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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桃園縣歷年老年人口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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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基本資料 

（一）人口特性 

1. 老年人口狀況 

由全國資料觀察，民國98年底全國老年人口數為2,457,648人，較97年成長

2.31％，較十年前（89）成長27.92％，其中男性老年人口數為1,183,124人，較97

年成長1.53％，較十年前（89）成長17.02％，女性老年人口數為1,274,524人，較

97年成長3.04％，較十年前（89）成長40.01％。另外，民國98年底本縣老年人口

數為161,945人，較97年成長2.76％，較十年前（89）成長25.33％，其中男性老

年人口數為83,984人，較97年成長1.12％，較十年前（89）成長5.19％，女性老

年人口數為77,961人，較97年成長4.57％，較十年前（89）年成長57.91％，由以

上數據可知本縣老年人口呈逐年增加趨勢，女性老年人口更是大幅度增加，惟女

性老年人口數仍小於男性老人人口數，但其差距已逐年縮減。因此本縣老年人口

成長趨勢與全國相符，惟自民國94年底全國女性老年人口數始大於男性老年人口

數且差距逐年加大。(見圖1-1、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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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全國歷年老年人口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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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年人口比率 

老年人口比率（高齡化程度）言，98年全國為10.63%，已超過聯合國高齡化

國家之指標定義（7%），臺北縣8.04%為全臺最低，臺中市8.13%次低，本縣為8.18%

，為全臺第三低；另由長期角度來觀察，本縣老年人口比率則呈逐年增加趨勢。

(見圖1-6) 

另就性別統計觀之，男性老年人口比率全國為10.17%，臺北縣為7.89％為全

臺最低，臺中市為7.96％次低，本縣為8.41％為全臺第三低；女性老年人口比率

全國為11.10 %，本縣為7.96％為全臺最低，臺北縣為8.18％次低，臺中市為8.29%

第三低。 

人口老化指數係每百個老年人口對帅年人口（0至14歲人口）之比，比率越

高，表示該地區人口老化程度越嚴重，本縣近十年來，人口老化指數由民國89

年底之31.09逐年提高至民國98年底的43.12，此現象亦呼應近年來生育率不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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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之趨勢。老年人口依賴比係每百個工作年齡人口（15至64歲人口）所需負擔老

年人口之比，比率越高，表示有生產力者負擔較重，本縣近十年來，縣民負擔狀

況有逐年增加之趨勢，從民國89年底之10.88%，逐年緩升至98年底之11.24%，

顯示青壯年之負擔有逐年加重之趨勢。(見圖1-3至圖1-5) 

 

 

 

 

 

 

圖1-3、桃園縣歷年老年人口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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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年人口性比例 

在人口統計中，性比例表示該地區中，每百名女子所當男子數，民國98年底

本縣老年人口性比例為108，較十年前（89）下降33.38％；民國98年底本縣總人

口性比例為102，較十年前（89）下降3.62％，由以上數據可知老年人口性比例

呈逐年遞減趨勢。另外，由全國資料觀察，民國98年底全國老年人口性比例為93

，較十年前（89）下降16.22％；民國98年底全國總人口性比例為101，較十年前

（89）下降3.81％，本縣老年人口性比例下降趨勢與全國相符，惟自民國94年底

全國老年人口性比例始小於100，即女性老年人口多於男性老年人口。 

(見圖1-6、圖1-7) 

若以年齡組觀察，本縣80-84歲年齡組之老年人口性比例185.75為最高，此後

隨年齡增加而逐漸下降至56.92，由此可見隨年齡增加女性老年人口數比男性老

年人口數多，亦可印證女性帄均壽命較男性帄均壽命為長。(見圖1-8) 

 

圖1-5、桃園縣歷年老年人口依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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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桃園縣歷年總人口及老年人口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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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全國歷年總人口及老年人口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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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98年桃園縣老人之性比例依年齡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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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程度 

本縣老人之教育程度以小學者占50.1%最高，不識字者占15.0%居次，國中

者占11.5%居第三。就性別言，女性不識字比例26.9%遠高於男性之3.9%近7倍之

多；國中以上程度（含初職）者女性僅有16.2%，低於男性之46.3%，惟隨著年

輕世代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其差距將會逐漸縮小。(見表1-1、圖1-9、圖1-10) 

表1-1  98年桃園縣老人之教育程度 

       單位：% 

性別 總計 研究所 大學 專科 高中 高職 國中 

總計 100.0  0.4  4.1  3.6  5.9  5.3  11.5  

男 100.0  0.7  6.9  5.6  8.8  8.6  14.1  

女 100.0  0.1  1.1  1.4  2.8  1.8  8.6  

    

初職 小學 自修 不識字 

1.0  50.1  3.2  15.0  

1.6  47.2  2.7  3.9  

0.4  53.2  3.7  26.9  

資料來源：本縣統計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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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98年底男性老人教育程度比例 

 

 

圖1-10、98年底女性老人教育程度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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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參與 

為增進老人退休後生活安排與適應，鼓勵其積極參與社會、充實精神生活，

及提昇自我實現與自我價值，98年本縣辦理長青學苑2所，計有4,490人受益，其

中男性參加人數為948人，女性參加人數為3,542人，女性參加人數為男性之3.7

倍，且女性參加人數佔老年女性總人數之4.54%較男性之1.13%為高，顯示老年

女性對參與教育學習之意願較老年男性高；另外由本縣歷年參加長青學苑人數，

可以發現自95年起後男女性人數差距甚大(見圖1-11)。 

 

 

 

 

 

 

 

（四）婚姻狀況 

老人之婚姻狀況以有配偶者占64.0%最多，喪偶者占28.9%居次，未婚者占

3.6%居第三。就性別言，男性有配偶者為78.5%高於女性之48.3%；男性離婚者

為4.4%，略高於女性之2.6%；女性喪偶者比例占46.8%高於男性之12.4%。由於

我國丈夫之年齡多大於妻子，致女性老人喪偶之(寡居)比例相對較男性喪偶(鰥居

)比例為高。(見表1-2、圖1-12、圖1-13) 

 

圖1-11、桃園縣歷年參加長青學苑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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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

4.7%喪偶

12.4%

有偶

78.5%

離婚

4.4%

表1-2  98年桃園縣老人之婚姻狀況 

單位： % 

性別 總計 未婚 有偶 離婚 喪偶 

總計 100.0  3.6 64.0 3.5 28.9 

男 100.0  4.7 78.5 4.4 12.4 

女 100.0  2.3 48.3 2.6 46.8 

資料來源：本縣統計要覽。 

圖1-12、98年男性老人婚姻狀況 

 

圖1-13、98年女性老人婚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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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婚姻狀況依年齡組分 

老人之婚姻狀況以年齡組觀察，未婚者之老年男性比例大於老年女性比例且

隨年齡增加而差距增大，95歲以上老年男性比例為老年女性比例之3.4倍；有偶

者之老年男性比例遠大於老年女性比例，且均隨年齡增加而比例降低；離婚者之

老年男性比例大於老年女性比例，且均隨年齡增加而比例降低；喪偶者之老年女

性比例遠大於男性老年比例且均隨年齡增加而比例增加。(見圖1-14至圖1-17) 

圖1-14、98年桃園縣未婚老人依年齡組分 

 

圖1-15、98年桃園縣有偶老人依年齡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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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6、98年桃園縣離婚老人依年齡組分 

 

圖1-17、98年桃園縣喪偶老人依年齡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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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桃園縣每位社福人員服務老年人數

3,631
4,097 4,340

3,143

2,274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94 95 96 97 98

年底別

人

務老年人數自96年底的4,340人以後逐年下降至98年底之2,274人，下降幅度為

47.60％，顯示本縣逐年提高老人照顧品質(見圖2-1)。 

（一）通報專線受服務人次 

本縣歷年老人之通報專線受服務人次，除95年外，老年男性受服務人次均大

於老年女性受服務人次且無論男女性於98年人數顯著下降。(見圖2-2) 

圖2-2、桃園縣歷年老人之通報專線受服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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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桃園縣歷年老人之法津訴訟及諮詢受服務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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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緊急通報點受服務人次 

本縣歷年老人之緊急通報點受服務人次，老年男性受服務人次均大於老年女

性受服務人次，尤其96年男性受服務人次遠大於女性受服務人次，但近來有越來

越相近的趨勢。(見圖2-3) 

（三）保護服務項目 

1. 法津訴訟及諮詢受服務人數 

本縣歷年老人之法津訴訟及諮詢受服務人數，除96年人數相近外，老年男性

受服務人數均大於老年女性受服務人數，但近五年來人數顯著下降。(見圖2-4) 

 

 

 

 

 

 

圖2-3、桃園縣歷年老人之緊急通報點受服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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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案輔導受服務人數 

本縣歷年老人之個案輔導受服務人數，老年男性受服務人數均大於老年女性

受服務人數，尤其96年老年男性受服務人數遠大於老年女性受服務人數。 

 

 

 

 

 

 

 

 

3. 

個案追蹤輔導訪視受服務人數 

本縣歷年老人之個案追蹤輔導訪視受服務人數，除97年老年男性受服務人數

略低於老年女性受服務人數外，其餘年份老年男性受服務人數均大於老年女性受

圖2-5、桃園縣歷年老人之個案輔導受服務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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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桃園縣歷年老人之個案追蹤輔導訪視受服務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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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人數。(見圖2-6) 

 

 

 

 

 

 

 

 

4. 問安電話受服務人數 

本縣歷年老人之問安電話受服務人數，除95及96兩年人數較低外，老年男性

受服務人與老年女性受服務人數差異不大，近兩年不論老年男女性之問安電話受

服務人數有增加的趨勢。(見圖2-7) 

 

 

 

 

 

 

 

 

5. 委託安置受服務人數 

圖2-7、桃園縣歷年老人之問安電話受服務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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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歷年老人之委託安置受服務人數，除97年老年男性受服務人次與老年女

性受服務人數相近外，其餘年份老年男性受服務人數均大於老年女性受服務人數

，且98年有增加的趨勢。(見圖2-8) 

（四）受虐型態 

1. 遺棄受服務人數 

本縣歷年老人之遺棄受服務人數，95至97年男女性人數相近，94年與98年老

年男性遺棄受服務人數均大於老年女性遺棄受服務人數。(見圖2-9) 

 

 

 

 

 

 

 

圖2-8、桃園縣歷年老人之委託安置受服務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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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桃園縣歷年老人之遺棄受服務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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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疏忽受服務人數 

本縣歷年老人之疏忽受服務人數，除94年老年男性受服務人數大於老年女性

受服務人數外，其餘年度老年女性受服務人數均大於老年男性受服務人數。 

(見圖2-10) 

 

 

 

 

 

 

三、社福補助 

本縣領有老年社福補助人數共計7,097人，其中男性老年人數為3,671，占男 

性老年人數比例為4.37％，女性老年人數為3,426，占女性老年人數比例為4.39％

，女性老年受補助比例略高於男性。 

（一）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為配合老人福利法修正公布，訂定「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發給辦法」

，針對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且未接受機構收容安置、居家服務、未僱用看

護（傭）、未領有政府提供之日間照顧服務補助或其他照顧服務補助者，其失能

程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或委託之評估單位（人員）作日常生活活動

功能量表評估為重度以上，且實際由家人照顧。補助家庭照顧者中低收入老人特

別照顧津貼每月5千元，以彌補因照顧家中老人而喪失的經濟來源。 

圖2-10、桃園縣歷年老人之疏忽受服務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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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桃園縣歷年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受照顧者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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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放金額 

本縣歷年老人之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發放金額，近五年來發放金額呈

下降趨勢，98年更降低至970,000元。(見圖3-1) 

 

 

2. 受照顧者人次 

本縣歷年老人之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受照顧者人次，不論男女性受照

顧者人次近五年來呈下降趨勢，老年女性受照顧人次均大於老年男性受照顧人次

。(見圖3-2) 

圖3-1、桃園縣歷年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發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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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桃園縣歷年津貼受益人數占65歲以上人口比例

（二）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與老農津貼 

本縣歷年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與老農津貼受益人數占65歲以上人口比例

(%)，五年來呈下降趨勢由94年29.49％下降至98年26.09%。(見圖3-3) 

 

 

 

 

 

 

 

 

1.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為保障中低收入老人之基本生活水準，對年滿65歲以上，生活困苦無依或子

女無力扶養之老人，未接受政府收容安置者，直接提供經濟援助，自82年7月1

日起發給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其帄均每戶每人，在最低生活費用標準（9,829

元）1.5倍（14,744元）以下者，每人每月發給生活津貼6,000元，介於1.5倍以上

2.5倍（24,573元）以下者，每人每月發給生活津貼3,000元。 

(1). 發放金額 

本縣歷年老人之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發放金額，近五年來發放金額呈

下降趨勢，98年更降低至417,834,000元。(見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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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照顧者人數 

本縣近五年之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受照顧者人數呈下降趨勢，由94年

7,619人逐年下降至98年6,903人，其中除94年外，老年男性受服務人數均略高於

女性老年受服務人數。(見圖3-4) 

 

圖3-3、桃園縣歷年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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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之低收入戶 

本縣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放金額，第一款（全家人口均無工作能力、無

收入及財產，非靠救助無法生活者）近五年來發放金額持續下降，98年更降低至

3,114,000元，老年男性受照顧人數均大於女性老年受照顧人數，且人數有逐年差

距加大的趨勢；第二款（全家人口有工作能力者低於人口數三分之一； 其每戶

帄均每人收入，每人每月未超過最低生活費用三分之二者）98年降低為12,348,000

元，老年男性受照顧人數均大於女性老年受照顧人數，第三款（家庭總收入帄均

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未超過最低生活費用者）發放金額先下降至96年後轉而上升

至98年為14,952,000元，老年男性受照顧人數均大於女性老年受照顧人數。(見圖

3-5至圖3-10) 

圖3-4、桃園縣歷年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受照顧者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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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桃園縣歷年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受照顧者人數(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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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桃園縣歷年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放金額(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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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桃園縣歷年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受照顧者人數(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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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桃園縣歷年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受照顧者人數(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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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桃園縣歷年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放金額(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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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0、桃園縣歷年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放金額

(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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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桃園縣歷年非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受照顧者人數

(未超過最低生活費標準1.5倍者)

男

女

計

(4).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之非低收入戶 

本縣老人之非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發放金額，未超過最低生活費標 

準1.5倍（14,744元）者近五年來發放金額呈現下降趨勢，98年降低至311,514,000

元，老年男性受照顧人數均大於女性老年受照顧人數；最低生活費標準1.5倍以

上者，近五年來發放金額先下降後至96年後轉而上升至98為75,906,000元，老年

男性受照顧人數均大於女性老年受照顧人數，男性幾為女性2倍之多，且人數有

逐年差距加大的趨勢。(見圖3-11至圖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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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2、桃園縣歷年非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發放金額

(未超過最低生活費標準1.5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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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3、桃園縣歷年非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受照顧者人數

(最低生活費標準1.5倍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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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4、桃園縣歷年非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發放金額

(最低生活費標準1.5倍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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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5、桃園縣歷年老農津貼核付人數

2. 老農津貼 

本縣之老農津貼發放金額，近五年來逐年增加至98年2,555,354,000元，金額

5年來增加51.37％，人數增加135人增加3.8％，老年受照顧人數5年來變動幅度不

大，98年較97年減少268人，為35,347人。(見圖3-15、圖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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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6、桃園縣歷年老農津貼核付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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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獨居老人人數及服務概況 

98年度本縣列冊需關懷的獨居老人計有2,266人，依身份別分，有中低收入

者636人、榮民629人、一般戶老人1,001人。政府部門對獨居老人提供生活照顧

服務、緊急救援連線服務。 

（一）獨居老人人數 

本縣歷年獨居老人人數，由89年4,442人，降至98年2,266人，減少近五成；

尤其是男性人數下降最多，由3,769人降至1,466人，減少61％，女性則由653漸增

至98年800人；（89）10年前男性為女性5.7倍之多，（98）10年後差距已減至1.8

倍。(見圖4-1) 

 

（二）獨居老人身份別比例 

本縣歷年獨居老人依身份別比例來觀察，男性分別為一般老人38.27%、榮民

37.93％、中低收入者23.81％，女性則為一般老人55.00%、中低收入者35.88％、

榮民9.13％。(見圖4-2、圖4-3) 

圖4-1、桃園縣歷年獨居老人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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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桃園縣獨居老人男性身份別比例 

 

圖4-3、桃園縣獨居老人女性身份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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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桃園縣歷年獨居老人之一般老人人數

561604623606
496

440461
388

264213

1,001
1,065

1,011
870

709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94 95 96 97 98

年度

人

數

男

女

總計

（三）獨居老人之中低收入戶人數 

本縣歷年獨居老人之中低收入戶人數，98年底為636人，其中男性為349人，

女性287人，以近五年數據觀察，男性人數均高於女性人數，但男女性人數差距

逐漸減少。(見圖4-4) 

 

（四）獨居老人之一般老人 

本縣獨居老人之一般老人近五年來人數逐年上升為1,001人，老年男性受照

顧人數均大於女性老年受照顧人數，其差距已逐年縮減，主因是女性人數逐年上

升，98年上升至440人，為五年前2倍之多。(見圖4-5) 

圖4-4、桃園縣歷年獨居老人之中低收入戶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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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獨居老人之榮民 

本縣歷年獨居老人之榮民人數，98年底為629人，其中男性為556人，女性73

人，以近五年數據觀察，男性人數高出女性人數甚多，約占總人數9成。 

(見圖4-6) 

 

 

 

 

 

 

 

 

 

 

 

 

 

 

 

 

 

 

 

圖4-6、桃園縣歷年獨居老人之榮民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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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社會處編報之公務統計報表。 

（六）各鄉鎮市獨居老人狀況之人口比例 

本縣各鄉鎮市獨居老人之人口比例，男性以復興鄉57.35‰為最高，龍潭鄉

40.20‰為次高，八德市為24.45‰居第三，女性以復興鄉64.03‰為最高，中壢市17.83‰

為次高，八德市為15.98‰居第三；各鄉鎮市中低收入之人口比例，男性以復興鄉

10.75‰為最高，龍潭鄉9.13‰為次高，楊梅市為7.49‰居第三，女性以復興鄉22.60‰

為最高，楊梅市9.49‰為次高，八德市為5.33‰居第三。(見表4-1) 

表4-1  98年桃園縣各鄉鎮市獨居老人比例（依身份別分） 

獨居老人比例 

鄉鎮市 

區  別 

合計 中低收入 

男 排序 女 排序 男 排序 女 排序 

桃園市 4.61  13  4.57  12  2.79  10 3.17  9 

中壢市 22.52  4  17.83  2  2.01  12 1.84  13 

帄鎮市 7.69  12  4.55  13  0.49  13 2.06  11 

八德市 24.45  3  15.98  3  3.99  9 5.33  3 

大溪鎮 22.23  5  8.01  8  6.83  4 3.37  8 

楊梅鎮 15.45  8  11.45  5  7.49  3 9.49  2 

蘆竹鄉 8.49  11  4.93  11  2.67  11 2.02  12 

大園鄉 16.66  7  6.81  9  6.50  5 4.45  4 

龜山鄉 20.75  6  11.12  6  5.66  7 3.71  6 

龍潭鄉 40.20  2  11.67  4  9.13  2 3.82  5 

新屋鄉 10.24  10  8.50  7  4.68  8 3.56  7 

觀音鄉 14.59  9  5.37  10  5.78  6 2.54  10 

復興鄉 
57.35  1  64.03  1  10.75  1 22.6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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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鄉鎮市中榮民之人口比例，男性以龍潭鄉18.26‰為最高，八德市16.95‰為

次高，大溪鎮為13.65‰居第三，女性以八德市4.81‰為最高，龜山鄉3.90‰為次高

，大溪鎮為1.48‰居第三；各鄉鎮市一般老人之人口比例，男性以復興鄉41.22‰

為最高，中壢市17.16‰為次高，龍潭鄉為12.81‰居第三，女性以復興鄉41.43‰為

最高，龍潭鄉7.63‰為次高，楊梅鎮為1.96‰居第三。(見表7-1) 

表4-1  98年桃園縣各鄉鎮市獨居老人人數（依身份別分）（續） 

獨居老人比例 

鄉鎮市 

區  別 

榮民 一般老人 

男 排序 女 排序 男 排序 女 排序 

桃園市 0.30  13 0.00  8 1.51  13 1.41  10 

中壢市 3.35  10 1.02  4 17.16  2 14.97  12 

帄鎮市 3.91  9 0.15  7 3.30  9 2.35  13 

八德市 16.95  2 4.81  1 3.51  8 5.84  9 

大溪鎮 13.65  3 1.48  3 1.76  12 3.16  4 

楊梅鎮 5.57  6 0.00  9 2.39  11 1.96  3 

蘆竹鄉 0.97  12 0.00  10 4.85  4 2.91  11 

大園鄉 5.65  5 0.00  11 4.52  5 2.36  5 

龜山鄉 10.98  4 3.90  2 4.12  6 3.51  7 

龍潭鄉 18.26  1 0.22  6 12.81  3 7.63  2 

新屋鄉 2.34  11 0.00  12 3.22  10 4.93  8 

觀音鄉 5.17  8 0.28  5 3.65  7 2.54  6 

復興鄉 5.38  7 0.00  13 41.22  1 41.43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