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本次專題統計分析主題為人口統計分析，主要分析的重點為以下

4 點: 

1. 人口成長(含本區總人口成長、各里人口增減變化及原住民人口成

長)  

2. 人口分布、密度與戶量 

3. 人口特性（幼年層、壯年層及老年層所占比例、男女比例及婚姻

狀況） 

4. 人口動態（歷年來出生率、死亡率及遷入遷出率等） 

 

結論：目前本區河東與河西之人口差異數日漸擴大，如何平衡河

東與河西之經濟發展，使其資源能有效分配，避免政策失衡為目

前政府需檢視之課題。另 110 及 111 年人口數為負成長，112 年

為正成長，可探討其因素並為施政之指標。本區人口成長多仰賴

遷入人口，如何尊重、面對原住民及新住民的文化為我們目前需

多著墨之處，另遷入人口多集中在河西地區，而其資源是否足以

提供里民需求，且需考量各里之平衡發展。人口結構上扶養比的

上升，及在物價不斷飄升、通貨膨脹的壓力下，生活的負擔更為

沉重；少子化及高齡化問題更趨嚴重，有關育托嬰及長期照顧政

策更為當前所須注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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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口統計為各項施政之首要，地區內之人口數量、分布、結構、

變遷、特徵（社會、經濟、教育及其他特殊）及變動情形，據以分析、

說明人口現象及人口成長之關係，推論其未來可能發展，可提供政府

首長為謀求全民福祉與永久之繁榮，建立安和樂利之社會目的與釐訂

施政計畫之參考。 

從人口統計可以了解一個國家之財力、物力及人力資源之配合，

以為規劃財源及發展經濟與社會福利之依據。人口結構健全與否攸關

國之盛衰，且可反映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狀況；又以「民為邦本，

本固邦寧」之政治哲學理論，故穩定的人口數及健全的人口結構為當

政者所重視，亦為其追求的理想目標。 

為掌握本區現住人口之脈動，特就本區歷年戶籍人口資料加以整

理統計分析，以了解本區區民之人口結構狀況，進而用以解析本區各

項人口相關數據，俾提供本區規劃未來整體發展之參考。本刊物現況

描述及統計分析採分段敘述，末段在以結論與建議做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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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區人口之成長 

本區於民國 39 年行政區改制，劃為桃園縣大溪鎮；民國 103 年

12 月 25日桃園縣升格為直轄市，大溪鎮改制為大溪區。本區土地面

積為 105.12平方公里，占全市總面積 8.61％。本區民國 103 年底總

人口數為 91,887 人，逐年增加至民國 109 年 95,664 人，但 110 年及

111 年為負成長，至民國 112年底總人口數為 94,607 人，成長 2.96% 

(參考表一大溪區 103年至 112年人口增減數统計表及圖一)。 

單位:人

           項目

年底別

人口總數 人口增減數

民國103年底 91,887 -

民國104年底 93,343 1,456

民國105年底 94,102 759

民國106年底 94,451 349

民國107年底 94,885 434

民國108年底 95,550 665

民國109年底 95,664 114

民國110年底 94,870 -794

民國111年底 94,313 -557

民國112年底 94,607 294

資料來源：大溪區戶政事務所。

表一、大溪區103年至112年人口增減數统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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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男性人口數從民國 103年底 47,305 人增加至民國 112年底

47,886 人，成長 1.23%；女性人口數從民國 103年底 44,582 人增加

至民國 112 年底 46,721 人，成長 4.80%。民國 103 年底男性人口數

比女性人口數多 2,723 人，至民國 112年底，男性人口數比女性人口

數多 1,165 人。(參考表二大溪區 103年至 112年男女人口增減數统計表及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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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項目

年底別

男性人口數
男性人口增減

數
女性人口數

女性人口增減

數

民國103年底 47,305 - 44,582 -

民國104年底 47,861 556 45,482 900

民國105年底 48,060 199 46,042 560

民國106年底 48,156 96 46,295 253

民國107年底 48,298 142 46,587 292

民國108年底 48,532 234 47,018 431

民國109年底 48,618 86 47,046 28

民國110年底 48,226 -392 46,644 -402

民國111年底 47,821 -405 46,492 -152

民國112年底 47,886 65 46,721 229

資料來源：大溪區戶政事務所。

表二、大溪區103年至112年男女人口增減數统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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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各里 112 年與 111 年人口增加比較，以仁善里（+141人）、

仁和里（+132 人）人口增加較多；田心里（-68 人）、南興里（-38

人）人口減少較多(參考表三大溪區各里 112年與 111年人口增減比較表)。 

      單位：人

          項目

里別

112年底人口數 111年底人口數  增減人口數

(河西地區)仁善里 5,870 5,729 141

(河東地區)一德里 6,542 6,534 8

(河西地區)仁愛里 6,504 6,455 49

(河西地區)仁和里 6,493 6,361 132

(河西地區)光明里 2,909 2,808 101

(河西地區)仁武里 4,004 3,968 36

(河東地區)福安里 2,389 2,389 0

(河東地區)康安里 1,412 1,422 -10

(河西地區)僑愛里 2,935 2,907 28

(河西地區)三元里 3,460 3,479 -19

(河西地區)員林里 2,033 2,020 13

(河西地區)瑞興里 3,070 3,057 13

(河東地區)月眉里 1,400 1,413 -13

(河東地區)新峰里 822 855 -33

(河東地區)復興里 910 932 -22

(河西地區)南興里 6,029 6,067 -38

(河西地區)仁文里 4,669 4,681 -12

(河西地區)中新里 1,622 1,642 -20

(河東地區)興和里 1,636 1,660 -24

(河東地區)義和里 1,907 1,911 -4

(河東地區)永福里 1,009 1,015 -6

(河西地區)瑞源里 4,341 4,341 0

(河西地區)仁義里 3,260 3,257 3

(河東地區)福仁里 1,131 1,135 -4

(河東地區)美華里 3,454 3,439 15

(河東地區)一心里 5,644 5,656 -12

(河東地區)田心里 5,112 5,180 -68

(河西地區)仁美里 4,040 4,000 40

總人口數 94,607 94,313 294

資料來源：大溪區戶政事務所

表三、大溪區各里112年與111年人口增減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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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區民國 103年底原住民人口數為 6,918人(平地原住民人口

數 3,448人+山地原住民人口數 3,470人)，截至民國 112年底原住民

人口數為 6,959人(平地原住民人口數 3,713人+山地原住民人口數

3,246 人)，增加 41人，成長 0.59%。 

其中民國 103 年底男性原住民人口數為 3,355人，至民國 112 年

底增加為 3,297人；民國 103年底女性原住民人口數為 3,563人，至

民國 112年底增加為 3,662人。 (參考圖三、圖四及表四大溪區 103年至

112年原住民人口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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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項目

年底別

平地原住民

人口數

山地原住

民人口數

男性原住民

人口數

女性原住民

人口數

總原住民人口

數

民國103年底 3,448 3,470 3,355 3,563 6,918

民國104年底 3,567 3,517 3,436 3,648 7,084

民國105年底 3,648 3,562 3,467 3,743 7,210

民國106年底 3,697 3,507 3,439 3,765 7,204

民國107年底 3,716 3,418 3,408 3,726 7,134

民國108年底 3,751 3,456 3,436 3,771 7,207

民國109年底 3,803 3,443 3,420 3,826 7,246

民國110年底 3,728 3,337 3,339 3,726 7,065

民國111年底 3,670 3,261 3,265 3,666 6,931

民國112年底 3,713 3,246 3,297 3,662 6,959

資料來源：大溪區戶政事務所。

表四、大溪區103年至112年原住民人口數统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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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口分布、密度與戶量 

一、人口分布 

本區土地面積為 105.12 平方公里，占桃園市總面積 8.61％。民

國 112 年底本區總人口為 94,607 人，其中男性 47,886 人，占人口總

數之 50.62％，女性 46,721 人，占人口總數 49.38％ (參考表五大溪區

103年至 112年現住戶、人口密度及性別比例)。 

面積 村 鄰 戶量 人口密度 性別比例

里 戶數 (人/戶) (每平方公 (每百女子所

(平方公里)

數

(個)

數

(個) (戶) 合計 男 女 里人數) 當男子數)

103年底 105.1206 27 712 30,801 91,887 47,305 44,582 2.98 874.11 106.11

104年底 105.1206 27 712 31,456 93,343 47,861 45,482 2.97 887.96 105.23

105年底 105.1206 27 688 31,872 94,102 48,060 46,042 2.95 895.18 104.38

106年底 105.1206 27 688 32,377 94,451 48,156 46,295 2.92 898.50 104.02

107年底 105.1206 28 673 32,821 94,885 48,298 46,587 2.89 902.63 103.67

108年底 105.1206 28 674 33,460 95,550 48,532 47,018 2.86 908.96 103.22

109年底 105.1206 28 678 34,118 95,664 48,618 47,046 2.80 910.04 103.34

110年底 105.1206 28 678 34,457 94,870 48,226 46,644 2.75 902.49 103.39

111年底 105.1206 28 678 34,814 94,313 47,821 46,492 2.71 897.19 102.86

112年底 105.1206 28 678 35,339 94,607 47,886 46,721 2.68 899.99 102.49

資料來源：大溪區戶政事務所。

       現        住        戶         口

   人      口      數     (人 )年底別

表五、大溪區103年至112年現住戶、人口密度及性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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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東地區以一德、一心與田心里人數較多，新峰與復興里人數較

少。河西地區以仁愛、仁和、南興、仁善里人口數較多，中新里與員

林里人口數較少 (參考表六大溪區 112 年各里人口密度)。

2.4616 5,870 2,384.63          

2.2914 6,542 2,855.02          

0.8773 6,504 7,413.66          

1.0745 6,493 6,042.81          

0.3603 2,909 8,073.83          

0.3756 4,004 10,660.28         

9.3154 2,389 256.46            

3.7682 1,412 374.71            

0.0754 2,935 38,925.73         

0.5035 3,460 6,871.90          

0.4706 2,033 4,320.02          

8.136 3,070 377.34            

3.5837 1,400 390.66            

9.8971 822 83.05             

11.7378 910 77.53             

6.4779 6,029 930.70            

0.5705 4,669 8,184.05          

3.9499 1,622 410.64            

0.2435 1,636 6,718.69          

8.4454 1,907 225.80            

10.6822 1,009 94.46             

4.7019 4,341 923.24            

0.2844 3,260 11,462.73         

0.1407 1,131 8,038.38          

12.6667 3,454 272.68            

0.6115 5,644 9,229.76          

0.6517 5,112 7,844.10          

0.7686 4,040 5,256.31          

資料來源：大溪區戶政事務所(此份資料與其他資料有出入為小數點四捨五入關係)

(河西地區)仁義里

(河西地區)中新里

(河東地區)美華里

(河東地區)一心里

(河東地區)田心里

(河西地區)仁美里

(河東地區)福仁里

(河東地區)興和里

(河東地區)義和里

(河東地區)永福里

(河西地區)瑞源里

(河西地區)僑愛里

(河西地區)三元里

(河西地區)員林里

(河西地區)瑞興里

(河東地區)月眉里

(河東地區)新峰里

(河東地區)復興里

(河西地區)南興里

(河西地區)仁文里

(河西地區)仁愛里

(河西地區)仁和里

(河西地區)光明里

(河西地區)仁武里

(河東地區)福安里

(河東地區)康安里

表六、大溪區112年各里人口密度

           面積&人口數&密

度

 

各里

面積(km2)
112年人口數

(人)

(河西地區)仁善里

(河東地區)一德里

人口密度(人/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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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密度 

人口密度係指每一平方公里土地面積上平均分配居住人口數。本

區土地面積 105.12平方公里，為全市面積第 2大區，現住人口 94,607

人，居全市第 9位。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899.99 人，居全市第 10 位。

本區面積以美華里 12.6667 平方公里最大，僑愛里 0.0754平方公里

最小，而人口密度為僑愛里 38,925.73 最高．近山區的復興里 77.53

人最少。 

三、戶量 

民國 112年底本區總戶數為 35,339 戶，較民國 111 年底 34,814

戶增加 525 戶，成長 1.51％。民國 112 年底本區平均每戶人口數 2.68

人，較民國 111年底平均戶口人數 2.71人減少 0.03人，衰退 1.11%；

與桃園市 112 年底平均每戶人口數 2.57 人相比，多出 0.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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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人口特性 

一、人口性別比例 

在人口統計中，性別比例表示該地區中，每百名女子所對應男子

數，本區性別比例由民國 103 年底之 105.23 逐年緩慢降至民國 112

年底之 102.49，減少 2.60%。 

二、年齡組成 

本區 112年人口年齡結構分布比例圖，又可分上、中、下層表示。

以 0 歲至 14歲為下層，又稱為幼年層，全區計 11,632 人， 占 12.30

％。15歲至 64 歲為中層，又稱勞動力層，全區計 66,300人， 占 70.08

％。65 歲以上為上層，又稱老年層，全區計 16,675 人， 占 17.63

％。另依人口結構表，本區自 108 年開始老年層人口比例已達世界衛

生組織高齡社會之指標定義（14％）， (參考表七大溪區 103年至 112年

人口年齡結構表及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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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年底別

人口總數

(人)

  幼年層

(0-14 歲)

(人)

勞動力層

(15-64歲)

(人)

老年層

 65歲以上

(人)

扶養比

(%)

老年人

口比率

(%)

人口老化

指數(%)

民國103年底 91,887 13,540 67,763 10,584 35.60 11.52 78.17

民國104年底 93,343 13,429 68,851 11,063 35.57 11.85 82.38

民國105年底 94,102 13,358 69,088 11,656 36.21 12.39 87.26

民國106年底 94,451 13,229 68,977 12,245 36.93 12.96 92.56

民國107年底 94,885 13,152 68,858 12,875 37.80 13.57 97.89

民國108年底 95,550 13,080 68,919 13,551 38.64 14.18 103.60

民國109年底 95,664 12,801 68,572 14,291 39.51 14.94 111.64

民國110年底 94,870 12,384 67,547 14,939 40.45 15.75 120.63

民國111年底 94,313 11,887 66,716 15,710 41.36 16.66 132.16

民國112年底 94,607 11,632 66,300 16,675 42.70 17.63 143.35

資料來源：大溪區戶政事務所。

表七、大溪區103年至112年人口年齡結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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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觀察可知本區 112 年底之勞動力（15－64 歲）人口占總人

口之 70.07％，與 111 年底 70.74%相比減少 0.67 個百分點；老年人

口占總人口之 17.63%，與 111 年底 16.66％相比增加 0.97個百分點；

幼年人口占總人口之 12.30%，與 111年底 12.60%相比減少 0.3 個百

分點。 

再從本區近 10 年人口結構分析如下(參考圖六)： 

(一)扶養比： 

 扶養比係指每百個工作年齡人口（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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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稱

為依賴人口指數，比率越高，表示有生產力者負擔較重；比率越低，

表示有生產力者負擔較輕。扶養比=(0至 14歲人口+65 歲以上人

口)/15 至 64 歲人口*100。就本區之人口年齡結構表可看出，本區依

賴人口民國 103年底為 24,124人，民國 112 年底為 28,307 人，數值

逐年上升，成長 17.34%；而本區工作年齡人口由民國 103年底的

67,763 人，至民國 105 年底增加為 69,088 人，3 年來成長了 1.96%，

惟近 8 年來，本區工作年齡人口從 69,088 人下降至 66,300 人，衰退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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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區近年來之人口結構可看出，本區區民負擔狀況（扶養比）

從民國 104 年底之 35.57％，逐年上升至民國 112 年底之 42.70％，

近 9 年來增加了 7.13 個百分點。 

（二）老年人口比率及人口老化指數： 

老化指數，可以顯示人口老化情形，人口老化指數=(65歲以上

人口/0 至 14 歲人口)*100。老年人口比率，可以表示該地區是否為

高齡化地區，老年人口比率=(65 歲以上人口/全區總人口)*100 

本區 10 年來，人口老化指數由民國 102 年底 72.57％提高至民

國 111 年底 132.16％，增加 59.59個百分點。老年人口比率則是從

民國 102年底 11.15%提高至民國 111 年底 16.66％，增加 5.51 個百

分點，且已超過世界衛生組織高齡社會之指標定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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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婚姻狀況 

  本區民國 103年底結婚對數為 543對，至民國 112年底為 564對，

成長 3.87%；民國 103 年底離婚對數 212 對，至民國 112 年底為 230

對，成長 8.49%。(參考表八大溪區 103年至 112年結婚、離婚對數統計表及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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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對

           項目

年底別

結婚數 結婚增加數 離婚數 離婚增加數

民國103年底 543 - 212 -

民國104年底 621 78 237 25

民國105年底 636 15 225 -12

民國106年底 585 -51 258 33

民國107年底 586 1 283 25

民國108年底 572 -14 245 -38

民國109年底 516 -56 216 -29

民國110年底 453 -63 201 -15

民國111年底 501 48 226 25

民國112年底 564 63 230 4

資料來源：大溪區戶政事務所。

表八、大溪區103年至112年結婚、離婚對數统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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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人口動態 

本區人口增減主要受到二個因素影響：一為人口本身之自然增

減，即自然增加率，由出生率及死亡率來決定(自然增減率 =人口出

生率(1) -人口死亡率(2))；另一為人口遷移的社會增減，即社會增加

率，由人口遷入、遷出所定(社會增加率 =人口遷入率(3) -人口遷出

率(4))，而人口成長率為自然增加率加上社會增加率。 

(1)人口出生率：任一地區 1 年內出生人口數占該地區當年年中人

口數的百分比。(2)人口死亡率：任一地區 1 年內死亡人口數占該地區

當年年中人口數的百分比。(3)人口遷入率：任一地區一年內遷入人口

數占該地區當年年中人口數的百分比。(4)人口遷出率：任一地區一年

內遷出人口數該占地區當年年中人口數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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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 112年人口成長率為 0.31％(自然增加率-0.14％+社會增加

率 0.45％)，111 年人口成長率為-0.59％(自然增加率-0.07％+社會

增加率-0.52％)，111 至 112 年人口成長率增加 0.9 個百分點，自然

增加率減少 0.07 個百分點，社會增加率增加 0.97個百分點 

  本區歷年人口遷入遷出統計。綜觀本區民國 103 年至 112 年之社

會增加率，最高為民國 104 年之 1.31%，最低為民國 110年之-0.86%。

112 年底遷入人口男性數為 1,953 人，較 111 年底遷入人口男性數

1,826 人增加 127 人，成長 6.96%；112年底遷入人口女性數 2,267

人，較 111 年底遷入人口女性數 2,247 人增加 20人，成長 0.89%；

112 年底遷出人口男性數為 1,740 人，較 111 年底遷出人口男性數

2,130 人減少 390 人，衰退 18.31%；112年底遷出人口女性數為 2,056

人，較 111年底遷出人口女性數 2,431 人減少 375 人，衰退 15.43%。

(參考表九大溪區 103年至 112年人口遷入遷出統計表、表十大溪區 103年至 112

年出生人口數統計表、表十一大溪區 103年至 112年死亡人口數統計表及圖八、

九、十、十一)  



19 

 

           項目

年別

遷入人數(人)
遷入人數-

男性(人)

遷入人數-

女性(人)
遷出人數(人)

遷出人數-

男性(人)

遷出人數-

女性(人)
社會增加率(%)

 103年 4,154 - - 4,218 - - -0.07

 104年 4,542 - - 3,319 - - 1.31

 105年 3,951 - - 3,413 - - 0.57

 106年 3,696 1,660 2,036 3,596 1,645 1,951 0.11

 107年 4,075 1,871 2,204 3,888 1,800 2,088 0.20

 108年 4,313 2,001 2,312 3,781 1,757 2,024 0.56

109年 4,000 1,857 2,143 4,045 1,801 2,244 -0.05

 110年 3,544 1,684 1,860 4,357 2,021 2,336 -0.86

 111年 4,073 1,826 2,247 4,561 2,130 2,431 -0.52

 112年 4,220 1,953 2,267 3,796 1,740 2,056 0.45

資料來源：大溪區戶政事務所。

表九、大溪區103年至112年人口遷入遷出統計表

社會增加率=(遷入人數-遷出人數)/全區總人口數

備註:本區民國103年至105年遷入、遷出男性及女性人口數未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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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年別

男性人口數

(人)

女性人口數

(人)
總計(人) 出生率(%)

103年 371 317 688 0.75      

104年 446 463 909 0.97      

105年 500 474 974 1.04      

106年 529 464 993 1.05      

107年 495 448 943 0.99      

108年 498 424 922 0.96      

109年 466 421 887 0.93      

110年 406 373 779 0.82      

111年 370 356 726 0.77      

112年 350 335 685 0.72      

資料來源：大溪區戶政事務所。

 表十、大溪區103年至112年出生人口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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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年別

男性人口數(人) 女性人口數(人) 總   計(人) 死亡率(%)

 103年 421 276 697 0.76       

 104年 432 244 676 0.72       

 105年 499 254 753 0.80       

 106年 448 296 744 0.79       

 107年 424 272 696 0.73       

 108年 508 281 789 0.83       

 109年 440 289 729 0.76       

 110年 458 303 761 0.80       

 111年 471 324 795 0.84       

 112年 498 317 815 0.86       

資料來源：大溪區戶政事務所。

表十一、大溪區103年至112年死亡人口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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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備註:本區民國 102年至 105年遷入、遷出男性及女性人口數未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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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本區 103 年總人口數為 91,887 人，逐年緩慢成長，至 109 年已

達 95,664 人，112年則略下降為 94,607 人，顯示目前在少子化

的社會環境及本區交通、經商發達地區已逐漸開發飽和(人口密

度高)的情況下，人口成長已漸漸達到瓶頸。惟河東地區人口數

仍偏少(人口密度低)，並無明顯成長甚至有人口外流現象，如何

利用河東地區現有資源(Ex:山林資源、觀光資源……等)創造最

大經濟效益，吸引人口回流為目前的課題。 

二、本區民國 112年底原住民人口數 6,959人，男性原住民人口數為

3,297 人，女性原住民人口數為 3,662人，近十年來男女性人口

數並無明顯增減變化。因近期多元文化意識的抬頭，各族母語認

證、文化及習俗的傳承亦為目前政府所推行的政策之ㄧ。 

三、本區性別比例(每百位女子相對男子數)自 103年的 106.11，逐

年緩慢下降，至 108年為 103.22，109及 110 年則略微回升，111

年至 112年底又降至 102.49。以長時間來看本區性別比將逐漸

穩定且數值屬於正常狀態並未失衡，此為受到男性平均壽命較女

性短、外籍配偶移入影響以及社會上傳統觀念轉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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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區人口年齡結構分析如下：幼年層因受到目前高房價，生活經

濟壓力大，多數家庭普遍生 1 個小孩或甚至不生，造成少子化嚴

重，故幼年層人口逐年緩慢降低；而老年層則是因近年來醫療發

達，且養生保健等現代觀念亦逐漸普及，長壽的人口越來越多，

故老年層人口逐年上升。至 108年底，本區老年人口數正式超越

幼年人口數，並於往後年度差異逐漸拉大，另由於老年人口增加

速度高於幼年人口減少速度，故依賴人口逐年攀升。勞動力層人

口數則是穩定沒有變化，惟人口數占比逐年下降。扶養比自 104

年起 35.57%，逐年攀升至 112 年 42.70%，扶養比的上升造成本

區勞動力人口負擔越來越沉重，而大環境下的高房價、高物價水

準、偏低的薪資水平及緊湊的都市生活步調……等亦加劇目前年

輕人的生活壓力，如何改善目前生活環境（推行相關補助政策或

相關就業輔導、職業訓練……等）為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 

五、本區結離婚對數自 107年底逐年降低，至 110 年底結婚對數為

453 對，離婚對數為 201 對，自 111年底略微回升，至 112 年底

結婚對數為 564對，離婚對數為 230對。原因可能為現代人因經

濟壓力、家庭壓力……等因素導致較為晚婚或甚至不婚，進而影

響婚姻市場的不活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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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區人口成長率目前主要依賴社會增加率，自然增加率則影響不

大。自然增加率中出生率因少子化的影響導致比率偏低，而死亡

率亦因目前醫療發達偏低，社會增加率則是因隨著疫情逐漸趨

緩，各國邊境逐漸開放，人口流動狀況亦有回溫，而目前臺灣中

小企業及傳產倚重外籍勞工，故 112年遷入人口數 4,220 人多於

遷出人口數 3,796人，進而導致人口成長率為正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