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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探討 

壹、前言 

隨著全球平均餘命的持續增加，因人口老化而帶來的老年生活照顧問

題也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之一。而聯合國為因應此全球老化議題，於 1982

年在維也納召開老化問題世界大會(World Assembly on Ageing)，並通過

「維也納老化問題國際行動計畫」。之後，在 1990 年，將每年的十月一日

訂為「國際老年人日」；並在 1991年十二月十六日通過「聯合國老人綱領」，

宣示老人應普遍享有「獨立、參與、照顧、自我實現及尊嚴」的權力(聯合

國，1991)，以維護老年生活的品質和權益。 

在台灣，行政院衛福部(2015)也於「高齡社會白皮書」中指出：在高

齡社會中的主要挑戰，包括：人口老化速度快、家庭照顧壓力大、生活型

態改變多及社會價值變遷大。因此，衛福部以「健康、幸福、活力、友善」

作為政策願景，意圖打造「健康生活、幸福家庭、活力社區及友善環境」

的友善長者之「在地」活躍老化環境。再者，國發會推估台灣自 2016年（民

國 105年）至 2061 年（民國 150 年）間，僅須耗費 8 年，我國就可從 14%

老年人口的「高齡社會」蛻變為 20%老年人口的「超高齡社會」，與南韓、

新加坡人口老化的速度並駕齊驅，且比美國、英國老化更快。 

內政部戶政司(2020)的人口資料統計顯示：截至民國 108 年 11 月份

為止，新竹市約有55,646位六十五歲以上長者，約佔人口總數的12.42%(男

為 24,758 人、女為 30,888 人)，這不但凸顯出青壯年人口對社會經濟支

持的負擔加重(扶養比由 105 年的 5.6：1 轉變為 150年的 1.3：1，國發會，

2018)，同時也引社會大眾對高齡及中高齡人口未來「安老計畫」重要性

的重視。2018年底各縣市老化指數除新竹市、新竹縣、桃園市、臺中市及

連江縣等 5 縣市小於 100 外，其餘縣市皆超過 100，並以嘉義縣 202.4 最

高、南投縣 158.5 次之、雲林縣 157.2 居第 3 (內政部統計處，2019)。如

何回應老化速度之高齡社會，老人現況需求調查與政策回應更顯必要。 

 

綜上所述，在全球人口面臨出生及死亡皆低的「雙低效應」影響下(陳

燕禎，2015)，暴露出長者的生活照顧已經不再是傳統孝道文化或現代家

庭功能所能支撐的，在人口快速老化益趨明顯且社會福利需求旺盛的時代，

必須完備好各項老人福利措施來減輕家庭照顧長者的壓力，冀此，期望藉

由本篇報告分析長者在健康狀況、就業狀況、社會活動狀況及社會福利的

使用與需求情形等四大面向的數據，了解長者現階段的現況及需求，藉此

提供新竹市政府持續建置更友善多元的老人照顧福利服務體系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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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健康狀況 

一、自覺健康狀況 

調查結果顯示，49.9%的長者表示自己健康狀況好(12.4%為很好，

37.5%為還算好)，高於表示不好(19.2%為不太好，2.9%為很不好)的 22.1%，

另有 28.0%表示普通。 

 

圖 1  長者自覺健康狀況 

資料來源：王潔媛等人。(2019)新竹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

司辦理「108年新竹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交叉分析顯示，長者自覺健康狀況在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

住區域之間有顯著差異，分述如下：(詳見表 1) 

(1)性 別：59.3%的男性自覺健康狀況好，高於女性的 42.0%。 

(2)年 齡：自覺健康狀況好的比率以 60~64歲者的 64.6%最高。 

(3)教育程度：自覺健康狀況好的比率以高中職及以上者較高。 

(4)居住區域：自覺健康狀況好的比率以居住北區的 56.1%、香山區的

61.8%高於居住東區者的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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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60 歲以上長者自覺健康狀況 

                   單位：人；%  

項目別 

樣本

數

(人) 

總計 

好 

普通 

不好 

  很好 
還算

好 
  

不太

好 
很不好 

總計 503  100.0  49.9  12.4  37.5  28.0  22.1  19.2  2.9  

性別 
         

男 232  100.0  59.3  17.4  41.9  25.5  15.2  12.1  3.1  

女 271  100.0  42.0  8.2  33.8  30.1  27.9  25.2  2.7  

年齡別 
         

 60~64 歲 136  100.0  64.6  18.3  46.2  27.6  7.8  7.0  0.8  

 65~69 歲 137  100.0  55.4  8.6  46.9  29.9  14.7  13.1  1.5  

 70~74 歲 82  100.0  47.5  10.2  37.3  25.0  27.4  22.3  5.2  

 75~79 歲 62  100.0  30.1  17.8  12.2  28.9  41.0  34.2  6.8  

 80~84 歲 40  100.0  28.0  2.5  25.5  23.3  48.7  41.1  7.6  

 85 歲及以上 47  100.0  40.8  11.4  29.5  31.2  27.9  27.9  - 

教育程度 
         

小學以下 238  100.0  41.0  8.4  32.6  27.9  31.1  27.2  4.0  

國初中 69  100.0  49.3  9.3  40.0  33.8  16.8  15.4  1.5  

高中職 102  100.0  62.0  15.5  46.5  25.4  12.7  10.6  2.1  

專科大學 78  100.0  59.5  21.7  37.8  27.1  13.4  10.7  2.7  

研究所以上 17  100.0  62.4  19.0  43.5  25.0  12.6  12.6  - 

居住區域 
         

東區 227  100.0  40.3  8.0  32.3  38.0  21.7  19.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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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 189  100.0  56.1  19.6  36.5  18.4  25.5  22.2  3.3  

香山區 87  100.0  61.8  8.3  53.5  22.5  15.7  12.1  3.6  

資料來源：王潔媛等人。(2019)新竹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

司辦理「108年新竹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二、工具性日常生活的活動(IADLs)能力 

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ADLs)項目中至少有 1 項困難占 23.2%。皆無困難

占 76.8%。 

 
         註：有困難包含「有點困難(尚不需輔具或他人協助)」、「需要輔具/環境改善」、「需他人協助」及

「完全不能做」。 

圖 2  長者工具性日常生活的活動能力有無困難情形 

資料來源：王潔媛等人。(2019)新竹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

司辦理「108年新竹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交叉分析顯示，長者工具性日常生活的活動能力有無困難情形在不同

性別、年齡、婚姻狀況之間有顯著差異，分述如下：(詳見表 2) 

(1)性 別：85.1%的男性皆無困難，高於女性的 69.6%。 

(2)年 齡：皆無困難的比率隨年齡增加而遞減，由 60~64 歲者的

93.5%，減至 80~84 歲者的 45.4%、85 歲及以上者的 43.7%。 

(3)婚姻狀況：皆無困難的比率以有配偶或同居者的 83.8%最高。 

皆無困難, 
76.8%

至少1項有困難, 
23.2%

樣本數：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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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0 歲以上長者之工具性日常生活的活動(IADLs)能力 

        單位：人；% 

項目別 樣本數(人) 總計 皆無困難 
至少有一項

困難 

總計 503  100.0  76.8  23.2  

性別 
    

男 232  100.0  85.1  14.9  

女 271  100.0  69.6  30.4  

年齡別 
    

 60~64 歲 136  100.0  93.5  6.5  

 65~69 歲 137  100.0  90.3  9.7  

 70~74 歲 82  100.0  76.0  24.0  

 75~79 歲 62  100.0  56.5  43.5  

 80~84歲 40  100.0  45.4  54.6  

 85歲及以上 47  100.0  43.7  56.3  

婚姻狀況 
    

未婚 19  100.0  77.4  22.6  

有配偶或同居 351  100.0  83.8  16.2  

離婚或分居 21  100.0  65.1  34.9  

喪偶 112  100.0  56.9  43.1  

資料來源：王潔媛等人。(2019)新竹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

司辦理「108年新竹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就各項日常生活活動的困難情形來看，以搭乘交通工具有困難比率

20.7%最高，其次是上街買日用品的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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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長者工具性日常生活的活動能力情形 

活動項目 總計 
毫無 
困難 

有困難 

小計 

有點困

難(尚不

需輔具

或他人

協助 

需要輔

具/環
境改善 

需他人

協助 

完全 
不能

做 

搭乘交通工具 100.0 79.3  20.7  2.2  0.2  6.7  11.6  
上街買日用品 100.0 84.9  15.1  2.6  0.6  3.8  8.0  
煮飯、做菜 100.0 86.2  13.8  2.0  0.4  3.6  7.8  
洗衣服、晾衣服 100.0 86.9  13.1  2.2  - 3.4  7.6  
家事活動 100.0 87.1  12.9  2.0  - 3.6  7.3  
財務運用能力 100.0 89.2  10.8  1.4  0.2  3.3  5.9  
服用藥物(可按時正確吃藥) 100.0 89.7  10.3  1.9  0.2  4.3  3.9  
撥打電話 100.0 90.2  9.8  1.3  0.2  3.1  5.1  
資料來源：王潔媛等人。(2019)新竹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

司辦理「108年新竹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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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就業狀況 

一、目前工作狀況及未來希望工作情形 

調查結果顯示，21.0%的長者目前有工作，79.0%沒有工作，其中 67.9%

不希望有一份有收入的工作，11.1%希望 (1.5%有嘗試找工作，9.6%沒有

嘗試找工作)。 

 

 

圖 3  長者目前工作狀況、是否希望工作及找工作情形 

資料來源：王潔媛等人。(2019)新竹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

司辦理「108年新竹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交叉分析顯示，長者目前工作狀況、是否希望工作及找工作情形在不

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之間有顯著差異，分述如下：(詳見表 4) 

(1)性 別：84.6%的女性沒有工作，高於男性的 72.4%。 

有工作,
21.0%

不希望有工作收入, 
67.9%

希望有工作收

入, 11.1%

沒有工作, 
79.0%

1.5%

9.6%

有沒有嘗試找工作

沒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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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 齡：沒有工作的比率隨年齡增加而遞增。 

    (3)教育程度：沒有工作的比率隨教育程度提高而遞減。 

表 4  65 歲以上長者目前工作狀況 

                 單位：人；%  

項目別 

樣本

數

(人) 

總計 

有

工

作 

沒有工作 

小計 

不管現在或未

來，希不希望有一

份有收入的工作 

有沒有嘗試外出

找工作 

不希望 希望 有 沒有 

總計 503  100.0  21.0  79.0  67.9  11.1  1.5  9.6  

性別 
        

男 232  100.0  27.6  72.4  59.3  13.1  1.8  11.3  

女 271  100.0  15.4  84.6  75.3  9.3  1.2  8.2  

年齡別 
        

 60~64 歲 136  100.0  42.9  57.1  46.3  10.7  1.5  9.2  

 65~69 歲 137  100.0  20.2  79.8  62.7  17.1  3.9  13.2  

 70~74 歲 82  100.0  14.1  85.9  74.5  11.4  - 11.4  

 75~79 歲 62  100.0  8.5  91.5  84.7  6.8  - 6.8  

 80~84 歲 40  100.0  7.6  92.4  87.3  5.1  - 5.1  

 85 歲及以上 47  100.0  - 100.0  95.2  4.8  - 4.8  

教育程度 
        

小學以下 238  100.0  10.6  89.4  78.8  10.6  1.3  9.3  

國初中 69  100.0  27.3  72.7  68.2  4.5  - 4.5  

高中職 102  100.0  26.8  73.2  60.7  12.4  1.1  11.4  

專科大學 78  100.0  35.0  65.0  51.6  13.4  2.7  10.7  

研究所以上 17  100.0  43.1  56.9  31.9  25.0  6.3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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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王潔媛等人。(2019)新竹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

司辦理「108年新竹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二、長者目前工作最重要的原因及目前的職業 

(一)、目前工作最重要的原因 

    調查結果顯示，長者目前工作最重要的原因以「經濟上的需要」的

63.3%最高，其次為「持續和社會互動，避免脫節」(24.7%)及「希望自己

能對家庭和社會有貢獻」(17.8%)。 

 

圖 4  長者目前工作最重要的原因(複選) 

資料來源：王潔媛等人。(2019)新竹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

司辦理「108年新竹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交叉分析顯示，長者目前工作最重要的原因在不同性別、年齡、教育

程度、婚姻狀況、族群、有無宗教信仰、福利身分、是否由子女及居住區

域之間皆無顯著差異。  
 
 

(二)、有工作者目前職業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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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本數：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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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結果顯示，長者目前職業以「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最多，占 32.8%，

其次為「專業人員」的 20.8%及「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的 18.8%。 

 

圖 5  長者目前職業 

資料來源：王潔媛等人。(2019)新竹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

司辦理「108年新竹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交叉分析顯示，長者目前職業在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

況、族群、有無宗教信仰、福利身分、是否由子女及居住區域之間皆無顯

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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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社會活動狀況 

一、長者過去三個月主要休閒活動情形 

    調查結果顯示，長者過去三個月主要休閒活動以娛樂性活動的 52.7%
最高，其次是健身性活動(39.9%)，另有 22.7%的長者幾乎沒有休閒活動。 

 

圖 6  長者過去三個月主要的休閒活動(複選) 

資料來源：王潔媛等人。(2019)新竹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

司辦理「108年新竹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交叉分析顯示，長者過去三個月主要休閒活動在不同性別、教育程度、

居住區域之間有顯著差異，分述如下：(詳見表 5) 

(1)性 別：46.4%的男性主要休閒活動為健身性活動，高於女性的

34.4%。 

(2)教育程度：主要休閒活動為知識性活動及健身性活動的比率大致隨

教育程度提高而遞增。 

(3)居住區域：主要休閒活動為娛樂性活動以居住北區者的 89.0%最高，

知識性活動以居住在東區者的 14.7%最高，休憩性活動以居住在香山區者

的 13.4%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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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503



12 
 

表 5  60 歲以上長者過去三個月主要的休閒活動 1(複選) 

                 單位：人；%  

項目別 
樣本數

(人) 

娛樂

性 

活動 

知識

性 

活動 

技藝

性 

活動 

健身

性 

活動 

休憩

性 

活動 

社會

性 

活動 

幾乎沒有休

閒活動 

總計 503  52.7  9.8  1.9  39.9  6.7  7.4  22.7  

性別 
        

男 232  51.5  10.7  2.7  46.4  9.6  6.4  18.6  

女 271  53.7  9.0  1.3  34.4  4.2  8.2  26.3  

教育程度 
        

小學以下 238  53.6  5.9  0.6  32.3  6.2  8.1  26.5  

國初中 69  61.1  3.1  1.6  38.2  6.1  9.2  23.3  

高中職 102  47.6  15.9  4.1  42.4  8.3  5.2  21.1  

專科大學 78  55.2  10.7  4.0  56.8  5.4  8.3  14.9  

研究所以上 17  24.9  50.4  - 61.8  12.9  - 12.6  

居住區域 
        

東區 227  27.0  14.7  0.9  40.9  4.7  9.0  35.7  

北區 189  89.0  7.9  3.5  47.2  6.1  4.4  1.6  

香山區 87  41.1  1.2  1.2  21.7  13.4  9.8  34.7  

資料來源：王潔媛等人。(2019)新竹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

司辦理「108年新竹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二、各項活動的參與情形 

調查結果顯示，長者以有參與過(含定期參加及偶爾參加)宗教活動最



13 
 

高，為 14.2%。而參與過政治性活動的比率最低，僅 1.0%。 

 

圖 7  長者過去一年參與各項活動情形 

資料來源：王潔媛等人。(2019)新竹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

司辦理「108年新竹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交叉分析顯示，長者過去一年參與各項活動情形在不同教育程度、有

無宗教信仰之間有顯著差異，分述如下：(詳見表 6) 

(1)教育程度：參與過志願服務、研習或再進修的比率以專科大學者

較高。 

(2)有無宗教信仰：參與過宗教活動的比率以有宗教信仰者的 17.0%高於

5.3%。 

表 6  60 歲以上長者過去三個月主要的休閒活動 2(複選) 

                 單位：人；%  

項目別 
樣本數

(人) 

娛樂

性 

活動 

知識

性 

活動 

技藝

性 

活動 

健身

性 

活動 

休憩

性 

活動 

社會

性 

活動 

幾乎沒有休

閒活動 

總計 503  52.7  9.8  1.9  39.9  6.7  7.4  22.7  

6.3

6.1

2.7

0.2

7.9

3.6

2.1

0.8

85.8

90.4

95.2

99

0 20 40 60 80 100

宗教活動

志願服務

研習或再進

修活動

政治性活動

%

定期參加 偶爾參加 沒有參加 樣本數：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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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 
        

小學以下 238  53.6  5.9  0.6  32.3  6.2  8.1  26.5  

國初中 69  61.1  3.1  1.6  38.2  6.1  9.2  23.3  

高中職 102  47.6  15.9  4.1  42.4  8.3  5.2  21.1  

專科大學 78  55.2  10.7  4.0  56.8  5.4  8.3  14.9  

研究所以上 17  24.9  50.4  - 61.8  12.9  - 12.6  

有無宗教信仰 
        

無 120  38.5  9.6  2.7  38.6  7.0  2.6  33.3  

有 383  57.2  9.9  1.7  40.4  6.6  8.9  19.4  

資料來源：王潔媛等人。(2019)新竹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

司辦理「108年新竹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三、過去一年，參加學習活動情形 

    調查結果顯示，92.8%的長者過去一年沒有參加過學習活動，高於有

的 7.2%。 

 

圖 8  長者過去一年參加學習活動情形 

資料來源：王潔媛等人。(2019)新竹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

司辦理「108年新竹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沒有, 92.8%

有, 7.2%

樣本數：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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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顯示，長者過去一年參加學習活動情形在不同年齡、教育程

度、居住區域之間有顯著差異，分述如下：(詳見表 7) 

(1)年 齡：過去一年有參加學習活動的比率以 65~74 歲、85 歲及

以上者較高，約為 9%。  

(2)教育程度：過去一年有參加學習活動的比率以高中職及以上者較

高，約為 13%。 

(3)居住區域：過去一年有參加學習活動的比率以居住在東區者的

9.9%最高。 

表 7  60 歲以上長者過去一年參加學習活動情形 

         單位：人；%  

項目別 樣本數(人) 總計 有 沒有 

總計 503  100.0  7.2  92.8  

性別 
    

男 232  100.0  7.3  92.7  

女 271  100.0  7.1  92.9  

年齡別 
    

 60~64 歲 136  100.0  6.1  93.9  

 65~69 歲 137  100.0  9.3  90.7  

 70~74 歲 82  100.0  9.1  90.9  

 75~79 歲 62  100.0  3.7  96.3  

 80~84 歲 40  100.0  2.9  97.1  

 85 歲及以上 47  100.0  9.3  90.7  

教育程度 
    

小學以下 238  100.0  2.7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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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初中 69  100.0  6.2  93.8  

高中職 102  100.0  12.6  87.4  

專科大學 78  100.0  13.5  86.5  

研究所以上 17  100.0  13.2  86.8  

居住區域 
    

東區 227  100.0  9.9  90.1  

北區 189  100.0  5.6  94.4  

香山區 87  100.0  3.6  96.4  

資料來源：王潔媛等人。(2019)新竹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

司辦理「108年新竹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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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社會福利的使用與需求情形 

調查結果顯示，長者對各項老人福利設施之認知度，以知道「重陽敬

老禮金」的 93.1%最高，其次為「安老津貼」的 87.1%、「敬老卡」的 86.3%

及「老人免費健康檢查」的 83.8%。對各項老人福利設施之需要度，亦以

需要「重陽敬老禮金」的 84.6%最高，其次為「安老津貼」的 78.9%。 

表 8  長者對各項福利設施之認知程度、使用情形及需要度情形 

單位：% 

項目 總計 不 
知道 

知道 需要 

普通 

不需要 

小

計 

知道

且 
曾利

用 

知道

但未

使用 
小計 非常 

需要 需要 小計 不 
需要 

完全 
不需

要 

重陽敬老禮金 100.0  6.9  93.1  59.1  34.0  84.6  49.2  35.4  10.0  5.3  5.1  0.2  
安老津貼 100.0  12.9  87.1  39.3  47.8  78.9  50.4  28.4  11.4  9.8  9.8  - 
敬老卡 100.0  13.7  86.3  32.6  53.7  59.7  25.3  34.5  20.2  20.1  19.2  0.9  
老人免費健康檢查 100.0  16.2  83.8  32.5  51.2  68.5  29.7  38.8  9.2  22.3  21.0  1.3  
免費拐杖 100.0  22.2  77.8  22.9  54.9  49.0  20.8  28.2  17.5  33.5  30.5  3.0  
老人活動假牙補助 100.0  24.6  75.4  6.0  69.4  44.2  21.5  22.7  16.5  39.3  36.7  2.5  
長青學苑 100.0  28.8  71.2  5.3  65.9  24.0  14.3  9.7  11.7  64.2  56.4  7.8  
老花眼鏡券補助 100.0  32.1  67.9  10.0  57.9  47.9  21.9  26.0  16.4  35.7  32.8  3.0  
居家服務 100.0  35.8  64.2  1.0  63.2  26.8  17.6  9.2  7.3  65.9  58.1  7.8  
日間照顧 100.0  42.2  57.8  0.3  57.5  26.0  17.2  8.8  6.6  67.3  59.7  7.6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100.0  46.3  53.7  4.0  49.6  48.1  28.8  19.3  16.5  35.4  32.2  3.2  
交通接送 100.0  51.3  48.7  1.9  46.8  24.3  18.7  5.6  6.4  69.3  62.1  7.2  
獨居老人關懷 100.0  52.5  47.5  1.3  46.2  25.5  16.2  9.3  12.4  62.1  57.8  4.3  
預防老人走失手鍊 100.0  52.5  47.5  0.4  47.0  26.2  16.0  10.2  10.5  63.3  59.3  4.0  
長青樂活健康食堂 100.0  52.7  47.3  4.0  43.3  30.7  16.8  13.9  20.6  48.7  46.6  2.2  
家庭托顧 100.0  54.2  45.8  0.2  45.6  24.1  17.2  6.8  7.1  68.8  61.9  7.0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100.0  54.8  45.2  2.6  42.7  30.8  17.0  13.8  19.9  49.2  47.1  2.2  
喘息服務 100.0  57.1  42.9  0.2  42.7  24.7  18.1  6.6  6.6  68.7  61.3  7.4  
獨居老人緊急救援連線 100.0  57.8  42.2  0.4  41.8  25.7  15.6  10.2  12.0  62.3  57.8  4.5  
老人保護服務 100.0  57.8  42.2  0.4  41.8  26.4  16.2  10.2  12.8  60.8  56.9  3.8  
到宅沐浴車 100.0  61.0  39.0  0.4  38.6  22.1  17.6  4.5  6.4  71.4  64.1  7.4  
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
改善服務 100.0  61.2  38.8  1.7  37.1  24.9  19.2  5.8  6.6  68.4  61.3  7.2  

原床泡澡 100.0  62.6  37.4  0.2  37.2  21.9  17.6  4.3  6.4  71.7  64.3  7.4  
專業醫事服務 100.0  63.3  36.7  1.1  35.7  22.4  17.4  4.9  6.6  71.0  64.0  7.0  
居家醫療服務 100.0  64.5  35.5  1.0  34.5  23.2  17.6  5.6  7.1  69.7  62.6  7.2  
長期照顧機構服務(公
費安置) 100.0  65.1  34.9  0.3  34.6  22.5  17.5  5.0  6.9  70.7  63.3  7.4  

小規模多機能 100.0  66.0  34.0  0.8  33.1  22.0  17.4  4.5  6.6  71.4  64.0  7.4  
失智症照顧服務 100.0  66.0  34.0  0.2  33.8  23.2  17.9  5.3  6.6  70.2  62.8  7.4  
出院準備服務銜接長照
2.0 服務 100.0  66.4  33.6  0.4  33.1  23.5  17.9  5.6  6.9  69.7  62.5  7.2  

註：本表按「知道」之比率排序。 

資料來源：王潔媛等人。(2019)新竹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

司辦理「108年新竹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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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補助 

調查結果顯示，各項福利設施認知度：以知道「安老津貼」高於「中

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87.1%比 46.3%，就需要度來看，亦以需要「安老

津貼」的 78.9%高於「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的 48.1%。 

 

 
    註：需要含非常需要及需要，不需要含不需要及完全不需要。 

圖 9   長者對目前各項「經濟補助」相關福利及設施之認知度及

需要度情形 

交叉分析顯示，長者對目前「經濟補助」各項福利及設施之認知度及

需要度在不同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居住區域之間有顯著差異，分述如

下：(詳見附表 A37、A38) 

(1)性別：認知度無顯著差異。就需要度來看，女性需要各項福利設

施的比率皆高於男性。  

(2)年齡：知道的比率皆以 60~64歲者最低。就需要度來看，需要「安

老津貼」的比率隨年齡增加而遞增， 需要「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的

比率則以 75歲及以上者最高。 

(3)教育程度：認知度無顯著差異。就需要度來看，需要「安老津貼」

的比率隨教育程度提高而遞增。 

(4)居住區域：知道「安老津貼」的比率以居住在北區者最高，知道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的比率則以居住在東區者最高。就需要度來看，

需要「安老津貼」的比率以居住北區及香山區者較高，需要「中低收入老

人生活津貼」的比率則以居住在北區者較高。 

4.0 

39.3

49.6 

47.8 

46.3

12.9

0 20 40 60 80 100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安老津貼

「經濟補助」各項福利及設施之認知度

知道且曾使用
知道但未使用
不知道

%

48.1

78.9

16.5

11.4

35.4

9.8

0 20 40 60 80 100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安老津貼

「經濟補助」各項福利及設施之需要度

需要 普通 不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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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敬老優待 

調查結果顯示，在敬老優待的福利設施認知度：知道的比率以「重陽

敬老禮金」的 93.1%最高，其次為「敬老卡」的 86.3%及「老人免費健康

檢查」的 83.8%。就需要度來看，需要的比率以「重陽敬老禮金」的 84.6%
最高，其次為「老人健康檢查」的 68.5%。 

 

 
                註：需要含非常需要及需要，不需要含不需要及完全不需要。 

圖 10  長者對各項「敬老優待」相關福利及設施認知及需要度情形 

資料來源：王潔媛等人。(2019)新竹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

司辦理「108年新竹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交叉分析顯示，長者對目前各項「敬老優待」相關福利及設施之認知

度及需要度在不同性別、年齡、居住區域之間有顯著差異，分述如下： 

(1)性 別：認知度無顯著差異；而需要的比率除「老人免費健康檢

查」外，其餘各項福利服務設施需要的比率皆以女性高於男性。  

(2)年 齡：各項福利服務知道的比率皆以 60~64 歲者最低；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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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陽敬老禮金」的比率以 75 歲及以上者最高，其餘各項福利服務需

要的比率則無顯著差異。 

(3)居住區域：各項福利服務知道的比率皆以居住北區者最高；需要

的比率亦以居住北區者最高。 

 

 

三、長期照顧服務 

調查結果顯示，在長期照顧服務相關福利設施部分，知道的比率以居

家服務的 64.2%最高，其次是日間照顧的 57.8%。就需要度來看，各項福

利服務需要的比率約在 21%~27%之間。 

 
                註：需要含非常需要及需要，不需要含不需要及完全不需要。 

圖 11  長者對「長期照顧」相關福利及設施之認知度情形 

資料來源：王潔媛等人。(2019)新竹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

司辦理「108年新竹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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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長者對「長期照顧」相關福利及設施之需要度情形 

資料來源：王潔媛等人。(2019)新竹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

司辦理「108年新竹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交叉分析顯示，長者對目前各項「長期照顧」相關福利及設施之認知

度及需要度在不同年齡、教育程度之間有顯著差異，分述如下： 

(1)年 齡：各項福利服務認知度在各年齡層間無顯著差異；需要

的比率皆以 65~74歲者較低。 

(2)教育程度：各項福利服務認知度在教育程度間無顯著差異；而需

要的比率皆以專科大學者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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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近年來，地方政府為能擘劃出「因地制宜」的老人社會福利政策或方

案，著手進行每 5年一次全面性的縣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新

竹市政府為打造出一個全面友善且適性的老人生活環境，針對老年人口推

動多項福利措施。本文就前述分析，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一)、健康狀況 

半數長者表示自己健康狀況屬於好的，近 7 成患有慢性病或重大疾病；

而 8 成 5 長者日常生活起居行動皆無困難，7 成 7 的長者在工具性日常生

活活動皆無困難。 

(1) 49.9%的長者表示自己健康狀況好(含很好及還算好)，22.1%表示

不好(含不太好及很不好)。就性別來看，男性自覺健康狀況好的比率高於

女性(59.3%比 42.0%)；就年齡來看，60~64 歲者自覺好的比率(64.6%)為最

高：就居住地區來看，居住北區、香山區者自覺身體狀況好的比率高於東

區者。 

(2) 76.8%的長者在各項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ADLs)皆無困難，而至

少有 1 項困難者則占 23.2%。有困難的項目，以搭乘交通工具的 20.7%最

高。就性別來看，男性皆無困難的比率為高於女性(85.1%比 69.6%)。就年

齡來看，皆無困難的比率隨年齡增加而遞減。就婚姻狀況來看，皆無困難

的比率以有配偶或同居者的 83.8%最高。 

 

(二)、就業狀況 

2成1長者目前有工作，而工作最主要的原因為「經濟上的需要」；7成
9沒有工作，其中6成8不希望有工作，1成1希望有工作。 

(1) 21.0%的長者目前有工作，79.0%沒有工作，其中 67.9%不希望有

工作，11.1%希望有工作(1.5%有嘗試找工作，9.6%沒有嘗試找工作)。就性

別來看，女性沒有工作高於男性(84.6%比 72.4%)；就年齡來看，沒有工作

的比率隨年齡增加而遞增，就教育程度來看，沒有工作的比率隨教育程度

提高而遞減。 
(2) 有工作的長者，工作最主要的原因以「經濟上的需要」的 63.3%

最高，其次為「持續和社會互動，避免脫節」的 24.7%及「希望自己能對

家庭和社會有貢獻」的 17.8%。而長者目前的職業以「服務及銷售工作人

員」最多，占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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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活動狀況 

    長者過去三個月主要休閒活動以娛樂性活動最多，而各項活動，以參

與過宗教活動 14.2%最多；僅 7%的長者過去 1 年有參加過學習活動。 

(1) 長者過去三個月主要休閒活動以娛樂性活動的 52.7%最高，其次

是健身性活動(39.9%)，另有22.7%的長者幾乎沒有休閒活動。就性別來看，

男性主要休閒活動為健身性活動高於女性(46.4%比 34.45)。就年齡來看，

從事知識性活動及健身性活動的比率大致隨教育程度提高而遞增，就居住

區域來看，從事娛樂性活動以居住北區者最高，知識性活動以居住在東區

者最高，休憩性活動則以居住在香山區者最高。 

(2) 各項社會活動長者以有參與過宗教活動的 14.2%為最高，而參與

過政治性活動的比率最低，僅 1.0%。就教育程度來看，參與過志願服務、

研習或再進修的比率以專科大學者較高；而有宗教信仰之長者，參與過宗

教活動的比率較高。 

(3) 92.8%的長者過去一年沒有參加過學習活動，高於有的 7.2%。就

年齡來看，有參加動的比率以 65~74 歲、85 歲及以上者較高，就教育程度

來看，有參加的比率以高中職及以上者較高，就居住區域來看，有參加的

比率以居住在東區者最高。 

 

(四)、福利服務的使用與需求情形 

長者對各項老人福利設施之認知度，以知道「重陽敬老禮金」的 93.1%
最高，而對各項老人福利設施之需要度，亦以需要「重陽敬老禮金」的 84.6%
最高。 

(1)「經濟補助」福利設施部分，知道及需要皆以「安老津貼」高於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就性別來看，女性需要各項福利設施的比率

皆高於男性。就年齡來看，各項認知度皆以 60~64 歲者最低；而需要「安

老津貼」隨年齡增加而遞增， 需要「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則以 75 歲

及以上者最高。就教育程度來看，需要「安老津貼」的比率隨教育程度提

高而遞增。就居住區域來看，知道「安老津貼」以居住北區者最高，而需

要則以居住北區及香山區者較高；知道「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以居住

在東區者最高，需要則以居住在北區者較高。 
 

(2)「敬老優待」福利設施部分：知道及需要的比率皆以「重陽敬老

禮金」最高。就性別來看，認知度在無顯著差異；而需要度除「老人免費

健康檢查」外，其餘各項福利服務需要的比率皆以女性高於男性。就年齡

來看，各項福利服務知道的比率皆以 60~64 歲者最低；而需要「重陽敬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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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金」的比率以 75 歲以及以上者最高，其餘各項福利服務需要的比率在

年齡層間無顯著差異。就居住區域來看，各項福利服務知道及需要的比率

皆以居住北區者最高。 
(3) 「長期照顧服務」福利設施部分：以知道居家服務的 64.2%最高。

就需要度來看，各項福利服務需要的比率約在 21%~27%之間。就年齡來

看，知道各項福利服務在各年齡層間無顯著差異；而各項福利服務需要的

比率皆以 65~74 歲者較低。舅舅育程度來看，各項福利服務認知度在教育

程度間無顯著差異；而需要的比率皆以專科大學者較高。 

 

綜上所述，研究發現在健康狀況，男性自覺健康良好狀態高於女性，在日常

生活動上沒有困難高於女性；在就業狀況，男性有工作高於女性；在社會活動狀

況，男性健身性活動次數高於女性；在社會福利使用及需求情形，女性在經濟補

助及敬老優待福利服務上需要度高於男性；換言之，女性在健康、就業、社會活

動及經濟和敬老優待的生活狀況層面皆劣於男性，顯現出「老年貧窮女性化」問

題，致使老年女生陷入貧窮的成因包括有：1.女性的平均壽命比男性長，惟不等

於健康餘命比男性長 2.女性更容易因為家庭照顧責任而退出職場，造成保險年

資中斷，且家務有給制未落實 3.即使有國民年金的設置，無收入女性仍無法負

擔，存在著「年金性別落差」問題，這些現象間接鑲嵌在「家庭照顧女性化」、「貧

窮女性化」以及「女性單親家庭貧窮」的議題上，將會形成短期及長期的社會經

濟成本，實在不容忽視，未來應積極規劃相關的反貧窮策略，以減輕可能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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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新竹市各項老人社會福利政策及方案多元豐富，本文提供以下幾點建

議，提供未來政策推行參考： 

(一)、政府應積極策動解決老年女性貧窮化措施 

中央及地方政府應積極策劃兩性平等就業政策、加速家務有給制草案

立法、社會保險與國民年金等普及性的福利措施等等，以保障女性不要落

入老年貧窮的困境，造成短期及長期的社會經濟成本負擔。 

 

(二)、宣導「預防重於治療」的觀念 

    預防醫學的理念推廣，是各縣市政府現階段努力的方向。雖然調查結

果顯示新竹市的長者有 49.9%的比例認為自己的健康狀況良好，遠高於覺

得自己健康狀況很不好的 2.9%，但相關權責單位仍應致力於積極宣導「適

當就診，小病就要醫」、「保密防跌，疾病壓縮」等等預防醫學的觀念，千

萬別延誤就醫，讓長者能健康的在社區中生活。 

 

(三)、保障長者工作權益 

    新竹市 79%老人在退休後就沒有工作，有工作的 21%老人中，以服務

及銷售工作人員最多，佔 32.8%，其次是專業人員的 20.8%，而持續工作

最重要的原因依序為經濟上的需要、持續和社會互動，避免脫節、希望自

己能對家庭和社會有貢獻。由此觀之，追求經濟自主與安全是老人工作的

核心因素。冀此，隨著健康餘命延長的趨勢，初老者大多是身體健康可以

從事工作的狀態，而這些長者要因應未來「中老及老老」的各項生活必要

支出，將衍生出工作需求，以確保能穩健的在地活躍老化，高齡化就業議

題已然是刻不容緩的施政議題之一。 

 

(四)、長者休閒活動應以社會參與為規劃理念 

    新竹市長者社會活動以娛樂性活動的52.7%最高，其次是健身性活動，

佔 39.9%，另有 22.7%的長者幾乎沒有休閒活動。然而，在學習性的活動

方面，調查顯示高達 92.8%長者在過去一年內沒有參加過，僅有 7.2%的長

者有參與，換言之，長者對於學習性的活動缺乏參與動機。因此，為達到

身心平衡的健康老人目標，應積極規劃長者的各項休閒活動中納入社會參

與理念，藉以激勵長者參加，豐富生活品質。其中包括規劃學習性休閒活

動，亦應強調社會參與而非學習導向，以鼓勵長者能持續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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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增加「口語傳播」管道，宣導老人福利服務，以提高使用率 

    新竹市現階段長者以「國小教育程度」者佔 47.3%最多，大多不使用

電腦及智慧型手機。雖然福利服務在網路上完整，長者卻因慣用口耳相傳

的媒介因素，無法在網路上取得相關資訊。因此在未來宣導老人福利服務

措施時，應考量長者的教育程度及其常用的資訊媒介，例如：村里廣播、

村里鄰長口說、縣府頻道託播及電台廣播等等。 

 

(六)、建立「使用者付費」的消費模式 

    在老人福利服務的照顧產業中，諸如：緊急救援系統、長期照顧等等

服務上，大多奠定在「使用者付費」的模式上。然而，長者只要聽到服務

要付費，就會大幅降低使用意願。因此，未來應逐步建立使用者付費的習

慣，酌收各項服務的部分費用，尤其是在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的台灣，使

資源服務能公平平均地分配於有需求的每位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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