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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計 處 市 政 統 計 簡 析 
                       107-002號           107年 3月 

希望部落，薪傳原住民族 

原住民族在多元文化地位上有其重要性，發展過程中應具遠瞻性 

、獨特性與主體性。原住民族於經濟及社會面常處弱勢，爰本府提供

維持基本生活需求之各項資源協助；推動文化語言，重拾傳統知識，

帶動終身學習；促進就業媒合，保障工作權，期提升其生活及經濟能

力。 

一、本市 106年底原住民族人口計 3萬 3,903人，占本市總人口 1.22%

，占全國原住民族人口 6.06%，扶養比為 38.52，居住於本市和

平區原住民族人口僅占 12.59%。  

    本市 106 年底原住民族人口計 3 萬 3,903 人，較 100 年底增加

5,086 人(17.65%)，占本市總人口 1.22%，增 0.14 個百分點，占全國

原住民族人口 6.06%，增 0.52 個百分點。依年齡別觀察，「0~14 歲」

占 24.37%，「15~64 歲」占 72.19%，「65 歲以上」占 3.44%，扶養

比
1
為 38.52，則較 100 年底減少 2.23，惟仍高於全國原住民族扶養

比之 37.21。(表 1)  

 

 

 

 

 

 

    

                                                        
1
 扶養比＝(0~14歲人口+65歲以上人口)/(15~65歲人口)×100 

100 28,817 26.74  71.04  2.21   40.75 1.08 5.54

101 29,754 25.77  71.93  2.31   39.04 1.11 5.64

102 30,460 25.38  72.12  2.50   38.66 1.13 5.71

103 30,948 25.02  72.35  2.63   38.22 1.14 5.73

104 32,146 24.65  72.56  2.80   37.83 1.17 5.88

105 33,049 24.42  72.49  3.08   37.94 1.19 5.97

106 33,903 24.37  72.19  3.44   38.52 1.22 6.06
資料來源：臺中市公務統計資訊網、內政部統計處。

備註：因四捨五入，致總數與細數間或有尾差。

表1 臺中市原住民族人口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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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籍於本市之原住民族大多從外縣市移居至本市，截至 106 年底

僅 4,268 人(占 12.59%)居住於和平區，而有高達 2 萬 9,635 人(占

87.41%)居住於都會地區，其中以太平區 3,028 人(占 8.93%)最多，

北屯區占 2,752 人(占 8.12%)次之，大雅區 2,270 人(占 6.70%)再次

之。(圖 1)  

 

 

 

 

 

 

 

 

 

 

二、本市 106 年底 15 歲以上原住民族人口教育程度以「高級中學」

占 42.95%最多，「大學」占 21.05%次之；推動族語與復振各族群

文化技能，105 年原住民族語教師 67 人，原住民部落大學學生

數達 1,045 人。  

    依 15 歲以上原住民族人口教育程度
2
觀察，本市 106 年底以「高

級中學」1 萬 998 人(占 42.95%)最多，「大學」5,389 人(占 21.05%)

次之，「國中」4,647 人(占 18.15%)再次之。與全體市民教育程度相

較，「高級中學」與「國中」程度之比率分別高出全體市民 11.18 及

6.77 個百分點，餘教育程度之比率則低於全體市民，其中「大學」

低 6.72 個百分點，「碩士」低 4.52 個百分點。(圖 2) 

    又以性別觀之，15 歲以上男性原住民族教育程度以「高級中學」

、「碩士」、「博士」所占比率較女性高，其中以「高級中學」高 8.18

                                                        
2
 各教育程度階段之人數包含畢業及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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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圖1 106年底臺中市各行政區原住民族人口概況

資料來源：臺中市公務統計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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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百分點最多，另「國小以下」女性所占比率則高於男性 5.41 個百

分點。(圖 3)  

       圖 2 106 年底臺中市 15 歲以上原住民族人口教育程度 

         

 

 

 

 

 

    

 

     

     

 

 

 

 

 

為落實政府免學費教育政策，減輕家長育兒負擔，及提升學齡幼

兒就學機會，對就讀(托)於本市立案幼兒園原住民族幼兒提供教育補

助，105 學年度補助計 1,424.35 萬元，其中私立幼兒園補助占 63.54%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補助計 734.85 萬元。(表 2)  

    此外，為激勵原住民族學生積極努力向上，對本市原住民族學業

優秀或具特殊才能學生提供獎學金補助，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獎學金

補助 84 人次，16.80 萬元；另為改善學生之飲食習慣均衡其營養，

並減輕家長負擔，105 學年度營養午餐補助 1 萬 790 人次，4,12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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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公務統計資訊網。

圖3 106年底臺中市15歲以上原住民族人口教育程度-依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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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公務統計資訊網。

備註：因四捨五入，致總數與細數間或有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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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至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補助 5,502 人次，1,629.69 萬元。(表

2)  

 

 

 

 

    為 照 顧 原

住民族弱勢家

庭子女在就學

期間有完善課

後輔導，並培養

其自信心及減

輕課輔的經濟負擔，本市 105 學年度原住民族中低收入戶子女課後輔

導人數計 105 人次，其中男性占 45.71%，女性占 54.29%。(表 3)  

    原住民族語言瀕臨滅失，需積極推動族語振興，本市 105 學年度

原住民族語教師人數計 67 人，其中女性占 76.12%。另藉由開辦部落

大學，透過傳承、共同學習的經驗，復振並發揚各族群原有的知識教

育系統，105 學年度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學生數 1,045 人，其中女性占

83.92%。(表 4 )  

 

 

 

 

     

 

表 3 臺中市原住民族中低收入戶子女課後輔導人數 

人 % 人 % 人 % 人 %

100 … … … … 231 19.03 983 80.97

101 … … … … 155 18.26 694 81.74

102 … … … … 185 24.28 577 75.72

103 14 20.59 54 79.41 159 15.26 883 84.74

104 11 16.18 57 83.82 79 9.77 730 90.23

105 16 23.88 51 76.12 168 16.08 877 83.92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學生數

學年度

原住民族語教師人數

男 女

表4 臺中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概況

男 女

 

合計 公立 私立

104 1,455 13,717,500 4,717,500 9,000,000 323 646,000 16,016 56,959,464 

105 1,516 14,243,500 5,193,500 9,050,000 209 418,000 10,790 41,287,517 

106

第1學期
789   7,348,500  3,068,500 4,280,000 84  168,000 5,502  16,296,908 

資料來源：臺中市公務統計資訊網。

幼兒學前教育補助 獎學金補助 營養午餐補助

單位：人次、元

表2 臺中市原住民族教育補助概況

學年度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 人次 %

102 46 51.11 44 48.89

103 72 69.90 31 30.10

104 40 42.55 54 57.45

105 48 45.71 57 54.29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男 女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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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推動原住

民族部落大學，帶

動原住民終身學習 

，規劃一系列終身

學習課程，106 年終

身 學 習 課 程 計

1,080 人次參加，補

助 390.25萬元，文化社教活動計 3,500人次參加，補助 283.90萬元。

(表 5)  

三、本市 106 年上半年原住民族勞動力參與率 61.3%，高於全體市民

3.4 個百分點，失業率為 3.2%，亦低於 0.4 個百分點；105 年原

住民族就業者其第一份從事之職業，以從事「基層技術工及勞力

工」占 24.81%比率最高。 

    為提升原住民族就業機會，本府訂有原住民族職業教育訓練補助

計畫，以協助原住民族學習就業技能。本市 106 年原住民族參加職業

訓練班人數已達 195 人，為歷年最多，較 100 年增加 62.50%，技術

士證照每年取得皆超過 200 人，106 年共計 253 人取得證照，其中丙

級證照占 89.33%為大宗。在就業服務方面，106 年求職者人數計 471

人次，較 101年增加 53.42%，6 年來輔導就業媒合成功人數共計 1,487

人次，其中 106 年為 251 人次。(表 6)  

 

 

 

 

 

 

 

 

參加人次 經費 參加人次 經費

104 736    3,635,878 377    569,803   

105 1,078  3,374,642 2,848  2,221,000 

106 1,080  3,902,505 3,500  2,839,000 

資料來源：臺中市公務統計資訊網。

表5 臺中市原住民終身學習課程辦理情形

年
終身學習 文化社教活動

單位：人次、元

   

班數 人數 金額(元) 合計 甲級 乙級 丙級 求職 輔導就業

100 3  120 1,596,400 296 -   25  271 … …

101 3  90  1,112,950 341 1   25  315 307 362   

102 4  137 1,289,276 290 -   30  260 359 117   

103 3  58  573,000   244 1   25  218 504 134   

104 4  100 1,221,457 219 2   37  180 532 449   

105 8  189 2,138,567 240 -   40  200 521 174   

106 6  195 2,005,461 253 -   27  226 471 251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備註：輔導就業係指成功輔導求職者就業之人數。

表6 臺中市輔導原住民族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統計

年
職業訓練班 技術士證照(人) 就業服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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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多年輔導原住民族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努力下，本市 106 年

上半年原住民族勞動力參與率(以下簡稱勞參率)為 61.3%，其中男性

72.0%，女性 53.3%；雖較 105 年同期 62.3%減少 1.0 個百分點，然較

本市全體市民勞參率 57.9%，高 3.4 個百分點，顯示原住民族投入勞

動市場意願高於全體市民。(圖 4)  

 

 

 

 

 

 

 

在失業率部分，本市原住民族 106 年上半年為 3.2%，其中男性

4.1%，女性 2.3%；較 105 年同期 5.0%減少 1.8 個百分點，與本市全

體市民失業率 3.6%相較，則低 0.4 個百分點，顯示原住民族失業情

形或有改善。(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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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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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就業者之行業別觀察，本市 105 年原住民族以服務業(第三級

產業)占 68.49%最高，工業(第二級產業)占 29.48%次之，農林漁牧業

(第一級產業)占2.03居末位，相較於全體市民從事服務業占57.88%、

工業占 38.76%，原住民族有偏向服務業的情形。以服務業觀察，本

市原住民族以「住宿及餐飲業」占 14.27%最高，高出全體市民 7.14

個百分點；「其他服務業」(如汽、機車維修業、家庭用品維修業、洗

衣業、美容髮業、美容美體業等)12.81%次之，亦高出全體市民 7.77

個百分點；另全體市民以從事「批發及零售業」占 16.98%最高，而

原住民族則僅占 3.31%，高出 13.67 個百分點。(表 7)  

 

 

 

    又 以 就 業

者其第一份從

事職業觀察，本

市105年原住民

族以從事「基層

技術工及勞力

工」占 24.81%

比率最高，「服

務及銷售工作

人員」占 19.98%

次之，「技術員

及助理專業人員」占 13.49%再次之，其他職業比率皆在 1 成之下。(

民意代表、主

管及經理人員

專業人員

技術員及助理

專業人員

(占13.49%)

事務支援人員

服務及銷售

工作人員

(占19.98%)
農林漁

牧業生

產人員

技藝有關工作

人員

機械設備操作

及組裝人員

基層技術工

及勞力工

(占24.81%)

其他

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報告。

圖6 105年臺中市原住民族就業者第一份工作職業

單位：%

行業別 全體市民 原住民族

農林漁牧業 3.36 2.03

工業 38.76 29.48

服務業 57.88 68.49

批發及零售業 16.98 3.31

住宿及餐飲業 7.13 14.27

其他服務業 5.04 12.8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報告。

備註：因四捨五入，致總數與細數間或有尾差。

表7 105年臺中市原住民族就業者從事行業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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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四、本市 106 年底原住民族低、中低收入戶數合計占本市原住民族總

戶數 12.46%，為本市相關占比 3.6 倍；106 年「原住民族中低收

入戶(含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發放 567 人次，55 至 64 歲山

地原住民族申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居家服務」計 432 人次，「特

殊境遇家庭扶助」合計扶助 926 人次。 

    本市 106 年底原住民族低收入戶數計 747 戶，占本市原住民族總

戶數 6.49%，原住民族中低收入戶數計 687 戶，占 5.97%，兩者合計

占 12.46%，另本市低收入戶數占總戶數比率 1.90%，中低收入戶數占

1.44%，兩者計占 3.44%，本市原住民族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數占原

住民族總戶數比率為本市相關占比之 3.6 倍，顯示原住民族家庭經濟

係屬較弱勢之族群，協助改善經濟狀況實屬必要。(圖 7)  

 

 

 

 

 

  

 

    為照顧本市原住民族中較弱勢之族群，本府提供了生活扶助、醫

療、生育、教育、就業、住宅、喪葬、物資等各項補助，在老人生活

津貼部分，106 年發放「中低收入戶(含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567

人次，較 100 年增加 406.25%，而「中低收入戶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亦有 12 名申請領取。醫療照顧方面，55 至 64 歲山地原住民族申請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居家服務」計 432 人次。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方面，包括「緊急生活扶助」、「傷病醫療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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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106年底臺中市原住民族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數概況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

備註：原住民戶之認定分為：

1.戶長為原住民者視為原住民戶。

2.戶長非原住民，如戶內原住民人口數較多時則判定為原住民戶。如原住民與非原住民之人口數相等時

則以年齡較長者是否具原住民身分判定為原住民戶或非原住民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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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訴訟補助」、「子女生活津貼」及「兒童托育津貼」，106 年

計扶助 926 人次，較 100 年增加 11.03%，以「子女生活津貼」扶助

占 85.75%為大宗，「緊急生活扶助」占 14.25%次之。(表 8)  

 

 

 

 

 

 

 

    在急難救助方面，提供「喪葬救助」、「醫療補助」、「生活扶助」

及「重大災害救助」等 4 項服務，106 年合計協助 160 人次，較 100

年減少 6.98 %，以「生活扶助」占 61.88%最多，「醫療補助」 占 25.63% 

次之。(表 9) 

 

 

 

    充實原住民族法律常識、保障婦女權益及提供衛生健康保健觀念 

，辦理宣導及衛生保健活動，本市自 100 年來法律諮詢服務共計 553

人次，婦女權益宣導活動舉辦 14 場，577 人次參加，衛生保健活動

 單位：人次

年別 合計 喪葬救助 醫療補助 生活扶助 重大災害救助

100 172     29         82         61         -             

101 183     27         73         83         -             

102 142     17         55         70         -             

103 133     18         41         74         -             

104 163     22         64         76         1             

105 151     14         49         88         -             

106 160     11         41         99         9             

資料來源：臺中市公務統計資訊網。

表9 臺中市原住民族急難救助統計

類別 醫療照顧

100年 112     -      502    834   63  -   -   771 -   

101年 228     -      531    965   93  -   -   872 -   

102年 218     -      1,205  640   66  -   -   566 8   

103年 189     -      325    677   63  -   -   598 16  

104年 410     -      486    768   113 -   -   649 6   

105年 428     4      431    984   108 -   -   876 -   

106年 567     12     432    926   132 -   -   794 -   
資料來源：臺中市公務統計資訊網。
備註：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服務對象：包含「65歲以上老人(僅IADLs失能且獨居之老人)」、「55至64歲山地
      原住民」、「50至64歲身心障礙者」。

表8  臺中市原住民族各項基本生活需求補助
單位：人次 

生活津貼

項目

中低收入

(含低收入)

老人生活

津貼

中低收入

老人特別

照顧津貼

長期照顧

十年計畫

-居家服務

特殊境遇

緊急生

活扶助

傷病醫

療補助

法律訴

訟補助

子女生

活津貼

兒童托

育津貼

特殊境遇

家庭扶助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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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 23 場，共計 6,202 人次參加。(表 10)  

     

 

     

 

 

     

    本府致力於對原住民族的照顧，以「希望部落 原民平安」為願

景，「部落為主體、文化為根基、生活為要務」為策略，並以薪傳原

住民族文化，促進產業經濟發展，推動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帶動原住

民族終身學習，強化原住民族福利措施，提供安定幸福之生活條件，

培育原住民族人才，提升原住民就業機會，健全原住民社會衛生福利，

縮短城鄉差距，進而營造本市為原住民族樂活的幸福城市。 

 

 活動場次  參加人次  活動場次  參加人次

100 90              1         14        1         200       

101 -               -         -         1         2,500     

102 59              2         146       4         3,170     

103 89              1         32        9         180       

104 165             3         91        1         13        

105 75              5         238       4         87        

106 75              2         56        3         52        

資料來源：臺中市公務統計資訊網。

表10  臺中市原住民族權益及福利宣導統計 
 

年度
婦女權益宣導活動 衛生保健活動

 法律諮詢服務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