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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是國家構成要素之一，亦是社會經濟活動

的主體。觀察一國人口的規模、成長、結構、素質、

特徵及分布，不僅可了解人民生活水準的提升與社

會進步的軌跡，更可藉以規劃未來社會福祉及國家

整體發展方向。本文主要就人口相關指標的觀點，

探討我國近年人口現況及變化趨勢。 
 

一、 人口與福祉的關聯性 

社會福祉係架構於人民為了實踐生存、幸福與

成就，進而追求生理、心理、經濟、社會及文化等

各面向需求的滿足上。人民會因不同年齡、性別、

婚姻、族群、宗教、身心狀況、居住地區及所得等

社會人口特質，而對健康照護、教育、就業、住宅、

交通、環境、社會參與及文化休閒等領域有不同層

次的需求。 

各國政府為因應人口及社會經濟變遷所產生之

供給、需求及資源配置等問題，紛紛透過回顧與前

瞻國家人口規模、素質、結構及分布等情形，針對

各面向的需求制定相關人口政策，目的在增進國民

健康、促進經濟發展、完善社會福利及推動生態環

境永續發展，全方位促進人民幸福與社會進步。 
 

二、 觀察指標 

本文藉由觀察人口結構及增加率、總生育率及

老年人口比率及依賴比等指標，描繪人口近 10 年變

動情形、現況及未來可能趨向。人口結構係呈現某

時間點特定屬性人口組成樣態；人口增加率則反映

人口規模隨時間變化的相對增減幅度；總生育率常

用以描述一國未來人口延續狀況，且是人口推計的

關鍵依據及國際比較重要指標；老年人口比率及依

賴比則顯示一地區人口老化程度及扶養負荷程度。

期藉由審視上述指標，以及與 OECD 國家比較，勾

勒出我國人口輪廓，並有效掌握我國社會變遷趨勢。 
 

指標定義及來源 

指標 定義 來源 

人口總增

加率 

指一國或一地在一年中所增加的人口

總數，對其當年年中人口數之比率，

以千分比（‰）表示。 

內政部 

自然增加

率 

指一國或一地在一年中自然增加數

（出生數減死亡數）對年中人口數的

比率，以千分比（‰）表示。 

內政部 

社會增加

率 

指一國或一地在一年中社會增加數

（含住址變更之遷入人口數減遷出人

口數）對年中人口數的比率，以千分

比（‰）表示。 

內政部 

總生育率 指一個假設世代的育齡婦女按照目前

的年齡別生育水準，在無死亡的情況

之下，渡過其生育年齡期間以後，一

生所生育的嬰兒數或生育率。 

內政部 

老年人口

比率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內政部 

老年人口

依賴比 

65 歲以上人口/15-64 歲人口*100 內政部 

 

三、 整體概述 

綜觀近 10 年我國人口概況如下： 

（一）往年我國人口成長主要以出生和死亡差幅

的自然增加為主，惟隨兩性參與各領域的

機會漸趨平等，以及國人婚育價值觀改

變，我國平均每位育齡婦女一生所生嬰兒

數（總生育率）由 2000 年 1.7 人下降至 2009

年 1.03 人，已明顯低於 OECD 各國。由於

出生率持續低迷，致人口成長速度趨緩，

2006-2009 年我國人口平均年增率 0.35％，

較 OECD 國家中位數 0.74％為低，至 2010

年人口僅增加 0.18％創歷年新低，且社會

增加數首度超越自然增加數，人口成長要

素變遷趨勢不容忽視。 

（二）10 年來由於平均壽命提高，我國與多數

OECD 國家同樣面臨高齡化問題，2010 年

我國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10.7％，較

 

我國人口概況 
－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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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增 2.1 個百分點，老年人口依賴比

15％，扶養負擔較 OECD 各國仍屬相對較

輕；惟就 2010-2020 年人口中推計觀察，未

來 10 年我國老年人口比率預計增 5.5 個百

分點，增幅僅次於日本，居老年化速度較

快之國家組。面對高齡化發展趨勢，未來

年金、保險、救助及福利等社會安全體系

的償付能力將面臨挑戰，宜積極研擬具體

措施以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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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聯合國統計，全球人口在 20 世紀初期僅達

16 億人，1960 年達 30 億人後即快速增加，2011 年

邁向 70 億大關，估測若世界各國生育率皆收斂至替

代水準值（2.1 人），則 2100 年全球人口將達 100

億，惟各國消長情形歧異。人口遽增可能造成糧食

供給不足、能源消耗過速或居住環境衝擊等情形，

但負成長亦可能衍生人口結構老化、勞動力不足或

扶養負擔過重等社會問題，不僅影響個人及家庭生

活品質，更攸關國家永續發展。 
 

一、現況與趨勢 

人口成長受出生與死亡所引起的自然變動（即

自然增加）及遷徙所引起的社會變動（即社會增加）

兩大要素影響。由於 1949 年政府播遷來臺，移入大

量人口，及戰後嬰兒潮影響，1958 年底我國人口計

1 千萬人，復因醫藥衛生進步及國民營養改善降低

死亡率，致我國人口快速成長，促使政府於 1964 年

起推行家庭計畫及調控人口政策，1989 年倍增至 2

千萬人後，人口成長速度益趨減緩，1999 年後歷時

10 年僅增 1 百萬人，與 1970 年代前期每增百萬人僅

需 3 年相比較，期間明顯延長。 

觀察近 10 年我國人口成長情形，2010 年底我國

人口 23.2 百萬人，較 10 年前增 88.5 萬人，其中雖

以自然增加為主，惟出生率急遽下降，使 2010 年人

口自然增加率縮減至 0.9‰，僅及 2000 年之九分之

一；另社會增加部分，由於全球化及國人婚配觀念

改變，除 2006 年有大幅國際淨遷入致社會增加率達

1.6‰外，2008 年「國籍法施行細則」放寬外籍配偶

歸化之財產限制，以及 2009 年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縮

短大陸港澳地區配偶取得我國國籍年限並溯及既

往，初設戶籍者大幅增加，使 2009 年社會增加率亦

達 1.5‰。 

綜計自然增加率及社會增加率，2010 年人口總

增加率 1.8‰，創歷年新低，較 2000 年減 6.5 個千分

點，社會增加率 0.92‰亦首度超越自然增加率

0.91‰，人口成長要素變遷趨勢不容忽視。 
 

人口總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人口總增加率─按要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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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二、地區結構 

人們因教育醫療資源、就業機會、居住與環境

品質及福利措施等考量，而選擇不同的居住地區，

2010 年底我國北部地區人口 1,029.1 萬人，占全國人

口比率高達 44.4％，其次為南部地區 643.3 萬人及中

部地區 576.1 萬人，分別占 27.8％及 24.9％，東部及

金馬地區人口分別僅 56.9 及 10.7 萬人，合計低於 3

％，顯見我國人口分布高度集中於北部地區。 

與 2000 年人口相較，北部地區人口呈平穩成

長，平均年增率 0.7％；2010 年較 2000 年人口增 7.1

％，中、南部地區分別僅增 2.6％及 0.6％，東部地

 

我國人口概況 
－人口結構及增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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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人口則持續流失，負成長 4.9％。 
 

人口數─按地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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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說  明：北部地區包括台北縣、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新

竹市、基隆市及宜蘭縣。中部地區包括苗栗縣、台中

縣、台中市、南投縣、彰化縣及雲林縣。南部地區包

括嘉義縣、嘉義市、台南縣、台南市、高雄縣、高雄

市、屏東縣及澎湖縣。東部地區包括花蓮縣及臺東縣。 
 

三、性別及年齡結構 

2010 年底我國男、女性人口分別為 11.6 及 11.5

百萬人，較 2000 年底分別增 24.3 及 64.2 萬人，女性

增幅 5.9％高於男性之 2.1％，總人口性比例（每百

名女性人口相對的男性人口）持續下降，2010 年為

100.9。 
 

人口數─按性別分 
 

 
 
 
 
 
 
 
 
 
 
 

 
 
資料來源：內政部。 
 

若按人口三階段年齡組觀察，2010 年底我國

15-64 歲青壯年人口計 17.1 百萬人，占總人口比率

73.6％，主因戰後嬰兒潮以來，持續約 50 年每年逾

30 萬嬰兒出生，造就當前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扶

養負擔相對較輕的「人口紅利」時期；另 0-14 歲幼

年及 65 歲以上高齡人口分別為 3.6 及 2.5 百萬人，

各占總人口 15.6％及 10.7％。 
 

人口數─按性別及年齡分 
 

 

 

 

 

 

 

 

 

 
資料來源：內政部。 
 

若與 10 年前相較，隨著國人生活水準提高、醫

學進步及平均壽命延長，青壯年人口及高齡人口分

別增加 1.4 及 0.6 百萬人，占總人口比率各增 3.3 及

2.1 個百分點，其中青壯年人口呈穩定成長，平均年

增率 0.9％，高齡人口則因早年隨政府播遷來臺移入

之大量人口已逐漸凋零而成長趨緩；幼年人口及所

占總人口比率則因婦女生育率逐年下滑，近 10 年幼

年人口均呈現負成長，且減幅持續擴大，致減少 1.1

百萬人及 5.5 個百分點。 
 

人口年增率─按年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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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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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隨著戰後嬰兒潮世代即將邁入高齡，加上低

生育率現象，人口結構朝少子女化與高齡化快速轉

型，亟需完善規劃並落實因應對策以減輕衝擊。 
 

四、國際比較 

OECD 各國近年平均壽命皆普遍提高，人口成

長差異主要歸因於出生率及淨遷徙因素。澳洲、盧

森堡、西班牙、挪威及加拿大等高淨遷入國家，以

及愛爾蘭、冰島及土耳其等出生率較高國家，

2006-2009 年人口平均年增率均高於 OECD 國家中位 

 

2006-2009 年我國及 OECD 國家人口平均年增率 
 

 

 

 

 

 

 

 

 

 

 

 

 

 

 

 

 

 

 

 

 

 

 

 
 
 
資料來源：內政部、OECD。 
說    明：2009 年比利時人口數為 OECD 估計值。 
 

數 0.74％；德國、匈牙利及日本則因低出生率與低

淨遷徙率，人口呈現負成長。2006-2009 年我國人口

平均年增率 0.35％，低於 OECD 國家中位數，但優

於鄰近同屬低出生率之南韓及日本。 
 

 

 

 

 

 

 

 

 

 

 

 

 

 

 

 

 

 

 

 

 

 

 

 

 

 
資料來源：內政部、OECD。 
說    明：1. 2009 年比利時、法國、希臘兩性人口數為 OECD 估

計值。 
     2. 性比例=男性人口/女性人口*100。 
 

出生嬰兒性別偏好、各生命週期的兩性死亡

率、跨國移民及生育政策等因素，綜合影響各國人

口性別結構。2009 年 OECD 各國中，除冰島、南韓

1999 及 2009 年我國及 OECD 國家人口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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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土耳其男性人口較女性多外，餘各國人口性比例

均低於 100，亦即男性人口低於女性，且以匈牙利

之 90.4 為 ；若觀察 10 來變化情形，則逾 6 成 OECD

國家均朝兩性人口數相近之方向發展。2009 年我國

人口性比例 101.3，僅次於冰島之 102.4，且 10 年來

人口性比例降幅大於 OECD 各國。 

 

 

 
 

 

 

 

 

 

 

 
 

 

 

 

 

 

 

 

 

 

 

 

 

 

 

 

 

 

 

 

 

 

 

 

 

 

 

 

 

 

 

 

 

 

 

 

 

 

 

 

 

 

 

 

 

 

 

 

 

 

 

 

 

 

 

國際資料的可比較性： 

各國人口資料係指常住人口，多數 OECD 國家以定期每 10 年一

次之人口普查為基礎，非普查年數據則採公務資料推估，許多歐

洲國家全由公務檔估算，人口數據頗具可比較性。我國則採戶籍

登記人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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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齡婦女總生育率係按某時期 15-49 歲育齡婦

女年齡別生育水準，推算平均每名婦女一生所生育

的子女數，為國際間評量及比較生育率時 常採用

的指標。一般咸認總生育率 2.1 人係人口維持長期

穩定之人口替代水準。 
 

一、現況與趨勢 

據聯合國統計，全球總生育率以極快的速度降

至前所未有的低水平，由 1970-1975 年每名婦女生育

4.4 人降至 2005-2010 年的 2.5 人，而在 1970 年代生

育水準已相對偏低的已開發國家，總生育率則由 2.2

人持續降至 2005-2010 年的 1.7 人，我國亦已降至相

對偏低的水準。 

受戰後嬰兒潮影響，1950 年代初我國育齡婦女

總生育率達 7 人，為緩和人口成長速度，政府相繼

推行家庭計畫及人口調控政策，使人口總增加率快

速下降。其後隨國人受教育年數延長，女性勞動參

與提高，以及個人對婚姻、家庭與生育觀念改變等

因素，醫藥衛生的進步，使生育控制普及，加上國

人晚婚遲育、少生優育甚或不婚不生情形，致使總

生育率持續探底，1984 年起低於人口替代水準 2.1 
 

 

 

 

 

 

 

 

 
 
 
 
資料來源：內政部。 

人， 2010 年更下探至 0.9 人，已屬全球超低生育率

國家。 

為因應我國所面臨之人口社會問題，政府於

2008 年「人口政策白皮書」中，擬定 7 項少子女化

對策，包括健全家庭兒童照顧體系、提供育兒家庭

經濟支持措施、營造友善家庭之職場環境、改善產

假及育嬰留職停薪措施、健全生育保健體系、健全

兒童保護體系，以及改善婚姻機會與提倡兒童公共

財價值觀；2011 年更將少子女化問題提升至國安層

級，積極研擬多層面配套措施，以營造民眾安心成

家、願意生且快樂養之幸福環境。 
 

二、按年齡分 

觀察近 10 年育齡婦女年齡別生育率，以 25-29

歲組及 20-24 歲組降幅 大，分別由 2000 年之 133‰

及 72‰，降至 2010 年之 55‰及 23‰，降幅達 78 及

49 個千分點；30-34 歲組於 2008 年後已取代 25-29

歲組成為生育主力，35-39 歲組亦較 10 年前提高，

2010 年分別為 65‰及 28‰，遲育態勢明顯。 
 

育齡婦女年齡別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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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說  明：40-44 歲及 45-49 歲年齡組歷年生育率均低於 4‰。 
 

名詞解釋： 

◎育齡婦女年齡別生育率： 

一年內每千位某年齡組育齡婦女之平均活產數。 

 
 
 
 

 

我國人口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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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比較 

觀察 OECD 國家總生育率，2009 年以色列 2.96

人居 34 個 OECD 國家之首，其次為冰島 2.22 人、紐

西蘭 2.14 人及土耳其 2.12 人，餘均低於人口替代水

準 2.1 人；2009 年 OECD 國家總生育率中位數為 1.73

人，我國 1.03 人，低於 OECD 各國，同屬亞洲國家

之南韓 1.15 人僅略高於我國。 
 

2009 年我國及 OECD 國家總生育率 
 

 
 
 
 
 
 
 
 
 
 
 
 
 
 
 
 
 
 
 
 
 
 
 
 
 
 
 
 
 
 
 
資料來源：內政部、OECD。 
說    明：比利時、法國、義大利、日本、土耳其、英國及美國

為估計值。 
 

OECD 國家過去幾十年來亦面臨總生育率遽減

的情勢，由 1970 年平均 2.7 人降至 21 世紀初的 1.7

人，近期已漸呈改善，近 10 年逾 2/3 國家總生育率

呈現溫和回升趨勢，惟各國趨勢不一，其中以瑞典

增 0.44 人幅度 大，捷克 0.36 人次之，另盧森堡、

智利、葡萄牙、南韓、土耳其及墨西哥等國則呈減

少。我國 10 年來總生育率減 0.53 人，相較於 OECD

各國，降幅僅次於墨西哥。 
 

1999-2009年我國及OECD國家總生育率變化情形 
 

 
 
 
 
 
 
 
 
 
 
 
 
 
 
 
 
 
 
 
 
 
 
 
 
 
 
 
 
 
 
 
資料來源：內政部、OECD。 
說    明：2009 年比利時、法國、義大利、日本、土耳其、英國

及美國為估計值。 
 

國際資料的可比較性： 

除土耳其採調查資料外，各國生育率資料來自人口登記或其他公

務資料，與聯合國及歐盟統計局之建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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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高齡化已是世界各國普遍面臨的情形，為

社會、經濟及生活各層面帶來廣泛的影響，成為已

開發國家當前 關切的人口核心議題。老年人口比

率係衡量人口老化程度的國際慣用指標，藉由觀察

人口高齡化發展現況並掌握變動趨勢，可協助政府

及社會各界及早規劃因應之道。 
 

一、現況與趨勢 

由於醫療水準提昇及社會進步，65 歲以上老年

人口數隨國人平均壽命延長持續增加，由 2000 年底

1.9 百萬人增加至 2010 年之 2.5 百萬人，復因出生數

逐年下降，人口結構老化相形明顯。我國自 1993 年

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逾 7％，正式邁入高齡化社

會（Ageing Society）以來，比率持續攀升，至 2010

年達 10.7％，10 年來增 2.1 個百分點，依經建會中

推計預估 2017 年老年人口比率將超過 14％，成為高

齡社會（Aged Society）。 

鑑於家庭照顧功能漸趨弱化，老人可能遭遇身

心健康、經濟資源、社會地位、人際關係及生活調

適等問題，政府自 1980 年頒行「老人福利法」以來，

積極落實支持家庭照顧功能、健康及社會照顧體系、 

 

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資料來源：內政部。 

經濟安全保障、高齡人力運用、社會住宅、交通運

輸、休閒參與等相關政策，期全方位建構有利於高

齡者健康、安全的友善環境，維持老人的活力、尊

嚴和自主。 
 

 

二、按性別分 

若按老年人口兩性所占比率觀察，由於女性平

均壽命較男性長，且早年隨政府播遷來臺移入的男

性人口逐漸凋零，近 10 年老年人口中女性所占比率

逐年遞增，於 2005 年超越男性，2010 年占 52.2％，

較 10 年前增 4.8 個百分點，與全球高齡人口以女性

占多數的現象一致。 
 

老年人口兩性結構比 
 

 
 
 
 
 
 
 
 
 
 
 
 
 
資料來源：內政部。 
 

三、按地區分 

受區域都市化發展影響，鄉村或偏遠地區的年

輕人口傾向往就業機會較多的地區遷移，致 2010 年

底東部地區老年人口比率達 12.7％ 高，金馬地區

11.8％次之，北部地區 9.9％，人口結構相對年輕。

相較於 10 年前，除金馬地區因社會福利措施及小三

通造成戶籍人口增加，致比率降低外，餘各地區老

年人口比率均明顯增加，以南部及中部地區分別增

 

我國人口概況 
－老年人口比率及依賴比 

名詞解釋： 

◎當一國家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突破 7％時，即進入高齡

化社會（Ageing Society），當此比率超過 14％及 20％時，分別

稱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及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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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及 2.3 個百分點，增幅較大。 
 

老年人口比率─按地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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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四、按相對年齡層 

老年人口依賴比為 65 歲以上人口對 15-64 歲人

口的比率，係衡量老年人口對工作年齡人口依賴程

度的指標。我國 2000 年平均每百位工作年齡人口負

擔扶養 12.3 位老人，至 2010 年已提高為 14.6 位老

人，亦即每 6.9 位 15-64 歲人口須扶養 1 位老人。衡

酌少子女化及高齡化發展趨勢，將使世代間資源移

轉失衡，亦使得未來年金、保險、救助及福利等社

會安全體系的償付能力面臨挑戰。 
 

老年人口依賴比 
 

 
 
 
 
 
 
 
 
 
 
 
 
 
資料來源：內政部。 
 

五、國際比較 

據聯合國資料顯示，2010 年 34 個 OECD 國家中

僅土耳其及墨西哥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低於 7

％，另 1/3 OECD 國家低於 14％屬高齡化社會，其餘

逾 6 成已成為高齡社會或超高齡社會，其中又以日

本達 22.7％ 高。2010 年我國老年人口比率為 10.7

％，相較於 OECD 各國，僅高於土耳其 6.0％、墨西

哥 6.3％、智利 9.3％及以色列 10.4％，人口老化程

度相對較低。另過去 10 年來 OECD 國家老年人口比

率僅挪威及盧森堡微幅減少，餘 OECD 各國比率皆 

 

2000 與 2010 年我國及 OECD 國家老年人口比率 
 

 
 
 
 
 
 
 
 
 
 
 
 
 
 
 
 
 
 
 
 
 
 
 
 
 
 
 
 
 
 
 
 
 
 
資料來源：內政部、聯合國。 
說    明：國際資料為聯合國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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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其中以日本增 5.5 個百分點 多，德國及南

韓分別增 4.1 及 3.8 個百分點次之，我國增 2.1 個百

分點，增幅居較高 30％國家組，低於鄰近之日本及

南韓。 

依聯合國人口中推計資料顯示，OECD 各國未

來 10 年人口老化將持續，預期 2010-2020 年老年人

口占總人口比率仍以日本增加 5.7 個百分點增幅

大，屆時日本老人將占 28.4％人口，其次為芬蘭增

5.2 個百分點，盧森堡僅增 1.2 個百分點，增幅 小。 

 

 

 

 

 

 

 

 

 
 
 

 
 
 
 
資料來源：內政部、經建會、聯合國。 
說  明：2020 年數據採中推計。 

 

 

 

 

 

 

 
 
 
 
 
 
 
 
 
 
 
 
 
 
 

按經建會中推計，我國未來 10 年老年人口比率預期

將增 5.5 個百分點，與 OECD 各國相較，增幅僅次於

日本，居老年化速度較快之國家組。 

2010 年 OECD 國家中，以日本平均每百位工作

年齡人口扶養 35 位老人負擔 重，土耳其負擔

輕，與 OECD 國家相較，我國平均每百位工作年齡

人口扶養 15 位老人，居負擔較輕國家之第 4 位。未

來 10 年我國與 OECD 各國人口老化將持續進行，且

預期扶養負擔增幅將普遍大於過去 10 年的幅度，其 

 

 

 

 

 

 

 

 

 

 

 

 

 
 

 
 
 
 
 
 
 
 
 
 
 
 
 
 
 
 
 
 

2010-2020 年我國及 OECD 國家老年人口比率變化情形 

2000-2020 年我國及 OECD 國家老年人口依賴比 

資料來源：內政部、經建會、聯合國。 
說    明：2000 及 2010 年 OECD 各國資料為聯合國估計值，2020 年數據採中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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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又以日本平均每百位工作年齡人口扶養 48 位老

人 多，平均每 2.1 人須扶養 1 名老人，另有 24 國

平均不到 4 人即須扶養 1 名老人，我國依賴比 23％

與鄰近之南韓 22％相近。老年人口比率及依賴比提

高使各國政府無可避免地將面臨醫療保健、社會保

險與福利支出增加等挑戰，勞動力資源變遷亦將衝

擊國家整體競爭力。 

 
國際資料的可比較性： 

人口推計需假設零歲平均餘命、生育率及人口遷徙的未來趨勢，

各國假設可能或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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