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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 

一、 本縣 99 年總人口為男性多於女性，其中幼年人口以男性為多，

老年人口以女性為多，而男、女性出生登記數正逐年遞減中，遷

入和遷出登記數則以女性較多，平均壽命有逐年增加的情形，並
且以女性平均壽命較高。 

 

二、 近年來本縣男、女性未婚、離婚及喪偶人口數有增加的趨勢，初
婚率和有偶人口離婚率以女性較高；本縣育齡婦女人數減少，其

生育率以 25 至 29 歲和 30 至 34 歲婦女為高，隨著生育率的下降，

顯示育齡婦女生育意願降低，未來人口增加潛能下降。 
 

三、 本縣 99 年男、女性勞動力人口數增加，而關於非勞動力未參與

勞動的原因，男性以高齡或身心障礙為主，女性以料理家務為
主；在婚姻狀況別之勞動力參與率方面，未婚勞動力參與率以女

性較高，其餘婚姻狀況之勞動參與率則以男性較高；從事服務業

的就業者以女性居多，而從事農林漁牧業與工業的就業者以男性
居多；男、女性失業率均以 15 至 24 歲為最高。 

 

四、 本縣 99 年各級教育學生性比例以研究所階段最高，以自修階段
最低，且男性不識字率低於女性，男性大學以上教育比率高於女

性；近年來國小男、女性學生數、國小男性教師數及高等男性學

生數逐年減少，國中女性教師數、高職男性學生數、高職女性教
師數、高等女性學生數及教師數皆逐年增加。 

 

五、 本縣 99 年男、女性中低收入兒少生活扶助者、托育津貼者、中
低收入老人、身心障礙者皆減少，而男、女性中低收入老人生活

津貼、受照顧人次及特別照顧津貼、急難現金補助人次與金額、

身心障礙者安置人數、社會工作專職人數、領有社會工作師執照
人數均增加。 

 

六、 近年來本縣各類刑案被害老人以男性居多，性侵害被害人和搶奪
案被害人以女性為主，而違反家庭暴力嫌疑犯則以男性為主。99

年男、女性火災死亡和受傷人數皆有減少。 

 
七、 近年來，本縣縣議員、鄉鎮市民代表選舉之候選和當選人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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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員皆以男性居多，且公教人員平均年齡正逐年攀升。 

 

八、 近年來，本縣國中、小學生視力不良率皆以女數居多。在各類型
死因死亡中，肝病、肝硬化性比例 288 為最高，以腎病變性比例

80 為最低；癌症死亡率正逐年上升，99 年男性癌症死亡率較 98

年為高，女性癌症死亡率較 98 年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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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人口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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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成長 

(一)人口概況 

    99 年底本縣總人口數為 460,486 人，其中男性為 234,682 人，女性為 225,804

人，男性人口數較 98 年底之 235,714 人，減少 1,032 人(-0.44%)，女性人口數較

98 年底之 225,911 人，減少 107 人(-0.05%)。近年來人口數均以男性較多，人口

性比例呈現下降趨勢，由 105.6 降至 103.9。 

     

在本縣各鄉鎮市人口數中，以宜蘭市最多為 95,568 人，占總人口數 20.75%，

其中男性為 47,036 人，女性為 48,532 人，性比例為 96.92；大同鄉最少為 5,987

人，占總人口數 1.30%，其中男性為 3,268 人，女性為 2,719 人，性比例為 120.19。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處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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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自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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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年齡分配 

    99 年底本縣男性人口中幼年人口比率為 15.65%，老年人口比率為 12.26%；

女性人口中幼年人口比率占 14.85%，老年人口比率占 13.97%。近年來幼年人口

數均以男性較多，老年人口數則以女性較多。 

 

(三)人口消長 

    99 年本縣出生登記數為 3,448 人，其中男性為 1,763 人，女性為 1,685 人，

男性出生登記數較 98 年之 1,913 人，減少 150 人(-7.84%)，女性出生登記數較

98 年之 1,724 人，減少 39 人(-2.26%)；死亡登記數為 3,368 人，其中男性為 2,049

人，女性為 1,319 人，男性死亡登記數較 98 年之 2,001 人，增加 48 人(2.40%)，

女性出生登記數較 98 年之 1,300 人，增加 19 人(1.46%)。近年來，本縣男、女

性出生登記數逐年遞減，而女性死亡登記數則逐年遞增，且無論出生及死亡登

記數皆以男性較多。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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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社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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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縣遷入登記數為 21,575 人，其中男性為 9,673 人，女性為 11,902 人，男

性遷入登記數較 98 年之 11,793 人，減少 2,120 人(-17.98%)，女性遷入登記數較

98 年之 14,274 人，減少 2,372 人(-16.62%)；遷出登記數為 22,794 人，其中男性

為 10,419 人，女性為 12,375 人，男性遷出登記數較 98 年之 11,846 人，減少 1,427

人(-12.05%)，女性遷出登記數較 98 年之 13,834 人，減少 1,459 人(-10.55%)。

近年來，遷入及遷出登記數均以女性較多。 

 

(四)平均壽命 

    99 年本縣平均壽命為 71.86 歲，而男性平均壽命為 69.71 歲，女性平均壽命

為 75.21 歲，男性平均壽命較 98 年之 68.58 歲，增加 1.13 歲，女性平均壽命較

98 年之 73.62 歲，增加 1.59 歲。近年來本縣平均壽命有逐年增加的情形，並以

女性平均壽命較高。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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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狀況(未婚&有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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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婚育概況 

(一)婚姻狀況 

    99 年底本縣 15 歲以上未婚人口數為 131,171 人，其中男性為 73,033 人，女

性為 58,138 人，男性未婚人口數較 98 年底之 72,292 人，增加 741 人(1.03%)，

女性未婚人口數較 98 年底之 57,383 人，增加 755 人(1.32%)；有偶人口數為

204,399 人，其中男性為 105,856 人，女性為 98,543 人，男性有偶人口數較 98

年底之 106,513 人，減少 657 人(-0.62%)，女性有偶人口數較 98 年底之 98,727

人，減少 184 人(-0.19%)。近年來，本縣男、女性未婚人口數持續遞增。 

 99 年底本縣 15 歲以上離婚人口數為 26,173 人，其中男性為 13,564 人，女

性為 12,609 人，男性離婚人口數較 98 年底之 12,956 人，增加 608 人(4.69%)，

女性離婚人口數較 98 年底之 12,024 人，增加 585 人(4.87%)；喪偶人口數為

28,472 人，其中男性為 5,496 人，女性為 22,976 人，男性喪偶人口數較 98 年底

之 5,468 人，增加 28 人(0.51%)，女性喪偶人口數較 98 年底之 22,623 人，增加

353 人(1.56%)。近年來，本縣男、女性離婚及喪偶人口數有增加的趨勢。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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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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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婚情形 

    99 年本縣粗結婚率為 5.5‰，較 98 年之 4.7‰為高。男性初婚率為 28.3‰，

女性初婚率為 36.6‰，男性初婚率較 98 年之 24.6‰為高，女性初婚率較 98 年

之 31.9‰為高，近年來初婚率為女性高於男性。 

 

(三)離婚情形  

    99 年本縣粗離婚率為 2.4‰，較 98 年之 2.3‰為高。男性有偶人口離婚率為

10.3‰，女性有偶人口離婚率為 11.0‰，男性有偶人口離婚率較 98 年之 9.7‰為

高，女性有偶人口離婚率較 98 年之 10.5‰為高，近年來有偶人口離婚率為女性

高於男性。 

離婚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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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育齡婦女  

99 年底本縣總人口數為 460,486 人，其中 15 至 49 歲育齡婦女人口數為

119,325 人，0 至 14 歲幼年人口數為 70,271 人，育齡婦女人口數較 98 年底之

120,136 人，減少 811 人(-0.68%)，幼年人口數為較 98 年底之 73,639 人，減少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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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8 人(-4.57%)。幼年人口數在近 5 年來顯現下降的情況，而育齡婦女人口數

也在近 3 年來逐年遞減。 

育齡婦女、幼年及總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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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育率 

「一般生育率」是指某年每 1,000 位 15-49 歲婦女的活產嬰兒數，99 年本縣

育齡婦女一般生育率為 29‰，較 98 年之 31‰為低，顯示育齡婦女的生育意願

降低；「總生育率」是假設婦女按照各年的年齡別生育率，平均每個婦女在育齡

期所生育的孩子數，99 年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為 990‰，較 98 年之 1,040‰為低，

顯示未來人口增加潛能下降。 

育齡婦女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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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年本縣育齡婦女之年齡別生育率以 25 至 29 歲和 30 至 34 歲的 65‰為最

高，分別較 98 年之 72‰和 66‰，減少 7 個千分點和 1 個千分點。近 5 年來育

齡婦女之年齡別生育率的曲線形狀相似，皆以 25 至 29 歲和 30 至 34 歲為高。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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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歲以上勞動力與非勞動力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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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勞動就業 

(一)勞動力與非勞動力 

    99 年本縣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數約為 383,000 人，其中包含男性勞動力人口

數為 127,000 人，女性勞動力人口數為 94,000 人，男性非勞動力人口數為 64,000

人，女性非勞動力人口數為 97,000 人。男性勞動力人口數較 98 年之 125,000 人，

增加 2,000 人(1.60%)，女性勞動力人口數較 98 年之 90,000 人，增加 4,000 人

(4.44%)，男性非勞動力人口數較 98 年之 66,000 人，減少 2,000 人(-3.03%)，

女性非勞動力人口數較 98 年之 99,000 人，減少 2,000 人(-2.02%)。近年來，本

縣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數持續遞增，由 370,000 增至 383,000。 

 

99 年本縣男性未參與勞動原因以高齡或身心障礙占 16.86%為主，其次為求

學及準備升學占 13.91%；女性未參與勞動原因以料理家務占 25.81%，其次則為

高齡或身心障礙占 19.04%。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370 372 376 380 38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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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狀況別之勞動力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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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動力參與率 
   99 年本縣未婚男性之勞動力參與率為 57.5%，未婚女性為 59.3%，男、女性

分別較 95 年之 57.1%、57.4%為高；99 年有配偶或同居男性之勞動力參與率為

73.4%，有配偶或同居女性為 49.3%，男性較 95 年之 74.6%為低，女性較 95 年

之 48. 6%為高；99 年離婚、分居或喪偶男性之勞動力參與率為 48.8%，離婚、

分居或喪偶女性為 28.1%，男性較 95 年之 49.0%為低，女性較 95 年之 25.9%為

高。由婚姻狀況別可知，除了未婚勞動力參與率是女性高於男性外，其餘皆是

男性高於女性。 

 

(三)就業者 

    99 年本縣就業者中從事農林漁牧業男性占 4.92%，從事農林漁牧業女性占

1.18%，男性較 95 年之 5.17%為低，女性較 95 年之 1.01%為高；99 年就業者中

從事工業男性占 22.67%，從事工業女性占 8.37%，男、女性分別較 95 年之

23.14%、9.51%為低；99 年就業者中從事服務業男性占 29.68%，從事服務業女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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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者行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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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占 33.18%，男性較 95 年之 30.33%為低，女性較 95 年之 30.84%為高。由行

業結構可知，除了從事服務業是女性多於男性外，其餘皆是男性多於女性。 

 

(四)失業率 
    99 年本縣各年齡層失業率中，男、女性失業率均以 15 至 24 歲為最高，分

別為 8.3%、13.5%，男性較 95 年之 15.6%為低，女性較 95 年之 6.4%為高。由

年齡組別可知，99 年失業率除了 15 至 24 歲為女性高於男性外，其餘均是男性

高於女性；95 年則反之。 

 

四、教育文化 

(一)教育程度 

    99 年底本縣各級教育學生性比例以研究所階段 173 較高，以高中職階段 117

次高，其中除了國中小階段和自修階段是女學生所占比例高於男學生外，其餘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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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男學生所占比例高於女學生，而男女學生差距在研究所、大專院校、國中

小階段都較 95 年底縮小。 

 

 

 

 

 

 

 

 

 

 

 

 

 

    近年來本縣不識字率有逐年下降的趨勢，其中男性不識字率又低於女性，

顯示大多數居民都有受過教育，而大學以上教育比率有逐年攀升的現象，其中

男性大學以上教育比率又高於女性，可知本縣居民知識水平正持續提升中，此

現象將有助於未來經濟、社會的發展。 

 

(二)國小教育 

99 學年度本縣國小男性學生數為 15,540 人，國小女性學生數為 14,188 人，

男性學生數較 98 學年度之 16,366 人，減少 826 人(-5.05%)，女性學生數較 98

學年度之 15,005 人，減少 817 人(-5.44%)；國小男性教師數為 856 人，國小女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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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概況

15.516.417.318.419.0
14.215.015.916.817.4

0.860.87
0.890.90 0.90

1.331.331.341.351.34

0

5

10

15

20

95 96 97 98 99 學年度

千人

0.0

0.5

1.0

1.5

千人

國小男性學生數(左標) 國小女性學生數(左標)

國小男性教師數(右標) 國小女性教師數(右標)

國民中學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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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師數為 1,327 人，男性教師數較 98 學年度之 874 人，減少 18 人(-2.06%)，

女性教師數較 98 學年度之 1,326 人，增加 1 人(0.08%)。近年來，本縣國小男、

女性學生數、男性教師數皆是逐年減少。 

 

(三)國中教育 

    99 學年度本縣國中男性學生數為 10,856 人，國中女性學生數為 9,411 人，

男性學生數較 98 學年度之 11,066 人，減少 210 人(-1.90%)，女性學生數較 98

學年度之 9,797 人，減少 386 人(-3.94%)；國中男性教師數為 514 人，國中女性

教師為 797 人，男性教師數較 98 學年度之 512 人，增加 2 人(0.39%)，女性教

師數較 98 學年度之 782 人，增加 15 人(1.92%)。近年來本縣國中女性教師數逐

年增加。 

 

 

資料來源：宜蘭縣統計要覽 

資料來源：宜蘭縣統計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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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中教育 

99 學年度本縣高中男性學生數為 4,087 人，高中女性學生數為 4,031 人，男

性學生數較 98 學年度之 4,067 人，增加 20 人(0.49%)，女性學生數較 98 學年度

之 4,008 人，增加 23 人(0.57%)；高中男性教師數為 241 人，高中女性教師為

248 人，男性教師數較 98 學年度之 244 人，減少 3 人(-1.23%)，女性教師數較

98 學年度之 231 人，增加 17 人(7.36%)。 

高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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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職教育 

99 學年度本縣高職男性學生數為 3,701 人，高職女性學生數為 2,466 人，男

性學生數較 98 學年度之 3,605 人，增加 96 人(2.66%)，女性學生數較 98 學年度

之 2,407 人，增加 59 人(2.45%)；高職男性教師數為 272 人，高職女性教師為

301 人，男性教師數較 98 學年度之 273 人，減少 1 人(-0.37%)，女性教師數較

98 學年度之 297 人，增加 4 人(1.35%)。近年來本縣高職男性學生數和女性教師

數逐年遞增。 

高職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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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宜蘭縣統計要覽 

資料來源：宜蘭縣統計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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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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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高等教育 

99 學年度本縣高等男性學生數為 8,744 人，高等女性學生數為 7,487 人，男

性學生數較 98 學年度之 8,925 人，減少 181 人(-2.03%)，女性學生數較 98 學年

度之 7,049 人，增加 438 人(6.21%)；高等男性教師數為 463 人，高等女性教師

為 231 人，男性教師數較 98 學年度之 475 人，減少 12 人(-2.53%)，女性教師數

較 98 學年度之 194 人，增加 37 人(19.07%)。近年來本縣高等女性學生數和教

師數皆逐年增加，而高等男性學生數逐年下降。 

高等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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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會福利 

(一)兒童及少年福利 
    99 年底本縣男性中低收入兒少生活扶助者為 621 人，女性中低收入兒少生

活扶助者為 707 人，男性較 98 年底之 701 人，減少 80 人(-11.41%)，女性較 98

年底之 745 人，減少 38 人(-5.10%)；男性托育津貼者為 41 人，女性托育津貼者

為 29 人，男性較 98 年底之 48 人，減少 7 人(-14.58%)，女性較 98 年底之 39

人，減少 10 人(-25.64%)。近年來本縣托育津貼者男性多於女性。 

 

資料來源：宜蘭縣統計要覽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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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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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人福利 

    99 年底本縣男性中低收入老人為 746 人，女性中低收入老人為 989 人，男

性中低收入老人較 98 年底之 768 人，減少 22 人(-2.86%)，女性中低收入老人較

98 年底之 1,007 人，減少 18 人(-1.79%)；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為 119,505,000

元，較 98 年底之 119,394,000 元，增加 111,000 元。 

     

    99 年本縣男性中低收入老人受照顧人次為 15 人次，女性中低收入老人受照

顧人次為 49 人次，男性較 98 年之 14 人次，增加 1 人次(7.14%)，女性則較 98

年之 36 人次，增加 13 人次(36.11%)；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為 320,000 元，

較 98 年之 250,000 元，增加 70,000 元。 

 

(三)低收入戶與急難救助 

    99 年底本縣男性低收入戶人數為 3,932 人，女性低收入戶人數為 3,719 人，

男性較 98 年底之 3,929 人，增加 3 人(0.08%)，女性則較 98 年底之 3,918 人，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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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難現金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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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 199 人(-5.08%)；低收入戶戶數為 3,104 戶，較 98 年底之 3,156 戶，減少

52 戶。 

 

    99 年本縣男性急難現金補助人次為 490 人次，女性急難現金補助人次為 361

人次，男性較 98 年之 443 人次，增加 47 人次(10.61%)，女性則較 98 年之 315

人次，增加 46 人次(14.60%)；急難救助金額為 3,217,000 元，較 98 年之 2,946,000

元，增加 271,000 元。 

 

(四)身心障礙者福利 
99 年底本縣男性身心障礙者為 17,239 人，女性身心障礙者為 13,551 人，男

性身心障礙者較 98 年底之 19,312 人，減少 2,073 人(-10.73%)，女性身心障礙者

較 98 年底之 15,211 人，減少 1,660 人(-10.91%)；男性輕度身心障礙者比率為

42.4%，女性輕度身心障礙者比率為 41.0%，均較 98 年底增加。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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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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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底本縣男性身心障礙者安置人數為 353 人，女性身心障礙者安置人數

為 206 人，男性較 98 年底之 324 人，增加 29 人(8.95%)，女性較 98 年底之 194

人，增加 12 人(6.19%)；男性工作服務人員為 44 人，女性工作服務人員為 224

人，男性與 98 年底之 44 人相同，女性較 98 年底之 192 人，增加 32 人(16.67%)。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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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會福利工作概況 

    99 年底本縣男性社會工作專職人數為 54 人，女性社會工作專職人數為 166

人，男性較 98 年底之 37 人，增加 17 人(45.95%)，女性較 98 年底之 129 人，

增加 37 人(28.68%)；男性領有社會工作師執照人數為 13 人，女性領有社會工

作師執照人數為 37 人，男性與 98 年底之 7 人，增加 6 人(85.71%)，女性較 98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21 

社會工作人員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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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刑案被害老人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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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之 30 人，增加 7 人(23.33%)。 

 

六、社會治安 

(一)各類刑案被害老人 

    99 年本縣各類刑案男性被害老人為 220 人，女性被害老人為 145 人，男性

被害老人較 98 年之 259 人，減少 39 人(-15.06%)，女性被害老人較 98 年之 115

人，增加 30 人(26.09%)。近年來各類刑案被害老人皆是男性多於女性。 

 

 

 

 

 

 

 

 

 

 

 

(二)性侵害被害人 

    99 年本縣性侵害男性被害人為 4 人，女性被害人為 83 人，男性被害人較

98 年之 2 人，增加 2 人(100%)，女性被害人較 98 年之 74 人，增加 9 人(12.16%)。

近年來性侵害被害人均是女性多於男性。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22 

性侵害被害人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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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搶奪案被害人 

99 年本縣搶奪案男性被害人為 1 人，女性被害人為 10 人，男性被害人較

98 年之 3 人，減少 2 人(-66.67%)，女性被害人較 98 年之 13 人，減少 3 人

(-23.08%)。近年來搶奪案被害人以女性為主，並且有逐年減少的趨勢。 

搶奪案被害人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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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違反家庭暴力嫌疑犯 
99 年本縣違反家庭暴力男性嫌疑犯為 62 人，女性嫌疑犯為 9 人，男性嫌疑

犯較 98 年之 50 人，增加 12 人(24.00%)，女性嫌疑犯較 98 年之 11 人，減少 2

人(-18.18%)。近年來違反家庭暴力嫌疑犯皆以男性為主。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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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死傷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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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家庭暴力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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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共安全 

(一)火災死傷人數 

    99 年本縣男性火災受傷人數為 5 人，女性火災受傷人數為 4 人，男性受傷

人數較 98 年之 13 人，減少 8 人(-61.54%)，女性受傷人數較 98 年之 9 人，減少

5 人(-55.56%)；男、女性火災死亡人數均為 0 人，男性死亡人數較 98 年之 1 人，

減少 1 人(-100.00%)，女性死亡人數較 98 年之 3 人，減少 3 人(-100.00%)。 

 

八、政治參與及政府服務 

(一)縣議員選舉 

本縣第 17 屆縣議員選舉男性候選人員為 47 人，女性候選人員為 9 人，男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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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候選人員較第 16 屆之 48 人，減少 1 人(-2.08%)，女性候選人員與第 16 屆之

9 人相同；男性當選人員為 30 人，女性當選人員為 4 人，男性當選人員較第 16

屆之 29 人，增加 1 人(3.45%)，女性當選人員較第 16 屆之 5 人，減少 1 人

(-20.00%)。近年來男性候選人員逐年減少，且候選人員和當選人員均以男性居

多。 

縣議員選舉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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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鄉鎮市民代表選舉 

本縣第 19 屆鄉鎮市民代表選舉男性候選人員為 192 人，女性候選人員為 28

人，男性候選人員較第 18 屆之 196 人，減少 4 人(-2.04%)，女性候選人員較第

18 屆之 29 人，減少 1 人(-3.45%)；男性當選人員為 115 人，女性當選人員為 16

人，男性當選人員較第 18 屆之 116 人，減少 1 人(-0.86%)，女性當選人員較第

18 屆之 15 人，增加 1 人(6.67%)。近年來候選人員及當選人員皆以男性居多。 

鄉鎮市民代表選舉概況

192196
219210

227

2829332639

115116115114120

1615161619

0

50

100

150

200

250

第15屆 第16屆 第17屆 第18屆 第19屆 屆別

人

0

25

50

75

100

125

人

男性候選人員(左標) 女性候選人員(左標)

男性當選人員(右標) 女性當選人員(右標)
 

資料來源：宜蘭縣統計要覽 

資料來源：宜蘭縣統計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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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小視力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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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教人員 

  99 年底本縣男性公教人員為 3,591 人，女性公教人員為 3,442 人，男性公教

人員較 98 年底之 3,618 人，減少 27 人(-0.75%)，女性公教人員較 98 年底之 3,443

人，減少 1 人(-0.03%)。近年來公教人員平均年齡遞增，99 年公教人員平均年

齡為 41 歲。 

 

九、醫療保健 

(一)學生視力檢查 

  99 學年度本縣男性國小學生視力不良率為 41.5%，女性國小學生視力不良

率為 44.7%；男性國中學生視力不良率為 63.6%，女性國中學生視力不良率為

70.8%。近年來國中、小學生視力不良率皆以女性占多數。 

 

 

資料來源：宜蘭縣統計要覽 

資料來源：宜蘭縣統計要覽 



 26 

癌症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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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類死因死亡性比例 

  99 年本縣各類死因死亡性比例中，以肝病、肝硬化性比例 288 為最高，以

自殺性比例 210 為次高，以腎病變性比例 80 為最低，以高血壓病性比例 100 為

次低。95 年本縣各類死因死亡性比例中，以事故傷害的男女差距較 99 年為最多，

以肝病、肝硬化的男女差距較 99 年為次多。 

 

(三)癌症死亡率 

  99 年本縣癌症死亡率為每十萬人 211.0 人，並且男性癌症死亡率為每十萬

人 273.8 人、女性癌症死亡率為每十萬人 145.7 人，分別較 98 年之男性癌症死

亡率每十萬人 260.8 人為高、女性癌症死亡率每十萬人 150.3 人為低。 

 

 

資料來源：宜蘭縣統計要覽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