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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隨著低出生率及高齡化的影響,人口老化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使得台灣面臨人口老化

的問題，衍生出未來老人安養照護的問題日益重要。如何提供符合老人需求之安養機構使台

灣的年長者能享有高品質的服務，甚為重要。 

本研究以台北縣一所私立老人公寓為研究個案，希望了解仍能自理的長者對於老人安養

機構的服務需求。透過訪談該機構現有居住者約五十三位，實際了解長者對老人安養機構之

需求滿意程度。因考量長者們的體能狀態，本研究採結構性訪談，了解長者對於目前居住機

構之衛生、設備及服務之滿意度，期更進一步明瞭長者們對於安養機構的服務需求。 

本研究發現，該安養機構之居住者對於安養機構的環境衛生及飲食服務感到滿意，但對

於設備及服務有較多的建議。居住者表示機構中運動設施的放置地點及設備，以及團體旅遊

活動，較未考慮到一些行動較不方便之長者的需求；此外機構所提供之健康檢查服務，居住

者也期望機構能夠根據個別的需求，提供不同的健檢。對於機構平日提供之文康，該機構的

居住者偏好學生團體所帶領的活動，他們表示學生團體所帶的活動較有變化，期望機構能多

邀請學生團體來帶領文康活動。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老人安養機構老人安養機構老人安養機構老人安養機構、、、、老人需求老人需求老人需求老人需求、、、、安養機構服務品質安養機構服務品質安養機構服務品質安養機構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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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養兒防老，現在這句話已經邁向不如靠自己的層面了。隨著生化科技的發展，將人的平

均壽命延長，根據研究報告指出，自民國三十四年平均人的生命年齡約至四十歲終止，至今

平均壽命年齡以倍數劇增，目前平均每五個人就有一個人是老人（羅仁權，民 97），出生率

比死亡率還低，因此，台灣社會的人口結構，早已呈現人口老化的狀態，所以對老人安養機

構的需求將日趨熱烈。然而，台灣目前的老人安養機構品質良莠不齊，對於老人真正的需求

並不是很了解，因此希望能透過本研究了解與老人的對照護機構的在專業設備、照顧及文康

活動的需求，以提供機構及老人照護從業人員作為參考。 

貳貳貳貳、、、、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一、台灣老人對安養機構之需求 

因醫療衛生進步，使得老年人口比例逐漸增加，台灣已進入高齡化社會，未來社會對於

老人安養與照護的需求將增加。老年人照顧問題若未獲得重視，將使壯年人口負擔過重，使

台灣造成社會勞動力不足，影響國家生產力，因此，健全老人社會福利是台灣必須重視的一

個問題(江亮演，民 94)。 

根據我國內政部頒訂「老人福利法」對於老人的定義為年滿 65 歲之人。根據聯合國的

定義，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率在 7%以上就是老人國，從人口組成來看，台灣在 2004 年已

成為全世界人口老化最快速的國家。根據行政院經建會推估(內政部，民 97)，台灣 65 歲以

上人口比率將由 2006 年 9.95%，約 227 萬人，至 2016 年增為 13%，約 303 萬人，之後快速

上升，至 2026 年將超過 20%，約 476 萬人，每五人中就有一位是老年長者。若以當年總人

口推估數 2348 萬人計，約有 470 萬老人，將超過台灣兒童的人口數。已開發國家之林，人

口高齡化現象與所產生的問題早已浮現，加以台灣地區人口已逐漸轉型到低出生和低死亡的

階段，使得台灣地區開始感受到人口老化的壓力，因而突顯了未來老人安養的問題。 

老人對於安養的需求，依據老人其行為自主狀況大致上可分為：具有生活自理能力者及

生活需要照護者的兩種類型來區分(熊智銳，民 95)；具有自理能力的老人對於安養機構所

提供的服務，除了在生活方面的照護，包含三餐供應、身體保健、生活照護及醫療技術照護

等生理方面需求的滿足，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充實自己的精神生活，學習自己有興趣的技能，

因此，許多具有生活能自理能力的老人，多半期望機構除了提供餐點及醫療服務外，能夠提

供良好的生活規劃、休閒育樂以及進修等服務措施。 

二、老人照顧機構之種類            

目前台灣老人安養照顧機構種類很多，依據居住者需求之不同，可分為：老人安養機構、

老人養護機構、長期照護機構、老人公寓等。老人安養機構主要是以提供三餐、休閒育樂、

身體保健或其他等服務，供應健康狀況良好以及可自我照顧的老人居住。老人養護機構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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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協助照料洗澡、穿衣、餵食、排便及簡易護理服務如復健、口服藥物督導等無須醫護技術

的服務，供應健康狀況不良、行動不便、生活無法自理的老人居住。長期照護機構主要以協

助慢性病以及病情穩定，無需積極治療之病患提供技術性護理以及生活照顧的服務，如氣切

抽痰、皮下注射、插管灌食、導尿管護理等較高醫療護理照顧。老人公寓是最近出現的名詞，

其實主要提供的服務內容以及所服務的長者與老人安養機構相同，提供三餐、休閒育樂、身

體保健或其他等服務，供應健康狀況良好以及可自我照顧的老人居住，提供老人租賃之屋

舍，此為台灣政府目前積極推廣的，未來將成為老人安養居住方式之一(胡富傑，民 90)。    

参参参参、、、、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是希望能了解生活仍能自理的老人，對於安養機構的需求，包括機構設

備、空間、安全以及休閒育樂活動之安排服務，而老人公寓是台灣老人未來居住的方式之一，

因此以台北縣一所私立老人公寓為研究個案。該機構屬於公辦民營機構，收取的費用屬於中

等價位，以單人房為例，每月管理維護費約為八千元，一人伙食費約為三千八百元，研究對

象為居住於該機構的長者。 

    受訪談者共計有五十三名，男性有三十位，女性有二十三位，此機構是以能生活自

理的長者們為入住對象。受訪者入住機構年資三年以上者有 30 位佔半數以上，他們已熟悉

機構的狀況，而入住不到一年者有九位，僅佔 17%。年齡層分布從六十五歲到八十九歲，其

中年齡分布於八十到八十四歲長者最多有 39.6％；有慢性疾病者有 34 位（64.2％）、無慢

性疾病的有 19 位（35.8％），顯示有超過三分之一的長者健康狀況良好。受訪者中，膝下

無子女者僅有四位，擁有一位子女的僅有二位，擁有三位以上子女者有三十八位佔 71.7%，

顯示許多長者仍可選擇與家人同住。此外，受訪者的教育程度以國小及未受教育者居多，超

過六成（60.3％），具有中等教育學歷者有近四成(35.8%)，受大學以上教育者僅有二位

(3.8%)。在訪談中發現接受較多教育的長者，較勇於表達自己的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見。因

入住長者的基本背景不同，對機構的需求以及動機可能會不同，期望能因此蒐集豐富的資料。 

本研究因考量長者們的體能狀態，採結構性訪談法，將事先擬定好 訪談的題目，詢問

長者對於目前居住機構之衛生、設備及服務之滿意度，期更進一步明瞭長者們對於安養機構

的服務需求。問題設計採三點量表分為滿意、尚可、不滿意三個級別，每一問題並包含開放

性問題，詢問長者原因及建議。 

所有的資料將使用 spss 進行量化分析，另進行質化分析了解長者對各項服務的滿意度

的原因及改善建議。 

肆肆肆肆、、、、研究結果與分析研究結果與分析研究結果與分析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環境空間及設備 

從問卷調查中發現，受訪者對活動空間大小滿意度很高，有三十一位回答滿意，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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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其餘二十二位選擇尚可，並無人提出不滿意的意見。選擇滿意的長者表示與北部某

著名私立機構相比，目前居住的機構收取的費用與所提供之空間比例更為合理；選擇尚可的

長者認為機構空間大小還可以接受，但是如果空間可以更大將會更好。 

在設備方面，有七成五的受訪者對於機構的燈光亮度表示滿意，認為機構的燈光設備被

很充足。受訪者對於機構的娛樂設備方面，回答滿意者有四成七，認為設備足夠；尚可者有

超過半數有二十七位，詢問原因是因為機構的設備數量足夠，但是因自己沒有興趣使用，所

以有或沒有都沒差別；有一位長者回答不滿意，他提到設備都被固定的人霸佔，都輪不到他

使用。在運動設備方面，有近四成九的受訪者選擇滿意，他們認為機構的運動設備多元化，

但有另外的二十四位(45.3%)的受訪者選擇尚可，原因是因為運動設備放置的樓層太遠，不

方便使用，或因本身喜歡到附近公園散步，不曾上樓使用過，也不清楚運動設備狀況。但有

三位受訪者表示不滿意，原因分別為設備屬較激烈的器材，不適合骨頭退化者，或是設備故

障機構遲遲未修復，另一位長者表示喜歡打羽球，機構卻沒有球場。 

另外，受訪者對於機構內的求救鈴設備，有六成(32位)表示滿意，認為數量足夠，但有

四成的長者選擇尚可，他們有些因為剛進入機構居住不久，不知機構有此設備，也有些表示

因未曾使用過，所以覺得還好，但有一位莊爺爺表示：「求救鈴數量雖然足夠，但人員配置

卻不足。曾經，機構中有位長者按了求救鈴，人員卻沒在第ㄧ時間到達，那位長者因此逝世

了。」顯示設備或許足夠，但服務人員的應變仍有待加強。 

二、衛生方面 

受訪者對於機構的衛生狀況多表示滿意。在公共廁所方面，有六成六的受訪者表示滿

意，其他回答尚可的長者表示多使用房間內的廁所，很少使用公共的廁所。有六成八的受訪

者對於活動空間的清潔度表示滿意，他們表示機構都有定期請人打掃，但選擇尚可者有三成

二，他們表示清潔的人手不足，雖有定期打掃，但有些地方打掃不確實。在餐廳方面，表示

滿意者有六成六，他們表示餐廳環境乾淨有定期消毒，且餐廳服務人員都有戴帽子及口罩。

選擇尚可者多表示較少去餐廳用餐，多是自己煮。 

三、服務內容 

服務方面，受訪者對於與機構人員的互動有四成七的長者表示滿意，他們表示機構人員

會對他們噓寒問暖，但有另外的四成七長者選擇尚可，他們表示，機構人員忙時，態度會較

不好。另有三位受訪者(5.7%)表達不滿意，有一位長者認為隱私不被尊重，機構人員會擅自

進入他的房間，另有二位表示機構常忽略他們的意見，未正視他們所提出的問題。 

在文康活動方面，僅有三成的受訪者表示滿意，他們認為現在的經營者所提供的文康活

動內容較多元化；另外超過六成的長者表示尚可，原因是機構安排文康活動很多，但是他們

對於活動內容不感興趣或者不夠好玩，有多位受訪者表示由大學生團體所帶的文康活動較有

趣，希望機構能多邀請大學生團體來。另有五位(9.4%)表示不滿意，有二位長者不滿意的原

因是部分的文康活動是由宗教團體來帶，有幾位表示主講者不理想，另有一位長者表示希望

機構能將文康活動的時間資訊表列給大家，但未獲得機構回應而表示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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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機構所提供的健康檢查服務，選「滿意」及「尚可」的都是43.4%，他們認為機構

每年都會做意願調查，會將參加健檢的長者載至醫院做檢康檢查。但有七位(13.2)表示不滿

意，原因是免費健康檢查的項目太少，許多檢查還需要另外收費。 

在餐廳菜色方面，有六成八的受訪者表示滿意，因為構的餐廳菜色都會定期更換，而且

每週定期有快樂餐供應，滿足長者們的需求。有三成八的長者對餐廳菜色的滿意度表是尚

可，他們認為餐廳菜色還可以接受，但是部分長者認為食材應該煮軟一點，或是搗碎一些會

較好入口。有一位長者對於餐廳菜色感到不滿意，他表示曾向機構建議，可以多收伙食費使

使菜色更豐富，但大多數的長者都不願意，因此菜色變化沒有改善。 

在戶外活動方面，僅有二成三的受訪者選擇滿意，六成二選擇尚可，選擇尚可的長者認

為一年僅辦一次的戶外活動太少，可增加為二次，另有一成八的長者表示不滿意，有些表示

沒興趣，有些對於要另外收費而感到不滿意。 

在收費方面，有四成一的受訪者表示滿意，他們認為與台北縣某知名度很高的五星級安

養機構比較是算很便宜的；但有五成三的長者僅表示尚可，他們認為因收費不算高，所以在

人員配置稍嫌不足，硬體設備損壞常未修的情形；另有三位受訪者表示對於伙食費及水電費

需另外收費感到不滿意。 

伍伍伍伍、、、、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    

一、結論 

根據我們統計結果發現，受訪者對於機構的衛生方面滿意度最高，機構在衛生方面的管

理頗為落實，所以受訪者對於機構的衛生整潔給予很高的評價。在設備方面，受訪者對於燈

光亮度方面最為滿意，在娛樂及運動設施上，有超過四成的受訪者表示滿意，認為數量及種

類都足夠，在求救鈴上也有六成的長者表示數量足夠。在服務方面，對於餐廳菜色的滿意度

最高，也有六成的受訪者表示菜色會定期更換。 

然而，研究發現，長者對於機構所提供的服務部份不滿意者最多，尤其是對於戶外活動

的安排，長者們認為活動安排次數太少，且多需要額外收費表示不滿，同樣對於健康檢查的

安排亦不滿意其需額外收費的部分，且檢查項目太少無法滿足受訪者的需求；對於文康活動

的安排，也有多位長者表示因對於活動性質不感興趣，所以不熱衷文康活動的安排，但許多

長者表示希望能增加學生團體所帶領的文康活動。 

二、建議 

對於長者們所感到不滿意部份有幾項建議，在戶外活動、文康活動及健康檢查的安排，

應事先調查長者們的意見及需求再做安排，例如：戶外活動的安排及收費部分，應事先詢問

長者們的意見。此外，我們從研究中發現，長者們偏好大專院校學生所帶來的文康活動，因

此，機構可依據長者意願與大專院校配合，進行產學合作計劃，定期邀請學校系所或社團舉

辦活動。人員服務不足的部份，機構需給予新進人員及在職人員教育訓練，並執行考核及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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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獎勵制度。健康檢查項目不足部分，一方面期望政府能增加健康檢查項目的減免，以滿足

長者需求；另ㄧ方面，也建議機構除了安排長者們至醫院檢查之外，能夠提供長者檢查後的

追蹤保健，例如飲食或是生活習慣方面的調整與控制，且詳細的與長者們溝通說明，讓居住

機構的長者更能感受到機構所提供的服務。另外，應多了解居住長者的需求，聆聽他們的心

聲，對於無法達成的要求，能詳加說明，以取得信任與諒解，相信能更增加居住長者對於機

構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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