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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現今人類平均壽命持續延長下，人口結構老化已是現狀，而

少子、人口老化的社會，所衍生之勞動力缺乏、安養照顧服務等所

造成的衝擊，間接將影響國民教育、醫療、勞動生產力等，為社會

永續發展，並加強文化建設與教育，以提升人口素質。另更要落實

性別平等意識，建構具性別觀點的人口政策，俾使能保障各族群基

本人權，建構多元文化社會。 

因此透過相關的動態與靜態統計分析，就本區內之人口結構等

，加以探討分析，以清楚看出本區人口結構具有什麼樣的意涵與影

響，以供相關單位之參考，俾利人口政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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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分布  

(一)、人口概況 

1.本區總人口概況 

本區民國 110 年底總人口數為 6,996 人，較上年底 7,128 人減

少 132人，減少 1.85%，較 99 年底 7,864 人減少 868 人，減少 11.04%

，自縣市合併後本區人口數持續減少，另本區 110 年底人口數占全

市人口數 1,862,059 人約為 0.38%，在 37 區中僅高於左鎮區及龍崎

區，排名第 35 位，與上年底排名相同。(如圖一) 

      圖一   臺南市民國 110 年底各區人口數占整體人口數比例 

2.本區各里人口概況 

民國 110 年底各里現住人口數以明和里最多有 1,836 人(占

26.24%)，南洲里次之有 1,663 人(占 23.77%)，平陽里為最少僅 368

人(占 5.16%)。(如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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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山上區民國 110 年底各里人口數概況 

 

 

 

 

3.本區原住民人口概況 

本區民國 110 年底原住民人口數為 31 人，占本市原住民總人

口數 8,649 人約為 0.36%，其中平地原住民人口數為 25 人，山地

原住民人口數為 6 人，另民國 99 年底原住民人口數為 12 人，占本

市原住民總人口數 5,828 人約為 0.21%，其中平地原住民人口數為

11 人，山地原住民人口數為 1 人，自縣市合併後本區原住民人口

數呈增加趨勢。 

民國 110 年底各里原住民人口數以豐德里最多有 11 人(占

35.48%)，南洲里次之有 8 人(占 25.81%)，另新莊里則無原住民人 

口。(如圖三) 

圖三  山上區民國 110 年底各里原住民人口數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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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戶量 

1.本區總戶量概況 

本區民國 110 年底總戶數為 2,715 戶，較上年底 2,741 戶減少

26 戶，減少 0.95%，另民國 110 年底戶量(每戶平均人口數)為 2.58

人/戶，較上年底戶量 2.60 人/戶，減少 0.02 人/戶，較 99 年底戶量

2.90 人/戶，減少 0.32 人/戶，自縣市合併後本區戶量持續減少，可

見因現今社會已由農業社會逐漸蛻變為工商社會，本區居民家庭組

成已慢慢由傳統大家庭走向小家庭制度。 

2.本區各里戶量概況 

民國 110 年底各里戶量以豐德里 2.91 人/戶最高，新莊里 2.76

人/戶次之，而以平陽里 2.38 人/戶為最低。(如圖四) 

圖四  山上區民國 110 年底各里戶量概況 

 

 

 

 

 

(三)、人口性別比例 

1.本區人口性別比例概況 

本區民國 110年底男性人口數為 3,684人、女性人口數為 3,312

人，人口性別比例(每 100 女子對男子數)為 111.23，109 年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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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5，110 年底為 111.02，自縣市合併後每年度總人口數雖持續

減少，惟男性人口數仍持續高於女性人口數，尤以近兩年(109 至

110 年度)性別比例為最高。 

2.本區各里性別比例概況 

民國 110 年底各里性別比例以平陽里 127.04 最高，南洲里

116.25 次之，而以新莊里 105.04 為最低。(如圖五) 

圖五  山上區民國 110 年底各里性別比例概況 

3.老年人口性別比例 

本區民國 100 年底人口性別比例(每 100 女子對男子數)為

111.02，65 歲以上者為 89.18，85 歲以上者為 51.85，110 年底為

111.23，65 歲以上者為 90.52，85 歲以上者為 60.56，自縣市合併

後每年度總人口數雖持續減少，惟 65 歲以上老人人口數占比仍持

續增加，因女性平均餘命高於男性，故年齡層愈高，性別比例呈反

向減少，另本區 85 歲以上者性別比例升高，可見 85 歲以上男性長

者平均餘命有增加趨勢。(如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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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山上區民國 100 至 110 年底老年人口性別比例概況 

 

 

 

 

4.原住民人口性別比例 

本區民國 100 年底人口性別比例(每 100 女子對男子數)為

111.02，原住民人口性別比例為 100，104 年底為 109.61，原住民

人口性別比例為 46.15，110 年底為 111.23，原住民人口性別比例

為 93.75，自縣市合併後每年度總男性人口持續高於女性人口數，

惟原住民人口部分，性別比例呈反向減少，至 104 年底為最少，近

來又逐年增加，可見原住民人口總數逐年增加，其男性人口逐年亦

增加。(如圖七) 

     圖七  山上區民國 100 至 110 年底原住民人口性別比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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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口成長 

1.本區人口成長概況 

本區民國 110 年底總人口數為 6,996 人，較上年底 7,128 人減

少 132 人，減少 1.85%。自然因素減少 54 人(出生人數 47 人，粗

出生率為 6.66‰，死亡人數 101 人，粗死亡率為 14.30‰)，即自然

增減率為-7.65‰。社會因素減少 78 人(遷入人數 173 人，遷出人數

251 人)。遷入率為 24.50‰，遷出率為 35.54‰，即社會增減率為

-11.05‰。 

本區民國 110 年底人口總成長率為-18.69‰，較上年底-9.91‰

減少 8.78 個千分點，主要係受社會因素影響，大幅減少 7.98 個千

分點(遷入人數減少)所致。(如圖八) 

         圖八  山上區民國 100 至 110 年底總人口成長率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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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人口遷徙因素眾多，舉凡城鄉發展規模、就業機會多寡、

軟硬體公共建設便利性、村里發展或社會福利等因素，本區屬南科

區之一部分，區內亦有工業區，近年經濟發達，新興建案增加，惟

遷入人數不增反減，值得一探究竟。 

2.本區與本市各區人口成長比較 

本市民國 110 年底總人口成長率為-6.88‰，較上年底-3.19‰

減少 3.69 個千分點，主要係受社會因素影響所致，另本區民國 110

年底總人口成長率為-18.69‰ ，與本市各區人口成長比較，位居全

市之第 31 位，較上年底排名第 22 位退步 9 位。(如圖九) 

    圖九  臺南市民國 110 年底各區總人口成長率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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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結構  

(一)、人口年齡分配 

本區民國 110 年底人口年齡分配：0 歲-14 歲幼年人口數為 544

人(占 7.78%)；15 歲-64 歲青壯年人口數為 4,865 人(占 69.54%)

；65 歲老年人口數為 1,587 人(占 22.68%)。 

本區民國 110 年底總人口數為 6,996 人，較上年底減少 132 人

或減少 1.85%；0 歲-14 歲幼年人口數為 544 人，較上年底減少 4

人或減少 0.73%；15 歲-64 歲青壯年人口數為 4,865 人，較上年底

減少 154 人或減少 3.07%；65 歲老年人口數為 1,587 人，較上年

底增加 26 人或增加 1.67%。 

顯而易見本區老年人口早就超過幼年人口，人口老化及少子化

問題年趨嚴重，然而青壯年人口數更逐年減少，15 歲-64 歲青壯年

人口民國 110 年底占比為 69.54%，較上年底占比 70.41%減少 0.87%

，相較近年最高占比(民國 104 年)71.91%減少 2.37%，本區勞動力

不足及扶養負擔過重等問題，亦逐漸浮現。(如圖十) 

  圖十 山上區民國 110 年底與 109 年底、100 年底人口三階段年齡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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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扶養比 

本區民國 110 年底人口年齡分配：0 歲-14 歲幼年人口數為 544

人(占 7.78%)；15 歲-64 歲青壯年人口數為 4,865 人(占 69.54%)

；65 歲老年人口數為 1,587 人(占 22.68%)。 

扶養比係指每百個工作年齡人口(15 歲至 64 歲人口)所需負擔

依賴人口(即 14 歲以下幼年人口及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之比，本區 

民國 110 年底總扶養比為 43.80(其中幼年人口扶養比為 11.18、老

年人口扶養比為 32.62)，較上年底 42.02 增加 1.78(其中幼年人口

扶養比較上年底 10.92 增加 0.26、老年人口扶養比較上年底 31.10

增加 1.52)，另老年人口扶養比從民國 100 年底的 24.53 增至民國

110 年底的 32.62，幼年人口扶養比從民國 100 年底的 14.98 降至

民國 110 年底的 11.18，顯示本區青壯年人口負擔老年人口扶養比

增加，青壯年人口扶養老年及幼年人口過重問題成為近年一大隱憂

。(如圖十一) 

圖十一  山上區民國 100 至 110 年底扶養比概況 

 



12 
 

(三)、老化指數 

所謂老化指數係指 65 歲以上人口占 14 歲人口之比率，110 年

老化指數為 291.73，較上年底 284.85 增加 6.88。 

本區老化指數從民國 100 年的 163.75 大幅增加至民國 110 年

的 291.73，平均 1 位青壯年人口就要扶養 3 位老年人口，顯示老

化問題日趨嚴重，老人安養等問題亟待解決。(如圖十二) 

圖十二  山上區民國 100 至 110 年底老化指數概況 

 

 

 

 

 

  

(四)、原住民人口年齡分配 

本區民國 110 年底原住民人口年齡分配：0 歲-14 歲幼年人口

數為 17 人(占 54.84%)；15 歲-64 歲青壯年人口數為 14 人(占

45.16%)；另無 65 歲老年人口。 

另本市民國 110 年底原住民人口年齡分配：0 歲-14 歲幼年人

口數為 2,060 人(占 23.82%)；15 歲-64 歲青壯年人口數為 6,152

人(占 71.13%)；65 歲老年人口數為 437 人(占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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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原住民人口部分，人口年齡分配係以青壯年及幼年人口

為主，與其餘非原住民人口年齡分布不同。(如圖十三) 

 圖十三 山上區民國 110年底總人口及原住民人口三階段年齡占比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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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一)、本區人口總數仍呈負成長趨勢 

    本區人口近年出生人數減少、死亡人數增加，且遷出人數多於

遷入人數，使總成長率不增反減，不管是自然增加率或社會增加率

仍呈遞減趨勢。 

       本區民國 110 年人口總成長率為-18.69‰ ，較上年-9.91‰ 更為

下降，主要係受人口遷出率增加影響，居全市第 31 位，雖全市人口

總成長率為-6.88‰ ，亦較上年-3.19‰ 下降，惟鄰近善化區、新市

區、新化區等總成長率均仍較本區為高，應值得探討並學習其他區

成長率之原因，使本區成為居民定居的首選，增加本區人口成長。 

(二)、本區人口老化及少子化問題漸趨嚴重  

     由老化指數觀察，本區民國 110 年底老化指數為 291.73，與民

國 100 年相較，已成長約三倍之多，再由老年人口結構比觀察，本

區民國 110 年底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數比率為 22.68%，已

達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定義的超高齡社會指標(20%)，此外雖

85 歲以上男性餘命有增加趨勢，惟女性平均壽命仍高於男性，未來

老人照護等議題，亦應將性別差異納入考量。 

       另受出生人數減少、人口遷出等影響，造成青壯年人口逐漸萎

縮，使得扶養負擔增加，除了鼓勵民眾生育外，尚需建立完善社會

福利、長期照顧等制度，增加青壯年人口遷入誘因，並提升青壯年

人口自給能力，以因應未來老年化社會所帶來的衝擊。 

(三)、本區原住民人口呈增加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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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區民國 110 年底原住民人口數為 31 人，較民國 99 年底 12

人增加 19 人，主要居住於豐德里及南洲里，其中以阿美族 21 人為

大宗，另有西拉雅原住民人口數為 57 人。 

    臺南市為文化古都，本區近年亦致力於推廣多元文化，分享在

地特色價值，另針對原住民族文化、健康、就業等，均給予協助與

維護，以保障族人權益並增加原住民人口數。 



16 
 

五、資料蒐集範圍  

本文蒐集本區近年人口資料加以彙集及整理，資料來源

大致取自於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及本區歷年人口統計資料。 

 
六、資料來源 

一、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二、臺南市新化戶政事務所-山上辦事處。 

三、臺南市山上區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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