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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資料空間化現況及其應用 

摘要 

內政部統計處於 90 年 開發「內政統計地理資訊應用系統」，首度將

人口點位資料結合 GIS地理圖資，以視覺化地圖呈現趨勢、群聚現象

與統計數據，由空間展現生動人口統計資訊，支援各項施政決策需要。

96 年起接任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庫分組召集單位，進行統計

區及社會經濟資料庫建置工作，辦理社會經濟屬性資料空間化相關事

項。7縣市人口資料已與最小統計區圖資結合，以最小統計區作為彙

總單元，彙成具有各級發布區空間特性的人口統計資料；此舉，可同

時提供微觀及宏觀的人口統計地理資訊，強化空間分析能力，提升人

口統計資料內涵及應用效益。  

關鍵詞：統計地理資訊、最小統計區、發布區 

 

撰稿人：內政部統計處  副統計長  吳焄雯 

 

 

壹、前言 

政府為提昇空間決策品質及行政效率，積極推動國土資訊系統

（NGIS）；內政部統計處整合地政地形圖、戶政門牌位置的電子地理

圖資，以及人口、工商、醫療、社會福利等社會經濟屬性資料，先行

於 90年開發「內政統計地理資訊應用系統」，將統計資料、計算模式

及圖表模式結合地理圖檔，資料賦予視覺化與空間圖層化特性，提供

從空間角度細看具宏觀、微觀與彈性化的社經人文統計資訊，有效提

升政府與民間在空間決策的參考精度。 

行政院復於 96年訂頒「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動十年計畫」，

內政部統計處同時擔任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庫分組」（以下

簡稱本分組）召集單位，建置與推動分組相關事宜，積極展開社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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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資料整合及空間化，分年建置統計區分類系統小統計區圖資及整合

型社會經濟資料庫、統計地理資訊應用系統，並開發社會經濟資料倉

儲流通中心，於同一平台達成供需應用目的，建立資料共享機制。 

本文以本分組人口資料空間化現況及相關應用範例，簡介統計地

理資訊，推廣系統應用價值。 

 

貳、社會經濟資料庫分組重要成果 

    內政部統計處接辦分組業務後設定整體目標為「建置全國社會經

濟地理資訊系統」，妥擬四項計畫進行，98年又再檢討整併修正為「國

土資訊系統統計區及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應用系統建置計畫」，及

「社會經濟地理資訊倉儲及流通中心建置計畫」二大計畫，進行規劃

及相關建置工作。 

相關重要成果如下： 

一、 完成統計區建置計畫整體規劃並進行實際劃設。 

      完成規劃統計區分類系統架構(詳圖 1)，及訂定相關作業規範；

鄉鎮市區以下小統計區與各級行政區或自訂發布區形成「統計區分

類系統」架構，便利社會經濟屬性資料和地理圖層做空間結合。民

國98年開始即依據整體規劃結果進行統計區分階段劃分建置作業，

截至 100年 2月底完成臺北市、基隆市、臺中市、嘉義市、高雄市、

高雄縣、宜蘭縣、臺北縣、桃園縣、新竹市、苗栗縣、臺南縣、臺

南市等 13縣市 179個鄉鎮市區 9萬 2,012個最小統計區、5萬 2,810

個第一級發布區、6,052 個第二級發布區以及 4,717 個準村里發布

區等小統計區圖資之建置，預計於 101 年完成全國 25 縣市建置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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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級發布區(全國)

第五級發布區(區域計畫分區)

第四級發布區(縣市)

第三級發布區(鄉鎮市區)

第二級發布區

第一級發布區

最小統計區

準村里發布區村里發布區

自
訂
發
布
區

 

圖 1  統計區分類系統架構 

 

二、 將統計區分類系統圖資導入統計地理資訊應用系統，並結合社

會經濟資料呈現空間社會經濟地理資訊。 

    於 99年將 98年已建置完成之臺北市、基隆市、臺中市、嘉義市、

高雄市、高雄縣及宜蘭縣等 7縣市統計區分類系統圖資，導入統計地

理資訊應用系統，再結合社會經濟資料，賦予社會經濟統計資料空間

特性，提升社會經濟應用效益。 

 

三、 開發「統計區對位服務程式」，方便釋出以最小統計區為基本彙

總單元的統計地理資訊。 

    於 99年對於已建置完成之 7縣市統計區分類系統圖資，開發「統

計區對位服務程式」，將該縣市每一筆 GIS門牌附加最小統計區與各

級發布區代碼，使社經屬性資料與統計區空間分布透過 GIS門牌資料

相連結。 

四、 完成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庫擴充建置整體規劃，並進行

「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庫共通平台」之建置。 

    98年底完成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庫擴充建置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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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本分組未來推動方向與整體架構內容，以為後續資料庫全面建置

作業之標準與依據。於 99年首年建置本分組全球資訊入口網及「共

通平台」。先開發會員專區、社經資料查詢、社經資料供應、社經資

料管理、社經地圖展示及系統管理等之基礎功能。 

 

參、我國統計地理資訊發展現況 

    我國統計地理資訊系統開發始於 90年，因 10年來 GIS科技進步

神速、地理資訊協定有重大突破、系統開發提供服務定位不同、統計

區建置小有成果等因素，目前統計地理資訊分由三系統提供不同功能

之服務。未來有關系統加值應用方向，將朝向多維項目或不同資料庫

間的整合面向。 

一、開發「內政統計地理資訊應用系統」上線提供應用 

「內政統計地理資訊應用系統」具有多樣性定位與查詢、統計功

能，採用多元化及整合式的查詢介面，將顯示之圖台及查詢功能整合

在同一個介面上。可依據個別門牌、道路環域、自訂區域等一定範圍

內及市區里鄰行政區、最小統計區等空間地理區域，統計周邊屬性資

訊、動態範圍內統計分析功能；並提供自用主題平台，可自訂主題彈

性功能進行方案研析。 

考量個人資料保密及網路安全，採業務使用之公務版及供社會各

界查詢使用之公開版二種系統。系統將各縣市依開發當時千分之一地

形圖及門牌位置數位建置與否，區分為「具有 GIS 門牌地區」及「未

具 GIS門牌地區」兩種地理區域，「具有 GIS門牌地區」之系統功能較

「未具 GIS門牌地區」豐富，更具細膩統計分析功能。 

    本系統自 90年起逐年開發縣市別地理區域系統，以 5都合併升

格前狀態呈現，「具有 GIS 門牌地區」者有臺北市、前高雄市、前臺

中市、前臺南市、嘉義市、基隆市及新竹市七市；其餘各縣均為「未

具 GIS門牌地區」。兩者在地理空間細緻度及屬性資料類別上之功能

有別，「具有 GIS門牌地區」之 7個市已導入公務資料統計類別與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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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項目如表一，其空間展示設定範圍如圖 2，在空間選取及屬性資料

設定功能上較為細緻；「未具 GIS門牌地區」之各縣開發村里以上行

政區展示之人口資料。人口條件設定功能如圖 3。應用本系統操作產

出人口資料如圖 4至圖 11。 

 

表 1  「具有 GIS門牌地區」統計屬性項目 

統計類別 統計項目及統計條件之屬性項目 

一、每戶人口特性 性別、年齡、原住民、戶別、婚姻

狀況、教育程度。 

二、身心障礙者 年齡、性別、殘障類別、殘障等級、

殘障原因。 

三、社會福利服務機構 機構類別、地址、電話、主要服務

事項。 

四、工商企業資料 企業名稱、地址、組織種類、大中

小細類行業別、營業項目。 

五、醫療院所、護產機構資  

料 

科別、病床數、醫師人數、醫事人

員數、醫院（機構）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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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具有 GIS門牌地區」空間設定功能 

 

 

圖 3 人口條件設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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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前高雄市65歲以上人口分布面量圖
老人人數 老人比率

 

圖 4  老年人口分布面量圖 

 

16

前高雄市鼓山區10歲以下兒童分布

 

圖 5  分齡人口分布面量圖 

 



 8 

18

高雄市鼓山區各里人口組成

綠色：14歲以下
藍色：15-64歲
紅色：65歲以上  

圖 6  里之人口組成 

 

19

中華三路與成功一路之間六合二路兩旁環域
30公尺人口統計

 

圖 7  特定道路環域人口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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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台北市7-11欣旺門市附近200公尺人口年齡組成

 

圖 8  與工商結合之人口組成 

 

23

高雄市普祐長照中心700公尺方圓內身心障礙人口

 

圖 9  與社會福利服務機構結合之身心障礙人口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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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高雄市鼓山區山下里身心障礙人口分布

及附近醫療院所分布

 

圖 10  身心障礙人口分布與醫療院所之結合 

 

32

單位:人

區里別 總計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鼓山區山下里 103 9 24 31 39

鼓山區登山里 72 8 7 30 27

鼓山區光化里 116 9 21 36 50

鹽埕區教仁里 128 8 22 46 52

鹽埕區陸橋里 70 13 9 22 26

鹽埕區慈愛里 27 3 5 9 10

鹽埕區博愛里 36 5 7 12 12

綠色：極重度
藍色：重度
紅色：中度
粉紅色：輕度

 

圖 11  身心障礙人口分布與其障礙等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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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發國土資訊應用系統「社會經濟統計內政資料入口網」上線提

供應用 

    「社會經濟統計內政資料入口網」提供查詢、瀏覽內政統計資料，

並提供統計區分類系統小統計區圖資與統計資料下載機制。 

    本系統亦供應小統計區圖資下載功能，並將各類別社會經濟原始

公務資料，由本入口網處理轉化為最小統計區及發布區統計資料後供

應至「社會經濟資料分組共同平台」。 

截至 100年 2月底，98年底已建置小統計區圖資之 7縣市，其

人口資料已與最小統計區圖資結合，以最小統計區作為彙總基本單元，

向上彙成具有各級發布區空間特性的人口統計資料。人口統計分類分

為行政區統計與統計區統計，統計區統計較行政區統計之發布資料有

三層小統計區的細緻度。並且發布網路地圖服務（WMS）。 

人口統計分類及其重要展示功能如圖 12至圖 19。 

 

34

人口統計分類—行政區統計

 

圖 12  行政區發布人口統計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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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統計分類—統計區統計

 

圖 13  統計區發布人口統計分類 

人口統計→原住民次主題→28項指標

 

圖 14  次主題原住民人口統計區發布統計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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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別

 

圖 15  鄉鎮市區別統計面量圖 

 

內湖區
村里別

內湖區
最小統
計區別

台北市村里別

 

圖 16  村里別、最小統計區別原住民人口面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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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別

中壢市里別

 

圖 17  鄉鎮市區別、村里別結婚對數面量圖 

41

臺灣地區65歲以上人口村里面量圖

老人人數 老人百分比

 

圖 18  全臺村里別老年人口面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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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前高雄市離婚人口最小統計區面量圖

 

圖 19  最小統計區別離婚人口面量圖 

 

三、開發「社會經濟資料庫分組共通平台」上線提供應用 

於 99年建置本分組「資料庫共通平台」，定位為社會經濟資料查

詢展示及供應、服務介接供應之流通平台，使資料需求者可在同一平

台上獲得不同單位即時且完整的社會經濟資訊。其中社經地圖展示圖

台功能包含統計資料設定、統計地圖設定、主題地圖展示、及地圖操

作等功能，分眾分權限使用，並可發布 WMS，提供政府機關 GIS系統

進行 WMS服務之介接。亦提供同時在地圖上套入各地區的不同類別社

經資料或指標，那麼即可很清楚看出其間的社會經濟關係或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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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99年第三季宜蘭縣最小統計區人口密度面量圖

 

圖 20  最小統計區別人口密度面量圖 

人口統計地理資訊的應用(三)

 

圖 21  最小統計區別高雄縣市合併後高等教育程度人口面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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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99年第三季鄉鎮男女人口數圓餅圖

 

圖 22  鄉鎮別男女人口組成 

 

47

99年第三季鄉鎮人口概況_老化指數與扶養比

 

圖 23  各鄉鎮老化指數與扶養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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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各縣市人口密度與人口組成 

 

 

肆、結語 

人口資料是國家構成的基本要素之一，透過人口的數量、結構、

素質及分布情形，可瞭解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狀況，人口資料為

一切發展之基礎。人口空間分布攸關教育資源分布、公共設施配置、

人力資源分配、醫療設施的建立及警政、消防人力配置等，優先開發

其統計地理資訊。 

社會經濟資料庫分組在九大資料庫分組中起步最慢，96 年起急

起直追，四年下來略有成果，惟仍在初步階段，按階段資料建置程序

逐步進行中，包括各類社會經濟原始資料、公務統計資料及以統計區

分類系統為架構之資料推動上架與發布，為本分組資料服務推動重點。

在逐步完成各類資料建置與發布後，同時進入充分運用資料階段，將

發揮資料互通、共享與多目標加值應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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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資料範疇既廣且雜又分散，統計區及資料庫推動作業牽

涉層面廣泛，遭遇重重困難，有賴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機關單位齊心

協力突破解決，本分組建置及推動效益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