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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本區人口結構分析編列之目的，旨在報導本區人口結構概況統計資料，

俾以提供施政考核及釐定施政計畫之參考。 

二、 本區人口結構分析所列資料來源，係根據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之資料加以

整編而成，其資料來源均分別註明於各表之下，以利查考。 

三、 本區人口結構分析所列數字，以民國 111 年為主，茲為明瞭歷年施政進

展之情形起見，盡量將近年資料予以並列，藉資比較。 

四、 表內所列「年」係指全年動態數字(自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年

底」係指十二月靜態數字，有特殊情形者，則指「年度」。 

五、 本區人口結構分析所用符號代表意義如下： 

「－」符號者表示無數字。 

「…」符號者表示數字不詳。 

「--」符號者表示有數字但無意義。 

「0」 符號者表示有數字但不及半單位。 

六、 本區人口結構分析所在資料如有更新數字，均以修正，凡與前期數字不

同時，概以本期數字為準。 

七、 本區人口結構分析為本所業務單位提供有關資料，始克編成，至感公誼

，謹申謝忱，惟統計數字誤漏之處，在所難免，敬請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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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口統計資料是提供為政者擬定措施之最基本資料，從數據分析可得知人

口數量及內容，預測人口消長趨勢，對政治，社會，經濟，人力資源運用皆有

重大參考意義，因此人口結構分析向來為主政者所重視。 

    中和地區自光復初期人口僅兩萬餘人，民國 47 年分鄉設鎮，68 年改鄉置

市，至 99 年 12 月 25 日臺北縣升格為新北市，中和市改制為中和區。六十多年

來由於醫療衛生進步，死亡率降低，國民平均年齡提高，加上外來人口移入，

人口數遽增近二十餘倍。 

    我國人口結構近年來呈現低結婚率、低生育率及人口老化的發展趨勢，當

未來青壯年人口老化，而沒有足夠的幼年人口補充成為勞動力時，對於本區人

口及產業發展，實為不利之局面。因此，本文旨在藉由不同面向探討本區民國

102 年至 111 年現住人口戶籍登記統計資料，如人口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

之組成及影響人口成長之因素，以了解本區人口結構之現況，作為有關單位精

進相關人口政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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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口結構 

一、基本概況 

    新北市中和區(以下簡稱本區)111 年底人口數為 403,109 人，其中男性人口

數為 194,151 人，女性人口數為 208,958 人，性比例為 92.91。 

    觀察本區近十年人口數及性比例1變動情形，男性人口數由 102 年的

203,704 人，逐年減少至 111 年的 194,151 人，女性人口數由 102 年的 212,038

人，增加至 108 年的 213,182 人後，開始反轉下降為 111 年的 208,958 人。因近

十年男性及女性人口數大致呈現反向走勢，使得本區性比例由 102 年的 96.07，

銳減至 111 年的 92.91，本區人口組成呈現「女多男少」的結構已超過十年。此

外在本區歷年總人口除 108 人口較 107 年微幅成長外，其餘年份之人口數皆持

續下降(表一)。 

 

                                           
1
 性比例：指男性人口對女性人口的比例，亦即每百個女子所當男子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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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1 年底人口數為 3,995,551 人，其中新北市各區人口數前四名依序為板

橋區(549,572 人)、新莊區(419,966 人)、本區(403,109 人)及三重區(379,825 人)。

人口密度方面，本區 111 年底人口密度為 20,015 人/平方公里，低於板橋區

(23,750 人/平方公里)、三重區(23,274 人/平方公里)、以及新莊區(21,275 人/平方

公里)。 

    觀察上述四個行政區近十年人口數變動情形：新莊區人口數直到 109 年皆

呈明顯遞增外、板橋區人口數於 55 萬至 56 萬起伏、本區與三重區人口數則皆

呈現逐年縮減之走勢(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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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齡概況  

    將本區人口數依年齡分為幼年人口、青壯年人口及高齡人口2。111 年底幼

年人口數為 39,954 人，占總人口數 9.91%，與 110 年底之佔比相比減少 0.30 個

百分點。青壯年人口數為 284,630 人，占總人口數 70.61%，與 110 年底之佔比

相比減少 0.63 個百分點。高齡人口數為 78,525 人，占總人口數 19.48%，與 110

年底之佔比相比增加 0.93 個百分點。本區 111 年底高齡人口占總人口數比率已

超過 17%，於高齡社會(14%，世界衛生組織定義)邁向超高齡社會(20%)之進程

已超過四分之三。若以高齡人口佔比做線性外推，預估於 112 年底本區將成為

超高齡社會。 

    觀察本區近十年各年齡組性別比，幼年人口性別比由 102 年的 109.76，逐

年增加至 105 年的 110.76 後又下降回 111 年之 107.80，近十年本區幼年性別比

皆高於聯合國公布之正常新生兒性別比(105 男/100 女)。青壯年人口性別比由

102 年的 95.18，歷年大致持平至 111 年的 96.06。高齡人口性別比由 102 年的

88.63，逐年下降至 111 年的 76.23，表示本區女性高齡人口數明顯多於男性高齡

人口數(表三)。 

    若進一步分析本區近十年扶養比3，由於本區幼年人口數逐年減少且高齡人

口數逐年增加，在青壯年人口數逐年減少情況下，本區近十年之幼年人口扶養

比逐年小幅下降，而高齡人口扶養比卻逐年大幅上升、十年之間之高齡扶養比

已倍增有餘。綜合以上兩種情況，發現本區近十年扶養比之變動情形主要受到

                                           
2
 依人口年齡 0 歲至 14 歲、15 歲至 64 歲及 65 歲以上的人口分別定義為幼年人口、青壯年人口及高齡人口。 

3
 扶養比係指依賴人口對有工作能力人口的比率，亦即幼年人口及高齡人口對青壯年人口之比率；用指數來表示即每 100 個

有工作能力人口應扶養多少個依賴人口。其中，幼年人口扶養比(young dependency ratio)係指工作年齡人口對幼齡人口的

負擔指數，計算方式為：(0-14 歲人口數) / (15-64 歲人口數)*100。高齡人口扶養比(old dependency ratio)係指工作年齡

人口對高齡人口的負擔指數，計算方式為：(65 歲以上人口數) / (15-64 歲人口數)*100。 



  5  

本區高齡人口增加之影響。同時，在老化指數4的部分，本區近十年老化指數由

102 年底的 89.66，飆升至 111 年底的 196.54，表示本區高齡人口數已超過幼年

人口數之 1.8 倍(圖一)。 

 

                                           
4
 老化指數：衡量一地區人口老化程度之指標。(老年人口數÷幼年人口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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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本區各年齡人口數分布情形依性別繪製成人口金字塔5，相較於本區 101 年人

口金字塔，111 年人口金字塔人口分布較往高齡人口方向集中，且右半邊女性人

口數多於左半邊男性人口數，再次驗證本區已呈現「高齡」及「女多於男」的

人口結構(圖二及圖三)。 

                                           
5 人口金字塔是人口學領域用來研究一個地區或國家在某一特定年度的人口結構。自縱軸將該年度的人口數依

照男、女兩性人口數一分為二(男左女右)，再分別將人口數依每一年齡層繪製成橫條圖，而每一橫軸由低至高代

表年齡由幼至長。即為人口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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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程度概況 

    將本區人口依教育程度劃分，111 年底本區 15 歲以上人口為 363,290 人，

其中以大學學歷者為 114,036 人最多，其次為高職學歷者(含五專前三年)69,214

人，再者為國(初)中學歷者 37,232 人。而在碩博士學歷者方面，男性明顯多於

女性，國小學歷及不識字者則為女性明顯多於男性(表四、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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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比較本區與新北市及鄰近各區，本區 15 歲以上現住人口教育程度具

大學及以上學歷者占 39.96%，高於新北市、板橋區、新莊區及三重區(表五)。 

 

四、婚姻概況 

    將本區現住人口數依婚姻狀況分類，本區 111 年底現住人口未婚者 167,469

人，占總人口數 41.54%，有配偶者 177,475 人，占總人口數 44.03%，離婚者

34,568 人，占總人口數 8.58%，喪偶者人 23,597 人，占總人口數 5.85%(表六)。 

 

    若比較本區 111 年的現住人口不同性別之婚姻狀況，未婚者以男性占

52.39%為多，而離婚者及喪偶者皆為女性占大多數，特別有高達 84.97%的喪偶

者為女性(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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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分析本區近十年現住人口結婚及離婚人數，可以發現近年粗離婚率皆

維持在 2‰~3‰之間上下波動，惟 111 年粗離婚率上升至 2.14‰。而粗結婚率由

102 年的 7.39‰，減少至 111 年的 4.99‰ (表七、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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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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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本區111年底現住人口婚姻狀況比率

男 女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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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人口成長 

一、自然增加 

    觀察本區近十年人口自然增加變動情形，粗死亡率6由 102 年的 5.29‰，緩

升至 111 年的 7.85‰。近十年之粗出生率7由 102 年(蛇年)的 9.09‰，下降至 111

年的 4.7‰。由於粗出生率變動幅度較粗死亡率大，故本區人口自然增加率8受

到粗出生率之變動影響較多(表八、圖七)。 

 

 

 

 

 

                                           
6
 粗死亡率：每千人中死亡人口比率。(死亡人數÷期中人口數)×1,000。 

7
 粗出生率：每千人中出生人口比率。(出生人數÷期中人口數)×1,000。 

8
 自然增加率：自然增加數對期中人口數的比率，即粗出生率與粗死亡率之差 。粗出生率－粗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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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增加 

    觀察本區近十年人口社會增加變動情形，遷入率9約略呈遞減走勢，而遷出

率10皆呈現遞減後遞增的之反轉走勢。自 102 年迄今，除 108 年外，本區社會增

加率11皆為負數，代表本區遷出人口數皆大於遷入人口數，存在人口外移的現象

(表九、圖八)。 

 

 

 

                                           
9
 遷入率：遷入人數及住址變更之遷入人數之和對期中人口數的比率。 

  (遷入人口數+區內住址變更遷入人口數)÷期中人口數×1,000。 
10

 遷出率：遷出人數及住址變更之遷出人數之和對期中人口數的比率。 

  (遷出人口數+區內住址變更遷出人口數)÷期中人口數×1,000。 
11

 社會增加率：為淨遷徙率，指社會增加人數(含區內住址變更之遷入數)減去遷出人口(含區內址變更之遷出人

數)     

  對期中人口數的比率，即遷入率減遷出率之差。遷入率－遷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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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三、成長趨勢 

    綜合分析前述人口自然增加及社會增加變動情形，本區人口增加率12主要受

到社會增加率變動之影響，同時，因自然增加率亦已下降為負值，故本區人口之

減少之來源為自然與社會兩者同時減少之效果加成(表十、圖九)。 

 

 

                                           
12

 人口增加率：某一特定期間人口增加數對前期人口數之比率，又稱人口成長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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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及政策建議 

    針對本區近十年之人口結構，透過以下兩個面向進行總結： 

一、人口結構 

    本區 111 年底人口數為 403,109 人，性比例為 92.91，呈現「女多男少」的

人口結構。本區目前為新北市人口數第三大行政區，僅次於板橋區及新莊區。 

    在年齡結構方面，本區 111 年底幼年人口數、青壯年人口數及高齡人口數

占總人口數之比率分別為 9.91%、70.61%及 19.48%，其中高齡人口占總人口數

比率已超過 14%，邁入高齡社會。另觀察本區 101 年及 111 年人口金字塔呈燈

籠型，顯示本區之勞動力人口充足，但人口逐漸往高齡方向集中，在未來幼年

人口數可能無法充分替代現今青壯年人口，導致本區勞動力人數水準下滑，間

接影響產業之發展。 

    此外，本區近十年扶養比逐年增加，代表青壯年人口扶養幼年及高齡人口

之負擔日漸沉重。進一步分析扶養比之組成結構發現，本區近十年來幼年人口

扶養比逐年遞減，高齡人口扶養比則逐年攀升，兩者呈現完全反向之走勢，使

得本區老化指數快速攀升。 

    在教育程度方面，15 歲以上男性現住人口具研究所學歷者人數明顯大於女

性。反之，國小學歷及不識字者之女性人數明顯大於男性。因此，除接受基本

的國民義務教育外，政府應多鼓勵及培養女性繼續往高等教育邁進，且應多提

供女性研究所就學機會，讓女性在學術研究領域也有充分的發展空間，同時也

能為我國學術發展奉獻心力。而在大學以上學歷者占 15 歲以上現住人口之比

率，本區略高於新北市及鄰近各區。 

    在婚姻狀況方面，近年來我國民眾普遍晚婚，甚至不婚，使得粗結婚率逐

年下降，進而影響生育率，導致生育率下降，幼年人口數補充不足，加速人口

結構老化及嚴重影響未來勞動力供給，其後果不可輕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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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成長 

    本區人口在自然增加的部分，粗出生率在 102 年(蛇年)後逐年遞減。在持續

維持低死亡率之情況下，本區自然增加率主要受到粗出生率變動之影響，並與

粗出生率呈現同方向之變動。 

    在社會增加的部分，本區之遷入與遷出人口皆有逐年緩降之趨勢。遷入人

口方面，可能原因為本區人口數已達飽和，外縣市之人口不願遷入人口密度偏

高的本區；遷出人口方面，可能因北部地區之房價皆偏高，加上本區未來將成

為「三環三線」捷運工程計畫之重要樞紐，生活機能日漸完善，遷出之機會成

本過高，使得民眾的遷出意願不高。綜觀以上兩點，雖然本區之遷入與遷出人

口有逐年下降之趨勢，但近年來遷出人口數大於遷入人口數，人口略有外移，

可能原因為上述所提及之人口飽和及北部地區交通網絡日益完善，使人口逐漸

遷移到都會地區更外圍之地區。 

    影響人口成長之主要因素為自然增加與社會增加，而本區社會增加之變動

幅度較自然增加大。因此，本區近十年人口成長率主要受到社會增加率變動之

影響，並與社會增加率呈現同方向之變動。 

    總結上述所言，因我國近年來醫藥衛生技術進步，人口持續維持低死亡率

之水準，使得高齡人口比率逐年增加。同時，國人普遍晚婚、不婚且生育意願

低落，形成低結婚率、低出生率及低死亡率的發展趨勢。雖然本區近年來穩定

擁有七成以上之青壯年人口，但高齡人口數逐年增加，幼年人口數逐年遞減，

且高齡人口數已超越幼年人口數。當青壯年人口老化，而沒有足夠的幼年人口

補充成為勞動力時，對於未來本區人口及產業發展，實為不利之局面。 

    政府應對於本區低結婚率、低率及人口老化之現象，提出具體解決方案。

例如多舉辦聯誼性活動，撮合未婚男女，並提高婚育補助項目及生育補助津

貼、增設公立托兒所、托育中心及相關福利措施，以提升民眾結婚與生育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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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同時持續提供老人安養、老人居家照護與長期照護等老人福利措施，使老

年人口能受到良好照顧。讓民眾能「幼有所養、少有所學、壯有所用，老有所

終」，以維持本區人口結構之健全，進而維持我國人口及產業之穩定發展。 

 

伍、參考資料 

1. 內政部統計處。 

2.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3.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4. 中華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 

5.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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