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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前言 

結婚和同居的種族以及族群差異長期以來都是美國家庭研究的核心問題。許多研

究已針對少數群體和歐裔美國人在同居與婚姻方面之不同價值觀和特性進行考

察。然而，儘管已有大量文獻討論同居與婚姻 (原文統稱 union formation)之種

族差異和近幾十年來劇烈的家庭變遷，目前少有聚焦於亞裔美國人之研究。此族

群為美國成長速度最快的少數族群：1970年亞裔美國人僅佔總人口的 1%，但已

有研究預測 2050年的數字將達到 10%。這說明了與此群體相關議題之重要性不

容小覷，如結婚時間點的族群差異以及亞裔族群婚前同居行為等。然而相關的經

驗研究仍十分匱乏，主要是因為有關這些族群之全國性資料不甚齊全，以致許多

研究時常以“亞裔美國人”一詞泛稱這些少數群體。事實上，亞裔族群來自超過

二十個國家，且具不同的社經背景，也以不同方式進入美國，其內部族群差異並

不小。然而資料的限制，尤其是相關樣本數少，使得研究家庭變遷趨勢之族群差

異更加困難，這也是為何既有的同居/結婚研究十分有限。 

 

此研究企圖探討不同族群之亞裔美籍青年初次同居和結婚之本質差異。有幾

個原因可以說明這個議題的重要性：首先，在一個家庭變遷快速的時代中，我們

目前對不同族群之亞裔美國人是否也有結婚率下降的趨勢了解不多。進入婚姻是

過渡至成人階段的一個重要指標，因此我們有必要理解不同群族之亞裔美國人是

否因其社會經濟背景的差異而影響其進入婚姻的可能。 

 

再者，儘管近幾十年來同居更加普遍，我們對亞裔美國人的同居行為了解甚

少。由於有大量的第一和第二代移民，亞裔族群婚前同居行為有可能與在亞洲國

家所觀察到的趨勢類似。儘管低度開發的亞洲國家之同居圖像尚不明確，許多研

究已指出同居在較為先進的東亞國家以及菲律賓日益普遍。然而，亞裔族群同居

行為的普遍性會因其原生國家不同而有所差異嗎？由於同居較婚姻更容易解組，

探究哪一個族群之同居/婚姻較不穩定成為了一個重要的議題。同時，我們也能

從探究哪個群體之同居關係更容易轉變為婚姻關係，來給出一些與這些成員之權

                                                      
1 此研究中，青年人指介於25至32歲之間的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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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與福祉相關的政策建議。 

 

最後，許多文獻已指出，亞裔、拉丁裔以及美國原住民皆比非裔美國人更容

易與白人結婚。這個圖像在每個亞裔族群之間都具一致性嗎？從不同亞裔族群間

的社會經濟背景差異來看，答案很有可能是否定的。不同社經地位影響了多數與

少數群體間的網絡和互動，進而轉換成不同的跨種族婚姻比例。由於跨種族通婚

標誌著少數群體和當地社會的社會距離大小，研究此議題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各個

亞裔族群與美國主流文化社會之融合程度。 

 

此研究運用「全國青少年健康長期追蹤資料庫」(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 Health (Add Health))中近幾個世代亞裔美籍青年的資料，檢

驗初次同居與結婚特性之族群差異。此資料庫提供大量亞裔族群的樣本，並且紀

錄 25歲至 32歲受訪者完整的同居與婚姻狀態歷史。此研究將比較三個亞裔族群

類別：東亞、菲律賓和南亞裔美籍青年(同時包含非常少數中亞裔美國人)，並且

聚焦於三個研究問題：(1)這些亞裔美籍青年在初次同居/婚姻特性方面 (在第四

波調查之前)是否呈現出族群差異？(2)初次同居的結果和同居後初婚的普遍程

度是否有族群差異？(3)跨種族/族群配對的同居和婚姻之圖像是否亦有族群差

異？若有，哪一個族群更容易與白人配對，或與其他同族群之亞裔族群，或其他

少數族群配對？  

 

文獻回顧 

 

亞洲族群多樣性：社會經濟背景與文化價值 

“亞裔美國人”這個種族類別的概括性泛稱掩蓋了亞裔族群間的人口多樣性。目

前在美國的亞裔人口來自超過二十個亞太國家，其中最大的群體是華人、菲律賓

人以及印度人，其他較少的群體包括韓國、日本、越南和其他南亞地區，例如孟

加拉、柬埔寨、寮國、苗族(Hmong People)和泰國。自 1960年代移民政策改革

後，來自遠東地區的第一代移民大幅成長，而這些移民在原生國的社經地位和移

入美國的方式對其在異地之調適與生命機會(life chances)有深遠的影響。 

 

與很大比例上都是低教育程度且僅有低技術能力的拉丁裔移民不同，亞裔移

民的社經背景組成有很大的區域差異。由於根據 2000年的戶口調查，華人、菲

律賓人以及印度人是三個佔亞裔美國群體比例最高者，此研究把亞裔美國人區分

為來自東亞、菲律賓以及南亞的族群。整體來說，來自東亞的移民教育程度普遍

較高，也佔白領和專業職位比例較高。相對而言，南亞移民教育年數較短、家庭

收入較低，人力資本也較東亞移民低。這些不同的社經背景與移民的動機息息相

關。1970年以後的東亞移民來到美國經常是為了追求高等教育學位或追求進一

步的專業發展；南亞移民卻是為了逃離戰後破敗的國家，至美國尋求庇護。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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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則有更長一段移民美國的歷史。因美西戰爭而成為美國第一個殖民地之後，菲

律賓陸續有移民前往美國。當時菲律賓深受美國影響，英語成為其中一個官方語

言。1965年之後更有大批專業白領人士移民美國，期望獲得更好的工作機會。

由於美國殖民文化深遠的影響以及較佳的英文能力，相較其他亞洲群體，菲律賓

美國人同化較深，也更易親近主流美國文化之價值與態度。其社經背景通常落在

東亞移民和南亞移民之間，但整體而言更靠近前者。   

 

以文化價值來說，由於亞裔美國人主要仍然是第一及第二代移民，其價值和

態度無可避免地與其原生國家相似。Foner (1997)曾經闡述移民家庭揉合傳統和

進入美國學會的新社會符碼(social codes)之過程。他說明：「…家庭是一個結構、

文化和行動者在當中有著動態交流之場域，那是一個透過外部的社會和經濟影響

以及移民前的文化框架而產生創新文化的場域。」再者，便捷的國際交通和溝通

科技促進了價值和思想的社會傳播，因此來自原鄉那些對於同居/結婚之傳統態

度得以維持。在理解移民的行為和適應時，原鄉的價值和在新社會中學到的新價

值同樣重要。因此，社經發展之地區性差異和亞洲人口轉型的不同階段替研究不

同亞裔族群在“何時”以及“如何”形成一個家庭(family-building)這個主題上

提供了有利的概念化參照點。 

 

雖然東亞國家具有以家庭為中心的儒家傳統，但是所有先進國家在過去幾十

年間都發生了劇烈的人口變遷，如初婚率和生育率的下降、同居的增加等。究竟

東亞結婚率下降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同居抵銷是一件難以估算的事，即使學者已

發現日本和台灣對同居的接受度已逐漸提升，且有數據顯示曾經同居過的受訪者

比例增加。相反地，雖然南亞國家過去幾十年間也呈現結婚率下降的趨勢，如越

南，但自願性不婚仍落在社會規範之外，且被認為是不孝的，因此不婚的比率極

低，尤其是就男人而言。同時，亦有研究指出南亞及東南亞社會人們普遍較東亞

社會早婚。在菲律賓，雖然晚婚趨勢逐漸增加，但從未結婚之 45-49 歲人口長期

以來僅佔 4-7%。然就年輕世代而言，其同居比例以及非婚生子女的比例都在逐

漸增加。 

 

由於早婚在東亞及南亞已經不再像過去那麼普遍，我們可以預期移居美國將

改變其家庭價值和對於組成家庭的理想時間點的想法。一般而言，受的教育越多，

在人口轉型過程中世俗化程度也越高，也對新價值與態度接受度較高。因此來自

東亞和南亞之移民之不同的社經背景是影響一個族群傳統或開放程度的重要關

鍵。另一方面，根據一些人口指標，菲律賓的年輕世代已出現家庭變遷的趨勢，

儘管在婚姻方面其變動幅度不比東亞國家劇烈，其婚前同居和非婚生子女比例卻

遠超出任何東亞國家。 

 

同居/婚姻形成之種族/族群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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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已有大量文獻探討亞裔美國人和歐裔美國人的通婚趨勢，但這些文獻鮮少將

同居納入研究範圍，而討論亞裔族群的同居行為之文獻更是付之闕如。少數有觸

及亞裔群體的同居研究卻受限於樣少數過少而未將通婚以及同居分開處理。整體

來說，過去研究指出，比起華裔、韓裔或印度裔族群，日裔及菲律賓裔有較高的

跨種族通婚/同居比例。另外，東亞及菲律賓裔族群與白人通婚/同居之比例遠高

於印度裔族群。較近期的研究同樣指出日裔、菲律賓裔、華裔和韓裔美國人，相

較於印度裔、越南以及其他亞裔族群有較高的外婚(exogamous marriages)比例。

此明顯的差距主要來自於在美國當地出生的印度裔和越南裔族群仍在文化及語

言上保持很強的家庭連結與對傳統的依附。同時，研究也顯示跨族群通婚在菲律

賓以及日裔美國人身上較其他東亞移民或印度裔族群要普遍。這個族群差異來自

兩個原因：菲律賓裔族群與其他少數族群有較多社會接觸，而日裔美國人則通常

已有多代移民的歷史(higher generational status)。 

 

整體來說，雖然印度裔美國人相對來講有較優勢的社經背景，其跨族群通婚

比例仍低於其他族群。在美國出生的印度裔族群則更容易與第一代或第一點五代
2印度裔族群結婚。比起東亞移民，他們與白人結婚的比例與南亞移民更相近。

這種與其他亞裔美國人相去甚遠的通婚模式主要有兩個解釋：宗教認同，以及印

度移民社群中奉父母之命的媒妁之言婚姻 (arranged marriage)傳統。宗教在婚姻

的選擇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它與核心價值以及文化實踐息息相關，也時常成

為跨族群通婚的阻礙。同時，也有文獻指出跨宗教通婚的配對離婚風險較高，這

也說明為何美國印度教/佛教族群的內婚比例比清教徒高。此外婚比例的種族差

異主要來自於少數群體與主流社會之間的宗教-文化差異，以及少數群體內部所

維持的社會界線。而媒妁之言婚姻更進一步加強了印度裔群體既有的內婚模式。

這兩個因素皆導致印度裔美國人更傳統的同居/婚姻模式，因此在接下來的分析

中，我們將把此群體與其他南亞移民合併在一起討論。 

 

根據既有文獻，來自東亞、南亞和菲律賓的移民之間的社經背景和文化價值

差異可當作有利的概念化工具來分析初次同居/結婚的性質之族群差異。結合上

述所討論的經驗研究，此研究發展出四個假設： 

假設一：菲律賓裔比東亞或南亞裔美籍青年更容易同居。  

假設二：東亞和菲律賓裔比起南亞裔美籍青年較不容易在青年時期結婚。 

假設三：相較於其他東亞和南亞裔美籍青年，菲律賓裔美籍青年的初婚更容易發

生在同居之後，而他們的同居更容易以結婚結束，。 

假設四：相較於南亞裔族群，東亞和菲律賓裔美籍青年更易與白人同居和通婚。 

 

研究設計與資料來源 

本研究使用 Add Health 資料庫於 1994-1995蒐集的第一波和於 2007-2008蒐集

                                                      
2一點五代美國移民指在年少年時期左右或更早便移民至美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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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四波資料進行研究。此資料庫主要用以追蹤在 1994-1995年屬 7-12年級的

青少年(共 20,745人，年齡介於 12至 20歲之間)之健康相關行為，即第一波調

查。至第四波調查時，這批受訪者已介於 25至 32歲之間，樣本數剩下 15,701

人。此資料庫記錄這些受訪者曾經有過的所有同居和婚姻經歷、其順序與起迄時

間以及當時伴侶的年齡與種族等。這些豐富的關係歷史資料提供我們分析婚前同

居有利的資源。在剔除掉調查中屬於其他種族、白人、非裔美國人、拉丁裔美國

人的樣本以及極少數有缺失值的樣本(低於 1%)後，我們使用第一與第四波皆有

參與調查的亞裔族群樣本，並將之分類為東亞裔(華人、日本人及韓國人)(369

人)、菲律賓裔(411人)以及南亞裔(印度人、越南人及其他亞洲人)(257人)。也

就是說，最終的總樣本數為 14,618人，其中有 1,037個屬亞裔美國人。 

 

 本研究的依變項為(1)在第四波調查前是否曾經同居以及是否曾經結婚的二

分變項；(2)初次同居是否以婚姻結束，或初婚是否在同居之後的二分變項；(3)

第一次同居或結婚的伴侶之種族。同時，年齡、性別、家庭結構(是否來自雙親

家庭[參照組]、離婚、單親、有繼父/母之重組家庭或其他類別家庭)、母親的教

育程度(低於高中[參照組]、高中畢業、受過一些大學或專科教育，以及大學畢

業或以上)以及受訪者為第幾代移民(generational status)(第一代、第二代以及第

三代[參照組])則也被納入分析中。 

  

 此研究首先描述統計結果，以勾勒整體的人口樣態，並說明各個族群的首次

同居與初婚之圖像。接著，我們以邏輯回歸模型來探究首次同居與結婚行為的族

群差異。最後，首次同居與初婚伴侶的種族/族群也被納入分析。在分析策略上，

我們首先執行不分族群/種族的回歸模型，接著執行僅包含亞裔族群的回歸模型，

目的是為了呈現次群體差異。 

 

研究結果 

描述統計(詳細數據請見原文表 1)主要呈現出個人、家庭以及初次同居和結婚的

整體種族差異。跨種族比較說明亞裔青年族群整體而言比白人、黑人有較高的教

育程度，且其社經背景較佳，有高比例來自未解組的雙親家庭，亦有高比例的母

親受過大學教育。這些亞裔青年人大多為第一代移民，這是一個沒有在其他種族

群體上被觀察到的現象。另外，此群體從未同居過的比例亦是所有種族中最高，

其單身比例也較白人和拉丁牙裔族群高。亞裔美籍青年初次同居就以結婚結束的

比例僅高於非裔美國人，但低於白人以及拉丁裔族群。此族群同時也有最高的跨

種族同居比例。以婚姻來講，僅有約一半的初婚曾有婚前同居，此比例遠低於其

他種族。另外，亞裔族群也有最高的跨種族通婚比例。不過，跨種族同居與通婚

的比例，在所有種族群體中都是類似的。這說明了跨種族同居並沒有比跨種族通

婚要更易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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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統計也顯示出，從青年人自身以及母親的平均教育程度來看，東亞裔和

菲律賓裔族群，比起南亞裔美籍青年，通常有較佳的社經背景。另外，第一代菲

律賓裔和南亞裔族群比例較其他群體要高。至於同居/結婚經驗來講，南亞裔，

相較於東亞裔和菲律賓裔美籍青年，從未同居過的可能性較高，然此差異並未達

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相反地，東亞裔和菲律賓裔比南亞裔族群更易維持未婚。

就亞裔來說，東亞裔比其他兩個族群更不易在初次同居後進入婚姻。至於初次同

居伴侶的人口特徵，東亞裔最可能與白人伴侶同居。三個族群各自的婚前同居比

例、初婚前同居比例以及與白人同居/結婚之比例可在原文的表一中找到。 

 

(1)哪個族群在第四波調查前仍從未同居過？ 

表 2c呈現更進一步的分析結果，探究何以某些族群較其他族群更不易有同居行

為。整體來說，亞裔美籍青年從未同居過的勝算比(odds ratios)較白人高出 1倍，

此圖像可從模型二呈現出的社會人口特徵進行解釋。從移民世代來講，第一和第

二代青年人尤其可能從未同居過。但就亞裔族群內部來講，其不同族群間差異並

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因此假設一，即菲律賓裔美籍青年將比其他亞裔族群要

更容易有過同居經驗，並沒有獲得支持。最強的效果反而來自於移民世代—第一

代亞裔移民從未同居過的勝算是第三代的兩倍。 
 

 

 

 

(2)哪個族群在第四波調查前仍然未婚？ 

表 2m顯示，儘管控制了各人口特徵、社經地位、以及屬於第幾代移民等變項，

東亞裔和菲律賓裔美籍青年仍比白人要更容易維持單身，其未婚的可能性約是白

人的 125%倍，且控制屬於第幾代移民此變項仍不減其統計上的顯著性。若僅以

亞裔族群來看，在控制所有相關變項後，南亞裔顯著地比東亞裔族群更不易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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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婚姻。同時，第一代比第三代亞裔美籍青年有更低的機會維持未婚狀態。因

此，第二個研究假設獲得支持，即東亞裔和菲律賓裔美籍青年，相較於南亞裔美

籍青年，更不易在其青年時期進入婚姻。 

 

(3)初次同居的結果 

從表3c的模型可看出，東亞裔和菲律賓裔美籍青年之初次同居更不易轉為婚姻。

其中東亞裔族群之同居轉為婚姻的可能性即便在控制移民世代此一變項後仍遠

低於其他族群。在模型三中加入初次同居伴侶的種族此一變項仍不減其統計上的

顯著效果。相反地，在模型中，南亞裔美籍青年之初次同居較容易轉變成為婚姻，

但此效果在模型二加入一連串變項後消失。當初次同居伴侶的種族被納入考量，

菲律賓裔比東亞裔美籍青年更容易以婚姻結束其同居關係。有趣的是，比起與其

他少數族群同居的亞裔美籍青年，與白人同居的亞裔美籍青年反而更容易從同居

關係走入婚姻。總體來說，研究發現支持假設三，即菲律賓裔美籍青年的初次同

居比其他東亞和南亞裔美籍青年更易轉變為婚姻。 

 

 

 

(4)初婚前同居 

如表 3m的左半部所示，南亞裔美籍青年之同居後初婚的可能性遠低於白人，但

在考量了社會人口變項以及移民世代的變項後，此差異已失去統計上的顯著性。

不過在模型四中，當考量了初婚配偶的種族後，菲律賓裔美籍青年在初婚前與其

伴侶同居的勝算比較白人高出超過一倍。整體來說，若初婚配偶是亞裔而非其他

少數族群，婚前同居的可能性將大幅降低。只考量亞裔群體本身的話，當所有其

他變項維持不變，菲律賓裔顯著地比東亞裔美籍青年要更易在初婚前同居，且伴

侶是白人的可能性最高。因此，假設三獲得支持，即菲律賓裔美籍青年比其他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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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和南亞裔美籍青年更容易在初婚前同居。 

 

(5)初次同居伴侶之種族 

接下來的模型將檢驗亞裔美籍青年之跨種族配對的差異。如表 4c所示，菲律賓

裔比東亞裔美籍青年要更易與亞裔或其他少數族群的伴侶同居，相較於與白人同

居。此差異在加入了社經背景和移民世代的變項後變得更大。至於南亞裔美籍青

年，其與非白人伴侶同居的可能性不比東亞裔美籍青年高。因此，假設四獲得部

分的支持，東亞裔美籍青年較菲律賓裔更易與白人伴侶同居，但東亞裔與南亞裔

之間的比較則無顯著性。 

 

 

 
(6)初婚配偶之種族 

以初婚來說，菲律賓裔和南亞裔美籍青年皆比東亞裔美籍青年要更易與其他亞裔

或少數族群結婚，而非與白人。此現象在菲律賓裔群體中比在南亞裔群體中更加

顯著。即便在加入了社會人口變項之後，此差異仍存在。尤其是第一代的亞裔族

群，其與同樣是亞裔的族群通婚而非白人的勝算比較第三代亞裔族群高出五倍。

比較表 4c與表 4m，當與東亞裔美籍青年比較時，菲律賓裔和南亞裔美籍青年與

非白人伴侶通婚的可能性比與非白人同居的可能性要高許多。整體來說，假設四

得到部分的支持，比起菲律賓裔和南亞裔族群東亞裔美籍青年有較高的可能性與

白人通婚。 

 

結論與討論 

此研究探討長期以來被忽視的美國青年初次同居與結婚之特性的族群差異議題。

整體來說，研究發現亞裔美籍青年同居的比例遠比其他種族要低，而亞裔族群內，

即東亞裔、菲律賓裔以及南亞裔之間的差異極小。數據顯示，就同居而言，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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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地出生之美國人比起是否屬於特定族群更具影響力，因為第一代亞裔美國人

從未同居過的勝算比是第三代的兩倍高。整體而言，25至 32歲的亞裔美籍青年

同居之比例比過往文獻所呈現的要高，但此差異可能來自於過去文獻與此研究之

受訪者的世代不同。與過去研究相呼應的是，此研究同樣呈現：隨世代的演進，

亞裔移民之同居趨勢越來越盛行。 

 以初婚來講，東亞以及菲律賓裔美籍青年進入婚姻的比例遠較白人低。而就

亞裔族群來看，東亞裔及菲律賓裔美籍青年又比南亞裔美籍青年更加晚婚。此研

究也點出了是否在當地出生(nativity)的重要性—第一代亞裔美國人未婚的比例

遠低於第三代。這說明了亞裔移民在美國同化越來越深，也越來越受美國主流的

晚婚趨勢影響。另外，由於受過高等教育之南亞裔美國人比例較低，其早婚的趨

勢在預料之內。這個結果與過去探討女性的教育如何影響晚婚之文獻不謀而合。

此研究同時也強調在探討同居/婚姻等行為時，族群面向之重要性。 

 以初次同居的結果來說，菲律賓裔美籍青年之同居轉變成婚姻之勝算比幾乎

高出東亞裔美國人 80%，而當初首次同居的伴侶是白人而非其他少數族群時，此

現象尤其顯著。這意味著雖然菲律賓裔美籍青年並不比其他兩個亞裔族群更容易

同居，其同居的性質卻更貼近於“試婚”，且更容易發展成婚姻關係。另外，與

白人同居的亞裔美籍青年之關係同樣也更穩定，因為它們也更容易轉變為婚姻。

另一方面來說，菲律賓裔美籍青年同居後初婚的勝算比是東亞裔族群的兩倍多。

與白人伴侶同居也會顯著地提升在初婚前同居的機會。此研究發現同樣也說明了

菲律賓裔美籍青年深受主流文化影響的高度同化狀態。 

 最後，就同居和結婚的伴侶而言，菲律賓裔較東亞裔美籍青年更易與其他非

白人族群同居。就菲律賓受美國長期殖民影響，以及其久遠的移民歷史而言，一

般人通常會認為菲律賓裔移民更可能與白人同居與通婚，此認知與過去一篇利用

1990年普查資料所做的研究結果雷同。研究發現，以和白人通婚的比例來講，

菲律賓裔美國人是在亞裔族群中比例最高者。然本研究所顯示的結果屬東亞裔美

籍青年與白人同居與通婚比例最高。這個結果的差異還需要未來利用更大的分析

樣本進一步商榷。儘管菲律賓裔美籍青年在婚前同居以及進入婚姻的早晚方面皆

較南亞裔美籍青年更符合美國主流文化，他們反而比東亞裔美籍青年更容易與同

族群或其他少數族群(如非裔美國人或拉丁裔美國人)同居或結婚。某種程度上來

說，這可能標示著他們與美國主流社會的社會距離更遠，此隔閡在婚姻中又比在

同居中要更加顯著。究竟這種隔閡來自於地理距離(許多菲律賓裔美國人住在以

移民為主的城市)，或來自結構性的阻礙是一個值得未來研究繼續著力的重點。 

 此研究仍有一些限制需在未來的研究中克服。首先，離散時間事件史分析會

是更理想的做法，但現有的資料在會隨時間變化的變項上(time-varying variable)
並無完整的變化紀錄，例如家庭結構可能在第一至第四波之間有所改變，但在此

研究中僅能假設其不變。再者，礙於樣本數過少，此研究無法使用更精細的亞裔

族群劃分，然將印度裔和其他南亞裔美國人歸於同一類確實不盡理想，因為前者

通常比後者有更佳的社經背景。最後，第一至第四波之間有大量的樣本流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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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能導致潛在的估測偏誤，這也是追蹤調查資料庫常面臨的問題。 

 總的來說，此研究在兩個方面對既有研究有所貢獻。首先，Add Health 資料

庫提供一個有利的機會讓我們分析一個尚未有文獻著墨的主題：亞裔美籍青年之

婚前同居以及其初次同居的結果。第二，同樣未被探討過的，此研究也增進了我

們對亞裔美籍青年跨種族/族群同居以及通婚的認識。整體來說，此研究點出了

納入多樣的族群/種族以及世代面向來討論亞裔美國人口之相關議題的重要性。

為了深入了解這一個快速成長的移民族群在美國本土之適應狀態，多樣的家庭特

徵和人口指標也應在未來的研究被納入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