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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齡族群社區活動參與之研究─以南投縣南投市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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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科技大學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系 

1. 研究背景與目的 

隨著生活水準和醫療的進步，人民的壽命也相對的延長。人口快速老化與平均壽命不斷的延

長已是不容忽視的社會趨勢。如何讓高齡者活得健康快樂又有意義，是目前社會所關注的議題。 教

育政策白皮書指出：高齡者社會活動的參與越多其人際關係較佳，生活滿意度相對較高。參與社

會活動有助於高齡者的身心健康，並且幫助高齡者在漫長的退休生活中感到其生命具有意義。世

界衛生組織在 2002 提出積極老化的觀念並制定「積極老化政策綱領」報告書，其中社會參與的部

分強調高齡者參與社會的能力與價值並鼓勵高齡者多參與社區事務或擔任志願服務工作。由以上

訊息可知全球在面對高齡社會時對社會參與的重視程度。社會參與除了滿足高齡者的大部分需求，

還有以下的好處：(1)提供心靈上的寄託 以對抗各種身心理的焦慮；(2)提高自尊、感覺自己對社會

仍是有用的；(3)提供社會互動的機會；(4)獨立感的象徵；(5)提供社會支持；(6)生活滿意度的提升。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 104 年 6 月發布的人口結構分析資料顯示，南投縣的老化指數為 121.86，在台

澎金馬地區排名為第四。而南投縣南投市人口數約 101930人，45歲以上中高齡族群約 36349人，

佔百分之 43.1 (南投市戶政事務所 2015 年 8月)，中高齡族群佔了快半數，故選擇南投縣南投市的

中高齡族群為本研究的對象，希望能更了解南投縣南投市中高齡族群實際參與社區活動的現況，

及南投縣南投市中高齡族群對社區活動的參與動機、參與程度、及參與後所獲得的成效，期盼能

作為日後社區規劃活動時的依據及參考。 

本研究以南投縣南投市中高齡族群參與社區活動者為研究對象，希望能達到以下研究目的： 

(1) 瞭解南投縣南投市中高齡族群實際參與社區活動現況； 

(2) 瞭解南投縣南投市中高齡族群社區活動參與的動機、程度及效益； 

(3) 瞭解不同背景變項在社區參與動機、程度與效益之差異； 

(4) 探討南投縣南投市中高齡族群社區活動參與動機、參與程度與參與效益之相關性。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共發出 300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263 份，再以 SPSS 18 進行資料

處理與分析。其研究假設如下：   

H1：不同人口統計變項在參與動機上有顯著差異。  

H2：不同人口統計變項在參與程度上有顯著差異。  

H3：不同人口統計變項在參與效益上有顯著差異。 

H4：中高齡族群在參與動機與參與程度之間有顯著差異。 

H5：中高齡族群在參與動機與參與效益之間有顯著差異。  

H6：中高齡族群在參與程度與參與效益之間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採用 spss18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所使用的方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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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描述性統計：人口統計變項以次數分配表來了解樣本在背景變項的分布情形。 

(2) 以平均數及標準差了解中高齡社區活動參與動機、參與程度及效益等變項的整體趨

向。 

(3)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個人背景變項和中高齡社區活動參與動機、

參與程度及效益的差異。當整體差異達到顯著水準(p<0.05)時，再以雪費法事後檢定

分析各變數組間之差異 

(4) 以皮爾遜積差相關，檢定社區活動參與動機、參與程度與效益之間的相關性。 

3.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依據所收集的文獻資料，設計「中高齡族群社區活動參與動機、參與程度與效益量表」，

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得到以下結果：(1)不同背景變項在社區活動「參與動機」中「進修學習」達

顯著差異，且女性的認知程度高於男性。在「人際關係」上會因為婚姻狀態的差異而導致看法與

認知上的不同。「社區認同 」、「人際關係」、「自我實現 」以及生活需求四個變項上的看法與認知，

會因為居住狀況的差異而導致看法與認知上的不同。至於「自我實現」部分會因為月收入的差異

而導致看法與認知上的不同。(2)不同背景變項在社區活動「參與程度」中的「出席」、「控制」會

因為教育程度、婚姻狀態、居住狀況及個人每月收入的差異而導致看法與認知上的不同。(3)不同

背景變項在社區活動「參與效益」中的心理效益與社交效益會因為受訪者的居住狀況而有認知及

看法上的不同。由以上的研究結果發現南投縣南投市的中高齡族群在社區活動參與動機、程度與

效益上會因背景變項不同而有所不同。故研究假設 H1、H2、H3 成立。南投縣南投地區中高齡族

群社區活動參與動機、程度與效益相關分析：參與動機與參與程度之間呈現中高度相關性，且每

個構面之間皆是正向關係，即社區活動參與動機越高則參與程度則越高。參與程度與參與效益之

間呈現中度相關性，且每個構面之間皆是正向關係，即社區活動參與程度越高則參與效益則越高。

參與動機與參與效益之間呈現中高度相關性，且每個構面之間皆是正向關係，即社區活動參與動

機越高則參與效益則越高。故研究假設 H4、H5、H6皆成立。 

依據本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建議：(1)對中高齡族群：研究顯示參與動機、參與程度及參與效

益間的關係為正相關，因此鼓勵中高齡族群積極參與社區活動並且主動關懷社區；若能多多參與

各種社會性的活動把握參與學習的機會 對於自我成長的 空間及自我實現都會有很大的效益。(2)

對社區活動推展單位：研究結果顯示，中高齡族群參與動機最主要的原因是「社區認同」，因此建

議發行社區報、成立社區俱樂部、架設社區網站或社區有線電視等，來拉近彼此間的關係且將社

區的概念融入人民的生活中。(3)對政府部門：政府部門應多發展對中高齡族群有益的社會參與方

案，並且整合社區資源藉此來滿足中高齡族群之社會參與及進修需求。例如將空閒的教室或學校

變為樂齡大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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