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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是瞭解社會結構的重要基礎，而人口發展的趨勢可以反映出社會

轉型的軌跡，是社會政策及決定資源配置的參考指標之一，也是企業或政

府在發展上必要的研究指標。本構想蒐集含有村里別的人口概況、社會福

利、國民經濟的相關資料，並利用商業智慧系統 Qlik Sense 平台執行資料

萃取、清理、建模、轉換、移轉和載入至資料倉儲，再將資訊從資料倉儲

中放進分析環境，並做圖表視覺化建構呈現。以瞭解人口與社會發展趨勢

及生活圈居民的特性，議員、立法委員及特定商家也能夠依靠人口數據分

析的結果，去理解地區上人口結構變化及找尋目標客群並發展產品市場。 

 

 

 

 關鍵詞：人口趨勢、社會變遷、商業智慧、Qlik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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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議員及立法委員可以藉由觀察社會人口的轉型趨勢，以瞭解社會變遷

所帶來的結構變化，藉由指標分析，瞭解到生活圈居民特性的狀況。現今

的台灣處於高齡化及少子化社會狀態，對於市場的需求改變與以往有明顯

的不同，可藉由分析各地區的高齡化之情況，從而推估出地區別的長照及

醫療器具的需求量，甚至是進行長照設施的開發建設；分析各地區的少子

化之情況，推出生子補助及加強社會安全體系觀念。藉由分析各地區的所

得趨勢，開發符合當地經濟情況的個性化商品或各項設施。藉由分析各地

區的人口結構，包括性別比、婚姻狀況、教育程度，推廣出合適的產品或

服務等等。 

綜合上述，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使用相關的公開資料，並且建立一套

互動式的視覺化系統，以提供議員及立法委員，能自訂相關資料之查詢條

件，以瞭解其地區上的人口社會結構變遷情形與生活圈的變化，並做出良

好的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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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人口趨勢 

根據溫在弘 (2013) 研究指出人口是瞭解社會結構的重要基礎，國家

發展的根本基石，亦是社會政策評估，都市與區域發展、基礎設施供需規

劃、國家與社會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數據。而人力資源調查統計，為規劃

人力資源分配，策訂國家建設計畫之重要參考，有效運用人力資源，解決

人力市場供需調節等問題(石素梅，2010)。臺灣人口的轉型則醞釀了後續

人口發展不可逆轉的困境(陳信木等人，2019)。臺灣邁入高齡化社會後，

人口結構的改變逐漸成為政府政策制定的重要考量，而社會福利資源也成

為政府處理區域發展失衡問題時的工具(蔡妮娜等人，2014)。 

 

第二節 社會變遷 

台灣近五十年來的人口、婚姻、家庭三個重要面向的變遷，指出臺灣

社會在這些面向上的快速變遷；針對這三種面向所引發的人口新趨勢，包

括人口老化、少子化、單親家庭、單身及未婚政策(薛承泰，2003)。至於

在各面向需求的滿足上，人民會因不同年齡、性別、婚姻、族群、宗教、

身心狀況、居住地區及所得等社會人口特質，而對健康照護、教育、就業、

住宅、交通、環境、社會參與及文化休閒等領域有不同層次的需求(行政院

主計總處，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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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商業智慧 BI 

根據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2022) 指出在全球化的環境下，企業必 

須迅速回應變化，因此商業智慧系統日益受到重視。圖 1 為商業智慧系統 

的組成架構，首先將資料萃取、清理、建模、轉換、移轉和載入至資料倉

儲，再將資訊從資料倉儲中放進分析環境，用以執行產生資料查詢、報表、

分析、探勘與視覺化結果。 

 

圖 1 BI 系統組成架構 

 

第四節 Qlik Sense 

Qlik Sense 是一套商業智慧系統（Qlik Sense 官網，2023） 也是資料

分析平台，可為新產生的分析設定基準。藉由其獨一無二的關聯分析引擎、

純熟的智慧化以及高效能平台，可以讓機構或組織中的每位成員在每一

天，用以分析手上的數據資料做出更好的決策，而成為一個真正由資料驅

動，讓數據說話的企業。本計畫將使用 Qlik Sense 商業智慧系統作為資料

分析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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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步驟 

首先依據研究目的訂定出研究動機；接著為來源數據蒐集與清理；第

三步為完成資料維度模型建立；第四步為利用 Qlik Sense 所提供的資料查

詢、報表、探勘與分析功能進行視覺化資料分析，並配合研究目的來展現

圖表；第五步為討論分析結果；最後的步驟為歸納研究結論與建議。圖 2

為研究步驟圖。 

 

圖 2 研究步驟圖 

 

圖 3 為本系統的資料模型，又稱星狀資料模型，具有以下優點，包括

容易瞭解、資料查詢快速、維度資料表均衡、以及可以方便地容納新的資

料加入。 

 

圖 3 星狀資料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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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為本系統所使用的各資料表、維度、量值，人口年齡性別的資料

內容年份、地區、性別、年齡為維度，年齡人數為量值；人口婚姻狀況的

資料內容年份、地區、性別、婚姻狀況為維度，婚況人數為量值；人口教

育程度的資料內容年份、地區、性別、教育程度為維度，教育人數為量值；

人口家戶特性的資料內容年份、地區為維度，總戶數、老年人戶數、單獨

生活戶數為量值；人口概況指標的資料內容年份為維度，性比例、人口密

度、扶養比、扶幼比、扶老比、老化指數為量值；綜合所得的資料內容年

份、地區為維度，所得總額、平均數、中位數、標準差、第一三分位數、

變異係數為量值；老人福利機構的資料內容地區、名稱、地址、電話為維

度，床位數、經度、緯度為量值；社區照護關懷的資料內容中的地區、單

位、地址、聯絡人、電話為維度，經度、緯度為量值。 

表 1 本系統使用的資料表、維度、量值 

 資料表名稱 維度 量值 

1.  人口年齡性別 年份、地區、性別、年齡 年齡人數 

2.  人口婚姻狀況 年份、地區、性別、婚姻狀況 婚況人數 

3.  人口教育程度 年份、地區、性別、教育程度 教育人數 

4.  
人口家戶特性 年份、地區 

總戶數、老年人戶

數、單獨生活戶數 

5.  

人口概況指標 年份、地區 

性比例、人口密度、

扶養比、扶幼比、扶

老比、老化指數 

6.  

綜合所得 年份、地區 

所得總額、平均數、

中位數、標準差、第

一三分位數、變異數 

7.  老人福利機構 地區、名稱、地址、電話 床位數、經度、緯度 

8.  
社區照護關懷 

地區、單位、地址、聯絡人、

電話 
經度、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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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流程 

採用商業智慧軟體 Qlik Sense 來進行數據分析。圖 4 為本系統工作表

總覽畫面。 

 

圖 4 工作表 

 

一、 生活圈指標 

圖 5 為生活圈指標的視覺化圖表呈現，使用的圖表物件包括篩選器及

KPI。本節蒐集了 100 至 110 年，且含有縣市、鄉鎮市區及村里的相關資

料，並整理了包含人口指標、財稅綜合所得稅總額統計、住宅家戶數、人

口婚姻狀況及教育程度特性統計的資料集。透過 KPI 功能簡單的觀察到各

地區人口密度、性別比、扶幼比、扶老比、扶養比、老化指數、綜合所得

的平均指標；總家戶數、單獨生活戶數、老年人戶數、性別人數、婚況人

數、教育程度人數的總額指標。透過以上指標分析，可以簡單快速的瞭解

生活圈的變化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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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生活圈指標 

 

二、 人口概況 

圖 6 為人口概況的視覺化圖表呈現，使用的圖表物件包括篩選器、折

線圖、長條圖及地圖。本節蒐集了 100 至 110 年，且含有縣市、鄉鎮市區

及村里的相關資料，並整理了人口指標的資料集。透過折線圖與組合圖瞭

解性別比 1、扶養比 2、扶幼比 3、扶老比 4及老化指數 4的趨勢，特別觀察

目前存在的高齡化與少子化的現象，能夠依照各地區的少子化情形提供補

助福利或育兒環境品質，能夠依照各地區的高齡化情形推廣合適的各種社

會福利，包括透過地圖呈現的老人福利機構與社區照護關懷據點，能夠瞭

解到各地區福利機構據點的分布情形。 

 

 

 

 

 

1 性別比：男性人口對女性人口的比例，即每百女子相對男子數。(男性人口數÷女性

人口數)×100 

2 扶養比：即每 100 個青壯年人口所需扶養依賴人口數。[(幼年人口數+老年人口數)÷

青壯年人口數]×100 

3 扶幼比：即每 100 個青壯年人口所需扶養幼年人口數。幼年人口÷青壯年人口×100。 

4 扶老比：即每 100 個青壯年人口所需扶養老年人口數。老年人口÷青壯年人口×100 

5 老化指數：衡量一地區人口老化程度之指標。(老年人口數÷幼年人口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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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人口概況 

圖 6-1 為人口指標趨勢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扶老比及扶養比是逐年

增加的，扶幼比是逐年減少的，代表幼年人口持續下降老年人口持續上升，

工作年齡人口也需負擔較重。 

圖 6-2 為老化指數縣市趨勢，利用篩選器篩選 110 年的分析結果，可

以看出嘉義縣老化指數是最高的，而桃園市是最低的，且相差了 200多。 

圖 6-3 為人口性別比趨勢，篩選出新北市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出 103

年之前性別比大於 100，104 年之後性別比小於 100，得知原本男性是較多

於女性的，到目前已是女性多於男性了。 

 

圖 6-1 扶養比扶幼比扶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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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老化指數縣市趨勢 

 

圖 6-3 人口性別比趨勢 

 

三、 高齡社會福利 

圖 7 為高齡社會福利的視覺化圖表呈現，使用的圖表物件包括篩選

器、搜尋表格及 KPI。本節蒐集了 111 年，且含有縣市、鄉鎮市區及村里

的相關資料，並整理了社會福利的社區照護關懷據點及老人福利機構據點

的資料集。透過篩選器及搜尋表格功能查到各地區的據點以及有多少數

量，並直接瞭解到特定的關懷單位、機構名稱、詳細地址、聯絡電話及福

利機構的長照床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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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高齡社會福利 

圖 7-1 為各地區關懷及機構據點，利用篩選器篩選出新北市板橋區的

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在板橋區有 68 家社區照護關懷據點，33 家老人福利

機構據點。 

 

圖 7-1 關懷及機構據點 

 

四、 綜合所得 

圖 8 為綜合所得的視覺化圖表呈現，使用的圖表物件包括篩選器、長

條圖、盒狀圖及 KPI。本節蒐集了 100 至 110 年，且含有縣市、鄉鎮市區

及村里的相關資料，並整理了綜合所得稅總額統計的資料集。透過 KPI 及

長條圖功能瞭解綜合所得總額的指標與趨勢，以及透過盒狀圖瞭解四分位

距情形。藉此能使企業在合適的地區推動或建設符合當地經濟條件的公共

設施或個性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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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綜合所得 

利用篩選器篩選出新北市、臺北市、基隆市及桃園市的分析結果，圖

8-1 為所得縣市趨勢，盒子代表著所得總額的四分位距，盒子的實體軸距

越寬，表示該地區的所得狀況變化越大，而軸距越窄，表示所得狀況變化

較小較穩定，因此可以看出臺北市十年來的所得變化是較不穩定的，而基

隆市較穩定。 

圖 8-2 為所得市區趨勢，可以看出臺北市大安區的所得是最高的，因

此也適合建設商場或開發較高價值的產品及設備。 

 

圖 8-1 所得縣市趨勢 

 

圖 8-2 所得市區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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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人口方面 

圖 9 為人口方面的視覺化圖表呈現，使用的圖表物件包括篩選器、折

線圖及長條圖。本節蒐集了 100 至 110 年，且含有縣市、鄉鎮市區及村里

的相關資料，並整理了五歲年齡組人口統計的資料集。透過長條圖功能瞭

解到每年人口數的變化及年齡結構的人口趨勢，以及瞭解到各地區人口數

的變化。 

 

圖 9 人口方面 

利用篩選器篩選出 106-110 年新北市的分析結果，圖 9-1 為人口年份

趨勢，可以看出 106-109 年的人口數差不多，但到了 110 年直接減少了約

10 萬人，在 109 年期間發生了疫情，也因此導致人口數有快速減少的階段。 

圖 9-2 為男女人口年齡結構，可以看出呈現了底寬的金字塔形狀，代

表老年族群是多於幼年、青年、壯年族群的，甚至在 40 歲以上的族群女性

是較多於男性的。 

圖 9-3 為人口村里趨勢，篩選出 110 年新北市板橋區的分析結果，可

以看出在板橋區的福丘里人數是最多的，也代表當地里長就要顧及到更多

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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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 人口年份趨勢 

 

圖 9-2 男女人口年齡結構 

 

圖 9-3 人口村里趨勢 

 

六、 婚姻方面 

圖 10 為婚姻方面的視覺化圖表呈現，使用的圖表物件包括篩選器、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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餅圖及長條圖。本節蒐集了 100 至 110 年，且含有縣市、鄉鎮市區及村里

的相關資料，並整理了人口婚姻狀況統計的資料集。透過長條圖及圓餅圖

功能瞭解到各地區婚姻狀況的趨勢。 

 

圖 10 婚姻方面 

圖 10-1 為婚姻狀況占比，利用篩選器篩選出 107 及 110 年新北市的分

析結果，可以看出 107 年未婚占比 43.7%是大於已婚 43.4%，但到了 110

年已婚 49.9%大於未婚 34.1%了，表示已婚族群也相對大了。而離婚率 7.5%

提升至 9.2%，表示離婚的人也增加了。 

圖 10-2 為婚姻狀況市區趨勢，篩選出 110 年新北市未婚的分析結果，

可以看出板橋區的未婚族群是最高的。 

 

圖 10-1 婚姻狀況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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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 婚姻狀況市區趨勢 

 

七、 教育方面 

圖 11 為教育方面的視覺化圖表呈現，使用的圖表物件包括篩選器、圓

餅圖及長條圖。本節蒐集了 100 至 110 年，且含有縣市、鄉鎮市區及村里

的相關資料，並整理了人口教育程度統計的資料集。透過長條圖及圓餅圖

功能瞭解到各地區教育程度的趨勢。藉此還能使補教業者透過統計，針對

不同地區之教育水平提供更加精準化的教育課程。 

 

圖 11 教育方面 

圖 10-1 為教育程度占比，利用篩選器篩選出 110 年新北市的分析結

果，可以看出大專程度占比 41.8%，代表很多人高中職畢業後有繼續就讀

大學，而碩博士占比只有 7.5%，代表大部分的人大學畢業很少有繼續往碩

士及研究所發展的意願，可能就是開始進入社會尋找工作了。 

圖 10-2 為教育程度市區趨勢，篩選出 110 年新北市教育程度有大專的

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板橋區教育程度有大專的人是最多的，深坑及瑞芳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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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區的教育程度就比較低了。 

 

圖 11-1 教育程度占比 

 

圖 11-2 教育程度市區趨勢 

 

八、 家戶方面 

圖 12 為家戶方面的視覺化圖表呈現，使用的圖表物件包括篩選器及組

合圖。本節蒐集了 100 至 110 年，且含有縣市、鄉鎮市區及村里的相關資

料，並整理了住宅家戶數及特性統計的資料集。透過組合圖功能瞭解到各

地區總家戶數對比獨居生活戶數及家中有老年人戶數的趨勢。 

 

圖 12 家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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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篩選器篩選出新北市板橋區的分析結果，圖 12-1 為總戶數及老年

人戶數趨勢，可以看出十年來總戶數是差不多的，但老年人戶數是持續增

加的，每一年增加了大約 5 千戶含有 65 歲以上的住戶，更凸顯的是 109

年之後甚至增加了約 1 萬戶，也表示了高齡化社會的現象。 

圖 12-1 為總戶數與獨居生活戶數趨勢，可以看出獨居的人也是持續增

加，表示每一年就增加了大約 3 千人想要獨居生活、不婚或是離婚。 

 

圖 12-1 總戶數與老年人戶數趨勢 

 

圖 12-2 總戶數與獨居生活戶數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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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歸納本系統的分析結果，人口增長速度持續緩慢，扶養比及扶老比是

逐年增加，扶幼比是逐年減少的，近年來出生率下降，出現少子化的趨勢，

種種原因也產生了性別失衡的情形，老年人口增加的趨勢也難避免，他們

的照顧及扶養問題已難全由家庭負擔。對於社會結構及經濟發展等各方面

都會產生影響。因此適當的倡導、建立及加強社會安全體系成為重要課題。 

經濟發展也是社會上很重要的趨勢，所得可以表現出該地區的經濟狀

況，在北部地區來看，臺北市的四分位距變化較大因此較不穩定，基隆市

的四分位距變化較小因此較穩定。而在大安區的所得總額相對最高，因此

能夠針對經濟條件，推動或建設合適的公共設施與個性化產品。 

在教育程度上，針對新北市來看，大專程度占比 41.8%，碩博士程度

占比 7.5%，代表了大部分的人有就讀大學，但畢業後很少有繼續往碩士及

研究所發展的意願。在都市地區例如板橋區的高等教育人口偏多，而在偏

山區例如深坑區的高等教育人口就偏少。因此能夠針對教育水平，提供更

加精準化的教育課程。 

在婚姻狀況上，新北市離婚率從 107 年 7.5%上升至 110 年 9.2%，因

此可以重新建立與凝聚國人婚姻價值觀或民眾在面對婚姻生活的困難時，

提供心理與法律諮詢的管道。 

在家戶特性上，十年來的總戶數是差不多的，但老年人戶數每一年就

增加了約 5 千戶含有 65 歲以上的住戶，甚至 109 年後增加了約 1 萬戶，獨

居生活戶數每一年就增加約 3 千人獨居生活。因此表示了高齡化及一人戶 

成主流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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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目前本研究只蒐集 100 到 110 年的資料，如後續獲得更多的時間軸數

據以及更多資料主題，可以更加精確的判斷與目前最近的時間之生活圈居

民特性趨勢。以及本研究篩選地區多以新北市為例，未來如果有需要分析

其他地區的趨勢，也可以直接篩選條件做分析。 

本研究除了分析之外，還能夠提供議員及立法委員藉由自訂相關資料

之查詢條件，觀察地區上結構變化趨勢，讓服務地方的政治人物以瞭解其

所關心的人口及社會結構變遷情形與生活圈變化，找尋實際的問題所在並

做出良好的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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