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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根據內政部人口統計，台灣地區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於民國 82

年達到 7%，正式邁入聯合國定義之高齡化社會，至民國 94 年底，65 歲

以上老人已占全人口的 9.7%，而依據經建會人口推估資料，未來人口年

齡結構將更趨於高齡化。為因應人口高齡化對經濟、醫療、家庭、及社

會可能產生之衝擊，本局前身家庭計畫研究所自民國76年起即開始規劃

相關之老人調查研究，於民國78年6月完成第一次台灣地區中老年身心

社會生活狀況調查，其後則以每 3 至 4年陸續進行一系列追蹤調查，至

民國88年已完成三次大規模追蹤訪查，所蒐集之資料已實際應用於現今

老人健康或生活狀況之描述，以及人口老化、老人健康與福利政策等重

要議題之探討。 

為持續收集與監測台灣地區老人健康相關問題之現況及變化趨勢，

本局爰於民國 92 年辦理「台灣地區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第五次調

查」，其調查工作得以順利完成，要感謝各方的參與，謹在此向所有參

與第一線調查工作的訪視人員、配合接受訪問提供資料之 5,300 餘位中

老年民眾，以及於訪問期間提供訪員行政協助之縣市衛生局所、警察局、

戶政事務所以及鄉鎮公所等，致上最誠摯的敬意與謝意。此外，調查工

作小組成員，對於資料品質之管控，從問卷編輯、訪員遴選、訓練，面

訪調查之輔導、問卷核閱與抽查，以至資料的建檔、清理與分析等所投

注之心力，也在此一併致謝。這些辛苦收集資料，必能有助於政府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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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瞭解老人健康狀況與醫療保健服務需求，進而提昇台灣地區老人

之健康與福祉。 

本刊內容如有疏漏或繕誤之處，尚祈各界不吝指正！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國 民 健 康 局 

局  長   蕭  美  玲    謹識 

民國  九十五  年  九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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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一、出版計畫 

本調查自92年9月開始實地田野訪問工作，歷經6個月之問卷調查、訪員輔導，

以及問卷核閱與抽查，終於在93年8月底完成5,377份完訪問卷資料之鍵入檢核工

作，隨後由本局人口與健康調查研究中心進行資料處理、分析與初步調查報告撰述。

由於統計分析製表與結果撰述相當費時，為儘早將初步調查結果提供給各界，做為研

訂健康促進業務計畫與制定老人醫療福利政策之參考，故先就受訪對象之健康狀況、

衛生行為及醫療服務利用等指標性數據，按性別及年齡做初步統計分析後出刊，至於

全國性重要中老年健康議題的深度分析或長期趨勢比較，則將在日後陸續展開各項專

題研究。 

二、統計表編製說明 

1. 本報告附錄附有本調查之問卷，為方便讀者查閱問卷，每一個表的表號均以問

卷中問題的題號為標示之依據。例如：「表C1」中之「C1」即為問卷中問題之

對應題號。 

2. 本刊統計表大致分隔為左右兩部份，於左半部呈現健康指標之百分比或平均

值，右半部則為完訪樣本數，為調整不同年齡層樣本個案抽出機率之差異，不

論百分比或平均值之計算，均按內政部92年底人口統計資料之50歲以上各年

齡層人口比例進行加權，惟為呈現據以分析之樣本數，各統計表中所列之完訪

樣本數為未加權之實際完訪樣本人數。 

3. 少部份指標變項，僅呈現單一性別(如：女性)的數據，此係因該問卷題目僅詢

問單一性別之狀況（如：子宮頸抹片檢查僅問女性）。 

4. 各統計所列百分比或平均數，凡加註「*」者係指據以分析之樣本數少於 20，

故該項百分比或平均值可能不穩定，請讀者在參閱該指標數據時務必注意。 

5. 本調查之抽樣設計請參閱附錄一，執行工作小組名冊，請參閱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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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言 

由於本項調查旨在瞭解台灣地區 50 歲以上中老年人的健康狀況、衛生行為、及

醫療保健服務利用情形，藉以估算未來高齡人口在醫療保健與生活支持的需求。為能

將最客觀詳實之數據提供與各方參考，致力提高調查完訪率與提昇資料品質為本調查

工作小組極度重視的課題。而為提昇與確保調查資料品質，工作小組不僅為訪員預備

各項有助於獲得受訪民眾合作的相關文件與物品，以促使受訪民眾配合提供詳實資

料。在每一場次之訪員訓練，除加強訪視技巧的訓練及問題定義解說之外，也極力強

調本項調查資料的重要性。在調查期間並指派本局人口與健康調查研究中心具多年調

查實務經驗之督導員，加強對訪員之抽查與輔導。對完訪之問卷，亦有專人負責逐本

核閱，並於資料建檔過程進一步完成不合理代碼之邏輯檢誤。 

希冀本調查報告中所呈現的指標性數據，能有助於政府相關部門瞭解老人健康及

衛生保健服務需求，並據以研訂老人健康促進計畫，以使本調查所提供的資訊能實際

應用於中老年健康之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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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調查計畫辦理概述 

一、計畫簡介 

為因應人口高齡化社會之來臨，本局前身機關家庭計畫研究所自民國 76年起，

在與美國密西根大學人口研究中心以及老人研究所之技術合作下，展開老人相關調查

研究之規劃，在歷時兩年籌備後，於民國 78年 6月辦理第一次「台灣地區老人保健

與生活問題」調查。該調查係以民國 77年底全台灣地區 331個平地鄉鎮市區年滿 60

歲以上人口為調查母體，依三段分層系統隨機抽樣法抽出 56個鄉鎮市區，合計 4,412

位老人樣本進行面訪調查，實際完訪樣本數共計 4,049人，完訪率達 91.8%，為當時

國內少有之全國代表性老人機率樣本。 

有鑑於近來公共衛生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對長期調查資料之蒐集與分析日益

重視，為能據以釐析老人健康及生活狀況變遷之影響因素，本項調查在規劃之初，即

已考慮針對上述老人樣本世代進行長期追蹤觀察，亦即採用世代追蹤研究方法

(Cohort Study)或定組樣本縱貫研究設計(Panel Study of Longitudinal Design)，對該樣本

世代進行後續追蹤訪問。而在民國 78年辦理第一次主波調查完成基線資料建置後，

已陸續針對完訪樣本進行多次追蹤，包括於民國 82年 6月完成之第二次主波面訪追

蹤調查、81年初完成之「老人電話追蹤調查」、84年初完成之「老人健康與醫療利

用」簡短追蹤面訪，85年 6月完成第三次主波面訪追蹤調查，以及 88年 9月完成第

四次主波面訪追蹤調查。歷次調查所蒐集之資料已實際應用於台灣地區老人健康或生

活狀況之描述，以及有關人口老化、老人健康與福利政策等多項重要議題之探討。 

為能建立台灣地區 50 歲以上中老年人之健康常模及其生活行為等基本資料

庫，以作為後續長期追蹤研究之資料基礎，另於民國 85 年辦理第三次主波面訪追蹤

調查之時，運用補充樣本之雙重世代研究方法，除繼續追蹤當時仍存活之 67歲以上

世代樣本外，並再抽選具全國代表性之 50至 66歲樣本世代進行訪查，其抽樣設計同

樣採用三階段分層隨機抽樣方法，自戶籍登記資料抽選出等機率樣本。而基於調查田

野作業之行政考量，50 至 66 歲新樣本世代之初抽單位以和 67 歲以上追蹤世代相同

為原則。由於 67歲以上追蹤世代之調查完訪率相當高，在歷經數年之追蹤訪查後，

仍足以代表台灣地區 67 歲以上老人，將此 67 歲以上追蹤世代與當時另行抽選之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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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66歲新樣本世代合併，可採橫斷面分析法(Cross-sectional analysis)，描述台灣地區

50歲以上中老年人於當代之健康與生活問題狀況，亦可單獨針對 67歲以上老人之長

期縱貫資料，進行貫時性之分析比較(Longitudinal analysis)。 

本次於民國 92 年所進行之第五次追蹤調查，因民國 85 年所抽選之「50 至 66

歲新世代樣本」與「67 歲以上追蹤世代樣本」，至民國 92 年已屆滿 57 歲以上，在

歷次追蹤調查完成率皆維持 90%以上之條件下，仍足以作為民國 92年時台灣地區 57

歲以上老人之全國代表性機率樣本。為完整建構台灣地區 50歲以上中老年資料，本

次調查除針對上述年滿 57歲以上之存活樣本進行第五次追蹤面訪調查外，亦比照民

國 85 年調查，再次運用補充樣本之多重世代研究設計，另行抽出「50 至 56 歲新世

代樣本」，以針對台灣地區 50歲以上中老年人之健康狀況與生活需求，進行兼顧橫

斷代表性與縱貫比較目的之研究分析，作為政府擬訂相關衛生保健與社會福利政策之

參考依據。 

二、調查目的 

(一)瞭解台灣地區50 歲以上中老年人健康狀況，包括身體功能及失能情形、罹病

狀況、心理健康、衛生行為及醫療保健服務利用情形。 

(二)瞭解台灣地區50 歲以上中老年人之家戶狀況、居住安排、社會支持、休閒活

動、工作及經濟狀況、生活態度、退休前後之生涯規劃、以及對政府所提供之

高齡人口福利措施之認知與利用情形。 

(三)比較不同背景特徵之中老年人在上述健康與生活狀況之差異。 

(四)依據分析結果，推估未來高齡人口在醫療保健與生活支持的需求，提供政府及

有關單位規劃介入措施之參考。 

三、規劃與執行單位： 

本調查之主辦機關為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所有調查之規劃設計、實地執

行、調查輔導、以及後續資料處理、分析與報告撰述等，由國民健康局之人口與健康

調查研究中心統籌辦理。各縣市衛生局所、警察局、樣本鄉鎮戶政事務所、鄉鎮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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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則在調查執行過程中，提供必要之行政協助。 

四、調查對象與抽樣設計 

本調查之訪查對象為台灣地區(不包括山地鄉)民國 92年 3月底年滿 50歲以上之

中老年人，包括「50至 56歲新世代樣本」、「57至 73歲中老年追蹤世代樣本」與

「74歲以上老人追蹤世代樣本」三個子群體，全部樣本數共約 6,100人。其抽樣方法

分述如下： 

(一)74歲以上老人追蹤世代樣本 

本研究 74 歲以上之老人追蹤樣本係於民國 78 年抽出，當時係以台灣地區

331個平地鄉鎮市區在 77年底滿 60歲以上(亦即民國 17年 12月 31日以前出生)

之全部人口為調查母體。依據戶籍登記資料，採用三階段分層隨機抽樣方法抽出

之等機率隨機樣本，實際抽出樣本數為 4,412人。以當時 331個非山地鄉鎮市區

60歲以上人口數近 181萬計算，抽出機率為 1/410。三階段抽樣過程分別為： 

1. 抽出初抽單位(Primary Sampling Unit; PSU)：將全台 331個平地鄉鎮市區依

據行政區別(分為市、鎮、鄉)、教育程度與總生育率(各分為高、中、低)等

三項，區分為 27層。以人數最少層的母群人數(size)作為間距，系統隨機抽

出散佈在台灣地區的 56個鄉鎮市區作為第一階段初抽單位，即樣本地區。 

2. 抽出區段(block)：按鄉鎮市區欲抽樣本人數的一定比例(此處為二分之一)抽

出若干鄰。為確保每個鄰可抽選二名老人做為樣本，將部分老人人數不足供

抽出二名老人之鄰，與其週邊其他鄰合併建構「擬似(pseudo)鄰」。抽出鄰

的方法也是按系統抽樣方式，以鄉鎮老人人數除以該鄉鎮欲抽出之鄰數的商

數為間距，抽出樣本鄰。 

3. 抽出個案(case)：從各個樣本鄰以系統隨機抽樣方法抽出二名老人作為樣本

個案。 

(二)57至 73歲中老年追蹤世代樣本 

此部份為民國 85年第三次主波追蹤調查研究新抽選之 50至 66歲之樣本，

在本(92)年第五次追蹤調查時已年滿 57至 73歲，此中老年追蹤世代樣本之抽樣

母體為台灣地區平地鄉鎮市區，在民國 84年底止年滿 50歲以上未滿 67歲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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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人口；換言之，抽樣母體為上述地區內民國 18 年 1 月 1 日至民國 35 年 3 月

31日期間出生之人口。此一世代之樣本抽出方式比照 78年第一次老人保健與生

活調查之抽樣設計，以戶籍登記資料為依據，採用前述之三段分層隨機抽樣法抽

出隨機樣本，但這部份世代樣本之抽選方式亦加入下列考慮： 

1. 為兼顧經濟原則及檢討社會人口變遷對初抽單位之分層化及抽出機率之影

響，雖以盡量維持採用民國 78 年第一次主波調查之初抽單位為原則，但經

檢討後仍須更替少數之初抽樣本鄉鎮市區(L. Kish & A. Scott, 1971)。 

2. 由於當時 50至 66歲母體人口數(約 273萬人)遠較 67歲以上人口為多，為考

慮調查成本，乃採用與 67 歲以上人口不相等之抽樣機率，而將其抽樣機率

訂約 1/873，最後抽出 3,041個樣本數。 

3. 調查完成後之資料分析，若以調查當時日期計算年齡時，將會有舊追蹤樣本

老人(民國 17年出生者)與新抽世代樣本(民國 18年初出生者)同為 67歲之情

形，其統計將需以不同之抽樣機率倒數加權計算之。 

有關上述二追蹤世代樣本歷次調查之完訪狀況，詳如表一。在本局維持一貫

高追蹤率的情況下，經扣除死亡個案後，本次調查無法完成追訪之流失樣本並無

隱含選擇性人口特徵傾向者，故本次調查研究之樣本資料，亦不失其橫斷面之代

表性，意即歷次存活個案樣本資料，仍足以代表台灣地區同年齡層之中老年人口。 

表一、歷次老人調查完訪案數、累計死亡案數、無法完成數以及完訪率一覽表 

訪問年 完訪個案數 個案年齡 累計死亡個案數 無法完成數 完訪率* 
1989 4,049 60+ - 363 91.8% 
1992 3,238 63+ 336 475 87.2% 
1993 3,155 64+ 582 312 91.0% 
1995 2,871 66+ 862 316 90.1% 

2,669 67+ 1,047 333 88.9% 
1996 

2,462 50-66 9 570 81.2% 
2,310 70+ 1,486 253 90.1% 

1999 
2,130 53-69 110 222 90.6% 

*完訪率之計算已將死亡案數自分母中扣除(截至93年11月清查結果) 

(三)50至 56歲中年新世代部分 

本次追蹤調查研究再次運用補充樣本之雙重世代研究設計，另行抽出「50

至 56歲中年新世代樣本」，並以戶籍登記資料為依據，採用前述之三段分層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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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法抽出隨機樣本，其抽樣母體為台灣地區平地鄉鎮市區在民國 35 年 4 月 1

日起至 42年 3月 31日止之期間出生之全部人口；惟為便於實地調查之操作，所

抽選樣本鄉鎮地區(PSU)與民國 85年新抽選樣本之樣本鄉鎮市區相同，即先固定

第一階段初抽單位，再以與民國 85年相同之抽出機率 1/873，進行第二階段系統

隨機抽樣抽出樣本鄰，最後階段從各個樣本鄰抽出二名作為樣本個案。 

抽樣設計說明與抽樣參數推估詳如附錄一，由於各子群體之母群年齡及抽出機率

不同，調查資料之描述性統計分析需採用加權處理。 

五、調查內容與問卷設計 

本調查資料收集方式為面訪問卷調查方法，問卷內容主要參照本局歷次老人保健

與生活問題調查之問項加以設計，並參考美、日等國之老人相關研究問卷，調查項目

包括： 

(一)基本背景特徵：樣本個案及其配偶的出生日期、教育程度、籍貫、婚姻狀況等。 

(二)健康狀況：體能狀況、罹病情形、日常活動能力、衛生保健知識與行為、自評

健康狀況、失能情形、身體輔助器物使用情形、精神抑鬱狀態、生活滿意度、

醫療保健服務利用情形、認知能力等。 

(三)家庭及生活狀況：家庭組成、與未同住子女之互動等。 

(四)生活支持及交換：樣本個案在身體照料、生活行動、金錢、物質及情感等各方

面接受家人、親朋或社會等之支持或提供支持之情形。 

(五)經濟狀況：個人及家庭之經濟狀況、來源、財產轉移之規劃等。 

(六)社會參與及休閒：參加社會團體種類與頻度、經常從事之休閒活動項目及頻度。 

(七)對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的認知、需求及利用情形。 

由於「50至 56歲新世代樣本」係初次接受本系列調查之問卷面訪，故需收集之

資料與已接受過若干次訪查之「57 歲以上追蹤世代樣本」不同，其問卷內容之差異

摘述如下： 

(一)針對57歲以上追蹤世代樣本加問健康、居住安排改變情形之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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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針對50至56歲新世代樣本加問過去工作變遷狀況、對退休前後之經濟、醫療

與生活支持安排、意向、規劃與期望等。 

有關本次調查問卷內容詳附錄三。 

六、實地訪查工作執行與督導 

有關實地訪查工作之籌劃、執行與督導管控程序等作業情形，分項說明如下： 

(一)調查期間與方式 

調查資料收集方式係由國民健康局特約訪問調查員，持問卷進行應訪樣本個

案之一對一訪問。除非應訪樣本個案本人因意識不清、重病或聾啞等情形無法自

行回答，可由最瞭解個案狀況之家人或照顧者代答問卷中合適代答之問項外，一

律由樣本個案本人接受訪問。 

執行實地訪問的時間為 92年 9月至 93年 2月，90%以上的完訪樣本是在 92

年 12月底前完成訪問。 

 (二)訪員遴選與訓練 

大多數樣本地區之調查訪問工作，係由曾經參與過本系列中老年調查之特約

訪問員，經意願徵詢後續任之，少數缺額地區則於 92年 8月初透過報紙、網路

公開招募，同時也函請各樣本地區鄉鎮市區公所、衛生所、戶政事務所、農會等

單位，代為張貼徵求訪員公告。報名資料由人口與健康調查研究中心進行篩選，

符合應徵條件者，再由資深輔導人員進行分區面談甄選。參與本項調查工作之

新、舊任特約訪問員合計共 95名。 

所有特約訪問員分兩梯次於 92年 9月初接受為期四天的職前訓練，訓練內

容包括訪問標準程序、問卷詳細內容、相關調查技巧與行政規定注意事項等說

明，並在資深調查輔導員之帶領下，以問卷進行訪問工作演練，其目的在使調查

作業程序標準化，以降低資料收集過程之人為偏誤。特約訪員結訓後，隨即展開

各樣本地區之調查訪問工作。 

 (三)調查輔導、問卷核閱與抽查 

訪員輔導與問卷抽查工作由國民健康局人口與健康調查研究中心 7 位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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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人員負責，每位輔導員約負責 13位訪員之輔導工作。為盡早發現及導正訪

問過程之可能問題，訪員於分別完成 2份 50~56歲及 57歲以上問卷後，立即將

完訪問卷寄回，輔導員則盡速完成核閱，並以實地約談或電話聯繫方式進行輔

導。若發現訪員有任何共通性的問題、或對問項內容有進一步解釋與規範的必要

時，則以寄發「訪員通告」方式週知所有訪員，並輔以電話追蹤確認收件及對通

告內容之理解情形，本調查期間總計發出 6次通告。 

為提高調查資料的完整性，本調查完訪問卷另委由 10位特約核閱員逐題核

閱，所有核閱員均經過為期三天之職前訓練，充份瞭解本調查之問卷內容及核閱

應注意事項。若經核閱發現問卷資料有遺漏、跳答錯誤或矛盾現象，則寄回原訪

員做確認，或由原訪員再洽樣本個案補正。 

為加強完訪問卷登錄管理與監控各樣本區訪員執行進度，本調查利用專案開

發之電腦問卷管理系統加以登錄管控。為確保問卷資料品質，另就完訪問卷之一

定比例進行初步抽查與信度複查，其中，初步抽查係為確認訪員訪問對象與訪問

方式是否確實依規定執行，訪問時間長短是否合理而無作假之虞等，初抽比例在

10%以上。為避免重複打擾樣本個案，信度複查以系統隨機抽樣方法，自未經初

步抽查之完訪問卷中，另行抽選至少 10%，並就部分問卷題目進行信度複核。抽

查過程若發現訪視員有做假、違規之嫌，或有資料可信度堪慮情形，則增加抽查

比例或進行必要之全數複查，最後完成初步抽查案數計 615案，信度複查案數計

429案，整體抽查率逾 20 %。依本次調查之實際抽查結果，並無訪員做假、違規

或資料可信度堪慮之情事。 

(四)遷移案之追蹤 

為提高完成率，本調查亦配合規劃遷移案轉介制度，除各樣本區均有負責訪

員之外，並將非樣本鄉鎮市區劃分給鄰近樣本區之訪員作為責任追蹤區。凡遇樣

本個案遷址時，則藉由戶政事務所戶籍資料查錄，或透過鄰居、管區員警、村里

幹事、鄰長或仍住在原址之家人，詢得個案新址或電話後，依遷移轉案手續轉介

予新址所在地之負責訪員，繼續追蹤至完成調查訪問工作。 

為鼓勵訪員搜集有助遷移個案追蹤之資料，遷移案若經追蹤訪問成功，負責

查錄個案遷移訊息之原址訪員，可獲發遷移個案查址費。對跨越指定樣本區前往

責任追蹤訪問個案之訪員，亦可獲發越區追蹤費，這些措施對提高完成率有甚大

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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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調查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完訪問卷經人工核閱、補正、抽查程序，以及開放性問題之過錄（譯碼）後，即

鍵入電腦處理。每本問卷均經重複鍵入比對，並配合程式在鍵入過程中，即時依據問

卷內容與過錄記號簿中合理代號範圍，完成不應有代碼及矛盾資料之檢核與更正，以

降低鍵入錯誤率及提高資料正確性與完整性。完訪問卷資料之鍵入與檢核工作於 93

年10月底辦理完成。 

八、調查完成率 

本調查原預定於 93年 12月底結束訪問工作，但因個案拒訪、多次訪視未遇、該

址查無此人、家人檔駕而無法接觸到個案、或家人拒絕告知外住個案之住處或連絡電

話等因素，故截至 93年 12月 15日止，只完成 5,045案，整體完訪率未達 80%。為

提高完訪率，並為利用春節期間外住個案返家過節增加訪員接觸個案機會，故將調查

時間延長至 93年 2月底，就完訪率較低之特定地區，也嘗試安排完訪率較高之鄰近

地區訪員再度前往訪問。至 93 年 2 月底本調查結束時，總計完成 5,377 案，完成率

達 84.7%。 

(一)完成情形 

本調查各樣本世代完訪結果如表二，50~56歲、57~74歲及 75歲以上完訪率

分別為 78.9%、90.7%及 83.8%，其中僅本次調查新增之 50~56 歲補充樣本完訪

率略低於八成。 

表二、第五次中老年人追蹤調查完訪案數、死亡案數及完訪率，按樣本世代別分 

世代 樣本抽選
之調查年 年齡別 應訪案數 完訪案數 死亡案數

無法完訪

案數 完訪率 1

一 1989 74歲以上 2,080 1,743 164 173 91.0% 
二 1996 57~73歲 2,243 2,035 34 174 92.1% 
三 2003 50~56歲 2,026 1,599 4 423 79.1% 
總     計 50歲以上 6,349 5,377 202 770 87.5% 

 說明1：完訪率計算分母不含已死亡案數 
  

(二)無法完成原因 

本調查 770 位無法完成個案之原因分布，以「本人拒訪」之比例最高，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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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其次為「該址查無此人」，占 17.8%，其他較重要之原因包括「已遷移，

新址不詳」(11.9%)，以及「家人擋駕，無法接觸個案」(11.6%)。各樣本世代之

無法完成案數與原因分布詳表二。 

表三、第五次中老年人追蹤調查無法完訪案數及原因分布，按樣本世代別分 

扣除死亡案後之無法完訪原因 
世代 樣本抽選

之調查年 年齡別 
A B C D E F G H 總計

6 43 23 39 19 5 19 19 173一 1989 74歲以上
3.5 24.9 13.3 22.5 11.0 2.9 11.0 11.0 100%
1 33 9 74 26 2 10 19 174二 1996 57~73歲 

0.6 19.0 5.2 42.5 14.9 1.1 5.7 10.9 100%
4 61 60 162 44 3 32 57 423三 2003 50~56歲 

0.9 14.4 14.2 38.3 10.4 0.7 7.6 13.5 100%
11 137 92 275 89 10 61 95 770總      計 50歲以上
1.4 17.8 11.9 35.7 11.6 1.3 7.9 12.3 100%

符號說明： A.查無該址；                   B.該址查無此人；          
           C.已遷移，新址不詳；         D.個案本人拒絕接受訪問; 
           E.家人擋駕，無法接觸個案;      F.身心不佳無法回答，亦無適當代答者; 
           G.出國或去大陸，短期不會回來   H.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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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調查結果摘要 

一、個人基本背景資料 

1. 完訪樣本與母群體之分佈比較(表A1) 

    表 A1 為完訪樣本與台灣地區 331 個非山地鄉 50 歲以上人口(母群體)之性

別、年齡及現住地行政區域別分布狀況。 

    依性別分佈，完訪樣本男性占 50.9%，女性占 49.1%，與母群體男性占

50.1%，女性占 49.9%之比例相近(適合度檢定 p=0.91)。而就年齡分布，50至 56

歲、57至 74歲以及 75歲以上分別占 58.4%、26.0%、15.6%，與母群體的 60.0%、

24.2%、15.7%的比例分布亦相近(適合度檢定 p=0.96)。由樣本與母群體之年齡與

性別分布比較結果，本調查完訪樣本具有相當高之代表性。 

  至於居住地區之行政區域別分布，完訪樣本目前居住在院轄市、省轄市、縣

轄市、鎮以及鄉之百分比分別為 16.5%、12.0%、23.1%、18.6%、29.8%，母群

體基於人口統計資料之限制，僅能以各行政區域別之戶籍登記資料進行比較，其

分布分別為 20.1%、11.6%、25.5%、15.4%、27.4%，兩者基於居住地區之定義

不同，故略有差異。然適合度檢定 p=0.93，顯示差異未達顯著水準，本調查完訪

樣本對居住地區之行政區域別仍具代表性。 

2. 完訪樣本基本背景特性分佈(表A2) 

        表 A2為調查完訪樣本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區、籍貫、婚姻狀

況及宗教信仰等基本背景特性之分布情形。由於性別、年齡及居住地行政區域

別分佈已如前述，故不再贅述。 

        整體而言，本次中老年完訪樣本 5,377人中以閩南人占大多數(71.7%)，客家

人次之(17.2%)，再其次為外省人(9.4%)，原住民和其他籍貫者占 1.7%。在婚姻

方面，有偶與無偶的比例分別為 75.3%、24.7%，平均約每四個中老年，有三個

人目前有配偶。表中所呈現之教育程度分布得知，50 歲以上中老人仍有約五分

之ㄧ(19.0%)不識字，但教育程度以國小者占最多(44.3%)，其次為高中以上

(21.5%)，初中及識字者，分別占 11.5%及 3.7%。宗教信仰則是以道教或民間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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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宗教信仰最多，占 62.3%，其次依序為佛教(20.1%)與沒有宗教信仰者(12.1%)，

其他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一貫道、回教等，所占比例均很低，總計不到完

訪樣本之 10%。 

二、個人健康狀況 

  1.健康的自我評量    

1-1.目前的健康狀況(表C1) 

  整體而言，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人有30.2%認為自己目前的健康狀況

「普通」，認為目前健康狀況「很好」或「好」者，分別占16.2%與27.2%，

兩者合計，有四成多(43.4%)自認目前健康狀況為「好」或「很好」。而認為

目前健康狀況「不好」或「很不好」者分別占21.5%與4.9%，兩者合計，自

認目前健康狀況不好的約為四分之ㄧ(26.4%)。就年齡與性別分層比較，兩性

自覺健康情形「不太好」或「很不好」的比例均隨年齡層越高而增加，女性

自覺健康情形「不太好」或「很不好」的比例，不論年齡均較男性高。 

1-2.與一年前健康狀況之比較(表C2)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人大多認為自己目前的健康狀況和一年前差不

多，占54.8%，認為較一年前差者占40.5%，只有4.6%認為自己目前健康狀況

較一年前好。年齡越大，自覺目前健康狀況較一年前差的比例也越高，相較

之下，女性自覺目前健康較前一年差的比例不論年齡也均較男性為高。 

2.慢性疾病盛行狀況    

2-1.高血壓盛行率(表C3a_1~8.)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人自述曾經醫師診斷患有高血壓者之比例為

30.7%，該項比例隨年齡增加而遞增，50~64歲、65~74歲及75歲以上中老年

人自述曾經醫師診斷之高血壓盛行率分別為22.8%、39.5%與45.6%。依性別

比較，50歲以上男、女性之盛行率分別為29.3%與32.2%。雖然男女性自述高

血壓盛行率均隨年齡之增加而遞增，但女性各年齡層之盛行率均較同年齡層

男性高，且65歲以上此盛行率兩性差異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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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糖尿病盛行率(表 C3a_1~8.) 

  台灣地區50 歲以上中老年人自述曾經醫師診斷患有糖尿病者之比例為

13.6%。按年齡統計，50~64歲自述曾經醫師診斷之糖尿病盛行率為 10.6%，

65~74歲與 75歲以上則為 18.2%與 17.1%。依性別比較，50歲以上男、女性

之盛行率分別為 12.5%與 14.8%，除 50~64歲外，65歲以上女性各年齡層之

糖尿病盛行率，均較同年齡層男性高，且 75歲以上兩性差異加大。 

2-3.心臟病盛行率(表 C3a_1~8.)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人自述曾經醫師診斷患有心臟病者占 14.6%，

該項比例隨年齡增加而遞增，50~64歲、65~74歲及 75歲以上中老年人自述

曾經醫師診斷之心臟病盛行率分別為 8.4%、21.1%與 26.9%。依性別比較，

50 歲以上男、女性之盛行率分別為 11.7%與 17.7%，女性明顯高於男性。女

性各年齡層之心臟病盛行率均較同年齡層男性高，65歲以上兩性差異加大。 

2-4.中風盛行率(表 C3a_1~8.) 

  台灣地區50 歲以上中老年人自述曾經醫師診斷為中風者之比例為

4.9%，該項比例隨年齡增加而遞增，50~64歲、65~74歲與 75歲以上中老年

人自述曾經醫師診斷之中風盛行率分別為 2.5%、7.1%與 10.4%。依性別比較，

男女兩性之盛行率差異不大(5.4%對 4.4%)，即使在各年齡層兩性差異亦不大。 

2-5.支氣管炎、肺氣腫、肺炎、肺病、氣喘等肺或呼吸道疾病之盛行率(表 C3a_1~8.)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人自述曾經醫師診斷有支氣管炎、肺氣腫、肺

炎、肺病、氣喘等肺或呼吸道疾病者之比例為 9.3%。按年齡統計，50~64歲、

65~74 歲與 75 歲以上自述曾經醫師診斷有肺或呼吸道疾病(包括支氣管炎、

肺氣腫、肺炎、肺病、氣喘等)盛行率分別為 6.0%、12.6%與 16.2%。依性別

比較，50歲以上男、女性之肺或呼吸道疾病盛行率分別為 10.5%與 8.2%，差

異不大。但男性 75 歲以上這類疾病之盛行率較同年齡層女性高，75 歲以下

則無明顯差異。 

2-6.關節炎、風濕症盛行率(表 C3a_1~8.) 

  台灣地區50 歲以上中老年人自述曾經醫師診斷有關節炎或風濕症者之

比例為 18.0%，該項比例隨年齡增加而增加，50~64歲、65~74歲與 75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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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自述曾經醫師診斷有關節炎或風濕症盛行率分別為 14.3%、22.0%與

25.4%。依性別比較，50歲以上男、女性之盛行率分別為 13.3%與 23.0%，且

女性明顯高於男性，女性各年齡層之盛行率均明顯較同年齡層男性高許多。 

2-7.胃潰瘍或胃病盛行率(表 C3a_1~8.) 

  台灣地區50 歲以上中老年人自述曾經醫師診斷有胃潰瘍或胃病者之比

例為 18.7%，按年齡統計，50~64歲、65~74歲與 75歲以上自述曾經醫師診

斷之胃潰瘍或胃病盛行率分別為 16.5%、22.5%與 20.5%。依性別比較，50

歲以上男、女性之盛行率分別為 18.4%與 19.0%，無明顯差異。 

2-8.肝、膽疾病盛行率(表 C3a_9~15.)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人自述曾經醫師診斷有肝、膽疾病者之比例為

9.4%。按年齡統計，50~64歲、65~74歲與 75歲以上自述曾經醫師診斷之肝、

膽疾病盛行率分別為 9.6%、9.9%與 7.7%，差異不大。依性別比較，50歲以

上男、女性之盛行率分別為 10.5%與 8.3%，差異不大，即使分年齡層比較，

男、女性此疾病盛行率差異亦不大。 

2-9.髖骨骨折盛行率(表 C3a_9~15.) 

  台灣地區50 歲以上中老年人自述曾有髖骨骨折者之比例為 2.9%，按年

齡統計，50~64歲、65~74歲與 75歲以上自述曾有髖骨骨折之盛行率分別為

2.2%、2.5%與 6.3%。依性別比較，50歲以上男、女性之盛行率分別為 2.8%

與 3.1%，並無明顯差異，但 75歲以上女性明顯高於男性(8.3%對 4.5%)。 

2-10.白內障盛行率(表 C3a_9~15.) 

  台灣地區50 歲以上中老年人自述曾經醫師診斷有白內障者之比例為

18.3%，這項比例隨年齡增加而增加，50~64 歲、65~74 歲與 75 歲以上自述

曾經醫師診斷之白內障盛行率分別為 6.2%、28.1%與 47.3%。依性別比較，

50 歲以上男、女性之盛行率分別為 15.3%與 21.3%，女性明顯要高一些。此

外，女性各年齡層之白內障盛行率亦均較同年齡層男性高。 

2-11.腎臟疾病盛行率(表 C3a_9~15.) 

  台灣地區50 歲以上中老年人自述曾經醫師診斷有腎臟疾病者之比例為

8.3%，該項比例略顯隨年齡增加而增加，50~64歲、65~74歲與 75歲以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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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曾經醫師診斷之腎臟疾病盛行率分別為 7.6%、9.0%與 10.2%。依性別比較，

50 歲以上男、女性之盛行率分別為 9.1%與 7.5%，差異不大。即使分年齡層

比較，男女性之腎臟疾病盛行率差異亦不大。 

2-12.痛風盛行率(表 C3a_9~15.) 

  台灣地區50 歲以上中老年人自述曾經醫師診斷有痛風者之盛行率為

8.0%，按年齡統計，50~64歲、65~74歲與 75歲以上自述曾經醫師診斷之痛

風盛行率分別為 6.8%、10.0%與 9.3%，差異不大。依性別比較，50歲以上男、

女性之盛行率分別為 11.3%與 4.6%，男性顯然高於女性。此外，男性各年齡

層之盛行率亦均較同年齡層女性高。  

2-13.脊椎骨骨刺盛行率(表 C3a_9~15.) 

  台灣地區50 歲以上中老年人自述曾經醫師診斷有脊椎骨骨刺者之比例

為 9.9%，按年齡統計，50~64歲、65~74歲與 75歲以上自述曾經醫師診斷之

脊椎骨骨刺盛行率分別為 7.7%、14.0%與 11.4%，與年齡無一致性的關係。

依性別比較，50歲以上男、女性之盛行率分別為 8.3%與 11.5%，女性略高些。

女性各年齡層之盛行率亦均較同年齡層男性高。 

2-14.骨質疏鬆盛行率(表 C3a_9~15.) 

  台灣地區50 歲以上中老年人自述曾經醫師診斷有骨質疏鬆之比例為

16.1%，該項比例隨年齡增加而增加，50~64 歲、65~74 歲與 75 歲以上自述

曾經醫師診斷之骨質疏鬆盛行率分別為 13.3%、19.3%與 21.2%。依性別比較，

50歲以上男、女性之盛行率分別為 7.8%與 24.6%，女性明顯較男性高很多，

且女性各年齡層之盛行率均較同年齡層男性高出很多。 

  綜合以上各項疾病盛行率，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人自述慢性疾病盛

行率以高血壓為最高(30.7%)，其次依序為胃潰瘍或胃病(18.7%)、白內障

(18.3%)、關節炎或風濕症(18.0%)、骨質疏鬆症(16.1%)、心臟病(14.6%)、糖

尿病(13.6%)，再其次為脊椎骨骨刺(9.9%)、肝膽疾病(9.4%)、支氣管炎、肺

氣腫、肺炎、肺病、氣喘(9.3%)、腎臟疾病(8.3%)、痛風(8.0%)、中風(4.9%)

以及髖骨骨折(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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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整體慢性疾病罹患率(表 C3a.)     

  就整體慢性疾病罹患率而言，逾七成(72.4%)的中老年人有一項以上慢性

疾病，女性各年齡層均高於男性；年齡越高，罹患慢性病項目數越多。女性

平均罹患之慢性病項目數(2.0項)較男性(1.7項)多。 

3.身體上之疼痛狀況(表 C9.) 

  台灣地區 50歲以上中老年人自述平常身體有中度以上疼痛或不舒服之百分

比為 16.0%，其中，「中度疼痛」、「可忍受的較嚴重疼痛」與「不可忍受的非常

嚴重疼痛」分別為 9.9%、4.7%與 1.4%，而自覺疼痛程度輕微或沒有疼痛的比例

分別為 30.3%與 53.6%。按年齡統計，自覺有中度以上疼痛或不舒服之百分比隨

年齡層越高而增加，50~64 歲、65~74 歲與 75 歲以上分別為 13.1%、20.1%與

20.9%。依性別統計，50歲以上中老年人自覺平常身體有中度以上疼痛或不舒服

之比例以女性較高，男、女性分別為 12.7%與 19.5%，且每一年齡層，女性有中

度以上疼痛或不舒服比例，亦均高於男性。 

4.跌倒(表 C11.) 

    台灣地區 50 歲以上中老年人在過去一年中曾經有跌倒經驗之百分比為

13.6%，其中曾跌倒一次、二次、三次之盛行率分別為 7.7%、3.0%與 2.9%。按

年齡統計，年齡越高者有跌倒經驗之百分比也越高，50~64 歲、65~74 歲與 75

歲以上在過去一年曾經跌倒之比例分別為 10.0%、15.5%與 23.7%。依性別統計，

過去一年曾經有跌倒經驗之比例，在男、女性分別為 10.5%與 16.8%，女性高於

男性，且各年齡層亦均女性高於男性。 

5.日常活動 

5-1.體能活動(表 C23_1~ 4.)  

    台灣地區 50 歲以上中老年人自述單獨完成各項體能活動(包括：連續站

立約 15分鐘、連續站立 2小時、屈蹲、雙手舉高至頭、用手指拿或扭轉東西、

拿起或攜帶 20台斤東西、短距離跑步 20-30米、走完 200至 300公尺，能走

到 2樓和 3樓)有困難之比例，隨著年齡增加而遞增，女性自述有各項活動困

難之比例明顯高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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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活動項目區分比較，有困難之百分比較高項目依序為站立 2 小時

（37.4%）、短跑 20-30米（32.5%）、拿起 20斤（27.5%）以及屈蹲（24.3%）。

對於 75歲以上老人來說，除了雙手舉高至頭（14.5%）、手指扭轉東西（16.6%）

兩項有困難比例較低外，其餘項目有困難之百分比皆超過三成，其中又以站

立 2小時（73.5%）有困難之比例最高。 

    若按自述「很困難」或「完全作不到」之百分比進行比較，百分比較高

之項目依序為：站立 2小時（23.3%）、短跑 20-30米（22.4%）、拿起 20斤（17.1%）

以及屈蹲（15.2%），女性或年齡較高者，自述單獨進行各項體能活動「很困

難」及「完全作不到」之百分比明顯均較高。 

    再按自述「完全作不到」之百分比進行比較，百分比較高之項目包括：

短跑 20-30米（15.2%）、站立 2小時（14.6%）、拿起 20斤（10.9%）、屈蹲（9.4%），

而各項目女性自述「完全做不到」之比例均明顯高於男性，尤其是在 65歲以

上的老人中更為明顯。 

    在自述單獨完成日常生活活動有困難之累計項目數方面，沒有任何一項

困難者占 51.9%，有一項與兩項困難者各占 12.2%與 7.9%，三項以上有困難

者則占 27.9%。依年齡或性別進行比較，累計項目數達三項以上有困難的比

例極明顯隨著年齡的增加而提高，男女均是如此，而女性有三項以上困難者

之比例明顯高於男性(35.5%對 20.6%)。 

5-2.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ADL)(表 C24_1~ 4.)  

    台灣地區 50 歲以上中老年人自述單獨進行各項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包

括：買日常用品、處理金錢、獨自搭車、在住家或附近做粗重工作、掃地，

洗碗，倒垃圾等輕鬆工作、打電話)有困難之比例，隨著年齡增加而大幅增加，

特別是 75歲以上的年齡組，其有困難之比例遠較 50-64歲或 65-74歲年齡組

高。相較於男性，女性有各項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困難之比例明顯較高。 

  就各項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之有困難比例進行比較，粗重工作為其中有

困難比例較高的項目，有四分之一(24.7%)的中老年人自述單獨做覺得有困

難。其他項目按有困難之比例由高至低依序為獨自搭車(12.7%)、做輕鬆工作

(8.9%)、買日常用品(8.0%)、打電話(6.7%)以及處理金錢(5.8%)。 

    若按「很困難」或「完全做不到」之百分比加以呈現，做粗重工作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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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百分比較高之項目（16.6%），其他項目依「很困難」或「完全做不到」

之比例由高至低之順序亦與前述相同。 

    相較於 50~64歲與 65~74歲兩組，75歲以上年齡組對各項工具性日常生

活活動自述「完全做不到」之比例明顯高了很多，且女性比男性此比例更高。 

    在各項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有困難之累計項目數方面，沒有任一項困難

者占 73.7%，而有一項與兩項困難者各占 12.1%與 4.2%，三項以上有困難的

則占了 10.0%。有一項、二項或三項以上有困難者之比例均隨年齡增加而遞

增，女性有一項、二項或三項以上困難之比例均高於男性。 

5-3.日常生活活動(ADL)(表 C25_1~ 4.)  

    台灣地區 50 歲以上中老年人自述單獨進行各項日常生活活動(包括：洗

澡、穿衣服，脫衣服、吃飯、起床，站立，坐在椅子上、室內走動、上廁所)

有困難之比例均在 5%以下。依活動項目別比較，有困難之比例以洗澡最高

(4.9%)，吃飯最低(2.4%)，其他項目之困難比例分別為：穿脫衣服(4.3%)、室

內走動(4.1%)、起床站立或坐椅子(3.7%)、上廁所(3.9%)。按性別及年齡進行

比較，65歲以上女性在各項活動有困難之比例均較同年齡層男性高，75歲以

上年齡組有困難的比例明顯更高，且 75歲以上女性自述有困難的比例均明顯

高於同年齡層男性。 

  若限定為自述「很困難」或「完全做不到」者所占之比例，仍以洗澡最

高(3.5%)，吃飯最低(1.7%)，其他各項活動有困難之比例則介於兩者之間。相

較於 50~64歲與 65~74歲兩組，75歲以上年齡組各項日常生活活動「很困難」

或「完全做不到」的比例明顯均較高且女性的比例亦高於男性。若就「完全

做不到」者進行觀察，結果仍近似。 

  在各項日常生活功能有困難的累計項目數方面，沒有任一項困難者占

93.9%，而有一項與兩項困難者各占 1.4%、0.8%，三項以上則占了 4.0%。累

計困難項目數隨年齡增加而遞增，75歲以上老人有三項以上困難的比例增達

14.5%，其中男性為 10.6%，女性為 19.0%，女性老人此項比例明顯多了將近

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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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視力 

6-1.視力輔具(表 C35) 

  台灣地區50 歲以上中老年人平均每五個人中約有三個人(60.2%)目前有

戴眼鏡，依年齡及性別進行比較，不論男女年齡較低，戴眼鏡之比例明顯較

高，女性有戴眼鏡之比例較同年齡層男性低。 

6-2.視力功能(表 C35ab.) 

  為能反應出尚未獲得滿足的需求(unmet needs)，視力功能係呈現「看不

清楚」或「很不清楚」的比例，台灣地區 50歲以上中老年人之未戴眼鏡者有

將近一半(47.7%)自覺看東西「不清楚」或「很不清楚」，這項比例不論男女，

均隨年齡增加而遞增，在 75 歲以上未戴眼鏡老人中近三分之二(64.0%)有此

視力問題。若依性別比較，則以男性有此視力問題的比例比女性較低(40.4%

對 53.6%)。 

    相較於沒戴眼鏡者，有戴眼鏡者仍自覺看東西「不清楚」或「很不清楚」

之比例，明顯較未戴眼鏡者低，在 50歲以上中老年人之有戴眼鏡者當中，有

略多於十分之ㄧ(12.6%)自述即使在有戴眼鏡的情況下，看東西仍看得「不清

楚」或「很不清楚」。這項比例也以女性較高，尤其是在 65歲以上的老人中

更是。 

7. 聽力 

7-1.聽力輔具(表 C36) 

  台灣地區50 歲以上中老年人有戴助聽器之比例為 1.6%，該項比例隨年

齡增加而略增，在 75 歲以上老人中有 3.8%的人有戴助聽器。男性使用助聽

器之比例較女性略高(2.1%對 1.0%)，這些差異即使在各年齡層中亦均存在。 

7-2.聽力功能(C36ab.) 

    台灣地區 50歲以上中老年人 98.4%未戴助聽器者中有 15.7%自述聽聲音

聽得「不清楚」或「很不清楚」，且年齡越高聽力功能越差，男性與女性均如

此，其差異不明顯。 

    至於 1.6%有戴助聽器之 50 歲以上中老年人中仍有 47.2%自述在戴助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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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情況下聽聲仍聽得「不清楚」或「很不清楚」。這項比例男性較女性高

(56.7%對 26.9%)。 

8. 牙齒功能 

8-1.假牙使用(表 C37.)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人有裝假牙者占 67.3%，裝假牙之比例隨年齡

增加而增加，女性裝假牙之比例較男性高(74.4%對 60.4%)，這項男女差異普

遍存在各年齡層中。 

8-2.吃東西能力(表 C37c.)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人 32.7%未裝假牙者中有 38.3%認為自己吃東

西的能力「不好」或「很不好」，認為自己吃東西能力「不好」或「很不好」

的比例隨年齡層增加而遞增，75歲以上老年人之未裝假牙者中，自述吃東西

能力「不好」或「很不好」之比例，在男性與女性分別高達 71.7%與 78.7%，

即使 65至 74歲未裝假牙的男女性老人中，亦有半數左右自述有此吃的能力

上的問題。 

  至於在67.3%有裝假牙者中，仍認為自己吃東西的能力「不好」或「很

不好」之百分比較未裝假牙者略低，占 35.8%；年紀越大有裝假牙的效益越

大，75歲以上有裝假牙者吃東西的能力有問題的比例雖遠低於同齡未裝假牙

者，但有問題者仍達半數(53.5%)。就性別比較，65歲以上男性有裝假牙者，

自述吃東西能力「不好」或「很不好」之比例，較同年齡層女性低。 

9. 行動輔具(表 C38.) 

    整體而言，台灣地區 50歲以上中老年人目前走路有用手杖等輔助器者不到

一成(7.1%)，但 75 歲以上老人則有 26.4%使用行動輔具，明顯遠高於 50 至 74

歲者，65歲以上女性使用行動輔具之比例較同年齡層男性高。 

10. 心理健康 

10-1.壓力狀況(表 C42. ) 

  壓力狀況係由6題 0-2分之題組所測得(參見附件之問卷)，其分數越高代

表自述壓力項目數較多，或自覺壓力程度較高。台灣地區 50歲以上中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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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目前壓力狀況之整體平均分數為 1.92 分（標準差為 2.06），按年齡比較

結果，壓力平均分數隨年齡增加而遞減，若按性別比較，女性之壓力平均分

數略高於同年齡層男性。 

10-2.憂鬱狀況(表 C43. ) 

  憂鬱狀況係依樣本個案對抑鬱量表(CES-D)中 10 項問題(參見附件之問

卷)之回答計算憂鬱狀況分數，總分介於0至30分之間，其分數越高代表自

述憂鬱項目數較多，或自覺憂鬱狀況之發生頻率較高。台灣地區 50歲以上中

老年人自述目前憂鬱狀況之整體的平均分數為 4.54 分（標準差為 5.43），依

年齡及性別來看，憂鬱平均分數隨年齡增加而遞增，女性各年齡層之憂鬱平

均分數皆高於同年齡層男性。 

    若以 10分為切點定義憂鬱狀況，將大於等於 10分者歸類為「有憂鬱」

狀況，而憂鬱程度指數小於 10分者歸類為「無憂鬱」狀況。整體來說，「有

憂鬱」狀況者占 16.4％，依性別來看，女性「有憂鬱」狀況之比例較男性高

(20.4%對 12.6%)，依年齡來看，「有憂鬱」狀況之比例隨年齡層越高而遞增，

50~64歲、65~74歲與 75歲以上「有憂鬱」狀況之比例分別為 12.3%、19.0%

與 21.1%。進一步按性別及年齡分層比較，女性老人「有憂鬱」狀況之百分

比隨年齡上升而遞增之趨勢較男性老年明顯，此外，75歲以上女性「有憂鬱」

狀況之百分比高達 28.4%，平均每三或四位 75歲以上女性，就有一位「有憂

鬱」狀況。 

10-3.生活滿意度(表 C44. ) 

  生活滿意度量表係由12道題目之題組所組成，該題組中包括 8題正向敘

述句以及 4 題負向敘述句（如下表），經累計完訪樣本對正向敘述持正向意

見之題數與對負向問題持負向意見之題數，所得到之生活滿度分數介於 0至

12 分之間，其分數越高代表對目前生活狀況越滿意。台灣地區 50 歲以上中

老年人對目前生活狀況滿意程度之平均分數為 8.24 分（標準差為 2.90），各

年齡層或性別間之差異不明顯。 

    若按 0-4分、5-8分、9-12分將生活滿意度劃分成低、中、高三等級，則

台灣地區 50 歲以上中老年人有 14.0%對目前生活狀況滿意度低，55.4%對目

前生活狀況滿意度高，依年齡及性別來看，65歲以上老人對目前生活狀況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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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低的比例較 50~64歲高；女性對目前生活狀況滿意低的比例較男性略高

(15.0%對 13.0%)。 

 

正向敘述句 負向敘述句 

1.你的人生，和大多數的人比，你的
命是不是比他們都要好 

1.即使可能，你是不是願意改變你過
去的人生 

2.你是不是對你的人生感到滿意 2.你的日子是不是應該可以過得比現
在好 

3.你是不是對你做的事感到有意思 3.你是不是感覺所做的事大多數都是
單調枯燥的 

4.這些年是不是你人生中最好的日子 4.你是不是感覺老了，而且有一些厭
倦 

5.你是不是期待將來會有一些令人高
興的事情發生 

 

6. 你這一生是不是可以說大部分都
符合你的希望 

 

7.你是不是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安全
及有保障的環境中 

 

8.你是不是對自己的生活環境感到滿
意 

 

 

11. 認知功能(表 C45~60. ) 

  認知功能分數係由認知功能量表(參見附件之問卷C45 至 C52,C54)10 道題

目(如下表)答對題數加總所得，總分介於 0 至 10分之間，其分數越高代表認知

功能越好。台灣地區 50歲以上中老年人認知功能之整體平均分數為 8.80分（標

準差為 1.31），依年齡別來看，認知功能分數隨年齡層越高而遞減，女性各年齡

層之認知狀況均較同年齡層男性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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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健康行為及保健知識 

1.健康行為 

1-1.吸菸狀況(表 C26~7.) 

  台灣地區50 歲以上中老年人，62.4%從未吸菸，22.8%目前有在吸菸，

另外 14.8%則是以前吸菸但目前已戒菸。依年齡比較，目前吸菸者所占之比

例以低年齡層較高，已戒菸者(以前吸，目前不吸)所占之比例則以高年齡層

較高。性別之差異極為明顯，男性目前吸菸者與已戒菸者所占之比例分別為

42.0%與 28.1%，女性則分別只有 2.9%與 1.0%，而各年齡層目前吸菸者或已

戒菸者所占之比例，男性遠高於女性。 

1-2.平常喝酒狀況(表 C26~7.)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人，31%自述平常沒有喝酒習慣。不論男女，

年齡層越高，平常有喝酒習慣之比例越低，女性有喝酒習慣之比例亦明顯低

於男性。 

1-3.吃檳榔狀況(表 C28~9.)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人 85.0%從未吃過檳榔，6.9%目前有吃檳榔，

也有 8.1%以前有，但目前以戒除檳榔。以年齡別來看，不論是目前吃檳榔者

或是已戒除者所占之比例，在男性中年齡層越低，比例越高，但在女性中則

無年齡別差異。按性別比較，96.5%之女性中老年人從未吃過檳榔，男性目前

有吃檳榔或是已戒除者所占之比例均高於同年齡女性。 

1-4.平常運動狀況(表 C28~9.)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人有 37.2%平常沒有在運動，9.2%雖有運動但

每週運動 2次以下，15.3%雖每週有運動 3次以上但每次運動 30分鐘以下，

38.3%每週有運動 3次以上且每次運動時間超過 30分鐘。按年齡及性別比較，

75歲以上女性有運動之比例最低，65歲以上男性不僅有運動之比例較同年齡

女性高，每週運動 3次以上且超過 30分鐘之比例亦明顯較同年齡層女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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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健知識 

2-1.腎臟病預防(表 C39.) 

  台灣地區50 歲以上中老年人有半數以上(52.1%)自述「不知道」在日常

生活中如何預防腎臟病，且隨著年齡層的增加，自述「不知道」的比例也隨

之增加，男女間不知道的比例無明顯差異(53.0%對 51.2%)。在正確認知方面， 

39.2%的中老年人能正確回答「避免吃太鹹」可以預防腎臟病；一成五左右的

中老年人能正確回答「多喝開水」(14.6%)或「不要隨便吃藥」(13.3%)。而知

道「不要憋尿」、「定期健康檢查」、「控制血壓或血糖」或「避免度激烈運動」

可預防腎臟病之比例，均不到一成。一般而言，不分男女，年齡越大，知道

這些方法可預防腎臟病的比例越低。 

2-2.糖尿病初期症狀(表 C40.)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人有 86.4%不能完整或正確回答糖尿病發病初

期會有「多吃」、「多喝」與「多尿」等三多症狀，年齡越大，不知道三多症

狀之百分比越高，男性之正確認知率較女性略高，但差異不大。 

2-3.高血壓與糖尿病預防(表 C41.)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人有 42.6%自述「不知道」如何在飲食上預防

高血壓和糖尿病，隨著年齡層增加，自述「不知道」的比例也隨之增加，整

體而言，男性不知道飲食上任一項預防方法之比例略高於女性。中老年人知

道「少吃鹹、吃清淡點」可預防高血壓及糖尿病者最多(44.7%)， 其次依序

為「吃植物油或低油脂食物」(24.7%)、「糖份或澱粉類控制適量」(23.5%)、「多

吃蔬菜水果等多纖維食物」(20.3%)，只有 9.5%的中老年人知道應「少用菸

酒」。各項飲食預防方法之正確認知比例，不論男性或女性，均隨年齡層越高

而遞減。 

四、醫療與預防保健服務利用 

1.醫療利用 

1-1.住院(表 C12~C13.)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人 13.6%在過去一年內曾經住院，平均每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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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50歲以上中老年人在過去一年之住院次數為 205.8次，在曾住院的人中，

其平均住院天數為 19.2天。以年齡別來看，不論是住院率、平均住院次數或

平均住院日數均隨年齡層越高而呈遞增趨勢，若依性別比較，女性之住院率

略高於男性，但平均住院次數或平均住院日數則男性略高於女性。 

1-2.急診(表 C12~C13.)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人 13.7%在過去一年內曾經使用急診服務，平

均每 1000 位 50 歲以上中老年人在過去一年之急診次數為 231.7 次。依年齡

比較結果，急診使用率與平均急診次數均隨年齡層越高而呈遞增趨勢，在性

別差異方面，各年齡層女性急診使用率及平均急診次數均高於男性，性別差

異以 65-74年齡層最明顯。 

1-3.西醫門診(表 C14~C15.)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人有 58.3%在過去一個月內曾看過西醫門診，

平均每 1000 位 50 歲以上中老年人在過去一個月之使用西醫門診次數為

1319.3 次。依年齡別及性別進行比較，不論西醫門診使用率或平均使用次數

均隨年齡層增加而增加，各年齡層女性之西醫門診使用率或平均使用次數均

較同年齡層男性高。 

1-4.中醫門診(表 C14~C15.) 

台灣地區 50歲以上中老年人有 11.5%在過去一個月內曾看過中醫門診，平均

每 1000 位 50 歲以上中老年人在過去一個月之中醫門診利用次數每千人為

311.7次。按年齡別及性別來看，中醫門診使用率或平均使用次數均以 50-64

歲最高，不論男性或女性皆然，各年齡層女性之中醫門診使用率或平均使用

次數均較同年齡層男性高。 

1-5.牙醫門診(表 C16~C17.) 

  台灣地區50 歲以上中老年人有 10.4%在過去一個月內曾看過牙醫門

診，平均每 1000位 50歲以上中老年人在過去一個月之牙醫門診使用次數為

280.4次。以年齡別來看，50-64歲或 65-74歲中老年人之牙醫門診使用率及

平均使用次數，均較 75歲以上中老年人高，依性別比較，女性牙醫門診利用

率僅略高於男性(11.1%對 9.7%)，但每千人平均使用次數則明顯高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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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4次對 236.1次)，各年齡層之平均使用次數均以女性較高。 

1-6.藥局利用(表 C16~C17.)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人 16.8%在過去一個月內曾去過藥局(房)，平

均每 1000 位 50 歲以上中老年人在過去一個月之藥局(房)使用次數為 357.8

次。以年齡別來看，不論使用率或平均使用次數均以 65-74歲中老年人最高，

進一步依性別比較，除 75歲以上女性之使用次數高於同年齡層男性之外，性

別之間並無明顯差異。 

2.就醫方便性(表 C18~C19.) 

  有關台灣地區50 歲以上中老年人對於找醫生看病是否方便之意見，近九成

（88.3%）認為「方便」，認為「不太方便」或「很不方便」者分別占 8.6%以及

3.1%。進一步依年齡及性別進行比較，認就醫方便的比例隨年齡增加而遞減，且

遞減之幅度以女性中老年人較為明顯。反之，認為「不太方便」或「很不方便」

之比例則隨年齡增加而遞增，增加幅度以女性中老年人較為明顯。整體而言，男

性中老年人認為就醫方便之比例較女性高，且各年齡層皆然。 

  在平均就醫路程方面，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人通常就醫單程所需花費

時間平均為 22.6分鐘，女性或年齡較大者，其平均就醫單程所需花費時間較久。 

3.未滿足之醫療服務需求(表 C22.)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人，在過去三個月曾有身體不舒服，想看醫生卻

沒有去之比例為 14.0%，這項比例以女性或年齡低者較高。 

  進一步探究想看醫生卻沒有去的原因，不論以年齡高低或性別，皆以「病不

嚴重」為最主要原因，占 61.5%，其次為「自行購買成藥」，占 28.0%，其他原

因之百分比均在一成以下，依序為「沒時間」(9.0%)、「沒有錢」(6.9%)、「沒人

陪伴」(6.0%)以及「交通不方便」(5.8%)等。女性因「病不嚴重」而未就醫之比

例隨年齡增加而明顯遞減，而因「沒有錢」而未就醫之比例隨年齡增加而明顯遞

增，不論男性或女性，因「沒有時間」而未就醫者所占之比例，均以較年輕者較

高。此外，女性或年齡較大者，較可能因「沒人陪伴」、「交通不方便」或「醫院

太遠」等可近性因素而未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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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預防保健服務利用 

4-1.量血壓(表 C32a.)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人 43.9%在過去一年內會「定期或經常」量血

壓，44.0%「偶而會量」，另有 12.0%在過去一年內「沒有」量過血壓。以年

齡別來看，65歲以上有「定期或經常」量血壓之比例，明顯高於 50-64歲者，

性別之間則無明顯差異。 

4-2.血糖檢查(表 C32b.)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人 61.9%在過去一年內有做過血糖檢查。以年

齡別來看，65歲以上中老年人有做血糖檢查之比例，較 50-64歲者高，性別

間之差異並不明顯。 

4-3.尿酸、膽固醇、肝功能、腎功能檢查(表 C32c.)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人在過去一年內曾抽血檢查尿酸、膽固醇、肝

功能或腎功能之比例均在四成左右，其中 43.5%曾檢查尿酸者，45.9%曾檢查

膽固醇者，曾檢查肝功能或腎功能者分別為 44.7%以及 42.2%。依性別及年

齡比較，75歲以上女性在過去一年內曾做過此四項檢查者之比例，略低於其

他年齡群，65-74歲男性在過去一年內曾做過此四項檢查者所占之比例，則略

高於其他年齡群。 

4-4.子宮頸抹片檢查(表 C32d.)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女性 62.2%在過去一年內沒有做過子宮頸抹片

檢查，隨年齡越大，在過去一年內沒有做過子宮頸抹片檢查的比例越高。相

較於 50-64歲女性 57.2%之未受檢率， 75歲以上女性則有 79.8%在過去一年

內未做這項檢查。 

4-5.健康檢查(表 C34.、C34a~C34d)  

  台灣地區50 歲以上中老年人在在過去三年內曾做過健康檢查者占

59.8%，依年齡層及性別比較結果，65 歲以上男性之受檢率較 50-64 歲男性

高，女性則以 65-74歲之受檢率最高。 

  針對過去三年內未做健康檢查原因之分析結果，最主要為「不覺得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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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健康檢查」 (79.7%)，其次為「沒有時間」 (14.7%)，其他可能原因按比例

高低依序為「害怕知道自己有毛病」(7.6%)、「沒有錢」(5.6%)、「沒有人陪伴

前往」(4.6%)、「交通不方便」(2.4%)、「不知道如何到醫院或診所」(1.7%)，

以及「住家離醫院或診所太遠」(1.1%)等。進一步比較年齡別及性別之差異，

65歲以上男性因「不覺得需要做健康檢查」而未做健檢之比例略高於同年齡

層女性。因「沒有時間」而未做健檢之比例隨年齡增加而遞減，且不論男性

或女性，這項比例在 50-64歲中老年人均明顯高於 65歲以上者。另一方面，

因「沒有人陪伴前往」而未做健檢之比例則隨年齡增加而遞增，75歲以女性

因這項原因而未做健檢之比例明顯較其他年齡群高。此外，女性或年齡較高

者，較可能因「交通不方便」、「不知道如何到醫院或診所」，或「住家離醫院

或診所太遠」等原因而未做健康檢查。 

  有關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人在過去三年內曾做過健康檢查者，其接

受健康檢查之最主要目的為「純粹為瞭解健康情形」 (71.9%)，其次為「不

舒服，醫生交代去做」 (13.4%)，因「自己感覺不舒服，或不對勁，故自己

主動去做」之比例最低 (8.4%)。以年齡別來看，年齡層越低，越可能因為「純

粹為瞭解健康情形」而做健康檢查，年齡越大，則越可能因為「不舒服，醫

生交代去做」而去做健康檢查。 

  再就過去一年是否做過健康檢查進行統計，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人

在過去一年內曾做過健康檢查之比例為 42.8%，整體而言，男、女性在過去

一年健檢率並無明顯差異，但男性以 65-74歲以及 75歲以上之健檢率較高，

女性則以 65-74歲之健檢率較高，在 75歲以上的老人中，男性之健檢率則較

女性高(50.4%對 40.0%)。 

  另針對過去三年內曾做過健康檢查，但過去一年內未做者之原因進行分

析比較，仍以「不覺得需要做健康檢查」最其中主要原因 (68.9%)，其次為

「沒有時間」 (13.2%)，其他原因按比例高低依序為「沒有人陪伴前往」

(3.7%)、「交通不方便」(2.0%)、「沒有錢」(1.9%)、「住家離醫院或診所太遠」

(1.8%)，以及「害怕知道自己有毛病」(1.8%)等。不論男性或女性，越年輕者

越可能因為「沒有時間」而未再於一年內做健康檢查。年齡越高者越可能因

為「沒有人陪伴前往」或「交通不方便」而未再做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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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調查結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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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基本背景資料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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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A1.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5,377 100.0 5,160,834 100.0

2,761 50.9 2,585,580 50.1 0.91

2,616 49.1 2,575,254 49.9

2,513 58.4 3,100,308 60.0 0.96

1,128 26.0 1,250,380 24.2

1,736 15.6 810,146 15.7

871 16.5 1,038,550 20.1 0.93

684 12.0 596,772 11.6

1,201 23.1 1,314,579 25.5

1,000 18.6 794,187 15.4

1,621 29.8 1,416,746 27.4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本表所列之母群體為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不含山地鄉但含澎湖縣)之人口，資料來源為民國92年底內政部戶政司台閩地區人口統計。

    3.「行政區域別」，調查完訪樣本係依據樣本個案現住地統計，而母群體則係依據戶籍地資料統計。

女性

年齡

50∼64歲

P-value

男性

合計

調查完訪樣本

台灣地區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追蹤第五次調查完訪樣本與母群體分布

母群體
背景特徵

性別

65∼74歲

鎮

鄉

縣轄市

省轄市

院轄市

行政區域別

75歲以上

 



 38

  表A2.

人數 百分比

5,377 100.0

2,761 50.9
2,616 49.1

2,513 58.4
1,128 26.0
1,736 15.6

1,202 19.0
249 3.7

2,265 44.3
604 11.5
582 11.9
475 9.6

871 16.5
684 12.0

1,201 23.1
1,000 18.6
1,621 29.8

3,705 71.7
898 17.2
676 9.4

89 1.7

3,759 75.3
1,616 24.7

710 12.1
3,294 62.3
1,034 20.1

173 2.8
63 1.0
67 1.1
34 0.6

    *.有偶係指目前已婚且先生/太太也還在，或有同居的老伴。

天主教

有偶*

無偶

基督教

宗教信仰

沒有任何宗教信仰

道教或民間傳統宗教

佛教

其他宗教

年齡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省轄市

教育程度

客家人

外省人

原住民及其他

縣轄市

婚姻狀況

鎮

鄉

大專以上

居住地區

識字

院轄市

高中(職)

台灣地區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追蹤第五次
調查完訪樣本基本背景特性分布

背景特徵

性別

男性

合計

一貫道

調查完訪樣本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女性

籍貫

閩南人

不識字

國小

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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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健康狀況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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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 好 普通 不太好 很不好 合計

16.2 27.2 30.2 21.5 4.9 100.0 5,377

21.2 29.5 30.0 16.7 2.6 100.0 2,513

10.3 26.5 30.4 26.4 6.4 100.0 1,128

7.2 19.8 30.4 31.4 11.2 100.0 1,736
合計 19.7 28.4 28.4 19.4 4.1 100.0 2,761

男 50∼64歲 25.2 30.3 26.5 15.6 2.4 100.0 1,274
性 65∼74歲 13.5 29.3 29.7 22.9 4.6 100.0 569

75歲以上 9.5 21.1 32.9 27.2 9.3 100.0 918
合計 12.5 25.8 32.2 23.7 5.8 100.0 2,616

女 50∼64歲 17.0 28.7 33.8 17.8 2.7 100.0 1,239
性 65∼74歲 7.0 23.7 31.2 29.9 8.2 100.0 559

75歲以上 4.6 18.3 27.7 36.0 13.4 100.0 818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自覺現在健康情形之百分比」，按性別、年齡統計表C1.

性別、年齡 完訪樣本人數
自覺現在健康情形(%)

75歲以上

65∼74歲

合計

50∼6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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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好 差不多 較差 合計

4.6 54.9 40.5 100.0 5,376

5.0 61.1 33.9 100.0 2,513

4.1 50.1 45.8 100.0 1,128

4.4 39.3 56.3 100.0 1,735
合計 4.8 57.4 37.8 100.0 2,761

男 50∼64歲 5.0 63.9 31.1 100.0 1,274
性 65∼74歲 4.3 52.5 43.2 100.0 569

75歲以上 4.4 41.9 53.7 100.0 918
合計 4.5 52.2 43.3 100.0 2,615

女 50∼64歲 4.9 58.2 36.9 100.0 1,239
性 65∼74歲 3.8 47.7 48.5 100.0 559

75歲以上 4.4 36.3 59.3 100.0 817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表C2.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自覺和一年前比起來健康情形之百分比」，按性別、年齡
統計

性別、年齡
自覺和一年前比起來健康情形(%)

完訪樣本人數

合計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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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壓 糖尿病 心臟病 中風 肺或呼吸道疾病 關節炎或風濕症胃潰瘍或胃病

30.7 13.6 14.6 4.9 9.3 18.0 18.7 5,377

22.8 10.6 8.4 2.5 6.0 14.3 16.5 2,513

39.5 18.2 21.1 7.1 12.6 22.0 22.5 1,128

45.6 17.1 26.9 10.4 16.2 25.4 20.5 1,736
合計 29.3 12.5 11.7 5.4 10.5 13.3 18.4 2,761

男 50∼64歲 22.4 10.4 6.4 3.3 6.6 9.9 16.5 1,274
性 65∼74歲 36.6 16.1 16.0 6.8 13.2 16.7 20.6 569

75歲以上 42.3 14.2 23.9 10.7 20.0 19.9 21.5 918
合計 32.2 14.8 17.7 4.4 8.2 23.0 19.0 2,616

女 50∼64歲 23.2 10.8 10.6 1.6 5.5 18.8 16.5 1,239
性 65∼74歲 42.4 20.4 26.4 7.5 12.1 27.3 24.4 559

75歲以上 49.2 20.4 30.3 10.0 11.8 31.7 19.4 818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表中所列之肺或呼吸道疾病包含支氣管炎、肺氣腫、肺炎、肺病、氣喘等。

表C3a_1~8.

性別、年齡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自述曾經醫師診斷之慢性病盛行率」，按性別、年齡統計

75歲以上

合計

50∼64歲

65∼74歲

完訪樣本人數
自述曾經醫師診斷之慢性病盛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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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膽疾病 髖骨骨折 白內障 腎臟疾病 痛風 脊椎骨骨刺 骨質疏鬆

9.4 2.9 18.3 8.3 8.0 9.9 16.1 5,377

9.6 2.2 6.2 7.6 6.8 7.7 13.3 2,513

9.9 2.5 28.1 9.0 10.0 14.0 19.3 1,128

7.7 6.3 47.3 10.2 9.3 11.4 21.2 1,736
合計 10.5 2.8 15.3 9.1 11.3 8.3 7.8 2,761

男 50∼64歲 11.3 2.2 4.5 8.7 10.4 6.4 6.2 1,274
性 65∼74歲 9.4 2.9 22.6 9.6 13.3 11.5 9.1 569

75歲以上 9.4 4.5 42.7 10.0 11.7 10.5 11.4 918
合計 8.3 3.1 21.3 7.5 4.6 11.5 24.6 2,616

女 50∼64歲 7.9 2.2 7.9 6.4 3.1 9.0 20.5 1,239
性 65∼74歲 10.4 2.1 33.5 8.4 6.6 16.5 29.5 559

75歲以上 5.8 8.3 52.4 10.3 6.7 12.4 32.3 818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自述曾經醫師診斷之慢性病盛行率」，按性別、年齡統
計

表C3a_9~15.

性別、年齡 完訪樣本人數

合計

50∼64歲

65∼74歲

自述曾經醫師診斷之慢性病盛行率(%)

7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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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項 1項 2項 3項 4項 5項以上 合計 平均數 標準差

27.6 26.0 17.6 11.2 8.4 9.2 100.0 1.83 1.82 5,377

36.0 29.5 16.5 8.1 5.5 4.4 100.0 1.34 1.69 2,513

17.9 22.4 18.5 14.7 12.4 14.1 100.0 2.36 2.16 1,128

12.2 19.1 20.0 16.8 12.5 19.4 100.0 2.75 1.42 1,736
合計 30.4 27.1 17.0 10.4 7.8 7.3 100.0 1.66 1.71 2,761

男 50∼64歲 37.5 30.5 15.5 7.8 5.3 3.4 100.0 1.25 1.58 1,274
性 65∼74歲 23.5 24.0 18.0 12.3 11.1 11.1 100.0 2.04 2.04 569

75歲以上 15.4 19.8 20.9 16.7 11.6 15.6 100.0 2.53 1.40 918
合計 24.7 25.0 18.2 11.9 9.0 11.2 100.0 2.00 1.91 2,616

女 50∼64歲 34.4 28.5 17.5 8.4 5.8 5.4 100.0 1.44 1.79 1,239
性 65∼74歲 12.2 21.0 19.1 17.0 13.6 17.1 100.0 2.67 2.23 559

75歲以上 8.5 18.3 19.2 16.9 13.5 23.6 100.0 3.01 1.42 818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75歲以上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自述曾經醫師診斷罹患慢性病項目數之百分比及平均
數」，按性別、年齡統計

完訪樣本人數

65∼74歲

表C3a.

性別、年齡

自述曾經醫師診斷罹患慢性病項目數

百分比(%) 項目數

    2.本表所稱慢性病包括: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中風、肺或呼吸道疾病(支氣管炎、肺氣腫、肺炎、肺病、氣喘)、關節炎或風濕症、

      胃潰瘍或胃病、肝膽疾病、髖骨骨折、白內障、腎臟疾病、痛風、脊椎骨骨刺、骨質疏鬆等14大項。

合計

50∼6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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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疼痛 輕微疼痛 中度疼痛 較嚴重疼痛 非常嚴重疼痛 合計

53.7 30.3 9.9 4.7 1.4 100.0 5,053

57.7 29.2 8.1 3.7 1.3 100.0 2,459

47.7 32.2 12.5 6.2 1.4 100.0 1,088

47.9 31.2 12.6 6.1 2.2 100.0 1,506
合計 63.7 23.6 7.7 3.6 1.4 100.0 2,609

男 50∼64歲 66.4 23.0 6.4 2.7 1.5 100.0 1,241
性 65∼74歲 60.1 23.0 10.0 5.6 1.3 100.0 551

75歲以上 58.9 26.6 9.2 4.0 1.3 100.0 817
合計 43.2 37.3 12.2 5.8 1.5 100.0 2,444

女 50∼64歲 48.6 35.6 9.9 4.8 1.1 100.0 1,218
性 65∼74歲 35.2 41.6 15.0 6.7 1.5 100.0 537

75歲以上 35.0 36.5 16.8 8.5 3.2 100.0 689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表中「較嚴重疼痛」與「非常嚴重疼痛」之區別在於，「較嚴重疼痛」係指嚴重但可忍受之疼痛，而「非常嚴重疼痛」則為嚴重到不可忍受之疼痛。

75歲以上

表C9.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平常身體有疼痛或不舒服之百分比」，按性別、年齡統計

性別、年齡
平常身體有疼痛或不舒服之百分比(%)

完訪樣本人數

合計

50∼64歲

65∼7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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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跌倒或摔倒 跌倒或摔倒過一次跌倒或摔倒過二次跌倒或摔倒過三次以上 合計

86.4 7.7 3.0 2.9 100.0 5,361

89.9 6.5 2.0 1.6 100.0 2,508

84.5 7.8 4.1 3.6 100.0 1,126

76.3 11.9 5.0 6.8 100.0 1,727
合計 89.5 6.0 2.7 1.8 100.0 2,753

男 50∼64歲 91.5 5.3 2.0 1.2 100.0 1,271
性 65∼74歲 90.2 5.6 3.0 1.2 100.0 568

75歲以上 80.9 9.3 5.0 4.8 100.0 914
合計 83.2 9.4 3.3 4.1 100.0 2,608

女 50∼64歲 88.3 7.7 1.9 2.1 100.0 1,237
性 65∼74歲 78.7 10.1 5.3 5.9 100.0 558

75歲以上 71.0 14.9 5.0 9.1 100.0 813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過去一年曾跌倒或摔倒之百分比」，按性別、年齡統計

性別、年齡 完訪樣本人數

表C11.

過去一年曾跌倒或摔倒(%)

合計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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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立2小時 短跑20-30米 拿起20斤 屈蹲 走到2-3樓 走2-300公尺 站立15分鐘手指扭轉東西 雙手舉高至頭

37.4 32.5 27.5 24.3 18.7 15.2 11.3 6.1 5.2 5,377

21.8 16.0 13.9 12.6 8.4 6.8 4.2 2.7 2.3 2,513

50.6 46.5 37.4 33.2 26.1 20.2 15.0 7.3 6.0 1,128

73.5 71.0 62.2 53.8 45.2 38.2 31.6 16.6 14.5 1,736

合計 30.9 25.6 17.7 18.5 13.8 11.4 8.2 4.5 4.0 2,761

男 50∼64歲 17.2 11.4 6.9 9.0 6.0 5.0 3.6 2.0 2.2 1,274

性 65∼74歲 40.9 35.3 24.0 24.5 18.5 15.1 10.5 5.3 4.1 569

75歲以上 64.2 61.2 46.6 42.9 34.4 28.5 20.9 12.4 10.5 918

合計 44.0 39.7 37.7 30.4 23.9 19.0 14.4 7.7 6.4 2,616

女 50∼64歲 26.5 20.8 21.1 16.2 10.8 8.6 4.8 3.6 2.5 1,239

性 65∼74歲 60.5 57.9 51.0 41.9 33.8 25.2 19.5 9.2 8.0 559

75歲以上 84.0 82.0 79.7 66.1 57.4 49.1 43.6 21.2 19.0 818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有些困難」、「很困難」、「完全做不到」均視為「有困難」。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自述單獨進行各項體能活動有困難之百分比」，按性別、
年齡統計

表C23_1.

性別、年齡 完訪樣本人數
單獨進行各項體能活動有困難之百分比(%)

75歲以上

65∼74歲

合計

50∼6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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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立2小時 短跑20-30米 拿起20斤 屈蹲 走到2-3樓 走2-300公尺 站立15分鐘手指扭轉東西 雙手舉高至頭

23.3 22.4 17.1 15.2 9.9 9.4 6.5 3.2 3.2 5,377

11.0 9.7 7.0 6.3 3.5 3.8 1.9 1.4 1.4 2,513

32.0 30.0 21.6 20.8 12.4 11.6 7.9 3.2 3.4 1,128

54.5 57.5 47.7 39.1 29.8 26.5 21.2 10.0 9.5 1,736

合計 18.0 18.1 10.8 11.1 7.0 6.9 4.8 2.5 2.4 2,761

男 50∼64歲 8.0 7.9 3.8 4.7 2.6 2.7 2.0 1.2 1.3 1,274

性 65∼74歲 23.8 23.1 12.1 14.6 7.5 8.7 5.5 2.7 2.7 569

75歲以上 44.6 46.7 33.5 28.5 21.9 19.1 14.0 7.1 5.9 918

合計 28.7 26.9 23.8 19.4 12.9 11.9 8.2 3.8 4.0 2,616

女 50∼64歲 14.0 11.5 10.3 7.9 4.4 4.9 1.9 1.5 1.5 1,239

性 65∼74歲 40.4 36.9 31.2 27.0 17.3 14.5 10.4 3.7 4.2 559

75歲以上 65.7 69.6 63.6 51.1 38.6 34.8 29.3 13.3 13.4 818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表C23_2.

性別、年齡

合計

單獨進行各項體能活動其困難程度為『很困難』或『完全做不到』之百分比(%)
完訪樣本人數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自述單獨進行各項體能活動其困難程度為『很困

難』或『完全做不到』之百分比」，按性別、年齡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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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跑20-30米 站立2小時 拿起20斤屈蹲 走2-300公尺 走到2-3樓 站立15分鐘 雙手舉高至頭手指扭轉東西

15.2 14.6 10.9 9.4 6.2 5.7 4.0 2.1 2.0 5,377

5.7 5.9 3.7 3.3 2.5 1.8 1.3 0.8 0.8 2,513

19.2 19.3 13.6 12.9 7.0 6.5 4.0 2.1 2.0 1,128

44.0 39.2 33.1 26.7 18.8 19.0 14.4 6.9 6.6 1,736

合計 11.7 11.0 6.6 6.9 4.7 3.9 3.0 1.7 1.8 2,761

男 50∼64歲 5.0 4.7 2.3 2.9 2.2 1.6 1.3 0.9 0.9 1,274

性 65∼74歲 13.2 13.8 7.3 8.0 4.8 3.3 2.3 1.6 1.8 569

75歲以上 33.1 29.0 21.3 19.3 13.5 13.2 9.9 4.7 4.7 918

合計 18.8 18.3 15.2 12.0 7.7 7.5 5.2 2.6 2.3 2,616

女 50∼64歲 6.4 7.1 5.3 3.6 2.7 2.0 1.3 0.8 0.7 1,239

性 65∼74歲 25.2 24.7 19.9 17.7 9.1 9.6 5.7 2.6 2.2 559

75歲以上 56.2 50.8 46.3 35.1 24.8 25.6 19.4 9.5 8.8 818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合計

50∼64歲

表C23_3.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自述單獨進行各項體能活動其困難程度為『完全做不到』
之百分比」，按性別、年齡統計

性別、年齡
單獨進行各項體能活動其困難程度為『完全做不到』之百分比(%)

65∼74歲

75歲以上

完訪樣本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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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項 1項 2項 3項以上 合計

51.9 12.2 7.9 27.9 100.0 5,363

69.5 10.8 6.3 13.3 100.0 2,508

34.7 15.7 10.5 39.1 100.0 1,125

14.7 11.5 9.6 64.2 100.0 1,730

合計 60.4 12.2 6.9 20.6 100.0 2,754

男 50∼64歲 77.6 9.2 4.3 9.0 100.0 1,270

性 65∼74歲 45.7 17.3 9.1 27.9 100.0 569

75歲以上 22.1 14.7 12.5 50.6 100.0 915

合計 43.2 12.2 9.1 35.5 100.0 2,609

女 50∼64歲 61.3 12.5 8.5 17.7 100.0 1,238

性 65∼74歲 23.6 14.1 11.9 50.4 100.0 556

75歲以上 6.4 7.8 6.4 79.5 100.0 815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本表所稱體能活動包括:站立15分鐘、站立2小時、屈蹲、雙手舉高至頭、手指扭轉東西、拿起20斤、短跑20-30米、走2-300公尺、走到2-3樓等9項。

    3.本表之有困難包括「有些困難」、「很困難」及「完全做不到」。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自述單獨進行各項體能活動有困難累積項目數之百分
比」，按性別、年齡統計

單獨進行各項體能活動有困難累積項目數之百分比(%)
完訪樣本人數

65∼74歲

75歲以上

表C23_4.

性別、年齡

合計

50∼6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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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粗重工作 獨自搭車 做輕鬆工作 買日常用品 打電話 處理金錢

24.7 12.7 8.9 8.0 6.7 5.8 5,377

9.9 4.1 2.8 2.2 2.0 1.9 2,513

34.7 15.7 10.7 9.1 7.3 6.1 1,128

63.8 39.8 29.0 28.3 23.5 19.7 1,736

合計 19.0 8.6 7.0 5.6 4.6 4.3 2,761

男 50∼64歲 7.3 3.5 2.9 2.0 2.0 1.9 1,274

性 65∼74歲 25.0 8.5 6.8 5.7 3.6 3.9 569

75歲以上 51.6 26.8 21.7 18.5 15.8 13.4 918

合計 30.7 16.9 11.0 10.5 8.9 7.4 2,616

女 50∼64歲 12.6 4.7 2.7 2.3 2.0 1.9 1,239

性 65∼74歲 44.4 22.9 14.7 12.5 11.1 8.4 559

75歲以上 77.4 54.4 37.3 39.3 32.3 26.8 818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有些困難」、「很困難」、「完全做不到」均視為「有困難」。

75歲以上

65∼74歲

合計

50∼64歲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自述單獨進行各項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ADL)有困難之百
分比」，按性別、年齡統計

表C24_1.

性別、年齡 完訪樣本人數
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項目有困難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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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粗重工作 獨自搭車 做輕鬆工作 買日常用品 打電話 處理金錢

16.6 9.4 6.0 5.9 5.3 4.0 5,377

5.6 2.9 1.8 1.5 1.7 1.4 2,513

21.9 10.6 6.3 6.3 5.6 3.7 1,128

49.1 31.4 21.5 21.7 18.3 14.0 1,736

合計 12.6 6.2 4.6 4.2 3.6 2.9 2,761

男 50∼64歲 4.6 2.6 1.7 1.5 1.6 1.4 1,274

性 65∼74歲 15.2 4.9 4.3 4.0 3.0 2.5 569

75歲以上 36.8 21.1 15.5 14.1 11.7 9.0 918

合計 20.8 12.7 7.5 7.7 7.0 5.0 2,616

女 50∼64歲 6.6 3.2 1.9 1.5 1.8 1.4 1,239

性 65∼74歲 28.6 16.5 8.4 8.6 8.2 5.0 559

75歲以上 62.8 43.0 28.1 30.2 25.7 19.6 818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表C24_2.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自述單獨進行各項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ADL)，其困難程
度為『很困難』或『完全做不到』之百分比」，按性別、年齡統計

性別、年齡
各項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其困難程度為『很困難』或『完全做不到』之百分比(%)

完訪樣本人數

合計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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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重工作 獨自搭車 輕鬆工作 打電話 買日常用品 處理金錢

10.5 7.0 4.6 4.6 4.4 3.3 5,377

3.2 2.1 1.3 1.5 1.2 1.2 2,513

12.7 7.7 4.7 4.9 4.2 2.9 1,128

34.5 24.1 17.0 15.4 16.8 11.7 1,736

合計 7.7 4.6 3.4 3.2 3.2 2.5 2,761

男 50∼64歲 2.7 1.8 1.3 1.4 1.2 1.3 1,274

性 65∼74歲 7.9 3.8 2.7 2.8 2.7 1.8 569

75歲以上 24.9 15.8 12.4 10.2 11.1 7.9 918

合計 13.5 9.5 5.9 6.0 5.7 4.2 2,616

女 50∼64歲 3.6 2.4 1.4 1.6 1.3 1.2 1,239

性 65∼74歲 17.5 11.6 6.8 7.0 5.7 4.1 559

75歲以上 45.2 33.4 22.3 21.3 23.1 16.0 818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合計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表C24_3.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自述單獨進行各項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ADL)，其困難程
度為『完全做不到』之百分比」，按性別、年齡統計

性別、年齡
各項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其困難程度為『完全做不到』之百分比(%)

完訪樣本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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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項 1項 2項 3項以上 合計

73.7 12.1 4.2 10.0 100.0 5,377

88.9 6.5 1.4 3.1 100.0 2,513

63.3 18.5 6.8 11.4 100.0 1,128

33.8 22.5 10.1 33.6 100.0 1,735

合計 79.9 10.4 2.7 7.0 100.0 2,760

男 50∼64歲 92.0 4.0 1.1 2.9 100.0 1,274

性 65∼74歲 73.4 16.8 3.6 6.2 100.0 569
75歲以上 46.6 23.0 7.1 23.2 100.0 917

合計 67.2 14.0 5.7 13.1 100.0 2,616

女 50∼64歲 85.8 9.1 1.8 3.3 100.0 1,239

性 65∼74歲 53.1 20.3 10.0 16.6 100.0 559
75歲以上 19.4 21.9 13.4 45.3 100.0 818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本表所稱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項目包括:買日常用品、處理金錢、獨自搭車、粗重工作、輕鬆工作、打電話等6項。

    3.本表之有困難包括「有些困難」、「很困難」及「完全做不到」。

表C24_4.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自述單獨進行各項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ADL)有困難累
積項目數之百分比」，按性別、年齡統計

性別、年齡
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有困難累積項目數之百分比(%)

完訪樣本人數

合計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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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澡 穿/脫衣服 室內走動 上廁所 起床/站立/坐椅子 吃飯

4.9 4.3 4.1 3.9 3.7 2.4 5,377

1.5 1.4 1.0 1.1 1.0 0.8 2,513

5.3 4.8 4.4 4.2 4.1 2.5 1,128

17.3 14.8 14.8 13.9 13.2 8.2 1,736

合計 4.2 3.7 3.1 3.1 2.8 2.3 2,761

男 50∼64歲 1.9 1.6 1.3 1.3 1.0 1.2 1,274

性 65∼74歲 3.9 3.7 2.8 2.8 2.7 2.1 569

75歲以上 12.9 11.3 10.3 9.9 9.6 6.5 918

合計 5.7 5.0 5.0 4.7 4.6 2.5 2,616

女 50∼64歲 1.0 1.1 0.8 0.9 1.0 0.4 1,239

性 65∼74歲 6.7 5.8 5.9 5.5 5.5 2.9 559

75歲以上 22.3 18.8 19.9 18.4 17.2 10.1 818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有些困難」、「很困難」、「完全做不到」均視為「有困難」。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自述單獨進行各項日常生活活動(ADL)有困難之百分比」
，按性別、年齡統計

表C25_1.

性別、年齡 完訪樣本人數
日常生活活動項目有困難之百分比(%)

75歲以上

65∼74歲

合計

50∼6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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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澡 穿/脫衣服 室內走動 上廁所 起床/站立/坐椅子 吃飯

3.5 3.0 2.7 2.6 2.5 1.7 5,377

1.0 1.0 0.8 0.7 0.7 0.6 2,513

3.9 3.2 2.7 2.6 2.6 1.6 1,128

12.7 10.2 9.6 9.7 9.0 5.8 1,736

合計 2.9 2.6 2.2 2.2 1.9 1.5 2,761

男 50∼64歲 1.2 1.2 0.9 0.9 0.9 0.9 1,274

性 65∼74歲 2.5 2.3 1.6 1.6 1.4 1.2 569

75歲以上 9.5 8.3 7.4 7.7 6.7 4.3 918

合計 4.3 3.4 3.2 3.0 3.1 1.9 2,616

女 50∼64歲 0.7 0.7 0.6 0.6 0.6 0.3 1,239

性 65∼74歲 5.3 4.2 3.9 3.5 3.7 2.0 559

75歲以上 16.3 12.3 12.1 11.9 11.7 7.5 818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合計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表C25_2.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自述單獨進行各項日常生活活動(ADL)，其困難程度為
『很困難』或『完全做不到』之百分比」，按性別、年齡統計

性別、年齡
各項日常生活活動其困難程度為『很困難』或『完全做不到』之百分比(%)

完訪樣本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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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澡 穿/脫衣服 吃飯 起床/站立/坐椅子 室內走動 上廁所

2.8 2.2 1.4 1.9 2.0 2.0 5,377

0.8 0.7 0.6 0.6 0.7 0.6 2,513

3.2 2.3 1.1 1.7 1.9 1.8 1,128

10.2 7.7 4.7 6.7 7.3 7.5 1,736

合計 2.4 2.1 1.2 1.6 1.8 1.8 2,761

男 50∼64歲 0.9 0.9 0.9 0.9 0.9 0.9 1,274

性 65∼74歲 2.1 1.8 0.5 1.1 1.2 1.2 569

75歲以上 7.9 6.6 3.5 5.4 5.7 6.2 918

合計 3.3 2.4 1.5 2.1 2.3 2.2 2,616

女 50∼64歲 0.6 0.5 0.3 0.4 0.4 0.4 1,239

性 65∼74歲 4.2 2.8 1.7 2.4 2.6 2.4 559

75歲以上 12.8 9.0 6.1 8.2 9.1 8.9 818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表C25_3.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自述單獨進行各項日常生活活動(ADL)，其困難程度為
『完全做不到』之百分比」，按性別、年齡統計

性別、年齡
各項日常生活活動其困難程度為『完全做不到』之百分比(%)

完訪樣本人數

合計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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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項 1項 2項 3項以上 合計

93.9 1.4 0.8 4.0 100.0 5,376

98.1 0.6 0.3 1.0 100.0 2,513

92.8 2.2 0.7 4.3 100.0 1,128

79.8 3.2 2.5 14.5 100.0 1,735

合計 95.0 1.2 0.6 3.2 100.0 2,761

男 50∼64歲 97.7 0.7 0.3 1.3 100.0 1,274

性 65∼74歲 95.2 1.2 0.5 3.0 100.0 569
75歲以上 85.1 2.7 1.6 10.6 100.0 918

合計 92.6 1.6 1.0 4.8 100.0 2,615

女 50∼64歲 98.5 0.4 0.3 0.8 100.0 1,239

性 65∼74歲 90.4 3.2 0.9 5.5 100.0 559
75歲以上 73.7 3.7 3.5 19.0 100.0 817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本表所稱日常生活活動項目包括:洗澡、穿或脫衣服、吃飯、起床、站立或坐椅子、室內走動、上廁所等6項。

    3.本表之有困難包括「有些困難」、「很困難」及「完全做不到」。

表C25_4.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自述單獨進行各項日常生活活動(ADL)有困難累積項目數
之百分比」，按性別、年齡統計

性別、年齡 完訪樣本人數
日常生活活動有困難累積項目數之百分比(%)

合計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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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 有 合計

39.8 60.2 100.0 5,377

33.3 66.7 100.0 2,513

45.7 54.3 100.0 1,128

54.5 45.5 100.0 1,736
合計 35.1 64.9 100.0 2,761

男 50∼64歲 31.6 68.4 100.0 1,274
性 65∼74歲 37.1 62.9 100.0 569

75歲以上 44.4 55.6 100.0 918
合計 44.7 55.3 100.0 2,616

女 50∼64歲 35.0 65.0 100.0 1,239
性 65∼74歲 54.5 45.5 100.0 559

75歲以上 65.8 34.2 100.0 818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表C35.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目前戴眼鏡之百分比」，按性別、年齡統計

性別、年齡
目前戴眼鏡(%)

完訪樣本人數

合計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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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東西不清楚或很不清楚（％） 完訪樣本數 看東西不清楚或很不清楚（％） 完訪樣本數

47.7 2,291 12.6 3,077

37.2 833 8.3 1,676

53.2 513 16.0 614

64.0 945 70.3 787

合計 40.4 1,018 11.8 1,740

男 50∼64歲 31.7 401 8.6 871

性 65∼74歲 43.9 209 12.0 360

75歲以上 58.3 408 25.3 509

合計 53.6 1,273 13.7 1,337

女 50∼64歲 42.4 432 8.0 805

性 65∼74歲 59.7 304 21.7 254

75歲以上 68.3 537 37.7 278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視力功能狀況係依據個案自述看東西是否清楚。

    3.沒戴眼鏡者係指平常沒戴眼鏡時之視力狀況，有戴眼鏡者則指戴眼鏡時的視力狀況。

沒戴眼鏡者 有戴眼鏡者

65∼74歲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未戴眼鏡與有戴眼鏡者「自述視力功能狀況之百分比」，按
性別、年齡統計

75歲以上

表C35ab.

性別、年齡

合計

50∼6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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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 有 合計

98.4 1.6 100.0 5,377

99.0 1.0 100.0 2,513

98.3 1.7 100.0 1,128

96.2 3.8 100.0 1,736
合計 97.9 2.1 100.0 2,761

男 50∼64歲 98.8 1.2 100.0 1,274
性 65∼74歲 97.5 2.5 100.0 569

75歲以上 94.9 5.1 100.0 918
合計 99.0 1.0 100.0 2,616

女 50∼64歲 99.3 0.7 100.0 1,239
性 65∼74歲 99.1 0.9 100.0 559

75歲以上 97.6 2.4 100.0 818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表C36.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目前戴助聽器之百分比」，按性別、年齡統計

性別、年齡
目前戴助聽器(%)

完訪樣本人數

合計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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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聲音不清楚或很不清楚（％） 完訪樣本數 聽聲音不清楚或很不清楚（％） 完訪樣本數

15.7 5,260 47.2 109

7.2 2,486 29.2 24

19.5 1,107 42.1* 19

42.2 1,667 68.2 66

合計 16.7 2,683 56.7 75

男 50∼64歲 8.5 1,258 40.0* 15

性 65∼74歲 19.6 554 50.0* 14
75歲以上 42.6 871 76.1 46

合計 14.7 2,577 26.9 34

女 50∼64歲 5.9 1,228 11.1* 9

性 65∼74歲 19.4 553 20.0* 5
75歲以上 41.8 796 50.0 20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聽力功能狀況係依據個案自述聽聲音是否清楚。

    3.沒戴助聽器者係指平常沒戴助聽器時之聽力狀況，有戴助聽器者者則指戴助聽器時的聽力狀況。

    4.加註「*」者代表百分比基數小於20。

合計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表C36ab.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未戴助聽器與有戴助聽器者「自述聽力功能狀況之百分比」
，按性別、年齡統計

性別、年齡
沒戴助聽器者 有戴助聽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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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 有 合計

32.7 67.3 100.0 5,376

38.1 61.9 100.0 2,512

26.7 73.3 100.0 1,128

22.9 77.1 100.0 1,736
合計 39.6 60.4 100.0 2,760

男 50∼64歲 46.0 54.0 100.0 1,273
性 65∼74歲 32.9 67.1 100.0 569

75歲以上 27.0 73.0 100.0 918
合計 25.6 74.4 100.0 2,616

女 50∼64歲 29.9 70.1 100.0 1,239
性 65∼74歲 20.4 79.6 100.0 559

75歲以上 18.3 81.7 100.0 818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表C37.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目前裝假牙之百分比」，按性別、年齡統計

性別、年齡
目前裝假牙(%)

完訪樣本人數

合計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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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東西能力不好或很不好（％） 完訪樣本數 吃東西能力不好或很不好（％） 完訪樣本數

38.3 1,653 35.8 3,718

28.4 955 24.6 1,555

51.6 302 45.9 824

74.3 396 53.5 1,339

合計 38.1 1,018 33.4 1,739

男 50∼64歲 29.2 585 24.5 687

性 65∼74歲 48.8 187 40.5 380

75歲以上 71.7 246 46.8 672

合計 38.6 635 37.8 1,979

女 50∼64歲 27.0 370 24.8 868

性 65∼74歲 56.1 115 50.5 444

75歲以上 78.7 150 60.2 667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吃東西能力很好或好係依據個案自述。

    3.未裝假牙者係指平常沒裝假牙時之吃東西能力，有裝假牙者則指有裝假牙時的吃東西能力。

合計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表C37c.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未裝假牙與有裝假牙者「自述吃東西能力之百分比」，按性
別、年齡統計

性別、年齡
未裝假牙者 有裝假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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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 有 合計

92.9 7.1 100.0 5,377

98.4 1.6 100.0 2,513

92.1 7.9 100.0 1,128

73.6 26.4 100.0 1,736
合計 94.1 5.9 100.0 2,761

男 50∼64歲 98.4 1.6 100.0 1,274
性 65∼74歲 94.2 5.8 100.0 569

75歲以上 78.8 21.2 100.0 918
合計 91.6 8.4 100.0 2,616

女 50∼64歲 98.4 1.6 100.0 1,239
性 65∼74歲 90.1 9.9 100.0 559

75歲以上 67.7 32.3 100.0 818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表C38.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目前走路使用手杖等輔助器之百分比」，按性別、年齡
統計

性別、年齡
目前走路使用手杖等輔助器(%)

完訪樣本人數

合計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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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分數 標準差

1.92 2.06 5,027

2.09 2.35 2,446

1.81 2.19 1,084

1.36 1.23 1,497

合計 1.78 2.01 2,598

男 50∼64歲 2.03 2.34 1,234

性 65∼74歲 1.61 2.12 551
75歲以上 1.12 1.10 813

合計 2.06 2.11 2,429

女 50∼64歲 2.16 2.36 1,212

性 65∼74歲 2.02 2.25 533
75歲以上 1.65 1.35 684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表中壓力分數係由個案自述壓力項目數及自覺程度加以換算，分數介於0至12分之間，分數愈高表示精神上的壓力程度越大

    3.本題限定個案本人回答，故完訪樣本不包含代答個案。

表C42.

性別、年齡
自述目前壓力狀況

完訪樣本數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自述目前壓力狀況」，按性別、年齡統計

合計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68

平均分數 標準差 分數十分以上者(%)

4.54 5.43 16.4 5,024

3.97 5.57 12.3 2,454

5.15 6.22 19.0 1,083

5.86 4.28 21.1 1,487

合計 3.87 4.94 12.6 2,599

男 50∼64歲 3.47 5.29 10.2 1,238

性 65∼74歲 4.24 5.53 14.5 551
75歲以上 4.79 3.71 15.1 810

合計 5.25 5.83 20.4 2,425

女 50∼64歲 5.48 5.79 14.5 1,216

性 65∼74歲 6.07 6.72 23.7 532
75歲以上 7.15 4.74 28.4 677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憂鬱狀況係以CES-D量表進行測度，含沒有（0分），很少（1分），有時候會（2分），經常或一直（3分），

      並由個案自述憂鬱項目數（共10項）與發生頻率計算平均分數，分數介於0分至30分，分數越高代表憂鬱程度越嚴重。

    3.本題限定個案本人回答，故完訪樣本不包含代答個案。

表C43.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自述目前憂鬱狀況」，按性別、年齡統計

性別、年齡
自述目前憂鬱狀況

完訪樣本數

合計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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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0-4分) 普通(5-8分)好(9-12分) 平均分數 標準差

14.0 30.6 55.4 8.24 2.90 4,711

11.7 32.2 56.1 8.35 3.07 2,323

16.6 31.3 52.1 8.01 3.34 1,025

15.9 27.4 56.7 8.21 2.14 1,363

合計 13.0 31.8 55.2 8.26 2.79 2,437

男 50∼64歲 12.4 33.7 53.9 8.25 3.06 1,167

性 65∼74歲 13.7 33.1 53.2 8.20 3.10 525
75歲以上 13.4 28.1 58.5 8.40 2.02 745

合計 15.0 29.3 55.7 8.22 3.02 2,274

女 50∼64歲 11.0 30.6 58.4 8.45 3.09 1,156

性 65∼74歲 19.6 29.4 51.0 7.81 3.57 500
75歲以上 18.9 26.7 54.4 7.98 2.27 618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生活滿意度分數係由個案自述生活狀況滿意項目數(最多12項，最少0項)加以計算，分數越高，代表對目前生活狀況越滿意。

    3.本題限定個案本人回答，故完訪樣本不包含代答個案。

75歲以上

完訪樣本數

表C44.

性別、年齡

合計

50∼64歲

65∼74歲

自述目前生活滿意度分數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自述目前生活滿意度」，按性別、年齡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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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分數 標準差

8.80 1.31 4,889

9.14 1.04 2,411

8.51 1.51 1,042

7.84 1.29 1,436

合計 9.06 1.03 2,530

男 50∼64歲 9.30 0.88 1,212

性 65∼74歲 8.90 1.03 535
75歲以上 8.34 1.04 783

合計 8.54 1.52 2,359

女 50∼64歲 8.98 1.15 1,199

性 65∼74歲 8.11 1.77 507
75歲以上 7.25 1.43 653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認知功能平均分數係根據認知功能量表答對之題數加以計算，分數介於0至10分之間，分數越高代表認知功能越好。

75歲以上

表C45~60.

性別、年齡
目前認知功能分數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目前認知功能狀況」，按性別、年齡統計

合計

50∼64歲

65∼74歲

完訪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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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健康行為及認知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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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吸菸 以前吸，目前不吸 目前吸菸 合計 沒有 有 合計

62.4 14.8 22.8 100.0 68.5 31.5 100.0 5,377

64.1 10.6 25.3 100.0 62.6 37.4 100.0 2,513

61.4 17.3 21.3 100.0 73.3 26.7 100.0 1,128

57.7 26.5 15.8 100.0 82.4 17.6 100.0 1,736

合計 29.9 28.1 42.0 100.0 51.5 48.5 100.0 2,761

男 50∼64歲 32.4 20.1 47.5 100.0 43.7 56.3 100.0 1,274

性 65∼74歲 26.5 34.0 39.5 100.0 56.0 44.0 100.0 569

75歲以上 26.3 47.3 26.4 100.0 72.1 27.9 100.0 918

合計 96.1 1.0 2.9 100.0 86.1 13.9 100.0 2,616

女 50∼64歲 96.7 0.7 2.6 100.0 81.9 18.1 100.0 1,239

性 65∼74歲 96.7 0.4 2.9 100.0 90.9 9.1 100.0 559

75歲以上 92.9 3.2 3.9 100.0 94.0 6.0 100.0 818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沒有喝酒係指「滴酒不沾」。

合計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表C26-7.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自述目前有吸菸、平常有喝酒行為之百分比」，按性別、
年齡統計

吸菸(%) 平常喝酒狀況(%)
完訪樣本人數性別、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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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30分鐘以下每次30分鐘以上

85.0 8.1 6.9 100.0 37.2 9.2 15.3 38.3 100.0 5,377

82.0 9.2 8.8 100.0 38.0 12.2 13.3 36.5 100.0 2,513

86.6 8.0 5.4 100.0 34.2 5.7 16.6 43.5 100.0 1,128

93.3 4.2 2.5 100.0 39.2 4.1 20.9 35.8 100.0 1,736

合計 73.8 15.1 11.1 100.0 36.4 9.3 13.7 40.6 100.0 2,761

男 50∼64歲 67.2 17.6 15.2 100.0 39.4 12.6 10.8 37.2 100.0 1,274

性 65∼74歲 78.1 14.6 7.3 100.0 31.6 5.3 16.6 46.5 100.0 569

75歲以上 91.1 6.7 2.2 100.0 32.8 3.8 19.4 44.0 100.0 918

合計 96.5 0.9 2.6 100.0 38.1 9.2 17.1 35.6 100.0 2,616

女 50∼64歲 97.2 0.6 2.2 100.0 36.6 11.8 15.8 35.8 100.0 1,239

性 65∼74歲 95.3 1.3 3.4 100.0 36.9 6.1 16.7 40.3 100.0 559

75歲以上 95.6 1.5 2.9 100.0 46.3 4.5 22.6 26.6 100.0 818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合計

合計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表C28-9.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自述目前吃檳榔、運動狀況之百分比」，按性別、年齡統
計

吃檳榔(%)
完訪樣
本人數性別、年齡

從來沒有
以前有，

目前沒有
目前有 合計 沒有

每週2次

以下

每週3次以上

平常運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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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何
法可預防

避免吃太
鹹

多喝開水
不要隨便
吃藥

不要憋尿 定期健檢
控制血壓
或血糖

避免過度
激烈運動

其他

52.1 39.2 14.6 13.3 7.8 4.6 3.6 3.1 8.7 5,044

45.0 45.4 18.3 16.4 10.2 5.3 3.8 3.7 9.8 2,457

58.4 34.5 10.7 10.6 4.8 4.6 4.2 2.7 8.0 1,084

70.7 22.1 6.4 5.5 2.8 1.5 1.7 1.5 5.2 1,503
合計 53.0 35.7 15.0 12.8 6.5 4.7 3.9 4.0 9.4 2,607

男 50∼64歲 47.7 40.3 18.3 15.2 8.9 5.3 3.9 4.4 10.1 1,239
性 65∼74歲 56.4 33.1 11.2 10.8 3.5 4.8 5.1 4.0 9.9 551

75歲以上 67.9 22.5 8.3 6.8 2.7 2.1 1.8 2.3 6.1 817
合計 51.2 42.9 14.3 13.9 9.0 4.5 3.3 2.2 7.8 2,437

女 50∼64歲 42.3 50.6 18.3 17.7 11.6 5.3 3.8 2.9 9.4 1,218
性 65∼74歲 60.4 35.9 10.1 10.3 6.2 4.3 3.2 1.3 6.0 533

75歲以上 74.1 21.7 4.2 3.9 2.9 0.7 1.6 0.6 4.1 686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本題限定由樣本個案本人回答，故完訪樣本扣掉代答者。

    3.各項預防方法可複選。

表C39.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能正確回答日常生活中預防腎臟病的方法之百分比」，
按性別、年齡統計

性別、年齡

自述日常生活中下列方法可預防腎臟病的比例(%)

完訪樣本人數

合計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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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整且正確回答者 不能完整或正確回答者 合計

13.6 86.4 100.0 5,041

18.4 81.6 100.0 2,456

7.3 92.7 100.0 1,083

5.0 95.0 100.0 1,502
合計 13.8 86.2 100.0 2,606

男 50∼64歲 18.0 82.0 100.0 1,239
性 65∼74歲 8.5 91.5 100.0 551

75歲以上 6.6 93.4 100.0 816
合計 13.4 86.6 100.0 2,435

女 50∼64歲 18.8 81.2 100.0 1,217
性 65∼74歲 6.0 94.0 100.0 532

75歲以上 3.1 96.9 100.0 686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本題限由樣本個案本人回答，故完訪樣本扣掉代答。

表C40.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對糖尿病發病初期三多症狀之認知百分比」，按性別、年
齡統計

性別、年齡
對糖尿病發病初期「多吃」、「多喝」、「多尿」三多症狀之認知(%)

完訪樣本人數

合計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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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何種
方法可預防

少吃鹹、吃
清淡點

吃植物油或
低油脂食物

糖份或澱粉
類控制適量

多吃蔬菜水
果等多纖維
食物

少用菸酒 其他

42.6 44.7 24.7 23.5 20.3 9.5 6.3 5,044

37.9 49.7 27.6 25.6 23.5 11.0 6.5 2,457

44.9 41.0 22.6 22.6 17.7 8.5 6.9 1,084

58.2 30.5 16.7 16.2 11.4 5.2 4.4 1,503
合計 44.4 41.3 23.1 20.4 19.9 12.5 6.9 2,607

男 50∼64歲 41.4 45.1 24.4 21.5 22.0 13.8 6.6 1,239
性 65∼74歲 46.0 38.1 22.9 20.2 19.1 12.5 8.3 551

75歲以上 53.7 32.0 18.3 16.5 13.4 7.4 5.3 817
合計 40.6 48.3 26.5 26.8 20.6 6.4 5.7 2,437

女 50∼64歲 34.2 54.4 30.8 29.8 25.0 8.1 6.3 1,218
性 65∼74歲 43.8 44.0 22.4 25.2 16.3 4.5 5.4 533

75歲以上 63.5 28.7 14.9 15.9 9.1 2.6 3.2 686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本題限定由樣本個案本人回答，故完訪樣本扣掉代答者。

    3.各項預防方法可複選。

表C41.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對飲食上預防高血壓和糖尿病方法之認知百分比」，按
性別、年齡統計

性別、年齡

對飲食上可預防高血壓和糖尿病方法之認知的比例(%)

完訪樣本人數

合計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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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醫療與預防保健服務利用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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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率(%) 平均住院次數(每千人)平均住院天數 (完訪樣本數)

13.6 205.8 19.2 (806) 5,377

10.1 132.2 17.0 (254) 2,513

16.5 278.8 19.7 (186) 1,128

21.8 360.1 22.4 (366) 1,736

合計 13.1 207.6 22.7 (401) 2,761

男 50∼64歲 10.2 141.4 21.6 (129) 1,274

性 65∼74歲 14.8 250.6 25.8 (85) 569
75歲以上 21.1 377.2 21.2 (187) 918

合計 14.1 203.9 15.7 (405) 2,616

女 50∼64歲 10.1 122.7 12.2 (125) 1,239

性 65∼74歲 18.3 307.1 14.7 (101) 559
75歲以上 22.6 340.9 23.2 (179) 818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住院率及平均住院次數係依據所有完訪樣本之計算，不限於有住院經驗者。

    3.括弧內數字係計算平均住院天數所依據之需住院個案數。

65∼74歲

75歲以上

合計

50∼64歲

性別、年齡
過去一年住院狀況

完訪樣本數

表C12.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過去一年，住院使用狀況」，按性別、年齡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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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使用率(%) 平均使用次數(每千人)

13.7 231.7 5,377

11.3 191.5 2,513

16.2 272.1 1,128

18.4 315.6 1,736

合計 12.9 211.5 2,761

男 50∼64歲 11.1 190.1 1,274

性 65∼74歲 14.3 196.0 569
75歲以上 17.3 312.9 918

合計 14.5 252.8 2,616

女 50∼64歲 11.6 192.9 1,239

性 65∼74歲 18.1 349.1 559
75歲以上 19.6 318.6 818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急診使用率及平均使用次數係依據所有完訪樣本之計算，不限於有急診經驗者。

完訪樣本數
過去一年急診狀況

65∼74歲

75歲以上

合計

50∼64歲

性別、年齡

表C13.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過去一年，急診使用狀況」，按性別、年齡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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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率（％） 平均使用次數(每千人)完訪樣本數 使用率（％） 平均使用次數(每千人)完訪樣本數

58.3 1319.3 5,374 11.5 311.7 5,371

49.5 1109.1 2,512 12.8 350.4 2,510

69.0 1566.7 1,128 9.6 250.0 1,128

73.3 1693.8 1,734 9.6 269.9 1,733

合計 53.5 1195.5 2,758 9.8 236.9 2,758

男 50∼64歲 44.6 979.5 1,273 10.8 255.1 1,273

性 65∼74歲 62.9 1392.0 569 8.7 208.1 569
75歲以上 70.7 1659.1 916 8.0 217.1 916

合計 63.2 1447.9 2,616 13.2 389.2 2,613

女 50∼64歲 54.6 1242.3 1,239 15.0 448.2 1,237

性 65∼74歲 75.1 1743.5 559 10.4 292.2 559
75歲以上 76.1 1732.9 818 11.5 329.2 817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西醫與中醫門診平均使用次數係所有樣本之平均值，不限定於曾經使用者。

75歲以上

50∼64歲

65∼74歲

合計

表C14~C15.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過去一個月，西醫與中醫門診使用狀況」，按性別、年
齡統計

過去一個月中醫門診使用狀況
性別、年齡

過去一個月西醫門診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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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率（％） 平均使用次數(每千人)完訪樣本數 使用率（％） 平均使用次數(每千人)完訪樣本數

10.4 280.4 5,366 16.8 357.8 5,368

11.0 300.3 2,508 16.6 362.7 2,511

10.7 304.5 1,127 18.7 377.0 1,127

7.4 165.5 2,755 14.6 307.0 2,758

合計 9.7 236.1 1,271 16.9 352.4 2,578

男 50∼64歲 10.1 272.7 1,731 16.7 361.6 1,273

性 65∼74歲 10.0 206.0 569 19.3 376.2 569
75歲以上 7.4 153.0 915 13.6 281.2 916

合計 11.1 326.4 2,611 16.8 363.4 2,610

女 50∼64歲 11.9 328.7 1,237 16.5 363.8 1,238

性 65∼74歲 11.3 404.1 558 18.0 377.9 558
75歲以上 7.4 179.4 816 15.8 336.1 814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牙醫門診與藥局(房)平均使用次數係所有樣本之平均值，不限定於曾經使用者。

75歲以上

50∼64歲

65∼74歲

過去一個月藥局(房)使用狀況過去一個月牙醫門診使用狀況

合計

表C16~C17.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過去一個月， 牙醫門診與藥局（房）使用狀況」，按性
別、年齡統計

性別、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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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 不太方便（％） 很不方便（％） 平均就醫路程(單程)時間(分鐘)

88.3 8.6 3.1 22.6 5,370

91.2 6.7 2.1 20.2 2,510

86.8 9.8 3.4 25.1 1,127

79.0 14.5 6.5 27.3 1,733

合計 90.9 6.8 2.4 21.9 2,757

男 50∼64歲 92.3 5.7 1.9 19.0 1,272

性 65∼74歲 91.7 6.2 2.1 24.3 568
75歲以上 83.6 11.8 4.6 28.3 917

合計 85.7 10.6 3.8 23.4 2,613

女 50∼64歲 90.1 7.7 2.2 21.5 1,238

性 65∼74歲 81.8 13.5 4.8 26.0 559
75歲以上 73.5 17.7 8.8 26.1 816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自述就醫方便性及平均就醫路程時間」，按性別、年齡
統計

性別、年齡
就醫方便性

合計

表C18~C19.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完訪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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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不嚴重
自行購買
成藥

沒時間 沒有錢 沒人陪伴
交通
不方便

14.0 5,048 61.5 28.0 9.0 6.9 6.0 5.8 679

15.3 2,458 65.8 25.7 10.9 6.4 2.9 3.2 377

12.5 1,086 54.5 33.7 6.7 6.7 11.1 8.9 136

11.1 1,504 51.1 29.8 3.0 9.5 13.7 14.9 166

合計 12.2 2,608 59.1 29.2 7.8 7.2 4.0 3.8 304

男 50∼64歲 13.3 1,240 61.2 26.7 9.1 8.5 1.8 3.0 165

性 65∼74歲 11.5 551 53.2 34.1 6.4 4.8 4.8 3.2 67
75歲以上 9.3 817 59.5 32.6 3.9 5.2 14.4 9.1 75

合計 15.8 2,440 63.4 27.2 10.0 6.5 7.7 7.5 375

女 50∼64歲 17.4 1,218 69.3 25.0 12.3 4.7 3.8 3.3 212

性 65∼74歲 13.5 535 55.6 33.3 6.9 8.3 16.7 13.9 72
75歲以上 13.2 687 44.0 27.5 2.2 13.2 13.2 19.8 91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原因之百分比基數為想看醫生卻沒有去者，各項原因可複選。

65∼74歲

75歲以上

合計

50∼64歲

想看醫生

卻沒去看

之樣本數

表C22.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過去三個月，曾有身體不舒服，想看醫生卻沒有去之百
分比及原因分布」，按性別、年齡統計

性別、年齡
想看醫生卻
沒有去
（％）

想看醫生卻沒有去之原因（％）

完訪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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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太遠
害怕知道
自己有病

不知道如
何到醫院

不能請假
看病

找不到
醫生

其他

14.0 5,048 3.4 0.8 0.7 0.5 0.2 16.7 679

15.3 2,458 2.1 1.1 0.3 0.8 0.3 14.3 377

12.5 1,086 4.5 0.0 0.7 0.0 0.0 21.8 136

11.1 1,504 8.4 0.6 3.0 0.0 0.0 20.3 166

合計 12.2 2,608 1.3 0.5 0.6 0.8 0.0 15.7 304

男 50∼64歲 13.3 1,240 0.6 0.6 0.0 1.2 0.0 14.5 165

性 65∼74歲 11.5 551 0.0 0.0 0.0 0.0 0.0 21.3 67
75歲以上 9.3 817 7.8 1.3 5.2 0.0 0.0 10.4 75

合計 15.8 2,440 5.0 0.9 0.7 0.3 0.3 17.6 375

女 50∼64歲 17.4 1,218 3.3 1.4 0.5 0.5 0.5 14.2 212

性 65∼74歲 13.5 535 8.3 0.0 1.4 0.0 0.0 22.2 72
75歲以上 13.2 687 8.8 0.0 1.1 0.0 0.0 28.6 91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原因之百分比基數為想看醫生卻沒有去者，各項原因可複選。

65∼74歲

75歲以上

合計

50∼64歲

性別、年齡
想看醫生卻
沒有去
（％）

想看醫生卻沒有去之原因（％） 想看醫生

卻沒去看

之樣本數

完訪樣本數

表C22.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過去三個月，曾有身體不舒服，想看醫生卻沒有去之百
分比及原因分布」，按性別、年齡統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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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 偶而會量 定期或經常在量 合計

12.0 44.0 44.0 100.0 5,377

15.0 48.2 36.8 100.0 2,513

7.5 39.0 53.5 100.0 1,128

8.5 36.9 54.6 100.0 1,736

合計 13.1 43.1 43.8 100.0 2,761

男 50∼64歲 16.7 46.5 36.8 100.0 1,274

性 65∼74歲 8.0 39.6 52.4 100.0 569
75歲以上 8.4 36.3 55.3 100.0 918

合計 10.9 45.0 44.1 100.0 2,616

女 50∼64歲 13.2 49.9 36.9 100.0 1,239

性 65∼74歲 7.0 38.4 54.6 100.0 559
75歲以上 8.5 37.6 53.9 100.0 818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75歲以上

50∼64歲

65∼74歲

性別、年齡
過去一年內量血壓情形（％）

完訪樣本數

表C32a.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過去一年內，量血壓之情形的百分比」，按性別、年齡統
計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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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做 有做 不知道 合計

35.5 61.9 2.6 100.0 5,376

40.0 58.1 1.9 100.0 2,513

28.1 68.9 3.0 100.0 1,128

31.2 64.0 4.8 100.0 1,735

合計 37.4 60.7 1.9 100.0 2,761

男 50∼64歲 43.1 55.6 1.3 100.0 1,274

性 65∼74歲 28.1 69.7 2.2 100.0 569
75歲以上 31.7 64.3 4.0 100.0 918

合計 33.6 63.1 3.3 100.0 2,615

女 50∼64歲 36.7 60.7 2.6 100.0 1,239

性 65∼74歲 28.1 68.2 3.7 100.0 559
75歲以上 30.7 63.7 5.6 100.0 817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75歲以上

50∼64歲

65∼74歲

表C32b.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過去一年內，做血糖檢查情形之百分比」，按性別、年齡
統計

性別、年齡
過去一年內做血糖檢查（％）

完訪樣本數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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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酸 膽固醇 肝功能 腎功能

43.5 45.9 44.7 42.2 5,363

43.3 45.8 45.0 41.9 2,506

47.0 49.4 48.5 45.6 1,125

38.9 40.3 37.5 37.6 1,732

合計 45.6 46.5 46.1 43.1 2,758

男 50∼64歲 44.6 45.5 45.2 41.8 1,273

性 65∼74歲 50.6 50.9 51.6 48.2 568
75歲以上 42.0 42.9 40.7 39.5 917

合計 41.5 45.2 43.3 41.3 2,605

女 50∼64歲 42.2 46.1 44.7 42.0 1,233

性 65∼74歲 43.4 47.9 45.3 43.0 557
75歲以上 35.3 37.4 33.9 35.4 815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75歲以上

50∼64歲

65∼74歲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過去一年內，有抽血檢查尿酸、膽固醇、肝功能、腎功能
之百分比」，按性別、年齡統計

過去一年內，有抽血檢查下列項目（％）
完訪樣本數性別、年齡

合計

表C3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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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做 有做 不知道或不確定 合計

62.2 36.4 1.3 100.0 2,612

57.2 42.2 0.6 100.0 1,236

63.5 34.3 2.2 100.0 558

79.8 17.6 2.6 100.0 818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75歲以上

65∼74歲

合計

50∼64歲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女性「過去一年內做過子宮頸抹片檢查情形之百分比」，按
年齡統計

表C32d.

年齡 完訪樣本人數
過去一年內做子宮頸抹片檢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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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做 有做 合計

40.2 59.8 100.0 5,372

43.0 57.0 100.0 2,513

35.0 65.0 100.0 1,128

38.1 61.9 100.0 1,731
合計 39.9 60.1 100.0 2,759

男 50∼64歲 44.1 55.9 100.0 1,274
性 65∼74歲 34.3 65.7 100.0 569

75歲以上 33.5 66.5 100.0 916
合計 40.4 59.6 100.0 2,613

女 50∼64歲 41.9 58.1 100.0 1,239
性 65∼74歲 35.6 64.4 100.0 559

75歲以上 43.2 56.8 100.0 815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本項健康檢查係指全身性健康檢查，單項檢查請參見表C32a-C32d。

表C34.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過去三年內做健康檢查情形之百分比」，按性別、年齡
統計

性別、年齡
過去三年內做健康檢查情形(%)

完訪樣本人數

合計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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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覺得需
要做健康
檢查

沒有時間
害怕知道
自己有毛
病

沒有錢
沒有人
陪伴前往

交通
不方便

不知道如
何到醫院
或診所

住家離醫
院或診所
太遠

不能請假
去做

找不到
醫生

其他

79.7 14.7 7.6 5.6 4.6 2.4 1.7 1.1 0.3 0.1 9.7 1,987

79.0 20.0 7.7 5.8 2.8 1.4 1.5 0.6 0.5 0.2 8.0 1,055

82.7 7.3 8.1 5.7 5.5 3.6 1.3 1.9 0.0 0.0 10.7 382

77.9 1.3 6.2 4.9 12.0 5.3 2.9 2.7 0.0 0.2 16.9 550
合計 81.0 15.4 8.0 5.3 2.2 0.9 1.1 0.7 0.4 0.0 10.0 1,009

男 50∼64歲 79.2 20.6 8.0 5.1 1.1 0.4 1.3 0.4 0.5 0.0 8.0 548
性 65∼74歲 85.6 7.7 9.9 6.4 2.4 1.1 0.5 0.5 0.0 0.0 11.5 191

75歲以上 81.9 1.9 4.1 4.4 7.8 3.3 1.5 2.6 0.0 0.4 17.8 270
合計 78.3 13.9 7.2 6.0 7.2 4.0 2.2 1.6 0.2 0.2 9.5 978

女 50∼64歲 78.7 19.3 7.3 6.5 4.7 2.6 1.8 0.8 0.4 0.4 7.9 507
性 65∼74歲 79.8 6.8 6.3 4.9 8.6 6.0 2.1 3.2 0.0 0.0 10.0 191

75歲以上 74.1 0.7 8.2 5.3 16.0 7.1 4.3 2.8 0.0 0.0 16.0 280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百分比基數為「過去三年沒有做過健康檢查的人」，未做健康檢查的原因可複選。

表C34a.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過去三年沒有做健康檢查原因之百分比」，按性別、年齡統計

性別、年齡

過去三年沒有做健康檢查的原因(%)

完訪樣
本人數

合計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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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為暸解健康情形
(預防保健)

自己感覺不舒服，

或不對勁，故自己
主動去做

不舒服，醫生交代
去做的

其他

71.9 8.4 13.4 14.3 3,232

74.4 8.1 10.4 14.0 1,432

72.7 9.7 14.9 13.2 730

62.0 7.4 20.9 17.3 1,070
合計 70.7 8.0 13.6 15.9 1,690

男 50∼64歲 71.1 7.3 11.2 17.4 712
性 65∼74歲 73.5 10.1 13.6 13.0 371

75歲以上 65.0 6.8 20.6 15.8 607
合計 73.3 8.9 13.1 12.7 1,542

女 50∼64歲 77.8 8.9 9.6 10.7 720
性 65∼74歲 71.9 9.2 16.2 13.4 359

75歲以上 58.0 8.2 21.3 19.2 463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百分比基數為「過去三年做過健康檢查的人」，做健康檢查的目的可複選。

表C34b.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過去三年做健康檢查目的之百分比」，按性別、年齡統計

性別、年齡

過去三年做健康檢查的目的(%)

過去三年做過健康
檢查之樣本人數

合計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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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做 有做 合計

57.2 42.8 100.0 5,371

60.9 39.1 100.0 2,511

50.8 49.2 100.0 1,128

54.4 45.6 100.0 1,732
合計 56.7 43.3 100.0 2,759

男 50∼64歲 61.7 38.3 100.0 1,273
性 65∼74歲 50.1 49.9 100.0 569

75歲以上 49.6 50.4 100.0 917
合計 57.8 42.2 100.0 2,612

女 50∼64歲 60.0 40.0 100.0 1,238
性 65∼74歲 51.6 48.4 100.0 559

75歲以上 60.0 40.0 100.0 815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表C34c.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過去一年是否做過健康檢查之情形的百分比」，按性
別、年齡統計

性別、年齡
過去一年是否做過健康檢查(%)

完訪樣本人數

合計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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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覺得需
要做健康
檢查

沒有時間
沒有人
陪伴前往

交通
不方便

沒有錢
住家離醫
院或診所
太遠

害怕知道
自己有毛
病

不知道如
何到醫院
或診所

找不到
醫生

不能請假
去做

其他

68.9 13.2 3.7 2.0 1.9 1.8 1.8 0.3 0.2 0.1 22.7 850

69.9 17.3 1.1 0.9 2.5 1.4 1.4 0.0 0.0 0.2 20.3 439

65.2 8.3 5.9 3.5 0.6 1.8 3.5 0.6 0.6 0.0 27.7 170

71.1 2.9 12.0 4.5 1.6 4.1 0.8 0.8 0.4 0.0 25.1 241
合計 68.5 14.3 1.8 1.4 2.0 1.8 1.9 0.2 0.1 0.3 22.9 433

男 50∼64歲 67.4 19.3 0.5 1.4 2.8 1.8 0.9 0.0 0.0 0.5 20.6 218
性 65∼74歲 70.0 7.2 1.2 0.0 1.2 0.0 4.8 0.0 0.0 0.0 27.6 84

75歲以上 70.6 4.5 8.3 3.8 0.0 4.5 1.5 1.5 0.8 0.0 24.9 131
合計 69.4 12.1 5.7 2.7 1.9 1.9 1.7 0.3 0.3 0.0 22.5 417

女 50∼64歲 72.4 15.4 1.8 0.5 2.3 0.9 1.8 0.0 0.0 0.0 19.9 221
性 65∼74歲 60.5 9.3 10.5 7.0 0.0 3.5 2.3 1.2 1.2 0.0 27.9 86

75歲以上 71.8 0.9 16.4 5.5 3.6 3.6 0.0 0.0 0.0 0.0 25.5 110
註：1.百分比經加權處理。

    2.百分比基數為「過去三年內曾做過健康檢查，但過去一年內沒有做過健康檢查的人」，未做健康檢查的原因可複選。

  

表C34d.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過去三年內曾做過健康檢查，但過去一年內沒有去做健康檢查
原因之百分比」，按性別、年齡統計

性別、年齡

過去一年沒有去做健康檢查的原因(%) 過去一
年沒做
健康檢
查之樣
本人數

合計

5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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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抽樣設計與母體參數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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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中老年身心社會狀況第五次長期追蹤調查 

抽樣設計與參數估計 

參數估計及其誤差公式 

(一) 符號說明 

yghijk = 樣本被查者特性值。 

Yghijk = 母族群對象特性值。 

g = 族群別= 1, 2, 3。 
  g = 1為「50 至 56 歲新世代樣本」之族群； 
  g = 2為「57 至 73 歲中老年追蹤世代樣本」之族群； 
  g = 3為「74 歲以上老人追蹤世代樣本」之族群。 

h = 層別= 1,……, L，L=23。 

i = PSU (Primary Sampling Unit，鄉鎮市區) = 1,……, tgh，  
       tgh =第 g族群第 h層的樣本鄉鎮市區數。 

j = SSU (Secondary Sampling Unit，鄰別) = 1,……, mghi， 
       mghi =第 g族群第 h層第 i個 PSU的樣本鄰數。 

k = TSU (Tertiary Sampling Unit，個案別) = 1,……, nghij， 
       nghij =第 g族群第 h層第 i個 PSU第 j個 SSU的樣本個案數。 

∑
=

=
ghim

j
ghijghi nn

1
=第 g族群第 h層第 i個 PSU的樣本個案數。 

∑
=

=
ght

i
ghigh nn

1
=第 g族群第 h層的樣本個案數。 

∑
=

=
L

h
ghg nn

1
=第 g族群總樣本個案數。 

∑
=

=
3

1g
gnn =台灣地區調查對象總樣本個案數。 

ghiN  =第 g族群第 h層第 i個 PSU的人口數。 

∑
=

=
ghT

i
ghigh NN

1
=第 g族群第 h層的人口數， ghT =第 g族群第 h層母族群 PSU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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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L

h
ghg NN

1
= 第 g族群人口數。 

 ∑
=

=
3

1g
gNN = 台灣地區調查對象總人口數。 

 N
NW g

g = = 各族群加權比率, ∑ =
=

3

1
1

g
gW 。 

(二) 平均數(或比率)之估計和誤差公式 

(1) 各別族群平均數(或比率)之估計和誤差公式： 

(1-1) 各別族群平均數(或比率)之估計值： 

∑∑∑∑
= = = =

==
L

h

t

i

m

j

n

k
ghijk

g
g

h hi hij

gy
n

Y
1 1 1 1

3,2,1,1ˆ 。 

(1-2) 各別族群平均數(或比率)估計值的變異數之估計： 

3,2,1,
)1(

)ˆ(
1)ˆ(ˆ 1 1 1 1

2

=
−

−
=

∑∑∑∑
= = = = g

n

Yy

n
YV

g

L

h

t

i

m

j

n

k
gghijk

g
g

h hi hij

。 

(2) 台灣地區平均數(或比率)之估計： 

(2-1) 台灣地區平均數(或比率)之估計值： 

∑
=

=
3

1

ˆˆ
g

ggYWY 。 

(2-2) 台灣地區平均數(或比率)估計值的變異數之估計：  

)ˆ(ˆ)ˆ(ˆ
3

1

2∑
=

=
g

gg YVWY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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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執行工作小組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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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民國九十二年台灣地區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 

長期追蹤(第五次)調查」 

執行工作小組 

執行單位：人口與健康調查研究中心 

諮詢顧問：張明正、林惠生 

問卷設計：人口與健康調查研究中心 

抽樣執行：劉怡妏 

抽樣參數估計：梁文敏 

調查督導：王秀雀、王端如、柯秀月、黃亞珍、廖秀玲、 

          黎炳堯、劉淑芬 

統計分析及製表：朱慧祺、涂宜均、許家祥、張粹文 

校閱：莊義利、洪百薰 

執行編輯：林宇旋、張粹文 

報告撰述：朱慧祺、林淑慧、涂宜均、許家祥、張粹文 

調查助理：林鈺庭、邱淑華、黃采莉、黃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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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員姓名 核閱員 輔導員 訪員姓名 核閱員 輔導員

松山區 湯金鳳 東  區 牛綺君

大同區 董姿吟

信義區

大安區 南  區 蘇紋玉

中正區 邱月珠 東  區

萬華區 蔡秀美 中  區

中山區 鄭豔璧 西  區

南港區 安平區

汐止市 北  區

內湖區 安南區

文山區 三重市

士林區 蘆洲鄉

北投區 五股鄉

淡水鎮 莊月鑫 泰山鄉

鼓山區 楊世芬 八里鄉

三民區 羅惠丹 板橋市

左營區 永和市

楠梓區 中和市

苓雅區 新莊市

鹽埕區 新店市

前金區 土城市

前鎮區 樹林市

小港區 鶯歌鎮

七堵區 黃秀珠 三峽鎮

安樂區 宜蘭市 林桂麗

中正區 頭城鎮

暖暖區 羅東鎮

仁愛區 五結鄉

中山區 香山區

信義區 北  區

東    區 新埔鎮

西    區 竹東鎮

南    區 湖口鄉

西屯區 新豐鄉

北屯區

北    區 莊千慧

南屯區 林淑美

陳千惠

趙婉伶

謝碧珠

傅惠美

楊秀卿

王芬蘭

陳志堅

高惠珊

林素杏

陳麗粧

吳秀慧

黃碧馨

陳麗玲

林秀芬

趙慧美

吳  幸

劉雪芬

陳翠娥

趙景如

柯秀月

王秀雀

張瓊元

宜

蘭

縣

台

北

縣

徐秀鳳

廖秋蟬

邱美枝

嘉

義

市

台

南

市

劉淑芬

謝佳蓁

鄭淑雲

謝佳蓁

高惠珊

趙景如

東  區

新

竹

市

西  區

王端如

台

中

市

楊麗寬

基

隆

市

高

雄

市

羅桂月

調查工作人員
調 查 地 區 調 查 地 區

台

北

市

黃亞珍

廖秀玲

柯秀月

新

竹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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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員姓名 核閱員 輔導員 訪員姓名 核閱員 輔導員

平鎮市 彰化市

中壢市 鹿港鎮

桃園市 員林鎮

八德市 田中鎮

大溪鎮 二水鄉

楊梅鎮 埤頭鄉

龜山鄉 北斗鎮

龍潭鄉 二林鎮

觀音鄉 大城鄉

大園鄉 溪州鄉

新屋鄉 埔里鎮

蘆竹鄉 信義鄉

苗栗市 張瑞真 草屯鎮

竹南鎮 邱素琴 仁愛鄉

公館鄉 南投市

銅鑼鄉 魚池鄉 莊春美

通霄鎮 葉惠慧 魚池鄉 潘孟君

通霄鎮 葉佩芬 竹山鎮

卓蘭鎮 何淑玲 集集鎮

潭子鄉 林泰珠 北港鎮

潭子鄉 周江陵 斗六市

太平市 曾若芝 斗南鎮

大里市 虎尾鎮

霧峰鄉 二崙鄉

東勢鎮 麥寮鄉 李雅斐

新社鄉 太保市

石岡鄉 朴子鎮

豐原市 六腳鄉

大甲鎮 彭滿玉 水上鄉

后里鄉 中埔鄉 李琤詔

外埔鄉 竹崎鄉

大安鄉 洪秀琴 陳滿雀 王秀雀 番路鄉

清水鎮 廖   足
沙鹿鎮

梧棲鎮

神岡鄉

龍井鄉

雲

林

縣

黃亞珍

廖素芬

張惠玲 黎炳堯

嘉

義

縣

何美蓉

郭美彣

高錦惠

羅鈴玉

趙美智

陳宛渟

林素杏

黎炳堯

南

投

縣

蔡馨慧

蔡春梅

林金爾

張惠玲 廖秀玲

彰

化

縣

黃美妃

林陳妙娟

張惠玲

趙景如

廖秀玲

王秀雀

劉淑芬

廖秀玲

劉淑芬

黃亞珍

鄭淑雲

林雪珠

李春英

蘇苾芬

彭彩鳳

王素美

桃

園

縣

陳寶鈴

黃碧玉

黃詠緗

周寶珍

楊又蓁

羅鈴玉

台

中

縣

王錦霜

苗

栗

縣

陳敏玲

高惠珊

調 查 地 區調 查 地 區
調查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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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員姓名 核閱員 輔導員 訪員姓名 核閱員 輔導員

永康市 葉麗娟 屏東市

歸仁市 麟洛鄉

新營市 南州鄉 梁雅玲

柳營鄉 滿州鄉 洪秀鳳

六甲鄉 枋山鄉

官田鄉 恆春鎮

玉井鄉 竹田鄉

仁德鄉 內埔鄉

善化鎮 潮州鎮

關廟鄉 林邊鄉

鳳山市 萬丹鄉 黃玉碧

仁武鄉 台東市

大社鄉 金峰鄉

鳥松鄉 成功鎮 邱燕華

美濃鎮 東河鄉 歐陽秀玲

旗山鎮 壽豐鄉

六龜鄉 花蓮市

甲仙鄉 吉安鄉

林園鄉 許秀琴 光復鄉

大寮鄉 林美玉 秀林鄉

大寮鄉 謝佳珍

田寮鄉

橋頭鄉

燕巢鄉

阿蓮鄉

湖內鄉

岡山鎮

路竹鄉

茄萣鄉 鄭秀娥

張惠玲 王端如

鄭淑雲 劉淑芬

台

東

縣

花

蓮

縣

蕭昭香

朱曉瀅

賴    鑾

高

雄

縣

陳滿雀

許春碧

王素珠

張琴妹

王秀雀王素美

屏

東

縣

潘淑慧

黎炳堯

丁素蓉

高秀美

林蘭楨

謝辛紅

劉親親

台

南

縣
陳貞伶

林素杏 廖秀玲

調 查 地 區 調 查 地 區

調查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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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問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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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機關：行政院主計處92/09/03 

核准文號：處普三字第0920005542號 

有效期間：93年02月28日止 

辦理機關：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樣本編號：(訪員填寫) 

       
C

鄉鎮區代號 序列號  

民國九十二年 

台灣地區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追蹤(第五次)調查 

(50~56 歲問卷) 

個案姓名：                     電話：（日）             （夜）              

個案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居住型態：□1 一般住戶 □2 安養機構：名稱                     

個案的居住地區是：□1 都市、城市 □2 鎮、鄉的街上 □3 鄉村、農村 

個案之性別：□1 男 □2 女 有無事先郵寄「給受訪者的信」？□1 有 □0 沒有 

前往訪視次數：計          次 完訪訪員姓名：                      

本問卷是否一次完成？□1 是 □0 否     分幾次完成：        次 完成日期：      月      日 

住 址 變 更 情 形 記 錄 表 

個案之詳細新地址 

(包括有助找到個案之資料) 
電 話 備 註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有無越區訪問：□1 沒有 □2 有 

下面訪員請勿填寫 

 

初閱者：                日期：    年    月    日 

輔導員：                日期：    年    月    日 

複閱者：                日期：    年    月    日 

過錄者：                日期：    年    月    日  

補
訪
問
題
號
碼 

 

請粘貼
本局局徽
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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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由訪員自行填寫】 

確認代答者或尋求代答者 

I1. 這一本問卷的訪問對象是： 
□ 1 個案本人【跳 A 節】 
□ 2 代答者【續填 I2、I3】 

□ 3 個案本人與代答者【續填 I2、I3】 

I2. 尋求代答的主要原因是： 

I2a. 訪問開始即因被查者有下列情形，而改找代答者： 
□ 1 重病或身體虛弱體力無法支持 
□ 2 重聽、耳聾、啞巴或無法溝通 
□ 3 精神有問題或心智不正常 
□ 4 出國，今年年底以前不會回來 

□ 5 其他(請寫出)：                       

I2b. 訪問中途即因被查者有下列情形，而改找代答者： 
□ 1 無法記憶 
□ 2 因個案身體虛弱、體力無法支持 
□ 3 顯得不可理喻、不願繼續、拒絕再答          I2b1. 是從那一節那一題開始？ 
□ 4 情緒不穩、悲傷                                    節     題開始代答 
□ 5 其他(請寫出)：                  

I3. 代答者是受訪個案的什麼人？ 
□ 11 父親 
□ 12 母親 
□ 02 配偶 
□  兒子 
□  女兒 
□  媳婦                       【寫出與個案關係】 

□  其他親戚                    (               )  
□  其他非親戚 

《 代答者問卷中有「 」之問題不用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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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開始時間：□1 上午      □2 下午     ________時________分(24 小時制) 

這次訪問的主要目的是希望瞭解目前中老年人的健康狀況、醫療保健的情形，以及

有關工作、退休，與老年生活的安排、計畫和需求等資料，以作為政府擬訂相關的衛生

醫療與社會福利政策之參考。為了研究的目的，我們也需要瞭解一些您的背景資料和家

庭狀況。每一位受訪者對各個問題所提供的答案，對我們的調查研究而言，都是非常寶

貴而重要的資料。所以請您務必根據『您自己的真實情況』回答。謝謝您的合作。 

A‧背景資料、婚姻及居住狀況 

個人基本資料 
A1. 根據我們的戶口資料，你是在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出生的，請問你實際上是不

是這一天出生的? 
□0 不是 □1 是【跳問 A2】 

A1a. 那麼事實上是什麼時候出生的呢?(以國曆為準) 

民國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A2. 你的最高學歷(你接受最高的學校教育)是甚麼？【請記錄教育程度代號：        】 

未受正規教育  小學年級   初中(職) 高中(職) 大學(二三專) 研究所  不清楚 
------------------------------------------------------------------------------------------  --------- 
不識字 識字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四 
 00     90  010203040506  070809  101112    13141516     17+     99 
               初等科     高等科  一二三    四五 
               (日制)      (日制)     (五     專) 

A3. 你是在臺灣、大陸、其他地方出生的？ 
□1 臺灣    □2 大陸    □3 其他地方【註明】                 

 

 

A5. 你是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 還是哪裡人？ 
□1 閩南人   □3 外省人     □5 其他：             
□2 客家人   □4 原住民 

A6. 你的父親是不是在中國大陸出生的? 
□0 不是    □1 是 

91.空中大學肄業

92.空中行專肄業

A4. 你是在幾歲時來到臺灣的？ 
 在___________歲時，或：民國___________年來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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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你父親一生中的主要工作是甚麼？ 

職業：                    【詳加記錄】 

A8. 你父親的最高學歷(接受最高的學校教育)是什麼？【請記錄教育程度代號：        】 

未受正規教育  小學年級   初中(職) 高中(職) 大學(二三專) 研究所  不清楚 
------------------------------------------------------------------------------------------  --------- 
不識字 識字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四 
00     90  010203040506  070809  101112    13141516     17+     99 

               初等科     高等科  一二三    四五 
               (日制)      (日制)     (五     專) 

A9. 你的母親是不是在中國大陸出生的? 
□0 不是    □1 是 

A10. 你母親的最高學歷(接受最高的學校教育)是甚麼？【請記錄教育程度代號：        】 

未受正規教育  小學年級   初中(職) 高中(職) 大學(二三專) 研究所  不清楚 
------------------------------------------------------------------------------------------  --------- 
不識字 識字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四 
00     90  010203040506  070809  101112    13141516     17+     99 

               初等科     高等科  一二三    四五 
               (日制)      (日制)     (五     專) 

童年健康狀況 

現在，我要請教一些和你 16 歲以前健康有關的問題。 

A11. 你 16 歲以前的健康情形是很好，好，普通，或不太好還是很不好？ 
□1. 很好   □2. 好   □3. 普通   □4. 不太好   □5. 很不好 

A12. 在你 16 歲以前，有沒有因為身體健康的問題，而臥床或留在家中(不能工作或上學)一
個月或一個月以上？ 
□1. 有            □0. 沒有【跳問 A13】 

 

A12a. 當時造成你臥床或留在家中一個月或一個月以上，最主要是什麼原因或

疾病/症狀? 

(1)                             (2)                          

 

91.空中大學肄業

92.空中行專肄業

91.空中大學肄業

92.空中行專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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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狀況 

A13. 請問你目前的婚姻狀況是什麼? 
□1 已婚，目前有先生/太太【續問 A13a】 

A13a. 你先生/太太是否經常住在這裡？ 
□0 否        □1 是【跳問 A14】 

A13a1. 他/她為什麼沒有經常住在這裡？ 
□1 另有永久性的住所 
□2 暫時在外地工作 
□3 因家庭因素暫時不在家 

□4 其他，請說明：                        

A13a2. 請問你們多久見面一次？ 
□1 每週見面   □3 其他：                 
□2 每月見面 

【跳問 A14】 
□2 不曾結婚 

A13b. 請問你目前有沒有和一位伴侶住在一起？ 
□0 沒有【跳問 A22】 
□1 有【跳問 A14】 

□3 離婚 
□4 (正式)分居 
□5 喪偶 

A13c1. 請問你是在什麼時候離婚/分居/喪偶的? 

在民國________年；或在_________年前 

A13c2. 你目前有沒有和一位伴侶住在一起？ 
□0 沒有              □1 有 

【續問 A14】 
 
以下 A14∼A19(∼A22) 為結婚及配偶(伴侶)的資料，目前已婚(有伴侶)、或離婚、喪偶者

均要問。這部份係以目前(或最近一次)的婚姻為準。 

A14. 你(這次/最近一次)是什麼時候結婚(或同居)的？ 

民國 _________年； 或____________歲時結婚的 

A15. 請問您先生/太太(或同住伴侶)是哪一年出生的？或現在幾歲？ 

民國 _________ 年出生的； 或____________歲 

︻
問
已
婚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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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6. 他/她是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還是哪裡人？ 
□1 閩南人   □3 外省人     □5 其他：                 
□2 客家人   □4 原住民 

A17. 他/她的最高學歷(接受最高的學校教育)是甚麼？【請記錄教育程度代號：        】 

未受正規教育  小學年級   初中(職) 高中(職) 大學(二三專) 研究所  不清楚 
------------------------------------------------------------------------------------------  --------- 
不識字 識字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四 
00     90  010203040506  070809  101112    13141516     17+     99 

               初等科     高等科  一二三    四五 
               (日制)      (日制)     (五     專) 

A18. 【訪員查核】  
 □0 個案目前無偶(無伴侶)者【跳問 A19】 
 □1 個案目前有偶(有伴侶)者【指 A13、A13b、A13c2 答 1 者則表示 

目前有偶】 
A18a. 你認為你先生／太太（或同居伴侶）的健康情形是很好、好、普通、不太好

還是很不好？ 
□1 很好      □3 普通       □4 不太好 
□2 好                       □5 很不好  

A19. 有些人有結婚一次以上的經驗，請問你有沒有過這種情形? 
□0 沒有【跳問 A20】 
□1 有  

A19a. 包括這一次在內，你曾經結過幾次婚？_________次 

A19b. 你第一次結婚是在什麼時候？ 

民國 _________年，或____________歲時 

A19c. 你的第一次婚姻是在什麼時候結束的？民國 _________年 

A19d. 是在什麼情況下結束的？ 
□1 喪偶      □2 離婚      □3 分居 

A20. 請問你(第一次)結婚是由誰決定的？ 
□1 主要由男女雙方共同決定 
□2 主要由父母或家族長輩安排 
□3 男女雙方與父母、家族長輩共同決定 

91.空中大學肄業

92.空中行專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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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 你們(第一次)結婚的時候是夫妻單獨住？與父母(或公婆)同住？還是與其他親戚同住？

【與父母同住可含其他兄弟姊妹】 
□1 夫妻自己住             □3 與女方之父母同住 
□2 與男方之父母同住       □4 與其他人同住 

居住歷史 

A22. 請問你現在住的這裡是你長久(經常)居住的地方嗎? 或者你是在幾個子女家裡輪流住? 
還是你雖然居住在這裡，但是常常到其他親人家裡(譬如兒子家、女兒家，或其他親友

家)探望?還是你只不過來此探望親人，而不是經常住這裡？ 
□1 長久住 
□2 輪流住 

□3 居住在此，常探望其他人 
□4 僅來此探望，並非經常住此 

□5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23. 你經常居住的(這／那棟)房子是屬於誰的﹖ 
□1 個案本人所有                   【續問 A24】 
□2 個案之配偶的  
□3 房子是屬於子女的               【跳問 A25】 
□4 租來的 
□5 政府或雇主提供之宿舍           【跳問 A26】 
□6 安養機構 
□7 祖產﹑共業 

□8 其他(請說明)              

A22a. 你是在哪些人(哪幾個孩子)家裡輪流住？

【寫出與個案關係】 

(1)_______  (2)_______  (3)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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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A23.回答房子係個案本人或配偶所有者，問 

A24. 這棟房子是你(或你先生/太太)買的、自建、繼承的、還是父母或其他親戚給的? 
□1 自己或配偶購買的 
□2 自建 

□3 繼承的 
□4 父母或其他親戚給的 
□5 其他(請說明)                     

A24b. 是誰拿錢出來幫你(或你先生/太太)買(或建)這棟房子 ? 
或：你(或你先生/太太)是繼承誰的房子 ? 
或：是哪一個親戚給的?【請記錄與個案之關係】 

(1)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 【續問 A24c】 

A24c. 假如你把這棟房子賣掉，而且還清貸款或抵押金之後，你大概還可以拿到多

少錢﹖  總共 ___________________萬元【問完本題跳 A26】 

【若個案說不出來或拒絕回答，則以下列範圍探問】 

□a) 少於 50 萬元                 □e) 500 萬元以上∼700 萬元以內 
□b) 50 萬元以上∼100 萬元以內    □f) 700 萬元以上 
□c) 100 萬元以上∼300 萬元以內   □g) 不知道或難以估計 
□d) 300 萬元以上∼500 萬元以內   □h) 拒答 

【問完本題跳 A26】 
 

【若 A23 答房子為子女所有，問】 

A25. 是哪一個子女的﹖【記錄與個案之關係】_______________ 

A25a. 這棟房子是不是你分給(或轉給)他，或是你出錢資助他買的﹖ 
□1 是個案分給(轉給)兒女的   □3 個案提供全部的資助 
□2 個案提供部分的資助      □4 都不是 

A26. 這房子大約是多少建坪(含公共設施)﹖_________________坪 

A24a. 你的父母、兄弟、孩子或其他親戚，有

沒有拿錢出來幫你(或你先生/太太)買
(或建)這棟房子? 
□0 沒有【跳問 A24c】 
□1 有【續問 A2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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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7. 你所住的(這棟)房子裡，有沒有下面我說的這些設備﹖【若有】各有幾部/輛？ 
□a 有電視機：______部 

□b 有冷(暖)氣機：______台/口 

□c 有汽車：_______輛 

A28. 請問你喜不喜歡現在住的這個房子？是很喜歡、喜歡、普通、不太喜歡、或很不喜歡？ 
□1 很喜歡 □3 普通 □4 不太喜歡 
□2 喜歡 【跳問 A29】 □5 很不喜歡 

A28. 為什麼你會說很喜歡/喜歡(或很不喜歡/不太喜歡)這個房子？【訪問

員可就下列舉例來提示：空間大小、房間多寡、環境好壞、方便與否、

與同住者/鄰居的關係好壞..】 

理由(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理由(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29. 請問你住在這個房子多久了? 
□1 出生後就一直住在這個房子【跳問 A31】 

□2 已經住了 _______年 
□3 不滿一年 

A29a. 請問你為什麼要搬來這裡住?【可複選】 
□a 結婚 □g 方便子女就學 
□b 分家 □h 跟隨子女搬家 
□c 自己或配偶更換工作 □i 子女需要的幫忙 
□d 變賣土地或結束生意 □j 子女希望你和 
□e 配偶或其他親人死亡 他/她一起住 
□f 年齡太大或健康因素， □k 換/買房子 
 不能工作/獨自料理家務 □l 子女安排輪住 

□m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30. 請問你在這個鄉/鎮/市/區住多久了?  
□1 一直住在這個鄉/鎮/市/區【跳問 A31】 

□2 已經住了 _______年 

A30a. 上一次居住的地方是都市、鄉村、或鎮街？ 
□1 農村/鄉村      □3 都市/城市 
□2 鎮街/鄉街      □4 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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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 請問從小到大，你大部份的時間是住在都市?或住在鄉村? 
□1 大部份時間住在都市、城市 
□2 大部份時間住在鄉村、農村 
□3 居住都市、鄉村的時間均相當長 
□4 居住的地方原本是鄉村，後來變成都市 

□5 其他【請說明】                     

A32.【每個個案都要問】有些老年人會選擇自己較喜歡(滿意)的環境或地點來居住。請問

當你 70 歲(或年齡更大)時，你在選擇你的居住地點或環境時，那一項是最重要的選

擇因素﹖第二重要的是那一項﹖【請圈選】 
【註：若個案認為現住地最好，應探問：你為什麼認為你現在住的地方最好呢?還有沒

有其他原因?】 

【一次唸出下列各項，請受訪者選擇】 

   最重要    第二重要 
1 與兒女住在鄰近 01 01 
2 附近要很多活動或娛樂設施 02 02 
3 治安良好和安靜的地方 03 03 
4 乾淨、遠離污染的地方 04 04 
5 便於就醫的地方 05 05 
6 交通、購物等生活方便的地方 06 06 
7 與朋友住在鄰近 07 07 
8 其他考慮(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 08 08 

□其他反應(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 0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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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家戶結構、親屬概況及互訪 

接下來我想請教一些有關你的子女和其他家人的問題。 

生育情形 

B1. 請問你目前總共有幾個子女？【指現仍存活的，包括親生、領養、繼子／女、住家裡的、

住外面的。】 

□00 沒有子女 □   共有_______個子女 

B2. 請問他們是不是都是你親生的？有領養的嗎？或過

繼的嗎？其中有幾個兒子？幾個女兒？【記錄個案

的子女數】 

其中，(B2a.) _________個親生兒子 

 (B2b.) _________個親生女兒 

 (B2c.) _________個養子/繼子 

 (B2d.) _________個養女/繼女 

B3. 請問在你現有的這些子女中，與你經常同住在這戶

內的有幾人？沒有經常與你同住的有幾人？ 

同住子女數：______________人； 

不同住子女數______________人 

【續問 B4】 

B4. 請問你有沒有不幸過世的子女？有沒有將子女送給別人？有沒有子女目前已歸離異的配

偶所有？ 
□1 有 □0 沒有【跳問 B4b】 

B4a. 有幾個過世的子女？幾個子女送人？幾個子女已歸離異的配偶所有？ 

□1 過世的子女，_______個 

□2 送人的子女，_______個 

□3 歸離異配偶所有，________個 

□4 其他，_______個，(請說明)：                     

B4b. 【訪員查核】： □0 B1 回答「目前沒有子女」者【跳問 B15 其他家戶成員」】 

 □1 B1 回答「目前有子女」者  【續問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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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現況 

B5. 他／她是你的什麼人？ 

B6. 他/她們分別是男的還是女的？   1 男      2 女 

B7. 他/她足歲是幾歲？ 【記錄足歲】 

B8. 【對 6 歲以上成員, 問:】他/她的最高學歷(最高的學校教育)是什麼？【填寫教育程度

代號】 
  未受正規教育  小學年級   初中(職) 高中(職) 大學(二三專) 研究所  不清楚 
---------------------------------------------------------------------------------------------  --------- 
不識字 識字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四 
 00     90  010203040506  070809  101112    13141516     17+     99 

  初等科     高等科  一二三    四五 
               (日制)      (日制)     (五     專) 
 

B9.【對 6 歲以上成員，問:】他/她現在有在工作嗎?或者還在念書?還是在當兵﹖還是當家

庭主婦﹖或是其他﹖ 
1 有工作      3 服役          5 無業/失業/退休       7 其他(請寫出) 
2 在學        4 家庭主婦      6 半工半讀                                  

B10.【對 15 歲以上成員，問:】他/她結過婚嗎？【如果是】現在是不是還和先生/太太在一

起？【若已婚】B10a.他/她有幾個存活的孩子？ 
1 有偶       3 分居       5 喪偶 
2 同居       4 離婚       6 未婚 

【以下 B11-B14 只問不同住子女】 

B11. 他/她的居住狀況是怎樣？是現在長時間在外求學/當兵，而住在外地？或其他？ 
1 已正式分開居住                      3 服兵役 
2 因求學或工作而暫時住在外面          4 其他 

B12. 他/她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1 隔壁或同棟樓         3 同一或鄰近市/鄉/鎮         5 大陸 
2 同鄰                 4 臺灣其它地方              6 外國 

B13. 你們多久會見面一次？ 
01 每天        03 每個禮拜    05 每隔幾個月    07 每隔幾年或已經很久未 
02 每隔幾天    04 每個月      06 每一年           見面 

B14. 你們多久會互通一次電話？ 
01 每天      03 每個禮拜    05 每隔幾個月    07 每隔幾年或已經很久未連絡 
02 每隔幾天  04 每個月      06 每一年        08 不需打電話 

請就受訪者現有的子女，按同住、不同住分開逐一詢問 B5∼
B14 之題目，並將答案填於表Ⅰ‧子女概況表中。 

【務請註明排行】

91.空中大學肄業 

92.空中行專肄業 



 

表Ⅰ、子女概況表 
 只問 6歲以上 只問 15 歲以上 只問不同住子女 

B6.  
性別 

B7.  
年齡 

B8.  
教育年數 

B9.  
就業狀況 

B10.  
婚姻狀況 

B10a.  
個案子女之
現存子女數 

B11.  
居住狀況 

B12.  
現住在哪
裡？ 

B13.  
多久見面一
次？ 

B14.  
多久互通電
話一次？ 

B5.  
家戶成員（註明與個案之
關係及排行） 

如：長子、次子、長女、
次女 

關   係 代號 
(勿填寫) 

1 男 
2 女 

足 
歲 
數 

參考附表，如
小 6 
國 9 
高 12 
大 16 
研 17 

【填教育程 
  度代號】

1 有工作 
2 在學 
3 服役 
4 家庭主婦 
5 無業失業

或退休 
6 半工半讀 
7 其他【請說

明】 

1  有偶 
2  同居 
3  分居 
4  離婚 
5  喪偶 
6  未婚 

如數填入 
【若無， 
請寫 0】 

1 已正式分
開住 

2 因求學、工
作暫外住 

3 服兵役 
4 其他【請說

明】 

1  隔壁 
2  同鄰 
3  同(鄰近)

地區 
4  他地 
5  大陸 
6  外國 

01 每天 
02 每隔幾天 
03 每個禮拜 
04 每個月 
05 每隔幾個月 
06 每一年 
07 每隔幾年/久未連絡 
08 不需打電話 
※ 若答「有事才聯絡」，則

追問「常常有事嗎？」 

同  住 

01        

02        

03        

04        

05        

 

不同住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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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家戶成員 
B15. 除了你、你先生／太太和子女之外，請問另外還有多少人經常和你住在一起? 

_______人 

B16. 請就受訪者目前的各個家戶成員，逐一詢問 B17∼B21 之題目，並將答案填於表Ⅱ‧其

他家戶成員概況表中。 若家戶成員為媳婦或女婿，則務請註明排行。 

表Ⅱ、其他家戶成員概況表(同住者)【本人、配偶及子女請勿填入本表內】 

 6 歲以上成員才問 問15歲以上成員

B17. 
性別 

B18. 
年齡 

B19. 
最高教育年

數 

B20. 
他/她現在就業

狀況 

B21. 
他/她的婚姻狀

況 

家戶成員(註明與個

案之關係及排行) 
如：父親﹑母親 

公公﹑婆婆 
長媳﹑次媳 
孫子﹑孫女 
或其他人 

B16. 
他/她是你

的什麼人? 
【關係】 

代號 
(勿填寫) 

1 男 
2 女 

足 
歲 
數 

參考下表，

如 
小 6
國 9
高 12
大 16
研 17 

【填教育程

度代號】

1 有工作 
2 在學 
3 家庭主婦 
4 無業失業或

退休 
5 半工半讀 
7 其他 
【請說明】 

1 有偶 
2 同居 
3 分居 
4 離婚 
5 喪偶 
6 未婚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未受正規教育  小學年級   初中(職) 高中(職) 大學(二三專) 研究所  不清楚 
---------------------------------------------------------------------------------------------  --------- 
不識字 識字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四 

  00    90  010203040506  070809  101112    13141516     17+      99   教育程度代號 

初等科     高等科  一二三    四五 
                   (日制)      (日制)     (五     專) 

91.空中大學肄業 

92.空中行專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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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 根據你剛才所說的，包括你本人、還有你的先生／太太、以及......(請唸出表Ⅰ及表Ⅱ中

的一些人)，所以經常住在你們這一戶的，總共有______人，是這樣的嗎？ 
【經受訪者確認，記下戶內總人數：】________人 

B22a.【訪員自填，免問：】請訪員依據家戶成員表，在下列選項中，自行勾選出目前與

受訪者同住之所有家戶成員。【b∼k 才可複選】 
□a 只有一人獨居 □e  媳婦 □i 孫子女 
□b 配偶(或同伴) □f  男方之父母親 □j 其他親戚 
□c 未婚子女 □g  女方之父母親 □k 其他非親戚 
□d 已婚兒子 □h  已婚女兒 

【註：「男方/女方」係指個案本人或其配偶而言。】 

B23. 在此戶所有成員中，誰是戶籍上的戶長？ 
□1 受訪者本人             □3 其他人【請寫出與個案的關係】 

□2 配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24. 目前你和這些人同住一戶（或目前你只你一個人自己住），對這樣的安排你是否感到

滿意？ 
□1 非常滿意 □3 普通 □4 不太滿意 
□2 滿意  □5 非常不滿意 

B25. 我要說出一些老年人常見的居住安排方式，你最喜歡或是最希望的方式是那一種呢?
【逐項唸出下列方式，讓個案選】 
□1 自己(含配偶)單獨住 □5 與已婚子女住在鄰近的地方 
□2 與已婚兒子住在一起 □6 住老人安養院 
□3 與已婚女兒住在一起 □7 在兒子間輪住 
□4 與已婚子女住在一起 □8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 

 (不限兒子或女兒) 

B25a. 對於沒有兒子的年老夫婦來講，你認為他們最好是跟已婚女兒同住比較好，還

是自己住，或是搬到老人安養院住？怎樣安排比較好？ 
□1 跟已婚女兒住 □3 住到老人安養院 
□2 自己住 □4 其他安排（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



 

表  Ⅲ‧ 父母親概況表 

【健在者問題】 
【全問】 【不同住者才問】 

B27∼B28. 
是否健在 

B29. 
你認為他/她
現在的健康

情形如何？ 

B30. 
他/她是一直都跟

你同住，或是輪

流住？ 

B31. 
現住在哪

裡？ 

B32. 
你和他/她多久

見面一次？ 

B33. 
你和他/她多久互

通電話一次？ 
B26 

0 已故【續問：他是幾歲去世

的？】 
【跳問下一人】 

1 健在 
【續問 B29】 

關   係 
代 號 

(勿填寫) 
0 已故 

請記錄

去世時

年齡 

1 健在 

1 很好 
2 好 
3 普通 
4 不好 
5 很差 

1 一直同住 
2 現同住，有

時輪住他處 

【跳下一人】

3 現住他處， 
有時來輪住 

4 一直住他處 

1 隔壁 
【跳B34】

2 同鄰 
3同(鄰近)區
4 他地 
5 大陸 
6 外國 

01 每天 
02 每隔幾天 
03 每個禮拜 
04 每個月 
05 每隔幾個月

06 每一年 
07 每隔幾年或

很久 

01 每天 
02 每隔幾天 
03 每個禮拜 
04 每個月 
05 每隔幾個月 
06 每一年 
07 每隔幾年/很

久 
08 不須打 

41 父親  0  1      

42 母親  0  1      

43 公公/岳父  0  1      

44 婆婆/岳母  0  1      

45  0  1      

46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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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以下 B34∼B37 的答案請填在下面表格裡】 

B34. 你自己的兄弟姊妹現在仍存活的各有幾個？【若無，跳問 B36】 

B35a.【若有】共有幾個住在附近或同一市鎮鄉內的？ 
【若有】其中，平均至少每個星期會見面一次的有幾個？ 

B35b. 那些住在台灣(內)其他地方的兄弟姊妹共有幾個？ 
【若有】平均每個月至少有見面或用電話、寫信聯絡的共有幾個？ 

B35c. 你現有的兄弟姊妹中，不和你經常住在這裡，但你和他/她每星期至少聯絡一次

的有幾個？ 

B36. 你的配偶現在仍存活的兄弟姊妹各有幾個？【若無/個案若不曾結婚，跳問 B38】 

B37a. 其中，至少每月會見面或用電話、寫信聯絡一次的有幾個﹖ 

B37b. 其中，至少每個星期會見面或用電話、寫信聯絡一次的有幾個﹖ 
 

□個案不曾結婚【跳問 B38】 

□個案已離婚未再婚【跳問 B38】

B34. 
自己的 
兄弟姊妹 
(現存人數) 

B35a. 
不同住，但住在附近或同

一市鎮鄉的有 

          人 
其中，每週見面一次的有

          人 

 

B36. 
配偶的兄弟姊妹(現存人數) 

a.兄：_____人，b.弟：_____人

c.姐：_____人，d.妹：_____人

【若均無，跳問 B38】 
B35b. 

不同住，住在台灣(內)其
他地方的有         人

其中，每月聯絡一次的 

有          人 

 

B37a. 
其中，每月聯絡至少一次 

有          人 

a. 兄：_______人 

b. 弟：_______人 

c. 姐：_______人 

d. 妹：_______人 

【若均無， 
跳問 B36】 B35c. 

不同住 (包括台澎金馬及

國外) ，但每週聯絡至少一

次的有          人 
 

 
B37b. 
其中，每週聯絡至少一次 

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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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女 

B38. 你總共有幾個內/外孫子女？ ____________個【如果 0 個，跳問 B39】 

B38a. 其中，在台灣但不和你同住的內／外孫子共有幾個？ 

____________個【如果 0 個，跳問 B38a2】 

B38a1. 又其中，有幾個是住在本市／鎮／鄉內？______個【如果 0 個，跳問 B38a2】 

【若有】有幾個孫子女至少每個星期和你見面一次？______個 

【若有】有幾個孫子女雖沒見面，但至少每個星期和你聯絡一次？______個 

B38a2. 那些不住本市／鎮／鄉，但至少每星期和你見面或電話聯絡的孫子女有幾

個？ 

______個 

其他親友 

B39. 除了我們剛才談到的這些親人（包括：子女、父母、兄弟姊妹和孫子女）之外，還有幾

個能經常至少每個星期一次和你見面、談話、或電話聯絡的其他親戚？ 

____________個經常見面、談話、或電話聯絡的其他親戚 

B40. 你有多少個能經常至少每個星期一次和你見面、談話、或電話聯絡的鄰居或朋友？ 
【指比較親近或有交情者，不包括只是業務關係，或點頭之交者。】 

____________個能經常見面、談話、或電話聯絡的鄰居、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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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健康、醫療服務之利用與衛生行為 

前言：接下來，我要來請教關於你的健康及你保持健康情形的一些問題，請你來告訴我。首

先要請問你的是： 

健康的自我評量 

C1. 你對你現在的健康情形，認為是很好、好、普通、不太好還是很不好? 
□1 很好 □3 普通 □4 不太好 
□2 好  □5 很不好 

C2. 和一年前比起來，你看你現在的健康情形是比較好、差不多、或是較差? 
□1 較好  □2 差不多 □3 較差 

疾病狀況 

C3. 下面我會說出一些中老年人比較有的一些病症，請你告訴我，你是不是曾經也有這種病

症？ 

訪員注意：請逐項詢問下一頁「疾病記錄表」中每一項疾病，若「自述」或「探問」後表

示「有」該項疾病，務請繼續問表中接續下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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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記錄表 

【C3 答有該項疾病者，須問 C3a－C3e】 
C3. 
你是否曾
經有這種
病症? 

C3a. 
這種病
有無經
過醫生
診斷? 

C3b. 
過去一
年有無
因此病
看醫生?

C3c. 
您現在
還有這
種病症
嗎? 

C3d. 
現在有無在
服藥或治療
此病? 

C3e. 
這種病對您
目前日常生
活行動造成
多大的不方
便?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疾病/症狀 

(

跳
問
下
一
個
病
症)

沒
有
或
不
知
道 

有 沒
有
或
不
確
定 

有 沒
有 

有 沒
有 

有 沒
有 

偶
而
或
必
要
時
有 

經
常
或
按
時
有
做 

沒
有
影
響 

有
點
不
便 

相
當
不
便 

(1) 高血壓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2) 糖尿病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3) 心臟病 
(心悸不算)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4) 中風(腦溢血)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5) 癌症或惡性腫瘤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6) 支氣管炎﹑肺氣

腫﹑肺炎﹑肺病、

氣喘等病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7) 關節炎或風濕症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8) 胃潰瘍或胃病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9) 肝﹑膽疾病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10)髖骨骨折 0 1  0 1 2

(11)白內障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12)腎臟疾病 
(包括結石)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13)痛風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14)脊椎骨骨刺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15)骨質疏鬆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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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訪員查核】： □0 受訪者沒有糖尿病或腎臟病     【跳問 C5】 
  □1 受訪者有糖尿病或腎臟病 

C4a. 請問你目前是不是有在接受洗腎治療？ 
□1 有 □0 沒有【跳問 C5】 

C4b. 你目前是多少天洗腎一次？          天 

C4c. 總共洗了多久？        年        月 

C5. 除了上面這些疾病外，你還有沒有其他疾病或症狀?【要提示】如青光眼、頭暈、暈眩、

便秘、痔瘡、攝護腺肥大，或其他地方疾病或症狀。 

□1 有 □0 沒有【跳問 C6】 

C5a. 是什麼疾病或症狀(請說明)? 

其他(1)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2)______________________ 

C6. 在你 16 歲之後，有沒有因為身體健康的問題或意外傷害事件，而臥床或留在家中(不能

工作或上學)一個月或一個月以上？ 
□1. 有 □0. 沒有【跳問 C7】 

C6a. 當時造成你臥床或留在家中一個月或一個月以上，最主要是什麼原因或疾

病/症狀? 

(1)                             (2)                          

C7. 有些人過去有無法控制小便的情形，請問過去一年裡你是否也有過這種情形? 
□0 沒有 □1 有 

C8. 有些人會常常在無法自我控制的情況下排氣(放屁)或排便(有便意感後，無法忍住大便，

而常沾染到內褲)的情形，請問你是否也有過這種情形？ 
□1 有 □0 沒有【跳問 C9】 

C8a. 您大便失禁的情形，是：(唸出) 

□1 僅排氣無法隨意志控制 

□2 內褲常有糞便的顏色，或者有油狀的黏著物(或液體) 

□3 僅在瀉肚子時或糞便太軟時，才無法自主控制 

□4 連硬的、固態的糞便都無法自主控制 

C8b. 您是偶而、還是經常或每天都會有這種情形(大便失禁)？ 

□1 偶而 □2 經常 □3 每天都會 

C8c. 你現在有沒有在治療？□1 有         □2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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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 整體來說，請問您平常身體上有沒有什麼不舒服或疼痛﹖ 
□1 沒有疼痛 □2 輕微疼痛或不舒服 

或不舒服 □3 中度疼痛或不舒服  

 □4 較嚴重疼痛或不舒服(尚可忍受的程度) 

 □5 非常嚴重的疼痛或不舒服(無法忍受的程度) 

C9a. 這種感覺的痛或不舒服是偶爾會痛或不舒服、常常痛或不舒

服，還是一直都在痛或不舒服﹖ 

□1 偶爾會痛或不舒服    □3 一直都在痛或不舒服 

□2 常常痛或不舒服 

C10. 在過去一個月裡，你是不是很健康? 還是有生病或受傷的情形? 
□0 很健康，也沒受傷     【跳問 C11】 

□1 有生病      □2 有受傷      □3 生病及受傷都有 

C10a. 你有沒有因此而減少日常活動? 

共有__________天       □00 沒有     【跳問 C11】 

C10b. 有沒有因此而臥床半天以上?【若有】共有幾天? 

共有__________天       □00 沒有【續問 C11】 

中老年跌倒 

C11. 請問你過去一年當中，你有沒有跌倒或摔倒過？（譬如走路時跌倒、滑倒、坐著或站著

沒坐好或站好、或暈眩而摔倒，還是躺著時摔下都算，不管是不是有受傷都算） 

□1  有跌倒、摔倒過 □0 沒有跌倒、摔倒過     【跳問 C12】 

C11a. 過去一年共跌倒或摔倒過幾次?  _________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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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的利用 

C12. 過去一年裡，你是否曾經住過院﹖ 
□1 有 □0 沒有     【跳問 C13】 

C12a. 住院幾次？ _____________次 

C12b. 總共住院住了幾天﹖___________天 

C12c. 最近一次是因為什麼原因去住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12d. 在你住院期間，大部分是誰在照顧你﹖ 

_________________【記錄照顧者與個案關係】 

C12e. 過去一年裡，你或你家人總共為你付了多少住院費用 ? 

__________________元 

C12f. 過去半年裡，你是否曾經住過院﹖ 
□1 有          □0 沒有 

C13. 過去一年裡，你是否曾到醫院看急診？ 
□1 有 □0 沒有     【跳問 C14】 

C13a. 共看過幾次？ __________次 



 

接下來，想請教你一些過去一年及最近一個月，你去看病、拿藥或去檢查治療的情形。 

a.在過去一年裡，你

是否曾去(看)過
【唸出左列類

別】？ 

b.在過去一個月

呢？你是否曾去

(看)過【唸出左列

類別】？ 

0 1 0 1 

e.過去一個月

裡，你有去(看)
過【唸出左列類

別】，那麼，你

或你家人總共

為你付了多少

費用？ 醫療服務類別 

(

跳
下
一
個
類
別) 

沒
有 

�

有 

(

跳
下
一
個
類
別) 

沒
有 

�

有 

c.在過去一

個月裡，

你總共去

幾次【唸

出左列類

別】？ 
【記錄次數】

d.你去看西醫或中醫門診主

要的目的是什麼？【可複

選】 
1.身體不舒服、而去看病 
2.只是去做例行性檢查或量

血壓 
3.只是去拿藥(指例行性或

預備性) 
4.其他【請說明】 

【圈選代號】 

C14. 西醫門診 
(不包括住院、急診) 

0 1 0 1 次 1 2 3 4      

C15. 中醫門診 0 1 0 1 次 1 2 3 4      

C16. 藥局(藥房) 
(包括中藥、西藥) 

0 1 0 1 次

C17. 牙醫 0 1 0 1 次

 

總共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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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8. 對您來說，您覺得找醫生看病方不方便？ 

□1 方便 □2 不太方便 □3 很不方便 

C19. 通常你去看醫生，路程(單程)要花您多少時間？ 

_____________時 ____________分 

C20. 在過去一年內，有沒有醫生、復健師或護士到您家裡幫您做治療或復健運動、換管子等

服務(居家護理服務)？ 
□0 沒有 □1 有 

C21. 在過去一年內，你沒有住過老人療養院或安養中心(護理之家)吧？ 
□0 沒有住過 □1 有住過 

C21a. 共住過幾次？_____________次 

C21b. 過去一年內，總共住多久？ 

________個月_______天 

C22. 過去三個月裡，你是否曾有身體不舒服，想看醫生，但卻沒去? 
□0 沒有不舒服 □2 有不舒服，沒有去看醫生 
□1 有不舒服，但是有去看醫生 

C22a. 為什麼沒有去?【可複選】 
□a 沒有錢 □g 害怕知道自己有病 
□b 沒時間 □h 沒人陪伴 
□c 找不到醫生 □i 醫院太遠 
□d 交通不方便 □j 不知道如何到醫院 
□e 不能請假看病 □k 自行購買成藥 
□f 病不嚴重 □l 其它(請指明) 

                       

C20a. 共做幾次？_____________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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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活動量表 

C23. 在沒有人幫助，也沒有工具輔助下，你一個人單獨做下面這些動作，會不會有困難？【若

有困難】是有些困難、很困難、或完全做不到？ 

【即使被訪者從未做過這件事，也請詢問：如果非做不可，你是否做得到？】 

困難程度 
動   作 

0 
沒困難 1 

有些困難

2 
很困難 

3 
完全做不到

備註

(1) 連續站立約 15 分鐘 0 1 2 3  

(2) 連續站立二小時 0 1 2 3  

(3) 屈蹲 0 1 2 3  

(4) 雙手舉高至頭上 0 1 2 3  

(5) 用手指拿或扭轉東西 0 1 2 3  

(6) 拿起或攜帶 20 台斤的東西 
(如 2 斗米) 

0 1 2 3  

(7) 短距離跑步(20-30 米) 0 1 2 3  

(8) 走完 200 至 300 公尺 0 1 2 3  

(9) 能走到 2 樓或 3 樓 0 1 2 3  

C24. 若要你自己一人做下面的事，就你的健康和身體的情形來看，是不是有困難﹖ 
【若有困難，續問：】是有些困難、很困難，還是完全做不到? 

【即使被訪者從未做過這件事，也請詢問：如果非做不可，你是否做得到？】 

困難程度 
動   作 

0 
沒困難 1 

有些困難

2 
很困難 

3 
完全做不到

備註

(1) 買個人日常用品 
 (如肥皂、牙膏、藥品等) 

0 1 2 3  

(2) 處理金錢(如算帳、找錢、付帳等) 0 1 2 3  

(3) 獨自坐汽車或火車 0 1 2 3  

(4) 在住家或附近做粗重的工作 
 (例如清水溝或清洗窗戶) 

0 1 2 3  

(5) 掃地，洗碗，倒垃圾等其他輕鬆工作 0 1 2 3  

(6) 打電話 0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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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4a.【訪員查核】 □0 以上 C24 題六項活動都沒有困難     【跳問 C25】 

 □1 至少有一項有困難 

C24b. 對於你上面所告訴我的困難，有沒有人幫助你做這件(這些)事？ 

□1 有人幫 □0 沒有人幫     【跳問 C25】 

C24c. 主要是誰幫助你做這件(這些)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記錄主要幫助者與個案的關係】 

C24d. 你認為你所得到的幫助是已經足夠了，還是需要更多的幫助﹖ 
□1 已經足夠            □2 需要更多的幫助 

C25. 接下來的我會說出一些日常活動項目，請告訴我，你獨自做這件事會不會有困難？ 
【若有困難，續問：】是有些困難、很困難，還是完全做不到？ 
【暫時因疾病或傷害造成的困難不算】 

【回答有困難的項目，續問 C25a-C25c】 C25. 
你獨自做這件事 
有無困難？ C25b. 

是否用特殊

輔助工具幫

你(做這件

事)？ 

C25c. 
是否有人幫

你(做這件

事)？ 
日常生活活動 

0. 
沒
困
難

1. 
有 
些 
困 
難 

2. 
很 
困 
難 

3.
完
全
做
不
到

C25a. 
這個困難已經持

續有多久了? 
【大約有幾年幾個

月了?】 
0. 
沒 
有 

1. 
有 

0. 
沒 
有 

1. 
有 

1.洗澡 0 1 2 3        年      月 0 1 0 1 

2.穿衣服、脫衣服 0 1 2 3        年      月 0 1 0 1 

3.吃飯 0 1 2 3        年      月 0 1 0 1 

4.起床、站立、坐

在椅子上 
0 1 2 3 

       年      月
0 1 0 1 

5.室內走動 0 1 2 3        年      月 0 1 0 1 

6.上廁所 0 1 2 3        年      月 0 1 0 1 

C25d.【訪員查核】 □0 以上 C25 題六項活動都沒有困難     【跳問 C26】 
 □1 至少有一項有困難 

C25e. 你說你______(有困難的項目)有困難做，那主要是誰幫你做這些事? 

_________________ 【寫出主要幫助者與個案之關係】 

或□00. 沒有人幫忙     【跳問 C26】 

C25f. 你認為你得到幫忙是已經足夠了，還是需要更多的幫助? 

□1 已經足夠            □2 需要更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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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行為 

C26. 你目前是否有抽菸? 
□0 沒有 □1 有 

C26c. 你以前有沒有抽過菸? 
□1 有 □0 沒有【跳問 C27】 

C26c1. 你一共(攏總)抽過多少年的菸?          年 

C27. 你平常是否有喝酒?【偶而喝也算有喝】 
□1 有 □0 沒有【指滴酒不沾】【跳問 C28】 

C27a. 你大約多久喝一次 ?【若答「應酬才喝」，則問多久應酬一次】 
□1 (幾乎)每天喝      □4 每月一、二次 
□2 兩、三天喝一次   □5 每月不到一次 
□3 每週一次 

C27b. 你通常喝到什麼程度 ? 
□1 淺酌(不醉)        □2 微醺(半醉)       □3 常喝醉(爛醉) 

C28. 你目前是否有吃檳榔? 
□0 沒有 □1 有 

C28c 你以前有沒有吃過檳榔?  
□1 有 □0 沒有【跳問 C29】 

C28c1. 你一共(攏總)吃過幾年的檳榔? _________年 

C26a. 平均來說，你一天大約抽幾根菸或幾包菸？ 

□00 少於一支   _______支；或_______包

C26b. 你一共(攏總)已經抽了多少年的菸? 

          年【跳問 C27】 

C28a. 平均來說，你一天大約吃幾粒檳榔？ 

□00 少於一粒        _________粒 

C28b. 你一共(攏總)已經吃了多少年的檳榔 ? 

_________年【跳問 C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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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9. 你平常有沒有在做運動﹖ 
□0 沒有 
□1 每週 2 次以下 
□2 每週 3 至 5 次 
□3 每週 6 次以上 

C29b. 你每次大約運動幾分鐘﹖ 
□1  15 分鐘以下     □2  15 至 30 分鐘     □3  30 分鐘以上 

C29c. 你每次運動後會不會流汗？ 
□1 不會流汗      □3 流很多汗 

□2 會流一些汗    □4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 

C29d. 你每次運動後會不會喘？ 
□1 不會喘        □3 很喘 

□2 會有點喘      □4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 

C30. 你平常是否有在使用或服用下面我所說的這些藥或營養品？ 
【若有，問：】你是經常或按時使用，還是必要時才用？ 
【訪員請逐一唸出每一種藥】 

【若有使用，續問：】 

藥品/營養品 0 沒有用 1 經常或 
按時使用 

2 必要時使用

(1)提神的藥 0 1 2 

(2)安眠的藥 0 1 2 

(3)鎮靜的藥(讓心肝頭鎮靜的藥) 0 1 2 

(4)阿斯匹靈 0 1 2 

(5)治關節炎疼痛的止痛藥 0 1 2 

(6)其他類(第 4、5 項以外)的止痛的藥 0 1 2 

(7)中藥、漢藥(含漢式補藥) 0 1 2 

(8)葡萄糖液注射或鹽水注射 0 1 2 

(9)綜合維他命或礦物質 0 1 2 

(10)鈣片 0 1 2 

(11)魚油 0 1 2 

(12)維他命 E 0 1 2 

(13)卵磷脂 0 1 2 

(14)健康食品 0 1 2 
(15)其他(請指明) 

____________________ 0 1 2 

C29a. 為什麼你平常沒有在做運動? 

                                
【跳問 C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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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 你目前是否有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0 沒有 □1 有  

C32a. 過去一年內，你是否有量過血壓？(包括在家裡自己量、到藥房或衛生所請人量【若有，

問】你是定期、經常在量，還是偶而會量？) 
□0 沒有 □1 偶而會量 □2 定期或經常在量 

C32b. 過去一年內，你是否有做過血糖檢查(驗血檢查有無糖尿病)？ 
□0 沒有 □1 有 □2 不知道或不確定 

C32c. 除了剛才所問的血糖檢查之外，過去一年內，你是否曾抽血檢查尿酸、膽固醇 (血油)、
或是肝功能、腎臟功能？【若有】是檢查什麼? 
□0 都沒有 □1 有 

□2 不知道或不確定 

C32d.【只問女性受訪者】過去一年內，你是否有做過子宮頸抹片檢查？ 
□0 沒有 □1 有 □2 不知道或不確定 

C33.【訪員核對】 

□1 【男性】C32a,b,c 三項檢查都有做過        【跳問 C34】 
□2 【女性】C32a,b,c,d 四項檢查都有做過 
□3  至少有一項檢查沒有做過  

C33a. 為什麼你沒有去做【上面沒有去做的】那項檢查呢？【可複選】 
□a 沒有錢 □g 交通不方便 
□b 害怕知道自己有毛病 □h 不知道如何到醫院或診所 
□c 沒有時間 □i 不能請假去做檢查 
□d 沒有人陪伴前往 □j 不覺得需要做檢查 
□e 找不到醫生 □k 其他(請說明) 

□f 住家離醫院或診所太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檢查：【可複選】 

□a.不知道做那一項檢查 

□b.尿酸 □e.腎臟功能 

□c.膽固醇 □f.其他(說明) 

□d.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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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4. 過去三年中，你是否有去做過健康檢查﹖ 
□1 有 □0 沒有 

C34a. 為什麼過去三年，你沒有去做健康檢查?【可複選】 

□a 沒有錢 □g 交通不方便 
□b 害怕知道 □h 不知道如何到 

自己有毛病          醫院或診所 
□c 沒有時間 □i 不能請假去做 
□d 沒有人陪伴前往 □j 不覺得需要做 
□e 找不到醫生          健康檢查 
□f 住家離醫院 □k 其他(請註明) 

或診所太遠                                 

【跳問 C35】 

C34b. 你去做健康檢查的目的是純粹為了要瞭解自己的健康情形？還是因為自己感覺

不舒服，所以自己主動去做，還是因為身體不舒服，醫生要你去做檢查的？【可

複選】 
□a 純粹為瞭解健康情形(預防保健) 
□b 自己感覺不舒服，或不對勁，故自己主動去做 

□c 不舒服，醫生交代去做的 

□d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34c. 那麼過去一年中，你是否有去做過健康檢查 ? 
□1 有           □0 沒有 

C34d. 為什麼過去一年，你沒有去做健康檢查 ?【可複選】 

□a 沒有錢 □g 交通不方便 

□b 害怕知道 □h 不知道如何到 

自己有毛病          醫院或診所 

□c 沒有時間 □i 不能請假去做 

□d 沒有人陪伴前往 □j 不覺得需要做 

□e 找不到醫生          健康檢查 

□f 住家離醫院 □k 其他(請註明) 

或診所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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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輔助器物使用情形 

C35. 目前，你有沒有戴眼鏡(包括閱讀用眼鏡或隱型眼鏡)? 

□0 沒有 □1 有 

C35a. 你看東西是否看

得清楚? 

 C35b. 你戴眼鏡(或隱型眼鏡)後，看東

西是否看得清楚? 

□1 很清楚      □3 普通       □4 不太清楚 

□2 清楚                       □5 一點也不清楚 

C36. 你有沒有戴助聽器? 

□0 沒有 □1 有 

C36a. 你聽聲音是否

聽得清楚? 

 C36b. 你戴助聽器後是否聽得清楚? 

□1 很清楚      □3 普通       □4 不太清楚 

□2 清楚                       □5 一點也不清楚 

C37. 你有沒有裝假牙﹖(牙套也算) 
□1 有 □0 沒有 

C37a. 你的假牙是活動式，或是固

定式假牙﹖【可複選】 

□a 固定式假牙 

□b 活動式假牙 

C37b. 你的活動假牙是全天戴或

吃飯才戴，還是很少戴﹖

□1 全天戴(晚上睡覺才

取下) 

□2 吃飯才戴 

□3 很少戴  

 C37c.【未裝假牙者，問：】你

吃東西的能力好不好? 

【有裝假牙者，問：】你

裝上假牙後吃東西的能

力好不好? 

□1 很好 

□2 好 

□3 普通 

□4 不太好 

□5 一點也不好 

C38. 目前，你走路時有沒有使用手杖、腋杖(拐仔)或四角柱形的輔助器來幫助你走路？ 

□0 沒有 □1 有 

C38a. 你的行動是否

方便? 

 C38b. 你使用手杖或腋杖等走路時是

否方便? 

□1 很方便      □3 普通       □4 不太方便 

□2 方便                       □5 一點也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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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9. 你認為在日常生活中應如何預防得腎臟病？(依個案自述打「 」)【可複選】 

□a 不知道 □d 避免吃太鹹 □g 多喝開水 

□b 避免過度激烈運動 □e 控制血壓或血糖 □h 定期健檢 

□c 不要隨便吃藥 □f 不要憋尿 □i 其他(寫出)                 

C40. 你是否(甘)知道糖尿病發病之初，會有哪三多症狀？（依個案自述打「 」）【可複選】 

□a 不知道 □c 多喝 □e 多尿 

□b 多吃 □d 多睡 □f 其他(寫出)                 

C41. 你是否(甘)知道在飲食上可以注意哪幾點來預防(或控制)高血壓和糖尿病？（依個案

自述打「 」）【可複選】 

□a 不知道 □e 糖份(澱粉類)控制適量 

□b 少吃鹹、吃清淡點 □f 多吃蔬菜水果等多纖維食物 

□c 吃植物油(沙拉油)或低油脂食物   

□d 少用菸酒                       □g 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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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2. 當今社會，有些人會有一些精神上的壓力或煩惱但有些人不會。下面我會提一些問

題，請你告訴我，這些問題有沒有給你帶來壓力或煩惱的﹖ 
【若有】是有一些壓力或有時會煩惱，還是有很大的壓力或經常會有煩惱? 
【加問】除了這些外，還有沒有什麼讓你有壓力或煩惱的? 

 問  題 
0. 

沒有感受到什

麼壓力或煩惱 

1. 
有一些壓力或

有時會有煩惱 

2. 
有很大壓力或

經常會有煩惱 

1. 自己的健康 0 1 2 

2. 自己的經濟狀況 0 1 2 

3. 自己的工作 0 1 2 

4. 其他家人的健康、經濟、工

作或婚姻等 
0 1 2 

5. 和家人相處的關係(例如：

相處不好、緊張、衝突) 
0 1 2 

6. 其他(請說明) 

                       
0 1 2 

抑鬱(CES-D)量表 

C43. 每一個人都會有心情變化的時候。在過去這一星期裡，你是不是曾有下面的情形或感覺? 
【若有，續問：】你是很少有這種情形，或是有時候有，或者經常一直有這種情形? 

(你是這禮拜有四天以上都如此，或是有二至三天如此，或大約只有一天有這樣﹖) 

有 
在過去一星期裡 

你是不是..... 
0 

沒有

1 
很少 

(只有一天)

2 
有時候會 

(二至三天) 

3 
經常或一直
(四天以上)

備註

(1) 不太想吃東西，胃口很差 0 1 2 3  

(2) 覺得做每一件事情都很吃力 0 1 2 3  

(3) 睡不好覺(睡不入眠) 0 1 2 3  

(4) 覺得心情很不好 0 1 2 3  

(5) 覺得很寂寞(孤單、沒伴) 0 1 2 3  

(6) 覺得身邊的人不要和你好(不
友善) 0 1 2 3  

(7) 覺得很傷心 0 1 2 3  

(8) 提不起勁來做事(沒精神做事) 0 1 2 3  

(9) 覺得很快樂 0 1 2 3  

(10)覺得日子(生活)過得不錯 0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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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滿意度量表 

C44. 我想問一些你目前對你自己一生的生活狀況的看法或感覺。對於下面我所要唸 的每

一句話，請告訴我你是不是會有這種的感覺。 
【訪員：請依題號順序唸，並記錄答案】 

人生感受 
1. 
是 

0. 
不是 

備註欄 

(1) 你的人生，和大多數的人比，你的命是不

是比他們都要好 
1 0  

(2) 你是不是對你的人生感到(有)滿意 1 0  

(3) 你是不是對你做的事感覺有意思 1 0  

(4) 這些年是不是你人生中最好的日子 1 0  

(5) 即使可能(再來一次、重新來過)，你是不

是願意改變你過去的人生 
1.(願意改變) 0.(不願意)  

(6) 你是不是期待將來會有一些令人高興的 
(歡喜的)事情發生 

1 0  

(7) 你的日子是不是應該可以過得比現在好 1 0  

(8) 你是不是感覺所作的事大多數都是單調

枯燥的(沒趣味的) 
1 0  

(9) 你是不是感覺老了，而且有一些厭倦 1 0  

(10) 你這一生是不是可以說大部分都符合你 

的希望 
1 0  

(11)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安全及有

保障的環境中 
1 0  

(12) 你是不是對自己的生活環境感到滿意(如
污染、氣候、噪音、景色…..)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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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要問一些需要你記憶的問題。即使記性再好的人，有時候也會忘記某些事情，

不要覺得不好意思，所以請你放輕鬆一點。 

1.對 0.錯   
□  □ C45. 請告訴我你的地址。【記下個案的回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被訪者能正確得說出住處所在地的

縣、市、鄉、鎮、街道中任何一項即算答對】 
□  □ C45a. 請告訴我這是那裡?  (你身處何處? 如家裡、公園等) 

□  □ C46. 今天是民國幾年幾月幾日? _____年 

□  □ C46a. 【看日曆回答也算對】 _____月 

□  □ C46b.  _____日 

□  □ C47. 今天是星期幾？_________ 【看日曆回答也算對】 

□  □ C48. 你今年幾歲？_________歲 【生肖答對也算對】 

□  □ C49. 你母親的娘家姓什麼？_________ 【能記起來即算答對】 

□  □ C50. 現任總統是誰？_________ 

□  □ C51. 上一任總統是誰？_________ 

C52. 我想請你做幾個簡單的計算。20 個橘子吃去 3 個還剩幾個？如果每一

次再繼續吃去 3 個，剩多少個?每一次都把計算的結果告訴我。 
( 20 -3 = ?    -3 = ?    -3 = ?    -3 = ? ) 
【訪員注意：請從 A欄開始填寫，當被訪者的答案是 8或少於 8時，

停止填寫。】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A         B        C       D 

□ 全部不知道

□ 拒答 

C53. 接下來，我要唸出幾項物件，等我唸完後，請你把你記得的部分說一

次，但不一定要照我的順序來說。 
【請先提醒受訪者注意聽，只唸一次，不可重複唸，並在個案答對的

物件上打圈】 

火車、   狗、   船、   西瓜、   石頭 

汽水、   布、  春天、   樹、    屋頂 

□ 全部不知道 

□ 拒答 

C54. 接下來，我要唸出幾個數字，當我唸完後，請你倒唸。 

4   2   9   8   1 
【訪員注意：依個案回答的順序從 A欄開始填寫】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A       B      C       D      E 

□ 全部不知道 

□ 拒答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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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5. 我現在要唸出三樣東西的名稱，我說完後，請你重複一遍。請務必記好，等一下我會

請你再說出這三樣東西的名稱。 
【訪員請注意：清楚且慢慢的唸出三樣東西的名稱，大約一秒鐘唸一樣。】 

香蕉、雨傘、腳踏車 

C55a. 請你說出這三樣東西的名稱。【訪員請注意：將受訪者第一次嘗試時，所唸出來的

項目打勾。】 

□1. 香蕉   □2. 雨傘   □3. 腳踏車 
□ 全部不知道  
□ 拒答 

C55b. 【訪員查核】： 
 □1 第一次嘗試，即可全部唸出三樣東西的名稱【跳問 C56】 
 □2 第一次嘗試，無法全部唸出三樣東西的名稱 

C55c. 【訪員請注意：請重複再唸一遍，如果還是無法三個全部說出來，請再次重複一

遍，看受訪者可否全部說出三樣東西的名稱。】 

□1 受訪者有全部唸出這三樣東西的名稱 

□2 受訪者不能全部唸出這三樣東西的名稱 

C56. 請問你目前的身高：    公分  【□1.當場測量的   □2.用問的】 

C57. 請問你目前的體重：    公斤  【□1.當場測量的   □2.用問的】 

C58. 我要量一下你的腰圍：    公分 

C59. 再量一下你的臀圍：    公分 

C60. 剛剛我要你記住的三樣東西是什麼？【訪問員請注意：勾出受訪者唸出的名稱】。 

□1. 香蕉   □2. 雨傘   □3. 腳踏車 
□ 全部不知道  

□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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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社會支持與交換 

現在，我要問一些有關於你幫忙家裡人或其他人做事，以及別人幫忙你的情形。 

訪員請注意：以下 D1∼D3 之答案請填在次頁表格中。 
D1. 你目前有沒有幫忙照顧孫子或幫其他人照顧孩子？ 

【孩子，指唸高中或以下者】 

1 有           0 沒有【跳問 D2】 

D1a. 是只有你一個人在照顧?或你先生/太太也一起照顧? 

D1c. 是幫誰照顧孩子？              D*b. 是否同住？或兩種都有？ 

D1d. 你是多久幫忙照顧一次？ 是經常或偶而？ 

1 經常(指每天或每週數天)    2 偶而(指每週一次或不到一次) 

D2. 有些人會因為身體健康的問題而在生活上需要別人照顧，譬如上下床、吃飯、洗澡、

穿衣服、在家裡面走動等等，目前你家裡的成年人或其他人有沒有在這方面需要你幫

忙的？ 

1 有           0 沒有【跳問 D3】 

D2a. 是幫忙誰做這些事？            D*b. 是否同住？或兩種都有？ 

D2c. 你多久幫忙一次﹖   1 經常     2 偶而 

D3. 你有沒有經常性地送一些個人用品，像是食物、衣服之類的東西給你的家人、親友或

其他人，以幫助他們生活上的需要？【年節、生日或交誼性的禮物不算】 

1 有           0 沒有【跳問 D4】 

D3a. 是送給誰？                    D*b. 是否同住？或兩種都有？ 

D3c. 每個月你經常拿來幫忙他(或他們)的個人用品的價值大約是在 2,000 元以內，或

超過 2,000 元？ 
1. 2,000 元以內         2. 超過 2,000 元 



 

 

提供幫助              
  D ＊ b   D2. 幫行動不便者   D3. 物質幫助他人 
    

D1. 幫助他人照顧孩子 
     吃飯、洗澡..等       如食物、衣服， 幫助它人的項目 

【逐項探問】 
同 住 否 □ 有  D1a

 □0  沒有  →        □0  沒有  → 
  

      □0  沒有  →  

  1 2 1 2  D1c. D1d.    □ 有 D2c.    □ 有 D3c. 
  同 不 你 配 幫 頻 率 D2a. 頻 率 D3a.    價值(每月) 
  住 同 一 偶 誰 1. 2. 幫 1. 2. 幫 1. 2. 

幫助的對象 一 住 人 一 ? 經 偶 誰 經 偶 誰 2000 超過 
------------------- 戶   照 起    ?   ?     
＊見【備註】 內   顧  (打  ) 常 而 (打  ) 常 而 (打  ) 以內 2000 

 本人之父/母親 1 2   1 2   1 2 
 配偶之父/母親 1 2   1 2   1 2 

配  偶 1 2 

 

  1 2  
 子女：(_______) 1 2 1 2   1 2   1 2   1 2 
 子女：(_______) 1 2 1 2   1 2   1 2   1 2 
 子女：(_______) 1 2 1 2   1 2   1 2   1 2 
 子女：(_______) 1 2 1 2   1 2   1 2   1 2 
 內/外孫子女 1 2 1 2   1 2   1 2   1 2 
 兄弟姊妹 1 2 1 2   1 2   1 2   1 2 
 其他親戚 1 2 1 2   1 2   1 2   1 2 
 朋友，鄰居 1 2 1 2   1 2   1 2   1 2 
 其他：(_______) 1 2 1 2   1 2   1 2   1 2 
＊【備註】：接受幫助的同一類對象(例如：兄弟姊妹)，若包括同住者及不同住者，可能在同一項幫忙或不同項幫忙被重複提到時，則在

D＊b. 的 1「同住一戶內」及 2「不同住」兩種格內均可以圈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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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d. 您目前有沒有幫不同住的人料理一些家務，如煮飯、洗衣服、打掃、買菜等工作? 

□1.沒有 □2.有 

D4. 過去一年內，你或你先生/太太有沒有單單為一位子女一年花費十萬元以上的教育費用，

或在外求學的生活費? 
□1.有 □2.沒有     【跳問 D5】 

D4a. 是那一位子女呢?  D4b. 是否同住? 
 給那位子女?【記錄與個案關係】    1.同住     2.不同住  

                                 1  2 

                                 1  2 

                                 1  2 

                                 1  2 

D5. 除了上述的教育費用外，過去一年內，你或你先生/太太是否有給過你的家人或朋友錢? 
□1.有            □2.沒有     【跳問 D6】 

D5a. 是誰呢?【記錄與個案之關係】  D5b. 是否同住? 
  給 誰 ?      1.同住      2.不同住      給 誰 ?      1.同住      2.不同住 

_____________ 1 2 _____________ 1 2 

_____________ 1 2 _____________ 1 2 

_____________ 1 2 _____________ 1 2 

_____________ 1 2 _____________ 1 2 

D5c. 過去一年裡，你們總共給他們多少錢? 

【如數過錄】總共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若個案無法說出金額數目或拒絕回答，請務必以下列範圍探問】 

□a. 3 萬元以下 □f. 30 萬∼40 萬元以下 
□b. 3 萬∼5 萬元以下 □g. 40 萬∼50 萬元以下 
□c. 5 萬∼10 萬元以下 □h. 50 萬∼100 萬元以下 
□d. 10 萬∼20 萬元以下 □i. 100 萬元以上 
□e. 20 萬∼30 萬元以下 

D3e. 是幫誰做?               
【寫出與個案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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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 你和你先生/太太是不是已經把一部份或全部的財產分給子女或親戚？ 
□0 沒有財產可分【跳問 D7】 
□1 尚未分出去 
□2 有，已經完全分出去 
□3 有，已經部份分出去 

D6b 是在幾年前分出去的？_______________年前 
□00.不滿一年 

D6c 請你估計一下，你和你先生/太太所有已經分出去給子女或親戚的房子、資產等，總共

價值有多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萬元 
【訪員注意：若個案無法說出金額數目或拒絕回答， 務必請以下列範圍探問】 
□ a. 10 萬元以下 □i. 300 萬 ∼ 400 萬元以下 
□ b. 10 萬 ∼ 30 萬元以下 □j. 400 萬 ∼ 500 萬元以下 
□ c. 30 萬 ∼ 50 萬元以下 □k. 500 萬 ∼ 600 萬元以下 
□ d. 50 萬 ∼ 70 萬元以下 □l. 600 萬 ∼ 700 萬元以下 
□ e. 70 萬 ∼ 100 萬元以下 □m. 700 萬 ∼ 1,000 萬元以下 
□ f. 100 萬 ∼ 150 萬元以下 □n. 1,000 萬 ∼ 2,000 萬元以下 
□ g. 150 萬 ∼ 200 萬元以下 □o. 2,000 萬 ∼ 3,000 萬元以下 
□ h. 200 萬 ∼ 300 萬元以下 □p. 3,000 萬元以上 

接受幫助 

D7. 目前有沒有人送你任何吃的、穿的或用的東西? 
□1 有            □0 沒有 

D7a. 有沒有人經常性地送你個人用品，像是衣服、食物之類的東西，幫助你生活上的需

要?【年節或生日或交誼性禮物不算】 
□1 有            □0 沒有【跳問 D8】 

D7b. 是誰會經常性地送你個人用品？【若幫忙的人數超過一人以上，則按最常幫忙的

人開始記錄，寫出與個案之關係】 
【寫出所有有幫忙的人，未限定為 4 人】 

1.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 

D7c. 每個月你大約從他或他們那裡收到的個人用品的價值是 2,000 元以內，或超過

2,000 元？ 

□1. 2000 元以內          □2. 超過 2000 元 

D6a. 你打算幾年後要把你的財產分給

子女或親戚呢﹖ 

□               年後 
□ 死後 
□ 還沒想過 
□還有其他打算(請說明) 

                      
【跳問 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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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 目前有沒有人拿錢幫助你? 
□1 有                □0 沒有 

D8a. 過去一年裡，是否有那一個子女或親戚給過你和你先生／太太錢，做你(妳們兩人)

日常生活費用？ 
【不包括同住子女給的共同生活開支】 
□1 有                 □0 都沒有     【跳問 D9】 

D8b. 是誰呢﹖【記錄與個案之關係】 
【寫出所有有幫忙的人，未限定為 4 人】 

同 住 的：1.________ 2.________ 3.________ 4.________ 

不同住的：1.________ 2.________ 3.________ 4.________ 

D8c. 過去一年裡，他們總共給你們多少錢﹖ 

【如數記錄】總共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若個案無法說出金額數目或拒絕回答，請務必以下列範圍探問】 
□a. 3 萬元以下 □f. 30 萬∼40 萬元以下 
□b. 3 萬∼5 萬元以下 □g. 40 萬∼50 萬元以下 
□c. 5 萬∼10 萬元以下 □h. 50 萬∼100 萬元以下 
□d. 10 萬∼20 萬元以下 □i. 100 萬元以上 
□e. 20 萬∼30 萬元以下 

【若 D8b 回答的人數超過一人以上，則續問 D8d】 

D8d. 過去一年裡，誰給你們最多呢﹖____________________ 

D9. 目前有沒有人幫助你料理日常生活事務，如買東西、煮飯、坐車、寫信、打電話或幫你

管錢?  
□1 有         □0 沒有 

D9a. 你府上一些較輕便、必須做的家事，例如煮飯、洗衣、掃地、清潔、洗碗或買菜購

物等工作，大部份是誰在做﹖ 
□01 個案本人     【跳問 D10】 
□02 配偶      □ 其他人【與個案之關係】(____________) 

D9b. 你有沒有在幫忙做這些家事？若有，幫多少忙？ 

□0 一點也沒幫忙   □1 很少     □2 一些     □3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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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支持 

【訪員注意：若有其他家人在場，請利用其不在場時再問 D10∼D17 的題目。】 
接下來，我想再請問一些關於你和你家人、親戚、朋友或鄰居互相關心、照顧的情形。 

D10. 當你需要和人談你的問題或你的心事時，你覺得你的家人、親戚或朋友，願不願意聽

你講﹖是很願意、願意、普通、不太願意，還是很不願意﹖ 
□1 很願意 □4 不太願意 
□2 願意 □5 很不願意 
□3 普通 

D10a. 是誰最願意聽你講心事呢﹖(1)__________(2) __________【記錄與個案之關係】

D11. 你覺得你的家人、親戚或朋友，是不是關心你？是很關心你、關心、普通、不太關心，

還是很不關心﹖ 
□1 很關心 □4 不太關心 
□2 關心 □5 很不關心 
□3 普通 

D11a. 誰最關心你呢？(1)___________(2) ___________【記錄與個案之關係】 

D12. 一般來說，你的家人或親友對你的關心(指精神或心理)程度，你覺得滿不滿意？是很

滿意、滿意、普通、不太滿意、還是很不滿意？ 

□1 很滿意 □3 普通 □4 不太滿意 

□2 滿意  □5 很不滿意 

D13. 當你生病需要人家照顧時，你是不是可以依靠你的家人或親友？是很可以依靠、可依

靠、有點可依靠、不太能依靠，完全不可依靠？ 

□1 很可以依靠 □4 不太能依靠 

□2 可依靠 □5 完全不可依靠 

□3 有點可依靠 

D13a. 你覺得誰最可依靠？(1)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 

D14. 當你需要外出，如去看醫生、買東西或找朋友、且需要有人幫助你時，是不是有人可

以幫你？ 

□1 有 □2 沒有 

D15. 一般來說，你自己覺得你對家人或親友的關心或幫助大不大？是有很大的幫助、有點

幫助、還是沒有什麼太大幫助？ 

□1 有很大的幫助 □2 有點幫助 □3 沒有什麼太大幫助 

【跳問 D11】 

【跳問 D12】 

【跳問 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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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6. 你的家人在決定或商量事情的時候，他們是不是會問你的意見？ 
□1 大部份都有問 □3 不太常問 
□2 有時候問 □4 一點也不問 
 □5 其他反應(註明)___________ 

D17. 你覺得你的家人或親友對你做的事，會不會常常嫌東嫌西?是完全不會、偶而會、還

是常常會? 
□1 完全不會 □2 偶而會 □3 常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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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工 作 歷 史 

接下來我們想請教一些有關你工作方面的事情。 

E1. 請問目前你是有在工作﹖或是沒有在工作﹖ 

□1 有工作(全職或兼職者皆算) 【跳問 E2】 

□2 有一份工作，但暫時沒去做  

□3 幫助家人的農事或生意，不算真正工作  

□4 沒有工作，正在找工作 

□5 家管(煮飯、洗衣、買菜、照顧小孩)  

□6 沒有做上述任何工作 

【問暫時沒去工作者】

E1a. 你是在幾個月前開始暫時停止工作的？ 

________個月前或民國92 年________月起 

E1b. 為什麼你會暫時沒有工作呢？ 

□1 生病，病假中 

□2 因從事季節性或契約性工作，正在等待下一季或新契約的工作 

□3 其他______________ 

E1c. 你預計什麼時候再回去工作呢﹖ 

在________個星期內；或在________個月內； 

□ 其他(註明)_________ 

【跳問 E2】 
 

【問在家幫忙者】 

E1d. 對家人的農事或生意，你提供什麼幫助？【可複選】 

□a 看管店面，看頭看尾 

□b 盤點庫存，或處理帳目 

□c 人手不足時，協助做零(散)工 

□d 照料田野，處理農作物 

□e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 

E1e. 請問每個星期你花幾小時來做這些工作？ 

每星期花________小時；或每天約________小時 

【續問 E1f】 
 

【問無工作者】 

E1f.【E1.答 3,4,5,6 者，皆問】你以前曾經工作過嗎？ 
□0 不曾     E1f1.你為什麼不曾工作過﹖ 

【請詳細記錄原因】：                   【跳問第 51 頁，E21】 

□1 曾工作過     【跳問第 48 頁，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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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目前的工作 

E2. 請問您目前是在做什麼樣的工作？(或您計畫回去做的那份工作，是什麼樣的工作？)在
這個工作您的職位是什麼? 
職業(請詳細記錄具體職位)： 

                                                        

E2a. 您工作的地方是做什麼的？(指公司、機關或事業的性質) 
行業： 
                                                   

E2b. 您工作的業主或老闆是什麼人？(即事業的所有權屬誰?) 
□1 自己或配偶的               □4 私人企業 (50 人以上) 
□2 家族擁有的                 □5 政府單位或公營事業 
□3 私人企業或行號(50 人以下)    

E2c. 請問目前這一份工作您是什麼時候開始做的？ 
_________歲時，或________年前，或________月前 

E2d. 過去一年裡你是不是每個月都工作? 或是只工作幾個月? 
□1 整年都在工作 
□2 只有幾個月在工作      工作月數：________個月 
□3 務農 
□4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E2e. 你目前的這份工作是全職的﹖或部份時間的工作﹖ 
□1 全職性工作 
□2 部份時間工作     每週工作約________小時 

E3. 以下我會唸一些句子，看你同不同意。這些話可能是某些人的情況，但並不見得每個

人都是這樣。【請將答案以圈選表示】 

你是不是同意……….. 
同
意 

不
同
意 

拒
答 

不
適
用 

不
知
道 

a)你的工作需承受許多壓力 1 2 7 8 9 

b)你能從工作上得到一些滿足 1 2 7 8 9 

c)即使你不缺錢用，你也會繼續做目前的這個工作 1 2 7 8 9 
d)如果能夠再多學一些新的知識或技術，你的工作會做得更

好 
1 2 7 8 9 

e)決定升遷時，你的老闆比較會考慮任用年輕的同事 1 2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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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 你目前的這份工作是否有退休年齡的規定或限制呢？ 
□0. 沒有 □1. 有 

□7. 不知道 

E5. 照你自己的估計或打算，你想目前的這份工作你會繼續再做幾年﹖ 

□ 再做_______年；或打算________歲時離職； 

□ 只要身體可以，一直做下去 

��□ 看情形 

E6. 假如你離開目前做的這個工作，你有沒有退休金或資遣費(離職金)可領﹖ 

【包括公司、機構給的，及勞工保險等來源】 

□1 有 □0 沒有 

 □7 不知道                      【跳問 E7】 

 □8 不適用(自己經營生意) 

E6a. 你估計大約可以領到多少退休金或資遣費(離職金)﹖ 

□1 可一次全領：                元 

或 □2 每月可領：                  元 

或 □3 每半年可領：                元 

或 □4 其他(請說明)                  

�E6c. 來源：【可複選】 

□a 機構或公司給的 

□b 保險(軍、公、勞保)給的 

E7. 如果你在未來停止目前的這個工作，你可能會做什麼﹖ 

□0 沒想過或不打算停止目前的工作 

□1 全退休(完全停止工作) 

□2 半退休(改做兼職性的工作或幫忙) 

□3 轉業(改做其他的工作或事業) 

□4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E5a. 看什麼情形?【可複選】 
□a 健康情況   □c 經濟狀況 
□b 公司因素   □d 其他(請說明)               

E4a. 那麼是幾歲呢？          歲 

E6b. 可領多久？ 

        年 
□終身可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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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訪員查核 E2 及 E2b 據以勾填 :】 

�□0. 受訪者非自營生意﹑事業者【跳問 E9】 

�□1. 受訪者為自己經營生意﹑事業者 

E8a.【只問自營生意或事業者】你會怎樣處理你的事業(田產)呢﹖ 

□1 由家中其他成員來管理 

□2 賣掉      □3 其他(請說明)                     

E9. 你做目前這份工作，是為了收入的需要？或其他因素的考慮? 

□1. 主要或大部份是為了經濟上的收入需要而做 

□2. 主要是為了興趣或有事做並不太需要這份收入 

□3. 既為興趣或事業心也有為經濟收入的考慮 

□4. 其他(請說明)                                            

E10. 請問你：除了上面說的這份工作之外，你目前是否有同時兼做另一份有薪(收入)的工作? 
□0 沒有兼職(副業)                □1 有兼職(副業) 

E10a. 目前這份(這些)副業你每星期工作幾

小時? 
每星期共做________個小時 

E11. 你是不是曾想過有關「退休」或「停止工作」的事情?是想過很多，想過一些，稍微

想過，還是從未想過? 
□1.想過很多 

□2.想過一些 

□3.稍微想過 

□4.從未想過 

E11a. 當你想到你將來(可能)「退休」或「停止工作」的時候，你的心情是非常期待，

有些期待，有些擔心(煩惱)，還是非常擔心(煩惱)「退休」或「停止工作」事情? 

□1.非常期待 □4.有些擔心 

□2.有些期待 □5.非常擔心 

□3.沒什麼感覺 □6.其他反應(請說明)                         

E12. 你是否有打算工作到某個年齡之後就退休，完全停止工作呢? 

���□1 有 

�□2 看情形 

□3 不打算停止工作 

【以上屬目前有工作者，問完跳問 E16】 

E12b. 看什麼情形呢? 【可複選】 
□a 健康     □c 家庭狀況 
□b 經濟     □d 其他【請指明】             

E12a. 那是幾歲呢? ____________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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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最後的一份工作 

以下 E13~E15 僅限問目前無工作，但曾有工作過者(即 E1f 答 1 者) 
*目前有工作者，應跳問 E16，從未工作者逕跳至 E21 

E13. 請問你是什麼時候停止做你的最後一份工作﹖ 

__________歲時，或_________年前，或_________月前 

E13a. 請問你為什麼停止工作呢﹖【可複選】 
□a. 達到命令退休年齡 □b. 健康的問題，不能繼續工作 
□c. 工作不適應，想換個環境 

□d. 公司裁員或關閉遷移等，被遣散 

□e. 生意失敗/經濟不景氣，利潤太差 
□f. 收入不滿意，想賺更多錢 
□g. 家庭因素：結婚或照顧小孩子的關係 

□h. 其他家庭因素(請說明)_______ _______ 

□i. 其他因素(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E14. 你最後那一份工作的主要職務是什麼？你的職稱(職位)是什麼? 

職業(職位)；請寫出

具體詳確的職務角色：                               

E14a. 你最後工作的業主或老闆是什麼人？(即事業的所有權) 

□1 自己或配偶的 □4 私人企業(50 人上) 

□2 家族擁有的 □5 政府單位或公營事業 

□3 私人企業或行號(50 人下) 

E14b. 你工作的地方是做些什麼？(指公司、機關或事業的性質)  

行業：                               

E14c. 最後的工作是不是整年都在工作? 或一年只工作幾個月?  

□1 整年都在工作 

□2 只有幾個月在工作→工作月數：________個月 

□3 務農       □4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E14d. 你最後的工作主要是全職的﹖或部份時間的工作﹖ 

□1 全職性工作 

□2 部份時間工作→每週工作約________小時 

E15. 你最後的這一份工作，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_________歲時，或_________年前，或__________月前 

【續問 E16】 

E13b. 是什麼疾病或特殊的健康問

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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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50 歲以後的其他工作 

*凡目前有工作，或曾經有工作者，皆需問 E16 

E16. 根據你剛才講的資料，你是在 50 歲之前(或之後)開始你目前(或最後)的這一份工作的是

嗎﹖ 
請向個案確認目前或      □1  50 歲之前     【跳問 E19】 
最後的工作開始於：      □2  50 歲之後 

E17. 請問你從 50 歲到現在，除了目前(或最後)的工作之外，是否曾經從事其他的工作﹖共

有幾個或幾種工作﹖ 
□0 從 50 歲到目前或最後工作間沒有其他工作     【跳問 E19】 

□1 有，曾經做過__________個(種)工作 

E18. 在這些工作中，第一(第二、第三...)個工作是什麼樣的職務﹖是何時開始﹖何時結束的﹖

工作性質如何﹖業主是誰﹖你為什麼停止或變換那個工作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離職原因請參照右下表之選項代號記錄】 

順

序 
具體詳確之職務內容 

開始工作時間、及結束

工作時間 
離職原因代碼 

1 

職務：                     
性質：□1 全職      □2 兼職 
業主：□1 自有  □2 受僱  □3 政府

離職原因代號：             

始：民國________年 

或________歲時 

末：民國________年 

或________歲時 

2 

職務：                     
性質：□1 全職      □2 兼職 
業主：□1 自有  □2 受僱  □3 政府

離職原因代號：             

始：民國________年 

或________歲時 

末：民國________年 

或________歲時 

3 

職務：                     
性質：□1 全職      □2 兼職 
業主：□1 自有  □2 受僱  □3 政府

離職原因代號：             

始：民國________年 

或________歲時 

末：民國________年 

或________歲時 

4 

職務：                     
性質：□1 全職      □2 兼職 
業主：□1 自有  □2 受僱  □3 政府

離職原因代號：             

始：民國________年 

或________歲時 

末：民國________年 

或________歲時 

01 達到命令退休年

齡 
02 健康的問題，不能

繼續工作 
03 工作不適應，想換

個環境 
04 公司裁員或關閉

遷移等，被遣散 
05 生意失敗/經濟不

景氣，利潤太差 
06 收入不滿意，想賺

更多錢 
11 家庭因素：結婚或

照顧小孩的關係 
12 其他家庭因素(請

說明) 
33 其他因素(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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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最主要的工作及退休金 

*凡目前有工作，或曾經有工作者，皆需問 E19 

E19. 請問你到目前為止，你一生中最主要(或做得最久)的工作是那一個工作﹖ 

職業(職位)；請寫出

具體詳確的職務角色：                               

E19a. 是否目前或最後的工作： 
□1 目前的工作 
□2 最後的工作                                  【跳問 E20】 
□3 工作表內第_______個工作 
□4 其他(50 歲之前的工作)  

E19b. 工作處所性質(行業)：                               

E19c. 工作開始：從民國________年開始，或________歲開始 

E19d. 工作結束：至民國________年結束，或________歲結束 

E19e. 業主： □1 自家擁有   □2 受僱私企   □3 受僱政府 

E20. 當你離開以前的任何工作時，是否曾經有領過退休金或遣散費、離職金? 
【提示：我們問你這方面的問題，是為瞭解老人的經濟狀況】 

□0 從未領過退休金或遣散費（或離職金）           【跳問 E21】 
□1 有領過一次（或一項）之退休金或遣散費（或離職金） 
□2 有領過二次（或二項）以上之退休金或遣散費（或離職金） 

E20a. 請問你領的是退休金，或是遣散費，或是離職金？【可複選】 

□a 退休金 □d 軍、公、勞保期滿給付之退休（保險）金 

□b 遣散費 

□c 離職金 □e 其他【請說明】                          

E20b. 你的退休金、遣散費（或離職金）是以什麼方式領？ 

□1 按月領 □4 已領一部份，其餘的按月領 

□2 每半年領一次 

□3 一次領完 □5 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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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c. 請問你總共已經領過多少的退休金或遣散費或離職金? 

已經領過：                    元 

或/和；每月或每半年領取：                    元 

E20d. 你現在或將來還可以繼續領嗎? 或已經全部領完了? 

□1 已全部領完了     【跳問 E21】 

□2 其他【請說明】：                          

□3 還可繼續領 

E20e. 領取方式： □1 終身可領 

 □2 還可以領          年          月 

 □3 其他【請說明】：                          

【所有個案都要問】 
E21.【目前有工作者，問】請問您將來退休，或停止正式的工作後，會不會想再找別的工

作來做? 

【目前無工作者，問】你目前沒在工作，請問您現在是不是有在找或有打算要找個工

作來做? 

【均提示：】譬如說：幫忙家裡的事、或做一些較輕鬆的兼職性工作、做一些小事業

賺錢、或幫人擔任顧問、傳授你的技藝等? 

□0.沒有想過這一類的事                  【跳問 E22】 

□1.沒有打算再做任何工作 

□2.有想過，但不太確定 

□3.有考慮過，或有打算 

□4.肯定會再找或目前正在找 

E21a. 您最想找(或可能做)的是什麼樣的工作? 

□1.傳授專業知能，或指導、顧問性工作 

□2.非專業的服務工作，如管理員、褓姆、幫農、幫傭等 

□3.辦公室內事務工作，如文書管理、記帳等 

□4.開發新事業，或做小生意等 

□5.只要有酬勞，能賺錢的事均可 

□6.其他有酬工作(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其他非有酬工作(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經領了         年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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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1b. 您最希望每週(或每個月)工作幾天?  

□1.每週工作_______天 □3.不確定 

□2.每月工作_______天 □4.無所謂，都可以 

E21c. 您最希望每天工作幾個小時? 

□1.希望每天做______小時  □3.無所謂，都可以 

□2.不確定 

E21d. 為什麼您希望再找事做(或找工作)呢？請把原因都告訴我【可複選】 

□a.為了經濟需要 □e.可結交朋友 

□b.可學些新事物 □f.經驗可以傳遞 

□c.對該項目工作有興趣 □g.其他(請說明) 

□d.找點事，打發時間                         

配偶目前的工作 

E22.【訪員請查核 A13】 

 □0.受訪者目前沒有配偶     【跳 F節】 
 □1.受訪者目前有配偶 

E23. 請問目前您的先生/太太是有在工作？或是沒有在工作? 
□1 有工作(全職或兼職者皆算) 
□2 有一份工作，但暫時沒去做 
□3 幫助家人的農或生意，不算真正工作 
□4 沒有工作，正在找工作 
□5 家管(煮飯、洗衣、買菜、照顧小孩) 
□6 沒有做上述任何工作 

E23a. 您的先生/太太以前曾經工作過嗎？ 

□0 從未工作過 

□1 一直是家庭主婦      【跳 F 節】 

□2 曾工作過 

E23b. 他/她一生中最主要的工作是什麼？ 

職業：                         【詳加記錄】 

E23c. 他/她已經幾年沒有工作了？ 

          年【跳 F 節】 

E24. 請問您先生/太太目前是在做什麼樣的工作? (或您先生/太太計畫回去做的那份工作，是

什麼樣的工作)? 您先生/太太在這件工作上是擔任什麼職位? 

職業(請詳細記錄具體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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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4a. 您先生/太太工作的地方是做什麼的？(指公司、機關或事業的性質) 

行業：                                         

E24b. 您先生/太太工作的業主或老闆是什麼人？(即事業的所有權屬誰?) 
□1 自己或配偶的               □4 私人企業 (50 人以上) 
□2 家族擁有的                 □5 政府單位或公營事業 
□3 私人企業 (50 人以下) 

E24c. 請問目前這一份工作您先生/太太是什麼時候開始做的？ 

_________歲時，或________年前，或________月前 

E25. 過去一年裡你先生/太太是不是每個月都工作? 或是只工作幾個月? 
□1.整年都在工作 
□2.只有幾個月在工作月 
□3.務農 
□4.其他(請說明)：                                         

E26. 這份工作通常你先生/太太每星期工作幾小時？ 

每星期共做___________個小時 

E27. 如果你先生/太太離開目前這個工作，有沒有退休金或資遣費或離職金可領呢？ 
【包括公司、機構給的，及勞工保險等來源】 
□0.沒有 
□7.不知道                   【跳問 F 節】 
□8.不適用(自己經營生意) 
□1.(有)會領 

E27a. 你先生/太太預計大約可以領到多少退休金或資遣費(離職金)？ 

□1 可一次全領：                元 

或 □2 每月可領：                  元 

或 □3 每半年可領：                元 

或 □4 其他(請說明)                  

E27c. 來源：【可複選】 
□a 機構或公司給的 
□b 保險(軍、公、勞保)給的 

 

E25a. 工作月數：        個月 

E27b. 可領多久？ 

        年 
□終身可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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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休閒、活動與態度、看法 

F1. 下面我想請問你，平常沒在工作時，你都做些什麼消遣、娛樂活動？ 
【訪員可讓受訪者先自答，將其所提及的項目記錄在表中；再將未提及的項目，逐項問填】 

F1a.【如果有做，請續問】你是多久做一次這項的休閒活動？ 

F1. 有做否 F1a. 多久做一次 

消遣、娛樂活動類別 
0 
沒 
有 

1 
有 

1 
每月 
少於 
1次 

2 
每月 
2-3 
次 

3 
每週 
1-2 
次 

4 
幾乎 
每天 
都做 

1) 看電視 0 1 1 2 3 4 

2) 聽收/錄音機 0 1 1 2 3 4 

3) 看報紙、雜誌、讀書或小說等 0 1 1 2 3 4 

4) 下棋或打牌(含麻將、四色牌) 0 1 1 2 3 4 
5) 與親戚、朋友或鄰居聊天、泡老

人茶 0 1 1 2 3 4 

6) 種花、整理花園、園藝、盆栽（專

指無收入的園藝或盆栽） 0 1 1 2 3 4 

7) 散步 0 1 1 2 3 4 
8) 慢跑、爬山、打球等個人戶外健

身活動 0 1 1 2 3 4 

9) 參加團體運(活)動：如歌唱會、跳

舞、太極拳、外丹功等早覺會或

唱卡拉ｏｋ等團體活動 
0 1 1 2 3 4 

10) 其他(請說明) 

                          
0 1 1 2 3 4 

【訪員再檢查一次，確定有無漏問或未記錄者】 

F2. 過去一年裡，你有沒有曾因健康因素而少做你原先喜歡的戶外休閒(消遣)活動﹖ 
□0 沒有 □1 有 □2 從不做戶外休閒(消遣)活動 

F2a. 過去一年裡，你有沒有因為費用、工作、沒人陪同...等其他原因而少做你原先

喜歡的戶外、休閒(消遣)活動？ 
□0 沒有 □1 有 
□2 從不做戶外休閒活動 

【跳問 F3】 

F2b. 是什麼原因? 

              



 

 167

F3. 你目前有沒有在做任何義務性的社會服務工作(義工)？ 
□0 沒有 □1 有     【跳問 F4】 

F3a. 為何沒有參加?                   
F3b. 你個人有沒有可能去做義工?  

□1 不可能       □2 有些可能       □3 很有可能 

F4. 下面我會提到一些社團或是活動，請你告訴我，你目前是不是這些社團的會員，或你是

否曾參加這一類的活動？【訪員請按社團類別，逐項問】 

您有沒有參加....的活動，或是加入這類的社團做會員？ 
【情況Ⅰ：若該項回答「沒有」，請跳問下一項團體活動】 
【情況Ⅱ：若該項回答「有」，則續問 F4a】 

F4a. 你在這團體裡是不是有擔任什麼職務 (負責某些事情)？ 

【F4 答「有參加」

者】 
F4. 
是否為會員 
或參加其活動﹖ F4a.有無 

擔任職務 
社 團 或 活 動 類 別 

0 
沒 
有 

1 
有 

0 
沒 
有 

1 
有 

1.社區交誼團體，如婦女會、才藝班等 0 1 0 1 

2.宗教團體，如教會、團契、寺廟會團等 0 1 0 1 

3.農會、漁會或其他工商行業團體的公會、

獅子會等 0 1 0 1 

4.政治性團體(如政黨等) 0 1 0 1 

5.社會服務性社團，如生命線、救濟會、功

德會、義工等 0 1 0 1 

6.同鄉會、宗親會等 0 1 0 1 

7.老人團體，如老人會、長青俱樂部等 0 1 0 1 

8.老人學習活動(如老人補習班、老人大學或

學苑) 0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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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心境與態度 

F5. 接下來，我想請問你對於下列一些事情的看法，請你告訴我，你是否同意這樣的說法。 

【注意：發問時，「中立意見」的答案不可以唸出，僅在個案表示無法回答同意或不同意、

沒有意見等等時，才可圈此項。】 

事            項 

1 
非 
常 
同 
意 

2 
同 
 
 
意 

3 
中 
立 
意 
見 

4 
不 
太 
同 
意 

5 
非 
常 
不 
同 
意 

1. 父母年老時，子女應該給他們錢做

為生活上的花費。 1 2 3 4 5 

2. 老年人身邊要留有一些積蓄或財

產，子女才會比較會尊重你。 1 2 3 4 5 

3. 如果子女有需要時，父母應幫忙子

女帶他們的小孩(孫子女)。 1 2 3 4 5 

4. 子女成家後，父母應該盡可能不要

和子女住在一起。 1 2 3 4 5 

5. 老年人在經濟上應當儘量自立，不

要依靠子女的供應。 1 2 3 4 5 

6. 現在的年輕人比以前的人，較不尊

敬老年人。 1 2 3 4 5 

7. 政府已經對老人提供了不錯的照顧 1 2 3 4 5 

8. 當父母年老時，子女應該和他們住

在一起。 1 2 3 4 5 

9. 如果一個男性老人的太太已經過世

一段時間了，你是否贊成他再娶 1 2 3 4 5 

10. 如果一個女性老人的先生已經過世

一段時間了，你是否贊成她再嫁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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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 

接下來，我想請問你一些有關於宗教的問題: 

F6. 你信仰什麼宗教(信什麼教)? 
□0. 沒有信任何宗教     【跳問 F9 】 

□1. 道教或民間傳統宗教 □3. 基督教 □5. 一貫道 □7.其他宗教 
□2. 佛教 □4. 天主教 □6. 回教 

F7. 下面我提到的活動，請告訴我您平常大約是多久做一次這項活動? 

活 動 項 目 1 經常 2 時候 3 很少 4 從不 備註 

1). 在家裡禱告、燒香、拜神

或拜佛 1 2 3 4  

2). 唸經或是讀(聖)經 1 2 3 4  

3). 上教堂或到廟裡拜拜 1 2 3 4  

4). 看或聽宗教節目 1 2 3 4  

F8. 下面的這些經驗，請告訴我，你是不是也曾有這樣的經驗或會這樣做？ 

事   項 1 經常 2 有時候 3 很少 4 從不 備註 

1). 遇到困難時對上帝、神佛

祈禱，有使自己平靜下來 1 2 3 4  

2). 在做重大決定會先去求

上帝、求神、問佛 1 2 3 4  

3). 對上帝、神明禱告，以幫

助自己克服心理壓力或

是煩惱 
1 2 3 4  

F9. 接下來，我想請問你對於一些事情的看法，請告訴我你是否相信這樣的說法？ 

事   項 1 相信 2 
有些相信

3 
不太相信

4 完全 
不相信 備註 

1). 你是不是相信有天堂和

地獄的存在 1 2 3 4  

2). 你是不是相信人死以後

靈魂仍然存在 1 2 3 4  

3). 你是不是相信死只是通

往極樂世界或天堂的過

程，不是結束 
1 2 3 4  

4). 你是不是相信死後的世

界比現在活著的世界好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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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經濟狀況 

接下來，我們想請教你一些你的經濟和財務狀況。問你這方面的問題，純粹只是為了

與其他接受我們訪問的長者的情形合起來，以整體瞭解我國老年及接近老年之長者的

經濟狀況。你的資料將只會純供研究之用，我們也絕對負責保密。所以請你儘可能將

你的實際情況告訴我，以免分析出來的結果是不確實的。 

收入來源、接受及給予 

G1. 首先，請問在你們同住的這一戶裡，誰是主要負擔家庭經濟的人(指賺錢，提供經濟來源

的人)？【可複選但最多只能勾選兩人】 

□01 受訪者本人 □02 配偶 
□   兒子 
□   媳婦        排行：1.[        ] 2.[        ] 
□   女兒 
□   其他(請說明)                     

G2. 在你們同住的這一戶裡，大筆金錢支出或重大買賣有關的事情，主要是由誰做決定？【限

單選】 

□01 受訪者本人    □02 配偶 
□   兒子 
□   媳婦        排行：1.[        ] 2.[        ] 
□   女兒 
□   其他情形(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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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現在我們想瞭解一下你和你先生／太太各種收入的來源，先從你的情況開始： 
G3a. 我會唸幾項收入來源，請你告訴我，過去一年你有沒有這一項收入？ 
G3b.【若有】在過去一年裡，你的這一項收入總共有多少? 

【若受訪者現在有偶，問 G3c-G3d】 

G3c. 你先生／太太呢？他／她有沒有這一項收入？ 
G3d.【若有】在過去一年裡，你先生/太太的這一項收入總共有多少? 

【訪員注意：如果個案和配偶的收入來源是共同的，請兩者都記錄，並將收入總數除以 2
後，再分別填入 G3b 及 G3d】 

G3e. 你和你先生/太太過去一年不同來源的收入加在一起，總共約有        元？ 
請問這個收入金額是不是接近你的實際收入總數？【若不是】瞭解為什麼？ 

G3f1. 請問你和你先生/太太目前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哪一項? 
G3f2. 目前次要的收入來源是哪一項? 

【訪員注意：若目前的主要收入來源項目與「G3b 金額 + G3d 金額最大值」之項

目不一致，請追問確認；次要項目亦同】 
本  人 配  偶 目  前 

G3a. G3b. G3c. G3d. G3f1. G3f2.
過去 12 個月之

收 入 來 源 項 目 0.
沒

有

1.
有

 

金  額
(元) 

0.
沒

有

1.
有

 

金  額 
(元) 

最 
主 
要 

次 
要 

1.自己的工作收入 0 1   01 01 

2.配偶的工作收入  0 1  02 02 
3.年金、養老金、退休、撫卹金

或保險金 0 1  0 1  03 03 
4.租金、利息或股票、房地產交

易所得 0 1  0 1  04 04 

5.自家或家族事業之收入 0 1  0 1  05 05 

6.農、林、魚、牧事業之收入 0 1  0 1  06 06 

7.子女或其他親戚給的 0 1  0 1  07 07 
8.社會福利救濟金、政府補助

金、低收入津貼、敬老金等 0 1  0 1  08 08 

9.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 0 1  0 1  09 09 

G3e. 
合    計 元  

【訪員注意：若個案無法說出金額數目或拒絕回答，務必請以下列範圍探問】 
a) 36,000 元以下 f) 240,000 元∼300,000 元以下 
b) 36,000 元∼60,000 元以下 g) 300,000 元∼600,000 元以下 
c) 60,000 元∼120,000 元以下 h) 600,000 元∼1,000,000 元以下 
d) 120,000 元∼180,000 元以下 i) 1,000,000 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上) 
e) 180,000 元∼240,000 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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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g.【訪員查核 G3a 及 G3c】 
□1 若目前收入有來自「社會福利救濟金、政府補助金、低收入津貼、敬老金等」 
□0 目前收入沒有來自「社會福利救濟金、政府補助金、低收入津貼、敬老金」 

【跳問 G4】 

G3g1. 請問從你和你先生/太太自政府領到各種福利金、補助金、救濟金、各種敬老津貼等

以後，你和你先生/太太從子女或親戚那邊給的錢，有沒有因而減少或變成沒有？【若

減少】是減少很多，或減少一點而已？ 

□1. 沒有改變 □4. 變成沒有 
□2. 有減少一點 □5. 原本就沒有從子女或親戚給的收入 
□3. 有減少很多 □6. 反而增加 

G4. 除全民健康保險以外，請問你目前是否有參加(或買)任何保險﹖如：公保、勞保、退休

人員保險? 你現在是否有參加人壽保險 ?【可複選，請逐項提示】 
□a 沒參加任何保險              【跳問 G5】 
□b 公保 □e 漁保 
□c 勞保 □f 退休人員保險 
□d 農保 □g 人壽保險 
  □h 其他(請說明)：                               

G4a. 你將來是否可以從你目前參加的保險到期後(或一段時間後)領到一筆錢﹖ 
□1 可以 

□2 沒有，不可以 
□3 不知道 

【跳問 G5】 

G5. 整體而言，你對你目前的經濟狀況滿不滿意？ 
□1 非常滿意 □3 普通 □4 不太滿意 
□2 滿意  □5 非常不滿意 

G6. 跟四年前比起來，你覺得目前的經濟狀況是比較好或比較差？ 
□1 好很多 □3 差不多 □4 比較差些 
□2 比較好些  □5 差很多 

G7. 在你成長過程中，你家是很有錢、中等以上、中等、中等以下、或很窮？ 
□1 很有錢 □3 中等 □4 中等以下 
□2 中等以上  □5 很窮 

G4b. 什麼時候可以領到呢？【可複選】 

□a 到期後 

□b 到期經過一段時間後 

□c 死亡後 

□d 其他(請說明)： 

                       

G4c. 總共大約可領多少錢呢？ 

                 萬元【續問 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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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入與開支 

現在我想要瞭解一下你這一戶的日常開支與收入的應用情形。 

G8.【訪員查核】： □1 個案為獨居或單獨和配偶住在一起     【跳問 G9】 
 □2 個案非獨居或非單獨和配偶住在一起 

G8a. 這一戶裡除了你和你先生／太太外，還有幾個人有收入﹖ 
□0 沒有其他的人有收入     【跳問 G9】 
□1 還有其他人有收入 

G8a1. 他們是誰﹖【請記錄所有與個案的關係】 

1.__________    2.__________    3.__________    4.__________ 

5.__________    6.__________    7.__________    8.__________ 

G8a2. 那麼把你們這一戶，過去一年內所有不同來源的收入加在一起(包括個案與其配偶

的收入在內)，總共有多少元﹖ 

【如數記錄】總共__________________萬元 

【若個案無法說出金額或拒絕回答，請務必以下列範圍探問】 

□a) 10 萬元以下 □h) 200 萬∼300 萬元以下 
□b) 10 萬∼30 萬元以下 □i) 300 萬∼400 萬元以下 
□c) 30 萬∼50 萬元以下 □j) 400 萬∼500 萬元以下 
□d) 50 萬∼70 萬元以下 □k) 500 萬∼600 萬元以下 
□e) 70 萬∼100 萬元以下 □l) 600 萬∼800 萬元以下 
□f) 100 萬∼150 萬元以下 □m)800 萬∼1000 萬元以下 
□g) 100 萬∼200 萬元以下 □n) 1000 萬元以上 

G9. 請問你們這一戶內每個月的生活開支(例如：飲食費用、房租、水電、貸款、修理費用)
總共是多少? 

每個月共 ____________________元 

G10. 這一戶內主要的生活開支(例如：飲食費用、房租、水電、貸款、修理費用)你和你先生

/太太有沒有支付呢﹖ 
□1 有 

□0 沒有 

G11. 是不是還有其他沒有和你住在一起的人，支付這一戶全部或部分的生活費用﹖ 
□1 有 

□0 沒有 

G10a. 你和你先生／太太每個月要支付多少生活上的開銷？ 

每個月 ___________________元 

G11a. 是誰在支援你的生活開支﹖【記錄所有與個案之關係，未限

定只填 4 個人】 

1._________  2.__________  3. __________  4.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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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2. 請問你(和你配偶)在應付每個月的生活費用或開支上，是否足夠或有困難﹖ 
□1 相當充裕而有餘 □3 略有困難         【跳問 G13】 
□2 大致夠用，不感覺欠缺 □4 相當困難 

G12a.【訪員查核 G3a 及 G3c】 
□1 若個案本人或其配偶在過去一年裡，有從子女或其他親戚獲得收入，也有從其

他方面獲得收入 
□0 其他情況      【跳問 G13】 

G12b. 如果沒有「從子女或親戚」給你的收入，只靠你在其他方面的收入，請問你和你

先生/太太在應付每個月的生活費用或開支上，是否仍足夠或有困難？ 
□1 相當充裕而有餘              □3 略有困難 
□2 大致夠用，不感覺欠缺        □4 相當困難 

G12c. 如果你沒有其他方面的收入，只靠你「從子女或親戚」給你的收入，請問你和你

先生/太太在應付每個月的生活費用或開支上，是否仍足夠或有困難？ 
□1 相當充裕而有餘              □3 略有困難 
□2 大致夠用，不感覺欠缺        □4 相當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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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產 

G13. 你經常住的這棟房子不算外，你(或你先生／太太)是不是還擁有其他的房子或土地等

不動產、事業經營權、公司股份、存款現金、農漁牧業、及其他重要資產？ 

【必須逐項探問】 

□1 有                0 沒有 【跳問下一項資產】 

G13a. 你能不能告訴我們，這些財產是在你自己的名下﹖或是你和你先生／太太的名

下﹖或是你和你先生／太太共有？ 或是和其他家人共同擁有？ 還是和外人共

有﹖ 

G13b. 【若與家人或外人共有】你和你先生/太太擁有的部份佔百分之多少? 

G13c. 你這項資產大約價值多少錢(或變賣的話，大概可賣多少錢)﹖ 

【A. 若個案能說出概數，請如數填入下列資產表內。或； B. 若無法告知金額數目

或拒絕回答，請務必以下列範圍探問後，將所值金額代號填入下列資產表內。】 
a) 五十萬元以下 d) 三百萬 ∼ 五百萬元以下 
b) 五十萬 ∼ 一百萬元以下 e) 五百萬 ∼ 一千萬元以下 
c) 一百萬 ∼ 三百萬元以下 f) 一千萬元以上 

G13d. 這樣算起來，總共價值為______萬元，對不對? 

【訪員注意：若受訪者認為「不對」，則逐項再次核對、確認】 

G13a.財產名下 G13b.% G13c.價值 

資產類別 

0
沒
有
這
項
資
產 

1

自

己

名

下 

   (

含
配
偶
名
下) 

2
與

配

偶

共

有

3
與

家

人

共

有 

4
與

外

人

共

有 

擁

有

的

百

分

比 

自

己

及

配

偶

所 

(

以

萬

為

單

位) 

說

出

之

概

數 

如

數

記

下

個

案 

所
值
金
額
範
圍
代
號 

1. 房屋●、土地、廠房 0 1 2 3 4 % 萬 

2. 農地、魚塭、牧場 0 1 2 3 4 % 萬 

3. 儲蓄、存款、互助會等 0 1 2 3 4 % 萬 

4. 股票、債券 0 1 2 3 4 % 萬 
5. 公司、事業、農漁牧業經

營權 0 1 2 3 4 % 萬 

6. 其他有價值之資產 0 1 2 3 4 % 萬 

G13d. 以上各項資產總計 
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萬元 

●個案目前所住的房子，請勿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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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4.【訪員請查核：個案是否沒有任何資產﹖】 
□0 個案沒有以上任何資產     【跳問 G17】 
□1 個案在上面資產表中，有一項或一項以上的資產 

G15. 剛才你提到的這些資產(包括你與你先生／太太共有或與其他家人共有的資產)，是不是

有一部分是繼承的，或是父母或其他親戚生前給的﹖ 
□0 沒有因為繼承或接受贈予來的資產 
□1 已過世的配偶留(給)的 
□2 本人的父母留(給)的 
□3 配偶的父母留(給)的 
□4 其他親戚或非親戚留(給)的 (請指明誰給/留的)________________ 

G16. 你自己是不是可以自由支配或應用你的這些資產﹖ 
□1 可以充分自由支配、應用 
□2 有部分的支配、應用權 
□3 雖有資產，但沒有支配、應用權 

□4 其他情形(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 

【所有個案都要問】 

G17. 你認為你和你太太／先生兩個人將來的養老是不是可以完全靠自己，或是要靠子女或

其他人的幫忙﹖ 

□1 可以完全靠自己 

□2 必須靠子女或其他人幫忙 

□3 其他情形（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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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生 涯 規 劃 

H1. 請問將來，當你退休，或年老之後，你要靠什麼來生活﹖ 

你「最重要」的收入來源是什麼﹖「第二重要」的收入來源又是什麼呢? 

【對目前有工作者，本題指將來退休或不再工作之後，但對其他人而言，則指年老(65

歲或更老)之後。】 

 a.最重要  b.第二重要 
1 期望子女會給的 □ □ 

2 自己或配偶的儲蓄或其利息 □ □ 

3 退休金、離職金 □ □ 

4 房屋、土地出租的租金 □ □ 

5 出售土地、財產的收入 □ □  

6 其他親戚給的【註明誰】________ □ □ 

7 其他來源【註明】 □ □ 

□0 目前沒有任何可以預期的老年經濟來源，或沒想過，不知道 

H2. 請問你和你的配偶，在過去或目前是否曾有為了年老之後，(或將來退休或不工作之後)
的生活，預先做過(或在做)一些經濟方面或其他方面的準備﹖或規劃(計畫)、安排呢﹖ 

□1 有預做一些準備或規劃安排 

□2 沒有做過特別的準備 

H2a. 是那些準備或規劃安排﹖ 
□1 自述有為養老而儲蓄、存錢 
□2 自述有預做其他的一些準備或規劃、安排：

【*請記下受訪者提到的其他準備或規劃、安排】

1.                                    

2.                                    

H2b. 是否有為了準備老年生活，而特別存錢﹖

□0 沒有    □1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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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有些人認為「退休後」或「老年人不再(或停止)工作後」會帶來下面一些好處，下面我

要唸出有些人說的好處請你告訴我，這些好處對你而言，是不是很重要，有些重要，

不太重要，還是完全不重要﹖ 

【對「目前有工作者」問「退休後」，「目前沒有工作者」問「年老後」】 

1 2 3 4 5 6 7 

退休後(年老後)的好處 
很
重
要 

有
些
重
要 

不
太
重
要 

完
全
不
重
要 

不
適
用 

說
不
出
來

沒
想
過
或 

(

請
說
明) 

其
他
反
應 

1.可以自己當老闆，不必聽別人指揮 1 2 3 4 5 6 7          

2.可以過較輕鬆、有悠閒的生活 1 2 3 4 5 6 7          

3.可以有較多的時間和配偶在一起 1 2 3 4 5 6 7          

4.可以有較多的時間和子女在一起 1 2 3 4 5 6 7          

5.可以有較多的時間參加社會服務或

活動(如宗教活動、社團活動等) 
1 2 3 4 5 6 7          

6.可以有較多的時間去旅行 1 2 3 4 5 6 7          

7.可以有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 1 2 3 4 5 6 7          

H4. 另外，也有些人認為「退休後」或「老年人沒有(或停止)工作後」會有下面一些壞處，

請你告訴我這些壞處，是不是會(或可能會)給你帶來困擾或掛慮﹖是很大的困擾，有

一些困擾，有一點小困擾，還是不會有困擾﹖ 
【對「目前有工作者」問「退休後」，「目前沒有工作者」問「年老後」】 

1 2 3 4 5 6 7 

退休後(年老後)的壞處 

很
大
的
困
擾 

有
一
些
困
擾 

有
點
小
困
擾 

不
會
有
困
擾 

不
適
用 

說
不
出
來

沒
想
過
或 

(

請
說
明) 

其
他
反
應 

1.時間太多，生活會較無聊 1 2 3 4 5 6 7           

2.無法再做有用或有建設性的事 1 2 3 4 5 6 7           

3.會懷念以前的同事 1 2 3 4 5 6 7           

4.較會生病和身體機能退化 1 2 3 4 5 6 7           

5.收入不夠使用 1 2 3 4 5 6 7           

6.存款貶值和生活費高漲的問題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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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對目前有工作者，問】 
將來退休後，有多出來的時間來做你想做的事時，請問到那時候，你最想做的事(或

活動)是什麼？還有沒有？ 

【對目前沒有工作者，問】 

請問當你年老(65 歲或更老)之後，你最希望(最想)做的事(或活動)是什麼？(可提示：

如果時間多出來，最想做什麼？)  
活動性質由訪員判斷歸類 

1 2 3 4 5 6 7 8 

退休或年老後最想做的事 
家
庭
生
活
類 

休
閒
嗜
好
類 

修
養
學
習
類 

奉
獻
服
務
類 

專
長
工
作
類 

觀
光
旅
遊
類 

運
動
類 

其
他
類 

(具體活動內容：) 

1.                               
1 2 3 4 5 6 7 8 

(具體活動內容：) 

2.                               
1 2 3 4 5 6 7 8 

(具體活動內容：) 

3.                               
1 2 3 4 5 6 7 8 

□0 沒有想過，不知道，說不出來 

□ 其他反應(請說明)                                                   

訪問結束時間： □1 上午      □2 下午     ________時________分(24 小時制) 



 

 180

訪問後觀察記錄 

K0. 訪問地點：□1 個案家裡  □2 辦公室/工作場所  □3 其他(寫出)：              

K1. 訪問過程中，是不是有其他人在場？ 
□1 有，大部分時間都在場 □3 有，偶而在場 
□2 有，約有一半的時間在場 □4 沒有他人在場【跳問 K2】 

K1a. 【如果有他人在場】是樣本個案的什麼人？ 
□ 02 配偶 
□  兒子                       【寫出與個案關係】 
□  媳婦 
□  女兒                       （              ） 
□  其他親戚 
□  其他非親戚                 （              ） 

K1b. 在場的其他人是不是有影響受訪者作答的情形？如何影響？ 
□1 有幫受訪者回答或改正答案 □3 沒有影響 
□2 在旁注意聽，但沒有加入回答 

K1c. 受訪者會不會因為有人在場而無法專心作答？ 
□1 一直受到影響 □3 一點點影響 
□2 有些影響 □4 不受影響 

K2. 受訪者瞭解問題的情形怎麼樣？ 
□1 很好 □2 好 □3 尚可 □4 很差 

K3. 受訪者合作的程度如何？ 
□1 很好 □2 好 □3 尚可 □4 很差 

K4. 訪問過程是否按預定程序順利地進行？ 
□1 很順利 □2 還可以 □3 不太順利 

K5. 請寫出有關訪問過程、受訪者反應、或其他特殊狀況、問題： 

                                                     

                                                     

K6. 本次訪問共花了多少時間？ 

        小時        分鐘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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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機關：行政院主計處92/09/03 

核准文號：處普三字第0920005542號 

有效期間：93年02月28日止 

辦理機關：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樣本編號：(訪員填寫) 

       A
或
B 

鄉鎮區代號 序列號 
 

民國九十二年 

台灣地區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追蹤(第五次)調查 

(57 歲以上問卷) 

個案姓名：                     

居住型態：□1 一般住戶 □2 安養機構：名稱                     

個案的居住地區是：□1 都市、城市 □2 鎮、鄉的街上 □3 鄉村、農村 

個案之性別：□1 男 □2 女 有無事先郵寄「給受訪者的信」？□1 有 □0 沒有 

前往訪視次數：計          次 完訪訪員姓名：                      

本問卷是否一次完成？□1 是 □0 否     分幾次完成：        次 完成日期：      月      日 

下面訪員請勿填寫 

初閱者：                日期：    年    月    日 

輔導員：                日期：    年    月    日 

複閱者：                日期：    年    月    日 

過錄者：                日期：    年    月    日 

及

核

閱

員

註

記 

補

訪

問

題

號

碼 

 

請粘貼
本局局徽
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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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訪案「樣本資料卡」請粘貼此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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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由訪員自行填寫】 

確認代答者或尋求代答者 

I1. 這一本問卷的訪問對象是： 
□ 1 個案本人【跳 A 節】 
□ 2 代答者【續填 I2、I3】 
□ 3 個案本人與代答者【續填 I2、I3】 

I2. 尋求代答的主要原因是： 

I2a. 訪問開始即因被查者有下列情形，而改找代答者： 
□ 1 重病或身體虛弱體力無法支持 
□ 2 重聽、耳聾、啞巴或無法溝通 
□ 3 精神有問題或心智不正常 
□ 4 出國，今年年底以前不會回來 
□ 5 其他(請寫出)：                       

I2b. 訪問中途即因被查者有下列情形，而改找代答者： 
□ 1 無法記憶 
□ 2 因個案身體虛弱、體力無法支持 
□ 3 顯得不可理喻、不願繼續、拒絕再答          I2b1. 是從那一節那一題開始？ 
□ 4 情緒不穩、悲傷                                    節     題開始代答 
□ 5 其他(請寫出)：                  

I3. 代答者是受訪個案的什麼人？ 
□ 11 父親 
□ 12 母親 
□ 02 配偶 
□  兒子 
□  女兒 
□  媳婦                       【寫出與個案關係】 

□  其他親戚                    (               )  
□  其他非親戚 

《 代答者問卷中有「 」之問題不用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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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開始時間： 1 上午      2 下午     ________時________分(24 小時制) 

感謝您再一次接受我們的訪問。您在前幾次為我們所提供的資料，對政府訂定老年人保

健與福利政策與計畫，有很大的幫助。現在，為了繼續瞭解一些中老年長者目前的健康與家

庭狀況以及改變情形，所以再來打擾您。先謝謝您的幫忙！ 

Ａ‧背景資料、婚姻及居住狀況 

訪員：請依據樣本資料卡，把個案 88 年調查婚姻狀況 
填入下表中後，再問 A1。 

A1. 請問您目前是不是已經結婚，而且還有先生／太太來互相照顧？【若無】為什麼沒有呢？

是因為您「從未曾結婚」過，還是您先生／太太不幸「已經去世」（過身）、還是「離婚」

了，還是您們已經「正式分居」？【加問】那您目前有沒有「同居的老伴」來互相照顧？

【答案填在下表「這次調查時（目前）婚姻狀況」欄內】 

88 年調查婚姻狀況 
（查錄自樣本資料卡） 

  這次調查時（目前）婚姻狀況 

□1. 有偶 
（含已婚有偶或有同住伴侶） 

□2. 無偶 
（含喪偶／離婚／分居／從未結婚）   

□3. 88 年無資料 

請問四年前(88 年)，你是否仍有先生／太

太？【將結果填入上面兩項之中】 

□1. 已經結婚，且先生／太

太也還在 
□2. 有同居的老伴 

□3. 喪偶，未再婚 
□4. 離婚，未再婚 
□5. （正式）分居 
□6. 從未曾結婚 

A1a.【請依據上表資料，勾選適當答案後，依指示續問相關問題】 

□1 88 年有偶，目前仍亦有偶(或有同伴)【續問 A2】 
□2 88 年有偶，目前喪偶     【跳問 A3】 
□3 88 年有偶，目前離婚或分居     【跳問 A4】 
□4 88 年無偶，目前有偶(或有同伴)     【跳問 A5】 
□5 88 年無偶，目前亦是無偶     【跳問 A11】 

有偶

無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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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88 年及目前均有配偶(同伴)者，請問】你和你現在的先生／太太(同伴)已經結婚(同居)
多久了﹖(是否有超過四年以上﹖) 

□1 結婚（或同居）還不到四年 □2 已經超過四年以上 

A2a. 你先生/太太是否經常有與你住在一起﹖ 
□0 沒有 

□1 有 

A2b.為什麼他/她沒有經常住在這裡？ 
□1 另有永久性的住所   □3 因家庭因素暫時不在家 
□2 暫時在外地工作     □4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 

A2c. 請問你們多久見一次面﹖ 
□1 每天        □4 每個月       □7 其他(請說明) 
□2 每隔幾天    □5 每隔幾個月       ____________ 
□3 每個禮拜    □6 每一年 

A2d. 請問你先生(太太)目前的健康情形好不好﹖ 
□1 很好     □3 普通     □4 不太好 
□2 好                    □5 很不好          【跳問 A11】 

 

A2e.【結婚(或同居)不到四年問】那是因為原來的先生/太太去世或因為離婚，才再結婚

(或同居)的呢？ 
□1 因喪偶                 □2 因離婚     【跳問 A4】 

 

A3.【近四年內喪偶者請問】你的先生(太太)是什麼時候過世的﹖ 

民國_______年_______月過世的  (應在 88 年 3 月之後) 

A3a. 請問他(她)去世時是幾歲﹖  __________歲 
A3b. 他/她是什麼原因去世的呢? 

                                        
 

訪員注意：喪偶後再婚者跳問 A5；喪偶未再婚者跳問 A11 
【即 A2e 答「因喪偶者」】   【即 A1 目前婚姻狀況為「3.喪偶，未再婚者」】 

 

A4.【近四年內離婚者請問】請問你們是什麼時候離婚的﹖ 

民國_______年_______月離婚的(應在 88 年 3 月之後) 
 
訪員注意：離婚後再婚者續問 A5；離婚未再婚者跳問 A11 

【即 A2e 答「因離婚者」】   【即 A1 目前婚姻狀況為「4. 離婚，未再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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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四年內有結婚(再婚)，有新配偶(伴侶)者，才需問以下：A5∼A10 
【即 A2 答「1.結婚(或同居)還不到四年」者】 

A5. 你最近這一次是什麼時候結婚(或開始同居)的﹖ 

民國 _______年_______月結婚的（或開始同居的）(應在 88 年 3 月之後) 

A6. 你先生/太太是否經常有與你住在一起﹖ 
□0 沒有 

□1 有 

A6a. 他/她為什麼沒有經常住在這裡？ 
□1 另有永久性的住所     □3 因家庭因素暫時不在家 
□2 暫時在外地工作       □4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A6b. 請問你們多久見面一次﹖ 
□1 每天        □4 每個月       □7 其他(請說明) 
□2 每隔幾天    □5 每隔幾個月      ____________ 
□3 每個禮拜    □6 每一年 

【續問 A7】 

A7. 請問您先生/太太(或同伴)是哪一年出生的﹖或現在幾歲﹖ 

□1 民前／□2 民國______年出生；或現在_______歲 

A8. 他/她是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還是哪裡人？ 
□1 閩南人     □3 外省人      □5 其他 
□2 客家人     □4 原住民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 

A9. 他/她的最高學歷(接受最高的學校教育)是甚麼？【請記錄教育程度代號：        】

未受正規教育  小學年級   初中(職) 高中(職) 大學(二三專) 研究所  不清楚 
------------------------------------------------------------------------------------------  --------- 
不識字 識字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四 
 00     90  010203040506  070809  101112    13141516     17+     99 
               初等科     高等科  一二三    四五 
               (日制)      (日制)     (五     專) 

A10. 請問你先生／太太(或同伴)目前的健康情形好不好﹖ 

□1 很好     □3 普通       □4 不太好 
□2 好                      □5 很不好 

91.空中大學肄業 

92.空中行專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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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歷史 

A11. 請問你現在住的這裡是你長久(經常)居住的地方嗎? 或者你是在幾個子女家裡輪流住? 
還是你雖然居住在這裡，但是常常到其他親人家裡(譬如兒子家、女兒家，或其他親友

家)探望?還是你只不過來此探望親人，而不是經常住這裡？ 
□1 長久住 
□2 輪流住 

□3 居住在此，常探望其他人 
□4 僅來此探望，並非經常住此 

□5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12. 你經常居住的(這／那棟)房子是屬於誰的﹖ 
□1 個案本人所有                   【續問 A13】 
□2 個案之配偶的  
□3 房子是屬於子女的               【跳問 A14】 
□4 租來的 
□5 政府或雇主提供之宿舍           【跳問 A15】 
□6 安養機構 
□7 祖產﹑共業 

□8 其他(請說明)              

 

若 A12.回答房子係個案本人或配偶所有者，問： 

A13. 這棟房子是你(或你先生/太太)買的、自建、繼承的、還是父母或其他親戚給的? 
□1 自己或配偶購買的 
□2 自建 

□3 繼承的 
□4 父母或其他親戚給的 
□5 其他(請說明)                     

A13b. 是誰拿錢出來幫你(或你先生/太太)買(或建)這棟房子? 
或：你(或你先生/太太)是繼承誰的房子? 
或：是哪一個親戚給的?【請記錄與個案之關係】 

(1)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 【續問 A13c】 

A11a. 你是在哪些人(哪幾個孩子)家裡輪流住？【寫出

與個案關係】 

(1)            (2)            (3)           

A13a. 你的父母、兄弟、孩子或其他親戚，有

沒有拿錢出來幫你(或你先生/太太)買
(或建)這棟房子? 
□0 沒有【跳問 A13c】 
□1 有【續問 A13b】 



 188

A13c. 假如你把這棟房子賣掉，而且還清貸款或抵押金之後，你大概還可以拿到多

少錢﹖  總共 ___________________萬元【問完本題跳 A15】 

【若個案說不出來或拒絕回答，則以下列範圍探問】 

□a) 少於 50 萬元                 □e) 500 萬元以上∼700 萬元以內 
□b) 50 萬元以上∼100 萬元以內    □f) 700 萬元以上 
□c) 100 萬元以上∼300 萬元以內   □g) 不知道或難以估計 
□d) 300 萬元以上∼500 萬元以內   □h) 拒答 

【問完本題跳 A15】 

 

【若 A12 答房子為子女所有，問】 

A14. 是哪一個子女的﹖【記錄與個案之關係】_______________ 

A14a. 這棟房子是不是你分給(或轉給)他，或是你出錢資助他買的﹖ 
□1 是個案分給(轉給)兒女的 □3 個案提供全部的資助 
□2 個案提供部分的資助 □4 都不是 

A15. 這房子大約是多少建坪(含公共設施)﹖_________________坪 

A16. 你所住的(這棟)房子裡，有沒有下面我說的這些設備﹖【若有】各有幾部/輛？ 

□a 有電視機：_______部 

□b 有冷(暖)氣機：_______台/口 

□c 有汽車：_______輛 

A17. 請問你喜不喜歡現在住的這個房子？是很喜歡、喜歡、普通、不太喜歡、或很不喜歡？ 
□1 很喜歡 □3 普通 □4 不太喜歡 
□2 喜歡 【跳問 A18】 □5 很不喜歡 

A17a. 為什麼你會說很喜歡/喜歡（或很不喜歡/不喜歡）這個房子？【訪問

員可就下列舉例來提示：空間大小、房間多寡、環境好壞、方便與

否、與同住者/鄰居的關係好壞...】 

理由(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理由(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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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8. 請問你住在這個房子已經多久了﹖有沒有超過四年﹖【輪住者以累積年數考慮】 
□1 從別處搬來這裡住，還不滿四年【跳問 A19】 
□2 已超過四年 

A18a. 最近四年裡，你曾否搬去別處住(四個月以上)又搬回﹖ 
□0 沒有     【跳問 A20】 
□1 有(包括輪流住或其他) 

 

A19. 請問你最近一次是從什麼地方搬到這裡來住﹖是從附近或是較遠的其他地方﹖ 
□1 隔壁或同棟樓 □4 臺灣其他地方 
□2 同鄰(附近) □5 大陸 
□3 同一或鄰近市/鎮/鄉 □6 外國 

A19a. 你在那裡是和什麼人同住﹖【b∼i 才可複選】 
□a 自己獨居，沒有同住者 □d 已婚兒子 □g 孫子女 
□b 配偶 □e 媳婦 □h 父母親(含配偶的) 

□c 未婚子女 □f 已婚女兒 □i 其他親戚              

A19b. 除了你的先生(太太)以外，其他家庭成員或成人是不是也都和你一起搬來這裡住﹖

□1 全部一起           □3 沒有 
□2 部份有             □4 個案與配偶獨居或沒有其他家人 

A19c. 你是什麼時候搬來這裡的? 

民國_______年_______月搬來的(應在 88 年 3 月之後) 

A19d. 你為什麼要搬到這裡住呢?【可複選】 
□a 結婚 □i 跟隨子女搬家 
□b 分家 □j 子女需要你的幫忙 
□c 自己或配偶更換工作 □k 子女希望你和他／她一起住 
□d 變賣土地或結束生意 □l 換/買房子     
□e 配偶或其他親人死亡 □m 經安排輪住 
□f 年齡太大或健康因素， □n 因經濟發生問題，而必須搬到這 

不能工作/獨自料理家務 裡住 
□g 與以前同住的人相處不好 □o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h 方便子女就學 



 190

童年健康狀況 

現在，我要請教一些和你 16 歲以前健康有關的問題。 

A20. 你 16 歲以前的健康情形是很好，好，普通，或不太好還是很不好？ 
□1.很好 □2.好 □3.普通 □4.不太好 □5.很不好 

A21. 在你 16 歲以前，有沒有因為身體健康的問題，而臥床或留在家中(不能工作或上學)一
個月或一個月以上？ 
□1.有 □0.沒有【跳問 B 節】 

A21a. 當時造成你臥床或留在家中一個月或一個月以上，最主要是什麼原因或

疾病/症狀?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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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家戶結構、親屬概況及互訪 

訪員：請先依據樣本資料卡，把 88 年調查結果之「個案的子女數」填入下表

第（1）欄中，再問下列問題。 

B1. 請問你目前有幾個親生的兒子及女兒，不管他們是不是跟你住在一起，都算？ 
【答案填入下表第（2）欄】。您目前有沒有養子或養女、繼子或繼女？ 
【答案亦填入下表第（2）欄】 

B2. 【訪員：比較下表第（1）及第（2）欄，若有不同，依下列狀況選擇發問】 

B2a. 【若第（2）欄比第（1）欄子女數少】請問你目前_______為什麼比上次訪問你時，

你說的________少________個呢？是不是在最近這四年期間，你有________不
幸去世？【若是】有幾個？ 
【答案填入下表第（3）欄】 

B2b. 【若第（2）欄比第（1）欄子女數多】請問你目前_______為什麼比上次訪問你時，

你說的________多________個呢？是不是在最近這四年內，你有新出生、或新領

養或別人過繼給你的孩子？【若有】有幾人？ 
【答案填入下表第（4）欄】 

B3. 訪員：若下表第（1）及第（2）欄不同，但並不是因有孩子去世、或有新出生、或新

領養或過繼別人的子女，則請查出原因，寫在第（5）欄。 
 

子女 
類別 

【訪員先填入

民國 88 年

時存活的子

女數】 

(1) 

B1. 
目前確實

仍存活子

女數 
(2) 

B2a. 
民國 88 年

以後去世

子女數 
(3) 

B2b. 
民國 88 年

以後新增

子女數 
(4) 

B3. 
備  註 

註明子女數不一致的

其他原因 
(5) 

親生兒子     

親生女兒     

養(繼)子     

養(繼)女     

合計     

B4. 請問在你現有的這些子女中，與你經常同住在這戶內的有幾人？沒有經常與你同住的有

幾人？ 
同住子女數：______________人；不同住子女數______________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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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現況 

B5. 他／她是你的什麼人？ 

B6. 他/她是男的還是女的？   1 男      2 女 

B7. 他/她足歲是幾歲？【記錄足歲】 

B8. 【對 6 歲以上成員，問:】他/她的最高學歷(最高的學校教育)是什麼？【填寫教育程度

代號】 

未受正規教育  小學年級   初中(職) 高中(職) 大學(二三專)  研究所   不清楚 
---------------------------------------------------------------------------------------------  --------- 
不識字 識字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四 

00    90  010203040506  070809  101112    13141516     17+      99 
  初等科     高等科  一二三    四五 

               (日制)      (日制)     (五     專) 

B9.【對 6 歲以上成員，問:】他/她現在有在工作嗎?或者還在念書?還是在當兵﹖還是當家

庭主婦﹖或是其他﹖ 
1 有工作      3 服役          5 無業/失業/退休       7 其他(請寫出) 
2 在學        4 家庭主婦      6 半工半讀 

B10.【對 15 歲以上成員，問:】他/她是否結過婚？【如果是】現在是不是還和先生/太太在

一起？B10a.他/她有幾個孩子？ 
1 有偶       3 分居       5 喪偶 
2 同居       4 離婚       6 未婚 

【以下 B11-B14 只問不同住子女】 

B11. 他/她的居住狀況是怎樣？是現在長時間在外求學/當兵/工作，而住在外地？或其他？

1 已正式分開居住            3 因工作在外住        5 其他 
2 因求學而暫時住在外面      4 服兵役 

B12. 他/她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1 隔壁或同棟樓         3 同一或鄰近市/鄉/鎮         5 大陸 
2 同鄰                 4 臺灣其它地方              6 外國 

B13. 你們多久會見面一次？ 
01 每天        03 每個禮拜    05 每隔幾個月    07 每隔幾年或已經很久未 
02 每隔幾天    04 每個月      06 每一年           見面 

B14. 你們多久會互通一次電話？ 
01 每天      03 每個禮拜    05 每隔幾個月    07 每隔幾年或已經很久未連絡  
02 每隔幾天  04 每個月      06 每一年        08 不需打電話 

請就受訪者現有的子女，按同住、不同住分開逐一詢問 B5∼
B14 之題目，並將答案填於表Ⅰ‧子女概況表中。 

【務請註明排行】 

91.空中大學肄業 

92.空中行專肄業 



 

表Ⅰ、子女概況表 
 只問 6 歲以上 只問 15 歲以上 只問不同住子女 

B6. 
性別 

B7. 
年齡 

B8. 
教育年數 

B9. 
就業狀況 

B10. 
婚姻狀況 

B10a. 
個案子女之
現存子女數 

B11. 
居住狀況 

B12. 
現住在哪
裡？ 

B13. 
多久見面一
次？ 

B14. 
多久互通電
話一次？ 

B5. 
家戶成員（註明與個案之
關係及排行） 

如：長子、次子、長女、
次女 

關   係 代號 
(勿填寫) 

1 男 
2 女 

足 
歲 
數 

參考附表，如
小 6 
國 9 
高 12 
大 16 
研 17 

【填教育程
  度代號】

1 有工作 
2 在學 
3 服役 
4 家庭主婦 
5 無業失業

或退休 
6 半工半讀 
7 其他【請說

明】 

1 有偶 
2 同居 
3 分居 
4 離婚 
5 喪偶 
6 未婚 

如數填入 
【若無， 
請寫 0】 

1 已正式分
開住 

2 因求學暫
外住 

3 因工作在
外住 

4 服兵役 
5 其他【請說

明】 

1 隔壁 
2 同鄰 
3 同(鄰近)

地區 
4 台灣他地 
5 大陸 
6 外國 

01 每天 
02 每隔幾天 
03 每個禮拜 
04 每個月 
05 每隔幾個月 
06 每一年 
07 每隔幾年/久未連絡 
08 不需打電話 
※ 若答「有事才聯絡」，則

追問「常常有事嗎？」 

同  住 

01        

02        

03        

04        

05        

 

不同住 

01            

02            

03            

04            

05            

06            

07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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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家戶成員 
B15. 除了你、你先生／太太和子女之外，請問另外還有多少人經常和你住在一起? 

_______人 

B16. 請就受訪者目前的各個家戶成員，逐一詢問 B17∼B21 之題目，並將答案填於表Ⅱ、其

他家戶成員概況表中。若家戶成員為媳婦或女婿，則務請註明排行。 

表Ⅱ、其他家戶成員概況表(同住者)【本人、配偶及子女請勿填入本表內】 

 6 歲以上成員才問 問15歲以上成員

B17. 
性別 

B18. 
年齡 

B19. 
最高教育年

數 

B20. 
他/她現在就業

狀況 

B21. 
他/她的婚姻狀

況 

家戶成員(註明與個

案之關係及排行) 
如：父親﹑母親 

公公﹑婆婆 
長媳﹑次媳 
孫子﹑孫女 
或其他人 

B16. 
他/她是你

的什麼人? 
【關係】 

代號 
(勿填寫) 

1 男 
2 女 

足 
歲 
數 

參考下表，

如 
小 6
國 9
高 12
大 16
研 17 

【填教育程

度代號】

1 有工作 
2 在學 
3 家庭主婦 
4 無業失業或

退休 
5 半工半讀 
7 其他 
【請說明】 

1 有偶 
2 同居 
3 分居 
4 離婚 
5 喪偶 
6 未婚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未受正規教育  小學年級   初中(職) 高中(職) 大學(二三專) 研究所    不清楚 
---------------------------------------------------------------------------------------------  --------- 
不識字 識字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四 

00     90  010203040506  070809  101112    13141516    17+       99   教育程度代號 

初等科     高等科  一二三    四五 
                   (日制)      (日制)     (五     專) 91.空中大學肄業 

92.空中行專肄業 



 195

B22. 根據你剛才所說的，包括你本人、還有你的先生／太太、以及......(請唸出表Ⅰ及表Ⅱ中

的一些人)，所以經常住在你們這一戶的，總共有______人，是這樣的嗎？ 

【經受訪者確認，記下戶內總人數：】________人 

B22a.【訪員自填，免問：】請訪員依據家戶成員表，在下列選項中，自行勾選出目前與

受訪者同住之所有家戶成員。【b∼k 才可複選】 
□a 只有一人獨居 □e 媳婦 □I 孫子女 
□b 配偶(或同伴) □f 男方之父母親 □j 其他親戚 
□c 未婚子女 □g 女方之父母親 □k 其他非親戚 
□d 已婚兒子 □h 已婚女兒 

【註：「男方/女方」係指個案本人或其配偶而言。】 

B23. 在此戶所有成員中，誰是戶籍上的戶長？ 
□1 受訪者本人 □3 其他人【請寫出與個案的關係】 

□2 配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24. 目前你和這些人同住一戶（或目前你只你一個人自己住），對這樣的安排你是否感到

滿意？ 
□1 非常滿意 □3 普通 □4 不太滿意 
□2 滿意  □5 非常不滿意 

B25. 我要說出一些老年人常見的居住安排方式，你最喜歡或是最希望的方式是那一種呢?
【逐項唸出下列方式，讓個案選】 
□1 自己(含配偶)單獨住 □5 與已婚子女住在鄰近的地方 
□2 與已婚兒子住在一起 □6 住老人安養院 
□3 與已婚女兒住在一起 □7 在兒子間輪住 
□4 與已婚子女住在一起 □8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 

 (不限兒子或女兒) 

B25a. 對於沒有兒子的年老夫婦來講，你認為他們最好是跟已婚女兒同住比較好，還

是自己住，或是搬到老人安養院住？怎樣安排比較好？ 
□1 跟已婚女兒住 □3 住到老人安養院 
□2 自己住 □4 其他安排（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 



 

表 lll‧父母親概況表 

【 健 在 者 問 題 】 

【問目前健在者】 【不同住者才問】 

B26. 
【訪員先登錄民國 88 年時

的存歿資料】 

B27. 
他/她現在是否建

在？ 
B28. 
你認為他
/她現在
的健康情
形如何？

B29. 
他/她是一直都跟
你同住，或是輪流
住？ 

B30. 
現住在哪
裡？ 

B31. 
你和他/她多久
見面一次？ 

B32. 
你和他/她多久
互通電話一
次？ 

0 已故【續問他是幾歲去世

的？】 
1 存歿不詳 
2 健在 

0 已故【續問：他

是幾歲去世

的？】 
【跳問下一人】 

1 健在【續問 B28】

關係 
【指個案的….】

0 
已故 請記錄

去世時
年齡 

1 
不詳 

2 
健在

0 
已故 請記錄

去世時
年齡 

1 
健在

1 很好 
2 好 
3 普通 
4 不太好
5 很差 

1 一直同住 
2 現同住，有
時輪住他處 

【跳下一人】

3 現住他處，
有時來輪住 

4 一直住他處 

1 隔壁 
【跳 B33】 
2 同鄰 
3同(鄰近)區
4 台灣他地 
5 大陸 
6 外國 

01 每天 
02 每隔幾天 
03 每個禮拜 
04 每個月 
05 每隔幾個月
06 每一年 
07 每隔幾年/

很久 

01 每天 
02 每隔幾天 
03 每個禮拜 
04 每個月 
05 每隔幾個月 
06 每一年 
07 每隔幾年/

很久 
08 不需打電話 

41 父親 0  1 2 0  1      

42 母親 0  1 2 0  1      

43 公公/岳父 0  1 2 0  1      

44 婆婆/岳母 0  1 2 0  1      

45 0  1 2 0  1      

46 0  1 2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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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 你的父親是不是在中國大陸出生的? 

□0.不是 □1.是 

B34.你的母親是不是在中國大陸出生的? 

□0.不是 □1.是 

兄弟姐妹【以下 B35∼B38 的答案請填在下面表格裡】 

B35. 你自己的兄弟姊妹現在仍存活的各有幾個？【若無，跳問 B37】 

B36a.【若有】共有幾個住在附近或同一市鎮鄉內的？ 
【若有】其中，平均至少每個星期會見面一次的有幾個？ 

B36b. 那些住在台灣(內)其他地方的兄弟姊妹共有幾個？ 
【若有】平均每個月至少有見面或用電話、寫信聯絡的共有幾個？ 

B36c. 你現有的兄弟姊妹中，不和你經常住在這裡，但你和他/她每星期至少聯絡一次

的有幾個？ 

B37. 你的配偶現在仍存活的兄弟姊妹各有幾個？【若無/個案若不曾結婚，跳問 B39】 

B38a. 其中，至少每月會見面或用電話、寫信聯絡一次的有幾個﹖ 

B38b. 其中，至少每個星期會見面或用電話、寫信聯絡一次的有幾個﹖ 
 

□個案不曾結婚【跳問 B39】 

□個案已離婚未再婚【跳問 B39】

B35. 
自己的 
兄弟姊妹 
(現存人數) 

B36a. 
不同住，但住在附近或同

一市鎮鄉的有 

          人 
其中，每週見面一次的有

          人 

 

B37. 
配偶的兄弟姊妹(現存人數) 

a.兄：_____人，b.弟：_____人

c.姐：_____人，d.妹：_____人

【若均無，跳問 B39】 
B36b. 

不同住，住在台灣(內)其
他地方的有         人

其中，每月聯絡一次的有

          人 

 

B38a. 
其中，每月聯絡至少一次 

有          人 

a. 兄：_______人 

b. 弟：_______人 

c. 姐：_______人 

d. 妹：_______人 

【若均無， 
跳問 B37】 B36c. 

不同住 (包括台澎金馬及

國外) ，但每週聯絡至少一

次的有          人 

 
B38b. 
其中，每週聯絡至少一次 

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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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女 

B39. 你總共有幾個內/外孫子女？ ____________個【如果 0 個，跳問 B40】 

B39a. 其中，在台灣但不和你同住的內／外孫子共有幾個？ 

____________個【如果 0 個，跳問 B40】 

B39a1. 又其中，有幾個是住在本市／鎮／鄉內？______個【如果 0 個，跳問 B39a2】 

【若有】有幾個孫子女至少每個星期和你見面一次？______個 

【若有】有幾個孫子女雖沒見面，但至少每個星期可以和你聯絡一次？______個 

B39a2. 那些不住本市／鎮／鄉，但至少每星期和你見面或電話聯絡的孫子女有幾

個？ 

______個 

其他親友 

B40. 除了我們剛才談到的這些親人（包括：子女、父母、兄弟姊妹和孫子女）之外，還有幾

個能經常至少每個星期一次和你見面、談話、或電話聯絡的其他親戚？ 

____________個經常見面、談話、或電話聯絡的其他親戚 

B41. 你有多少個能經常至少每個星期一次和你見面、談話、或電話聯絡的鄰居或朋友？ 
 【指比較親近或有交情者，不包括只是業務關係，或點頭之交者。】 

____________個能經常見面、談話、或電話聯絡的鄰居、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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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健康、醫療服務之利用與衛生行為 

前言：接下來，我要來請教關於你的健康及你保持健康情形的一些問題，請你來告訴我。首

先要請問你的是： 

健康的自我評量 

C1. 你對你現在的健康情形，認為是很好、好、普通、不太好還是很不好? 
□1 很好       □3 普通        □4 不太好 
□2 好                         □5 很不好 

C2. 和一年前比起來，你看你現在的健康情形是比較好、差不多、或是較差? 
□1 較好       □2 差不多      □3 較差 

疾病狀況 

C3. 下面我會說出一些中老年人比較有的一些病症，請你告訴我，你是不是曾經也有這種病

症？ 

訪員注意：請逐項詢問下一頁「疾病記錄表」中每一項疾病，若「自述」或「探問」後表

示「有」該項疾病，務請繼續問表中接續下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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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記錄表 

【C3 答有該項疾病者，須問 C3a－C3e】 

C3. 
你是否曾
經有這種
病症? 

C3a. 
這種病
有無經
過醫生
診斷? 

C3b. 
過去一
年有無
因此病
看醫生?

C3c. 
您現在
還有這
種病症
嗎? 

C3d. 
現在有無在
服藥或治療
此病? 

C3e. 
這種病對您
目前日常生
活行動造成
多大的不方
便?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疾病/症狀 

(

跳
問
下
一
個
病
症)

沒
有
或
不
知
道 

有 沒
有
或
不
確
定 

有 沒
有 

有 沒
有 

有 沒
有 

偶
而
或
必
要
時
有 

經
常
或
按
時
有
做 

沒
有
影
響 

有
點
不
便 

相
當
不
便 

(1) 高血壓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2) 糖尿病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3) 心臟病 
(心悸不算)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4) 中風(腦溢血)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5) 癌症或惡性腫瘤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6) 支氣管炎﹑肺氣

腫﹑肺炎﹑肺病、

氣喘等病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7) 關節炎或風濕症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8) 胃潰瘍或胃病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9) 肝﹑膽疾病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10)髖骨骨折 0 1  0 1 2

(11)白內障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12)腎臟疾病 
(包括結石)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13)痛風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14)脊椎骨骨刺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15)骨質疏鬆 0 1 0 1 0 1 0 1 0 1 2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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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訪員查核】： □0 受訪者沒有糖尿病或腎臟病     【跳問 C5】 
  □1 受訪者有糖尿病或腎臟病 

C4a. 請問你目前是不是有在接受洗腎治療？ 
□1 有 □0 沒有【跳問 C5】 

C4b. 你目前是多少天洗腎一次？          天 

C5. 除了上面這些疾病外，你還有沒有其他疾病或症狀?【要提示】如青光眼、頭暈、暈眩、

便秘、痔瘡、攝護腺肥大，或其他地方疾病或症狀。 
□1 有 □0 沒有【跳問 C6】 

C5a. 是什麼疾病或症狀(請說明)? 

其他(1)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2)______________________ 

C6. 在你 16 歲之後，有沒有因為身體健康的問題或意外傷害事件，而臥床或留在家中(不能

工作或上學)一個月或一個月以上？ 
□1 有 □0 沒有【跳問 C7】 

C6a. 當時造成你臥床或留在家中一個月或一個月以上，最主要是什麼原因或疾

病/症狀? 

(1)                             (2)                          

C7. 有些人過去有無法控制小便的情形，請問過去一年裡你是否也有過這種情形? 
□0 沒有 □1 有 

C8. 有些人會常常在無法自我控制的情況下排氣(放屁)或排便(有便意感後，無法忍住大便，而

常沾染到內褲)的情形，請問你是否也有過這種情形？ 

□1 有 □0 沒有【跳問 C9】 

C8a. 您大便失禁的情形，是：(唸出) 

□1 僅排氣無法隨意志控制 

□2 內褲常有糞便的顏色，或者有油狀的黏著物(或液體) 

□3 僅在瀉肚子時或糞便太軟時，才無法自主控制 

□4 連硬的、固態的糞便都無法自主控制 

C8b. 您是偶而、還是經常或每天都會有這種情形(大便失禁)？ 

□1 偶而 □2 經常 □3 每天都會 

C8c. 你現在有沒有在治療？         □1 有      □2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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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 整體來說，請問您平常身體上有沒有什麼不舒服或疼痛﹖ 
□1 沒有疼痛 □2 輕微疼痛或不舒服 

或不舒服 □3 中度疼痛或不舒服  
 □4 較嚴重疼痛或不舒服(尚可忍受的程度) 
 □5 非常嚴重的疼痛或不舒服(無法忍受的程度) 

C9a. 這種感覺的痛或不舒服是偶爾會痛或不舒服、常常痛或不舒

服，還是一直都在痛或不舒服﹖ 
□1 偶爾會痛或不舒服    □3 一直都在痛或不舒服 
□2 常常痛或不舒服 

C10. 在過去一個月裡，你是不是很健康? 還是有生病或受傷的情形? 
□0 很健康，也沒受傷     【跳問 C11】 
□1 有生病      □2 有受傷      □3 生病及受傷都有 

C10a. 你有沒有因此而減少日常活動? 

共有__________天       □00 沒有     【跳問 C11】 

C10b. 有沒有因此而臥床半天以上?【若有】共有幾天? 

共有__________天       □00 沒有【續問 C11】 

中老年跌倒 

C11. 請問你過去一年當中，你有沒有跌倒或摔倒過？（譬如走路時跌倒、滑倒、坐著或站著

沒坐好或站好、或暈眩而摔倒，還是躺著時摔下都算，不管是不是有受傷都算） 
□1  有跌倒、摔倒過 □0 沒有跌倒、摔倒過     【跳問 C12】 

C11a. 過去一年共跌倒或摔倒過幾次?  _________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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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的利用 

C12. 過去一年裡，你是否曾經住過院﹖ 
□1 有 □0 沒有     【跳問 C13】 

C12a. 住院幾次？ _____________次 

C12b. 總共住院住了幾天﹖___________天 

C12c. 最近一次是因為什麼原因去住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12d. 在你住院期間，大部分是誰在照顧你﹖ 

_________________【記錄照顧者與個案關係】 

C12e. 過去一年裡，你或你家人總共為你付了多少住院費用 ? 

_________________元 

C12f. 過去半年裡，你是否曾經住過院﹖ 
□1 有          □0 沒有 

C13. 過去一年裡，你是否曾到醫院看急診？ 
□1 有 □0 沒有     【跳問 C14】 

C13a. 共看過幾次？ __________次 



 

接下來，想請教你一些過去一年及最近一個月，你去看病、拿藥或去檢查治療的情形。 

a.在過去一年裡，你

是否曾去(看)過
【唸出左列類

別】？ 

b.在過去一個月

呢？你是否曾去

(看)過【唸出左列

類別】？ 

0 1 0 1 

e.過去一個月

裡，你有去(看)
過【唸出左列類

別】，那麼，你

或你家人總共

為你付了多少

費用？ 醫療服務類別 

(

跳
下
一
個
類
別) 

沒
有 

有 

(

跳
下
一
個
類
別) 

沒
有 

有 

c.在過去一

個月裡，

你總共去

幾次【唸

出左列類

別】？ 
【記錄次數】

d.你去看西醫或中醫門診主

要的目的是什麼？【可複

選】 
1.身體不舒服、而去看病 
2.只是去做例行性檢查或量

血壓 
3.只是去拿藥(指例行性或

預備性) 
4.其他【請說明】 

【圈選代號】 

C14. 西醫門診 
(不包括住院、急診) 

0 1 0 1 次 1 2 3 4      

C15. 中醫門診 0 1 0 1 次 1 2 3 4      

C16. 藥局(藥房) 
(包括中藥、西藥) 

0 1 0 1 次

C17. 牙醫 0 1 0 1 次

 

總共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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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8. 對您來說，您覺得找醫生看病方不方便？ 
□1 方便 □2 不太方便 □3 很不方便 

C19. 通常你去看醫生，路程(單程)要花您多少時間？ 

_____________時 ____________分 

C20. 在過去一年內，有沒有醫生、復健師或護士到您家裡幫您做治療或復健運動、換管子等

服務(居家護理服務)？ 
□0 沒有 □1 有 

C21. 在過去一年內，你沒有住過老人療養院或安養中心(護理之家)吧？ 
□0 沒有住過 □1 有住過 

C21a. 共住過幾次？_____________次 

C21b. 過去一年內，總共住多久？ 

________個月_______天 

C22. 過去三個月裡，你是否曾有身體不舒服，想看醫生，但卻沒去? 
□0 沒有不舒服 □2 有不舒服，沒有去看醫生 
□1 有不舒服，但是有去看醫生 

C22a. 為什麼沒有去?【可複選】 
□a 沒有錢 □g 害怕知道自己有病 
□b 沒時間 □h 沒人陪伴 
□c 找不到醫生 □i 醫院太遠 
□d 交通不方便 □j 不知道如何到醫院 
□e 不能請假看病 □k 自行購買成藥 
□f 病不嚴重 □l 其它(請指明) 

                       

C20a. 共做幾次？_____________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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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活動量表 

C23. 在沒有人幫助，也沒有工具輔助下，你一個人單獨做下面這些動作，會不會有困難？【若

有困難】是有些困難、很困難、或完全做不到？ 

【即使被訪者從未做過這件事，也請詢問：如果非做不可，你是否做得到？】 

困難程度 
動   作 

0 
沒困難 1 

有些困難

2 
很困難 

3 
完全做不到

備註

(1) 連續站立約 15 分鐘 0 1 2 3  

(2) 連續站立二小時 0 1 2 3  

(3) 屈蹲 0 1 2 3  

(4) 雙手舉高至頭上 0 1 2 3  

(5) 用手指拿或扭轉東西 0 1 2 3  

(6) 拿起或攜帶 20 台斤的東西 
(如 2 斗米) 0 1 2 3  

(7) 短距離跑步(20-30 米) 0 1 2 3  

(8) 走完 200 至 300 公尺 0 1 2 3  

(9) 能走到 2 樓或 3 樓 0 1 2 3  

C24. 若要你自己一人做下面的事，就你的健康和身體的情形來看，是不是有困難﹖ 
【若有困難，續問：】是有些困難、很困難，還是完全做不到? 

【即使被訪者從未做過這件事，也請詢問：如果非做不可，你是否做得到？】 

困難程度 
動   作 

0 
沒困難 1 

有些困難

2 
很困難 

3 
完全做不到

備註

(1) 買個人日常用品 
 (如肥皂、牙膏、藥品等) 0 1 2 3  

(2) 處理金錢(如算帳、找錢、付帳等) 0 1 2 3  

(3) 獨自坐汽車或火車 0 1 2 3  

(4) 在住家或附近做粗重的工作 
 (例如清水溝或清洗窗戶) 0 1 2 3  

(5) 掃地，洗碗，倒垃圾等其他輕鬆工作 0 1 2 3  

(6) 打電話 0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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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4a.【訪員查核】 □0 以上 C24 題六項活動都沒有困難     【跳問 C25】 

 □1 至少有一項有困難 

C24b. 對於你上面所告訴我的困難，有沒有人幫助你做這件(這些)事？ 
□1 有人幫 □0 沒有人幫     【跳問 C25】 

C24c. 主要是誰幫助你做這件(這些)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記錄主要幫助者與個案的關係】 

C24d. 你認為你所得到的幫助是已經足夠了，還是需要更多的幫助﹖ 
□1 已經足夠            □2 需要更多的幫助 

C25. 接下來的我會說出一些日常活動項目，請告訴我，你獨自做這件事會不會有困難？ 
【若有困難，續問：】是有些困難、很困難，還是完全做不到？ 
【暫時因疾病或傷害造成的困難不算】 

【回答有困難的項目，續問 C25a-C25c】 C25. 
你獨自做這件事 
有無困難？ C25b. 

是否用特殊

輔助工具幫

你(做這件

事)？ 

C25c. 
是否有人幫

你(做這件

事)？ 
日常生活活動 

0. 
沒
困
難

1. 
有 
些 
困 
難 

2. 
很 
困 
難 

3.
完
全
做
不
到

C25a. 
這個困難已經持

續有多久了? 

【大約有幾年幾個

月了?】 

0. 
沒 
有 

1. 
有 

0. 
沒 
有 

1. 
有 

1.洗澡 0 1 2 3        年      月 0 1 0 1 

2.穿衣服、脫衣服 0 1 2 3        年      月 0 1 0 1 

3.吃飯 0 1 2 3        年      月 0 1 0 1 

4.起床、站立、坐

在椅子上 0 1 2 3        年      月 0 1 0 1 

5.室內走動 0 1 2 3        年      月 0 1 0 1 

6.上廁所 0 1 2 3        年      月 0 1 0 1 

C25d. 【訪員查核】 □0 以上 C25 題六項活動都沒有困難     【跳問 C26】 
 □1 至少有一項有困難 

C25e. 你說你______(有困難的項目)有困難做，那主要是誰幫你做這些事? 

_________________ 【寫出主要幫助者與個案之關係】 

或□00. 沒有人幫忙     【跳問 C26】 

C25f. 你認為你得到幫忙是已經足夠了，還是需要更多的幫助? 
□1 已經足夠            □2 需要更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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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行為 

C26. 你目前是否有抽菸? 
□0 沒有 □1 有 

C26c. 你以前有沒有抽過菸? 
□1 有 □0 沒有【跳問 C27】 

C26c1. 你一共(攏總)抽過多少年的菸?          年 

C27. 你平常是否有喝酒?【偶而喝也算有喝】 
□1 有 □0 沒有【指滴酒不沾】【跳問 C28】 

C27a. 你大約多久喝一次 ?【若答「應酬才喝」，則問多久應酬一次】 
□1 (幾乎)每天喝      □4 每月一、二次 
□2 兩、三天喝一次   □5 每月不到一次 
□3 每週一次 

C27b. 你通常喝到什麼程度 ? 
□1 淺酌(不醉)        □2 微醺(半醉)     □3 常喝醉(爛醉) 

C28. 你目前是否有吃檳榔? 
□0 沒有 □1 有 

C28c 你以前有沒有吃過檳榔? 
□1 有 □0 沒有【跳問 C29】 

C28c1. 你一共(攏總)吃過幾年的檳榔? _________年 

C26a. 平均來說，你一天大約抽幾根菸或幾包菸？ 

□00 少於一支   _______支；或_______包

C26b. 你一共(攏總)已經抽了多少年的菸 ? 

          年【跳問 C27】 

C28a. 平均來說，你一天大約吃幾粒檳榔？ 

□00 少於一粒        _________粒 

C28b. 你一共(攏總)已經吃了多少年的檳榔 ? 

_________年【跳問 C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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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9. 你平常有沒有在做運動﹖ 
□0 沒有 
□1 每週 2 次以下 
□2 每週 3 至 5 次 
□3 每週 6 次以上 

C29b. 你每次大約運動幾分鐘﹖ 
□1  15 分鐘以下     □2  15 至 30 分鐘     □3  30 分鐘以上 

C29c. 你每次運動後會不會流汗？ 
□1 不會流汗      □3 流很多汗 
□2 會流一些汗    □4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 

C29d. 你每次運動後會不會喘？ 
□1 不會喘        □3 很喘 
□2 會有點喘      □4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 

C30. 你平常是否有在使用或服用下面我所說的這些藥或營養品？ 
【若有，問：】你是經常或按時使用，還是必要時才用？ 
【訪員請逐一唸出每一種藥】 

【若有使用，續問：】 
藥品/營養品 0 沒有用 1 經常或 

按時使用 
2 必要時使用

(1)提神的藥 0 1 2 

(2)安眠的藥 0 1 2 

(3)鎮靜的藥(讓心肝頭鎮靜的藥) 0 1 2 

(4)阿斯匹靈 0 1 2 

(5)治關節炎疼痛的止痛藥 0 1 2 

(6)其他類(第 4、5 項以外)的止痛的藥 0 1 2 

(7)中藥、漢藥(含漢式補藥) 0 1 2 

(8)葡萄糖液注射或鹽水注射 0 1 2 

(9)綜合維他命或礦物質 0 1 2 

(10)鈣片 0 1 2 

(11)魚油 0 1 2 

(12)維他命 E 0 1 2 

(13)卵磷脂 0 1 2 

(14)健康食品 0 1 2 

(15)其他(請指明) 
____________________ 0 1 2 

C29a. 為什麼你平常沒有在做運動? 

                                
【跳問 C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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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 你目前是否有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0 沒有 □1 有  

C32a. 過去一年內，你是否有量過血壓？(包括在家裡自己量、到藥房或衛生所請人量【若有，

問】你是定期、經常在量，還是偶而會量？) 
□0 沒有 □1 偶而會量 □2 定期或經常在量 

C32b. 過去一年內，你是否有做過血糖檢查(抽血檢查有無糖尿病)？ 
□0 沒有 □1 有 □2 不知道或不確定 

C32c. 除了剛才所問的血糖檢查之外，過去一年內，你是否曾抽血檢查尿酸、膽固醇 (血油)、
或是肝功能、腎臟功能？【若有】是檢查什麼? 
□0 都沒有 □1 有 
□2 不知道或不確定 

C32d.【只問女性受訪者】過去一年內，你是否有做過子宮頸抹片檢查？ 
□0 沒有 □1 有 □2 不知道或不確定 

C33.【訪員核對】 

□1 【男性】C32a,b,c 三項檢查都有做過        【跳問 C34】 
□2 【女性】C32a,b,c,d 四項檢查都有做過 
□3  至少有一項檢查沒有做過  

C33a. 為什麼你沒有去做【上面沒有去做的】那項檢查呢？【可複選】 
□a 沒有錢 □g 交通不方便 
□b 害怕知道自己有毛病 □h 不知道如何到醫院或診所 
□c 沒有時間 □i 不能請假去做檢查 
□d 沒有人陪伴前往 □j 不覺得需要做檢查 
□e 找不到醫生 □k 其他(請說明) 

□f 住家離醫院或診所太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檢查：【可複選】 
□a.不知道做那一項檢查 
□b.尿酸 □e.腎臟功能 

□c.膽固醇 □f.其他(說明) 

□d.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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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4. 過去三年中，你是否有去做過健康檢查﹖ 
□1 有 □0 沒有 

C34a. 為什麼過去三年，你沒有去做健康檢查?【可複選】 

□a 沒有錢 □g 交通不方便 
□b 害怕知道 □h 不知道如何到 

自己有毛病          醫院或診所 
□c 沒有時間 □i 不能請假去做 
□d 沒有人陪伴前往 □j 不覺得需要做 
□e 找不到醫生          健康檢查 
□f 住家離醫院 □k 其他(請註明) 

或診所太遠                                 
【跳問 C35】 

C34b. 你去做健康檢查的目的是純粹為了要瞭解自己的健康情形？還是因為自己感覺

不舒服，所以自己主動去做，還是因為身體不舒服，醫生要你去做檢查的？【可

複選】 

□a 純粹為瞭解健康情形(預防保健) 
□b 自己感覺不舒服，或不對勁，故自己主動去做 

□c 不舒服，醫生交代去做的 

□d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34c. 那麼過去一年中，你是否有去做過健康檢查 ? 
□1 有           □0 沒有 

C34d. 為什麼過去一年，你沒有去做健康檢查 ?【可複選】 
□a 沒有錢 □g 交通不方便 
□b 害怕知道 □h 不知道如何到 

自己有毛病          醫院或診所 
□c 沒有時間 □i 不能請假去做 
□d 沒有人陪伴前往 □j 不覺得需要做 
□e 找不到醫生          健康檢查 
□f 住家離醫院 □k 其他(請註明) 

或診所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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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輔助器物使用情形 

C35. 目前，你有沒有戴眼鏡(包括閱讀用眼鏡或隱型眼鏡)? 
□0 沒有 □1 有 

C35a. 你看東西是否看

得清楚? 
 C35b. 你戴眼鏡(或隱型眼鏡)後，看東

西是否看得清楚? 

□1 很清楚      □3 普通       □4 不太清楚 
□2 清楚                       □5 一點也不清楚 

C36. 你有沒有戴助聽器? 
□0 沒有 □1 有 

C36a. 你聽聲音是否聽

得清楚? 
 C36b. 你戴助聽器後是否聽得清楚? 

□1 很清楚      □3 普通       □4 不太清楚 
□2 清楚                       □5 一點也不清楚 

C37. 你有沒有裝假牙﹖(牙套也算) 
□1 有 □0 沒有 

C37a. 你的假牙是活動式，或是固

定式假牙﹖【可複選】 

□a 固定式假牙 
□b 活動式假牙 

C37b. 你的活動假牙是全天戴或

吃飯才戴，還是很少戴﹖

□1 全天戴(晚上睡覺才

取下) 
□2 吃飯才戴 
□3 很少戴  

 C37c.【未裝假牙者，問：】你

吃東西的能力好不好? 

【有裝假牙者，問：】你

裝上假牙後吃東西的能

力好不好? 
□1 很好 
□2 好 
□3 普通 
□4 不太好 
□5 一點也不好 

C38. 目前，你走路時有沒有使用手杖、腋杖(拐仔)或四角柱形的輔助器來幫助你走路？ 
□0 沒有 □1 有 

C38a. 你的行動是否方

便? 
 C38b. 你使用手杖或腋杖等走路時是

否方便? 

□1 很方便      □3 普通       □4 不太方便 
□2 方便                       □5 一點也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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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9. 你認為在日常生活中應如何預防得腎臟病？(依個案自述打「 」)【可複選】 
□a 不知道 □d 避免吃太鹹 □g 多喝開水 

□b 避免過度激烈運動 □e 控制血壓或血糖 □h 定期健檢 

□c 不要隨便吃藥 □f 不要憋尿 □i 其他(寫出)                 

C40. 你是否(甘)知道糖尿病發病之初，會有哪三多症狀？（依個案自述打「 」）【可複選】 

□a 不知道 □c 多喝 □e 多尿 

□b 多吃 □d 多睡 □f 其他(寫出)                 

C41. 你是否(甘)知道在飲食上可以注意哪幾點來預防(或控制)高血壓和糖尿病？（依個案

自述打「 」）【可複選】 

□a 不知道 □e 糖份(澱粉類)控制適量 
□b 少吃鹹、吃清淡點 □f 多吃蔬菜水果等多纖維食物 
□c 吃植物油(沙拉油)或低油脂食物   
□d 少用菸酒 □g 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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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2. 當今社會，有些人會有一些精神上的壓力或煩惱但有些人不會。下面我會提一些問

題，請你告訴我，這些問題有沒有給你帶來壓力或煩惱的﹖ 
【若有】是有一些壓力或有時會煩惱，還是有很大的壓力或經常會有煩惱? 

【加問】除了這些外，還有沒有什麼讓你有壓力或煩惱的? 

 問  題 
0. 

沒有感受到什

麼壓力或煩惱 

1. 
有一些壓力或

有時會有煩惱 

2. 
有很大壓力或

經常會有煩惱 

1. 自己的健康 0 1 2 

2. 自己的經濟狀況 0 1 2 

3. 自己的工作 0 1 2 

4. 其他家人的健康、經濟、工

作或婚姻等 0 1 2 

5. 和家人相處的關係(例如：

相處不好、緊張、衝突) 0 1 2 

6. 其他(請說明) 

                       
0 1 2 

抑鬱(CES-D)量表 

C43. 每一個人都會有心情變化的時候。在過去這一星期裡，你是不是曾有下面的情形或感

覺? 

【若有，續問：】你是很少有這種情形，或是有時候有，或者經常一直有這種情形? 

(你是這禮拜有四天以上都如此，或是有二至三天如此，或大約只有一天有這樣﹖) 

有 
在過去一星期裡 

你是不是..... 

0 
沒有

1 
很少 

(只有一天)

2 
有時候會 

(二至三天)

3 
經常或一直 
(四天以上) 

備註 

(1) 不太想吃東西，胃口很差 0 1 2 3  

(2) 覺得做每一件事情都很吃力 0 1 2 3  
(3) 睡不好覺(睡不入眠) 0 1 2 3  

(4) 覺得心情很不好 0 1 2 3  

(5) 覺得很寂寞(孤單、沒伴) 0 1 2 3  

(6) 覺得身邊的人不要和你好

(不友善) 0 1 2 3  

(7) 覺得很傷心 0 1 2 3  

(8) 提不起勁來做事(沒精神做

事) 0 1 2 3  

(9) 覺得很快樂 0 1 2 3  

(10)覺得日子(生活)過得不錯 0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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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滿意度量表 

C44. 我想問一些你目前對你自己一生的生活狀況的看法或感覺。對於下面我所要唸 的每

一句話，請告訴我你是不是會有這種的感覺。 
【訪員：請依題號順序唸，並記錄答案】 

 人生感受 1. 
是 

0. 
不是 

備註欄 

(1) 你的人生，和大多數的人比，你的命是不

是比他們都要好 1 0  

(2) 你是不是對你的人生感到(有)滿意 1 0  

(3) 你是不是對你做的事感覺有意思 1 0  

(4) 這些年是不是你人生中最好的日子 1 0  

(5) 即使可能(再來一次、重新來過)，你是不

是願意改變你過去的人生 1.(願意改變) 0.(不願意)  

(6) 你是不是期待將來會有一些令人高興的 
(歡喜的)事情發生 1 0  

(7) 你的日子是不是應該可以過得比現在好 1 0  

(8) 你是不是感覺所作的事大多數都是單調

枯燥的(沒趣味的) 1 0  

(9) 你是不是感覺老了，而且有一些厭倦 1 0  

(10) 你這一生是不是可以說大部分都符合你 
的希望 1 0  

(11)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安全及有

保障的環境中 1 0  

(12) 你是不是對自己的生活環境感到滿意(如
污染、氣候、噪音、景色…..)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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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要問一些需要你記憶的問題。即使記性再好的人，有時候也會忘記某些事情，

不要覺得不好意思，所以請你放輕鬆一點。 

1.對 0.錯   
□  □ C45. 請告訴我你的地址。【記下個案的回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被訪者能正確得說出住處所在地

的縣、市、鄉、鎮、街道中任何一項即算答對】 
□  □ C45a. 請告訴我這是那裡?  (你身處何處? 如家裡、公園等) 
□  □ C46. 今天是民國幾年幾月幾日? _____年 
□  □ C46a. 【看日曆回答也算對】 _____月 
□  □ C46b.  _____日 

□  □ C47. 今天是星期幾？_________ 【看日曆回答也算對】 
□  □ C48. 你今年幾歲？_________歲 【生肖答對也算對】 
□  □ C49. 你母親的娘家姓什麼？_________ 【能記起來即算答對】 
□  □ C50. 現任總統是誰？_________ 
□  □ C51. 上一任總統是誰？_________ 

C52. 我想請你做幾個簡單的計算。20 個橘子吃去 3 個還剩幾個？如果每一

次再繼續吃去 3 個，剩多少個?每一次都把計算的結果告訴我。 
( 20 -3 = ?    -3 = ?    -3 = ?    -3 = ? ) 
【訪員注意：請從 A欄開始填寫，當被訪者的答案是 8或少於 8時，

停止填寫。】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A         B        C         D 

□ 全部不知道

□ 拒答 

C53. 接下來，我要唸出幾項物件，等我唸完後，請你把你記得的部分說一

次，但不一定要照我的順序來說。 
【請先提醒受訪者注意聽，只唸一次，不可重複唸，並在個案答對的

物件上打圈】 

火車、   狗、   船、   西瓜、   石頭 

汽水、   布、  春天、   樹、    屋頂 

□ 全部不知道 

□ 拒答 

C54. 接下來，我要唸出幾個數字，當我唸完後，請你倒唸。 
4   2   9   8   1 
【訪員注意：依個案回答的順序從 A欄開始填寫】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A       B      C       D      E 

□ 全部不知道 

□ 拒答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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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5. 我現在要唸出三樣東西的名稱，我說完後，請你重複一遍。請務必記好，等一下我會

請你再說出這三樣東西的名稱。 
【訪員請注意：清楚且慢慢的唸出三樣東西的名稱，大約一秒鐘唸一樣。】 

香蕉、雨傘、腳踏車 

C55a. 請你說出這三樣東西的名稱。【訪員請注意：將受訪者第一次嘗試時，所唸出來的

項目打勾。】 

□1. 香蕉   □2. 雨傘   □3. 腳踏車 
□ 全部不知道  

□ 拒答 

C55b. 【訪員查核】： 

 □1 第一次嘗試，即可全部唸出三樣東西的名稱【跳問 C56】 

 □2 第一次嘗試，無法全部唸出三樣東西的名稱 

C55c. 【訪員請注意：請重複再唸一遍，如果還是無法三個全部說出來，請再次重複一

遍，看受訪者可否全部說出三樣東西的名稱。】 

□1 受訪者有全部唸出這三樣東西的名稱 

□2 受訪者不能全部唸出這三樣東西的名稱 

C56. 請問你目前的身高：    公分  【□1.當場測量的   □2.用問的】 

C57. 請問你目前的體重：    公斤  【□1.當場測量的   □2.用問的】 

C58. 我要量一下你的腰圍：    公分 

C59. 再量一下你的臀圍：    公分 

C60. 剛剛我要你記住的三樣東西是什麼？【訪問員請注意：勾出受訪者唸出的名稱】。 

□1. 香蕉   □2. 雨傘   □3. 腳踏車 
□ 全部不知道  

□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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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社會支持與交換 

現在，我要問一些有關於你幫忙家裡人或其他人做事，以及別人幫忙你的情形。 

訪員請注意：以下 D1∼D3 之答案請填在次頁表格中。 
D1. 你目前有沒有幫忙照顧孫子或幫其他人照顧孩子？ 

【孩子，指唸高中或以下者】 

1 有           0 沒有【跳問 D2】 

D1a. 是只有你一個人在照顧?或你先生/太太也一起照顧? 

D1c. 是幫誰照顧孩子？              D*b. 是否同住？或兩種都有？ 

D1d. 你是多久幫忙照顧一次？ 是經常或偶而？ 

1 經常(指每天或每週數天)    2 偶而(指每週一次或不到一次) 

D2. 有些人會因為身體健康的問題而在生活上需要別人照顧，譬如上下床、吃飯、洗澡、

穿衣服、在家裡面走動等等，目前你家裡的成年人或其他人有沒有在這方面需要你幫

忙的？ 

1 有           0 沒有【跳問 D3】 

D2a. 是幫忙誰做這些事？            D*b. 是否同住？或兩種都有？ 

D2c. 你多久幫忙一次﹖   1 經常     2 偶而 

D3. 你有沒有經常性地送一些個人用品，像是食物、衣服之類的東西給你的家人、親友或

其他人，以幫助他們生活上的需要？【年節、生日或交誼性的禮物不算】 

1 有           0 沒有【跳問 D3d】 

D3a. 是送給誰？                    D*b. 是否同住？或兩種都有？ 

D3c. 每個月你經常拿來幫忙他(或他們)的個人用品的價值大約是在 2,000 元以內，或

超過 2,000 元？ 
1. 2,000 元以內         2. 超過 2,000 元 



 

 

提供幫助              

  D ＊ b   D2. 幫行動不便者   D3. 物質幫助他人 
    

D1. 幫助他人照顧孩子 
     吃飯、洗澡..等       如食物、衣服， 幫助它人的項目 

【逐項探問】 
同 住 否 □ 有  D1a

 □0  沒有  →        □0  沒有  → 
  

      □0  沒有  →  

  1 2 1 2  D1c. D1d.    □ 有 D2c.    □ 有 D3c. 
  同 不 你 配 幫 頻 率 D2a. 頻 率 D3a.    價值(每月) 
  住 同 一 偶 誰 1. 2. 幫 1. 2. 幫 1. 2. 

幫助的對象 一 住 人 一 ? 經 偶 誰 經 偶 誰 2000 超過 
------------------- 戶   照 起    ?   ?     
＊見【備註】 內   顧  (打  ) 常 而 (打  ) 常 而 (打  ) 以內 2000 

 本人之父/母親 1 2   1 2   1 2 
 配偶之父/母親 1 2   1 2   1 2 

配  偶 1 2 

 

  1 2  
 子女：(_______) 1 2 1 2   1 2   1 2   1 2 
 子女：(_______) 1 2 1 2   1 2   1 2   1 2 
 子女：(_______) 1 2 1 2   1 2   1 2   1 2 
 子女：(_______) 1 2 1 2   1 2   1 2   1 2 
 內/外孫子女 1 2 1 2   1 2   1 2   1 2 
 兄弟姊妹 1 2 1 2   1 2   1 2   1 2 
 其他親戚 1 2 1 2   1 2   1 2   1 2 
 朋友，鄰居 1 2 1 2   1 2   1 2   1 2 
 其他：(_______) 1 2 1 2   1 2   1 2   1 2 
＊【備註】：接受幫助的同一類對象(例如：兄弟姊妹)，若包括同住者及不同住者，可能在同一項幫忙或不同項幫忙被重複提到時，則在

D＊b. 的 1「同住一戶內」及 2「不同住」兩種格內均可以圈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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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d. 您目前有沒有幫不同住的人料理一些家務，如煮飯、洗衣服、打掃、買菜等工作? 

□1.沒有 □2.有 

D4. 過去一年內，你或你先生/太太有沒有單單為一位子女一年花費十萬元以上的教育費用，

或在外求學的生活費? 
□1.有 □2.沒有     【跳問 D5】 

D4a. 是那一位子女呢?  D4b. 是否同住? 
 給那位子女?【記錄與個案關係】    1.同住     2.不同住  

                                 1  2 

                                 1  2 

                                 1  2 

                                 1  2 

D5. 除了上述的教育費用外，過去一年內，你或你先生/太太是否有給過你的家人或朋友錢? 
□1.有            □2.沒有     【跳問 D6】 

D5a. 是誰呢?【記錄與個案之關係】  D5b. 是否同住? 
  給 誰 ?      1.同住      2.不同住      給 誰 ?      1.同住      2.不同住 

_____________ 1 2 _____________ 1 2 

_____________ 1 2 _____________ 1 2 

_____________ 1 2 _____________ 1 2 

_____________ 1 2 _____________ 1 2 

D5c. 過去一年裡，你們總共給他們多少錢? 

【如數過錄】總共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若個案無法說出金額數目或拒絕回答，請務必以下列範圍探問】 

□a. 3 萬元以下 □f. 30 萬∼40 萬元以下 
□b. 3 萬∼5 萬元以下 □g. 40 萬∼50 萬元以下 
□c. 5 萬∼10 萬元以下 □h. 50 萬∼100 萬元以下 
□d. 10 萬∼20 萬元以下 □i. 100 萬元以上 
□e. 20 萬∼30 萬元以下 

D3e. 是幫誰做?               
【寫出與個案的關係】 



 

 221

D6. 你和你先生/太太是不是已經把一部份或全部的財產分給子女或親戚？ 
□0 沒有財產可分【跳問 D7】 
□1 尚未分出去 
□2 有，已經完全分出去 
□3 有，已經部份分出去 

D6b 是在幾年前分出去的？_______________年前 
□00.不滿一年 

D6c 請你估計一下，你和你先生/太太所有已經分出去給子女或親戚的房子、資產等，總共

價值有多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萬元 
【訪員注意：若個案無法說出金額數目或拒絕回答， 務必請以下列範圍探問】 
□ a. 10 萬元以下 □i. 300 萬 ∼ 400 萬元以下 
□ b. 10 萬 ∼ 30 萬元以下 □j. 400 萬 ∼ 500 萬元以下 
□ c. 30 萬 ∼ 50 萬元以下 □k. 500 萬 ∼ 600 萬元以下 
□ d. 50 萬 ∼ 70 萬元以下 □l. 600 萬 ∼ 700 萬元以下 
□ e. 70 萬 ∼ 100 萬元以下 □m. 700 萬 ∼ 1,000 萬元以下 
□ f. 100 萬 ∼ 150 萬元以下 □n. 1,000 萬 ∼ 2,000 萬元以下 
□ g. 150 萬 ∼ 200 萬元以下 □o. 2,000 萬 ∼ 3,000 萬元以下 
□ h. 200 萬 ∼ 300 萬元以下 □p. 3,000 萬元以上 

接受幫助 

D7. 目前有沒有人送你任何吃的、穿的或用的東西? 
□1 有            □0 沒有 

D7a. 有沒有人經常性地送你個人用品，像是衣服、食物之類的東西，幫助你生活上的需

要?【年節或生日或交誼性禮物不算】 
□1 有            □0 沒有【跳問 D8】 

D7b. 是誰會經常性地送你個人用品？【若幫忙的人數超過一人以上，則按最常幫忙的

人開始記錄，寫出與個案之關係】 
【寫出所有有幫忙的人，未限定為 4 人】 

1.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 

D7c. 每個月你大約從他或他們那裡收到的個人用品的價值是 2,000 元以內，或超過

2,000 元？ 

□1. 2000 元以內          □2. 超過 2000 元 

D6a. 你打算幾年後要把你的財產分給

子女或親戚呢﹖ 

□               年後 

□ 死後 

□ 還沒想過 

□還有其他打算(請說明) 

                      

【跳問 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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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 目前有沒有人拿錢幫助你? 
□1 有                □0 沒有 

D8a. 過去一年裡，是否有那一個子女或親戚給過你和你先生／太太錢，做你(妳們兩人)

日常生活費用？ 
【不包括同住子女給的共同生活開支】 
□1 有                 □0 都沒有     【跳問 D9】 

D8b. 是誰呢﹖【記錄與個案之關係】 
【寫出所有有幫忙的人，未限定為 4 人】 

同 住 的：1.________ 2.________ 3.________ 4.________ 

不同住的：1.________ 2.________ 3.________ 4.________ 

D8c. 過去一年裡，他們總共給你們多少錢﹖ 

【如數記錄】總共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若個案無法說出金額數目或拒絕回答，請務必以下列範圍探問】 
□a. 3 萬元以下 □f. 30 萬∼40 萬元以下 
□b. 3 萬∼5 萬元以下 □g. 40 萬∼50 萬元以下 
□c. 5 萬∼10 萬元以下 □h. 50 萬∼100 萬元以下 
□d. 10 萬∼20 萬元以下 □i. 100 萬元以上 
□e. 20 萬∼30 萬元以下 

【若 D8b 回答的人數超過一人以上，則續問 D8d】 

D8d. 過去一年裡，誰給你們最多呢﹖____________________ 

D9. 目前有沒有人幫助你料理日常生活事務，如買東西、煮飯、坐車、寫信、打電話或幫你

管錢? 
□1 有         □0 沒有 

D9a. 你府上一些較輕便、必須做的家事，例如煮飯、洗衣、掃地、清潔、洗碗或買菜購

物等工作，大部份是誰在做﹖ 
□01 個案本人 →【跳問 D10】 
□02 配偶      □ 其他人【與個案之關係】(____________) 

D9b. 你有沒有在幫忙做這些家事？若有，幫多少忙？ 

□0 一點也沒幫忙   □1 很少     □2 一些     □3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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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支持 
【訪員注意：若有其他家人在場，請利用其不在場時再問 D10∼D17 的題目。】 

接下來，我想再請問一些關於你和你家人、親戚、朋友或鄰居互相關心、照顧的情形。 

D10. 當你需要和人談你的問題或你的心事時，你覺得你的家人、親戚或朋友，願不願意聽

你講﹖是很願意、願意、普通、不太願意，還是很不願意﹖ 
□1 很願意 □4 不太願意       
□2 願意 □5 很不願意 
□3 普通 

D10a. 是誰最願意聽你講心事呢﹖(1)__________(2) __________【記錄與個案之關係】

D11. 你覺得你的家人、親戚或朋友，是不是關心你？是很關心你、關心、普通、不太關心，

還是很不關心﹖ 
□1 很關心 □4 不太關心 
□2 關心 □5 很不關心 
□3 普通 

D11a. 誰最關心你呢？(1)___________(2) ___________【記錄與個案之關係】 

D12. 一般來說，你的家人或親友對你的關心(指精神或心理)程度，你覺得滿不滿意？是很

滿意、滿意、普通、不太滿意、還是很不滿意？ 
□1 很滿意 □3 普通 □4 不太滿意 
□2 滿意  □5 很不滿意 

D13. 當你生病需要人家照顧時，你是不是可以依靠你的家人或親友？是很可以依靠、可依

靠、有點可依靠、不太能依靠，完全不可依靠？ 
□1 很可以依靠 □4 不太能依靠 
□2 可依靠 □5 完全不可依靠 
□3 有點可依靠 

D13a. 你覺得誰最可依靠？(1)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 

D14. 當你需要外出，如去看醫生、買東西或找朋友、且需要有人幫助你時，是不是有人可

以幫你？ 
□1 有 □2 沒有 

D15. 一般來說，你自己覺得你對家人或親友的關心或幫助大不大？是有很大的幫助、有點

幫助、還是沒有什麼太大幫助？ 
□1 有很大的幫助 □2 有點幫助 □3 沒有什麼太大幫助 

【跳問 D11】 

【跳問 D12】 

【跳問 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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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6. 你的家人在決定或商量事情的時候，他們是不是會問你的意見？ 
□1 大部份都有問 □3 不太常問 
□2 有時候問 □4 一點也不問 
 □5 其他反應(註明)___________ 

D17. 你覺得你的家人或親友對你做的事，會不會常常嫌東嫌西?是完全不會、偶而會、還

是常常會? 
□1 完全不會 □2 偶而會 □3 常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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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工 作 歷 史 

訪員：請依據樣本資料卡，先將上次 (88 年) 調查個案工作狀況填在

下表中，再問 E1。 

E1. 請問您目前是不是有在工作 ﹖全職或是兼職都算。 

【若有】這個工作是不是只是幫助家人做生意、事業或農事，也就是只是幫忙性質﹖ 

【若沒在工作】那你現在有沒有在找工作﹖【若沒有】那你是不是有工作，只是暫時沒去

做﹖【若不是】那你是不是有在做管理家庭的工作，如煮飯、洗衣、買菜、

照顧小孩等工作，還是你都沒在做什麼 ﹖ 

【依個案答案，歸入下表中「目前工作狀況」欄內合適項目】 

上次(88)調查時工作狀況 
【依據樣本資料卡】 

E1. 目前工作狀況 
【依據本次訪談結果】 

□1. 88 年有工作 
□2. 88 年無工作 
□9. 88 年無資料 

請問四年前(即 88 年)你是 否
有在工作？【將結果填入上面

兩項中之一】              

              □1 目前有工作(全職、兼職均算) 
              □2 有一份工作，但暫時沒去做 

              □3 僅幫助家人的生意、事業、 農事，不算

真正有工作 
              □4 沒有工作，正在找工作 
              □5 家管(煮飯、洗衣、買菜、照顧小孩) 
              □6 沒有做上述任何工作 

E2.【訪員：依據上表資料，在下列項中，勾選適當項目，以供後續訪問之用】 
□1) 88 年無工作，目前有工作     【跳問 E6】 
□2) 88 年無工作，目前無工作     【跳問 E16】 
□3) 88 年有工作，目前無工作     【跳問 E3】 
□4) 88 年有工作，目前也有在工作 

E2a. 您在民國 88 年和目前均有在工作，請問您四年前所做的是和目前一樣的(同一

份)工作嗎﹖ 
□1 民國 88 年和目前做的是同一份工作    【跳問 E6】 
□2 民國 88 年和目前做的是不同的工作 

E3. 請問你是什麼時候停止做(民國 88 年的)那一份工作﹖ 
民國______年______月時  (應在 88 年 3 月之後) 

目前無

工作

目前有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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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 請問您為什麼停止做 88 年那一份工作呢﹖【可複選】 

□a. 達到命令退休年齡 □b. 健康的問題，不能繼續工作 
□c. 工作不適應，想換個環境 
□d. 公司裁員或關閉遷移等，被遣散 

□e. 生意失敗/經濟不景氣，利潤太差 
□f. 收入不滿意，想賺更多錢 
□g. 家庭因素：結婚或照顧小孩子的關係 
□h. 其他家庭因素(請說明)                 
□i. 其他因素(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E5.【訪員請查核：】 □1 受訪者目前沒有工作     【跳問 E16】 
 □2 受訪者目前有工作 

目前的工作 

E6. 請問您目前是在做什麼樣的工作？(或您計畫回去做的那份工作，是什麼樣的工作？)在
這個工作您的職位是什麼? 
職業(請詳細記錄具體職位)： 
                                                   

E6a. 您工作的地方是做什麼的？(指公司、機關或事業的性質) 
行業： 
                                                   

E6b. 您工作的業主或老闆是什麼人？(即事業的所有權屬誰? 
□1 自己或配偶的 □4 私人企業 (50 人以上) 
□2 家族擁有的 □5 政府單位或公營事業 
□3 私人企業或行號(50 人以下)  

E6c. 請問目前這一份工作您是什麼時候開始做的？ 

_________歲時，或________年前，或________月前 

E6d. 過去一年裡你是不是每個月都工作? 或是只工作幾個月? 
□1 整年都在工作 
□2 只有幾個月在工作      工作月數：________個月 
□3 務農 
□4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E6e. 你目前的這份工作是全職的﹖或部份時間的工作﹖ 
□1 全職性工作 
□2 部份時間工作     每週工作約________小時 

E7. 你目前的這份工作是否有退休年齡的規定或限制呢？ 
□0. 沒有 □1. 有 

□7. 不知道 

E4b1. 是什麼疾病或特殊的健康問題呢？

                              

E7a. 那麼是幾歲呢？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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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 照你自己的估計或打算，你想目前的這份工作你會繼續再做幾年﹖ 
□ 再做_______年；或打算________歲時離職； 
□ 只要身體可以，一直做下去    
□ 看情形 

E9. 假如你離開目前做的這個工作，你有沒有退休金或資遣費(離職金)可領﹖ 
【包括公司、機構給的，及勞工保險等來源】 

□1 有 □0 沒有 
 □7 不知道                      【跳問 E10】 
 □8 不適用(自己經營生意) 

E9a. 你估計大約可以領到多少退休金或資遣費(離職金)﹖ 

□1 可一次全領：                元 

或 □2 每月可領：                  元 

或 □3 每半年可領：                元 

或 □4 其他(請說明)                  

E9c. 來源：【可複選】 
□a 機構或公司給的 
□b 保險(軍、公、勞保)給的 

E10. 如果你在未來停止目前的這個工作，你可能會做什麼﹖ 
□0 沒想過或不打算停止目前的工作 
□1 全退休(完全停止工作) 
□2 半退休(改做兼職性的工作或幫忙) 
□3 轉業(改做其他的工作或事業) 

□4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E11.【訪員查核 E6 及 E6b 據以勾填：】 
□0. 受訪者非自營生意﹑事業者 
□1. 受訪者為自己經營生意﹑事業者 

E11a.【只問自營生意或事業者】你會怎樣處理你的事業(田產)呢﹖ 
□1 由家中其他成員來管理 
□2 賣掉      □3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 

E12. 你做目前這份工作，是為了收入的需要？或其他因素的考慮? 
□1. 主要或大部份是為了經濟上的收入需要而做 
□2. 主要是為了興趣或有事做並不太需要這份收入 
□3. 既為興趣或事業心也有為經濟收入的考慮 

□4. 其他(請說明)                          

E8a. 看什麼情形?【可複選】 
□a 健康情況   □c 經濟狀況 
□b 公司因素   □d 其他(請說明)              

E9b. 可領多久？ 

        年 
□終身可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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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3. 請問你：除了上面說的這份工作之外，你目前是否有同時兼做另一份有薪(收入)的工作? 
□0 沒有兼職(副業) □1 有兼職(副業) 

E13a. 目前這份(這些)副業你每星期工作幾

小時? 
每星期共做________個小時 

E14. 你是不是曾想過有關「退休」或「停止工作」的事情?是想過很多，想過一些，稍微

想過，還是從未想過? 
□1.想過很多 
□2.想過一些 
□3.稍微想過 
□4.從未想過 

E14a. 當你想到你將來(可能)「退休」或「停止工作」的時候，你的心情是非常期待，

有些期待，有些擔心(煩惱)，還是非常擔心(煩惱)「退休」或「停止工作」事情？ 
□1. 非常期待 □4. 有些擔心 
□2. 有些期待 □5. 非常擔心 
□3. 沒什麼感覺 □6. 其他反應(請說明)                     

E15. 你是否有打算工作到某個年齡之後就退休，完全停止工作呢？ 
□1. 有 

□2. 看情形 

□3. 不打算停止工作 
------------------------------------------------------------------------------------------------------------------------ 

E16.【對目前有工作者，問】除了目前這一份工作之外，你以前有沒有做過其他工作？ 
【目前無工作者，問】請問從年輕到現在，你有沒有工作過？ 

□0. 從沒有工作過     【跳問 E18】 
□1. 除了目前這一份工作之外，不曾做過其他工作  
□2. 曾經做過其他工作 

E15a. 那是幾歲呢？          歲 

E15b. 看什麼情形呢?【可複選】 

□a 健康     □c 家庭狀況 

□b 經濟     □d 其他【請指明】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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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7. 從以前到現在，是否曾經有領過退休金或遣散費、離職金? 
【提示：我們問你這方面的問題，是為瞭解老人的經濟狀況】 
□0 從未領過退休金或遣散費（或離職金）    【跳問 E18】 
□1 有領過一次（或一項）之退休金或遣散費（或離職金） 
□2 有領過二次（或二項）以上之退休金或遣散費（或離職金） 

E17a. 請問你領的是退休金，或是遣散費，或是離職金？【可複選】 
□a 退休金 □d 軍、公、勞保期滿給付之退休（保險）金 
□b 遣散費 
□c 離職金 □e 其他【請指明】                          

E17b. 你的退休金、遣散費（或離職金）是以什麼方式領？ 
□1 按月領 □5 已領一部份，其餘的按月領 
□2 每半年領一次 
□3 一次領完 □6 其他（請註明）                          

E17c. 請問你總共已經領過多少的退休金或遣散費或離職金? 

已經領過：                    元 

或；每月或每半年領取：                    元 

E17d. 你現在或將來還可以繼續領嗎?或已經全部領完了? 
□1 已全部領完了     【跳問 E18】 
□2 其他（請說明）：                          
□3 還可繼續領 

E17e. 領取方式： □1 終身可領 
 □2 還可以領          年          月 

 □3 其他（請說明）：                          

已經領了          年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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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個案都要問】 

E18.【對目前有工作者，問】請問您將來退休，或停止正式的工作後，會不會想再找別的

工作來做? 

【目前無工作者，問】你目前沒在工作，請問您現在是不是有在找或有打算要找個工

作來做? 

【均提示：】譬如說：幫忙家裡的事、或做一些較輕鬆的兼職性工作、做一些小事業

賺錢、或幫人擔任顧問、傳授你的技藝等? 

□0.沒有想過這一類的事                  【跳問 E19】 
□1.沒有打算再做任何工作 
□2.有想過，但不太確定 
□3.有考慮過，或有打算 
□4.肯定會再找或目前正在找 

E18a. 您最想找(或可能做)的是什麼樣的工作? 
□1.傳授專業知能，或指導、顧問性工作 
□2.非專業的服務工作，如管理員、褓姆、幫農、幫傭等 
□3.辦公室內事務工作，如文書管理、記帳等 
□4.開發新事業，或做小生意等 
□5.只要有酬勞，能賺錢的事均可 
□6.其他有酬工作(請說明)                                       

□7.其他非有酬工作 (請說明)                                    

E18b. 您最希望每週(或每個月)工作幾天? 

□1.每週工作_______天 □3.不確定 

□2.每月工作_______天 □4.無所謂，都可以 

E18c. 您最希望每天工作幾個小時? 

□1.希望每天做______小時  □3.無所謂，都可以 
□2.不確定 

E18d. 為什麼您希望再找事做(或找工作)呢? 請把原因都告訴我【可複選】 
□a.為了經濟需要 □e.可結交朋友 
□b.可學些新事物 □f.經驗可以傳遞 
□c.對該項目工作有興趣 □g.其他(請說明) 

□d.找點事，打發時間                         



 

 231

配偶目前的工作 

E19.【訪員請查核 A1】 
 □0.受訪者目前沒有配偶     【跳 F 節】 
 □1.受訪者目前有配偶 

E20. 請問目前您的先生/太太是有在工作? 或是沒有在工作? 
□1.有工作(全職或兼職者皆算) 
□2.有一份工作，但暫時沒去做 
□3.幫助家人的農或生意，不算真正工作 
□4.沒有工作，正在找工作 
□5.家管(煮飯、洗衣、買菜、照顧小孩) 
□6.沒有做上述任何工作 

E21. 請問您先生/太太目前是在做什麼樣的工作? (或您先生/太太計畫回去做的那份工作，是

什麼樣的工作)? 您先生/太太在這件工作上是擔任什麼職位? 

職業(請詳細記錄具體職位)：                                         

E21a. 您先生/太太工作的地方是做什麼的？(指公司、機關或事業的性質) 
行業： 

                                         

E21b. 您先生/太太工作的業主或老闆是什麼人？(即事業的所有權屬誰?) 
□1 自己或配偶的               □4 私人企業 (50 人以上) 
□2 家族擁有的                 □5 政府單位或公營事業 
□3 私人企業 (50 人以下) 

E21c. 請問目前這一份工作您先生/太太是什麼時候開始做的？ 

_________歲時，或________年前，或________月前 

E22. 過去一年裡你先生/太太是不是每個月都工作? 或是只工作幾個月? 
□1.整年都在工作 
□2.只有幾個月在工作月 
□3.務農 
□4.其他(請說明)：                                         

E23. 這份工作通常你先生/太太每星期工作幾小時? 

每星期共做___________個小時 

【跳問 F 節】 

E22a. 工作月數：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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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4. 如果你先生/太太離開目前這個工作，有沒有退休金或資遣費或離職金可領呢? 
【包括公司、機構給的，及勞工保險等來源】 

□0.沒有 
□7.不知道                   【跳問 F 節】 
□8.不適用(自己經營生意) 
□1.(有)會領 

E24a. 你先生/太太預計大約可以領到多少退休金或資遣費(離職金)? 

□1 可一次全領：                元 

或 □2 每月可領：                  元 

或 □3 每半年可領：                元 

或 □4 其他(請說明)                  

E24c. 來源：【可複選】 
□a 機構或公司給的 
□b 保險(軍、公、勞保)給的 

 

E24b. 可領多久？ 

        年 

□終身可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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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休閒、活動與態度、看法 

F1. 下面我想請問你，平常沒在工作時，你都做些什麼消遣、娛樂活動？ 
【訪視員可讓受訪者先自答，將其所提及的項目記錄在表中；再將未提及的項目，逐項問填】 

F1a.【如果有做，請續問】你是多久做一次這項的休閒活動？ 

F1有做否 F1a. 多久做一次 

消遣、娛樂活動類別 
0 
沒 
有 

1 
有 

1 
每月 
少於 
1次 

2 
每月 
2-3 
次 

3 
每週 
1-2 
次 

4 
幾乎 
每天 
都做 

 1) 看電視 0 1 1 2 3 4 

 2) 聽收/錄音機 0 1 1 2 3 4 

 3) 看報紙、雜誌、讀書或小說等 0 1 1 2 3 4 

 4) 下棋或打牌(含麻將、四色牌) 0 1 1 2 3 4 
 5) 與親戚、朋友或鄰居聊天、泡老

人茶 0 1 1 2 3 4 
 6) 種花、整理花園、園藝、盆栽   

（專指無收入的園藝或盆栽） 0 1 1 2 3 4 

 7) 散步 0 1 1 2 3 4 
 8) 慢跑、爬山、打球等個人戶外健

身活動 0 1 1 2 3 4 

 9) 參加團體運(活)動：如歌唱會、

跳舞、太極拳、外丹功等早覺會

或唱卡拉ｏｋ等團體活動 0 1 1 2 3 4 

 10) 其他(請說明) 

                          
0 1 1 2 3 4 

【訪視員再檢查一次，確定有無漏問或未記錄者】 

F2. 過去一年裡，你有沒有曾因健康因素而少做你原先喜歡的戶外休閒(消遣)活動﹖ 
□0 沒有 □1 有 □2 從不做戶外休閒(消遣)活動 

F2a. 過去一年裡，你有沒有因為費用、工作、沒人陪同...等其他原因而少做你原先

喜歡的戶外、休閒(消遣)活動？ 
□0 沒有 □1 有 
□2 從不做戶外休閒活動 

【跳問 F3】 

F2b. 是什麼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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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你目前有沒有在做任何義務性的社會服務工作(義工)？ 
□0 沒有 □1 有     【跳問 F4】 

F3a. 為何沒有參加?                   
F3b. 你個人有沒有可能去做義工?  

□1 不可能       □2 有些可能       □3 很有可能 

F4. 下面我會提到一些社團或是活動，請你告訴我，你目前是不是這些社團的會員，或你是

否曾參加這一類的活動？【訪員請按社團類別，逐項問】 

您有沒有參加....的活動，或是加入這類的社團做會員？ 
【情況Ⅰ：若該項回答「沒有」，請跳問下一項團體活動】 
【情況Ⅱ：若該項回答「有」，則續問 F4a】 

F4a. 你在這團體裡是不是有擔任什麼職務 (負責某些事情)？ 

【F4 答「有參加」

者】 
F4. 
是否為會員 
或參加其活動﹖ F4a.有無 

擔任職務 
社 團 或 活 動 類 別 

0 
沒 
有 

1 
有 

0 
沒 
有 

1 
有 

1.社區交誼團體，如婦女會、才藝班等 0 1 0 1 

2.宗教團體，如教會、團契、寺廟會團等 0 1 0 1 

3.農會、漁會或其他工商行業團體的公會、

獅子會等 0 1 0 1 

4.政治性團體(如政黨等) 0 1 0 1 

5.社會服務性社團，如生命線、救濟會、功

德會、義工等 0 1 0 1 

6.同鄉會、宗親會等 0 1 0 1 

7.老人團體，如老人會、長青俱樂部等 0 1 0 1 

8.老人學習活動(如老人補習班、老人大學或

學苑) 0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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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心境與態度 

F5. 接下來，我想請問你對於下列一些事情的看法，請你告訴我，你是否同意這樣的說法。 

【注意：發問時，「中立意見」的答案不可以唸出，僅在個案表示無法回答同意或不同意、

沒有意見等等時，才可圈此項。】 

事            項 

1 
非 

常 

同 

意 

2 
同 

 

 

意 

3 
中 

立 

意 

見 

4 
不 

太 

同 

意 

5 
非 

常 

不 

同 

意 

1. 父母年老時，子女應該給他們錢做

為生活上的花費。 
1 2 3 4 5 

2. 老年人身邊要留有一些積蓄或財

產，子女才會比較會尊重你。 
1 2 3 4 5 

3. 如果子女有需要時，父母應幫忙子

女帶他們的小孩(孫子女)。 
1 2 3 4 5 

4. 子女成家後，父母應該盡可能不要

和子女住在一起。 
1 2 3 4 5 

5. 老年人在經濟上應當儘量自立，不

要依靠子女的供應。 
1 2 3 4 5 

6. 現在的年輕人比以前的人，較不尊

敬老年人。 
1 2 3 4 5 

7. 政府已經對老人提供了不錯的照顧 1 2 3 4 5 

8. 當父母年老時，子女應該和他們住

在一起。 
1 2 3 4 5 

9. 如果一個男性老人的太太已經過世

一段時間了，你是否贊成他再娶 
1 2 3 4 5 

10. 如果一個女性老人的先生已經過世

一段時間了，你是否贊成她再嫁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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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 

接下來，我想請問你一些有關於宗教的問題: 

F6. 你信仰什麼宗教(信什麼教)? 
�□0. 沒有信任何宗教     【跳問 F9 】 

□1. 道教或民間傳統宗教 □3. 基督教 □5. 一貫道 □7.其他宗教 

□2. 佛教 □4. 天主教 □6. 回教 

F7. 下面我提到的活動，請告訴我您平常大約是多久做一次這項活動? 

活 動 項 目 1 經常 2 時候 3 很少 4 從不 備註 

1). 在家裡禱告、燒香、拜神

或拜佛 1 2 3 4  

2). 唸經或是讀(聖)經 1 2 3 4  

3). 上教堂或到廟裡拜拜 1 2 3 4  

4). 看或聽宗教節目 1 2 3 4  

F8. 下面的這些經驗，請告訴我，你是不是也曾有這樣的經驗或會這樣做？ 

事   項 1 經常 2 有時候 3 很少 4 從不 備註 

1). 遇到困難時對上帝、神佛

祈禱，有使自己平靜下來 1 2 3 4  

2). 在做重大決定會先去求

上帝、求神、問佛 1 2 3 4  

3). 對上帝、神明禱告，以幫

助自己克服心理壓力或

是煩惱 
1 2 3 4  

F9. 接下來，我想請問你對於一些事情的看法，請告訴我你是否相信這樣的說法？ 

事   項 1 相信 2 
有些相信

3 
不太相信

4 完全 
不相信 備註 

1). 你是不是相信有天堂和

地獄的存在 1 2 3 4  

2). 你是不是相信人死以後

靈魂仍然存在 1 2 3 4  

3). 你是不是相信死只是通

往極樂世界或天堂的過

程，不是結束 
1 2 3 4  

4). 你是不是相信死後的世

界比現在活著的世界好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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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經濟狀況 

接下來，我們想請教你一些你的經濟和財務狀況。問你這方面的問題，純粹只是為了

與其他接受我們訪問的長者的情形合起來，以整體瞭解我國老年及接近老年之長者的

經濟狀況。你的資料將只會純供研究之用，我們也絕對負責保密。所以請你儘可能將

你的實際情況告訴我，以免分析出來的結果是不確實的。 

收入來源、接受及給予 

G1. 首先，請問在你們同住的這一戶裡，誰是主要負擔家庭經濟的人(指賺錢，提供經濟來源

的人)﹖【可複選但最多只能勾選兩人】 

□01 受訪者本人 □02 配偶 
□   兒子 
□   媳婦        排行：1.[        ] 2.[        ] 
□   女兒 
□   其他(請說明)                     

G2. 在你們同住的這一戶裡，大筆金錢支出或重大買賣有關的事情，主要是由誰做決定？【限

單選】 

□01 受訪者本人    □02 配偶 
□   兒子 
□   媳婦        排行：1.[        ] 2.[        ] 
□   女兒 
□   其他情形(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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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現在我們想瞭解一下你和你先生／太太各種收入的來源，先從你的情況開始： 
G3a. 我會唸幾項收入來源，請你告訴我，過去一年你有沒有這一項收入？ 
G3b.【若有】在過去一年裡，你的這一項收入總共有多少? 

【若受訪者現在有偶，問 G3c-G3d】 

G3c. 你先生／太太呢？他／她有沒有這一項收入？ 
G3d.【若有】在過去一年裡，你先生/太太的這一項收入總共有多少? 

【訪員注意：如果個案和配偶的收入來源是共同的，請兩者都記錄，並將收入總數除以 2
後，再分別填入 G3b 及 G3d】 

G3e. 你和你先生/太太過去一年不同來源的收入加在一起，總共約有        元？ 
請問這個收入金額是不是接近你的實際收入總數？【若不是】瞭解為什麼？ 

G3f1. 請問你和你先生/太太目前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哪一項? 
G3f2. 目前次要的收入來源是哪一項? 

【訪員注意：若目前的主要收入來源項目與「G3b 金額 + G3d 金額最大值」之項

目不一致，請追問確認；次要項目亦同】 
本  人 配  偶 目  前 

G3a. G3b. G3c. G3d. G3f1. G3f2.
過去 12 個月之

收 入 來 源 項 目 0.
沒

有

1.
有

 

金  額
(元) 

0.
沒

有

1.
有

 

金  額 
(元) 

最 
主 
要 

次 
要 

1.自己的工作收入 0 1   01 01 

2.配偶的工作收入  0 1  02 02 
3.年金、養老金、退休、撫卹金

或保險金 0 1  0 1  03 03 
4.租金、利息或股票、房地產交

易所得 0 1  0 1  04 04 

5.自家或家族事業之收入 0 1  0 1  05 05 

6.農、林、魚、牧事業之收入 0 1  0 1  06 06 

7.子女或其他親戚給的 0 1  0 1  07 07 
8.社會福利救濟金、政府補助

金、低收入津貼、敬老金等 0 1  0 1  08 08 

9.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 0 1  0 1  09 09 

G3e. 
合    計 元  

【訪員注意：若個案無法說出金額數目或拒絕回答，務必請以下列範圍探問】 
a) 36,000 元以下 f) 240,000 元∼300,000 元以下 
b) 36,000 元∼60,000 元以下 g) 300,000 元∼600,000 元以下 
c) 60,000 元∼120,000 元以下 h) 600,000 元∼1,000,000 元以下 
d) 120,000 元∼180,000 元以下 i) 1,000,000 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上) 
e) 180,000 元∼240,000 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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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g.【訪員查核 G3a 及 G3c】 
□1 若目前收入有來自「社會福利救濟金、政府補助金、低收入津貼、敬老金等」 
□0 目前收入沒有來自「社會福利救濟金、政府補助金、低收入津貼、敬老金」 

【跳問 G4】 

G3g1. 請問從你和你先生/太太自政府領到各種福利金、補助金、救濟金、各種敬老津貼等

以後，你和你先生/太太從子女或親戚那邊給的錢，有沒有因而減少或變成沒有？【若

減少】是減少很多，或減少一點而已？ 

□1. 沒有改變 □4. 變成沒有 
□2. 有減少一點 □5. 原本就沒有從子女或親戚給的收入 
□3. 有減少很多 □6. 反而增加 

G4. 除全民健康保險以外，請問你目前是否有參加(或買)任何保險﹖如：公保、勞保、退休

人員保險? 你現在是否有參加人壽保險 ?【可複選，請逐項提示】 
□a 沒參加任何保險              【跳問 G5】 
□b 公保 □e 漁保 
□c 勞保 □f 退休人員保險 
□d 農保 □g 人壽保險 
  □h 其他(請說明)：                               

G4a. 你將來是否可以從你目前參加的保險到期後(或一段時間後)領到一筆錢﹖ 
□1 可以 

□2 沒有，不可以 
□3 不知道 

【跳問 G5】 

G5. 整體而言，你對你目前的經濟狀況滿不滿意？ 
□1 非常滿意 □3 普通 □4 不太滿意 
□2 滿意  □5 非常不滿意 

G6. 跟四年前比起來，你覺得目前的經濟狀況是比較好或比較差？ 
□1 好很多 □3 差不多 □4 比較差些 
□2 比較好些  □5 差很多 

G7. 在你成長過程中，你家是很有錢、中等以上、中等、中等以下、或很窮？ 
□1 很有錢 □3 中等 □4 中等以下 
□2 中等以上  □5 很窮 

G4b. 什麼時候可以領到呢？【可複選】 
□a 到期後 
□b 到期經過一段時間後 
□c 死亡後 
□d 其他(請說明)： 

                       

G4c. 總共大約可領多少錢呢？ 

                 萬元【續問 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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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入與開支 

現在我想要瞭解一下你這一戶的日常開支與收入的應用情形。 

G8.【訪員查核】： □1 個案為獨居或單獨和配偶住在一起     【跳問 G9】 
 □2 個案非獨居或非單獨和配偶住在一起 

G8a. 這一戶裡除了你和你先生／太太外，還有幾個人有收入﹖ 
□0 沒有其他的人有收入     【跳問 G9】 
□1 還有其他人有收入 

G8a1. 他們是誰﹖【請記錄所有與個案的關係】 

1.__________    2.__________    3.__________    4.__________ 

5.__________    6.__________    7.__________    8.__________ 

G8a2. 那麼把你們這一戶，過去一年內所有不同來源的收入加在一起(包括個案與其配偶

的收入在內)，總共有多少元﹖ 

【如數記錄】總共__________________萬元 

【若個案無法說出金額或拒絕回答，請務必以下列範圍探問】 

□a) 10 萬元以下 □h) 200 萬∼300 萬元以下 
□b) 10 萬∼30 萬元以下 □i) 300 萬∼400 萬元以下 
□c) 30 萬∼50 萬元以下 □j) 400 萬∼500 萬元以下 
□d) 50 萬∼70 萬元以下 □k) 500 萬∼600 萬元以下 
□e) 70 萬∼100 萬元以下 □l) 600 萬∼800 萬元以下 
□f) 100 萬∼150 萬元以下 □m)800 萬∼1000 萬元以下 
□g) 100 萬∼200 萬元以下 □n) 1000 萬元以上 

G9. 請問你們這一戶內每個月的生活開支(例如：飲食費用、房租、水電、貸款、修理費用)
總共是多少? 

每個月共 ____________________元 

G10. 這一戶內主要的生活開支(例如：飲食費用、房租、水電、貸款、修理費用)你和你先生

/太太有沒有支付呢﹖ 
□1 有 

□0 沒有 

G11. 是不是還有其他沒有和你住在一起的人，支付這一戶全部或部分的生活費用﹖ 
□1 有 

□0 沒有 

G10a. 你和你先生／太太每個月要支付多少生活上的開銷？ 

每個月 ___________________元 

G11a. 是誰在支援你的生活開支﹖【記錄所有與個案之關係，未限

定只填 4個人】 

1._________  2.__________  3. __________  4.__________



 

 241

G12. 請問你(和你配偶)在應付每個月的生活費用或開支上，是否足夠或有困難﹖ 
□1 相當充裕而有餘 □3 略有困難         【跳問 G13】 
□2 大致夠用，不感覺欠缺 □4 相當困難 

G12a.【訪員查核 G3a 及 G3c】 
□1 若個案本人或其配偶在過去一年裡，有從子女或其他親戚獲得收入，也有從其

他方面獲得收入 
□0 其他情況      【跳問 G13】 

G12b. 如果沒有「從子女或親戚」給你的收入，只靠你在其他方面的收入，請問你和你

先生/太太在應付每個月的生活費用或開支上，是否仍足夠或有困難？ 
□1 相當充裕而有餘              □3 略有困難 
□2 大致夠用，不感覺欠缺        □4 相當困難 

G12c. 如果你沒有其他方面的收入，只靠你「從子女或親戚」給你的收入，請問你和你

先生/太太在應付每個月的生活費用或開支上，是否仍足夠或有困難？ 
□1 相當充裕而有餘              □3 略有困難 
□2 大致夠用，不感覺欠缺        □4 相當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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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產 

G13. 你經常住的這棟房子不算外，你(或你先生／太太)是不是還擁有其他的房子或土地等不

動產、事業經營權、公司股份、存款現金、農漁牧業、及其他重要資產？ 
【必須逐項探問】 
□1 有                0 沒有 【跳問下一項資產】 

G13a. 你能不能告訴我們，這些財產是在你自己的名下﹖或是你和你先生／太太的名

下﹖或是你和你先生／太太共有？ 或是和其他家人共同擁有？ 還是和外人共

有﹖ 

G13b. 【若與家人或外人共有】你和你先生/太太擁有的部份佔百分之多少? 

G13c. 你這項資產大約價值多少錢(或變賣的話，大概可賣多少錢)﹖ 

【A. 若個案能說出概數，請如數填入下列資產表內。或； B. 若無法告知金額數目

或拒絕回答，請務必以下列範圍探問後，將所值金額代號填入下列資產表內。】 
a) 五十萬元以下 d) 三百萬 ∼ 五百萬元以下 
b) 五十萬 ∼ 一百萬元以下 e) 五百萬 ∼ 一千萬元以下 
c) 一百萬 ∼ 三百萬元以下 f) 一千萬元以上 

G13d. 這樣算起來，總共價值為______萬元，對不對? 

【訪員注意：若受訪者認為「不對」，則逐項再次核對、確認】 

G13a.財產名下 G13b.% G13c.價值 

資產類別 

0
沒
有
這
項
資
產 

1

自

己

名

下 

   (

含
配
偶
名
下) 

2
與

配

偶

共

有

3
與

家

人

共

有 

4
與

外

人

共

有 

擁

有

的

百

分

比 

自

己

及

配

偶

所 

(

以

萬

為

單

位) 

說

出

之

概

數 

如

數

記

下

個

案 

所
值
金
額
範
圍
代
號 

1. 房屋●、土地、廠房 0 1 2 3 4 % 萬 

2. 農地、魚塭、牧場 0 1 2 3 4 % 萬 

3. 儲蓄、存款、互助會等 0 1 2 3 4 % 萬 

4. 股票、債券 0 1 2 3 4 % 萬 
5. 公司、事業、農漁牧業經

營權 0 1 2 3 4 % 萬 

6. 其他有價值之資產 0 1 2 3 4 % 萬 

G13d. 以上各項資產總計 
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萬元 

●個案目前所住的房子，請勿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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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4.【訪員請查核：個案是否沒有任何資產﹖】 
□0 個案沒有以上任何資產     【跳問 G17】 
□1 個案在上面資產表中，有一項或一項以上的資產 

G15. 剛才你提到的這些資產(包括你與你先生／太太共有或與其他家人共有的資產)，是不是

有一部分是繼承的，或是父母或其他親戚生前給的﹖ 
□0 沒有因為繼承或接受贈予來的資產 
□1 已過世的配偶留(給)的 
□2 本人的父母留(給)的 
□3 配偶的父母留(給)的 
□4 其他親戚或非親戚留(給)的 (請指明誰給/留的)________________ 

G16. 你自己是不是可以自由支配或應用你的這些資產﹖ 
□1 可以充分自由支配、應用 
□2 有部分的支配、應用權 
□3 雖有資產，但沒有支配、應用權 

□4 其他情形(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 

【所有個案都要問】 

G17. 你認為你和你太太／先生兩個人將來的養老是不是可以完全靠自己，或是要靠子女或

其他人的幫忙﹖ 
□1 可以完全靠自己 
□2 必須靠子女或其他人幫忙 

□3 其他情形（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 

訪問結束時間： □1 上午      □2 下午     ________時________分(24 小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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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後觀察記錄 

K0. 訪問地點：□1 個案家裡  □2 辦公室/工作場所  □3 其他(寫出)：              

K1. 訪問過程中，是不是有其他人在場？ 
□1 有，大部分時間都在場 □3 有，偶而在場 
□2 有，約有一半的時間在場 □4 沒有他人在場【跳問 K2】 

K1a. 【如果有他人在場】是樣本個案的什麼人？ 

□ 02 配偶 

□  兒子                       【寫出與個案關係】 

□  媳婦 

□  女兒                       （              ） 

□  其他親戚 

□  其他非親戚                 （              ） 

K1b. 在場的其他人是不是有影響受訪者作答的情形？如何影響？ 

□1 有幫受訪者回答或改正答案 □3 沒有影響 

□2 在旁注意聽，但沒有加入回答 

K1c. 受訪者會不會因為有人在場而無法專心作答？ 

□1 一直受到影響 □3 一點點影響 

□2 有些影響 □4 不受影響 

K2. 受訪者瞭解問題的情形怎麼樣？ 
□1 很好 □2 好 □3 尚可 □4 很差 

K3. 受訪者合作的程度如何？ 

□1 很好 □2 好 □3 尚可 □4 很差 

K4. 訪問過程是否按預定程序順利地進行？ 
□1 很順利 □2 還可以 □3 不太順利 

K5. 請寫出有關訪問過程、受訪者反應、或其他特殊狀況、問題： 

                                                     

                                                     

K6. 本次訪問共花了多少時間？ 

        小時        分鐘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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