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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南區統計分析 

112 年 8 月 

 

臺中市南區低收入戶與其他行政區低收入戶比較分析 

前言 

低收入戶是社會中經濟狀況最為弱勢的族群，而社會救助作為最

後一道社會安全網，必須保障弱勢族群維持基本生活水準，並積極協

助脫離生活困境。依據臺中市社會局 111 年度低收入戶補助對象標準，

低收入戶係指設籍並實際居住於臺中市，其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

人口，每人每月未超過最低生活費用新臺幣 1 萬 5,472 元、不動產全

家合併計算不超過新臺幣356萬元、動產部份含有價證券股票、基金、

投資等及存款本息全家人口平均每年每人不超過新臺幣 7 萬 5,000 元

者1，並依貧困程度核予不同的福利措施。 

本文主要以統計年報資料探討本區低收入戶現況，再將本區與臺

中市其他行政區進行比較，最後以近 5 年數據進行縱向分析，分析結

果期望能提供未來施政及學術研究的參考依據。 

 

 

 
1 各縣市 111 年低收入戶資格審核標準 https://dep.mohw.gov.tw/dosaasw/cp-566-63641-103.html 
（檢索日期 112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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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南區低收入戶現況分析 

一、111 年底低收入戶之戶數及人數 

本區 111 年底低收入戶共計 1,004 戶，與上年底 960 戶，增加 44

戶（4.58%）。低收入戶人數 2,062 人，與上年底 2,014 人，增加 48

人（2.38%）。低收入戶之戶數占全區總戶數（5 萬 934 戶）1.97%，

低收入戶人數占全區總人數（12 萬 5,466 人）為 1.64%（表 1、圖 1）。 

與全臺中市低收入戶相比，全市 111 年底低收入戶共計 2 萬 398

戶，占全市總戶數（103 萬 3,821 戶）1.97%；低收入戶人數 4 萬 4,247

人，占全市總人數（281 萬 4,459 人）1.57%。本區低收入戶之戶數、

人數比率分別與全市低收入戶之戶數、人數比率相近（表 1、圖 2）。 

表 1. 臺中市南區 111 年底與全市低收入戶之戶數及人數 

     單位：戶、人、% 

   人數、戶數 

 

範圍 

低收入戶 

戶數 

低收入戶 

人數 總戶數  總人數  戶數比率  人數比率  
A B C D E=A/C F=B/D 

臺中市南區 1,004 2,062 50,934 125,466 1.97% 1.64% 

臺中市 20,398 44,247 1,033,821 2,814,459 1.97% 1.57%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97%

98.03%

圖1. 臺中市南區低收入戶

戶數比率

低收入戶戶數

一般戶數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97%

98.03%

圖2. 臺中市低收入戶

戶數比率

低收入戶戶數

一般戶數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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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1 年底低收入戶按款別區分 

依據臺中市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調查及生活扶助作業規定第

二十七點，低收入戶分為第 1 款、第 2 款及第 3 款，其條件如下： 

1.第 1 款：家庭應計算人口均無工作能力，且無收入及財產。 

2.第 2 款：家庭應計算人口具工作能力者佔總人口數三分之一以下，

且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平均收入在最低生活費

三分之二以下。 

3.第 3 款：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平均收入逾最低

生活費三分之二，且在最低生活費以下。 

本區111年底低收入戶第1款計有44戶，占低收入戶戶數4.38%；

人數有 45 人，占低收入戶人數 2.18%。第 2 款計有 403 戶，占低收

入戶戶數 40.14%；人數有 663 人，占低收入戶人數 32.15%。第 3 款

計有 557 戶，占低收入戶戶數 55.48%；人數有 1,354 人，占低收入戶

人數 65.66%（表 2、圖 3）。 

若以各款人數與全臺中市低收入戶各款人數相比，全市第 1 款人

數 420 人，占全市低收入戶人數僅 0.95%。第 2 款人數 1 萬 1,170 人，

占全市低收入戶人數僅 25.24%。本區低收入戶人數占全區人數比率

（1.97%）雖與全市低收入戶人數占全市人數比率（1.97%）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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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34.87%

63.11%

圖4. 臺中市低收入戶各款

戶數比率

第1款戶數 第2款戶數 第3款戶數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然款別結構與全市略有不同（表 2、圖 4）。 

表 2. 111 年底臺中市南區與全市低收入戶各款戶數及人數 

       單位：戶、人 

     戶數、人數 

 

範圍 

總 計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戶數 人數 戶數 人數 戶數 人數 戶數 人數 

臺中市南區 1,004 2,062 44 45 403 663 557 1,354 

臺中市 20,398 44,247 412 420 7,113 11,170 12,873 32,657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二） 111 年底低收入戶按性別區分 

本區 111年底低收入戶 1,004戶中，以男性為戶長者計有 546戶，

占低收入戶戶數 54.38%，以女性為戶長者計有 458 戶，占低收入戶

戶數 45.62%。第 1 款戶數 44 戶中，以男性為戶長者計有 31 戶，占

第 1款戶數 70.45%，以女性為戶長者計有 13 戶，占第 1 款戶數 29.55%。

第 2 款戶數 403 戶中，以男性為戶長者計有 242 戶，占第 2 款戶數

60.05%，以女性為戶長者計有 161 戶，占第 2 款戶數 39.95%。第 3

4.38%

40.14%

55.48%

圖3. 臺中市南區低收入戶各款

戶數比率

第1款戶數 第2款戶數 第3款戶數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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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戶數557戶中，以男性為戶長者計有 273戶，占第3款戶數49.01%，

以女性為戶長者計有 284 戶，占第 3 款戶數 50.99%（表 3）。 

本區 111 年底低收入人數 2,062 人中，男性計有 1,053 人，占低

收入戶人數 51.07%，女性計有 1,009 人，占低收入戶人數 48.93%。

第 1 款人數 45 人中，男性計有 32 人，占第 1 款人數 71.11%，女性

計有 13 人，占第 1 款人數 28.89%。第 2 款人數 663 人中，男性計有

356人，占第2款人數53.70%，女性計有307人，占第2款人數46.30%。

第 3 款人數 1,354 人中，男性計有 665 人，占第 3 款人數 49.11%，女

性計有 689 人，占第 3 款人數 50.89%。 

由前二段可知，本區低收入戶戶數及人數，均為男性略多於女性，

人數的性別差異以第 1 款最為明顯，男性占比達 71.11%。 

表 3. 111 年底臺中市南區低收入戶各款戶數及人數-按性別區分 

       單位：戶、人 

       戶數、人數 

性別 

總 計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戶數 人數 戶數 人數 戶數 人數 戶數 人數 

男 546 1,053 31 32 242 356 273 665 

女 458 1,009 13 13 161 307 284 689 

合計 1,004 2,062 44 45 403 663 557 1,354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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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1 年底低收入戶按年齡區分 

本區 111 年底低收入人數 2,062 人中，未滿 18 歲計有 624 人，

占低收入戶人數 30.26%，18 歲以上未滿 65 歲計 1,184 人，占低收入

戶人數 57.42%，65 歲以上計有 254 人，占低收入戶人數 12.32%（表

4-1）。 

第 1 款人數 45 人中，未滿 18 歲計有 1 人，占第 1 款人數 2.22%；

18 歲以上未滿 65 歲計 24 人，占第 1 款人數 53.33%；65 歲以上計有

20 人，占第 1 款人數 44.44%。第 2 款人數 663 人中，未滿 18 歲計有

149 人，占第 2 款人數 22.47%；18 歲以上未滿 65 歲 364 人，占第 2

款人數 54.90%；65 歲以上計有 150 人，占第 2 款人數 22.62%。第 3

款人數 1,354 人中，未滿 18 歲計有 474 人，占第 3 款人數 35.01%；

18 歲以上未滿 65 歲計 796 人，占第 3 款人數 58.79%；65 歲以上計

有 84 人，占第 3 款人數 6.20%（表 4-2）。 

進一步分析不同年齡層中的性別比率，未滿 65 歲的低收入戶人

數中男性與女性約各占 50.00%，而 65 歲以上則以男性占比較高，占

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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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臺中市南區 111 年底低收入戶人數-按年齡及性別區分 

    單位：人 
       年齡 
性別 

未滿 18 歲 18 以上未滿 65 歲 65 歲以上 合計 

男 307 595 151 1,053 
女 317 589 103 1,009 
合計 624 1,184 254 2,062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表 4-2. 臺中市南區 111 年底低收入戶各款人數-按年齡及性別區分 

        單位：人 

   款別年齡 

 

性別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未滿 

18 歲 

18 歲以上 

未滿 65 歲 

65 歲 

以上 

未滿 

18 歲 

18 歲以上 

未滿 65 歲 

65 歲 

以上 

未滿 

18 歲 

18 歲以上 

未滿 65 歲 

65 歲 

以上 

男 1 18 13 66 191 99 240 386 39 

女 - 6 7 83 173 51 234 410 45 

合計 1 24 20 149 364 150 474 796 84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二、近 5 年低收入戶概況及生活補助費發放情形 

本區近 5 年低收入戶之戶數及人數有微幅增加趨勢（表 5），列

冊低收入戶生活補助費可分為家庭生活補助費、兒童及青少年補助費、

高中職以上生活就學補助費三項，補助費額度每四年調整一次。近 5

年家庭生活補助費發放人次有增加趨勢，兒童及青少年補助費、高中

職以上生活就學補助費則無明顯增減趨勢（表 6、圖 5、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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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臺中市南區近 5 年低收入戶之戶數及人數-按款別區分 

         單位：戶、人 

年 底 別 
合 計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較上年底增減比率 

戶數 人數 戶數 人數 戶數 人數 戶數 人數 戶數 人數 

民國 107 年底 856 1,935 - - 61 62 276 507 519 1,366 

民國 108 年底 876 1,921 2.34% -0.72% 55 59 283 470 538 1,392 

民國 109 年底 939 1,992 7.19% 3.70% 48 49 308 498 583 1,445 

民國 110 年底 960 2,014 2.24% 1.10% 45 46 363 592 552 1,376 

民國 111 年底 1,004 2,062 4.58% 2.38% 44 45 403 663 557 1,354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表 6. 臺中市南區近 5年生活補助 
      單位：人次、元 

年度 
家庭生活補助 兒童及青少年補助 高中職以上補助 

金額合計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107   3,532   24,330,198   6,128   16,493,400   4,098   24,755,359   65,578,957 

108   3,661   24,835,976   5,621   14,971,200   3,849   23,147,323   62,954,499 

109   3,946   25,484,070   5,903   15,291,573   4,262   24,897,305   65,672,948 

110   4,218   28,796,945   5,771   16,110,979   3,677   23,137,293   68,045,217 

111   4,658   31,643,010   6,116   17,084,989   3,661   22,977,581   71,705,580 

資料來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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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臺中市南區近5年各項生活補助發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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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中市南區與其他行政區比較 

本區低收入戶之戶數 1,004 戶及人數 2,062 人，分別居臺中市 29

個行政區中第 6 位。全市低收入戶之戶數及人數，以北屯區 2,372 戶

及 5,189 人最多，以石岡區 123 戶及 211 人最少（表 7、圖 7）。 

以低收入戶之戶數及人數占各行政區戶數及人數比率而言，以和

平區戶數比率 5.35%及人數比率 5.70%最高，中區戶數比率 5.00%及

人數比率 3.65%次之。而比率最低及次低分別為西屯區及南屯區，西

屯區戶數比率 0.83%及人數比率 0.66%，南屯區戶數比率 1.08%及人

數比率 0.92%。本區戶數比率 1.97%及人數比率 1.64%，由高至低分

別居戶數比率第 18 位及人數比率第 15 位（表 7、圖 8）。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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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臺中市各行政區低收入戶之戶數及人數 

單位：戶、人、% 

區別 

低收入戶 全區 比率 

戶數 人數 戶數 人數 戶數 人數 

全臺中市合計 20,398 44,247 1,033,821 2,814,459 1.97% 1.57% 

中  區 405 644 
8,104 17,635 

5.00% 3.65% 

東  區 836 1,648 29,700 75,554 2.81% 2.18% 

南  區 1,004 2,062 50,934 125,466 1.97% 1.64% 

西  區 832 1,557 46,476 112,278 1.79% 1.39% 

北  區 1,639 3,010 61,053 142,778 2.68% 2.11% 

西屯區 772 1,527 92,710 231,866 0.83% 0.66% 

南屯區 748 1,636 69,481 177,930 1.08% 0.92% 

北屯區 2,372 5,189 115,527 295,677 2.05% 1.75% 

豐原區 1,124 2,469 55,843 163,476 2.01% 1.51% 

東勢區 351 697 17,540 47,817 2.00% 1.46% 

大甲區 397 747 24,294 74,737 1.63% 1.00% 

清水區 675 1,508 31,021 88,947 2.18% 1.70% 

沙鹿區 541 1,282 32,839 97,002 1.65% 1.32% 

梧棲區 503 1,269 19,933 59,848 2.52% 2.12% 

后里區 471 1,126 17,144 53,667 2.75% 2.10% 

神岡區 354 827 20,465 64,308 1.73% 1.29% 

潭子區 601 1,363 38,329 108,639 1.57% 1.25% 

大雅區 583 1,353 31,199 95,275 1.87% 1.42% 

新社區 241 528 7,824 23,283 3.08% 2.27% 

石岡區 123 211 4,922 14,154 2.50% 1.49% 

外埔區 307 819 10,048 31,264 3.06% 2.62% 

大安區 158 337 5,662 18,230 2.79% 1.85% 

烏日區 365 797 28,336 78,122 1.29% 1.02% 

大肚區 507 1,190 18,855 56,129 2.69% 2.12% 

龍井區 481 1,118 25,075 77,887 1.92% 1.44% 

霧峰區 413 833 21,256 64,091 1.94% 1.30% 

太平區 1,624 3,880 70,277 196,011 2.31% 1.98% 

大里區 1,720 3,998 74,284 211,469 2.32% 1.89% 

和平區 251 622 4,690 10,919 5.35% 5.70%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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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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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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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7 年「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生活狀況調查」

報告，「收入不穩定」、「戶內需撫養人口眾多」及「戶內均為無工作

能力人口」是申請成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的重要原因。低收入戶

認為脫離困境之方法以「政府提高補助款」為首，「不知道用何種方

法或沒有辦法」居次，「盼子女長大就業」居第三。由此可知，政府

各項補助款是弱勢民眾的重要經濟來源，藉由每人每月定額家庭生活

補助維持基本需求，學齡兒童、青少年及高中職以上就學另給予補助，

減輕扶養負擔。然而社會資源有限，補助款提高額度有限，而低收入

戶人數持續增加，也造成沉重的財政負擔。 

為落實社會救助的積極精神，協助低收入戶自立，衛生福利部於

105 年 6 月 6 日發布施行協助積極自立脫離貧窮實施辦法，明定直轄

市主管機關以教育投資、就業自立、資產累積、社區產業、社會參與

及其他創新、多元或實驗性服務之方式辦理脫離貧窮措施。臺中市政

府自 101 年度起推動「自立家庭築夢踏實計畫」，服務對象為低收入

戶及中低收入戶，且家中有高中職以上在學學生之家庭，透過資產累

積、教育投資、就業自立三大措施，12 年來協助約四成家庭成功脫

貧2。 

 
2 資料來源：台中市政府網站https://www.taichung.gov.tw/2270265/post(檢索日期：112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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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 111 年底低收入戶之戶數比率及人數比率，由高至低分別居

臺中市 29 個行政區中第 18 位及第 15 位，接近全市平均值。其中第

3 款戶數占五成五，人數則占約六成六。近 5 年低收入戶之戶數及人

數雖持續增加，但第 1 款戶數及人數減少，顯示有工作能力的低收入

戶占比提升。結合上述積極性社會救助措施，本區將持續配合市府政

策，協助低收入戶就業自立。 

結論 

本文探析本區低收入戶現況及近年概況，提出分析結論如下： 

一、本區低收入戶近 5年持續增加，有工作能力者超過半數，應積極

協助其就業自立。 

常言道：「給他一條魚，不如給他一支釣竿。」本區低收入戶家

庭有工作能力者超過半數，然卻可能因「不知道用何種方法」或誤以

為「沒有辦法」找到合適工作致陷入貧困生活。臺中市「自立家庭築

夢踏實計畫」提供個案管理服務，為家庭親代及子代成員轉介就業資

源及媒合工讀機會；市府輔導就業服務「以工代賑」，安排社會福利

服務設施或場所之輔助性質工作如清潔維護、檔案整理等。這些措施

均可協助低收入戶就業自立，應持續並擴展規模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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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區低收入戶人數男性與女性約各占半數，脫貧政策之規劃及制

訂應納入性別平等之考量。 

107 年「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生活狀況調查」報告顯示，107

年 6 月底全國低收入戶中以男性為家計負責人者占 58.02%，且第 1

款至第 3 款男性比率均高於女性，同期本區低收入戶以男性為戶長者

占 57.67%。111 年底本區低收入戶以男性為戶長者占 54.38%，且第 3

款以女性為戶長之戶數超過以男性為戶長之戶數，占 50.99%。由此

可知，現今低收入戶之女性戶長比率上升，脫貧政策之規劃及制訂應

納入性別平等之考量。 

三、建議對本區低收入戶實施生活調查，深入了解低收入戶形成原因，

做為日後脫貧計畫精進之參考。 

造成家戶陷入貧困的原因眾多，除個人健康條件、教育程度等因

素外，也可能與總體經濟發展相關，實難一言以蔽之。唯有透過實地

調查，深入了解其成因及背景，方能針對現行脫貧計畫加以精進，為

低收入戶家庭注入前景光明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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