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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戶政 

科目：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 

 

一、依我國統計法規定，政府應定期舉辦「人口及住宅普查」，請說明以下問題： 

我國舉辦人口及住宅普查之目的、時間。(8 分) 

自政府播遷來臺後，截至目前為止，那些政府機關曾經辦理過人口及住宅普查。(8 分) 

民國 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方式出現重大變革，請具體說明主要的改變。(9 分) 

★ 

*人口及住宅普查方案相關考題 

3.《命中特區》：吳迪，人口統計，頁 49～50；頁 94。 
【擬答】： 

目的 

本普查旨在蒐集臺閩地區常住人品基本特徵、家戶組成及住宅使用狀況等資料，經整理統計

及分析後，供為下列各款用途： 

陳示全國常住人口素質、結構及住宅最新基本資料，提供政府規劃整體人口及住宅發展政

策之參據。 

陳示完整人口質量及家庭組成，供為政府加強社會福利措施、推動家庭與親職教育及提升

家庭功能等政策制定之參據，以建構完整社會安全網。 

掌握全國各鄉(鎮、巾、區)人口及住宅分布、常住人口通勤(學)方向、數量及工具，以為規

劃都市計劃、產業發展、公共建設、交通運輸及城鄉均衡發展等政策之參據。 

掌握全國各鄉(鎮、市、區)人口就業、行職業結構及相關資訊，供為政府強化人力資本、

提升人力素質、增進人力運用及就業促進等策略之參據。 

配合政府推動「新世紀第三期國家建設計畫」，提供國家發展所需人口及住宅相關資訊，

以落實達成「活力創新、均富公義、永續節能」之國家發展遠景。 

建置全國各鄉(鎮、市、區)常住人口、住宅總數及普查區基本特性結構，供為家戶面抽樣

調查之抽樣設計及推估基礎。 

供為學術機關(構)、民間團體研究探討人口及住宅問題之基本資訊。 

供為國際間普查結果比較，相互了解各國人口發展情況，增進國際間合作交流。 

時間 

標準時間：以九十九十二月二十六日為普查標準日，並以該日之零時為標準時刻：以標準

日之前一週(十二月十九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為普查標準週。 

實施時間：自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一百年一月二十二日止。 

臺灣地區第 1 次戶口調查於民國前 7 年辦理，政府播遷來臺前已辦理過 7 次，遷臺後自民國 45

年開始辦理，已建立每隔 10 年辦理 1 次之規制，前 4 次普查係依戶籍法及戶口普查法規定，由

內政部會同行政院主計處辦理，第 5 次之 89 年戶口及住宅普查，因修訂戶籍法及廢止戶口普查

法，乃依統計法之基本國勢調查體系，首次由行政院主計總處辦理。 

為提升普查效率，本次普查重要改進及變革如下： 

採公務登記輔以抽樣調查方式辦理：因應社經環境變遷，考量公務登計制度發展完備，為增

進普查效率與資料品質，爰改採「公務登記輔以抽樣調查」方式辦理，共抽選 16%樣本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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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進行全面訪查，其中軍人、大專以上住校學生、收容羈押人口等非普通住戶之對象，採專

案分工方式，委由各相關主管機關採全面普查方式辦理。 

精進普查問項內容，加強蒐集資訊：配合政府施政方針、經濟建設計畫及社會重要議題之需

，充實普查問項內容，除延續 89 年普查重要問項外，另增列或強化「使用語言情形」、「行

業」、「職業」、「現有子女數及其最近子女居住地點」、「除本住宅(房屋)以外，是否還

有其他自有住宅」等 5 個項目，並透過連結公務檔案彙整相關資訊，以提供多樣化且深入之

普查資訊，提升普查支援決策功能。 

運用地理資訊系統(GIS)建置普查區，作為抽樣設計樣本抽選之基本單元：運用地理資訊系統

(GIS)技術，整合相關地理圖檔及門牌地址檔，建置明確、穩定及均質之數值化普查區，完整

涵蓋臺閩地區，作為抽樣設計樣本抽選之基本單元，不僅有助於釐清調查責任範圍，避免重

疊缺漏，增進實地訪查作業效率，亦可藉由地理圖型介面陳示地區別資料，增進地理空間分

析能力，具體展現統計資料親和力。 

提升調查人員素質，精進講習訓練教材與方式：本次普查動員約 1 萬 7 千名調查人力，較 89

年大幅減省近 8 成之調查人力，主要遴選熟悉當地且優秀之人員擔任普查員。並研擬普查重

點、普查標準程序，統一製作講習簡報，說明訪查作業須知、填表及審核方法、範例講解及

實際演練等，以增進學習效果，確實提升實地訪查作業效率與資料確度。 

強化普查宣導效果：為加深民眾印象，提升配合意願，於製作之宣導海報、布幔、電視短片

及廣播短劇中特別強調三不二會，即「普查員不會洩漏個人資料給任何人」、「普查員不會

詢問普查表以外的資料」、「普查員不會要您提供帳戶或存摺」，以及「普查員會佩戴普查

員證」及「普查員會親自遞送致受訪戶函」，以爭取民眾的支持。另為深化普查教育，製作

普查宣導墊板，分送全國各公私立小學師生，以提高宣導效果。 

擴展普查資料應用層面：本次普查報告除編製初步報告、總報告外，亦連結公務登記資料另

行編製原住民族，身心障礙及健康醫療等 3 項補充報告，普查統計結果較以往更為充實，可

廣泛提供各界運用。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二、下表為內政部登錄國內過去二十年間女性結婚人數並按原屬國籍區分的統計實料。請根據下

表，試回答以下問題： 

1998—2018 年間婚姻的主要趨勢。( 10 分) 

大陸地區與外國籍配偶的數量互有消長，主要與那些政策、原因有關。（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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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政府移民政策即可 

【擬答】： 

1998 年以來，我國歷年國人之結婚對數大致在 14~15 萬對左右。其中，國人與外籍人士之

結婚（亦即跨國婚姻）對數，於 2003 年達最高峰 5 萬 4,63 對，占總結婚對數 31.86%，之後急

遽下滑，從 2008 年起至 2017 年均維持在 2 萬對左右。 

近年來東南亞地區配偶之人數有逐年增加之趨勢，大陸地區之配偶人數則呈現逐年減少之趨勢

。2017 年東南亞地區配偶人數（8,569，占 40.6%）自 2005 年來首之超越大陸地區配偶人數（

7,634，占 36.2%）。再者，大陸地區配偶人數在 2004 年有遽減之情況，東南亞地區配偶人數

在 2005 年及 2006 年亦有大幅減少之趨勢，此應與政府自 92 年底 93 年初起，加強國境上及境

外面談措施有關。另外中國大陸配偶制度自民國 81 年起即規範於「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第 17 條。在 86 年因考量中國大陸配偶取得居留資格時，已在臺生活一段時間，

且為了減輕兩岸婚姻家庭經濟負擔，放寬中國大陸配偶於居留期間可以工作規定；並於 90 年增

訂第 17 條之 1，為照顧兩岸婚姻家庭中職能弱勢者，有條件放寬中國大陸配偶於「團聚」期間

可向勞委會申請工作許可，只要符合條件，即可在臺工作，讓大陸配偶的生存更有保障。在 81

年至 92 年間，中國大陸配偶無法長居臺灣，只能以「探親」來臺停留 3 個月，每年最長停留 6

個月，新婚夫妻有一半的時間要兩地分隔，不利婚姻的經營與婚姻生活的磨合。所以於 93 年，

落實政府對中國大陸配偶生活從寬政策，調整中國大陸配偶制度為「團聚」、「依親居留」、

「長期居留」、「定居」四個階段，協調相關機關，取消中國大陸配偶每半年須往返兩岸探親

規定，放寬中國大陸配偶結婚後，即可申請來臺團聚，最多可以停留 2 年，以符合家庭倫常、

並利於婚姻家庭關係的經營；結婚滿 2 年或已生產子女即可申請依親居留，提前取得居留的資

格，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大陸地區與外國籍配偶的數量。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蘇秦著人口政策；108 年 1 月；志光出版社） 

 

三、面對我國總人口減少、人口分布與發展失衡等問題，行政院訂定今年(民國 108 年) 為「臺灣

地方創生元年」，並定位地方創生為國軍安全戰略層級的國家政策。請問： 

地方創生政策由那個政府部會統籌推動? (3 分〉 

地方創生政策的願景與目標為何? ( 6 分) 

被列為優先推動地方創生工作的 134 處鄉鎮區，可分為那些類型？具有那些特性? ( 8 分) 

地方創生計畫設定五大推動戰略，試舉出兩項推動戰略，並說明其內容。 (8 分) 

(最難 5顆★) 

掌握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行政院 1080103核定本)即可。 
【擬答】： 

由國家發展委員會統籌推動。 

地方創生政策的願景與目標 

地方創生推動目的，主要係依地方特色發展地方經 濟，緩和人口過度集中六都之趨勢，因此，

本計畫將以 未來維持總人口數不低於 2,000 萬人為願景，逐步促進 島內移民，並配合首都圈

減壓，期望 2022 年地方移入人 口等於移出人口，2030 年地方人口能夠回流，達成「均 衡臺

灣」的目標。 

被列為優先推動地方創生工作的 134 處鄉鎮區類型與特色 

農山漁村：本類型共計有 62 處鄉鎮區，主要分布於中南部山區 及沿海地區，農漁業雖蘊藏

豐富，但人口規模過小且青 壯人力不足，致產業發展不易。因此，對策上，應朝輔 導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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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鄉創業，發展產業六級化，改善聯外交通，強 化高齡照護設施，完善地方基本生活機能等

方向辦理。  

中介城鎮：本類型共計有 24 處鄉鎮區，屬介於都市與農山漁村 (或原鄉)間之地方型生活及

就學核心，主要零星分布於 中南部都市邊緣，惟地方街區老舊沒落，產業提升動能 不足。

因此，對策上，應朝強化中介服務功能，鏈結都 市與農山漁村(或原鄉)，活化既有老舊街區

，提升地方 商業活動機能等方向辦理。 

原鄉：本類型共計 48 處鄉鎮區，均屬原住民族地區，占現 有原住民族地區(55 處)近九成

，主要分布於中央山脈及 東部地區，土地發展限制多，產業發展受限，青年就業 機會不足

，公共服務水準不佳。因此，對策上，應朝協 助當地就業或創業，媒合專業人才發展產業，

強化教育、醫療照護及聯外交通等公共服務或設施等方向辦理。 

地方創生計畫設定五大推動戰略，試舉出兩項推動戰略，並說明其內容。 (8 分) 

優化地方產業，鞏固就業機會  

為創造地方「工作」與「人」的良性循環，讓工作 帶動地方人口成長，逐漸繁榮地方，地方

創生之推動，  應從產業著手鞏固及創造地方就業。因此，須根據地方 特色 DNA，開發屬

於地方的特色產品，推動地產地銷，提 高產品價值，並導入科技，優化地方產業發展，提高

生 產力與銷售力，以及鼓勵新創事業進駐地方，為地方注 入活水。同時，應培養符合地方

產業需求之相關人才， 鼓勵在地就業，厚植地方產業技術與人力。  

建設鄉鎮都市，點亮城鎮偏偏鄉 

為維繫偏遠弱勢地區之基本生活機能，對於農山漁 村(或原鄉)應提升教育、醫療照護及相關

公共服務機能， 並強化聯外交通系統等相關基礎設施；此外，為使中介 城鎮發揮連結都市

與農山漁村(或原鄉)功能，對於中介 城鎮應發展街區活化，避免地方商圈空洞化，以確保地 

方產業與都市間之連結，吸引都市人口移住地方，逐步 於地方穩定居住。 

 

 

四、臺灣人口老化的趨勢不僅呈現在國家總值數據上，部分行政區或地理區域老化指數偏高的問

題相對嚴重。我國因應高齡社會需求，自民國 106 年 1 月起實施長照 2.0 政策。試回答以下

問題： 

老化指數的定義。( 5 分 ) 

目前老化問題較嚴重的行政區或地理區域在那裡?導致嚴重老化的主因為何? (10 分) 

長照 2.0 政策提出數種推動方式，其中之一為強化「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目前依地

區分別建置 ABC 三類服務中心或單位。請敘述該體系的重點規劃。（10 分) 

(最難 5顆★) 

掌握長照 2.0核定本即可。 

張庭，社會政策與社政立法，志光出版，頁 7-23～24。 
【擬答】： 

老化指數： 為衡量一地區人口老化程度之指標。 即年齡在 65 歲以上人口除以 0-14 歲人口的

百分比。 

目前老化問題較嚴重的行政區或地理區域： 嘉義縣、雲林縣、南投縣、澎湖縣、臺北市。 

導致嚴重老化的主因 

2012 年以前：可能受到都市化之影響，農業縣的 年輕人口，往就業機會較多的大都市移動

，造成農業縣的人口老 化程度較高，此與其他國家的情形也是相同的，老年人比起其他 年

齡者，較可能住在農村地區。 

2015 年新調查結果，工業縣市、直轄市人口老化程度卻相對升高如臺 北市，可能因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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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生活資源優於其他縣市而影響之。 

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的重點規劃 

 A 級-社區整合型 

服務中心 

B 級-複合型 

服務中心 
C 級-巷弄長照站 

服務 依該區域長期照顧管理中

心研擬之照顧計畫進行協

調連結照顧服務資源。 

提升區域服務能量，開創

當地需要但尚未發展的各

項長期照顧服務項目。 

資訊提供與宣導。 

提升社區服務量能。 

增加民眾獲得多元服務。 

提供具近便性的照顧服務

及喘息服務。 

向前延伸強化社區初級預

防功能。 

 

服務

對象 

長照 10 年計畫 2.0 服務對象 

服務

內容 

於一定區域內建立在地化

服務輸送體系，整合與銜

接 B 級與 C 級之資源 

提供下列服務： 

同時辦理日間照顧及居

家服務之長照服務單

位，除既有服務外，另

擴充辦理營養、餐飲、

居家護理、居家 /社區

復健、喘息服務或輔具

服務等至少一項服務 

透過社區巡迴車與隨車

照服員定時接送，串連

A 級、B 級、C 級服

務。 

 

於固定區域內提供在地化照

顧服務，目前已在社區提供

相關長照服務之單位(如居

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

顧、營養餐飲、交通接送、

喘息服務、輔具租借、購買

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居

家 /社區復健居家護理、長

期照顧機構等)，除提供既

有服務外，且須擴充功能提

供如日間照顧、小規模多機

能、團體家屋、社區復健或

共餐服務等其中一項之社區

式長照服務。 

預防失能或延緩失能惡化

服務 

短時數照顧服務或喘息服

務(臨托服務) 

營養餐飲服務(共餐或送

餐) 

就近提供社會參與及社區

活動之場域。 

交通

接送 

透過社區巡迴車定時接送與隨車照服員，協助服務對象使用各項照顧服務。 

辦理

單位 

公立機關(構) 

以公益為目的設立之財團

法人、社團、法人、社會

福利團體 

以公益為目的設立之財團

法人、社團法人社會福利

團體。 

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 

醫事機構 

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以公益為目的設立之財團

法人、社團法人、社會福

利團體 

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 

醫事機構 

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其他(如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社區發展協會、村里

(里)辦公室、老人服務中

心、樂智據點、瑞智互助

家庭等) 

設置

目標 

每一鄉鎮市區至少設置一

處為原則，並依區域人口

數酌增設置。 

規劃設置 469 處。 

原則上每一個國中學區設

置 1 處。 

規劃設置 829 處。 

原則上每 3 個村里設置 1

處。 

規劃設置 2,529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