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人口結婚概況 

近年來臺灣地區總生育率屢創新低，由於國人普遍遲婚及不婚，加上養兒防

老觀念式微及經濟壓力等因素，致使我國婦女總生育率從民國 40 年的 7.040 人，

至 92 年的 1.235 人，99 年更降至 0.90 人，已成為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而新北市 99 年 0.82 人更是低於全國平均，顯示我國少子化情況空前嚴重。 

臺灣目前除受整體大環境、經濟因素影響外，現代人家庭觀念漸淡薄、個人

主義興盛等因素，又因女性平均受教育年數延長，造成晚婚、未婚比率增加，導

致生育第一胎的年齡延後，使臺灣婦女可能無法達到理想生育子女數目；因此，

研究臺灣地區及新北市相關人口婚姻資料，可瞭解相關問題的癥結點，以提早因

應少子化問題逐漸惡化對未來社會的衝擊。 

新北市 99 年底 15 歲以上人口中，未婚者占 37.04%、有偶者占 50.49%、離

婚者占 7.70%、喪偶者占 4.77%(如表一)。與 98 年比較，未婚者微增 0.03%、有

偶者減少 0.38%、離婚者增加 0.25%、喪偶者增加 0.10%。以性別來講，在男性

15 歲以上人口中，未婚者占 40.45%、有偶者占 50.85%、離婚者 7.04%、喪偶者

1.66%；在女性 15 歲以上人口中，未婚者占 33.74%、有偶者占 50.14%、離婚者

占 8.34%、喪偶者占 7.78%。 

表一 新北市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合計 3 261 643    100.00 1 207 244    37.01 1 659 088    50.87  243 046    7.45  152 265    4.67

男 1 609 203    100.00  650 373      40.42  822 919      51.14  109 636    6.81  26 275      1.63

女 1 652 440    100.00  556 871      33.70  836 169      50.60  133 410    8.07  125 990    7.62

合計 3 311 098    100.00 1 226 573    37.04 1 671 709    50.49  254 957    7.70  157 859    4.77

男 1 630 325    100.00  659 527      40.45  828 959      50.85  114 774    7.04  27 065      1.66

女 1 680 773    100.00  567 046      33.74  842 750      50.14  140 183    8.34  130 794    7.78

未婚合計 有偶 離婚 喪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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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北市統計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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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新北市歷年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 



從新北市 89 年至 99 年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來看，可發現「未婚」及「喪

偶」比例變化不大，「離婚」比率十年來由 4.71%漸趨上升至 7.70%，增加 2.99
個百分點，而「有偶」比率由 54.93%降至 50.49%，減少 4.44 個百分點，下跌幅

度相對明顯(如圖一)。 

進一步觀察結婚狀況相關數據，新北市 99 年結婚對數為 25,242 對，較 98
年 21,799 對增加 3,443 對(增幅 15.79%)；粗結婚率1為千分之 6.5，與 98 年千分

之 5.7 比較增加 0.8 個千分點；男性之初婚率2為千分之 32.3、女性為千分之 38.5，
分別較 98 年增加 4.4 及 4.5 個千分點；而再婚率3男性為千分之 29.6、女性為千

分之 13.6，分別較 98 年上升 0.6 及 0.7 個千分點。(如表二) 
 

表二 新北市結婚對數及相關比率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89年  30 386  8.6 46.2 60.8 55.4 18.8
90年  27 678  7.7 40.4 53.8 56.0 17.2
91年  29 083  8.0 41.6 54.6 58.8 19.3
92年  29 951  8.2 41.3 54.2 62.6 20.6
93年  22 044  6.0 30.7 39.2 38.4 13.4
94年  25 466  6.8 35.7 44.4 36.5 14.1
95年  25 574  6.8 35.5 43.4 33.1 13.9
96年  23 450  6.2 31.7 38.9 30.3 12.5
97年  27 700  7.3 37.2 45.1 32.3 13.9
98年  21 799  5.7 27.9 34.0 29.0 12.3
99年  25 242  6.5 32.3 38.5 29.6 13.6

結婚對數

(對)
年底別

初婚率(‰) 再婚率(‰)粗結婚率

(‰)

 
資料來源：內政部人口統計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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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人口統計年刊 
圖二 新北市歷年粗結婚率 

 

 
                                                 
1每千位年中人口之結婚對數 
2每千位年中 15歲以上之未婚男、女人口之初婚人數 
3每千位年中離婚及喪偶男、女之再婚人數 



自 89 年以來，結婚對數逐漸下降，最高為 89 年之 30,386 對，最低為 98 年

21,799 對，而 99 年比 89 年減少了 17 百分點，而粗結婚率歷年來雖有起伏震盪，

長期而言，與結婚對數皆呈現下跌趨勢(如圖二)。若觀察初婚率數據，89 年男性

為千分之 46.2，女性為千分之 60.8，相差 14.6 個千分點，99 年時男性初婚率為

千分之 32.3，女性更下降為千分之 38.5，雖仍高於男性，但差距已縮小至 6.2 個

千分點，可見初婚率的降低，女性降幅高於男性。另 89 年男性之再婚率為千分

之 55.4，女性為千分之 18.8，99 年男性再婚率為千分之 29.6，女性再婚婚率為

千分之 13.6，兩者皆同步下滑，惟再婚率男性相較於女性至少 2.17 倍以上，顯

示男性再婚情形較女性更為普遍。 

就結婚年齡分析，99 年新北市平均結婚年齡新郎 34.0 歲，新娘 30.9 歲，新

郎較新娘大 3.1 歲，與 95 年比較，新郎增加 1.2 歲，新娘增加 1.7 歲；其中初婚

者平均年齡新郎 32.1 歲，新娘 29.6 歲，新郎較新娘大 2.5 歲，與 95 年比較，新

郎增加 1.1 歲，新娘增加 1.4 歲；再婚者平均年齡新郎 44.1 歲，新娘 38.7 歲，新

郎較新娘大 5.4 歲，與 95 年比較，新郎增加 1.3 歲，新娘增加 1.8 歲。由上所述，

可知無論是初婚、再婚或是結婚年齡平均數，男性皆大於女性，但短短五年間，

兩性初婚平均年齡同時增加了一歲以上，且女性增幅更勝男性，可見女性晚婚比

率增加，如此將造成生育年齡延後、可生育時間縮短，因而導致婦女總生育率下

降及達不到理想生育子女數目的結果。(如表三) 
 

表三 新北市結婚平均年齡概況 
            單位：歲 

年底別 
結婚年齡平均數 初婚年齡平均數 再婚年齡平均數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95 年 32.8  29.2  31 28.2 42.8 36.9 
99 年 34.0  30.9  32.1 29.6 44.1 38.7 
差距 1.2  1.7  1.1  1.4  1.3  1.8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少子化的原因除了不敢生外，現代女性不婚比例日漸升高也是另一個重要原

因，臺灣育齡婦女人數呈現負成長，目前有近 20%的女性決定不結婚，願意當母

親的人數也減少了，造成生育率逐年下滑。因此新北市政府除持續加強相關生育

獎勵津貼配套之設計，提出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托育費用補助等生育政策，另有

全國首創公共托育中心，目前已在汐止區成立第一間，預計在今年底前完成 4
所公共托育中心，並聘請專業人員照顧零歲至三歲嬰幼兒，藉由「社福志工銀行」

平台，讓有經驗的保母、退休教師或幼教師，都能協助社區公共托育中心的運作。

此外亦推出「樂婚、願生、能養」的政策，包括推動青年安心成家方案、未婚聯

誼活動、辦理聯合婚禮等，旨在鼓勵女性進入婚姻生活，讓年輕人步入婚姻，也

願意生育子女，同時也養得起，相信不僅能鼓勵提高婚姻及生育，亦能解決少子

化之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