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目：家的另一種可能─淺探多人家庭在台灣的可行性 
 
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一) 從組員的生活經驗發現現況下存在著台灣現行的法律下無法稱為家庭的「家

庭」。 
(二) 好奇：「不單基於婚姻與愛情，有沒有成家的可能性？」 
(三) 2012 年 8 月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簡稱伴侶盟），提出「同性婚姻、伴

侶制度、家屬制度」民法修正草案，因此想進一步想探討其法案在台灣的可

能性。 

 
二、 研究目的 

我們想探討：在台灣人想法裡，家必定是一夫一妻所組成的嗎？家的樣

貌隨時代趨於多元，而台灣的法律是否也需走向多元呢？ 

 
三、 研究方法 

(一) 廣泛閱讀多元家庭的相關書目與相關新聞 

(二) 閱讀原本民法中婚姻與家屬的篇章並比較伴侶盟的修正草案 
(三) 進一步設計問卷一窺民眾對多人成家的想法與意見，並從中分析得到結

論。 
 
貳●正文  

  一、家的定義  

    (一)法律對家的定義 
       民法第六章第 1122 條 
    (二)現代社會對家的詮釋 

現代社會中，人們不一定是為了愛情、性的獨佔或養育下一代共組家庭，

但對彼此的清楚了解與深厚情感使他們也具有成為真正「家人」的資格。 

    (三)新興家庭的權利 

1、因家庭關係不被法律承認，使醫療探視與緊急醫療成為問題 
2、有一群人被政府技巧性地迴避，排除在社會福利之外。例如單身同居的

男女、同性戀伴侶、與父母同居的成年未婚子女、中老年公民……等等

無法適用「青年安心成家方案」；台灣的《人工生殖法》只保障異性戀

已婚夫妻，收養機構也不提供單身者或同志伴侶收養孩子的服務。 

小結：「許多人認為，家庭是私人事務，但是對一個國家而言，家庭無法提供

家庭成員支持的力量，後果會影響整個社會。」──新加坡「重親情，

享倫理工委會」宣言。 

 



二、關於多人家庭 

(一) 簡述草案內容 

1、美國紐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教授David Popenoe：「從來沒有一個時

代的家庭像現在一樣變動得如此劇烈、如此快速，例如婚外異性同居

愈來愈普遍。」（史倩玲，2010），確認關於家，在國外有不少人需

要有別於現行民法中家的另一種可能。 

2、多人家屬的核心理念與需用實例 

3、伴侶盟的修正草案。 

小結：我們認為比起伴侶制度，伴侶盟對於多人家屬這部分著墨較少，

其修改條文也偏向消極，而伴侶盟的幹部表示：「同志諮詢熱線

對多人家屬的初步想像是「老年彩虹公寓」，一群老gay的集體住

宅，除了生活代理權，沒有其他的想法。」（吳蕙如，2012）此

外，我們也認為伴侶盟的草案因伴侶制度直接牽涉到同志議題，

引起許多反同志人士的不滿而間接的否決掉整個草案。 

 

(二)現今社會對多人家屬的觀點 

1、統計資料顯示非典型家庭增加，但法律限制其各種權益，在文化上受

貶抑，在社會資源取用上亦受限制。 
2、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多元的家庭型態。 

小結：目前臺灣現行法律僅承認與保障異性戀婚姻家庭的現況，並未能

顧及與保護多元家庭，對於現今家庭型態有逐漸走向多元化的

趨勢，適度的修正和調整顯然是有其必要的。 
 

三、問卷 

(一)問卷內容 

(二)問卷分析 

小結：原本依我們的推斷，因承襲原本既有的家庭觀念所以對多人家庭的

接受度偏低，但經過問卷顯示，他們反對的主因是成家與離家的程

序過於簡易，再次證明，其草案修正還需再做細部的調整； 而另

一大主因是他們憂慮成員們之間的溝通難度更高，可能導致多人家

庭的分離率太高，造成社會價值觀及秩序的混亂。 
 
參●結論 

一、 我們認為多人家屬只是提供想成家的人多一種想法與途徑，但它並不會和

現有的婚姻制度有所衝突。 

二、 多人家屬的利益和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牽連並不大，兩者應是不同的兩個概

念。 
三、 做問卷時，我們發現有許多人對此草案十分陌生，可能原因… 



四、 伴侶聯盟提出的草案有不少令人疑慮的部分。 
五、 回歸到家的本質，我們認為家應該是一個能有相互關懷與照顧的所在，現

代社會家庭越來越多樣對傳統社會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從問卷調查顯示：

認同多元成家、多人家屬的年齡層偏向年輕化，在現在的法案連暑提案或

許無法在近期內通過，但其未來卻是值得被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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