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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生活環境的改變、經濟壓力的重擔，越來越多年輕人不敢生育，

甚至不願結婚，全國生育率逐年下滑，如此長久下來，將面臨人口結構的

改變。本縣受惠於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及台元科技園區，吸引大量年輕人口

移入，惟如何帶動年輕人口踏入婚姻，提高生育意願為本縣重要課題，故

本文著重於婚育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及生育相關分析，依據內政部統計查詢

網、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資料庫及本府民政處公務統計報表等，瞭解本

縣生育情形。 

壹、人口概況 

一、幼年人口、工作年齡人口及老年人口占比 

本縣111年幼年人口比率15.73%，全國第2高，僅次於新竹市16.27%，

且全國僅新竹縣市幼年人口比率高於老年人口比率（圖 1）。 

圖 1 111 年各市縣人口比率依三段年齡組分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查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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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生人數及粗出生率 

全國粗出生率逐年遞減，本縣受整體大環境影響，近 10 年粗出生率

自 102 年 10.30‰下降至 111 年 7.09‰。各縣市粗出生率排名中，本縣排

名逐步躍進，自 106 年全國排名第 8 名躍升至 111 年全國排名第 5 名，且

表 1 市縣排名中，以本縣減幅最小，111 年與 106 年比較，僅差異 1.92‰

（圖 2、表 1）。 

圖 2 本縣近 10 年出生人數及粗出生率 

 

 

 

 

 

 

 

 

資料來源: 內政部統計查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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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近 106 至 111 年縣市粗出生率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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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縣自然增加率、社會增加率及人口增加率 

本縣 111 年自然增加率首度出現負值，來到-0.83‰，首次死亡人數

超過出生人數，惟近年來社會增加率均為正成長，111 年社會增加率 9.35‰，

人口增加率 8.52‰，分別為全國第 3 高及第 2 高。 (圖 3)  

圖 3 111 年各市縣自然增加率、社會增加率及人口增加率變化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查詢網。 

說明：人口增加率=自然增加率+社會增加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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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女性人口概況 

一、近 10 年育齡婦女概況 

本縣除 110 年外，育齡婦女*人數歷年均為正成長，但依各年齡組觀

察，111 年 15-19 歲、20-24 歲、30-34 歲、35-39 歲人數均較 102 年減少，

分別減少 18.52%、4.86%、18.86%及 10.30%，且有偶育齡婦女人數自 102

年 6 萬 9,958 人減少至 111 年 6 萬 7,623 人，有偶率自 102 年 50.16%減少

至 111 年 47.61%（表 3、表 4）。 

表 3 本縣近 10 年育齡婦女人數按婚姻狀況別分 

 

 

 

 

 

 

 

 

 

 

 

 

 

 

表 4 本縣育齡婦女人數按年齡別分 

  

  
              單位:人:% 

年份  

婚姻狀況別 

人數 占比 

 
未婚 有偶 離婚 喪偶 未婚 有偶 離婚 喪偶 

102 年 139,457 58,205 69,958 9,798 1,496 41.74 50.16 7.03 1.07 

103 年 140,506 59,162 69,877 10,005 1,462 42.11 49.73 7.12 1.04 

104 年 140,786 60,205 69,111 10,007 1,463 42.76 49.09 7.11 1.04 

105 年 141,093 60,774 68,898 10,030 1,391 43.07 48.83 7.11 0.99 

106 年 141,445 61,529 68,439 10,120 1,357 43.50 48.39 7.15 0.96 

107 年 141,480 62,140 67,824 10,220 1,296 43.92 47.94 7.22 0.92 

108 年 141,877 62,508 67,880 10,239 1,250 44.06 47.84 7.22 0.88 

109 年 141,957 62,753 67,750 10,256 1,198 44.21 47.73 7.22 0.84 

110 年 141,799 62,901 67,480 10,279 1,139 44.36 47.59 7.25 0.80 

111 年 142,047 63,210 67,623 10,109 1,105 44.50 47.61 7.12 0.78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查詢。 

註*
:育齡婦女是指 15-49 歲女性。 

 單位：人，% 

年別 總計 

年齡別 

15-19 歲 20-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44 歲 45-49 歲 

102 年 139,457 17,952 17,386 16,722 23,223 23,957 21,098 19,119 

107 年 141,480 16,360 18,117 17,156 17,977 25,351 24,946 21,573 

111 年 142,047 14,627 16,541 18,669 18,844 21,490 27,567 24,309 

111 年較 102 年 

增減數 
2,590 -3,325 -845 1,947 -4,379 -2,467 6,469 5,190 

111 年較 102 年 

增減率 
1.86 -18.52 -4.86 11.64 -18.86 -10.30 30.66 27.15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查詢網。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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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婚、生育年齡遞延 

本縣近 10 年來，不論是男性或女性，初婚者平均年齡皆有增加趨勢，

顯示兩性均有晚婚情況，而歷年生第 1 胎婦女平均年齡間隔女性初婚者平

均年齡大致落在 0.81-1.28 歲之間，說明女性結婚後到生第一胎均約間隔 1

年左右，故隨著結婚年齡延後，婚後生育期間亦將隨之延後（表 5）。 

本縣 10 年來育齡婦女生育率均以 30-34 歲最高，25-29 歲次之，35-39

歲再次之，惟除 35 歲以上生育率變化不大，各年齡層生育率均下滑，25-29

歲與 30-34 歲生育率差異逐年遞減，顯示生育年齡已有後延的情況。（表 6）

表 5 近 10 年初婚者平均年齡及生第 1 胎婦女平均年齡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查詢網。 

表 6 本縣近 10 年育齡婦女生育率按年齡別分 
 

  

        單位：歲 

年別 
初婚者平均年齡 生第 1 胎婦女

平均年齡 

生第 1 胎婦女平均年齡
－女性初婚者平均年齡 男 女 

102 年 31.52 29.19 30.00 0.81 

103 年 31.57 29.27 30.31 1.04 

104 年 31.85 29.26 30.31 1.05 

105 年 31.89 29.31 30.34 1.04 

106 年 31.58 29.10 30.38 1.28 

107 年 32.05 29.50 30.67 1.17 

108 年 31.97 29.94 30.51 0.56 

109 年 31.72 29.64 30.81 1.17 

110 年 31.75 29.96 31.07 1.11 

111 年 32.06 30.14 31.18 1.04 

單位: ‰ 

年別 
一般 

生育率 

年齡別 

15-19 歲 20-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44 歲 45-49 歲 

102 年 38 6 29 81 95 43 6 0 

103 年 42 6 26 88 108 48 7 0 

104 年 39 6 30 78 103 45 8 0 

105 年 39 7 27 80 105 50 8 0 

106 年 35 6 25 68 94 47 9 0 

107 年 31 5 22 61 85 44 9 1 

108 年 31 5 23 58 87 44 9 0 

109 年 30 5 22 52 82 44 9 1 

110 年 30 5 20 50 89 46 9 1 

111 年 28 4 21 50 77 45 9 1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查詢網。 

說明:1. 一般生育率:為當年每 1000 名 15 歲~49 歲育齡婦女的活產嬰兒數。 

2.年齡別生育率:特定年齡組的出生數對同一年齡組年中育齡婦女人口數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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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市縣生第 1 胎婦女平均年齡 

111 年各市縣生第 1 胎婦女平均年齡為 31.43 歲，本縣為 31.18 歲，

排名第 9。前 10 名市縣，除 6 都外，還包含新竹縣市、金門縣及連江縣

（圖 5）。 

圖 6 111 年各市縣生母生育第 1 胎平均年齡 

 

 

 

 

 

 

 

 

 

 

 

 

 

 

 

 

資料來源:性別平等委員會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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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與建議 

一、幼有所「養」，減輕家庭負擔  

(一)增加公共化幼兒園及準公共幼兒園數量，降低育兒負擔 

本縣持續評估學校可用空間增設附幼或非營利幼兒園，並規劃

112-114 學年度新增文小十非營利幼兒園、博愛非營利幼兒園、湖口

文小非營利幼兒園及新庄子非營利幼兒園等，且配合 0-6 歲國家一起

養政策，就讀公共化幼兒園就學費用再降低。 

  

圖片說明:文小十非營利幼兒園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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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加公辦民營托嬰機構數量，提升照顧量能 

配合中央托育政策推動在地、社區化且達損益平衡之托育服務模

式，提供價格合宜、安全無虞的托育照顧環境，因此增設公辦民營托

嬰中心，自 108 年開辦公設民營托嬰中心，109 底已有 3 間公辦民營

托嬰中心營運共收托 54 名幼兒，至 111 年底設置 5 間，收托 88 名幼

兒，113 年～114 年預計在竹北增設 2 間，新豐、竹東分別各增設 1

間公辦民營托嬰中心，讓家長多一點選擇，目標為布建本縣社區公共

托育家園 15 處。 

圖 7 本縣近 5 年公辦民營托嬰中心所數及收托人數 

 

 

 

 

 

 

 

 

 

 

   

 

二、營造優質環境與設備，婦女好安心 

(一)增建新竹縣婦幼館 

本縣獲衛生福利部補助，增建本縣婦幼館，提供托育、早療、

青少年、婦女及新住民資源等服務，預計 113 年 9 月完工。設置婦

女福利服務中心，為設籍或實際居住本縣之婦女提供婦女福利諮詢

與轉介、及權益相關方案宣導。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公務統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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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造優質親子休憩環境 

在學習之外，縣府也積極落實建設，在各地規劃眾多親子休閒

活動場域，打造 22 座共融式特色公園。為了讓每座特色公園都符合

在地需求，還辦理村里社區說明會及兒童參與式工作坊，促成公民

參與，更邀請各界專家一起加入，讓每座特色公園成為大、小朋友

或身心障礙者，都能一起遊樂、休憩的友善空間。 

三、持續推動成家系列聯誼活動，促進年輕人邁入婚姻 

本縣雖然逆少子化，但生育率卻逐年下降，最大原因應與年輕人

晚婚或甚至不婚的情況息息相關，為此本縣教育局舉辦聯誼活動，去

年的成家系列聯誼活動共有 300 多人次單身青年男女參與，今年延續

「成家無限美好」主軸，4 月至 11 月規劃共計 8 場實體活動，每場

次限定男女各 20 名，希望在本縣就業及就學的民眾透過聯誼活動，

找到自己未來的另一半。  

表 8 112 年本縣協助青年成家系列活動主題及內容 

 

 

  

資料來源：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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