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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討會活動概要

一年一度的台灣人口學年會於2024年5月4日在國立臺灣大學農業

綜合館舉行，旨在探討當今社會快速變遷中，人口與家庭結構所面臨

的各種挑戰和機遇。1本次年會吸引189位學者、研究人員及政策制定

者參加，涵蓋人口學、經濟學、社會學、地理學、家庭研究等多個學

科領域。與會者包括大學教授、研究員、碩博士生、大學生以及相關

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代表（見圖1）。

本次年會徵集的議題廣泛，涵蓋當前人口學研究中的多個重要主

題，包括：「高齡化」、「代間關係」、「生命歷程」、「家庭組成

與關係」、「伴侶與婚配」、「生育態度與行為」、「性與性別」、

「移民、族群與遷移」、「健康、福祉與死亡」、「教育、工作與不

平等」、「人口政策與應用人口學」、「空間人口學」以及「資料與

方法的新趨勢」。

由於各方投稿踴躍，本年度共設置了19個論文發表場次，場次

主題包括：「生育力與生育態度」、「擇偶與婚育」、「代間關係與

子代發展」、「婚姻與家人關係的『變』與『不變』：『家庭動態調

查』分析」、「新舊世代青少年的處境及其影響」、「科系選擇與

教育成就」、「以家戶為分析單元之政策應用」、「心理健康與福

祉」、「健康、醫療與照護」、「行政資料在人口議題上的應用」、

「長壽經濟」、「遷移的必須？婦幼與移民的健康不平等」、「移民

與移工」、「客語的世代傳承與客家文化認同」（兩個場次）、「空

1 台灣人口學會2024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的籌備委員會，總共由七位委員組成，依姓名筆
劃序，分別為于若蓉（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林明仁（國立臺
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林孟瑢（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胡力中（國立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馬國勳（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玉華（國
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副教授）、陳端容（國立臺灣大學健康行為與社
區科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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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人口學」、「中高齡人口勞動參與、居住與照護」以及「尊嚴死亡

的社會文化脈絡：臺灣、美國與泰國的比較分析」（兩個場次）。其

中，「以家戶為分析單元之政策應用」、「長壽經濟」兩個場次是由

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處主動規劃、籌組。本次年會總共發表70篇

論文（包含一篇海報論文）。大會議程請見附錄一及附錄二。

為契合年會主題，籌備委員會特別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社會學系教授兼副主任喻維欣

教授進行專題演講，題目為Marriage and Relationship Formation in East 

Asia: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Still Need to Know，希冀其演講能為

臺灣人口學者的研究方向提供一些啟發。

此外，為鼓勵新進研究者及在學學生投入人口研究，本次年會設

置「新人發聲」場次，並於會中頒發碩士論文獎予四名獲獎者且表揚

圖1　與會嘉賓大合照

註：1. 第一排由左至右分別為喻維欣教授、于若蓉理事長、內政部戶政司潘營忠專門委員。

 2. 本圖彩色版本請見線上版（https://doi.org/10.6191/J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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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指導老師。「新人發聲」場次則邀請新進學者鄭皓駿博士和陳怡蒨

博士分享他們的研究，由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陳婉琪教授主持，並

由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謝雨生名譽教授及國立臺灣

大學社會學系郭貞蘭副教授分別與兩位新進研究者進行對談。

貳、主題演講摘要

在本次年會中，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系教授兼副主任

喻維欣教授應邀發表專題演講（見圖2）。喻教授的研究興趣包括性

別不平等、社會階層及人口學等議題，特別關注巨觀層次力量對個人

層面的影響，涵蓋了勞動市場表現、家庭行為、健康及主觀福祉等方

面。目前她的研究著重於美國的工作條件、薪資不平等與家庭動態變

化之間的關聯，並且她也對日本和臺灣等東亞社會中的性別態度與婚

姻形成進行探討。

圖2　喻維欣教授主題演講

註：本圖彩色版本請見線上版（https://doi.org/10.6191/JPS）。

人口學刊(68)-04 林孟瑢.indd   106人口學刊(68)-04 林孟瑢.indd   106 2025/4/12   上午 10:58:092025/4/12   上午 10:58:09



． 107 ．． 107 ．

于若蓉　林孟瑢

於此次的演講Marriage and Relationship Formation in East Asia: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Still Need to Know中，喻教授提到目前日

本和臺灣的人口正在減少，而高齡人口比例則持續上升，原因主要是

東亞的低生育率。而在臺灣，由於非婚生育並不常見，生育率下降的

主要原因即是晚婚和不婚。

一般認為經濟因素是結婚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背後的成因

更加複雜。一方面，家務分工的性別不平等降低了女性的婚姻意願；

但另一方面，女性在職場上的地位和薪資不斷提高，而男性的就業穩

定性則因經濟環境變化而下降，使得男性在婚配市場中的競爭力逐漸

降低。雖然經濟獨立通常被認為會降低女性的結婚意願，但在日本，

收入不確定性並不影響女性的結婚意願。而在臺灣，高收入女性則更

有可能結婚，也較少離婚，經濟因素無法全然解釋結婚率的下降。也

因為如此，臺灣的婚育補貼政策是否會影響結婚率仍有待觀察。

另一個主要因素為婚育態度的轉變。第二次人口轉型主要體現在人

們在婚姻和生育態度上的變化。然而，就喻教授最近的實證結果來看，

以日本為例，儘管人們的婚育時點延後，想結婚的人比例仍然很高，因

此婚姻態度的轉變可能也有限。另外，喻教授的近期研究也探討了正式

和非正式管道的尋偶行為，其結果發現結婚意願能否轉化為行動的關鍵

在於「時間」：只有在社會普遍認可的適婚年齡內，人們才有可能付諸

行動、進入婚姻。不過，社會規範的適婚年齡已隨著教育擴張和家庭教

育投資增加而轉變，如今步入婚姻的時間點也與過往有所不同。

再者，家庭結構和居住安排對進入婚姻也可能有所影響。持續

與父母同住的個人較難與男女朋友穩定交往，這可能是因為家庭的溫

暖而減少了婚姻需求。不過，與多位兄弟姊妹同住的女性則較容易結

婚，這可能與個人享有較小的生活空間有關。另外，在東亞社會，生

育率降低使男性撫養父母的責任更重，這使得沒有兄弟姊妹的獨生子

在婚姻市場上較不受歡迎。但針對臺灣資料的分析結果顯示，這一點

並不顯著，亦即長子的身分對其在婚姻市場上的負面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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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婚姻市場的不適配（mismatch）也可能是影響婚配的因素

之一。在東亞社會的傳統婚配模式中，若女性的擇偶範圍縮小，則結

婚率和生育率皆會下降。隨著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高於女性教育水

平的男性相對變少，同時女性收入增加也影響了婚配的可能性。

演講的最後，喻教授提出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例如婚姻在不同

社會情境中的涵義。在美國，婚姻是一種成就的象徵；在東亞社會，

這是否同樣成立，還是僅僅反映作為兒女的責任而已？

主題演講的精彩內容及喻教授所提出的觀點與問題，為與會學者

們提供了進一步研究的豐富思路和方向。2

參、重要研究成果與討論

會議當天許多與會者分享他們最新的研究成果，以下摘要幾篇於

主題、資料，或方法上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見圖3）。

首先，在生育方面，黃于珊、楊靜利（2024）的「臺灣婦女生

育力初探：1998年KAP調查資料的分析」（臺灣地區家庭與生育調查

［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 of Contraception, KAP］）利用1998

年的「臺灣地區第八次的家庭與生育力研究調查（KAP8）」資料，

探討臺灣婦女的生育力。研究重點在於生育力隨年齡變化及不同年

齡組之間的差異。資料來源包括1992年的KAP7、1998年的KAP8以及

2004年的KAP9調查數據，研究對象為從未避孕且婚後至第一次懷孕

前未避孕的已婚婦女。研究使用「從停止避孕到受孕的時間」（time 

to pregnancy）作為生育力的測量指標，並運用存活分析（survival 

analysis）方法，對不同年齡組進行比較。她們的研究結果顯示，

27-29歲婦女的生育力是24-26歲婦女的0.7倍，30歲以上則是0.4倍，

2 以上第一節及第二節之內容由作者改寫自台灣人口學會（2024）「2024年會暨『蛻變
社會下的人口與家庭議題』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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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與24-26歲組的差異均顯著。但對於已受孕的婦女，20歲以下婦

女在12個月內的累積受孕機率為0.85，21-26歲為0.89，30歲以上為

0.77，延長到24個月則為0.91。可見年齡對生育力的影響並不明顯，

因此生育力不僅與自然老化有關，也可能涉及其他健康和社會因

素。由於瞭解30-40歲婦女的生育力變化對於制定有效的鼓勵生育措

施尤為重要，因此該研究呼籲有必要重啟KAP調查以獲得更精確的

數據。

就遷移而言，林青青等（2024）在「婦女跨區生產與其影響因

素」的研究中，探討地區社會經濟發展與臺灣婦女跨區生產行為之間

的關係。此研究以2018至2021年的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

之衛生福利資料，分析居住地婦產科醫師人力與跨區生產行為的關聯

性。其研究結果發現年齡是跨區生產的重要因素，20歲以下及20-25

歲的婦女更可能移動至較高都市化地區生產。而低收入、健康危害行

圖3　發表人照片

註：1. 左上：林青青老師；右上：劉千嘉老師；左下：黃于珊同學；右下：許力升同學。

 2. 本圖彩色版本請見線上版（https://doi.org/10.6191/J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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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以及居住於偏鄉的孕婦，移動至高都市化地區生產的機率較高。總

體來說，居住地有無婦產科醫師顯著影響孕婦的生產地選擇，居住地

無婦產科醫師的孕婦跨區生產的可能性高出30%。這強調了合理配置

婦產科醫師人力的重要性，以提供孕產婦更完整的生產照護網絡，減

少生產風險。

除探討生育之外，會議中也有討論有偶率與我國生育率及死亡率

之關聯的研究。在近年臺灣有偶率及生育率下降的脈絡中，許力升、

余清祥（2024）的研究試圖以臺灣歷年有偶率的變化，分析不同婚姻

狀態的生育率與死亡率。其結果顯示，20至39歲女性的晚婚和不婚，

對於生育率下降的影響最大。而不同婚姻狀態者的死亡率也有顯著差

異，有偶者的死亡率最低，離婚及喪偶者的死亡率較高。總結來說，

有偶率的下降對生育率和死亡率有顯著影響，這可能為未來制定人口

政策的重要參考依據。

隨著有偶率的下降，單身者及獨居模式亦有變化，劉千嘉

（2024）的研究即分析了2000至2020年間50歲以上單身者的特性與獨

居模式變遷。其研究使用2000、2010及2020年的人口及住宅普查資料

發現了幾個重要趨勢。首先，50歲時未婚率從4.8%上升至12.9%，女

性未婚率增幅較男性高，且男性教育程度愈高未婚率愈低，而女性則

相反。其次，50歲以上單身者數量從13萬增至45萬，女性單身者顯著

增加。再者，獨居仍是主要居住安排，但與父母同住的比例增加。研

究還顯示，50歲以上單身者獨居的機率在控制年齡、教育程度與性別

後從0.61降至0.44，且性別差異縮小。此外，對男性而言，教育與獨

居機率從負向關係轉為U型效果，女性則從正向關係轉為U型，而高

等教育者的性別差異接近。這些發現提供我們現今臺灣中高齡單身者

生活模式的圖像。

在高齡化的社會中，生命最後的照護與離別成為重要的課題。本

次會議中亦有研究討論尊嚴死及預立醫療決定，如翁慧卿等（2024）

比較臺灣與泰國在預立醫療決定（Advance Decision, AD）方面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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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與態度，並探討文化差異對臨終照護規劃的影響。透過分析線上調

查資料，其結果顯示，兩國在AD準備重視程度和偏好由家人進行醫

療決策方面無顯著差異。然而，臺灣受訪者在討論死亡時更自在，且

更多臺灣人報告其親近之人已完成AD。相較之下，泰國受訪者更相

信同年齡層的人會考慮完成AD，並對家人決策符合自身願望的信任

度更高。這些發現強調文化因素在醫療決策中的影響，並指出臺灣人

對醫療代理人的信任、溝通和理解能力更為重視。研究建議，應根據

文化特性制定AD宣導教育策略，以提高臨終照護規劃的成效。

在會議主題相關內容之外，年會中也有新型資料的應用及新方法

的發表，資料上來說，曾姺瑜等（2024）使用財稅資料結合勞工與就

業保險資料，分析長照1.0政策對已婚男性與配偶勞動參與率的影響；

Fillmore et al.（2024）則使用2011至2020年的高中畢業生資料，分析臺

灣的大學新鮮人選擇科學領域的性別落差。在方法上，則有曾于庭等

（2024）使用其團隊發展出的地理人工智慧空污模型，以及住宅與人

口分布資料進行空間分析，推估臺北都會區中哪些行政區有較大的細

懸浮微粒污染；另有薛丞翔等（2024）使用家庭收支調查及臺灣投入

產出表計算家戶的電力與交通燃料消耗，以瞭解各家戶的碳負擔。

由於篇幅有限，本篇紀實僅能摘錄其中幾篇發表，但仍可見各篇

研究皆緊扣年會的主題「蛻變社會下的人口與家庭議題」。對於未能

納入總結的其他文章，我們深感抱歉，我們相信所有的發表都對人口

學界及臺灣社會有所貢獻。這次年會所發表的研究不僅有助於深入理

解臺灣的人口現象，為未來的政策制訂提供重要的指引，同時也在學

術領域豐富了我們的知識體系。

肆、總結與未來展望

人口學作為一門跨領域的學科，從本次年會的各項發表及與會者

的組成，可見此次年會成功促進不同學科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各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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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討論也著實為臺灣的人口學界提供新的思路。我們期待明年的

年會能夠帶來更多突破性的進展與思維，並繼續深入探討多面向的臺

灣社會人口議題，相信您將能與我們共襄盛舉。

謝誌

我們感謝本次年會的所有補贊助單位以及每一位參與者，正是因

為你們的支持，這次活動才能夠如此成功。感謝協助舉辦會議及撰寫

成果報告的臺大社會所碩士班同學，其中撰寫與此會議紀實相關部分

的為負責撰寫成果報告摘要的楊書菡、陳涵紀，和節錄大會主題演講

的柯盛文、蘇子芮，非常感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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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大會議程

時間 年會活動

08:40-09:00 報到

09:00-09:20 開幕致詞（農經大講堂）

09:20-10:10 主題演講（農經大講堂）
主講人：喻維欣（Wei-hsin Yu）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系教授兼副主任
講題：Marriage and Relationship Formation in East Asia: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Still Need to Know

10:10-10:30 中場休息

10:30-11:50 第 1 場次 （1A-1E 共五個平行場次）

11:50-13:00 午餐時間
（12:15 於 402 教室召開台灣人口學會會員大會、頒發碩博士
論文獎）

13:00-14:20 第 2 場次 （2A-2E 共五個平行場次）

14:20-14:40 中場休息
（於海報論文展示區進行海報論文展示）

14:40-16:00 第 3 場次（3A-3E 共五個平行場次）

16:00-16:20 中場休息
（於海報論文展示區進行海報論文展示）

16:20-17:40 第 4 場次（4A-4E 共五個平行場次）

資料來源：台灣人口學會（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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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
論
文
發
表
場
次
總
表
及
各
場
次
論
文
列
表

論
文
發
表
場
次
總
表

A
. 農

經
大
講
堂

B
. 1

07
農
經
二
教
室

C
. 2

02
會
議
室

D
. 4

18
教
室

E.
 4

02
教
室

第
 1

 場
次

10
:3

0-
11

:5
0

（
1A

）
生
育
力
與
生
育
態
度

（
1B

）
新

舊
世

代
青

少
年

處
境
及

其
影
響

（
1C

）
心
理
健
康
與
福
祉

（
1D

）
遷

移
的

必
須

？
婦

幼
與

移
民

的
健

康
不

平
等

（
1E

）
空
間
人
口
學

第
 2

 場
次

13
:0

0-
14

:2
0

（
2A

）
擇
偶
與
婚
育

（
2B

）
科

系
選

擇
與

教
育

成
就

（
2C

）
健

康
、

醫
療

與
照

護

（
2D

）
移
民
與
移
工

（
2E

）
中

高
齡

人
口

勞
動

參
與
、
居
住
與
照
護

第
 3

 場
次

14
:4

0-
16

:0
0

（
3A

）
代
間
關
係
與
子
代
發
展

（
3B

）
以

家
戶

為
分

析
單

元
之
政

策
應
用

（
3C

）
行

政
資

料
在

人
口

議
題
上
的
應
用

（
3D

）
客

語
的

世
代

傳
承

與
客
家
文
化
認
同

 Ⅰ

（
3E

）
尊

嚴
死

亡
的

社
會

文
化

脈
絡

：
臺

灣
、

美
國

與
泰
國
的
比
較
分
析

 Ⅰ
第

 4
 場

次
16

:2
0-

17
:4

0
（

4A
）

婚
姻

與
家

人
關

係
的

「
變

」
？

與
「

不
變

」
？

！
「
家
庭
動
態
調
查
」
分
析

（
4B

）
新
人

發
聲

（
4C

）
長
壽
經
濟

（
4D

）
客

語
的

世
代

傳
承

與
客
家
文
化
認
同

 Ⅱ

（
4E

）
尊

嚴
死

亡
的

社
會

文
化

脈
絡

：
臺

灣
、

美
國

與
泰
國
的
比
較
分
析

 Ⅱ

資
料
來

源
：
台
灣
人
口
學
會
（

20
2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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