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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顧客對銀髮養生村住宿意願之探討-以高雄居民

為例 

摘要 

  面對台灣老年人口快速增加，以及出生率下降，養生村將為大家帶來不少的益處

，想透過本研究使大家更了解養生村為何，以及了解大家對入住養生村意願。 

 

關鍵字：銀髮、養生村、入住意願、高雄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依聯合國定義，65 歲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 7%，即進入老人化社會。根據我國內政

部 1993年之調查，由於生活機能、醫療上的進步，使得國民平均壽命上升， 65歲以上

人口占總人口已達 7.1%，成為高齡化社會國家。於 2013年底內政部的人口結構調查中，

65 歲以上者已成長至佔全台灣人口的 11.53%(圖 1)，推估到 2030 年 65 歲以上高齡人

口將增加至 22.6%（經建會，2003）。 

 
圖 1 民國 98年~102年老年人口比率折線圖 

 

老人化比例逐年上升，出生率也逐年的下降，在此時代趨勢中，傳統養兒防老的觀

念已不再是老年後的保障。隨著社會型態的變遷，盛行於日本、美國已有一段時間的養

生村，也在台灣掀起熱潮，吸引許多企業財團爭取這塊頗有潛力的市場。針對目前台灣

所設立的銀髮族養生村，除提供安全的住宿及休閒娛樂、醫療照護等多元化服務外，同

時工作人員的專業能力更是受養生村業者所重視，例如，提供更適合年長者的身心活動、

知識增長、舒適的生活，以及銀髮長者健康樂趣的交友居住環境，並且建立完善的醫療

照護系統，讓年長者享有無後顧之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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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成立的養生村機構，主要目的是以提供一個適合老年人居住並且以安全舒

適的生活環境為主要要求重點，加強訓練服務人員的專業能力，並打破傳統安養照護機

構，例如榮民之家與老人公寓的經營模式與管理方法，使養生村如同旅館般能夠因應老

人們的各種需求服務。但是，因為華人的傳統重視孝道，供養父母是為人子女必須遵守

的道德觀念；又因為華人是以家庭為重心，生老病死一般都是由家庭負責照顧，也因此

一般人對養生村的印象普遍並不好。再加上各界新聞媒體的負面報導，造成了消費者對

入住養生村一事存著較為負面的心理因素。根據過去文獻(賴雅淳，2013、陳麗敏，2006、

內政部統計處，2011)，這些消費者心理因素的問題包含了， 

1. 家中並沒有足夠的錢能夠讓老人家去養生村。 

2. 想跟自己的家人及子孫住在一起。 

3. 養生村的軟硬體設施，不符合自己的需求。 

 

這些是過去研究所發現造成大部份的老年人不願意進到養老村度過晚年生活的因

素，但對文化與價值觀有著相當大的差異的台灣南北部老年人來說，過去在北部所獲得

的研究發現是否可推及南部的消費者? 這是值得深思的部分。而本研究便是要針對南部

的養生村潛在客戶，透過實證研究，探討增加中高年齡族群入住養生村意願的影響因素，

並探討如何解決個人的心理因素，以供政府及企業未來策劃養生村及規劃行銷策略的參

考。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有以下三項， 

(一)了解中高齡族群選擇進住養生村的主要影響因素。 

(二)從不同層面(例如：醫療、地點、環境、軟硬體設施、服務、餐飲、收費標準等)探

討中高齡族群對養生村的期望，以及其對進住意向的影響。 

(三)依據研究結果，提出有效建議，以供未來政府及企業規劃養生村或者行銷策略的參

考。 

 

主要針對高雄市內居民做問卷調查，並以 40~55歲的中高年齡族群為主要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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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在文獻探討的部分中，我們針對前言中所提到的刻板印象及心理影響因素的部分，

找出過去研究中曾提出過相關論點的資料，並做出彙整。另外，再將全國最知名的養生

村與高雄市內具代表性的養生機構做出比較。 

 

一、養生機構比較(以台塑長庚養生村、高雄市老人公寓為例)： 

在國內較知名的養生村約有十家，分別為台塑長庚養生文化村、潤福生活新象、潤

福大台北華城、北海福座泰和園、國寶聖恩休閒養生會館、松柏園老人養護中心、奇美

悠然山莊、康寧生活會館、雙連安養中心、翠柏新村等。其中長庚養生村為全國規模最

大的養生村，而高雄市老人公寓雖名氣並不高，但卻是全國第一座長青公寓，因此本研

究特以此二機構做出介紹以及比較。 

1. 台塑長庚養生文化村：在於桃園縣龜山鄉，旁邊為林口長庚醫院、是台塑集團興建

的「長庚養生文化村」， 為全台灣最大的養生村。土地面積共計 34公頃，一半面積作

為綠地、醫院、活動中心及公園……等，活動的空間十分寬闊，可接納約 4,000 戶入住。

其中一項特色是寬廣遼闊，另一項特色就是多元的休閒活動及建立銀髮學園，入住者可

以學習各項有氧運動、玩桌遊、及各項美術活動外，也提供上網買股票的空間。(取自痞

客邦 NCTUEP61) 

2. 高雄市老人公寓：位於高雄市鳳山區，此設施為內政部補助工程款購地自建，地坪

為 674坪，共有 12層樓及地下 1樓，合計約 3639坪。此產權屬於高雄市政府，並委託

「財團法人佛光山慈悲社會福利基金會」經營管理，為全台灣第一間長青公寓。設施內

的每個樓層都設有進行各項休閒活動的房間，也提供洗衣間讓老人家可以不用常上下樓，

另外還設有宗教活動用的房間等特色。(取自高雄是老人公寓官方網站)以下是兩家養生

村的比較表格： 

表 1 兩間安養設施的比較表 

單位 長庚養生文化村 高雄市老人公寓 

房間數量 4000戶 180戶 

入住資格 
年滿六十歲 

經長庚醫院身體檢查合格 

年滿五十五歲 

經機構評審定後認可 

保證金 216,000~372,000 100,000 

月租金 
單人：18,000~26,000 

雙人：23,000~31,000 

單人：9,500~14,500 

雙人：16,000 

水電費 依實際消費計算 已內含在月租金 

伙食費 依實際消費計算 4300元 

資料來源：長庚養生文化村及高雄市老人公寓松鶴樓官方網站。 



 

4 

 

二、影響消費者入住的心理因素： 

  由於新聞媒體上常傳出安養機構的負面消息，導致許多消費者對安養機構反感，並

造成許多刻板印象，而不想進住安養機構。除此之外，也有個人的心理因素影響進住的

意願，如收費標準太高等，以下為依上述所做的文獻探討。 

 

1. 陳麗敏(2006)提到在逐漸變遷的社會中，一些傳統的倫理規範漸漸的改變，養兒防

老已漸漸變得不多見，取代而之的是獨居老人身故卻無人提及、或是未通過審核的安養

機構常發生令人感到遺憾的事，甚至老年人遭到遺棄、虐待、照顧不當等事情也常發生，

其中在入住安養機構的心理影響因素中有： 

(1).無法養兒防老已經夠沒面子了，進住到安養機構還要遭受親友的異樣眼光，寧可選

擇獨居。 

(2).不想離開自己熟悉的環境。 

(3).住進機構覺得自己成為社會福利制度下的寄生者，而不想入住。 

 

2. 黃萃文(2009)地」提到老年人覺得住進安養機構代表自己是社會的負擔、沒有家人

及子孫的陪伴、認為外面的人會看不起自己、覺得住在裡面很丟臉不想讓朋友知情、或

者是怕住進機構後，子女被別人認為不孝而覺得愧疚等。 

 

3. 林美君(2009)認為一般安養機構的缺點，常讓人覺得住進機構就是被社會或者是家

庭遺棄，而養生村則是不同於以往的安養機構的死氣沉沉，而是注重營造「家」的感覺。

機構內設有許多的休閒設施及綠化環境，並強調「要活就要動」。 

 

4. CNEX(2014)認為大部分的安養院機構都過於機械式化，將各個空間訂定用途，例如

病床是單獨的個體化、交誼廳是被指定交流的場所，各種物件和人都以固定動線來來去

去，完全不理會老人們的心理需求，像是一個「等待死亡」的空間。 

 

5. 林秀姿(2014)提到，從臨床的案例中發覺，在家裡接受治療的病人與在醫院接受治

療的病人，表情完全不一樣。在家中的老人，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還能夠自由做自己喜

歡的事；而在醫院的老人卻完全相反，在那裡，他們只能用空洞的眼神，躺在病床上迎

接死亡，因此認為「臨終前的元氣」非常重要。 

 

6. 賴雅淳(2013)提到，在安養機構中，仍有許多保證人(子女)無法繳納每個月的月租

金，導致老人們開始擔心自己活得太久，成為家中的負擔。 

 

7. 內政部統計處(2011)於「 一○○年第十一週內政統計通報(98 年老人狀況調查結

果)」中的調查結果顯示，老人獨居或與配偶同居佔 27.9%、住在安養機構僅佔 2.8%，

其中希望與子女同住佔了 68.5%，顯示出目前多數老人還是希望與子女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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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以上心理因素的探討，我們更加了解現代人對銀髮養生村的看法。例如多數銀髮族

為了顧及自己的尊嚴、家中的負擔不起費用而自己又活太久、想跟子女同住等原因而不

想入住。而安養機構的運作方式，大部分都太過於制式化而沒人性的負面形象，因而導

致老人們不想入住。 

 

三、安養機構的設施影響入住意願之因素： 

在過去許多研究中，針對安養機構的設施方面，提出了許多相關論點， 

1.龔文華(2004)認為，健康醫療、硬體設施、服務措施、財務協助與社區參與等五

項，與年齡、性別、學歷及所得確有顯著相關，皆與入住的影響因素有所相關。 

 

2.方紹宇(2011)於其研究中提到，在軟硬體設施方面，消費者對於安全方面的設施

需求較大，例如緊急呼叫鈴系統及門禁管理等。另外在價格方面，消費者希望能夠在入

住之前，免費參觀或者免費試住，同時也希望政府能夠訂立相關的費用補助政策。 

 

3.蔡耀如(2007)於其研究中得到的結論是健康醫療、硬體設施為入住意願的主要影

響因素。而在價格方面，如果政府有所補助的話，消費者會較願意入住養生村，而沒有

補助的情況下，則對「產品」、「定價」的影響因素較大。 

 

4.曹萌(2013)辨識出三項主要影響入住意願的因素，消費者希望環境為寧靜清新的

戶外環境，並且是由可靠、可信任的組織、機構所經營，而且有規劃完善的無障礙空間

等。 

 

5.黃秀玲(1998)的研究報告指出，老人們在居住上的軟硬體需求主要有：無障礙生

活空間、專門的空間設計、交通方便、設有公 24小時緊急送醫服務、專人三餐服務等。 

 

根據以上文獻探討整合，影響養生村入住的原因最多為價格，多數消費者認為價格

是相當重要的。消費者希望企業能和政府合作開發補助政策，協助老人家們入住養生村

的經濟狀況。其次為醫療設施，不少的消費者認為能夠顧及立即的收到通知的醫療設施

是重要的一項，最後軟硬體設施及環境對消費者來說也是一項影響入住的因素，能夠擁

有消費者們需要的軟硬體設施及消費者們喜愛的環境，都能夠影響消費者入住的因素。 

 

綜合文獻探討，我們認為在養生機構的服務上以收費標準、醫療保健、環境、硬體

設施等為消費者入住養生村的影響因素較大。而在心理影響因素中，我們也從中瞭解到，

過去的研究顯示大部分的消費者會因為想要擁有子女的陪伴、覺得入住養生村像是被子

女遺棄且會遭受親友的異樣眼光而感到沒面子等因素，因此我們認為這幾點為影響入住

意願的主要因素。依據以上敘述，我們決定建構在以上學者所提出的論點做問卷的設計

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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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方法： 

本組經過文獻探討，大量蒐集網路新聞及文章、報章雜誌、相關的論文與書籍等，

藉此了解目前養生村的經營型態及中高年齡族群對於養生村的刻板印象、入住養生村的

心理障礙等。並依此為根據，透過「問卷調查法」來調查消費者對養生村有什麼樣的期

望，最後根據問卷的分析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 

 

二、研究步驟： 

本組使用「問卷調查法」來研究，研究步驟如下圖 2所示： 

 

 
圖 2 研究步驟 

 

三、研究工具與樣本 

本研究使用之工具及樣本，根據問卷內容、施測和樣本資料等各項說明，如下： 

 

(一)問卷內容說明 

本研究使用之工具為自行設計的問卷，問卷名稱為「高雄市中高年齡族群對養生村入住

意願調查問卷」，經過文獻探討、自行發想，並與指導老師深入討論做了多次修改後設計

而成。主要針對消費者對於養生村之認知、需求及入住意願做出調查。 

 

(二)問卷施測說明 

本研究以高雄市內 40~55 歲之中高年齡族群為施測對象。書面問卷發放總數共 180 份，

訂定研究主題

蒐集各類資料

奠定研究目的、方法

製作問卷

問卷施測

資料彙整並分析

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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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 146份，有效問卷 122 份，無效問卷 24份，回收率達 81%。 

 

(三)樣本資料 

此部份為回收樣本之基本資料的統計分析，可藉此了解樣本的基本分佈。 

1.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的填答率較高，占了全部填答者的 53%，而男性則是 43%。 

 

2. 在年齡方面，以 40~45 歲的填答比率最高，占了全填答者的 57%，其次為 46~50 歲

(21%)、51~55歲(20%)  

 

3.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高中(職)(52%)的比率占了最大，其次為大學(專)(30%)及研究

所以上(3%)  

 

4. 在職業方面，以服務業為大宗，占全部填答者之 39%。其次為工業從業人員(15%)、

家管(11%)、以及自由業(10%)。 

 

5. 在所得來源方面，以工作收入(87%)占了最多，而其他 5個選項的比例都各占了 2%，

可得知所得來源多為自身工作而來。 

 

6. 個人每月平均收入方面，以 1~3萬為主要收入水準，共占 53%，其次為 4~6 萬，占填

答人數之 34%。此收入分布顯示出填答者的平均收入偏向於，7~9 萬占 3%，10 萬以

上占 3%，可了解到填答者的收入多為 1~3萬的範圍內。 

 

表 2 樣本資料分布情形 

項目 填答者資料 

性別 
男性 43% 

女性 53% 

年齡 

40~45歲 57% 

46~50歲 21% 

51~55歲 20% 

教育 

程度 

國小以下 1% 

國(初)中 1% 

高中(職) 52% 

大學(專) 30% 

研究所以上 3% 

職業 
教職人員 2% 

軍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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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 7% 

服務業 39% 

農業 2% 

工業 15% 

自由業 10% 

家管 11% 

其它 8% 

所得 

來源 

工作收入 87% 

子女供給 2% 

存款 2% 

退休金 2% 

投資理財收入 2% 

其它 2% 

個人平均 

每月收入 

1萬以下 5% 

1~3萬 53% 

4~6萬 34% 

7~9萬 3% 

10萬以上 3% 

資料來源：本研究小組自行統計整理 

 

從以上資料可得知，本問卷多數填答者為 40~45歲擁有高中職以上的學歷，多數從

事服務相關行業，工作收入不高，但為主要的收入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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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發現 

根據問卷施測的結果，提出研究結果與發現，可清楚了解到消費者對養生村的認知、

需求及入住意願。 

 

一、研究結果： 

依照本研究設計之問卷題目順序，探討如下： 

1. 您是否聽過銀髮養生村？ 

受訪者填寫「是」的占 59%，填寫「否」的占 40%，顯示多數消費者都聽說過銀髮

養生村。 

 

2. 您認為養生村與一般安養機構有所差別嗎？ 

受訪者選擇「是」的占 68%，「否」的占 21%，顯示多數消費者認為養生村與一般安

養機構有所不同。 

 

3. 您對養生村的認知是？ 

針對消費者對養生村的認知，本研究透過七題的語意差異題項，請受訪者分別在價

格、學習機會、專業醫療設備及照護人員能力、住戶自理能力、住戶個性適合入住、是

否有家人照護等方面，請受訪者分別在 5個尺度中選擇他們所認知的養生村。首先，在

價格方面，超過一半的受訪者(60%)認為養生村的價格偏向於昂貴的。而超過 57%的受訪

者認為養生村提供住戶學習機會，這對養生機構來說，是較正面的認知。在專業醫療設

備方面，約 63%的受訪者普遍認知養生村具有專業醫療設備。另外，超過 55%的受訪者

認為養生村的照護人員具醫療背景。 

在住戶方面的認知，超過 57%的受訪者認為養生村的住戶具備自理能力，這樣的結

果呼應了第二題中受訪者普遍認為養生村與一般安養機構有差異，並認為養生村的住戶

與安養院中偏向失能的住戶是不一樣的，尚具備自理能力。而在探討受訪者所認知中適

合入住養生村的個性方面，雖然有 37%的人認為個性外向適合入住，但有一半的受訪者

介於外向與內向的 5 點尺度中選擇 3，顯示他們認為適合入住的個性並無明顯哪種較適

合。最後，在住戶是否有家人照料方面的認知，有 33%的受訪者認為養生村的住戶通常

有家人照料，但還有 37%的受訪者在 5 點尺度中選擇 3，顯示尚有許多受訪者在住戶有

否家人照料方面，並無明顯的認知。 

 

4. 在「自己年長時是否願意入住」中，填寫「是」的占 47%，填寫「否」的人占了 51%，

填寫「否」的比率較高，但比率只差了一點點，可以看出消費者對於願不願意入住是

一半一半的。 

 

a. 在「自己年長時是否願意入住」中選擇「是」的人，他們的入住原因如圖 3所顯

示，「生活環境良好」的占 26%，「完善醫療照護」的占 14%，「收費合理」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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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個人喜好」的占 7%，「軟硬體設施完善」的占 5%，「生活料理皆有人處理」

的占 23%，其中「生活環境良好」的比率占最多，可見大部分消費者在選擇入住

時，會因為生活環境良好而入住，其次為「生活料理皆有人處理」，可瞭解到也

有一部份的消費者會因為此原因而入住。 

 
圖 3 想要入住的原因 

 

b. 在「自己年長時是否願意入住」中選擇「否」的人，他們的不入住原因如圖 4所

顯示，「享受自己居住的自由」的占 39%，「想有子女的陪伴」的占 24%，「自己還

可以自理」的占 11%，「怕無法適應養生村的生活方式」的占 6%，「所得不足以

支付入住費用」的占 5%，「價格太高」的占 3%，「怕遭受親友異樣的眼光」的占

2%，「怕面對陌生的環境」的占 2%；其中「享受自己居住的自由」占了最多的比

率，可看出消費者大部分想在晚年生活時，不想要有人管而自由自在的生活，其

次則是「想有子女的陪伴」，可看出華人的傳統觀念依然根深蒂固，希望生老病

死都能夠在家庭裡度過。本題項的研究發現甚至呈現出與過去研究結果相反的

現象，過去研究顯示消費者不願入住是因為擔心遭受異樣眼光，以及認為價格

太過於昂貴。但本研究發現，只有分別 3%及 2%的填答者不願入住是受到此兩項

因素所影響。 

 

 

圖 4 拒絕入住的原因 

 

26%

14%
14%5%

7%

23%

生活環境良好

完善醫療照護

收費合理

軟硬體設施完善

個人喜好

生活料理皆有人處理

39%

24%

5%

3%

11%

2% 2% 6% 享受自己居住的自由

想有子女的陪伴

所得不足以支付入住費用

價格太高

自己還可以自理

怕遭受親友異樣的眼光

怕面對陌生的環境

怕無法適應養生村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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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是否有週遭的朋友正住在銀髮養生村，勾選「是」的只有相當少數的(8%)有認識的

人目前正居住於養生村比例，顯示出，在南部地區養生村是尚待開發的市場。 

 

6. 在選擇銀髮養生村最注重的選項中，如圖 5 所顯示，「生活環境舒適度」占 31%，也

是此題中的比率占最高。緊跟在後的選項分別包含「工作人員照顧細緻度」(16%)、

「服務態度友善度」(12%)、以及「收費是否合理」(12%)。由此可以看出，填答者不

僅重視養生村在硬體設施方面的舒適度，在軟體部分例如人員照顧方面的細緻度與

服務態度上也相當在意。 

 

 
圖 5 消費者選擇銀髮養生村最注重的 

 

7. 當填答者被要求指出他們認為當今養生村所面臨的最主要的問題時，31%的填答者認

為「收費高」是一大問題。而 27%的填答者認為行銷不足是養生村最主要的問題，因

為造成許多人對養生村的了解不夠。甚至，有高達 17%的填答者認為社會上將養生村

與一般安養機構畫上等號是一大問題。顯示出養生村在行銷策略上的不足，造成潛

在消費者對價格的不認同以及對產品的不熟悉，這是養生相關企業所需改進的部分。

詳細資料如圖 6所示。 

 

 

圖 6 認為當今銀髮養生村的主要問題 

31%

4%

16%
12%

12%

7%
3%

2%5% 3%
生活環境舒適度

硬體設施

工作人員照顧細緻度

服務態度友善度

收費是否合理

養生村的風評

有無政府補助津貼

離子女住處近

與認識的親朋好友同一家養生村

養生村是否坐落在自己熟悉的地方

31%

8%

4%7%
5%

17%

27%

收費高

條件和設施太差

管理不周

常出現問題

服務過於制式化，不懂變通

社會上仍將養生村定位為一般的安養機構

行銷不足許多人對養生村了解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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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軟硬體設施上，會希望養生村內有的設施」中，如圖 7所顯示，填寫「休閒活動

專用空間」的占 44%，為此題比率占最高，可以看出消費者對於入住養生村後的休閒

活動是相當重視的。 

 

 
圖 7 消費者在軟硬體設施上，會希望養生村內有的設施 

 

9. 在「醫療保健方面會希望提供的服務」中，填答者填寫「定期給予健康評估」的占

32%，為此題比率占最高。而分別有 26%的人選擇「有固定醫生可詢問健康問題」、

以及 22%選擇「專業營養師設計套餐」，可以看出消費者在醫療保健方面的預期還是

相對高，希望能透過定期的健康評估，以及固定的專業醫師可諮詢來達到其在醫療

方面的需求。詳細資料如圖 8所顯示。 

 

 

圖 8 消費者在醫療保健方面會希望提供的服務 

 

10. 在「消費者在收費上認為合理價格(保證金)」中，絕大多數填答者(71%)認為「5萬

元以下」是合理的保證金價位，另外，有 17%的填答者可以接受 5~10萬的保證金，

7%的填答者可接受 11~20 萬的保證金。這些選項顯示出，或許多數消費者希望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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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能較低些，但還是超過 25%的填答者可接受 5萬以上的保證金。如圖 9所顯示。 

 
圖 9 消費者在收費上認為合理價格(保證金) 

 

11.在「消費者在收費上認為合理價格(月租金)」中，如圖 10所顯示，填寫「5,000~10,000」

的占 58%，為此題比率占最高，而 33%的填答者接受 10,001~20,000 的月租金。可

以看出消費者認為養生村月租金在此兩個價格區間為最合理。 

 
圖 10 消費者在收費上認為合理價格(月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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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與建議 

聯合國定義，65歲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7%，即進入老人化社會。生活機能及醫療上

的進步，使得國民平均壽命上升，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已達7.1%，成為高齡化社會國

家。老年人口逐年上升，以及出生人口的下降，這樣的時代下，傳統觀念的養兒防老已

經不是老年後的保障。針對目前台灣所設立的銀髮族養生村，除提供安全的住宿及休閒

娛樂、醫療照護等多元化服務外，同時工作人員的專業能力更是受經營養生村的業者所

重視。台灣目前成立的養生村機構，主要目的是以適合老年人居住並且安全舒適的生活

環境為主要要求重點，加強訓練服務人員的專業能力，並打破傳統安養照護機構，使養

生村如同旅館般能夠因應老人們的各種需求服務，但是，過去傳統重視孝道，供養父母

是為人子女必須遵守的道德觀念；又因以家庭為重心，生老病死一般都是由家庭負責照

顧，因此一般人對養生村的印象普遍並不好。加上新聞媒體的負面報導，造成了消費者

對入住養生村一事存著較為負面。 

 

在人口日漸老化的趨勢下，投入於養生村的企業也日漸增多，成了一股另類熱潮，

但因華人傳統的思想「生老病死都要由家庭照顧」，再加上新聞上傳出各項安養設施虐

待老人的負面新聞，以及個人的心理因素等，依據上列的論點，提出的研究發現如下：

現今消費者認為養生村與一般安養機構是有所差別的，但卻沒有足夠的了解養生村的使

用的時機為何；消費者認為當今銀髮養生村的主要問題有收費過於高價以及沒有充份的

行銷模式。 

 

在問卷調查中可以發現，部份的消費者對銀髮養生村並不陌生，且認為養生村與一

般的安養機構是不同的。受訪者認為養生村偏向昂貴、擁有專業醫療設備，以及住戶需

擁有生活的自理能力，並提供學習規劃。在照護方面，受訪者認為養生村的照護人員是

有醫療背景的。而在個性上則不管內向外向皆可居住，但是這樣的部分認識以及了解之

下，若沒有人能夠加以說明解釋養生村的由來，將會導致消費者持續的誤解養生村。養

生村提供老人們許多不同的軟硬體設施，不論是在醫療或者是在學習方面，都能夠滿足

大部分的住戶，讓住戶就像是住在渡假村般，能夠平靜的生活。 

 

透過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消費者所認識的養生村為高價位的商品，若企業能夠與政

府合作提供給願意入住的消費者一個能夠接受的合理價格，像是優惠專案兩人同行一人

半價或者是先繳款幾月就多送幾月等優惠，相信消費者願意入住的機會會增加許多，另

外一項則是應多加宣傳養生村，像是能夠提供有意願入住的消費者免費體驗入住的機會，

使消費者能夠多了解養生村為老年人帶來的好處，進而使老年人願意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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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問卷 

高雄市中高年齡族群對養生村入住意願調查問卷 

您好： 

  我們是高英工商資料處理科的學生，為了研究高雄市內中高年齡族群對養生村的入住意願調

查，需要做一份問卷調查，僅針對 40~55歲年齡層做調查。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不會留下您任何

的個人資料，請放心的填寫這份問卷。在此感謝您的填寫，這對我們助益良多，預祝您健康如意、

事事順心。 

指導老師：盧沛明 老師 

高英工商─資料處理科三年二班第一組 敬上 

 

一、基本資料 

1、性別：□男  □女 

2、年齡：□40~45歲 □46~50歲 □51~55歲 

3、教育程度：□國小及以下 □國(初)中 □高中(職)  □大學(專) □研究所(含以上) 

4、職業： □教職人員 □軍人 □公務人員 □服務業 □農業 □工業 □自由業 □家管    

□其他：________ 

5、所得來源： □工作收入  □子女供給 □存款 □退休金 □投資理財收入 □其它：

________ 

6、個人每月平均收入：□1萬以下 □1萬~3萬  □4萬~6萬 □7萬~9萬 □10萬以上 

 

二、問卷調查事項 (以下題目皆為單選題) 

1、 您是否聽過銀髮養生村： □是 □否 

(養生村的定義：生活能夠自理的銀髮族才能入住，提供各項休閒設施及強調終身

學習，定期辦理活動娛樂住戶，並提供健康監護、衛教指導及生涯規劃等，使住戶

在身體及心理上都能保持健康，達到養生的目的，例如台塑養生村。) 

2、 您認為養生村與一般安養機構有所差別嗎？：□是 □否 

3、 您對養生村的認知是？：(請從以下各兩種不同的描述，依照您的認同度圈選靠近

的數字 

昂貴的 1 2 3 4 5 平價的 

具專業醫療設備 1 2 3 4 5 無提供醫療設備 

住戶須有生活自理能力 1 2 3 4 5 住戶須接受他人照護 

提供自我學習機會 1 2 3 4 5 單純只提供照護服務 

照護人員具專業醫療背景 1 2 3 4 5 照護人員無醫療背景 

個性外向的人適合入住 1 2 3 4 5 個性內向的人適合入住 

住戶無家人照料 1 2 3 4 5 住戶有家人照料 

4、 自己年長時是否願意入住：□是(請接續第甲題) □否(請接續第乙題) 

甲、 想要入住的原因(單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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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環境良好 □完善醫療照護 □收費合理 □軟硬體設施完善  

□有人陪伴  □個人喜好 □生活料理皆有人處理  □其它：_________ 

乙、 拒絕入住的原因(單選題)： 

□享受自己居住的自由 □想有子女的陪伴 □所得不足以支付入住費用 □價格太

高  □沒有面子 □自己還可以自理 □怕遭受親友異樣的眼光 □怕面對陌生的環

境   

□怕無法適應養生村的生活方式 □其它：_________ 

5、 您是否有週遭的朋友正住在銀髮養生村？：□是 □否 

6、 如果您選擇銀髮養生村，您最注重(單選題)： 

    □生活環境舒適度 □硬體設施 □工作人員照顧細緻度□服務態度友善度 

□收費是否合理 □養生村的風評 □有無政府補助津貼 □離子女住處近  □與認

識的親朋好友同一家養生村  □養生村是否坐落在自己熟悉的地方 

7、 您認為當今銀髮養生村的主要問題是什麼(單選題)： 

□收費高 □條件和設施太差  □管理不周  □常出現問題 

□服務過於制式化，不懂變通 □社會上仍將養生村定位為一般的安養機構 

□行銷不足 許多人對養生村了解不夠  

8、 在軟硬體設施上，您會希望養生村內有哪些設施？(單選題) ： 

□藝文教室 □休閒活動專用空間 □宗教祭壇(教堂) □健身房 □圖書館 

□親子互動公園 □電腦教室 □游泳池 □便利商店 □書局 □銀行 

□烹飪教室 □(中、西、日)式餐廳 □社區醫院 □復健中心 □購物中心 

9、 在醫療保健方面，您會希望有哪些服務？(單選題)： 

□定期給予健康評估 □專業營養師設計套餐 □有固定醫生可詢問健康問題  

□專職社工師協助規劃生活 □舉辦健康講座 □緊急救護設施  

10、在收費上，哪個範圍的價位您認為合理？(※請各小題個別選一項)： 

(1) 保證金：□5萬以下 □5萬~10萬 □11萬~20萬 □21萬~30萬 □ 30萬以上 

(2)月租金：□5000~10,000  □10,001~20,000   □20,001~30,000  □30,001以

上 

 

──────────────問卷結束，感謝您的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