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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生活狀況意向調查摘要分析 

調查時間：民國 106 年 6 月 20 日至 7 月 9 日 

內政部為蒐集國民對目前生活各層面(包括健康維護、家庭生活、經濟

生活、工作生活、社會參與、公共安全、環境品質、文化休閒及學習生活

等)之滿意程度，同時蒐集國民一年來生活之重大改變、對未來生活預期

與憂心問題等資料，俾供為本部及政府相關機關施政之參考；並作為建立

主觀性國民生活指標之依據及提供行政院主計總處編製國民幸福指數之

參據，於 106 年 6~7 月間辦理「國民生活狀況意向調查」。 

本調查針對年滿 20 歲以上國民，以分層隨機抽樣，採用電腦輔助電

話訪問調查(CATI)法，有效樣本 4,477 人，在 95%信心水準下，最大抽樣

誤差在正負 1.5%以內。本調查結果摘要分析如下： 

一、整體生活及九大生活層面滿意情形 

(一)國民對目前整體生活滿意情形 

國民對「整體生活」滿意度為 84.9%，以 20~29 歲者及 65 歲以上者

對於整體生活之滿意度最高。就各層面整體滿意度觀察，對「整體家

庭生活」滿意度達 91.5%最高，對「公共場所安全」滿意度 68.9%、

「整體經濟生活」滿意度 67.7%較低。 

1.整體狀況：國民對「整體生活」之滿意度為 84.9%，較 105 年下降 1.8
個百分點，不滿意度上升 1.9 個百分點。就各層面整體滿意度綜合觀

察，國民對「整體家庭生活」滿意度達 91.5%最高，最近一年有參與

終身學習者對「整體終身學習」之滿意度 87.9%居次，「整體休閒生

活」及「居住地週遭整體環境」之滿意度再次之，分別為 83.5%、82.5%；
對「公共場所安全」滿意度 68.9%、「整體經濟生活」滿意度 67.7%
較低。(詳見表 1) 



2 

 

圖 1  近 5 年國民對整體生活滿意程度 

 

就生活各層面觀察，各層面內各項目之滿意度以「健康促進活動」、

「公共場所安全」、「社會風氣、倫理道德」、「媒體資訊品質」、

「整體照顧品質」、「居住地週遭治安狀況」、「居住地週遭消防安

全」、「公共場所的無障礙設施」等項目之滿意度較 105 年分別上升

4.5、4.3、3.5、2.7、2.3、2.2、2.0 及 1.6 個百分點，而最近一年有「參

與社會活動」、「國內自然生態環境」、「整體經濟生活」、「居住地

附近就醫的便利性」、「整體消費」等項目之滿意度則分別下降 2.0、
2.0、1.9、1.8 及 1.7 個百分點，其他項目之滿意度大多與 105 年無顯

著差異。(詳見表 2) 

2.就性別及年齡別觀察：對「整體生活」之滿意度男、女性無顯著差異；

年齡層以 20~29 歲者及 65 歲以上者對於整體生活之滿意度最高。(詳
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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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對目前健康維護層面之滿意情形 

國民對「整體的醫療服務品質」之滿意度為 81.6%，男性之滿意度較

女性高，年齡層以 20~29 歲者較高。國民對目前健康維護層面各項目

以「居住地附近就醫便利性」之滿意度達 83.0%較高；男性對「身心

健康狀況」、「健康促進活動」及「整體照顧品質」之滿意度較女性

高，國民對「身心健康狀況」及「整體照顧品質」之滿意度以 20~29
歲者較高，對「居住地附近就醫便利性」、「健康促進活動」之滿意

度以 65 歲以上者較高。 

1.整體狀況：國民對「整體的醫療服務品質」之滿意度為 81.6%，與 105
年比較無顯著差異。國民對目前健康維護層面各項目以「居住地附近

就醫便利性」之滿意度為 83.0%較高，而對「整體照顧品質」之滿意

度僅 53.6%較低。與 105 年比較，國民對「居住地附近就醫便利性」

之滿意度下降 1.8 個百分點，「健康促進活動」及「整體照顧品質」

之滿意度分別上升 4.5 及 2.3 個百分點，「身心健康狀況」之滿意度

則無顯著差異。(詳見表 2) 

2.就性別及年齡別觀察：男性對「整體醫療服務品質」之滿意度較女性

高，年齡層以 20~29 歲者較高。男性對「身心健康狀況」、「健康促

進活動」及「整體照顧品質」之滿意度較女性高；國民對「身心健康

狀況」之滿意度隨年齡增長呈遞減現象，對「整體照顧品質」之滿意

度以 20~29 歲者較高，對「居住地附近就醫便利性」、「健康促進活

動」之滿意度以 65 歲以上者較高。(詳見表 3) 

(三)國民對目前家庭生活層面之滿意情形 

國民對「整體家庭生活」之滿意度為 91.5%，隨年齡增長滿意度遞減。

國民對目前家庭生活層面各項目之滿意度均達 90%以上；男性對「和

配偶生活」及「與配偶父母關係」之滿意度較女性高，國民對「與父

母關係」、「與 6 歲以上子女關係」之滿意度以 30~39 歲者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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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體狀況：國民對「整體家庭生活」之滿意度為 91.5%，與 105 年比

較無顯著差異。國民對目前家庭生活層面各項目之滿意度均達 90%以

上，以「與父母關係」之滿意度 95.9%較高。與 105 年比較，國民對

目前家庭生活層面各項目之滿意度皆無顯著差異。(詳見表 2) 

2.就性別及年齡別觀察：國民對「整體家庭生活」之滿意度男、女性無

顯著差異，滿意度隨年齡增長呈遞減現象。男性對「和配偶生活」及

「與配偶父母關係」之滿意度較女性高；國民對「與父母關係」之滿

意度以 20~39 歲及 65 歲以上者較高，對「與 6 歲以上子女關係」之

滿意度以 30~49 歲者較高。(詳見表 3) 

(四)國民對目前經濟生活層面之滿意情形 

國民對「整體經濟生活」之滿意度為 67.7%，以 20~29 歲及 65 歲以

上者之滿意度較高。國民對目前經濟生活層面各項目之滿意度以「家

庭財務狀況」為 72.7%較高；對「家庭財務狀況」、「整體消費」之

滿意度以 20~29 歲者較高，對「個人財務狀況」之滿意度以 65 歲以

上及 20~29 歲者較高。 

1.整體狀況：國民對「整體經濟生活」之滿意度為 67.7%，較 105 年下

降 1.9 個百分點。國民對目前經濟生活層面各項目以「家庭財務狀況」

之滿意度為 72.7%最高，以「個人財務狀況」之滿意度為 65.3%最低。

與 105 年比較，國民對「整體消費」之滿意度下降 1.7 個百分點。(詳
見表 2) 

2.就性別及年齡別觀察：對「整體經濟生活」之滿意度男、女性無顯著

差異，年齡層以 20~29 歲及 65 歲以上者之滿意度較高。國民對「家

庭財務狀況」、「整體消費」之滿意度以 20~29 歲者較高，對「個人

財務狀況」之滿意度以 20~29 歲及 65 歲以上者較高。(詳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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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民對目前工作生活層面之滿意情形 

有工作之國民對「整體工作生活」之滿意度為 74.5%，以 20~29 歲者

之滿意度較高。有工作之國民對目前工作生活層面各項目以「工作帶

來的成就感」之滿意度為 70.4%較高，女性對「工作帶來成就感」之

滿意度較男性高。沒有工作之國民對於目前沒有工作狀態之滿意度為

71.0%，以 65 歲以上者之滿意度較高。 

1.整體狀況：有工作之國民對「整體工作生活」之滿意度為 74.5%；沒

有工作者對自己目前沒有工作狀態之滿意度為 71.0%，與 105 年比較

皆無顯著差異。國民對目前工作生活層面各項目，有工作者以對「工

作帶來的成就感」之滿意度 70.4%較高，對於「工作收入」、「工作

未來的穩定性及發展性」之滿意度分別為 62.2%、57.4%較低。與 105
年比較，國民對目前工作生活層面各項目之滿意度皆無顯著差異。(詳
見表 2) 

2.就性別及年齡別觀察：有工作之國民對「整體工作生活」之滿意度男、

女性無顯著差異，年齡層以 20~29 歲者之滿意度較高。有工作之女性

國民，對「工作帶來成就感」之滿意度較男性高；有工作之國民對「工

作收入」之滿意度以 20~29 歲者較高，對「工作未來的穩定性及發展

性」之滿意度以 65 歲以上者較高。沒有工作者對自己目前沒有工作

狀態之滿意度以 65 歲以上者較高。(詳見表 3) 

(六)國民對目前社會參與層面之滿意情形 

最近一年有「參與社會活動」之國民對參與社會活動整體滿意度高達

93.6%，女性之滿意度較男性高。國民對目前社會參與層面各項目，

「與鄰居相處情況」及「社會交際活動及人際關係」之滿意度達 87%
以上；女性對「社會交際活動及人際關係」之滿意度較男性高，國民

對「與鄰居相處情況」之滿意度以 65 歲以上者較高，對「社會交際

活動及人際關係」之滿意度以 20~29 歲以上者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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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體狀況：最近一年有「參與社會活動」之國民對參與社會活動整體

之滿意度為 93.6%，對「社會交際活動及人際關係」及「與鄰居相處

情況」之滿意度分別為 87.7%及 87.1%。與 105 年比較，最近一年有

「參與社會活動」之國民其滿意度減少 2.0 個百分點，「與鄰居相處

情況」及「社會交際活動及人際關係」之滿意度則無顯著差異。(詳見

表 2) 

2.就性別及年齡別觀察：最近一年有「參與社會活動」之女性國民對參

與社會活動整體之滿意度較男性高。女性對「社會交際活動及人際關

係」之滿意度較男性高；國民對「與鄰居相處情況」之滿意度隨年齡

增長呈遞增現象，對「社會交際活動及人際關係」之滿意度隨年齡增

長呈遞減現象。(詳見表 3) 

(七)國民對目前公共安全層面之滿意情形 

國民對「公共場所安全」之滿意度為 68.9%，男性之滿意度較女性高、

年齡層以 20~29 歲者較高。國民對目前公共安全層面各項目以「居住

地週遭治安狀況」之滿意度 83.5%較高，男性對「居住地週遭消防安

全」及「公共場所無障礙設施」之滿意度較女性高，女性對「經常往

來路段交通安全」之滿意度較男性高；國民對「經常往來路段交通安

全」之滿意度以 65 歲以上者較高，對「居住地週遭治安」、「公共

場所無障礙設施」之滿意度以 20~29 歲者較高，對「居住地週遭消防

安全」之滿意度以 50 歲以上者較高。 

1.整體狀況：國民對「公共場所安全」之滿意度為 68.9%，較 105 年上

升 4.3 個百分點。國民對目前公共安全層面各項目以「居住地週遭治

安狀況」之滿意度為 83.5%較高，，對「公共場所無障礙設施」及「經

常往來路段交通安全」之滿意度分別為 63.5%及 63.0%較低。與 105
年比較，國民對「居住地週遭治安狀況」、「居住地週遭消防安全」

及「公共場所無障礙設施」之滿意度分別上升 2.2、2.0、1.6 個百分點。

(詳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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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性別及年齡別觀察：男性對「公共場所安全」之滿意度較女性高，

年齡層以 20~29 歲者較高。女性對「經常往來路段交通安全」之滿意

度較男性高，男性對「居住地週遭消防安全」及「公共場所無障礙設

施」之滿意度較女性高；國民對「經常往來路段交通安全」之滿意度

隨年齡增長呈遞增現象，對「居住地週遭治安」、「公共場所無障礙

設施」之滿意度以 20~29 歲者較高，對「居住地週遭消防安全」之滿

意度以 50~64 歲、65 歲以上者較高。(詳見表 3) 

(八)國民對目前環境品質層面之滿意情形 

國民對「居住地週遭整體環境」之滿意度為 82.5%，男性之滿意度較

女性高，年齡層以 20~29 歲者較高。國民對目前環境品質層面各項目

以「居住地附近採買東西便利性」之滿意度 89.0%較高；男性對目前

環境品質層面各項目之滿意度大致較女性高，國民對目前環境品質層

面各項目年齡層大致以 20~29 歲及 65 歲以上者較高。 

1.整體狀況：國民對「居住地週遭整體環境」之滿意度為 82.5%，與 105
年比較無顯著差異。國民對目前環境品質層面各項目以「居住地附近

採買東西便利性」之滿意度 89.0%較高，「居住住宅內部環境」之 84.3%
次之，「居住地交通便利性」之 81.4%再次之，對「社會風氣、倫理

道德」之滿意度僅 33.7%最低。與 105 年比較，國民對「社會風氣、

倫理道德」之滿意度上升 3.5 個百分點，對「國內自然生態環境」之

滿意度下降 2.0 個百分點。(詳見表 2) 

2.就性別及年齡別觀察：男性對「居住地週遭整體環境」之滿意度較女

性高，年齡層以 20~29 歲者較高。男性對「社會風氣、倫理道德」、

「居住地交通便利性」、「居住地附近採買東西便利性」、「居住地

環境品質」及「居住地內部環境」之滿意度皆較女性高；國民對「社

會互信情況」、「社會風氣、倫理道德」之滿意度以 20~29 歲者較高，

對「國內自然生態環境」之滿意度以 20-29 歲、65 歲以上者較高；對

「居住地交通便利性」及「居住地附近採買東西便利性」之滿意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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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4 歲、65 歲以上者較高；對「居住地環境品質」、「居住地內部

環境」之滿意度以 65 歲以上者較高。(詳見表 3) 

(九)國民對目前文化休閒層面之滿意情形 

國民對「整體休閒生活」之滿意度為 83.5%，以 20~29 歲者之滿意度

較高。國民對目前文化休閒層面各項目以最近一年有參與文化活動、

觀光旅遊之國民對參與之整體滿意度分別為 86.7%及 86.0%較高；國

民對目前文化休閒層面各項目年齡層大致以 20~29 歲及 65 歲以上者

較高。 

1.整體狀況：國民對「整體休閒生活」之滿意度為 83.5%，與 105 年比

較無顯著差異。國民對目前文化休閒層面各項目以最近一年有參與文

化活動及最近一年有觀光旅遊者「整體觀光旅遊」、「整體文化活動

情形」之滿意度分別為 86.7%及 86.0%較高，而對「媒體資訊品質」

之滿意度僅 46.0%最低。與 105 年比較，國民對「媒體資訊品質」之

滿意度上升 2.7 個百分點。(詳見表 2) 

2.就性別及年齡別觀察：男、女性對「整體休閒生活」之滿意度無顯著

差異，年齡層以 20~29 歲者較高。男、女性對文化休閒層面各項目之

滿意度無顯著差異；國民對「居住社區或村里的公共休閒及體育運動

設施」者之滿意度以 20~29 歲、65 歲以上者較高，對最近一年有參與

觀光旅遊者、最近一年有參與文化活動情形者參與之整體滿意度以

20~29 歲者較高。(詳見表 3) 

(十)國民對目前學習生活層面之滿意情形 

國民最近一年有參與終身學習者參與之整體滿意度為 87.9%。國民對

目前學習生活層面各項目以「使用電腦或運用網路資訊情形」之滿意

度為 89.4%較高，男性對「自己的教育程度」之滿意度較女性高，國

民對「自己的教育程度」及「使用電腦或運用網路資訊」之滿意度以

20~39 歲者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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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體狀況：國民最近一年有參與終身學習活動者對「整體終身學習情

形」之滿意度為 87.9%，與 105 年比較無顯著差異。國民對目前學習

生活層面各項目以有「使用電腦或運用網路資訊情形」之滿意度為

89.4%較高；最近一年有參與技能進修活動者對「參加工作技能進修

活動」之滿意度 81.2%次之，以「對自己教育程度」滿意度之 74.5%
最低。與 105 年比較，國民對學習生活層面各項目之滿意度皆無顯著

差異。(詳見表 2) 

2.就性別及年齡別觀察：男性對「自己的教育程度」之滿意度高於女性；

國民對「自己的教育程度」、「使用電腦或運用網路資訊」之滿意度

大致隨年齡增長呈遞減現象，最近一年有參與技能進修活動者對「參

加工作技能進修活動」之滿意度以 65 歲以上者較高。(詳見表 3) 

二、國民最近一年來生活上的改變及項目 

國民最近一年來在生活上有較大改變者占 18.5%，有發生較大改變者遭

遇之事項以發生「親人死亡或重大傷病」的每百人有 23.8 人較多。 

國民於最近一年來在生活上有較大改變者占 18.5%，有發生較大改變者之

發生事項占比較高之前三項依序為「親人死亡或重大傷病」者每百人有 23.8 人，

「創業、找到工作或換工作」者每百人有 19.1 人，「自己有重大傷病」者每百人

有 10.6 人及「生小孩或收養小孩」者每百人有 9.4 人。(詳見表 4) 

三、國民對未來生活之預期及憂心的問題 

(一)國民預期一年後生活狀況會變好者占 40.7%，與 105 年相較下降 4.9
個百分點。男、女性皆預期一年後會變好者較高；隨著年齡的增加預

期一年後生活狀況會變好比率呈遞減現象。 

1.整體狀況：國民預期一年後生活狀況會變好者占 40.7%，會變壞者

占 27.9%；與 105 年比較，預期生活狀況變好的比率下降 4.9 個百

分點，預期生活狀況會變壞的比率上升 7.4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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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性別及年齡別觀察：男、女性皆預期一年後會變好者較會變壞或

差不多者為高，且女性預期會變好的比例 43.4%相對高於男性之

37.8%；男性預期會變壞的比率 30.6%相對高於女性之 25.4%。隨

著年齡的增加預期一年後生活狀況會變好比率呈遞減現象；20~49
歲預期會變好者較會變壞或差不多者為高，50 歲以上則預期會變

壞者較會變好或差不多者為高。(詳見表 5) 

(二)76.3%的國民對未來生活有憂心的問題，重要度較高者為「自己(配偶)
財務問題」。男性對未來生活上憂心問題重要度較高者為「自己(配
偶)財務問題」，女性為「自己(配偶)財務問題」、「自己(配偶)健康

問題」及「子女教養及求學問題」。 

1.整體狀況：國民對未來生活上表示有憂心問題者占 76.3%，若將主

要問題、次要問題、再次要問題分別給予 1、2/3、1/3 權數計算之

重要度來看，重要度較高者依序為「自己(配偶)財務問題」、「自

己(配偶)健康問題」、「財政經濟問題」、「子女教養及求學問題」。 

2.就性別及年齡別觀察：男性對未來生活上憂心問題重要度較高者

為「自己(配偶)財務問題」及「財政經濟問題」，女性為「自己(配
偶)財務問題」、「自己(配偶)健康問題」及「子女教養及求學問題」；

20~29 歲者對未來生活上憂心問題重要度較高者為「自己(配偶)事
業問題」，30~39 歲、40~49 歲者為「子女教養及求學問題」，50~64
歲、65 歲以上者為「自己(配偶)健康問題」。(詳見表 6) 

四、為提升國民生活品質應改善或加強項目 

(一)個人應優先改善項目 

國民認為要提升生活品質，個人方面應優先改善項目為「身體健康」，

男、女性及 50 歲以上者看法相同，20~39 歲者認為是「充實專業知

識」，40~49 歲者認為是「多從事運動、休閒或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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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體狀況：國民認為要提升生活品質，在個人方面應優先改善項目，

若將主要項目、次要項目、再次要項目分別給予 1、2/3、1/3 權數計

算之重要度來看，重要度較高者依序為「身體健康」、「多從事運動、

休閒或藝文活動」及「充實專業知識」，唯「不需要」的比例較 105
年上升 3.8 個百分點。 

2.就性別及年齡別觀察：男、女性認為個人應優先改善項目之重要度較

高者皆為「身體健康」。20~29 歲、30~39 歲者皆認為個人應優先改

善項目重要度較高者為「充實專業知識」， 40~49 歲者為「多從事運

動、休閒或藝文活動」、「充實專業知識」及「身體健康」，50~64 歲、

65 歲以上者皆為「身體健康」。(詳見表 7) 

(二)政府應迅速加強辦理項目 

國民認為要提升全體國民生活品質，政府應迅速加強辦理項目主要為

「振興經濟、降低失業率」，男、女性及 30~64 歲者看法相同，20~29
歲者認為是「調漲基本工資」及「穩定物價」，65 歲以上者為「重視

老人照護安養」 及「振興經濟、降低失業率」。 

1.整體狀況：國民認為要提升全體國民生活品質，在政府方面應迅速加

強辦理項目，若將主要項目、次要項目、再次要項目分別給予 1、2/3、
1/3 權數計算之重要度來看，重要度較高者依序為「振興經濟、降低

失業率」、「穩定物價」、「調漲基本工資」及「提供職業訓練及就

業機會」。 

2.就性別及年齡別觀察：男、女性皆認為政府應迅速加強辦理項目重要

度最高者為「振興經濟、降低失業率」；20~29 歲者認為政府應迅速

加強辦理項目重要度最高者為「調漲基本工資」及「穩定物價」，30~39
歲、40~49 歲及 50~64 歲者為「振興經濟、降低失業率」，65 歲以上

者為「重視老人照護安養」及「振興經濟、降低失業率」。(詳見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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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一)就各層面整體滿意度綜合觀察，國民對「整體家庭生活」滿意度達

91.5%最高，對最近一年有參與終身學習者「整體終身學習情形」、

「整體休閒生活」、「居住地週遭整體環境」及「整體的醫療服務品

質」之滿意度亦達 8 成以上。對「公共場所安全」、「整體經濟生活」

之滿意度較低，分別為 68.9%、67.7%。 

(二)就各項層面觀察，各層面內各項目之滿意度與 105 年比較，以「健康

促進活動」、「公共場所安全」、「社會風氣、倫理道德」、「媒體

資訊品質」、「整體照顧品質」、「居住地週遭治安狀況」、「居住

地週遭消防安全」、「公共場所的無障礙設施」等項目之滿意度分別

上升 4.5、4.3、3.5、2.7、2.3、2.2、2.0 及 1.6 個百分點；而最近一年

有「參與社會活動」、「國內的自然生態環境」、「整體經濟生活」、

「居住地附近就醫的便利性」、「整體消費」等項目之滿意度則分別

下降 2.0、2.0、1.9、1.8 及 1.7 個百分點。 

(三)調查結果顯示，國民滿意度較高之層面是家庭生活層面、社會參與層

面及學習生活層面，滿意度較低之層面是環境品質層面、工作生活層

面及經濟生活層面。 

(四)國民對目前整體生活的滿意度為 84.9%，較 105 年下降 1.8 個百分

點，與 105 年比較，滿意度下降的族群為男性、30~39 歲、未婚、

有父母、有 6 歲以上子女、居住在臺灣省中部區域、居住都市地區

及核心家庭組織型態者。18.5%的國民最近一年來生活上曾有較大改

變，發生事項以「親人死亡或重大傷病」者每百人有 23.8 人較高。 

(五)國民預期一年後生活狀況會變好者占 40.7%，會變壞者占 27.9%；與

105 年比較，預期生活狀況變好的比率下降 4.9 個百分點，預期會變

壞的比率上升 7.3 個百分點。高達 76.3%的國民對未來生活有憂心的

問題，憂心問題重要度較高者為「自己(配偶)財務問題」、「自己(配
偶)健康問題」、「財政經濟問題」、「子女教養及求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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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民認為要提升生活品質，在個人方面應優先改善項目重要度較高者

依序為「身體健康」、「多從事運動、休閒或藝文活動」及「充實專

業知識」；期望政府應迅速加強辦理項目重要度較高者依序為「振興

經濟、降低失業率」、「穩定物價」、「調漲基本工資」及「提供職

業訓練及就業機會」。 

表 1 國民對目前整體生活及各層面整體滿意度 
民國 106 年 6 月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滿意 不滿意 無意見

或 
很難說 計 很 

滿意 
還算 
滿意 計 不太 

滿意 
很不 
滿意 

整體生活 100.0  84.9  19.3  65.6  14.8  12.2  2.6  0.3  

整體的醫療服務品質 100.0 81.6  16.5  65.1  15.2  11.8  3.4  3.2  

整體家庭生活 100.0 91.5  40.1  51.4  7.9  6.4  1.5  0.6  

整體經濟生活 100.0  67.7  14.7  53.0  31.5  22.6  8.9  0.8  

整體工作生活 100.0  74.5  14.6  59.9  24.7  19.5  5.2  0.8  

公共場所安全 100.0  68.9  8.6  60.3  26.4  22.4  4.0  4.7  

居住地週遭整體環境 100.0  82.5  17.2  65.3  16.9  13.8  3.1  0.6  

整體休閒生活 100.0  83.5  17.5  66.0  15.8  13.1  2.7  0.8  

整體終身學習情形 100.0  87.9  22.5  65.4  11.8  10.6  1.2  0.3  

註1.整體工作生活為目前有工作者之滿意度。 
2.整體終身學習情形為最近一年有參與者之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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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國民對目前生活狀況各層面滿意度之變動比較 
 

項目別 106 年 105 年 增減 
百分點 

整體生活 84.9 86.7 -1.8 * 
健康維護層面      
身心健康狀況 81.7 81.9 -0.2  
整體的醫療服務品質 81.6 80.1 1.5  
居住地附近就醫便利性 83.0 84.8 -1.8 * 
健康促進活動 79.9 75.4 4.5 * 
整體照顧品質 53.6 51.3 2.3 * 
家庭生活層面      
和配偶生活 92.4 92.2 0.2  
與配偶父母關係 91.6 91.1 0.5  
與父母關係 95.9 95.0 0.9  
與 6 歲以上子女關係 94.1 93.8 0.3  
整體家庭生活 91.5 91.0 0.5  
經濟生活層面      
家庭財務狀況 72.7 72.5 0.2  
個人財務狀況 65.3 66.1 -0.8  
整體消費 68.1 69.8 -1.7 * 
整體經濟生活 67.7 69.6 -1.9 * 
工作生活層面      
工作收入 62.2 61.7 0.5  
工作未來的穩定及發展性 57.4 59.4 -2.0  
工作帶來的成就感 70.4 70.0 0.4  
整體工作生活 74.5 74.3 0.2  
沒有工作或從事家庭管理者 

對目前狀態 71.0 73.1 -2.1  

社會參與層面      
與鄰居相處情況 87.1 86.1 1.0  
社會交際活動及人際關係 87.7 87.3 0.4  
參與社會活動 93.6 95.6 -2.0 * 
註：1「工作收入」、「工作未來的穩定及發展性」、「工作帶來的成就感」及「整體工作

生活」為目前有工作者之滿意度；「沒有工作或從事家庭管理者對目前狀態」為目

前沒有工作者之滿意度。 
2.「參與社會活動」為最近一年有參與者之滿意度。 
3.*代表該項目兩次調查的比例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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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國民對目前生活狀況各層面滿意度之變動比較(續) 

 

項目別 106 年 105 年 增減 
百分點 

公共安全層面     
經常往來路段交通安全 63.0 63.2 -0.2  
居住地週遭治安狀況 83.5 81.3 2.2 * 
居住地週遭消防安全 80.0 78.0 2.0 * 
公共場所無障礙設施 63.5 61.9 1.6 * 
公共場所安全 68.9 64.6 4.3 * 

環境品質層面      

社會互信情況 42.3 41.0 1.3  
社會風氣、倫理道德 33.7 30.2 3.5 * 
國內自然生態環境 46.7 48.7 -2.0 * 
居住地交通便利性 81.4 81.9 -0.5  
居住地附近採買東西便利性 89.0 89.3 -0.3  
居住地環境品質 68.3 69.2 -0.9  
居住住宅內部環境 84.3 84.8 -0.5  
居住地週遭整體環境 82.5 82.3 0.2  
文化休閒層面      
居住社區或村里公共休閒及 

體育運動設施 63.9 63.7 0.2  

整體觀光旅遊 86.0 86.9 -0.9  
整體文化活動情形 86.7 87.9 -1.2  
媒體資訊品質 46.0 43.3 2.7 * 
整體休閒生活 83.5 83.9 -0.4  
學習生活層面      
自己的教育程度 74.5 73.9 0.6  
使用電腦或運用網路資訊情形 89.4 88.7 0.7  
參加工作技能進修活動 81.2 78.3 2.9  
整體終身學習情形 87.9 86.5 1.4  
註：1.「整體觀光旅遊」為最近一年有觀光旅遊者之滿意度；「整體文化活動情形」、「整

體終身學習情形」為最近一年有參與者之滿意度；「使用電腦或運用網路資訊情形」

為目前有使用者之滿意度；「參加工作技能進修活動」為最近一年有參加者之滿意

度。 
2.*代表該項目兩次調查的比例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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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國民對目前生活狀況各層面滿意度—按性別、年齡分 
民國 106 年 6 月                     單位：% 

項目別 全體 
國民 男 女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64 
歲 

65歲 
以上 

整體生活 84.9 84.0 85.7 88.9 85.0 81.5 82.7 88.3 
健康維護層面                 

身心健康狀況 81.7 82.9 80.6 91.4 85.6 80.6 77.9 74.6 
整體的醫療服務品質 81.6 83.0 80.3 90.4 83.7 76.7 77.8 82.3 
居住地附近就醫便利性 83.0 84.0 82.2 83.5 80.2 81.1 83.8 87.2 
健康促進活動 79.9 82.1 77.8 81.0 76.6 71.2 82.8 88.1 
整體照顧品質 53.6 55.6 51.7 69.9 52.7 43.0 49.4 57.2 

家庭生活層面                 
和配偶生活 92.4 94.7 90.4 89.6 92.3 93.8 92.9 90.2 
與配偶父母關係 91.6 94.1 89.1 96.4 91.8 91.8 89.8 95.4 
與父母關係 95.9 96.3 95.5 97.3 96.8 94.8 94.4 96.2 
與6歲以上子女關係 94.1 94.5 93.8 93.2 97.0 95.6 92.9 93.4 
整體家庭生活 91.5 91.5 91.4 94.9 93.9 91.5 89.1 89.0 

經濟生活層面                 
家庭財務狀況 72.7 72.9 72.6 82.6 69.7 69.6 71.1 72.7 
個人財務狀況 65.3 66.4 64.3 67.6 61.7 64.8 64.8 68.9 
整體消費 68.1 67.6 68.6 81.2 66.4 65.9 63.5 67.0 
整體經濟生活 67.7 67.0 68.3 74.4 64.0 64.6 65.8 71.7 

工作生活層面                 
工作收入 62.2 63.2 60.7 67.9 62.6 62.4 56.7 64.9 
工作未來的穩定性及 

發展性 57.4 56.6 58.3 63.2 57.8 56.8 51.1 67.4 

工作帶來的成就感 70.4 68.8 72.7 73.0 69.1 70.3 68.5 78.6 
整體工作生活 74.5 73.7 75.4 80.6 72.7 74.2 71.4 77.0 
沒有工作或從事家庭管理

者對目前狀態 71.0 69.6 71.8 72.3 64.7 55.3 71.8 75.6 

社會參與層面                 
與鄰居相處情況 87.1 86.3 87.7 84.0 84.8 87.0 88.6 90.2 
社會交際活動及人際關係 87.7 86.9 88.5 92.0 89.0 88.7 85.9 83.8 
參與社會活動 93.6 92.2 94.8 96.8 93.0 91.3 92.6 95.8 

註：1.「工作收入」、「工作未來的穩定及發展性」、「工作帶來的成就感」及「整體工作生活」

為目前有工作者之滿意度；「沒有工作或從事家管理者對目前狀態」為目前沒有工作者

之滿意度。 
2.「參與社會活動」為最近一年有參與者之滿意度。 
3.陰影部分為經以卡方檢定變項（特性）有顯著相關者，滿意度再經 T 檢定後有顯著差異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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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國民對目前生活狀況各層面滿意度—按性別、年齡分(續) 
民國 106 年 6 月                     單位：% 

項目別 全體 
國民 男 女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64 
歲 

65歲 
以上 

公共安全層面         
經常往來路段交通安全 63.0 60.4 65.6 60.2 60.5 62.3 64.0 67.9 
居住地週遭治安狀況 83.5 83.9 83.1 86.7 81.7 82.7 82.8 84.4 
居住地週遭消防安全 80.0 82.0 78.1 80.7 77.4 78.1 81.4 82.5 
公共場所無障礙設施 63.5 64.8 62.2 70.2 61.0 56.9 64.1 66.2 
公共場所安全 68.9 71.7 66.1 80.2 69.9 65.0 65.3 66.4 

環境品質層面                 
社會互信情況 42.3 42.5 42.0 58.0 41.1 33.8 37.9 44.6 
社會風氣、倫理道德 33.7 35.2 32.2 54.8 36.3 25.4 26.1 31.2 
國內自然生態環境 46.7 46.5 46.8 48.8 44.8 44.8 46.6 48.9 
居住地交通便利性 81.4 82.8 80.0 80.6 76.0 78.4 85.9 84.7 
居住地附近採買東西 

便利性 89.0 90.5 87.5 88.2 87.3 87.5 91.2 90.0 

居住地環境品質 68.3 70.9 65.7 69.2 65.3 67.1 67.0 74.4 
居住住宅內部環境 84.3 85.6 83.0 85.1 82.5 82.4 84.7 87.0 
居住地週遭整體環境 82.5 84.1 81.0 86.2 84.1 82.2 78.7 83.5 

文化休閒層面                 
居住社區或村里公共休

閒及體育運動設施 63.9 64.7 63.0 69.8 63.3 60.8 59.2 69.7 

整體觀光旅遊 86.0 84.5 87.3 91.6 86.2 84.6 82.1 87.6 
整體文化活動情形 86.7 85.4 87.8 91.5 86.2 84.6 83.8 89.7 
媒體資訊品質 46.0 46.5 45.5 50.3 48.1 43.1 42.1 49.0 
整體休閒生活 83.5 84.3 82.7 90.7 82.1 77.9 82.1 86.5 

學習生活層面                 
自己的教育程度 74.5 75.9 73.3 89.1 78.7 73.2 67.4 68.1 
使用電腦或運用網路 

資訊情形 89.4 89.4 89.4 96.8 92.9 92.0 81.6 75.8 

參加工作技能進修活動 81.2 81.9 80.5 85.9 75.8 78.8 82.9 90.8 
整體終身學習情形 87.9 89.5 86.8 89.4 87.2 86.1 88.5 89.0 

註:1.「整體觀光旅遊」為最近一年有觀光旅遊者之滿意度；「整體文化活動情形」、「整體終

身學習情形」為最近一年有參與者之滿意度；「使用電腦或運用網路資訊情形」為目前

有使用者之滿意度；「參加工作技能進修活動」為最近一年有參加者之滿意度。 
2.陰影部分為經以卡方檢定變項(特性)有顯著相關者，滿意度再經 T 檢定後有顯著差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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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國民最近一年來在生活上較大的改變 
 民國 106 年 6 月         單位：%；人/百人 

總計 100.0 
最近一年在生活上無較大改變 81.5 
最近一年在生活上有較大改變 18.5 

最近一年在生活上有發生較大改變者的項目(複選)  
親人死亡或重大傷病 23.8 
創業、找到工作或換工作 19.1 
自己有重大傷病 10.6 
生小孩或收養小孩 9.4 
居住處所搬遷 7.9 
工作有升遷 7.5 
考上學校或畢業 7.2 
辭職、失業或事業失敗 6.0 
買房子 5.1 
訂婚、結婚或同居 4.7 
退休 3.8 
重大財物損失 2.6 
出國工作或唸書 1.9 
離婚、分居 1.5 
受到犯罪侵害 0.2 
染上賭博、吸毒等惡習 0.1 
其他 10.9 

註：本題問項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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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國民預期一年後生活狀況之變化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變好 

差不

多 

變壞 無意見

或 
很難說 

不 
知道 計 好 

很多 
好 
一些 計 壞 

一些 
壞 
很多 

105 年 100.0 45.6 11.6 34.0 27.2 20.6 11.9 8.7 2.6 4.0 
106 年 100.0 40.7 9.1 31.6 26.6 27.9 13.2 14.7 1.7 3.1 

性別           
男 100.0 37.8 6.9 31.0 27.1 30.6 14.8 15.8 1.8 2.7 
女 100.0 43.4 11.2 32.2 26.1 25.4 11.7 13.7 1.6 3.4 

年齡           

20~29歲 100.0 68.0 14.0 54.1 14.9 16.1 10.4 5.7 0.7 0.3 
30~39歲 100.0 51.5 10.6 40.9 24.4 22.3 12.6 9.8 0.2 1.5 
40~49歲 100.0 37.6 6.8 30.8 29.1 29.4 14.9 14.5 1.2 2.7 
50~64歲 100.0 29.2 8.5 20.7 30.9 34.8 14.8 20.0 1.5 3.6 
65歲以上 100.0 22.3 5.8 16.5 31.0 33.9 12.4 21.6 5.3 7.4 

 

表 6 國民未來生活上較憂心的問題(前 8 項) 
民國 106 年 6 月                單位：重要度 

項目別 
自己（配

偶）財務

問題 

自己（配

偶）健康

問題 

財政

經濟

問題 

子女教

養及求

學問題 

自己（配

偶）事業

問題 

父母健

康或奉

養問題 

子女交

友、工

作或婚

姻問題 

物價

問題 

總計 13.7 11.5 11.0 10.2 8.5 8.3 8.0 7.0 
性別         

男 13.2 9.5 11.6 7.5 9.1 8.2 6.1 7.1 
女 14.2 13.5 10.4 12.9 8.0 8.4 9.9 6.9 

年齡         
20~29 歲 15.1 4.8 10.1 4.2 22.1 12.3 1.2 8.0 
30~39 歲 15.1 5.7 12.0 21.6 10.7 11.7 1.8 8.9 
40~49 歲 15.3 9.1 12.6 19.5 8.4 10.7 7.8 5.5 
50~64 歲 13.2 16.4 11.1 4.1 3.2 6.4 14.6 6.6 
65 歲以上 9.6 20.0 8.7 2.2 1.2 0.5 11.8 6.3 
註：1.重要度=1*主要選項+(2/3)*次要選項+(1/3)*再次要選項。 

2.本題是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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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國民認為要提升個人生活品質應優先改善項目(前 8 項) 
民國 106 年 6 月                單位：重要度 

項目別 身體 
健康 

多從事運

動、休閒或

藝文活動 

充實專

業知識 

保持樂

觀心情

與想法 

升遷

加薪 

多兼幾份

工作努力

賺錢 
儲蓄 找到 

工作 

總計 17.4 14.7 12.2 6.8 6.5 5.6 5.1 3.8 
性別         

男 16.4 13.1 11.2 6.1 8.3 6.4 4.3 2.7 
女 18.2 16.3 13.1 7.6 4.7 4.7 6.0 4.9 

年齡         
20~29 歲 13.6 14.5 23.3 7.0 7.6 6.9 8.4 6.8 
30~39 歲 11.6 13.6 16.3 6.1 11.8 7.6 6.5 5.3 
40~49 歲 14.3 16.1 14.5 7.3 9.6 7.1 6.0 3.6 
50~64 歲 21.1 16.0 6.6 7.6 3.7 4.9 3.8 2.8 
65 歲以上 25.3 12.6 2.6 5.8 0.1 1.2 1.3 1.1 

註：1.重要度=1*主要選項+(2/3)*次要選項+(1/3)*再次要選項。 
2.本題是複選題。 

 
表8 國民認為要提升全體國民生活品質政府應迅速加強辦理項目 

（前8項） 
民國 106 年 6 月                  單位：重要度 

項目別 

振興經

濟，降

低失業

率 

穩定

物價 

調漲

基本

工資 

提供職業

訓練及就

業機會 

重視老

人照護

安養 

加強改善社

會風氣及宣

揚優良 
倫理道德 

維護

本國

勞工

權益 

教育

改革 

總計 16.4 13.5 11.2 10.2 8.3 7.8 5.9 5.6 
性別         

男 16.8 12.9 10.9 9.2 7.1 6.9 6.0 5.3 
女 16.1 14.1 11.5 11.2 9.5 8.8 5.7 5.9 

年齡         
20~29 歲 12.9 15.4 16.8 12.9 4.8 5.5 8.6 7.0 
30~39 歲 17.2 15.2 15.7 11.9 6.3 6.6 6.9 5.6 
40~49 歲 21.1 14.1 10.4 10.1 8.0 11.3 6.2 7.8 
50~64 歲 17.8 13.0 8.9 10.2 9.5 8.6 4.7 4.5 
65 歲以上 11.5 9.5 4.7 5.8 12.7 6.4 3.3 3.7 

註：1.重要度=1*主要選項+(2/3)*次要選項+(1/3)*再次要選項。 
2.本題是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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