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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與目的 

依 104 年內政統計處通報指出台灣 65 歲以上老齡人口對 0-14 歲人口之老化指數為 85.70%，

依 105 年 2月底內政部戶政司(2016)人口統計資料顯示 65歲以上年齡總數為 2,969,778人，佔全國

人口的 12.64%，顯示台灣人口加速老化現象，現今醫學的進步，也使得老人平均壽命越來越高，

黃淑賢(2013)指出嬰兒潮世代的成功跨越老化特質：包括凡事看開正向思考、自我面質反求諸己、

身體上的超越、以利他行為取代自我中心、改變金錢觀、自我成長持續學習與自我統整人生圓滿等

八項特質，個人與社會關係層面：包含回歸簡樸生活、不在意世俗眼光活出自我、不拘泥於規範，

享受正向獨處、調整角色位置、結交新友人、接納及包容他人觀點等七項特質，昝世偉(2005)研究

中指出，老年人越常參與休閒活動，其生活的滿意度就越高也越健康，林佳蓉(2002)研究中指出，

支持參與休閒活動對老年期有相當正面的意義，不僅可為銀髮族帶來不同的滿足感，更可以協助銀

髮族安享晚年生活，因此戰後嬰兒潮的高齡者，有良好的經濟觀，也比現今的年輕人更享受旅遊的

生活，所以高齡旅遊活動更須謹慎的設計與規劃，才能提高銀髮族出外參與旅遊的意願與滿意度。 

本研究目的如下： 

(1) 藉由此研究，來探討高齡者旅遊動機，並且進行高齡旅遊文獻與相關理論分析； 

(2) 藉由此研究作為相關產業在未來的規劃與提供高品質的高齡旅遊。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進行分析，蒐集 2002 年至 2015 年國內相關文獻：博碩士論文 14 篇、

期刋論文 6 篇以及會議論文 2 篇，進行統整後，探討高齡族群休閒旅遊動機與阻礙因素分析，並

提供檢討與建議。 

3. 結果與討論 

對於高齡者的休閒旅遊動機，是指向高齡者透過旅遊而達到一個目標，即透過休閒旅遊獲得一

個結果，依據以上相關文獻分析，高齡族群休閒旅遊動機主要有六個因素：「增進人際關係」、「增

進知識」、「宗教朝聖」、「肯定自我」、「心靈享受」、「健康享樂」。 

(1) 增進人際關係：在老年人退休後，可透過旅遊可以結交新朋友，拓展人際關係，使老  年

人在生活中添加樂趣； 

(2) 增進知識：在旅遊過程中，可以拓展視野、增加知識，抱著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 

(3) 宗教朝聖：宗教上的廟會拜拜。高齡族群旅遊行程可結合在地文化或民間信仰，配合節慶

廟會、安排相關活動； 

(4) 肯定自我：高齡者透過旅遊，可以加強某種自我的形象，滿足成就感； 

(5) 心靈享受：透過休閒旅遊，高齡者可達到身、心、靈的紓緩，更能藉由休閒旅遊獲得精神

放鬆； 

(6) 健康享樂：透過旅遊維持健康、延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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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以得知藉由高齡者在參與旅遊活動的益處良多，不僅讓老年人退休後可以延續社

交互動，也可幫助高齡者在生理、心裡上的發展與減緩老化，並可減少醫療保健支出，旅遊可讓高

齡者提高生活品質，讓一成不變的生活添加一點樂趣。 

一般對於高齡旅遊有正向的期待與觀感，相對的對於高齡休閒旅遊也是有阻礙，旅遊阻礙是指

因為某些因素導致不想參加、不能參加特定的旅遊活動，並且無法從參與旅遊活動獲得各種滿足，

根據相關文獻分析主要有 3個因素： 

(1) 他人阻礙：因為家庭責任繁重或家人不支持出遊； 

(2) 經濟阻礙：某些旅遊費用是高齡者無法負擔，擔心自己經濟無法支付； 

(3) 生理阻礙：因為自己健康狀況或者擔心出遠門會有不適應感。 

综上所述，高齡者在參與休閒旅遊的動機及阻礙因素，而每個高齡者個人屬性不同影響的動機

與阻礙也有所差異。 

高齡旅遊產業已漸漸備受重視，醫療科技的進步，平均壽命的延長使高齡者能夠放鬆心情安排

自己的休閒旅遊，高齡者參與旅遊活動不僅對個人有紓解壓力，增加知識及正向的影響，對社會上

更會帶來好的影響力，再未來高齡旅遊活動數量越來越多，建議相關業者可針對不同屬性的高齡者

的動機與阻礙因素，作為適當的旅遊行程規劃。 

因此，銀髮族是旅遊主要參加的對象，建議政府機關與相關業者可多加宣傳高齡旅遊知識及減

少旅遊障礙，如較靜態的室內活動旅遊行程，以溫和不激烈為原則，能降低旅遊中體力負荷，並選

擇具有專業的醫護背景人員伴隨，預防高齡者旅遊之安全，及走樓梯時可多加利用無障礙坡道作為

替代，足以降低旅遊時發生的危險，則相關業者可利用旅遊淡季或是人潮較少時段，設計多元化的

旅遊行程及提供優惠促銷作為理念，提升最適當的服務來增加高齡者參與出外旅遊的意願。 

隨者高齡人口的快速增長，台灣旅遊的服務內容精緻化、體貼化、無障礙空間的設計，將會為

台灣的高齡旅遊市場帶來更多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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