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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 
老師評論 

本年度的考題終於回到正軌，完全沒有出現國籍法與戶籍法等別科內容，人口推估、人口政策綱

領及高齡化相關指標，都是課程裡耳熟能詳的部份，只要小心判讀題意，都能有一定程度的表

現。靜待各位的好消息！ 

 

一、生命表是分析人口死亡率模式的主要工具，請說明生命表常見的函數以及編製方法。（25分） 

試題評析 
今年的總複習班，張老師特別加強生命表，果然今年的生命表考題佔分50%！本題要得分不難，

但因為要求常見的函數名單可以無限延長，建議以講義上的內政部統計名詞為準，要寫滿雖然不

容易，至少能贏在起跑點上。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講義》第二回，張海平編撰，頁39-42。 

 

答： 
編算生命表之目的在於明瞭國民平均餘命之水準，即將某一時期人口之出生、死亡資料予以歸納計算，求得依

性別及年齡別之死亡機率、生存機率及平均餘命等，用以陳示國民健康及生命消長情形。 
 

01 生命表Life Table 

指特定時間、特定地區人口之年齡別死亡率所建構之預期生命與存活至特定年齡的死亡機率之統計表。 

02 完全生命表Completed Life Table 

指按每一年歲之死亡資料所編製之生命表。又稱國民生命表、居民生命表或單一年齡生命表。 

03 簡易生命表Abridged Life Table 

指按5歲或10歲一組之年齡別死亡率所編製之生命表，又稱年齡組生命表。 

04 特定死因除外生命表Life Table of Eliminating Specified Causes of Death 

指假設某一特定死亡原因消除後，對當地人口各年齡組死亡機率之影響所編製之生命表。為一般生命

表之延伸。 

05 工作生命表Working Life Table 

指同時考慮死亡率和勞動力參與率，描述年齡別進入及離開勞動市場的機率，並計算年齡別尚能留在

勞動市場的預期年數，所編製之生命表。為一般生命表之延伸又稱經濟活動人口生命表（Life Table of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 

06 經驗生命表Standard Ordinary Experience Mortality Table 

指以壽險業被保險人集團，於一定期間內死亡之經驗資料編算的生命表，通稱經驗生命表，目的在確

定當代保險人集團各年齡別的死亡機率，以便壽險業者基於公平、合理和足夠原則釐訂費率或為責任

準備金提存及解約金計算等評價的基礎。 

07 中央死亡率（ xM ）Central Death Rate 

指由某段期間年齡別死亡人數與期中年齡別總人口數之比率。 

08 生存數（ xl ）Number of Survivors 

一定出生數（通常基數 0( )l 定為100,000人）其到達某年齡（x歲）時尚可生存之人數。 

09 生存機率（ n xp ）Survival Probability 

已達某年齡(x歲)者，其到達x+n歲時仍生存之機率。至單一年齡之生存機率，則以 xp 表示。 

10 死亡數（ n xd ）Number of Deaths 

x歲之生存數 xl 中在到達x+n歲前之死亡人數。x歲在一年內之死亡數，通常以 xd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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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死亡機率（ n xq ）Probability of Death 

x歲者在到達x+n歲時可能遭受死亡之機率。至單一年齡之死亡機率，則以 xq 表示。 

12 死力（ xµ ）Force of Mortality 

x歲之死力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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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定常人口（ ,n x xL T ）Stationary Population 

出生數通常假定為10萬人，假設其死亡秩序不變，經過一段期間其人口之年齡結構並未因此而有所變動，

此種狀態之人口稱為定常人口。 

n xL ： x 歲至 x+n 歲活存人年數= ∫
+nx

x t dtl  

xT ： x 歲以後累積活存人年數總數 ∞++

∞
++++== ∫ LLLLdtl xxxx t 21  

tl ： t 歲之生存數 

14 平均餘命（ xe
°

）Life Expectancy  

假設一出生嬰兒遭受到某一時期之每一年齡組所經驗的死亡風險後，他們所能活存的預期壽命而言，

即到達x歲以後平均尚可期待生存之年數稱為x歲之平均餘命。零歲之平均餘命特稱「平均壽命」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其計算公式：
x

x
x

l
T

e =
°

  

xe
°

： x 歲之平均餘命 

xT ： x 歲之定常人口累積數 

xl ： x 歲之生存數 

15 毛繁殖率（‰）Gross Reproduction Rate 

係指一年內所生之活女嬰數對年中育齡婦女人數之比率。 

1.單一年齡時： 

毛繁殖率= 000,1
49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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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x : 歲婦女所生之女嬰數  

xPx : 歲婦女年中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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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歲年齡組時： 

毛繁殖率= 000,15
4945

191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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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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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5 ：1年內某5歲年齡組婦女所生之女嬰數 

xP5 ：該5歲年齡組婦女年中人口數 

16 淨繁殖率（‰）Net Reproduction Rate 
當現今的生育率及死亡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一群同年出生之女嬰成長至其育齡結束時所生產的活產

女嬰數。 

1.單一年齡時：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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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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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淨繁殖率  

xBx : 歲婦女所生之女嬰數。 

xPx : 歲婦女年中人口數。 

:xL 生命表中x歲婦女活到x+1歲之活存人數。 

:0l 100,000。 

2.5歲年齡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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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淨繁殖率  

xB5 ：一年內某5歲年齡組婦女所生之女嬰數。 

xP5 ：該5歲年齡組婦女年中人口數。 

xL5 ：生命表中某5歲年齡組由x歲開始活到x+4歲之總活存人數。 

:0l 100,000。 

 

二、國家發展委員會每2年定期辦理人口推估，以掌握未來人口可能變化，及早因應人口議題。我國

人口推估方法係採國際慣用之「年輪組成法（Cohort-Component Method）」。請說明年輪組成

法之內涵與運作過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的關鍵內容為年輪組成法，而年輪組成法的重點就是人口方程式，正好是總複習的授課內

容。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總複習講義》第一回，張海平編撰，頁7-8。 

 

答： 

(一)人口推估之方案 

人口為國家構成的基本要素之一，人口數量及年齡結構的變化更是決定國家發展的重要關鍵。為能掌握

我國未來人口發展趨勢，本會自1966年起即根據最新戶籍人口、出生、死亡及遷徙等相關統計資料，進行未來

長期人口推估，並於2002年改以每2年定期辦理，內容包含總人口數趨勢、年齡結構變動等人口重要指標，提

供政府機關做為擬定人口、教育、勞動力、產業發展、都市住宅、社會服務及醫療服務等相關政策之規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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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推估之方法 

本報告應用年輪組成法（Cohort-Component Method），以戶籍登記人口數為基礎，利用人口平衡公式
1t t t t tP P B D M−= + − + ，其中， t t tP B D、 、 及 tM 則分別代表各項人口變動要素，即t年的人口數、出生數、死

亡數及淨遷徙人數，以單一年齡組別移動推估出未來男、女性單一年齡年底人口。 

t年15至49歲5歲年齡組之年中育齡婦女人數，乘以t年該年齡組生育率，即等於該年齡組育齡婦女所生之嬰兒出

生數。加總各年齡組之嬰兒出生數後，再乘以性別比例，即為男、女性嬰兒出生數。計算公式如下： 

1. ,
15

(5 5 )
49

t t t
F x x

x
B = P F

=
•∑  

式中， tB ： t年出生數； 

 ,5 t
F xP ： t年x年齡組育齡婦女人數； 

 5 t
xF ： t年x年齡組生育率。 

2. t t t
M MB B SRB= • ， t t t

F FB B SRB= •  

式中， t t
M FB B、 ： t年男、女性出生數； 

 t
MSRB ： t年出生嬰兒男性所占之比率； 

 t
FSRB ： t年出生嬰兒女性所占之比率。 

 

三、「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是我國規劃執行人口政策的最主要上位指導，請說明其演進過程以

及現行綱領之主要內涵。（25分） 

試題評析 
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屬於基本當中的基本，較有難度之處在於演進過程，雖然可追溯至民國56
年（其歷史詳載於補充講義1的8-14頁），不妨直接從103年最後一次修訂的緣由說起。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補充講義》①，張海平編撰，頁12；頁175-178。 

 

答： 
復為因應當前人口結構變遷，國發會於103年邀集學者專家及相關部會，共同研修「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

本次綱領修正重點為：第一，納入「擴大勞動參與」及「精進移民政策」理念，期透過加強 教育與就業多元

接軌，積極開發及運用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力，並營造友善職場，提升國人勞動參與意願；第二，強化延攬多元

專業人才與營造友善移入人口環境，並建構海外國人及僑民的支持體系與國內鏈結，利用海外人力資源，布局

全球，以壯大我國人才網絡；第三，新 增適時推動教育革新及積極推動銀髮產業等共計6項政策內涵，將作 
為各部會後續推動相關政策的準則，爰行政院於103年12月27日核定修正，揭櫫8大基本理念及40項政策內涵，

期使在面對人口少子女化與高齡化的趨勢下，人口政策能採行更前瞻而全面之規劃。 
(一)合理人口結構： 

1.倡導適齡婚育，改善擇偶環境，增加結婚機會。 
2.強化婚姻教育，協助打造幸福婚姻，促進家庭與社區功能，降低離婚率與家庭危機。 
3.提升生育率，緩和人口高齡化速度，調整人口結構，有助於社會永續發展。 
4.推動兒童及少年照顧與保護責任，營造健全生養環境。 

(二)提升人口素質： 
1.提升生育保健服務，預防遺傳性與傳染性疾病，並加強身心障礙者之服務，以促進國民健康及家庭幸福。 
2.倡導全民健康之生活型態，鼓勵運動，改善營養，健全體質；加強心理衛生輔導機制，促進國民身心健

康。 
3.建立健康導向之衛生及醫療體系，善用醫療保健資源，落實健康平等，提升醫療保健服務品質，完善全

民健康保險，延長國民健康餘命。 
4.加強文化建設及品德教育，提升國民文化水準。 
5.因應少子化與全球化挑戰，適時推動教育革新，以提升國民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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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勞動權益及擴大勞動參與： 
1.尊重及肯定多元勞動型態，強化勞資協商平臺，使不同類型勞動者有充分發展機會。 
2.保障勞動者平等機會，打造人性化工作環境，建構職場與就業安全，增進勞動權益與尊嚴。 
3.發展友善職場與家庭關係，兼顧家庭與工作之平衡發展。 
4.加強教育與就業多元接軌，縮短學用落差，引導青年適時就業，提高青年勞動參與。 
5.開發及運用中高齡及高齡者勞動力，並鼓勵「青銀共創」，促進世代融合與經驗傳承，以充分運用人力

資源。 
6.營造友善職場，研議漸進式及適齡退休制度，使中高齡在職延長。 

(四)健全社會安全網： 
1.提供平價、質優、多元、近便之托育、托老環境。 
2.健全收養、出養制度及非婚生育支援體系。 
3.建構完整之兒童教育與照顧服務體系。 
4.強化高齡者預防保健知能與服務，提升高齡者生活調適能力，保障高齡者尊嚴自主與身心健康。 
5.健全年金制度，確保年金制度財務穩健，並建構多元經濟安全支持體系，保障高齡者經濟安全與維持國

家永續發展動能。 
6.建構多元連續社會支持體系，健全長期照顧服務制度，強化家庭照顧能量，維護照顧者與受顧者生活品

質。 
7.促進高齡者社會參與，鼓勵高齡者投入志願服務，增加高齡者終身學習，強化世代融合，活躍老年生活。 
8.打造友善高齡者生活環境，增加高齡者數位機會，關注高齡者與高齡女性獨特需求，全面提升高齡者福

祉。 
9.積極推動銀髮產業，充分運用先進科技，開發多元、優質、適齡之商品及服務，以滿足高齡化社會之需

求。 
10.促進身心障礙者福利，創造無障礙就學就業及就養環境，使其享有尊嚴生活及發展機會。 
11.強化原住民族及其他弱勢者就業能力，創造就業機會，改善生活環境。 

(五)落實性別平權： 
1.建構性別平等環境，防止嬰兒性別比例失衡。 
2.強化家庭支持體系，降低婦女照顧負擔，增進女性就業能力。 
3.形塑尊重及保障婦女人身安全環境。 
4.尊重多元教育之內容與環境，推廣性別平等意識，建立性別相互尊重之社會。 
5.推動性別主流化工作，提升婦女地位與權益，建立性別平等共治、共享、共贏的永續社會。 

(六)促進族群平等： 

1.尊重各族群之語言、文化，營造合理教育及工作環境。 

2.保障各族群平等發展機會，促進族群和諧。 

(七)促進人口合理分布： 

1.連結人口分布與國土規劃，促進區域均衡發展。 

2.建立區域合作機制，以提高各生活圈居民之機會與生活品質。 

3.保護自然環境，維護生態平衡，強調自然資源世代永續利用之原則，並建立健康、安全、舒適之生活環

境。 

(八)精進移民政策並保障權益： 

1.因應人口結構變遷，配合國內經濟、教育、科技及文化等之發展，積極規劃延攬多元專業人才。 

2.協助移入人口社會參與，倡導多元文化，開發新優質人力資源。 

3.營造友善移入人口及其家庭之環境，平等對待並保障其權益。 

4.強化海外國人及僑民之支持體系，加強與國內鏈結，鼓勵其返國發展，充實人力資源，並可擴展我國海

外人才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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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常被用來說明生育率轉型、年齡結構變化與勞動力成

長之關聯性。下表數據為我國1961至2020年年底三階段年齡人口數（單位為千人），請根據此

一數據計算相關指標及繪製統計圖，並說明我國人口紅利發展過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難易適中，容易引起考生疑惑的應該是「繪製統計圖」。事實上，依照國發會與內政部的所

有出版品來看，若要清晰呈現各年度之各項高齡化數據，統計表遠比統計圖更理想也更常見，考

生不一定要畫出三階段年齡柱狀圖，費工費時還不討好，畢竟圖不像表，很難清楚呈現數據。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補充講義》①，張海平編撰，頁22-23。 

 

答： 
(一)高齡化之相關人口統計 

1.扶養比（Dependency Ratio）：為依賴人口（0-14歲及65歲以上之人口）對工作年齡人口（15-64歲人口）

的比率。 
2.扶幼比（Young Dependency Ratio）：幼年人口數除以15至64歲人口數。 
3.扶老比（Old Dependency Ratio）：老年人口數除以15至64歲人口數。 
4.老化指數（Aging Index）：年齡在65歲以上人口除以0-14歲人口的比值。 

(二)臺灣的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population dividend）通常以總扶養比在50％以下，即工作年齡人口占總人口66.7％以上的時

期，在我國約為民國79年至115年（1990-2026年）間，稱之為「人口紅利期」。在「人口紅利期」間，總

扶養比較低也是勞動力較為充沛的時期。然而，因預期未來高齡化速度加快，老年人口中所謂的「老老人」

（75歲以上或80歲以上）比率會不斷提升，亦即「扶老比」權重將提升，因此可採較嚴謹的「人口紅利期」

定義，即以工作年齡人口占總人口70％以上的時期，此狹義「人口紅利期」在我國約為89年至111年
（2000-2022年）。據此，我國還有10年時間就離開人口紅利期。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12年高點․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7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