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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旨在探討退休金方案的選擇對退休公務人員休閒生活安排與生活品質之影響。本研究以南投縣現有退休公務

人員，登錄參加九十四年編訂的「南投縣公教退休協會」之1,215位會員為對象，採隨機抽樣郵寄530份問卷調查所得之有

效問卷332份資料，進行分析。   本研究結論為南投縣退休公務人員男性居多，退休公務人員一般年齡均高，81歲以上退休

人員更高達14.5%。調查結果更顯示，退休金選擇多以支領「月退休金」為主要選擇。由研究結果得知，南投縣退休公務

人員退休金選擇方案與生活品質並無顯著差異，整體生活品質介於「中等程度滿意」及「滿意」之間。顯見南投縣退休公

務人員都能過著舒適安逸的休閒生活。 本研究最終目的乃在於喚起退休人員面對年齡的增長，應加強心理建設，更期盼以

政府的力量及民間的資源為退休公務人員，謀得最完整的照顧，讓退休後的老人生活都能做個快意的銀髮族。

關鍵詞 : 退休方案，休閒生活，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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