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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為持續追蹤關注民眾認為造成「少子化」的影響因素，及進一步瞭解育兒族的消費行為，創市際於 2022 年
10 月 20 日至 28 日，針對 20-64 歲的網友進行了「親子篇」調查，總計回收了 2,009 份問卷。

另外，創市際也透過 Comscore MMX Multi-Platform 觀察 2022 年 9 月，台灣家庭 / 少年類內容的 Top 5 造
訪人數網站，並進一步使用 Shareablee by Comscore 觀察「媽媽寶寶懷孕生活網」在社群媒體上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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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生孩子？經濟層面為最重要的影響因素

根據近兩年的調查顯示，在現階段的
大環境下，各項影響生育率的因素中，
受到經濟層面（「個人經濟條件」、
「整體經濟環境」）的影響最大。其
次是「家庭生活狀況」因素，以及各
項相關政策層面（「教育環境／升學
政策」、「政府政策」、「生育補助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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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全體受訪者 N=2,009
資料來源：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Oct.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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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子女成龍鳳 – 近七成家長最大宗養育費用花在學費、補習費

調查 12 歲以下孩童的家長，其養育孩子最花錢的項目，發現有 68.1% 支出最多的項目是「學費、補習費、
才藝費用」，其次有四成以上家長認為較多是花費在「基本開銷」(45.5%) 和「保母、安親班」(44.4%)，
另也有三成五以上的家長在「子女健康、生命保險」(35.0%) 項目是支出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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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補習費、學習才藝費用
基本開銷（奶粉、尿褲、飲食等）

保姆、安親班
子女健康、生命保險

生活用品
醫療費用、藥品費用

服飾類
書籍、童書繪本、影音類、娛樂用品
娛樂等相關費用（遊樂園、DIY…）

保健用品
衛生清潔用品、沐浴用品

養育小孩支出最多項目

Base：有12歲以下孩童的家長 N=337
資料來源：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Oct.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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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購買管道：婦嬰用品專賣店、網路管道

進一步調查12歲以下孩童的家長，其選購
親子／育兒相關商品的管道，可知主要在
實體店面的「婦嬰用品專賣店」(54.7%)
和網路管道 (53.2%) 購買。

深入瞭解網路管道的內容，發現以「拍賣
網站（如：奇摩拍賣、蝦皮拍賣等）」
(32.5%) 和「購物中心（如：PChome、
momo 等）」(30.7%) 的使用者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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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有12歲以下孩童的家長 N=337
資料來源：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Oct.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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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2022 年 9 月 Comscore MMX Multi-Platform 數據顯示，Family & Youth （家庭少年類別） 內容網站在
單月份有 492 萬不重複台灣網友造訪，貢獻了 2,627.4 萬頁瀏覽量，以及 2,426.8 萬停留時間。依單月份不
重複總人數進行排名，人數前五大依序為「親子天下」、「痞客邦親子」、「媽咪拜 MamiBuy」、「媽媽寶
寶懷孕生活網」與「嬰兒與母親」。

26.5% 台灣網友曾造訪過「家庭／少年」類型網站

單月不重複訪客數 (萬人) 單月總瀏覽數 (萬頁) 單月總瀏覽時間 (萬分鐘)

整體數位 PC Mobile 整體數位 PC Mobile 整體數位 PC Mobile

Family & Youth 家庭少年類別 492.0 210.0 323.7 2,627.4 1,148.4 1,479.0 2,426.8 690.3 1,736.5 

PARENTING.COM.TW 親子天下 254.1 61.3 202.3 979.2 452.2 527.0 911.0 202.9 708.1 

PIXNET Family 痞客邦親子 155.5 43.7 117.9 493.3 100.0 393.3 550.1 21.0 529.1 

MAMIBUY.COM.TW 媽咪拜 100.7 22.9 80.6 196.2 42.7 153.4 233.9 37.0 196.9 

MOMBABY.COM.TW 媽媽寶寶懷孕生活網 82.0 11.8 71.3 174.4 23.5 150.9 114.3 14.5 99.8 

MABABY.COM 嬰兒與母親 54.9 10.0 45.7 148.1 20.9 127.2 161.3 11.6 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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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人數 Top 5 家庭少年類網站整體網友性別年齡分佈狀況，「媽咪拜」有超過七成的網友為女性族群，
並且以 35-44 歲女性網友為主；五個網站的女性年齡層皆集中在 25-44 歲間，當中「嬰兒與母親」、「媽媽
寶寶」女性網友以 25-34 歲較多、其餘三個網站則是 35-44 歲較多。「痞客邦親子」則是有最高比例的男性
網友，除了 25-44 歲年齡層為主要族群外，「媽咪拜」、「媽媽寶寶」、「嬰兒與母親」三個網站也看到有
高比例的 6-17 歲年輕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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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Shareablee by Comscore 觀察「媽媽寶寶」在 2022 年 9 月時的社群表現，FB 與 IG 共 172 則貼文帶
來了 17.1K 的互動；當中主要還是來自於 Facebook，84.3% 的社群貼文來自 Facebook，帶來了 95.17%
的互動。

資料來源： Comscore MMX Multi-Platform, Desktop 6+ Mobile 15+；發佈單位：創市際ARO；資料月份：2022 年 0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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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觀察 2022 年 9 月在 Facebook 與 Instagram 互動比例前五高的貼文，發現不管是 FB 上想要回娘家充
電的文章，或是 IG 上婆媳相處的文章，都可知道與上一代關係羈絆的相關貼文，都特別讓「媽媽寶寶」的
社群粉絲特別心有戚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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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 影響生育率的因素 Top 3：經濟層面（「個人經濟條件」、「整體經濟環境」）、「家庭生活狀況」、相
關政策層面（「教育環境／升學政策」、「政府政策」、「生育補助政策」）。

§ 養育孩子最花錢的項目 Top 3：「學費、補習、才藝費用」(68.1%)、「基本生活開銷」(45.5%)、「保母、
安親」(44.4%)、「子女健康、生命保險」(35.0%)。

§ 選購育兒／親子用品管道 Top 2：「婦嬰用品專賣店」(54.7%)、「網路管道」(53.2%) ；
網路管道 Top 2：「拍賣網站」(32.5%)、「購物中心」(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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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 2022 年 9 月，全台灣數位網友約有 26.5% 瀏覽過家庭 / 少年類內容，約 492 萬不重複台灣網友，貢獻了
2,627.4 萬頁瀏覽量，以及 2,426.8 萬停留時間。

§ 依單月份不重複總人數進行排名，人數前五大依序為「親子天下」、「痞客邦親子」、「媽咪拜
MamiBuy」、「媽媽寶寶懷孕生活網」與「嬰兒與母親」。

§ 觀察上述人數前五大媒體，女性網友比例皆高於男性網友，其中「媽咪拜」有超過七成的網友為女性族群，
「痞客邦親子」則是有最高比例 (42.8%) 的男性網友。 

§ 深入觀察「媽媽寶寶懷孕生活網」的社群貼文，2022 年 9 月共有 172 則社群貼文，帶來 17.1K 互動，
多數互動仍舊來自 Facebook 粉絲團；另外，YouTube 有一支影片上傳，不包含在貼文觀察中。

§ FB 與 IG 各貼文中，互動比例最高的都是與上一代互動的貼文，無論是身為女兒想回娘家充電的心情，
或者是身為媳婦的婆媳相處文章，都能獲得較多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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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
個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1002 49.9%

女性 1007 50.1%

年齡

20-24歲 182 9.0%
25-29歲 208 10.3%
30-34歲 206 10.3%
35-39歲 226 11.2%
40-44歲 262 13.0%
45-49歲 237 11.8%
50-54歲 232 11.5%
55-59歲 234 11.6%

60歲以上 222 11.1%

居住地
北部 922 45.9%

中部 529 26.3%

南部 557 27.7%

研究方法：
線上調查(IX Survey線上研究整合系統)

研究對象：

樣本來源為創市際 iX:Panel 大型樣本群，針
對台灣地區 20-64 歲網友進行隨機抽樣。

研究期間：
2022/10/20～2022/10/28

有效樣本數：N=2,009
在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約正負2.44%，
再依照行政院主計處2022年06月台灣地區人
口之性別、年齡及地區人口結構進行加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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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score 採用先進的 Unified Digital MeasurementTM(UDM) 技術取得網站流量數據，數據來源包含台灣超過
6 萬名不重複使用者的整體網路使用行為，以及眾多網站在網頁安裝追蹤程式碼取得網頁稽核數據，輔以 IAB
提供的 International Spiders and Bots List 進行非人為流量的資料清整，多方數據交互加權校正，可減少誤差
且反映各網站最真實的流量。

Methodology

Global 
PERSON Measurement

Global 
MACHINE Measurement

樣本推估法
（Panel）

網站普查法
（Census）

Unified Digital MeasurementTM (UDM)

MMX Multi-Platform

* 參與 Comscore流量稽核(UDM)的網域，其媒體名稱前
依 unified程度加註 (U)或 (u)，分別代表全站稽核或部份
網頁稽核。

MMX Multi-Platform 資料來自於 MMX 、Video
Metrix 與 Mobile Metrix，並以同源樣本的方式計算
出網友跨屏使用的情況；唯台灣目前未有行動裝置
上的觀察樣本，因此仰賴各行動網站主與行動應用
程式開發商在網頁上安裝 Comscore 追蹤碼或在
App 中加入 Comscore SDK，數據方能在系統中呈
現，行動數據完整性亦與網站主是否網頁或各裝置
中加裝追蹤碼相關。



m marcom@ixresearch.com

‣本雙週刊報告書內容為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公司版權所有。

‣若需引用本雙週刊相關數據，或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詢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