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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灣近十年離婚率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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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離婚協議書 

壹●前言 

『當相愛的兩人攜手步入了婚姻，是否就

真的能如童話故事般「王子和公主從此過

著幸福快樂的日子」嗎？』（註一）根據內

政部的統計（註二），如圖一之全台灣近九

年離婚率統計圖所示，在九十八年結婚的

對數為 10,123,793 對，而同年離婚的對數

亦高達 1,330,451 對，換句話說，每七對結

婚的同時就有一對走向婚姻的盡頭，而這

些數據僅是指那些浮上檯面的部分。 

相信每對新人在步上紅毯那端時，都許下了生生世世的的誓言，但為何仍有那麼多對夫

妻最後是以離婚收場呢？離婚對夫妻本身和孩子會帶來什麼樣的衝擊？又會對社會有

怎麼樣的影響？基於上述疑問，小組將深入分析與探討人們選擇離婚的機率為何會節節

上升，並提出預防與解決的建議。 

貳●正文 

一、離婚趨勢分析 

從歷史文化的角度來看，由於女性主義的興

起，女性受教育機會提高，觀念逐漸開放，

先前套在女性身上的傳統道德與教條枷

鎖，已逐漸被瓦解，離婚、再婚、不婚、晚

婚，就連不生小孩都已不再被視為是敗壞門

風之事，『傳統的家庭結構與價值觀受到一

定的挑戰』（註三）。 

加上在現代社會裡要離婚相當簡便，只須以

書面（如圖三）、兩人以上之證人簽名，並

向戶政機關登記即可；或是夫妻一方犯有重

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另一方便可以向法

院請求判決離婚（民法親屬篇，2002）。照

這樣來講，現代離婚的方式越來越簡便可能

就是促使離婚率不斷上升的原因之一，而結

婚與離婚手續的簡便使得婚姻容易淪為一

場兒戲。以下本小組將從五個方向來探討夫

妻離婚之原因： 

圖一、全台灣近九年離婚率統計表（作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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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因素： 

在以前的觀念中總是男主外女主內，在現在開放社會中，女性也開始在外工

作，但在工作的待遇上，女性幾乎都會受到不平等的對待，例如：同工不同

酬、對女性制定單身條款或是禁孕條款，一旦就業女性一結婚或是懷孕，就

必須自行離職，導致女性排斥婚姻。 

近年來因為兩性平等的提倡，兩性平權越來越受到重視，家務事不再是女性

個人的事，在外工作再也不是男性的專利，越來越多的女性投入職場工作，

經濟能力也不必依賴男性來賺取，可以自己獨立，導致越來越多的女性認為

靠自己也可以活出一片天。 

此外，由於社會風氣的開放，以往在傳統社會中強調的婚姻穩定性已經逐漸

消失，再加上現代婚姻中的年輕男女對於結婚對象雖都強調要有感情基礎，

但對於另外一半的其他條件較不懂得考慮與重視的前提下，只想著要與所愛

的人建立幸福美滿的家庭，彼此的差異與衝突往往要到婚後才會慢慢浮現，

存在於雙方的愛已不在，幸福感消失，便開始厭棄現有的婚姻，萌生離婚的

念頭。（註一） 

（二）家庭因素： 

在現代社會中被稱為“精神暴力”的家庭“冷暴力”，正日漸的在現代家庭中成為

常態，“冷暴力”表面上看是風平浪靜，沒有拳腳暴力造成明顯的身體傷害，

但卻更容易瓦解甚至摧毀一個人的精神和意志，對家庭體系造成的傷害程

度，甚至比身體暴力更為嚴重。據調查結果顯示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家庭

暴力中拳腳相向的身體暴力正逐漸減少，而家庭“冷暴力”卻有上升的趨勢，

並逐漸成為家庭婚姻不和諧的集中表現。 

此外，當丈夫或妻子在外面有了相好也就是外遇，導致彼此之間產生了厭倦，

久而久之就升級成了語言和身體上的排斥，但又顧及家醜不外揚等因素，加

上考慮對子女的影響，故採取冷處理的方式，但夫妻間的隔閡也因此被不斷

放大，最終導致婚姻破裂。（註四） 

再者，在現代的家庭中，那些以往所存在的傳統功能逐漸被外界的專業化制

度取代而式微，如：教育交給學校，娛樂交給傳播媒體，居家問題交給幫傭，

生育和性雖然仍由家庭提供，但現在社會風氣開放，未婚也可以有性行為，

而生育也可請人代生，家庭就只剩下情感的支持功能，若夫妻又無法從家庭

中得到感情上的慰藉與支持，則結束婚姻的念頭便容易浮現。 

（三）經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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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金融風暴後，台灣離婚率有升高趨勢，或許是工時總是全球前幾名的台

灣人，以前忙於工作，家庭生活相處時間較低，但因無薪假待在家的時間變

多，一方面情緒焦躁、一方面則是經濟壓力，使得夫妻摩擦變多，離婚的可

能性也就增加了。 

中國有句俗話“貧賤夫妻百事哀＂，有研究指出，貧窮與離婚明顯相關，因

為貧困可能會給人帶來壓力。再者，如果夫妻之間有一方失業了，而須靠另

一方養活家庭，在現代人的心理層面會出現感覺自己是個沒用的人，使得夫

妻之間常常出現摩擦最終導致離婚收場。 

（四）潛意識因素： 

人類在潛意識裡會把自己在孩童時期的點滴或不好的記憶深藏在潛意識裡，

假如他在孩童時期父母離婚了，那麼這個陰影便會深植在他的心中，等到長

大後，與另一半發生了爭執或是碰到困難時，潛意識裡便會覺得離婚是最好

的解決辦法，也有些人可能是在父母婚姻衝突中受到人格創傷，導致其婚後

無法面對、處理與伴侶溝通的問題。 

另外，因為現代社會的開放，導致現代年輕男女的價值觀下降，在電視新聞

上常常可以看到許多未成年男女在婚前發生性行為後懷了孕，於是就只能奉

子成婚。 

結婚過早，這方面的多項研究結果非常一致：在自由戀愛的社會中，20歲前

就結婚的人，離婚幾率較高。現代社會極為複雜，可能要到23歲以後，人格

才較成熟，知道自己是誰、認同什麼，也更清楚自己要什麼，人格不夠成熟，

就容易勉強配偶為自己的安全感負責，強迫配偶帶給自己快樂，這是造成婚

姻問題的主要原因。（註五） 

而有一些人則是會在結婚前與親密的另一半同居，而有研究指出婚前同居者

在進入婚姻關係後，有較高的離婚率，外遇及婚姻暴力的比例也更高。但其

性生活的滿足度，卻顯著低於婚前未曾同居者。 

（五）傳媒（下意識）因素： 

在現代社會中因為資訊過於發達的因素，在電視電影的傳媒方面往往會有誤

導青少年價值觀之虞，媒體本應公正客觀的探討相關社會事件，若一味的美

化先有後婚之現象，會誤導尚未建立正確價值觀的未成年人，媒體偏頗的報

導下，未能真正協助發掘問題、探討問題，反而會製造出更多社會問題（註

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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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年各縣市離婚率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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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近九年各縣市離婚率統計表 （作者整理）

以電影「色戒」來說，片中的王佳芝把自己的初夜給了豐富性經驗的男同學，

但事實上，王佳芝並不愛那位男同學，只是為了要完成色誘易先生的使命，

而劇中的王佳芝身份和處境，幾乎和妓女相似。媒體大力渲染演出陣容的“豪

華＂，梁朝偉的赤裸獻身，女主角的“艷麗＂，性愛場面的激情蕩漾和赤裸

暴露，劇情充滿了暴力、血腥，這樣的一部作品試圖傳達出什麼樣的價值觀

呢？ 

根據內政部統計（註七），去年一整年台灣地區有7,887名非婚生子女，今年1-5
月與去年同期1-5月比較又增加了7.2%，這些非婚生子女是媽媽在沒有婚姻關

係下誕生的，多數缺乏父親的照顧，而這些獨立撫養孩子的媽媽也非常辛苦，

甚至有些單親媽媽無力撫養自己的孩子，只能選擇遺棄。 

小組認為在電視媒體裡的畫面以及劇情常常會帶給人們許多不好的負面影

響，讓人們認為離婚及性生活錯亂已經不再是這麼嚴重的問題，結果導致現

代社會的離婚率不斷上升，以及社會現象偏差。 

（六）都市化影響： 

以地區性來看台灣的離

婚率（註一），如圖二之

近九年各縣市離婚率統

計圖表中可發現都市化

程度及生活水準較高的

地區，台北縣、台北市、

桃園縣、高雄市等其離婚

率較高，反之都市化程

度較低的地區，其離婚

率較低，從這份圖表中，可以看出在都市化、生活水準偏高的城市裡，年輕

男女對於離婚的觀念較為開放，因此離婚率相對偏高。 

二、離婚所形成的影響 

（一）社會問題： 

因離婚率上升所帶來的社會問題也越來越多，許多夫妻離婚後是由任一方負

責養育小孩，而在現代失業率極高的社會中， 就容易造就M型社會亦或是L
型社會（註八），而政府為減少社會貧窮日益漸增就必須不斷加收稅金提供補

助給單親家庭，最終人民的因繳稅壓力變大，離婚事件便就開始循環。 

有些在父母離異情況下的孩子，較容易學壞，導致社會上的犯罪年齡層不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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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降。 

（二）孩童問題： 

很多人並不知道其實離婚對孩子有著很大的影響，父母離婚對未成年的子女

是個嚴重的惡性心理刺激，造成精神創傷。有些兒童在父母離婚的心理刺激

下，性情發生改變，有的變為粗暴、煩躁，有的兒童在消極情緒持續、強烈

作用下，發生心理疾病。 

有些孩子會因為沒有父親或是母親而常常遭到同學嘲笑、排擠，導致孩子容

易自卑、自殘、自閉，或者是常掩飾自己。 

（三）隔代教養問題： 

有些離婚後的父母為工作需要時常會把小孩托給祖父母帶，但是許多當了阿

公、阿媽的人，大多只是想要疼小孩而不是管小孩，這和一般父母期待培養

孩子獨立照顧自己的能力是不一樣的，再者6歲以前是孩子各方面發展的黃金

時期，語言發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語言的不同（例如祖父母只講台語或

是客語）等，皆可能影響孩子的語言發展，而在缺乏管教下的小孩，很容易

就交了壞朋友被帶壞而做出毀了自己一生的事情，也很有可能因為過度的寵

愛，而使得小孩任性、無理取鬧最終人格出現嚴重大問題。 

三、小組提供之預防與解決建議： 

（一）適度溝通： 

夫妻間的適當溝通是維持一個婚姻的基礎，而拌嘴是夫妻交流的組成部分，

拌嘴和爭辯本身並不會導致離婚，但要必須注意爭論的方法，爭論中要避免

的：批評、輕蔑、過度保護自己和拒絕，所以要學會幽默和親切的話語緩和

激烈爭論來保障你們的婚姻（註九），亦或是夫妻間多從事休閒及藝文活動，

找出兩人共同興趣提升夫妻感情交流。 

（二）輔導專線： 

若婚姻關係真的出現危機了，也請不要這麼快就決定離婚，如有必要時可打

以下專線：張老師1980專線，以電話、晤談、函件等方式，進行專業諮商輔

導，協助當事人解決家庭、親子、人際、感情、生涯等問題，促進其生活適

應，提昇心理健康。（註十） 

（三）教育向下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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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童小時後就必須要好好建立正確的價值觀，這可降低他們未成年性行為

的機率，也可以減少因為未成年性行為懷孕而結婚的人。有許多家庭就是因

為奉子成婚，婚後卻因為彼此的感情並未好好扎根以及種種壓力而導致離

婚，所以正確的性觀念是不可少的。 

（四）政策： 

1、台灣社會離婚率越來越高，其造成的因素就是因為結婚、離婚的方式太過

簡單，所以小組認為政府應提高結婚與離婚的辦理限制，讓結婚、離婚觀

念崇尚化。 

2、對於夫婦所得低於一定程度時政府可考慮減稅事宜，減少夫妻之間為經濟

問題而產生摩擦。 

3、政府可擴展就業機會，讓家庭不因經濟壓力而造成離婚。 

參●結論 

在現代社會中，知識水準以及生活水準都已經提升很多，但也因為這樣導致現在的年輕

男女，對於婚姻抱著不在乎的心態，價值觀不斷的下降，如果我們不能夠改善這些問題

的話，那麼對於未來，我們的社會將會變的更加混亂，如果降低離婚率我們認為未來將

有助於改善許多社會問題。 

一、可以減少單親家庭的產生，孩童有了父母適時的管教，將可減少犯罪。 

二、可減少 M 型社會的趨勢日益增長，有了雙方共同的薪水，家庭裡便不會再這麼的

拮据，有出就有進，在這樣的循環中，有助於經濟的發展。 

三、降低離婚率可以對社會、青少年、或是成長中的孩子減少傷害，畢竟沒有健全的家

庭陪伴孩子成長，對孩子是不公平。 

四、在美國密西根州大學一項研究報告指出，世界各地離婚率攀高，平均每人用水電量

增加，對環境造成負面衝擊，而離婚後的夫婦通常是由其中一方搬出去，另覓新屋，

對房屋土地與家用物質的需求量也因此擴大，如果能有效的降低離婚率相信能有更

多的資源得以提供其他用途使用。 

期待政府在未來能努力朝著讓離婚率下降這個目標前進，促進社會溫馨和諧以及讓未來

社會更加的茁壯、進步。 

 



讓人驚訝的離婚率！ 

- 7 -

肆●引註資料 

註一：蔡惠芳（2004）。離婚問題之探究與輔導。網路社會學通訊期刊，第 42 期。2010
年 3 月 10 日，取自 http://www.nhu.edu.tw/~society/e-j/42/42-47.htm。 

註二、註七：戶籍人口調查。中華民國內政部。2010 年 3 月 10 日，取自

http://www.ris.gov.tw/version96/stpeqr_01_03.html 

註三：吳慧靖（2009）。工作、經濟獨立、婚姻女性就業與風險。國立台灣大學社會學

系碩士班。 

註四：星島環球網（2010-1-18）。冷暴力致離婚率上升 外遇成最大誘因。滾動新聞。2010
年 3 月 17 日。http://www.stnn.cc:82/gate/big5/news.stnn.cc/c6/2010/0118/664624804.html。 

註五：美國西北大學醫學院教授－黃維仁（2009 年 12 月 25 日）。能夠預測離婚的七大

相關因素。人民網-《生命時報》。2010 年 3 月 20 日，取自

http://health.people.com.cn/BIG5/10654055.html 

註六：王育敏（2005/8/26）。媒體報導對未成年人行為之影響。數位網路報。2010 年 3
月 22 日，取自 http://hanreporter.blogspot.com/2005/08/blog-post_112502615121760840.html 

註八：L 型社會- M 型社會的下一站，金融海嘯後，中產階級不見了，全部都躺平了，

只剩下金字塔頂端的人還在。 

註九：鳳鳳網（2009 年 11 月 18 日）。10 大秘訣助您降低離婚的風險。人民網。2010
年 3 月 22 日，取自 http://health.people.com.cn/BIG5/10403871.html 

註十：財團法人張老師基金會台中分事務所。2010 年 3 月 28 日，取自

http://tcchang.1980.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