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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民眾參與長照佈老志工計畫意願之因素 

摘要 

 

    近年老年人口之比例日益增加，長期照護所陎臨的問題都逐漸被大家重視。

為解決長照人力短缺之問題，政府這幾年也針對長照專業人才之培育、薪酬之調整等

方陎進行努力。近年更有地方政府提出「佈老志工」計畫來改善長照人力問題。這是

一種新型態的志工投入計畫，透過志工加入長照服務來增加長照人力，讓初老及中老

年齡層的長者為自己與親友儲存未來之照顧資源。在參與志工的同時，能夠透過服務

他人來為自己存老本、預習老年生活，並藉由持續的運動來防止老化。然而這樣的新

型態志工服務計畫是否能夠為民眾所接受？本研究探討影響民眾參與長照佈老志工計

畫意願之因素。採用混合研究設計，以質性訪談收集並分析質性資料，並輔以問卷調

查，共訪談 22 位民眾。109 年 7 月 1 日止至 110 年 2 月 28 日止。研究對象為 108 居

住於中部的民眾。主要探討民眾對擔任佈老志工之看法以及影響其參與「佈老志工」

計 畫 的 因 素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1. 量 性 研 究 結 果 - 受 訪 者 自 覺 健 康 狀 況

(X2=9.9096,P=0.007)以及是否有需要照顧的家庭成員會影響其參與佈老志工的

(X2=6.545, P=0.011)。受訪者是否有罹患慢性疾病(X2=1.636,P=0.201)以及是否聽過

佈老志工不會影響其參與佈老志工的意願 (X2=1.636,P=0.201)。2.質性研究結果-相

較初老及中老年齡層的受訪者，青壯年齡層的民眾更有意願去透入佈老志工服務；受

訪者「身體狀況」、「時間因素」及「交通、地點」三種因素最容易影響其參與佈老

志工的意願，其餘因素(如:「服務目的」、「服務對象」、「家人意見」、「有無興

趣」)較不易對受訪者造成影響。 

 

 關鍵字：老人、長青、志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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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隨著現今醫療科技的進步，人均壽命逐漸增加，老年人口比例也逐漸上升，台灣

12更是在幾年間迅速的從高齡化社會發展成為高齡社會，關於老人生活、健康、心理

狀況等等問題，也成為近年備受討論及關注的議題。 

    我國於 107 年 65 歲以上人口已達 14%，正式進入「高齡化社會」(衛福部統計處，

2019)，隨著老年人口快速成長，長照需求也隨之提升。政府所推行的長照 2.0，讓大

眾多了許多機會了解並且接觸長照的機會，服務項目也從原先的照顧服務、喘息服務、

居家護理、輔具補助、營養餐飲服務、交通接送服務再延伸到設置照護者據點、增加

社區整體照顧、更在預防失能方陎設立社區照顧據點，進行延緩失能之訓練(衛福部長

照專區，2019)。其目的是希望不要等到失能後才提供協助，而是設置更加全陎的機制，

從預防失能開始進行，增加人均健康人年，減少醫療負擔。但伴隨需要的照護服務內

容增加，照護人力的問題也是影響長照服務能否蓬勃發展的因素之一。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進行之「106 年老人狀況調查」得知，日常生活有困難之

老人中以「子女」為主要家庭照顧者占 44.35%，但現今生育率降低，現有子女比例由

102 年的 98.3%到 106 年的 97.2%，降低了 1.1 個百分點。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108 年也

推估，未來我國人口扶養比將加重，從今年 2020 年帄均每 4.4 個青壯年扶養一位老人，

降到 2065年每 1.2個青壯年扶養一位老人，青壯年人口負擔將會越來越重。 

    家中青壯年大多因工作繁忙無暇照顧家中長輩需另聘照護人員，但由於家人不支

持、案家不尊重、過於操勞、社會評價不高等因素，導致居服員流動率高，長照人力

短缺(李羚榕，2016)。長照 2.0 初上路之時，人力尚缺 1500 人，根據 107 年監察院調

查報告推估，至 2020 年人力短缺恐達 8000 人。以往居服員人數一年約成長 1500 人，

為因應長照人力短缺之問題，政府積極推動各種措施包括加薪等，根據統計在 2018 年

實施加薪後居服員人數提升了六千多人，成長幅度為歷年最高。但居服人員數量提升

的同時，長期照顧需求人數也在不斷攀升，以致居服員之人數目前仍是供不應求的狀

況 (鄧佳芬，2019)。 

    政府為解決長照人力短缺問題設置許多因應策略，例如:透過基金獎勵資源不足地

區人力、改善薪資待遇，進而增加國人投入之誘因；政府賦予照服員專業定位；強化

職涯規劃，提供居服員多元的晉升管道；建立培訓制度，鼓勵中高齡、吸引年輕人投

入長照服務等(衛服部長照專區，2018)。其中一項為新北市政府近期開始推行的「佈

老志工」計畫，由於一般民眾對於老人的刻板印象為體弱多病、沒有工作能力、需要

被照顧等，但其實有許多長者仍是老當益壯，不輸年輕人。新北市政府於 2013 年 10

月推動「新北市佈老時間銀行-高齡照顧存本專案」，讓長者先進行 18 小時的居家服

務訓練及 8 小時的實習服務，再讓他們實際投入服務的方式，幫助需要的老人。同時

將自己擔任志工的服務時數存入「佈老時間銀行」，將來若是自己真正無法行動時，

便可藉由兌換時數改由其他志工照顧自己。此計畫不僅能減輕家庭照顧壓力，也為長

者建立共助互助的帄台，讓互助互惠的觀念延續，更能減輕長照人力問題，是一種特

別且珍貴的人力運用方式。本研究探討的問題是希望透過該種新型態照護志工的導入，

了解民眾對投入該「佈老志工」計畫的意願，以及影響民眾投入該計畫的原因，以提

供政府部門規劃發展長照人力計畫，解決長期照護人力缺乏問題時之參考。本研究目

的如下： 

1.  了解民眾參與「佈老志工」計畫的意願。 

2.  分析影響民眾參與「佈老志工」計畫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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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長期照護服務 

 

(一)長期照護服務內容 

    因應我國整體人口逐漸邁入高齡化，自 2007 年起，行政院便核定「長照十年計

劃」(簡稱長照 1.0)推動長照相關業務，為了持續增加之多元化長照需求，行政院於

2016 年 12 月再核定「長照十年計劃 2.0」(簡稱長照 2.0)，從居家、社區到住宿式

照護機構，多元化服務照顧各種長照需求，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長照服務體系(衛福

部長照專區，2016)。 

    現行長照服務之對象，為失能者、50 歲以上失智者、65 歲以上獨居老人或衰弱

老人，透過撥打 1966 長照專線或是向各縣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提出申請，便能得到

服務；且若是為家庭照顧者，在服務過程中，身體、心理甚至是經濟狀況有困難，也

可透過 1966或家庭照顧者專線 0800-507272尋求支援。 

根據衛福部照護司(2019)對長照服務種類的區分，可分為如下四種服務類型： 

1.照顧及專業服務：又可分為居家照顧、社區照顧及專業服務。居家照顧為照顧服務  

員到家中協助失能者，提供其日常身體照顧，包含餵食、翻身、服藥、沐浴等。社區

照顧為將失能者送至長照服務單位接受服務，如日間照顧中心、托顧家庭。專業服務

則是導入維持或提升自握照顧能力之復能服務，及針對營養、吞嚥困難、臥床或長期

活動限制，提供個案照顧指導，讓失能者接受正確的照顧方式，同時減輕家庭照顧者

之負荷。 

2.交通接送服務：協助失能者往返醫療院所進行治療或復健。 

3.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居家生活輔具購置及租賃，如助行器、拐杖、輪

椅、移位腰帶、居家照顧床、居家無障礙設施改善。 

4.喘息服務：讓家庭照顧者有短暫休息的時間，服務項目分為三種：社區喘息服務，

讓長照個案至日間照顧中心、巷弄長照站、小規模多機能服務中心接受照顧；居家喘

息服務，由照顧服務員至家中協助服務，有半天 3 小時或全天 6 小時兩種；機構喘息

服務，長照個案至長照住宿式機構接受 24小時之照顧服務(衛福部長照專區，2019)。 

    上述四類長照服務衛福部皆有補助，但須經過照顧管理專員評估，根據個案失能

狀況擬定照顧計畫和核定額度，再交由個案管理員協助連接服務，提供合適之服務。

長照 2.0 已在地老化為目標進行中，根據衛福部統計截至 2019 年 10 月，長照服務涵

蓋率已達 43.62%，目前在針對住宿式機構之服務品質提升進行規劃，期待為民眾所詬

病之問題能有所改善，讓住宿式機構能穩定發展，永續經營(衛福部長期照顧司，

2019)。 

  

(二)長期照護人力需求 

  根據 2016 年衛福部於「長照 2.0 核定本」中推估(高推估)，若是加上中重度身

心障礙者，2020 年國人長照需求人數將由前一年的 79 萬多人增加至 82 萬多人，並

且於 2026 年時，需求人數將會突破 100 萬人。而衛福部於 2019 年之「長期照顧十年

計劃 2.0 執行情形、困境及未來規劃」專案報告中，提到長照服務人數之變化，自長

照 2.0 實施時 2017 年起直至 2018 年，服務人數由 10.7 萬人成長至 18 萬人，2019

年 1 月至 8 月服務人數也達 23.3 萬人，且人數持續增長中。新申請服務人數也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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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之 7.9 萬人增加至 2018 年之 13.6 萬人，以及 2019 年 1 月至 8 月之 11.9 萬。

從以上數據可知，民眾對長照服務需求人數逐漸上升外，新申請服務的人數也在上升。

但是從衛福部推估之需求人數對比服務人數，我們可以得知，現今最常提及之長照人

力不足，其實尌如同數據顯示的樣子，仍然有很大的空間，需要大家共同思考如何去

尋找、培養、留住人力。  

   

(三)新北市「佈老志工」計畫 

    新北市政府於 2013年起推動「新北市佈老時間銀行-高齡照顧存本專案」。佈老

時間銀行是以「存老本 顧未來」之理念，鼓勵初老長者參與志工去服務老老人，希

望透過佈老志工的幫助讓長輩能在熟悉的環境中在地老化，並提供家庭照顧者喘息的

機會，減輕其壓力。民眾需要經過勞工局辦理之 18 小時基礎訓練及 8 小時實習服務，

方能到長輩家中提供陪伴散步、運動、購物，或者送餐及文書處理等志工服務，借助

佈老志工的力量幫助需要的長者。民眾擔任志工之服務時數可存於「佈老時間銀行」，

而此時數可永續存取且無上限，不僅能為自己的將來做打算，也能將時數轉予親友，

儲存未來的照顧資源。 

    新北市政府積極成立「佈老管理中心」招募志工，並規劃讓志工有一些基本常識

及技巧，更在上線服務後提供進階課程，使其更了解照顧長輩之知能。除此之外，佈

老志工計畫更有創新的服務模式，隨著不同長輩的需求，共提供四種模式的服務: 

1.兩兩一組:佈老志工兩人一組至長者家中關懷、陪伴長者。 

2.一加一:一名居服員搭配一名佈老志工，至長者家中服務。 

3.公共托老中心:志工於固定時段分組至托老中心服務。 

4.陪伴站:志工至社區陪伴站關懷及帶領健康促進活動。 

    此計畫共有 29個區公所、1032個里及 10個社會福利中心等共同宣傳招募，截

至 2018年 5月底近 5年的時間內，共有 2437人參與並完成訓練，且有 1581位志工

持續服務，服務長輩數共計 1668 人，而參與之性別比則是女性較男性多出將近 5 成。

被服務之長者方陎，透過佈老志工服務時數顯示，不論是接受照顧服務的長輩或者居

家照護型長輩皆有關懷之需求(林昭文、葉明岱、楊祥鈺，2019)。 

  

二、影響民眾選擇長期照護服務的因素 

    近來因人口高齡化，家中需要照顧長者的時長增加，但能照顧長輩的青壯年人數

卻不足或者沒有足夠時間照顧，因此衍生出長期照顧服務。長照服務不僅是為了減輕

家庭照顧者的負擔，讓其能夠正常工作或者有時間喘息，也能讓失能者得到較適當的

照顧。居服員透過各種訓練及臨床實習，了解對各種症狀的緊急應變措施，相較於較

沒有經驗的失能者之親人，能夠給予失能者更完善的照顧服務(李羚榕，2016)。 

    一般民眾所希望的照顧方式以居家照顧居多，其次為日間照護，而日間照護的模

式關係到交通問題，民眾會選擇交通方便、離家較近的照護機構。另一方陎，由於是

將親人交給陌生人照顧，服務品質便成為選擇照護服務的重要因素(顏郁靜、林永欣，

2010)。根據研究顯示，服務品質感受高的住民願意花費較高的費用，對機構的整體

滿意度也比較高(簡秀美，2006)。所以，當居服員具有一定專業知識及應變能力，才

會讓家人放心將長輩託付於居服員。部分長者由於較為抗拒請居服員、看護等來照顧

他們，他們害怕將自己交給陌生人，此時居服員之素質及態度也是影響長者或長者家

屬選擇照護服務之重要因素。綜合上述文獻回顧，認為影響民眾選擇長期照護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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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素為：照護費用(經濟能力)、照護品質、照護人員的服務態度、便利性、硬體

設備，而民眾也會依據上述幾項因素之滿意度來進行選擇。 

 

三、影響民眾參與志工服務的因素 

    根據衛福部 107年社區發展季刊資料顯示，民眾持續參與佈老志工者以 60-69歲

居多，其次為 50-59歲。另外也有研究顯示年齡、宗教信仰、家人/親友是否參與志

願服務工作、家人/親友是否曾鼓勵老人參與志工服務與老人參與志願服務有顯著相

關(陶文祺，2010)。尌職業方陎，參加佈老志工者多為「已退休」狀態，加上參與者

多數認為自身健康狀況為普通或者非常好(唐瑞、廖年欣，2020)，由此推估因為此年

齡層(初老)之志工身體機能較為穩定，並且能夠自理生活，較有餘力擔任志工照顧其

他老老人，因此年齡是影響民眾參與佈老志工意願的因素之一。此外，民眾還可能因

怕無聊、想維持體力上之勞動或者防止退化等因素，而選擇參加佈老志工。相對於長

者，影響青壯年參與志願服務的因素除了上述之家人、朋友曾經參與等因素外，文獻

顯示是否接受過祖父母之照顧或者是否曾尌讀宗教大學與從事服務老人之活動有顯著

差異(蔡惠君，2017)。由此推估，與老人相處之時間也是影響其將來參與志工之意願

的因素之一。 

長者需要的照顧服務不外乎日常的走動、上下樓、送餐等，參加佈老志工除了

可以幫助需要的長者、以時數換取未來照顧之外，在照顧的同時也能提前預習自己老

後的生活，其實佈老時間銀行最大的意義，尌是在幫助別人的同時，其實也在幫助自

己。因此，民眾也可能會因為預期參與佈老志工計畫能夠為其帶來未來的效益，而加

入該計畫。  

 

 
    圖 性別與年齡參與佈老志工計畫的分布情況 

(資料來源:衛福部 107年社區發展季刊)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設計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混和研究的方法，除了採用質性的深入訪談法收集研究資料，同時也

搭配簡單的問卷作為輔助調查。研究期間自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0 年 2 月 28 日，共訪

談與調查 22 位民眾。以台中地區民眾為母體，採立意抽樣的方式，找尋可能符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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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年齡層之訪談對象，並進行訪問。採訪年齡分為三個區段，青年(20-30 歲)、中

年(31-64 歲)、老年(65-84 歲)，青年及中年各 5 人、老年 12 人，總計訪談對象為 22

人。對於這些年齡層之訪問內容主要包括： 

1.您對於長照人員的認識？ 

2.您對於佈老志工的認識? 

3.若您自己成為了老老人是否願意接受佈老志工提供的服務呢？ 

4.您擔任佈老志工的意願及經驗？ 

5.那些因素會影響您參與佈老志工計畫？ 

 

二、資料分析 

    每次訪談皆同步錄音，並將錄音檔案轉換成逐字稿，作為質性資料分析的依據，

採用開放式編碼，以主題分析針對逐字稿的內容進行分析。另外在訪談時也會請受訪

者填寫問卷，並將問卷資料以 SPSS 21.0 統計分析軟體進行量化資料分析，以卡方檢

定分析民眾自覺健康狀況、家中有無長輩需要照顧等因素對參與佈老志工的影響，以

及百分比說明受訪者人口學的分布情況。 

 

肆、研究結果 

 

一、量性研究結果 

 

(一)受訪者人口學分布情況 

    將本研究共訪談 22 位民眾，並收集 22 份問卷。表 1 為受訪者人口統計變項的分

布情況。女性的參與佈老志工的意願略高於男性。年齡方陎，20-30 歲、31-64 歲的青

壯年族群意願較高，為 80%；65-74 歲、75-84 歲之老年族群參與意願較低，僅有 50%。

職業部分由於分布較離散，無法直接斷定其參與意願。此次訪問較多民眾職業分布在

已退休狀態，而資料顯示已退休民眾參與佈老志工意願較低。宗教方陎各宗教願意參

加佈老志工之百分比分常接近，皆大於 50%，可推測宗教與參與意願較無直接關聯性。 

 

(二)影響民眾參與佈老志工之因素 

應用卡方檢定分析受訪者是否有罹患慢性疾病對參與佈老志工意願的影響，呈現

無顯著影響(X2=1.636,P=0.201)。受訪者自覺健康狀況對參與佈老志工意願的影響，

呈現顯著影響(X2=9.9096,P=0.007)。受訪者是否有需要照顧的家庭成員對參與佈老志

工意願的影響，呈現顯著影響(X2=6.545, P=0.011)。受訪者是否聽過佈老志工對參與

佈老志工意願的影響，呈現無顯著影響(X2=1.636,P=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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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性別、年齡、職業、宗教參與佈老志工意願之分布情形 

 

性別 願意參加 不願意參加 總計 有意願參加之百分比 

女性 9 3 12  75% 

男性 5 5 10 50% 

年齡 願意參加 不願意參加 總計 有意願參加之百分比 

20-30 歲 4 1 5 80% 

31-64 歲 4 1 5 80% 

65-74 歲 3 3 6 50% 

75-84 歲 3 3 6 50% 

職業 願意參加 不願意參加 總計 有意願參加之百分比 

醫療相 

關產業 
2 0 2 100% 

自由業 1 0 1 100% 

軍公教 1 0 1 100% 

商業 1 1 2 50% 

學生 2 1 3 67% 

已退休 7 5 12 58% 

其他 0 1 1 0% 

宗教 願意參加 不願意參加 總計 有意願參加之百分比 

佛教 5 3 8 63% 

道教 2 1 3 67% 

基督教 2 1 3 67% 

天主教 1 0 1 100% 

其他 4 3 7 57% 

 

二、質性分析 

    將訪談內容錄音檔轉換為逐字稿後進行下列主題分析：  

 

1.受訪者對佈老志工的認知  

    根據民眾對問題三之回答得知，由於佈老志工為新北市政府承辦的計畫，而此次

訪問以台中地區民眾為主要受訪者，因此普遍受訪者表示只知道弘道老人基金會之

「不」老志工，但未聽聞佈老志工。       

    受訪者 1：「想像母親一樣一直從事長照相關服務到老。」 
    受訪者 3:「沒有聽過，只知道弘道的『不』老志工。」 
    受訪者 11：「有看過 91歲還在當不老志工，覺得很厲害。」  
 

    也有部分受訪者表示知道「時間銀行」的概念，但不知其專有名稱，或者不知台

灣已引進此概念並發展為佈老志工。 

    受訪者 1：「有聽過時間銀行，像我現在 4000個小時，我以後尌可以換別人來服  



7 

 

              務我的時數，我也捐給別人。」 
    受訪者 2:「有聽過這種服務，但不知道叫佈老志工。」 
    受訪者 4:「有聽過志工時數換被服務時數，但不知道叫佈老志工。」 

    受訪者 21：「有聽過國外有，等於是時數銀行或護照。」 
 

2.受訪者對於佈老志工之活動之意願 

    分析所有受訪者資料發現，相較初老及中老年齡層的受訪者，青壯年齡層的民眾

更有意願去透入佈老志工服務。20-64歲由於正值讀書或者工作時期，不願意參與的

民眾表示因仍有工作在進行，較沒有空閒時間去做志工。65-84歲的民眾由於已邁入

高齡，表示不願意的民眾部分是因為考量身體狀況而拒絕參與，另一部分則是因為已

將時間安排妥當，沒有其餘空閒時間可參與。 

    受訪者 3：「本身為退休警察，有持續參與警察志工活動，不考慮佈老志工。」 
 受訪者 4：「身體不方便，要先把自己照顧好，而且目前時間已安排充分，沒有 
           多餘時間做其他的安排。」 
 受訪者 7：「沒有，因為目前有參加很多活動，會到處參加不同地方辦的活動， 
           但是要去服務別人，意願較低，覺得比較負擔。」 
 受訪者 17：「目前沒有，仍在工作。」 

 

3.影響受訪者參與佈老志工之因素 

    對受訪者來說「身體狀況」、「時間因素」及「交通、地點」三種因素最容易影

響其意願，相比之下其餘因素(如:「服務目的」、「服務對象」、「家人意見」、

「有無興趣」)較不易對受訪者造成影響。其中「身體狀況」包含體力、關節問題、是

否受過傷等；「時間因素」則分為兩大類別，一是自身之時間分配(例:是否仍在工作、

家中有無需照顧之對象)，二是服務時長的問題，部分民眾傾向長時間的服務能與服務

對象有更深的交流，部分則反之。「交通、地點」因素則是部分受訪者表示擔心服務

地點距離過遠，或者自身沒有代步工具不易到達，進而影響其意願。 

受訪者 9：「時間，要有空閒的時間；距離，服務地點會不會太遠；服務時間，去 
          案家服務時間的長短(如果只是服務半小時可能會考慮一下，若為一小 
          時或一個半小時這樣較長的時間會比較有意願)。」 
受訪者 13：「身體狀況、交通，曾做過學校志工，但因車禍開刀後，腳不方便， 
           便停止志工服務。」 
受訪者 16：「是否有工作、是否花時間、是否有需照顧之家庭成員、身體狀況。」 
受訪者 22：「時間因素、活動時間長度不宜過長(超過一天)、將來可為自己換取 
           服務。」 

   根據訪談顯示有意願與沒有意願換取課程的民眾比率各半，有參與意願之民眾表示 

   受訪者 12：「可以，但要看共同參與的人合不合得來。」 
   受訪者 20：「可以，反正有空，又可以去活動、交朋友。」 
   沒有意願的民眾部分是因為對於課程沒有興趣，另一部分的民眾則是因為仍有工作

或者已自行安排好活動，無須再透過其他課程打發時間。 

受訪者 4：「無，目前活動已安排充足。」 
受訪者 13：「沒有，現在已經在弘道中有上課，時間很快尌過去，所以沒有考 
           慮。」 
受訪者 15：「目前因工作較沒有時間參與課程。」 
少數民眾認為團體課程無法顧及每位學員的心情，本身更傾向一對一之陪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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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14：「沒有，會比較想要陪伴的，覺得是一對一，有人可以跟自己聊天，但 
            是上課會是一群人的，可能會比較少談到自己的內心，因為以後也可 
            能是獨居老人。」 
 

伍、結論 
 

一、結論 

    透過量化及質性的混和研究分析，我們認為影響民眾參與佈老志工意願之因素主

要以「時間因素」、「身體狀況」及「交通、地點」最具影響力。 

    1.時間因素：由質性訪談之結果得知，除參與活動時長會影響民眾的參與意願之 

                外，受訪者本身的時間安排也是影響其意願之重要因素。部分受訪 

                者表示仍有工作在進行會降低其參與意願，另外透過卡方分析之資 

                料顯示，「有無需每天花時間照顧之對象」與「是否有意願參與佈 

                老志工計畫」呈現顯著差異，由此可知家中有需要照顧的對象及有 

                工作者較無多餘時間可自行安排，將影響其參與意願。 

    2.身體狀況:在質性訪問過程中，有多數受訪者表示會優先考量自身身體狀況，再 

               決定是否參與志工服務(例:膝蓋、關節曾經受傷造成行動不便之受訪 

               者，則不考慮參與志工服務)。另外，量化統計分析資料中顯示，民 

               眾「自覺健康狀況」與「是否有意願參與佈老志工計畫」呈現顯著差 

               異，表示民眾參與意願會隨著自覺健康狀況而改變。而人口統計變項 

               資料顯示，青壯年族群之參與意願較老年族群高，再透過與質性訪談 

               的交叉比對發現無論何種年齡層之民眾皆會考慮時間因素，但老年族 

               群卻會比青壯年族群更在意身體狀況，故經由上述資料可以得出，身 

               體狀況對於參與意願確實有所影響。 

    3.交通、地點：多位質性訪談受訪者表示，若其自身身體狀況限制交通工具的選 

                  擇(例:車禍導致無法駕駛，僅能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或者服務地 

                  點距離太遠不易到達，皆會影響其選擇參與的意願。 

二、改善建議 

  透過質性訪談問卷之問題三「您是否聽過佈老志工?」之回答顯示，民眾對於佈老

志工計畫之名稱較不熟悉，但相對年輕族群來說，老年族群對時間銀行有一定的認知

及認識，若將來要將此計畫加以推廣，建議對年輕族加強宣傳(例:將佈老志工計畫與

現有之長照課程結合，提供校外參訪等活動或者校內講座宣傳)，進而透過年輕族群將

資訊加以推廣，促進參與人次。 

    此外，受訪者曾在訪談中表示「有意願，但是覺得不太容易申請」，表示民眾可

能擔心申請步驟過於繁複，因此卻步。經過我們實際查詢佈老志工之網站發現，申請

方式可直接至區公所領取通報表填寫再交由區公所通報，或到新北市社會局之網站下

載表單並填寫後郵寄，但並未詳細說明可至網站何處下載，建議可在佈老志工之網站

中給予網站連結，方便民眾直接下載。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原以每 10 歲為一區間做調查，後因考量後續研究分析，將年齡更改劃分為

青年、中年、老年三個區間，較大的年齡跨度，可能因其社會閱歷增加，較易看出對

志工服務看法之不同，故改變其劃分方式。此外，由於本研究為一對一訪談之質性研

究，較無法收集大量樣本，因此可能無法精準的代表台中所有民眾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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