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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 
一、人口的成長和結構組成取決於人口動力（population dynamics），而人口老化也是人口動力的

作用結果。請從臺灣過往半個多世紀的人口轉型過程，說明人口動力如何變遷及其對於人口老

化的影響。（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屬於人口轉型理論的基本題型，難易適中，頗好發揮。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講義》第一回，張海平編撰，頁19-20。 
2.《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講義》第三回，張海平編撰，頁5。 

 

答： 
(一)人口動力的過程 

臺灣的人口轉型，約從1921年開始、至1987年為止，共經過70年的時間，比歐美國家足足少了一倍，使得

少子女化與高齡化的現象提早來臨。 

1.第一階段：約在1920年之前，是死亡率特高（25‰）、出生率也特高（40‰）的狀況。 
2.第二階段：約自1921年開始，是死亡率開始降低（24.4‰），但出生率仍然居高不下（38.3‰），甚至

因戰後嬰兒潮之故而在1951年爬升至50‰。 
3.第三階段：約自1960年開始，是死亡率持續下降（5‰以下），且出生率亦開始下降，從1960年的39.5‰
一路降到1967年的30‰、1984年的20‰、乃至於2004年的10‰。 

4.第四階段：約自1998年開始，死亡率因人口高齡化之故稍有回升（6‰），但出生率持續探底，出現了

嚴重的「第二次人口轉型」之現象。 
(1)人口替代水準(replacement level)：又稱為出生替代率(fertility replacement rate)，意指總人口數可在長

期的世代傳遞之間，依然保持恆定的總生育率。經過計算，只要任一人口能長期維持2.1的總生育

率，即可使總人口數保持固定的人口替代。 
(2)極低生育率（very low fertility）：總生育率低於1.5的狀況。以此生育水準，必須透過非常大量的、無

法負荷的國際遷移才能抵消低生育的後果。包括八年代的德國、及其之後的許多國家，都紛紛降至

此一水準以下。臺灣在八年代中期約1.7上下維持十餘年，隨後在1998年降至此一水準，隨後除

2000年之龍年稍有回升之外，此後即每下愈況。 
(3)超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總生育率低於1.3的狀況。以此生育水準，長期而言，每年人口將

減少1.5%，45年後人口減少一半。包括九年代的希臘、義大利、西班牙等南歐國家，以及一些前社

會主義國家，便已降至此一水準以下。臺灣在2003年後即降至此一水準，至2005及2006年僅達1.11，
問題較其他已發展國家更為嚴重。 

(二)人口老化的影響 

隨著醫療及社會的進步，我國老年人口及其比率逐年顯著增加，民國38年老年人口僅18萬4,622人，占總人

口2.5％，至59年占2.9％，69年占4.3％，79年占6.2％，到了82年9月超過7％，開始進入「高齡化社會」

（Ageing Society）。此外，國民平均餘命持續延長（按101年統計結果，兩性零歲平均餘命為79.45歲，男性

零歲平均餘命76.16歲，女性零歲平均餘命83.03歲）及生育率下降，預估105年65歲以上老年人口將增加達

到311萬8千餘人，約占總人口13.3％，而0-14歲以下幼年人口則下降至308萬4千餘人，約占總人口13.2％，

自此以後，65歲以上老年人口將超過14歲以下幼年人口，預估107年65歲以上人口比率超過14％，達到「高

齡社會」（Aged Society）；至114年65歲以上人口比率將增至20％，達到「超高齡社會」（Super Aged 

Society）。 

 

二、請從婚育的生命週期說明目前中央政府鼓勵婚育的福利措施資源，並提出檢討建議。（25分） 

試題評析 這是換了個方式詢問鼓勵生育政策，也是基本題型。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講義》第一回，張海平編撰，頁64-65；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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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台灣婦女的婚育週期 

過去30年來男女初婚年齡皆呈上升趨勢，民國70年，男性初婚平均年齡為27.6歲，女性為24.0歲，至 101年

男性初婚平均年齡為31.9歲，女性為29.5歲，男女兩性的初婚平均年齡差距，30年前相差超過3.6歲，101年

縮減為2.4歲。 

同期間，男性生育平均年齡由29.2歲增為33.8歲，往後延了4.6歲，女性由25.5歲增為31.1歲，往後延了5.6

歲，至於女性生育第一胎平均年齡則由23.7歲增為30.1歲，更延後了6.4歲。 

(二)因應少子女化政策檢討之問題分析 

考量我國為低稅賦國家，解決少子女化問題不宜一開始就全面發放津貼或以長期補助方式來因應，政府應

以充實育兒相關社區資源設備、企業的社會責任、重塑生命意義及家庭價值觀為方向，並配合有排富條件

之補貼措施。儘管我國提供了上開因應少子女化現象之相關措施，生育率仍然處於過低的水準，仍有以下

事項亟須改進： 

1.重建家庭價值，加強宣導少子女化與個人、企業、政府關係 
受到97年金融風暴、98年孤鸞年及99年虎年之影響，總生育率持續降低。惟從99年9月9日及10月10日結

婚對數衝高來看，國人對傳統黃曆、龍年及數字有所偏好，加上最近5年正值適合婚育年齡人口高峰

期，各部會應把握時機，持續透過宣導引起社會共鳴，希望期待民眾能夠瞭解並對少子女化趨勢多予關

心與重視，提出更有力的政策支持，針對不婚、晚婚問題，提高結婚誘因，舉辦聯誼活動，形成社會氛

圍；倡導兒童公共財、企業社會責任、重塑生命意義及家庭價值觀；加強落實家庭教育法，提供新婚夫

婦學習，營造幸福婚姻，減少離婚與不幸婚姻事件的發生。 
2.建構平價、質優、多元且近便之幼兒照顧服務體系 
為緩解少子女化現象，提供平價教保服務以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是各國一致努力的方向，也被認為具

有實際的效益。平價是多元的措施所共築，公共化為措施之一，惟各地方政府因考量人事費負擔或當地

已設立之機構型態而少有系統性的規劃方向。未來除檢討整併當地公立幼稚園與公立托兒所現有資源，

及提供閒置場地收托幼童外，並將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訂定相關子法，逐步提升平價幼兒園之供

應量，期使5歲幼兒入園率自目前94％提升至99％。並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立法，

推動居家式托育服務法制化，並持續爭取預算補助地方政府結合非營利團體，整合家庭資源中心、公私

協力托嬰中心及社區托育資源中心提供多元托育服務，協助解決家庭托嬰（兒）需求，讓所有幼兒享受

平價且質優的托育服務並落實以社區為基礎的照顧。 
3.提升學校教育品質、暢通升學管道、連結產業與國家發展之需要 
依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雖然學齡人口數在過去十年已呈現負成長，但進入大專院校的新生數，卻從90
學年度的31.3萬人提高到100學年度的35.5萬人，成長率約為14％。愈來愈高比例青年人接受高等教育，

無形中也延後結婚與生育的時間。由於各級學校學齡人口數已明顯減少，中小學校將可順勢朝向「小班

化」以提升教育的品質；然而，因近十年來生育率下降尤為快速，而各級學校之在學率都已經達到相當

高之水準，可入學之學生數逐年減少，招生危機將會越來越明顯。除了持續進行「小班化」，降低師生

比、建立退場機制、調整師資培育規模、規劃閒置空間等已成為當前因應之重要措施。此外，在各級學

生數量逐年減少的趨勢下，也是提升學校教育品質與暢通升學管道的時機，正值國際經濟轉變以及產業

結構轉型之際，連結產業與國家發展之需要，也是因應少子女化提升人口品質的主要措施。 
 

三、請討論「戶」的定義，並說明目前的戶籍統計和人口普查當中如何針對「戶」進行分類。（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偏向戶政統計，比較偏離人口統計的範圍，但全都收錄在張老師的上課講義中。最近三年常

有戶政知識的考題滲透到本科，請考生注意兩科之連結。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講義》第一回，張海平編撰，頁46。 
2.《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講義》第一回，張海平編撰，頁128。 

 

答： 
依據內政部之內政統計之定義，戶（Household）指在同一處所同一主管人之下共同生活或經營共同事業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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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戶籍人口統計作業要點》： 

1.共同生活戶：指在同一處所，同一主管人之下共同生活所組成之戶及陸上無居住處所而在船舶上居住之

船戶。 
2.共同事業戶：指由二人以上聚居於同一處所，如工廠、商店、寺廟、機關、學校及其他公共處所等，在

同一主管人之下經營共同事業所組成之戶。 
3.單獨生活戶：指單獨居住一處所而獨立生活者。 
 

四、以下資料為全國歷年人口總數、出生數及死亡數，請根據這份資料計算1960、1970、1980、

1990、2000、2010和2016年的粗出生率（crude birth rate）、粗死亡率（crude death 

rate）、自然增加率（natural increase rate）、社會增加率（social increase rate）以及

人口總增加率，然後比較說明臺灣的人口轉型歷史。（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很簡單，唯一的難處在於社會增加率的計算。所謂社會增加率，就是社會增加數與總人口數

的比值，在題目的資料看不出來，那就把每年增加的人口數中，扣除了自然增加數，剩下的就是

社會增加數了。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講義》第一回，張海平編撰，頁3-4。 

 

答： 
(一)1960年 

1.CBR=(422319÷10850685)×1000=39.029 
2.CDR=(74212÷10850685)×1000=6.839 
3.NIR=39.029-6.839=32.190 
4.SIR=[(10850685-10484725)-(422319-74212)]÷10850685×1000=1.645 
5.TIR=32.190+1.645=33.835 

(二)1970年 

1.CBR=(396479÷14753911)×1000=26.873 
2.CDR=(71640÷14753911)×1000=4.856 
3.NIR=26.873-4.856=22.017 
4.SIR=[(14753911-14411976)-(396479-71640)]÷14753911×1000=1.159 
5.TIR=22.017+1.159=23.176 

(三)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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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BR=(413881÷17866008)×1000=23.166
2.CDR=(84333÷17866008)×1000=4.720
3.NIR=23.166-4.720=18.446
4.SIR=[(17866008-17543067)-(413881-84333)]÷17866008×1000=-0.370
5.TIR=18.446+(-0.370)=18.076

(四)1990年

1.CBR=(335618÷20401305)×1000=16.450
2.CDR=(105669÷20401305)×1000=5.180
3.NIR=16.450-5.180=11.270
4.SIR=[(20401305-20156587)-(335618-105669)]÷20401305×1000=0.724
5.TIR=11.270+0.724=11.994

(五)2000年

1.CBR=(305312÷22276672)÷1000=13.705
2.CDR=(125958÷22276672)÷1000=5.654
3.NIR=13.705-5.654=8.051
4.SIR=[(22276672-22092387)-(305312-125958)]÷22276672×1000=0.221
5.TIR=8.051+0.221=8.272

(六)2010年

1.CBR=(166886÷23162123)×1000=7.205
2.CDR=(145772÷23162123)×1000=6.293
3.NIR=7.205-6.293=0.912
4.SIR=[(23162123-23119772)-(166886-145772)]÷23162123×1000=-7.286
5.TIR=0.912=(-7.286)=-6.374

(七)2016年

1.CBR=(208440÷23539816)×1000=8.855
2.CDR=(172405÷23539816)×1000=7.324
3.NIR=8.855-7.324=1.531
4.SIR=[(23539816-23492074)-(208440-172405)]÷23539816×1000=0.497
5.TIR=1.531+0.497=2.028

由此數據可知，台灣人口之自然增加率是先高後低，社會增加率先低後高，如今到了兩者皆低的狀態，反

應了人口少子女化和移民的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