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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區 110 年底人口數 51,265 人較 109 年底 50,814 人增加 451 人

(8.88� ) ，其中男性增加 185 人(7.23� )，女性增加 266 人(10.54� )。 本

區 110 年底人口分佈以光文里 6,800 人佔 13.26％為最多，六分里 745 人佔

1.45％為最少，110 年底與 109 年底各里人口數增減比較，以蓮潭里增加最

多人為 505 人，而昌隆里則減少最多人為 56 人。  	

    本區近十年來戶數不斷的增加，戶量卻不斷減少，其原因為現代社會多

以單身戶、頂客族和小家庭為主，亦即大家庭生活模式已漸式微所致。   

    本區 110 年粗出生率為 7.43� 較 109 年 7.89� 下降 0.46 千分點；粗死

亡率 8.21� 較 109 年 8.17� 上升 0.04 個千分點。自然增(減)率-0.78� 較

109 年-0.28� 下降 0.5 個千分點，社會增(減)率 9.62� 較 109 年 16.07� 下

降 6.45 個千分點。  

    本區高等教育佔 15 歲以上人口比重不斷上升，110 年底已達 51.46％， 

其他教育程度比重則逐年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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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人口是國家組成的基本要素之一，且人口數量的多寡與品質之良窳，對

於人類生活環境、社會繁榮及國家富強具有極大之影響，因此施政者常藉

由人口統計概況分析，作為推行人口政策之依據。 

 

   善化地處以「文化古都」為名的台南市中心，屬於台南市地區劃分的溪

南區、嘉南平原南部，而曾文溪蜿蜒於善化區域北側，屬熱帶季風氣候，

總面積共 55.3097 平方公里，東與大內、山上相連，西接於安定，南倚新

市，緊鄰臺南科學園區，北面則有曾文溪環繞，且和麻豆、官田為鄰。轄

區內共有 20 個里，分別為什乃里、文昌里、牛庄里、胡家里、溪美里、小

新里、蓮潭里、六分里、光文里、頂街里、昌隆里、胡厝里、嘉北里、坐

駕里、文正里、六德里、田寮里、東關里、南關里、嘉南里等。 

 

   善化轄區內 110 年底人口數為 51,265 人，其中男性 25,773 人，女性為

25,492 人，戶數為 19,635 戶，人口密度為每平方公里 926.87 人。茲就本

區人口統計資料，按人口的整體變動、自然增減率、社會增減率及區民之

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婚姻狀況等結構組成之分布情形加以分析，提供

相關單位規劃本區未來發展、研擬施政措施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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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教育程度分析 

    本區 110 年底 15 歲以上現住人口為 43,231 人，其中受高等教育者（大

專院校以上，不含五專前三年）22,245 人，占 51.46％；高級中等教育者

（五專前三年及高中職）11,508 人，占 26.62％；初等教育者（國中、初

職及國小）8,973 人，占 20.76％；自修者 29 人，占 0.07％；不識字者 476

人，占 1.10％。高等教育人口占本區 15 歲以上現住人口的比率自 100 年起

至 110 年止提升 15.27％，高級中等教育人口比率下降 3.90％，初等教育

人口比率下降9.71％，自修人口比率下降0.04％，不識字人口比率下降1.61

％。  

    高等教育人口近年來大幅提升，隨著經濟發展與社會需求，大專院校

增加，受教人數普遍上揚，然因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初等教育人口大幅降

低，顯示隨著世代進步，大部分人都著重擁有較高的學歷以利未來在職場

上能有好的出發點。另外本區不識字的人口大多是 65 歲以上長者，且女性

遠高於男性，究其原因應是早期社會觀念重男輕女，且在其當下生活不易，

使得女性被迫提前進入職場或結婚，而男性則可擁有較女性更多的社會資

源與受教的機會。不過隨著世代演進與變遷，男女地位逐漸平等，受高等

教育的機會也較能趨於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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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婚姻狀況分析 

婚姻是人口延續重要的關鍵，其所形成之家庭更是穩定社會重要的力

量，婚姻狀況的變動可反映出人們在兩性或同性生活相處與自我價值的思

維。因時代的變遷，社會風氣的開放，兩性的平權以及性自主權的選擇，

已改變了過去傳統婚姻所制定的範疇。 

就本區婚姻人口狀況的四種情形觀之： 

一、 未婚 

    110 年未婚人口 21,650 人，占總人口數 42.23％，近年來 15 歲

以上未婚者比率一直持穩定狀態，區間落在 42.00~42.26％之間。 

二、 有偶 

110 年總有偶人口 23,458 人，占總人口數 45.76％，有偶者自 104

年有逐年微幅減少現象，比率由 46.56％漸漸減少至 45.76％。 

三、 離婚 

110 年總離婚人口 3,172 人，占總人口數 6.19％，離婚人口的比

率有逐年上升的趨勢，自 100 年 5.14％上升至 6.19％，增加了 1.05

個百分點。 

四、 喪偶 

110 年總喪偶者人口 2,985 人，占總人口數 5.82％，喪偶人口中

女性高於男性，究其原因可能係男性職業大部分從事戶外流動性危險

工作及男性易染菸酒、檳榔等不良習慣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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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結論 

    善化區人口數自民國100年底43,995人至民國110年底51,265人，

共增加了 7,270 人，增加率為 16.52％。人口密度從 100 年每平方公里

795人增至110年每平方公里927人。平均每戶人口數從100年每戶2.94

人降至 110 年每戶 2.61 人。  

 

    隨著國民教育普及、生活水準及人口素質不斷提高，社會工商發達，

資訊傳播簡便快速，婦女就業人數增加，婚姻觀及價值觀的改變，國人

離婚率有逐年增加之趨勢，單親家庭增加，婦女生育率逐年下降，伴隨

醫療設備之進步，老人人口逐年增加，人口結構已達高齡社會。  

 

    面對老年化社會，本區積極推動「在地老化」的策略，並結合一粒

麥子基金會設立日照中心，活化老人文康造福善化長者，提供在地的長

輩享有可近性、可及性的照顧。社區之關懷據點也持續增加辦理巷弄長

照站及延緩失能開課數量，讓老人家能在社區中健康快樂的生活，另外

在地志工對於年長者的關懷問安、協助整理居家環境以及愛心送餐服務，

也讓生活在善化區的長者能無憂的生活，體現禮運大同篇中「老吾老以

及人之老」的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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