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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摘  要


我國近年來人口結構呈現急速老化，已逹到聯合國所定義的高齡化社會水準。面對高齡化的社會，老人之醫療補助、安養、文康、休閒及保護等福利需求措施是我們不可忽視，但如何從這些有限福利措施中最大的運作和發揮是我們所關切的。本研究針對六十五歲以上之老人為研究對象，資料來源取自於民國九十一年臺閩地區老人狀況調查報告原始資料檔，且利用線性結構關係模式來說明影響老人福利需求各變項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在老人福利措施中，以老人免費健康檢查需求情形最多；老人生活調適主要受到老人個人背景的影響；老人福利需求主要受到老人個人背景及老人生活調適的影響；老人個人背景方面以教育程度影響程度最大；老人生活調適方面以目前生活是否感到滿意影響程度最大；在老人福利需求方面以日間託老服務影響程度最大。


此外，進行線性結構關係模式之模式適合度指標模擬評估，利用卡方值統計量做為評估模式時，要得到合理的統計量近似卡方分布，樣本數建議至少需要600，但需注意卡方值統計量會隨著樣本數的增加而變大。在樣本數大時，往往會因真正的模型與假設模型有一點點之差異，而很容易拒絕虛無假設；GFI及AGFI值愈大愈接近於1，可表示模式的配適愈好；RMR值愈小愈接近於0，可表示模式的配適愈好。
	關鍵字(中)	
      	  ★ 線性結構關係模式
★ 適合度指標
★ 老人福利需求	關鍵字(英)	
      	  ★ Goodness of fit index
★ Lis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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