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 

 

縣政統計通報 

中華民國 113年 10月 

彰化縣政府主計處發布 

                            

彰化縣失智症人口概況 

隨著醫療水準進步及公共衛生改善，國人平均壽命延長，而伴隨著年齡

增長，罹患失智症機率亦相對提高，致產生諸如長期照護、醫療資源分配等

問題。本通報係依據本縣衛生局、衛生福利部及內政部資料加以整理、分析，

以呈現本縣失智症者之概況。 

 

一、 本縣 112年底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失智症者計 6,362人(男性 2,327人、

女性 4,035人)，又近 5年以女性居多，平均每年約占 63%，至年齡層

則集中在 65歲以上約占 89%。 

本縣112年底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失智症者計6,362人，包含罹患失智症

3,605人及屬多重障礙其一症狀為失智症者2,757人；112年底人數較111年底

5,985人增加377人(或6.30%)，較108年底5,359人增加1,003人(或18.72 %)，

近5年人數主要係呈現增加趨勢。又本縣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失智症者占全體

身心障礙者比例計8.96 %，為近5年最高，並較108年底7.74%增加1.22個百

分點。 

觀察性別資料，本縣112年底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失智症者，包含男性

2,327人(占36.58%)、女性4,035人(占63.42 %)，又近5年以女性居多平均每

年約占63%，另5年間女性失智症人數計增加20.59%，較男性15.60%高出

4.99個百分點。另本縣失智症人數以女性居多，與本縣身心障礙者以男性大

宗之性別結構不同。 

本縣112年底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失智症者，按年齡層分，以「65歲以上」

5,726人(占90.00%)最多，「60~未滿65歲」241人(占3.79%)次之，「50~未滿

60歲」228人(占3.58%)再次之，三者合計比重逾97%，因失智症與年齡有極

大關聯，故本縣近5年失智症者以「65歲以上」為大宗且占比極高，平均每年

約占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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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彰化縣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失智症者統計 

單位：人、% 

年
底
別 

身心障礙者人數 失智症者

占全體身

心障礙者

比例 

計 男 女 

失智症 

合計 單一類別 多重障礙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108  69,243 39,559 29,684 5,359 2,013 3,346 3,169 1,091 2,078 2,190 922 1,268 7.74  

109 70,240 39,875 30,365 5,895 2,186 3,709 3,391 1,139 2,252 2,504 1,047 1,457 8.39  

110 70,827 40,193 30,634 6,153 2,309 3,844 3,511 1,187 2,324 2,642 1,122 1,520 8.69  

111 70,039 39,692 30,347 5,985 2,234 3,751 3,416 1,135 2,281 2,569 1,099 1,470 8.55  

112 71,025 40,084 30,941 6,362 2,327 4,035 3,605 1,155 2,450 2,757 1,172 1,585 8.96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表2  彰化縣112年底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失智症者統計-按年齡分 

單位：人、% 

按年齡分 

身心障礙人數 失智症者占 

全體身心障礙者比例  失智症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71,025 40,084 30,941  6,362   2,327   4,035   8.96   5.81   13.04  

0~未滿 3 歲 70 41 29  -   -   -   -     -     -    

3~未滿 6 歲 361 243 118  -   -   -   -     -     -    

6~未滿 12 歲 977 612 365  -   -   -   -     -     -    

12~未滿 15 歲 462 299 163  -   -   -   -     -     -    

15~未滿 18 歲 594 393 201  1   1   -   0.17   0.25   -    

18~未滿 30 歲 4,096 2,431 1,665  11   7   4   0.27   0.29   0.24  

30~未滿 45 歲 8,690 5,342 3,348  96   72   24   1.10   1.35   0.72  

45~未滿 50 歲 4,071 2,574 1,497  59   46   13   1.45   1.79   0.87  

50~未滿 60 歲 10,180 6,460 3,720  228   166   62   2.24   2.57   1.67  

60~未滿 65 歲 7,448 4,545 2,903  241   160   81   3.24   3.52   2.79  

65 歲以上 34,076 17,144 16,932  5,726   1,875   3,851   16.80   10.94   22.74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表3  彰化縣65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失智症者統計 

單位：人、% 

年底別 
全體失智症者(A) 65 歲以上失智症占全體失智症比例 

(B/A*100%)  65 歲以上失智症者(B) 

108 5,359 4,761 88.84  

109 5,895 5,241 88.91  

110 6,153 5,503 89.44  

111 5,985 5,338 89.19  

112 6,362 5,726 90.00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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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彰化縣近5年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失智症者年齡結構比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二、 本縣 112年底失智症推估人數 19,431人、確診人數 17,089人、失智症

診斷比率計 87.95%，另近來因民眾對失智症已有正確識能，再加上醫

療院所及時診斷與相關醫療資源挹注，失智症診斷比率已有效提升，自

111年起已超過 85%。 

衛生福利部於109年至112年委託國家衛生研究院進行「全國社區失智症

流行病學調查」，依照調查結果年紀愈大失智症盛行率即每百位人口中可能罹

患失智症之人數比例亦相對提高，以65歲以上人口為例，「65~69歲」為2.40%，

「75~79歲」9.10%，「85~89歲」20.04%，至「90歲以上」已高達29.45%。

本縣罹患失智症之人數依照盛行率估算，112年底推估人數為19,431人，較

111年底18,985人增加446人(或2.35%)，較108年底17,602人增加1,829人(或

10.39%)，近5年呈現逐年遞增趨勢。 

失智症按嚴重程度分為極輕度、輕度、中度及重度4個級別，本縣112年

底失智症確診人數計17,089人，又近5年如同推估人數亦呈現逐年增加走向，

爰112年確診人數為近5年最高，較109年9月底12,882人增加4,207人(或

32.66%)。另各年底確診人數與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失智症者人數差異甚多，

主要原因係極輕度之失智症確診者不符合身心障礙證明核發標準，或因個人

因素未申請核發證明。(備註：衛生福利部未發布108年底及109年底確診人數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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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112年底失智症診斷比率(=失智症確診人數  / 失智症推估人數

*100%)計87.95 %，較111年底85.48%增加2.47個百分點，較109年9月底

71.66%增加16.29個百分點，近年係呈現逐年增加趨勢，又自111年起已超過

85%。本縣失智症診斷比率之有效提升，顯示近來本縣民眾對失智症已有正

確識能，再加上醫療院所之及時診斷與相關醫療資源挹注，已可找出更多隱

形失智症確診者。 

 

表4  全國失智症盛行率－以年齡組別分 

單位：% 

年齡(歲) 65~69 歲 70~74 歲 75~79 歲 80~84 歲 85~89 歲 90 歲以上 

失智症盛行率(%) 2.40  5.16  9.10  16.00  20.04  29.45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註：失智症盛行率係指每百位人口中可能罹患失智症之人數比例。 

 

表5  彰化縣失智症診斷比率統計 

單位：人、% 

年月底 失智症推估人數(A) 失智症確診人數(B) 失智症診斷比率 =
𝐵

𝐴
∗ 100% 

108 年底 17,602 -- -- 

109 年 9 月底 17,977 12,882 71.66  

109 年底 18,148 -- -- 

110 年底 18,694 14,677 78.51  

111 年底 18,985 16,229 85.48  

112 年底 19,431 17,089 87.9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本縣衛生局 

註：1. 失智症推估人數：係依照表4所列之失智症盛行率及當年年底(或月底)之戶籍人口數推估。 

2. 失智症確診人數：原始資料來源為衛生福利部，以該部建置之失智系統、照管系統及身障

系統，所掌握之失智個案數加總、歸人計算，並排除死亡者。並按失智個案之戶籍地，歸

類至各縣市進行計算；又該部未發布108年底及109年底確診人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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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縣 112 年底失智共同照護中心及失智社區服務據點之布建數分別為

10 處及 29 處，上開中心(據點)之 112 年全年服務人數計 5,125 人及

833人，分居全國第 5高及第 7高。 

為協助失智者及其家庭，本府結合彰化基督教醫院、秀傳紀念醫院及北

斗鎮卓醫院等醫療院所成立失智共同照護中心，提供個案醫療診斷評估與照

護等服務。本縣112年底失智共同照護中心計10處，全年提供服務人數5,125

人，112年服務人數較111年6,339人減少1,214人(或19.15%)，較108年7,258

人減少2,133人(或29.39%)，近5年主要係呈現減少趨勢。觀察各縣市資料，

112年底失智共同照護中心之布建數以新北市13處最多，臺北市11處次之，本

縣10處與屏東縣並列全國第3高，至全年服務人數以新北市9,053人最多，臺

北市8,679人次之，高雄市7,003人再次之，本縣5,125人居全國第5位。 

為促進失智者照護服務可近性，減輕失智者家庭照顧負擔，近年來政府

推動以社區自主參與為基本精神，鼓勵民間團體設置失智社區服務據點，透

過據點提供症狀較輕者認知功能促進、共餐及社會參與等初級預防照護服務，

並舉辦照顧者照顧訓練課程。本縣112年底失智社區服務據點計29處，全年提

供服務人數為833人，包含失智個案(含確診及疑似)587人及照顧者246人。

112年服務人數較111年901人減少68人(或7.55%)，較108年1,144人減少311

人(或27.19%)，近5年服務人數係呈現增減互見走向。觀察各縣市資料，112

年底失智社區服務據點之布建數以新北市62處最多，高雄市54處次之，本縣

26處排名第11高，至全年服務人數以臺北市2,229人最多，新北市2,195人次

之，高雄市1,600人再次之，本縣833人居全國第7位。 

表6  彰化縣失智共同照護中心服務統計 

單位：處、人 

項目別 108 109 110 111 112 

布建數(年底) 10 11  10 10 10 

全
年
個
案
管
理
服
務
人
數 

合計 7,258 6,375 5,930 6,339 5,125 

疑似 62 23 3 11 9 

極輕度 2,961 2,443 2,152 2,430 2,134 

輕度 2,394 2,064 2,094 2,183 1,722 

中度 1,248 1,280 1,220 1,268 953 

重度 593 565 461 447 292 

資料來源：本縣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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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彰化縣失智社區服務據點服務統計 

單位：處、人 

項目別 108 109 110 111 112 

布建數(年底) 32 31 31 31 29 

全年服務人數總計 1,144  925  711  901  833  

失智個案數 

(含確診及疑似) 

合計 786 599 592 638 587 

男 265 176 185 196 173 

女 521 423 407 442 414 

  

照顧者服務 

合計 358 326 119 263 246 

男 128 121 38 91 83 

女 230 205 81 172 163 

資料來源：本縣衛生局 

表8  各縣市112年失智症友善照護資源統計 

單位：處、人 

區域別 
失智共同照護中心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布建數(年底) 全年服務使用人數 布建數(年底) 全年服務使用人數 

總計 116 64,358 533 17,102 

新北市 13 9,053 62 2,195 

臺北市 11 8,679 48 2,229 

桃園市 7 4,625 29 751 

臺中市 9 5,157 39 1,466 

臺南市 6 4,329 40 1,281 

高雄市 9 7,003 54 1,600 

宜蘭縣 5 2,662 12 579 

新竹縣 3 470 10 185 

苗栗縣 2 1,120 7 294 

彰化縣 10 5,125 26 833 

南投縣 4 1,945 27 738 

雲林縣 5 2,860 23 798 

嘉義縣 3 1,948 29 769 

屏東縣 10 2,509 37 1,022 

臺東縣 3 540 20 435 

花蓮縣 5 1,654 33 713 

澎湖縣 1 253 8 178 

基隆市 3 1,241 9 422 

新竹市 3 1,554 8 278 

嘉義市 2 1,451 6 225 

金門縣 1 141 5 96 

連江縣 1 39 1 15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