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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醫黨進步、科技日新月異，使得現代人擁有更長的壽命和更好的生活水準'

老年人口比例快速增加，面對社會的變遷，銀髮族居住環境開始改變，從台灣銀髮族居

住型態的改變，可看出銀髮住宅、發言重機構、養生村的比率有逐年攀升的趨勢 。

最早提出「養生村」的名稱者即是台塑企業董事長王永慶先生，他的基本理念 r養生 」

的目的，是為了達到健康的生活，發生文化村的規劃是要提供一個使老年人在身體活動、

心智言之、知、生產力和生活滿意方面都能享受健康樂趣的生活環境 。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

討銀髮族進住養生村的因素 。 透過文獻分析與半結構式訪談來進行探討，結果顯示受訪

者對於在環境設施、醫療設備的方面最為重視，另外對於服務人員的態度及休間安排也

列入考慮因素中，對於入住繳費方面希望能免繳係證金。銀髮族產業具有相當發展潛力，

許多機構欲尋求成功的開發營造高品質的美生社區，提供尊重銀髮族健康生活及終身學

習的完整優良的人性化服務 。 因此本研究希望提供，國內機構投資開發規劃營運，以及

政府對銀髮族養生社區健康照護政策的規劃做為參考。

關鍵詞:發生村、銀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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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諭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人口老化的問題不將只有台灣，全球

都面臨相同問題，由於生活改善、醫槃科

學進步、及公共衛生之推晨，國人平均壽

命延長，早在民國八十二年台灣的人口年

齡結構已達聯合國設定的高標準'人口結

構由金字塔型轉為以青壯年為主之葫蘆型，

扶老比由七十九年之9. 1%上升為 12.2%

(行政院內政部主計處2002 ) 

臺灣地區邁入高齡化社會後，除了人

口高齡化問題，其高齡化速度更是問題的

所在，僅次於鄰近國家的日本(行政院經

建會， 2006 ) 。 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

壽命之提高，老年人口增加，健康照顧與

居住需求不可避免地亦會增加。而實際生

活上的食、衣、住、行、育、樂等各項產

品也都因應老年人的需要而出現，舉凡係

健食品、抗衰老梁品、輔助器材用品、老

人代步工具、銀髮發生住宅等，均具龐大

商機 。 而老人的居住問題更是相當重要的

議題 。

我國正面臨幼年人口的減少，家庭結

構變遷，社會型態及價值觀的轉變，過去

的傳統大家庭已轉換為核心式的家庭照顧

模式，而家庭可提供銀髮長者的照顧功能

漸漸減弱，造成老人與子女同住比率下降，

老人靠子女供養的比率也在下降中(陳鳳

音， 2002) 。同時，在社經環境變遷下，

家庭結榜核心化及婦女就業人口的增加，

家庭所能負擔的照顧功能日漸式微，使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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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養養老j輛行困難，而有演變為倚重機

構式安養養老的趨勢。 因此在人口、社會、

家庭及生活等結構性的演變下，未來銀髮

族教育與健康、經濟能力的提升，其對健

康照護服務品質的要求將更為殷切(孫索

真， 2007) 。

由於銀髮族健康產業具有相當發展

潛力，許多相關企業機構欲尋求開發營造

高品質的養生在土區，提供尊重銀髮族健康

生活及終身學習的完整優良的人性化服務

發生機構。因此，希望藉由「銀髮族選擇

養生村之決定因素」的探討，暸解目前銀

髮族選擇進住養生社區的影響因素，以提

供健康照護安養服務機構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全球老化的人口自 1950年由一億三

千為( 130miIlion一大約佔全球4%之人口)

增加到公元2000年之四億一千九百萬( 419 

million) 大約6.9% '五十年來超過了3 倍

之多，目前全球的人口年年增8百萬

(million) ，到了 2030年，每年將增加二

千四百萬 (24 million) ，最快速的增加你

為2010年後，全球第二次大戰之後的嬰兒

潮將達到65歲，形成一波老人潮的來臨 。

人口老化現象是前所未有的，在人類歷史

上未曾發生過類似情境，老年人( 60 歲以

上)所佔比例的增加是伴隨著年輕人(15

歲以下)所佔比例減少。到了 2050 年，全

球老人數目將在歷史上首次超過年青人的

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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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1970 199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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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年輕人與老人之比例

由於經濟繁榮及醫蕪衛生進步，老年

人口成長，除述 。 依據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

顯示 ， 從 1993 年月底，台灣地區 65 歲以

上老年人口為1，的， 801 人，佔總人口之

7.1% '已達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1th Organization ' W. H. 0) 所訂定的

高齡化社會指標，正式步入了「高齡化社

會 J '至 2006 年 9 月底 ， 老年人口總數

更增加為 2， 263 ， 422 人，佔總人口的 9. 9 

%'又受到出生率下降的影響，人口老化

指數從 1991 年的 24.8%至 2006 年 9 月

底的 54. 訝，增加 29.4%( 內政部統計處，

2006) 

根據聯合國之定義， 65歲以上稱為老

年人，當一個國家或社會的老年人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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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高於7% ，稱為高齡化社會;又進一步將

高齡社會分成三級:

l.成年型 (aduIt)指老牟人口比率介於

7-10%者，如我國、新加坡 。

2. 成熟型 (maωre) 指老年人口比率介

於11-14%者，如美國、加拿大 。

3. 老人型 (aged) 指老人口比率高於14

%者，如瑞典、丹麥、挪威，及日本等圈 。

直到20 世紀末，瑞典一直是世界最為老化

的國家 。 日本在2000 年時， 65 歲以上老

年人口比率首次超越瑞典，躍居為世界之

冠 。 一個很重要之趨勢呈現在全球人口的

老化的變遷上，就是老年人之數目與百分

比兩方面都在急速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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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於1960-2000年間 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之變遷

國 家 1960 年 1980 牟 1990 勾L 2000 年

F奧 f卅 8.51 9.81 1 1. 16 12.29 

加拿大 7 .63 9.70 11.61 13.72 
丹麥 10.64 14.35 15.59 15.20 
日本 5.72 9 . 10 12.00 16.94 
瑞典 1 1.97 16 .38 16.76 16.92 
英國 11.72 14.96 15.64 15.69 
美國 9.24 1 1.27 12.50 13 .20 
台 i彎 ---- ---- 6.8 8 .6 

資料來棟 OECD( i996) 、經建會刊 997)

台灣最早提出「養生村」的名稱者即 在數據中顯示出，當老人無法從家庭來獲

是台塑企業董事長王永慶先生，台塑所創

辦的安養機構即是長庚養生文化村，他的

基本理念 r養生」的目的，是為了

達到健康的生活 r 文化」的強調，是為

了豐富生活的內容;發生文化村的規劃

是要提供一個使老年人在身體活動、心智

認知、生產力和生活滿意方面都能享受

健康樂趣的生活環境(楊靜薰. 2006) 。

在台灣的老人住宅經營權大略可分

為公立與私立，老人的安養中心，絕大多

數是政府委託非營利組織。目前知名之圍

內銀髮族社區案例，包括潤泰集團的(潤

福系列:潤福生活新象、潤福大台北攀城)、

台塑集團的(長庚養生文化村:林口、嘉

義、宣蘭)、奇美集團的(悠然山莊)

圓 寶集團的(西湖渡假村)、及北海福座

的(泰和國)、永越健康中心、康寧生活

會館、富邦集團、全坤興建設...等(揭揚，

2005 B) 

目前國內對於老人安養服務品質與滿

意度之研究，大多以量化問卷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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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生活或者財務上的協助時，自主意識較

高的老人則會選擇不與家人同住的型態，

轉變為獨居或者進住老人安養機構的居住

型態。國內許多研究都顯示，較能接受不

和兒女同住、三代同堂的老人，多具備有

「高教育程度、高所得、年紀較輕、有就

業、傾向現代化價值」等特質，他們比較

不願依賴兒女，想要維持老年獨立自主的

生活，而高教育、高所得者同時也對自費

安養成到興趣(產主金蟬. 1988 ; ~紀瓊，

1987 ;齊力 . 1997) 

蘇金蟬( 1988) 發現高教育、高所得

者同時也對自費安養成到興趣，建議未來

老人住宅福利推辰，如老人社區、老人夫

婦住宅等由民間自行籌建，政府從旁鼓勵。

也有研究顯示，自認偏好住在安養機構的

老人，由於要接受獨居或安養院等其他安

排，必須具備高度的現代化，軟硬體設備

俱全，醫療品提高，服務土加強也就是在

觀念上有所突破，隨著現代化的腳步，預

期選擇獨居、安養院或其他非傳統方式的



居住安排人會增多 。

孫素真2007年所發表銀髮族進住養

生社區意願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指 出 ，教

育程度越高，願意進位養生存土區的比例遞

增;教育程度越低，不願意進位發生社區

比例遞增 。銀髮族若經濟自 主性高者，進

住養生社區意願較高，但若經濟來源是子

女，則較不願意進位養生社區，可見經濟

自主性對進住養生在土區意願亦具有影響。

邱慧字 (2002) 影響台灣地區民單位

進銀愛社區意願研究指出，人口統計變數

(性別 、年齡、婚姻狀況、子女人數、教

育程度、年收入、配偶的教育程度、商業

係險狀況)與住進銀髮社區主願有顯著差

異。

林怡君 (2006 )嬰兒潮世代進住選擇

養生村影響因素之研究-以高雄市民為例

研究發現「寧靜且空氣清新的戶外環境」、

「可以營造社區或居家氣氛」、「子女親

友的意見」、 r-有自主權 J . . .等 22個因素 。

其中又以「寧靜且空氣清新的戶外環境」、

台灣銀髮族選擇養生村之決定因素探討一

以悠然山莊~伊l

「能夠提供專業的醫療照護」之影響因素

的平均數為最高 。

越增偉 (2009 ) 養生村銀髮族戶外

停留空間規畫'1設計之研究以雙連安養中心

為例研究結果顯示，百分之77.6的老年人

每天固定要使用戶外停留空間，以及百分

之83. 師的老年人以戶外停留空間為選擇

入住安養機構的主要考量之一。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經國內外相關文獻查證後彙

整成資料，並以深度訪談的方式來佐詮。

並以住於養生村願意接受訪談者，進行一

對一半結構的深度訪談，本文將以訪談結

果為主，轉載於書面文字 。

整體而言，年齡80歲以上，女性長者

較男性長者為多，教育程度高，經濟基礎

穩定，健康狀況算良好，入住養生村平均

大約都為3年以上，為保護受訪者採周編號

來代替(如表一)

表一悠然山莊養生村11位銀髮長者背景資料

編號 姓名 年齡 學歷 職業 入住時間 身體狀況

男 92 歲 土海美術 畫廊專 3 年 良女子
專科學研 業畫家

究所進修

2 男 75 歲 高職畢 公務員 3 年 全于

3 男 80 歲 園中華 農 5 年 尚可(膝蓋

退化)

4 男 76 歲 高織學 公務員 2 年 尚可(膝蓋!

退化)

5 女 85 歲 台南女中 教師 6 年 良好(有慢

性疾病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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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女 80 歲 函中華

7 女 81 歲 日本教育

小學畢業

8 女 78 歲 不識字

9 女 75 歲 圈中華

10 女 75 歲 小學畢業

11 女 72 歲 函中華

訪談內容包括為:

-、進住動機?為何會住進養生村?

二、硬體設施(環境、醫療、設備等... ) 

滿意與否?

三、休閒服務(休閒活動、才藝教學、保

健養生)滿意與否?

四、服務人員滿意與否?

肆、結果與分析

一、進住動機?為何會住進發生村?

受過日本教育的受訪者說 f當砂押，

手持在Ji!Æ/lfIJl哥華坐在llJ.'雖然﹒發~:FJtI，

但是必行妥系疼系草草混合一定 '''tIJi*4f

也泛分J籽，結A會d夕Á.;f#/lfI坐掃房#人屁

f存:F夸/jÆ BJj BJj iJé il ÍJ更是tJ.繁押，唾手唾手...~

Þ/i主Jl (;依然ι1;Ji1) -;f月夜坊，暉，

jf 紛毒品草手是覺止 ， IBJl子仕發Z會安家庭痺

，宿街成功il.. 峰，成果Jè.i重復存笙#毒手做f

t建成草草措JtJ.忽然﹒必耳'$-揖崢$J蒼老4晨，

tJ BJ;:;，夕式，可rtÄ tJ rfl iJUf t/ 己菩-tt嘉皂，

iA /i -J1-:/I1然lk7i~~智 '/i笠，死﹒丟習習+./ilok'

fl{ sil -t-亮;-A ..z:;j是看riJé何正坐;f嘉槳'$

一扶持公款者iJé#伊品，吵吵...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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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 8 年 企于

中樂行 2 年 好

家管 l 年 有時要輪椅

(農) 代替)

家管 6 年 良好

立二 5 年 好(膝關節

退化)

家管 2 年 好

另外一位從國外退休回來的老畫家，

經營過畫廊，教過書，個性活潑樂觀，因

兒女各在海外所以選擇回到國內進住養生

村。 íiJé 1Íßrr$-;丈盆迢-f-房子掃毒益#，

/lfIJl #ßÆ游人潭，g/X芬瑩，恥笑，刁çJa~ 歹

括當務1111-袋 'iE亮;-jf!IJ掏當初芳'/X街wt;

珍品乎位女Æ#是嗎 r~但是智忽然JJJi1'~1!

從##道，且有:{Ë-/l剪子孫定 @i!Jl T.J • 

務農的80歲受訪者進住動機則是，老伴去

世兒女全部在外地工作 ， í算是$;，芳聶嫂，

進't T-~缸子度 '~j產品r::ff T ' ~:ilÆ;Jf人

，被顱 ，三*水矽沙亨銬，又亮;-11 草草/也厚將是重

/!({街ftfJfá夕，刁çJtl穆J 。

二、硬體設施(環境、醫療、設備等... ) 

滿意否?

環境設備與休閒服務從資料分析訪

談過程中可暸解銀髮族選擇養生村的因素，

因個人教育程度不同而有不同懇、法，但大

部分都非常在意環境與醫療設備的齊全與

否 。養生村的環境設施是銀髮長者第一選

擇印象，另外醫療上也非常重要 í.f}(， iti符

合是tß-@~#韓....J 聞中藥行的受訪者回

憶當初情況說 íJl.一支筠止乎痠崢ff;.終;.:F



-if屁 '1ft錚JlÆ務人身，辱，主袋，哥哥烤泥水量V

?"多忌，有T?專車膺，逞，心'!/Il沒$!必須勻，主 flr.1

刀游蕩事...今天如果成立芝住這控尊重多古人勞瀉

，亭玉~lIfÆ ~fi6 己才是水泛 r' 手告:ltfit容異11-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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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悠然山莊4i1'J

闊空間，所以選擇這裡 rit皮笑求對! "t 

浮在iIt/!((街1#:Itf:ltf 1# .:F )穿灰侈 ， $1I1f1P芬

些退化 r ' ..,. jljj;j夢J(JfJ.i&&r是按þ/i[字

涼話 r' 司會辦過t!!fe，:;令是多 tt Pi' ~言 ， f/u,Æfe, 

是吾友厥人厚，平'f( tff .f}, ;;f fi15存Þ/i革/f} :Itf 1# /!(( jj $f JIIj丈量'i勢也jjilt/!((街是f-Jfá夕，好嗨，

顧J 五I#:ltfl# 0 J 另外一位退休公務人員也贊

國外退休回來的老畫家，原本在加拿 同這裡的環境清幽，占地廣闊視野好可以

大的養生社區住過一陣子最後回到台灣來， 運動，散步等等。

選擇了這裡的養生村做為終老之地，是一

種落葉歸根的想法，還有覺得台灣的保健

醫療是非常優患便宜又周到的醫療，在老

伴過世後回到台灣，老畫家欣慰的說「 i9

學甜甜保II~李嘉I#A :Itf r ' fh麥Ii你是f.:F

為f.ì!N豆子，仿..flJfJfJfj-.J!lX少 ， !NJ拱手三t i.主Z

雖然攻12.屁券投花 -t1J::IfJftl均月，復重'If!

JfJfJ jf存#死人 r ' I仿五是.:fJ f7f I/k J季，泛

jjlll :ltfA安葬呂~i$! 1t-.是大fl. d書﹒ . ....:iE芬站建

Hit至fÆßJI1.A又是 6 月學/士 ，而這發JL;jf

d每/6!!1/ ' 諾伊伊字正是安#":Æt重屁﹒畫i章 ~i:[

忽忽發1#老人::IfJ1.沒放淤積，晃?玉宇#然1>>1;苦

p/;有Tttrh -1參加， -tf iU .E 11. 可';Ô'/作~ß .t ift

S紋，諾諾f喜歡itfe， é夕J

曾經教過書的受訪者很喜歡這裡清

幽的環境，自己房前陽台種滿花草盆裁，

許多朋友都喜歡來他這裡 rf/u/~. 殺你丟S

d是;.1宮發J言，是f! -t建材友好也，還吾tß Til1lfI

-)f !tJl亮1ß於是質力成也丟府銜， -1.右手昌安

it度，車古人也伊$.:1"-1.右，也伊jjl1J定 lh要

是t淚被命益， -þ頁緝毒宮。 J

曾經對這裡有廣闊環境很適應，務農

過的受訪者習慣在鄉下看一大月綠意與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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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休閒服務滿意與否?

較為內向與傳統的進住者則對休閒

活動參與率不高，所以並不特意要求一些

設計課程，但大部份的進住者會參與。開

中藥行的受訪者幾乎參與所有課程 rl1.手

段級坐~/、.$!.ift' 安7人4史發11.)車改善 'X.Á

fðí1:.rfl'元 'jj崢括一些你絕接居安裝 tt 己煒

反從#押，吵吵'''J 曾經務農過的受訪者

最喜歡的就是唱卡拉ok r 11.:.<<.J.手段-tf it控

1#習7佇立ok一摩人一定督教，次洪學暫哩fJ

老畫家也覺得休閒服務不錯，雖然他大部

分都在畫畫 。

四、服務員滿意度

是否滿意目前在這裡的生活，老畫家

說 f次薇，章，須嚴一月第11.芬妥~'1f ' 屁游

人占 1ff.f}， 妥:1" 11三重復混﹒抱系乎是許存#是fé夕，

"T字站在哼"tA乎很M心諧 。 .. ....)宮女何也

很反心成答道后，也表'1-，診治何教徒厭煩，

再更好押! ;fi，正答這fe， r......J 
開中槃行的受訪者因樂觀活潑充滿

活力，幾乎參與所有養生村的休閒活動課

程，也很願意接受一些訪問講自己心得r.j生

iti.E在一，凌辱fø1121丟瑟瑟著新步，必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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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諾是 B次是f ' ßA.費也f!U(fJt.存也是.:r;甜

d夕，所J-;( .fi11i革控凝結心 'ð!l.:i.夢厚，花旗.fi

d夕著子女，量?譯告也次是f.i右手段茗，好何 ! J

而一位較為傳統的銀髮長者，家裡是

務農的受訪者因家人無法長期照顧(膝蓋

退化，闖過刀，無法長期行走有時需輪椅

代替)而將她送來此地，訪談時因思念家

人而落淚，受訪者說 r草草-是處$~人 ' Á.

Z會 1;，諾是泛籽 ， iUÆf19 J學Jfliß安Jl子行.JI.

的態度樂觀的較能接受進住養生村的想法，

身體硬朗的銀髮長者也較為a快樂，而在經

濟基礎良好者，較有自主能力選擇自己想

要的生活方式。這與前文獻相符合教育程

度越高，願意進位養生社區的比例遞增;

教育程度越低，不願意進住養生社區比例

遞減。

在決定選擇進住養生村的因素不外

乎是清幽、安靜且空氣清新的戶外環境，

At步......J 可能鄉下傳統思想有種被遺棄 能夠提供專業醫療照護與保健、軟硬體設

的一種想法，所以在此似乎並不快樂 ， 也 施齊全、休閒與才藝課程服務措施等最為

少參與一些活動，您在此地覺得過的好嗎? 重要，另外服務人員態度與歸屬成受也是

r.fi 牙忽 lffl!JffT妥，會是i產品~ßII.:r;ff押， 進駐考量決定因素之一 。

之這Á.照顧.fi . • . • . .11 il:fÆ芬Á./!({街翁 'ßIt 二、建議

本咿屁哥rÁ.iIi.fi 妥g.尉，三#-#人，研祥， 銀髮族產業具有相當發展潛力，許多

可TÆ.;fiJ("'J 讓人不忍在訪談下去只得安

慰她，但是大部分進位者都滿意這裡的服

務 。

伍、結論與建犧

一、結論

綜合上述訪談結果可得知，受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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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欲尋求成功的開發營造高品質的養生

社區，就必須提供尊重銀髮族健康生活及

終身學習的完整優良的人性化的服務，不

論是硬體設備或軟體都需齊全。而政府對

銀髮族養生社區健康~~護政策也必須有一

套規劃，以因應龐大退休銀髮族居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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