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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口乃組成國家之基本要素，一國人口之多寡與質量將決定國家政

策走向，惟近年人口逐漸邁向少子化與高齡化，唯有與時並進，順應人

口變化方能制定最適當之政策。故茲編撰人口結構與特性分析，並就學

甲區內自100年底至105年底之人口之靜態、動態概況、婚姻情形及教育

程度分別探討，期能藉由提供以下分析精進本區行政效率，亦能對學甲

區歷年人口變遷有更深入之了解。 

學甲區位臺南市之西北部，東臨下營區，東北接鹽水區，南連佳里

區，東南與麻豆區相接、西南隔將軍溪毗鄰將軍區，西接北門區，北以

八掌溪與嘉義縣義竹鄉為界，土地面積共53.9919平方公里。學甲區於

100年合併後計有13里，分別為三慶、 大灣、中洲、仁得、平和、光華、

宅港、秀昌、明宜、慈福、新達、新榮、豐和里，其中人口集中於仁得、

明宜、慈福、秀昌一帶，全區人口分布較不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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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人口靜態概況 

一、人口分布 

105年底本區人口數為26,377人，男性計13,495人，佔人口總數

之51.16%，女性計12,882人，佔人口總數之48.84%，其中女性人口之

增減率略小於男性，男性人口較104年底減少1.10個百分點，而女性

人口則較104年底減少0.96百分點。 

各里人口中以仁得里4,506人最多，佔全區人口數之17.08%，其

次為秀昌里2,783人，佔10.55%；宅港里945人最少，佔3.58%。與104

年底相較下人口增減幅度最大者為仁得里，增減率為-17.82‰，即里

內共減少49人；最小者為宅港里，增減率為-1.09‰，即里內共減少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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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105底學甲區各里人口數 

資料來源：臺南市學甲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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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比例、戶量 

性比例表示男性人口對女性人口之比例，即每100位女性人數對

應之男性人數， 105年底本區之性比例為104.76，與近5年相較下無

明顯變動。 

105年底本區之戶數為9,662戶，較104年底減少2戶，自近5年來

呈微幅遞減狀態，惟戶量及人口密度因人口數逐年減少呈遞減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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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年齡分佈  

本區 105 年底人口年齡分佈，0-14歲幼年人口計 2,679人，佔本

區總人口之 10.16%；15-64歲壯年人口計 19,423人，佔本區總人口之

73.64%；65歲以上老年人口計 4,275人，佔本區總人口之 16.21%。扶

養率 35.80%；扶幼率 13.79%，近 6年比率減少 2.36個百分點；扶老

率 22.01%，近 6年比率增加 2.93個百分點；老化指數 159.57%，近 6

年比率增加 41.42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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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人口動態概況  

由本區戶籍動態登記資料顯示，105年底人口總成長率-10.32‰，較

104年底減少0.7‰，主要變動原因為社會增(減)人數，與104年底相較下，

自然增(減)人數減少125人，社會增(減)人數減少150人。 

一、 人口自然增(減)率 

105年底本區自然增(減)數減少125人，出生人數172人，

粗出生率為6.49‰；死亡人數297人，粗死亡率為11.20‰；即自

然增(減)率為-4.71‰，與104年底相較下增加1.5‰。 

二、 人口社會增(減)率 

105年底本區社會增(減)數減少150人，遷入人數645人，

遷入率為24.33‰；遷出人數795人，遷出率為29.98‰；即社會

增(減)率為-5.69‰，與104年底相較下減少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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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婚狀況  

105年底本區15歲以上人口共23,698人，未婚者佔30.16%，較104

年底增加0.05個百分點；有偶者佔44.60%，喪偶者佔8.51%，離婚者佔

6.58%。近5年來喪偶率與離婚率有較明顯之變動，其中喪偶率增加0.06

個百分點，離婚率增加0.11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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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育程度 

105 年底學甲區滿 15歲以上人口為 23,698人，佔總人口數 89.84%，

其中大專以上程度者 7,915人，佔 33.40%；高中(職)者 7,524人，佔

31.75%；國(初)中者 4,293人，佔 16.28%；國小者 5,251人，佔 19.91%；

自修者 34人，佔 0.13%；不識字者 267人，佔 1.01%。高等教育(大專

以上)人口逐年增加，近 6年上升 10.58個百分點；國小、自修及不識

字人口相對逐年減少，近 6年降低 0.29個百分點。 

 

 

 

年齡別
博士 碩士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國(初)中

國小

及以下
自修 不識字

合計 0.14  2.62  15.81  7.49   32.71   18.27   21.64  0.14  1.18  

15 ~ 19歲 -   -   -    -    31.36   61.37   7.27   -   -   

20 ~ 24歲 -   0.82  31.35  5.29   60.65   1.88    -    -   -   

25 ~ 29歲 -   8.24  55.48  4.89   27.55   3.46    0.37   -   -   

30 ~ 34歲 0.45  7.61  36.85  10.19  37.52   5.92    1.47   -   -   

35 ~ 39歲 0.38  5.05  24.36  16.48  42.10   9.56    2.07   -   -   

40 ~ 44歲 0.34  3.82  15.34  15.06  46.97   16.74   1.69   0.06  -   

45 ~ 49歲 0.05  2.38  8.07   11.67  47.23   26.89   3.40   0.05  0.25  

50 ~ 54歲 0.08  1.49  5.97   7.50   36.44   35.90   12.23  0.08  0.29  

55 ~ 59歲 0.04  0.65  4.10   6.58   30.47   30.47   27.16  0.04  0.48  

60 ~ 64歲 0.21  0.37  3.92   5.61   22.56   14.72   50.58  0.37  1.64  

65歲以上 0.05  0.17  2.86   2.40   7.31    8.47    72.74  0.51  5.50  
資料來源：臺南市學甲區戶政事務所

表5-2  學甲區15 歲以上人口各年齡組教育程度結構

     單位：%104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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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綜上所述，學甲區近6年來之人口結構具以下特性： 

一、 人口老化指數攀升 

本區老化指數逐年攀升，較100年底增加41.42個百分點，

且人口年齡分布呈現縮減型，顯示本區之人口年齡結構因幼年

人口數逐年降低及人口減少而逐漸老化，其中以大灣里之老化

指數250.00%最高。日後該如何提升生育率以降低區內人口老

化程度誠為值得探討之議題。 

二、 人口總成長率持續呈現負成長 

近6年來本區人口之社會增(減) 率及自然增(減) 率皆為

負成長，且女性人口之增(減)幅度略大於男性。其中以社會增

(減)率為總成長率持續下降之主因，顯示本區之女性人口遷移

較男性人口頻繁。  

三、 喪偶人口及離婚人口增加 

本區人口逐年減少，惟喪偶及離婚人口卻不斷增加，顯示

婚姻之不穩定性使區內單親家庭逐漸增加，隨之衍生的家庭經

濟問題等需給予更多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