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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計 處 市 政 統 計 簡 析 

                第 105-009 號       105 年 8 月 
托老周到，安心變老 

隨著醫療科技進步及全民健保的實施，本市市民 0 歲人口平均餘

命逐年延長，103 年為 79.82 歲，較 99 年 78.86 歲增加 0.96 歲，其

中男性為 77.05 歲，女性為 82.67 歲，女性平均餘命較男性長，然近

年差距有逐年縮短趨勢，103 年縮短至 5.62 歲。(詳圖 1) 

 

隨市民平均餘命延長，

本市 105 年 6 月底老年人

口數(65 歲以上)已達 29

萬 1,320 人，其中男性老

年人口為 13 萬 5,097 人，

占整體老年人口 46.37%，

女性老年人口為 15 萬 6,223 人，占 53.63%，因女性平均餘命較長，

所占比率較男性高 7.26 個百分點。(詳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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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臺中市99-103年0歲人口平均餘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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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簡易生命表」。

附 註：因簡易生命表係依據各年度年齡別死亡率編算，而臺灣省各縣市年度間年齡別死

亡率常變動頗大，致造成年度間平均餘命異常波動情形，故縣市別生命表係利用

各縣市三年合併人口資料編算。

0

單位：人、%

統計項目 人口數 結構比

老年人口 291,320 100.00

男性 135,097 46.37

女性 156,223 53.63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表1、105年6月底臺中市老年人口結構



2 
 

依據 WHO 定義，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 7%以上屬於高齡

化社會，達 14%以上屬於高齡社會，若達 20%以上則屬於超高齡社會。

本市 90 年底老年人口

占 本 市 人 口 比 率 達

7.04%，正式踏入高齡

化社會，且比率逐年攀

升，截至 105 年 6 月底

本市老年人口占本市

人口比率已達10.58%，

僅高於桃園市 9.93%，於六都中排名第 2 低。加以幼年人口逐年減少，

10 年來，本市老化指數(65 歲以上人口數/0-14 歲人口數*100)由 94

年底 37.78%逐年上升至 104 年底 68.65%，計增加 30.87 個百分點，

又幼年人口減少的速度大於老人人口，致扶養比((0-14 歲人口數+65

歲以上人口數)/15-64歲人口數*100)由 94年底 39.82%下降至 104年

底 33.82%，計減少 6.00 個百分點。(詳圖 2、圖 3)  

 

 本市 104 年底列冊需關懷之獨居老人共計 2,683 人，以一般老人

1,590 人為大宗，其次為中(低)收入戶 932 人，兩者合占超過 9 成，

雖僅較 94 年底 2,445 人增加 9.73%，惟各類身分卻有著極大的變化。

一般獨居老人由 94 年底 801 人增加至 104 年底 1,590 人，成長幅度

達 98.50%，中(低)收入獨居老人由 94 年底 659 人增加至 104 年底

932 人，成長幅度達 41.43%，具榮民身分之獨居老人則逐年減少，由

94 年底 985 人減少至 104 年底僅餘 161 人。(詳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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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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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臺中市歷年老年人口數占比、扶養比及老化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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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圖2、105年6月底六都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數比率



3 
 

 

 以性別觀之，本市列冊需關懷之男性獨居老人由 94 年 1,748 人

減少至 104 年 1,289 人，縮減幅度達 26.26%，列冊需關懷之女性獨

居老人則由 94年 697人上升至 104年 1,394人，增加幅度高達 100%，

致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性比例(男/百女)由 94 年 250.79 下降至 104

年 92.47。10 年來列冊需關懷男性獨居老人驟減，主要係早期列冊需

關懷男性獨居老人以榮民身分居多，其次，94 年底一般獨居老人雖以

男性略多，性別比(男/百女)為 130.17，然而 104 年底一般獨居老人

卻翻轉為女性較多，性別比(男/百女)降為 58.84，因此，隨著時間變

化、家庭型態改變以及具榮民身分之獨居老人銳減等因素，導致 104

年底列冊需關懷女性獨居老人高於男性。(詳圖 5、圖 6) 

 

進一步觀察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身分別，本市列冊需關懷女性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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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圖4、臺中市列冊需關懷之獨居老人人數-按身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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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圖5、臺中市列冊需關懷之獨居老人人數-按性別

男(左標) 女(左標) 性比例(右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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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老人中以一般獨居老人增加幅度最高，由 94年底 348人增加至 104

年底 1,001 人，成長幅度高達 187.64%。反觀列冊需關懷男性獨居老

人，則以中(低)收入獨居老人由 94 年底 347 人增加至 104 年底 547

人，成長幅度 57.64%為高。(詳圖 6) 

 

 因應長期照顧需求人口增加，本市依行政院核定「我國長期照顧

十年計畫」推動整合長期照顧管理制度，提供失能老人居家服務、日

間照顧及家庭托顧、老人營養餐飲服務以及交通接送服務。對罹患長

期慢性病，且需要醫護服務之老人，本市提供了長期照護(型)機構，

本市老人長期照護(型)機構可供進住人數由 100 年底 134 人減少至

104 年底 114 人，實際進住人數則由 100 年底 105 人微降至 104 年底

98 人；從性別觀之，男性實際進住人數由 100 年底 42 人微幅增加至

104 年底 44 人，女性則由 100 年底 63 人減少至 104 年底 54 人，兩

性進住人數逐漸拉近，長期照護(型)機構使用率(實際進住人數/可供

進住人數)由 100 年底 78.36%上升至 104 年底 85.96%，增加 7.60 個

百分點。(詳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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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臺中市兩性列冊需關懷之獨居老人-按身分別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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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活自理能力缺損需他人照顧之老人或需鼻胃管、導尿管護理

服務需求之老人，本市另提供養護(型)機構，本市老人養護(型)機構

可供進住人數及實際進住人數，近年來皆呈現上升趨勢，至 104 年底

分別為 3,595 人及 2,836 人；從性別觀之，男、女性實際進住人數分

別由 100 年底 1,086人及 1,361人上升至 104年底 1,267人及 1,569

人，整體使用率則微幅減少 4.68 個百分點。(詳圖 8) 

 

 服務人力是提供建置完整長期照護服務輸送體系的關鍵因素，本

市 104 年底照顧服務員共 694 人，其中女性為 651 人(占 93.80%)，

男性為 43 人(占 6.20%)，分別較 100 年底增加 22.60%及 26.47%，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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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圖7、近4年臺中市老人長期照護(型)機構概況

實際進住人數-男(左標) 實際進住人數-女(左標)

可供進住人數(左標) 使用率(右標)

0

1,086 1,267 

1,361 
1,569 

2,928

3,595

83.57 
78.89 

0

25

50

75

100

0

1,000

2,000

3,000

4,000

100年底 101年底 102年底 103年底 104年底

%人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圖8、近4年臺中市老人養護(型)機構概況

實際進住人數-男(左標) 實際進住人數-女(左標)

可供進住人數(左標) 使用率(右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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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男/百女)由 100 年底 6.40 微幅上升至 104 年底 6.61。綜觀近

4 年照顧服務員概況，女性所占比率皆逾 9 成。(詳圖 9) 

 

 本市近 4 年居家服務個案中，男、女性分別由 100 年底 1,120 人

及 1,495 人，增加至 104 年底 1,393 人及 1,834 人，分別成長 24.38%

及 22.68%，性比例(男/百女)則維持在 7 成 5 左右，服務個案中以女

性居多，各期服務人次亦以女性較多，由 100 年女性高於男性 1 萬

6,818 人次，增加至 104 年兩性差距 2 萬 9,725 人次，差距幅度擴增

76.75%。(詳圖 10-1、圖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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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圖9、臺中市近4年兩性居家服務-照顧服務員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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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圖10-1、臺中市近4年居家服務-服務個案人數

男(左標) 女(左標) 性比例(右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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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健雜誌 104 年「健康城市大調查」評比全臺「哪個城市能讓人

安心變老?」，於 6 個面向綜合評比，本市累計拿下 20 顆星，於六都

中排名第 2，與排名第 1 的臺北市僅差距 2 顆星。在六都評比中，本

市於健康促進與社會參與取得 5 顆星評比，與高雄市並列第 1，社區

支持服務、居家支持服務、照管中心服務量能以及住宿及機構皆排名

第 2。因應高齡社會挑戰，本市托老一條龍計畫，以社會投資理論為

基礎，全力推動社區式預防照顧服務，鼓勵老人享有自立、自理、自

尊的晚年，透過預防照顧服務推動銀髮動能，進而打造宜居城市。(圖

11、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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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圖10-2、臺中市近4年居家服務-各期服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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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104年六都健康城市大調查合計星數比較

資料來源：康健雜誌第202期「健康城市大調查/讓你安心變老的3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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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顆

直轄市別
健康促進與社

會參與
社區支持服務 居家支持服務

照管中心服務

量能
住宿及機構 安寧資源

臺北市 ★ ★★★★★ ★★★★★ ★ ★★★★★ ★★★★★

新北市 ★★★ ★★ ★ ★★★★ ★★★★★ ★★

桃園市 ★★★ ★ ★★★ ★★★★★ ★ ★★★

臺中市 ★★★★★ ★★★ ★★★ ★★★★ ★★★ ★★

臺南市 ★★★ ★ ★ ★★★★★ ★★ ★

高雄市 ★★★★★ ★ ★ ★★★★★ ★★★★★ ★

資料來源：康健雜誌第202期「健康城市大調查/讓你安心變老的3個城市」。

表2、104年六都健康城市大調查概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