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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摘要

• 根據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數據顯示，全球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

率，將由1950年的8%、2011年的11%，上升至2050年的22%，

其中80歲以上超高齡人口上升更快。2050年全球60歲以上的高

齡人口增加速度將是平均人口的3倍。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機

能將逐漸衰退，高齡者許多日常生活必備的功能如行動、聽覺與

視覺等持續退化下，透過輔助科技產品可維持其相當的功能性與

生活基本功能，驅動輔助科技產品需求與市場商機持續發展。

• 然而輔助科技範疇非常廣泛，產品項目眾多，因此本研究透過建

立篩選方法論，根據重要性(高齡者重要的生理功能)、市場性(具
市場成長性)以及產業能耐(國內具產業基礎)的三大篩選指標，收

斂國內具發展基礎的聽覺輔助以及復健輔助科技進行深入研究，

並透過標竿國際領導廠商技術發展，搭配盤點我國產業概況與能

量，提出未來產業建構的發展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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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摘要

• 從產業價值鏈角度分析我國輔助科技產業發展潛力可以發現，臺

灣過去投入輔助科技多年，透過科技部的資源投入，上游的學研

單位都累積一定基礎能量，而從產業端的角度來看，雖然目前在

聽覺輔具以及復健輔助科技相關廠商數量規模有限，但在周邊產

業支援度完整下，具備未來產業發展能量。

• 展望未來，臺灣如何透過補足關鍵技術缺口，促成具有能量的廠

商之間互相串聯合作，整合國內產業鏈，成為產業發展的首要關

鍵。並且透過人才面、法規面、驗證/標準面和政策面等基礎建設

面的持續建構，搭配產業的發展而進行各面向的環境調整及因

應，將能建構我國輔助科技產業發展環境生態，帶動我國輔助科

技持續向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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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緣起

• 1-1：高齡族群特性與需求

• 1-2：輔助科技次產業範疇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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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2013)人類發展報告中指出，未來新興國家將也會面臨高

齡化的問題。2050年，全球60歲以上的高齡人口增加速度將是平

均人口的3倍至2050年，60歲以上人口比例超過20%的國家將超

過2/3，健康需求將快速增加，龐大的健康支出和經濟社會資源

耗費將不斷地快速增加。

• 我國經建會推計，若僅考量人口自然增減，臺灣人口於2017年不

再成長，後開始逐年減少，估計2025年2,330萬人；且高齡女性

多於男性，這都將驅動高齡醫療照護的需求。

• 高齡族群由於在生理變化包括聽覺、視覺、運動能力等下降，認

知行為也產生變化，例如記憶力衰退、空間認知能力下降和持續

注意時間縮短；因此對應的產品開發需同時考量高齡族群在生理

影響和認知影響的因素而進行產品開發，主要有：

– 日常生活活動與技術性活動失能比重高，發展服務型支援產

品(服務型機器人)
– 高齡族群聽覺、視覺、運動能力等下降，透過輔助科技協助

– 高齡化族群傷口不易癒合，傷口照護議題與需求日趨重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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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市場產業
概況02
• 2-1：輔助科技需求

• 2-2：全球輔助科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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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說明

• 隨著年齡的增長，生理功能將產生變化，組織器官逐漸衰退，當

中又以肌肉運動能力下降，出現的行動功能退化、動作不易協調

與退化等；聽覺與溝通功能退化，開始聽不清楚、談話內容理解

度降低、更使得說話不流暢等為主要的生理功能退化等狀況，帶

動了聽覺輔助以及復健輔助科技市場持續發展。

•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調查顯示全球有3.6億人存在不同

程度的聽覺障礙，隨著年齡的增加，聽覺退化已不可避免，導致

高齡族群聽覺障礙的比重非常高。然而目前市面上的聽覺輔助產

品皆無法符合使用者預期，使得全球助聽器產品僅符合10%的使

用者需求，而開發中國家滲透率更是僅達3%，驅動著聽覺輔助

市場持續成長，預估至2019年整體市場規模將達78.3億美元。

• 另一方面，高齡化導致的生理功能持續退化，超過65歲以上的高

齡找失能比例接近40%，世界衛生組織(WHO)因此建議透過發展

相關的復健輔助科技、支持服務、社會保障及包容性政策，來讓

高齡者增進自主活動能力，回到健康、舒適且有尊嚴的生活型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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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領導廠商
技術發展藍圖03
• 3-1：全球主要廠商盤點

• 3-2：全球主要廠商個案分析

• 3-3：國際廠商輔助科技技術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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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說明

• 國際廠商投入聽覺輔助產業時程較早，目前市場主要以國際性廠

商為主，前三大領導廠商合計市占率高達63%。根據專利檢索分

析可以發現，國際廠商近幾年持續聚焦於訊號處理技術，因應不

同環境的聲源訊號解析、降噪處理、防止聲源反饋、校正頻率響

應為主要技術發展趨勢，以提供聽力損失族族群良好的聽力品

質，聚焦並且能夠參與溝通對話。

• 在復健輔助科技方面，根據復健需求程度的不同，將可分為虛擬

實境復健輔助科技以及復健訓練機兩大類型。在虛擬實境復健輔

助科技方面，由於硬體設備多採用既有產品，因此國際廠商聚焦

於軟體內容端的布局，透過強化訊號處理分析以及互動內容的布

局，包含虛擬復健情境設計、動作品質分析與虛擬場景的設計；

在復健訓練機方面，在硬體設備端設朝向台機構設計及訓練模式

開發，搭配相關的體重支撐懸吊系統來建立復健系統，軟體端則

是朝向整合機電系統、訊號回饋及復健技術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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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業概況與
能量盤點04
• 4-1：臺灣輔助科技市場

• 4-2：臺灣產業價值鏈分析

• 4-3：臺灣主要廠商盤點

• 4-4：臺灣主要廠商現況與能力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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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說明

• 2014年國內助聽器市場需求數量約5.4萬，幾乎仰賴國外進口產

品，而臺灣將於2025年邁入超高齡社會，高齡過程伴隨的聽覺退

化帶動聽覺輔助商機需求持續增加，進口金額逐年成長，複合成

長率達8%。

• 進一步從國內投入現況來看，科技部近年投入聽覺輔助技術相關

研發，國內學研單位包含陽明大學、馬偕醫學院聽語科學實驗室

研究團隊、交大電子工程系累積相當基礎，再加上周邊相關感測

元件等產業支援度完整，具備產業發展基礎。

• 另一方面，國內目前於復健輔助科技產業仍屬於起步階段，雖然

廠商規模家數有限，然而過去科技部投入相關復健科技研發多

年，相關學研單位在虛擬實境訓練情境開發，以及復健訓練機的

機構設計與控制等皆累積一定能量，隨著新創公司以及異業廠商

的進入，將帶動國內復健輔助科技產業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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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05
• 5-1：臺灣產業發展缺口與機會

• 5-2：臺灣產業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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