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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與目的 

隨著高齡化、少子化、不婚族與結婚年齡延後，獨居生活成為新世代的生活型態，依據內政部

統計處 104 年統計資料顯示，65 歲以上的老年人為 293 萬 8,579 人占總人口數的 12.51%，老化指

數為 92.18，較上年增加 6.48，從這些數據顯示，65歲以上老年人口逐年上昇。而為了讓獨居老人

有良好的生活品質，南投縣政府訂定中低收入戶和低收入戶可以免費申裝緊急救援系統。緊急救援

系統是為照顧身心障礙與獨居老人，提供一套緊急救援設備，在突發狀況發生時，能 24小時及時

與救援系統連結，並在最短時間內協助或救援。而為促進獨居老人能積極使用緊急救援系統，則必

須先了解獨居老人對於使用緊急救援系統之意向的因素，建構獨居老人使用緊急救援系統之意向

研究架構，並探討影響使用緊急救援系統意向之因素，做為業者與政府推動相關政策之參考。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運用 Ajzen (1991)計畫行為理論與 Davis et al. (1989)的科技接受模式做為研究理論基礎，

建立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1）；本研究架構各構面概念型定義如下： 

(1) 認知有用性：個人使用緊急救援系統時容易操作的程度。 

(2) 認知易用性：個人使用緊急救援系統可達成救援的程度。 

(3) 態度：個人使用緊急救援系統的認知或評價。 

(4) 使用意願：個人使用緊急救援系統意願的程度。 

(5) 知覺行為控制：個人使用緊急救援系統的能力，容易或困難的程度。 

(6) 主觀規範：個人使用緊急救援系統時受其重要關係人影響的程度。 

本研究依據計畫行為理論與科技接受模式相關文獻，建立研究假設（如表 1），假設獨居老人

使用緊急救援系統之意向會受態度、認知有用性、知覺行為控制與主觀規範等之正向影響。本研究

採問卷調查法與訪談，問卷設計依據研究架構，採李克特尺度 5等第，共有 31題，分數愈高代表

認同度愈高，抽樣採便利取樣方式，配合草屯華山基會訪視獨居老人時，針對南投縣草屯鎮有使用

緊急救援系統之獨居老人，總共發送問卷與訪談計 16位。 

圖 1. 本研究架構 

表 1. 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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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果與討論 

在研究架構各構面之描述性統計方面（如表 2），各構面的平均數均大於 4，顯示受訪者對於緊

急救援系統的態度以及使用意願持正向認同看法，並認同緊急救援系統是有用也容易使用的。在不

同個人背景變項對緊急救援系統之使用意願差異分析方面，在性別差異分析方面，經獨立本 t 檢定

分析結果顯示，性別對於緊急救援系統使用意願之差異未具顯著水準。在不同的年齡層的差異分析

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不同年齡層對於緊急救援系統使用意願之差異亦未具顯著水準 

在影響獨居老人使用緊急救援系統之意願因素方面，經多元廻歸分析結果（如圖 2），顯示影

響緊急救援使用意願的構面為態度(β=0.45，p<.05)、主觀規範(β=0.36，p<.05)次之，而知覺行為控

制(β=-0.05，p>.05)則不具顯著性，整體解釋力達 61%，顯示本研究架構對獨居老人使用緊急救援

系統之行為意願有不錯的解釋力。 

表 2. 各構面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圖 2. 路徑分析圖 

本研究除問卷調查外，亦逐一訪問獨居老人對於使用緊急救援系統的心得，大多數的受訪者都

覺得安裝緊急救援系統後，認為生命連線服務中心的值班人員比自己的兒女還要親，每天可以跟他

們說話，生活比較不會單調無聊，彼此建立信賴感。然其中有 3位受訪者使用緊急救援系統時，認

為當他/她身體不適有緊急狀況時，按壓了緊急救援系統按鈕，跟生命連線中心說明了他/她身體不

適的狀況，請中心幫忙，但是生命連線中心卻讓受訪者自行叫救護車，讓這幾位受訪者覺得安裝緊

急救援系統就是需要被幫助，但身體不適時卻無法得到幫助，讓受訪者覺得無助又心寒。雖然有些

受訪者使用的經驗不太滿意，但是他們還是願意繼續使用緊急救援系統。本研究因為無法事先了解

有申裝緊急救援系統長者的名冊，而無法取得較大的樣本數，加上須逐一上門訪談受訪者，部份長

者不識字，必須逐一說明，始能完成問卷調查，是本研究最大的困難，目前研究仍在進行，期收到

更多的問卷後，會得到較為客觀的研究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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