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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針對 15-64歲原住民人口分析，每 5歲為一年齡層，年齡層越高，男性人口

比女性人口少，但未看到有高齡化現象；依學歷來看，人數最多的是高中職學歷，

其次是大學學歷，也有選擇國中畢業後不再繼續升學；從婚姻上來看，原住民族

也有晚婚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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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原住民族在台灣屬少數民族，政府也一直關心著原住民生活，希望可以在各

項社會福利上給予更多的幫助。也有更多的原住民為了生活，選擇從山裡搬到平

地都市找工作。而在疫情之後，很多廠商選擇在桃園市增加投資，設立更多的工

廠，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因此吸引了更多鄉村的人口前往都市尋找工作，原

住民也是其中之一。 

貳、現況描述 
    少子化及高齡化是目前台灣社會無法避免的現象，想知道這個現象是不是也

發生在桃園市桃園區的原住民族，透過年齡層別來探討是最好的分析。目前從各

種圖形來看，高齡化現象似乎在桃園市桃園區的原住民族身上並不明顯，這可能

與原住民族的平均壽命有關。 

**根據衛生福利部的公布資料，原住民的平均壽命比全國的平均壽命少 7.76歲。 

參、統計分析 

一、年齡別概況: 

    以 5歲為一年齡層，共分 11年齡層，65 歲以上為一個年齡層，主要是 65歲

以上人口多數都已經是退休，沒有從事經濟活動；各層互相比較，平地原住民人

數皆比山地原住民人數多，45歲以下青壯年人口大於 45歲以上人口，主要是因

為青壯年人口是家庭主要經濟收入來源，而桃園區又是一個大都市，工作機會多，

容易找到工作，自然吸引鄉村青壯年來設籍居住。 

 
圖一: 桃園市桃園區 110年度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年齡別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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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性別來比較各年齡層，除了 15~19歲這層男性人口大於女性人口，其

餘各層皆是女性人口大於男性人口，65歲以上原住民人口占全部原住民人口

4.04%，並未出現高齡化現象，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隨著年齡層越大，女性原住民

人口比男性原住民人口多，背後原因值得深入探討。 

 

圖二: 桃園市桃園區 110年度原住民族男、女性年齡別分佈圖 

二、婚姻概況: 

    在 110 年桃園市桃園區的原住民人口中，未婚 54.57%、有偶 31.87%，喪偶

2.70%及離婚 10.87%，有超過半數都是未婚，未婚人數有 4696人。 

 
圖三: 桃園市桃園區 110年度原住民族婚姻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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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對年齡層分析，可以看出 35歲以下未婚占多數，顯見晚婚現象也發

生在原住民族裡。 

 

圖四: 桃園市桃園區 110年度原住民族婚姻與年齡別分佈圖 

1. 婚姻與原住民身分別 

    若剔除 20 歲以下人口，如圖五無論是平地原住民還是山地原住民未婚者占

多數，進一步對齡層別(如圖六)，可以更明顯看出晚婚現象。 

        

 
圖五:桃園市桃園區 110年度原住民族男、女性婚姻概況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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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桃園市桃園區 110年度原住民婚姻對年齡別分佈圖 

 

 

2. 婚姻與性別 

    男性原住民未婚比例比女性未婚比例高，相反的女性原住民有偶比例比男性

原住民有偶比例高。 

 

圖七: 桃園市桃園區 110年度原住民族婚姻與性別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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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歷概況 

1. 學歷與性別 

    

 
圖八:桃園市桃園區 110年原住民族男、女性學歷分佈圖 

     

    從圖八可以看出男、女性別的學歷分佈，前 3大是高中職、國中、大學，

進一步對各學歷進行年齡層別後，如圖一。三種學歷的圖形分佈不相同，高中

職學歷近乎常態分配圖型，可見在大學尚未普及化之前，且家中經濟尚可情況

下，家長都會盡量讓小孩讀到高中職學歷，直到大學錄取率達 90%之後，多數

人都會選擇上大學。但從大學學歷分佈圖來看，大學學歷多數是 40歲以下，40

歲以上大學學歷人數就開始陡降。而國中學歷的分佈圖型很奇特，呈現一個峰

態右偏的現象；30-65歲近乎均勻分配圖，15-30歲依然有人只有國中學歷，在

這個大學學歷滿街跑的時代，選擇不繼續升學，背後原因須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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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桃園市桃園區 110年度原住民族學歷與年齡別分佈圖 

2. 學歷與原住民身份別 

     

圖十: 桃園市桃園區 110年度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學歷分佈圖 

如圖十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的學歷分佈，只有少數是技職及研究所學歷；

主要是因為桃園市桃園區的原住民人口結構組成是 40 歲以下青壯年為主，而大

學普及化，技職學校紛紛改制成大學，大學入學率達 90%以上，也是導致技職學

歷減少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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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少子化、高齡化、晚婚一直是現代社會最關注的議題，根據醫學報導女性

年紀越大，越不容易受孕，也間接影響嬰兒出生數下降；現代是工商業為主的

時代，工作壓力大，工作時間長，養育小孩的成本增加，間接影響了男、女性

的結婚意願，原住民族在山區的工作機會減少情況下，只好往平地都會區尋求

工作機會，政府應該多幫助原住民族安心就業，保護弱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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