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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我國高齡人口的快速成長，提供符合高齡者使用的產品，為設計師責無旁貸的責任。但是，目

前較少高齡者相關的資料可供設計師參考；所以探討高齡者之相關研究，提出高齡化產品設計的要點，

作為產品設計實務與研究之參考為本研究的目的。本文主要從（1）高齡人口的成長，說明高齡化產品設

計的需求；（2）通用設計與高齡工學等設計理念及國際標準規範的發展與應用；（3）符合高齡者身心

機能特性的產品設計；（4）高齡化產品設計的方法與趨勢等四個面向，探討高齡化社會對產品設計的需

求。由研究結果得知，發展高齡化產品設計可從高齡者的需求探討、設計理念的應用、身心機能的探討

與操作訓練等要項著手，以提供符合高齡者身心機能的產品給高齡者使用。 

 

關鍵詞：高齡者、產品設計、通用設計、高齡工學 

 

一、緒論 

   

人口高齡化已是全球的趨勢與問題 [9,42,79]；在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早已從正常化

（normalization）、社會福祉的觀點，重視有關高齡化社會的設計問題[11,24,25]；並由產官學研各領域

提供人力與經費，積極從事高齡化相關的產品設計與研究。我國近十幾年來，隨著人口結構的高齡化（註

1），也逐漸重視高齡化社會所衍生的醫療、福利等問題。但從設計的觀點，探討有關高齡化產品設計、

介面設計的問題，提供高齡者能獨立生活的用品，在國內則比較少[12]。未來隨著我國高齡人口逐年的

成長，必需提供符合高齡者使用的產品。所以，探討高齡者的相關研究，提出高齡化產品設計的要點，

作為國人發展高齡化產品設計之參考為本文的目的。 

1-1 高齡化的時代 

因少子化的現象，將加速我國各年齡層的人口比例的改變，促使我國高齡人口的成長速度比其他國

家快[7,20]；未來高齡社會所衍生的問題將逐漸浮現，所以必須及早因應高齡社會的各種問題。若設計

師能關心、重視高齡化的研究與設計，將有助於高齡使用者的產品設計，並提供符合高齡者生理、心理

需求的產品。但是，過去與設計相關的研究，大部分以正常人或年輕人為研究對象，有關高齡者的研究

比較少[39,66,67]。因此，目前設計師無充分的高齡者相關研究成果可作為產品設計之參考。從產品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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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的觀點，提供符合高齡者身心機能的產品，使高齡者能獨立自主的生活，是當前設計師責無旁貸的責

任。另一方面，在我國以外銷導向的經濟特性之下，如何能掌握世界高齡化設計趨勢的脈動，加強高齡

化的設計與研究是值得國人重視的。 

近年，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在我國也有推動高齡者相關的學術研究與舉辦設計推廣活動（註 2），

使得無障礙設計（barrier free design）、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與高齡工學（gerontechology）等觀

念，逐漸為國人所熟知。尤其，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以「融入福祉設計之通用人機互動」為該學會第

十三屆學術研討會的大會主題，會議中有高齡福祉設計與通用設計等相關的議題討論與研究發表[23]；
所以，有關高齡者相關的學術研究，在我國也逐漸引起重視。但以研究而言，我國高齡者的相關研究大

部分為個別型的應用研究[12]，在先進國家有長期、整合型的研究與重視基礎的研究，是值得我國借鏡。 

1-2 高齡化產品的需求 

我國人口因年齡結構的改變，未來將使得扶養比提高[7]。若高齡者可以自理生活，將減低青壯年人

口的照顧負擔，使青壯年人口能全心投入勞動生產，以維持社會整體的生產力；另外，高齡者若不需他

人照顧，也將生活的更有尊嚴。因自理生活的活動有助於減緩身心機能的衰退、保持身心健康與維持其

生活品質[73,82]；同時能降低醫療的需求，對整體的社會成本而言，具有正面的意義[56]。但，目前有

許多與資訊科技結合的產品，高齡者在使用上有許多的問題點存在；其主要的問題有三項：（1）隨著許

多科技被運用在產品設計上，尤其是資訊產品，使得產品過於複雜化，高齡者（甚至於年輕人）難於理

解與操作使用；（2）因為高齡者身心機能（如知覺、認知與運動機能）的衰退，使得高齡者無法正常地

操作產品；（3）高齡者過去沒有使用資訊產品的經驗，所以無法以過去的經驗操作資訊產品[74]。另一

方面，因為設計師大部分是以身體健全的正常人或年輕人為其假定的使用族群，未考慮到高齡者的操作

需求。但高齡者有消費能力，其人口比例逐年提升；從市場經濟的觀點，已逐漸形成有潛力的消費族群，

是值得開發的市場[32,72]。 

再從生活型態的觀點，高齡者彼此之間對產品的需求差異非常大。例如，根據 Lee & Kuo [56]對高

齡者日常生活之食、衣、住、行、育、樂的研究結果，喜歡運動且積極的高齡者，因為喜歡社交活動與

學習新知、嘗試使用新的產品，所以有比較多的問題焦點在「育」的學習與操作產品時的知覺上；比較

消極的高齡者因為視覺機能的衰退，不喜歡學習新知與嘗試使用新產品，有較多生活上的問題在「食、

衣、樂」的知覺與認知上；而健康欠佳與不喜歡運動的高齡者，有比較多的問題在「食、衣、住、行」

的操作（運動機能）上。由此得知，高齡者彼此之間的問題差異化非常大。Tacken et al. [78]的研究也顯

示，在先進國家的高齡者已無法避免不使用資訊產品，使用資訊產品可以改善其生活機能；例如使用網

際網路可以增加教育學習、電子郵購或娛樂的機會，透過電子郵件或行動電話可以增進人際之間的互動。

但只有高教育程度、高收入、高記憶能力與積極態度的高齡者較有意願使用資訊產品。使用資訊產品的

高齡者有較高的自我滿足感與較低負面的老人刻板印象[29]。若考慮高齡者的身心機能來設計產品，則

高齡者可以容易操作產品，對年輕人而言也能容易操作該產品介面，甚至於小孩或身心障礙者也能接近、

使用該產品，則達到通用設計的理念；且就經濟層面而言，其也具有更廣大的市場性和利益性[59]。 

 

二、設計理念與國際標準 

2-1 設計理念 

過去在身心障礙的研究或設計較偏向特定的對象（如重度障礙者）為主；當高齡化的問題逐漸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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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其研究或設計的對象逐漸從身心障礙者轉移到高齡者。但高齡者與身心障礙者不同，高齡者因隨著

年齡的增加，身心機能會逐漸衰退，是普遍的現象。所以，高齡者與身心障礙者之間對設計的需求是不

同的[18]。對高齡者除了考慮無障礙設計之外，還需考慮產品的普及化與價格一般化。所以，近年隨著

人口結構的高齡化，設計的觀點逐漸轉換到通用設計[22]。Mace 教授對通用設計提出的 7 項原則（註 3），

被廣泛的應用在各種設計領域之中[59]。通用設計強調的是在設計的開始階段，即將通用設計的理念融

入設計的每一步驟之中，不需要改造或特別設計，也不需要耗費很多的成本，其設計完成的產品是一般

人能夠購買與使用的。若要設計一項產品滿足所有人的需求，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可將通用設計的理念

融入產品設計的過程中，則其產品較能符合多數使用者（包括高齡者在內）的需求，以達到市場經濟的

規模[50]。 

另一方面，歐美等先進國家目前正在發展高齡工學的設計理念，即從工程技術的觀點，結合老人學

（gerontology）的知識，研發健康、舒適與安全的產品與環境，使高齡者能夠確保身心健康、有尊嚴的

獨立生活、及參與社會活動[31,35,37]。高齡工學發展的重點有：（1）預防或減緩身心機能的衰退；（2）

補償因高齡而退化的能力；（3）提高工作、社交、教育等活動的參與；（4）高齡者照護的支援；（5）

加強高齡者相關的基礎與應用研究[44,49]；其實際的內容則包括工作場所的設計與支援系統、在家自理

生活、健康管理、照護者支援等。世界高齡人口的成長與技術環境的改變互為平行的發展，而高齡工學

可當作產品技術與使用者介面的橋樑[30]；如何研發有用的工程技術，設計符合高齡者身心機能操作的

產品給高齡者使用，則為高齡工學發展的目標[45,75]。 

2-2 國際標準 

1990 年美國頒佈 ADA 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對於全球高齡者與身心障礙者的相

關發展有很大的影響[10,25]。其中，除了上述的通用設計與高齡工學的理念被提出之外，也有「包容設

計（inclusive design）」、「全民設計（design for all）」、「親近設計（accessible design）」、「共用

品（kyoyo-hin）」[11]、「超世代設計（transgeneration design）」[73]等不同的理念被提出，這些理念

被許多企業或政府應用在相關的設計活動之中，其成效也逐漸受到重視[28,36,41,65]。 

在不同的設計理念之下，為了使全世界各國能有系統的因應高齡化社會的問題，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與國際電器標準團體（IEC）於 2001 年頒佈 ISO/IEC guide 71，作為世界各國發展高齡者與身心

障礙者需求的參考[9,53]。為說明高齡者相關設計的重點，ISO/IEC guide 71 以矩陣架構呈現身心機能與

設計領域之間的關係。矩陣架構的橫軸為感（知）覺能力（如視覺、聽覺、觸覺等）、身體能力（如操

作、移動、肌力等）、認知能力（如判斷、記憶、語言與讀寫能力等）與過敏（如接觸、食物等）等四

項的身心機能。矩陣架構的縱軸為（1）資訊、顯示；（2）包裝、容器；（3）材質；（4）操作使用；

（5）介面設計；（6）設備、保管、廢棄；（7）建築環境等 7 項領域的設計要素。即 ISO/IEC guide 71
以矩陣的橫軸與縱軸的交點，表示設計應考慮的重點要項；並清楚地瞭解如何從人（如高齡者、身心障

礙者）的身心機能特徵，掌握設計的需求與接近性、使用性之關係，進而以通用設計或高齡工學的設計

理念，研發符合高齡者、身心障礙者使用的產品[75]。 

 

三、高齡者的身心機能 

 

隨著年齡的增加，高齡者的身心機能會逐漸衰退；所以瞭解高齡者的身心機能特性，有助於高齡化

的產品設計。與產品設計有關的身心機能可分為運動機能、知（感）覺機能與認知機能等，分別說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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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運動機能 

與操作產品相關的運動機能有肌力、平衡、速度與靈敏度等項目。吾人隨著年齡增加，因肌原纖維

減少之故，造成高齡者的肌力降低；例如 60 歲的最大握力比 20 歲的握力低 24%，所以建議高齡者操作

產品所需的握力為年輕人的 75％為佳[26]。同時，中樞神經對肌肉運動的控制能力降低，將影響高齡者

動作的靈敏度與速度，以及影響需要體力的自理生活能力與社交、娛樂活動[80]。 

吾人在 60 多歲時，因前庭器官的平衡感覺變差，造成本體感覺（kinesthetic sensitivity）機能的退化，

使高齡者容易跌倒與步伐變慢[43]。另一方面，高齡者因行動減緩，增加作業的操作時間；尤其越複雜、

越困難的作業內容，使高齡者彼此之間的操作時間差異更大，而所需的操作時間約為年輕人的 1.4 至 2.0

倍[43,76]。又，因為一般的高齡者對操作準確度的要求高於操作速度的要求，導致高齡者較少操作錯誤，

而所需時間比年輕人長；但不能以操作速度與準確度的對立關係解釋所有高齡者行動遲緩的原因[80]。 

3-2 知覺機能 

3-2.1 視覺 

隨者年齡的增長，高齡者的視覺機能衰退有視力退化、老花眼、水晶體黃變化，瞳孔變小、暗順應

時間增加，深度知覺與眩光等問題[6,13]。高齡者的色彩辨識能力變差，主要是視覺神經退化與視網膜

的錐體細胞減少之故[83]；尤其高齡者的水晶體因產生黃變化，促使高齡者對短波長的色彩區辨能力更

差[54]。利用 Farnsworth-Munsell 100 Hue Test 得知，隨著年齡增加，在綠-藍範圍的錯誤分數增加[17]，
尤其在低照度時錯誤分數更高[84]；在紅-黃範圍時，則其錯誤率較低[17,38]。又，高齡者能夠知覺彩度

的範圍比年輕人窄[69]；若色彩的明度接近，其色彩區辨能力也比較差[16]。 

 

3-2.2 聽覺 

高齡者因為內耳的毛細胞與神經細胞的退化，造成高頻率（4000Hz 以上）的聽力損失；但頻率在

1000Hz 以下的聽力不受影響[43]。在高頻的聽力損失，男性比女性大，且隨著年齡增加，其彼此之間的

聽力差異增大[54,71]。因高齡者對電腦語音較不易理解，避免使用人工合成聲音。另一方面，可透過聲

音判斷音源的位置，但對高頻、短暫的聲音，高齡者不容易判斷其位置。例如許多電子表鬧鈴發出高頻、

短暫的嗶聲，高齡者不容易辨別其位置；但是，有些汽車在倒車時，發出間斷、低頻的聲音，則容易依

聲音判別其位置[43]。 

近年，報知音（在產品的使用過程中，傳遞產品操作狀態的聲音）被運用在許多產品設計上。因高

齡者對於較高頻率聲音的聽力損失較大，對於低頻率聲音的聽力損失較小；所以，適合高齡者的報知音

的頻率約為 1000 Hz[33,55]；但目前市售的產品很少使用頻率 1000 Hz 左右的報知音[19]。若使用較高

頻率的報知音，則必須提高音量，方可使高齡者能夠聽取；但音量太大，對年輕的使用者而言，則容易

形成干擾（噪音）。所以在設計時，應選擇適當的頻率與音量的報知音，以符合大多數使用者的需求

[9,55,63]。 

  

3-2.3 觸覺 

吾人隨著年齡的增加，因皮膚的表皮與真皮層萎縮、觸覺感受器退化、與皮膚內的血液流量減少 

[77]，造成觸覺的能力降低，影響手部的控制能力，使得手的靈敏度降低[27]；所以，高齡者操作家電產

品的觸覺符號，其辨識能力明顯比年輕人差[66]。 

近年，觸覺符號與點字的設計被廣泛的運用在產品設計上[9]，觸覺符號包括有點、線、面與質感等

種類[46]。凸型的觸覺符號比凹型的觸覺符號容易辨識[21]。但在設計時應該特別注意高齡者因觸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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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降低，造成觸覺辨別閾值的提升[27]。根據文獻[9]，凸型觸覺符號的高度需為 0.5-0.8 mm；線型觸覺

符號（如「－」）的線寬度為 1.5-2.0 mm，其線的長度為寬度的 5 倍以上較佳。觸覺符號的形狀、大小、

質感等的設計，因機能而異，其設計可參考相關文獻[9,11]。 

3-3 認知機能 

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或短期記憶（short-term memory）因隨著年齡增加而降低。工作記憶

的容量會影響作業的績效。小量的資訊處理，其所需的工作記憶較不受年齡的影響；大量的資訊處理，

其所需的工作記憶受年齡的影響較大。高齡者可透過練習或環境支援，降低對工作記憶的依賴[43,52]。
高齡者的語意記憶（semantic memory）能力不因年齡而降低，設計應多利用語意記憶，有助於產品的操

作。預期記憶（prospective memory）為長期記憶的類型之一，可分為時間導向（time-based）與事件導

向（event-based）的預期記憶。隨著年齡的增加，時間導向的預期記憶比事件導向的預期記憶退化快；

若採時間導向的預期記憶之介面設計，則高齡者的作業績效會降低；若使用事件導向的預期記憶之介面

設計，則可減弱因年齡造成作業績效的降低。所以，設計時應多利用事件導向的預期記憶作為介面操作

的依據[43]。另一方面，在設計操作介面時，需考慮儘量不要讓高齡者使用大量的注意力、思考其操作

順序、快速作判斷、與記憶很多的輸入項目[2]。提高產品介面元素之間的相容性（compatibility）設計，

則可提升高齡者對產品介面的操作績效[58]。 

   

四、高齡化的產品設計 

 

為了設計符合高齡化產品的生產性與經濟性，同時需兼顧個人或共用產品的問題，設計師無法憑直

覺與經驗設計產品。所以，Hotta [51]提出（1）機能的彈性化、（2）構造的彈性化、（3）供給的彈性

化、（4）參與的彈性化、（5）選擇的彈性化等五種可能的設計方法；設計師可依產品的特性，選擇適

當的設計方法。另一方面，為了彌補設計師對高齡者生理特性理解的不足，年輕設計師可透過「高齡者

體驗設備」的使用，實際體驗高齡者因身心機能退化所造成的問題[14]；與透過參與式設計的方法，與

高齡者互動，深入理解高齡者實際的需求；並針對其需求提出適當的設計方案，再經高齡者的使用評估，

以確認設計案的合理性[36,47]；設計師也可透過 Product performance program [3]，評估其設計是否符合

通用設計的要求。 

因應不同設計的需求，可參考 ISO/IEC guide 71 的矩陣架構，瞭解高齡者身心機能與該設計領域之

間的關係，可以掌握設計所需面對的問題點。尤其，為講求產品公平的使用（equitable use）之下，可透

過餘備資訊（redundant information）的設計，即訊息可透過視覺、聽覺與觸覺等多重呈現的方式，以滿

足不同使用者的需求[43]；例如在公共場所採用視覺與聽覺併用的方式傳遞訊息，除了滿足一般人的需

求之外，也可滿足聽障者、視障者的需求。 

高齡化產品的研發，可從工程技術與產品設計研究兩方面進行。我國進行高齡工學相關的研究，其

領域較偏向醫療、輔具等科技研究的範疇[12]；也可從使用者身心機能的特性，以通用設計的理念滿足

不同使用者的需求著手。在國外有許多成功案例[3,8,36,60,62]，在設計之初，即考慮身心能力較低的

使用者（如高齡者、身心障礙者等）之身心特性，使其設計皆能滿足高齡者或身心障礙者的需求；這些

產品也適合一般人的使用，亦就是符合通用設計的理念。目前國外許多有遠見的企業，將通用設計的理

念融入企業的經營核心之中，並已實際開發相關產品，滿足高齡者或身心障礙者的需求，實踐企業的社

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之目的，是值得我國的企業學習[5]。近年，我國產品設計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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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快速，在現有的基礎之下，若能加強高齡者身心機能的相關研究，將有助於我國高齡使用者產品設

計的發展。  

  

五、討論 

     

根據上述的文獻探討，提出以下討論議題作為我國發展高齡化產品設計之參考。 

5-1 掌握高齡化的設計趨勢 

過去我國的產業以代工為主，重視製造與成本。但隨著產業外移，如何提高本土產業的競爭力，國

內業者已逐漸體會「設計」是產業升級與根留台灣最佳的解決方法。但，我國的設計主要在追求流行趨

勢，以滿足一般消費者的需求。因隨著人口高齡化的趨勢，使用者對產品需求的差異化非常大，使產品

需滿足不同使用族群的設計理念逐漸蔓延開來[22]。所以，我國的產業應掌握世界高齡化設計的趨勢，

方能使產品行銷世界，同時產品也可滿足國內高齡者的需求。另一方面，為提昇吾人的生活品質，提供

安全、舒適與重視產品的操作性為現今產品設計的趨勢之一，其必須考慮使用者多樣化的需求。承上所

述，未來隨著人口結構的改變，高齡人口將逐漸增加，形成重要的消費族群；所以，滿足高齡者的需求

可以說是滿足使用者多樣化的一環。高齡化的產品設計是以高齡者的身心機能為限度的設計，除了滿足

高齡者的實用機能之外，也重視產品美學；其產品介面的操作負擔低，也適合其他族群（如小孩、孕婦

等）使用。所以，高齡化的產品不再是小眾市場，已可達到市場的經濟規模，為值得設計開發的園地。 

以先進國家的經驗，企業要推動高齡化的設計理念，應結合企業的經營政策，由上而下形成共識，

才能容易推動高齡化的設計；若能再與社會福祉、科技、文化與環保等觀念相結合，也可提升企業整體

的形象，其成效非常可觀[14]。未來隨著人口高齡化日趨嚴重，企業若重視高齡化的設計，將可獲得許

多商機。所以，在我國企業轉型與高齡人口成長並進的過程中，高齡化的趨勢為值得重視的設計議題。 

5-2 高齡化產品設計的應用研究 

本文的第 3 章節雖有對高齡者身心機能的論述，但目前許多的研究成果尚無法直接應用在產品設計

上，只能依賴設計師對資料的解讀與應用[68]。若能有充分的高齡者人因工程數據來輔佐設計，再參考

本文第 4 章節的設計方法，則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設計成效。從設計的觀點，若能提供設計師可以直接

參考的數據，方能避免設計師對人因數據的誤用，達到設計的目的。例如：過去雖有彩色文字的視認度

研究[1,48,70,81]，但仍只對有限的色彩樣本作研究，設計師無法直接引用其研究成果。根據研究[16]，
若能以高齡者為受測對象，並從色相環中有系統的選擇許多色彩作為研究對象，其色彩組合幾乎涵蓋可

能的設計範圍，則設計師可直接參考引用其研究成果。又，高齡者動作的靈敏度降低，經研究結果得知，

觸控式螢幕用手指輸入的最小按鍵尺寸需為 9mm x 9mm；若用觸控筆輸入時，最小的按鍵尺寸為 5mm x 5mm 

[15]，可直接應用在相關的產品設計上。從設計的觀點，以高齡者為受測對象，探討適合高齡使用者的

介面設計；經研究結果[15,58]顯示，適合高齡者使用的操作介面也適合年輕人或中高齡者使用，達到所

謂通用設計的目的。所以，從設計的觀點，探討高齡者的相關應用研究是必要的，其研究成果方能為高

齡化產品設計所用。 

如前所述，為講求能公平的使用產品，可透過視覺、聽覺或觸覺等多重方式呈現的餘備資訊設計，

以滿足不同使用族群的需求。但高齡者身心機能之特性，如運動、知覺、認知等相關研究的不足，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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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加強在設計應用上的研究，使產品能達到餘備資訊設計的目的。尤其，目前大多為單一身心機能的研

究，也應加強運動、知覺與認知等機能彼此之間的統合研究。例如：作業績效（如操作時間）可能會受

到知覺（如視覺、聽覺或觸覺）刺激接收的影響，也可能來自於刺激接收後的判斷、決策等認知活動的

影響，或來自於手部動作快慢的影響。又如 3.2 節所述，高齡者因身體的平衡感覺變差，造成本體感覺

機能的退化，使高齡者容易跌倒與步伐變慢；但，高齡者的步伐變慢、跌倒機率增加，可能與視力、對

比感覺能力的降低也有關係[44]。另一方面，高齡者動作的靈敏度與速度隨著年齡的增加而降低，其主

要是伴隨肌力的衰退，神經傳達與協調能力的降低，及視覺與觸覺能力的衰退也有密切的關係[27,66]。
整體而言，高齡者個別的身心機能差異非常大，無法以單一的身心機能判斷其活動能力或作業績效。所

以，未來應加強高齡者的運動、知覺與認知等機能之間的統合研究，方足以作為發展高齡化產品設計之

用。 

5-3 設計理念 

在 ISO/IEC guide 71 的規範之下，利用通用設計與高齡工學等設計理念，可達到高齡化產品設計的

目的。但高齡工學是較偏向工程技術的觀點，研發適合高齡者生活照護、科技輔具等用品[4]。而通用設

計是比較從使用者的觀點，研發適合高齡者使用的用品，其價格一般化，適合不同的使用族群。如從產

品生命週期的觀點，高齡工學對應以技術為導向之先期的產品開發階段，其產品購買者較為少數；而通

用設計可對應成熟期的產品開發階段，其產品購買者較為多數。比較高齡工學，通用設計除重視產品的

實用機能之外，也必須重視產品美學、價格合理、省能源、及環境保護等設計要素[64]；在產品開發時，

會依據產品類別考慮通用設計原則的優先順序或比重，例如運動產品的設計重點在操作方面，而公共設

施則重視產品與環境的協調[14]；整體而言，通用設計的理念較能融入產品設計的過程之中。   

另一方面，「以使用者為中心 (user-centered design)」的理念為目前設計追求的目標之一，但現有產

品仍有許多使用上的問題存在[56,57]。若設計過程中融入通用設計的理念，以高齡者的身心機能為限度

的產品設計，將可降低操作產品的負荷需求，以符合大多數使用者的操作能力；所以，通用設計的理念

也可以達到「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目標。尤其通用設計的理念已逐漸廣為人知，為值得推廣的設計

理念。 

5-4 操作訓練 

如前所述，高齡者透過資訊產品的使用，可達到社交活動、學習新知與工作等目的，所以使用資訊

產品為現代高齡者不可避免的趨勢 [78]。因隨著年齡的增加，高齡者的身心機能會逐漸衰退，且衰退程

度個別差異大；但可藉教導使高齡者熟悉產品的操作，或透過不斷的訓練變成自動化的操作，以降低對

高齡者操作能力的要求。未來為了維持社會的生產力，有許多的高齡者將延緩退休，繼續留在職場工作，

必須給予定期的在職訓練或透過有效的編碼、策略的應用，降低對注意力的需求，提升高齡者的學習績

效，以確保其工作安全與維持工作績效[34,52,61]；尤其資訊產品，應以較低的工作記憶，使高齡者能

快速的學習與熟練的操作。所以，資訊產品除了硬體的設計之外，也需重視對高齡者的教導與訓練等方

面的設計[40,43]。 

5-5 高齡化產品的設計人才 

在無充分的高齡者人因工程資料的現狀下，培養有人體計測能力與能將人因資料應用在設計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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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為目前發展高齡化產品設計的重要課題之一[68]。例如可開設高齡人因工程課程，讓學生有系統學

習高齡者身心機能特性的知識；如第 4 章節所述，學生也可透過「高齡者體驗設備」，實際體驗高齡者

因身心機能退化所造成的問題[14]；與透過參與式設計的方法，與高齡者互動，實際理解高齡者的需求；

再透過高齡者產品專題設計，針對高齡者的需求提出設計解決方案。尤其，我國高齡人口的成長速度比

先進國家快，未來對高齡化產品的需求將更加殷切；如能逐漸培養高齡化產品的設計人才與累積相關的

研究成果與設計經驗，方可解決未來高齡化產品的需求問題。如 5.3 節所述，通用設計頗符合現代設計

的目標，適合融入現代的設計教育，以培育高齡化產品設計的人才。近年，我國設計教育蓬勃的發展，

如在設計課程的規劃上，結合人因工程知識與通用設計的理念，可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的高齡化產品的

設計人才。 

 

六、結語 

 

本文從高齡化社會對產品設計的需求、高齡者身心機能的特性、設計理念的運用、與訓練操作等相

關的研究，探討高齡化產品設計之相關內容。為使讀者能更容易掌握高齡化產品的設計或研究的重點，

歸納如圖 1 所示，高齡化產品設計的要點有：（1）需求探討：探討高齡者在生活、工作、社交或休憩等

活動對產品設計的需求；（2）設計理念：在 ISO/IEC guide 71 的規範之下，以高齡者的身心機能特性為

基礎，可以正確掌握設計的要點，再透過通用設計或高齡工學的理念，提出設計解決方案；（3）身心機

能：參考 ISO/IEC guide 71 的規範，探究高齡者身心機能之特性，如運動、知（感）覺、認知等機能的

退化、各機能之間的統合研究、或高齡者彼此之間的差異性，以作為產品設計的依據；（4）操作訓練：

高齡者因身心機能的退化程度不一，對於身心機能較弱的高齡者可透過產品的說明、教導或訓練，使其

能理解、熟悉產品的操作；所以，在設計之時，高齡化產品除了重視實用機能與美學機能的設計之外，

也必須考慮如何教導、訓練高齡者能正確的使用產品，以達到效能、安全、舒適的使用目的。 

 

 

 

 

 

 

 

圖 1 高齡化產品設計的要點 

  

另一方面，因應人口結構的高齡化，未來我國必須加強高齡化相關的統合研究與設計人才養成；方

能從產品設計的觀點，在 ISO/IEC guide 71 的規範與通用設計及高齡工學的理念之下，掌握高齡化產品

的設計趨勢，提供符合高齡者身心機能的產品給高齡者使用。  

因篇幅的限制，本文只論述與高齡化產品設計相關的研究；讀者以本文的內容為基礎，再進一步的

參閱相關文獻，可作為設計或研究之用。最後，希望本文能為有志從事高齡化產品設計實務的參考，使

國內能有更多人投入相關的設計與研發工作，方可因應高齡化社會所衍生的問題，同時掌握高齡化的國

際設計趨勢，則為本文之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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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1 根據聯合國訂定的標準，65 歲以上的人口數超過總人口數的 7％，即成為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65 歲以上的人口數超過總人口數的 14％，即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65 歲以上

的人口數超過總人口數的 21％，即為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5,24]。   

註 2 近年，在我國舉辦的高齡者相關的學術研究與設計推廣活動有： 

1.2000 年 4 月，東海大學舉辦「Universal Design 的展望研討會」。 

2.2002 年 5 月，雲林科技大學舉辦「無障礙設計與通用設計研討會」。 

3.2002 年 7 月，雲林科技大學舉辦「日本無障礙設計與通用設計考察」。 

4.2003 年 1 月，元智大學校成立「老人福祉科技研究中心」。 

5.2004 年 5 月，東海大學舉辦「高齡化社會對工業設計的挑戰研討會」。 

6.2004 年 12 月，銘傳大學舉辦「高齡者居家生活數位化科技輔具研討會」。 

7.2005 年 4 月，台灣創意設計中心舉辦「通用設計研討會」。 

8.2006 年 3 月，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以「融入福祉設計之通用人機互動」為該學會第十三屆學

術研討會的大會主題。 

註 3  Ronald L. Mace[59]所提出的通用設計 7項原則，如下： 

1.公平的使用（Equitable use）：不管誰都可以使用。 

2.能彈性的使用（Flexibility in use）：設計時考慮適合於不同的人（能力）使用。 

3.單純、直接的使用（Simple and intuitive to use）：與經驗、知識、技能或意識無關，皆能容易

使用。 

4.容易理解的資訊（Perceptible information）：能有效傳達必要的資訊給使用者。 

5.允許操作錯誤（Tolerance for error）：能將操作錯誤的後果，降至最低。 

6.低的身體負擔（Low physical effort）：有效率、舒適、負荷小。  

7.可接近、使用的尺寸與空間（Size and space for approach and use）：考慮接近、使用時的操作空

間之尺寸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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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owing senior population, designers are faced with the increase in demand for 

products designed specially to cater the needs of the aged.  However, related studies on product 
design for the elderly for reference by product designers have been scarce. The main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are: 1) to review the research related to product design for elderly people, and 2) to explore the 
feasible approaches to product design for the aged.  This study focuses on discussing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the increase in demand for products catered for the elderly as a result of the growing senior 
population, 2)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design concepts, such as universal design and 
geron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design standards, 3) product designs that cater for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of the aged, and 4) the methodology and current trend in product design for the 
elderly.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veal that feasible approaches to product design for the elderly 
include researching on the needs of the senior population, applying the gerontechnology design 
concepts, understanding aged-related decline in physical function, and provid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 the elderly on how to use new products.  
 
Keywords: Elderly people, Product design, Universal design, Geron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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