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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安平區人口消長暨性別分析 

壹、 前言 

人口是社會經濟活動的主體，其增減攸關本區社經發展，本區處

於臺南市西南側臨海位置，臺南運河左岸為「新五期」，原多為魚塭與

海埔新生地，都市計畫填土編為第五期市地重劃區；運河右岸為舊部

落地區，人稱「老安平」。區內交通便利、投資及商業活動繁榮，吸引

建商至本區興建房地產，房地產交易活絡，房地產價格上揚，且緊鄰

安平觀光景點，就業機會增加，擁有優質基礎設施及居住環境，外地

遷入本區居住及就業人口增加，惟少子化及人口快速老化，為目前不

容忽視之社會現象。此等人口消長現象，宜配合政府推動各項政策，

宣導及鼓勵青年結婚、生育，延緩人口老化現象，避免衝擊本區勞動

市場、消費市場、產業結構及競爭力。 

本區 112 年 65 歲以上老人人口占本區 14.25%，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定義，本區已邁入「高齡社會」，相關老人人口關懷照顧政策，不容忽

視，需配合市府社會局各項老人福利政策，如敬老卡、中低（收）入

老人經濟及改善住宅補助、長照服務、樂齡中心、友善樂齡交通等，

不分男女均獲得妥善周全之照顧，使其生活免於孤寂與危難，並鼓勵

高齡長者創造自身價值，發揮社會影響力，提高社會參與，使其擁有

尊嚴、溫馨、安全、樂活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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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人口現況 

112 年底本區人口為 6 萬 9,015 人，其中男性 3 萬 2,539 人、女性

3 萬 6,476 人，男性人口少於女性人口。本區人口占本市人口 3.71%，

較 111 年 3.67%增加 0.04%。本區 65 歲以上老人人口占本區人口

14.25%，較本市 18.77%為低，由 65 歲以上老人人口占比，觀察得知

本市及本區人口加速老化，且均已邁入高齡社會。 

就近 5 年而言，本市人口除 112 年有微幅增加外，其餘各年均呈

現減少，而本區人口及 65 歲以上老人人口每年均呈現正成長。本區

65 歲以上老人人口 112 年底增加至 9,833 人，其中增加男性 4,306 人、

女性 5,527 人，本市及本區 65 歲以上老人男性人口每年均少於女性人

口。（參表 2-1、表 2-2）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比率

108 31,822 35,297 67,119 3,315 4,210 7,525 11.21

109 31,831 35,382 67,213 3,531 4,515 8,046 11.97

110 31,928 35,518 67,446 3,728 4,776 8,504 12.61

111 32,127 35,898 68,025 3,981 5,083 9,064 13.32

112 32,539 36,476 69,015 4,306 5,527 9,833 14.25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年底

人口 65歲以上人口

表 2-1    臺南市安平區人口及65歲以上人口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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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 112 年底各里人口最多為國平里 10,135 人，其中男性 4,691

人、女性 5,444 人；次多為育平里 9,804 人，其中男性 4,450 人、女性

5,354 人；再次多為平通里 8,803 人，其中男性 4,022 人、女性 4,781

人。最少為漁光里 422 人，其中男性 237 人、女性 185 人；次少為金

城里 2,346 人，其中男性 1,160 人、女性 1,186 人；再次少為王城里 3,107

人，其中男性 1,549 人、女性 1,558 人。 

觀察本區各里近 5 年來人口消長趨勢，平通、國平、育平、億載

等 4 里呈正成長上升趨勢，漁光、平安、天妃、王城等 4 里呈負成長

下滑趨勢。除漁光、天妃等 2 里男性人口大於女性人口，其餘各里男

性人口小於女性人口；漁光、平安、天妃、王城等 4 里男性人口及女

性人口均呈負成長下滑趨勢。（參表 2-3、圖 2-1、圖 2-2、圖 2-3）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比率

108 937,342 943,564 1,880,906 135,880 160,067 295,947 15.73

109 933,869 941,048 1,874,917 142,046 167,226 309,272 16.50

110 927,158 934,901 1,862,059 147,963 174,243 322,206 17.30

111 921,168 931,829 1,852,997 153,487 180,658 334,145 18.03

112 923,152 936,794 1,859,946 160,161 188,908 349,069 18.77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年底

人口

表 2-2    臺南市人口及65歲以上人口

65歲以上人口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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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金城里 1,143 1,126 1,131 1,154 1,160 1,142 1,128 1,155 1,181 1,186

漁光里 256 252 246 246 237 208 202 197 199 185

建平里 2,964 2,983 2,939 2,934 3,013 3,394 3,402 3,353 3,354 3,433

怡平里 2,389 2,362 2,334 2,325 2,349 2,626 2,623 2,609 2,615 2,647

華平里 2,697 2,687 2,665 2,654 2,667 2,846 2,844 2,852 2,878 2,902

平通里 3,962 3,938 3,976 4,003 4,022 4,566 4,625 4,599 4,628 4,781

文平里 2,816 2,779 2,793 2,903 2,998 3,188 3,147 3,172 3,335 3,402

國平里 4,198 4,256 4,455 4,564 4,691 4,823 4,879 5,147 5,288 5,444

育平里 4,285 4,351 4,337 4,396 4,450 5,203 5,256 5,202 5,286 5,354

億載里 1,757 1,786 1,809 1,820 1,865 1,867 1,895 1,926 1,929 1,983

平安里 1,866 1,855 1,816 1,779 1,778 1,976 1,944 1,920 1,889 1,892

天妃里 1,895 1,878 1,840 1,784 1,760 1,867 1,836 1,792 1,726 1,709

王城里 1,594 1,578 1,587 1,565 1,549 1,591 1,601 1,594 1,590 1,558

合  計 31,822 31,831 31,928 32,127 32,539 35,297 35,382 35,518 35,898 36,476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年 別

里 別

男性人口 女性人口

表 2-3    臺南市安平區各里男性、女性人口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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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臺南市安平區各里人口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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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圖 2-2 臺南市安平區平通、國平、育平、億載等 4里人口 

 

   圖 2-3 臺南市安平區漁光、平安、天妃、王城等 4里人口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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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平通、國平、育平、億載等 4 里位處本市五期重劃區，鄰近

本市永華市政中心，商業活動繁榮，居住環境便利，建商至五期重劃

區興建房地產，房地產市場活絡，房價上漲，且緊鄰安平觀光景點，

爰此此 4 里人口正成長增加。平安、天妃、王城等 3 里位處於舊部落

地區，漁光里位處於漁光島，鄰近海邊較偏僻，基礎建設、居住環境

及商業活動等各方面，對人口遷移較無吸引力，致使其人口負成長。 

因著男性、女性對男女工作安全需求、醫療保健、勞動力供需、

消費能力及需求、財務管理等各方面，有著不同性別差異，衍生女性

較男性長壽，爰此本區歷年來男性人口大於女性人口。男女性別差異

原因影響本區未來社會及經濟、教育文化、勞動市場、消費市場、產

業結構等各方面發展，且快速老化為高齡社會，相關老人服務照顧施

政政策之制定，宜研謀相關施政措施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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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人口動態 

本區近 5 年來遷入人數每年度均增加，112 年增加至 4,195 人，遷

出人數 112 年減少至 3,101，遷入人數大於遷出人數，112 年社會增減

率 16.15%。出生人數由 108 年 482 人減少至 112 年 368 人，死亡人數

由 108 年 351 人增減至 112 年 368 人，除 108 年出生人數大於死亡人

數外，其餘均出生人數小於死亡人數，112 年自然增減率-1.54%，社會

增減率大於自然增減率，爰此近年來本區呈現增加趨勢。（參圖 3-1、

圖 3-2、圖 3-3） 

本市永華市政中心設於本區，且本區位處本市五期重劃區，區內

交通便利、投資及商業活動繁榮，居住環境便利，吸引建商至本區興

建房地產，房地產價格上揚，且緊鄰安平關觀光景點，外地移入本區

居住及就業人口增加，惟少子化及人口快速老化，致使出生率低於死

亡率，宜研謀相關施政措施因應。 

   圖 3-1 臺南市安平區人口動態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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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 臺南市安平區遷入率、遷出率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圖 3-3 臺南市安平區粗出生率、粗死亡率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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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及建議 

本區位處於臺南市西南側臨海位置，以臺南運河為界，河左岸「新

五期」，是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及臺南市議會永華議事廳所在地，

原多為魚塭與海埔新生地，並編為第五期市地重劃區；而運河右岸，

則是人稱「老安平」的舊部落地區。區內交通便利、投資及商業活動

繁榮，吸引建商至本區興建房地產，房地產交易活絡，房地產價格上

揚，且緊鄰安平關觀光景點，就業機會增加，擁有優質基礎設施，居

住環境便利，外地移入本區居住及就業人口增加，惟少子化及人口快

速老化，致使本區邁入「高齡社會」，為目前不容忽視之社會現象。人

口是社會經濟活動的主體，其增減攸關本區社經發展，宜配合政府推

動各項政策，宣導鼓勵青年結婚、生育，延緩人口老化現象，避免影

響勞動市場、產業結構及競爭力。 

近年來本區人口加速老化為「高齡社會」，除考量男女性別差異

外，須配合市府社會局各項老人福利政策，如敬老卡、中低（收）入

老人經濟及改善住宅補助、長期照顧服務、樂齡中心、友善樂齡交通

等，鼓勵高齡長者終身學習及社會參與，創造自身價值，豐富老年生

活，激發其樂觀積極面對生命，以老助老及世代共融相傳精神及態度，

發揮高齡長者社會影響力，使其擁有溫馨、安全、樂活之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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