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 33

大時代

臺灣人口的「自然一胎化」

根據經建會 2010年的人口推計報告指出，臺灣的總生育率已由 1989年的 1.69
個小孩 2009年降為 1.03個小孩，且預估將於 2022年左右開始出現人口「零成
長」(中推計 )。此外，在晚婚、不婚、不育的社會價值觀轉變下，婦女平均初
婚年齡由 1989年的 25.6歲，延後到 2009年的 28.9歲，25-34歲的有偶率也
從 76.5%降為 42.9%，每年的新生兒出生數已由 1986年的 30.8萬人，到
2009年減少為 17.6萬人，低生育率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少子缺孫的八年級

然而，少子化問題在「目前至少還有一胎」的錯覺之下，相較於人口高齡化所

產生的高齡者照護壓力，始終給人有種「重要但不緊急」的印象。但若將主角

轉換為目前的大學生，以世代推演來觀察，本文所提出的「9034現象」，便顯
得更令人觸目驚心。

所謂的「9034現象」係針對我國少子化現象問題，進
行生育趨勢推估的一種形容，即是以 1990年出生的人，
在當前的生涯未婚率與生育率的基準下，進行世代推

演，其結果發現未來將會有三成的人沒有小孩 (「終身
未婚」及「結婚但不生育」)，四成的人沒有孫子女。
此現象表示，在生育傾向不變，且無其他外來人口移入

的前提下，這群 1990年後所出生的八年級世代，將會
有半數以上的人口可能成為沒有子女的高齡者，必須獨

自度過漫長的晚年生活。

值得憂慮的是，上述的推估都僅是在單一面向下所做的

簡化推論，研究的基本假設是所有的狀態都與目前的現

況沒有差異──即人們不會愈來愈晚婚，生涯未婚率沒

有提高，婚後也會傳宗接代⋯⋯等。但事實上，1990
年生的女孩，在其成長的過程中，面臨的是國家十年教

改的新制、助學貸款申請率屢創新高、金融海嘯、中高

齡家長失業潮，乃至各式媒體上所見偶像結婚、離婚、

未婚生子等價值觀完全迥異於過往的時代。她們對於婚

生的態度是否與當今的六年級生相同，頗有商榷的餘

地，臺灣「9034」的真相恐怕是更為嚴重。

價值觀轉變的世代衝擊

面對「9034現象」的發生，不僅意味著「養兒防老」
的傳統觀念將難以維繫，被喻為尼特族 (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 NEET)、單身寄身
蟲的青年世代增多，也讓身為家長的四、五、六年級生

不敢仰望而終身。

然而，這群臺灣的八年級生因為對家庭價值觀的改變，

在未來沒有子嗣的情況下，消費行為也將隨之變化：如

規劃高額的保險年金、拋售父母親所給予的傳家之寶

（如：珠寶、骨董）、降低耐久財（如：住宅）的購買，

及時行樂的觀念可能更為普及。或是因無手足可共同分

攤對父母的孝養，而顯得經濟負擔沉重，若是富裕者則

會傾向以金錢解決侍親問題。

八年級生對於長輩的孝養行為尚且如此，對於自己的晚

年生涯，在沒有子嗣繼承（家庭功能喪失）時，恐將會

更加依賴國家的老人年金、社會福利與醫療保險制度等

（國家功能）的發揮，但若這些制度面的資源也面臨極

大壓力時，又將該如何調適？

少子高齡時代的強根固本之計

面對少子高齡時代的來臨，要期待生育率快速回升，填

補市場所短少的幼年人口數，不是短期之內就可以達成

的。惟有積極開發創新產品，往更精緻、更高附加價值

的方向發展，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生存。

再者，協助少子世代侍奉高齡者的各項安養照護產品

（及服務），也惟有能體察高齡者的需求，發展「以人

為本、尊重個體」的產品通用化設計，才能提升高齡者

生活品質。

其實，鄰近國家由「家庭價值觀」切入的做法是值得借

鏡的，像是日本在小學的教科書中，教導小孩去積極面

對未來的高齡社會，內容包括瞭解老人的生活需求與行

為，強調從小開始重視健康，鍛鍊健康體魄；而韓國也

修正國小、中、高中的教科書，改變「男主外、女主內」

的刻板印象，並且扭轉「高齡者是沒有存在價值的」錯

誤想法；同時並強調「家裡面有兄弟姊妹，是很幸福的

事情」，以建立下世代族群正確的「生命價值與家庭價

值」等。

臺灣各界應全力關注臺灣少子高齡問題，期望各界能在

推敲其中商機的同時，也為後代子孫的課題，多做交流

並共商因應之道。

面對 9034現象 
的省思與建議
作者／臺灣產業科技前瞻研究計畫團隊  高雅玲、陳文棠 (MIC)

假設條件與世代推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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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建會「中華民國臺灣 91年至 140年」人口推計報告 (2002)、「中華民國臺灣 97年至 145年」人口推計
報告 (2008)、「2010年至 2060年臺灣人口推計報告」(2010)，資策會MIC整理，2011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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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少子高齡時代的來臨，要期待

生育率快速回升，填補市場所短少

的幼年人口數，不是短期之內就可

以達成的。惟有積極開發創新產品，

往更精緻、更高附加價值的方向發

展，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