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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鑑於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國家健保負擔加重與人們痛苦指數攀升，均不斷的催生
提供生理監測功能的智慧衣於高齡住家或社區之生活照護、甚至是醫療照護的應用。智
慧衣發展由簡而繁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是自主健康管理，提供使用者運動時紀錄自
己心率及相關生理資訊；第二階段安養照護，與安養機構或照護機合作，智慧型紡織品
導入可提升照護的效率與品質，及第三階段的行動醫療，進入醫療體系，量測信度與效
度必須達到一定水平，可協助醫護人員診斷，並提供患者較舒適的紡織品素材，以目前
社福財政預算不足及健保給付制度上，推動會有一些瓶頸與困難。 

目前市場顯示穿戴科技的使用者大都聚焦於健康管理，智慧衣的應用也大都見諸於
健身運動領域，本研究使用對象鎖定在 65歲以上的高齡層，或 45~65歲的「未來高齡
層」，目前台灣正面臨著邁入高齡社會，65歲以上的老人八成都具有自理能力且行動自
如，所以是市場優先考慮的消費對象。而「未來高齡層」族群則因對科技性產品的使用
或接受度較高，對於健康養生亦有較強的動機，所以將是智慧衣的潛在消費者。 

2015 年全球智慧型紡織品市場規模為 16.32 億美元，較 2014 年成長 14.2％，其
中以歐美對智慧型紡織品的接受度較高，合計約占全球市場的七成。預估 2020年全球
智慧型紡織品市場規模為 29.3億美元，估計 2013～2020年複合成長率為 12.7％。 

台灣目前智慧服飾從技術進展到商品，但仍未進入服務／商業模式的發展，商品的
應用與普及仍有待努力。商業模式的三大元素包括「供應鏈整合與建置」、「使用者體驗」、
「商品設計」，其重點分別為「跨產業技術整合」、「跨異業服務整合」、「跨學門設計整
合」，跨領域別的「整合」將是智慧型紡織品商業化的關鍵。 

本研究建議高齡族群智慧衣的發展從三大方向著手，一、尋求使用者的內在使用動
機；二、商業模式的設計與建立；三、從產業聯盟的建立到產業生態圈。本研究希望藉
由陳述智慧衣發展趨勢，描繪未來智慧型紡織品的遠景，提供同業參考，以為後續推廣
的基礎。希望藉由產業多元的投入，加上服務型態的產生，可以達到推廣智慧型紡織品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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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隨著國人平均壽命的延長，台灣在 1993年 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即超過 7%

成為高齡化（ageing）社會，由於戰後嬰兒潮世代陸續成為 65 歲以上人口，2014 至
2025 年將為台灣高齡人口成長最快速期間，推估此比率在 2018 年將超過 14%成為高
齡（aged）社會，於 2025年達 20%成為超高齡（super-aged）社會。 

內政部 2014年公布「第十次國民生命表」，國人的平均壽命持續延長，男性達 75.96

歲、女性 82.47歲。另有近 8成的男性和 9成的女性能活超過 65歲；半數的男性能活
過 79歲、女性能活過 85歲。 

有鑑於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國家健保負擔加重與人們痛苦指數攀升，均不斷的催生
提供生理監測功能的智慧衣於高齡住家或社區之生活照護、甚至是醫療照護的應用。智
慧衣發展由簡而繁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是自主健康管理，提供使用者運動時紀錄自
己心率及相關生理資訊；第二階段安養照護，與安養機構或照護機合作，智慧型紡織品
導入可提升照護的效率與品質，及第三階段的行動醫療，進入醫療體系，量測信度與效
度必須達到一定水平，可協助醫護人員診斷，並提供患者較舒適的紡織品素材，以目前
社福財政預算不足及健保給付制度上，推動會有一些瓶頸與困難。 

本研究的使用者研究將聚焦於第一階段的健康管理，健康管理鎖定的對象包括 65

歲以上的高齡及45~65的未來高齡，目前台灣65歲以上的老人八成都是具有自理能力，
行動自如仍是占多數，市場性仍在。若從預防醫學的角度來看智慧衣未來的發展，尤其
關注體適能不足族群的身心理需求及社會性需求，未來台灣將有大一族群成為高齡族群，
當還沒成為老人之前，就開始關注「未來高齡」族群的建康，該族群對於科技的使用接
受度較高，對於健康促進亦有較強的動機。 

台灣目前智慧服飾從技術進展到商品，但仍未進入服務／商業模式的發展，商品的
應用與普及仍有待努力。對於高齡不能只從年紀來認識，高齡族群其生活型態、健康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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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高齡族群需求之探索 
 

北美、歐洲等先進國家由於醫療水平、衛生條件及整體環境較為優良，在健康及醫
療上獲得較佳的照顧，人民平均餘命較長。台灣由於少子化及醫療進步等因素，促使高
齡族群占總人口的比重升高，因此高齡族群的商機日受到重視。然而，高齡族群並非是
同質性的大眾市場，與一般消費市場相同具有市場特性的區隔，會依據高齡者的個性、
行為、及能力畫分出多樣化的小眾市場，高齡族群的消費行為並非我們直覺可想像到，
是值得去了解、關心的一個重要族群。 

本章將了解台灣當前高齡化情形，及其生活型態、健康狀況、生活感受、社會連結、
消費行為等，將有助於高齡商品開發的重要參考依據。 

第一節 高齡定義、人口與成長 一、高齡定義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一個國家內 65歲以上的人口，佔總人口比例
7％以上，即稱為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達 14％稱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
達 20％則稱為超高齡社會（hyper-aged society）。 

全球「超高齡社會」僅有日本、德國及義大利三個國家，至於「高齡社會」主要位
於北美及歐洲國家等先進國，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挪威、瑞典、荷蘭、瑞士、
奧地利、西班牙及香港等國家，以上這些國家其經濟及衛生條件良好、醫療水準提升，
高齡人口容易獲得較佳教育及照護，整體社會可維持高比重的高齡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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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智慧型紡織品發展趨勢 
 

智慧型紡織品若依紡織與電子結合的程度，可大致分為被動智慧紡織品、主動智慧
紡織品及超智慧紡織品。被動智慧紡織品定義為可偵測到內在或外在環境的刺激，但無
法做出判斷或控制，如相變化紡織品（PCM）、感光、感溫紡織品等；主動智慧紡織品
則為可偵測到更細微的環境刺激，並可簡易判斷控制，如接收到皮膚電位訊號，演算為
卡路里消耗或運動強度等；超智慧紡織品則定義為可更快速偵測到環境刺激，並且可以
快速準確做出判斷及控制。就 2013~14年統計顯示，目前仍以被動智慧紡織品為主（55

％），其次主動智慧紡織品（30%）、超智慧紡織品（15%）。 

智慧衣的概念早在三十年多前就見諸於文獻，由於雲端技術、智慧型手機、物聯網
及 App等領域都有快速發展，進而帶動穿戴裝置快速的崛起，智慧衣除了具有感測生理
功能外，加上大廠與新創事業均相繼投入，促成近年來業界難得熱絡的情況。 

本章主要討論智慧型紡織品的發展趨勢，分別從市場應用面及產業供應鏈加以介紹，
再以疾病進程的三段五級分類介紹其智慧型紡織品的應用，最後介紹日本如利用智慧型
紡織品於照護上的應用。 

第一節 智慧型紡織品之需求面分析 一、市場規模與應用領域 

2015 年全球智慧型紡織品市場規模為 16.32 億美元，較 2014 年成長 14.2％，主
要市場集中在歐美國家，歐洲占 38.8%及美國占 32.5%，合計約占全球市場的七成。若
以成長率來觀察，以亞太地區的成長率最高，2013 年的 2.1 億美元成長至 2020 年的
6.7億美元，估計 2013～2020年複合成長率為 18％。 

預估 2020年全球智慧型紡織品市場規模為 29.3億美元，估計 2013～2020年複合
成長率為 12.7％。智慧型紡織品成長率雖高，但市場規模絕對值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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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使用者經驗設計 
 

智慧型紡織品的應用領域雖廣，但似乎未能普及至一般人的生活日常當中，在高齡
族群以醫療、照護為主要應用，在健康自主管理或未知的領域，似乎仍有待發掘。本章
主要探討的是在未知的領域之中適合的研究方法－「使用者導向創新設計」，主要參考
由中國生產力中心出版的《使用者體驗創新設計手冊》，在第一節中比較完整地介紹「以
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從「使用者研究」到「商品與服務」，完整的商品開發過程；第
二節將介紹荷蘭 Veb-ing如何利用使用者經驗設計商品；第三節則聚焦於「使用者研究」，
「使用者研究」是「使用者導向創新設計」的第一步驟，即先跳脫產品或商品概念，先
理解使用者在生活中做些什麼、與人事物有何連結，歸納其需求與不足，再連結至技術、
商品或服務面。 

第一節 使用者導向創新設計 一、方法論 

丹麥哥本哈根互動創新學院（Copenhagen Institute of Interaction Design, CIID） 

推出的使用者導向創新設計（User-Oriented Innovation Design, UXID）使用者體驗創
新設計，其創新 5大流程為：使用者研究、概念產生、情境設計、原型製作及藍圖建立。 

 資料來源：中國生產力中心（2013） 圖 4-1 UXID 五大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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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智慧衣商業模式之研析 
 

台灣目前智慧服飾從「技術」進展到「商品」，技術上的發展屬於階段性的成熟，
第三章所列的商品應用亦相當的廣泛，但智慧衣商品未能真正的普及化，也未能產業化，
其原因有二，一為使用者缺少一個使用智慧衣的內在動機，另一為一個有利可圖商業模
式。 

本章第一、二節將討論商業模式的元素及構面，第三節相關個案作介紹。 

第一節 商業模式元素探討 
為使商業模式方便討論，拆分個三大元素：供應鏈整合與建置、使用者體驗、商品

設計加以討論。 

 圖 5-1 智慧衣商業模式之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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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近年來，由於物聯網、手持裝置的成熟，進一步帶動穿戴裝置的熱門議題，過往將
資料／資訊卡片化、晶片化，目前的發展趨勢又將進一步整合到智慧手機中，未來幾年
內虛實整合將會有重大進展，智慧衣在物網聯的發展過程中將不會缺席。台灣在面臨高
齡化的議題，有二大重要社會議題，一是健康／生活自理問題，另一是高齡長輩與家庭
／社會的聯結，如何讓智慧衣融入到高齡長輩的生活之中，滿足需求、解決問題或促成
健康養成的行為改變，這將是智慧衣進一步商品化所面臨的重要功課。 

本研究一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高齡族群需求之探索，藉由人口結
構的改變、生心理的變化、社會角色變化、健康及生活自理、及消費行為等面向，了解
高齡長輩的需求；第三章主要介紹智慧型發展品發展趨勢，目前全球智慧紡織品已有不
同領域的市場應用，於第三章中做一整理；第四章為實際在產品開發時，探討如何將使
用者經驗納到流程的一部份，進而轉譯為產品／服務的設計概念，做為基本的重要資訊；
第五章為討論智慧衣商業模式之元素與構面。第六章則為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高齡族群需求之探索 

（一）台灣高齡族群將快速成長 

台灣從 1993年開始進入「高齡化社會」，歷經 25年，預計 2018年將進展到「高
齡社會」。然而，再進展到「超高齡社會」僅需 7~8 年的時間，這快速進展的變化又將
創下另類的全球第一，也將對台灣的社會、經濟層面造成影響，高齡族群未來將是值得
關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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