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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人口出生數逐年下降。1997年出生

人口數大約40萬人，到了2006年，出

生人口數則僅略多於20萬人。政府在1970-80

年代，大力推動家庭計劃，使生育率降低，

至1990年總生育率跌破2人，2000年續滑落

至1.68人；2006年更只剩下1.1人。所謂總生

育率是指平均每位育齡婦女一生所生的嬰兒

數，育齡指15到49歲。

台灣多重問題若不解決

4年後將成一胎化社會

根據經建會2006年發布的人口推估，如

果照目前速度繼續下降，到了2011年，台灣

總生育率將降為0.944人，成為「一胎化」社

會。

中國大陸的一胎化

是只准每對夫妻生一個小

孩，台灣的一胎化主要原因來自

不婚、晚婚、不育與遲育。衛生署在

2006年7月底公布的一項民調，不願結婚的

首要原因是「經濟條件不佳」。國民健康局

的一項調查也顯示：小孩教育、養育與經濟

負擔，是台灣人不願生小孩的三大主因。少

子化現象若繼續下去，台灣人口結構勢必失

衡，國家競爭力勢必更形衰退。

少子化最嚴重的德義日

生育率近年來開始回升

在先進國家中，少子化問題最嚴重的

是日本、德國及義大利，有所謂「少子化軸

心國」之稱（好比二次大戰的日、德、義

三國同盟）。然而，義、德兩國最近數年生

育率有緩慢回升的傾向。義大利的生育率在

1970年代以後，持續下降，1995年下降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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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最低的1.18，便開始緩慢上升，2005年達

到1989年以來的最高點1.34。德國是在1994

年下降到最低點的1.24，然後開始回升，近

年來都能維持在1.3以上。日本從2002年的

1.32下降到2005年1.26，2006年稍微回升到

1.31，但還是比德國低。雖然德、義兩國有

較多的外來移民流入，移民家庭的生產子女

數較多，但也不全然是由於移民的關係才造

成生育率回升。德、義兩國推行的「家庭政

策」值得我們參考。

義大利多管齊下的政策

提高了人民的生育意願

義大利政府在2006年5月新設「家庭政

策部」。所謂家庭政策是指針對育兒家庭的

支援對策。這個新部門的設立，意義就在

把本來被視為是家庭固有責任的「育兒及教

養」轉換成由社會資源來承擔。首任「家庭

政策部」部長賓蒂女士表示，經濟因素是造

成少子化的重要原因。年輕人就業機會少，

尤其是年輕女性的失業問題值得重視，即使

父親想申請產假來照顧嬰兒，往往也因為母

親正處於失業中或薪資太低而無法實現。因

此，為了提升生育率，必須使年輕人能安定

就業。  

義大利生育率能回復，不在於移民家

庭的生產數多，而在於高所得的30歲以上女

性當其經濟能力達到一定水準之後，願意在

40歲以前生育子女。對第三個以後的子女援

助政策的導入也是使生育率回升的重要原因

之一。傳統的家庭觀念認為育兒是母親或家

庭的工作，在一項針對身為母親的職業婦女

所做的育兒調查中顯示，子女55%是由「祖

父母照顧」，只有22%能利用到托兒所。義

大利在戰前的法西斯政權大力鼓勵生育，戰

後的民主政府反而不鼓勵生育，即使女性就

業增加，托兒所的設立及育兒休假制度仍落

後歐洲諸國甚多。在日趨嚴重的少子化現狀

下，政府已不得不正視家庭責任是有其限制

的，育兒責任必須由社會整體資

源來承擔。

義大利在2000年

立法將「家庭及就

業兩立之支援」

法制化，規定

在生產前後及

育兒期，父親

或母親可以取

得一定期間的

育兒休假，如此

終於趕上歐盟諸國

的產休水準。2006年

4月的義大利大選，現任總

統宣布，原來只針對貧困家庭給付的兒童津

貼，修改為所有3歲以下的幼兒皆可支領，

每人每年可領取2000歐元，並在5年內全面

實施。這項競選公約在今年度已經開始寶

現，正式編列了初步預算。

德國鼓勵父母請假育兒

並投下巨資廣設托兒所

德國政府2005年推行重大的家庭政策，

制定了「托兒所設立法」，也提高了育兒休

假中的所得補償，鼓勵父母親請假在家帶小



日、德、義近年來推行的重要家庭政策

日本

12歲前，每月給予5000 兒童津貼（3歲未滿及第3子以上給予1萬 ；但有薪資所得上限的規定）。

生後1年內的育兒休假，給予中斷工作前40%的薪資。

擴展保育所的設立，使等待入園的兒童人數降為零。

德國

制定「托兒所設立法」，擴大對未滿3歲兒童的保育。

最長可以有3年的育兒休假，創設「父母津貼」，給予休假前67%薪資，為期一年。

18歲以前，所有兒童給予兒童津貼。

義大利

輔助地方政府或企業設立托兒所。

產前產後，5個月的產假。

產假的一部分可以由父親取得作為「父親產假」。

生後8年內，可以取得10個月的「雙親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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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目的在實現「父親或母親都能在家庭及

就業上達到兩立」的社會。2007年4月初，

德國聯邦政府與各州及地方政府達成協議，

為了使全國托兒所的收容名額由目前的28萬

人增加到75萬人，擬定了「5年托兒所設立

計畫」，預定在2008年投入9億8千萬歐元，

在最後一個年度（2013年）投入27億6千萬

歐元的巨大財政計畫。

日本婦女產後育兒假

4成薪資由政府補貼

日本政府的育兒支援政策包括：12歲以

下的兒童津貼；產後1年內的育兒休假中，

政府給予原來薪資40%的津貼；保育所（也

就是托兒所）的設立目標在使「等待入所的

兒童」數目降到零（目前等候的兒童約有2

萬人）。

由上述可以看出，在出現少子化問題

的先進國家中，日、德、義3國均針對「兒

童津貼」與「家庭及就業兩立支援」相關

措施，投下相當大的財政資源。家庭政策

財政支出佔國民生產總額的比率如下：法

國3.02%、英國2.93%、德國2.01%、義大利

1.30%、日本0.75%。法國的總生育率能回升

到1.8人，絕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政

府大量投資於家庭政策和改善育兒環境的成

果。

教養子女的成本太高

使國人不敢多生孩子

台灣的女性就業率高，女性勞動力也

不可或缺，觀察我們週遭的女性同事，每個

月的薪資有多少是流向保母、托兒所或安親

班？小孩生病時，父母親手忙腳亂的情形更

是值得同情。台灣少子化問題的關鍵在於教

養成本太高，如果這個關鍵不能突破，職業

婦女根本不敢多生小孩。

要使生育率回升，要扭轉少子化的頃

向，必須打造一個讓年輕人有能力結婚成家

的安定就業環境，必須擴大政府對育兒家庭

的財政援助，廣設公費托兒所，確實實現育

兒與就業可以兩立的社會，也就是要以國家

社會的力量來全面改善育兒環境，推動「育

兒支援」，生育率才可望回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