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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近年來台灣的社會結構轉變，人口出生率降低加上醫療進步

等原因，國民平均年齡逐漸遞增。我國老年人口比例快速增加，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人口高齡化時程，台灣預計在2025年進入

超高齡社會（65歲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20%以上），截至109

年12月底止，臺南市老年人口比率達16.5%，即將邁入超高齡社

會；而新市區則為13.6%，趨近於高齡社會。面對人口結構之改

變，獨居老人之議題日益受到關注，如何提升獨居老人之生活品

質、醫療照顧、安全防護及社區關懷等，是值得社會重視的議題。 

臺南市政府會局對於本市列冊之獨居老人定義如下：凡年滿 

65 歲以上，居住本市且非居住於機構，並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

一者，列入獨居： (一) 單身獨居，且自我照顧能力不足者。 (二) 

夫妻同住，且二者皆自我照顧能力不足者。 (三) 雖與其他人同

住，但同住者無照顧能力者。 (四) 經區公所訪視評估需列冊關

懷之老人。 

本篇分析將針對民國 100 年至 109 年臺南市新市區現住人

口之 65歲以上人口結構分析，並與臺南市全區做比較；其次，

針對本區獨居老人性別與類型加以分析，再觀察本區獨居老人人

口比例，並與臺南市全區做比較，藉以分析目前獨居老人人口現

況及趨勢概況，以期能供相關政策作為參考。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695E69E28C6AC7F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8F%A3%E8%80%81%E9%BE%84%E5%8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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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現況分析 

一、 65 歲以上人數概況 

(一) 本區現住人口之年齡結構： 

截至109年底，本區現住人口共37,660人，0到14 歲人口數

為5,386 人，占總人口比率14.3%，15到64 歲人口數為27,140 人，

占總人口比率72.07%，65歲以上人口數為5,134人，占總人口比

率13.63%。以近十年本區人口結構分析顯示，本區現住人口年齡

在65 歲以上人數比例逐年遞增，從100年底9.68%遞增至109年底

13.63%，增加了3.95個百分點，顯示本區近年來人口老化問題日

益嚴重。(詳表1) 

表1 臺南市新市區現住人口之年齡結構 

 年齡分配 By Age 

年度 0-14歲 

(人) 

0-14 Years 

(Persons) 

比率 

(％) 

Rate 

15-64歲 

(人) 

15-64 

Years 

(Persons) 

比率 

(％) 

Rate 

65歲以上 

(人) 

65 Years  

& Over 

(Persons) 

比率 

(％) 

Rate 

民國 100年 2011 5,434 15.51 26,209 74.81 3,392 9.68 

民國 101年 2012 5,258 14.94 26,480 75.26 3,449 9.80 

民國 102年 2013 5,174 14.64 26,543 75.12 3,619 10.24 

民國 103年 2014 5,140 14.49 26,578 74.90 3,764 10.61 

民國 104年 2015 5,124 14.29 26,811 74.78 3,918 10.93 

民國 105年 2016 5,210 14.36 26,910 74.20 4,148 11.44 

民國 106年 2017 5,229 14.30 26,932 73.64 4,413 12.07 

民國 107年 2018 5,312 14.40 26,953 73.05 4,633 12.56 

民國 108年 2019 5,349 14.35 27,084 72.67 4,836 12.98 

民國 109年 2020 5,386 14.30 27,140 72.07 5,134 13.63 

資料來源：台南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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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臺南市全區之比較及人口變動趨勢： 

以本區老年人口比例(65歲以上人口數/本區總人口數*100)

與臺南市全區相比較，兩者皆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臺南市整體

老年人口比例從100年底11.65%遞增至109年底16.5%，提高了

4.85個百分點，近十年老年人口比例皆高於本區，且已漸漸邁入

超高齡社會，顯示臺南市整體人口老化情形嚴重，面對高齡化的

衝擊，其相對應之老人照護及相關議題應受到社會更多的關注與

重視。(詳圖1) 

 
     資料來源：台南市政府民政局 

圖 1 100年至 109年臺南市全區及新市區 65 歲以上人口比例 

二、 獨居老人人數及性別分析 

(一) 本區現住獨居老人人口及性別概況： 

觀察本區近10年獨居老人人口數量，本區獨居老人人口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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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0年底最多，共有72人，而後逐年減少，截至109年底，本

區獨居老人人口數共38人，其中男性14人佔36.84%，女性24人佔

63.16%，自100年起迄今，各年度女性人數皆高於男性。獨居老

人就類型可區分為中(低)收入戶、榮民及一般老人，截至109年

底，一般老人人口數為27人，佔總獨居老人人口數71.05%，次之

為中(低)收入戶10人，佔總獨居老人人口數26.32%，最後具榮民

身分者1人，佔總獨居老人人口數為2.63%。(詳表2) 

表2 臺南市新市區現住獨居老人人口數 

年底別 

End of Year  

總人數 

Grand Total 

類型 

Type 

合計 

Total 

男 

Male 

女 

Female 

合計 

Total 

中(低)收

入戶 

Medium & 

Low 

Income 

Family 

榮民 

Veteran 

Servicemen 

一般老人 

General 

Status 

民國 100年 2011 72 31 41 72 10  -  62 

民國 101年 2012 67 29 38 67 8 1 58 

民國 102年 2013 35 10 25 35 4 1 30 

民國 103年 2014 44 13 31 44 5 - 39 

民國 104年 2015 41 14 27 41 7 - 34 

民國 105年 2016 42 14 28 42 8 1 33 

民國 106年 2017 39 14 25 39 8 1 31 

民國 107年 2018 41 15 26 41 9 1 31 

民國 108年 2019 40 14 26 40 9 1 30 

民國 109年 2020 38 14 24 38 10 1 27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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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區現住獨居老人人口比例與臺南市全區之比較： 

分析本區近10年獨居老人人口比例(獨居老人人口數/65歲

以上人口數*100)，民國100年底為2.12%，逐年下降至109年底

0.74%。臺南市整體趨勢與本區一致皆呈現逐年下降，從100年底

2.5%下降至109年底0.61%。109年底本區獨居老人比例已超越臺

南市整體，顯示本區獨居老人照護及安全之相關問題及措施急待

重視。 

另從男、女性獨居老人人口比例觀之，本區獨居老人人口比

例，以女性比例略高，109年底本區女性比例較男性高出0.24個

百分點，而臺南市整體也是以女性獨居老人人口比例略高，109

年底約較男性比例高出0.3 個百分點。(詳表3、圖2) 

表3 臺南市新市區獨居老人人口比例 

年底別 
65歲以上人數 獨居老人人數 

本區獨居老人人口比例

(%) 

臺南市獨居老人人口比

例(%) 

計 男 女 計 男 女 計 男 女 計 男 女 

民國 100年 3,392 1,557 1835 72 31 41 2.12 1.99 2.23 2.50 2.10 2.90 

民國 101年 3,449 1,600 1849 67 29 38 1.94 1.81 2.06 2.40 1.90 2.80 

民國 102年 3,619 1,707 1912 35 10 25 0.97 0.59 1.31 2.20 1.80 2.60 

民國 103年  3,764 1,789 1975 44 13 31 1.17 0.73 1.57 1.70 1.40 2.10 

民國 104年 3,918 1,876 2042 41 14 27 1.05 0.75 1.32 1.60 1.20 1.90 

民國 105年 4,148 2,012 2136 42 14 28 1.01 0.70 1.31 1.20 0.90 1.40 

民國 106年 4,413 2,143 2270 39 14 25 0.88 0.65 1.10 1.00 0.70 1.20 

民國 107年  4,633 2,217 2416 41 15 26 0.88 0.68 1.08 0.90 0.60 1.10 

民國 108年 4,836 2,315 2521 40 14 26 0.83 0.60 1.03 0.90 0.60 1.10 

民國 109年 5,134 2,480 2654 38 14 24 0.74 0.56 0.90 0.61 0.44 0.76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民政局、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本所社會課 

 



 6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民政局、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本所社會課 

圖2 臺南市新市區男、女性獨居老人人口比例趨勢圖 

(含與臺南市全區比較)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圖 3 臺南市新市區 109年度獨居老人服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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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語 

由於人口結構及家庭型態變遷，臺灣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

老年人口照護刻不容緩。由本文分析可知，本區65歲以上老年人

口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雖然本區獨居老人人口比例有逐漸減少

之趨勢，但109年底本區之獨居老人人口比例已超越臺南市全區，

顯示本區需更加重視相關議題。 

目前新市區公所採取電話問安、關懷訪視、居家服務、餐飲

服務等方式(詳圖3)，均有助於獨居老人關懷及照護，其中以餐

飲服務次數最多。然為使所有需要協助之獨居老人都能得到適當

的關懷及照顧，未來公所將持續推動更多有關獨居老人的照護措

施，以期所有需要協助之獨居老人都能得到完善的關懷及照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