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6成年輕族群不想生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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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內閣府本年(2009)10月針對20歲以上之5,000位男女進行

「男女共同參與意識調查」之結果(有效回答3,240份)顯示，認為「就

算結婚也未必要生育」者有42.8%，較2007年之調查結果增加6個

百分點，創下1992年開始進行是項調查以來的最高紀錄。儘管總出

生率(女性一生之生育人數)自2006年開始好轉，但不想生育的社會

意識正逐漸根深蒂固。 

回答「不須生育」者，男性為38.7%，女性為46.5%。從年齡別

來看，20歲世代與30歲世代分別高達60%與59.0%，而40歲世代為

47.5%，50歲世代為43.1%、60歲世代為35.8%、70歲世代則為22.8%。

顯示年紀越輕越不在乎是否生育。另外，回答「結婚是個人自由，結

不結婚都無所謂」者，比上次調查增加4.9個百分點，高達70.0%。 

至於「男主外、女主內」之說法，持反對意見者達55.1%，比上

次調查增加3.0個百分點。此項數據自1992年調查開始以來逐年增

加。而女性認為「生小孩後仍希望繼續工作」者，較上次增加2.5個

百分點，為45.9%創下新高。 

關於「男女地位」方面，認為法律和制度上已達到「男女平等」

者有44.4%，首度超過「認為男性較具優勢」之41.4%。但在「就業」

方面，認為「男性較享優待」者62.1%，與以往的比率大致相同。顯

示法律與制度之保障雖已健全，但職場上的女性地位依然沒有太多改

善。 

根據內閣府於10月進行另一項調查結果顯示，20~49歲未婚者

之中，每4人就有1人「不打算結婚」(回答者3,300人)。其中有4

成的20~30歲的女性表示，不想結婚的理由為「不想失去自由、安於

現狀」。另一方面，工作型態為非一般正式雇用之男性的結婚意願也

非常低。 

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主任研究員松田茂樹指出，無法期待加薪，

且對經濟感到不安，讓許多人放棄結婚生子的念頭。至於反對「男主

外、女主內」之比率增加的原因，與其說是反對傳統家庭觀念，倒不



 

 

如說是反映了結婚後必須夫妻雙方都要工作才能維持家計的現實原

因。 

如果不能解決年輕族群對就業雇用不安，就無法避免不婚現象會

增加。鳩山內閣提出兒童津貼等少子化政策是在鼓勵生育子女，讓9

成未婚者有結婚計畫，並養育2名以上子女為前提。使就業與育兒兩

者兼顧之下，總出生率能夠回復到1.75的水準。但是，倘若不婚不

育的現象持續發展下去的話，政府此項措施將破滅，甚至不得不修正

未來人口推計與年金給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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