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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報告大綱

臺北市少子女化統計指標體系簡介

臺北市少子女化趨勢及影響

臺北市生養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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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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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人口政策及家庭計畫的有效推展

人口成長
快速下降

臺北市較全國提前在民國66年低於
聯合國定義人口替代水準之2.1人

前言(1/3)

66年
2,07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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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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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臺北市105-140年人口推估委託研究案」

臺北市預估出生暨死亡人數

依105年度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臺北市105-140年人口
推估委託研究案」顯示，預估臺北市於120年以後出生
人數少於死亡人數，嚴重影響人口結構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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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

少子化是國安問題，政府往
往透過增加生育補助來刺激生育率，但
不一定有用，因為現在雙薪家庭已成為
常態，孩子出生後的養育和教育才是一
大問題。

前言(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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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內閣

府少子化

對策

蒐集國內外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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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少子女化統計指標體系簡介(1/8)



彙編少子女化統計項目及指標

7

建置866項少子女化統計
項目、369項少子女化統
計 指 標 、 1,235 個 PX-
FILES及2萬餘資料。

國內外
文獻

公務
統計

調查
結果

臺北市少子女化統計指標體系簡介(2/8)



制定少子女化統計指標體系架構

臺北市少子女化統計指標體系簡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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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少子女

化對策計畫

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之

Family 

Database專

區
日本內閣府

少子化對策

將文字轉化為
可量化資訊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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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少子女化統計指標體系簡介(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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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文獻多為個別現
象的處理政策，逐篇了
解其涵義，並從文字中
擷取可量化之統計項目
及指標。

將文字敘述轉換
為統計指標

逐表逐項檢視
公務統計報表

逐表逐項檢視
調查結果

蒐集中央部會及本府
各機關公務統計及調
查結果資料，資料量
繁多內容又複雜，須
逐表逐項檢視，篩選
適當的統計項目及指
標。

統計項目及指標
選取及其定義

依據統計項目及指標
進行統計定義，再依統計定
義蒐集資料，統計項目及指
標的取捨，以及如何統計定
義不遺漏重要資訊，是一項
極具挑戰性工作。

臺北市少子女化統計指標體系簡介(5/8)

巨量資料海底撈針



彙整少子女化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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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少子女化統計指標體系簡介(6/8)



彙編臺北市少子女化統計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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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少子女化統計指標體系簡介(7/8)

以活潑動態、淺顯易懂的動畫方式取代枯燥刻板的統計數字，吸引民眾

關注問題與了解市政績效。



少子女化統計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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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工作推

動情形 統計指標一覽表

統計資料

查詢系統

統計分析

相關網站

統計項目一覽表

臺北市少子女化統計指標體系簡介(8/8)

統計圖像



臺北市少子女化現象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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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少子女化趨勢及影響(1/9)

粗結婚率

民國90年6.82‰

民國107年5.66‰

初婚率 再婚率
民國90年

民國107年

民國90年

民國107年

37.46 ‰

33.83‰

44.31‰

34.46‰

51.03‰

22.02‰

14.15‰

8.72 ‰

-1.16個千分點

粗結婚率與男、女性初婚率及再婚率均下降

-3.63個千分點 -29.01個千分點

-9.85個千分點 -5.43個千分點



臺北市少子女化現象的趨勢

15

臺北市少子女化趨勢及影響(2/9)

臺北市結婚年齡 單位:歲

年別
平均結婚年齡 初結婚年齡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90年 35.3 29.8 32.7 28.7

91年 35.4 30.1 32.8 28.9

92年 35.8 30.5 32.9 29.2

93年 34.8 30.3 32.5 29.0

94年 34.4 30.4 32.2 29.2

95年 34.5 30.8 32.3 29.6

96年 35.0 31.1 32.7 29.9

97年 34.6 31.2 32.6 30.0

98年 35.7 32.0 33.2 30.5

99年 35.5 32.0 33.2 30.8

100年 35.0 31.9 33.1 30.8

101年 35.3 32.2 33.2 31.0

102年 35.0 32.2 33.2 31.1

103年 34.8 33.3 34.2 32.9

104年 35.2 32.5 33.4 31.3

105年 35.5 32.7 33.7 31.5

106年 35.6 32.9 33.7 31.5

107年 35.7 33.0 33.7 31.7

男女初婚年齡均有延後趨勢且女性增加幅度大於男性

男
性
34
至
36
歲
間

女
性
增
加
3.2

歲

男
性
增
加
1.0

歲

女
性
增
加
3.0

歲



臺北市少子女化現象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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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少子女化趨勢及影響(3/9)

臺北市生母生育第1胎平均年齡

民國90年29.19歲

民國108年33.02歲

增加3.83歲

臺北市生父平均年齡 臺北市生母平均年齡

民國90年33.93歲

民國108年36.28歲

民國90年30.48歲

民國108年33.92歲

增加
2.35
歲

增加
3.44
歲



65年為最高點，之後除遇龍年(65年、77年、89年及101年) 
嬰兒出生數及粗出生率反轉上升外，其餘年大致皆呈現下降
趨勢。

臺北市少子女化現象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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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少子女化趨勢及影響(4/9)

臺北市出生嬰兒數及粗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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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少子女化現象的影響

臺北市少子女化趨勢及影響(5/9)

臺北市人口結構人口結構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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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少子女化現象的影響

臺北市少子女化趨勢及影響(6/9)

臺北市家庭成員數結構

6.56%

26.29%

29.01%

26.04%

12.10%

107年

8.53%

16.50%

20.30%
31.47%

23.20%

90年

4人

2人

5人及以上

5人及
以上

3人

4人

2人

3人

1人
1人

家庭結構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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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少子女化現象的影響

臺北市少子女化趨勢及影響(7/9)

臺北市國中小新生學生數減少

國小一年級 國中七年級

108學年度

90學年度

22,097位

32,669位

21,726位

34,27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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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6% -36.62%

男性-33.45%、女性-31.15% 男性-37.39%、女性-35.77%



臺北市少子女化現象的影響

臺北市少子女化趨勢及影響(8/9)

國小一年級 國中七年級

因學生人數減少及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原則，致使
班級數減少及活化校舍校地。

108學年度

90學年度 1,138班

811班 785班

1,048班

-28.73% -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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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少子女化現象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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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少子女化趨勢及影響(9/9)

造成新進勞動市場的人力減少，108年25-29歲勞動力人
口較90年減少9.87%，影響整體人力資源的配置。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女 77 80 80 81 82 83 82 83 82 80 81 79 75 73 72 71 69 68 68

男 75 76 78 77 76 77 77 77 78 77 77 75 73 71 70 69 69 69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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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北市生養育環境(1/11)

孕前及孕期 出生
婚後孕前健康檢查補助
孕婦唐氏症篩檢補助

生育獎勵金
輪狀病毒疫苗補助
兒童醫療補助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補助

生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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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北市生養育環境(2/11)

生育方面

項 目 別
出生人數（位） 性比例

（男/百女）

粗出生率
（‰）總計 男性 女性

全 國 177,767 92,237 85,530 107.84 7.53

臺北市 21,468 11,100 10,368 107.06 8.08

新北市 28,387 14,645 13,742 106.57 7.08

桃園市 22,841 11,910 10,931 108.96 10.22

臺中市 21,602 11,262 10,340 108.92 7.69

臺南市 11,841 6,128 5,713 107.26 6.29

高雄市 19,447 10,040 9,407 106.73 7.01

108年全國與六都出生概況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肆、臺北市生養育環境(3/11)

全國一致性
育兒津貼及
免費補助

臺北市協力照顧補助、
臺北市友善托育補助、
臺北市育兒津貼、
臺北市補助學費及
臺北市一生六六大順

學費補助

臺北市未滿6

歲幼兒享有之

津貼及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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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育方面



養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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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北市生養育環境(4/11)

民國103年底106家

民國108年底239家

托嬰中心 居家式托育人員數

民國103年底5,037人

民國108年底7,373人

＋125.47% ＋46.38%

臺北市托嬰中心及居家式托育人員數均增加



養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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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化幼兒園（公立幼兒園及私立非營利幼兒園）占比增加

肆、臺北市生養育環境(5/11)

103學年度占2成2

108學年度占2成7

103學年度占4成

108學年度占4成4

家數 實際收托人數

＋4.45個百分點 ＋3.91個百分點



養育方面

肆、臺北市生養育環境(6/11)

非營利幼兒園家數全國第一，
109年目標41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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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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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北市生養育環境(7/11)

108年托育供給率達22.93%

108年公共及準公共供給涵
蓋總托育服務量72.72%

109年公共及準公共

供給目標75%



養育方面

肆、臺北市生養育環境(8/11)

民國104年底811家 民國108年底1,385家

事業單位辦理托兒設（措）施家數增加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3條規定，僱用員工人數達100
人以上的企業，需設置托兒設施或提供適當之托兒
措施，以減輕勞工對照顧子女的家庭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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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8%



家庭照顧及友善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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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北市生養育環境(9/11)

年別 因結婚 因生育（懷孕）

99年 21.4 16.5

102年 13.4 16.9

105年 14.5 18.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

臺北市15至未滿65歲已婚女性因故離職概況
單位：%

105年臺北市15至未滿65歲已婚女性因結婚離職比率較
99年減少6.90個百分點；因生育（懷孕）離職比率較99年
增加1.60個百分點。



家庭照顧及友善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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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北市生養育環境(10/11)

臺北市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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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照顧及友善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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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給付件數及金額均
女性多於男性，惟男、女性差距縮小。

肆、臺北市生養育環境(11/11)

民國103年女性給付件數為男性6.91倍、
女性給付金額為男性6.60倍

民國108年女性給付件數為男性5.48倍、
女性給付金額為男性5.19倍



結語

一、18年來，臺北市男女初婚年齡均有延後趨勢且女性
增加幅度大於男性，另生母生育第1胎平均年齡增加
3.83歲。

二、臺北市嬰兒出生人數減少，惟托嬰中心家數、居家
式托育人員及事業單位辦理托兒設(措)施家數增加，
提供父母安心托育的場所，以減緩生而無法
照顧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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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三、公共化幼兒家數及實際收托人數持續增加，其中
非營利幼兒園家數全國第一。

四、為因應少子女化現象，臺北市政府陸續提出育兒
津貼、托育費用補助及幼兒園就學費用減免等
生養育相關政策，從少子女化統計指標資料，
臺北市是一個友善的生養育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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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