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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來，台灣的人口已幾近零成長，且隨時間發展，預測將於幾年後

呈現負成長，伴隨而來的少子化、人口老化危機正衝擊著民間消費經

濟和產業結構。本區 108年底人口數持續減少，人口結構的轉變，顯

示本區已進入超高齡化社會，使得青壯年人口的扶養負擔越來越沉重。

對此，政府應創造鼓勵生育的環境，並多推動老人照護等福利措施，

維持老年人口自主獨立生活。而本區近幾年離婚人口比重持續上升，

所衍生的單親經濟及教養問題乃值得關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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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統計分析及性別分析 

壹、前言 

本區位於臺南市最北端，嘉南平原中北方，八掌溪南方二公里處，

為八掌溪與急水溪沖積而成之狹長平原。地勢東北部較高，向西傾瀉，

全境大多屬嘉南平原。東經 120度，北緯 23度，北和西隔著八掌溪

與嘉義縣水上鄉、鹿草鄉、義竹鄉為界，東接白河區，東南鄰東山區，

南與新營區、鹽水區毗連，鐵路交通便捷。 

人口統計係指研究及使用人口統計方法，蒐集、整理、分析、編

輯及發布有關人口的大小、分布、結構、變遷及特徵等各方面之人口

資料，據以分析其結果，說明人口現象及人口成長之因果關係，並推

論其未來可能之發展，以供政府相關單位施政計畫之參考資料。如人

口數量的多寡，直接影響生活品質與地區發展；人口年齡結構、性別、

教育程度、經濟活動及工作種類，可顯現人口素質，進而評估地區蘊

藏的潛能及未來發展潛力，故「人口統計分析」是從事區域開發及都

市建設的重要指標。 

本篇分析係以本區 108年人口趨勢及現況，按人口分布、戶數與

戶量、性別、年齡、人口動態、婚姻狀況及教育程度等數據資料，藉

以分析本區人口趨勢概況，以期能提供相關部門擬訂政策之參考。 

 



 

貳、現況描述 

一、民國108年底本區人口總數為23,001人，較民國107年23,346

人減少 345人(-1.48%)，其中男性為 11,940人(51.91%)、女性為

11,061人(48.09%)。人口分布以上茄苳里 2,497人為最多，占 10.86%，

其次為長短樹里 2,210人，占 9.61%，而新嘉里 1,077人占 4.68%則

為最少。 

 

二、由近五年來性比例觀察，本區性比例均高於 100，表示本區

男性人口數均大於女性人口數，且除 104年 108.10至 106年 108.51

有增加外，爾後遞減至 107年 107.87，108年小幅度增加至 107.95，

顯示今年本區每百名女性人口對應之男性人口有微幅增加的趨勢。 

 

三、108年底本區老年人口結構比為 25.56%，較 107年 24.91%

增加 0.65個百分點，且近五年老年人口結構比有逐年遞增趨勢，由

104年 23.11%逐年遞增至 108年 25.56%，增加 2.45個百分點，顯示

本區已進入超高齡化社會(老年人口占所有人口 20%以上)。 

 

四、本區的離婚率從 104年 1.64%增至 108年 2.3%，顯示婚姻不

穩定性增加導致單親家庭比率攀升，進而衍生子女教養及照護問題。 



 

參、統計分析 

一、人口分布分析 

民國 108年底本區總戶數共 8,766戶，人口總數為 23,001人，

較民國 107年減少 345人。108年底人口分佈以上茄苳里 2,497人為

最多，占 10.86%，其次為長短樹里 2,210人，占 9.61%，而新嘉里

1,077人占 4.68%為最少(如表 1)。 

 

二、戶數與戶量分析 

本區人口戶量近年來呈現減少的趨勢，由 104年底每戶 2.73人

逐年減少至 108年底每戶 2.62人，每戶減少 0.11人，108年底各里

中之人口戶量則以上茄苳里每戶 2.92人為最多，新嘉里每戶 2.24人

為最少(如表 1)。 

 

三、性別分析 

本區 108年底總人口數 23,001人，其中男性有 11,940人，占

51.91%，女性有 11,061人，占 48.09%；較 104年底減少 1,328 人，

其中男性減少 698人，女性減少 630人。 

從最近五年的資料觀察可發現(如圖一)，皆是男性人口數大於女

性人口數，藉由性比例公式計算(如表 1)，104年底性比例為 108.10，



 

到了 108年底降為 107.95，性比例減少 0.15。加上這五年來本區總

人口數逐漸下降，人口呈現負成長，自 104年至 108年間，男性人口

數減少 5.52%，女性人口數減少 5.39%，由此可見，男性人口數減少

的幅度大於女性人口數。 

 

表 1 

 

 

 

 

 



 

圖一 

 

 

四、年齡分析 

本區將人口分成幼年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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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來分析其結構變

化情形。（如表 2、圖二） 

 

(一)幼年人口（0歲~14歲） 

本區幼年人口數占總人口數比例有逐年遞減的傾向，108年底幼

年人口數 1,753人，占總人口數的 7.62％，和上年底 7.88％減少 0.26

個百分點，與 104年底 9.06％做比較，則減少 1.44個百分點。 

 

(二)青壯年人口(15歲~6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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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壯年人口數為最適於工作年齡之勞動力人口，本區 108年底青

壯年人口數為 15,369人，占總人口數 66.82％，較 104年底 67.82

％，減少 1.00個百分點，與上年底 67.21％比較，減少 0.39個百分

點。 

 

(三)老年人口（65歲以上） 

本區老年人口數占總人口數比例有逐年遞增的趨勢，108年底人

口數 5,879人，占總人口數 25.56％，較上年底 24.91％增加 0.65個

百分點，與 104年底 23.11％相比較，則增加 2.45個百分點。 

 

表 2 

 
 

 



 

圖二 

 

 

五、人口動態分析 

出生、死亡和人口遷移是決定人口消長的基本因素，在人類長久

的歷史而言，不僅對人類成長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甚至在近三十餘

年來，許多政策的訂定，也都是以上述三者的發展為其主要目標。 

婚姻是人口延續重要的一環，其不但是穩定社會之重要力量，另

外，婚姻狀況的變動亦可以反應出人們對兩性相處及自我價值的思維。

(如表 3、圖三) 

 

(一)粗出生率 

本區108年粗出生率為5.14‰較107年4.63‰上升0.51個千分點，

另外與 104年 6.01‰相比，則下降 0.87個千分點，從 104年起至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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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粗出生率最高落在 104年 6.01‰，整體而言，粗出生率在近五年

來呈現下降趨勢。 

 

(二)粗死亡率 

死亡是人口動態事項的一項，除關係著人口自然生長外，亦關係

著經濟發展，而死亡水準的高低會直接反映衛生設備的良窳與人民健

康的狀況，也會間接反映出社會經濟發展的高低。本區 108年粗死亡

率為 14.97‰較 107年之 13.98‰下降 0.99個千分點。除了 104年的粗

死亡率落在 12.06‰之外，從 105年開始粗死亡率皆維持在 14‰左右的

程度。 

 

(三)自然增減率 

人口自然增(減)數之計算為出生人口數扣除死亡人口數，本區

108年自然增(減)率為-9.84‰，較 107年-9.35‰人口數減少幅度增加

0.49個千分點，從 104年至 108年間，自然增(減)率以 108年-9.84‰

之負成長為最高，而以 104年-6.05‰之負成長為最低。 

 

(四)社會增減率 

一個地區人口數的增減變化除會受到出生和死亡的影響外，還會



 

受到人口遷徙的影響，而人口遷徙包括遷入和遷出兩個部份。本區

108年社會增(減)率為-5.05‰，較 107年-6.46‰人口數減少幅度下降

1.41個千分點，從 104年至 108年間，社會增(減)率以 107年-6.46‰

之負成長為最高，而以 105年-2.27‰之負成長為最低。 

 

表 3 

年

底 

自然成長數 遷入 

人數

(人) 

遷出 

人數

(人) 

社會增減率

(‰) 
出生 死亡 自然增減率

(‰) 出生數(人) 出生率(‰) 死亡數(人) 死亡率(‰) 

104

年 
147 6.01 295 12.06 -6.05 707 819 -4.58 

105

年 
139 5.74 347 14.34 -8.60 688 743 -2.27 

106

年 
135 5.65 333 13.94 -8.29 588 738 -6.28 

107

年 
109 4.63 329 13.98 -9.35 639 791 -6.46 

108

年 
119 5.14 347 14.97 -9.84 584 701 -5.05 

資料來源：台南市政府民政局。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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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婚姻狀況分析 

隨著時代變遷以及兩性價值觀的轉變，晚婚及不婚現象漸趨普遍，

再加上女性較男性長壽，於是間接影響國人婚姻狀況。本區在 108年

之結婚率為 4.62‰，較 107年的 3.74‰下降了 0.88個千分點，而近五

年來結婚率最高落在 104年 4.95‰。另外，離婚率則是自 104年到 106

年間呈現上升趨勢，從 104年的 1.64‰上升至 106年的 2.30‰，總共

上升 0.66個千分點，但是卻在 107年下降至 1.66‰，其後又從 107

年開始重新恢復上升趨勢至 108年的 1.81‰。由此可知，離婚情形仍

有增加的趨勢存在。(如表 4) 

 

表 4 

年 

底 

結婚 離婚 

結婚數(人) 結婚率(‰) 離婚數(人) 離婚率(‰) 

104

年 
121 4.95 40 1.64 

105

年 
109 4.50 50 2.07 

106

年 
96 4.02 55 2.30 

107

年 
88 3.74 39 1.66 

108

年 
107 4.62 42 1.81 

資料來源：台南市政府民政局。 

 

 

 



 

七、 人口教育程度分析 

 教育程度通常是指個人所受學校教育之最高學歷，而教育程度之

高低屬於後天性人口素質內其中一項的重要指標，同時也反映出社會

的文化水準。 

 根據統計資料得知，本區在108年底15歲以上人口共有21,248人，

詳細分析如下： 

在高等教育(大專以上，不含五專前三年)部分，累計共有5,672

人，占15歲以上人口之26.69%。 

在高級中等教育(五專前三年、高中及高職)部分，則是有6,391

人，占15歲以上人口之30.08%。 

 近五年來，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呈現上升趨勢，而高級中等教育部

分呈現緩慢之上升趨勢，至於初等教育(含)以下則有下降之趨勢，藉

以顯示本區人口素質逐漸提升。(如表5、圖四) 

 

 

 

 



 

表5 

 
資料來源：台南市白河戶政事務所後壁辦公處。 

 

圖四 

年 

底 

15歲以上人口 高等教育 高級中等教育 
初級教育 

(含)以下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108年 21248 100% 5672 26.69 6391 30.08 9185 43.23 

107年 21506 100% 5559 25.85 6400 29.76 9547 44.39 

106年 21761 100% 5459 25.09 6420 29.50 9882 45.41 

105年 21946 100% 5341 24.34 6454 29.41 10151 46.25 

104年 22124 100% 5175 23.39 6520 29.47 10429 47.14 

 

 

 

 



 

肆、結論與建議  

一、區內老年人口比例逐年提升  

民國 108年底 65歲以上之老年人口有 5,879人，占本區總人口

數 25.56%，為近年來最高。面對日益增加的老年人口，建構完善的

老人醫療機構及社會福利措施，如醫療保險、安養照護等福利措施，

為長者提供必要的服務，提高他們的生活品質，即是我們需持續努力

的目標。 

 

二、離婚率存在上升趨勢 

以民國 108年底觀之，本區的離婚率為 1.81‰，而近五年離婚率

皆維持在 1.60‰以上，顯示婚姻的不穩定性增加，導致單親家庭比率

攀升，進而衍生出子女教養與照護問題，值得政府單位重視。 

 

三、15歲以上人口之教育程度 

 民國 108年底 15歲以上人口受高等教育比重占 26.69%，且自民

國 104年底開始受高等教育占 15歲以上人口之比重也從 23.39%逐步

上升至民國 108年底的 26.69%，可見本區文化素質逐漸提升，也為

本區提供優質勞動人力及經濟發展立下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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