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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哺育是提供嬰兒健康生長及發育的獨特餵食方式，也是婦女生育過程中

的一部分，對於婦女的健康也有正面重要的影響。而母乳成分含有上千種營養素，

具有寶寶出生後第一年成長所需的所有營養，且成分天然不易引起過敏，此外還

有易消化吸收、增強寶寶抵抗力及促進新生兒腦部發育等種種好處，為新生兒最

佳的食物。雖說如此，以臺灣現今女性勞動參與率已達五成情形觀察，職業媽媽

餵哺母乳的困難度其實不低，需要有更友善的環境來支持這些辛苦的媽媽們。 

一一一一、、、、    國內母乳哺育率由國內母乳哺育率由國內母乳哺育率由國內母乳哺育率由 50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94.5%降至降至降至降至 78年的年的年的年的 21.2%，，，，幸賴政府持續推廣幸賴政府持續推廣幸賴政府持續推廣幸賴政府持續推廣，，，，

至至至至 102年年年年 1個月的總母乳哺育率已再度超過九成個月的總母乳哺育率已再度超過九成個月的總母乳哺育率已再度超過九成個月的總母乳哺育率已再度超過九成 

近半世紀的臺灣母乳哺育的演變有很大的變化，民國 50 年代，臺灣正處於

經濟起飛，政府致力扶植農業轉型工業的時期，此時進口奶粉雖已開始輸入，衛

生所亦開始提供奶粉給嬰兒，但母乳仍是嬰兒主要食品（母乳哺育率 94.5%）；接

著嬰兒配方奶的易於取得及廠商強力促銷，加上民眾被誤植餵哺母乳會影響媽媽

身材及嬰兒營養攝取不均衡等錯誤觀念，致使當時的新生兒爸媽領到薪水第一件

事就是買奶粉給小孩吃，導致母乳哺育率驟降，至74年母乳哺育率已降至32.5%，

到了 78年產後 1個月總母乳哺育率8更降到 21.2%，而 1個月純母乳哺育率9降到

僅剩 5.4%。所幸此時國人的觀念開始慢慢被導正，經濟部參考各國配方奶的標準

及規定後開始訂定我國嬰兒配方食品的標準後，衛生所也開始哺餵母乳的訓練；

80年代，政府開始較積極推動母乳哺育政策，如：辦理民眾母乳哺育宣導教育、

增列公司行號及機關設置哺乳室、建議行政院衛生署正式行文各大醫院加強醫院

內推廣哺餵母乳之措施、約束奶粉廠商之促銷與廣告及獎勵母嬰親善醫院等。此 

 圖一  臺灣母乳哺育率發展情形 備註：50 年代、74 年母乳哺育率調查未分總母乳或純母乳，僅為母乳哺育率。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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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母乳哺育率=(純母乳哺育人數+混合母乳(母乳+配方奶)哺育人數)/當月活產數 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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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母乳哺育率：(係指從出生到目前（1 個月、2 個月、4 個月、6 個月）完全餵食母乳，未添加母乳之外食物及飲料哺育人數)/當月活產數 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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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母乳哺育率開始回升，85年母哺育率為40.9%，90年後更為母乳的黃金推廣期，

而且 91年立院通過「兩性工作平等法」明訂哺乳時間視為工作時間，於 93年 1

個月總母乳哺育率回升至 54.2%，而 1個月純母乳哺育率亦回升至 33.2%。97年

開始為母乳哺育政策的深耕期，國民健康局開始每年調查母乳哺育情形，擴大母

嬰親善醫院認證作業、總統公布施行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等，至 102年 1個月

總母乳哺育率已回升至 90.4%，而 1 個月純母乳哺育率亦高達 64.3%；因 WHO

建議哺育母乳至少以 6個月為佳，若以母乳哺育時間 6個月觀察，仍在哺育母乳

者純母乳的哺育率有 23.4%，而總母乳率亦達 53.9%，顯見母乳推動已略具成果。

（圖一） 

二二二二、、、、    臺灣臺灣臺灣臺灣（（（（48.7%））））及新北市及新北市及新北市及新北市（（（（46.9%））））6個月以下純母乳哺育率高於全球哺育率個月以下純母乳哺育率高於全球哺育率個月以下純母乳哺育率高於全球哺育率個月以下純母乳哺育率高於全球哺育率

（（（（37.0%））））  

臺灣近 20年來推動母乳哺育不遺餘力，而國外早在 1957年成立了全球第一

個母乳哺育團體組織—「國際母乳協會」，1990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及聯合

國兒童基金會（UNICEF）亦是提出「Innocenti Declaration」來支持母乳哺育，且

在 2015年的千年目標中，母乳哺育是「降低兒童死亡率 」的重要環節之一，2025

年的千年目標中，希望 6個月以下純母乳哺育率達 50%。以 2006-2013年資料觀

察，全球 6個月以下純母乳哺育率為 37.0%，哺育率最高為東南亞地區（47.0%），

最低為西太平洋地區（30.0%）。若以國家觀察，荷蘭在 2005-2007年間 6個月以

下純母乳哺育率已高達 40.0%，而菲律賓在 2008-2010 年間亦有 34.0%，臺灣與

新北市在 2013年 6個月以下純母乳哺率分別為 48.7%及 46.9%，皆高於其它國家

及全球平均值，亦接近 2025年的千年目標值。 

 圖二  國際重要國家 6 個月以下純母乳哺育情形 資料來源：世界衛生組職（WHO） 
三三三三、、、、    102 年六都母乳哺育率以臺北市最佳年六都母乳哺育率以臺北市最佳年六都母乳哺育率以臺北市最佳年六都母乳哺育率以臺北市最佳、、、、原臺中市次之原臺中市次之原臺中市次之原臺中市次之，，，，而新北市母乳哺育率而新北市母乳哺育率而新北市母乳哺育率而新北市母乳哺育率

略低於全國水準略低於全國水準略低於全國水準略低於全國水準 

若以整體母乳哺育情形來看，前二個月約有一半的母親仍繼續以純母乳哺育，

而總母乳的哺育率已高達七成五以上，6 個月純母乳哺育僅剩約二成的媽媽可以

繼續支持，而 6個月總母乳哺育率還有五成的媽媽在執行餵哺。若以時間點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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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哺育情形，1 個月純母乳哺育情形以原臺中市最高（69.3%），1 個月總母乳

哺育情形則以臺北市（94.9%）最佳。第 2 個月及第 4 個月的純母乳哺育與總母

乳哺育皆以臺北市最高，分別為 61.6%、87.6%、49.6%與 76.9%。而第 6個月純

母乳哺育情形以原臺中市最高（26.5%），6個月總母乳哺育情形則以臺北市（64.5%）

最佳，綜此資料顯示，臺北市為六都中母乳執行情形較佳的縣市，原臺中市則次

之，此二區域在各時間點的母乳餵哺率，皆高於臺灣地區，而新北市各時間點母

乳哺育情形略低於全國，但較桃園縣及原高雄縣佳。 表一  102 年全國與六都母乳哺育率                  單位：% 

 資料來源：102 年縣市母乳哺育率調查計畫研究報告 

四四四四、、、、    婦婦婦婦女停餵母乳最主要原因為奶水不足女停餵母乳最主要原因為奶水不足女停餵母乳最主要原因為奶水不足女停餵母乳最主要原因為奶水不足（（（（56.4%），），），），但因工作環境及工作性質不但因工作環境及工作性質不但因工作環境及工作性質不但因工作環境及工作性質不

方便擠奶亦占方便擠奶亦占方便擠奶亦占方便擠奶亦占 24.6% 

依據「縣市母乳哺育率調查計畫研究報告」顯示，媽媽停餵母乳的前五名分

別為「奶水不足，56.40%」、「工作

環境不方便擠奶，15.40%」、「工作

性質不方便擠奶，9.20%」、「嬰兒拒

絕吸奶，6.30%」及「疲倦，5.70%」；

其中奶水不足大多數為媽媽體質之

因素無法強求，嬰兒拒絕吸奶則有

可能是寶寶處於厭奶期需開始添加

副食品加以改善，也非人為可強求

之因素。但是，排名第 2 名及第 3

名的因素，皆為工作環境及工作性

質等外在的職場客觀條件不足，致

使母乳媽媽不得已而停餵母乳，此

2項原因合計占 24.6%，換而言之，

有四分之一的母乳媽媽，可能因為

工作環境的改善及哺乳環境變的親

善而繼續進行哺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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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停餵母乳主要原因 資料來源：102 年縣市母乳哺育率調查計畫研究報告 



圖五 對居住縣市整體親善環境滿意度 資料來源：102 年縣市母乳哺育率調查計畫研究報告 

五五五五、、、、    新北市母嬰親善醫院共有新北市母嬰親善醫院共有新北市母嬰親善醫院共有新北市母嬰親善醫院共有 29 家家家家，，，，哺集乳室哺集乳室哺集乳室哺集乳室 402 家家家家，，，，其中志願設置其中志願設置其中志願設置其中志願設置哺集乳室哺集乳室哺集乳室哺集乳室

115家為全國最高家為全國最高家為全國最高家為全國最高 

從寶寶呱呱落地開始，在醫院（尤其是母嬰親善醫院）護理人員的幫助下，

媽媽們正式邁向母乳哺育的第一步，回到家中，坐月子期間，家人的支持更是一

大鼓勵，所以在前二個月（臺灣產假八週）母乳哺育著重在家庭支持，此段時間

母乳哺育率較高。二個月後職場媽媽的母乳挑戰才正開始，親善職場環境及社會

支持對持續哺育母乳有很重要的影響，為此，政府努力推廣建立哺集乳室，除了

依法設置外，更希望業者志願設立哺集乳室。目前全國 102年母嬰親善醫院共 240

家，新北市有 29家最多（占 12.08%），而桃園縣 15家最少；全國哺乳室共有 2,642

家，以臺北市 452家最多，新北市 402家次之，臺中市 284家再次之；若再細一

步觀察，新北市依法設置哺集乳室為 287家，志願設置哺集乳室家數為 115家為

全國最高，臺北市依法設置哺集乳室為 404家，而志願設置哺集乳室僅 48家。（表

二、圖四）  表二  102 年全國與六都母嬰親善醫院家數 單位：家 

 

六六六六、、、、    新北市母嬰親善環境滿意度為新北市母嬰親善環境滿意度為新北市母嬰親善環境滿意度為新北市母嬰親善環境滿意度為 54.6%略低於全國平均值略低於全國平均值略低於全國平均值略低於全國平均值 55.8% 

根據調查，全體餵母乳的媽媽對於

親善環境的滿意度全國為 55.8%，六都

中以臺北市滿意度最高（66.9%），而新

北市滿意度為 54.6%，略低於全國平均。

為營造友善的哺乳環境以提升母乳哺

育率，新北市除持續輔導母嬰親善醫院

設置外（103年計有 33家醫療院所加入

認證），更輔導產後護理之家推廣母乳；

另針對轄區287家法定設置哺集乳室進

行抽查及輔導，103 年 9 月已完成 228

家，此外，透過辦理「職場」及「公共

場所」哺集乳室評比競賽，提升哺集乳

環境，103年參賽機構共 175家，評選

出 140家優良哺集乳室，期能為新生兒

及哺乳媽媽打造一個親善的哺乳環境。（圖五） 參考資料：吳怡蘋-政府推動母乳哺育之政策評估：以職業婦女的觀點 陳昭惠醫師-淺談國際母乳哺育行動聯盟WABA國際母乳週 國民健康署-台灣哺餵母乳政策之大事記、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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