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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調查透過問卷調查與焦點團體訪談之方式蒐集資訊，探討花蓮縣老人人口的生活狀況

及其福利需求。問卷調查對象以民國 107 年 12 月底戶籍設於花蓮縣 13 個行政區域並年齡滿

65 歲以上符合調查計畫者。共完成 1000份有效樣本，當中 800人的樣本採用分層定額抽樣，

於村里集會所、社區活動中心、老人文康活動中心、樂齡大學、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和文化健

康站進行。其餘 200 人的樣本以民政處提供之戶籍資料檔，並根據行政區域、性別及年齡層

的人口比例分層隨機抽樣進行。焦點團體訪談的對象則為使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部落文化

健康站及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之 65歲及以上者。 

本調查的樣本代表性以截至民國 107年底花蓮縣 65歲以上之人口結構資料比對檢定，結

果顯示在年齡層、性別和籍別上，調查樣本與母群體結構一致。基本資料分析結果顯示男性

占 45.3%，平均年齡為 74.4 歳，65–74 歲、75–84 歲和 85 歲及以上分別占 56.4%、32.1%和

11.5%。籍別方面，閩南人占 47.2%、客家人占 27.4%、外省人占 5.7%、原住民占 19.7%。教

育程度以國小或識字居多，占 48.5%。已婚者占 58.2%，喪偶者亦有 34.7%。有 4名子女以上

者占 71.6%。宗教信仰方面，民間信仰近四成，其次是佛教，占 22.2%。屬於一般戶的社會福

利身分別占 94.5%。居住的地區別方面，超過五成居住在平地鄉（新城鄉、吉安鄉、壽豐鄉、

光復鄉、豐濱鄉、瑞穗鄉、富里鄉），其次是花蓮市，占 28.3%。 

在居住狀況上，七成住在無電梯的家宅，22.9%住在平房。在同住狀況方面，超過三成與

配偶同住，其次是與已婚子女，占 20.7%，而有一成則是獨居。在現有房子所有權，近半數為

登記於受訪者名下，其次為登記於子女名下，占 23.0%。 

在生活照顧狀況方面，受訪者日常作息需要長期照顧者占 15.2%。照顧者的關係以外籍

看護與子女的比例最高，各占 24.1%，其次為配偶，占 15.8%。在照顧者照顧年數，超過三成

為 1 至 3 年，而 4 至 6 年及 10 年以上各占 27.0%。每日照顧時數則以 20 小時以上為最多，

占 51.3%。而僅有三成照顧者有因為照顧而去申請使用花蓮縣政府福利服務。 

在健康及就醫狀況方面，五成六自覺目前健康狀況屬於「還算好」和「很好」，其中「還

算好」為最多數，占 38.2%，而自覺健康狀況「不太好」或「很不好」者占 17.2%。受訪者認

為和其它同年齡朋友比起來，覺得自己的健康情形以「差不多」的比例最高，占 34.3%。經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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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診斷之疾病以百分比排序，前五名為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高血脂、骨質疏鬆，其中

罹患高血壓者占 53.4%。於過去一年曾因醫師診斷之疾病而導致住院，以骨折為最多，占 30.4%，

其次為癌症，占 16.0%。以就醫可近性而言，將近八成受訪者從住所至最常看病之地點車程

為 30分鐘以內，而超過 1 小時車程亦占 11.8%。受訪者以不需要他人陪同就醫為最主要，占

54.2%，但每次皆需要他人陪伴就醫者亦占 30.9%。陪同就醫者以子女為主，占 25.3%。 

在經濟狀況上，目前仍從事工作者僅有大約一成，而主要工作原因為負擔家計（31.1%），

其次為打發時間（26.0%），再次之為保持人際互動（20.3%）。無論是否從事工作，目前家庭

生活支出的主要經濟來源以本人及配偶積蓄或退休金的比例最高，占 36.1%，其次為子女奉

養金，占 23.1%，再次子為政府補助之老人年金，占 18.1%。個人每月生活支出的前三名排序

為家用（39.0%）、飲食（26.8%）和醫藥費（13.1%）。而 39.3%受訪者覺得每月並沒有入不敷

出之花費，但覺得家用的支出最入不敷出的也有占 31.2%。 

在社會活動狀況方面，在過去三個月中，受訪者從事之休閒活動包含動態和靜態，其中

以看報章雜誌或電視的比例最高，占 17.1%，而運動為次之，占 15.4%，而參加日照、據點活

動為社區民眾休閒活動的第三順位，占 13.8%，至於和親友聊天、泡茶、下棋或打牌則為第四

順位，占 12.2%。此外，在過去三個月有想做卻做不到之休閒活動的問題，以沒有做不到的休

閒活動的比例最高，占 78.8%，而第二及三順位之做不到之休閒活動皆為動態活動，分別為

外出踏青、旅行（10.5%）及運動（5.1%）。而做不到該休閒活動的主要原因是「擔心身體狀

況無法負荷」（13.2%）。有八成的受訪者表示外出目的為就醫，而交通方式則以自行開車、騎

機車或親友開車接送為最主要，外出其次的原因為運動和購物。 

在人際往來與社會支持方面，當遇到困難時，受訪者第一時間會請求協助之對象以子女

的比例最高，占 52.1%，其次為配偶，占 28.9%。而在過去半年，曾經確實找過幫忙的對象或

主動協助之對象亦以子女及配偶為主。至於過去半年未有他人主動協助者亦有 20.8%。 

在對科技產品接受度和使用方面，接近五成社區長者擁有智慧型手機，當中每天使用者

占超過三成；有近兩成的受訪者是使用非智慧型的手機，而完全未使用手機亦占超過三成。

至於未使用手機的最主要兩個原因為「不會用」或「沒有需要使用」。在受訪者認為智慧型手

機對於生活幫助程度方面，有超過一半受訪者覺得「非常有幫助」或「還算有幫助」，而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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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有幫助」或「完全沒有幫助」者占 44.7%。此外，有關生活輔助科技方面，六成以上受

訪者完全不知道甚麼是智慧穿戴裝置與智慧居家監測服務。而在有使用者的比例上，智慧穿

戴裝置（4.0%）的使用比有智慧居家監測的服務（2.3%）為高。 

在福利服務使用狀況方面，於 30項福利服務當中，僅有愛心乘車卡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的使用人數百分比大於 10。而愛心乘車卡為使用人數的比例最高，占 44.3%，有使用此福利

服務者 60.3%表示滿意。而使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巷弄長照站、福氣站等亦占 28.5%，而有

使用此福利服務者 88.8%表示滿意。當受訪者想查詢有關花蓮縣政府設置的福利服務時，以

詢問家人或朋友的比例最高，占 29.2%，但不知道如何查詢縣政府設置之福利服務人數亦有

27.4%。受訪者建議花蓮縣政府尚可提供老人的福利服務項目為「經濟補助」及「舉辦休閒娛

樂活動」。受訪者對目前花蓮縣政府所提供之福利措施認為「很滿意」和「還算滿意」共占 72.6%。 

對於生活期望方面，超過九成對於目前整體生活感到「很滿意」或「還算滿意」，感到「不

太滿意」或「很不滿意」占 6.6%。受訪者最希望之居住安排方式為「自己單獨住或與配偶一

起住」，占 44.1%，其次為「與兒子或女兒住在一起」，占 43.3%，而希望「住在老人安養院、

老人住宅、或老人公寓等照護機構」者則只有占 6.0%。至於受訪者最擔心的事情之前三名，

第一排序為「自己的健康問題」，占 58.8%，第二為「無」，占 13.3%，而排序第三為「配偶的

健康問題」，占 9.6%。在最期望的事情中，第一名亦為「身體健康」，占 73.9%，「經濟無虞」

的期望排名第三，占 5.1%。 

以上問卷調查結果摘要僅限於基本百分比的統計，進一步以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

度、婚姻狀況、居住地區別等的交叉分析，詳見表 3-1至 3-32。 

至於焦點團體訪談方面，受訪者有使用花蓮縣政府設立之福利服務包括：居家照顧服務、

復康巴士、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文化健康站、營養餐食服務、居家復能服務、老人年金、原

住民給付、愛心乘車卡、假牙補助、老花眼鏡補助、修繕補助、重陽節敬老禮金、流感疫苗

接種。但這些福利服務使用者之中，非原住民族群不論在申請補助、使用社會福利資源、就

醫過程、施打疫苗、假日生活安排等活動，多數依賴子女安排，因此，子女為非原住民長者

生活中扮演重要的決策角色，至於原住民長者方面，配偶則是主要的生活支持者。在未使用

縣政府福利服務的原因上，主要包括申請資格困難、宣導不夠，未接受到訊息、不知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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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服務或是未有他人能夠協助等。此外，經濟因素也是使用考量的最大因素。在長者擔憂

的問題方面，主要為健康與照顧、經濟與安全，而獨居長者則表示居家安全、跌倒、擔憂意

外發生而無人知悉等議題最重要。長者所期待之老年生活，多數希望身體健康、善終，不要

造成孩子的負擔，而入住機構則是不得已之選擇。另外，針對智慧手錶或機器人等科技照顧

產品，長者多數表示在經濟許可之下是可以接受，但亦有對維修與後續服務有所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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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計畫緣由 

隨著醫療衛生進步及家庭結構變遷，平均壽命普遍延長及出生率下降，老年人口比例持

續增加，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台灣在民國 107 年 3 月底正式邁入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之

高齡社會，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到 14%（內政部戶政司，2019）。截至 108 年

12 月底花蓮縣 65歳以上人口已達 54,266人，占花蓮縣總人口 16.63%，比全台灣平均 15.28%

為高（花蓮縣政府民政處，2019）。因應高齡社會來臨，有必要瞭解老人的生活狀況與福利需

求。 

為了解花蓮縣老人生活狀況與福利需求，依據老人福利法第 10 條規定：「主管機關應至

少每五年舉辦老人生活狀況調查，出版統計報告」及統計法第 3條、第 19 條之規定，花蓮縣

政府訂定「花蓮縣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實施計畫」，以作為辦理本次調查之準據，並

委託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執行是項計畫。 

二、調查目的與用途 

（一）調查目的 

為提升健全花蓮縣老人福利體系，蒐集花蓮縣老人有關居住、生活照顧、健康及就醫、

經濟、社會活動、人際往來與社會支持、老人福利服務使用狀況、科技產品接受度和使用狀

況與生活期望等資料。 

（二）調查用途 

1. 探討花蓮縣不同老人群體與不同區域之老人福利服務使用狀況之差異。 

2. 分析花蓮縣不同老人群體與不同區域之老人對目前所推行各項老人福利服務的滿意

程度，作為修訂現有老人福利措施之依據。 

3. 探討花蓮縣不同老人群體之老人的生活期望，作為花蓮縣政府規劃老人福利措施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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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對象、區域範圍及調查資料時期 

（一） 調查對象：以民國 107 年 12 月底戶籍設於花蓮縣年齡滿 65 歲以上符合調查計畫者作

為調查對象。調查對象的年齡依老人福利法辦理，故不分族別，老人法定年齡一律以

65歲為基準。至於在焦點團體訪談的對象則為使用（1）社區照顧關懷據點；（2）部落

文化健康站及（3）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之 65歲及以上者。  

（二）調查區域範圍：以花蓮縣 13個行政區域為調查範圍（花蓮市，鳳林鎮，玉里鎮，新城

鄉，吉安鄉，壽豐鄉，光復鄉，豐濱鄉，瑞穗鄉，富里鄉，秀林鄉，卓溪鄉，萬榮鄉）。 

（三）調查資料時期 

1. 靜態資料：民國 107年 12月底滿 65歲及上老人之現況資料為準。 

2.  動態資料：依調查問項內之規定為準。 

 

四、調查項目 

（一）問卷調查項目 

「108年花蓮縣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問卷」採用民國 108年 11月 7日花蓮縣主

計處核定函號（府主統字第 1080247493號）的版本（附件一）。問卷內容分為 10大部分：（1）

基本資料、（2）居住狀況、（3）生活照顧狀況、（4）健康及就醫狀況、（5）經濟狀況、（6）社

會活動狀況、（7）人際往來與社會支持、（8）對科技產品接受度和使用、（9）社會福利了解

及使用狀況及（10）生活期望。 

（二）焦點團體訪談大綱 

焦點團體訪談大綱共有 6項，包括：（1）您目前有使用哪些福利服務?、（2）沒有使用的

原因?、（3）您還有哪些福利服務的需求?、（4）您未來最擔心的問題是甚麼?、（5）您想過什

麼樣的老年生活?及（6）您對使用智慧科技在照護應用的意願、需求和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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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調查方法 

（一）問卷調查實施方式 

為提高資料品質與處理時效，本調查以電腦輔助面訪調查方式進行，問卷採用雲端問卷

調查平台 SurveyCake 建立問卷及蒐集數據。所有訪員在正式訪問前均接受訪員訓練，以了解

訪問的流程、訪問過程注意事項、問卷內容以及雲端問卷調查平台的操作。在正式訪問時，

訪員皆以公務平板電腦與受訪者進行面對面訪查並即時輸入雲端問卷調查平台。在每次面訪

結束時，即時檢查蒐集的資料的完整性與邏輯性，對於明顯錯誤者，將再次詢問以確認資料

的正確性。訪員同時亦備有紙本問卷，提供採用自填方式的受訪者填寫。填寫完畢後，由負

責的訪員鍵入雲端問卷調查平台。 

調查進行期間，訪員配掛識別名牌，並攜帶花蓮縣政府所發之委託訪問公文影本。對於

訪問目的仍有疑慮之受訪者，亦提供花蓮縣政府社會處及本調查行政助理之聯絡電話，讓受

訪者查詢確認。 

（二）問卷調查抽樣方法 

1. 抽樣人數和母體 

本調查以民國 107年 12月底設籍於花蓮縣年滿 65歲之老人為母體範圍。在百分之 95的

信心水準下，共完成 1000 份有效樣本，抽樣誤差為 3.07%。 

2. 抽樣設計 

在同時考量平衡抽樣的可行性和樣本的代表性的情況下，80%的樣本（800人）採用分層

定額抽樣於村里集會所、社區活動中心、老人文康活動中心、樂齡大學、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和文化健康站進行。其餘 20%的樣本（200 人）以民政處提供之戶籍資料檔，再根據行政區

域、性別及年齡層的人口比例進行分層隨機抽樣（因民政處提供之資料不具族別欄位，不以

族別分層）。訂定 80%：20%抽樣比例的原因是參考 106年老人狀況調查，65 歳以上人口因身

體健康而影響從事活動受到限制的比例為 21.5%（住宅戶 21.1%）。由於約 2成的長者可能因

此不方便出門，在村里集會所、社區活動中心等地方沒有機會成爲抽樣對象，因此，本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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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比例，2 成的樣本以民政處提供之戶籍資料檔，直接到分層隨機抽樣所得對象的住戶進

行調查。此抽樣分配已經過花蓮縣主計處審核通過（府主統字第 1080247493 號）。 

在 800人的分層定額抽樣方面，母體依花蓮縣 13個行政區域（花蓮市，鳳林鎮，玉里鎮，

新城鄉，吉安鄉，壽豐鄉，光復鄉，豐濱鄉，瑞穗鄉，富里鄉，秀林鄉，卓溪鄉，萬榮鄉）、

族群（漢人、原住民）、性別（男、女）及年齡層（65−74歲、75−84 歲、≥ 85歲）進行分層。 

此外，在 200人的分層隨機抽樣方面，母體依花蓮縣 13個行政區域（花蓮市，鳳林鎮，

玉里鎮，新城鄉，吉安鄉，壽豐鄉，光復鄉，豐濱鄉，瑞穗鄉，富里鄉，秀林鄉，卓溪鄉，萬

榮鄉）、性別（男、女）及年齡層（65−74歲、75−84歲、≥ 85歲）進行分層。 

3. 焦點團體訪談  

本調查之焦點團體訪談於訪談前先向受訪者說明研究目的和流程以及告知訪談將會全程

錄音，待受訪者同意受訪並簽署同意書後開始訪談。於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進行的之焦點團

體訪談，除了經過受訪者同意外，亦有獲得其家屬同意後才進行訪談。 

每次焦點團體訪談由一位具備質性研究經驗之主持人帶領 8到 12位參與者，並由計劃主

持人及研究助理擔任紀錄者及觀察者共同參與。訪談對象年齡介於 65 至 94 歲，訪談地點分

別為花蓮縣福興村長壽俱樂部、花蓮縣秀林鄉格督善文化健康站以及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日

間照顧中心，共 28 名受訪長者。花蓮縣福興村長壽俱樂部共 11 位受訪長者，男性 3 位、女

性 8位，平均年齡為 79.3 歲，年齡範圍介於 69歲至 89歲。文化健康站受訪長者共 9位，其

中男性 4位、女性 5位，平均年齡為 76.1歲，年齡範圍介於 65歲至 82歲。衛生福利部花蓮

醫院日間照顧中心共 8位受訪長者，男性 1位、女性 7位，平均年齡為 84.5 歲，年齡範圍介

於 80 歲至 94 歲，納入之研究參與者均具有與該焦點團體的主題有關的特質，每次焦點團體

訪談的時間約為 45分鐘至 1小時 15分鐘。 

六、資料處理 

量化問卷資料皆以雲端問卷調查平台 SurveyCake 蒐集，由於雲端問卷調查平台的設定為

每一題皆是必答題，若受訪者不願意回答該題時，則可選擇「拒答」選項以接續作答。調查

完畢後數據匯出至 IBM SPSS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檢查及除錯更正處理，繼而進行次數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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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交叉表等描述性統計分析，作為資料比較之依據。結果表式根據本調查的期初報告核定之

表頭、表側及其交叉表設計顯示。此外，樣本代表性以卡方檢定比較母體結構比例的樣本數

和實際調查完成樣本。  

每次焦點團體訪談完成後 24小時內，將訪談的錄音檔謄寫成逐字稿文本，並同時進行資

料分析，透過反覆聆聽錄音檔案並檢視文本，將相關性概念進行分類，並彙集相關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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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調查與發現 

一、樣本代表性檢定 

本調查的樣本代表性以樣本人數依截至民國 107 年底花蓮縣 65 歲以上之人口結構資料

（附件二），針對性別、年齡、原漢與花蓮 13 個鄉鎮市（1 縣轄市、2 鎮及 10 鄉）及調查抽

樣方式，進行結構適合度檢定。P 值 > 0.05代表樣本分配與實際抽樣未呈現顯著性差異，亦

表示樣本與母群體結構一致。檢定結果顯示本調查在性別、年齡、鄉鎮市及調查抽樣方式皆

與母群體結構相符。 

表 2-1、性別樣本與母體結構之差異檢定表  

性別 
母群體 樣本分配 實際抽樣 

P 
N (%) n (%) n (%) 

男性 24000（46.0） 458（45.8） 453（45.3） 
0.751 

女性 28164（54.0） 542（54.2） 547（54.7） 

表 2-2、年齡樣本與母體結構之差異檢定表 

年齡層 
母群體 樣本分配 實際抽樣 

P 
N (%) n (%) n (%) 

65−74歲 30005 (57.5) 575 (57.5) 564 (56.4) 

0.673 75−84歲 16014 (30.7) 308 (30.8) 321 (32.1) 

 85歲 6145 (11.8) 117 (11.7) 115 (11.5) 

表 2-3、年齡樣本及性別與母體結構之差異檢定表 

母群體及樣本 年齡 男性 (%) 女性 (%) 

母群體 

65−74歲 14210 (47.4) 15795 (52.6) 

75−84歲 6897 (43.1) 9117 (56.9) 

 85歲 2893 (47.1) 3252 (52.9) 

預計抽樣 

65−74歲 272 (47.3) 303 (52.7) 

75−84歲 133 (43.2) 175 (56.8) 

 85歲 53 (45.3) 64 (54.7) 

實際抽樣 

65−74歲 267 (47.3) 297 (52.7) 

75−84歲 138 (43.0) 183 (57.0) 

 85歲 48 (41.7) 67 (58.3) 

P 0.704 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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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原漢、性別樣本與母體結構之差異檢定表 

母群體與樣本 籍別 男性 (%) 女性 (%) 合計 

母群體 
漢人 19747 (82.3) 21689 (77.0) 41436 (79.4) 

原住民 4253 (17.7) 6475 (23.0) 10728 (20.6) 

實際抽樣 

漢人 382 (84.3) 421 (77.0) 803 (80.3) 

原住民 71 (15.7) 126 (23.0) 197 (19.7) 

P 0.258 0.985 0.482 

 

表 2-5、花蓮 13鄉鎮、抽樣方式與母體結構之差異檢定表 

行政區域 
預期抽樣 實際抽樣 

總數 分層定額 分層隨機 總數 分層定額 分層隨機 

花蓮市 298 238 60 283 223 60 

鳳林鎮 52 42 10 52 42 10 

玉里鎮 94 75 19 95 76 19 

新城鄉 55 43 12 54 42 12 

吉安鄉 225 180 45 241 196 45 

壽豐鄉 66 53 13 67 54 13 

光復鄉 54 43 11 51 40 11 

豐濱鄉 17 14 3 17 14 3 

瑞穗鄉 48 39 9 48 39 9 

富里鄉 45 36 9 45 36 9 

秀林鄉 26 21 5 26 21 5 

萬榮鄉 9 7 2 10 8 2 

卓溪鄉 11 9 2 11 9 2 

P  0.999 0.996  > 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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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資料分析 

本調查於民國 108 年 12 月 18 日至 109 年 5 月 31 日辦理實地訪查花蓮縣 13 鄉鎮市，共

完成有效樣本共 1,000 人，調查結果分析如下： 

（一）收案方式及區域 

本調查收案採取採分層隨機及分層定額兩之抽樣方式，分層隨機共完成 200 份問卷，訪

談地點為根據民政處所提供之戶籍資料，並針對鄉鎮、性別及年齡層進行隨機抽樣，訪員依

照資料上的地址登門進行問卷調查。而其餘 800 份以分層定額抽樣方式完成。當中的 373 份

問卷於社區據點、文化健康站、老人會、樂齡大學等地點進行抽樣，其餘 427 份乃因應調查

期間出現「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導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延後開站及嚴格管控參與人

員，故改由訪員至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與長者進行約訪或由訪員進行隨機逐戶家訪。 

表 2-6、收案方式及區域（N = 1000） 

項目 總數 百分比 

收案方式和地點   

分層隨機抽樣 200 20.0 

分層定額抽樣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268 26.8 

文化健康站 21 2.1 

老人會 66 6.6 

樂齡大學 18 1.8 

家訪 427 42.7 

鄉鎮市   

 花蓮市 283 28.3 

 鳳林鎮 52 5.2 

 玉里鎮 95 9.5 

 新城鄉 54 5.4 

 吉安鄉 241 24.1 

 壽豐鄉 67 6.7 

 光復鄉 51 5.1 

 豐濱鄉 17 1.7 

 瑞穗鄉 48 4.8 

 富里鄉 45 4.5 

秀林鄉 26 2.6 

萬榮鄉 10 1.0 

卓溪鄉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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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資料 

 本調查的男性填答人數為 453 人，占 45.3%，女性填答人數為 547 人，占 54.7%（表

2-7）。填答者年齡以 65–74 歲為最多數，占 56.4%，填答年齡介於 65–101 歲，年齡中位數

為 73歲。當中以閩南人占最多數，占 47.2，客家人次之，占 27.4%，而原住民比例占將近五

分之一（19.7%）。教育程度以國小或識字占近半數，占 48.5%。目前實際婚姻狀況以已婚占

將近六成，占 58.2%，其次為喪偶，占 34.7%。而九成七之受訪者皆有子女，以生育 4人以

上為最多數，占 71.6%。宗教信仰以民間信仰占 39.6%，為最多數，而佛教為次之，占 22.2%。

社會福利身分別以一般戶為最主要，而中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占 2.8% ，低收入戶占 2.0%。

以鄉鎮市之地區別區分為四類，市為花蓮市，占 28.3%；鎮包括鳳林鎮及玉里鎮，占 14.7%，

鄉包括 7 個鄉（新城鄉、吉安鄉、壽豐鄉、光復鄉、豐濱鄉、瑞穗鄉、富里鄉），占 52.3%，

而山地鄉則以秀林鄉、萬榮鄉及卓溪鄉 3個鄉所組成，占 4.7%。 

表 2-7、調查對象的基本資料（N = 1000） 

項目 總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453 45.3 

 女性 547 54.7 

年齡（歲）   

 65–74  564 56.4 

 75–84 321 32.1 

 85及以上 115 11.5 

平均數（標準差） 74.4 7.3 

中位數（最小–最大） 73.0 65 – 101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客家人 274 27.4 

 外省人 57 5.7 

 原住民 197 19.7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45 14.5 

  國小或識字 485 48.5 

  國中 127 12.7 

  高中 126 12.6 

  專科或大學 109 10.9 

  研究所或以上 8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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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實際婚姻狀況   

  未婚 20 2.0 

   已婚 582 58.2 

 分居 6 0.6 

  離婚 33 3.3 

  喪偶 347 34.7 

  同居 8 0.8 

  拒答 4 0.4 

子女數   

  無 25 2.5 

  有 975 97.5 

 1人 0 0 

 2人 2 0.2 

 3人 43 4.3 

 4人 214 21.4 

 4人以上 716 71.6 

平均數（標準差） 5.3 1.7 

中位數（最小–最大） 5.0 0 – 12 

宗教信仰   

  無 61 6.1 

   民間信仰 396 39.6 

  佛教 222 22.2 

  道教 118 11.8 

  基督教 123 12.3 

  天主教 68 6.8 

  一貫道 8 0.8 

 其它 4 0.4 

社會福利身分別   

  一般戶 945 94.5 

  中低收入 15 1.5 

  中低收入戶 13 1.3 

  低收入戶 20 2.0 

  其它/拒答 7 0.7 

地區別   

   市 283 28.3 

   鎮 147 14.7 

   鄉 523 52.3 

   山地鄉 47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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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居住狀況 

本調查之受訪者居住房屋型態九成以上為無電梯家宅（70.3%）及平房（22.9%）為主，

而住家有電梯者僅占 3.4%（表 2-8）。受訪者為獨居占 10.3%，而同住者以配偶為最主要其次

為已婚子女，而與非血緣關係居住者（朋友、外籍看護），以外籍看護比例為高，占 3.9%。而

目前現有房子所有權將近半數為登記於受訪者名下（47.0%），而登記於子女名下為次之

（23.0%）。 

表 2-8、調查對象的居住狀況（N = 1000） 

項目 總數 百分比 

目前的居住狀況   

大樓，無電梯 14 1.4 

  大樓，有電梯 22 2.2 

  家宅（含透天、別墅等…），有電梯 20 2.0 

  家宅（含透天、別墅等…），無電梯 703 70.3 

  平房 229 22.9 

  其它 9 0.9 

  拒答 3 0.3 

現在同住狀況（複選題）回應總數 = 1617   

獨居 167 10.3 

與父母同住 17 1.1 

與配偶同住 542 33.5 

與未婚子女同住 201 12.4 

與已婚子女同住 335 20.7 

與孫子女同住 265 16.4 

與朋友同住 8 0.5 

與外籍看護同住 63 3.9 

其它 19 1.2 

現住房子的所有權狀況   

自己 470 47.0 

配偶 197 19.7 

子女 230 23.0 

租賃 44 4.4 

其它 53 5.3 

拒答 6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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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活照顧狀況 

本調查受訪者日常作息需要長期照顧者占 15.2%，而照顧者的關係以外籍看護與子女為

最多數，各占 24.1%，其次為配偶占 15.8%，然而隔代照顧情形，受訪長者由孫子女照顧者比

例占 5.2% （表 2-9）。大約三分之一之照顧者照顧年數為 1 至 3 年，占 33.6%，而照顧年數

為 4 至 6 年及 10 年以上則各占 27.0%。每日照顧時數以 20 小時以上為最多。照顧者有因為

照顧而去申請使用花蓮縣政府福利服務僅有三成，七成受訪者未使用或不知道是否有使用政

府福利服務。 

 

表 2-9、調查對象的生活照顧狀況（N = 1000） 

項目 總數 百分比 

日常作息是否需要長期照顧   

不需要 848 84.8 

  需要 152 15.2 

照顧者，與您的關係是？（複選題）回應總數 = 253   

外籍看護 61 24.1 

配偶（含同居人） 40 15.8 

兒子 61 24.1 

女兒 41 16.2 

媳婦 23 9.1 

女婿 1 0.4 

孫子女 13 5.2 

兄弟姐妹（或配偶兄弟姊妹） 0 0 

朋友 1 0.4 

其它 10 4.0 

拒答 2 0.8 

照顧者之照顧年數   

未滿一年 9 5.9 

1–3年 51 33.6 

4–6年 41 27.0 

7–9年 8 5.3 

10年以上 41 27.0 

遺漏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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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每日照顧時數   

0至未滿 4小時 23 15.1 

5小時至未滿 8小時 8 5.3 

8小時至未滿 12小時 9 5.9 

12小時至未滿 16小時 21 13.8 

16小時至未滿 20小時 12 7.9 

20小時以上 78 51.3 

遺漏 1 0.7 

是否因為照顧而去申請使用花蓮縣政府福利服務   

沒有 91 59.9 

有 47 30.9 

不知道 1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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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健康及就醫狀況 

本調查受訪者中，五成六自覺目前健康狀況屬於「還算好」和「很好」，其中「還算好」

為最多數，占 38.2%，而自覺健康狀況「不太好」或「很不好」者占 17.2%（表 2-10）。而受

訪者認為和其它同年齡朋友比起來，覺得自己的健康情形以「差不多」為最主要，占 34.3%。

受訪者經醫師診斷之疾病以百分比做為排序，前五名與代謝症候群有相關者，包含高血壓、

糖尿病、心臟病、高血脂、骨質疏鬆，其中有罹患高血壓之受訪者占本調查半數以上（53.4%）。

至於過去一年曾因醫師診斷之疾病而導致住院，以骨折為最主要，占 30.4%，其次為癌症占

16.0%。以就醫可近性而言，將近八成受訪者從住所至最常看病之地點車程為 30 分鐘以內，

而超過 1小時車程之受訪者占 11.8%。受訪者以不需要他人陪同就醫為最主要，占 54.2%，而

每次皆需要他人陪伴就醫者占 30.9%，陪同就醫者以子女為主要，而居家照顧服務員占 0.9%。

在表 2-10中，部分題目只有列舉有被選答百分比大於 10的結果，其它結果請參閱附件三（表

頭 B19至 B20）。 

表 2-10、調查對象的健康及就醫狀況（N = 1000） 

項目 總數 百分比 

自覺目前的健康狀況   

很好 180 18.0 

還算好 382 38.2 

普通 266 26.6 

不太好 160 16.0 

很不好 12 1.2 

和其它同年齡朋友比起來，覺得自己的健康情形   

好很多 197 19.7 

好一點 307 30.7 

差不多 343 34.3 

差一點 123 12.3 

差很多 30 3.0 

經醫師診斷的疾病 

（列舉有被選答大於 10%者）  

  

高血壓 534 53.4 

糖尿病 261 26.1 

心臟病 197 19.7 

高血脂 171 17.1 

骨質疏鬆 152 15.2 

眼部疾病 (白內障、青光眼) 151 15.1 

其它 151 15.1 

關節炎 135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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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曾因此住院 

（列舉有被選答大於 10%者） 

  

骨折 24 30.4 

癌症 13 16.0 

腸胃疾病 18 15.9 

中風 14 14.9 

腎臟疾病 10 13.7 

到最常看病的地點大約要花多少時間   

15分鐘以內 474 47.4 

16至 30分鐘 301 30.1 

31分鐘至 1小時 104 10.4 

超過 1小時 118 11.8 

拒答 3 0.3 

是否需要有人陪伴就醫   

不需要 542 54.2 

每次皆需要 309 30.9 

常常需要 33 3.3 

偶爾需要 115 11.5 

拒答 1 0.1 

通常由誰陪伴就醫   

不需陪同 542 54.2 

配偶 145 14.5 

子女 253 25.3 

鄰居或朋友 3 0.3 

外籍看護 25 2.5 

居家服務員 9 0.9 

其它 21 2.1 

拒答 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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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濟狀況 

受訪者目前仍從事工作者僅有大約一成（10.2%），而主要工作原因為負擔家計，其次為

打發時間及保持人際互動（表 2-11）。而受訪者無論是否從事工作，目前家庭生活支出的主要

經濟來源以本人及配偶積蓄或退休金為最多，占 36.1%，其次為子女奉養金，占 23.1%，再次

之為政府補助之老人年金，占 18.1%。受訪者個人每月生活支出前三名排序為家用（39.0%）、

飲食（26.8%）、醫藥費（13.1%）。雖然 39.3%受訪者覺得每月並沒有無入不敷出之花費，但

也有 31.2%的受訪者表示家用的支出最入不敷出。在表 2-11 中，部分題目只有列舉有被選答

百分比大於 10的結果，其它結果請參閱附件三（表頭 B26 至 B28）。 

表 2-11、調查對象的經濟狀況（N = 1000） 

項目 總數 百分比 

目前是否仍從事有酬勞的工作   

沒有 898 89.8 

有 102 10.2 

工作的主要原因 

（複選題）回應總數 = 177 
  

負擔家計 55 31.1 

經濟獨立自主 30 16.9 

保持與人互動 36 20.3 

打發時間 46 26.0 

貢獻社會 9 5.1 

其它 1 0.6 

目前家庭生活支出的主要經濟來源 

（複選題，列舉有被選答大於 10%者）回應總數 = 1456 
  

本人及配偶積蓄或退休金 526 36.1 

子女奉養(金) 336 23.1 

政府補助 - 老人年金 263 18.1 

個人每月生活最大花費/支出 

（複選題，列舉有被選答大於 10%者）回應總數 = 1566 
  

家用 611 39.0 

飲食 419 26.8 

醫藥費 205 13.1 

個人每月最入不敷出的是甚麼花費/支出 

（列舉有被選答大於 10%者）  
  

無 393 39.3 

家用 312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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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社會活動狀況 

在社會活動狀況方面，受訪者於過去三個月中，從事之休閒活動包含動靜態，其中以看

報章雜誌或電視為最多數，占 17.1%，而運動為次之，占 15.4%，而參加日照、據點活動為社

區民眾休閒活動的第三順位，占 13.8%，至於和親友聊天、泡茶、下棋或打牌則為第四順位，

占 12.2%。此外，過去想做卻做不到之休閒活動的問題，以沒有做不到的休閒活動為最多數，

占 78.8%，而排名第二及三順位之做不到之休閒活動皆為動態活動，包含外出踏青、旅行

（10.5%）及運動（5.1%）。而做不到該休閒活動之中，以「擔心身體狀況無法負荷」為主要

原因（13.2%），而做不到此休閒活動之其它原因則包括「需照顧家人（長者、配偶、孫子）」、

「擔心武漢肺炎疫情」，「疫情影響」或「沒時間」。至於受訪者外出目的以就醫為最主要，占

80.8%，而就醫交通方式以自行開車、騎機車或親友開車接送為最主要。其次外出原因為運動

及購物。在表 2-12 中，僅列舉部分題項之填答結果，其它結果請參閱附件三（表頭 B29 至

B47）。 

表 2-12、調查對象的社會活動狀況（N = 1000） 

項目 總數 百分比 

在過去三個月中，通常都做些什麼休閒活動 

（複選題，列舉有被選答大於 10%者）回應總數 = 2230 

  

看報紙、雜誌、讀書或小說、電視 381 17.1 

運動 343 15.4 

參加日照、據點活動 307 13.8 

和親友聊天、泡茶、下棋或打牌 273 12.2 

在過去三個月中，有想做但做不到的休閒活動 

（列舉為記錄百分比最大之三項） 
  

無 788 78.8 

出外踏青、旅遊 105 10.5 

運動 51 5.1 

做不到此休閒活動之原因 

（複選題，記錄百分比最大之三項）回應總數 = 1077 
  

無 783 72.7 

擔心身體狀況無法負荷 142 13.2 

其它 43 4.0 

請問您外出通常目的（列舉有被選答大於 10%者）和交通方式（列舉

有被選答大於 10%者）  
  

就醫 808 80.8 

 自己開車/騎機車 393 48.6 

 親友開車/機車接送 248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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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散步、爬山） 502 50.2 

 步行 330 65.7 

 自己開車/騎機車 142 28.3 

購物 (市場買菜) 493 49.3 

 自己開車/騎機車 329 66.7 

 步行 83 16.8 

親友聚會 382 38.2 

 自己開車/騎機車 221 57.9 

 親友開車/機車接送 101 26.4 

選舉投票 358 35.8 

 步行 145 40.5 

 自己開車/騎機車 145 40.5 

 親友開車/機車接送 43 12.0 

日照、據點 355 35.5 

 自己開車/騎機車 170 47.9 

 步行 96 27.0 

參加婚喪喜慶 281 28.1 

 自己開車/騎機車 177 63.0 

 親友開車/機車接送 66 23.5 

參加宗教活動 264 26.4 

 自己開車/騎機車 137 51.9 

 步行 62 23.5 

 親友開車/機車接送 36 13.6 

休閒娛樂  166 16.6 

 自己開車/騎機車 85 51.2 

 步行 53 31.9 

旅遊 164 16.4 

 自己開車/騎機車 61 37.2 

 親友開車/機車接送 54 32.9 

外食 153 15.3 

 自己開車/騎機車 99 64.7 

 親友開車/機車接送 31 20.3 

 步行 19 12.4 

當志工（志願服務） 139 13.9 

 自己開車/騎機車 86 61.9 

 步行 27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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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際往來與社會支持 

在人際往來與社會支持方面，受訪者當遇到困難時，第一時間會請求協助之對象半數以

上與受訪者有親屬關係，當中以子女為最多數，占 52.1%，其次為配偶，占 28.9%（表 2-13）。

而在過去半年，曾經確實找過幫忙的對象或主動協助之對象亦以子女及配偶為主。而過去半

未有他人主動協助者占 20.8%。在表 2-13中，曾經確實找過幫忙的對象或主動協助之對象的

兩題只有列舉有被選答百分比大於 10的結果，其它結果請參閱附件三（表頭 B49 至 B50）。 

表 2-13、調查對象的人際往來與社會支持（N = 1000） 

項目 總數 百分比 

當遇到困難時，第一時間會想到請誰幫忙（以百分比排序）   

子女 521 52.1 

配偶 289 28.9 

無 56 5.6 

兄弟姊妹 44 4.4 

朋友 23 2.3 

鄰居 19 1.9 

其它 14 1.4 

外籍看護 11 1.1 

村里幹事 6 0.6 

宗教團體 4 0.4 

孫子女 3 0.3 

志工 3 0.3 

居家照服員 2 0.2 

醫院診所工作員 2 0.2 

父母 1 0.1 

社工師 1 0.1 

拒答 1 0.1 

過去半年，曾經確實找過誰幫忙 

（複選題，列舉有被選答大於 10%者）回應總數 = 1299   

子女 547 42.1 

配偶 264 20.3 

無 236 18.2 

過去半年，有誰曾經主動來幫助過 

（複選題，列舉有被選答大於 10%者）回應總數 = 1262 
  

子女 508 40.3 

無 263 20.8 

配偶 239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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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對科技產品接受度和使用 

在受訪者於科技產品接受度與使用性方面，近五成社區長者擁有有智慧型手機（49.2%），

也有 18.9%使用非智慧型的手機，而完全未使用手機之者為 31.9%（表 2-14）。至於未使用手

機的最主要兩個原因為「不會用」或「沒有需要使用」。在受訪者認為智慧型手機對於生活幫

助程度方面，覺得「非常有幫助」及「還算有幫助」者占 53.5%，而認為「不太有幫助」或「完

全沒有幫助」者占 44.7%。此外，有關生活輔助科技方面，六成以上受訪者為完全不知道甚麼

是智慧穿戴裝置與智慧居家監測服務。而在有使用方面，有使用智慧穿戴裝置者（4.0%）比

有使用智慧居家監測的服務者（2.3%）為多。在表 2-14 中，「沒有手機或不使用之原因」只

有列舉有被選答百分比大於 10者，其它結果請參閱附件三（表頭 B52）。 

表 2-14、調查對象對科技產品接受度和使用（N = 1000） 

項目 總數 百分比 

是否有在使用智慧型手機   

有智慧型手機且天天使用 317 31.7 

有智慧型手機且偶而使用 175 17.5 

有手機但不是智慧型 189 18.9 

沒有在用手機 319 31.9 

沒有手機或不使用之原因 

（複選題，列舉有被選答大於 10%者）回應總數 = 394 
  

不會用 128 32.5 

沒有需要使用 189 48.0 

使用智慧型手機對於生活有沒有幫助   

非常有幫助 209 20.9 

還算有幫助 326 32.6 

不太有幫助 163 16.3 

完全沒有幫助 284 28.4 

拒答 18 1.8 

是否知道甚麼是智慧穿戴裝置（如健康手環）   

完全不知道 602 60.2 

聽過但不知道有甚麼用途 117 11.7 

知道但沒有使用 239 23.9 

有在使用 40 4.0 

拒答 2 0.2 

是否知道甚麼是智慧居家監測的服務   

完全不知道 685 68.5 

聽過但不知道有甚麼用途 90 9.0 

知道但沒有使用 201 20.1 

有在使用 23 2.3 

拒答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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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福利服務使用狀況 

本調查受訪者有（曾）使用過花蓮縣政府設置的福利服務，於 30項福利服務當中，僅有

愛心乘車卡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使用人數百分比大於 10（表 2-15）。而愛心乘車卡為使用人

數最多者，占 44.3%，使用滿意度以「滿意」為最主要，占 60.3%。而使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巷弄長照站、福氣站等占 28.5%，而使用此福利服務之受訪者近九成表示「滿意」（88.8%），

不滿意此福利服務者僅佔 1.1%。而社區長者想查詢有關花蓮縣政府設置的福利服務時，以詢

問家人或朋友為最主要，占 29.2%，但不知道如何查詢縣政府設置之福利服務人數亦占 27.4%。

受訪者建議花蓮縣政府尚可提供老人的福利服務項目為「經濟補助」及「舉辦休閒娛樂活動」，

而此題目之回覆為「其它或無」占最多數，而 558 位受訪者當中，回答「無」者占 501 人，

而其它之答項包含：「公共交通，因就醫需求希望有公車直達醫院」、「主動關懷長者及獨居長

者」、「主動提供身心障礙之服務」、「宣導政令需要加強」、「提供社會福利諮詢服務」以及「希

望花蓮縣政府重視鄉下，多提供老人 1.學習課程、2.運動社團、3.運動設施」。而受訪者對於

目前花蓮縣政府所提供之福利措施整體滿意度以「還算滿意」為最多數，占 55.6%，而「很滿

意」則有 17.0%。在表 2-15 中，部分題目只有列舉有被選答百分比大於 10 的結果，其它結果

請參閱附件三（表頭 B56 至 B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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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調查對象的福利服務使用狀況（N = 1000） 

項目 總數 百分比 

有（曾）使用過花蓮縣政府設置的福利服務 

（列舉大於 10%者） 

  

愛心乘車卡 443 44.3 

滿意 267 60.3 

尚可 154 34.8 

不滿意 22 5.0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巷弄長照站、福氣站… 285 28.5 

滿意 253 88.8 

尚可 29 10.2 

不滿意 3 1.1 

想查詢有關花蓮縣政府設置的福利服務時，會用甚麼方法 

（複選題，列舉有被選答大於 10%者）回應總數 = 1231 
  

問家人/朋友 360 29.2 

不知道 337 27.4 

問鄰里長/里幹事 208 16.9 

打電話到縣政府詢問 190 15.4 

針對花蓮縣政府尚可提供老人的福利服務項目的其它需要 

（複選題，列舉有被選答大於 10%者）回應總數 = 1223 
  

其它或無 558 45.6 

經濟補助 226 18.5 

舉辦休閒娛樂活動 183 15.0 

對花蓮縣政府目前提供之福利措施整體滿意度   

很滿意 170 17.0 

還算滿意 556 55.6 

不太滿意 57 5.7 

很不滿意 17 1.7 

無意見／很難說 192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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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生活期望 

在受訪者的生活期望方面，36.2%對於目前整體生活感到「很滿意」或「還算滿意」者占

54.0%，感到「不太滿意」占 5.7%，「很不滿意」者占 0.9%（表 2-16）。受訪者最希望之居住

安排方式為「自己單獨住或與配偶一起住」，占 44.1%，第二順位為「與兒子或女兒住在一起」，

占 43.3%，而希望「住在老人安養院、老人住宅、或老人公寓等照護機構」者只有占 6.0%。

在「其它」的開放題中，有受訪者表示希望「群居（佛教）」及「請外勞在家照顧」。至於受訪

者最擔心的事情前三名之中，第一排序為「自己的健康問題」，占 58.8%，排序第二為「無」，

占 13.3%，而排序第三為「配偶的健康問題」，占 9.6%，在此可以了解社區長者最擔憂的事情

為健康問題，此想法亦反映在最期望的事情的排序中，第一名為「身體健康」，占 73.9%，「經

濟無虞」的期望只有占 5.1%。在表 2-16中，其它「擔憂的事情」及「期望的事情」的詳細結

果，請參閱附件三（表頭 B64至 B91）。 

表 2-16、調查對象的生活期望（N = 1000） 

項目 總數 百分比 

對目前的整體生活是否感到滿意   

很滿意 362 36.2 

還算滿意 540 54.0 

不太滿意 57 5.7 

很不滿意 9 0.9 

無意見／很難說 27 2.7 

最希望的居住安排方式   

自己單獨住或與配偶一起住 441 44.1 

與兒子或女兒住在一起 (如果有子女者) 433 43.3 

和親友同住 28 2.8 

住在老人安養院、老人住宅、或老人公寓等照護機構 60 6.0 

其它 22 2.2 

拒答 16 1.6 

最擔心的事情的前三名   

自己的健康問題 588 58.8 

無 133 13.3 

配偶的健康問題 96 9.6 

最期望的事情的前三名   

身體健康 739 73.9 

無 121 12.1 

經濟無虞 5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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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叉分析 

（一）基本資料交叉分析 

表 3-1至表 3-8為基本資料交叉分析結果，表 3-1顯示受訪者的性別在年齡、籍別、教育

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在年齡方面，不論是 65−74歲（52.7%）、75−84歲（57.0%）

或 85歲及以上（58.3%）皆以女性的比例較高。在籍別而言，除了外省人以男性（75.4%）的

比例較高外，其它的籍別皆以女性的比例較高。在教育程度上，除了不識字（84.8%）和國小

或識字（58.8%）以女性的比例較高外，其它的教育程度皆以男性的比例較高。在婚姻狀況方

面，除了分居（66.7%）和喪偶（84.1%）以女性的比例較高外，其它的婚姻狀況皆以男性的

比例較高。至於在地區別方面，不論是市（52.3%）、鎮（56.5%）、鄉（54.9%）或山地鄉（61.7%），

皆以女性的比例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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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受訪者的性別在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男性 女性 

總計 1000 100.0 45.3 54.7 

年齡 

65−74歲 564 56.4 47.3 52.7 

75−84歲 321 32.1 43.0 57.0 

85歲及以上 115 11.5 41.7 58.3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47.0 53.0 

客家人 274 27.4 42.7 57.3 

外省人 57 5.7 75.4 24.6 

原住民 197 19.7 36.0 64.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45 14.5 15.2 84.8 

國小或識字 485 48.5 41.2 58.8 

國中 127 12.7 55.1 44.9 

高中 126 12.6 58.7 41.3 

專科或大學 109 10.9 73.4 26.6 

研究所或以上 8 0.8 87.5 12.5 

婚姻狀況 

未婚 20 2.0 75.0 25.0 

已婚 582 58.2 60.0 40.0 

分居 6 0.6 33.3 66.7 

離婚 33 3.3 75.8 24.2 

喪偶 347 34.7 15.9 84.1 

同居 8 0.8 75.0 25.0 

拒答 4 0.4 25.0 75.0 

地區別 

市 283 28.3 47.7 52.3 

鎮 147 14.7 43.5 56.5 

鄉 523 52.3 45.1 54.9 

山地鄉 47 4.7 38.3 61.7 

 

  



 

30 

 

表 3-2顯示受訪者的年齡在性別、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在性

別方面，男性在 65−74 歲（58.9%）的比例最高，女性亦是在 65−74歲（54.3%）的比例最高。

在籍別而言，閩南人在 65−74歲（60.4%）的比例最高，客家人亦在 65−74 歲（51.1%）的比

例最高，外省人則在 85歲及以上（43.9%）的比例最高，原住民在 65−74歲（58.9%）的比例

最高。在教育程度上，研究所或以上者在 65−74歲（100%）的比例最高，不識字者則在 75−84

歲者（49.0%）的比例最高。在婚姻狀況方面，分居者在 65−74 歲（100%）的比例最高，喪

偶則在 75−84 歲者（41.8%）的比例最高。至於在地區別方面，山地鄉在 65−74 歲（63.8%）

的比例最高，鎮在 65−74 歲（51.0%）的比例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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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受訪者的年齡在性別、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65−74歲 75−84歲 85歲及以上 

總計 1000 100.0 56.4 32.1 11.5 

性別 

男 453 45.3 58.9 30.5 10.6 

女 547 54.7 54.3 33.5 12.2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60.4 30.3 9.3 

客家人 274 27.4 51.1 38.3 10.6 

外省人 57 5.7 40.4 15.8 43.9 

原住民 197 19.7 58.9 32.5 8.6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45 14.5 21.4 49.0 29.7 

國小或識字 485 48.5 56.1 35.5 8.5 

國中 127 12.7 59.1 33.1 7.9 

高中 126 12.6 77.8 15.1 7.1 

專科或大學 109 10.9 73.4 15.6 11.0 

研究所或以上 8 0.8 100.0 0 0 

婚姻狀況 

未婚 20 2.0 90.0 5.0 5.0 

已婚 582 58.2 65.1 28.5 6.4 

分居 6 0.6 100.0 0 0 

離婚 33 3.3 75.8 21.2 3.0 

喪偶 347 34.7 37.2 41.8 21.0 

同居 8 0.8 62.5 12.5 25.0 

拒答 4 0.4 50.0 25.0 25.0 

地區別 

市 283 28.3 58.0 29.7 12.4 

鎮 147 14.7 51.0 34.7 14.3 

鄉 523 52.3 56.4 32.9 10.7 

山地鄉 47 4.7 63.8 29.8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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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顯示受訪者的籍別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在性

別方面，男性為閩南人（49.0%）的比例最高，女性亦是為閩南人（45.7%）的比例最高。在

年齡而言，65−74歲者為閩南人（50.5%）的比例最高，75−84歲者也為閩南人（44.5%）的比

例最高，85歲及以上者亦為閩南人（38.3%）的比例最高。在教育程度上，國中程度者為閩南

人（54.3%）的比例和客家人（54.3%）的比例較多，其餘的程度者皆閩南人的比例最高。在

婚姻狀況方面，同居者為閩南人（37.5%）的比例和客家人（37.5%）的比例較多，其餘的婚

姻狀況者皆閩南人的比例最高。至於在地區別方面，市（67.8%）和鄉（44.6%）為閩南人的

比例最高，鎮則以客家人（49.0%）的比例最高，山地鄉以原住民（87.2%）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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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受訪者的籍別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閩南人 客家人 外省人 原住民 

總計 1000 100.0 47.2 27.4 5.7 19.7 

性別 

男 453 45.3 49.0 25.8 9.5 15.7 

女 547 54.7 45.7 28.7 2.6 23.0 

年齡 

65−74歲 564 56.4 50.5 24.8 4.1 20.6 

75−84歲 321 32.1 44.5 32.7 2.8 19.9 

85歲及以上 115 11.5 38.3 25.2 21.7 14.8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45 14.5 40.7 22.8 3.4 33.1 

國小或識字 485 48.5 43.5 27.6 3.3 25.6 

國中 127 12.7 54.3 54.3 32.3 5.5 

高中 126 12.6 61.1 29.4 4.8 4.8 

專科或大學 109 10.9 46.8 26.6 20.2 6.4 

研究所或以上 8 0.8 62.5 0 12.5 25.0 

婚姻狀況 

未婚 20 2.0 60.0 5.0 15.0 20.0 

已婚 582 58.2 50.5 28.5 5.7 15.3 

分居 6 0.6 50.0 0 33.3 16.7 

離婚 33 3.3 42.4 27.3 3.0 27.3 

喪偶 347 34.7 41.8 27.1 4.9 26.2 

同居 8 0.8 37.5 37.5 12.5 12.5 

拒答 4 0.4 25.0 25.0 0 50.0 

地區別 

市 283 28.3 67.8 15.5 11.0 5.7 

鎮 147 14.7 28.6 49.0 2.7 19.7 

鄉 523 52.3 44.6 30.2 4.0 21.2 

山地鄉 47 4.7 10.6 0 2.1 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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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顯示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在性別、年齡、籍別、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在性

別方面，男性以國小或識字者（44.2%）的比例最高，女性亦是國小或識字者（52.1%）的比

例最高。在年齡而言，在 65−74歲者以國小或識字者的比例最高（48.2%），在 75−84歲者亦

以國小或識字者（53.6%）的比例最高，在 85 歲及以上者則以不識字者（37.4%）的比例最高。

在籍別而言，在閩南人（44.7%）、客家人（48.9%）及原住民（62.9%）皆以國小或識字者的

比例最高，而外省人則以專科或大學程度的比例最高（38.6%）。在婚姻狀況方面，除了同居

者以專科或大學程度（37.5%）的比例最高外，其餘的狀況皆以國小或識字者的比例最高。至

於在地區別方面，不論是市（39.2%）、鎮（54.4%）、鄉（51.1%）或山地鄉（57.4%），皆以國

小或識字者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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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在性別、年齡、籍別、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不識字 國小或識字 國中 高中 專科或大學 研究所或以上 

總計 1000 100.0 14.5 48.5 12.7 12.6 10.9 0.8 

性別 

男 453 45.3 4.9 44.2 15.5 16.3 17.7 1.5 

女 547 54.7 22.5 52.1 10.4 9.5 5.3 0.2 

年齡 

65−74歲 564 56.4 5.5 48.2 13.3 17.4 14.2 1.4 

75−84歲 321 32.1 22.1 53.6 13.1 5.9 5.3 0 

85歲及以上 115 11.5 37.4 35.7 8.7 7.8 10.4 0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12.5 44.7 14.6 16.3 10.8 1.1 

客家人 274 27.4 12.0 48.9 15.0 13.5 10.6 0 

外省人 57 5.7 8.8 28.1 12.3 10.5 38.6 1.8 

原住民 197 19.7 24.4 62.9 5.1 3.0 3.6 1.0 

婚姻狀況 

未婚 20 2.0 20.0 40.0 10.0 15.0 10.0 5.0 

已婚 582 58.2 7.0 47.1 14.3 16.0 14.4 1.2 

分居 6 0.6 0 50.0 0 16.7 33.3 0 

離婚 33 3.3 6.1 42.4 12.1 21.2 18.2 0 

喪偶 347 34.7 27.7 52.7 10.4 5.8 3.5 0 

同居 8 0.8 12.5 0 25.0 25.0 37.5 0 

拒答 4 0.4 25.0 75.0 0 0 0 0 

地區別 

市 283 28.3 7.8 39.2 18.4 18.7 14.5 1.4 

鎮 147 14.7 15.0 54.4 8.8 10.2 11.6 0 

鄉 523 52.3 16.4 51.1 11.7 10.7 9.6 0.6 

山地鄉 47 4.7 31.9 57.4 2.1 4.3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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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顯示受訪者的婚姻狀況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在性

別方面，男性為已婚者的比例最高（77.0%），女性則為喪偶者的比例最高（53.4%）。在年齡

而言，65−74歲者（67.2%）和 75−84歲者（51.7%）為已婚者的比例最高，而 85歲及以上者

則以喪偶的比例最高（63.5%）。在籍別而言，在閩南人（62.3%）、客家人（60.6%）及外省人

（57.9%）皆以已婚的比例最高，而原住民則以喪偶的比例最高（46.2%）。在教育程度上，除

了不識字者以喪偶（66.2%）的比例最高外，其餘的狀況皆以已婚的比例最高。至於在地區別

方面，除了山地鄉以喪偶（48.9%）的比例最高外，其餘的狀況皆以已婚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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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受訪者的婚姻狀況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未婚 已婚 分居 離婚 喪偶 同居 拒答 

總計 1000 100.0 2.0 58.2 0.6 3.3 34.7 0.8 0.4 

性別 

男 453 45.3 3.3 77.0 0.4 5.5 12.1 1.3 0.2 

女 547 54.7 0.9 42.6 0.7 1.5 53.4 0.4 0.5 

年齡 

65−74歲 564 56.4 3.2 67.2 1.1 4.4 22.9 0.9 0.4 

75−84歲 321 32.1 0.3 51.7 0 2.2 45.2 0.3 0.3 

85歲及以上 115 11.5 0.9 32.2 0 0.9 63.5 1.7 0.9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2.5 62.3 0.6 3.0 30.7 0.6 0.2 

客家人 274 27.4 0.4 60.6 0 3.3 34.3 1.1 0.4 

外省人 57 5.7 5.3 57.9 3.5 1.8 29.8 1.8 0 

原住民 197 19.7 2.0 45.2 0.5 4.6 46.2 0.5 1.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45 14.5 2.8 28.3 0 1.4 66.2 0.7 0.7 

國小或識字 485 48.5 1.6 56.5 0.6 2.9 37.7 0 0.6 

國中 127 12.7 1.6 65.4 0 3.1 28.3 1.6 0 

高中 126 12.6 2.4 73.8 0.8 5.6 15.9 1.6 0 

專科或大學 109 10.9 1.8 77.1 1.8 5.5 11.0 2.8 0 

研究所或以上 8 0.8 12.5 87.5 0 0 0 0 0 

地區別 

市 283 28.3 3.2 58.0 0.7 4.9 31.8 1.1 0.4 

鎮 147 14.7 2.7 60.5 0.7 0.7 34.7 0 0.7 

鄉 523 52.3 1.3 58.9 0.4 3.1 35.0 1.0 0.4 

山地鄉 47 4.7 0 44.7 2.1 4.3 48.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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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顯示受訪者的子女數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

況。在性別方面，在男性（66.9%）和女性（75.5%）皆以有超過 4位子女的比例最高。在年

齡而言，不論是 65−74歲者（61.2%）、75−84歲者（84.4%）或 85歲及以上者（87.0%）皆以

有超過 4位子女的比例最高。在籍別而言，不論是閩南人（70.3%）、客家人（75.2%）、外省

人（49.1%）或原住民（76.1%）皆以有超過 4位子女的比例最高。在教育程度上，不論是任

何程度，皆以有超過 4 位子女的比例最高。在婚姻狀況方面，除了未婚者沒有子女（100%）

的比例最高外，其餘的狀況皆以有超過 4 位子女的比例最高。至於在地區別方面，不論是市

（64.3%）、鎮（78.9%）、鄉（72.5%）或山地鄉（83.0%），皆以有超過 4位子女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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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受訪者的子女數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無子女 1人 2人 3人 4人 4人以上 

總計 1000 100.0 2.5 0 0.2 4.3 21.4 71.6 

性別 

男 453 45.3 4.2 0 0.4 5.5 23.0 66.9 

女 547 54.7 1.1 0 0 3.3 20.1 75.5 

年齡 

65−74歲 564 56.4 3.7 0 0.2 5.3 29.6 61.2 

75−84歲 321 32.1 0.6 0 0.3 3.1 11.5 84.4 

85歲及以上 115 11.5 1.7 0 0 2.6 8.7 87.0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3.0 0 0.2 4.2 22.2 70.3 

客家人 274 27.4 0.7 0 0 3.3 20.8 75.2 

外省人 57 5.7 7.0 0 0 7.0 36.8 49.1 

原住民 197 19.7 2.5 0 0.5 5.1 15.7 76.1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45 14.5 2.8 0 0 2.8 8.3 86.2 

國小或識字 485 48.5 2.3 0 0.4 3.5 15.7 78.1 

國中 127 12.7 3.1 0 0 3.9 22.8 70.1 

高中 126 12.6 2.4 0 0 8.7 34.1 54.8 

專科或大學 109 10.9 1.8 0 0 5.5 47.7 45.0 

研究所或以上 8 0.8 12.5 0 0 0 25.0 62.5 

婚姻狀況 

未婚 20 2.0 100.0 0 0 0 0 0 

已婚 582 58.2 0.9 0 0 4.0 22.7 72.5 

分居 6 0.6 0 0 0 16.7 33.3 50.0 

離婚 33 3.3 0 0 6.1 9.1 36.4 48.5 

喪偶 347 34.7 0 0 0 4.3 18.7 76.9 

同居 8 0.8 0 0 0 12.5 37.5 50.0 

拒答 4 0.4 0 0 0 0 0 100.0 

地區別 

市 283 28.3 3.9 0 0 4.9 26.9 64.3 

鎮 147 14.7 4.1 0 0 4.8 12.2 78.9 

鄉 523 52.3 1.5 0.4 0.4 3.6 22.0 72.5 

山地鄉 47 4.7 0 0 0 6.4 10.6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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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顯示受訪者的宗教信仰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

情況。在性別方面，在男性（45.5%）和女性（34.7%）皆以民間信仰的比例最高。在年齡而

言，不論是 65−74歲者（39.4%）、75−84歲者（38.9%）或 85歲及以上者（42.6%）皆以民間

信仰的比例最高。在籍別而言，除了原住民為基督教（41.6%）的比例最高外，其餘的狀況皆

以民間信仰的比例最高。在教育程度上，除了專科或大學為佛教（35.8%）的比例最高外，其

餘的狀況皆以民間信仰的比例最高。在婚姻狀況方面，除了離婚（24.2%）和同居（37.5%）

為佛教的比例最高外，其餘的狀況皆以民間信仰的比例最高。至於在地區別方面，除了山地

鄉為基督教（66.0%）的比例最高外，其餘的狀況皆以民間信仰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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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受訪者的宗教信仰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無 民間信仰 佛教 道教 基督教 天主教 一貫道 其它 

總計 1000 100.0 6.1 39.6 22.2 11.8 12.3 6.8 0.8 0.4 

性別 

男 453 45.3 6.4 45.5 20.5 10.4 11.3 4.4 0.9 0.7 

女 547 54.7 5.9 34.7 23.6 13.0 13.2 8.8 0.7 0.2 

年齡 

65−74歲 564 56.4 7.6 39.4 22.2 11.3 11.5 6.6 0.7 0.7 

75−84歲 321 32.1 3.4 38.9 24.6 12.5 11.8 8.4 0.3 0 

85 歲及以上 115 11.5 6.1 42.6 15.7 12.2 17.4 3.5 2.6 0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1.9 50.8 27.3 14.0 4.7 0.2 0.4 0.6 

客家人 274 27.4 5.5 42.3 28.5 17.5 4.7 0.4 1.1 0 

外省人 57 5.7 19.3 36.8 24.6 1.8 10.5 3.5 3.5 0 

原住民 197 19.7 13.2 9.6 0.5 1.5 41.6 32.5 0.5 0.5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45 14.5 7.6 40.0 11.0 13.8 17.9 7.6 2.1 0 

國小或識字 485 48.5 4.3 42.5 19.2 11.3 12.6 9.1 0.4 0.6 

國中 127 12.7 1.6 40.2 27.6 18.1 7.1 5.5 0 0 

高中 126 12.6 8.7 38.9 31.0 7.9 10.3 2.4 0 0.8 

專科或大學 109 10.9 12.8 25.7 35.8 8.3 11.9 2.8 2.8 0 

研究所或以上 8 0.8 25.0 50.0 0 12.5 12.5 0 0 0 

婚姻狀況 

未婚 20 2.0 15.0 55.0 10.0 0 5.0 5.0 0 10.0 

已婚 582 58.2 5.5 43.1 22.5 11.0 11.9 5.0 0.9 0.2 

分居 6 0.6 0 66.7 16.7 0 16.7 0 0 0 

離婚 33 3.3 15.2 21.2 24.2 18.2 12.1 9.1 0 0 

喪偶 347 34.7 5.2 35.2 21.9 13.5 13.0 10.1 0.9 0.3 

同居 8 0.8 37.5 12.5 37.5 0 12.5 0 0 0 

拒答 4 0.4 0 0 25.0 25.0 50.0 0 0 0 

地區別 

市 283 28.3 6.4 38.5 33.6 9.5 8.5 2.1 0.4 1.1 

鎮 147 14.7 2.7 53.7 21.1 3.4 5.4 11.6 2.0 0 

鄉 523 52.3 7.1 38.6 18.2 16.3 11.5 7.5 0.8 0.2 

山地鄉 47 4.7 4.3 12.8 2.1 2.1 66.0 12.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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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顯示受訪者的社會福利身分別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

的分布情況。在性別方面，在男性（94.5%）和女性（94.5%）皆以一般戶的比例最高。在年

齡而言，不論是 65−74歲者（93.6%）、75−84歲者（96.0%）或 85歲及以上者（94.8%）皆以

一般戶的比例最高。在籍別而言，不論是閩南人（94.5%）、客家人（97.4%）、外省人（93.0%）

或原住民（90.9%）皆以一般戶的比例最高。在教育程度上，不論是任何程度，皆以一般戶的

比例最高。在婚姻狀況方面，不論是任何狀況，皆以一般戶的比例最高。至於在地區別方面，

不論是市（93.6%）、鎮（95.2%）、鄉（95.4%）或山地鄉（87.2%），皆以一般戶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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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受訪者的社會福利身分別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

布情況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一般戶 中低收入 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其它/拒答 

總計 1000 100.0 94.5 1.5 1.3 2.0 0.7 

性別 

男 453 45.3 94.5 1.1 1.5 2.6 0.2 

女 547 54.7 94.5 1.8 1.1 1.5 1.1 

年齡 

65−74歲 564 56.4 93.6 1.6 2.0 2.0 0.9 

75−84歲 321 32.1 96.0 1.9 0.3 1.2 0.6 

85歲及以上 115 11.5 94.8 0 0.9 4.3 0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94.5 1.3 1.5 1.7 1.1 

客家人 274 27.4 97.4 1.1 0.7 0.7 0 

外省人 57 5.7 93.0 0 0 7.0 0 

原住民 197 19.7 90.9 3.0 2.0 3.0 1.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45 14.5 93.8 2.8 0.7 0.7 2.1 

國小或識字 485 48.5 94.2 1.6 1.6 1.9 0.6 

國中 127 12.7 92.9 0.8 0.8 4.7 0.8 

高中 126 12.6 97.6 0 0.8 1.6 0 

專科或大學 109 10.9 94.5 1.8 1.8 1.8 0 

研究所或以上 8 0.8 100.0 0 0 0 0 

婚姻狀況 

未婚 20 2.0 95.0 5.0 0 0 0 

已婚 582 58.2 94.7 1.4 1.0 2.1 0.9 

分居 6 0.6 66.7 16.7 16.7 0 0 

離婚 33 3.3 97.0 0 3.0 0 0 

喪偶 347 34.7 94.5 1.4 1.2 2.3 0.6 

同居 8 0.8 100.0 0 0 0 0 

拒答 4 0.4 75.0 0 25.0 0 0 

地區別 

市 283 28.3 93.6 1.8 0.7 2.5 1.4 

鎮 147 14.7 95.2 2.0 0 2.0 0.7 

鄉 523 52.3 95.4 1.3 1.3 1.7 0.2 

山地鄉 47 4.7 87.2 0 8.5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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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住狀況交叉分析 

表 3-9至表 3-11為居住狀況交叉分析結果。表 3-9顯示受訪者的居住狀況在性別、年齡、

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在性別方面，在男性（72.6%）和女性（68.4%）

皆以住在無電梯的家宅的比例最高。在年齡而言，不論是 65−74 歲者（69.5%）、75−84 歲者

（73.2%）或 85歲及以上者（66.1%）皆以住在無電梯的家宅的比例最高。在籍別而言，除了

原住民住在平房（50.8%）的比例較高外，其餘的狀況皆以住在無電梯的家宅的比例最高。在

教育程度上，不論是任何程度，皆以住在無電梯的家宅的比例最高。在婚姻狀況方面，未婚

者住在平房（55.0%）的比例最高，離婚者住在無電梯的家宅（39.4%）和住在平房（39.4%）

的比例相同，其餘的婚姻狀況皆以住在無電梯的家宅的比例最高。至於在地區別方面，除了

山地鄉住在平房（61.7%）的比例最高外，其餘的狀況皆以住在無電梯的家宅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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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受訪者的居住狀況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大樓 

無電梯 

大樓 

有電梯 

家宅 

有電梯 

家宅 

無電梯 

平房 其它 拒答 

總計 1000 100.0 1.4 2.2 2.0 70.3 22.9 0.3 0.9 

性別 

男 453 45.3 0.9 1.8 2.0 72.6 21.4 1.1 0.2 

女 547 54.7 1.8 2.6 2.0 68.4 24.1 0.7 0.4 

年齡 

65−74歲 564 56.4 1.8 1.8 1.6 69.5 24.3 0.7 0.4 

75−84歲 321 32.1 0.9 2.2 2.2 73.2 20.2 1.2 0 

85歲及以上 115 11.5 0.9 4.3 3.5 66.1 23.5 0.9 0.9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1.5 3.0 1.7 78.2 15.3 0.4 0 

客家人 274 27.4 1.1 1.5 1.8 76.6 17.5 1.1 0.4 

外省人 57 5.7 5.3 5.3 8.8 59.6 15.8 3.5 1.8 

原住民 197 19.7 0.5 0.5 1.0 45.7 50.8 1.0 0.5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45 14.5 0.7 0.7 1.4 56.6 39.3 1.4 0 

國小或識字 485 48.5 0.8 1.4 1.0 71.3 24.3 0.6 0.4 

國中 127 12.7 1.6 2.4 4.7 72.4 18.9 0 0 

高中 126 12.6 3.2 2.4 1.6 78.6 11.1 2.4 0.8 

專科或大學 109 10.9 1.8 6.4 4.6 73.4 12.8 0.9 0 

研究所或以上 8 0.8 12.5 12.5 0 50.0 25.0 0 0 

婚姻狀況 

未婚 20 2.0 5.0 0 0 30.0 55.0 10.0 0 

已婚 582 58.2 1.0 1.0 2.1 77.5 17.9 0.2 0.3 

分居 6 0.6 16.7 0 0 66.7 16.7 0 0 

離婚 33 3.3 0 6.1 9.1 39.4 39.4 6.1 0 

喪偶 347 34.7 1.7 4.0 1.2 63.4 28.2 1.2 0.3 

同居 8 0.8 0 0 12.5 75.0 12.5 0 0 

拒答 4 0.4 0 0 0 75.0 25.0 0 0 

地區別 

市 283 28.3 3.9 6.0 4.9 73.1 10.2 1.4 0.4 

鎮 147 14.7 0 0.7 0 64.6 33.3 1.4 0 

鄉 523 52.3 0.6 0.8 1.1 73.4 23.3 0.4 0.4 

山地鄉 47 4.7 0 0 0 36.2 61.7 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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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顯示受訪者的同住狀況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

布情況。由於此題為複選題，因此除了總計的一列外，其它百分比以欄（直式）計算。此外，

總計的一列以回應總數 1617 作為計算百分比的分母。其它列則以人數作為計算百分比的分

母。 

在各個同住狀況，以配偶（33.5%）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已婚子女（20.7%）。以下描述只

分別針對以上兩項進行。首先，與配偶同住者方面，男性（61.4%）的比例較高；年齡以 65−74

歲者（66.1%）的比例最高；籍別以閩南人（50.0%）的比例最高；學歷為國小或識字者（46.7%）

的比例最高；已婚者（97.6%）的比例最高；住在鄉者（53.5%）的比例最高。另外，在與已

婚子女同住者方面，女性（60.9%）的比例較高；年齡以 65−74 歲者（46.0%）的比例最高；

籍別以閩南人（42.7%）的比例最高；學歷為國小或識字者（52.2%）的比例最高；已婚者（52.5%）

的比例最高；住在鄉者（56.1%）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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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受訪者的同住狀況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

（複選題，回應總數 = 1617） 

項目 樣本

數 

百分比 獨居 父母 配偶 未婚 

子女 

已婚 

子女 

孫子女 朋友 外籍 

看護 

其它 

總計 1000 100.0 10.3 1.1 33.5 12.4 20.7 16.4 0.5 3.9 1.2 

性別 

男 453 45.3 27.5 76.5 61.4 51.7 39.1 41.1 87.5 36.5 52.6 

女 547 54.7 72.5 23.5 38.6 48.3 60.9 58.9 12.5 63.5 47.4 

年齡 

65−74歲 564 56.4 55.7 100.0 66.1 65.7 46.0 53.2 50.0 20.6 63.2 

75−84歲 321 32.1 32.9 0 27.7 29.4 37.0 35.1 37.5 47.6 26.3 

85歲及以上 115 11.5 11.4 0 6.3 5.0 17.0 11.7 12.5 31.7 10.5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41.9 41.2 50.0 54.2 42.7 44.9 25.0 50.8 57.9 

客家人 274 27.4 23.4 29.4 29.2 24.9 31.9 33.6 25.0 25.4 31.6 

外省人 57 5.7 6.0 5.9 5.9 5.5 4.2 2.3 25.0 7.9 0 

原住民 197 19.7 28.7 23.5 14.9 15.4 21.2 19.2 25.0 15.9 10.5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45 14.5 14.4 0 5.7 9.5 23.6 19.2 0 28.6 15.8 

國小或識字 485 48.5 53.9 52.9 46.7 52.2 52.2 55.8 37.5 44.4 52.6 

國中 127 12.7 13.2 5.9 13.7 15.9 11.3 13.6 0 6.3 15.8 

高中 126 12.6 9.6 17.6 17.0 12.9 9.3 9.1 37.5 12.7 10.5 

專科或大學 109 10.9 8.4 23.5 15.7 8.5 3.0 1.9 25.0 7.9 5.3 

研究所或以上 8 0.8 0.6 0 1.3 1.0 0.6 0.4 0 0 0 

婚姻狀況 

未婚 20 2.0 5.4 11.8 0.2 0 0 0 12.5 0 31.6 

已婚 582 58.2 9.0 82.4 97.6 69.2 52.5 58.1 25.0 50.8 21.1 

分居 6 0.6 2.4 0 0 0 0.6 0.4 0 0 5.3 

離婚 33 3.3 8.4 5.9 0.4 3.5 2.1 0.8 37.5 0 5.3 

喪偶 347 34.7 74.3 0 0.4 27.4 43.3 38.9 25.0 44.4 36.8 

同居 8 0.8 0.6 0 1.3 0 0.9 1.1 0 1.6 0 

拒答 4 0.4 0 0 0.2 0 0.6 0.8 0 3.2 0 

地區別 

市 283 28.3 25.7 11.8 27.9 31.8 25.4 21.1 50.0 30.2 57.9 

鎮 147 14.7 14.4 5.9 14.9 14.9 12.8 15.5 25.0 22.2 10.5 

鄉 523 52.3 55.1 82.4 53.5 47.8 56.1 56.2 25.0 41.3 26.3 

山地鄉 47 4.7 4.8 0 3.7 5.5 5.7 7.2 0 6.3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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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顯示受訪者的房子所有權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

分布情況。在性別方面，男性（55.2%）和女性（40.2%）皆以房子所有權是自己的比例最高。

在年齡而言，65−74 歲者（46.8%）和 75−84 歲（51.1%）者皆以房子所有權是自己的比例最

高，85歲及以上者則以房子所有權是子女的比例最高（42.6%）。在籍別而言，不論是閩南人

（45.6%）、客家人（47.1%）、外省人（52.6%）或原住民（48.7%）皆以房子所有權是自己的

比例最高。在教育程度上，除了不識字者的房子所有權是子女（43.4%）的比例最高外，其餘

的皆以房子所有權是自己的比例最高。在婚姻狀況方面，皆以房子所有權是自己的比例最高。

至於在地區別方面，除了山地鄉的房子所有權是子女（38.3%）的比例最高外，其餘皆以房子

所有權是自己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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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受訪者的房子所有權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

況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自己 配偶 子女 租賃 其它 拒答 

總計 1000 100.0 47.0 19.7 23.0 4.4 5.3 0.6 

性別 

男 453 45.3 55.2 18.3 14.8 6.0 5.1 0.7 

女 547 54.7 40.2 20.8 29.8 3.1 5.5 0.5 

年齡 

65−74歲 564 56.4 46.8 23.4 17.9 5.7 5.5 0.7 

75−84歲 321 32.1 51.1 16.2 24.9 2.8 4.4 0.6 

85歲及以上 115 11.5 36.5 11.3 42.6 2.6 7.0 0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45.6 21.4 20.3 4.9 7.4 0.4 

客家人 274 27.4 47.1 20.8 26.3 3.3 1.8 0.7 

外省人 57 5.7 52.6 22.8 15.8 7.0 1.8 0 

原住民 197 19.7 48.7 13.2 26.9 4.1 6.1 1.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45 14.5 33.8 14.5 43.4 2.1 5.5 0.7 

國小或識字 485 48.5 49.3 17.9 21.9 5.4 4.9 0.6 

國中 127 12.7 51.2 18.9 21.3 3.1 4.7 0.8 

高中 126 12.6 40.5 25.4 19.8 4.0 9.5 0.8 

專科或大學 109 10.9 56.0 27.5 8.3 5.5 2.8 0 

研究所或以上 8 0.8 62.5 37.5 0 0 0 0 

婚姻狀況 

未婚 20 2.0 45.0 0 0 10.0 40.0 5.0 

已婚 582 58.2 45.7 32.5 14.8 3.1 3.8 0.2 

分居 6 0.6 50.0 0 16.7 0 16.7 16.7 

離婚 33 3.3 33.3 3.0 18.2 30.3 12.1 3.0 

喪偶 347 34.7 50.1 1.2 39.2 4.0 5.2 0.3 

同居 8 0.8 50.0 37.5 12.5 0 0 0 

拒答 4 0.4 75.0 0 0 0 0 25.0 

地區別 

市 283 28.3 47.0 19.4 18.0 7.1 8.1 0.4 

鎮 147 14.7 48.3 21.1 21.1 2.0 7.5 0 

鄉 523 52.3 47.6 20.5 24.9 3.8 2.3 1.0 

山地鄉 47 4.7 36.2 8.5 38.3 2.1 14.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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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照顧狀況交叉分析 

表 3-12 至表 3-13 為生活照顧狀況交叉分析結果，表 3-12 為受訪者的長期照顧需求在性

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在性別方面，男性不需要長期

照顧的比例為 87.6%，而女性不需要長期照顧的比例為 82.4%。在年齡而言，65−74歲者不需

要長期照顧的比例為 92.7%，75−84 歲者不需要長期照顧的比例為 81.6%，而 85 歲及以上者

不需要長期照顧的比例為則為 54.8%。在籍別而言，閩南人不需要長期照顧者的比例為 88.6%，

而原住民的比例則為 77.7%。在教育程度上，專科或大學者（92.7%）以及研究所以上者（100%）

不需要長期照顧者的比例最高，而不識字者不需要長期照顧者的比例則最低（64.8%）。在婚

姻狀況方面，未婚（100%）和分居（100%）不需要長期照顧者的比例最高，而喪偶者不需要

長期照顧者的比例則最低（76.9%）。至於在地區別方面，住在鄉者不需要長期照顧者的比例

最高（87.6%），而住在山地鄉者不需要長期照顧者的比例則最低（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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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受訪者的長期照顧需求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

情況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不需要 需要 

總計 1000 100.0 84.8 15.2 

性別 

男 453 45.3 87.6 12.4 

女 547 54.7 82.4 17.6 

年齡 

65−74歲 564 56.4 92.7 7.3 

75−84歲 321 32.1 81.6 18.4 

85歲及以上 115 11.5 54.8 45.2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88.6 11.4 

客家人 274 27.4 84.3 15.7 

外省人 57 5.7 80.7 19.3 

原住民 197 19.7 77.7 22.3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45 14.5 64.8 35.2 

國小或識字 485 48.5 86.8 13.2 

國中 127 12.7 89.0 11.0 

高中 126 12.6 88.1 11.9 

專科或大學 109 10.9 92.7 7.3 

研究所或以上 8 0.8 100.0 0 

婚姻狀況 

未婚 20 2.0 100.0 0 

已婚 582 58.2 88.7 11.3 

分居 6 0.6 100.0 0 

離婚 33 3.3 90.9 9.1 

喪偶 347 34.7 76.9 23.1 

同居 8 0.8 87.5 12.5 

拒答 4 0.4 50.0 50.0 

地區別 

市 283 28.3 82.7 17.3 

鎮 147 14.7 86.4 13.6 

鄉 523 52.3 87.6 12.4 

山地鄉 47 4.7 61.7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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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為 152 位日常作息需要長期照顧的受訪者其使用長期照顧福利服務情形在性別、

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在性別方面，男性有使用長期照顧

福利服務的比例為 30.4%，而女性有使用長期照顧福利服務的比例則為 31.3%。在年齡而言，

65−74 歲者有使用長期照顧服務的比例為 41.5%，75−84 歲者有使用長期照顧服務的比例為

30.5%，85歲以上者有使用長期照顧服務的比例為 23.1%。在籍別而言，原住民有使用長期照

顧服務比例為 54.5%，而外省人有使用長期照顧服務比例則只有 18.2%。在教育程度上，國小

或識字者有使用長期照顧服務的比例為 39.1%，而專科或大學以上者有使用長期照顧服務比

例則只有 12.5%。在婚姻狀況方面，已婚有使用長期照顧服務的比例為 34.8%。至於在地區別

方面，住在鄉者有使用長期照顧服務的比例為 38.5%，而住在山地鄉者有使用長期照顧服務

的比例則只有 16.7%。 

此外，不知道長期照顧福利服務的受訪者亦為數不少，整體占 9.2%，當中不知道的女性

有 9.4%，年齡在 65−74歲者有 14.6%，客家人有 16.3%，國小或識字有 10.9%，離婚者有 33.3%，

住在鎮者有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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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受訪者使用長期照顧福利服務情形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

區別的分布情況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沒有 有 不知道 

總計 152 100.0 59.9 30.9 9.2 

性別 

男 56 36.8 60.7  30.4  8.9  

女 96 63.2 59.4  31.3  9.4  

年齡 

65−74歲 41 27.0 43.9  41.5  14.6  

75−84歲 59 38.8 61.0  30.5  8.5  

85歲及以上 52 34.2 71.2  23.1  5.8  

籍別 

閩南人 54 35.5 70.4  20.4  9.3  

客家人 43 28.3 60.5  23.3  16.3  

外省人 11 7.2 81.8  18.2  0  

原住民 44 28.9 40.9  54.5  4.5  

教育程度 

不識字 51 33.6 62.7 27.5 9.8 

國小或識字 64 42.1 50.0 39.1 10.9 

國中 14 9.2 64.3 28.6 7.1 

高中 15 9.9 73.3 20.0 6.7 

專科或大學 8 5.3 87.5 12.5 0 

研究所或以上 0 0 0 0 0 

婚姻狀況 

未婚 0 0 0 0 0 

已婚 66 43.4 56.1 34.8 9.1 

分居 0 0 0 0 0 

離婚 3 2.0 33.3 33.3 33.3 

喪偶 80 52.6 63.8 28.8 7.5 

同居 1 0.7 100.0 0 0 

拒答 2 1.3 50.0 0 50.0 

地區別 

市 49 32.2 65.3 28.6 6.1 

鎮 20 13.2 55.0 25.0 20.0 

鄉 65 42.8 53.8 38.5 7.7 

山地鄉 18 11.8 72.2 16.7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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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康及就醫狀況交叉分析 

表 3-14 至表 3-17 為健康及就醫狀況交叉分析結果，表 3-14 顯示受訪者自覺目前健康情

形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在性別方面，男性自覺

健康狀況為「還算好」（40.0%）的比例最高，女性自覺健康情形亦是以「還算好」（36.7%）

的比例最高。在年齡而言，三個年齡層之自覺目前健康情形皆以「還算好」的比例最高，65−74

歲者為 41.3%、75−84 歲者為 34.0%、85 歲及以上者為 34.8%，而 85 歲及以上者自覺目前健

康情形「不太好」占 21.7%。在籍別而言，閩南人（40.5%）、客家人（38.3%）、外省人（43.9%）

及原住民（31.0%）自覺目前健康情形皆以「還算好」的比例為最高，而原住民自覺目前健康

情形為「不太好」的比例為 26.4%。在教育程度上，除了國中學歷者的自覺健康情形以「還算

好」（33.1%）的比例最高外，其餘的自覺健康情形以「很好」的比例最高。在婚姻狀況方面，

除了未婚者（35.0%）和離婚者（33.3%）的自覺健康情形以「普通」的比例最高，其餘的自

覺健康情形以「還算好」的比例最高。至於在地區別方面，市（39.2%）與鄉（39.6%）的自

覺健康情形以「還算好」的比例最高，住在鎮者的自覺健康情形以「普通」的比例最高（36.1%），

山地鄉的自覺健康情形則以「不太好」（29.8%）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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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受訪者自覺目前健康情形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

布情況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很好 還算好 普通 不太好 很不好 

總計 1000 100.0 18.0 38.2 26.6 16.0 1.2 

性別 

男 453 45.3 20.5 40.0 24.3 13.5 1.8 

女 547 54.7 15.9 36.7 28.5 18.1 0.7 

年齡 

65−74歲 564 56.4 19.9 41.3 24.3 13.7 0.9 

75−84歲 321 32.1 15.3 34.0 30.8 18.1 1.9 

85歲及以上 115 11.5 16.5 34.8 26.1 21.7 0.9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19.5 40.5 27.3 12.1 0.6 

客家人 274 27.4 19.0 38.3 25.2 15.7 1.8 

外省人 57 5.7 17.5 43.9 24.6 14.0 0 

原住民 197 19.7 13.2 31.0 27.4 26.4 2.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45 14.5 40.5 27.3 12.1 0.6 0 

國小或識字 485 48.5 43.9 24.6 14.0 0 0 

國中 127 12.7 25.5 33.1 27.6 2.1 0 

高中 126 12.6 40.9 22.0 14.2 0.8 0 

專科或大學 109 10.9 50.5 16.5 7.3 0 0 

研究所或以上 8 0.8 38.2 26.6 16.0 1.2 0 

婚姻狀況 

未婚 20 2.0 20.0 30.0 35.0 15.0 0 

已婚 582 58.2 20.1 39.3 25.4 14.4 0.7 

分居 6 0.6 16.7 50.0 16.7 16.7 0 

離婚 33 3.3 24.2 30.3 33.3 12.1 0 

喪偶 347 34.7 13.8 37.2 27.7 19.0 2.3 

同居 8 0.8 12.5 50.0 12.5 25.0 0 

拒答 4 0.4 25.0 25.0 50.0 0 0 

地區別 

市 283 28.3 19.8 39.2 21.9 18.0 1.1 

鎮 147 14.7 14.3 34.7 36.1 13.6 1.4 

鄉 523 52.3 18.2 39.6 27.0 14.3 1.0 

山地鄉 47 4.7 17.0 27.7 21.3 29.8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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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為顯示受訪者經醫師診斷之罹患疾病情形在性別、年齡、籍別和地區別的分布情

況。由於該表格為多個題目合併而成，因此除了總計一列外，其它百分比以欄（直式）計算。

高達 53.4%受訪者有罹患高血壓，其次為糖尿病（26.1%）。以性別而言，除了泌尿科疾病患

者為男性（59.3%）較多外，其它疾病皆以女性的比例較多。在年齡而言，罹患高血壓者以 65−74

歲者的比例最高（54.3%），其次為 75−84歲者（32.6%），而 85歲及以上者則占 13.1%。在籍

別而言，罹患高血壓者以閩南人（46.1%）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原住民（25.3%）。至於在地區

別方面，罹患高血壓者以住在鄉者（49.4%）的比例最高，其次為住在市者（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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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受訪者經醫師診斷之罹患疾病情形在性別、年齡、籍別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 

項目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眼

部

疾

病 

中

風 

糖 

尿 

病 

高 

血 

壓 

高 

血 

脂 

心 

臟 

病 

肺

部

疾

病 

痛

風 

關 

節 

炎 

骨

質

疏

鬆 

骨

折 

肝

膽

疾

病 

腸

胃

疾

病 

腎

臟

疾

病 

透

析 

免

疫

疾

病 

癌

症 

泌

尿

科

疾

病 

失 

智 

症 

精

神

疾

病 

其 

它 

總計 1000 100.0 15.1 9.4 26.1 53.4 17.1 19.7 8.5 8.5 13.5 15.2 7.9 7.5 11.3 7.3 4.6 6.3 8.1 9.1 6.2 9.3 15.1 

性別 

男 453 45.3 39.7 47.9 46.4 41.8 47.4 41.1 44.7 47.1 34.1 27.0 31.6 40.0 39.8 47.9 37.0 33.3 42.0 59.3 38.7 30.1 47.7 

女 547 54.7 60.3 52.1 53.6 58.2 52.6 58.9 55.3 52.9 65.9 73.0 68.4 60.0 60.2 52.1 63.0 66.7 58.0 40.7 61.3 69.9 52.3 

年齡 

65−74 歲 564 56.4 54.3 50.0 53.3 54.3 59.1 48.7 52.9 56.5 49.6 49.3 45.6 54.7 52.2 50.7 50.0 57.1 58.0 50.5 43.5 53.8 60.9 

75−84 歲 321 32.1 34.4 38.3 37.9 32.6 34.5 36.0 34.1 34.1 38.5 38.2 44.3 37.3 34.5 39.7 43.5 36.5 34.6 40.7 41.9 34.4 29.8 

85 歲及以上 115 11.5 11.3 11.7 8.8 13.1 6.4 15.2 12.9 9.4 11.9 12.5 10.1 8.0 13.3 9.6 6.5 6.3 7.4 8.8 14.5 11.8 9.3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41.1 42.6 46.7 46.1 48.5 44.2 45.9 48.2 43.7 43.4 40.5 50.7 50.4 50.7 54.3 54.0 53.1 48.4 53.2 44.1 49.0 

客家人 274 27.4 24.5 20.2 23.4 23.2 25.1 25.4 17.6 16.5 25.2 28.9 19.0 17.3 20.4 16.4 13.0 19.0 18.5 25.3 21.0 28.0 25.8 

外省人 57 5.7 9.9 8.5 7.3 5.4 9.9 6.1 10.6 9.4 5.2 5.3 8.9 12.0 8.8 13.7 8.7 6.3 8.6 9.9 8.1 6.5 6.6 

原住民 197 19.7 24.5 28.7 22.6 25.3 16.4 24.4 25.9 25.9 25.9 22.4 31.6 20.0 20.4 19.2 23.9 20.6 19.8 16.5 17.7 21.5 18.5 

地區別 

市 283 28.3 31.8 42.6 31.4 29.4 32.2 36.5 45.9 45.9 37.0 38.8 40.5 44.0 43.4 46.6 56.5 50.8 44.4 46.2 48.4 38.7 36.4 

鎮 147 14.7 9.9 9.6 13.4 14.0 13.5 8.1 4.7 8.2 13.3 10.5 6.3 10.7 6.2 5.5 2.2 11.1 9.9 7.7 11.3 9.7 14.6 

鄉 523 52.3 53.0 44.7 48.3 49.4 52.6 51.8 41.2 40.0 44.4 48.0 50.6 44.0 47.8 43.8 39.1 36.5 44.4 44.0 40.3 47.3 45.0 

山地鄉 47 4.7 5.3 3.2 6.9 7.1 1.8 3.6 8.2 5.9 5.2 2.6 2.5 1.3 2.7 4.1 2.2 1.6 1.2 2.2 0 4.3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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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 顯示受訪者從住家到最近之醫療院所車程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

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在性別方面，男性從住家到最近之醫療院所車程 15 分鐘以內

（49.0%）的比例最高，女性亦是以車程 15分鐘以內（46.1%）的比例最高。在年齡而言，不

論是年齡在 65−74歲者（48.2%）、75−84 歲者（46.7%）或 85歲及以上者（45.2%）從住家至

最近之醫療院所車程 15分鐘以內的比例最高。在籍別而言，除了原住民從住家至最近之醫療

院所車程為 16至 30分鐘（31.0%）的比例最高外，閩南人（57.0%）、客家人（43.8%）及外

省人（54.4%）從住家到最近之醫療院所車程以 15 分鐘以內到達的比例最高。在教育程度上，

除了不識字者從住家至最近之醫療院所車程為 16 至 30分鐘（32.4%）的比例最高外，其餘學

歷者皆以從住家至最近之醫療院所車程 15分鐘以內的比例最高。在婚姻狀況方面，除了分居

者以從住家至最近之醫療院所車程為 16至 30分鐘（50.0%）的比例最高外，其餘婚姻狀況者

皆以從住家至最近之醫療院所車程 15 分鐘以內的比例最高。至於在地區別方面，住於市

（72.1%）、鎮（45.6%）及鄉（38.0%）者從住家至最近之醫療院所車程以 15 分鐘以內的比例

最高，而山地鄉從住家至最近之醫療院所車程則以超過 1小時（51.1%）的比例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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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受訪者從住家到最近之醫療院所車程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

地區別的分布情況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15分鐘以內 16至 30分鐘 31分鐘至 1小時 超過 1小時 拒答 

總計 1000 100.0 47.4 30.1 10.4 11.8 0.3 

性別 

男 453 45.3 49.0 29.1 10.2 11.7 0 

女 547 54.7 46.1 30.9 10.6 11.9 0.5 

年齡 

65−74歲 564 56.4 48.2 30.9 9.2 11.5 0.2 

75−84歲 321 32.1 46.7 28.0 12.1 12.8 0.3 

85歲及以上 115 11.5 45.2 32.2 11.3 10.4 0.9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57.0 26.9 10.0 5.5 0.6 

客家人 274 27.4 43.8 35.0 9.9 11.3 0 

外省人 57 5.7 54.4 29.8 5.3 10.5 0 

原住民 197 19.7 27.4 31.0 13.7 27.9 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45 14.5 31.7 32.4 15.9 18.6 1.4 

國小或識字 485 48.5 42.9 31.1 12.2 13.8 0 

國中 127 12.7 63.0 23.6 3.9 9.4 0 

高中 126 12.6 59.5 30.2 6.3 3.2 0.8 

專科或大學 109 10.9 56.0 30.3 7.3 6.4 0 

研究所或以上 8 0.8 50.0 25.0 12.5 12.5 0 

婚姻狀況 

未婚 20 2.0 40.0 30.0 20.0 10.0 0 

已婚 582 58.2 46.2 31.8 11.2 10.5 0.3 

分居 6 0.6 33.3 50.0 0 16.7 0 

離婚 33 3.3 48.5 27.3 3.0 21.2 0 

喪偶 347 34.7 50.1 27.1 8.9 13.5 0.3 

同居 8 0.8 50.0 25.0 25.0 0 0 

拒答 4 0.4 25.0 50.0 25.0 0 0 

地區別 

市 283 28.3 72.1 23.0 3.5 1.4 0 

鎮 147 14.7 45.6 30.6 8.2 15.6 0 

鄉 523 52.3 38.0 34.0 14.5 12.8 0.6 

山地鄉 47 4.7 8.5 27.7 12.8 5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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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 顯示受訪者陪伴就醫情形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

分布情況。在性別方面，男性以不需陪同（58.9%）的比例最高，其次為配偶（19.0%）;女性

亦以不需陪同（50.3%）的比例最高，其次則是子女（32.0%）。在年齡而言，在 65−74 歲者

（66.8%）和 75−84 歲者（45.8%）就醫以不需陪同的比例最高，而 85 歲及以上者（59.1%）

就醫以子女陪同的比例最高。在籍別而言，不論是閩南人（62.7%）、客家人（51.1%）、外省

人（38.6%）或原住民（42.6%）的就醫以不需陪同的比例最高。在教育程度上，除了不識字

者的就醫由子女陪同（53.8%）的比例最高外，其他學歷者的就醫皆以不需陪同的比例最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不論是任何婚姻狀況，皆以不需陪同的比例最高。至於在地區別方面，除

了山地鄉的就醫由子女陪同（44.7%）的比例最高外，住在市（60.4%）、鎮（47.6%）或鄉（55.4%）

者皆以不需陪同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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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受訪者陪伴就醫情形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

況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不需陪同 配偶 子女 鄰居或 

朋友 

外籍 

看護 

居家 

服務員 

其它 拒答 

總計 1000 100.0 54.2 14.5 25.3 0.3 2.5 0.9 2.1 0.2 

性別 

男 453 45.3 58.9 19.0 17.2 0.4 2.0 0.7 1.5 0.2 

女 547 54.7 50.3 10.8 32.0 0.2 2.9 1.1 2.6 0.2 

年齡 

65−74歲 564 56.4 66.8 17.2 12.4 0.2 0.7 0.7 2.0 0 

75−84歲 321 32.1 45.8 10.0 35.8 0.6 4.0 0.9 2.2 0.6 

85歲及以上 115 11.5 15.7 13.9 59.1 0 7.0 1.7 2.6 0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62.7 12.9 19.7 0 1.7 0.2 2.3 0.4 

客家人 274 27.4 51.1 14.6 29.2 0.7 3.3 0.4 0.7 0 

外省人 57 5.7 38.6 28.1 26.3 0 3.5 1.8 1.8 0 

原住民 197 19.7 42.6 14.2 33.0 0.5 3.0 3.0 3.6 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45 14.5 26.9 6.2 53.8 0 6.2 2.1 4.8 0 

國小或識字 485 48.5 52.4 15.7 26.6 0.4 1.2 1.0 2.3 0.4 

國中 127 12.7 59.8 15.0 18.1 0.8 3.9 0.8 1.6 0 

高中 126 12.6 69.8 15.9 10.3 0 3.2 0 0.8 0 

專科或大學 109 10.9 72.5 18.3 8.3 0 0.9 0 0 0 

研究所或以上 8 0.8 75.0 12.5 12.5 0 0 0 0 0 

婚姻狀況 

未婚 20 2.0 70.0 0 0 0 0 5.0 25.0 0 

已婚 582 58.2 55.8 24.7 16.5 0.2 1.5 0.3 0.5 0.3 

分居 6 0.6 66.7 0 16.7 0 0 0 16.7 0 

離婚 33 3.3 75.8 0 24.2 0 0 0 0 0 

喪偶 347 34.7 48.1 0 42.4 0.6 3.7 1.7 3.5 0 

同居 8 0.8 75.0 12.5 0 0 12.5 0 0 0 

拒答 4 0.4 25.0 0 25.0 0 50.0 0 0 0 

地區別 

市 283 28.3 60.4 11.7 19.8 0 4.2 1.1 2.5 0.4 

鎮 147 14.7 47.6 18.4 27.2 0.7 4.1 1.4 0.7 0 

鄉 523 52.3 55.4 14.9 26.0 0.4 1.1 0.8 1.1 0.2 

山地鄉 47 4.7 23.4 14.9 44.7 0 2.1 0 14.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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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濟狀況交叉分析 

表 3-18 至表 3-20 為經濟狀況交叉分析結果，表 3-18 顯示受訪者的工作狀況在性別、年

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不論在任何分類，受訪者的工作狀況

皆以沒有的比例較高。當中，女性沒有工作的比例為 92.9%，較男性的 86.1%為高；年齡較大

者沒有工作的比例較高；外省人沒有工作（93.0%）的比例較高；國中學歷者的沒有工作（87.3%）

的比例較低；離婚者沒有工作（78.8%）的比例較低；住在鄉者沒有工作（87.2%）的比例較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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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受訪者的工作狀況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沒有 有 

總計 1000 100.0 89.8 10.2 

性別 

男 453 45.3 86.1 13.9 

女 547 54.7 92.9 7.1 

年齡 

65−74歲 564 56.4 86.0 14.0 

75−84歲 321 32.1 93.1 6.9 

85歲及以上 115 11.5 99.1 0.9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88.1 11.9 

客家人 274 27.4 90.1 9.9 

外省人 57 5.7 93.0 7.0 

原住民 197 19.7 92.4 7.6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45 14.5 94.5 5.5 

國小或識字 485 48.5 88.2 11.8 

國中 127 12.7 91.3 8.7 

高中 126 12.6 87.3 12.7 

專科或大學 109 10.9 90.8 9.2 

研究所或以上 8 0.8 100.0 0 

婚姻狀況 

未婚 20 2.0 90.0 10.0 

已婚 582 58.2 89.0 11.0 

分居 6 0.6 100.0 0 

離婚 33 3.3 78.8 21.2 

喪偶 347 34.7 91.9 8.1 

同居 8 0.8 100.0 0 

拒答 4 0.4 75.0 25.0 

地區別 

市 283 28.3 91.9 8.1 

鎮 147 14.7 93.2 6.8 

鄉 523 52.3 87.2 12.8 

山地鄉 47 4.7 95.7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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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顯示受訪者的主要經濟來源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

的分布情況。由於主要經濟來源的題目為複選題，因此除了總計的一列外，其它百分比以欄

（直式）計算。此外，總計的一列以回應總數 1456 作為計算百分比的分母。其它列則以人數

作為計算百分比的分母。 

在各個主要經濟來源，以儲蓄金（36.1%）的比例最高，其次為政府補助（29.5%）。以下

描述只分別針對以上兩項進行。首先，在儲蓄金方面，男性（49.4%）的比例較低；年齡以 65−74

歲者（63.3%）的比例最高；籍別以閩南人（50.8%）的比例最高；學歷為國小或識字者（42.6%）

的比例最高；已婚者（67.3%）的比例最高；住在鄉者（49.8%）的比例最高。另外，在政府

補助方面，男性（40.9%）的比例亦較低；年齡以 65−74歲者（48.5%）的比例也是最高；籍

別以閩南人（39.4%）的比例最高；學歷為國小或識字者（57.0%）的比例最高；已婚者（52.7%）

的比例最高；住在鄉者（49.9%）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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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受訪者的主要經濟來源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

情況（複選題，回應總數 = 1456）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工作收

入 

儲蓄金 子女奉

養金 

不動產

收入 

捐款 政府補

助 

其它 

總計 1000 100.0 6.5 36.1 23.1 1.7 0.1 29.5 3.0 

性別 

男 453 45.3 64.2 49.4 33.0 56.0 0 40.9 47.7 

女 547 54.7 35.8 50.6 67.0 44.0 100.0 59.1 52.3 

年齡 

65−74歲 564 56.4 82.1 63.3 44.0 48.0 0 48.5 79.5 

75−84歲 321 32.1 17.9 26.0 41.4 44.0 50.0 38.2 18.2 

85歲及以上 115 11.5 0 10.6 14.6 8.0 50.0 13.3 2.3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54.7 50.8 49.4 56.0 100.0 39.4 50.0 

客家人 274 27.4 24.2 28.5 26.5 36.0 0 29.0 13.6 

外省人 57 5.7 3.2 7.8 3.3 8.0 0 4.3 6.8 

原住民 197 19.7 17.9 12.9 20.8 0 0 27.3 29.5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45 14.5 6.3 8.2 20.2 12.0 0 20.7 2.3 

國小或識字 485 48.5 57.9 42.6 55.1 24.0 50.0 57.0 56.8 

國中 127 12.7 8.4 13.7 14.6 20.0 0 9.5 20.5 

高中 126 12.6 16.8 16.3 7.1 32.0 50.0 8.8 9.1 

專科或大學 109 10.9 10.5 17.7 2.4 12.0 0 4.0 9.1 

研究所或以上 8 0.8 0 1.5 0.6 0 0 0 2.3 

婚姻狀況 

未婚 20 2.0 2.1 1.7 0 0 0 2.4 11.4 

已婚 582 58.2 66.3 67.3 48.5 76.0 0 52.7 43.2 

分居 6 0.6 0 0.8 0.3 0 0 0.2 4.5 

離婚 33 3.3 7.4 1.9 3.0 0 0 3.8 2.3 

喪偶 347 34.7 23.2 26.8 46.7 24.0 100.0 40.1 36.4 

同居 8 0.8 0 1.0 1.2 0 0 0.5 2.3 

拒答 4 0.4 1.1 0.6 0.3 0 0 0.2 0 

地區別 

市 283 28.3 23.2 33.5 32.1 44.0 50.0 28.5 38.6 

鎮 147 14.7 10.5 15.0 11.3 20.0 0 14.3 4.5 

鄉 523 52.3 64.2 49.8 54.5 36.0 50.0 49.9 38.6 

山地鄉 47 4.7 2.1 1.7 2.1 0 0 7.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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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顯示受訪者每個月最入不敷出的支出情形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

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在性別方面，男性以「沒有」（41.1%）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家用

（29.4%）;女性亦以「沒有」（37.8%）的比例最高，其次也是家用（32.7%）。在年齡而言，不

論在 65−74歲者（41.1%）、75−84歲者（35.8%）或 85歲及以上者（40.0%）皆以「沒有」的

比例最高，其次亦是家用。在籍別而言，除了原住民以家用（51.8%）的比例最高外，閩南人

（47.9%）、客家人（38.3%）及外省人（54.4%）皆以「沒有」的比例最高。在教育程度上，

不論是任何程度，皆以「沒有」的比例最高，其次亦是家用。在婚姻狀況方面，不論是任何

婚姻狀況，皆以「沒有」的比例最高，其次亦是家用；除了同居者，在「沒有」和家用的比例

皆為 50%外。至於在地區別方面，住在鎮（49.7%）或山地鄉（66.0%）者以家用的比例最高，

而住在市（60.4%）或鄉（38.4%）者則以「沒有」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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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受訪者每個月最入不敷出的支出情形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

地區別的分布情況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無 飲食 住宅 教育 交通 娛樂 醫藥費 照顧費 婚喪喜慶 家用 其它 

總計 1000 100.0 39.3 7.9 1.9 0.2 0.8 0.8 8.5 4.9 1.8 31.2 2.7 

性別 

男 453 45.3 41.1 7.3 2.2 0.4 0.4 1.3 9.7 4.4 1.5 29.4 2.2 

女 547 54.7 37.8 8.4 1.6 0 1.1 0.4 7.5 5.3 2.0 32.7 3.1 

年齡 

65−74歲 564 56.4 41.1 6.7 2.7 0.2 0.7 0.5 7.6 3.2 2.5 31.7 3.0 

75−84歲 321 32.1 35.8 9.0 0.9 0.3 1.2 1.2 10.0 5.6 1.2 32.4 2.2 

85歲及以上 115 11.5 40.0 10.4 0.9 0 0 0.9 8.7 11.3 0 25.2 2.6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47.9 7.0 2.1 0 0.8 0.6 7.0 5.1 1.5 24.8 3.2 

客家人 274 27.4 38.3 9.9 2.2 0.4 0.7 1.1 9.1 3.6 1.8 30.7 2.2 

外省人 57 5.7 54.4 7.0 1.8 0 0 1.8 12.3 7.0 0 15.8 0 

原住民 197 19.7 15.7 7.6 1.0 0.5 1.0 0.5 10.2 5.6 3.0 51.8 3.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45 14.5 35.2 6.2 0 0 0.7 0 10.3 8.3 2.8 33.1 3.4 

國小或識字 485 48.5 29.9 9.7 2.3 0 1.2 1.0 10.7 3.9 1.6 37.1 2.5 

國中 127 12.7 52.8 7.1 0.8 0 0.8 0.8 4.7 3.9 0.8 26.0 2.4 

高中 126 12.6 52.4 7.9 1.6 0 0 0.8 3.2 5.6 3.2 21.4 4.0 

專科或大學 109 10.9 54.1 2.8 4.6 1.8 0 0.9 7.3 5.5 0.9 20.2 1.8 

研究所或以上 8 0.8 62.5 12.5 0 0 0 0 0 0 0 25.0 0 

婚姻狀況 

未婚 20 2.0 30.0 25.0 0 0 5.0 5.0 0 0 0 35.0 0 

已婚 582 58.2 40.5 6.9 1.9 0.3 0.5 0.9 8.6 4.5 2.1 31.3 2.6 

分居 6 0.6 50.0 0 0 0 0 0 16.7 0 0 33.3 0 

離婚 33 3.3 42.4 6.1 12.1 0 0 0 9.1 0 0 27.3 3.0 

喪偶 347 34.7 36.9 9.2 1.2 0 1.2 0.6 8.9 6.3 1.7 30.8 3.2 

同居 8 0.8 50.0 0 0 0 0 0 0 0 0 50.0 0 

拒答 4 0.4 50.0 0 0 0 0 0 0 25.0 0 25.0 0 

地區別 

市 283 28.3 60.4 5.7 3.2 0 0.7 1.4 7.1 5.7 1.1 12.0 2.8 

鎮 147 14.7 10.9 13.6 1.4 0.7 0.7 0.7 8.2 8.8 5.4 49.7 0 

鄉 523 52.3 38.4 7.8 1.5 0.2 0.8 0.6 9.0 3.6 1.3 33.3 3.4 

山地鄉 47 4.7 10.6 4.3 0 0 2.1 0 12.8 2.1 0 66.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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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會活動狀況交叉分析 

表 3-21 為社會活動狀況交叉分析結果，由於此題為複選題，因此除了總計的一列

外，其它百分比以欄（直式）計算。此外，總計的一列以回應總數 2230 作為計算百分

比的分母。其它列則以人數作為計算百分比的分母。 

受訪者在過去三個月中，最常從事之休閒活動的前三名為（1）看報紙、雜誌、讀

書或小說、電視、（2）運動及（3）參加日照、據點活動。首先，在看報紙、雜誌、讀書

或小說、電視方面，男性（52.8%）的比例較高；年齡以 65−74歲者（58.8%）的比例最

高；籍別以閩南人（56.7%）的比例最高；學歷為國小或識字者（42.8%）的比例最高；

已婚者（65.6%）的比例最高；住在鄉者（49.6%）的比例最高。至於在運動方面，女性

（68.1%）的比例較高；年齡以 65−74歲者（46.6%）的比例最高；籍別以閩南人（45.3%）

的比例最高；學歷為國小或識字者（54.4%）的比例最高；已婚者（48.5%）的比例最高；

住在鄉者（56.7%）的比例最高。最後，在參加日照、據點活動方面，男性（52.2%）的

比例較高；年齡以 65−74歲者（61.8%）的比例最高；籍別以閩南人（56.6%）的比例最

高；學歷為國小或識字者（40.8%）的比例最高；已婚者（64.1%）的比例最高；住在市

（44.6%）或鄉者（44.6%）的比例相同而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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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受訪者在過去三個月中，最常從事之休閒活動，排序前三名在性別、年齡、

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複選題，回應總數 = 2230）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看報紙、雜誌、 

讀書或小說、電視 

運動 參加日照、

據點活動 

總計 1000 100.0 17.1 15.4 13.8 

性別 

男 453 45.3 52.8 31.9 52.2 

女 547 54.7 47.2 68.1 47.8 

年齡 

65−74歲 564 56.4 58.8 46.6 61.8 

75−84歲 321 32.1 28.9 43.3 28.3 

85歲及以上 115 11.5 12.3 10.1 9.9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56.7 45.3 56.6 

客家人 274 27.4 28.1 20.8 25.4 

外省人 57 5.7 7.6 5.2 9.0 

原住民 197 19.7 7.6 28.7 9.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45 14.5 11.8 17.9 7.0 

國小或識字 485 48.5 42.8 54.4 40.8 

國中 127 12.7 14.2 11.1 16.3 

高中 126 12.6 13.4 9.1 18.1 

專科或大學 109 10.9 16.3 7.2 16.0 

研究所或以上 8 0.8 1.6 0.3 1.7 

婚姻狀況 

未婚 20 2.0 2.6 0.7 2.3 

已婚 582 58.2 65.6 48.5 64.1 

分居 6 0.6 0.5 0.3 1.5 

離婚 33 3.3 2.9 2.0 3.5 

喪偶 347 34.7 27.6 48.5 28.3 

同居 8 0.8 0.8 0 0.3 

拒答 4 0.4 0 0 0 

地區別 

市 283 28.3 28.9 28.0 44.6 

鎮 147 14.7 20.7 5.9 8.2 

鄉 523 52.3 49.6 56.7 44.6 

山地鄉 47 4.7 0.8 9.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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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際往來與社會支持交叉分析 

表 3-22為人際往來與社會支持交叉分析結果，在性別方面，男性以配偶（41.3%）的比

例最高，其次為子女（38.6%）；女性則以子女（63.3%）的比例最高，其次是配偶（18.6%）。

在年齡而言，不論是 65−74歲者（41.0%）、75−84 歲者（63.2%）或 85歲及以上者（75.7%）

皆以子女的比例最高。在籍別而言，除了外省人以配偶（40.4%）的比例最高外，閩南

人（48.1%）、客家人（58.0%）及原住民（57.9%）皆以子女的比例最高。至於在地區別

方面，不論是市（51.6%）、鎮（54.4%）、鄉（51.6%）或山地鄉（53.2%），皆以子女的

比例最高。 

 

 



 

 

表 3-22、受訪者遇到困難時第一時間求助對象在性別、年齡、籍別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 

項目 樣本

數 

百分

比 

父母 配偶 子女 兄弟

姊妹 

孫子

女 

鄰居 朋友

（同

鄉） 

村里

幹事 

外籍

看護 

居家

照服

員 

宗教

團體 

社工

師 

志工 醫院

診所

工作

員 

拒答 無 其它 

總計 1000 100.0 0.1 28.9 52.1 4.4 0.3 1.9 2.3 0.6 1.1 0.2 0.4 0.1 0.3 0.2 0.1 5.6 1.4 

性別 

男 453 45.3 0 41.3 38.6 4.2 0 1.5 4.0 0.4 0.9 0.4 0.4 0.2 0.2 0 0 6.6 1.1 

女 547 54.7 0.2 18.6 63.3 4.6 0.5 2.2 0.9 0.7 1.3 0 0.4 0 0.4 0.4 0.2 4.8 0.2 

年齡 

65−74歲 564 56.4 0.2 38.7 41.0 5.7 0 2.0 3.4 0.9 0 0.2 0.4 0.2 0.4 0.2 0 6.0 1.1 

75−84歲 321 32.1 0 17.4 63.2 3.1 0.9 1.6 1.2 0.3 1.9 0 0.6 0 0 0.3 0.3 6.5 2.5 

85歲及以上 115 11.5 0 13.0 75.7 1.7 0 2.6 0 0 4.3 0.9 0 0 0.9 0 0 0.9 0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0 32.4 48.1 5.3 0.2 1.7 1.5 0.2 1.1 0 0.6 0 0.2 0.4 0 6.4 1.9 

客家人 274 27.4 0 27.7 58.0 1.8 0 0.7 2.9 1.1 1.1 0.4 0 0 0 0 0.4 5.1 0.7 

外省人 57 5.7 0 40.4 36.8 1.8 0 5.3 0 0 0 1.8 0 1.8 1.8 0 0 7.0 3.5 

原住民 197 19.7 0.5 18.8 57.9 6.6 1.0 3.0 4.1 1.0 1.5 0 0.5 0 0.5 0 0 4.1 0.5 

地區別 

市 283 28.3 0 26.5 51.6 6.0 0 1.1 1.4 0 1.4 0.7 0.4 0.4 0.7 0.4 0 6.7 2.8 

鎮 147 14.7 0.7 36.1 54.4 2.7 0 2.0 1.4 0.7 1.4 0 0 0 0 0 0 0.7 0 

鄉 523 52.3 0 29.1 51.6 3.8 0.4 2.3 3.1 0.6 0.8 0 0.6 0 0 0.2 0.2 6.5 1.0 

山地鄉 47 4.7 0 19.1 53.2 6.4 2.1 2.1 2.1 4.3 2.1 0 0 0 2.1 0 0 4.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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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對科技產品接受度和使用交叉分析 

表 3-23至表 3-25 為對科技產品接受度和使用交叉分析結果。表 3-23 顯示智慧型手

機對受訪者生活幫助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在性別方面，

男性以「還算有幫助」（32.2%）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完全沒幫助」（26.7%）;女性亦以

「還算有幫助」（32.9%）的比例最高，其次則是「完全沒幫助」（29.8%）。在年齡而言，

在 65−74 歲者「還算有幫助」（40.8%）的比例最高，而 75−84 歲者（38.0%）和 85 歲

及以上者（60.0%）則以「完全沒幫助」的比例最高。在籍別而言，閩南人（31.6%）、

客家人（32.8%）和原住民（37.1%）以「還算有幫助」的比例最高，而外省人在「非常

有幫助」（26.3%）和「完全沒幫助」（26.3%）的比例最高而且相同。在教育程度上，不

識字者以「完全沒幫助」（57.9%）的比例最高，國小或識字（35.7%）和國中（37.8%）

以「還算有幫助」的比例最高，而其它較高學歷者則以「非常有幫助」的比例最高。在

婚姻狀況方面，已婚者（33.7%）、離婚者（39.4%）及同居者（37.5%）以「還算有幫助」

的比例最高，喪偶者則以「完全沒幫助」（34.0%）的比例最高。至於在地區別方面，除

了住在鎮者以「完全沒幫助」（36.1%）的比例最高外，住在市（31.1%）、鄉（33.1%）

或山地鄉者（40.4%）皆以「還算有幫助」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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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智慧型手機對受訪者生活幫助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

地區別的分布情況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非常有幫助 還算有幫助 不太有幫助 完全沒幫助 拒答 

總計 1000 100.0 20.9 32.6 16.3 28.4 1.8 

性別 

男 453 45.3 24.1 32.2 15.5 26.7 1.5 

女 547 54.7 18.3 32.9 17.0 29.8 2.0 

年齡 

65−74歲 564 56.4 28.2 40.8 13.1 16.5 1.4 

75−84歲 321 32.1 14.0 25.2 19.9 38.0 2.8 

85歲及以上 115 11.5 4.3 13.0 21.7 60.0 0.9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24.2 31.6 18.0 25.8 0.4 

客家人 274 27.4 21.2 32.8 16.1 29.6 0.4 

外省人 57 5.7 26.3 24.6 22.8 26.3 0 

原住民 197 19.7 11.2 37.1 10.7 33.5 7.6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45 14.5 1.4 17.2 20.0 57.9 3.4 

國小或識字 485 48.5 14.6 35.7 16.9 30.7 2.1 

國中 127 12.7 29.1 37.8 15.7 15.7 1.6 

高中 126 12.6 37.3 34.1 14.3 13.5 0.8 

專科或大學 109 10.9 43.1 32.1 12.8 11.9 0 

研究所或以上 8 0.8 62.5 25.0 0 12.5 0 

婚姻狀況 

未婚 20 2.0 25.0 20.0 25.0 25.0 5.0 

已婚 582 58.2 25.1 33.7 14.3 25.4 1.5 

分居 6 0.6 33.3 16.7 33.3 16.7 0 

離婚 33 3.3 24.2 39.4 9.1 27.3 0 

喪偶 347 34.7 13.3 30.8 19.9 34.0 2.0 

同居 8 0.8 25.0 37.5 12.5 12.5 12.5 

拒答 4 0.4 0 50.0 0 50.0 0 

地區別 

市 283 28.3 28.3 31.1 17.0 23.7 0 

鎮 147 14.7 12.2 31.3 18.4 36.1 2.0 

鄉 523 52.3 19.9 33.1 16.4 27.7 2.9 

山地鄉 47 4.7 14.9 40.4 4.3 40.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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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 顯示受訪者對智慧穿戴裝置瞭解程度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

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在性別方面，男性以「完全不知道」（55.4%）的比例最高，

女性亦以「完全不知道」（64.2%）的比例最高。在年齡而言，不論在 65−74 歲者（49.8%）、

75−84 歲（70.1%）或 85 歲及以上者（83.5%）皆以「完全不知道」的比例最高。在籍

別而言，不論是閩南人（52.3%）、客家人（61.7%）、外省人（47.4%）或原住民（80.7%）

皆以「完全不知道」的比例最高。在教育程度上，專科或大學（53.2%）和研究所或以

上（50.0%）以「知道但沒有使用」的比例最高，其它學歷則以「完全不知道」的比例

最高。在婚姻狀況方面，不論是任何婚姻狀況，皆以「完全不知道」的比例最高，除了

分居者以「完全不知道」（50.0%）和「知道但沒有使用」（50.0%）的比例相同而且最高。

至於在地區別方面，不論是市（48.8%）、鎮（70.1%）、鄉（60.8%）或山地鄉（91.5%），

皆以「完全不知道」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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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受訪者對智慧穿戴裝置瞭解程度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

地區別的分布情況 

項目 樣本

數 

百分比 完全不知道 聽過 

但不知道用途 

知道 

但沒有使用 

有在使用 拒答 

總計 1000 100.0 60.2 11.7 23.9 4.0 0.2 

性別 

男 453 45.3 55.4 11.3 28.9 4.4 0 

女 547 54.7 64.2 12.1 19.7 3.7 0.4 

年齡 

65−74歲 564 56.4 49.8 13.1 31.0 5.9 0.2 

75−84歲 321 32.1 70.1 11.8 15.9 1.9 0.3 

85歲及以上 115 11.5 83.5 4.3 11.3 0.9 0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52.3 13.6 28.8 5.3 0 

客家人 274 27.4 61.7 14.2 19.7 3.6 0.7 

外省人 57 5.7 47.4 8.8 42.1 1.8 0 

原住民 197 19.7 80.7 4.6 12.7 2.0 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45 14.5 88.3 5.5 4.8 0.7 0.7 

國小或識字 485 48.5 72.6 8.7 17.1 1.6 0 

國中 127 12.7 42.5 18.9 32.3 5.5 0.8 

高中 126 12.6 38.1 18.3 36.5 7.1 0 

專科或大學 109 10.9 18.3 17.4 53.2 11.0 0 

研究所或以上 8 0.8 0 12.5 50.0 37.5 0 

婚姻狀況 

未婚 20 2.0 55.0 10.0 35.0 0 0 

已婚 582 58.2 52.4 13.6 29.2 4.8 0 

分居 6 0.6 50.0 0 50.0 0 0 

離婚 33 3.3 60.6 9.1 24.2 6.1 0 

喪偶 347 34.7 74.1 8.6 14.1 2.6 0.6 

同居 8 0.8 37.5 25.0 25.0 12.5 0 

拒答 4 0.4 75.0 25.0 0 0 0 

地區別 

市 283 28.3 48.8 8.8 34.6 7.8 0 

鎮 147 14.7 70.1 13.6 14.3 2.0 0 

鄉 523 52.3 60.8 13.6 22.9 2.3 0.4 

山地鄉 47 4.7 91.5 2.1 0 6.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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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顯示受訪者對智慧居家監測服務瞭解程度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

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在性別方面，男性以「完全不知道」（63.6%）的比例最

高，其次為「知道但沒有使用」（24.1%）;女性亦以「完全不知道」（72.6%）的比例最

高，其次則是「知道但沒有使用」（16.8%）。在年齡而言，不論在 65−74 歲者（59.4%）、

75−84 歲（77.9%）或 85 歲及以上者（87.0%）皆以「完全不知道」的比例最高。在籍

別而言，不論是閩南人（60.8%）、客家人（74.1%）、外省人（59.6%）或原住民（81.7%）

皆以「完全不知道」的比例最高。在教育程度上，專科或大學（47.7%）和研究所或以

上（62.5%）以「知道但沒有使用」的比例最高，其它學歷則以「完全不知道」的比例

最高。在婚姻狀況方面，不論是任何婚姻狀況，皆以「完全不知道」的比例最高。至於

在地區別方面，不論是市（60.4%）、鎮（73.5%）、鄉（69.4%）或山地鄉（91.5%），皆

以「完全不知道」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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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受訪者對智慧居家監測服務瞭解程度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

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 

項目 樣本

數 

百分

比 

完全不知

道 

聽過 

但不知道用途 

知道 

但沒有使

用 

有在使

用 

拒

答 

總計 1000 100.0 68.5 9.0 20.1 2.3 0.1 

性別 

男 453 45.3 63.6 10.2 24.1 2.2 0 

女 547 54.7 72.6 8.0 16.8 2.4 0.2 

年齡 

65−74歲 564 56.4 59.4 11.5 27.3 1.8 0 

75−84歲 321 32.1 77.9 6.9 11.5 3.4 0.3 

85歲及以上 115 11.5 87.0 2.6 8.7 1.7 0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60.8 10.6 24.8 3.8 0 

客家人 274 27.4 74.1 8.4 16.4 0.7 0.4 

外省人 57 5.7 59.6 7.0 29.8 3.5 0 

原住民 197 19.7 81.7 6.6 11.2 0.5 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45 14.5 92.4 2.8 2.8 1.4 0.7 

國小或識字 485 48.5 79.0 6.6 12.6 1.9 0 

國中 127 12.7 53.5 12.6 31.5 2.4 0 

高中 126 12.6 52.4 11.9 31.0 4.8 0 

專科或大學 109 10.9 30.3 19.3 47.7 2.8 0 

研究所或以上 8 0.8 12.5 25.0 62.5 0 0 

婚姻狀況 

未婚 20 2.0 55.0 5.0 40.0 0 0 

已婚 582 58.2 62.2 11.3 24.1 2.4 0 

分居 6 0.6 66.7 16.7 16.7 0 0 

離婚 33 3.3 72.7 6.1 21.2 0 0 

喪偶 347 34.7 79.8 4.9 12.4 2.6 0.3 

同居 8 0.8 50.0 25.0 25.0 0 0 

拒答 4 0.4 75.0 25.0 0 0 0 

地區別 

市 283 28.3 60.4 4.9 30.0 4.6 0 

鎮 147 14.7 73.5 14.3 12.2 0 0 

鄉 523 52.3 69.4 9.8 18.7 1.9 0.2 

山地鄉 47 4.7 91.5 8.5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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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社會福利了解及使用狀況交叉分析 

表 3-26至表 3-28 為社會福利了解及使用狀況交叉分析結果。表 3-26 顯示受訪者有

使用福利服務（經濟扶助及安置頤養的項目）的情形在性別、年齡、籍別和地區別的分

布情況。由於此表格的資料為多個題目合併而成，因此百分比以欄（直式）計算。 

在經濟扶助及安置頤養的 10個項目中，以「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3.2%）的使

用比例最高，其次為「醫療及看護補助」（3.0%）。以下描述分別針對以上兩項進行。首

先，在「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方面，男性（56.3%）的比例較高；年齡以 65−74歲

者（59.4%）的比例最高；籍別以閩南人（43.8%）的比例最高；住在鄉者（46.9%）的

比例最高。另外，在「醫療及看護補助」方面，女性（63.3%）的比例亦較高；年齡以

65−74歲者（43.3%）的比例也是最高；籍別以原住民（50.0%）的比例最高；住在鄉者

（40.0%）的比例最高。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中低收入

老人生活

津貼 

中低收入

身心障礙

生活補助 

中低收入

老人特別

照顧津貼 

醫療及看

護補助 

假牙裝置

補助 

住宅修繕

補助 

房屋租金

補貼 

長期照護

機構服務 

公費安養 身心障礙

住宿式照

顧補助 

總計 1000 100.0 3.2 2.0 1.0 3.0 1.1 0.3 0.1 1.3 0.5 0.3 

性別 

男 453 45.3 56.3 55.0 50.0 36.7 45.5 0 0 46.2 60.0 33.3 

女 547 54.7 43.8 45.0 50.0 63.3 54.5 100.0 100.0 53.8 40.0 66.7 

年齡 

65−74歲 564 56.4 59.4 90.0 70.0 43.3 63.6 66.7 0 38.5 60.0 66.7 

75−84歲 321 32.1 25.0 5.0 10.0 40.0 27.3 0 100.0 30.8 0 33.3 

85歲及以上 115 11.5 15.6 5.0 20.0 16.7 9.1 33.3 0 30.8 40.0 0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43.8 30.0 0 33.3 27.3 0 100.0 23.1 20.0 0 

客家人 274 27.4 12.5 30.0 20.0 16.7 9.1 0 0 23.1 40.0 66.7 

外省人 57 5.7 9.4 5.0 10.0 0 9.1 0 0 7.7 20.0 0 

原住民 197 19.7 34.4 35.0 70.0 50.0 54.5 100.0 0 46.2 20.0 33.3 

地區別 

市 283 28.3 43.8 35.0 30.0 30.0 9.1 0 100.0 7.7 20.0 0 

鎮 147 14.7 6.3 15.0 10.0 26.7 9.1 0 0 46.2 40.0 33.3 

鄉 523 52.3 46.9 40.0 60.0 40.0 36.4 66.7 0 38.5 40.0 66.7 

山地鄉 47 4.7 3.1 10.0 0 3.3 45.5 33.3 0 7.7 0 0 

表 3-26、受訪者福利服務（經濟扶助及安置頤養）使用情形在性別、年齡、籍別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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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7顯示受訪者有使用福利服務（居家與社區照顧）的情形在性別、年齡、籍別和地

區別的分布情況。由於此表格的資料為多個題目合併而成，因此百分比以欄（直式）計算。 

在居家與社區照顧的 20個項目中，以「愛心乘車卡」（44.3%）的使用比例最高，其次為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28.5%）。以下描述分別針對以上兩項進行。首先，在「愛心乘車卡」

方面，女性（50.8%）的比例較高；年齡以 65−74 歲者（62.5%）的比例最高；籍別以閩南人

（59.1%）的比例最高；住在鄉者（53.3%）的比例最高。另外，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方

面，女性（63.9%）的比例亦較高；年齡以 65−74 歲者（51.2%）的比例也是最高；籍別以閩

南人（53.0%）的比例最高；住在鄉者（55.8%）的比例最高。 



 

 

表 3-27、受訪者福利服務（居家與社區照顧）使用情形在性別、年齡、籍別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 

項
目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居
家
照
顧
服
務 

 

居
家
護
理
服
務 

復
能
照
護
服
務 

日
間
照
顧
服
務 

小
規
模
多
機
能
服
務 

家
庭
托
顧
服
務 

社
區
整
合
型
個
管
服
務 

營
養
餐
食
服
務 

緊
急
救
援
連
線
服
務 

交
通
接
送
服
務 

愛
心
乘
車
卡 

輔
具
服
務
及
無
障
礙
環
境
改
善 

喘
息
服
務 

家
庭
照
顧
者
支
持
服
務 

失
智
症
團
體
家
屋
服
務 

走
失
手
鍊 

文
化
健
康
站 

社
區
照
顧
關
懷
據
點 

長
青
大
學 

樂
齡
大
學 

總計 1000 100.0 4.6 1.6 1.2 0.8 0.4 0.3 2.8 2.3 0.9 2.6 44.3 1.4 0.7 0.9 0.4 0.6 8.4 28.5 2.2 4.3 

性別 

男 453 45.3 47.8 43.8 58.3 62.5 75.0 66.7 42.9 30.4 33.3 50.0 49.2 35.7 42.9 44.4 50.0 83.3 31.0 36.1 50.0 37.2 

女 547 54.7 52.2 56.3 41.7 37.5 25.0 33.3 57.1 69.6 66.7 50.0 50.8 64.3 57.1 55.6 50.0 16.7 69.0 63.9 50.0 62.8 

年齡 

65−74歲 564 56.4 39.1 50.0 66.7 25.0 50.0 66.7 57.1 34.8 44.4 42.3 62.5 35.7 42.9 44.4 75.0 33.3 58.3 51.2 72.7 81.4 

75−84歲 321 32.1 41.3 37.5 25.0 37.5 25.0 0 21.4 47.8 44.4 38.5 28.7 42.9 14.3 44.4 0.0 33.3 33.3 40.0 13.6 11.6 

85歲及以上 115 11.5 19.6 12.5 8.3 37.5 25.0 33.3 21.4 17.4 11.1 19.2 8.8 21.4 42.9 11.1 25.0 33.3 8.3 8.8 13.6 7.0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28.3 12.5 16.7 37.5 25.0 33.3 7.1 21.7 44.4 19.2 59.1 42.9 14.3 33.3 25.0 50.0 1.2 53.0 54.5 58.1 

客家人 274 27.4 13.0 12.5 16.7 25.0 25.0 33.3 10.7 21.7 22.2 7.7 24.2 21.4 28.6 11.1 25.0 16.7 2.4 27.0 22.7 32.6 

外省人 57 5.7 8.7 12.5 8.3 12.5 25.0 33.3 3.6 8.7 11.1 7.7 6.8 7.1 14.3 22.2 25.0 33.3 1.2 7.4 18.2 7.0 

原住民 197 19.7 50.0 62.5 58.3 25.0 25.0 0 78.6 47.8 22.2 65.4 9.9 28.6 42.9 33.3 25.0 0.0 95.2 12.6 4.5 2.3 

地區別 

市 283 28.3 34.8 31.3 25.0 25.0 25.0 33.3 17.9 21.7 22.2 30.8 37.2 28.6 42.9 22.2 25.0 50.0 1.2 38.9 68.2 39.5 

鎮 147 14.7 10.9 12.5 16.7 25.0 25.0 0 10.7 13.0 0 19.2 8.4 14.3 0.0 11.1 0 0 13.1 1.4 9.1 2.3 

鄉 523 52.3 52.2 50.0 58.3 37.5 50.0 66.7 71.4 47.8 55.6 50.0 53.3 57.1 57.1 66.7 75.0 50.0 60.7 55.8 22.7 58.1 

山地鄉 47 4.7 2.2 6.3 0 12.5 0 0 0 17.4 22.2 0 1.1 0 0 0 0 0 25.0 3.9 0 0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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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顯示受訪者對花蓮縣政府所提供之福利措施整體滿意度在性別、年齡、籍別、教

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在性別方面，男性以「還算滿意」（57.0%）的比例

最高，女性亦以「還算滿意」（54.5%）的比例最高。在年齡而言，不論 65−74歲者（56.7%）、

75−84歲者（56.4%）或 85 歲及以上者（47.8%）皆以「還算滿意」的比例最高。在籍別而言，

不論是閩南人（53.2%）、客家人（52.2%）、外省人（54.4%）或原住民（66.5%）皆以「還算

滿意」的比例最高。在教育程度上，不論是任何程度，皆以「還算滿意」的比例最高。在婚姻

狀況方面，也是不論是任何婚姻狀況，皆以「還算滿意」的比例最高。至於在地區別方面，

不論是市（50.2%）、鎮（55.8%）、鄉（56.8%）或山地鄉（74.5%），皆以「還算滿意」的比例

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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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受訪者對花蓮縣政府所提供之福利措施整體滿意度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

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 

項目 樣本

數 

百分

比 

很滿意 還算滿意 不太滿意 很不滿意 無意見/

很難說 

總計 1000 100.0 17.0 55.6 5.7 1.7 19.2 

性別 

男 453 45.3 16.6 57.0 5.5 1.1 19.2 

女 547 54.7 17.4 54.5 5.9 2.2 19.2 

年齡 

65−74歲 564 56.4 16.7 56.7 5.9 2.0 17.9 

75−84歲 321 32.1 16.2 56.4 5.6 1.6 19.6 

85歲及以上 115 11.5 20.9 47.8 5.2 0.9 24.3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16.5 53.2 6.6 1.3 21.6 

客家人 274 27.4 15.0 52.2 4.0 1.5 25.9 

外省人 57 5.7 24.6 54.4 5.3 5.3 10.5 

原住民 197 19.7 18.8 66.5 6.1 2.0 6.6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45 14.5 16.6 52.4 5.5 0.7 24.1 

國小或識字 485 48.5 17.3 56.7 5.6 1.9 17.9 

國中 127 12.7 18.1 55.1 7.1 2.4 15.7 

高中 126 12.6 15.9 57.1 3.2 0.8 22.2 

專科或大學 109 10.9 16.5 53.2 8.3 2.8 18.3 

研究所或以上 8 0.8 12.5 62.5 0 0 25.0 

婚姻狀況 

未婚 20 2.0 10.0 50.0 15.0 5.0 20.0 

已婚 582 58.2 17.4 57.2 4.8 1.0 18.6 

分居 6 0.6 0 50.0 0 16.7 33.3 

離婚 33 3.3 6.1 51.5 12.1 6.1 24.2 

喪偶 347 34.7 18.2 54.2 6.3 1.7 19.0 

同居 8 0.8 25.0 37.5 0 12.5 25.0 

拒答 4 0.4 0 50.0 0 0 50.0 

地區別 

市 283 28.3 15.5 50.2 8.8 1.8 22.6 

鎮 147 14.7 6.8 55.8 5.4 4.1 27.2 

鄉 523 52.3 20.5 56.8 4.4 1.0 16.6 

山地鄉 47 4.7 19.1 74.5 2.1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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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生活期望交叉分析 

表 3-29 至表 3-32 為生活期望交叉分析結果，表 3-29 顯示受訪者對目前的整體生活滿意

度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在性別方面，男性以「還

算滿意」（56.3%）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很滿意」（33.3%）；女性亦以「還算滿意」（52.1%）

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很滿意」（38.6%）。在年齡而言，在 65−74歲者（55.0%）、75−84歲者

（51.4%）和 85歲及以上者（56.5%）以「還算滿意」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很滿意」。在籍

別而言，不論是閩南人（57.6%）、客家人（49.6%）、外省人（56.1%）或原住民（50.8%）的

就醫以「還算滿意」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很滿意」。在教育程度上，除了研究所或以上（50.0%）

以「很滿意」的比例最高外，其餘皆以「還算滿意」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很滿意」。在婚姻

狀況方面，不論是任何婚姻狀況，皆以「還算滿意」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很滿意」。至於在

地區別方面，除了山地鄉以「很滿意」（59.6%）的比例最高外，住在市（59.7%）、鎮（55.1%）

或鄉（52.6%）者皆以「還算滿意」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很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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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9、受訪者對目前的整體生活滿意度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

別的分布情況 

項目 樣本

數 

百分

比 

很滿意 還算滿意 不太滿意 很不滿意 無意見/

很難說 

總計 1000 100.0 36.2 54.0 5.7 0.9 2.7 

性別 

男 453 45.3 33.3 56.3 6.2 1.1 2.6 

女 547 54.7 38.6 52.1 5.3 0.7 2.7 

年齡 

65−74歲 564 56.4 35.6 55.0 6.0 0.5 2.1 

75−84歲 321 32.1 36.8 51.4 5.6 1.6 4.4 

85歲及以上 115 11.5 37.4 56.5 4.3 0.9 0.9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35.0 57.6 5.3 0.4 1.1 

客家人 274 27.4 37.2 49.6 5.5 1.5 5.8 

外省人 57 5.7 36.8 56.1 7.0 0 0 

原住民 197 19.7 37.6 50.8 6.6 1.5 3.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45 14.5 38.6 51.7 6.9 0.7 2.1 

國小或識字 485 48.5 36.5 51.8 6.6 1.2 3.3 

國中 127 12.7 34.6 55.1 5.5 1.6 2.4 

高中 126 12.6 38.9 55.6 2.4 0 2.4 

專科或大學 109 10.9 29.4 65.1 3.7 0 1.8 

研究所或以上 8 0.8 50.0 37.5 12.5 0 0 

婚姻狀況 

未婚 20 2.0 25.0 55.0 20.0 0 0 

已婚 582 58.2 36.1 56.0 4.1 0.5 2.6 

分居 6 0.6 33.3 66.7 0 0 0 

離婚 33 3.3 33.3 39.4 21.2 0.0 6.1 

喪偶 347 34.7 37.5 51.6 6.1 1.7 2.9 

同居 8 0.8 25.0 62.5 12.5 0 0 

拒答 4 0.4 50.0 50.0 0 0 0 

地區別 

市 283 28.3 30.0 59.7 6.0 1.4 1.8 

鎮 147 14.7 32.0 55.1 8.8 0.7 2.7 

鄉 523 52.3 38.6 52.6 4.8 0.4 3.4 

山地鄉 47 4.7 59.6 31.9 4.3 4.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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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0顯示受訪者最希望的居住安排方式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

地區別的分布情況。在性別方面，男性以「獨居或與配偶居住」（54.1%）的比例最高，其次

為「與子女同住」（33.6%）；女性則與男性的情況相反，以「與子女同住」（51.4%）的比例最

高，其次是「獨居或與配偶居住」（35.8%）。在年齡而言，在 65−74歲者（48.0%）以「獨居

或與配偶居住」（48.0%）的比例最高，75−84 歲者（48.0%）和 85歲及以上者（60.0%）以「與

子女同住」的比例最高。在籍別而言，閩南人（44.1%）和外省人（52.6%）以「獨居或與配

偶居住」（48.0%）的比例最高；客家人（47.4%）和原住民（45.7%）則「與子女同住」的比

例最高。在教育程度上，不識字（66.2%）或國小或識字者（46.6%）以「與子女同住」的比

例最高；高中（60.3%）或專科或大學學歷者（64.2%）則以「獨居或與配偶居住」的比例最

高；國中（44.9%）或研究所或以上（37.5%）皆以「獨居或與配偶居住」和「與子女同住」

的比例相同，並且較高。在婚姻狀況方面，喪偶者（60.5%）以「與子女同住」的比例最高；

同居者以「獨居或與配偶居住」和「與子女同住」（37.5%）的比例相同，並且較高；其它的

婚姻狀況皆以「獨居或與配偶居住」的比例最高。至於在地區別方面，除了住在市以「獨居

或與配偶居住」（50.5%）的比例最高外，住在鎮（44.9%）、鄉（45.5%）或山地鄉（46.8%）

者皆以「與子女同住」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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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0、受訪者最希望的居住安排方式在性別、年齡、籍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地區別

的分布情況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獨居或與配偶居住 與子女同住 和親友同住 住在照護機構 拒答 

總計 1000 100.0 44.1 43.3 2.8 6.0 1.6 

性別 

男 453 45.3 54.1 33.6 3.1 5.1 2.0 

女 547 54.7 35.8 51.4 2.6 6.8 1.3 

年齡 

65−74歲 564 56.4 48.0 37.2 3.0 6.6 2.5 

75−84歲 321 32.1 40.8 48.0 2.8 6.2 0.6 

85歲及以上 115 11.5 33.9 60.0 1.7 2.6 0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44.1 40.7 2.5 7.2 1.7 

客家人 274 27.4 42.7 47.4 2.2 4.7 1.5 

外省人 57 5.7 52.6 36.8 0 10.5 0 

原住民 197 19.7 43.7 45.7 5.1 3.6 2.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45 14.5 22.1 66.2 4.1 5.5 2.1 

國小或識字 485 48.5 41.9 46.6 2.3 4.5 2.3 

國中 127 12.7 44.9 44.9 3.9 4.7 0 

高中 126 12.6 60.3 20.6 3.2 11.9 0.8 

專科或大學 109 10.9 64.2 22.9 1.8 7.3 0.9 

研究所或以上 8 0.8 37.5 37.5 0 12.5 0 

婚姻狀況 

未婚 20 2.0 55.0 0 5.0 20.0 20.0 

已婚 582 58.2 53.6 34.5 2.6 5.2 1.4 

分居 6 0.6 66.7 33.3 0 0 0 

離婚 33 3.3 45.5 39.4 3.0 12.1 0 

喪偶 347 34.7 27.7 60.5 2.6 6.3 1.2 

同居 8 0.8 37.5 37.5 25.0 0.0 0 

拒答 4 0.4 0 100.0 0 0.0 0 

地區別 

市 283 28.3 50.5 37.8 2.1 4.6 0.7 

鎮 147 14.7 42.9 44.9 4.1 2.0 5.4 

鄉 523 52.3 40.9 45.5 2.9 7.8 1.1 

山地鄉 47 4.7 44.7 46.8 2.1 6.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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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顯示受訪者最在意或擔心的事情在性別、年齡、籍別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在性

別方面，男性以「自己健康」（52.8%）的比例最高，其次為「配偶健康」（14.3%）；女性亦以

「自己健康」（63.8%）的比例最高，其次是「無」（14.1%）。在年齡而言，在 65−74歲者（58.7%）、

75−84歲者（58.6%）和 85 歲及以上者（60.0%）以「自己健康」的比例最高。在籍別而言，

不論是閩南人（51.5%）、客家人（62.8%）、外省人（49.1%）或原住民（73.6%）皆以「自己

健康」的比例最高。至於在地區別方面，不論是市（42.0%）、鎮（66.0%）、鄉（64.6%）或山

地鄉（72.3%），皆以「自己健康」的比例最高。 



 

 

表 3-31、受訪者最在意或擔心的事情在性別、年齡、籍別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自己 

健康 

自己因失能或失

智的照顧 

配偶 

健康 

配偶因失能或

失智的照顧 

自己被送去安

養護機構 

子女

照顧 

父母

照顧 

經濟 

來源 

居

住 

交

通 

人身

安全 

往生後事

處理 

其

它 

無 

總計 1000 100.0 58.8 5.0 9.6 0.5 1.8 0.8 0.3 7.0 0.1 0.1 0.7 0.5 1.5 13.3 

性別 

男 453 45.3 52.8 4.6 14.3 0.7 1.3 0.7 0.4 9.5 0.2 0 1.1 0.4 1.5 12.4 

女 547 54.7 63.8 5.3 5.7 0.4 2.2 0.9 0.2 4.9 0 0.2 0.4 0.5 1.5 14.1 

年齡 

65−74歲 564 56.4 58.7 5.9 10.1 0.5 1.4 0.9 0.5 7.1 0.2 0 0.9 0.4 1.6 11.9 

75−84歲 321 32.1 58.6 4.7 10.3 0.6 2.2 0.6 0 6.5 0 0.3 0.3 0.6 1.6 13.7 

85 歲及以上 115 11.5 60.0 1.7 5.2 0 2.6 0.9 0 7.8 0 0 0.9 0.9 0.9 19.1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51.5 6.6 13.3 0.6 1.7 0.8 0.4 7.6 0.2 0.2 0.8 0.4 2.1 13.6 

客家人 274 27.4 62.8 3.6 7.3 0.7 2.2 0.4 0 4.7 0 0 0 0.4 1.1 16.8 

外省人 57 5.7 49.1 10.5 10.5 0 1.8 3.5 1.8 5.3 0 0 1.8 0 3.5 12.3 

原住民 197 19.7 73.6 1.5 3.6 0 1.5 0.5 0 9.1 0 0 1.0 1.0 0 8.1 

地區別 

市 283 28.3 42.0 9.2 8.5 0.7 3.5 0.7 0.4 12.4 0 0.4 1.4 0.7 2.8 17.3 

鎮 147 14.7 66.0 4.1 4.8 0.7 0.7 0.7 0.7 8.8 0 0 0 0.7 0.7 12.2 

鄉 523 52.3 64.6 3.3 11.5 0.4 1.3 0.8 0.2 3.4 0.2 0 0.4 0.4 1.1 12.4 

山地鄉 47 4.7 72.3 2.1 10.6 0 0 2.1 0 8.5 0 0 2.1 0 0 2.1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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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顯示受訪者最期望的事情在性別、年齡、籍別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在性別方面，

男性以「身體健康」（72.0%）的比例最高；女性亦以「身體健康」（75.5%）的比例最高。在

年齡而言，在 65−74歲者（75.2%）、75−84歲者（73.5%）和 85歲及以上者（68.7%）以「身

體健康」的比例最高。在籍別而言，不論是閩南人（74.2%）、客家人（70.4%）、外省人（73.7%）

或原住民（78.2%）皆以「身體健康」的比例最高。至於在地區別方面，不論是市（68.2%）、

鎮（71.4%）、鄉（76.7%）或山地鄉（85.1%），皆以「身體健康」的比例最高。 



 

 

表 3-32、受訪者最期望的事情在性別、年齡、籍別和地區別的分布情況 

項目 樣本

數 

百分

比 

身體

健康 

經常外

出旅遊 

良好居

住環境 

過與自己興

趣相符生活 

有人細心

照顧起居

生活 

治安

良好

安全 

能與家

人團圓

和樂 

經濟

無虞 

住到理

想的安

養院 

經常參加宗

教修行活動

的生活 

經常從事

志願服務

的生活 

其

它 

無 

總計 1000 100.0 73.9 1.7 0.4 0.8 0.8 0.5 2.8 5.1 0.3 0.3 0.3 1.0 12.1 

性別 

男 453 45.3 72.0 2.4 0.7 0.2 0.2 0.7 2.2 7.1 0.2 0.4 0.2 1.1 12.6 

女 547 54.7 75.5 1.1 0.2 1.3 1.3 0.4 3.3 3.5 0.4 0.2 0.4 0.9 11.7 

年齡 

65−74歲 564 56.4 75.2 2.3 0.7 0.7 0.5 0.5 2.0 4.8 0.4 0.4 0.2 1.8 10.6 

75−84歲 321 32.1 73.5 1.2 0.0 0.9 0.6 0.3 5.0 4.4 0.0 0.3 0.3 0.0 13.4 

85 歲及以上 115 11.5 68.7 0.0 0.0 0.9 2.6 0.9 0.9 8.7 0.9 0.0 0.9 0.0 15.7 

籍別 

閩南人 472 47.2 74.2 2.5 0.6 1.3 0.2 0.6 3.8 5.7 0.4 0.6 0.4 1.5 8.1 

客家人 274 27.4 70.4 1.5 0.0 0.4 1.1 0.7 1.8 2.2 0.4 0.0 0.4 0.4 20.8 

外省人 57 5.7 73.7 0.0 0.0 0.0 0.0 0.0 0.0 8.8 0.0 0.0 0.0 3.5 14.0 

原住民 197 19.7 78.2 0.5 0.5 0.5 2.0 0.0 2.5 6.6 0.0 0.0 0.0 0.0 9.1 

地區別 

市 283 28.3 68.2 0.7 0.0 1.4 0.0 0.0 4.6 11.7 0.0 0.0 1.1 2.1 10.2 

鎮 147 14.7 71.4 1.4 0.0 0.0 0.7 0.7 2.0 2.0 0.7 0.0 0.0 0.0 21.1 

鄉 523 52.3 76.7 2.5 0.6 0.8 1.1 0.8 2.1 2.1 0.4 0.6 0.0 0.8 11.7 

山地鄉 47 4.7 85.1 0.0 2.1 0.0 2.1 0.0 2.1 8.5 0.0 0.0 0.0 0.0 0.0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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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焦點團體訪談結果分析 

根據三場分別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部落文化健康站及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所進行

的焦點團體訪談分析。訪談對象年齡介乎於 65 至 94歲，訪談地點分別為花蓮縣福興村

長壽俱樂部、花蓮縣秀林鄉格督善文化健康站以及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日間照顧中心。

共 28名受訪長者。分為三組進行，每組 8至 11 人，訪談時間約 45 分鐘至 1小時 15分

鐘。 

以下為以五點訪談大綱題項進行彙整的質性訪談結果，編碼○A 代表訪談場地為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編碼○B 訪談地點為文化健康站、編碼○C 訪談地點為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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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您目前有使用哪些福利服務？ 

受訪者所使用之福利服務：居家照顧服務、復康巴士、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文化健

康站、營養餐食服務、居家復能服務、老人年金、原住民給付、愛心乘車卡、假牙補助、

老花眼鏡補助、修繕補助、重陽節敬老禮金、流感疫苗接種。 

受訪者敘述如下： 

1. 他們後面有一對夫妻，洗澡有門諾還是哪裡來，我不太知道，不過每個禮拜來

幾次幫他洗澡，洗好還會帶他出去散步（居家照顧服務）。○A  

2. 我和我兒子住，他可能知道（復康巴士）啦，這裡都有人在用啦，我都給囝仔

載啦，囝仔也是剛退休沒多久。○A  

3. 交通車、復康巴士，不過那個要貼一點錢，貼一點而已啦，幾十塊而已啦，看

里程啦，里程很遠較人家載也不好。○A  

4. 嘿啦! （這個據點）這也是衛生所和學校來配合的，也不錯啦！。○A  

5. 我之前手斷掉，他一個禮拜到家裡兩次（做復健）。○A  

6. 我們是原住民，原住民 55以上有 3600 老人津貼、文健站。○B  

7. 有一些福利像悠遊卡那些，我們老人家都不會用，要怎麼用都不會，去別的地

方也不知道怎麼用，去別的文健站的人才說「我帶你去台北，你有沒有老人卡，

那個可以坐車，可以半價，但是要儲值」，在儲值的方面我們也不曉得怎麼用，

就是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B  

8. 這邊有配眼鏡、假牙，假牙要先付錢，申請下來再給錢，可是我們沒有錢先做

牙齒。眼鏡是不要錢，每年都來這個還不錯，一年一次，老花眼鏡。○B  

9. 有的有用修繕的補助，有的沒有，但是大部分都沒有用，因為我們自己還可以

動，就不麻煩人家了。○B  

10. 我們也搞不清楚，文健站來了就好，嘻嘻哈哈上課，早上來上課、像小學，運

動、運動、運動，還有中午吃飯。○B  

11. 在部落吃飯中午來這邊吃，晚上我們自己煮，我們沒有用送餐服務。我在這裡

（文健站）把剩下的包回去，晚上繼續吃這樣，這邊少吃一點再帶回家。○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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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老人津貼啦，本來三千塊啦，馬英九的時候又增加五百，現在是三千五啦。○C  

13. 米啦，米給三次，一年給三次，重陽節還有五百塊（敬老金）。○C  

14. 有有有，我有用假牙補助，好像我小孩幫我申請的，她在那個…榮民之家上班

啦，她都知道啦。○C  

15. 衛生所公衛護理師都會來，都會來這邊量血壓，流感疫苗我們在這邊，老師就

叫我們要打，我們花蓮醫院就有打了，他有通知，住的地方就沒有。○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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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沒有使用的原因？ 

受訪者沒有使用福利服務的原因：申請津貼條件嚴峻（僅有房子但無現金，低收入

戶身分無法核准。）、已領有某些補助、付不起、需要事先預約，無法即時取得服務、

生活起居由子女代勞、沒有興趣、宣導不夠、未接收訊息、不知道如何使用、子女離世，

未有人協助。 

受訪者敘述如下： 

1. （你聽過復康巴士嗎？）有啦，我小叔都有叫那個來在，他說就要提早叫，很

不方便，不是隨叫隨到的啦，都要提早要排時間這樣。○A  

2. （復康巴士）那個一個禮拜就要申請，很多人啦，突然臨時臨後（突然即時）

要怎麼申請阿，就沒有車坐了阿。○A  

3. 我都用推的而已啊，如果要去醫院都兒子載，都去衛生所而已啦！○A  

4. 囝仔載比較快啦，我們都是囝仔載啦。○A  

5. 我曾要申請低收入戶啦，但是申請沒有過，沒有財產有房子而已。○A  

6. （有外勞有喘息服務知道嗎？）啥？（有人來陪你外勞去放假）外勞就最自由

了阿！要放什麼？（阿嬤你的外勞每個禮拜有放假嗎？）沒有。（可以申請居

家照顧服務來顧，讓你的外勞放假），那個我們也不會用啊。○A  

7. （不參與社區據點原因）他就沒興趣阿。○A  

8. 政府雖然說一些福利給我們老人家，但宣導不夠，我們訊息就沒有了，我們都

不曉得。○B  

9. 愛心乘車卡的宣傳不夠，交通的愛心卡我們都不曉得怎麼用，我們在這邊訊息

不夠，也都不知道。○B  

10. 長照喔，像政府去家裡，我去你家三個小時要付錢給她，這樣我們用還要錢，

這樣不太可以，這樣不算福利，可是我們沒有賺錢，要拿什麼東西給人家？一

小時三百元來還得了，一天兩三百元我們沒有錢可以拿阿，照顧半天三百四百，

怎麼付得起啊！○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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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果長照可以不用錢最好，因為我們沒有收入，老人津貼 3600 不夠，水電還

買瓦斯就沒了，還吃什麼飯，現在我們孩子都不在身邊，像我三個孩子都在台

北，一個月不到五萬塊還要付房租，哪有剩下的錢，沒有了啦！○B  

12. 衛生所報名去家裡幫你洗澡、煮飯，看你自己兩三百元就好。像我手韌帶斷掉，

開了兩次刀，骨頭都老化了，家裡環境不好啦，要申請低收入戶，鄉公所說「你

有房子、你有地」，但是那個房子有什麼用？也不能吃啊！那個地就剩一些，

就不能申請了。○B  

13. 我沒有老人津貼，我是吃公家的，軍人退伍沒有老人津貼。○C  

14. 老人年金我沒有請，我不能請，因為我有農保。○C  

15. 以前我兒子都會通知我要打（疫苗），他現在就不在了，車禍過世了。○C  

16. 政府現在也沒有給我什麼服務，我領我先生那一條，政府沒辦法再給我什麼了。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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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還有哪些福利服務的需求？ 

受訪者所提出之福利服務之需求包含：經濟補助、舉辦休閒娛樂活動、關心獨居長

者、安裝緊急按鈴與消防局直接聯繫、偏鄉或與鄰里差距很大之陪伴服務、電話問安、

居家問候服務。 

受訪者敘述如下： 

1. 比較甘苦的人，看可不可以幫忙補助一下啦！我隔壁說他有啦，他囝仔也是有

補助，看病也不用錢的那個，他有跟我說都不用錢，每個月還有錢可以領，要

看家庭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申請補助啦，每個月都有三四千可以領，三四千

還不夠，自己不會存，孩子去讀國中而已啦，他老婆是外勞，現在是領補助在

當清潔人員，有時間去餐廳打工，一小時一百五這樣。○A  

2. （辦活動）久久一次有伴一起去的，那是大家有伴有認識可以一起出去玩，這

樣可以啦！○A  

3. 像現在單身的歐巴桑很多，獨居的比較多。○B  

4. 像獨居老人有像消防局有免費供應免費緊急按鈴，一發生可以發訊號，我是建

議在經費許可下，有需要的家庭是不是可以安裝緊急按鈴直通到消防局。○B  

5. 左右鄰居可以照應的到，有的東一邊西一邊，像我一個人在下面隔壁都沒有人，

那要怎麼辦啊？我想我現在是可以走路，要是我沒有走路的時候，最好是有人

可以做伴。○B  

6. 是不是這個電話可以打電話（電話問安），如果晚上打電話沒有人接，就代表

一定有問題。○B  

7. 我覺得政府還是要多關心一點老人家，有時候派到家裡問候。○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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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未來最擔心的問題是甚麼？ 

受訪者未來擔心的問題將受訪答覆歸納為三個主題，包含健康與照顧、經濟、安全，

受訪者之論述如下： 

 健康與照顧 

1. 煩惱身體不勇而已啦，走路要好勢而已啦。○A  

2. 煩腦自己啦，身體不行啦，身體不好啦。○A  

3. 我們走路不方便啊，怕跌倒啦！走路都要人牽叼叼。○A  

4. 我們要出門就不方便，出門煩惱而已啦。○A  

5. 以後真的走不動的話，沒有人來照顧我們。○B  

6. 像我現在我還可以動，我照顧我太太，他說半天要花錢，我跟她說那你不要來

了！我現在還可以動，我還可以煮菜，因為我老婆我還可以幫他洗澡，復健啊！

○B  

7. 自己多注意身體就好，不要讓小孩擔心就好。○C  

 經濟 

1. 有能力付（外籍看護）就還好，沒能力的話也是負擔。像他有丈夫，我們沒有，

如果有居家服務到家裡幫忙兩三個小時還是要付他錢。○B  

2. 養老的問題，小孩子都不在自己家庭，我們老人家都沒有收入，剩下兩老在家

裡，十個有房子有財產沒有現金。○B  

3. 像鄉公所每年都有補助，我想要去申請，他就說你有財產什麼的，老人津貼才

一點點，我小孩有工作，但他們有家庭也不會回來接我們。（小孩都在外地，

我們在部落沒人照顧）○B  

4. 一個禮拜一次看病，出門看病一次大概一千多塊，我去慈濟一次要六百多塊，

慈濟是阿彌陀佛做慈善的，是不是可以老人家便宜一點。○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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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1. 上一次我在後面煮青草茶，夭壽！我的拖鞋又無齒喔，然後地板很滑，不小心

給他滑倒，這個腳趾頭都擦到水泥，噢！不會起來耶，我一直爬，一直爬爬爬，

爬到裡面去，痛到快死掉，休息一陣子才爬起來，才按電話，孩子要做工作阿，

不然要吃什麼，怎麼可能一直在家，我好幾次都差點死掉。○A  

2. 像我的妹妹前天過世，在家裡面，小孩子打家裡電話才打給我，後來過去才知

道在家裡死掉，沒有人知道啦！我們過去他就都出力，好好一個人就心肌梗塞

倒掉，還有低血糖倒掉也沒有人知道。○B  

3. 一個人在家怎麼了沒有人知道，我妹妹很健康喔！倒下去什麼都沒有就死掉了，

子女也不在家，還好我姪女每個禮拜要買菜送過去，但是電話打不通才發

現……○B  

4. 開刀還是怎麼樣最怕還是一個人，一個人又不知道。孩子只有過年過節回來，

我開刀也沒有回來，年紀大了，我一個人而已，在家裡死了也不知道。○B  

  



 

100 

 

（五）您想過什麼樣的老年生活？ 

詢問長者所期待的未來老年生活，多數答覆為「沒有想那麼多」，但許多人仍期望

能夠善終，不要造成子女的負擔，也期望身體健康。受訪者之論述如下： 

1. 那在打算了啦，不要想那麼多啦，想一天過一天就好了，想太久了身體會搞壞，

高興就好了。○A  

2. 這條路好走，就跟佛祖走就好了，不要哩哩囉囉啦。○Ａ  

3. 到時時到在打算啦。最好不要拖就好了啦！○Ａ  

4. 就跟我孩子說如果正時了，就不要給我急救，不要插管不要急救，還插管，子

女就痛苦！○Ａ  

5. 不要住到安養中心，沒有伴就到榮民之家，不得已才去，我們要在這邊，那個

最不得已才會去啦。○B  

6. 還沒到那個時間啦，不用想啦。○C  

7. 最好不要坐輪椅。○C  

8. 我都不想這個，我都想讓我一下來去就好，不要害子女就好，這樣最好就好。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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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您對使用智慧科技在照護應用（如配戴個人求助按鈕、量測生理訊號，高齡者陪

伴型機器人等）的意願、需求和疑慮？ 

受訪者對使用智慧科技在照護應用分為兩個主題，包含有關智能產品和雲端健康管

理的主題。 

受訪者敘述如下： 

 

 如果有手錶還是機器人，可以幫你們發送緊急的事情你們會買嗎？ 

1. 機器人沒有那麼大的地方放它啦。○A  

2. 可是會不會很快就壞掉，壞掉要在哪裡修理？○A  

3. 不要很貴的範圍會買啦。○A  

4. 像手錶這樣子可以啦。○A  

5. 那個最好啦！還是電話聯絡，機器人可以接受。○B  

6. 機器人要可以遙控、可以講話、可以打電話，你叫他打電話他就會打電話。○B  

7. 啊！那嚇死人，我不敢…。○C  

8. 那最好是不要。○C  

9. 可以啦，如果大家都有用，我們還是要接受阿。○C  

10. 不太接受，還不可能啦！量個血壓他會量嗎？沒可能啦，但如果有機器人可以

來幫我煮飯啦，一百年以後才有可能。○C  

 如果有雲端監測的血壓計、血糖機的設備，你量了就會上傳到雲端，電腦都看的到，

或是緊急按鈕、健康手錶你們覺得喜歡這樣的設備？ 

1. （遠距醫療服務）應該有那個也不錯喔！像我上一次氣喘不能喘氣，還要快點

走到那邊看醫生，醫生說阿嬤這樣不行！要趕快去住院，我還叫我女兒來，我

女兒在美崙那邊，等到他來我都快沒氣了（厝邊仔叫比較快了啦）醫生要幫我

叫救護車我不要阿，就打電話給女兒啊。○A  

2. 可以呀！這樣知道我們的狀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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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 

（一）加強福利服務訊息的遞送 

縣府所開辦的不少福利服務事項，但是調查結果發現只有「愛心乘車卡」和「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的使用超過百分之十，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受訪者條件不符合，另一方面

從質性焦點團體訪談得知，民眾表示並不知道政府有提供什麼福利服務項目，平日生活

起居都是由子女打點安排，現有使用福利服務的長者，都由子女代為申請，因此，建議

縣府與相關單位在近期的宣傳管道不單單針對長者為目標，也同時提供子女相關訊息。

至於在原住民部落，子女往往移居異地，故建議訊息佈達管道以文化健康站、部落會議

為主。至於中長程建議方面，由於調查中發現有使用智慧型手機之長者將近半數，故也

值得發展符合長者資訊使用能力之 APP，並於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文化健康站等教導長

者使用，以增加使用福利服務項目之機會。 

 

（二）強化長者預防保健 

接近六成長者表示，最擔心的事情為自己的健康，因此最期望的事情為身體健康。

可見長者的健康問題為政府首要關注的議題。可是，在受訪者經醫師診斷之罹患疾病情

形發現，前三名為高血壓、糖尿病及心臟病，符合既知慢性疾病的型態，所以建議持續

提供相關預防保健宣導。此外，本調查也顯示女性的骨質疏鬆及骨折的比例是男性的兩

倍以上，而且骨折為過去一年當中住院最主要原因。因此預防跌倒與居家安全知識的提

供，特別在女性長者身上更為首要。因為本調查發現將近三成民眾有參與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巷弄長照站、福利站、文化健康站等，公共衛生護理人員可善用此優勢，提供在

地長者健康議題之相關保健，除此之外，針對於不參與社區活動之長者，需思考如何有

效提供他們預防保健資訊的管道，或許可以透過村里長接受預防保健之相關訓練，成為

社區健康教育種子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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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善用政府經濟支持 

本調查有一成長者還從事有酬勞之工作，當中四成六是為了保持與人互動與打發時

間，但也有三成是為了負擔家計。長者主要經濟來源以本人積蓄或退休金及子女奉養金

為主，但也有一成八民眾認為老人年金為主要經濟來源，因此政府的支持補充長者經濟

資源也有其必要性。另一方面，從質性焦點團體訪談得知，長者雖然名下有土地，但礙

於種種原因，每月主要經濟支持必須仰賴老人年金或原住民給付生活，但又無法申請其

它經濟補助，針對這些特定背景之長者，是否可考慮建立特殊經濟方案的可行性。  

 

（四）增加多元休閒活動 

指出有一點五成以上之長者過去三個月，想做但做不到的休閒活動為外出踏青、旅

遊及運動，而其主要原因為擔心身體狀況無法負荷，短程建議舉辦低體力負擔之動態休

閒活動，降低長者因擔憂造成他人負擔而不願意參與活動的疑慮。至於中長程建議方面，

可以擴大以上休閒活動之層面，以照顧不同族群的文化特質。 

 

（五）關注與應用科技產品發展 

接近五成長者有使用智慧型手機，而年齡較低者認為智慧型手機對生活帶來幫助，

因此未來長者使用手機的比例愈來愈高，但是超過六成長者完全不知道什麼是智慧穿戴

裝置與智慧居家監測服務，有在使用的比例更是低於百分之五。於焦點團體訪談有長者

對於意外發生而無人知悉表示十分擔憂，尤其是在花蓮縣人口分布此議題更為重要，智

慧居家監測服務應該可以彌補偏鄉地理性需求，隨著科技的可近性，未來在智慧穿戴裝

置與居家監測服務（例如：慢性疾病追蹤與服藥狀況），在福利服務與健康安全的發展

上值得持續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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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完善長者生活期望 

長者最希望的居住安排為自己單獨居住或與配偶一起住，而男性長者五成四希望獨

居或與配偶同住，而女性長者則希望與子女居住，而期望住在照護機構者僅有百分之六。

在質性焦點團體訪談亦有類似的結果，長者最希望能居住於原住處，有熟悉的鄰居能夠

互相照應，遷居至安養機構實屬不得已的決策。短期建議為協助延長社區長者在地老化

時間的策略，例如：宣導現有提供之社會福利服務，包括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營

養餐食服務、賦能照護服務等。中長程建議主動調查長者，尤其是獨居與健康狀況欠佳

者的生活環境，提供個別性居家服務以達到長者最期望之生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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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8年花蓮縣老人生活狀況與福利需求調查問卷（修訂版）  

108年花蓮縣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問卷 

核定機關：花蓮縣政府主計處  

核定文號：  

調查類別：一般統計調查 

有效期間：至 109年 5月底止 

 1.本調查依據統計法第十五條規定「統計調查之受查者無論為個

人、住戶、事業單位、機關或團體，均應依限據實答復。」 

  

2.本表所填資料係供研訂整體施政決策與統計等應用，個別資料

絕對保密不做其他用途，請惠予合作，詳實填報。 

   

問卷編號  主辦機關：花蓮縣政府 

鄉鎮市 層 連續編號  承辦單位：花蓮縣政府社會處 

       委辦機關：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親愛的長輩，您好： 

 花蓮縣政府希望可以透過問卷調查了解您目前的生活狀況，以及您對於政府所辦理的

老人照顧政策之需求與滿意程度，因此委託慈濟科技大學進行此項問卷調查，讓未來可以

提供更多你所需要的服務，所以打擾您請教一下相關問題。 

 

 本問卷純屬學術研究，因此您的個人資料不會外洩，訪談內容也給予絕對保密，請您

安心表達您的意見與感受。非常感謝您的協助與意見！ 

  
若您有任何問題，請您撥打花蓮縣政府社會處電話：(03) 822 3874 查詢。 

基本資料 

1. 性別：□男性 □女性 

2. 請問您是民國(前)＿＿＿年生 

3. 請問您的籍別是：□閩南人 □客家人 □外省人 □原住民 □其它＿＿＿＿ 

4.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非制式學歷應參照教育程度標準分類歸類）： 

□不識字  □國小或識字 □國中 □高中 □專科或大學 □研究所以上 

5. 請問您目前實際婚姻狀況是什麼？ 

□未婚 □已婚 □分居 □離婚 □喪偶 □同居 □其它＿＿＿＿ 

6. 請問您有幾名子女？ 

□沒有 □有（男＿＿人、女＿＿人） 

7. 請問您的宗教信仰？ 

□無   □民間信仰  □佛教（正式皈依或自認是佛教徒） □道教（入道）   

□基督教  □天主教  □一貫道   □其它＿＿＿＿ 

8. 請問您目前的社會福利身分別是？ 

□一般戶(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超過最低生活費 2.5 倍以上) 

□中低收入(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超過最低生活費 1.5倍但未達 2.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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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戶(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超過最低生活費 1倍但未達 1.5 倍) 

□低收入戶(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以下)  

□其他＿＿＿＿＿ 

 

二、 居住狀況 

9. 請問您目前的居住狀況？（不提示） 

□ 住在一般住宅：（勾選完以下居住類別選項後，請接續第 10題） 

□ 大樓，無電梯，住______樓 

□ 大樓，有電梯 

□ 家宅，（含透天、別墅等…）（含）兩層樓以上，有電梯 

□ 家宅（含透天、別墅等…）（含）兩層樓以上，無電梯 

□ 平房 

□ 其它＿＿＿＿＿＿(如:老人公寓、老人住宅、社區安養堂等…) 

10. 請問您現在同住狀況？（不提示，可複選） 

□ 獨居 

□ 與他人同住，是哪些人？ 

□ 父母（含配偶父母）＿＿＿位 

□ 配偶（含同居人）＿＿＿位 

□ 未婚子女＿＿＿位 

□ 已婚子女（含其配偶）＿＿＿位 

□ （外）孫子女＿＿＿位 

□ 朋友＿＿＿位 

□ 外籍看護＿＿＿位 

□ 其它_____________ 

11. 現住房子的所有權狀況（現在住的房子是登記誰的）？ 

□自己  □配偶  □子女  □租賃  □其它________ 

 

三、 生活照顧狀況 

 

12. 請問您的日常作息是否需要長期照顧? 

□不需要 （請跳答第 17題）   □需要   

13. 請問照顧您的人，與您的關係是？（可複選） 

□外籍看護 □配偶(含同居人)  □兒子 □女兒  □媳婦 □女婿 □孫子 □孫女  

□兄弟姐妹(或配偶兄弟姊妹)  □朋友 □其它____________ 

14. 請問這位照顧者照顧您大約幾年了? （如果有超過一位照顧者，則根據照顧時期最久

者） 

________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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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請問這位照顧者平均每天用在照顧您的時間大約幾小時? （如果有超過一位照顧者，則

根據照顧時期最久者） 

______小時 

16. 請問家人有沒有因爲需要照顧您而去申請使用花蓮縣政府設置的福利服務? 

□沒有  □有，請問是甚麼服務？______ □ 不知道  

 

四、 健康及就醫狀況 

17. 您覺得自己目前的健康狀況如何？ 

□很好   □還算好  □普通   □不太好  □很不好 

18. 和其他同年齡朋友比起來，您覺得自己的健康情形如何？ 

□好很多  □好一點  □差不多  □差一點  □差很多 

19. 請問您有哪些經醫師診斷的疾病？(不提示，可複選) 

疾病 定期門診 過去一年 

曾因此住院？ 

 不需要 需要 沒有 有 

□眼部疾病(白內障、青光眼) □ □ □ □_____次 

□中風 □ □ □ □_____次 

□糖尿病 □ □ □ □_____次 

□高血壓  □ □ □ □_____次 

□高血脂 □ □ □ □_____次 

□心臟病 □ □ □ □_____次 

□肺部疾病 □ □ □ □_____次 

□痛風 □ □ □ □_____次 

□關節炎 □ □ □ □_____次 

□骨質疏鬆 □ □ □ □_____次 

□骨折 □ □ □ □_____次 

□肝膽疾病  □ □ □ □_____次 

□腸胃疾病 □ □ □ □_____次 

□腎臟疾病 □ □ □ □_____次 

□洗腎（透析） □ □ □ □_____次 

□免疫疾病 □ □ □ □_____次 

□癌症或惡性腫瘤 □ □ □ □_____次 

□泌尿科疾病（大小便失禁） □ □ □ □_____次 

□失智症 □ □ □ □_____次 

□精神疾病(含憂鬱症、焦慮症等) □ □ □ □_____次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 □ □ □ □_____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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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請問您目前居住的地方到最常看病的地點大約要花多少時間？ 

□ 15分鐘以內 

□ 16−30分鐘 

□ 31分鐘−1小時 

□ 超過 1小時 

21. 您是否需要有人陪伴你就醫？ 

□ 每次皆需要 

□ 常常需要 

□ 偶爾需要 

□ 不需要（請跳 23 題） 

22. 請問通常由誰陪伴您就醫？ 

□ 配偶  

□ 子女  

□ 鄰居或朋友  

□ 外籍看護  

□ 居家服務員  

□ 其它＿＿＿＿ 

 

五、 經濟狀況 

 

23. 請問您目前是否仍從事有酬勞的工作？ 

□ 沒有(跳答第 25題) 

□ 有 

24. 請問您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不提示，可複選) 

□ 負擔家計 □ 經濟獨立自主 □ 保持與人互動 

□ 打發時間 □ 貢獻社會 □ 其它____________ 

25. 您目前家庭生活支出的主要經濟來源？(不提示，可複選)  

□工作收入   □本人及配偶積蓄或退休金 □子女奉養(金)  

□不動產收入(租金) □慈善團體捐款 

□政府補助 (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中低收入身心障礙生活補助  □老人年金 

  

□老農津貼   □榮民院外就養金 ) 

□其它______________ 

26. 請問您覺得個人每月生活最大花費/支出？ (不提示，可複選) 

□ 飲食  □ 房租或住宅貸

款 

□ 教育 □ 交通 □ 娛樂 

□ 醫藥費 □ 照顧費（看護） □ 婚喪喜慶 □ 家用 □ 其它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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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請問您覺得個人每月最入不敷出的是甚麼花費/支出？ 

□ 飲食  □ 房租或住宅貸款 □ 教育 □ 交通 □ 娛樂 

□ 醫藥費 □ 照顧費（看護） □ 婚喪

喜慶 

□ 家用 □ 其它_________ 

 

六、 社會活動狀況 

28. 在過去三個月中，您通常都做些什麼休閒活動？(不提示，請追問、可複選，紀錄三項) 

□ 聽廣播或聽音樂 □ 和親友聊天、泡茶、下棋或打牌 

□ 看報紙、雜誌、讀書或小說、電視 □ 出外踏青、旅遊 

□ 使用手機玩遊戲、Line 聊天 □ 逛街、購物 

□ 在家使用電腦上網(如連線遊戲、寶可夢) □ 運動(騎腳踏車、打球、爬山、健走、氣功…) 

□ 宗教活動(進香團、教會等) □ 志願服務 

□ 種花、整理花園、園藝、盆栽 

□ 參加日照、據點活動 

□ 手工藝、繪畫 

□ 樂齡大學 

□ 其它___________  □ 無 

  

29. 在過去三個月中，您有沒有什麼想做，但做不到的休閒活動？ 

 

紀錄前三項 原因：(不提示，可複選) 

a.第一項_____________ 

 

□ 擔心身體狀況無法負荷 

□ 經濟無法負擔 

□ 交通不方便 

□ 家人不支持 

□ 沒有無障礙/符合老人需求的設施 

□ 擔心他人眼光 

□ 資訊不足（不知如何參加） 

□ 無人陪伴 

□ 擔憂造成別人負擔 

□ 其它______________ 

b.第二項_____________ 

 

□ 擔心身體狀況無法負荷 

□ 經濟無法負擔 

□ 交通不方便 

□ 家人不支持 

□ 沒有無障礙/符合老人需求的設施 

□ 擔心他人眼光 

□ 資訊不足（不知如何參加） 

□ 無人陪伴 

□ 擔憂造成別人負擔 

□ 其它（請說明）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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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第三項_____________ 

 

□ 擔心身體狀況無法負荷 

□ 經濟無法負擔 

□ 交通不方便 

□ 家人不支持 

□ 沒有無障礙/符合老人需求的設施 

□ 擔心他人眼光 

□ 資訊不足（不知如何參加） 

□ 無人陪伴 

□ 擔憂造成別人負擔 

□ 其它（請說明）______________ 

 

30. 請問您外出通常目的是甚麼？（可複選，不提示） 

外出目的 交通方式 

 步行 自己

開車

/ 騎

機車 

騎電

動代

步車 

乘坐

公共

汽車 

乘坐

計程

車 

親友

開車

/ 機

車接

送 

復康

巴士 

長照

交通

接送

車 

其它 

（ 説

明） 

就醫          

上班          

購物（市場買菜）          

運動（散步、爬山）          

休閒娛樂（打麻將）          

旅遊          

當志工(志願服務)          

參加婚喪喜慶          

參加宗教活動          

研習上課（樂齡大學）          

日照、據點          

外食          

親友聚會          

選舉投票          

其它＿＿＿＿＿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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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人際往來與社會支持 

31. 當您遇到困難時，第一時間會想到請誰幫忙? (不提示) 

□父母   □配偶  □子女   □兄弟姊妹  □孫子女 

□鄰居   □朋友(同鄉) □村里幹事  □外籍看護  □居家照服員 

□宗教團體  □社工師  □志工   □醫院診所工作員 

□其它________________ 

□無 

32. 過去半年，您曾經確實找過誰幫您的忙？（不提示、可複選） 

□父母   □配偶  □子女   □兄弟姊妹  □孫子女 

□鄰居   □朋友(同鄉) □村里幹事  □外籍看護  □居家照服員 

□宗教團體  □社工師  □志工   □醫院診所工作員 

□其它________________ 

□無 

 

33. 過去半年，有誰曾經主動來幫助過您？（不提示、可複選） 

□父母   □配偶  □子女   □兄弟姊妹  □孫子女 

□鄰居   □朋友(同鄉) □村里幹事  □外籍看護  □居家照服員 

 □宗教團體  □社工師  □志工   □醫院診所工作員 

□其它________________ 

□無 

 

八、 對科技產品接受度和使用 

 

34. 請問您是否有在使用智慧型手機？ 

□有智慧型手機且天天使用 □有智慧型手機且偶而使用 □有手機但不是智慧型   

□沒有在用手機  （續問：沒有手機或不使用之原因？可複選） 

□ 沒有需要使用  □ 不會用 □ 怕弄壞 □ 操作困難   □ 費用太高  

□ 個人隱私因素 □ 怕被詐騙 □ 不識字 □ 沒有學習使用的管道 

□ 其它________ 

35. 您認爲使用智慧型手機對於您的生活有沒有幫助﹖ 

□非常有幫助  □還算有幫助 □不太有幫助 □完全沒有幫助 

36. 請問您是否知道甚麼是智慧穿戴裝置(如健康手環)？ 

 □ 完全不知道  □聽過但不知道有甚麼用途  □知道但沒有使用   □有在使用 

37. 請問您是否知道甚麼是智慧居家監測的服務？ 

□ 完全不知道  □聽過但不知道有甚麼用途  □知道但沒有使用   □有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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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福利服務使用狀況 

38. 以下是一些花蓮縣政府設置的福利服務，請問您是否曾使用過？(訪員：福利服務項目

逐一詢問。受訪者不清楚服務內容時，詳加說明。) 

 

福利項目 

 

 

曾(現)有使用 

(續答滿意度) 

滿意度  

 

從未使用 

(續答未使用原

因) 

未使用原因 

滿

意 

尚

可 

 

不

滿

意 

目

前

不

需

要 

費

用

因

素 

條

件

不

符 

不

懂

申

請

／

困

難 

其

它

： 

（一）經濟扶助 
          

1.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

貼 

          

2. 中低收入身心障礙生

活補助 

          

3. 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

顧津貼 

          

4. 醫療及看護補助 
          

5. 假牙裝置補助 
          

6. 住宅修繕補助 
          

7. 房屋租金補貼 
          

（二）安置頤養 
          

8. 長期照護機構服務 
          

9. 公費安養 
          

10. 身心障礙住宿式照

顧補助 

          

（三）居家與社區照顧 
          

11. 居家照顧服務（陪同

就醫、代購物、清潔） 

          

12. 居家護理服務 
          

13. 復能照護服務 
          

14. 日間照顧服務 
          

15. 小規模多機能服務 
          

16. 家庭托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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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

心個管服務 

          

18. 營養餐食服務 
          

19. 緊急救援連線服務 
          

20. 交通接送服務 
          

21. 愛心乘車卡 
          

22. 輔具服務及居家無

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23. 喘息服務 
          

24.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

務(關懷訪視、研習、

互助團體) 

          

25. 失智症團體家屋服務 
          

26. 走失手鍊 
          

27. 文化健康站（部落） 
          

28.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巷弄長照站、福氣

站… 

          

29. 長青大學 
          

30. 樂齡大學 
          

31. 其它_____________ 
          

 

39. 如果您想查詢有關花蓮縣政府設置的福利服務時，您會用甚麼方法？（不提示、可複選） 

□不知道 □打電話到縣政府詢問 □問家人/朋友 □問鄰里長/里幹事 □ 上 網 查 詢  □ 其 它

__________  

40. 針對花蓮縣政府尚可提供老人的福利服務項目，請問您有其他的需要嗎？（可複選） 

□ 經濟補助 

□ 法律扶助 

□ 舉辦休閒娛樂活動 

□ 財務管理諮詢 

□ 協助就業 

□ 協助創業 

□ 未來生涯規劃 

□ 房屋修繕服務 

□ 安排加入志工服務(志願服務?) □ 其它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心理諮詢服務   

41. 請問您對花蓮縣政府目前提供之福利措施整體滿意度如何？ 

□ 很滿意 

□ 還算滿意 

□ 不太滿意 

□ 很不滿意 

□ 無意見／很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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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生活期望 

42. 請問您對目前的整體生活是否感到滿意？ 

□ 很滿意 

□ 還算滿意 

□ 不太滿意 

□ 很不滿意 

□ 無意見／很難說 

43. 我要說出一些老年人常見的居住安排方式，您最希望的方式是哪一種呢?  

□ 自己單獨住或與配偶一起住 

□ 與兒子或女兒住在一起（如果有子女者） 

□ 和親友同住 

□ 住在老人安養院、老人住宅、或老人公寓等照護機構 

□ 其它 ____________ 

44. 我要說出一些老年人常會擔心的事情，請問您覺得它們令您非常擔心、擔心、普通、不擔心還

是非常不擔心？ （可複選） 

項目 擔心程度 

 非常擔心 擔心 普通 不擔心 完全不擔心 

□a 自己的健康問題      

□b 自己因失能或失智的照顧問題      

□c 配偶的健康問題      

□d 配偶因失能或失智的照顧問題      

□e 自己被送去安養護機構      

□f子女照顧問題      

□g父母照顧問題      

□h 經濟來源問題      

□i居住問題      

□j 交通問題      

□k 人身安全問題      

□l 人際關係問題      

□m 往生後事處理問題      

A. 請問您還有沒有其它讓您非常擔心的事？(填入之答項為編號 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請問您最讓您擔心的事情的前三名是甚麼?（填入以上英文字母[a-n]。沒有者寫 x） 

最在意或擔心的是  ______ 

第二在意或擔心的是 ______ 

第三在意或擔心的是 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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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我要說出一些老年人常見對生活的期望，請問您對於它們是非常期望、期望、普通、不期望還

是完全不期望？ （可複選） 

項目 期望程度 

 非常期望 期望 普通 不期望 完全不期望 

□a 身體健康      

□b 經常外出旅遊      

□c 有良好居住環境      

□d 能過與自己興趣相符的生活      

□e 能有人細心照顧起居生活      

□f 治安良好安全      

□g 能與家人團圓和樂      

□h 經濟無虞      

□I 住到理想的安養院      

□j 繼續研究進修的生活      

□k 經常參加宗教修行活動的生活      

□l 經常從事志願服務的生活      

A.請問您還有沒有其它讓您非常期望的事？(填入之答項為編號 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請問您最讓您期望的事情的前三名是甚麼?（填入以上英文字母[a-m]。沒有者寫 x） 

最期望的是  ______ 

第二期望的是 ______ 

第三期望的是 ______ 

 

--- 問卷訪問完畢，辛苦了！ --- 

 

我保證本問卷內容所填各項資料，皆由我依照相關作業程序規定訪問，絕對遵守個人資料

保密原則且內容真實無欺， 且若有不實或違反作業程序，本人將負擔相關法律責任，並賠

償相損失 。 

 

訪員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  訪員簽名: _________________ 

督導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督導員簽名: _________________ 

 

本次訪問日期：＿＿＿＿年＿＿＿＿月＿＿＿＿日 

本次訪問時間：___時___分 ~ ___時___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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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花蓮縣 13行政區域原漢老年人口數（民國 107年 12月底） 

 
行政區域 族群 

 

性別 65−74歲 

n=30005 

(57.5%) 

75−84歲 

n=16014 

(30.7%) 

 85歲 

n=6145 

(11.8%) 

合計 

N=52164 

(100%) 

總計 

漢人 

全部 23580 12665 5191 41436 

男 11472 5664 2611 19747 

女 12108 7001 2580 21689 

原住民 

全部 6425 3349 954 10728 

男 2738 1233 282 4253 

女 3687 2116 672 6475 

花蓮市 

漢人 
男 3884 1797 954 6635 

女 4510 2457 884 7851 

原住民 
男 216 88 19 323 

女 384 172 45 601 

鳳林鎮 

漢人 
男 585 399 159 1143 

女 566 448 193 1207 

原住民 
男 57 46 14 117 

女 96 71 33 200 

玉里鎮 

漢人 
男 972 542 259 1773 

女 971 682 225 1878 

原住民 
男 300 153 35 488 

女 367 264 86 717 

新城鄉 

漢人 
男 639 274 176 1089 

女 663 360 129 1152 

原住民 
男 121 49 7 177 

女 252 86 15 353 

吉安鄉 

漢人 
男 3079 1296 531 4906 

女 3397 1516 537 5450 

原住民 
男 409 158 27 594 

女 603 279 81 963 

壽豐鄉 

漢人 
男 737 376 156 1269 

女 618 433 183 1234 

原住民 
男 222 148 39 409 

女 273 206 71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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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鄉 

漢人 
男 364 256 88 708 

女 348 304 106 758 

原住民 
男 355 177 52 584 

女 353 283 97 733 

豐濱鄉 

漢人 
男 55 23 21 99 

女 39 25 12 76 

原住民 
男 155 103 29 287 

女 261 170 55 486 

瑞穗鄉 

漢人 
男 500 273 99 872 

女 419 305 136 860 

原住民 
男 197 102 21 320 

女 239 158 49 446 

富里鄉 

漢人 
男 548 373 121 1042 

女 496 425 159 1080 

原住民 
男 63 39 6 108 

女 70 56 13 139 

秀林鄉 

漢人 
男 85 37 37 159 

女 60 38 11 109 

原住民 
男 318 79 11 408 

女 413 193 68 674 

萬榮鄉 

漢人 
男 11 9 3 23 

女 10 4 1 15 

原住民 
男 161 49 10 220 

女 185 83 28 296 

卓溪鄉 

漢人 
男 13 9 7 29 

女 11 4 4 19 

原住民 
男 164 42 12 218 

女 191 95 31 317 

資料來源：花蓮縣政府民政處網頁的花蓮縣 107年 12月人口統計各式列表  

https://ca.hl.gov.tw/Detail/56be65d4a8b74e9eb0eabb66c50be6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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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問卷調查結果表示 

結果表式 
 

表次 表名 表頭 表側 單位 

表 3-1 
老人之性別分佈– 按受訪者狀

況及區域分 
B1 A2, A3, A4, A5, A6 人；% 

表 3-2 
老人之年齡分佈– 按受訪者狀

況及區域分 
B2 A1, A3, A4, A5, A6 人；% 

表 3-3 
老人之籍別分佈– 按受訪者狀

況及區域分 
B3 A1, A2, A4, A5, A6 人；% 

表 3-4 
老人之教育程度分佈– 按受訪

者狀況及區域分 
B4 A1, A2, A3, A5, A6 人；% 

表 3-5 
婚姻狀態– 按受訪者狀況及區

域分 
B5 A1, A2, A3, A4, A6 人；% 

表 3-6 
現存子女數– 按受訪者狀況及

區域分 
B6 A1, A2, A3, A4, A5, A6 人；% 

表 3-7 
宗教信仰– 按受訪者狀況及區

域分 
B7 A1, A2, A3, A4, A5, A6 人；% 

表 3-8 
目前的社會福利身分別– 按受

訪者狀況及區域分 
B8 A1, A2, A3, A4, A5, A6 人；% 

表 3-9 
目前的居住狀況– 按受訪者狀

況及區域分 
B9 A1, A2, A3, A4, A5, A6 人；% 

表 3-10 
目前的同住狀況– 按受訪者狀

況及區域分 
B10 A1, A2, A3, A4, A5, A6 人；% 

表 3-11 
房子的所有權狀況– 按受訪者

狀況及區域分 
B11 A1, A2, A3, A4, A5, A6 人；% 

表 3-12 
日常作息是否需要長期照顧 – 

按受訪者狀況及區域分 
B12 A1, A2, A3, A4, A5, A6 人；% 

表 3-13 

因為照顧而申請使用長期照顧

福利服務– 按受訪者狀況及區

域分 

B16 A1, A2, A3, A4, A5, A6 人；% 

表 3-14 
自覺目前健康情形– 按受訪者

狀況及區域分 
B17 A1, A2, A3, A4, A5, A6 人；% 

表 3-15 
經醫師診斷之罹患疾病– 按受

訪者狀況及區域分 
B19 

A1,A2,A3,A6 

 
人；% 

表 3-16 
住家到最近之醫療院所車程– 

按受訪者狀況及區域分 
B21 A1, A2, A3, A4, A5, A6 人；% 

表 3-17 
長者陪伴就醫– 按受訪者狀況

及區域分 

B23 

 
A1, A2, A3, A4, A5, A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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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長者的工作狀況– 按受訪者狀

況及區域分 
B24 A1, A2, A3, A4, A5, A6 人；% 

表 3-19 
生活支出的主要經濟來源– 按

受訪者狀況及區域分 
B26 A1, A2, A3, A4, A5, A6 人；% 

表 3-20 
每個月最入不敷出的支出情形– 

按受訪者狀況及區域分 
B28 A1, A2, A3, A4, A5, A6 人；% 

表 3-21 

在過去三個月中，通常都做些

什麼休閒活動– 按受訪者狀況

及區域分 

B29 
A1, A2, A3, A4, A5, A6 

 
人；% 

表 3-22 
遇到困難時第一時間求助對象– 

按受訪者狀況及區域分 
B48 A1,A2,A3,A6 人；% 

表 3-23 

智慧型手機對於社區長者的生

活幫助– 按受訪者狀況及區域

分 

B53 A1, A2, A3, A4, A5, A6 人；% 

表 3-24 
對智慧穿戴裝置瞭解程度– 按

受訪者狀況及區域分 
B54 A1, A2, A3, A4, A5, A6 人；% 

表 3-25 
對智慧居家監測服務瞭解程度– 

按受訪者狀況及區域分 
B55 A1, A2, A3, A4, A5, A6 人；% 

表 3-26 

使用福利服務（經濟扶助及安

置頤養的項目）的情形 – 按受

訪者狀況及區域分 

B56 A1,A2,A3,A6 人；% 

表 3-27 

使用福利服務（居家與社區照

顧）的情形–按受訪者狀況及區

域分 

B56 A1,A2,A3,A6 人；% 

表 3-28 

對花蓮縣政府所提供之福利措

施整體滿意度– 按受訪者狀況

及區域分 

B61 A1, A2, A3, A4, A5, A6 人；% 

表 3-29 
對目前的整體生活是否感到滿

意– 按受訪者狀況及區域分 
B62 A1, A2, A3, A4, A5, A6 人；% 

表 3-30 
最希望的居住安排方式– 按受

訪者狀況及區域分 
B63 A1, A2, A3, A4, A5, A6 人；% 

表 3-31 
最在意或擔心的事情– 按受訪

者狀況及區域分 
B77 A1,A2,A3,A6 人；% 

表 3-32 
最期望的事情– 按受訪者狀況

及區域分 
B92 A1,A2,A3,A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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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側部分 
 

表格使用說明：以下分為表側及表格兩部分，數字為總數而括弧內數字為百

分比。表中百分比加總因四捨五入可能不等於 100。複選題的百分比則以回

應總數作為分母計算。 

 

一、 表側（基本資料問項）： 

 

A1. 性別 

性別 人數（百分比） 

男性 453 (45.3) 

女性 547 (54.7) 

 

A2. 年齡 

年齡 人數（百分比） 

65−74歲 564 (56.4) 

75−84歲 321 (32.1) 

85歲及以上 115 (11.5) 

 

A3. 籍別 

籍別 人數（百分比） 

閩南人 472 (47.2) 

客家人 274 (27.4) 

外省人 57 (5.7) 

原住民 197 (19.7) 

 

A4.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 人數（百分比） 

不識字 145 (14.5) 

國小或識字 485 (48.5) 

國中 127 (12.7) 

高中 126 (12.6) 

專科或大學 109 (10.9) 

研究所以上 8 (0.8) 



 

122 

 

A5. 目前婚姻狀況 

婚姻狀況 人數（百分比） 

未婚 20 (2.0) 

已婚 582 (58.2) 

分居 6 (0.6) 

離婚 33 (3.3) 

喪偶 347 (34.7) 

同居 8 (0.8) 

其它 (拒答) 4 (0.4) 

 

A6. 區域分佈 

區域分佈 人數（百分比） 

市  

  花蓮市 283 (28.3) 

鎮  

  鳳林鎮 52 (5.2) 

  玉里鎮 95 (9.5) 

鄉  

  新城鄉 54 (5.4) 

  吉安鄉 241 (24.1) 

  壽豐鄉 67 (6.7) 

  光復鄉 51 (5.1) 

  豐濱鄉 17 (1.7) 

  瑞穗鄉 48 (4.8) 

  富里鄉 45 (4.5) 

山地鄉  

  秀林鄉 26 (2.6) 

  卓溪鄉 10 (1.0) 

  萬榮鄉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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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頭 (各表之主要問項)： 
 

B1. 老人性別 

總計 男性 女性 

1000 (100) 453 (45.3) 547 (54.7) 

 

B2. 老人年齡 

總計 65−74歲 75−84歲 85 歲及以上 

1000 (100) 564 (56.4) 321 (32.1) 115 (11.5) 

 

B3. 籍別 

總計 閩南人 客家人 外省人 原住民 

1000 (100) 472 (47.2) 274 (27.4) 57 (5.7) 197 (19.7) 

 

B4. 教育程度 

總計 不識字 國小或識字 國中 高中 專科或大學 研究所以上 

1000 (100) 145 (14.5) 485 (48.5) 127 (12.7) 126 (12.6) 109 (10.9) 8 (0.8) 

 

B5. 婚姻狀況 

總計 未婚 已婚 分居 離婚 喪偶 同居 拒答 

1000 (100) 20 (2.0) 582 (58.2) 6 (0.6) 33 (3.3) 347 (34.7) 8 (0.8) 4 (0.4) 

 

B6. 現存子女數 

總計 沒有 有 1人 2人 3人 4人 4人以上 

1000 

(100) 
25 (2.5) 

975 

(97.5) 

子 
88  

(8.8) 

355 

(35.5) 

345 

(34.5) 

128 

(12.8) 

59 

(5.9) 

女 
145 

(14.5) 

354 

(35.4) 

248 

(24.8) 

137 

(13.7) 

91 

(9.1) 

 

B7. 宗教信仰 

總計 無 民間信仰 佛教 道教 基督教 天主教 一貫道 其它 

1000 

(100) 

61 

(6.1) 

396 

(39.6) 

222 

(22.2) 

118 

(11.8) 

123 

(12.3) 

68  

(6.8) 

8  

(0.8) 

4  

(0.4) 

 

B8. 目前的社會福利身分別 

總計 一般戶 中低收戶 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其它/拒答 

1000 (100) 945 (94.5) 15 (1.5) 13 (1.3) 20 (2.0) 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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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目前的居住狀況 

總計 住在一般住宅 其它 拒答 

大樓 

有電梯 

大樓 

無電梯 

家宅 

有電梯 

家宅 

無電梯 

平房 

1000 (100) 14 (1.4) 22 (2.2) 20 (2.0) 703 (70.3) 229 (22.9) 9 (0.9) 3 (0.3) 

 

B10. 目前的同住狀況（複選題） 

總計 獨居 與他人同住 

父母 配偶 未婚 

子女 

已婚 

子女 

孫子女 朋友 外籍 

看護 

其它 

1617 

(100) 

167 

(10.3) 

17 

(1.1) 

542 

(33.5) 

201 

(12.4) 

335 

(20.7) 

265 

(16.4) 

8  

(0.5) 

63 

(3.9) 

19 

(1.2) 

 

B11. 房子的所有權狀況 

總計 自己 配偶 子女 租賃 其它 拒答 

1000 (100) 470 (47.0) 197 (19.7) 230 (23.0) 44 (4.4) 53 (5.3) 6 (0.6) 

 

B12. 日常作息是否需要長期照顧 

總計 不需要 需要 

1000 (100) 848 (84.8) 152 (15.2) 

 

B13. 受訪者與照顧者的關係（複選題）N=152 

總計 外籍 

看護 

配偶 
（同居人） 

兒子 女兒 媳婦 女婿 孫子女 兄弟

姐妹 

朋友 其它 拒答 

253 

(100) 

61 

(24.1) 

40 

(15.8) 

61 

(24.1) 

41 

(16.2) 

23 

(9.1) 

1 

(0.4) 

13 

(5.2) 

0 

(0) 

1 

(0.4) 

10 

(4.0) 

2 

(0.8) 

 

B14. 照顧者照顧年數 

總計 未滿一年 1−3年 4−6年 7−9年 10年及以上 遺漏 

152 (100) 9 (5.9) 51 (33.6) 41 (27.0) 8 (5.3) 41 (27.0) 2 (1.3) 

 

B15. 照顧者平均每日照顧時數  

總計 
0至未滿 4

小時 

5小時至未

滿 8小時 

8小時至未

滿 12小時 

12小時至未

滿 16小時 

16小時至未

滿 20小時 

20小時

及以上 
遺漏 

152  

(100) 

23  

(15.1) 

8 

(5.3) 

9  

(5.9) 

21 

(13.8) 

12 

(7.9) 

78  

(51.3) 

1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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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6. 因爲需要照顧而去申請使用花蓮縣政府設置的福利服務 

總計 沒有 有 不知道 

152 (100) 91 (59.9) 47 (30.9) 14 (9.2) 

B17. 自覺目前的健康狀況 

總計 很好 還算好 普通 不太好 很不好 

1000 (100) 180 (18.0) 382 (38.2) 266 (26.6) 160 (16.0) 12 (1.2) 

 

B18. 和其它同年齡朋友比起來，覺得自己的健康情形 

總計 好很多 好一點 差不多 差一點 差很多 

1000 (100) 197 (19.7) 307 (30.7) 343 (34.3) 123 (12.3) 30 (3.0) 

 

B19. 經醫師診斷的疾病，需定期門診 

項目 總計 需定期門診 不需定期門診 

眼部疾病 (白內障、青光眼) 151 84 (55.6) 67 (44.4) 

中風 94 50 (53.2) 44 (46.8) 

糖尿病 261 43 (16.5) 218 (83.5) 

高血壓 534 65 (12.2) 469 (87.8) 

高血脂 171 49 (28.7) 122 (71.3) 

心臟病 197 48 (24.4) 149 (75.6) 

肺部疾病 85 47 (55.3) 38 (44.7) 

痛風 85 59 (69.4) 26 (30.6) 

關節炎 135 73 (54.1) 62 (45.9) 

骨質疏鬆 152 85 (55.9) 67 (44.1) 

骨折 79 53 (67.1) 26 (32.9) 

肝膽疾病 75 45 (60.0) 30 (40.0) 

腸胃疾病 113 53 (46.9) 60 (53.1) 

腎臟疾病 73 42 (57.5) 31 (42.5) 

洗腎 (透析) 46 44 (95.7) 2 (4.3) 

免疫疾病 63 45 (71.4) 18 (28.6) 

癌症或惡性腫瘤 81 48 (59.3) 33 (40.7) 

泌尿科疾病 (大小便失禁) 91 43 (47.3) 48 (52.7) 

失智症 62 43 (69.4) 19 (30.6) 

精神疾病 (含憂鬱症、焦慮症等) 93 45 (48.4) 48 (51.6) 

其它 151 108 (71.5) 43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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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 過去一年曾因此住院  

項目 總計 
過去一年曾因此住院 

0次 1次 2次 3次 >3次 

眼部疾病 (白內障、青光眼) 151 141 (93.4) 10 (6.6) 0 (0) 0 (0) 0 (0) 

中風 94 80 (85.1) 12 (12.8) 1 (1.1) 1 (1.1) 0 (0) 

糖尿病 261 256 (98.1) 2 (0.8) 2 (0.8) 1 (0.4) 0 (0) 

高血壓  534 525 (98.3) 4 (0.7) 4 (0.7) 0 (0) 1 (0.2) 

高血脂 171 171 (100) 0 (0) 0 (0) 0 (0) 0 (0) 

心臟病 197 181 (91.9) 11 (5.6) 3 (1.5) 1 (0.5) 1 (0.5) 

肺部疾病 85 78 (91.8) 2 (2.4) 2 (2.4) 1 (1.2) 2 (2.4) 

痛風 85 84 (98.8) 0 (0) 1 (1.2) 0 (0) 0 (0) 

關節炎 135 125 (92.6) 7 (5.2) 2 (1.5) 0 (0) 1 (0.7) 

骨質疏鬆 152 147 (96.7) 4 (2.6) 1 (0.7) 0 (0) 0 (0) 

骨折 79 55 (69.6) 21 (26.6) 3 (3.8) 0 (0) 0 (0) 

肝膽疾病  75 70 (93.3) 4 (5.3) 0 (0) 1 (1.3) 0 (0) 

腸胃疾病 113 95 (84.1) 11 (9.7) 3 (2.7) 0 (0) 4 (3.5) 

腎臟疾病 73 63 (86.3) 6 (8.2) 4 (5.5) 0 (0) 0 (0) 

洗腎 (透析) 46 46 (100) 0 (0) 0 (0) 0 (0) 0 (0) 

免疫疾病 63 62 (98.4) 1 (1.6) 0 (0) 0 (0) 0 (0) 

癌症或惡性腫瘤 81 68 (84.0) 5 (6.2) 4 (4.9) 1 (1.2) 3 (3.7) 

泌尿科疾病 (大小便失禁) 91 85 (93.4) 5 (5.5) 1 (1.1) 0 (0) 0 (0) 

失智症 62 62 (100) 0 (0) 0 (0) 0 (0) 0 (0) 

精神疾病 (含憂鬱症、焦慮症等) 93 92 (98.9) 0 (0) 0 (0) 0 (0) 1 (1.1) 

其它 151 136 (90.1) 11 (7.3) 3 (2.0) 1 (0.7) 0 (0) 

 

B21. 目前居住的地方到最常看病的地點大約要花多少時間 

總計 15分鐘以內 16−30分鐘 31 分鐘−1小時 超過 1小時 拒答 

1000 (100) 474 (47.4) 301 (30.1) 104 (10.4) 118 (11.8) 3 (0.3) 

 

B22. 是否需要有人陪伴就醫 

總計 每次皆需要 常常需要 偶爾需要 不需要 拒答 

1000 (100) 309 (30.9) 33 (3.3) 115 (11.5) 542 (54.2) 1 (0.1) 

 

B23. 通常由誰陪伴就醫 

總計 不需陪同 配偶 子女 鄰居或 

朋友 

外籍 

看護 

居家 

服務員 

其它 拒答 

1000 

(100) 

542 

(54.2) 

145 

(14.5) 

253 

(25.3) 

3 

(0.3) 

25 

(2.5) 

9 

(0.9) 

21 

(2.1) 

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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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 目前是否仍從事有酬勞的工作 

總計 沒有 有 

1000 (100) 898 (89.8) 102 (10.2) 

 

B25. 工作的主要原因（複選題） 

總計 負擔家計 經濟獨立自主 保持與人互動 打發時間 貢獻社會 其它 

177 (100) 55 (31.1) 30 (16.9) 36 (20.3) 46 (26.0) 9 (5.1) 1 (0.6) 

 

B26. 目前家庭生活支出的主要經濟來源（複選題）N=1000 

總 

計 

工 

作 

收 

入 

 

本 

人 

及 

配 

偶 

積 

蓄 

或 

退 

休 

金 

子 

女 

奉 

養 

金 

不 

動 

產 

收 

入 

、 

租 

金 

慈 

善 

團 

體 

捐 

款 

政府補助 其 

它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生 

活 

津 

貼 

中 

低 

收 

入 

身 

心 

障 

礙 

生 

活 

補 

助 

老 

人 

年 

金 

老 

農 

津 

貼 

榮 

民 

院 

外 

就 

養 

金 

1456 

(100) 

95 

(6.5) 

526 

(36.1) 

336 

(23.1) 

25 

(1.7) 

2 

(0.1) 

27 

(1.9) 

17 

(1.2) 

263 

(18.1) 

118 

(8.1) 

3 

(0.2) 

44 

(3.0) 

 

B27. 個人每月生活最大花費/支出（複選題）N=1000 

總計 飲食 房租或住宅

貸款 
教育 交通 娛樂 醫藥費 照顧費 婚喪

喜慶 

家用 其它 拒答 

1566 

(100) 

419 

(26.8) 

35 

(2.2) 

4 

(0.3) 

53 

(3.4) 

36 

(2.3) 

205 

(13.1) 

67 

(4.3) 

44 

(2.8) 

611 

(39.0) 

81 

(5.2) 

11 

(0.7) 

 

B28. 個人每月最入不敷出的是甚麼花費/支出 

總計 無 飲食 房租或住宅

貸款 
教育 交通 娛樂 醫藥費 照顧費 婚喪

喜慶 

家用 其它 

1000 

(100) 

393 

(39.3) 

79 

(7.9) 

19 

(1.9) 

2 

(0.2) 

8 

(0.8) 

8 

(0.8) 

85 

(8.5) 

49 

(4.9) 

18 

(1.8) 

312 

(31.2) 

2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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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9. 在過去三個月中，通常都做些什麼休閒活動（複選題） 

總計 聽廣

播或

音樂 

和親友

聊天、

泡茶、

下棋或

打牌 

看報

紙、雜

誌、讀

書或小

說、電

視 

出外

踏

青、

旅遊 

使用

手機

玩遊

戲、

聊天 

逛

街、

購物 

在家

使用

電腦

上網 

運動 宗教

活動 

志願

服務 

種

花、

整理

花

園、

園

藝、

盆栽 

參加日

照、據

點活動 

手工

藝、

繪畫 

 

樂齡

大學 

 

其它 無 

2230 

(100) 

73 

(3.3) 

273 

(12.2) 

381 

(17.1) 

119 

(5.3) 

86 

(3.9) 

32 

(1.4) 

18 

(0.8) 

343 

(15.4) 

113 

(5.1) 

72 

(3.2) 

165 

(7.4) 

307 

(13.8) 

31 

(1.4) 

27 

(1.2) 

62 

(2.8) 

128 

(5.7) 

 

B30. 在過去三個月中，您有沒有什麼想做，但做不到的休閒活動 

總計 聽廣

播或

音樂 

和親友

聊天、

泡茶、

下棋或

打牌 

看報

紙、雜

誌、讀

書或小

說、電

視 

出外踏

青、旅

遊 

使用

手機

玩遊

戲、

聊天 

逛

街、

購物 

在家

使用

電腦

上網 

運動 宗教

活動 

志願

服務 

種花、

整理花

園、園

藝、盆

栽 

參加

日

照、

據點

活動 

手工

藝、

繪畫 

 

樂齡

大學 

 

其它 無 

1000 

(100) 

2 

(0.2) 

1 

(0.1) 

3 

(0.3) 

105 

(10.5) 

0  

(0) 

15 

(1.5) 

0 

(0.0) 

51 

(5.1) 

2 

(0.2) 

3 

(0.3) 

7 

(0.7) 

1 

(0.1) 

2 

(0.2) 

0 

(0.0) 

20 

(2.0) 

788 

(78.8) 

 

B31. 做不到此休閒活動的原因（複選題） 

總計 擔心身體狀

況無法負荷 

經濟無

法負擔 

交通不

方便 

家人不

支持 

沒有無障礙/符

合老人需求的

設施 

擔心他

人眼光 

資訊

不足  

無人

陪伴 

擔憂造成

別人負擔 

無 其它 拒答 

1077 

(100) 

142 

(13.2) 

23 

(2.1) 

16 

(1.5) 

6 

(0.6) 

8 

(0.7) 

7 

(0.6) 

5 

(0.5) 

18 

(1.7) 

25 

(2.3) 

783 

(72.7) 

43 

(4.0)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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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 外出通常目的是甚麼 

外出目的 總計 

就醫 808 (80.8) 

上班 67 (6.7) 

購物 (市場買菜) 493 (49.3) 

運動 (散步、爬山) 502 (50.2) 

休閒娛樂 (打麻將) 166 (16.6) 

旅遊 164 (16.4) 

當志工 (志願服務) 139 (13.9) 

參加婚喪喜慶 281 (28.1) 

參加宗教活動 264 (26.4) 

研習上課 (樂齡大學) 68 (6.8) 

日照、據點 355 (35.5) 

外食 153 (15.3) 

親友聚會 382 (38.2) 

選舉投票 358 (35.8) 

其它 28 (2.8) 

 

B33. 外出交通方式-就醫 

總計 步行 自己開車/

騎機車 

騎電動

代步車 

乘坐公

共汽車 

乘坐計

程車 

親友開車/

機車接送 

復康

巴士 

長照交通

接送車 

其它 

808  

(80.8) 

42 

(5.2) 

393 

(48.6) 

30 

(3.7) 

17 

(2.1) 

43 

(5.3) 

248 

(30.7) 

5 

(0.6) 

17  

(2.1) 

42 

(5.2) 

 

B34. 外出交通方式-上班 

總計 步行 自己開車/

騎機車 

騎電動

代步車 

乘坐公

共汽車 

乘坐計

程車 

親友開車/

機車接送 

復康

巴士 

長照交通

接送車 

其它 

67  

(6.7) 

14 

(20.9) 

49 

(73.1) 

2 

(3.0) 

0 

(0) 

0 

(0) 

1 

(1.5) 

0 

(0) 

0 

(0) 

1 

(1.5) 

 

B35. 外出交通方式-購物 (市場買菜) 

總計 步行 自己開車/

騎機車 

騎電動

代步車 

乘坐公

共汽車 

乘坐計

程車 

親友開車/

機車接送 

復康

巴士 

長照交通

接送車 
其它 

 

493 

(49.3) 

83 

(16.8) 

329 

(66.7) 

35 

(7.1) 

3  

(0.6) 

2 

(0.4) 

35  

(7.1) 

0 

(0) 

0 

(0) 

6 

(1.2) 

 

B36. 外出交通方式-運動 (散步、爬山) 

總計 步行 自己開車/

騎機車 

騎電動

代步車 

乘坐公

共汽車 

乘坐計

程車 

親友開車/

機車接送 

復康

巴士 

長照交通

接送車 
其它 

 

502 

(50.2) 

330 

(65.7) 

142 

(28.3) 

11 

(2.2) 

2 

(0.4) 

0 

(0) 

10 

(2.0) 

0 

(0) 

0 

(0) 

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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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7. 外出交通方式-休閒娛樂 

總計 步行 自己開車/

騎機車 

騎電動

代步車 

乘坐公

共汽車 

乘坐

計程

車 

親友開車/

機車接送 

復康

巴士 

長照交通

接送車 

其它 

 

166 

(16.6) 

53 

(31.9) 

85 

(51.2) 

13 

(7.8) 

0 

(0) 

0 

(0) 

9 

(5.4) 

0 

(0) 

1 

(0.6) 

5 

(3.0) 

 

B38. 外出交通方式-旅遊 

總計 步行 
自己開車/

騎機車 

騎電動

代步車 

乘坐公共

汽車 

乘坐計

程車 

親友開車/

機車接送 

復康

巴士 

長照交通

接送車 

其它 

 

164 

(16.4) 

0  

(0) 

61 

(37.2) 

2 

(1.2) 

42 

(25.6) 

2 

(1.2) 

54 

(32.9) 

0 

(0) 

0 

(0) 

3 

(1.8) 

 

B39. 外出交通方式-當志工 (志願服務) 

總計 步行 
自己開車/

騎機車 

騎電動

代步車 

乘坐公

共汽車 

乘坐計

程車 

親友開車/

機車接送 

復康

巴士 

長照交通

接送車 
其它 

 

139 

(13.9) 

27 

(19.4) 

86 

(61.9) 

6 

(4.3) 

1 

(0.7) 

0  

(0) 

13 

(9.4) 

0 

(0) 

0  

(0) 

6 

(4.3) 

 

B40. 外出交通方式-參加婚喪喜慶 

總計 步行 自己開

車/騎機

車 

騎電動

代步車 

乘坐公

共汽車 

乘坐計

程車 

親友開

車/機車

接送 

復康巴

士 

長照交

通接送

車 

其它 

 

281 

(28.1) 

19 

(6.8) 

177 

(63.0) 

12 

(4.3) 

2  

(0.7) 

3  

(1.1) 

66 

(23.5) 

0  

(0) 

0  

(0) 

2  

(0.7) 

 

B41. 外出交通方式-參加宗教活動 

總計 步行 自己開

車/騎機

車 

騎電動

代步車 

乘坐公

共汽車 

乘坐計

程車 

親友開

車/機

車接送 

復康巴

士 

長照交

通接送

車 

其它 

 

264 

(26.4) 

62 

(23.5) 

137 

(51.9) 

19 

(7.2) 

2 

(0.8) 

1  

(0.4) 

36 

(13.6) 

0  

(0) 

1  

(0.4) 

6  

(2.3) 

 

B42. 外出交通方式-研習上課 (樂齡大學) 

總計 步行 自己開

車/騎機

車 

騎電動

代步車 

乘坐公

共汽車 

乘坐計

程車 

親友開

車/機

車接送 

復康巴

士 

長照交

通接送

車 

其它 

 

68 

(6.8) 

11 

(16.2) 

49 

(72.1) 

3 

(4.4) 

0 

(0) 

1  

(1.5) 

3 

(4.4) 

0 

(0) 

0 

(0) 

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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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3. 外出交通方式-日照、據點 

總計 步行 自己開

車/騎機

車 

騎電動

代步車 

乘坐公

共汽車 

乘坐計

程車 

親友開

車/機

車接送 

復康巴

士 

長照交

通接送

車 

其它 

 

355  

(35.5) 

96 

(27.0) 

170 

(47.9) 

33 

(9.3) 

1  

(0.3) 

0  

(0) 

30 

(8.5) 

0 

(0) 

14 

(3.9) 

11  

(3.1) 

 

B44. 外出交通方式-外食 

總計 步行 自己開

車/騎機

車 

騎電動

代步車 

乘坐公

共汽車 

乘坐計

程車 

親友開

車/機

車接送 

復康巴

士 

長照交

通接送

車 

其它 

 

153  

(15.3) 

19 

(12.4) 

99 

(64.7) 

3  

(2.0) 

0 

(0) 

0 

(0) 

31 

(20.3) 

0  

(0) 

0  

(0) 

1  

(0.7) 

 

B45. 外出交通方式-親友聚會 

總計 步行 自己開

車/騎機

車 

騎電動

代步車 

乘坐公

共汽車 

乘坐計

程車 

親友開

車/機

車接送 

復康巴

士 

長照交

通接送

車 

其它 

 

382 

(38.2) 

33 

(8.6) 

221 

(57.9) 

13 

(3.4) 

3 

(0.8) 

5  

(1.3) 

101 

(26.4) 

0 

(0) 

0  

(0) 

6  

(1.6) 

 

B46. 外出交通方式-選舉投票 

總計 步行 自己開

車/騎機

車 

騎電動

代步車 

乘坐公

共汽車 

乘坐計

程車 

親友開

車/機

車接送 

復康巴

士 

長照交

通接送

車 

其它 

 

358 

(35.8) 

145 

(40.5) 

145 

(40.5) 

20 

(5.6) 

0 

(0) 

0 

(0) 

43 

(12.0) 

0 

(0) 

0 

(0) 

5 

(1.4) 

 

B47. 外出交通方式-其它 

總計 步行 自己開

車/騎機

車 

騎電動

代步車 

乘坐公

共汽車 

乘坐計

程車 

親友開

車/機

車接送 

復康巴

士 

長照交

通接送

車 

其它 

 

28 

(2.8) 

9 

(32.1) 

13 

(46.4) 

1 

(3.6) 

1 

(3.6) 

0 

(0) 

0 

(0) 

0 

(0) 

0 

(0) 

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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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8. 當遇到困難時，第一時間會想到請誰幫忙 

總
計 

父
母 

配
偶 

子
女 

兄
弟
姊
妹 

孫
子
女 

鄰
居 

朋
友 

村
里
幹
事 

外
籍
看
護 

居
家
照
服
員 

宗
教
團
體 

社
工
師 

志
工 

醫
院
診
所
工
作
員 

其
它 

無 拒
答 

1000 

(100) 

1 

(0.1) 

289 

(28.9) 

521 

(52.1) 

44 

(4.4) 

3 

(0.3) 

19 

(1.9) 

23 

(2.3) 

6 

(0.6) 

11 

(1.1) 

2 

(0.2) 

4 

(0.4) 

1 

(0.1) 

3 

(0.3) 

2 

(0.2) 

14 

(1.4) 

56 

(5.6) 

1 

(0.1) 

 

B49. 過去半年，曾經確實找過誰幫忙（複選題） 

總
計 

父
母 

配
偶 

子
女 

兄
弟
姊
妹 

孫
子
女 

鄰
居 

朋
友 

村
里
幹
事 

外
籍
看
護 

居
家
照
服
員 

宗
教
團
體 

社
工
師 

志
工 

醫
院
診
所
工
作
員 

其
它 

無 拒
答 

1299 

(100) 

1 

(0.1) 

264 

(20.3) 

547 

(42.1) 

46 

(3.5) 

18 

(1.4) 

45 

(3.5) 

58 

(4.5) 

18 

(1.4) 

29 

(2.2) 

6 

(0.5) 

9 

(0.7) 

2 

(0.2) 

5 

(0.4) 

2 

(0.2) 

11 

(0.8) 

236 

(18.2) 

2 

(0.2) 

 

B50. 過去半年，有誰曾經主動來幫助過（複選題） 

總
計 

父
母 

配
偶 

子
女 

兄
弟
姊
妹 

孫
子
女 

鄰
居 

朋
友 

村
里
幹
事 

外
籍
看
護 

居
家
照
服
員 

宗
教
團
體 

社
工
師 

志
工 

醫
院
診
所
工
作
員 

其
它 

無 

1262 

(100) 

1 

(0.1) 

239 

(18.9) 

508 

(40.3) 

53 

(4.2) 

15 

(1.2) 

44 

(3.5) 

53 

(4.2) 

13 

(1.0) 

30 

(2.4) 

6 

(0.5) 

11 

(0.9) 

2 

(0.2) 

10 

(0.8) 

1  

(0.1) 

11 

(0.9) 

263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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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1. 是否有在使用智慧型手機 

總計 有智慧型手機

且天天使用 

有智慧型手機

且偶而使用 

有手機但不是

智慧型 

沒有在用手機 

1000 (100) 317 (31.7) 175 (17.5) 189 (18.9) 319 (31.9) 

 

B52. 沒有手機或不使用之原因  

總計 沒有需

要使用 

不會用 怕弄

壞 

操作

困難 

費用

太高 

個人

隱私

因素 

怕被

詐騙 

不識

字 

沒有學

習使用

的管道 

其它 拒答 

394 

(100) 

189 

(48.0) 

128 

(32.5) 

1 

(0.3) 

26 

(6.6) 

4 

(1.0) 

1 

(0.3) 

2 

(0.5) 

18 

(4.6) 

1 

(0.3) 

19 

(4.8) 

5 

(1.3) 

 

B53. 使用智慧型手機對於生活有沒有幫助 

總計 非常有幫助 還算有幫助 不太有幫助 完全沒有幫助 拒答 

1000 (100) 209 (20.9) 326 (32.6) 163 (16.3) 284 (28.4) 18 (1.8) 

 

B54. 是否知道甚麼是智慧穿戴裝置 (如健康手環) 

總計 完全不知道 聽過但不知道有甚麼用途 知道但沒有使用 有在使用 拒答 

1000 (100) 602 (60.2) 117 (11.7) 239 (23.9) 40 (4.0) 2 (0.2) 

 

B55. 是否知道甚麼是智慧居家監測的服務 

總計 完全不知道 聽過但不知道有甚麼用途 知道但沒有使用 有在使用 拒答 

1000 (100) 685 (68.5) 90 (9.0) 201 (20.1) 23 (2.3)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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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6. 是否曾使用過花蓮縣政府設置的福利服務 

總計 （曾）有使用 從未使用 

1.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32 (3.2) 968 (96.8) 

2. 中低收入身心障礙生活補助 20 (2.0) 980 (98.0) 

3. 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10 (1.0) 990 (99.0) 

4. 醫療及看護補助 30 (3.0) 970 (97.0) 

5. 假牙裝置補助 11 (1.1) 989 (98.9) 

6. 住宅修繕補助 3 (0.3) 997 (99.7) 

7. 房屋租金補貼 1 (0.1) 999 (99.9) 

8. 長期照護機構服務 13 (1.3) 987 (98.7) 

9. 公費安養 5 (0.5) 995 (99.5) 

10. 身心障礙住宿式照顧補助 3 (0.3) 997 (99.7) 

11. 居家照顧服務 (陪同就醫、代購物、清潔) 46 (4.6) 954 (95.4) 

12. 居家護理服務 16 (1.6) 984 (98.4) 

13. 復能照護服務 12 (1.2) 988 (98.8) 

14. 日間照顧服務 8 (0.8) 992 (99.2) 

15. 小規模多機能服務 4 (0.4) 996 (99.6) 

16. 家庭托顧服務 3 (0.3) 997 (99.7) 

17.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個管服務 28 (2.8) 972 (97.2) 

18. 營養餐食服務 23 (2.3) 977 (97.7) 

19. 緊急救援連線服務 9 (0.9) 991 (99.1) 

20. 交通接送服務 26 (2.6) 974 (97.4) 

21. 愛心乘車卡 443 (44.3) 557 (55.7) 

22. 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14 (1.4) 986 (98.6) 

23. 喘息服務 7 (0.7) 993 (99.3) 

24.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關懷訪視、研習、互助團體) 9 (0.9) 991 (99.1) 

25. 失智症團體家屋服務 4 (0.4) 996 (99.6) 

26. 走失手鍊 6 (0.6) 994 (99.4) 

27. 文化健康站 (部落) 84 (8.4) 916 (91.6) 

28.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巷弄長照站、福氣站… 285 (28.5) 715 (71.5) 

29. 長青大學 22 (2.2) 978 (97.8) 

30. 樂齡大學 43 (4.3) 957 (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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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7. 過去曾經使用花蓮縣政府所設的福利服務滿意度（經濟扶助和安置頤養） 

項目 
 （曾）有使用 從未使用 

覺得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目前不需要 費用因素 條件不符 不懂申請／困難 其它 

一、經濟扶助 

1.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20 (2.0) 9 (0.9) 3 (0.3) 839 (86.7) 3 (0.3) 104 (10.7) 20 (2.1) 2 (0.2) 

2. 中低收入身心障礙生活補助 13 (1.3) 4 (0.4) 3 (0.3) 858 (87.6) 1 (0.1) 106 (10.8) 13 (1.3) 2 (0.2) 

3. 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7 (0.7) 2 (0.2) 1 (0.1) 867 (87.6) 1 (0.1) 104 (10.5) 16 (1.6) 2 (0.2) 

4. 醫療及看護補助 23 (2.3) 7 (0.7) 0 (0) 869 (89.6) 3 (0.3) 72 (7.4) 24 (2.5) 2 (0.2) 

5. 假牙裝置補助 9 (0.9) 2 (0.2) 0 (0) 871 (88.1) 5 (0.5) 60 (6.1) 51 (5.2) 2 (0.2) 

6. 住宅修繕補助 2 (0.2) 0 (0) 1 (0.1) 900 (90.3) 2 (0.2) 72 (7.2) 21 (2.1) 2 (0.2) 

7. 房屋租金補貼 1 (0.1) 0 (0) 0 (0) 910 (91.1) 4 (0.4) 67 (6.7) 16 (1.6) 2 (0.2) 

二、安置頤養 

8. 長期照護機構服務 10 (1.0) 3 (0.3) 0 (0) 929 (94.1) 1 (0.1) 51 (5.2) 6 (0.6) 0 (0) 

9. 公費安養 5 (0.5) 0 (0) 0 (0) 934 (93.9) 0 (0) 51 (5.1) 10 (1.0) 0 (0) 

10. 身心障礙住宿式照顧補助 1 (0.1) 2 (0.2) 0 (0) 933 (93.6) 0 (0) 55 (5.5) 8 (0.8)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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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8. 過去曾經使用花蓮縣政府所設的福利服務滿意度（居家與社區照顧） 

項目 
 （曾）有使用 從未使用 

覺得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目前不需要 費用因素 條件不符 不懂申請／困難 其它 

三、居家與社區照顧 

11. 居家照顧服務 (陪同就醫、代購物、清潔) 34 (3.4) 8 (0.8) 4 (0.4) 901 (94.4) 2 (0.2) 32 (3.4) 19 (2.0) 0 (0) 

12. 居家護理服務 11 (1.1) 3 (0.3) 2 (0.2) 937 (95.2) 1 (0.1) 33 (3.4) 13 (1.3) 0 (0) 

13. 復能照護服務 7 (0.7) 2 (0.2) 3 (0.3) 938 (94.9) 1 (0.1) 32 (3.2) 16 (1.6) 1 (0.1) 

14. 日間照顧服務 3 (0.3) 3 (0.3) 2 (0.2) 947 (95.5) 0 (0) 32 (3.2) 13 (1.3) 0 (0) 

15. 小規模多機能服務 1 (0.1) 1 (0.1) 2 (0.2) 955 (95.9) 1 (0.1) 32 (3.2) 8 (0.8) 0 (0) 

16. 家庭托顧服務 1 (0.1) 0 (0) 2 (0.2) 954 (95.7) 1 (0.1) 34 (3.4) 8 (0.8) 0 (0) 

17.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個管服務 22 (2.2) 3 (0.3) 3 (0.3) 926 (95.3) 1 (0.1) 33 (3.4) 12 (1.2) 0 (0) 

18. 營養餐食服務 21 (2.1) 0 (0) 2 (0.2) 934 (95.6) 1 (0.1) 32 (3.3) 10 (1.0) 0 (0) 

19. 緊急救援連線服務 6 (0.6) 0 (0) 3 (0.3) 946 (95.5) 1 (0.1) 30 (3.0) 14 (1.4) 0 (0) 

20. 交通接送服務 22 (2.2) 1 (0.1) 3 (0.3) 928 (95.3) 3 (0.3) 30 (3.1) 13 (1.3) 0 (0) 

21. 愛心乘車卡 267 (26.7) 154 (15.4) 22 (2.2) 516 (92.6) 0 (0) 14 (2.5) 14 (2.5) 13 (2.3) 

22. 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9 (0.9) 3 (0.3) 2 (0.2) 936 (94.9) 0 (0) 31 (3.1) 19 (1.9) 0 (0) 

23. 喘息服務 5 (0.5) 0 (0) 2 (0.2) 956 (96.3) 1 (0.1) 27 (2.7) 9 (0.9) 0 (0) 

24.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關懷訪視、研習、互助團體) 5 (0.5) 2 (0.2) 2 (0.2) 949 (95.8) 0 (0) 31 (3.1) 11 (1.1) 0 (0) 

25. 失智症團體家屋服務 1 (0.1) 0 (0) 3 (0.3) 946 (95.0) 1 (0.1) 39 (3.9) 10 (1.0) 0 (0) 

26. 走失手鍊 4 (0.4) 0 (0) 2 (0.2) 963 (96.9) 2 (0.2) 19 (1.9) 10 (1.0) 0 (0) 

27. 文化健康站 (部落) 73 (7.3) 5 (0.5) 6 (0.6) 877 (95.7) 1 (0.1) 30 (3.3) 8 (0.9) 0 (0) 

28.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巷弄長照站、福氣站… 253 (25.3) 29 (2.9) 3 (0.3) 691 (96.6) 2 (0.3) 14 (2.0) 8 (1.1) 0 (0) 

29. 長青大學 15 (1.5) 3 (0.3) 4 (0.4) 953 (97.4) 3 (0.3) 12 (1.2) 7 (0.7) 3 (0.3) 

30. 樂齡大學 37 (3.7) 4 (0.4) 2 (0.2) 934 (97.6) 2 (0.2) 9 (0.9) 8 (0.8) 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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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9. 用甚麼方法來查詢有關花蓮縣政府設置的福利服務（複選題） 

總計 不知道 
打電話到縣政府

詢問 

問家人/ 

朋友 

問鄰里長/ 

里幹事 

上網 

查詢 
其它 

1231 

(100) 

337 

(27.4) 

190 

(15.4) 

360 

(29.2) 

208 

(16.9) 

102  

(8.3) 

34 

(2.8) 

 

B60. 針對花蓮縣政府尚可提供老人的福利服務項目的其它需要（複選題） 

總計 經濟

補助 

法律

扶助 

舉辦

休閒

娛樂

活動 

財務

管理

諮詢 

協助

就業 

協助

創業 

未來

生涯

規劃 

房屋

修繕

服務 

 

安排

加入

志工

服務 

心理

諮詢

服務 

其它

或無 

拒

答 

1223 

(100) 

226 

(18.5) 

26 

(2.1) 

183 

(15.0) 

6  

(0.5) 

11 

(0.9) 

5  

(0.4) 

36 

(2.9) 

71 

(5.8) 

18 

(1.5) 

26 

(2.1) 

558 

(45.6) 

57 

(4.7) 

 

B61. 對花蓮縣政府目前提供之福利措施整體滿意度 

總計 很滿意 還算滿意 不太滿意 很不滿意 
無意見／

很難說 
拒答 

1000 (100) 170 (17.0) 556 (55.6) 57 (5.7) 17 (1.7) 192 (19.2) 8 (0.8) 

 

B62. 對目前的整體生活是否感到滿意 

總計 很滿意 還算滿意 不太滿意 很不滿意 
無意見／

很難說 
拒答 

1000 (100) 362 (36.2) 540 (54.0) 57 (5.7) 9 (0.9) 27 (2.7) 5 (0.5) 

 

B63. 最希望的居住安排方式 

總計 獨居或與 

配偶一起住 

與子女同住 和親友同住 住照護機構 其它 拒答 

1000  

(100) 

441 

(44.1) 

433  

(43.3) 

28  

(2.8) 

60  

(6.0) 

22  

(2.2)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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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4. 對「自己的健康問題」之擔心程度 

總計 非常擔心 擔心 普通 不擔心 完全不擔心 不適用 

1000 (100) 385 (38.5) 322 (32.2) 113 (11.3) 155 (15.5) 23 (2.3) 2 (0.2) 

 

B65. 對「自己因失能或失智的照顧問題」之擔心程度 

總計 非常擔心 擔心 普通 不擔心 完全不擔心 不適用 

1000 (100) 353 (35.3) 289 (28.9) 104 (10.4) 198 (19.8) 54 (5.4) 2 (0.2) 

 

B66. 對「配偶的健康問題」之擔心程度 

總計 非常擔心 擔心 普通 不擔心 完全不擔心 不適用 

1000  

(100) 

243  

(24.3) 

216  

(21.6) 

70 

(7.0) 

73  

(7.3) 

31  

(3.1) 

367  

(36.7) 

 

B67. 對「配偶因失能或失智的照顧問題」之擔心程度 

總計 非常擔心 擔心 普通 不擔心 完全不擔心 不適用 

1000 (100) 220 (22.0) 196 (19.6) 68 (6.8) 104 (10.4) 47 (4.7) 365 (36.5) 

 

B68. 對「自己被送去安養護機構」之擔心程度 

總計 非常擔心 擔心 普通 不擔心 完全不擔心 不適用 

1000 (100) 103 (10.3) 153 (15.3) 105 (10.5) 273 (27.3) 349 (34.9) 17 (1.7) 

 

B69. 對「子女照顧問題」之擔心程度 

總計 非常擔心 擔心 普通 不擔心 完全不擔心 不適用 

1000 (100) 45 (4.5) 111 (11.1) 80 (8.0) 187 (18.7) 485 (48.5) 92 (9.2) 

 

B70. 對「父母照顧問題」之擔心程度 

總計 非常擔心 擔心 普通 不擔心 完全不擔心 不適用 

1000 (100) 14 (1.4) 19 (1.9) 24 (2.4) 65 (6.5) 78 (7.8) 800 (80.0) 

 

B71. 對「經濟來源問題」之擔心程度 

總計 非常擔心 擔心 普通 不擔心 完全不擔心 不適用 

1000 (100) 185 (18.5) 168 (16.8) 240 (24.0) 255 (25.5) 139 (13.9) 13 (1.3) 

 

B72. 對「居住問題」之擔心程度 

總計 非常擔心 擔心 普通 不擔心 完全不擔心 不適用 

1000 (100) 19 (1.9) 65 (6.5) 258 (25.8) 356 (35.6) 282 (28.2)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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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3. 對「交通問題」之擔心程度 

總計 非常擔心 擔心 普通 不擔心 完全不擔心 不適用 

1000 (100) 23 (2.3) 66 (6.6) 274 (27.4) 360 (36.0) 260 (26.0) 17 (1.7) 

 

B74. 對「人身安全問題」之擔心程度 

總計 非常擔心 擔心 普通 不擔心 完全不擔心 不適用 

1000 (100) 52 (5.2) 130 (13.0) 291 (29.1) 327 (32.7) 184 (18.4) 16 (1.6) 

 

B75. 對「人際關係問題」之擔心程度 

總計 非常擔心 擔心 普通 不擔心 完全不擔心 不適用 

1000 (100) 13 (1.3) 32 (3.2) 288 (28.8) 383 (38.3) 263 (26.3) 21 (2.1) 

 

B76. 對「往生後事處理問題」之擔心程度 

總計 非常擔心 擔心 普通 不擔心 完全不擔心 不適用 

1000 (100) 31 (3.1) 68 (6.8) 253 (25.3) 355 (35.5) 271 (27.1) 22 (2.2) 

 

B77. 最在意或擔心的事情 (第一提及項目) 

總 

計 

自

己

的

健

康

問

題 

自

己

因

失

能

或

失

智

的

照

顧

問

題 

配

偶

的

健

康

問

題 

配

偶

因

失

能

或

失

智

的

照

顧

問

題 

自

己

被

送

去

安

養

護

機

構 

子

女

照

顧

問

題 

父

母

照

顧

問

題 

經

濟

來

源

問

題 

居

住

問

題 

交

通

問

題 

人

身

安

全

問

題 

人

際

關

係

問

題 

往

生

後

事

處

理

問

題 

其

它 

無 

1000  

(100) 

588 

(58.8) 

50 

(5.0) 

96 

(9.6) 

5 

(0.5) 

18 

(1.8) 

8  

(0.8) 

3  

(0.3) 

70 

(7.0) 

1  

(0.1) 

1  

(0.1) 

7  

(0.7) 

0  

(0) 

5  

(0.5) 

15 

(1.5) 

133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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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8. 最在意或擔心的事情 (第二提及項目) 

總 

計 

自

己

的

健

康

問

題 

自

己

因

失

能

或

失

智

的

照

顧

問

題 

配

偶

的

健

康

問

題 

配

偶

因

失

能

或

失

智

的

照

顧

問

題 

自

己

被

送

去

安

養

護

機

構 

子

女

照

顧

問

題 

父

母

照

顧

問

題 

經

濟

來

源

問

題 

居

住

問

題 

交

通

問

題 

人

身

安

全

問

題 

人

際

關

係

問

題 

往

生

後

事

處

理

問

題 

其

它 

無 

1000 

(100) 

118 

(11.8) 

220 

(22.0) 

227 

(22.7) 

55 

(5.5) 

25 

(2.5) 

32 

(3.2) 

1 

 (0.1) 

61 

(6.1) 

5  

(0.5) 

3  

(0.3) 

19 

(1.9) 

0  

(0) 

5  

(0.5) 

5  

(0.5) 

224 

(22.4) 

 

B79. 最在意或擔心的事情 (第三提及項目) 

總 

計 

自

己

的

健

康

問

題 

自

己

因

失

能

或

失

智

的

照

顧

問

題 

配

偶

的

健

康

問

題 

配

偶

因

失

能

或

失

智

的

照

顧

問

題 

自

己

被

送

去

安

養

護

機

構 

子

女

照

顧

問

題 

父

母

照

顧

問

題 

經

濟

來

源

問

題 

居

住

問

題 

交

通

問

題 

人

身

安

全

問

題 

人

際

關

係

問

題 

往

生

後

事

處

理

問

題 

其

它 

無 

1000  

(100) 

42 

(4.2) 

141 

(14.1) 

77 

(7.7) 

56 

(5.6) 

52 

(5.2) 

36 

(3.6) 

5  

(0.5) 

160 

(16.0) 

6  

(0.6) 

9  

(0.9) 

28 

(2.8) 

0  

(0) 

20 

(2.0) 

12 

(1.2) 

356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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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0. 對「身體健康」之期望程度 

總計 非常期望 期望 普通 不期望 完全不期望 

1000 (100) 733 (73.3) 194 (19.4) 66 (6.6) 3 (0.3) 4 (0.4) 

 

B81. 對「經常外出旅遊」之期望程度 

總計 非常期望 期望 普通 不期望 完全不期望 

1000 (100) 131 (13.1) 237 (23.7) 256 (25.6) 258 (25.8) 118 (11.8) 

 

B82. 對「有良好居住環境」之期望程度 

總計 非常期望 期望 普通 不期望 完全不期望 

1000 (100) 162 (16.2) 320 (32.0) 438 (43.8) 35 (3.5) 45 (4.5) 

 

B83. 對「能過與自己興趣相符的生活」之期望程度 

總計 非常期望 期望 普通 不期望 完全不期望 

1000 (100) 172 (17.2) 296 (29.6) 428 (42.8) 61 (6.1) 43 (4.3) 

 

B84. 對「能有人細心照顧起居生活」之期望程度 

總計 非常期望 期望 普通 不期望 完全不期望 

1000 (100) 231 (23.1) 356 (35.6) 283 (28.3) 97 (9.7) 33 (3.3) 

 

B85. 對「治安良好安全」之期望程度 

總計 非常期望 期望 普通 不期望 完全不期望 

1000 (100) 273 (27.3) 281 (28.1) 385 (38.5) 24 (2.4) 37 (3.7) 

 

B86. 對「能與家人團圓和樂」之期望程度 

總計 非常期望 期望 普通 不期望 完全不期望 

1000 (100) 405 (40.5) 287 (28.7) 260 (26.0) 13 (1.3) 35 (3.5) 

 

B87. 對「經濟無虞」之期望程度 

總計 非常期望 期望 普通 不期望 完全不期望 

1000 (100) 344 (34.4) 297 (29.7) 299 (29.9) 23 (2.3) 37 (3.7) 

 

B88. 對「住到理想的安養院」之期望程度 

總計 非常期望 期望 普通 不期望 完全不期望 

1000 (100) 37 (3.7) 61 (6.1) 180 (18.0) 232 (23.2) 490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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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9. 對「繼續研究進修的生活」之期望程度 

總計 非常期望 期望 普通 不期望 完全不期望 

1000 (100) 25 (2.5) 67 (6.7) 135 (13.5) 218 (21.8) 555 (55.5) 

 

B90. 對「經常參加宗教修行活動的生活」之期望程度 

總計 非常期望 期望 普通 不期望 完全不期望 

1000 (100) 81 (8.1) 103 (10.3) 232 (23.2) 158 (15.8) 426 (42.6) 

 

B91. 對「經常從事志願服務的生活」之期望程度 

總計 非常期望 期望 普通 不期望 完全不期望 

1000 (100) 54 (5.4) 75 (7.5) 226 (22.6) 178 (17.8) 467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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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2. 對生活的期望 (第一提及項目) 

總 

計 

身

體

健

康 

經

常

外

出

旅

遊 

有

良

好

居

住

環

境 

能

過

與

自

己

興

趣

相

符

的

生

活 

能

有

人

細

心

照

顧

起

居

生

活 

治

安

良

好

安

全 

能

與

家

人

團

圓

和

樂 

經

濟

無

虞 

住

到

理

想

的

安

養

院 

繼

續

研

究

進

修

的

生

活 

經

常

參

加

宗

教

修

行

活

動

的

生

活 

經

常

從

事

志

願

服

務

的

生

活 

其

它 

無 

1000 

(100) 

739 

(73.9) 

17 

(1.7) 

4  

(0.4) 

8  

(0.8) 

8  

(0.8) 

5  

(0.5) 

28 

(2.8) 

51 

(5.1) 

3  

(0.3) 

0  

(0) 

3  

(0.3) 

3  

(0.3) 

10 

(1.0) 

121 

(12.1) 

 

B93. 對生活的期望 (第二提及項目) 

總 

計 

身

體

健

康 

經 

常 

外 

出 

旅 

遊 

有

良

好

居

住

環

境 

能

過

與

自

己

興

趣

相

符

的

生

活 

能

有

人

細

心

照

顧

起

居

生

活 

治

安

良

好

安

全 

能

與

家

人

團

圓

和

樂 

經

濟

無

虞 

住

到

理

想

的

安

養

院 

繼

續

研

究

進

修

的

生

活 

經

常

參

加

宗

教

修

行

活

動

的

生

活 

經

常

從

事

志

願

服

務

的

生

活 

其

它 

無 

1000 

(100) 

90 

(9.0) 

113 

(11.3) 

54 

(5.4) 

43 

(4.3) 

198 

(19.8) 

22 

(2.2) 

165 

(16.5) 

88 

(8.8) 

6  

(0.6) 

3  

(0.3) 

10 

(1.0) 

15 

(1.5) 

7  

(0.7) 

186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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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4. 對生活的期望 (第三提及項目) 

總

計 

身

體

健

康 

經

常

外

出

旅

遊 

有

良

好

居

住

環

境 

能

過

與

自

己

興

趣

相

符

的

生

活 

能

有

人

細

心

照

顧

起

居

生

活 

治

安

良

好

安

全 

能

與

家

人

團

圓

和

樂 

經

濟

無

虞 

住

到

理

想

的

安

養

院 

繼

續

研

究

進

修

的

生

活 

經 

常 

參 

加 

宗 

教 

修 

行 

活 

動 

的 

生 

活 

經

常

從

事

志

願

服

務

的

生

活 

其

它 

無 

1000 

(100) 

12 

(1.2) 

33 

(3.3) 

45 

(4.5) 

65 

(6.5) 

87 

(8.7) 

59 

(5.9) 

206 

(20.6) 

176 

(17.6) 

9 

(0.9) 

2 

(0.2) 

18 

(1.8) 

21 

(2.1) 

5 

(0.5) 

262 

(2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