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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龜山區公所統計通報 

龜山區老年市民三節禮金發放概況 

 

一、 老人福利-三節禮金背景說明 

依據中華民國（以下簡稱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稱主計總

處）110年 8月 31日公布之 10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統計結果發現，我國

65歲以上常住人口 367.1萬人，占總人口 15.9%，較 2010年劇增 122.6

萬人。另國際上將 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 7%、14%及 20%，分別

稱為「高齡化社會」、「高齡社會」及「超高齡社會」，依據前開統計結

果，顯示我國早已邁入「高齡社會」。 

 

圖 1、圖 2  資料來源:本分析報告依據人口統計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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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市改制後仍維持發放老年市民三節禮金，唯請領人數因應人口邁向超高齡

化，呈現攀升趨勢，於 110 年亦增設所得稅率 20%之排富條款，本統計呈現 105年至

110年本區老年市民三節禮金發放情形，藉以描繪超高齡化社會中的老人福利概況。 

單位: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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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之人口資料顯示，我國由 1993年之「高齡

化社會」歷經約 25年，於 2018年轉為「高齡社會」，並預估於 2025年將

由「高齡社會」進展至「超高齡社會」，惟期間僅 7年，推估可能原因係

近年來生育率下降、生活環境及條件較為優良、進步之醫療技術而使平均

壽命延長所致，故為因應我國人口快速老化可能衍生之相關問題，中央及

地方政府應更加重視老人福利及醫療服務。 

 

 
圖 3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二、 龜山區老年市民三節禮金發放情形分析 

本區民國 105年至 109年之老年市民三節禮金發放人數及金額，隨老

年人口增加而增加，且發放比例維持 98%，惟於 110年度發放比例下降至

92%，主要係市府考量社會福利資源合理配置及公平性，並衡酌財政狀況及

財政永續性，避免禮金預算影響其他重大政策推動，故於 110年 1月 1日



3/ 5 
 

修正「桃園市老年市民三節禮金發放作業要點」，調降禮金發放金額(由

2,500元降為 2,000元)及增訂排富條件(包含被撫養者所得稅率超過 20%以

上者，不符合發放資格)所致。 

年度

65歲以

上老年

人口數

較前1

年度增

加人口

數

三節禮金發放

人數

發放人

數佔比
發放金額

105 15,103      14,727 98%      36,817,500

106 16,745 1642      16,342 98%      40,855,000

107 18,198 1453      17,796 98%      44,490,000

108 19,903 1705      19,425 98%      48,562,500

109 21,731 1828      21,207 98%      53,017,500

110 23,489 1758      21,544 92%      43,088,000  
表 1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圖 4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本區分為 32里，就 110年各里發放情形（以 110年中秋節為基準）

分析，除陸光里外，本所各里 105年至 110年符合三節禮金發放資格之

老年人口數，均有增加情形，尤以大華、迴龍、文化 3里老年人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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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為最大；另外文青、楓福 2里為 107年因人口增加而增設之里別。 

里別 105年人數 110年人數 增加人數 增幅 

大同 655 905 250 38% 

大坑 259 323 64 25% 

大崗 528 660 132 25% 

大湖 371 615 244 66% 

大華 505 923 418 83% 

山頂 614 858 244 40% 

山福 482 679 197 41% 

山德 806 1065 259 32% 

中興 727 952 225 31% 

公西 250 282 32 13% 

文化 429 779 350 82% 

文青 0 911 911 911% 

兔坑 453 709 256 57% 

幸福 533 828 295 55% 

長庚 133 216 83 62% 

南上 215 324 109 51% 

南美 172 296 124 72% 

迴龍 503 921 418 83% 

陸光 1020 938 -82 -8% 

新路 907 1062 155 17% 

新興 431 505 74 17% 

新嶺 437 658 221 51% 

楓福 0 379 379 379% 

楓樹 599 625 26 4% 

福源 231 391 160 69% 

精忠 804 816 12 1% 

樂善 292 451 159 54% 

龍華 344 569 225 65% 

龍壽 238 317 79 33% 

龜山 842 1127 285 34% 

嶺頂 471 683 212 45% 

舊路 506 808 302 60% 

表 2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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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三、 結論 

高齡化社會是全世界不可避免的趨勢，市府團隊藉由調整三節禮金

發放之資格，配合持續推動之各項老人福利服務，如長照服務、敬老愛

心卡、老人健保補助、老人假牙補助、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暨 C級巷弄長

照站及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等，以期能符合長者實際需要。 

如何讓資源更有效率、更有意義的分配，並提供長輩更好、更有品

質的照顧服務，也讓未來世代邁入老年時，能獲得更完善的照顧服務 

，是全民共同的課題，希望每一位市民都能快樂、尊嚴的老去，在未來

過得更好。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大
同

大
坑

大
崗

大
湖

大
華

山
頂

山
福

山
德

中
興

公
西

文
化

文
青

兔
坑

幸
福

長
庚

南
上

南
美

迴
龍

陸
光

新
路

新
興

新
嶺

楓
福

楓
樹

福
源

精
忠

樂
善

龍
華

龍
壽

龜
山

嶺
頂

舊
路

比較105及110年度龜山區各里老年市民三節禮金發放人數

105年人數 110年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