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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分析 

一、 本區近年總人口數呈現增加趨勢，女性人口數均高於男性，

且女性人口增加數普遍高於男性，特別的是，男性人口自

民國 102年起呈現負成長之情形。 

二、 本區所轄 38 里人口數之性別多呈現陰盛陽衰的特性，其中

僅中路、仁義、保新、信義、忠孝及長安等 6 里，呈現男

性人口高於女性人口之情形。 

三、 本區人口中，幼年人口佔總人口比率，呈現逐年遞減之趨勢，

而青壯年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率，則呈現逐年遞增之趨

勢，該等趨勢顯示人口老化現象已逐漸成型。 

四、 本區近年未婚人口中男性皆高於女性；喪偶與離婚者以女性

居多，經比較男、女性喪偶人數之懸殊現象，顯示女性壽

命普遍較男性長。 

五、 本區 15歲以上且具大學以上學歷之男、女性人口佔其總人

口比率，呈現逐年增加之趨勢，顯示高等教育日益普及，而

女性自修或不識字之人口比率則遠高於男性人口。 

六、 本區原住民人口數女性約為男性的 1.10 倍。 

七、 本所近年來女性公職人員數略高於男性，顯示女性仍偏好從

事較穩定之職業。 

八、 本區人口死亡原因以癌症為首，心臟疾病、糖尿病、腦血

管疾病等重大疾病對民眾健康威脅亦大，政府需提升醫療

水準及加強公共衛生宣導，使民眾生活習慣改變，並維護

其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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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區性別統計指標 
一、本區人口概況 

本區 103年底總人口數為 199,750人，其中男性為 98,311人，女性

為 101,439人，男性人口數較 102年底之 98,338人，減少 27人，女性人

口數較 102年底之 104,088人，增加 351人。 

表一：本區近年現住人口性別結構 

 
年底總 
人口數 

人口數 人口性別 

比例(%) 男 女 

民國 99年 197,793 98,036 99,757 98.27 

民國 100年 198,373 98,077 100,296 97.79 

民國 101年 199,490 98,452 101,038 97.44 

民國 102年 199,426 98,338 101,088 97.28 

民國 103年 199,750 98,311 101,439 96.92 

103較 102年增減數 324 -27 351 - 

資料來源：新北市蘆洲戶政事務所 

備    註：人口性別比例=(男性人口數/女性人口數)*100 

圖一：本區近年現住人口性別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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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里人口概況  

表二：本區 103年底各里現住人口數及性別比例 

里別 男 女 合計 
性別 

比例 
里別 男 女 合計 

性別 

比例 

中原里 2,791 2,945 5,736 94.77% 忠孝里 1,311 1,303 2,614 100.61% 

中華里 1,714 1,743 3,457 98.34% 忠義里 1,662 1,746 3,408 95.19% 

中路里 2,158 2,114 4,272 102.08% 恆德里 3,138 3,274 6,412 95.85% 

九芎里 2,833 2,864 5,697 98.92% 成功里 3,825 4,079 7,904 93.77% 

仁復里 1,150 1,197 2,347 96.07% 樓厝里 3,247 3,394 6,641 95.67% 

仁德里 2,954 2,959 5,913 99.83% 樹德里 1,776 1,803 3,579 98.50% 

仁愛里 2,839 2,851 5,690 99.58% 正義里 6,151 6,713 
12,86

4 
91.63% 

仁義里 2,801 2,407 5,208 116.37% 民和里 1,480 1,494 2,974 99.06% 

保佑里 2,022 2,042 4,064 99.02% 水河里 4,830 4,980 9,810 96.99% 

保和里 1,420 1,465 2,885 96.93% 水湳里 5,400 5,650 
11,05

0 
95.58% 

保新里 1,435 1,425 2,860 100.70% 永安里 2,634 2,800 5,434 94.07% 

信義里 2,138 2,131 4,269 100.33% 永康里 3,471 3,714 7,185 93.46% 

光明里 2,592 2,614 5,206 99.16% 永德里 2,327 2,396 4,723 97.12% 

光華里 2,613 2,817 5,430 92.76% 永樂里 3,330 3,372 6,702 98.75% 

南港里 3,040 3,158 6,198 96.26% 溪墘里 1,690 1,774 3,464 95.26% 

延平里 2,176 2,225 4,401 97.80% 玉清里 2,936 3,106 6,042 94.53% 

得仁里 1,623 1,666 3,289 97.42% 福安里 1,641 1,718 3,359 95.52% 

得勝里 1,710 1,854 3,564 92.23% 長安里 2,759 2,750 5,509 100.33% 

復興里 1,854 1,889 3,743 98.15% 鷺江里 2,840 3,007 5,847 9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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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年齡分析 

本區男性人口中幼年人口比率高於女性，青壯年及老年人口比率則低

於女性。歷年男女幼年人口比率呈現下滑趨勢，而老年人口比率則呈現上

升趨勢，顯現人口老化之趨勢。 

表三：本區近年現住人口之年齡及性別結構 

 

 

 

年底

別 

總人 

口數 

年齡結構 

0-14 歲 15-64 歲 65 歲以上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人數 
比例 

(%) 
人數 

比例 

(%) 
人數 

比例 

(%) 
人數 

比例 

(%) 
人數 

比例 

(%) 
人數 

比

例 

(%) 

99 年 197,793 17,730 8.96 16,169 8.17 75,080 37.96 77,527 39.20 5,226 2.64 6,061 3.06 

100 年 198,373 17,026 8.58 15,518 7.82 75,666 38.14 78,455 39.55 5,385 2.71 6,323 3.19 

101 年 199,490 16,389 8.21 14,910 7.47 76,369 38.28 79,397 39.80 5,694 2.85 6,731 3.37 

102 年 199,426 15,973 8.01 14,434 7.24 76,353 38.29 79,471 39.85 6,012 3.01 7,183 3.60 

103 年 199,750 15,499 7.76 14,074 7.05 76,427 38.26 79,626 39.86 6,385 3.20 7,739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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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婚姻概況分析 

本區未婚人口數係男性多於女性；有配偶、喪偶與離婚的人口數則均

以女性居多，其中喪偶人口數女性約為男性 5倍，顯示女性較男性長壽。 

 
表四：本區近年現住人口婚姻概況 

年度 

男性人口數 女性人口數 

合計 未婚 有配偶 離婚 喪偶 合計 未婚 有配偶 離婚 喪偶 

99 年 98,036 51,898 39,611 5,412 1,115 99,757 44,894 42,381 6,922 5,560 

100 年 98,077 51,523 39,791 5,615 1,148 100,296 44,660 42,677 7,184 5,775 

101 年 98,452 51,438 39,977 5,877 1,160 101,038 44,725 42,898 7,448 5,967 

102 年 98,338 50,965 40,192 6,000 1,181 101,088 44,220 43,088 7,620 6,160 

103 年 98,311 50,681 40,203 6,202 1,225 101,439 44,002 43,229 7,836 6,372 

 

圖二：本區 103年底現住人口婚姻概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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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程度分析 

教育程度方面，本區 15歲以上人口數中，研究所畢業之男性大於女

性，大學畢業則女性較男性多，顯示高等教育不再以男性為主。 

表五：本區近年 15歲以上人口教育概況 

年

度 
總計 

研究所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國(初)中 小學 自修 不識字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99年 165,200 2,223 1,018 9,475 10,656 8,266 8,531 19,946 20,826 13,666 14,294 7,373 9,936 93 300 176 1,370 

100年 165,829 3,234 1,687 15,159 15,950 10,078 10,302 28,522 27,703 16,119 16,576 7,693 10,959 88 281 158 1,320 

101年 168,191 3,847 2,072 17,300 18,340 10,106 10,371 28,262 27,377 14,817 15,564 7,496 10,886 80 269 155 1,249 

102年 169,019 4,133 2,242 18,325 19,526 10,018 10,321 27,865 27,046 14,519 15,314 7,289 10,746 71 262 145 1,197 

103年 170,177 4,392 2,448 19,237 20,574 9,954 10,376 27,703 26,900 14,285 15,143 7,038 10,551 71 257 132 1,116 

 

 

圖三：本區 103年底 15歲以上人口教育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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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原住民概況 

本區原住民人口數歷年皆為女性多於男性。103 年底戶籍登記男性原

住民人口數為 944 人，女性為 1,078人，原住民性別比例為 87.57%。 

表六：本區近年原住民人口概況 

年底別 

原住民人口數 

合計 男 女 性別比例 
(男/女*100) 

99年 1,897 882 1,015 86.90 

100年 1,923 916 1,007 90.96 

101年 2,007 950 1,057 89.88 

102年 2,030 962 1,068 90.07 

103年 2,022 944 1,078 87.57 

 
 
 
圖四：本區近年原住民人口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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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從事公共行政事務分析 

公共行政事務參與度方面，本所公職人數女多於男，顯示女性因家庭

因素，仍偏好從事較穩定之職業。 

表七：本所近年公職人員性別概況 

年底別 

公職人員人數 百分比(%) 
性別比例 

(男/女*100) 
合計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99年 83 33 50 39.76 60.24 66.00 

100年 86 34 52 39.53 60.47 65.38 

101年 78 37 41 47.44 52.56 90.24 

102年 86 38 48 44.19 55.81 79.17 

103年 84 33 51 39.29 60.71 64.71 

 
 
 
 

圖五：本所近年公職人員性別概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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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要死因概況 

本區 102年死亡率男性約為女性 1.61倍，主要死因男女性均以惡性

腫瘤居高，死亡率男性為每十萬人 169.7人，女性為每十萬人 84.1人；

其次為心臟疾病（高血壓性疾病除外），男性死亡率為每十萬人 54.9人，

女性死亡率為每十萬人 36.6人。 

表八：本區 102年主要死亡原因概況 

順位 男性死亡原因 
男性死

亡人數 

每 10萬

人口死

亡率 

順位 女性死亡原因 
女性死 

亡人數 

每10萬

人口死

亡率 

 102年所有死亡原因 502 510.2  102年所有死亡原因 311 307.7 

1 惡性腫瘤 167 169.7 1 惡性腫瘤 85 84.1 

2 
心臟疾病（高血壓性

疾病除外） 
54 54.9 2 

心臟疾病（高血壓性

疾病除外） 
37 36.6 

3 腦血管疾病 37 37.6 3 糖尿病 28 27.7 

4 糖尿病 32 32.5 4 腦血管疾病 21 20.8 

5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25 25.4 5 高血壓性疾病 16 15.8 

6 肺炎 18 18.3 6 
腎炎、腎病症候群及

腎病變 
16 15.8 

7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16 16.3 7 
蓄意自我傷害 

（自殺） 
14 13.9 

8 
腎炎、腎病症候群及

腎病變 
16 16.3 8 敗血症 8 7.9 

9 事故傷害 14 14.2 9 
血管性及未明示之癡

呆症 
7 6.9 

10 
蓄意自我傷害 

（自殺） 
14 14.2 10 肺炎 7 6.9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備註：102年年中人口數為 199,458人，男性 98,395人，女性 101,06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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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結論 

性別統計為推動性別主流化之工具之一，期能藉由性別統

計數據及相關資訊，以性別觀點分析造成不同性別者處境差異

之原因，提供各機關作為制訂促進性別平等之相關政策及落實

性別主流化之參考。 

為消除對性別的刻版印象，未來除運用性別統計外，更應

於政策規劃之初，加強各機關政策制定者與執行者之性別意識，

藉由各機關專業領域之判斷，考量不同性別群體之問題或需求，

使得制定政策更有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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