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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縣人口概況 

一、 105年本縣女性人口平均壽命83.70歲逐年遞增，男性平均壽命75.47歲，

女男年齡差距逐年增加，105年兩性平均年齡差距已達8.23歲。 

二、 106年本縣老年人口占全縣總人口15.54%，較97年的14.91%增加0.63%，老

化程度位居全國22縣市第7位，已達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之「高齡社會」。

按性別觀察，老年人口性比例由97年的91.45逐年下降至106年86.40，相

當於10年間每百位女性相對男性人口數減少5人，顯示女性人口老化情形

比男性嚴重。 

三、 本縣老化指數(65歲以上人口占0至14歲人口之比率)於98年突破100達到

102.32，106年底已達142.62，表示老年人口已高於幼年人口4成之多。 

四、 扶老比係高齡人口對青壯年人口之比例，亦為該地區工作年齡人口承受負

擔之衡量單位。本縣扶老比由102年19.48增加至106年21.12，表示本縣青

壯年人口的負擔逐漸加重。 

五、 106年本縣各鄉市老化指數以望安鄉204.16最高，西嶼鄉202.01次之，兩

鄉之老年人口已超過該鄉幼年人口1倍之多；扶老比以西嶼鄉29.15最高，

望安鄉26.45次之。 

健全高齡照顧與服務 

一、 普設社區老人關懷據點 

結合社區發展協會參與據點之設置，由當地民眾擔任志工，提供老人關懷

訪視、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並視當地需求特性提供餐飲服務或辦理

健康促進活動；106年本縣各鄉市共設立29個關懷據點，歷年服務成果以

健康促進活動人次占43.25%最高，其次為送餐服務占36.05%。 

二、 辦理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 

截至106年本縣共有5家機構通過「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提供對

長者友善、專業、有尊嚴的醫療服務及環境，讓長者在老化過程有獲致最

大健康的機會。 

三、 設立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 

因應長期照顧需求人口增加，截至 106 年底本縣已與 2 家養護(型)機構簽

訂委託合約，可容納人數 83 人，工作人員數 28 人，提供必要之收容養護

服務。106年實際入住78人，男性47人，女性31人，整體使用率達93.98%。 

四、 推展居家及社區式服務方案 

本縣居家服務由3個單位承辦，共聘有5位居家服務督導員及84位照顧服務

員，在全縣各鄉市各設置日照服務中心，落實在地老化目標。106年服務

項目以居家服務477人為最多，日間照顧服務個案人數為209人，老人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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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餐飲服務人數為378人，交通接送服務人數為122人，接送趟數4,275趟。 

提供老年經濟保障 

一、 發放老人福利津貼 

106年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及老年基本保證年金之核付人數分別為7,331人

及1,898人，較105年分別減少0.11%及5.29%，而核付金額分別為6億3,847

萬元及8,493萬2千元，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增加0.13%，老年基本保證年金

則減少4.90%。106年中低收入老人津貼受惠人數及補助金額分別為761人

及6,033萬1千元，較105年分別增加2.28%及0.26%（不含補助裝置假牙）。

106年補助裝置假牙人數為19人，補助金額為46萬1千元。 

二、 致贈敬老禮金 

本縣辦理「春節敬老平安禮金」及「重陽節敬老禮金」致贈，以彰顯對本

縣長者之關懷。春節敬老平安禮金於107年1月31日發放，受益人數為

16,170人，發放金額計新臺幣4,851萬3千元。重陽節敬老禮金預計發放人

數17,015人，預計發放金額計新臺幣4,118萬元。 

發揮老人保護功能 

一、 關懷獨居老人 

縣府結合公益團體、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鄉市公所等單位，提供獨居長輩

電話問安、訪視、送餐與緊急通報服務，其中以餐飲服務 13萬 7,562 人

次占全年服務成果65.95%最多，居家服務6萬 1,494人次占29.48%次之，

再次之為關懷訪視 7,292 人次占 3.50%。另建立在宅緊急救援通報網絡，

讓獨居長輩能有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緊急救援與保護，101 年至 106 年已安

裝緊急救援連線者共計 568 人。 

二、 提供老人保護服務 

105 年通報專線 42 人次，較 104 年增加 15 人次。而就保護服務項目受服

務人數觀之，以個案追蹤輔導訪視 39 人最多，占 46.43%，虐待 34 人次

之，占 40.48%。 

鼓勵老年社會參與 

一、 打造樂齡學習環境 

106 年澎湖縣共有 5 所樂齡學習中心，舉辦樂齡學習場次為 1,689 次，參

與人次計 3萬 6,801 人次，較 105 年增幅分別達 55.52%及 31.32%，顯示

長者參與活動的熱情度逐年提升。 

二、 展現老人服務成果 

106 年文康活動中心、長青學苑、教育宣導及人才培訓之參加人數分別為 

99,669 人次、665 人、17,697 人及 1,249 人，除長青學苑較 105 年減少

4.45%之外，文康活動中心、教育宣導及人才培訓之參加人數分別增

29.52%、75.95%及 13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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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之定義一國65歲以上人口超過總人口7%時，即進入高齡化

社會（Aging Society），超過14%時，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超過20%時

則為超高齡社會（Super Aged Society）。我國於民國82年正式成為高齡化社會，

107年該比率已超過14%，使我國成為高齡社會，推估114年該比率將再超過20%，

將邁入超高齡社會。 

    106年全國老年人占總人口之比率為13.86%，22縣市中已達高齡社會有15個，

其中老化程度最嚴重的縣市為嘉義縣，老年人口占其總人口比率高達18.46%，次

之為雲林縣的17.55%，再次之為南投縣的16.52%，本縣老年人比率為15.54%，老

化程度位居全台第7名。(圖1) 

圖1、全台各縣市老年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邁向高齡化社會已為趨勢，隨高齡人口增加，除影響人口結構改變外，家庭

照護經濟支出、老人安養照護服務等問題亦隨之而來，如何在有限資源及提供更

多高齡友善社會環境間達成平衡，亦為重要課題之一。本分析將蒐集人口老化趨

勢、人口老化之影響等相關統計資料，探討邁向高齡化所帶來之挑戰與衝擊，建

構完善社會支持系統，進而打造宜居城市。 

 

貳、 本縣人口概況 

一、 女性平均壽命逐年增長，與男性平均壽命差距漸大 

隨著醫療科技進步及全民健保的實施，本縣人口平均壽命隨之延長，105 年

平均壽命為 79.18 歲，較 101 年 78.77 歲增加 0.41 歲，女性平均壽命 83.70 歲

較男性 75.47 歲長，近年男性平均壽命稍有降低之現象，因而使兩性平均壽命差

距增加至 8.23 歲。(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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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澎湖縣民平均壽命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二、 人口逐漸老化，且女性尤為嚴重 

    106 年本縣老年人口 16,170 人，占總人口 104,073 人的 15.54%，較 105 年

的 15.09%增加 0.45%，與 97 年的 14.91%比較，則增加 0.63%。按性別觀察，本

縣 106 年女性老年人口 8,675 人，占老年人口 53.65%，較男性老年人口 46.35%

高 7.30%；老年人口性比例由 97 年 91.45 逐年下降至 106 年 86.40，相當於 10

年間每百位女性相對男性人口數減少 5 人。(圖 3) 

圖3、澎湖縣老年人口數及性比例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民政處 

     說明：性比例=男性人口數/女性人口數*100，表示每 100 位女性人口相對男性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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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老年人口較幼年人多4成，青壯年人生活負擔逐年增加 

    本縣老化指數(65 歲以上人口占 0 至 14 歲人口之比率)於 98 年已突破 100

達到 102.32，顯示老年人口已高於幼年人口，老化指數逐年增長，106 年底已達

142.62。扶老比係高齡人口對青壯年人口之比例，扶老比越高表示該地區工作年

齡人口的負擔越重。本縣扶老比由 97 年 21.26 逐年降至 102 年 19.48，再由 102

年增加至 106 年 21.12。(圖 4) 

圖4、澎湖縣人口老化指數及扶老、扶幼比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民政處 

說明：1.老化指數=（65 歲以上人口）/（0~14 歲人口）*100，衡量一地區人口老化程度。 

      2.扶幼比及扶老比係指每 100 位成年人(15～64 歲)相對所扶養或負擔(14 歲以下及 65 歲以 

        上)的人口。 

四、 望安鄉老化程度最劇烈，西嶼鄉扶老比最高 

    本縣106年各鄉市老化指數以望安鄉204.16最高，西嶼鄉202.01次之，表示

此兩鄉老年人口已超過幼年人口1倍之多；106年底與100年底老化指數比較，以

西嶼鄉增加51.01%，其次為湖西鄉增加34.81%。106年扶老比以西嶼鄉29.15%最

高，望安鄉26.45%次之；比較各鄉市106年底與100年底扶老比情形，以西嶼鄉增

加3.16%最多，其次為馬公市增加1.81%。因生育意願低，各鄉市扶幼比皆呈現下

降趨勢。(表1) 

表1、澎湖縣各鄉市人口老化指數及扶老、扶幼比 

鄉市別 
扶幼比 扶老比 老化指數 

100年 106年 100年 106年 100年 106年 

馬公市 18.62 15.36 16.70 18.51 89.69 120.50 

湖西鄉 18.11 13.92 24.75 23.87 136.61 171.42 

白沙鄉 16.86 13.92 25.32 24.22 150.18 174.01 

西嶼鄉 17.21 14.43 25.99 29.15 151.00 202.01 

望安鄉 14.78 12.95 25.49 26.45 172.51 204.16 

七美鄉 18.00 14.44 22.94 22.39 127.47 155.04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民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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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本縣人口老化原因係男女結婚年齡普遍增加，且女性未婚比率增加，又

因社會、經濟、文化等因素，即便已婚的婦女也未必想生小孩。另可發現本縣總

人口雖逐年增加，但增加的人口數中以社會增加(即遷入人口)為主，自然增加率

約不到2個百分點，導致幼年人口逐漸萎縮。隨著醫療技術進步，平均壽命逐漸

增長，以致於本縣人口老化現象日趨嚴重。若以性別區分，又以女性人口老化情

況更為劇烈，顯示未來本縣在老年人的生活照顧及福利措施上，更需完善考量女

性老年人的需求。(圖5) 

圖5、歷年澎湖縣人口自然增加率與社會增加率概況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民政處 

 

參、 健全高齡照顧與服務 

    高齡友善城市，係指一個兼容、無礙，能促進活躍老化的生活環境。為呼應

世界衛生組織倡議之「活躍老化」及「高齡友善城市」概念，自民國 99 年起國

民健康署以「敬老、親老、無礙、暢行、安居、連通、康健、不老」等 8 大面向

為基礎，協助各縣市檢視高齡者的生活環境，針對城市軟硬體不足之處，提出改

善方案與建議，營造高齡友善的環境。 

一、 普設社區老人關懷據點 

    本縣推動「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結合有意願的社區發展協會

參與據點的設置，由當地民眾擔任志工，提供老人關懷訪視、電話問安諮詢及轉

介服務，並視當地需求特性提供餐飲服務或辦理健康促進活動；期透過在地化之

社區照顧，使老人留在熟悉的社區中生活，同時亦提供家庭照顧者適當之喘息服

務，以預防長期照顧問題惡化，發揮社區自助互助照顧功能，期以社區營造方式，

在縣內普設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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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本縣各鄉市共設立29個關懷據點，主要係提供老人「餐飲服務」、「關

懷訪視」、「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以及「健康促進」等各項服務，亦可

依當地需求特性，增加各式各樣的服務。 

    就歷年關懷據點服務成果觀之，以健康促進活動人次占43.25%最高，其次為

餐飲服務中的送餐服務占36.05%（表2）。 

表2、社區關懷服務據點成果 

單位:人次 

年別 
餐飲服務 

關懷訪視 
電話問安諮詢及

轉介服務 

健康促進

活動 集中用餐 送餐服務 

101年 3,556 1,395 22,217 22,313 103,594 

102年 7,431 37,014 21,801 19,785 104,541 

103年 18,813 126,993 21,013 18,368 96,479 

104年 17,360 213,868 27,858 19,998 134,893 

105年 13,005 129,848 28,823 24,374 162,168 

106年 1,405 7,696 3,213 2,580 18,363 

合計 64,570 516,814 124,925 107,418 620,038 
各項服務 
占比(%) 

4.50 36.05 8.71 7.49 43.25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入口網 

二、 辦理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 

    截至106年本縣共有5家機構通過「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分別為衛

生福利部澎湖醫院及其安宅院區、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三軍總醫院澎湖分

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澎湖縣湖西鄉衛生所及澎湖縣西嶼鄉衛生所。 

    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係可提供對長者友善、專業、有尊嚴的醫療服務及環

境，促進長者與其家庭對自身健康與照護的掌控能力，以預防及延緩老年失能的

發生，讓長者在老化過程有獲致最大健康的機會。 

三、 設立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 

    因應長期照顧需求人口增加，對生活自理能力缺損需他人照顧之老人或有護

理服務需求之老人，截至 106 年底本縣與私立感恩養護中心及慈安養護中心 2

家養護(型)機構簽訂委託合約，提供必要之收容養護服務，由 97 年可容納 49

人，到 101 年增加到可容納 83 人，供本縣有需求之老人使用。近年來實際進住

人數逐漸增加，至 106 年底已達 78 人；從性別觀之，106 年男性實際進住人數

為 47 人、女性為 31 人，整體使用率則由 101 年 50.60%增加至 106 年 93.98%，

增加 43.38 個百分點；服務人力是提供建置完整長期照護服務輸送體系的關鍵因

素，隨老年人進住人數增加，本縣長期照顧、安養機構工作人數由 101 年 18 人，

增加至 106 年 28 人，顯示每位老人受到照顧的時間相對增加。(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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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澎湖縣長照機構概況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社會處 

四、 推展居家及社區式服務方案 

    本縣居家服務由社團法人澎湖縣照顧服務協會、有限責任高雄市安祥照顧服

務勞動合作社及澎湖縣社會扶助關懷協會計3個單位承辦，共聘有5位居家服務督

導員及84位照顧服務員。為強化在地型日照服務，保障民眾獲得符合個人需求的

長期照顧服務，以全人照顧、在地老化、多元連續服務為長期照顧服務推動方針，

本縣在馬公市、湖西鄉、白沙鄉、西嶼鄉及望安鄉設置7處日間照顧中心（含失

智），並於七美鄉辦理日間托老中心，達成全縣各鄉市各設置日照服務中心，落

實在地老化目標。 

    居家式及社區式的長期照護服務項目，包括如居家式之居家服務（在宅服務），

以及社區式之日間照顧、家庭托顧、交通接送等，而餐飲服務則跨居家式及社區

式，分別有集中用餐服務及送餐到家服務。就服務項目觀之，其中以居家服務為

最大宗，開辦以來服務個案人數每年維持在4百餘人。日間照顧106年服務個案人

數為209人，較105年增加155人。老人營養餐飲服務人數則以送餐到家服務為主，

106年服務人數為378人較105年增加111人。106年交通接送服務人數為122人，較

105年增65人，接送趟數亦較105年增加4,275趟（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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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社區關懷服務據點成果 

     單位:人、趟 

 

年別 

 

居家服務

人數 

日間照顧 

服務人數 

家庭托顧 

服務人數 

老人營養餐飲服務人數 交通接送服務 

合計 集中服務 送餐到家 人數 趟數 

101 年 411 23 - 1,377 - 1,377 108 1,028 

102 年 454 32 2 - - - 151 1,972 

103 年 468 27 2 - - - 128 2,181 

104 年 472 33 2 739 - 739 42 2,472 

105 年 467 54 - 267 - 267 57 3,988 

106 年 477 209 1 378 - 378 122 8,263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社會處 

 

肆、 提供老年經濟保障 

一、 發放老人福利津貼 

    依老人福利法第 11 條規定，老人經濟安全保障，採生活津貼、特別照顧津

貼、年金保險制度方式，逐步規劃實施。政府為照顧低、中低收入老人、身心障

礙老人、具農民身分之老人等之生活，每月補助未受機構安置者生活津貼，各地

方政府亦依財政狀況辦理福利津貼加碼。 

    106年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及老年基本保證年金之核付人數分別為7,331人及

1,898人，較105年分別減少0.11%及5.29%，而核付金額分別為6億3,847萬元及

8,493萬2千元，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增加0.13％，老年基本保證年金則減少4.90%

（表4）。106年中低收入老人津貼受惠人數及補助金額分別為761人及6,033萬1

千元，較105年分別增加2.28%及0.26%（不含補助裝置假牙）。另為保障老人口腔

健康，維護老人生活品質與尊嚴，自98年度開始編列預算補助中低收入老人裝置

假牙，106年補助裝置假牙人數為19人，補助金額為46萬1千元（表4）。 

表4、澎湖縣老年人主要福利核付情形 

年別 

中低收入老人 
老年農民福利 

津貼 

老年基本 

保證年金 生活津貼 特別照顧津貼 補助裝置假牙 

人數 

 

(人) 

補助 

金額 

(千元) 

受照顧

者人次 

(人次) 

補助 

金額 

(千元) 

人數 

 

(人) 

補助 

金額 

(千元) 

核付 

人數 

(人) 

核付 

金額 

(千元) 

核付 

人數 

(人) 

核付 

金額 

(千元) 

101 年 923 75,470 52 260 46 1,390 7,566 629,014 2,362 99,805 

102 年 906 74,530 43 215 41 1,185 7,498 632,807 2,282 99,056 

103 年 812 65,473 17 85 26 720 7,452 629,221 2,212 94,540 

104 年 810 66,038 6 30 36 1,060 7,369 621,154 2,099 90,286 

105 年 723 60,072 21 105 22 583 7,339 637,616 2,004 89,311 

106 年 745 60,251 16 80 19 461 7,331 638,470 1,898 84,932 

106 年 

年增

率(%) 

3.04 0.30 -23.81 -23.81 -13.64 -20.93 -0.11 0.13 -5.29 -4.90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社會處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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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致贈敬老禮金 

    為弘揚孝順美德，並表達對 65 歲以上長者傳承文化、經驗之崇高敬意，本

縣辦理「春節敬老平安禮金」及「重陽節敬老禮金」致贈，以彰顯對本縣長者之

關懷。春節敬老平安禮金於 107 年 1月 31日發放，受益人數為 16,170 人，發放

金額計新臺幣 4,851萬 3千元。重陽節敬老禮金預計發放人數 1萬 7,015 人，預

計發放金額計新臺幣 4,118萬元。 

伍、 發揮老人保護功能 

一、 關懷獨居老人 

    本縣建置獨居老人雲端資訊管理平台，於 107 年 3月設置完畢，以完整分析

長者服務情況，確保福利服務資源平均分配，截至 107 年 7月底止，已於資料庫

登錄1,429位獨居老人基本資料，供相關單位登打服務狀況。縣府結合公益團體、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鄉公所等單位，提供獨居長輩電話問安、訪視、送餐與緊急

通報服務，並於氣候寒冷季節加強關懷與叮嚀等服務，其中以餐飲服務 13萬

7,562 人次占全年服務成果 65.95%最多，居家服務 6萬 1,494 人次占 29.48%次

之，再次之為關懷訪視 7,292 人次占 3.50%。 

    為使獨居長輩面臨突發及緊急事件時，能得到立即的救援，於獨居長輩家中

設置「長者平安機」緊急救援連線系統，讓長輩攜帶隨身發射器，建立在宅緊急

救援通報網絡，讓獨居長輩能有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緊急救援與保護，於 101 年至

106 年安裝緊急救援連線者共計 568 人。(表 5) 

表5、澎湖縣獨居老人服務概況 

年別 

列冊
需關
懷之
獨居
老人
人數 

(人) 

服務成果 

(服務千人次) 安裝
緊急
救援
連線 

(人) 

全年轉
介服務
(人次) 合計 

電話 

問安 

關懷 

訪視 

居家 

服務 

餐飲 

服務 

陪同 

就醫 

101年 1591 607.08 16.53 46.30 58.94 482.81 2.50 70 39 

102年 1425 306.20 16.10 38.07 44.19 205.07 2.78 87 46 

103年 1450 389.67 3.85 35.20 56.42 290.70 3.49 87 7 

104年 1570 556.08 25.61 50.05 45.84 431.62 2.96 80 7 

105年 1585 276.57 13.49 28.35 81.99 147.98 4.77 104 10 

106年 1433 208.60 1.87 7.29 61.49 137.56 0.38 130 28 

106 年 

年增率

(%) 
-9.59 -24.58 -86.14 -74.29 -25.00 -7.04 -92.03 25.00 180.00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社會處 

二、 提供老人保護服務 

    為避免老人遭受家人生理、心理虐待、疏忽或惡意遺棄致其生命、身體或自

由處於危難情形，老人保護措施有其必要性。為發揮老人保護功能，以地方政府

為單位，結合警政、衛生、社政、民政及民間力量，建立老人保護體系。 

    就老人保護統計觀之，105 年通報專線 42 人次，較 104 年增加 15 人次。而

就保護服務項目受服務人數觀之，以個案追蹤輔導訪視 39 人最多，占 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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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 34 人次之，占 40.48％（表 6）。 

表 6、澎湖縣老人保護概況 

年別 

受服務人次 

(人次) 
保護服務項目受服務人數 (人) 

通報 

專線 

緊急 

通報 

個案追蹤
輔導訪視 

個案 

輔導 
疏忽 虐待 

保護 

安置 
其他 

101年 4 4 11 8 3 2 - 12 

102年 12 2 10 11 - 9 1 12 

103年 13 - - 11 11 1 2 1 

104年 27 - 26 - 2 16 1 10 

105年 42 - 39 - 2 34 2 7 

105年 

服務占
比(%) 

100.00 - 46.43 - 2.38 40.48 2.38 8.33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社會處 

 

陸、 鼓勵老年社會參與 

一、 打造樂齡學習環境 

    在邁入高齡社會之際，教育部推動樂齡學習，以提昇自我的課程提供長者能

有更豐碩的生活，積極維持健康活力，減少社會及家庭的負擔；教育部推動「樂

齡大學」計畫更開啟了高齡長者不同的人生視野，讓年輕時沒有機會上大學的老

爺爺老婆婆也可以到大學殿堂讀書、學習新知及拓展人際關係。衷心期盼國內高

齡長者能夠樂在學習、忘記年齡，進而回饋家庭，貢獻社會。 

    106 年澎湖縣共有 5 所樂齡學習中心，舉辦樂齡學習場次為 1,689 次，參與

人次計 3萬 6,801 人次，較 105 年增幅分別達 55.52%及 31.32%，顯示長者參與

活動的熱情度逐年提升。此外更鼓勵長者行有餘力能貢獻心力服務社會，投身志

工行列，為更多參加樂齡學習的長者服務。（表 7） 

表 7、澎湖縣樂齡學習成果 

年別 
中心數 

(所) 

場次 

(次) 

總人次 

(人次) 

志工人數
(人) 

 

65歲以上 

101年 6 638 14,705 120 40 

102年 6 650 12,973 126 48 

103年 4 564 12,699 144 41 

104年 4 1,032 24,994 123 39 

105年 4 1,086 28,023 132 55 

106年 5 1,689 36,801 … … 

106年 

年增率(%) 
25.00 55.52 31.32 … … 

資料來源：教育部樂齡學習網。 
    說明：106 年志工人數尚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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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展現老人服務成果 

    依據老人福利法及相關法規或計畫所辦理之活動，就 101 年至 106 年高齡者

社會參與情形觀之，106 年文康活動中心、長青學苑、教育宣導及人才培訓之參

加人數分別為 99,669 人次、665 人、17,697 及 1,249 人，除長青學苑較 105 年

減少4.45%之外，文康活動中心、教育宣導及人才培訓之參加人數分別增29.52%、

75.95%及 134.77%（表 8）。 

表 8、澎湖縣老人服務成果 

年別 

文康活動中心 長青學苑 教育宣導 人才培訓 長青志願服務 

單位

數 

 

(個) 

參加 

人次 

 

(人次) 

所數 

 

 

(所) 

班數 

 

 

(班) 

參加

人數 

 

(人) 

辦理

次數 

 

(次) 

參加 

人數 

 

(人) 

辦理

次數 

 

(次) 

參加

人數 

 

(人) 

隊數 

 

 

(隊) 

65歲

以上

隊員

人數 

(人) 

101 年 50 75,819 6 21 355 22 5,510 5 332 - - 

102 年 50 81,509 6 24 354 36 9,874 9 279 1 3 

103 年 50 54,431 1 43 686 29 5,020 15 319 - - 

104 年 50 51,028 1 50 701 35 7,105 22 750 - - 

105 年 50 76,951 6 47 696 31 10,058 17 532 - - 

106 年 50 99,669 6 47 665 44 17,697 18 1,249 - - 

106 年

年增率 
- 29.52 - - -4.45 41.94 75.95 5.56 134.77 - -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社會處 

 

柒、 盤點在地資源，完善長照據點 

    隨著老年人口快速成長，慢性病與功能障礙的盛行率將急遽上升，相對的失

能人口也將大幅增加，其所導致的長照需求與負擔也隨之遽增。在極有限之長照

資源下，能被分配到之資源相當有限，解決離島地區資源不足、缺乏多元長照服

務及服務不平等的困境，刻不容緩。 

    配合衛生福利部公共服務據點整備之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盤點本縣長照

資源不足區域，媒合現有老舊社區活動中心、老人文康中心、閒置空間或土地等

，辦理修繕或興建做為長照服務據點。目前中央已核定補助多功能長照服務據點

新建案1件及7件社區活動中心修繕案，積極促成本縣老人福利及長照服務等老

人相關行政資源駐點服務，提供區域內長者全方面的老人福利服務資源及多元的

長期照顧服務資源，成立C級巷弄服務站，給予居民更舒適的社區活動空間，並

擴大社會福利設施服務範圍，以推動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落實本縣福利社區

化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