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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國22歲以上的民眾為調查對象，藉此了解: 

一.憂鬱情緒分佈現況 

二.壓力源與從事喜歡的活動 

三.對老年生活的想法及現況 

 

 

 

調查目的 



時間：2016年7月~8月 
 

方式：於全國抽取國高中職、樂齡學習中心、社 

             區大學、老人服務中心及相關心理健康團 

             體，共145個單位。 
 

樣本：回收共3,617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為 

             3,359份。 

 

調查時間、方式及樣本 



 「女性」佔70.7%，男性佔29.3%。 

 60歲以上受訪者佔30.3%。 

 「已婚」最多佔66.5%，其次為「未婚」。 

 居住地以「臺北市」最多，佔14.5%，其次為

「彰化縣」 、「新北市」。 

 33.9%受訪者「和伴侶、子女同住」，其次為

「僅和伴侶同住」；11.6%則為「獨居」。 

 

受訪者基本資料 



台灣民眾憂鬱程度 

    情緒狀態穩定 
           (0~8分) 

          61.4% 
   情緒起伏不定 
       (9~14分) 

        18.6% 

   壓力負荷到臨界點 
          (15~18分) 

             9.8% 

   有明顯憂鬱情緒 
   需求助專業協助 
        (19分以上) 

          10.2% 

施測工具：台灣人憂鬱症量表  



60歲以上受訪者憂鬱程度 

進一步分析，71~80歲之受訪者，有12.4%「有明顯憂鬱情緒需求 

助專業協助」。 

 

變項 選項 

憂鬱程度 

情緒穩定 
情緒起伏 

不定 
壓力負荷
到臨界點 

有明顯憂鬱 
情緒需求助 
專業協助 

年齡* 

61~70歲 69.8% 15.8% 8.0% 6.4% 

71~80歲 59.2% 18.5% 9.9% 12.4% 

81歲以上 56.5% 18.8%  14.5% 10.2% 

P<0.05，代表其年齡與憂鬱程度達顯著關係。 



 

 

 

 

朋友互動頻率與憂鬱程度之比較 

P<0.05 

「不來往自己一個人」者「有明顯憂鬱情緒需求助專業協助」的比 

例最高，達36.4%。 

 



 

 

 

 

年齡與壓力源之比較 

P<0.05 

年齡越小者，對於「工作」、「經濟」及「未來生活安排」 感到最有壓力； 

年齡越大者，對於「身體健康」感到最有壓力。 



60歲以上壓力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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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全體或60歲以上受訪者皆認為「70歲」

代表邁入老年生活，其次為「65歲」。 

 

受訪者對老年生活之看法一、無憂老年生活應備的要素 

如要有無憂活躍的老年生活，認為要做好哪些準備 

排名 全體受訪者 60歲以上受訪者 

1 退休規劃13.5% 退休規劃13.7% 

2 儲蓄理財13.3% 儲蓄理財13.0% 

3 與朋友互動11.9% 運動習慣11.9% 

4 運動習慣11.5% 與朋友互動11.7% 

5 健康規劃10.3% 健康規劃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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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全體受訪者 60歲以上 

儲蓄理財 15.2 11.8 

投保保險 14.4 9.7 

退休規劃 8.7 11.7 

居住安排 5.7 6.6 

志願服務 4.3 6.7 

進修學習 7.8 10.2 

健康規劃 7.1 7.5 

與朋友互動 12.8 12.9 

家庭的支持 6.9 6.4 

運動習慣 13.0 14.0 

其他 0.3 0.5 

還沒有/都沒有缺乏 3.0 1.0 

不知道 0.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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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對老年生活之看法二、已開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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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全體受訪者 60歲以上 

儲蓄理財 14.9 14.2 

投保保險 7.8 10.4 

退休規劃 14.6 9.9 

居住安排 6.3 5.6 

志願服務 6.5 5.4 

進修學習 7.4 6.8 

健康規劃 11.8 11.4 

與朋友互動 6.0 6.8 

家庭的支持 3.2 5.0 

運動習慣 12.1 9.3 

其他 0.6 0.8 

還沒有/都沒有缺乏 5.5 10.4 

不知道 3.3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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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對老年生活之看法三、仍缺乏 



受訪者喜歡從事的活動項目  
全體受訪者 60歲以上受訪者 

第一名 看電視(73.2%) 看電視(73.6%) 

第二名 上網(67.8%) 做運動(65.8%) 

第三名 和親友聊天(62.2%) 散步(60.3%) 

第四名 做運動(53.7%) 和親友聊天(54.3%) 

第五名 散步(50.5%) 上網(38.9%) 

第六名 閱讀(40.1%) 參與社團活動(36.9%) 

進一步分析，60歲以上受訪者，從來沒有從事「外出旅遊」、 

「散步」者，其「有明顯憂鬱情緒需求助專業」 比例較高。 



結論與建議 
老年憂鬱防治，第一步是情緒檢視 

      帶高齡者做 

        1.華文心理健康網線上篩檢 

        2.DS憂鬱情緒檢測APP 

保持人際互動與社交 

活躍老年：1. 做運動 

                         2. 培養嗜好 

                         3. 和親友相聚 

                         4. 從事志工服務(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