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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高齡友善環境監測指標八大面向指標 

一、戶外空間和建築 

編

號 
指標名稱 指標說明 分子 分母 資料來源 a

 指標意義及意涵 

01 

無障礙人行道

設置比例(國際

指標 c1, g 2 –
) 

***
 

無障礙人行道設置比例 

說明： 

1.分子、分母的定義採用營建署可取得

系統規範訂定。分子之計算，指同時符

合下列 A、B 條件之人行道長度。(A)

人行道寬度大於 1.5m 且人行道淨寬大

於 0.9m 之人行道長度。(B)具備無障礙

設施設計規定之人行道長度。 

2.(B)條件的規定，目前營建署市區道路

人行安全地理資訊系統之數據收集，只

要求需具備“路緣斜坡”設施。 

符合無障礙條件之

人行道總長度 

人行道總長度(符

合 5 萬人口以上

之鄉鎮市區) 

營建署道路工程

組-市區道路人行

安全地理資訊系

統 

意義：對行人友善且無障礙的通道，具

有平坦安全的鋪面，並可輕鬆地到達。 

意涵：規劃適宜步行的社區是使高齡者

獨立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適宜步行的

特色是為高齡者創造安全的環境，這是

成功在地老化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 

02 

高齡者認為當

地公共建築物

出入口是無障

礙的比率(國

際指標
c1,g2-,g3-)** 

高齡者使用當地公共建築物(設有輪椅

可通過的無障礙出入口)，認為「滿意/

非常滿意」的人數之比率。 

 

 

受調查且認為「滿意

/非常滿意」的人數 

 

有使用過當地公

共建築物(設有輪

椅可通過的無障

礙出入口)的高齡

者調查人數 

本研究的全國調

查 

意義：建築物具有可及性，並具有公共

廁所、無障礙電梯、無障礙坡道、扶手

和樓梯等，使得高齡者和功能受限者，

都能方便地使用。 

意涵：無障礙環境對於身心障礙者(也

包括其他行動障礙者，如老人、孕婦、

因疾病暫時不便者等)來說是很重要

的，有規劃的無障礙環境可協助身心障

礙者能夠比較獨立，而減少依附他人的

機會，都能與一般人一樣，安全而方便

使用各種環境。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可

使建築物或空間為行動不便者可自行

到達、進出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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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指標名稱 指標說明 分子 分母 資料來源 a

 指標意義及意涵 

03 

自家住宅設有

無障礙室外通

路的比率(國際

指標 c2
)* 

高齡者居住的住宅設有「無障礙出入

口」之比率。 

受調查且自家住宅

設有無障礙室外通

路的人數 

高齡者調查人數 
本研究的全國調

查 

意義：住宅的出入口應有平坦地面，能

容納輪椅通過，讓高齡者及功能受限者

都能方便地進出。 

意涵：住宅建物設置有「無障礙出入

口」，對於身心障礙者(也包括其他行動

障礙者，如老人、孕婦、因疾病暫時不

便者等)的行動力及獨立性有決定性的

影響。 

01._________分 
評分≦2 之題目，請惠賜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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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 

編

號 
指標名稱 指標說明 分子 分母 資料來源 a

 指標意義 

04 

高齡者公車站

牌使用滿意度

(全國指標)** 

高齡者公車站牌使用認為「滿意/非常滿

意」之比率。 

受調查且認為「滿意/

非常滿意」的人數 

有使用公車站牌的

高齡者調查人數 
本研究的全國調查 

意義：公車站牌上的路線圖及時刻表若能

清晰易懂，可讓高齡者方便使用。 

意涵：公共運輸的方便性是影響高齡者行

動力的關鍵因素之一，公車站牌上的資訊

若能清晰易懂，可讓高齡者方便使用。 

05 

無障礙或高齡

者優先使用車

位數之比率(國

際指標 c2
)** 

公有路邊(外)停車場，無障礙或高齡者優

先使用汽機車車位數之比率。 

無障礙或高齡者優先

使用汽機車車位數 

公有路邊(外)停車

場汽機車車位總數 
縣市單位 

意義：無障礙或高齡者優先使用車位可提

供安全且方便的停車環境，對高齡者的行

動能力極為重要。 

意涵：私人用車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

若能提供優先停車的無障礙車位，對於高

齡者或行動不便者的行動力之影響是很

重要的。 

06
#
 

無障礙公路公

共運輸車輛比

率(國際指標 c1, 

g2-,g3
)** 

無障礙公路公共運輸車輛之比率。 

說明：無障礙公車包括低地板公車、輪椅

可進出的公車，及復康巴士(考量部份縣

市需求)。 

縣市政府及公路總局

管轄範圍內的無障礙

公車及復康巴士總數 

縣市政府及公路總

局管轄範圍內的市

區公車、一般公路

客運及復康巴士總

數 

縣市單位及交通

部公路總局 

 

意義：公共運輸是提供高齡者和功能受限

者到達目的地的關鍵因素，應有容易進入

的大眾運輸工具、低地板、低矮的臺階、

寬敞且適當的座位區，並設置博愛座。 

意涵：無障礙的運輸環境是影響高齡者行

動的關鍵因素之一，可讓高齡者或行動不

便者安全且便利的到達目的地，如醫院、

銀行、購物商場、聚會場所等，以滿足其

運輸需求。 

07 

從自家住宅到

大眾運輸場站

或站牌步行可

及(500 公尺內)

的比率(國際指

標 c1,g3
)** 

從自家住宅到大眾運輸場站或站牌步行

可及(500 公尺內)的比率。 

說明： 

大眾運輸：有固定路線、固定班次、固定

車站及固定費率，乘客為一般大眾，亦即

所謂的大眾運輸。如公共汽車、輕軌運

輸、及大眾捷運系統。 

受調查且從自家住宅

到大眾運輸場站及站

牌步行可及(500 公尺

內)的人數 

高齡者調查人數 本研究的全國調查 

意義：接近高齡者生活圈旁有指定的運輸

場站及站牌，且容易到達。 

意涵：大眾運輸場站或站牌的可及度是影

響高齡者休閒、活動參與頻率的一個重要

因素。高齡者若能依其自由意願參與休閒

活動，將能從活動中獲得成就感，參與頻

率愈高者，對其生活滿意度也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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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居 

 

編

號 

指標 

名稱 
指標說明 分子 分母 資料來源 a

 指標意義 

08# 

住宅可負擔率

(國際指標 b-,c1,f, 

g3
)*** 

家中有高齡者的家戶，居住成本占可支

配收入 30%以下的比率。 

說明： 

依據家庭收支調查，居住成本指住宅服

務、水電瓦斯及其他燃料之消費支出。 

受調查且家中有高齡者

的家戶，其居住成本占

可支配收入 30%以下

(<30%)的家戶數 

問卷調查的家戶

中，家中有高齡

者的家戶總數 

1.行政院主計總處地

方統計推展中心－

台灣地區家庭收支

調查(全國性抽樣

調查)；資料時間點

-1981-2014 年；頻

率：每年。 

2.本研究的全國調查 

意義：提供住宅可負擔的情況。依據 WHO

核心指標指南草案之定義，以 30%為切

點。居住成本比例愈小，代表居住成本負

擔愈小。 

意涵：居住成本負擔愈小，相對來說，其

他項的消費支出的運用則可以提高，例

如：學習進修活動、休閒娛樂活動、休閒

體能活動等的規劃，進而提升個人生活品

質。 

09 

高齡者對社區

鄰里感到安全

之比率(國際指

標 c2
) 

**
 

高齡者在居住的環境中可以感受到安全

性，認為「滿意/非常滿意」之比率。 

受調查且對社區鄰里的

安全感認為「滿意/非常

滿意」的人數 

高齡者調查人數 本研究的全國調查 

意義：社區安全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居

民健康，故瞭解高齡者對居住環境安全性

的感受程度是很重要的。 

意涵：具有安全感可進一步促進人們的身

心安寧及凝聚力，對高齡者的生活品質產

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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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參與 

編

號 

指標 

名稱 
指標說明 分子 分母 資料來源 a

 指標意義 

10 

社交文化活

動參與率(國

際指標 c1,f – 

,g2
)*** 

高齡者自述在過去一週內至少自願參與一次社交

文化活動(宗教活動、休閒娛樂團體活動、休閒體

能團體活動及終身學(研)習進修活動)的比率。 

說明：社交文化活動分為四類，包括宗教活動、休

閒娛樂團體活動、休閒體能團體活動及學(研)習進

修活動，只要其中一類有就算有。 

1.宗教活動指所信仰宗教相關的各項活動，包括－禮

拜、進香、民俗遶境、民俗祭典、宗教慶典等。 

2.休閒娛樂團體活動包括－知識性、藝術性及娛樂性，

自行活動者不列入。(1)藝術性：繪畫、插花、音樂、

書法、手工藝…等；(2)娛樂性：旅行/遊覽、賞鳥、

棋藝、攝影…等。 

3.休閒體能團體活動包括－球類運動、有氧運動類、武

術類、舞蹈類、其他類，自行活動者不列入。(1)有氧

運動類：登山、游泳、慢跑、騎腳踏車…等；(2)武術

類：太極拳、外丹功…等；(3)其他類：瑜珈…等。 

4.學(研)習進修活動包括由社區大學、空中大學、松年

大學、長青學苑、樂齡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救國團、

YMCA…等單位所舉辦的正式(或非正式)學(研)習進

修活動，如，技藝研習活動(民俗技藝…等)、講座學

習活動(衛生保健、食品與用藥安全…等)…等。 

受調查且過去

一週內至少自

願參與一次社

交文化活動人

數 

高齡者調查 

人數 

本研究的全國 

調查 

意義：社交文化活動的參與，一般來說

包括於閒暇時間與朋友、親戚或鄰居參

與正式或非正式的宗教、文化或其他社

會活動；主要著重於面對面的參與。 

意涵：社交文化活動的參與是一個評估

高齡者社會參與及融入的正向指標。主

動自發的參與社會事務、社團、活動，

與社會成員互動，充實生活內涵，並得

到自我實現的滿足感。 

11 

終身學(研)習

進修活動參

與率(國際指

標 b-,c2,d-, f-,g3
) 

*** 

高齡者自述在過去一年當中曾經註冊(或報名)參

加正式(或非正式)學(研)習進修活動的參與比率。 

說明： 

學(研)習進修活動包括由社區大學、空中大學、松

年大學、長青學苑、樂齡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救

國團、YMCA…等單位所舉辦的正式(或非正式)學

(研)習進修活動，如，技藝研習活動(民俗技藝…

等)、講座學習活動(衛生保健、食品與用藥安全…

受調查且過去

一年曾經註冊

(或報名)參加

正式 (或非正

式)學(研)習進

修活動的人數 

高齡者調查 

人數 

1.衛福部統計處 

－老人狀況調

查(全國性抽樣

調查)；資料時

間點－自 2005

年起，每 4 年

進 行 一 次 調

查。 

意義：學習是持續一生的歷程，且學習

的內容無所不包。 

意涵：為適應社會，終身學習主張個體

在一生中的任何階段均要不斷的進行學

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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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指標 

名稱 
指標說明 分子 分母 資料來源 a

 指標意義 

等)…等。 2.本研究的全國 

調查。 

 

12 

休閒體能團

體活動參與

率(國際指標
c2,d-,e-,g1-,g3

) *** 

高齡者自述在閒暇時對於休閒體能團體活動的參

與比率。 

說明： 

休閒體能團體活動包括－球類運動、有氧運動類、

武術類、舞蹈類、其他類，自行活動者不列入。 

(1)有氧運動類：登山、游泳、慢跑、騎腳踏車…

等；(2)武術類：太極拳、外丹功…等；(3)其他類：

瑜珈…等。 

受調查且定期

(經常)參加(每

月至少 2 次)

休閒體能團體

活動人數 

高齡者調查 

人數 

本研究的全國 

調查 

意義：這個指標的重點是休閒時的體能

團體活動，目的是為獲得體能活動及社

會參與的積極參與程度。 

意涵：以疾病預防的角度來看，體能活

動佔相當重要的地位。運動除了可以增

加生活樂趣外，也能提升高齡者的體

能、延緩慢性疾病的發生、及提高生活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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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敬老與社會融入 

 

編

號 

指標 

名稱 
指標說明 分子 分母 資料來源 a

 指標意義 

13 

高齡者受虐人

次(國際指標
c1,g3

)
 

***
 

過去一年 65 歲以上高齡者受虐人次。 

說明： 

老人保護事件包括－遺棄、身體虐待、

心理/情緒虐待、照顧者疏忽、失依陷

困、財產剝奪、其他(如性侵害、性虐待、

社會剝削)。 

老人保護事件通報件數 
高齡者年總人口

數 

1. 衛福部保護司－

家庭暴力事件通

報案件統計-老人

虐待；資料時間點

－2005-2014 年；

頻率：每年。 

 

2. 本研究的全國調

查 

意義：高齡者可能因為理解力下降或五官

的退化，人們對於高齡者容易感到沒有耐

心及不耐煩，容易造成對高齡者的歧視或

虐待。高齡者虐待是指高齡者的身體、精

神、財務上受到不當之損傷或剝奪，或者

忽略其需要 

意涵：高齡者虐待若不加以制止，會導致

生活品質不佳且降低存活率。 

14# 

無貧困風險比

率(國際指標
c1,d-

)*** 

在社會福利補助之下，65 歲以上高齡者

目前平均個人可支配所得在貧困風險門

檻值以上的比率。 

說明： 

1.貧困風險門檻值，以「最低生活費」

來定義；而依社會救助法最低生活費

的金額是由主計總處公布最近一年

「全國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的

60%」訂定。 

2.國際間，歐盟是採用所得中位數的

60%作為貧窮線基準，也是目前世界

衛生組織的高齡友善指標建議。 

受調查且目前平均個人

可支配所得在貧困風險

門檻值以上的人數 

高齡者調查人數 

1.衛福部統計處－老

人狀況調查(全國

性抽樣調查)；資料

時間點－自2005年

起，每 4 年進行一

次調查。 

 

2.本研究的全國調查 

意義：經濟安全是指一個人的經濟狀況

(收入)允許個人可以維持其目前及未來的

生活水平，並滿足其基本需求。 

意涵：許多研究皆顯示社經地位較差者，

其健康狀況亦較差，高齡者多處於社經地

位弱勢，也較容易有健康問題與照護需

求。經濟資源也會影響到高齡者的生活品

質，經濟的滿意度與生活品質有正向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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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民參與和就業 

編

號 
指標名稱 指標說明 分子 分母 資料來源 a

 指標意義 

15 
投票率(國際指

標 b-,c1
)*** 

該縣市最近一次選舉中，65 歲以上高齡

者有參與投票的比率。 

受調查且有參與投票

的人數 
高齡者調查人數 本研究的全國調查 

意義：投票率可當作公民政治參與的一個

指標。 

意涵：高齡者行使公民的權利，表達自己

的意見，是參與公共事務的一種表現。 

16 

志工參與率(國

際指標
c1,d-,g1-,g2,g3-

)** 

1.登記擔任志工是高齡者的比率。 

2.高齡者志工參與比率。 

1.符合分母且為 

高齡者的總人數 

2.受調查且過去一個

月至少做過一次志

工的人數 

1.依志願服務法，

領有「志願服務紀

錄冊」總人數 

2.高齡者調查人數 

1.衛生福利部社會救

助及社工司 

2.本研究的全國調查 

意義：參與志願服務對於高齡者的意義，

對個人而言，在於追求心理的滿求，以獲

得自我成長、自我實現與社會肯定的滿

足。 

意涵：大部份高齡者其實都希望退休後能

有事做，且認為當志工與自己會不會受到

尊敬有關。對於高齡者擔任志工的參與和

貢獻通常認為是一種正向的表現。 

17 

有薪工作就業

率(國際指標
b-,c1,d,f-, g2,g3

)*** 

高齡者目前從事有酬勞工作的比率。 

說明： 

有酬勞工作包括－全職、部分工時、臨

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 

受調查且目前從事有

酬勞工作的人數 
高齡者調查人數 

行政院主計總處－

人 力 資 源 統 計 年

報；資料時間點－

1993-2010 年 (舊地

區別)、 

2011-2014年(新地區

別)；頻率：每年。 

意義：從高齡者的社會參與、融入和貢獻

來說，有薪工作的勞動通常被認為是一種

正向的表現，且不受年齡限制。 

意涵：面對高齡社會的到來、平均壽命的

延長，以及生育率下降，「高齡就業」是

重要的經濟與社會議題。有薪就業除了可

以保障高齡人口就業機會與權益，更有助

於減輕個人或家庭經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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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溝通與訊息 

 

 

編

號 

指標 

名稱 
指標說明 分子 分母 資料來源 a

 指標意義 

18 

高齡者對常去

機構諮詢服務

窗口的滿意度

(全國指標 g2-
)** 

高齡者對常去機構，使用諮詢服務窗口

或櫃檯認為「滿意/非常滿意」之比 

率。 

說明： 

常去機構：指公所、衛生所、郵局、公

立圖書館、文化中心、公私立醫院、銀

行等。 

受調查且認為「滿意/

非常滿意」的人數 

有使用諮詢服務窗

口或櫃檯的高齡者

調查人數 

本研究的全國調查 

意義：讓高齡者可以在常去機構獲得口語

溝通的管道，瞭解高齡者對機構所提供的

諮詢服務的感受程度。 

意涵：高齡者可能因為理解力下降或五官

的退化，需要專人提供專屬服務。使高齡

者能取得與他們切身相關的資訊與資源。 

19 

高齡者使用網

路率(國際指標
c2,d-

) 

***
 

高齡者在生活中有使用網路之比率。 
受調查且生活中有使

用網路的人數 

高齡者調查 

人數 
本研究的全國調查 

意義：近年來因網際網路的迅速發展，透過網

路取得資訊或與其他人溝通有急劇增加的傾

向，包括社交互動(如 LINE、facebook、部落

格等)、獲得照護服務(如遠距照護)或在家完成

其他日常生活(如線上購物)。雖然高齡者以網

路作為基本資訊及通訊技術的依賴程度有很

大的變異，易發生不同年齡世代或地區之間會

有數字鴻溝的現象，但在許多發達國家，網路

對老人已經是重要工具，且在一代又一代的老

年人中將逐漸變得重要。 

意涵：大多數人認為保持對事情的關注、資訊

流通是高齡者很重要的事。害怕失去資訊來源

與被主流社會淘汰的心理，全世界的高齡者都

一樣。快速取得資訊與通訊科技對融入社會是

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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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社區支持與健康服務 

編

號 

指標 

名稱 
指標說明 分子 分母 資料來源 a

 指標意義 

20 

社區照顧關

懷據點高齡

者參與人次

(全國指標)** 

過去一年高齡者有參與社區照顧關

懷據點活動或接受服務之人次。 

說明： 

關懷據點提供的四項服務皆列入計

算，包括關懷訪視、電話問安、健

康促進、餐飲服務。 

過去一年高齡者有

參與社區關懷據點

活動或接受服務的

人次 

高齡者年總人

口數 

衛福部社會及家庭

署－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統計資料；資

料時間點－

2009-2015年；頻

率：每年。 

意義：此指標可瞭解高齡者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的實際參與程度。 

意涵：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設置目標

是以社區營造及社區自主參與之精

神，政府鼓勵民間團體設置關懷據

點，提供在地化的初級照顧服務，使

老人留在熟悉的社區環境中生活。 

21 

每萬高齡人

口長期照顧

床數(全國指

標 f -
)*** 

每萬高齡人口長期照顧床數。 

說明： 

長期照顧床數：含長期照顧、安養

機構、護理之家、榮民之家的床數。 

長期照顧 

總床數 

高齡者年總人

口數(以萬為單

位) 

衛福部社會及家

庭署－老人福利

機構統計；資料時

間點－2015 年。 

意義：提供長期照顧床數資源分配的

狀況。 

意涵：當高齡者需要長期照顧時，當

地是否有充足的床數，以提供服務。 

22 

高齡者健檢

率(全國指標
g1

)** 

過去一年高齡者接受各種免費健檢

的比率。 

說明： 

同一人只算 1 次 

受調查且過去一年

高齡者接受各種免

費健檢的人數 

高齡者調查人

數 

 

本研究的全國調查 

 

註: 未來可由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國民健康訪問調 

查；資料時間點 

－2001-2013年，每 

4年進行一次調查 

取得。 

意義：高齡者有接受各種免費健檢的

比率，可代表社區在提供預防保健服

務的程度。 

意涵：藉由健檢服務，早期發現早期

治療，以降低高齡者可能因疾病太晚

發現所導致的龐大社會成本負擔。 

23 

有接受居家

及社區式服

務的比率(國

際指標 c1, f 

-,g3-
)***

 

過去一年申請居家及社區式服務有

接受服務之比率。 

說明： 

指長照十年計畫八大面向的十項服

務；同一人只算 1 次。 

1.符合分母的條件

中，有接受服務的

個案數 

2.受調查且本人或其

家人有接受居家

及社區式服務的

1.過去一年有

申請且符合

長照十年計

畫申請條件

的個案數 

2.高齡者調查

人數 

1.衛福部社會及家

庭署－照顧服務

管理資訊系統；

頻率：每年。 

 

2.本研究的全國調

查 

意義：居家及社區式服務提供的服務

是廣泛且能涵蓋到整個社區，而且對

健康或活動功能受限的高齡者能獨

立生活和保持高生活品質十分重要。 

意涵：落實在地老化精神，讓高齡者

能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下生活。協助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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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指標 

名稱 
指標說明 分子 分母 資料來源 a

 指標意義 

人數 照顧者留在社區中，以協助他們繼續

維持原有的角色，並提供基本而非全

部之協助，以增強其生活技巧與獨立

之能力。 

24 

高齡者認為

該縣市提供

充 分 的 健

康、用藥問題

與醫療照護

服務資訊率

( 國 際 指 標
c1,g3

)* 

高齡者認為該縣市提供充分的健

康、用藥問題與醫療照護服務資訊

的比率。 

受調查且認為該縣

市 提 供 充 分 的 健

康、用藥問題與醫療

照護服務資訊的人

數 

高齡者調查人

數 
本研究的全國調查 

意義：評估高齡者對於縣市內提供充

分的健康、用藥問題與醫療照護服務

資訊的整體滿意程度。 

意涵：高齡者應有途徑獲得健康上的

照顧，以維持身體、心理及情緒的水

準，並預防疾病的發生。 

25 

零歲健康平

均餘命(國際

指標 b,c1,e
)*** 

零歲健康平均餘命 (Healthy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以下說明取自行政院主計處： 

1.平均餘命：假設一出生嬰兒遭受

到某一時期之每一年齡組所經驗

的死亡風險後，他們所能活存的

預期壽命，即到達 x 歲以後平均

尚可期待生存之年數，稱為 x 歲

之平均餘命；而零歲之平均餘命

特稱「平均壽命」； 

2.健康平均餘命：以原有平均餘命

為基礎，扣除因不健康狀態損失

之年數而調整的平均餘命。係基

於現行死亡率及疾病盛行率估算

各種健康狀況下，預期可健康生

  

1.國民健康署監測

組；資料時間。(2013

年) 

2.衛福部統計處；頻

率;每年。 

(統計處每年會計算

全國的健康平均餘

命，未來可能行文

申請各縣市的數值) 

意義：預期一個人可以”完全健康”的

存活年數，已扣除因不健康狀態損失

之年數。 

意涵：平均餘命是衡量一地區社會經

濟發展，並反映醫療及死亡率變化的

具體指標。但活的長未必活的健康。

WHO 於 2001 年首度公布「經失能調

整後的平均餘命」，2002 年改稱「健

康平均餘命」，此測量考慮了傳統平

均餘命和生命之「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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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指標 

名稱 
指標說明 分子 分母 資料來源 a

 指標意義 

活的年數。 

26 

高齡者自我

認知的生活

品質狀況為

「很好/好」的

比率(國際指

標 b,c1, e,g1
)*** 

高齡者自我認知的生活品質狀況為

「很好/好」的人數之比率。 

說明： 

透過調查詢問受訪者，採用 5 級量

尺，很好、好、普通、不好、很不

好。 

受調查且自我認知

的生活品質狀況為

「很好/好」的人數 

高齡者調查人

數 
本研究的全國調查 

意義：高齡者在其所生活的文化價值

體系中，對於自己的目標、期望、標

準、關心等方面的感受程度。 

意涵：自覺生活品質狀況對於測量個

人生理、心理與社會健康具有綜合性

指標意義，可反映高齡者對於整體社

會環境的生活感受度。 

27 

流感疫苗接

種率(國際指

標 e
)*** 

過去一年高齡者及高風險族群接受 

流感疫苗注射的比率。 

過去一年 65 歲以上 

高齡者、機構對象、 

罕見疾病、重大傷病 

及 50-64 歲高風險慢 

性病患者接受流感

疫 

苗注射的人數 

高齡者年總人

口 

數 

1.疾管署－流感疫

苗資訊管理系統

(IVIS)；頻率：每

年。(2016 年) 

2.衛生福利資料科

學中心；頻率：

每年。(2017年機

敏資料庫之資料

轉銜至衛生福利

部衛生福利資料

科學中心) 

意義：高齡者有接受流感疫苗注射的

比率，代表的可能是社區、區域醫療

機構或據點服務推廣長輩預防保健

知識、服務的落實程度。 

意涵：流行性感冒是常見的傳染病，

高危險群老人一旦罹患流感，容易引

發嚴重的併發症甚或死亡。流感疫苗

仍是預防流感及其併發症的主要方

法。 

28 

意外防制的

講座或活動

參與率(國際

指標 c2
)*** 

高齡者自述在過去一年當中曾參加

意外防制的講座或活動之參與比

率。 

說明： 

意外防制的講座或活動，例如跌

倒、燒燙傷、瓦斯中毒、火災、錯

服藥物、走失等。 

受調查且過去一年

曾參加意外防制的

講座或活動之人數 

高齡者調查人

數 
本研究的全國調查 

意義：由於慢性疾病和功能受限在高

齡者中相當常見，當有緊急事件或意

外發生時，要特別考量高齡者及失能

者的特殊需求。 

意涵：緊急事件的規劃應考量高齡者

的需求，以提升高齡者在準備或因應

突發性緊急事件及意外的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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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平性指標 

編號 指標名稱 指標說明 資料來源 a
 

29 
群體可歸因風險

(國際指標 c1
) 

衡量不平等的程度，藉以顯示當所有次群體與參考群體有相同的比率時，即達到可能改善的程度。 

 

1.群體可歸因風險(population attributable risk)：總群體與參考次群體間某項特定結果的風險相減；藉以衡量絕對不平

等與可能達到的改善程度。 

2.群體可歸因風險百分比(population attributable risk percentage)：總群體與參考次群體間某項特定結果的風險相減

後，再除以總群體某項特定結果的風險；藉以衡量相對不平等與可能達到的相對改善程度。 

 

說明： 

(1) 次群體的分組可以是依地理或社經地位(例如：性別、年齡、收入)分類。 

(2) 參考次群體定義為所有次群體中，當在比較某項特定結果(outcome)時，該次群體有最好的結果；或把有最高社經地

位的組別定義為參考次群體。 

(3) 所謂總群體的某項特定結果的風險，代表的是該族群的平均(population average). 

計算自01~28項

指標 

30 
兩個次群體間的不

平等(國際指標 c1
) 

兩個次群體間在某項特定結果的差異程度。 

 

1.絕對不平等(difference)：兩個次群(最好與最差)間某項特定結果的風險相減；藉以衡量絕對不平等。 

【絕對不平等＝有最好結果的次群體－有最差結果的次群體】 

2.相對不平等(ratio)：兩個次群(最好與最差)間某項特定結果的風險相除；藉以衡量相對不平等。 

【相對不平等＝有最好結果的次群體／有最差結果的次群體】 

 

說明： 

(1) 次群體的分組可以是依地理或社經地位(例如：性別、年齡、收入)分類。 

(2) 有最好結果的次群體定義為所有次群體中，當在比較某項特定結果(outcome)時，該次群體有最好的結果；或把有最

高社經地位的組別定義為有最高社經地位次群體。 

(3) 有最差結果的次群體定義為所有次群體中，當在比較某項特定結果(outcome)時，該次群體有最差的結果；或把有最

低社經地位的組別定義為有最低社經地位次群體。 

計算自01~28項

指標 

a：部分全國性抽樣調查資料不含金門縣及連江縣。指標數據之更新，依本研究實際與中央及各縣市單位可取得資料情況來調整。b.我國的國

民幸福指數指標之一。c1.世界衛生組織於 2014 年提出的「世界高齡友善城市指標」之一，屬於核心指標。c2.世界衛生組織於 2014 年提出

的「世界高齡友善城市指標」之一，屬於補充指標。d.歐盟 The 2014 Active Ageing Index (AAI) for the EU28 指標之一。e.歐盟 European Core 

Health Indicator (ECHI)指標之一。f.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2015 年的 Ageing in Cities 指標之一。g1.國外高齡友善城市指標之一：日本。g2.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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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高齡友善城市指標之一：加拿大。g3.國外高齡友善城市指標之一：美國檀香山。－：指標操作型定義不完全相同。#指標數據需再另行演

算。*依兩項準則判定指標數值的可信度，分別為(1)操作型定義完全符合 WHO 國際指標概念，(2)各縣市收集的標準化及評估高齡者之訪視

回饋意見。若符合兩項準則時，表示指標穩定性高以 3 顆星呈現，符合其中一項以 2 顆星呈現，基於兩項原則下標示其可信度，1 顆星表示

僅供內部參考使用，未來縣市政府可據此參酌如何使用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