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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我國近年來面臨少子女化及高齡化問題，並與總生育率降低息息相關。

國人普遍有「先結婚再生育」之觀念，較少有非婚姻關係的生育，加上國人

高等教育普及、女性經濟獨立等因素，導致結婚生育年齡延後，傾向於晚婚

晚生或不婚不生，成為我國生育率下降的影響因素之一。 

     為因應少子女化問題，行政院 102年 7月 12日核定修正之「人口政策

白皮書」，研訂「提升婚姻機會與重建家庭價值」、「健全生育保健體系」、

「建構平價優質、多元且近便幼兒教保體系」等 7項對策、34項具體措施

及 94項績效指標。其中「增加未婚男女婚姻媒合機會，提高有偶率」為政

策目標之一。臺灣公辦聯誼源自於政府內部對公家單位服務人員的未婚聯

誼，隨著公辦聯誼政策在《人口政策白皮書》修正案的發布，各地方政府也

開始注意到了未婚民眾在尋找結婚對象上的需求，將聯誼活動由內而外的發

展，負責活動推動的單位也由本來的政府各人事部門，轉向現在由各地方民

政單位辦理但，各縣市推動的強度不一，有些縣市仍停留在公家內部之間的

未婚聯誼。 

    為增加未婚男女認識交往機會，公辦聯誼多透過團體聯誼方式撮合，可

以避免傳統相親的尷尬，然鼓勵國人結婚未必可得鼓勵生育效果。若整體經

濟環境未能改善，或無法改變國人傳統家庭價值觀，即便舉辦聯誼活動有助

結婚率提升，但結婚率提升是否能代表生育率的提升，恐還須長期觀察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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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 

貳、 研究目的 

    為改善連年降低的結婚率及生育率，單身聯誼蔚為本府人口政策主流活

動，內容從簡單團康到奢華精緻的飯店饗宴都有，政府部門辦理聯誼活動經

常面臨的考驗有三：一為如何將單身聯誼辦得不落入流水形式，帶動社會氛

圍，真正擴大與民間團體共同參與；二為如何將單身聯誼活動有效的將活動

與結婚率及生育率相連結，解決人口問題。三為單身聯誼已是私部門行之有

年的商業活動，加上年輕世代以網路交友為主流，政府新增辦理單身聯誼，

增加資源及業務的同時，是否真有必要「參一腳」？  

  因此，本研究藉由分析 110年松山區單身聯誼活動報名兩性之間人數、

年齡職業等關係，目的如下： 

一、 瞭解活動報名者結構，針對客群有更佳的規劃。 

二、 作為公部門辦理未來單身聯誼未婚聯誼活動之參考，提出更加適應現

代社會的聯誼方式，吸引更多元的參加者。 

三、 讓單身聯誼參加率能與結婚率能產生正相關，達成政策目的。 

參、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一、 研究範圍：本研究以松山區公所 110年單身聯誼活動報名者報名ˊ

者為研究樣本。 

二、 研究方法針：對樣本進行數據對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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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本區單身聯誼活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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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活動名稱：110年臺北市松山區單身聯誼活動─相約松山•復刻約會花

現愛 

2. 活動時間：110年 10月 2日(六)13:00-17:30 

3. 活動地點：御華興茶樓及彩虹橋愛情廣場 

4. 活動人數:40人(男女各半為原則) 

5. 活動報名資格: 設籍、居住或工作地為松山區，年滿 20歲，學歷大專

(含)以上之單身人士(非處於婚姻或交往狀態)。 

6. 活動內容：以「復刻約會」復古風格為主題辦理單身聯誼活動，規劃許

多活潑的互動遊戲及桌花手作 DIY 等內容，用熱絡氣氛化解陌生的隔

閡，並有換桌對談讓男女彼此有更多的認識，期許在松山百年老餅店及

「彩虹橋愛情廣場」的幸福氛圍借助下，讓參與者覓得好良緣。 

7. 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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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單身聯誼報名情形分析 

1. 報名人數： 

本次活動報名人數共計 124人(男性 78人，女性 46人)，報名情形踴

躍，顯示男女都對認識結婚交往對象都有高度意願。依性別比例對比分

析，本區單身聯誼報名數男性約為女性 1.7倍，男多於女。 

 

2. 報名者年齡: 

本次報名者年齡分布自 22至 52歲。男性 31至 35歲及 36至 40歲人數

最多，皆為 24人，各佔男性總報名數 30%。女性以 31至 35歲人數最

多，佔女性總報名數 50%。惟男性報名者於 41至 45歲區間仍有 21位，

佔男性總報名數 26%。數據顯示本次活動男性在 31至 45歲之間的報名者

最為踴躍，而女性則是 31至 35歲的女性最踴躍，此外，女性 26至 30

歲區間之報名人數多於男性，其餘年齡層皆以男性人數較多。 

男78人, 63%

女46人, 37%

110年臺北市松山區單身聯誼活動

報名者性別人數與比例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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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程度 

因報名資格限制為大學(專科)學歷(含)以上者，故無論男女報名者皆為

大學(專科)學歷以上，學士學歷男性 45人，佔所有男性報名者 57%，女

性 27人，佔所有女性報名者 59%。碩士學歷者的比例也相當高，碩士學

歷男性 27人，佔所有男性報名者 41%，女性 19人，佔所有女性報名者

41%。博士學歷僅 1人，為男性。綜上數據，學士學歷人數大於碩士學歷

人數，但男女各別碩/學士比例非常接近。 

21-25 26-30 31-35 36-40 41-45 46-50 51-55

男 1 5 24 24 21 2 1

女 1 8 23 9 4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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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職業類別統計 

本次報名者之職業類別，男性集中於「軍公教及公營事業」及「工程

師」，人數為 35及 26人，佔男性總報名數 44%及 34%。女性同樣以「軍

公教及公營事業」最多，人數為 25人，佔女性總報名數 54%，超過半

數，女性職業「行政人員」及「金融業」比例相近，人數分別為 8人及 7

人，各佔女性總報名數 17%及 15%。 

 

學士／副學士 碩士 博士

男 45 32 1

女 27 1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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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可觀察到的面向為： 

一、 本次活動報名人數無招收不足的問題，報名數男性約為女性 1.7倍。 

二、 報名者年齡主要落在 30至 45歲，男女比例上除了 26-30歲間，女性

報名數大於男性，其餘各年齡皆屬男多於女，並有男性平均年齡大於

女性平均年齡情形。 

三、 男性與女性學歷皆為學士學位較多，碩士與學士比例皆在 57-58%之

間，相差極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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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職業上不論男性或女性，皆以軍公教及公營事業為大宗，男性職業以

工程師次多，女性則為行政職。 

 

陸、 松山區 110年單身聯誼活動報名者性別分析 

一、 男性多於女性報名人數情形分析 

以近年來(105-107)臺北市政府心橋園社單身聯誼報名人員男女性別人

數觀之(擷取自本府人事處給與科「臺北市政府心橋園社單身聯誼報名

人員性別差異原因統計分析專題報告」)： 

 

以上圖觀之，105至 107年心橋園社之活動報名者男女人數平均在

187：110人，與本次松山區公所辦理之單身聯誼男女報名者人數之比例

─男性為女性之 1.7倍相同。由此可見，男多於女已經是長年的普遍現

象。造成此現象之分析成因有三： 

1. 報名者 36-40、41-45年齡層中，已婚者女性高於男性: 

參考內政部 106年「政府舉辦未婚(或單身)聯誼活動成效探析」之報

告資料，以 105年初婚人數資料來看，男性於 34歲前結婚的比例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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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72.62%，女性更是高達 85.13%，女性於 34歲前結婚的比例足足高

出男性近 13個百分點，反之代表男性於 34歲以後才邁入婚姻者高出

女性 13個點。 (參考下圖「初婚年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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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女性超過 34歲結婚的女性僅佔不到 15%，使得同樣 36-45歲間報

名者中，男性遠遠大於女性，亦影響到整體女性參與人數。 

2. 傳統觀念束縛及女性意識崛起: 

傳統觀念中，不論年歲大小、初婚再婚，男性必須要擔起「成家立

業」、「傳宗接代延續香火」的責任，因此催促男性找伴侶一事上，遠

比女性更加積極，且以台灣習慣上，容許男性年紀大於女性，使男性

結婚的年齡範圍大大增加。因此單身聯誼的男性各年齡層報名數都遠

高於女性。 

現代臺灣女性大多有高等學歷，並透過外出工作而有相當的經濟基

礎，並接受到現代女性新思潮、新觀念以及流行文化(大眾傳媒、網

路)的影響，比起早年的女性擁有較強的自主意識，這區間的女性可

能會有著一個人也可以過的不錯的想法，不想被婚姻及傳統家庭框架

束縛，認為「結婚生子並非唯一選項」，亦或是受到身邊較早婚朋友

的家庭生活影響(遇人不淑或是認為家庭生活非想像中的美好)，產生

與其急於擇偶而遇到不適合的對象，不如一個人過生活也很自在的想

法。 

3. 單身聯誼並非女性認識對象首要方式: 

社會上對女性「主動找對象」普遍持負面觀感，因此，部分女性認為

參加聯誼等同表態「缺另一半」，對參加單身聯誼活動大多有心理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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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降低參與意願。另一方面，女性實為結婚市場上的選擇方，認識

另一半的機會比男性高，因此不須透過聯誼活動，亦可以認識對象。 

二、 報名者年齡男性高於女性，且平均年齡偏高情形分析： 

本區單身聯誼活動報名男女之年齡，男性大多集中在 31-45歲；女性

為 30-39歲。內政部戶政司 2021年 6月 16日發布之全國「結婚年齡

中位數及平均數」，可以觀察男女初婚年齡，男性平均為 32.3歲，女

性平均為 30.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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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從內政部 2021年發布的結婚人數統計表格(以 20至 54歲初婚者為

範圍)，可以觀察到在 20至 34歲區間結婚的女性人數(87,907)較男性

(81,119)為多，而在 35歲 54歲間結婚的男性人數(38,801)高出女性

(29,305)，可以說明男性晚婚的情形較女性明顯高出許多。  

分析本區活動報名者情形，不僅男性年齡較大，來報名本區單身聯誼

活動之男女，即使參加完立即結婚，仍高於國人平均初婚年齡，屬於

結婚的後段班，以此歸納出兩種可能原因： 

1. 傳統觀念男大女小之束縛，造就報名者年齡差： 

我國男性普遍被認為是經濟支柱的刻板印象，如烙印般揮之不

去，在結婚成家一事，男方也往往需負擔婚禮/交往費用或被要求

養家。因此，男性通常事業有成、經濟條件達一定程度，才考慮

組家庭，也造成男性普遍晚婚。 

傳統上亦認為男性應該要找比自己年紀小 3-5歲的女性為結婚對

象 (有可能是從女性最佳生育年齡(35歲前)來考量的一個因素)，

或著是希望女性尋找成熟穩重的對象（通常年紀也較大），綜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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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可作為男性偏向找尋較自己年輕之對象而導致相對晚婚的一

種解釋。 

2. 單身聯誼為「中高齡層」男女性偏好途徑： 

現今網路交友為普遍趨勢，但知名交友軟體「Tinder」曾針對 30

歲以上的用戶收取較高額的費用（這項措施被法庭認為是年齡歧

視而取消），亦即網路交友並非歡迎所有年齡之男女性。而單身

聯誼依活動性質可以進行條件設定，更具有功利性或目的性，對

於忙碌於事業卻想認識對象的中高齡層可能更為實用。 

三、 報名者學歷男女性比例相近分析： 

本次報名單身聯誼的男女性，因報名條件設定，最低學歷從學士開

始。雖然報名者中唯一的博士為男性，但碩士學歷不論男女皆佔該性

別報名者的 41%。此情形的成因應來自於大學教育的普及及女性自主

度提高，大學普及使得女性不必因為經濟因素放棄讀書，女性自主度

提高，促使女性有意願追求更高學歷。 

四、 報名者職業集中於公教人員及男性工程師成因分析: 

本次活動公職人員人數佔了一半，造成公職身分參加者最多因素，推測

係本活動為公家機關主辦，故公職者相較容易獲得公辦單身聯誼的參加

資訊，機關及同仁間亦會互相通知，鼓勵參加。 

男性次多參加者職業為工程師，成因可能為職業為工程師極少，很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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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上認識女性，且工程師的工時極長，長工時造成難以參與其他社交

群體，藉由其他管道認識對象，故以認識對象為目的之單身聯誼，成為

工程師認識對象管道的主要途徑之一。 

 

柒、 結論 

    近年來本國的公辦單身聯誼活動方興未艾，從中央的內政部到地方縣市

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每年皆推出各種不同型態的聯誼活動，對象也從原來

的侷限於公家機關內部人員的未婚聯誼拓展到現在一般社會大眾皆可報名參

與，經由各級政府對單身聯誼的積極推動，為諸多有結婚意願卻缺乏認識對

象管道的男女提供更多機會。 

    公部門舉辦的單身聯誼活動優勢在於多數民眾對公部門有較高的信賴

度，除了因公辦民營並非以營利為目的、免去高額的活動費，提供平等的參

加機會，政府基於法律，對於民眾的個人資料會進行妥適的保護外，亦會對

於報名參加者進行初步篩選，以顧及參與者的權益，這是相較民間公司舉辦

的聯誼活動較有優勢之處。 

    目前公辦未婚聯誼活動，均採方便參加者快速拓展生活圈的團體活動形

式辦理，例如體驗課程及旅遊活動。未婚男女參加聯誼活動雖不一定會有什

麼結果，但對於改善其進入職場後狹隘之交友範圍多少會有幫助。其實團體

活動設計不難，只要能打破僵局，氣氛熱絡，移除大家心防，讓每位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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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能樂意加入討論或分享。惟避免公務門活動淪為制式文案，或僅成為政府

機關間的「自嗨」的活動。如何走出高牆，或許能借重民間公司豐富的辦理

活動經驗以及靈活的應變，民間舉辦的未婚聯誼活動誠信度不如政府，惟在

形式及內容上卻較公部門活潑也多富創意。 

    因此，建議未來公辦未婚聯誼活動除能再彈性、內容更豐富趣味外，也

可嚐試安排具特殊意義的聯誼，如藉由一起服務弱勢兒童等機會，創造未婚

男女更多的互動與心得交流。政府可以考慮與民間社團合辦，或是委託民間

舉辦但由政府來監督；或可委託有經驗的公關公司或公益社團來規劃活動；

或與民間業者透過策略聯盟；或結合民間相關公益社團，進行長遠規劃與評

估；甚至針對政府所舉辦之活動加以評鑑，邀請各界學者專家一起投入規

劃，使企劃案更完善且貼近人民，並可鼓勵企業、公司行號、機構、機關團

體按月自行舉辦未婚員工聯誼等聚會。 

  最後參照內政部戶政司「因應少子女化對策之研究─以內政部辦理單身

聯誼活動為例」研究報告，提出以下幾點對於公辦單身聯誼活動的建議： 

1. 現有活動細節再優化，增加參與度： 

(1).增加活動場次，擴大參與的人數 

(2).延長活動時間，增進參加男女更深入認識彼此的機會 

(3).透過多一點的配對，使參加人能在活動結束後有更多繼續保持聯絡

的機會，增加活動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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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增結婚誘因，將單身聯誼與結婚連結：以本區所辦理之 110年單身聯

誼活動為例，為鼓勵大家共組家庭及生育後代，本次所有參與的朋友於

活動後 1年內登記結婚，並憑喜帖及活動手冊主動通報主辦單位者，可

享松山區糕餅老店─御華興喜餅訂製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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