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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世代
G e n e r a t i o n Z

2023兩性關係洞察報告



問卷說明

本次「Z世代 2023兩性關係洞察報告」探討該族群之消費行為。
Meteor學生社群平台特此分析此族群的樣貌特性，並從中探討學生族群之差異性。
本問卷旨在讓大眾更了解學生，掌握Z世代的語言與他們進行溝通。

問卷發放時間：
111年12月16~12月26日。

受訪者教育程度：
高中職/專科佔58.4% ; 大學/科大/ 碩博士佔35.6% ; 國中佔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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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世代｜ 1990 年代末出生的數位原住民

Z世代（Generation Z ）係指1990 年代末期（1997 年）到 2010 年代初期的出生的
人群，他們的行為及生活習慣深受網路科技影響，擁有便利科技的Z世代，生活中卻充滿
著壓力、焦慮與孤獨。

從報告中發現，環境文化及互聯網蓬勃的影響下， Z世代族群更容易且誠實的面對自
己的情感，性別認同提升；對於性行為也相對開放，近50%的學生族群曾經自慰過。

對智慧型手機和社交媒體的依賴讓他們感到更孤獨，再加上疫情時代讓人們產生距離，
改變交友方式，有70%的受試者都曾使用網路進行交友。

家庭暴力也是z世代族群不可忽視的議題，近70%的學生曾遭受過情緒暴力， 30%的
學生曾遭受過肢體暴力，學生家庭議題值得我們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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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關係與性關係認知篇

4



1

情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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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狀況｜近30%的Z世代認同自己是LGBTQ

異性戀

75%

雙性戀

19%

同性戀

4%
其他

2%

您的性傾向是?

性別認同提升，Z世代族群更容易且誠實的面對自己的情感

L(Lesbian)：女性戀者

G (Gay) ：男同性戀者

B (Bisexual) ：雙性戀者

T (Transgender) ：跨性別者

Q (Queer or Question) ：代表酷兒

或對其性別認同感到疑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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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

40.6%

是否

曾經交往過

是 否

情感狀況｜近60%的Z世代曾在求學階段交往過
其中60%的學生，在15歲(含)前曾經交往過

12.5% 12.5%

16.0%

19.0%

12.5%
11.0%

16.5%

12歲以下 13歲 14歲 15歲 16歲 17歲 18歲以上

第一次交往的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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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狀況｜翻轉Z世代族群速食愛情的印象
超過70%的學生，至少認識1-3個月以上才會選擇交往

1.5%

9.6%

38.2%

33.2%

9.1% 8.5%

一
星
期
內

一
星
期
至
一
個
月

一
個
月
至
三
個
月

三
個
月
至
半
年

半
年
以
上

其
他

認識後多久在一起才適合？(曾交往過）

0.74%

7.35%

29.41% 29.41% 30.15%

2.94%

一
星
期
內

一
星
期
至
一
個
月

一
個
月
至
三
個
月

三
個
月
至
半
年

半
年
以
上

其
他

認識後多久在一起才適合？(未曾交往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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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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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66.8%

交往時是否

曾發生過性行為？

是 否

性行為｜超過30%受試者在交往時曾發生性行為
其中近50%的學生，在18歲前發生過性行為

3.0%
1.5%

3.0%
4.5%

13.6%

23.1% 22.7%

28.6%

12歲以下 13歲 14歲 15歲 16歲 17歲 18歲 18歲以上

第一次發生性行為的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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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為｜其中僅有67%的受試者每次進行性行為時，
皆有戴保險套

67.2%

20.7%

12.1%

進行性行為時

是否有戴保險套？

是 不一定 否

33.2%

66.8%

交往時是否

曾發生過性行為？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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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為｜近40%受試者曾與非交往對象發生行為

36.4%

63.6%

是否曾與非交往對象

發生過性行為？

是 否

其中有12.5%的受試者曾進行約炮

87.5%

12.5%

否

是

是否曾經約炮？

否 是

炮友：指非屬戀愛、婚姻或性交易關係但有合意性關係的朋友
約炮：與炮友預約性交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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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炮｜解決生理需求及享受約炮帶來的滿足感

5.8%

11.7%

17.6%

47.0%

47.0%

58.8%

76.4%

其他

沒有感覺

安慰

刺激

興奮

快樂

滿足感

約炮讓您獲得什麼情緒？

5.80%

11.70%

17.60%

23.50%

23.50%

35.20%

82.30%

其他

在上一段關係受到傷害不想談戀愛

不想要負責戀愛關係

喜歡約砲的刺激感

想嘗試跟不同人發生肉體關係

希望有人陪伴

解決生理需求

您為什麼想要約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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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炮｜近60%受試者約砲後產生情感關係

58.8%

41.1%

您約砲是否

有產生情感關係？

是 否

其中有50%的受試者曾與約砲對象發展成情侶關係

50.0%50.0%
是否發展成

情侶關係？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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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慰行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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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慰行為｜近50%的Z世代學生族群曾經自慰過

49.5%50.5%
是否

曾經自慰過？

是 否

37.5%

57.8%

否

是

是否曾經交往過？

否 是

交往過的受試者相較於未交往過受試者高出54%曾經自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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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慰行為｜其中超過20%的受試者曾經購買過情趣用品

49.5%50.5%
是否

曾經自慰過？

是 否

78.2%

21.1%

否

是

是否曾經購買過情趣用品？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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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慰行為｜自慰是健康的生理需求

0.8%

1.7%

20.0%

31.9%

45.6%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非常同意

同意

自慰是健康正常的生理需求？

近80%的受試者認同自慰是健康的生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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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慰行為｜自慰不再是學生間禁忌話題

資料來源：Meteor學生社群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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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知識分析

20



性知識｜社群媒體為學生族群最主要獲取性知識的管道

38.8%

22.6%

22.0%

12.5%

3.8%

性知識最主要的

獲取來源？

社群媒體 家長或師長 同儕朋友 成人影片 其他

家人及師長列居第二，但仍有超過50%的學生不願意與其進行討論

46.4%

53.6%

否

是

我對性知識有疑問時，

我願意跟家人或老師討論、請教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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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知識｜學生族群大多數皆有正確的性知識觀念

90.7%

93.7%

90.3%

94.4%

9.3%

6.3%

9.7%

5.6%

性交時，男生只要在射精前拔出體外受精，女生就不會懷孕

只要在女生安全期進行性行為，就不會懷孕

愛滋病是一種性病，只有在進行性行為才會被傳染

RU486是一種墮胎藥物，可以自行買來墮胎藥流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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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知識｜近50%的受試者對於「安全期」並不了解

51.3%
48.7% 我知道安全期，

並且會計算安全期

是 否

其中，女性高於男性6%不了解安全期相關知識

51.0%

48.1%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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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與人際交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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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使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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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使用｜Z世代每天平均花費4-6小時在社群媒體

5.1%

7.5%

12.2%

21.6%

23.4%

30.2%

2小時以下

10小時以上

8-10小時

6-8小時

2-4小時

4-6小時

您平均花費多少時間在使用社群媒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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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使用｜最常使用Instagram和朋友聯繫

Instagram

44%

Line

41%

Facebook

11%

Discord

3%
其他

1%

最常用哪個社群媒體

和朋友做聯繫?

Instagram已超越 LINE 成為Z世代最高比例使用的社群聯繫管道

部分Z世代族群表示，LINE已不
再是和朋友聯繫最主要的社群管道，只會
將LINE用來與家人做聯繫。

Instagram的即時性高，能更快
速地與朋友做溝通，並且能透過回覆限時
動態快速開啟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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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管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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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

31.9%

是否有

網路交友的經驗？

是 否

交友管道｜網路交友成為趨勢，活躍於網路交友
近70%的受試者皆曾經使用網路線上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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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管道｜拓展交友圈成為線上交友的主因
喜歡匿名交友、不需面對面溝通、喜歡用文字訊息也成為重要原因

3.6%

11.4%

16.3%

17.7%

27.5%

33.1%

36.7%

52.1%

71.8%

其他

交不到朋友

尋找異性朋友、情人

不擅長與人溝通交流

網路上可以真正展現自我

喜歡線上匿名交友

喜歡用文字訊息溝通

不用面對面，不需顧慮太多

網路上可以認識各式各樣的人

您透過網路交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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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管道｜線上交友能減少心理壓力

87.9%

12.0%

你比較傾向在網路

還是現實生活交友?

現實交友 網路交友

33.5%

66.5%

網路與現實生活交友

哪個較沒心理壓力？

現實交友 網路交友

傾向現實生活交友中…

仍有近70%的受試者認為網路交友較沒有心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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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管道｜Z世代族群孤寂感強烈
曾使用網路交友的受試者相較於未使用網路交友高出15%的孤寂感

53.6%

62.0%

22.1%

19.8%

24.3%

18.2%

我常常覺得孤單、寂寞

（未使用網路交友）

我常常覺得孤單、寂寞

（曾使用網路交友）

孤寂感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疫情影響下，加重社會孤寂感，學生們開始
遠距上課，而社交距離的保持，讓學生們尋
找新管道，開始進行網路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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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管道｜Z世代族群壓力大
曾使用網路交友的受試者相較於未使用網路交友高出13%感到壓力大

58.6%

66.7%

29.2%

24.2%

12.2%

9.1%

我常常覺得壓力很大

（未使用網路交友）

我常常覺得壓力很大

（曾使用網路交友）

您是否常常覺得壓力大？

同意 普通 不同意11.2%

23.0%

65.8%

您是否

常常覺得壓力大？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學業、人際關係、社群媒體成為Z世代族群壓
力主因，他們透過網路交友向網友傾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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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關係與家庭暴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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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庭狀況

35



家庭狀況｜70%的學生家庭型態為民主權威

1.2%

4.3%

6.2%

8.1%

80.0%

其他

寬容放任

忽視冷漠

專制權威

民主權威

民主權威：互動與溝通上是採開放且雙向的

專制權威：我什麼都要聽父母的，不能自己決定

忽視冷漠 ：父母不太會管我，我和父母不太互動

寬容放任 ：父母會完全接納我的想法，不會給我任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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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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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近70%的學生曾遭受過情緒暴力

33.5%

66.5%

是否曾經遭受過

家庭情緒暴力?

否 是

情緒暴力包含：

言詞虐待：用言詞、語調予以脅迫、恐嚇，以企圖控制被害人。

心理虐待：如竊聽、跟蹤、監視、冷漠、鄙視、羞辱、不實指

控、試圖操縱被害人等足以引起人精神痛若的不當行為。

性虐待：強迫性幻想或特別的性活動、逼迫觀看色情影片或圖

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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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有30%的學生曾遭受過肢體暴力

68.3%
31.7%

是否曾經遭受過

家庭肢體暴力?

否 是

家庭型態為專制權威型中，更有近70%的學生遭受過肢體暴力

31.6%

68.4%

否

是

專制權威型家庭

肢體暴力包含：虐待、遺棄、押賣、強迫、引誘從事不正當

之職業或行為、濫用親權、利用或對兒童少年犯罪、傷害、

妨害自由、性侵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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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是學生間不容忽視的議題

資料來源：Meteor學生社群 40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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