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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分析 

壹、土地 

一、概述 

    本區位於臺中盆地南端缺口處，東面與大里區和霧峰區相鄰，西方和彰化縣彰化市、大肚區交界，

南邊和彰化縣彰化市芬園鄉相鄰，北方則與南屯、大肚區交界，盆地內河川多於此匯聚而出，因此境

內支流，如大里溪、筏仔溪、烏溪、貓羅溪、麻園頭溪、粗溪、旱溪等均匯聚而成大肚溪並流入臺灣

海峽。 

本區面積有 43.4帄方公里，以帄原地形為主。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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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置 

烏日區位於臺中市南端，東邊與霧峰區、大里區相臨，西以大肚山嶺為界與大肚區為鄰，南以貓羅

溪為界與彰化縣彰化市芬園鄉隔溪遙對，北方和南屯、大肚區接壤。本區河川頗多，有烏溪、大里溪、

貓羅溪、筏子溪、粗溪等，西傍大度山脈，南依八卦山，東靠霧峰山，乃屬山明水秀之地。 

本區行政轄區呈一折狀長條形，以大里溪界分成溪北與溪南二部，溪北為大肚山臺地末端屬丘陵地

形；溪南為臺中盆地之一部，為河川之河道帄原。全區地勢北高南低，海拔介於 30~200公尺之間，地質

土壤可分為臺地紅壤、砂質土壤及黏質土壤。 

 

 

 

 

 

 

 

 

 

 

 

 

 

 

 

 

三、氣候 

本區氣候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年帄均氣溫約在攝氏 22.5度左右，由於位於臺地背風坡，因此雨量

稍少，年帄均雨量約在 1600公厘左右，雨量多集中於夏季六至八月，冬季乾旱。（資料來源：烏日鄉

志地理篇頁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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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河川 

本區河川支流甚多，於六至八月雨季來臨遭豪雨侵襲時，河川附近稻田及社區聚落較易受河水氾

濫影響而遭受損失。 

「烏日」早期在交通及軍事地理位置上佔有重要地位，清代前期由於臺灣陸上交通尚不便，大陸

來船主要是靠幾條出海的河流作為入臺的門戶，其中像是大肚溪可溯至烏日，烏日為航路終點，清代

舟運時期，本區著名湖日港(今湖日里)是臺中盆地米糧輸出轉運港，為當時中部地區重要港口之一，

以輸出米榖為大宗，進口民生用品，稻米除自給外尚可銷售至大陸，係先把米集中於湖日，用小船運

到大肚的塗葛窟，然後以大船轉運至鹿港。 

大陸來船進進出出，因此使烏日開發得十分迅速，呈現相當繁榮景象，是過去彰化縣城至臺中盆

地內之犁頭店街、東大墩街、四張犁街、葫蘆墩街等地必經之地，並有竹筏溯大肚溪入大里杙溪通航

至大里杙街(今大里市)，後來因為大肚溪淤塞，烏日作為航運的重要性便降低了。過去燈紅酒綠的港

區及熱鬧的碼頭風采已不復見，留給我們回味此地過去帆影點點，船舶往來進出繁榮景象的想像空間。 

 

五、交通 

目前有多項重要交通要線經過本區，臺灣西部幾乎所有重要交通幹線在此經過或交會，如中山高

速公路、第二高速公路、中彰快速道路、鐵路北側三十米道路、臺中生活圈二號線、四號線及高速鐵

路臺中車站區等，均以烏日為主要的中途站，使本區成為臺灣西部走廊也是大臺中都會區重要交通樞

紐及轉運中心，未來發展相當看好，潛力無窮，目前全區人口數為七萬餘人。 

「高鐵通車後，最重要的意義在於臺中到臺北車程只需 43分鐘，比臺北到淡水的 45分鐘還近，

臺中到高雄左營也只需 60分鐘，西部走廊將正式成為「一日生活圈」。」 

 

高速鐵路臺中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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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口 

一、 人口分佈與密度 

 本區人口從日治時期末期開始有資料登記，在 1915 年（大正 4 年）時烏日庄的人口共有 7,827

人，此後緩慢增加，到 1941 年已有 14,680 人。光復後，因為大陸移民的遷入，使本區人數大幅增多，

1951 年（民國 40 年）時本區人口為 20,025。光復後 50 多年之間，本區人口快速增加，到 2013年底時

總數已達到 70,624 人，較 101 年底增加 556 人，其中男性 35,741 人，佔本區總人口數之 50.60％，女

性 34,883人，佔本區總人口數之 49.39％，性比例為 102.46，較上年底性比例 102.27，增加 0.19％。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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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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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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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區 102 年底 15 歲以上人口之婚姻狀況，仍以未婚 32,037 人最多，其次為有偶 31,398

人，與 101年底相較未婚減少 12人有偶增加 425人；再其次為離婚 3,705人，喪偶 3,484人，

兩者相較 101年底離婚續增 78人，喪偶增加 65人。 

(圖 6) 

 

 

 

 

(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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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行政組織                                            

  本所於日據時期，本區屬於臺中廳，民國九年，行政區域改制，本區隸屬臺中州大屯郡，並設「烏

日庄役場」，民國 34年本省光復後，歸臺中縣大屯區所轄，民國 39年 10月，臺灣省全省行政區域調整，

廢大屯區署，改制為臺中縣烏日鄉公所，臺中縣、市於民國 99年 12月 25日合併改制為直轄市，改制為

臺中市烏日區公所迄今。 

  其後組織編制歷經多次變革，於民國 88年依據「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制定「臺中縣烏日鄉公所

組織自治條例」；提經烏日鄉民代表會第 16屆第三次定期大會審議通過，並於 89年 1月 10日公布施行。

民國 96年修正本所組織自治條例第 5條之 3、第 6條文，修正條文自 96年 11月 1日生效；組織架構為

鄉長、主任祕書、祕書、專員各一人，下設行政課、民政課、財政課、工務課、農經課、社會課、人事

室、主計室、政風室等 6 課 3 室。另設置四附屬機關，分別為清潔隊、托兒所、圖書館、第一公有零售

市場。 

民國 99年 12月 25日縣市合併，改制組織編制為台中市烏日區公所，組織架構為本所置區長一人，

主任秘書一人、秘書一人。下設民政課、社會課、農業及建設課、公用課、秘書室、人文課、會計室、

政風室、人事室等單位。 

 

 

 

 

http://www.wuri.taichung.gov.tw/1-1.php?proid=20120317011128
http://www.wuri.taichung.gov.tw/3-3.php?unitid=26&?prokid=20120319095207&proid=20120325032535
http://www.wuri.taichung.gov.tw/3-3.php?unitid=27&?prokid=20120319095207&proid=20120325032535
http://www.wuri.taichung.gov.tw/3-3.php?unitid=10&?prokid=20120319095207&proid=20120325032535
http://www.wuri.taichung.gov.tw/3-3.php?unitid=16&?prokid=20120319095207&proid=20120325032535
http://www.wuri.taichung.gov.tw/3-3.php?unitid=14&?prokid=20120319095207&proid=20120325032535
http://www.wuri.taichung.gov.tw/3-3.php?unitid=15&?prokid=20120319095207&proid=20120325032535
http://www.wuri.taichung.gov.tw/3-3.php?unitid=9&?prokid=20120319095207&proid=20120325032535
http://www.wuri.taichung.gov.tw/3-3.php?unitid=13&?prokid=20120319095207&proid=20120325032535
http://www.wuri.taichung.gov.tw/3-3.php?unitid=18&?prokid=20120319095207&proid=20120325032535
http://www.wuri.taichung.gov.tw/3-3.php?unitid=19&?prokid=20120319095207&proid=20120325032535
http://www.wuri.taichung.gov.tw/3-3.php?unitid=17&?prokid=20120319095207&proid=2012032503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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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農、林、漁、牧 

(一)耕地面積 

102年底本區耕地面積 1676.06 公頃，較 101年 1,682.82年減 6.76公頃，其中水田 1,371.70公頃，

佔耕地面積 81.84%、旱田 304.36公頃佔耕地面積 18.15%。 

 (圖 8) 

 

 

 

 

伍、工商經濟 

     現代經濟社會進步迅速，競爭激烈，再因台灣地屬海島位置，對外貿易依存高。故發展高

科技工業、高精密，提高競爭力。本區 102 年底工廠登記現有家數 717 家，較 101 年 615 家增

加 102 家。其中金屬製品製造業 218 家最多，佔總家數 30.40%，其次機械設備製造業 200 家佔

總家數 27.89%，塑膠製品製造業 64家佔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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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11 

陸、金融財稅 

 (一)歲入歲出 

102 年度總預算歲入為 10,088,000元，較 101年 99,004,000 元減少 88,916,000 元；102 年

度總預算歲出為 251,314,537元，較 101年 278,849,159元減少 27,534,622元 

 (圖 10) 

 

 

        102 年度總預算歲入為 10,088,000 元，就歲入來源觀察，規費收入為 9,557,000 元居

首佔 94.73%，補助收入 449,000元居次佔 4.45%；財產收入 60,000元佔 0.59%占最少。 

(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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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教育文化 

  本區國民中學共有 3所，102學年度國民中學班級數 78班，學生人數 2,348 ，較 101學年度 1,911

增加 437人，其中男生 1,191人佔 50.72%，女生 1,157佔 49.27%。  

(圖 12) 

 

 

 

本區國民小學共有 8 所，102 學年度國民小學班級數 167 班，學生人數 3,993 ，較 101 學

年度 4,234減少 241人，其中男生 2,068人佔 51.79%，女生 1,925佔 48.20%。 

 (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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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醫療保健 

      本區 102年底藥商家數 169家，較 101年 166家增加 3家，其中以醫療器材販賣業 105家佔 62.13%

為最多，藥局 26家佔 15.38%居次，藥品販賣業 20家佔 11.83%第三。 

 (圖 14) 

 

(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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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6) 

 

 

 

 

玖、社會福利 

    一、 本區 102 年年底身心障礙人口數為 2‚387 人，佔全區人口比率為 3.37%，較 101 年底

2.965人佔 4.23%減少 578人，減少 0.86 %百分點。 

 

 (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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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近年低收入戶數及人數均呈逐年增加現象，102年底本區低收入 286戶佔全區總戶數 1.30%，較

101年 310戶減少 24戶；102年低收入人口數為 837人，佔總人口數 1.18%較 101年 913人減少 76人。 

 

(圖 18) 

 

 

拾、政府服務  

    102 年底本區調解委員會設有 11 人，辦理調解案件 550 件，較 101年 531 件增加 19 件，其中成

立件數 460件，不成立件數 90件。 

(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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