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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區近年來人口逐年持續減少，人口呈現負成長，男女人口性比例差

距逐年降低，幼年人口逐年減少，老年人口逐年增多，人口老化日益嚴重，

少子化、高齡化已是 21世紀全球人口的趨勢。 

在高齡化社會的趨勢下，未來壯年人口扶養責任將逐年加重，加上婚

姻觀念改變，教育程度提升，離婚人數增加，單親教養及經濟能力，所可

能衍生的社會問題亦日趨重要，政府部門應研議因應措施，以減少其對社

會所造成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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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南市官田區位於臺南市中心點，東、北和六甲區為鄰，南接善化區

與大內區，西鄰麻豆區。 

本區地勢由東南向西南傾斜東高西低，標高 10 公尺至 105 公尺之間，

地形似美人頭，除大崎、社子里地帶形成山丘外，餘均屬平野地。 

人口是構成國家的四大基本要素之一，亦是政府施政的對象。從一國

人口的數量、素質、結構及分布之統計資料，即可瞭解該國經濟、社會、

文化發展情形，並可顯現人口素質，進而評估地區蘊藏的潛能及未來發展

潛力，做為政府制定各項政策之參考。 

為了解本區現住人口之脈動，特就本區公務統計報表有關戶籍人口資

料加以整理統計，並作簡要分析，透過人口統計解析人口組成因子之分布

情形以瞭解本區區民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婚姻等結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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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簡要分析 

官田區現住人口概況 

本區 107年底總人口數 21,314人，較上年底 21,448人，減少 134人；

其中自然因素減少 116人(出生人數 142人，死亡人數 258人)，占減少人

數 86.57%；社會因素減少 18人（遷入人數 693人，遷出人數 711人），

占減少人數 13.43%。(詳表一、圖一) 

人口分佈以隆本里 4,009人最多，占總人口數 18.81%，二鎮里 3,504

人次之，占總人口數 16.44%，大崎里 431人最少，占總人口數 2.02%。 

         表一、臺南市官田區歷年自然增減率及社會增減率 

 

年度 總人口數(人) 自然增減率(‰) 社會增減率(‰)

101年 21,912 -0.46 -1.96

102年 21,823 -3.02 -1.05

103年 21,706 -5.19 -0.18

104年 21,685 -2.72 1.75

105年 21,535 -5.6 -1.34

106年 21,448 -5.58 1.54

107年 21,314 -5.43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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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歷年來總人口數 

一、性別分析 

本區107年底總人口數中，男性有10,857人，占總人口數50.94%，

女性有10,457人，占總人口數49.06%；以最近七年的資料觀察(詳圖二)，

皆是男性人口數大於女性人口數，藉由性比例計算，101年底性比例

104.5，至107年底降為103.8，性比例減少0.7，顯示出這七年來每百名

女性人口所當之男性人口減少0.7人。 

這七年來本區總人口數逐漸下降，人口呈現負成長，自 101年至

107年間，男性人口數減少 3.05%，女性人口數減少 2.40%，男性人口

數減少的幅度大於女性人口數，致本區人口性比例逐漸降低，兩性人口

數差距有逐漸縮小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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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本區近年來男女人口數 

二、年齡分析 

本區人口分成幼年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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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分析其結構變化情形。（詳

表二、圖三） 

(一)、本區幼年人口數（0歲~14歲）占總人口數比例逐年遞減，

107年底占總人口數 9.49％，較上年底 9.63％，減少 0.14個百分點，與

101年底 11.37％比較，則減少 1.88個百分點。 

(二)、青壯年人口數(15歲~64歲)為最適於工作年齡之勞動力人口，

107年人口數為 15,595人，占總人口數 73.17％，較 101年底 73.63％，

減少 0.46個百分點，與上年底 73.43％比較，減少 0.26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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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年人口數（65歲以上），101年底至 107年底呈現逐年遞

增現象，至 107年底較上年底增加 62人。 

                     表二、本區歷年人口結構 

 

 

圖三、本區人口年齡結構 

 

年度 0~14歲 15~64歲 65歲以上

101年 2,491 16,134 3,287

102年 2,379 16,078 3,366

103年 2,268 16,016 3,422

104年 2,180 15,994 3,511

105年 2,103 15,855 3,577

106年 2,065 15,749 3,634

107年 2,023 15,595 3,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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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程度分析 

(一)、依本區 107年底現住人口滿 15歲以上者教育程度分 

107年底年滿 15歲以上人口數為 19,291人，其中具有大專及以上

程度者 7,013人，占 36.35％；高中(職)程度者 5,998人，占 31.09％；國

（初）中及以下程度者 5,751人，占 29.81％；自修者 28人，占 0.15％；

不識字者 501人，占 2.60％。（詳圖四） 

 

    圖四、臺南市官田區 107年底 15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結構 

(二)、依本區 107年底現住人口滿 15歲以上者男女教育程度分 

107年底年滿 15歲以上人口男性為 9,807人，女性為 9,484人，其

中具有大專及以上程度者男性為 3,861人，女性為 3,152人；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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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者男性為 3,409人，女性為 2,589人；國（初）中及以下程度者男

性為 2,496人，女性為 3,255人；自修者男性為 10人，女性為 18人；

不識字者男性為 31人，女性為 470人。（詳表三） 

表三、臺南市官田區歷年 15歲以上人口男女教育程度結構 

 

綜上，本區 107年底具有大專及以上程度高等教育人口占 15歲以

上人口數 36.35％，較上年底 35.37％，增加 0.98個百分點；若再以本

區 107年底 15歲以上人口男女教育程度觀察，具有大專及以上程度高

等教育人口男性為 3,861人，占 20.01％，較上年底男性為 3,786人，占

19.53％，增加 0.48個百分點；107年底女性為 3,152人，占 16.34％，

與上年底女性為 3,070人，占 15.84％比較，增加 0.5個百分點。 

四、原住民人口數分析 

本區原住民人口分為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107年底平地原住

民 70人，占總人口 0.33%，其中男性 34人，女性 36人；山地原住民

86人，占總人口 0.4%，其中男性 29人，女性 57人。與上年度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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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原住民男性增加 1人，山地原住民男性增加 2人，女性則增加 6人。 

五、婚姻結構分析 

本區 107年年滿十五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未婚者 8,241人，占總

人口 38.66%，與上年度未婚者 8,317人相比，減少 0.91%；有偶者 9,580

人，占總人口 44.95%，與上年度有偶者 9,665人相比，減少 0.88%；離

婚者 1,613人，占總人口 7.57%，與上年度離婚者 1,574人相比，增加

2.48%；喪偶者 1,880人，占總人口 8.82%，與上年度喪偶者 1,892人相

比，減少 0.63%。（詳圖五） 

 

           圖五、本區年滿十五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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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全球的社會結構正在產生轉變，人口生育率降低，醫療技術進步，國

民壽命延長，使得青壯年勞動人口相對萎縮，未來老年人口幾乎接近勞動

人口。在少子化加上高齡化的雙重衝擊之下，對於下一世代青壯年人口而

言，人口結構高齡化將使我們的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高齡化社會帶來的不僅是人口結構的變遷，更會改變人們未來的生活

模式。人口結構老化的趨勢通常與少子化的現象同時存在，老年人口與青

壯年人口的比率出現嚴重失衡，對社會的衝擊便開始出現。 

人口老化是全球性的問題，面對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口，政府部門須以

更積極之作為，加速政策的推動及法規的制定，強化國人人口老化意識，

使老人的生活品質得到更完善、更好的照顧，建立完善的社會福利、醫療、

長照服務體系及居家照護，是這個社會目前應該重視的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