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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美麗的寶島上，各地的人口都會歷經出生、死亡、移入、移出．．．等變化，在土地上生生

不息熱鬧非凡，「人口」是構成國家之基本要素，亦是表彰國勢強弱，國勢消長的關鍵所在；從一

國人口的數量、素質、結構及分布之統計資料，即可瞭解該國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情形，故人口

問題可以說是一切問題的根本所在；人口統計數字可供為有關區域議員席數、統籌分配稅款之計算、

教育設施、都市設計、地域開發等利用之法定指標，因此人口統計資料素為主政者所重視。 

大雅區舊稱「壩仔」，就狹義而言，則專指本區現有大雅里之街坊附近一帶。地處臺中盆地北部，

大肚台地東麓，中有筏仔溪上游段南北貫穿其間；境內西部因緊臨大肚台地關係，大肚台地縱走於

西半部，其東麓山坡地，海拔約三００公尺左右，統稱為橫山（Ｋｅｒｎｂｕｔ）群，走向南南西，

而東半部為臺中平原，海拔一三０至一五０公尺之間。  

 

本區早期原為土著族拍宰海（Ｐａｚｅｈ）岸裡社群之阿河巴（壩）荒埔，漢人進墾後，以平

埔族人原有「阿河巴」而命名為「壩仔」，故地名由來，似與土著族之音譯有關。本區位居臺灣中部

臺中盆地之西北方，東鄰潭子區，西接沙鹿區；北毗神岡區，南連臺中市與西屯區為界，全區面積

共計為三二．四一０九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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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簡要分析 
一、 人口規模 

(一)臺中市各區人口份佈 

    臺中市土地總面積為 2,214.8968平方公里，103年底總居住人數為 2,719,835人，而其行政區

域共劃分為 29個區。本區土地面積為 32.4109平方公里，又 103年底總居住人數為 92,628人，各

佔臺中市地區總面積 1.46%，序位為第 18名、總人口數 3.41 %，序位為第 11名。由此數據，本區

在全市所佔的人口密度頗高的，其因為本區平原和盆地分佈甚廣，適合居住及工商農業之發展，故

易形成人口與聚落之集中區。（詳見表一、圖一、圖一之一） 

表一、臺中市各區市成長概況 

區別 土地面積 

(平方公里) 

序位  總人數

(人) 

序位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男總數 

(人) 

女總數 

(人) 

臺 中 市 合 計 2,214.8968   2,719,835   1,227.97  1,347,010 1,372,825 

中          區 0.8803 29 19,323 27 21,950.47  9,602 9,721 

東          區 9.2855 25 74,922 16 8,068.71  37,454 37,468 

南          區 6.8101 27 120,128 8 17,639.68  57,959 62,169 

西          區 5.7042 28 115,731 9 20,288.73  55,101 60,630 

北          區 6.9376 26 147,471 7 21,256.77  70,976 76,495 

西    屯    區 39.8467 14 218,540 2 5,484.52  105,264 113,276 

南    屯    區 31.2578 19 161,906 6 5,179.70  77,793 84,113 

北    屯    區 62.7034 7 259,742 1 4,142.39  125,321 134,421 

豐    原    區 41.1845 12 166,458 5 4,041.76  82,444 84,014 

東    勢    區 117.4065 3 51,485 23 438.52  26,611 24,874 

大    甲    區     58.5192 9 77,607 14 1,326.18  39,239 38,368 

清    水    區 64.1709 6 85,957 13 1,339.50  44,233 41,724 

沙    鹿    區 40.4604 13 87,742 12 2,168.59  44,559 43,183 

梧    棲    區 16.6049 24 56,643 20 3,411.22  28,530 28,113 

后    里    區 58.9439 8 54,106 22 917.92  27,581 26,525 

神    岡    區 35.0445 17 64,956 18 1,853.53  33,287 31,669 

潭    子    區 25.8497 22 105,165 10 4,068.33  52,196 52,969 

大    雅    區 32.4109 18 92,628 11 2,857.93  46,393 46,235 

新    社    區 68.8874 5 25,242 25 366.42  13,138 12,104 

石    岡    區 18.2105 23 15,405 28 845.94  8,010 7,395 

外    埔    區 42.4098 11 31,800 24 749.83  16,349 15,451 

大    安    區 27.4045 21 19,654 26 717.18  10,361 9,293 

烏    日    區 43.4032 10 71,520 17 1,647.80  36,100 35,420 

大    肚    區 37.0024 16 56,364 21 1,523.25  28,867 27,497 

龍    井    區 38.0377 15 76,164 15 2,002.33  38,606 37,558 

霧    峰    區 98.0779 4 64,496 19 657.60  32,925 31,571 

太    平    區 120.7473 2 181,537 4 1,503.45  90,485 91,052 

大    里    區 28.8759 20 206,318 3 7,144.99  101,818 104,500 

和    平    區 1,037.8192 1 10,825 29 10.43  5,808 5,017 

資料來源：臺中市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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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臺中市各區人口分佈

總人數 男總數 女總數

資料來源：臺中市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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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年來人口成長概況/增加率 

    依如下圖表之說明，本區人口成長概況的高峰期為以 93年底及 95年底，成長速度最為顯著，

用以直條圖再加上趨勢線表示，可看出成長速度，95年底至 100年底人口成長速度已由趨漸緩。而

以 102年底至 103年底相比較，103年人口增加了 689人，究其人口數增減之變動來源，顯示於 103

年內自然因素之淨增加率 4.46 ‰ ，103年間社會因素之淨遷率 3.01 ‰ ，自然增減率微幅增加，

可見政府推動生育政策略有成效，但仍應積極加強。(詳見表十四、圖十四) 

  由於人口總數增加幅度，在出生率較高社會，往往成為人口問題焦點，相對的，人口總數減緩

時，應將注意力轉向人口結構之調整，避免人口減緩時期邁入老年時，造成扶養結構之社會問題。 

(詳見表二、圖二) 

表二、歷年來人口成長概況 

年別 總人數(人) 男總數(人) 女總數(人) 

93年底 85,177 43,419 41,758 

94年底 85,739 43,691 42,048 

95年底 86,993 44,251 42,742 

96年底 87,976 44,588 43,388 

97年底 88,864 44,960 43,904 

98年底 89,499 45,158 44,341 

99年底 89,825 45,260 44,565 

100年底 90,591 45,571 45,020 

101年底 91,367 45,918 45,449 

102年底 91,939 46,103 45,836 

103年底 92,628 46,393 46,235 
資料來源：大雅區公所會計室人口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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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歷年來人口成長概況

總人數 男總數 女總數

 
資料來源：大雅區公所會計室人口月報 

 
    人口增加率:總人口增加率指（本年度總人口數減前年度總人口數後除以前年度總人口數乘以百

分比），而從 93 至 103 年底，自然增加率則逐年減少；在年齡結構層中，漸以青年(15 歲~24 歲)及

壯年(25 歲~64 歲)居多 76.01%(詳見表十)可知本區已由鄉村型趨為工業型，致整體社會教育投資與

消費，勞動人力與社會制度逐年平衡，為本區帶來經濟社會之均衡發展。(詳見表三、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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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歷年來總人口增加率 

年別 總人數(人) 增加率(%) 

93年底 85,177 1.04 

94年底 85,739 0.66 

95年底 86,993 1.46 

96年底 87,976 1.13 

97年底 88,864 1.01 

98年底 89,499 0.71 

99年底 89,825 0.36 

100年底 90,591 0.85 

101年底 91,367 0.86 

102年底 91,939 0.63 

103年底 92,628 0.75 

資料來源：大雅區公所會計室人口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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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歷年來總人口增加率

資料來源：大雅區公所會計室人口月報 

 

(三)臺中市各區戶量/人口密度 

   臺中市 103年底總人口數為 2,719,835人，戶數為 912,305戶，平均每戶人口數為 2.98人。本

區 103年底總人口數為 92,628人，戶數為 27,921戶，各佔臺中市地區總戶數 3.06%，序位為第 11

名、平均每戶人口數為 3.32人，序位為第 10名。由分析數據顯示本區占全市戶數及人口數比皆偏

中高，另由 102年底平均每戶人口數為 3.35人降為 103年底平均每戶人口數為 3.32人，得知已由

傳統大家庭制趨向於小家庭制，而也印證先進小家庭化之社會必然發展過程。 

(詳見表四、圖四、圖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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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臺中市各區戶數與每戶平均人數 

區別 人數(人) 戶數(戶) 序位 
平均每戶人數

(人/戶) 
序位 

臺 中 市 合 計 2,719,835 912,305   2.98    

中          區 19,323 7,848 25 2.46  28 

東          區 74,922 27,086 12 2.77  23 

南          區 120,128 45,952 8 2.61  25 

西          區 115,731 44,725 9 2.59  26 

北          區 147,471 58,247 6 2.53  27 

西    屯    區 218,540 80,619 2 2.71  24 

南    屯    區 161,906 58,370 5 2.77  22 

北    屯    區 259,742 91,950 1 2.82  21 

豐    原    區 166,458 52,173 7 3.19  14 

東    勢    區 51,485 17,241 20 2.99  20 

大    甲    區     77,607 22,522 16 3.45  5 

清    水    區 85,957 26,032 14 3.30  11 

沙    鹿    區 87,742 27,099 13 3.24  13 

梧    棲    區 56,643 16,839 21 3.36  9 

后    里    區 54,106 15,439 23 3.50  2 

神    岡    區 64,956 18,694 19 3.47  3 

潭    子    區 105,165 34,709 10 3.03  19 

大    雅    區 92,628 27,921 11 3.32  10 

新    社    區 25,242 7,476 26 3.38  8 

石    岡    區 15,405 4,899 28 3.14  16 

外    埔    區 31,800 9,291 24 3.42  6 

大    安    區 19,654 5,355 27 3.67  1 

烏    日    區 71,520 22,635 15 3.16  15 

大    肚    區 56,364 16,677 22 3.38  7 

龍    井    區 76,164 22,033 17 3.46  4 

霧    峰    區 64,496 19,562 18 3.30  12 

太    平    區 181,537 59,914 4 3.03  18 

大    里    區 206,318 66,583 3 3.10  17 

和    平    區 10,825 4,414 29 2.45  29 

資料來源：臺中市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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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臺中市各區戶數

戶數

 
資料來源：臺中市統計年報 

資料來源：臺中市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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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人口密度：臺中市土地面積為 2,214.8968平方公里，103年底總人口數為 2,719,835人，

人口密度 1,227.97人/平方公里，本區土地面積為 32.4109平方公里，103年底總人口數為 92,628

人，人口密度 2,857.93人/平方公里，在 29區位第 13名，顯為可知，本區人口密度頗高。相較台

中市平均人口密度而言，本區人口已趨向密集。(詳見表五、圖五) 

表五、臺中市各區人口密度 

區別 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總人數(人)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序位 

臺 中 市 合 計 2,214.8968 2,719,835 1227.97   

中          區     0.8803 19,323 21950.47 1 

東          區     9.2855 74,922 8068.71 5 

南          區     6.8101 120,128 17639.68 4 

西          區     5.7042 115,731 20288.73 3 

北          區     6.9376 147,471 21256.77 2 

西    屯    區    39.8467 218,540 5484.52 7 

南    屯    區    31.2578 161,906 5179.70 8 

北    屯    區    62.7034 259,742 4142.39 9 

豐    原    區    41.1845 166,458 4041.76 11 

東    勢    區   117.4065 51,485 438.52 27 

大    甲    區        58.5192 77,607 1326.18 21 

清    水    區    64.1709 85,957 1339.50 20 

沙    鹿    區    40.4604 87,742 2168.59 14 

梧    棲    區    16.6049 56,643 3411.22 12 

后    里    區    58.9439 54,106 917.92 22 

神    岡    區    35.0445 64,956 1853.53 16 

潭    子    區    25.8497 105,165 4068.33 10 

大    雅    區    32.4109 92,628 2857.93 13 

新    社    區    68.8874 25,242 366.42 28 

石    岡    區    18.2105 15,405 845.94 23 

外    埔    區    42.4098 31,800 749.83 24 

大    安    區    27.4045 19,654 717.18 25 

烏    日    區    43.4032 71,520 1647.80 17 

大    肚    區    37.0024 56,364 1523.25 18 

龍    井    區    38.0377 76,164 2002.33 15 

霧    峰    區    98.0779 64,496 657.60 26 

太    平    區   120.7473 181,537 1503.45 19 

大    里    區    28.8759 206,318 7144.99 6 

和    平    區 1,037.8192 10,825 10.43 29 

資料來源：臺中市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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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統計年報 

 
 (四)歷年來戶量/人口密度 

本區歷年來戶數直線上升，就以 102年底與 103年底相較，103年增加了 483戶，總人口數增加

689人，乃致家庭平均成員數減少，就家庭之戶量指標而言，顯示本區呈現小家庭化之現象。但是以

如何汲取及借助先進都市「家庭化」之社會化發展過程中，所衍生社會福利、社會安和與公共設施

投資建設之各種可能情況，陳供施政者引鑑。（詳見表六、圖六、圖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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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歷年來戶數與每戶平均人數 

年別 總人數(人) 戶數(戶) 平均每戶人數(人/戶) 

93年底 85,177 23,685 3.60 

94年底 85,739 24,006 3.57 

95年底 86,993 24,475 3.55 

96年底 87,976 24,945 3.53 

97年底 88,864 25,410 3.50 

98年底 89,499 25,905 3.45 

99年底 89,825 26,332 3.41 

100年底 90,591 26,724 3.39 

101年底 91,367 27,054 3.38 

102年底 91,939 27,438 3.35 

103年底 92,628 27,921 3.32 

資料來源：大雅區公所會計室人口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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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別圖六、歷年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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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大雅區公所會計室人口月報 

 

 



 11 

 

3.60
3.57

3.55
3.53

3.50

3.45

3.41
3.39 3.38

3.35
3.32

0

3.25

3.30

3.35

3.40

3.45

3.50

3.55

3.60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人

年底別

圖六之一、歷年每戶平均人數

戶/ 人

資料來源：大雅區公所會計室人口月報 

 

歷年來，人口密度隨著總人口數的增加而增加，由表七可知出 93年人口密度增加率為 1.04%，

每年有逐漸減緩增加的趨勢，至 103年底則為 0.75%。雖然現狀的人口統計總數固然非常重要，相對

於人口區域分佈現狀所示人口密度資料也十分重要；尤其本區土地面積 32.4109平方公里，人口分

佈的零散與否，此時就經濟層面分析而言，要結合生產者和消費者各項研析資訊，是相當困難且昂

貴，相對於政府施政角度而言，亦復如此。(詳見表七、圖七、圖七之一) 

 

表七、歷年來人口密度概況  

年別 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總人數(人)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密度增加率(%) 

93年底 32.4109 85,177 2,628.04 1.04 

94年底 32.4109 85,739 2,645.38 0.66 

95年底 32.4109 86,993 2,684.07 1.46 

96年底 32.4109 87,976 2,714.40 1.13 

97年底 32.4109 88,864 2,741.79 1.01 

98年底 32.4109 89,499 2,761.39 0.71 

99年底 32.4109 89,825 2,771.44 0.36 

100年底 32.4109 90,591 2,795.08 0.85 

101年底 32.4109 91,367 2,819.02 0.86 

102年底 32.4109 91,939 2,836.67 0.63 

103年底 32.4109 92,628 2,857.93 0.75 

資料來源：大雅區公所會計室人口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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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大雅區公所會計室人口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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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之一、人口密度增加率

密度增加率%

資料來源：大雅區公所會計室人口月報 

 

二、人口結構 

（一）臺中市各區/本區性比例分析 

    就各區整體觀察，得知本區的性比例，男性多於女性，103年底之性比例中男性佔女性 100.34%，

序位排第 17名。為此，各國為消除性別岐視，均全力為研擬改善政策，以提升女性權益為當務之急。

近年來，我國教育普及，經濟富裕，政治日見民主化之際，新政府亦推動兩性平權、預期未來女性

對於政府施政之影響力，將大幅躍進。而女性柔性本質，對於陽剛施政具有互補，軟性化機能，未

嘗非全民之福。（詳見表八、圖八）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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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臺中市各區性比例概況 

區別 男總數(人) 女總數(人) 性比例(%) 序位 

臺 中 市 合 計 1,347,010 1,372,825 98.12    

中          區 9,602 9,721 98.78  20 

東          區 37,454 37,468 99.96  18 

南          區 57,959 62,169 93.23  25 

西          區 55,101 60,630 90.88  29 

北          區 70,976 76,495 92.79  27 

西    屯    區 105,264 113,276 92.93  26 

南    屯    區 77,793 84,113 92.49  28 

北    屯    區 125,321 134,421 93.23  24 

豐    原    區 82,444 84,014 98.13  22 

東    勢    區 26,611 24,874 106.98  5 

大    甲    區     39,239 38,368 102.27  14 

清    水    區 44,233 41,724 106.01  6 

沙    鹿    區 44,559 43,183 103.19  12 

梧    棲    區 28,530 28,113 101.48  16 

后    里    區 27,581 26,525 103.98  11 

神    岡    區 33,287 31,669 105.11  8 

潭    子    區 52,196 52,969 98.54  21 

大    雅    區 46,393 46,235 100.34  17 

新    社    區 13,138 12,104 108.54  3 

石    岡    區 8,010 7,395 108.32  4 

外    埔    區 16,349 15,451 105.81  7 

大    安    區 10,361 9,293 111.49  2 

烏    日    區 36,100 35,420 101.92  15 

大    肚    區 28,867 27,497 104.98  9 

龍    井    區 38,606 37,558 102.79  13 

霧    峰    區 32,925 31,571 104.29  10 

太    平    區 90,485 91,052 99.38  19 

大    里    區 101,818 104,500 97.43  23 

和    平    區 5,808 5,017 115.77  1 

資料來源：臺中市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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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統計年報 

 

    

   本區性比例：本區歷年來性比例逐年下降，且為男性、女性比例之平衡，應加以注視人口數之性 

別比例，向來男多女少，103年底全區計有男性人數 46,393人，女性 46,235人，男性較女性多出

158人，年底性比例為 100.34%，較 102年底性比例 100.58%略為下降，由於各年齡層女性人口結構，

主宰當時或未來人口再生的關鍵，而且在婚姻制度下，由兩性之婚姻狀況與相處模式，影響兩性共

治社會之和諧發展，甚為重要。(詳見表九、圖九) 

表九、歷年來性別比例概況  

年別 男總數(人) 女總數(人) 性比例(%) 

93年底 43,419 41,758 103.98 

94年底 43,691 42,048 103.91 

95年底 44,251 42,742 103.53 

96年底 44,588 43,388 102.76 

97年底 44,960 43,904 102.41 

98年底 45,158 44,341 101.84 

99年底 45,260 44,565 101.56 

100年底 45,571 45,020 101.22 

101年底 45,918 45,449 101.03 

102年底 46,103 45,836 100.58 

103年底 46,393 46,235 100.34 

資料來源：大雅區公所會計室人口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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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大雅區公所會計室人口月報 

 

(二)年齡層分析 

 

由於不同年齡負擔著不同階段的人生任務，彼此之間不容易替代，例如我們無法在幼年先工

作，青壯年退休，老年再受教育，因此人口結構如果變化過於劇烈，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就不容

易即時反應。 

 

本區人口，按年齡級距觀察顯示，102年底人口年齡結構與 103年相當；惟幼年人口組(0-14

歲)下降，青年人口組(15-24歲)、壯年人口組(25-64歲)及老年人口組(65歲以上)比重升高。人

口結構漸趨老化現象，應加強獎勵合理生育，以抑制老化趨勢。 

 

     以歐美先進國家之標準，65歲以上為老年人口，老化指標係指該等人口數超過總人口數百分

之七時，即宣告進入老人國家。本區老年人口逼近總人口 7.57%，人口結構已顯示本區人口結構漸

趨老化之事實。 

 

人口老化，就是老年人口相對於年輕人口的比重增加，老年人口的生產力較低或者完全沒有

生產力，當其比重上升時，表示照料老人的經濟加重。以受扶養人口〔15歲以下及 65歲以上人口

數之合計〕數對本區 15歲至 64歲人口數兩者之比率(扶養比)，來表示本區工作經濟人口之扶養

能力。就以民國 103年而言，扶養比為 31.56%，即為每一生產人口需負擔 0.315人，較 102年之

扶養比 32.03%，即為每一生產人口需負擔 0.320人，顯示長期人口結構轉變之結果，全區照顧受

扶養人口之整體負擔，略有降低。（詳見表十、表十之一、圖十、圖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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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年度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情形                     (單位：人) 

年齡別 
102年度 103年度 

總人數(人) 男性(人) 女性(人) 總人數(人) 男性(人) 女性(人) 

未滿 15歲 15,593 8,059 7,534 15,210 7,824 7,386 

15~19歲  7,522 3,945 3,577  7,363 3,900 3,463 

20~24歲  7,379 3,822 3,557  7,555 3,923 3,632 

25~29歲  7,213 3,721 3,492  7,136 3,645 3,491 

30~34歲  8,228 4,078 4,150  8,146 4,047 4,099 

35~39歲  7,533 3,757 3,776  7,929 3,949 3,980 

40~44歲  7,169 3,512 3,657  6,941 3,446 3,495 

45~49歲  7,563 3,571 3,992  7,495 3,584 3,911 

50~54歲  7,137 3,507 3,630  7,344 3,541 3,803 

55~59歲  5,775 2,844 2,931  5,952 2,947 3,005 

60~64歲  4,115 1,995 2,120  4,545 2,218 2,327 

65~69歲  2,107   989 1,118  2,315 1095 1,220 

70~74歲  1,682   764   918  1,723 765 958 

75~79歲  1,245   544   701  1,261 542 719 

80~84歲    938   536   402    942 491 451 

85~89歲    574   374   200    590 379 211 

90~94歲    137    75    62    149 84 65 

95~99歲     28    10    18     31 13 18 

100歲以上      1    0     1      1 0 1 

總計 91,939 46,103 45,836 92,628 46,393 46,235 

資料來源：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表十之一、本區勞動力人口與受扶養人口概況分析表                           單位(人;%)          

年底別 
總人口數

(人) 

勞動力人口 

(15~64歲) 

(人) 

受扶養人口

(人) 

扶養比 

(人/百人) 

(%) 

幼年人口 

依賴比 

(%) 

老年人口 

依賴比(%) 

102年 91,939 69,634 22,305 32.03 22.39 9.64 

103年 92,628 70,406 22,222 31.56 21.60 9.96 

資料來源：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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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102年和103年人口年齡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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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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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程度分析 

現住 15歲以上人口之教育程度別，大學以上(含研究所)程度者 21,044人佔 27.18%，專科程度者

8,856人佔 11.44%，以上合計 29,900人佔 38.62%;高中(職)程度者 26,224人佔 33.88%，國(初)中

者 12,017人佔 15.52%，小學程度以下者 9,277人，佔 11.98%。 

由上述可以明顯發現，本區具有專科以上程度，高等教育人口佔 15歲以上現住人口數的 38.62%，

若以高中(職)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數來觀察，更可發現 103年底為 72.50%，然本區總人口數為 92,628

人扣除了未滿 15歲人口數 15,210人後為 77,418人，其中祗有 930人未受教育比率僅佔 1.20%，可

見本區推動教育工作普及，以提高居民學識素養。(詳見表十一、圖十一) 

表十一、滿 15歲以上現住人口數按教育程度分  

學歷 
103年  

總人數(人) 男性(人) 女性(人)    

大學以上 21,044 10,727       10,317    

專科  8,856  4,445 4,411    

高中(職) 26,224  14,065 12,159    

國中 12,017  5,856 6,161    

國小以下  9,277  3,476 5,801    

合計 77,418  38,569 38,849    

資料來源：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大學以上

27.18%

專科

11.44%高中

33.88%

國中

15.52%

國小以下

11.98%

圖十一、滿15歲以上現住人口數按教育程度分

 

資料來源：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三、人口動態 

出生、死亡與遷徙是人口變遷的三大要素，出生與死亡之差數稱為自然增加(減少)，遷徙乃遷

入減去遷出，即為淨遷移，亦稱為社會增加(減少)。故欲知一地區人口之變遷狀況，可由自然增加

率及社會增加率之消長，窺之一二。 

(一)人口出生及死亡 

    由歷年來人口自然增減率中，本區在民國 93年底時，粗出生率為 10.81‰，粗死亡率為 5.05‰，

自然增加率為 5.76‰；至民國 103年底，粗出生率 10.01‰，粗死亡率 5.55‰，而自然增加率則為

4.46‰，可看出本區自民國 93年以來，粗出生率及自然增加率大多處於下降的狀態。(詳見表十二、

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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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歷年來人口自然增減率 

年別 

 

出生數 

(人) 

死亡數

(人) 

自然增加數 

(人) 

粗出生率(‰) 

(註一) 

粗死亡率(‰) 

(註二) 

自然增加率(‰) 

(註三) 

93年底 916 428 488 10.81  5.05  5.76  

94年底 832 404 428 9.74  4.73 5.01  

95年底 862 397 465 9.98  4.60  5.38  

96年底 928 406 522 10.61 4.64 5.97 

97年底 827 370 457 9.35 4.18 5.17 

98年底 845 424 421 9.48 4.75 4.73 

99年底 687 454 233 7.66 5.06 2.60 

100年底 864 426 438 9.58 4.72 4.86 

101年底 1044 492 552 11.48 5.41 6.07 

102年底 853 486 367 9.31 5.30 4.00 

103年底 924 512 412 10.01 5.55 4.46 

資料來源：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註一)：(一年內的活產數/年中人口總數)x1000 

(註二)：(一年內的死亡數/年中人口總數)x1000 

(註三)：粗出生率 - 粗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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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歷年人口自然增減率

粗出生率 粗死亡率 自然增加率

資料來源：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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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之地域移動 

    由歷年來社會增減率中，本區在民國 103年底時，人口遷入人數為 3,787人，遷出人數為 3,510

人,社會增加 277人，社會增加率為 3.01‰，較上年度 2.24‰，增加 0.76‰；故知本區歷年來人口

社會增加率呈不穩定的變動趨勢，尤以 95 年則是社會增減率相當高之年度，社會增加率為 9.14‰，

也就是當年移入且長年居住人數相當高，但整體觀之，是逐年下降的，易言之，遷入旋及遷出，此

訊息確係執政者應注意的，且首應列為探討及決策之問題重點。(詳見表十三、圖十三)  

 

表十三、歷年來社會增減率 

年別 

 

總人數(人) 

 

遷入(人) 遷出(人) 
社會增減數 

(人) 

粗遷入率(‰) 

(註一) 

粗遷出率

(‰) 

(註二) 

社會增減率

(‰) 

(註三) 

93年底 85,177 4,333 3,941 392 51.13 46.51 4.63  

94年底 85,739 4,325 4,191 134 50.61 49.04 1.57  

95年底 86,993 5,032 4,243 789 58.26 49.13 9.14  

96年底 87,976 3,906 3,445 461 44.65 39.38 5.27  

97年底 88,864 4,117 3,686 431 46.56 41.69 4.87  

98年底 89,499 3,822 3,608 214 42.86 40.46 2.40  

99年底 89,825 3,832 3,739 93 42.74 41.70 1.04  

100年底 90,591 3,910 3,582 328 43.34 39.71 3.64  

101年底 91,367 3,778 3,554 224 41.53 39.06 2.46  

102年底 91,939 3,766 3,561 205 41.09 38.85 2.24  

103年底 92,628 3,787 3,510 277 41.04 38.03 3.01 

資料來源：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註一)：(遷入人口數/年中人口數)x1000 

(註二)：(遷出人口數/年中人口數)x1000 

(註三)：粗遷入率 - 粗遷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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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歷年社會增減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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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21 

 

(三)人口自然增加率與社會增加率 

由歷年來人口自然增加率與社會增加率變動狀況中，自然增加率較社會增加率平穩，起伏較小。

但截至 103年底人口動態趨勢走低，甚至自然增加率已大於社會增減率了，為此，台灣地區目前的

家庭計畫，維持自然增加率平穩，雖然可以緩和人口膨脹的壓力，但是如果出生率太低，則幼齡人

口比率過少，會使將來壯年人口比率降低，而從事工作的人力資源缺乏，將使社會負擔過重，因此，

地方的建設規劃及開創就業之工作機會、交通方便或居住環境較佳等因素，人口自然流入迅即上升。

(詳見表十四、圖十四) 

表十四、歷年來人口自然增加率與社會增加率變動狀況 

年別 總人數(人) 自然增加率(‰) 社會增減率(‰) 

93年底 85,177 5.76  4.63  

94年底 85,739 5.01  1.57  

95年底 86,993 5.38  9.14  

96年底 87,976 5.97 5.27  

97年底 88,864 5.17 4.87  

98年底 89,499 4.73 2.40  

99年底 89,825 2.60 1.04  

100年底 90,591 4.86 3.64  

101年底 91,367 6.07 2.46  

102年底 91,939 4.00 2.24  

103年底 92,628 4.46 3.01 

資料來源：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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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歷年人口自然增加率與社會增加率變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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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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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婚姻狀況 

    103年底本區人口中，未婚者有 43,033人佔 46.46%；已婚有配偶者 40,438人佔 43.65%；離婚

者有 5,045人佔 5.45%；喪偶者 4,112人佔 4.44%，就結婚對數 653對與離婚對數 237對的比例(相

對離婚率)，103年底之比例為 3：1，也就是每 3對結婚佳偶就有其中 1對離婚，再就婚姻狀況的年

齡分，由於社會的變遷，現在越來越晚婚的人比比皆是，由 103年底未婚人口當中，30歲以上者佔

未婚人口 17.98％，較 98年底 12.77%，增加 5.21%；而本區男女離婚人口之年齡分布觀之，以 30歲

至 59歲之間之比率較高，合計高達 84.62%。由於時代的進步，觀念開放，社會上倡導男女平等，婚

姻關係在人們的心中，似乎不像昔日的受到重視，對婚姻的看法亦是大大不同，導致離婚呈逐年增

加的趨勢。(詳見表十五、十六、圖十五、十六) 

 

表十五、歷年來按年齡及婚姻狀況分 

  

年齡別/婚姻別 未婚(人) 有偶(人) 離婚(人) 喪偶(人) 

93年 

未滿 30歲 38,705  3,175   328   10 

30~59歲  3,230 28,831  2,319 1,078 

60~100歲以上  372  5,046   200 1,883 

98年 

未滿 30歲 37,691  2,348   286    9 

30~59歲  5,260 30,694  3,396 1,236 

60~100歲以上   256  5,681   284 2,358 

103年 

未滿 30歲 35,295  1,777   192   0 

30~59歲  7,492 30,931  4,269 1,115 

60~100歲以上   246  7,730   584 2,997 

資料來源：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資料來源：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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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六、103年按年齡及婚姻狀況分 

婚姻別 未婚(人) 有偶(人) 離婚(人) 喪偶(人) 

總人數 43,033 40,438 5,045 4,112 

未滿 15歲 15,210 0 0 0 

15~19歲 7,348 11 4 0 

20~24歲 7,268 264 23 0 

25~29歲 5,469 1,502 165 0 

30~34歲 3,566 4,068 494 18 

35~39歲 1,812 5,329 748 40 

40~44歲 977 5,072 808 84 

45~49歲 600 5,847 885 163 

50~54歲 345 5,840 803 356 

55~59歲 192 4,775 531 454 

60~64歲 99 3,455 334 657 

65~69歲 45 1,631 128 511 

70~74歲 24 1,101 48 550 

75~79歲 22 728 23 488 

80~84歲 23 460 27 432 

85~89歲 26 293 19 252 

90~94歲 5 54 4 86 

95~99歲 2 8 1 20 

100歲以上 0 0 0 1 

資料來源：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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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本區人口規模-由於各項施政績效卓著，致人口成長快速，在有限土地上區民生活空間已顯

擁擠，如何提昇區民生活品質，已是本區刻不容緩的問題。鑑此，善用圖書館及老人文康中心

資源辦理各項藝文活動充實本區人文氣息，積極配合三科設置，建設大雅區成為高科技，無污

染之重鎮。並積極開發完成舊公所與農會區域之都市計畫變更為商業區案，並拓寬永和路及和

平路，以繁榮地方。上項之努力，均期能落實並提供居民更好的生活環境，均衡各區的發展，

以提高本區之競爭力。 

本區人口結構-本區男性人口多於女性，且男女性比例逐年遞減現象，在雙薪家庭與日俱增，

所帶來之幼兒教育，且本區人口結構高齡化之趨勢，所帶來之諸多問題，本區除設有區立聯合

幼兒園以解決雙薪家庭父母之困擾，各里又都設有活動中心，以提供居民正當休閒娛樂場所，

並定期探訪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隨時查報補助需急難救助之居民，確能落實各項居民社會福

利。 

人口動態-由於社會快速進步，諸多優良傳統理念，難為目前功利社會易所接受，致人際關

係之疏離，家庭倫理觀念鬆弛，使離婚率不斷攀升，所衍伸而來之社會問題，如不及早防範將

成為國人之夢魘。故本區在各種活動中不斷呼籲區民重視家庭社會教育工作及自我心靈改造，

共同為創造快樂、希望的新大雅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