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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計 處 市 政 統 計 簡 析 
                        103-001 號        103 年 4 月 

臺中市人口趨勢分析 

近年來臺灣各縣市均面臨生育率下降且人口逐漸老化現象，

如何維持人口成長為當前重要的課題。人口成長主要來源有二，

一為自然增加率，另一為社會增加率。因為社會價值觀的改變，

加上養兒育女的成本提高，近年來自然增加率逐漸下降；另外人

口遷移主要原因來自工作、教育、結婚等因素，若提供充分的就

業機會及良好的教育環境將對人口社會增加有所助益。臺中市自

93年以來自然增加率逐年下降，其中受民俗觀念影響，99年為虎

年驟降至 1.97‰，又 101 年為龍年（4.99‰）則升至近 10 年最高

點，102年降至 3.52‰；社會增加率則是除了 98年（1.10‰）外，

每年都有千分之二以上的成長，102年則為 2.75‰(詳圖一)。 

 

 

本市人口數從 93 年起一直穩定成長，102 年人口總數為 270

萬 1,661 人，五都中僅次於新北市及高雄市，人口總增加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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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近10年臺中市自然增加率和社會增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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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增加率+社會增加率）為 6.27‰，其中自然增加率為 3.52‰，在

五都中排名第 3，次於臺北市(3.86‰)、新北市(3.84‰)，而社會

增加率為 2.75‰，在五都中排名第 1，領先位居第二的臺北市

（1.10‰）1.63 個千分點。本市因地理位置居中具有優勢，加上

大型購物商城進駐及致力於工業區開發而吸引人口遷入，臺中市

以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為發展中心，往北有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里

園區，往南與太平、烏日、彰化北側既有精密機械加工產業連結

為「大肚山科技走廊」，發揮產業鏈的群聚效應，因而提供豐富

的就業機會，使得本市社會增加率領先其他四都(詳圖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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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近10年臺中市人口數及總增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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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齡三段組觀察，102年臺中市0-14歲人口結構比為15.73

％，較其他四都高，65歲以上人口結構比為 9.39％，則較其他四

都低，致老化指數為 59.70％，遠低於其他四都，而臺北市、臺

南市則分別高達94.54％、90.77％。由於本市青壯年層人力充沛，

102 年勞動參與率 59.50％，居全臺第 5 位，又本市平均年齡僅

37.13歲亦五都中為最低，可看出臺中市是個年輕有活力的都市，

也可提供豐沛的勞動力來帶動經濟發展(詳表一、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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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 102年五都總增加率、自然增加率及社會增加率

0-14歲（％）15-64歲（％）65歲以上（％）老化指數（％）平均年齡（歲）
新北市 13.77 76.75 9.48 68.84 38.39
臺北市 14.28 72.22 13.50 94.54 40.41
臺中市 15.73 74.89 9.39 59.70 37.13
臺南市 13.44 74.36 12.20 90.77 39.58
高雄市 13.41 75.22 11.38 84.86 39.34

表一 102年五都年齡3段組、老化指數、平均年齡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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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市行政區觀察，102 年人口成長率超過 1％有沙鹿區

(1.78％)、南區(1.32％)、北屯區(1.31％)、西屯區(1.29％)、

太平區(1.29％)、南屯區(1.04％)，各區人口成長率最低分別為

中區(-3.09％)、大安區(-0.95％)、東勢區(-0.86％)，顯示本市

人口逐漸往市政中心周圍且交通便利的地區移動，較早發展的中

區、西區、東區及北區因人口密度較高，有人口減少或成長趨緩

的現象(詳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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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102年五都老化指數及平均年齡％ 歲

區別 人口增加率(%) 區別 人口增加率(%)
中區 -3.09 神岡區 0.57
東區 0.39 潭子區 0.92
南區 1.32 大雅區 0.63
西區 -0.33 新社區 -0.22
北區 0.06 石岡區 -0.81

西屯區 1.29 外埔區 0.15
南屯區 1.04 大安區 -0.95
北屯區 1.31 烏日區 0.79
豐原區 0.00 大肚區 0.24
東勢區 -0.86 龍井區 0.70
大甲區 -0.18 霧峰區 0.15
清水區 0.38 太平區 1.29
沙鹿區 1.78 大里區 0.79
梧棲區 0.27 和平區 0.31
后里區 -0.02

表二  臺中市各區102年較101年人口增加率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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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近年來全臺灣面臨的少子化、高齡化社會的現象，在社

會福利部分，市府提供了生育津貼、育兒津貼、托育補助、居家

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育等服務，以支持家庭照顧人力，分擔

家庭照顧責任，得以在人口老化同時，能夠讓居住在臺中市的居

民擁有更好的生活環境。此外，市府大力推行的 34項重大建設計

畫，無非透過建設基礎設施，提升觀光資源，促進產業發展，讓

本市擁有更佳的居住環境，而吸引優秀的人才來臺中，讓臺中市

持續且穩定的人口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