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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鎮十五歲以上現住人口教育程度分析 

壹、 前言 

教育，通常有廣義和狹義兩種概念。廣義的教育泛指一切傳播和學習人類

文明成果，即各種知識、技能和社會生活經驗，產生於人類社會初始階段；狹

義的教育專指學校教育，即制度化教育。 

教育是國家的大計，而人才是立國的根本，透過優質的教育體系培育人

才，是維持國家生產力及競爭力的重要因素。由古至今，國家皆致力於完善

教育相關制度及體制，由制度化教育培養全方位之基礎知識，進而搭配多元管

道及高階教育，培養專業技術及知識人才、並助於整體知識水平的提升。隨著

我國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全民教育水準提升，本通報藉由已發布之統計

資料進行分析，以了解本鎮十五歲以上現住人口教育程度之趨勢變化。 

貳、簡要分析 

一、識字人口數及比例 

 

 資料來源：宜蘭縣政府民政處人口統計資料 

本鎮於十五歲以上現住人口識字比率於 101 年至 102 年間有顯著提升，並

趨於穩定，99 年度至 108 年度，相差 1.51 個百分點，於 102 年達到最高比例

98.94%，成長幅度達 2.28 個百分點，顯示因教育制度及社會教育之措施，有效

提升人民識字程度，惟於 102 年度後之比例微幅波動，尚須考量其他變動因

素，如社會遷入、遷出及自然增加、減少人口之識字程度，為考量本次通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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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蘇澳鎮識字人口比例

十五歲以上現住人口-識字人口比例



題，未於本次分析中納述。(詳圖一) 

二、識字人口性別比例概況 

 

資料來源：宜蘭縣政府民政處人口統計資料 

本鎮十五歲以上現住人口男性識字比率於 99 年至 108 年間雖有逐年提升，

惟比率皆高於九成八，成長幅度有限。相較於十五歲以上現住人口男性識字

率，本鎮十五歲以上現住人口女性識字率於 99 年至 102 年間大幅提升，且於

102 年度達到最高 98.44%，成長幅度達 3.96 個百分點。女性人口識字成長率明

顯大於男性，顯示本鎮識字人口之增加，多屬於女性之增加。統計圖表顯示，

於過去父權社會下，女性教育程度相較低落，經過現今完善的教育體制及男女

平等之社會風氣下，女性教育程度普遍提升(詳圖二)。 

 

三、識字人口教育程度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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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蘇澳鎮識字人口性別比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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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蘇澳鎮識字人口教育程度比例

高中(職)及專科二、三年制以上(含肄業)人口比例

大學及專科五年制後兩年以上、研究所以上(含肄業)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宜蘭縣政府民政處人口統計資料 

如以教育程度觀之，本鎮 99 年度至 108 年度教育程度明顯逐年提高，成長

幅度最大為大學及專科五年制後兩年以上、研究所以上(含肄業)人口比例，達

8.12 個百分點，其次為高中(職)及專科二、三年制以上(含肄業)人口比例，達

7.19 個百分點，顯示除我國推行之 12 年國教政策外，高等教育逐漸普及於一

般國民。(詳圖三) 

三、教育程度性別概況圖 

 
資料來源：宜蘭縣政府民政處人口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宜蘭縣政府民政處人口統計資料 

本鎮不論於高中(職)及專科二、三年制或大學、專科五年制後兩年以上及

研究所，男性數量於各年度穩定增加，幅度趨於平緩，惟女性增加幅度較為顯

著，雖女性與男性之比例有階段性落差，隨成長幅度之差異，已縮短男女教育

程度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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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蘇澳鎮高中(職)及專科二、三年制(含肄

業)性別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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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蘇澳鎮大學、專科五年制後兩年以上及研

究所(含肄業)性別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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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結語 

識字率乃是初階教育程度評量指標，提升識字率有利於爾後之學習效益，

為教育之基石。綜上分析，本鎮因國家教育制度之落實，全面提升鎮民識字

率，有效降低男女教育程度之差距。此外，本次分析凸顯本鎮其他異常現象，

於國家拉長基本教育年限之情形下，本鎮仍於近年來有識字率及教育程度比率

之微幅下降情形，應特別注意知識人口遷移的可能性，以永續本鎮之人才培養

及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