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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美國中央情報局 2021年與 2022年統計資料顯示台灣總生育率全球最低(詳

附件 1)，人口老化不僅是社會問題，亦是國安問題，牽涉到國家的勞動力與軍

事力。人口統計資料可以瞭解該地區人力資源之配置，以規劃預算財源及發展

經濟、社會福利事業，增進國民健康之依據，故穩定的人口及健全的人口結構

為政策關注的焦點。 

本分析靜態統計以該年年底為統計標準(例如：人口數、戶數)，動態統計

以該年一整年為統計標準(例如：出生、死亡、遷入、遷出)。本分析主要分為

三部分探討平鎮區人口領域，第一部分為人口領域指標與家庭領域指標(每戶人

數)之長期趨勢統計，因本區社會增加變動幅度大，故第二部分探討本區人口遷

入與遷出狀況，第三部分為性別分析。 

 

 

 

 

 

 

 

 

 

 

 

 

 

 

 

 

 

註 1：人口總增加率=社會增加率+自然增加率 
註 2：社會增加數=遷入人口-遷出人口 

自然增加數=出生人口-死亡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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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桃園市各區概況 

本區位居桃園市中央地帶，土地面積 47.75 平方公里，在本市 13 區

中為倒數第三，僅大於桃園區及八德區。 

 

 

 

 

 

 

 

 

 

 

 

 

本區土地面積為倒數第三，而人口數為桃園市第三，僅次於桃園區及中壢

區，可見本區人口密度相對高，為每平方公里約 4,778.8人，排名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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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本區人口長期趨勢 

一、本區人口數逐年增加，110年始為減少 

    民國39年台灣省行政區重新編制，平鎮鄉改隸新成立的桃園縣註1，58

年開發平鎮工業區註2，加上交通網的便捷，吸引大量外來人口，81年3月改

制升格為為縣轄市平鎮市，為桃園縣第三大都市。桃園縣於103年12月升格

為直轄市，平鎮市改為平鎮區。 

    110年年底本區總人口數228,203人(男性112,847人、女性115,356人) ，

較去年減少408人，減少率為0.18%，減少主因為社會增加-1,128(遷入9,421

人、遷出10,549人)。 
圖3-1、本區人口成長趨勢 

(總人口數、自然增加數、社會增加數) 

 
 
 
 
 
 
 
 
     

 

 

 

 

 

 

 
註 1：新竹縣分為桃園、新竹、苗栗三縣，平鎮鄉改隸屬桃園縣，平鎮鄉共設東勢村、南勢村、平鎮村、東社      
     村、北勢村、宋屋村、山峰村、高雙村等 8 村。  
註 2：配合國家經濟建設、創造優良投資環境，解決北部地區興辦工業人設廠用地的問題與繁榮地方經濟。政府    
     於民國 58 年 2月開發第一期，開發土地面積為 73 公頃，因工業迅速發展，工業用地不足，政府於    
     民國 67年 6月再開發第二期，開發土地面積為 22 公頃，淨水廠為九公頃，共計開發土地總面積為 
     104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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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區社會增加人口變動大--104 年大幅成長，109 年起始為負成長 

    本區人口成長，社會增加之變動幅度大，自然增加相對平穩(圖 3-1)。本區

自然增加累計大於社會增加累計(圖 3-2)，故本區人口成長主要以出生和死亡差

幅的自然增加為主，近 20年人口累計增加 33,692人(自然增加累計 19,579人、

社會增加累計 14,113人)。 

 

圖 3-2、自然增加與社會增加(人口)累計 

 

 

 

 

 

 

 

 

 

 

 

 

 

 

 

 

 

 

 

 

 

 

 

 
註 3：人口成長=自然增加 + 社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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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本區人口較去年減少 408人(自然增加 720人、社會增加-1128人) ，

人口遷徙的因素包括工作機會、公共設施、房產增值、社會福利及大型造鎮計畫

等，由於升格，104年當年人口社會增加數明顯上升(遷入人口增加且遷出人口減

少)，社會增加 4,326人，社會增率為 20.11‰，創歷年社會增加數新高，之後連

續下滑，109年起社會增加數始為負成長。 

 

圖 3-3、本區自然增加與社會增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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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區戶量逐年下降 

    本區戶量(平均每戶人數)逐年下降，110年底戶量為 2.77人，反映著家戶

型態的樣貌改變，小家庭逐漸取代傳統大家庭。 

 

3-4、本區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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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區人口老化指數逐年快速上升 

    台灣普遍低生育率、高醫療品質與健保福利，老年人口比率逐年上升。根據

行政院國情統計通報(第 037號)指出：我國 110年 1月底老年人口數為 380.4萬

人，占總人口 16.2%。本區 110年底老年人口比率 13.4%，此比率低於我國平均，

但仍超過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定義的高齡化社會，接近高齡社會註 4。 

 

圖 3-5：本區老年人口比例 

 

 

 

 

 

  

  

 

 

 

 

 

 

 

 

 

 

 

 

 

 

 

 

註 4：高齡化社會(Ageing Society)：一個國家 65 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 7%以上。 
 高齡社會(Aged Society）：一個國家 65 歲以上的人口，超過 14%。 
 超高齡社會(Super Aged Society)：一個國家 65 歲以上的人口，超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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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化指數是老年人口對幼年人口的比，本區受老年人口快速增加及少子女化

雙重影響，導致老化指數逐年快速上升，本區 91年底老化指數 29.35，110年底

老化指數已高達 92.02。 

 

圖 3-6：本區年齡別人口數 

 

 

 

 

 

 

 

 

 

 

 

 

 

圖 3-7：本區老化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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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本區遷徙情形分析 

一、110年本區遷徙概況 

    110年本區遷出人口 10,549人(較去年增加 296人)，遷入人口 9,421人(較

去年減少 72人) ，社會增加-1128人，社會增加率為-4.94‰。 

    110年本區區內鄰里之遷徙人口多，高達 6,250人(扣除逕遷戶所)，因區內

之遷徙不影響本區社會增加，故本文視區內之遷徙為區內住址變更。 

    110年本區社會增加負成長主要為遷往國外(社會增加-1,193人)，次為遷往

桃園市其他區(社會增加-183人) ，顯示雖本區遷往桃園市其他區之人口多達

6,198人，但遷入人口亦多達 6,015人，遷入與遷出僅差-183人。 

 
圖 4-1、110年本區人口遷徙狀況 

(台灣地區之遷徙，不含初設、廢止戶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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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五年本區遷徙概況 

    近五年累計，本區遷出人口，以遷往桃園市其他區最多(31,396人)，次為其

他縣市(14,105人)。遷入人口，以來自桃園市其他區最多(29,432人)，次為來自

其他縣市(18,486人)。 

    近五年累計，本區社會增加負成長主要為遷往桃園市其他區(社會增加-1,964

人)，次為遷往國外(社會增加-1,734人)。 

 

 
圖 4-2、近五年本區人口遷徙狀況 

(台灣地區之遷徙，不含初設、廢止戶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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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0年本區各里人口概況 

    本區 110年底人口 228,203人，全區 46個里中，以義興里人口最多為 8,670

人，忠貞里最少 1,667人。 

圖 4-3、110年底本區各里別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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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五年各里人口遷徙概況 

    近五年累計，本區人口增加最多依序為金星里、義興里、宋屋里; 反之，

人口減少最多依序為湧光里、廣仁里、北興里。 

 

圖 4-4、近五年里別總人口數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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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統計本區外來人口造成的社會增加情形(不含區內住址變更)，近五年

累計，社會增加最多依序為金星里、忠貞里、宋屋里; 反之，減少最多依序為

新富里、湧光里、北興里。 

 

圖 4-5、近五年本區之社會增加累計(外來人口) 

 

 

 

 

 

 

 

 

 

 

 

 

 

 

 

 

 

 

 

 

 

 

 

 

 

 
註 1：本文外來人口僅統計台灣各縣市、桃園市其他區之遷入遷出，不含離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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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統計本區區內人口移動造成的社會增加情形，即區內住址變更造成的

人口增減情形(扣除逕遷戶所) ，近五年累計，本區區內住址變更人口淨增加最

多依序為金星里、義興里、平安里; 反之，減少最多依序為廣興里、廣仁里、

復興里。 

圖 4-6、近五年本區之社會增加累計(區內住址變更) 

 

 

 

 

 

 

 

 

 

 

 

 

 

 

 

 

 

 

 

 

 

 

     

 

 

    金星里不論外來人口或由本區其他里別遷入，皆有明顯增加的趨勢，近五

年累計以新富里遷往外地人口最多，主要遷往桃園市其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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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性別分析 

一、性別人口 

     性比例表示男女性別人口分配之數值註 1。本區 87年性別比為 105.02%，邇

後逐年下降，104年性別比始低於 100%，為 99.57%，顯示早期男性居多，至 104

年轉為女性居多，且性別比逐年下降，110年性別比為 97.82%。 

     

 

 

 

 

 

 

圖 5-1、本區男女人口與性別比趨勢圖 

 

 

 

 

 

 

 

 

 

 

 

 

 

 

 

 
註 1：性別比=男性人口/女性人口*100%，性別比大於 100%表示男性人口多於女性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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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區 110年幼年人口性別比為 107.92%，顯示 14歲以下人口為男性多於女

性，勞動力人口性別比為 99.24%，顯示 15歲至 64歲轉為女性多於男性，老年

人口性比 81.35%，性別比差異更加明顯，呼應女性平均餘命高於男性。 

 

  

圖 5-2、110年本區年齡層男女人口數與性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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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無論是 1979年聯合國通過「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其後 1995

年世界婦女大會所提出的「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都具體的指出女性充分的進

入決策領域，並獲得決策權力，是落實平等、發展與和平的重要基礎。 

 1995 年「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倡議各國將決策階層女性比率提升至 3成

以上，以提高女性權力及影響力。為追求兩性平權之目標，公部門持續推動並

擴大 1/3性別比例原則，以提升女性參與決策的機會與管道。本區兩屆基層里

長的性別比率來看，女性比率相對低於男性，但皆達三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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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一、 民國 58 年開發平鎮工業區、103 年升格桃園市皆明顯帶動本區之人口成

長，本區近 20年人口數變化，各年社會增加數變動幅度較大（有增有減），

自然增加數相對穩定。本區 110 年年底人口為 22,823 人，較去年減少

408 人，主要原因為遷出人口增加。 

二、 本區 103年至今，粗出生率連續 3年上升，之後下滑，老年人口逐年上升，

110年本區老年人口比率 13.4%，老化指數為 92.02，如何精進人口政策以

面對人口老化的挑戰，是施政努力目標。 

三、 本區戶量逐年下降，110年底每戶平均 2.77人，小家庭制度已逐漸取代傳

統大家庭制度，大家庭間有互助互保之功能逐漸減弱，如何因應人口、家

庭結構變化，為施政努力方向 

四、 本區遷往桃園市其他區之人口多達6,198人，但遷入人口亦多達6,015人，

顯示 110年本區與桃園市各區遷徙人口多，但遷入與遷出僅差-183人。 

五、 本區金星里人口成長最多，金星里不論外來人口或由本區其他里別遷入，

皆有明顯增加的趨勢。外來人口造成的社會增加最多依序為金星里、忠

貞里、宋屋里。金星里鄰近平鎮工業區，機能方便，忠貞里鄰近捷運綠

線，兩者皆是新建案林立處與建商造鎮地，可見市場機能帶來人口聚集

效應不容小覷 。 

六、 本區女性人口居多且逐年攀升，近年遷入人口亦以女性居多，隨著女性人

口數、教育提升，性平與女性福利政策更顯重要。本區基層里長的性別比

率達三成以上，女性充分的進入決策領域，並獲得決策權力，是落實平等、

發展與和平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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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Country Comparisons Total fertility rate 

 

Rank Country children born/woman 
Date of 

Information 

1 Niger 6.82 2022 est. 

2 Angola 5.83 2022 est. 

3 Congo,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5.63 2022 est. 

4 Mali 5.54 2022 est. 

5 Chad 5.46 2022 est. 

... 

210 China 1.45 2022 est. 

211 Croatia 1.45 2022 est. 

212 Portugal 1.43 2022 est. 

213 Greece 1.40 2022 est. 

214 Poland 1.40 2022 est. 

215 Japan 1.38 2022 est. 

216 Bosnia and Herzegovina 1.36 2022 est. 

217 British Virgin Islands 1.35 2022 est. 

218 Mauritius 1.35 2022 est. 

219 Montserrat 1.32 2022 est. 

220 Spain 1.27 2022 est. 

221 Puerto Rico 1.24 2022 est. 

222 Hong Kong 1.22 2022 est. 

223 Italy 1.22 2022 est. 

224 Macau 1.22 2022 est. 

225 Singapore 1.16 2022 est. 

226 Korea, South 1.10 2022 est. 

227 Taiwan 1.08 2022 est. 

children born/woman：平均每位婦女一生所能生育的子女數. 

資料來源：美國中央情報局 2021年 3 月公佈之統計資料 (https://www.ci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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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china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croatia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portugal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greece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poland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japan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bosnia-and-herzegovina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british-virgin-islands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mauritius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montserrat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spain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puerto-rico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hong-kong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italy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macau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singapore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korea-south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taiwan
https://www.ci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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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平鎮區性別死亡統計 

民國年 

 死亡人口 (人) 

 男性死亡人口/女性死亡人口 男 女 

100 693 354 1.96 

101 680 405 1.68 

102 695 360 1.93 

103 759 393 1.93 

104 724 419 1.73 

105 822 421 1.95 

106 753 449 1.68 

107 821 461 1.78 

108 746 461 1.62 

109 793 485 1.64 

110 820 538 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