育打算也就不

用急著進入婚姻。

至於家長催促「女大當嫁」的背後，則似乎隱含著婚姻才是女

性最終的歸宿，其他都是次要的。這種性別差別仍透露著傳統文化規

範的影響，對於現代女性的能力與獨立性卻成了一種侮辱，也引起反

感，更成了將她們推離婚姻的力量。因此，當社會出現價值觀的轉

變，不再視婚姻為必要的生命經驗時，即讓一些女性產生很大共鳴。

當然，女性也會受到傳宗接代價值觀的影響，與單身男性不同之處在

於，未婚女性要面對的是生育年齡的生理限制：生育壓力會隨著年齡

增長而倍增，使得不想結婚但想生育的女性，出現婚姻與生育脫鉤的

想法。作者們認為本研究顯現女性嚮往單身和婚育脫鉤的想法，這與

過去傳統觀念有著明顯差異，符合第二次人口轉型強調價值觀轉變所

致的描述。

生育率下降是臺灣社會對於年輕人延後進入婚姻現象最大的擔

憂。而本研究的發現透露出一些樂觀的端倪：當前臺灣年輕成人甚至

他們的父母親開始有婚姻和生育脫勾的想法（雖然目前臺灣社會接受

度仍較低）。假若此一脫勾想法普遍被接受，那麼縱使年輕人晚婚甚

或不婚，是否可以緩解對臺灣生育率所帶來的負影響，或許是值得後

續觀察的有趣發展。而政府若是能在法規上鬆綁，給予未婚伴侶生

育的平等權利、理想的生育環境，以及提供非婚生子女周全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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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也能像許多已開發國家，因婚外生育率提高而提升整體生育率，

並且能轉變社會對於婚外生育的負面觀感，帶動婚育規範更大幅的 

轉變。

此外，訪談中清楚呈現年輕成人強調追求經濟條件和物質生活穩

定的重要性，等到累積足夠的經濟基礎才願意進入婚姻；另外，結構

因素對男性影響更為明顯。婚姻梯度的婚配傳統和男性必須承擔家中

經濟的家庭性別分工，讓男性更在乎自身的經濟能力，即便有交往對

象，而且是他們認為適合結婚的對象，但只要經濟條件還沒穩固便不

會結婚。這個「還沒準備好」，不只是未婚者本身，也可能是目前交

往對象還沒準備好，所以還沒有要結婚。另外，還有些男性認為，自

己和未來配偶都要具備良好的經濟能力，這樣婚姻才會穩固。如此較

嚴格的條件，無疑也讓進入婚姻的時程更往後延。此質性訪談內容呼

應了Oppenheimer（1988）的論點，男性經濟條件不佳會推遲結婚時

間，而有經濟地位的女性在婚姻市場上更受青睞。不過，也有部分男

性期待未來的太太可以照顧家庭、不用出去工作，但這也是造成他們

認為要累積更多經濟基礎的原因。然而這些男性所認同的傳統性別分

工觀念，反而與當代女性對於家庭分工的期待背道而馳。

對於單身女性來說，本研究顯示追求經濟的獨立給予生命發展不

同的選擇，讓她們不再需要為了經濟上的安全感而進入婚姻，加上傳

統婚姻中不平等的性別角色分工，成為很強的力道，更將未婚女性推

離結婚陣營。過去女性就業機會較低、薪資不高，結婚能使他們經濟

有所依靠，但同時也讓女性婚後離開勞動力市場，全力投入家務和育

兒工作，對婚姻與丈夫的依賴更大，家中地位更形低下。這種情形成

為當前經濟獨立的單身女性所反感或排斥的狀況，無疑地也成了將她

們往婚姻門外推的作用力，因為她們的經濟無虞，也沒有進入婚姻的

必要或急迫性。這些女性的經驗與想法可說是印證Becker（1981）認

為受高等教育、有經濟自主能力的女性，進入婚姻的動機也會降低的

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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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這種男、女都希望能夠在物質、經濟條件上準備好再進入婚

姻的考量，某種程度上可說是臺灣經濟大環境改變所帶來的影響。本

研究受訪者們成長於臺灣經濟環境較佳的1990年代，但到了2007年全

球經濟都受到金融海嘯的衝擊，2009年臺灣的失業率接近6%（李宗

榮、林宗弘 2017）。這一年TYP計畫樣本的平均年齡是23歲，正是

剛從學校畢業，準備就業的時候，但就業市場、經濟大環境不穩定，

使得年輕成人更重視穩定的工作和自我的經濟能力，延後生命歷程發

展，著重在發展事業，若沒有足夠的財力基礎，他們並不會隨便進入

婚姻。然而，作者們認為年輕人努力追求經濟穩定導致延後進入婚

姻的情形，是一種值得正面看待的事。畢竟對婚姻採取審慎以對、準

備周全才願意結婚的態度，應該會讓他們未來對好不容易走進的婚姻

更加珍視，也更有可能避免因為金錢問題導致婚姻衝突，甚至破裂的 

狀況。

此外，本研究也顯示出當前年輕成年人不論男女，對於婚姻不

再著重傳統文化規範裡的家族傳承，而是夫妻關係的品質。更重要的

是他們會從上一代父母的夫妻關係，發掘問題並有所借鏡。過去，

TYP量化研究發現父母婚姻關係的品質，會影響子女對於未來進入婚

姻的意願，這同樣也在本研究的質性訪談資料中獲得印證。但本研究

更進一步提供了這些經歷父母惡劣婚姻關係的子女們，對婚姻持有負

面看法背後的思考理路。在選擇結婚對象時，為了避免重蹈父母的覆

轍，他們更強調彼此的契合，不因年紀到了而降低標準，也不為了結

婚而結婚，甚或在沒有遇到自己認為各方條件適合的對象時，根本避

免走入婚姻。他們對婚姻抱持寧缺勿濫的心態，並不願將就、湊合，

寧願花多一點時間尋覓具有共識的伴侶。在這個離婚率逐年上升的時

代，看重婚姻品質而非結婚本身，對未來婚姻家庭的穩定而言是件好

事。即便未來較晚才進入婚姻，這種婚姻的品質或許可以持較樂觀的 

期待。

周遭的親友婚姻經歷同樣讓年輕人心生警惕，但卻僅對女性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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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離婚姻的力道，主要是對婚姻中婆媳關係的擔憂。傳統婚姻關係中

所面臨的婆媳衝突，以及在婆家、娘家間身分轉變的拉扯，常成為單

身女性在婚姻門口猶豫的重要因素；而資料中並未有任何男性受訪者

提出這樣的擔憂。因此，隨著臺灣社會對傳統婚姻規範的轉變、價值

觀的開放，讓未婚者有婚姻以外的其他選項可選時，對於單身女性所

帶來的吸引力，似乎比對於男性要來得大。

面對臺灣近年來結婚率、生育率下降的現象，許多量化研究紛

紛提出各種調查結果的解釋。且根據本研究的質性訪談，也得到許多

呼應量化研究的結果。不過，本研究從臺灣適婚年齡男女自己所提出

的看法，可以更進一步瞭解這些適婚年齡男女，其實不是排斥結婚，

甚至很多是願意或想結婚的，但是基於一些價值觀與規範、外在結構

和個人情感、心理等因素，導致現代的年輕成年人對進入婚姻更為謹

慎，他們寧願多花時間尋覓合適對象、建立有品質的親密關係，也不

隨便將就。而相較過去，現代較開放的社會也讓他們有更多的可能，

嘗試去追求婚姻以外的生活模式。作者們認為透過這樣的訪談資訊

顯示，可以樂觀期待未來臺灣社會能逐漸形成新型態、多元的婚育 

樣貌。

陸、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TYP的質性訪談作為主要研究資料來源，受訪者只涵蓋

臺灣北部地區的臺北市、新北市和宜蘭縣。但中部、南部和東部地

區，隨著城鄉發展程度不同，人口流動方向以及產業結構亦有所差

異。不同地區的年輕人，其生命經驗可能會有很大差異，對婚姻的期

待也可能會有差別。建議未來可以有來自更多元地區及背景的受訪者

資料作更進一步的比較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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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arry or Not: Marriage Considering 
Factors of Taiwanese Young Adults

Yung-Chen Yuan*    Hsiang-Ming Kung**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s factors that affect young adults’ choices 
to get married or to remain single by analyzing the in-depth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ith 12 unmarried young adults from the Taiwan Youth Project. 
Stein’s (1981) pushes and pulls concept is applied to our analytical 
framework. Under forces of push and of pull, three aspects of factors are 
investigated: social values and norms, external structure, and intern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Results indicate that most of the young adults do 
not reject marriage, but they just do not want to get married at the current 
moment. The restriction of traditional values and worries about in-law’s 
relationship are strong forces that push women away from marriage. 
Economic 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is an obvious external structure factor 
that postpone young men’s schedule to enter marriage. Bad marriage 
examples of parents and friends, however, affect both males’ and females’ 
attitudes toward getting married. While the society becomes friendly to 
singles, many young adults are fairly content with the freedom of being 
single, and think that marriage is not the inevitable process of adult life. 
Preferring characteristic and emotional compatibility over being mar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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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them is the common pull forces of being single for men and women. 
The authors contend that young adult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are more 
cautious about entering marriage, they would rather secure their wealth first 
and wait for the right person than compromise their ideal for the sake of 
being married. The open social environment and changes in values also give 
young adults a chance of pursuing lifestyles other than marriage.

Keywords: young adults, marriageable age, singlehood, late marriage, 
marriage willing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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