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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近年來，由於經濟蓬勃發展，社會轉型迅速，婦女外出就業，雙薪家庭增多，

加上醫療科技進步，衛生條件提升，國民健康改善，導致人口數量、分布、結構、

變遷、特徵等均呈顯著的變化，例如低出生率、人口零成長、晚婚遲育及人口老

化等問題。經建會更指出，台灣目前已邁入人口成長減緩年代，未來的 5-15 年會

轉變為人口負成長，屆時，不但要面對高齡社會的扶養問題，更需面對生產力下

降，影響國家競爭力及國民生產毛額的狀況。因此確實掌握人口變動情形，妥善

規劃以質代量的人口政策，實不容忽視。 

    人口統計即在運用統計方法，蒐集、整理、分析、編輯及發布有關人口成長

變動現象及因果關係，以明瞭國家財力、物力及人力之發展狀況，亦可了解現今

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情形，並推論未來可能的趨勢，提供當政者決策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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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口概況 

  一、人口分布 

      本區民國 103 年底總人口數為 71,520  人，與近 10 年總人口數相較，顯

示人口呈現先增後減的狀態。各里人口數分析：以九德里 16,172人為最多，占全

區人口的 22.61 %，其次為烏日里 9,604人，占 13.42%，再其次為仁德里 9,074

人，占 12.68%、，至於人口數最少的則是溪尾里 945人，僅占總人口的 1.32%。  

 

 
資料來源：烏日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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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烏日區各里 102 年底及 103 年底各里現住人口概況 

 

         

  
102 年底 佔總人數

之比率% 

103 年底 佔總人數

之比率%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九德里 16,105  7,927  8,178  22.80  16,172 7,942 8,230 22.61  

三和里 4,853  2,536  2,317  6.87  5,001 2,596 2,405 6.99  

五光里 2,012  1,050  962  2.85  1,989 1,035 954 2.78  

仁德里 8,852  4,325  4,527  12.53  9,074 4,441 4,633 12.69  

北里里 1,943  997  946  2.75  1,942 1,006 936 2.72  

光明里 2,625  1,343  1,282  3.72  2,615 1,338 1,277 3.66  

東園里 2,415  1,283  1,132  3.42  2,453 1,296 1,157 3.43  

前竹里 2,897  1,468  1,429  4.10  2,833 1,433 1,400 3.96  

南里里 1,469  758  711  2.08  1,459 756 703 2.04  

烏日里 9,558  4,827  4,731  13.53  9,604 4,838 4,766 13.43  

湖日里 2,967  1,527  1,440  4.20  2,958 1,508 1,450 4.14  

溪尾里 966  521  445  1.37  945 507 438 1.32  

溪埧里 5,303  2,693  2,610  7.51  5,273 2,671 2,602 7.37  

榮泉里 3,582  1,851  1,731  5.07  4,102 2,070 2,032 5.74  

學田里 2,665  1,393  1,272  3.77  2,681 1,414 1,267 3.75  

螺潭里 2,412  1,242  1,170  3.42  2,419 1,249 1,170 3.38  

 

資料來源：烏日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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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結構 

   本區民國 102年底總戶數為 21,934戶，，平均每戶人口數為 3.22人。與 103

年底戶數 22,635戶，平均每戶人口數約 3.16人相較，戶數增加 701戶；戶量則

減少 0.06人。本區總戶數呈逐年增加，平均每戶人口數則呈逐年減少。根據統計

數字，本區南里里戶量 3.78為最多而榮泉里 2.66為最少。此主要受經濟及社會

結構轉變影響，家庭的組成已逐漸轉變為小家庭制度。 

 

圖 2.

 

資料來源：烏日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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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人口特性 

   一、性比例(每百女子所當男子數)：以 103年底而言，本區男性有 36,100人，

占 50.47%，女性有 35,420人，占 49.52%，性比例為 101.92，其中以溪尾里性比

例為 115.75最高，東園里性比例為 112.01居次，仁德里性比例為 95.86為最低。  

圖 3 

 

資料來源：烏日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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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資料來源：烏日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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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本區 103 年底各里現住人口概況 

年底別及各里別 
    年底戶數 性 比 例     戶量(人/戶)   

男 女    (男／女)x 100   

民國 103 年底 36,100.00  35,420.00  22,635.00  101.92  
22,635 

九德里 7,942.00  8,230.00  5,059.00  96.50  
5,059 

三和里 2,596.00  2,405.00  1,788.00  107.94  
1,788 

五光里 1,035.00  954.00  579.00  108.49  
579 

仁德里 4,441.00  4,633.00  2,881.00  95.86  
2,881 

北里里 1,006.00  936.00  546.00  107.48  
546 

光明里 1,338.00  1,277.00  784.00  104.78  
784 

東園里 1,296.00  1,157.00  656.00  112.01  
656 

前竹里 1,433.00  1,400.00  783.00  102.36  
783 

南里里 756.00  703.00  386.00  107.54  386 

烏日里 4,838.00  4,766.00  3,329.00  101.51  
3,329 

湖日里 1,508.00  1,450.00  1,001.00  104.00  
1,001 

溪尾里 507.00  438.00  293.00  115.75  
293 

溪埧里 2,671.00  2,602.00  1,427.00  102.65  
1,427 

榮泉里 2,070.00  2,032.00  1,542.00  101.87  
1,542 

學田里 1,414.00  1,267.00  847.00  111.60  
847 

螺潭里 1,249.00  1,170.00  734.00  106.75  
734 

資料來源：烏日戶政事務所 

 



8 
 

(表 3)本區歷年性比例 

      

年底別 

現住戶口  

戶量 性 比 例 人口 數  

合   計  男  女 

93 年底 65765 33737 32028 3.67 105.34 

94 年底 66083 33841 32242 3.63 104.96 

95 年底 67065 34270 32795 3.58 104.5 

96 年底 67445 34365 33080 3.54 103.88 

97 年底 67970 34529 33441 3.48 103.25 

98 年底 68373 34704 33669 3.41 103.07 

99 年底 68709 34806 33903 3.35 102.66 

100 年底 69224 35057 34167 3.3 102.6 

101 年底 70068 35428 34640 3.26 102.27 

102 年底 70624 35741 34883 3.22 102.46 

103 年底 71520 36100 35420 3.16 101.92 

資料來源：烏日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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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齡分析：本區民國 103 年底人口年齡分配，幼年 0 至 14 歲

為 10,828 人(占 15.14%)，青壯年 15 歲至 64 歲為 53,638 人(占 74.99%)，

老年 65 歲以上為 7,063 人(占 9.87%) 

 

圖 5 

 

 資料來源：烏日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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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烏日區 103 年底現住人口年齡結構 

年底別 

幼年(0-14 歲) 青壯年(15-64 歲) 老年(65 歲以上)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93 年底 7055 6618 23872 22861 2810 2549 

94 年底 6,876 6,348 24,095 23,245 2,870 2,649 

95 年底 6,749 6,273 24,623 23,738 2,898 2,784 

96 年底 6,580 6,092 24,846 24,087 2,939 2,901 

97 年底 6,410 5,962 25,172 24,499 2,947 2,980 

98 年底 6,218 5,761 25,513 24,835 2,973 3,073 

99 年底 6,045 5,588 25,794 25,185 2,967 3,130 

100 年底 8,541 7,999 24,358 23,885 2,159 2,282 

101 年底 5,664 5,313 26,623 25,998 3,143 3,329 

102 年底 5,670 5,260 26,791 26,153 3,280 3,470 

103 年底 5,624 5,204 27,079 26,559 3,406 3,657 

資料來源：烏日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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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婚姻狀況 

  本區民國103 年底人口中，未婚者32,240人，占總人口數的45.07%，已婚有配偶

者31,787人，占44.44%，離婚者3,921人，占5.48%，喪偶者3,572人，占4.99%。由

於社會觀念的開放，大眾對於不幸的婚姻能以較正面的觀念去看待，而仳離者亦

不認為這是個人品德上的缺失，致離婚情形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再就婚姻狀況與年齡交叉分析，由於社會的變遷，現在晚婚的人口有日益增多

趨勢，民國103年底本區未婚人口當中， 30-34 歲年齡組未婚人口有3,013人(占該

年齡組的48.87%)，35-39 歲年齡組未婚人口有1,730人(占該年齡組26.92%)，可見

本區居民有晚婚的現象。   

  觀察民國103 年底男女離婚人口的年齡分布，以(35-39)、(40-44)、(45-49)、(50-54) 

歲等四個年齡組離婚人數較多，其中以45-49 歲年齡組離婚人數695人最多 (占該

年齡組人口的13.10%)。在喪偶方面，各個年齡層在性別上都是以女性所占的比例

高於男性，尤其是年齡層愈高，兩性之間的差距愈大，在75-79歲的年齡層中，男

性喪偶123人(占23.07%)，女性為410 人(占76.92%)，兩者相差53.85個百分點。這

種「寡婦多於鰥夫」的情形，究其原因可能是女性平均壽命本較男性為長，再者

就本國固有之民情風俗來看，男性喪偶後再續弦的比例，較女性喪偶後再嫁的比

例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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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資料來源：烏日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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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烏日區 103 年底婚姻狀況 

年底別     

總  計 未  婚  有  偶 離  婚  喪  偶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民國 103 年底 71,520  36,100  35,420  32,240  17,438  14,802  31,787  15,961  15,826  3,921  1,991  1,930  3,572  710  2,862  

未滿 15 歲  10,828  5,624  5,204  10,828  5,624  5,204  －  －  －  －  －  －  －  －  －  

15-19 5,034  2,635  2,399  5,027  2,635  2,392  5  －  5  2  －  2  －  －  －  

20-24 5,528  2,848  2,680  5,326  2,791  2,535  171  47  124  29  10  19  2  －  2  

25-29 5,273  2,741  2,532  4,096  2,317  1,779  1,072  391  681  101  32  69  4  1  3  

30-34 6,496  3,261  3,235  3,013  1,753  1,260  3,175  1,379  1,796  298  129  169  10  －  10  

35-39 6,426  3,220  3,206  1,730  1,047  683  4,081  1,902  2,179  588  267  321  27  4  23  

40-44 5,341  2,669  2,672  888  487  401  3,806  1,851  1,955  598  322  276  49  9  40  

45-49 5,302  2,669  2,633  545  319  226  3,937  1,970  1,967  695  367  328  125  13  112  

50-54 5,398  2,689  2,709  357  214  143  4,212  2,135  2,077  619  316  303  210  24  186  

55-59 4,791  2,351  2,440  195  106  89  3,763  1,962  1,801  473  225  248  360  58  302  

60-64 4,040  1,987  2,053  106  56  50  3,205  1,692  1,513  292  179  113  437  60  377  

65-69 2,259  1,146  1,113  41  22  19  1,684  973  711  106  70  36  428  81  347  

70-74 1,725  807  918  27  19  8  1,159  673  486  60  29  31  479  86  393  

75-79 1,309  578  731  18  12  6  734  427  307  24  16  8  533  123  410  

80-84 1,003  483  520  15  11  4  507  339  168  18  15  3  463  118  345  

85-89 597  311  286  19  18  1  233  182  51  13  11  2  332  100  232  

90-94 145  72  73  8  6  2  39  34  5  3  1  2  95  31  64  

95-99 25  9 16 1 1 0 4 4 0 2 2 0 18 2 16 

100 歲以上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資料來源：烏日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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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及建議 

  一、民國103 年本區總人口數71,520 人，本區近十年人口一直呈緩慢負成長狀

態，且就整個地區來看，人口分布密度並不平均，疏密度相差甚多，本區人口密

度高者集中於九德里、烏日里及仁德里，因此開闢完善的交通建設，使區民不受

居住區域的拘束及限制，積極提升就業的機會改善區民所得收入，以防止人口外

流；如此才能調整人口分布趨於均衡，以紓解人口密集地區的人口壓力。 

  二、民國103年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數的19.75%，且逐年昇高，面對日益增加的老

年人口，規劃促進本區老年生活所需的各項福利措施更顯迫切及重要，且需加強

相關單位與民間部門的協調合作，如醫療照護系統、安養照護機構等福利措施，

這些均值得注意及努力。 

  三、民國103年本區總扶養比為33.36%，相較於台中市總扶養比平均值33.58%是

略低的，但是本區仍應著重鼓勵已婚婦女生育，並加強幼兒托育福利政策，以減

輕養育子女的經濟壓力，維持人口合理的成長。  

 四、以民國103 年觀之，本區的結婚對數有481  對，離婚對數有157對，平均每

3對在辦理結婚之時，就有一對怨偶在辦理離婚，顯示婚姻的不穩定性增加，致使

單親家庭比率攀升，衍生子女教養及照護問題，值得社教單位注意及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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