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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一、前言一、前言一、前言  

  七０年代以前，人

們為只要經濟發展、所 

得提高，人民生活即可

改善，此乃由於所得水

準 與消費水準間有密切

的關係，人們認為快樂

的程 度或福利的水準與

所得水準的高低呈正

比，所以 認為一國的國

民福利水準可以用國民

所得水準作 為衡量的指

標。但是在人民物質生

活有了顯著進 步之後，卻發現所處的環境污染、交通擁擠、社 會秩序

與犯罪等方面的問題日趨嚴重，深覺無法 僅由經濟指標涵蓋如健康、

教育、工作、住宅、 休閒等生活的全貌，因此許多先進國家開始注意 

生活素質的觀念。生活素質(Quallity of life)，是指 一連串的需要及滿足

此種需求而使人們生活愉 快。它含有主觀意識與客觀環境兩種成分以

及自 我、他人及社會體系三種相互關係，由於人的慾 望是遞昇的，故

生活素質至少可以分為兩個層面 (1)基本需要，包括個人生理與心理兩

方面，(2)遞 昇需求，包括對他人的環境的關係。 

二、生活素質的指標建立二、生活素質的指標建立二、生活素質的指標建立二、生活素質的指標建立 

  生活素質是屬抽象概念，需要有指標來衡量，所以自 1960 年代後

期世界各國均很重視生活素 質指標的制定，並引起很學者專家對生活

素質問題的探討，台灣地區自民國六十年代起，開始重 視生活素質，

並制定指標。高希均教授針對我國當時情況，提出十項生活素質的指

標，包括生活 品質的經濟面、政治面與文化面，其要點如下(1)個人地

位的尊重(2)個人機會的均等(3)生活基本要 求(4)健康與公共衛生 (5)文教

活動與娛樂 (6)社會風氣(7)社會福利 (8)大眾傳播(9)人際關係(10)自然 環

境與公害。行政院經建會七十五年編印的社會福利指標如下：(1)經濟

狀況：包括社會經濟福 利、個人經濟福利等。 (2)個人發展：包括個人

發展之機會、個人能力之發展、個人對機會之利用 等。(3)社會均等：

包括就業機會、失業率、製造業員工薪資、所得分配、農家佔非農家所

得之比 率、高中(職)以上女性學生之比率等。(4)生活環境：包括衣、

食、住、行、娛樂、自然環境等。 (5)教育與文化：包括六歲以上人口

中不能讀寫者所佔之比率、教育支出佔政府支出比率、學齡組 人口在



學率、高中(職)以上女性學生之比率、出版圖書冊數等。(6)社會安全與

福利：包括公共安 全、社會救助、社會保險、國民住宅等。(7)衛生保

健：包括健康、公共衛生等。可見生活素質所 涵蓋的範圍相當廣，舉

凡謀生的難易、收入的多寡、醫療衛生、教育、娛樂等設施的良否以及

居 住環境的好壞等均與之有密切的關係。隨時代的變遷或對象的不

同，每個人對這些名詞所指涉的 內涵或許會有很大的出入，例如貧窮

社會的人與富裕社會的人和低社會階層的人與高社會階層的 人對生活

水準的要求是不一樣的，因此生活素質不能僅以家庭收支、家庭設備或

用食物消費佔家 庭總支出比例的高低(恩格爾係數)來代表生活素質的內

容，而應是指與生活有關一連串的需要及 滿足此種需求，而使人們生

活愉快，因此本文以農村婦女生活需求滿意程度的主觀感受做為分析 

重點。 

  為了訂出能考量農村婦女生活各層面的內涵指標，以做為探討農村

婦女主觀的生活感受，本 文衡量生活素質之指標係參考 Maslow 的需求

層級理論，他將人類的需求歸納為五種層級包括(1) 生理需求：衣服、

食物、房屋、交通、睡眠、健康，(2)安全的需求：工作、收入、儲

蓄、環境、 宗教，(3)相屬與相愛的屬求：婚姻、親情、友情，(4)尊重

的需求：成就、自尊心、自信心，(5)自 我實現的需求：獨立自立、自

我成長、了解自己、社會參與以及休閒等項目，來代表生活素質的 許

多層面。 

三、農村婦女之生活素質現況三、農村婦女之生活素質現況三、農村婦女之生活素質現況三、農村婦女之生活素質現況 

  本文以台中地區農村婦女 300 人為對象，利用問卷調查方式，收集

受訪農村婦女對生活素質 有關問題的主觀感受，並藉以瞭解不同都市

化程度及不同角色農村婦女間生活素質之差異結果發 現。  

1. 受訪農村婦女對於生活素質最感滿意的層面是相屬相愛的需求，

其次是尊重的需求；而最 感不滿意的層面為安全的需求，其次

為自我實現的需求；以細項而言，最滿意項目排列依 次為『衣

服』、『親情』、『婚姻』及『友情』；最不滿意項目排列依次

為『農業收入』 、 『儲蓄』、『休閒』及『自信心』，由此可

見，農民的收入、理財方式、休閒及自信心的 建立與培養等屬

於應優先改善者。  

2. 參加家事改進班之班員與未參加之非班員農村婦女，在『生理需

求』、『安全需求』、 『相屬相愛的需求』、及『尊重的需

求』等層級的滿意程度並無差異，而『自我實現的需 求』，班

員與非班員的滿意程度有極顯著的差異，且非班員的滿意程度高

於班員。  

3. 不同都市化程度之農村婦女對『相屬相愛的需求』、『尊重的需

求』及『自我實現的需 求』之滿意程度都有顯著的差異，其中

以高度農村地區之滿意程度最低。  



四、如何提升農村婦女之生活素質四、如何提升農村婦女之生活素質四、如何提升農村婦女之生活素質四、如何提升農村婦女之生活素質 

  從以上農村婦女之生活素質現況分析得知農村婦女對生活滿意程度

以農業收入滿意度最低， 因此可能影響農民從事農業工作的興趣，及

鼓勵年青子女向外發展造成農村人口外移，長此下 去，必將影響農業

發展。農村婦女對於人類的需求層級中，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安

全需 求』已不因不同都市化程度及參加家事改進班與否而在滿意程度

上有所差異，但愈往高層級之需 求如『自我實現』之滿意程度則有差

異性。農村婦女對人類最高層級的需求『自我實現的需求』 的滿意程

度因不同都市化程度而有差異，呈現出高度農村地區之農村婦女對『自

我實現的需求』 滿意度低。 

  綜合上述，我們認為欲提昇農村婦女之生活素質，可朝以下三個方

向努力：(1)應繼續推動提 高農民所得措施，引導農業經營走向市場導

向的做法，以因應國際化自由化的衝擊，使農業持續 穩定的發展，改

善農業收入。(2)加強精神層面之生活教育，特別是針對參加家事改進

班之班員及 高度農村地區之婦女，以滿足尊重及自我實現的需求。(3)

今後家政教育工作對高度農村婦女應提 供『自信心的培養』、『對生

活的規劃』等訊息及課程，以提高生活的滿意度，提昇生活素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