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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的價值－帶你探究

公務統計沒說的數據

　張琬宜（內政部戶政司司長）

人口及住宅普查為政府定期舉辦的基本國勢調查，因應時代及環境變遷，與時俱進將民眾關注的議

題納入調查中，本文詳述完備戶籍登記制度為基礎協助檢核普查資料制度，提升了普查的整體效

益。

壹、前言

人口及住宅普查（簡稱為

人口普查）具有獲取整體人口

全貌的效益，故世界各國均有

定期辦理人口普查的慣例，根

據聯合國統計，2020 年前後

全球約有 9 成國家辦理人口普

查，為世界各國重要施政項目

之一，而臺灣也將在今（109）

年 11 月進行人口普查。

臺灣的人口普查始於日

治時期的第 1 次臨時戶口調查

（民國前 7 年，1905 年），

光復後自 45 年開始每 10 年

舉辦 1 次。隨著民主化及資訊

科技的發展，我國的戶政、地

政管理制度及資訊系統日臻

完備，但多以登記為基礎，有

關現行登記制度無法展現的

數字或統計，須仰賴普查以取

得真實資料，俾與公務登記資

料交互運用，以掌握事實狀況

與登記資料之差異，並了解社

會人口習慣等變化狀況，以利

政策及相關措施調整及推動

之重要參據，因此普查相當重

要。

貳、人口普查的重要性

一、人口普查的目的與用途

政府之各項施政須滿足人

民之所需，且人口為國家基本

要素之一，隨著我國婦女生育

率逐年下滑，少子女化及高齡

化等人口議題日益嚴峻，衍生

人口結構失衡、勞動力不足、

扶老比率持續上升、扶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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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家庭結構改變及老人照

顧等諸多問題，衝擊國家競爭

力及稅收。

為了解全國常住人口之質

量、家庭結構、就學、就業、

家計、照護需求及住宅使用狀

況，作為政府釐訂施政方針、

規劃國家建設及經濟發展之參

據，每 10 年定期舉辦之人口普

查，就顯得十分重要，又普查

之結果亦可供學術機關、民間

團體研究探討人口及住宅相關

議題，以及與其他國家的相互

比較，藉此了解各國人口發展，

增進國際的互助交流。

二、已有公務統計　為何

還要辦理人口普查

目前政府統計資料主要

可分為公務統計及調查統計。

依法執行職務所產生的統計

資料屬公務統計的範疇，無法

經由公務統計而得之資料，就

需要辦理調查統計，人口普查

便是其中一種。人口普查可以

與時俱進地將當代民眾關注

的議題納入調查中，以反映時

代變遷及各種社會現象的變

化。歸納人口普查的重要性如

下：

（一）探究公務統計沒有的數

據

以戶役政資訊系統之

戶籍登記資料為例，雖可提

供完整且即時的人口統計資

訊，但此類統計資訊係以戶

籍登記所記載為準，且對象

為在臺設有戶籍的人口或在

臺曾設有戶籍的人口；然而

人口普查的對象則為在臺設

籍或居住滿６個月或預期居

住６個月以上的常住人口，

且普查的項目可納入長照狀

況、使用語言、常住地、五

年前居住地、家計負責人、

職業、戶內人口關係、現有

子女數及其居住地等，這些

都是戶籍登記所沒有的項

目。因此透過人口普查，可

以探究公務統計所沒有資訊

與數據。

（二）配合現況擬訂普查問 

項，提升施政決策品質

普查問項之研擬可因應世

界潮流、社會經濟現況及國家

發展趨勢，深入了解民眾實際

需求，以適時釐正國家政策規

劃方向。例如今年人口普查問

項即納入多元家庭型態及長期

照護等，俾有效掌握社會脈動

及當代現實生活面向的需求，

以驗證施政效益，俾提升決策

品質，使人民有感。

（三）提供廣泛決策應用

社會現象瞬息萬變，

普查可掌握當前社會經濟脈

動、產業趨勢，例如內政部

營建署可應用普查所獲得的

人口及住宅普查之住宅衛浴

套數及平均每人居住面積統

計結果，作為研修整體住宅

政策的參考；原住民族委員

會可應用所獲得的人口及住

宅普查之原住民結果，辦理

原住民地區福利現況及長期

照護醫療資源之需求等相關

調查研究，以因應原住民族

群文化特性及發展需求，制

定適切之原住民政策；國家

發展委員會應用人口及住宅

普查之住宅結果，研訂「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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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房地產市場措施」及制定

住宅政策之相關參考資訊；

國人使用語言情形、分布狀

況，也有助於國家推動文化

認同與母語傳承；戶內成員

展現的經濟活動成果，更可

作為政府釐訂工商業政策的

重要參據。因此，普查結果

之應用層面十分廣泛，所創

造之價值難以估算。

（四）作為公務與普查資料比

較研究及推計資料應用

運用統計方法推估不

確定人口在學術研究及指

標應用上具高度價值，例如

102 年 7 月，楊靜利教授發

布之「從普查與戶籍登記資

料差異估計我國同居人數

的潛在問題」專論，即是將

人口普查及戶籍登記資料

婚姻狀況分布之差距，利用

統計方法估算我國同居、分

居概況，作為學術研究應用

參考資料。此外，行政院主

計總處有關常住人口推計

方法之研究報告，利用普查

常住人口檔為基期資料，運

用出生、死亡及入出境等公

務檔案，以統計方法推計非

普查年之常住人口，當能完

整呈現全國常住人口之結

構變化，有效提供政策應用

參考。

三、普查資料串聯登記資

料，優化政府決策

目前內政部戶政司職掌

戶籍登記而辦理之人口統計、

衛生福利部社會福利及家庭

署職掌身心障礙服務而辦理

之相關照顧補助統計、勞動部

勞工保險局職掌之勞工保險

資料而辦理之保險給付統計

等均屬公務統計資料，然而，

公務統計資料目前大都分由

各權責機關各自掌握；人口普

查資料可以與公務登記資料

串聯，集合人口之特性、經常

居住地、工作地、家計情形、

就學狀況、使用語言及居住狀

況等，建構全面性、完整性之

事實真象及事件原貌，使政府

決策更為優化。

參、戶籍登記可倍增

人口普查效益

我國戶籍登記制度完備，

現行戶籍登記分為身分登記

（如出生、認領、收養、結婚、

同性之結婚、離婚、死亡等）、

初設戶籍登記、遷徙登記（如

遷出、遷入等）、分（合）戶

登記、出生地登記及依其他法

律所為登記等 6 大項，對於民

眾重要的基本資料如姓名、性

別、年齡、國籍、婚姻狀況、

教育程度等，戶籍登記均已掌

握涵蓋。因此，戶籍登記資料

能便利普查之實施。相關效益

分析如下：

一、利用戶籍登記資料編

製普查名冊及檢核普

查相關資料，以提升

普查的整體效益

民國 89 年普查調查方法

為連結公務檔案及派員面訪調

查，此即是利用內政部戶政司

之「戶籍資料檔」、「村（里）

門牌資料檔」及有關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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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冊檔，編製普查名冊，普查

結果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等重要基資料，經連結「戶籍

資料檔」予以評估其合理性，

以提升普查作業效率，減低人

為誤差。

二、戶籍登記資料結合地

理資訊系統（GIS），

建置完整之普查區，

增進普查辦理效率與

資料品質

民國 99 年參考世界主要

國家之辦理方式，並考量我國

公務登記制度已日趨完備，為

有效整合運用政府相關機關之

各項資源，增進普查辦理效率

與資料品質，及精簡普查所需

人力及成本，首度全面結合地

理資訊系統（GIS）整合內政

部戶政司提供之村（里）門牌

資料檔及戶籍登記資料檔，

建置涵蓋面完整之數值化普查

區，並首次改採「公務登記輔

以抽樣調查」方式辦理，以抽

樣調查方式取代以往的全面性

調查方法，再以調查結果推估

總人口數及其結構，有效增進

普查效益及資料品質。

肆、普查員的甘苦、趣

聞及額外的收穫

民國 69 年以前普查的調

查方式是採「預查複核制」，

分為預查與複核 2 階段，普查

員於標準日前完成填表工作，

普查標準日零時至六時止，實

施調查資料查核工作，並同時

實施交通管制以取得正確之現

住人口資料。因為必須挨家挨

戶進行全面普查，普查員常須

備嘗艱辛，才能完成普查工作，

曾有一位雲林縣古坑鄉草嶺國

小教導主任當時一手持手電

筒，一手抱普查袋，前往來回

需要 3 小時且只有 2 戶的青山

坪普查，經歷磨穿鞋底，於最

後期限內趕到，完成普查；另

有女教師於普查時遇工人以炸

藥開路，交通受阻，因疲倦過

度，在路邊的竹林中睡著，回

到學校天都已黑，直說山區的

普查工作太累，寧可倒貼普查

費也不想做。

普查員於普查工作中，雖

常碰到住戶不開門接受普查、

遭受惡犬攻擊、甚至被懷疑是

詐騙集團而挨打，但也經常出

現趣事，例如普查員與民眾溝

通因口音不同，發生雞同鴨講

的糗事，普查員詢問某戶家中

的女兒近況，對方回答聽起來

是「出家了」，普查員除了一

愣之外，只能依普查規定，問

清在哪裡出家，卻惹來民眾一

陣白眼與不悅，並刻意放慢說

話的速度，一字一句地說：「是

出嫁，不是出家！」。另外，

也有普查員在普查中發現受訪

者一家 5 人中毒，立即撥打叫

救護車送醫急救，因而救回 4

條人命；也有三年怨偶，因為

普查的緣故，在普查員苦口婆

心的勸導下，夫妻破鏡重圓。

這些都是普查過程中，普查員

之甘苦，希望社會大眾多多體

恤，並支持普查。

伍、結語

人口普查能提供全面性且

詳盡的人口特徵資料，一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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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都是國家了解人口樣貌與素

質的重要來源之一，也是政府

據以加強各項社會福利措施、

規劃國家總體資源分配的施政

參考。

因普查耗資鉅額，因此規

劃每 10 年舉辦 1 次，今年適逢

人口普查年，政府會以保護民

眾個資為前提，要求面訪之普

查員做到「3 不 2 會」，即「不

會洩漏個人資料給任何人」、

「不會詢問普查表以外的資

料」、「不會要您提供帳戶或

存摺」、「會配戴行政院主計

總處核發之普查員證到府查

訪」、「會遞送致受訪戶函」，

民眾不用擔心個人隱私會有

洩漏之虞，所以請受訪民眾支

持普查並放心配合接受訪查作

業，提供詳實資料，為建立國

家基礎資訊奠定良好基石。

本次人口普查為減輕民眾

負擔，採公務登記及調查整合

式普查，凡公務登記檔案已有

的資料，就不納入普查問項，

並導入資訊技術，除了派員面

談訪問，也以留置填表、網路

填報等方式，讓民眾可以輕鬆

完成。

人口普查更能夠讓我們

看到公務統計裏掌握不到的真

實資訊與數據，對政府施政決

策有莫大的助益。期盼全民能

了解人口普查之意義與價值，

共同為國家社會發展盡一份心

力，配合普查、協助普查，以

「普查今天事，規劃未來事」

之信念，共同努力創造更美好

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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