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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論文 

從健康智慧生活在社區活躍老化看 AI 老年居家照護研究對

於台灣社會的重要性 

邱靜如 1 

隨著資訊科技日益普及，數位科技與網際網路的使用帶給人們生活與工作上

極大地便利，數位科技的運用不再侷限於傳統的發展，已逐漸延伸至社會、醫學

等範疇，健康智慧生活（e-health）成為社區健康照顧的新趨勢。除了衛生醫療

場域引進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藉此來推動遠距照護、健康促

進等服務以協助患者監控自身之病況或增強個人採行健康行為，國內亦有研究團

隊將許多健康智慧生活方案搬入社區。例如傳統營養衛教與行動科技相結合進行

社區介入性研究，發現營養知識的提升與受訪者回顧紙本教材僅較少關聯，但卻

與上網使用 e 化教材的強度、回顧 e 化課程教材有顯著正相關，且上述研究已

控制教育程度及科技使用背景特徵，表示即使是對以往沒有任何網際網路體驗的

老年人，高齡智慧生活方案與傳統社區衛教相結合，比起單純的傳統衛生教育將

能為行為改變提供更有效的機會(Chiu, Kuo, & Lin, 2017)。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2002 年提出活躍老化的觀念，並定義為「提升

民眾老年期生活品質，並達到最適宜的健康、社會參與及安全的過程」，強調若

將老人的健康、社會參與和安全提升到最合適的狀態及累積足夠的社會資本與其

人生的智慧和經驗將再造福人群。然而在臺灣有高達 20%的老年人經常面臨孤

單（loneliness）的感覺且有將近 25%-30％的中高齡者沒有社會參與(Hu, Chiu, 

Wong, Lin, & Wray, 2017)。在過去的十年中，老年人儼然已成為使用網路和電

腦技術增長最快的人群。研究使用行政院研考會「個人/家戶數位調查機會」資

料庫分析發現 2007-2016 年 50-64 歲高齡者網路使用趨勢從 30.6%提升至

66.6%；而 65 歲以上高齡者則從 3.9%增加至 22.3%。其中 2016 年 50-6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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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最常使用之網路內容為社交與溝通軟體（58.7%）、資訊搜尋（54.8%）、

媒體與遊戲（45.2%）；65 歲以上高齡者則為社交與溝通軟體（18.3%）、媒體與

遊戲（16.3%）、資訊搜尋（13.4%）。此外，51 歲以上高齡者有使用網路的人數

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圖 1）。從圖 1 中分區之曲線變化可得知四個區域有明顯的

差異，居住在北部的高齡者有使用網路的比率遠高於其他三個地區，尤其是相較

於南部的高齡者，北部高齡者使用網路的比率，2004 至 2012 年皆高出 10%的

人數。此外，利用地理資訊系統將各地區 2012 年的網路使用率以地圖方式呈現

（圖 2），居住在北部與東部的高齡者，其網路使用率大部分都超過 30%，尤其

是臺北市與新竹市的高齡者網路使用率都達 40%以上；而中部地區的高齡者網

路使用率僅 10%-20%之間。進一步探討 2004 至 2012 年網路使用率的變化（圖

2），嘉義縣與彰化縣網路使用率的上漲幅度最高（200%以上），其次是新北市

（大約成長 1.5 倍）。雖然中部區域的民眾 2012 年網路使用率不高，但其網路

使用率上漲幅度最高，表示居住在該地區的高齡者逐漸有來越多人開始使用網路。

從長期追蹤結亦發現，高齡者參與介入課程後其社會參與情況有顯著提升且與老

朋友或整體之社交參與皆有顯著提升之情形。數位科技可以降低其孤單感，並提

高其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s）與擴展老年人的社會參與。另外，即使對科技

不感興趣的鄉下高齡者，在使用平板的應用程式（如與健康、娛樂、交通和社交

媒體等）後，亦有助於改善高齡者之心理健康狀況(Chiu et al., 2016)。 

圖 1、中老年人網路使用趨勢 

資料來源：2014-2016「長者社群平台建立與使用對提高長者社交與社會參與之研究」成果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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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12 年（左）中老年人網路使用情形和 2004-2012 年（右）中老年人

網路使用率變化(Chiu, Hu, & Yu, 2014)。 

不同年齡層之高齡者對網路的使用及看法（網路是否在生活中有用及網路是

否容易使用）與其真實的社會健康之相關性不一樣（圖 3）。55-59 歲高齡者若

自覺網路在生活中是有用的，則會提高他們的社會資本；60-69 歲高齡者部分，

若高齡者自覺網路在生活中是有用的，則提升高齡者之社會資本，且自覺網路是

容易使用則促進高齡者之社交參與；70-79 歲高齡者部分，若高齡者網路使用程

度越頻繁則社會網絡越好；80 歲以上高齡者，若自覺網路容易使用，則可以促

進高齡者之社會網絡。總而言之，網路易用及使用程度對 60-69 歲高齡者最重

要，也是影響高齡者社會參與及社交資本相當重要的因素，而這個族群也是網路

使用最頻繁的族群，剛好介於退休後且身體狀況良好的年紀，熱與規劃退休後的

生活，因此網路成了 60-69 歲高齡者與他人聯繫的重要管道，因此若能強化其

他年齡層高齡者對網路的認知及使用能力，亦能提升高齡者利用網路與社會的聯

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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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與非都會區之科技使用與健康之相關也有不同的型態：都會區高齡者

若網路使用越頻繁，則他們的社會網絡及社會資本越好，若自覺網路在生活中

是有用的，則會提升高齡者之社會資本，且自覺網路是容易使用，則會促進高

齡者之社交參與及提升社會網絡之連結。非都會區高齡者若自覺網路在生活中

是有用的，則可以提升他們的社會資本，因非都會區高齡者在社交參與及社會

網絡並不是使用網路來連結，而是偏好直接面對面與親朋好友及鄰居互動。 

圖 3、年齡和都會區分層之網路使用與社交參與、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之相關 

資料來源：2014-2016「長者社群平台建立與使用對提高長者社交與社會參與之研究」成果報

告 

國民健康署曾委託成大的研究團隊先透過焦點團體對高齡者的觀察與訪談

後進行平台的建構並開發了「愛電腦（ilovepad.com）」高齡者社群平台，此平

台分為三大主題，包含志工與達人、一起玩活動、美景走透透等。此平台之重點

及主推項目主要為「志工與達人」，透過世代共融之觀點以出借式達人方式，將

高齡者的智慧與年輕世代分享，使其回饋社會；「一起玩活動」及「美景走透透」

屬於公開資訊。然而該團隊發現高齡者對於平台試用效益不佳且平台回流率過低。

有鑑於此，其再次透過焦點團體訪談了解年輕人需求何種類型之高齡者達人和高

齡者對於成為達人之看法及想法，以及對於視訊平台之看法等，發現縱使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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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網路使用並不陌生，也具備基本的上網經驗及技能，不過多數高齡者卻不知

該如何尋找或適合自己參與及想要的活動。鑒於時下年輕人流行之活動通及城市

通等尋找活動的網站或 APP，然而這些網站之活動多半為年輕人所設計，除了活

動繁多、介面複雜外，活動內容亦較不符合高齡者需求，導致高齡者想參加活動

卻無從得知訊息亦無法搜尋到想要參與的活動，因此將初期開發之愛電腦社群平

台進行大改版，並收集高齡者的需求與喜好（表一），設計一套專屬於高齡者之

活動搜尋 APP 應用程式「耆樂通」。 

高齡者可將耆樂通與 FB 進行連動及註冊，不需再花時間重新申請帳號，對

高齡者來說相對好。此外，根據活動距離尋找適合自己方便及想參與的活動，活

動也會顯示與高齡者居住的城市或住家所在的距離有多遠，讓高齡者可以選擇離

家較近的活動參與，並加上 Google 地圖讓使用者知道自己的所在位置不容易迷

路。高齡者亦可將活動訊息透過 FB 或 Line 分享給親朋好友，讓他們得知其將參

與或正在參與的活動，除此之外，亦可針對參與過的活動給予等級評價，讓朋友

們決定是否參與。此計畫最後亦透過電話訪問追蹤得知高齡者後續使用耆樂通之

目的主要以「為自己偶爾打開使用」占最多。追蹤後亦發現高齡者使用耆樂通之

影響與其社會網絡有關，但與社會參與及社交資本無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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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高齡者對科技畫面之設計及內容需求統計表 

內容部分 票數/總人數 設計部分 票數/總人數 

旅遊 29/101 字體大 50/101 

學習資訊 28/101 符合高齡者需求 40/101 

社區活動 27/101 圖片大 38/101 

醫療 27/101 設計簡單 18/101 

運動 25/101 圖片多點色彩 18/101 

休閒 18/101 活潑生動 16/101 

在地文藝活動 18/101 符合時代潮流 13/101 

國家資源 16/101 文字不需要太多 13/101 

演唱會 14/101 標籤顯眼 12/101 

親子 13/101 色彩鮮豔 10/101 

志工訊息 12/101 點擊跳出 5/101 

動腦小遊戲 11/101 年輕化 3/101 

文藝 9/101 顏色不要太多 1/101 

表演 8/101 復古一點 1/101 

聚會場所推薦 7/101   

供餐商店 6/101   

展覽 5/101   

無障礙餐廳 4/101   

 

過去十幾年邱靜如教授在推動 E 化健康生活於社區活躍老化的經驗發現，

高齡者習慣的事物並不容易改變，對於習慣的東西有一種穩定及安全感。然而，

要高齡者學習新事物並不是件無法達成的事，研究指出影響高齡者使用科技之原

因除了其自身的教育程度有關外，與滿足某些「需求」，如跟上時代的腳步、工

作需要等有關。且對網路抱持積極態度的老年人，認為網路能增加就業機會、獲

得資訊以及豐富娛樂等(Chiu & Liu, 2017)。因此未來智慧生活的推廣需考量高

齡者的使用模式以及強化使用習慣和動機，例如與 Line 的結合，讓高齡者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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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Line 便可以分享活動給親友，縱使高齡者無法參加活動也可讓高齡者覺得

自己擔任協助者的角色幫忙找活動，這也利用了高齡者喜歡幫助別人以及覺得自

己被需要的感覺。多數高齡者對於學習新事物會感到恐懼及不安，擔心自己學不

會，若要詢問他人又怕會麻煩到別人，因此會有點排斥學習新的事物，換言之，

讓高齡者接受新事物並學習利用是很重要的事情，透過強調輕易學會及簡單操作，

將說明簡單呈現，讓高齡者可以輕易看懂，再利用 Line 當誘因，讓高齡者知道

此功能是與他們愛用的 Line 結合，不需要從頭學起，只需要再多學一點點小技

巧就可以輕鬆上手，或許在推廣上可讓更多高齡者願意使用。 

對於不同年齡層之高齡者特性應建立專屬對策，讓高齡者了解網路及其用處

外，並開發合適的智慧科技，如：容易使用為促使 80 歲以上高齡者使用網路之

主要原因，故應針對此群體開發簡易使用之軟體。此外，城鄉高齡者在使用科技

上有一段很大的落差，課程可以幫助高齡者熟悉設備的使用，增進網路使用技巧，

比起高齡者自己摸索或是子女教導還有效率。除此之外，可於社區鄰里設置諮詢

定點，專門訓練一批比較有興趣使用及常使用網路和科技產品之退休且活躍之社

區高齡者，讓碰到使用問題之高齡者可以至定點詢問，或是雙方互相討論解決方

法。另外，亦可與當地大專院校或高中合作，藉由服務學習的方式讓學生至偏遠

或鄉下之社區教導當地的高齡者了解及使用網路設備，並且設置諮詢定點，定時

至定點服務幫忙解決高齡者網路及設備使用之問題，如此可讓學生藉由服務學習

得到學習分數，亦可增進與高齡者間的互動，高齡者不僅可解決使用上的問題，

也可有更多機會與年輕世代相處，也成為高齡社區智慧照護與活躍老化的新契機。 

2023 年後，隨 AI 的開發與流行，未來利用科技網路作為資訊提供與溝通的

管道，補足日增的醫療健康訊息需求，是迫切的趨勢。運用科技網路提供高齡者

獲取有效的健康資訊管道，並真的影響高齡者的健康行為，來達到提升健康狀態、

預防或延緩生理疾病的目標均是 AI 研究照護之重點。例如掌握長者使用資訊科

技的目的不同，透過掌握長者使用資訊科技的意圖，提高長者的接納度及使用率，

進而提高其生活品質。此外，高齡者與多種慢性病共存、孤獨、和經濟相對弱勢

等問題，這些困境在資訊時代中可以如何獲得解決、及高齡者的經驗為何，都值

得探討。 

高齡智慧科技的開發成為當代最火紅的議題，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亦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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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然而真正可以融入高齡者觀點而設計開發的科技卻始終差強人意，原因為高

齡者對科技的想像因為經驗十分有限。藉由研究了解社區中高齡者陪伴需求現況、

偏好趨勢，作為居家主要照護者或中高齡者自身能依循社會人口學特徵找尋合適

的晚年生活陪伴對象，且社區第一線實務工作者也能藉此構思符合不同需求與背

景中高齡者之照護專案，並提供福利體系未來執行方案、政策推動與科技相關產

業產品開發之實證依據。例如，電子健康識能與年齡顯著相關，相關領域之第一

線工作人員或政策推動者可進行針對中高齡者電子健康識能促進課程，以利相關

方案之執行。又例如，陪伴型機器人產品開發面向上: 中高齡者普遍偏好「動物

外型」之機器人作為晚年生活陪伴對象，其中男性較喜愛「成人外型」之機器人。

功能方面，社區中高齡者較需要陪伴型機器人具備跳舞、唱歌、講故事或報新聞

等技能類型之功能；而獨居與否及婚姻狀況也影響其選擇陪伴型機器人功能之偏

好(Chiu et al., 2021) 。目前智慧型機器人提供使用者多元化服務，具備通訊和

情感認知功能，能跟人們簡單對話、互動，除促進人際關係、創造娛樂價值外，

未來更計畫能投入醫療照護領域，希望能提高人們生活品質。另一方面，寵物型

機器人已運用於健康照護領域多年，特別是對高齡照護服務之應用更為廣泛。由

此可知，寵物與機器人提供高齡者的互動模式為動態、雙向交流且正面的，可視

為高齡者晚年生活陪伴對象的另一種選擇(Chiu et al., 2022)。 

綜整來說，AI 照護或老年居家照護研究對於台灣社會有其相當迫切之重要

性，但儘管資訊科技對老人照護有其迷人之處，縮短了醫療的距離困境，使用視

訊會議對於因疾病無法出門、交通不便、地理位置偏僻的病患，提供了不一樣的

選擇，及利用科技為媒介，不需要面對面的接觸，也因此有機會降低醫療的成本

(Michie et al., 2017)，但是否資訊科技對老人亦可能是一把雙刃劍？使用電子

遊戲來協助運動，但卻可能因為肢體不協調或暈眩而提高跌倒的風險(Lee et al., 

2014)，且長者對資訊科技使用的負面影響擔憂並未呈現顯著下降趨勢，例如視

力惡化，疲憊感或面對面交流能力惡化等(Chiu et al., 2016)都應成為重要探討議

題。此外，科技真能融入老年生活？網路科技在民眾獲取醫療資訊中已經扮演越

來越重要的角色，經文獻回顧可以知道科技網路用在健康促進、疾病管理與改變

健康行為中跟對照組相比有顯著的改善效果(Chiu, Kuo, et al., 2019; Chiu & Wu, 

2019; Chiu et al., 2020)，但同時研究也顯示因為高齡者對科技網路的接受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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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感尚不如傳統的諮詢專業人士，使用與推廣上仍有其限制(Chiu, Chou, et al., 

2019)。此外，文化鑲嵌的重要性，國家的政策，以及人們使用科技的進展也會

影響其介入的時機和功效(Lal et al., 2018)，也因此若是同一種的科技照護，可

能不一定能符合各地的風俗民情或科技使用需求(Post et al., 2015)，跨國的研究

亦在此領域中顯得重要(Chiu et al., 2022)。以下分享研究的相關分析資料可從何

處取得相關資訊: 

 

研究的相關分析資料（Dataset）可從何處取得？ 

(1) The University of Plymouth: Health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研究領域涵蓋數位健康、遠端醫療、機器人與虛擬實境於健康照護的設計、開

發、評估與應用。 

https://www.plymouth.ac.uk/research/centre-for-health-

technology/research-and-innovation 

(2) Australian e-Health Research Centre 

該中心致力於健康照護數位轉型，研究領域涵蓋數位健康照護服務、精準醫

療、健康數據分析、基因體學工程等。 

https://aehrc.csiro.au/about/ 

(3) Turku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Health Technology and Health 

Tech Lab 

開發醫療保健數位服務與設備，研究領域包含健康科技產品開發、資訊管理、

AI 應用與機器人等。 

https://healthtech.turkuamk.fi/en/front-page/ 

(4) The Vector Institute 

該機構致力於 AI 領域的研究，著重於機器與深度學習，協助醫療從業人員或政

策制定者優化醫療保健服務。 

https://vectorinstitute.ai/health-research/ 

(5) University at Buffal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stitute 

該研究所的健康與醫學領域旨在將 AI 技術運用於醫療照護中的診斷、監測、治 

 

https://www.plymouth.ac.uk/research/centre-for-health-technology/research-and-innovation
https://www.plymouth.ac.uk/research/centre-for-health-technology/research-and-innovation
https://aehrc.csiro.au/
https://aehrc.csiro.au/about/
https://healthtech.turkuamk.fi/en/front-page/
https://vectorinstitute.ai/health-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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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個人化照護等，高齡者的健康照護與管理亦為研究重點。 

https://www.buffalo.edu/ai/research/thrust-areas/heatlh-and-

medicine.html 

(6) GEMINI Data 

該研究收集、整合、分析來自多家醫院之臨床數據，運用大數據分析與 AI 技術

提升臨床照護品質。 

https://www.geminimedicine.ca/about  

 

有志研究該領域的新進學者，如何充實其研究能力（例如閱讀哪些重要

學者的著作、可從哪些學術研究網站或其他來源獲得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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