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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 湖 縣 統 計 通 報 

                                                111 年 3 月 

澎湖縣老人生活狀況與居家服務需求探討 

 

    本通報以「110 年澎湖縣老人生活狀況與居家服務需求調查報告」結果撰

文，針對 109 年底設籍本縣 65 歲以上人口 18,106 人為母體進行抽樣，在 95%

信賴區間下，實際完成有效樣本 700 人，調查其基本特質，包含性別、年齡、

教育程度、居住地區及婚姻狀況等變項，深入探討不同特質的人口，在健康狀

況、經濟狀況、居家服務與社區照顧、居住狀況、休閒、教育與社會參與以及

現行福利認知與滿意度等方面之差異，作為本府規劃老人福利政策與改進執行

成效之參考，並實質提升老人福利推動及服務品質。以下就調查結果彙整並擇

要分析之。 

一、 老年人基本資料 

      本次抽取樣本中女性占52.40％，男性占 47.60%，年齡介於65歲至79歲人數占

66.43％最多，教育程度則在國(初)中以下為主占 77.60％，婚姻狀況以已婚或

同居占 72.14％最多，擁有子女數以 3位占 26.71％最為普遍，身分類別區分

為一般民眾、榮民、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障、老農(漁)及退休公務人員

等，以一般民眾類別占 66.43％最多。(表 1) 

表 1、本縣 110 年老年人基本資料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性別 女性 52.40 男性 47.60 - -

年齡 70-74歲 26.00 65-69歲 24.14 75-79歲 16.29

教育程度 自修、私塾或小學識字者 42.14 不識字 27.00 國(初)中 15.14

婚姻狀況 已婚或同居 72.14 喪偶 22.71 離婚或分居 2.71

子女數 3個 26.71 4個 24.57 2個 19.14

身分類別 一般民眾 66.43 領有老農或老漁證 17.71 退休公務人員 5.14

排名第3位調查問項 排名第1位 排名第2位

 
資料來源：整理自本府社會處「110年澎湖縣老人生活狀況與居家服務需求調查報告」。 
調查對象：109年12月31日前戶籍設於澎湖縣之65歲以上老年人口為調查對象。 

 

二、 老年人健康狀況 

     本調查受訪者自覺生理健康狀況以「普通」及「算還好」的人數約占七成，而心理

健康狀況亦以「普通」及「算還好」的人數約占七成五，顯示受訪者對自身的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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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心理健康態度持積極正向的良好狀況。然而受訪者實際疾病狀況以患有「循

環系統疾病」的比率最多占 37.27％，其次為「內分泌及代謝疾病」占 17.74

％，再其次為「骨骼肌肉系統疾病」占 12.12％，受訪者在過去一年中沒有住

院的比率達 81.00％，而住家至看診地點方便性普通程度以上占 90.71％，因

此受訪者在生病時會至醫院診所就醫的比率達 97.71％，且生病時至醫院診所

看診的意願高。(表 2) 

表2、本縣 110 年老年人健康狀況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生理健康狀況 還算好 41.00 普通 32.86 很不好 14.43

心理健康狀況 還算好 43.71 普通 32.14 非常好 14.00

患有慢性或重大疾病 循環系統疾病 37.27 內分泌及代謝疾病 17.74 骨骼肌肉系統疾病 12.12

過去一年是否住院 沒有 81.00 有 19.00 - -

生病是否去醫院所看診 會 97.71 不會 2.29 - -

住家至看診地點是否方便 方便 50.86 普通 25.14 很方便 14.71

住院時主要照顧人 配偶 43.57 兒子 29.57 女兒 11.29

排名第3位調查問項 排名第1位 排名第2位

 
資料來源：整理自本府社會處「110年澎湖縣老人生活狀況與居家服務需求調查報告」。 
調查對象：109 年 12 月 31 日前戶籍設於澎湖縣之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為調查對象。 
 

三、 老年人經濟狀況 

     本次受訪者主要生活費來源以「退休金或積蓄」占38.71％最高，其次為「老人保

證年金」占15.86％，再其次則是由「子女(孫子)供給」占 13.86％，探討其原

因可能是由於年金改革逐步完善的影響，使得老年人們的生活費主要來源以依

靠「退休金或積蓄」為主。在生活開銷部分，有73.43％的受訪者自我主觀評估，其

生活經濟來源「剛好」可以應付生活開銷，「還有剩餘」的占 9.86％，認為

生活開銷「不夠」的則占 12.00％，顯示本縣多數老年人生活條件穩定。(表

3) 

表3、本縣 110 年老年人經濟狀況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主要生活費來源 退休金或積蓄 38.71 老人保證年金 15.86 子女(孫子)供給 13.86

生活開銷是否足夠或有剩餘 剛好 73.43 不夠 12.00 還有剩餘 9.86

排名第3位調查問項 排名第1位 排名第2位

 
資料來源：整理自本府社會處「110年澎湖縣老人生活狀況與居家服務需求調查報告」。 
調查對象：109 年 12 月 31 日前戶籍設於澎湖縣之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為調查對象。 

 

四、 老年人居住狀況 

     本次受訪者與「配偶」同住之比率占41.40%最高，我們可以從居住的品質安全舒適度

及居住型態的滿意度上發現，目前是合乎其理想的居住環境。在房屋所有權的歸屬上，以

「自有」、「配偶」及「兒子」所持有比率接近九成，且居住時間多超過5年以上，顯示受

訪的長者們仍有在地老化的趨勢。(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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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本縣 110 年老年人居住狀況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目前與誰同住 配偶 41.40 兒子 24.01 女兒 8.06

目前居住的房屋所有權 自有 51.86 配偶 24.71 兒子 12.57

居住在這裡多久 5年以上 95.57 3年以上未滿5年 1.86 1年以上未滿3年 1.29

目前居住品質安全舒適度 舒適 57.43 尚可 25.71 非常舒適 16.43

目前居住型態是否滿意 滿意 58.71 尚可 23.43 非常滿意 16.29

自覺理想的居住環境 與家人居住 85.29 僅與配偶同住 7.57 獨居 5.43

需要時何種照護方式為第一選擇 家庭式照顧 59.57 目前沒有規劃 36.29 機構式照顧 2.43

居住狀

況

排名第3位類別 調查問項 排名第1位 排名第2位

 
資料來源：整理自本府社會處「110年澎湖縣老人生活狀況與居家服務需求調查報告」。 
調查對象：109 年 12 月 31 日前戶籍設於澎湖縣之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為調查對象。 

 

五、 老年人休閒、教育與社會參與 

     根據本次受訪資料發現，對於工作之外，「有安排其他活動」者占67.86%，約三成是

沒興趣參加的，約有五成的受訪者不知道長青學苑活動相關資訊，導致長者參加長青學苑

比率甚低，顯見本府仍須持續推廣長青學苑活動，並可針對受訪者較有興趣的「自我健康

保健管理」作為活動設計的重點，吸引長者們踴躍參與。對於參加社區或老人活動中心活

動之人數比率占四成，參加頻率以「偶爾去」約占七成最多，而未參加之原因以「沒興趣」

占36.85%、「身體不適」及「沒空」合計占76.63%。(表5) 

表5、本縣110年老年人休閒、教育與社會參與狀況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是否有安排其他活動 有 67.86 無 32.14 - -

參加長青學苑活動 否 93.71 是 6.29 - -

參加長青學苑活動主要動機 增加新知、增廣見聞 46.67 結交朋友 22.22 打發時間 20.00

未參加長青學苑活動主要原因 不知道相關資訊 49.29 沒興趣 26.47 身體不適 8.56

長青學苑的必要課程 自我健康保健管理 27.95 社會參與活動 15.40 社交課程 10.56

是否參加社區或老人活動中心活動 是 60.00 否 40.00 - -

到社區或老人活動中心活動的頻率 偶爾去 69.37 每週1-2天 14.08 每週3天以上 9.15

未參加社區或老人活動中心活動之原因 沒興趣 36.85 身體不適 21.80 沒空 17.98

是否有意願參加志願服務工作 否 80.00 是 20.00 - -

排名第3位類別 調查問項 排名第1位 排名第2位

休閒、

教育與

社會參

與

資料來源：整理自本府社會處「110 年澎湖縣老人生活狀況與居家服務需求調查報告」。 

調查對象：109 年 12 月 31 日前戶籍設於澎湖縣之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為調查對象。 

 

六、 老年人居家服務與社區照顧 

     本次受訪老人中，知道本縣有「日間照顧中心服務」的比率占55.71%，知道有「家庭

托顧服務」的比率占33.43%，知道有「居家服務」的占65.86%，而在本府所提供的居家服

務中如「提供家事協助服務」、「提供文書處理協助」、「提供協助就醫」、「提供醫務」、「陪

同散步、讀報、聊天或下棋活動」、「到家中給予精神支持」及「到家中提供個人清潔服務」

等，受訪對象中認為「不需要」的比率約占六成，進一步詢問受訪者的需求後得知，受訪

者希望可以提供居家服務的項目以「居家護理服務」比率最高占23.85%，其次為「居家緊

急救援服務」占20.29%，再其次為「臨時照顧服務」占14.63%。 

     在訪問中發現，「有」使用過社區關懷據點服務的比率僅占25.14%，而未曾使用過該

項服務的主因除了「不需要」占51.72%之外，「不知道」的比率占47.06%，使得在詢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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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於居家服務與社區照顧改善意見時，多為「沒有意見」或「都沒使用過」，顯示本府應

加強各社區關懷據點服務資訊之傳遞，讓資訊能有效讓民眾瞭解。而在有使用過社區關懷

據點提供的服務中，以「量血壓」占六成最高，且希望本府還能提供「家庭醫生定期義診」、

「血糖量測」及「居家醫療診治」之比率占受訪人次前三名，顯示在醫療資源相對缺乏的

澎湖縣，縣民對於醫療服務是相當渴望的。(表6) 

表6、本縣110年居家服務與社區照顧狀況 

資料來源：整理自本府社會處「110 年澎湖縣老人生活狀況與居家服務需求調查報告」。 

調查對象：109 年 12 月 31 日前戶籍設於澎湖縣之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為調查對象。 

 

七、 老年人現行福利認知與滿意度 

     在本縣老人現行福利認知部分，主要是受到使用福利是否有資格限制的影響，如普遍

性的春節重陽禮金幾乎是眾所皆知的福利項目，對於特定使用之福利(如：中低收入戶相關

補助、獨居老人緊急救援專線、虐待或疏忽保護專線等)或是需求較低之福利(如：預防走失

手鍊、失能老人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空間改善)，受訪者知道此福利的比率明顯降低。在「知

道/未曾使用」的現象得知，有不少福利並非受訪者實際需要，而在受訪者使用後的滿意度

得知，都是認為「尚可」者居多，使用者不滿意程度超過50%的項目，包括「(3)中低收入

老人生活補助」、「(4)中低收入老人重病住院看護費補助」、「(5)中低收入戶住宅設備、設施

修繕補助」、「(6)中低收入戶老人特別照顧津貼補助」、「(7)中低收入戶老人裝置假牙補助」、

「(20)長期照顧機構服務」、「(23)預防走失手鍊」、「(24)虐待或疏忽保護專線」、「(25)獨居老

人緊急救援連線系統服務」、「(27)老人日間照顧服務」等，此一狀況值得社福單位進一步了

解，並應儘速加以改善的地方。(表7)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是否知道縣府有日間照顧中心服務 知道 55.71 不知道 44.26 - -

是否知道縣府有家庭托顧服務 不知道 66.57 知道 33.43 - -

是否知道縣府有提供居家服務 知道 65.86 不知道 34.14 - -

需要提供家事協助之居家服務 不需要 59.00 沒意見 13.86 需要 12.14

需要提供文書處理協助之居家服務 不需要 62.14 沒意見 13.71 非常不需要 12.14

需要提供協助就醫之居家服務 不需要 60.57 沒意見 13.43 非常不需要 11.71

需要提供醫務之居家服務 不需要 60.86 沒意見 14.14 非常不需要 12.14

需要有人陪同散步、讀報、聊天或下棋活動 不需要 63.29 沒意見 14.00 非常不需要 11.57

需要有人到家中給予精神支持 不需要 60.29 沒意見 15.71 非常不需要 11.57

需要有人到家中提供個人清潔服務 不需要 63.43 非常不需要 13.57 沒意見 11.00

希望可以提供哪些居家服務 居家護理服務 23.85 居家緊急救援服務 20.29 臨時照顧服務 14.63

曾使用過社區關懷據點服務 沒有 74.86 有 25.14 - -

曾使用過社區關懷據點提供之何種服務 量血壓 60.00 電話問安 51.67 陪伴關懷 23.33

未曾使用社區關懷據點提供之服務原因 不需要 51.72 不知道 47.06 社區中沒有設置關懷據點 8.11

希望可以提供哪些關懷據點服務 家庭醫生定期義診 49.43 血糖測量 34.77 居家醫療診治 33.91

對居家服務與社區照顧待改進之處 沒有意見 53.60 都沒使用過 38.70 服務次數 5.80

居家服

務與社

區照顧

排名第3位類別 調查問項 排名第1位 排名第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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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本縣老人福利服務使用情形及滿意度 

老人福利服務 

使用情形及滿意度 
不知道 知道 

知道/ 

未曾使用 

知道/ 

曾使用 

知道/曾使用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1)春節平安敬老禮金 人數 9 691 6 685 13 624 48 

% 1.29 98.71 0.87 99.13 1.89 91.08 7.00 

(2)重陽禮金 人數 3 697 6 691 13 627 51 

% 0.43 99.57 0.86 99.14 1.88 90.74 7.38 

(3)中低收入老人生活

補助 

人數 496 204 154 50 4 20 26 

% 70.86 29.14 75.49 24.51 8.00 40.00 52.00 

(4)中低收入老人重病

住院看護費補助 

人數 518 182 140 42 2 14 26 

% 74.00 26.00 76.92 23.08 4.76 33.33 61.91 

(5)中低收入戶住宅設

備、設施修繕補助 

人數 532 168 127 41 2 12 27 

% 76.00 24.00 75.60 24.40 4.88 29.27 65.85 

(6)中低收入戶老人特

別照顧津貼補助 

人數 527 173 135 42 2 14 26 

% 75.29 24.71 78.03 21.97 4.76 33.33 61.91 

(7)中低收入戶老人裝

置假牙補助 

人數 526 174 133 41 1 14 26 

% 75.14 24.86 76.44 23.56 2.44 34.15 63.41 

(8)老人健保自付額補

助 

人數 231 469 80 389 9 342 38 

% 33.00 67.00 17.06 82.94 2.31 87.92 9.77 

(9)老人疫苗注射 人數 47 653 77 576 11 503 62 

% 6.71 93.29 11.79 88.21 1.91 87.33 10.76 

(10)免費健檢 人數 160 540 149 391 8 353 30 

% 22.86 77.14 27.59 72.41 2.05 9028 7.67 

(11)社區巡迴健康檢查

服務 

人數 342 358 161 197 3 177 17 

% 48.86 51.14 44.97 55.03 1.52 89.85 8.63 

(12)辦理社區衛生醫療

保健演講 

人數 401 299 121 178 4 160 14 

% 57.29 42.71 40.47 59.53 2.25 89.89 7.86 

(13)免費復健 人數 338 362 192 170 5 147 18 

% 48.29 51.71 53.04 46.96 2.94 86.47 10.59 

(14)辦理文康交誼活動 人數 425 275 141 134 2 104 28 

% 60.71 39.29 51.27 48.73 1.49 7761 20.90 

(15)免費搭乘交通工具 人數 205 495 224 271 7 248 16 

% 29.29 70.71 45.25 54.75 2.58 91.51 5.90 

(16)使用老人活動中心 人數 285 415 167 248 1 213 34 

% 40.71 59.29 40.24 59.76 0.40 85.89 13.71 

(17)長青學苑  人數 535 165 131 34 5 20 9 

% 76.43 23.57 74.05 25.95 14.71 58.82 26.47 

(18)居家服務 人數 247 453 256 197 97 23 77 

% 35.29 64.71 56.51 43.49 49.24 11.68 39.09 

(19)營養餐食服務 人數 471 229 38 191 72 25 94 

% 47.43 52.57 16.59 83.41 37.70 13.09 49.21 

(20)長期照顧機構服務 人數 289 411 265 146 37 22 87 

% 41.29 58.71 64.78 35.22 25.34 15.07 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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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福利服務 

使用情形及滿意度 
不知道 知道 

知道/ 

未曾使用 

知道/ 

曾使用 

知道/曾使用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21)電話問安 人數 412 288 147 141 1 122 18 

% 58.86 41.14 51.04 49.96 0.71 86.52 12.77 

(22)關懷訪視 人數 403 297 137 160 2 139 19 

% 57.57 42.43 46.13 63.87 1.25 86.88 11.88 

(23)預防走失手鍊 人數 603 97 56 41 1 14 26 

% 86.14 13.86 57.73 42.27 2.44 34.15 63.41 

(24)虐待或疏忽保護專

線 

人數 583 117 80 37 1 10 26 

% 83.29 16.71 68.38 31.62 2.70 27.03 70.27 

(25)獨居老人緊急救援

連線系統服務 

人數 595 105 61 44 1 15 28 

% 85.00 15.00 58.10 41.90 2.27 34.09 63.64 

(26)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人數 416 284 163 121 1 94 26 

% 59.43 40.57 57.39 42.61 0.83 77.69 21.49 

(27)老人日間照顧服務 人數 412 288 246 42 2 14 26 

% 58.86 41.14 85.42 14.58 4.76 33.33 61.90 

(28)失能老人輔具及居

家無障礙空間改善 

人數 487 213 146 67 2 39 26 

% 69.57 30.43 68.54 31.46 2.99 58.21 38.80 

    資料來源：整理自本府社會處「110 年澎湖縣老人生活狀況與居家服務需求調查報告」。 

    調查對象：109 年 12 月 31 日前戶籍設於澎湖縣之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為調查對象。 

 

八、 建議意見 

(一)加強訊息的宣導推廣及傳遞效率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顯示，縣府提供的許多福利服務（如：家庭托顧服務、社區關懷據

點、獨居老人緊急救援連線系統服務、虐待或疏忽保護專線、預防走失手鍊、中低收入戶

各種補助）以及長青學苑開辦課程資訊，受訪長者中鮮少知道這些訊息，因此影響長者們

善用這些服務與參與課程的機會，建議本府應善用各種訊息傳播管道，包括村里辦公室、

社區發展協會、基層各類協會團體、網路社群、電視托播、廟宇跑馬燈等，讓本府積極籌

辦的各項活動能廣為周知，提升參與人數。 

(二)可擴大開辦老人醫療健康居家服務 

     受訪者期待增加辦理居家服務項目中，明顯偏重在醫療與健康方面，是本府未來可以

強化的重點，建議可借重現有基層單位作為媒介，一方面可強化長者與基層單位之接觸，

提升長者對基層單位熟悉度，另一方面亦可搭配休閒活動辦理，增加長者之間、以長者與

社區其他民眾之間互動機會，提升社區生活品質。 

(三)優先改善現有福利滿意度不佳之服務項目 

     本次調查發現，受訪者對現有福利滿意度偏低或不滿意度較高(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補

助、長期照顧機構服務等)的事項，建議本府應該長期追蹤管理，尤其可透過主辦瞭解可能

的缺失所在，積極改善，以發揮開辦福利服務的美意。 

(四)提供穩定、優質的老人福利與服務措施 

     部分受訪者對於現有老人福利與服務措施的變動感到困擾，如提高標準導致原有受益

對象不符合資格，無法再享有該項福利措施，勢必會引起不滿，因此提供優質而穩定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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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服務是相當重要的，在享有福利措施的資格有所變動時，也應盡量向民眾說明，以減少

民怨。 

(五)提升偏遠及離島區域的福利與服務資源 

     除了與台灣本島比較之外，本縣各鄉市間，亦存在著城鄉差距，而這種差距也表現在

社會福利分布不均上，如長青學苑的開課情形，因受到場地、師資等因素，往往還是以馬

公市區為開課地點，而越往郊區或是離島開課的情形就越少，然而實際上越偏遠或離島地

區，所擁有的資源就少，各項福利的需求相對較高，因此該如何提升本縣偏遠及離島地區

的老人福利措施，更是本府應該重視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