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少子高齡化之情形 

新北市每年出生的嬰兒數從民國 70 年之 5.9 萬人逐年減少至去（99）年僅

出生 2.8 萬新生兒，減少約五成多，而老年人口（65 歲以上）則由 70 年之 8.4
萬人驟增至今（100 年 7 月底）約 32.7 萬，增加近 4 倍，對此一人口結構快速老

化、少子化現象，將會衍生勞動力減少、扶養負擔加重、家庭結構及照顧、長期

照護與社會保險等諸多問題，而此現象不單是新北市的問題，整個臺灣甚至大多

數城市、國家也同樣面臨此一嚴重問題。以下將探討新北市少子、高齡化的現象。 

少子化 

根據新北市統計資料顯

示，民國 40 年新北市嬰兒出生

人數為 2 萬 3,643 人，爾後呈

逐年增加趨勢（如圖 1），當時

為緩和人口成長，政府於民國

57 年訂頒「臺灣地區家庭計畫

實施辦法」等人口政策，開啟

節育運動的年代，一直到民國 73 年出生人口呈減少的警訊，始展開人口生育政

策檢討，並於民國 81 年修訂人口政策網領，改以維持人口合理成長為目標。然

新北市嬰兒出生數卻從民國 70 年開始呈遞減趨勢，至去（99）年底新北市出生

嬰兒數僅 2 萬 7,617 人，若計算從 90 年起每年減少的嬰兒數，至 99 年底合計減

少 1 萬 7,307 人，相當於減少坪林區、平溪區和烏來區等 3 區人口數，相當驚人。 

觀察嬰兒粗出生率1，民國 40 年新北市的粗出生率高達 45.00‰，當時的嬰

兒出生數為 2 萬 3,643 人，之後粗出生率開始下降；民國 70 年的粗出生率為

25.68‰，約為民國 40 年的一半，後續下滑為 16.23‰（80 年）、10.90‰（90 年），

至去年底粗出生率僅 7.11‰。 

觀察總生育率2情形，新北市 99 年總生育率為 0.82 人，（也就是每位婦女平

均一生僅生育 0.82 人）略低於全國婦女平均總生育 0.90 人，同時亦低於臺北市

之 0.90 人、高雄市之 0.84 人及臺中市之 0.84，而高於臺南市之 0.79。然而這些

城市總生育率皆遠低於人口結構穩定的替代生育水準 2.1，已成為全球最低，顯

示出生人口衰退相當嚴重。 

另觀察全球總生育率情形，臺灣總生育率（0.9）遠低於美國（2.1）、法國

（2.0）、加拿大（1.6）、日本（1.2）及韓國（1.2）等國家，已成為全球總育率最

低之國家。此外，根據聯合國經濟社會司人口組的統計，全球 185 個人口超過

                                                 
1 粗出生率：指一年內每一千位年中人口之平均活產數。 
2 育齡婦女總生育率（T.F.R.）：指一個假設世代的育齡婦女按照目前的年齡別生育水準，在無死

亡的情況之下渡過其生育年齡期間以後，一生所生育的嬰兒數或生育率。 

圖 1  歷年新北市出生人口數及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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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萬人的國家或地區中，有 64 個國家或地區的總生育率，低於人口替代水準的

2.1 人，其中，更有 30 個國家或地區的總生育率低於 1.5 人，少子化的現象已普

遍讓人感到憂心。 

如果少子化現象持續下降，將會帶來勞動力結構改變進而造成經濟的衝擊，

因為出生數的持續減少將導致未來進入就業市場的人力減少與勞動力結構高齡

化，而勞動人口減少將會影響勞動市場規模，降低工商企業投資意願，減少稅收，

進而降低國家競爭力。 

 

 

 

 

 

 

 

高齡化 

扶老比係 65 歲以上人口數

與 15 至 64 歲人口數比值，若扶

老比愈高，表示一個國家或城市

工作階層扶養老人的負擔愈重。

根據資料顯示，新北市扶老比從

民國 80 年之 7.64 逐年上升至去

（99）年底扶老比為 10.78；換

句話說民國 80 年，平均每 13.09
個青壯人口扶養 1 位老人

（100/7.64=13.09），遞減為目前

平均每 9.28 個青壯人口扶養 1
位老人。 

未來人口老化將會加速進

行，這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嬰兒潮人口進入老年期，因此老年人口將更加

急速增加，根據經建會預估，到了民國 115 年，我國每 3.3 個青壯人口扶養 1 位

老人，到了民國 140 年，則每 1.5 個青壯人口扶養 1 位老人，屆時將造成社會沈

重負擔，而老人的福利、醫療與長期照顧等都是龐大的開銷，因此政府照護成本

增加，勢必得透過增加稅收因應。然而，若政府或企業將資金用於支應逐漸增加

之老人退休預算，將導致企業無力擴增投資或政府沒有預算可推動其他重大建

設，則人口老化將導致經濟成長減緩。 

資料來源：美國人口資料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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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主要國家總生育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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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各縣市總生育率比較（2010 年）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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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歷年新北市扶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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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措施 

自 1990 年代開始，隨著人口結構快速老

化、少子化現象（詳圖 5），世界各國為解決不

同的人口問題，採取不同方針與對策以為因

應。在未開發及已開發中的國家採取控制生

育、減緩人口成長的速度為主，已開發國家，

則是採取鼓勵生育的措施，如法國及荷蘭就是

鼓勵生育政策成功的例子（總生育率分別從

1994 年的 1.6 人及 1997 年的 1.5 人，上升至

2006 年的 1.9 人及 1.7 人）。 

目前新北市政府團隊為了提高市民生育率，實施相關政策和補助，例如：發

放生育獎勵補助（每一胎次 2 萬元）、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補助以及設立公共托

育中心，其中公共托育中心係新北市政府結合民間資源設置，提供 0-3 歲嬰幼兒

之平價優質托育處所，托育費用每月 6,000 元為原則，以減輕家長的照顧負擔，

而這項公共托育政策也獲得「親子天下」雜誌3之專家評比為五都托育政策第一

名。另根據本處於 100 年 9 月 2 日至 9 月 6 日期間所進行的電話調查（100 年度

第二次施政措施暨成果調查）結果顯示，新北市民對於生育補助與公共托育政策

的支持度分別達 85.26%及 85.10%，顯示新北市政府鼓勵市民生育、願意分擔市

民家庭養育子女的經濟與責任已獲得市民的肯定。 

新北市政府團隊透過每一項的施政，希望營造有利生育、養育的環境，讓想

結婚、生子的人無後顧之憂，對於育有子女的家庭，經由新北市政府相關施政措

施，如：明年起全面進行幼托整合、提供育兒家庭之經濟支持措施、營造友善家

庭之職場環境、改善產假及育嬰留職停薪措施等，以營造幸福宜居之城市；對於

高齡化社會結構，亦積極建構有利於高齡者健康、安全及終身學習的友善環境，

以貫徹「在地就學、在地就業、在地就養、在地樂活」之施政目標及願景。 
 

 

 

 

 

 

 

 

 
參考資料: 

1. 內政部，人口政策白皮書。 
2. e 等公務園，臺灣的人口海嘯。  

                                                 
3 資料來源：「親子天下」2011 年 7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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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新北市人口結構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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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親子天下」之專家對五都托育政策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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