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本次專題統計分析主題為人口統計分析，主要分析的重點為以下

4 點: 

1. 人口成長(含本區總人口成長、各里人口增減變化及原住民人口成

長)  

2. 人口分布、密度與戶量 

3. 人口特性（幼年層、壯年層及老年層所占比例、男女比例及婚姻

狀況） 

4. 人口動態（歷年來出生率、死亡率及遷入遷出率等） 

 
 

結論：目前本區人口已趨飽和，且男女性人口數差異日漸縮小，

如何開發本區偏僻山區經濟資源，使勞動力人口回流，為目前政

府需面對的課題。本區人口成長多仰賴遷入人口，如何尊重、面

對新住民的文化為我們目前所需了解的議題，另原住民族文化的

保存與傳承，亦需要我們政府與民間不斷的努力。人口結構上扶

養比的上升，及目前社會上高物價、低薪資水平的壓力下，都造

成目前年輕人生活的沉重負擔；少子化及高齡化越發明顯，凸顯

育嬰及長期照顧政策愈趨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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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口統計為各項施政之首要，地區內之人口數量、分布、結構、

變遷、特徵（社會、經濟、教育及其他特殊）及變動情形，據以分析、

說明人口現象及人口成長之關係，推論其未來可能發展，可提供政府

首長為謀求全民福祉與永久之繁榮，建立安和樂利之社會目的與釐訂

施政計畫之參考。 

從人口統計可以了解一個國家之財力、物力及人力資源之配合，

以為規劃財源及發展經濟與社會福利之依據。人口結構健全與否攸關

國之盛衰，且可反映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狀況；又以「民為邦本，

本固邦寧」之政治哲學理論，故穩定的人口數及健全的人口結構為當

政者所重視，亦為其追求的理想目標。 

為掌握本區現住人口之脈動，特就本區歷年戶籍人口資料加以整

理統計分析，以了解本區區民之人口結構狀況，進而用以解析本區各

項人口相關數據，俾提供本區規劃未來整體發展之參考。本刊物現況

描述及統計分析採分段敘述，末段在以結論與建議做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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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區人口之成長 

本區於民國 39 年行政區改制，劃為桃園縣大溪鎮；民國 103 年

12 月 25 日桃園縣升格為直轄市，大溪鎮改制為大溪區。本區土地面

積為 105.12 平方公里，占全市總面積 8.61％。本區民國 102 年底總

人口數為 91,961 人，逐年增加至民國 111 年底總人口數為 94,313

人，成長 2.56% (參考表一大溪區 102 年至 111 年人口增減數统計表及圖一)。 

 



3 
 

 

其中男性人口數從民國 102 年底 47,333 人增加至民國 111 年底

47,821 人，成長 1.03%；女性人口數從民國 102 年底 44,628 人增加

至民國 111 年底 46,492 人，成長 4.18%。民國 102 年底男性人口數

比女性人口數多 2,705 人，至民國 111 年底，男性人口數比女性人口

數多 1,329 人。(參考表二大溪區 102 年至 111 年男女人口增減數统計表及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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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各里 111 年與 110 年人口增加比較，以仁善里（+115 人）、

南興里（+92 人）人口增加較多；三元里（-135 人）、田心里（-101

人）人口減少較多(參考表三大溪區各里 111 年與 110 年人口增減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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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區民國 102 年底原住民人口數為 6,906 人(平地原住民人口

數 3,399 人+山地原住民人口數 3,507 人)，截至民國 111 年底原住民

人口數為 6,931 人(平地原住民人口數 3,670 人+山地原住民人口數

3,261 人)，增加 25 人，成長 0.36%。 

其中民國 102 年底男性原住民人口數為 3,332 人，至民國 111 年

底增加為 3,265 人；民國 102 年底女性原住民人口數為 3,574 人，至

民國 111 年底增加為 3,666 人。 (參考圖三、圖四及表四大溪區 102 年至

111 年原住民人口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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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口分布、密度與戶量 

一、人口分布 

本區土地面積為 105.12 平方公里，占桃園市總面積 8.61％。民

國 111 年底本區總人口為 94,313 人，其中男性 47,821 人，占人口總

數之 50.70％，女性 46,492 人，占人口總數 49.30％ (參考表五大溪區

102 年至 111 年現住戶、人口密度及性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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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東部份以一德、一心與田心里人數較多，新峰與復興里人數較

少。河西部份以仁愛、仁和、南興、仁善里人口數較多，中新里與員

林里人口數較少 (參考表六大溪區 111 年各里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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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密度 

人口密度係指每一平方公里土地面積上平均分配居住人口數。本

區土地面積 105.12 平方公里，為全市面積第 2大區，現住人口 94,313

人，居全市第 9位。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897.19 人，居全市第 10 位。

本區面積以美華里 12.6667 平方公里最大，僑愛里 0.0754 平方公里

最小，而人口密度為僑愛里 38,554.38 最高．近山區的復興里 79.40

人最少。 

三、戶量 

民國 111 年底本區總戶數為 34,814 戶，較民國 110 年底 34,457

戶增加 357 戶，成長 1.04％。民國 111 年底本區平均每戶人口數 2.71

人，較民國 110 年底平均戶口人數 2.75 人減少 0.04 人，衰退 1.45%；

與桃園市 111 年底平均每戶人口數 2.60 人相比，多出 0.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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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人口特性 

一、人口性別比例 

在人口統計中，性別比例表示該地區中，每百名女子所對應男子

數，本區性別比例由民國 102 年底之 106.06 逐年緩慢降至民國 111

年底之 102.86，減少 3.02%。 

二、年齡組成 

本區 111 年人口年齡結構分布比例圖，又可分上、中、下層表示。

以 0 歲至 14 歲為下層，又稱為幼年層，全區計 11,887 人， 占 12.60

％。15 歲至 64 歲為中層，又稱勞動力層，全區計 66,716 人， 占 70.74

％。65 歲以上為上層，又稱老年層，全區計 15,710 人， 占 16.66

％。另依人口結構表，本區自 108 年開始老年層人口比例已達世界衛

生組織高齡社會之指標定義（14％）， (參考表七大溪區 102 年至 111 年

人口年齡結構表及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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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觀察可知本區 111 年底之勞動力（15－64 歲）人口占總人

口之 70.74％，與 110 年底 71.20%相比減少 0.46 個百分點；老年人

口占總人口之 16.66%，與 110 年底 15.75％相比增加 0.91 個百分點；

幼年人口占總人口之 12.60%，與 110 年底 13.05%相比減少 0.45 個百

分點。 

再從本區近 10 年人口結構分析如下(參考圖六)： 

(一)扶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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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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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養比=(0 至 14 歲人口+65 歲以上人

口)/15 至 64 歲人口*100。就本區之人口年齡結構表可看出，本區依

賴人口民國 102 年底為 24,390 人，民國 103 年底為 24,124 人，數值

逐年下降，衰退 1.09%，惟近 9 年來，本區依賴人口從 24,124 人上

升至 27,597 人，數值逐年上升，成長 14.40%；而本區工作年齡人口

由民國 102 年底的 67,571 人，至民國 105 年底增加為 69,088 人，4

年來成長了 2.25%，惟近 7年來，本區工作年齡人口從 69,088 人下

降至 66,716 人，衰退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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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區近年來之人口結構可看出，本區區民負擔狀況（扶養比）

從民國 104 年底之 35.57％，逐年上升至民國 111 年底之 41.36％，

近 8 年來增加了 5.79 個百分點。 

（二）老年人口比率及人口老化指數： 

老化指數，可以顯示人口老化情形，人口老化指數=(65 歲以上

人口/0 至 14 歲人口)*100。老年人口比率，可以表示該地區是否為

高齡化地區，老年人口比率=(65 歲以上人口/全區總人口)*100 

本區 10 年來，人口老化指數由民國 102 年底 72.57％提高至民

國 111 年底 132.16％，增加 59.59 個百分點。老年人口比率則是從

民國 102 年底 11.15%提高至民國 111 年底 16.66％，增加 5.51 個百

分點，且已超過世界衛生組織高齡社會之指標定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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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婚姻狀況 

  本區民國102年底結婚對數為564對，至民國111年底為501對，

衰退 11.17%；民國 102 年底離婚對數 256 對，至民國 111 年底為 226

對，衰退 11.72%。(參考表八大溪區 102 年至 111 年結婚、離婚對數統計表及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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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人口動態 

本區人口增減主要受到二個因素影響：一為人口本身之自然增

減，即自然增加率，由出生率及死亡率來決定(自然增減率 =人口出

生率
(1)
 -人口死亡率

(2)
)；另一為人口遷移的社會增減，即社會增加

率，由人口遷入、遷出所定(社會增加率 =人口遷入率
(3)
 -人口遷出

率
(4)
)，而人口成長率為自然增加率加上社會增加率。 

(1)
人口出生率：任一地區 1年內出生人口數占該地區當年年中人

口數的百分比。
(2)
人口死亡率：任一地區 1年內死亡人口數占該地區

當年年中人口數的百分比。
(3)
人口遷入率：任一地區一年內遷入人口

數占該地區當年年中人口數的百分比。
(4)
人口遷出率：任一地區一年

內遷出人口數該占地區當年年中人口數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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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 111 年人口成長率為-0.59％(自然增加率-0.07％+社會增

加率-0.52％)，110 年人口成長率為-0.84％(自然增加率+0.02％+社

會增加率-0.86％)，110 至 111 年人口成長率增加 0.25 個百分點，

自然增加率減少 0.09 個百分點，社會增加率增加 0.34 個百分點 

  本區歷年人口遷入遷出統計。綜觀本區民國 102 年至 111 年之社

會增加率，最高為民國 104 年之 1.31%，最低為民國 110 年之-0.86%。

111 年底遷入人口男性數為 1,826 人，較 110 年底遷入人口男性數

1,684 人增加 142 人，成長 8.43%；111 年底遷入人口女性數 2,247

人，較 110 年底遷入人口女性數 1,860 人增加 387 人，成長 20.81%；

111 年底遷出人口男性數為 2,130 人，較 110 年底遷出人口男性數

2,021 人增加 109 人，成長 5.39%；111 年底遷出人口女性數為 2,431

人，較 110 年底遷出人口女性數 2,336 人增加 95 人，成長 4.07%。(參

考表九大溪區 102 年至 111 年人口遷入遷出統計表、表十大溪區 102 年至 111

年出生人口數統計表、表十一大溪區 102 年至 111 年死亡人口數統計表及圖八、

九、十、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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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備註:本區民國 102 年至 105 年遷入、遷出男性及女性人口數未統計 



23 
 

 

 

 

 



24 
 

伍、結論與建議 

一、本區 102 年總人口數為 91,961 人，逐年緩慢成長，至 109 年已

達 95,664 人，111 年則略下降為 94,313 人，顯示目前在少子化

的社會環境及本區交通、經商發達地區已逐漸開發飽和(人口密

度高)的情況下，人口成長已漸漸達到瓶頸。惟偏僻山區人口數

仍偏少(人口密度低)，並無明顯成長甚至有人口外流現象，如何

利用偏僻山區現有資源(Ex:山林資源、觀光資源……等)創造最

大經濟效益，吸引人口回流為目前的課題 

二、本區民國 111 年底原住民人口數 6,931 人，男性原住民人口數為

3,265 人，女性原住民人口數為 3,666 人，近十年來男女性人口

數並無明顯增減變化。因近期多元文化意識的抬頭，各族母語認

證、文化及習俗的傳承亦為目前政府所推行的政策之ㄧ。 

三、本區性別比例(每百位女子相對男子數)自 103 年的 106.11，逐

年緩慢下降，至 108 年為 103.22，109 及 110 年則略微回升，111

年底又降至 102.86。以長時間來看本區性別比將逐漸穩定且數

值屬於正常狀態並未失衡，此為受到男性平均壽命較女性短、外

籍配偶移入影響以及社會上傳統觀念轉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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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區人口年齡結構分析如下：幼年層因受到目前高房價，生活經

濟壓力大，多數家庭普遍生 1 個小孩或甚至不生，造成少子化嚴

重，故幼年層人口逐年緩慢降低；而老年層則是因近年來醫療發

達，且養生保健等現代觀念亦逐漸普及，長壽的人口越來越多，

故老年層人口逐年上升。至 108 年底，本區老年人口數正式超越

幼年人口數，並於往後年度差異逐漸拉大，另由於老年人口增加

速度高於幼年人口減少速度，故依賴人口逐年攀升。勞動力層人

口數則是穩定沒有變化，惟人口數占比逐年下降。扶養比自 104

年起 35.57%，逐年攀升至 111 年 41.36%，扶養比的上升造成本

區勞動力人口負擔越來越沉重，而大環境下的高房價、高物價水

準、偏低的薪資水平及緊湊的都市生活步調……等亦加劇目前年

輕人的生活壓力，如何改善目前生活環境（推行相關補助政策或

相關就業輔導、職業訓練……等）為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 

五、本區結離婚對數自 107 年底逐年降低，至 110 年底結婚對數為

453 對，離婚對數為 201 對，111 度則略微回升(結婚對數為 501

對，離婚對數為 226 對)。原因可能為現代人因經濟壓力、家庭

壓力……等因素導致較為晚婚或甚至不婚，進而影響婚姻市場的

不活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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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區人口成長率目前主要依賴社會增加率，自然增加率則影響不

大。自然增加率中出生率因少子化的影響導致比率偏低，而死亡

率亦因目前醫療發達偏低，社會增加率則是因近年來受到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的影響，各國人口流動不易，而目前臺灣中小企業

及傳產倚重外籍勞工，人口流動不易導致外籍勞工不易來台工

作，故 111 年遷入人口數 4,073 人少於遷出人口數 4,561 人，進

而導致人口成長率為負數。隨著今年疫情逐漸趨緩，各國邊境逐

漸開放，人口流動狀況亦有望回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