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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族的智慧時代』─銀髮族對智慧型手機的使用態度與意圖之探討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隨著公共衛生的大幅改善及醫學科技的高度發展，人口平均壽命逐漸延長，

加上經濟及社會型態的轉變，現在人的生育率降低，在雙重因素影響之下，許多

國家紛紛出現人口高齡化的現象。我國 1993 年老年人口(65 歲以上)占總人口比

率超過 7%，成為高齡化(ageing)社會，推計將於 2018 年超過 14%，使我國成為

高齡(aged)社會，2025 年將再超過 20%，邁入成為超高齡(super-aged)社會。 

在台灣，不管你從事什麼產業，都可能會有人告訴你「台灣市場太小了！做

不起來那個產業的。」，但有趣的是，絕對沒有人會說銀髮族市場太小，因為台

灣人口老化的速度遙遙領先世界各國。而智慧型手機，以往的市場都是針對年青

人，但 2012 年，日本富士通針對銀髮族推出字體大、簡潔選單、有按壓按鍵觸

感、不易按錯的觸控面板的「樂樂智慧型手機」，結果累計售出超過 2200 萬部，

此銷售佳機已引起日本電信相關業者的注意。 

 

二、研究動機 

根據許多調查顯示，銀髮族對於智慧科技產品是存有好奇心的！然而，當真

正有一台 iPad 或 iPhone 在銀髮族面前時，他們往往卻又不敢去使用它。究竟，

銀髮族為何對於智慧科技產品有畏懼感？隨智慧型手機介面逐漸簡化、應用程式

生活化，許多不會用電腦的銀髮族爸媽們，逐漸願意克服「科技恐懼症」，學習

如何在手機上看新聞、打麻將、看電影、買高鐵票、查詢公車進站時刻。 

行政院研考會(2013)公布「一○二年數位機會調查報告」及「五十歲以上民

眾數位機會調查報告」中發現，逾五十歲民眾中，約 35%持有智慧型手機；且上

網族群中，五十歲到六十四歲民眾持有平板電腦的比率，已高過廿歲到廿九歲青

年，人手一台行動載具，越來越普遍。這群即將邁入 65 歲人生新階段的臺灣戰

後嬰兒潮，可說是近幾個世代中，口袋最深的族群，他們相較於老一輩的銀髮族

而言更懂得享受生活、重視生活品質，以及使用各式各樣的 3C 科技產品，於是

不管是政府、學術單位，還是產業界，都致力於開發以銀髮族為目標客群的智慧

科技產品，期望透過科技來協助銀髮族「智慧老化」，這十年來對於銀髮族之智

慧產品的專利申請量，呈現大幅成長趨勢，然而，當這群銀髮族碰上全球延燒的

科技趨勢，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呢？ 

 

三、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銀髮族對智慧型手機的使用態度與意圖的影響。本次

研究目的，希望從科技準備度及使用態度、意圖的角度，分析銀髮族對於智慧型

手機的科技使用態度影響。主要分為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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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銀髮族使用態度、意圖對於使用智慧型手機行為的影響 

2、手機功能設計對銀髮族選擇使用智慧型手機行為影響 

    3、主觀規範及科技準備度將對銀髮族選擇使用智慧型手機行為影響 

 

四、研究流程圖 

 

 

 

 

 

 

圖 1、研究流程圖 

 

五、研究限制 

本專題研究的調查方式，以高屏地區的銀髮族為範圍隨機發放問卷，故研究

結果可能有無法類推至所有台灣的部分。 

 

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本研究根據研究動機及目的，整合歸納學者提出的論述，依序探討智慧型手

機相關議題及銀髮族行為意圖的相關理論。 

 

(一)計劃行為理論 

Fishbein與Ajzen於 1975年提出的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假定行為受行為意圖所影響，而行為意圖又受對行為的態度及主觀規範

所影響。其中，對行為的態度反映個人的因素，而主觀規範則是反映著社會影響

的因素。Ajzen(1985)的計劃行為理論，探討人類採取某項行為的影響因素，認為

行為意圖會影響實際行為的發生。Ajzen 認為要預測或解釋個人是否執行某一行

為及行為發生的原因，就必須瞭解他對該行為的意向。而意圖又受對行為的態度、

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所影響。 

 

 
圖 2、計劃行為理論架構(Ajzen，1987) 

尋找及確定 

專題研究主題 
文獻資料蒐集 擬定問卷設計 

問卷發放 調查實證分析 結論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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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準備度 

Parasuraman（2000）將科技準備度(Technology Readiness Index，TRI)定義為

一個人適應與使用新科技來完成某項目標時，人格特質上一種採用與接受的行動

傾向與心理預備狀態，反映出個體對科技的信念而非能力指標。透過科技準備度

可以對科技採用層級與採用速度做出預測行為。科技準備度理論提出「樂觀主義」、

「創新性」、「不適應」與「安全疑慮」四面向。 

 
圖 3、科技準備度架構圖(Parasuraman & Colby，2003) 

 

(三)智慧型手機之應用及科技進展 

行動網路的成熟、手機功能的轉變帶動了行動應用服務的發展，將促成更多

消費者行為的轉變，也將連帶影響消費者的生活模式，以往只被拿來作為撥打電

話的行動電話，如今已衍生出上網、拍照、聽音樂、查地圖、定位資訊服務等多

重功能。當消費者對智慧型手機的黏著度越高，顯示的是其所產生的潛在行動應

用服務的市場商機就越大，無論是硬體品牌業者亦或者是行動應用服務開發商，

皆需面對新一波使用行為的改變與挑戰，並帶動新型態的行動服務產業鏈的形成

(資策會，2012)。 

 

(四)銀髮族對電子產品的接受程度 

1.銀髮族定義 

銀髮族過去對於銀髮族的定義是依據世界衛生組織所發佈泛指年齡 65 歲以

上之年長者(內政部社會司，2014)。而在現今社會又重新為銀髮族定義，除了退

休得早、健康長壽，再加上兒女普遍都已成年，大多可卸下養兒育女重擔，因而

有一群有財富、有時間的五十歲又稱為「新銀髮族」(王沛娣，2009)。現行公務

人員退休年齡以 65 歲為基準，在修法後之銀髮族福利法中，定義 65 歲以上者

為銀髮族。而在一般的福利先進國家，像是英、美、日、瑞典及聯合國等，皆以

65 歲作為基準(楊玉婷，2004)。 

2.銀髮族對電子產品的接受程度 

電子科技產品越來越普及，不僅照顧各種人生階段的需求，更成為銀髮族輔

助工具的重要設計。有鑑於日本等許多已開發國家老化程度升高，為排解這個階

段的生理需求(防止老化、憂鬱)與生理需求(快樂、排遣無聊、陪伴)，許多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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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搶攻這塊銀髮族市場，並針對其需求開發各類高科技產品，使其好操作、易

上手，提高銀髮族對其電子商品之接受度。 

目前市售的老人手機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一線手機製造商研發的入門型手

機，這類手機或許不是專門為銀髮族所設計，但是由於具有螢幕字體大、來電鈴

聲大等特性，所以廣受銀髮族青睞。另一類是非主流品牌從國外引進的老人手

機。這類老人機具超大按鍵、螢幕字體大又清晰，不怕老花眼；具有電話與簡訊

速撥鍵，只要一鍵就能馬上撥電話給子女；晚上回家太暗，鑰匙孔插不準，還可

打開手電筒照明功能；具有 SOS 求救按鈕，只要連續緊按 2 秒鐘以上，就能馬

上自動發簡訊給 4 位預設聯絡人。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圖 

 

 

 

 

 

 

 

 

 

 

 

 

 

 

圖 4、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採用文獻探討法及問卷調查法。藉由網路、書籍等文獻整理法歸納

出兩部份：一部分是不同的人格特質的銀髮族選擇智慧型手機的影響，例如：科

技準備度、行為態度、主觀規範…等。另一部分是科技進展的銀髮族對於電子產

品接受程度的因素。 

問卷調查法方面，則依據文獻整理出的相關資料，了解銀髮族選擇使用智慧

型手機的因素、以及會如何選擇，了解性格、態度的諸多因素是否會影響銀髮族

們的選擇。 

 

(三)問卷設計 

  本研究是以『銀髮族對智慧型手機的使用因素』調查問卷取得資料。此問卷

行為意向 行為 

行為態度 

 觀察 

 動機 

 簡潔 

 樂趣 

主觀規範 

 親子 

 互動 

 習慣 

 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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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所得區位因子，加以歸納設計而成。問卷內容是由三

大部分所組成：第一部分為曾經使用過智慧型手機中的行動遊戲軟體使用者們一

些資本資料調查，例如：性別、。第二部分則是智慧型手機的使用型態是否會影

響銀髮族的選擇，例如：類型、動機、時間...等。第三部分則是對使用智慧型手

機經驗與感受。 

 

(四)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預計對外隨機發放 100 份問卷，將問卷資料回收後，進而以 Microsoft 

Office 辦公室軟體—電子試算表 Excel 工具進行彙整與統計分析，利用統計圖表

分析各個研究因素之間的影響。 

 

三、問卷結果與統計分析 

 

1.樣本年齡分析 

本研究發現，銀髮族受訪者年齡以

50-54 歲佔 44%最多、其次為 55-59 歲

佔 24%。 

 

圖 5、樣本年齡分析比例圖 

2.樣本性別分析 

本研究發現，銀髮族受訪者性別，

男生的 71%遠遠大於女生的 29%。 

 

 

圖 6、樣本性別分析圖 

 

3.樣本教育程度分析 

本研究發現，銀髮族受訪者教育程

度以高中職為最多，佔 43%，其次為

大專院校，佔 30%。 

 

圖 7、樣本教育程度分析圖 

4.樣本職業分析 

本研究發現，銀髮族受訪者職業總

類以商業及農漁牧為 18%最多，其次

為工，佔 13%。 

 

圖 8、樣本職業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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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想要使用智慧型手機之因素 

本研究發現，銀髮族受訪者想要使

用智慧型手機最主要因素為通話，佔

46%，其次為娛樂，再來是工作所需。 

 
圖 9、想要使用智慧型手機之因素圖 

6.選擇手機的考量 

本研究發現，銀髮族受訪者購買手

機時的考量以品牌為主，佔 41%，其

次是大小和重量，佔 30%。 

 

圖 10、選擇手機的考量比例圖 

 

7.智慧型手機來源 

本研究發現，銀髮族受訪者的智慧

型手機來源為自購居高、其次是子女或

親朋友好有贈送的。 

 

 

圖 11、智慧型手機來源比例圖 

8.智慧型手機價格的比較 

本研究發現，銀髮族受訪者在購買手機

時搭配門號偏低，反而以現金購買比例

偏高。由此可推論，可能是與其經濟能

力有關係。 

 

圖 12、智慧型手機價格比例圖 

 

9.知道老人手機的認知度 

本研究發現，大部分的銀髮族受訪

者都知道老人手機，但還是有少部分

22%的人不清楚。 

 

圖 13、老人手機的認知度比例圖 

10.已使用智慧型手機年時間比例圖 

本研究發現，大部分的銀髮族受訪

者(62%)的人，持有智慧型手機長達

1~3(含)年。 

 

圖 14、已使用智慧型手機時間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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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智慧型手機玩遊戲、看影片 

本研究發現，有 65%銀髮族受訪

者會使用智慧型手機來玩遊戲或觀看

影片。 

 

 

圖 15、使用手機玩遊戲看影片比例圖 

8. 使用智慧型手機傳送 Line 及簡訊 

本研究發現，有 79%銀髮族受訪

者會使用智慧型手機傳送 Line 訊息及

簡訊。由此可推論，這是否代表科技開

始疏遠我們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了呢?  

 

圖 16、使用智手機傳送簡訊比例圖 

 

9. 使用智慧型手機上網 

本研究發現，有 70%銀髮族受訪

者會不再像以往一樣只能早上每天買

報紙才能知道最新狀況，而是滑手機來

知道最新的狀況，都比傳統新聞、報紙

來的方便許多。 

 

圖 17、使用智慧型手機上網比例圖 

10. 可以使我更快速的聯絡事情 

本研究發現，有 70%銀髮族受訪

者認為使用智慧型手機可以使其更快

速聯絡事情，時代的變遷增加了許多聯

絡的方法，不管距離多遠都快速的傳

遞，使我們更加節省時間和金錢。 

 
圖 18、可使其更快速聯絡事情比例圖 

 

11. 智慧型手機對工作有幫助 

本研究發現，有 67%銀髮族受訪

者認為智慧型手機在工作上是有幫助。 

圖 19、智慧型手機對工作幫助比例圖 

12. 智慧型手機的功能，是容易操作的 

本研究發現，有 69%銀髮族受訪

者認為至型手機的功能是容易操作的。 

 

圖 20、手機的功能是容易操作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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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使用智慧型手機可以拉近我的親

子關係 

本研究發現，有 58%銀髮族受訪

者認為使用智慧型手機可以拉近親子

關係。 

圖 21、可以拉近親子關係比例圖 

14. 使用智慧型手機可以增加我與朋

友的話題 

本研究發現，有 64%銀髮族受訪者認

為使用智慧型手機可以增加與朋友之

間的話題。 

 

圖 22、可以增加與朋友話題比例圖 

 

15. 智慧型手機操作便利性的滿意度 

本研究發現，有 63%銀髮族受訪

者對於智慧型手機的操作便利性事感

到滿意的。 

 
圖 23、操作便利性感到滿意比例圖 

16. 智慧型手機的外型的滿意度 

本研究發現，有 69%銀髮族受訪

者覺得外型越大使用起來更加便利。 

 

 

圖 24、外型感到滿意比例圖 

 

17. 智慧型手機的螢幕顯示大小 

本研究發現，有 59%銀髮族受訪

者覺得手機螢幕大圖案更能清楚知道

各項功能。 

 

圖 25、螢幕顯示大小比例圖 

18. 使用智慧型手機不必看完說明書 

本研究發現，有 57%銀髮族受訪

者認為不需要用說明書操作智慧型手

機。 

 

圖 26、不必看完說明書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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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使用智慧型手機的經驗是愉快的 

本研究發現，有 61%銀髮族受訪

者認為使用智慧手機的經驗是愉快的。 

 

 

圖 27、使用經驗是愉快的比例圖 

20. 與傳統電話比較，較喜智慧型手機 

本研究發現，有 69%銀髮族受訪

者發現較傳統電話比較，他們比較喜歡

智慧型手機。 

 
圖 28、與傳統電話比較比例圖 

 

21. 有試用會更願意使用智慧型手機 

本研究發現，有 57%銀髮族受訪

者認為若有智慧型手機試用，會更增加

其使用意願。 

 

圖 29、有試用會更願意使用比例圖 

22. 推薦親朋好友使用智慧型手機 

本研究發現，有 61%銀髮族受訪

者都願意和親朋好友分享並推薦智慧

型手機。 

 

圖 30、推薦親朋好友使用比例圖 

 

 

參●結論 

一、研究結論 

當消費者對智慧型手機的黏著度越高，顯示的是其所產生的潛在行動應用服

務的市場商機就越大，無論是硬體品牌業者亦或者是行動應用服務開發商，皆需

面對新一波使用行為的改變與挑戰，且上網族群中，五十歲到六十四歲民眾持有

平板電腦的比率，已高過廿歲到廿九歲青年，人手一台行動載具，越來越普遍。 

本研究發現，銀髮族受訪者手機使用動機依序為其中以通話為最主要的使用

動機，佔 46%，其次為娛樂，佔 29%、工作所需佔 17%。然而，銀髮族受訪者

絕大部分對使用智慧型手機持正向態度，並願意持續使用，有認同手機產品功

能，操作手機模式能力都可，但是自行排除操作錯誤的能力不足。 

 

二、建議 

1. 建議未來老人智慧型手機可將字體調成特大，不僅能讓老花眼能快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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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連近視的人也能看清楚所有文字。 

2. 建議未來老人智慧型手機將手機分為兩個模式，第一大桌面，重要的功

皆能顯示於在桌面上能讓老年人快速的操作手機，第二子女端，適合年

輕人使用包含聊天遠程協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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