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中市南區 

 
101 年 

 
 

臺中市南區區公所會計室編印 

中華民國 102年 9 月 

 



 2 

目  錄 

壹、前言……………………………………………………1 

 

貳、人口概…………………………………………………1 

 

參、人口特…………………………………………………5 

 

肆、人口變動……………………………………………10 

 

伍、教育程度……………………………………………14 

 

陸、婚姻狀況……………………………………………15 

 

柒、結語 …………………………………………………17 

 

捌、參考資料……………………………………………19 

 



 3 

壹、前 言 

人口為國家重要基本要素，其數量與素質對國家、社會、經濟進

步有重大影響。透過人口統計與分析，可具體瞭解一個地區的財力、

物力及人力之配合，並作為規劃財政、發展經濟及興辦社會福利等政

策之參據。 

鑒於人口結構之健全與否，對該地區的興衰具有直接影響，並可

反應其社會文化之發展趨勢，故健全人口結構及穩定人口狀況，實應

為各國政府所重視。 

僅就本區民國 101 年底之現住人口統計資料，按人口分佈、人口組成之分

析、人口動態、婚姻狀況、教育程度等加以整理，並就本區歷年統計資料分析

人口結構，以供機關長官及有關單位訂定決策與業務應用之參考。 

 

貳、人口概況 

一、人口分佈 

本區人口數由民國 100 年底的 115,032 人至民國 101 年底增加為 116,807

人，增加 1,775人，各行政區域中以樹義里的 11,925人最多，約佔總人口的 10.21 

%，其次為樹德里的 8,361 人，約佔 7.16 %，而長春里的 2,616 人及積善里的

3,104人最少，僅佔約 2.24及 2.66%（詳圖 1、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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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南區101年底各里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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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南區各里 100 年底及 101年底各里現住人口概況 

                                                                        單位：人 

年度 

 

村里 

100年底 
佔總人

數之比

率％ 

101年底 
佔總人

數之比

率％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總計 115,032  55,734  59,298  116,807  56,518  60,289  

工學里 6,316  3,021  3,295  5.49% 6,643  3,155  3,488  5.69% 

平和里 4,220  2,133  2,087  3.67% 4,242  2,135  2,107  3.63% 

永和里 4,607  2,233  2,374  4.00% 4,931  2,368  2,563  4.22% 

永興里 7,915  3,843  4,072  6.88% 8,104  3,892  4,212  6.94% 

江川里 3,222  1,564  1,658  2.80% 3,227  1,556  1,671  2.76% 

西川里 5,059  2,411  2,648  4.40% 5,121  2,438  2,683  4.38% 

和平里 4,072  1,935  2,137  3.54% 4,267  2,001  2,266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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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村里 

100年底 
佔總人

數之比

率％ 

101年底 
佔總人

數之比

率％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總計 115,032  55,734  59,298  116,807  56,518  60,289  

長春里 2,707  1,319  1,388  2.35% 2,616  1,270  1,346  2.24% 

長榮里 4,128  1,995  2,133  3.59% 3,430  1,654  1,776  2.94% 

南和里 3,476  1,686  1,790  3.02% 7,384  3,686  3,698  6.32% 

南門里 3,922  1,922  2,000  3.41% 4,119  1,997  2,122  3.53% 

城隍里 4,673  2,273  2,400  4.06% 4,005  1,979  2,026  3.43% 

國光里 7,075  3,519  3,556  6.15% 4,614  2,240  2,374  3.95% 

崇倫里 5,993  2,934  3,059  5.21% 6,167  3,017  3,150  5.28% 

新榮里 5,035  2,316  2,719  4.38% 5,146  2,364  2,782  4.41% 

福平里 5,869  2,772  3,097  5.10% 5,967  2,867  3,100  5.11% 

福順里 5,979  2,900  3,079  5.20% 5,959  2,819  3,140  5.10% 

福興里 4,296  2,163  2,133  3.73% 4,337  2,176  2,161  3.71% 

德義里 3,101  1,504  1,597  2.70% 3,138  1,523  1,615  2.69% 

樹義里 11,819  5,669  6,150  10.27% 11,925  5,754  6,171  10.21% 

樹德里 8,406  4,061  4,345  7.31% 8,361  4,082  4,279  7.16% 

積善里 3,142  1,561  1,581  2.73% 3,104  1,545  1,559  2.66% 

 

二、家庭結構 

本區民國 100 年底總戶數為 43,024 戶，平均每戶人口數約 2.67

人，與 101 年底戶數 44,238 戶，平均每戶人口數約 2.64 人相較，戶

數增加 1,214戶；戶量則減少 0.03 人。本區總戶數呈逐年增加，平均

每戶人口數則呈逐年減少。此主要為經濟及社會結構轉變影響，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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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已逐漸轉變為夫妻與子女之小家庭制度。（詳圖 2 及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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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南區歷年戶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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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南區歷年戶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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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人口特性 

一、性比例（每百女子所當男子數） 

以民國 101 年底而言，本區男性有 56,518 人，占 48.38%，女性

有 60,289 人，占 51.62%，男性比女性之性別比例為 93.75，其中以平

和里 101.33 最高，福興里 100.69 居次，男性比女性之性別比例為逐年

下降趨勢。（詳表 2 及圖 4） 

表 2.本區 101 年底各里現住人口概況 

年 底 別 

及各里別 
鄰   數 

人口數（人） 
年底戶數 

性比例 戶量 

合計 男 女 （男/女）*100 （人/戶） 

101 年底 630 116,807  56,518  60,289  44,238  93.75  2.64   

工學里 26 6,643  3,155  3,488  2,542  90.45  2.61  

平和里 24 4,242  2,135  2,107  1,479  101.33  2.87  

永和里 28 4,931  2,368  2,563  1,952  92.39  2.53  

永興里 32 8,104  3,892  4,212  3,067  92.40  2.64  

江川里 21 3,227  1,556  1,671  1,244  93.12  2.59  

西川里 23 5,121  2,438  2,683  1,843  90.87  2.78  

和平里 16 4,267  2,001  2,266  1,710  88.31  2.50  

長春里 30 2,616  1,270  1,346  952  94.35  2.75  

長榮里 28 3,430  1,654  1,776  1,200  93.13  2.86  

南和里 17 7,384  3,686  3,698  3,068  99.68  2.41  

南門里 34 4,119  1,997  2,122  1,635  94.11  2.52  

城隍里 42 4,005  1,979  2,026  1,566  97.68  2.56  

國光里 37 4,614  2,240  2,374  1,783  94.36  2.59  

崇倫里 26 6,167  3,017  3,150  2,263  95.78  2.73  

新榮里 28 5,146  2,364  2,782  2,078  84.97  2.48  

福平里 33 5,967  2,867  3,100  2,145  92.48  2.78  

福順里 26 5,959  2,819  3,140  2,347  89.78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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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底 別 

及各里別 
鄰   數 

人口數（人） 
年底戶數 

性比例 戶量 

合計 男 女 （男/女）*100 （人/戶） 

福興里 27 4,337  2,176  2,161  1,576  100.69  2.75  

德義里 25 3,138  1,523  1,615  1,278  94.30  2.46  

樹義里 49 11,925  5,754  6,171  4,135  93.24  2.88  

樹德里 32 8,361  4,082  4,279  3,222  95.40  2.59  

積善里 26 3,104  1,545  1,559  1,153  99.10  2.69  

 

圖4.歷年來性比例（每百女子所當男子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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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齡分析 

（一）幼年、青年、壯（中）年及老年人口結構分析 

      人口的年齡結構足以反應人口品質、社會活力及整個人口

未來的發展。以下就本區的幼年人口（ 0 歲～14 歲）、青年

人口（15～24 歲）、壯（中）年人口（ 25 歲～64 歲）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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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口（ 65 歲以上）分別加以分析結構變化。（詳表 3 及

圖 5） 

(1)本區幼年人口（ 14 歲以下）：占總人口比例逐年遞減，

民國 101 年底人口有 18,187 人，占總人口數之 15.57%，

較上年底的 15.96%減少 0.39 個百分點，與民國 91 年底

之 22.38%比較，減少高達 6.81 個百分點。 

(2)青年（15 歲～24 歲）：民國 101 年底為 16,387 人，較上

年底 16,000 人增加 387 人，占總人口比例由民國 91 年

底之 15.27％，下降至民國 101 年底之 14.03％。 

（3）壯年（25 歲～64 歲）：由民國 91 年底 57,923 人逐年遞

增至民國 101 年底 72,572 人，占總人口比例由民國 91

年底之 56.13％，上升至民國 101 年底之 62.13％，增

加 6.00 個百分點，較上年底之 62.04％，增加 0.09 個

百分點。 

（4）以老年（65 歲以上）：呈現逐年遞現象，由民國 91 年

底 6,418 人占總人口的 6.22％，遞增至民國 101 年底

9,661 人占總人口的 8.27％，短短 11 年間增加 2.05 個

百分點，主要為生活水準提高，醫療衛生進步，使得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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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口壽命延長，致老年人口所占比逐年增加。  

（5）本區民國 101 年底適於工作年齡(15~64 歲)之勞動力人口為

88,959人占總人口 76.16％，較民國 91年底 73,682人, 占總

人口 71.40％，增加 4.76個百分點，較上年底 75.95％，增加

0.21個百分點。 

（二）民國 101 年本區之扶養比【﹝(0~14 歲人口數）+（65 歲以

上人口數）/（15~64 歲人口數)﹞*100】為 31.30%。扶養比

由民國 91 年底之 40.05%，以後逐年降低，至民國 101 年底

已降至 31.30%，本區人口雖然逐漸老化，但因幼年人口大

幅減少，以致扶養比呈下降趨勢，但可預見的是，未來無法

投入生產的老年人口將會逐年增加，當目前的幼年人口，進

入青壯年人口時，扶養比反而會升高；將造成沉重負擔；且

本區老化指數﹝（65 歲以上人口數 /0~14 歲人口數）*100﹞

由民國 91 年底之 27.80%，升至民國 101 年底之 53.12%，由

於老年人在醫療資源耗費和福利安養等方面有較高且大量

增加的需求，人口快速老化，國內生產力不足與經濟成長趨緩，

將會帶給社會和國家莫大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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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本區近 11 年人口年齡結構 

年底別 

0～14歲 15～24歲 25～64歲 65 歲以上 

（幼年人口） （青年人口） （壯年人口） （老年人口）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91 年  23,089  22.38%  15,759  15.27%  57,923  56.13%   6,418  6.22% 

92 年  22,748  21.68%  15,748  15.01%  59,680  56.89%   6,735  6.42% 

93 年  22,329  21.08%  15,302  14.44%  61,185  57.75%   7,127  6.73% 

94 年  21,731  20.26%  15,205  14.17%  62,867  58.61%   7,469  6.96% 

95 年  21,308  19.51%  15,272  13.98%  64,813  59.33%   7,850  7.19% 

96 年  20,762  18.81%  15,158  13.74%  66,295  60.07%   8,143  7.38% 

97 年 20,301  18.15%  15,265  13.64%  67,825  60.62%   8,487  7.59% 

98 年  19,594  17.38%  15,340  13.61%  68,973  61.19%   8,815  7.82% 

99 年  18,866  16.60%  15,514  13.65%  70,213  61.78%   9,066  7.98% 

100 年  18,362  15.96%  16,000  13.91%  71,365  62.04%   9,305  8.09% 

101年 18,187 15.57% 16,387  14.03% 72,572 62.13% 9,661 8.27% 

 

 

圖 5.本區 101 年底人口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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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人口變動 

人口變動的主要因素有兩種，一為人口本身的自然增減，即指自然增加率，

由出生率與死亡率來決定；另為人口遷移的社會增減，即指社會增加率，則

由人口的遷入與遷出來決定，自然增加率與社會增加率兩者相加（減）後，

即為人口成長率。 

一、自然增減率 

本區民國 91年粗生率 13.410/00，粗死亡率 3.510/00，自然增加率 9.900/00，

至民國 101年粗生率降為 10.880/00，粗死亡率 4.910/00，自然增加率為 5.970/00。

（詳表 4、圖 6及圖 7） 

表 4.本區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減率 

  項目 

 

時期 

年底人口 數 出生人口數 粗生率‰ 死亡人口數 粗死亡率‰ 自然增減率‰ 

91年 103,189  1,367  13.41  358  3.51  9.90 

92年 104,911  1,199  11.52  439  4.22  7.30 

93年 105,943  1,135  10.77  439  4.16  6.61 

94年 107,272  1,084  10.17  470  4.41  5.76 

95年 109,243  1,098  10.14  457  4.22  5.92 

96年 110,358  1,191  10.85  487  4.44  6.41 

97年 111,878  1,072  9.65  499  4.49  5.16 

98年 112,722  1,037  9.23  538  4.79  4.44 

99年 113,659  709  6.26  618  5.46  0.80 

100年 115,032  1,155  10.10  566  4.95  5.15 

101年 116,807  1,261 10.88 569 4.91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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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時期 

年底人口 數 出生人口數 粗生率‰ 死亡人口數 粗死亡率‰ 自然增減率‰ 

工學里 6,643  90  13.89  24  3.70  10.19 

平和里 4,242  28  6.62  19  4.49  2.13 

永和里 4,931  62  13.00  17  3.56  9.44 

永興里 8,104  92  11.49  22  2.75  8.74 

江川里 3,227  31  9.61  20  6.20  3.41 

西川里 5,121  63  12.38  16  3.14  9.23 

和平里 4,267  63  15.11  15  3.60  11.51 

長春里 2,616  21  7.89  14  5.26  2.63 

長榮里 3,430  24  6.95  33  9.56  -2.61 

南和里 7,384  67  9.27  29  4.01  5.26 

南門里 4,119  44  10.67  25  6.06  4.61 

城隍里 4,005  29  7.32  36  9.08  -1.77 

國光里 4,614  38  8.18  30  6.46  1.72 

崇倫里 6,167  80  13.16  29  4.77  8.39 

新榮里 5,146  55  10.80  20  3.93  6.88 

福平里 5,967  58  9.71  32  5.36  4.35 

福順里 5,959  84  14.20  27  4.57  9.64 

福興里 4,337  37  8.57  33  7.65  0.93 

德義里 3,138  27  8.66  15  4.81  3.85 

樹義里 11,925  147  12.38  48  4.04  8.34 

樹德里 8,361  100  11.93  41  4.89  7.04 

積善里 3,104  21  6.72  24  7.68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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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歷年粗出生率及粗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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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人口自然增減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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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增減率 

各地區人口的增減除了受出生和死亡兩因素左右外，也受人口移動影響，人

口的遷移分為遷入和遷出兩部份，從本區民國 100年至 101年的資料顯示，2年

來皆是遷入率大於遷出率，顯示本區人口數於縣市合併 2年來持續正成長。 

本區民國 100年人口遷入人數為 8,431人，遷出人數為 7,647人，增加 784

人，社會增加率（移入率—移出率）為 6.80/00；民國 101年人口遷入人數為 9,006

人，遷出人數為 7,923 人，增加 1,083 人，社會增加率為 9.30/00 ，較上年的

6.80/00，增加 2.5個千分點，是以本區人口社會增加率近 2年來為正成長。 

以民國 101年的 22里來看，以社會增減率來看國光里遷出最多達千分之

-0.53，永和里遷入最多達千分之 2.08。（詳圖 8） 

圖8.南區101年底各里社會增減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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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之高低反映該社會的文化水準，為人口素質中很重要的一項指

標，對人口各種行為有很大的影響。本區高中（職）以上教育人口從民國 91年

的 69.29%至 101 年為 82.14%，增加 12.85 個百分點；不識字人口則由民國 91

年的 1.71%降至 101 年的 0.64%，減少了 1.07 百分點。顯示隨著教育環境的改

善，本區人口素質已有大幅的提高。（詳表 5及圖 9） 

 從戶籍登記之教育程度資料顯示，滿十五足歲以上者，民國 101 年底共有

98,620人，佔全區總人口 84.43％，較 100年底滿十五足歲以上者 96,670人，

增加 1,950人，101年教育程度大學以上 34,242人，占 15歲以上人數 34.72％；

專科人數 15,239人，占 15.45％，高中（職）程度人數 31,013人，占 31.45％；

國（初）中程度人數 9,510 人，占 9.64％； 小學程度人數 7,738 人，占 7.85

％； 自修者人數 249人，占 0.25％；不識字者人數 629人，占 0.64％。 

 

表 5.南區滿十五歲以上現住人口教育程度 

 

年別 

15 歲以

上人口

總計 

研究所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國（初）中 小學 自修 不識字 

人數 
比率

％ 
人數 

比率

％ 
人數 

比率

％ 
人數 

比率

％ 
人數 

比率

％ 
人數 

比率

％ 
人數 

比率

％ 
人數 

比率

％ 

91 年  80,100 2,467   3.08  12,482  15.58  13,545   16.91  27,005  33.71   12,938  16.15  9,810  12.25   484  0.60  1,369  1.71 

92 年  82,163  3,371   4.10  14,432  17.57  15,445   18.80  28,527  34.72    9,843  11.98  9,194  11.19   382  0.46   969  1.18 

93 年  83,614  3,727   4.46  15,513  18.55  15,478   18.51  28,638  34.25   10,190  12.19  8,787  10.51   366  0.44   915  1.09 

94 年  85,541  4,190   4.90  16,609  19.42  15,526   18.15  29,036  33.94   10,282  12.02  8,666  10.13   346  0.40   886  1.04 

95 年  87,935  4,694   5.34  18,099  20.58  15,587   17.73  29,645  33.71   10,149  11.54  8,580  9.76   324  0.37   857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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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15 歲以

上人口

總計 

研究所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國（初）中 小學 自修 不識字 

人數 
比率

％ 
人數 

比率

％ 
人數 

比率

％ 
人數 

比率

％ 
人數 

比率

％ 
人數 

比率

％ 
人數 

比率

％ 
人數 

比率

％ 

96 年  89,596  5,246   5.86  19,404  21.66  15,409   17.20  29,928  33.40    9,954  11.11  8,527   9.52   309  0.34   819  0.91 

97 年  91,577  5,602   6.12  20,904  22.83  15,364   16.78  30,342  33.13    9,866  10.77  8,423   9.20   295  0.32   781  0.85 

98 年  93,128  6,291   6.76  21,920  23.54  15,238   16.36  30,729  33.00    9,671  10.38  8,252   8.86   283  0.30   744  0.80 

99 年  94,793  6,789   7.16  23,322  24.60  15,195   16.03  30,754  32.44    9,608  10.14  8,124   8.57   280  0.30   721  0.76 

100年  96,670  7,165   7.41  23,788  24.61  15,189   15.71  31,659  32.75    9,966  10.31  7,958   8.23   265  0.27   680  0.70 

101年  98,620  8,118   8.23  26,124  26.49  15,239   15.45  31,013  31.45    9,510   9.64  7,738  7.85   249  0.25   629  0.64 

圖9.南區歷年教育狀況

-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91年 92年 93年94年 95年 96年97年 98年99年100年101年

單位:%

研究所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國(初)中

小學

自修

不識字

 

陸、婚姻狀況 

一、未婚 

本區未婚人口所佔的比率，由民國 91年的 48.90%逐年下降至 101年的

45.85%，未婚者的比率呈逐年下降之趨勢。（詳表 6及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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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偶 

有偶者所佔的比率由民國 91年至 101年穩定維持在 42％至 43％上下之間，

無明顯大幅變動（詳表 6及圖 10） 

三、離婚 

離婚人口所佔的比率由民國 91 年的 4.28%逐年上升至 101 年的 7.24%，11

年來逐漸增加，而最近數年的增加率更呈快速，顯見維繫家庭的力量明顯的減

弱、對婚姻的觀念已有不同的見解。（詳表 6及圖 10） 

四、喪偶 

   喪偶人口所佔比率，由民國 91年的 3.15%逐年升高至 101底的 3.86%。

（詳表 6及圖 10） 

表 6.南區現住人口婚姻狀況 

項目 

 

 

年度 

未婚 有偶 離婚 喪 偶  

人數 
占總人數

之比率％ 
人數 

占總人數

之比率％ 
人數 

占總人數

之比率％ 
人數 

占總人數

之比率％ 

91年 50,456  48.90  45,060  43.67  4,420  4.28  3,253  3.15  

92年 50,923  48.54  45,756  43.61  4,850  4.62  3,382  3.22  

93年 51,054  48.19  46,083  43.50  5,312  5.01  3,494  3.30  

94年 51,296  47.82  46,487  43.34  5,877  5.48  3,612  3.37  

95年 51,846  47.46  47,356  43.35  6,288  5.76  3,753  3.44  

96年 51,976  47.10  47,717  43.24  6,725  6.09  3,940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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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年度 

未婚 有偶 離婚 喪 偶  

人數 
占總人數

之比率％ 
人數 

占總人數

之比率％ 
人數 

占總人數

之比率％ 
人數 

占總人數

之比率％ 

97年 52,308  46.75  48,435  43.29  7,086  6.33  4,049  3.62  

98年 52,621  46.68  48,458  42.99  7,495  6.65  4,148  3.68  

99年 52,661  46.33  48,928  43.05  7,768  6.83  4,302  3.79  

100年 52,815  45.91  49,792  43.29  8,025  6.98  4,400  3.83  

101年 53,558  45.85  50,292  43.06  8,451  7.24  4,506  3.86  

 

圖10.南區現住人口婚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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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 

一、本區家庭結構已脫離大家庭，由民國 91年 2.97(人/戶)逐年下降至 101

年 2.64(人/戶)，顯示普遍以小家庭為主的結構特性。 

二、本區人口數自民國 91年至 101年逐年攀升，顯示近年重大交通計畫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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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捷運烏日文心北屯線(綠線)、臺中生活圈二號道路工程、臺中都

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大慶站、五權站等建設大幅帶動本區的繁榮

發展。未來隨著上述各項重大建設計畫完成，本區經濟、人口的發展

潛力值得關注。 

三、近年來生育率持續下降，人口成長速度將日趨緩慢，臺灣在經濟

持續發展的過程中，即將步上已開發國家人口問題之後塵。

人口成長停滯甚至衰退的情況下，將面臨青壯年人口扶養老年人

口的負擔加重、勞力不足、人口老化等問題。然而人口問題不是

只有量的層面，也有質的層面。因此如何提高所得較高者生育的誘因

是未來需要努力的方向。此外，生育問題也不是只有生育的層面，它

還包含了養育與教育的層面，因此，唯有透過各方面具體有效的政策

與措施，才能真正達成人口質、量提升的目標。 

四、在「高齡化」與「少子化」並存的時代，如何使中高齡人力，

尤其是中高齡專業人力充分再運用以提升勞動力，並規劃更周

延的政策來鼓勵中高齡人力資源運用，實有其重要性。  

五、讓青少年穩定成長的管道不外就是升學和就業，透過健全教

育制度與專業職能訓練，提升青少年的素質與就業能力，如

此不但可以確保臺灣競爭力的持續發展與成長，同時也可以

降低青少年失業與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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