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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計 處 市 政 統 計 簡 析 

                    第 110-010號         110 年 11 月 
臺中市原住民生活概況 

前言 

臺灣是座集結多元族群的美麗島嶼，居住的各類族群中，原住民

族約有58萬人，占總人口2.45％；原住民族生活上常處於弱勢，因此

如何有效利用社會資源，提升其經濟與社會生活能力，並傳承原住民

族傳統文化，為本市制定多元民族政策上之重要考量。本文從原住民

人口、教育、就業及健康照護等面向，了解臺中市目前的原住民族現

況。 

一、本市110年9月底原住民人口3萬6,338人，占本市總人口1.29％，

占全國原住民總人口6.27％；性比例85.37，低於全市總人口之性

比例96.42，僅「未滿20歲」年齡層男性原住民人數多於女性；

原鄉55歲以上老人原住民人口占比為28.84％，較本市全體原住

民老人人口占比14.71％，高出14.13個百分點，老化指數更高達

182.87。 

本市原住民人口逐年穩定成長，截至110年9月底為3萬6,338人，

較100年底增7,521人(26.10％)，占本市總人口1.29％，增0.21個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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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臺中市原住民人口概況—依身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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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0年9月底臺中市原住民人口分布概況—依身分別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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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占全國原住民總人口6.27％，亦增0.73個百分點。依身分別分，

以山地原住民12萬1,589人，占59.41％為多，其中本市唯一經行政院

核定之原鄉地區—和平區4,030人最多，北屯區1,825人次之，太平區

1,775人再次之；平地原住民21萬4,749人，占40.59％，則以太平區1,581

人最多，北屯區1,269人次之，大雅區1,103人再次之。另依地區別分，

原鄉原住民34,293人，占11.81％，因部分原住民為找尋工作機會、接

近良好教育及其他環境等因素而遷徙至都會區，都市原住民4高達3萬

2,045人，占88.19％(詳圖1、圖2、圖3)。 

以性別觀察，由於男性原住民平均餘命低於女性原住民，110年9

月底女性原住民1萬9,603人，較男性高出2,868人，其性比例5為85.37，

遠低於全市總人口之性比例96.42，且近10年之性比例呈現平穩趨

勢，介於85.03至86.02間。再依身分別分，可看出山地原住民之性比

例81.36，低於全體原住民之性比例85.37，且低於平地原住民之

91.57，差距達10.21(詳圖4)。 

再進一步探究年齡層分布，「未滿20歲」年齡層男性原住民人數

 
1 山地原住民係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

屬於原住民者。 
2 平地原住民係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

屬於原住民，並申請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登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者。 
3 依原住民族委員會定義，在 55個經政府核定之原住民族地區之原住民簡稱原鄉原住民；臺中

市僅和平區經行政院核定為原鄉地區。 
4 於非原鄉地區之原住民，簡稱都市原住民。 
5 男性對女性的比例，亦即每百位女性所當男性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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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於女性，20歲以上女性原住民人數超過男性，且隨著年齡層增加， 

性別差距有逐漸擴大趨勢，至「55至59歲」年齡層差421人最多，其

中又以山地原住民男女人數差異最大，女性較男性多出321人，平地

則多出100人，60歲以後人數差距才又逐漸縮小(詳圖5)。 

由於原住民婦女生育率高於一般婦女，本市110年9月底0-14歲幼

年原住民人口所占比率為23.54％，高於本市全體0-14歲幼年人口占比

(13.80％)，惟呈逐年下降趨勢，較100年底26.74％，減少3.20個百分

點；而55歲以上老人原住民人口占比則由100年底7.79％，增至110年

9月底14.71％，增加6.92個百分點；觀察平地與山地原住民年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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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結構及歷年走勢與本市全體原住民一致，而都市與原鄉原住民年齡

結構之歷年走勢亦與本市全體原住民一致，然隨年輕原住民遷徙至都

會區，老年人留在原鄉，110年9月底原鄉55歲以上老人原住民人口比

率為28.84％，則高於本市全體原住民老人人口比率(14.71％)14.13個

百分點，且原鄉地區原住民老化指數6歷年皆超過100，截至110年9月

 
6 依據國際規範之計算標準，原住民老化指數=55歲以上人口/0-14歲人口*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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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達182.87為近年最高，較100年底大幅增加71.22個百分點，老化問

題嚴重，顯示原住民因居住地不同而面臨不同的問題，原鄉原住民可

能面臨醫療資源分布、老年照護之問題，遷徙至都會區之都市原住民

將面臨居住托育、教育及文化語言傳承的問題(詳表1、圖6)。 

二、本市109年底15歲以上原住民人口教育程度以「高級中等」占3

成9最多，「國中」占3成1次之；與100年底相較，高級中等(含)

以上學歷比率皆有提升，以「大學」學歷增加8.00個百分點最多。 

觀察15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本市109年底原住民學歷以「高級

中等」占38.96％(1萬528人)最多，「國中」占30.79％(8,320人)次之，「大

學」占14.56％(3,936人)再次之。與100年底相較，「高級中等」(含)

以上學歷比率皆有提升，以「大學」學歷增加8.00個百分點最多，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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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備 註：因四捨五入致細項加總不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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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109年底臺中市15歲以上原住民教育程度結構—依性別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備 註：因四捨五入致細項加總不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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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近年原住民之教育程度有改善趨勢(詳圖7)。 

以性別觀之，各教育程度比率中，「國中」、「高級中等」、「碩士」、

「博士」學歷皆為男性高於女性，其中以「高級中等」學歷高出6.21

個百分點最多，其餘學歷皆為女性比率高於男性，以「國小」學歷差

距最大，高出男性4.39個百分點(詳圖8)。 

三、本市109年原住民勞動力參與率67.20％，較全國原住民勞參率

62.20％，高出5.00個百分點，亦較100年增2.16個百分點，失業

率4.46％，較全國原住民失業率3.98％，高出0.48個百分點，然

較100年減2.51個百分點。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報告」結果顯示，

本市109年原住民勞動力參與率(簡稱勞參率)67.20％，較100年6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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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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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2.16個百分點，其中男性76.17％，增2.83個百分點，女性60.31

％，亦增1.45個百分點。與全國原住民勞參率之62.20％相較，高出5.00

個百分點，居六都第2位高，僅次於新北市67.43％，其中男性原住民

勞參率高出全國男性原住民勞參率6.00個百分點，女性亦高出4.88個 

百分點，顯示本市原住民投入職場意願高(詳圖9、圖10)。 

失業率方面，本市109年原住民失業率4.46％，較100年6.97％減

2.51個百分點，其中男性5.25％，減2.55個百分點，女性3.70％，亦減

2.49個百分點；再與全國原住民失業率之3.98％相較，高出0.48個百

分點，居六都第2位高，僅次於高雄市之5.06％，其中男性原住民失

業率高於全國男性原住民失業率1.12個百分點，女性則低0.12個百分

點，顯示本市原住民失業情形有改善，惟男性原住民失業率仍相對偏

高(詳圖10、圖11)。 

四、為照顧年滿55歲至未滿65歲之原住民老人，本市109年底發放原

住民給付之核付人數2,226人，並因應原住民族人口結構已邁入

高齡化社會，針對原住民健康照顧部分，於110年3月底已建置23

處文化健康站，以原鄉地區占5成2最多。 

為照顧年滿55歲至未滿65歲之原住民老人，於國內設有戶籍且符

合規定條件就可以請領原住民給付，由原本每個月發放3,000元的原

住民敬老津貼，改依國民年金法的規定以「原住民給付」的名義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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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全國、臺中市原住民失業率—依性別分

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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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至109年1月起調整為3,772

元，本市109年底核付人數2,226

人，較 104年底增 689人 (44.83

％)(詳圖12)。 

原住民族人口結構已邁入高

齡化社會，尤以原鄉地區老化情

況更甚，青壯年人口外移或外出

工作，年長者經常獨自在家，為

照顧部落年長者及改善原住民族

醫療及生活條件，110年3月底本市已建置23處文化健康站，以原鄉地

區—和平區12處(占52.17％)最多，其次於太平、北屯、大雅、潭子、

豐原、大肚、南屯、北區、梧棲、沙鹿及新社等11個行政區各設置1

處，其服務內涵包括簡易健康照顧、延緩老化失能、營養餐飲、居家

關懷、生活與照顧諮詢、連結及轉介服務等，推廣健康部落並提升生

活品質。 

五、本市109學年度原住民學前教育及兒童托育補助1,447人次、

1,331.20萬元；就學教育之學生獎學金補助247人次、49.40萬元，

營養午餐補助1萬494人次、3,944.35萬元；中低收入戶子女課後

輔導學生數計112人次；另原住民族語教師人數計81人，以男性

占5成6較多，部落大學學生數計972人，以女性占7成7為大宗。 

為減輕原住民家長育兒負擔，提供年滿3足歲至未滿5歲的原住民

幼兒(即中小班)學前教育補助，無設籍限制，就讀本市立案公立幼兒

園每學期補助8,500元，私立幼兒園每學期補助1萬元。有關年滿2足

歲未滿3歲者(即幼幼班)及年滿5足歲未滿6歲者(即大班)的原住民幼

兒，則可申請教育局「托育一條龍」政策及教育部「免學費補助」經

費。 

本市109學年度原住民學前教育及兒童托育補助1,447人次，金額

1,331.20萬元，而後進入學齡期之就學期間，為激勵原住民學生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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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對本市原住民學業優秀或具特殊才能學生提供獎學金補助，109

學年度獎學金補助247人次，金額49.40萬元；此外，為改善學生飲食

習慣並達營養均衡，109學年度營養午餐補助1萬494人次，金額

3,944.35萬元；另為照顧原住民弱勢家庭子女於就學期間之學習能更

加完善，本市109學年度原住民中低收入戶子女課後輔導學生數計112

人次(詳表2)。 

人 占比 人 占比 人 占比 人 占比

100 -               -               -               -               231 19.03 983 80.97

101 -               -               -               -               155 18.26 694 81.74

102 -               -               -               -               185 24.28 577 75.72

103 14            20.59      54            79.41      159 15.26 883 84.74

104 11            16.18      57            83.82      79 9.77 730 90.23

105 16            23.88      51            76.12      168 16.08 877 83.92

106 50            29.59      119         70.41      104 9.63 976 90.37

107 9              11.54      69            88.46      184 19.72 749 80.28

108 19            27.14      51            72.86      189 16.86 932 83.14

109 45            55.56      36            44.44      223 22.94 749 77.06

學年度

原住民族語教師人數 原住民部落大學學生數

男 女 男 女

表3、臺中市原住民族語教師及部落大學學生數
單位：人、％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備 註：原住民族語教師數自103年起統計。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100 1,166 1,083.04 97 19.40 -              -                   

101 1,198 1,128.12 113 22.60 -              -                   

102 1,183 1,117.00 186 37.20 9,956      3,378.24     

103 1,186 1,129.60 211 42.20 7,746      2,535.54     

104 1,455 1,371.75 323 64.60 16,016   5,695.95     

105 1,516 1,424.35 209 41.80 10,790   4,128.75     

106 1,579 1,470.08 230 46.00 10,556   3,360.00     

107 1,638 1,532.87 229 45.80 15,282   3,878.69     

108 1,356 1,257.95 251 50.20 10,487   4,024.20     

109 1,447 1,331.20 247 49.40 10,494   3,944.35     

學年度

學前教育及兒童托育

中低收入戶子女課後輔導

學齡教育

人次 金額
人次

學生獎學金 學生營養午餐

-                                       

-                                       

44                                    

122                                  

112                                  

90                                    

103                                  

94                                    

105                                  

90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備 註：1.本表人次為該學年度人數合計數，同一位兒童或學生可能於上下學期均申請。

2.學生營養午餐及中低收入戶子女課後輔導人次自102年起統計。

表2、臺中市政府辦理原住民學前托育、就學補助及輔導情形
單位：人次、萬元



11 
 

為維護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等之傳承，需積極推動族語及文化活

動，如傳統祭儀、傳統手工藝、文化交流等文化推廣活動及藝文展覽，

或體育、舞蹈、音樂、歌唱、戲劇等文化表演活動，本市109年文化

活動補助339.80萬元，其中以體育表演222.40萬元，占65.45％為大

宗，而109學年度擔任復興族語重要任務之原住民族語教師人數計81

人，其中男性占55.56％，另於部落大學方面，學生數共計972人，其

中女性占77.06％較多(詳表3)。 

六、本市109年輔導原住民職業訓練人數自100年起累計1,393人，補

助金額累計1,388.77萬元；109年取得技術士證照人數207人，其

中以取得丙級證照182人(占87.92％)最多。就業服務方面，隨著

經濟景氣穩定，失業率下降，109年求職人數449人，較100年減

431人(-48.98％)，累計輔導就業人數3,098人。 

為提高原住民就職專業能力，本府訂有原住民族職業教育訓練補

助計畫，並提供23個就業服務據點，提供求職登記、就業諮詢、媒合

就業及推介職業訓練等服務，另藉辦理技能市集暨交流活動，共同分

享求職、創業經驗，互相觀摩學習，達到職場充電之效果。109年職

業訓練人數自100年起累計1,393人，補助金額累計1,388.77萬元，其

中以107年339人最多，惟補助金額以105年213.86萬元最多；109年取

班數 人數 補助金額 合計 甲級 乙級 丙級 求職 輔導就業

100年 3         120    159.64        296       -      25         271       880   1,006  

101年 3         90       111.30        341       1         25         315       307       362         

102年 4         137    128.93        290       -      30         260       359       117         

103年 3         58       57.30          244       1         25         218       504       134         

104年 4         100    122.15        219       2         37         180       532       449         

105年 8         189    213.86        240       -      40         200       521       174         

106年 6         195    210.55        243       -      37         206       491       252         

107年 3         339    171.75        246       1         23         222       427       243         

108年 3         108    133.71        200       -      21         179       438       143         

109年 2         57       79.58          207       -      25         182       449       218         

時間
職業訓練班 技術士證照人數 就業服務人數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表4、臺中市輔導原住民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統計
單位：班、人、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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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技術士證照人數207人，其中以取得丙級證照182人(占87.92％)最

多，且歷年都有超過170人取得丙級證照。就業服務方面，隨著經濟

景氣穩定，失業率下降，109年求職人數449人，較100年減431人(-48.98

％)，累計輔導就業人數3,098人(詳表4)。 

本府除積極辦理職業訓練及建教合作，創造長期就業機會，提升

原住民族群就業競爭力外，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每年皆會保留部分名額

進用原住民失業者，創造原住民在地及原鄉工作機會，另為協助原住

民族中高齡人口重返或進入一般勞動市場，原住民族委員會於110年

訂定「促進原住民族中高齡就業計畫」，獎助用人單位及受僱勞工，

提高雇主僱用原住民意願，以促進中高齡原住民人口穩定就業。 

結語 

本市重視原住民族權益及族群發展，尊重原住民族文化，致力改

善原住民生活環境。為提供原住民族完善的照顧，實施各項補助計

畫，以在地價值、在地文化的思維，推動各項原住民族政策，如推動

原住民部落大學，帶動原住民終身學習，提升原住民教育程度；為促

進原住民就業，進用一定比例之原住民，保障原住民工作權；為維護

居民生命財產安全，加強原住民保留地管理，並強化部落結構，縮短

城鄉差距；為活絡原住民綜合服務處，優化原民中心，改造鄰近汝鎏

公園為臺中市原住民族生態公園，增設6號公車副線「原民中心」站

牌，已於今年(110年)8月起通車，期可促成文化輕旅行功能等措施。

希望透過各項政策能提供本市原住民朋友更優質與友善的生活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