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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白河區，古稱店仔口，位居臺南市之東北端，東以高 1,239

公尺的大凍山與嘉義縣大埔、中埔鄉為界，西以林初埤至上茄

苳的排水溝與後壁區為鄰，北以八掌溪與嘉義縣水上鄉為界，

南以六重溪及桶頭山與東山區為鄰，為臺南市最北的行政區，

轄區內擁有 24 里（291 鄰)，依聚落範圍可分為四大區，分別

為店仔口聚落-白河里、永安里、庄內里、外角里、崁頭里及秀

祐里共 6 里，蓮花聚落-大竹里、玉豐里、詔安里、蓮潭里及廣

安里共 5 里，兩圳聚落-甘宅里、草店里、內角里、竹門里、昇

安里、汴頭里及崎內里共 7 里，關仔嶺聚落-河東里、大林里、

六溪里、虎山里、仙草里及關嶺里共 6 里，而本區總人口數截

至民國 105 年底總共有 28,819 人，人口數有逐年減少趨勢，因

人口老化及少子化等問題，也間接影響地區勞動力缺乏、國民

教育及經濟等問題;白河因地處嘉南平原中部，為平原與山區的

交集處，氣候屬熱帶季風氣候，自古即有蓮花之鄉的稱號，在

夏季時期蓮花盛開，亦會舉辦蓮花節活動，與同樣也是賞蓮景

點的桃園市觀音區並列為台灣兩大蓮鄉，並有「南白河、北觀

音」之稱。 

本文將依據本區 105年統計資料之人口現況資料，按戶數、

遷出遷入數、年齡分配、教育程度及婚姻狀況等數據資料，藉

以分析本區人口趨勢概況，以期能供相關政策作為參考。 

貳、現況研析 

一、人口分佈分析 

民國 105 年底本區總戶數共 10,836 戶，人口總數 28,819 人，

人口分佈以永安里 3,411 人為最多，佔 11.84%，其次為白河里 1,981

人，佔 6.87%，而崁頭里 419 人佔 1.45%為最少，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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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5年底戶數、人口數、性別比例統計表 

 

 

 

 

 

 

 

 

 

 

二、戶數與戶量分析 

由表 2資料觀察，自 101起年本區戶數逐年減少，戶量也有逐

年下降之趨勢，105年底本區戶數 10,836戶，較上年底減少 88戶，

每戶人口數亦由 2.68人降至 2.66人。 

三、人口密度分析 

人口密度係指每單位土地面積內之人口數，計算方式為年底人

口數除以土地面積，藉以反映人口分布之疏密程度。因受自然環境

的影響，人口大部分集中在都會區，農村多為農業人口，密度較低。

本區 105年底土地面積 126.4046平方公里，人口數 10,836人，人

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僅 85.72人，較 104年底 86.42人/平方公里，

每平方公里減少 0.7人。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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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歷年戶數、人口數 
 

 

 

 

 

 

 

 

四、人口動態分析 

人口變動的主要因素有兩種，一為人口本身的自然增減，即指

自然增加率，係由出生率與死亡率來決定；另一為人口遷移造成的

人口增減，即社會增加率，係由人口的遷入率與遷出率來決定。自

然增加率與社會增加率兩者相加後即為人口總成長率。 

本區民國 105 年底人口總成長率為-15.44%，總人口數相較於

104 年底減少 452 人，其中自然因素減少 296 人(自然增加率

-10.19%=出生率 5.13%-死亡率 15.32%)，社會因素減少 156人(社

會增加率-5.37%=遷入率 23.69%-遷出率 29.06%)，如表 3。 

由自然增加率負成長得知本區人口日漸凋零，而社會增加率負

成長意謂著本區青壯人口，由於工作的關係，或外移到城鎮，或遷

移到大都會區，使得本區人口結構老人化日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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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人口動態分析表 

五、人口結構分析 

本區民國105年底人口年齡分配，0~14歲幼年人口有2,617人，

占本區總人口之 9.08%；15~64 歲青壯年人口有 19,509 人，占本區

總人口之 67.69%；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有 6,693 人，占本區總人口

之 23.22%，如圖 1。 

依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定義，65歲以上老年人口達 7%為「高

齡化社會」，達 14%為「高齡社會」，達 20%以上則進入「超高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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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本區老年人口已達「超高齡社會」的標準，除因生活水準提

高、醫療衛生提升、壽命延長所致外，更因壯年人口為生活打拚外

移所致。 

本區高齡人口依賴比(65歲以上人口佔15~64歲人口比率)高達

34.31%，其所造成的危機，除了醫療及照護需求急遽增加之外，隨

著平均餘命延長、新的生活方式與家庭關係的重組，衍生出工作與

休閒時間均衡協調等社會與經濟問題。而扶養比(0~14 歲加上 65

歲以上人口佔 15~64 歲人口比率)47.72%，工作人口對經濟需求及

安養負擔將越來越加沉重。 

圖 1：104 年、105 年人口結構分析圖 

六、人口特性分析 

(一)性別分析 

105年底本區28,819人中，其中男生為15,047人，女生為13,772

人。性別比例係用以表示男女性別分配之數值(男生人口數÷女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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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數×100%)，本區 105 年底人口性別比例為 109.26%，觀察各年齡

組性別比，壯年人口性別比高達 118.51%，顯示本區主要工作人口

仍以男性居多。 

(二)教育分析 

105 年底本區 28,819 人中，滿 15 歲以上者 26,202 人，其中

受大專以上教育 7,168 人占 27.36%。受高中(職)、國（初）中等

教育者 12,119人占 46.25%，受小學教育者 6,441人占 24.58%，自

修者 24人占 0.09%，不識字者人 450人占 1.72%，如圖 2。 

圖 2：現住人口教育分析圖 

(三)婚姻狀況分析 

本區 105 年底現住總人口為 28,819 人，未婚者計 10,604 人，

占全區人口 36.80%，其中未婚男性 5,917 人，未婚女性 4,687 人；

有配偶者計 13,200 人，占全區人口 45.80%，其中男性 7,162 人，

女性 6,138 人；離婚者 2,141 人，占全區人口 7.43%，其中男性 1,296

人，女性 845 人；喪偶者計 2,874 人，占全區人口 9.97%，其中男

性 672 人，女性 2,202 人，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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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現住人口之婚姻狀況表 

參、結論 

由統計資料顯示本區總人口數正逐年減少，由民國 97 年總人口數

31,926 人降至 105 年總人口數 28,819 人，且性別人口比例上是以男性多

過於女性，遷出人數多於遷入人數，0~14 歲幼年人口比例減少，表示

未來人力資源將不足，將造成社會負擔過重，老年人口比例增加的情況

下，老人安養問題日漸重要，教育程度方面，滿 15 歲以上者為 26,202

人，教育程度至高中(職)者佔最多數為 7,922 人，婚姻狀況統計中結婚

比例逐年降低，離婚及喪偶人口比例卻逐年增加，女性喪偶的比例也遠

高於男性。 

故由本區統計資料顯示，本區自民國97年至今人口數正逐年減少，

少子化問題、鄉村人口外移及老年人口死亡等種種原因都將是造成人口

急遽下降趨勢的問題，此現況實不容忽視，尚需尋求新因應政策以解決

人口減少問題，提高本區人口數。 

本區老年人口已達「超高齡社會」的標準，高齡化人口的社會與經

濟需求更需重視，在經濟需求上協助中高齡者在工作年齡或延後退休時，

擁有穩定工作機會與收入，有助未來經濟生活的獨立自主。 

高齡人口的生理及心理隨著年齡增加逐漸退化，在醫療需求具有高

度依賴性，本區地處偏鄉不易接近先進醫療設施與照顧品質，如罹患慢

性疾病，加上所需的機構照顧等衍生的醫療支出，雖然大部分可透過全

民健保醫療保險來給付，但如遇上健保未給付或長期需照護時，亟需要

相關的醫療補助或長照保險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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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人口福利在地化、社區化已是許多高齡化福利國家的趨勢，包

括：居家照顧服務、送餐服務、日間託老等需求與日俱增，由於本區人

口結構與經濟型態的改變，家庭照顧人力明顯不足，多數具有多項生活

功能障礙者，大都住在自己家中，由親人或僱外籍看護照顧，而目前所

提供社區照顧屬起步階段、服務範圍仍顯不足，仍多依賴家庭形成負擔。

因此發展「在地老化」與「去機構化」的社區照護措施，為發展照護服

務政策最主要的目標，也最能符合民眾的期待。 

隨著高齡人口社會參與意願增加，在政策上應鼓勵其參與終身教育

或社區公共服務、建立新的社會支援網絡、並開發新的休閒設施，改善

老人生活品質也減少社會隔離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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