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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日前決議有關直到 2020 年之少子化問題對策大綱，正

式面對少子化所可能帶來之「動搖社會經濟根本」的危機。不僅是在

學校單位教導懷孕、生產等相關知識，各地方政府機關也應推動各種

鼓勵結婚、三代同堂等政策。個人生涯規劃、價值觀等也都列入範圍。 

「若沒有接受贊成或反對等社會輿論檢驗的覺悟，將無法有效達

到目前民眾對少子化對策的期待」，少子化部長(相當政務委員)有村

治子於 3 月 20 日發表個人看法。所謂的社會大眾檢驗，即是指政府

針對少子化對策大綱中所提出的有關「懷孕、生產等的醫學及科學正

確的知識教育」部分。 

有村治子部長表示「國中、高中的健康體育相關課程內容目前正

由文化科學省(教育部)研議」。雖然關於「正確的知識」，大綱中並沒

有明確的說明，但是，日本因晚婚、高齡生產等所造成的不孕症人數

逐漸增加，外界認為其內容應是容易受孕年齡等相關的醫學知識。 
 
資料來源：民國 104 年 3 月 21 日   朝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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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底前解決無法進入保育設施的少數兒童問題 

2019 年度前完成可承擔約 30 萬幼兒的教育措施 

對已設有增加未婚男女見面機會服務的地方政府、商工會團

體等做適當的支援。 

擴大第 3胎以後托兒所免費適用對象 

避免長時間工作及促進有薪休假之法令整備 

結婚、懷孕、生產、育兒等生涯規劃諮詢提供 



 

不孕症相關諮詢服務的建構 

三代同堂及於祖父母附近居住之相關補助政策檢討 

懷孕及生產的醫學、科學知識相關教材之審訂 

適性適才，非正職轉任正職員工的相關支援措施 

2020 年的相關具體目標 

男性於配偶生產後取得休假的比率增加至 80% 

男性的育嬰假取得比率增加至 13%(2013 年為 2%) 

第一胎生產後女性繼續就職比率 55%(2010 年為 38%) 

提高懷孕、生產的醫學及科學相關知識之正確理解比率至

70%(2009 年約 34%) 

結婚、懷孕、生產、育兒，各個階段的少子化對策實施地方

政府機關數達到 70%以上(2014 年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