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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台灣人口高齡化，再加上少子化的衝擊，已於 2018 年正式邁入高齡社會，並可能於 2026

年成為超高齡社會。 

以下針對本區人口高齡化之現狀及高齡社會衍伸之相關議題做分析。 

 

 

 

 

 

 

  

 

 

 

 

 

 

 

 

 

 

 

 

 



 

 

 

 

貳、大園區人口現況 

年度 

(民國) 

0-14 歲 

(幼年人口) 

15-64 歲 

(工作年齡人口) 

65 歲以上 

(老年人口) 

扶老比

(%)( 註

1) 

扶幼比

(%)( 註

2) 

扶養比

(%)( 註

3) 

老化指數

(%)(註 4)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94 17,698 22.21 55,044 69.08 6,941 8.71 12.61 32.15 44.76 39.22 

95 17,148 21.61 55,277 69.66 6,929 8.73 12.54 31.02 43.56 40.41 

96 16,460 20.67 56,114 70.47 7,053 8.86 12.57 29.33 41.90 42.85 

97 15,928 19.84 57,150 71.19 7,196 8.96 12.59 27.87 40.46 45.18 

98 15,505 19.07 58,446 71.88 7,358 9.05 12.59 26.53 39.12 47.46 

99 14,939 18.23 59,605 72.72 7,422 9.05 12.45 25.06 37.52 49.68 

100 14,302 17.41 60,385 73.52 7,449 9.07 12.34 23.68 36.02 52.08 

101 13,861 16.75 61,308 74.08 7,587 9.17 12.38 22.61 34.98 54.74 

102 13,562 16.23 62,159 74.37 7,865 9.41 12.65 21.82 34.47 57.99 

103 13,253 15.68 63,126 74.68 8,152 9.64 12.91 20.99 33.91 61.51 

104 12,993 15.18 64,052 74.86 8,520 9.96 13.30 20.29 33.59 65.57 

105 13,007 14.92 65,115 74.71 9,036 10.37 13.88 19.98 33.85 69.47 

106 13,117 14.69 66,517 74.50 9,647 10.81 14.50 19.72 34.22 73.55 

107 13,336 14.67 67,268 74.01 10,284 11.32 15.29 19.83 35.11 77.11 

(資料來源於 107 大園區公所統計年報) 

備註:  

註 1：扶老比為每百名工作年齡人口扶養之老年人口數 

註 2：扶幼比為每百名工作年齡人口扶養之幼年人口數 

註 3：扶養比為每百名工作年齡人口扶養之依賴人口(幼年加老年)數 

註 4：老化指數為老年人口數與幼年人口數之比 

 



 

 

 

 

地區 0-14 歲 15-64 歲 65 歲以上 扶老比(%) 

(由高至低) 

扶幼比(%) 

(由低至高) 

扶養比(%) 

(由高至低) 

老化指數(%) 

(由高至低) 

人數 占比 排名 人數 占比 排名 人數 占比 排名 占比 排名  占比 排名  占比 排名 占比 排名  

桃園區  69,458 15.34 3 329,836 72.84 9 53,530 11.82 8 16.23 9 21.06 12 37.29 5 77.07 12 

中壢區  62,664 15.01 5 303,487 72.71 10 51,229 12.27 6 16.88 6 20.65 10 37.53 4 81.75 6 

大溪區 13,080 13.69 11 68,919 72.13 11 13,551 14.18 2 19.66 2 18.98 4 38.64 2 

103.6

0 

2 

楊梅區  25,934 14.99 6 127,069 73.43 4 20,046 11.58 12 15.78 12 20.41 8 36.19 11 77.30 11 

蘆竹區  27,962 16.8 1 121,685 73.13 7 16,759 10.07 13 13.77 13 22.98 13 36.75 7 59.93 13 

大園區  13,468 14.47 8 68,606 73.71 2 11,004 11.82 8 16.04 10 19.63 6 35.67 8 81.70 7 

龜山區  23,141 14.2 9 119,843 73.56 3 19,937 12.24 7 16.64 7 19.31 5 35.95 12 86.15 5 

八德區  30,383 14.75 7 150,906 73.26 6 24,685 11.98 10 16.36 8 20.13 7 36.49 9 81.25 8 

龍潭區  17,140 13.82 10 90,389 72.88 8 16,502 13.30 3 18.26 3 18.96 3 37.22 6 96.28 3 

平鎮區  34,328 15.03 4 167,485 73.32 5 26,623 11.65 11 15.90 11 20.50 9 36.39 10 77.55 10 

新屋區  5,873 11.92 13 34,956 70.97 13 8,427 17.11 1 24.11 1 16.80 1 40.91 1 

143.4

9 

1 

觀音區  9,261 13.63 12 50,153 73.8 1 8,542 12.57 4 17.03 5 18.47 2 35.50 13 92.24 4 

復興區 1,880 15.44 2 8,783 72.13 11 1,513 12.43 5 17.23 4 21.40 11 38.63 3 80.48 9 

(資料來源於 108 年桃園市政府主計處統計年報) 

1. 0-14 歲之幼年人口以蘆竹區 27,962 人，占總人口比例 16.8%居冠，其次為復興區

15.44%、桃園區 15.34%，本區 13,468 人，占 14.47%，排名第 8，人數及占比皆每

年逐步下降；15-64 歲之工作年齡人口以觀音區 50,153 人，占總人口 73.8%居冠，

其次為本區 68,606 人，占 73.71%，人數及占比皆成穩定上升狀態；65 歲以上老年

人口以新屋區 8,427 人，占總人口比例 17.11%居冠，其次為大溪區 14.18%、龍潭區

13.3%，本區 11,004 人，占 11.82%，排名第 8，人數及占比皆逐年上升，顯示本區

已逐漸邁向老齡社會。 



 

 

 

 

2. 扶老比以新屋區 24.11%，其次為大溪區 19.66%、龍潭區 18.26%，本區為 16.04%，

排名第 10，每年持續上升；扶幼比以新屋區 16.8%居冠，其次為觀音區 18.47%、龍

潭區 18.96%，本區為 19.63%，排名第 6，每年持續下降；老化指數以新屋區 143.49

居冠，其次為大溪區 103.60、龍潭區 96.28，本區為 81.7，排名第 7，自民國 94 年

起即已急遽上升，顯示本區人口老齡化及其衍生之相關議題刻不容緩。 

3. 本市工作年齡人口及老年人口都在持續上升，惟幼年人口逐年下降，政府機關可針

對提高生育率、降低少子化影響的政策著手，以改善未來工作人口可能不斷降低，

扶老比越來越高，青壯年人口生活舉步維艱的困境。 

 

 

 

 

 

 

 

 

 

 

 

 

 

 

 

 

 



 

 

 

 

参、人口老化之影響 

1. 老人面臨困境：老人可能因身體機能下降，面臨無工作導致無穩定收入的困境，若

又加上無人照顧，情況將雪上加霜。

 

(資料來源於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108 年桃園市老人生活狀況調查) 

 

根據統計分析可以看出，截至 108 年底大園區 65 歲以上長者的收入來源主要為政府補

助或津貼，其次為家人(兒子及媳婦)給予，本人工作收入項目及房租、利息或股利等收

入項目則較低。 

健康方面，65 歲以上長者多數以上有循環系統疾病，其次為內分泌及代謝疾病，無任何

慢性病或重大疾病情況者僅占 25.1%。 



 

 

 

 

2. 照護需求

 

(資料來源於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108 年桃園市老人生活狀況調查) 

 

根據統計調查結果，截至 108 年底時本區 65 歲以上長者多數有與子女同住，獨居者僅

占 2.6%，在桃園市中亦屬人數較低者。 

 

3. 人格尊嚴：除身體機能下降，老人的心理狀態也應被關注。 

 



 

 

 

 

(資料來源於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108 年桃園市老人生活狀況調查) 

 

調查中顯示，本區 65 歲以上長者有達 45%覺得自己不受尊重，於本市排名第一，不論

該結果是否僅出於受調查者的主觀感受，都是一個警訊。 

 

(資料來源於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108 年桃園市老人生活狀況調查) 

     

由上表可知，本區 65 歲以上長者有 54.6%沒有擔心的事情，相較於本市平均值 38.7%，

顯示本區老人較本市整體來說過得更無煩惱；而最為在意的事情是自己的健康狀況以及

如何照顧，其次為經濟來源，政府機關可對此二者進行針對性的施政，例如請接受補助

的機關團體辦理有助於改善該相關問題之活動，力求更滿足民眾之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