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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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底總居住人數為 282 萬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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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底總居住人數為 9 萬 5,693 人，

各占臺中市地區總面積 1.46%，序位為第 18名、總人口數 3.39 %，序位為第 11名。由此數據，本區

在全市所占的人口密度頗高，其因本區平原和盆地分布甚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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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底各區人口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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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0,787   1273.55  1,385,436 1,435,351 

中          區 0.8803 29 18,168 27 20638.42  8,992 9,176 

東          區 9.2855 25 75,913 17 8175.43  37,564 38,349 

南          區 6.8101 27 126,769 8 18614.85  60,596 66,173 

西          區 5.7042 28 114,583 9 20087.48  54,258 60,325 

北          區 6.9376 26 146,590 7 21129.79  69,849 76,741 

西    屯    區 39.8467 14 231,730 2 5815.54  110,906 120,824 

南    屯    區 31.2578 19 176,062 5 5632.58  84,068 91,994 

北    屯    區 62.7034 7 287,344 1 4582.59  137,090 150,254 

豐    原    區 41.1845 12 166,053 6 4031.93  81,832 84,221 

東    勢    區 117.4065 3 49,169 23 418.79  25,194 23,975 

大    甲    區     58.5192 9 76,130 16 1300.94  38,215 37,915 

清    水    區 64.1709 6 88,009 13 1371.48  44,923 43,086 

沙    鹿    區 40.4604 13 95,226 12 2353.56  47,903 47,323 

梧    棲    區 16.6049 24 59,273 20 3569.61  29,670 29,603 

后    里    區 58.9439 8 54,343 22 921.94  27,520 26,823 

神    岡    區 35.0445 17 65,529 18 1869.88  33,369 32,160 

潭    子    區 25.8497 22 109,309 10 4228.64  53,932 55,377 

大    雅    區 32.4109 18 95,693 11 2952.49  47,604 48,089 

新    社    區 68.8874 5 24,064 25 349.32  12,431 11,633 

石    岡    區 18.2105 23 14,670 28 805.58  7,558 7,112 

外    埔    區 42.4099 11 31,940 24 753.13  16,280 15,660 

大    安    區 27.4045 21 18,864 26 688.35  9,956 8,908 

烏    日    區 43.4032 10 76,494 15 1762.40  38,241 38,253 

大    肚    區 37.0024 16 56,777 21 1534.41  28,903 27,874 

龍    井    區 38.0377 15 78,095 14 2053.09  39,225 38,870 

霧    峰    區 98.0779 4 65,094 19 663.70  32,932 32,162 

太    平    區 120.7473 2 194,970 4 1614.69  96,285 98,685 

大    里    區 28.8758 20 213,117 3 7380.47  104,346 108,771 

和    平    區 1,037.8192 1 10,809 29 10.42  5,794 5,015 

資料來源：臺中市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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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臺中市109年底各區人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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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之一、臺中市109年底各區土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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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年來人口成長概況/增加率 

    依如下圖表之說明，本區近年人口數逐年增長，但到 108年底卻突轉趨減少，用以直條圖再加上

趨勢線表示，可看出成長速度，100年因縣市合併，遷入人口增加，人口大幅增加，104年後人口成

長率則趨緩。而以 108 年底至 109 年底相比較，109 年人口減少了 79 人，究其人口數增減之變動來

源，顯示於 109年內自然因素之淨增加率為 2.16 ‰ ，109年間社會因素之淨遷率為-2.99 ‰ (詳見

表十三、圖十三)。 

  由於人口總數增加率減緩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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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大雅區人口概況 

年底別 總人數(人) 男總數(人) 女總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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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底 95,815 47,684 48,131 

108年底 95,772 47,657 48,115 

109年底 95,693 47,604 48,089 
資料來源：大雅區公所會計室人口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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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至 109年，總人口增加率則逐年減少(詳見表三、圖三)；在年齡結構層中，本區以

有工作能力之青壯年人口(15 歲~64 歲)居多，占總人口比率 74.07%(詳見表九)，顯示本區勞動力供

應充沛，對促進經濟活絡甚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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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近年來大雅區總人口增加率 

年別 期底總人數(人) 增加率(%) 

99年 89,825 0.36 

100年 90,591 0.85 

101年 91,367 0.86 

102年 91,939 0.63 

103年 92,628 0.75 

104年 93,661 1.11 

105年 94,488 0.88 

106年 95,203 0.76 

107年 95,815 0.64 

108年 95,772 -0.04 

109年 95,693 -0.08 

資料來源：大雅區公所會計室人口月報 

 

 
 

資料來源：大雅區公所會計室人口月報 

 

 

(三)臺中市 109年底各區戶量/人口密度 

     臺中市 109 年底總人口數為 282 萬 787 人，戶數為 100 萬 2,890 戶，平均每戶人口數為 2.81

人。本區 109年底總人口數為 9萬 5,693人，戶數為 3萬 571戶，各占臺中市地區總戶數 3.05%，序

位為第 12 名、平均每戶人口數為 3.13 人，序位為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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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底平均每戶人口數為 3.16 人降為 109 年底平均每戶人口數為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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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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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0,787 1,002,890  2.81  

中          區 18,168 7,983 25 2.28 29 

東          區 75,913 28,857 14 2.63 23 

南          區 126,769 50,229 8 2.52 25 

西          區 114,583 46,345 9 2.47 26 

北          區 146,590 60,631 6 2.42 27 

西    屯    區 231,730 90,002 2 2.57 24 

南    屯    區 176,062 66,814 5 2.64 22 

北    屯    區 287,344 107,511 1 2.67 21 

豐    原    區 166,053 55,161 7 3.01 13 

東    勢    區 49,169 17,510 22 2.81 20 

大    甲    區     76,130 23,786 17 3.20 6 

清    水    區 88,009 29,318 13 3.00 14 

沙    鹿    區 95,226 31,334 11 3.04 12 

梧    棲    區 59,273 19,034 20 3.11 9 

后    里    區 54,343 16,792 23 3.24 3 

神    岡    區 65,529 20,221 19 3.24 2 

潭    子    區 109,309 37,463 10 2.92 17 

大    雅    區 95,693 30,571 12 3.13 7 

新    社    區 24,064 7,735 26 3.11 10 

石    岡    區 14,670 4,966 28 2.95 15 

外    埔    區 31,940 9,963 24 3.21 5 

大    安    區 18,864 5,627 27 3.35 1 

烏    日    區 76,494 26,540 15 2.88 18 

大    肚    區 56,777 18,347 21 3.09 11 

龍    井    區 78,095 24,201 16 3.23 4 

霧    峰    區 65,094 20,876 18 3.12 8 

太    平    區 194,970 67,846 4 2.87 19 

大    里    區 213,117 72,589 3 2.94 16 

和    平    區 10,809 4,638 29 2.3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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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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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底總人口數為 282 萬 787 人，

人口密度 1,273.55人/平方公里，本區土地面積為 32.4109平方公里，109年底總人口數為 9萬 5,693

人，人口密度 2,952.49人/平方公里，在 29區序位第 13名，顯為可知，本區人口密度頗高。相較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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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底各區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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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0,787 1,273.55  

中          區     0.8803 18,168 20,638.42 2 

東          區     9.2855 75,913 8,175.43 5 

南          區     6.8101 126,769 18,614.85 4 

西          區     5.7042 114,583 20,087.48 3 

北          區     6.9376 146,590 21,129.79 1 

西    屯    區    39.8467 231,730 5,815.54 7 

南    屯    區    31.2578 176,062 5,632.58 8 

北    屯    區    62.7034 287,344 4,582.59 9 

豐    原    區    41.1845 166,053 4,031.93 11 

東    勢    區   117.4065 49,169 418.79 27 

大    甲    區        58.5192 76,130 1,300.94 21 

清    水    區    64.1709 88,009 1,371.48 20 

沙    鹿    區    40.4604 95,226 2,353.56 14 

梧    棲    區    16.6049 59,273 3,569.61 12 

后    里    區    58.9439 54,343 921.94 22 

神    岡    區    35.0445 65,529 1,869.88 16 

潭    子    區    25.8497 109,309 4,228.64 10 

大    雅    區    32.4109 95,693 2,952.49 13 

新    社    區    68.8874 24,064 349.32 28 

石    岡    區    18.2105 14,670 805.58 23 

外    埔    區    42.4099 31,940 753.13 24 

大    安    區    27.4045 18,864 688.35 25 

烏    日    區    43.4032 76,494 1,762.40 17 

大    肚    區    37.0024 56,777 1,534.41 19 

龍    井    區    38.0377 78,095 2,053.09 15 

霧    峰    區    98.0779 65,094 663.70 26 

太    平    區   120.7473 194,970 1,614.69 18 

大    里    區    28.8758 213,117 7,380.47 6 

和    平    區 1,037.8192 10,809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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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戶量/人口密度 

本區近年來戶數呈現上升趨勢，就以 108年底與 109年底相較，109 年增加了 273戶，總人口數

減少 79人，但就家庭之戶量指標而言卻逐年遞減，顯示本區呈現小家庭化之現象，因此應汲取及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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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大雅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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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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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底 95,815 30,012 3.19 

108年底 95,772 30,298 3.16 

109年底 95,693 30,571 3.13 

資料來源：大雅區公所會計室人口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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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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口結構 

(一)台中市各區/本區性本例分析 

    就各區整體觀察，得知本區 109年底之性比例 98.99，序位排第 17名，出現女性略高於男性現 

 象 (詳見表七、圖七)。 

   表七、臺中市 109年底各區性比例概況 

區別 男總數(人) 女總數(人) 性比例 序位 

臺 中 市 合 計 1,385,436 1,435,351 96.52   

中          區 8,992 9,176 97.99 18 

東          區 37,564 38,349 97.95 19 

南          區 60,596 66,173 91.57 25 

西          區 54,258 60,325 89.94 29 

北          區 69,849 76,741 91.02 28 

西    屯    區 110,906 120,824 91.79 24 

南    屯    區 84,068 91,994 91.38 26 

北    屯    區 137,090 150,254 91.24 27 

豐    原    區 81,832 84,221 97.16 22 

東    勢    區 25,194 23,975 105.08 5 

大    甲    區     38,215 37,915 100.79 14 

清    水    區 44,923 43,086 104.26 6 

沙    鹿    區 47,903 47,323 101.23 12 

梧    棲    區 29,670 29,603 100.23 15 

后    里    區 27,520 26,823 102.60 10 

神    岡    區 33,369 32,160 103.76 8 

潭    子    區 53,932 55,377 97.39 21 

大    雅    區 47,604 48,089 98.99 17 

新    社    區 12,431 11,633 106.86 3 

石    岡    區 7,558 7,112 106.27 4 

外    埔    區 16,280 15,660 103.96 7 

大    安    區 9,956 8,908 111.76 2 

烏    日    區 38,241 38,253 99.97 16 

大    肚    區 28,903 27,874 103.69 9 

龍    井    區 39,225 38,870 100.91 13 

霧    峰    區 32,932 32,162 102.39 11 

太    平    區 96,285 98,685 97.57 20 

大    里    區 104,346 108,771 95.93 23 

和    平    區 5,794 5,015 1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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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近年來性比例自 99年底為 101.56之後逐年下降，至 104年底更下降為 99.94， 

109年底全區計有男性人數 4萬 7,604人，女性 4萬 8,089人，女性較男性多出 485人，年底性比例

為 98.99，較 108年底性比例 99.05又略為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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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見表八、圖八)。 

 

表八、近年來大雅區性比例概況  

年別 男總數(人) 女總數(人) 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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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底 47,684 48,131 99.07 

108年底 47,657 48,115 99.05 

109年底 47,604 48,089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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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區人口按年齡級距觀察顯示，109 年底人口年齡結構較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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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生活水準提高，醫療衛生進步，平均壽命延長，本區老

年人口逼近總人口 1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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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底而言，扶養比為 35.01，即為每一生產人口需負擔 0.350人，較 108 年底之

扶養比 34.18，即為每一生產人口需負擔 0.3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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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表九、表九之一、圖九、圖九之一）。 

 

 

 

 

 

 

 

 

 

 

 

≈ 

年底 
0

99

100

101

102

103

104

99年底 100年底 101年底 102年底 103年底 104年底 105年底 106年底 107年底 108年底 109年底

101.56 
101.22 

101.03 

100.58 
100.34 

99.94 99.83 
99.58 

99.07 99.05 98.99 

男/百女

圖八、近年來大雅區性比例概況

≈ 

 



 15 

 

表九、大雅區年度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情形      
                                    (單位：人；%) 

年齡別 

108年底 109年底  

人口數 
占總人口比率 

(人/總人口數) 
男性 女性 人口數 

占總人口比率 

(人/總人口數) 
男性 女性 

 

未滿 15歲 14,558 15.20 7,467 7,091 14,295 14.94 7,386 6,909  

 15~24歲  13,118 13.70 6,943 6,175  12,463 13.02 6,563 5,900  

 25~64歲  58,258 60.83 28,676 29,582  58,417 61.05 28,780 29,637  

65~100歲  9,838 10.27 4,571 5,267 10,518 10.99 4,875 5,643  

總人口數 95,772 100.00 47,657 48,115 95,693 100.00 47,604 48,089  

資料來源：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表九之一、大雅區勞動力人口與受扶養人口概況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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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幼比 

 

扶老比 

 

108年底 95,772 71,376 24,396 34.18 20.40 13.78  

109年底 95,693 70,880 24,813 35.01 20.17 14.84  

資料來源：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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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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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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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萬 7,829 人占 34.19%，專科程

度者 8,549人占 10.50%，以上合計 3萬 6,378人占 44.69%;高中(職)程度者 2萬 6,094人占 32.06%，

國(初)中者 1萬 1,063人占 13.59%，小學程度以下及自修者 7,213人，占 8.86%，不識字者 650人，

占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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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9%，

若以高中(職)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數來觀察，更可發現 109 年底為 76.75%，然本區總人口數為 9 萬

5,693 人扣除了未滿 15 歲人口數 1 萬 4,295 人後為 8 萬 1,398 人，其中祗有 650 人未受教育比率僅

占 0.80%，較 108年未受教育比率 0.86%，降低 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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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表十、大雅區滿 15歲以上現住人口數按教育程度分  

學歷 
109年底  

總人數(人) 男性(人) 女性(人)    

大學以上 27,829 14,093       13,736    

專科  8,549  4,301 4,248    

高中(職) 26,094  13,828 12,266    

國中 11,063  5,217 5,846    

國小以下及自修  7,213  2,704 4,509    

不識字    650 75 575    

合計 81,398  40,218 41,180    

資料來源：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圖十、大雅區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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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近年來人口自然增加率中，本區在民國 99年時，粗出生率為 7.66‰，粗死亡率為 5.06‰，自

然增加率為 2.60‰；至民國 109年，粗出生率 7.60‰，粗死亡率 5.44‰，而自然增加率則為 2.16‰，

可看出本區自民國 99年以來，自然增加率逐漸下降，應積極廣為宣導及獎勵生育 (詳見表十一、圖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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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近年來大雅區人口自然增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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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 687 454 233 7.66 5.06 2.60 

100年 864 426 438 9.58 4.72 4.86 

101年 1044 492 552 11.48 5.41 6.07 

102年 853 486 367 9.31 5.30 4.00 

103年 924 512 412 10.01 5.55 4.46 

104年 951 518 433 10.21 5.56 4.65 

105年 961 494 467 10.22 5.25 4.97 

106年 897 512 385 9.46 5.40 4.06 

107年 869 567 302 9.10 5.94 3.16 

108年 785 546 239 8.19 5.70 2.49 

109年 728 521 207 7.60 5.4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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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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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之地域移動 

    由近年來社會增加率中，本區在民國 109年時，人口遷入人數為 3,254人，遷出人數為 3,540

人,社會減少 286人，社會增加率為-2.99‰，較上年度-2.95‰，減少 0.04千分點；故知本區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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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109年仍然出現

社會增加率負數相像，顯示本區這兩年人口外移嚴重 (詳見表十二、圖十二)。  

 

 

表十二、近年來大雅區社會增加率 

年別 

 

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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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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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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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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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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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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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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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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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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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95,815 3,633 3,323 310 38.04 34.79 3.25 

108年 95,772 3,221 3,503 -282 33.62 36.57 -2.95 

109年 95,693 3,254 3,540 -286 33.99 36.98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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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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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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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人口動態趨勢走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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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流入自然上升 (詳見表十三、圖十三)。 

表十三、近年來大雅區人口自然增加率與社會增加率變動狀況 

年別 

期底 

總人數(人) 自然增加率(‰) 

 

社會增加率(‰) 

99年 89,825 2.60 1.04  

100年 90,591 4.86 3.64  

101年 91,367 6.07 2.46  

102年 91,939 4.00 2.24  

103年 92,628 4.46 3.01 

104年 93,661 4.65 6.44 

105年 94,488 4.97 3.83 

106年 95,203 4.06 3.48 

107年 95,815 3.16 3.25 

108年 95,772 2.49 -2.95 

109年 95,693 2.16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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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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近年來大雅區人口自然增加率與社會增加率變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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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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圖書館之整建及善用老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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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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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市立大雅幼兒園及臺中市大雅親子館暨公設民營托嬰中心以解決雙薪家庭父母之困擾，各社

區活動中心之設置、大雅體育園區之興建及兒六公園綠地、二和公園空間之闢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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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