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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
一、下表彙整民國110年12月底至111年5月底的人口數資料，並按全國、六都、臺灣省、福建省等行

政區域區分數據。請利用下表資料回答以下問題： 

(一)試描述我國過去半年人口數的變動趨勢以及各行政區域人口數的主要差異。（10分）

(二)六都當中，以臺北市的人口數下降最為明顯。請論述導致臺北市人口數快速下降的可能原

因與影響方式。（10分）

(三)近期媒體報導：「臺北市恐因人口數下降，少一位副市長、減二席議員。」請從下表找出

數據資料做為這個報導的佐證。（5分）

試題評析
自從地方創生計劃推出以來，人口分佈問題在近兩年的試題中均出現大型申論題，本題亦屬其中

之一，已在課堂中詳細講解，未來仍須加緊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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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2。 

答： 
(一)全國各地的人口變動趨勢

1.全國：自110年12月達到人口頂峰，此後進入人口負成長，穩定下降。

2.新北市：人口變動趨勢與全國一致，同樣進入人口負成長。

3.臺北市：人口變動趨勢與全國一致，同樣進入人口負成長。

4.桃園市：人口變動趨勢與全國一致，同樣進入人口負成長。

5.臺中市：人口變動趨勢與全國一致，同樣進入人口負成長。

6.臺南市：人口變動趨勢與全國一致，同樣進入人口負成長。

7.高雄市：人口變動趨勢與全國一致，同樣進入人口負成長。

8.臺灣省：人口變動趨勢與全國一致，同樣進入人口負成長。

9.福建省：人口變動趨勢與全國一致，同樣進入人口負成長。

(二)臺北市人口下降之原因

以 109 年為例，雖然臺北市的自然增加依然為正，還有 0.69，亦即出生數較死亡數更多，但社會增加率卻

為−16.94，為全國最末，由此可見其人口推力已經大於人口拉力，亦即遷出率高於遷入率。其原因甚多，

首先就人口推力來說，居住成本太高，工作機會成長有限；其次就人口拉力而言，周圍的新北市與桃園市

近年都提供了更多製造業工作機會，又因交通建設的進步，降低了進出臺北市的交通成本，最後是房價相

較於臺北市明顯較低。

(三)臺北市是否將減少一位副市長？

依照中選會之規定，臺北市民的數目若在 250 萬以上，得以任命三位副市長，自 111 年 3 月開始，臺北市

人口為 2,490,445，正式落至 250 萬以下，勢必影響到未來副市長的數目，可見此一報導無誤。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11年高點․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2 

二、評核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推行人口政策措施宣導的執行績效是內政部戶政司重要年度

業務。目前的評核方式，除了著重各縣市政府專案計畫應對少子、高齡、遷移等問題之整合程

度、創新性與亮點，也重視政策措施的實際執行績效。目前採用做為評估執行績效的量化指

標，包括各縣市在考核年度之「粗結婚率」、「粗離婚率」、「總生育率」、「自然增加

率」、「社會增加率」等五項人口統計指標，並且檢視各縣市這五項指標與前一年度數據的增

減變化。 

(一)請您列出上述五項人口統計指標的計算方法，並簡要說明其意涵。（15分） 

(二)您認同這五項人口統計指標是評核縣市政府人口政策執行績效的最適指標嗎？如果是，請

說明您認同的理由。如果不是，請您指出並解釋那些指標比較不合適，並建議適合加入的

人口統計指標。（10分） 

試題評析 本題算是名詞解釋題的延伸，掌握基本概念就有保險分。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講義》第二回，張海平編撰，頁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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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3.《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講義》第一回，張海平編撰，頁4。 

 

答： 
(一)名詞解釋 

1.粗結婚率（Crude Marriage Rate）：指某一特定期間之結婚對數對同一期間之期中總人口數的比率。 
2.粗離婚率（Crude Divorce Rate）：指某一特定期間之離婚對數對同一期間之期中總人口數的比率。 
3.總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其作法是將年齡別生育率加總（若是以五歲為一年齡組，必須先將每個

年齡別生育率乘以五後再加總）。代表的意義是，如果有一群婦女依照當年的年齡別生育率生育，其一

生中平均的生育數。 
4.自然增加率（Natural Increase Rate）：係指粗出生率與粗死亡率之差。 
5.社會增加率（Social Increase Rate）：係指遷入率與遷出率之差。 

(二)施政指標 
結婚率和生育率，固然能看出當年度的短期狀況，結婚年齡和初胎年齡，更能反映一個縣市在長期的生育

表現，具有更長遠的參考價值。 
 
三、戶籍人口統計提供人口各種組合及生命統計資料，以應政治、經濟、社會及教育建設、人力運

用及動員之需要，因此戶政人員必須熟悉人口統計作業規定與細則。 

(一)人口統計資料分為「靜態統計」及「動態統計」，請以統計標準時間、涵蓋的資料內容說

明兩者的特性與差別。（10分） 

(二)報載某人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換發身分證，卻要求不要登載許多個人資訊，戶政事務所認為

不符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格式內容製發相片影像檔建置管理辦法而拒絕辦理。此人不

服，提出行政訴訟，法院判決戶政事務所應核發不含父母、配偶姓名及役別的身分證給這

個人。針對這個判例，內政部已發出聲明並力挺戶政事務所上訴。請說明內政部可據理力

爭的法規與理由。（10分） 

(三)由於法規改變，現行婚姻、離婚登記資料會再依不同性別、相同性別區分統計結果。請列

出改變這些統計作業方式的法規名稱。（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之第一、三小題，皆來自《戶籍人口統計作業要點》，至於第二題來自今年六月剛發

生的時事。近二年的人口政策，皆納入了國籍與戶政法規一科之考題，考生在準備本科時，

也應充實國籍與戶政法規一科之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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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答： 
(一)依據《戶籍人口統計作業要點》，統計資料區分為靜態統計及動態統計。靜態統計指某一特定時間人口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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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統計；動態統計指某一特定時期戶籍登記統計。 
(二)一名陳姓男子住在臺北市文山區，去年1月21日，陳男填寫國民身分證換發申請書，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換

發，要求新的身分證不要包含父母與配偶姓名、役別、照片。戶政事務所指，陳男違反國民身分證管理辦

法規定，否准申請；陳男訴願被駁後提告。 
內政部戶政司副司長陳子和今受訪表示，國民身分證所記載的項目，是依據「戶籍法」第 52 條明定，國

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之格式、內容、繳交之相片規格，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因此主管機關內政部依規定

制定「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格式內容製發相片影像檔建置管理辦法」。 
陳子和說，依據「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格式內容製發相片影像檔建置管理辦法」第 8 條規定，國民身分

證記載項目共 14 項，一、姓名；二、統一編號及其條碼；三、出生日期；四、相片；五、發證日期；

六、性別；七、父姓名；八、母姓名；九、配偶姓名；十、役別；十一、出生地；十二、戶籍地址；

十三、空白證編號；十四、膠膜號。 
(三)依據《戶籍人口統計作業要點》，對於婚姻類型，有以下的登記準則： 

1.不同性別：指依民法成立之婚姻關係。 
2.相同性別：指依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成立之永久結合關係。 

 
四、近期針對嚴重少子化國家的政策研究與媒體報導，多數聚焦在探討這些國家是否已經落入「低

生育率陷阱（low fertility trap）」，因此難以跳脫少子化的困境。 

(一)請具體說明「低生育率陷阱」這個人口學理論觀點的主要內容與推論。（15分） 

(二)下圖呈現我國1984年至2021年總生育率的變動趨勢。請依據「低生育率陷阱」論點，說明

我國是否落入低生育率陷阱？在那個時期落入該陷阱？可能跳脫嗎？（10分） 

       
試題評析 低生育率陷阱為105年地特的考古題，曾在總複習班講解，今年再次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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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7。 

 

答： 
(一)低生育率陷阱 

一般而言，人口研究常假定生育動機與總生育率之間存在著直線因果關係，因而可透過生育政策的鼓勵增

強生育動機。但 Lutz、Skirbekk 和 Testa 在 2006 年的〈低生育率陷阱假定：導致歐洲生育延期與減少的動

力〉（The Low-Fertility Trap Hypothesis: Forces that May Lead to Further Postponement and Fewer Births in 
Europe）一文指出，一旦總生育率（TFR）降低到 1.5 以下，將影響民眾的恐懼心理，對少子女化造成的

經濟負擔與教養負擔產生負面預期，造成出生率惡性循環，一路迴旋下降而難以復返。 
(二)資料判讀 

由圖中資料可知，臺灣自 1998 年開始，總生育率（TFR）首度掉入 1.5 以下，隨後兩年雖然短暫回升，但

此後積重難返，從此之後，生育率已經不只受育幼成本等客觀因素影響，同時還受到民眾主觀層面的退縮

而難以挽回。 
根據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102 年 7 月 23 日改制為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下同）歷年「家庭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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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系列調查，包括民國 69 年「臺灣地區第五次家庭與生育力調查」、87 年「臺灣地區婦女婚姻與家庭

研究調查」與 97 年「家庭與生育力調查研究」之調查結果，發現婦女平均希望生育子女數和活產數皆逐

年下降，69 年 22 至 39 歲有偶婦女平均希望生育子女數為 2.8 人，至 97 年降低為 2.0 人；69 年相同年齡

的有偶婦女平均活產數為 2.8 人，到 97 年則下降為 1.7 人，雖然 22 至 39 歲有偶婦女實際或希望生育子女

數的平均值，都維持在替代水準附近，但希望生育 0 或 1 個子女者之百分比卻明顯增加。以 22 至 39 歲有

偶婦女為例，87 年調查結果顯示希望生育「1 個」子女者，只占該年齡婦女人數的 2.05%，97 年提高到

5.48%，不想生育任何子女的比例由 87 年的 0.79%提升至 97 年的 2.11%，這樣的結果反映出年輕世代生育

態度之轉變，並可能造成未來生育率持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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