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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統計及性別分析 

壹、前言 

人口為國家基本要素之一，主要涵蓋人口總數、人口結構、與人口

變遷及發展等方面，關係國家之發展與社會福祉。 

龍崎區位於臺南市的東南隅，地處阿里山脈丘陵地帶，東接高雄市

內門區，南銜高雄市田寮區，西與關廟區接壤，北達新化區及左鎮區，

總面積為 64.0814平方公里。 

本區人口數截至 111年 12月共有 3,601人，男 1,955人、女 1,646

人， 65歲以上老人 1,124人，約佔全區比率 31.21%，屬老人社區；龍

崎區的人口變化，自民國 35 年的 5,559 人，逐漸上升至民國 58 年的

9,175人達到頂點，此後人口急速減少，82年有些微成長，龍崎區人口

的發展狀況與人口消長具相互關係，由於關廟鄰近龍崎區且藤業工廠提

供較高的工資，因此對龍崎區居民之經濟活動影響甚鉅，因此大約 10 

年間，龍崎區的青壯年人口因鄰近加上高薪資，紛紛至關廟藤業工廠從

事專業或兼業藤器製作，亦有從事家庭代工者；導致龍崎區民的人口移

動產生了明顯外移的變化。 

本篇分析將針對民國 111 年臺南市龍崎區現住人口結構、趨勢分

析，以提供相關部門擬訂政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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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住人口、戶數密度及性比例 

 

臺南市龍崎區現住人口數逐年遞減，且男女人口數亦皆逐年遞減。 

觀察臺南市龍崎區近年人口數，從民國 102 年底 4,310 人逐年減少至

111 年底的 3,601 人；平均每戶人口數，從民國 102 年底的 2.72 人，

逐年遞減至民國 111年底的 2.43人；男性人口對女性人口的比例，從

民國 102年底的 118.56%至民國 111年底的 118.77%分析，始終男性高

於女性。另就現住人口年齡 65歲以上作分析，呈現逐年遞增趨勢且女

性大致高於男性，顯示女性餘命高於男性，涉及的原因是男性較常吸

菸、吃檳榔、過重和肥胖危險因子較女性更高。(表 1、圖 1及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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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南市龍崎區現住人口數趨勢圖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民政局統計年報 

 

 

 

 

圖 2  臺南市龍崎區現住人口戶數密度及性比例圖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民政局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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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戶籍動態 

    分析龍崎區自 102年至 111年之遷入、遷出人數及出生、死亡人數，

發現遷入、遷出人數呈下降趨勢，大致遷出人數高於遷入人數；出生人數

呈下趨勢，死亡人數呈上升趨勢，且死亡人數遠高於於出生人數，顯見人

口老化現象。 

 

 

 

 

 

 

 

 

 

 

 

 

 
 

圖 3  臺南市龍崎區遷入及遷出人數趨勢圖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民政局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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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臺南市龍崎區出生及死亡人數趨勢圖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民政局統計年報 

肆、結論 

由本文分析可知，近年來臺南市龍崎區現住人口數逐年遞減，男性現

住人口數始終高於女性現住人口數，現住人口年齡 65 歲以上人口數卻呈

逐年遞增趨勢，女性大致高於男性，依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訂標準，

一個國家六十五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之比率，達到 7％以上即稱為「高齡

化社會」，達到 14％是「高齡社會」，若達 20％則稱為「超高齡社會」，本

區於 102年 20.06％已進入「超高齡化社會」；遷入、遷出人數呈下趨勢，

惟遷出高於遷入，死亡人數遠高於於出生人數，顯見人口外流且老化現象。 

對於人口老化現象，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正推動社區照顧關懷，鼓勵民

間團體設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如麥子基金會於石嘈里設置關懷據點、崎

頂里辦公處亦設置關懷據點、永續發展協會設置 C級巷弄關懷據點，提供

關懷訪視、電話問安、餐飲服務或健康促進活動等服務。建議藉由初級預

防性照顧服務及預防失能或延緩失能惡化服務經驗，進一步設置 B級長照

中心，落實在地安老，讓長者能無憂的生活。 

對於人口外流現象，建議藉由本所推動輕旅行對外推廣行銷社區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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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如食農教育生態體驗、古早味美食實作體驗及特色景點小旅行遊程

探索，結合在地社區發展協會及農會，對綠竹筍、鳳梨、竹炭等農產品，

共同開發具經濟潛力之產業，促成就業機會，讓青壯年人口願意迴流返鄉

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