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統計分析 

 

桃園市龜山區社區發展與 

社區福利化方案 

 

 

 

 

 

 
 

 
桃園市龜山區公所會計室編製

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Civil Affairs Office of Guishan District,Taoyuan 

桃園巿龜山區公所 



1  

目錄 

壹、  前言 .......................................... 2 

貳、  本區社區發展情形 ............................. 3 

參、  108年-110年本區社區福利化執行情形 ........... 8 

肆、  108年-110年本區社區福利化補助對象與金額 ... 10 

伍、  108年-110年本區社區福利化變動情形 .......... 13 

陸、  結論與建議 ................................... 14 

柒、  參考資料 ..................................... 15 



2  

壹、 前言 

 
依據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社區發展係社區居民

基於共同需要，循自動與互助精神，配合政府行政支援、技術指導，有

效運用各種資源，從事綜合建設，以改進社區居民生活品質。 

社區發展在近代之發展，已從傳統基礎工程建設、生產福利建設和

精神倫理建設，以硬體為推動主軸的層次上，從轉而成為鼓勵社區根據

社區自身需求，自主發揮當地文化、特色與創意，以自身追求社區幸福

與永續發展的多元化發展模式，其中又以在地深耕福利服務之「社區福

利化」為重點。 

社區福利化方案，為辦理老人、新移民、婦女、兒童及少年、身心

障礙者、低收入戶等福利服務社區化之持續性服務方案或計畫，以幫助

社區內之較為弱勢族群。社會福利體系與社區發展工作兩者互相結合，

整合與利用社區內部各項資源，使福利服務能夠順利且不間斷傳達到社

區內各角落需要幫助的弱勢族群。 

本次分析將探討本區社區概況與本區社區福利化，以及社區發展協

會在執行之社區福利化工作之情形。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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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本區社區發展情形 

為推動社區發展工作，所訂立的社區組織「社區發展協會」，是依

內政部所頒佈的「社區發展工作綱要」，且依照人民團體法運作，由社

區內熱心人士自動組織，讓社區居民基於同需求，並且具自動與互相幫

助之精神，配合政府機關各項支援與技術指導，有效利用各種內外部資

源，從事各項綜合建設與活動，改善社區居民環境與生活品質。 

社區發展協會為推展社區發展工作的組織，在社區中扮演各項功能

與角色，解決社區需求，與當地社會經濟作密切配合，達到多元化社區

建設功能，並能有效解決社區內各項問題，發揮社區自主精神凝聚社區

內居民的向心力。 

表一 本區社區發展概況表 

民國年 社區發展協會數 社區戶數 社區人口數 社區展協會會員數 

104 29 48,729 145,580 4,473 

105 29 53,956 152,817 4,635 

106 29 61,323 157,633 4,582 

107 31 62,556 159,885 4,850 

108 31 64,031 162,921 4,851 

109 31 65,576 164,398 5,083 

110 32 68,139 166,767 5,084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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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社區發展協會於110年底總數為32個，新增長庚社區發展協

會，社區戶數共68,139戶，社區人口數為166,767人，隨著社區人口數

上升，加入社區發展協會的會員也逐漸增加，截至110年本區參加社區

展協會人數共5,084人，佔社區人口之3.04％。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本區近年由於土地快速發展，加上機場捷運通車後，來往桃園和

雙北更加方便，且相對便宜的房價、產業鏈聚集及鄰近北市的地段優

勢，與雙北形成一日生活圈；社區人口數在各項有利因素刺激下逐年攀

升，由民國104年145,580人攀升至110年166,767人，增加26,197人，上

升幅度達14.55％，年增長率2.08％，統計數據顯示越來越多的人口選

擇龜山居住，而人口增加也導致各項社會福利議題隨之出現，社會福利

措施的建立與完善性日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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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本區社區展協會會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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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社區發展協會數於110年已達到每一里皆有社區展協會運作之

情形，而社區福利化若是要成功執行，社區發展協會即扮演相當重要之

角色，在地的社區發展協會可扮演各種福利服務的提供者，故本區在推

動社區福利化上擁有良好的條件。而本區社區戶數也由104年的48,729

戶提高至110年68,139戶，增加19,410戶，提升幅度39.83％。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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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界定，若 65 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所佔總人口比

率達 7％時稱為「高齡化社會」，當比率增至 14％就成為「高齡社

會」；當再增加至 20％時就進入「超高齡社會」。 

 隨著國民生活水準之提高，醫療衛生的進步，壽命延長。統計數據

顯示，本區老年人口由 104 年之 13,936 人增加至 110 年 23,233 人，老

年人口比率 13.9%，其中男性比率 12.7%，女性比率 15.1%，已逐漸邁

入高齡社會的趨勢，老年人的照顧已形成政策的議題。 

 本區至 110 年男女性別比為 98.41，顯示本區女性比例多於男性，

且年齡愈高，女性占率有愈大之情形。而本區扶養比則由 104 年之 32%

成長至 110 年 37%，逐年攀升，顯示少子化與人口老化對壯年人口之負

擔日漸增重。 

資料來源：桃園市龜山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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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本區幼年、壯年與老年人口統計表 
民國年 幼年人口 老年人口 壯年人口 扶養比 

104年 21641 13936 110003 32% 

105年 22430 15324 115063 33% 

106年 22868 16728 118037 34% 

107年 23281 18198 119112 35% 

108年 23141 19937 119843 36% 

109年 22656 21667 120075 37% 

110年 22221 23233 121313 37% 

資料來源：桃園市龜山區戶政事務所 

表三 本區 110年各年齡層人口統計表 

(自零歲開始以五歲為單位分年齡層統計) 

年齡 合計 男 女 性別比 

0-4歲 7881 4116 3765 109.32 

5-9歲 8233 4303 3930 109.49 

10-14歲 6107 3171 2936 108.00 

15-19歲 7816 4155 3661 113.49 

20-24歲 10191 5271 4920 107.13 

25-29歲 11767 6069 5698 106.51 

30-34歲 12793 6504 6289 103.42 

35-39歲 14628 7249 7379 98.24 

40-44歲 15928 7924 8004 99.00 

45-49歲 13263 6590 6673 98.76 

50-54歲 12320 6063 6257 96.90 

55-59歲 12041 5767 6274 91.92 

60-64歲 10566 5008 5558 90.10 

65-69歲 9622 4468 5154 86.69 

70-74歲 6140 2827 3313 85.33 

75-79歲 3151 1347 1804 74.67 

80-84歲 2154 824 1330 61.95 

85-89歲 1199 506 693 73.02 

90-94歲 758 447 311 143.73 

95-99歲 171 95 76 125.00 

100歲以上 38 13 25 52.00 

總計 166767 82717 84050 98.41 

資料來源：桃園市龜山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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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108年-110年本區社區福利化執行情形 

 

    依據本府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要點規定，福利人口包括老人、新

住民、婦女、兒童及少年、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等弱勢人口，透過補

助社區專業社工人力，導入專業輔導團隊，進行社區資源整合與培力，

讓福利服務輸送更為深入普及。 

本市社區福利化方案，是由各社區發展協會向市府提出申請，內容

須包括對老人、新住民、婦女、兒童及少年、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為

主要服務對象之持續性社會福利社區化方案或計畫。 

截至110年底，本區社區發展協會共計32個，於108年至110年間共

辦理28件社區福利化補助案件，合計補助金費1,354,200元，受益人數

共計737人。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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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福利化活動之申請經費與人數於109年度為最高，補助經費為

586,600元，受益人數為341人，108-110年經費與人數有年上升趨勢；

另各年度社區福利畫補助經費與受益人數，如下圖六、圖七。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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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108年-110年本區社區福利化補助對象與金額 

  

 108-110 年本區參與社區福利化之人數為 737 人，由多到少分別為

老年人口 304 人，占比 41％，兒少人口 197 人，占比 27％，一般身分

95 人，占比 13％，新住民身分 77 人，占比 10%，婦女身分 28 人，占

比 4％，身心障礙者 20 人，占比 3％，低收、中低收入戶 16 人，占比

2％。 

 統計數據顯示本區各社區發展協會執行社區福利化計畫以老人與兒

少為大宗，最少者則為低收、中低收入戶，辦理場次最多者為陸光社區

發展協會，共計辦理 6 場；另 108-110 年本區各社區發展協會所辦理之

社區福利化活動與參與之人數，請參詳下表四。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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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統計資料  

 本區社區福利化受益對象平均補助金額如圖九所示，其中，最高

補助對象為婦女，平均每人平均補助金額為2,429元，最少者則為兒

少，平均每名兒少受補助金額為1,541元。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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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108-110年本區社區發展協會各年度辦理社福利化針活動與人數表 

 年別-季 

 

社區名 

108-1 108-2 108-3 108-4 109-1 109-2 109-3 109-4 110-1 110-2 110-3 110-4 

大湖社區         

園藝療

法       

34人 

  

樂活擊

鼓          

43人 

          

大華社區 

新住民

基本教

育班 

15人 

  

新住民

基本教

育班 

16 人 

  

新住民

基本教

育班 

16人 

              

山頂社區                 

長者疊

杯班    

30人 

      

文青社區             

文青長

青學堂  

17人 

  

銀寶貝

園地    

25人 

      

兔坑社區 

兔坑農

莊綠生

活工坊           

30人 

  

兔坑農

莊綠生

活工坊           

30 人 

  

兔坑農

莊綠生

活工坊           

30人 

      

兔坑農

莊綠生

活工坊           

30人 

      

陸光社區 

陸光兒

童讀經

班 

20人 

  

陸光兒

童讀經

班 

17 人 

  

陸光兒

童讀經

班 

15人 

  

陸光兒

童讀經

班 

15人 

  

陸光烏

克麗麗

音樂班  

15人 

  

陸光烏

克麗麗

音樂班  

15人 

  

新嶺社區     

兒少課

輔與德

育課程 

24 人 

      

兒少課

輔與德

育課程 

25人 

兒少課

輔與德

育課程 

25人 

兒少課

輔與德

育課程 

25人 

    

兒少課

輔與德

育課程 

25人 

精忠社區         

樂齡精

忠健康

學院            

40人 

            

銀髮俱

樂部    

30人 

龜山社區         

花甲樂

齡台語

歌唱班          

38人 

  

花甲樂

齡台語

歌唱班          

43人 

  

花甲樂

齡台語

歌唱班            

49人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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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108年-110年本區社區福利化變動情形 

 

觀察本區108-110年社區福利化活動受益對象，參與人數、金額

與場次在109年為最多，參與人數共341人，補助金額達586,600元，辦

理場次則為12場。而成長幅度最多者為老人，由108年14人成長至110

年121人，109年起福利化活動有著重於老人之趨勢。 

110年度社區活動多受限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活動場所因應防

疫政策而無法使用，多數福利化活動被迫停止辦理，導致參與活動人

數、場數與補助金額皆下滑。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統計資料  

 

表五 108-110年本區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社福利化針活動與人數表 

 108年 109年 110年 

辦理場數 7 12 9 

參與人數 152 341 244 

補助金額 ﹩300,000 ﹩586,600 ﹩467,600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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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與建議 

隨著本區不斷開發進步，人口數逐年上升，面對的社會問題也會來

越多，不管是老年化、少子化等問題，弱勢族群需要受到更多的幫助，

這也顯示出社區福利化執行之重要性。 

透過本次分析，顯示本區各社區執行社區福利化計畫多著重在長

者與兒少兩個主題，本區未來也會繼續努力推展針對其他弱勢人口之社

區福利化計畫。 

本區108-110年社區福利化活動辦理之社區單位計有9個，雖尚不

足本區每一社區內弱勢人口受到完整的福利幫助，但社區福利化也非為

解決問題唯一的萬靈丹，此一概念係提供另外思考的選項，由政府提供

協助，由社區居民主動關懷社區事務，達到社區自主，如近年衛生福利

部鼓勵社區內廣設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即希望將若干社區福利措施轉化

由民間團體或社區來提供，達到政府與民間共同推動更全面的社會福

利。 

近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許多社區發展協會無法辦理社區福利

化活動或取消辦理實屬可惜。未來，本區也將持續推動社福利化工作與

提供社會福利辦理，期許讓本區每個社區都將福利化作為社區的發展目

標，以推展全面性的社區福利化工作，使更多弱勢族群能夠受到照顧，

讓龜山邁向更美好的生活，成為更具魅力與親和力的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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