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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整型是⼀個涉及醫療道德與社會風氣的議題，隨著網路時代的來臨，青少年的價值觀
被社群媒體上充斥的資訊影響，進⽽認同、追隨⼤眾審美觀──挺⿐、⼩臉、細腰，但這些是
最完美的樣⼦嗎？完美的定義⼜是什麼？這篇文章將會深入探討青少年整型的原因、趨勢、
與社群媒體的關聯，期望能讓青少年反思整型背後的意義。

▲  整型⼿術能快速改變容貌。（圖片來源 / iStock ）

美青少年瘋整型 隆⿐⼿術比例最⾼
美國醫學會倫理學雜誌（AMA Journal of Ethics）在2018年的研究中指出，2017年美國超過 229,000
名 13 ⾄ 19 歲的青少年進⾏整型⼿術，其中有些家庭甚⾄將整型費⽤作為送給⼩孩的成年禮物，然⽽這
些⼿術在醫療層⾯上⼤多都是非必要的，例如割眼袋、割雙眼⽪、注射玻尿酸等。青少年注重形象，除
了希望藉由整型⼿術增加⾃信，更希望⾃⼰的外貌能夠符合主流價值觀、獲取他⼈認同，但是過分重視
外在，忽略每個⼈在⾝體表徵上的獨特性，反⽽扭曲了整型⼿術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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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美容整型外科學會（ISAPS）2019年的全球統計數據，18歲以下的青少年進⾏的整型⼿術之
中，以隆⿐⼿術的數量最多，⼀來象徵新世代對於美的追求，⼆來也代表著多數⼈正在追求相同的價值
觀──瓜⼦臉、⽔蛇腰、櫻桃嘴，這些審美觀與非必要的醫療⾏為令⼈開始懷疑⾃⼰難道就不美嗎？

▲  全球18歲以下的青少年選擇的整型⼿術中，以隆⿐⼿術的數量最多。（圖片來源 / AMA Journal of

Ethics ）

在別⼈的眼裡找認同？
蘇聯⼼理學家 L.S. Vygotsky 提出了社會文化理論，主旨為⼈類會利⽤原有的文化來調
節他們的⽣理及⾏為，換句話說，⼈在其⽣活的環境與社會裡建立對於美麗的認知，
進⽽改變⾃⼰的想法與作為。若將社群媒體作為建立文化的⼯具，媒體識讀能⼒低落
的⼈會被氾濫的資訊量淹沒，進⽽對⾃我價值產⽣負⾯評價。

⼈類對⾃我形象的意識是分階段發展的，其中青少年是外貌改變最快速的時期，也更加容易受到他⼈與
環境的影響，模仿、比較與學習是這個階段的成⻑⽅式，因此青春期是塑造審美觀的重要過程，此階段
進⾏整型⼿術的青少年⼤多希望能藉由改變樣貌來獲得他⼈認同，進⽽增加⾃信。在社群媒體蓬勃發展
的時代，爆炸的資訊混淆受眾的視聽，修圖濾鏡、廣告訊息充斥我們的⽣活，平台上的明星網紅往往只
展⽰⾃⼰好的⼀⾯，使得受眾容易產⽣比較⼼態、引起社群焦慮，且潛移默化地改變⼤眾審美觀，也讓
「追求⾃我認同」變成了「尋求社會認同」。

https://www.isaps.org/wp-content/uploads/2020/12/Global-Survey-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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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為青少年的價值觀形成主要來⾃同儕、家庭與媒體，很多刻板印象就此形成，例如越瘦越好、越
⽩越美，外貌的標準化侷限青少年的想像，⽽後造成焦慮感與精神異常，也讓許多⼈開始選擇激進的減
肥或整型⽅式，迷失⾃我的同時更危害了⾝體健康。

▲  在乎同儕眼光的青少年，使⽤社群媒體時容易因為比較⼼態⽽產⽣焦慮感。（圖片來源 / Unspalsh ）

比較韓國、英國與台灣政府的相關措施
在衡量是否進⾏整型⼿術時，⼤部分的青少年不會思考可能遭遇的醫療風險，常以低廉的價格為⾸要考
量，相關醫療知識也未必周全。因此各地政府紛紛介入，防⽌媒體錯誤的價值觀不斷擴⼤，加強規範及
管制相關⾏為，以公權⼒保障⼈⺠的權益與安全。

台灣衛⽣福利部於2014年發出禁⽌令，規定醫師不得對未滿18歲之未成年⼈施作非醫療必要之整型⼿術
如抽脂、胸部整形、隆⿐等。滿18歲未滿20歲者，若需進⾏非侵入性美容項⽬如雷射⼿術，需經法定代
理⼈簽署同意書，另外若以疾病治療為⽬的，如遭遇⾞禍意外、罹患狐臭等，需施作侵入性⼿術，亦需
由法定代理⼈簽署同意書。此法條可看出台灣政府希望⺠眾能建立正確的審美觀，珍惜⾃⼰獨特的外
貌，經過審慎思考與評估風險後再進⾏整型⼿術。

在整型風氣盛⾏的韓國，社會對於整型⼿術的包容度⾼，有些⼈甚⾄會為了順利就業⽽進⾏容貌上的改
變，因此政府並無明訂法條去限制或管理青少年的整型⾏為，但隨著近幾年醫療事故頻傳，韓國國會於
2021年8⽉31⽇表決通過醫療法修正案，規定各醫院的⼿術室必須安裝監視設備，但攝影紀錄需經司法
機構申請或醫病雙⽅同意才可調閱。

放眼英國，受到電視節⽬與社群媒體的影響，青少年搭上整形熱潮，也因此帶來許多醫療事故與糾紛。
根據英國鏡報（The Mirror）報導，光是2020年全英國就有超過4.1萬未成年⼈進⾏整型⼿術，包含割雙
眼⽪、注射填充物等，造成2083起醫療糾紛的投訴案件，遠遠⾼於2016年的217起，這些事故輕⽽造成
當事⼈⾝體發炎，嚴重甚⾄出現失明、臉部組織壞死等不可逆的傷害。因此英國議會於2021年4⽉通過
表決，於當年10 ⽉1⽇起，禁⽌18歲以下注射填充物與施打⾁毒桿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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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 / iStock ）

想整型不如先「整⼼」
隨著文化發展，⼈類早已習慣並服從社會設定的標準，並且為了達到他⼈完美的樣⼦
嘗試各種⽅式，因此動⼑之前不如先冷靜思考並且問問⾃⼰，⾃信能⽤⼿術⼑雕刻出
來嗎？如果每個⼈都是⼀塊黏⼟，為什麼要把⾃⼰捏成別⼈最喜歡的樣⼦？

▲  接受⾃⼰、成為⾃⼰才能得到真正的成就與快樂。（圖片來源 / iStock ）

正是因為⼈⽣來就是獨特的個體，無法⽤同⼀個天秤來衡量美與醜，所以我們終其⼀⽣都在學習認識⾃
⼰，接納⾃⼰，並且愛上⾃⼰的獨特。在知名童話故事《⼩王⼦》中提到：「真正重要的東⻄，⽤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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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看不⾒的」，外貌總有⼀天會隨著時間消逝，只有內在的涵養與知識會留下，因此充實內在才是永恆
且最有效增加⾃信的解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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