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 課 臺灣人口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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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合題 

請將人口變化代號填入相對應的時期中。 

A.西元1920年後，人口開始有較多的增長 B.人口變化由出生與死亡率決定 

C.推行家庭計畫政策          D.中國大陸人民大量移入 

E.有人口膨脹的問題          F.出現「少子、高齡化」的現象 

G.國人生育意願低落          H.青、壯年人口的負擔加重 

I.女性勞動參與人數的提升        J.晚婚與不婚者增多 

K.人口成長漸趨緩慢  

日治時期：  A、B        戰後初期：  C、D、E  

民國60年代以後：  I、J、K  

近 幾 年：  F、G、H  

二、簡答題 

1. 人口數量的變化，除了出生與死亡之外，還受到哪一個因素的影響？ 

答：遷移 

2. 當一個地區出生及移入的人數總和，大於死亡與移出的人數總和，當地的人口

數將會有何變化？ 

答：增加 

3. 日治時期，人口成長緩慢與人口開始有較多增長的分界，是西元哪一年？ 

答：1920年 

三、選擇題 

（ 1 ）1. 國家人口若不足，會對下列哪一項造成影響？ ⑴生產力 ⑵邦交國

家 ⑶文化水準 ⑷審美能力。 

（ 4 ）2. 日治時期，政府曾嚴格管制臺灣與哪一個地方之間的人口遷移？ ⑴

越南 ⑵日本 ⑶韓國 ⑷中國大陸。 

（ 2 ）3. 光復初期，什麼原因造成臺灣的人口成長快速？ ⑴國家推出生育津

貼政策 ⑵中國大陸移入大量人民 ⑶大量的留學生回國 ⑷日本人

大量移居臺灣。 

（ 3 ）4. 民國50年代開始，政府積極推行哪項政策，以解決人口膨脹的問題？ 

⑴結婚計畫 ⑵教育計畫 ⑶家庭計畫 ⑷移民計畫。 

（ 4 ）5.當國家6 5 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百分之多少以上時， 便稱為高齡 

         社會？ (1)7%  (2)8%  (3)9%  (4)14%。 

（ 4 ）6. 臺灣在民國幾年時，已經成為高齡化社會？ ⑴民國50年 ⑵民國65

年 ⑶民國72年 ⑷民國82年。 

（ 4 ）7. 臺灣的新移民為臺灣做出哪些貢獻？ ⑴為臺灣注入新的活力 ⑵讓

臺灣的文化更多元 ⑶提升臺灣的生育率 ⑷以上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