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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統計分析 
 

壹、前言 

      本區位於臺南市西部，北鄰學甲區，西鄰將軍、七股

區，東鄰麻豆區，南接西港區，為大北門地區的中心，並有

16 個里，總面積約為38.9422 平方公里。 

      人口是國家構成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國家進步的主要

原因，而人口的數量、分布、結構、特性等等是政府制定各

項政策的基礎，決定國家發展的重要關鍵。 

      近年來，由於受到疫情影響，失業率頻頻升高，少子化

問題、經濟問題接踵而來，中南部的工作機會、薪資待遇往

往不如北部，常常造成許多年輕人大學一畢業就在北部工

作，造成勞動力流失的問題，許多年輕人不願意回到家鄉工

作，或許如何留住本區的年輕人，促進本區人口的年輕化，

儼然成為本區目前遇到的一大課題。 

      為掌握本區現住人口之脈動，本文彙整本區民國104 年

至113 年之間現住人口統計資料，特就本區歷年人口、年

齡、婚姻、教育等相關資料，以文字敘述輔以圖表的方式呈

現，提供本區整體規劃未來發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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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況描述 

  一、人口概況 

   (一)人口數 

         民國113 年底本區總人口數58,470 人，占臺南市總

人口1,858,651 之比例為3.15%，居臺南市37 區第11 

位。以近10 年總人口數觀之，相較人數最多的民國

104 年人口數由59,555 人，減少1,085 人，減少比率

1.82%，僅管可能是與近年來少子化的影響，但是仍然

是一大警訊。 

圖1  臺南市佳里區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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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性別分析 

           本區113 年底總人口數58,470 人，其中男性有

28,760 人，佔49.19%，女性有29,710 人，占

50.81%；以最近十年的資料觀察，皆是女性人口數大

於男性人口數，而藉由性比例計算，104 年底性比例

98.43，至113 年底降為96.80，性比例減少1.63，顯

示每百名男性人口所當之女性人口減少1.63 人。這十

年來本區總人口數逐漸下降，人口呈現負成長，自104 

年至113 年間，男性人口數減少2.65%，女性人口數減

少1.01%，男性人口數減少的幅度大於女性人口數。 

圖2 臺南市佳里區人口數-按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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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臺南市佳里區男女性比例 

二、年齡分析 

        本區人口分成幼年人口（0 歲~14 歲）、青壯年人口

（15 歲~64 歲）及老年人口（65 歲以上）等3 個年齡

層，來分析其結構變化情形。 

    (一) 本區幼年人口數（0 歲~14 歲）占本區總人口數比

例逐年遞減，113 年人口數為6,570 人，占總人口數

11.24％，較上年底11.16％比減少0.08 個百分點，

與104 年底12.24％比較，則減少1.00 個百分點。 

    (二) 青壯年人口數(15 歲~64 歲)為最適於工作年齡之勞

動力人口，113 年人口數為39,997 人,占總人口數

68.41％，較上年底69.10％比減少0.69 個百分點，

與104 年底74.04 ％比較，則減少5.63 個百分點。 

    (三) 老年人口數（65 歲以上），占本區總人口數比例逐

年遞增，113 年人口數為11,903 人，占總人口數

20.35％，較上年底19.74％比增加0.61 個百分點，

與104 年底13.72 ％比較，則增加6.63％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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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臺南市佳里區現住人口之年齡分配 

 

  三、結婚狀況 

        民國113 年底本區15歲以上人口中，未婚者有17,200

人，占總人口數的33.14％；已婚有配偶者25,914人，占

49.93％；離婚者有4,654 人，占8.97％；喪偶者4,132 

人，占7.96％。 

圖3 佳里區113年15歲以上未婚、有偶、離婚、喪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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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之高低為評估人口素質一項重要的指標，反

映該社會的文化水準。 

        至民國113 年底，本區轄內有8 國民小學，2 所國民

中學，2 所高中，對本區人口素質的提升，具有極大助

益。 

        本區民國113 年底15 歲以上人口為51,900 人，佔總

人口的88.76%，其中研究所程度以上者2,999 人占

5.78%；大學(含獨立學院)程度者13,289 人占25.61%；專

科教育程度者4,108 人占7.92%；高中(職)程度者16,313 

人占31.43%；國(初)中程度者8,458 人占16.30%；小學程

度者6,733 人占12.96%。 

 

圖5 臺南市佳里區113年底15歲以上現住人口之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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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

總人口 20%以上即為「超高齡社會」，而佳里區於 113 年底老

年人口占比已達 20.35%，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這樣的人口

結構變化顯示本區未來將面臨明顯的人口老化問題，對醫療資

源、長期照護服務、社區照顧體系以及基礎設施無障礙化，皆

帶來挑戰與壓力。 

    進一步分析本區人口變化趨勢，近十年總人口數從 104 年

59,555 人下降至 113 年 58,470 人，減少 1.82%。其中男性人

口減少幅度（-2.65%）高於女性（-1.01%），性別比例從

98.43 降至 96.80，長期來看顯示本區勞動力有外流傾向，尤

其是青壯年男性，顯示出就業市場或生活機能不足以吸引青年

留鄉發展，將加劇本區人口結構的不均與高齡化問題。 

    在年齡結構上，青壯年人口占比從 104 年 74.04%下滑至

113 年 68.41%，減幅達 5.63 個百分點，而幼年人口占比也從

12.24%下滑至 11.24%，進一步反映出少子化與人口負成長的

雙重壓力。本區未來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不僅影響地方經濟活

力與產業勞動力供給，也將直接衝擊教育資源規劃與基礎建設

的永續發展。 

    在教育程度方面，15 歲以上人口中，大專以上學歷占比

（研究所+大學）達 31.39%，顯示本區具一定人口素質基礎，

但同時亦有近 30% 為國中以下程度，應重視終身學習與高齡

教育的推動，以因應人口老化背景下的教育轉型與需求。 

    最後，從婚姻結構觀察，113 年底 15 歲以上未婚人口占 

33.14%，已婚人口近五成，離婚與喪偶者合計近 17%，結構顯

示出家庭型態的多元化與變遷，亦需強化社區支持與個人心理

健康資源。 

    綜合以上觀察，佳里區未來人口政策應聚焦於三大方向：

一、強化長照服務及無障礙基礎建設，回應高齡社會需求。 

二、提出青年返鄉就業與創業誘因，減緩勞動人口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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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造高齡與青壯年共融的宜居社區，提升整體人口結構的

活化與均衡發展。唯有前瞻規劃與跨部門合作，方能回應人口

結構變遷下的治理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