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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偏遠與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油品零售市場分析 

2024.06 

偏遠與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地理位置遠離國內主要都會地區，

交通、就業及生活機能相對匱乏，整體人口與經濟活動較主要都會

地區為低，油品市場維持與經營較為不易，因此石油基金補助偏遠

與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以下簡稱受補助地區）石油設施、用人成

本及運輸費用，期減少業者經營困難，提升其持續在地經營意願，

維護當地居民能源使用權利。而油品市場環境時有變化，如國內油

品市場消費趨勢與車輛能源結構改變，加上人口結構變化、遷移等

社會發展，皆會對受補助地區油品市場之穩定造成影響，鑑此，本

研究從社會經濟概況、市場需求與供給等方面探討受補助地區市場

發展與現況，彙整相關資料供各界之參考，另本研究使用歷年資料

探討市場變化趨勢，因歷年受補助地區範圍略有不同，為便於比較

數據，除特別註明外，原則依 112年公告補助地區為準。 

一、受補助地區社會經濟概況 

區域人口發展對於市場變化趨勢有全方面的影響，本研究自內

政部戶政司蒐集近 10 年登記人口數及家戶數如圖 1，在國內少子化

趨勢下，受補助地區人口發展呈現不同走勢，首先是平地原民區及

偏遠地區人口數較明顯下滑（分別減少 6.85%、13.13%），家戶數

則尚維持穩定；離島地區人口數及家戶數皆呈現小幅增長，可歸功

於近年離島地區基礎建設、產業環境、生育、返鄉與移民等政策成

效，在國內人口減少之大環境下表現較為亮眼；山地原民區人口數

在受補助地區中較低，然近 10年人口數皆維持平穩，家戶數亦無明

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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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113.05.15），本研究彙整。 

圖 1  近 10年受補助地區登記人口數及家戶數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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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人口變化外，經濟活動亦是影響油品市場發展之重要因素，

本研究自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蒐集全國營業登記資料集，檢視目前

受補助地區經濟活動情況，首先在營業人數量上（如表 1），受補助

地區營業人總數量為 74,720 家，占全國營業人總量 4.55%，其中平

地原民區及離島地區有人口數較多之優勢，營業人數量亦較多，而

偏遠地區及山地原民區營業人數量較少，2者占比差異不大。 

表 1  受補助地區營業人數量 

地區 營業人數量(家) 占比 

受

補

助

地

區 

山地原民區 6,984 0.43% 

平地原民區 39,382 2.40% 

偏遠地區 6,567 0.40% 

離島地區註
 21,787 1.33% 

小計 74,720 4.55% 

非補助地區 1,566,273 95.45% 

全國 1,640,993 100.00% 

註：金門縣存在特殊「菸酒牌照」（現稱金酒公司金門地區批售卡）制度，當地

家戶申請稅籍登記並申辦菸酒牌照後，便能以批售價格購買酒品，因此金

門地區存在大量「菸酒零售」之營業人（逾 9,000 家），易造成營業人數量

高估，故本研究移除金門縣內行業為「菸酒零售」之營業人。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113.05.01），本研究彙整。 

受補助地區產業結構如圖 2，各地區前 3大行業相同，皆為批發

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與營建工程業，此 3 大行業也覆蓋一般民

眾之食、衣、住、行等需求，不過各地區之占比略有差異。批發及

零售業之門檻相對低，在各地區皆為占比最高之行業，惟山地原民

區可能因地廣人稀，批發及零售業占比相對較低；住宿及餐飲業占

比第 2，此門檻亦不高，而受補助地區可能係普遍觀光資源較為豐富，

帶動住宿及餐飲業蓬勃發展，因此行業占比相對非補助地區高；接

著營建工程業主要滿足民眾在居住與住家方面之基本需求，因此亦

有較高營業人數量，此行業營業人多係提供室內裝潢、水電工程等

服務，各地區占比差異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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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 4 大行業起較凸顯各地區環境特色，例如山地原民區原住

民文化保存較為完整，提供其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發展根基；

離島地區觀光交通仰賴租賃汽、機車，因此支援服務業之機車出租

業與旅行業發達；而在其他行業方面，受補助地區占比低於非補助

地區，可能代表受補助地區行業選擇性較少，以其他行業為目標的

人口可能更容易流向非補助地區就業。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本研究彙整（113.05.01）。 

圖 2  受補助地區營業中營業人行業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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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補助地區市場需求 

油品市場規模大小可能直接影響油品業者進入市場或持續經營

之意願，為估量受補助地區需求規模，本研究蒐集交通部公路局統

計查詢網之汽車登記數，依照汽車使用能源分類以探討不同油品之

需求規模與趨勢，惟公路局目前僅公開 107 年起鄉鎮市區汽車燃料

別相關資料，爰本研究以近 5 年數據進行分析。受補助地區各燃料

類型汽車登記數如圖 3，從車輛總數來看，近 5年各地區車輛數皆為

增長，平地原民區汽車數量最高（112年約 22.9萬輛），並且仍在增

長當中；離島地區車輛數成長最快，成長率保持在 3%以上；而山地

原民區車輛數在 108年之 111年成長快，惟 112年有較大回落，目前

數量係受補助地區中最低（112年約 7.2萬輛）；偏遠地區車輛數最

為平穩，整體沒有太大變化（成長率不及 1%），市場規模較為穩定。 

 
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局統計查詢網（113.05.06），本研究彙整。 

圖 3  近 5年受補助地區各燃料類型汽車登記數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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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12年汽車詳細能源結構來看（如表 2），受補助地區皆以汽

油車為主、柴油車次之，作為對比，非補助地區汽車能源結構與受

補助地區並無明顯差異，電動車雖然已逐漸進入受補助地區，但目

前數量極低，尚未對當地汽車能源結構有明顯影響。 

表 2  112年受補助地區各燃料汽車登記數 

地區 汽油車(占比) 柴油車(占比) 電動車(占比) 

山地原民區 64,255 (89.35%) 7,545 (10.49%) 116 (0.16%) 

平地原民區 202,431 (88.34%) 26,025 (11.36%) 695 (0.30%) 

偏遠地區 71,327 (90.86%) 7,037 (  8.96%) 139 (0.18%) 

離島地區 87,839 (90.96%) 8,439 (  8.74%) 288 (0.30%) 

非補助地區 7,190,584 (88.61%) 855,281 (10.54%) 68,731 (0.85%) 

註：汽車燃料分類如下： 

汽油車：汽油、汽油/液化石油氣、汽油/電能、汽油（電能）、汽油（油電）。 

柴油車：柴油、柴油/電能、柴油（油電）。 

電動車：電能、電能/汽油、電能/柴油、電能（增程）。 

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局統計查詢網（113.05.15），本研究彙整。 

進一步結合各地區家戶數分析戶均汽車數（如表 3），可發現受

補助地區戶均汽車數高於非補助地區，且與非補助地區戶均汽車數

維持平穩不同，近 5年受補助地區戶均汽車數呈增加趨勢，以 112年

來說，山地原民區戶均汽車數最高，平均每戶擁有 1.11 輛汽車，而

非補助地區僅 0.92 輛，此數據可能反應受補助地區公共交通較匱乏，

當地居民依賴自有汽車出行，此情況在山地原民區更為明顯。 

表 3 近 5年受補助地區戶均汽車數 

地區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山地原民區 1.02 1.04 1.07 1.09 1.11 

平地原民區 1.02 1.02 1.03 1.04 1.04 

偏遠地區 1.01 1.01 1.02 1.03 1.04 

離島地區 0.90 0.91 0.93 0.96 0.98 

非補助地區 0.92 0.91 0.92 0.92 0.92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113.05.15）；交通部公路局統計查詢網

（113.05.15），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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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估量受補助地區汽、柴油需求量，然加油站銷售量統計並未

細分至各鄉鎮市區，爰本研究試以各鄉鎮市區汽車數占縣市比例，

將前揭統計表銷售量拆分為各鄉鎮市區汽、柴油銷售量，藉此推估

受補助地區汽、柴油銷售量（如表 4）。 

近 5年受補助地區汽油銷售量約在 500千公秉上下，除 110年受

Covid疫情影響使汽油銷售量減少外，其餘年度皆維持在 500千公秉

以上，以區域差異來說，平地原民區人口、車輛皆最多，因此銷售

量亦最高，其次為偏遠地區及山地原民區，離島地區或因區域面積

不大，民眾日常交通移動消耗汽油不高，使其汽油銷售量最低；柴

油銷售量在 110 年可能受到疫情影響有較明顯減少，尤其對離島地

區影響較大，其餘年度銷售量約在 280 千公秉上下，而柴油銷售量

除平地原民區較高外，其他受補助地區差異不大。 

表 4 近 5年受補助地區汽、柴油銷售量（推估值） 

單位：千公秉 

地區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汽

油 

受

補

助

地

區 

山地原民區 83 88 82 86 87 

平地原民區 271 291 261 271 265 

偏遠地區 101 102 94 95 95 

離島地區 57 58 54 58 60 

小計 512 539 491 510 506 

非補助地區 9,508 9,621 8,878 9,137 9,195 

全國 10,020 10,160 9,369 9,647 9,702 

柴

油 

受

補

助

地

區 

山地原民區 43 43 43 45 45 

平地原民區 156 148 141 147 146 

偏遠地區 41 42 41 41 41 

離島地區 50 43 38 44 47 

小計 290 275 263 277 278 

非補助地區 4,318 4,373 4,408 4,416 4,373 

全國 4,608 4,648 4,671 4,693 4,650 

資料來源：能源署各縣市汽車加油站汽柴油銷售統計月資料（108.01~112.12）；

交通部公路局統計查詢網（113.05.15）；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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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補助地區市場供給 

目前供應偏遠、原民地區之供油中心共 11座（中油公司 9座、

台塑公司 2座），離島地區則僅澎湖縣及金門縣各有 1座供油中心及

航油站；加油站方面，本研究自能源署油價資訊管理與分析系統蒐

集營業中加油站資料，輔以部分受補助地區加油站停、復業現況進

行分析，由於或因設備維護、站所翻新等短期停業之加油站，於工

程完成後即會回歸市場提供服務，因此本研究仍將受補助地區暫停

營業之加油站納入計算，用以掌握各地長期穩定供應情形，彙整受

補助地區加油站數量及分布情形如表 5及圖 4所示。 

表 5  受補助地區加油站數 

地區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受

補

助

地

區 

山地原民區 24 24 24 24 24 

平地原民區 124 124 125 126 127 

偏遠地區註
 40 41 41 42 42 

離島地區 32 32 32 33 32 

小計 220 221 222 225 225 

非補助地區 2,263 2,256 2,264 2,273 2,281 

全國 2,483 2,477 2,486 2,498 2,506 

註：臺南市大內區自 111年始為偏遠地區，108至 110年之偏遠與非補助地區加

油站數係依當年度數據計算。 

資料來源：能源署油價資訊管理與分析系統（112.12.28），本研究彙整。 

近 5 年受補助地區加油站總數略有變化，部分地區有零星加油

站進出市場，山地原民區共設立 24座加油站，雖然在山地原民區 29

個鄉鎮市區中，尚有 13個鄉鎮市區未設加油站1，且除新竹縣 1家加

油站外，其餘皆為國營供油商負責供應，但近 5 年加油站數量保持

在 24家，市場供應較為穩定；平地原民區 112年共設有 127座加油

站，且各鄉鎮市區皆有設立，其中人口較為集中之花蓮市、吉安鄉

 
1  包含新北市烏來區、苗栗縣泰安鄉、高雄市茂林區、屏東縣泰武鄉、獅子鄉、牡丹鄉、瑪家

鄉、霧臺鄉、春日鄉、來義鄉、三地門鄉及花蓮縣萬榮鄉、卓溪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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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臺東市等鄉鎮市區，更是有超過 10座以上加油站，顯示當地居民

可選擇加油站較多，加油站間有適度競爭關係，此外，當地有 28座

加油站為民營供油商，不過由於其所在地條件未符合補助條件，故

均非石油基金補助對象；另一方面，平地原民區人口數近 10年呈下

滑趨勢，且車輛數亦無明顯增長，而近 5 年加油站數量持續增加，

可能加劇當地市場競爭情形，對當地市場影響需持續觀察。 

 

資料來源：能源署油價資訊管理與分析系統（112.12.28），本研究彙整。 

圖 4  112年受補助地區加油站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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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地區 112年設有 42座加油站，109年臺南市南化區新增 1座

加油站，111年偏遠地區新增臺南市大內區，因此納入當地 1座加油

站，偏遠地區目前尚有新北市平溪區、雙溪區及高雄市田寮區等 3

個行政區無加油站設立，說明當地加油亦較為不便；離島地區 112

年因澎湖縣馬公市 1座加油站歇業，目前共 32座加油站，另以供應

體系來看，目前離島地區 17座加油站為國營供油商，15座為民營加

油站，結合人口數、家戶數及車輛數來看，離島地區汽柴油市場似

仍處於成長狀態。 

本研究亦結合前揭受補助地區加油站銷售量推估資料，推算近 5

年受補助地區加油站平均銷售量如表 6，在汽油方面，112年受補助

地區加油站平均銷售量為 2.25 千公秉，山地原民區加油站平均銷售

量在受補助地區中最高，由於當地可能較依賴汽車出行，且加油站

較少，推升加油站平均銷售量；其次為偏遠地區及平地原民區，平

地原民區或因加油站數較多，加油站間競爭較激烈，平均銷售量略

低；離島地區加油站汽油平均銷售量最低，主要可能係因離島地區

加油站較密集，而當地汽油需求量不高所致。在柴油方面，112年受

補助地區加油站柴油平均銷售量 1.24 千公秉，其中山地原民區銷售

量最高，其次為離島地區、平地原民區及偏遠地區，然各地區銷售

量差異不大，平均銷售量最高與最低之差異在 1千公秉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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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近 5年受補助地區加油站平均銷售量（推估值） 

單位：千公秉 

地區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汽

油 

受

補

助

地

區 

山地原民區 3.46 3.67 3.42 3.58 3.63 

平地原民區 2.19 2.35 2.09 2.15 2.09 

偏遠地區 2.53 2.49 2.29 2.26 2.26 

離島地區 1.78 1.81 1.69 1.76 1.88 

小計 2.33 2.44 2.21 2.27 2.25 

非補助地區 4.20 4.26 3.92 4.02 4.03 

全國 4.04 4.10 3.77 3.86 3.87 

柴

油 

受

補

助

地

區 

山地原民區 1.79 1.79 1.79 1.88 1.88 

平地原民區 1.26 1.19 1.13 1.17 1.15 

偏遠地區 1.03 1.02 1.00 0.98 0.98 

離島地區 1.56 1.34 1.19 1.33 1.47 

小計 1.32 1.24 1.18 1.23 1.24 

非補助地區 1.91 1.94 1.95 1.94 1.92 

全國 1.86 1.88 1.88 1.88 1.86 

資料來源：能源署各縣市汽車加油站汽柴油銷售統計月資料（108.01~112.12）；

交通部公路局統計查詢網（113.05.15）；能源署油價資訊管理與分析

系統（112.12.28）；本研究彙整。 

四、小結 

本研究蒐集近 10年人口數與家戶數之時間序列資料，以及近期

稅籍登記營業人之橫斷面資料進行分析，在人口數上，各受補助地

區發展略有差異，平地原民區及偏遠地區人口數減少，而離島地區

則是有小幅增長，各地區家戶數基本維持穩定，尚未出現明顯減少

情形；在產業結構上，各地區前 3大之產業相同，第 4大產業則較能

體現地區環境特色，而山地原民區、偏遠地區及離島地區之產業選

擇相對較少，就業機會之多元性較低。 

本研究亦彙整近 5 年受補助地區車輛數及加油站數變化等資料

分析當地油品市場供需，首先受補助地區汽車燃料結構與非補助地

區差異不大，然受補助地區戶均汽車數高於非補助地區，且山地原

民區及離島地區戶均汽車數仍在增加，可能反應當地公共交通較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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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更需要依賴自有汽車出行；另一方面，近 5 年國內加油站數量

沒有明顯變動，受補助地區加油站數亦維持穩定。整體而言，國內

油品市場在能源轉型政策大環境下，零售市場亦在不斷變化，目前

從車輛能源結構方面來看，受補助地區油品市場尚未出現明顯轉變

信號，加油站方面亦是維持穩定，未來市場發展仍需持續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