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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文摘要 

高齡社會即將於 2018 年到來，高齡長者餐食照顧議題備受各界關注。長者

飲食行為在受到生活環境及價值觀渲染交雜影響下，形成個人特有飲食輪廓；

隨著年齡增長，歷經數十載塑造的飲食習慣將可能隨著老化有所改變，進而衍

生差異化飲食需求。隨著整體飲食結構變化，如何從年輕族群為主的市場串聯

至長者比例漸增的消費市場，或是跟隨原有年輕族群逐年步入老年期現象之飲

食需求，將是食品產業鏈共同面對的挑戰與商機。 

目前台灣銀髮餐食產業正值奠基階段，亟需產官學研各界持續投入，長者

飲食需求探索將是帶動銀髮友善食品產業鏈發展之關鍵助力。為建構居家長者

飲食市場區隔基礎、釐清台灣居家長者飲食輪廓，本研究針對台灣 50-80 歲居家

中高齡者進行台灣長者餐食食用習慣與行為調查(有效問卷為 800 份)，探討其用

餐行為、備餐行為、餐食服務使用意願、飲食特性與產品概念測試。 

研究結果指出，台灣多數居家長者飲食生活型態多為獨自在家打理三餐，

以生鮮農畜水產食材作為餐食主要應用食材，且對飲食營養不均衡及食物質地

柔軟度較為困擾，備餐需求重視菜色變化少、份量不易控管、製備調理體力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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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等問題；餐食採購上則受到產品辨識及製備操作易用性所困。顯示營養均

衡、份量掌握容易、製備操作便利、食物質地柔軟、放大包裝標示字體等面向

為台灣居家長者飲食需求缺口，而可供在家便利快速煮食、經前處理、免清洗

分切、單/小份量，且具安全安心、健康、美味特性的立即可食、復熱可食產

品，將是因應台灣居家長者飲食需求的新產品發展重點方向，如能對此進行新

產品研發與調整，將能提升居家長者消費族群對於市售調理食品/便利性餐食產

品之消費動機，創建對長者更友善、貼近需求的飲食消費環境，帶動銀髮友善

食品產業鏈成長。 

本研究進一步依飲食特性資料進行因素分析與集群分析，將居家長者餐食

需求市場區隔為養生社交族、便利外食族、飲食困擾族、美味至上族與賞味外

食族五群，建議相關業者宜根據不同類型長者飲食需求提供差異化產品與服務

設計，讓產品更貼近長者飲食需求，成為日常生活重要元素，搶占市場商機。 

展望未來，本研究建議針對注意體態容貌、健康及養生且經常運動的養生

社交族，推動社區共餐服務來同時滿足飲食與社交需求，或是推出通路商品直

購配送服務減少採購時間，讓日常生活安排不因備餐壓力而受限。對於願意花

錢購買便利、質地一致外食的便利外食族，本研究則建議相關業者可推出健康

營養均衡且製備操作便利的即食菜餚/餐食來因應飲食需求。然而，不擅管理餐

食營養熱量的飲食困擾族，本研究建議食品業者可針對飲食困擾族長者推出製

備便利的半成品食材(如截切蔬果、截切禽畜肉品)或質地柔軟且貼近長者牙口機

能需求的友善食品/餐食。第四，針對享食主義為飲食原則的美味至上族，本研

究建議可推出單餐份量小包裝食品，減緩長者不忌口導致吃過量，衍生肥胖、

三高等慢性疾病之可能性；另外，食品業者亦可透過產品包裝設計為不同性別/

年齡級距/飲食需求長者提出選配組合產品，搭配販促通路設置餐食指引看板來

解決長者健康餐食需求。最後，人數占比最多的賞味外食族對於復熱即食

(Ready to Heat, RTH)與立即可食(Ready to Eat, RTE)產品的需求程度與嘗試意願

較其他四群高，為便利性餐食產品/服務產業潛在目標市場，極具未來發展潛

力，建議未來可進一步洞察賞味外食族的便利性餐食需求，探索現有市面上調

理餐食產品不足之處與改善方向，同步釐清長者飲食需求與不足之處，帶動台

灣銀髮餐食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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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引言 

因應台灣人口結構逐年老化、高齡社會即將於 2018 年到來，扶養比逐年提

高，照護人力不足，而需要照顧的長者人數越來越多，沉重的經濟壓力帶動逐

年降低的生育率與攀升的扶老比。人口結構高齡化使長者餐食需求缺口持續擴

大，據衛生福利部民國 106 年的老人狀況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台灣老年總人口

(55 歲以上)達 6,448,375 人，其居住於養護機構(長期照顧機構、安養機構、榮民

之家、護理之家、老人住宅等)長者為 80,032 人，可見台灣以居家長者數目為

多，有別於居住機構的長者餐食是藉專業營養師協助達妥善照護，看似稀鬆平

常的三餐飲食行為對居家長者與孝親者無形間成為一項挑戰。台灣各界亟需思

考如何從產業界切入，維持社會保有良好運作機能，且在不依賴與增加人力成

本的情況下維持國民生活品質，這將是各界切入動機，亦為攻占長者飲食市場

的利基點。 

隨著年齡增長，長者可能受生理機能變化影響下，產生吞嚥、消化、吸收

困難等攝食問題，衍生出營養不良現象，可能進一步調整個人飲食習慣與消費

行為來因應攝食需求，同時間長者可能習慣自行料理三餐餐食，以確保食品質

地、口味、營養結構符合自己的期待，但每日瑣碎頻繁又耗時的三餐飲食庶務

可能無形間成為長者/孝親者的生活壓力，可見長者飲食需求與一般消費者有

別，若能探索與分析台灣居家長者飲食行為與習慣，有助於產業界定錨產業鏈

角色投入，開發、調整出更加貼近消費需求的友善餐食產品/服務，以維持國家

社會運作、提升國人生活品質、延緩照顧人力缺口問題。基於此，本研究藉量

化問卷調查來了解台灣居家長者飲食輪廓，從中找出長者飲食需求痛點，並進

一步透過集群分析區隔長者飲食需求市場，釐清了解各群體的差異化需求，以

利未來相關產品與服務模式之開發/改善方向，共創台灣銀髮長者飲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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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研究定義與範圍 

隨著高齡人口增加、經濟環境改變、資訊流通便捷迅速等現象，促進消費

者健康意識抬頭，進一步引發社會大眾對長者日常生活飲食行為的關注與重

視。飲食行為就是人類為維持三餐持續性進食動作所匯集的個人化生活模式，

同時受喜好、習慣、社會風潮等因素影響。隨著年齡增長，長者可能開始調整

飲食行為來因應個人生理機能退化，延伸不同以往的飲食消費需求，進而帶動

新市場/新服務/新產品的出現。因此，本研究透過量化調查探索台灣長者飲食生

活型態與消費行為，藉由長者飲食需求探索來協助市場定位，為有意進入銀髮

餐食產業鏈之食品業者提出發展方向與建議。 

 

二、研究方法 

(一) 調查設計 

據 2017年內政部統計處資料顯示，台北市老年人口數達 439,176人，老化指

數為 113.07，位居六都之冠，身為台灣首都城市資源豐富、致力於推展各項相關

服務與活動，為本國推動長者友善建設的先驅城市代表之一。基於此，本研究

以居住於大台北地區 50至 80歲男女性消費者，且可自由安排三餐餐食內容者進

行台灣長者餐食食用習慣與行為調查(H&P)，深入探討其用餐行為、備餐行為、

餐食服務使用意願、飲食特性及示範產品概念測試。為建構居家長者飲食市場

區隔基礎，本研究依據飲食特性資料，依序運用因素分析與集群分析法，歸納

居家長者區隔市場特徵，提出食品業者打入各族群區隔市場之建議執行方向與

策略針。 

本研究採家戶人員面對面訪問，每人每次訪問時間約 64 分鐘，以里為最小

隨機抽樣單位，從抽出的樣本里中隨機接觸、過濾合格受訪者，確保受訪樣本

能夠平均分配在各地區。里隨機抽樣雖非嚴格的隨機抽樣，但仍具相當程度分

散樣本來源，且規避地域之同質性，而本研究亦加上關鍵變數(地區、性別、年

齡)做配額控制，相當程度確保樣本抽樣具母體代表性。所有受訪者皆須吻合下

列特質：(1)居住於大台北地區(含獨居、與朋友或親戚居住，惟排除居住於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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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者)、(2)可決定自己的三餐餐食內容、(3)過去半年內沒有接受過市場研究的

訪問、(4)目前同住家人不在相關行業工作(如：市場研究、行銷、公關、廣告、

媒體、食品/飲料製造商或零售商等)、(5)依訪問地區人口比例設定性別、年齡之

配額。 

本次調查有效樣本為 800份。在 95%信賴度估計，其抽樣誤差在±3.5個百分

點之內，為求樣本結構與母體結構相符，本研究依母體結構對樣本結構加權調

整，以分層方式就受試者性別、年齡進行分層加權；加權方式採逐步加權法，

依地區別項下的性別及年齡變數計算母體比例，以調整樣本結構，並反覆上述

步驟直到樣本資料與母體分配均無顯著差異。每一筆資料皆須乘以調整權數，

使樣本權數與母體分配一致，權數(W)計算式為： 

W = 𝑁𝑖 ÷ 𝑛𝑖 × 𝑛 ÷ 𝑁。 

註：N 為母體總人數；n 為樣本加權總人數；N_i 為第 i 交叉組的母體總人數；

n_i為第 i交叉組的樣本加權總人數 

(二) 樣本特徵 

本研究於大台北地區針對 50-80 歲民眾，調查該族群的餐食食用習慣與行為

調查，調查項目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退休狀況、婚姻狀況、同住家

人、收支狀況、個人每月可支配所得、健康困擾。表 1為整體受訪者的有效樣本

特徵。 

表 1  有效樣本特徵 

類別 項目 比例(N=800) 

性別 
男性 45.9 

女性 54.1 

年齡 

50-54歲 23.0 

55-59歲 22.9 

60-64歲 21.3 

65-69歲 16.2 

70-74歲 8.8 

75-80歲 7.8 

註：有效樣本 N=8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食品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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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有效樣本特徵(續) 

類別 項目 比例(N=800) 

退休狀況 

還沒退休 47.8 

已退休，目前沒有再就業 45.0 

退休過，但目前有工作第二春 4.0 

退休，目前擔任義工/志工 2.9 

其他 0.3 

教育程度 

國小或以下 10.0 

國中/初中 20.3 

高中/高職 47.0 

專科 15.2 

大學 7.3 

研究所或以上 0.2 

婚姻狀況 

已婚(含同居) 88.4 

離婚(含分居) 3.0 

喪偶 7.5 

未婚 1.1 

同住家人 

(本題為複選題) 

獨居 3.0 

夫或妻 86.2 

父或母 12.0 

子女 80.1 

孫子女 15.7 

親戚或好友 0.4 

其他 1.0 

收支狀況 

相當充裕且有餘 13.0 

大致夠用 65.1 

勉強夠用 21.0 

不夠用，支出大於收入 0.6 

靠政府每月補助金(低收入戶) 0.4 

註：有效樣本 N=8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食品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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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有效樣本特徵(續) 

類別 項目 比例(N=800) 

個人每月 

可支配所得 

未滿 5000元 2.3 

5,000-9,999 16.3 

10,000-19,999 35.1 

20,000-29,999 25.5 

30,000-39,999 12.9 

40,000-49,999 2.1 

50,000以上 5.8 

健康困擾 

糖尿病 9.8 

高血壓 26.6 

心臟病 6.3 

失眠 14.5 

曾經中風 0.3 

痛風 4.6 

貧血 3.0 

牙齒/咬合問題 15.4 

視力 44.4 

聽力 6.8 

過敏 7.0 

排便不順暢 13.7 

骨質疏鬆/關節 29.5 

其他 0.5 

沒有上述問題 19.8 

註：有效樣本 N=8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食品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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