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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在 2025年將邁入超高齡社會。屆時，高齡者議題 ( 包括身心健康及其他衍生行為 )  
將會影響個人、家庭與社會 ( 或社區與組織 )。然而，國內現有健康行為文獻較少聚

焦在高齡者，且未針對健康行為的發展軌跡做系統性整理。本研究主要採用計量文獻

分析 (bibliometric analysis)，並選定 1990–2022 年期間篩選自 SCOPUS 的 582 篇及國

內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 12 篇高齡者健康行為文獻，共 594 篇進行一系列的深

度分析。本研究結果顯示：國外文獻自 2010 年快速急拉，而國內文獻則在 2010–2016
年相對穩定；國外 TOP-20 期刊集中在 Elsevier 出版社，而國內大都由學會或學校所

發行。國外高齡者健康行為不出醫藥、營養、健康及老年學／老年病學等領域；而國

內高齡者健康行為不出護理、公共衛生、醫務管理、休閒、保健及老年學／老年病學

等領域；亞洲國家在「高齡者健康行為」相關文章發表是遠不及歐美先進國家。本研

究根據國外文獻並使用 VOSviewer 視覺化軟體歸納出「高齡者健康行為」的六個分類 
( 研究熱點 )，最後，本研究總結幾個討論、描繪一個策略藍圖並建立四個命題及結論。

關鍵詞：健康與運動、銀髮族、文獻回顧、策略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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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健康是一種生理、心理，以及社會層

面的安寧狀態，而不僅僅只是免於疾病或

虛弱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47)。
「健康」議題是醫學、公共衛生、體育

與運動領域的共同核心關注 ( 孫佳婷，

2018)。「行為」是指個體與其周遭環境的

互動結果 ( 包括的物理環境與社會環境 ) 
( 李蘭，1988)。人類行為既多樣又複雜，

會因人時地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 李蘭， 
2010)。健康行為有很多定義。例如：Kasl 
and Cobb (1966) 定義健康行為為預防疾

病或在無病時偵測出疾病，個人所採取的

任何活動，並且認為此活動將有益於或有

利於健康。狹義的行為是以個體表現於外

而且能被直接觀察、記錄或測量的活動為

限；廣義的行為則不限可以被直接觀察到

的外顯活動而已，還可擴及不易被觀察到

的內在心理歷程 ( 李蘭，2010)。Conner 
and Norman (1996) 指出健康行為是為預防

或檢測疾病或改善健康和福祉而進行的任

何活動。王健等 (2006) 認為健康行為是指

人們為增強體質、維持與促進身心健康和

避免疾病而從事的各種活動。它是個體在

軀體、心理、社會適應等方面均處於良好

狀態下的行為表現。Yen et al. (2002) 歸納

眾多健康行為而成兩大類：「有益健康行

為」及「有害健康行為」，或者「正向健

康行為」及「負向健康行為」亦可 ( 李蘭，

2010)。

毫無疑問，沒有人不喜歡「健康」。

但健康並非單純意指沒有染病。民眾的社

會、經濟地位不同及所在社區特性差異，

會有不一樣的健康行為與需求 (Diehr et al.,  

2003; Lynch et al., 1997)。因此，國內相關

「健康行為」的研究對象或族群幾乎涵蓋

所有年齡層甚或各個行業，例如：老年人  

( 劉淑娟，1998)、中年人 ( 曾月霞，2004)、 

青少年 ( 龔泰源等，2018)、大學生 ( 謝宗 

霖，2012)、護理人員 ( 蔡淑美等，2014)、 

金融保險 ( 黃淑貞等，2009)。然而，依據

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資料 ( 內政部戶政

司，無日期 )：我國 65 歲人口 ( 在 2021

年 12 月 ) 有 393.9 萬人 ( 占全臺總人口

的 16.85%)。這個數據距離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定 義

「65 歲以上高齡者人口占 7% 以上即為高

齡化社會，14% 為高齡社會，而達 20% 則

為超高齡社會」，我國已進入高齡社會，

政府相關單位不得不重視高齡者相關議題 

( 包括身心靈健康及其他衍生行為 )。

根據主計總處發布國情統計 ( 行政

院主計總處綜合統計處，2021) 顯示：

2020 年 65 歲以上高齡者健保醫療費用占

39.8%，相較於 2015 年，增加 4.2%。國內

近期相關高齡者健康行為研究指出：城鄉

高齡者在慢性病預防與治療有顯著差異 ( 

湯淑貞等，2020)，高齡者健康危害行為 ( 

例如：抽菸、喝酒、吃檳榔 ) 與慢性病有關 ( 

郭德貞等，2015)，高齡者的健康行為與其

身心健康有顯著關係：健康行為不但可以

直接或間接減少老人身心功能退化，亦可

以改善慢性疾病，並增加功能獨立、改善

生活品質、降低死亡率，進而減少照顧費

用的支出 ( 王冠今等，2009，頁 75)。

一篇文獻回顧是對特定領域或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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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文獻進行描述。通常在研究期間內

決定要用怎樣詞彙來篩選我們所要文獻。

我們稱這些詞彙為關鍵字。通常一篇學

術文章不外乎包含三個面向 (Liao & Wen, 

2007)，分別為問題、理論與方法／工具。

他們進一步指出：這三者通常都能被一篇

研究文章的關鍵字所捕捉。因此，關鍵字

能提供研究者在使用線上資料庫去搜尋他

們所要的文獻 (Chang & Katrichis, 2016, p. 

793)。計量文獻分析 (bibliometric analysis) 

是由 Groos and Pritchard (1969) 所提出的

名詞。它是一種基於統計和數學方法，

對科學文獻進行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它

主要目的在量化所有研究的書面溝通過

程 (Gokhale et al., 2020)。它通過對文獻

各種指標 ( 如引用次數、作者、期刊、研

究方法與結論等 ) 來進行定量分析 (Durán 

Sánchez et al., 2014; Roemer & Borchardt, 

2015)，並揭示文獻間的相互關係。基本上，

計量文獻分析的貢獻有以下幾點：一、提

高研究的可信度和可靠性，以更客觀方式

瞭解文獻發展狀況；二、覆蓋面廣 ( 涵蓋

多個研究領域 ) 能對科學研究發展趨勢作

出更全面的瞭解；三、幫助研究人員尋到

最新和最重要的研究文獻，從而提高科學

研究效率。

其實，國外鮮少以文獻探討高齡者

健康行為，例如：隔代互動 (Zhong et al., 

2020)、鄰里安全因素 (Won et al., 2016)、

久坐行為決定因素 (Chastin et al., 2015)、

聽力障礙 (Meyer & Hickson, 2012) 與環境

重建 (Frost et al., 2010) 等等。很明顯地，

鮮少文獻就高齡者健康行為的外廓做一深

度分析與整理。再者，有鑑於全球老化／

少子化日趨嚴峻，國內高齡者健康行為研

究量相較於國外仍有其改善空間。因此本

研究以 1990–2022 年篩選自 SCOPUS 國外

高齡者健康行為相關文獻並搭配國內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進行計量文獻分

析，期盼分析內容能讓大家對高齡者健康

行為有所瞭解外，也能提供政府相關權責

單位或有興趣的研究人員一個參考依據。

貳、方法

一、文獻搜尋與篩選

計量文獻分析大致包含四個階段，

包括資料取得、資料前處理、統計運算和

應用分析。在進行任何文獻計量分析之

前，關鍵字被視為分析的基礎 (Hashem E 

et al., 2023, p. 3)。資料取得階段—本研

究在 2022 年 6 月底分別從國外及國內兩

個學術資料庫做為文獻搜尋對象，分別為

SCOPUS 與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

並以關鍵字／標題／摘要等處出現健康行

為 (health behavior) 和 ／ and 高 齡 者 (the 

elderly) 或／ or 老年人 (old adult)。資料前

處理／篩選階段—本研究以 1990–2022

年出版的期刊論文，篩選標準：( 一 ) 僅選

取文章 (article) ／文獻 (review)，不考慮研

討會、碩博士論文或書籍等等；主要是期

刊代表較高的學術研究水準 (Nord & Nord, 

1995)；( 二 ) 只挑選英語書寫的文章；( 三 )  

沒有關鍵字的文章不予以探討。( 四 ) 本研

究主要以社會科學、醫藥護理及公衛領域

為主，其他自然科學或商業企管不在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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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內。根據上述篩選標準，本研究共取

得 582 篇國外文獻及 12 篇國內文獻做為

後續分析基礎。統計運算階段—這個階

段基於使用 SCOPUS 資料庫與 MS Excel

進行結合。這部分屬於本研究的基本分析  

( 參閱第參章「結果」)，包括：隨時間變

化的出版數量及發展趨勢、主要發表期刊

與國家等定量和描述性分析。最後是應用

分析階段—這個階段主要以 VOSviewer

進行群聚分析 ( 本研究第參章「結果」的

進階分析 ) 及 Visio 來繪製策略藍圖。

基本上，SCOPUS 和 PubMed 都是非 

常有價值的學術文獻資源。SCOPUS 是

由 Elsevier 提供的文獻檢索工具，它涵蓋

了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健康科學等

多個學科領域的學術期刊、會議論文、

專利和其他文獻類型。PubMed 則是美國

國家衛生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研究所的生物醫學文獻資料庫，主

要涵蓋醫學和生命科學領域的文獻。它主

要收錄了生物醫學和醫學相關領域的期刊

文章、醫學會議論文和一些生物醫學的圖

書。由於本研究主要以社會科學、醫藥護

理及公衛領域為主，因此本研究最終選擇

SCOPUS 做為文獻搜尋的資料庫。

其次，本研究選擇 1990–2022 年做為

研究期間的原因主要有四點：( 一 ) 本研究

撰寫時間是在 2022 年 6 月底左右，再者，

本研究也希望能把時間軸拉長 ( 最好是以

decade 為單位 )，所以才會往前推 20 年； 

( 二 ) 根據聯合國經濟社會事務處「世界人

口高齡化」的報告顯示：全球 60 歲以上高

齡者口占總人口比率，已由 1990 年之 9.2%

上升至 2013 年之 11.7%。雖不能把它當

作全球高齡化現象出現的起點，但可以將

1990 年視為全球高齡化加速的一個里程

碑；( 三 ) 1993 年臺灣 65 歲以上的高齡者

口比率為 7.10%，首次超過 7%，根據聯合

國的定義，臺灣正式進入高齡化社會的行

列；( 四 ) 由於 SCOPUS 的文獻搜尋設定

無法到月分，所以當時本研究便以 1990–

at present (2022) 作為時間的設定。

二、分析工具與軟體

計量文獻分析可用來做為出版品量化

分 析 (Ellegaard & Wallin, 2015)， 經 常 在

各式學術文獻回顧中被廣泛應用，並使用

VOSviewer 軟體進行文獻挖掘。最終透過視

覺化圖像提供研究者在既有文獻中獲取綜

合的知識架構圖 (Abdullah & Khan, 2021)。

VOSviewer 的「 映 射 ／ 圖 像 」(mapping)  

和「分群／聚類」(clustering technique) 技

術是計量文獻分析的關鍵技術 (Heersmink 

et al., 2011)。其中分群／聚類技術是由 

Waltman et al. (2010) 所開發。它是 Clauset  

et al. (2004) 運用在加權網絡的社區檢測 

(community detection) 的一種變體 (Yan et al., 

2012)。VOSviewer 是以距離導向來視覺化

計量文獻網絡 (van Eck & Waltman, 2014)。 

基本上，VOSviewer 設計核心是「共現分

群／聚類」 (co-occurrence clustering)。亦

即兩個事物同時出現時，代表它們之間是

相關的；而這種相關性存在於多種類型，

且彼此強度和方向也不一樣；基於如此關

係強度與方向予以分群／聚類，可藉此尋

找出不同類型的團體 ( 知鏈數據，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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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現 (co-occurrence) 意指關鍵字之

間的關係 (Tamala et al., 2022)。其基本假

設是文獻中的字詞同時出現次數越多，字

詞間可能關聯越高 ( 陳文彥，2021)。依據

Guo et al. (2019) 論點，共現次數代表以此

關鍵字所找到的文章數量。VOSviewer 分
群運算法則計算共現文字／項目之間的關

聯強度 (association strength, Sij)。其中關

聯強度 (Sij) 的公式為 Sij = Cij / (Wi Wj)，其

中 Cij 為項目 i 與項目 j 之間的共發生次數；

Wi 與 Wj 則分別代表項目 i 與項目 j 個別

發生次數。而這些關鍵字的共現可藉由網

絡視覺化加以說明。例如：所有篩選文章

的關鍵字會透過「共現分群／聚類」方式

形成主要集群並賦予不同顏色。每個集群

圓圈大小表示它們與其他關鍵字的共現強

度，而項目和集群的距離分別表示關鍵字

的相關性和聯結性。VOSviewer 是一個融

合計算機圖形學、圖像處理、計算機輔助

設計、人機交互及人工智慧等多學科知識，

相容於大多數的電腦硬體設備和操作系統

平臺。VOSviewer 使用 Java 程式語言，數 
據格式是本文形式的網路文件 (Network 
file) 和地圖文件 (map file)，可利用文獻資

料庫中搜尋關鍵字來建構共現關係圖譜，

主要描繪科學結構及合作關係、可視化研 
究結構及發展 ( 林曉蔓，2017，頁 66)。
VOSviewer 可依據文獻組件的連接、已發 
表研究時間順序及文件強度和數量來顯示

不同形式的圖像，例如：網絡 (network)、 
疊加 (overlay) 和密度 (density visualization)  

等等。其次，每個圖像亦可結合關鍵字共同

出現 ( 包括國家、作者、機構和引用次數 )  
(van Eck & Waltman, 2014)。至於分群／聚

類名稱是按照阿拉伯數字由 1 開始進行排

序，排序順序是按照每個分群／聚類所含

項目多少進行排序 ( 注意：每個項目只能隸

屬於一個分群／聚類，不能同時隸屬兩個

或兩個以上不同分群／聚類 )。每個分群／

聚類內的項目數目不一定是相同的。

參、結果

一、基本分析

( 一 ) 出版年代趨勢
基本上，國外「高齡者健康行為」發

展趨勢在 2009 年前屬緩步上升階段。其中

2000 年前可稱為初始期；而 2001–2010 年

為成長期，2010 年急拉後，就形成另一波

成長期。尤其 2021 年發行量高達 54 篇。

依此趨勢，2022 年的後勢可期。然而，

國內「高齡者健康行為」議題似乎不多。

整體來說，2010–2016 年期間相對穩定，

2015 年有 3 篇 ( 見圖 1)。因此，國內在推

動全民健康行為的同時，還是要重視高齡

者的健康行為才是。1

( 二 ) 期刊分布
國外 582篇「高齡者健康行為」文獻主 

要集中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BMC Public  
Health 與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1 在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 393 篇以「健康行為」為主要關鍵字的國內文獻，僅僅只有 12 篇是以老

年人 ( 或高齡者／銀髮族 ) 為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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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tri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 ( 見表 1)。

然而，TOP-20 占整體 34.19% (199 篇 )。

此意謂「高齡者健康行為」文獻發表正處

於「百花齊放」的狀態。其次，TOP-20

之中有 7 種名稱定位在「老年學／老年病

學」(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包括：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Archives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Journal 
o f  t he  Amer ican  Ger ia t r i c s  Soc ie t y、

BMC Geriatrics、Journal of Nutrition in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American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與 Geriatric Nursing 
( 占整體 9.97%)；有六種名稱是涵蓋「健康

／年齡／老化」(health / age / aging) 領域，

例如：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BMC Public 
Health、Journal of Aging and Physical 

Activity、Health Psychology、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 與 Age and Aging ( 占整體

12.54%)；有 3種與「醫藥」(medicine) 有關，

例如：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與 Preventive 
Medicine ( 占整體 4.12%)；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Nutri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
與 Nutrients 則是與「營養」(nutrition) 有
關 ( 占整體 4.81%)；最後有 2 種是無法直

接從名稱判別：BMJ OPEN 與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 占整體 2.75%)。從上

面說明，國外「高齡者健康行為」的應用

範圍大致涵蓋醫藥、營養、健康及老年學

／老年病學等領域。

國內 12 篇「高齡者健康行為」文獻

則是分布在 12 種期刊 ( 每一種一篇 )。
國外 TOP-20 期刊主要來自九家出版社：

圖 1
「高齡者健康行為」每年出刊量 (1990–2022)

篇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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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 Elsevier 擁有 6 種期刊最多，而

Springer Nature 則有 3 種期刊 ( 見表 1)。
至於國內「高齡者健康行為」文獻大都是

由學會或學校所發行，例如：美和科技大

學《美和學報》、臺灣公共衛生學會《臺

灣衛誌》與臺灣健康促進暨衛生教育學會

《健康促進暨衛生教育雜誌》。整體來說，

國內「高齡者健康行為」的研究方向主要

以護理、公共衛生、醫務管理、休閒、保

健及老年學／老年病學等領域。此現象與

國外的結果類似。

表 1
「高齡者健康行為」最具產值的 TOP-20期刊

期刊名稱

(journal)
篇數與占比

(%)
CiteScore

(2021)
出版社

(publish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1 (3.60%) 4.1 Multidisciplinary Digital 
Publishing Institute (MDPI)

BMC Public Health 20 (3.44%) 4.9 Springer Na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Nutri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

19 (3.27%) 10.2 Springer Nature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13 (2.23%) 4.1 SAGE

Journal of Aging and Physical Activity 12 (2.06%) 2.9 Human Kinetics Publishers 
Inc.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2 (2.06%) 6.92 Elsevier

Archives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 10 (1.72%) 5.3 Elsevie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 10 (1.72%) 8.8 Wiley-Blackwell

BMC Geriatrics 9 (1.55%) 4.8 Springer Nature

BMJ OPEN 9 (1.55%) 3.9 BMJ Publishing Group

Nutrients 9 (1.55%) 7.9 Multidisciplinary Digital 
Publishing Institute (MDPI)

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 8 (1.38%) 4.5 SAGE

Health Psychology 7 (1.20%) 7.1 APA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7 (1.20%) 7.8 Elsevier

Preventive Medicine 7 (1.20%) 6.33 Elsevier

Journal of Nutrition in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6 (1.03%) 2.3 Taylor & Francis

Age and Aging 5 (0.86%) 11.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merican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5 (0.86%) 9.0 Elsevier

Geriatric Nursing 5 (0.86%) 2.4 Elsevier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5 (0.86%) 6.3 JMIR Publications Inc.

2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的存續期間有兩段，包括 1967–1980 年及 1982– 迄今。
3 Preventive Medicine 的存續期間有兩段，包括 1946 年及 1972– 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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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主要國家
圖 2 顯示「高齡者健康行為」文獻發

表最多的國家，以美國居冠 (389 篇 )，其

次為英國 (241 篇 )、澳洲 (132 篇 )、中國 

(98 篇 ) 與南韓 (81 篇 ) 則分別位居二至五

名。整體而言，亞洲國家在「高齡者健康

行為」相關文章的發表數量相對少於歐美

國家。例如：前二十名中，亞洲國家僅占

七個 ( 除了中國與南韓擠進前五，日本與

臺灣則列名第六與第九；其他像香港排第

十四、泰國排第十六、伊朗排第二十 )。

比較特別的地方，北歐國家給人一個「長

壽國」的印象，但其「高齡者健康行為」

的文獻僅瑞典與芬蘭名列第十一與十二

位。另一方面，根據世界銀行所公布 2019

年全球老齡化國家排行數據顯示，日本是

全球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 (65 歲以上

人口比例為 27%)，排名世界第一，而義大

利 (23%)、德國 (21%) 位居第二和第三名，

其次為法國 (20%)、加拿大 (19%)、英國 

(17%)、澳洲 (16%)、美國 (15%)、俄羅

斯 (14%) 與中國 (11%)。整體來看，前十

名的老齡化最嚴重國家就有七個是列名在

「高齡者健康行為」文獻發表最多的 TOP-

10 國家。顯而易見，「高齡者健康行為」

已是老齡化國家當今刻不容緩的課題。

二、關鍵字分析

本節次文獻分析是藉由 VOSviewer 針

對 SCOPUS 資料庫的 582 篇文獻為之。包

括國際合作、主要作者與協同作者、研究

方法與理論基礎等四項。4

圖 2 
「高齡者健康行為」出刊量 TOP-10國家 (1990–2022)

4 因為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僅篩選 12 篇，因此並不需要使用 VOSviewer 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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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國際合作
由於目前全球的國際學術交流已經

是相當普遍，因此我們進一步檢視國家之

間的跨國合作關係 ( 如圖 3)。圖中的線條

粗細代表兩國合作的關係強度 (Sweileh, 
2017; Sweileh et al., 2017)。很明顯地，美

國是目前在眾多國際合作網絡中是規模最

大的。臺灣則三個國家有國際合作交流，

主要包括美國、英國與南韓等國。另外，

英國、澳洲、中國等四國則自成一個合作

網絡。

( 二 ) 主要作者與協同作者
延續上一節，本研究想瞭解各國學

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 如圖 4)。以每位作

者至少發表 4 篇文獻且至少被引用一次的

條件下。我們發現有十位學者符合資格；

明顯地，其中有兩組合作密切，例如 1. 

Jefferis, B.J. 與 Fox, K.R., 2. King, A.C. 與

Kerr, J.。若以單一學者的連接程度來說，

則是以 Jefferis, B.J. ( 共有六個連結 ) 表現

較為顯著。至於國內部分，12 篇「高齡者

健康行為」則是有 43人次，其中以林詩淳 –

蔡坤維 – 辜美安之間有兩次合作網絡表現

較為突出。

( 三 ) 同時出現的關鍵字
在國外文獻部分，依據每個關鍵字

至少在其他文獻同時出現五次的條件下，

我們發現 582 篇「高齡者健康行為」可

以歸納出六個分類 ( 共四十個關鍵字 )：

身 體 活 動 (physical activity)、 生 活 品 質 

(quality of life)、運動 (exercise)、健康促

進 (health promotion)、死亡 (mortality) 與

衰弱 (frailty) ( 如圖 5)。這六個分類亦可

以視為「高齡者健康行為」的研究熱點 

圖 3 
「高齡者健康行為」跨國學術合作

註：每一個國家發表最少 10 篇，至少被引用 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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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高齡者健康行為」文獻的主要作者與協同作者

圖 5 
「高齡者健康行為」文獻的研究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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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hot spots)。接下來，我們將以此

六個分類進行進一步的說明 ( 見表 2)。

依據美國運動醫學會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CSM) ( https://www.
acsm.org/ ) 及 美 國 心 臟 學 會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 https://www.heart.org/ ) 
定義：任何透過身體骨骼肌肉消耗能量所

產生的動作。換言之，它是一個人所做的

任何動作。而運動則是有計畫的、有組織

的、重複的和有意識的動作。運動亦旨在

改善或保持身體健康。簡單的說，身體活

動是任何時間的隨意動作；運動則是有計

畫的鍛鍊。不過從表 2 的內容得知，身體

活動偏向預防行為及個人的生活習慣 ( 或類

型 )；運動則是以自我管理／成效、行為改

變及慢性病為主。因為現代社會中，許多

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導致他們長時間坐著，

並缺乏足夠的身體活動。這種久坐的生活

方式與多種健康問題相關聯，例如肥胖、

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骨質疏鬆等。缺乏

運動會影響新陳代謝、血液循環和骨骼健

康，進而增加患上這些慢性疾病的風險。

在這個背景下，透過增加身體活動來改善

健康狀況已經被廣泛提倡。Vuori (1998) 的
研究便指出：從可行性和安全性的角度來

看，身體活動的確是有助於促進健康。簡

言之，運動和身體活動對個人的健康益處

以及不活動健康所帶給個人的風險是眾所

周知的。

雖然國內外文獻針對影響健康行為因

素尚無一致標準。例如：李蘭 (2010) 提到

健康行為決定因素，包括個人、家庭、社

會、機構與文化。而 Jimenez et al. (2015) 
列舉六種與健康行為有關議題：身體活動、

運動、營養、睡眠、坐式行為與壓力。基

本上，仍不脫離總體 ( 大環境 ) 因素：鄰

里、社區、流行病或人口統計變項及個體  
( 個人 ) 因素：生活／飲食習慣、身體活動 
及衛生管控及疾病預防等等。國內文獻在

此著墨不多，依主要關鍵字出現頻率來看，

大致分為運動、生活品質、健康促進 ( 含
自我效能 )、慢性病及流感與生活型態 ( 含

表 2 
「高齡者健康行為」的研究課題

分群 (cluster) 主題 (topic) 關鍵字 (keywords) 集群

#1 身體活動 習慣 (habit)、介入 (intervention)、生活型態 (life style)、營養 (nutrition)
#2 生活品質 飲酒 (alcohol use)、COVID-19、憂鬱 (depression)、健康狀態 (health status)、

精神健康 (mental health)、身體健康 (physical health)
#3 運動 行為改變 (behavior change)、慢性病 (chronic disease)、糖尿病 (diabetes) 、高

血壓 (hypertension)、自我成效 (self-efficacy)、自我管理 (self-management)、
社交網絡 (social networks)、社會支持 (social support)

#4 死亡 流行病學 (epidemiology)、孤獨 (loneliness)、肥胖 (obesity)、睡眠 (sleep)、抽

菸 (smoking)
#5 健康促進 飲食 (diet)、癌症 (cancer)、生理功能 (physical function)、可步行性 (walkability)
#6 衰弱 跌倒 (fall)、健康素養 (health literacy)、護理 (nursing)、口腔健康 (oral 

health)、流行 (prevalence)、預防 (prevention)、性別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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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統計變項 )。而這些關鍵字皆包含在

表 2 的六大類中。可見國外現有的「高齡

者健康行為」文獻是值得國內學者的關注

與學習。

接下來，我們從圖 6 發現：1. 上述國

外的「高齡者健康行為」六大分類中，運

動與健康促進發展較早 ( 約在 2013–2014
年 )，其次為身體活動、衰弱與生活品質 
( 約莫 2015–2016年 )，再來才是死亡 (2018
年 )；2. 身體活動的研究主題由最早的自

我成效、運動及健康促進，2017 年開始慢

慢轉移到慢性病、習慣與死亡等議題；3. 
生活品質的研究主題由最早的健康促進與

運動，2016–2017 年則聚焦在憂鬱、慢性

病與預防等議題；4. 運動的研究主題最早

是與自我成效及健康促進較為密切；2015
年起開始有自我管理、生活品質與憂鬱的

議題出現；5. 死亡的議題最早是 2014 年

的口腔健康，然後才是肥胖，近期才開始

有流行、跌倒及 COVID-19 等議題浮現；6. 
健康促進的早期研究議題是以高血壓與運

動有關，後來才轉換到身體活動、生活品

質與預防，近期則是以癌症有關的議題；7. 
衰弱一開始是在吸菸議題，後來經歷飲食、

身體活動、性別、肥胖之後，近期則聚焦

在睡眠、孤獨與生理健康。由上述的議題

發展趨勢，可以提供國內相關研究學者一

個研究方向，以期能擦出更多的研究火花，

擴展更寬廣的研究視野。

肆、討論

一、地緣性與長壽國與「高齡者健
康行為」文獻發表的關聯性

在前述基本分析的主要國家部分，本

研究提及 ( 一 ) 亞洲國家在「高齡者健康行

圖 6
「高齡者健康行為」共同出現關鍵字年表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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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相關文章的發表數量是相對少於歐美國

家；( 二 ) 北歐國家過往給人「長壽國」印

象，但「高齡者健康行為」的文獻卻不如預

期。可能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 ) 北歐的公

共衛生政策強調個人行為和生活條件都是導

致健康問題的原因 (Vallgårda, 2011)，而北

歐國家普遍擁有較為完善的老人福利制度與

生活品質 ( 例如：Martelin, 1987)。因為這

些國家通常會提供較好的醫療保健、社會保

障、長期照護和退休金等福利 ( 例如：Balaj 

et al., 2017)。因此，北歐國家研究焦點自然

較少著重於「高齡者健康行為」。( 二 ) 亞

洲國家相對歐美國家在研究資源與政策支

持上多所限制 ( 例如：Ahmed et al., 2019)。

( 三 ) 歐亞國家非英語發表的文獻可能難被

收錄在國際性的文獻資料庫，進一步降低文

獻的能見度和影響力 (Di Bitetti & Ferreras, 

2017)。( 四 )「高齡者健康行為」相關研究

鮮少以 “health behavior” 作為關鍵字等等。

二、策略藍圖

Elder et al. (1994) 認為：健康行為是

所有與健康有關的外顯行為。其行為可以

分成三類，分別為預防性健康行為、疾病行

為與病人角色行為。其次，Manning (1997) 

與 Kannas (1982) 把健康行為區分為「健康

促進行為」與「健康危害行為」。本章節

將嘗試把「高齡者健康行為」六大分類，

如：( 一 ) 身體活動、( 二 ) 運動、( 三 )  

健康促進、( 四 ) 生活品質、( 五 ) 死亡與  

( 六 ) 衰弱來進行策略藍圖的繪製，並搭配

過往的相關理論彼此間的關聯性一一勾勒

其間。

整個「高齡者健康行為」策略藍圖 ( 如 

圖 7) 揭露的意涵如下：( 一 ) 運動是一種

「態度」，並扮演承接健康促進行為與生

活品質的橋樑 ( 中介角色 )。( 二 ) 隨著個

人壽命延長，健康促進行為變得更加重要，

特別在透過運動保持身體功能及改善衰弱

體質，進而提高生活品質。( 三 ) 身體活動

可做為干擾 ( 或調節 ) 變項，檢視高齡者

在不同情境 ( 習慣／生活型態 ) 下的健康

行為差異狀況。( 四 ) 本研究的「死亡」分

群可視為Manning (1997) 與Kannas (1982) 

所列舉的「健康危害行為」；因為危害行

為的產生，有可能衍生爾後的健康促進行

為動機。( 五 ) 「人終究會老，只有健康才

是真的」。衰弱是老化的必然現象 ( 包括

生理及心理功能的退化 )。因此，衰弱可

作為高齡者健康行為的預防目標。若是以

Mehrabian and Russell (1974) 所提的「刺

激 (stimuli) －過程／內化 (organism) －反

應 (response) 的 S-O-R 模型」角度來看，

某種程度，「死亡／健康危害行為」分群

可視為投入 (S)、「健康促進／運動」分群

則為過程 (O)，而「生活品質／衰弱」分

群為產出 (R) 至於「身體活動」分群可以

歸類為情境因素。

前一節，本研究藉由 VOSviewer 視

覺化軟體獲得「高齡者健康行為」六個分

類 ( 亦即研究熱點 )，接下來藉由這六個

分類來建構策略藍圖 ( 如圖 7) 串聯現有

「高齡者健康行為」的研究網絡 (research 

network)。例如：VOSviewer 所選取的六

個關鍵字分群是整個策略藍圖的主要變項 

( 以實線長方形呈現 )，其次透過前一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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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所勾勒出「死亡／健康危害行為」、

「健康促進」、「運動」、「生活品質」

與「衰弱」等五個關鍵字分群／主要變項

之間的因果性 ( 以實體單向箭頭呈現 ) 及

「身體活動」之於「健康促進－衰弱」的

調節效果 ( 以細點線箭頭呈現 )。另一方

面，本研究從表 2 關鍵字分群表中發現：

「死亡」跟「健康危害行為」有很大的關

聯性，其本質可視為 Manning (1997) 與

Kannas (1982) 所列舉的「健康危害行為」；

因此在圖中以單點長畫線代表類比的推

論，同時也將「健康危害行為」視為次要

變項 ( 以虛線長方形呈現 )。最後，本研究

把「健康促進」與「健康危害行為」整合

成「健康行為」兩個構面以呼應 Manning 

(1997) 與 Kannas (1982) 的分類 ( 以虛線

箭頭呈現 )。整體而言，本研究所涉及的

理論依據以 Mehrabian and Russell (1974) 
的「S-O-R 模 型 」 與 Manning (1997) 與
Kannas (1982) 的健康行為分類為主，並搭

配前一節次論述中的學者們論述共同建構

此一策略藍圖。

三、命題 (proposition) 發展

「預防勝於治療」。長期下來，所有

健康危害行為 ( 例如憂鬱、酗酒或暴飲暴

食 ) 都將會影響其個人的身心健康。從表

2 有關死亡的分群中，肥胖與抽菸都可以

歸類健康危害行為。通常健康危害行為／

死亡可能導致身體功能的衰退，進而降低

圖 7
「高齡者健康行為」策略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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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對於健康促進行為的能力和意願。

甚至，當高齡者經歷健康危害行為或死亡

時，他們可能會開始懷疑自己的健康促進

行為是否真的有用，進而產生挫折感、失

落感與焦慮。若從行為醫學與健康心理學

的角度來看，這些危害健康行為若能即時

啟動個人追求健康計畫的動機，應該是可

以有效改善健康行為並達到健康促進的目

的 ( 周騰達等，2002；陳秀蓉、呂碧鴻，

2008)。Nakamura et al. (2022) 認為高齡者

對各項生活相關因素的滿足與否 ( 包括孤

獨、衰弱、睡眠等等因素 )，都將會成為日

後相關單位未來推動介入政策與健康福祉

的目標。綜合上述，本研究提出下列命題：

P1：高齡者健康危害行為／死亡會影響其

健康促進行為的動機。

從表 2 有關衰弱的分群中，大多屬於

個人的生活保健行為與素養。如果沒有一

個正確的保健行為與素養，通常個人的身

體健康將會有所影響。Wollesen and Brach 

(2021) 主張一個正向生活型態行為能夠增

進健康、預防疾病與維持生活品質。隨著

年齡增長，高齡者的心肺功能、代謝力與

平衡力都會逐漸下降，導致身體容易疲勞、

耗能進而增加跌倒和骨折的風險。此時若

能有適當運動量是可以有效提高心肺功能

和代謝力並增加身體肌耐力與平衡力，

使高齡者更加有活力和精神。張家萱等 

(2020) 認為國內多數高齡者往往未能達到

ACSM 建議的每週至少 150 分鐘中等強度

運動量 ( 經換算約相當每天 7,000–10,000

步 ) (Tucker et al., 2011) 或平均每日步行

5268 步 (Larsen et al., 2019)，進而造成健

康許多隱憂，尤其是慢性疾病。André and 
Agbangla (2020) 針對高齡者如何維持規律

的運動時發現：與活躍高齡者相比，久坐

不動高齡者比較容易出現障礙。除此之外，

表 2 的運動分群中有提及行為改變與社會

網絡。高齡者往往面臨退休、獨居、失去

配偶或朋友等社交環境的變化，容易產生

孤獨、抑鬱和焦慮等負面情緒。而運動可

以釋放身體內的多巴胺、血清素等神經傳

導物質，有助於改善心理健康狀態，增加

對生活的熱情和樂觀情緒。

表 2 相關身體活動分群是指個人的生

活型態與習慣。Tian and Tien (2020) 則
認為生活型態行為改變可有效維持或改善

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狀況，其中包含運動和

放鬆、健康飲食和減少吸菸或飲酒等等。

Rababa et al. (2021) 發現：高齡者健康促進

計畫不僅跟運動和身體活動有關，也跟各

種人口統計學有關 ( 例如：婚姻、教育水

平、人際關係、家庭收入與營養 )。許多文 
獻均支持 ( 例如： Kujala, 2018; Ohuruogu, 
2016) 適度的身體活動可以改善身體功能、

預防疾病及促進生活品質。在探討中國農

村高齡者的研究，Hao et al. (2021) 認為身

體活動似乎可以調節身體殘疾之生活品質

與身體衰弱間的間接效果。綜合上述，本

研究提出下列兩個命題：

P2：高齡者健康促進行為會透過運動來改

善其衰弱狀況。

P3：高齡者身體活動的程度不同會調節健

康行為模型。

表 2 相關生活品質分群是指個人的身

心狀態。基本上，多數實證皆支持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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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衰弱會影響其生活品質 (Ozen et al., 2019; 
Panesa et al., 2020; Papathanasiou et al., 
2021)。高齡者衰弱狀態會負向影響其生活

品質，主要是因為衰弱狀態會導致高齡者

身體和心理功能的下降，進而影響他們的

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動。相較於其他年齡族

群，高齡者待在社區環境中的時間較長，

因此更容易被社區環境的各項因素所影響 
(WHO, 2002)。針對社區高齡者的 ( 健走 ) 
運動、衰弱與健康相關生活品質之間的關

聯性，李敏慈 (2018) 提出建議：政府應該

增加民眾對於衰弱議題的健康意識，重視

衰弱預防以達到延緩失能的目的，進而提

升健康相關生活品質。有鑑於亞洲國家環

境因素與高齡者步行行為的關聯性仍需要

更多驗證，廖邕等 (2018) 進一步強調「環

境宜走性」對高齡者從事步行的動機及意

願的影響程度。因此，我們需要針對高齡

者的衰弱狀態，設計相應的身體活動和健

康促進方案，提高其身體和心理功能，增

強其自信心和動機，從而改善其生活品質。

綜合上述，本研究提出下列命題：

P4：高齡者衰弱狀態會負向影響其生活品

質。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

有鑑於 VOSviewer 能同時處理外文與

中文文獻，本研究選取 SCOPUS ( 外文 ) 
與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前者完

全涵蓋 Medline 醫學資料庫，且規模大於

Web of Science。重要的是，SCOPUS 適

用於文獻計量分析法。因為它具有許多利

於數據分析和繪圖的功能 (Sweileh, 2021, 

p. 80)；後者則是收錄至 1960 年兩岸中文

出版之期刊全文資料，且為臺灣最大的中

文期刊資料庫 ( 王瑞良與許子凡，2019，

頁 127)。5 因此本研究在資料庫的選取已

經兼具數據的全面性、代表性及有效性。

然而，本研究仍如同其他學術研究一樣都

會有其限制存在。

首先是關鍵字設定：本研究以 ( “health  

behavior” ) and ( “the elderly” or “old adult” )  

來進行文獻篩選。然而，中文的「高齡者」

與「銀髮族」或「老年人」之間存在高度

互通性，再者這些名稱的英文使用亦無一

定的標準，例如：“old people”、“elders” 或

是 “the seniors” 等等都有人稱呼。因此本研

究很難完全掌握「高齡者」的相關文獻。

因此納入可能的「高齡者」相關英文關鍵

字或增加更多同義複詞，以增加可搜尋文

獻的基數及資料完整性與代表性是值得期

待的。其次，本研究在 Airiti Library 華藝

線上圖書館資料的選項是勾選「臺灣」，

而排除「中國」；因此，未來放寬篩選條

件是可行的；另外「CNKI 中國知網」是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連續動態更新的中國學

術期刊全文資料庫。因此未來在比對中西

相關文獻時，納入中國的學術期刊資料庫

亦可以拓展研究視野。另外，未來研究若

是集中在醫學和生命科學的主題檢索上，

亦可以考慮 PubMed 資料庫。其次，未來

有志從事文獻計量分析法的研究人員可以

5 目前國內知名的繁體中文期刊資料庫還有臺灣全文資料庫 ( Hyread Journal ) 與臺灣期刊論文系統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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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Hashem E et al. (2022) 的 分 析 架 構 

鋪陳。

基本上，使用關鍵字作為文獻回顧

的分析方法已被證明是有用的 (Chang & 

Katrichis, 2016, p. 793)。然而，健康行為

可能包含：飲食行為、身體活動、運動、

吸菸、飲酒及睡眠等方面，且部分文獻未

必會將這些主題列為文章的關鍵字。因此

本研究以中英文關鍵字「健康行為」進行

文獻檢索出來的樣本以及分析的結果可能

僅是現有文獻脈絡的部分樣貌。儘管如此，

我們從表 2 卻能看出這些健康行為的細項

都跟六大分群 ( 主題 ) 之間都有關係，這

也是提供後續研究者的研究選擇。如果要

調整，可以先放寬關鍵字的搜尋條件，例

如：聚焦部分主題進行高齡者相關文獻之

梳理以提供更為深入的創見並指引後繼研

究者另一個研究方向。

事實上，「健康行為」的主題與心理

學密切相關。各項行為與研究對象之間的

互動關係複雜，而行為的改變則是個人降

低健康風險的方式 (Malouff, 2018)。未來

許多行為之間的因果性及關聯性是值得驗

證，例如：健康行為與動機、生活型態、

心理健康、壓力等等 ( 例如：Ammouri et 

al., 2011; Laferton et al., 2020; Schüz et 

al., 2014)。當然，本研究利用計量文獻分

析所得出的六大主題及其四個命題亦可做

進一步的實證。雖然前述曾提及國內外「高

齡者健康行為」的關鍵字是可以相容的；

但考量國內「高齡者健康行為」文獻數量

不及國外，因此本研究策略藍圖的繪製主

要以國外文獻為主。未來研究可綜合國內

外文獻的關鍵字，另外提出新的策略藍圖。

最後，本研究亦建議關鍵字可增加更多同

義複詞及增加資料完整性，如此的後續分

析所得結果才具真實性與代表性。

伍、結論

由於臺灣少子化與高齡化趨勢已難以

逆轉。因此高齡者健康意識 ( 概念／素養 )  

的推動及健康行為的維持都是現今政府及

相關權責單位責無旁貸的議題。正所謂「他

山之石可以攻錯」。本研究主要採取計量

文獻分析法檢視國外 SCOPUS 資料庫 582

篇，與 12 篇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

館在 1990–2022 年間發表的高齡者健康行

為相關文獻，並搭配 VOSVIEWER 影像呈

現以增加可讀性。不同於其他文獻回顧，

本研究進一步藉由六個關鍵字分群繪製屬

於高齡者健康行為的策略藍圖，清楚將其

個別定位以利瞭解高齡者健康行為的發展

與應用。更重要的是，本研究的策略藍圖

搭配四個命題可提供，現有國內有志於高

齡者健康行為的研究人員或者是政府與民

間權責單位一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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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will be a super-aged society by 2025. At the time, issues involving older adults 

(such as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s well as other related behaviors) had an impact 
on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societies (or communities and organizations). However, prior 
studies on health behavior in Taiwan has rarely concentrated on the old adults, and even 
when it has,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the health behavior with the old adults has not 
been thoroughly sorted out. This study depends heavily on bibliometric analysis, including 
582 papers on the health behavior of the old adults filtered from the SCOPUS database 
between 1990 and 2022. At the same time, 12 articles about the old adults' health behavior 
were retrieved from Taiwan’s Airiti Library database. Based on 594 articles, this study 
would conduct a series of in-depth analyse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foreign 
literature has grown rapidly since 2010, while domestic literature remains largely stable 
between 2010 and 2016. Elsevier distributes the top 20 foreign publications on the health 
behavior of the old adults, whereas domestic journals are largely distributed by associations 
or schools. The research domain of foreign old adults’ health behavior is focused on 
medicine, nutrition, health, and gerontology/gerontology, whereas the research domain of 
local old adults' health behavior is focused on nursing, public health, medical management, 
leisure, health care, and gerontology/gerontology. These two domains are fundamentally 
interrelated. The total amount of health behavior among old adults in Asia i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in advanced countries such as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study draws on foreign 
literature using VOSviewer visualization software to summarize six domain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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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spots) of “old adults’ health behavior.” Finally, this study ends with several discussions, a 
strategy plan containing four propositions and conclusions.

Keywords: health and exercise, the seniors, literature review, strategic blue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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