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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政府高舉「綠色矽島」做為經濟政策發展目標時，許多與「矽島」無關的

傳統產業都在心裡抱怨：那我們怎麼辦？在政府公布的傳統產業振興方案中，除

了以振興股市為著眼點，協助上市上櫃的傳統產業在資本市場募集資金外，也希

望針對強化基層人力、中高齡勞工的就業競爭力，提出對策。而當政府熱情擁抱

知識經濟時，該如何協助為數眾多的中高齡失業者享受知識經濟帶來的好處？如

果政府未能及時正視這個問題，恐怕在目前全面實施週休二日，中南部傳統產業

勞工的失業問題可能還會更加嚴重。 

在國內失業率不斷向上攀升之際，四十歲以上的中高齡失業勞工人數約四萬

多人，佔勞動人口的百分之一點六七。國內社會福利團體更發現不少中高齡失業

勞工有在家施暴的狀況發生，中高齡失業所造成的問題將會不斷浮現。 

    休閒遊憩為人類基本需求之一，藉由休閒遊憩的進行，人才得以舒解壓力、

放鬆心情、增廣見聞……等，但因現存的經濟環境狀況與休閒遊憩需求有直接的

相關。例如在經濟蕭條的時期，當物價、生活費用齊漲及失業率上升等現象發生，

而造成痛苦指數不斷向上攀升時，失業者除了必要用品的開銷外，將無閒錢用在

休閒遊憩的享受上；而那些有工作者，也通常會節省休閒遊憩的開支，以應未來

之需。因此，那些較需花錢的遊憩活動將會漸漸地減少，人們反而會轉向到一些

不需開銷或是少量費用的地點進行活動。 

    目前，政府以高科技產業為經濟發展目標的前提下，對於中高齡傳統產業勞

工的衝擊也會帶來不少的影響，在於中高齡勞工較缺乏新技術的技能，容易因產

業結構的轉變而面臨失業。本研究乃運用休閒遊憩需求為理論架構，以問卷調查

的方式，用因果關係研究的量化研究方法，來說明中高齡傳統產業勞工在產業結

構轉變下，對於休閒遊憩需求程度的相關因素之探討。 

   中高齡失業勞工所帶來的真正效益，更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從而提升休

閒遊憩活動的參與量與民眾的生活品質，則是本研究所欲達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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