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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新竹縣竹北市高齡行動障礙者無障礙旅行之研究 

簡鴻儒 

明新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摘要 

由於台灣輔具科技的日新月異，增加了台灣輔具使用的普遍性與使用率。同時藉由各種輔具的

幫助，台灣高齡行動障礙者開始可以獨立自主的生活或是踏出家門去享受他們原先未失能前所享

受之戶外休閒活動。但是，即使輔具如此普及的今天，大多數新竹地區的高齡行動障礙者依然選擇

待在家中，他們認為自己的體力、聽力、視力、反應能力和其他身體機能都隨年齡的增加而降低，

再也無法像年輕時一樣隨心所欲的從事日常活動，這樣的想法導致高齡行動障礙者的生活品質和

生活滿意度隨著年齡增加而下降。然而根據相關研究資料指出，適當的休閒活動可以提升高齡行動

障礙者的生活品質，更能促進身心靈健康，所以本研究自 104 年 2 月 1 日至 104 年 6 月 30 日止，

完成 120份有效之面訪式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環境是否安全」是大多數受訪者認為高齡行

動障礙者是否願意外出旅遊最主要考量的因素，其次為「是否有高齡友善之無障礙環境」與「高齡

行動障礙者的身體健康狀況」。 

關鍵詞：在地老化、高齡長者、無障礙旅遊 

1. 緒論 

台灣已於 1993年進入高齡化社會，目前正朝高齡社會邁進，如何提供高齡及身心障礙者（包

括永久性的及暫時性）無障礙環境，已蔚然成為推動社會福祉及環境設計的共同目標。尤其，近年

來廣受各界接受並推廣的通用設計概念，更將無障礙環境設計精神，提升到必須適合所有人使用的

更高境界。此外，健全的法令制度更是達成前述目標之重要基礎。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6

條規定，公共設施場所營運者，不得使身心障礙者無法公平使用設施、設備或享有權利。另外，依

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第 11條規定，公共設施場所係包括公園、綠地、廣場等。雖然

法律已明文規定，但實務上，對於高齡行動障礙者而言，走出戶外到公園、景點休閒旅遊似乎仍是

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相關研究顯示旅遊對高齡行動障礙者生活適應與自我成長而言，扮演著很重

要的一個角色，可讓高齡行動障礙者找到生活目標，營造更豐富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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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ls lnd Butts (1997)指出高齡行動障礙者在外出旅遊時面臨到許多困難，這些尚未解決的

困難，都會影響到他們日後出門旅遊的意願。這些困難最大的挑戰即是無障礙環境的營造。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中，「無障礙設施」的定義為：「定著於建築物之建築構件，使建築

物、空間為行動不便者可獨立到達、進出及使用，無障礙設施包括室外通路、坡道及扶手、出入口、

室內通路走廊、樓梯、電梯（升降機）、廁所、浴室、輪椅觀眾席位、停車位等」。「行動不便者」

定義為：「個人身體因先天或後天受損、退化，如肢體障礙、視障、聽障等，導致在使用建築環境

時受到限制者」。 

根據「身心障礙法」之立法精神，不論是肢體障礙、視覺、聽覺還是智能障礙者，皆不會因為

身體殘障等級和類別或年齡而有所差異。無障礙旅遊之目的即再讓所有人接受到相同旅遊產品和

服務。所以本研究之目的為： 

(1) 瞭解高齡行動障礙者無障礙旅遊之阻礙因素； 

(2) 透過無障礙旅遊產品的提供，讓身心障礙者，能不需依靠旁人協助而能獨自旅遊； 

(3) 透過本研究，強調提供通用設計旅遊產品的重要性，以達成服務和環境公平和尊嚴。 

2. 文獻探討 

2.1旅遊障礙 

「旅遊障礙」可定義為導致任何一個人無法、不願意或減少參與休閒活動的因素。且「旅遊障

礙」也將影響個人休閒喜好、休閒參與決策過程及休閒遊憩體驗。李曉晴(2012)認為，凡是過於偏

好一項休閒活動，以及阻擾其參與該項活動的所有因子皆可視為阻礙因子。而旅遊阻礙是指任何能

抑制個體去參與休閒活動、減少參與的時間及妨礙個體獲得滿足感的所有原因，皆可稱為旅遊阻礙

因素。她進一步將旅遊阻礙區分為廣義及狹義兩種。狹義之旅遊阻礙是指人們傾向於參與某種遊憩

活動，但因一項（或一項以上）的阻礙因素影響而不能進行（或繼續進行）此項活動。而廣義之旅

遊阻礙則是指介於有無此一知覺到能不能參與此一活動之一切原因，皆可稱為之。 

Selnle lnd Jlckson (1985)也指出 65 歲以上之老年人參與一項休閒活動時，最重要的阻礙因素

是「缺乏旅遊同伴」，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年齡對體能與藝術休閒活動之阻礙程度也愈高。林家

蓉(2002)研究中也指出，銀髮族自評阻礙旅遊參與比率最高的前五名依序為，「我的年紀太大了」、

「我有病在身」、「我害怕受傷」、「只有和朋友在一起才會去參與」與「沒有一起活動的人」。陳漢

志(2002)進一步針對中部地區 2,015 位 65 歲以上之銀髮族的研究指出：銀髮族感受到的旅遊阻礙

因素依序為「休閒設施便利性與安全性」、「缺乏合適的友伴」、「休閒場所環境衛生」、「身體健康狀

況」、「休閒場所治安」與「金錢及交通」。 

Romsl lnd Hoffmln (1980)依據遊憩團體及社經地位分類，研究不參與戶外遊憩活動者的特性。

其研究發現較低社會階層（例如，低收入者）、較少舉辦活動的團體均以「缺乏興趣」為不參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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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而常舉辦活動的團體，則以價格、時間、設備為主要之障礙。他們的研究結果也指出，影響

銀髮族團體國外旅遊阻礙的主要變項為「經濟狀況」與「自覺健康狀況」。經濟及自覺健康狀況愈

好者，旅遊阻礙因素愈少，參與國外旅遊之意願愈高。Cnlwfond & Godbe. (1987)辨別出銀髮族從

事海外旅遊活動的三項阻礙層面，其中「環境因素」為最高，而「支持因素」為最低。由此可知銀

髮族從事旅遊活動的阻礙，已從過去的健康生理因素轉為從事活動時週遭環境的配套措施。 

此外，Cnlwfond & Godbe. (1987)進一步歸納整理各類旅遊阻礙研究結果，並將阻礙個體旅遊

喜好與休閒參與的影響因素歸納為以下三類： 

(1) 個人內在阻礙(:ensonll constnlint)：指個人內在心理狀態或態度影響其旅遊喜好或參與的

因素。例如，壓力、沮喪、憂鬱、信仰、焦慮、自我能力、及對適當休閒活動的主觀評

價等。 

(2) 人際之間的阻礙(inten:ensonll constnlint)：指個體因沒有適當或足夠的休閒伙伴，而影響

其旅遊喜好或參與的因素。例如，夫妻的旅遊喜好不同、缺乏朋友同伴共同參與等。 

(3) 結構性的阻礙(stnuctunll constnlint)：指影響個體旅遊喜好或參與的外在因素，即介於遊憩

喜好及參與之間的影響因素，包括家庭生命週期、氣候、旅遊資源、休閒設備、時間、

金錢及旅遊機會等。 

2.2 無障礙旅遊之意涵 

「無障礙旅遊」就是沒有障礙的旅遊方式，讓所有人不會因為任何的阻礙而放棄參與。現今需

要無障礙旅遊的對象非常廣泛，除了輪椅族和身心障礙者之外，銀髮族、兒童、孕婦、嬰兒和病人

等都需要方便無障礙的友善旅遊環境(Belch lnd Rleheb, 1983)。Cli lnd Combnink (2000)強調身心

障礙者人數與日俱增，可見無障礙旅遊的發展將是市場上的一大趨勢。王儷蓉和施慈航(2010)也認

為無障礙旅遊不適合停留在福利的概念與階段，宜進入市場機制，以商業機能的運作經營無障礙旅

遊。透過商業運轉，整體旅遊市場將因競爭快速而改善缺點，如歐美先進國家或日本的無障礙旅遊

均呈現常態化、市場機能的經營模式。 

許天威(1989)指出肢障者未曾參加過國內旅遊者為 47.6%。其研究中也指出肢障者對於台灣機

場、旅館、餐廳、遊樂景點之無障礙旅遊設施，全部顯示不滿意。許天威(1989)進一步針對公共空

間提出了改善建議。在機場方面，以「提供接送專車（含殘障者）」、「飛機艙內殘障者特殊座位安

排」應最優先改進。在旅館方面，則以「浴室內具備安全把手」、「殘障廁所足夠」、「提供接送專車」

三項應最優先改進。一般而言，肢障者入住國際觀光旅館較不會遭遇設施或行動方面的障礙，但一

般觀光旅館在無障礙設施規劃上，則較不如國際觀光旅館徹底，所以肢障者從事國內旅遊時仍常感

到不方便。在餐廳方面，則以「門口階梯高度適合」應最優先改進。此外，在遊樂景點方面，以「園

區內各景點坡道相連」、「人行道設斜坡」、「殘障者特殊遊園路線」應最優先改進。在內在障礙可克

服之下，更需要社會各界對環境障礙的排除，以加強肢障者在休閒旅遊方面的參與。林淑玟(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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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台灣休閒旅遊業者能夠依照政府規定建造各類無障礙旅遊設施的業者極為少數。雖然肢障者

為少數族群，但其經濟能力並不差，所以肢障者有可能漸漸成為旅遊業者全力爭取之對象。 

綜合上所述，無障礙旅遊的先決條件就是一定要有友善的旅遊環境，也就是任何人都能及、可

及而且能使用，同時也需要友善專業的從業人力，適度的人力介入有助於無障礙旅遊的實踐。雖然

一時之間無法全面改善無障礙設施，但可透過隨行人員、服務人員及陪同者的協助，或運用簡單的

輔助器加以改善，輕鬆打造無障礙旅遊。 

2.3台灣無障礙旅遊發展現況 

無障礙旅遊顧名思義就是沒有障礙的旅遊，讓所有人不會因為任何的阻礙而影響其參與旅遊

的機會。過去的傳統觀念中，一般人都認為無障礙旅遊的設計，是專門為身心障礙者提供，特別是

「輪椅族」。對於身體健全的人來說，無障礙旅遊似乎可有可無？但是事實上並非如此，無障礙旅

遊所服務的對象非常廣泛，是近年來新興的服務產業，除了身心障礙者之外，銀髮族、兒童、孕婦、

嬰兒等都需要方便且無障礙的友善旅遊環境（王儷蓉、施慈航，2010）。如何讓身心障礙的人享受

設施齊全的旅遊環境，不僅能顯示出ㄧ個文明國家的用心，更是對於人權的尊重和包容。 

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他們真正需要的是完整的無障礙旅遊行程，其中不僅包含硬體設備的需

求，也涵蓋了政府政策、相關法規、旅行業者對於無障礙旅遊的態度與工作人員素質的要求。但是

外在環境的阻礙、硬體設備不完善、提供服務者態度不佳，都是造成身心障礙者旅遊阻礙的原因

（王儷蓉、施慈航，2010）。雖然國內外有許多關於肢體障礙者旅遊的相關研究，但一般研究大部

份都著重於無障礙設施及旅遊阻礙的部分，鮮少有研究探討旅遊過程中有哪些因素會影響肢體障

礙者之愉悅感(Cli lnd Combnink, 2000)。Cli lnd Combnink (2000)認為對於肢體障礙者的研究不應只

單方面著重於無障礙設施，肢體障礙者旅遊滿意度以及旅遊過程中哪些因素可使肢體障礙者的遊

程更完整或提升旅遊滿意度，確實有其研究的價值，讓每一位參與旅遊活動的朋友，皆能自在輕鬆

的享受旅遊行程的樂趣（陳茗芯，2012）。 

無障礙旅遊其實並不只是帶行動不便的朋友、老年人出門，它更是一種輔療的方式，也是喘息

照護的延伸，被照護者與照護者都可以同時得到身心雙方面的紓解（許佐夫，2014）。許佐夫(2014)

指出，在台北約有六萬人領有身障手冊，若是每個禮拜都需要去醫院一次，每個月就需要來回總共

八趟的車程，若每趟車錢以七百元粗估，一年十二個月就有四十億的商機，這些還僅僅是台北而已。

若是再加上沒有身障手冊卻有接送需求的人，無障礙接送的商機更是無可限量。若是單日旅遊的

話，因為不需要過夜，即不用考量飯店的無障礙限制。 

「多扶接送」是台灣國內第一家專業的輪椅接送服務，於 2014年成為第一家以社會企業分類

登上創櫃版的公司。以「無障礙環境的全面連結」作為服務宗旨，讓行動不便的朋友掌握「行」的

自由。多扶接送提供點對點接送、爬梯機等專業服務，更結合無障礙旅遊、包車服務，提供全面性

的需求。多扶接送執行長許佐夫(2014)指出，國內身心障礙者運輸採「撥召(dill l nide)」服務，配

合需求者的上下車時間及地點規劃。隨著服務範圍擴大，將降低系統的效能，以臺北市復康巴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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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目前已嚴重供不應求，以人工比對，無法於顧客預約時進行共乘媒合。因此多扶接送提出啟發

式尋優法排定路線及班表，以提高共乘次數，有效發揮運能。目前各縣市復康巴士還面臨數量不足、

難預約、服務目的多以就醫或復健為主與服務時間限制（假日大多不提供服務）等問題。各縣市復

康巴士完全無法解決無障礙旅遊的交通問題，真正要能落實，必須從運輸環境與其他運具著手。 

多扶接送於 2014年 1月與福斯電影合作，開放了「性福療程」試片會提供給輪椅朋友們欣賞。

這項電影活動打破了傳統復康巴士的各項用途限制，透過多扶接送安全又受尊重的接送服務，鼓勵

輪椅朋友們走出家門，體驗更多不同的生活經驗。無障礙旅遊不再只是設限於簡單的行程，在多扶

接送細心的規劃下，可以提供給行動不便的銀髮長輩、身障者更完善、安全的無障礙旅遊行程。依

照每個人不同的需求提供最舒適、最適合的服務方案，更開拓了無障礙旅遊的視野。只以健康人為

中心的社會，並不是健康的社會；只有障礙的環境，沒有障礙的人（許佐夫，2014）。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無障礙旅遊之重要性與使用行動輔具之高齡行動障礙者參與休閒旅遊活動

之意願與動機，以及阻礙其參與的相關因素，以作為推動新竹縣竹北市高齡行動障礙者無障礙旅遊

之參考。本研究方法將分為二部分加以說明。 

3.1 問卷受訪者基本資料 

根據上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為了獲得第一手量化研究資料，採分層隨機抽樣之方式。分別於

新竹縣竹北市 30 個里，每里抽取 4-5 位銀髮族樣本，共 135 位銀髮族受訪者，自 104 年 2月 1 日

至 104 年 6 月 30 日止完成面訪式問卷調查。本次問卷調查扣除無效問卷 15 份後，共有 120 份有

效問卷進行資料分析。本研究無效問卷之認定主要依據下列四點原則： 

(1) 問卷漏答題數超過總題數 2/3 以上； 

(2) 答案選項有規律性； 

(3) 本問卷第 9題與第 13題為正向關聯題，受訪者二題答案呈現負相關時； 

(4) 針對單選題，受訪者卻勾選兩個以上的答案。 

本次問卷調查之 120位受訪者平均年齡為 62歲(SD=10.583)，其中男性占 52%，女性占 48%。

在教育程度方面，具有相同比例(27%)之受訪者的教育程度為「國小畢業」或「高中職畢業」，其次

為國中畢業(21%)。在受訪者現在或退休前之職業方面，也有相同比例(20%)之受訪者現在或退休前

之職業為「旅遊觀光業」或「家管」，「農人(11%)」與「公務員(10%)」分列三、四名。另外，將近

半數之受訪者(47%)都與配偶、子女同住，其次為與配偶同住(31%)。由此調查結果可知，大多數受

訪者都有人陪伴同住，受彼此的影響而一同結伴出外旅遊的比例也相對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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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問卷調查分析工具 

本次問卷調查採用 SPSS (Stltisticll Plcklee fon Socill Science) fon Windows 20.0 統計軟體為分

析工具，資料統計分析項目包含敘述統計（平均數、標準差）、可信度分析、Pelnson 相關分析、多

元尺度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等。可信度(sclle nelilbilit.)代表問卷調查結果的穩定程度、一致性與

可靠性。最常使用的檢測係數為 Cnonblch's α 係數，α值介於 0與 1之間。Glun ＆ Glun (2006)認

為 α值至少須達到 0.7以上，調查結論方有價值，數值越接近 1，表示其可信度越高。此外，吳統

雄(1985)也認為 Cnonblch's α > 0.5為很可信，本研究信度分析之 Cnonblch's α值為 0.701為可信之

範圍。 

另外，本研究之問卷也進行效度分析(vllidit. lnll.sis)。本次問卷之效度檢測乃是採用內容效

度指數(Index of Vllidit., CVI)方式進行。當本問卷草稿完成時，作者邀請二位相關研究領域之大學

教授與一位推動無障礙旅遊之業者共三位，於正式問卷調查前，將問卷草稿送請上述之學者專家審

查指正，每一道題目底下均附列三個選項：「適切」、「宜修正」、「不適切」，由學者專家判定。謝廣

全、謝佳懿(2010)建議內容效度指數(CVI)值應在 0.8以上，為可適用之標準。此次問卷只有在用字

較學術性外（正式問卷已做修正），所有題目皆獲得「適切」之肯定。 

4.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調查結果將分為受訪者休閒娛樂的需求、受訪者無障礙旅行的需求、受訪者對老年生活

的期望、獨立樣本 t 檢定與 Pelnson 相關係數分析等五部分說明。 

4.1受訪者休閒娛樂的需求 

適當的休閒娛樂活動，對於退休後自由時間變多的銀髮族而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本研究調

查結果顯示，67.2%之受訪者最常做的戶外休閒活動為「散步」，其次為「健走(31.1%)」，「爬山

(28.6%)」、「國內旅遊(25.2%)」、「騎腳踏車(20.2%)」分列三、四、五名。作者進一步探討受訪者常

做之靜態休閒活動為何？本研究調查結果也發現，62.2%之受訪者最常做的靜態休閒活動為「看電

視」，其次為「看報紙(53.8%)」，「聊天(47.9%)」、「看書(29.4%)」、「聽音樂(26.7%)」分列三、四、

五名。本調查結果印證相關學者之田野調查結果，即 80%之台灣老人靜態的休閒活動為看電視。 

另外，作者以多元尺度分析，針對受訪者最常做的戶外休閒活動與最常做的靜態休閒活動進行

關聯性分析。圖 1顯示，「槌球」、「釣魚」、「跳韻律操」與「健身」在知覺圖上幾乎是重疊在一起，

也就是說，本次問卷調查受訪者，如果他們最常做之戶外休閒活動有「槌球」選項，那他們也會常

做「釣魚」、「跳韻律操」與「健身」之活動，反之亦然。圖 2也顯示，「下棋」與「寫書法」在知

覺圖上幾乎是重疊在一起，也就是說，本次問卷調查受訪者，如果他們最常做之靜態休閒活動為

「下棋」，那他們同時也常做「寫書法」之活動，反之亦然。此外在「看電影」與「看書」；「唱歌」

與「烹飪」也有相似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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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受訪者最常做的戶外休閒活動知覺圖 

 

圖 2. 受訪者最常做的靜態休閒活動知覺圖 

眾所周知，從事某些戶外或靜態休閒活動是要付費的，現今銀髮族每月花費多少錢在休閒娛樂

方面值得探討。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差不多四分之一(25.8%)之受訪者平均每月花費 1,001至 2,000

元在休閒娛樂活動，也有 24.2%之受訪者平均每月花費在 1,000元以內。休閒娛樂活動對於銀髮族

而言，不僅可促進銀髮族身心靈之健康，亦可增進銀髮族社會之網絡。但實際上，仍然有相當多銀

髮族不願踏出家門，從事休閒娛樂活動。到底什麼因素阻礙了銀髮族從事適當的休閒娛樂活動呢？

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71.1%)受訪者認為銀髮族無法參與休閒活動，最主要的困難點為

「身體狀況不好」；也有 25.4%之其受訪者指出「經濟狀況不佳」也是主要原因。此一調查結果再

度驗證了「成功老化」三要素「身體健康」、「經濟無虞」、「擁有社會網絡」之重要性。同時由此一

調查結果也有另一種解釋，如果能夠提供完善的無障礙旅遊服務，即使銀髮族在身體健康狀況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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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下，也能夠輕鬆、無負擔享受戶外休閒娛樂活動。完善的無障礙旅遊服務將使高齡行動障礙

者參與休閒活動的意願大幅提升。 

4.2受訪者無障礙旅行的需求 

銀髮族因為老化及罹患慢性疾病的關係，漸進式慢慢需要行動輔助工具來協助行走。本研究調

查結果顯示，超過三分之一(34.7%)之受訪者使用拐杖來協助行走，另也有 16.7%之受訪者使用「輪

椅」，有超過半數以上本研究調查之受訪者，目前使用行動輔具來幫助行走。那如果你的家人使用

行動輔具，你會不會陪同他們外出旅遊呢？本研究調查結果也顯示，超過半數以上(53%)的受訪者

會陪伴使用行動輔具的家屬外出旅遊，這代表著多數的受訪者並不會怕麻煩，依然願意帶著使用行

動輔具的家屬出外旅遊。但也有接近半數(47%)的受訪者是不會陪伴使用行動輔具的家屬出外旅遊，

這也代表著強化無障礙環境設施的急迫性與必要性。 

作者進一步探討受訪者陪伴使用行動輔具家屬外出旅遊的頻率。本研究調查結果指出，接近三

分之一(28%)之受訪者經常陪伴使用行動輔具家屬外出，另外有 21%之受訪者每週一次陪伴使用行

動輔具家屬外出。由此可知，家人的主動陪伴是增加使用行動輔具的老人外出旅遊的驅動力，同時

也利用此機會與自己的家人，擁有更多時間能夠聚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有將近半數之受訪

者，幾乎每週一次陪伴使用行動輔具之家屬外出旅遊，但也有 23%之受訪者表示，要長達二個月

以上才會陪伴使用行動輔具之家屬外出旅遊。到底他們陪伴使用行動輔具的家屬出外旅遊，顧慮的

因素是什麼？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受訪者皆認為陪伴使用行動輔具之家屬外出旅遊，最顧

慮的是「環境是否安全」，其次為「無障礙環境是否完善」與「出遊者的身體狀況」。其中「出遊者

的身體狀況」在本研究上述之問卷調查結果獲得驗證，71.1%之受訪者認為銀髮族無法參與休閒活

動，最主要的困難點為「身體狀況不好」。不論是銀髮族或是其照顧之家屬，身體狀況仍為出外旅

遊的首要考量因素，會特別在意旅遊地點的無障礙環境是否完善、安全，能讓使用行動輔具的高齡

長者與家屬能夠玩的安心及安全。此一觀點也反映在受訪者接下來的表達意見中，25% (23% + 2% 

= 25%)之受訪者對於目前旅遊景點無障礙環境設施滿意程度為「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其中

受訪者對目前旅遊景點最不滿意之無障礙環境設施以「路面凹凸不平(62.2%)」佔比例最多，其次

依序為「沒有無障礙坡道(31.9%)」、「沒有無障礙電梯(27.7%)」與「沒有無障礙廁所(26.9%)」。 

作者接著運用多元尺度分析，針對受訪者陪伴使用行動輔具的家屬出外旅遊所顧慮的因素與

受訪者對目前旅遊景點最不滿意之無障礙環境設施進行關聯性分析。圖 3顯示，「經濟問題」、「有

沒有同伴陪伴」與「外食方不方便」在知覺圖上幾乎是重疊在一起，意即就本次問卷調查受訪者而

言，如果他們顧慮陪伴使用行動輔具的家屬出外旅遊的因素有「經濟問題」，那他們也會顧慮「有

沒有同伴陪伴」與「外食方不方便」二項因素，反之亦然。圖 4顯示，「沒有障礙電梯」與「沒有

適當扶手」在知覺圖上也幾乎是重疊在一起，也就是說，本次問卷調查受訪者，如果他們對目前旅

遊景點「沒有障礙電梯」不滿意，同時他們也會對目前旅遊景點「沒有適當扶手」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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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受訪者陪伴使用行動輔具的家屬出外旅遊所顧慮的因素知覺圖 

 

圖 4. 受訪者對目前旅遊景點最不滿意之之無障礙環境設施知覺圖 

目前台灣有一些企業提供無障礙旅行接送之服務，但是有超過半數以上之受訪者(51.3%)並不

知道這些服務，但仍然有 35.8%之受訪者知道「台灣大車隊」有提供無障礙旅行接送之服務。由此

可知，在目前特別強調無障礙環境重要性的台灣社會，如何讓民眾獲得更多服務的資訊，是提供服

務企業必須仔細思考的議題。另外，本研究調查結果也顯示，如果業者能夠同時提供無障礙接送與

行動輔具租借服務，67.5%之受訪者會增加外出旅遊的意願。且大多數之受訪者(41.7%)出外旅遊最

喜歡的行程為「自然生態行程」，其次為「宗教行程（進香團）」(23.3%)與「歷史古蹟行程(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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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調查結果可以看出，受訪者大多喜歡靜態以及追朔傳統、暸解歷史文物之旅，這是一種心靈

的慰藉，同時也能放鬆自己，達到出外旅遊的目的。 

4.3受訪者對老年生活的期望 

隨著台灣老年人口不斷的增加，銀髮族心目中未來理想的老年生活為何？是推動高齡行動障

礙者無障礙旅遊值得探討的重要議題之一。根據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79.8%的受訪者最想過的老

年生活為「身體健康的生活」，其次是「能與家人團圓的生活(52.1%)」與「經濟來源無虞的生活

(41.2%)」。此一調查結果也呼應推動無障礙旅遊的重要性，只有多陪伴高齡行動障礙者外出旅遊，

高齡長者才能達成「能與家人團圓的生活」之理想老年生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研究調查結

果顯示，沒有任何一位受訪者認為，他們未來的理想老年生活是「與老伴住到理想的安養院」。此

一調查結果也獲得 OECD國家發展趨勢之佐證。根據 OECD 調查資料顯示，65 歲以上老人進住機

構的比例有逐年呈現負成長之現象（黃富順，2011），而 70年代 OECD提出在地老化(leine in :llce)

之觀念，廣受各國長期照護政策歡迎，認為老人安養應以家庭與社區為主，機構為輔。因為此種方

式，才能夠給予老人較熟悉的居住環境，創造老人身心需求的最大滿足（王俊豪，2005）。 

另外，作者也進一步探討銀髮族對老年生活最擔心之議題。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73.1%的受

訪者對於老年生活最擔心的問題為「自己的健康問題」，其次是「自己生病（失能、失智）的照顧

問題」(53.8%)和「配偶的健康問題(52.1%)」。此一調查結果再一次印證了「成功老化」的最重要之

條件之一，那就是銀髮族必須「身體健康」。 

4.4受訪者性別變異數分析 

本次問卷調查也以性別變數對各項變數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顯示，男女受訪者在教

育程度方面呈現差異，並達顯著水準(p = 0.033 < 0.05)。從表 1可以看出，本次問卷調查男性受訪

者其教育程度皆比女性受訪者為高。此外，本次問卷調查之男女受訪者在陪伴使用輔具的家屬（或

本人）出外旅遊之頻率也呈現差異，並達顯著水準(p = 0.042 < 0.05)。從表 2也可以看出，本次問

卷調查男性受訪者相較於女性受訪者，其經常陪伴使用輔具的家屬（或本人）出外旅遊。 

表 1. 性別－教育程度交叉分析表 

性別 

教育程度 

總和  無或國小

未畢業 國小畢業 國中畢業 

高中(職)

畢業 

專科/大學

畢業 

研究所畢

業或以上 

男性 1 20 15 17 9 1 63 

女性 11 12 10 16 8 0 57 

總和 12 32 25 33 17 1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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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性別－出外旅遊頻率交叉分析表 

性別 

陪伴使用輔具的家屬(或本人)出外旅遊之頻率 

總和 

經常 

每週 

一次 

每二週 

一次 

每月 

一次 

每二個

月一次 

每半年 

一次 其他 

男性 10 3 1 2 1 5 0 22 

女性 1 5 2 5 2 1 1 17 

總和 11 8 3 7 3 6 1 39 

4.5 旅遊頻率與無障礙設施滿意度相關分析 

本研究亦利用 Pelnson 係數進行相關變數分析。表 3 顯示，「陪伴使用行動輔具的家屬外出的

頻率」與「高齡行動障礙者對於旅遊景點無障礙設施的滿意度」呈現中度正相關且達顯著。Pelnson

相關係數為 0.410，即顯示外出的頻率愈高，滿意度相對會較高，如果高齡行動障礙者常出外旅遊，

就能發現到無障礙設施慢慢在改善。有高齡行動障礙者對於無障礙設施的意見，各縣市政府才能更

加完善無障礙設施，這對於使用行動輔具的高齡長者來說，添加了便利性及安全性。 

表 3. 出遊頻率/無障礙設施滿意度 Pearson 相關分析表 

變數 統計量 
陪伴使用輔具家屬

出外的頻率 

對旅遊景點無障礙

設施的滿意度 

陪伴使用輔具家屬出外的頻率 

Pelnson相關 1.000 0.410** 

顯著性（雙尾） - 0.009 

個數 39 39 

對旅遊景點無障礙設施的滿意度 

Pelnson相關 0.410** 1.000 

顯著性（雙尾） 0.009 - 

個數 39 120 

5. 結論 

本研究目的是希望藉由量化的問卷調查得到有關竹北市高齡長者對於無障礙旅遊參與意願、

動機與阻礙因素之看法與建議，並同時探討目前旅遊景點無障礙設施不足之處，以作為推動高齡行

動障礙者無障礙旅遊建議改善參考。作者利用多元尺度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Pelnson 相關係數

進行調查數據之交叉分析，以辨認出彼此相互呼應的議題，幫助作者做出更正確的評估。本研究調

查結果顯示，接近三分之一(28%)之受訪者經常陪伴使用行動輔具家屬外出，另外有 21%之受訪者

每週一次陪伴使用行動輔具家屬外出，而男性受訪者較女性受訪者更常陪伴使用行動輔具家屬外

出。 

雖然有將近半數之受訪者，幾乎每週一次陪伴使用行動輔具之家屬外出旅遊，但也有 23%之

受訪者表示，要長達二個月以上才會陪伴使用行動輔具之家屬外出旅遊。底他們陪伴使用行動輔具

的家屬出外旅遊，顧慮的因素是什麼？本研究調查結果也顯示，大多數受訪者皆認為陪伴使用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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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具之家屬外出旅遊，最顧慮的是「環境是否安全」，其次為「無障礙環境是否完善」與「出遊者

的身體狀況」。本研究相關問題調查中，也顯示受訪者之對於「出遊者的身體狀況」的顧慮，71.1%

之受訪者認為高齡行動障礙者無法出外旅遊，最主要的原因為「身體狀況不好」。所以不論是高齡

行動障礙者或是其照顧之家屬，身體健康與否仍是出外旅遊首要顧慮的因素，也因此會特別在意旅

遊地點的無障礙環境是否完善、安全，能否讓使用行動輔具的高齡長者與家屬玩的安心及安全。 

本次問卷調查結果也指出，25%之受訪者對於目前旅遊景點無障礙環境設施滿意程度為「不滿

意」或「非常不滿意」。其中受訪者對目前旅遊景點最不滿意之無障礙環境設施以「路面凹凸不平

(62.2%)」佔比例最多，其餘依序為「沒有無障礙坡道(31.9%)」、「沒有無障礙電梯(27.7%)」與「沒

有無障礙廁所(26.9%)」。作者進一步以 Pelnson 相關係數進行相關變數分析，分析結果顯示「陪伴

使用行動輔具的家屬外出的頻率」與「高齡行動障礙者對於旅遊景點無障礙設施的滿意度」呈現中

度正相關且達顯著水準。換句話說，也就是受訪者外出的頻率愈高，其對旅遊景點無障礙設施的滿

意度也會相對提升，意即如果高齡行動障礙者常出外旅遊，就能達到督促相關單位改善無障礙設施

的功能。 

本研究當然面臨一些研究限制，其中最主要為本次問卷調查受訪者大多為高齡長者，對於問卷

的填寫有著時間或語言能力的障礙。這些原因導致部份問卷無法順利完成、受訪者中途放棄或者雖

然問卷填寫完成，但為無效問卷等情況。對於這些寶貴的受訪意見失去，作者還是覺得很可惜。此

外，本次問卷調查僅訪問新竹縣竹北市一地，代表性稍嫌不足。從本次問卷調查中可以看出，27%

之受訪者的教育程度為「高中職畢業」，如果對照於新竹縣五峰鄉或尖山鄉之高齡長者，相信一定

沒有如此高比例之高教育程度之老人。教育程度的不同，其對無障礙旅遊的認知，勢必有很大的差

異，其問卷調查結果勢必也不同。所以如能在經費與時間容許下，擴增至新竹縣 13鄉鎮市之問卷

調查，其研究結果則較具地區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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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nn lssistive technoloe. hls incnelsed in :o:ullnit. lnd uslee in Tliwln, hel:ine mobilit.-

im:lined eldenl. :ensons live inde:endentl., :lntici:lte in enoo. outdoon leisune lctivities, lnd so on. Even 

thoueh such technoloe. is widel. lvlillble in Hsinchu Count., l mloonit. of senion mobilit.-im:lined 

ldults thene choose to stl. home becluse of thein now diminished bodil. functions (:h.sicll stneneth, 

helnine, vision, nelction lbilit., etc.). This hls lowened thein qullit. of life lnd life sltisflction. A 

questionnline sunve. wls conducted involvine mobilit.-im:lined eldenl. :ensons livine in Chubei Cit., 

Hsinchu Count. between 1st Febnuln. 2015 lnd 30th June 2015; l totll 120 vllid netunns wls neceived. 

The sunve. nesults nevelled thlt the mloonit. of nes:ondents indiclted “slfet. of envinonment” ls the mlin 

flcton fon thein willineness to ventune outside thein homes, followed b. “lvlillbilit. of eldenl.-fniendl. 

lccess” lnd “:ensonll hellth stltus”. 

Ke.wonds: leeine in :llce, senion ldult, no-blnnien tnlv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