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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本縣 106年底現住原住民人口數計 1萬 7,001人，居臺閩地區第 10位；人
口性比例(每百名女子所當男子數)計 96.75，居臺閩地區第 8位；戶量計每
戶 3.10人，居臺閩地區第 6位。

二、現住原住民人口年齡結構中，幼年人口(0-14歲)計 4,013人(占 23.60％)，
工作年齡人口(15-64歲)計 1萬 1,984人(占 70.49％)，老年人口(65歲以上)
計 1,004人(占 5.91％)，主要人口以具有生產力的青壯年為主，利於現住原
住民整體經濟發展。

 
三、本縣現住原住民扶養比計 41.86％，居臺閩地區第 2位，其中幼年人口依賴

比計 33.49％，老年人口依賴比計 8.38％；老化指數計 25.02％，居臺閩地
區第 8位。

四、本縣現住原住民人口總增加率長期呈正成長趨勢，106年自然增加率計
6.03‰，社會增加率計-1.06‰，其中粗出生率 13.30‰，粗死亡率 7.27‰。

五、本縣 106年底現住原住民未婚者占 50.78％，有偶者占 36.03％，離婚者占
8.22％，喪偶者占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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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原住民族是指原居於臺灣的民族，由 17 世紀漢人移民臺灣前，即已定
居在臺灣各地的數個語言及生活方式不同之部族構成，屬於南島民族。目前僅
16 個部族為官方所承認，根據《原住民族身分法》登記之戶口，截至 106 年底，
人口統計約 56 萬人，占臺灣人口的 2.37％；另外宜蘭縣原住民人口數 1 萬
7,001 人，占本縣總人口數 3.72％。因此，研析一個區域的原住民人口數量、結
構及分布情形，便可洞悉這個區域未來之發展。　　
　　
　　人口統計係指研究及使用人口統計方法，蒐集、整理、分析、編輯及發布
有關人口的大小、分布、結構、變遷及特徵等各方面之人口資料，據以分析其
結果，說明人口現象及人口成長之因果關係。    

    為掌握本縣現住原住民人口之脈動，茲就本縣歷年戶籍人口資料加以整理統
計，並作深入分析，以瞭解本縣原住民之性別、年齡、婚姻狀況等結構狀況，
用以解析人口組成因子之分布情形，俾供本縣整體規劃未來發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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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統計分析

一、人口概況(詳如表 1、表 2及表 3) 

(一) 人口分布
    本縣 106 年底現住原住民人口數為 1 萬 7,001 人，各鄉鎮市中以南澳鄉 5,267

人最多，約占本縣現住原住民人口總數 30.98％，其次為大同鄉 5,117 人，約占
本縣現住原住民人口總數 30.10％，而以壯圍鄉 189 人最少，約占本縣現住原住
民人口總數 1.11％。

(二) 性比例
    本縣 106 年底現住原住民男性人口計 8,360 人(占 49.17％)，女性人口計 8,641

人(占 50.83％)，性比例計 96.75，顯示本縣現住原住民男性少於女性。在各鄉
鎮市現住原住民性比例中，以大同鄉 116.36 最高，為男性多於女性，礁溪鄉
64.25 最低，為女性多於男性。

(三) 戶數和戶量
　　106 年底本縣現住原住民總戶數計 5,492 戶，較 105 年底 5,407 戶增加 85 戶
(計增 1.57％)，較 97 年底 4,281 戶增加 1,211 戶(計增 28.29％)。本縣 106 年底平
均每戶人口數計 3.10 人，依據本縣近 10 年資料顯示，受經濟、社會結構轉變
影響，小家庭已逐漸取代傳統的大家庭，故本縣現住原住民總戶數雖呈現逐年
增加趨勢，而戶量則呈現逐年減少趨勢。本縣與臺閩地區其它縣市比較，戶量
由大至小位居第 6 位。

第 2 頁，共 10 頁



第 3 頁，共 10 頁

鄉鎮市別 戶數 人口數 性比例 戶量
計 男 女 排序 排序

宜 蘭 縣 5,492 17,001 8,360 8,641 96.75 3.10
宜蘭市 473 1,374 593 781 75.93 6 2.90 11
羅東鎮 517 1,537 663 874 75.86 7 2.97 8
蘇澳鎮 269 827 392 435 90.11 4 3.07 5
頭城鎮 79 276 114 162 70.37 10 3.49 1
礁溪鄉 95 294 115 179 64.25 12 3.09 4
壯圍鄉 60 189 74 115 64.35 11 3.15 3
員山鄉 127 375 162 213 76.06 5 2.95 9
冬山鄉 243 713 301 412 73.06 8 2.93 10
五結鄉 175 523 219 304 72.04 9 2.99 7
三星鄉 185 509 249 260 95.77 3 2.75 12
大同鄉 1,547 5,117 2,752 2,365 116.36 1 3.31 2
南澳鄉 1,722 5,267 2,726 2,541 107.28 2 3.06 6

表1、106年宜蘭縣各鄉鎮市現住原住民人口概況
單位：戶、人、女性=100、人/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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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別 戶數 人口數 性比例 戶量
計 男 女 排序 排序

臺閩地區 191,877 559,426 271,683 287,743 94.42 2.92
新北市 18,916 55,376 25,760 29,616 86.98 14 2.93 13
臺北市 6,022 16,456 6,927 9,529 72.69 19 2.73 20
桃園市 23,708 72,140 34,503 37,637 91.67 11 3.04 8
臺中市 11,517 33,903 15,645 18,258 85.69 15 2.94 12
臺南市 2,794 7,738 3,244 4,494 72.19 20 2.77 18
高雄市 12,283 34,219 16,073 18,146 88.58 13 2.79 17
宜蘭縣 5,492 17,001 8,360 8,641 96.75 8 3.10 6
新竹縣 7,003 21,395 10,560 10,835 97.46 7 3.06 7
苗栗縣 3,712 11,276 5,463 5,813 93.98 10 3.04 9
彰化縣 1,681 5,668 2,481 3,187 77.85 17 3.37 3
南投縣 8,844 29,013 14,593 14,420 101.20 5 3.28 4
雲林縣 745 2,405 953 1,452 65.63 22 3.23 5
嘉義縣 1,975 5,827 2,774 3,053 90.86 12 2.95 11
屏東縣 19,711 59,214 29,378 29,836 98.46 6 3.00 10
臺東縣 28,922 78,850 40,565 38,285 105.96 2 2.73 21
花蓮縣 33,051 92,754 46,797 45,957 101.83 4 2.81 16
澎湖縣 205 519 238 281 84.70 16 2.53 22
基隆市 3,225 9,353 4,537 4,816 94.21 9 2.90 14
新竹市 1,416 3,997 1,726 2,271 76.00 18 2.82 15
嘉義市 387 1,060 443 617 71.80 21 2.74 19
金門縣 241 1,058 540 518 104.25 3 4.39 2
連江縣 27 204 123 81 151.85 1 7.56 1

表2、106年各縣市現住原住民人口概況
單位：戶、人、女性=100、人/戶

年底別 戶數 人口數 性比例 戶量計 男 女
4,281 14,676 7,358 7,318 100.55 3.43
4,429 15,128 7,572 7,556 100.21 3.42
4,585 15,458 7,726 7,732 99.92 3.37
4,696 15,614 7,770 7,844 99.06 3.32
4,842 15,879 7,900 7,979 99.01 3.28
4,905 16,132 8,017 8,115 98.79 3.29
5,199 16,523 8,191 8,332 98.31 3.18
5,312 16,684 8,245 8,439 97.70 3.14
5,407 16,830 8,309 8,521 97.51 3.11
5,492 17,001 8,360 8,641 96.75 3.10

表3、宜蘭縣現住原住民人口概況
單位：戶、人、女性=100、人/戶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二、 人口結構(詳如表 4、表 5及表 6)

(一) 人口年齡分配
    本縣 106 年現住原住民幼年人口(0-14歲)占 23.60％，工作年齡人口(15-64歲)
占 70.49％，老年人口(65歲以上)占 5.91％，可知工作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最大的
比例。依據本縣近 10 年現住原住民人口年齡結構資料顯示：0-14歲幼年人口
由 97 年 4,015 人降至 106 年 4,013 人，幼年人口正逐年小幅度下降；15-64歲工
作年齡人口由 97 年 9,880 人升至 106 年 1 萬 1,984 人，工作年齡人口正逐年上
升；65歲以上老年人口由 97 年 781 人升至 106 年 1,004 人，老年人口亦正逐年
攀升。
　　現代人生涯規劃以生活品質與享樂為優先，生活壓力導致生育意願低落或
不孕，加上大眾育兒觀念著重教育品質，育兒成本昂貴，幼年人口愈來愈少；
而拜國民生活水準提高及醫療衛生設備進步所賜，老年人口則愈來愈多，本縣
老年人口占總人口超過 14％已邁入「高齡社會」，而原住民老年人口亦逐年增
加。

(二) 老化指數及扶養比
    「老化指數」為衡量一地區人口老化程度之指標，本縣各鄉鎮市現住原住民
中以南澳鄉最高計 36.21％，冬山鄉最低計 5.41％；「扶養比」為依賴人口對工
作年齡人口扶養負擔之簡略測度，以羅東鎮最高計 60.61％，壯圍鄉最低計
28.57％；「幼年人口依賴比」為幼年人口對工作年齡人口扶養負擔之簡略測度，
以羅東鎮最高計 56.95％，壯圍鄉最低計 25.85％；「老年人口依賴比」為老年
人口對工作年齡人口扶養負擔之簡略測度，以南澳鄉最高計 10.89％，冬山鄉
最低計 1.93％。
　　最近 10 年來，老化指數呈現逐年快速上升趨勢，從 97 年 19.45％遞增至
106 年 25.02％，這會使老人醫療資源支出與社會福利負擔比重增加；扶養比則
呈現逐年下降趨勢，從 97 年 48.54％遞減至 106 年 41.86％，亦即由 97 年每
2.06名青壯年負擔 1名老人及幼兒到 106 年每 2.39名青壯年負擔 1名老人及幼
兒，此與各年齡層人口增加有關，且老人增加幅度多於青壯年人口，其負擔比
重因而增加；幼年人口依賴比亦呈現逐年下降趨勢，從 97 年 40.64％遞減至
106 年 33.49％，此與幼年人口下降有關；老年人口依賴比則呈現逐年上升趨勢，
從 97 年 7.90％遞增至 106 年 8.38％，此與人口老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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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與臺閩地區其它縣市比較，扶養比由大至小位居第 2 位，老化指數由
大至小位居第 8 位，均處於較高的比率和指數，相較於其他縣市仍處於中上的
比率，顯示本縣依賴人口對工作年齡人口扶養負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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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年底別 總計 幼年人口 工作年齡人口 老年人口
占比 占比 占比

14,676 4,015 27.36 9,880 67.32 781 5.32
15,128 4,053 26.79 10,266 67.86 809 5.35
15,458 4,091 26.47 10,555 68.28 812 5.25
15,614 4,031 25.82 10,763 68.93 820 5.25
15,879 4,038 25.43 10,998 69.26 843 5.31
16,132 4,022 24.93 11,253 69.76 857 5.31
16,523 4,041 24.46 11,578 70.07 904 5.47
16,684 4,015 24.06 11,739 70.36 930 5.57
16,830 3,986 23.68 11,872 70.54 972 5.78
17,001 4,013 23.60 11,984 70.49 1,004 5.91

表4、宜蘭縣現住原住民人口年齡分配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說明：幼年人口，0-14歲者；工作年齡人口，15-64歲者；老年人口，65歲以上者

單位：％
扶養比 幼年人口 老年人口 老化指數

排序 依賴比 排序 依賴比 排序 排序
48.54 40.64 7.90 19.45
47.36 39.48 7.88 19.96
46.45 38.76 7.69 19.85
45.07 37.45 7.62 20.34
44.38 36.72 7.67 20.88
43.36 35.74 7.62 21.31
42.71 34.90 7.81 22.37
42.12 34.20 7.92 23.16
41.76 33.57 8.19 24.39
41.86 33.49 8.38 25.02

宜蘭市 43.87 4 38.32 3 5.55 6 14.48 6
羅東鎮 60.61 1 56.95 1 3.66 7 6.42 11
蘇澳鎮 42.10 5 33.85 6 8.25 4 24.37 3
頭城鎮 37.31 9 33.83 7 3.48 9 10.29 9
礁溪鄉 29.52 11 25.99 11 3.52 8 13.56 7
壯圍鄉 28.57 12 25.85 12 2.72 10 10.53 8
員山鄉 44.23 3 38.08 4 6.15 5 16.16 5
冬山鄉 37.64 8 35.71 5 1.93 12 5.41 12
五結鄉 32.74 10 30.20 8 2.54 11 8.40 10
三星鄉 59.56 2 48.90 2 10.66 2 21.79 4
大同鄉 38.75 7 28.66 10 10.09 3 35.19 2
南澳鄉 40.98 6 30.09 9 10.89 1 36.21 1

表5、宜蘭縣現住原住民依賴人口概況

年底別及
鄉鎮市別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說明：1.扶養比：每 100 個工作年齡人口（15至 64歲人口）所需負擔依賴人口（即 14歲以下幼
                       年人口及 65歲以上老年人口）。
             2.幼年人口依賴比：每 100 個工作年齡人口（15至 64歲人口）所需負擔幼年依賴人口（即
                               14歲以下人口）。
             3.老年人口依賴比：每 100 個工作年齡人口（15至 64歲人口）所需負擔老年依賴人口（即
                               65歲以上人口）。 
             4.老化指數：每 100 個 65歲以上人口對 14歲以下人口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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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區域別
扶養比 老化指數

排序 排序
臺閩地區 37.21 37.57

新北市 32.89 18 17.80 12
臺北市 34.77 16 24.08 11
桃園市 37.38 11 16.14 14
臺中市 38.52 6 14.10 17
臺南市 38.08 8 14.79 16
高雄市 38.21 7 24.93 9
宜蘭縣 41.86 2 25.02 8
新竹縣 40.01 3 24.88 10
苗栗縣 39.85 4 31.04 6
彰化縣 37.14 12 8.56 20
南投縣 37.80 10 31.84 5
雲林縣 36.49 13 5.58 22
嘉義縣 35.17 15 48.63 4
屏東縣 35.64 14 58.57 3
臺東縣 38.57 5 84.75 1
花蓮縣 37.93 9 68.94 2
澎湖縣 23.87 20 14.94 15
基隆市 33.12 17 27.58 7
新竹市 42.95 1 12.66 18
嘉義市 31.35 19 9.05 19
金門縣 20.78 21 16.67 13
連江縣 15.91 22 7.69 21

表6、106年各縣市現住原住民依賴人口概況



三、人口消長(詳如圖 1及表 7)

(一) 自然增減
    粗出生率與粗死亡率為構成人口自然增減之因素，依據本縣近 10 年資料顯示：
現住原住民粗出生率由 97 年 16.46‰遞減至 106 年 13.30‰，粗死亡率則由 97

年 7.41‰遞減至 106 年 7.27‰，因此在 10 年間現住原住民人口呈現正的自然增
加率。

(二) 社會增減
    遷入率與遷出率為構成人口社會增減之因素，依據本縣近 10 年資料顯示：現
住原住民遷入率和遷出率大約在 60‰-101‰間起伏變動，在 97 年、98 年及 101

年到 103 年呈現正的社會增加率，餘年度皆呈現負的社會增加率，由資料顯示
近 3 年本縣現住原住民人口呈現外流現象。

(三) 人口總增加率
    依據本縣近 10 年資料顯示，皆呈現正的人口增加率，原住民人口亦由 97 年
1 萬 4,676 人遞增至 106 年 1 萬 7,001 人，表示本縣現住原住民人口呈現逐漸增
加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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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婚姻狀況(詳如表 8) 

(一) 現住原住民人口婚姻狀況
　　本縣 106 年底現住原住民人口數計 1 萬 7,001 人，其中未婚者計 8,633 人(占
50.78％)；有偶者計 6,125 人(占 36.03％)；離婚者計 1,397 人(占 8.22％)；喪偶
者計 846 人(占 4.98％)。本縣 97 年底現住原住民人口數計 1 萬 4,676 人，其中
未婚者計 7,589 人(占 51.71％)；有偶者計 5,381 人(占 36.67％)；離婚者計 971 人
(占 6.62％)；喪偶者計 735 人(占 5.01％)。依據本縣近 10 年資料顯示：離婚人
口所占比率呈現逐年增加趨勢，未婚人口所占比率則呈現逐年減少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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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年底別 總增加率 自然增加率 粗出生率 粗死亡率 社會增加率 遷入率 遷出率
9.51 9.06 16.46 7.41 0.46 68.26 67.80

19.80 10.54 16.04 5.50 9.26 101.78 92.52
4.43 10.07 16.15 6.08 -5.64 83.96 89.60
5.15 5.92 14.80 8.88 -0.77 73.38 74.15

10.29 7.87 14.42 6.54 2.41 80.46 78.05
9.37 6.60 14.77 8.17 2.77 83.67 80.90

17.64 8.39 13.90 5.51 9.25 92.11 82.87
2.59 8.01 14.39 6.38 -5.42 66.07 71.49
5.01 9.31 14.86 5.55 -4.30 72.92 77.22
4.97 6.03 13.30 7.27 -1.06 71.24 72.30

表7、宜蘭縣現住原住民人口增加率概況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單位：人、％

年底別 總計 未婚 有偶 離婚 喪偶
占比 占比 占比 占比

14,676 7,589 51.71 5,381 36.67 971 6.62 735 5.01
15,128 7,799 51.55 5,516 36.46 1,056 6.98 757 5.00
15,458 7,962 51.51 5,578 36.08 1,158 7.49 760 4.92
15,614 8,036 51.47 5,633 36.08 1,169 7.49 776 4.97
15,879 8,036 50.61 5,633 35.47 1,169 7.36 776 4.89
16,132 8,250 51.14 5,817 36.06 1,249 7.74 816 5.06
16,523 8,415 50.93 5,994 36.28 1,279 7.74 835 5.05
16,684 8,491 50.89 6,040 36.20 1,320 7.91 833 4.99
16,830 8,540 50.74 6,096 36.22 1,359 8.07 835 4.96
17,001 8,633 50.78 6,125 36.03 1,397 8.22 846 4.98

表8、宜蘭縣現住原住民人口婚姻狀況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參、結論與建議

一、近 10 年來本縣現住原住民總戶數雖呈現逐年增加趨勢，但受經濟、社會結
構轉變影響，小家庭已逐漸取代傳統的大家庭，戶量由 97 年平均每戶 3.43

人逐年遞減至 106 年 3.10 人，顯示戶內家庭成員逐漸減少。

二、本縣現住原住民的幼年人口逐年下降、工作年齡人口和老年人口則逐年上
升，97-106 年間，扶養比由 48.54％下降至 41.86％，老化指數由 19.45%上
升至 25.02％，增加勞動人口才能降低扶養負擔的壓力，而人口老化程度
增加，表示本縣現住原住民老人醫療資源分配及社會福利政策將更為重要。

三、本縣現住原住民粗出生率由 97 年 16.46‰遞減至 106 年 13.30‰，粗死亡率
則由 97 年 7.41‰遞減至 106 年 7.27‰，自然增加率(粗出生率-粗死亡率)由
97 年 9.06‰遞減至 106 年 6.03‰；社會增加率(遷入率-遷出率)近三年呈現
負數的外流現象，故本縣現住原住民人口增加率長期呈現正成長，為維
持本縣現住原住民人口數持續成長，應鼓勵生育，營造樂婚、願生之完善
生養環境及改善醫療資源以提高自然增加率；帶動本縣社會、經濟發展，
並增強居民生活品質及提升就業機會和福利措施等，以提高社會增加率。

四、本縣現住原住民未婚及離婚人口占總人口比率近六成，除多舉辦聯誼活動，
讓單身者有認識異性機會外，並應多宣導健全家庭的重要性，以提高本縣
結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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