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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國生命線 服務統計分析 
總會 秘書處 

 

「千里一線牽，幫助在耳邊」是生命線自從 1969年開線以來不變的服務初

衷。因此，只要民眾運用手邊的電話或手機撥打『1995』四個號碼，不論何時

何地，都有電話另一端的協談人員用心傾聽。希望在其生命困頓之處，協助民

眾重新找到希望及力量。 

過去一年，本會與全國 23個生命線持續共同致力於協談能力的提昇，並落

實專業服務的提供。面對社會種種議題的協談需求，除了透過 1995 協談專線

推動服務以外，更進一步深入各地的服務。除了積極推動心理衛生工作，也成

功扮演自殺防治守門員的角色。根據統計，2014 年生命線協談志工人數約

3,000名，提供電話協談服務達 166,710人次。有關各項來電資料分析分述如

下： 

 

壹、 個案總數─ 

根據本會 1995 專線近五年的服務統計來看，2010 年服務總數不到 14 萬

5000 人次、2011 年首度突破 15 萬、2012 年則是超過 16 萬 5000 人次、2013

年更有 16 萬 6582 人次使用服務、2014 年則再增加到 16 萬 6710 人次使用服

務。五年來的服務總數雖然仍然呈現上升的樣態，唯最近三年亦呈現緩升接近

持平的傾向。對照其他國內助人熱線的服務數量統計，亦呈現類似的情形。 

平均計算下來，2014 年每天約有 400 多通電話從遭逢生命困境或生活壓

力的人手中撥出，並由生命線的服務中得到支持與陪伴，進而發展出面對困境

的勇氣。另一方面，對照我國近五年來自殺率緩步下降的可喜情形以及生命線

維持大量服務人次的狀況來看，生命線的熱線服務確實是捍衛國人生命的重要

防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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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各協會服務區域服務概況－ 

在服務區域統計方面，2014年仍然以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

以及高雄市等五都，加上桃園縣（準直轄市，於 2014 年底升格為桃園市）為

服務次數最多的六個區域，符合人口與服務需求比例。此外，值得進一步觀察

的是澎湖縣，除了連續五年的服務量攀升之外，2014年更比 2013年多出一倍

有餘。雖然澎湖整體的服務量無法跟人口數眾多的六都相比，但是對照過去的

服務統計顯示出澎湖地區使用生命線服務的民眾的確日漸增多。至於是否有當

地特有的心理健康等相關議題值得關注，需要進一步觀察與追蹤。 

 
 

參、 服務使用者基本資料－ 

一、 性別－ 

2014年度服務使用者之中男性共有 74,191人，約占總數的 44.5％、

女性共計 84,309人，約為總數的 50.57％。歷年來生命線所服務的民眾

當中始終以女性居多數，或許女性對於情感性表達的需求較男性為高，

對尋求幫助的接受度高，較容易運用資源取得協助；相對的，也顯示出

男性比女性更不習慣運用類似管道來解決或舒緩自己的困境。 

進一步觀察過去五年來的服務使用者性別比例，發現男性使用者比

例起伏不定，約佔 41.3%~44.5%不等，顯示出「如何促進男性多加使用

生命線服務」仍為未來生命線的工作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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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齡－ 

2014年的服務對象仍以 40-49歲的人最多，有 40,697人，占 24.41

％；另外，30-39 歲的人則有 29,728 人使用服務，共占 17.83%；50-59

歲共有 27,057 人，占 16.23％。三者加起來約占 58.47％，顯示生命線

服務對象的主要年齡層大都集中在 30~59 歲。一般而言，這個年齡層的

主要挑戰在於：不僅要照顧自我，更要照顧家庭以及投入下一代。因此，

來自工作、家庭以及各方面的壓力就顯得比其他年齡層要來得複雜而難

解，運用社會資源以協助釋放壓力的必要性也就更顯迫切。 

進一步觀察過去五年資料，發現 60歲以上的老人，也就是全世界自

殺防治的重點人口群體使用生命線服務的比例雖然從 2.18%上升到

4.47%，但仍不夠理想，相信未來生命線如何針對銀髮族群提出更妥適的

服務以獲得長輩的認可的確是一個重大任務。此外，面對年輕世代幾乎

不以電話作為溝通工具的現象，生命線也觀察到使用生命線服務的年輕

族群快速的減少，取而代之的，是網路社群、電子郵件、或者聊天室轉

貼到各生命線尋求服務的數量日漸增加。如何開拓更多元的服務管道與

方式以符合不同世代之需求，是生命線的下一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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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程度－ 

在全部的服務使用者當中，具有專科或大學學歷的人為 3 萬 9906

人，占 23.94%，是比例最高的一群人；高中學歷之人數為 3萬 4102人，

占 20.46％，兩者合計約占 44.39％。顯見生命線服務對象的教育程度集

中於高中至大學，比照我國目前之平均教育水準而言，應可推估是具有

較高教育水平者較會善用社會資源幫助自己，也說明我國教育普及及程

度提昇情形相當明顯。 

就發展的觀點而言，台灣既然已經是高教育水準的國家，透過終身

學習或者社會教育等管道教育民眾成為自殺防治守門人以及心理健康促

進者的條件就更加成熟。期待政府相關單位能回應「預防勝於救援」的

概念，投注足夠之三級預防資源，使民眾普遍獲得足夠之知識與應用能

力，將可使台灣的心理健康素質再往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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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問題分析- 

一、 主要問題－ 

2014年使用電話協談的主要問題仍以感情、人際、夫妻、與家庭問題

等項「家庭與人我關係議題」共占 41.62%為最高；「精神心理議題」次

之，占 27.62%；「其他類議題」，包含性困擾、經濟、法律、學業、職業、

健康醫療、人生/信仰、政治、藥酒癮等問題再次之，共占 18.02%。 

由此可見，家庭與人我關係相關議題仍大幅度的影響（或促進）民眾

的心理健康素質。相較於精神心理議題的難以預測與協助，家庭議題與

人我關係議題的確是可以在生活中被強化因應能力的項目，更是許多自

殺防治工作關注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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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殺意念-    

本會針對 2014年全國協談服務對象當中，協談過程針對自殺意念的

評估中有 93.63％被視為「沒有自殺意念」；5.02%的人是「有意念無計

畫」；1.04%的人則是「有意念有計劃」；0.21%的人表示「準備自殺中」；

已經自殺者占 0.1%。在人次比例上，自殺高危機的求助者雖不高；但就

人數來說，但「有自殺意念」的高危機者合計高達 10,574人次，也就是

說，2014年約有近萬個家庭因為有生命線的陪伴而增加平安度過生命危

機的機會。 

這些有自殺意念的民眾，願意在產生自殺的意念時，或是在生命緊

要關頭或生活壓力極大情形之下撥打「1995」專線，讓生命線得以在危

急之際提供協助。提供協助並搶救寶貴生命，這確實是生命線永續服務

的必要性例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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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尋求生命線服務的人，仍以女性求助者人數居多；似可對應相關研究當中

有關「男性不積極求助卻容易採取自殺行為並致死」的結論，所以未來生命線

不但會繼續強化對女性求助者的服務品質，更要呼籲男性在面對生命難題時要

多多向外求助。 

年齡層部份，30-59歲仍為生命線服務的高峰。但全世界關注的銀髮族自

殺議題上，台灣 60 歲以上使用生命線服務的人數雖然持續成長，但至 2014

年為止也僅占總服務人數的 5.53%。根據國內外相關統計均指出，高齡族群自

殺的死亡率位居所有年齡之冠，其求助的問題則常與身體健康、喪偶、家庭關

係疏離或緊張等多重因素相關。再者，這世代的長者習慣使用電話作為對外溝

通聯繫的最重要工具，因此老人自殺的防治工作將是生命線 1995 協談電話的

重要課題，讓更多老人家懂得求助、願意求助、抒解心情。相信提昇我國長輩

的「幸福感」必將對預防自殺的發生有所助益。 

近五十年來，生命線 1995 協談電話已服務超過四百萬人次的國人，陪伴

他們面對生命中每一個難關；展望未來，包括對家庭與人我關係議題的關注、

地方社區生命教育的深耕、以及推動不同世代的多元服務方式等，都是我們持

續努力的方向。我們也相信，由本地實務經驗走向國際的分享，代表台灣經驗

轉向世界輸出，也終將成為我們的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