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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梅區人口密度逐年上升 

本區面積總計 89.12 平方公里，截至 112 年 12 月底人口數 18 萬 32 人。觀察歷年楊梅區

人口密度，103 年為每平方公里 1763.86 人，至 112 年 12 月底為每平方公里 2,020.04 人，近

年由於人口數不斷增加，人口密度呈現逐年上升趨勢。 

 

楊梅區土地面積居桃園市第三 

與六都相較，桃園市土地面積為 1220.9540 平方公里居第五，本區土地面積占桃園市

7.30%，為桃園市各區中排名第三，僅次於復興區 28.73%、大溪區 8.61%。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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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梅區人口密度居桃園市第六 

六都中人口密度以臺北市最高為每平方公里 9,242 人，遠高於其他五都，其次為新北市

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1,968 人，而桃園市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1,898 人居第三。 
桃園市各區中人口密度以桃園區最高為每平方公里 1 萬 3,524 人，以復興區最低為每平

方公里 38 人。本區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2,020 人，在桃園市各區中排名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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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梅區總人口數不斷創新高 

本區總人口數自 99年 5月突破 15萬人，呈現持續成長趨勢，每年均成長 1千多人，至

103年 12月桃園縣升格為直轄市後，人口成長更加快速，至 104年 9月人口數已突破 16萬

人，112年 12月人口數增至 18萬 32人創下新高。 

觀察近 10年人口成長，104年 1至 12月計成長 3,898人，超過 99年楊梅鎮升格為楊梅

市當年成長數 2,834人，創下近年來人口成長數新高；106年成長 3,680人，繼 104年後人

口成長數再次突破 3,000人，112年人口成長 2,430人，主要因疫情解封，受疫情影響戶籍

遷出國外之國人返台人數增加。 

楊梅區人口成長率居桃園市第六 

全國 112年 12月人口數較 111年 12月人口數成長比率為 0.67%，六都中以桃園市成長

率 1.58%為最高且遠高於其他五都，臺中市 1.12%次之，新北市 1.14%居第三，顯示桃園市於

103年底升格為直轄市後，人口快速成長。 

桃園市各區中以龜山區人口成長率 3.50%為最高，觀音區 2.05%次之，桃園區 1.80%居第

三，本區 1.37%居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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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升格後人口移入社會增加數創新高 

112年 1月至 12月人口遷入登記計 8,160人，遷出登記計 5,926人。總遷入減總遷出之

社會增加數為 2,234人。 

受桃園升格為直轄市影響，104年 1至 12月社會增加數與近幾年相較，創下近年新高，

顯示桃園升格後吸引大量人口遷入。 

說明：社會增加=遷入-遷出。 

從新北市遷入者與遷出至新竹縣者最多 

112年 1月至 12月自他直轄市、縣(市)遷入楊梅區者，以新北市 1,017人為最多，新竹

縣 541人次之，臺北市 411人居第三。從楊梅區遷出至他直轄市、縣(市)者，以新竹縣 719

人為最多，新北市 639人次之，臺北市 265人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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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里總人口數 

各里 112年 12月人口數，以楊明里 1萬 615人最多，永寧里 9,988人次之，瑞坪里 8,140

人居第三；反之，楊江里 1,260人最少，埔心里 1,499人次之，富岡里 2,057人居第三。 

說明：99 年 1 月 1 日行政區劃調整增加 6 里，分別自富岡里分出富豐里；裕成里分出裕新里；金溪里分出三民
里；三湖里分出頭湖里；高山里分出高上里；梅溪里分出瑞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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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里人口成長數與成長比率 

112年 1月至 12月各里人口成長趨勢，人口數成長以楊明里 291人為最多，永寧里 256

人次之，上田里 235人居第三；人口成長比率以金龍里 7.64%為最多、上田里 7.56%次之、中

山里 4.64%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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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里人口社會增加及自然增加 

本區各里 112年 1至 12月人口遷入減遷出之社會增加數，以永寧里 252人最多，上田里

240人次之，楊明里 203人居第三；112年 1至 12月出生人數減死亡人數之自然增加數，以

楊明里 88人最多，瑞塘里 29人次之，梅溪里 28人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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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人口逐年下降，老年人口逐年增加 

本區 112年 12月人口計 18萬 32人，其中未滿 15歲幼年人口 2萬 5,107人，占 13. 95%，

15～64歲青壯人口 12萬 9,145人，占 71.73%，65歲以上老年人口 2萬 5,780人，占 14.32%。 

從近年人口結構觀察，幼年人口因出生率下降而逐年遞減，112年底較 100年底減少 2,251

人，幼年人口比率減少 4%，青壯年人口增加 1萬 6,990人，青壯年人口比率減少 1.84%，老

年人口亦逐年上升，較 100年底增加 1萬 2,852人，老年人口比率增加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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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養比逐年遞減，老化指數日益升高 

青壯人口扶養幼年及老年人口情形，近年扶老比由 102年底 11.91%至 112年底逐年緩升

至 19.96%，而扶幼比由 102年底 22.36%至 112年底逐年降至 19.44%降幅較大，扶養比呈逐

年遞增趨勢。 

65歲以上老年人口對未滿 15歲幼年人口之老化指數變動情形，由 102年底老化指數為

53.24%，至 112年底逐年緩增至 102.68%，老化程度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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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扶養比=(0-14 歲人口+65 歲以上人口)/(15-64 歲人口)×100。
2. 扶幼比=(0-14 歲人口)/(15-64 歲人口)×100。
3. 扶老比=(65 歲以上人口)/(15-64 歲人口)×100。
4. 老化指數=(65 歲以上人口)/( 0-14 歲人口)×100。

六都中桃園市幼年人口比率最高 

觀察六都人口結構，桃園市幼年人口比率最高，老年人口比率最低。桃園市各區中，幼

年人口比率以復興區 16.61%最高、蘆竹區 15.15%次之、桃園區 14.56%居第三；老年人口比

率以新屋區 19.15%最高、大溪區 16.45%次之、龍潭區 15.89%居第三。 

本區幼年人口比率 14.36%，位居桃園市各區幼年人口比率第四，老年人口比率 13.75%，

位居桃園市各區老年人口比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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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六都扶幼比、扶老比及老化指數，桃園市為扶幼比最高、扶老比最低、老化指數最

低之直轄市。桃園市各區中，扶幼比以復興區 22.89%最高、本區 19.44%居第七；扶老比以新

屋區 28.66%最高，本區 19.96%居第十一；老化指數以新屋區 178.49%最高、蘆竹區 87.97%

最低、本區 102.68%居第十一。 

各里人口結構比較 

各里人口結構，其中未滿 15歲幼年人口比例以楊明里為最高占 20.01%，三民里次之占

18.39%，四維里居第三占 18.18%；15～64歲青壯人口比例以金龍里為最高 90.47%，青山里

占 83.89%次之，上田里占 83.79居第三；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以埔心里為最高占 25.08%，

楊江里次之占 24.94%，富岡里居第三占 22.5%。 

17.11 15.99 18.81 19.32 18.72 16.29 16.03 
26.31 25.49 33.55 21.15 22.26 26.87 27.40 

153.83 159.43 
178.40 

109.48 118.89 

164.89 170.97 

0

50

100

150

200

0

10

20

30

40

全國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圖3-7    全國、六都老化指數
民國112年12月

扶幼比 扶老比 老化指數

% %

19.96 19.83 19.79 19.85 19.44 17.54 20.18 18.84 17.54
18.23 

16.05 17.51 

22.89 

21.00 21.15 21.23 21.30 19.96 25.15 17.75 20.30 20.90 23.82 28.66 19.58 20.84 

105.18 106.66 107.28 107.28 102.68 

143.35 
87.97 107.77 119.16 130.66

178.49 

111.84 

91.02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0

5

10

15

20

25

30

35

圖3-8    桃園市各區老化指數
民國112年12月

扶幼比 扶老比 老化指數

%%



3.楊梅區人口年齡結構分析 112 年 

- 14 -



3.楊梅區人口年齡結構分析 112 年 

- 15-

各里扶養比、扶幼比、扶老比、老化指數比較 

各里扶養比以埔心里 54.97%為最高，楊江里 54.42%次之，紅梅里 54.01%居第三；扶幼

比以三民里 25.81%為最高，楊明里 25.57%次之，瑞塘里 25.40%居第三；扶老比以埔心里 40.89%

為最高，楊江里 39.23%次之，富岡里 35.16%居第三。 

65歲以上老年人口對未滿 15歲幼年人口之老化指數以埔心里 290.44%為最高，仁美里

278.13%次之，楊江里 258.20%居第三。



3.楊梅區人口年齡結構分析 112 年 

- 16 - 



3.楊梅區人口年齡結構分析 112 年 

- 17 -



4.楊梅區已設籍及未設籍門牌數 112 年 

- 18 -

已設籍門牌數占總門牌數約七成 

至 112年 12月本區總門牌數計 7萬 6,835戶，其中已設籍門牌數為 5萬 7,578戶，占

74.94%，未設籍門牌數為 1萬 9,257戶，占 25.06%。 

門牌數最高之里分別為楊明里 5,017戶、青山里 3,946戶、永寧里 3,914戶、瑞塘里 3,293

戶、瑞坪里 3,252戶，門牌數最少之里別為埔心里 623戶、楊江里 652戶、梅新里 838戶、

富岡里 897戶、金龍里 1,214戶。 

各里門牌設籍情形，已設籍門牌比率以雙榮里、四維里、水美里、裕成里、新榮里為最

高，未設籍門牌比率以永平里、青山里、高上里、楊江里、楊梅里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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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楊梅區已設籍門牌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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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格後嬰兒出生數創歷年平均新高 

嬰兒出生數自桃園升格後(103年 12月 25日)，市府積極推動生育津貼及育兒津貼等鼓

勵生育措施，至 104年底出生數 1,718人與近幾年比較，已超越龍年(101年 1,712人)出生

數，至 105年底出生數突破 1,860人創下歷史新高，楊梅區 112年 1月至 12月出生數為 1,462

人，與 111年同期相較，增加 22人。 

從每月出生人數統計，112年 1至 12月出生數除 5、8、10月外均較歷年平均為低。 

以十二生肖出生數比較，從 102-112年出生數以蛇年(1,337人)最少，猴年(1,860人)

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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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日出生數 

近年出生人數統計，平均每日出生人數 112年為 4.01人，也就是說楊梅區每天約有 4位

新生兒出生。 

楊梅區性別比例趨於平衡 

112年出生嬰兒中，男嬰 754人占 51.57%，女嬰 708人占 48.43%，每百名女嬰相對男嬰

數(性比例)106.50人。 

依出生胎次分析，近年來第 1胎至第 3胎出生嬰兒性比例差異不大，第 4胎以上出生嬰

兒性比例較高，惟已逐漸趨近各胎次性比例，顯示出生嬰兒性別失衡情形逐漸改善。 

1,712 

1,337 1,426 
1,718 

1,860 1,824 1,812 1,841 1,774 
1,632 

1,440 1,462 

0

500

1,000

1,500

2,000

龍
(101)

蛇
(102)

馬
(103)

羊
(104)

猴
(105)

雞
(106)

狗
(107)

豬
(108)

鼠
(109)

牛
(110)

虎
(111)

兔
(112)

圖5-3 楊梅區12生肖(近12年)出生數
人

3.66 3.91
4.71 5.10 5.00 4.96 5.04 4.86 4.47

3.95 4.01

2.00

3.00

4.00

5.00

6.00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圖5-4 楊梅區歷年平均每日出生數
人

107.93
112.52

103.31
107.82

105.41
108.28

110.40
107.00

101.48
101.40

106.50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圖5-6 出生嬰兒性比例



5.楊梅區近年出生數統計 112 年 

- 22 -

直轄市、桃園市各區性比例比較 

觀察六都 112年 1月至 12月出生嬰兒性比例以臺中市 111.30最高、高雄市 109.39居第

二、桃園市 106.27居第四，桃園市各區中以八德區 116.93最高、龜山區 112.83人次之、新

屋區 112.12人居第三，楊梅區 106.50人居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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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生及胞胎別狀況 

按婚生狀況分，112年 1月至 12月婚生子女計 1,412人占 96.58%，非婚生子女 50人占

3.42%。 

六都中非婚生子女比率，以臺中市占 4.09%最高，新北市占 4.00 %次之，高雄市占 3.97%

居第三。 

按胞胎別分，112年 1月至 12月出生嬰兒中，單胞胎者 1,402人占 95.90%，雙胞胎者

60人占 4.10%，三胞胎者 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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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里出生數比較 

112年 1月至 12月楊梅區各里出生數，最高分別為楊明里 118人、瑞塘里 73人、瑞坪

里 70人，最低為埔心里 6人、楊江里 9人、梅新里及富岡里 13人。 

說明：99 年 1 月 1 日行政區劃調整增加 6 里，分別自富岡里分出富豐里；裕成里分出裕新里；金溪里分出三民
里；三湖里分出頭湖里；高山里分出高上里；梅溪里分出瑞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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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母非本國籍者比率逐年下降 

112年嬰兒出生數 1,462人，其中生母為本國籍者

1,384人占 94.66%，大陸港澳地區者 28人占 1.92%，東

南亞地區者 48人占 3.28%，其他國籍者 2人占 0.14%。 

生母為非本國籍者比率占 5.34%，較 111年比率 5.28%

增加 0.06%。就近 10年觀察，生母為非本國籍者比率自

102年占 10.92%呈逐年下降趨勢。 

生母生育胎次概況 

112年出生嬰兒為生母生育之第 1胎者占 50.55%最多，為第 2胎者占 35.29%次之，1-2

胎合計 85.84%。近年來第 1-2胎比率大致維持在 86-89%間，3胎以上者比率則在一成多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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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5    楊梅區112年新生兒生母年齡結構

生母年齡分析 

112年楊梅區出生嬰兒之生母年齡以 30-34歲者 488人占 33.38 %最多，25-29歲者 419

人占 28.66 %次之，35-39歲者 300人占 20.52 %居第三，生母平均年齡 31.20歲，較 102年

30.07歲增加 1.13歲，十年來呈逐年上升現象。 

112年生育第 1胎的生母年齡，以 30-34歲者 242人占 32.61%最多，25-29歲者 241人

占 32.61%次之，35-39歲者 106人占 14.34居第三，生育第 1胎之生母平均年齡 30.06歲，

較 102年 28.56歲，十年來增加 1.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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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里新生兒生母國籍分析 

112 年出生嬰兒之生母國籍為本國籍者有 1,384 人占 94.66%，大陸港澳地區者 28 人占

1.92%，外國籍者 50 人占 3.42%。 

各里出生嬰兒生母國籍為大陸港澳地區者之比率，以埔心里 16.67%為最高、楊江里 11.11

第二、裕成里 9.68%次之；生母為外國籍者之比率則以埔心里 16.67%最高、仁美里 12.90%

居第二、紅梅里 11.76%居第三。



7.楊梅區近年死亡數統計 112 年 

- 29 -

死亡人數因人口數增加而上升 

觀察近 10年楊梅區死亡數 112年 1266人為最多，102年 802人最少。近年 1至 12月平

均死亡數為七、八十人，112年 1至 12月均高於歷年平均，顯示死亡人數逐年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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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日死亡數 

從歷年死亡人數統計，平均每日死亡人數 112年 1月至 12月為 3.47人，也就是說楊梅

區每天約有 3人死亡，與 102年相較呈上升趨勢。 

死亡人數性別分析 

近年死亡者按性別分，112年男性 770人占 60.82%，女性 496人占 39.18%，與 111年相

較，男性比率呈上升趨勢，女性比率呈下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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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化高齡死亡者人數上升 

近年死亡者年齡，103年以 85-89歲 140人占 17.31%為最多，至 112年以 85-89歲 178

人占 14.06%為最多，顯示老年人口增加致高齡死亡者人數上升。40歲以下死亡者人數呈下降

趨勢，顯示出生率下降，青年及幼年人口人數減少致死亡人數降低。 

從性別觀察各年齡死亡者，112年男性以 70-74歲 102人占 13.25%最高，女性以 85-89

歲 80人占 16.13%最高。 

各里死亡數比較 

112年 1月至 12月各里死亡數，最高分別為永寧里及上湖里 58人、水美里 49人，最低

分別為梅新里 13人、瑞溪里 15人及雙榮里 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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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99 年 1 月 1 日行政區劃調整增加 6 里，分別自富岡里分出富豐里；裕成里分出裕新里；金溪里分出三民
里；三湖里分出頭湖里；高山里分出高上里；梅溪里分出瑞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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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格後結婚對數創歷史新高 

112年 1至 12月結婚對數 1,034對，與 111年同期相較，減少 24對。結婚對數方面，

98年因孤鸞年降至低點，而 100年因建國百年結婚潮，結婚對數大幅增加，高達 1,169 對，

102年、103年續有「2013愛你一生」、「2014愛你一世」諧音好日，結婚皆為 1千多對。 

自桃園升格後(103年 12月 25日)，104年結婚對數 1,231對與近 10年比較，創下歷史

新高。 

平均每月結婚對數 

112年 1至 12月結婚對數，除 2月、3月、5月、6月、7月、8月較高於歷年平均外，

其餘月份均低於歷年平均。 

平均每日結婚對數 

依歷年結婚對數統計，112年 1至 12月平均每日結婚對數為 2.83對，也就是說每天約

有 2至 3對新人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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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婚女性比率上升 

從性別觀察初婚及再婚情形，男性近年來初婚及再婚比率差異不大，女性初婚比率逐年

下降，再婚比率則逐年上升。 

結婚年齡延後 

近年結婚年齡趨勢，各年齡結婚比率以 25-29歲最高，30-34歲次之，但 25-29歲結婚

比率呈逐年下降趨勢，30-34歲結婚比率亦逐年下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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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里結婚對數 

各里 112年結婚對數，最多為楊明里 71對、上湖里 53對及瑞坪里 50對；最少為楊江里

4對、富岡里 7對及梅新里 10對。 

說明：99 年 1 月 1 日行政區劃調整增加 6 里，分別自富岡里分出富豐里；裕成里分出裕新里；金溪里分出三民
里；三湖里分出頭湖里；高山里分出高上里；梅溪里分出瑞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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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聯姻比例逐年下降 

112年 1月至 12月結婚對數 1034對，與 111年同期相較減少 24對。 

112年 1月至 12月結婚登記對數中，配偶為外籍與大陸港澳地區人民者計 202人，中外

聯姻比率 9.76%。 

與 101年結婚登記之外籍與大陸港澳配偶人數 178人占 16.78%相較，除 109及 110年由

於疫情影響結婚人數減少外，近年平均比率為 15%-17%。 

外籍與大陸港澳配偶男性增女性減 

近年結婚登記之外籍與大陸港澳配偶人數，112年 1月至 12月男性 61人占 30.20%，與

111年 38人占 34.55%相較，比率呈逐漸上升趨勢；112年 1月至 12月女性 141人占 69.80%，

與 111年 72人占 65.45%相較，比率呈逐漸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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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梅區外籍配偶比率超過大陸港澳配偶 

112年 1月至 12月與國人結婚之外籍與大陸港澳地區配偶，以外國籍者 135人占 66.83%

較多，其次為大陸港澳地區人士 67人占 33.17%。 

與近年比較，103年外國籍配偶所占比率首次超過大陸港澳地區配偶，至 112年外國籍

配偶及陸港澳地區配偶比率呈逐漸上升趨勢。 

外國籍者配偶以越南籍最多 

近年中外聯姻概況，外國籍者主要集中於東南亞地區，按其國別觀察，以越南籍占 64.04%

最多，印尼籍 14.91%次之。其他外籍者以美國籍 19.05%最多，日本及韓國籍 14.29%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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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離婚對數漸趨緩 

112年 1月至 12月離婚對數 523對，與 111年同期相較，增加 35對。桃園市升格後(103

年 12月 25日)，112年離婚對數多較近 10年各月平均為高，顯示總人口數增加，離婚對數

也較為增加。 

近年離婚對數，仍以 108年 506對為最高，103年 402對為最低。另觀察六都近年離婚

對數近年逐漸趨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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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日離婚對數 

從歷年離婚對數統計，112年平均每日離婚對數為 1.43對，也就是說每天平均有 1至 2

對離婚者。 

離婚者性別及年齡分析 

近年離婚年齡趨勢，各年齡離婚比率以 40-44歲最高，35-39歲次之，且隨著結婚年齡

延後，離婚者年齡也逐漸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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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里離婚對數 

各里 112年離婚對數，最多為青山里 36對、上湖里 34對第二、楊明里 30對第三，最少

為埔心里 1對、富岡里 3對及楊江里 4對。 

說明：99 年 1 月 1 日行政區劃調整增加 6 里，分別自富岡里分出富豐里；裕成里分出裕新里；金溪里分出三民
里；三湖里分出頭湖里；高山里分出高上里；梅溪里分出瑞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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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者中逾 5 成結婚未滿 10年 

112年 523對離婚者中，以結婚未滿 5年者 164對占 31.36%最多，結婚 5年至 9年者 143

對占 27.34%次多，即婚齡未滿 10年離婚者占 58.7%，餘者隨結婚年數增加而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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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聯姻者離婚對數比率減少 

近年離婚對數，112年為 523對，其中夫妻雙方均原屬我國籍者呈增加趨勢，而夫妻一

方原為外國籍或大陸港澳地區者呈減少趨勢。中外聯姻者離婚對數比率由 100年占 27.23%升

至 101年 25.64%最高點後逐漸下降，至 112年降至占 14.53%。 

近年高學歷者離婚人數比率上升 

近年各教育程度離婚人數，其中大學畢業以上所占比率由 98年男性 32人占 12.70%、女

性 26人占 9.01%至 112年男性 138人占 26.39%、女性 139人占 26.58%，呈逐年上升趨勢；

國小畢業以下所占比率由 98年男性 29人占 6.7%、女性 39人占 10.39%至 112年男性 11人占

2.10%、女性 17人占 3.25%則呈逐年下降趨勢。顯示近年來高學歷者離婚人數比率上升，低

學歷者離婚人數比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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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人口逐年增加 

112年底 15歲以上人口計 15萬 4,925人，占總人口 86.05%。 

其教育程度以高中(職)畢業者占 34.58%最多，大學畢業者占 26.14%次之，國(初)中者占

15.95%居第三；其中大專以上人口比率逐年增加，近十年來增加 10.13%，國(初)中以下及不

識字人口比率均呈逐年遞減，近年來減少 8.23%。 

說明：上表教育程度詳細分類如下： 
1. 研究所畢業：包括博士畢業、肄業，碩士畢業。
2. 大學畢業：包括碩士肄業及大學畢業。
3. 專科畢業：包括二、三專及五專畢業。
4. 高中(職)畢業：包括大學肄業，二、三專後二年肄業，五專後二年肄業，高中畢業及高職畢業。
5. 國(初)中畢業：包括五專前三年肄業，高中肄業，高職肄業，國中畢業及初職畢業。
6. 國小以下：包括國中肄業，初職肄業，國小畢業、肄業，自修及不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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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歲以下識字率男、女性相近 

112年底識字者 15萬 4,193人，識字率為 99.53%，以性別觀察，男性識字率 99.91%較

女性 99.15%略高 0.76%，其差距逐年縮小。 

從年齡層觀察，49歲以下男、女性識字率均達 99%以上，男、女性識字率差距隨年齡層

攀升而擴大，65歲以上者男性識字率 99.52%高於女性 95.61%差距達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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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梅區識字率居桃園市第六 

112年全國 15歲以上人口識字率 99.25%，六都以臺北市識字率 99.71%最高，新北市

99.52%次之，桃園市 99.44%居第三。 

桃園市各區 15歲以上人口識字率，以平鎮區 99.63%最高，桃園區 99.60%次之，復興區

99.59%居第三，楊梅區 99.53%居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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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程度(大專以上)結構 

112年底大專以上學歷者 6萬 3,953人，其中男性 3萬 2,956人占 51.53%，女性 3萬 997

人占 48.47%。其中以大學者 4萬 500人占 63.33%最多，專科者 1萬 5,191人占 23.75%次之，

研究所者8,262人占12.92%居第三，其中研究所、大學學歷者近年來分別增加3.04%及10.36%，

專科學歷者減少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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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梅區各里高等教育比率 

112年 12月大專以上(高等教育)人口比率，以裕成里 68.68%最高，金溪里 55.04%次之，

四維里 51.76%居第三。 



13.楊梅區原住民人口概況 112 年 

- 48 -

原住民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逐年上升 

112年 12月原住民人口計 5,290較 111年成長

3.66%，占總人口比率 2.93%，近 10年觀察，原住民

人口數及占總人口比率呈逐年上升。 

具原住民身分，平地原住民 3,118人占 58.94%，

山地原住民 2,172人占 41.06%。 

依族別分類，以阿美族所占比率 49.98%最高，泰

雅族 19.74%次之、排灣族 10.21%居第三，各族別除邵

族及拉阿魯哇族人數為 0，其餘各族別人口數均呈逐

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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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女性多於男性 

依性別分析，原住民男性有 2,456人占 46.43%，女性 2,834人占 53.57%，性比例為

86.66，較總人口之 2.93%為低，以近年觀察，女性均多於男性。 

原住民人口年齡結構 

112年 12月原住民人口按年齡三段分析，未滿 15歲幼年人口 1,313人占 24.82%，15～

64歲青壯人口 3,741人占 70.72%，65歲以上老年人口 236人占 4.46%，幼年、青壯及老年

人口比率均呈逐年增加。 

青壯人口扶養幼年及老年人口情形，扶養比由 102年 38.53%增加至 112年 12月 41.41 

%，呈逐年遞增趨勢。65歲以上老年人口對未滿 15歲幼年人口之老化指數變動情形，由 102

年 6.55%增至 112年 12月 17.97%，顯示老化程度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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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4 楊梅區原住民人口數及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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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里原住民人口分布比率 

各里 112年原住民人口分布，以青山里占原住民總人數 411最多，瑞坪里 359人次之，

楊明里 258人居第三，而以楊江里 12人、埔心里 21人、梅新里 26人較低。 

各里原住民人口數占各里總人口數比率，以青山里占 7.24%為最高，永平里占 6.43%次

之，頭湖里占 5.74%居第三，而以楊江里 0.95%、大平里 1.04%、水美里 1.04%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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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里近 10年原住民人口數 

近年各里原住民人口數，最高為青山里、瑞坪里、楊明里，最低為楊江里、埔心里、梅

新里。 

說明：99 年 1 月 1 日行政區劃調整增加 6 里，分別自富岡里分出富豐里；裕成里分出裕新里；金溪里分出三
民里；三湖里分出頭湖里；高山里分出高上里；梅溪里分出瑞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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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金字塔 

近年人口金字塔男女各年齡層人口分布情形，幼年人口逐漸減少，顯示生育率逐漸下

降，青壯年人口及老年人口逐漸增加，顯示少子化與高齡化現象日益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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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1    楊梅區100年底人口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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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住人口數及性比例 

現住人口數，其中男性 112年 12月 8萬 9,836人較 102年增加 1萬 757人，女性 112

年 12月 9萬 196人較 102年增加 1萬 3,521人，性比例由 102年 103.14逐年減少至 112年

12月 99.60，顯示男性與女性比例有逐漸接近之趨勢。 

原住民人口數及性比例 

原住民人口數，其中男性 112年 12月 2,456人較 102年 1,690人增加 766人，女性

112年 12月 2,834人較 102年 1,938人增加 896人，性比例由 103年 88.31最高逐年減少

至 112年 12月 86.66，惟 112年 12月增加至 86.66。 

79,079 79,758 81,505 82,792 84,468 85,737 86,976 87,889 88,596 88,725 89,836 

76,675 77,442 79,593 81,167 83,171 84,643 86,073 87,253 88,161 88,877 90,196 

103.14 102.99
102.40

102.00
101.56 101.29 101.05 100.73 100.49 99.83 99.60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65,000

70,000

75,000

80,000

85,000

90,000

95,000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圖14-3 楊梅區現住人口數及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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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性比例 

自 102年至 112年，幼年人口性比例均略高於 111，青壯年人口性比例多略低於 111，

性比例變動不大，老年人口則因女性人口平均餘命增加較男性為高，性比例呈逐年下降趨

勢。 

出生嬰兒性比例 

近年出生嬰兒男性高於女性，性比例以 103年 112.52最高，至 112年 12月 106.50呈

上升趨勢，男性與女性出生嬰兒數愈趨接近，顯示性別失衡情形已漸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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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5 楊梅區人口結構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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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配偶人數性別分析 

112年 1至 12月大陸港澳地區及外國籍配偶計 200人，其中男性 59人占 29.5%，女性

141人占 70.5%。按國籍(地區)觀察，男性外籍配偶以大陸地區、越南為主；女性外籍配偶

以泰國、越南及大陸地區為主。 

大陸地區

32.61%

日本

4.35%

港澳地區

8.70%

越南

26.09%

美國

6.52%

韓國

6.52%

法國

6.52%

印尼

8.70%

男性

越南

32.11%

大陸地區

21.58%

印尼

6.84%

泰國

32.11%

港澳地區

3.68%

菲律賓

1.05%
日本

0.53%
馬來西亞

2.11% 美國

0.00%
加拿大

0.00%

女性

圖 14-7    楊梅區 112 年 1-12 月結婚配偶之國籍(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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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2    楊梅區歷年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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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戶數持續成長中

112 年 12 月總戶數為 6 萬 7,350 戶，較 111 年成長 1,680 戶，成長率 2.56%，以近年觀

察，平均每年成長約 1 千多戶。 

平均每戶人口數呈下降趨勢

歷年戶量(平均每戶人口數)，自 102 年 2.97 人至 112 年 12 月 2.67 人呈逐漸下降趨勢，

但高於全國平均戶量 2.53 人。112 年 12 月六都中平均每戶人口數最高為臺中市 2.69 人，最

低為臺北市 2.36 人；桃園市各區之戶量以復興區 3.31 人最高，龜山區 2.34 人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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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以下家戶比率增加

以戶數結構分析，觀察楊梅區近年戶數結構 1~3 人家戶呈逐年上升趨勢；4 人以上家戶

則逐年遞減。

楊梅區各里戶數比較

112 年 12 月各里戶數以楊明里 4,171 戶最高、永寧里 4,091 戶次之、瑞坪里 2,896 戶居

第三；與 111 年 12 月相較，成長戶數以永寧里 145 戶最多、青山里 143 戶次之、楊明里

139 戶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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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99 年 1 月 1 日行政區劃調整增加 6 里，分別自富岡里分出富豐里；裕成里分出裕新里；金溪里分出三

民里；三湖里分出頭湖里；高山里分出高上里；梅溪里分出瑞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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