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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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底總居住人數為 2,787,0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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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底總居住人數為 95,203人，各

佔臺中市地區總面積 1.46%，序位為第 18名、總人口數 3.42 %，序位為第 11名。由此數據，本區

在全市所佔的人口密度頗高，其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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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7,070   1,258.33  1,374,085 1,412,985 

中          區 0.8803 29 18,450 26 20,958.76  9,153 9,297 

東          區 9.2855 25 75,811 16 8,164.45  37,737 38,074 

南          區 6.8101 27 125,067 8 18,364.93  60,040 65,027 

西          區 5.7042 28 115,627 9 20,270.50  54,906 60,721 

北          區 6.9376 26 147,653 7 21,283.01  70,663 76,990 

西    屯    區 39.8467 14 227,043 2 5,697.91  109,002 118,041 

南    屯    區 31.2578 19 168,760 5 5,398.97  80,705 88,055 

北    屯    區 62.7034 7 274,819 1 4,382.84  131,931 142,888 

豐    原    區 41.1845 12 166,879 6 4,051.99  82,464 84,415 

東    勢    區 117.4065 3 50,714 23 431.95  26,040 24,674 

大    甲    區     58.5192 9 77,761 15 1,328.81  39,121 38,640 

清    水    區 64.1709 6 86,420 13 1,346.72  44,356 42,064 

沙    鹿    區 40.4604 13 92,645 12 2,289.77  46,731 45,914 

梧    棲    區 16.6049 24 57,993 20 3,492.52  29,133 28,860 

后    里    區 58.9439 8 54,482 22 924.30  27,670 26,812 

神    岡    區 35.0445 17 65,553 18 1,870.56  33,462 32,091 

潭    子    區 25.8497 22 108,288 10 4,189.14  53,484 54,804 

大    雅    區 32.4109 18 95,203 11 2,937.38  47,502 47,701 

新    社    區 68.8874 5 24,754 25 359.34  12,848 11,906 

石    岡    區 18.2105 23 15,066 28 827.32  7,808 7,258 

外    埔    區 42.4099 11 32,185 24 758.90  16,489 15,696 

大    安    區 27.4045 21 19,303 27 704.37  10,176 9,127 

烏    日    區 43.4032 10 74,554 17 1,717.71  37,447 37,107 

大    肚    區 37.0024 16 57,322 21 1,549.14  29,282 28,040 

龍    井    區 38.0377 15 77,818 14 2,045.81  39,203 38,615 

霧    峰    區 98.0779 4 65,393 19 666.75  33,159 32,234 

太    平    區 120.7473 2 189,066 4 1,565.80  93,727 95,339 

大    里    區 28.8758 20 211,492 3 7,324.20  103,959 107,533 

和    平    區 1,037.8192 1 10,949 29 10.55  5,887 5,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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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底及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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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底至 103年底人口成長速度趨於平緩。而以

105年底至 106年底相比較，106年人口增加了 715人，究其人口數增減之變動來源，顯示於 106年

內自然因素之淨增加率 4.06 ‰ ，106年間社會因素之淨遷率 3.48 ‰ ，臺中市政府所推行托育一

條龍政策獲得市民好評，使市民在願生及能養政策方向下能提高生育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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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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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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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底 95,203 47,502 47,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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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至 106 年底，總人口增加率則逐年減少；在年齡結構層中，以青年(15 歲~24 歲)及

壯年(25 歲~64 歲)居多，占總人口比率 75.44%(詳見表十)，顯示本區勞動力供應充沛，對促進經濟

發展甚為有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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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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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底 95,203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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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底總人口數為 2,787,070人，戶數為 959,023戶，平均每戶人口數為 2.91人。本

區 106年底總人口數為 95,203人，戶數為 29,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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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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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底平均每戶人口數為 3.25人降為 106年底平均每戶人口數為 3.22人，得知受小

家庭普遍化之影響，家庭人口數呈現下降趨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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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7,070 959,023  2.91  

中          區 18,450 7,901 25 2.34 29 

東          區 75,811 27,904 13 2.72 22 

南          區 125,067 48,366 8 2.59 25 

西          區 115,627 45,669 9 2.53 26 

北          區 147,653 59,409 6 2.49 27 

西    屯    區 227,043 85,896 2 2.64 24 

南    屯    區 168,760 62,119 5 2.72 23 

北    屯    區 274,819 100,185 1 2.74 21 

豐    原    區 166,879 53,675 7 3.11 14 

東    勢    區 50,714 17,431 22 2.91 20 

大    甲    區     77,761 23,074 17 3.37 3 

清    水    區 86,420 27,248 14 3.17 12 

沙    鹿    區 92,645 29,533 12 3.14 13 

梧    棲    區 57,993 17,761 20 3.27 8 

后    里    區 54,482 16,247 23 3.35 5 

神    岡    區 65,553 19,447 19 3.37 2 

潭    子    區 108,288 36,350 10 2.98 18 

大    雅    區 95,203 29,567 11 3.22 11 

新    社    區 24,754 7,562 26 3.27 7 

石    岡    區 15,066 4,894 28 3.08 15 

外    埔    區 32,185 9,755 24 3.30 6 

大    安    區 19,303 5,488 27 3.52 1 

烏    日    區 74,554 24,586 15 3.03 17 

大    肚    區 57,322 17,660 21 3.25 9 

龍    井    區 77,818 23,101 16 3.37 4 

霧    峰    區 65,393 20,251 18 3.23 10 

太    平    區 189,066 63,823 4 2.96 19 

大    里    區 211,492 69,547 3 3.04 16 

和    平    區 10,949 4,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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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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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底總人口數為 2,787,070人，

人口密度 1,258.33人/平方公里，本區土地面積為 32.4109平方公里，106年底總人口數為 95,203

人，人口密度 2,937.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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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7,070  1,258.33  

中          區     0.8803 18,450 20,958.76 2 

東          區     9.2855 75,811  8,164.45 5 

南          區     6.8101 125,067 18,364.93 4 

西          區     5.7042 115,627 20,270.50 3 

北          區     6.9376 147,653 21,283.01 1 

西    屯    區    39.8467 227,043  5,697.91 7 

南    屯    區    31.2578 168,760  5,398.97 8 

北    屯    區    62.7034 274,819  4,382.84 9 

豐    原    區    41.1845 166,879  4,051.99 11 

東    勢    區   117.4065 50,714   431.95 27 

大    甲    區        58.5192 77,761  1,328.81 21 

清    水    區    64.1709 86,420  1,346.72 20 

沙    鹿    區    40.4604 92,645  2,289.77 14 

梧    棲    區    16.6049 57,993  3,492.52 12 

后    里    區    58.9439 54,482   924.30 22 

神    岡    區    35.0445 65,553  1, 870.56 16 

潭    子    區    25.8497 108,288  4,189.14 10 

大    雅    區    32.4109 95,203  2,937.38 13 

新    社    區    68.8874 24,754   359.34 28 

石    岡    區    18.2105 15,066   827.32 23 

外    埔    區    42.4099 32,185   758.90 24 

大    安    區    27.4045 19,303   704.37 25 

烏    日    區    43.4032 74,554  1,717.71 17 

大    肚    區    37.0024 57,322  1,549.14 19 

龍    井    區    38.0377 77,818  2,045.81 15 

霧    峰    區    98.0779 65,393   666.75 26 

太    平    區   120.7473 189,066  1,565.80 18 

大    里    區    28.8758 211,492  7,324.20 6 

和    平    區 1,037.8192 10,949   10.55 29 

資料來源：臺中市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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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臺中市各區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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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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底與 106年底相較，106年增加了 460戶，總人口數增加

7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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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庭化」之社會發展過程中，所衍生社會福利、社會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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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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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底 95,203 29,567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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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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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人口密度增加率為 1.13%，

每年有逐漸減緩增加的趨勢，至 106年底則為 0.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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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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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底 32.4109 95,203 2,937.38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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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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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底之性比例中男性佔女性 99.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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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嘗不是全民之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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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4,085 1,412,985 97.25   

中          區 9,153 9,297 98.45 19 

東          區 37,737 38,074 99.11 18 

南          區 60,040 65,027 92.33 25 

西          區 54,906 60,721 90.42 29 

北          區 70,663 76,990 91.78 27 

西    屯    區 109,002 118,041 92.34 24 

南    屯    區 80,705 88,055 91.65 28 

北    屯    區 131,931 142,888 92.33 25 

豐    原    區 82,464 84,415 97.69 21 

東    勢    區 26,040 24,674 105.54 5 

大    甲    區     39,121 38,640 101.24 14 

清    水    區 44,356 42,064 105.45 6 

沙    鹿    區 46,731 45,914 101.78 12 

梧    棲    區 29,133 28,860 100.95 15 

后    里    區 27,670 26,812 103.20 10 

神    岡    區 33,462 32,091 104.27 9 

潭    子    區 53,484 54,804 97.59 22 

大    雅    區 47,502 47,701 99.58 17 

新    社    區 12,848 11,906 107.91 3 

石    岡    區 7,808 7,258 107.58 4 

外    埔    區 16,489 15,696 105.05 7 

大    安    區 10,176 9,127 111.49 2 

烏    日    區 37,447 37,107 100.92 16 

大    肚    區 29,282 28,040 104.43 8 

龍    井    區 39,203 38,615 101.52 13 

霧    峰    區 33,159 32,234 102.87 11 

太    平    區 93,727 95,339 98.31 20 

大    里    區 103,959 107,533 96.68 23 

和    平    區 5,887 5,062 1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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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底全區計有男性人數 47,502人，女性 47,701人，女性較男性多出 199人，年

底性比例為 99.58，較 105年底性比例 99.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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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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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底 47,502 47,701 99.58 

資料來源：大雅區公所會計室人口月報   

98.45

99.11

92.33

90.42

91.78

92.34

91.65

92.33

97.69

105.54

101.24

105.45

101.78

100.95

103.20

104.27

97.59

99.58

107.91

107.58

105.05

111.49

100.92

104.43

101.52

102.87

98.31

96.68

116.30

0

20

40

60

80

100

120

中

區

東

區

南

區

西

區

北

區

西

屯

區

南

屯

區

北

屯

區

豐

原

區

東

勢

區

大

甲

區

清

水

區

沙

鹿

區

梧

棲

區

后

里

區

神

岡

區

潭

子

區

大

雅

區

新

社

區

石

岡

區

外

埔

區

大

安

區

烏

日

區

大

肚

區

龍

井

區

霧

峰

區

太

平

區

大

里

區

和

平

區

男/百女

區別圖八、臺中市各區性比例

性比例



 15 

資料來源：大雅區公所會計室人口月報 

 

(二)年齡層分析 

 

本區人口按年齡級距觀察顯示，106年底人口年齡結構較 105年底人口之幼年人口組(0-14

歲)、青年人口組(15-24歲)比重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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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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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宣告進入高齡化社會。本區老年人口逼近總人口 8.98%，人口結構已顯示本區人

口結構趨向高齡化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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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而言，扶養比為 32.56%，即為每一生產人口需負擔 0.325人，較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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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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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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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01 7,658 7,243 14,831 7,606 7,225 

15~19歲  6,966 3,701 3,265  6,560 3,446 3,114 

20~24歲  7,637 4,017 3,620  7,658 4,060 3,598 

25~29歲  7,292 3,740 3,552  7,457 3,840 3,617 

30~34歲  7,724 3,815 3,909  7,426 3,744 3,682 

35~39歲  8,447 4,199 4,248  8,602 4,199 4,403 

40~44歲  7,197 3,529 3,668  7,422 3,686 3,736 

45~49歲  7,243 3,523 3,720  7,130 3,461 3,669 

50~54歲  7,479 3,545 3,934  7,443 3,518 3,925 

55~59歲  6,498 3,185 3,313  6,729 3,272 3,457 

60~64歲  5,085 2,499 2,586  5,393 2,636 2,757 

65~69歲  3,189 1,529 1,660  3,555 1,707 1,848 

70~74歲  1,694   743   951  1,758   791   967 

75~79歲  1,334   565   769  1,403   605   768 

80~84歲    932   435   497    953   409   544 

85~89歲    628   383   245    597   344   253 

90~94歲    206   124    82    249   162    87 

95~99歲     35    14    21     32   14    18 

100歲以上      1     0     1      5    2     3 

總計 94,488 47,204 47,284 95,203 47,502 47,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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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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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95,203 71,820 23,383 32.56 20.65 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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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28人佔 30.89%，專科程度者

8,713人佔 10.84%，以上合計 33,541人佔 41.73%;高中(職)程度者 26,683人佔 33.20%，國(初)中

者 11,551人佔 14.37%，小學程度以下者 7,817人，佔 9.73%，不識字者 780人，佔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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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3%，

若以高中(職)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數來觀察，更可發現 106年底為 74.93%，然本區總人口數為 95,203

人扣除了未滿 15歲人口數 14,831人後為 80,372人，其中祗有 780人未受教育比率僅占 0.97%，較

105年未受教育比率 1.02%，降低 0.05個百分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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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總人數(人) 男性(人) 女性(人)    

大學以上 24,828 12,619       12,209    

專科  8,713  4,402 4,311    

高中(職) 26,683  14,193 12,490    

國中 11,551  5,552 5,999    

國小以下  7,817  3,038 4,779    

不識字    780 92 688    

合計 80,372  39,896 40,476    

資料來源：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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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底時，粗出生率為 10.61‰，粗死亡率為 4.64‰，

自然增加率為 5.97‰；至民國 106年底，粗出生率 9.46‰，粗死亡率 5.40‰，而自然增加率則為

4.06‰，可看出本區自民國 96年以來，自然增加率逐漸下降，應積極廣為宣導及獎勵生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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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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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底 897 512 385 9.46 5.40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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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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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底時，人口遷入人數為 3,610人，遷出人數為 3,280

人,社會增加 330人，社會增加率為 3.48‰，較上年度 3.83‰，減少 0.35千分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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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則是社會增加率比較高之年度，社會增加率為

6.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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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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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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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底 95,203 3,610 3,280 330 38.06 34.58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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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遷入率 粗遷出率 社會增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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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底人口動態趨勢走低，雖然維持自然增加率平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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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建設規劃完善及開創就業之工作機會、交通便捷及居住環境品質良

好等，人口流入自然迅即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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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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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底 95,203 4.06 3.48 

資料來源：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0

1

2

3

4

5

6

7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千分率

年底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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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底本區人口中，未婚者有 43,423人佔 45.61%；已婚有配偶者 41,648人佔 43.75%；離婚

者有 5,663人佔 5.95%；喪偶者 4,469人佔 4.69%，就結婚對數 608對與離婚對數 213對的比例(相

對離婚率)，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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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底未婚人口當中，30歲以上者佔

未婚人口 20.24％，較 101年底 16.07%，增加 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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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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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 

未滿 30歲 38,398  2,696   290   11 

30~59歲  4,346 30,163  2,971 1,196 

60~100歲以上   281  5,265   229 2,130 

101年 

未滿 30歲 36,142  1,953   257    2 

30~59歲  6,688 30,957  3, 962 1,189 

60~100歲以上   232  6,810   467 2,708 

106年 

未滿 30歲 34,634  1,679   191    2 

30~59歲  8,467 30,614  4,627 1,044 

60~100歲以上   322  9,355   845 3,423 

資料來源：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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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六、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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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23 41,648 5,663 4,469 

未滿 15歲 14,831 - - - 

15~19歲 6,546 14 - - 

20~24歲 7,419 211 28 - 

25~29歲 5,838 1,454 163 2 

30~34歲 3,365 3,663 390 8 

35~39歲 2,327 5,471 767 37 

40~44歲 1,271 5,199 877 75 

45~49歲 785 5,272 911 162 

50~54歲 457 5,742 937 307 

55~59歲 262 5,267 745 455 

60~64歲 151 4,148 435 659 

65~69歲 74 2,502 252 727 

70~74歲 27 1,127 75 529 

75~79歲 21 770 35 577 

80~84歲 19 430 18 486 

85~89歲 17 264 22 294 

90~94歲 13 105 7 124 

95~99歲 - 9 1 22 

100歲以上 -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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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大雅圖書館及善用老人

文康中心資源辦理各項藝文活動、推動長青學院、樂齡學堂等充實本區人文氣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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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

通高鐵橋下各聯絡道路工程，規劃成立大雅麥鄉休閒農業區等，以繁榮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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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女性人口略多於男性，且男女性比例呈逐年遞減現象，在現今雙

薪家庭與日俱增下之幼兒教育，及本區人口結構高齡化趨勢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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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里活動中心之設置、大雅體育園區之

興建及兒六公園綠地空間之闢建，均能提供居民正當休閒娛樂場所。定期探訪關懷獨居老人生

活狀況，推廣老人共餐服務及隨時查報需急難救助補助之居民，確能落實各項居民社會福利。 

人口動態-由於社會快速變遷，人們的觀念改變，致使諸多優良傳統理念難為目前功利社會

所接受，人際關係日漸疏離，家庭倫理觀念鬆弛，使離婚率不斷攀升，所衍生而來之社會問題，

應及早防範並適時予以輔導。故本區藉由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之成立及在各種活動中呼籲區民重

視家庭社會教育及自我心靈改造，共同為創造安定且富裕之大雅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