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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人口是組成國家的重要要素之一，人口數的多寡與其素質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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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結構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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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毗桃園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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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明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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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升格時，規模底定全

區共設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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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數為全區最少之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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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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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大道兩旁市地（二三五甲）及十八甲市地重劃之開發，工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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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區民國 105年底人口數為 78,817人，最多的是全興里戶籍人

口數計有 9,766人，其次義仁里戶籍人口數為 8,817人，山腳里戶籍

人口數為 7,121人為居第三位，再其次貴和里戶籍人口數 5,252 人，

最少為大科里戶籍人口僅有 1,060人。相較於 104年底，本區人口數

最多的里別變動不大，顯示本區各里戶籍住民穩定。 

 

 

 

 

 

表 1、本區各里人口數排序比較表 

                                          單位:人 

里別 105年底(A) 人口數排序 104年底(B) 人口數排序 增(減) 

(A)-(B) 

全興里 9,766 1 9,613 1 153 

義仁里 8,817 2 8,728 2 89 

山腳里  7,121 3 7,148 3 -27 

貴和里 5,252 4 5,212 4 40 

大科里 1,060 17 1,029 17 31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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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區各里現住人口概況 

中華民國 105年 

里別 鄰數 戶數 
人口數 

男性 女性 合計 

大科里 16 336 573 487 1,060 

黎明里 17 1,338 1,872 1,906 3,778 

山腳里 45 2,443 3,566 3,555 7,121 

福泰里 25 1,051 1,527 1,501 3,028 

福興里 25 1,403 1,918 2,010 3,928 

楓樹里 28 1,693 2,391 2,346 4,737 

同榮里 30 1,499 2,157 2,212 4,369 

同興里 24 1,434 2,071 2,178 4,249 

全興里 25 3,756 4,759 5,007 9,766 

義學里 25 1,696 2,505 2,487 4,992 

義仁里 39 3,183 4,422 4,395 8,817 

明志里 24 1,355 1,918 1,938 3,856 

泰友里 18 790 1,142 1,173 2,315 

新明里 25 1,225 1,786 1,778 3,564 

貴子里 29 1,555 2,001 2,037 4,038 

貴賢里 27 1,516 1,948 1,999 3,947 

貴和里 42 1,957 2,622 2,630 5,252 

總計 464 28,230 39,178 39,639 78,817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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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人 口 特 性 

一、年齡結構： 

  (一)年齡分配 

      就民國 105年度本區人口年齡分布，適於工作年齡（15~64歲）

人口數 59,237人約佔全區總人口數之 75.16%，顯示本區勞動力供應

充足，促進經濟發展甚為有利，而老年人口（65歲以上）有 7,401

人約占 9.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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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79

人占 15.45%，較 95年 14,225人之 19.60%，減少了 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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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本區現住人口年齡分配 

年底別 
總人口 

(人) 

年齡分配 

0~14歲 15~64歲 65歲以上 

民國 105年  78,817 12,179 59,237 7,401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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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扶養比及老化指數 

本區扶養比
註，由民國 95年 18,003人之 32.98%，上升至 105

年 19,580人之 33.05%，工作人口負擔加重，不過也顯示少子化與高

齡化漸成趨勢。惟老年人口(65歲以上)所佔勞動人口之比例，由民

國 95年 3,778人 6.92%，增至 105年 7,401人之 12.49%，顯示未來

隨著人口逐漸老化，老人依賴人口逐年增加，而幼年依賴人口反向減

少，惟有持續擴大生產誘因與活化銀髮族人力再運用，才能減輕青壯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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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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本區近 10年人口扶養比及老化指數 

年底別 
總 人 口

數(人) 

年齡結構 

扶養比

(A+C/B)(%) 

老化指數

(C/A) (%) 

A幼年人

口(0-14

歲)人 

B青壯年

(15-64

歲)人 

C老年人

口(65歲

以上)人 

95年 72,589 14,225 54,586 3,778 32.98 26.56 

96年 74,422 14,189 56,243 3,990 32.32 28.12 

97年 75,830 14,131 57,483 4,216 31.92 29.84 

98年 76,491 13,830 58,262 4,399 31.29 31.81 

99年 76,470 13,339 58,533 4,598 30.64 34.47 

100年 77,057 13,079 59,111 4,867 30.35 37.21 

101年 77,617 12,977 59,371 5,269 30.73 40.60 

102年 77,939 12,772 59,431 5,736 31.14 44.91 

103年 78,370 12,697 59,490 6,183 31.74 48.70 

104年 78,707 12,337 59,646 6,724 31.96 54.50 

105年 78,817 12,179 59,237 7,401 33.05 60.77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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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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103學年度十二年國教全面開跑，便提升教育成度頗具成效。本區

十五歲以上人口數 66,638人，其教育程度為研究所者 3,579人，大

學者 16,506人，專科者 8,776人，合佔 43.31%。高中（職）者 21,485

人，佔 32.24%；國初中（職）9,550人，佔 14.33 %；小學者 6,274

人，佔 9.42%；自修者 112人、佔 0.17%；不識字者 356人、佔 0.53%。

如與民國 95年不識字比例相較，降低了 0.39%，顯示本區人口教育

水準普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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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本區教育程度分析表 

中華民國 105年 

教育程

度 
研究所 

大學(含

獨立學

院) 

專科 
高中

(職) 

國中

(職) 
小學 自修 

不識

字 

總計 3,579 16,506 8,776 21,485 9,550 6,274 112 356 

男 2,249 8,006 4,440 11,257 4,531 2,255 37 34 

女 1,330 8,500 4,336 10,228 5,019 4,019 75 322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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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婚姻狀況： 

      本區未婚男性有 19,276人、女性有 16,506人，佔總人口數比

例 45.40%；有偶者有 34,481人，佔 43.75 %；離婚人數有 5,440人，

佔 6.90%；喪偶者有 3,114人，佔 3.95%。民國 95年人口數為 72,589

人其中離婚 3,540人佔比例為 4.88%，增加 2.02%。由於教育的普及

與民眾自我意識高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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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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本區婚姻狀況分析表 

中華民國 105 年底 

性  別 未 婚 有 配 偶 離 婚 喪 偶 

總    計 35,782 34,481 5,440 3,114 

男 19,276 16,909 2,441 552 

女 16,506 17,572 2,999 2,562 

資料來源：新北市泰山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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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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民國 105年本區人口出生數 781人，平均月出生人數為 65人；

死亡數 410人，平均月死亡人數 34人。自然增加佔總人口增加 0.47%。 

二、社會增加
註
 

    就人口社會增加分析 105年全年遷入人數達 3,201人，另遷出者

有 3,462人。總計社會增加佔總人口數為-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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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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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增加率呈現負數，惟公共建設機場捷運線已完

工，且塭仔圳都市計畫亦積極進行中，預期未來人口成長社會加率為

正數。 

註：年中人口數=去年年底人口數+今年年底人口數/2。 

    自然增加率=自然增加數/年中人口數*100。 

    自然增加=出生人數-死亡人數。 

    社會增加=遷入數-遷出數。 

    社會增加率=社會增加數/年中人口數*100。 

    104年底人口數 78,70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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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       論 

    一、 泰山區自民國 95年底 72,589人至民國 105年底的人口數

78,817人，近十年來人口數增加率為 8.58%。由於機場捷運線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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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之道路逐漸完備，再加上三環三線逐一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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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4人。平均每戶人口數僅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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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民教育普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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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離婚率有逐年增加之趨勢，單親家庭增加。婦女生育率逐

年下降，伴隨醫療設備之進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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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單位應制定如幼兒托育福利

政策等，以提高已婚婦女生育意願；及建構完善的醫療照護系統、老

人長期照護等政策，乃是當務之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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