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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國情與環境基本資料

在人口結構方面，2020 年未滿 15 歲幼

年人口占比為 12.58%，呈逐年下降趨勢；

15 至 64 歲青壯年人口占比由 2012 年最高峰 

74.22% 逐年降至 71.35%；65 歲以上老年人

口呈逐年增加趨勢，且占比已於 2017 年超越

未滿 15 歲幼年人口，2020 年增至 16.07%。

在少子高齡化趨勢下，2020 年出生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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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0 至 2070 年）」，2020 年 8月。

圖 1.2-1 臺灣整體人口發展趨勢圖

於死亡數，人口開始呈現自然減少。加上，受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影響，

以國際遷徙為主之社會增加難以維持正數，無

法彌補自然減少之人數， 總人口於 2019 年達

最高峰 2,360 萬人後，降為 2,356 萬人，人口

開始負成長，如下圖 1.2-1。

  1.3 地理位置與土地利用情形

一、地理位置

我國管轄臺灣本島及其附屬島嶼、澎湖群

島、金門列島、馬祖列島、東沙群島、南沙

群島等區域，總面積為 36,179.067平方公里。

本島位於北緯 21 至 26 度之間，北回歸線（北

緯 23.5度）通過嘉義縣，在亞洲大陸棚的東

南邊緣。

本島南北縱長 394 公里，東西最大寬度 

144 公里；四面環海，東為太平洋，西隔臺灣

海峽，南為巴士海峽，海岸線總長 1,139 公里；

地勢為東高西低，地形主要以山地、丘陵、盆

地、台地、平原為主體。

山地約占全島總面積的三分之二，自東

向西分別有海岸山脈、中央山脈、雪山山脈、

玉山山脈及阿里山山脈等共 5 條山脈。中央

山脈地勢高峻陡峭，形成本島主幹，為東、西

部河川之分水嶺；阿里山山脈以西為漸趨平緩

的盆地及平原，由北而南依序為臺北盆地、桃

竹苗臺地、臺中盆地、嘉南平原及屏東平原，

如圖 1.3-1。

二、土地利用情形

我國管轄臺灣本島及其附屬島嶼、澎湖群

島、金門列島、馬祖列島、東沙群島、南沙群

島等區域，總 2020 年我國都市土地及非都市

土地（國家公園土地）之使用情形，在都市土

地方面，以保護區（27.8%）、農業區（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