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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找回自主人生的好幫手－多功智能助行拐杖 

一、社會關懷議題 

(一)關懷議題內容 

  隨著台灣逐步邁入高齡社會，年長者在行動能力下降的情況下，跌倒事故頻

繁發生，成為公共衛生重要議題之一。根據統計，跌倒是年長者最常見的意外事

故之一，且常導致嚴重傷害甚至死亡。現有的輔具產品多以單一功能為主，無法

提供即時的健康數據監測和跌倒預防機制，這使得年長者在緊急情況下無法獲得

即時的協助。針對這一社會關懷問題，本人提出「多功智能助行拐杖」的構想，

盼能結合智慧物聯網（AIOT）技術，提供心跳、體脂監測，並且能在跌倒時即時

通知家屬和救援系統，藉此提升年長者的生活安全性及自主性。本產品的設計兼

顧實用性及安全性，有效解決目前市場上輔具產品的不足之處，預期能大幅降低

年長者跌倒事故的發生率，改善他們的生活品質。 

 

 



(二)關懷議題的社會影響度 

  台灣已於 2018 年邁入高齡社會，預估 2025 年將進入超高齡社會。年長者的安

全與健康問題日益嚴重，特別是跌倒事故對他們的生活影響重大。根據衛福部統

計，跌倒事故在年長者意外事故中佔比高達 22.4%，隨著年齡增加，跌倒風險也逐

年上升。年長者一旦跌倒，往往無法即時通知家人或相關救援單位，這導致了更多

的二次傷害及康復時間延長。由於高齡社會的快速發展，年長者的安全問題直接影

響著家庭及社會資源的分配。跌倒事故不僅增加醫療成本，還會對年長者的心理健

康造成負面影響，讓他們喪失獨立生活的信心。透過智能輔具的普及，有望減少因

跌倒事故所帶來的健康危機及醫療壓力，提升年長者的自我照護能力，促進社會的

和諧與健康發展 。 

二、解決方案  

為有效解決年長者跌倒無法即時救助的問題，本提案計畫設計了多功能智能

助行拐杖，結合多項創新功能，提升使用者的安全性與生活品質。以下為產

品核心功能介紹： 

 



(一)體況監測功能 

智能助行拐杖內建心跳和體況檢測功能，能實時追蹤使用者的健康狀

況，並通過數據分析提供康復進展的建議。這項功能能有效減少復健過程中

的不確定性，幫助使用者和家屬了解健康狀況並做出適當的應對措施。 

(二)即時求救系統 

產品設計具備跌倒感測功能，當年長者發生意外跌倒時，系統會自動向

長照中心、家人及醫療機構發出緊急通知，確保他們能即時得到救助。 

(三)AIOT 智能化分析 

智能拐杖會根據收集的數據進行分析，並為使用者提供具體的康復計

劃。有助於提高康復效率，還能透過預測未來的風險幫助使用者避免潛在的

危險。 

(四)體成分分析與壓力檢測 

拐杖握把內建體成分測量裝置，能分析使用者的體脂、肌肉量等指標，

幫助使用者及其家屬了解身體狀況。此外，拐杖配備壓力感重元件，能有效

測量下肢承重能力，進一步評估使用者的健康狀況與復原進度。 

(五)防遺失與 GPS 定位 

拐杖內建 GPS 定位系統，能即時追蹤使用者的位置，避免拐杖遺失或使

用者走失。此功能也方便家屬與照護人員隨時掌握使用者的活動範圍。 

(六)可拆快充功能 

拐杖配備可拆卸快充電池，確保在短時間內完成充電，方便使用者的日

常使用需求。 



(七)防滑與夜間照明設計 

這是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助行拐杖除了具備高乘重防滑設計，能有效防

止滑倒或絆倒，並且附有夜間照明功能，增加使用者在黑暗環境中的行走安

全性。 

三、實踐策略(方法)  

(一) 經費需求 

初期經費將用於產品的研發、專利申請及小規模生產，後期則投入於市場推廣及大

規模生產。總計投入的研發成本預計為 2,000 萬元，包括藍牙系統、金屬材質及

GPS 定位系統等技術設備的成本。 

 

(二) 人力資源 

提案計畫將需要跨領域的專業人才，包括 IoT 工程師、產品設計師、行銷專家及客

服團隊，確保產品從設計到市場推廣的每個環節都能順利執行。 

 

(三) 推動方法 

產品將通過實體展會及與醫療機構合作進行推廣，並且搭配網路行銷來吸引目標客

群。推廣初期將集中於各大 3C 賣場和長照輔具中心，藉由產品展示及體驗行銷來

提升知名度。 

 

(四) 宣傳方式 

利用社群媒體、電視廣告及線上影片宣傳，以加強產品的品牌曝光度。並將舉辦一

系列產品體驗活動，吸引年長者及其家屬參與，進一步擴大市場影響力。



 

四、環境分析 

(一) PEST 分析 

政治（Political） 

政府推動老人福利法及相關輔具政策，但目前輔具規範尚未完善，這為市場提

供了拓展機會。 

經濟（Economic） 

銀髮經濟崛起，國民年金及終身俸的發放將成為促進輔具市場成長的動力。 

社會（Social） 

台灣邁入超高齡社會，老人安養與復健輔具的需求持續增長。 

科技（Technological） 

5G 與物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為輔具產品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持，並使產品

具備高效的智能化應用。 



 

(二) 五力分析 

現有競爭者的競爭強度高 

現有市場上的輔具產品多，但功能單一且差異化不大。 

買方的議價能力低 

由於市場上現有產品功能有限且價格透明，消費者一般不會大量購買，且對於

創新產品具有較高的需求。 

新加入者的威脅低 

市場定型難以建立獨特性，但智能輔具技術為競爭者設置了較高的門檻。 

供應商的議價能力中等 

智能感測技術屬於專利技術，供應商的轉換成本高。 

替代品的威脅中等 

市場上其他輔具產品較少具備智能化功能，但傳統輔具仍具一定市場份額。 



 



 

五、行銷策略 

(一) STP 策略 

市場區隔 

根據年齡層、健康狀況及使用目的進行市場區隔，包括青年、中年、老年人，

以及行動不便與需要復健的族群。 

目標市場 

鎖定 65 歲以上的年長者為主要使用者群體，消費族群則為這些使用者的家人。 

市場定位 

產品定位於高價值、高安全的智能輔具，盼能提供年長者全方位的健康監測與

安全保障。 



 

(二) 4C 策略 

Convenience（便利性） 

產品將透過實體通路及網路購物平台進行銷售，方便不同消費族群的購買需

求。 

Customer（顧客需求） 

產品注重安全性及易用性，並強調智能化功能的實用價值。 

Cost（成本） 

消費者將能透過產品獲取長期健康監測與安全保障，從而節省意外事故所帶來

的醫療費用。 

Communication（溝通） 

透過官方網站、社交媒體及展場活動，加強與顧客的互動，收集使用者回饋並

進行產品改良。 



 

(三) 4P 策略 

產品（Product） 

產品定位為具備智能監測功能的高階輔具，重點在於安全、健康及生活品質的

提升。 

價格（Price） 

根據市場定價為 9,980 元，屬於高價值產品，以反映其智能功能及專業技術。 



 

通路（Place） 

產品將通過實體 3C 賣場、網路購物平台及長照中心進行銷售。 

推廣（Promotion） 

透過網路及電視廣告進行大規模宣傳，並結合產品體驗活動提升品牌知名度。 



 

六、財務預估 

本計畫預估前三年的銷售成長率如下： 

 

第一年：市占率預估為 0.25%，銷量 7,500 個，銷貨收入為 7,485 萬元。 

第二年：市占率增長至 0.5%，銷量提升至 15,000 個，銷貨收入 14,970 萬元。 

第三年：市占率達到 1%，銷量達到 30,000 個，銷貨收入 29,940 萬元。 

將依照前三年財務數據滾動式調整市場策略，盼能維持產品的市場成長潛力，預計

營業淨利隨著銷售量增加而提升，第三年淨利將達到 11,637 萬元。 



 

七、結論與建議 

本提案計畫與產品以滿足年長者安全與健康需求為核心，利用智慧物聯網技

術，提供多功能且實用的輔具解決方案。除了產品銷售外，本提案計畫強調社會對

於安全與知識的傳遞，通過長期推廣與技術更新，進一步提升消費者的生活品質與

健康意識，實現企業與社會的雙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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