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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住人口定義：指在某個區域
範圍內實際經常居住的人口

人 口 普 查

居住6個月
或預期居住
6個月以上

◆ 常住人口重要性

資源設施
居住政策

交通建設

產業發展

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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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設戶籍於常住地占近3成，常住與戶籍差異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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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

金門縣

澎湖縣

1.2以上

1 〜1.2

0.8 〜1

0 〜0.8

常住人口
戶籍人口

109年各地區常住與戶籍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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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普查10年辦理㇐次

89年

99年

109年

◆ 建置常住人口估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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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算全國常住人口總數及建立常住縣市估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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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準日編算法

◆ 基期累算法 人口變動要素合成法

Pt+1      = Pt +  Bt,t+1 - Dt,t+1 + NOMt,t+1

本期
常住人口

上期
常住人口

本期
出生數

本期
死亡數

本期國際
淨遷徙

本期發生

設籍人口
戶 籍 檔

全年離境(預期)
超過6個月

設籍人口

全年入境(預期)
超過6個月

無設籍人口

常住人口 ＝ － ＋全國
戶籍人口

非常住國內之
設籍人口

常住國內之
無設籍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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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常住人口總數編算結果

2100

2200

2300

2400

2500

2600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基期累算法 基準日編算法

萬人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歷年常住人口數

0
͌

民國年
120 60 0 60 120120 60 0 60 120

未滿15歲

15-64歲

65歲以上

男
女

120 60 0 60 120

未滿15歲

15-64歲

65歲以上

89年 99年

109年

◆ 全國常住人口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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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不同領域及多元屬性資料

◆ 資料清理、整合及資料轉換

性別
門診
次數

工商
普查檔

農漁
普查檔

人口
普查檔

戶籍
縣市

婚姻

教育
程度

年齡

工作
註記

工作
縣市

投保
資訊

投保
類別

就學
縣市

就醫
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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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地點

投保
類別

投保
身分

投保
單位

通勤機率計算

◆ 投入變數之篩選及轉換

◆ 工作資訊

工商
普查檔

農漁
普查檔

工作
註記

工作
縣市

投保
類別

總公司

分公司

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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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變數之篩選及轉換

◆ 就學資訊

依年齡與教育程度
合理性判斷

比對地點大專校院分校
(或校區)地址

通學機率計算

就學
縣市

校區

校區

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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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門診就醫科別
順序表

資料歸類及歸人

依優先次序篩選

門診就醫次數計算

◆ 投入變數之篩選及轉換

◆ 就醫資訊

門診
次數

就醫
次數

就醫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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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變數包含個人基本特徵及地點相關之公務登記資料

◆ 地點相關之公務登記資料涵蓋常住縣市比率高

100.0 

97.6 

85.3 

9.0 

49.7 

86.9 

71.5 

73.2 

6.9 
37.2 0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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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戶籍縣市

投保縣市

就醫縣市就學縣市

工作縣市

涵蓋(%)

符合(%)

戶籍、投保、就醫
就學、工作

至少㇐個
符合常住縣市

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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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機器學習方法進行建模

決策樹 隨機森林

… …

根節點

內部
節點

葉節點



建立常住縣市估計模型

17

◆ 隨機森林優勢

採用Bagging方法的
集成式學習
(Ensemble learning)

採隨機抽出放回方式
生成訓練資料集

每個訓練資料集隨機
選擇變數

避免過度配適
(Overfitting)

結合多顆樹的結果

多數決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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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模型建置及普查資料驗證

99年
樣本資料

訓練
集

測試
集

模型
訓練

內部驗證

決
策
樹

隨
機
森
林

模型
選擇

模型
評估

80%

20%

模型 誤分類率

決策樹 23.5%

隨機森林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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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模型驗證

91.3 91.4 91.6 91.6 91.6 91.8 91.5 91.2 91.3 91.3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民國年

內部驗證：99年測試樣本

外部驗證：100年~109年人力資源調查樣本

9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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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109年普查資料驗證99年模型以及建立新模型

88.2
%

8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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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估計結果實際運用於109年普查抽樣設計

◆ 縮短常住人口資訊產生週期

◆ 提高資料產製效率

◆ 增廣應用範疇 ⾧期照護
需求評估

區域薪資
統計應用

區域交通
運輸衡量

個人常住
資訊

基礎
資料庫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