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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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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牧戶口數及土地資源概況 

(一)農牧戶數及人口數

112 年底臺灣地區農牧戶計有 759,272 戶，較 111 年底 759,784 戶減

少 512戶(減 0.07%)；農牧戶戶內人口計 2,339,010人，較 111年底 2,387,907

減少 48,897 人(減 2.05%)。而農牧戶數占臺灣地區總戶數之比例，由 111

年底之 8.40%降至 112 年底之 8.26%，計減少 0.14 個百分點。農牧戶每戶

平均人口數為 3.08 人，較 111 年平均每戶減少 0.06 人。近 10 年總戶數呈

現逐年遞增趨勢，致農牧戶數占總戶數比率持續下降；在戶內人口數方面，

無論臺灣地區平均戶內人口或農牧戶平均戶內人口皆呈現減少之趨勢，

112 年農牧戶每戶平均人口數 3.08 人約較 10 年前減少 0.53 人。(如表一) 

表一、臺灣地區農牧戶口數之變動 

年底別 

戶數 人口數 

總戶數 

(戶) 

農牧 

戶數 

(戶) 

農牧戶數 

占總戶數 

比率(％) 

總人口數 

(人) 

農牧戶戶 

內人口數 

(人) 

臺灣地區 

平均戶內 

人口數 

(人) 

農牧戶 

平均戶內 

人口數 

(人) 

102 年 8,247,279 774,963 9.40 23,240,639 2,799,683 2.82 3.61 

103 年 8,342,641 774,237 9.28 23,293,524 2,747,889 2.79 3.55 

104 年 8,427,842 775,258 9.20 23,346,728 2,698,300 2.77 3.48 

105 年 8,519,450 775,472 9.10 23,392,107 2,818,091 2.75 3.63 

106 年 8,606,223 775,310 9.01 23,420,891 2,777,743 2.72 3.58 

107 年 8,690,801 775,070 8.92 23,436,603 2,760,296 2.70 3.56 

108 年 8,788,313 775,250 8.82 23,449,847 2,694,472 2.67 3.48 

109 年 8,888,637 758,273 8.53 23,407,360 2,515,212 2.63 3.32 

110 年 8,960,415 759,472 8.48 23,220,130 2,391,702 2.59 3.15 

111 年 9,042,821 759,784 8.40 23,109,362 2,387,907 2.56 3.14 

112 年 9,193,287 759,272 8.26 23,262,254 2,339,010 2.53 3.08 

註：104、109 年農牧戶口數係農林漁牧業普查資料，其餘年別農牧戶口數係臺灣地區

農家戶口抽樣調查資料推估。 

資料來源：內政部、行政院主計總處、農業部農糧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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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牧戶之分布

112 年底臺灣地區農牧戶數 759,272 戶，七成五分布於中南部地區，

其中以中部地區最多，占臺灣地區總農牧戶 38.81%，南部地區占 37.12%

次之，北部地區占 19.90%再次之，東部地區最少，占 4.17%。若與上年相

較，各區除東部外，戶數大致呈現略減之情形，分別為北部地區減少 192

戶(減 0.13%)、中部地區減少 220 戶(減 0.07%)、南部地區減少 178 戶(減

0.06%)，東部地區戶數則增加 78 戶(增 0.25%)。(如表二) 

表二、臺灣地區農牧戶分布之變動 

地  區  別 

112 年底 111 年底 較上年 

增減數 

(戶) 

較上年 

增減% 戶數(戶) 結構比(%) 戶數(戶) 結構比(%) 

總    計 759,272 100.00 759,784 100.00 -512 -0.07

北部地區 151,091 19.90 151,283 19.91 -192 -0.13

中部地區 294,697 38.81 294,917 38.82 -220 -0.07

南部地區 281,816 37.12 281,994 37.12 -178 -0.06

東部地區 31,668 4.17 31,590 4.16 78 0.25 

註：北部地區：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基隆市、新竹市、宜蘭縣、新竹縣。 

    中部地區：臺中市、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南部地區：臺南市、高雄市、嘉義市、嘉義縣、屏東縣、澎湖縣。 

    東部地區：臺東縣、花蓮縣。 

按縣市別觀之，農牧戶分布以臺南市 88,342 戶(占總農牧戶 11.64%)

最多，彰化縣 79,396 戶(占 10.46%)次之，高雄市 71,457 戶(占 9.41%)再

次之，而基隆市 1,166 戶(占 0.15%)最少。若與 111 年底相較，農牧戶戶

數增加之縣市以花蓮縣(增 0.64%)、澎湖縣(增 0.54%)及臺北市 (增 0.42%)

增幅較多；而戶數減少之縣市以基隆市(減 6.72%)、臺中市(減 0.33%)、嘉

義市(減 0.3%)減幅較大。(如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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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臺灣地區各縣市農牧戶分布之變動 

縣 市 別 

112 年底 111 年底 較上年 

增減數 

(戶) 

較上年 

增減% 戶數(戶) 結構比(%) 戶數(戶) 結構比(%) 

臺灣地區 759,272 100.00 759,784 100.00 -512 -0.07 

北部地區 151,091 19.90 151,283 19.91 -192 -6.58 

新北市 35,069 4.62 35,132 4.62 -63 -0.18 

臺北市 9,066 1.19 9,028 1.19 38 0.42 

桃園市 47,155 6.21 47,198 6.21 -43 -0.09 

基隆市 1,166 0.15 1,250 0.16 -84 -6.72 

新竹市 5,486 0.72 5,478 0.72 8 0.15 

宜蘭縣 28,591 3.77 28,652 3.77 -61 -0.21 

新竹縣 24,558 3.23 24,545 3.23 13 0.05 

中部地區 294,697 38.81 294,917 38.82 -220 -0.24 

臺中市 67,712 8.92 67,935 8.94 -223 -0.33 

苗栗縣 37,916 4.99 37,924 4.99 -8 -0.02 

彰化縣 79,396 10.46 79,451 10.46 -55 -0.07 

南投縣 43,071 5.67 42,974 5.66 97 0.23 

雲林縣 66,602 8.77 66,633 8.77 -31 -0.05 

南部地區 281,816 37.12 281,994 37.12 -178 0.01 

臺南市 88,342 11.64 88,570 11.66 -228 -0.26 

高雄市 71,457 9.41 71,343 9.39 114 0.16 

嘉義市 5,702 0.75 5,719 0.75 -17 -0.30 

嘉義縣 53,982 7.11 54,069 7.12 -87 -0.16 

屏東縣 56,790 7.48 56,780 7.47 10 0.02 

澎湖縣 5,543 0.73 5,513 0.73 30 0.54 

東部地區 31,668 4.17 31,590 4.16 78 0.51 

臺東縣 16,068 2.12 16,089 2.12 -21 -0.13 

花蓮縣 15,600 2.05 15,501 2.04 99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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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牧戶務農情形

本調查將農牧戶分為「有從事農牧業者」與「未從事農牧業者」，主

要依全戶是否有任何成員從事農牧業工作分。而有從事農牧業者，再依其

戶內有無就業農牧業分為「戶內有農牧業為本業者」及「全以他業為本業

者」。而就業在農牧業的成員中，若全為 65 歲以上則歸為「高齡農牧戶」，

否則歸為「非高齡農牧戶」。(如圖一) 

圖一、農牧戶分類樹狀圖 

112 年底農牧戶 759,272 戶中，有從事農牧業者為 690,329 戶(占

90.92%)，未從事農牧業者為 68,943 戶(占 9.08%)，其中有從事農牧業者中

「戶內有農牧業為本業者」為 344,594 戶，「全以他業為本業者」為 345,735

戶，分別占有從事農牧業者 49.92%及 50.08%，又「戶內有農牧業為本業

者」中，高齡農牧戶為 162,216 戶，非高齡農牧戶 182,378 戶，分別占「戶

內有農牧業為本業農牧戶」47.07%及 52.93%。(如表四) 

農牧戶

有從事農牧業者

戶內有農牧業為本業者

高齡農牧戶 非高齡農牧戶

全以他業為本業者

未從事農牧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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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12 年底臺灣地區農牧戶按本業有無農牧業分 

項 目 戶數 (戶) 結構比(%) 細項占比(%) 

總計 759,272 100.00 

有從事農牧業 690,329 90.92 100.00 

有農牧業為本業農牧戶 344,594 45.38 49.92 100.00 

高齡農牧戶 162,216 21.36 47.07 

非高齡農牧戶 182,378 24.02 52.93 

全以他業為本業農牧戶 345,735 45.54 50.08 

未從事農牧業 68,943 9.08 

(四)農牧戶農地

112 年全臺可耕作地面積共計 509,236 公頃。其中土地自有部分為

353,513 公頃，占 69.42%，租借入為 155,724 公頃，占 30.58%；若就租借

入來源觀察，來自私有土地者 118,482 公頃，占 23.27%，來自國有土地者

為 37,242 公頃，占 7.31%。(如圖二) 

另有部分農地上鋪有水泥、地上建物，但亦從事農牧業生產之人工鋪

面面積 4,401 公頃，依生產栽培產物不同，分為溫網室及菇舍、畜禽舍，

其中以畜禽舍面積較大計 3,754 公頃，占 85.30%，溫室、網室次之計 441

公頃，占 10.03%，菇舍則為 206 公頃，占 4.67%。(如圖三) 

圖二、可耕作地面積按所有權屬分 圖三、人工鋪面面積 

自有

69.42%

(353,513 公頃)

租借自私有地

23.27%

(118,482 公頃)

租借自

國有地

7.31%

(37,242 

公頃)

509,236

公頃

溫室、網室

10.03%

(441 公頃)

菇舍

4.67%

(206 公頃)

畜禽舍

85.30%

(3,754 公頃)

4,401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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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牧戶按其是否擁有可耕作地，分為有可耕作地者與無可耕作地者兩

大類，有可耕作地之農牧戶，再按其可耕作地之自有比率分為可耕作地全

部自有、可耕作地部分自有及可耕作地全部非自有三項，其中可耕作地部

份自有，再按租借入可耕作地之比重分成自有 50%及以上與自有 50%以下

兩部分。臺灣地區農牧戶之可耕作地多為自有，112 年底可耕作地全部自

有者占總農牧戶 83.10%，可耕作地部份自有者占 11.21%，其中自有 50%

及以上占 4.63%，自有 50%以下 6.59%，可耕作地全部非自有者占 4.94%。

(如表五)  

表五、112 年底臺灣地區耕地按自有比率分 

項 目 戶數 (戶) 結構比 (%) 

總計 759,272 100.00 

有耕地者 753,617 99.26 

  耕地全部自有 630,930 83.10 

  耕地部分自有 85,147 11.21 

自有 50%及以上 35,127 4.63 

自有 50%以下 50,020 6.59 

耕地全部非自有 37,540 4.94 

無耕地者 5,655 0.74 

二、農牧戶經營情形 

(一)主要經營種類

我國農牧戶經營型態以經營農耕業為大宗，112 年底計 677,322 戶，占

農牧戶總數 89.21%，而從事畜牧業者計 13,007 戶，占 1.71%，全年未從農

者為 68,943 戶(占 9.08%)。 

在農耕業方面，就各主要經營項目所占比例觀之，以稻作栽培業

224,640 戶占農耕業 29.59%最多，果樹 195,851 戶(占 25.79%)位居第二，

餘則依序為蔬菜 138,950 戶(占 18.30%)、雜糧 45,574 戶(占 6.00%)、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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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59,273 戶(占 7.81%)，其他農作 13,034 戶(占 1.72%)。(如圖四) 

圖四、臺灣地區農牧戶按主要經營種類分 

(二)農作物生產情形

若由農作物生產情形觀之，112 年農耕業總種植面積 616,951 公頃，以

稻作 215,407 公頃最大，占 34.91%，特用作物 125,794 公頃，占 20.39%次

之，果樹 117,223 公頃再次之，占 19.00%，餘雜糧 78,921 公頃，占 12.79%、

蔬菜 70,058 公頃，占 11.36%、其他農作(含花卉、食用菇蕈)9,548 公頃，

占 1.55%。 

在設施使用情形上，不使用設施的面積計 599,261 公頃(占總種植面積

97.13%)，有使用設施的面積計 17,690 公頃(占 2.87%)。設施使用上以水平

棚架面積 8,288 公頃(占有使用設施面積 46.85%)及水平棚架網室 5,345 公

頃(占 30.21%)為主要類型，二者占有使用設施面積近八成，餘為簡易塑膠

布溫室 2,544 公頃、鋼骨結構塑膠布溫室 680 公頃及簡易隧道棚 641 公頃，

分別占 14.38%、3.84%及 3.63%。 

在化學肥料及合成農藥使用上，兩者皆有使用的面積最大，計 424,521

公頃，占總種植面積 68.81%，兩者皆不使用的面積計 154,617 公頃，占

全年未從農

9.08%

( 68,943戶)

畜牧業

1.71%

( 13,007戶)

稻作

29.59%

( 224,640戶)

果樹

25.79%

( 195,851戶)

蔬菜

18.30%

( 138,950戶)

雜糧

6.00%

( 45,574戶)

特用作物

7.81%

( 59,273戶)

其他農作

1.72%

( 13,034戶)

農藝及園藝業

89.21%

( 677,322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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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6%，僅使用化學肥料計 32,041 公頃，占 5.19%，僅使用合成農藥計

5,772 公頃，占 0.94%。 

由作物栽培前是否與契作主契作方面觀之，有契作面積為 80,146公頃，

占總種植面積 12.99%，無契作面積計 536,805公頃，占總種植面積 87.01%。

(如表六) 

表六、112 年臺灣地區農作物生產情形 

項 目 
總種植面積 

(公頃) 

整體占比 

(%) 

細項占比 

(%) 

農耕業合計 616,951 100.00 

生產 

類型 

稻作 215,407 34.91 

雜糧 78,921 12.79 

特用作物 125,794 20.39 

蔬菜 70,058 11.36 

果樹 117,223 19.00 

其他農作 9,548 1.55 

設施 

使用 

不使用 599,261 97.13 

有使用 17,690 2.87 100.00 

簡易隧道棚 641 0.10 3.63 

水平棚架 8,288 1.34 46.85 

水平棚架網室 5,345 0.87 30.21 

 簡易塑膠布溫室 2,544 0.41 14.38 

鋼骨結構塑膠布溫室 680 0.11 3.84 

 其他設施 192 0.03 1.09 

化肥 

及農藥 

使用情

形 

僅使用化學肥料 32,041 5.19 

僅使用合成農藥 5,772 0.94 

兩者皆使用 424,521 68.81 

兩者皆不使用 154,617 25.06 

契作 

狀況 

有契作 80,146 12.99 

無契作 536,805 87.01 

(三)農牧業相關銷售及服務收入

在農牧戶初級農產品銷售額及其他相關附加價值與服務收入方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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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家初級農畜產品銷售額、加工農畜產品附加價值及休閒農業服務收入。

112 年全年有農牧業相關銷售及服務收入者計有 541,567 戶，而農牧戶之

服務收入有複選之情形，故有農牧業銷售額之戶數應小於三種不同銷售來

源戶數之加總。其中自家初級農畜產品有銷售者計 538,584 戶，年度銷售

額以 2 萬-未滿 20 萬者計 309,683 戶最多，占有銷售自家初級農畜產品

57.50%，20 萬-未滿 70 萬者計 139,954 戶次之，占有銷售自家初級農畜產

品 25.99%，未滿 2 萬者計 42,676 戶居第三占 7.92%，70 萬-未滿 150 萬者

32,346 戶占 6.01%，而 150 萬以上者僅占 2.58%。 

加工農畜產品附加價值上，以 2 萬-未滿 20 萬者計 4,102 戶最多，占

有加工農畜產品附加價值農戶 40.81%，20 萬-未滿 70 萬者計 2,033 戶次

之，占有加工農畜產品附加價值農戶 20.22%，70 萬-未滿 150 萬者計 1,698

戶再次之，占有加工農畜產品附加價值農戶 16.89%。 

而在休閒農業服務收入方面，收入在未滿 70 萬的農戶約占有經營休

閒服務收入農戶 8 成，以 2 萬-未滿 20 萬為最多計 773 戶，占有休閒農業

服務收入農戶 44.53%，20 萬-未滿 70 萬次之計 512 戶，占 29.49%，70 萬

-未滿 150 萬者再次之計 259 戶，占 14.92%。整體而言，農牧戶之銷售，

無論是販賣自家農畜產品或從事農產加工或從事休閒農業，其銷售額大部

分未滿 70 萬。(如表七、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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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112 年臺灣地區農牧戶農牧業銷售概況 

項  目 戶數(戶) 占比(%) 

總  計 759,272 100.00 

無農牧業銷售額 217,705 28.67 

有農牧業銷售額 541,567 71.33 

表八、112 年臺灣地區農牧戶農牧業相關銷售及服務收入占比 

來源 

銷售額級距 

自家初級 

農畜產品 

加工農畜產品 

附加價值 
休閒農業服務收入 

戶數(戶) % 戶數(戶) % 戶數(戶) % 

合計 538,584 100.00 10,052 100.00 1,736 100.00 

未滿 2 萬 42,676 7.92 1,185 11.79 81 4.67 

2 萬-未滿 20 萬 309,683 57.50 4,102 40.81 773 44.53 

20 萬-未滿 70 萬 139,954 25.99 2,033 20.22 512 29.49 

70 萬-未滿 150 萬 32,346 6.01 1,698 16.89 259 14.92 

150 萬-未滿 180 萬 5,386 1.00 463 4.61 111 6.39 

180 萬-未滿 500 萬 6,747 1.25 348 3.46 - 0.00 

500 萬以上 1,792 0.33 223 2.22 - -   

(四)兼營他業概況

農牧戶除從事農作物栽培與畜禽飼養外，有部分農牧戶並採兼營他業

的情形以增加其農家所得，尤以跨足農業加工及休閒服務業，更可結合現

今社會大眾消費型態。 

1.兼營農產品加工、餐飲店、銷售等其他相關產業

由兼營他業的農牧戶觀察，有兼營農產品加工、餐飲店、銷售等其他

相關產業者計 58,739 戶，其中以兼營攤販為最多計 48,672 戶，兼營農產

品加工者次之計 7,661 戶，而兼營網路銷售有 4,916 戶位居第三，餘依序為

販售門市 1,793 戶、餐飲店 547 戶、農畜產品外銷 112 戶、其他則有 210

戶。(如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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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臺灣地區農牧戶之農牧業相關事業經營概況 

2.經營休閒農牧業情形

在經營休閒農牧業方面，專營或兼營休閒農牧業者計 1,216 戶，面積

832.63 公頃。其中主要經營類型以觀光果園 341 戶，面積 385.61 公頃為最

多，戶數占整體休閒農牧業 28.04%，農村民宿 272 戶(占 22.37%)居次，面

積為 47.06 公頃，休閒農場 247 戶(占 20.31%)再次之，面積為 178.16 公頃。

(如圖六) 

圖六、臺灣地區農牧戶休閒農牧業經營概況 

休閒農場 市民農園 觀光農園 教育農園 農村民宿 農村餐廳

面積

(公頃)
178.16 37.00 385.61 20.40 47.06 162.40

戶數(戶) 247 37 341 68 272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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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數(戶) 面積(公頃)未經營休閒農牧業758,056戶(99.8%)

有經營休閒農牧業 1,216戶( 0.2%)

→休閒農牧業面積 832.63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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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牧戶勞動力 

(一)從事自家農牧工作者概況 

112 年底農牧戶戶內人口計 2,339,010 人，其中未滿 15 歲計 182,431

人，滿 15 歲以上者 2,156,579 人，滿 15 歲以上之人口有男性 1,145,337 人

(占 53.11%)，女性 1,011,242 人(占 46.89%)，又 15 歲以上人口中有從事自

家農牧工作者計 1,257,919 人，其中男性為 772,405 人(占 61.40%)，女性

485,514 人(占 38.60%)。(如表九) 

再進一步觀察，有從事自家農牧工作者以高中(職)學歷 393,110 人最

多，小學及自修 290,835 人次之，國(初)中 268,810 人再次之。但若依性別

分別觀察，女性以小學及自修者學歷 143,309 人最多，男性則以高中(職) 

259,036 人最多，整體從事自家農牧工作者之性別結構上，除不識字外，餘

各教育程度級距男性人數皆較女性多。 

年齡上則以 65 歲以上級距計 592,946 人為最多，其中男性 346,549 人

(占 58.45%)，45-64歲以上者計 507,060人次之，男性 314,706人(占 62.06%)，

30-44 歲再次之 123,265 人，男性 85,202 人(占 6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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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112 年底臺灣地區從事自家農牧工作者概況 

單位：人 

由從農工作日數觀之，農牧戶中有從事自家農牧工作者，其工作天

數在 149 日以下為多數，占 8 成以上，且工作日數級距 149 日以下隨著

年齡增加，從事自家農牧工作者占比越多，而 150 日以上則以 45 歲-64

歲從事自家農牧工作者為最多數。自家農業勞動力以 45 歲以上年齡組為

主，共占 87.45%。另外由性別上觀察，女性從農人口普遍較男性低，且

年輕女性相對年長占比低。(如圖七、圖八) 

圖七、臺灣地區從事自家農牧工作者日數及年齡按性別分 

人數 占比(%) 男 女 男性占比(%)

2,339,010 100.00 1,242,066 1,096,944 53.10

182,431 7.80 96,729 85,702 53.02

2,156,579 92.20 1,145,337 1,011,242 53.11

1,257,919 100.00 772,405 485,514 61.40

不識字 57,191 4.55 16,317 40,874 28.53

小學及自修 290,835 23.12 147,526 143,309 50.72

國(初)中 268,810 21.37 168,914 99,896 62.84

高中(職) 393,110 31.25 259,036 134,074 65.89

大專及以上 247,973 19.71 180,612 67,361 72.84

15-19歲 3,393 0.27 2,470 923 72.80

20-29歲 31,255 2.48 23,478 7,777 75.12

30-44歲 123,265 9.80 85,202 38,063 69.12

45-64歲 507,060 40.31 314,706 192,354 62.06

65歲以上 592,946 47.14 346,549 246,397 58.45

項目

教育

程度

年齡

級距

總計

有從事自家農牧工作

15歲以上

未滿15歲

300 200 100 0 100 200 300

1-29日

30-59日

60-89日

90-149日

150-179日

180-249日

250日以上

千人

15-19歲 20-29歲

男772.41千人工作日數

級距
女485.51千人

17.37

34.50

52.11

94.41

127.06

185.69

261.26

6.99

17.80

24.27

53.28

64.27

114.90

2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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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各工作日數下從事自家農牧工作者各年齡層占比 

(二)農業決策者及農業承接者

在自家農事決策如何形成方面，整體來說大部分農戶以戶內成員共同

決定及男性指揮者決定者居多，全臺 45.94%農牧戶為戶內成員共同決定、

40.98%農牧戶為戶內男性指揮者決定。而戶內女性指揮者決定者只占

13.08%。若將女性指揮者決定及戶內成員共同決定合併觀察，全臺戶內以

女性指揮者決定或共同決定之農牧戶以新竹市占比最高計 69.08%、屏東縣

次之，占全體農牧戶 68.64%、澎湖縣再次之，占 66.15%。(如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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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臺灣地區農牧戶農業決策者 

至於自家的農牧工作將來是否有戶內人口成員願意承接，全臺有承接

者之農牧戶為 122,955 戶占全農牧戶 16.19%。若以主要經營種類細看，有

承接者占比低於二成五。其中畜禽最高占該類 23.10%、雜糧次之占該類

19.21%、稻作再次之占該類 18.53%。另由縣市觀察，除澎湖縣戶內人口無

意願承接農牧戶外，餘有承接者農牧戶比率，最高為高雄市 23.55%、再次

為臺中市 21.92%，新北市為第三 20.94%。(如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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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臺灣地區農牧戶農業承接者占比 

而有意願承接農牧工作者共計 145,613 人，平均年齡約 41 歲，其中男

性 124,670 人占 85.62%，女性 20,943 人占 14.38%。以 40-49 歲年齡組最

多計 46,131 人，占所有有意願承接者 31.68%，30-39 歲次之計 41,572 人，

占所有有意願承接者 28.55%，50-59 歲再次之計 28,971 人，占所有有意願

承接者 19.90%。若再由學歷觀察，有意願承接農牧工作者九成以上學歷都

在高中(職)以上，其中以大專及以上最多計 84,568 人占 58.08%，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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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之計 50,060 人占 34.38%，國(初)中再次之計 10,252 人計 7.04%。(如表

十) 

表十、112 年底臺灣地區農牧戶承接者概況 

單位：人、% 

人數 占比 男 女 男性占比

145,613 100.00 124,670 20,943 85.62

15-19歲 2,768 1.90 1,775 993 64.13

20-29歲 21,309 14.63 18,193 3,116 85.38

30-39歲 41,572 28.55 34,035 7,537 81.87

40-49歲 46,131 31.68 40,747 5,384 88.33

50-59歲 28,971 19.90 25,936 3,035 89.52

60歲以上 4,862 3.34 3,984 878 81.94

小學及自修 733 0.50 527 206 71.90

國(初)中 10,252 7.04 9,163 1,089 89.38

高中(職) 50,060 34.38 44,164 5,896 88.22

大專及以上 84,568 58.08 70,816 13,752 83.74

項目

教育程度

承接者人數總計

年齡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