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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自殺概況分析 

公務統計科 余侑穎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定義，健康是「一種身體上、精神上和社會適應上的完好

狀態，而不是沒有疾病及虛弱現象。」意即除了生理因素外，心理因素更主宰著

人們的健康狀態，然而，在這社會急速變遷的時代下，人們雖豐衣足食，卻愈趨

苦於各種生活壓力，影響心理健康。又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結果，106 年「自殺

死亡」居國人主要死因之第 11 位，較 105 年上升一個順位，顯見自殺1防治與心

理衛生已成為不容小覷的課題，故本文分析新北市之自殺死亡概況及原因，以供

相關防治之施政參考。 

一、 106年我國自殺死亡人數為 3,871人，其標準化死亡率為每十萬人口 12.5人，

較 99 年減少 9.42% 

觀察2015年世界主要國家自殺標準化

死亡率23
 (圖一)，以南韓每十萬人口 20.2

人最高，義大利每十萬人口 4.5 人最低，我

國為每十萬人口 12.1 人，與美國(12.2 人/

十萬人)及澳洲(11.5 人/十萬人)較接近。 

進一步觀察我國自殺死亡情形，106

年全國自殺死亡人數計有 3,871 人，較 105 年增加 106 人(增幅 2.8%)，平均約每

2.3 小時就有 1 人自殺死亡；另觀察自殺標準化死亡率，106 年我國自殺標準化死

亡率為每十萬人口 12.5 人，較 105 年之 12.3 人成長 1.6%；若與 99 年相較，自殺

死亡人數由 3,889 人減為 3,871 人，減少 18 人，自殺標準化死亡率亦由每十萬人

口 13.8 人減為 12.5 人，下降 9.4%(表一)。 

再以性別觀察，106 年我國男性自殺標準化死亡率為每十萬人口 16.9 人，女

性為每十萬人口 8.3 人，近年來雖略有起伏，惟自殺標準化死亡率皆男性高於女

性，且為女性的兩倍以上。 

表一 99 至 106 年我國自殺死亡人數及其標準化死亡率 
單位：人、人/十萬人 

項目/年別 
合計 男性 女性 

死亡人數 標準化死亡率 死亡人數 標準化死亡率 死亡人數 標準化死亡率 

99 年 3,889 13.8 2,639 18.8 1,250 8.8 

100 年 3,507 12.3 2,392 16.9 1,115 7.7 

101 年 3,766 13.1 2,430 17.0 1,336 9.3 

102 年 3,565 12.0 2,388 16.3 1,177 7.8 

103 年 3,542 11.8 2,362 15.9 1,180 7.7 

104 年 3,675 12.1 2,426 16.3 1,249 8.1 

105 年 3,765 12.3 2,559 17.0 1,206 7.7 

106 年 3,871 12.5 2,574 16.9 1,297 8.3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1
 自殺指當事者蓄意自我傷害並意圖使自己死亡之行為。 

2
 標準化死亡率是將兩國或兩地不同性別、年齡、城鄉、所得、職業、婚姻、種族等項組合，化
成為同一的基礎，用以剔除其人口在組合上之差異，俾可受到純正而客觀的比較。 

3
 國際比較之資料來源為衛生福利部 106 年死因統計年報，其數據係依 WHO Mortality 

Database 計算所得，且其標準化死亡率以 2000 年 W.H.O.之世界標準人口數為準(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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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2015年自殺標準化死亡率之國際比較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二、新北市性別自殺概況及自殺原因 

(一) 106 年新北市男性自殺標準化死亡率為六都最低 

觀察 106 年全國及六都性別自殺情形(圖二)，新北市男性自殺死亡人數 384

人(占新北市之六成)，其標準化死亡率為每十萬人 15.5 人，較全國(16.9 人/十萬

人)低 1.4 人/十萬人，為六都最低；然而，女性方面，106 年新北市女性自殺死亡

人數 252 人，其自殺標準化死亡率為每十萬人 9.5 人，高於全國女性平均(8.3 人/

十萬人)，且為六都最高，顯見，雖新北市男性之自殺死亡多於女性，然女性之自

殺標準化死亡率相較於全國有偏高之情形。 

 

(二) 106 年新北市男女性自殺通報個案皆以「25 至 44 歲」年齡層所占比率最高 

再觀察新北市自殺通報個案年齡層分布(表二)，106 年自殺通報男性個案中，

以 25 至 44 歲占 43.6%最多，女性該年齡分層則占 46.3%，顯示自殺通報男女性

個案皆多分布於「25 至 44 歲」之年齡層，而分析其原因，由於該年齡層正處於

婚姻、家庭等人際關係改變及經濟壓力上升時期，生活壓力大增，因此針對青壯

年更須加強自殺防治宣導。 

表二 106 年新北市自殺通報個案年齡層分布 
單位：% 

  14 歲以下 15-24 歲 25-44 歲 45-64 歲 65 歲以上 

整體 2.0 15.6 45.3 28.2 8.9 

男性 1.7 14.5 43.6 28.0 12.3 

女性 2.2 16.3 46.3 28.3 7.0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三) 106 年新北市男女性之自殺原因皆多為「情感/人際關係」，其次為「精神健

康/物質濫用」 

為使自殺防治之策略更加完善與聚焦，觀察新北市性別自殺原因(表三)，106

年新北市男女性自殺原因占比最高前兩者皆為「情感/人際關係」及「精神健康/

物質濫用4」，此 2 種自殺原因即占男性自殺總數近七成，而在女性之占比則高達

八成七，顯示相關防治策略須著重規劃上述 2 類別之心理衛生與壓力調解服務，

並可加強針對女性情感壓力與負向情緒之緩解，避免蓄意傷害自我之不幸情事發

生。 

                                                 
4
 物質濫用指長期或過量使用某些物質，個體無法減量與停止，而對其社會與職業功能產生傷害，
此症狀持續一個月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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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06 年全國及六都性別自殺標準化死亡率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表三 106 年新北市性別自殺原因 
單位：% 

  
情感／人

際關係 

精神健康／

物質濫用 
工作／經濟 生理疾病 

校園學

生問題 
迫害問題 

不詳及不

願說明或

無法說明 

其他 

總計 44.4 35.9 9.1 6.2 2.5 0.9 4.1 19.9 

男 35.7 32.7 13.0 9.7 2.2 0.4 4.4 23.4 

女 49.5 37.8 6.9 4.1 2.7 1.2 4.0 17.9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三、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積極整合各方資源，致力於自殺防治工作 

綜上所述，自殺死亡於主要死因之排名略呈現上升趨勢，而自殺防治則須深

入了解其原因與組成才能更具成效，為此，新北市政府為了解自殺相關資訊，進

行多項公共衛生統計分析，並邀請專家召開與各網絡單位整合服務之討論會議等，

以擬定因地制宜的自殺防治策略，例如安排心理師駐點衛生所及辦理多元的心理

健康行銷，積極協助民眾處理情緒及心理上的相關問題，期能於事前預防自殺等

不幸情事發生。另一方面，為利自殺個案之管理，市府針對通報之自殺個案，亦

積極整合相關資源，以協助自殺傾向者排除心理障礙，例如自殺個案追蹤訪視服

務及提供醫療資源諮詢等，讓患者擁有更全面且完善的就醫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