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普查資料探討臺灣地區就學

人口之通學概況

　曾孟 、吳雅君（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勢普查處科員）

本文以 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統計結果，探討臺灣地區 6 歲以上就學人口之居住地與求學地分布以及

差異情形。

壹、前言

都市化發展導致城鄉教育

資源分布不均，包括量與質兩

方面，而由於教育資源之地理

差異，也將形成各地教育機會

不均等，若依就學人口居住地

與就學地之間的差異，或可適

度反映出學區劃分或學校設置

允當與否，爰本文依據人口及

住宅普查資料，將就學人口定

義為在求學且無工作之人口，

通學人口則定義為就學地與居

住地位於不同鄉鎮市區者，可

再依據跨越範圍之不同，細分

為至縣市內其他鄉鎮市區及至

外縣市通學兩種情形，除探討

各縣市通學概況外，並依行政

院 99 年核定之「國土空間發

展策略計畫」，分別就北北基

宜、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

高屏及花東六個區域生活圈探

討其通學概況，俾供決策單位

規劃及制定有關教育資源區域

配置及發展、學區劃分、推動

十二年國教及區域交通建設等

政策之參考。

貳、就學人口概況

99 年底臺灣地區 6 歲以

上常住人口中，就學人口共計

446 萬 9 千人，10 年間減少 18

萬 2 千人或 3.9％，就各縣市

觀察，仍以居住於新北市之 76

萬 2 千人或占 17.1％居冠，臺

中市 57 萬 5 千人或占 12.9％

居次，臺北市 53 萬 1 千人或

占 11.9％居第 3。若比較 10 年

間各縣市就學人數增減情形，

僅 6 個縣市增加，增幅依序為

新竹市 14.0％、新竹縣與桃園

縣同為 12.8％、澎湖縣 9.0％、

臺東縣 5.0％及臺中市 2.8％，

其餘各縣市均呈現負成長，其

中以彰化縣減幅 14.7％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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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14.4％次之（圖 1）。

按教育程度觀察，近年來

受少子女化之衝擊，國小學生

人數明顯下降，10 年間由 196

萬 6 千人降至 153 萬 6 千人，

減少 43 萬人，降幅為 21.9％；

國中、高中（職）學生亦呈下

降趨勢，惟不若國小明顯，10

年間分別減少 9 千人及 5 萬 7

千人；而大專以上學生人數則

因普設大專院校而明顯成長，

10 年間由 77 萬 8 千人增至 109

萬 3 千人，增加 31 萬 4 千人，

增幅為 40.4％（圖 2）。

參、就學人口之就學

地與居住地

若依就學人口之就學地與

居住地所在鄉鎮市區觀察，可

將就學人口區分為在居住鄉鎮

市區就學、至縣市內其他鄉鎮

市區通學、至外縣市通學等三

種情況，後二者即為普查所定

義之通學人口。

99 年底就學人口主要以在

居住鄉鎮市區就學者為多，計

295 萬 2 千人或占就學人口之

66.0％，已較 10 年前下降 9.7

個百分點；至縣市內其他鄉鎮

市區通學人口 104 萬 2 千人或

占 23.3％，而至外縣市通學人

口 47 萬 5 千人或占 10.6％，分

別較 10 年前上升 7.7 及 1.9 個

百分點；將後二者合計，99 年

底通學人口 151 萬 7 千人，通

學率 34.0％，亦即每 100 人有

34 人須至外鄉鎮市區求學，較

專 題

圖 1　臺灣地區 6 歲以上就學人口按縣市別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89 年及 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作者整理繪製。

圖 2　臺灣地區 6 歲以上就學人口按教育程度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89 年及 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作者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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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前增加 9.7 人，顯示學生

通學情況隨著交通網絡便捷而

益趨頻繁。

就各縣市觀察，至外縣市

通學率以新北市 22.8％最高，

嘉義縣 20.6 ％居次，基隆市

17.9％再次；除澎湖縣為離島

外，花蓮縣、臺東縣因地形狹

長，至外縣市交通路途較遠，

而宜蘭縣雖已有雪山隧道通行

帶來便利性，但或因交通成本

較高等因素，致使前揭縣市至

外縣市通學率均不及 3％（圖

3）。

按教育程度觀察，由於國

中、小學屬於國民教育，係依

戶籍所在地分配就讀學校，爰

國小學生在居住鄉鎮市區就學

率達 93.9％，通學率 6.1％，

其中至外縣市通學率僅 1.1％；

而國中學生在居住鄉鎮市區就

學率亦達 87.0％，通學率則為

13.0％，其中至外縣市通學率

僅 2.1％；若探究國中、小學

生通學原因，主要係因家長為

選擇較佳學區而遷移戶籍，致

戶籍與常住鄉鎮市區不同，或

就讀私立中小學所致。而高中

（職）目前係採多元化入學方

案，鼓勵高中（職）發展學校

特色，以引導國中畢業生就近

升學，惟 99 年底高中（職）學

生在居住鄉鎮市區就學率仍僅

29.2％，通學率則達 70.8％，

每 100 位高中（職）學生有 71

人至外鄉鎮市區求學，其中有

16 人至外縣市求學。至於大專

以上者在居住鄉鎮市區就學率

40.8％，高於高中（職）學生，

主要係因其住校或選擇就近租

屋居住者較多，而通學率為

59.2％，每 100 位大專以上學

生有 59 人至外鄉鎮市區求學，

其中有 27 人至外縣市求學（下

頁 圖 4）。

專題

圖 3　臺灣地區各縣市 6 歲以上就學人口就學情形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89 年及 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作者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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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各縣市高中（職）、

大專以上學生觀察，高中（職）

至外縣市通學率以嘉義縣達

57.0％最高，新北市 39.7％次

之，新竹縣 39.6％再次；大專

以上學生至外縣市通學率則以

基隆市 51.2 ％最高，新北市

48.4％次之，南投縣 41.2％再

次（圖 5 及下頁圖 6）。

肆、各縣市實際與常

住就學人口之差

異

若就各縣市實際就學人口

與常住就學人口比較，有 11 個

縣市實際就學人數大於常住就

學人數，意即來自外縣市通學

人數多於至外縣市通學人數，

以臺北市差異最為明顯，至外

縣市通學者為 7 萬 6 千人，由

外縣市至臺北市通學者則為 16

萬人，實際較常住就學人口多

8 萬 5 千人；其次為新竹市、

嘉義市，實際均較常住就學人

口多 1 萬 3 千人，再次為臺南

市之 1 萬 1 千人、臺中市 4 千

人，前揭縣市均為都會型縣市，

顯示都會型縣市因教育資源配

置較佳，容易吸引鄰近縣市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89 年及 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作者整理繪製。

專 題

圖 5　臺灣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就學情形

圖 4　臺灣地區 6 歲以上就學人口就學所在地按教育程度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作者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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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至該縣市通學；而另外 9 個

縣市則為實際小於常住就學人

數，以新北市差異最為明顯，

至外縣市通學者為 17 萬 4 千

人，由外縣市至新北市通學者

則為 6 萬 9 千人，實際較常住

就學人口少 10 萬 5 千人，可能

係因新北市房價或租金較低，

或至臺北市交通便捷等因素，

致使部分學生傾向選擇居住於

新北市再至臺北市就學。

若就來自外縣市通學率觀

察，以嘉義市 27.7％最高，其

中 7 成 5 自嘉義縣流入；臺北

市 26.0％居次，其中 8 成 3 自

新北市流入。而各縣市至外縣

市通學率則以新北市之 22.8％

最高，嘉義縣 20.6％居次，分

別流出至臺北市及嘉義市，比

率同為 7 成 6；基隆市 17.9％

再次，主要流出至臺北市及新

北市，兩者合占 8 成（圖 7）。

伍、六大區域生活圈

之通學概況

行政院 99 年 2 月 22 日

核定之「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

畫」，除北、中、南、東四大

區域以外，另參考星港作法，

圖 6　臺灣地區各縣市大專以上學生就學情形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89 年及 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作者整理繪製。

專題

圖 7　臺灣地區各縣市 6 歲以上實際與常住就學人口之差異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作者整理繪製。

註：1.「實際就學人口」係指 6 歲以上實際在該地就學之人口，不論其是否經常居住該地。

　　2.「常住就學人口」係指 6 歲以上經常居住在該地且正在就學者。

　　3. 至外縣市通學率：（至外縣市通學人口∕常住就學人口）×100％。

　　4. 來自外縣市通學率：（來自外縣市通學人口∕實際就學人口）×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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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臺灣地區（澎湖除外）分為

六個區域生活圈。本文將參照

其劃分之區域生活圈分別觀察

圈內之通學概況。

一、北北基宜生活圈

99 年底居住於北北基宜

生活圈之就學人口計 144 萬

人，10 年間減少 9 萬 2 千人或

6.0％，在圈內居住縣市就學率

為 81.7％，為六大生活圈中最

低者，而在圈內不同縣市通學

率 14.4％，則為最高，主要係

因本圈內高中、職屬於同一就

學區，再加上明星學校聚集及

公私立之別的效應，致使縣市

間通學情況較為頻繁，而大專

以上就學者，則因交通便捷，

除在本圈內之縣市間通學外，

至鄰近桃園縣通學比率亦較

高。

依各縣市觀察，本生活圈

至外縣市通學率最高者為新北

市之 22.8％，亦為全臺最高，

基隆市 17.9％次之，全臺則排

名第 3。依各鄉鎮市區觀察，

新北市至外縣市通學率較高者

多位處縣市交界之區，如汐止、

瑞芳、永和、新店等，均高於

2 成 9，其中汐止因鄰近臺北市

及基隆市，更高達 4 成 6；基

隆市七堵、暖暖、仁愛、信義

區亦均高於 2 成（圖 8）。

二、桃竹苗生活圈

99 年底居住於桃竹苗生活

圈之就學人口計 75 萬人，與其

他生活圈比較，10 年間僅本生

活圈就學人口增加 6 萬 3 千人；

圈內就學人口在居住縣市之就

學率為 90.3％，僅高於北北基

專 題

圖 8　各鄉鎮市區跨生活圈通學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作者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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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生活圈，而在圈內不同縣市

通學率 4.4％，至本圈以外縣市

通學率則為 5.3％，跨生活圈通

學人口達 4 萬人，為六大生活

圈之冠，主要係因本圈鄰近臺

北市、新北市，較多大專以上

學生通車至新北市及臺北市就

學所致。

依各縣市觀察，本生活圈

至外縣市通學率最高者為新竹

縣 16.9％，全臺排名第 4，而

桃園縣、新竹市及苗栗縣則介

於 8.1％至 9.6％之間。依各鄉

鎮市區觀察，新竹縣至外縣市

通學率較高者為寶山鄉 42.7％

及峨眉鄉 47.5％，均鄰近新竹

市（圖 9）。

三、中彰投生活圈

99 年底居住於中彰投生活

圈之就學人口計 88 萬 2 千人，

10 年間減少 3 萬人或 3.3％，

在居住縣市就學率為 94.0％，

在圈內不同縣市通學率 3.1％，

至本圈以外縣市通學率則為

2.9％。

依各縣市觀察，本生活圈

至外縣市通學率均不高，最高

者為南投縣 10.4％，而臺中市、

彰化縣分別為 5.1％及 6.6％。

依各鄉鎮市區觀察，彰化縣芬

園鄉至外縣市通學率最高，達

31.5％，其次為南投縣南投市、

草屯鎮及名間鄉，均為 13％左

右。

圖９　各鄉鎮市區至外縣市通學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作者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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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雲嘉南生活圈

99 年底居住於雲嘉南生活

圈之就學人口計 61 萬 1 千人，

10 年間減少 6 萬 2 千人，減幅

9.2％為各生活圈最高；本生活

圈就學人口在居住縣市就學率

為 92.3％，在圈內不同縣市通

學率 5.1％，至本圈以外縣市通

學率則為 2.5％。

依各縣市觀察，雲嘉南

生活圈至外縣市通學率最高者

為嘉義縣之 20.6％，全臺排名

第 2，僅次於新北市，而嘉義

市、雲林縣及臺南市則分別為

11.1％、6.2％及 4.1％。依各

鄉鎮市區觀察，嘉義縣至外縣

市通學率超過 3 成者為中埔鄉

38.6％、大埔鄉 34.0％、水上

鄉 33.9％，多為位於縣市交界

之鄉鎮。

五、高屏生活圈

99 年底居住於高屏生活圈

就學人口計 67 萬 4 千人，10

年間減少 5 萬 8 千人或 8.0％，

在居住縣市就學率 94.4％，僅

次於花東生活圈，而在圈內不

同縣市通學率 2.4％，至本圈以

外縣市通學率則為 3.2％。

依各縣市觀察，本生活

圈至外縣市通學率均不高，

屏東縣 7.6 ％稍高於高雄市

5.1％。依各鄉鎮市區觀察，

高雄市茄萣區至外縣市通學率

最高，達 35.6％，其次為湖內

區 24.3％，屏東縣則以新園鄉

12.4％最高。

六、花東生活圈

99 年底居住於花東生活圈

就學人口計 9 萬 9 千人，10 年

間減少 4 千人或 3.9％，在居住

縣市就學率達 98.8％，為六大

生活圈之冠，而至圈內不同縣

市通學率僅 0.4％，低於至本圈

以外縣市通學率 0.8％，主要係

受限地形狹長，交通不便，圈

內不同縣市或不同生活圈間之

通學互動較低。

依各縣市觀察，本生活圈

至外縣市通學率均不高，臺東

縣 2.1％稍高於花蓮縣 0.6％。

依各鄉鎮市區觀察，受限於地

理環境，多就近選擇學校就

讀，至外縣市通學率偏低，

如果觀察至同縣市其他鄉鎮市

區通學率，以花蓮縣吉安鄉

54.4％、臺東縣卑南鄉 54.0％

較高。

陸、結語

10 年來臺灣地區就學人口

雖呈減少趨勢，惟受惠於交通

建設快速發展，通學人數及通

學率均呈增加，其中國中、小

學生本應就近在所居住之鄉鎮

市區就學，但因教育資源分布

的差異顯著，以及明星學校效

應作祟下，仍有不少遷戶籍就

學情形發生，國小仍有 6.1％

跨鄉鎮市區通學，國中比率更

高為 13.1 ％；而高中（職）

學生多依據成績選擇就讀學

校，因此至外縣市通學情形較

為普遍，如嘉義縣、新北市、

新竹縣高中（職）學生至外縣

市通學率均較高，嘉義縣高達

57.0％，因此為縮短各縣市教

育發展落差，必須從資源合理

分配著手，以促進區域均衡發

展，並如能兼顧量的成長及品

質提升，將可藉此提高各縣市

學生就近入學之機會及意願，

在此十二年國教積極準備推行

之際，應是當前相關單位亟需

加以重視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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