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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計 處 經 濟 統 計 通 報 

第114-02號                 114年6月 

臺中市核心家庭之收入與消費支出情形 

一、本市112年核心家庭占率33.23%，歷年來呈下滑情形，但仍為最主要

之家庭型態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結果顯示，本市112年底計

104.72萬戶，若以常住人口關係進行家庭型態區分，以核心家庭1占

33.23%為最高，惟自102年39.28%大抵呈現逐年下滑情形；單人家庭占

率從102年10.35%漸成長至112年14.74%，夫婦家庭占率亦從102年

16.67%成長至112年20.68%；三代家庭2占率則從102年16.08%逐漸下降

至112年10.49%，另單親家庭3大致維持10%上下，祖孫家庭約占1%，其

他家庭約占6%至9%（詳表1）。 

表1  臺中市112年家庭型態組成 

 

 
1 核心家庭係指該戶成員為父及母親，以及至少一位未婚子女所組成，但可能同時含有同住之已婚子

女，或其他非直系親屬。 
2
 三代家庭係指該戶成員為祖父(母)輩、父(母)輩及至少一位未婚孫子(女)輩，但可能還含有其他非直系
親屬同住。 

3
 單親家庭指該戶成員為父或母親其中一人(離婚、分居或寡居)，以及均未婚子女所組成，不含其他家
屬。 

單人 夫婦 單親 核心 祖孫 三代 其他

102 889,989 10.35 16.67 9.61 39.28 1.21 16.08 6.79

103 904,183 12.34 18.62 8.40 39.82 1.00 12.99 6.82

104 920,195 11.98 17.98 11.11 37.29 1.05 13.16 7.44

105 933,760 13.67 21.62 10.50 34.84 0.70 11.91 6.75

106 951,383 12.78 18.32 11.30 37.36 0.59 12.51 7.15

107 965,455 12.68 18.60 10.28 35.29 0.75 14.09 8.31

108 979,469 11.13 19.74 10.37 35.50 0.79 13.72 8.74

109 993,132 13.31 19.77 9.67 35.44 0.80 12.76 8.24

110 1,009,568 13.22 19.92 10.95 35.07 0.89 11.14 8.81

111 1,022,349 15.63 19.89 9.93 33.42 1.10 11.53 8.51

112 1,047,164 14.74 20.68 11.37 33.23 0.90 10.49 8.58

家庭型態所占比率(%)
總戶數年度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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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核心家庭之特性來看，

112年平均每戶人數為3.60人，較

102年減少0.17人，歷年呈現下降趨

勢；平均每戶成年人數為3.02人，

較102年增加0.16人，歷年來看大致

為上升趨勢；平均每戶就業人數則

每年略有變動，大致維持在1.9至

2.0人之間（詳表2）。 

顯示核心家庭除占率下降外，

亦確實受少子化影響，致除父母外

之成員數漸減，且仍以雙薪家庭居多。 

 

二、核心家庭所得收入以受僱人員報酬為主，其次為經常移轉收入 

本市核心家庭112年平均每戶所得收入總計168萬4,194元，較102年

成長25.26%，其中以受僱人員報酬為主要收入來源，112年為99萬5,265

元，雖較上年略微下降，由歷年觀之仍為上升趨勢，較102年提升26.12%。

產業主所得歷年約25萬至30萬元間，財產所得收入多為5萬至8萬元間，

此兩項歷年呈現波動情形無趨勢情形，也表示此類收入可能較易受各種

社會環境因素影響，另自用住宅設算租金收入則隨房地產價值升高而逐

年提升。而經常移轉收入於112年達30萬1,918元，於收入來源之重要性

僅次於受僱人員報酬，且較102年提高65.35%，成長率為所有收入項目

之最（詳表3）。 

 

 

 

年度
平均每戶

人數

平均每戶

成年人數

平均每戶

就業人數

102 3.77 2.86 1.91

103 3.82 2.88 1.90

104 3.76 2.95 1.94

105 3.70 2.80 1.86

106 3.74 2.97 1.96

107 3.74 2.96 2.00

108 3.70 2.96 1.95

109 3.66 2.94 1.92

110 3.65 2.92 1.91

111 3.66 2.93 1.93

112 3.60 3.02 1.9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表2  臺中市112年核心家庭型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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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臺中市112年核心家庭收入來源情形 

 

 

再更深入瞭解核心家庭之經常移轉收入，以「社會保險受益」及「從

政府」為主，兩者合計約占每年經常移轉收入之8成。 

112年平均每戶核心家庭從政府移轉收入有9萬2,933元，較102年大

幅成長161.95%，除因政府近年對低（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育兒

津貼、托育補助及各種急難紓困等生活補助（扶助）金額持續提升外，

112年為振興經濟並普發現金（6,000元）、發放文化幣、青春動滋券等

各項措施所致。其中育兒津貼及托育補助對減緩核心家庭經濟壓力應有

相當助益。 

社會保險受益方面，112年平均每戶核心家庭為15萬4,660元，亦較

102年增加40.44%，此項目包含公保、勞保、農保等各項給付及國民年

金等，概因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資格放寬，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新制推行

及國民年金納保人數與給付金額提高之影響，致民眾受益金額亦逐年提

升。 

單位：元

年度
所得收入

總計

受僱人員

報酬

產業主

所得

財產所得

收入

自用住宅設算

租金收入

經常移轉

收入

雜項

收入

102 1,344,506 789,143 251,533 46,833 74,369 182,591 37

103 1,416,356 861,259 248,196 56,461 76,685 173,661 95

104 1,495,801 832,452 308,389 85,270 80,136 189,540 13

105 1,448,085 856,525 258,008 62,800 77,270 193,481 1

106 1,563,962 926,676 274,356 61,954 90,557 210,378 42

107 1,565,271 931,767 290,784 54,384 84,958 203,371 7

108 1,607,308 954,707 289,491 52,849 95,301 214,960 -

109 1,623,008 943,382 282,700 55,834 93,753 247,322 17

110 1,669,306 966,269 281,662 57,813 93,328 270,228 5

111 1,764,566 1,047,371 276,557 68,690 96,391 275,528 29

112 1,684,194 995,265 234,280 50,873 101,849 301,918 9

112年較

102年增

減百分比

25.26 26.12 -6.86 8.63 36.95 65.35 -75.6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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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再將經常移轉支出並列來看，112年本市核心家庭平均每戶對政

府移轉支出（各種賦稅與規費）為3萬6,868元，較102年減少4.95%，自

109年起隨政府各項補貼擴大，從政府移轉收入金額已超越對政府移轉

支出。社會保險支出為20萬461元，較102年增加47.13%，與社會保險收

益大抵皆呈逐年成長之趨勢（詳表4）。 

表4  臺中市核心家庭對政府及社會保險之移轉收支 

 

 

三、核心家庭消費支出以住宅基本費用占22.3%最高，其次為醫療保健占

15.6%，近年成長幅度以餐廳及旅館之支出為最高 

本市112年核心家庭平均每戶消費支出計113萬4,405元，其中以「住宅

服務、水電瓦斯及其他燃料」支出占22.31%為最，顯示居住成本及基本水

電瓦斯支出為核心家庭最大經濟負擔，其次為「醫療保健」支出占15.62%，

第3至5位分別為「餐廳及旅館」支出占14.90%、「食品及非酒精飲料」支

出占12.83%及「交通」支出占11.36%（詳圖1）。 

 

單位：元

從政府 社會保險受益 對政府 社會保險

102 182,591 35,478 110,124 235,993 38,787 136,245

103 173,661 36,056 98,350 247,446 41,135 148,741

104 189,540 40,327 110,719 260,300 40,435 154,281

105 193,481 36,645 113,315 252,552 39,645 146,869

106 210,378 38,589 124,745 273,150 45,650 161,478

107 203,371 39,527 117,297 269,748 40,460 160,767

108 214,960 39,037 128,630 268,983 40,298 161,762

109 247,322 56,692 143,550 263,463 41,664 164,867

110 270,228 71,473 145,335 288,596 46,425 181,760

111 275,528 61,598 156,874 328,983 52,889 195,895

112 301,918 92,933 154,660 294,055 36,868 200,461
112年較

102年增

減百分比

65.35 161.95 40.44 24.60 -4.95 47.13

年度
經常移轉

收入

經常移轉

支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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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臺中市核心家庭112年各項消費支出占比 

 

若就歷年資料觀之，消費支出合計數較十年前增加25.63%，各項目

中以「餐廳及旅館」增加56.95%為最，其次為「家具設備及家務維護」

41.14%，「醫療保健」增加38.83%再次之，其他項目亦多為增加情形，

僅「通訊」、「休閒與文化」及「教育」類的支出金額整體而言略微下

降（詳表5）。 

表5  臺中市核心家庭歷年消費支出情形 

 

 

單位：元

年度
消費支出

合計

食品及非

酒精飲料

菸酒

及檳榔

衣著鞋襪

及服飾用

品

住宅服

務、水電

瓦斯及其

他燃料

家具設備

及家務維

護

醫療保健 交通 通訊
休閒

與文化
教育

餐廳

及旅館
什項消費

102 902,983 121,966 9,570 29,587 196,546 18,360 127,667 107,944 34,826 50,834 56,204 107,700 41,778

103 950,223 124,341 10,499 32,735 206,442 21,348 134,346 103,914 36,631 55,934 60,633 116,763 46,638

104 951,939 126,664 11,505 31,977 209,900 21,469 131,355 99,656 34,544 64,600 56,178 118,379 45,711

105 968,617 126,596 8,741 30,501 213,979 21,643 134,389 110,842 35,086 56,254 56,360 128,390 45,836

106 1,031,270 135,518 11,580 33,796 240,110 24,680 137,995 94,760 37,240 69,667 53,854 137,510 54,561

107 1,025,343 136,369 12,141 35,042 226,947 22,104 132,550 109,710 32,503 65,542 48,443 146,081 57,909

108 1,074,097 139,277 10,781 35,402 238,953 24,828 145,243 120,598 30,998 69,600 50,341 151,409 56,668

109 1,060,391 137,898 11,264 35,312 237,527 24,425 164,939 104,992 31,350 51,766 49,615 156,629 54,676

110 1,071,528 149,265 12,348 35,707 246,900 28,441 158,823 115,661 31,606 35,818 55,096 146,655 55,207

111 1,121,806 152,299 9,231 35,075 254,651 26,772 176,314 129,069 32,611 38,329 57,017 155,206 55,232

112 1,134,405 145,505 11,478 33,430 253,070 25,913 177,244 128,868 33,279 48,768 53,342 169,031 54,476

112年較

102年增

減百分比

25.63 19.30 19.94 12.99 28.76 41.14 38.83 19.38 -4.44 -4.06 -5.09 56.95 30.3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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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穩定民生物價與房價，減輕家庭食衣住行生活負荷 

家庭型態轉變與社經環境的變遷息息相關，隨著國人晚婚及少子化

趨勢，造成核心家庭占率持續下降。惟核心家庭仍為社會組成最主要家

庭型態，其家庭收入逐年成長，其中以受僱人員報酬為最主要來源，而

經常移轉收入為次要來源且近年成長幅度最高，細分其內容以社會保險

受益及從政府移轉為主，顯示近年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及政府持續推動或

擴大對象的生育津貼、育兒津貼及托育與教育補助等各項福利措施，對

緩解核心家庭經濟負荷應有一定程度之助益。消費支出金額亦逐年提高，

其中以與「住」有關項目之占比為最高，其次為與「食」相關之支出，

另醫療保健支出之金額與占率逐年攀升，亦為不可忽視之項目。 

「住」及「食」有關支出已為家庭最重之負荷，由於房價及物價持

續上漲，高房價推升居住成本提高，市府透過社會住宅興建、囤房稅實

施及運用囤房稅未來的稅收作為租金補貼，以平抑房價來緩解高昂的居

住成本。為穩定民生物價，市府跨單位成立物價監控小組，並與臺中地

檢署合作，一旦發現異常即主動偵查，以打擊物價哄抬行為。期能幫助

市民居住安心、生活放心，讓臺中市成為幸福宜居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