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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口是國家構成的基本要素之一，亦是國力強弱、國勢消長的關鍵所在；

一國人口數量的多寡、素質的優劣、結構的健全與否以及分布情形，與整個國

家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具有密切的關係。 

 

從統計人口數量及分析素質的優劣資料可以瞭解一個國家之財力、物力及

人力資源之配合，以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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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健全與否攸關國之盛衰，亦可反映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發展

狀況。而人口變動向來為政府制定各項施政的基礎，故穩定的人口數及健全的

人口結構為當政者關注的焦點，亦為其追求的理想目標。 

 

民國 39 年桃園設縣，本區更名為桃園縣龜山鄉，村里行政組織共分為新

路、龜山、山頂、兔坑、楓樹、舊路、公西、大崗、南上、大坑、嶺頂、龍

壽、牛角等 13 個村。民國 47 年至 62 年間，本區人口由緩慢成長，直至眷村的

設立，遷入人口快速攀升，再隨著台灣經濟起飛及多處工業區的設立，環繞工

業區的村吸引更為眾多的人口遷入，至民國 86 年人口數突破十萬人，此外由於

工商業持續發展，直至民國 91 年年初，人口已達 11 萬人以上，也為因應劇增

的人口需求，期間行政區域不斷地進行調整，統計至民國 103 年本區的村里行

政組織增加為 30 個村，該年桃園縣升格為直轄桃園市，原龜山鄉亦改制為龜山

區，同時將村改為里。 

 

據此，為掌握本區現住人口之脈動，特就本區歷年戶籍人口資料進行簡要

分析，期就分析人口組成之分布等情形，俾供本區規劃未來發展及施政方針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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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區區域、人口簡介 

一、行政區域 

本區位於桃園市東北方，與

新北市接壤，其分界線以蜿蜒的

龜崙山脈為界，北為林口區，東

為泰山區，新莊區、樹林區，南

為鶯歌區，是桃園市 13 行政區

中，與鄰市相接最多的行政區。

本區與新北市 5 個行政區連接，

而僅有三分之一的區界與桃園市

其他行政區(即北與蘆竹區，西

與桃園區)相接，但因交界區地

勢較平坦，來往交通便利，反而

成為新發展的精華地區，尤其是

縱貫公路貫穿的龜山街市區，與桃園區直接交錯連接，難分界線。以區位地緣

而言，本區則位於大台北都會區之西南方，即台灣北區區域計劃中所稱之桃園

走廊及西南走廊之ㄧ部分。 

本區土地面積 72.0177 平方公里，佔桃園市土地總面積 1,220.9540 平方公

里之 5.90%，在本市 13 行政區域中，次於復興區、大溪區、楊梅區等，位居第

10 位。(表格 1 及圖表 2) 

 

 

行政區 面積(平方公里) 佔桃園市% 

復興區 350.7775 28.73% 

大溪區 105.1206 8.61% 

楊梅區 89.1229 7.30% 

觀音區 87.9807 7.21% 

大園區 87.3925 7.16% 

新屋區 85.0166 6.96% 

中壢區 76.5200 6.27% 

蘆竹區 75.5025 6.18% 

龍潭區 75.2341 6.16% 

龜山區 72.0177 5.90% 

平鎮區 47.7532 3.91% 

桃園區 34.8046 2.85% 

八德區 33.7111 2.76% 

共計 1220.9540 100% 

表格 1  桃園市各行政區域面積 

圖表 1  龜山區位置 

圖表 2  桃園市各行區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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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民國 106 年底止，本區劃分為 30 個里，分別為大同里、大坑里、大崗

里、大湖里、大華里、山頂里、山福里、山德里、中興里、公西里、文化里、

兔坑里、幸福里、長庚

里、南上里、南美里、迴

龍里、陸光里、新路里、

新興里、新嶺里、楓樹

里、福源里、精忠里、樂

善里、龍華里、龍壽里、

龜山里、嶺頂里、舊路

里。(圖表 3) 

 

 

 

 

全區 30 里中，以舊路里所佔面積 9.4523 平方公里為最大，佔龜山區總面

積 72.0177 平方公里之 13.21%，次為楓樹里所佔面積 8.6110 平方公里，佔龜山

區總面積之 11.96%，再次之依序為大坑里、龍壽里、樂善里…等，而以山福里

所佔面積 0.1096 平方公里及陸光里所佔面積 0.1502 為較小，分別僅佔龜山區總

面積之 0.15%及 0.21%。(表格 2 及圖表 3) 

 

表格 2 龜山區 106 年各里面積 

里別 
面積 

(平方公里) 
佔龜山區% 里別 

面積 

(平方公里) 
佔龜山區% 

舊路里 9.4523 13.12% 龜山里 1.3537 1.88% 

楓樹里 8.6110 11.96% 大同里 1.2931 1.80% 

大坑里 7.5428 10.47% 大湖里 0.8364 1.16% 

龍壽里 6.5208 9.05% 南美里 0.8032 1.12% 

樂善里 6.4134 8.91% 長庚里 0.7521 1.04% 

南上里 5.5210 7.67% 迴龍里 0.5029 0.70% 

兔坑里 3.7990 5.28% 新興里 0.4487 0.62% 

大華里 2.7583 3.83% 精忠里 0.3813 0.53% 

大崗里 2.4106 3.35% 龍華里 0.3552 0.49% 

福源里 2.3822 3.31% 中興里 0.3205 0.45% 

文化里 2.0628 2.86% 新路里 0.3134 0.44% 

嶺頂里 1.7589 2.44% 山德里 0.2694 0.37% 

新嶺里 1.6643 2.31% 幸福里 0.2336 0.32% 

公西里 1.6023 2.22% 陸光里 0.1502 0.21% 

山頂里 1.3947 1.94% 山福里 0.1096 0.15% 

圖表 3 106 年龜山區各里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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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分布 

民國 56 年，本區總人口數為 3 萬 9,534 人，歷年來人口成長快速，至民國

106 年 12 月止，本區人口數為 15 萬 7,633 人，成長幅度 298.73%，佔桃園市總

人口數 218 萬 8,017 人之 7.20%，在本市 13 行政區域中，次於桃園區、中壢

區、平鎮區、八德區、楊梅區、蘆竹區，位居第 7 位。(表格 3、表格 4、圖表

4) 

表格 3 龜山區歷年人口變化情形 

年

份 
人口數 

±% 

(56 年為基準) 
男性 女性 

56 39,534  --  20,437 19,097 

61 53,257 34.71% 28,994 24,263 

66 61,286 55.02% 34,217 27,069 

71 78,104 97.56% 43,683 34,421 

76 86,897 119.80% 47,609 39,288 

81 98,134 148.23% 52,899 45,235 

86 108,866 175.37% 56,804 52,062 

91 117,969 198.40% 60,702 57,267 

96 131,691 233.11% 67,396 64,295 

101 139,605 253.13% 70,392 69,213 

106 157,633 298.73% 78,557 79,076 

 

 

 

表格 4 桃園市 106 年人口分布 

行政區 人口數(人) 佔桃園市% 

桃園區 440,840 20.15% 

中壢區 405,216 18.52% 

平鎮區 224,219 10.25% 

八德區 198,074 9.05% 

楊梅區 167,639 7.66% 

蘆竹區 161,912 7.40% 

龜山區 157,633 7.20% 

龍潭區 121,822 5.57% 

大溪區 94,451 4.32% 

大園區 89,281 4.08% 

觀音區 66,472 3.04% 

新屋區 48,953 2.24% 

復興區 11,505 0.53% 

共計 2,188,017 100.00% 

圖表 4 本區人口成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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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中以樂善里所佔人口數 11,125 人為最多，佔龜山區總人口數 15 萬

7,633 人之 7.06%，其次為大華里人口數 10,968 人位居第二，佔龜山區總人口數

之 6.96%，再次之依序

為龜山里、精忠里、文

化里，分別佔龜山區總

人口數之 5.23%、4.63%

及 4.60%；另以公西里

人口數 1,354 人為最

少，僅佔龜山區總人口

數之 0.86%。(表格 5 及

圖表 5) 

 

 

 

 

 

 

 

表格 5 龜山區 106 年各里人口數 

里別 人口數(人) 佔龜山區% 里別 人口數(人) 佔龜山區% 

樂善里 11,125 7.06% 長庚里 4,820 3.06% 

大華里 10,968 6.96% 大崗里 4,748 3.01% 

龜山里 8,242 5.23% 嶺頂里 4,735 3.00% 

精忠里 7,303 4.63% 新嶺里 4,653 2.95% 

文化里 7,246 4.60% 陸光里 4,187 2.66% 

楓樹里 7,220 4.58% 山福里 3,779 2.40% 

大同里 7,066 4.48% 龍華里 3,697 2.35% 

迴龍里 6,587 4.18% 新興里 3,390 2.15% 

新路里 6,494 4.12% 南美里 2,929 1.86% 

山頂里 6,426 4.08% 舊路里 2,817 1.79% 

幸福里 6,128 3.89% 福源里 2,385 1.51% 

大湖里 6,119 3.88% 大坑里 2,305 1.46% 

中興里 5,726 3.63% 南上里 2,222 1.41% 

山德里 5,695 3.61% 龍壽里 2,025 1.28% 

兔坑里 5,242 3.33% 公西里 1,354 0.86% 

 

  

圖表 5 106年龜山區各里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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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密度 

 

人口密度係指每一平方公里土地面積，平均分配居住人口數。以民國 56年

底每平方公里 550人為基準，至 106年增加密度近 4倍，茲因民國 60年後期眷

村設立，其後 10年餘間，遷入人口快速攀升，平均每年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增

加約 34.5人，並隨著臺灣經濟起飛，龜山區設立多處工業區，環繞工業區的村

吸引眾多人口遷入，民國 70年至 90年，平均每年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增加數

仍有約 27.65人，而近 15年隨著都市重劃、鄰近的雙北房價高漲，本區成了居

住的第二首選，平均每年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增加亦有約 36.73人。(表格 6) 

 

本區土地面積 72.0177平方公里，位居全市第 10位；人口數 3 萬 9,534

人，位居全市第 7 位，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2,189 人，位居全市第 5 位(本市

以桃園區 1 萬 2,666 人為最密集，而以復興區 33 人為最稀疏)。(表格 7) 

 

 

表格 6 龜山區歷年人口密度 

年份 
人口數 

(人) 

面積 

(平方公里)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56 39,534 71.9397 550 

61 53,257 71.9397 740 

66 61,286 71.9397 852 

71 78,104 72.0177 1,085 

76 86,897 72.0177 1,207 

81 98,134 72.0177 1,363 

86 108,866 72.0177 1,512 

91 117,969 72.0177 1,638 

96 131,691 72.0177 1,829 

101 139,605 72.0177 1,938 

106 157,633 72.0177 2,189 

 

 

 

 

表格 7 桃園市 106 年人口密度 

行政區 
人口數 

(人) 

面積 

(平方公里)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桃園區 440,840 34.8046 12,666 

八德區 198,074 33.7111 5,876 

中壢區 405,216 76.5200 5,296 

平鎮區 224,219 47.7532 4,695 

龜山區 157,633 72.0177 2,189 

蘆竹區 161,912 75.5025 2,144 

楊梅區 167,639 89.1229 1,881 

龍潭區 121,822 75.2341 1,619 

大園區 89,281 87.3925 1,022 

大溪區 94,451 105.1206 899 

觀音區 66,472 87.9807 756 

新屋區 48,953 85.0166 576 

復興區 11,505 350.777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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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 30里中，以山福里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 3萬 4,480人最多，次為陸光

里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 2萬 7,876人；而以舊路里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 298人

為最少，大坑里每平方

公里人口密度 306人次

少。 

經察山福里與陸光

里因同屬於行政中心周

圍轄區，具有地理環

境、經濟環境、交通便

利等較為優勢條件，因

此人口密度高居本區之

冠；而舊路里與大坑里

則因位於山區較偏遠地

帶，因此相較之下人口

密度偏低。(表格 8 及圖

表 6) 

 

表格 8 龜山區各里人口密度 

里別 
人口數 

(人) 

面積 

(平方公里)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里別 

人口數 

(人) 

面積 

(平方公里)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山福里 3,779 0.1096 34,480 大華里 10,968 2.7583 3,976 

陸光里 4,187 0.1502 27,876 南美里 2,929 0.8032 3,647 

幸福里 6,128 0.2336 26,233 文化里 7,246 2.0628 3,513 

山德里 5,695 0.2694 21,140 新嶺里 4,653 1.6643 2,796 

新路里 6,494 0.3134 20,721 嶺頂里 4,735 1.7589 2,692 

精忠里 7,303 0.3813 19,153 大崗里 4,748 2.4106 1,970 

中興里 5,726 0.3205 17,866 樂善里 11,125 6.4134 1,735 

迴龍里 6,587 0.5029 13,098 兔坑里 5,242 3.7990 1,380 

龍華里 3,697 0.3552 10,408 福源里 2,385 2.3822 1,001 

新興里 3,390 0.4487 7,555 公西里 1,354 1.6023 845 

大湖里 6,119 0.8364 7,316 楓樹里 7,220 8.6110 838 

長庚里 4,820 0.7521 6,409 南上里 2,222 5.5210 402 

龜山里 8,242 1.3537 6,088 龍壽里 2,025 6.5208 311 

大同里 7,066 1.2931 5,464 大坑里 2,305 7.5428 306 

山頂里 6,426 1.3947 4,607 舊路里 2,817 9.4523 298 

 

  

圖表 6 106 年龜山區各里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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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戶量 

 

近年來本區總戶數增加快速，民國 106 年底本區總戶數為 6 萬 1,323 戶，

較民國 101 年底 5 萬 2,071 戶增加 9,252 戶，增加率為 17.77%，較民國 56 年底

7,460 戶增加 5 萬 3,863 戶，增加率為 722.02%；民國 106 年底本區平均每戶人

口數（即戶量）為 2.57 人，為全市 13 區中最低，主要可能係本區以科技園

區、工業區為發展型態，以致多為單身戶移入，又受經濟、社會結構轉變影

響，小家庭制度已逐漸取代傳統大家庭制度，致在戶量上有逐年下降趨勢。(表

格 9 及表格 10) 

 

 

表格 9 龜山區歷年戶量 

年份 
人口數 

(人) 

戶數 

(戶) 

戶量 

(人/戶) 

56 39,534 7,460 5.30 

61 53,257 10,106 5.27 

66 61,286 12,059 5.08 

71 78,104 17,166 4.55 

76 86,897 20,979 4.14 

81 98,134 25,269 3.88 

86 108,866 32,720 3.33 

91 117,969 38,289 3.08 

96 131,691 46,059 2.86 

101 139,605 52,071 2.68 

106 157,633 61,323 2.57 

 

 

 

 

 

 

 

表格 10 桃園市 106 年戶量表 

行政區 
人口數 

(人) 

戶數 

(戶) 

戶量 

(人/戶) 

復興區  11,505 3,788 3.04 

新屋區 48,953 16,287 3.01 

觀音區 66,472 22,713 2.93 

龍潭區 121,822 41,726 2.92 

大溪區 94,451 32,377 2.92 

平鎮區 224,219 76,977 2.91 

楊梅區 167,639 58,089 2.89 

八德區 198,074 70,481 2.81 

蘆竹區 161,912 58,227 2.78 

中壢區 405,216 149,484 2.71 

大園區 89,281 32,988 2.71 

桃園區 440,840 165,916 2.66 

龜山區 157,633 61,323 2.57 

共計 2,188,017 790,376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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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 30 里中，以福源里平均每戶人口數（戶量）3.03 人最高，次為楓樹里

3.00 人，而以新興里 2.00 人為最低。(表格 11) 

 

表格 11 龜山區 106 年各里戶量 

里別 
人口數 

(人) 

戶數 

(戶) 

戶量 

(人/戶) 
里別 

人口數 

(人) 

戶數 

(戶) 

戶量 

(人/戶) 

福源里 2,385 788 3.03 山頂里 6,426 2,423 2.65 

楓樹里 7,220 2,408 3.00 龍壽里 2,025 766 2.64 

嶺頂里 4,735 1,604 2.95 中興里 5,726 2,178 2.63 

新嶺里 4,653 1,631 2.85 大華里 10,968 4,180 2.62 

兔坑里 5,242 1,849 2.84 公西里 1,354 518 2.61 

南美里 2,929 1,047 2.80 精忠里 7,303 2,917 2.50 

大同里 7,066 2,527 2.80 龍華里 3,697 1,489 2.48 

龜山里 8,242 2,948 2.80 陸光里 4,187 1,691 2.48 

山德里 5,695 2,053 2.77 迴龍里 6,587 2,697 2.44 

舊路里 2,817 1,017 2.77 南上里 2,222 914 2.43 

山福里 3,779 1,365 2.77 文化里 7,246 3,125 2.32 

新路里 6,494 2,360 2.75 長庚里 4,820 2,128 2.27 

大坑里 2,305 844 2.73 大湖里 6,119 2,883 2.12 

大崗里 4,748 1,743 2.72 樂善里 11,125 5,283 2.11 

幸福里 6,128 2,253 2.72 新興里 3,390 1,69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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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人口特性分析 

一、性比例分析 

在人口統計中，性比例表示該地區內，男女性別分配之數值，每百名女子

所當男子數之比例。本區性比例近 10 年來有逐年降低之趨勢，由民國 96 年底

之 104.82，逐年略降至民國 106 年底之 99.34，顯示本區人口性別結構比例，

女多於男之比例有愈來愈增加之趨勢。(表格 12 及圖表 7) 

再以民國 106 年底各區之性比例觀察，本區性比例為 99.34，最低為桃園區

94.42，次低為中壢區 97.15，而以復興區 118.85 為最高，新屋區 113.72 居次

高，而根據以上資料觀察，性比例較高之地區，似有位居偏遠地區、沿海地區

之特徵；反之城鎮或平原地區性比例較低且較趨於均衡。（表格 13） 

 

表格 12 龜山區歷年性比例 

年份 
男 

(人數) 

女 

(人數) 

性比例 

(每百女子所當男子數) 

96 67,396 64,295 104.82 

97 68,209 65,768 103.71 

98 68,907 66,785 103.18 

99 69,974 68,022 102.87 

100 69,924 68,431 102.18 

101 70,392 69,213 101.70 

102 70,758 69,751 101.44 

103 71,432 70,566 101.23 

104 73,047 72,533 100.71 

105 76,353 76,464 99.85 

106 78,557 79,076 99.34 

 

 

表格 13 桃園市 106 年性比例 

行政區 
男 

(人數) 

女 

(人數) 

性比例 

(每百女子所當男子數) 

復興區 6,248 5,257 118.85 

新屋區 26,048 22,905 113.72 

觀音區 34,609 31,863 108.62 

大園區 45,638 43,643 104.57 

大溪區 48,156 46,295 104.02 

楊梅區 84,468 83,171 101.56 

八德區 99,214 98,860 100.36 

龍潭區 61,019 60,803 100.36 

龜山區 78,557 79,076 99.34 

平鎮區 111,472 112,747 98.87 

蘆竹區 80,416 81,496 98.67 

中壢區 199,681 205,535 97.15 

桃園區 214,093 226,747 94.42 

 

圖表 7 龜山區 106 年性比例 

 
年份 

人數 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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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齡結構分析 

本區人口年齡結構分布呈葫蘆型，人口總計 15 萬 7,633 人。按年齡可分為

三層—下層、中層、上層，其中以 0 歲至 14 歲為下層，又稱為幼年層，總計 2

萬 2,868 人，占 14.51%；15 歲至 64 歲為中層，又稱勞動力層，總計 11 萬

8,037 人，占 74.88%；65 歲以上為上層，又稱老年層，總計 1 萬 6,728 人，占

10.61%。(圖表 8 及圖表 9) 

根據上述數據得知，本區老年層人口比率雖已達聯合國高齡化社會指標定

義，惟本區數據顯示主要人口仍係由有生產力的青壯年為主，老人、小孩相對

少，故對本區經濟發展仍有相當益助。 

 

圖表 8 龜山區 106 年人口分層圖 

 

圖表 9 龜山區 106 年人口結構圖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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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本區近 10 年人口結構分析如下： 

 

(一)、人口老化指數及老年人口比率： 

人口老化指數，可以顯示人口老化情形，因經濟繁榮、生活水準提高、醫

學進步及醫療設備日趨完善，使得平均壽命普遍延長，65 歲以上老年人口依賴

幼年人口逐年增加，本區近 10 年來，人口老化指數由民國 97 年底之 43.72%，

提高至民國 106 年底 73.15%，增加 29.43%；再就老年人口比率來看，由民國

97 年底 7.92%，增至 106 年底 10.61%，與聯合國高齡化國家之指標定義

（7%）比較，已逾些許，顯示本區已躋身於高齡化社會，且老年人口比率亦有

愈來愈高之趨勢。(表格 14) 

 

(二)、扶養比及幼年人口比率： 

扶養比係指每百個工作年齡人口(15 至 64 歲人口)所需負擔依賴人口(14 歲

以下幼年人口及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之比，亦稱為依賴人口指數，比率越高表

示有生產力者負擔較重；比率越低表示有生產力者負擔較輕。 

依本區近 10 年來之人口結構顯示，本區區民負擔狀況，從民國 97 年底

35.18%，逐年降低至民國 106 年底 33.55%%，10 年來降低了 1.63 個百分點；

因此雖然老年人口比例逐年增加，但由於近年少子化及流行晚婚、不婚之社會

風氣，人口出生率無法提升，使得幼年人口比率逐年降低，由民國 97 年底

18.11%，降至 106 年底 14.51%；故整體來說，本區區民負擔狀況有逐年減輕之

趨勢。(表格 14) 

 

表格 14 龜山區歷年扶養比趨勢 

年

份 

總人口數 

(人) 

幼年層 

(0-14 歲) 

勞動力層 

(15-64 歲) 

老年層 

(65 歲以上) 

扶養比 

(%) 

年幼人

口比例

(%) 

老年人

口比例

(%) 

人口老

化指數

(%) 

97 133,977 24,262 99,107 10,608 35.18% 18.11% 7.92% 43.72% 

98 135,692 23,855 100,882 10,955 34.51% 17.58% 8.07% 45.92% 

99 137,996 23,168 103,678 11,150 33.10% 16.79% 8.08% 48.13% 

100 138,355 22,360 104,709 11,286 32.13% 16.16% 8.16% 50.47% 

101 139,605 21,993 105,981 11,631 31.73% 15.75% 8.33% 52.89% 

102 140,509 21,650 106,761 12,098 31.61% 15.41% 8.61% 55.88% 

103 141,998 21,364 107,701 12,933 31.84% 15.05% 9.11% 60.54% 

104 145,580 21,641 110,003 13,936 32.34% 14.87% 9.57% 64.40% 

105 152,817 22,430 115,063 15,324 32.81% 14.68% 10.03% 68.32% 

106 157,633 22,868 118,037 16,728 33.55% 14.51% 10.61% 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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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動態分析 

人口之增減主要受到 2 個因素影響，一為人口本身的自然增減，另為人口

遷移的社會增減，前者係由出生率及死亡率之消長來決定，亦即所謂的自然增

加率；後者則是由人口遷入、遷出之消長所定，亦稱社會增加率，而自然增加

率加上社會增加率即謂人口增加率，故欲知單一地區人口之變遷狀況，可由自

然增加率及社會增加率窺之一二。 

 

(一)、自然動態：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106 年本區粗出生率為 11.55‰，比起 105 年 12.17‰，

下降 0.62‰，呈現遞減趨勢；106 年粗死亡率為 5.93‰，比起 105 年 5.97‰，則是

略為下降 0.04‰，亦呈現遞減趨勢；兩率消長之下 106 年自然增加率為 5.63‰，

比起 105 年 6.20‰，則是下降 0.58‰，可能反應近年民眾對結婚與生育的態度比

較不樂觀、不積極。(圖表 11 及表格 15) 

 

圖表 10 龜山區歷年人口自然動態趨勢圖 

 

 

表格 15 龜山區歷年人口自然動態 

年份 總人口數 出生人數 粗生率(‰) 死亡人數 死亡率(‰) 自然增加率(‰) 

97 133,977 1,455 10.86 663 4.95 5.91 

98 135,692 1,447 10.66 701 5.17 5.50 

99 137,996 1,223 8.86 724 5.25 3.62 

100 138,355 1,382 9.99 765 5.53 4.46 

101 139,605 1,610 11.53 820 5.87 5.66 

102 140,509 1,372 9.76 776 5.52 4.24 

103 141,998 1,442 10.16 795 5.60 4.56 

104 145,580 1,762 12.10 774 5.32 6.79 

105 152,817 1,860 12.17 912 5.97 6.20 

106 157,633 1821 11.55 934 5.93 5.63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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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動態： 

106年本區人口遷入方面主要來自新北市為最多 4,493人，遷出則為往本

市他區遷出為最多 2,705人。(表格 16) 

106年本區人口淨遷入 3,929人，社會增加率為 24.92‰，相較於 105年的

社會增加率 41.15‰，本年呈現遞減趨勢。(表格 16、圖表 11) 

表格 16 龜山區 106 年遷出入情形 

遷出入情形 遷入人數 遷入(％) 遷出人數 遷出(％) 
淨遷(出)入 

人數 

國外 219 2.00% 265 3.77%  

新北市 4,493 41.01% 2,103 29.93%  

臺北市 1,574 14.37% 537 7.64%  

臺中市 274 2.50% 179 2.55%  

臺南市 190 1.73% 99 1.41%  

高雄市 237 2.16% 113 1.61%  

臺灣省 1,423 12.99% 952 13.55%  

福建省 55 0.50% 68 0.97%  

本市他區 2,312 21.10% 2,705 38.49%  

初設戶籍 178 1.62% 2 0.03%  

其他 1 0.01% 4 0.06%  

小計 10,956 100.00% 7,027 100.00% 3,929 

 

(三)、人口動態 

106 年自然增加率為 5.63‰，社會增加率為 24.92‰，人口增加率 30.55‰，較

97 年人口增加率為 17.06‰，增加 13.49‰。(圖表 11) 

在自然增加率日益減少的情況下，社會增加率成為各區爭取行政資源推廣

在地特色的動力因素，僅管 106 年本區的社會增加率相較 105 年有遞減的情

形，但由歷年的社會增加率觀之，本區社會福利制度的完善及積極發展經濟政

策確實對於吸引人口的移入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圖表 11) 

圖表 11 龜山區近 10年人口動態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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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一、本區緊臨台北都會區，再加上全力推展經濟發展政策，執行各項福利

措施及公共設施如學校、公園、市場、兒童遊樂場、停車場、圖書館等規劃完

善建置，以及華亞科技園區及龜山工業區之開發，投資環境優良致經濟成長快

速，且後續招商政策得宜，隨著工商業從業人員戶籍之遷入而使人口大量流入

本區，再加上政府對提升教育水準的政策不遺餘力，使得本區總人口之成長呈

現質與量並進之效果。 

 

二、本區人口密度 2,189 人/km2，位居本市第 5 位，惟與桃園區 12,666 人

/km2、八德區 5,876 人/km2、中壢區 5,296 人/km2、平鎮區 4,695 人/km2 相比，

卻係倍數之差，另 106 年本區人口增加率較 105 年人口增加率亦有下降情勢，

本區如能精進移入政策，營造友善移入人口之環境，並加強與鄰近各區人民之

鏈結，當有助於提升本區人口結構。 

 

三、未來年齡結構漸趨老化，是台灣地區普遍之現象，就年齡結構觀察，

本區老年人口(65 歲以上)比率有逐年上升之趨勢，於 106 底為 10.61%，已超過

「世界衛生組織」高齡化指標(7%)，顯示本區老年人口占有相當之比例；另本

區自然增加率呈現持續遞減趨勢，而人口老化指數逐年遞增，顯示本區人口結

構老化與幼年層之比有逐漸失衡之危機，因此為因應高齡化、少子化社會之來

臨，本區在施政上，如能針對各項老人照護工作、婦幼福利政策等研提施政計

畫，將更有助於健全本區人口結構。 

 

四、本市戶量落在 2.77~3.04 人/戶，由於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地區，較易受

經濟、社會結構轉變影響，小家庭制度已逐漸取代傳統大家庭制度，而小家庭

制度卻有者家中年幼子女可能缺乏照料及父母年老後可能面臨安養照顧問

題，此種社會型態後續是否會引發未來社會問題，實有賴社會全體大眾予以重

視，並謀求改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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