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獨生子女世代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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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 1981 年開始實施一胎化政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獨生子女世代。海峽對岸的台灣雖未

實施一胎化政策，但現代家庭也多半只生一胎。年輕夫婦較晚結婚，生育年齡延後，而子女人數也降

低。 

在從前的中國大陸及台灣，子女眾多的家庭能享有許多人手幫忙農務的好處，但工業化改變一切。

現今，養小孩的費用過高，使夫婦望之卻步。 

孩子生得少，親子關係也隨之改變。專家發現父母對子女可能會過度呵護，為他們的身體感到焦

慮，即使是最普通的小兒疾病也會令他們擔心不已。他們對子女的行為也會過度關切，容易遷就子女

的要求。雖然父母所有資源都能集中在孩子身上，但父母仍常犧牲自己，以讓孩子獲得更多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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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生一個孩子也可能影響孩子的發展。譬如，大陸方面便擔心一胎化政策可能衍生出「小皇帝」

問題。獨生子女集雙親及四位祖父母的寵愛於一身，就像是家中的霸王。當他們最終得出社會與人相

處時，便可能難以與人交涉、妥協。此外，獨生子女也面臨很大的壓力，覺得自己必須達成父母高度

的期望。 

少子化的趨勢對社會也可能造成深遠的影響。專家預測，未來將有嚴重的經濟問題。台灣到西元

2050 年時，平均每位老人只能靠 1.15 位就業者供養。台灣政府自 1995 年起，便不斷推出各方案來提

高出生率。 

另一項問題則是當人們老化而無法生兒育女時，可能會懊悔錯失生育更多子女的機會。誰也無法

預料未來會如何發展。隨著出生率的降低，中國大陸與台灣在適應新情況時將面臨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