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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在校學生之 

性知識、態度、危害健康行為及網路之使用 

前  言 

1995年台灣地區年齡大約介於 15-19歲之高中、高職及五專在校學生約佔這個

年齡群人口總數的近九成，為瞭解這群青春期尚未婚之在校學生之性知識、性態

度、性經驗、接觸性信息、抽菸及嚼食檳榔之現況、男女性之差異、與過去五年間

之變化趨勢，以及利用網路之現況，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利用其前身機構衛生

署家庭計畫研究所分別於公元 1995年(民國 84年)及公元 2000年(民國 89年)在台灣

地區所有高中、高職及五專在校學生中所抽選出具代表性之學生樣本，辦理之抽樣

調查結果進行比較分析，以提供衛生及教育單位做為研訂計畫之參考依據。 

資  料 

公元 1995年及公元 2000年所辦理之「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在校學生性

知識、態度與行為研究調查」均係採用三段分層系統隨機抽樣法，由全部在校學生

中抽選出代表性樣本，而後為避免學生有顧慮，主持問卷填答係經過訓練之各縣市

衛生局之護理督導員或公共衛生護士，持問卷至各被選學校之被選班級，辦理學生

之無記名問卷填答工作。此外，為使學生願意據實填答，兩次調查問卷設計均以勾

選為主，利用我們提供之相同原子筆作答，並事前告知學生，問卷在教室回收後，

即當學生面把問卷打散，且經由主持人帶回，不會交給學校，以使填答學生沒有顧

慮，願意據實將個人隱私填報。這些作為均有助提升資料的可靠性。 

在各被選學校之充分協助下，1995 年之調查完成 50,150 位學生之調查，其中

男生 24,884 人，女生 25,266 人；2000 年之調查完成 8,541 位學生之調查，其中男

生 3,964 人，女生 4,577 人。由於兩次調查均採用相同之問題，相同之方式搜集資

料，且均是代表性之樣本，故可做兩個不同時點時同是高中、高職、五專在校青年

學生之比較分析，以瞭解五年間之變化。 

 

 

 



主要發現 

1.性知識 

(1) 學校老師詳細教授各種男女交往相關知識的比例大幅增加，但家庭仍未在這方
面善盡教導責任(圖 1~圖 4) 

比較 1995年及 2000年受查高中、高職及五專男女同學自述老師對各種男
女交往相關知識的教授，發現不管是在「如何與異性交往」、「戀愛與擇偶」、「生

殖、生理、懷孕」、「避孕方法」、「性病與愛滋病」或「墮胎的壞處」等方面，

學生覺得老師教得很詳盡的比例，均有相當大幅的增加，而沒有教的比例則大

幅減少，尤其是在避孕方法，墮胎的壞處及性病與愛滋病三方面。這是相當可

喜的現象，足見教育單位過去五年間在兩性教育的主題下，對於保護青年學子

所該教導的，已能破除禁忌，而做教導的工作，值得給予掌聲，不過墮胎的壞

處及避孕方法沒教的，男生仍有約三分之一左右，多於女生的約四分之一，值

得繼續加強。 

反觀，家庭對孩子上述幾方面以及在婚前與異性發生性關係可能產生的問

題，及夢遺、月經、手淫等的教導，則幾乎未善盡其指導的角色，尤其對男生

更是。比較 1995年及 2000年調查結果，青年學子自認幾乎未與父母談過上述
幾方面與男女交往相關的知識的比例，並無多大變化，大多在七、八成左右，

家庭對這方面角色的扮演，可說並無多大的改善。在上述幾方面，不管男生或

女生，「如何與異性交往」及「戀愛與擇偶」算是親子間較有溝通的兩項，尤

其女生，表示未與父母談的比例明顯較男生低了很多。 

（2）各項與懷孕相關的性知識，能正確回答的比例有增加，但對女性何時是易懷
孕期大多數青年學子仍不清楚，尤以男生更是（圖 5） 

       在所列舉之九項與懷孕密切有關的性知識中，回答正確的比例最低的是
何期間是女性易懷孕期，僅三成男生與近五成女生有正確認知，且這比例過去

五年間均無增加，有待加強教育。其次是誤以為月經不太按時來的女性，懷孕

可能性很小，男女生均有大約一半的人有此誤解或根本不清楚，也有待教育。

另外近四成的男、女生不清楚男性精蟲在女性體內，能生存兩、三天，也有待

告知。可喜的是過去五年，男女生對這方面正確認知的比例已有約一成的增

加。另外，能正確認知男性並非要到十六歲以上才有生殖能力的比例，過去五

年的增幅最大，2000 年調查，有三分之二左右的男女生已有此認知，但仍有
約三分之一認知不正確或不清楚。五年間，正確認知比例不但不增反減的只有

對「男性的精蟲沒有進入女性的陰道，女性就不可能懷孕」一項的認知，仍有

近三成認知不清。絕大多數（約八、九成）的男女生已能正確認知「一般女性，

一到月經開始來潮以後，就有生殖能力」、「女生懷孕以後，月經就停止」、「女

性和男性發生一次性關係，並非懷孕的可能性就很小」、「也並非性交時女方沒

有完全達到高潮、就不會懷孕」。總之，懷孕的生殖生理知識仍有待加強。 



（3）大多數男女生對口服避孕藥的用法仍不知（圖 6） 

         在 2000年調查時，七成的男生及近六成的女生仍不清楚口服避孕藥的使
用方法，有待加強。 

2.色情信息的接觸 

(1) 色情信息之接觸已相當普遍，而家裏是接觸性信息的溫床(圖 7~圖 9) 

依據 2000 年調查資料顯示，有九成的男生及七成的女生均已接觸過色情
書刊及色情錄影帶或影片(A片)，過去五年間的變化不大，倒是接觸色情歌舞
片的比例有減少，但代之而起的是色情網頁，依據 2000 年調查有八成的男生
及三成的女生自述曾接觸色情網頁，另外也有五分之一的男生，及 6%的女生
自述曾打過色情電話，較五年前略增。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自己家裏或朋友、同學家裏是青年學子接觸色情書

刊、色情錄影帶或影片(A片)最多的場所，尤其是色情錄影帶或影片，有六成
左右的男生及女生均是在自己家裏看的，雖然沒有資料直接顯示有多大的比例

色情網頁是在那裏接觸的，但因有七成學生家裏有電腦且可上網，故色情網頁

的接觸很多可能多數亦在家裏，故家裏已成為青年學子接觸色情信息的主要場

所。 

3.性態度 

(1) 性態度越來越開放(圖 10) 

比較 1983 年、1995 年及 2000 年受查青年學子對未婚男、女性和不同親
密程度之異性可以有不同親密行為的比例，可見不論親密程度是僅止於喜歡或

已達相愛階段，自述容許有「愛撫」或「性交」的比例，均不斷顯著增加。男

生如此，女生亦復如此。足見青年學子，不論男性或女性，對性的態度是越來

越開放，且男性要比女性更加開放，以親密程度僅止於「喜歡」階段，有四分

之一男生及十分之一女生表示容許有性交的行為，較五年前男生之 18%及女生
之 5%做此表示，高了不少；若親密程度已達彼此相愛但尚未有正式婚約，43%
的男生及 25%的女生表示容許有性交行為，較五年前男生之 34%及女生之 13%
高了許多，男女青年學子對性交之容許度已如此開放，更不用說那會導致性交

行為之愛撫行為的容許度，容許的比例自更高。 

(2) 結婚已成形式而已，非性的結合起點(圖 11) 

年青學子之所以認為年輕人婚前可以有性經驗，主要理由是「相愛或喜歡

即可性交，結婚不過是形式」，提出這項理由的最多，女生且還比男生多(48%
對 37%)，比例也比五年前略增。第二個較多人提的理由是「滿足生理、心理
需求」，男女生均有近四分之一提此理由，且五年間比例無變化，第三個多人

提的理由是「可增進雙方感情」及「有助適應未來生活，促進婚姻幸福」，男

女生提此理由之比例約有一成至一成五，五年間提此比例亦無多大變化。 



(3) 同儕團體仍是解決與異性交往之困擾的最愛(圖 12) 

朋友、同學或同事等之同儕仍是青年學子與異性交往中，若有任何困擾，

最希望求助的對象，達七成的人做此表示，且此比例較五年前略增。 

(4) 公共場所自動販賣機、超市或便利商店是最多數男女同學認為兩個提供避孕用
保險套較可能被年輕人接受且利用的場所(圖 13) 

約各有三分之一的男生提出這兩個地點，而提超市或便利商店的女生(36%)
多於提公共場所自動販賣機的 26%。 

(5) 多數青年學子仍介意未來配偶是否為處男或處女，尤以男性更是，此傳統觀念
過去五年內未有多大的鬆動(圖 14) 

依據 2000年調查結果，近六成(58.4%)的男生及四成(40.8%)的女生非常介
意或有些介意未來配偶是否為處女或處男，這個比例未有多大鬆動特別是男

生，五年前調查，有 64.5%男生及 55.2%女生介意未來配偶是否為處女或處男，
女生介意的比例降幅較大些。男生對性越來越大幅開放，但對未來配偶是否為

處女卻仍介意，而無多大改變，這種矛盾值得重視，亦宜告知未婚女性。 

(6) 越來越多男女青年學子，傾向以墮胎解決未婚懷孕問題(圖 15) 

假如未婚女性意外懷孕，不管男生或女生，認為最妥當的解決辦法，從

1983年迄 2000年之十幾年間，一直均以「盡可能與使她懷孕的人結婚」為最
多人贊成的方法，但贊成這種方法的青年人卻越來越減少，男生從 1983 年時
之 71%，降為 2000年時之 61%，而女生則從 1983年時之 67%降為 2000年時
之 54%，代之而起的是第二個最多人提的方法「墮胎」，其贊成此方法的比例
明顯增加，男生由 1983年時之 21%(1995年為 19%)提高至 2000年時之 26%，
而女生則由 1983年時之 25%(1995年為 24%)提高為 2000年時之 31%。因此，
若婚前懷孕若未能使之減少，墮胎將會越來越盛行。 

4.親密行為盛行狀況 

(1)男女生過去五年內各種親密行為的盛行率均有顯著增加（圖 16） 
在 2000 年調查，這群調查時仍在學的青年學子，已有近四成男女生自述已有
與異性接吻經驗，且分別有四分之一的男生自述曾愛撫女性的臀部及乳房。而

曾愛撫異性生殖器的男生有 17%，女生有 13%。至於自述已有性交經驗的，男
生也已由 1995年之 10.4%增加至 2000年時的 13.9%，而女生則由 6.7%增加為
10.4%。至於自述曾有以金錢交換之性交行為者，男生有 2.4%，女生僅 0.4%。 

(2)男女生均有近四成曾有與異性有過任何一種親密行為，其中略多於一成達到親
密最深的性交行為（圖 17） 
男女生親密行為，從接吻、愛撫大腿、臀部、乳房、生殖器，直至性交的親密

過程，均有可能因親密伴侶之拒絕或其他顧慮而至某個親密程度，即停止。依



據 2000年調查結果，13.9%男生及 10.4%女生進展至有「性交」行為。而親密
行為發展至愛撫生殖器的男生有 5.6%，女生也有 5.0%。至於男生親密行為停
止在愛撫女性乳房的有 7.2%，停止在愛撫女性臀部的男生為 3.1%。親密行為
停止在「接吻」階段的，女生遠多於男生（16.3%對 9.1%）。 

(3)已有性經驗者，第一次發生行為的年齡略提早，尤其是男生（圖 18、圖 19） 

依據圖 18第一次發生性關係年齡之次數分配及圖 19之累積次數分配，顯示第
一次發生性行為之年齡繼續在提早，且男生較女生明顯。1995 年調查，半數
自述有性經驗之男女生，初次性經驗發生在 16歲以前。此中位數年齡，在 2000
年調查結果已略有提前，而平均發生的年齡男生為 15.97歲，女生為 16.15歲。 

(4)初次性行為最多數發生在男方自己（父母）的家裏，而男方租住的地方則是第
二個最常發生的地方（圖 20） 

1995年及 2000年調查結果均顯示男方（父母）家裏及男方租住的地方分別為
第一及第二個最常發生初次性行為之處所。依據 2000年資料顯示，在所有已有
性經驗者中，男生自述初次性行為發生在自己父母家裏的有 27.2%，而女生自
述的發生地點是對方（即男方）父母家裏的有 37%，均是最多人提的地點。第
二個最常發生地，有 11%的男生表示係在自己租住的地方，而女性則有 21%表
示係在對方（即男方）租住的地方。第三個容易發生地，則是旅館或賓館，男

生提此的有 10%，女生則有 7%。 

(5)大多數初次與異性發生性關係的性伴侶是「相戀的愛人」（圖 21） 

依據 2000 年調查，在有性經驗者中，六成的男生及八成的女生自述其性伴侶
為其相戀的愛人。其次則為尚未達相戀程度的朋友或同學，有 21%男生及 12%
女生做此表示。 

(6)初次與異性發生性行為時有避孕者已有大幅增加 

就男生而言，初次性行為有避孕之比例由 24.4%增加至 38.2%；而女生則由
27.1%提高至 42.0%。 

(7)與異性有性行為時，仍有 27%的男生與 34%的女生自述沒有避孕，雖然此比例
已較五年前降低了許多。 

(8)略多於一成的男生明確表示初次性行為有導致性伴侶懷孕，但 8.6%人工流產
拿掉，3.5%把孩子生下；而女生則有 7.2%表示初次性交有導致懷孕，但 6.8%
均墮胎拿掉，僅 0.4%表示把孩子生下。 

 
(9)所有曾與異性發生之性關係，有一成（10.6%）女生表示曾導致懷孕，此較五
年前之 15%減少，但幾乎均墮胎拿掉。 

(10)男生有性經驗者自述其性伴侶曾用過 RU486的有 5%，而女生則表示自己用過



的有 2%。 

(11)初次與異性發生性關係未避孕者，主因為「臨時發生，沒有預備」（圖 22） 
依據 2000 年之調查，仍有約六成男女生初次性交未避孕，其原因有近五成
（47%）之男生與近七成(67%)之女生表示係因為「臨時發生，故沒有預備」，
這個比例較五年前調查結果之男生有 44%，女生有 55%提此原因增加一些，尤
以女生提高得較多。由此可見，台灣地區男女青年學子之所以發生初次性行

為，多數均屬意外發生，在男女獨處之親密約會中，擦槍著火，無法克制而發

生的意外事件。欲減少這類意外事件的發生，仍有可為之處，值得深思。 

(12)15-19歲不在學的未婚女性有更高的風險發生各種親密行為（圖 23） 
依據 1994年台灣地區年青男女之調查，15-19歲的青年，已有性交經驗者，未
在學的 11.5%，為在學的 3%的四倍，其餘親密行為亦然。足見未在學的 15-19
歲青年比在學的有更高的風險發生各種親密行為。 

5.有害健康之行為 

(1) 抽菸：九成人明知抽菸有害，卻仍抽菸（圖 24） 

2000年調查時仍有五分之一的男學生及 4.1%的女學生自述目前仍有在抽
菸，這個比例較五年前調查略微有降低。但從抽菸經驗來說，2000年調查時，
有四成男生及近二成女生曾有抽菸經驗，雖然他們當中超過九成的人均相信

「抽菸易得肺癌」。 

(2) 嚼食檳榔：嚼食者甚多人不相信它會誘發口腔癌（圖 25） 

2000年調查時，有一成多(13.1%)的男生及僅約 1%女生平時或偶而有嚼食
檳榔行為，這個比例男生有較五年前的比例(7.2%)增加。從嚼食檳榔的經驗來
說，2000年調查時，有二成男生，但僅約 2%女生自述有嚼食檳榔經驗；值得
注意的是這些平時有在嚼食檳榔的，有三成不相信「嚼食檳榔會誘發口腔癌」，

這個比例較五年前之 16%高了很多，而「偶而吃」的亦有一成不相信或不知道
嚼食檳榔有誘發口腔癌的風險。 

(3) 吸食毒品或有害健康食物：比例雖低，但「好奇」是主因 

雖然 2000 年調查時自述曾經吸食或用過下列毒品的，如鴉片、嗎啡、海
洛因、紅中、白板、古柯鹼的比例，均超過 1%，女生更少，但男生自述曾經
吸食或用過安非他命的有 2%，快樂丸(搖頭丸)有 2.5%，強力膠的有 2.4%，女
生雖然比男生少，都不到 1%，但比例仍比前述毒品略多。 

吸食原因以「好奇」，佔半數最多，尋求刺激次之(16%)，尋求解脫第三，
其中女生提出原因的有 14%，較男生之 7%多一倍。 

(4) 飆車的處理：大多數認宜採積極做法，而非消極取締 

飆車一直是社會所困擾的問題，依據 2000年的調查，這群受查的近 8,500
位具代表性之全國高中、高職、五專的青年在校學生所反應出來他們對如何避



免青少年飆車的意見，三成左右認為最佳的辦法是「警察強力取締後嚴重處

罰」，若再加上近一成認為取締後給予輔導，則僅有不到四成(36%)認為「強力
取締」是最佳辦法。而有近六成的青年學子認為應採較積極的作法，才是最佳

的辦法，如「設立較安全之飆車場或機車賽車場供青少年使用」(32%)，「提供
青少年數量、種類更多的正當娛樂場所」(10%)，「多辦理各種青少年運動競賽」
(9%)，「多辦理各種青少年宣洩體力的活動(如 Disco)晚會」(8%)。若以次佳的
辦法來看，仍以上述四種積極作法之合計佔達七成(68%)最多。這些青年學子
的心聲反應出我們社會提供青年朋友發洩精力的場所及活動之嚴重不足，值得

重視。 

6.網路的使用 

(1) 網路的使用極為普遍（圖 26~28） 

依據 2000年之調查，幾近全部高中、高職及五專在校學生均已曾上網過；
僅有 3%之男生及女生從未上網過，約四分之三的人已有半年以上的網路使用
經驗，男女生沒有明顯差異。 

平均每週上網 1~2天佔最多，男生 57%，女生 66%，天天上網的男生 11%，
較女生之 6%多，每日上網時間在 1個小時以上的佔半數以上(55%)。 

(2) 大多數青年學子家裏有電腦，且大多數在家裏上網 

七成的男生及女生自己或家裏有電腦，且可上網，故有七成的人通常都在

家裏上網。 

(3) 三至四成學生有個人網址 

三分之一(33%)的男生，但有 44%的女生有個人網址，女生有個人網址的
較男生多。 

(4) 上網目的多且男女有別 

上網主要做些什麼，上聊天室、收發 e-mail、閱覽娛樂消息、玩遊戲、下
載軟體/歌曲/相片/背景壁畫等，做功課、搜尋參考資料/資訊/問問題等各項均
有四到六成學生表示這些是上網的目的，男女生較大的差異是女生在上網收發

e-mail、做功課，較男生多得很多，前者是 65%對 52%，後者是 67%對 43%，
反之，男生在上網玩遊戲、下載軟體等則較女生多得多，前者是 61%對 22%，
後者是 66%對 50%。 

(5) 四至五成曾上網結交異性朋友 

將近四成(38%)的男生及近五成(47%)的女生曾因上網而結交異性朋友。 

(6) 上過本署青少年網站的人少 

「青少年網站(http://www.young.gov.tw)」係本署前家庭計畫研究所規劃推
出，專門提供給青少年針對兩性教育與保健議題提供資訊及問題解答的教育性

http://www.young.gov.tw)/


網站，內容甚佳，推出已二年，然依據 2000 年調查結果，雖然這群青年學子
幾乎均已曾上網，但清楚表示曾上過此網站的男女均儘有不到 3%，殊為可惜，
以後實應加強推廣，除充實內容及吸引力之外，更應加強推廣此網站。 

 

政策及策略的建議 

（1） 教育與衛生主管機構加強合作，正視存在之青年社會健康風險問題，繼續
透過學校教育系統對絕大多數在學之青少年加強性教育及健康教育，並對

實施情形每年加以考核，設法提高教育主管人員對這兩方面重要性的共

識，對教導人員設法加強其這方面的教育，開發必要的教具，提供教導人

員使用，對本報告所發現青年學子較欠缺的性知識應補強。 
（2） 針對國中畢業不再升學的學生，開發整套的性教育及健康教育的完整課

程，並在其畢業之前加強給予完整教育，提供其畢業後，諮商、求助或接

受繼續教育之管道與對此之認知，否則其一離開學校後，要再接觸其人，

給予教育已不太容易。 
（3） 繼續加強改進國民健康局青少年網站（http://www.young.gov.tw），使其內

容更充實、更具吸引，並建立其諮詢之專家群，鼓勵青少年提問題，由專

家群透過此網站答覆。並鼓勵其他網站跟本網站聯結，本網站並主動與其

他網站聯結。更重要的是加強本網站之行銷，可透過全國學校系統及媒體

行銷此網站，以期每位青少年均知有此青少年必知的教育及諮商服務之網

站。 
（4） 網路的傳訊網絡會越來越重要，青少年對它的接觸使用會越來越密切頻

繁，如何運用它做衛生教育，有必要做完整的規劃。 
（5） 青少年對菸害及嚼食檳榔對健康的危害，仍須繼續做完整的加強，並設法

影響其行為。 
（6） 開發輔教之教材或教具（如錄影帶、CD片），並使父母易取得，以協助父

母落實子女之性教育及健康教育。附音樂之有聲性教育及健康教育之音樂

帶或 CD片均是可行之教材教具，使父母在車上亦可撥放，值得開發。 
（7） 本報告的發現宜讓青少年教育及輔導之主管人員及執行人員知道，使其瞭

解現況及變化，以利融入其教學中，亦有必要讓家中有青少年的父母瞭解。 
（8） 青春期之青少年對性及對危害健康行為之好奇，是正常現象，積極的輔導

與教導更重於消極的禁止。對青少年之健康性娛樂活動及場所更應大力的

推動，導青少年之強盛精力於健康的發洩途徑。 
 
（9） 加強對青年人，尤其是女性「約會」的教育，瞭解約會可能有的陷阱，使

其有健康的約會，而不至於因「臨時發生，沒有預備」，做出非預期之自

己不想要的行為，甚或導致婚前懷孕、墮胎，特別是對在戀愛中的青年人

「約會」教育更重要。 



（10） 青年朋友避孕的教育及提供具隱私或便捷取得保險套的服務，仍有待繼續
加強。 

 

總之，未成年的青年學子，絕大多數均仍在學校；教育人員仍是青少年朋

友所認為最適宜做上述各方面教學的人選，再輔以衛生單位的協助，應可幫助

青春期成長中的孩子必要的幫助，使其健康快樂的成長。 

 



圖1，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男女在校學生自認在學校的健康教育、
生物或護理家政等課程中，「老師教授下列男女交往相關知識的情形

（%）」，1995年及2000年調查結果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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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男女在校學生自認在學校的健康教育、
生物或護理家政等課程中，「老師教授下列男女交往相關知識的情形

（%）」，1995年及2000年調查結果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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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男女在校學生自認在學校的健康教育、
生物或護理家政等課程中，「老師教授下列男女交往相關知識的情形

（%）」，1995年及2000年調查結果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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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男、女在校學生『自認幾乎未與父母談
過下列男女交往相關知識之百分比』，1995年及2000年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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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男、女性在校學生「正確回答各項性知
識的百分比」，1983年、1995年及2000年調查結果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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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男女在校學生『正確回答各項避孕知識』
的百分比，1983年、1995年及2000年調查結果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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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男、女在校學生『接觸色情信息狀況』，
1995年及2000年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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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男、女在校學生『接觸色情書刊之地
點』，1995年及2000年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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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男、女在校學生『接觸色情錄影帶之地
點』，1995年及2000年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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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男、女性在校學生認為『未婚男、女和
不同親密程度之異性可以有不同親密行為』之百分比，1983年、1995年及

2000年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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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男、女在校學生『認為年輕人婚前可以
有性經驗之理由』，1995年及2000年調查結果

(男生)

37.2

0.6

12.6

14.6

24.9

14.9

14.9

24.7

1.9

3.8

3.6

1.1

2.6

3.6

2.4

1.1

0.8

34.8

01020304050

(%)

(女生)

22.3

9.9

22.9

12.5

4.4

0.5

3.7

0.9

0.4

9.8

48.1

5.4

0.7

3.8

1.5

0.5

42.8

10.0

0 10 20 30 40 50

1995年

2000年

(%)

其 他

做愛是很樂的事，
應即時行樂

只要好好避孕，即不
會懷孕，怕什麼？

表示成熟、健康

很多人都這樣做，
不做會很遜、落伍

滿足生心理需求

有助適應未來生活
，促進婚姻幸福

可增進雙方感情

相愛或喜歡即可性交
，結婚不過是形式



圖12，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男、女在校學生對『與異性交往中，若
有任何困擾，最希望從何處得到幫助』可以有不同親密行為』之百分比，

1983年、1995年及2000年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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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男、女在校學生對『何處提供避孕用品
（如保險套），較可能被年輕人接受且利用』之意見，1995年及2000年調

查結果

(男生)

8.8

33.1

36.3

2.9

35.4

2.2

4.7

8.1

4.9

1.2

10.4

25.4

4.6

13.0

6.3

2.5

010203040

(%)

(女生)

11.1

35.9

2.7

20.8

1.9

5.6

13.4

4.7

0.8

25.9

15.2

31.1

6.4

18.1

5.0

1.6

0 10 20 30 40

1995年

2000年

(%)

遊樂場所

西 藥 房

醫院、診所

衛生所或代發站

學校健康中心

其 他

公共場所自動販
賣機

超市或便利商店



圖14，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男、女在校學生「是否介意未來配偶是
否為『處男』或『處女』的態度」，1995年及2000年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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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男、女在校學生「對於未婚女性意外懷
孕解決方法的態度（%）」，1995年及2000年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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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男、女在校學生「有各種親密行為的狀
況」，1983年、1995年及2000年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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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男、女在校學生「與異性有各種親密行
為百分比」， 依其最深度的親密行為統計，1995年及2000年調查結果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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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在校男女學生「已有性經驗者，第一次
發生性關係年齡之次數分配」，1983年、1995年及2000年調查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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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在校男女學生已有性經驗者，「第一次
發生性關係年齡之累積次數分配」，1983年、1995年及2000年調查結果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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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男、女在校學生「初次與異性發生性關
係之地點」，1995年及2000年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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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男、女在校學生「初次與異性發生性關
係之性伴侶」， 1995年及2000年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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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男、女在校學生「初次與異性發生性關
係時未避孕之原因」，1995年及2000年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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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台灣地區15-19歲「在學與不在學未婚女性有各種親密行為」之百
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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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男女在校學生「抽煙狀況」，1995年及
2000年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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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男女在校學生「吃檳榔狀況」，1995年
及2000年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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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男、女在校學生「上網已有多久」之百
分比，2000年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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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男、女在校學生「平均每週上網天數」，
2000年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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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男、女在校學生「平均每日上網多少時
間」，2000年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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