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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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連北屯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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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各區人口分佈 

    臺中市土地總面積為 2,214.8968平方公里，105年底總居住人數為 2,767,2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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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底總居住人數為 94,4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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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7,239   1,249.38  1,366,312 1,400,927 

中          區 0.8803 29 18,708 27 21,251.85  9,295 9,413 

東          區 9.2855 25 75,396 16 8,119.76  37,587 37,809 

南          區 6.8101 27 123,502 8 18,135.12  59,357 64,145 

西          區 5.7042 28 115,747 9 20,291.54  55,010 60,737 

北          區 6.9376 26 147,585 7 21,273.21  70,725 76,860 

西    屯    區 39.8467 14 224,601 2 5,636.63  108,130 116,471 

南    屯    區 31.2578 19 166,685 6 5,332.59  79,808 86,877 

北    屯    區 62.7034 7 270,547 1 4,314.71  129,992 140,555 

豐    原    區 41.1845 12 166,778 5 4,049.53  82,510 84,268 

東    勢    區 117.4065 3 50,952 23 433.98  26,224 24,728 

大    甲    區     58.5192 9 77,656 14 1,327.02  39,105 38,551 

清    水    區 64.1709 6 86,350 13 1,345.63  44,343 42,007 

沙    鹿    區 40.4604 13 91,338 12 2,257.47  46,180 45,158 

梧    棲    區 16.6049 24 57,645 20 3,471.57  28,980 28,665 

后    里    區 58.9439 8 54,332 22 921.76  27,620 26,712 

神    岡    區 35.0445 17 65,496 18 1,868.94  33,452 32,044 

潭    子    區 25.8497 22 107,530 10 4,159.82  53,177 54,353 

大    雅    區 32.4109 18 94,488 11 2,915.32  47,204 47,284 

新    社    區 68.8874 5 24,947 25 362.14  12,944 12,003 

石    岡    區 18.2105 23 15,174 28 833.26  7,883 7,291 

外    埔    區 42.4099 11 32,034 24 755.34  16,448 15,586 

大    安    區 27.4045 21 19,409 26 708.24  10,251 9,158 

烏    日    區 43.4032 10 73,647 17 1,696.81  37,057 36,590 

大    肚    區 37.0024 16 57,207 21 1,546.03  29,216 27,991 

龍    井    區 38.0377 15 77,236 15 2,030.51  38,964 38,272 

霧    峰    區 98.0779 4 64,898 19 661.70  33,000 31,898 

太    平    區 120.7473 2 186,271 4 1,542.65  92,492 93,779 

大    里    區 28.8758 20 210,285 3 7,282.37  103,543 106,742 

和    平    區 1,037.8192 1 10,795 29 10.40  5,815 4,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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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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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年底及 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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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底人口成長速度已由趨漸緩。而

以 104年底至 105年底相比較，105年人口增加了 827人，究其人口數增減之變動來源，顯示於 105

年內自然因素之淨增加率 4.97 ‰ ，105年間社會因素之淨遷率 3.83 ‰ ，自然增加率微幅增加，

可見政府推動生育政策頗有成效，臺中市政府所提出托育一條龍政策獲得市民肯定，以致市民在願

生及能養政策方向下提高生育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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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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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底 93,661 46,816 46,845 

105年底 94,488 47,204 47,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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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至 105 年底，總人口增加率則逐年減少；在年齡結構層中，漸以青年(15 歲~24 歲)

及壯年(25 歲~64 歲)居多 75.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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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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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底 93,661 1.11 

105年底 94,488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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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底總人口數為 2,767,239人，戶數為 944,624戶，平均每戶人口數為 2.93人。本

區 105年底總人口數為 94,488人，戶數為 29,107戶，各佔臺中市地區總戶數 3.08%，序位為第 11

名、平均每戶人口數為 3.25人，序位為第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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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底平均每戶人口數為 3.29人降為 105年底平均每戶人口數為 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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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7,239 944,624  2.93   

中          區 18,708 7,978 25 2.34 29 

東          區 75,396 27,613 13 2.73 23 

南          區 123,502 47,493 8 2.60 25 

西          區 115,747 45,505 9 2.54 26 

北          區 147,585 59,011 6 2.50 27 

西    屯    區 224,601 84,391 2 2.66 24 

南    屯    區 166,685 60,928 5 2.74 22 

北    屯    區 270,547 97,807 1 2.77 21 

豐    原    區 166,778 53,191 7 3.14 14 

東    勢    區 50,952 17,363 22 2.93 20 

大    甲    區     77,656 22,924 16 3.39 5 

清    水    區 86,350 26,851 14 3.22 12 

沙    鹿    區 91,338 28,835 12 3.17 13 

梧    棲    區 57,645 17,506 20 3.29 8 

后    里    區 54,332 15,977 23 3.40 4 

神    岡    區 65,496 19,259 19 3.40 3 

潭    子    區 107,530 35,955 10 2.99 19 

大    雅    區 94,488 29,107 11 3.25 11 

新    社    區 24,947 7,542 26 3.31 7 

石    岡    區 15,174 4,899 28 3.10 15 

外    埔    區 32,034 9,616 24 3.33 6 

大    安    區 19,409 5,451 27 3.56 1 

烏    日    區 73,647 23,916 15 3.08 16 

大    肚    區 57,207 17,450 21 3.28 9 

龍    井    區 77,236 22,690 17 3.40 2 

霧    峰    區 64,898 19,974 18 3.25 10 

太    平    區 186,271 62,179 4 3.00 18 

大    里    區 210,285 68,703 3 3.06 17 

和    平    區 10,795 4,510 29 2.39 28 

資料來源：臺中市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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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臺中市各區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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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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底總人口數為 2,767,239人，

人口密度 1,249.38人/平方公里，本區土地面積為 32.4109平方公里，105年底總人口數為 94,488

人，人口密度 2,91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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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7,239 1,249.38  

中          區     0.8803 18,708 21,251.85 2 

東          區     9.2855 75,396 8,119.76 5 

南          區     6.8101 123,502 18,135.12 4 

西          區     5.7042 115,747 20,291.54 3 

北          區     6.9376 147,585 21,273.21 1 

西    屯    區    39.8467 224,601 5,636.63 7 

南    屯    區    31.2578 166,685 5,332.59 8 

北    屯    區    62.7034 270,547 4,314.71 9 

豐    原    區    41.1845 166,778 4,049.53 11 

東    勢    區   117.4065 50,952 433.98 27 

大    甲    區        58.5192 77,656 1,327.02 21 

清    水    區    64.1709 86,350 1,345.63 20 

沙    鹿    區    40.4604 91,338 2,257.47 14 

梧    棲    區    16.6049 57,645 3,471.57 12 

后    里    區    58.9439 54,332 921.76 22 

神    岡    區    35.0445 65,496 1,868.94 16 

潭    子    區    25.8497 107,530 4,159.82 10 

大    雅    區    32.4109 94,488 2,915.32 13 

新    社    區    68.8874 24,947 362.14 28 

石    岡    區    18.2105 15,174 833.26 23 

外    埔    區    42.4099 32,034 755.34 24 

大    安    區    27.4045 19,409 708.24 25 

烏    日    區    43.4032 73,647 1,696.81 17 

大    肚    區    37.0024 57,207 1,546.03 18 

龍    井    區    38.0377 77,236 2,030.51 15 

霧    峰    區    98.0779 64,898 661.70 26 

太    平    區   120.7473 186,271 1,542.65 19 

大    里    區    28.8758 210,285 7,282.37 6 

和    平    區 1,037.8192 10,795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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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底與 105年底相較，105年增加了 679戶，總人口數增加

8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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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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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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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底 93,661 28,428 3.29 

105年底 94,488 29,107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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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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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年人口密度增加率為 1.46%，

每年有逐漸減緩增加的趨勢，至 105年底則為 0.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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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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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底 32.4109 93,661 2,889.80 1.12 

105年底 32.4109 94,488 2,915.32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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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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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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底之性比例中男性佔女性 99.83，序位排第 17名，出現女性

略高於男性現象，但性別比失衡情形仍然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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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6,312 1,400,927 97.53   

中          區 9,295 9,413 98.75 19 

東          區 37,587 37,809 99.41 18 

南          區 59,357 64,145 92.54 25 

西          區 55,010 60,737 90.57 29 

北          區 70,725 76,860 92.02 27 

西    屯    區 108,130 116,471 92.84 24 

南    屯    區 79,808 86,877 91.86 28 

北    屯    區 129,992 140,555 92.48 26 

豐    原    區 82,510 84,268 97.91 21 

東    勢    區 26,224 24,728 106.05 5 

大    甲    區     39,105 38,551 101.44 14 

清    水    區 44,343 42,007 105.56 6 

沙    鹿    區 46,180 45,158 102.26 12 

梧    棲    區 28,980 28,665 101.10 16 

后    里    區 27,620 26,712 103.40 11 

神    岡    區 33,452 32,044 104.39 8 

潭    子    區 53,177 54,353 97.84 22 

大    雅    區 47,204 47,284 99.83 17 

新    社    區 12,944 12,003 107.84 4 

石    岡    區 7,883 7,291 108.12 3 

外    埔    區 16,448 15,586 105.53 7 

大    安    區 10,251 9,158 111.93 2 

烏    日    區 37,057 36,590 101.28 15 

大    肚    區 29,216 27,991 104.38 9 

龍    井    區 38,964 38,272 101.81 13 

霧    峰    區 33,000 31,898 103.45 10 

太    平    區 92,492 93,779 98.63 20 

大    里    區 103,543 106,742 97.00 23 

和    平    區 5,815 4,980 1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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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底全區計有男性人數 47,204人，女性 47,284人，女性較男性多出 80人，年底

性比例為 99.83，較 104年底性比例 99.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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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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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底 46,816 46,845 99.94 

105年底 47,204 47,284 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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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底人口年齡結構與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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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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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而言，扶養比為 32.03%，即為每一生產人口需負擔 0.320人，較 104年之

扶養比 31.58%，即為每一生產人口需負擔 0.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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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於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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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度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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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4 7,716 7,308 14,901 7,658 7,243 

15~19歲  7,243 3,839 3,404  6,966 3,701 3,265 

20~24歲  7,568 3,954 3,614  7,637 4,017 3,620 

25~29歲  7,212 3,709 3,503  7,292 3,740 3,552 

30~34歲  7,982 3,968 4,014  7,724 3,815 3,909 

35~39歲  8,304 4,118 4,186  8,447 4,199 4,248 

40~44歲  6,925 3,417 3,508  7,197 3,529 3,668 

45~49歲  7,394 3,552 3,842  7,243 3,523 3,720 

50~54歲  7,414 3,531 3,883  7,479 3,545 3,934 

55~59歲  6,269 3,105 3,164  6,498 3,185 3,313 

60~64歲  4,869 2,381 2,488  5,085 2,499 2,586 

65~69歲  2,707 1,277 1,430  3,189 1,529 1,660 

70~74歲  1,716 757 959  1,694 743 951 

75~79歲  1,271 539 732  1,334 565 769 

80~84歲    930 453 477    932 435 497 

85~89歲    621 380 241    628 383 245 

90~94歲    181 108 73    206 124 82 

95~99歲     31 12 19     35 14 21 

100歲以上      0 0 0      1 0 1 

總計 93,661 46,816 46,845 94,488 47,204 47,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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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 93,661 71,180 22,481 31.58 21.10 10.48 

105年 94,488 71,568 22,920 32.03 20.82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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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70人佔 29.74%，專科程度者

8,710人佔 10.94%，以上合計 32,380人佔 40.68%;高中(職)程度者 26,704人佔 33.55%，國(初)中

者 11,720人佔 14.73%，小學程度以下者 8,783人，佔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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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8%，

若以高中(職)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數來觀察，更可發現 105年底為 74.23%，然本區總人口數為 94,488

人扣除了未滿 15歲人口數 14,901人後為 79,587人，其中祗有 813人未受教育比率僅佔 1.02%，可

見本區推動教育工作普及，居民學識素養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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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  

總人數(人) 男性(人) 女性(人)    

大學以上 23,670 11,992       11,678    

專科  8,710  4,390 4,320    

高中(職) 26,704  14,272 12,432    

國中 11,720  5,665 6,055    

國小以下  8,783  3,227 5,556    

合計 79,587  39,546 40,041    

資料來源：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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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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率中，本區在民國 95年底時，粗出生率為 9.98‰，粗死亡率為 4.60‰，

自然增加率為 5.38‰；至民國 105年底，粗出生率 10.22‰，粗死亡率 5.25‰，而自然增加率則為

4.97‰，可看出本區自民國 95年以來，粗出生率及粗死亡率皆略為提升。(詳見表十二、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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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歷年來人口自然增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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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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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底 951 518 433 10.21 5.56 4.65 

105年底 961 494 467 10.22 5.25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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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人口自然增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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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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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之地域移動 

    由歷年來社會增加率中，本區在民國 105年底時，人口遷入人數為 3,686人，遷出人數為 3,326

人,社會增加 360人，社會增加率為 3.83‰，較上年度 6.44千分點，減少 2.61千分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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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則是社會增加率相當高之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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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若有遷入旋即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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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來社會增加率 

年別 

 

總人數(人) 

 

遷入(人) 遷出(人) 
社會增加數 

(人) 

粗遷入率(‰) 

(註一) 

粗遷出率

(‰) 

(註二) 

社會增加率

(‰) 

(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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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底 93,661 3,797 3,197 600 40.76 34.32 6.44 

105年底 94,488 3,686 3,326 360 39.18 35.35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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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社會增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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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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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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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底人口動態趨勢走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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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增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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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底 93,661 4.65 6.44 

105年底 94,488 4.97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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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增加率 社會增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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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婚姻狀況 

    105年底本區人口中，未婚者有 43,308人佔 45.83%；已婚有配偶者 41,402人佔 43.82%；離婚

者有 5,457人佔 5.78%；喪偶者 4,321人佔 4.57%，就結婚對數 627對與離婚對數 227對的比例(相

對離婚率)，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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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底未婚人口當中，30歲以上者佔

未婚人口 19.48％，較 100年底 14.99%，增加 4.49個百分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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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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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年 

未滿 30歲 38,461  2,874   300   11 

30~59歲  3,970 29,736  2,785 1,167 

60~100歲以上  321  5,121   211 2,036 

100年 

未滿 30歲 36,418  2,097   273    6 

30~59歲  6,186 30,964  3, 802 1,218 

60~100歲以上   238  6,410   402 2,577 

105年 

未滿 30歲 34,870  1,754   170    2 

30~59歲  8,146 30,834  4,541 1,067 

60~100歲以上   292  8,814   746 3,252 

資料來源：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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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六、105年按年齡及婚姻狀況分                                            單位：人 

年齡別 未婚 有偶 離婚 喪偶 

總計 43,308 41,402 5,457 4,321 

未滿 15歲 14,901 - - - 

15~19歲 6,953 12 1 - 

20~24歲 7,364 248 25 - 

25~29歲 5,652 1,494 144 2 

30~34歲 3,443 3,860 409 12 

35~39歲 2,166 5,474 768 39 

40~44歲 1,178 5,103 847 69 

45~49歲 708 5,466 917 152 

50~54歲 412 5,801 927 339 

55~59歲 239 5,130 673 456 

60~64歲 125 3,937 384 639 

65~69歲 69 2,236 222 662 

70~74歲 24 1,081 61 528 

75~79歲 18 743 28 545 

80~84歲 20 431 25 456 

85~89歲 20 297 20 291 

90~94歲 15 80 6 105 

95~99歲 1 9 - 25 

100歲以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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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大雅圖書館分館及善用

老人文康中心資源辦理各項藝文活動、樂齡學堂等充實本區人文氣息，積極配合中科設置，建

設大雅區成為高科技，無污染之重鎮。並增設警察局大雅分局，以因應人口增加所帶來之治安

問題，臺 74號快速道路大雅路段銜接國道 1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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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交通便捷的生活環境，均衡各里的發展，以提高本區之競爭

力。 

本區人口結構-本區 105 年為女性人口多於男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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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臺中市立大雅幼兒園以解決雙薪家庭父母之困擾，大部份里均設有活動中心及大雅體育園區

之興建，均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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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老人共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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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為目前功利社會所易接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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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