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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計 處 市 政 統 計 簡 析  

    108-004號           108 年 6 月 

幸福婚姻，有妳  

前言 

由於社會變遷、時代的改變，現代人晚婚或不婚逐漸形成，本文

探討本市性別婚姻狀況之結構，並由相關性別指標之比較分析，提供

各項施政政策與福祉，促進市民幸福婚姻之施政作為。 

一、 107年底 15歲以上女性有偶占 50.13%，較 100年減 1.34個百分

點，離婚占 8.88%，增 1.23個百分點，其減(增)幅度均較男性大。 

本市 107 年底 15 歲以上人口達 239.84 萬人，其中有偶人口

121.79 萬人(占 15 歲以上人口 50.78%)最多，未婚人口 84.36 萬人(占

35.17%)次之，離婚及喪偶人口計 33.69 萬人(占 14.05%)。觀察近年

資料，自合併升格後，促進各項經濟發展、社會照顧、健康醫療與教

育文化，人口逐年成長，107年底較 100年底增 17.53萬人(7.89%)，

其中有偶人口增 6.51萬人(5.65%)最多，未婚人口增 4.99萬人(6.29%)

次之，離婚人口增 4.04萬人(25.59%)再次之，觀察各婚姻狀況占比變

化，有偶及未婚占比分別下滑 1.08 及 0.53 個百分點，反之離婚及喪

偶占比分別增 1.17及 0.44個百分點(詳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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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臺中市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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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近年來 15歲以上兩性之婚姻結構變化趨勢，與本市整體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結構變化走勢一致，惟伴隨性別平等意識提升， 107

年底有偶女性占 15歲以上女性人口 50.13%，較 100年底減 1.34個百

分點，離婚女性占比 8.88%則增 1.23個百分點，且分別較男性減(增)

數多 0.54個及 0.13個百分點(詳圖 2、圖 3、圖 4)。 

 

 

 

 

 

 

 

 

 

二、 各年齡組女性未婚占比因適逢求學階段及國民教育年限延長，以

15-19 歲最高，20-24 歲次之；與 100 年底相較，20 歲以上各年

齡組女性未婚占比均上升，以 25-29歲及 30-34歲分別增 7.47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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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結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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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因 4捨 5入，致總數與細數間或有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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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7.05個百分點最多。 

以年齡別觀察，本市 107 年底 15 歲以上未婚女性中，以 15-19

歲年齡組未婚女性占該年齡組女性為 99.62%最高，20-24歲占 95.12%

次之，因適逢求學階段及國民教育年限延長，致未婚比率較高，並隨

著年齡增長及達適婚條件，占比大幅下滑，至 30-34歲未婚女性占比

降為 43.05%；與 100 年底比較，未婚女性占比除 15-19 歲減 0.06 個

百分點外，餘皆呈提高趨勢，其中以 25-29歲及 30-34歲適婚年齡組

仍未婚女性占比分別增 7.47個及 7.05個百分點最多。 

有偶女性占比隨年齡增長呈增加趨勢，30-34 歲占比 51.19%突

破未婚女性占比，50-54歲占 69.30%最高後微幅下滑；與 100年底比

較，有偶女性自 20-24歲至 60-64歲 9個年齡組占比皆呈下降趨勢，

其中以 25-29 歲、45-49 歲及 40-44 歲分別減 6.49、5.89 及 5.46 個百

分點最多；另，喪偶占比至 55 歲後雖明顯增加，然隨醫療進步，國

人平均餘命增長，與 100 年底比較，55 歲以上各年齡層喪偶女性占

比減少情形較為明顯(詳圖 5、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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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行政區未婚女性以北屯區 4萬 575人最多，占比以北區 33.21%

最高，原臺中市 8區占比均位於前 10位高，以和平區 25.82%最

低，餘皆逾 28%。 

再以各行政區觀察 15 歲以上未婚女性人口，以北屯區 4 萬 575

人最多，西屯區 3 萬 3,278 人次之，大里區 2 萬 9,468 人再次之，換

算未婚女性占該區女性人口比率，以北區 33.21%最高，西區 33.19%

次之，南屯區 33.05%再次之，最低為和平區 25.82%，原臺中市 8區

占比均位於前 10位高，都市化程度愈高，未婚女性占比越高(詳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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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歲以上有偶女性方面，以北屯區 6萬 1,747人最高，西屯區 5

萬 971人次之，大里區 4萬 6,992人再次之，換算有偶女性占該區女

性人口比率，以沙鹿區 54.01%最高，大安區 52.53%次之，梧棲區

52.42%再次之，最低為中區 43.61%(詳圖 8)。 

 

 

 

 

 

 

 

 

 

 

 

 

 

 

 

 

 

 

 

 

 

以橫軸表示行政區未婚女性占該行政區 15 歲以上女性人口比

率，縱軸表示行政區有偶女性占該行政區 15 歲以上女性人口比率，

標記表示行政區離婚及喪偶女性合計占該行政區 15 歲以上女性人口

比率，綜合繪出各行政區 15 歲以上女性婚姻結構分布狀況，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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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政區分布狀況相似，未婚占比大致介於 29%～33%及有偶占比介

於 46%～55%區域，惟部分行政區，如和平區、中區、北區、東勢區

等因人口特性及地理環境因素，較其他行政區差異大，其離婚及喪偶

合計占比亦為各行政區前 4位高，皆逾 2成 1 (詳圖 9)。 

四、 本市 107年粗結婚率 6.17‰為六都中第 2位高，較 100年減 1.34

個千分點，粗離婚率 2.38‰為第 3 位高，減 0.04 個千分點；兩

性有偶人口離婚率差距 0.24個千分點近年最大。 

本市 107 年粗結婚率 6.17‰居六都第 2 位高，僅次桃園市 6.60

‰，且較 100 年 7.51‰減 1.34 個千分點；粗離婚率以桃園市 2.71‰

最高，新北市 2.45‰次之，本市 2.38‰再次之，居六都中第 3 位高，

較 100 年 2.42‰減 0.04 個千分點。本市近年兩性有偶人口離婚率呈

下降趨勢，惟 107年反升且兩性差距逐年擴大，至 107 年差距最大，

其男性有偶人口離婚率 11.07‰，較女性高 0.24個千分點，居六都中

第 3位高(詳圖 10、圖 11)。 

 

 

 

 

 

 

 

 

 

 

 

五、 本市 107年女性結婚對象為外籍及大陸港澳籍占逾 1成，其中外

籍占 5.49%，較 100 年大幅增 2.97 個百分點。截至 10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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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 

觀察本市 107年女性結婚對象原屬國籍，本國國籍為 1萬 5,511

人，占 89.87%，外籍 947人(占 5.49%)及大陸港澳籍 802人(占 4.65%)，

兩者合計占比逾 1成；與 100年比較，原屬國籍為本國國籍及大陸港

澳籍之占比均呈下降趨勢，而外籍占比 100年為 2.52%，後逐年增加，

於 106年占比首次超越大陸港澳籍，至 107年占 5.49%達到最高，本

市社會經濟遠瞻全球與世界接軌，女性接觸外籍男性比率增加，致結

婚對象為外籍人士有成長趨勢(詳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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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8 年 3 月底，本市大陸港澳籍女性配偶人數 3 萬 6,220

人(占全國 10.82%)，為本市男性配偶的 17.20倍；外裔、外籍女性配

偶人數 1 萬 6,227 人(占全國 9.83%)，為男性配偶的 6.52 倍，且以東

南亞國家為大宗，其中越南籍 1 萬 882 人(占外裔、外籍配偶人數之

58.14%)最多，印尼籍 2,288 人(占 12.22%)次之，菲律賓籍 849 人(占

4.54%)再次之，三者合計逾 7成 (詳圖 13)。 

六、 107年兩性初婚人數教育程度皆以大學畢業最多，女性占 55.11%

較男性高12.00個百分點；107年兩性初婚年齡中位數皆呈成長，

女性為 29.4歲，與男性(31.7歲)差距仍為 2.3歲。 

 

 

 

 

 

 

 

 

本市 107年初婚人數 2萬 9,115人，其中男性 1萬 4,594人,女性

1 萬 4,521 人，以教育程度觀察，女性以大學畢業 8,003 人(占女性初

婚人數 55.11%)最多，高中畢業 3,173 人(占 21.85%)次之，碩士畢業

1,252(占 8.62%)再次之；男性亦以相同教育程度居前 3位高，分別占

43.11%、26.42%及 13.90%；與 100 年比較兩性教育程度占比增減量

(100 年統計分類僅細分至大學畢業以上)，女性大學畢業以上教育程

度增 15.61 個百分點遠高於其他教育程度，亦高於男性 2.27 個百分

點。本市近年來兩性初婚年齡呈提高趨勢，107年女性初婚年齡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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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為 29.4歲，與男性(31.7歲)差距仍為 2.3歲，然較 100年增 0.7歲，

其增幅較男性(增 0.8歲)為小(詳圖 14、圖 15、圖 16)。 

 

 

 

 

 

 

 

 

 

結語 

社會經濟情勢的轉變，女性婚姻狀況隨著教育程度及兩性平權等

影響，使得女性愈來越晚婚，更進一步影響女性生育年齡，本市積極

建立完善聯誼活動，為鼓勵單身民眾拓展社交生活領域，增進彼此良

好互動及情感流，107年單身民眾聯誼活動辦理 8場次，共 680人次

參與，成功配對達成 76 對，其中 1 場擴大為中彰投苗四縣市政府聯

合辦理，擴大聯誼範圍之廣度，期許建立職場與家庭互等關係，達成

樂婚、願生、能養目標，攜手共創幸福城市。 

30.9 31.1
31.4 31.5 31.6 31.7 31.6 31.7

28.7 28.9 29.1 29.3 29.3 29.4 29.3 29.4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圖16、臺中市近年兩性初婚年齡中位數

男 女 單位：歲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