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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作者將他們2000年以來有關臺灣老年人的研究，家庭、社會支

持與心理福祉三個領域整合起來，完成了這本重要的專著。本書主要是

探討社會支持對人們，特別是老人心理福祉的影響。在第一章中，作者

們先從臺灣的工業化、都市化與人口老化為背景，說明臺灣家庭變遷的

趨勢，並探討社會支持的理論與概念，包含社會網絡與社會支持、從護

航網絡轉向戶基護航網絡的建構、以及社會支持對心理福祉的效果。

第二章首先提出新式家庭的概念，認為同住共食已非常態，因此以

父母、子女和兄弟姊妹的居住接近性與接觸頻率合起來考慮，可以建構

新的家庭型態的分類。本書根據個人與近親的組合，可以分成新式擴大

家庭、散居家庭、疏離家庭與孤立家庭四類。接著探討影響形成這四類

家庭的因素以及這四類家庭對近親社會支持的影響，並指出新式擴大家

庭占了全部家庭的53.87%，是最可能提供近親工具式支持與愛心支持的

家庭型態，散居家庭與疏離家庭亦各有其社會支持的特色，但散居家庭

提供的支持大於疏離家庭，來往頻率的重要性大於居住距離。新式家庭

的分類，並未考慮同住家人的不同樣態，因此不同家庭類型都包含了傳

統的擴大家庭與主幹家庭，尚且需要較多的資訊才能劃分類型。為了後

續建構戶基護航網絡（household-based convoy）的考慮，作者們就再行

兩代家戶類型的分析，將樣本分成與父母同住、父母與兄弟姊妹同住以

及其他三類，而與父母同住的家戶，不但在與父母的財務與家務交換優

於另二類家戶，在傾聽心事上亦較優。最後，考量兩代的家戶分類顯示

的和父母的交換功能與前述的新式家庭分類並無太大差別，因此在後續

的戶基護航網絡的建構上，只納入兩代家戶分類的考量。

第三章是以建構戶基護航網絡的實際操作，以及確認戶基護航網

絡在代間支持功能為重點，並與第一章引介的角色理論呼應。護航網

絡（convoy）是以個人出發而建構的同心圓人際網絡，以研究的焦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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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的受訪者）為中心，依據與個人關係親密程度往外分成三圈，越

是內圈的護航關係越穩定。這種護航關係與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相似，不

同的是，差序格局以家人關係為出發點。由於家庭一直是華人社會代間

支持最重要的來源，作者們就將護航網絡轉化為四圈的「戶基護航網

絡」，第一圈是家庭型態（包括七類型），第二圈是家庭網絡（只要有

一位不同住直系家人每週接觸一次以上），第三圈是親戚網絡（只要有

一位親戚每週接觸一次以上），第四圈是朋友網絡（只要有朋友或鄰居

每週接觸一次以上）。研究者可以根據網絡成員的有無以及圈數的完整

檢視老人收受的社會支持對其生活滿意的影響。

作者們先將第一圈的家庭類型精簡為四類（三代、二代有偶、二代

無偶及其他）、其餘三圈則各為有無二類，總共組成32細類，據以進行

潛在類別分析，獲得四類：成家前型、親社會型、成熟型和擴大型。根

據四個戶基護航網絡類型的內涵以及透過支持交換類型的變化，作者認

為四個潛在類別正反映著簡化的家庭生命週期的四期，隨著個人家庭角

色的變動而改變，最後作者也運用老年人的追蹤調查資料說明老年期護

航網絡的動態變化。在與其他控制變項一起進行統計分析之後，發現成

家前及親社會兩類型得到父母支持的可能大於擴大型，但提供父母支持

的可能則不及擴大型。另外在包含四個戶基類別的多變項分析中，發現

家庭型態對提供意見以外的三類支持都有影響，與父母同住和不同住的

有著相反的作用。作者進一步分析影響子女與不同住父母的支持交換關

係，戶基護航網絡的主要效果在於生病照顧與料理家務。綜合各變項的

影響效果，強調新式擴大家庭取代了核心家庭，與父母的支持交換大都

是雙向的。連同戶基護航網絡圈數影響的分析，作者確認戶基護航網絡

是有效的社會網絡指標，並可提供社福人員實務上的參考。

第四和第五章則以老年人的心理福祉為探討的主題。先在第四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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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綜合生活滿意和生活領域之滿意為對象，探討年齡的影響，以及正式

與非正式支持和其他因素的影響。一般的情況是隨著年齡增長生活滿意

逐年降低，就本書分析的老年樣本的初步觀察，的確是年齡越長，滿意

程度越低；但在控制了重要變項之後的分析中，發現隨著年齡增長而改

善的情形，75-79歲年齡組更為突出。作者們以這些老年世代生長於二

次大戰前的艱困時期、七十古來稀的文化效應、記憶效應以及強者適者

的選擇效應來解釋，並以75-79歲年齡組幼年時經歷過經濟蕭條的世代

效應來解釋其特殊性。另外則呈現收入惡化、休閒與旅遊活動、居住安

排和健康惡化對生活滿意的顯著影響，因而強調全民健保、國民年金和

長期照護政策等正式社會支持以及家庭的非正式支持，都可以增進老年

人的心理福祉。針對老年人休閒的分析，指出休閒活動與旅遊的參與，

亦有助於老年人的生活，雖然兩個年期（1989-1993）休閒活動的變化

對生活滿意都無效果。

第五章則就人口社經背景、自覺健康以及活動參與為前置變項，以

戶基護航網絡圈的有無和完整性為中介變項，觀察對老年人生活滿意

（正向的心理福祉）與憂鬱傾向（負面的心理福祉）的效果。統計分析

的結果，確認戶基護航網絡對老年人的生活滿意具有直接和間接的效

果，而休閒與旅遊活動的參與以及戶基護航網絡對生活滿意的影響各自

獨立。在憂鬱傾向的分析中指出，健康因素（工具日常生活功能、疾病

數、自覺健康）及經濟因素（自覺經濟）外，有無與配偶同住、與不同

住家人接觸和與鄰居朋友接觸的頻率都對老年人的憂鬱傾向有影響。進

一步就戶基護航網絡的分析顯示，戶基網路的第一圈（同住家人）、第

二圈（不同住家人）和第四圈（朋友）有助於減輕憂鬱傾向，而具有三

圈和四圈者，憂鬱傾向較低，同時也確認戶基護航網絡的中介效應。就

此發現，作者們認為，戶基護航網絡是一個具理論意義的社會網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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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第一和第二圈是受社會變遷而產生的修正式擴大家庭，第三和第四

圈則納入次級關係，對正負向心理福祉也有不同的作用，不同住家人和

朋友的往來有助於生活滿意，而同住家人則最能緩解老人的憂鬱傾向。

在社福工作上，可根據網絡成員的組成，決定非正式與正式社會支持的

介入時機與方式。總之，戶基護航網絡是有理論意義的指標，也有實用

價值。

本書最值得稱道的貢獻是，作者們因臺灣家庭的變遷導致老年人與

子女同住的關係改變，一方面考慮不同住的直系血親與兄弟姊妹的關

係，建立新式家庭的分類，一方面則考量護航網絡與華人差序格局的概

念，建構戶基護航網絡的概念。在確認兩代家庭的分類用於瞭解社會支

持的有效性後，只將兩代家庭的分類帶入戶基護航網絡的建構上。他先

展示複雜的戶基護航網絡類別，再利用潛在類別分析分成四類，先確認

這四類在社會支持上的影響效果，再與戶基護航網絡四圈的有無相比

較，最後決定分別運用這兩組變項進行統計分析，並呈現其結果。作者

將類別建構與簡化的過程給了適切的說明，讀者在未來進行類別建構的

工作，很可以參考作者的做法。此外，在書中作者也就一些中介變項和

依變項，簡介相關的理論與概念，包括社會支持、生活滿意度、休閒生

活以及憂鬱傾向等，同時對變項的操作化，包括測量的工具（如量表的

題目）與指數或分數的建構，給予相當分量的說明，都是讀者未來從事

類似的研究時可以借鏡的。本書就一些控制變項，在各章都有相應的說

明，對年齡或年輪的影響，作者們提供了較系統的說明，比較可惜的

是，對於其他變項，則大都只給較直接且簡單的說明，讀者很難瞭解這

樣解釋的脈絡。

本書將家庭結構與其他的社會網絡關係結合以瞭解老年人的生活，

應是臺灣的家庭或老年研究者應該持續耕耘與挑戰的研究議題。在臺



192　臺灣社會學刊

灣，由於仍有半數以上的老年人與其成年子女同住，導致作者們在建構

戶基護航網絡時，不能採用他們建構的新家庭分類。修正式擴大家庭是

以不同住的兩代核心家庭的組合建構的，老年人或老年夫婦獨自居住，

但卻有住在附近的密切往來的家人，才符合最初的修正式擴大家庭概

念。臺灣未來是否由兩代同住走向修正式擴大家庭，有待觀察。再則，

在戶基護航網絡的四圈中，第四圈的社會支持效用超越了第三圈，即親

戚的社會支持不及朋友。在個人化的趨勢下，第四圈的效用是否會超過

第二圈（不同住家人），又是個重要的經驗課題。在資料運用上，作者

們使用了「台灣地區中老年人身心社會狀況長期追蹤調查系列」1989和

1993兩年度的資料。這一調查每四年有一次主調查，一直進行到2003

年，雖然有作者們所指出的一些缺陷，但如果可以就這長期資料執行適

當的分析，一定有助於我們瞭解臺灣老年人生活變化與特性，同時也期

待國民健康署能夠持續推動後續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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