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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區 107年底人口數 193,438人較 106年底 192,224人增加 1,214人(6.32‰)，其中男性

增加 689人(3.58‰)，女性增加 525人(2.73‰)。 

本區各里土地面積與人口分佈差異甚大，人口密度最高的鳳凰里 18,463人/平方公里約

為最低的鹿耳里 146人/平方公里的 126倍。主要人口分佈的五個里(溪心里、新順里、安慶

里、安富里、海東里)其人口合計佔本區總人口 19.30%以上，而所佔土地面積僅為本區的

5.51%。 

本區 107年粗出生率為 8.62‰較 106年 9.10‰減少 0.48個千分點；粗死亡率 5.70‰較

106年 5.93‰減少 0.23個千分點。自然增(減)率 107年 2.92‰較 106年 3.17‰減少 0.25個千

分點，社會增(減)率 107 年 3.38‰較 106年 2.19‰增加 1.19個千分點。 

本區近十年來，未婚者比率由 48.11%下降至 44.71%；有偶者比率呈現上升趨勢，由

42.49%逐年上升至 43.28%；然離婚者比率卻由 5.04%上升至 7.00%，此現象值得密切注意並

加以改善。 

本區 15歲以上人口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不斷上升，107年底達 41.02%，其他教育程度

比重則逐年下降，其中 103 年底前初等教育比重高於高級中等教育，104 年開始則高級中等

教育比重高於初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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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本區位於臺南市西南面，幅員遼闊，東接永康、安定，北隔曾文溪與西港、七股為

鄰、西延伸至臺灣海峽，南以鹽水溪為界與臺南市安平、中西、北區銜接，計轄 51 里，轄

分 856 鄰，面積廣達 107.2016 平方公里，全區約有農地 2,449 公頃、魚塭 3,022 公頃、科工

區 709 公頃及野生動物保護區 523.848 公頃，其餘則為社區、道路河川及公墓用地。(參圖

1-1) 

人口是政府施政的對象，是國家富強、社會安定、經濟發展及環境改善的主力。人口

統計是研究人口問題的重要工具，是規劃政府施政的基本資料、是從事學術研究之必需資

源、是策劃經濟發展的根本依據。政治哲學理論很早就有「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說法，

所以穩定的人口數及健全的人口結構，是世界各國追求的理想目標。 

人口的統計旨在顯示一地區的人口數量、分佈、結構、變遷、特徵(社會、經濟及其他

特徵)及其變動情形，據以分析其結果。如人口數量的多寡，直接影響生活品質與地區發

展；人口密度高低與住宅空間、環境汙染、治安狀況、公共設施及土地利用等更息息相關；

人口年齡結構、性別、教育程度、經濟活動及工作種類，可顯現人口素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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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分析係彙整本區 97年底至 107年底，11年期間之現住人口統計資料，按人口分佈

與密度、人口組成之分析、人口動態、婚姻狀況、教育程度等分別分析，供各機關及社會各

界參用。 

 

圖 1-1-安南區各里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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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人口靜態概況 

一、人口數 

107年度本區人口數為 193,438人，較 106年底 192,224人增加 1,214 人(6.32‰)，其中

男性增加 689人(7.11‰)，女性增加 525人(5.50‰)。；近十多年來人口數共增加 17,808人

(10.14%)。(參表 2-1) 

由各里人口資料觀察，溪心里人口數 9,247 人為各里之首位，其次為新順里 7,352人；

最少為鹿耳里 1,061人，最多人口數約為最少之 8.7倍多。與去年相比較，以東和里增加

6.83%最多，其次為溪心里 4.22%；最少者為幸福里-2.48%。(參表 2-2、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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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密度 

人口密度表示每單位土地面積內之人口數。107年底本區人口密度為 1,804人/平方公

里，較 106年底 1,793人/平方公里，增加 11 人/平方公里。 

就本區各里人口密度觀察，以鳳凰里 18,463 人/平方公里最稠密，其次為大安里 16,530

人/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最低的為鹿耳里 146人/平方公里，其次為城西里 155人/平方公里。

而溪心里人口數雖為各里之冠，但人口密度 3, 885 人/平方公里卻為第 22 名，此一現象顯示

出各里土地面積與人口分佈極不平均，鄰近臺南市都會區之各里大都地狹人稠，而偏遠地區

則大多地廣人稀。主要人口分佈的五個里(溪心里、新順里、安慶里、安富里、海東里)人口

數合計佔本區總人口 19.30%以上，而其所佔土地面積約為 5.90平方公里，僅佔本區總面積

5.51%。如何使本區人口分佈較為平均，及和緩偏遠地區人口外流現象，並進一步達到各里

的均衡發展，將值得深入研究探討。(參表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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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比例、戶量 

性比例表示男性人口數對女性人口數的比例，亦即每百個女子所當男子數，本區 107

年底性比例為 101.71，較 106年底 101.55增加 0.16個百分點。雖然本區整體性比例呈現

下降的趨勢，出生人口性比例仍維持 100以上(即男性出生人口數大於女性)，死亡人口數則

是男性大於女性，自然增減數男性及女性皆為正數(即出生人口數大於死亡人口數)，自然增

減數女性人口數均比男性人口數多，社會增減數男性人口數 107年比女性人口數多。(參表

2-4、2-5) 

 

各里中以總頭里性比例 113.55最高，其次為南興里 111.92，最低為城中里 88.56，其次

為鳯凰里 93.6。(參考 2-4) 

本區人口戶量十來年來呈現減少的趨勢，由 97年底每戶 3.36人逐年減少至 107年底每

戶 3.03人，每戶減少 0.33人，各里中之人口戶量則以砂崙里每戶 3.67人最多，東和里每戶

2.49人最少。此一現象說明了傳統的大家庭已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單身戶與小家庭模式。

(參表 2-4) 

四、人口年齡分佈 

本區 107年底各年齡層佔本區總人口比率分別為：壯年人口(15～64 歲)145,105人，佔

75.01%，幼年人口(0～14 歲)27,449人，佔 14.19%次之，老年人口 20,884 人，佔 10.90%最

低。如觀察比率變動，幼年人口近 10年逐年下降，由 97年底 17.34%降至 107年底

14.19%，下降 3.15個百分點；而壯年人口比率自 101年底達到最高 77.14%後開始下降，

107年降至 75.01%，減少 2.13個百分點；老年人口比率則是呈現上升趨勢，由 97年底

7.25%逐年上升至 107年底 10.90%，上升 3.55個百分點。(參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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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來年人口金字塔圖的變化中，由「都市型」的人口年齡結構，此一型表示壯年人

口特多，此乃生產年齡人口移入的結果，轉為「減少型」的人口年齡結構。觀察 0～14歲中

的人口組成可以知道人口規模有縮小現象，造成此一現象主因為歷年來粗出生率不斷降低的

結果。(參圖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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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年人口是經濟生產的主要來源，肩負著育幼、養老的責任，強弱程度可由老年人口

扶養率(老年人口數/壯年人口數)、幼年人口扶養率(幼年人口數/壯年人口數)及總扶養率等指

標數據顯示。本區 107年底老年人口扶養率為 14.39%較 106年底 13.37%，上升 1.02個百分

點；幼年人口扶養率為 18.92%較 106年底 18.85%，上升 0.07個百分點；總扶養率為

33.31%較 106年底 32.22%，上升 1.09個百分點。(參表 2-6) 

幼年人口逐年減少雖使青壯年人口對幼年人口扶養負擔逐漸減輕，但隨著醫療衛生進

步，國民平均壽命延長，另生育率持續降低，老化指數(老年人口數/幼年人口數)呈現逐年上

升，由 97年底 41.84%上升至 107年底 76.08%，近 10年增加了 34.24個百分點。(參表 2-6) 

五、交替指數 

人口交替指數是指一地區 0～14歲的幼年人口與 15～29歲的青年人口之比值。因為 0

～14歲的幼年人口在未來 15年內將變成 15～29 歲的青年人口，故而交替指數是以 15年為

一個單位，藉以表示一地區未來青年人口之能力負擔程度。若交替指數大於 1，則表示 0～

14 歲的幼年人口在該地區人口較多，人口成長較無負擔；若小於 1，則表示未來此地區之青

年人口社會負擔較重。 

本區交替指數 101年為 0.65，顯示 15～29歲人口社會負擔較重，到 107年上升到

0.74，情況有好轉現象。在各里中，101年時交替指數皆小於 1，而在 107年時，本區 51里

中有東和里、溪墘里、溪東里的交替指數大於 1 外，其餘各里均小於 1，顯示各里皆面臨未

來社會負擔過重的問題。(參表 2-7) 

本區 101年男性交替指數為 0.66，女性交替指數為 0.64，到 107年時男性交替指數

0.73，上升 0.07個百分點，而女性交替指數為 0.75，上升 0.11 個百分點，雖呈現上升趨

勢，但交替指數依舊小於 1，可見無論男、女性社會負擔均有過重的問題，且男、女性負擔

均已相等。 



9 

 

 

 

 



10 

 

 



11 

 

參、 人口動態概況 

出生、死亡和人口遷移是決定人口消長的基本因素，在人類長久的歷史上，對人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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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以上述三者的發展為

其目標。 

一、粗出生率 

本區所屬臺南市政府為鼓勵生育，自 100年起編列生育補助，第一名新生兒補助 6,000

元，第二名以後之新生兒加碼為 1萬 2,000元。隨著時代之進步，適婚婦女之結婚年齡逐年

提高，使得生育率降低；然而本區 107年粗出生率 8.62‰則較 106年 9.10‰下降 0.48千分

點，其中 101年粗出生率為近十多年來最高的一年，應與龍年有關，而 99年的低粗出生率

應是與當年為虎年的關係。 (參表 3-1) 

二、粗死亡率 

死亡是人口動態事項的一項，關係著人口自然生長，且關係著經濟發展，死亡水準的

高低直接反映衛生設備的良窳與人民健康的狀況，間接反映社會經濟發展的高低。由於人口

結構之高齡化及醫療水準之雙向影響消長情況下，本區之粗死亡率於近十多年間維持於

5.38‰與 5.94‰之間振盪，粗死亡率 107年 5.70‰較 106年 5.93‰，下降 0.23個千分點。

(參表 3-1) 

三、自然增(減)率與社會增(減)率 

(一)、人口自然增(減)率 

人口自然增(減)率為粗出生率減粗死亡率之差，本區 107年自然增(減)率為 2.92‰較

106年 3.17‰減少 0.25‰，近十多年來以 101年 6.47‰最高，究其原因 101 年適逢龍年，粗

出生率大幅上升至 12.14‰為十年來最高，因而造成高自然增(減)率；99 年則因粗出生率大

幅減少，使得當年的自然增(減)率為 2.17‰。 (參表 3-1) 

(二)、社會增加率 

一地區人口的增減除了受出生和死亡兩因素的影響之外，還受到人口遷徙的影響，而

人口遷徙包含遷入和遷出兩個部分。本區 107年社會增(減)率為 3.38‰較 106年 2.19‰上升

1.19 個千分點，近十多年來以 102年 10.48‰為最高，106年 2.19‰為最低。此外，近 4年

來，社會增(減)率呈現下滑趨勢，顯示本區人口雖遷入人數依舊大於遷出人數，但卻已呈現

趨緩現象。(參表 3-1) 



12 

 

 



13 

 

肆、 結婚狀況 

婚姻是人口延續重要一環，其不僅是穩定社會重要力量，婚姻狀況的變動亦反應人們

兩性相處及自我價值的思維。因時代的變遷，社會風氣的開放，如「單身貴族」、「晚婚」

皆說明了傳統婚姻規範的改變。 

就本區婚姻狀況的四種情形來看。(參表 4-1) 

一、未婚 

近十多年來未婚者比率從 48.11%下降至 44.71%，共下降 3.4個百分點。 

二、有偶 

近十年多來有偶者比率呈現上升趨勢，從 42.49%逐年上升至 43.28%，共上升 0.79個

百分點。 

三、離婚 

離婚者比率近十多年也呈現上升趨勢，從 97 年底 5.04%上升至 107 年底 7.00%，共增

加 1.96個百分點，離婚者比率上升，值得密切注意並加以改善。 

四、喪偶 

喪偶者比率近十多年呈現上升趨勢，107年底 5.01%為近十多年最高，其中男性 1, 882

人，女性 7,808人，女性人數明顯高於男性，究其原因可能是女性平均壽命較男性為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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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之高低為後天性人口素質中很重要的一項指標，反映該社會的文化水準，以

下依教育程度分別敘述。(參表 5-1) 

高等教育(大專以上，不含五專前三年)－本區高等教育佔 15歲以上人口比重不斷上

升，107年底約占 4成，近五年來，從 102年底 35.66%上升至 107年底 41.02%，上升 5.36

個百分點，顯示本區的人口素質不斷提高。 

高級中等教育(五專前三年、高中及高職)及初級教育(國中，初職及國小)－由於教育之

推行，本區受高等教育的人愈來愈多，使得只有高級中等教育及初級教育的人比重逐年減

少，然 103 年底前初等教育比重高於高級中等教育，104 年底以後則高級中等教育比重高於

初等教育。 

自修及不識字－不識字者占 15 歲以上人口比重從 100 年底 2.51%至 107 年底 1.55%，

下降 0.96 個百分點；自修者所佔比重也由 100 年底 0.17%下降至 107 年底 0.12%，下降 0.05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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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原住民地域分析 

107 年本區原住民數 622 人，較 106 年底 588 人增加 34 人(5.78%)，其中男性增加 13

人(2.21%)，女性增加 21 人(3.57%)。自民國 100 年以來本區原住民由 222 人增至 107 年 622

人，增加 400人(180%)。(參表 6-1) 

按里別分析以安慶里為最多 42 人，依次為溪心里 37 人、佃東里 26 人等，唯城西里、

鹿耳里 107 年其無原住民或尚未登記；其中女性 107 年共 349 人以安慶里 22 人、溪心里 20

人、長安里 17 人為前三名：男性 107 年共 273 人較女性少，安慶里 20 人、溪心里 17 人、

海東里 14人為前三名。(參表 6-2、參表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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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語 

一、區內人口分佈不均，人口稠稀相差甚多 

本區人口總數雖然不斷增加，但人口多集中於鄰近臺南市都會區，人口密度最高的鳳

凰里 18,463人/平方公里約為最低的鹿耳里 146人/平方公里的 126倍，如何加強交通建設、

發展觀光產業及各里特色，減少人口外流及縮小人口分佈不均的差距，是相當重要的議題。 

二、區內老年人口所佔比例逐年提高 

本區 107年底 65歲以上老年人口計 20,884人，佔本區總人口 10.80%，為歷史新高，

為因應高齡化社會，對於老人醫療保險、喪葬、居住及安養等福利措施之推動應予加強，使

其各得其所，以減少成年層人口的扶養負擔。 

三、交替指數下降 

本區人口交替指數不斷下降，各里青年人口的社會負擔越來越重，如何改善此一困

境，將成為本區未來重要的課題。 

四、粗出生率下滑 

本區 101年粗出生率雖為近十多年新高，應與龍年有關。近十多年來，14歲以下幼年

人口佔本區總人口數比率由 97年底 17.34%逐漸下滑至 107年底 14.10%，如何維持人口合

理成長，以維持經濟競爭力，成為本區推行家庭計畫的重要目標。 

五、離婚及喪偶人口比重有逐年上升趨勢 

婚姻的不穩定性增加，使戶內有未婚子女之單親家庭比率漸次攀升，其所衍生的單親

經濟及教養問題，未來值得注意。 

六、本區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逐年增加 

本區 15 歲以上人口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不斷增加，近十多年來，上升 12.46 個百分

點，其他教育程度比重則逐年下降，其中 103 年底前初等教育比重高於高級中等教育，104

年底以後則高級中等教育比重高於初等教育。人口教育程度的提高，提供本區優質勞動人力

及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