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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990年代後我國的資通訊科技產業(ICT Industry)對經濟及社會的影響

力快速攀升，行政院於94與95年召開產業科技策略會議(SRB)，決定在具

有國際競爭力的ICT產業基礎上，推動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發展，以擴大

產業產值，至今日仍接續推動「數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及「臺灣

人工智慧行動計畫」等相關新政策。本所於93年建立我國智慧建築標章認

證制度，截至109年10月底止，已有586件建築物取得智慧建築標章或候選

智慧建築證書；自98年起建置的北、中、南部3處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

心，則已超過42萬人次參訪，政策推動上已有具體成果。 

基於住宅是全國建築物所占數量比重最大的用途類型，而建築師及室

內裝修從業人員對於建築物的設計、設備功能及規格的制定具有相當的影

響力，因此，本所策劃編寫智慧住宅設計指引，並參酌產業意見根據建築

師及技師專業分工需要編寫分眾指引，邀請開業建築師加入執行團隊，以

建築師及室內裝修從業人員較為熟悉的方式編寫內容。另與建築師公會等

團體合作，舉辦北、中、南、東部共 4 場推廣活動，徵求外界就指引草案

提供意見，盼能集思廣益，使設計指引的內容更臻完美。 

當前我國面臨高齡化社會來臨的重大挑戰，行政院推動「在地老化」，

鼓勵國民在自己的住宅終老，建築產業因而有了住宅新建及改造的新商機。

因此，本指引優先考慮在智慧住宅中導入高齡照護服務的應用情境，盼能

藉由本設計指引，發揮拋磚引玉、帶動 ICT 及建築產業供應鏈合作，創造

產業雙贏。此外，本指引編寫過程中，透過政府相關統計資料分析，發現

我國家庭照顧者以女性為主、高齡者女性人口數亦顯著較多，相信本所推

動智慧高齡住宅發展，將有助於女性掌握數位經濟時代的發展契機。 

最後，特別感謝負責策劃智慧住宅高齡照護設計指引及執行相關工作

的夥伴，包括國立臺灣大學智慧生活科技整合與創新研究中心的執行團隊、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協助辦理推廣活動的業界先進及本所負責策劃及

執行的相關同仁，由於大家的努力才能順利完成本書的出版工作。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所長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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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為推動我國資通訊科技的建築應用，本所自 93 年起推動智慧建築標

章認證制度，標章的主要功能係提供大眾識別房屋是否善用資通信科技，

使建築物於使用階段以更具智慧之營運方式，達成安全、健康、節能及便

利等目的，以實現人性化空間的理想。另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預估，我

國將於 2026 年進入超高齡社會，本所除推動無障礙環境及通用設計等友

善高齡者之空間設計技術，以落實行政院「在地老化」政策，支持高齡者

（或可稱「被照顧者」）在原本熟悉的自家住宅裡自主自在地度過晚年生

活外，並以更前瞻的角度，研究發展可支持高齡照護服務應用需求的智慧

住宅設計技術，期能透過主動感知、機械學習等人工智慧科技之應用，使

住家環境及設備以更具智慧之方式與高齡者及照顧者進行互動，更積極地

藉助創新科技分擔照護者的辛勞或以更具智慧的方式回應高齡者的使用需

求。 

本指引聚焦討論智慧住宅中的高齡者及其照顧者的需求分析及智慧科

技的應用技術與示範設計。所稱高齡者是指已達 65 歲法定退休年齡以上，

且有輕度失能狀況、生理機能開始弱化、心理狀況產生轉變，逐漸出現日

常生活行動不便等情形者。這類的高齡者尚能在自家生活，不需搬入專門

性的照護機構，照顧者通常僅於需要時，被動地提供協助即可。另常見的

照顧者包括：高齡者的子女、配偶等無償的家庭照顧者，或是有償的居家

陪伴員、照顧服務員、本國籍或外國籍的家庭看護工等。此外，在高齡配

偶互相照顧的情況下，高齡者也兼具照顧者的角色。另如何照顧失智高齡

者為重要議題，然而因為失智的病理症狀更加複雜，失智高齡者的日常生

活協助需求與一般失能高齡者有所差別，暫時不在本指引探討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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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設計指引第一章「智慧住宅高齡照護背景」闡釋智慧住宅的定義，

剖析其中技術及資料面的架構，並從我國高齡化的脈絡解釋現階段發展智

慧住宅高齡照護應用的優先性。第二章「智慧住宅高齡照護的設計需求」

則深入地分析探討高齡照護中 2 位重要角色：「高齡者」(即被照顧者)及

「照顧者」的老年生活或照顧需求議題，並剖析智慧科技在智慧住宅高齡

照護中，能扮演的角色以及所能創造的價值。 

在第三章「智慧住宅高齡照護的科技導入」中，藉由列舉現階段已成

熟的數種產品，介紹智慧高齡照護科技應用。內容包括：科技定義、支援

需求、科技系統的組成設備等，以及住宅空間設計配合事項，供建築師及

室內裝修從業人員作為建築物改造或室內裝修設計的參考。第四章「推動

智慧住宅高齡照護服務促進女性權益」則是透過相關政府統計資料分析，

發現我國家庭照顧者以女性為主、高齡者女性人口數亦顯著較多，預估推

動本設計指引對促進女性權益將有正面助益。最後，第五章「智慧科技在

智慧住宅高齡照護的未來走向」將彙整目前與智慧高齡照護住宅相關的趨

勢發展，有助於從業人員想像未來的居住願景。 

本設計指引聚焦討論智慧住宅中的高齡者及其照顧者的需求分析及智

慧科技的應用技術與示範設計，建築師及室內裝修從業人員可進一步參考

內政部營建署之《老人住宅基本設施及設備規劃設計規範》、《建築技術

規則》之「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0 章無障礙建築物」、「建築物無障礙設

施設計規範」、《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

定原則》之 H 類住宿類內容、《住宅性能評估實施辦法》之無障礙環境內

容及《無障礙住宅設計基準及獎勵辦法》等考量高齡者住宅的一般性設計

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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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智慧住宅高齡照護背景 
 

從智慧住宅說起 

 

本所於 93 年起推動智慧建築標章認證制度，推動建築物以更具智慧

之營運方式，實現人性化空間的理想。以住宅來看，根據 Aldrich（2003）

的定義，智慧住宅是具有感知能力、運算分析能力以及資訊科技技術的住

宅，住宅本身可以透過這些技術預測或是回應住宅中使用者的需求，藉此

提升使用者居住的安全性、舒適性，甚至是娛樂性。智慧住宅可區分為五

個等級，由低到高排列為：（1）家中有智慧的物件，即能夠感測、傳輸

的家電，但只限於單一個體的運作；（2）家中的物件間有溝通系統，即

家中物件能將感測資料傳遞給其他物件，或致動其他物件；（3）藉由網

路傳遞，使用者能夠於住宅內外遠端控制家中物件，或於住宅內取得外界

服務與資訊，使家超越原來的功能；（4）可學習的住宅，即住宅能透過

使用記錄、用戶偏好做住宅環境的調整；（5）照顧的住家（Attentive 

Homes），即可以進行物件與人的定位等即時資訊，並利用這些資訊去預

測使用者的行為。 

目前的智慧住宅發展大致落在第二至第三個等級，未來將朝向智慧科

技硬、軟體與服務整合發展，科技水準則提昇至具有學習與預測能力。就

如同初階的物聯網。物聯網概念於  2005 年由聯合國的國際電信聯盟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提出，基於世界各地佈設

越來越多的感測網，以收集及傳輸資料，物聯網能夠透過資料來呈現我們

生活的物理世界，並且透過分析運算改善我們的生活。而後 2007 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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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手機時代來臨，以手機平台（Android/iOS）作為中樞以串連家電的智慧

生活，開始被視為未來智慧住宅的主要可能發展模式之一，人們可以透過

智慧型手機，遠端控制或監測家中設備，建立一個以家為中心，提供安全

安心、節能永續、健康照護及舒適便利的多元智慧居家服務。然而在當時，

所謂「智慧」並無明確的定義，嚴格來說只能稱作連網或自動化，再加上

運作模式複雜，雖有開放的平台，但各家廠商都想要自己開發應用服務，

無人在市場上具有獨佔的地位，導致使用者需下載許多不同的應用服務，

才有可能獲得較完整的體驗，並無智慧便利可言，導致遲遲未獲得消費者

的迴響。 

直到 2014 年底，Amazon 等廠商開發的智慧音箱 Echo 奠定市場對智

慧住宅中樞的想像。各個家電及線上串流服務以 Echo 為連結的中樞，使

用者只要透過單一入口就能解決生活大小事，例如：控制家電、聯絡親友、

叫車等。Amazon 開放開發工具，讓開發者、硬體廠商、網路業者等第三

方合作夥伴，可以與 Echo 背後的虛擬助理 Alexa 連結。簡單的操作方式、

開放式的生態圈，翻轉了智慧住宅一直以來行業內熱、消費者冷的發展瓶

頸（美國消費者情報研究組織，2017）。同時間，許多科技大廠也相繼發

展自家的智慧家庭中樞系統，例如：Google 推出 Google Home、Facebook 

創辦人成功挑戰開發智慧家庭管家 Jarvis，Apple 也推出 HomePod，都再

再顯示智慧住宅將不再是廠商的口號，而是繼智慧型手機之後，另一個將

對人們生活帶來重大改變的未來趨勢。 

 

何謂智慧住宅高齡照護？ 

 

智慧住宅如同智慧手機、智慧汽車或智慧電網等，都是智慧科技應用

的一種載具，也是使用者與新科技互動的介面，然而智慧住宅應用層面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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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廣泛，因應高齡化對我國社會的衝擊，本指引優先考量因應「高齡照護」

應用需求情境的智慧住宅設計指引。指引適用範圍包括 65 歲以上高齡者

(即被照顧者)單獨居住的住宅，或是有各式各樣家庭照顧者(例如：親人、

本國籍或外國籍的家庭看護工或居家照護員等)在日常生活中從旁協助高

齡者的住宅。 

針對家中有 65 歲以上高齡者的家庭，因高齡者本身生理機能開始弱

化、心理狀況產生轉變，而造成日常生活中不便，但還不需要進入專門照

護機構。這樣的家庭是實務上在居家改造時最常遇見的高齡者及其照顧者，

也是智慧住宅高齡照護服務應積極開發的潛在用戶。 

綜整各方文獻資料（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6；徐業良，2014；野村

總合研究所，2008），本指引編輯團隊歸納 6 大項智慧住宅於高齡照護的

理想元素：（1）健康管理，讓高齡者能熟知自我健康狀況；（2）輔助照

顧者，以減輕照顧者執行照護工作的負擔；（3）支援緊急求救，使得高

齡者發生意外時得以向外求援；（4）健康舒適的室內環境，借助智慧的

光、空氣等物理環境控制技術，提供適合高齡者的居住環境；（5）生活

便利，輔助高齡者完成生活任務；（6）休閒娛樂，給予高齡者及照顧者

放鬆及交流的管道。透過這 6 項智慧住宅高齡照護設計理想元素的調整控

制，滿足高齡者的居住及其照顧者執行照護工作的需求。 

好的住宅設計應提供符合需求的科技應用，智慧住宅中的科技會以具

有智慧的方式，根據高齡者的需求進行科技篩選，因此，應具備可彈性因

應不同的應用需求的基礎設施及資訊架構（圖 1）。為了讓科技應用產生

效益，智慧住宅中樞可以從住宅內的感測器、住戶的數位載具、其他資料

平台等來源，搜集運算分析需要的資料，例如：住宅室內環境資料、居家

活動資料、生理數據、數位服務的使用數據、氣象資料等。另有關資料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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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面方面，基於數據資料多經由有線或無線的 WiFi 或藍芽等方式，於住

宅內外傳輸，也會應用到物聯網中機器間溝通常見的 Zigbee、LTE-M 等

通訊技術。隨著物聯網感測器資料項目、資料量及資料檔案大小的提高，

我國近幾年相關科技的進步更新也如火如荼地展開。我們相信未來智慧住

宅為給予使用者更具智慧、更客製化的回應，將會發展各式各樣的資料交

換標準，以促進同領域與跨領域的資料間的交換，以便做進一步在資料運

算後台進行資料的加值應用。 

 

圖 1 智慧住宅高齡照護之資訊架構圖 
（本指引繪製） 

本指引基於高齡者的智慧應用需求，提出前述資訊架構，當有更多電

器甚至是傢俱，走向連網化、智慧化，讓智慧住宅形成一個完整的人與人

(Human to Human, H2H)、人與設備(Human to Machine, H2M)、設備與設

備(Machine to Machine, M2M)多方資料互聯交換的生態系統時，感知層的

設備會記錄高齡者的生活狀況，例如：行走定位、生理數據、環境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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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應用層致動的部分，可以讓家具設備以更具智慧的方式運轉，例如：遇

到地震自動上鎖以防止物品散落的櫥櫃、自動協助照顧者尋找高齡者衣物

的衣櫃等；所收集的資訊也可以傳輸到各式介面，並透過介面進行家電控

制，像是在手機及電腦上查看健康分析及建議、關閉特定房間的電器。有

了一套完整的居家智慧系統，還可以串連住宅外部之醫療等各種服務系統，

串連叫車、遠距醫療、物流宅配等服務。由此可預見，具智慧的住宅空間，

將對於高齡居家照護將造成巨大的影響。 

這意味著在未來，住宅等建築物將不再只是被動地支持著人的生活，

而是以具有類似像人類的智慧，能主動參與智慧住宅的住戶生活，甚至可

藉由自主學習、提昇其智慧程度。當越多住宅之設備及傢俱能夠感測及連

網，就有機會透過分析各式各樣的住宅使用資料，分析住戶習慣和偏好，

使住宅設備控制決策具有差異化，更聰明地提供符合其需求。例如：加州

新創公司 Brain of Things 與當地房地產開發公司合作推出的「機器人家

園」，即成功打造一間學習力極佳的住宅，能隨時提供住戶需要的環境，

使高齡者可以獲得更完整的資源與協助，達到在地老化的目標。 

 

推動智慧住宅高齡照護的優先性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 105 年的統計，臺灣老年人口推估將於 107 年超

過 14%，進入高齡社會，並於 115 年達到 20.6%，進入超高齡社會，人口

老化越發迅速，再加上生育率不增反減的情況下，也讓青壯年負擔增加，

扶養比預計從近年的 36.2% 升至 49.9%，屆時 1 名高齡者只有 3.2 名青壯

年照顧（如圖 2）。並且，在內政部 106 年 2 月所公布的統計數據，顯示

人口老化指數破百已達 100.18，是第 1 次老年人口超過幼年人口，其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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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臺北市、臺南市及高雄市等直轄市，另又以嘉義縣的老化指數 177 為全

台最高。 

 

圖 2 我國 115 年人口推估（國家發展委員會，2016） 

隨著衛生環境及醫療科技進步，國人的平均餘命持續增長，104 年國

人零歲者的平均餘命為 80.2 歲，推算半數的男性能活過 80 歲、半數女性

能活過 85 歲，104 年我國百歲以上的人瑞高齡者超過 3000 人，20 年來增

加約 5 倍。然而即使平均壽命增長，卻不代表高齡者更健康，身體機能及

認知功能仍會隨時間弱化，隨之產生不良於行、視力障礙等失能狀況，都

造成日常生活中的諸多不便，而且隨著壽命增長，與失能共同生活的時間

會更久。（Li, S. C. 等，2001） 

依據內政部 106 年統計資料顯示，全國家戶人口數量已減少至每戶 

2.74 人，但同時總家戶數每年持續增加（如圖 3），代表我國過往三代同

堂的家庭結構正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年輕核家庭、高齡核家庭（陳政

雄，2017）。高齡核家庭數目的成長不一定是因為親人遺棄而造成，另一

個更大的原因是有財產、有知識的健康高齡者選擇了與子女分開居住。這

也代表著，當這些高齡核家庭的成員年紀漸長，身體開始出現生理機能弱

化警訊後，這些高齡者勢必要自己先想辦法克服生活上的困難，因為身邊

沒有子女等家庭照顧者可以立即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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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灣總家戶數與每戶人口數成長狀況 
（參考內政部，2017；本指引繪製） 

 

面對人口老化與少子化的社會現況，行政院已將「在地老化」作為應

對策略，期許能讓高齡者在原本熟悉的環境裡自主自在地度過晚年生活。

長照 2.0 政策提供了更具體的做法，讓照顧服務能夠輸送到家及社區，拉

長高齡者能夠在自宅老化的時間，其中對於高齡者的居住環境，中長期的

規劃是「結合照顧與住宅，研議多元化的居住服務」，這代表年紀大了並

非一定要被送進安養院，可以有更多元的選擇，例如：日照中心、老人公

寓等，其中在自宅安養天年更是合乎我國大多數高齡者期待的一種選擇。

智慧科技能夠在這樣的趨勢背景下，使智慧住宅成為整個高齡照護服務的

理想載具，增進高齡者自主生活的能力，以此支持被照顧者生活、減輕照

顧者的身心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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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智慧住宅高齡照護的設計需求 
 

智慧住宅高齡照護場景牽涉到的角色不單是人們熟知的高齡者、長輩，

或慣稱的老人家，還有照顧高齡者的家人、外籍看護，他們承擔的壓力與

其對高齡照護投入的心力是同樣沈重的。本章從 2 種智慧住宅高齡照護服

務的使用者：高齡者（即「被照顧者」）、「照顧者」之觀點，分別說明

智慧住宅高齡照護應用科技可產生之益處。 

 

被照顧者需求 

 

面對高齡化趨勢，使健康與亞健康之高齡者能夠在宅老化是理想的對

應方針。在潛在需要被照護的高齡者越來越多的情況下，照護人力也越來

越不足以負荷，若使亞健康高齡者有能力於住宅生活，延後進入機構的時

間，將能有效緩解高齡照護資源不足的問題。另一方面，使高齡者有能力

居住在熟悉的環境場域，能提高其心理健康，進而帶動生理健康，避免移

居照護機構時，面對完全陌生的環境對高齡者造成之身心衝擊。為了達成

這個理想，智慧住宅中的智慧科技可提供高齡者在居家場域需要的生活輔

助及照護支援，根據研究團隊過往的高齡者需求研究，歸納出下列 4 大面

向的需求，幫助大家深入理解高齡者的痛點。（陳政雄，2017；徐丹桂等，

2013；黃富順，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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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面向一：生理功能強化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類系統（ICF），歸

納常見的高齡者生理功能弱化有視覺、聽覺、關節及肌肉、平衡、記憶及

睡眠等 6 項。 

視覺 

 高齡者開始看不清楚較小的物體、文字及按鈕，也難以區辨太相似

的顏色，如果燈光照度不夠，這些環境中的細節更是不容易辨識而

造成生活中的困擾。 

 在光線調適上，高齡者需要更多的時間適應光線的明暗變化，眼睛

也逐漸畏光，太刺激的照明會造成眩光，短暫無法看清環境。 

聽覺 

 因為可聽頻率範圍縮小，高齡者對於低頻及高頻聲音較不敏感，太

快、太小聲的聲源容易被忽略，也導致高齡者不容易注意到環境中

的低音量提醒或警示。 

 多個來源的聲音也會使高齡者無法聚焦聆聽單一聲源。 

 

關節及肌肉 

 關節軟骨、肌腱及韌帶隨著年齡增加而變得僵硬，肢體活動幅度隨

之下降，抬腿、下蹲、彎腰及手臂伸展時無法活動自如。 

 肌肉彈性及耐力不若以往，許多日常活動逐漸難以進行，例如上下

樓梯、拿重物、從坐姿起身，進行後也易感到疲勞，嚴重者會因行

動失能而需使用輪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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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 

 高齡者平衡逐漸弱化時，在家中容易因為溼滑地面或在轉換姿勢的

過程滑倒，也易因高低差或地面雜物而絆倒，此時高齡者較難反應

自如而發生跌倒意外。 

 平衡弱化容易造成傷害，是由於高齡者的骨密度低，骨細胞再生能

力下降，一旦跌倒很容易發生骨折，而且不容易恢復，甚至造成顱

內出血，危及生命。 

記憶 

 隨著年紀增長越來越退化，忘記關電器、關水龍頭、沖馬桶等都是

日常生活中常見的問題，甚至有可能因此造成更大的危險，例如忘

記關爐火而造成火災、忘記按照醫囑吃藥及回診而造成病情加重。 

睡眠 

 隨著年齡增長而產生睡眠困擾，高齡者較淺眠，因此睡眠過程有任

何聲音或燈光都有可能讓他們醒來，造成睡眠品質下降，讓他們白

天昏昏欲睡，是一種惡性循環，也對於他們的健康造成影響。 

 

需求面向二：意外預防及緊急應變 

高齡者的認知能力下降，反應及處理速度會比較遲鈍，遇到危險可能

會無法有效處理，而自家是常見的意外發生場所，當緊急狀況沒有即時且

適當處置時，很可能釀成更多的傷害，因此，設置預防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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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面向三：健康管理 

高齡者常有慢性疾病，例如糖尿病、心血管疾病等，因此個人的生活

環境、習慣和營養攝取是維持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環，居家應具備舒適的環

境，以預防疾病發生，高齡者也必須時常量測相關數據，來瞭解自己目前

的身體狀況，在出現異常數據的時候就可以即時就醫治療。預防、監測及

即時處置是構成健康管理的重要元素。 

 

需求面向四：心理狀態強化 

高齡者的心理層面，常見社會支持、情緒管理式微的心理狀態弱化。

生活圈的縮減使高齡者逐漸失去社會對其的支持關心，晚年常見的退休、

子女離家、喪偶、喪友等，容易讓高齡者陷入孤單的處境，在社會支持低

落的情況下更容易出現憂鬱、提早失能等現象。為了讓高齡者快樂並維持

健康體況，應幫助其建立親近、互助的人際網絡。老化過程的壓力易使高

齡者產生負面情緒，負面情緒很可能來自生病，尤其是弱化的身體需要花

更長的時間治療，高齡者有時候會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產生暴躁、易怒

或偏執等反應，對於照顧者及周遭親友也會造成壓力。應設法幫助高齡者

維持穩定的心情，找到與疾病、壓力及疼痛共處的方式。 

 

照顧者需求 

 

隨著在宅老化的政策、觀念越發普及，照顧者於居家進行照護工作的

機會逐漸增加，科技如何減輕其負荷成為重要議題。居家內的照顧者角色

可粗略分為「無償照顧者」，例如：具親屬關係的子女、配偶等，以及

「有償照顧者」，例如：具聘雇關係的到宅照顧服務員、本國籍或外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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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家庭看護工等。依據衛生福利部「我國長期照顧十年計畫～101 年至

104 年中程計畫」分析資料，照顧者角色依無償照顧者、有償照顧者各佔 

84.16%、15.84%，其中，無償照顧者又可分為子女、配偶，分別佔 

49.32%、34.84%。而根據我國勞動部於 2016 年的推估，1,153 萬就業人口

中，約有 2 成的 231 萬人需負起照顧責任，其中，因照顧而離職者更高達 

13 萬人。 

針對照顧者，智慧住宅的目的應是提升其照護工作的效率，家庭照顧

者關懷總會統計，我國失能人口有近六成是由家庭獨立照顧，平均每日的

照顧時數高達 14 小時。因此，如何從提升工作效率來減輕照顧者的身心

負擔、增進照護品質也是高齡照護的重要議題。根據本指引編輯團隊自過

往的照顧者需求研究，歸納出下列 3 大面向的需求，幫助大家深入理解照

顧者的痛點。（徐丹桂等，2013；謝佳容等人，2007） 

 

需求面向一：意外預防及緊急應變 

照顧者無法全天緊鄰被照顧者，無法隨時掌握其狀況，也難在被照顧

者需要幫助的第一時間給予支援。尤是被照顧者在家中發生意外等緊急狀

況，被照顧者因認知能力下降，反應及處理速度比較遲鈍，而無法有效處

理狀況。因此，預先安排相關的通報、應變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需求面向二：照顧活動輔助 

照顧者會在被照顧者無法自行進行日常活動時，進入居家協助其生活，

在照顧的過程中，經常需要挪移被照顧者協助其起身、如廁等，而在緊繃

的壓力及勞力之下，身心往往會產生一些傷害，像是身體痠痛，甚至因不

良姿勢的肌肉拉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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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面向三：心理狀態強化 

先前已提過，照顧者的心理層面，常見有社會支持、情緒管理式微的

心理狀態弱化。照顧者會因照護工作陷入較孤立的生活，失去人際關係或

失去重回職場的機會常有所聞，在緊繃的壓力及勞力之下，容易出現失眠、

內分泌失調的情況。為不影響照護工作的品質，應幫助其接觸同有照顧經

歷的朋友，獲得具體的社會支持。長期的照顧壓力易使照顧者有負面情緒，

可能來自被照顧者的不配合、被照顧者身體狀況惡化等，而使照顧者產生

抑鬱、不耐煩、暴躁等反應，甚至是罹患慢性精神衰弱，這對被照顧者及

周遭親友造成壓力，也影響照護工作的品質。應設法幫助照顧者維持穩定

的心情，找到與壓力共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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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智慧住宅高齡照護的科技導入 
 

隨著智慧科技的快速發展，新的科技產品與概念不斷出籠，但也有不

少在商品化過程中失敗的例子，在規劃將這些智慧科技導入居家的時候，

須考量產品概念是否已商品化且已穩定成熟。因此本指引從（1）是否符

合高齡照護需求、（2）是否符合智慧科技的感測、連網、傳輸、致動等

特性、（3）是否於導入時，需做相對應的空間規劃設計或改造、（4）是

否為市場上可購得或普及的產品等 4 面向，篩選較符合智慧住宅高齡照護

使用需求的科技產品，引導建築師及室內裝修專業從業人員等，應用智慧

科技於住宅。 

本指引提出下列 6 項科技：生理數據管理科技、動作數據管理科技、

電器警示及自動關閉科技、家務輔助科技、室內環境品質管理及調節科技、

影音娛樂及療癒科技，對應及滿足被照顧者、照顧者不同面向的需求(如

表 1)。各項科技相關內容，包含科技定義、支援需求、系統組成，及空間

配合設計注意事項等，請詳見本章各小節。（山田浩幸等，2014；廖慧燕，

2012；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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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利以上資料介接相關照護服務，本指引建議參考國家發展委員會

有關資料開放的相關規定，優先選擇符合全球資訊網協會（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W3C）的可延伸標記語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XML）或 JSON（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等資料交換格式的產品，以

便於未來資料的加值應用。 

 

資訊線 

資訊線（Communication Lines）或稱電信線路 (Telecommunications 

Lines)，屬智慧住宅的連網基礎設備之一。基於建築物具有固著於土地的

特性，不像智慧手機或智慧車是在移動狀態下，與其他的人或設備進行資

料互聯交換，而受限於須藉助行動通信。因此，建築師及室內裝修設計從

業人員在進行建築物新建、改造或室內裝修時，可參考本所《智慧建築評

估手冊》綜合佈線的相關規定，預先於建築物內佈設一組對內互連成網，

對外可銜接至建築物外部網際網路或廣域網路（Wide Area Network, WAN)

所的實體線路，避免於建築物內部裝修完成後始施作佈線工程，而破壞原

有的裝修。 

 

通訊主機（選配） 

或稱閘道器（Gateway），亦屬智慧住宅之連網基礎設備之一(如圖 4)，

其功能係用於連接智慧住宅內部的區域網路（Local Area Network, LAN）

及建築物外部的網際網路 (Internet）或廣域網路（Wide Area Network, 

WAN)，以便將被照顧者的生理數據等資料傳輸至資料與運算後台，供醫

護單位等提供適切的照護服務。建議安裝於建築物通信無死角處，像門窗

附近、室內空曠處等，以確保訊號傳遞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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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空間：客廳、臥室 

參考尺寸：長 6、寬 13、高 2 公分 

電力來源：5V 直流電供電 

連網條件：透過行動網路或 WiFi 傳輸

資料 

圖 4 通訊主機產品例 

（本指引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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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科技一：生理數據管理科技 

科技定義 

生理數據管理科技的重要目的有監測、即時處置，以及預防。監測是

藉由上傳至資料後台的生理數據資料，後台可提供分析被照顧者量測的血

壓、脈搏等資料分析服務，產出生理數據分析報告，可供被照顧者及照顧

者即時追蹤檢測結果，或透過後台程式判斷被照顧者的生理狀況，並於異

常狀況時通知照顧者及醫護單位(如圖 5)。 

 

圖 5 生理數據管理科技架構 

（本指引繪製） 

當被照顧者身體不適時，除藉由被照顧者或照顧者等人員通知醫護單

位外，另可以透過住宅內具有智慧的主動求援設備尋求幫助，例如：緊急

求救裝置或通訊主機已是目前常見的設備，可結合自走照護機器在緊急求

救裝置或通訊主機啟動時，協助被照顧者從通報觸發的位置移動至平坦處

休息，或協助照顧者移動被照顧者，減輕照護者的體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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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理數據管理科技亦常見結合來自醫療單位的關懷服務，讓醫護單位

與被照顧者及照顧者以電話或視訊連線方式進行遠距訪視，問候兩者的生

活狀況，提供衛教、照護諮詢服務，並鼓勵被照顧者保持量測生理數據的

習慣，以身心狀況的關懷及提供建議方式，提供被照顧者及照顧者專業支

持。 

未來的生理數據管理科技會使用更多的資料來做分析，例如：因血管

收縮程度與氣溫有關，可以透過氣象開放資料、室內溫度等資料，做血壓

數據異常值界線的動態調整。更進一步來說，資料格式的標準是重要的，

因為被照顧者血壓數據和住宅感測數據都能成為分析同一地區高齡者血壓

狀況的參數之一，若不同產品的資料不能交換流通，智慧科技的大量資料

分析能力就難以發揮了。 

 

支援需求 

對於被照顧者來說，生理數據管理科技能夠協助健康管理、預防意外，

並給予社會支持。而健康管理為此科技之主要目的，因為亞健康高齡者常

患有慢性疾病，例如：心血管疾病等，高齡者需時常量測血壓、脈搏、體

溫及血糖等基本生理數據，來瞭解自己目前的身體狀況，在出現異常狀況

時，可以即時就醫治療；另因為高齡者的認知能力下降，對意外狀況的反

應及處理速度會比較遲鈍，若當緊急狀況沒有即時且適當處置時，很可能

釀成更嚴重的傷害；高齡者因為生活圈的縮減，使其逐漸失去社會支持及

關心，在社會支持低落的情況下，容易衍生憂鬱、提早失能等問題。 

對於照顧者來說，生理數據管理科技能夠協助其進行照顧活動，並且

預防緊急意外、給予社會支持。因為照顧者在照顧的過程中，需要經常協

助被照顧者起身、如廁等，在緊繃的壓力及勞力之下，身體往往會產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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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傷害，像是身體痠痛，甚至因不良姿勢的肌肉拉傷；另外，也無法全天

緊鄰被照顧者，無法隨時掌握其狀況，難以在被照顧者需要幫助的第一時

間給予支援；最後，照顧者常因照護工作陷入較孤立的生活，在緊繃的壓

力及勞力之下，容易出現失眠、內分泌失調的情況。 

科技系統組成 

生理數據管理科技常見的產品例如下： 

1 生理數據量測設備 

適合空間：客廳、臥室、浴廁，於常活

動空間量測 

參考尺寸：長 14.7、寬 10.5、高 8 公分

電力來源：5V 直流電供電或電池供電 

連網條件：透過行動網路或 WiFi 傳輸

資料 

圖 6 生理數據量測設備產品例 

（本指引拍攝） 

2 緊急求救裝置 

適合空間：居家全域，以便緊急狀況時

使用 

參考尺寸：長 8、寬 5、高 13 公分 

電力來源：電池供電，需定期更換 

連網條件：透過藍芽傳輸資料 

圖 7 緊急求救裝置產品例 

（本指引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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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走照護機器（選配） 

適合空間：客廳、臥室，以便緊急狀況

時就近反應 
參考尺寸：機器長 80、寬 80、高 150 

公分；充電座長  40、寬 
20、高 8 公分 

電力來源：電池供電，於充電座充電，

充電座以 100-240V 交流電

供電 
連網條件：透過 WiFi 傳輸資料 

圖 8 自走機照護器產品例 

（本指引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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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配合設計 

 

 

 

 

 

 

 

 

 

 

 

 

 

 

圖 9 設備配置平面圖 

（本指引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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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管配線注意事項 

 資訊線（Communication Lines）：智慧住宅內部傳輸生理數據等資

料的實體線路，以便在已整備好的網路環境中，支援後端智慧服務。 

 電力線（Power Lines）：傳輸電力的實體線路，供應通訊主機等設

備運轉所需電力，擺放位置需確保有足夠插座，通訊主機等電子裝

置通常以 5V 直流電供電。因此，充電座除應確保有足夠的插座供

電外，尚須考慮我國家用電源是以電壓值 100-240V 的 交流電供電，

須再透過整流器將交流電轉換為 5V 直流電。 

 

設計注意事項 

 各設備需預留人員安裝、操作及維護活動所需的足夠空間，各設備

參考尺寸如本章所示。 

 生理數據量測設備需放置於被照顧者坐姿的手肘高度處，以便準確

量測。 

 我國建築技術規則設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四章之一建築物安全維護設

計，僅規定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公共空間應設置安全維護裝置，因

此，建築師及室內裝修業者可額外於照顧者及被照顧者活動之非供

公眾使用建築物或非公共空間設置緊急求救裝置。 

 緊急求救裝置應考量緊急狀況時的使用便利性，設置於被照顧者腰

部高度位置，並於預算可負擔範圍內儘量增加設置數量，並設置靠

近地面處，俾憑被照顧者跌倒時，能就近使用裝置。 

 如必須採用無線通信的緊急求救裝置，應特別注意安裝於通信無死

角處，確保求救訊號傳遞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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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必須使用以電池供電的緊急求救裝置，裝置應避免安裝於家具縫

隙或牆角處，使被照顧者、照顧者方便更換電池。 

 緊急求救裝置如係採用黏著方式安裝，施工時應確保牆面無雜物、

凹凸，避免黏膠的黏性衰弱而導致脫落。 

 緊急求救裝置宜與鄰近背景物品有顏色上的顯著差別，提醒視覺功

能衰退的被照顧者於意外發生時，能立即辨識及使用。 

 自走照護機器通行順暢，門框開口及走道淨寬至少需預留 80 公分，

且移除平面高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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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科技二：動作數據管理科技 

 

科技定義 

動作數據管理科技在不干擾被照顧者生活的情況下，透過多個感測器

記錄其居家活動資料，例如：如廁、起床、居家內的移動狀況等較明顯的

居家活動，除了透過動作、磁簧、地墊、床墊感測器等方式記錄，也能搭

配攝影機獲得部分的活動資料，資料會由通訊主機上傳至資料與運算後台，

作進一步的資料分析，以找出被照顧者在家中的生活模式供照顧者照護使

用。例如：固定的起床時間、一日居家活動的路線，以及睡眠歷程等資訊，

並判斷被照顧者生活有無異常等狀態，主動排解像是睡眠呼吸中止等與健

康相關的問題，也能將資訊傳送予專業照護者，藉由其專業知識給予照顧

者照護建議，以問候及提供建議方式對對照顧者提供支持(如圖 10)。 

 

圖 10 動作數據管理科技架構 

（本指引繪製） 

被照顧者在意外發生時，能透過智慧科技，向外界求援，達到及時處

置。被動方式是透過前段所描述的感測器資料，當判斷意外發生時，會自

動發布訊息，通知照顧者及救援單位。主動方式是讓被照顧者可透過住宅

內實體的求援設備尋求幫助，例如：緊急求救裝置或通訊主機都是目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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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的實體設備。主被動的方式都能在第一時間知會照顧者，並在意外發生

時及時處置。 

藉由 24 小時分析感知被照顧者的居家活動資訊，可察覺被照顧者室

內活動地點定位、活動力監測、跌倒偵測外，也能與其他硬體串接來提供

額外服務，例如：根據活動力監測，命令自走照護機器協助行走不便的被

照顧者移動、排除雜物，進而完成生活任務。或是根據活動地點定位，提

供夜間感應照明、紅外線發熱保暖等功能。 

 

支援需求 

對於被照顧者來說，動作數據管理科技能夠協助其預防緊急意外、提

早發現關節及肌肉功能的弱化，並給予其社會支持。因為高齡者的認知能

力下降，對意外狀況的反應及處理速度會比較遲鈍，若當緊急狀況沒有即

時且適當處置時，很可能釀成較嚴重的傷害；也容易因關節及肌肉弱化，

許多日常活動開始變得難以進行，或容易感到疲勞；高齡者因生活圈的縮

減，使其逐漸失去社會支持及關心，在社會支持低落的情況下容易出現憂

鬱、提早失能等現象。 

對於照顧者來說，動作數據管理科技能夠協助其進行照顧活動，並且

預防緊急意外、給予社會支持。因為照顧者在照顧的過程經常需要協助被

照顧者起身、如廁等，在緊繃的壓力及勞力之下，身體往往會產生一些傷

害，像是身體痠痛，甚至因不良姿勢的肌肉拉傷；另外，也照顧者無法全

天緊鄰被照顧者，隨時掌握其狀況，難以在被照顧者需要幫助的第一時間

給予支援；最後，照顧者常因照護工作陷入較孤立的生活，在緊繃的壓力

及勞力之下，容易出現失眠、內分泌失調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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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系統組成 

動作數據管理科技常見的產品例如下： 

1 動作感測器 

適合空間：居家全域，以掌握居家活動

狀況 

參考尺寸：長 5、寬 6、高 10.5 公分 

電力來源：電池供電 

連網條件：透過 WiFi 或藍芽向通訊主

機傳輸資料 

圖 11 動作感測器產品例 

（本指引拍攝） 

2 磁簧感測器 

適合空間：居家全域，以掌握居家活動

狀況 

參考尺寸：長 2、寬 10、高 2.5 公分 

電力來源：電池供電 

連網條件：透過 WiFi 或藍芽向通訊主

機傳輸資料 

圖 12 磁簧感測器產品例 

（本指引拍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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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墊感測器 

 

適合空間：居家全域，掌握居家活動 
參考尺寸：長 51、寬 51、高 1.2 公分 
電力來源：5V 直流電供電 
連網條件：透過 WiFi 傳輸資料 

圖 13 地墊感測器產品例 

（本指引拍攝） 

4 床墊感測設備  

適合空間：臥室 

參考尺寸：長 188、寬 90-105、高 22 

公分 

電力來源：100-240V 交流電供電 

連網條件：透過藍芽傳輸資料 

圖 14 床墊感測設備產品例 

（本指引拍攝） 
5 攝影機（選配） 

適合空間：居家全域，緊急狀況時使用

參考尺寸：長 9.13、寬 10.1、高 11.8 

公分 

電力來源：5V 直流電供電 

連網條件：透過家用 WiFi 傳輸資料 

圖 15 攝影機產品例 

（本指引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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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緊急求救裝置 

適合空間：居家全域，以便緊急狀況時

使用 

參考尺寸：長 8、寬 5、高 13 公分 

電力來源：電池供電，需定期更換 

連網條件：透過藍芽傳輸資料 

圖 16 緊急求救裝置產品例 

（本指引拍攝） 

7 自走照護機器（選配） 

適合空間：客廳、臥室，以便緊急狀況

時鄰近照護機器 
參考尺寸：機器長 80、寬 80、高 150 

公分；充電座長  40、寬 
20、高 8 公分 

電力來源：電池供電，於充電座充電，

充電座以 100-240V 交流電

供電 
連網條件：透過 WiFi 傳輸資料 

圖 17 自走照護機器產品例 

（本指引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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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配合設計 

 

 

 

 

 

 

 

 

 

 

 

 

 

 

圖 18 設備配置平面圖 

（本指引繪製） 



智慧住宅高齡照護設計指引 

34 

 

設計注意事項 

 除調查設備本身尺寸外，應預留人員安裝、清潔、維護、更換設備

所需之活動空間。 

 設備擺放位置需確保有足夠插座，以 100-240V 交流電供電，再透

過電源轉接器轉換為 5V 直流電，以供應裝置運轉所需電力。 

 床墊感測設備、充電座的擺放位置需確保有足夠插座，以  100-

240V 交流電供電。 

 通訊主機應考量緊急狀況時的使用便利性，若擺放於臥室應設置於

床鋪附近，例如：離高齡者躺在床上時，伸出手臂可以碰觸到的床

頭位置。 

 動作感測器、磁簧感測器、緊急求救裝置黏貼安裝時需確保牆面乾

淨、無凹凸，避免黏膠的黏性衰弱而導致感測器脫落。 

 動作感測器、磁簧感測器適合鄰近安裝於相同色系背景，或與其他

雜物群聚，讓設備融入居家環境擺設，不因凸顯引起干擾。 

 如必須採用無線通信或電池供電之動作感測器、緊急求救裝置避免

安裝於通信死角處，使居家活動準確被偵測、使被照顧者及照顧者

方便使用與更換設備電池。 

 地墊感測器鋪設完畢後須確保動線地面上沒有 0.5 公分以上的高低

差，並於些微高低差處做防滑處理，避免被照顧者發生絆倒、滑倒

意外。 

 地墊感測器有基礎防水，但仍應避免易積水處，確保感測器零件正

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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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墊感測器需以沒有稜角或尖銳外緣的邊條包圍，避免高齡者不慎

碰撞時造成傷害。 

 床墊感測設備搭配床鋪後，高度需維持在 45 公分左右，因床墊感

測器提高被照顧者坐立高度，需配合其身形調整至可順利坐立的高

度，預防跌倒意外。 

 設備應參考產品說明書選擇應用場所，例如：無防水設計或可在高

溫環境中使用之攝影機，應避免使用於鄰近水、濕氣、高溫與陽光

直曬的浴室或廚房等空間，確保攝影機正常運作。 

 攝影機安裝位置除特定目的而限於特定空間，應以能取得室內最通

透視線的位置為優先，避免櫃體、隔牆等障礙物遮擋視線。 

 攝影機、緊急求救裝置黏貼安裝時需確保牆面乾淨、無凹凸，避免

黏膠的黏性衰弱而導致攝影機脫落。 

 緊急求救裝置需與鄰近背景物品有顏色上的顯著差別，提醒被照顧

者於狀況發生時能立即使用。 

 如必須採用無線通信之緊急求救裝置應安裝於通信無死角處，最遠

連接範圍為 100 公尺，確保訊號傳遞順暢。 

 緊急求救裝置考量緊急狀況時的使用便利性，應設置於被照顧者腰

部高度位置，並於預算可負擔時設置靠近地面處。 

 自走照護機器順暢通行，門框間距及走道間距等需預留至少 80 公

分寬，且移除平面高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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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科技三：電器警示及自動關閉科技 

 

科技定義 

電器警示及自動關閉科技是透過感測器偵測環境狀況，並連結電器的

警報系統提示被照顧者環境中的危險因子，例如：在浴缸、洗手槽、馬桶

等容易濕滑的地板附近偵測溢水情況，發出警示通報；或連結電器的致動

系統直接關閉，以爐火閉鎖設備為例，設備記錄時間並偵測感壓設備，自

動熄火。而除了感測器偵測環境狀況而自動執行動作，被照顧者也能透過

遠端控制轉接設備，於移動載具上遠端關閉電器。 

未來的電器故障預測、警示及自動關閉科技會加入更多感測器資料，

並連結更多第三方形成服務，例如：電器更換，可以透過電器中的感測器

回報損壞狀況，並與電器維護單位合作，在更適當的時間更換電器零件，

或有專人到府維修。為使不同的服務單位能夠直接使用感測資料，資料格

式的標準是重要的，若不同產品的資料不能流通，此科技的可服務對象就

被侷限了。 

 

支援需求 

對於被照顧者來說，電器警示及自動關閉科技能夠協助其強化記憶、

聽力功能。被照顧者的需求是因為其記憶弱化會隨著年紀增長越來越退化，

以忘記關電器為常見情況，小則耗費能源，大則釀災；另被照顧者對於低

頻及高頻聲音較不敏感，因此太快、太小聲的聲源容易被忽略，也導致環

境中的低音量提醒或警示也變得不容易注意到。 

對於照顧者來說，照顧者在工作中需要不斷照料被照顧者，所能花在

注意居家電器關閉、環境潛在危險的心力不多，電器警示及自動關閉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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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使其更專注於照護工作，減緩認知及記憶上的負擔，也能避免照顧者

在緊繃的壓力下造成對身體的傷害。 

 

科技系統組成 

電器警示及自動關閉科技常見的產品例如下：  

1 爐火閉鎖設備 

適合空間：廚房 

參考尺寸：長 77.5、寬 52、高 14.5 

公分 

電力來源：110V 交流電供電或電池

供電 

連網條件：無 

圖 19 爐火閉鎖設備產品例 

（本指引拍攝） 

2 溢水偵測設備 

適合空間：廚房、浴廁 

參考尺寸：長 7.2、寬 7.2、高 2.8 公

分 

電力來源：12V 直流電供電或電池供

電 

連網條件：無 

圖 20 溢水偵測設備產品例 

（本指引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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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遠端控制轉接設備（選配） 

適合空間：居家全域 

參考尺寸：長 9.4、寬 5.5、高 3.1 公

分 

電力來源：110V 交流電供電 

連網條件：透過 WiFi 傳遞資料 

圖 21 遠端控制轉接設備產品例 

（本指引拍攝） 

 



第三章 智慧住宅高齡照護的科技導入 

39 

 

空間配合設計 

 

圖 22 設備配置平面圖 

（本指引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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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管配線注意事項 

 需注意欲預留安裝操作爐火閉鎖設備的人孔尺寸，參考大小為長 

72.8、寬 46.8 公分。 

 遠端控制轉接設備避免連接超過 1,800W，以免引發跳電意外。 

 

設計注意事項 

 除調查設備本身尺寸外，應預留人員安裝、清潔、維護、更換設備

所需的活動空間 

 如採用的遠端控制設備是以無線通信傳送資訊，應安裝於通信無死

角處，最遠連接範圍為 100 公尺，確保訊號傳遞順暢。 

 爐火閉鎖設備下方建議預留 15 公分以上空間，周圍若為可燃性建

材，設備邊也要預留 15 公分以上距離或安裝隔熱板。 

 爐火閉鎖設備下方若有櫥櫃，不得安裝烤箱或其他抽送風設備，建

議預留 15 公分以上的空間，以免影響燃氣的正常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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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科技四：家務輔助科技 

 

科技定義 

家務輔助科技透過自動化設備減輕被照顧者及照顧者從事家務的負擔。

以收摺完成洗滌的衣物為例，將衣物放入櫃體後，系統便自動整齊吊掛衣

物至定位，被照顧者及照顧者不需折疊、收納衣物，當需要特定衣物時，

只需以控制設備點選衣物圖示，系統即可協助找出，從而減少被照顧者及

照顧者的家務負擔。 

 

支援需求 

對於被照顧者來說，家務輔助科技能夠協助其減緩關節及肌肉功能的

弱化。被照顧者的需求是因為關節軟骨、肌腱及韌帶隨著年齡增加而變得

僵硬，肢體活動幅度隨之下降，抬腿、下蹲、彎腰及手臂伸展時無法活動

自如，同時，肌肉彈性及耐力也不若以往，造成許多家務活動開始變得難

以進行，進行後也易感到疲勞。 

對於照顧者來說，照顧自理不便的被照顧者時，照顧者在工作中需要

不斷挪移被照顧者起身、如廁等，之後更需要處理其未完成的生活任務，

包括整理環境等，家務輔助科技能夠使其更專注於照護工作，減少後半段

應付家務的心力，除了能減緩負擔，也能避免照顧者在緊繃的壓力及勞力

時身體容易產生的傷害。 

 

科技系統組成 

家務輔助科技常見的產品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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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慧衣櫃（選配） 

適合空間：臥室 

參考尺寸：長 122、寬 56、高 237 

公分 

電力來源：110V 交流電供電 

連網條件：透過 WiFi 傳輸資料 

圖 23 智慧衣櫃產品例 

（本指引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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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配合設計 

 

圖 24 設備配置平面圖 

（本指引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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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注意事項 

 智慧衣櫃需預留各設備足夠安裝空間，並避開空調設備的懸掛位置，

各設備參考大小如本章所示。 

 智慧衣櫃的顏色應與鄰近居家環境搭配，避免大體積的智慧科技與

環境風格不合而使被照顧者感覺突兀。 

 智慧衣櫃安裝後的臥室走道間距應保持至少 120 公分，以利被照顧

者及照顧者通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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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科技五：室內環境品質管理及調節科技 

 

科技定義 

室內環境品質管理及調節科技其中一項是調節空氣環境，主要是以自

動調節方式調控溫度、濕度、室內空氣品質，使室內環境保持在舒適標準

範圍內，被照顧者及照顧者也可透過控制主機去調控空調設備及換氣設備。

調控室內的空氣環境於舒適程度，不僅能避免溫差造成心血管問題、避免 

PM2.5 等對健康的危害，也因居住於舒適的環境，能為被照顧者及照顧者

帶來正向的心情。 

另一項常見的是調節光環境，依據環境光源、時間等資訊，連結可致

動的感應窗簾及照明設備，產生適量的自然光或適時調整照度，也會依據

動作感測器進行照明設備自動控制，常見的住宅走道感應照明，使被照顧

者夜間行走時能辨識路線。 

未來的室內環境品質管理及調節科技會加入更多資料做調控參考，例

如：感應窗簾設備能根據氣象開放資料，綜合預報的日出日落時間及雲量

資料，做更貼心的照明控制。 

 

支援需求 

對於被照顧者來說，室內環境品質管理及調節科技能夠協助其健康管

理和情緒管理，並且強化視覺功能，排除睡眠障礙。被照顧者的需求是來

自常見的慢性疾病，例如心血管疾病等，因此個人的生活環境、習慣和營

養攝取是維持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環，居家應具備舒適的環境，以預防疾病

發生；來自老化過程、身體不適的壓力易使高齡者有負面情緒，被照顧者

有時候會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產生暴躁、易怒或偏執等反應，無法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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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自己的身體狀況，更對照顧者及周遭親友造成壓力；另外，因為視覺

退化，造成辨識細節有困難、光線調適上需要更多時間，無法接受太刺激

的照明；睡眠深度更隨著年齡增長越來越淺，容易受到任何聲音或燈光干

擾，使睡眠品質下滑。 

對於照顧者來說，室內環境品質管理及調節科技同樣能夠在健康管理

和情緒管理二方面，協助其保持身體及心理的健康。照顧無法獨立生活的

被照顧者時，照顧者經常需要協助被照顧者起身、如廁，甚至整理環境，

承擔頗高的照顧負擔，因此非常需要維持健康的身體。此外，照顧者容易

因長期的照顧壓力而累積負面情緒，壓力可能來自被照顧者的不配合、被

照顧者身體狀況惡化等，負面情緒可能包含抑鬱、不耐煩、暴躁等反應，

因而影響照護工作的品質。 

 

科技系統組成 

空氣環境調控科技常見的產品例如下： 

1  控制主機（選配） 

適合空間：客廳、臥室 

參考尺寸：長 9.6、寬 9.6、高 2 公分

電力來源：24V 直流電供電或電池供

電 

連網條件：透過 WiFi 傳輸資料 

圖 25 控制主機產品例 

（本指引拍攝） 



第三章 智慧住宅高齡照護的科技導入 

47 

 

2  智慧空調設備 

適合空間：客廳、臥室 

參考尺寸：長 60、寬 73、厚 29 公分

電力來源：220V 交流電供電 

連網條件：透過紅外線傳輸資料 

圖 26 智慧空調設備產品例 

（本指引拍攝） 

3  智慧換氣設備 

適合空間：客廳、臥室 

參考尺寸：長 10、寬 10、高 50 公分

電力來源：5V 直流電供電 

連網條件：透過藍芽傳輸資料 

圖 27 智慧換氣設備產品例 

（本指引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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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感應窗簾設備（選配）  

適合空間：客廳、餐廳、廚房、臥

室、浴廁 

參考尺寸：長 350、寬 242 公分 

電力來源：100-240V 交流電供電 

連網條件：透過 WiFi 傳遞資料 

圖 28 感應窗簾設備產品例 

（本指引拍攝) 

5  感應照明設備 

適合空間：居家全域 

參考尺寸：長 2.8、寬 20.3、高 2.8 

公分 

電力來源：5V 直流電供電或電池供

電 

連網條件：透過 WiFi 傳遞資料 

圖 29 感應照明產品例 

（本指引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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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配合設計 

 

圖 30 設備配置平面圖 
（本指引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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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管配線注意事項 

 空調設備的擺放位置需確保有足夠插座，通常是以 220V 交流電供

電。 

 感應窗簾設備、感應照明設備的擺放位置需確保有足夠插座，以 

100-240V 交流電，並可再透過電源轉接器轉換為 5V 直流電，以供

應使用 5V 直流電的電子裝置運轉所需電力。 

 

設計注意事項 

 需預留各設備足夠安裝空間，各設備參考大小如本章所示。 

 控制主機的安裝高度應不高於被照顧者肩膀高度，使其容易操作。 

 如必須採用無線通信或電池供電之感應照明設備應避免安裝於無線

通信死角處，並預留被照顧者或照顧者更換設備電池之活動空間。 

 控制主機、感應照明設備採黏貼安裝時，需確保牆面乾淨、無凹凸，

避免黏膠的黏性衰弱而導致感測器脫落。 

 空調設備的出風方向應避免朝向被照顧者休憩處，以免照顧者或被

照顧者受「風擊」，而降低室內環境的熱舒適性。 

 智慧換氣或空調設備應設置在遠離床鋪的地方，避免震動和噪音等

問題降低被照顧者之睡眠品質。 

 感應照明設備安裝位置應於被照顧者腰部高度以下，並避免燈具眩

光，導致被照顧者或照顧者舒適性或甚至視力受損。 

 感應照明設備適合鄰近安裝於相同色系背景，或與其他雜物群聚，

讓設備融入居家環境擺設，不因凸顯引起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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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科技六：影音娛樂及療癒科技 

 

科技定義 

影音娛樂科技能讓被照顧者及照顧者享受視聽互動，藉由雙向或多方

的影音娛樂活動，例如：電影、電視、音樂、遊戲競賽，增加被照顧者與

親友間的互動活絡程度，也藉由與電視結合的視訊設備，讓被照顧者更簡

便地與家人朋友視訊通話，從而帶動兩者的正向心情及建立社會連結。 

另外，影音娛樂科技能協助被照顧者進行復健運動，利用體感偵測、

雲端與遊戲化的設計，讓被照顧者在家中容易做復健，增加進行復健的動

機。復健運動的進行資料會上傳至資料後台，使後端醫護單位得以追蹤復

健成效。 

 

支援需求 

對於被照顧者來說，影音娛樂科技能夠協助其管理情緒、給予其社會

支持，並強化其關節、肌肉與平衡功能。被照顧者的需求是來自老化過程、

身體不適的壓力，易使高齡者有負面情緒，有時候會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

產生暴躁、易怒或偏執等反應，無法積極面對自己的身體狀況，更對照顧

者及周遭親友造成壓力；高齡者會因生活圈的縮減，使其逐漸失去社會對

其的支持及關心，而在社會支持低落的情況下容易出現憂鬱、提早失能等

現象；生理方面，容易因關節及肌肉弱化，許多日常活動開始變得難以進

行，進行後易感到疲勞，或平衡功能衰弱，容易於發生跌倒意外。 

對於照顧者來說，影音娛樂科技能夠協助其情緒管理，處理因長期照

顧壓力累積的負面情緒，可能來自被照顧者的不配合、身體狀況惡化等，

而使照顧者產生抑鬱、不耐煩、暴躁等反應，影響照護工作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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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系統組成 

 

影音娛樂科技常見的產品例如下： 

1  控制主機（選配）  

適合空間：客廳、臥室 

參考尺寸：長 12、寬 12、高 3 公分 

電力來源：110V 交流電供電 

連網條件：透過有線網路傳輸資料 

圖 31 控制主機產品例 
（本指引拍攝） 

2 顯示螢幕  

適合空間：客廳、臥室 

參考尺寸：長 97、寬 61.6、厚 20.6 

公分 

電力來源：100-240V 交流電供電 

連網條件：透過 WiFi 傳輸資料 

圖 32 顯示螢幕產品例 

（本指引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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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配合設計 

 

圖 33 設備配置平面圖 

（本指引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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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注意事項 

 需預留各設備足夠安裝空間，各設備參考大小如本章所示。 

 控制主機應避免靠近熱源，或擋住其外殼通風孔，以確保控制主機

散熱正常運作。 

 顯示螢幕距離被照顧者、照顧者坐處距離應不超過 3 公尺。 

 顯示螢幕前方需要預留被照顧者運動空間，單人活動至少 1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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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推動智慧住宅高齡照護服務促進女性權益 
 

我國由於邁入高齡社會而越重視長期照護的產業發展，除了社區應能

提供照護服務系統以外，自家住宅環境更應能夠在第一時間支持高齡者及

其照顧者在居家安享晚年的基本需求。然而，目前相關產業仍多以技術為

導向，對使用者輪廓的理解相當模糊，難以創造出良好使用體驗的服務。

因此，細緻地辨別出各式各樣之高齡者及其家庭照顧者的空間使用需求差

異，是創造智慧住宅設計之重要課題。本章將先從相關性別統計，初步分

析推動智慧住宅高齡照護設計之性別影響，期盼未來結合更多產學研界相

關先進，進一步深入探討高齡者及照顧者需求差異之其他影響因子，開發

更符合使用需求的智慧住宅高齡照護科技及產品。 

 

現況相關性別統計 

 

家庭照顧服務提供者女性人口數較多 

我國不論就業與否，女性依舊是家庭中的主要照顧者，根據行政院主

計總處 102 年婦女婚育與就業調查，15 至 64 歲已婚女性平均每日無酬照

顧時間為 4.22 小時，做家事時間平均 2.41 小時(57.6%)，其餘 1.81 小時

(42.4%)的家務時間係用於照顧子女、老人與其他家人。 

105 年之 15 歲以上有偶（同居）女性每日無酬照顧時間為 3.81 小時，

做家事時間平均 2.19 小時(57%)，照顧子女平均 1.11 小時(29%)、照顧老

人平均 0.15 小時(4%)，其餘的家務時間係用於照顧其他家人、志工服務

(9.1%)等；15 歲以上有偶（同居）女性之丈夫（同居人）每日無酬照顧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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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為 1.13 小時，做家事時間平均 0.62 小時(55%)，照顧子女平均 0.33 小時

(29%)、照顧老人平均 0.08 小時(7%)。與 3 年前的無酬照顧時間相較 15 歲

以上有偶（同居）女性每日無酬照顧時間稍微下降，但比起男性之平均每

日無酬照顧時間僅有 1.13 小時，相差仍有 3 倍之多(如圖 34)。 

 

 

圖 34 我國無酬家庭照顧時間之性別統計 

(參考行政院主計總處，2017；本指引繪製) 

 

此外，衛生福利部之「我國長期照顧十年計畫~101 年至 104 年中程計

畫」曾調查分析，在有酬的照顧者中，100 年 6 月全國執業護理人員有

131,252 人，其中女性佔 99%以上；照護服務領域從業人員(專業或半專業)

均以女性佔絕大多數。 

綜上，由以上數據可見，女性是家庭照顧服務的主要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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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照護服務使用者女性人口數較多 

目前高齡者的女性多於男性可從 3 項統計資料中看出，第一，內政部

105 年性別統計分析依 3 階段年齡人口性比例觀察，80 年起 0-14 歲約在

107-109 之間，15-64 歲約在 100-106 之間，惟 65 歲以上由 80 年之 116.67

最高點，持續下降至 108 之 84.05(如圖 35)，此人口性比例之下降趨勢，

主要受男女性別老化結構因素所致。 

性比例計算公式：(男性人口／女性人口)×100 

圖 35 我國高齡人口性比例統計 

(參考內政部，2020；本指引繪製) 

 

第二，內政部 105 年性別統計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有 8 成以上

(80.9%)的男性與 9 成以上(91.62%)的女性能活超過 65 歲；半數的男性

(50.6%)能活過 80 歲，而半數的女性(54.86%)能活過 85 歲。所以平均來說，

65 歲男性還能再活 18.01 年(如圖 36)，65 歲的女性可再活 21.5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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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我國高齡人口之性別統計 

(參考內政部，2016；本指引繪製) 

第三，依衛生福利部之「我國長期照顧十年計畫~101 年至 104 年中程

計畫」分析可知，被照護者以女性為主，老年女性人口多、平均餘命較長、

失能比例較高，所以在長照體系中能得到的照護服務將可能多於男性；另

由長照十年計畫 3 年全國長照個案中，分析個案的主要家庭照顧者之性別

分布以女性的 60.46%多於男性的 39.54%，主要照顧者與個案關係，主要

由子女照顧佔 49.32%為最多，配偶佔 34.84%次之。 

 

智慧住宅密切相關的資通信及建築產業從業人數性別差距大 

智慧住宅科技密切相關之資通信科技及建築從業人員，現況出現男性

從業人數明顯多於女性的情形，從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統計資料來看，

雖然女性的從業人員逐年上升，20 年內從 40.8%上升至 44.4%，但女性與

男性的從業人員比例始終仍維持 4:6 的差異(如圖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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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我國資通信科技從業者人數之性別統計 

(參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6；本指引繪製) 

此外，建築師的性別比例更是懸殊，截至 109 年 6 月底共計 8,021 人，

其中男性 7,059 人、女性 962 人，女性比率約為 12%(詳表 2)，是產業從業

人員性別落差較大的行業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近 5(105 至 109)年女性

建築師人數增加 283 人，約有 30%之成長率(詳圖 38)。 

表 2 我國建築師人數之性別統計 

  單位：人；%

年(月)底別  
總計  男 女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103 年 6 月底 6,594 100 6,027 91.40 567 8.60 

104 年 6 月底 6,801 100 6,176 90.81 625 9.19 

105 年 6 月底 7,019 100 6,340 90.33 679 9.67 

106 年 6 月底 7,327 100 6,560 89.53 767 10.47 

107 年 6 月底 7,625 100 6,792 89.08 833 10.92 

108 年 6 月底 7,838 100 6,941 88.56 897 11.44 

109 年 6 月底 8,021 100 7,059 88.01 962 11.99 

較上年同期增減(%) 2.33 ①－ 1.70 ①-0.55 7.25 ①0.55

資料來源：內政部營建署。 

說明：本表不含已註銷或已失效者。 

附註：①係為增減百分點。 

(參考內政部，2020；本指引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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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我國建築師人數之性別統計 

(參考內政部，2020；本指引繪製) 

推動智慧住宅高齡照護設計指引促進女性權益 

第二章及第三章已歸納提出了高齡者有生理功能強化、意外預防及緊

急應變、健康管理與心理狀態之需求，以及照顧者有意外預防及緊急應變、

照顧活動輔助與心理狀態強化等需求，並提出其智慧住宅之六大照護服務

模組，而預估未來智慧住宅高齡照護服務普及後，對於女性權益之促進將

包括三方面： 

減輕女性家庭照顧者之家務負擔 

行政院性別平等處為促使我國性別人權狀況與國際接軌，因應我國女

性進入勞動市場比例增加，但在基於男女任務定型的習俗下，家務工作未

能普遍隨之調整分工，容易造成女性工作與家庭兩頭燒的困境，於 105 年

推動「倡導家務分擔」的性別平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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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配合推動打造支持家務分擔之住家環境，已完成適合男、女性使

用之廚房設計研究，並將成果編寫為內政部「倡導家務分擔，從智慧廚具

設計開始」CEDAW 教材，於 107 年 3 月榮獲行政院金馨獎-性別平等創新

獎(如圖 39)。 

 

 

 

 

 

 

 

 

 

 

 

 

圖 39 可因應家務分擔需要而彈性調整調理台高度的智慧廚具例 

(拍攝自本所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 

本所接續透過本設計指引推動智慧住宅高齡健康照護應用服務，期能

再減輕女性家庭照顧的負擔。例如：家務輔助科技之最重要目的係透過自

動化設備減輕照顧者之照顧負擔，以收摺完成洗滌的衣物為例，將衣物放

入櫃體後，智慧衣櫃可協助自動整齊吊掛衣物至定位，照顧者也不需折疊、

收納、尋找衣物，從而減少照顧者處理家務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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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女性能得到的高齡照護服務 

前述性別統計分析可知，我國老年女性人口多、平均餘命較長、失能

比例較高，因此，預估未來智慧住宅高齡照護服務普及後，女性能得到的

照護服務將可能多於男性。例如：生理數據管理科技之最重要目的有監測、

即時處置，以及預防。監測是藉由上傳至服務後台的生理數據資料，分析

被照顧者量測的血壓、脈搏等資料，產生其生理數據報告。 

並基於保護個人資訊隱私之原則，在其本人知情之情況下，提供醫師、

護理師、照顧員、家人等多元的照顧者近用、共享生理數據報告，以協力

合作提升照顧個案照護品質。目前我國相關主管機關在醫療院所推動相關

計畫，已逐步提升不同醫療機構間之個人健康資料交換效率，這將有助於

女性獲得獲得社會高齡照護資源的機會。 

鼓勵女性掌握數位經濟時代的躍升機會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基於科學、技術、工程及數學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STEM）與人們的生

活息息相關，但投身此一領域的女性人數遠不及男性人數。而聯合國的國

際電信聯盟（ ITU）基於科學和科技為女孩和婦女提供特別機會可克服所

面臨的障礙，但只有相對少數的女性從事資通訊科技產業工作，因此，自

2011 年發起於每年舉辦「Girls in ICT Day」，希望促進女性投入資通訊科

技等領域。我國雖非聯合國成員國，但行政院長年積極參與「APEC 婦女

與經濟論壇」（Women and Economic Forum, WEF）活動，發表我國致力

於促進女性在數位時代躍升機會的相關施政成果，獲得國際肯定。 

基於智慧住宅高齡照護是女性使用者人口相對較多的市場特性，本指

引建議資通信及建築相關產業在新產品的研發過程中，應積極應用性別分

析工具，檢視產品是否能相容於不同性別的使用者，使所開發的智慧住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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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齡照護產品能更貼近使用者需求，以掌握女性使用人口較多的主要市

場機會，甚至提高智慧住宅產品的溢價。例如：因應住宅中男、女性從事

家務需要而可彈性調整調理台高度的智慧廚具(圖 40)，可再因應照顧者及

使用輪椅的高齡者使用之需，於調理台下方預留可供輪椅進出的活動空間 

(如圖 41)。我們相信這樣市場特性，將有助於資通信科技及建築領域更積

極地培力女性從業人員，因而縮小性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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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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輪椅的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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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智慧住宅宅中照顧者者及使用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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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綜上所述，我們從性別統計及分析可知，智慧住宅高齡照護科技的發

展普及，應可有效減輕現況以女性為主的高齡照護者負擔，並使女性人口

數居多的高齡者增加受益的機會。此外，過去建築產業及資通信科技的從

業人員女性參與程度相對較低，然而，為了掌握女性使用人口較多的我國

智慧高齡住宅市場機會，未來相關產業應會更積極地培力女性從業人員，

對女性從業者或是性別創新科技提供更為積極友善的發展環境，而這正是

女性掌握數位經濟時代躍升機會的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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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智慧科技在智慧住宅高齡照護的未來走向 
 

根據 Gartner（2017）的新興技術成熟度曲線，機器學習、深度學習、

物聯網平台、虛擬實境會在 5 年內達到實質生產高原期（Plateau of 

Productivity），接下來是虛擬助理、對話式使用者介面及連網家庭會在 10

年內達成，隨著這些技術的成熟，居家智慧化可望成真(如圖 42)。 

 

圖 42 2017 年新興技術成熟度曲線 
（參考 Gartner，2017；本指引重製） 

住宅能夠分析感測器或使用者所回饋的資料，並做出決策去控制或啟

動家中的設備，來和使用者互動，已有些成功的案例。加州的新創公司 

Brain of Things 在 2017 年宣布正在開發配有大量感測器和自動化燈具及電

器的公寓，透過數據收集及機器學習演算法，來學習、適應居住者的習慣

和偏好，以更聰明地提供符合需求的家庭生活環境，這棟公寓已經開始招

租並透過使用者的回饋進行修正。近年來，智慧家庭相關科技大廠也開始

積極與不動產開發商合作，可以看出智慧家庭產業似乎正積極往智慧住宅

靠攏，蘋果公司與家庭建築商 Brookfield Residential 合作在南加州建立一



智慧住宅高齡照護設計指引 

68 

 

座智慧家庭社區 The Collection，目標是建立一個智慧家庭標準建屋方案，

同時，Amazon 也與家庭建築商 Lennar 進行相似的合作，這樣的合作代表

了新型態的聯盟，以及共同追求智慧住宅未來願景的默契。 

智慧住宅變得更具理解力、更智慧化將對於高齡居家照護造成巨大的

影響，因應高齡化的趨勢，各國看好智慧科技對於高齡照護的效用，皆積

極發展相關應用。綜合 2017 年產業、設計與科技趨勢研究及報導（IEK ；

Gartner ；frog design ；銀享全球；日本經濟產業省，2016；Davenport & 

Harris，2017；Brynjolfsson&Mcafee，2014；Hulick，2016；PwC，2016），

並且參考 Forbes、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Digitimes、幸福空間等網路

平台的趨勢討論，我們從中淬煉出未來智慧住宅高齡照護的三大特色：互

動直覺的、可跨空間的、防範未然的。 

 

走向一：疾病或意外預防融入居家生活中 

 

在高齡化社會中，預防重於治療的概念越來越被強化，經由精準的預

測提醒，老人可以即時改變生活形態、或接受簡單的治療，避免未來可能

要付出的昂貴醫療成本。要做到這件事情，必須要能夠長時間記錄老人們

日常生活中的行為、健康情況等資訊，以增加預測的準確度，而由於老人

主要活動範圍為家中，在家庭中佈建感測器將可以收集到最多數據，意味

著未來的智慧照護住宅將具備預防意外、疾病的功能，為提供高齡者一個

更能守護其健康與安全的居住環境。 

目前市面上廠商收集數據的方式相當多元，利用穿戴式的智慧設備來

監測生理指數是最常見的做法，例如：智慧型手機、手錶、手環等，另一

方面，隨著動作感測器的技術發展，亦有廠商將感測器結合家電、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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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紡織材質上，來收集生理指數、行為數據。以紐約廠商 Tactonic 

Technologies 為例，所研發的健康監測地墊可以監測老年人腳步與腳步之

間的距離，以及單腳所承受的重量壓力，並將感測到的資料在雲端上進行

分析，如果發現老人行動力趨緩、無法平衡時，可以馬上把數據送到照顧

者的監控儀器上。然而，由於目前受限於能收集到的數據不夠大量，且預

測的計算較複雜，因此多數產品是以健康狀況異常或意外發生時提供警示，

以便儘速補救，尚無法做到事前預防。 

在感測器普及與機器學習導入下，未來利用歷史數據進行預測分析的

能力將大幅提升，在居家照護領域中，高齡者健康狀況的長期追蹤及預測

更是具有高價值的應用。例如：計算老年人遊走行為的特徵與模式，與嚴

重失智者的遊走行為進行比對，可以成為評估潛在失智症的指標（徐業良，

2013）；以色列的語音識別情緒公司 BeYond Verbal 也正在開發可與 

Alexa 等語音助理進行合作的分析工具，以此了解人們的行為和聲音模式，

使虛擬助手能透過分析聲音確定具體的健康狀況，像是檢測抑鬱症，甚至

是潛在的慢性疾病。這些疾病特徵的精準評估將可以讓高齡者儘早就醫治

療，大大增加治癒或減緩惡化速度的機會。 

在此同時，IBM 更試圖改變照顧老年人的方式，與義大利第三方醫療

服務提供商 Sole Cooperativa 合作，利用 MERA 的人臉影像辨識生命體徵

數據，以及住宅中配備的感測器，大量搜集居民的日常活動數據，再通過

物聯網和認知計算技術完整瞭解老年人的日常生活和環境，期待能藉此識

別日常生活中可能存在的風險、實施個人化護理並提供提高生活品質的建

議。未來，健康管理應可以串連環境感測器資料、生理指標資料以及醫護

專業人員手上的健康資料，使得居家日常生活中所有可以被記錄的資料，

包括：影像、溫度、聲音、活動範圍，都將成為建構個人健康模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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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 與 Google Assistance，對於較抽象、隨機性的問題，Alexa 還是必須

經過多次的來回問答，才有辦法回答使用者真正想問的問題，相較之下，

專注在人工智慧領域多年的 Google，在自然語言處理技術上還是略勝

Amazon 一籌，Google Assistance 可以理解整個對話脈絡、而非僅只於單

一問題，讓機器可以與人更自然地進行對話，例如：詢問 Google Home 是

否該多加件外套時，它所回應的不會是購買外套的選項，而是天氣預報及

適當的回覆意見(如圖 44)。 

 

圖 44 智慧音響產品例 
（本指引拍攝） 

至於中文的自然語言發展也有所進展，大陸廠商阿里巴巴利用其海量

資料的優勢，在 2017 年中推出第一代中文版的語音交流系統天貓精靈 x1，

功能與 Amazon Echo 類似，也是可以用來執行智能居家控制、音樂播放、

語音購物等，不過現在中文語音助理技術僅達到執行命令，還無法像

Google Home 一樣與人們對話。由於中文的複雜性高，例如：同音字詞多

而不容易辨識詞義、多種腔調而難以將目前現有的語音辨識模型直接套用，

使得對話的運算與學習顯得相對困難。不過，麻省理工科技評論（MIT 

Technology Review）報導認為大陸研究人員解決這些問題的一個優勢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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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數據，由於支持當今電腦語言理解的神經網絡需要大量的數據進行訓練，

因此擁有的數據愈多，其神經網絡將更加智慧化。 

不論是中文還英文，可以期待的是在不久的未來，在人工智慧技術的

蓬勃發展下，機器學習與自然語言處理將能使語音助理更加貼近人的說話

邏輯與方式，若再結合個人語調、情緒或是外界環境等細節資訊，預期可

計算更準確的結果，使得人們能更直覺、更流暢的與機器對話。到了那個

時候，人們可能再也無法想像該如何居住在一個不能與機器說話的空間。 

 

走向三：破除空間與身體限制的社交娛樂及醫療服務 

 

相較於照護、健康等議題，老年生活的社交及娛樂需求經常被大眾忽

略。許多高齡者在退休、子女結婚後自由時間大增，但社交接觸與互動減

少，若無適當的活動填補心靈上的空虛與孤獨，反而會加速身心衰退，造

成憂鬱、壓力及提早失能的狀況。若能維持與親友及家人的連結，進行適

當的休閒活動，高齡者就能夠精神愉快，有所寄託，這正是成功老化的重

要因素，可幫助高齡者及其家庭提升生活品質（鄭美圓，2015；曾誰我，

2016）。然而，受限於身體機能的退化，老人要進行休閒娛樂的困難度遠

遠超過年輕人，也因此限制了跨世代的社交互動方式。 

近年來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的科技興起，除了創造遊戲產業

的全新體驗，對於行動不便的老人來說，更是一個超越環境與時間的休閒

娛樂新選項，讓老人在家就能享受活動的樂趣，甚至可以和在外地的子女

一起互動，例如：在家即可環遊世界、和遠方親友玩牌下棋等。澳洲

Mercy Health Shepparton 養老院就透過虛擬實境讓失智老人體驗熱氣球、

享受海灘陽光，甚至在遊戲中加入治療元素，例如：肢體遊戲以減少顫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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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導，而享有更高的自由度與疾病自主管理，也將是未來智慧照護住宅

的特色之一，例如：美國財經網 CNBC 就推測，Amazon 最新推出帶有螢

幕的 Echo Show，未來可能提供視訊看診服務。 

此外，要達到在地老化的目標，居家智慧系統還必須與社福、醫療的

系統串連整合，才能提供高齡者更完整資源，包括：交通接送、日間照護、

醫療服務等等。如何讓資訊和服務可以跨系統交流互通是目前需要突破的

重要議題，牽涉到資料的標準化格式、異業合作模式、隱私權政策擬定。

日本提出未來不動產開發商可能成為在地整合的角色，提供住宅的同時，

整合設備及服務提供給居民，更因為可以掌握數據而得以展開新的商業模

式（日本經濟產業省，2016）。 

整體而言，為了解決高齡化的問題，有越來越多創新概念正在醞釀，

例如：以長照服務為主體的飯店式社會住宅、設備租賃的新商業模式，但

是這些概念都還需要經過驗證，始能確切解決高齡議題。 

 

走向四：具隱私保護及智慧分析功能的資料加值應用平台 

我國醫師法第 11 條規定，醫師於山地、離島、偏僻地區或有特殊、

急迫情形，為應醫療需要，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醫師，

以通訊方式詢問病情，為之診察，開給方劑，並囑由衛生醫療機構護理人

員、助產人員執行治療。而衛生福利部因應台灣高齡化社會的來臨，在宅

醫療需求也快速增加，加上資通訊技術進步，遠距醫療已是多數國家發展

趨勢，於 107 年 5 月訂定發布「通訊診察治療辦法」，擴大遠距醫療的照

護對象與模式，允許符合一定條件之病人、遠距照護或居家照護相關法令

規定之收案對象進行通訊診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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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我們提出了生理數據管理科技架構(如圖 6)，然而，隨著通訊

診療等新興照顧服務模式的普及化，未來包括:醫師、護理師、藥師、物

理治療師、社工師、心理諮商師及高齡者之親屬等照顧者，照護者間的協

力合作將提升個案的高齡照護服務品質。目前相關主管機關推動的「電子

病歷雲端平台」、「健康存摺」等相關計畫，雖可提升醫療資訊交換效率，

但實務卻仰賴 LINE 群組等溝通平台，造成被照顧者個人資料保護不當的

疑慮，或傳送資料超時後無法順利下載、缺乏資料分析等問題。 

因此，為提升高齡者更優質的照護品質、資訊安全保護及智慧化分析

等服務，預估未來將朝向高齡照護資料加值應用平台發展，在顧及被照顧

者個人資料隱私之前提下，讓各式各樣的照護者透過平台提供的聯絡查詢、

數據分析應用及輔具代購等多元服務，更容易取得所需資料、參與討論及

串聯照護等服務。此外，此平台可應用人工智慧技術，依據高齡者的特質、

目標、喜好推論個人化的服務需求，據以推薦更適切的照護產品(如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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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服務紀錄
數據資料查詢

照服員
社群溝通聯絡

被照顧者

(語音控制)

被照顧者
醫護單位

(遠距醫療、通訊診療)

資料與運算後台

(聯絡紀錄、數據分析
應用、服務導引推薦、

輔具代購)

照護者

(語音控制)

連結設備及服務

其他資料平台

AI語音輔助
主動關懷

互動導引式
喜好需求分析

服務活動
量身推薦
追蹤改善

知識搜尋
資料庫

緊急求救問候關懷
緊急應變

問候關懷

生理量測數據
異常狀況報告
生理數據報告

異常狀況報告
生理數據報告

使用行為數據

生活活動輔助
使用行為數據

生活活動輔助

氣象開放資料
室內溫度…

使用行為數據

雲端視訊諮詢
數據資料查詢

  

圖 46 具隱私保護及智慧分析功能的高齡照護資料加值應用平台例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智慧系統研究所提供，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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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智慧住宅未來推動與展望 

 

行政院刻正推動「數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DIGI+方案（106-

114 年）」、「前瞻基礎建設之數位建設（106 年至 110 年）」，規劃了：

促進既有建物光纖入戶、推動公有建物及土地設置、活絡垂直領域發展經

濟加值資料應用、普及智慧城鄉生活應用等，許多須由建築領域之產官學

研界共同參與之智慧科技應用推動措施。本所亦配合研擬了「智慧化居住

空間整合應用人工智慧科技發展推廣計畫 108-111 年」中程計畫，規劃後

續推廣本設計指引之相關工作。在以上有助推動智慧住宅高齡照護設計指

引相關政策之推動下，我們相信此時正是讓智慧住宅高齡照護由研究、試

驗逐步邁向普及化、可持續營運的重要時刻，期盼透過本指引能引導相關

產、學、研先進共同攜手淬煉出在地老化的創新住宅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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