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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開放單身人工生殖」知識及態度問卷調查 

台灣全國媽媽護家護兒聯盟(台內團字第 1030307075 號),  

社團法人台灣懷孕婦女關懷協會(台內團字第 1080282174 號) 

台灣婦女維護生命協會(台內社字第 0930041317 號) 

 

摘要     

    近來「開放人工生殖」的聲音持續在臺灣出現。立委、 總統候選人及政策專

家考慮開放人工生殖適用對象以改善少子女化問題。基於此立論基礎，立法院於

2023 年 12 月 4 日進行《人工生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初審，朝野提出 8 個版

本，期望鬆綁人工生殖規範，從異性夫妻擴大到單身女子、女同志配偶、男同志配

偶，並納入「代理孕母」。欲瞭解民眾對此議題知識及態度，本調查自 2023 年 12

月 17 號 21 時起至 2024 年 1 月 1 號 21 時止，共計 15 日。收集全台灣 8124 筆資

料，有效樣本數 7780 (支持單身及同性伴侶可使用捐贈精卵人工生殖 1218 位

15.7%，不支持者 5720 位 73.5%)。分別評量知識與態度二部份。分數越高代表認知

越好及覺得該議題重要。捐精卵相關兒權 (Children right) 7 題，滿分為 28 分。結果

顯示，在知識部份，7 題平均 8.67±7.70。在態度部分，所有題目平均 25.59±3.54。本

調查報告顯示，民眾對於捐精卵生殖已發生之國際健康影響並不了解，但認為議題

是重要值得關注。期待本調查結果，能提供民間及政府相關部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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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 

調查過程說明 

      本調查為橫斷式調查，蒐集時間由 2023 年 12 月 17 日至 2024 年 1 月 1 日。

為期 15 天。全台灣由台灣全國媽媽護家護兒聯盟、社團法人台灣懷孕婦女關懷

協會及台灣婦女維護生命協會，運用網路平臺(line、臉書等)傳遞問卷連結。 

樣本的代表性方面，本調查收集 18 歲以上不同年齡層民眾，生理性別男生

女生皆有，填答者包含全台灣 22 個行政區，每一行政區域人口比例與母群體差異

少於百分之 5，更包含金門澎湖與離島區域填答者，並包含居住於海外之台灣人。

填答者包含不同職業、經濟狀況、是否為人父母、是否有宗教信仰、是否自己或

親友有不孕症經驗等。填答時，有設置 IP 進行確認，以確保一人僅能填答一次的

機制。並檢視是否有 18 歲以下民眾填答，以進行刪除。 

研究工具說明 

    本調查量表之研發，收集全世界在此議題上，曾經或正在發生的社會現象，包

含各國政府相關報告、文獻及新聞媒體報導等事實，製作而成。分別有知識與態度

二部份。知識同意得 4 分，不同意得 0 分，沒意見得 2 分。態度非常不重要 0 分到

非常重要 4 分共五個級距。分數越高代表認知越好及覺得該議題重要。 

與單身相關，捐精卵之兒權 (Children right) 7 題，滿分為 28 分。本量表可單題

單獨看不同情況知識與態度知個數與百分比，亦可使用分數之平均與標準差來進行

呈現。 

在信效度方面，（1）表面效度平均 4.65 分（滿分五分）(共五位。兩位國三女,

一位高一女（社會組）, 一位高一男（自然組）, 及一位高二男 （自然組）)；（2）

專家效度佳（CVI 83.7%）(共九位專家：記者、社工、律師、婦產科主任、生殖醫

學專家、幼教老師、倫理學及性平老師、醫檢師及小兒科醫師)。 



3 
 

研究統計 

    在量性研究的部分，使用 SPSS version 22.0 for Windows (Armonk, NY: IBM 

Corp)進行統計分析。 

調查結果 

以下將就調查結果進行說明，調查包含 1.基本資料、2. 代理孕母合法化知識結

果、3. 代理孕母合法化態度結果、4.男女、父母與否、宗教與否、教育程度、自己

或親友有不孕症與否 5.支持單身及同性伴侶可使用捐贈精卵人工生殖與否之知識態

度比較，共五個部分進行說明。 

1. 基本資料 

    本調查填寫人次共 8124 人次(觸及人次 21,000 人) ，扣除掉重複填答問卷 255

份，排除掉 18 歲以下民眾 74 位，排除填答方向完全一致 16 人，總共有效樣本數

7780 份 ，樣本流失率 4.43 %。 

  支持單身及同性伴侶可使用捐贈精卵人工生殖 1218 位 15.7%，不支持者 5720 位

73.5%。 

2.  捐精卵生子知識結果 

捐精卵之兒權 (Children right) 7 題，滿分為 28 分。平均分 8.67±7.70。 

(1)捐精卵後代無法得到完整遺傳資訊,及有身份認同問題，須心理及精神醫療

協助。超過六成五填答者不知道 

(2) 捐精卵後代對受孕方法感到痛苦或悲傷。超過七成的填答者填答者不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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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捐精卵生子態度結果 

捐精卵之生命倫理及兒權 (Life ethics and Children right)在態度部分，滿分為 28

分。7 題題目平均 25.59±3.54 

(1) 捐精卵後代無法得到完整遺傳資訊,及有身份認同問題，須心理及精神醫療

協助。超過九成填答認為重要 

(2) 捐精卵後代對受孕方法感到痛苦或悲傷。超過九成填答認為重要 

4.性別、父母與否、教育程度、信仰有無、經濟、六都與否、醫療人員

與否、是否支持單身及同性伴侶使用捐贈精卵之知識態度比較  

(1) 性別部分，女性共 6,441 位，知識量表平均 8.82 (±7.62)比男性平均 7.98 

(±8.00)分數高，整體 t＝3.63，p<0.001，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女性態度量

表總分平均 25.74 (±3.31)比男性平均 24.91 (±4.45)分數高，整體 t＝6.43，

p<0.001，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2) 父母與否部分，擔任父母者共 4,606 位，知識量表總分平均 8.65 (±7.94)比非

父母者平均 8.71 (±7.34)分數低，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父母者態度量表

總分平均 26.11 (±3.21)比非父母者平均 24.85 (±3.86)分數高，整體 t＝15.10，

p<0.001，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3) 教育程度部分，有大學學歷者共 6,779 位，知識量表總分平均 8.67 (±7.69)比

無大學學歷者平均 8.72 (±7.75)分數高，未達顯著差異。有大學學歷者態度量

表總分平均 25.49 (±3.60)比無大學學歷者平均 26.29 (±3.02)分數低，整體 t＝-

7.64，p<0.001，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4) 信仰與否，有信仰共 5,963 位，知識量表總分平均 8.61 (±7.84)比無信仰者平

均 8.91 (±7.19)分數低，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有信仰者態度量表分平均

26.06 (±3.19)比無信仰者平均 24.05 (±4.17)分數高，整體 t＝18.98，p<0.001，

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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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濟部分，中低收共 623 位，知識量表總分平均 8.95 (±7.94)比非中低收者平

均 8.65 (±7.68)分數低，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中低收者態度量表平均

25.70 (±3.39)比非中低收者平均 25.58 (±3.56)分數高，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

異。 

(6) 六都與否部分，六都者共 6,282 位，知識量表總分平均 8.56 (±7.70)比非六都

者平均 9.21 (±7.70)分數低，整體 t＝-2.89，p<0.005，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

異。六都者態度量表總分平均 25.59 (±3.59)比非六都者平均 25.60 (±3.34)分數

高，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8)支持單身及同性伴侶可使用捐贈精卵人工生殖者與否之知識態度比較  

支持單身及同性伴侶可使用捐贈精卵人工生殖者之問卷知識態度比較部

分，知識 8.38 (±7.13)/態度 22.90 (±4.91)量表平均比不支持者 8.97 (±7.94)/ 

26.43 (±2.68)平均分數低，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質性調查結果 

請不要買賣台灣孩子！捐精捐卵若是因此有孩子出生，等於賣掉自己親生子女！沒

天良呀！！ (25-35 歲， 男， 有子女，新北) 

「我身為同性戀者，我認為選了這條路就要認清自己和對方無法生產子嗣的事實，

真的愛小孩可以去領養，還是說沒有血緣就不愛了嗎？」（25-35歲，女性，無子

女，南投） 

 

討論 

1. 此問卷捐精卵之兒權 (Children right) 7 題。知識及態度總分各為 28 分。全部

7,780 位有效樣本。總體而言，民眾對於捐精卵生殖已發生之國際健康影響並

不了解，但認為議題是重要值得關注。 

2. 人口學顯示此分問卷極具代表性。女性多於男性，表示人工生殖等議題女性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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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程度遠高於男性;在臺灣 22 個行政區均有人參與填答;社經狀況統計結果並

無顯著差異。因此本調查極具參考性。 

3.此次調查中，反對單身及同性伴侶可使用捐贈精卵人工生殖者佔 73.5%。且支持

者的知識及態度分數僅比支持代孕者高。因此支持單身及同性伴侶對開放此政

策對社會的影響並不十分了解。 

3. 質性部分則就回應多針對下一代身心發展健全，顯現臺灣人民的善良及對兒少

的福祉非常關注。 

 

 

題目 

 

參
考
資
料 

1.捐精卵出生後代，無法得到晚發遺傳資訊，如癌症及精神疾患等。 (1) 

2.捐精卵後代青春期前沒有不同，之後易出現身份認同問題，近 7成須心理醫療協助。 (2-4) 

3. 7成 1捐精卵後代同意「我的受孕方法有時讓我感到痛苦悲傷，但我不能說。」 (4, 5) 

4.兒童權利公約:兒童有被其父母照顧的權利。 (6) 

 

問題為二階段填答 

A. 知道、不知道; 同意、不同意、沒意見 

B. 非常不重要 (0分) – 非常重要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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