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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人口是組成國家的重要要素之一，人口數量的多寡與其品質之良

窳，對於人類生活環境、社會繁榮及國家富強具有極大之影響，故人

口統計資料為主政者所重視。 

    本區位於新北市西端，東鄰新莊區，南毗桃園縣，西接林口區，

北銜五股區，百分之三十為平地，其餘為山坡地與河川地。依地緣及

民情習慣為頂泰山、下泰山、大科坑、橫窠雅及貴子坑等地區。1950

年 3月 1日自新莊分治成立時設大科、黎明、山腳、楓樹、同榮、義

學、明志、貴子等 8里，1980年增設貴和里，1982 年增設福泰里，

1991 年 10 月 1 日增設同興里、義仁里、泰友里、新明裡、貴賢里等

五里，十八甲重劃區開發後又增設福興里及全興里，全區共設十七

里。其中大科里以 6.3157平方公里，約佔全區土地面積之 32·9%為

最遼闊，惟該里多屬山地地區；黎明里以 2.7204 平方公里，約佔 14.2%

次之；而以福泰里及福興里共同佔 0.2683 平方公里，約僅佔 1.4%為

最小。 

    泰山區改制前之泰山鄉係於民國三十九年三月由原新莊鎮轄區

分隸設立，早期因林口特區及洪水平原禁建區之管制發展緩慢，然而

隨著二省道兩旁市地（二三五甲）及十八甲市地重劃之開發，工商業

日漸發展，各處大興土木，預見將來人口數將大幅度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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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人口分布 

本區民國一百零二年底人口數為 77939人，其中男性為 38,879人、

女性為 39,060 人，本區土地總面積為 19.1859平方公里，人口密度

平方公里人數為 4,068 人。共有 17 里，460 鄰，總戶數為 27,275 戶。

本區人口數最多的是全興里人口數計有 9,388 人，其次義仁里人口數

為 7,873人，山腳里人口數為 7,177 人為居第三位，再其次貴和里

5,285 人，最少為大科里人口僅有 1,04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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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區各里現住人口概況 

人口數 
里別 鄰數 戶數 

男性 女性 合計 

大科里 15 309 557 492 1049 

黎明里 17 1320 1892 1909 3801 

山腳里 44 2421 3581 3596 7177 

福泰里 25 1049 1560 1489 3049 

福興里 25 1379 1933 2021 3954 

楓樹里 28 1668 2372 2326 4698 

同榮里 30 1483 2209 2247 4456 

同興里 24 1420 2056 2147 4203 

全興里 25 3660 4614 4774 9388 

義學里 25 1637 2455 2415 4870 

義仁里 37 2668 3964 3909 7873 

明志里 24 1320 1945 2003 3948 

泰友里 18 785 1183 1219 2402 

新明里 25 1217 1822 1847 3669 

貴子里 29 1513 2105 2031 4136 

貴賢里 27 1488 1969 2012 3981 

貴和里 42 1938 2662 2623 5285 

總計 460 27275 38879 39060 77939 

資料來源：新北市泰山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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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人 口 特 性 

一、年齡結構： 

  (一)年齡分配 

      就民國一０二年度本區人口年齡分布，適於工作年齡（15~64

歲）人口數 59,431 人約佔全區總人口數之 76.25%，顯示本區勞動力

供應充沛，促進經濟發展甚為有利，而老年人口（65歲以上）有 5,736

人約占 7.36%，由於國民生活水準提高、醫療衛生進步，促使國人壽

命延長，故其所佔比率亦逐年遞增。幼年人口（0~14歲）有 12,772

人約占 16.39%，較九十二年之 21.17%，減少了 4.78%，因結婚年齡

延後，生育年齡提高及對子女教育支出增加，造成生育率逐年下降，

顯示人口結構有逐年老化之情形。 

  (二)扶養比及老化指數 

本區扶養比
註，由民國九十二年 35.34%，下降至一０二年之

31.14%，顯示工作人口負擔漸趨減輕。惟老年人口(65歲以上)所佔

總人口之比例，由民國九十二年 6.70%，增至一０二年之 9.65%，顯

示未來隨著人口逐漸老化，惟有持續擴大生產誘因與活化銀髮族人力

再運用，才能減少青壯勞動族群擔負撫養人口老少兩端的重責大任。 

註：扶養比為每一百個適於工作人口(15~64歲)所負擔無生產能力之 14 歲    

    以下幼年人口及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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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現住人口年齡結構 

年齡分配 

年底別 
總人口 
(人) 

0~14歲 15~65歲 65歲 

民國一０二年  77,939 12,772 59,431 5,736 

資料來源：新北市泰山區戶政事務所 

 

二、教育程度： 

      本區自民國五十七學年度起，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頗具成

效，本區十五歲以上人口數 65,167 人，其教育程度為研究所者 3,088

人，大學者 14,796 人，專科者 8,793 人，合佔 40.94%。高中（職）

者 21,517 人，佔 33.02%；國初中（職）9,746 人，佔 14.96%；小學

者 6,664人，佔 10.23%；自修者 126人、佔 0.19%；不識字者 437 人、

佔 0.67%。如與民國九十二年不識字比例相較，降低了 0.54%，顯示

本區人口教育水準已普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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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婚姻狀況： 

      本區未婚男性有 19,421 人、女性有 16,604 人，佔總人口數比

例 46.22%；已婚有 34,032 人，佔 43.66 %；離婚人數有 5,082人，

佔 6.52%；喪偶者有 2,800 人，佔 3.59%。其中離婚比例較民國九十

二年增加 3.14%，顯見社會結構及價值觀念之改變，離婚之情形有明

顯增加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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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人 口 成 長 

影響人口成長之因素有二，一為自然增加，二為社會增加。 

一、自然增加 

    民國一０二年本區人口出生數 788人，平均月出生人數為 66人；

死亡數 314 人，平均月死亡人數 26 人。自然增加佔總人口增加

147.20%。 

二、社會增加 

    就人口社會增加分析一０二年全年遷入人數達 3,756人，另遷出

者有 3,908 人。總計社會增加佔總人口數增加數為-47.20%。 

三、成長趨勢 

  在自然增加率方面，由於醫療衛生改善，生活水準提高，死亡率下

降，而本區因有十八甲重劃區，移入人口普遍年輕化，故出生人數較

死亡人數多，故自然增加率為正數。在社會增加率方面，因重劃區移

入人口漸趨穩定，而舊社區又有部分人口外流，故社會增加率呈現負

數，為人口淨流出狀態，俟公共建設陸續展開(如機場捷運、新泰運

動休閒中心)，塭仔圳都市計畫亦積極進行中，預期今後人口社會增

加率仍為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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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       論 

    一、 泰山區自民國九十二年底 65,649 人至民國一０二年底的人

口數 77,939人，近十年來人口數增加率為 18.72%。由於機場捷運線

即將通車，塭仔圳都市計畫亦積極進行中，復以交通便利，通往新莊

區、臺北市、桃園縣之道路逐漸完備，再加上三環三縣逐一施工，預

期未來人口快速發展，日益繁榮。 

    二、本區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為 4,068 人。平均每戶人口數僅

2.9人，即一對夫妻約僅與一位小孩組成一個家庭，少子化趨勢日益

嚴重。 

    三、由於國民教育普及、生活水準及人口素質不斷提高，社會工

商發達，資訊傳播簡便快速，婦女就業人數增加，婚姻觀及價值觀的

改變，人口離婚率有逐年增加之趨勢，單親家庭增加。另婦女生育率

逐年下降，而因醫療衛生之進步，老人人口逐年增加，老人人口之扶

養率亦漸增加，人口結構趨向高齡化，而社會又漸趨小家庭制，所衍 

生之社會問題，值得關切並予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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