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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區人口結構分析編列之目的，旨在報導本區人口結構概況統計資料，俾以

提供施政考核及釐訂施政計畫之參考。 

 

二、本區人口結構分析所列資料來源，係根據新北市政府民政局及新北市永和戶

政事務所之資料加以整編而成，其資料來源均分別註明於各表之下，以利查

考。 

 

三、本區人口結構分析所繕數字，以民國 103年為主，兹為明瞭施政進展之情形，

儘量將其資料予以併入，藉資比較。 

 

四、表內所列「年」係指全年動態數字（自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止），「年底」

係指十二月底靜態數字，有特殊情形者，則指「年度」。 

 

五、本區人口結構分析所用符號代表意義如下： 

  「－」符號者表示無數字。 

  「…」符號者表示數字不詳。 

    「--」符號者表示有數字但無意義。 

    「．」符號者表示數字不及一單位。 

 

六、本區人口結構分析所載資料如有更新資料，均予修正，凡與前數字不同時，

概以本期數字為準。 

 

七、本區人口結構分析為本所業務單位提供有關資料，始克編成，至紉公誼，謹

申謝忱，惟統計數字誤漏之處在所難免，敬請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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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     言 

人口是組成國家的要素之一，人口數量的多寡與其品質之良窳，

對於人類生活環境、社會繁榮及國家富強具有極大之影響，故人口統

計資料為主政者所重視。 

 

 

貳、 人口分布 

本區民國103年底人口數為227,267人，其中男性為108,243人、

女性為 119,024人，本區土地總面積為 5.71平方公里(依據新北市政

府民政局網站資料)，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為 39,801人，共有 62個

里、1,249個鄰、總戶數為 90,687戶。本區各里人口數排名以保順

里之 10,906人最多，其次保安里人口數為 7,833人，福和里以 5,594

人位居第三，再其次為中溪里之 5,394人，而本區人口數最少的為忠

義里之 86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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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本區各里現住人口概況 

人口數 

排名 
里別 鄰數 戶數 

人口數 

男性 女性 合計 

1 保順里 38 4,334  5,171  5,735  10,906 

2 保安里 34 2,992  3,705  4,128  7,833  

3 福和里 23 2,327  2,625  2,969  5,594  

4 中溪里 21 2,079  2,662  2,732  5,394  

5 秀和里 21 2,058  2,528  2,782  5,310  

6 永元里 21 1,985  2,430  2,786  5,216  

7 潭安里 20 2,036  2,504  2,702  5,206  

8 和平里 24 2,097  2,462  2,725  5,187  

9 保平里 25 1,959  2,412  2,665  5,077  

10 民族里 22 1,890  2,397  2,665  5,062  

11 民樂里 22 1,937  2,467  2,585  5,052  

12 豫溪里 17 2,653  2,557  2,478  5,035  

13 潭墘里 25 1,938  2,298  2,668  4,966  

14 民權里 26 1,787  2,373  2,553  4,926  

15 得和里 25 1,865  2,194  2,464  4,658  

16 永安里 24 1,824  2,041  2,425  4,466  

17 店街里 19 1,933  1,995  2,440  4,435  

18 水源里 21 1,696  2,094  2,276  4,370  

19 民生里 22 1,545  2,045  2,289  4,334  

20 民本里 17 1,599  2,008  2,276  4,284  

21 秀朗里 23 1,595  2,073  2,171  4,244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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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區各里現住人口概況(續 1) 

人口數 

排名 
里別 鄰數 戶數 

人口數 

男性 女性 合計 

22 下溪里 15 1,549 2,034 2,139 4,173 

23 安和里 18 1,741 1,934 2,236 4,170 

24 雙和里 17 1,720 1,899 2,236 4,135 

25 秀林里 20 1,489 1,973 2,049 4,022 

26 桂林里 18 1,483 1,872 2,047 3,919 

27 竹林里 30 1,552 1,877 2,020 3,897 

28 永貞里 20 1,483 1,754 1,957 3,711 

29 上林里 21 1,500 1,778 1,926 3,704 

30 福林里 25 1,448 1,799 1,875 3,674 

31 智光里 32 1,390 1,755 1,898 3,653 

32 永興里 26 1,336 1,624 1,816 3,440 

33 河濱里 19 1,363 1,672 1,758 3,430 

34 民富里 15 1,160 1,618 1,701 3,319 

35 河堤里 19 1,471 1,579 1,732 3,311 

36 秀元里 20 1,247 1,580 1,716 3,296 

37 光明里 17 1,330 1,465 1,744 3,209 

38 秀成里 17 1,204 1,549 1,582 3,131 

39 民治里 24 1,233 1,435 1,677 3,112 

40 中興里 17 1,285 1,442 1,662 3,104 

41 協和里 22 1,298 1,499 1,587 3,086 

42 永福里 18 1,156 1,458 1,521 2,979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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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區各里現住人口概況(續完) 

人口數 

排名 
里別 鄰數 戶數 

人口數 

男性 女性 合計 

43 秀得里 20 1,070 1,385 1,502 2,887 

44 文化里 18 1,178 1,366 1,509 2,875 

45 大新里 16 1,222 1,253 1,540 2,793 

46 仁愛里 17 1,136 1,330 1,436 2,766 

47 信義里 15 1,214 1,260 1,486 2,746 

48 永樂里 16 1,173 1,242 1,471 2,713 

49 頂溪里 16 1,083 1,243 1,350 2,593 

50 復興里 14 988 1,217 1,294 2,511 

51 新廍里 18 987 1,174 1,216 2,390 

52 正興里 17 989 1,086 1,273 2,359 

53 前溪里 13 968 1,008 1,162 2,170 

54 上溪里 20 924 972 1,153 2,125 

55 後溪里 13 787 930 967 1,897 

56 光復里 16 757 821 977 1,798 

57 網溪里 12 518 643 660 1,303 

58 勵行里 17 546 615 673 1,288 

59 永成里 19 445 540 546 1,086 

60 大同里 18 433 537 519 1,056 

61 新生里 18 386 529 491 1,020 

62 忠義里 16 316 455 406 861 

總           計 1,249 90,687 108,243 119,024 227,267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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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人口特性 

一、年齡結構： 

就民國 103年度本區人口年齡分配，適於工作年齡(15~64歲)

人口數為 167,020人，約占本區總人口數之 73.49%，顯示本區勞動

力來源仍然充沛，惟較上年度減少 2,565人，對於區域經濟發展存有

隱憂。老年人口(65歲以上)有 30,206人，占總人口數之 13.29%，由

於衛生醫療環境提升，壽命延長，較上年度增加 0.78%，按此速度，

本區即將於明年由高齡化社會(7%以上稱為高齡化社會)邁入所謂高

齡社會(14%以上稱為高齡社會)，相較於本市同時期之老年人口占比

由 10.47%下降至 10.1%，本區高齡化實屬明顯。另幼年人口(14歲以

下)有 30,041人，占總人口數之 13.22%，較上年度減少 787人，本

區少子化現象持續發生。 

本區現住人口年齡結構 

年別/ 

百分比 

總人口數

(人) 

年齡分配 

0~14歲 15~64歲 65歲以上 

103年 227,267 30,041 167,020 30,206 

百分比 100% 13.22% 73.49% 13.29% 

102年 229,062 30,828 169,585 28,649 

百分比 100% 13.46% 74.03% 12.51%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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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程度 

    臺灣教育政策自民國 57年起實施 9年國民義務教育，更於民國

101年起將由施行前的 9年國教延長至 12年，配合廣設高中大學以

來，人民教育程度不斷提昇，本區 15歲以上人口數 197,226人，其

教育程度為專科以上者 108,789人，占 55.16%；高中(職)者 55,928

人占 28.36%；國(初)中小學以下者 31,001人，占 15.72%；自修者

446人占 0.22%；而不識字者 1,062人占 0.54%；其不識字者隨人口

年齡遞減少之，其中教育程度在國(初)中小學以下者，減少幅度最為

明顯，政府實施 12年國教政策之影響功不可沒。 

 

本區現住人民教育程度 

年別/

百分比 

15歲以上

人口數 

教育程度分配 

專科 

以上 

高中職 

國(初)

中小學 

自修 不識字 

103年 197,226 108,789 55,928 31,001 446 1,062 

百分比 100% 55.16% 28.36% 15.72% 0.22% 0.54% 

102年 198,234 107,688 55,206 33,731 481 1,128 

百分比 100% 54.32% 27.85% 17.02% 0.24% 0.57%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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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婚姻狀況 

    本區年滿 15歲之未婚男性有 36,061人，女性有 34,838人，占

總人口比例 31.19%；已婚有 99,593人占 43.82%；離婚人數有 15,469

人占 6.81%；喪偶者有 11,265人占 4.96%，與上一年度比較，15歲

以上未婚及有偶共減少 1,493人，離婚及喪偶共增加 485人。 

    由資料可見，影響本區人口減少，求學、就業或家庭搬遷等可能

是最大因素；隨著社會結構及價值觀之改變，離婚之情形有明顯增加

之趨勢；在喪偶部分，男性有 1,718人，女性有 9,547人，女性人數

是男性人數 5.5倍，而其他類別則介於 0.96~1.34倍之間。 

  

本區現住人民婚姻狀況 

年別/ 

百分比 

總人 

口數 

15歲以上 未滿 15歲 

小計 未婚 有偶 離婚 喪偶 小計 未婚 

103年 227,267 197,226 70,899 99,593 15,469 11,265 30,041 30,041 

百分比 100% 86.78% 31.19 43.82% 6.81% 4.96% 13.22% 13.22% 

102年 229,062 198,234 71,595 100,390 15,254 10,995 30,828 30,828 

百分比 100% 86.54% 31.26% 43.83% 6.65% 4.80% 13.46% 13.46% 

資料來源：新北市永和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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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人口成長 

    影響人口成長之因素有二，一為自然增加，二為社會增加。 

一、自然增加 

 本區民國 103 年度有新生兒 1,826人，平均每月出生 152人，

死亡人數 1,411人，平均每月死亡 117人。自然增加 415人占總人口

數 0.18%。 

二、社會增加 

本區於大台北中心位置又毗鄰台北市，因台北市為政治、經濟及

文化中心，且新北市各區快速發展，大專院校、工商行號不斷創設及

新社區大樓林立，雖然大眾交通工具便利快速，其中因為求學、就業

或結婚而移入本區者有 11,209人，占總人口數 4.93%，遷出本區人

數為 13,419人，占總人口數 5.90%，社會增加-2,210人，占總人口

數-0.97%。 

三、成長趨勢 

       本區 103年人口較去年減少 1,795人，在自然增加率方面，主要

是醫療衛生改善，生活水準提高，死亡率逐年下降，使自然增加人數

為 415人。惟仍應重視由政府實施之家庭計畫觀念已普植於國民生活

意識中，加上結婚年齡延後、生育年齡提高、托兒照顧不易、養育及

教育成本高等因素，造成出生率連年下降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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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區近年遷出人數多於遷入人數之情形，持續發生且逐漸增加，

可能係因本區土地開發趨近飽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為39,801人，

不但是新北市各區中密度最高，亦是全國密度最高，加上社區建築老

舊，而周邊地區如板橋、中和、土城、新店等區及台北市人口密度相

對較低，新興社區快速發展，相較之下，民眾在選擇居住地區，永和

會略次於鄰近地區。 

 

 

陸、 人力資源 

一、適於工作年齡人口 

        民國 103年本區 15歲以上人口數 197,226人，較 102年 198,234

人減少 1,008人，適於工作年齡人口(15~65歲)為 167,020人，顯示

本區勞動力來源仍然充沛，惟較上年度減少 2,565人，對於區域經濟

發展存有隱憂。 

二、教育程度結構 

       教育部自民國 101年起，延長國民基本教育至 12年，促使教育

普與高等教育之發展，本區就業者之教育程度持續提昇，以研究所、

大學、專者程度者占 55.16%最多，高中(職)者程度占 28.36%居第二，

國(初)中小學以下程度 15.72%為第三，顯示本區人文薈萃、學風鼎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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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本區民國 103年底人口數為 227,267人，戶數為 90,687戶，平

均每戶 2.51人，人口數較去年減少 1,795人，戶數較去年增加 57戶，

平均每戶較去年減少 0.01人。資料顯示，都市家庭已漸趨小家庭化，

伴隨著人口高齡化及少子化現象，社會結構與經濟活動的轉變，政府

的社會福利政策、經濟建設、勞動政策、教育及醫療體系等，能否及

時實施階段性調整，提供短期策略因應現狀，制定長期目標導正失衡

的人口結構，實是政府人口政策之最大課題。 

    本區於大台北中心位置又毗鄰台北市，各項工商經濟活動發達，

在資訊傳播簡便快速及多元性選擇下，女性就業人數不斷增加，加上

教育程度提高，導致婚姻觀及價值觀的改變，間接影響婦女生育率逐

年趨緩，又因生活品質持續提升及醫療衛生保建設施之擴充，使高齡

人口比例逐年提高，造成人口結構快速趨向少子化及高齡化，所衍生

之社會問題，值得給予關切與重視，而既有的家族支持力量，隨著小

家庭化而削弱，此刻，公部門所提供之關懷與服務越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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