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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107 年底本區現住人口數為 43,456 人，較 106 年 43,630 人減少

174人(-0.40%)，其中男性為 22,124人(50.91%)、女性為 21,332

人(49.89%)。人口分布以太平里 5,204 人最多(11.98%)，其次為

東榮里 4,565人(10.50%)，豐榮里 3,899人(8.97%)再次之，大坑

里 492人(1.13%)最少。 

二、由近八年戶數資料觀察，本區現住戶數有逐年遞增趨勢，而戶量

卻是逐年遞減，顯示本區已由傳統大家庭生活模式逐漸減少，取

而代之的是小家庭生活模式。 

三、由近八年性比例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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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 104.77 至 101 年 105.26 有增

加外，爾後年度逐年遞減至 107 年 103.71，顯示本區每百名女性

人口所當男性人數減少。 

四、107年底本區老年人口結構比為 16.29%，較 106年 15.67%增加 0.62

個百分點，且近八年老年人口結構比有逐年遞增趨勢，由 100 年

12.55%逐年遞增至 107 年 16.29%，近八年增加 3.74 個百分點，

顯示本區已進入高齡化社會。 

五、觀察近八年本區獨居老人人數變化情形，由 100年 63人逐年遞減

至 105年 29人，惟 106年 33人增加 4人(13.79%)；107年 26人

減少 7人(-21.21%)，近八年獨居老人人數減少 37人(-58.73%)，

顯示近年來本區獨居老人人數較縣市合併初期已有明顯減少。 

六、由近八年本區十五歲以上現住人口數之教育程度觀察，受大專以

上教育者人數逐年遞增，高中(職)、國(初)中、初職教育者、小

學教育者、自修者及不識字者近八年均為減少趨勢，顯示近年來

本區受高等教育者人數有增加趨勢。 

七、近八年本區自然增加率，僅有 101 年 1.34‰為正值，表示除 101

年出生人數大於死亡人數外，其餘年度均為死亡人數大於出生人

數；另外近八年本區社會增加率，僅有 104年 1.44‰及 107年 0.07

‰為正值，表示除 104年及 107年遷入人數大於遷出人數外，其餘

年度均為遷出人數大於遷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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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與特性分析 

壹、前言 

人口統計是研究各項人口問題的重要工具，人口是政府施政對

象，亦是社會安定、經濟發展改善的推手，透過各項人口統計資料的

蒐集與分析，作為政府制訂各項政策及施政決策之參考依據，故穩定

的人口結構更是各國所要追求的目標之一。 

人口統計主要係以顯示一地之人口數量、分布情形、結構、變遷、

特徵(社經及其他特徵等)及其變動情形，據此分析結果。如人口數量

多寡與密度等，不僅直接影響當地生活品質與地區性發展，更會影響

整體空間運用、環境汙染、社會治安等問題；人口年齡結構及性別等，

更可能影響當地經濟活動與種類的發展，更是評估地區發展潛能的重

要指標。 

本篇分析係以本區 100年至 107年人口趨勢及現況，運用人口分

布、戶數、 性別、年齡分配、教育程度及人口動態等數據資料，藉以

分析本區人口結構、特性及趨勢概況，以期能供相關政策制訂及規劃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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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口靜態概況 

一、現住人口數與分布概況 

(一)現住人口數 

107年底本區現住人口數為 43,456人，較 106年 43,630人減

少 174人(-0.40%)，其中男性為 22,124人(50.91%)、女性為 21,332

人(49.09%)。人口分布以太平里 5,204人最多(11.98%)，其次為東

榮里 4,565 人(10.50%)，豐榮里 3,899 人(8.97%)再次之，大坑里

492人(1.13%)最少。 

由近八年本區人口數觀察，由 100 年 44,023 人減少至 107 年

43,456人，近八年總計減少 567人(-1.29%)。(詳表 1、圖 1) 

(二)人口密度 

107 年底本區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 700.25 人，較 106 年

每平方公里 703.05人減少 2.80人(-0.40%)。 

由近八年人口密度資料觀察，近八年僅有 104年增加，其餘皆

為減少趨勢；本區人口密度由 100 年平均每平方公里 709.39 人減

少至107年每平方公里700.25人，近八年平均每平方公里減少9.14

人(-1.29%)。(詳表 1) 

二、戶數與戶量 

(一)戶數 

107年底本區現住戶數為 14,479戶，較 106年 14,448戶增加

31 戶(0.21%)，若按本區各里別觀察，以太平里 1,741 戶最多

(12.02%)，其次為東榮里 1,666戶(11.51%)，武安里 1,295戶(8.94%)

再次之，大坑里 203戶(1.40%)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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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近八年戶數資料觀察，本區現住戶數有逐年遞增趨勢，由

100年 13,831戶逐年增加至 107年 14,479戶，近八年總計增加 648

戶(4.69%)。(詳表一) 

(二)戶量 

107年底本區戶量為每戶 3.00人，較 106年每戶 3.02人，平

均每戶減少 0.02 人，若按本區各里別觀察平均每戶人口戶量，以

唪口里每戶 3.38人最高，其次為崙頂里每戶 3.29人，羊林里每戶

3.25人再次之，大坑里每戶 2.42人最低。 

由近八年戶量資料觀察，本區戶量有逐年遞減趨勢，由 100年

每戶 3.18人逐年減少至 107年每戶 3.00人，近八年平均每戶減少

0.18人。(詳表一) 

三、性比例概況 

107年本區性比例為 103.71，若按各里別性比例觀察，其中以礁

坑里 126.38 最高，其次為大坑里 116.74，崙頂里 115.67 再次之，

太平里 98.63最低。 

由近八年性比例觀察，本區性比例均高於 100，表示男性人口數

均大於女性人口數；觀察發現本區性比例自 100年 104.77至 101年

105.26有增加外，101年 105.26逐年遞減至 107年 103.71，顯示近

八年來本區每百名女性人口數所當男性人口數減少 1.06 人。(詳表

1) 

 

 

 

3



合計 男 女

100年 62.0579 20 253 13,831 44,023 22,524 21,499 3.18 709.39 104.77

101年 62.0579 20 253 13,984 43,940 22,533 21,407 3.14 708.05 105.26

102年 62.0579 20 253 14,069 43,836 22,448 21,388 3.12 706.37 104.96

103年 62.0579 20 253 14,203 43,782 22,385 21,397 3.08 705.50 104.62

104年 62.0579 20 253 14,294 43,828 22,366 21,462 3.07 706.24 104.21

105年 62.0579 20 253 14,354 43,727 22,291 21,436 3.05 704.62 103.99

106年 62.0579 20 253 14,448 43,630 22,241 21,389 3.02 703.05 103.98

107年 62.0579 16 185 14,479 43,456 22,124 21,332 3.00 700.25 103.71

大坑里 … 1 7 203 492 265 227 2.42 … 116.74

山腳里 … 1 10 534 1,668 864 804 3.12 … 107.46

太平里 … 1 17 1,741 5,204 2,584 2,620 2.99 … 98.63

北勢里 … 1 8 578 1,682 847 835 2.91 … 101.44

全興里 … 1 12 1,019 3,259 1,648 1,611 3.20 … 102.30

羊林里 … 1 6 322 1,047 561 486 3.25 … 115.43

協興里 … 1 14 1,237 3,874 1,930 1,944 3.13 … 99.28

東榮里 … 1 17 1,666 4,565 2,298 2,267 2.74 … 101.37

武安里 … 1 16 1,295 3,618 1,806 1,812 2.79 … 99.67

知義里 … 1 15 862 2,470 1,298 1,172 2.87 … 110.75

崙頂里 … 1 8 712 2,340 1,255 1,085 3.29 … 115.67

礁坑里 … 1 12 399 1,107 618 489 2.77 … 126.38

豐榮里 … 1 9 1,251 3,899 1,971 1,928 3.12 … 102.23

護國里 … 1 13 1,097 3,157 1,618 1,539 2.88 … 105.13

唪口里 … 1 11 764 2,580 1,286 1,294 3.38 … 99.38

那拔里 … 1 10 799 2,494 1,275 1,219 3.12 … 104.59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說明:村里數因里鄰整併數量調整。

面積

(平方公里)
年底及里別 戶數

(戶)

現住戶口

人口數(人)
戶量

(人/戶)

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人數)

性比例

(每百女子所當男子數)

(女=100)

鄰數

(個)

村里數

(個)

表 1 近八年本區現住戶口、人口密度及性比例概況表 

 

圖 1近七年本區兩性現住人口數 

4



四、現住人口年齡結構 

本節將本區現住人口分為幼年人口(0-14 歲)、青壯年人口

(15-64 歲)及老年人口(65 歲以上)等三個年齡層進行分析現住人口

年齡結構變化及老化指數進行探討，分析情形如下: 

(一)現住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情形 

1.幼年人口 

107 年底本區幼年人口數(0-14 歲)為 4,832 人，較 106 年

4,949人減少 117人(-2.36%)，較 100年 5,907人減少 1,075人

(-18.20%)。 

107 年底本區幼年人口結構比為 11.12%，較 106 年 11.34%

減少 0.22 個百分點，由近八年幼年人口結構比觀察，有逐年遞

減趨勢，由 100 年 13.42%逐年遞減至 107 年 11.12%，近八年減

少 2.30個百分點。(詳表 2) 

2.青壯年人口 

青壯年人口為主要勞動力人口，107 年底本區青壯年人口數

(15-64歲)31,544人，較 106年 31,844人減少 300人(-0.94%)，

較 100年 32,592人減少 1,048人(-3.22%)。 

107年底本區青壯年人口結構比為 72.59%，較 106年 72.99%

減少 0.40 個百分點，由近八年青壯年人口結構比觀察，除 100

年 74.03%增加至 101年 74.37%外，101年 74.37%逐年遞減至 107

年 72.59%，近八年減少 1.44個百分點。(詳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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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老年人口 

107 年本區老年人口數(65 歲以上)為 7,080 人，較 106 年

6,837 人增加 243 人(3.55%)，較 100 年 5,524 人增加 1,556 人

(28.17%)。 

107 年底本區老年人口結構比為 16.29%，較 106 年 15.67%

增加 0.62 個百分點，由近八年老年人口結構比觀察，有逐年遞

增趨勢，由 100 年 12.55%逐年遞增至 107 年 16.29%，近八年增

加 3.74個百分點。(詳表 2) 

(二)老化指數 

老化指數為老年人口對幼年人口的比，當老年人口大於幼年人

口時，老化指數會大於 100，藉此觀察本區老化情形。由近八年本

區老化指數觀察，老化指數有逐年增加趨勢，僅 100年老化指數低

於 100外，其餘皆高於 100，表示老年人口對於幼年人口有逐年增

加趨勢外，自 101年起本區老年人口均大於幼年人口，107年本區

老化指數已高達 146.52。(詳表 2) 

五、獨居老人人數概況 

觀察近八年本區獨居老人人數變化情形，由 100 年 63 人逐年

遞減至 105年 29人，106年 33人較 105年 29人增加 4人(13.79%)；

107 年 26 人較 106 年 33 人減少 7 人(-21.21%)，近八年獨居老人

人數減少 37人(-58.73%)，顯示近年來本區獨居老人人數較縣市合

併初期已有明顯減少。(詳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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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近八年本區現住人口年齡結構表 

圖 2本區現住人口年齡結構 

六、現住人口教育程度 

本節將探討本區十五歲以上現住人口數之教育程度進行分析，

107年底本區現住人口數為43,456人，滿十五歲以上人口數為38,624

人，其中受大專以上教育者 15,168人占 39.27%，受高中(職)、國(初)

中、初職教育者 16,566 人占 42.89%，受小學教育者 6,427 人占

16.64%，自修者 26人占 0.07%，不識字者 437人占 1.13%，近八年教

育程度結構比變化情形如下: (相關資料詳表 3) 

比率

(％)

比率

(％)

比率

(％)

100年 5,907       13.42 32,592       74.03 5,524       12.55 16.95 18.12 35.07 93.52 63          

101年 5,628       12.81 32,680       74.37 5,632       12.82 17.23 17.22 34.46 100.07 58          

102年 5,462       12.46 32,573       74.31 5,801       13.23 17.81 16.77 34.58 106.21 51          

103年 5,278       12.06 32,528       74.30 5,976       13.65 18.37 16.23 34.60 113.22 36          

104年 5,091       11.62 32,518       74.19 6,219       14.19 19.12 15.66 34.78 122.16 30          

105年 5,021       11.48 32,200       73.64 6,506       14.88 20.20 15.59 35.80 129.58 29          

106年 4,949       11.34 31,844       72.99 6,837       15.67 21.47 15.54 37.01 138.15 33          

107年 4,832       11.12 31,544       72.59 7,080       16.29 22.44 15.32 37.76 146.52 26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民政局、社會局

說明:本表獨居老人人數係指本區列冊需關懷之獨居老人人數。

年底別及

里別

年齡分配

扶老比 扶幼比 扶養比

獨居老人

人數

(人)

老化指數0-14歲

(人)

15-64歲

(人)

65歲以上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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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100年 38,116       100            12,253       32.15         17,317       45.43         7,781         20.41         52             0.14          713           1.87          

101年 38,312       100            12,817       33.45         17,168       44.81         7,615         19.88         49             0.13          663           1.73          

102年 38,374       100            13,363       34.82         16,920       44.09         7,412         19.32         43             0.11          636           1.66          

103年 38,504       100            13,792       35.82         16,849       43.76         7,223         18.76         40             0.10          600           1.56          

104年 38,737       100            14,297       36.91         16,777       43.31         7,062         18.23         38             0.10          563           1.45          

105年 38,706       100            14,674       37.91         16,649       43.01         6,826         17.64         35             0.09          522           1.35          

106年 38,681       100            14,830       38.34         16,707       43.19         6,638         17.16         31             0.08          475           1.23          

107年 38,624       100            15,168       39.27         16,566       42.89         6,427         16.64         26             0.07          437           1.13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自修者 不識字者
年底

十五歲以上人口
受大專以上教育

者

受高中(職)、國

(初)中、初職教

育者

受小學教育者

(一)大專以上教育者 

近八年本區受大專以上教育者占比有逐年增加趨勢，由 100

年 32.15%逐年遞增至 107年 39.27%，近八年增加 7.12個百分點。 

(二)高中(職)、國(初)中、初職教育者 

近八年本區受高中(職)、國(初)中、初職教育者占比由 100

年 45.43%遞減至 105年 43.01%，106年增加至 43.19%，107年又

下降至 42.89%，近八年來減少 2.54個百分點。 

(三)小學教育者 

近八年本區受小學教育者占比有逐年遞減趨勢，由 100 年

20.41%逐年遞減至 107年 16.64%，近八年減少 3.77個百分點。 

(四)自修者 

近八年本區自修者占比相較平穩，由 100年 0.14%減少至 107

年 0.07%，近八年僅減少 0.07個百分點。 

(五)不識字者 

近八年本區不識字者占比有逐年遞減趨勢，由 100 年 1.87%

減少至 107年 1.13%，近八年減少 0.74個百分點。 

表 3 近八年本區十五歲以上現住人口教育程度概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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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人口動態概況 

人口成長主要受人口的出生、死亡、遷入及遷出等四大因素所影

響，而人口是政府推行與訂定各項政策與計畫的基礎，更會影響整體

社會安定及經濟發展。然而婚姻則是人口延續重要一環，不僅是穩定

社會重要力量，其婚姻狀況變動情形更是反應兩性相處模式的改變。 

一、出生人數及粗出生率 

107 年底本區出生人數為 293 人，較 106 年 293 人減少 46 人

(-15.70%)，107 年亦為近八年本區出生人數最少；粗出生率是指當

年每千位期中人口之平均活產數，107年底本區粗出生率為 5.67‰，

較 106年 6.71‰減少 0.71個千分點，107年亦為近八年本區粗出生率

最低。(詳表 4) 

二、死亡人數及粗死亡率 

107 年底本區死亡人數為 424 人，較 106 年 365 人增加 59 人

(16.16%)，107年為近八年本區死亡人數最高，105年 415人則為近

八年第二高；粗死亡率是指當年每千位期中人口之平均死亡人數，107

年底本區粗死亡率為 9.74‰，較 106年 8.36‰增加 1.38個千分點，107

年亦為近八年本區粗死亡率最高，105年 9.48‰則為近八年第二高。

(詳表 4) 

三、自然增加率 

自然增加係為一地區因出生、死亡而造成的人口增減，其計算方

式係為出生人數扣除死亡人數，而自然增加率為粗出生率扣除粗死亡

率，當自然增加率為正值時，表示出生人數大於死亡人數，反之，則

為死亡人數大於出生人數，此時在無考量遷移情形時，人口數就會減

少。(詳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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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粗出生率 人數 粗死亡率 粗結婚率 粗離婚率 人數 遷入率 人數 遷出率

(人) (‰) (人) (‰) (‰) (‰) (人) (‰) (人) (‰)

100年 303 6.88 358 8.13 -1.25 263 5.97 105 2.38 1,464 50.61 1,482 51.02 -0.41

101年 385 8.75 326 7.41 1.34 217 4.93 103 2.34 1,418 46.88 1,560 50.11 -3.23

102年 340 7.75 355 8.09 -0.34 236 5.38 89 2.03 1,422 47.53 1,511 49.56 -2.03

103年 334 7.62 346 7.90 -0.27 251 5.73 99 2.26 1,341 50.67 1,383 51.63 -0.96

104年 343 7.83 360 8.22 -0.39 256 5.84 79 1.80 1,331 48.44 1,268 47.00 1.44

105年 325 7.42 415 9.48 -2.06 246 5.62 100 2.28 1,201 45.94 1,212 46.19 -0.25

106年 293 6.71 365 8.36 -1.65 227 5.20 82 1.88 1,221 46.48 1,246 47.05 -0.57

107年 247 5.67 424 9.74 -4.06 205 4.71 86 1.98 1,272 46.69 1,269 46.62 0.07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結婚

結婚對數

(對)

離婚對數

(對)

遷入 遷出

社會增加

社會

增加率

(‰)

離婚

年底
出生 死亡

自然增加

自然

增加率

(‰)

107年底本區自然增加率為-4.06‰為負值，表示本區死亡人數大

於出生人數，進一步觀察近八年本區自然增加率，僅有 101年 1.34‰

為正值，表示除 101年出生人數大於死亡人數外，其餘年度均為死亡

人數大於出生人數。(詳表 4) 

四、社會增加率 

社會增加率係一地的人口因移入或移出而有所增減，簡單來講就

是遷入人數與遷出人數的差，當社會增加率為正值時，表示遷入人數

大於遷出人數，反之，則為遷出人數大於遷入人數，此時在無考量出

生及死亡人數時，人口數就會減少。 

107年底本區社會增加率為 0.07‰為正值，表示本區遷入人數大

於遷出人數，進一步觀察近八年本區社會增加率，僅有 104年 1.44‰

及 107年 0.07‰為正值，表示除 104年及 107年遷入人數大於遷出人

數外，其餘年度均為遷出人數大於遷入人數。(詳表 4) 

五、粗結婚率與粗離婚率 

近八年粗結婚率以 107年底 4.71‰最低，101年底 4.93‰第二低；

近八年粗離婚率以 104年底 1.80‰最低，106年底 1.88‰第二低，107

年底 1.98‰第三低。(詳表 4) 

表 4 近八年本區戶籍動態概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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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本區人口動態圖 

 

肆、結語 

受到醫療保健的進步，國民平均年齡增加，再加上出口人數減少，

臺灣整體人口結構正逐漸轉變中，導致人口結構有老化現象。由老年

人口結構比觀察，107年底本區老年人口結構比達到 16.29％，已超過

高齡社會指標規定 14%，顯示本區已進入高齡化社會，未來更應重視老

人福利及安養照護議題，加上出生人數減少的影響，造成未來青壯年

人口逐漸萎縮，使得扶養負擔增加等問題，除鼓勵民眾生育外，完善

建立及規劃各項社會福利、長期照顧及醫療保險等政策，藉此改善本

區老人基本生活，增加工作機會，提升青壯年人口自給能力，才能因

應未來人口結構轉變所帶來的影響與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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