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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5 月起
更新、蒐集最新數據，
並進行推估作業

6/17 、 7/7 、 7/22
召開 3 次專家諮詢會
議，確認推估方法、
假設及推估結果

8/18
提報國發會委員會議，供
各界及相關部會參考運用

委員會議後
報 院 核 備 並 發 布 於 本 會
「人口推估查詢系統」 註

及「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Step 2

Step 3

Step 4

註： 「人口推估查詢系統」網址為：  https://pop-proj.ndc.gov.tw/。

人口是國家構成的基本要素之一，人口結構轉變攸關國家整體經社發
展，為掌握我國未來人口可能變化，本會自 1966 年起辦理未來人口
推估，並於 2006 年改以每 2 年定期辦理，供各界及相關部會參考運
用

01 前言

https://pop-proj.n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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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估方法與假設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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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戶籍人口資料為基礎，透過出生、死亡及國際淨遷徙假設，推估至
2070 年各年男、女性年底單齡人口數

採用年輪組成法進行推估
推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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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推估重要假設
假設設定：參酌專家意見完成重要假設

推估區間

生育率

預期壽命

社會增加

由前次 2065 年延長
推估至 2070 年

•透過死亡推估模型及
生命表進行估算
•2065 年 男 、 女 性 預
期壽命較前次推估微
增 0.4 歲及 0.1 歲

•依過去生育率趨勢與
專家學者建議，完成
1.5 人、 1.2 人及 0.9 人
之高、中、低推估設定

•依國人及外國人遷徙
趨勢設定，並配合武
漢肺炎疫情予以調整
•2065 年男、女性社會
淨增加合計較前次推
估多 1 千人



出生假設：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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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5 人 2070 年
高推估 1.5 人
中推估 1.2 人
低推估 0.9 人

0.89955
0.9

1.19955
1.2

1.4995
1.5

1.81 

1.05 

高推估

中推估

低推估

2045 年達成假設水準後維持

前次推估假設
本次推估假設
( 多考慮生肖效應 )

1

假設設定：參酌專家意見完成重要假設



死亡假設：預期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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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77.7

82.30077
4334843

3

82.56625
6539838

476.8

84.2

88.66831
7659514

9
88.95516
9484912

1
女性

男性

(2065 年 )

前一版 2065 年  女性 88.6 歲
　　　 　　　 男性 81.9 歲

前次推估假設
本次推估假設

2019 年 2070 年男性 77.7 歲
女性 84.2 歲

男性 82.6 歲
女性 89.0 歲

2

假設設定：參酌專家意見完成重要假設



8 女性

男性
0

社會增加假設 ( 主要為國際遷徙 )

9

前次推估假設
本次推估假設

武漢肺炎疫情影響國際遷徙，
預估今年國際遷徙人數轉負值
男性 -5 千人
女性 -6 千人

前一版 2065 年  女性 8 千人
　　　 　　　 男性 7 千人

2019 年 2070 年男性 +4 千人
女性 +9 千人

男性 +8 千人
女性 +8 千人

3

假設設定：參酌專家意見完成重要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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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70 年
人口推估結果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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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推估結果與前次比較 ( 中推估 )

本次 (2020 年 ) 前次 (2018 年 ) 說　明

人口負成長
時點 2020 年 ( 提前 ) 2022 年 武漢肺炎疫情，

國際淨遷徙轉負

「超高齡社會」
進入時點 2025 年 ( 提前 ) 2026 年

幼年人口下降，
提前邁入超高齡社會

1990-2027 年
( 延長 )

1990-2026 年人口紅利
期間

幼年人口下降，
扶養比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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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人口數 ( 萬人 )

自 2020 年轉為負成長
— 總人口 ( 年底數 ) 負成長時點較前次推估提前 2 年
— 人口快速老化，死亡數加速擴增，人口減少速度將日益增快

總人口

出生及死亡變動 ( 萬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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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020 年起為中推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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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數 死亡數≈

死亡數
出生數

人口自然增加 人口自然減少18
18

2070 年死亡數為 2020 年之 1.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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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後大學學齡人口規模減少
— 2020-2030 年間 18-21 歲大學學齡人口將減少 31 萬人，減幅大於其他學齡人口
— 18 歲大學入學年齡人口 2020 年約 25 萬人， 2027 年將首次低於 20 萬人

學齡人口

各級學齡人口數 ( 萬人 )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2060 2070

223 238 194 156 121 99 91 77 68 58

236 226
205

190
128 123 96 86 74 63

159 149
161

129

110
79

67 62 53 46

18-21 歲大學學齡人口
12-17 歲國 / 高中學齡人口
 6-11 歲國小學齡人口

2020 至 2030 年
•大學學齡人口減少 31 萬人 ( 或 28%)
•國 / 高中學齡人口減少 5 萬人 (4%)
•國小學齡人口減少 21 萬人 (18%)

註： 2020 年起為中推估值。

18 歲大學入學年齡人口數 ( 萬人 )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350000

400000

450000

249,437 

195,927 

204,954 

112,683 

(2027 年 )
首次低於 20 萬人

(2020
年 )

(2037
年 )



15-64 歲工作年齡 ( 青壯年 ) 人口數 ( 萬人 ) 及占比 (%)

人口紅利期間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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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 2020 年起為中推估值。
註 2 ：人口紅利係指工作年齡人口相對其他年齡層較充沛，對經濟發展有利；上圖係以工作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大於 66.7% 作為衡量標準。

工作年齡人口

2015 年：工作年齡人口達最高峰 1,737 萬人 ( 占 73.9%)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2060 2070

63.6 66.7 70.3
73.6 71.4

65.2
59.9

54.1 51.0 49.5

45-64 歲
30-44 歲
15-29 歲

67.0
 1,136 

 1,361 
 1,565  1,705  1,683 

 1,513 
 1,328 

 1,101 
 925 

 783 
人口紅利期間
1990-2027 年

— 推估人口紅利期間為 1990 至 2027 年，較前次推估延長 1 年
— 工作年齡人口結構趨於老化，由 2020 年每 10 位中有 4 位為 45-64 歲中高齡

者， 2040 年轉變為每 2 位即有 1 位為中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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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後我國進入超高齡社會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數 ( 萬人 ) 及占比 (%)

註： 2020 年起為中推估值。

— 2020 年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 16.0% ， 2025 年邁入國際定義之「超高齡
社會」 ( 占比增加為 20%) ，較前次推估提前 1 年

— 老年人口年齡結構快速高齡化， 2020 年超高齡 (85 歲以上 ) 人口占老年人
口 10.3% ， 2070 年增長至 27.4%

老年人口

0

2000000

4000000

6000000

8000000

47 萬人
149 萬人 (7.1%)

343 萬人 (14.6%)

469 萬人 (20.0%)

746 萬人 (36.6%)

2050 年達最高峰

180 萬人

658 萬人 (41.6%)

1993
高齡化

社會

2018
高齡
社會

2025
超高齡
社會 ( ) 中數字表示 65+ 占總人口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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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人口課題因應對策少子化
• 落實 0 至 6 歲國家一起養政策，完備幼兒全面照顧環境
推動｢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擴增平價教保服務，並提高育兒補助，減輕家長負擔，同
時營造友善職場環境，提高國人生育意願

• 調配教育資源，提升教育品質
研擬「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協助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合併、改制或轉型

高齡化
• 因應高齡者多元需求，建構共融自主的高齡社會
 提供綜所稅長照扣除額，持續充沛長照 2.0 服務資源；落實社會住宅計畫，建構青銀共居環境
研修「高齡社會白皮書」，提升老人福祉，建構友善環境，推展世代共融

  勞動力
• 強化育才及攬才，提升勞動力素質
增設產學共育專業學院，培育本土數位人才，研修「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強化外

國優秀人才延攬力道
• 友善職場環境，提升勞動力參與率
落實「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推動友善員工家庭協助措施，鼓勵 ( 中 ) 高齡、婦女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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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結語
• 人口結構的變遷，攸關國家經濟、產業、財政、教

育、勞動、國土、醫療等之穩定與發展，各部會刻
正積極推動各項政策預為因應

• 根據本次推估結果，我國少子化、高齡化趨勢將更
趨嚴峻，相關部會宜落實盤點現有政策之效益，以
創新的理念，推動更創新、積極的作法，以維持

　我國經社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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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人口大事紀
1984 年

總生育率降至替
代水準 2.1 人以
下 1990 年

青壯年 人 口 占 比超過
2/3 ，進入人口紅利階
段

1993 年
我國成為高
齡 化 社 會
( 老年 人 口
占 比 超 過
7%)

2010 年
總 生 育 率降至
歷史最 低 0.985
人

2015 年
青壯年人口達最
高峰 1,737 萬人

2018
年

我國成為高
齡社會 ( 老
年人口占比
超過 14%)

2020 年
人口負成長

2027 年
18 歲 ( 大 學 入 學 年
齡 ) 人口首次低於 20
萬人

2028 年
青壯年人口占比低於
2/3 ，人口紅利結束

2034 年
每 2 人即有
1 人超過 50
歲

2025 年
我國成為超
高 齡 社 會
( 老年 人 口
占 比 超 過
20%)

2040 年
每 2 名青壯
年扶養 1 位
老人

註：上圖僅列出 1984 至 2040 年之重要事項。

1997 年
18 歲 ( 大學入學年
齡 ) 人口最多 41 萬
人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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