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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經濟日報縣市幸福指數大調查報告 

 

一、2016 年縣市幸福指數指標 

領域 
客觀指標 主觀指標 

指標 統計期間 指標 調查時間 

居住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坪／人） 2015 

居住條件滿意度 2016 
家戶連網（電腦或其他設備）比率（%） 2015 

收入 
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千元） 2015 

家庭經濟滿意度 2016 
平均家戶儲蓄比率（%） 2015 

就業 
15-64 歲有酬工作者占同齡 

人口比率（%） 
2015 工作狀況滿意度 2016 

社群關係 
平均每人志工服務時數 

（小時／人） 
2015 親友支持滿意度 2016 

教育 
15 歲以上大專及以上學歷 

人口比率（%） 
2015 教育成就滿意度 2016 

環境品質 
懸浮微粒（PM10）年平均濃度 

（微克／立方公尺） 
2015 

環境綠化與汙染防治 

滿意度 
2016 

政府治理 -- -- 政府施政作為滿意度 2016 

健康 零歲平均餘命（歲） 2014 健康狀況滿意度 2016 

生活滿意度 -- -- 生活現狀滿意度 2016 

安全 暴力犯罪發生率（件／10 萬人） 2015 人身安全滿意度 2016 

工作與生活平衡 -- -- 
睡眠時間滿意度 

休閒時間滿意度 
2016 

註： 

1. 平均每戶儲蓄比率為每戶每年儲蓄金額占可支配所得比率。 

2. 志工服務時數指經地方政府編隊加入「祥和計畫」之志願服務團隊，或由地方政府之社會局主管，

非屬社會福利類別的綜合性志願服務人員所提供各項服務，且為志願服務記錄證所登錄之總時

數。 

3. 暴力犯罪指強盜、搶奪、擄人勒贖、故意殺人、重大恐嚇取財、重傷害及強制性交。 

4. 環境品質指標自 2015 年度起改採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布之懸浮微粒（PM10）年平均濃度。 

5. 主觀幸福感調查為於 2016 年 6 月 14 日至 8 月 31 日期間，以電話訪問 20 歲以上民眾，全國

22 縣市共 22,497 位有效樣本。除了金門縣完訪 800 人、連江縣完訪 317 人外，其他 20 縣市

有效樣本都在 1,068 至 1,072 人之間。在 95%的信心水準下，金門縣受訪樣本的抽樣誤差為±

3.5 個百分點以內、連江縣在±5.5 個百分點以內，其他各縣市皆在±3.0 個百分點之內。 

6. 本調查之指數，係使用原始數值計算，最後再取小數點後第二位四捨五入進位，表列資料則為方

便閱讀而先採個別進位，故依表列數值計算指數，將因個別進位問題而產生誤差，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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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標架構及計算方式 

 縣市幸福指數架構： 

 

 客觀指標： 

縣市幸福指數大調查採用 OECD 美好生活指數計算方法，將各縣市指標原始數值轉換為 0-10 分

的指標分數，計算方式如下： 

100

101

10























各領域指標分數

最小值最大值

最小值某縣市實際值
負向指標分數

最小值最大值

最小值某縣市實際值
正向指標分數

 

若縣市在某一指標得到 10 分，表示其原始數據為全台 20 縣市第一（不含金門縣、連江縣）；若

指標分數為 0 分，則為全台最後。客觀指標中，居住和收入領域內各有兩項指標，在計算領域分數時，

係將同領域內的指標原始數據分別轉換為指標分數，以其平均做為領域分數。客觀指標各領域分數平

均後乘以 10，即為客觀幸福力分數。 

 

 主觀指標： 

除生活現況滿意度外，各指標以受訪者回答「滿意」和「非常滿意」的比率做為該指標滿意度分

數。生活現況滿意度則是將原始分數（0 到 10 分）乘以 10，做為滿意度分數。工作及生活平衡滿意

度係睡眠時間滿意度和休閒時間滿意度的平均。各領域滿意度分數依客觀指標轉換方式，計算主觀幸

福感分數。 

 

 幸福指數： 

客觀幸福力分數與主觀幸福感分數之平均即為該縣市的幸福指數，代表縣市整體的幸福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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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6 年縣市幸福指數（不包括金門縣及連江縣） 

 

縣市 幸福指數 排名 

新竹市 69.1 1 

澎湖縣 67.4 2 

花蓮縣 63.4 3 

台東縣 62.5 4 

新竹縣 58.8 5 

嘉義市 57.4 6 

台中市 56.0 7 

宜蘭縣 54.7 8 

高雄市 53.9 9 

桃園市 53.4 10 

台北市 49.6 11 

台南市 49.5 12 

苗栗縣 48.4 13 

新北市 46.8 14 

屏東縣 46.5 15 

彰化縣 46.1 16 

南投縣 42.3 17 

基隆市 34.9 18 

雲林縣 28.5 19 

嘉義縣 27.3 20 

註：粗體字為六都 

 前三名：新竹市、澎湖縣、花蓮縣 

 新竹市：2012、2013 蟬聯冠軍的新竹市，在 2016 年捲土重來，一口氣進步了九個名

次，不但再次奪回幸福指數冠軍，也是今年的幸福最佳進步城市。主觀幸福感 75.4 為第

五名，客觀幸福力 66.7 也高居第 2，主客觀均優。 

 澎湖縣：2012、2014 及 2015 皆位居前三名之列，今年主觀幸福感達 78.6 高居第 1 名，

也因此衝上幸福指數總排行第 2 名。包括工作生活平衡、政府作為、個人安全、工作狀

況滿意度皆為台灣地區最高；客觀幸福力則以平均家戶儲蓄比率分項指標最高，名列台

灣地區第二。 

 花蓮縣：去年榮獲冠軍的花蓮縣，今年仍舊維持強勁的競爭力，拿下第三名。關鍵為民

眾的主觀幸福感達 77.1，為台灣地區第 2 名，包括環境品質、居住條件兩項項滿意度皆

為台灣地區最高；客觀幸福力則以環境品質最高，排名第二。 

 後三名：基隆市、雲林縣、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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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今年客觀幸福力分數退步，環境指標則維持在第三名；主觀幸福感指數則進步

2.3 分，但名次退後一名。 

 雲林縣：總名次進步了一名，主觀幸福感、客觀幸福力分數皆有所提升，其中就業狀況

9.1 分表現優異，安全指標 8.3 分、平均家戶儲蓄比率 7.9 分表現不錯。惟主觀幸福感已

經連續三年墊底。 

 嘉義縣：總名次退步了一名，主客觀指標排名都在後三名。其中，主觀幸福感以政府作

為滿意度最高，排行第五，但也是唯一進入前十名的指標；客觀幸福力則以就業狀況最

佳，指標分數達 9.1。 

 六都組 

 台中市名列第 7 名，為六都中最幸福的城市，幸福指數一口氣從 2015 年的第 14 名進步

了七名。其中，主觀幸福感 74.3 分，進步了四名來到第 10 名；而客觀幸福力也進步了

兩名來到第 6 名。 

 高雄市、桃園市、台北市、台南市分列第 9、10、11、12 名。其中，台北市客觀幸福指

數維持第一名，但主觀幸福感排名大降，且幾乎各項主觀幸福感指標數據都下滑，是需

要注意的地方。 

 新北市從去年的第 18 名進步四名來到第 14 名，主客觀雙升。其中，客觀幸福力進步了

1.7 分來到第 7 名，而主觀幸福感也進步了 4 分，並進步了四個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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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度比較 

各縣市近三年幸福表現如右表（詳細資料

請見附表一）。 

 

進步最多縣市： 

 新竹市：幸福指數增加 13.1 分，進

步九名，今年最佳進步獎。 

 

 台中市：幸福指數增加 8.4 分，進步

幅度第二，進步七名。主觀幸福感從

2014 的 15 名、2015 的 14 名到今

年的 10 名，一路攀升；客觀幸福力

也從 11 名、8 名、提升到今年的第 6

名，是今年六都中表現最佳的城市。 

 

 新竹縣：幸福指數增加 5.5 分，進步

幅度第三，進步六名。 

指標 幸福指數 

年度 2016 2015 2014 

縣市 指數 排名 變動 指數 排名 指數 排名 

新竹市 69.1 1 9 56.0  10 58.5  5 

澎湖縣 67.4 2 1 61.6  3 68.7  1 

花蓮縣 63.4 3 -2 66.5  1 59.9  4 

台東縣 62.5 4 -2 65.3  2 55.9  8 

新竹縣 58.8 5 6 53.3  11 68.0  2 

嘉義市 57.4 6 1 56.6  7 51.7  11 

台中市 56.0 7 7 47.6  14 47.4  14 

宜蘭縣 54.7 8 -2 58.5  6 56.3  7 

高雄市 53.9 9 4 49.8  13 49.4  12 

桃園市 53.4 10 -5 59.1  5 56.9  6 

台北市 49.6 11 -7 61.2  4 55.3  9 

台南市 49.5 12 0 50.7  12 52.8  10 

苗栗縣 48.4 13 -5 56.6  8 65.2  3 

新北市 46.8 14 4 36.0  18 35.6  17 

屏東縣 46.5 15 -6 56.5  9 42.9  15 

彰化縣 46.1 16 -1 42.8  15 48.9  13 

南投縣 42.3 17 -1 36.8  16 36.9  16 

基隆市 34.9 18 -1 36.7  17 34.9  18 

雲林縣 28.5 19 1 25.5  20 25.8  20 

嘉義縣 27.3 20 -1 27.1  19 31.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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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6 年台灣幸福座標 

觀察 2012 年至 2016 年變化，民眾主觀幸福感維持逐年提升的趨勢，而客觀幸福力則呈現些微下降。主觀幸福

感中位數分別為 66.7、70.0、72.7、72.2、74.1，顯示民眾主觀幸福感逐年增加；客觀幸福力中位數 52.1、48.7、

51.3、51.4、51.8，呈現下降後微回升的情況。2016 年主客觀雙優縣市共有七縣市，相較於 2015 年主客觀雙優

縣市，有 5 個縣市退出、5 個縣市進入，新進入的主客觀雙優縣市為新竹市、台中市、新竹縣、宜蘭縣、台南市。 

（註：中點為 20 縣市主觀幸福感中位數 74.1 分與客觀幸福力理論中點值 50 分之交點） 

幸福類型 縣市 

 

主客觀雙優 新竹市、台中市、 

嘉義市、新竹縣、 

宜蘭縣、台東縣、 

台南市 

（7 縣市） 

客觀優 

主觀弱 

台北市、苗栗縣、 

新北市、桃園市 

（4 縣市） 

客觀弱 

主觀優 

高雄市、澎湖縣、 

花蓮縣 

（3 縣市） 

主客觀皆弱 彰化縣、屏東縣、 

雲林縣、基隆市、 

南投縣、嘉義縣 

（6 縣市） 

新北市 

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宜蘭縣 新竹縣 

苗栗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屏東縣 

台東縣 

花蓮縣 澎湖縣 

基隆市 

新竹市 

嘉義市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65.0  

70.0  

70.0  73.0  76.0  79.0  

客

觀

幸

福

力

 

主觀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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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縣市幸福指數總表 

指標 幸福指數 客觀幸福力 主觀幸福感 

年度 2016 2015 2014 2016 2015 2014 2016 2015 2014 

縣市 指數 排名 變動 指數 排名 指數 排名 指數 排名 變動 指數 排名 指數 排名 指數 排名 變動 指數 排名 指數 排名 

新竹市 69.1 1 9 56.0 10 58.5 5 66.7 2 4 57.2 6 52.6 9 75.4 5 8 71.8 13 74.0 8 

澎湖縣 67.4 2 1 61.6 3 68.7 1 48.5 14 -2 50.5 12 53.0 8 78.6 1 1 76.4 2 77.7 1 

花蓮縣 63.4 3 -2 66.5 1 59.9 4 47.8 15 1 43.7 16 46.7 14 77.1 2 -1 77.5 1 76.6 2 

台東縣 62.5 4 -2 65.3 2 55.9 8 55.2 5 2 56.9 7 44.4 16 76.9 3 0 75.9 3 76.2 3 

新竹縣 58.8 5 6 53.3 11 68.0 2 53.3 9 -6 58.9 3 60.4 4 74.7 8 4 71.9 12 75.4 5 

嘉義市 57.4 6 1 56.6 7 51.7 11 55.4 4 -2 60.9 2 57.7 5 74.6 9 -2 72.9 7 73.2 9 

台中市 56.0 7 7 47.6 14 47.4 14 55.0 6 2 54.8 8 50.5 11 74.3 10 4 71.1 14 72.1 15 

宜蘭縣 54.7 8 -2 58.5 6 56.3 7 52.9 10 5 47.3 15 52.1 10 75.8 4 0 75.0 4 75.5 4 

高雄市 53.9 9 4 49.8 13 49.4 12 48.9 13 0 49.6 13 47.2 13 74.8 7 4 72.0 11 72.8 10 

桃園市 53.4 10 -5 59.1 5 56.9 6 54.8 8 -3 58.6 5 64.7 2 73.9 11 -2 72.7 9 72.5 12 

台北市 49.6 11 -7 61.2 4 55.3 9 69.3 1 0 63.3 1 69.1 1 72.5 17 -12 73.7 5 72.7 11 

台南市 49.5 12 0 50.7 12 52.8 10 50.8 11 3 48.2 14 49.6 12 75.0 6 2 72.8 8 74.0 7 

苗栗縣 48.4 13 -5 56.6 8 65.2 3 56.3 3 1 58.8 4 60.5 3 72.8 14 -4 72.4 10 74.9 6 

新北市 46.8 14 4 36.0 18 35.6 17 55.0 7 2 53.3 9 53.6 7 72.7 15 4 68.7 19 69.4 19 

屏東縣 46.5 15 -6 56.5 9 42.9 15 47.0 16 -5 51.2 11 45.5 15 73.8 12 -6 73.2 6 72.2 13 

彰化縣 46.1 16 -1 42.8 15 48.9 13 49.3 12 -2 51.6 10 55.6 6 72.6 16 0 70.7 16 72.2 14 

南投縣 42.3 17 -1 36.8 16 36.9 16 39.4 19 0 38.4 19 40.7 17 73.6 13 2 71.0 15 72.0 16 

基隆市 34.9 18 -1 36.7 17 34.9 18 40.4 18 0 42.0 18 33.5 20 71.7 19 -1 69.4 18 70.4 18 

雲林縣 28.5 19 1 25.5 20 25.8 20 43.6 17 0 42.7 17 39.7 19 70.1 20 0 67.6 20 69.2 20 

嘉義縣 27.3 20 -1 27.1 19 31.0 19 32.6 20 0 30.7 20 40.5 18 72.2 18 -1 70.4 17 70.8 17 

註：主觀幸福感指數為滿意度，依客觀指標公式轉換後，再併同客觀幸福力計算幸福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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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客觀幸福力指標─原始數據 

領域 居住 收入 就業 社群關係 教育 環境品質 健康 安全 

指標 

平均每人 

居住面積 

（坪／人） 

家戶 

連網比率 

（%） 

平均家戶 

可支配所得 

（千元） 

平均家戶 

儲蓄比率 

（%） 

15-64 歲 

就業率 

（%） 

人均志工 

服務時數 

（小時／人） 

大專以上 

學歷比率 

（%） 

懸浮微粒 PM10 

年平均濃度 

（μg／m3） 

零歲 

平均餘命 

（歲） 

暴力犯罪 

發生率 

（件／10 萬人） 

新北市 10.13 85.54 960 20.2 63.7 1.3 41.7 40.1 80.8 6.8 

台北市 10.20 85.60 1314 23.4 64.7 1.1 74.5 40.1 83.1 10.1 

桃園市 14.77 83.90 1074 23.5 62.4 1.0 37.8 45.2 80.1 5.19 

台中市 16.40 84.00 970 19.9 62.3 1.2 43.1 46.5 79.8 5.6 

台南市 15.36 70.72 838 19.3 65.4 2.7 37.0 55.9 79.3 13.63 

高雄市 15.97 78.17 947 20.5 62.0 1.8 42.5 59.6 78.7 6.95 

宜蘭縣 16.45 77.93 961 12.6 63.3 2.3 31.7 34.8 79.3 13.09 

新竹縣 16.91 78.36 1026 18.0 62.4 1.5 38.1 41 79.5 9.08 

苗栗縣 17.88 70.81 828 22.7 64.4 2.0 29.2 44.1 78.8 5.3 

彰化縣 16.44 65.59 775 24.4 65.3 1.2 29.9 50 79.7 9.38 

南投縣 18.13 65.04 739 22.5 65.1 0.5 30.7 58.4 77.9 12.11 

雲林縣 16.76 59.01 733 27.9 64.7 0.6 27.1 54.6 77.9 5.55 

嘉義縣 15.27 57.84 751 16.9 64.7 1.0 24.3 63.7 78.3 13.02 

屏東縣 17.12 64.22 736 21.6 62.7 1.9 29.7 47.5 76.9 4.38 

台東縣 16.10 48.88 636 31.9 61.5 3.6 22.3 24 74.9 2.24 

花蓮縣 16.94 64.28 769 26.8 60.9 2.0 33.2 28.6 76.5 12.02 

澎湖縣 16.31 51.92 673 30.7 57.0 2.6 33.0 33.1 79.6 7.84 

基隆市 11.33 71.78 897 18.7 61.5 1.4 38.6 30.3 79.3 21.74 

新竹市 15.10 88.65 1136 14.5 64.5 3.0 50.6 38.7 80.5 11.32 

嘉義市 16.19 72.21 918 22.9 62.5 2.8 56.6 59.7 80.0 11.82 

台灣地區 14.19 77.90     965 20.5 63.5 1.5 42.2 -- 79.8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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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客觀幸福力指標─指數分數 

領域 客觀幸福力 居住 收入 就業 社群關係 教育 環境品質 健康 安全 

指標 總分 排名 
平均每人 

居住面積 

家戶 

連網比率 
平均 

平均家戶 

可支配所得 

平均家戶 

儲蓄比率 
平均 

15-64 歲 

就業率 

人均志工 

服務時數 

大專以上 

學歷比率 

懸浮微粒 PM10 

年平均濃度 

零歲 

平均餘命 

暴力犯罪 

發生率 

台北市 69.3  1  0.1  9.2  4.7  10.0  5.6  7.8  9.1  1.9  10.0  5.9  10.0  6.0  

新竹市 66.7  2  6.2  10.0  8.1  7.4  1.0  4.2  8.9  8.3  5.4  6.3  6.8  5.3  

苗栗縣 56.3  3  9.7  5.5  7.6  2.8  5.2  4.0  8.8  5.1  1.3  4.9  4.8  8.4  

嘉義市 55.4  4  7.6  5.9  6.7  4.2  5.3  4.7  6.5  7.4  6.6  1.0  6.2  5.1  

台東縣 55.2  5  7.5  0.0  3.7  0.0  10.0  5.0  5.4  10.0  0.0  10.0  0.0  10.0  

台中市 55.0  6  7.8  8.8  8.3  4.9  3.8  4.4  6.3  2.4  4.0  4.3  6.0  8.3  

新北市 55.0  7  0.0  9.2  4.6  4.8  3.9  4.4  7.9  2.6  3.7  5.9  7.1  7.7  

桃園市 54.8  8  5.8  8.8  7.3  6.5  5.6  6.0  6.4  1.6  3.0  4.7  6.4  8.5  

新竹縣 53.3  9  8.5  7.4  7.9  5.8  2.8  4.3  6.4  3.2  3.0  5.7  5.7  6.5  

宜蘭縣 52.9  10  7.9  7.3  7.6  4.8  0.0  2.4  7.5  5.9  1.8  7.3  5.4  4.4  

台南市 50.8  11  6.5  5.5  6.0  3.0  3.5  3.2  10.0  7.2  2.8  2.0  5.3  4.2  

彰化縣 49.3  12  7.9  4.2  6.0  2.1  6.1  4.1  9.9  2.3  1.5  3.5  5.9  6.3  

高雄市 48.9  13  7.3  7.4  7.3  4.6  4.1  4.3  6.0  4.3  3.9  1.0  4.7  7.6  

澎湖縣 48.5  14  7.7  0.8  4.2  0.5  9.4  5.0  0.0  7.0  2.1  7.7  5.7  7.1  

花蓮縣 47.8  15  8.5  3.9  6.2  2.0  7.3  4.6  4.6  4.8  2.1  8.8  2.0  5.0  

屏東縣 47.0  16  8.7  3.9  6.3  1.5  4.6  3.1  6.8  4.6  1.4  4.1  2.4  8.9  

雲林縣 43.6  17  8.3  2.5  5.4  1.4  7.9  4.7  9.1  0.5  0.9  2.3  3.7  8.3  

基隆市 40.4  18  1.5  5.8  3.6  3.8  3.1  3.5  5.3  3.0  3.1  8.4  5.4  0.0  

南投縣 39.4  19  10.0  4.1  7.0  1.5  5.1  3.3  9.6  0.0  1.6  1.3  3.7  4.9  

嘉義縣 32.6  20  6.4  2.3  4.3  1.7  2.2  1.9  9.1  1.6  0.4  0.0  4.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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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主觀幸福感─原始數據 

領域 主觀幸福感 居住 收入 就業 社群關係 教育 環境品質 政府治理 健康 生活滿意度 安全 工作與生活平衡 

指標 滿意度 排名 
居住 

條件 

家庭 

經濟 

工作 

狀況 
親友支持 

教育 

成就 
環境品質 政府作為 

健康 

狀況 

生活 

現況 

個人 

安全 

睡眠 

時間 

休閒 

時間 
平均 

澎湖縣 78.6 1 87.9 80.6 83.7 85.2 72.8 75.8 55.5 81.6 70.9 92.5 75.8 80.5 78.2 

花蓮縣 77.1 2 88.6 78.6 81.9 85.1 75.4 79.0 41.8 84.5 71.4 84.6 75.8 78.1 77.0 

台東縣 76.9 3 86.5 78.5 83.4 83.9 74.8 77.6 46.1 79.6 71.2 88.1 75.9 77.1 76.5 

宜蘭縣 75.8 4 88.0 77.6 79.8 81.5 71.5 75.5 49.2 82.7 69.3 83.2 75.3 75.8 75.6 

新竹市 75.4 5 88.0 80.0 81.3 84.7 79.5 60.3 43.1 82.4 71.6 81.7 74.5 78.2 76.4 

台南市 75.0 6 86.0 74.5 78.0 80.7 76.5 67.4 54.0 81.3 69.4 81.4 74.7 76.8 75.8 

高雄市 74.8 7 86.6 76.7 80.6 85.3 75.1 60.7 52.1 83.5 68.6 78.2 75.4 75.7 75.6 

新竹縣 74.7 8 87.5 80.8 78.5 85.1 74.1 63.0 41.1 83.1 70.7 80.6 76.9 77.3 77.1 

嘉義市 74.6 9 87.1 77.5 81.1 83.9 76.9 63.7 39.9 84.8 70.1 81.5 74.1 74.1 74.1 

台中市 74.3 10 84.3 77.1 82.6 82.9 76.3 59.1 45.5 83.9 68.8 79.2 75.9 79.7 77.8 

桃園市 73.9 11 87.9 75.6 78.9 83.8 72.9 59.4 47.2 82.6 69.1 79.3 75.0 76.8 75.9 

屏東縣 73.8 12 86.5 70.9 79.3 82.5 73.7 61.2 47.9 82.7 67.8 82.0 76.7 77.1 76.9 

南投縣 73.6 13 86.0 76.3 78.4 81.2 73.1 63.6 41.4 81.6 69.4 81.2 77.0 77.0 77.0 

苗栗縣 72.8 14 85.6 77.2 79.8 81.8 72.8 64.0 32.2 83.3 69.7 81.1 71.7 75.4 73.6 

新北市 72.7 15 84.4 74.5 78.4 81.5 74.7 57.2 44.3 83.0 68.6 76.5 74.0 78.6 76.3 

彰化縣 72.6 16 84.2 73.4 79.7 83.1 75.1 53.8 40.2 81.9 68.1 80.6 78.3 77.6 78.0 

台北市 72.5 17 83.8 74.8 76.2 80.7 73.4 62.6 40.6 81.6 68.5 81.0 70.9 78.4 74.7 

嘉義縣 72.2 18 83.7 72.5 78.3 80.6 70.1 60.5 48.0 78.9 66.5 80.6 73.6 75.8 74.7 

基隆市 71.7 19 83.5 76.9 78.5 81.1 73.2 52.7 39.1 81.7 68.9 79.9 72.1 74.9 73.5 

雲林縣 70.1 20 83.2 72.8 78.1 81.1 68.9 45.4 42.7 77.9 66.6 80.0 74.7 74.5 74.6 

台灣地區 73.7   84.5 73.1 78.0 81.5 72.9 59.8 35.5 81.3 67.7 79.6 73.0 74.5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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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金門縣、連江縣資料 

 

附表五-1、客觀幸福力 

領域 指標 
金門縣 連江縣 

數值 全國排名 數值 全國排名 

居住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坪／人） 21.1 1 15.16 17 

家戶連網比率（%） NA -- NA -- 

收入 
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千元） 991 5 NA -- 

平均家戶儲蓄比率（%） 39.5 1 NA -- 

就業 15 – 64 歲有酬工作者占同齡人口比率（%） 19.5 22 29.6 21 

社群關係 平均每人志工服務時數（小時／人） 1.0 17 0.1 22 

教育 15 歲以上具大專及以上學歷占人口比率（%） 27.7 19 31.2 14 

環境 懸浮微粒 PM10年平均濃度（μg／m3） 49.6 9 52.3 7 

健康 零歲平均餘命（歲） NA -- NA -- 

安全 暴力犯罪發生率（件／十萬人） 8.4 10 0 1 

註：NA 表示沒有相關的統計資料 

 

附表五-2、主觀幸福感 

縣市 金門縣 連江縣 

指標 滿意度 全國排名 滿意度 全國排名 

整體幸福感 77.6 3 80.4 1 

健康狀況 83.3 5 81.0 19 

工作生活平衡 76.8 8 74.8 16 

教育成就 73.2 14 73.5 12 

社會聯繫 84.5 7 89.1 1 

政府作為 45.6 10 59.2 1 

環境品質 75.5 6 77.1 3 

個人安全 90.4 3 95.1 1 

工作狀況 82.4 5 89.2 1 

家庭經濟 82.4 2 84.9 1 

居住條件 88.7 2 89.7 1 

生活現況 71.0 4 70.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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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幸福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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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新竹市幸福指數概況 

一、幸福指數 

2016 2015 2014 

指數 排名 排名變動 指數 排名 指數 排名 

69.1  1  9 56.0  10 58.5  5 

 

二、客觀幸福力 

領域 指標 

2016 2015 2014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指標 

變動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居住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坪／人） 15.1 6.2 0.3 14.7 5.9 13.9 4.9 

家戶連網比率（％） 88.7 10.0 0.5 84.3 9.5 85.9 10.0 

收入 
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千元） 1,136 7.4 -1.9 1,246 9.2 1,224 9.1 

平均家戶儲蓄比率（％） 14.5 1.0 -0.9 16.8 1.9 14.7 0.1 

就業 15–64 歲有酬工作者占同齡人口比率（％） 64.5 8.9 -0.1 63.7 8.9 63.4 8.2 

社群關係 平均每人志工服務時數（小時／人） 3.0 8.3 3.5 1.6 4.8 0.6 0.9 

教育 15 歲以上具大專及以上學歷比率（％） 50.6 5.4 0.0 49.1 5.4 48.0 5.6 

環境 懸浮微粒 PM10年平均濃度（μg／m3） 38.7 6.3 0.0 43.5 6.3 63.8 5.1 

健康 零歲平均餘命（歲） 80.5 6.8 0.0 80.3 6.8 80.6 7.4 

安全 暴力犯罪發生率（件／10 萬人） 11.3 5.3 5.1 17.7 0.2 17.8 2.8 

客觀幸福力總分（排名） 66.7（2） 9.5 57.2（6） 52.6（9） 

 

三、主觀幸福感 

指標 
2016 2015 2014 

滿意度 排名 排名變動 滿意度 排名 滿意度 排名 

健康狀況 82.4 11 -2 81.3 9 83.1 6 

工作生活平衡 76.4 9 10 72.1 19 74.2 15 

教育成就 79.5 1 2 76.2 3 77.1 1 

社會聯繫 84.7 5 0 82.8 5 85.2 4 

政府作為 43.1 11 6 31.1 17 37.5 10 

環境品質 60.3 14 3 55.8 17 58.2 14 

個人安全 81.7 6 12 76.7 18 82.4 8 

工作狀況 81.3 5 0 81.3 5 81.0 5 

家庭經濟 80.0 3 5 75.3 8 77.8 2 

居住條件 88.0 2 0 88.0 2 86.4 9 

生活現況 71.6 1 3 69.4 4 70.5 1 

主觀幸福感總分 75.4 5 8 71.8 13 74.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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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幸福概況 

1.縣市幸福指數排名第 1 名，進步九名。 

2.幸福座標趨勢：無論是主觀幸福感、客觀幸福力皆較 2015 年提升，回到主客觀雙優縣市區。  

3.客觀幸福力 66.7 分，排名第 2 名，分數增加 9.5 分，主要增加項目為安全指標分數，由 0.2 分進

步 5.1 分至 5.3 分；其次為社群關係指標，繼 2015 年提升 3.9 分，2016 再提升 3.5 分來到 8.3 分。 

4.家戶連網比率指標獲得滿分 10 分、就業指標 8.9 分、社群關係 8.3 分皆名列前茅。 

5.主觀幸福感縣市排名第 5 名，進步八名，其中生活現況及教育成就皆為第 1 名。 

6.居住條件、家庭經濟、社會聯繫、工作狀況等指標排名皆在五名內，在 2015 年倒數的幾個項目

中，個人安全、工作生活平衡、整體政府作為分別進步了 12 名、10 名與 6 名，環境品質也進步了

三名，完全改善了去年安全項目主、客觀指標雙雙低落的狀況，2016 年主觀幸福感更幾乎全面提

升，重回 2012、2013 年蟬聯幸福第一名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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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澎湖縣幸福指數概況 

一、幸福指數 

2016 2015 2014 

指數 排名 排名變動 指數 排名 指數 排名 

67.4  2  1 61.6  3 68.7  1 

 

二、客觀幸福力 

領域 指標 

2016 2015 2014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指標 

變動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居住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坪／人） 16.3  7.7  1.1  15.3 6.6 13.9 4.8 

家戶連網比率（％） 51.9  0.8  0.3  50.7 0.5 51.9 1.7 

收入 
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千元） 673  0.5  -1.1  771 1.7 770 1.6 

平均家戶儲蓄比率（％） 30.7  9.4  -0.6  29.5 10.0 33.2 10.0 

就業 15–64 歲有酬工作者占同齡人口比率（％） 57.0  0.0  0.0  56.2 0.0 55.8 0.0 

社群關係 平均每人志工服務時數（小時／人） 2.6  7.0  0.9  1.8 6.1 2.1 7.7 

教育 15 歲以上具大專及以上學歷比率（％） 33.0  2.1  0.0  32.0 2.1 31.2 2.1 

環境 懸浮微粒 PM10年平均濃度（μg／m3） 33.1  7.7  0.1  37.6 7.6 48.5 8.2 

健康 零歲平均餘命（歲） 79.6  5.7  0.0  79.4 5.7 78.8 5.3 

安全 暴力犯罪發生率（件／10 萬人） 7.8  7.1  -2.4  3.0 9.5 5.0 10.0 

客觀幸福力總分（排名） 48.5(14) -1.9 50.5（12） 53.0（8） 

 

三、主觀幸福感 

指標 
2016 2015 2014 

滿意度 排名 排名變動 滿意度 排名 滿意度 排名 

健康狀況 81.6 14 3 78.9 17 78.9 20 

工作生活平衡 78.2 1 3 75.1 4 77.3 1 

教育成就 72.8 16 0 70.9 16 75.6 3 

社會聯繫 85.2 2 6 82.3 8 85.6 1 

政府作為 55.5 1 1 44.6 2 41.2 4 

環境品質 75.8 3 0 75.6 3 79.1 2 

個人安全 92.5 1 0 93.6 1 93.3 1 

工作狀況 83.7 1 0 85.9 1 84.8 1 

家庭經濟 80.6 2 -1 77.4 1 80.4 1 

居住條件 87.9 4 4 87.4 8 88.2 2 

生活現況 70.9 4 4 69.0 8 69.9 4 

主觀幸福感總分 78.6 1 1 76.4 2 77.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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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幸福概況 

1.縣市幸福指數 67.4 分，縣市排名第 2 名。 

2.幸福座標趨勢：主觀幸福感上升、客觀幸福力下降。  

3.客觀幸福力 48.6 分，縣市排名第 14 名，退步兩名、分數減少 1.9 分。客觀幸福力衰退主要原因

為安全指標分數下降 2.4 分、收入減少 1.1 分。 

4.平均家戶儲蓄指標 9.4 分相對其他縣市優異，而家戶連網率指標、教育指標 2.1 分、0.8 分、平均

家戶可支配所得 0.5 分，均較落後其他縣市，尤其就業指標分數連續五年 0 分，亟待改善。 

5.主觀幸福感 78.6 分，政府作為滿意度、個人安全滿意度、工作狀況滿意度皆為第一名；社會聯繫

滿意度、家庭經濟滿意度、居住條件滿意度、生活現況滿意度都在前五名，在主觀幸福感項目幾乎

全面進步，甚至在過往的弱項:健康狀況、教育成就指標滿意度都各進步了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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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花蓮縣幸福指數概況 

一、幸福指數 

2016 2015 2014 

指數 排名 排名變動 指數 排名 指數 排名 

63.4  3  -2 66.5  1 59.9  4 

 

二、客觀幸福力 

領域 指標 

2016 2015 2014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指標 

變動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居住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坪／人） 16.9 8.5 0.6 16.2 7.9 15.2 6.3 

家戶連網比率（％） 64.3 3.9 0.4 61.8 3.4 59.3 3.5 

收入 
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千元） 769 2.0 1.2 715 0.8 790 1.9 

平均家戶儲蓄比率（％） 26.8 7.3 1.2 23.5 6.1 29.8 8.2 

就業 15–64 歲有酬工作者占同齡人口比率（％） 60.9 4.6 0.6 59.6 4.1 59.1 3.5 

社群關係 平均每人志工服務時數（小時／人） 2.0 4.8 -3.5 2.3 8.3 1.9 6.8 

教育 15 歲以上具大專及以上學歷比率（％） 33.2 2.1 0.0 32.3 2.1 31.5 2.2 

環境 懸浮微粒 PM10年平均濃度（μg／m3） 28.6 8.8 -0.4 30.5 9.2 39.6 10.0 

健康 零歲平均餘命（歲） 76.5 2.0 -0.2 76.5 2.2 76.1 2.1 

安全 暴力犯罪發生率（件／10 萬人） 12.0 5.0 5.0 18.0 0.0 17.9 2.8 

客觀幸福力總分（排名） 47.8(15) 4.0 43.7（16） 46.7（14） 

 

三、主觀幸福感 

指標 
2016 2015 2014 

滿意度 排名 排名變動 滿意度 排名 滿意度 排名 

健康狀況 84.5 2 0 83.1 2 81.4 12 

工作生活平衡 77.0 6 -5 77.1 1 75.4 9 

教育成就 75.4 5 -4 76.7 1 75.8 2 

社會聯繫 85.1 3 9 81.6 12 84.1 6 

政府作為 41.8 13 -12 47.7 1 44.7 2 

環境品質 79.0 1 0 79.3 1 78.4 3 

個人安全 84.6 3 0 87.4 3 86.8 3 

工作狀況 81.9 4 -2 85.5 2 80.1 9 

家庭經濟 78.6 4 -1 76.4 3 77.3 5 

居住條件 88.6 1 6 87.5 7 88.8 1 

生活現況 71.4 2 -1 70.8 1 69.8 5 

主觀幸福感總分 77.1 2 -1 77.5 1 76.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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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幸福概況 

1.縣市幸福指數 63.4 分，縣市排名第 3 名。 

2.幸福座標趨勢：有別於往年主觀幸福感逐步提升、客觀幸福力卻下降的趨勢，2016 年客觀幸福力

有上升的傾向。 

3.客觀幸福力 47.8 分，縣市排名第 15 名，進步一名、分數進步了 4.1 分。分數上升主因為安全指

標上升了 5 分，但值得關注的是社群關係指標也退步了 3.5 分。 

4.環境指標 8.8 分表現仍十分優異；收入領域的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及平均家戶儲蓄比率皆有小幅

提升；教育指標 2.1 分、健康指標 2.0 分，仍有待優先改善。 

5.主觀幸福感 77.1 分，縣市排名第 2 名，依舊在主觀幸福感項目維持著優勢。 

6.居住條件及環境品質皆為滿意度第 1 名、健康狀況滿意度第 2 名、生活現況滿意度第 2 名、個人

安全滿意度第 3 名、家庭經濟滿意度第 4 名；主觀幸福感十一項滿意度指標中，有九項指標前五名、

更有二項指標第 1 名、有二項指標第 2 名；但值得注意的是整體政府施政滿意度有下滑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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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台東縣幸福指數概況 

一、幸福指數 

2016 2015 2014 

指數 排名 排名變動 指數 排名 指數 排名 

62.5 4 -2 65.3 2 55.9 8 

 

二、客觀幸福力 

領域 指標 

2016 2015 2014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指標 

變動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居住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坪／人） 16.1 7.5 -2.5 17.9 10.0 17.2 8.7 

家戶連網比率（％） 48.9 0.0 -0.9 52.2 0.9 44.7 0.0 

收入 
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千元） 636 0.0 -0.5 698 0.5 676 0.0 

平均家戶儲蓄比率（％） 31.9 10.0 0.2 29.2 9.8 29.3 7.9 

就業 15–64 歲有酬工作者占同齡人口比率（％） 61.5 5.4 -0.4 61.0 5.8 61.3 5.9 

社群關係 平均每人志工服務時數（小時／人） 3.6 10.0 0.8 2.5 9.2 2.1 7.7 

教育 15 歲以上具大專及以上學歷比率（％） 22.3 0.0 0.0 21.5 0.0 20.9 0.0 

環境 懸浮微粒 PM10年平均濃度（μg／m3） 24.0 10.0 0.0 26.9 10.0 54.7 6.9 

健康 零歲平均餘命（歲） 74.9 0.0 0.0 74.7 0.0 74.4 0.0 

安全 暴力犯罪發生率（件／10 萬人） 2.2 10.0 0.0 2.2 10.0 11.1 6.6 

客觀幸福力總分（排名） 55.2(5) -1.7 56.9（7） 44.5（16） 

 

三、主觀幸福感 

指標 
2016 2015 2014 

滿意度 排名 排名變動 滿意度 排名 滿意度 排名 

健康狀況 79.6 18 2 78.4 20 80.2 19 

工作生活平衡 76.5 8 0 74.6 8 75.1 12 

教育成就 74.8 8 1 73.0 9 73.8 9 

社會聯繫 83.9 6 -5 84.5 1 84.3 5 

政府作為 46.1 8 -5 42.0 3 46.4 1 

環境品質 77.6 2 2 74.8 4 76.0 4 

個人安全 88.1 2 0 87.8 2 88.3 2 

工作狀況 83.4 2 1 84.6 3 82.6 2 

家庭經濟 78.5 5 -1 76.3 4 76.0 9 

居住條件 86.5 9 -8 88.5 1 86.6 8 

生活現況 71.2 3 -1 70.5 2 69.0 7 

主觀幸福感總分 76.9 3 0 75.9 3 76.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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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幸福概況 

1.縣市幸福指數 62.5 分，縣市排名第 4 名。 

2.幸福座標趨勢：主觀幸福感逐年提升，但今年客觀幸福力稍微退步。 

3.客觀幸福力 55.2 分，縣市排名第 5 名，進步兩名、但分數卻略微退步 1.7 分。主因為平均每人居

住面積指標退步了 2.5 分。 

4.在客觀幸福力中平均家戶儲蓄指標 10 分、社群關係指標 10 分、環境指標 10 分、安全指標 10

分，表現亮眼；家戶連網率指標 0.9 分、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 0 分，亟待改善，尤其教育指標、健

康指標皆已連續五年 0 分，需要注意。 

5.主觀幸福感 76.9 分，縣市排名維持第 3 名。 

6.環境品質、個人安全、工作狀況滿意度第 2 名、生活現況滿意度第 3 名；但健康狀況滿意度在縣

市排名中最差，客觀健康指標分數也有顯示相同結果，亟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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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新竹縣幸福指數概況 

一、幸福指數 

2016 2015 2014 

指數 排名 排名變動 指數 排名 指數 排名 

58.8 5 6 53.3 11 68.0 2 

 

二、客觀幸福力 

領域 指標 

2016 2015 2014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指標 

變動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居住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坪／人） 16.9 8.5 -1.1 17.5 9.6 16.9 8.4 

家戶連網比率（％） 78.4 7.4 -0.7 79.2 8.1 78.4 8.2 

收入 
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千元） 1,026 5.8 -1.3 1,109 7.1 1,074 6.6 

平均家戶儲蓄比率（％） 18.0 2.8 -0.3 18.8 3.1 20.0 2.9 

就業 15–64 歲有酬工作者占同齡人口比率（％） 62.4 6.4 -0.5 62.0 6.9 62.1 6.8 

社群關係 平均每人志工服務時數（小時／人） 1.5 3.2 -1.1 1.4 4.2 1.5 5.0 

教育 15 歲以上具大專及以上學歷比率（％） 38.1 3.0 0.0 37.1 3.1 36.3 3.2 

環境 懸浮微粒 PM10年平均濃度（μg／m3） 41.0 5.7 -0.7 42.9 6.4 53.3 7.2 

健康 零歲平均餘命（歲） 79.5 5.7 0.2 79.1 5.4 78.9 5.4 

安全 暴力犯罪發生率（件／10 萬人） 9.1 6.5 -0.6 6.7 7.1 9.1 7.7 

客觀幸福力總分（排名） 53.3（9） -5.6 58.9（3） 60.4（4） 

 

三、主觀幸福感 

指標 
2016 2015 2014 

滿意度 排名 排名變動 滿意度 排名 滿意度 排名 

健康狀況 83.1 6 8 80.8 14 85.8 1 

工作生活平衡 77.1 4 10 73.2 14 76.4 4 

教育成就 74.1 10 -2 73.5 8 75.4 4 

社會聯繫 85.1 3 4 82.3 7 85.4 3 

政府作為 41.1 15 -9 37.4 6 42.4 3 

環境品質 63.0 9 2 61.6 11 64.6 9 

個人安全 80.6 12 7 76.6 19 82.8 7 

工作狀況 78.5 13 -3 78.4 10 80.5 8 

家庭經濟 80.8 1 10 73.9 11 77.5 4 

居住條件 87.5 6 6 84.5 12 87.9 4 

生活現況 70.7 5 1 69.1 6 70.3 2 

主觀幸福感總分 74.7 8 4 71.9 12 75.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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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幸福概況 

1.縣市幸福指數排名第五名，進步 6 名。 

2.幸福座標趨勢：主觀幸福感上升、客觀幸福力下降。  

3.客觀幸福力 53.3 分，排名第 9 名，分數略為減少 5.6 分。 

4.居住指標表現優異，平均每人居住面積指標 8.5 分、家戶連網比率指標 7.4 分，皆較大部分縣市

優異，平均家戶儲蓄率指標 2.8 分相對較低，可做為加強改善目標。 

5.主觀幸福感縣市排名第 8 名，進步四名。名次變動較大的指標為工作生活平衡、家庭經濟等指標，

分別進步了十名，其中家庭經濟指標甚至排名全國第 1 名。  

6.個人安全指標之縣市排名進步七名成為第 12 名，民眾對於主觀安全感受有顯著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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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嘉義市幸福指數概況 

一、幸福指數 

2016 2015 2014 

指數 排名 排名變動 指數 排名 指數 排名 

57.4 6 1 56.6 7 51.7 11 

 

二、客觀幸福力 

領域 指標 

2016 2015 2014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指標 

變動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居住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坪／人） 16.2 7.6 0.2 15.9 7.4 15.5 6.8 

家戶連網比率（％） 72.2 5.9 -1.1 75.1 7.0 75.1 7.4 

收入 
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千元） 918 4.2 -0.5 958 4.6 1,026 5.8 

平均家戶儲蓄比率（％） 22.9 5.3 -1.3 24.2 6.6 23.2 4.6 

就業 15–64 歲有酬工作者占同齡人口比率（％） 62.5 6.5 0.2 61.5 6.3 60.7 5.3 

社群關係 平均每人志工服務時數（小時／人） 2.8 7.4 -2.6 2.7 10.0 1.7 5.9 

教育 15 歲以上具大專及以上學歷比率（％） 56.6 6.6 0.0 54.8 6.6 52.9 6.6 

環境 懸浮微粒 PM10年平均濃度（μg／m3） 59.7 1.0 -0.5 65.1 1.5 74.6 2.9 

健康 零歲平均餘命（歲） 80.0 6.2 -0.2 80.0 6.5 79.7 6.4 

安全 暴力犯罪發生率（件／10 萬人） 11.8 5.1 0.0 10.0 5.1 10.7 6.8 

客觀幸福力總分（排名） 55.4（4） -5.5 60.9（2） 57.7（5） 

 

三、主觀幸福感 

指標 
2016 2015 2014 

滿意度 排名 排名變動 滿意度 排名 滿意度 排名 

健康狀況 84.8 1 14 80.1 15 80.9 14 

工作生活平衡 74.1 18 -3 72.9 15 74.1 16 

教育成就 76.9 2 2 75.8 4 75.2 5 

社會聯繫 83.9 6 -3 83.4 3 82.4 15 

政府作為 39.9 18 -3 33.5 15 35.5 13 

環境品質 63.7 7 -2 68.0 5 68.7 5 

個人安全 81.5 7 2 82.1 9 81.1 13 

工作狀況 81.1 6 8 78.0 14 78.1 16 

家庭經濟 77.5 7 6 73.4 13 75.3 12 

居住條件 87.1 7 3 86.4 10 85.4 11 

生活現況 70.1 6 7 67.9 13 68.4 10 

主觀幸福感總分 74.6 9 -2 72.9 7 73.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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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幸福概況 

1.縣市幸福指數排名第 6 名，進步一名。 

2.幸福座標趨勢：主觀幸福感逐年增加，但客觀幸福力較往年下降。  

3.客觀幸福力 55.4 分，排名退步兩名到達第 4 名，分數退步 5.5 分。客觀幸福力降低主要是因為社

群關係指標。 

4.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平均每人志工服務時數都較多數縣市優異，大部分客觀指標都在 5 分以上，

相對其他縣市而言也較佳；但環境指標分數僅 1.0 分，較需要加強改善。 

5. 主觀幸福感 74.6 分，縣市排名第 9 名，退步二名。但健康狀況名次進步 14 名來到第 1 名。 

6. 相較於去年同為 15 名、今年已大幅改善的健康狀況，工作生活平衡指標卻下滑，與政府作為同

為第 18 名，可優先列為提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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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台中市幸福指數概況 

一、幸福指數 

2016 2015 2014 

指數 排名 排名變動 指數 排名 指數 排名 

56.0 7 7 47.6 14 47.4 14 

 

二、客觀幸福力 

領域 指標 

2016 2015 2014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指標 

變動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居住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坪／人） 16.4 7.8 0.0 16.2 7.8 15.5 6.7 

家戶連網比率（％） 84.0 8.8 0.3 80.6 8.5 77.3 7.9 

收入 
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千元） 970 4.9 0.3 956 4.6 929 4.2 

平均家戶儲蓄比率（％） 19.9 3.8 1.3 17.7 2.5 15.8 0.7 

就業 15–64 歲有酬工作者占同齡人口比率（％） 62.3 6.3 -0.7 62.1 7.0 62.1 6.8 

社群關係 平均每人志工服務時數（小時／人） 1.2 2.4 -0.7 1.2 3.1 1.1 3.2 

教育 15 歲以上具大專及以上學歷比率（％） 43.1 4.0 -0.1 42.2 4.1 41.1 4.2 

環境 懸浮微粒 PM10年平均濃度（μg／m3） 46.5 4.3 0.0 52.1 4.4 78.5 2.1 

健康 零歲平均餘命（歲） 79.8 6.0 0.1 79.5 5.9 79.2 5.8 

安全 暴力犯罪發生率（件／10 萬人） 5.6 8.3 0.5 5.8 7.8 7.4 8.6 

客觀幸福力總分（排名） 55.0（6） 0.2 54.8（8） 50.5（11） 

 

三、主觀幸福感 

指標 
2016 2015 2014 

滿意度 排名 排名變動 滿意度 排名 滿意度 排名 

健康狀況 83.9 3 3 82.1 6 81.9 10 

工作生活平衡 77.8 3 10 73.6 13 74.4 14 

教育成就 76.3 4 6 72.7 10 72.5 12 

社會聯繫 82.9 10 6 80.6 16 83.7 7 

政府作為 45.5 9 -2 37.3 7 34.8 15 

環境品質 59.1 16 0 56.2 16 56.8 16 

個人安全 79.2 18 -4 78.5 14 78.6 18 

工作狀況 82.6 3 8 78.4 11 78.7 14 

家庭經濟 77.1 9 7 71.2 16 76.9 7 

居住條件 84.3 15 -2 83.8 13 86.7 7 

生活現況 68.8 13 2 67.4 15 67.7 14 

主觀幸福感總分 74.3 10 4 71.1 14 72.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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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幸福概況 

1.縣市幸福指數排名第 7 名，進步七名。 

2.幸福座標趨勢：相較於 2015 年，主觀幸福感、客觀幸福力雙升。  

3.客觀幸福力排名第 6 名，分數增加 0.2 分。主要提升項目為平均家戶儲蓄比率，增加 1.3 分。 

4.平均居住面積指標 7.8 分、家戶連網比率指標 8.8 分，居住指標因而相對其他縣市表現較佳，安  

全指標 8.3 分也較佳；惟社群關係項目僅得到 2.4 分，有待努力。 

5.主觀幸福感縣市排名第 10 名，進步四名。名次變動較大的指標為工作生活平衡，進步了十名。  

6.環境品質、個人安全等指標排名皆在第 15 名之後，遜於大部分縣市，可做為提升民眾感受之重

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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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宜蘭縣幸福指數概況 

一、幸福指數 

2016 2015 2014 

指數 排名 排名變動 指數 排名 指數 排名 

54.7 8 -2 58.5 6 56.3 7 

 

二、客觀幸福力 

領域 指標 

2016 2015 2014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指標 

變動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居住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坪／人） 16.4 7.9 1.6 15.0 6.3 14.4 5.4 

家戶連網比率（％） 77.9 7.3 3.4 63.7 3.9 66.3 5.2 

收入 
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千元） 961 4.8 1.0 903 3.8 814 2.3 

平均家戶儲蓄比率（％） 12.6 0.0 -2.8 18.2 2.8 17.9 1.8 

就業 15–64 歲有酬工作者占同齡人口比率（％） 63.3 7.5 -0.5 62.9 8.0 62.5 7.2 

社群關係 平均每人志工服務時數（小時／人） 2.3 5.9 0.5 1.7 5.4 1.6 5.5 

教育 15 歲以上具大專及以上學歷比率（％） 31.7 1.8 -0.1 31.0 1.9 30.7 2.0 

環境 懸浮微粒 PM10年平均濃度（μg／m3） 34.8 7.3 0.0 39.3 7.2 41.7 9.6 

健康 零歲平均餘命（歲） 79.3 5.4 0.1 79.1 5.4 78.9 5.4 

安全 暴力犯罪發生率（件／10 萬人） 13.1 4.4 2.8 15.5 1.6 14.6 4.6 

客觀幸福力總分（排名） 52.9（10） 5.6 47.3（15） 52.1（10） 

 

三、主觀幸福感 

指標 
2016 2015 2014 

滿意度 排名 排名變動 滿意度 排名 滿意度 排名 

健康狀況 82.7 8 -7 83.9 1 80.4 16 

工作生活平衡 75.6 14 -12 76.2 2 75.2 10 

教育成就 71.5 18 -5 72.0 13 72.4 13 

社會聯繫 81.5 13 -2 81.6 11 83.4 8 

政府作為 49.2 4 5 36.3 9 38.9 7 

環境品質 75.5 4 -2 77.8 2 81.5 1 

個人安全 83.2 4 0 84.1 4 86.3 4 

工作狀況 79.8 8 -1 79.9 7 78.4 15 

家庭經濟 77.6 6 -1 76.2 5 76.6 8 

居住條件 88.0 2 3 87.7 5 88.0 3 

生活現況 69.3 10 -7 69.4 3 69.2 6 

主觀幸福感總分 75.8 4 0 75.0 4 75.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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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幸福概況 

1.縣市幸福指數排名第 8 名，排名退步二名。 

2.幸福座標趨勢：主觀幸福感、客觀幸福力皆較 2015 年提升。  

3.客觀幸福力縣市排名第 10 名，進步五名、分數增加 5.6 分。客觀幸福力增加主要原因為家戶連網

比率分數上升 3.4 分、安全指標上升 2.8 分。 

4.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家戶連網比率、就業、環境等指標都在 7 分以上，相對其他縣市優異，但

平均家戶儲蓄比率指標分數 0 分，代表儲蓄能力及傾向最低，值得探究原因改善。 

5.主觀幸福感 75.8 分，縣市排名第 4 名。 

6. 居住條件滿意度縣市排名第 2 名，政府作為、環境品質、個人安全等指標皆位於滿意度第 4 名；

教育成就指標排名在 18 名，建議列為追蹤改善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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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高雄市幸福指數概況 

一、幸福指數 

2016 2015 2014 

指數 排名 排名變動 指數 排名 指數 排名 

53.9 9 4 49.8 13 49.4 12 

 

二、客觀幸福力 

領域 指標 

2016 2015 2014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指標 

變動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居住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坪／人） 16.0 7.3 -0.1 15.8 7.4 15.1 6.3 

家戶連網比率（％） 78.2 7.4 -0.4 78.0 7.8 72.9 6.8 

收入 
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千元） 947 4.6 0.6 918 4.0 915 4.0 

平均家戶儲蓄比率（％） 20.5 4.1 -0.6 21.3 4.7 22.4 4.2 

就業 15–64 歲有酬工作者占同齡人口比率（％） 62.0 6.0 0.0 61.2 5.9 60.6 5.2 

社群關係 平均每人志工服務時數（小時／人） 1.8 4.3 -0.9 1.7 5.2 1.3 4.1 

教育 15 歲以上具大專及以上學歷比率（％） 42.5 3.9 -0.1 41.4 3.9 40.2 4.0 

環境 懸浮微粒 PM10年平均濃度（μg／m3） 59.6 1.0 -0.7 64.1 1.7 79.8 1.8 

健康 零歲平均餘命（歲） 78.7 4.7 0.0 78.5 4.7 78.4 4.8 

安全 暴力犯罪發生率（件／10 萬人） 7.0 7.6 1.4 8.2 6.2 9.9 7.2 

客觀幸福力總分（排名） 49.6（13） 0.7 48.9（13） 47.2（13） 

 

三、主觀幸福感 

指標 
2016 2015 2014 

滿意度 排名 排名變動 滿意度 排名 滿意度 排名 

健康狀況 83.5 4 4 81.7 8 83.1 5 

工作生活平衡 75.6 13 -6 74.9 7 75.7 8 

教育成就 75.1 6 1 74.4 7 75.0 6 

社會聯繫 85.3 1 14 80.7 15 83.1 10 

政府作為 52.1 3 7 36.3 10 35.9 11 

環境品質 60.7 12 1 60.6 13 59.5 13 

個人安全 78.2 19 -4 78.2 15 78.5 19 

工作狀況 80.6 7 9 76.9 16 81.2 4 

家庭經濟 76.7 11 -1 74.3 10 74.3 13 

居住條件 86.6 8 1 86.5 9 86.2 10 

生活現況 68.6 14 -2 68.0 12 68.2 11 

主觀幸福感總分 74.8 7 4 72.0 11 72.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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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幸福概況 

1.縣市幸福指數排名第 9 名，進步四名。 

2.幸福座標趨勢：相較 2015 年，主觀幸福感提升，客觀幸福力則略微下降。  

3.客觀幸福力排名第 13 名，連三年在此一水準。 

4.平均居住面積指標 7.3 分、家戶連網比率指標 7.4 分，因此居住指標相對其他縣市表現較佳，而

環境指標為 1.0 分，可列為改善重點。 

5.主觀幸福感縣市排名第 7 名，進步四名。名次變動較大的指標為社會聯繫，進步 14 名，成為第 1

名；工作狀況也進步九名，成為第 7 名。  

6.教育成就、健康狀況、工作條件、居住條件等指標排名皆在 10 名內，略優於部分縣市，但個人

安全滿意度仍舊較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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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桃園市幸福指數概況 

一、幸福指數 

2016 2015 2014 

指數 排名 排名變動 指數 排名 指數 排名 

53.4 10 -5 59.1 5 56.9 6 

 

二、客觀幸福力 

領域 指標 

2016 2015 2014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指標 

變動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居住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坪／人） 14.8 5.8 0.7 14.1 5.1 14.1 5.1 

家戶連網比率（％） 83.9 8.8 -0.4 83.4 9.2 80.8 8.8 

收入 
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千元） 1,074 6.5 -0.3 1,089 6.7 1,028 5.8 

平均家戶儲蓄比率（％） 23.5 5.6 -1.2 24.6 6.8 19.0 2.4 

就業 15–64 歲有酬工作者占同齡人口比率（％） 62.4 6.4 -1.4 62.8 7.8 62.0 6.7 

社群關係 平均每人志工服務時數（小時／人） 1.0 1.6 -1.7 1.2 3.3 2.6 10.0 

教育 15 歲以上具大專及以上學歷比率（％） 37.8 3.0 -0.1 36.9 3.0 36.4 3.2 

環境 懸浮微粒 PM10年平均濃度（μg／m3） 45.2 4.7 0.1 51.1 4.6 57.4 6.4 

健康 零歲平均餘命（歲） 80.1 6.4 -0.1 80.0 6.4 79.7 6.4 

安全 暴力犯罪發生率（件／10 萬人） 5.2 8.5 0.7 5.8 7.8 8.4 8.1 

客觀幸福力總分（排名） 54.8（8） -3.8 58.6（5） 64.7（2） 

 

三、主觀幸福感 

指標 
2016 2015 2014 

滿意度 排名 排名變動 滿意度 排名 滿意度 排名 

健康狀況 82.6 10 -5 82.4 5 84.0 2 

工作生活平衡 75.9 11 -5 75.1 6 76.7 3 

教育成就 72.9 15 -10 74.7 5 70.3 18 

社會聯繫 83.8 8 2 81.9 10 82.5 14 

政府作為 47.2 7 -2 38.0 5 38.6 9 

環境品質 59.4 15 -1 57.5 14 56.7 17 

個人安全 79.3 17 -6 79.3 11 79.8 16 

工作狀況 78.9 12 -3 79.0 9 78.7 13 

家庭經濟 75.6 13 -6 75.3 7 75.9 10 

居住條件 87.9 4 2 87.6 6 85.1 13 

生活現況 69.1 11 -4 69.1 7 68.6 9 

主觀幸福感總分 73.9 11 -2 72.7 9 72.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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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幸福概況 

1.縣市幸福指數排名第 10 名，退步五名。 

2.幸福座標趨勢：主觀幸福感逐年上升，但客觀幸福力較往年下降。  

3.客觀幸福力 54.8 分，分數減少 3.8 分。客觀幸福力衰退是因為收入、就業、社群關係等指標都有

所下降。 

4.家戶連網比率指標 8.8 分，相對其他縣市優異，大部分客觀指標都在 5 分以上，相對其他縣市而

言也較佳；而教育指標、環境指標分數低於 5 分，較需要提升。 

5.主觀幸福感 73.9 分，縣市排名第 11 名，退步二名。退步較多的指標為教育成就，排名退步了 10

名。 

6. 大部分主觀幸福感指標的排名都退步到十名之外，但社會聯繫、政府作為及居住條件的滿意度仍

維持在十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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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台北市幸福指數概況 

一、幸福指數 

2016 2015 2014 

指數 排名 排名變動 指數 排名 指數 排名 

49.6 11 -7 61.2 4 55.3 9 

 

二、客觀幸福力 

領域 指標 

2016 2015 2014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指標 

變動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居住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坪／人） 10.2 0.1 0.0 10.2 0.1 9.9 0.2 

家戶連網比率（％） 85.6 9.2 -0.8 86.2 10.0 82.7 9.2 

收入 
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千元） 1,314 10.0 0.0 1,293 10.0 1,279 10.0 

平均家戶儲蓄比率（％） 23.4 5.6 0.7 21.5 4.9 21.7 3.8 

就業 15–64 歲有酬工作者占同齡人口比率（％） 64.7 9.1 0.0 63.9 9.1 63.0 7.7 

社群關係 平均每人志工服務時數（小時／人） 1.1 1.9 1.4 0.6 0.5 0.9 2.3 

教育 15 歲以上具大專及以上學歷比率（％） 74.5 10.0 0.0 72.2 10.0 69.2 10.0 

環境 懸浮微粒 PM10年平均濃度（μg／m3） 40.1 5.9 0.1 45.3 5.9 49.0 8.1 

健康 零歲平均餘命（歲） 83.1 10.0 0.0 82.9 10.0 82.7 10.0 

安全 暴力犯罪發生率（件／10 萬人） 10.1 6.0 3.4 13.9 2.6 12.9 5.6 

客觀幸福力總分（排名） 69.3（1） 6.0 63.3（1） 69.1（1） 

 

三、主觀幸福感 

指標 
2016 2015 2014 

滿意度 排名 排名變動 滿意度 排名 滿意度 排名 

健康狀況 81.6 14 -10 82.5 4 82.5 7 

工作生活平衡 74.7 16 1 72.2 17 72.3 20 

教育成就 73.4 12 -10 76.3 2 74.6 7 

社會聯繫 80.7 18 -9 82.0 9 81.9 16 

政府作為 40.6 16 -12 38.4 4 34.8 16 

環境品質 62.6 10 -4 66.9 6 62.6 11 

個人安全 81.0 11 -6 83.9 5 83.6 6 

工作狀況 76.2 20 -12 79.5 8 78.8 12 

家庭經濟 74.8 14 -12 76.7 2 77.6 3 

居住條件 83.8 17 -1 83.1 16 82.7 16 

生活現況 68.5 16 -11 69.1 5 68.2 12 

主觀幸福感總分 72.5 17 -12 73.7 5 72.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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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幸福概況 

1.縣市幸福指數 49.6 分，縣市排名第 11 名，大幅退步七名。 

2.幸福座標趨勢：今年主觀幸福感下降，但客觀幸福力仍維持在第一名。  

3.客觀幸福力 69.3 分，連續四年縣市排名第 1 名。客觀幸福力上升主要原因為安全指標分數及社群

關係指標分數進步。 

4.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教育、健康等三項指標 10 分，家戶連網比率 9.2 分、就業指標 9.1 分，相

對其他縣市優異；但在社群關係指標、平均每人居住面積指標等分數較低。 

5.主觀幸福感 72.5 分，縣市排名第 17 名，退步 12 名。各項排名全部都退步到 10 名以後，包含健

康狀況、教育成就、政府作為、工作狀況、家庭經濟等滿意度皆下降超過十名。 

6.工作狀況滿意度退步 12 名，掉落到各縣市中最後一名，是需要注意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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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台南市幸福指數概況 

一、幸福指數 

2016 2015 2014 

指數 排名 排名變動 指數 排名 指數 排名 

49.5 12 0 50.7 12 52.8 10 

 

二、客觀幸福力 

領域 指標 

2016 2015 2014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指標 

變動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居住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坪／人） 15.4 6.5 -0.3 15.5 6.9 14.2 5.2 

家戶連網比率（％） 70.7 5.5 -0.2 70.3 5.7 67.9 5.6 

收入 
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千元） 838 3.0 0.4 830 2.6 830 2.6 

平均家戶儲蓄比率（％） 19.3 3.5 0.4 18.7 3.1 21.1 3.5 

就業 15–64 歲有酬工作者占同齡人口比率（％） 65.4 10.0 0.5 64.2 9.5 63.7 8.5 

社群關係 平均每人志工服務時數（小時／人） 2.7 7.2 -2.8 2.7 10.0 2.0 7.3 

教育 15 歲以上具大專及以上學歷比率（％） 37.0 2.8 -0.1 36.5 3.0 36.1 3.1 

環境 懸浮微粒 PM10年平均濃度（μg／m3） 55.9 2.0 1.0 67.0 1.0 76.7 2.4 

健康 零歲平均餘命（歲） 79.3 5.3 0.3 78.8 5.1 78.6 5.1 

安全 暴力犯罪發生率（件／10 萬人） 13.6 4.2 -2.7 15.5 6.9 14.2 5.2 

客觀幸福力總分（排名） 50.8（11） 2.7 48.2（14） 49.6（12） 

 

三、主觀幸福感 

指標 
2016 2015 2014 

滿意度 排名 排名變動 滿意度 排名 滿意度 排名 

健康狀況 81.3 17 -7 81.2 10 83.8 4 

工作生活平衡 75.8 12 -7 75.1 5 75.1 13 

教育成就 76.5 3 11 71.3 14 73.6 10 

社會聯繫 80.7 18 -12 82.5 6 83.2 9 

政府作為 54.0 2 11 34.9 13 38.9 8 

環境品質 67.4 5 2 65.5 7 66.8 6 

個人安全 81.4 8 -2 82.8 6 85.7 5 

工作狀況 78.0 19 -4 77.8 15 76.7 18 

家庭經濟 74.5 15 -3 73.6 12 73.7 14 

居住條件 86.0 11 -7 87.9 4 87.7 5 

生活現況 69.4 8 3 68.1 11 68.8 8 

主觀幸福感總分 75.0 6 2 72.8 8 74.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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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幸福概況 

1.縣市幸福指數排名第 12 名，維持不變。 

2.幸福座標趨勢：主觀幸福感上升、客觀幸福力皆較 2015 年上升。  

3.客觀幸福力排名第 11 名，分數增加 2.7 分。以安全指標下降 4 分影響較大。 

4.就業指標獲得滿分 10 分表現優異，環境指標僅 2 分較為低落，亟待加強改善。 

5.主觀幸福感縣市排名第 6 名，進步二名。名次變動較大的指標為教育成就及政府作為滿意度，皆

進步了 11 名，但社會聯繫退步了 12 名成為第 18 名。  

6.民眾滿意度以政府作為第 2 名及教育成就的第 3 名最為優秀，而滿意度較落後其他縣市的有工作

狀況、社會聯繫、健康狀況等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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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苗栗縣幸福指數概況 

一、幸福指數 

2016 2015 2014 

指數 排名 排名變動 指數 排名 指數 排名 

48.4 13 -5 56.6 8 65.2 3 

 

二、客觀幸福力 

領域 指標 

2016 2015 2014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指標 

變動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居住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坪／人） 17.9 9.7 0.8 17.0 8.9 18.3 10.0 

家戶連網比率（％） 70.8 5.5 -0.1 69.9 5.6 68.1 5.7 

收入 
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千元） 828 2.8 -1.1 913 3.9 839 2.7 

平均家戶儲蓄比率（％） 22.7 5.2 -4.4 28.9 9.6 25.9 6.1 

就業 15–64 歲有酬工作者占同齡人口比率（％） 64.4 8.8 0.0 63.6 8.8 63.0 7.7 

社群關係 平均每人志工服務時數（小時／人） 2.0 5.1 -0.2 1.7 5.3 1.6 5.5 

教育 15 歲以上具大專及以上學歷比率（％） 29.2 1.3 0.0 28.5 1.4 27.9 1.4 

環境 懸浮微粒 PM10年平均濃度（μg／m3） 44.1 4.9 -1.4 43.2 6.4 48.5 8.2 

健康 零歲平均餘命（歲） 78.8 4.8 0.1 78.6 4.7 78.4 4.9 

安全 暴力犯罪發生率（件／10 萬人） 5.3 8.4 1.9 7.8 6.5 7.8 8.4 

客觀幸福力總分（排名） 56.3（3） -2.5 58.8（4） 60.5（3） 

 

三、主觀幸福感 

指標 
2016 2015 2014 

滿意度 排名 排名變動 滿意度 排名 滿意度 排名 

健康狀況 83.3 5 -2 82.7 3 83.9 3 

工作生活平衡 73.6 19 -9 74.0 10 76.2 6 

教育成就 72.8 16 -4 72.2 12 73.5 11 

社會聯繫 81.8 12 -8 83.2 4 85.5 2 

政府作為 32.2 20 -1 26.9 19 39.2 6 

環境品質 64.0 6 2 64.6 8 66.3 8 

個人安全 81.1 10 -3 82.7 7 82.3 9 

工作狀況 79.8 8 -4 81.3 4 82.4 3 

家庭經濟 77.2 8 -2 75.4 6 77.3 6 

居住條件 85.6 13 -2 85.2 11 87.5 6 

生活現況 69.7 7 3 68.2 10 70.0 3 

主觀幸福感總分 72.8 14 -4 72.4 10 74.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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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幸福概況 

1.縣市幸福指數排名第 13 名，退步五名。 

2.幸福座標趨勢：主觀幸福感微升，客觀幸福力較去年下降。  

3.客觀幸福力 56.3 分，排名第 3 名，分數略減 2.5 分。 

4.平均每人居住面積 9.7 分、就業指標 8.8 分、安全指標 8.4 分皆較其他縣市突出，教育指標分數

僅 1.3 分則比較需要加強改善。 

5.主觀幸福感縣市排名第 14 名，退步四名。名次變動較大的指標為工作生活平衡及社會聯繫滿意

度，分別退步九名、八名。 

6.健康狀況指標縣市排名在五名內，表現較佳；整體政府作為指標為第 20 名，應優先提升政府形

象。 

  



39 

2016 新北市幸福指數概況 

一、幸福指數 

2016 2015 2014 

指數 排名 排名變動 指數 排名 指數 排名 

46.8 14 4 36.0 18 35.6 17 

 

二、客觀幸福力 

領域 指標 

2016 2015 2014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指標 

變動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居住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坪／人） 10.1 0.0 0.0 10.1 0 9.7 0.0 

家戶連網比率（％） 85.5 9.2 0.2 82.5 9.0 83.2 9.3 

收入 
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千元） 960 4.8 0.3 948 4.5 931 4.2 

平均家戶儲蓄比率（％） 20.2 3.9 0.2 19.7 3.7 19.4 2.6 

就業 15–64 歲有酬工作者占同齡人口比率（％） 63.7 7.9 -0.1 62.97 8.0 62.3 7.0 

社群關係 平均每人志工服務時數（小時／人） 1.3 2.6 0.0 1.1 2.7 1.1 3.2 

教育 15 歲以上具大專及以上學歷比率（％） 41.7 3.7 -0.1 40.8 3.8 39.6 3.9 

環境 懸浮微粒 PM10年平均濃度（μg／m3） 40.1 5.9 -0.4 43.1 6.4 57.1 6.4 

健康 零歲平均餘命（歲） 80.8 7.1 0.0 80.6 7.2 80.5 7.4 

安全 暴力犯罪發生率（件／10 萬人） 6.8 7.7 1.7 8.6 6.0 10.5 7.0 

客觀幸福力總分（排名） 55.0（7） 1.7 53.3（9） 53.6（7） 

 

三、主觀幸福感 

指標 
2016 2015 2014 

滿意度 排名 排名變動 滿意度 排名 滿意度 排名 

健康狀況 83.0 7 9 79.9 16 80.2 18 

工作生活平衡 76.3 10 8 72.1 18 73.6 18 

教育成就 74.7 9 8 70.5 17 70.5 17 

社會聯繫 81.5 13 0 81.4 13 82.9 12 

政府作為 44.3 10 6 32.0 16 31.4 18 

環境品質 57.2 17 1 52.5 18 51.8 19 

個人安全 76.5 20 0 74.8 20 78.0 20 

工作狀況 78.4 15 5 75.8 20 75.6 19 

家庭經濟 74.5 15 3 69.9 18 70.3 18 

居住條件 84.4 14 6 80.6 20 82.1 19 

生活現況 68.6 14 4 66.1 18 66.6 18 

主觀幸福感總分 72.7 15 4 68.7 19 69.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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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幸福概況 

1.縣市幸福指數排名第 14 名，進步四名。 

2.幸福座標趨勢：相較 2015 年，主觀幸福感、客觀幸福力皆上升。 

3.客觀幸福力排名第 7 名，較 2015 年進步 2 名。 

4.家戶連網比率指標 9.2 分，較絕大部分縣市優異，但平均每人居住面積指標則為各縣市中最差；

此外，社群關係指標 2.6 分也有待加強。 

5.主觀幸福感縣市排名第 15 名，進步四名。進步主要原因為健康狀況、工作生活平衡、教育成就

濟等指標的滿意度提升。                 

6.環境品質、個人安全等兩指標，滿意度相對排名落後，可列為未來改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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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屏東縣幸福指數概況 

一、幸福指數 

2016 2015 2014 

指數 排名 排名變動 指數 排名 指數 排名 

46.5 15 -6 56.5 9 42.9 15 

 

二、客觀幸福力 

領域 指標 

2016 2015 2014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指標 

變動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居住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坪／人） 17.1 8.7 -0.3 17.1 9.1 16.1 7.4 

家戶連網比率（％） 64.2 3.9 2.2 55.3 1.7 59.3 3.6 

收入 
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千元） 736 1.5 1.0 700 0.5 722 0.8 

平均家戶儲蓄比率（％） 21.6 4.6 -0.3 21.7 5.0 24.4 5.3 

就業 15–64 歲有酬工作者占同齡人口比率（％） 62.7 6.8 -0.9 62.7 7.7 62.1 6.8 

社群關係 平均每人志工服務時數（小時／人） 1.9 4.6 -3.8 2.4 8.3 2.3 8.6 

教育 15 歲以上具大專及以上學歷比率（％） 29.7 1.4 0.0 28.8 1.4 28.2 1.5 

環境 懸浮微粒 PM10年平均濃度（μg／m3） 47.5 4.1 -0.4 51.8 4.4 88.7 0.0 

健康 零歲平均餘命（歲） 76.9 2.4 0.2 76.5 2.2 76.1 2.0 

安全 暴力犯罪發生率（件／10 萬人） 4.4 8.9 0.2 4.4 8.7 6.9 8.9 

客觀幸福力總分（排名） 47.0（16） -4.2 51.2（11） 45.5（15） 

 

三、主觀幸福感 

指標 
2016 2015 2014 

滿意度 排名 排名變動 滿意度 排名 滿意度 排名 

健康狀況 82.7 8 -1 81.9 7 82.4 8 

工作生活平衡 76.9 7 -4 75.6 3 76.1 7 

教育成就 73.7 11 -5 74.5 6 74.4 8 

社會聯繫 82.5 11 -9 83.9 2 80.7 18 

政府作為 47.9 6 5 36.0 11 35.1 14 

環境品質 61.2 11 1 61.1 12 61.0 12 

個人安全 82.0 5 3 82.5 8 81.3 11 

工作狀況 79.3 11 1 78.3 12 79.6 10 

家庭經濟 70.9 20 -11 74.8 9 71.7 16 

居住條件 86.5 9 -6 88.0 3 84.9 14 

生活現況 67.8 18 -9 68.3 9 66.9 17 

主觀幸福感總分 73.8 12 -6 73.2 6 72.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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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幸福概況 

1.縣市幸福指數 46.5 分，縣市排名第 15 名，退步 6 名。 

2.幸福座標趨勢：主觀幸福感略微上升、客觀幸福力明顯下降。  

3.客觀幸福力 47.0 分，分數減少 4.2 分。下降主要原因為社群關係指標分數大下降。 

4.平均每人居住面積指標 8.7 分、安全指標 8.9 分，表現較優異；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指標 1.5 分、

教育指標 1.4 分，相對於其他縣市弱，可列為未來提升重點。 

5.主觀幸福感 73.8 分，縣市排名第 12 名，退步六名。退步主要原因為社會聯繫、家庭經濟等指標

的滿意度下降。                                                                    

6.個人安全滿意度排名第 5 名，政府作為等指標滿意度排名第 6 名，表現相對其他縣市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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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彰化縣幸福指數概況 

一、幸福指數 

2016 2015 2014 

指數 排名 排名變動 指數 排名 指數 排名 

46.1 16 -1 42.8 15 48.9 13 

 

二、客觀幸福力 

領域 指標 

2016 2015 2014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指標 

變動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居住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坪／人） 16.4 7.9 0.4 15.9 7.5 15.4 6.7 

家戶連網比率（％） 65.6 4.2 -0.9 68.0 5.1 63.5 4.6 

收入 
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千元） 775 2.1 0.2 783 1.8 790 1.9 

平均家戶儲蓄比率（％） 24.4 6.1 -0.4 24.1 6.5 26.9 6.6 

就業 15–64 歲有酬工作者占同齡人口比率（％） 65.3 9.9 -0.1 64.6 10.0 63.9 8.7 

社群關係 平均每人志工服務時數（小時／人） 1.2 2.3 -2.1 1.5 4.4 1.3 4.1 

教育 15 歲以上具大專及以上學歷比率（％） 29.9 1.5 -0.1 29.4 1.6 29.1 1.7 

環境 懸浮微粒 PM10年平均濃度（μg／m3） 50.0 3.5 -0.1 55.6 3.6 56.7 6.5 

健康 零歲平均餘命（歲） 79.7 5.9 0.0 79.5 5.9 79.2 5.8 

安全 暴力犯罪發生率（件／10 萬人） 9.4 6.3 0.9 9.4 5.4 8.9 7.8 

客觀幸福力總分（排名） 49.3（12） -2.3 51.6（10） 55.6（6） 

 

三、主觀幸福感 

指標 
2016 2015 2014 

滿意度 排名 排名變動 滿意度 排名 滿意度 排名 

健康狀況 81.9 12 -1 81.2 11 81.5 11 

工作生活平衡 78.0 2 9 73.8 11 76.8 2 

教育成就 75.1 6 9 71.2 15 70.7 16 

社會聯繫 83.1 9 8 80.5 17 82.7 13 

政府作為 40.2 17 -9 37.2 8 39.8 5 

環境品質 53.8 18 -3 56.9 15 57.4 15 

個人安全 80.6 12 0 79.2 12 80.9 14 

工作狀況 79.7 10 9 75.9 19 79.6 11 

家庭經濟 73.4 17 -2 71.5 15 72.1 15 

居住條件 84.2 16 -2 83.6 14 85.3 12 

生活現況 68.1 17 0 66.4 17 67.0 16 

主觀幸福感總分 72.6 16 0 70.7 16 72.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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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幸福概況 

1.縣市幸福指數排名第 16 名，退步一名。 

2.幸福座標趨勢：相較 2015 年，主觀幸福感微升，客觀幸福力則明顯下降。  

3.客觀幸福力排名第 12 名，分數下降 2.3 分。主要下降項目為社群關係，下降 2.1 分。 

4.就業指標近 10 分（9.9 分），相對其他縣市表現優異，較差的項目為教育指標，為 1.5 分。 

5.主觀幸福感縣市排名第 16 名，維持不變。名次變動較大的指標為工作生活平衡、工作狀況及教

育成就，均進步九名；但政府作為明顯大幅下降九名，顯示近來民眾對政府作為的感受有負面的變

化。  

6.環境品質、政府作為、家庭經濟、生活現況等四項指標排名皆為落後於大部分縣市，可做為提升

民眾感受之重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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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南投縣幸福指數概況 

一、幸福指數 

2016 2015 2014 

指數 排名 排名變動 指數 排名 指數 排名 

42.3 17 -1 36.8 16 36.9 16 

 

二、客觀幸福力 

領域 指標 

2016 2015 2014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指標 

變動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居住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坪／人） 18.1 10.0 0.5 17.5 9.5 17.4 9.0 

家戶連網比率（％） 65.0 4.1 1.3 59.5 2.8 55.5 2.6 

收入 
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千元） 739 1.5 -0.3 783 1.8 749 1.2 

平均家戶儲蓄比率（％） 22.5 5.1 -4.1 28.3 9.2 22.0 4.0 

就業 15–64 歲有酬工作者占同齡人口比率（％） 65.1 9.6 -0.4 64.6 10.0 65.1 10.0 

社群關係 平均每人志工服務時數（小時／人） 0.5 0.0 0.0 0.5 0.0 0.5 0.5 

教育 15 歲以上具大專及以上學歷比率（％） 30.7 1.6 0.0 30.0 1.7 28.9 1.6 

環境 懸浮微粒 PM10年平均濃度（μg／m3） 58.4 1.3 -0.9 61.8 2.2 62.8 5.3 

健康 零歲平均餘命（歲） 77.9 3.7 0.1 77.6 3.6 77.6 3.8 

安全 暴力犯罪發生率（件／10 萬人） 12.1 4.9 3.4 15.5 1.6 17.5 3.0 

客觀幸福力總分（排名） 39.4（19） 1.0 38.4（19） 40.7（17） 

 

三、主觀幸福感 

指標 
2016 2015 2014 

滿意度 排名 排名變動 滿意度 排名 滿意度 排名 

健康狀況 81.6 14 -2 81.1 12 80.2 17 

工作生活平衡 77.0 5 7 73.7 12 73.5 19 

教育成就 73.1 14 5 69.8 19 71.5 14 

社會聯繫 81.2 15 3 80.3 18 81.3 17 

政府作為 41.4 14 -2 35.6 12 33.2 17 

環境品質 63.6 8 2 61.8 10 66.6 7 

個人安全 81.2 9 4 79.1 13 81.3 12 

工作狀況 78.4 15 -9 80.5 6 80.6 7 

家庭經濟 76.3 12 8 68.2 20 71.3 17 

居住條件 86.0 11 4 83.6 15 84.4 15 

生活現況 69.4 8 6 67.6 14 67.5 15 

主觀幸福感總分 73.6 13 2 71.0 15 72.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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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幸福概況 

1.縣市幸福指數排名第 17 名，退步 1 名。 

2.幸福座標趨勢：相較 2015 年，主觀幸福感明顯上升，客觀幸福力亦略升，惟幅度有限。  

3.客觀幸福力排名第 19 名，分數增加 1.0 分。主要上升項目為安全指標，增加 3.4 分。 

4.就業指標 9.6 分、平均每人居住面積指標 10.0 分，二項指標皆相對其他縣市優異，較差的項目為

社群關係、環境指標、收入及教育指標。 

5.主觀幸福感縣市排名第 13 名，進步二名。名次變動較大的指標為家庭經濟，進步八名。  

6.社會聯繫、工作狀況在各縣市中遠遠落後，亟待提升民眾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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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基隆市幸福指數概況 

一、幸福指數 

2016 2015 2014 

指數 排名 排名變動 指數 排名 指數 排名 

34.9 18 -1 36.7 17 34.9 18 

 

二、客觀幸福力 

領域 指標 

2016 2015 2014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指標 

變動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居住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坪／人） 11.3 1.5 -0.2 11.4 1.7 11.7 2.3 

家戶連網比率（％） 71.8 5.8 0.7 67.9 5.1 69.0 5.9 

收入 
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千元） 897 3.8 1.7 804 2.2 842 2.7 

平均家戶儲蓄比率（％） 18.7 3.1 3.1 13.9 0.0 14.5 0.0 

就業 15–64 歲有酬工作者占同齡人口比率（％） 61.5 5.3 -0.6 61.2 6.0 60.7 5.3 

社群關係 平均每人志工服務時數（小時／人） 1.4 3.0 -2.0 1.6 5.0 0.8 1.8 

教育 15 歲以上具大專及以上學歷比率（％） 38.6 3.1 0.0 37.5 3.2 36.9 3.3 

環境 懸浮微粒 PM10年平均濃度（μg／m3） 30.3 8.4 -0.8 30.4 9.2 60.0 5.8 

健康 零歲平均餘命（歲） 79.3 5.4 0.2 78.9 5.1 78.6 5.1 

安全 暴力犯罪發生率（件／10 萬人） 21.7 0.0 -0.7 16.9 0.7 22.9 0.0 

客觀幸福力總分（排名） 40.4（18） -1.6 42.0（18） 33.5（20） 

 

三、主觀幸福感 

指標 
2016 2015 2014 

滿意度 排名 排名變動 滿意度 排名 滿意度 排名 

健康狀況 81.7 13 0 81.0 13 82.3 9 

工作生活平衡 73.5 20 -4 72.5 16 76.2 5 

教育成就 73.2 13 -2 72.5 11 71.4 15 

社會聯繫 81.1 16 -2 81.3 14 83.0 11 

政府作為 39.1 19 1 26.6 20 27.5 20 

環境品質 52.7 19 0 50.9 19 47.6 20 

個人安全 79.9 16 1 77.2 17 79.5 17 

工作狀況 78.5 13 0 78.1 13 80.9 6 

家庭經濟 76.9 10 4 73.2 14 75.6 11 

居住條件 83.5 19 -2 83.0 17 82.2 17 

生活現況 68.9 12 4 67.2 16 67.9 13 

主觀幸福感總分 71.7 19 -1 69.4 18 70.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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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幸福概況 

1.縣市幸福指數排名第 18 名，退步一名。 

2.幸福座標趨勢：相較 2015 年，主觀幸福感上升但幅度不及其他縣市；客觀幸福力也略微下降。  

3.客觀幸福力排名第 18 名，分數減少 1.6 分，主要下降的項目為社群關係指標。 

4.環境指標 8.4 分，是表現較優異項目，較差領域為家戶連網比率指標、安全指標、平均每人居住

面積指標。 

5.主觀幸福感縣市排名第 19 名，退步一名。排名變動較大的指標為工作生活平衡，退步 4 名。  

6. 政府作為滿意度近年皆落後其他縣市，亟待提升民眾感受；家庭經濟及生活現況略提升，但仍有

提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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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雲林縣幸福指數概況 

一、幸福指數 

2016 2015 2014 

指數 排名 排名變動 指數 排名 指數 排名 

28.5 19 1 25.5 20 25.8 20 

 

二、客觀幸福力 

領域 指標 

2016 2015 2014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指標 

變動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居住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坪／人） 16.8 8.3 -0.5 16.9 8.8 16.5 7.9 

家戶連網比率（％） 59.0 2.5 1.5 53.1 1.1 52.1 1.8 

收入 
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千元） 733 1.4 0.4 730 1.0 704 0.5 

平均家戶儲蓄比率（％） 27.9 7.9 -1.7 29.0 9.7 25.8 6.0 

就業 15–64 歲有酬工作者占同齡人口比率（％） 64.7 9.1 -0.8 64.5 9.9 63.8 8.6 

社群關係 平均每人志工服務時數（小時／人） 0.6 0.5 -0.2 0.6 0.6 0.4 0.0 

教育 15 歲以上具大專及以上學歷比率（％） 27.1 0.9 0.0 26.1 0.9 25.5 1.0 

環境 懸浮微粒 PM10年平均濃度（μg／m3） 54.6 2.3 0.0 61.4 2.3 84.9 0.8 

健康 零歲平均餘命（歲） 77.9 3.7 -0.1 77.8 3.8 77.7 4.0 

安全 暴力犯罪發生率（件／10 萬人） 5.6 8.3 1.9 7.9 6.4 6.2 9.3 

客觀幸福力總分（排名） 43.6（17） 0.9 42.7（17） 39.7（19） 

 

三、主觀幸福感 

指標 
2016 2015 2014 

滿意度 排名 排名變動 滿意度 排名 滿意度 排名 

健康狀況 77.9 20 -2 78.6 18 81.0 13 

工作生活平衡 74.6 17 3 70.9 20 73.6 17 

教育成就 68.9 20 0 68.7 20 67.1 20 

社會聯繫 81.1 16 3 79.8 19 80.6 19 

政府作為 42.7 12 6 30.7 18 30.5 19 

環境品質 45.4 20 0 45.5 20 52.8 18 

個人安全 80.0 15 1 78.0 16 82.3 10 

工作狀況 78.1 18 0 76.1 18 75.2 20 

家庭經濟 72.8 18 1 69.1 19 70.2 20 

居住條件 83.2 20 -1 81.2 19 81.7 20 

生活現況 66.6 19 1 65.2 20 65.9 20 

主觀幸福感總分 70.1 20 0 67.6 20 69.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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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幸福概況 

1.縣市幸福指數排名第 19 名，進步一名。 

2.幸福座標趨勢：相較 2015 年，主觀幸福感上升，但幅度不及其他縣市，排名未有進展；客觀幸

福力則略升，惟幅度亦不顯著。  

3.客觀幸福力排名第 17 名，分數小增 0.9 分。主要提升項目為安全指標，增加 1.9 分；分數下降較

多者為平均家庭儲蓄比率指標，下降 1.7 分。 

4.就業指標 9.1 分表現優異，安全指標、平均每人居住面積指標兩項指標較大部分縣市佳，但家戶

連網比率、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社群關係、教育、環境等多項指標拉低表現。 

5.主觀幸福感縣市排名第二十名，健康狀況、居住條件等指標排名退步。  

6.健康狀況、教育成就、環境品質、居住條件等指標，滿意度縣市排名皆為最後，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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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嘉義縣幸福指數概況 

一、幸福指數 

2016 2015 2014 

指數 排名 排名變動 指數 排名 指數 排名 

27.3 20 -1 27.1 19 31.0 19 

 

二、客觀幸福力 

領域 指標 

2016 2015 2014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指標 

變動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原始 

資料 

指標 

分數 

居住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坪／人） 15.3 6.4 -2.1 16.7 8.5 16.2 7.5 

家戶連網比率（％） 57.8 2.3 2.3 49.0 0.0 54.3 2.3 

收入 
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千元） 751 1.7 1.7 668 0.0 727 0.8 

平均家戶儲蓄比率（％） 16.9 2.2 1.5 15.0 0.7 15.2 0.4 

就業 15–64 歲有酬工作者占同齡人口比率（％） 64.7 9.1 -0.1 63.9 9.2 63.5 8.3 

社群關係 平均每人志工服務時數（小時／人） 1.0 1.6 -0.1 0.9 1.7 0.8 1.8 

教育 15 歲以上具大專及以上學歷比率（％） 24.3 0.4 0.0 23.7 0.4 23.5 0.5 

環境 懸浮微粒 PM10年平均濃度（μg／m3） 63.7 0.0 0.0 71.7 0.0 60.7 5.7 

健康 零歲平均餘命（歲） 78.3 4.1 -0.4 78.4 4.5 78.1 4.5 

安全 暴力犯罪發生率（件／10 萬人） 13.0 4.5 0.4 11.6 4.1 12.0 6.1 

客觀幸福力總分（排名） 32.6（20） 1.8 30.7（20） 40.5（18） 

 

三、主觀幸福感 

指標 
2016 2015 2014 

滿意度 排名 排名變動 滿意度 排名 滿意度 排名 

健康狀況 78.9 19 0 78.6 19 80.5 15 

工作生活平衡 74.7 15 -6 74.6 9 75.1 11 

教育成就 70.1 19 -1 70.3 18 68.5 19 

社會聯繫 80.6 20 0 77.7 20 79.7 20 

政府作為 48.0 5 9 34.7 14 35.5 12 

環境品質 60.5 13 -4 63.1 9 63.4 10 

個人安全 80.6 12 -2 81.1 10 80.4 15 

工作狀況 78.3 17 0 76.2 17 77.0 17 

家庭經濟 72.5 19 -2 70.5 17 70.2 19 

居住條件 83.7 18 0 82.2 18 82.2 18 

生活現況 66.5 20 -1 65.2 19 66.5 19 

主觀幸福感總分 72.2 18 -1 70.4 17 70.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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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幸福概況 

1.縣市幸福指數排名第 20 名，退步一名。 

2.幸福座標趨勢：相較 2015 年，主觀幸福感些微上升，但幅度有限，排名反倒退；客觀幸福力也

改善，但不及其他縣市。  

3.客觀幸福力排名第 20 名，分數增加 1.8 分。主要上升項目為家戶連網比率指標。 

4.就業指標 9.1 分表現較優，平均每人居住面積指標則由 8.5 分降至 6.4 分，其他多數客觀指標表

現亦較落後其他縣市，皆亟待改善。 

5.主觀幸福感縣市排名第 18 名，倒退 1 名。政府作為雖上升九名，但工作生活平衡指標的排名變

動較大，退步六名。  

6. 社會聯繫、健康狀況、教育成就、家庭經濟等指標，滿意度排名較為落後許多，有待加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