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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口高齡化時代來臨，似乎已是全球共同的趨勢，為了因應高齡化時代與

社會福址，因應政策成為各國政府部門重要施政目標， 我國政府對這方面議

題更是特別重視，相繼推出長期照護2.0 等各項重要施政目標，本文以金門

縣97年至106年之戶籍人口統計資料為依據，探討金門縣人口分布與密度、性

別及高齡人口結構現象，結合勞動力及社會福利指標等資料分析，俾作為施政

之參考。 

貳、金門縣人口與高齡人口結構 

一、金門縣及各鄉鎮市人口分布情形，10年期間人口持續增長 

金門縣土地面積151.656平方公里，占全國總面積0.42％，106年金門縣之

總人口數為137,456人，男性人口數為68,722人， 占總人口數50.00%，女性人

口數68,734人，占總人口數50%。 

97年至106年(以下稱10年期間)人口數比較，106年137,456人，97 年

84,570 人，比較增加52,886 人，10年期間人口持續增長。 

表1 金門縣97 年至106 年人口數結構與密度 

單位:戶,人,平方公里,%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處 

戶數

合計 男 女
97年 37 756 29,999 84,570 44,625 39,945 2.82 557.64 111.72
98年 37 765 31,688 93,803 48,475 45,328 2.96 618.52 106.94

99年 37 765 32,471 97,364 49,871 47,493 3 642.01 105.01
100年 37 765 33,816 103,883 52,631 51,252 3.07 684.99 102.69
101年 37 765 35,374 113,111 57,062 56,049 3.2 745.84 101.81

102年 37 765 36,558 120,713 60,687 60,026 3.3 795.97 101.1
103年 37 767 37,584 127,723 64,034 63,689 3.4 842.19 100.54
104年 37 767 38,588 132,799 66,591 66,208 3.44 875.66 100.58

105年 37 767 39,276 135,114 67,572 67,542 3.44 890.92 100.04
106年 37 775 39,923 137,456 68,722 68,734 3.44 906.37 99.98

性比例(每

百女子所當

男子數)

年度別 村里數 鄰數 人口數(人)
戶量

(人/戶)

人口密度

(人/平方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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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人口主要分布於金城鎮、金寜鄉、金湖鎮等三個地區，依序人口數

分別為43,285人、30,838人、29,413人，分別占金門縣總人口數31.49％、22.43

％、21.40％區。烏坵鄉因地處偏僻、交通不發達、工商發展不易，所以人口較

少，人口數為685人，占金門縣總人口數0.5％。 

圖1 金門縣106 年各鄉鎮市人口數 

單位:人 

 
資料來源：金門縣政府106 年統計年報 

二、人口密度以金城鎮、金寧鄉、烈嶼鄉等三個地區最高 

金門縣各鄉鎮市106 年人口密度，依序以金城鎮、金寧鄉、烈嶼鄉等三個

地區最高，其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分別為1,994人、1,033人、794人。而人口密

度最低的地區為金沙鎮，其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為499人；次低者為烏坵鄉，其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為571人；第三低者為金湖鎮，其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為

705人。 

三、人口戶量呈現逐年上升趨勢，每戶平均人口數3.44人 

金門縣每戶平均人口數之戶量呈現逐年上升趨勢，由97年2.82人升

至106年3.44人，升幅21.99％。金門縣各鄉鎮中，106年戶量最高者為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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坵鄉，次高者為烈嶼鄉及金寧鄉，其戶量分別為5.11人、4.05人、3.60

人；戶量最低者為金沙鎮，次低者為金湖鎮，第三低者為金城鎮，其戶

量分別為3.26 人、3.30 人、3.36 人。 

表2 金門縣106年各鄉鎮市人口數及性比例 

單位:人 

 
資料來源：依據本府民政處1221-00-02-2  

表編製註:性比例為每百女子所當男子數 

 

四、性比例金門縣10年期間呈現下降趨勢，以烈嶼鄉性比例96.96最低，烏坵

鄉性比例102.06最高 

（一）金門縣97年起，性比例呈現下滑趨勢 

性比例為每百女子所當男子數，金門縣106 年總人口數137,456人，男

性人口數68,722人，占總人口數50.00%，女性人口數68,734 人，占總人

數50.00%;比較10 年期間性比例，金門縣97年111.72，106年99.98，性比

例呈現下降趨勢，106年性比例99.98為最低，男性人口數與女性人口數差

距減少。 

 

 

 

鄉鎮別
戶數

(戶)

人口數

合計
男 女

戶量

(人/戶)

人口密度

(人/平方

公里)

性比例
占金門縣總

人口比率

金城鎮 12,872 43,285 21,611 21,674 3.36 1994 99.71 31.49

金湖鎮 8,911 29,413 14,780 14,633 3.30 705 101.00 21.40

金沙鎮 6,300 20,535 10,162 10,373 3.26 499 97.97 14.94

金寧鄉 8,570 30,838 15,571 15,267 3.60 1033 101.99 22.43

烈嶼鄉 3,136 12,700 6,252 6,448 4.05 794 96.96 9.24

烏坵鄉 134 685 346 339 5.11 571 102.06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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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金門縣97年至106年性比例 

單位：％ 

 
 

資料來源：金門縣政府106 年統計年報 

（二）烈嶼鄉性比例96.96最低，烏坵鄉性比例102.06最高 

金門縣各鄉鎮市中人口數以金城鎮最高，人口數為21,674人，其性比例

為99.71，是各鄉鎮市中性比例第三低，金寧鄉人口數第二高，其性比例第一

高101.99，金湖鎮人口數第三高，其性比例101.00 第三高，烏坵鄉人口數是

各鄉鎮中最少者，其性比例102.06卻為本縣最高者。 

五、金門縣人口年齡分配，自103 年開始老年人口數大於幼年人口數，10 

年期間老年人口數女性均多於男性並逐年增加 

（一）金門縣106 年人口年齡分配占總人口數比率，幼年人口數9.84％，青壯

年人口數77.92％，老年人口數12.24％，且10年期間老年口數，97年至105年

男性均多於女性，106開始女性多於男性 

金門縣106年總人口數137,456 人，其中幼年人口數(0-14歲)13,520 

人，男性人口數7,077 人，女性人口數6,443 人，占總人口數9.84％；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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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年人口數(15-64 歲)107,105 人，男性人口數53,572人，女性人口數

53,533人，占總人口數77.92％；老年人口數(65 歲以上)16,831人，男性

人口數8,073人，女性人口數8,758 人，占總人口數12.24％。 

比較10年期間即97年至106年人口年齡變動情形，106年總人口數較97

年增加52,886人，增加62.54%，男性增加24,097人，女性增加28,789 人，

且10 年期間老年人口數，97年至105年男性均多於女性，106年開始女性多

於男性。 

表3 金門縣97 年至106年人口年齡分配 

單位：人 

 
資料來源：金門縣政府106 年統計年報 

年度別 性別 總計 0-14歲 15-64歲 65歲以上 0-14歲% 15-64歲% 65歲以上%
計 84,570 11,910 61,901 10,759 14.08 73.19 12.72
男 44,625 6,242 33,006 5,377 13.99 73.96 12.05
女 39,945 5,668 28,895 5,382 14.19 72.34 13.47
計 93,803 12,852 69,614 11,337 13.70 74.21 12.09
男 48,475 6,674 36,170 5,631 13.77 74.62 11.62
女 45,328 6,178 33,444 5,706 13.63 73.78 12.59
計 97,364 12,859 72,834 11,671 13.21 74.81 11.99
男 49,871 6,672 37,423 5,776 13.38 75.04 11.58
女 47,493 6,187 35,411 5,895 13.03 74.56 12.41
計 103,883 12,894 78,606 12,383 12.41 75.67 11.92
男 52,631 6,704 39,970 5,957 12.74 75.94 11.32
女 51,252 6,190 38,636 6,426 12.08 75.38 12.54
計 113,111 13,260 86,943 12,908 11.72 76.87 11.41
男 57,062 6,875 44,010 6,177 12.05 77.13 10.83
女 56,049 6,385 42,933 6,731 11.39 76.60 12.01
計 120,713 13,608 93,551 13,554 11.27 77.50 11.23
男 60,687 7,063 47,138 6,486 11.64 77.67 10.69
女 60,026 6,545 46,413 7,068 10.90 77.32 11.77
計 127,723 13,941 99,490 14,292 10.92 77.90 11.19
男 64,034 7,221 49,957 6,856 11.28 78.02 10.71
女 63,689 6,720 49,533 7,436 10.55 77.77 11.68
計 132,799 13,853 104,105 14,841 10.43 78.39 11.18
男 66,591 7,226 52,258 7,107 10.85 78.48 10.67
女 66,208 6,627 51,847 7,734 10.01 78.31 11.68
計 135,114 13,674 105,671 15,769 10.12 78.21 11.67
男 67,572 7,145 52,876 7,551 10.57 78.25 11.17
女 67,542 6,529 52,795 8,218 9.67 78.17 12.17
計 137,456 13,520 107,105 16,831 9.84 77.92 12.24
男 68,722 7,077 53,572 8,073 10.30 77.95 11.75
女 68,734 6,443 53,533 8,758 9.37 77.88 12.74
計 52,886 1,610 45,204 6,072
男 24,097 835 20,566 2,696
女 28,789 775 24,638 3,376
計 62.54 13.52 73.03 56.44
男 54.00 13.38 62.31 50.14
女 72.07 13.67 85.27 62.73

102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3年

104年

97年與106

年增減%

105年

106年

97年與106

年增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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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門縣人口年齡分配，自103年開始金門縣老年人口數呈現大於幼年人

口數幼年人口數(0-14歲)，106 年較97年增加1,610人，增加13.52%，男性

增加835 人，女性增加775 人。 

青壯人口數(15-64 歲)，106年較97 年增加45,204人，增加73.03%，男

性增加20,566人，女性增加24,638 人。 

老年人口數(65歲以上) ，106年較97年增加6,072 人，增加56.44%，男

性增加2,696 人，女性增加3,376 人。 

圖3 金門縣97 年至106 年人口年齡分配 

單位:人 

 

資料來源：金門縣政府106 年統計年報 

10年期間變動情形，青壯人口數(15-64歲)，呈現逐年增加，幼年人口數(0-

14 歲)至103年之前呈現逐年上升情形，自104年開始出現減少情形，老年人口

數(65 歲以上)則呈現逐年上升情形，自103 年開始金門縣老年人口數呈現大

於幼年人口數情形。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105年至150年)」推估高齡人



 

7 

 

口三階段變動趨勢，老年人口106年超過幼年人口，而金門縣自103年即開始

出現老年人口數大於幼年人口數情形， 較全國推估約提早3年。 

 

參、金門縣高齡人口結構現象與比較 

依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數占總人口數比例

達7％時，稱為高齡化社會，達到14%時稱為高齡社會，倘若老年人口比例達

到20%時，則稱為超高齡社會。 

一、金門縣高齡人口結構已呈現高齡化現象 

金門縣106 年總人口數137,456 人，老年人口數(65 歲以上)16,831人，

占總人口數的12.24％。依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65 歲以上老年人口

數占總人口數的比例達到7%時稱為高齡化社會，金門縣自73年老年人口數占總

人口數的7.01％，人口年齡分配已達到高齡化社會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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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金門縣65 歲以上人口比率 
單位:％ 

 

資料來源：金門縣政府106 年統計年報 

 

106 年我國及金門縣老年人口數占總人口數比率分別為13.86%及12.24，

屬第一階段高齡化社會階段，且10年期間金門縣老年人口數占總人口數比率97

至101年高於全國，於102年起低於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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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全國與金門縣老年人口比率 
單位:％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改制後】縣市重要統計指標 

二、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依全國22個縣市地區排序，金門縣為第17位 

我國106 年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13.86%，依全國22 個縣市地區排序，

嘉義縣18.46％，全國第1位，雲林縣17.55％，全國第2 位，南投縣16.52%，全

國第3 位，金門縣12.24％，全國第17位，低於全國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約

1.62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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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97年至106年各縣市老年人口年齡比率單位 

單位：％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改制後】縣市重要統計指標 

肆、高齡化社會及影響 

高齡化程度將持續增加，成為目前全球必需面對的現象，依據國家發

展委員會105 年8 月出版「中華民國人口推估(105 年至150 年)」105 年

至150 年之中推估結果，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數所占比率將由13.2%增加為

38.9%；老化指數將由98.8 增加406.9；顯示全國成為高齡化社會腳步愈

來愈快，青壯年人口扶養負擔加重，也成為政府部門未來勢必面臨的一項

挑戰。 

面對即將到來的高齡社會，長期照護等醫療照護需求勢必快速增加，

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及銀髮產業發展等相關政策，需儘早規劃，以營造健康

縣市地區別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6年排序

總計 10.43 10.63 10.74 10.89 11.15 11.53 11.99 12.51 13.2 13.86

臺灣地區 10.42 10.62 10.74 10.88 11.15 11.53 11.99 12.52 13.21 13.88

嘉義縣 15.35 15.56 15.65 15.79 16.04 16.43 16.84 17.28 17.9 18.46 1

雲林縣 14.73 14.91 15.04 15.28 15.49 15.77 16.1 16.47 17.09 17.55 2

南投縣 13.22 13.39 13.56 13.74 13.94 14.3 14.71 15.21 15.86 16.52 3

臺北市 12.31 12.6 12.67 12.76 13.04 13.5 14.08 14.76 15.55 16.37 4

屏東縣 12.26 12.49 12.63 12.79 13.1 13.54 13.96 14.49 15.2 15.83 5

臺東縣 12.93 12.98 13.05 13.16 13.47 13.71 14.02 14.42 14.97 15.56 6

澎湖縣 14.91 14.63 14.48 14.5 14.28 14.31 14.46 14.77 15.09 15.54 7

苗栗縣 13.21 13.33 13.4 13.43 13.54 13.69 13.9 14.28 14.8 15.41 8

宜蘭縣 12.83 13.01 13.1 13.22 13.33 13.54 13.83 14.23 14.82 15.34 9

花蓮縣 12.26 12.41 12.52 12.68 12.94 13.21 13.56 14.07 14.7 15.33 10

基隆市 10.77 10.96 11.02 11.19 11.55 11.99 12.55 13.2 13.96 14.81 11

彰化縣 11.79 11.98 12.09 12.21 12.47 12.81 13.21 13.64 14.21 14.78 12

臺南市 11.35 11.54 11.6 11.65 11.85 12.2 12.62 13.09 13.77 14.38 13

高雄市 9.81 10.11 10.29 10.5 10.87 11.38 11.95 12.61 13.44 14.22 14

嘉義市 10.64 10.86 10.98 11.17 11.49 11.86 12.31 12.74 13.44 14.16 15

新北市 7.76 8.04 8.27 8.54 8.97 9.48 10.1 10.81 11.71 12.6 16

金門縣 12.72 12.09 11.99 11.92 11.41 11.23 11.19 11.18 11.67 12.24 17

新竹縣 11.2 11.28 11.15 11.08 11.06 11.09 11.22 11.43 11.7 11.99 18

新竹市 9.29 9.37 9.39 9.44 9.59 9.81 10.12 10.5 11.01 11.51 19

臺中市 8.37 8.57 8.69 8.83 9.06 9.39 9.79 10.29 10.91 11.5 20

桃園市 8.05 8.18 8.24 8.37 8.58 8.9 9.31 9.67 10.22 10.79 21

連江縣 9.85 9.66 9.43 9.66 9.32 9.32 9.47 9.81 10.22 10.5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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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之高齡社會。 

一、金門縣扶養比97年至104年呈現逐年下降情形，105年開始略為上升 

金門縣97年扶養比36.62%，即每100位青壯年人口要扶養幼年加老年人口

數約為36.62人，106年扶養比28.34%，比較減少8.28百分點。比較10年期間

扶養比變動，97年至104年呈現逐年下降情形，105年開始略為上升。 

圖6 金門縣97 年至106 年扶養比與老化指數 
單位:% 

 

資料來源：金門縣政府106 年統計年報 

扶老比金門縣97 年17.38%，即每100 位青壯年人口要扶養老年人口數約

為17.38 人，106 年扶老比15.71%，每100 位青壯年人口要扶養老年人口數約

為15.71人，比較10年期間扶老比變動情形，96年至104年呈現逐年下降情形。，

105年開始略為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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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97年至106年各縣市扶養比 

單位:％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改制後】縣市重要統計指標 

我國106年扶養比36.95%，依全國22個縣市地區排序，臺北市43.17％，為

全國最高第1位，雲林縣41.57％，為全國第2位，新竹市40.42%與新竹縣39.91%

分列第3位與第4位，金門縣28.34％，為全國第22位，低於全國扶養比約8.61百

分點。 

二、金門縣高齡福利指標與施政措施 

邁向高齡化社會已為全球趨勢，隨高齡人口增加，除影響人口結構改變

外，扶養比、勞動力參與、老人安養照護等問題亦隨之而來，如何在維護老

人尊嚴與提供友善社會環境間達成平衡，亦為重要課題之一，金門縣地方政

縣市地區別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扶養比

排序

總計 37.7 36.93 35.85 35.07 34.74 34.85 35.08 35.28 36.13 36.95

臺灣地區 37.71 36.94 35.86 35.08 34.77 34.89 35.12 35.33 36.19 37.01

臺北市 38.65 38.3 37.61 37.37 37.69 38.46 39.37 40.28 41.77 43.17 1

雲林縣 45.16 44.34 43.3 42.58 41.98 41.66 41.36 40.9 41.38 41.57 2

新竹市 41.61 40.95 39.9 39.22 39.03 39.04 39.26 39.25 39.76 40.42 3

新竹縣 45.61 44.51 42.98 41.69 40.73 40.27 40.03 39.61 39.75 39.91 4

苗栗縣 43.39 42.34 41.1 40.06 39.64 39.61 39.64 39.57 39.71 39.76 5

嘉義縣 44.4 43.46 42.16 40.88 40.06 39.67 39.37 38.9 39.21 39.43 6

嘉義市 41.77 40.88 39.68 38.65 37.98 38.02 37.99 37.71 38.38 39.11 7

彰化縣 41.42 40.67 39.58 38.67 38.22 38.11 38.03 37.95 38.59 39.02 8

南投縣 41.92 40.74 39.61 38.61 37.87 37.64 37.47 37.32 37.75 38.21 9

臺東縣 41.7 40.77 39.66 38.62 38.15 37.77 37.48 37.2 37.64 38.09 10

宜蘭縣 41.75 40.77 39.58 38.48 37.51 37.15 37.01 36.85 37.44 37.99 11

花蓮縣 40.16 39.15 38.05 37.12 36.57 36.45 36.46 36.55 37.3 37.94 12

臺南市 37.35 36.57 35.38 34.66 34.32 34.49 34.7 34.86 35.71 36.55 13

屏東縣 39.58 38.56 37.28 36.01 35.39 35.31 35.23 35.19 35.9 36.52 14

澎湖縣 42.62 40.71 39 38.08 36.69 36.12 35.9 35.49 35.52 35.93 15

高雄市 34.82 34.29 33.41 32.76 32.62 32.94 33.35 33.67 34.79 35.78 16

臺中市 37.14 36.21 34.98 34.03 33.54 33.53 33.58 33.82 34.59 35.36 17

桃園市 38.43 37.29 35.85 34.75 34.01 33.73 33.62 33.68 34.32 35.03 18

基隆市 36.11 35.08 33.66 32.41 31.87 31.78 31.86 32.09 33.06 34.18 19

新北市 31.85 31.3 30.4 29.9 29.92 30.29 30.88 31.28 32.38 33.51 20

連江縣 32.68 31.94 31.43 31.55 29.49 29.03 28.56 28.75 29.66 29.51 21

金門縣 36.62 34.75 33.68 32.16 30.1 29.03 28.38 27.56 27.86 28.3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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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實施各項老人福利措施，以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施行現況與運用情形配

如下。 

 

（一）金門縣營造高齡友善之老人福利政策現況比較 

1.金門縣政府106 年老人福利及活動，包括配合中央政策辦理項目如下表。 

表6 金門縣106年老人福利及活動一覽表 
                 單位:項 

     

 
資料來源：金門縣政府社會處  

2.高齡照護及服務，老人可享有之長期照顧安養機構個數金門縣比全國平均數少 

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數97年1家，101年起2家。 

 

 

編號 項目

1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2 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3 金門縣中低收入老人傷病醫療及住院看護費

4
長期照顧服務-含居家服務、日間照顧、交通接送、專業服務、輔居服務及居家無

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喘息服務

5 老人搭乘北高桃捷運票價補助

6 金門縣失能老人入住機構安置費用補助

7 金門縣中低收入老人住宅改善補助

8 金門縣歷經戰地軍管時期老人慰助金

9 金門縣老人假牙補助

10 金門縣獨居老人送餐服務

11 金門縣獨居老人緊急救援系統

12 金門縣失智老人受心手鍊

13 金門縣老人團體裝設有線電視補助

14 金門縣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15 65歲以上老人全民健康保險由中央健保署予以補助

16 金門縣政府居家服務使用者自付額補助

17 金門縣政府補助老人團體充實休閒活動中心內部設施補助

18 金婚及鑽石婚表揚大會

19 重陽敬老活動

20 百歲人瑞慰問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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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97年至106年金門縣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數 

單位:家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改制後】縣市重要統計指標 

以每萬名老人所享有之長期照顧、安養機構個數指標項比較，金門縣每萬老

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數97年0.93 家，101 年最高1.55 家，為10年期間最多，

106年1.19家;比較106 年每萬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數，全國3.37 家，台灣地

區3.3 家，金門縣較全國與台灣地區平均數為少。 

圖8 97年至106年每萬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數 

單位:家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改制後】縣市重要統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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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經濟安全保障相關比較 

(1)金門縣每百位老人中接受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與老農津貼之人數106年

19.89人，10年期間逐年下降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與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付人數占老年人口比率(％)

指標項，即為每百位老人中接受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與老農津貼之人數。 

金門縣每百位老人中接受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與老農津貼之人數，97年

36.39人，106 年19.89人，10年期間逐年下降，比較10年期間台灣地區與全國核

付人數占老年人口比率亦呈現逐年下降趨勢。 

比較106年每百位老人中接受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與老農津貼之人數，全國

22.92人，台灣地區22.94 人，金門縣19.89人為較低。 

 

圖9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與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付人數占老年人口比率 

單位:%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改制後】縣市重要統計指標 

(2)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與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付金額占總決算歲出比率，

金門縣106年2.35% 

金門縣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與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付金額占總決算歲

出比率，97 年2.98%，106 年2.35%，98 年至105年期間占總決算歲出比率約為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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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至2.95%之間，98 年比率最低2.21%。 

圖10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與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付金額占總決算歲出比率 

單位:%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改制後】縣市重要統計指標 

比較10 年期間全國各縣市占總決算之比率約在5.80%至7.28%之間，可以

看出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與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二者在各縣市資源配置的重

要性及財政負擔之影響。 

金門與台灣地區與全國占總決算歲出比率比較為較低。其原因可能除了與

核付人數相關之外，亦可能與當年度預算規模大小有關，以106年核付金額占總

決算歲出比率排序，金門縣居第17序位，其中以嘉義縣21.71%最高居第1序位，

雲林縣20.06%居第2序位，居於前5序位者，均屬國內以農林漁牧業為重的縣市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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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與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付金額占總決算歲出比率 

                                                                單位%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改制後】縣市重要統計指標 

 

 

 

 

 

 

 

 

 

 

 

 

 

 

 

 

縣市地區別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6年

排序

總計 7.28 6.74 6.59 5.8 6.58 6.63 6.47 6.36 6.4 6.22

臺灣地區 7.35 6.83 6.66 5.87 6.64 6.7 6.53 6.43 6.46 6.29

嘉義縣 19.47 19.25 16.68 20.15 22.37 22.41 22.19 20.82 21.82 21.71 1

雲林縣 22.24 18.35 22.31 19.94 23.13 22.28 21.07 20.79 20.93 20.06 2

彰化縣 21.14 16.36 17.32 17 18.01 18.34 17.16 17.19 17.57 17.46 3

屏東縣 15.84 16.02 13.42 13.31 16.79 17.59 17.82 17.09 17.99 17.06 4

南投縣 14.18 11.84 12.37 13.91 15.34 14.82 14.88 15.4 14.83 15.2 5

苗栗縣 12.72 11.02 10.23 10.53 11.18 11.37 11.2 12.16 15.11 13.16 6

臺南市 11.91 11.7 10.66 8.74 9.35 9.9 10.37 10.81 10.54 10.19 7

澎湖縣 8.36 8.39 8.22 7.36 8.05 7.81 8.29 7.79 8.34 8.63 8

新竹縣 7.41 6.85 7.12 6.72 7.82 8.44 7.07 7.31 7.11 7.77 9

宜蘭縣 8.49 7.64 7.52 7.08 8.48 8.12 7.86 7.37 7.24 7.58 10

臺東縣 9.7 9.14 6.97 7.9 9.06 9.32 9.08 9.05 9.09 7.11 11

花蓮縣 6.89 6.73 6.93 6.29 7.25 6.9 6.7 6.58 6.78 6.44 12

高雄市 6.17 5.4 5.53 5.06 6.03 6.2 5.99 6.29 6.69 6.37 13

臺中市 6.01 6.12 5.83 4.61 5.17 4.76 4.95 4.53 4.28 4.31 14

嘉義市 4.04 3.58 3.75 3.58 4.47 4.39 4.26 4.12 4.17 3.81 15

桃園市 6.55 6.18 6.04 5.01 5.59 5.54 4.96 3.57 3.46 3.17 16

金門縣 2.98 2.21 2.75 2.27 2.95 2.86 2.67 2.23 2.6 2.35 17

新竹市 1.98 2.1 2.4 2.18 2.36 2.4 2.26 2.15 2.23 2.08 18

新北市 2.54 2.49 2.43 1.69 1.93 1.99 1.88 1.91 1.92 2.01 19

基隆市 2.23 1.66 1.74 1.65 2.06 1.98 1.88 1.92 1.94 1.95 20

臺北市 0.84 0.76 0.7 0.64 0.73 0.74 0.73 0.78 0.79 0.77 21

連江縣 0.36 0.33 0.27 0.23 0.34 0.34 0.34 0.33 0.3 0.2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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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齡人口在勞動就業與社會參與狀況，106年金門縣高齡人口就業約0.59千人，

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2.63% 

金門縣97年就業者約17.49千人，高齡65歲以上就業者0.54千人，106

年就業者約22.36千人，高齡65歲以上就業者約0.59千人，比較97年至106

年期間就業者高齡人口，均為0.50千人至0.78千人之間。 

表8 金門縣就業者之年齡分配 

                                                                     單位：千人 

 

   資料來源：金門縣人力資源調查報告 

高齡65歲以上就業者年齡結構，即65歲及以上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

分比，比較金門縣與台灣地區，金門縣97年3.1%，106年2.63%，台灣地區97

年1.83%，106 年2.39%，106年全國22個縣市比例由高至低排序，嘉義縣

6.59%最高居第1位，雲林縣5.52%第2位，連江縣5.28%第3 位。金門縣居第

12名，10年期間均位於2.57%至3.57%之間，變化不大。 

 

 

年別 總計 15-24歲 25-44歲 45-64歲
65歲及

以上

97年 17.49 0.97 8.10 7.88 0.54

98年 17.98 1.19 8.25 8.00 0.54

99年 18.34 1.12 8.24 8.48 0.50

100年 18.70 1.07 8.37 8.66 0.60

101年 19.42 1.32 9.00 8.44 0.66

102年 19.92 1.28 9.37 8.76 0.51

103年 20.71 1.41 9.56 9.08 0.66

104年 21.26 1.52 9.63 9.44 0.67

105年 21.95 1.46 9.71 10.00 0.78

106年 22.36 1.44 9.82 10.51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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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就業者之年齡別結構-65歲及以上 
                                                單位：%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改制後】縣市重要統計指標 

縣市地區別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6年

排序

臺灣地區 1.83 1.89 1.9 1.84 1.9 2 2.14 2.24 2.29 2.39

嘉義縣 5.63 5.79 5.74 5.65 4.91 5.7 6.32 6.89 6.88 6.59 1

雲林縣 4.63 5.03 4.38 4.24 3.92 4.23 5.06 5.55 5.4 5.52 2

連江縣 3.16 3.11 2.6 3.09 3.94 4.03 3.58 3.88 4.36 5.28 3

南投縣 3.03 3.54 3.56 3.01 3.74 3.69 4.06 4.13 3.24 4.1 4

臺東縣 3.5 3.69 3.7 3.23 3.99 3.75 4.18 4.06 3.57 3.78 5

臺南市 3.14 2.88 2.8 3.24 3.14 3.42 3.6 3.5 3.51 3.59 6

宜蘭縣 2.81 2.79 3.32 3.07 3.14 3.25 3.35 3.24 3.11 3.52 7

屏東縣 2.6 2.7 2.14 2.14 2.07 2.41 2.45 2.64 3.3 3.45 8

彰化縣 2.85 2.84 2.97 2.78 3.32 3.07 2.85 2.81 2.87 3.19 9

苗栗縣 2.36 2.56 2.83 2.26 2.19 2.19 2.11 2.14 2.38 2.76 10

花蓮縣 2.49 2.73 2.81 2.65 2.16 2.33 2.92 2.61 2.71 2.7 11

金門縣 3.1 3.02 2.7 3.2 3.41 2.57 3.19 3.16 3.57 2.63 12

高雄市 1.53 1.66 1.83 1.67 1.68 1.99 1.91 2.02 2.21 2.41 13

嘉義市 1.26 1.34 1.35 1.19 1.14 1.6 1.81 1.84 2.01 2.38 14

臺北市 1.44 1.42 1.41 1.52 1.75 1.65 1.89 2.15 2.3 2.13 15

新竹縣 1.39 1.7 1.93 1.92 1.59 1.33 2.04 1.97 1.37 1.71 16

臺中市 1.29 1.4 1.52 1.49 1.54 1.53 1.62 1.83 1.83 1.65 17

基隆市 0.98 0.99 0.89 0.89 1.08 1.37 1.62 1.63 1.45 1.57 18

新北市 0.74 0.8 0.75 0.71 0.74 0.9 0.94 1 1.2 1.36 19

澎湖縣 1.89 0.82 1.51 1.61 2.13 2 2.19 2.24 1.51 1.31 20

新竹市 1.46 1.36 1.4 1.36 1.49 1.4 1.64 0.97 0.87 1.15 21

桃園市 0.61 0.66 0.63 0.53 0.71 0.7 0.9 1.06 1.03 1.09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