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年度澎湖縣人口結構概況分析 

 

 

 

 

 

 

 

103年度澎湖縣人口結構概況分析 
 

 

 

 

 

 

 

 

 

 

 

                                       

 

 

 

 

 

 

 

 

 

 

 

 

 

澎湖縣政府主計處  撰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103 年度澎湖縣人口結構概況分析 

1 

 

目    錄 

壹、 前言………………………………………………………………..1 

貳、 分析與探討………………………………………………………..2 

一、人口概況………………………………………………………..2 

(一)人口分布……………………………………………………2 

(二)人口成長……………………………………………………4 

二、人口動態………………………………………………………..5 

(一)人口自然動態………………………………………………5 

(二)人口社會動態………………………………………………7 

(三)人口總增加率………………………………………………9 

三、人口特性……………………………………………………….9 

(一)性比例………………………………………………………9 

  (二)扶養比……………………………………………………..11 

     (三)老化指數…………………………………………………..13 

(四)年齡結構…………………………………………………..16 

四、人口社會屬性…………………………………………………19 

(一)婚姻狀況…………………………………………………..19 

(二)教育程度…………………………………………………..23 

叁、結論與建議…………………………………………………………26 

參考文獻………………………………………………………………..28 

 

 

 

 

 

 

 

表  目  錄 



103 年度澎湖縣人口結構概況分析 

2 

 

表 1  澎湖縣歷年各鄉市人口數……………………………………….3 

表 2  澎湖縣歷年人口自然動態……………………………………….7 

表 3  澎湖縣歷年人口社會動態……………………………………….8 

表 4  澎湖縣 94 年底各鄉市性比例…………………………………..10 

表 5  澎湖縣 103 年底各鄉市性比例………………………………….11 

表 6  臺灣地區 103 年底各縣市人口指標…………………………….15 

表 7  澎湖縣現住人口年齡結構………………………………………17 

表 8  全國現住人口年齡結構…………………………………………18 

表 9  澎湖縣歷年 15 歲以上教育程度分類…………………………...25 

 

 

 

 

 

 

 

 

 

 

 

 

 

 

 

 

 



103 年度澎湖縣人口結構概況分析 

3 

 

圖  目  錄 

 

圖 1  澎湖縣 103 年底各鄉市人口所占比率…………………………...3 

圖 2  澎湖縣歷年人口數………………………………………………..4 

圖 3  澎湖縣與全國歷年戶量變化……………………………………..5 

圖 4  澎湖縣歷年人口自然動態………………………………………..6 

圖 5  澎湖縣歷年人口社會動態………………………………………..8 

圖 6  澎湖縣歷年人口總增加率………………………………………..9 

圖 7  澎湖縣與全國歷年扶養比………………………………………12 

圖 8  澎湖縣 103 年各鄉市扶養比…………………………………….13 

圖 9  澎湖縣與全國歷年老化指數…………………………................14 

圖 10 澎湖縣 103 年各鄉市老化指數………………………………….14 

圖 11 澎湖縣 103 年底人口年齡結構………………………….............17 

圖 12 全國 103 年底人口年齡結構………………………….................18 

圖 13 澎湖縣 103 年底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19 

圖 14 澎湖縣歷年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20 

圖 15 澎湖縣 103 年底 30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21 

圖 16 澎湖縣歷年結婚率與離婚率…………………............................22 

圖 17 澎湖縣離婚對象分類比較…………………................................23 

圖 18 澎湖縣 103 年底 15 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24 

圖 19 澎湖縣歷年 15 歲以上教育程度分類………………...................24 

 



103 年度澎湖縣人口結構概況分析 

4 

 

壹、前言 

人民是國家的主體，人口的數量、分布、結構、變遷等對於政府制定

政策、決定資源配置有很直接的影響，人口結構健全與否攸關國之盛衰，

亦可反映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狀況，人口統計分析一直是政府相當關心

的重點議題。 

澎湖縣位居台灣海峽，東距台灣本島最近處 24 海浬(嘉義縣東石鄉鰲

鼓村)，西距福建省近處 75 海浬，由馬公港至高雄港 76 海浬，至安平港 54

海浬，至台中港 42 海浬。各島嶼地勢平坦，南高北低，無山岳河流，海岸

線曲折參差，到處有小港灣。地質雖屬沙質土壤，但因樹木稀少，且自 10

月至翌年 3 月受東北季風影響，土地貧瘠，雨量稀少，高經濟作物難以成

長，農業均以旱作如花生、甘藷、玉米等雜糧作物為主，夏季或有間作瓜

果、蔬菜，但產量甚少，糧食與蔬果多依賴台灣本島輸入。 

而本縣海岸線綿長，潮間帶寬廣，附近有黑潮支流流經，與季風洋流、

大陸沿岸流交會於此，形成良好的漁場，漁產資源豐饒，自古以漁業為主

要經濟活動。但因過度毒魚、炸魚與濫用漁具捕撈方式，致今漁業資源逐

漸枯竭，產量逐漸衰減，漁民謀生困難，青壯人口多外移他地謀生，經濟

結構轉向商業與觀光服務業發展。 

ㄧ個地區的發展過程，可藉由人口的變遷加以說明，因人口是構成社

會的主體，一個地區中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等有關活動，皆與人息息相關，

是以，應先對人口各項統計資料有所瞭解。 

人口統計係指研究及使用人口統計方法，蒐集、整理、分析、編輯及

發布有關人口的大小、分布、結構、變遷、特徵等各方面資料，據以分析

其結果，說明人口現象及人口成長之因果關係。 

本文將從人口概況、人口動態、人口特性及人口社會屬性加以分析，

俾提供本縣規劃未來發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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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析與探討 

一、 人口概況 

（一） 人口分布 

各地的人口歷經出生、死亡、遷入、遷出等變化，在土地上生生不息、

熱鬧非凡。但各地區的人口分布情形並不相同，有些地區具有工作機會、

交通方便或居住環境較佳等因素，使得其人口較多；有些地區因交通不便、

就業機會少，或因平原較小，人口相對稀少。爲了表示一定地區內的人口

分布密集程度，通常採用人口密度指標，即用單位面積（一般爲每平方公

里）土地上的平均居民數表示，該指標從數量上反映出各地區人口分布的

地區差異。 

本縣總面積約 126.8641 平方公里，占台灣地區土地面積 36,009.4899

平方公里的 0.35%，為全台第 19，澎湖本島面績 64.2388 平方公里占

50.64%，其他群島 62.6253 平方公里占 49.36%。103 年人口密度為每平方

公里 802 人，較台灣地區總平均 647 人為高，為全國排行第 12。94 年本縣

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729 人，近年來因人口持續成長，103 年增至每平方

公里 802 人。 

本縣 103 年底人口數為 101,758 人，其中以馬公市為社經中心最為繁

榮，人口數已突破 6 萬人並持續成長中，103 年底人口數為 60,335 人，占

縣人口 59.29%，其他各鄉人口數則依距離市區遠近逐漸減少，依次為湖西

鄉 14,315 人占縣人口 14.07%，白沙鄉 9,799 人占縣人口 9.63%，西嶼鄉 8,438

人占縣人口 8.29%，望安鄉 5,117 人占縣人口 5.03%，七美鄉 3,754 人占縣

人口 3.69%，由此可見人口向都市集中之趨勢(表 1、圖 1)。 

又本縣 94 年底人口數為 92,489 人，依序 95 年底 91,785 人、96 年底

92,390 人、97 年底 93,308 人、98 年底 96,210 人、99 年底 96,918 人、100

年底 97,157 人、101 年底 98,843 人、102 年底 100,400 人、103 年底 101,758

人，人口數逐年以 0.25%至 1.74%幅度成長，其中 98 年較 97 年增加 3.11%，

較其他年度高，似與 98 年本縣舉辦博弈公民投票有某一程度影響(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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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市別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總計 92,489 91,785 92,390 93,308 96,210 96,918 97,157 98,843 100,400 101,758

馬公市 54,049 53,942 54,566 55,126 56,435 57,061 57,468 58,490 59,502 60,335

湖西鄉 12,976 12,933 12,860 13,017 13,520 13,660 13,699 13,915 14,221 14,315

白沙鄉 9,354 9,219 9,176 9,202 9,458 9,471 9,412 9,491 9,591 9,799

西嶼鄉 8,309 8,163 8,171 8,177 8,483 8,437 8,354 8,354 8,403 8,438

望安鄉 4,587 4,393 4,426 4,502 4,743 4,747 4,661 4,995 5,021 5,117

七美鄉 3,214 3,135 3,191 3,284 3,571 3,542 3,563 3,598 3,662 3,754

單位：人

表1、澎湖縣歷年各鄉市人口數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民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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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 

（二） 人口成長   

本縣 94 年底村里數為 97 村，鄰數為 1,401鄰，戶籍登記人口為 92,489

人，男性為 47,920 人，女性為 44,569 人，戶數為 29,713 戶，戶量為 3.11(人

/戶)，人口密度為 729(人/平方公里)，性比例 107.52(每百女子所相對的男子

數)。103 年底村里數為 96 村，鄰數為 1,403鄰，戶籍登記人口為 101,758

人，男性為 52,392 人，女性為 49,366 人，戶數為 37,917 戶，戶量為 2.68(人

/戶)，人口密度為 802(人/平方公里)，性比例 106.13(每百女子所相對的男子

數)。近 10 年間，本縣村里數減少 1 村，鄰數增加 2鄰，戶籍登記人口增加

9,269 人，男性增加 4,472 人，女性增加 4,797 人，戶數增加 8,204 戶，戶量

減少 0.43(人/戶)，人口密度增加 73(人/平方公里)，性比例減少 1.39(每百女

子所當男子數)。  

 近年人口數持續成長，戶數亦同步增加，103 年底本縣總戶數為 37,917

戶，較 102 年底 37,151 戶成長 2.06﹪，較 94 年底 29,713 戶成長 27.61﹪；

因此導致每戶平均人口數（戶量）逐年降低，103 年底本縣戶量為 2.68(圖

3)。以上顯示家庭型態趨向核心家庭發展且家庭人口規模變小，對老年及幼

年人口之照顧能力來說相對降低，因本縣少子化及老化的情形所衍生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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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問題將是縣政未來的考驗，亟需當局未雨綢繆。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 

 

二、 人口動態 

人口之增減主要受到二個因素影響，一為人口本身的自然增減，即自

然增加率，由出生率及死亡率來決定，另為人口遷移的社會增加，即社會

增加率，由人口遷出、遷入所定；而人口增加率即為自然增加率加上社會

增加率。 

（一） 人口自然動態 

人口自然動態係指出生與死亡而言，由於醫療技術進步及公共衛生改

善，死亡率逐年遞減，而出生率逐年遞增，103 年出生人數為 943 人，較

102 年 867 人增加 76 人或 8.77%，較 94 年出生人數 849 人增加 94 人或

11.07%。103 年死亡人數為 911 人，較 102 年 786 人增加 125 人或 15.90%，

較 94 年 752 人，增加 159 人或 21.14%(表 2)。 

粗出生率依序 94 年 9.21‰、95 年 9.34‰、96 年 8.51‰、97 年 7.82‰、

98 年 8.06‰、99 年 6.86‰、100 年 8.35‰、101 年 9.98‰、102 年 8.70‰、

103 年 9.33‰。粗出生率從 94 年的 9.21‰，除 95 年稍有增加外，96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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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逐年下滑，到 99 年(中國農曆年虎年)為近 10 年最低 6.86‰，101 年(中國

農曆年龍年)9.98‰為近 10 年最高。 

粗死亡率部分依序 94 年 8.16‰、95 年 8.49‰、96 年 8.57‰、97 年

8.24‰、98 年 7.98‰、99 年 8.78‰、100 年 9.38‰、101 年 8.45‰、102 年

7.89‰、103 年 9.01‰。自然增加率從 94 年 1.05‰一路下滑，雖 98 年稍有

回升，惟 99 年粗死亡率 8.78‰遠大於粗出生率 6.86‰，致使自然增加率下

跌至 1.93‰，而 101 年粗出生率 9.98‰，超過粗死亡率 8.45‰，自然增加

率回升至 1.53‰，顯示中國社會特有的虎年及龍年效應依舊存在(圖 4)。 

本縣近 10 年來平均粗出生率為 8.62‰，較台灣地區 8.68‰低 0.06‰，

從數據顯示，94 年至 95 年粗出生率較台灣地區為高，96 年至 100 年均較

台灣地區低，101 年後再度攀升。在粗死亡率部分，近 10 年平均值為 8.50‰，

較台灣地區 6.40‰高 2.1‰，近 10 年來本縣粗死亡率均較台灣地區為高，

在自然增加率部分均呈現負成長。而自然增加率與政府政策、醫療環境衛

生水準、整體經濟景氣、工作機會及家庭所得收入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

要緩和本縣之人口老化現象，應從改善上述大環境因素著手。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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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增加率

94年 849 9.21 752 8.16 97 1.05

95年 861 9.34 782 8.49 79 0.86

96年 784 8.51 789 8.57 -5 -0.05

97年 726 7.82 765 8.24 -39 -0.42

98年 764 8.06 756 7.98 8 0.08

99年 662 6.86 848 8.78 -186 -1.93

100年 810 8.35 910 9.38 -100 -1.03

101年 978 9.98 828 8.45 150 1.53

102年 867 8.70 786 7.89 81 0.81

103年 943 9.33 911 9.01 32 0.32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

表2、澎湖縣歷年人口自然動態

單位：人、�

出生人數 粗出生率 死亡人數 粗死亡率

自然增加

年底別

 

 

 

 

 

 

 

 

 

 

 

 

 

(二)人口社會動態 

    人口社會動態係指遷入與遷出而言，在遷入人口數部分，103 年為 5,957

人，102 年為 5,748 人，增加 209 人或 3.64%；遷出人口數部分，103 年為

4,631 人，102 年為 4,272 人，增加 359 人或 8.40%，103 年社會增加率為

13.12‰，與 102 年社會增加率 14.82‰相比，減少 1.7個千分點，人口外流

趨勢稍為緩和，惟仍需持續觀察(表 3)。觀察本縣遷徙狀況，社會增加率數

除 95 年為負值外，其餘年度皆為正數，其中 98 年高達 30.54‰，101 年為

15.67‰、102 年為 4.82‰、103 年為 13.12‰，均較 10 年平均值 10.17‰高(圖

5)，除選舉人為因素、社會福利政策、船票機票 7 折補貼等利多因素，政府

近年來致力發展觀光休閒產業，增加地方商機，創造就業機會亦為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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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 

 

人數 增加率

94年 5,497 4.04 4,913 4.63 584 6.34

95年 4,597 5.97 5,380 5.33 -783 -8.50

96年 4,576 4.99 3,966 5.84 610 6.62

97年 4,835 4.93 3,878 4.27 957 10.31

98年 7,096 5.10 4,202 4.09 2,894 30.54

99年 5,308 7.35 4,414 4.35 894 9.26

100年 4,806 5.47 4,487 4.55 319 3.49

101年 6,010 4.92 4,474 4.58 1,536 15.67

102年 5,748 6.03 4,272 4.49 1,476 14.82

103年 5,957 5.69 4,631 4.23 1,326 13.12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

表3、澎湖縣歷年人口社會動態

單位：人、�

年底別 遷入 遷入率 遷出 遷出率

社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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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口總增加率 

出生、死亡、遷入、遷出等四種因素為構成人口成長與否的函數，出

生與死亡為自然增加之因素，而遷入與遷出則直接影響區域人口的分佈與

變遷。由過去資料來看，本縣人口總增加率自 94 年以後，除了 95 年為負

成長外，其餘各年皆呈正成長，103 年人口增加率為 13.53‰，較 102 年為

15.75‰，減少 2.22個千分點，以 103 年社會增加率之降幅減緩 1.7個千分

點影響較大。是故，除了鼓勵民眾生育外，如何減緩台灣都會區磁吸效應，

已為各縣市政府當前面臨的最大挑戰(圖 6)。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 

 

三、 人口特性 

（一） 性比例 

性比例係指人口中每百名女子數所相對的男子數，一般而言，初生嬰

兒之性比例大致維持在 104 至 106 之間。本縣 94 年底總人口性比例為

107.52，逐年呈現下降趨勢至 99 年為 105.56，100 年起陸續向上攀升，103

年底為 106.13。台灣地區 94 年底總人口性比例為 103.12，103 年降至 99.66，

連續 10 年呈現下降趨勢，顯示本縣人口受「傳宗接代」及「重男輕女」等

傳統價值觀念影響，較台灣地區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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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男 女

澎湖縣 92,489 47,920 44,569 107.52

馬公市 54,049 27,687 26,362 105.03 6

湖西鄉 12,976 6,793 6,183 109.87 5

白沙鄉 9,354 4,962 4,392 112.98 3

西嶼鄉 8,309 4,316 3,993 108.09 4

望安鄉 4,587 2,444 2,143 114.05 2

七美鄉 3,214 1,718 1,496 114.84 1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民政處

人口數
性比例

(男÷女)×100
性比例排名鄉市別

表4、澎湖縣94年底各鄉市性比例

單位：人、%

另比較 94 年各鄉市中總人口之性比例，以七美鄉的 114.84 最高，依次

為望安鄉 114.05、白沙鄉 112.98、西嶼鄉 108.09、湖西鄉 109.87、馬公市

105.03(表 4)。又 103 年各鄉市中總人口之性比例，以望安鄉的 115.91 最高，

依次為湖西鄉 112.11、白沙鄉 109.78、七美鄉 108.67、西嶼鄉 105.65、馬

公市 103.33(表 5)。由上述數據得知，性比例由 94 年的 107.52逐年下降至

103 年 106.13，鄉下離島地區對重男輕女的價值觀念較為明顯。鑑於初生嬰

兒性別結構失衡，未來勢必導致部分人口無法找到配偶，衍生諸多社會問

題，期盼透過正向宣導改善性別歧視觀念，強化兩性平權多管齊下，全力

改善出生性別失衡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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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男 女

澎湖縣 101,758 52,392 49,366 106.13

馬公市 60,335 30,661 29,674 103.33 6

湖西鄉 14,315 7,566 6,749 112.11 2

白沙鄉 9,799 5,128 4,671 109.78 3

西嶼鄉 8,438 4,335 4,103 105.65 5

望安鄉 5,117 2,747 2,370 115.91 1

七美鄉 3,754 1,955 1,799 108.67 4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民政處

表5、澎湖縣103年底各鄉市性比例

鄉市別

人口數
性比例

(男÷女)×100
性比例排名

單位：人、%

 

 

 

 

 

 

 

 

 

 

 

 

 

 

 

 

 

 

 

 

 

（二） 扶養比 

觀察一國整體社會經濟發展的指標很多，如國民生產毛額、經濟成長

率、物價指數及人口變動等等，若以人口結構觀之，扶養比亦是其中之一。

若將人口區分為三階段，即 0～14 歲、15～64 歲與 65 歲以上三階段，即可

明顯的將人口區分為「未來發展潛力」、「當前發展資源」與「過去發展能

力」等三類，並可依此計算扶養比（或稱依賴率），可對地區的社會經濟發

展狀況有概略之瞭解。所謂扶養比係指每百個工作年齡人口（15 至 64 歲人

口）所需負擔依賴人口（即 14 歲以下幼年人口及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之

比，亦稱為依賴人口指數，比率越高，表示有生產力者的負擔較重，比率

越低，表示有生產力者的負擔較輕。 

本縣在扶老比部分，94 年為 21.62%較 103 年 19.65% 減少 1.97個百分

點，扶幼比部分，94 年為 24.34%較 103 年 16.24% 減少 8.1個百分點，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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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扶養比部分，94 年為 45.96%較 103 年 35.9% 減少 10.06 個百分點，近

10 年間逐年下滑，造就此趨勢的主要原因，是來自幼年人口的擔子減輕的

重量，高於來自老年人口的擔子所增加的重量(圖 7)。 

本縣 103 年之扶養比為 35.90﹪，表示每百個工作年齡人口所要扶養的

人口數為 35.90 人，與台灣地區 20個縣市比較，排序居第 13。103 年本縣

各鄉市之扶養比，以西嶼鄉 42.99﹪為最重，其次為白沙鄉 38.89﹪，望安

鄉 38.56﹪，湖西鄉 38.39﹪，七美鄉 36.61﹪，最輕為馬公市 33.67﹪(圖 8)。 

近年來扶養比逐漸下滑，主要原因是出生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漸

減少，少子化對於社會結構、經濟發展等各方面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如果

新一代增加的速度遠低於上一代自然死亡的速度，更會造成人口不足，少

子化的問題是目前許多已開發國家面臨的共同難題。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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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民政處 

 

（三） 老化指數 

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定義，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達總人口 7﹪

即稱為「高齡化社會」，達 14﹪即為「高齡社會」，20﹪以上則為「超高齡

社會」。經由數據顯示，本縣 88 年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數為 12,556 人，占總

人口 14.11﹪，即已步入「高齡社會」， 103 年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數占總人

口 14.46﹪。老化指數是以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數除以 14 歲以下幼年人口數，

表現人口老化程度。本縣 94 年底老化指數為 88.82﹪，103 年底老化指數為

120.97%，居台灣地區 20個縣市中第 3 位；老人與小孩比例為 1.21：1，也

就是有 1個小孩相對就有 1.20個老人(圖 9)。 

如以 103 年底本縣各鄉市老化指數觀察，以望安鄉 169.19﹪最高，次

為西嶼鄉 163.72﹪，白沙鄉 153.14﹪，湖西鄉 150.06﹪，七美鄉 135.60﹪，

最低馬公市 100.65﹪(圖 10)。由於家庭成員數逐年減少，老年人口增加的

趨勢不可避免，老年人口的照顧及扶養問題已難全由家庭負擔，建立及加

強社會安全體系，亦為有關單位今後施政重要課題(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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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民政處 

 

 

 

  

 



103 年度澎湖縣人口結構概況分析 

18 

 

 

扶老比 扶幼比 扶養比 老化指數

新北市 13.22 17.66 30.88 74.82 18 14 20 16

台北市 19.62 19.74 39.37 99.41 5 8 4 10

桃園市 12.44 21.18 33.62 58.72 20 3 16 19

台中市 13.08 20.50 33.58 63.82 19 5 17 18

台南市 16.99 17.70 34.70 95.99 12 13 15 11

高雄市 15.93 17.41 33.35 91.52 15 15 18 14

宜蘭縣 18.94 18.06 37.01 104.89 8 11 11 8

新竹縣 15.71 24.32 40.03 64.61 16 2 2 17

苗栗縣 19.40 20.24 39.64 95.88 6 6 3 12

彰化縣 18.23 19.80 38.03 92.11 11 7 7 13

南投縣 20.22 17.25 37.47 117.18 3 16 10 4

雲林縣 22.75 18.61 41.36 122.28 2 9 1 2

嘉義縣 23.47 15.89 39.37 147.72 1 19 4 1

屏東縣 18.87 16.36 35.23 115.38 9 17 14 5

台東縣 19.28 18.21 37.48 105.90 7 10 9 7

花蓮縣 18.51 17.96 36.46 103.08 10 12 12 9

澎湖縣 19.65 16.24 35.90 120.97 4 18 13 3

基隆市 16.55 15.31 31.86 108.08 14 20 19 6

新竹市 14.09 25.17 39.26 56.00 17 1 6 20

嘉義市 16.98 21.01 37.99 80.83 13 4 8 15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表6、臺灣地區103年底各縣市人口指標

縣市別 扶老比 扶幼比 扶養比 老化指數
臺灣地區排序(由大至小)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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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年齡結構 

青壯年人口的多寡，顯示一個國家的年經或老化，並直接影響國家經

濟形態及活動能力。年齡結構為反映人口品質、社會經濟活力與未來人口

發展之重要指標。隨著地區發展的變動，不同地區會有不同之年齡結構。 

   我們常將人口年齡結構分為 0－14 歲、15－64 歲、65 歲以上等三個

階段，用來對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有概略之瞭解。103 年底本縣現住人

口中，該三階段之比率依序為 11.95﹪、73.59﹪、14.46﹪。 

由本縣人口年齡結構來看，0－14 歲由 94 年底的 16.68﹪降至 103 年底

的 11.95﹪，幼年人口比率逐年下降；15－64 歲由 94 年底的 68.51﹪上升至

103 年底的 73.59﹪，青壯人口比率略升；65 歲以上人口所占比率由 94 年

底的 14.81﹪逐年升高再降至 103 年底 14.46﹪，老年人口的比率已達「高

齡社會」(表 7、圖 11)。 

生育率逐年下降的結果，不但使得人口成長趨於遲緩，甚至將來面臨

負成長。而醫療衛生技術進步，使國民平均餘命延長，擴張老人數量，且

這些自然「老化」過程，將隨著生命預期指數增加而延長。以 103 年數據

得知，0－14 歲人口比率為 11.95%，較臺灣地區平均值 14%為低，排行第

19；15－64 歲人口比率為 73.59%，較臺灣地區平均值 74.01%為低，排行

第 10；65 歲以上人口比率為 14.46%，較臺灣地區平均值 11.99%為低，排

行第 4(表 8、圖 12)；顯見本縣少子化日益嚴重，人口增長速度持續緩慢，

漸漸邁入老齡化的社會型態。人口結構老化將在經濟、社會等層面帶來衝

擊，勞動力的不足影響國家競爭力及稅收，青壯年照顧與撫養負擔沉重，

讓社會照顧機制愈趨重要，而老人經濟安全危機、福利政策以及高齡友善

環境備受考驗，上述幾個課題值得政府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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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94年底 92,489 15,425 16.68 63,364 68.51 13,700 14.81

95年底 91,785 14,970 16.31 63,023 68.66 13,792 15.03

96年底 92,390 14,472 15.66 64,045 69.32 13,873 15.02

97年底 93,308 13,971 14.97 65,426 70.12 13,911 14.91

98年底 96,210 13,758 14.30 68,375 71.07 14,077 14.63

99年底 96,918 13,160 13.58 69,723 71.94 14,035 14.48

100年底 97,157 12709 13.08 70365 72.42 14083 14.50

101年底 98,843 12420 12.57 72313 73.16 14110 14.28

102年底 100,400 12275 12.23 73758 73.46 14367 14.31

103年底 101,758 12164 11.95 74879 73.59 14715 14.46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

年底別 總人口

單位：人、%

表7、澎湖縣現住人口年齡結構

0-14歲 15-64歲 6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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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94年底 22,689,774 4,246,380 18.71 16,236,801 71.56 2,206,593 9.73

95年底 22,790,250 4,132,687 18.13 16,381,272 71.88 2,276,291 9.99

96年底 22,866,867 4,017,604 17.57 16,517,481 72.23 2,331,782 10.20

97年底 22,942,706 3,891,851 16.96 16,660,355 72.62 2,390,500 10.42

98年底 23,016,050 3,763,723 16.35 16,806,974 73.02 2,445,353 10.62

99年底 23,054,815 3,610,012 15.66 16,969,519 73.61 2,475,284 10.74

100年底 23,110,923 3487448 15.09 17108585 74.03 2514890 10.88

101年底 23,191,401 3396895 14.65 17208316 74.20 2586190 11.15

102年底 23,240,639 3331390 14.33 17229531 74.14 2679718 11.53

103年底 23,293,524 3261765 14.00 17238545 74.01 2793214 11.99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

表8、全國現住人口年齡結構

年底別 總人口
0-14歲 15-64歲 65歲以上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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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口社會屬性 

（一） 婚姻狀況 

近年來由於社會形態的急遽變遷，國人的婚姻、生育及家庭觀念也面

臨了空前的考驗，以往傳統社會對婚姻、生育、家庭所寄予的期望、價值

與責任，有著嚴謹的道德倫理規範，然而隨著時代的脈動，社會倫理架構

的重建，遲婚、離婚與異國婚姻的問題也愈趨嚴重。本縣 103 年底 15 歲以

上人口共有 89,594 人，未婚者有 31,007 人，占總數的 34.61﹪；有偶者 44,847

人，占 50.06﹪；離婚者有 6,786 人，占 7.57﹪；喪偶者 6,954 人，占 7.76

﹪(圖 13)。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 

 

就婚姻狀況的年齡層分，由於社會的變遷，現在男女越來越晚婚；94

年 15 歲以上人口數為 77,064 人或 83.32%，15 歲以上未婚人口數 24,492 人

或 31.78%，15 歲以上有偶人口數 42,608 人或 55.29%，15 歲以上離婚人口

數 3,702 人或 4.8%，15 歲以上喪偶人口數 6,262 人或 8.13%。復查 103 年

15 歲以上人口數為 89,594 人或 88.05%，15 歲以上未婚人口數 31,007 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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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1%，15 歲以上有偶人口數 44,847 人或 50.06%，15 歲以上離婚人口數

6,786 人或 7.57%，15 歲以上喪偶人口數 6,954 人或 7.76%(圖 14)。近十年

來，本縣戶籍登記人口數由 92,489 人逐年上升為 101,758 人，成長 10.02%，

15 歲以上人口數由 83.32%成長為 88.05%，增加 4.73%，15 歲以上未婚人

口比率由 31.78%增加至 34.61%，15 歲以上有偶人口比率卻由 55.29%降至

50.06%，晚婚或不婚的人口有逐年遞增現象。而離婚人口由 4.8%逐年上升

至 7.57%，足見 10 年來國人離婚現象日益普遍，夫妻離婚勢必造成個人、

家庭及社會莫大影響，由其對小孩的照顧及人格發展，隔代教養的問題更

加凸顯，導致小孩易養成偏差行為，滋生社會問題。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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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 103 年 30 歲以上人口數為 67,883 人或 66.71%，由各鄉市觀之，

馬公市 38,656 人或 64.07%，湖西鄉 9,990 人或 69.79%，白沙鄉 6,860 人或

70.01%，西嶼鄉 6,060 人或 71.82%，望安鄉 3,744 人或 73.17%，七美鄉 2,573

人或 68.54%。另以婚姻結構來看，本縣 30 歲以上未婚人口數 11,165 人，

占 30 歲以上人口比率 15.85%，有偶人口數 43,155 人，占 30 歲以上人口比

率 63.66%，離婚人口數 6,612 人，占 30 歲以上人口比率 9.13%，喪偶人口

數 6,951 人，占 30 歲以上人口比率 11.36%(圖 15)。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 

本縣 94 年結婚登記對數有 493 對，粗結婚率為 5.35‰，即每千人有 5.35

對新人結婚，惟近十年來趨勢互有消長，於 98 年結婚對數只有 395 對，結

婚率為 4.17‰，達到谷底並創下近年來新低，103 年結婚對數 522 對，結婚

率為 5.16‰，較 102 年結婚率為 4.32‰，增加 0.84個千分點(圖 16)，整體趨

勢是否因此止跌？仍有待觀察。 

本縣 94 年離婚登記對數有 187 對，粗離婚率為 2.03‰，即每千人有 2.03

對離婚，近十年來離婚趨勢亦互有消長，於 97 年離婚對數 174 對，粗離婚

率為 1.87‰，達到谷底並創下近年來新低，103 年離婚對數 193 對，離婚率

為 1.91‰，較 102 年離婚率為 2.11‰，減少 0.2 個千分點，103 年粗結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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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較台灣地區 6.38‰低 1.22‰，粗離婚率 1.91‰較台灣地區 2.28‰低

0.37‰，本縣在男女結婚或離婚部分均較台灣地區平均值為低。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 

若觀察本縣跨國聯姻現象，94 年本縣結婚人數 986 人（493 對），其中

與本國人結婚人數 886 人，占 89.86﹪為最多，與大陸地區結婚人數 28 人，

占 2.84﹪，與外籍者結婚人數 72 人，占 7.30﹪。若再依性別比較，94 年底

本縣女性結婚對象為本國籍者 490 對，占 99.39﹪，男性結婚對象為本國籍

者 396 對，占 80.32﹪，女性結婚對象為本國籍者高出男性結婚對象為本國

籍者 19.07個百分點。103 年本縣結婚人數 1044 人（522 對），其中與本國

人結婚人數 974 人，占 93.30﹪為最多，與大陸地區結婚人數 28 人，占 2.68

﹪，與港澳地區結婚人數 2 人，占 0.19﹪，與外籍者結婚人數 40 人，占 3.83

﹪。若再依性別比較，103 年底本縣女性結婚對象為本國籍者 511 對，占

97.89﹪，男性結婚對象為本國籍者 463 對，占 88.70﹪，女性結婚對象為本

國籍者高出男性結婚對象為本國籍者 9.19 個百分點。本縣跨國聯姻中，女

性結婚對象為本國籍者由 94 年 99.39%降為 103 年 97.89%(圖 17)，社會風

氣的轉變及全球化人口的流動，對跨國聯姻有一定的影響，外籍配偶已成

為既普遍又特殊的社會現象，新移民子女的教育問題及建立族群平等議題

亦成為政府日後的施政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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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 

 

（二） 教育程度  

    區域人口的教育水準，可用來表示該區域社會發展的程度，也是衡量

生活水準的一項重要指標；且一個區域經濟產業的發展通常也與該區域人

口的教育水準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 

103 年底 15 歲上人口數 89,594 人，識字人口 88,428 人或 98.7%，不識

字 1,166 人或 1.3%，其中，研究院(含博士班)為 4,027 人或占全縣 15 歲以

上人口 4.49﹪；大學為 18,543 人，占 20.70﹪；專科為 7,898 人，占 8.82﹪；

高中為 6,999 人，占 7.81﹪；高職為 19,546 人，占 21.82﹪，高中(職)兩者

合計 26,545 人，占 29.63﹪；國（初）中者 13,512 人，占 15.08﹪；小學程

度者 17,612 人，占 19.66﹪；自修者 291 人，占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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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 

   本縣 94 年底具有專科以上程度的高等教育人口占 15 歲以上人口數的

21.38%，103 年底為 34.01﹪，十年間增加了 12.63 個百分點，且較 102 年

底的 32.93﹪增加 1.08個百分點。若以高中（職）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數來觀

察，103 年底為 63.63﹪，較 102 年底的 62.44﹪增加了 1.19 個百分點，至

於 103 年底不識字人口占 1.30﹪，較 94 年的 2.31%，減少 1.01個百分點，

較 102 年的 1.38%，減少 0.08個百分點，顯示本縣人口教育水平逐年提升(表

9、圖 19)。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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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 人數 % 人數 %

94年底 77,064 16,473 21.38% 39,088 50.72% 1,781 2.31%

95年底 76,815 17,049 22.19% 39,318 51.19% 1,688 2.20%

96年底 77,918 18,060 23.18% 41,282 52.98% 1,595 2.05%

97年底 79,337 19,572 24.67% 43,678 55.05% 1,506 1.90%

98年底 82,452 21,567 26.16% 47,093 57.12% 1,441 1.75%

99年底 83,758 23,419 27.96% 49,048 58.56% 1,375 1.64%

100年底 84,448 25,017 29.62% 50,548 59.86% 1,324 1.57%

101年底 86,423 27,188 31.46% 52,943 61.26% 1,253 1.45%

102年底 88,125 29,019 32.93% 55,025 62.44% 1,212 1.38%

103年底 89,594 30,468 34.01% 57,013 63.63% 1,166 1.30%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

表9、澎湖縣歷年15歲以上教育程度分類

單位：人、%

年底別 15歲以上人口
專科以上 高中職以上 不識字

 

 

 

 

 

 

 

 

 

 

 

 

 

 

就鄉鎮市別觀之，103 年底具有專科以上程度的高等教育人口占該鄉市

15 歲以上人口比率，馬公市 40.49%最高，依次為湖西鄉 26.95%、七美鄉

25.55%、白沙鄉 24.66%、望安鄉 24.02%、西嶼鄉 21.07%。高中（職）以

上教育程度者，仍以馬公市 71.45﹪為最高，其次為湖西鄉 57.43%、白沙鄉

54.15%、七美鄉 50.62%、望安鄉 49.13%、西嶼鄉 44.81%。整體而言，識

字人口占鄉市 15 歲以上人口比率，以白沙鄉 99.36%最高，次為湖西鄉

98.83%，再次為馬公市 9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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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結論與建議 

一、本縣人口密度排行 12，人口集中在馬公市區占全縣總人口數

59.29%，總人口近年呈成長趨勢。 

本縣總面積約 126.8641 平方公里，排行 19，僅較新竹市、嘉義市、連

江縣大，本島面積占 50.64%，其他屬島為 49.36%，不易聚集大量人口。人

口分布以本島鄉市人口數占 91.28%，離島鄉市為 8.72%，若以鄉市而言，

大抵集中在馬公市，103 年底人口數占全縣總人口數 59.29﹪，而望安七美

2 離島，人口數僅占全縣總人口數 8.72%，由此可見本縣人口集中在馬公市

區，城鄉差距及區域發展明顯失衡。城鄉差距及區域發展失衡一直是世界

性的熱門議題，如何透過產業結構轉型增加就業機會、基礎公共設施及教

育資源之合理分配等來確保各縣市(鄉市)之經濟及文化條件平衡，如何避免

因五都的成立，減緩磁吸效應的衝擊，抑或共構生活經濟圈，都是未來可

以努力的方向。 

再以人口密度來看，103 年本縣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802 人，和 94

年 729 人相比，每平方公里增加 73 人；復以人口最密集的馬公市觀之，103

年底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為 1,775 人，較 94 年 1,590 人，增加 185 人，而

人口密度最低的望安鄉，94 年為每平方公里 333 人，103 年為 371 人，每

平方公里增加 38 人。近 10 年來，無論在人口數、人口密度均呈成長趨勢，

除與本縣社會福利政策、船票機票 7 折補貼等利多因素外，近年來致力發

展觀光休閒產業，增加地方商機，創造就業機會亦有正向關係。 

 

二、自然增加率逐年下降，人口老化現象愈趨嚴重。 

自然增加率代表人口的自然變化，與人口老化現象有其絕對之因果關

係。103 年粗出生率 9.33‰，較 102 年 8.7‰增加 0.63個千分點，且 1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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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死亡率 9.01‰，較 102 年 7.89‰增加 1.12個千分點，致使 103 年自然增

加率 0.32‰，較 102 年 0.81‰減少 0.49 個千分點，在全國 22 縣市排名第

14 ，較全國 103 年自然增加率平均 1.98‰為低，在離島三縣市中較連江縣

8.92‰、金門縣 6.92‰為低。 

近年來本縣出生率逐年降低，這是造成本縣人口老化的原因之一。而

自然增加率更與政府政策、醫療環境衛生水準及家庭所得收入有著密切的

關係，本縣於 100 年開始實施生育補助社福政策，並預計於 105 年提高生

育補助額度，希望能有效提升出生率。 

三、本縣103年底男女性比例為106.13，顯示人口性別比例結構，

有越來越接近之趨勢。 

本縣女性人口成長速度較男性快，本縣 94 年底總人口性比例(每百名

女子所當男子數)為 107.52，逐年呈現下降趨勢至 100 年為 105.44，101 年

起陸續向上攀升，103 年底為 106.13，顯示本縣人口性別比例結構，有越來

越接近之趨勢，尤其以馬公市 103.33%為最低，顯示都市化程度越高，較能

吸引女性前往，故性比例也因此較低。 

四、 人力素質持續提昇，15歲以上人口中具有專科以上程度者，

十年間增加了12.63個百分點。 

人力資源的質與量可以說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本縣教育程度日漸

提高，103 年底具有專科以上程度的高等教育人口占 15 歲以上人口數的

34.01%，較 94 年底的 21.38%，十年間增加了 12.63個百分點，顯示本縣人

力素質持續提升；而 103 年又以馬公市 40.49%最高、湖西鄉 26.95%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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