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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 I ) Grossman (1972b, 1976) 的觀點：教育提高消費者生產健康的效率。因為教育程度愈高的人，愈懂得有效的利用醫療資源及其他市場上可以購買到的生產要素，並結合自己的時間來生產健康。在此一觀點下，教育與健康之間的關連只是因為其它因素而存在，兩者並非呈直接的關係。


( II ) Fuchs (1979, 1982) 的觀點：教育與健康同時受到其他不可觀察因素的影響，例如個人維護健康存量的過程，就如同教育是累積人力資本的長期投資行為，而時間偏好率便是影響二者的可能原因。根據此觀點，教育與健康之間的關連只是因為其它因素而存在，兩者並非呈直接的關係。


本篇論文以台灣省家庭計畫研究所於民國七十八年及八十二年所辦理的「臺灣地區老人保健與生活問題調查」為資料，探討教育程度差異對老人健康的影響是直接的關係？亦或是透過一些不可觀察的因素同時影響二者？另外，健康行為亦是影響健康的重要原因之一，教育對健康的影響亦可能間接透過對健康行為的選擇而造成，因此在分析教育與健康的關係時，我們亦考量健康行為的因素。


實證結果顯示，在控制其他解釋變數下，臺灣地區老人的教育程度多寡會直接影響自身的健康狀況，而不可觀察的原因對健康的影響並不顯著，所以我們的實證結果支持Grossman (1972b, 1976) 的看法，亦即教育可以提高個人生產健康的效率觀點。


本研究的實證結果具有某些政策涵意。目前我國的醫療保健支出日益上漲，甚至有瀕臨破產的危機，若教育可增進健康存量的生產效率，進而提升個人的健康存量，政府當局實可增加我國教育資本的投入，如此一來不僅可以提高人民的教育水準及提昇人力資本的累積，而且隨著教育程度的提升，人民會有效率地生產健康，並減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進而減緩我國醫療支出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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