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大學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

少子高齡社會下

臺灣公辦聯誼政策與

日本「婚活」支援政策之分析

指導教授： 蕭幸君  教授

研 究 生： 葉怡君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少子高齢社会で台湾「公辦聯誼」政策と 

日本婚活支援政策の分析 

少子高齡社會下臺灣公辦聯誼政策與 

日本「婚活」支援政策之分析 

In Declining Birthrate and Aging Society, 

Taiwan-Japan Analysis Research to the Policy 

of Marriage Support Services 

研 究 生：  葉怡君    

指導教授：  蕭幸君  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碩士論文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I 

要旨 

目下台湾と日本と共に少子高齢社会であり、子どもの数は減り、高齢者の数はより

一層増え、社会人口の構造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きた。また、家庭と結婚への価値が

変わり初婚年齢の上昇など若者にとって結婚までに至る道のりは難しくなっている。

だが、少子高齢化の状況は依然として続いており、「お一人様」あるいは「独身」の

問題は若者だけではない。独身者の年齢は高齢化している傾向であり、将来、独身の

高齢者は「孤独」の境遇に置かれることが多く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独身の高

齢者は一緒に生活するパートナーについてあまり関心を寄せてこなかった。 

  近年、少子化の態勢を軽減するため、台湾と日本は行政による結婚サポートの政策

を提出した。台湾は「公辦聯誼」と呼ばれ、日本では婚活支援という。両者の政策は

少子問題に基づいているが、「聯誼」と婚活は、人と人の関係を繋げる特性を有する

ので「公辦聯誼」と婚活支援の政策を通じ、今その政策の中に高齢者のサービスも含

めてあるのかを弁明していきたい。 

  本研究により、台湾で「公辦聯誼」の参加対象は行政機関の公務員から一般市民に

変わったことがわかった。そして、「公辦聯誼」の主要サービスは未婚男女の「聯誼」

活動と異性間の交流や家庭の構築に関する結婚講座であり、「公辦聯誼」の主要な参

加者は若者である。「公辦聯誼」は高齢者のために設計されたサービスはないが、参

加者に対する年齢の制限は少ない。日本では、ある自治体はすでに高齢者の婚活支援

を行っている。日本全体で実行され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く、高齢者に向けた婚活の数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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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くないが、各自治体の婚活支援に参加する人の年齢制限は緩い傾向である。また、

婚活支援の参加者は若者だけではなく、高齢者も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婚活支援を通

し晩年の幸せ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行政的、未婚「聯誼」、婚活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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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今的臺灣與日本都處於少子高齡社會下，越來越少的孩子和越來越多的老人，

對社會人口結構產生了劇烈的影響。不僅如此，臺灣與日本也因家庭和婚姻情況的轉變，

使得初婚年齡不斷上升，結婚這條路對於年輕人而言似乎越來越艱辛。然而，在少子高

齡仍持續前行的狀況下，「一個人」或是「單身」將來也不再只是年輕人的專利，而是

單身人口高齡化將逐漸形成一種趨勢，會有越來越多的單身高齡者面臨著「孤單」的問

題。但單身高齡者也需要生活上伴侶的議題，卻尚未受到關注。 

    近年為試圖減緩少子狀況，台灣提出了公辦聯誼政策，而日本則是提出「婚活」支

援的因應政策。雖然雙方政策的起因都源自於少子女問題，但聯誼和「婚活」本身都具

備了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連結起來的特性，因此將日本的「婚活」支援政策作為臺灣公

辦聯誼政策的參考對象，並藉由分析臺灣公辦聯誼的實施現狀，以及日本「婚活」支援

政策的內涵來探討目前臺灣及日本政策的實施面中，是否已開始關注面向高齡者的服

務。 

    透過研究結果可發現，臺灣的公辦聯誼服務對象逐漸由原本的公家單位人員轉為社

會大眾，主要的服務以未婚男女的聯誼活動和婚前講習課程為主，但還是以年輕族群為

公辦聯誼的主要參加人群。臺灣的公辦聯誼目前仍處於專注解決少子女問題階段，雖然

尚未有專為高齡者設計的聯誼活動，但是對於參加者的年齡範圍自由度大。在日本，已

有行政區開始實施高齡者的「婚活」支援，雖然尚未全面化，活動數量也不多，但可以

注意到日本各地對「婚活」支援參與者的年齡要求有放寬的傾向，也就是說，參與「婚

活」支援的年齡層不再只有年輕人，高齡者也可利用「婚活」支援來尋找遲暮之年的幸

福。 

 

關鍵字：公辦、未婚聯誼、「婚活」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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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前言 

    世界上多數國家在人口問題上都會經歷高生育高死亡、高生育低死亡、和低生育低

死亡的人口轉型階段，而這也正是社會結構逐漸轉型成為少子高齡社會的過程。臺灣在

1950 年後生育率不斷降低，持續的低生育率使得臺灣的少子化問題日趨嚴重，但除了持

續的低生育率所引發的少子女問題之外，高齡人口的持續增長也使得臺灣在 2018 年正

式進入高齡社會 1，而臺灣的高齡化現象也同少子化現象一般以驚人的速度持續發展

中。 

    日本也同樣身處在少子高齡社會，並且日本可說是全世界在少子高齡上進程最快的

國家。自 1970 年後半開始日本的生育率持續降低，即使日本政府試圖改善懷孕生產和

育兒福利政策，並改善婦女工作環境仍難以翻轉日本低生育率的頹勢。相對於一蹶不振

的低生育率，日本高齡者長壽化的比例仍不斷攀升，這樣的情況使得少子高齡現象更加

明顯，在無法預期改善生育率的情況之下，日漸增加的高齡人口卻存在著隱憂。 

    不論是臺灣或是日本在高齡者的政策上，多半著重於老年人的醫療照護、家居看護

及生活津貼補助等相關福利措施，然而高齡者在老年期所面臨的心理問題卻尚未獲得關

注。臺灣和日本除了少子高齡的社會背景之外，因家庭與婚姻狀況的改變，社會上的單

身族群與時俱增，這些單身者中或許會有由一個人所組成的一人家庭，或是目前與父母

同住已逾而立之年的單身子女，又或者是歷經離婚或喪偶等狀況的單身族群，當年歲漸

長都很有可能面臨到中年或高齡單身問題，而成為高齡單身者。 

    本研究希望藉由整理出臺灣目前實行的公辦聯誼政策的內容和特性，並且也將社會

背景與臺灣相似的日本所實施的「婚活」支援政策加以分析，和臺灣的公辦聯誼政策彼

此相互對照，試圖分析臺灣與日本所實行的政策是否注意到了面向高齡者的服務，以此

研究結果作為將來充實臺灣在照護高齡者心理層面時的參考和高齡尋伴的初探。 

                                                      
1 內政部戶政司（2018），〈老年人口突破 14% 內政部：臺灣正式邁入高齡社會〉， 
https://www.moi.gov.tw/chi/chi_news/news_detail.aspx?type_code=02&sn=13723（瀏覽日期：2018/11/17） 

https://www.moi.gov.tw/chi/chi_news/news_detail.aspx?type_code=02&sn=1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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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臺灣與日本都同時面臨少子與高齡問題的雙重夾擊，日本更是即將走向超少子高齡

社會，臺灣雖然尚未達到日本在少子高齡社會上的腳步，但卻以驚人的發展速度緊追日

本。然而不論是臺灣或是日本即將面臨的都是越來越多的高齡者，和越來越少孩童的社

會。在這樣的景況下，臺灣和日本政府近年分別推出了公辦聯誼和「婚活」支援政策，

雖然旨在增進男女雙方的邂逅機會，以期可減緩低生育問題。然而，聯誼和「婚活」皆

具備了將人與人之間的聯繫連結起來的特性，故不單只是青壯年族群，高齡者尋伴的考

量是否也納入了政策當中。這是引發了筆者想透過臺灣的公辦聯誼與日本「婚活」支援

政策來探討其中是否具有面向高齡者服務的想法。 

   由政府所舉辦的活動通常給民眾具保障和公信力的觀感，經濟上比較不會有太大的

負擔，民眾也較樂意參與。而提到聯誼或是「婚活」大部分給人的印象就是由民間所營

運的機構，卻較少提及由公家單位舉辦的活動。加上在臺灣以公家所舉辦的聯誼或是以

「婚活」所進行的相關研究不多，此點也是筆者想進行此研究的理由。 

    綜上所述，基於臺灣和日本目前所處的少子高齡社會背景，希望能夠透過本研究釐

清以下問題： 

（一） 現今臺灣的各級政府所實施的公辦聯誼之現狀，以及服務內容為何。 

（二） 目前日本的各都道府縣所實施的「婚活」支援政策的現況和服務內容為何。 

（三） 整理出臺灣公辦聯誼政策和日本的「婚活」支援政策之實施現狀以及所包含之

服務內容之後，進而分析公辦聯誼和「婚活」支援政策之特性，歸結並做出對比分析以

觀察臺灣與日本的政策內容中是否已關注到高齡者的服務。以此做為臺灣公辦聯誼政策

將來在發展中的補充參考，並提供些許建議。 

    除了以上三點是本論文想探討的目的所在之外，因本研究蒐集了大量來自臺灣公辦

聯誼和日本「婚活」支援的相關網頁資料，部分資料都具其時效性，故將這些資料透過

本研究予以保存，也是本研究的一個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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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研究以少子高齡社會為背景，透過分析臺灣的公辦聯誼政策和日本的「婚活」支

援政策施行的實際情況，加以探討臺灣和日本雙方政策所具備的特性，並且試圖發現目

前正施行的公辦聯誼和「婚活」支援政策中，是否有面向高齡者服務的傾向。進而整理

出臺灣與日本政策的各自特點和不同之處，以作為將來高齡者在尋伴上的初探。 

    日本在 2005 年達到了迄今最低生育率為 1.26 人，雖然 2005 年跌落至 1.26 人的水

準，卻在 2006 年開始止跌回升。臺灣則是在 2006 年來到了歷史新低點的 1.15 人，並在

2006 年之後生育率仍持續下滑。臺日雙方達到歷史上首次最低生育率的時間點相近，卻

在 2006 年之後有著不同的發展，因此本研究以2006年作為本研究觀察時間上的起始點。

並且以結束對臺灣公辦聯誼和日本「婚活」支援資訊搜尋的時間，也就是 2018 年 10 月

作為研究觀察的終結點，以 2006 年至 2018 年 10 月這段期間作為研究的觀察範圍。 

    為了使臺灣公辦聯誼政策和日本「婚活」支援政策的內容能夠更有條理性的呈現，

本研究採取資料蒐集和信息分析的方式，先將大量與公辦聯誼和「婚活」支援相關的資

訊進行搜集，並將這些信息進行更深入的統整分析。除此之外，由於網路對資訊的傳遞

最為迅速，雖然有其時效性，卻也透過本研究得以紀錄下來，以供後續資料的留存。因

此，登載了公辦聯誼和「婚活」支援資訊的專屬或是相關網頁信息的整理，也含括在本

研究當中，最後透過所集結的信息整理分析得出結論。 

    在處理臺灣公辦聯誼資訊時，將分析主體置於中央單位（行政院內政部）以及 6 直

轄市（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13 縣（新竹縣、苗栗縣、

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連江

縣、金門縣）、3 市（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進入上述這些層級單位的官方網頁以

「未婚聯誼」為關鍵字搜索，將與「未婚聯誼」的活動相關資訊內容進行選擇和整理，

以期透過整理臺灣各層級單位的未婚聯誼活動，作為臺灣公辦聯誼政策施行內容和狀況

分析之依據。 

    而整理日本「婚活」支援實施現狀的分析時，為避免日本各行政區在「婚活」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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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上的資料過於龐雜，難以進行實施現狀的梳理，因此本論文以日本全國各都道府縣

層級的行政區作為分析主體，並以該行政區或是委辦單位所營運的「婚活」網頁作為觀

察媒介。透過了解日本各行政區對「婚活」支援的施策和正在推動的「婚活」及服務，

進而分析出日本各個行政區對「婚活」支援的定位和特色所在。 

    最後，將施行中的臺灣公辦聯誼政策和日本「婚活」支援政策提供的資訊進行對比，

經由雙方的對比分析能夠更加凸顯彼此的政策特性。藉由公辦聯誼和「婚活」支援的對

比分析，來觀察現今兩者實施政策的特性，並從闡明臺日目前所實施的政策中是否已開

始提供面向高齡者的服務，又或者在此政策中仍舊只關注在年輕族群的擇偶配對上，為

本研究作出結論並提出對未來的展望。 

 

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主要以少子高齡社會作為背景探討臺灣公辦聯誼和日本「婚活」支援政策，

為明確何謂「少子」和「高齡」，先就「少子」「高齡」在本研究中的意義加以定義。此

外，「婚活」在日文中是「結婚活動」的簡稱，但「婚活」所代表的不僅是一種「活動」，

也是希望透過「婚活」來傳達結婚不再是水到渠成，而是須透過努力才有機會能成功進

入婚姻的一種理念。為了說明「婚活」和「婚活」在本研究中所代表的意義，因此先就

「婚活」進行解釋並定義。 

一、 少子 

   「少子」一詞源於日文，其原意在日文中指「家中排行最小的孩子」，並沒有「孩童

數量減少」之意。岩波書店於 1998 年所出版的第 5 版「広辞苑」中，登載了「少子化」

一詞，其釋義為「出生率下降造成孩童的人數減少」。 

    「平成 4（1992）年度國民生活白書」當中將「少子化」解釋為「因出生率低而造

成孩童人數在家庭及社會中的下降趨勢」，並且把「兒童與年輕人為少數的社會」稱為

「少子社會」。該白書也提到日本從 1970 年代的中後期開始，「少子化現象」便持續進

行，1997 年日本的高齡者（65 歲以上）人口首次多於幼年人口，因日本對少子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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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具體數值上的基準定義。國民生活白書（1992）將高齡人口多於幼年人口的社會

稱之為「少子社會」。 

    據內政部的統計，臺灣於民國 106(2017)年 2 月起老化指數破百，這同時意味著老

年人口多於幼年人口，到 106 年 12 月老化指數更達到 105.7，顯示出少子、高齡的現象

仍持續中。 

    在本研究中，將「少子」定義為「幼年人口少於老年人口，少子高齡且人口減少持

續發生的社會背景」，以作為研究當中判斷標準之依據。 

二、 高齡 

    臺灣和日本的老年人口不斷增加，加上平均壽命也不斷升高，現今的老人家不再

給人「老」的印象，所以到了幾歲才能夠算得上是高齡，目前仍沒有準確的說法。世界

各國目前對老年人的界定方式也都各不相同，並沒有一定的標準。有些或許以身分作為

標準，如：成為祖父母之後就稱作老年人，有些則是以年齡為標準，如：世界衛生組織

（WTO）就將「高齡」定義在 65 歲以上，而在人口學和老年學所界定的老人年齡指標，

也多數以年滿 65 歲以上作為判斷高齡者為標準。 

    因此本研究採取以年齡作為評判高齡的標準，將高齡定義於「65 歲以上之銀髮族群」，

以作為後續研究判斷之依據。 

三、 「婚活」 

    「婚活」一詞是由山田昌弘和白河桃子在 2008 年出版的《〈婚活〉時代》2一書當

中所提出的概念，「婚活」意指「結婚活動」。山田和白河最初所提倡的「婚活」是為了

讓日本的未婚男女認知到日本的婚姻型態已經發生轉變，若還抱持著不需要任何努力就

能夠喜得良緣這樣的看法，幸福是不會自動來敲門的，反之，如果透過參與「婚活」那

麼不論年齡性別，都有獲得幸福的可能。在日本媒體對「婚活」的渲染下，將原本山田

和白河所期望提倡的「婚活」意義轉化成實質性的「婚活」，卻也因此帶動了日本的「婚

活風潮」。 

                                                      
2 山田昌弘．白河桃子（2008），《〈婚活〉時代》，ディスカヴァー・トゥエンティワ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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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婚活」一詞本身帶有其文化上的涵義，也就是為了結婚的目的而進行的活動。

這與臺灣的聯誼以交友為主要目的有所不同。加上，「婚活」一詞既可說是一種為了結

婚就需付出實際行動，認真朝向結婚之路努力的概念之外，也可以說「婚活」是一種為

了尋找對象而舉行的活動。正因「婚活」具備這樣的豐富性，為了確立「婚活」在本研

究中的定位，因此本研究將「婚活」定義為「以政府為主導鼓勵未婚男女結婚所推動的

支援政策」，在日本稱之為「婚活支援」，或是「結婚支援」、「結婚應援」，在臺灣比較

相近的概念可稱之為「公辦聯誼」。 

 

第四節  文獻探討 

    臺灣對於「聯誼」二字並未賦予其特殊的意義，依照字面將其拆解可為「聯絡情誼」

之意，「聯誼」使用的場合可謂相當多元，如：校際聯誼、社團聯誼、公司聯誼等，通

常可從「聯誼」前所加的名詞了解該聯誼的目的是什麼。因此，相較於日本的「婚活」

是為了「結婚所進行的活動」，將臺灣的「未婚聯誼」活動理解為「未婚男女之間彼此

交流」的活動是較為適切的。 

    在臺灣，未婚聯誼方面的研究不多，與公家舉辦的聯誼活動相關的研究更少，由此

可見本論文對於進一步了解臺灣公辦聯誼上的必要性。其中，胡秀茹（2012）以訪談方

式探討分析政府舉辦未婚聯誼活動之成效。他發現，家庭價值觀影響樂婚、願生、能養

態度，也就是有了家庭觀念後進而鼓勵民眾結婚生子才會見成效。再者，現行的公辦聯

誼活動是有意義的，由政府主辦的未婚聯誼活動比起民間更有信任感，近年由內政部舉

辦的聯誼活動也頗受好評，很快就額滿。現行的公辦聯誼活動形式可更彈性化，報名活

動和分組可更加多元化，舉辦地點可再慎選。3 

    內政部統計處在 2017 年〈政府舉辦未婚或單身聯誼活動成效探悉〉當中，以 2011

年、2012 年、2016 年內政部所舉辦的聯誼報名者資料進行分析，未婚年齡活動報名者

                                                      
3 胡秀茹（2012）〈政府舉辦未婚聯誼活動成效之探析〉，國立東華大學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

文 



7 

的年齡分布如圖 1—4， 

 
 圖 1─4 未婚聯誼活動報名者年齡分布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2017）〈政府舉辦未婚或單身聯誼活動成效探析〉 

從圖1—4可看出男性及女性報名未婚聯誼活動以30歲以上未滿35歲之族群占多數，2011

及2012年達4成以上，2016年約占3成5；2011及2012年35歲以上之族群報名未婚聯誼活

動約占3成，2016年上升至4成，其中男性報名者更達44.86%。由此可推測，40歲以上或是

更高齡的年齡層對於公辦未婚聯誼的需求也不容小覷。 

    洪若玫（2012）在《從媒妁到婚活—臺日婚活研究分析》4一文中，訪談了民間經

營婚戀服務的機構—月老銀行，從其整理出的會員種類來看，大多由職業身分和選取的

收費制度來區分會員種類，另外，還有不分學歷和再婚男女的會員形式。因文中未提到

月老銀行是否有以年齡作為加入會員的條件，此點較難以判定，但從其研究中所提供之

資訊可推斷，加入月老銀行的會員大都是以結婚為前提，在收費和職業上也具侷限性。

對於高齡者希望能在老年尋找一個伴的這一點來說，民間婚戀機構對於身分要求及以結

婚為訴求的前提，似乎未能滿足高齡者的尋伴需求。 

    「婚活」的提出者，山田昌弘（2008）認為日本在 1990 年之後，男女交往的戀愛

                                                      
4 洪若玫（2012）〈從媒妁到婚活—台日婚活研究分析〉，義守大學應用日語學系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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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度提升，選擇機會增加，加上生活方式更加多樣化的情況之下，若想結婚就需要如

同大學畢業生參與「就活」，也就是就業活動一樣，不付出行動和努力便無法取得成。5 

    「婚活」在提出後即刻引起了日本社會的關注並且形成了一股「婚活」風潮，趙丹

（2015）在《關於日本「婚活」現象的研究》6當中以社會學角度切入，分成社會、家

庭和個人因素闡述「婚活」流行的原因。 

    首先，從社會因素來看，趙丹（2015）指出日本的「結婚難」是導致「婚活」造成

流行的主因。而「結婚難」的發生原因如下：一、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疏離，二、經濟因

素，三、個人意識，四、欠缺戀愛文化。另外，少子高齡化和民間「婚活」企業、地方

自治團體對「婚活」支援事業的推動，也都使得「婚活」更加蓬勃發展。 

    再來是家庭因素，日本過往由父母決定婚事的制度，在西方民主思想和婚姻自由意

識進入日本之後發生了改變。1960 年代後，「戀愛結婚」蔚為風潮，形成了「結婚是個

人事務」的風氣，這樣的結果使得父母或是親戚們不再插手年輕一代的結婚問題。 

    最後是個人因素，目前的日本社會傳統觀念和西方思想並行，大部分的日本人對結

婚仍有期待，卻又不知道該如何向前邁出一步，「婚活」的出現及多樣性正好能夠切合

每個人不同的需求與選擇。除此之外，對社會與未來的強烈不安，日本經濟的不景氣，

正式員工的減少和非正式員工的增加造成的經濟問題等，都是使得「婚活」興起的原因。 

    目前臺灣針對「婚活」的研究相當有限，以「婚活」作為關鍵字在臺灣碩博士論文

網上查詢，只有洪若玫（2012）《從媒妁到婚活—臺日婚活研究分析》7和郭雅芳（2013）

《日本「婚活」之研究》8這兩筆論文資料。 

    洪若玫（2012）除了對日本「婚活」市場優缺點進行了分析之外，還對臺灣「婚活」

產業之發展趨勢，做了以下的論述，他認為「婚活」風潮已席捲日本，並且在日本帶起

一連串的新興產業，而這股風潮也吹向臺灣，臺灣業者仿效日本的做法，引進「婚活」

產業。但目前臺灣和「婚活」相關的產業，幾乎都是學習日本而來，內容和日本差異不

                                                      
5 同註釋 2 
6 趙丹（2015）〈關於日本「婚活」現象的研究〉，海南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論文 
7 同註釋 4 
8 郭雅芳（2013）〈日本「婚活」之研究〉，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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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例如：日本有的「婚活」旅行和結婚相談所，臺灣也有陸續引進。像是有飯店業者

與旅遊網站合作，為單身男女推出的「婚活」旅行，希望能在旅程中遇到心儀的對象，

亦或者是尋求結婚相談所，利用較有效率的方式來尋找另一半。由於臺灣許多政策、發

展趨勢及流行方向都跟隨在日本之後，所以，日本面臨的過程，臺灣未來很可能也會經

歷。近期縣市政府跟企業單位，公司行號也開始編列預算，幫助這些未婚男女們，為他

們搭起友誼的橋樑。 

    郭雅芳（2013）的研究目的在於「婚活」是否真能有效明顯改善日本的出生率，他

認為「婚活」在當時還無法明顯提升出生率，主要原因是在於大多數日本未婚男女追求

「更完美的結婚」，在挑選對象的同時過於條件化的結果造成了結婚的延遲，甚至無法

結婚。讓未婚男女會有如此重視條件的想法，除了資訊媒體和社會環境的變化而影響了

新世代族群的思考模式外，日本整體就業市場的蕭條和經濟上的問題更是成為了日本未

婚男女進入婚姻的阻礙。郭雅芳（2013）也提到少子化社會終將走向高齡化社會、年邁

單身家庭的暴增，也就是獨居老人，其社會的福利機構將扮演輔導角色並改善老年化社

會後所將發生的隱憂。他所提到的此點也正是本研究的核心所在，越來越多已進入老年

期或是正邁向高齡的人們，「婚活」也許是他們邁向人生另一個階段的方式，「婚活」不

僅具備為年輕人的擇偶功能，也可作為高齡者「尋伴」的管道。 

    綜上所述，「婚活」的產生雖然有著個人因素，卻與社會的變動有著不可分割的關

聯性，從敘述當中也可得知「婚活」的發展與少子高齡化以及地方的「婚活」支援有著

密不可分的關係。 

    而對於日本政府主導的「婚活」支援日本社會卻有著不同的聲音，因為並非每個人

都想戀愛或是有結婚的意願，就像本田透（2005）所說： 

認為戀愛是痛苦的人不在少數，不論戀愛與否都是個人的自由，就算沒辦法戀愛，

也無傷身而為人的價值，難道不該這麼想嗎。9（筆者譯） 

    田中秀和（2011）則是認為： 

                                                      
9 本田透（2005），『萌える男』，ちっくま新書，p.170。日文原文如下：恋愛することによって苦しむ人間も多いが、

恋愛するもしないも本人の自由であり、恋愛できないからといって、人間としての価値が損なわれるわけではな

いという発想の転換がそろそろ必要な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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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和生活品質乍看之下似乎沒什麼關係，但在現代社會當中，還有許多人都具有

結婚意願，卻都無法實現心願。沒能結婚說起來並不是什麼威脅生命的事，只不過

就算在日常生活上沒什麼，希望結婚的當事者「主觀上」還是沒能得到滿足，這也

代表了針對此點在政策上還有改善的空間。10（筆者譯） 

田中（2011）也提到若沒有戀愛或結婚期待的人，並沒有必要參與「婚活」支援，

但在魅力條件的差距日漸擴大的今日，將有結婚意願的未婚男女的問題納入政策考量中

是有其必要性的。 

    在日本尚未由內閣府提出將「婚活」支援作為全面性的政策時，日本各地方已開始

了屬於自己當地的「結婚」支援，特別是在人口流失和稀疏化的農村地區。這些地區所

採取的結婚策略特徵是「確保在農村的現居未婚男性有配偶，並為其尋覓對象」。當時

日本的各地方自治單位通過結婚支援希望能夠達到女性離開原本的居住地和工作，作為

新娘「嫁」到男性所在的區域。11目前的「婚活」支援則是將政策著眼於少子化問題上，

從「為確保農村的男性可找到另一半」到「為了有意願的未婚男女尋找對象」，「婚活」

支援的內容也不斷的因時制宜。 

    一篇名為〈日本熟齡婚活正夯 50 歲也要追愛〉的報導，闡述了年過花甲仍對愛情

懷有憧憬，且勇敢追愛的日本單身老人越來越多。12村田裕之（2015）也對高齡者的「熟

齡婚活」提出了的看法，他認為： 

積極參與『婚活』的五、六十歲長者是高齡新典範。隨著年歲漸長，越要讓自己神

采奕奕。保持這樣的正面心態，是為社會注入活力的來源。13（筆者譯） 

                                                      
10 田中秀和（2011），「恋愛や結婚は個人の問題か―公的支援導入の提言」，『新潟医福誌 11(2) 70・75』，p.70—75。

日文原文如下：結婚と生活の質とは一見すると、縁のないものであるようにおもわれるが、現代社会においては、

多くの人々が「主観的に」結婚をそぞんでいるのに、それが叶わない現実がある。結婚ができないことは、生命

を脅かすような事象ではない。しかしいくら、日常生活を問題なく過ごしていたとしても、それによって、本人

の「主観的」満足が得られていないのであれば、それを政策によって改善する余地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11 ロジナ・ナターリャ（2010）「地方自治体レベルの結婚支援について」，広島大学大学院総合科学研究科社会文

明研究講座『社会文化論集』11 号，p. 211─236 
12 劉碩雅（2017），〈日本熟齡婚活正夯 50 歲也要追愛〉，《康健雜誌》，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75883（瀏覽日期：2018/11/02） 
13 村田裕之の団塊・シニアビジネス・高齢社会の未来が学べるブログ（2015），「自分磨きで日々充実重ねるごと

に輝きを」，http://bb.hiroyukimurata.jp/market/7209/（瀏覽日期：2018/11/02） 
日文原文如下：婚活に励む 50、60代からは、新しい高齢者像が見える。若い感覚を持った元気なシニアが増える

ことは、社会全体に活気をもたらすことにもつな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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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談情說愛似乎只界定在年輕族群之間，但隨著高齡少子化的趨勢，新興的高齡族群

有著和以往不同的姿態，並正建構著屬於自己的暮年生活。這一波已逐漸在日本形成的

「熟齡婚活」風潮，正悄然吹向臺灣。 

    根據中央通訊社在 2017 年 4 月份一篇名為〈日本老人「婚活」風 學者估 5 年吹到

臺灣〉的報導，報導中的受訪者詹昭能指出： 

隨著離婚率提高，晚婚或不婚者增加，未來單身老人一定愈來愈多。近幾年日本流

行的「老人婚活」，也就是專門為服務老年人的婚友活動，5 年內一定吹到臺灣來。

現在很多人會覺得結不結婚不重要，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很快樂，但自古至今，無論

科技多進步，社會如何變遷，人是社會化動物，需要有伴的基本渴望不會改變，而

這個伴並非泛指一般朋友，而是有親密關係的伴侶。戀愛不是年輕人的專利，不要

以為年輕時錯過或失去感情、姻緣，老了就不可能發生，只要心中的愛苗被撩起，

老人照樣可以享受談情說愛。14 

可見人在情感上的需求不論年老或是年少，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 

    日本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小谷みどり曾說： 

日本政府對於作為少子化政策所實施的婚活，不該只關注於年輕族群，也應關注高

齡者的「婚活」支援。15（筆者譯） 

由此可知，小谷已注意到了「婚活」支援政策當中對於高齡者在「婚活」支援上疏漏的

部分，而處於少子高齡的社會背景下，「婚活」支援政策所應具備的功能不單是年輕未

婚男女間的婚配問題，還有高齡者的需求也該受到關注。 

    透過文獻探討臺灣的聯誼和日本的「婚活」可發現，臺灣在公辦聯誼政策上，雖然

面向民眾的未婚聯誼活動才剛起步，但已獲民眾的正面評價，然而在施策上卻鮮少有研

究對臺灣各行政區的聯誼活動進行分析整理。而在日本，高齡族群的「熟年婚活」已蔚

為風潮，然而日本所實施的「婚活」支援，雖然已有除了年輕族群也應關注高齡者「婚

                                                      
14 汪淑芬（2017），〈日本老人婚活風 學者估 5 年吹到臺灣〉，中央通訊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1704030060.aspx（瀏覽日期：2018/11/02） 
15 土井誠司（2017），「人気高まるシニアの婚活 人生終盤のパートナー探し」，NIKKEI  STYLE，  
https://style.nikkei.com/article/DGXMZO15162920R10C17A4000000?channel=DF280120166594（瀏覽日期：2018/11/02）

日文原文如下：行政は少子化対策としての若者の婚活だけでなく、シニアの婚活支援にも力を入れるべきだ。 

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1704030060.aspx
https://style.nikkei.com/article/DGXMZO15162920R10C17A4000000?channel=DF280120166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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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支援的聲音，但目前仍欠缺對日本各行政區所實施「婚活」支援的觀察。由此可知，

不論是臺灣或是日本對於由政府所主導的公辦聯誼或是「婚活」支援的相關研究有限，

因此，透過本研究更進一步了解臺灣及日本各行政區目前所實施的公辦聯誼和「婚活」

支援政策之特性正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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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背景 
    臺灣和日本的晚婚現象不斷持續，初婚的年齡也日漸上升，男女未婚單身的問題不

僅發生在年輕族群身上，高齡或是中高齡族群的未婚現象也不容小覷。除此之外，與父

母同住的未婚子女，將來有很大的機率會成為單身高齡者。當社會中獨自一人的年長者

越來越多的時候，由獨居老人所組成的一人家庭，所帶來的結果是造成了這群高齡者與

社會的分離與孤立無援。對於高齡者而言，老年時期最需要的是什麼，而現今的政策當

中又忽略了高齡者的什麼問題。從文獻中可發現，情感依附對老年人的重要性，並且能

夠在生活中有個彼此依靠扶持的「伴侶」，對高齡者的健康亦有良好的作用，但這一塊

卻也是目前臺灣和日本政府在對高齡者的施政面上所欠缺的部份。 

    透過本章對現今臺灣與日本社會婚姻觀與家庭觀的闡述，可更加了解在少子高齡的

社會背景下，婚姻與家庭觀的改變對於少子高齡社會來說，無疑是更加深少子高齡現象

的重擊。並且，在臺灣和日本社會都越來越老的同時，這些須面臨獨自生活或是與社會

失去連結的年長者將何去何從。對於高齡者而言，不僅只有身體的不適需要照護，心理

上的需求更需被關注。 

 

第一節 臺灣與日本的少子高齡現狀 

一、臺灣的少子現況 

    2013 年內政部提出的〈人口政策白皮書—少子女化、高齡化及移民〉中，臺灣婦女

總生育率自 1950 年後就持續下降。從 1984 年起，臺灣的總生育率下降至不及 2.1 人的

替換水準，這也預示著未來人口的衰退傾向。1986–1997 年間，總生育率維持在 1.75 人

左右，但自 1998 年起，總生育率又開始下降並且到了 2003 年僅為 1.23 人，使得臺灣成

為世界上的「超低生育率」的國家之一，而 2006 年更是來到了 1.12 人的最低點，臺灣

在 2006 年之後生育率仍不斷下降直到 2010 年跌落至迄今的最低生育率 0.9 人。2010 年

後生育率的人數雖稍有恢復，但依舊維持在 1.1 和 1.2 人左右的低水平。 

    綦鄭瀟、陳婧（2015）在〈少子化問題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以兩岸少子化進程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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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16當中將臺灣少子化的原因整理出以下幾點：（一）經濟發展的遲緩（二）高等教育

的普及和女性投入就業市場的普及化，使得越來越多的婦女決定在職場上獲得成就後再

進入婚姻，而讓初婚年齡不斷往後延（三）醫療技術的進步使得存活率提高，讓人們可

以依照自己心裡對於子女數的意願來生育（四）社會競爭的劇烈程度不斷增長。在景氣

佳經濟飛騰的年代，市場可以容納很多人的發展，但在現今的就業市場既高風險也沒有

保障，很多適齡生育的人對孩子未來的生存狀況擔心因而選擇不生育或者是少生。 

    2017 年臺灣老年人口首次正式超過幼年人口，王建民（2017）指出臺灣少子化問題

首先源自於人口出生率下降，新增人口數減緩。預計到 2061 年，臺灣人口將減少 24.2%，

其中幼年、青、壯年人口減少 50%，婦女生育率顯著下降，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已成為

社會普遍現象，臺灣婦女的生育率從 1950 年代的全球最高之一轉變為目前全球最低之

一。民眾教育水平的提升，價值觀念的改變與生存壓力的增加，都使得臺灣晚婚晚育或

不婚不育的比例持續上升。2013 年，臺灣男性初婚年齡為 32 歲，女性初婚年齡為 29.7

歲。臺灣不婚或不育現象顯著增加，隨著單身人士增多，沒有小孩的家庭也越來越多。17 

    經由查詢 2016 年臺灣內政部戶政司婚育年齡及育兒數目變化的統計結果，男性初

婚年齡為 32.4 歲，女性為 30.0 歲。相較於 2013 年的初婚年齡數據，隨著時間的推移臺

灣男性及女性的初婚年齡仍持續不斷提高。 

    高毓霠（2015）將臺灣生育率急速下滑集結成六大原因：（一）有偶率下降（二）

婚育年齡延後（三）照顧子女負擔沉重（四）女性勞動參與率提升（五）教育普及，受

教水準提高（六）價值觀改變。透過對臺灣少子化成因的探討，可得知雖然在成因中參

雜了教育水準的提高、價值觀改變和女性參與職場等因素，但文獻中所呈現之臺灣少子

化的形成因素，所占比例最大還是在於晚婚和不婚。18從婚齡和生育率的相關數據也可

推知，未來少子化仍為趨勢。  

                                                      
16 綦鄭瀟、陳婧（2015）〈少子化問題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以兩岸少子化進程為基點〉，《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中旬

刊)》，2015 年 06 期，p.139─140 
17 王建民（2017）〈臺灣人口老化與少子化問題及其經濟社會影響〉，《北京聯合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 年

03 期，p.52─58 
18 高毓霠（2015）〈臺灣生育率全球吊車尾 少子化的 4 大衝擊〉，《禪天下》 125 期，p.36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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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的高齡現況 

    2013 年內政部的〈人口政策白皮書—少子女化、高齡化及移民〉當中有關臺灣高齡

化的數據，隨著醫療及社會的進步，臺灣老年人口及其比率因國民壽命延長與出生率降

低而顯著增加，1949 年老年人口僅 18 萬 4,622 人，占總人口 2.5%，1980 年占 4.3%，

至 1993 年 9 月超過 7%，已達高齡化社會 19標準。根據行政院經建會中推計，預估 2016

年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與 15 歲以下人口數幾乎同為 302 萬人，自此之後，65 歲以上人口

將開始超過 15 歲以下的幼年人口，並且推估在 2018 年 65 歲以上人口比例超過 14%，

臺灣也將進入高齡社會。 

    2018 年 4 月聯合報一篇名為〈警訊！臺灣正式進入高齡社會〉20的報導指出，內政

部在 2018 年 4 月份所發布臺灣已正式進入「高齡社會」的消息。受到戰後嬰兒潮世代

陸續成為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影響，臺灣老年人口自 2011 年起加速成長，並在 2017 年 2

月首度超過幼年人口（老化指數達 100.18）。直至 2018 年 3 月，臺灣 65 歲以上老年人

口占總人口比率達 14.05％，正式邁入高齡社會。 

    相較於亞洲各主要國家，臺灣老年人口比率僅次於日本，而與南韓相當。依國家發

展委員會推估，臺灣由高齡社會轉為超高齡社會之時間僅需 8 年，相較於日本（11 年）、

美國（14 年）、法國（29 年）及英國（51 年）的時間更短，而與韓國（8 年）及新加坡

（7 年）等國之預估時程相當，在 2015 至 2060 年間，臺灣老年人口比率，將從國家最

低之列，成為高於其他國家，反映出臺灣老化速度的嚴重程度。21 

    臺灣高齡社會之所以如此快速發展，乃在於一批為數龐大的族群正快速地向老人的

國度推進所致，也就是嬰兒潮時代出生的人。所謂嬰兒潮世代，通常係指 1946 年 至 1964

年間（亦有指 1945 至 1965 年間）， 將近 20 年出生的嬰兒，因數量龐大，這一世代的

人每走到一個年齡階段皆在該階段帶來特定行業興起，他們也正是二次大戰後，提振各

國經濟成長，創造經濟奇蹟的世代。這一嬰兒潮世代的龐大族群，現正逐漸進入老人國

                                                      
19 參照註釋 1 
20 黃國樑（2018），〈警訊！臺灣正式進入高齡社會〉，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6656/3078328 
（瀏覽日期：2018/05/11） 
21 參照註釋 1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3078328


16 

的國度，因而造成高齡社會的快速來臨。22 

    孫得雄（2010）認為高齡化社會，該如何讓老人頤養天年，是全民無法逃避的共同

責任。他指出需注意，（一）經濟問題的解決（二）醫療問題的解決（三）居住問題（四）

日常生活的協助（五）多舉辦老人可參與的活動（六）老人要自強。另外，應視社會的

需要，針對高科技人才的導入、外勞、外籍配偶等訂立一套完整的移民政策措施與立法。23

鐘清章（2015）則認為因高齡化而衍生出的問題有：國民生產總值下降、年輕人的負擔

加重、醫療資源的消耗拖累國家。24 

    孫得雄（2010）和鐘清章（2015）都在分析高齡社會的問題上提到了經濟和醫療的

問題，鐘清章也提出了年輕人的負擔加重的要點。在越來越少的年輕人，和越來越多的

老年人的少子高齡社會，龐大的醫療需求勢必帶來經濟上的負擔，如何在其中能夠取得

一個平衡。政府在面臨這樣一個來勢洶洶的難題時，又是否清楚的認知到少子高齡正同

時行進的狀況，並施以合適的對策。 

三、日本的少子現況 

    日本在二戰後的 1947–1949 年間迎來了第一波嬰兒潮（每一年約 270 萬人），人口

急速增加的情況之下，於 1967 年突破了一億人口數。1971 年–1974 年是日本的第二波

嬰兒潮（每一年約 210 萬人），但自 70 年代後半開始每年的出生數便不斷減少。從合計

特殊出生率 25的數值來看（圖 1—1），自第一次嬰兒潮的 4.3 到第二次嬰兒潮的 2.1，再

到 1989 年合計特殊出生率首次降至 1.57，目前的最低紀錄是 2005 年的 1.26，2015 年稍

微回復到 1.45。依上述數據可看出日本的出生率雖有起伏，但整體的出生率仍維持低水

平狀態。 

 
                                                      
22 黃富順（2016），〈高齡社會發展下，對高齡服務產業及公共服務政策的展望〉，《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 4 卷 1 期》，

p.21—32 
23 孫得雄（2010）〈臺灣人口的少子化與高齡化的衝擊與因應措施〉，《健康世界》291 期，p.77-78 
24 鐘清章（2015）〈少子化與高齡化的品質社會〉，《品質月刊》51 卷 12 期，p.6—13 
25 合計特殊出生率（日），中譯：總生育率、總和生育率。據日本厚生勞働省對其解釋為「在 15—49 歲年齡區段之

間，女性生育率總和的結果」。依照臺灣國家發展委員會之說明，「總生育率係指平均每位婦女一生中所生育之子女

數，國際間評量及相互比較之生育率即是以總生育率為標準」。 
http://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jinkou/geppo/nengai11/sankou01.html（日本厚生勞働省）（瀏覽日期：2018/12/18） 
https://www.ndc.gov.tw/News_Content.aspx?n=01B17A05A9374683&sms=32ADE0CD4006BBE5&s=2D7C191B0671B17
6（臺灣國家發展委員會）（瀏覽日期：2018/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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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 日本出生數及合計特殊出生率的年次推移 

引用資料：日本內閣府『少子化對策白書 平成 29（2017）年版』
26
  

范敏惠（2006）認為日本少子化的主因可歸結於以下兩點：（1）持續的晚婚化和未婚率

的上升。（2）夫妻出生率降低。至於為何會有少子化現象的產生，則是由於能達到兼顧

工作及育兒程度的時間被拉長、高學歷化、結婚和生產價值觀的改變、育兒的負擔增加、

經濟的不穩定、對將來社會的不安全感等背景因素，這些都成為造成少子化進程的推手。

王松華（2012）在〈論日本的少子化老齡化問題〉27中提及少子化日趨嚴重的背景在於

臨時職業者和不就業人數的膨脹造成經濟收入不穩定而無法結婚的年輕人人數增多。權

彤、郭娜（2015）則認為晚婚不婚人口的增加是日本少子化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造

成晚婚不婚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經濟與雇傭的不穩定。28 

                                                      
26 出生數及合計特殊出生率的年次推移，

http://www8.cao.go.jp/shoushi/shoushika/whitepaper/measures/w-2017/29webhonpen/html（瀏覽日期：2018/12/18） 
27王松華（2012）〈論日本的少子化和老齡化問題〉，《商场现代化》，中旬刊总第 689 期， p.368─369 
28權彤，郭娜（2015）〈日本“超少子化”问题研究─基于女性就业的视角〉，《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第 27 卷第

5 期，p.35─38 
 

http://www8.cao.go.jp/shoushi/shoushika/whitepaper/measures/w-2017/29webhonpen/html
http://resource.lib.thu.edu.tw:2068/kns55/detail/detail.aspx?recid=&FileName=SCXH201220280&DbName=CJFD2012&DbCode=CJ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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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諸多形成少子化現象的因素中，晚婚和未婚化被認為是日本少子化最主要的成因。

這是由於日本的新生兒幾乎屬於婚生子女，因此結婚或不結婚對於出生有著直接影響。 

    日本在 1970 到 1974 年間每年的婚姻件數約超過 100 萬件，婚姻率約在千分之十左

右，但自此之後婚姻件數和婚姻率便持續呈現下降趨勢。從 1978 年到 2010 年的這段期

間，每年的婚姻件數大多徘徊在 60 到 70 萬件之間。2015 年的婚姻件數來到了至今目前

的最低紀錄只有 63 萬 5,156 件，和 2014 年的紀錄相比又少了 8,593 件。婚姻率當然也

是目前為止的最低紀錄只有 5.1，若和 70 年代前半相比婚姻率只有當時二分之一的水平

而已。29 

    隨著未婚化的持續進行，以 30-34 歲的族群來看（圖 1-2），男性有二分之一的人未

婚（47.1%），女性則是有三分之一的未婚比例（34.6%）。而 35-39 歲的族群當中，男性

有三分之一的人未婚（35.0%），女性則是四分之一（23.9%）。日本的未婚和晚婚化不僅

持續進行，未婚男女的初婚年齡推估也將逐年上升。 

                                                      
29 日本內閣府，「平成 29（2017）年版少子化対策白書婚姻・出産の状況」，

http://www8.cao.go.jp/shoushi/shoushika/whitepaper/measures/w-2017/29pdfhonpen/29honpen.html 
（瀏覽日期：2018/05/11） 

http://www8.cao.go.jp/shoushi/shoushika/whitepaper/measures/w-2017/29pdfhonpen/29honp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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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日本以年齡作區分（5 歲）的未婚率推估 

引用資料：日本內閣府『少子化對策白書 平成 29（2017）年版』30 

四、日本的高齡現況 

    日本除了面臨出生人數不斷減少，以及未婚、晚婚所造成的少子化外，高齡化也正

在快速地進行。日本在 1997 年便已提出『高齡社會白書』，公開有關高齡化的狀況以及

政府對高齡政策的實施現狀等。 

    1950 年日本的高齡者總人口數尚未達到 5%，但到了 1970 年已增加到 7%，1994 年

                                                      
30年齢（5 歳階級）別未婚率の推移，

http://www8.cao.go.jp/shoushi/shoushika/whitepaper/measures/w-2017/29pdfhonpen/pdf/s1-2.pdf（瀏覽日期：2018/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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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突破 14%，從日本總務省「人口推計」：平成 28（2016）年 10 月 1 日的數值（27.3%）

來看，日本已達到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超高齡社會」31的標準，並且這樣的態

勢仍舊持續在上升當中。 

    據『平成 29（2017）年版高齡社會白書』的說明，日本高齡化有以下兩點原因：（一）

不同年齡階級別的死亡率下降，使得 65 歲以上的人口增加。也就是說雖然高齡者人數

增加，死亡人數也確實增多，但依圖 1-3 所示，高齡者（指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的死

亡率依男女性別、年齡和年次來進行區分比較的話，各年齡段的死亡率都呈現下降趨勢。

這意味著日本人的平均壽命延長，長壽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二）因少子化而造成青年

人口的減少。 

    從日本長壽化的趨勢並不難預料高齡化的持續演進，但從上述第二點的原因可以得

知，少子化所造成青年人口的減少也是造成高齡化的因素之一。然而日益減少的年輕族

群為何會影響高齡化，兩者之間存在著何種關連還需探討其中之緣由。 

 

 

 

 

 

 

 

 

 

 

 

 

                                                      
31
 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 7%時，稱為「高齡化社會」，達到 14%的時

候是「高齡社會」，倘若達到 20%時便是「超高齡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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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  日本在不同性別與年齡的死亡率（1950─2015 年間） 

引用資料：日本內閣府平成 29（2017）年版高齡社會白書 32 

    徐嘉穗（2011）在〈少子化對國民小學教育之影響與政府因應對策—臺灣與日本比

較〉33的研究中提到： 

    人口沿著三種不同的類型有規律地演變，就是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人口

自然增長率的“高高低”型，過渡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人口自然增長率的“高

低高”型、然後又過渡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三低”型。世界各

國所處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不同，其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也處於不同的階段，但

最終都要完成這幾種類型的轉變。 

                                                      
32 高齢者の性・年齢階級別死亡率（1950～2015），

http://www8.cao.go.jp/kourei/whitepaper/w-2017/zenbun/pdf/1s1s_04.pdf（瀏覽日期：2018/05/11） 
33 徐嘉穗（2011）〈少子化對國民小學教育之影響與政府因應對策─臺灣與日本比較〉，東海大學公共事務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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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在 1960–1970 年之間，已出現日本在人口構造轉換的端倪，從那時起年輕人的

人口比率開始減少，高齡者人口的比率增加，這樣的狀況一直延續至今。34根據 2005

年日本的國勢調查顯示，在 2005 年 10 月 1 日的總人口數為 1 億 2,776 萬 8 千人，比起

2004 年 1 億 2,779 萬的推移人口數少了 2 萬 2 千人，這是在二戰後首次確認了日本進入

「人口減少社會」。35 而造成「人口減少」的主要理由就是因少子化所造成的孩童人數

減少，加上高齡化所致。 

    牧野篤（2007）認為日本的少子高齡化，並非追隨西歐國家所呈現的人口轉換典型

來進展，而是因經濟發展帶來的生活條件上的改善，幾乎直接導致少子化。少子化急速

進展又進而加速高齡化，招致人口急遽減少，是東亞型的少子高齡化發展的典型。所謂

亞洲型的少子高齡化是指，從「多產多死」社會，不經「多產少死」社會，急遽地朝「少

產少死」的社會構造轉換。結果，即使經濟發展帶來了少產少死，以人們生活中的價值

觀和意識形態做為基礎之各種各樣的社會系統，在準備好能對應少產少死、少子高齡化、

人口減少之前，少子高齡化和人口減少的社會現象卻已先行發展，在這樣未能及時做出

因應少子化齡化和人口減少對策的狀況，為整個社會增添了不安。36 

    日本在少子化與高齡化同時發生且迅速進化的情況之下，少子高齡改變了社會整體

的人口結構使得成為「人口減少社會」，並且這樣的情況還在不斷地向兩極發展，這個

現象才是少子高齡化須關注的重點所在。松田茂樹（2013）分析由少子高齡化所帶來的

影響，首先是年金、醫療看護的社會保障制度。再來是勞動者數量減少的同時，消費活

動較活躍的年輕族群也跟著減少，如此一來將使得經濟活動蕭條。第三點是獨自生活且

須協助的高齡者增加，但是在地方上能夠擔當這樣協助角色的人卻減少。最後是少子高

齡化為年輕族群帶來了龐大的經濟負擔，年輕世代難以結婚及出產的狀況仍舊沒有改

變。 

    綜上所述，雖可將少子高齡化規範在人口層面，但由人口所發展出的觸角所涉及的

範圍可說是相當廣泛，因此重視少子高齡現象的同時，針對其作全面性之政策考量才不

                                                      
34 李祖嘉(2012)〈日本地方自治改革—以少子高齡化、過疏化為脈絡的觀察〉，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碩士論文 
35 日本內閣府（2006），『平成 18 年版 少子化社会白書』，p.18 
36 牧野篤（2007）〈日本少子高齡化的變遷和現狀〉，《臨沂師範學院學報》29 卷 4 期，p.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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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顧此而失彼。 

 

第二節 婚姻與家庭的改變 

一、臺灣的婚姻與家庭 

    內政部戶政司〈年度縣市及全國統計資料〉當中〈人口數按年齡及婚姻狀況〉的

統計資料顯示，民國 96（2007）年臺灣 20 歲以上的成年未婚男女總數為 4,920,805 人（男：

2,739,884 人，女：2,180,921 人）到了民國 106（2017）年成年未婚男女總數已達 5,702,666

人（男：3,124,403 人，女：2,581,263 人），除了未婚人口不斷攀升之外，臺灣未婚男女

的初婚年齡也不斷上調。從民國 69（1980）年男性的初婚年齡為 27.4 歲，女性為 23.8

歲到民國 106（2017）年男性初婚年齡為 32.4 歲，女性為 30 歲，從數據當中可見臺灣

的未婚男女進入婚姻的腳步也越來越遲。2015 年在 1111 人力銀行網頁上一篇名為〈適

齡未婚人數逼近 2 百萬 不婚不戀為工作〉報導中寫道： 

45 歲以上未婚人口，根據主計處常年人口統計，從民國 45 年的 2 萬 8 千人到 99

年 41 萬人，大齡未婚人口幾乎是百分百上升。另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 103 年未

婚人口，45─64 歲的未婚人口，已高達 60 萬人以上，顯見大齡不婚人口急遽攀升

中。37 

    從唐曉霞（2015）利用可婚指標 38探討臺灣未婚男女擇偶機會的年齡差異和變化情

況的研究中可發現，近期適婚且想婚的臺灣女性可能易錯失「最高」擇偶機會年齡層，

但會把握住「次高」擇偶機會時機點前結婚。（2012 年女性可婚指標最高峰為 27 歲，次

高峰為 30 歲）到了 2025 年女性可婚指標高峰（27 歲）及次高峰（30 歲）年齡均不變。

由於晚婚趨勢，假設未來結婚年齡（或「正式考慮」婚姻擇偶年齡）將比 2012 年後延，

那麼有可能會發生超過可婚指標高峰年齡後還在尋找對象的困境。除了女性未來結婚年

                                                      
37 張雅婷（2016），〈適齡未婚人數逼近 2 百萬 不婚不戀為工作〉，1111 人力銀行，

https://m.1111.com.tw/news/jobns_con.asp?ano=79420（瀏覽日期：2018/12/08） 
38 唐曉霞（2015）〈2012 與 2025 年臺灣地區未婚男女可婚指標之比較與預測〉，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 
學系碩士論文。其研究中所指之「可婚指標」是計算由「逐歲年齡別與性別人口資料」和「逐歲年齡配對上下門 
檻與異性結婚年齡差距率（P 值）」兩大類所構成，也就是其計算結果會受到人口結構和擇偶配對因素的影響，計 
算出的指數代表擇偶機會的多寡。這也就是說可婚指標值月大時，擇偶機會也就越大，反之，則擇偶機會越小。 

https://m.1111.com.tw/news/jobns_con.asp?ano=79420


24 

齡後延之外，2025 年男性的可婚指標比 2012 年低，唐曉霞認為男性的婚姻市場並不侷

限於國內女性，還有外婚因素的影響，不過在近期的政策和經濟環境影響之下，男性外

婚比例下降，造成未婚機率升高，這也可能會挫折臺灣男性未來的結婚率。經由唐曉霞

的研究可推測未來臺灣的未婚男女延遲結婚的現象仍會不斷持續進行。 

    李筱媛（2013）的研究中發現現代單身男女遲遲未走入婚姻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促進

結婚的動機與力量逐漸消失，教育程度的提升，現代單身男女經濟的獨立，婚姻不再是

滿足人類性需求的唯一途徑等因素都使得家庭功能逐漸被取代，而婚姻的意義與家庭功

能只剩下情感的支持的部分。李筱媛透過訪談發現多數單身族都是在不知不覺間走上

「不婚」這條路，他表示這些受訪者們並未排斥婚姻，但抱著且戰且走，一邊等待，一

邊蹉跎，結果一直沒有遇見自己認為「對的人」。並有少部分的受訪者透露出對單身感

到孤單和焦慮，有些渴望婚姻生活，但落實在生活上的實際行動卻是和邁向婚姻背道而

馳。39 

    許雅惠（2005）的研究發現女性的婚姻觀較偏向正面，認為婚姻是必要、重要且長

久的，未婚女性偏好婚姻勝於單身，其結婚意向會因為年齡及有無戀愛經驗而有所不同。

然而，實際上的數據顯示願意許下承諾投入婚姻的人數與年齡卻是反其道而行。40由李

筱媛（2013）和許雅惠（2005）的研究可看出即使單身男女仍舊保持結婚意願，但現實

上進入婚姻的路途並未因此變得容易，反倒是繼續維持晚婚的情形。 

    綜上所述，現在的單身男女即使希望進入婚姻，但會付諸實行的卻與意願相對，有

意願進入婚姻並不表示通往結婚的道路因此一帆風順，實際數據的統計所呈現的就是未

婚的男女初婚年齡越來越大的事實，除了年輕族群越來越晚婚之外，就連已邁入中高年

齡層的男女單身比例也越來越高，這樣的現象讓人不禁思考度過了中年之後在邁入老年

的這群單身男女將會帶來什麼樣的社會衝擊，他們又將面臨什麼樣的老年生活。 

    依內政部戶政司歷年人口統計資料當中〈戶數結構表〉的數據來看（見表 2–1），

                                                      
39 李曉媛（2013）〈現代臺灣單身男女的婚姻觀與「家」的想像-以新竹地區高教育專業工作者為例〉，國立清華大學 
臺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論文 
40 許雅惠（2005）〈女性的原生家庭經驗、戀愛經驗、婚姻觀與婚姻行為意向之關係〉，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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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戶

總　計 1人家戶 2人家戶 3人家戶 4人家戶 5人家戶 6人以上家戶 共同事業戶

民國95年 2006 7,394,758 1,952,987 1,309,669 1,302,751 1,327,650 764,284 736,703 714

民國96年 2007 7,512,449 2,022,901 1,352,358 1,335,536 1,327,161 749,799 724,013 681

民國97年 2008 7,655,772 2,111,331 1,400,960 1,370,466 1,333,355 737,138 701,867 655

民國98年 2009 7,805,834 2,201,706 1,452,129 1,409,487 1,340,155 723,974 677,768 615

民國99年 2010 7,937,024 2,284,980 1,501,732 1,442,514 1,342,424 710,481 654,296 597

民國100年 2011 8,057,761 2,363,499 1,543,750 1,470,139 1,344,776 697,433 637,596 568

民國101年 2012 8,186,432 2,454,459 1,579,029 1,496,512 1,346,025 684,043 625,785 579

民國102年 2013 8,286,260 2,530,995 1,608,927 1,513,385 1,340,542 673,646 618,190 575

民國103年 2014 8,382,699 2,610,729 1,634,904 1,526,237 1,334,474 661,499 614,308 548

民國104年 2015 8,468,978 2,676,000 1,659,536 1,540,442 1,331,457 652,122 608,875 546

民國105年 2016 8,561,383 2,747,386 1,688,064 1,555,706 1,326,372 641,974 601,331 550

民國106年 2017 8,649,000 2,814,583 1,719,466 1,571,035 1,319,952 630,673 592,744 547

說明：1.本表係指戶籍登記之戶內人口數，無涉家庭成員結構。 內政部戶政司　編製

　　　2.共同事業戶係指在同一處所同一主管人之下經營共同事業之工廠、商店、寺廟、 機關、學校或其他公私場所。

戶數結構表

年　別

民國 95（2006）年 1 人家戶的戶數為 1,952,987 戶，至民國 106（2017）年已增至 2,814,583

戶，相較於 2 人—6 人家戶數的成長比例來看其速度甚為可觀，此表雖未可見家族結構

之細部分析卻可推測「個體戶」的發展速度確實驚人。 

表 2─ 1  臺灣戶數結構表﹙2006 年–2017 年﹚ 

 

     

 

 

引用資料：內政部戶政司歷年人口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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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麗美（2006）對臺灣家戶組成的變遷依中、高、低三組做出整理並推估出臺灣家

戶規模逐年縮小，未來的家戶型態仍以核心家庭為主，只是多數成員將由老人所組成，

依研究中未來家戶結構按家戶類型與人數分的推估統計來看，不論是父母與子女、父親

與子女、母親與子女所構成的二代家戶依照高、低推估都仍處於增長趨勢。因此不論是

將來的一人家庭或者是由父母和子女所組成的家庭，其數量在不斷地增多之外，還面臨

了成員老化的問題，而日漸轉變的家庭價值觀又會帶給家庭什麼樣的影響。42 

    美國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H.Erikson,1902-1994）認為大學生正值發展任務為與人

親密或孤立的成年前期，陳筑芳(2016)根據艾瑞克森的人格發展論，探討大學生的家庭

價值觀、愛情態度與婚姻承諾的現況及其關係。女大生較重視家庭責任、重視伴侶之溝

                                                      
41 內政部戶政司歷年人口統計資料（2006 年–2017 年），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ris.gov.tw/info-popudata/app/awFastDownload/file/y1s2-00000.xls/y1s2/0
0000/&sa=U&ved=0ahUKEwjUlvqo9t_fAhXMabwKHcP4CjIQFggIMAI&client=internal-uds-cse&cx=00892424114
4993467735:uh_4iy7c1s4&usg=AOvVaw2ci4uiTeu6Hey2w81ScrTw（瀏覽日期：2019/01/09） 
42 董麗美（2006）〈臺灣家戶組成變遷的可能方向〉，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ris.gov.tw/info-popudata/app/awFastDownload/file/y1s2-00000.xls/y1s2/00000/&sa=U&ved=0ahUKEwjUlvqo9t_fAhXMabwKHcP4CjIQFggIMAI&client=internal-uds-cse&cx=008924241144993467735:uh_4iy7c1s4&usg=AOvVaw2ci4uiTeu6Hey2w81ScrTw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ris.gov.tw/info-popudata/app/awFastDownload/file/y1s2-00000.xls/y1s2/00000/&sa=U&ved=0ahUKEwjUlvqo9t_fAhXMabwKHcP4CjIQFggIMAI&client=internal-uds-cse&cx=008924241144993467735:uh_4iy7c1s4&usg=AOvVaw2ci4uiTeu6Hey2w81ScrTw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ris.gov.tw/info-popudata/app/awFastDownload/file/y1s2-00000.xls/y1s2/00000/&sa=U&ved=0ahUKEwjUlvqo9t_fAhXMabwKHcP4CjIQFggIMAI&client=internal-uds-cse&cx=008924241144993467735:uh_4iy7c1s4&usg=AOvVaw2ci4uiTeu6Hey2w81Scr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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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家庭倫理與家庭功能，而男大生較重視婚姻責任與組織家庭的性別角色與婚姻傳承，

對於家庭價值觀總體上不再以傳統觀的想法思考。43總體而言，大學生的家庭價值觀念

呈中間偏傳統，其中家庭功能觀念最傳統，性別角色觀念最現代，這與許家齊（2012）

研究屏東地區大學生家庭價值觀與愛情態度之研究結果不謀而合。從陳筑芳和許家齊的

研究結果可看出年輕人即使對性別角色的看法已發生轉變，然而對家庭功能仍抱持著期

待，即使因社會變遷而使得家庭功能弱化，但家庭仍存在其無可取代的功用。 

    翁雅屏（2004）認為因社會變遷而產生家庭價值觀改變，家庭的定義需要重新思考。

此外，傳統的家庭功能逐漸被一些社會機構取代，唯獨情感功能是家庭功能中較不受社

會變遷所影響。44葉淑芬（2006）指出國人傾向現代的家庭價值觀在家庭方面，由父母

與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增加，傳統大家庭結構相對減少，多元化的家庭型態產生。家庭

功能日漸縮減，以滿足家人情感需求為最主要目的，教育功能多轉移至社會與政府。45 

    楊惠婷（2004）對影響臺灣民眾家庭觀之因素，利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民國

90（2001）年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中的 1657 筆原始資料，分別以奉養態度、照顧方

式、家庭婚姻認知價值、性別角色及奉養責任這五點進行統計分析。其研究結果發現在

年老時婚姻狀況若為已婚有偶，家庭型態為核心家庭或單人家庭，教育程度為專科或大

學以上，年老時希望的居住安排為夫妻自己住，不想依靠兒女奉養，也顯示出臺灣民眾

的傳統家庭觀念已逐漸改變。46 

    綜上所述，隨著單人家庭和與父母同住子女的數量增加，不僅是家庭結構的改變，

更會影響整體社會的發展。因社會變動所導致的傳統家庭功能式微，不論是對年輕族群，

或是高齡者勢必造成衝擊。 

二、日本的婚姻與家庭 

    根據日本內閣府 2014 年度有關「結婚、家庭形成意識調查」47結果顯示，日本現今

                                                      
43 陳筑芳（2016）〈大學生家庭價值觀、愛情態度與婚姻承諾之相關研究〉，中臺科技大學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碩

士論文 
44 翁雅屏（2004）〈國小學童家庭價值觀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45 葉淑芬（2006）〈本國籍與東南亞外籍母親家庭價值觀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46 楊惠婷（2004）〈影響臺灣民眾家庭價值觀因素之研究〉，輔仁大學應用統計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47 日本內閣府(2014)「平成 26 年度 結婚・家庭形成に関する意識調査―結婚観」 
http://www8.cao.go.jp/shoushi/shoushika/research/h26/zentai-pdf/pdf/2-2-2-3.pdf (瀏覽日期：2019/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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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男女不結婚的理由是因為「沒有遇到合適的對象」，即使日本未婚男女的結婚意願

仍舊很高 48，從日本厚生勞動省 2016 年度的「人口動態統計特殊報告有關婚姻統計概

況」49來看，平成 27 年（2015）夫妻雙方都是初婚的情況，丈夫是 30.7 歲、妻子則是

29.0 歲。相較於平成 22 年（2010）丈夫 30.1 歲、妻子 28.5 歲的數據來看，日本晚婚化

的現象仍持續進行中。 

    廖思穎（2010）在〈日本少子高齡化社會國際移民之研究〉50中對日本婚育觀念的

變化提出說明，他認為迄今為止在日本到了一定年齡就要結婚的社會規範意識在逐漸淡

化，人們越來越從個人的立場來考慮婚姻問題。「結婚對現在的日本年輕人來說已經不

是人生的唯一選擇。在沒有找到合適的人選或沒有足夠的金錢辦婚事的時候，他們就會

選擇不結婚。」此點與久我尚子（2012）在對日本年輕族群的婚姻觀所進行的研究有相

似之處。 

    久我（2012）指出，日本年輕族群未婚的理由可歸結於結婚資金和結婚對象，其背

景是在僱用情勢惡化且對戀愛消極化的情況下。他也提到除了經濟上的嚴峻情勢，個人

生活方式的多樣化也使得男性不知道該如何面對戀愛習題，女性則是對戀愛的關注日漸

淡薄。結婚變得日趨困難，在家庭模式越往小家庭形式為主體的時候，年輕人對家族價

值感的提高，讓他們的婚姻觀和家族觀都趨向於回歸到傳統模式。51他提到日本年輕人

對家族價值感提高，並且婚姻和家族觀都回歸於傳統模式，若照此脈絡進行推論，年輕

人並不排斥進入婚姻，也可說仍抱持進入婚姻的想法，那麼是什麼因素成就了日本的「未

婚化」呢。 

    山田昌弘（2008）認為現代日本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對就業造成了衝擊，也對婚

姻造成了影響。日本的婚姻型態已經發生轉變，不再是像過去一樣憑藉他人之力就可以

進入婚姻，而是自己必須要付出行動、努力才能夠達到結婚目標。但是仍有為數不少的

                                                      
48 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2016)「第 15 回出生動向基本調査─独身者調査」結果顯示，有 

結婚意願的未婚者比例男性有 85.7%，女性為 89.3%，由此可知日本單身男女傾向於進入婚姻。 
  http://www.ipss.go.jp/ps-doukou/j/doukou15/NFS15_report3.pdf (瀏覽日期：2017/12/24) 
49 日本厚生労働省（2016）「平成 28 年度的人口動態統計特殊報告有關婚姻統計的概況」 
  http://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jinkou/tokusyu/konin16/dl/gaikyo.pdf (瀏覽日期：2019/01/09)                            
50 廖思穎（2010）〈日本少子高齡化社會下國際移民之研究〉，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碩士論文 
51 久我尚子（2012），「若年層の結婚観～未婚化・晩婚化の一方で若者たちは結婚望んでいる」，ニッセイ基礎研究

所，http://www.nli-research.co.jp/report/detail/id=40378?site=nli (瀏覽日期：2019/01/09)   

http://www.ipss.go.jp/ps-doukou/j/doukou15/NFS15_report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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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未婚男女抱持著，只要等待總有一天會有理想對象出現這樣的想法，對於自己不行

動就不會有收穫的現實狀況卻尚未能有切實的認知，並且也尚無意識到對婚姻的想法也

需有所轉變，使得依舊結婚意願高的未婚男女，仍然處與獨身狀態，日本的「晚婚」「不

婚」現象還是持續進行中。52正如同山田所提示的日本婚姻型態已發生轉變的事實，但

「未婚化」的影響並非只衝擊到日本的年輕世代，這股風潮越來越趨向中高齡化。  

    如同宮本みち子（2011）在《人口減少社會的生活型態》53一書中曾提到受到晚婚、

不婚的影響，以往被認為是「育兒世代」的中年族群也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單身族

群的增加，20 多歲的單身族群大約都占 7 成左右，但是 3、40 歲的單身人數都增加，而

且生涯未婚的比例也在逐漸升高當中。目前日本的家庭模式是以夫婦二人和子女所構成

的核心家族占多數，但這樣的標準卻會因晚婚、晚產、還有無子女夫妻的增加、不婚和

離婚的增加而受到波及。長久以來，中年族群被視為應該是和配偶及子女一同生活的模

式，沒有家庭的人則是特例。但是沒有配偶和子女的單身中年正持續地增加當中。 

    由於「少子化」的迅速發展，將可減緩少子化的目標放在年輕族群身上是可預見的，

但是數量正緩緩累積的中高齡單身族群在將來是否會成為下一波的社會新焦點，雖然尚

不如「少子化」和「高齡化」現象清晰可見，或許已在悄悄醞釀當中。 

   宮本（2011）在《人口減少社會的生活型態》54當中「婚姻與家庭的改變」篇章中也

曾提到，在少子高齡狀態持續進行的腳步下，家庭戶均人數的縮小逐漸成為趨勢，預計

到 2030 年家庭戶中平均人數為 2.27 人。日本在二戰後，特別是從高度經濟成長期的 1960

年開始的 15 年間，因核心家庭增加而使這段期間成為了「核心家庭的時代」，而此後便

轉向單人家庭移動。廣義的核心家庭可分為只有夫妻的小家庭、由夫婦與子女構成的家

庭、或是單親家庭，但說到核心家庭大多是指由夫妻和子女所組成的家庭。其他還有像

是由夫妻、子女和其父母或兄弟姊妹由親屬所構成的聯合家庭和單人家庭。 

  從日本內閣府所公布的平成 29（2017）年高齡社會白書當中「日本 65 歲以上高齡

                                                      
52 同註釋 2 
53 宮本みち子（2011）《人口減少社會的生活型態》書名為筆者暫譯，日文原著名為『人口減少社会のライフスタイ

ル』，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 
54 同註釋 44，p.110-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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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家庭數及代間比和 65 歲以上高齡者占日本全國家庭數之比例」的數據圖（圖 2-1）

來看，1980 年代單人家庭和由夫妻組成之小家庭比例差距並不明顯，並且以三代同堂的

家庭模式所佔的比例最高。到了 1995 年，仍是以三代同堂的模式占大多數，但此時可

以發現由夫妻之間所經營的小家庭模式已逐漸追趕上了三代同堂的比例，並且單人家庭

的比例也慢慢上升。2000 年雖然差距不大，但由夫妻組成的小家庭數已超越了三代同堂

的數量，除此之外單人家庭數也明顯升高。也是從 2000 年開始三代同堂的比例逐漸下

降，而夫妻組成的小家庭和單人家庭則是呈現穩定的上升趨勢。雖然目前是以夫妻所組

成的小家庭居於主體位置，然而單人家庭模式在所有家庭模式中居於第二位，因此單人

家庭數目的成長也值得關注。此外，比起由夫妻組成的小家庭和單人家庭的成長表現雖

然不是那麼明顯，但家庭數量也在增加的那就是父母與未婚子女同住的家庭。2005 年父

母與未婚子女同住的家庭數目快速增加，從 2007 年開始便一直呈現升高走勢。 

由此數據來看，單人家庭的情況持續增加，預計將來家庭成員只有一人的情形會越來越

多。此外，與父母同居的未婚子女家庭數量持續平穩上升的情況下，當年長的父母去世

時，那時未婚的子女是否也將從中年邁入高齡，這一群子女是否又將組成新一波的單人

家庭，若沒有相應的對策，當和父母同住的單身子女在父母去世後成為新的單人家庭再

合流原本的單人家庭，這一群新興的單人家庭模式，或許會為將來的社會帶來不小的衝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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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   日本 65 歲以上高齡者的家庭數及代間比和 

         65 歲以上高齡者占日本全國家庭數之比例 

引用資料：日本内閣府『平成 29（2017）年高齡社會白書』55 

 

第三節 高齡者的生活需求 

    從曾中明（2006）〈臺灣老人福利概況及政策展望〉56和魏秀春（2011）〈台日老人

福利政策與醫療福利政策之探討〉57中都可看到臺灣及日本對高齡者所實施的老人福利

內容，臺灣對老人福利的措施可分生活照顧、經濟安全、健康維護、老人住宅、教育休

                                                      
55 65 歳以上の者のいる世帯数及び構成割合(世帯構造別)と全世帯に占める 
http://www8.cao.go.jp/kourei/whitepaper/w-2017/zenbun/pdf/1s2s_01.pdf（瀏覽日期：2018/12/17） 
56 曾中明（2006）〈臺灣老人福利概況及政策展望〉，《臺灣老年醫學雜誌》，2006 年第 1 卷第 3 期，p,112─121 
57 魏秀春（2011）〈台日老人福利政策與醫療福利政策之探討〉，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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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等 5 大面向為政策主軸，其中即以生活照顧層面的服務成效最為顯著，而日本則是以

社會保險福利、醫療保險福利和居家老人福利為主。 

    臺灣已邁入高齡社會，並以驚人的速度追趕著日本的高齡化。從上述的文獻中可發

現，即便日本的高齡政策先於臺灣，在社會保險、醫療服務和老人居家照護方面都有較

完善的政策設計，但不論是臺灣或是日本的高齡政策，大多都關注在老人的福利和生理

照護，卻忽略了高齡者在老年時期還需有心理上的情感需求。 

    登載於臺灣公共衛生雜誌上有關〈臺灣地區老年人健康行為之影響因素分析〉58一

文曾指出，伴侶的精神支持對老人的生活與情緒安定非常重要。鍾愛幸（2016）認為： 

人尤其到了中年，在生理上會產生一些變化，身體機能走下坡，此時有伴侶且處於

婚姻狀況者，在身體與情感上有伴侶的照顧或家庭的支持。相對的，無伴侶者對於

這些生理上的變化，大致有心理準備，也需要做調適，除了獨自面對生理變化，也

須面對世人不解和異樣的眼光，以及他人的臆測和社會壓力，更要面對往後晚年生

活的種種問題，尤其是一個人的老後。…（中略）沒有伴侶的單身族，需獨自面對

往後大約二、三十年的老後生活，要如何適應這些壓力和老化之準備，實為重要之

課題，然而國內對於無伴侶者之老年準備付之闕如。59 

    再加上， 

中年單身無子女者沒有家庭近親的支持，尤其父母親也離世者，無依無靠，在生病

時顯得更無助、更落寞。再者一直處於無婚姻狀態，亦無伴侶，內心難免感到空虛

寂寞，因此遇到煩惱或是心事，難以及時找到傾訴的對象以得到安慰。個體支持的

來源，主要都是初級團體裡的成員，大都是自己的配偶、父母或其他的兄弟姐妹，

尤其是高齡者，遇到煩惱時總希望向老伴訴說，可見老年階段老伴角色的重要性，

亦足見家庭功能情感方面支持的重要。60 

    林麗華（2015）的中高齡者對代間關係之重視度與滿意度研究中，中高齡者非常重

                                                      
58 許志成、徐祥明、徐瑱淳、石曜堂、戴東原（2003）〈臺灣地區老年人健康行為之影響因素分析〉，《臺灣公共衛生

雜誌》 22 卷 6 期， p. 441 — 452 
59 鍾愛幸（2016）〈中年單身無子女者家庭支持感與老年準備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 
60 同註釋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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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與家族中晚輩的互動與狀況、情感支持，卻無法得到相對應的滿意程度。顯示在快速

社會的變遷之下，家庭型態的改變、家庭功能的式微、親代與子代間互動的質量改變，

中高齡者仍然對於與子代的代間互動與情感，具有高度的期待。61 

    劉碧英（2005）於〈老年人心理特點與心理保健〉62當中指出，在嚴格區分年齡因

素及家庭生活環境因素之後，研究表明老年人的情感活動與中青年人相比，本質特點是

相同的，僅在關切自身健康狀況方面的情緒活動強於青、中年。也就是說，孤獨、悲傷、

憂鬱等負性情緒並不是年老過程必然伴隨的情感變化。但不可否認的是，老年期是負性

生活事件的多發階段，隨著生理功能的逐漸老化，各種疾病的出現、社會角色與地位的

改變、社會交往的減少，以及喪偶、子女離家、好友病故等負性生活事件的衝擊，老年

人經常會產生消極的情緒體驗和反應。 

    透過上述的文獻可知高齡者在老年時期生理上的衰弱和不適雖非必然但卻無可避

免，然而在社會的快速變遷之下，原本的「家庭」或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面臨轉變，

勢必也會影響老年人的生活。在只看見高齡者生理上的需求而設計的福利政策之同時，

殊不知滿足其心理上的需求更為迫切。 

    在少子高齡社會持續進行的狀態下，兒童少老人多的情況已是將來的趨勢，現今的

高齡者所呈現出的樣貌，也和過往不同。雖然因社會環境的改變和家庭功能式微，呈現

出社會或是青年族群須負擔老年人的情況，但是如何協助讓高齡者在老年時期的自立，

並且形成互助的網絡更加值得關注。 

  

                                                      
61 林麗華（2015）〈中高齡者對代間關係之重視度與滿意度之研究〉，南開科技大學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所碩士論文 
62 劉碧英（2005）〈老年人心理特點與心理保健〉，《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 13 卷 3 期，p.373—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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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臺灣公辦聯誼政策演變與現狀 

第一節 政策初始與演變過程 

    民國 80（1991）年之後，政府警覺人口出生數不足，且人口快速老化，於民國 81

（1992）年修正〈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和加強推行人口政策方案，將人口成長目標

從「緩和人口成長」改為「維持人口合理成長」，以此作為我國人口政策計畫與推動指

導，並針對社會型態的變遷、人口轉型，與國家整體發展狀況進行檢討修正及調整。 

    民國 95（2006）年通過了〈人口政策綱領〉修正草案，有鑑於社會產經結構的變化，

少子化和高齡化現象影響國家未來的發展，行政院於民國 97（2008）年核定《人口政策

白皮書》，復於民國 100（2011）年 12 月 7 日修正核定〈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此人

口綱領中的第一項理念和內涵為：倡導適齡婚育，改善擇偶環境，增加結婚機會。從其

內涵可看出，此綱領之內容已主張適齡婚育，是「公辦聯誼」理念的雛型。 

    行政院於民國 10（2013）年 7 月 12 日核定的《人口政策白皮書》修正案中的第貳

篇（因應人口變遷之對策）第一章（少子女化社會之對策）第一節（提升婚姻機會與重

建家庭價值）項目參（重點措施及績效指標）第六項明確指出「鼓勵政府部門結合企業

經常舉辦未婚聯誼活動(102–105 年)」。自此，「公辦聯誼」正式成為了政府為減緩少子

化趨勢而實施的政策項目。 

    在公辦聯誼政策尚未擬定施行前，政府所舉辦之聯誼活動僅限於在公家單位之間舉

辦。民國 83（1994）年，政府各機關有感於未婚同仁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建議應增辦未

婚員工聯誼活動，使平日忙於公務之未婚同仁有交友聯誼機會。藉著聯誼活動，不但有

覓得佳偶的機會，也有助於相關單位間彼此的溝通與了解。此項聯誼活動曾於民國 88

（1999）年和民國 89（2000）年因經費不足而中斷兩年。民國 90（2001）年經內政部

研討認為此聯誼活動確有舉辦之需求，而改以參加者付費之方式恢復舉辦，每年分春、

秋兩季分梯次規劃辦理。 

    行政院 2008 年的〈人事月刊〉中提到，在建立未婚聯誼活動的規劃原則上，為求

聯誼的服務品質以及活動的合宜安全，自民國 84（1995）年起至今（2018 年）以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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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辦理聯誼活動。依法辦理公開招標，由民間對舉辦聯誼活動具經驗能力之活動團體

或企業來承攬此項業務。聯誼活動舉辦的基本原則為： 

一、 依據各機關未婚男女數之需求，擬訂活動規模大小，初始開辦時，人數不多， 

 可採小規模 1 梯次試辦方式處理，並逐漸依需求及經驗的累積擴大辦理。 

二、 各梯次活動後，應查詢參與者對活動的意見與建議藉以修定活動內容，以促進往    

     後活動的改進，增加成功的機率。 

三、 由民間專業機構規劃活動內容，並負責執行帶動聯誼，成果更為顯著。 

四、 由中央機關未婚同仁逐漸擴大至中央及部分地方公教同仁，更進而納入民間著名  

     的大型企業機構未婚同仁，以擴大員工人際活動空間，增進配對成功機率。 

五、 以「受益者付費」及「委外辦理」原則，在不增加政府經費開支及業務量之情況 

     下，達成配合整體國家人口政策的推動。 

    承上所述，在民國 102（2013）年《人口政策白皮書》修正案核定之前，由政府部

門舉辦的聯誼活動並未被納入政府施政政策中，僅為政府部門間的一項活動。然而，少

子高齡和晚婚晚育已成為社會全面性的問題，為因應人口變化對綜合國力的影響，自此，

政府部門之未婚聯誼活動，從原僅為針對政府內部部門的單身聯誼活動擴展至社會上的

未婚男女，承辦單位亦由原各人事單位轉而為面向大眾的民政單位。 

    雖然民國 102（2013）年所發布的《人口政策白皮書》修正案將未婚聯誼活動實行

期間設定在民國 102（2013）年至 105（2016）年，但內政部 105（2016）年辦理之「幸

福列車」單身聯誼活動，許多未婚男女踴躍報名，報名人數達 5,081 人，雖然因預算的

緣故最後只提供 1,100 個名額，但從民眾報名的積極性來看，由政府公家主辦的聯誼活

動確有其需求性存在。延續此政策，政府在民國 106(2017)年 3 月 13 日公布了「內政部

106(2017)年  遇見初 LOVE」單身聯誼活動，獲得熱烈迴響，民國 107(2018)年 2 月 21

日內政部戶政司發布了「內政部 107(2018)年  原來愛是你」單身聯誼活動，由政府所

舉行之一連串的活動來看「公辦聯誼」已然成為人口政策當中逐漸受到重視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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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施現狀 

臺灣之實施現狀依以下行政單位順序進行分析： 

中央單位 行政院內政部戶政司 

直轄市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各級縣市政府  新竹縣 苗栗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屏東縣 宜蘭縣  

              花蓮縣 臺東縣 澎湖縣 基隆市 新竹市 嘉義市 金門縣 連江縣 

行政院內政部 

業務名稱 公辦未婚聯誼 中央政府鼓勵婚育福利措施 

開始時段 民國 100（2011）年 

維持情況 

未婚聯誼於 2013 年 7 月 12 日列入修正發布之《人口政策白皮書》修

正案內，並明確載入 2017 年中央政府鼓勵婚育福利措施資源簡表裡的鼓勵

婚育福利措施資源內鼓勵婚孕項目中，使各級政府依中央政府之規定，且

依據地方自治條例指派執行單位列入年度施政計畫中加以執行。 

為營造「樂婚」氛圍及落實《人口政策白皮書》修正案中的具體措施，

中央與地方各機關皆積極舉辦相關單身聯誼活動，並宣導適齡結婚觀念，

期望引起民眾熱情參與，中央層級單位為替青年朋友製造互動及交誼機

會，以達能締結良緣，建立美滿幸福家庭之目的。內政部於 2011 年度辦理

了「喜相逢—未婚青年國家公園聯誼知性旅遊」。2012 年舉辦了花漾心田

園情」未婚青年聯誼活動、2013 年 12 月 17 日舉辦了「真情快遞—1217

秀創意」全國未婚青年才藝聯誼活動。 

惟因經費有限，未再辦理。停止舉辦後，內政部仍接獲民眾來函詢問

或建議續辦單身聯誼活動，為此於 2016 年 1 月 15 日至 2 月 14 日在國家發

展委員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的「眾開講」上徵詢民眾對於舉辦單身聯

誼活動之意見，結果有高達 8 成的民眾贊成繼續舉辦單身聯誼活動。 

為順應民意內政部重啟規劃單身聯誼活動，並於該年 7 月 16、23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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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推出「內政部 105（2016）年 幸福列車單身聯誼活動」，分別在苗栗

花露花卉農場、高雄休閒農場及新北市美麗春天大飯店舉辦。2017 年以「遇

見初 LOVE」為主題舉辦單身聯誼活動。2018 年舉辦了「緣來愛是你」單

身聯誼活動─幸福小站。 

服務項目 

及內容 

    單身聯誼活動以戶外活動居多，包含了：旅行郊遊、野餐、營火會、

登山健行、賞螢火蟲、球類聯誼、舞蹈聯誼等。靜態或市內活動包含了像

是：茶敘、桌遊、塔羅牌、密室脫逃、攝影講習、乾燥花 DIY 等多種類型

的活動。 

    活動時間提供半日、1 日及 2 日等 3 種不同的行程，而費用是由內政

部分擔 2 成費用，參加者付費 8 成。藉各級政府協助宣傳此一活動，鼓勵

年滿 20 歲以上在臺設有戶籍之單身男女踴躍參加。 

參加情況 

    聯誼活動現均採網路報名，依媒體報導資料顯示，報名常有快速額滿

的情況出現。男性參與者的態度相較於女性參與者來得較為積極，報名時

也是男性方較快額滿，而女性偶而有名額較晚補齊的現象，但也從未有女

性缺額的現象產生。 

    在聯誼活動的年齡要求上，依照年滿 20 歲以上之單身男女可參加之規

定，沒有最高年齡的要求標準。 

執行效果 

    2011 年內政部戶政司舉辦 8 梯次單身聯誼活動，共吸引超過 1,000 位

民眾報名參加。 

    2012 年的「花漾心田園情」未婚青年聯誼活動擴大舉辦 10 梯次，參

加名額增加至 1,400 人，共舉辦 12 場，有 36 對新人成婚。       

    2013 年 12 月 17 日舉辦「真情快遞-1217 秀創意」才藝聯誼活動，邀

請未婚青年男女歡聚一堂，藉由展現才藝的交流機會，找到興趣相投的朋

友或合適的結婚對象，約  120 人參加。  

    2014 年起彙整各地方政府辦理生育津貼及育兒養育福利措施資訊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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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內，並積極宣導適齡結婚生育的重要性。   

    2016 年「幸福列車」單身聯誼活動，共有 5,081 人報名，但因預

算限制最後只提供 1,100 人參與。  

    2017 年辦理的「遇見初 LOVE」單身聯誼活動，共有 8,430 人報名，

但因費用補助的限制最後只提供 1,109 人參與，其中已有 9 人結婚。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行政院內政部與公辦聯誼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由政府舉辦的公辦未婚聯誼活動雖然在 2013 年 7 月才列入修正發布的《人口政策

白皮書》修正案內，但早於 2013 年就已有舉辦活動的記錄了。相較於各個地方和公家

單位舉辦之未婚聯誼活動，對於參加對象身分上的侷限性，由中央舉辦的活動更多是面

向社會大眾的未婚聯誼。而在聯誼活動的年齡要求上，依照年滿 20 歲以上之單身男女

可參加之規定，以此為標準設計活動，因無年齡之上限，故較難推斷所面向的群體，但

卻也同時體現出參與者在年齡上的自由性。 

新北市 

業務名稱 公辦未婚聯誼 鼓勵適齡婚育福利措施 

開始時段 民國 102（2013）年 

維持情況 

    自未婚聯誼項目被列入《人口政策白皮書》後，於2014年將未婚聯誼

活動列入民政局施政計畫重點，第六項推展婚育政策，提高新北市生育率。 

（一）舉辦未婚聯誼活動，增加市民交友機會。 

（二）辦理聯合婚禮，提倡婚約制度。 

（三）辦理發放婦女生育獎勵金。 

    2013年以30歲以上未婚人員為對象 

    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均將未婚聯誼活動列入民政局年度

施政計畫中，施政項目及內容未變，但施政標題在2016年改為配合推展新

北市婚育政策，而2018年改為積極推展婚育人口政策，提高婚育率及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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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單身聯誼活動 

   每年至少辦理 6 場未婚聯誼活動，藉由辦理聯誼活動，增加適婚年齡之     

   單身族交友機會，擴大男女雙方之生活圈，並透過本活動之舉辦達到友 

   善婚育之目的。每個參與活動的單身男女均可獲得參加贈品及配對成功 

   者配對禮。舉辦方式如：烤肉派對、福容沙雕、懷舊制服，還有全臺獨  

   創泡泡足球撞愛情、參觀工廠、旅行郊遊、餐會、野餐、營火會、登山 

   健行、球類聯誼、舞蹈聯誼等方式。 

2.  舉辦聯合婚禮 

3.  家庭教育中心講座 

參加情況 

自2013年7月27日推出「愛戀和菓子」未婚聯誼活動至2018年8月19日

的在淡水舉辦的未婚聯誼「summer 遇見幸福」活動，每一場次的名額皆

為40對未婚男女，每次均滿額且報名情況熱烈。 

參加活動的年齡要求設定為25—40或是25—45歲單身男女，對最高齡

的要求是45歲。 

執行效果 

自2013年至2018年8月底共辦理37場次未婚聯誼活動，共計2,707位未

婚男女參加，共有445對配對成功，配對成功率達32.88%。 

因參與情況熱烈，新北市府預計將持續規劃多場未婚聯誼，並搭配市

府的婚育政策，希望藉此形成幸福、溫馨氛圍，以鼓勵民眾走入家庭。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市與公辦聯誼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在《人口政策白皮書》修正案尚未將未婚聯誼列入時，新北市政府已由其家庭教育

中心藉由婚前教育而舉辦面向公眾的未婚聯誼，當時均為免費參加。每次活動男女各半

人數共為 60 人。公辦未婚聯誼列入《人口政策白皮書》修正案後，活動改由民政局執

行。對於活動年齡的要求分別有 25—40 歲和 25—45 歲，從對年齡要求的年齡層來看，

新北市所舉辦之未婚聯誼以面向年輕族群的交友聯誼為主，未有 45 歲以上的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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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業務名稱 公辦未婚聯誼 鼓勵適齡婚育福利措施 

開始時段 民國 101（2012）年 

維持情況 

    為營造樂婚環境，增進臺北市民結婚意願及機會，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於 2012 年首次辦理市民未婚聯誼活動，共計 4 場。2013 年持續辦理聯誼

活動，共計 4 場次。2014 年再次舉辦「Love in 臺北」未婚聯誼活動，場

次由 4 場增加到 6 場。2015 年擴大辦理規模，讓更多人有機會找尋到幸

福伴侶，將活動場次由 6 場增加到 12 場。 

    2016 年規劃的「臺北˙幸福簡單愛」系列聯誼活動，共辦理 8 場次活

動，其中 2 場次配合七夕情人節與中秋節辦理，擴大參與人次。 

    2017 年今年度規劃辦理 6 梯次活動，其中 2 個梯次將在 520 與七夕

情人節辦理。2018 年臺北市政府只舉辦了 2 場內部員工和新北市政府員

工及中央單位未婚人員的未婚聯誼活動。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單身聯誼活動 

   以設籍臺北市或於臺北市就學、就業之 20 歲以上單身市民為參與活動對 

   象。依照內政部推行人口政策措施宣導實施計畫及臺北市政府人口政策  

   措施宣導實施計畫，並由臺北市民政局主辦。  

2. 舉辦聯合婚禮 

3. 家庭教育中心講座 

參加情況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於 2012 年首次辦理市民未婚聯誼活動，活動參加

人數共 340 人，成功配對 69 對未婚男女，媒合成功率達 40.6%。 

    2013 年聯誼活動共有 320 人參加，配對成功 82 對男女，媒合率達

51.25%。 

2016 年規劃的聯誼活動，每場次參加人數限 100 人，其中 2 場次配

合七夕情人節與中秋節辦理，擴大參與人次為 160 人。每年單身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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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都在極短時間內達到要求的報名人次，前六梯活動獲廣大迴響，報名

相當踴躍，配對率近 5 成。 

2017 年度的聯誼活動每梯次為 100—120 人，其中 2 個梯次將在 520

與七夕情人節辦理，擴大參與人次為 120 人。 

執行效果 

臺北市民政局從民國 101（2012）年起開始辦理單身聯誼活動，直到

2017 年這 5 年來已經促成 17 對佳偶牽手走進婚姻，更有 104（2015）年

參加的民眾不單參加了民政局所舉辦的單身聯誼，還參加了 105（2016）

年的臺北市聯合婚禮，徹底落實民政局「一處收件，全程服務」的政策。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市與公辦聯誼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臺北市政府自 2012 年開辦未婚聯誼開始直到 2017 年都持續在舉辦活動，但 2018

年根據臺北市政府人事處工作報告，只有舉辦 2 場內部人員之間的未婚聯誼活動。按照

以往臺北市政府所舉辦的未婚活動來看，百人以上的活動居多，民眾對於活動的反映良

好，活動大多都有配對成功的實績。對於年齡並未有年齡段的限制，而是以 20 歲以上

可參加作為對年齡的要求，因未在年齡上有太多限制，使可參加的人群變得廣泛。 

桃園市 

業務名稱 公辦未婚聯誼 鼓勵適齡婚育福利措施  

開始時段 民國 102（2013）年 

維持情況 

2015 年  「薰衣草の魔法 QQ 一日遊」未婚公教同仁聯誼活動 

2016 年  桃園市政府 105（2016）年未婚公教同仁聯誼活動 

2018 年  桃園市政府 107（2018）年「桃情緣來 幸福放送」未婚公教同 

         仁聯誼活動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相約幸福‧新竹」未婚同仁聯誼活動 

服務項目

及內容 舉辦聯合婚禮 

參加情況     2016 和 2018 年的未婚聯誼活動雖然知名企業之未婚人員也可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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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皆以公教人員為活動主要參加對象。 

執行效果 查無資訊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市與公辦聯誼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在查找桃園市政府網頁上的未婚聯誼資訊時，桃園市政府舉辦未婚聯誼的活動紀錄

有限，對於中央或是其他縣市舉辦未婚聯誼的資訊轉載也不多。2012 至 2018 年桃園市

政府民政局施政計畫內並未列有內政部之公辦未婚聯誼活動，而桃園市政府人事處 2015

年的施政計畫中列有未婚聯誼活動人數為 120 人，屬政府內未婚人員的聯誼活動，僅於

辦理聯誼活動時邀請桃園市各科技工業園區內知名企業、台塑關係企業、遠雄集團、醫

師公會、律師公會等參與活動，且其民間參與人員有資格上的限制，如：限正職人員，

學歷為大專以上等。桃園市政府之公辦聯誼是配合內政部年度舉行的公辦聯誼活動，行

文各單位協助辦理。在桃園市政府辦理生育及育兒養育福利措施資訊表內也未列出有關

未婚聯誼活動的項目。 

臺中市 

業務名稱 公辦未婚聯誼 鼓勵適齡婚育福利措施  

開始時段 政策開始時段為民國 102（2013）年，但 2010 年已舉辦未婚聯誼活動 

維持情況 

2010 年   「轉角遇到愛」未婚聯誼活動 

2013 年   「愛神巴」幸福旅程未婚聯誼活動 

2014 年   「2014 遇見愛在臺中」未婚聯誼活動 

2015 年  「 真 愛 有 約 」 未 婚 聯 誼 活 動  

2016 年  「 幸 福 啟 動 」 未 婚 聯 誼 活 動  

       「 2016 愛 戀 初 夏 」 未 婚 聯 誼 活 動  

       「 愛 在 臺 中 緣 定 太 平 」 未 婚 聯 誼 活 動  

       「緣來是你-情定櫻花林」未婚聯誼活動 

2017 年   「 天 雅 海 角 ， 遇 見 幸 福 」 未 婚 聯 誼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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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彰投苗四縣市政府聯合辦理「愛戀 520～良緣伴我行」未婚 

           民眾聯誼活動 

2018 年  「月老牽情~情定明潭」中彰投苗四縣市聯合未婚民眾聯誼活動 

         「花現 Darling‧Love 相隨」單身民眾聯誼活動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舉辦單身聯誼活動 

  其活動之參與條件為：凡符合當年度各場次參加年齡之未婚男女，且設籍 

  臺中市；或未設籍於臺中市，但於臺中市就學或就業之未婚男女。參加者 

  每人酌收報名費 500 元。 

2. 舉辦聯合婚禮 

3. 婚姻教育 

參加情況 

    2016 年未婚民眾聯誼活動共辦理 7 場次，共計 560 人參加，而 2017

年共規劃 8 場次。 

    由臺中市所舉辦的聯誼活動在年齡上的要求主要在 25–40 歲之間，而

於 2015 年所舉辦的「真愛有約」未婚聯誼活動中，對年齡的要求則是在

40 歲以上。 

執行效果 
    2016 年未婚民眾聯誼活動，成功配對 84 對。2017 年的聯誼則活動成

功配對 76 對。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市與公辦聯誼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2013 年將未婚聯誼活動列入年度施政計畫中，由臺中市民政局宗教禮俗科承辦。

2014 及 2015 年均由宗教禮俗科辦理該活動，而就在 2016 年起改由民政局戶政科辦理此

一業務。2016 年之前雖由臺中市民政局宗教禮俗科負責未婚聯誼事務，但也有臺中市的

戶政事務所和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舉辦未婚聯誼活動的紀錄，而 2016 年之後可看出未

婚聯誼活動皆交由臺中市民政局辦理。 

    雖然多數未婚聯誼活動在年齡上的要求仍在 25─40 歲之間，但是從 2017 年舉辦的

中彰投苗四縣市政府聯合辦理的「愛戀 520～良緣伴我行」單身民眾聯誼活動和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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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舉辦的「花現 Darling‧Love 相隨」單身民眾聯誼活動之年齡要求在 30─40 歲，可發

現將對年齡的要求上調的跡象，並且 2015 年已舉辦了一場年齡要求在 40 歲以上的「真

愛有約」未婚聯誼活動。 

臺南市 

業務名稱 公辦未婚聯誼 鼓勵適齡婚育福利措施 

開始時段 政策開始時段為民國 106（2017）年，但 2011 年已舉辦未婚聯誼活動 

維持情況 

2011 年  「讓愛情不再冏很大」未婚聯誼活動 

2012 年  「愛情冏很大」系列知性未婚聯誼活動 

         臺東縣政府「陽光‧Love 戀 101 臺東 ing」全國未婚聯誼活動 

         教育部 101 年『戀戀美濃，濃情美意』南部地區公、教、公司 

         團體未婚青年美濃美綠生態園聯誼活動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當幸福來敲門」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辦理「戀夏‧秋意‧和風情」未婚同仁聯 

         誼活動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舉辦「秋意濃情」 

2013 年  「2013 愛情不再冏知性未婚聯誼系列活動」 

         國立成功大學辦理「102 年度教育部暨所屬機關學校『愛戀臺 

         灣，月老傳情』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辦理 102 年「遇見幸福時光」公教人員單身 

         聯誼活動 

         內政部及入出國及移民署辦理 102 年度未婚同仁聯誼「情牽七 

         夕～真愛一生」活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辦理 102 年「記得我們有 

         約」公教人員單身聯誼活動 

2014 年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103 年「曾文湖光會 春暖情緣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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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婚聯誼活動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辦之「幸福物語系列－平林農場旅遊篇」 

         活動 

         蒙藏委員會主辦 103 年「幸福物語系列-紫蝶花影」未婚同仁聯 

         誼活動 

         103 年度「愛情不再冏」未婚聯誼活動 

2015 年  臺南市政府 104 年度「愛情不再冏」系列未婚聯誼活動 

2016 年  情定四甲福德廟-月老賜姻緣 無菸廟宇揭燈聯誼活動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舉辦單身聯誼活動 

2. 舉辦聯合婚禮 

參加情況 

    由臺南市主辦的未婚聯誼活動「愛情不再冏」除了在身分上有特別要

求之外，並未有其他的限制，在身分上須為公教人員或是公家相關單為方

得以參加。 

執行效果 查無資訊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市與公辦聯誼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臺南市政府雖有未婚聯誼的活動，但依據臺南市政府辦理生育及育兒養育福利措施

資訊表所列資料內容其服務對象為各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與民間企業 現職未婚

員工並非針對一般的民眾。在人事處便民服務區內的未婚聯誼專區內列有來自各級政府

所舉辦的未婚聯誼活動資訊，有興趣者可依專區內所提供之資料自行報名。 

    臺南市政府網頁所登載有關未婚聯誼的資訊，唯有「愛情不再冏」系列未婚聯誼活

動是由臺南市政府主辦，其他活動皆是轉載中央單位或其他公家單位的活動資訊。而「愛

情不再冏」未婚聯誼活動對於參加者雖無特別要求，如；居住地、年齡，但是須為公教

人員才得以參加，尚未有面向公眾的聯誼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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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業務名稱 公辦未婚聯誼 鼓勵適齡婚育福利措施  

開始時段 民國 106（2017）年 11 月 

維持情況 

2017 年   高雄開展北高雄、南高雄、鳳山、旗美及岡山等地區的聯誼活 

         動，由當地戶政事務所結合地方特色或慶典節日，並搭配民眾 

         感興趣之主題，讓青年男女搭起友誼橋樑。 

     高雄市民政局首次辦理「輕旅一線牽~港都情緣」市民單身聯誼 

     活動 

    「擄獲芳心•閣下至上」公教人員單身聯誼活動 

2018 年  「輕煙寄情–緣來是你」 

        「317 相約一起〜遇見愛」以手作糕餅培養默契 

        「戀愛巴士 X 龍紋傳情〜締結金石良緣」 

        「愛神射箭〜情定客家庄」知性之旅體驗客家傳統文化 

        「椪到有緣人~漢餅 DIY」綠豆椪製作，烙下幸福印記 

        「岡好遇見你~山生有幸」轉角遇見愛的浪漫緣份安排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舉辦單身聯誼活動。 

2.  舉辦聯合婚禮 

3.  家庭教育中心講座 

參加情況 

    2017 年 11 月舉辦首次未婚民眾聯誼後，因民眾反應熱烈，接著 2018

年幼舉辦了 6 場未婚聯誼活動，延續去年的熱烈情況，無論男女，報名很

快就額滿。 

    2018 年高雄市民政局串聯地方上 33 個戶政事務所，結合地方浪漫景

點，推出 5 場未婚聯誼。民政局戶籍行政科，也於同年舉辦 5 場未婚聯誼。

本月將於美濃區舉辦「愛神射箭」，讓男女情定客家庄。 

    未婚聯誼活動對年齡的要求在 20 至 45 歲，且為未曾有過婚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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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效果 

    2018 年目前已完成 3 場，總計 62 對參加，其中 31 對配對成功，配

對率達 5 成。2018 年在小港區社教館舉行的「輕煙寄情〜緣來是你」單

身聯誼活動，以「夯動心心之火」為名稱舉行的烤肉，參與者有 22 對未

婚男女，有 11 對配對成功。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市與公辦聯誼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高雄市單身未婚聯誼活動依據高雄市政府辦理生育及育兒養育福利措施資訊表所

列資料內容其服務對象為高雄市政府未婚員工及各政府機關（構）現職未婚員工，並非

針對一般的民眾。並且 2018 年高雄市政府未婚聯誼線上報名系統顯示為公教人員未婚

聯誼並非為一般的民眾，其承辦單位為人事處。雖然高雄市民政局與高雄各地方所推出

之面向民眾的未婚聯誼活動，反應情況熱烈，但仍未見將未婚聯誼列於施政計畫與鼓勵

適齡婚育福利措施內。 

    由 2017 和 2018 年在高雄市所舉辦過的未婚活動聯誼來看，皆是為了初婚的未婚男

女舉行的活動，且年齡要求多在 20─45 歲之間，未有比 45 歲更高齡的未婚聯誼活動。 

新竹縣 

業務名稱 公辦未婚聯誼 鼓勵適齡婚育福利措施  

開始時段 查無資訊 

 

2012 年  「美麗人生 So March」未婚聯誼活動 

          內政部舉辦「花漾心、田園情」未婚青年聯誼活動 

2013 年  「把愛擺一起」單身公教人員聯誼活動 

2014 年   幸福列車未婚聯誼活動—新竹場次 

2015 年  「風城之戀 仲夏愛之果」未婚聯誼暨婚前教育活動 

        「戀夏協奏曲」未婚聯誼活動 

        「遇見彩虹、窯向幸福」未婚聯誼活動 

2016 年  「風城之戀：愛的進行曲」未婚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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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內政部 106（2017）年單身聯誼活動：遇見初 LOVE 

 戀戀未來：新竹未婚單身聯誼 

         新竹市醫師公會 「未婚聯誼團」 

         竹科台積電、工研院舉辦面向未婚男女活動 

2018 年  內政部 107（2018）年單身聯誼活動：原來愛是你 

         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舉辦「小確幸大平台」未婚同仁聯誼活動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舉辦聯合婚禮 

2. 家庭教育中心講座 

3. 未婚聯誼活動 

參加情況 

    新竹縣舉辦未婚聯誼活動的單位多樣化，不僅是政府的中央和地方單

位，也有政府與民間企業合作的案例，如：2014 年的幸福列車未婚聯誼

活動，或是民間企業、團體自行辦理的未婚聯誼活動。每一個場次對所募

集的參與者條件皆不相同，由中央政府內政部所舉辦的活動，對參與者的

條件最為寬鬆，除了對年齡要求在 22─45 歲之外，並無職業或身分的限

制。其他各個活動對職業上的要求有面向公教人員，也有皆可參與的，但

有參與的先後順序之分。並未每一場活動都有年齡的要求，但若提及了年

齡上要求的活動，平均要求的年齡介於 22 歲以上到 40 歲之間，但最高的

年齡要求在 45 歲，未有 45 歲以上之活動。 

執行效果 查無資訊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公辦聯誼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新竹縣政府自 2012 年起開始有舉辦未婚聯誼的紀錄，雖然並未每年都是由新竹縣

政府主辦，即使轉載中央或是由民間所舉辦的未婚聯誼活動，也是保持每年都有登載與

未婚聯誼相關的活動紀錄。依照不同的活動和主辦單位的不同，其參加對象、年齡要求

也隨之改變，其中以中央單位所主辦的活動對參與者的要求條件最少，但對年齡和名額

都有設限。新竹科學園區內的企業和新竹縣的民間團體等，也有自行針對與該企業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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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未婚人士舉行聯誼活動，但由這些企業和團體所舉行的活動，對參與者身分的侷

限性相對較大，和該業種無關聯性的民眾較難參加。 

    在新竹縣登載的未婚聯誼活動中，舉辦之活動對年齡要求的紀錄不多，平均以 22

歲以上到 40 歲為主要年齡段，最高的年齡要求在 45 歲，此外未有再更高齡的未婚聯誼

活動。 

苗栗縣 

業務名稱 公辦未婚聯誼 鼓勵適齡婚育福利措施  

開始時段 政策開始時段為民國 106（2017）年，但 2011 年已舉辦未婚聯誼活動 

維持情況 

2011 年  苗栗縣 100（2011）年度「青蘋果」未婚勞工聯誼活動 

2013 年  苗栗縣 102（2013）年度「青蘋果」未婚勞工聯誼活動 

        「真情快遞-1217 秀創意」全國未婚青年才藝聯誼活動 

2016 年   愛上苗栗「愛情圓舞曲」未婚聯誼活動 

        「緣分猴塞雷-春季未婚聯誼」 

        「內政部 105（2016）年幸福列車單身聯誼活動  香草戀戀一起 

          風南寮（苗栗、新竹場次）」 

2017 年  106 年苗栗縣政府未婚聯誼活動 

         內政部 106（2017）年單身聯誼活動「遇見初 LOVE」 

         中彰投苗四縣市「愛戀 520 良緣伴我行」未婚聯誼活動 

2018 年  內政部 107（2018）「緣來愛是你」單身聯誼活動 

         中彰投苗四縣市「月老牽情～情定明潭」單身聯誼活動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舉辦單身聯誼活動。 

2. 舉辦聯合婚禮 

3. 家庭教育中心講座  

參加情況 
    由苗栗縣自行舉辦，或轉載中央未婚聯誼訊息，又或與其他縣市合辦

之活動，大多在活動條件當中都會註明年齡的要求。多數活動的年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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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於 20–45 歲之間，或是在其範圍內，未有超過 45 歲年齡的紀錄。對於

參加者身分上的條件，若以苗栗縣該縣主辦之活動，對其職業的要求明顯

會特定在，如：勞工、公教人員上。但若是苗栗縣與他縣市合辦之活動或

是中央單位所舉辦活動，則面向社會上未婚男女的意圖明確，未對於身分

有過多限制。 

執行效果 查無資訊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公辦聯誼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由苗栗縣政府所主辦的活動不僅有戶外的未婚聯誼，也有為了讓未婚青年探索自

我、了解性別差異、學習人際互動技巧及兩性相處藝術的成長活動課程。苗栗縣從 2011

年有未婚聯誼的紀錄開始，已注意到了不單是公教人員的聯誼，而是民眾也有此需求，

因此舉辦了面向勞工的未婚聯誼活動。而 2011 年和 2013 年所舉辦的「青蘋果」未婚勞

工聯誼活動對參與者的年齡要求，2011 年男性的年齡要求在 25–40 歲，女性在 22–40

歲，而 2013 年的活動對男性的年齡要求是 28–45 歲，女性是 22–40 歲。雖然對女性的

年齡要求維持不變，但已對男性參與者的年齡做出了改變，由此推測對年齡要求做出的

變更或許可增加更多人參與未婚聯誼活動的機會。 

彰化縣 

業務名稱 公辦未婚聯誼 鼓勵適齡婚育福利措施  

開始時段 政策開始時段為民國 106（2017）年，但 2007 年已舉辦未婚聯誼活動 

維持情況 

2007 年  「遇見幸福－溪頭尋緣」未婚員工聯誼活動 

2017 年   中彰投苗四縣市政府聯合舉辦「愛戀 520•良緣伴我行」 

2018 年  幸福列車–情定彰化未婚聯誼活動 

         彰化縣政府與和美鎮公所合辦「緣來就是妳/你」未婚聯誼 

         彰化縣員林市公所舉辦「愛情魔法營」未婚聯誼活動 

         彰化市無底廟鎮南宮舉辦「七夕情人節全國未婚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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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舉辦聯合婚禮 

2.未婚聯誼活動 

參加情況 

    在彰化縣所舉辦的活動對於身分並沒有太大的限制，不論是公教人員

或是一般民眾皆可自由參與活動。2018 年由員林市公所舉行的「愛情魔法

營」未婚聯誼活動要求 25—40 歲的未婚男女可參加，而由彰化市無底廟鎮

南宮舉辦的「七夕情人節全國未婚聯誼活動」，對參加者的年齡要求則是男

性在 27—44 歲，女性在 24—42 歲，相對於女性，有男性參與此活動的意

願較積極的聲音。 

執行效果 

    由員林市公所舉行的「愛情魔法營」未婚聯誼活動至 2018 年已開辦了

6 年，促成了 5 對男女結為連理。而彰化市無底廟鎮南宮在 2017 年舉辦的

未婚聯誼活動當中，有 8 對未婚男女在活動後配對成功。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公辦聯誼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彰化縣政府不論是轉載其他縣市的未婚聯誼訊息，或是和其他縣市合辦未婚聯誼活

動，又或是由縣內的單位、民間團體所舉辦的活動，雖然有些活動已行之有年，但網頁

上可追溯到的訊息皆是自 2017 年起才有活動的記錄。 

    自 2017 年開始，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苗栗縣每年舉辦一次中彰投苗未婚民

眾聯誼活動，其旨在凝聚中部四縣市未婚民眾間之交流，因聯合舉辦活動，參與人數倍

增，相對的配對機會更大，期能促成四縣市間未婚民眾相互交往進而達成婚配。而從 2018

年在彰化縣舉辦過的活動數來看，有對於未婚聯誼逐漸重視的傾向。 

南投縣 

業務名稱 公辦未婚聯誼 鼓勵適齡婚育福利措施  

開始時段 民國 104（2015）年 

維持情況 
2018 年  中彰投苗四縣市政府聯合辦理「月老牽情～情定明潭」，其他皆  

         為轉載其他縣市或相關單位所舉辦之未婚聯誼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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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舉辦單身聯誼活動。 

2. 舉辦聯合婚禮 

3. 家庭教育中心講座 

參加情況 2018 年「月老牽情～情定明潭」未婚聯誼活動對年齡要求為 25–40 歲。 

執行效果 查無資訊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公辦聯誼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南投縣政府網頁中對於未婚聯誼的資訊，多為轉載中央單位如：內政部，或是其他

縣市舉辦之未婚聯誼。南投縣政府雖有和其他縣市聯合辦理未婚聯誼活動，但卻沒有單

獨主辦的紀錄。2018 年的「月老牽情～情定明潭」未婚聯誼活動在年齡要求上介於 25–40

歲間，屬於傾向年輕族群的未婚聯誼活動。 

雲林縣 

業務名稱 公辦未婚聯誼 鼓勵適齡婚育福利措施  

開始時段 查無資訊 

維持情況 

2000 年  雲林縣政府與台塑麥寮六輕廠合辦未婚聯誼 

2006 年  「珍愛一世情婚前教育聯誼活動」 

2007 年  「預約幸福婚前教育聯誼活動」 

2009 年  「愛戀宅急便」聯誼活動 

2011 年  「2011 雲林縣政府員工團體趣味競賽」 

         「翩翩紫斑蝶、浪漫之愛-未婚青年教育研習聯誼班」 

          戀戀桐花、邂逅幸福--未婚兩性成長營 

2012 年  「相戀 101～預約幸福」 

         「愛情協奏曲--未婚青年教育研習(聯誼)班」 

2013 年   「愛戀幸福-未婚青年聯誼活動」 

          愛情協奏曲--未婚青年教育研習(聯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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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愛情幸福相約苗栗-婚前教育學習營活動」 

         「愛情協奏曲--青年教育研習(聯誼)班」 

2015 年  「浪漫愛之旅-未婚青年跨縣市聯誼活動」 

         愛情協奏曲--青年教育研習(聯誼)班 

2016 年  「浪漫愛之旅-未婚青年跨縣市聯誼活動」  

         愛情協奏曲--青年教育研習(聯誼)班 

2018 年  107 年度浪漫愛之旅—縣市未婚青年共學及交流活動研習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懷孕、生產相關服務 

2. 未婚聯誼服務 

參加情況 

    雲林縣舉辦的活動不單是未婚聯誼，也有與男女聯誼相關的教育研

習。對於未婚聯誼參加者的身分還是以公教人員為主，但對教育講座的參

加者其身分限制不多。在年齡要求上有些活動的要求是男性 25 歲以上、女

性 22 歲以上，有些則是男性 25—45 歲，女性 20—40 歲。 

執行效果 
    由雲林縣家庭教育中心開辦的愛情協奏曲--青年教育研習(聯誼)班，從

2011 年開辦至 2018 年已有 10 幾對男女結為連理。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公辦聯誼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雲林縣在舉辦未婚聯誼上不單只有該縣自行舉辦的活動，也有結合其他縣市一同舉

辦活動的案例，如：2014 年「愛情幸福相約苗栗」和苗栗縣政府一起合辦，或是 2015

年和屏東縣政府合辦的「浪漫愛之旅—未婚青年跨縣市聯誼活動」。除了未婚聯誼活動

之外，雲林縣的家庭教育中心也時常針對未婚男女進行婚前教育研習講座，也透過此活

動增加未婚男女的交流管道。 

    在年齡要求上，由雲林縣舉行的未婚聯誼活動並未每一場都有年齡要求，若有年齡

要求都約在 20—40 歲之間，仍屬於偏向青年族群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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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 

業務名稱 公辦未婚聯誼 鼓勵適齡婚育福利措施  

開始時段 查無資訊 

維持情況 

2003 年  「2003 浪漫結情緣－未婚聯誼活動」 

2004 年  未婚勞工廠際聯誼活動 

2009 年  優質男女性別教育成長營 

2013 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102 年度未婚聯誼活動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2 年「愛似百匯」未婚同仁聯誼活動 

2015 年  中埔鄉公所「緣來是你、共埔戀曲」公教員工未婚聯誼活動 

2016 年  「浪漫相戀‧義市幸福」未婚聯誼活動 

2017 年  內政部「遇見初 LOVE」單身聯誼活動 

2018 年  內政部「緣來愛是你」單身聯誼活動 

        「情定射日塔．幸福+1」未婚聯誼活動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家庭教育中心講座(未婚、婚前、 婚姻教育) 

2. 未婚聯誼活動 

參加情況 

    參加者條件不限於公教人員，一般企業或是勞工們依照不同活動都可

參加。大部分的聯誼活動並未列出年齡要求，唯有 2004 年的活動對參加的

未婚男女年齡要求在 25–40 歲，還有 2018 年對未婚男女的年齡要求在 25–35

歲。 

執行效果 
    2003 年由嘉義縣政府舉辦的「2003 浪漫結情緣－未婚聯誼活動」，其

中有一對未婚男女透過活動在一年後結為連理。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公辦聯誼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嘉義縣政府自 2003 年首次開辦未婚聯誼活動，參加的對象不限一般公教人員，而

是一般的企業民眾也可參加。雖然公辦聯誼業務的主要負責單位是縣政府的家庭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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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衛生局保健科，但是活動的主辦單位並不限於此業務的負責單位，縣府社會局、鄉

公所和其他中央地方單位也都會舉辦未婚聯誼的活動。 

    在年齡要求上，2004 年的未婚聯誼活動，要求未婚男女在 25—40 歲。2018 年的「情

定射日塔．幸福+1」未婚聯誼活動要求未婚男女在 25—35 歲。活動若有提及年齡要求

的話，平均都在 40 歲以下，尚未有超過 40 歲的活動紀錄。 

屏東縣 

業務名稱 公辦未婚聯誼 鼓勵適齡婚育福利措施  

開始時段 查無資訊 

維持情況 

2014 年  「OCEAN OF LOVE~情定大鵬灣」未婚公教人員聯誼活動 

         103 年中央機關辦理未婚聯誼活動實施計畫「愛戀 e 世紀幸福心 

         旅行—戀戀香草相遇幸福一日遊」 

2015 年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聯合各機關辦理未婚聯誼活動實施計畫「單 

         身尋愛啟事」 

        「攜手天涯~情定阿朗壹」未婚公教人員聯誼活動 

2016 年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聯合各機關辦理未婚聯誼活動「我的幸福 

         地圖」 

        105 年度「遇見幸福-未婚青年成長團體」活動 

2018 年  「遇見幸福-未婚青年成長團體」活動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舉辦聯合婚禮 

2. 家庭教育中心講座 

參加情況 

    2014 年和 2015 年的活動多數仍以具公教身分的人員才得以參加，但

2016 年起的活動已逐漸面向群眾，以具正當職業的未婚男女為活動對象。

大多數的活動對於參與者都未有年齡要求，2016 年舉辦的「遇見幸福—未

婚青年成長團體」活動則是以 20—40 歲的未婚男女可報名參加。 

執行效果 查無資訊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公辦聯誼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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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現狀分析： 

    屏東縣是從 2014 年開始陸續舉辦未婚聯誼活動，雖然開始也是以具公教身分人員

才得以參加，對於身分上的侷限性較強，但透過持續的舉辦，從條件上可看出已逐漸將

原本只有公教身分的人員可參加的活動轉為一般企業中的未婚男女也可參加。 

    雖然有年齡要求的活動數目不多，但從註明了年齡要求的活動來看，以 20—40 歲

的作為活動的年齡要求，仍屬於面向年輕族群的未婚聯誼活動。 

宜蘭縣 

業務名稱 鼓勵適齡婚育福利措施  

開始時段 查無資訊 

維持情況 

2000 年  「兩性成長營－未婚聯誼」 

2001 年  「相約ｅ世情，世紀浪漫行」活動 

2003 年  「戀戀紅塵」未婚青年聯誼活動 

2004 年  「真情相約—豐園兩性愛之旅」未婚聯誼活動 

2006 年  「單身聯誼-幸福部落」系列活動 

2009 年  「2009 宜蘭縣公教未婚聯誼：愛戀噶瑪蘭」 

2012 年  浪漫一夏～心心相遇兩性成長營 

2013 年  戀在蘭陽～心心相遇兩性成長營活動 

2014 年  愛戀 e 世紀幸福心旅行 

2015 年  單身尋愛啟事未婚聯誼活動 

2017 年  內政部 106 年「遇見初 LOVE」單身聯誼活動 

        內政部 106 年「單身逑愛，營向幸福」未婚聯誼活動 

2018 年  內政部 107 年單身聯誼活動「緣來愛是你」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舉辦未婚聯誼活動 

2. 家庭教育中心講座 

參加情況     自 2000 年開始有活動紀錄起，有多個場次的活動提到了對參加者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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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要求，平均以 20、30 歲為主要的年齡要求，最高年齡要求達 45 歲。 

執行效果 查無資訊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公辦聯誼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宜蘭縣的活動不僅只規劃未婚聯誼，和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合作開辦兩性成長營，

以上課的方式輔導青年男女在兩性交往上的議題。在過往宜蘭縣所舉辦的活動當中，曾

多次與救國團一同合辦未婚聯誼活動，如：2001 年、2003 年、2006 年、2009 年。而 2015

年後多是由內政部主辦之未婚聯誼活動為主，未有由宜蘭縣政府所舉辦活動的相關資

訊。 

    宜蘭縣的多個場次的活動皆有提及年齡上的要求，可說是在年齡要求上較為明確的

縣市，多數的活動皆含括了 20、30 歲的族群，但也有從 25—40 幾歲年齡層的要求，最

高齡的要求為 45 歲，仍屬於面向年輕族群的未婚聯誼活動。 

花蓮縣 

業務名稱 鼓勵適齡婚育福利措施  

開始時段 查無資訊 

維持情況 

2012 年  「洄瀾情緣—池南之旅」未婚公教人員聯誼活動 

         「洄瀾情緣—悅來之旅」未婚公教人員聯誼活動 

2013 年  「洄瀾情緣—悅來之旅」未婚公教人員聯誼活動 

2014 年  「洄瀾情緣 18－池南之旅」未婚公教人員聯誼活動 

2016 年  「洄瀾情緣 22－悅來海洋之旅」未婚公教人員聯誼活動 

2017 年  「洄瀾情緣 25－悅來之旅」未婚公教人員聯誼活動 

2018 年  「洄瀾情緣 26—蝴蝶谷之旅」未婚公教人員聯誼活動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舉辦單身聯誼活動。 

2. 舉辦聯合婚禮 

3. 家庭教育中心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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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情況 

    活動的人數限定大多在 60 人（男女各半），若在活動條件中有提到年

齡的要求，有 25—45 歲也有 25—35 歲的活動。雖名稱皆為未婚公教人員

聯誼活動，但除了公教人員之外，也鼓勵民間企業人員或是未婚民眾參加。 

執行效果 

    花蓮縣的「洄瀾情緣」未婚聯誼活動自民國 95（2006）年起便開始舉

辦，截至 2012 年參加人數累計已超過 800 人，成婚數累計超過 30 對。直

到 2016 年參加「洄瀾情緣」未婚聯誼活動累計人數已超過 1,200 人。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公辦聯誼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雖然「洄瀾情緣」未婚聯誼活動自 2006 起就開辦的紀錄，但透過查找花蓮縣政府

網頁中的資訊，從 2006 年到 2012 年之間的活動紀錄並未能顯示在網頁當中，從 2012

年開始到 2018 年的活動當中，只有 2015 年沒有活動的登載，由此可知花蓮縣政府近年

都持續舉辦未婚聯誼活動。 

    花蓮縣在參與對象上不僅是指針對單身的公教人員，也鼓勵任職於企業的未婚男女

和民眾參與活動。除了花蓮縣本地的參加者外，2013 年舉辦的「洄瀾情緣—悅來之旅」

還吸引了臺東縣、宜蘭縣的未婚公教人員一同共襄盛舉。在年齡要求上，並非每場活動

都有此項要求，若有要求約都介於 25—45 歲或是 25—35 歲之間，皆屬於年輕族群範圍

的未婚聯誼活動。 

臺東縣 

業務名稱 活化人事服務，融合縣政行銷 

開始時段 政策開始時段為民國 102（2013）年，但 2011 年已舉辦未婚聯誼活動 

維持情況 

2011 年 「翔愛 99、幸福 100 全國未婚聯誼」戀愛 ing－「在臺東遇見愛」           

2012 年  池愛♥真愛未婚聯誼活動 

2013 年  愛戀縱谷，森情款款 臺東 ing 

         陽光．Love 戀．101─ing 臺東全國未婚聯誼活動 

2014 年   臺東縣池上鄉公所-「I See You～築愛池上」未婚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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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東縣海端鄉公所「戀戀海端─103 年臺東縱谷布農文化體驗 

         聯誼活動」 

2015 年  「七里相遇～森林戀影」未婚聯誼活動 

2016 年  「球愛天空～臺東 ing」愛戀一夏聯誼活動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舉辦未婚聯誼 

2. 懷孕生產輔助 

參加情況 

    在臺東縣舉辦的未婚聯誼活動多由臺東縣政府人事處為主辦單位，但

2014 年的「I See You～築愛池上」未婚聯誼活動和 2015 年的「七里相遇～

森林戀影」未婚聯誼活動則分別是由臺東縣池上鄉公所和臺東縣內各國民

小學主辦。依照不同的活動參加人數的分布也不同，少人數的 16 人到大規

模的 100 人聯誼都有（以上皆為男女人數各半）。 

    在年齡要求方面，並非每一場活動都會有年齡上的要求，若有提到多

介於 23—45 歲之間。 

執行效果 
    2012 年的「池愛♥真愛未婚聯誼活動」成功配對 10 對未婚男女，除此

之外，其他活動並未提供配對成功和成婚之數據。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公辦聯誼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臺東縣政府未將辦理未婚聯誼活動事項列入鼓勵適齡婚育福利措施內，而是將其列

入人事處活化人事服務，融合縣政行銷項目，辦理全國未婚聯誼活動，促進政府機關及

民間企業員工交誼，增進未婚人員互動機會，行銷臺東觀光產業的項目中。從民 102（2013）

年開始，臺東縣政府每年都以不同的標題推動全國未婚聯誼活動，雖然在身分上仍稍顯

侷限性（以公營事業單位人員為參加對象），但已有拓展到其親友和社會上青年才俊的

活動案例，也就是參加對象有逐漸鼓勵民眾階層參與的傾向。對年齡上的要求多在 23—

45 歲，但也有 20—45 歲的例子，由此可知臺東縣所舉辦之未婚聯誼活動的人群偏向年

輕族群。 

    2016 年後未能再見由臺東縣政府所主辦之未婚聯誼活動，而多是以轉載其他縣市或



59 

是公家單位舉辦的單身聯誼活動為主。  

澎湖縣 

業務名稱 鼓勵適齡婚育福利措施  

開始時段 政策開始時段為民國 105（2016）年，但 2005 年已舉辦未婚聯誼活動 

維持情況 

2005 年   白沙鄉吉貝國中未婚青年兩天一夜聯誼活動 

2011 年  「愛在菊島．情定觀音亭」未婚聯誼活動 

2015 年  「午後邂逅曲～Coffee Time」未婚聯誼活動 

2016 年  「～攜手共遊‧漫步白灣～105 年澎湖縣政府單身聯誼活動」 

2017 年  「94 要揪你・一起東北遊」未婚聯誼活動 

2018 年  澎湖縣縣政府與澎湖縣家庭教育中心及公務人員協會共同辦理  

        「預約幸福．藍色珊瑚望優遊—婚前幸福單身聯誼活動」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舉辦單身聯誼活動。 

2. 家庭教育中心講座  

參加情況 

    2005 年以促進在職未婚男女互動交流機會，拓展交友與生活領域所舉

辦的白沙鄉吉貝國中未婚青年兩天一夜聯誼活動，男女名額各 30 人，參加

對象為 20 歲以上於澎湖縣機關學校現職未婚員工、民間企業機構現職未婚

員工，及未婚親友為主。2011 年—2018 年的未婚聯誼活動也大都以澎湖縣

內公教人員為對象。 

    對於年齡的要求，並非每一場活動都會註明年齡要求，但若有年齡上

要求的話多以 20 歲—45 歲為範疇。 

執行效果 查無資訊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公辦聯誼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澎湖縣自 2005 年已有舉辦單身聯誼的記錄，但並未每年都有持續舉辦。但從 2015

年起，澎湖縣已維持了每年都有舉辦未婚聯誼的紀錄。對於每場活動所面向的人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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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公教人員為主，民間企業的現職員工等也可參加。澎湖縣舉辦未婚聯誼活動的對象

雖然在民間企業機構現職未婚員工的此點條件上，已傾向了社會大眾，但仍是以公營人

員的參與為活動的主要條件。此外，雖然對於年齡的要求不是每一場活動的必然條件，

但若是提及年齡要求的話，仍以 20—45 歲之間的年齡為主，因此澎湖縣所舉辦之未婚

聯誼還是著眼於年輕的未婚族群。 

基隆市 

業務名稱 公辦未婚聯誼 鼓勵適齡婚育福利措施 

開始時段 民國 106（2017）年 

維持情況 

2017 年  「愛在基隆相遇時」未婚聯誼活動第一梯次 

         「愛在基隆相遇時」未婚聯誼活動第二梯次 

2018 年  「愛在基隆相遇時」未婚聯誼活動第一梯次 

         「愛在基隆相遇時」未婚聯誼活動第二梯次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舉辦單身聯誼活動 

2. 家庭教育中心講座 

3. 針對未婚民眾辦理婚前教育成長團體 

參加情況 

    基隆市政府於民國 106（2017）年首度辦理未婚聯誼活動，分別在 7

月 23 日及 9 月 23 日辦理 2 場次「愛在基隆相遇時」未婚聯誼活動，活動

費用免費。因民眾反映良好，因此於民國 107（2018）年擴大續辦單身聯

誼活動，名額從去年的 80 人增至 120 人（以上皆為兩梯次總計人數），分

為 5 月 20 日、7 月 22 日兩梯次舉辦，鼓勵年滿 25—45 歲未婚男女參加。 

執行效果 

    基隆市市府表示 2017 年首度辦理未婚聯誼活動，兩梯次共 80 個名額，

開放報名第一天就有逾百人報名，最後有近 800 人報名，迴響熱烈。透過

活動成功速配 11 對男女，媒合成功率將近 3 成，當中 1 對成為情侶之後，

準備於該年 11 月步入禮堂，共組家庭。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市與公辦聯誼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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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現狀分析： 

    基隆市從 2017 年開始舉辦單身未婚聯誼活動，雖然是近年才開展的公辦聯誼活動，

但自民眾的反映來看，對於此類的活動反應很好，為此，基隆市市府為了響應民眾熱切

參與的意願，從 2017 年的 80 位名額拓展至 2018 年的 120 位。基隆市市府網頁中對於

未婚聯誼的訊息只登載了該縣所主辦的活動，即便如此，2017 年所舉辦的活動已有 11

對男女成功配對，並有 1 對於該年度成婚，由此可見未婚聯誼活動之成效，有鑑於此，

2018 年也順應民眾的期盼繼續舉辦。 

    在參加者的年齡要求上，以 25—45 歲為參加標準，未有面向更加高齡者的跡象，

由此點推測基隆市市府舉辦的單身未婚聯誼活動，主要以年輕族群為主。 

新竹市 

業務名稱 鼓勵適齡婚育福利措施 

開始時段 民國 103（2014）年 

維持情況 

2014 年  國立交通大學「心築人文香戀」未婚同仁聯誼活動（委由好好玩 

         旅行社有限公司辦理） 

2015 年  幸福新竹公教未婚聯誼（由民營企業幸福列車與法務部矯正署竹 

         監共同舉辦） 

2016 年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聯合各機關辦理未婚聯誼活動「我的幸福地 

         圖」 

        新竹國賓飯店「戀戀國賓 花草之約」 

        科技部「桌住你心樂遊愛情」未婚同仁聯誼活動 

2018 年  國立交通大學「幸福の二次方」北區單身聯誼活動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戀愛時光．幸福微薰」未婚聯誼一 

        日遊活動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舉辦單身聯誼活動。 

2. 舉辦聯合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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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庭教育中心講座  

參加情況 

    2014 年的「心築人文香戀」未婚同仁聯誼活動，參與對象以交通大學

現職未婚教職員工、相關公務機關之現職未婚員工及各級學校未婚教職員

工、民間及私人機構在職且單身未有交往對象者為限，年齡要求為 23 歲以

上男女，未提及年齡上限。 

    2015 年舉辦的幸福新竹公教未婚聯誼，對年齡要求為男性 29—40 歲，

女性 23—39 歲，學歷上男性要求碩士以上學歷，女性則為專科以上學歷，

且須有公務員、正式教師、國營事業職業身份。 

    2016 年「我的幸福地圖」未婚聯誼活動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主辦，

各相關主管機關共同協辦，並委託民間上置國際旅行社負責企劃活動及報

名，除了報名的對象有特定為全國各機關（構）及公立學校現職之未婚公

教員工、約聘僱人員和知名企業正職未婚人員之外，並未提及在年齡上的

要求。 

    2017 年由交通大學和清華大學聯合舉辦之「幸福の二次方」未婚聯誼

活動對象以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北部）所屬現職單身同仁、政府機關公、

私立大學校院、學術或醫療衛生機構、財團法人機構、社團法人機構、民

營公司等之專任同仁、大專以上學校畢業之單身人員參加。而經濟部水利

署中區水資源局「戀愛時光．幸福微薰」未婚聯誼活動參加對象則是以相

關事業單位之未婚同仁為參與對象。 

執行效果 查無資訊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市與公辦聯誼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根據新竹市政府民國 103（2014）、104（2015）、105（2016）年度施政計畫內容，

除配合行政院《人口政策白皮書》及〈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改善少子化的問題之外，

也提倡營造國人「樂婚、願生、能養」的環境，鼓勵婦女生育，創造幸福家庭，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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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計畫中卻尚未提及與未婚聯誼有關之實施項目。 

    而透過查找新竹市所舉辦之未婚聯誼可發現目前所舉辦的活動中，未有以新竹市政

府為主辦單位的活動，在新竹市政府的網頁中搜尋未婚聯誼相關資訊時，多是由登載或

是轉知其他縣市政府或是公家事業單位所主辦之活動訊息。由這些活動所提供的資訊可

知，這些未婚聯誼活動對於參加者身分上的要求仍有侷限性，並非屬於面向一般社會大

眾，而是以主辦單位有相關性的工作人員才得以參加。 

嘉義市 

業務名稱 鼓勵適齡婚育福利措施  

開始時段 查無資訊 

維持情況 

2011 年  「愛戀百分百－浪漫相約日月潭」 

2013 年  「真愛物語花之戀」未婚同仁聯誼活動 

2015 年  嘉義市政府及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聯合辦理「博物館遇見     

         你幸福百分百」未婚聯誼活動 

        「幸福加伊人‧圓滿有義市」未婚聯誼活動 

2016 年  「浪漫相戀．義市幸福」未婚聯誼活動 

2018 年   臺灣電力公司嘉義區營業處「就是想和你來電」未婚聯誼活動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舉辦未婚聯誼 

2. 舉辦聯合婚禮 

3. 家庭教育中心講座  

參加情況 

    2011 年的「愛戀百分百－浪漫相約日月潭」活動，其對象為嘉義市各

級行政機關及公私立學校現職之公教員工，且年齡要求在 40 歲以下。2013

年「真愛物語花之戀」未婚同仁聯誼活動參加人數限 40 人（男女各半），

年齡要求為 40 歲以下。2015 年的兩場未婚聯誼活動，皆無年齡上的要求，

但皆以各公家機關團體、學校人員為活動參加對象。2018 年「就是想和你

來電」未婚聯誼活動參與人數限 60 人，對象為雲嘉南地區未婚男女，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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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電員工可優先錄取，未提及年齡相關要求。 

執行效果 查無資訊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市與公辦聯誼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嘉義市在舉辦未婚聯誼時，主辦單位雖大多以嘉義市政府為主，但也有其他公家事

業單位舉辦活動的例子，並且除了主辦的市政府之外，也有協辦單位和委託辦理業務和

策劃活動的機構。自民國 106（2017）年起配合內政部計畫實施單身聯誼活動，嘉義市

政府以函件通知各公務機關並在網路上公告，有興趣者自行前往報名，除了嘉義市本身

的活動之外，也協助其他公家單位和縣市將未婚聯誼資訊公告周知。 

    從過往所舉辦的活動來看，在參與的身分上有一定的要求，多數以任職於公家團體

和學校的未婚男女為活動參與者，直到 2018 年所舉辦的活動，才將面向的人群轉為雲

嘉南地區的未婚男女。除此之外，若有年齡上的要求多以 40 歲以下為主，可看出仍以

年輕族群為主要的目標對象。 

金門縣 

業務名稱 鼓勵適齡婚育福利措施 

開始時段 查無資訊 

維持情況 

2011 年  覓良緣未婚聯誼活動 

2017 年  戀戀金門‧尋覓幸福─金門縣 106 年未婚聯誼活動 

2018 年  戀戀金門‧尋覓幸福─金門縣 107 年未婚聯誼活動 

服務項目

及內容 
舉辦未婚聯誼 

參加情況 

    2017 年的戀戀金門‧尋覓幸福未婚聯誼活動，參加人數限定為 70 人，

基本上以男女各半為標準。而 2018 年的戀戀金門‧尋覓幸福未婚聯誼活動

則有超過 50 位的單身未婚男女參加活動。 

    以上兩場活動的宗旨都是為促進金門縣公教機關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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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擴大社交領域擴大社交領域，藉由聯誼活動增進與異性互動及情感交

流活動。除此之外，並未對年齡或是居住地等有任何的要求。 

執行效果 查無資訊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公辦聯誼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金門縣政府並未將公辦未婚聯誼活動列入施政計畫及鼓勵婚育福利措施內，僅於內

政部戶政司函請各級政府辦理公辦未婚聯誼時協助發文宣導處理。在地理位置上，金門

縣屬離島地區欲參與臺灣島內活動有也具其侷限性。 

    此外，金門縣並未另行自辦一般民眾參與之未婚聯誼，僅有金門縣政府人事處辦理

的金門縣各年度未婚聯誼活動，且僅限金門縣公教機關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參加，

如：2017 年和 2018 年的戀戀金門‧尋覓幸福未婚聯誼活動，皆是由金門縣主辦但輔以

其他單位協辦的活動，雖然在年齡或居住地上無明確的特殊要求限制，但是參加的身分

已限定在了金門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以及公營事業單位等。雖然金門縣於 2011 年

已有舉辦過未婚聯誼活動的紀錄，但由近期所舉辦的活動情況來看，尚未有面向群眾的

婚活聯誼活動。 

連江縣 

業務名稱 鼓勵適齡婚育福利措施 

開始時段 查無資訊 

維持情況 

2015 年  愛在馬祖-遇見幸福未婚聯誼 芹壁浪漫登場 

       「愛情不再繞遠路－七夕聚會」 

       「愛在馬祖、遇見幸福」未婚聯誼活動 

2016 年 「營造浪漫-遇見愛情」未婚聯誼活動歡樂登場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舉辦未婚聯誼 

2. 家庭教育中心講座 

參加情況     2015 年在北竿芹壁舉辦的愛在馬祖-遇見幸福未婚聯誼活動，共有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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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未婚男女參加（12 位男性，8 位女性）。同年「愛在馬祖、遇見幸福」

未婚聯誼活動則有 17 位未婚男女參加該活動，年齡要求在 25—50 歲之間。 

執行效果 查無資訊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公辦聯誼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連江縣在 2015 年和 2016 年都有舉辦未婚聯誼的紀錄，2015 年 10 月份的新聞櫥窗

當中，連江縣長劉增應提及未婚聯誼是潮流，馬祖也不例外，盡量每年兩次，政府有責

任提供平台與機會，由此可見，在連江縣已有定期舉辦未婚聯誼的意識，雖然如此，但

查找 2017 年和 2018 年的聯誼活動時，卻是以轉載高雄市未婚聯誼活動為主，未有連江

縣近兩年的活動紀錄與成果。 

    所舉辦之未婚聯誼皆以小型團體人數為主，未超過 20 人的活動。對於年齡的要求，

2015 年的「愛在馬祖、遇見幸福」未婚聯誼活動是介於 25—50 歲之間。 

                                                                                                                                                                                                                                  

第三節 小結 

    透過整理台灣目前中央和地方各縣市所實施的「公辦聯誼」可發現，臺灣各地方政

府對於此項政策實施的力度不一，有的地方政府響應中央政策持續開辦該行政區的未婚

聯誼活動，有些地方政府則是轉載其他地方政府舉辦的資訊或是告知民眾有關中央舉辦

未婚聯誼活動的訊息。 

    因臺灣依各地不同的需求和施政計畫，每個地方政府對舉辦未婚聯誼活動的熱度也

不盡相同，除了由臺灣各地方政府做為主要的主辦單位之外，也有和中央或是其他縣市

政府合作共同舉辦活動的例子，如：2017 年由中彰投苗四縣市聯合舉辦的「愛戀 520～

良緣伴我行」未婚聯誼活動，2018 年同樣也是由中彰投苗聯合舉辦了「月老牽情～情定

明潭」未婚聯誼活動。由此可知，臺灣在舉辦公辦聯誼活動時並不侷限由一個行政區舉

辦，而是也有透過由多數縣市聯合舉辦來擴大對未婚民眾的服務。除此之外，也有委託

民間企業團體舉辦活動，地方政府加以輔導等方式來舉辦活動，如：2014 年舉辦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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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車未婚聯誼活動—新竹場次。新竹縣政府不僅登載了政府和民間合作的公辦聯誼資訊，

其他像是由新竹科學園區的台積電、工研院等民間企業舉辦的未婚聯誼活動資訊也會轉

載公布周知。 

    目前臺灣各地方所舉辦的公辦聯誼活動形式大多屬於動態的未婚聯誼活動，如：旅

行郊遊、登山健行等，皆屬於團體聯誼的方式，未見有 1 對 1 的媒合型態。除了以上的

活動形式之外，臺灣各地方的家庭教育中心也舉辦未婚男女的相關研習講座，講座內容

多與兩性交往、夫妻關係以及組織家庭等內容相關，以靜態的授課方式為主。 

    在 2013 年正式將公辦聯誼列入政策之前，有的地方政府已有了舉辦未婚聯誼活動

的紀錄，如：雲林縣政府在 2000 年與台塑麥寮六輕廠合辦的未婚聯誼、2003 年嘉義縣

舉辦的「2003 浪漫結情緣─未婚聯誼活動」、宜蘭縣在 2000 年舉辦的「兩性成長營─未

婚聯誼」等，上述都是在公辦聯誼政策公布前已由地方政府舉辦過活動的例子。其他像

是彰化縣和澎湖縣也分別在 2007 年和 2005 年舉辦了未婚聯誼活動。 

    從整理了各縣市的情況之後來看，在公辦聯誼政策公布之前，各縣市所舉行的未婚

聯誼活動多以面向公教人員的未婚聯誼活動為主，近年活動的條件雖然已逐漸轉向社會

大眾，一般的未婚男女也可參加，但仍有許多縣市對職業屬性有所要求，如：軍公教人

員、知名企業員工等。而由中央單位也就是行政院內政部所舉辦的未婚聯誼活動，其面

向的人群可發現對於參加者並未要求職業屬性，以服務一般群眾為主要目的。惟受限於

經費問題，由中央舉辦的未婚聯誼活動並非常態性舉辦。 

    而公辦聯誼活動對年齡的要求，從中央到地方所舉行的公辦聯誼，並未每一場次的

活動都會有年齡限制，而是依活動的規定而定。臺灣從中央到地方所舉辦的公辦聯誼，

若是有年齡條件的活動，其年齡要求不會只特定在某個年齡層，而多是以跨年齡段作為

年齡要求，如：25—45 歲，25—35 歲等。 

    從行政院內政部所舉辦之未婚聯誼活動的年齡要求來看，目前只要是年滿 20 歲以

上之單身男女皆可參加，並未對最高年齡做出設限，對於活動參加者的年齡廣度較大，

較為自由。而臺灣各縣市所舉辦的公辦聯誼，從有年齡限制的活動來看，其年齡要求多

介於 20—40 歲，或是 25—45 歲。最高的年齡要求可達 50 歲，但未再有更高齡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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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從年齡要求上來看，台灣的公辦聯誼所面向的族群仍以年輕族群為主要對象。雖然

目前有年齡限制的未婚聯誼活動，仍將參加者的年齡著眼於 20 到 45 歲左右的人群，但

2015 年由臺中市舉辦的「真愛有約」未婚聯誼活動，將年齡要求定在 40 歲以上。由此

可見，也有地方政府注意到了在舉辦未婚聯誼活動時，不僅是年輕族群有此需求，擴大

在公辦聯誼服務上的年齡層，中高齡的公辦聯誼也有其舉辦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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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本「婚活」支援政策演變與現狀 

第一節 政策的初始與演變過程 

    日本在 1989 年經歷了「1.57 衝擊」63之後，日本政府以此為契機自 1990 年起開始

對低出生率及新生兒人數減少的少子化問題制定相關政策。率先提出的是 1994 年名為

「天使計畫」64的少子化政策，其施政的重點在於「對今後育兒的支援行動」上，內容

以增加兒童照顧服務，嬰幼兒（零到兩歲幼兒）照顧，延長托兒安親等多樣化的幼兒照

顧政策，開啟了日本推行少子化政策的序幕。此計畫以五年為目標年次，預計從 1995

年開始施行至 1999 年為止。1999 年 12 月制定了「新天使計畫」65，此計畫除了保持原

本與育兒相關的內容之外，添加了雇用、母子保健、諮詢和教育等相關業務內容，並將

計畫的施行期間訂於 2000 年到 2004 年間。 

    本於照顧兒童的基本方針，少子化政策中多以兒童照顧為目的導向，為了使孩童照

顧更加完善，政策當中的內容也隨之擴大到了家庭、女性的生產及就業、課後的安親照

顧等項目。即使日本政府如此努力推動少子化政策希望減緩少子化前進的腳步，依圖 1—

1 所顯示的出生率走勢來看，依舊難以紓解少子化持續進行的狀態。 

    為了突破少子化深化所帶來的影響，日本內閣府於 2013 年 6 月在少子化社會對策

會議上提出了「突破少子化危機的緊急對策」66，此對策中除了強化「育兒支援」和「勞

動方法的改革」外，還推出了「結婚、懷孕、生產支援」的新少子化政策，目的是為使

少子化政策更加完善，這也是首次在少子化政策裡提出了以「結婚」為支援的對策。同

年 11 月「突破少子化危機的緊急提言」67當中，加入了因應地方實情相應而生的結婚、

懷孕、生產、育兒綜合性政策之重要性，在全國各地方首長的請願下，2013 年 12 月經

由內閣會議決定了「實現好循環的經濟對策」68，並依其中的「強化地方少子化對策」

                                                      
63日文名：1.57 ショック。日本的「1.57 衝擊」是指，受到「丙午年」生女子個性凶暴且剋夫的迷信影響，1989 年

日本的總和出生率為 1.57，截至 1990 年為止此出生率比起 1966 年史上最低的 1.58 總合出生率更低。 
64日文名：エンゼルプラン 
65日文名：新エンゼルプラン 
66日文名：少子化危機突破のための緊急対策                                                                                                                                                                                                                                                                                                                                                                                                                                                                                                          
67日文名：少子化危機突破のための緊急提言   
68日文名：好循環実現のための経済対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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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修編了 30.1 億日圓的補助款。 

    接續 2013 年所提出的「突破少子化危機的緊急對策」，2014 年 12 月提出了為期 5

年的「地方創生計畫」69，此政策以修正資源過度集中於東京、實現年輕世代的結婚、

育兒希望，還有以各地方所具備之地方特色解決並因應當地問題的三項要點推動政策。

此一戰略政策也在 2016 年 12 月再度進行修正並繼續推動執行。 

    2015 年日本通過了新版的「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原本的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於

2004 年內閣表決通過，原有的對策內容是不分公行政、企業或者是地方社會，超越年齡

世代共同營造孩童健康成長的社會，並以育兒和支援有子女的父母為對策之主要課題。

新版的內容不同於以往，不僅加入了新的結婚支援政策、充實育兒輔助，還有實現年輕

人結婚和生產的希望，對多子家庭的福利，男女工作制度的改革等項目，並依照各個地

方的實際需求強化並設計政策，以長期且細緻化處理少子化對策問題。2015 年 6 月日本

內閣府為使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的重點課題能夠盡快具體化並付諸施行，招集了專家學

者召開針對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具體面向結婚、育兒支援相關重點檢討會。同年 8 月在

檢討會中各專家學者提出的意見和建言，作為各地方「婚活」支援，以及社會全體共同

支援少子化對策的具體政策開始實行。 

    2015 年 10 月起以「編織夢想的育兒支援」為目標的「一億總活躍社會」開始策動，

並在 2016 年 6 月經內閣決議通過「日本一億總活躍計畫」70的內容共包含了三項主要的

施政方向：一、GDP 達到 600 兆日圓，二、希望出生率達 1.8，三、看護離職率控制為

零。在第二項的「希望出生率達 1.8」當中，將「結婚、懷孕、生產、育兒」項目中的

「結婚」單獨出來成為獨立的施政項目。為了完善「婚活」支援政策，由內閣府特別任

命的少子化對策部門不僅舉辦推動實現以結婚為目的，面向企業和相關團體的研討會，

與各地方公營團體合作的企業、團體、大學等也陸續針對此政策開始推動與「結婚」相

關的支援活動。 

 

                                                      
69

日文名：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総合戦略 
70

日文名：ニッポン一億総活躍プラ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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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施現狀 

日本「婚活」支援之實施現狀依以下各行政區順序進行分析： 

北海道地方  北海道 

東北地方    青森縣  岩手縣  宮城縣  秋田縣  山形縣  福島縣 

關東地方    茨城縣  栃木縣  群馬縣  埼玉縣  千葉縣  東京都  神奈川縣  

中部地方    新潟縣  富山縣  石川縣  福井縣  山梨縣  長野縣  岐阜縣  靜岡縣 

            愛知縣 

近畿地方    三重縣  滋賀縣  京都府  大阪府  兵庫縣  奈良縣  和歌山縣 

中國地方    鳥取縣  島根縣  岡山縣  廣島縣  山口縣 

四國地方    德島縣  香川縣  愛媛縣  高知縣 

九州地方    福岡縣  佐賀縣  長崎縣  熊本縣  大分縣  宮崎縣  鹿兒島縣 

沖繩地方    沖繩縣 

北海道地方 

北海道 

業務名稱 結婚支援中心營運事業 71 

開始時段 2015 年 

維持情況 

    為因應少子化問題，北海道及道內的各市町村行政區欲在對結婚、

懷孕、生產、育兒做出完善的規劃。其中在結婚項目上，北海道於 2016

年運用了「地域少子化対策重点推進交付金」，將預算運用在綜合結婚支

援體制整備和北海道增進男女交誼機會的項目上。2017 年度的預算，則

是放在結婚支援中心的營運、新世代的教育、針對家庭在育兒時的支援、

與企業結盟為有孩子的父母創造友善的育兒環境。 

服務項目 1. 講座、座談會：內容除了有關婚姻、交友之外，也提供婚後在工作、

                                                      
71 日文名：結婚サポートセンター運営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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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內容 育兒等演講。另外還有針對男性、女性不同需求提供的講座，像是：

提升魅力與交流能力的講座（針對男性）、營造幸福人生增進自我了

解的講座（針對女性）。 

2. 個別或少人數面談：品味打扮、結婚相關疑問都可事先電話聯繫約

面談時間。 

3. 「婚活」（「婚活」即是指結婚活動之意，以下皆簡稱「婚活」）：北

海道之「婚活」目前分為四大區域進行中，分別是：札幌、石狩、

空知、後志地區、胆振、日高・渡島、檜山地區、上川、留萌、宗

谷、鄂霍次克地區、十勝、釧路、根室地區。各個地區沒有特定時

間舉辦。 

    舉辦的形式有靜態的交流會、座談或是聚餐類型，也有動態的郊遊

或是兩天一夜的旅遊形式。參加者大部分都不限男女、但有時只限定女

性參加，如：2015 年 12 月 19 日的「冬季戀活在 TAPIO」72，主要是為

了和當地農家青年的交流聯誼，這一類型的「婚活」比例偏高。 

4. 有關「婚活」支援的簡訊發送服務 

5. 北海道各個地區的移居、定居情報 

參加情況 

    對參加「婚活」的未婚男女多有年齡上的限制，目前平均起來以 25—

40 歲的年齡條件為最多，年輕一些的要求大約在 20—35 歲之間，對男性

最大齡的限制平均在 45 歲左右，女性約是 40 歲。也有對男女的年齡限

制是 35—59 歲，但是數量很少，最近的一次是由美瑛町在 2018 年 3 月 3

號所主辦的「婚活」。除此之外，也有無年齡限制的「婚活」，但數量有

限，並且參加資格須經抽選之後才能夠決定是否得以參加。 

執行效果 查無資訊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縣政府網頁及「婚活」網頁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72 活動中文名稱由筆者譯，活動日文名稱為「冬の恋活イベント inTAP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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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道對「婚活」支援雖撥預算充實結婚相關業務，但是以道（行政區）層級對「婚

活」支援實施的項目僅有大方向的說明，如：結婚支援協議會的成立、結婚支援窗口的

設置、與企業合作推動等。在婚活支援中心網頁或是在「地域少子化対策重点推進交付

金」計畫書當中，皆未對「婚活」支援或是「婚活」支援中心的業務做出細節說明，也

沒有執行效果的數據。相較於比道（行政區）層級更低的市（行政區），以北海道的旭

川市為例，在 2018 年「旭川市結婚支援行動計畫」73中詳盡介紹了對「婚活」支援政策

的規劃和目標，還有開始「戀活」行動的方法，以及提供在旭川市和結婚、「婚活」的

相關數據，由此點可知北海道在「婚活」支援政策上，地方的市層級對「婚活」支援處

理更加仔細。 

    以「婚活」支援網頁上所提供資訊來看，「婚活」和講座都屬於主要活動，講座的

內容不侷限在結婚上，也會舉辦懷孕、生產、育兒方面的演講。此外，在網頁中還特別

針對有意願移居到北海道的民眾提供相關資訊，從此點可看出，北海道的「婚活」支援

雖以少子化對策的名義實施，但除了少子化之外，也試圖減緩人口減少的問題。 

    在北海道所舉辦的「婚活」上，雖然有接近 60 歲的活動，但未再有更高齡的活動

了，且活動數也有限的情況下，可見對年齡的要求仍是以年輕族群為主要對象。 

東北地方 

青森縣 

業務名稱 青森婚活支援中心 74 

開始時段 2011 年 

維持情況 

    青森縣對縣內的「婚活」支援體制採取與市町村、企業、團體和大

學合作的方式，以擴大「婚活」支援的服務版圖。除加強建構「婚活」

支援網外，舉辦面向大學生的生涯規劃講座，邀請外部的講師到青森縣

內的大學針對結婚、懷孕、生產等內容進行演講，以期對大學生將來的

                                                      
73 日文名：旭川市結婚支援アクションプラン 
74 日文名：あおもり出会い協働プロジェクト事業：あおもり出会いサポートセンタ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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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規劃提供助益。為了傳遞結婚的優點和建立家庭的喜悅，製作相關

內容之廣播節目加以宣傳。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婚活」訊息：縣內分為六個區域（東青、中南、三八、西北、上北、 

下北）分別舉行「婚活」，活動內容大多以交流會，或聚餐形式為主。

「婚活」的性質除了區分動靜態之外，有時也會依不同的職種區分舉

辦，如：具公務員身分或國家資格的男士、公司白領或自營業的男士

等。 

2. 企業間「婚活」：不同職種的企業相互交流，並藉此讓單身的男女有

邂逅的機會。需事先登入指定的網頁，登入成功的企業一年中可有一

次與其他企業交流的資格。 

3. 具縣民共同參與性的活動：為鼓勵結婚、生產、育兒設計活動並實行。 

4. 強化結婚支援網：依照各個地區的特性和市町村和民間組織共同「合 

   作」來加強「婚活」支援政策。 

5. 電子報申請：有意願結婚的男女都可以個人名義登入會員，每月可收

到來自合作協辦團體兩次相關活動訊息。除了個人會員之外，也受理

青森縣內的企業或是社團等團體會員。 

6. 成婚經驗者分享 

參加情況 

    「婚活」的年齡層從 20 歲到 60 歲都有，但仍以 20─40 歲之前的活

動為多。40—50 歲、50—60 歲的婚活不一定每個月都會舉辦。網頁內還

提供已結婚參與者的經驗分享，截自 2018 年 4 月為止已有 196 對參與者

提供經驗談。 

執行效果 查無資訊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青森縣並未對「婚活」支援項目提供細部資訊，而自 2015 起反倒是青森縣的市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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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對「婚活」支援有該市自己的施策內容，但也並非青森縣內全部的市級單位每年都

會有紀錄，雖然如此市級單位似乎比起高層級的縣級單位在推動「婚活」支援的角色上

更加吃重。縣內分為六個區域舉辦「婚活」，可看出各個地方單位在推動「婚活」支援

上的動作，更加印證了依照各個地區的特性和市町村和民間組織共同「合作」來加強「婚

活」支援的政策走向。 

    青森縣舉辦的「婚活」對年齡的要求跨度不小，除了以 20─40 歲作為主要的「婚

活」年齡要求之外，也開始舉辦 50、60 歲的「婚活」，雖然越高齡的「婚活」數量偏低，

但卻已提供此項需求。 

岩手縣 

業務名稱 岩手結婚支援中心 75 

開始時段 2015 年 4 月 

維持情況 

    岩手縣為了振興地方，並減緩人口減少的進程，在平成 27（2015）

年制定了「岩手縣地方振興綜合戰略」76，此政策內容的基本目標之一是

「借助社會全體的力量支援育兒行動，以提高出生率」，為達到此目標岩

手縣強化婚活支援、懷孕生產支援、以及充實育兒服務。 

    作為人口減少對策之一環，岩手縣政府設置了「婚活」支援中心，

並和市町村地方以及民間社團法人、公會等合作，以「公益財團法人 IKIIKI

岩手支援財團」77負責「婚活」支援事務的營運，目前在盛岡、宮古、奧

州都有岩手結婚支援中心的分部。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會員制：需加入會員之後檢索對象，及 1 對 1 的相親服務。 

2. 「婚活」資訊、個人諮詢：活動種類多樣化，不侷限在室內或是室外， 

在活動標題上也不太常出現有年齡的訴求，但如果有出現年齡的字 

眼，大多是 20 歲、30 歲或 40 歲不等的年齡限制。個人諮詢凡是與「婚

                                                      
75
 日文名：結婚支援いきいき岩手 結婚サポートセンター「i—サポ」 

76
 日文名：岩手県ふるさと振興総合戦略 

77
 日文名：公益財団法人いきいき岩手支援財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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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或是戀愛相關問題皆可詢問，但需經預約也有人數限制。有些個

人諮詢服務還會提供戀愛占卜供預約到訪的民眾詢問。 

3. 成婚者向「婚活」支援中心的回報：通常是簡短的一兩句話，或是簡 

單的經驗分享。 

4. 電子報申請 

參加情況 

    年齡要求以 20 歲後半到 40 幾歲為主，2017 年 10 月份有舉辦了一場

有再婚意願男女的「婚活」，年齡範圍在 25—45 歲之間。此外，2017 年

3 月舉辦了一場「與熟年男性的相遇」，參與男性的年齡條件在 50—60 歲，

但女性年齡不拘。 

執行效果 

    截至 2018 年 4 月為止「i—サポ」的「婚活」支援服務已有 38 對未

婚男女成功配對並成婚，2018 年 9 月份的再觀察數據已有 44 對男女成婚，

登錄的會員數累計至 1,841 人。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岩手縣的「婚活」支援政策是含括在對應人口減少政策的項目當中，其目的是為減

緩少子化進程。作為少子化對策之一的「婚活」支援，岩手縣首先在縣內設置了三處的

實體結婚支援中心，並在 2018 年度派遣「婚活」支援中心的工作人員到縣內的九慈市、

釜石市，和二戶市提供結婚支援服務，主要以 1 對 1 相親、檢索對象的服務為主，需事

先預約。實體的「婚活」支援中心、專屬網頁及赴地方的外派行動，加上與當地的企業

團體合作，岩手縣在推廣「婚活」支援上，已營造出了一種相互合作的進行體制。 

    在參與「婚活」的年齡要求上以 25 歲─40 幾歲為主軸，雖然有 50─60 歲的「婚活」

但數量仍有限，不過在參加的條件上，有些「婚活」已不再是以初婚人群為標準，考量

再婚族群也有「婚活」需求，有些「婚活」場次會特別提及提供二婚的人尋找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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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城縣 

業務名稱 宮城結婚支援中心 78 

開始時段 
    宮城結婚支援中心網 79經查詢未有從何時開始的資訊，而「宮城青年

婚活支援中心」80的設置時間是 2016 年 7 月。 

維持情況 

    「實現年輕世代的結婚、生育、育兒希望」是「宮城縣地方創生綜

合戰略」當中的基本目標，因此與結婚相關的資訊和提供其資訊的場所

成為進行此政策的首要任務。宮城縣設置了「宮城青年婚活支援中心」，

讓民眾可以安心地利用「婚活」支援中心進行諮詢或是相親會面。除此

之外，縣內的各區域也會為推動此項業務招募志願者，也會舉辦為了培

育這些志願者的研修會。規劃鼓勵遷居至宮城縣的「婚活」，還有到 311

大地震受災地的巴士巡禮等，企劃出展示地方特性的「婚活」。宮城「婚

活」支援網上提供縣內的各個市町及團體舉辦的「婚活」情報，讓宮城

縣內需要的民眾皆可從中獲取所需資訊。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婚活」資訊：登載縣內各種的「婚活」支援信息之外，也提供各個

市町村個別的「婚活」資訊。 

2. 「婚活」支援相關網路連結：從宮城「婚活」支援中心的網頁上可連

結至「宮城青年婚活支援中心」，是由宮城縣政府委託宮城縣教育會

員會所屬的財團法人在宮城縣青年會館內營運的結婚情報服務中

心，也稱「宮城 PISA」。此中心主要的業務內容在募集會員並提供會

員相親的服務，入會的資格雖不限初婚或再婚，但是年齡限定在 20

─49 歲間。 

參加情況 
    大多以活動類型為主，參與活動的指定年齡跨度大，從 25—45 歲或

是 35—50 歲的活動都有，但男女年齡限制最高在 50 歲左右。也有代替

                                                      
78

 日文名：結婚支援事業みやぎ結婚支援ポータルサイト～み・ち・び・きみやぎ 
79
 日文名：みやぎ結婚支援ポータルサイト 

80
 日文名：みやぎ青年婚活サポートセンタ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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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子女參加活動的父母交流會。 

執行效果 查無資訊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宮城縣與「婚活」相關的網頁有二，分別是宮城結婚支援中心網和宮城青年「婚活」

支援中心，在宮城結婚支援中心網中目前只提供了結婚活動的相關情報和連結，並沒有

提供「婚活」以外的其他服務。而宮城青年「婚活」支援中心的網頁中，以相親媒合會

員和提供「婚活」資訊為主。宮城縣雖然在宮城青年會館內提供了「婚活」支援中心的

場所，但卻未有任何有關中心的介紹或是詳細資訊。雖說符合了提供結婚相關資訊和供

其運作之場所的目標，但給人只是供應政策中最基礎的需求之感。 

    除了未婚男女當事者之外，宮城縣也舉辦面向單身子女父母的交流會，對「婚活」

參加者的年齡要求仍處於青壯年時期，未超過 50 歲。 

秋田縣 

業務名稱 秋田結婚支援中心 81 

開始時段 2009 年 

維持情況 

    從平成 30（2018）年度起為期四年的「第 3 期地方秋田元氣創造計

畫」82當中以「提供全國最佳實現結婚、生產、育兒希望的支援」為口號，

以育兒家庭和身為父母的年輕族群之意見研擬施策，充實在職場或學校

等場所對於組成家庭意義的思考機會，並以市町村為主體支援地方孩童

和育兒的政策項目。 

    由於有許多希望能夠提供男女交誼和結婚情報的聲音，因此設立了

秋田結婚支援中心。秋田結婚支援中心是由秋田縣、秋田縣內全部的市

町村地方、秋田縣勞動福祉協議會、秋田縣商工會議所聯合會、秋田縣

商公會聯合會、秋田縣農業協同組合中央會、秋田縣社會福祉協議會、

                                                      
81

日文名：出会い・結婚支援事業 あきた結婚支援センター 
82

日文名：第 3 期ふるさと秋田元気創造プラ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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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田縣中小企業團體中央會、秋田縣醫師會、秋田縣老人團體聯合會共

同設立之法人團體。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相親入會申請：在秋田縣工作、或是想遷居到秋田居住、有結婚意願

的 20 歲以上單身男女可申請入會。 

2. 「婚活」資訊：以聚餐的「婚活」形式占大多數。 

3. 派遣臨時中心：除了現有的北部、中央、南部的常設「婚活」中心之

外，「婚活」支援中心會不定期在特定的時間到指定場所為有結婚相

關需求的民眾提供「婚活」支援服務。 

4. 地方和企業的結婚支援 

5. 成婚者經驗分享 

參加情況 

    規定參與「婚活」者的年齡的跨度大，從男性 22—45 歲，女性 18—

45 歲的大幅度都有。自 2012 年 8 月—2017 年 10 月為止，有在網站上分

享成婚經驗的配對者已達 49 對。年齡要求最高是 55 歲，然而多數「婚

活」仍以 50 歲前為目標人群。 

執行效果 

    至 2016 年年底「婚活」支援中心共舉行了 159 場次的活動，參加者

為 2, 997 人，申請電子報的會員數達 3,576 名，加入「婚活」志願者 83行

列的有 274 位，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秋田縣「婚活」支援重心重視與地方之間的合作連結，除了從組織構成的單位團體

可見端倪之外，檢索活動時標題上也都可見由何處舉辦，地方上的市町村等都曾有舉辦

「婚活」的紀錄。為了照顧沒有設立實體「婚活」中心的地區，秋田縣的「婚活」支援

將以派遣移動的方式不定期的到縣內各地為民眾提供「婚活」支援服務。 

    秋田縣內舉辦的「婚活」之年齡要求以 20—40 幾歲為主，若沒有特定限制則為以

20 歲以上作為年齡要求的說明。目前可觀察到的最高年齡限制是 55 歲，如果有 50 歲以

                                                      
83 秋田縣的婚活志願者日文原名為「地域の世話焼きさ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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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活動，多數是為秋田市舉辦。 

山形縣 

業務名稱 山形婚活支援中心 84 

開始時段 2015 年 

維持情況 

    「山形育兒應援計畫」85中，結婚支援的充實、強化項目之實施方向，

隸屬在男女邂逅到結婚此一過程的綜合支援，及建構將來的結婚觀與家

庭觀對生涯規劃形成的項目當中。 

    其中男女邂逅到結婚的綜合支援以「婚活」支援為主要施策重點，

設置山形「婚活」支援中心除了考慮能夠提升民眾使用時的便利性外，

也歡迎山形縣外的女性也可利用中心的媒合系統，並且致力於「婚活」

支援業務的宣導。縣政府也會主辦單身男女對「婚活」意識、自我開發

的講座。並試圖和企業團體合作，舉辦未婚男女的交流會，或是企業之

間的「婚活」聯誼。 

服務項目

及內容 

山形結婚支援中心是由山形縣聯合各市町村、以及工商團體所成立之組

織。負責的服務項目如下： 

1. 1 對 1 的相親服務，還有提供相親的面談諮詢服務，提供有結婚意願

的單身者參與「婚活」的輔助支援，並且活絡與企業間的交流來提升

結婚支援中心的形象和宣傳。 

2. 登入指定的官方網頁，即可收到每月一次的「婚活」相關資訊。 

3. 想了解各市町村有關結婚支援的窗口和聯繫方式，山形結婚支援中心

網頁裡也有清楚的介紹。在有關各市町村結婚支援負責窗口的資訊中

可注意到原本大多以育兒為主的課室負責，但這裡除了市民生活課、

福利課、綜合政策課之外還有地方活化推進課，不是僅著重在一個面

                                                      
84 日文名：やまがたハッピーライフプロジェクト やまがた出会いサポートセンター 
85 日文名：やまがた子育て応援プラ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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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而已。 

4. 山形縣也積極推動地方區域的「媒人計畫」86，歡迎地方上個人、非

營利事業團體、地方自治體加入參與「婚活」支援的行列。由於此舉

屬於公行政行為，因此一切行為皆不涉及營利，山形縣政府也提出「若

有商業對價行為，一切與縣政府無關」的聲明。 

參加情況 

    有關「婚活」的資訊紀錄目前可追溯到 2011 年 1 月，從 2011 年開始

山形縣的各地方就陸續開始舉辦「婚活」。「婚活」形式也是靜態和動態

活動都有舉辦，山形縣在設計「婚活」名稱時並不會出現太多與年齡相

關的字樣，若有出現大部分都集中於 3、40 歲左右年齡的「婚活」。從 2016

年約莫 8 月份開始舉辦 5、60 歲合辦的「婚活」一直到 2 月份左右都持

續這樣的情況。自 2017 年 3 月份開始合辦 6、70 歲的「婚活」，這些「婚

活」皆由山形縣政府舉辦，2017 年一整年共舉辦了 8 場（3 月—5 月、8

月—12 月）「婚活」。2018 年中高齡的婚活年齡仍以 5、60 歲為主，6、

70 歲的「婚活」在 1 月份舉行了一場。 

執行效果 

    網站上截至 2018 年 4 月登載了參與「婚活」支援結婚的成婚者的感

想有 133 組，會員人數是 1,447 人，電子報的會員人數是 2,350 人，使用

配對的人數是 2,340 人，業已媒合了 1,847 組。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山形縣關於「婚活」支援的充實是放在男女邂逅到結婚這段過程的綜合支援，所以

在設計「婚活」支援內容的進行時，不單只有結婚活動的舉辦，還有男女單獨的相親媒

合方式。地方上加入的「媒人計畫」的個人和企業團體也積極參與「婚活」支援，但不

涉及商業營利，只是為了讓縣內的未婚男女可以多一種管道認識彼此而產生的媒介管道。

為了能夠提升媒合率，山形縣所舉辦的「婚活」並不僅止於縣內的女性參加，也歡迎縣

外的女性報名活動。 
                                                      
86 日文名：やまがた縁結び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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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山形縣的「婚活」支援中心在 2015 年才設立，但自 2011 年起就已開始有「婚

活」的紀錄。山形縣所舉辦的「婚活」，年齡要求不只是僅限在 2、30 歲的青壯年期，4、

50 歲甚至是 6、70 歲的活動都有舉行過，年齡要求最年長的達 70 幾歲。 

福島縣 

業務名稱 福島結婚、育兒應援中心 87 

開始時段 查無資訊 

維持情況 

    福島縣的「婚活」支援目前由福島縣政府委辦給公益財團法人福島

縣青年育成、男女共生推進機構進行支援活動，並於福島縣的青少年會

館內設置營運中心。目前館內的服務除了「婚活」支援和提供縣內各結

婚會場外，也提供各項與育嬰育幼相關的資訊，並設置親子空間。 

    縣內從縣級單位到地方的市町村級單位對「婚活」支援業務的負責

單位雖不盡相同，但是主要的業務都是以舉行「婚活」、「婚活」講座、

和當地企業團體的合作，以及與結婚相關的諮詢人員等方式推動「婚活」

支援政策。 

服務項目

及內容 

    福島縣的「婚活」支援目前可分為以下形式： 

1. 「幸福導航」88：2017 年開始的線上媒合系統，不論身處福島縣內的

何處，只要登入並繳交入會費即可使用線上媒合服務。 

2. 婚活支援者 89：類似於媒人或是介紹人的中間角色。這些介紹人都需

經過縣內和「婚活」支援中心所合辦的研習會，且受到認可後才可擔

任此職位。這項服務並不保證所有的參與者都能夠獲得相親的機會或

是有成婚的保證，只是能夠給予與結婚相關訊息的面談，協助尋找可

匹配的對象。 

「婚活」支援中心會提供和介紹人事先預約的服務，面談全程免費並

                                                      
87 日文名：結婚から子育てまでみんなで支える環境整備事業：ふくしま結婚・子育て応援センター 
88 日文名稱由筆者翻譯，日文原名為「はぴ福なび」。 
89 福島縣的婚活支援者日文原名為「世話や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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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保密，不論是本人或是親屬皆可使用此項服務。 

3. 「婚活」：目前由福島縣內的各地方分別舉辦，但依「福島結婚、育

兒應援中心」上提供的訊息，除了近期（2018 年 6、7 月）即將舉辦

的資訊外並無以往所舉辦的活動內容，因此顯示的「婚活」資訊不多。 

參加情況 

    從「福島結婚、育兒應援中心」的「婚活」網頁上目前顯示出的活

動來看，雖然有一場於 2018 年 6 月 24 日舉辦的「婚活大作戰」90活動，

男性的參加資格在 45 歲以上，女性的參加者可不拘年齡，但參加年齡仍

以 20 到 40 歲居多，活動也是以做料理、講座、烤肉聚餐等偏靜態的活

動為主。 

    2018 年 10 月 3 日再次查詢 6 月份的活動已沒有顯示在網頁上，取而

代之的是 10 月和 11 月份的活動，參與者的年齡有上調的趨勢，已有 50

歲以上的「婚活」，並且也有舉辦為再婚者為對象的結婚活動。 

執行效果 查無資訊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從福島縣提供的「婚活」服務，像是：媒人性質的「世話やき人」，還有縣內各地

舉辦的「婚活」，以及由地方市町村的不同單位舉行的「婚活」可發現，雖然縣政府將

「婚活」支援業務交由公益財團法人福島縣青年育成、男女共生推進機構承辦，但縣內

的各個地方也會自己組織參與舉辦「婚活」支援行動。 

    福島結婚、育兒支援中心上只提供最新的「婚活」訊息，過往的「婚活」訊息並不

保留，透過觀察 2018 年 6 月份和 10 月、11 月份的活動可發現，對年齡要求從原本最高

齡的 45 歲，上升到了 50 幾歲。除此之外，也注意到了再婚人群尋找第二春的需求，增

加了再婚者的結婚活動。「婚活」的類型也不再僅限「婚活」，也舉辦了「戀活」，年齡

要求從 20 歲到 40 歲不等。 

                                                      
90 活動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出会い大作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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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東地方 

茨城縣 

業務名稱 茨城縣婚活支援中心 91 

開始時段 2006 年 

維持情況 

    「茨城縣婚活支援中心」是茨城縣與茨城縣勞働者福祉協議會共同

設立來提供茨城縣內的「婚活」支援服務，為了振興地方區域，茨城縣

積極招募「婚活」支援志願者 92幫助有結婚意願者來進行「婚活」面談和

中間牽線等自發性的「婚活」支援服務。除此之外，也設置了茨城縣「婚

活」應援團體聯絡會議 93的機制，聯合非營利的 NPO 法人和市町村社會

福祉協議會，透過彼此的交流合作所成立的聯絡會議。 

服務項目

及內容 

    目前茨城縣「婚活」支援中心的服務項目可分為： 

1. 1 對 1「婚活」：但只限於已入會的會員。有使用期間（3 年）也需繳

納入會費（10,500 日幣）。加入會員之後，茨城縣內所有地區的會員

情報都是共享的，但只限於會員之間。 

2. 「婚活」：則是分為由中心主辦或是由「婚活」支援志願者以及各地

方區域辦理，但參與「婚活」和一對一「婚活」的項目不同，不會受

到加入會員與否的限制。中心網頁中所顯示之「婚活」資訊，只能查

詢到 2018 年的訊息，其他年份目前並沒有顯示。由「茨城縣婚活支

援中心」所主辦的「婚活」大多屬靜態活動。 

3. 電子報申請 

4. 「婚活」支援者：為想結婚的未婚男女提供結婚諮詢、男女媒介到相

親的支援行動。 

參加情況     「婚活」參加者的條件方面，年齡偏年長，面向 20 歲族群的「婚活」

                                                      
91 日文名：いばらき出会いサポートセンター であイバ 
92 茨城縣的婚活志願者日文名稱為「マリッジサポーター」。 
93 日文名：いばらき出会い応援団体連絡会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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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沒有 30 歲來的多。「婚活」參與的年齡條件從 30 歲到 50 歲都有。

若是地方區域性的「婚活」年齡條件則是從 20 歲到 50 幾歲有，活動形

式也是偏靜態的餐會為主。 

執行效果 
茨城縣「婚活」支援中心的一對一「婚活」服務截至 2018 年 5 月份，

登入的會員已達 2500 人次。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茨城縣「婚活」支援中心在 2006 年 6 月份由茨城縣政府和茨城縣勞働者福祉協議

會共同成立，並在 2013 年 4 月將茨城縣婚活支援中心社團法人化，成為目前的一般法

人茨城縣「婚活」支援中心。茨城縣「婚活」支援中心是由茨城縣政府、地方上的各市

町村和縣內企業團體共同合作推動營運的機構，不是由單一單位或機構負責營運，而是

結合了地方政府和民間的力量共同進行未婚男女的「婚活」支援。此外，茨城縣「婚活」

支援中心成立的同年 8 月也成立了「婚活」支援者制度，定期舉行支援者間的研習，還

有交換需婚介者的情報，以提供民眾更專業的「婚活」支援服務，也讓利用此服務的未

婚男女的情報流動更快，以期找到合適對象。 

    結婚活動的主辦方不限於由「婚活」支援中心主辦，也有其他地方主體和「婚活」

支援者舉辦的「婚活」。2018 年 10 月份查找「婚活」網頁上的結婚活動時，其「婚活」

排程已達 2019 年 2 月份，由此可見，茨城縣對「婚活」支援活動的舉辦持續在持續進

行中。縣內各地所舉辦的「婚活」，對年齡要求主要放在 20—40 歲人群，但茨城縣的縣

南服務處自 2018 年 4 月起每個月會定期舉辦一次 50 歲以上的「婚活」，最高可達 65 歲，

這也是目前茨城縣內「婚活」年齡要求的最高齡。 

  



86 

栃木縣 

業務名稱 栃木結婚應援網 Very Matching94 

開始時段 2016 年 

維持情況 

    「栃木創生 15 戰略」95是栃木縣版的「地方創生計畫」96，其政策

的主要目的是為克服人口減少的問題，並以在將來能夠維持地方活力為

目標。2015 年開始推動的「栃木創生 15 戰略」政策，其中結婚支援的

充實包含了：結婚意識的形成和提供年輕世代的邂逅機會。對高中生進

行家庭意識及自我未來的相關課程，提供會員制的媒合服務，以行政單

位、企業、團體等主體對有意願結婚的青年男女進行結婚支援。例如：

「栃木未來聯合會」97是由栃木縣和市町還有相關團體合作來推動營運

的機構，其服務範圍包括了：栃木縣的「婚活」支援、栃木線的結婚支

援卡、育兒暨家庭支援等服務。其中針對「婚活」支援部分另成立了栃

木縣的結婚支援網站 Very Matching，透過此網站發布「婚活」的相關訊

息和活動。 

服務項目

及內容 

    此網站上的「婚活」項目可分為： 

1. 1 對 1 相親：採會員登入制，須付費（10,000 日幣），有使用期間（兩

年）。 

2. 「婚活」資訊：分為團體集會形式、手作體驗形式、講座和研討會

形式。活動資訊從 2017 年 7 月開始有紀錄，但不一定每個月都有活

動。 

3. 「婚活」支援志願者：經由「栃木未來聯合會」提供給「婚活」支

援志願者的資訊，「婚活」支援志願者彼此間相互協調，加上透過與

委託人的面談增進了解，最終達成讓男女結緣的成果。但此項服務

                                                      
94 日文名：とちぎの結婚応援サイト ベリーマッチング 
95 日文名：とちぎ創生 15 戦略 
96 同註釋 60 
97 日文名：とちぎ未来クラ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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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保證媒合後的結果，因為是公辦的服務故除了與委託人相關的

自身行為須付費外，介紹服務是不收取費用的。 

4. 成婚經驗分享 

5. 「婚活」事業宣傳短片 

6. 支援企業和贊助企業的相關情報 

7. 電子報登入申請 

參加情況 

    從 2017 年 4 月 1 日到 2018 年 10 月，參與 1 對 1 相親、「婚活」，

或是由「婚活」志願者的媒合所產生的夫妻共 90 對。其中透過 1 對 1

相親媒合成功的會員有 16 對，會員和非會員的成婚數有 42 位，是配對

比例最高的方式。參與活動的年齡資格大多是 20—45 歲之間，但也有

從 20—55 歲之間的活動例子。 

執行效果 
    栃木縣「婚活」支援網站截至 2018 年 5 月為止，透過此網站的服

務而成婚的對數為 43 對，到 2018 年 10 月時已達 90 對。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栃木縣在「婚活」支援政策上，除了提供有結婚意願未婚男女相遇的場地和交往的

契機外，也計畫從結婚意識的培養開始推動政策，並且將這樣的目標人群放在了高中生

的身上，為了培養對將來的結婚意識從開設和家庭意識及自我未來相關課程開始。由此

可見，栃木縣「婚活」支援政策的目的雖然是為了減緩人口減少的問題，但仍將重點放

在了年輕族群身上。而從栃木縣和市町還有相關團體合作所推動營運的「栃木未來聯合

會」來看，可見縣政府與地方單位和相關團體在「婚活」支援上彼此合作的密切。 

    「婚活」類型雖然可分為會面型「婚活」、體驗型「婚活」、講座研習會這三種形式，

但體驗型和講座研習會這兩種形式的「婚活」，目前在「婚活」支援中心網頁中都沒有

紀錄，剩下的就是會面型「婚活」了。此種類型對「婚活」年齡的要求大多是 20–45 歲

之間，也有 20–55 歲的活動紀錄，目前可觀察到了最高齡要求是 58 歲。「婚活」支援中

心內提供了「婚活」、1 對 1 相親，和由「婚活」志願者所媒合的配對，1 對 1 相親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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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方式中成效最好的，多數的成婚者是透過此方式結婚。 

群馬縣 

業務名稱 群馬結婚、育兒應援網 98 

開始時段 2015 年 

維持情況 

    群馬縣與市町村級單位、民間企業、團體和學校等合作，希望將全

縣朝向實現「家族的理想」的方向邁進。在群馬縣綜合結婚、育兒項目

當中，縣政府和社會福祉協議會、工商團體、農業協同組合共同組織「群

馬結婚支援連攜協議會」，除了彼此合作並分享情報之外，更針對地方上

不同的議題成立專案小組，並共同研討解決方針，也會邀請專家進行演

講，研商對策。 

    從 2014 年開始募集的「Peer Supporter」99是以自身的經驗對在結婚、

懷孕、生產、育兒上的有煩惱的民眾提供意見和協助，除此之外，還成

立了 Peer Supporter 協議會來負責招募和培訓諮詢人員，在結婚活動當中

提供未婚男女交友技巧講座，也為家中有單身子女的父母舉辦講座活動。 

服務項目

及內容 

    群馬結婚、育兒應援網裡提供了該縣有關結婚，懷孕、出產，兒童

福利，青少年福利，少子化政策等相關資訊。以下為群馬縣與「婚活」

支援相關服務： 

1. 「群馬紅線計畫」100 

由登錄於縣政府的協辦團體，如：企業團體、市町村等組織「婚活」。

除了個人「婚活」的參與之外，也接受團體會員的加入，但團體會員

需填寫申請書並經過申請核可。 

計畫當中的「婚活」登載資訊皆以當年度為主（瀏覽日期：2018 年 5

月），之前的「婚活」資訊並無繼續登載。活動形式動靜態皆有，仍

                                                      
98 日文名：群馬県結婚・子育て応援ポータルサイト：ぐんまスマイルライフ 
99 日文名：ピアサポーター 
100 日文名：ぐんま赤い糸プロジェクト，日文簡稱為「あいぷ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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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靜態的餐會、講座為主，「婚活」形式多元，如：體驗家庭的「婚

活」、由結婚夫妻帶著寶寶一同參與的寶寶「婚活」等。雖然皆名為

結婚活動，但標題中可以看到以「戀活」或是「緣活」為主題的活動。 

2. 「群馬結緣網」101 

是由牽線的中間人透過所蒐集的單身者情報去和其他中間人進行媒

合作業，這些單身者情報都是由單身者經過登記申請和中間人面談後

所取得的。這些牽線的中間人都是群馬縣區域婦人團體聯合會的成

員，並受群馬縣政府的培訓後才可進行活動的志願者們。 

3. 成婚者經驗分享 

參加情況 

    「群馬紅線計畫」當中所舉辦之結婚活動，年齡的限制範圍約在 25—

45 歲之間為最多，也可見由 30—50 歲的「婚活」，2018 年 3 月 24 日有

舉辦了一場 45—65 歲的「婚活」。 

執行效果 
    2014 年度「群馬紅線計畫」所促成的配對數有 1,356 對，預計到 2019

年度的希望目標值可達 3,300 對。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群馬縣沒有將「婚活」支援獨立出來成立一個屬於「婚活」支援項目的專屬網頁，

而是運用群馬縣結婚、育兒應援網的平台來登載「婚活」支援的相關訊息。在此網頁內，

除了提供男女相遇、結婚的資訊外，還有懷孕生產、育兒、生涯規劃，以及對青少年的

輔助等支援項目。群馬縣的「婚活」支援可分為兩個主要項目，一個是「群馬紅線計畫」，

另一個是「群馬結緣網」。「群馬紅線計畫」由縣政府與市町村單位或是企業團體一同合

作方式，舉辦「婚活」和講座。在其舉辦的「婚活」中，開始出現了「戀活」、「緣活」

這些不以「婚活」為主題的活動，更增添了「婚活」支援形式的多樣化。而「群馬結緣

網」則是由群馬縣區域婦人團體聯合會的成員們經培訓認證後才得以開始進行男女的牽

線媒合服務。 
                                                      
101 日文名：ぐんま縁結びネットワー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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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0 月再次搜索群馬縣結婚、育兒應援網的「婚活」資訊時，網頁當中只有

10 月和 11 月份的「婚活」資訊，對年齡要求仍以 25–45 歲之間最多，但已沒有高於 50

歲以上之結婚活動，最高齡的記錄是 50 歲。 

琦玉縣 

業務名稱 琦玉縣「婚活」支援中心 102 

開始時段 2018 年 

維持情況 

    琦玉縣自 2015 年起就有民間業者運用地方資源開始「婚活」支援，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止共有 2,163 位參加者，產生共 200 對的配對數。

琦玉縣「婚活」支援中心在 2018 年正式成立，在此之前，都是運用琦玉

縣結婚、懷孕、生產、育兒應援官方網站提供「婚活」訊息。 

    從 2017 年 8 月起，琦玉縣少子化對策協議會便開始著手計畫「婚活」

支援事業的相關業務，費時 1 年多終於在 2018 年 6 月成立琦玉縣「婚活」

支援中心，並由琦玉縣少子化對策局長擔任中心代表。設置的目的在於

透過公行政、企業和民間團體，為有結婚意願的民眾提供更多樣化、更

全面性的服務，並且創造更便捷的「婚活」支援環境。 

服務項目

及內容 

    在「琦玉縣結婚、懷孕、生育、育兒支援」的網站當中，包含了與

結婚、懷孕、生育、育兒等相關可利用的援助資訊和各相關服務的支援

團體訊息等都登載在此網頁裡。其中和「婚活」支援相關的服務和資訊

含括了以下的項目： 

1. 結婚應援團體介紹 

2. 「婚活」情報： 

網頁中並未顯示過去的「婚活」情報資訊，在 2018 年 6 月 18 日的搜

尋時點，在網頁中僅見尚未舉辦且日期較近的「婚活」資訊，分別是

2018 年 6 月份的 4 場「婚活」，和 2018 年 8 月份的 1 場「婚活」。 

                                                      
102 日文名： SAITAMA出会いサポートセンタ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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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婚留言板 

透過參與過往「婚活」而成婚的「婚活」參與者的感言 

4. 由結婚諮詢人員所提供之「婚活」的相關要點提示 

參加情況 

    從琦玉縣所提供的「婚活」訊息內容可觀察出目前對參與「婚活」

者的年齡要求約在 20─40 歲之間，最高的年齡限制是目前可查詢到資訊

中 2018 年 6 月 23 日的「婚活」，未婚男女的年齡要求從 30 到 49 歲止。 

執行效果 
    琦玉縣的結婚應援團體截至平成 30（2018）年 4 月 9 日已有 48 個團

體參與「婚活」支援活動。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琦玉縣在「婚活」支援中心成立前就已有民間業者進行「婚活」支援活動，且有一

定的成效。該縣的「婚活」支援中心在 2018 年才正式成立，從年份上來看屬於很新的

「婚活」支援中心。在服務項目方面，網頁上已提供了基本的服務，如：會員登記申請、

相親媒合、結婚活動等，但該網頁中的「婚活」資訊仍連結至琦玉縣結婚、懷孕、出產、

育兒應援入口網站 103裡提供的「婚活」資訊，尚未建立「婚活」支援中心自己的「婚

活」資訊資料庫。 

    對已舉行的「婚活」對參加者的年齡要求，仍以 20—40 歲為主要對象，在 2018 年

9 月份雖有舉辦從 20–50 歲左右的「婚活」，但其他再無 50 歲以上年齡要求的紀錄。但

2018 年 11 月預計將舉辦一場家中有到 50 幾歲單身子女的「婚活」懇親會，以家中有未

婚子女的父母為主要參加對象。琦玉縣對於參加者的年齡要求並沒有明確的以幾歲為限，

但從觀察到的資料判斷目前以 50 歲左右為最高齡的要求。 

  

                                                      
103 日文名：埼玉県結婚・妊娠・出産・子育て応援公式サイ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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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葉縣 

業務名稱 千葉 My Style Diary 事業 104 

開始時段 查無資訊 

維持情況 查無資訊 

服務項目

及內容 

    在千葉縣的網頁中並未登載有關「婚活」的相關活動和資訊，而是必

須通過註冊「千葉 My Style Diary」105的手機應用程式來獲取有關「婚

活」、懷孕生產、準媽媽準爸爸、育兒等資訊。此項服務必須下載此 APP

並且透過登入後才能使用，若沒有登入則無法看見程式中的內容和「婚活」

相關資訊。因此手機程式限定登入者，因此無法取得「婚活」的相關資訊。 

    除此之外，千葉縣另為普及大眾對懷孕生產的正確觀念和人口減少及

少子化的議題舉辦研習會，此服務由千葉縣的綜合企劃部政策企劃課政策

室負責。 

參加情況 查無資訊 

執行效果 查無資訊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千葉縣在針對「婚活」支援政策時有一定的選擇性，像是：想獲取「婚活」訊息得

登入指定的手機程式，「婚活」資訊並不輕易能夠取得。手機程式中的支援項目，相較

於舉辦「婚活」，以增加未婚男女之交流機會，更多的是對懷孕生產，以及準父母的育

兒資訊的提供。縣內所舉辦的研習會，雖然和人口減少的議題相關，但偏重於少子化及

懷孕生產方面。 

    綜上所述，千葉縣並未針對「婚活」支援政策進行專門的支援工作，雖然運用了手

機 APP 登載「婚活」資訊提供需要民眾查閱，也增加了個人的隱私性，不過卻沒有專

                                                      
104 日文名：ちば My Style Diary 事業 妊娠・出産・子育てに関する知識を普及するセミナー 
105 日文名：ちば My Style 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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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的「婚活」支援網頁提供民眾「婚活」服務、資訊和支援。從舉辦的講座性質和目前

手機 APP 所提供的服務來看，以懷孕生產、育兒輔助等試圖減緩人口減少和少子化問

題，是該縣的施策主軸。 

東京都 

業務名稱 截至 2018 年 12 月止，尚未提供「婚活」支援之服務 

開始時段 查無資訊 

維持情況 查無資訊 

服務項目

及內容 
截至 2018 年底只有一場在 2017 年 3 月舉辦的「婚活」。 

參加情況 查無資訊 

執行效果 查無資訊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2017 年 3 月 4 日在東京舉辦的「TOKYO 結緣 2017」106是自「婚活」支援政策推出

後，首次在東京舉辦與「婚活」支援相關的活動，也是截至 2018 年底為止唯一一場的

「婚活」支援活動。有關「婚活」支援政策，東京都目前並未提供其支援項目，而是將

更多的心力放在生育、育兒的支援服務及女性的健康保健上。為的是提供兒童更加健全

的成長環境，解決女性在不孕、難以養育上的煩惱。 

神奈川縣 

業務名稱 神奈川婚活計畫 107 

開始時段 2015 年 

維持情況 

    日本的未婚率不斷攀升，神奈川縣的平均初婚年齡更是僅次於東京

的全國第二高，處在不容易結婚的狀態下。神奈川縣內約有 7 成的單身

者對於婚姻所抱持的態度是「婚期雖不確定，但傾向於結婚」，因此為了

呼應民眾的心願，便展開了為邁向結婚之路的應援活動，透過提供「婚

                                                      
106 日文名：TOKYO 縁結び 2017 
107 日文名：恋カナ！プロジェクト：恋カ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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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機會，讓有結婚意願的未婚男女得以成婚。與此同時，和民間企

業和市町村單位等為推動「婚活」支援，架設了神奈川「婚活」支援網 108，

當中提供了由縣、市町村、企業團體等所舉辦的「婚活」和講座，並在

2019 年希望該網頁的瀏覽人次可達 54 萬人的目標值。 

   原本的神奈川縣「婚活」支援網是由兩個單位所承辦，分別是神奈川

縣福祉兒童局兒童部青少年課 109，和神奈川縣縣民局次世代育成部青少

年課。但在 2018 年 10 月 4 日「婚活」支援網改版之後，負責單位只剩

下神奈川縣福祉兒童局兒童部青少年課。 

服務項目

及內容 

    神奈川縣福祉兒童局孩童部青少年課的負責業務有： 

1. 「邂逅在神奈川」110 

2018 年已舉辦 11 場的「婚活」，但並未登載往年的活動紀錄。 

2. 「愛戀神奈川資訊平台」111 

神奈川縣採與民間合作聯盟的方式來進行「婚活」支援，此項目中除

了募集合作夥伴之外，也對如何加入的方式及要求提供說明。 

3. 戀戀神奈川！「婚活」展 112 

神奈川縣的「婚活」展自 2015 年舉辦至今共 5 場紀錄，分別是 2015

年 2 場，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各一場。每個年度的「婚活」展

內容都不盡相同，但都是面向有結婚意願的未婚男女所舉辦的，其活

動包含了像是「婚活」講座（除了未婚男女外，也有父母可參加的講

座，但不是每年都有）、戀愛和結婚諮詢攤位、戀愛占卜、還有化妝

和拍個人照的攝影體驗等。對於「婚活」展的參與者並沒有明確的條

件限制，但某些項目，如：2015 年的迷你「婚活」旅行就只限定在

20 歲以上的未婚男女，2016 年的相親派對體驗也分別限制了 20 代、

                                                      
108 日文名：恋カナ！サイト 
109 日文名：神奈川県福祉子どもみらい局子どもみらい部青少年課 
110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出会いのイベント in かながわ」。 
111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恋カナ！プラットフォーム」。 
112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恋カナ！フェ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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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代、40 代的參加條件。 

神奈川縣縣民局次世代育成部青少年課的負責業務有： 

1. 「思考一下，生活與事業」113 

提供結婚的相關資訊，如：結婚支援形式的建議、約會場所的介紹等，

並提供有關「婚活」支援的問卷訊息。 

2. 「戀愛神奈川之旅」114 

2015 年 11 月 15 日開始舉辦第一次的「婚活」旅行活動，在 2015 年

共舉辦了 8 團，男女人數限制各 15 位（有最低成團標準 20 位）2016

年舉辦了 3 團，2017 年也是 3 團，2018 年在搜索時尚未有活動資訊

（瀏覽日期：2018/06/25）。從 2015 年起到 2017 年的活動內容並未有

很大的變動，都是以旅行團形式成團，想參加者皆須自費。 

參加情況 

    「邂逅在神奈川」對參加者的年齡要求不僅限於 20 或 30 歲，也有

以 40—60 歲左右的單身男性，和 35–55 歲左右單身女性的「戀活」。此

外也有舉辦為了單身子女家長的代理「婚活」，子女年齡超過 45 歲以上

的父母才可參加，還有為了和從事國防工作的男性舉辦的「婚活」，只限

25–35 歲的單身女性參加。 

    「戀愛神奈川之旅」，年齡限制都在 20 到 30 代之間，並未提供其他

年齡層的旅行團 

執行效果 
    2015 年神奈川「婚活」支援網所舉辦的「婚活」和講座共有 39 場，

到 2019 年的目標值是希望達到 80 場。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在結婚年齡為日本全國第二高的神奈川縣，其「婚活」支援所推動的內容主要以「婚

活」和講座方式為主。原本的網頁在 2018 年 10 月 4 日改版，因此在新網頁中已不再有

                                                      
113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考えてみませんか？ライフ＆キャリア」。 
114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恋カナ！ツア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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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戀神奈川！「婚活」展和「戀愛神奈川之旅」項目，將兩者統一在「婚活」欄目裡。

另外，將原本的「思考一下，生活與事業」欄目改為「生活與工作」，並劃分成工作與

生活、相遇和結婚、定居和生活、懷孕和生產四個項目。透過網頁的改版除了整合以往

形式相似的活動統整為現在的「婚活」之外，也可發現除了提供「婚活」和講座資訊外，

也登載了為將來的結婚生活提供其他相關面向的情報。神奈川縣所進行的「婚活」支援

也是以公行政和私人團體合作的方式進行，目的就是為實現年輕人的結婚願望。 

    從縣內舉辦的「婚活」之年齡要求來看，以 20—45 歲為主，雖然慢慢也有 50 多歲

的「婚活」場次，但依舊比較少。2018 年 8 月 25 日由三浦市農業後繼者對策實行委員

會所策劃的「婚活」115，對男性年齡要求在 40—60 歲左右，女性在 35–55 歲左右，這

是近期一場年齡較長的「婚活」。 

中部地方 

新潟縣 

業務名稱 新潟婚活應援計畫 116 

開始時段 2016 年 

維持情況 

    為實現民眾結婚、育兒的心願，對結婚、懷孕、生產、育兒進行全

面性的支援，並配合各地方的實際情況，與當地團體及民間業者合作，

為撫育子女的雙親或是即將成為父母的民眾提供完備的支援服務，以實

現營造安心育兒的環境。 

    新潟縣為了具結婚意願的單身男女創造更多相遇的場所，製造邂逅

的機會，和市町村級機關和地方共同合作舉辦生涯規劃講座、結婚活動

和 1 對 1 相親等以期提供多元化的「婚活」支援。 

服務項目

及內容 

    新潟縣的「婚活」支援項目可分為兩項，一是由縣政府所補助的相

關事業團體所承辦的「婚活」和座談會等，另一是 1 對 1 的媒合相親服

                                                      
115 此場婚活日文名稱為「アグリ de 恋来(こいこい)」。 
116 日文名：あなたの婚活応援プロジェクト ハートマッチにいが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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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在新潟縣結婚、育兒的門戶網站「在新潟遇到幸福」117當中可找到

近期的「婚活」資訊，網站中並未顯示出過去歷年的資訊，目前可見的

最新舉辦日期為 2018 年 7 月 1 日（瀏覽日期：2018 年 6 月 25 日），活動

型態以室內的餐會和料理教室為主。 

    新潟縣一對一的相親服務是另一單獨的網站名為「歡喜配對在新

潟」118，20 歲以上在新瀉縣居住、就職或即將移居新瀉的單身男女都可

透過網站登入註冊加入，需入會費 10,000 日幣，期限為兩年。 

參加情況 
    新瀉縣所舉辦的「婚活」年齡限制從 20—50 歲的活動都有，但主要

以 20—40 歲的「婚活」為主，50 歲以上的「婚活」數並不多。 

執行效果 查無資訊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新潟縣為了能夠在結婚、懷孕、生產、育兒上提供全面性的支援，因此重視與當地

民間團體和業者的合作，並且地方的市町村單位也共同參與舉辦講座和「婚活」。新潟

縣與「婚活」支援的相關的網站有二：首先是，名為「在新潟遇到幸福」網站，此網頁

不單只提供「婚活」資訊，也綜合了懷孕生產、育兒等諮詢服務，屬於綜合型資源提供

網站。藉此網站的結婚項目，有結婚意願的民眾可取得近期舉辦的「婚活」資訊，並且

可在網頁中搜尋縣內各市町村在「婚活」支援上提供支援的單位和服務。另一網頁「歡

喜配對在新潟」，則是集中在 1 對 1 的相親服務和募集合作的應援企業上，新潟縣內設

有三處的「婚活」支援中心供民眾利用。 

    透過新瀉縣舉辦的「婚活」對活動年齡的要求來看，20─40 歲為主要年齡層，雖然

有 50 歲以上「婚活」的紀錄，但活動數有限，尚未能見有面向高齡者的「婚活」，仍以

舉辦面向年輕族群的「婚活」為主。 

                                                      
117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ニイガタで、幸せに。ハピニイ」。 
118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ハートマッチにいが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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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山縣 

業務名稱 富山結婚支援中心 119 

開始時段 2014 年 

維持情況 

    因未婚、晚婚是造成少子化的主要原因，為了具結婚意願的青年未

婚男女，富山縣成立富山結婚支援中心對結婚支援業務進行綜合型的推

動，以期提高配對數以至成婚數。富山縣的「婚活」支援中心目前委外

給公益社團法人富山縣法人會連合會辦理。 

    富山結婚支援中心是透過縣政府、市町村，和民間企業共同合作的

機構，雖然中心的「紅線應援團」120和「為未婚男女牽線的合作企業」121

為「婚活」支援提供了複合式的支援服務，但仍有會員數停滯不前的狀

態。為鼓勵新會員的加入，以及提高配對的件數以至成婚數，「婚活」支

援中心延長了服務時間（延長至晚間）、提升會員管理系統的機能性、增

加「婚活」支援者的數量並且提高服務品質，提供有結婚意願者的協助

支援，所增加的這些服務都是為了能夠使「婚活」支援的成效更佳。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婚活」資訊 

從 2014 年 12 月開始舉辦，然 2014 年、2015 年都只各舉辦一場「婚

活」，活動數量可謂之稀少。但自 2016 年起，「婚活」舉辦場次大量

增加，一年中將近有六個月會不定期舉辦「婚活」。「婚活」形式幾乎

以室內的餐會形式為主，戶外的「婚活」數量不多。 

2. 座談會 

從 2014 年 10 月開始舉辦了第一次的「婚活」座談會，並從 2015 年—

2017 年都會不定期舉辦座談會，內容含括了結婚、自我開發、工作等，

每年至少都會舉辦五個場次的座談會。 

                                                      
119 日文名：とやまマリッジサポートセンター 
120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出会い応援団」。 
121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出会い協力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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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對 1 相親 

不限居住地只要是 20 歲以上的未婚男女皆可登入參加，需 10,000 日

幣的入會費，有效期為兩年。 

參加情況 

    富山縣所舉辦的「婚活」對年齡的要求以 20 歲中後半到 40 歲中段

為主，從 2016 年—2018 年的「婚活」中，各有一場是年齡限制到 50 歲

的「婚活」，此外並無更高齡者的「婚活」。 

執行效果 
    富山結婚支援中心 2017 年度共有 271 人登錄成為新會員，並且媒合

了 305 對。（未有實際配對成功數據）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富山縣透過與該縣市町村及民間企業合作共同進行「婚活」支援，目前的「婚活」

支援中心也委外給「公益社團法人富山縣法人會連合會」辦理。即使透過與地方和民間

的合作共同推動「婚活」支援，但在富山縣卻有「婚活」支援中心的登入會員人數未能

有效提升的困境。為此富山縣的「婚活」支援中心延長了服務時間，也規劃改善會員系

統的機能性等措施希望能夠以此增加會員人數。 

    富山縣從 2014 年開始便有舉辦「婚活」的紀錄，但在 2014 年和 2015 年的期間，

每年分別都只舉辦了一場「婚活」，直到 2016 年舉辦的「婚活」數才有大幅度的提升，

若由此推測有限的「婚活」數也許也影響到了上述會員人數的加入。富山縣所舉行過的

「婚活」，在年齡要求上以 20─40 歲左右族群為主，雖然有 50 歲左右「婚活」的紀錄，

但此外再無更高齡的「婚活」場次紀錄。 

石川縣 

業務名稱 石川結婚支援中心 122 

開始時段 2016 年 

維持情況     石川縣對有結婚意願的年輕人，提供邂逅相識的機會，並且推動綜

                                                      
122 日文名：いしかわ結婚支援推進事業 いしかわ結婚支援センタ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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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的「婚活」支援政策。由市町單位、企業、團體等組成的「石川結

婚支援推進會議」透過有體制的方式去積極推動「婚活」支援。以結婚

諮詢和媒合仲介配對機會的「縁結び ist」，強化「婚活」支援服務。與企

業的合作，讓「婚活」支援的情報能夠很容易傳達給需要的民眾知曉。 

    為使年輕人可以安心組織家庭，自在學期間就對就業意向的形成加

以協助，同時對年輕人的職業意識養成和就業加以援助。 

服務項目

及內容 

    石川縣的「婚活」支援可分為以下幾點項目： 

1. 「結緣 ist」123：以自願者的方式接受縣政府培訓核可後取得婚仲資格

的制度。 

2. 推動對企業的「婚活」支援：除了對石川縣「婚活」應援企業的認定

和協助外，也舉辦企業之間的研修會等。 

3. 結婚咖啡石川 124的結婚諮詢服務 

4. 面向單身者的講座 125 

5. 設置縣、市町，和經濟團體的石川結婚支援推進會議 

6. 「婚活」：目前網站上最早的紀錄是在 2016 年 4 月 16 日的「婚活」

料理教室 

參加情況 

    石川結婚支援中心網頁上所登載「婚活」只提供了近期從 2018 年 9

月份到 12 月份的活動，活動的性質不只有「婚活」也有戀活。「婚活」

的活動大多都年齡限制，且集中在 2、30 歲，也有專為 40 歲年齡層舉辦

的「婚活」但數量稀少，有實際提到的最高年齡限制為 47 歲。「戀活」

的活動多半沒有年齡限制，但是有幾場「戀活」還是以 45 歲以下人群為

年齡要求。石川結婚支援中心並未提供 50 歲，甚至是更高齡的結婚活動。 

執行效果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止，已有 6,125 對未婚男女配對交往，並且有

                                                      
123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縁結び ist」。 
124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婚カフェいしかわ」。 
125 日文名：婚活スクー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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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 對男女在交往後結婚，登入會員人數共計 449 人，男性 121 人，女性

328 人。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在 2016 年石川結婚支援中心成立前，以自願者身分接受培訓取得資格後取得媒合

未婚男女資格的「「結緣 ist」」已於 2006 便已開始，並且每年在媒合未婚男女的件數上

都取得了實際績效。石川「婚活」支援中心有別於受政府委辦的機構，從原本「石川育

兒支援財團」126的名稱改為「石川結婚、育兒支援財團」127，以公益財團法人的名義和

市町單位及企業合作繼續推動石川縣的「婚活」支援。石川縣的「婚活」支援政策內容

雖也提到了對在學學生的意識養成，但是石川縣所著重的在於對在學生就業意識的生涯

規劃。  

    石川縣對於「婚活」年齡的要求多放在 2、30 歲的年輕族群身上，雖然可見 40 幾

歲結婚活動的蹤跡，但除了數量有限之外，最高齡的要求未達 49 歲反倒是是在 47 歲上。

除了「婚活」之外，石川縣也舉辦了「戀活」，相較於「婚活」，「戀活」對年齡並無太

多要求，但從幾場有年齡要求在 45 歲以下的「戀活」來看，石川縣在「婚活」支援將

目標放在了青壯年上。 

福井縣 

業務名稱 福井「婚活」咖啡小站 128 

開始時段 2010 年 8 月 

維持情況 

    從平成 27（2015）年到平成 31（2019）年的 5 年期計畫「福井創生、

人口減少對策戰略」當中提到有關對「婚活」支援的推動，可分為： 

一、擴大福井縣結婚中間介紹人 129的服務。在企業團體當中成立屬於企

業團體裡的結婚中間介紹人，搭配加入福井結婚應援企業團體的行列

                                                      
126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いしかわ子育て支援財団」。 
127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いしかわ結婚・子育て支援財団」。 
128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めいわくありがた縁結び：ふくい婚活カフェ」。 
129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縁結びさ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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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並成立專屬於企業間的「婚活」交流，擴大服務企業團體當中的未

婚男女。 

二、增加未婚男女相遇的機會。運用福井縣結婚中間介紹人的據點場所，

設置「結緣交流室」130，舉辦單身男女的諮詢會來增加彼此相遇的機會。

除此之外，也舉辦屬於再婚者的諮詢會，讓縣民得以實現成婚的心願。 

三、營造出步入婚姻的風向。製作並播放以結婚和育兒為主題的廣告加

以宣傳。以大學生和社會人為目標，舉辦有關懷孕、生產及結婚為內容

的「結婚學」，以達到普及與結婚、育兒相關知識。除了未婚男女之外，

也另外舉辦面向家中有未婚子女父母的專題講座。 

四、建構「伴侶文化」131計畫。和伴侶一同參加演唱會可以優惠價購票，

充實定期的相關活動，如：和伴侶一同享受逛街樂趣等。居住在福井縣

的夫妻或是伴侶，透過下載手機 APP 就可以享受到合作店家的優惠。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婚活」資訊 

舉辦的「婚活」可分為派對形式、講座、座談會，體驗型等，大部分

是屬於靜態的「婚活」方式。網頁中並未登載過往已舉辦過的活動，

在 2018 年 7 月搜尋時只顯示出 7、8 月的活動而已。 

2. 結婚諮詢 

由福井縣政府推託給福井縣婦人福祉協議會辦理，在縣內的嶺南地

區、丹南地區、福井地區、奧越地區、坂井地區都設有諮詢地點。需

繳納入會費 1,000 日圓，並親自到鄰近的結婚諮詢處進行登入，在登

入完成後即可依照個人的條件尋找合適的會員，經過結婚諮詢處人員

的聯繫對方也有意願見面的話，就可以進入面對面相親的步驟，之後

雙方若相互都有意願則可以進入交往，甚至是結婚的階段，若是透過

                                                      
130 日文名：縁結び交流室 
131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パートナ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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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式成功結婚則需繳納 4,000 日圓的介紹費用。 

3. 福井縣的結婚中間介紹人 132 

想成為福井縣的結婚中間介紹人需先提出申請，除了年滿 20 歲之外，

需符合以下身分中的其中之一：（1）從事理髮、美容業（2）料理、

茶道、花藝教室的講師（3）從事與婚禮相關性質的工作，如：新娘

企劃、婚禮服飾租賃、婚禮場地等（4）積極參與地方工作者，如：

民生兒童委員或自治會成員等（5）經縣政府認定或是參與過縣政府

舉辦之研習活動，具婚仲經驗並具身為中間介紹人相關知識者。 

結婚中間介紹人的主要任務在於：提供結婚的相關建議和諮詢、為單

身者介紹對象、組織單身者雙方的相親會面等。 

4. 團體性「婚活」 

採會員制，以 2–5 位單身的同性友人共同加入後，依照登錄的資料尋

找參與交流會的其他團體。參與的團體可分為服務於同一間公司的單

身團體，或是服務於不同企業所組織成的單身團體這兩種形式。登錄

的有效期間為兩年。 

5. 福井縣各區域的觀光景點介紹 

介紹處於福井縣各個地區以戀愛、結緣為名義的觀光名勝。 

參加情況 

    依照 2018 年 7 月和 8 月所舉辦的「婚活」來看，不論 20 多歲，30

多歲，40 多歲還是 50 多歲的「婚活」都有舉辦，只是 40–50 歲「婚活」

的場次並不多，主要還是以 20–30 歲的「婚活」為主。 

    但是除了有指定年齡限制為條件的「婚活」之外，不拘年齡只要是

單身男女即可參加的「婚活」場次也不少，在 7、8 月的「婚活」場次中

共有 14 場是不限制男女年齡的「婚活」場次，並且只限制男性年齡卻沒

有限制女性年齡的場次也有 3 場。7、8 月講座的場次並不多總共 3 個場

                                                      
132 同註釋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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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但其中有兩個場次僅限男性參加。 

執行效果 

    福井縣在平成 26（2014）年度的婚姻件數為 100 件，目標是在平成

31（2019）年度可達 200 件。其他在配對人數及活動統計上無提供確實

數據。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福井縣的「婚活」支援是由福井縣綜合政策部地方縣民局女性活躍推進課負責，相

較日本其他各縣多由少子化相關單位負責業務，福井縣則是將「婚活」支援交由和女性

活躍有關的單位。在日本各縣所舉行的「婚活」中，已有一些縣注意到了再婚者的需求，

並且舉辦以再婚為目的的結婚活動。而福井縣較為特殊的地方在於，除「婚活」之外，

結婚中間介紹人所舉辦的諮詢會也提供有再婚需求的男女多一種管道可以尋求協助和

支援。在「婚活」支援的項目中，福井縣提出了「伴侶文化」133計畫，此計畫的內容雖

然只是讓夫妻或伴侶可以下載手機 APP 來獲取商家的優惠，但使用的「伴侶」這個詞

卻讓人感受到可運用此服務的人群更加多元，不再限定於某些族群，或是某種年齡層。 

    福井縣除了「婚活」之外，也有舉辦「戀活」。而舉辦的「婚活」在年齡要求上還

是以 20—40 歲為主，雖有舉辦過 50 幾歲的「婚活」紀錄，但是 45 歲以上的「婚活」

數卻有限。 

山梨縣 

業務名稱 
山梨結緣支援事業 134 

① 為你製造獨一無二的相遇！「婚活」在山梨 135  

② 山梨「婚活」支援中心 136 

開始時段 ① 2013 年 

② 2015 年 

維持情況     平成 25（2013）年 2 月的山梨縣定例縣議會當中初次提到對山梨縣

                                                      
133 同註釋 131 
134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やまなし縁結びサポート事業」。 
135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婚活やまなし～素敵な出会い応援します！」。 
136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やまなし出会いサポートセンタ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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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活」支援及「婚活」支援網站設置的相關政策。平成 26（2014）年

2 月的定例會預算特別委員會當中提到山梨縣「婚活」支援業務到 2014

年 2 月底為止，包含了市町村、企業、商工會還有 NPO 法人等，共有 62

個團體加入。有關山梨縣「婚活」支援的訊息也透過「婚活」在山梨 137網

站還有在各便利商店分發的傳單作為宣傳手段，並與市町村合作，在雜

誌廣告或是鄰里間資訊分享的傳閱板上向縣民宣傳「婚活」的業務內容。 

    山梨「婚活」支援中心 138自 2015 年 1 月開始營運，2017 年 2 月底

已有 1,209 名會員，開始營運的第一年雖然只促成 6 對新人成婚，但是第

二年便有 16 對新人成婚，到了 2018 年的成婚人數已超過 40 對，不僅成

婚人數持續增加，入會的會員人數也持續上升中。 

服務項目

及內容 

① 「婚活」在山梨的網站中，其服務可分為： 

（1） 「婚活」資訊：網頁中可搜尋到最新的「婚活」資訊，不僅有

山梨縣各個地區（甲府市、峽北地區、峽中．峽南地區、峽東

地區、富士．東部地區）所舉辦的「婚活」，也提供其他縣舉

辦「婚活」的資訊。「婚活」形式有「婚活」派對、餐會、旅

行和體驗活動等，可選擇有興趣的活動參加。 

（2）簡訊發送：需在「婚活」在山梨的網頁中搜尋「山梨縣電子雜

誌」139提出接收簡訊的申請並通後驗證後才得以接收到「婚活」相關

資訊的簡訊。 

（3）「婚活」支援團體：提供目前已加入「婚活」支援項目之團體的

資訊，對於想參與「婚活」支援業務的新團體，也有公布相關規定和

辦法。 

（4）與「婚活」業務的相關連結：除了「婚活」在山梨網頁中的「婚

活」業務之外，其他如：山梨縣市町村的結婚支援、山梨「婚活」支

                                                      
137 同註釋 135 
138 同註釋 136 
139 日文名：山梨県メールマガジ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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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中心，提供身障者的結婚諮詢服務，約會地點的介紹等網頁連結都

有提供。 

② 山梨「婚活」支援中心的服務內容以 1 對 1 相親模式為主，需事先 

   透過網頁或電話申請登入會員，並在入會資料準備妥當後，以網路   

   或電話預約到「婚活」支援中心的繳交日程，在中心完成登入手續 

   後即可利用網站搜尋心儀的對象，進行相親會面。 

參加情況 

① 2013 年的「婚活」標題中大部分都未看到年齡限制，進入 2014 年後

年齡的要求出現在標題中的頻率越來越高。山梨縣對「婚活」參與者

年齡的要求相對於 20 歲前半期，更多是從 25 歲開始，3、40 多歲的

「婚活」比起 20 歲的年齡段更是「婚活」主要的年齡層，50 多歲和

60 歲以上的「婚活」也有舉辦但「婚活」數量不多。較為特別的是

2016 年有舉辦了三場高齡者的「婚活」，第一場男女的年齡規定是

60-100 歲之間，但第 2、3 場男性的年齡要求是 60 歲以上，女性則下

調至 55 歲以上。 

② 因關乎個人隱私故並未提供相關資訊。 

執行效果 

① 網頁中提供了自 2013 年起至 2016 年底各場次的實際活動參與人數

（分別男、女），配對成功的數據並未每一場都有資料顯示，但大多

數以「婚活」性質為主要目的的場次，多半都有配對成功的數據。若

以每個地區所舉辦的「婚活」數來看，甲府及陝中．陝南地區舉辦的

頻率最為頻繁。 

② 有 47 對男女已成功配對結婚（搜查時點：2018/07/11）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山梨縣的「婚活」支援服務資訊分兩個不同網站登載，一是山梨「婚活」網，另一

是山梨「婚活」支援中心，也分別由不同的單位負責其業務。山梨「婚活」網內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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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般「婚活」資訊、申請電子報、招集新的「婚活」支援團體及「婚活」支援者，還

有其他與「婚活」有相關性的網頁連結。在與「婚活」有相關聯性的網頁連結當中，較

為特殊的是登載了為身障者所設立的結婚諮詢，由「社會福祉法人山梨縣障害者福祉協

會」負責。山梨「婚活」支援中心的負責業務主要以 1 對 1 的相親為主，透過登入申請

以選取對象媒合未婚男女。 

    山梨縣對「婚活」年齡的要求比起 20 幾歲，30、40 歲的「婚活」數更多，也有 50、

60 歲的「婚活」紀錄。2016 年還有三場屬於高齡者的「婚活」，年齡最高可達 100 歲。

雖然山梨縣所舉辦的「婚活」年齡偏高，且已有 60 歲以上面向高齡者的「婚活」，但高

齡者的「婚活」數仍有限。 

長野縣 

業務名稱 長野婚活支援中心 140，又稱 Happy Navi Office 

開始時段 2016 年 10 月 

維持情況 

    平成 25(2013)–29(2017)年的長野縣綜合五年計畫「創造幸福信州計

畫」141當中，將長野「婚活」計畫 142作為結婚支援業務開始推動。為了

緩和人口減少所帶來的壓力，整合了「長野縣人口定居．完善生活綜合

對策」143以實現年輕人結婚和育兒等希望。 

    在平成 30（2018）年度地域少子化對策重點推進事業實施計畫書當

中提到，長野縣在 2013 年之後，以志願者作為相親支援行動的「婚活志

願者」其註冊人數已達 1,035 位，並且還在持續上升中。在「婚活」支援

中心尋求幫助的提問者當中，直到 2017 年 4 月為止有 15 件提問來自於

家中有未婚子女的父母，透過縣內的報紙雜誌對「婚活」支援中心的推

廣後，提問的數量提升到平均每月 40 件的程度。 

    從平成 29（2017）年「有關長野縣民的結婚、分娩、育兒調查報告

                                                      
140 日文名：長野県婚活支援センター（ハピナビオフィス） 
141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しあわせ信州創造プラン」。 
142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ながの出会いプロジェクト」。 
143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長野県人口定着・確かな暮らし実現総合戦略」。 



108 

書」來看，18—49 歲的男女最希望公家單位提供什麼樣的結婚支援的問

題回答顯示，不論男女「結婚補助金」都是最多人的希望選項。以性別

和年齡作為區別來看的話，40 歲的男性選擇「透過公家的結婚介紹所認

識對象」（18.4%）、「和結婚相關的問題諮詢」（12.6%）比起其他年齡層

選擇此兩種選項的比例是最高的。選擇「實施年輕人結婚支援的宣傳活

動」是 10—20 歲的女性比例最高，30 歲女性則是選擇「結婚補助金」的

比例最高，40 歲女性希望「能夠建構檢索符合自己擇偶條件的數據機制

系統」比例最高。 

服務項目

及內容 

    「信州幸福導航」144（Happiness Navi Shinshu）的服務網頁中可分為

以下幾點服務項目： 

1. 「婚活」訊息 

長野縣內分為北信、中信、東信、南信區域舉行，在 2018/7/25 的搜

索時點所搜尋到的歷史「婚活」訊息是 7 月到 10 月之間的「婚活」

訊息，再早或再晚都無登載資訊。「婚活」類型大多屬於餐會派對、「婚

活」體驗、「婚活」講座。  

2. 參加企業、不同職業的交流聚會（名稱為 Off Cafe） 

凡在長野縣內工作之 20 歲以上的單身男女皆可參加，以體驗型活動

和交流會為主，其活動宗旨在於提供工作的單身族群自然接觸認識的

機會，以擴展交友圈、尋找志同道合的友人，而不以配對為目的。在

「信州幸福導航」的網頁所附之 Off cafe 之連結無法進入，在「平成

29（2017）年度信州創生戰略政策評價報告書」中提到在平成 28(2016)

年 Off Cafe 共舉辦 8 場活動，參與人數共計達 268 名。 

以上屬於希望戀愛結婚性質活動。 

3. 透過「婚活」志願者的介紹認識對象 

                                                      
144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ハピネスナビ信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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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野縣「婚活」志願者的形式可分為：（1）以個人為導向的信州「婚

活」支援者 145：提供相親的媒介，結婚諮詢、提供建議，協助縣政府

所實施的「婚活」支援業務。（2）以企業和團體為導向的信州「婚活」

應援團 146：組織文化、體育、志願活動、餐會等聯誼活動，舉辦「婚

活」講座等。③面向公司內部的「婚活」支援者 147：從縣政府獲得「婚

活」支援而成立的公司窗口，透過公司與縣政府的合作讓「婚活」相

關訊息傳達給公司內需要結婚相關資訊的員工。 

以上三種形式的志願者皆須通過縣政府的認定且授予認定證書，以個

人和以企業團體為導向的志願者還必須接受縣政府的講習會。 

4. 長野縣的結婚媒合系統 

需填寫登入申請表和同意書，繳交 5,000 日圓入會費和相片，登入成

功後方可使用，有效期間為兩年。首先通過申請，之後親自到諮詢窗

口和服務人員商談對會面對象之希望和條件，透過服務人員的聯繫媒

合後雙方見面，雙方進行相親會面後，會有服務人員確認彼此的交往

意願，確認雙方皆有交往意願後才開始彼此聯繫交往，成功結婚後退

會。 

以上屬於相親結婚性質活動。 

    此外，若希望能夠單獨諮詢可直接從網上填寫好資料預約，只是此

項服務並不包含對象的媒合。 

參加情況 

    依 2018 年 7 月到 10 月的整理來看，多數是屬於體驗型的「婚活」，

在年齡的要求方面從 20 歲到 50 幾歲的「婚活」都有，只是舉辦數目的

多寡，以 20—40 多歲的「婚活」為主要年齡限制，目前年齡最高的限制

是 46—59 歲，有些活動是為了有再婚需求的族群舉辦的，雖然不限初婚

或是再婚者參加，但皆會在條件當中明示。 

                                                      
145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しあわせ信州婚活サポーター」。 
146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しあわせ信州婚活応援団」。 
147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社内婚活サポータ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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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效果 

    對於長野縣所舉辦的「婚活」未有資訊顯示其配對的成功數據，而

根據「平成 29（2017）年度信州創生戰略政策評價報告書」顯示可知，

平成 28（2016）年度「婚活」志願者共成功媒合了 52 對，長野縣的結婚

媒合系統也促成了 12 對男女結婚。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長野縣有很多是由市町村所營運的非營利結婚諮詢所，非直接從縣政府介紹對象或

是相親，而是透過結婚諮詢所之間的合作網絡來擴大長野結婚媒合系統的營運服務，透

過各結婚諮詢所之間的合作，更加擴大了媒合的網絡。在長野縣「婚活」支援中心所提

供的服務中，有一項是參加企業、不同職業的交流聚會，其舉辦的目的在於使單身男女

可擴展交友圈，而不以配對為目的，可以更加無負擔的透過彼此的交流認識新朋友。而

長野縣各區域所舉辦的「婚活」特點在於若有年齡或是居住地限制的話，大多都是限制

男性的條件，對於女性的條件限制相對而言較為寬鬆，或是沒有限制。此外有些「婚活」

場次時也注意到了再婚族群的需求，會設計不限初婚者也可參加的「婚活」。 

    長野縣對年齡要求以 20─40 歲為主，但也有 50 歲的「婚活」場次，最高的年齡限

制在 59 歲，未有再更高齡的「婚活」。 

岐阜縣 

業務名稱 歧阜結婚支援中心 148 

開始時段 2013 年 2 月 

維持情況 

    平成 23（2011）年 7 月起，岐阜縣開始推動「岐阜婚活支援計畫」149

直，並在 2013 年 2 月設置了「婚活」支援的專用網頁連結「KON‧SAPO‧

GIFU」150。岐阜縣政府與市町村、餐廳和休閒娛樂業者合作，為了有結

婚意願的單身男女們提供「婚活」場地的服務，並將市町村所營運的結

                                                      
148 日文名：ぎふマリッジサポートセンター 
149 日文名：ぎふ婚活サポートプロジェクト  
150 日文名：コン サポ・ぎ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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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諮詢服務利用線上網頁的檢索系統來擴大縣內媒合服務的範圍。 

服務項目

及內容 

    岐阜縣的「婚活」服務項目可分為以下幾項： 

1. 相親服務：在岐阜縣內不分市町村都可跨區域利用此項服務，可接受

諮詢，也舉辦交流會。 

2. 「婚活」支援：刊登「婚活」相關資訊 

3. 「婚活」志願者：培養參與「婚活」的志願者，並舉辦提升志願者專  業 

 技能的研習會或交流會。 

4. 對單身者的支援項目：舉辦面向單身者的講座，及單身指導手冊的發 

行。 

5. 對單身子女父母的支援項目：為了家中有單身子女的父母所舉辦的講 

座，並發行指導手冊。 

6. 舉辦面向企業的結婚支援座談會 

7. 舉辦輔導年輕族群生涯規劃的講座 

參加情況 

    岐阜縣的「婚活」訊息都登載於岐阜結婚支援中心 151裡的「婚活情

報網」152內，活動訊息皆屬於近期約一、兩個月內的活動內容，從 2018

年 8 月份和 9 月份的「婚活」來看，年齡限制平均在 20—40 歲，但相較

起以 40 歲左右的年齡層為主所舉辦的「婚活」，以 20 歲和 30 歲、30 歲

和 40 歲，20 歲後半到 40 歲前半、30 歲後半到 40 歲後半這樣的搭配組

合較多，年齡跨度大的「婚活」並不多。為 50 歲以上年齡層所舉辦的「婚

活」幾乎沒有，在 8、9 月份的 45 場活動當中，只有一場是為 50 歲年齡

層舉辦的，並且限 50 歲年齡層的民眾才能夠參加。 

    除了年齡的限制之外，有些「婚活」在條件上對男性的要求也比女

性更多，像是需居住在岐阜縣內，單身的上班族等，依照活動的設計所

提出的要求也不同。 

                                                      
151 同註釋 148 
152 日文名：婚活イベント情報ウェ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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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效果 

    岐阜結婚支援中心的服務網頁中，有一欄「成婚報告分享」153也就

是透過參與結婚支援中心的活動而成功配對進而結婚的男女的投稿，雖

然網頁中登載了以往參與中心服務而成功結婚男女的經驗分享和感想，

但並未顯示至今已成婚的確切數據。有別於成功結婚的確切人數，網頁

中登載了截至 2018 年 7 月 30 日為止透過參與「婚活」成功配對的數據

共有 3,228 對未婚男女。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岐阜縣聯合地方的市町村並結合縣內的餐廳和休閒娛樂業者為民眾提供「婚活」支

援服務，並利用市町村所營運的結婚諮詢線上檢索提供縣內的媒合服務，除了縣政府提

供的「婚活」支援服務外，岐阜縣的市町村也有針對結婚的線上檢索，可見縣與地方之

間在「婚活」支援上的密切合作。「婚活」的服務上，除了提供結婚活動、「婚活」志願

者和舉辦講座外，也有提供家中有未婚子女的父母們，參與講座的服務，將「婚活」支

援服務的觸角不單只是未婚男女，也照顧到了期盼兒女成家的父母的心情。 

    「婚活」的年齡要求大多在 20─40 歲左右，以 2018 年 8 月和 9 月的活動來看，50

歲以上的「婚活」場次僅有一場，其他再無超過 50 歲以上的「婚活」。因此，岐阜縣所

舉辦的「婚活」是以年輕族群為主，透過觀察目前並無面向高齡者「婚活」的傾向。 

靜岡縣 

業務名稱 富士之國「婚活」支援中心 154 

開始時段 查無資訊 

維持情況 

    靜岡縣的「婚活」支援網以富士之國「婚活」支援中心 155為主體，

網頁中以區域劃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委託給民間企業及特定非營利

活動法人來辦理「婚活」相關業務。156 

                                                      
153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成婚のご報告をお寄せください」。 
154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ふじのくに出逢いサポートセンター」。 
155 同註釋 154 
156 東部為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NPO サプライズ、中部為株式会社東海道シグマ，西部則是特定非営利活動法人浜松

結婚フォーラム市民支援センタ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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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部的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NPO SURPRISE」157成立於 2008 年，

負責靜岡縣內的富士市、沼津市、御殿場市、富士宮市、裾野市清水町、

長泉町、小山町、熱海町、三島市等區域，主要是利用富士之國「婚活」

支援中心的主要網頁刊登「婚活」資訊。中部負責業務的是民間企業

「SIGMA」158，負責區域是静岡市、島田市、焼津市、藤枝市、牧之原

市、吉田町、川根本町，有獨立經營的網頁其名稱亦為富士之國「婚活」

支援中心，設立自 2016 年 12 月，但網頁中並未登載「婚活」情報。最

後是西部的服務中心由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濱松結婚論壇市民支援中

心」159經營，從 2011 年便已成立，負責區域為浜松市、磐田市、掛川市、

袋井市、湖西市、御前崎市、菊川市、森町。 

服務項目

及內容 

① 「NPO SURPRISE—富士之國「婚活」支援中心」 

   登載縣內「婚活」及「婚活」講座訊息、登載與東部、中部、西部「婚 

   活」支援中心合作之企業及團體、獲取簡訊訊息的申請。 

② 民間企業「SIGMA」 

   舉辦和「婚活」講座的相關活動、對合作企業提供「婚活」的相關情 

   報、對單身的公司職員提供生涯規劃、「婚活」和結婚等諮詢、介紹 

   與「婚活」支援合作之相關企業和團體。 

③ 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濱松結婚論壇市民支援中心」 

   舉辦「婚活」講座和「婚活」、「婚活」諮詢、可選擇入會成為會員， 

   但須繳納入會費，每月也需繳交月費，成功結婚後尚須繳納退會金。 

參加情況 

    以「富士之國婚活支援中心」網頁上所提供之 2018 年度的「婚活」

資訊來看，大部分的活動皆屬於講座性質，「婚活」數量並不多，共四場

活動。對於參加的未婚男女並未有太多身分或地域上的限制，對年齡的

                                                      
157 日文名：NPOサプライズ 
158 日文名：株式会社東海道シグマ 
159 日文名：特定非営利活動法人浜松結婚フォーラム市民支援センタ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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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跨度較大在 20—45 歲之間，並未有其他年齡層的活動紀錄。 

執行效果 
    在靜岡縣政府的施政紀錄以及「婚活」支援的相關網頁中，皆未提

出參與人數或入會者人數等相關數據，因此無從參考。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靜岡縣政府的搜尋引擎中，對「婚活」支援政策的施政內容雖有提及也可見其預算，

如在平成 27（2015）年度靜岡縣少子化對策的主要計畫中，雖可見結婚支援的推展項目，

以及對「婚活」支援事業的預算（該年度預算為 600 萬日圓），但並未詳述其細節的施

政內容。對於「婚活」支援事業，靜岡縣將主要的業務和活動交由民間和私人企業辦理，

主要的聯繫窗口也交辦給各區域的「婚活」支援中心負責。 

    靜岡縣在「婚活」支援中心網頁上呈現的「婚活」資料有限，但依照可查詢到的活

動年齡要求顯示，對參加者的年齡要求約在 20—45 歲之間，沒有舉辦更高年齡層的結

婚活動。 

愛知縣 

業務名稱 愛婚導航 160 

開始時段 
2011 年 

2016 年 2 月更新了網頁和服務機能之後繼續營運中 

維持情況 

    在平成 25（2013）年第一回愛知縣孩童、育兒會議的議事錄資料提

到平成 21（2009）年參與愛知縣「婚活」和結婚諮詢事業的有 16 個團體，

目標是希望在平成 26（2014）年可達 40 個團體加入，不過到平成 24（2012）

年時參與的團體數已達 51 個團體。 

    愛知縣基於平成 27（2015）年 3 月所制定的「愛知擁抱希望計畫

2015—2019」161計畫，從年輕人的就業到結婚，育兒等進行全方位的支

援行動而展開了「愛知結婚支援業務」162。這個業務除了利用原本已有

                                                      
160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あいこんナビ」。 
161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あいち はぐみんプラン 2015—2019」。 
162 日文名：あいち結婚サポート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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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婚活」網站「愛婚導航」163提供「婚活」資訊以外，也與企業及團

體相互合作建構新的情報網。參與結婚支援的「婚活」和講座等團體稱

之為「婚活」應援團 164，對企業員工提供結婚支援的「婚活」合作團體 165

也持續在募集中。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婚活」訊息：提供愛知縣內，包含名古屋市內、尾張、知多、西三 

   河、東三河地區的「婚活」資訊。 

2. 「婚活」講座和其他講座的檢索及介紹 

3. 「婚活」應援團 166 & Purachina「婚活」應援團 167：希望能夠為有結

婚  

   意願的未婚男女提供與「婚活」相關服務的團體，需先提出申請並獲 

   得准許後才得以運行。 

4. 「婚活」合作團體：鼓勵單身職員積極參與「婚活」支援的企業團體， 

可向提供「婚活」相關服務的「婚活」應援團尋求合作或是尋找「婚

活」資源。 

5. 「婚活」適性檢測：對初次參與「婚活」或不知該如何選擇適合自己 

的結婚活動，可透過本檢測獲得些許建議。 

6.  實際參與「婚活」者的經驗分享及各個「婚活」當日的實際報告 

參加情況 

    愛知縣內舉辦的「婚活」，有時會是單獨區域舉辦，有時則會聯合各

個區域舉辦。目前對年齡的要求若沒有特定的範圍，如：20—40 歲、25—

45 歲或 4、50 歲等等的話，其他沒有註明年齡範圍的「婚活」則大致都

會以 20 歲以上、40 歲以上這樣的方式表達年齡的限制條件，有極少的「婚

活」會在主題名稱中提到 45—60 歲的年齡要求，如：2016 年 10 月 8 日

的活動，但此活動數量有限，且此活動多屬於餐會形式「婚活」。除了為

                                                      
163 同註釋 160 
164 日文名：出会い応援団 
165 日文名：婚活協力団体 
166 同註釋 164 
167 日文名：プラチナ出会い応援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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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婚的未婚男女舉行的「婚活」之外，對離婚者也提供了尋找第二春的

結婚活動。 

執行效果 

    雖未提供參與「婚活」者的數據，但依照平成 30（2018）年對企業

的結婚支援實際情況調查報告書來看，參與調查的企業員工對於「婚活」

支援的態度，有 12.2%回答「需要」，25.5%回答「大概需要」，兩者相加

約有 37.7%的受測者對「婚活」支援表示肯定，而回答「不需要」和「不

太需要」的比例占了 15.5%。 

    此外，至平成 30（2018）年 4 月底愛知縣的「婚活」應援團有 118

個，Purachina「婚活」應援團有 15 個，「出会い応援団」則有 55 個團體。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愛知縣的「婚活」支援工作自 2011 年便已開始，隨著縣內「婚活」和結婚諮詢事

業團體的增加，以及「婚活」支援中心網頁的改版，都可見愛知縣持續在推動「婚活」

支援上的服務。愛知縣的「婚活」應援團分為「婚活」應援團和 Purachina「婚活」應援

團，兩者皆是以縣內結婚活動的企劃、舉辦和「婚活」相關講座等，以推動「婚活」事

業為宗旨而運作的單位。「婚活」應援團的加入團隊可以是公益社團法人，或特定非營

利活動法人等地方上的民間非營利團體和縣政府所認定的團體皆可提出申請。Purachina

「婚活」應援團則是在縣內的各種法人團體皆可提出申請，但是 Purachina「婚活」應援

團提供服務的對象是加入了「婚活」合作團體體系裡的團體，且在登入應援團的期間內

提供 1 年至少 1 次以上的結婚活動，且承辦來自「婚活合作團體」對「婚活」的企劃。

將應援團的服務分工讓不同的參加單位參與企劃，除了可將資源有效地分配之外，也能

更好的針對活動參與者去設計合適的「婚活」內容。 

    愛知縣舉辦的「婚活」不僅有面向初婚者，也有舉辦面向再婚者的「婚活」。對「婚

活」年齡的要求，20—40 歲左右是通常活動中的主要年齡層，但有些「婚活」會以某個

歲數以上作為年齡要求，而沒有最高年齡的限制。目前對男女的最高齡年齡要求為 6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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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畿地方 

三重縣 

業務名稱 三重「婚活」支援中心 168 

開始時段 2014 年 

維持情況 

    三重縣的「婚活」支援中心目前委託給株式会社デルタスタジオ辦理，

自平成 26（2014）年 12 月起成立「婚活」支援中心並同時設置中心的入

口網站，招募電子報會員、以及「婚活」支援合作企業和舉辦單位。舉辦

專題討論會和講座，邀請專家至市町地方進行結婚支援，舉行對企劃、實

行結婚活動等企業團體「婚活應援團體」的說明會。 

    平成 27（2015）年 2 月「婚活」支援中心的網頁升級，開始加入了舉

辦「婚活」的資訊，並開始招募中心的會員，實際的結婚活動從 2015 年

的 3 月份開始舉辦持續至今。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婚活」及講座資訊：希望參與「婚活」者須先加入「婚活」支援中心 

的會員後才得報名。 

2. 「婚活」應援團體和「婚活」支援企業的招募 

3. 電子報會員招募及登入 

參加情況 

    「婚活」中心網頁中只登載了最新的「婚活」資訊，在 2018 年 8 月 2

日的搜尋時點，「婚活」資訊只登載了到 2018 年 9 月份的活動，平均以 25—

45 歲為主要的年齡要求，若年齡要求有涉及到 40 歲以上的「婚活」場次，

大多會分別對男性及女性的年齡有個別限制，女性的年齡要求大多比男性

年輕，目前只有一個場次的年齡要求是從 45—60 歲左右。 

執行效果 
    截至 2018 年 8 月 2 日為止，三重縣「婚活」支援中心已舉辦了 599

場的結婚活動，總配對人數有 450 對。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168 日文名：みえの出逢い支援 みえ出逢いサポートセンタ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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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現狀分析： 

    三重縣將「三重婚活支援中心」業務委託給「DELTA STUDIO」169負責營運，除了

「婚活」情報的收集統整和宣傳外，「婚活」支援企業的登記，和「婚活」應援團體之

間的溝通聯繫，也都是由「三重婚活支援中心」在推動運行。希望參與「婚活」的未婚

男女可透過「婚活」支援中心獲取「婚活」資訊，參加由「婚活」支援中心舉辦的活動

或是由「婚活」應援團體舉辦的活動。市町單位在「婚活」支援上雖和縣政府相互合作，

卻不相互干預，當有市町單位要進行對「婚活」支援的計畫時，會派遣專業人士給予支

援意見。對於在市町單位從事與「婚活」支援相關之業務職員，也會舉辦提升技能講座

予以協助。將「婚活」支援的業務委外的好處在於可節省行政資源，並且將縣內的「婚

活」資訊統整後，提供給希望參與「婚活」的民眾更完整的資訊。 

    從三重縣對「婚活」年齡的要求來看，25—45 歲是主要的目標年齡層，雖然有超過

45 歲以上，45—60 歲的「婚活」記錄但數量有限之外，也未有 60 歲以上的「婚活」，

所以對最高齡的年齡要求止於 60 歲。 

滋賀縣 

業務名稱 滋賀幸福導航 170 

開始時段 查無資訊 

維持情況 

    滋賀縣的人口數在平成 25（2013）年開始減少，故滋賀縣政府於平

成 26 年（2014）年制定了「聚焦於人口減少問題，繁榮滋賀綜合戰略」171

的政策，並將其中一項的施政重點放在了「滋賀的結婚、生產、育兒」172

計畫上。 

    滋賀縣並未成立「婚活」支援的專屬網頁，而是在滋賀縣政府針對

少子化對策的連結網頁「滋賀幸福導航」173中附屬在「結婚」的項目裡，

                                                      
169 日文名：株式会社デルタスタジオ 
170 日文名：「滋賀で家族になろう！」環境づくり推進事業 ハグナビしが 
171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人口減少を見据えた豊かな滋賀づくり総合戦略」。 
172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結婚・出産・子育てするなら滋賀」。 
173 同註釋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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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還有「懷孕、出產」和「育兒」的資訊登載。 

服務項目

及內容 

    在「滋賀幸福導航」的「結婚」的項目裡有有關滋賀縣結婚狀況的

介紹、滋賀縣民的結婚觀、結婚支援情報、結婚生活經驗分享資訊。其

中「結婚支援情報」裡提供了滋賀縣各地區「婚活」支援團體以及「婚

活」情報取得的聯繫方式，在這些團體中名為「築愛計畫應援團」174的

聯繫窗口是滋賀縣的兒童、青少年局，雖然「滋賀幸福導航」當中並未

直接提供「婚活」相關情報，但「築愛計畫應援團」的「婚活」資訊可

供參考。 

參加情況 

    「築愛計畫應援團」只有提供 2018 年 6 月份到 11 月份的活動資訊，

但 10 月份之後的活動有些項目尚未確定，如：對象是誰。從目前已登載

的信息來看，許多「婚活」都沒有特定要求，除了必須是單身者的條件

之外。若對年齡有要求的活動最高齡是 45 歲，年齡的跨度也較大，如：

25—45 歲，20—40 歲。 

執行效果 查無資訊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滋賀縣並未成立「婚活」支援的專屬網頁，而是在縣政府針對少子化對策的連結網

頁「滋賀幸福導航」當中，以「結婚」和「懷孕、出產」和「育兒」的資訊一同登載。

在「結婚」的項目當中，登載了草津市、湖南市、豐鄉市結婚新生活支援事業費補助金

和其他與「婚活」支援相關的網頁連結。大部分連結都是市町的服務單位，由滋賀縣兒

童青少年局負責的「築愛計畫應援團」網頁當中有提供縣內的「婚活」情報。從滋賀縣

對「婚活」資源所提供的資訊服務和網頁管理來看，仍將施政重點放在「懷孕、出產」

和「育兒」上，雖已加入「結婚」項目，但卻未能見推動的有效實績。 

    對「婚活」年齡者的要求多屬 25—45 歲或是 20—40 歲，較面向年輕族群的「婚活」，

對最高年齡的要求是 45 歲。2018 年 10 月 12 日再次搜尋「築愛計畫應援團」網頁時，

                                                      
174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あいはぐプロジェクト応援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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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30 日舉辦了一場 46—65 歲的「婚活」，65 歲是目前年齡要求最長的紀錄，

由此可見，滋賀縣也開始注意到了中高年齡層的「婚活」需求。 

京都府 

業務名稱 京都「婚活」應援中心 175 

開始時段 2015 年 10 月 

維持情況 

    京都府從平成 25（2013）年 11 月設置了「京都府少子化對策綜合戰

略會議」176，開始多方面的研擬對少子化問題的施政措施。為了進一步

減緩少子化，在平成 27（2015）年 10 月份成立「京都婚活應援中心」，

平成 28（2016）年 4 月開始施行的「京都府少子化對策條例」177基於此

條例所制定的少子化對策基本計畫，更是從結婚到懷孕出產都含括在內

的綜合性支援政策，此計畫的施行期間是平成 29（2017）年 4 月到平成

32（2020）年 3 月。 

    為了京都府北部的「婚活」支援業務，平成 29（2017）年於開設了

「京都婚活應援中心的北部分部」178並與其他府縣合作來強化當地的「婚

活」支援業務。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婚活」應援中心介紹 

2. 「婚活」及講座情報 

3. 加入會員、申請電子報 

4. 招募個人和企業團體參與「婚活」支援 

5. 觀光地介紹及「婚活」小常識 

參加情況     「婚活」的活動標題不太提及是以哪一階段年齡層為主要對象，但

                                                      
175 日文名：きょうと婚活応援センター 
176 日文名：京都府少子化対策総合戦略会議 
177

 京都府少子化対策条例的第 2 章第 1 節「結婚の支援に関する施策」當中提到：完善諮詢體制、和結婚支援系統，

以及結婚支援體團的加入等。依照條例第 11 條所制定的「少子化対策基本計画」裡提到的結婚支援，其包含了①年

輕族群對結婚意識的建構②結婚支援與青年人的成家立業③充實地方上的「婚活」支援活動④強化「京都婚活應援

中心」的機能性⑤結婚時經濟上的援助。   
178 日文名：きょうと婚活応援センター北部スポッ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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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透過活動標題大致分辨是「婚活」還是「戀活」性質，多數的活動

還是以「婚活」為主。正式的活動從 2015 年 12 月開始舉辦，2016 年 5

月份之前還不是每個月都有活動，但 2016 年 5 月份開始便每個月都會有

活動舉辦，並且活動的數量從 2016 年 7 月份開始大幅度增多。想參加講

座多半需要事先成為「婚活」應援中心的會員，講座多數並不限定年齡，

但特定的講座如：指導男性如何選擇合適的對象這樣的講座，指定的年

齡是 18–49 歲，如上述有些會依照講座的主題限定參加者的性別和年齡。 

    對年齡的要求多數是介於 25 歲到 45 歲之間，也有 40 歲和 50 歲的

「婚活」但不多，目前還未見超過 59 歲以上的活動，但有些活動會在年

齡要求的欄目中備註年齡要求無上限這樣的註解。 

執行效果 

    2017 年透過個人及「婚活」支援團體促成的配對有 1,000 對（2016

年是 834 對），而透過個人及「婚活」支援團體的配對而結婚的成婚數是

200 對（2016 年是 108 對），2017 年參與結婚活動的人數共計 9,000 名（2016

年有 8,844 名）。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京都府目前除了一所實體常設的「婚活」支援中心之外，「京都婚活應援中心」的

北部分部以規劃特定日程的方式在京都府的北部地區（如：福之山、綾部市、舞鶴市）

提供「婚活」支援的服務，以期擴大服務範圍。在京都府專屬的「婚活」支援網頁中，

也附上了與兒童福利和育兒相關、遷居京都的資訊，以及工作就職相關資訊的連結。此

類連結都是由京都府的各相關部門衍生出的業務，由此可見京都府期望透過「婚活」支

援讓與之有相關連性的育兒、遷居、工作等能夠相互有良性循環，以圖京都府有更好的

發展。 

    京都府除了舉辦「婚活」之外，也舉辦了「戀活」。對於「婚活」在年齡上的要求

多介於 25—45 歲的年齡段，雖然也有舉辦 40、50 歲左右的「婚活」，但是活動數量有

限，目前最高的年齡要求達 5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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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府 

業務名稱 大阪府「婚活」育兒應援中心，又稱家庭導航 179 

開始時段 2014 年 12 月 

維持情況 

    大阪府並未有「婚活」支援的專設網站，而是以大阪府結婚育兒應

援中心的「家庭導航」網頁來登載有關「婚活」的相關訊息，該網頁中

提供除了結婚之外還包括懷孕生產、幼兒、小學到高中生的資源補助等

資訊。 

    大阪府已於平成 30（2018）年 5 月 24 日與一般社團法人日本結婚相

談協會締結了合作協定，透過雙方的合作以充實結婚支援業務，並預計

於 9 月 8 日舉行雙方合作後的第一次結婚活動。 

服務項目

及內容 

    由「家庭導航」所提供的「婚活」資訊主要為近期舉辦的活動資訊，

另外還有針對新婚夫妻的補助金申請網站專業連結，及民間的「婚活」

相親機構的網頁連結。 

參加情況 

    目前大阪府在網頁中顯示的「婚活」數量很少，沒有過往的紀錄之

外，近期的活動也非每月舉辦，登載於網頁中的「婚活」紀錄中，對年

齡的要求多為 25—40 歲，最高至 45 歲，未有其他年齡層的活動紀錄。 

執行效果 目前尚未有參加「婚活」的人數的統計數據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大阪府在「婚活」支援政策上並未能見實際的推動方案，也未設置「婚活」支援的

專屬網頁，若有「婚活」相關資訊都是透過大阪府結婚育兒應援中心的「家庭導航」網

頁公布。雖然在面向未婚男女的「婚活」支援上未有實質內容，但大阪府推出了名為「大

阪樂婚護照」180的卡片，此卡片是專為在大阪府內居住 1 年內的新婚夫婦，還有預計將

在之後 1 年內移居至大阪府的未婚夫妻皆可申請。在卡片內有名列的合作廠商店內消費

                                                      
179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大阪府婚活子育て応援センター ふぁみなび」。 
180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おおさか結婚縁ジョイパ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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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皆可享有優惠折扣。 

    依照由大阪府結婚育兒應援中心的「家庭導航」網頁上登載的「婚活」資訊來看，

對「婚活」的年齡要求大都在 25—40 歲，最高也未超過 45 歲，屬於明顯面向年輕族群

的「婚活」形式。 

兵庫縣 

業務名稱 兵庫「婚活」支援中心 181 

開始時段 2006 年 6 月 

維持情況 

    兵庫「婚活」支援中心由兵庫縣委託公益財團法人兵庫縣青少年本

部辦理「婚活」業務，到了平成 22（2010）年 12 月縣內的地方支援「婚

活」中心已達 10 處，平成 23（2011）年 2 月在各地方支援「婚活」中心

開始了「兵庫結緣計畫」182，也就是個人相親服務。平成 27（2015）年

8 月更在東京開設了「兵庫婚活支援中心」的東京分部，為了兵庫縣民及

關東地區近郊的單身男女們提供「婚活」服務，並對關東地區的居民對

移居至兵庫縣加以宣傳。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1 對 1 相親 183：使用此服務的單身男女需事先加入會員，除了提出申

請 

  資料外，也需繳納入會費 5,000 日圓（20 多歲者則是 3,000 日圓），以 

  及填寫個人需求等，入會期一年有效。閱覽對象須事先和中心預約預 

  覽時間，一次時間為 45 分鐘可選擇三名人選提出邀請，若雙方合意則 

  選取時間至中心進行相親，相親前會先由服務人員說明注意事項，如： 

  請先不要提供個人情報等等，單次會面是 30 分鐘。相親結束後專屬網 

  頁中會有是否有意繼續交往的欄目，進行勾選後即可完成是否繼續交 

  往的程序，中心網頁中有提供成為はばタン會員的方式和相親流程提 

                                                      
181 日文名：ひょうご出会いサポートセンター 
182 日文名：ひょうご縁結びプロジェクト 
183 日本兵庫縣 1 對 1 相親服務的日文名稱為「はばタ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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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參考之用。 

2. 「婚活」資訊 184：希望參加「婚活」的單身男女需事先申請加入成為 

  會員，會員可分為個人和團體，兵庫縣的結婚活動會由「婚活」應援 

  團企劃、舉辦，應援團多由地方上的飯店、旅行社、觀光農場和 NPO 

  等團體組成。網頁中也有招募應援團的申請欄位和方式介紹。 

3. 電子報申請 

4. 「婚活」支援志願者 185：受兵庫縣知事的委託，以自願者的身分進行 

  支援單身男女的結婚活動，並推廣兵庫「婚活」支援中心之業務。 

參加情況 

    目前網頁中只提供了從平成 29（2017）年 3 月 12 日開始的「婚活」

訊息。參加者的年齡要求偏大，不同於集中在 20—45 歲的年齡，有許多

的「婚活」年齡要求可達 49 歲或是 50 歲以上，但雖也有舉行年齡限制

至 60 歲或 60 歲以上的活動，但「婚活」數卻有限。有些活動會將配對

成功的對數登載於網頁，但不是每一場活動都會有成功配對的數據。 

執行效果 

    自 2011 年兵庫縣開始了「兵庫結緣計畫」186也就是個人相親服務，

到 2017 年為止已有 575 對男女配對成功並結為夫妻，若加上參與「婚活」

者的結婚對數共計有 1,232 對男女結為夫妻。除此之外，登入 1 對 1 相親

服務的會員數至 2016 年 12 月底已有 5,204 人。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兵庫縣自 2008 年成立了兵庫「婚活」支援中心，並且延續至今。兵庫縣所提供的

「婚活」支援服務相當完善，除了縣內的「婚活」、1 對 1 相親媒合、婚活志願者等服務

之外，在東京都也設置了兵庫「婚活」支援中心的東京分部，提供不僅是兵庫縣內的「婚

活」支援，也將兵庫縣「婚活」支援服務的觸角跨展到東京，不單只為縣民的結婚提供

實質上的支援行動，也可藉由「婚活」支援向外界宣傳兵庫縣的效果，將此政策的面向

                                                      
184 日本兵庫縣「婚活」資訊的日文名稱為「あいサポ」。 
185 日本兵庫縣「婚活」支援志願者的日文名稱為「こうのとり大使」。 
186 同註釋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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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多元化。 

    兵庫縣的「婚活」年齡跨度都大，從 25—40 歲或是 20—60 歲等等的年齡要求都有，

但相較於以年輕人為目標族群，兵庫縣的年齡要求多以 30—40 歲為主，更有向 40 歲後

半延伸至 50 幾歲的趨勢。兵庫「婚活」支援中心也有設計 50 歲以上到 65 歲前的結婚

活動，目前對年齡要求最高可達 65 歲，在「婚活」年齡要求上屬於年齡偏高設計。 

奈良縣 

業務名稱 奈良結婚應援事業 187 

開始時段 2005 年 

維持情況 

    奈良縣的結婚支援經「兒童、育兒應援縣民會議」188後自平成 17

（2005）年起以奈良「婚活」中心 189的名義開始營運。 

    為了擴大「婚活」支援的服務範圍，奈良縣政府與當地 NPO、企業

和市町村的團體相互合作一同推動結婚支援事業。平成 27（2015）年 3

月關閉了原本的奈良「婚活」中心，同年 4 月開始以「奈良結婚應援團」

為名稱繼續「婚活」支援服務，縣政府將應援團隊所主辦的結婚情報登

載於「婚活」網頁，並且發送相關訊息之電子報。 

    「婚活」的參加方式也不再像過去一般只限制「會員參加」，廢止了

會員登入制度後，希望有結婚意願想參加「婚活」的單身男女可以自由

參加，以提供未婚男女們更多的邂逅和選擇機會。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婚活」資訊 

2. 奈良結婚應援團 190：登載結婚應援團的相關介紹，也提供目前參與結 

   婚應援團的機構團體，同時募集更多的機構加入結婚應援團的行列。 

3. 電子報申請：除了原本以郵件方式的電子報申請之外，也可加入 LINE 

 好友以獲取「婚活」資訊。 

                                                      
187 日文名：なら結婚応援事業 
188 日文名：こども・子育て応援県民会議 
189 日文名：なら出会いセンター 
190 日文名：なら結婚応援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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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婚活」經驗分享：參與「婚活」者對活動的感想和建議。 

5. 「婚活」研習訊息：雖然網頁有此欄目，但並未登載任何內容。若有 

   研習會或是講座資訊會登載於「婚活」介紹的欄目中，可報名參加。 

參加情況 

    網頁中只登載了近期 9—11 月份的活動（瀏覽日期：2018 年 9 月 13

日），依照網頁上所提供的參與者之年齡條件大多介於 20 歲到 45 歲左

右，也有到 40 歲後段的年齡限制，年齡限制最高可到 50 歲。對男性和

女性參加者的年齡要求大多仍屬於男性較年長，女性較年輕的範疇，然

而 2018 年 9 月 17 日預計舉行的兩場「婚活」的年齡要求則是男性較年

輕女性較年長的情況（男性要求年齡在 29─39 歲，女性在 29─45 歲），

並且不要求初婚，這是 9─11 月份「婚活」當中唯一的一場男性較年輕女

性較年長的活動。除了上述的兩場活動不限定是初婚之外，9—11 月份「婚

活」當中共有 4 場也不要求參加者是否有結婚經驗，這些場次的「婚活」

大多年齡限制都在 20 歲後半到 40 歲之間，只有一場是特定為女性參加

和建築業人士的「婚活」年齡跨度大從 18─50 歲的女性，預定在 2018

年 11 月 11 日舉行。 

執行效果 

    平成 28（2016）年度「奈良結婚應援團」191共舉行了 148 次的結婚

活動，總參加人數有 2,686 名。和平成 27（2015）年度相比增加了 29 場

「婚活」，增加了 373 人。而平成 28（2016）年度的「奈良結婚應援團」

登記團體有 39 個，和上一個年度相比參加了 13 個團體加入。截至 2018

年 8 月 18 日為止，在「奈良結婚應援團」網頁上分享參與「婚活」經驗

並成功成婚的對數共 305 對。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奈良縣從 2005 年便已開始推動「婚活」支援，當時以奈良「婚活」中心的名稱運

行，到了 2015 年將名稱改為「奈良結婚應援團」繼續提供服務。原本的活動只限登入

                                                      
191 同註釋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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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員才能夠參加，但現在改為只要有結婚意願的未婚男女便可自由選擇活動參加。即

便奈良縣的「婚活」支援較早便開始運行，但從目前所提供的服務項目來看，卻未能見

「婚活」支援項目的充實，在執行效果上雖已有了一定的基礎，但是在完善服務項目上

仍有其進步空間。 

    奈良縣對「婚活」年齡要求多數集中在 20—45 歲之間，也有「婚活」的年齡要求

可達 40 歲後半，但是 50 歲以上的「婚活」場次就有限。對於最高的年齡要求並無明確

提及，目前 50 歲以上的「婚活」已屬最高年齡的要求。 

和歌山縣 

業務名稱 和歌山「婚活」廣場 192 

開始時段 2011 年 

維持情況 

    平成 23（2011）年度的和歌山縣次世代育成支援對策地域協議會上

已開始討論和歌山縣「婚活」支援網站的架設事宜，當時的名稱暫定為

和歌山「婚活」、育兒應援網站 193而目前稱為和歌山「婚活」廣場 194。 

    平成 26（2014）年第 5 回和歌山縣兒童、育兒會議議事概要中提到

和歌山縣也面臨到了因未婚化和晚婚化所帶來的少子問題，為此提供未

婚男女的邂逅場所以繼續舉辦「婚活」是有存在的必要性。與此相關聯

的配合政策像是舉行結婚活動、和歌山「婚活」應援隊、和歌山結婚支

援者等等。 

    在平成 27（2015）年—31（2019）年的「和歌山縣兒童、育兒支援

事業支援計畫」195當中將結婚支援列入此計畫內，為了年輕族群從結婚

到育兒提供前進的動力，業務隸屬於兒童未來課下。同年和歌山縣也提

出了「地方創生計畫」196計畫，當中也將結婚支援作為目標之一，希望

                                                      
192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和歌山結婚支援事業 わかやま出会いの広場」。 
193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わかやま出会い・子育て応援サイト」。 
194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わかやま出会いの広場」。 
195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紀州っ子健やかプラン」。 
196 同註釋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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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是在平成 31（2019）年和歌山縣的總和出生率能達到 1.80（2014 年

的紀錄是 1.55），為此和歌山縣每年以舉行 100 場「婚活」為目標任務，

而平成 27（2015）年的「婚活」場次共計達 104 場。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婚活」情報：參加縣內結婚活動前需事先登錄會員 

2. 和歌山「婚活」應援隊 197：作為和歌山「婚活」應援隊作為「婚活」 

  支援的企業和團體須事先申請加入 

3. 和歌山結婚支援者 198：以個人志願者的方式進行支援，須通過認定後 

  方可實行地方服務 

4. 提出成婚報告 

參加情況 

    「婚活」記錄從 2013 年 6 月份開始，「婚活」形式可分為體驗型、

派對型，除了「婚活」外也有「戀活」或是「緣活」型態的方式。「婚活」

的年齡要求多集中在 20—45 歲之間，也有年齡限制到 50 歲為止的活動

但數量相對而言並不多，年齡限制的要求較為年輕。條件限制上並不完

全要求須加入會員，但有些有居住地上的相關限制。 

執行效果 
    平成 28（2016）年度舉辦了 75 場「婚活」，參加人數共計 2,487 人，

成功配對的共有 326 對。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和歌山縣為減緩由未婚、晚婚帶來的少子問題，開始關注縣內的未婚男女在結婚上

的需求。目前和歌山縣的「婚活」支援網由縣政府的兒童未來課主辦，與縣內和歌山「婚

活」應援隊、和歌山結婚支援者共同為「婚活」支援相互助力。對於「婚活」支援，和

歌山縣不只在 2015 年「和歌山縣兒童、育兒支援事業支援計畫」中提到此項目，同年

也在「地方創生計畫」中提及「婚活」支援。雖然計畫中「婚活」支援的施行目標都是

放在年輕族群身上，希望透過「婚活」支援以提升生育率，但不同計畫中卻都有「婚活」

                                                      
197 日文名：わかやま婚活応援隊 
198 日文名：わかやま結婚サポータ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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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項目，可見和歌山縣政府期待可藉由「婚活」支援緩和人口減少問題。    

    和歌山縣對「婚活」的年齡要求屬於年輕，以 20—40 歲年齡層的「婚活」數最多，

而 45 歲以上的「婚活」數會越來越有限，目前尚未有超過 50 歲以上的「婚活」。但有

的「婚活」會以 20 歲以上作為「婚活」的年齡要求，此「婚活」對年齡要求就沒有硬

性規定～歲能參加，但同時難以界定該活動是面向哪些族群的，但自由度高。除了舉辦

「婚活」之外，「戀活」和「緣活」也都有活動紀錄，但仍以「婚活」數量最多。 

中國地方 

鳥取縣 

業務名稱 鳥取「婚活」支援中心 199 

開始時段 2015 年 12 月 

維持情況 

    鳥取縣於平成 20（2008）年開始意識到少子化問題，並從平成 21

（2009）年 7 月到 9 月針對少子化對縣內做了大規模的問卷調查。 

    自平成 20（2008）年起開始進行縣內「婚活」訊息的發送，平成 24

（2012）年起為提高男女間的溝通交流能力開始舉辦相關研習講座，平

成 25（2013）年為創造更多的邂逅機會更利用一部分的經費舉辦更多樣

化的結婚活動。直至平成 26（2014）年度「婚活」舉辦的場次達 689 場，

參加人數有 16,627 名，共又 1,175 對配對成功，雖然成功結婚的男女對

數難以統計，但根據「婚活」主辦方的說法是在男女雙方成功配對後，

若在後續的相處中有助力的話，那麼走入婚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平成 27（2015）年 12 月設置了鳥取「婚活」支援中心 200，登載

「婚活」情報的網頁曾在平成 28（2016）年 8 月有過一次更新。「婚活」

支援中心以 1 對 1 的相親服務為主，並和縣內的各個結婚支援單位合作

為使中心之服務更加完善，得以提高「婚活」支援政策的效果。 

                                                      
199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とっとり婚活応援プロジェクト事業  とっとり出会いサポートセンター」，簡稱

「えんトリー」。 
200 同註釋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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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1 對 1 相親：需事先提出入會申請，並在網上預約赴中心的時間，親自 

  繳交指定申請資料和繳納 10,000 日幣的登錄費後始成為正式會員。入 

會後可進入專屬的媒合頁面搜尋對象，一次可選擇三位媒合配對人  

選。之後由中心協調兩人的會面日程，面會當天中心的服務人員會

在場協助兩人進行相親面談，媒合一人的費用約 2,000 日幣左右。面

談後會由中心出面確認兩人的交往意願，若雙方合意並可開始進行

交往，或是結婚。 

2. 「婚活」、講座情報：網上目前最早可追溯到 2016 年 2 月 6 日的「婚  

活」，舉辦地點可分為鳥取縣的東部、中部和西部，另外也會有些零

星的為地方市町舉辦的「婚活」。2018 年 9 月 13 日搜尋資料時公布

的「婚活」訊息提供到 2018 年 10 月。 

3. 「婚活」支援者和「婚活」支援企業的募集：「婚活」支援者的任期基 

本只有一年，在任期內會與其他的支援者彼此交流，也會有研習會。

一年任期屆滿後，依照支援者的研習情況也有可能會留任。「婚活」

支援企業和「婚活」支援者一樣隨時都處在募集狀態，以能夠提供

「婚活」場地為主要的募集條件，企業一經採用除了授予應援企業

登錄證外，還會在網頁上提供「婚活」支援企業的相關訊息。 

4. 「婚活」支援中心的位置和營業時間 

5. 「婚活」支援中心的最新消息 

參加情況 

    鳥取「婚活」支援中心在 2016 年所提供的「婚活」情報當中並沒有

成婚報告和配對數的登載，但從 2017 年 5 月 20 日舉辦的「婚活」開始，

每一次的活動上方都會有截至當時的成婚報告對數和配對數的紀錄。

2017 年 5 月 20 日當時，成婚報告的數據為 30 對，配對數是 209 對，到

了 2018 年 9 月 12 日，成婚報到對數達 63 對，配對數為 391 對。 

    在年齡要求方面，2016 年的上半年度並未在年齡上有限制，只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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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活動的年齡要求在 30—40 歲，但自 2016 年下半年度起有年齡要求的

「婚活」場次越來越多，2017 年後幾乎所有「婚活」都定有年齡要求。「鳥

取婚活支援中心」所舉辦「婚活」對年齡要求，以 30—40 歲為主，到了

2018 年的「婚活」有幾場「婚活」的年齡要求達到 50 幾歲，沒有 20 歲

年齡層專屬的「婚活」多以搭配 30 歲或是到 40 歲族群為年齡要求。 

執行效果 

    平成 27（2015）年度舉辦了 195 場次的「婚活」，共 3,466 人參加，

有 334 對未婚男女配對成功。鳥取縣「婚活」支援中心到平成 28（2016）

年 10 月 31 日止已加入 932 名會員，而「婚活」支援中心希望在 2015—

2019 年之間 1 對 1 的相親服務可讓 80 對未婚男女成功進入婚姻。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雖然鳥取縣直到 2015 年才正式成立鳥取「婚活」支援中心，但在這之前鳥取縣已

在「婚活」支援上做出了許多工作，自 2008 年起開始對申請電子報的民眾發送「婚活」

相關訊息，之後更舉辦「婚活」相關研習講座，並使「婚活」種類多樣化。為了提供民

眾更好的服務品質，2016 年將「鳥取婚活支援中心」的網頁改版，透過改版的頁面民眾

可以清楚的知道「婚活」支援中心的服務項目及內容，若是有對「婚活」服務或是「婚

活」支援的相關問題，可從網頁上獲得縣內的實體婚活中心位置選擇親赴現場諮詢。希

望能夠加入鳥取縣「婚活」支援者和「婚活」支援企業的有志者或是企業團體，從「婚

活」支援網頁中也有詳盡的介紹及申請表格。 

    鳥取縣的「婚活」支援不僅結婚活動，也有「戀活」場次。對年齡要求以 30—40

歲左右的「婚活」場次最多，雖然「婚活」數仍有限，但以 40、50 歲左右為訴求的「婚

活」也陸續舉辦當中。2018 年 9 月 16 日更舉辦了以 50、60 歲年齡層為目標人群的「婚

活」，即便如此在參加對象的年齡要求中仍註明是從 45—65 歲，但此場活動所要求的 65

歲已是目前可觀察到的最高齡「婚活」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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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根縣 

業務名稱 島根結緣支援中心 201 

開始時段 2015 年 11 月 

維持情況 

    島根縣的結婚對策從平成 19（2007）年便以「婚活」支援者「島根

幸福快遞員」202的募集和加入開始推動，直到 2015 年約有 170 名志願者

加入此行列。此項服務主要是透過和諮詢者透過面談方式，了解個人對

對象的需求後經「幸福快遞協會」203舉辦的「婚活」來再進行配對。從

2007 年到 2015 年的這 8 年間，共有 7,000 多件的諮詢案件，247 件成功

結婚的案例報告。 

    平成 27（2015）年 11 月分別在島根縣東部和西部各設立了一處島根

「婚活」支援中心，目的是為強化結婚施策，提供結婚支援和結婚情報

資訊等，可說是縣內「婚活」支援的綜合服務據點。平成 28（2016）年

4 月又設置了「婚活」支援中心網站「一般社團法人島根結緣支援中心」204

以提供未婚男女更加便捷地搜尋服務項目及內容資訊。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婚活」支援者，又名「島根幸福快遞員」205：只要是在島根縣內居

住或 

   在縣內的企業團體上班的人，且同意遵行參與「婚活」時的相關規定， 

   也沒有接受「婚活」支援者服務的人，或是曾接受服務但現在並沒有 

   接受服務的人，符合以上條件者皆可申請參與「婚活」支援者。「婚 

   活」支援者分為諮詢人員和助理人員，諮詢人員是依照來訪的未婚男 

   女之結婚諮詢，幫助找尋對象、辦理相親和「婚活」、提供相關情報 

   服務。助理人員則是向來訪的民眾介紹面談的諮詢人員，還有交流沙 

                                                      
201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平成の縁結び応援事業 一般社団法人しまね縁結びサポートセンター」。 
202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島根はっぴぃこーでぃねーたー」，通稱為「はぴこ」。 
203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はぴこ会」。 
204 日文名：一般社団法人しまね縁結びサポートセンター 
205 同註釋 202 



133 

   龍，或是提供「婚活」情報等。 

2. 「婚活」、講座情報：2018 年 9 月 13 日搜尋時，只登載了從 2018 年 9 

   月到 10 月的結婚活動。 

3. 電子報—「戀籤」206：電子報需事先登入申請，可獲得「婚活」支援 

   中心的最新訊息。 

4. 「婚活」支援企業：島根縣內的各事業團體皆可申請，「婚活」支援中 

   心會提供公司內有結婚意願的員工有關「婚活」和「婚活」支援的相 

   關信息。 

5. 「婚活」應援團：募集可為未婚男女提供場地來舉辦「婚活」的各企 

   業團體。 

6. 問題諮詢 

參加情況 

    分為島根縣的東、西部舉辦，對於參加者的年齡限制跨度較大，從

20 歲到 40 歲後半的「婚活」，或是從 20 歲到 50 歲的「婚活」都有，還

有 5、60 歲的專屬「婚活」，對年齡限制最高達 65 歲。 

執行效果 

    平成 28（2016）年的配對件數為 100 件，並預計平成 31（2019）年

希望可達 200 件。對「婚活」支援中心的登錄者和成功結婚的人數並未

提供明確數據，但到 2019 年對上述兩個項目的期望數值分別為 1,500 人

和 150 對。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島根縣的「婚活」支援始於 2007 年，相較於一般從「婚活」情報發送，或是舉辦

「婚活」，島根縣是經由所招募的「婚活」支援者開始「婚活」支援服務。想成為島根

縣的「婚活」支援者除了有身分上的限制之外，又分為諮詢人員和助理人員，依照兩種

不同的身分性質，又各有在「婚活」事務上不同的服務領域。其中，諮詢人員不但需要

接受來訪者的結婚諮詢，依照不同人的需求媒合配對，也要處理相親和「婚活」事務，

                                                      
206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恋みく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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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助理人員則是需提供「婚活」相關情報，並且在來訪者接受諮詢前先對流程等資訊給

予說明介紹。「婚活」支援者可說在未婚男女的相親媒合中扮演了雙方溝通的橋樑，男

女雙方在相親的過程中順利與否，「婚活」支援者的參與都起到關鍵作用。 

    島根縣對「婚活」年齡的要求並未偏重在年輕族群，只是年齡跨度較大，有 20—40

幾歲的「婚活」，也有專屬於 50—60 歲的「婚活」，雖然最高齡要求到 65 歲為止，即便

如此島根縣的結婚活動確已開始舉辦偏高齡者的「婚活」。 

岡山縣 

業務名稱 岡山結緣網 207 

開始時段 2016 年 

維持情況 

    岡山縣於 2015 年 8 月開始了岡山「婚活」結婚支援中心 208網站的營

運，設立目的在於對應少子化政策，為年輕族群營造從結婚到育兒的友

善環境並實現這樣的心願，因此在網頁中的服務項目包含：未婚男女的

交誼與結婚、懷孕生產、育兒支援、孩童安全與安心等，且將服務年齡

區分為準爸媽、0 到 3 歲幼兒、3 歲至學齡前兒童、小學生以上。 

    此網頁雖包含「婚活」支援服務，但並不是專屬的「婚活」支援網

頁，為強化「婚活」支援業務岡山縣於 2016 年架設了岡山結緣網 209的專

屬「婚活」網頁以提供未婚男女 1 對 1 的相親服務，打造更多未婚男女

的結婚活動和邂逅機會，並且於 2018 年在岡山縣的縣北和縣南設置可供

有需求的民眾可利用的常設會場用於閱讀資料或網頁登錄等。 

    目前此項「婚活」支援服務由縣政府委託特定非營利法人「紅娘結

婚支援機構」210進行此項業務，而岡山「婚活」結婚支援中心 211業務仍

由岡山縣保健福祉部兒童未來課負責。 

                                                      
207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結婚支援パワーアップ事業 おかやま縁むすびネット」。 
208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おかやま出会い・結婚サポートセンター」。 
209 同註釋 207 
210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特定非営利活動法人お節介結婚支援機構」。 
211 同註釋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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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及內容 

    岡山結緣網專屬「婚活」網頁中的服務項目如下： 

1. 1 對 1 相親：在網頁上提出會員申請，預約時間至「婚活」支援中心繳 

  交書面資料和入會費 10,000 日幣，有效期為兩年。完成入會手續後，  

  可另約時間至中心預覽搜尋相親對象的檔案，每次最多選擇三名候選 

  約面談。由中心負責協調兩人時間約定見面，每次面談都需繳交 2,000 

日幣。面談後依雙方意願決定是否繼續交往，若決定交往中心會將兩

人的聯繫方式告知彼此，在交往中如果需要與「婚活」支援者諮詢也

可另約時間，服務並不保證定能結婚。 

2. 「婚活」、講座資訊：目前「婚活」網頁上最早的活動紀錄是 2017 年 

11 月 12 日舉辦的活動，近期的「婚活」資訊提供到 10 月份。講座在

2018 年舉辦了兩場分別是 7 月和 8 月。 

3. 「婚活」支援者、團體和企業的募集 

4. 電子報申請 

參加情況 

    對年齡要求以 30 到 40 歲為多數，20 幾歲的年齡限制大多在 25 歲以

上，目前最高齡的限制在 50 歲。也有沒有年齡限制的「婚活」，但備註

的條件是有認真考慮進入婚姻的男女才可參加。有些「婚活」場次會提

供當日的配對成功數，但並不是每一場活動都有此紀錄。 

執行效果 

    岡山縣尚未提供「婚活」支援相關的近期數據，但從「平成 29（2017）

年度岡山創生綜合戰略檢驗平成 28（2016）年度實際業績」212來看，提

供「婚活」相關情報的電子報的訂閱人數達 817 名，而致電「婚活」支

援中心的洽詢電話和親臨現場諮詢的案件數有 1,314 筆，以上是從平成

27（2015）年度後開始累計的數據。 

    2016 年當年度為了未婚男女交誼而舉辦的「婚活」有 4 個場次，共

計 120 名參加，配對成功的男女對數為 21 對，從 2014 年開始計算到 2016

                                                      
212 日文名：平成 29（2017）年度おかやま創生総合戦略効果検証 平成 28（2016）年度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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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為止參與「婚活」配對成功並結為夫妻的男女共有 6 對，「婚活」支援

中心希望從 2015 年到 2019 年的這五年間，可達成婚對數 150 對的目標

值。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岡山縣在 2015 年設置的岡山「婚活」結婚支援中心網站並非「婚活」支援的專門

網頁，而是提供與結婚、懷孕生產、育兒支援相關的綜合性資訊，而岡山縣的「婚活」

支援專屬網岡山結緣網則是到 2016 年才成立。在岡山專屬的「婚活」網頁岡山結緣網

中提供了民眾「婚活」資訊、1 對 1 相親服務、發送電子報，以及「婚活」支援者、「婚

活」支援團體的募集等相關訊息，「婚活」網所提供的資訊和機能可稱完備。 

    2018 年 11 月 3 日和 12 月 1 日預計將各有一場，由岡山縣政府與企業「原色日本」213

合作舉辦的 1 日「婚活」旅行，「婚活」的參與對象是以岡山縣的男性和日本關西地區

的女性目標人群，男性的年齡要求在 28─40 歲左右，女性在 25─38 歲左右，就年齡上

來看屬於面向年輕族群的「婚活」，而此「婚活」的特色在於雖然限岡山縣內的男性參

加，但卻鼓勵縣外，甚至於整個關西地區的女性都可來參與，不僅振興岡山縣的觀光業

務，若是有成功配對進而成婚的男女，因婚姻而遷入的人口也可以是提升該縣人口增長

的一項辦法。 

    透過上述的活動，以及觀察岡山縣對參與「婚活」者的年齡要求可知，岡山縣的「婚

活」年齡要求多在 20—40 幾歲，最高年齡要求在 50 歲，但有些「婚活」在年齡上並不

會有特定的要求，但多數仍屬於偏年輕族群「婚活」。 

廣島縣 

業務名稱 廣島「婚活」支援中心 214 

開始時段 2014 年 8 月 

維持情況     因少子化造成的人口構造改變，會對社會經濟環境和縣民的生活產

                                                      
213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株式會社オリジンニッポン」。 
214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出会い・結婚応援 ひろしま出会いサポートセンター」。 



137 

生影響，為此實現年輕人結婚生育的夢想，營造事業和家庭兩全的環境

至關重要。故廣島縣推出了從結婚到育兒，甚至於對女性就業的支援政

策，以期能夠使工作和家庭得以兼顧。 

    廣島縣於平成 26（2014）年 8 月成立了廣島「婚活」支援中心以提

供具結婚意願年輕族群的「婚活」等情報，廣島「婚活」支援者組織 215作

為地方的結婚支援團體也在平成 27（2015）年 6 月開始活動，同年同月

開始的還有為提升單身男女魅力的講座、交流會及由縣政府主辦的結婚

活動等「婚活」支援。 

    在廣島縣的「婚活」支援中心成立後 1 年多的時間當中，縣民對縣

內的「婚活」支援服務認知度仍不是太高，因此希望打造全縣參與和支

援「婚活」的氛圍仍不盡理想，為此加添了「月老」216的角色來協助並

活絡全縣內的「婚活」支援業務。更加完善縣內的「婚活」支援體系後，

廣島縣的「婚活」支援中心註冊成為會員數也穩定地逐漸爬升。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婚活」、研習會資訊：縣內由「婚活」支援者或地方自治體，小型「婚 

 活」217、一般企業團體，或是舉辦派對業者所籌備「婚活」資訊皆登  

 載於此。 

2. 「婚活」支援團體：協助支援縣政府舉辦的「婚活」、協同男女接受諮 

   詢、安排「婚活」會場場所。 

3. 小型「婚活」218：從平成 28（2016）年開始，每周在縣內舉辦一次的 

  小型結婚活動。地點通常是地方上的餐廳或是咖啡店等，每次人數限  

  定約 8─20 人左右，會協同「婚活」志願者一起參與，此種「婚活」 

  的特點是距離近、人數少。 

4. 「婚活」志願者：「婚活」志願者的主要服務是熱絡「婚活」氣氛，「婚 

                                                      
215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ひろしま出会いサポーターズ」。 
216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おせっかい役」。 
217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こいのわカフェ」。 
218 同註釋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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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舉行後配對成功男女的關懷，並對有結婚意願的男女提供支援。 

5. 「婚活」支援團體和企業介紹 

6. 廣島縣內戀愛聖地介紹：所謂的戀愛聖地也就是指有著特殊能量的地 

點，多處是以締結良緣為目的的場所，。 

7. 廣島縣專屬的「婚活」APP 申請 

8. 「婚活」參與者結婚經驗分享 

參加情況 

    由「婚活」支援者或地方自治體組織的「婚活」，對於年齡要求大多

分布在 20 到 40 歲，最高年齡限制不超過 45 歲。縣內每周一次的小型「婚

活」和一般企業團體所舉辦的「婚活」，在年齡要求上並未有過多的限制，

若有年齡的要求大多集中在 20、30 歲，但有一場由寺廟主辦的「婚活」

對男女參加者的年齡要求較低，男性 25─55 歲，女性 23─49 歲，但這

並不是常態性的活動。由企劃派對、活動相關業者所舉辦的「婚活」，對

於「婚活」參加者的年齡要求約在 20─40 歲間，但多數的「婚活」場次

對「婚活」參與者的年齡要求仍在 20─30 歲之間。 

執行效果 

    廣島「婚活」支援中心的會員登錄人數在 2016 年開始時有 3,000 人，

到了 2018 年已有 9,000 人次加入，到 2019 年縣政府的目標值是希望能達

到 20,000 人。而 2016 年參加「婚活」的人數為 8,200 人，配對成功的對

數為 1,783 對未婚男女。 

    小型「婚活」則是從 2017 年 4 月到 2018 年 3 月共舉辦的 74 次活動，

參加者共計 2,036 人，共有 371 對的配對數。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縣政府網頁及「婚活」網頁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廣島縣的「婚活」支援中心業務現由廣島縣政府委託由廣島縣商工會議所連和會、

廣島縣商公會連合會、廣島縣經營者協會、廣島縣中小企業團體中央會集結而成的「廣



139 

島兒童夢想財團」219負責營運。在 2014 年便已成立的廣島「婚活」支援中心，曾面臨

了成立 1 年後仍缺少認知度的困境，為此，除了原有的服務之外，更添加了為未婚男女

實現結婚心願進行結婚支援活動的團體，不僅提供交誼場地、擔任諮詢角色、也支援由

公家舉辦的結婚活動等。除了有團體扮演「婚活」支援的推手，「婚活」支援中心也規

劃了大型「婚活」之外的小型「婚活」，距離近人數少的特色，可以讓未婚男女在輕鬆

的氛圍下，更深入了解對方。由廣島縣所提供的活動和資訊可看出，為了「婚活」支援

以及復興廣島縣，不單只有結婚活動，也結合了介紹當地的特色景點，以期吸引人潮至

廣島縣。 

    在「婚活」的年齡要求上以 20—40 歲為主，雖然有一場由寺廟主辦的「婚活」對

男女參加者的年齡要求較低，男性 25─55 歲，女性 23─49 歲，卻未能見其他有超過 50

歲以上的活動，因此廣島縣所舉辦的「婚活」現仍以年輕族群為主要對象。 

山口縣 

業務名稱 山口結婚應援中心 220 

開始時段 2015 年 8 月 

維持情況 

    山口縣自平成 15（2003）年開始和與孩童及家庭之相關機關、事業

團體等共同合作推動山口縣自身的「山口育兒縣民運動」221，以「山口

育兒縣民運動推進會議」222為業務推動主體，在縣內的各個地方開展和

育兒事務相關的連結網，並讓支援縣民運動的會員們自主性地舉辦活

動，透過「山口育兒網」223網頁公布資訊，也舉辦育兒文化慶典等活動。  

    在這一波縣民運動當中和結婚支援對策相關的是於平成 18（2006）

年度所推出的「青年交誼應援業務」224，並以民間為主體自發性地成立

                                                      
219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ひろしまこども夢財団」。 
220 日文名：結婚応縁事業：やまぐち結婚応援センター 
221 日文名：やまぐち子育て県民運動 
222 日文名：やまぐち子育て県民運動推進会議 
223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やまぐち子育てゆびとまネット」。 
224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若者の出会い応援事業」。 



140 

了「山口結婚應援團」225，除了有專屬的網頁介紹所計畫的旅行和派對

之外，也持續積極地推廣結婚應援事務。 

    為了充實結婚支援的資源和加強對希望結婚的未婚男女之服務，平

成 27（2015）年山口縣在縣內的東部、中部、西部、北部四處設置了山

口結婚應援中心，提供結婚諮詢、1 對 1 的媒合配對服務，從介紹認識到

交往以至結婚的過程施以協助。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1 對 1 相親：事先在網路上提出申請，再預約親自到「婚活」支援中心 

  繳交入會的資料。入會後，若要瀏覽相親對象的資料須先預約時間，     

  在支援中心進行瀏覽選擇人選後，由「婚活」支援中心協調見面時間。 

  雙方會面是在中心的指定場所，服務人員會安排雙方入座，並提醒先 

  不要交換彼此的私人訊息。在雙方都合意交往後，網路上會關閉當事 

  人的配對資料，在交往上有任何問題也可至「婚活」支援中心諮詢， 

  若交往順利進而進入婚姻那麼可辦理退會，「婚活」支援中心還會提供 

  結婚紀念品。 

2. 山口結婚應援團：企劃「婚活」的企業或團體。 

3. 山口結婚應援企業：為加入山口結婚應援企業的未婚員工提供專屬的 

 「婚活」機會和講座。 

4. 「婚活」情報 

5. 「婚活」經驗者分享 

6. 結婚應援講座、交流會 

參加情況 

    網頁只提供近期 2018 年 9 月─11 月的婚活訊息，婚活的年齡要求約

在 20─40 歲間。除了為單身男女舉辦的婚活之外，為了家中有未婚子女

的父母也有提供專屬講座可參加。 

執行效果     山口結婚應援中心 226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止登入的會員數有 1,333

                                                      
225 日文名：やまぐち結婚応援団 
226 同註釋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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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男性：876，女性：790，其中有 30 位的會員年齡為 60 歲以上）。申

請進行媒合的總件數為 8,512 件，實際進行媒合動作的有 2,039 件，透過

媒合交往的有 425 對，媒合後交往實際走入婚姻的有 8 對，而根據 2018

年 8 月 20 日的統計，結婚對數增加至 41 對。 

    而山口結婚應援團 227於平成 28（2016）年度舉辦了 375 場的結婚活

動，參加人次為 10,441 人，共有 1,169 對未婚男女配對成功。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山口縣雖於 2015 年設置山口結婚應援中心，但自 2006 年起便開始對該縣年輕人的

結婚支援開始動作，並且集結民間力量成立了山口結婚應援團進行對結婚支援的推動。

2017 年 11 月 12 日山口縣與九州 7 縣和沖繩縣共同合作於日本涉谷舉行了名為「生活計

劃任務」228的大型「婚活」，只要是出身於上述的這些地方，以及懷抱返鄉心願，還有

熱愛出身地的 20—30 歲單身青年男女皆可參加。山口縣在這些主辦的行政區中，除了

沖繩縣屬於沖繩地方外，是日本中國地方唯一參加的行政區。不限於縣內舉辦「婚活」，

或是進行「婚活」支援政策，也放眼於和其他行政區合作共同為縣內的人口減少，宣導

人口歸鄉回流尋求解決之道，由此可見山口縣對於「婚活」支援政策施行的企圖心。 

    觀察山口縣所實施之「婚活」對年齡的要求多以 20—40 歲年齡層為主，但 2018 年

10 月 28 日所舉辦的「戀活」，其年齡要求在 40 歲以上，並未標註最高齡為～歲。依此

可推測，即便「婚活」仍傾向於年輕族群的參加，針對高齡者所舉辦的「婚活」數目也

有限，但已有開始注意到中高年齡層在「婚活」上的需求。 

  

                                                      
227 同註釋 225 
228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LIFE DESIGN ミッショ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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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地方 

德島縣 

業務名稱 德島結婚支援中心 229 

開始時段 2016 年 7 月 

維持情況 

    德島縣在平成 17（2005）年 3 月制定了德島縣次世代育成支援行動

計畫 230，以對應少子化作為計畫的主軸。然隨著少子化問題不斷加重，

德島縣修正了德島縣次世代育成支援行動計畫，制定出平成 27（2015）

年第 2 期德島縣次世代育成支援行動計畫，其計畫施行年限為平成 27

（2015）年—31（2019）年的五年間。 

    在第 2 期德島縣次世代育成支援行動計畫中，為了實現 2025 年出生

率可達 1.8 之目標指數，首先在平成 28 年 7 月成立了作為結婚支援據點

的福島結婚支援中心，現由德島縣政府委託公益財團法人「德島縣勤勞

者福祉網絡」231辦理此項業務。除此之外，1 對 1 的相親媒合系統，及作

為具結婚企圖心之單身男女助攻的「婚活」支援者 232，皆為縣內單身男

女提供了綜合型的「婚活」支援和協助。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1 對 1 相親：先於網路登入申請，預約至「婚活」支援中心繳交書面資 

料，和入會費用 10,000 日幣。在中心利用「婚活」支援中心的媒合系

統選取會面的人選，一次最多三人。由服務人員協調雙方時間，一次

會面需繳交 1500 日幣的費用。在雙方進行相親之後若都有交往意願即

可進行交往。 

2. 「婚活」資訊：分為派對型、體驗型和講座型，可依個人喜好需求選 

擇參加。 

                                                      
229 日文名：とくしまマリッジサポートセンター（簡稱：マリッサとくしま） 
230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徳島はぐくみプラン前期計画」，後期修正計畫於 2010 年 3 月制定。 
231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公益財団法人徳島県勤労者福祉ネットワーク」。 
232 日文名：阿波の縁むすびサポータ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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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團體相親：由單身者 3─7 人組成團體登錄成為團體會員後使得參與活 

動。2018 年 9 月 16 日瀏覽網頁時，依照網頁當中提供的訊息顯示，

加入的只有一組男子團體，尚未有女子團體加入成為會員。 

4. 「婚活」支援的企業團體：可分為支援企業團體和合作贊助企業團體。 

為了未婚男女提供「婚活」場所的企業、商店、單位、團體稱為「支

援企業團體」，合作贊助企業團體彼此之間互為網絡，為了自家公司內

部的單身男女提供電子報配信及會員登入的介紹，讓單身的公司員工

可參加企業團體間舉辦的結婚活動。 

5. 「婚活」支援者：協助結婚活動的進行、協助男女的相親配對過程。 

6. 成婚者的經驗分享：以影片方式呈現「德島婚活支援中心」的宣傳和 

各成婚者的分享。 

7. 電子報申請 

參加情況 

    網頁上的「婚活」資訊從 2016 年 9 月份的活動開始登載，目前的活

動紀錄到 2018 年 11 月份。「婚活」的舉辦地不僅限於德島縣內某個區域，

而是分布於縣內的的地方市町。「婚活」的年齡限制從最初的活動開始就

有，大多的「婚活」之年齡要求在 20─45 歲間，也有上調至 40 歲後半

的趨勢。針對 4、50 歲的「婚活」也陸續在舉辦，有些「婚活」的年齡

要求跨度甚至可達從 20─60 歲，但年齡較長的要求多數仍是 50 歲後半

至 59 歲。 

執行效果 

    平成 28（2016）年透過德島縣的結婚服務據點所配對成功的有 87 對

未婚男女，到了平成 29（2017）年結婚支援中心的配對數達 204 對，並

希望在平成 31（2019）年配對數可達 280 對的目標值。平成 29（2017）

年度有 1,000 位未婚男女參與了結婚活動。 

    從個別的配對服務來看，平成 28（2016）年 11 月開始的服務到平成

29（2017）年 1 月 9 日共媒合了 30 對未婚男女，配對成功共有 9 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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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登入會員數為 220 人，電子報會員數是 455 人，登入參與「婚活」的

會員數為 298 人，而「婚活」支援者有 68 人登錄。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德島縣的結婚支援項目在縣政府網頁裡被置於「生活、環境及地方創生」233欄目中，

經查詢結婚支援項目中的內容，只有在「募集」的資訊欄裡有登載事項，而與「募集」

相關的內容多屬「婚活」的參加者、「婚活」中心企劃提案的甄選，和活動中止的訊息

公布，並未能見在「婚活」支援上的實際政策。目前德島縣的「婚活」支援是交由公益

財團法人「德島縣勤勞者福祉網絡」234辦理此項業務，而依照縣政府所發布的訊息內容

和登載的訊息進行推測，與「婚活」支援之實質推動項目皆以委辦中心處理，縣政府並

未過多參與。 

    由德島結婚支援中心所策劃的「婚活」對參與者之年齡要求多在在 20─45 歲間，

但也有上調至 40 歲後半的趨勢，依照可觀察到的活動資訊，目前最高齡的要求是 60 歲，

不過若有年齡較長的「婚活」場次多數的年齡要求仍在 50 歲後半至 59 歲。 

香川縣 

業務名稱 香川結緣支援中心 235 

開始時段 2016 年 

維持情況 

    平成 28（2016）年 10 月成立香川結緣支援中心 236是為了提供具結

婚意願的單身男女與聯誼和結婚的相關服務所設立的，目前由香川縣政

府委託公益財團法人「香川健康福祉機構」237辦理此項業務，並且也計

畫和市町及縣內的結婚支援事業民間團體進行合作。 

    為使香川結緣支援中心的利用人數得以提高，縣內有結婚意願之單

                                                      
233 日文名：くらし・環境・地方創生 
234 同註釋 231 
235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かがわ縁結び支援センター事業」。又簡稱「EN-MUSU かがわ」。 
236 同註釋 235 
237 日文名：公益財団法人かがわ健康福祉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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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男女皆可有更多邂逅機會，並得以邁入結婚禮堂，除了原本的「婚活」

應援團體和合作團體之外，更加強了「婚活」支援者 238的作用，強化對

支援者的訓練教育。「婚活」支援中心的實體中心也盡量以對使用者方便

的地點作為設置考量。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1 對 1 相親：首先在網頁上提出申請並親自到中心繳交申請資料及  

  10,000 日幣入會費，有效期為兩年。利用中心的電腦進入媒合系統搜 

  尋對象並進行媒合，一次可選擇 3 位人選，見面日程和場地會由「婚 

  活」中心服務人員從中協調，每次會面需繳交 2000 日幣的牽線費用， 

  面會當日服務人員會一同參與會面。在結束相親後，會由服務人員聯 

  繫雙方，若彼此都有意願則可以進行交往，此服務不能保證一定能結 

  婚。網頁有提供此服務的流程讓民眾更加了解如何申請加入此服務。 

2. 「婚活」資訊：可分為以室內派對為主的「婚活」形式、戶外體驗或 

手作，又或者是講座形式，在參加「婚活」前須事先加入會員使得參

加。 

3. 成婚者的經驗分享   

4. 「婚活」支援者：給予「婚活」參加者們建議，或相親時與男女雙方 

   陪同會面，以志願者的方式提供參與「婚活」的未婚男女們對於配對 

   交往上的支援。要成為「婚活」支援者須經由面試和研習後方可通過 

   認定進行支援活動。 

5. 募集應援團體、合作團體：應援團體包含了縣內的企業、商店、單位 

 團體，主要的任務在於企劃「婚活」和提供「婚活」和相親場地。登  

 錄的合作團體其角色為提供公司內單身男女「婚活」資源和訊息，合 

 作團體之間也可增加彼此的合作交流。 

6. 電子報申請 

                                                      
238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縁結びおせっかいさ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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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情況 

    網頁上提供的「婚活」資訊從平成 28（2016）年 12 月開始有紀錄，

大部分登載的「婚活」資訊也會有活動當日配對成功的對數。截至 2018

年 10 月為止的「婚活」年齡要求從 20 歲到 50 歲都有，年齡要求以 25

─40 幾歲為最多，除此之外也有介於 30─50 歲，40 歲到 55 歲的活動，

55 歲為目前最高的年齡要求。但平成 29（2017）年 2 月 18 日有一場香

川縣主辦的「婚活」對年齡的要求從 20─100 歲，但目前為止只有這一

場的年齡要求跨度最大。 

執行效果 

    平成 28（2016）年申請加入「婚活」應援團電子報的登錄件數有 527

件，由縣舉辦的結婚活動共 11 場次，有 628 人參加（其中男性有 319 人，

女性有 309 人），共有 97 對配對成功。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香川縣政府的網頁中，針對「婚活」支援的訊息是以協助登載香川結緣支援中心網

頁上的「婚活」資訊為主要內容。由香川結緣支援中心所提供的服務也是具備了基本的

1 對 1 相親媒合和「婚活」等，2018 年 10 月 3 日發布了一則截至 2018 年 9 月份成為媒

合配對會員的人數、配對成功人數，以及成婚報告數的統計。在媒合配對會員人數上有

1,571 名（男性 836 名、女性 735 名），利用媒合配對成功的有 523 對，透過「婚活」配

對成功的有 140 對，透過媒合而成婚的共 27 對，參與「婚活」後成婚的有 3 對。香川

結緣支援中心在 2016 年 12 月起才有舉辦「婚活」的紀錄，加上 1 對 1 的媒合服務，至

2018 年底已有成婚的紀錄可見香川縣在經營「婚活」支援上已有成績。 

    香川縣舉辦「婚活」時對年齡的要求從 20─50 幾歲都有，年齡要求以 25─40 幾歲

為最多，但也有介於 30─50 歲，40 歲到 55 歲的活動，每個「婚活」場次的年齡段分布

可說相當平均，目前最高齡的要求為 55 歲。但是 2017 年 2 月 18 日有一場香川縣主辦

的「婚活」對年齡的要求從 20─100 歲，但目前為止只有這一場的年齡要求跨度最大，

100 歲雖然是所有活動中年齡要求最高的，不過卻僅有此一場而已，未再舉辦過以此年

齡段為要求的「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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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媛縣 

業務名稱 愛媛結婚支援中心 239 

開始時段 2008 年 

維持情況 

    愛媛縣為因應未婚及晚婚化，在平成 20（2008）年 11 月設立了愛媛

結婚支援中心，透過和企業團體以及志願者的共同合作，以提供希望結

婚的單身男女可以有邂逅的場所，結婚支援中心的營運由縣政府委託給

一般社團法人「愛媛縣法人聯合會」240辦理業務。 

    在愛媛縣的少子化對策強化事業裡，平成 27（2015）年愛媛縣的「婚

活」支援內容有：（1）愛顏「婚活」大學的舉辦：分別在縣內的東予、

中予、南予的三個區域，舉辦針對單身族群的講座，共九場（2）「家庭、

職場上的婚活支援」實例分享：透過「婚活」支援中心的服務累積的經

驗和數據，加以整理並輔以專家的意見，在網頁上發布及製作成宣傳小

冊（3）培育「婚活」顧問：培養縣內企業公司內部的已婚前輩對單身後

輩在「婚活」上提供建議和介紹「婚活」網頁的相關資訊。 

    平成 28（2016）年的「婚活」支援內容有：（1）愛顏「婚活」學園：

分為兩個梯次。第一梯次為入門篇，以 20 歲的單身年齡層為主要對象，

內容為戀愛講座和婚學體驗，總共 4 個場次。其中的 1 場為基礎觀念演

講，其他三場分別在愛媛縣內的東予、中予、南予三個區域各舉辦一場。

第二梯次是基礎應用篇，主要是針對已參加過入門篇，並對「婚活」有

興趣的參加者。講座內容包含，「婚活」的基礎知識、「婚活」成功體驗

的分享、意見交流，共 12 場次，在東予、中予、南予三個區域各舉辦 4

場（2）企業訪問：除宣傳「婚活」業務之外，也尋求與企業的合作（3）

強化「婚活」支援系統的機能性：活用與「婚活」相關的數據，使「婚

活」支援可資訊數位化。 

                                                      
239 日文名：えひめ結婚支援センター運営事業 えひめ結婚支援センター 
240 日文名：一般社団法人愛媛県法人会連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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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少子化狀況的持續進行，愛媛縣運用日本 5 年進行 1 次的國勢調

查當中每年的人口動態統計結果，並結合愛媛結婚支援中心的數據進行

綜合分析。以縣內各地方市町的地區差異之背景因素的「預見性」，作為

愛媛縣研擬施策的基礎資料。平成 29（2017）年的愛媛「婚活」支援的

具體內容如下：（1）愛媛縣的未婚、晚婚化之地域差異因素分析（2）分

析縣內各地方市町的未婚、晚婚化之影響因子，將未婚率、平均初婚年

齡較低的區域其施政項目優點擷取出來（3）利用網路對愛媛縣內和縣外

的高三生、大學生進行對於對象的意識調查，也透過和愛媛結婚支援中

心合作，實行對企業的職員狀況，以及企業型態之調查（4）以表格或數

據分析圖將分析結果的「預見性」預測作成分析報告（5）考察各地方市

町的未婚、晚婚化對少子化的影響（6）招集地方市町的相關人員共同參

與分析結果的討論。除以上的內容外，愛媛縣還開發出了配對媒合系統，

以愛媛縣作為先導，並和德島縣、香川縣、高知縣共用此系統以期增加

配對成功率。 

    平成 30（2018）年除了繼續上述的「婚活」支援內容外，適逢愛媛

結婚支援中心成立 10 周年紀念，網羅了日本全國各的「婚活」支援的優

良事例以及「婚活」支援所面臨的問題點，邀請愛媛縣內的結婚支援業

務相關業者及志願者們舉行了全國結婚支援的研習講座。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婚活」講座資訊：參與「婚活」需事先登錄會員，希望參與「婚活」 

   者可透過「婚活」支援中心網頁或是手機 APP 向「婚活」主辦方提出 

   申請。對如何申請「婚活」電子報和「婚活」當日的流程等情報都有 

   詳細的說明介紹。 

2. 1 對 1 相親：可先以電話提出申請再赴中心繳交書面資料，或是在網頁 

  上提出申請約定好時間再赴中心繳交書面資料皆可。瀏覽對方資料須 

  事先向中心預約時間利用中心裡的瀏覽器閱覽，一次可選擇三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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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以往在媒合過程中，如果已選中了三個會面對象，在中心人員與 

  對象交涉日程的過程中，申請會面當事人的檔案會暫時關閉，讓他人 

  無法瀏覽。但目前的相關制度已有改變，在交涉日程的過程當中，非 

  選定人選的其他人仍舊可看見申請會面當事人的檔案，也可向申請會 

  面當事人提出見面邀請，若雙方在會面後彼此合意交往，那麼當時所 

  提出的會面申請會全部被取消。這樣的用意是希望節省決定會面的時 

  間，並且提供會員更多的見面和選擇機會。 

3. 「婚活」APP：除了在電腦上瀏覽之外，增設了手機 APP 提供更多關 

  於「婚活」資訊還有 1 對 1 相親服務的導覽，民眾可依照自己的需求 

  下載所相應的 APP 使用。 

4. 「婚活」應援企業、贊助企業、支援者：「婚活」應援企業不分業種， 

 能夠運用該營運的特性為未婚男女提供「婚活」場地的企業、商店、

單位、NPO、團體等皆可加入「婚活」應援企業的行列。「婚活」贊助

企業是指協助公司內部有結婚意願的未婚男女將「婚活」資訊或是資

源加以宣傳分享，作為「愛媛結婚支援中心」在該企業的聯繫窗口，

在「婚活」應援企業的企劃下舉辦的「婚活」，也會由結婚支援中心傳

遞訊息給加入「婚活」贊助企業的公司，再傳達給公司內部的員工。「婚

活」支援者的主要任務是協調男女相親的會面日程，相親後對雙方的

追蹤關懷，協助中心的事務。支援者需經過申請和研修並經認定後始

得進行服務，「婚活」支援者的募集是一年一次，支援者之間也會舉辦

研習、交流會。除了「婚活」支援者外，志願者是在結婚活動或是講

座中提供協助服務的人。志願者也是一年招募一次，經過講習並認定

核可後會發給認定證書。 

5. 成婚者經驗分享 

6. 電子報會員、「婚活」中心會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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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情況 

    愛媛結婚支援中心的「婚活」資訊從平成 20（2008）年 12 月開始有

活動紀錄，目前所規劃的「婚活」日程已到平成 31（2019）年 1 月。每

次「婚活」的配對成功數都會顯示在當活動紀錄上，但 2008 年 12 月到

2009 年 4 月這段期間的活動細部內容無法點擊進入觀看，可進入看到活

動細部要求的時間從 2009 年 5 月開始。「愛媛結婚支援中心」所舉辦的

「婚活」除了在縣內舉辦之外，「愛媛結婚支援中心」在東京也有事務所，

有些結婚活動會由東京事務所負責舉辦。 

    對於年齡的要求大多在 30─40 歲，但若是活動中沒有註明年齡的限

制在～歲到～歲之間，那麼通常都是規定在～歲以下，或者是～歲以上，

有些「婚活」也沒有年齡上的限制可依活動的性質自由參加。 

執行效果 

    愛媛結婚支援中心的電子報訂閱人數在平成 20（2008）年市 7,651

人到了平成 26（2014）年增加至 9,603 人。由愛媛結婚支援中心促成的

配對數平成 26（2014）年是 7,800 對，2017 年底為 12,381 對，2018 年的

目標值是達到 18,000 對。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愛媛縣在 2008 年便已開始愛媛結婚支援中心的營運，並把「婚活」支援業務委託

給一般社團法人「愛媛縣法人會聯合會」辦理。從 2015 年的愛顏「婚活」大學到 2016

年的愛顏「婚活」學園，不僅增加了講座場次也將內容更加細緻化了。雖然主要對象是

以 20 幾歲的年輕族群為主，但是講座內容從入門到應用的設計，也讓參與的學員們不

再是只找一個對象，而是透過這些講座課程也可以了解與人溝通相處的方式，透過「婚

活」經驗者的分享讓自己也得以利用參與「婚活」，尋找合適的伴侶。 

    愛媛縣也開發出了專屬的男女配對媒合系統，並和德島縣、香川縣、高知縣共用此

系統，同屬四國地方的四縣利用愛媛縣所開發的系統，不但是期待能夠增加配對成功率，

也象徵了地區在「婚活」支援上的相互合作、分享資源。 

    在年齡要求上，愛媛縣對「婚活」年齡的要求以 30—40 歲的活動為主，有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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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齡要求會以～歲以上或是～歲以下表達。50 歲以上的「婚活」場次有限，2018 年

10 月 14 日和 11 月 11 日都各有一場年齡從 40─50 幾歲和 30─50 幾歲的「婚活」場次，

當中未提及最高的年齡設限在幾歲，所以愛媛縣目前在「婚活」年齡的要求上以 50 幾

歲為最高齡標準。 

高知縣 

業務名稱 相戀在高知支援網 241 

開始時段 2014 年 

維持情況 

    高知縣在平成 27（2015）年 7 月成立了結婚支援的綜合服務常設窗

口高知「婚活」支援中心 242，窗口的服務人員結合「婚活」助手們共同

合作進行「婚活」支援服務。在平成 28（2016）年 1 月 12 日中心歷經一

次搬遷，目前由縣政府委託一般社團法人「高知縣法人會聯合會」243辦

理業務。 

    平成 26（2014）年在高知縣對縣民的民意調查中，對於結婚支援最

期待的服務項目選擇是「設置便於利用的諮詢場所」，為此設置了新的綜

合型結婚支援窗口以提供縣民使用，並透過「婚活」諮詢師和「婚活」

助手相互合作以進行更完整的支援服務，各個「婚活」助手都會透過定

期的交流會和出差面談等機會交換彼此接受面談者的資訊，以期提供單

身者更多的選擇對象。 

    雖然對有結婚意願的單身者來說，從交往到得以結婚的過程和單身

者本身的溝通能力有密切的關係，然而有一些婚活參加者在與人溝通上

總是不得要領，因此舉辦單身者溝通交流能力的研習、提升自己魅力的

講座等也是「婚活」支援的舉措之一。 

                                                      
241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出会い・結婚支援事業 高知で恋しよ！！応援サイト」。 
242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こうち出会いサポートセンター」。 
243 日文名：一般社団法人高知県法人会連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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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知縣從平成 21（2009）年起開始舉辦結婚活動，平成 22（2010）

年高知縣架設了高知「婚活」應援網 244，提供縣政府和各個團體對結婚

支援業務的綜合情報，平成 26（2014）年停用原本的高知「婚活」應援

網，改版為相戀在高知支援網 245的「婚活」支援網站。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婚活」資訊：「婚活」種類可分為聯誼派對形式、講座形式、體驗形 

 式。 

2. 1 對 1 相親 

3. 高知家的男女交誼、結婚、育兒應援團：協助「婚活」的舉辦、提供 

「婚活」場地。 

4. 「婚活」助手 246：參與研習並獲得認證後始成為「婚活」助手，「婚

活」 

  助手的主要任務是對「婚活」參與者提供建議或是對參與「婚活」後 

  配對成功者提供交往當中的協助。 

5. 媒合支援者 247：參與研習並獲得認證後始成 

  為媒合支援者，為媒合配對的單身男女協調會面日程，以及對配對成 

  功後男女雙方交往後續的追蹤和關懷。 

6. 「婚活」支援者：在高知縣內的各個地區對有結婚意願的單身男女以 

  志願者的方式提供邁向結婚路上的協助。 

7. 電子報申請 

參加情況 

    舉辦「婚活」的記錄從 2014 年 8 月 30 日開始，每次活動都可在網

頁上看到該活動當日配對成功的人數。對年齡的要求自 20 歲起到 50 歲

都有，以 20 到 40 歲為主要年齡範圍，但 20—50 歲的活動數也不在少數。

除此之外也有以 50 歲以上年齡層的「婚活」，最高可達 65 歲。 

                                                      
244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こうち出会いのきっかけ応援サイト」。 
245 同註釋 241 
246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イベントサポーター」。 
247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マッチングサポータ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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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效果 

    平成 25（2013）年電子報的訂閱人數為 468 人，到了平成 26（2014）

年增至 2,101 人，同年網頁加入會員人數達 2,061 人。未提供參與「婚活」

的確切人數和配對成功之數據。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高知縣本於尊重個人意願，對於有「邂逅聯誼」和「結婚」有需求的民眾提供協助，

而開設了高知「婚活」支援中心 248。在高知縣的服務項目當中，對於提供支援的個人，

如：「婚活」助手 249、媒合支援者 250等都有較細部的區分。「婚活」諮詢師會協同「婚

活」助手提供對未婚男女的媒合工作，除此之外，為了增加未婚男女間媒合的機會，「婚

活」助手之間會有定期的交流會和出差面談，雖然「婚活」支援中心已有提供 1 對 1 相

親方式，但加上「婚活」助手的協助工作，可讓媒合的觸角更加延展。高知縣原本所使

用的「高知婚活應援網」網頁也經改版成為了相戀在高知支援網，當中不再只提供民眾

「婚活」的相關訊息，也提供了 1 對 1 相親的媒合服務和各個「婚活」支援個人和企業

團體的募集介紹，更加完善了「婚活」支援網頁的服務項目和功能。 

    由高知縣所舉辦的「婚活」對「婚活」年齡的要求多在 20—40 歲之間，但 20—50

歲的「婚活」場次和 20—40 歲的場次比較起來，數量上並不會相差太多，目前最高的

年齡要求可達 65 歲，由此可知，高知縣已有舉辦偏向高齡者「婚活」的紀錄。 

九州地方 

福岡縣 

業務名稱 福岡「婚活」結婚應援事業 251 

開始時段 2012 年 

維持情況     平成 24（2012）年「福岡綜合計畫實施狀況報告」中提到由縣政府

                                                      
248 同註釋 242 
249 同註釋 246 
250 同註釋 247 
251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福岡県出会い・結婚応援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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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在冊的地方企業和團體籌備並舉行結婚活動，並以名為「紅色熱

線」252的電子系統發送與「婚活」相關的訊息給申請電子報的民眾。由

地方所組成的「婚活」團體舉辦之「婚活」和電子報的發送服務從 2012

年起便一直持續。 

    到了平成 27（2015）年「福岡縣人口願景與地方創生綜合戰略實施

狀況報告」253裡，除了原本已在進行中的「婚活」支援項目之外，除了

更進一步加強與地方結婚支援相關機構的相互合作之外，舉辦「婚活」

的交流研討會，還有提升個人溝通能力、增加好印象、禮儀課程等講座，

在福岡「婚活」支援中心進行面向單身男女的個別諮詢面談，這些都是

為更加完善「婚活」支援服務。 

    除上述是針對福岡縣內所舉辦之「婚活」支援外，推動九州和山口

區域的「婚活」支援計畫也在同步施行中，九州、山口「婚活」支援計

畫是在九州地區戰略會議上，為了跨區域（縣）共同為未婚男女的邂逅

機會提供場所和方式的計畫。 

    平成 27（2015）年度到平成 31（2018）年度的「福岡兒童、育兒應

援綜合計畫」254中也同樣提到了與「婚活」支援相關的內容，但基本上

與「福岡綜合計畫實施狀況報告」的內容基本相同都是延續原本已進行

中的「婚活」應援團體和電子報發送服務。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電子報申請—「紅色熱線」255：透過電子報提供會員「婚活」的最新 

資訊。 

2. 「婚活」相關諮詢 

3. 講座資訊 

4. 成婚者經驗分享 

                                                      
252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あかい糸めーる」。 
253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福岡県人口ビジョン・地方創生総合戦略実施状況報告」。 
254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ふくおか子ども・子育て応援総合プラン」。 
255 同註釋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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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婚活」應援團體：企劃「婚活」，提供有意願結婚之男女「婚活」相 

   關情報。 

6. 「婚活」資訊：提供「婚活」行事曆便於民眾進行搜尋。 

參加情況 

    有關結婚活動的紀錄自 2016 年 9 月 28 日開始，對「婚活」年齡的

要求多在 30—40 歲間，相較於 20 歲和 30 歲結婚活動的比例，40 歲的「婚

活」數呈現更多。和有著年齡區隔的要求相比，以～歲以下或是～歲以

上呈現的方式更多，如：49 歲以下、20 歲以上等。對於最高的年齡要求

是 49 歲。 

執行效果 

    福岡縣的「婚活」支援團體於平成 24（2012）年縣政府登錄在冊之

團體數有 298 個團體，平成 27（2015）年的團體統計數為 553 個團體。

平成 26（2014）年參加「婚活」的人數是 4,691 人，平成 28（2016）年

人數達 7,152 人。截至平成 30 年 3 月 31 日福岡縣的「婚活」支援已促成

447 對未婚男女結為夫妻。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透過福岡縣的「婚活」網頁福岡「婚活」結婚應援事業，可發現福岡縣在「婚活」

支援上重視與企業團體的合作，不僅是 2015 年「福岡縣人口願景與地方創生綜合戰略

實施狀況報告」當中所提到的要進一步加強與地方結婚支援相關機構的相互合作之外，

2018 年 10 月 31 日由九州地方（福岡縣、佐賀縣、長崎縣、熊本縣、大分縣、宮崎縣、

鹿兒島縣）、沖繩縣、山口縣、一般社團法人九州經濟連合會、九州商工會議所連合會、

九州經濟同友會、九州經營者協會聯合主辦，日本內閣府協同的「九州、山口結婚、育

兒企業論壇」，其目的在於使九州、山口各縣及企業各界，一同營造出從職場上將結婚

育兒加油打氣的氛圍擴展至地方社會全體。福岡縣當地在推動「婚活」支援時，也仰賴

福岡結婚應援事務局和各個「婚活」應援團體的合作，依同為具結婚意願的男女提供「婚

活」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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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岡縣對「婚活」年齡的要求比起提供確切的年齡，以～歲以上和～歲以下的表達

方式更多，若無年齡要求較難判斷最高的年齡要求在幾歲，但依照有提供實際年齡要求

的歲數來看，最高齡的年齡要求為 49 歲，並沒有提供 50 歲以上的結婚活動。 

佐賀縣 

業務名稱 佐賀「婚活」支援中心 256 

開始時段 2016 年 

維持情況 

    為了接續 2007 到 2010 年間施行的「佐賀県総合計画 2007」，並因應

人口減少、少子高齡化、全球化和電子化的衝擊，加上縣政府的財政考

量，推出了「佐賀縣綜合計劃 2011」257，此計畫的施行年限為 4 年（2011—

2014）。在平成 25（2013）年的「佐賀縣綜合計劃 2011」修訂版中指出

為了增加未婚男女交誼的機會和提供場地，從 2013 年開始由縣政府提供

補助或是主辦結婚活動。 

    平成 27（2015）年為了讓民眾從交往、結婚、懷孕生產到育兒的一

連串過程提供完善支援服務而擬定了「佐賀縣地方創生計畫」258，當中

提到為了具結婚意願的男女提供 1 對 1 的相親服務和「婚活」等結婚支

援活動。 

    平成 28（2016）年為了強化「婚活」支援範疇，設置佐賀「婚活」

支援中心 259以會員制為主進行相親媒合和結婚活動，並提供結婚的相關

諮詢，目前的服務網頁平台以及服務由縣政府委託民間企業「佐賀廣告

中心」260公司承包營運。除此之外，也在「育兒重點行政區—佐賀」261的

                                                      
256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縁カウンターさが事業：さが出会いサポートセンター」。 
257 日文名：佐賀県総合計画 2011 
258 日文名：佐賀県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総合戦略 
259 同註釋 256 
260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株式会社佐賀広告センター」。 
261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子育てし大県“さ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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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網頁上介紹並提供來自民間團體等舉辦的「婚活」資訊。從平成 29

（2017）年起開展新的「婚活」支援項目稱為「婚活」與結婚應援企業 262，

也就是為了有結婚想法的未婚職場男女，透過與企業團體的合作提供年

輕的未婚男女在交往結婚上的支援服務，如：開辦面向工作於企業當中

未婚青年的人生規劃講座等。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婚活」應援隊：提供有意願結婚的未婚男女「婚活」的場所。 

2. 結婚應援團體：加入結婚應援團體的各企業、團體，對內部的員工提 

供「婚活」支援的訊息或是協助。 

3. 問題諮詢 

4. 1 對 1 相親服務 

5. 「婚活」資訊：除了提供佐賀縣政府舉辦的結婚活動外，也有由各「婚 

活」應援隊舉辦的活動。 

6. 成婚經驗分享 

7. 電子報申請 

參加情況 

    目前登載的內容是 2018 年 9 月份到 11 月份的「婚活」，佐賀縣所舉

辦的「婚活」其年齡要求以 20、30 歲的活動數最多，而 30 歲的年齡層

可說是「婚活」的主力，幾乎含括在所有舉辦的活動當中。也有以 40 歲

為主要對象的「婚活」，但其數目不及 20、30 歲來的多，對最高年齡的

限制在 49、50 歲不等。 

執行效果 

    在配對數上，佐賀縣並未提出以配對成功數和結婚配對統計數據，

但是在目標值上的男女配對期望值，平成 25（2013）年是 150 對，平成

26（2014）配對期望值提高了一倍到 300 對，從平成 29（2017）年起的

配對期望值都維持在 600 對沒有更動。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262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出会い結婚応援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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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賀縣將 1 對 1 相親服務和「婚活」服務區分在不同的服務頁面，首先是佐賀「婚

活」支援中心，目前由佐賀縣政府委託民間企業「佐賀廣告中心」263承包業務，並且將

服務集中在會員制的 1 對 1 相親上，該縣的「婚活」應援隊和結婚應援企業等也都是透

過此公司負責招募管理。而在「育兒重點行政區—佐賀」264的網頁裡，除了男女邂逅和

結婚的欄目之外，還有懷孕生產、佐賀育兒網，工作與育兒的欄目，在男女邂逅和結婚

的欄目當中登載「婚活」的資訊之外，也介紹佐賀縣當地的戀愛景點，以及九州、山口

地區的結婚活動，和成婚者的經驗談等。雖然將同屬「婚活」支援的服務分別在不同的

網頁中，能夠清楚區別服務項目和專注於提升服務的品質，但無法將兩者集中在同一個

網頁上管理，也增加了不統一性，為了彌補此點，在兩者的網頁上都有捷徑可連結至雙

方網頁。 

    佐賀縣對「婚活」年齡要求以 20—30 歲為主，其中更以 30 歲的「婚活」場次最多，

在 2018 年 9 月 19 日前最高齡的年齡要求在 49、50 歲，但 2018 年 10 月 15 日再次搜尋

時，2018 年 10 月 23 日將舉辦一場年齡要求在 44─57 歲的活動，因此最高齡的年齡要

求更動至 57 歲，雖然屬於 50 歲以上的「婚活」數量仍有限，但年齡確有上調的趨勢，

在佐賀縣所舉辦的「婚活」當中，也不限於「婚活」形式，也有舉辦「戀活」的紀錄。 

長崎縣 

業務名稱 長崎「婚活」支援中心 265 

開始時段 2015 年 7 月 

維持情況 

    長崎縣自 2006 年起開始著手進行「邂逅在長崎」266為未婚男女提供

相遇的場合和場所，以此事業為基準 2014 年「婚活」志願者 267也加入此

事業的行列。2015 年 7 月長崎「婚活」支援中心成立，2016 年 10 月底

男女媒合系統開始啟動。2017 年度部屬了和企業之間聯繫的負責人，擔

                                                      
263 同註釋 260 
264 同註釋 261 
265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ながさきめぐりあい創出事業 ながさき出会いサポートセンター」。 
266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ながさきめぐりあい事業」。 
267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縁結び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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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提供企業與「婚活」支援相關訊息的窗口。 

    根據 2015 年長崎縣內少子化的實情和狀況研擬相關對策外，也運用

統計數據和縣民調查的結果，與市町單位、以及各種團體相互合作為「婚

活」支援政策共同努力。2016 年 11 月由縣、市町和相關團體所組成的「長

崎縣婚活支援官民聯合協議會」268，但由於構成的團體對少子化的現況

認識不一，加上期望在增加媒合系統的使用者用量的推動都難以統合一

致的情況下，2017 年度縣政府和市町單位針對少子化的現況和課題的可

預見性和關係者之間對此議題達成了共識，在縣政府實施綜合結婚支援

事業計畫的同時，市町單位也會與縣政府一同配搭，建構長崎縣內全體

對結婚支援的連結網絡。 

服務項目

及內容 

    長崎「婚活」支援中心其主要服務項目內容如下： 

1. 1 對 1 相親系統 

2. 「婚活」志願者（縁結び隊） 

3. 募集合作企業、應援企業、贊助企業 

  「邂逅在長崎」的主要服務項目內容為： 

①「婚活」資訊 

②電子報申請 

③成婚報告 

④「邂逅在長崎」的應援團對和「婚活」志願者 

參加情況 

    目前網頁上提供的資訊只可見 2018 年 9 月份到 11 月份的活動，對

「婚活」的年齡要求從 20 歲到 50 歲皆有，以 30 歲的「婚活」數量最多，

20 歲和 40 歲的「婚活」數都分布的平均，沒有太大差異。長崎縣除了舉

辦「婚活」之外，也舉辦「戀活」，若年齡要求大於 40 歲以上之活動，

大多以戀活作為活動主題。年齡要求目前男性最大達 58 歲，女性為 57

                                                      
268 日文名：長崎県婚活サポート官民連携協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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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執行效果 

    平成 29（2017）年度的相親媒合系統有 1,062 人登錄，媒合件數有

683 件，促成 300 對配對。該年度舉辦的「婚活」共有 694 場，參加人數

共計 7,477 人。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長崎縣分別有長崎「婚活」支援中心 269和「邂逅在長崎」270網頁為縣內民眾提供

「婚活」支援服務。2 個網頁分別為縣民提供不同的「婚活」支援服務，但都是以完善

「婚活」支援為主要目標。透過「長崎婚活支援中心」內對「婚活」應援企業和個人的

介紹可得知，長崎縣在「婚活」支援上也仰賴地方上企業和個人的援助，共同為縣內的

未婚男女提供更多相遇的場所和機運。 

    長崎縣除了「婚活」形式，也提供「戀活」的方式讓民眾增加活動選擇。20—40

歲的「婚活」場次數大多分配平均，但以包含了 30 歲左右的「婚活」數量最多，年齡

要求目前男性最高達 58 歲，女性為 57 歲，雖然未有 60 歲以上的「婚活」紀錄，但以

最高齡的要求來看偏中高齡「婚活」。 

熊本縣 

業務名稱 熊本結婚應援市町村合作事業 271 

開始時段 查無資訊 

維持情況 

    目前熊本縣並未有自己的專屬「婚活」支援網頁，而是利用九州、

山口各縣結婚支援的網頁進行支援活動。並非以縣作為主要進行「婚活」

支援的主體，而是透過行政位階的下級單位市町村去實行。 

服務項目

及內容 
提供「婚活」訊息 

                                                      
269 同註釋 265 
270 同註釋 266 
271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くまもと結婚応援市町村連携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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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情況 查無資訊 

執行效果 查無資訊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熊本縣政府網頁中，「婚活」支援隸屬在結婚、育兒支援的細項下，但相較於其他

的細項如：懷孕生產、育兒支援、單親家庭輔助和青少年的健全發展等項目的資訊登載，

但「婚活」支援下皆無任何相關資訊。雖然縣政府對「婚活」支援未有明顯推動的意向

或政策舉措，但以地方市町村單位舉行的「婚活」和「婚活」講座活動卻未曾間斷，在

網頁當中最早可追溯到熊本縣的宇城市在 2016 年 3 月 5 日舉行的「婚活」，限定居住在

宇土市、宇城市、美里町 25─40 歲的男性才可參加，女性的年齡要求也相同，但卻沒有

限制居住地。 

    透過觀察由地方市町村舉辦，而非縣政府或是縣政府委外單位舉辦的「婚活」可發

現，在「婚活」的對象上多會有在地居住的限制，並且是限定在地居住或是工作的男性

才可參加，但女性便沒有這樣的限制。在年齡要求方面，每個市町村對年齡要求皆不同，

從 20 歲到 50 歲的「婚活」皆有舉辦，目前年齡要求最高齡是 60 歲，是 2016 年 7 月 24

日由「熊本結婚諮詢室 I Can」272舉辦的 40─60 歲「婚活」。 

大分縣 

業務名稱 OITA 結緣支援中心 273 

開始時段 2018 年 6 月 

維持情況 

    平成 18（2006）年度大分縣與 NPO 法人聯合設立了大分「婚活」應

援中心 274，組織未婚男女的結婚活動。該中心自平成 21（2009）年度起

轉為 NPO 法人的獨立經營此項業務，到了平成 26（2014）年 3 月底共舉

辦了 668 次的「婚活」，共 19,016 人次參加，並促成了 97 對未婚男女結

                                                      
272 日文名：くまもと結婚相談室アイキャン 
273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OITA えんむす部 出会いサポートセンター」。 
274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おおいた出会い応援センタ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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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雖然業務已被區分出來但縣政府仍在報紙廣告的宣傳上給予支持協

助。目前由大分縣政府委託民間企業 Triana275負責營運之「婚活」支援中

心名為「OITA 結緣支援中心」276，成立於 2018 年，以會員制的 1 對 1

相親為主要服務，並結合了「九州、山口紅線電子報」277發送服務冀以

擴大「婚活」支援的服務內容和範圍。 

    為了讓青年人能夠在年輕時就對結婚和養育子女有一定的認知，從

平成 25（2013）年度開始在大學裡舉辦人生規劃講座，到了 26（2018）

年度更加範圍擴大至短大和高中。另一方面，大分縣縣內以大分市為首

共 9 各地方市町，都和各地方的工商團體還有區域青年組織等共同合作

舉辦「街道聯誼」278以增加未婚男女的交誼場所和機會。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婚活」講座資訊 

2. 1 對 1 相親：首先登入會員，繳交 10,000 日幣的入會費，之後相親 1 

次的費用為 500 日幣，有效期為 2 年。須利用中心內的瀏覽器進行檢

索。可登錄的會員條件為：年齡約 20—40 歲左右，可親自到訪中心，

居住在大分縣內或有遷居至大分縣計畫的民眾。 

3. 登載結婚應援企業和團體資訊 

4. 中心介紹、留言諮詢 

參加情況 

    除了登載「婚活」支援中心所舉辦「婚活」和講座資訊之外，也會

有其他非中心舉辦的「婚活」情報。目前所登載的「婚活」數不多，只

能看到 2018 年 9 月和 11 月份的活動。所舉辦的講座，大多將面向男性

或是女性的聽眾區隔開來舉辦。對「婚活」年齡要求大約以 20 歲到 30

歲後半為主，最高的年齡限制是 49 歲。 

                                                      
275 日文名：トリアナ 
276 同註釋 273 
277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九州・山口あかい糸めーる」。 
278 日文為「街コン」（MACHIKON）根據日本現代用語事典知恵蔵的解釋，「街コン」是指「市民所參加的區域聯

誼」，而這個區域通常意指的是地方上的商店街。因為「街コン」通常會在商店街盛大的舉辦，所以也等同於是大型

的聯誼活動，因為會在商店街的餐廳內消費，也被視作是振興景氣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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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效果 

    OITA 結緣支援中心截至 2018 年 8 月 24 日止，登入相親服務會員的

人數共計 253 位（男性：123 人，女性：130 人），而成為婚活支援中心

登入會員的人數到 2018 年 9 月 12 日為止已有 321 人。（男性：165 人，

女性：156 人）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大分縣在 2006 年以設置了大分「婚活」應援中心，在設立初始是與 NPO 法人共同

聯合設立，但在 2009 年業務改為由 NPO 法人獨立經營，縣政府立於輔助角色。而目前

大分縣主要的「婚活」支援中心業務是由大分縣政府委託民間業者 Triana 負責營運之「婚

活」支援中心名為「OITA 結緣支援中心」279，從 2018 年開始「婚活」支援服務，由於

成立時間不長，「婚活」的數目都尚在累積當中，但結合九州、山口區域的紅線電子報

發送服務，可讓大分縣的未婚民眾獲取更多縣內的「婚活」資訊，以彌補新成立的「婚

活」支援中心「婚活」資源尚未充足的情況。 

    依照目前「OITA 結緣支援中心」網頁上的「婚活」場次來看，對年齡的要求對「婚

活」年齡要求大約以 20 歲到 30 歲後半為主，最高的年齡限制是 49 歲。 

宮崎縣 

業務名稱 結緣在宮崎 280 

開始時段 2015 年 4 月 

維持情況 

    平成 20（2008）年 4 月 25 日宮崎縣厚生常任委員會會議錄裡提到新

宮崎「婚活」應援事業 281的業務內容是做為結婚支援的一環，募集宮崎

縣內的企業或店舖，以及市町村等「結緣應援團」為單身男女提供交流

機會。未婚男女在登錄成為會員後即可參加應援團所規劃的活動，也會

                                                      
279 同註釋 273 
280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みやざき婚活支援ポータルサイト えんむすびみやざき」。 
281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みやざき新たな出会い応援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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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到交流情報等電子信息。「結緣應援團」所規劃的「婚活」在平成 23

（2011）年參與的人數為 105 人，到平成 26（2014）年已達 1,294 人 282。 

    作為宮崎縣「婚活」支援入口網站的「結緣在宮崎」283在平成 27（2015）

年成立，除此之外「宮崎結婚支援中心」也在同年成立。「宮崎結婚支援

中心」目前由宮崎縣委託宮崎商工會議所承接此項業務。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宮崎縣「戀活」：宮崎縣並不以「婚活」為活動之主軸，而是以戀愛為

主的「戀活」取代了「婚活」。「戀活」的項目中可分為： 

①Bizcom：所謂「Bizcom」是以在不同企業或團體當中的一群單身人

士所組成，這一群參加的群體必須有著在業務上的關係才能申請加入

Bizcom，活動方式通常以交流會呈現，而這群加入 Bizcom 的眾群體會

選出領導的企劃委員會定期開會並組織活動。 

②宮崎縣內觀光景點介紹&與市町村的合作：提供了宮崎縣各地的觀光

名勝並且介紹了提供「婚活」支援的市町村的連結。 

③活動的 Q&A 

2. 1 對 1 相親：分為「宮崎結婚支援中心」和民間的結婚諮詢所，「宮崎 

結婚支援中心」的服務是需先透過申請並繳交書面資料加入會員之

後，就可依照自己的條件利用本人的帳號選取對象，一次限申請 3 個

對象配對，依照對方的回覆決定步驟是否繼續進行，若雙方合意則結

婚支援中心的服務人員會開始交涉相親日程。見面當日結婚支援中心

的服務人員也會擔任中間人的角色陪同見面，在見面後雙方都有意願

就可進入交往階段，若交往順利進入結婚後即可辦退會手續。另外，

民間的結婚諮詢所方面則是提供各個諮詢所的資訊可供有需求者進行

聯繫。 

3. 「婚活」情報：2017 年才開始登載「婚活」情報 

                                                      
282

 宮崎県（2014）「平成 26 年脱少子化・若者活躍プログラム」 
283 同註釋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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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婚經驗談 

5. 戀愛交友留言板 

參加情況 

    宮崎縣的結婚活動不論動態或是靜態內容都相當多樣化，多半都屬

於「戀活」。活動不僅是面向初婚的未婚男女，也有設計屬於第二春單身

男女們的活動。 

    年齡要求的跨度從 10 歲或 20 歲都有，對於年齡選擇的自由更多。

多數活動的年齡要求仍以 20—40 歲為主，但 40、50 歲年齡層的活動也

有一定數量。從 2017 年的 2 月份開始到 6 月份每月都還會會有一場 50、

60 歲的戀活，7 月份更舉辦了一場 50—70 歲的活動，截至 2018 年 8 月

份為止雖尚未見舉辦 60 歲以上的活動，但 9 月份和 10 月份分別舉行了

一場 55–69 歲的「婚活」。 

執行效果 

    「宮崎結婚支援中心」截至平成 30（2018）年 6 月為止會員數為 1,176

名，配對成功數有 742 對，總計媒合數量為 2,186 件，透過中心服務而成

功結婚數，男女雙方皆為會員者是 44 對，有一方為會員者是 46 對。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宮崎縣在 2008 年便已開始進行「婚活」支援業務，但「婚活」支援網頁卻是從 2015

年才成立。「結緣在宮崎」網頁中綜合了宮崎縣大半的「婚活」情報跟相關機構的聯繫

通路，網站的「婚活」相關資訊可說相當完整。在「婚活」支援上，宮崎縣較為特殊的

地方在於，日本各縣在實施「婚活」支援時，活動的內容多以「婚活」為活動主題，但

宮崎縣打出了「從戀愛開始，結緣在宮崎！」284這樣的口號，以「戀活」作為縣內「婚

活」支援的主要形式。且活動不僅面向初婚男女，也為有二婚需求的單身男女設計活動。 

    宮崎縣所舉辦的戀活或是「婚活」，雖然多數活動的年齡要求仍在 20—40 歲，但是

40、50 幾歲的活動也有一定數量。也會舉行 60 歲以上的活動，可見在年齡要求上的自

                                                      
284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恋の出発、宮崎で縁を結ぼ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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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空間廣度大，選擇性也更多，目前的活動對於年齡要求最高在 70 幾歲，但只有一場

活動，有具體年齡要求的最高齡是 69 歲。由此可見，宮崎縣不僅關注年輕族群的活動，

也考量到了高齡族群的需求。 

鹿兒島縣 

業務名稱 鹿兒島「婚活」支援中心 285 

開始時段 2017 年 5 月 

維持情況 

    目前此「婚活」支援中心由鹿兒島縣委託給「一般社團法人鹿兒島縣

法人會聯合會」承辦，雖然網頁成立是從 2017 年才開始，但鹿兒島舉辦

結婚活動的沿革可追溯到平成 23（2011）年。在平成 24（2012）年度鹿

兒島總務部主要施政成果的相關調查中，推動結婚業務的項目顯示，2011

年舉行了 9 場的「婚活」（參加人數共 421 人），以及 1 場研習會，並在

2012 年舉行了 15 場「婚活」（參加人數共 598 人）和 1 場研習會。 

    在「鹿兒島兒童未來計畫 2015」286當中對「婚活」支援有了更清楚

的規劃，除了對結婚有較整合性的資源，如：充實「婚活」志願者的培育

工作，或是提供單身者「婚活」電子情報等之外，為了使年輕族群得以完

備個人的生涯規劃，透過網頁來提供此相關資訊。 

服務項目

及內容 

1. 1 對 1 的相親媒合：需事先加入會員，並提出申請 

2. 「婚活」：2018 年 8 月 2 日搜尋時，網頁中的「婚活」資訊沒有結婚活 

動的登載，雖然「婚活」的欄位中並沒有顯示相關資訊，但首頁中的資

訊欄處，會提供一些鹿兒島縣內地方的「婚活」資訊。在鹿兒島縣政府

的網站中也有對地方公共團體所舉辦的「婚活」提供資訊的頁面。 

3. 「婚活」志願者的募集 

4. 與「婚活」及「婚活」支援相關的資訊發布 

參加情況     透過「婚活」支援中心網站資訊欄當中所發布「婚活」資訊和縣政府

                                                      
285 名稱為筆者譯，日文原名為「かごしま出会いサポートセンター」。 
286 日文名：かごしま子ども未来プラン 2015 



167 

網頁裡的「婚活」資訊來看，年齡限制大多是 25—45 歲並沒有其他更高

的年齡段。「婚活」所舉辦的場次只能看到 2018 年 9 月份的往年的資訊並

未登載出來。 

執行效果 
    至 2017 年 11 月 28 日止加入成為「婚活」支援中心網頁會員的人數

有 503 人，媒合的件數共 89 件，共有 38 對配對成功。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在「鹿兒島兒童未來計畫 2015」當中雖註明具體施政的執行單位為青少年男女共同

參劃課，但鹿兒島縣網頁中與「婚活」支援相關的頁面，其聯繫窗口標明的卻是「生活

保健福祉部育兒支援課」287，由此可見鹿兒島縣政府內部對於執行計畫分工之細致。 

    鹿兒島縣的「婚活」數量雖不多，但透過縣政府「少子化對策事業」項目中的連結

可發現講座和研習會的日程，以及鹿兒島縣舉辦的「婚活」和其他縣「婚活」支援的網

頁連結。此外，從鹿兒島「婚活」支援中心網頁所登入會員的統計中可發現有 50 歲的

人群，因此推測加入「婚活」支援中心者大多使用的是 1 對 1 的媒合方式。而對於「婚

活」的年齡要求多在 25—45 歲之間，並未有更高齡的「婚活」出現。 

沖繩地方 

沖繩縣 

業務名稱 
① 沖繩同心緣 288 

② 沖繩縣結婚支援中心「婚活」廣場 289 

開始時段 
① 2016 年 

② 2013 年經沖繩縣政府許可認定成立之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維持情況 
① 由沖繩縣政府主辦之「沖繩同心緣」290從屬於「沖繩縣人口增加計畫」

當中的一環，「沖繩縣人口增加計畫」開始於平成 26（2014）年，預

                                                      
287 日文名：くらし保健福祉部子育て支援課 
288 日文名稱由筆者翻譯，日文原名為「沖縄えんまーる」。 
289 日文名稱由筆者翻譯，日文原名為「沖縄県出会い結婚支援センター 婚活もーる」。 
290 同註釋 123 



168 

計將結束於平成 33（2021）年。雖然在「沖繩縣人口增加計畫」當中

已有提及提供年輕人交流和邂逅的機會，但實際的施策則是從沖繩縣

「婚活」支援網站「沖繩同心緣」出現後才開始。自 2016 年 1 月開

始持續至今。 

② 自 2014 年 6 月起便開始參與沖繩縣內的「婚活」支援活動，不管是

報紙還是電視媒體對「婚活」的宣傳，還是「沖繩縣人口增加計畫」，

縣政府和地方的研修會及座談會也都有參與，從 2014 年 6 月持續至

2018 年 7 月。 

服務項目

及內容 

① 目前「沖繩同心緣」的網站主要以提供座談會、參與團體「婚活」的

成果、市町村少子化對策會議的報告，參與「婚活」支援企業及團體

的交流會等資訊的呈現。除此之外，也協助「九州、山口地區」的結

婚、育兒計畫分享「婚活」資訊，沖繩縣在「九州、山口地區」所舉

辦的活動當中也協同參加。 

② 以入會會員為主要服務對象，但「婚活」派對的服務有些就算不是會

員也能夠參加。服務的形式可分為：「各站停車」291、條件式相親、

一般「婚活」。入會的會員費用依照年齡和性別的不同，男性 20-49 歲

為普通會員，需付入會費和月費，另外想參加各站停車和相親服務每

一次需額外收費。女性 20-45 歲是普通會員，須負入會費和月費，但

各站停車和相親服務則可以免費參加。男性從 50 歲開始，女性從 46

歲開始入會為點數會員，基本的入會費還是必須繳納，但月費則依採

使用者付費，沒有使用則不須繳月費，其他皆與普通會員相同。 

參加情況 
① 有關個人的「婚活」場次並不多，截至 2018 年 7 月 9 日為止，只有 

2018 年 1 月 21 日在宮古地區和 2 月 4 日在南城地區的兩個「婚活」 

                                                      
291為沖繩縣「婚活」支援中心也就是「婚活もーる」當中的相親方式之一，將男性視為電車，女性視為車站的概念，

每次會面男女各約四到五名，以每個人 20 分鐘的輪流交談以達到了解對方的目的，將這樣的循環方式稱之為「各站

停車」。日文原名為「各駅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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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而已，年齡的要求條件在 20—40 歲之間。較為特別的是對參與 

「婚活」的女性有職業限制，需為保姆、看護、護士等專門職業者 

才能夠參加。男性則沒有職業限制。男女人數各以 20 人為限。此外， 

企業團體的交流會分別在 2017 年 12 月和 2018 年 2 月舉辦了兩個場 

次。 

② 大部分的「婚活」是派對形式，男女年齡的要求平均都在 27—45 歲 

之間，「婚活」的年齡要求多數都在 27 歲以上，以 20 歲出頭做為年 

齡要求的「婚活」場次並不多。舉辦諮詢活動時會將男性與女性的 

場次分開，若是諮詢活動的年齡限制，不論男女都要求在 30—40 歲。 

從 2017 年 3 月到 2018 年 7 月的「婚活」來看最高的年齡限制是 48 

歲。 

執行效果 

① 2018 年 1 月 21 日宮古地區的「婚活」參與人數共 22 位，共有 7 組成

功配對，同年 2 月 4 日在南城地區舉辦的「婚活」共有 32 位參加，

有 5 對配對成功。2017 年 12 月的企業團體交流則是有 10 個企業團體

參加，2018 年 2 月舉辦的則是有 11 個企業團體參加。 

② 查無數據。 

（此表格由筆者依據該縣與「婚活」支援之相關網頁及資料整理製作而成） 

實施現狀分析： 

    沖繩縣與「婚活」支援相關之網頁有二，一為沖繩縣營運的「沖繩同心緣」網站，

雖然是由公家經營的「婚活」支援網，但網頁中與「婚活」支援相關的是以介紹沖繩的

「婚活」應援企業和申請九州、山口地區「婚活」的電子報為主。除此之外，此網頁的

主要內容是放在沖繩的人口增加計畫上，對於計畫的意義和目的、計畫內容，計畫如何

執行等都有詳盡介紹，展現了沖繩縣欲積極因應人口減少問題的企圖心，但卻未提供「婚

活」支援實質上的內容。而另一由 NPO 法人經營的沖繩縣結婚支援中心「婚活」廣場 292

                                                      
292 同註釋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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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中，提供民眾除了「婚活」之外，還有條件式相親，及各站停車 293的服務。其中「各

站停車」的相親方式是沖繩縣「婚活」支援中心獨有的特色，考量到民眾參與「婚活」

和相親的成本，為民眾提供更符合自己需求的服務。 

    從上述的兩個網頁中所搜尋到的「婚活」資訊來看，對於「婚活」年齡的要求大多

在 20 歲後半—45 歲之間，目前「婚活」的最高齡要求是 48 歲，尚未見超過 50 歲以上

的年齡要求之「婚活」。 

 

第三節 小結 

    日本的各行政區依照本身當地的需求研擬出各個地方的「婚活」支援政策，並在內

閣府將政策重點專注在少子化的同時，日本各行政區遵循這樣的基準點，也發展出結合

當地個人或是企業等團體的力量來提供「婚活」支援服務。不僅如此，透過整理出日本

各行政區的「婚活」支援政策可注意到，「婚活」支援政策除帶有媒合未婚男女，增加

未婚男女雙方邂逅的機會和場所之外，還添加了減緩當地人口減少和振興地方的作用，

因此日本各行政區的「婚活」支援政策的施行，也反映出了當地的現況，以及面臨的困

境。  

    北海道「婚活」情報網中『告訴你有關「婚活」的那些事』294的欄目裡，提到和結

婚對象相遇的新契機，也就是透過「婚活」認識對象的類型方式可分為：（一）結婚介

紹所型（二）線上媒合型（三）網站檢索型（四）「婚活」派對型（五）由地方自治團

體所執行的「婚活」這幾種形式。從目前日本各行政區所推行的「婚活」支援政策來看，

多數的行政區所提供的「婚活」服務大多含有上述所提到的類型，由此可判定，目前由

日本各行政區所施行的「婚活」支援，屬於綜合型「婚活」服務。 

    雖然日本各行政區在推動「婚活」支援政策時所實際選擇的「婚活」服務有許多雷

同之處，但卻不盡相同，以下是對其各行政區的「婚活」服務整理： 

                                                      
293 同註釋 256 
294 名稱由筆者譯，日文名稱為「教えて！婚活のこ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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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

活」服

務／ 

都道府

縣名稱 

專屬

「婚

活」網

頁／

「婚

活」支

援 

中心 

相親 

媒合 

講座 

研習會 

結婚 

活動 

「婚

活」志

願者／

與當地

企業團

體合作 

電子情

報發送

／電子

APP 

面談 

或 

電話 

諮詢 

其他 

北海道 ✓  ✓ ✓  ✓ ✓ ✓ 

青森縣 ✓   ✓ ✓ ✓   

岩手縣 ✓ ✓  ✓     

宮城縣 ✓   ✓     

秋田縣 ✓   ✓   ✓  

山形縣 ✓ ✓  ✓ ✓ ✓   

福島縣 ✓ ✓  ✓ ✓    

茨城縣 ✓ ✓  ✓     

栃木縣 ✓ ✓ ✓ ✓ ✓    

群馬縣    ✓ ✓    

琦玉縣    ✓ ✓   ✓ 
千葉縣      ✓   

東京都    ✓     

神奈川

縣 
✓  ✓ ✓ ✓  ✓ ✓ 

新瀉縣 ✓ ✓ ✓ ✓     

富山縣 ✓ ✓ ✓ ✓     

石川縣 ✓  ✓ ✓ ✓  ✓  

福井縣 ✓   ✓  ✓ ✓ ✓ 

山梨縣 ✓ ✓  ✓ ✓  ✓  

長野縣 ✓ ✓  ✓ ✓  ✓  

岐阜縣 ✓ ✓ ✓ ✓ ✓    

靜岡縣 ✓  ✓ ✓ ✓ ✓ ✓  

愛知縣 ✓  ✓ ✓ ✓   ✓ 

三重縣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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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

活」服

務／ 

都道府

縣名稱 

專屬

「婚

活」網

頁／

「婚

活」支

援 

中心 

相親 

媒合 

講座 

研習會 

結婚 

活動 

「婚

活」志

願者／

與當地

企業團

體合作 

電子情

報發送

／電子

APP 

面談 

或 

電話 

諮詢 

其他 

滋賀縣    ✓ ✓   ✓ 

京都府 ✓  ✓ ✓ ✓ ✓  ✓ 
大阪府    ✓ ✓   ✓ 

兵庫縣 ✓ ✓  ✓ ✓ ✓   

奈良縣 ✓   ✓ ✓ ✓   

和歌山

縣 
✓   ✓ ✓   ✓ 

鳥取縣 ✓ ✓ ✓ ✓ ✓    

島根縣 ✓  ✓ ✓ ✓ ✓ ✓  

岡山縣 ✓ ✓ ✓ ✓ ✓ ✓ ✓  

廣島縣 ✓  ✓ ✓ ✓ ✓  ✓ 
山口縣 ✓ ✓ ✓ ✓ ✓   ✓ 

德島縣 ✓ ✓ ✓ ✓ ✓ ✓  ✓ 

香川縣 ✓ ✓ ✓ ✓ ✓ ✓  ✓ 
愛媛縣 ✓ ✓ ✓ ✓ ✓ ✓  ✓ 

高知縣 ✓ ✓  ✓ ✓ ✓   

福岡縣 ✓  ✓ ✓ ✓ ✓  ✓ 
佐賀縣 ✓ ✓  ✓ ✓ ✓ ✓ ✓ 

長崎縣 ✓ ✓  ✓ ✓ ✓  ✓ 

熊本縣    ✓     

大分縣 ✓ ✓ ✓ ✓ ✓  ✓  

宮崎縣 ✓ ✓  ✓    ✓ 

鹿兒島

縣 
✓ ✓ ✓ ✓ ✓    

沖繩縣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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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日本各行政區「婚活」服務支整理可發現，大部分的行政區都擁有自己專屬的

「婚活」網頁，該縣與「婚活」相關的服務和資源也可藉由網頁將資訊傳遞給需要的民

眾，不需要親自到場便可透過網頁當中的訊息對「婚活」業務先有初步的了解，節省了

時間也減少了距離的限制。 

    除此之外，日本各地方政府對「婚活」參與者的年齡條件限制也有所差異，各行政

區的年齡分布整理如下： 

 

 

年齡分布

／都道府

縣名稱 

20─30 歲 30─40 歲 40─50 歲 50─60 歲 65 歲以上 

北海道 ✓ ✓ ✓   

青森縣 ✓ ✓ ✓ ✓ ✓ 

岩手縣 ✓ ✓ ✓ ✓  

宮城縣 ✓ ✓ ✓   

秋田縣 ✓ ✓ ✓   

山形縣 ✓ ✓ ✓ ✓ ✓ 

福島縣 ✓ ✓ ✓   

茨城縣 ✓ ✓ ✓ ✓  

栃木縣 ✓ ✓ ✓ ✓  

群馬縣 ✓ ✓ ✓ ✓ ✓ 
琦玉縣 ✓ ✓ ✓   

千葉縣 ✕ ✕ ✕ ✕ ✕ 

東京都 ✕ ✕ ✕ ✕ ✕ 

神奈川縣 ✓ ✓ ✓ ✓  

新瀉縣 ✓ ✓ ✓ ✓  

富山縣 ✓ ✓ ✓   

石川縣 ✓ ✓ ✓   

福井縣 ✓ ✓ ✓ ✓  

山梨縣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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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分布

／都道府

縣名稱 

20─30 歲 30─40 歲 40─50 歲 50─60 歲 65 歲以上 

長野縣 ✓ ✓ ✓ ✓  

岐阜縣 ✓ ✓ ✓ ✓  

靜岡縣 ✓ ✓ ✓   

愛知縣 ✓ ✓ ✓ ✓  

三重縣 ✓ ✓ ✓ ✓  

滋賀縣 ✓ ✓ ✓   

京都府 ✓ ✓ ✓ ✓  

大阪府 ✓ ✓ ✓   

兵庫縣 ✓ ✓ ✓ ✓ ✓ 

奈良縣 ✓ ✓ ✓   

和歌山縣 ✓ ✓ ✓   

鳥取縣 ✓ ✓ ✓ ✓  

島根縣 ✓ ✓ ✓ ✓ ✓ 
岡山縣 ✓ ✓ ✓   

廣島縣 ✓ ✓ ✓   

山口縣 ✓ ✓    

德島縣 ✓ ✓ ✓ ✓  

香川縣 ✓ ✓ ✓ ✓ ✓ 

愛媛縣 ✓ ✓    

高知縣 ✓ ✓ ✓ ✓ ✓ 

福岡縣 ✓ ✓ ✓   

佐賀縣 ✓ ✓ ✓   

長崎縣 ✓ ✓ ✓ ✓  

熊本縣 ✓ ✓ ✓ ✓  

大分縣 ✓ ✓ ✓   

宮崎縣 ✓ ✓ ✓ ✓ ✓ 

鹿兒島縣 ✓ ✓ ✓   

沖繩縣 ✓ ✓ ✓   

    透過日本各行政區對參與「婚活」者的年齡要求分析可發現，多數的行政區所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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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婚活」年齡層集中於 20—50 歲之間的年齡區段，雖有舉辦 50 歲以上「婚活」的行

政區但比起主要的 20—50 歲年齡段，「婚活」數量是相對減少的，那麼從 50 歲左右的

「婚活」數比起 65 歲以上「婚活」數，65 歲以上的「婚活」數量更是明顯的下降。 

    目前已有舉辦 65 歲以上「婚活」的行政區分別是：青森縣、山形縣、群馬縣、山

梨縣、兵庫縣、島根縣、香川縣、高知縣、宮崎縣，這 9 個縣在舉辦高齡「婚活」的共

同特徵就是雖然有活動紀錄但活動數並不多。在這些縣當中，65 歲以上的「婚活」通常

不會單只有 65 歲以上的年齡層，而是會加入 50 歲年齡層的參加群，或是從 50–70 歲左

右這樣的條件敘述。但這些行政區中較為特別的是，山形縣曾舉辦以 60、70 歲年齡層

為主的「婚活」，「婚活」數仍少。此外，山梨縣和香川縣都曾舉辦過年齡條件到百歲的

「婚活」，山梨縣的年齡要求是 60—100 歲，可算是高齡「婚活」中年齡跨度較大的活

動，而香川縣的年齡要求則是從 20—100 歲，此「婚活」可說是所有活動中年齡跨度最

大的一場，但由於包含了青壯年族群，因此無法歸屬在以高齡者為主的結婚活動，但確

實有此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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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臺灣公辦聯誼政策與日本「婚活」支援政策之對比分析 

    臺灣與日本社會的少子高齡問題逐漸白熱化，「少子」與「高齡」看似毫無關聯的

現象實則環環相扣，相互影響。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接踵而來的是臺灣和日本社會

都面臨了高齡人口激增的問題。雖然臺灣和日本在政策上皆對高齡者的醫療護理、生活

照護以及老年福利津貼都有相對應的措施，然後對於高齡者而言，老年時期的情感依附

卻是在政策上受到忽略的一塊。少子高齡社會的持續發展，將使得越來越多的高齡者在

老年時期需面臨孤獨的問題。 

    臺灣的公辦聯誼和日本的「婚活」支援政策雖然是本於減緩少子問題而實行的政策，

但聯誼和「婚活」本身具備了將人與人之間牽起緣分的作用，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

透過臺灣公辦聯誼政策和日本「婚活」支援政策，進而了解臺灣和日本所施行的公辦聯

誼和「婚活」支援政策的現狀，分析當前政策中所具備之特性，來釐清其中是否具有可

為高齡者服務的特質，或是已有面向高齡者的服務。 

    在整理出臺灣公辦聯誼和日本「婚活」支援目前的實施內容之後，為了呈現出雙方

在政策上的特性，將臺灣和日本的政策分為形成背景、服務特徵和服務人群這三點相互

進行對比分析。透過相互的對比分析，除了可以更加清晰臺灣公辦聯誼政策和日本「婚

活」支援政策的相異點，明瞭雙方在政策上所具備的特色之外，也可作為將來臺灣在研

擬政策上的參考。 

一、臺灣公辦聯誼政策與日本「婚活」支援政策的形成背景 

    臺灣於民國 102（2013）年 7 月所發布的《人口政策白皮書》修正案中首次提到了

「未婚聯誼活動」，且明確指出鼓勵政府部門結合企業經常舉辦未婚聯誼活動。雖然臺

灣的公辦聯誼政策屬於對應少子問題的社會政策，然而最終的目標則是為了因應人口變

遷問題。 

    臺灣的公辦聯誼有別於日本的地方在於，臺灣多數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發布與公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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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的相關政策前，臺灣少有以中央或地方政府為主體舉辦面向社會上的未婚男女的未

婚聯誼活動，大多以針對各地方縣市公家單位內部單身同仁舉辦之未婚聯誼活動。雖然

雲林縣、嘉義縣、宜蘭縣、彰化縣和澎湖縣在 2013 年前已有舉辦未婚聯誼活動的紀錄，

另外新北市在公辦聯誼政策發布前已透過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辦理未婚聯誼，但活動所

面向的人群仍有限制，活動場次也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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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內而外的發展至現今的公辦聯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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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婚活」支援政策的雛形則是由少子問題開始發展，從懷孕、育兒等項目為初

始政策，之後又再加入了復興地方的元素，將原本只侷限於少子問題的政策走向，演變

至日本各地符合當地需求的綜合性人口政策。原本只著重在「懷孕、生產、育兒」項目

支援的政策，在加入了輔助「結婚」的「婚活」支援之後，成為了具有結婚意願的日本

未婚男女尋找對象和邂逅機會的一項管道。 

    日本內閣府於 2013 年 6 月提出的「突破少子化危機的緊急對策」295，是日本政府

首次提出了以「結婚」為內涵的支援政策。透過日本各縣所實施「婚活」支援的歷程來

看，有些行政區如：兵庫縣、愛媛縣等，在 2013 年前就已開始對縣內民眾實施「婚活」

或是「婚活」志願者的服務。這樣先於中央政府的決策所實施的行動，雖然並非屬於日

本各地全面性的動作，但確是在中央的行政力量開始進行支援之前，日本的地方力量就

已開始著手為當地民眾的「婚」事提供支援服務。 

    綜上所述，臺灣公辦聯誼和日本「婚活」支援最初在制定政策時的目的雖是為了減

緩少子情況，臺灣公辦聯誼的起點可說是源自於政府內部對公家單位服務人員的未婚聯

誼，之後因行政院《人口政策白皮書》修正案的發布，才逐漸由公家內部單位推廣至外

部的一般民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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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日本「婚活」支援的實施卻是在日本內閣府提出因應政策前，已有少部分的地方行政

區自行對縣內的未婚男女實行在「婚活」上的協助，並在中央政府提出「婚活」支援政

                                                      
295 同註釋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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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後更積極地加以推動，期待為更多未婚男女帶來相遇的機會。 

二、臺灣公辦聯誼政策與日本「婚活」支援政策的服務特徵 

    臺灣的公辦聯誼政策採因地制宜的方式，所以想獲取臺灣各地公辦聯誼的資訊，須

透過各主辦主管機關的網頁發布相關訊息，報紙媒體也會協助宣傳。舉辦的活動形式多

樣化，不論是動態的登山健行、旅遊等或是靜態的餐會、製作糕點等，皆可自由選擇。 

    而日本各縣在實施「婚活」支援政策時，大部分的行政區會有屬於該縣專屬的「婚

活」支援網頁來登載當地的「婚活」訊息及各項服務，有些行政區甚至會將不同的服務

分為兩個專屬的「婚活」支援網登載。在服務內容上，舉辦「婚活」是日本每個行政區

最基本的服務，多數的行政區也會有發送「婚活」相關情報的電子報服務（需透過申請），

「婚活」支援者和各地方企業團體的合作與招募，1 對 1 相親，以及婚活相關講座等。 

    透過觀察日本各縣在實行「婚活」支援時可發現，有許多縣政府將「婚活」支援業

務委託給公益法人或是民間企業辦理，並積極對外招募合作的當地企業團體和可成為

「婚活」支援者的個人，結合了地方的公行政和地方民營企業團體加上當地民眾，形成

了不單依靠來自中央力量來為當地未婚男女進行「婚活」支援，而是集結了公家和群眾

力量，一同推動各地方的「婚活」支援。 

    臺灣舉辦的公辦聯誼與日本的「婚活」支援最大的區別在於，臺灣目前對於公辦聯

誼仍在摸索階段，雖在未婚聯誼活動的設計上已見用心，採取了多樣化的活動內容，但

如何拓展臺灣公辦聯誼服務的廣度，打造屬於適合臺灣的公辦聯誼，則仍需時間和對策

繼續推動。目前日本各行政區在「婚活」支援上，都已形成了具備當地特色的「婚活」

支援服務，並且採取和當地企業團體及民眾合作可以力助力的永續經營方式推行此政策。

由整理出的日本各行政區所實行的「婚活」支援服務可觀察到，雖然多數的行政區都開

始施行「婚活」支援也提供「婚活」相關服務，但日本的東京都對於「婚活」支援卻未

有具體的服務內容和施策計畫，相較於東京都，兵庫縣和愛媛縣反倒是除了縣內所設置

的「婚活」支援中心之外，還在東京設立了「婚活」支援中心分部。 

三、臺灣公辦聯誼政策與日本「婚活」支援政策的服務人群 

    臺灣的公辦聯誼活動對參加者們身分的要求是依照各主辦主管機關而定，由中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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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的聯誼活動基本上並無居住地或是職業上的限制，但有些地方政府所舉辦的未婚聯

誼活動會要求公家單位人員或相關主管單位才可以參加。或者是限定設籍於該縣市方能

參加，若非當地居民，雖可參與活動但有別於戶籍地住民必須繳費等條件。 

    在年齡條件的限制上，臺灣的公辦聯誼並非每一場活動都有年齡上的限制，對於有

限制年齡的未婚聯誼活動來說，對參與者的年齡要求主要是在20─40歲或25─45歲間，

還是屬於偏向年輕族群的未婚聯誼活動。另外，臺灣的公辦聯誼還是以主辦初婚者的活

動為主，尚無為了再婚者而舉辦的活動。 

    日本各地在進行「婚活」支援政策中的「婚活」項目時，首先以當地的未婚男女為

活動的主要對象。一般而言，限定男性在當地工作以及居住的要求較多，但是對於女性

反倒是要求相對寬鬆，還有地方會舉辦讓其他地方的女性到當地與當地男性進行「婚活」

的案例，藉此以期待人口流動與振興地方的效果。 

    日本每個行政區對於舉辦「婚活」年齡的要求不一，有些偏向年輕族群，有些夾雜

著中壯年族群，也有中年偏高齡傾向的行政區，但總體而言，可看出 20─40 歲的青壯

年仍是各地舉辦「婚活」時的主要人群。從整理出的各行政區「婚活」年齡層可觀察到，

對「婚活」參與者的年齡要求有逐漸向上（50 歲以上）調整的趨勢。透過本研究對日本

各縣的統計，可知日本目前已有青森縣、山形縣、群馬縣、山梨縣、兵庫縣、島根縣、

香川縣、高知縣、宮崎縣等 9 縣有舉辦 65 歲以上「婚活」、「戀活」及「緣活」的紀錄，

雖然面向年長者所舉辦的「婚活」、「戀活」和「緣活」的數目有限，但可見到日本有些

地方已開始意識到高齡者的「婚活」需求，並且除了以結婚為目的的「婚活」之外，以

情感交流的「戀活」和與他人建立關係的「緣活」都可在面向高齡者的活動中做為活動

的主題。在舉辦「婚活」時，除了有以初婚的未婚男女為主題的結婚活動之外，也會舉

辦為了再婚人群的二婚結婚活動。 

    從對比臺灣與日本的服務人群可發現，臺灣雖然在參加條件上並未有太多要求，但

除了中央政府舉辦的未婚聯誼活動沒有在職業上有太多設限外，由多數地方政府舉辦的

未婚聯誼活動仍難以擺脫以往以公家單位為主要聯誼對象的傳統，以公家單位和相關事

業單位的人員為未婚聯誼對象的主體，使得一般群眾較難有參與機會。而日本在職業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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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上並沒有特別的限制，反倒是在居住地上，各地方都展現出希望吸引新遷入的人口，

因此多數限定參加者男性為本地人，對女性則較少有此限制。 

    從年齡限制來看，臺灣對年齡要求的自由度比日本大得多，有許多未婚聯誼活動甚

至沒有規定或是提到與年齡相關的條件。但若從公辦聯誼中有年齡限制的活動可發現，

臺灣的公辦聯誼大多偏重於 20—45 歲屬於年輕族群的未婚聯誼活動。而日本在年齡上

的要求都會事前在活動訊息中標示清楚，不同的年齡層可選擇參加適合自己的「婚活」，

並且不僅有 20—40 幾歲的「婚活」，也有舉辦 50 歲或是更高齡的 65 歲以上的「婚活」。 

    透過臺灣公辦聯誼和日本「婚活」支援的形成背景、服務特徵、服務人群這三個面

向的對比分析可歸結出以下幾點結論：  

一、臺灣不論是中央或是各地方政府都可為公辦未婚聯誼的主辦方；日本以各地方政府

做為「婚活」支援舉辦主體，或由地方政府委託公益法人或民間團體代為負責「婚活」

業務。 

    臺灣由公家舉辦的未婚聯誼活動原本只是為了公家機關內部未婚員工之間的聯誼，

由各下屬人事單位辦理，列在員工福利的項目當中。2013 年公布的《人口政策白皮書》

修正案當中明確指出「鼓勵政府部門結合企業經常舉辦未婚聯誼活動」，至此原本以機

關內部的活動逐漸推廣到面向民眾。 

    然而經由整理臺灣各縣市政府所舉辦的未婚聯誼活動可發現，雖然中央由內政部主

辦的未婚聯誼活動可明確是面向群眾的活動，但其他由各地方縣市政府或是各級單位所

舉辦之活動，仍然有對象的侷限性，也就是多數仍以與舉辦單位有相關的未婚人員才得

以參加。但不指定由特定的單位舉辦活動也有其好處，就是可更加擴大交友的範圍，而

不是限於某些單位才能舉辦未婚聯誼活動。除此之外，由縣市聯合舉辦的未婚聯誼活動

更可認識其他縣市的朋友，拓展人際交友空間。 

    為了減緩不斷加重的少子化情況，日本內閣府在 2013 年 6 月的少子化社會對策會

議上提出了「突破少子化危機的緊急對策」296，這也是日本在少子政策中除了「懷孕、

生產、兒童照護」之外，首次提出以「結婚」為支援的對策。在整理日本各地實行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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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支援時可發現，有些行政區在 2013 年以前便已開始了該縣自發性的結婚支援活動，

而日本政府將「婚活」支援列入施政項目中的一環，也讓日本各地更加積極進行各種「婚

活」服務以協助有結婚意願的未婚男女實現進入婚姻的心願。 

    日本各行政區所實施的「婚活」支援活動不僅是以該地方政府做為「婚活」支援的

主要單位，有些行政區也會有委託公益法人或當地民間企業團體代為辦理業務的情況發

生。但不論是由地方政府舉辦的「婚活」支援，或是委託其他企業團體代為執行，都可

見日本各地方的「婚活」支援皆形成了結合公家與地方團體或個人的力量，共同為想結

婚的未婚男女提供協助。 

    相較於日本，臺灣目前的公辦聯誼雖有委託民間業者舉辦未婚聯誼的例子，但卻未

有一套完整的合作制度，不論是中央或是地方政府也尚未營造出為未婚男女提供交流管

道和協助以共築家庭的氛圍。因此未來除了中央舉辦的未婚聯誼活動應增加場次，以服

務更多民眾之外，也應對未婚聯誼活動加以宣導和推廣。臺灣地方政府則是應該將傾向

於公家內部單位的未婚聯誼拓展到一般民眾，並加強與地方上的相關事業合作，除了可

吸取民間事業單位的經驗外，也可減輕行政作業上的負擔。經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對公辦

聯誼的積極推動，相信可為有結婚意願卻缺乏認識對象管道的未婚男女提供更多機會。  

二、臺灣是以未婚聯誼活動作為主要服務內容；日本各行政區的「婚活」支援包含了綜

合型的「婚活」服務內容。 

    臺灣的公辦聯誼以活動的形式進行未婚聯誼活動，通常以戶外活動作為未婚聯誼的

主軸，活動形式多樣化希望能讓未婚男女以活動的方式進行互動來達到認識彼此的目的。

除了動態的活動之外，也有各地家庭教育中心舉辦的婚前講座等靜態的未婚聯誼活動，

但仍以戶外的未婚聯誼活動為目前公辦聯誼的主要方式。 

    透過分析日本各行政區所實行的「婚活」支援可發現大多數的地方都不單只提供民

眾「婚活」的服務，除了「婚活」、「婚活」專題講座之外，有些地方還會提供 1 對 1 的

相親服務，這原本只屬於民間經營的相親服務，在日本「婚活」支援的推動下，公家的

「婚活」支援也將相親納入了「婚活」支援的服務中。通常這種相親服務需通過申請，

登入該縣的「婚活」支援網頁提出申請之外，還需提供遞交成為會員必須的資料，親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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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活」支援中心繳交資料和入會金後才算是正式加入。各地方的「婚活」支援中心針

對 1 對 1 相親從會員登入，搜尋對象到媒合雙方見面都有該「婚活」支援中心進行的規

定和方式。除了一般的「婚活」和 1 對 1 相親媒合之外，有些地方的「婚活」中心還會

募集「婚活」志願者以協助地方上的未婚男女進行找對象或是結婚的諮詢等，「婚活」

志願者之間還會舉辦諮詢和技能提升的講座，並交流未婚男女之間的訊息，若有合適的

人選也可以相互為他們介紹牽線。 

    日本各地的「婚活」支援中心因重視和地方之間的合作關係，對於「婚活」支援也

是相同的，中心會持續招募為未婚男女的結婚應援的企業團體，不論是協助企劃「婚活」，

或是進行「婚活」宣導，都為有結婚意願的未婚男女提供了更多的交友機會和交友空間。    

    另外，日本的「婚活」支援服務還有一點令人值得注意的在於，原本以「婚活」為

目標的活動開始有了轉變，有些日本的行政區以「戀活」或「緣活」作為活動的標題，

這也意味著日本所實行的「婚活」支援，雖然希望能藉「婚活」促成未婚男女共組家庭

的最終目的，但同時也意識到過於強調「婚活」目的性，反而會失去，也剝奪了未婚男

女在共組家庭前，交往、溝通的必要過程。因此以戀愛結緣為活動主軸，不僅減輕了未

婚男女在參與活動的心理負擔，也可單純透過參與活動擴大人際關係，尋找合適的交往

對象。 

三、臺灣仍以面向青年族群的聯誼活動為主；在日本雖然尚未全面化，已有行政區開始

舉辦面向高齡者的「婚活」。 

    臺灣許多公辦聯誼活動雖然未對參與者的年齡要求納入參與活動的必要條件當中，

但若是有年齡上的範圍限制那麼多在 20—45 歲，依照此年齡段來判斷臺灣所舉辦的公

辦聯誼，目前仍偏重在以提高青年族群的結婚率和生育率來減緩少子現象。除了有年齡

限制的未婚聯誼活動之外，還有對參與者的年齡沒有上限要求的未婚聯誼活動，如：20

歲以上可參加。此外，臺中市曾在 2015 年舉辦了一場「真愛有約」的未婚聯誼活動，

對年齡要求在 40 歲以上，無年齡之上限。但除了此場活動外，尚未見其他有年齡限制

的活動是面向中高齡，或是高齡以上族群的未婚聯誼活動。 

    臺灣的公辦聯誼在中央是由行政院內政部辦理，而各地方則是依照當地需求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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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舉辦未婚聯誼活動，並未硬性規定每年舉行的場次，也未指定舉辦聯誼活動的主辦

單位，增加了承辦聯誼活動單位的自由性，但同時也形成未能定期舉辦未婚聯誼活動和

各地資訊無法同步的疑慮。 

    將目前日本各地所舉辦的「婚活」支援對於參加者的年齡要求進行統整後可發現，    

多數的「婚活」支援中心所舉辦之「婚活」年齡層集中於 20—50 歲之間的年齡區段，

雖然超過 50 歲「婚活」的數量就開始逐漸減少，但相較於將活動的參與者集中在年輕

族群或是 40 歲之前的印象，實際分析過後確實在年齡的要求上有越來越往高齡調整的

趨勢。但比起 50—60 歲的「婚活」數，65 歲以上的「婚活」數量明顯的下降卻也是不

爭的事實。 

    日本目前已有舉辦 65 歲以上「婚活」、「戀活」或是「緣活」的地方分別為：青森

縣、山形縣、群馬縣、山梨縣、兵庫縣、島根縣、香川縣、高知縣、宮崎縣，這 9 個縣

雖都舉辦過 65 歲以上的「婚活」但活動數並不多。雖然日本已有地方注意到高齡者對

於「婚活」或是在「戀活」、「緣活」上的需求，卻尚未普及化。 

       日本的「婚活」支援在高齡者的服務上雖然尚未普及，但是已有一些行政區開

始舉辦面向高齡者的「婚活」、「戀活」和「緣活」。而臺灣的公辦聯誼對參加者的年齡

自由廣度大，有些未婚聯誼活動並無年齡限制，但是卻難以發現有針對高齡族群所舉辦

的單身聯誼活動。 

 

第二節 未來展望 

本研究是透過臺灣公辦聯誼和日本「婚活」支援政策是否具有面向高齡者的服務，

作為將來提供高齡者在暮年時尋伴上的初探。因此，對於高齡者實際上的尋伴需求，以

及單身高齡者對於老來伴態度的剖析並未深述，這些都是今後可繼續探究的目標。 

    臺灣目前所實施的公辦聯誼以因地制宜的方式，因此將臺灣各行政區逐個劃分開來，

擇一單個去探討當地公辦聯誼的形成背景、過程、現況和參與者的反饋，來細緻化了解

公辦聯誼在當地運行的實況為何是未來可努力的方向。對於已舉行過高齡者「婚活」、「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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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和「緣活」的日本地區，可更進一步了解當地實際舉行的情況，以及在舉辦高齡者

「婚活」、「戀活」和「緣活」時所面臨到的問題。 

    最後，因本研究中資訊來源多為網路信息，除了持續追蹤臺灣和日本各行政區對公

辦聯誼還有「婚活」支援資訊的變化之外，也期待從本研究所保存的信息和更新的資訊

中，發現公辦聯誼和「婚活」支援的走向和改變。 

 

第三節 建議 

    少子高齡社會的持續發展，高齡單身族群的增加，將高齡者尋伴的需求加入公辦聯

誼和「婚活」支援政策當中，會是將來值得探討的方向。 

    從現今日本所施行的「婚活」支援可發現，以往給人為了結婚才參與活動的「婚活」，

已發生了改變。從「婚活」而衍伸出的「戀活」「結緣」等日文名詞可看出參與「婚活」

支援，已不再特定在尋找結婚對象上。雖然多數的「婚活」，或是「婚活」的配套服務，

仍以「結婚」作為參與「婚活」的終極目標，但是增加自身與他人的溝通能力，或是選

擇參加以交誼為目的的「婚活」，都顯示出以自我成長，學習取得和他人的連結和交流，

將慢慢成為未來「婚活」的走向。臺灣的公辦聯誼雖不像日本的「婚活」支援有發生質

變，但未婚聯誼的對象從公家轉為民眾可說是公辦聯誼進化的第一步，對於今後該如何

設計屬於臺灣的公辦聯誼，除了可參考日本各地舉辦「婚活」的經驗外，還需要搭配臺

灣所處的社會現狀和未婚男女對未婚聯誼的需求擬定合適的對策。 

    不論是臺灣的公辦聯誼或是日本的「婚活」支援因為是由政府辦理，在信用和安全

保障上比起民間給人更具公信力的感覺，對於希望能夠在暮年時期尋伴的高齡者來說，

由政府提供老年人尋伴上的服務，透過政府把關可說是更為安心的選擇了。讓老年人尋

找伴侶滿足在老年生活上的心理陪伴需求，也為政府在對高齡者的照護上，不僅是照顧

生理上的需求，更讓高齡者在老年生活的陪伴心理獲得了滿足。 

   目前在日本各行政區施行的「婚活」支援服務中，與「婚活」相關的講座內容，大

多以提升個人魅力和提高與人交流的目的為主，未來若是高齡者也納入服務的考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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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增加老年生活、與暮年伴侶的相處和溝通協調，或是在高齡時期尋伴會面臨到的問

題之解決法等，因高齡者即使有尋伴，需求和相關問題，卻也不知如何解決或是不好開

口向他人詢問，此時「婚活」支援可以提供在這方面的相關諮詢和講座服務。 

    臺灣的公辦聯誼資訊目前尚由各地方政府自行公布或是轉發，還未能有整合的資訊

系統供民眾查詢各地公辦未婚聯誼的相關資訊，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可考慮成立公辦

聯誼的專屬網頁，若是能夠將公辦聯誼相關資訊整合電子化，相信更利於民眾查詢服務

和諮詢使用。除了將各地方行政區舉辦的未婚聯誼活動資訊公開化之外，也可增設對未

婚男女提供的諮詢服務或是專題講座，另外結合介紹各地方的旅行景點和地方特色，不

僅提供了未婚男女了解彼此的好去處，也可為當地吸引觀光人潮。 

    目前臺灣公辦聯誼和日本「婚活」支援服務仍著重在青壯年族群，在未來若將高齡

者尋伴的元素加入公辦聯誼政策當中，區別年輕族群和高齡族群的需求都是公辦聯誼今

後發展可思考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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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臺灣中央及各行政區公辦聯誼承辦單位整理列表 

中

央

單

位 

行政院內政部 行政院內政部戶政司 

直

轄

市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 民政局家庭教育中心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 民政局人口政策科 
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 人事處民政局 
臺中市 臺中市政府 民政局 

臺南市 臺南市政府人事處、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 人事處民政局 

各

級

縣

市

政

府 

新竹縣 新竹縣政府 民政處宗教禮俗科 

苗栗縣 苗栗縣政府 民政處戶政科 

彰化縣 彰化縣政府  民政處宗教禮俗科 

南投縣 南投縣政府 民政處戶籍及新住民科 

雲林縣 雲林縣政府 人事處 

嘉義縣 嘉義縣政府 家庭教育中心、衛生局保健科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民政處衛生局 

宜蘭縣 宜蘭縣政府 家庭教育中心、衛生局保健科 

花蓮縣 花蓮縣政府 人事處、民政處宗教禮俗科 

臺東縣 臺東縣政府 人事處 

澎湖縣 澎湖縣政府 人事處、家庭教育中心 
基隆市 基隆市市政府 民政處戶政科 

新竹市 新竹市市政府 人事處 

嘉義市 嘉義市政府 民政處宗教禮俗科 

金門縣 金門縣政府 民政處金門醫院 

連江縣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連江縣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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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日本各行政區「婚活」支援承辦單位整理列表 
北海

道地

方 
北海道 子ども未来推進局子ども子育て支援課 

北海道コンカツ情報コンシェル辦理「婚活」支援事務（委辦） 

東北 

地方 

青森縣 
こどもみらい課・子育て支援グループ 

NPO 法人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あおもり辦理「婚活」支援事務（委辦） 

岩手縣 
保健福祉部子ども子育て支援課 少子化・子育て支援担当 

財団法人いきいき岩手支援財団辦理「婚活」支援事務（委辦） 

宮城縣 宮城県保健福祉部子育て支援課 

秋田縣 秋田県あきた未来創造部 次世代・女性活躍支援課 

山形縣 山形県子育て推進部子育て支援課 

福島縣 公益財団法人福島県青少年育成・男女共生推進機構（委辦） 

關東 

地方 

茨城縣 
茨城県保健福祉部 子ども政策局 

少子化対策課 企画・結婚支援グループ 

栃木縣 こども政策課 子育て環境づくり推進担当 

群馬縣 ぐんま県こども未来部 子育て・青少年課 

琦玉縣 埼玉県 福祉部少子政策課 

千葉縣 
総合企画部政策企画課政策室（妊娠・出産・子育てに関する知識を

普及するセミナー） 

健康福祉部子育て支援課企画調整班（ちば My Style Diary 事業） 

東京都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尚無負責單位 
神奈川

縣 神奈川県福祉子どもみらい局子どもみらい部青少年課 

中部 

地方 

新潟縣 新潟縣少子化対策課 少子化対策班 

富山縣 富山県総合政策局 少子化対策・県民活躍課 

石川縣 公益財団法人いしかわ結婚・子育て支援財団 

福井縣 福井県総合政策部ふるさと県民局女性活躍推進課 

山梨縣 
1. やまなし縁結びサポート事業事務局山梨県県民生活・男女参画

課 

2. 山梨県法人会連合会 

長野縣 長野県県民文化部次世代サポート課 

岐阜縣 岐阜県健康福祉部 子ども・女性局 子育て支援課靜岡 

靜岡縣 健康福祉部こども未来局こども未来課愛知 

愛知縣 愛知県 健康福祉部 子育て支援課 計画・推進グループ 

近畿 

地方 

三重縣 三重県 子ども・福祉部 少子化対策課 

滋賀縣 滋賀県健康医療福祉部子ども・青少年局 

京都府 京都府健康福祉部こども総合対策課 

大阪府 大阪府 福祉部 子ども室子育て支援課 

兵庫縣 企画県民部女性青少年局男女家庭課 

奈良縣 奈良県女性活躍推進課 

和歌山 和歌山県 福祉保健部 福祉保健政策局 子ども未来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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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中國 

地方 

鳥取縣 鳥取県福祉保健部 子育て王国推進局 子育て応援課 

島根縣 島根県子ども・子育て支援課 

岡山縣 岡山県保健福祉部子ども未来課 

廣島縣 広島県健康福祉局 子育て・少子化対策課 

山口縣 山口県健康福祉部こども・子育て応援局 こども政策課 

四國 

地方 

德島縣 徳島県 県民環境部 次世代育成・青少年課 

香川縣 香川県 健康福祉部 

愛媛縣 愛媛県子育て支援課 

一般社団法人愛媛県法人会連合会（委辦） 

高知縣 高知県 地域福祉部 少子対策課 

一般社団法人高知県法人会連合会（委辦） 

九州 

地方 

福岡縣 
福岡県子育て支援課 

株式会社ブラナビプラス（委辦） 
佐賀縣 佐賀県男女参画・こども局こども未来課 

長崎縣 
長崎県こども未来課 

公益財団法人ながさき地域政策研究所辦理「婚活」支援事務（委辦） 

熊本縣 健康福祉局 子ども未来部 子ども政策課 

大分縣 
福祉保健部こども子育て支援課 

大分県こども未来課 

宮崎縣 宮崎県福祉保健部こども政策局 こども政策課 

鹿兒島

縣 
鹿児島県青少年男女共同参画課 

沖繩

地方 
沖繩縣 

1. 沖縄県企画部企画調整課（沖繩縣人口增加計畫） 
2. 「ＮＰＯ法人（特定非営利活動法人）沖縄県出会い結婚支援セ

ンター婚活もーる」（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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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臺灣中央單位及各行政區公辦聯誼資訊網頁整理列表 

中

央

單

位 

行政院內政部 
https://www.ris.gov.tw/682 
（搜尋條件：未婚聯誼）（瀏覽日期：2018/10/12） 

直

轄

市 

新北市 
https://www.ntpc.gov.tw/ch/index.jsp 
（搜尋條件：未婚聯誼）（瀏覽日期：2018/10/12） 

臺北市 
https://www.gov.taipei/ 
（搜尋條件：未婚聯誼）（瀏覽日期：2018/10/12） 

桃園市 
https://www.tycg.gov.tw/ch/index.jsp?popflag=Y 
（搜尋條件：未婚聯誼）（瀏覽日期：2018/10/08） 

臺中市 
https://www.taichung.gov.tw/ 
（搜尋條件：未婚聯誼）（瀏覽日期：2018/10/08） 

臺南市 
https://www.tainan.gov.tw/tainan/default.asp 
（搜尋條件：未婚聯誼）（瀏覽日期：2018/10/08） 

高雄市 
https://www.kcg.gov.tw/Default.aspx 
（搜尋條件：未婚聯誼）（瀏覽日期：2018/10/05） 

各

級

縣

市

政

府 

新竹縣 https://www.hsinchu.gov.tw/ 
（搜尋條件：未婚聯誼）（瀏覽日期：2018/10/05） 

苗栗縣 
https://www.miaoli.gov.tw/cht/main.php 
（搜尋條件：未婚聯誼）（瀏覽日期：2018/10/05） 

彰化縣 
https://www.chcg.gov.tw/ch/00home/home.asp 
（搜尋條件：未婚聯誼）（瀏覽日期：2018/10/01） 

南投縣 
https://www.nantou.gov.tw/ 
（搜尋條件：未婚聯誼）（瀏覽日期：2018/10/01） 

雲林縣 
https://www.yunlin.gov.tw/#air_box_01 
（搜尋條件：未婚聯誼）（瀏覽日期：2018/10/01） 

嘉義縣 
https://www.cyhg.gov.tw/ 
（搜尋條件：未婚聯誼）（瀏覽日期：2018/10/01） 

屏東縣 
https://www.pthg.gov.tw/Default.aspx 
（搜尋條件：未婚聯誼）（瀏覽日期：2018/10/01） 

宜蘭縣 
https://www.e-land.gov.tw/Default.aspx 
（搜尋條件：未婚聯誼）（瀏覽日期：2018/10/03） 

花蓮縣 
https://www.hl.gov.tw/bin/home.php 
（搜尋條件：未婚聯誼）（瀏覽日期：2018/10/03） 

臺東縣 
https://www.taitung.gov.tw/default.aspx 
（搜尋條件：未婚聯誼）（瀏覽日期：2018/10/03） 

澎湖縣 
https://www.penghu.gov.tw/ch/index.jsp 
（搜尋條件：未婚聯誼）（瀏覽日期：2018/10/04） 

https://www.ris.gov.tw/682
https://www.ntpc.gov.tw/ch/index.jsp
https://www.gov.taipei/
https://www.tycg.gov.tw/ch/index.jsp?popflag=Y
https://www.taichung.gov.tw/
https://www.tainan.gov.tw/tainan/default.asp
https://www.kcg.gov.tw/Default.aspx
https://www.hsinchu.gov.tw/
https://www.miaoli.gov.tw/cht/main.php
https://www.chcg.gov.tw/ch/00home/home.asp
https://www.nantou.gov.tw/
https://www.yunlin.gov.tw/#air_box_01
https://www.cyhg.gov.tw/
https://www.pthg.gov.tw/Default.aspx
https://www.e-land.gov.tw/Default.aspx
https://www.hl.gov.tw/bin/home.php
https://www.taitung.gov.tw/default.aspx
https://www.penghu.gov.tw/ch/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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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https://www.klcg.gov.tw/ 
（搜尋條件：未婚聯誼）（瀏覽日期：2018/10/04） 

新竹市 
https://www.hccg.gov.tw/ch/index.jsp 
（搜尋條件：未婚聯誼）（瀏覽日期：2018/10/04） 

嘉義市 
https://www.ris.gov.tw/682 
https://www.chiayi.gov.tw/2015web/index.aspx 
（搜尋條件：未婚聯誼）（瀏覽日期：2018/10/05） 

金門縣 
https://www.kinmen.gov.tw/Default.aspx 
（搜尋條件：未婚聯誼）（瀏覽日期：2018/10/05） 

連江縣 
https://www.matsu.gov.tw/chhtml/search/371030000A0010/124 
（搜尋條件：未婚聯誼）（瀏覽日期：2018/10/05） 

 

  

https://www.klcg.gov.tw/
https://www.hccg.gov.tw/ch/index.jsp
https://www.ris.gov.tw/682
https://www.chiayi.gov.tw/2015web/index.aspx
https://www.kinmen.gov.tw/Default.aspx
https://www.matsu.gov.tw/chhtml/search/371030000A001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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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日本各行政區「婚活」支援資訊網頁整理列表 

北海

道地

方 
北海道 http://hokkaido-kic.com/（瀏覽日期：2018/06/25） 

東北 

地方 

青森縣 http://adsc.jp（瀏覽日期：2018/06/25） 
岩手縣 https://www.ikiiki-iwate.com/（瀏覽日期：2018/06/25） 

宮城縣 http://seinenkaikan.or.jp/portal/（瀏覽日期：2018/06/26） 
http://seinenkaikan.or.jp/pisa/（瀏覽日期：2018/06/26） 

秋田縣 https://www.sukoyaka-akita.com/index.html（瀏覽日期：2018/07/02） 
山形縣 http://www.dsc-yamagata.jp/（瀏覽日期：2018/5/28） 
福島縣 http://www.fukushima-youth.com/ouen/（瀏覽日期：2018/10/03） 

關東 

地方 

茨城縣 https://www.ibccnet.com/（瀏覽日期：2018/10/03） 
栃木縣 https://www.msc-tochigi.jp/（瀏覽日期：2018/10/03） 
群馬縣 http://smilelife.pref.gunma.jp/pc/（瀏覽日期：2018/10/05） 

琦玉縣 http://www.saitama-support.jp/married（瀏覽日期：2018/10/05） 
https://www.koitama.jp/（瀏覽日期：2018/10/05） 

千葉縣 

http://www.pref.chiba.lg.jp/seisaku/seminar.html 
（瀏覽日期：2018/10/05） 
https://www.pref.chiba.lg.jp/kosodate/press/2015/mystylediary.html 
（瀏覽日期：2018/10/05） 

東京都  
神奈川

縣 
http://www.pref.kanagawa.jp/osirase/0214/koikana/ 
（瀏覽日期：2018/09/05） 

中部 

地方 

新潟縣 
http://www.hapiny.niigata.jp/marriage/（瀏覽日期：2018/09/12） 
https://www.msc-niigata.jp/matching/（瀏覽日期：2018/09/12） 

富山縣 https://www.msc-toyama.jp/（瀏覽日期：2018/09/18） 
石川縣 https://www.i-oyacomi.net/kekkon/（瀏覽日期：2018/09/18） 
福井縣 https://www.fukui-konkatsucafe.jp/（瀏覽日期：2018/09/28） 

山梨縣 
http://www.pref.yamanashi.jp/kekkon-portal/（瀏覽日期：2018/09/28）

https://www.msc-yamanashi.jp/aimusubi/（瀏覽日期：2018/09/28） 
長野縣 http://konkatsu.nagano-kosodate.net/（瀏覽日期：2018/09/30） 
岐阜縣 https://konsapo.pref.gifu.lg.jp/（瀏覽日期：2018/09/30） 

靜岡縣 

http://www.deai-support.org/event_seminar/（瀏覽日期：2018/09/30） 
http://fdeai-cs.pluto.bindcloud.jp/（瀏覽日期：2018/09/30） 
http://www.npo-hk-forum.com/（瀏覽日期：2018/09/30） 

愛知縣 https://www.aiconnavi.jp/（瀏覽日期：2018/10/01） 

近畿 

地方 

三重縣 https://www.deai-mie.jp/（瀏覽日期：2018/10/01） 
滋賀縣 https://www.hugnavi.net/marriage/support.php（瀏覽日期：2018/10/01） 
京都府 https://pref-kyoto-konkatsu.jp/（瀏覽日期：2018/09/15） 
大阪府 http://fami-navi.jp/（瀏覽日期：2018/09/15） 

http://seinenkaikan.or.jp/portal/
http://www.saitama-support.jp/married
http://www.pref.chiba.lg.jp/seisaku/seminar.html
https://www.pref.chiba.lg.jp/kosodate/press/2015/mystylediary.html
http://www.pref.kanagawa.jp/osirase/0214/koikana/
http://www.hapiny.niigata.jp/marriage/
https://www.msc-toyama.jp/
https://www.fukui-konkatsucafe.jp/
http://www.pref.yamanashi.jp/kekkon-portal/
http://www.deai-support.org/event_seminar/
http://fdeai-cs.pluto.bindcloud.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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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庫縣 https://www.msc-hyogo.jp/（瀏覽日期：2018/09/15） 
奈良縣 https://www.naradeai.pref.nara.jp/index.php（瀏覽日期：2018/09/16） 
和歌山

縣 
https://www.mirai-kirakira.jp/index.php?/encounter 
（瀏覽日期：2018/09/16） 

中國 

地方 

鳥取縣 http://www.pref.tottori.lg.jp/kekkon/（瀏覽日期：2018/09/13） 
https://www.msc-tottori.jp/matching/（瀏覽日期：2018/09/13） 

島根縣 
http://www.pref.shimane.lg.jp/kodomo_kosodate/enmusubi/ 
（瀏覽日期：2018/09/13） 
http://www.shimane-enmusubi.com/（瀏覽日期：2018/09/13） 

岡山縣 

http://www.hagukumare.pref.okayama.jp/（おかやま出会い・結婚サポー

トセンター）（瀏覽日期：2018/09/14） 
https://www.okayama-musubi.jp/（おかやま縁むすびネット） 
（瀏覽日期：2018/09/14） 

廣島縣 https://www.hirosapo.jp/（瀏覽日期：2018/09/14） 

山口縣 
http://www.pref.yamaguchi.lg.jp/cms/a13300/index/ 
（瀏覽日期：2018/09/14） 
https://www.yamaguchi-kekkon.com/（瀏覽日期：2018/09/14） 

四國 

地方 

德島縣 https://www.msc-tokushima.jp/#（瀏覽日期：2018/09/16） 
香川縣 https://www.ems-kagawa.jp/（瀏覽日期：2018/09/19） 
愛媛縣 https://www.msc-ehime.jp/（瀏覽日期：2018/09/17） 
高知縣 https://www.koishiyo.pref.kochi.lg.jp/（瀏覽日期：2018/09/17） 

九州 

地方 

福岡縣 https://kekkon-ouen.pref.fukuoka.lg.jp/fukuoka/（瀏覽日期：2018/09/17） 

佐賀縣 
https://saga-kosodate.jp/deai/（瀏覽日期：2018/09/19） 
https://sagadeai.com/（縣委辦）（瀏覽日期：2018/09/19） 

長崎縣 
https://www.msc-nagasaki.jp/（瀏覽日期：2018/09/28） 
http://meguriai-nagasaki.jp/（瀏覽日期：2018/09/28） 

熊本縣 

https://www.pref.kumamoto.jp/hpkiji/pub/List.aspx?c_id=3& 
（瀏覽日期：2018 年 9 月 28 日） 
class_set_id=1&class_id=1113（瀏覽日期：2018/09/28） 

大分縣 
http://www.pref.oita.jp/site/deai-kekkon-ouen/（瀏覽日期：2018/09/18） 
http://www.oita-enmusubu.com/（瀏覽日期：2018/09/18） 

宮崎縣 

http://kodomoseisaku.pref.miyazaki.lg.jp/marriage/ 
（瀏覽日期：2018/09/22） 
https://www.miyazakikekkon.com/（瀏覽日期：2018/09/22） 

鹿兒島

縣 

https://www.msc-kagoshima.jp/（瀏覽日期：2018/11/28） 
https://www.pref.kagoshima.jp/kenko-fukushi/kodomo/shoshika/index.html 
（瀏覽日期：2018/11/28） 

沖繩

地方 
沖繩縣 

https://www.jinkou-okinawa.com/enmaru（瀏覽日期：2018/08/30） 
https://mall-ito.org/（瀏覽日期：2018/08/30） 

 

https://www.mirai-kirakira.jp/index.php?/encounter
http://www.pref.tottori.lg.jp/kekkon/
http://www.pref.shimane.lg.jp/kodomo_kosodate/enmusubi/
http://www.hagukumare.pref.okayama.jp/
https://www.okayama-musubi.jp/
http://www.pref.yamaguchi.lg.jp/cms/a13300/index/
https://saga-kosodate.jp/deai/
https://sagadeai.com/
http://meguriai-nagasaki.jp/
https://www.pref.kumamoto.jp/hpkiji/pub/List.aspx?c_id=3&
http://www.pref.oita.jp/site/deai-kekkon-ouen/
http://kodomoseisaku.pref.miyazaki.lg.jp/marriage/
https://www.pref.kagoshima.jp/kenko-fukushi/kodomo/shoshika/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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