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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統計服務、支援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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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整合統計、資訊挖掘 
• 應用統計分析係從城市發展重要議題出發，以結合跨域資料與統計數據為基

礎，透過縱看動向趨勢及橫觀內涵結構的交叉運用，層層剖析，從中挖掘重
要訊息，提供理性決策參考，同時彰顯施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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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顯施政成果 
全國第１ 
六都第１ 
進步實況 
成果統計 

城市發展議題 
高齡、性別 
經濟、財政 
警政、消防 
教育、交通 

訊息挖掘提供 
時間數列比較 
行政區比較 
直轄市比較 
各縣市比較 

支援決策參考 
高齡圖像 

 性別圖像  
幸福指標 

三節物價專題 
統計指標應用分析 

應用統計

分析  

結合跨
域資料  

重要訊
息萃取  

深入行
政區  

策進分
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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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高齡統計、高齡圖像 
• 高齡圖像 
 104年創新業務 

 高齡議題相關之統計 

 9大領域、171項指標
之時間數列資料 

 11篇圖文分析 

人口 

概況 
原住民
族相關 

勞動 

就業 

經濟 

概況 

高齡照護與 
社會福利 

社會 

治安 

健康與
生活 

社會 

參與 

居住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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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高齡圖像主要發現 
• 根據高齡圖像各大領域統計及分析結果，綜整為5大面向、21類主要發現，

供決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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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統計探
索新北市
高齡社會 

一、人口概況 

二、經濟與

勞動就業 
五、身心健康

與居住方式 

四、社會參與 三、高齡照護

與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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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高齡圖像主要發現 

(一)目前世界主要國家人口結構 
(二)主要國家高齡人口占總人口比率推計 
(三)六都人口結構 
(四)新北市歷年人口結構變動情形 
(五)新北市各區老化情形 
(六)新北市高齡人口性別概況 
(七)新北市原住民族高齡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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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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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世界主要國家人口結構 
• 2014年底我國高齡(65歲上)人口占比12%，老化指數86%，均明顯低於已開發

國家平均(16%、106)，惟高於新加坡(11%、69)及中國大陸(10%、63)，且
0-14歲人口占比(14%)低於已開發國家(16%) 

• 從扶老比觀察青壯年負擔，2014年我國約6.2名青壯年(15-64歲)負擔1位老人，
其負擔相對已開發國家(4名青壯年負擔1位老人)較輕，惟略高於鄰近的新加坡
(6.7名青壯年負擔1位老人)及中國大陸(7.1名青壯年負擔1位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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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國  別 0-14歲
(1)

15-64歲
(2)

65歲以上
(3)

老化指數
(3)/(1)*100

扶老比
(3)/(2)*100

全世界 26 66 8 31 12
    開發程度
       已開發國家 16 67 17 106 25
        開發中國家 29 65 6 21 9
    亞洲鄰近國家
        日本 13 61 26 200 43
        韓國 15 73 12 80 16
        中華民國 14 74 12 86 16
        新加坡 16 73 11 69 15
        中國大陸 16 74 10 63 14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發會、美國人口資料局「2014 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
附      註：各國為年中估計值，我國為實際值。

2014年主要世界人口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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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國家高齡人口占總人口比率推計 
• 根據我國2014年人口中推計結果，未來我國人口將快速老化，於2025年進入

超高齡社會，至2060年，我國高齡人口(65歲以上)占總人口比率達42%，整體
人口結構將從目前主要國家高齡人口比率最低之列，演變為高於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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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103年至150年)」簡報。 
附         註：「超高齡社會」係指一地區老年人口占該地區人口比率大於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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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都人口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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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底新北市高齡人口(65歲以上)占總人口10.10%，比率低於全國(11.99%)，
六都中以臺北市(14.08%)最高，新北市居第4位；而老化指數亦以臺北市(99.41)
最高，新北市(74.82)排名第4，亦低於全國(85.70)，顯示新北市人口結構在六
都中相對年輕 

• 103年新北市約7.6名青壯年(15-64歲)負擔1位老人，低於全國(6.2位青壯年負
擔1位老人)，六都中以臺北市(5.1位青壯年負擔1位老人)負擔最高，桃園市負擔
最輕(8.0位青壯年負擔1位老人)，新北市居第4位 

單位:%

地區別 0-14歲
(1)

15-64歲
(2)

65歲以上
(3)

老化指數
(3)/(1)*100

扶老比
(3)/(2)*100

全    國 13.99 74.03 11.99 85.70 16.19

新北市 13.50 76.41 10.10 74.82 13.22

臺北市 14.17 71.75 14.08 99.41 19.62

桃園市 15.85 74.84 9.31 58.72 12.44

臺中市 15.35 74.86 9.79 63.82 13.08

臺南市 13.14 74.24 12.62 95.99 16.99

高雄市 13.06 74.99 11.95 91.52 15.93

資料來源：內政部。

103年我國與六都人口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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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北市歷年人口結構變動情形 
• 歷年人口結構變動情形顯示，新北市人口結構受平均餘命提高及少子化影

響，老年(65歲以上)人口占比逐年增加，0-14歲人口占比逐年下降；新北
市自94年起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雖15至64歲青壯年人口占比逐年增加，
惟至101年達到最高點(77.0%)後，102年起，其人口比率已呈下滑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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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21.6 21.2 20.8 20.3 19.6 19.0 18.3 17.7 17.0 16.4 15.8 15.0 14.5 14.1 13.8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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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歷年新北市統計年報。 
歷年新北市人口結構 

 附     註：依聯合國定義，一地區老年人口占該地區人口比率大於7%，屬高齡化社會。 

肆-6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五)新北市各區老化情形 
• 觀察103年底新北市29個行政區老化指數，以林口區45.42、蘆洲區52.32及

泰山區(52.57)最低；平溪區(395.95)、雙溪區(267.91)、貢寮區(241.79)最
高；平溪區之老化程度為林口區的8.7倍，顯示新興都會區人口結構偏向年輕
化，東邊次都會區人口老化嚴重 

新北市各區老化指數 

103年底新北市7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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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寮 
241.79% 

雙溪 
267.91% 

坪林 
225.95% 

平溪 
395.95% 

低 

高 

林口區
45.42% 

蘆洲區
52.32% 

泰山區
52.57% 

附  註：老化指數=65歲以上人口數          
/0-14歲人口數*100。 

老化指數 行政區數 

0-未滿100 16 

100-未滿200 9 

200-未滿300 3 

300以上 1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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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新北市65歲以上高齡人口性別概況 

(六)新北市高齡人口性別概況(1/2) 
• 103年底新北市65歲以上高齡人口計40.05萬人，其中女性21.33萬人，男

性18.73萬人，性比例87.83，低於全市人口性比例96.86，且該比例逐年
降低，顯示高齡人口女性多於男性，性別人口數差異逐漸擴大 

15.60  16.04  16.80  17.65  18.73  

16.64  17.41  18.54  19.83  

21.33  

93.76  
92.12  90.57  

89.01  

87.83  

75
77
79
81
83
85
87
89
91
93
95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性比例 女(左標) 男(左標) 性比例(右標) 萬人 

 0 
~ ~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附  註：性比例=男性/女性*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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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  

13.80  

0

20

40

60

80

100

0

4

8

12

16

20

99 100 101 102 103

％ ％ 

年 
歷年新北市性別老化指數及扶老比 

男性扶老比(左標)  女性扶老比(左標)  
男性老化指數(右標) 女性老化指數(右標) 

3.79  3.56  

78.15  

46.29  

7.06  

5.59  

10.99  

44.57  

0%

20%

4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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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女 

103年底新北市高齡人口婚姻狀況 

喪偶 

離婚 

有偶 

未婚 

83.16  

67.15  

 
 
 

59.22  

51.08  

 
 
 

 
 

• 新北市歷年性別扶老比及老化指數均呈逐年上升的趨勢，且均為女性大於
男性，代表人口持續老化，且女性老化程度高於男性 

• 103 年 底 男 性 高 齡 人 口 (65 歲 以 上 ) 有 偶 比 率 78.15% ， 遠 高 於 女 性 之
46.29%；而女性高齡人口喪偶比率44.57%，係男性(10.99%)的4.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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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北市高齡人口性別概況(2/2)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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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1,413人 

平地4,206人 

• 103年底新北市55歲以上高齡原住民族人口5,619 人，占全體原住民族人
口10.52%，該比率逐年上升 

• 女性原住民族老化程度較男性明顯，尤其山地高齡原住民族性別人口數
差異甚大，女性為男性之2.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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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北市原住民族高齡人口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附註：高齡原住民族人口係指55歲以上之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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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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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高齡圖像主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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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齡者經濟來源 

(二)高齡者主要福利津貼 

(三)國民年金原住民給付 

(四)高齡者經濟保障 

(五)勞動就業 

二、經濟與勞動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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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43.9 36.2 19.6 16.8 8 5.1 0.2 0.6 0.7
98 48.3 29.7 17.4 14.9 7.9 5.2 0.1 0.4 0.3
94 53.4 33.3 14.2 10.8 11.8 4.4 0.1 0.6 0.4
91 51.7 22.6 17.4 12.2 11.8 3.3 0.1 0.6 0.5

年
子女或
孫子女
奉養

政府救助
或津貼

自己
退休金、
撫卹金或
保險給付

自己儲蓄
、利息、
租金或

投資所得

自己工作
或營業收

入
配偶提供

向他人或
金融機構

借貸

社會或親
友救助

其他

(一)高齡者經濟來源(1/2) 
• 依歷年衛福部老人狀況調查顯示，我國高齡者(65歲以上)經濟來源以「子女

或孫子女奉養」、「政府救助或津貼」及「自己退休金、撫恤金或保險給付」
為主；從歷年變動趨勢可發現，「子女或孫子女奉養」重要度逐漸下降，
「政府救助或津貼」及「自己退休金、撫恤金或保險給付」重要度漸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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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重要度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老人狀況調查報告。 
附        註：重要度=主要百分比*1+次要百分比*0.5。 

歷年全國高齡者主要經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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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高齡者平均每月
可使用生活費 

全    國 12,875元 
新北市 13,315元 
臺北市 16,643元 
臺中市 12,066元 
臺南市 12,655元 
高雄市 12,383元 

 102年新北市高齡者主要經濟來源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老人狀況調查報告。 
附        註：重要度=主要百分比*1+次要百分比*0.5。 

(一)高齡者經濟來源(2/2) 
• 從最新調查資料顯示，新北市高齡者(65歲以上)平均每月可使用的生活費為1

萬3,315元，高於全國(1萬2,875元)，五都中僅次於臺北市(1萬6,436元) 
• 新北市高齡者主要經濟來源與全國相同；從跨年齡層觀察經濟來源重要度之變

化，55-64歲者因本身在職，較能經濟獨立，其經濟來源以「自己工作或營業
收入為主」，而高齡者自退休後，其經濟來源在「子女或孫子女奉養」及「政
府或救助津貼」之重要度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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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重要度 

年齡
子女或
孫子女
奉養

政府救
助或津

貼

自己的
退休

金、撫
卹金或
保險給

付

自己儲
蓄/利息

/租金或
投資
所得

自己工
作或營
業收入

配偶提
供

向他人
或金融
機構借

貸

社會或
親友救

助
其它

65歲以上 48.73 31.11 21.58 15.24 5.7 5.26 0 0.81 1.88

55-64歲 27.78 2.5 18.52 17.02 34.96 20.01 0 0.36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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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二)高齡者主要福利津貼(1/4) 
• 高齡者(65歲以上)主要福利津貼包括： 

1.低收入戶生活津貼(65歲以上)及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2.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3.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年金 

• 歷年資料顯示，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及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年金因修法緣故，致核付
人數逐年下降；而低收入戶生活津貼(65歲以上)及中低收入老人生活生活津貼，其六都
核付人數變動情形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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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103年底核付人數(人) 10,572 10,473 6,154 12,018 8,752 30,719

99年底至103年底走勢

103年底核付人數(人) 24,151 4,717 31,107 50,296 81,834 61,831

99年底至103年底走勢

103年底核付人數(人) 135,227 114,908 47,478 71,389 55,806 84,939

99年底至103年底走勢

項  目
低收入戶生活
津貼(65歲以

上)及中低收入
老人生活津貼

老年農民
福利津貼

國民年金老
年基本保證

年金

 六都高齡者主要津貼核付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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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新北市低收入戶生活津貼(65歲以上)及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核付概況 

期底發放男性人數(左標) 期底發放女性人數(左標) 發放金額(右標) 

(二)高齡者主要福利津貼(2/4) 

• 103年底新北市請領低收入戶生活津貼之高齡者(65歲以上)及中低收入老人生
活津貼人數合計1萬572人，核付對象女性多於男性，全年發放金額8億4千萬
元，核付人數逐年遞增 

• 六都中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核付人數逐年增加，與新北市鄰近
的臺北市及桃園市則逐年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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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收入戶生活津貼(65歲以上)及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3,296  2,411  

6,215  
4,177  

6,743  

5,828  

5,695  

5,621  

3,241  

4,000  

1,594  
2,114  

99 100 101 102 103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歷年新北市老年農民津貼核付人數 

65-69歲 
70-74歲 
75-79歲 
80-84歲 
85-89歲 
90歲以上 

人 

年 

(二)高齡者主要福利津貼(3/4) 

• 103年底新北市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付人數2萬4,151人，六都中僅高於臺北市
(4,717人)核付對象以，75歲至84歲占47.41%最多，核付對象愈趨高齡化 

• 六都核付人數均逐年減少，主因係政府於102年及103年重新審酌發放條件，並修
正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所致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附註：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每月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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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103年底核付人數(人) 24,151 4,717 31,107 50,296 81,834 61,831

99年底至103年底走勢

項  目

老年農民
福利津貼

2.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二)高齡者主要福利津貼(4/4) 

• 103年底新北市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年金核付人數計13萬5,527人，係六都
最多 

• 因97年10月起國民年金法正式實施，原請領敬老津貼者改發放老年基本保證
年金，而實施後滿65歲者則請領老年年金，故老年基本保證年金核付人數逐
年減少 

22 

156.3  156.0  

147.1  
142.1  

135.2  

120
125
130
135
140
145
150
155
160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千人 

歷年新北市國民年金老年金本保證年金核付人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附註：老年基本保證年金每月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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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103年底核付人數(人) 135,227 114,908 47,478 71,389 55,806 84,939

99年底至103年底走勢

項  目

國民年金老
年基本保證

年金

3.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年金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三)國民年金原住民給付 
• 103年新北市年滿55至未滿65歲之原住民族人數計4,147人，其中符

合請領資格數為2,826人，給付人口比率為68.15%；近年給付人數逐
年增加，而給付人口比率介於六成七至七成間 

23 資料來源：勞工保險局。附註：1.國民年金原住民給付每月3,500元。 
                                                        2.給付人口比率=原住民給付人數/55至未滿65歲之原住民族人數。      

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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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新北市國民年金之原住民給付 

核付人數（左標） 核付人口比率(右標) 

人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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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四)高齡者經濟保障 
• 我國老人經濟保障，依老人福利法第11條規定：「老人經濟安全保障，採生活

津貼、特別照顧津貼、年金保險制度方式，逐步規劃實施」。103年新北市各項
老年保障措施受益人數計39.6萬人，其中福利津貼占43.68%、各項年金占
54.04%；另從最新調查結果顯示，新北市七成七的高齡者認為日常生活費「大
致夠用」或「相當充裕且有餘」，惟仍有逾二成高齡者覺得「有點不夠用」或
「非常不夠用」 
 

24 

大致夠用, 

62.85% 

有點不夠用, 

16.94% 

非常不夠用, 

5.70% 

相當充裕且

有餘, 

14.52% 

102年新北市高齡者日常生活費使用情形 
資料來源：衛福部老人狀況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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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項    目 人數(人)

總計 395,537

合計 172,776

低收入戶生活津貼(65歲以上)及中低收入
老人生活津貼

10,572

老年農民津貼 24,151

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障年金 135,227

國民年金原住民給付(55歲至未滿65歲) 2,826

合計 213,759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月退休金
(含未滿65歲)

15,297

勞工保險老年年金(含55-未滿65歲) 86,980

國民年金老年年金 111,482

其他 公費舊養榮民 9,002
資料來源：內政部、勞保局、衛福部、公務人員退撫基金、退輔會。
附　　註：公費就養人數為「板橋榮譽國民之家」就養人數。

103底年新北市高齡者主要社會福利及年金受益人數

福利津貼

年金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五)勞動就業 
• 新北市高齡(65歲以上)新登記求職者自100年起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從100年

之161人增加至103年248人，且該人數占全體新登記求職者之比率亦逐年增
加，從100年之0.42%上升至103年之0.83% 

• 從最新的調查資料可知，新北市有7.67%的高齡者從事有酬工作，其原因之
重要度，除「負擔家計」為主因外，「經濟獨立自主」、「維持社會參與」
及「打發時間」均有超過二成的重要度 

25 資料來源：新北市就業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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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新北市高齡新登記求職情形 

女性高齡新登記求職人數(左標） 
男性高齡新登記求職人數(左標） 
65歲以上高齡男性求職比率(右標）  
65歲以上高齡女性求職比率(右標） 

66.33 

31.34 

8.06 

15.43 

1.98 

50.9 

27.5 

25.7 

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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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家

計 

經濟獨

立自主 

維持社

會參與 

打發時

間 

其他 
單位：重要度 

102年新北市高齡者從事有酬工作原因 

65歲以上 55-64歲 

資料來源：衛福部老人狀況調查報告。 
附        註：重要度=主要百分比*1+次要百分比*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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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肆、高齡圖像主要發現 

26 

(一)獨居老人服務 

(二)長期照護、安養機構資源 

(三)居家服務 

(四)創新社福、銀髮樂活 

三、高齡照護與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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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一)獨居老人服務 
• 103年底新北市列冊須關懷之獨居老人3,674人，女性(占55.00%)多於男性

(占45.00%)；從歷年資料觀察，近2年獨居老人人數連續下降 
• 近5年獨居老人服務成果逐年成長，103年服務達73萬395人次，平均每位獨

居老人全年被服務198.80次，即每位獨居老人平均不到2天就會被服務1次 

27 

1,825 1,874 2,046 1,917 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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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次 人 

年 

歷年新北市獨居老人服務成果 

獨居老人男性人數(左標) 獨居老人女性人數(左標) 

獨居老人服務成果(右標)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附         註：獨居老人服務包括電話問安、關懷訪視、居家服務及陪同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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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期照顧、安養機構資源 
• 近年新北市長期照顧、安養機構可供進住人數及實際進住人數均成長，103

年底實際進住人數7,513人，女性(占55.9%)較男性(占44.1%)多 
• 歷年資料顯示，新北市每萬名高齡者(65歲以上)實際進住機構人數在180人至

200人間，進住機構人數占可供進住人數比率在七成至七成七之間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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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新北市老人長期照護、安養機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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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進住但未進住之人數(左標) 實際進住人數占老年人口比率(右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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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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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居家服務 
• 居家服務係十年長期照顧計畫重要的一環，新北市不論在服務個案數或

服務時數皆呈現逐年成長趨勢，且被服務對象及時數，女性皆高於男性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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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新北市長期照顧十年計畫之居家服務情形 

年底服務個案數-男性(左標) 

年底服務個案數-女性(左標) 

居家服務時數-男性(右標) 

居家服務時數-女性(右標) 

0 

~ ~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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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新社福、銀髮樂活(1/2)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新北市政府施政成果網。 
附        註：1.靜態資料為104年最新統計數，動態資料資料為至104年最新累計數。 
                    2.佈老志工：須接受18小時的專業訓練，陪伴長者散步、購物。 
                    3.世代志工：藉由團體志工到有需要的社區老人服務據點，幫助健康長輩持續樂活。 

 世代志工 

  
 佈老志工 

  
公共托老中心 

  
 老人共餐運動 

完訓者: 18,928人 
服務總時數: 

51,183小時 

辦理點數:815處 
  參與情形： 
  36,749人次 

已設置：20所 

預計至107年
設置完成26所 

 

投入服務： 
1,563人 

總服務時數： 
88,81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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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升高齡者整體幸福感，新北市政府自101年起，率先各縣市，結合公私部門資
源，陸續推動各項與高齡者相關之創新社福措施，包括世代志工、佈老志工、公共
托老中心及老人共餐運動，受到各界熱烈響應，從統計數據可看出各項成果之展現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四)創新社福、銀髮樂活(2/2) 

31 

瑞芳明燈 

三芝三和 

汐止佳醫 

林口仁愛 

八里下庄 

五股獅子頭 

鶯歌大湖 新店耕莘醫院、碧潭(103.2.24) 
土城頂埔 

中和大同 

三重溪美、台北橋 

板橋海山、頤安 

淡水北海岸 

泰山奇蹟 
永和民權 新莊愛活樂園、頭前 

• 為因應高齡化之托老問題，落實在地就養之目標，設立全國首創「銀髮俱樂部」及
「日間照護」二合一之公共托老中心，鼓勵健康的長輩到銀髮族俱樂部健身聯誼，
泡茶開講；針對失智失能的長輩，白天可至托老中心，由專業的服務員來照顧，晚
上還可以回家與家人團聚，至目前已完成20處之設置，可收托627人，實際收案人
數54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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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高齡圖像主要發現 

32 

四、社會參與 

(一)志工服務 

(二)銀髮活動 

肆-27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一)志工服務 
• 志工服務係高齡者社會參與的重要途徑，100年至103年間，新北市政府社會

局55歲以上志願服務隊員人數逐年成長，其中高齡(65歲以上)志願服務人數成
長(3.20)倍，高於55歲至64歲之成長幅度(2.44倍)；而同期高齡志願服務人數
占全體志願服務人數比率亦從13.07%提升至21.63%，係近年來首度突破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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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 

休閒娛樂團體活動 

進修活動 

養生保健團體活動 

政治性團體活動 

單位：人/百人 

102年新北市高齡者社會參與情形 

65歲以上 55-64歲 

資料來源：衛福部老人狀況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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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新北市55歲以上志願服人數 

65歲以上志願服務人數(左標) 
55-64歲志願服務人數(左標) 
65歲以上占全體志願服務人數比率(右標) 

人 % 

年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附        註：志願服務人數係指新北市政府社會局主管並依據志願 
                    服務法相關規定參與志願服務工作之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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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銀髮活動 

34 

年別 所數

(所) 

班數

(班) 

參加人數(人) 

合計 男 女 

103年 92 777 28,274 7,439 20,835 

102年 88 731 27,008 6,789 20,219 

101年 85 648 23,507 5,924 17,583 

100年 78 605 21,578 5,724 15,854 

99年 75 579 20,049 5,334 14,715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歷年新北市松年大學辦理成果 

• 休閒娛樂、養生保健及進修活動為高齡者主要之社會參與活動，近5年新北市松
年大學開辦所數、班數及參加人數皆成長，顯示市府辦理松年大學之課程內容
符合銀髮族期待，高齡市民參與程度愈趨踴躍；而歷年參與者性別七成以上皆
為女性 

• 廣受銀髮族喜愛之老人文康中心，每年參與人次皆在60萬人次以上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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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新北市老人文康中心辦理成果 

中心個數(左標) 
參與人次(右標)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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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肆、高齡圖像主要發現 

35 

(一)醫療費用 

(二)生活期望 

(三)居住狀況 

五、身心健康與居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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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醫療費用 
• 從健保醫療費用申請點數觀察高齡者(65歲以上)醫療費用支出，最新統計102

年新北市高齡者之門診醫療費用申請點數為32,694點，較99年增加3,227點
(10.95%)；平均每位高齡者住院醫療費用申請點數16,101點，較99年減少
1,428點(-8.15%)，顯示高齡者門診費用增加，但住院費用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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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67  30,716  30,487  32,694  

17,529  17,567  16,157  16,101  

23.92 24.16 24.71 
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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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數 

歷年新北市高齡門診及住院健保醫療費用申請點數 

平均每位高齡者門診醫療費用申請點數(左標) 平均每位高齡者住院醫療費用申請點數(左標) 

高齡者門診費用點數占總門診點數比率(右標) 高齡者住院費用點數占總住院點數比率(右標) 

0 

~ ~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附註：醫療服務提供者藉由支付點數的申報，經健保署審查核檢之後支
付費用，其點數不含自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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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規劃 
20.72% 

沒有規劃 
79.28% 經濟來源無虞 

23.32人/百人 

過與自己興趣 
相符生活 

15.02人/百人 

不知道 
20.75人/百人 

身體健康 
的生活 
39.42人/百人 

與家人團圓 
和樂的生活 
37.04人/百人 

55-64歲對老年生活
規劃 

高齡者(65歲以上)對老年生活的擔心 

高齡者對老年生活的期望 

近八成55-64歲市民對未來尚未有初步規劃；而高齡者(65歲以上)對於老
年生活的擔心與期望著重於「自身健康」、「家庭關係」及「經濟來源」 

配偶/同居人生病的照顧  
6.94人/百人 

經濟來源 
13.65人/百人 

配偶/同居人的健康 
8.15人/百人 

其他 
5.41人/

百人 

自己生病 
的照顧 

18.83人/百人 

自己的健康 
30.01人/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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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期望 

資料來源：102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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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6% 
居住無電梯

公寓 

三代家庭
(39.91%) 
兩代家庭
(29.44%) 

 

 

三代家庭
(24.83%) 
兩代家庭
(56.06%) 

 

53.80% 
居住無電梯

公寓 

行動方便 
18.79%願意 
住養護機構 

          行動不便 
46.65%願意 

住養護機構 
 

55-64歲 65歲以上 

現在 現在 

未來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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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居住狀況 

        理想居住方式 
        與子女同住 

         67.50% 
 

• 多數55歲以上民眾目前生活之家庭組成以「兩代家庭」
及「三代家庭」為主，且無論55-64歲或65歲以上之市民，
均有近七成認為未來理想的居住方式為「與子女同住」 

• 55-64歲市民對於未來生活無法自理時，有46.65%的市
民願意住進養護機構，但進入高齡(65歲以上)後，其意願
便下降至29.20% 

• 近五成三之55歲以上市民現居住宅屬無電梯設備之公寓，
亟待改善 資料來源：102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 

行動方便 
12.37%願意 
住養護機構 

行動不便 
29.20%願意 
住養護機構 

理想居住方式 
與子女同住 

 6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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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1/2) 

 Description of the contents 

• 目前我國高齡人口(65歲以上)所占比率低於世界主要國家，但未來老化快速，
至2060年將成為高齡人口占比相對高的國家。 

• 目前新北市人口結構相較於其他五都，尚屬年輕，相對較有潛力。 

• 新北市29行政區中，以林口區老化指數(45.42%)最低，平溪區老化指數
(395.95%)最高，平溪區老化程度為林口區之8.7倍。 

• 新北市高齡人口以女性居多(占53.3%)，且女性老化程度高於男性，高齡女
性喪偶比率(44.57%)係男性的4.1倍。 

• 新北市高齡者平均每月可使用生活費13,315元，其經濟來源以「子女或孫子
女奉養」、「政府救助或津貼」及「自己退休金、撫恤金或保險給付」為主，
其中七成七的高齡者認為日常生活費夠用，惟仍有逾二成高齡者覺得不足。 

• 103年底新北市各項老年保障受益人數計39萬5,537人，其中福利津貼占
43.7%，年金占54.0%。 

• 新北市高齡新登記求職者自100年起有逐年增加之勢，高齡者從事有酬工作
的原因除「負擔家計」之外，「經濟獨立」、「維持社會參與」及「打發時
間」亦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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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2/2) 

40 

• 103年底新北市列冊需關懷之獨居老人計3,674人，以女性居多(占55.0%)，
每位獨居老人平均不到2天就會被服務1次，獨居老人服務人次逐年成長。 

• 新北市十年長期照顧計畫之居家服務個案數及服務時數逐年成長，且被服務
對象人數及時數，女性皆高於男性。 

• 100年至103年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高齡志願服務人數成長3.20倍，同期高齡
志願服務人數占全體志願服務人數比率亦從13.07%成長至21.63%，係近
年來首度突破二成。 

• 新北市松年大學開辦所數、班數及參加人數皆逐年成長，歷年參與者性別逾
七成以上為女性銀髮族。 

• 新北市近八成55-64歲之近高齡市民對於未來老年生活尚未規劃，而高齡者
對於未來老年生活的擔心與期望著重於「自身健康」、「家庭關係」及「經
濟來源」。 

• 新北市無論55-64歲之近高齡者或65歲以上之高齡者，均有近七成認為未來
理想的居住方式為「與子女同住」；五成三之55歲以上市民現居住宅無電
梯設備，亟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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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高齡圖像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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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市政會議進行專案報告 
• 各機關就高齡圖像內容，提出相關施政建議，除供市府高齡對策小組參考外，

並由該小組列管追蹤辦理情形，同時透過各式管道提供市民知悉。 

市政會議專題報告 

(104.12.6)     

具體施政建議 
(9個機關、6大領域、17項建議)     

政
策
決
定
推
動     

相
關
資
訊
提
供     

市  長     
城市治理 
政策方向 

市府高齡對
策小組     

政策形成 
跨域整合 

市府各一級
機關     

政策檢驗 
問題發現 

主計處     
資訊挖掘 
創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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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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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計 的 要 務 係 協 助 政 府 成 為 有 反 應 的 (Responsive) 、 可 信 賴 的
(Realiable)及負責任的(Responsible)三R政府。爰此，新北市政府主
計處秉持服務的態度辦理統計業務，利用科學方法有系統地蒐集數據
資料，進而整理、分析及化繁為簡，找出關鍵訊息，以提供施政決策
參考。近年新北市統計工作著重於統計分析之加值應用，針對城市發
展重要議題強化資料蒐集項目，並策進分析方法，同時精進分析內容
與深度，期能藉以提升施政決策效率及為民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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