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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老人人口統計分析 

壹、前言 

我國的老年人口快速增加，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研擬完成

「中華民國人口推計（103 至 150 年）」案推估，65 歲以上老

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將由 103 年之 12.0%，增加為 150 年之

41.0%。面對超高齡化社會來臨，除長期照護問題外，獨居老

人問題亦值得關注，如何使老人的生活品質得到更完善、更好

的照顧，以及良好的醫療保健，是這個社會目前應該重視的議

題。 

依臺南市獨居老人定義如下：(一)年滿 65 歲以上單身獨

居，且自我照顧能力不足者；(二)65 歲以上夫妻同住，且二者

皆自我照顧能力不足者；(三)65歲以上雖與其他人同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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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臺南市官田區現住人

口之老年人口結構分析，並與臺南市全區做比較，其次，針對

官田區獨居老人的性質加以分析，最後再以官田區獨居老人人

口比例切入，並與臺南市全區獨居老人人口比例做比較，分析

目前獨居老人人口現況及趨勢，以提供相關部門擬訂政策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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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65 歲以上人數概況 
臺南市官田區現住人口年齡在 65歲以上人數比例逐年遞

增，與臺南市全區之趨勢一致。 

觀察臺南市官田區近年人口數，從民國 100 年底 2 萬

1,965人逐年減少至 104 年底的 2 萬 1,685 人，現住人口之年

齡結構中，其中 65 歲以上人口，從民國 100 年底的 3,280人，

占總人口之 14.9%，逐年遞增至民國 104底的 3,511 人，占總

人口之 16.2%，增加 1.3 個百分點；比較同期臺南市全區 65

歲以上人口比例，從民國 100 年底的 11.7%，亦逐年遞增至民

國 104 年底的 13.1%，增加 1.4 個百分點。顯示官田區的 65

歲以上人口比例高於臺南市全區，惟比例增加的速度較臺南市

全區為緩和但相當接近。(表 1、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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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0～14歲 ％ 15～64歲 ％ 65歲以上 ％

100年 21,965   2,602    11.8  16,083    73.2  3,280      14.9  11.7              

101年 21,912   2,491    11.4  16,134    73.6  3,287      15.0  11.8              

102年 21,823   2,379    10.9  16,078    73.7  3,366      15.4  12.2              

103年 21,706   2,268    10.4  16,016    73.8  3,422      15.8  12.6              

104年 21,685   2,180    10.1  15,994    73.8  3,511      16.2  13.1              

資料來源：臺南市統計年報

臺南市65歲以

上人口比例(%)

表1  臺南市官田區現住人口之年齡分配

合  計
年齡結構

年月底別

 

 

 

 

 

圖 1  臺南市官田區現住人口年齡 65歲以上人數及比例 

(含與臺南市全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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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獨居老人人數及性別分析 

一、臺南市官田區獨居老人人數，近年來呈下降趨勢，其中女性獨居老

人人數各年均高於男性。 

臺南市官田區獨居老人人數從民國 100 年底的 137 人，下降至民

國 104 年底的 96 人，除 104 年底較 103 年底反向增加外，整體趨勢是

往下降的；次以男、女性獨居老人人數觀之，各年均以女性獨居老人

較多，與 65 歲以上人口男、女性結構一致；再以獨居老人種類概分為

中(低)收入、榮民、一般老人觀之，榮民身份者快速減少，中(低)收入

者約占 10%左右，其餘一般老人則占 84%左右。(表 2) 

 

單位：人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100年 137  65    72    13    8      5      22    22    -  102  35    67    

101年 128  60    68    11    7      4      19    19    -  98    34    64    

102年 125  56    69    11    7      4      17    17    -  97    32    65    

103年 77    32    45    9      7      2      5      5      -  63    20    43    

104年 96    41    55    10    8      2      5      5      -  81    28    53    

資料來源：臺南市統計年報

合計 中（低）收入 榮民 一般老人

表2  臺南市官田區獨居老人人數統計表

年月底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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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南市官田區獨居老人人口比例呈下降趨勢，與臺南市全區比例趨

勢一致，惟官田區獨居老人人口比例高於臺南市全區。 

觀察臺南市官田區獨居老人人口比例(獨居老人人口數/65 歲以上

人口數*100)，民國 100 年底為 4.2%，較臺南市全區的 2.5%，高出 1.7

個百分點，兩者皆呈下降趨勢，至 104 年底官田區獨居老人人口比例

為 2.7%，亦較臺南市全區的 1.6%高出 1.1 個百分點。另從男、女性獨

居老人人口比例觀之，官田區男、女性獨居老人人口比例相近，以女

性比例略高些，而臺南市全區皆以女性獨居老人人口比例較高，約較

男性比例高出 0.7 個百分點。(表 3、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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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單位：人；%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100年 3,280   1,580   1,700   137  65  72  4.2  4.1  4.2  2.5 2.1 2.9

101年 3,287   1,557   1,730   128  60  68  3.9  3.9  3.9  2.4 1.9 2.8

102年 3,366   1,580   1,786   125  56  69  3.7  3.5  3.9  2.2 1.8 2.6

103年 3,422   1,586   1,836   77    32  45  2.3  2.0  2.5  1.7 1.4 2.1

104年 3,511   1,617   1,894   96    41  55  2.7  2.5  2.9  1.6 1.2 1.9

臺南市獨居老人

人口比例(%)

表3  臺南市官田區獨居老人人口比例

年月底別
65歲以上人口數 獨居老人人數

獨居老人人口比例

(%)

 

 

圖 2  臺南市官田區男、女性獨居老人人口比例趨勢圖 

(含與臺南市全區比較) 

4.2 

3.9 3.9 

2.5 

2.9 

4.1 
3.9 

3.5 

2.0 
2.5 2.9

2.8
2.6

2.1 1.9
2.1 1.9

1.8
1.4 1.2

-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官田區男性獨居老人人口比例 官田區女性獨居老人人口比例

臺南市男性獨居老人人口比例 臺南市女性獨居老人人口比例

%

 



 

7 
 

肆、結論 

由本文分析可知，臺南市官田區獨居老人近年來不管人數

還是占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均是往下降的趨勢，雖然如

此，只要有獨居老人存在，其生活現況與需求就值得政府關

切。目前官田區公所採取電話問安、關懷訪視或陪同就醫等方

式關懷獨居老人，也補助或輔導安裝供獨居老人隨身配戴之緊

急救援連線裝置，這都有助於獨居老人健康安居，未來建議可

以加強家戶訪視、居家服務、餐飲服務，使所有需要協助之老

人都能得到適當的關懷及照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