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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家庭主要設備普及率概況

　賴薏如（行政院主計總處科員）

隨著社經環境變遷及國人平均所得提升，民眾愈加重視生活品質與休閒娛樂，由早期滿足生活基本

需求，轉為追求與時俱進的科技產品，營造優質舒適的居家生活環境。本文即藉由觀察歷年國人在

住宅及家庭主要設備普及率的變化概況，來回顧社經環境及國人生活水準的變遷。

壹、前言

美 國 心 理 學 家 馬 斯 洛

（Abraham Harold Maslow）

舉 世 皆 知 的 需 求 層 次 理 論

（Hierarchy of Needs）中，闡

述了大部分的人在各種需求中

都會選擇先滿足低層次的生理

需求及安全需求。對一般人而

言，「吃、住」是生活最重要

的 2 大問題，也是「家」的基

本功能，家為我們儲存糧食、

遮風避雨，讓我們得以受到保

護、有安全感。解決了生存的

基本問題，人們才會開始重視

精神上的需求。早期社會資源

匱乏，而後隨著工商業的發展

與時代的進步，臺灣的產業結

構從勞力密集走向資本與技術

密集，物質生活也逐漸豐富，

人們對家的需求不再只有溫

飽，還希望家能具有一些娛樂

性、知識性及便利性的功能，

於是人們一方面辛勤工作，以

求獲取更多的收入，同時也開

始打造一個更為舒適的家。因

此從家庭擁有設備的情形，可

以瞭解生活水準及社會演進的

脈動。

本文藉由行政院主計總處

家庭收支調查所發布有關家庭

住宅及主要設備概況等資料，

來探討全體家庭的居家設備狀

況，提供一個有別於以收入多

寡來探查家庭生活水準的另一

個管道。

貳、住宅及家庭設備

變化狀況

一、家庭住宅狀況

臺灣早期住宅型態多為農

村聚落的三合院、連棟透天厝，

隨著社會變遷，慢慢地演變為

密集度較高的公寓大廈、摩天

大樓，除了建築外觀產生變化，

內部的家庭組成結構也今非昔

比，早期農業社會大家庭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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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彼此有照應，然而隨著

都市聚落迅速發展，人口快速

成長，以及社經環境的演進，

以往的大家庭漸漸地變成了核

心家庭，年輕人大多外出工作

且自組家庭，平均每戶人數減

少了。另一方面，人們居住的

空間利用也越來越有效率，現

今高樓大廈林立，居住環境從

地表慢慢往高層發展。本節就

住宅自有率及居住空間的變化

來探討與人們生活最息息相關

的住宅狀況（表 1）。

（一）住宅自有率已逾八成

常言道「金屋、銀屋，

不如自己的草屋」，世上沒

有一個地方能與自己的家相

提並論，家是我們最重要的

歸屬，且國人在傳統觀念上

也較傾向擁有屬於自己的房

子。

30 多年來，我國自有

住宅比率逐年提高，70 年為

73.3％，80 年增至 80.4％，

10 年 內 增 加 了 7.1 個 百 分

點；爾後增幅放緩，至 90 年

為 85.6 ％（ 第 2 個 10 年 增

5.2 個百分點），此後大致維

持這個水準。另由高、低所

得組觀察，變化趨勢均類似

表 1　住宅狀況

                           年別

         項目
70 75 80 85 90 95 100 105 106 107 108

平均每戶人數 ( 人 ) 4.79 4.53 4.16 3.92 3.58 3.41 3.29 3.07 3.07 3.05 3.02 

　　低所得組 3.65 3.09 2.81 2.32 2.01 1.87 1.89 1.69 1.70 1.68 1.70 

　　高所得組 5.61 5.49 5.00 4.91 4.60 4.37 4.27 4.16 4.14 4.19 4.13 

經濟戶長 65 歲以上比率 (％ ) 3.2 4.9 6.9 10.2 13.3 15.4 16.4 20.6 20.6 21.9 22.2

　　低所得組 9.9 15.0 23.1 34.9 40.7 47.3 45.6 53.5 53.8 55.7 56.8

　　高所得組 2.0 2.2 2.3 2.4 2.8 3.5 4.6 6.8 6.8 6.7 7.1

家庭住宅概況

　自有住宅比率 (％ ) 73.3 77.6 80.4 84.5 85.6 87.8 84.6 85.4 84.8 84.5 84.7

　　低所得組 69.8 71.9 77.9 78.2 79.6 81.9 74.4 77.2 75.9 76.4 77.6

　　高所得組 80.1 84.7 87.6 90.9 91.9 93.6 94.2 93.2 93.3 93.4 93.2

　平均每戶居住坪數 ( 坪 ) 27.0 31.0 34.4 38.1 41.0 42.8 44.0 44.3 45.0 45.2 45.1

　　低所得組 19.6 23.3 27.7 29.5 32.6 35.0 36.3 37.5 38.5 39.0 39.3

　　高所得組 34.6 38.8 41.5 45.9 48.7 49.7 52.4 52.2 53.2 53.6 53.3

　平均每人居住坪數 ( 坪 ) 5.6 6.9 8.3 9.7 11.5 12.6 13.4 14.4 14.7 14.8 14.9

　　低所得組 5.4 7.5 9.9 12.7 16.2 18.8 19.2 22.2 22.6 23.2 23.1

　　高所得組 6.2 7.1 8.3 9.4 10.6 11.4 12.3 12.6 12.9 12.8 12.9
說　　明：1. 依每戶可支配所得高低將戶數分為 5 組，所得最高 20％家庭為高所得組，所得最低 20％家庭為低所得組。

　　　　　2. 99 年起「自有住宅」定義由「房屋所有權屬戶內成員之任何一人或其直系親屬者」修訂為「戶內經常居住成員所擁有」。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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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家庭，高所得組已逾 9

成，低所得組亦達近 8 成（附

圖）。

（二）居住空間增加

在住宅建坪方面，全體

家庭平均每戶居住面積由 70

年 27.0 坪增至 108 年的 45.1

坪，38 年 來 增 加 18.1 坪。

如同住宅自有率的變化趨

勢，第 1 個 10 年的增幅較大

（+7.4 坪 ）， 後 2 個 10 年

增幅減緩（分別 +6.6 坪、+3

坪）。再就高、低所得組觀

察，變化趨勢亦類似全體家

庭。

另因社經環境變遷，年

輕人外出工作且自組家庭，

平均每戶人數減少，老人家

庭增加，其中低所得家庭多

為老人家庭（經濟戶長 65 歲

以上比率為 56.8％）且人口

數僅 1.70 人，致平均每人

居住坪數，反而大於高所得

組。

二、家庭主要設備概況

科技的發展來自於人類的

需求，從遠古時代雙腳步行到

現在的汽車、飛機，由算盤計

數進化到電腦高速資料處理，

由飛鴿傳信發展成家用電話、

網路通訊，所有新科技的發明，

都來自於對現有生活的不滿

足。隨著每一個時代的社會變

遷及科技的發展，家庭設備亦

呈現不同風貌，本節將就居家

主要設備的更迭，來探索這 30

多年來社經環境變遷在你我家

中所留下的痕跡（表 2）。

（一）多采多姿的娛樂生活 

（彩色電視機、有線電

視頻道）

在充滿多元娛樂的今

日，每天我們都能接觸到電

視、電影、電玩、影音媒體…

等，很難想像在電視機發明

以前，電視台還沒開播的年

代，人們有著什麼樣的娛樂

消遣？早期在表演藝術方面

的休閒活動大多是透過觀賞

戲台上的歌仔戲、布袋戲，

還有無聲的電影，或是聽聽

收音機、留聲機。我國於民

附圖　住宅自有率

說　　明：自有住宅定義自 99 年起有所調整，排除「不住在一起的配偶、父母或子女所擁有」。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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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50 年代初期設立電視台及

生產電視機後，人們對於這

個畫面近似電影，但又能即

時顯示現場狀況的「小盒子」

感到相當新奇，於是電視機

開始普及，但這時還是黑白

電視機，直到 50 年代後期才

開始出現彩色電視機。根據

家庭收支調查最早的資料顯

示，63 年彩色電視機普及率

為 12.91％，70 年快速增至

77.90％，到 80 年時已超過

99％（表 2）。

隨著科技的進步，又發

展出液晶及電漿電視，畫質

更佳、外型更輕薄美觀。家

庭收支調查自 97 年起統計傳

統電視機及液晶、電漿電視

機之普及率分別為 87.37％及

26.80％，108 年傳統電視機

普及率下降至 8.07％（下降

79.30 個百分點），液晶、電

漿電視則上升至 94.29％（增

加 67.49 個百分點），顯見

在這短短 11 年間，隨著科

技及數位化發展，液晶、電

漿電視已逐漸取代傳統電視

機。

此外，傳統的無線電視

台節目已不敷民眾需求，節

目種類更具多樣性的有線電

視頻道及多媒體隨選視訊設

備亦迅速普及，其彈性的收

視模式及計費方式更貼近現

代人的需求。有線電視頻道

設備普及率由 85 年 59.57％

增至 108 年 85.92 ％，增加

26.35 個百分點。

（二）天涯若比鄰，距離不再

是問題（電話機、行動

電話）

在早期社會裡，人與人

之間的通訊僅能透過書信與

電報，然而自從電話發明以

後，人們的通訊成本大幅的

單位：％

年別
彩色

電視機

有線電視

頻道設備
電話機 行動電話 冷暖氣機 洗衣機 家用汽車

機器

腳踏車
家用電腦 連網

70 77.90 － 60.93 － 16.37 68.88 6.40 67.15 － －

75 94.42 － 85.25 － 25.45 79.49 13.63 72.83 2.92 －

80 99.16 － 94.75 － 52.37 89.53 33.67 79.20 9.57 －

85 99.32 59.57 97.49 － 71.65 93.00 51.16 80.82 22.56 －

90 99.29 72.34 97.79 79.47 80.54 95.05 55.63 79.65 50.86 38.78 

95 99.55 79.82 97.36 88.01 87.48 97.05 59.10 81.70 66.12 59.66 

100 99.24 82.92 96.06 91.70 88.75 97.63 59.11 82.97 71.93 68.99 

105 99.14 85.87 92.75 94.58 93.15 98.47 59.68 83.50 68.75 81.51 

108 98.74 85.92 88.19 95.55 94.71 98.70 60.82 84.15 66.69 89.24 

108-70 年

變動百分點

20.84 26.35
( 與 85 年比較 )

27.26 16.08
( 與 90 年比較 )

78.34 29.82 54.42 17.00 63.77
( 與 75 年比較 )

50.46
( 與 90 年比較 )

說明：97 年起有線電視頻道設備含多媒體隨選視訊設備。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表 2　家庭主要設備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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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有了電話，可以讓處

於地球兩端的人隨時通話，

減輕了許多遊子、離人的思

鄉及相思之苦。電話的發明

不但為日常生活提供極大的

便利性，其及時性及普及性

更對商業的蓬勃發展有莫大

的助益。早在 74 年電話機

普 及 率 已 逾 8 成，88 年 時

即達 98％，但此後開始出現

反轉下滑，因為行動電話開

始普及，從 88 年家庭收支

調查開始查填此項設備起，

普及率由 59.96％快速增至

108 年的 95.55％，且每百戶

擁有的行動電話門號數更自

88 年 89.29 個驟增至 108 年

244.28 個，行動通訊的發展

又將人類關係網絡編織得更

為緊密。

（三）更好的居住生活品質（洗

衣機、冷暖氣機）

現代人生活忙碌，洗

衣機早已在家庭必備電器中

占有一席之地，使用洗衣機

除能減輕家務負擔並節省時

間，好的洗衣機更能讓洗衣

事半功倍並守護家人的健

康，實為家事的重要幫手。

因此洗衣機的普及率在 70 年

即達 68.88％，於 81 年突破

9 成，108 年更達 98.70％。

臺灣地處亞熱帶，夏

季高溫多雨，氣候多為潮濕

悶熱，近年來氣候變遷的衝

擊也造成年均溫屢屢創下新

高，除了山區以外，各地對

冷氣機的需求增加，由 70 年

的 16.37％逐年攀升至 108 年

94.71％。而隨著生活水準的

提升，冷暖氣機也逐漸普遍，

不管是在酷夏或寒冬，都可

使居家生活更為舒適。

（四）承載全家的幸福（機車、

汽車）

臺灣人口密集度高，其

地理特性非常適合高機動性

的機車，也因為其自由性與

價格優勢，在臺灣，機車是

相對重要且較為容易取得的

交通工具。機車的家戶普及

率由 53 年的 2.87％快速攀

升至 70 年的 67.15％，17 年

間增加了 64.28 個百分點，

爾 後 增 幅 趨 緩，108 年 為

84.15％，38 年來僅增加 17

個百分點。

早期汽車是屬於奢侈

品，在一般家庭中並不普及，

然而伴隨著由農業社會步入

工商社會的就業型態轉變，

所得收入逐漸增加，汽車的

普及率也由 70 年的 6.40％

增至 80 年的 33.67％，10 年

間增加了 27.27 個百分點，

再 後 一 個 10 年 又 增 加 了

21.96 個百分點，來到 90 年

的 55.63％；但爾後增幅也減

緩，至 108 年的 60.82％，僅

增 5.19 個百分點。近 10 多

年來汽、機車的普及率放緩，

應與大眾運輸的便捷有關，

例如捷運的建設及公車路網

的密集，再加上高鐵等公共

運輸的建設，讓新型態的通

勤習慣逐漸建立。

（五）彈指間能知天下事（家

用電腦、連網）

人類在 1946 年發明了

第 1 台電腦，至今已過了 70

餘載，然而這 70 餘年在人類

的歷史長河中只是一瞬間，

卻澈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尤其近年科技發展一日千

里，電腦迅速進化，無論是

計算能力或是儲存的空間，

都呈現倍數的成長，在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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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大數據的時代，我們利

用電腦替我們解決生活上的

問題，舉凡知識學習、聯絡

通訊、休閒娛樂、商業應用

等等，其重要性不可言喻，

我們的生活漸漸與電腦密不

可分，而家用電腦在家庭的

普及率也如前述電腦發展之

快速，由 72 年不到 2％快速

增至 90 年的 50.86％，後仍

持續增至 101 年 72.31％。而

108 年微降至 66.69％，可能

與近年來行動電話可以連網

的普及率有關。

與此同時，網際網路的

發明更提升了電腦的使用效

益，「秀才不出門，能知天

下事」，坐在家裡動動手指

就可以獲得各項資訊，敲敲

鍵盤也可以輕易向全世界發

表內容，我們取得知識的成

本降低了，與世界溝通的速

度更快更有效率，不久將來

5G 行動通訊技術也即將普

及，網路的應用將更為廣泛，

「物聯網」及「人工智慧」

將可能催生更多智慧住宅裝

置，將人類的生活習慣推向

另一個境界。

參、結論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從這句話可以得知，科技的進

步都是建立在替人類製造出符

合人性需求設計的基礎上，不

同時代有各自不同的需求，隨

著社會變遷及科技進步，家庭

設備亦呈現不同風貌。觀察 30

多年來住宅及家庭主要設備普

及率的變化，早期以日常生活

基本的需求為主，例如：彩色

電視機、電話、洗衣機及機車，

在 70 年代普及率均已超過 6

成；後隨著所得的提升及科技

的發展，原本為奢侈品的設備

也逐漸成為必需品，例如：汽

車、冷暖氣機等，後來資通產

品（如：電腦、行動電話）也

開始普及，經過數十年的努力

打拼，國人的居家設備品質已

顯著提升，讓國人的居家生活

更為舒適及科技化，未來等到

我們子孫的子孫那一代，相信

又是截然不同的氣象，家庭設

備及住宅模式或許又是歷史上

新的一頁。

然而不論是在那個年代，

也不論家裡的硬體設備有多麼

的齊全及方便，我們還需要一

種稱之為「愛」的軟體設備，

這需要家裡每個成員齊心協力

用心耕耘，有了愛，家才能由

house 昇華為 home，一個全家

人心靈上共同的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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