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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刊

簡慧娟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署長

我國人口老化及家戶結構變遷下
之高齡福利政策方向

壹、前言

一、我國老人人口比率快速增加

我國自民國（以下同）82年起，已達聯

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的高齡化社會之標

準，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達 7.1%（149萬

801人），至今，老年人口比率持續攀升，

107年正式邁入高齡社會，截至 107年底 65

歲以上老人人口計 343萬 3,517人，占全國

14.56%，另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於

115年將增加為20.7%，邁入「超高齡社會」，

如圖 1。

人口快速老化是世界各國人口結構變遷

普遍的現象，惟各國從「高齡化社會」發展

為「高齡社會」之速度各有差異，如法國歷

經 127 年、瑞典 85 年、美國 71 年、英國

47年、德國 40年，但我國僅需 25年，與日

本（24年）相仿。而從「高齡社會」至「超

高齡社會」之速度，日本、德國、義大利分

別需時 11年、36年及 19年，我國僅約 8年，

顯示我國人口高齡化的歷程將愈來愈快，人

口老化的速度遠較歐美各國快，意謂著我國

所面臨人口老化之挑戰，相較於其他國家更

加急迫及嚴峻，如表 1。

圖 1　老年人口占率趨勢（註 1）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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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齡化及超高齡化所需時間之國際比較

國別

65歲以上人口所占比率到達年度（年） 轉變所需時間（年）

高齡化社會

（7%）

高齡社會

（14%）

超高齡社會

（20%）
7%→ 14% 14%→ 20%

中華民國 1993 2018* 2026* 25* 8*

日本 1970 1994 2005 24 11

韓國 1999 2018* 2025* 19* 7*

新加坡 1999 2019* 2026* 20* 7*

香港（註３） 1984 2013 2023* 29 10*

美國 1942 2013 2028* 71 15*

加拿大 1945 2010 2024* 65 14*

英國 1929 1976 2027* 47 51*

德國 1932 1972 2008 40 36

法國 1864 1991 2020* 127 29*

挪威 1885 1977 2030* 92 53*

瑞典 1887 1972 2019* 85 47*

荷蘭 1940 2005 2022* 65 17*

瑞士 1931 1985 2025* 54 40*

奧地利 1929 1970 2024* 41 54*

義大利 1927 1988 2007 61 19

西班牙 1947 1992 2020* 45 28*

澳洲 1939 2011 2034* 72 22*

*見（註二）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8至 2065年）

二、家庭結構改變

伴隨我國少子女化趨勢、工業化與都市化

促進人口流動，我國家庭結構快速改變，依內

政部統計資料顯示，85年臺灣地區家戶人數

為 3.57人，惟統計至 104年家戶人數下降為

2.77人（如圖 2），呈現逐年下滑之趨勢。

我國現行家庭結構呈現小規模、多樣化

的樣貌，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我國家庭結



季刊

98 第七卷  第一期 108年 03月 

圖 2　臺灣地區家戶人數變動趨勢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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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發展推計（106年至 115年）」期末報告

指出，多數人一生大多時間生活於核心和主

幹家庭，個人隨著年齡成長，進入「單人家

戶」與「夫婦兩人」家庭狀態之情形隨之上

升。以 99年而言，男性在 50歲以後，超過

一成將生活於「單人家戶」，另外一成生活

在「夫婦兩人」家戶。整體而言，生活在傳

統的核心和主幹家庭人口，隨著年齡成長而

下降，單人家戶、兩人家戶、甚或其他組合

的家戶型態逐漸扮演重要角色。

此外，老人與子女同住比率逐年降低，

老人獨居的情形也越趨普遍，根據 106年老

人生活狀況調查報告，老人理想居住方式，

獨居以及僅和配偶居住的比率，從 102年的

25.14%上升至 106年的 35.75%，增加了近

11個百分點；老人希望和子女共居的情形則

遞減，從 102年的 65.72%下降至 106年的

54.34%，減少 11個百分點。

綜上可知，伴隨我國人口老化、家戶結

構小規模及獨居化，以及社區變遷等趨勢，

個人因老化所衍生之需求複雜且多元，過去

以家戶為單位可發揮的照顧功能越趨式微，

政府如何維護老人尊嚴、健康及保障老人權

益，讓老人獲得在地妥適之福利服務，是未

來高齡政策規劃的方向。

貳、高齡社會福利政策之挑戰

一、快速回應超高齡社會到來

我國高齡化人口趨勢較歐美國家快速，

為因應高齡化社會老人照顧需求，並與世界

衛生組織（WHO）的主張接軌，政府應建構

高齡友善環境、發展永續公平之長照服務體

系，並依老人多元需求快速發展新興服務模

式，促進社會融合、鼓勵社會參與、維護身

心健康、保障生活安全、增進老人幸福感之

友善服務體系。

二、「孤獨老人」為社會新興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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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高齡化以及社會結構變遷的趨勢

下，屬於相對弱勢的獨居與偶居長者比率漸

增，其中「孤獨死」社會議題近年來逐漸受

到關注，政府除目前針對「65歲以上獨自居

住」、「同住者無照顧能力」、「65歲以上

夫妻同住」，經社工評估需要關懷訪視之老

人予以列冊，提供必要的關懷與照顧服務外，

政府如何發展其他創新服務，鼓勵老人外出

社會參與、降低孤單感，亦為未來高齡政策

重要挑戰。

三、中高齡就業需求增加

依據 106年老人生活狀況調查報告結果

顯示，我國老人有經濟安全衍生之持續就業

之需求，亦有為持續社會參與而產生之再就

業需求。為回應老人就業需求，宜透過建構

友善就業環境，支持中高齡就業，提升勞動

參與，彰顯老人價值與尊嚴。

四、建構完善長照服務體系

近年我國人口結構呈現高齡化之趨勢，

伴隨醫療衛生設備普及以及水準提升，國人

老年平均餘命延長，促使老人照顧需求日益

增加，另因經濟環境變遷及家庭結構核心化，

家庭照顧功能式微，長期照顧服務成為老人

福利政策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參、前瞻性高齡福利政策方向

高齡化、少子女化社會快速變遷，帶來

生活型態與家戶結構之改變，彰顯老人照顧

需求議題，預見未來鰥寡老人、無子女或未

能與子女同住者人數愈趨增加，如何支持老

人在熟悉環境中，保障經濟安全，可健康獨

立生活，透過社會參與，維繫友誼與其他社

會關係，並建構完善照顧服務體系，協助老

人實踐在地老化，是重要施政方向。

一、保障老人經濟安全

（一） 鼓勵老人妥善規劃財務，強化經濟

安全

鑑於高齡化、少子女化人口趨勢，以及

家戶結構變遷，代間經濟支援功能逐漸式微，

為完善高齡者經濟安全基本保障制度，政府

鼓勵金融業依老人實際生活情況及需求，開

發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以房養老）方案、

財產信託、微型保險、年金保險、長期照顧

保險及健康保險等保障型及高齡化保險產品，

提供民眾老年經濟安全之多元選擇，鼓勵更

多老人透過自行財務規劃，強化老年經濟安

全及提升生活品質。

（二）保障經濟弱勢老人生活

政府依特定身分或經濟條件對弱勢老人

發給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及中低收入老人

特別照顧津貼，辦理中低收入老人裝置假牙

補助、中低收入老人健保費補助及中低收入

老人傷病住院看護補助，俾使弱勢老人基本

生活獲得合理且妥善照顧。

（三） 檢討各類救助資格之不動產價值門檻

有鑑於我國現行法規對於社會救助、福利

津貼與公費安置之資格，於不動產價值方面，

訂有不同金額與計算範圍之排富門檻，為保障

經濟弱勢民眾及老人基本生活權益，衛生福利

部刻正整體檢討所屬各機關主管之法規，對於

社會救助、福利津貼及公費安置資格所訂之不

動產價值金額，及納入計算之對象範圍，期能

擴大服務資格，照顧更多經濟弱勢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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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訂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法

工作對老人而言不僅是經濟來源，亦為

個人社會地位建構之基礎。為協助中高齡者

續留職場傳承經驗，促進世代合作，勞資雙

贏，透過訂立專法，建構友善無歧視之職場

環境，協助在職者穩定就業、促進失業者就

業、支持退休者再就業，以及創造就業機會，

以利開發及運用中高齡勞動力，提升經濟收

入，積極參與社會，展現價值與尊嚴。

二、建構健康、友善高齡環境

（一） 推動預防保健服務

為提升老人自我照顧能力，以及透過預

防保健延緩老人失能，政府提供慢性病個案

之早期發現、轉介及追蹤服務，建立老人慢

性病個案及其家屬自我健康管理的能力，並

透過多元化行銷慢性病防治，引導老人建立

健康生活型態。

（二）強化老人心理及社會適應

為回應老人孤獨議題，針對老人發展在

地多元化之心理健康促進活動或方案，強化

老人生活調適、情緒管理、問題解決、壓力

調適訓練、心理衛生與疾病相關知識等個人

發展技巧，並針對男性、獨居及合併罹患慢

性或重大疾病者，以推動心理健康促進工作。

（三）推動高齡友善城市計畫

採用WHO「高齡友善城市」八大面向「敬

老與社會融入、社會參與、無障礙與安全的公

共空間、交通運輸、住宅、通訊與資訊、社區

及健康服務、工作與志願服務」，鼓勵全國

22縣市共同推動，依高齡者需求，改善城市

軟硬體構面，減少障礙，使老人、行動不便者

可獨立到達、進出及使用公共空間，讓老人在

社區中有更多參與活動之選擇及機會。

三、開創老人社會參與機會

（一）廣設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在地老化」為我國高齡政策發展之核

心目標，為積極促使老人走出家門參與社會，

政府鼓勵民間基層組織運用在地人力、物力

資源，發揮社區自助、互助照顧功能，設立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供老人所需關懷訪視、

電話問安、餐飲服務、健康促進活動等各項

服務，並輔導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加值辦理巷

弄長照站服務，擴充照顧功能，提升服務可

近性，滿足長者基本生活照顧需求，減輕家

庭照顧壓力。

（二）強化獨居老人關懷照顧

為降低老人孤獨感，政府針對列冊關懷

獨居老人，加強關懷照顧措施或計畫，並結

合志工提供關懷訪視、電話問安、餐飲服務

等，並積極善用我國鄰里守望相助之良善風

氣，促進社會資源進入社區，辦理多元化老

人福利活動及長青學苑，充實老人精神生活

及提升自我價值，提升獨居老人社會參與，

讓老有所用，老有所終，增進老人退休後生

活安排與適應，同時營造友善關懷老人之環

境，消除獨居老人社會排除因素，強化獨居

老人的社會關懷網絡。

（三）推動行動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

由縣市政府結合民間團體定期定點辦理

社區巡迴服務，利用巡迴關懷專車深入社區，

提供福利服務、健康諮詢、生活照顧、休閒文

康育樂等服務，協助鄉村地區老人就近接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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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鼓勵社區老人走出家門與社區居民互動，

參與活動並了解各項社會福利服務措施。

四、健全長期照顧服務體系

（一） 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以下簡

稱長照 2.0）

政府自 106年推動長照 2.0，為實現在地

老化，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宿

式照顧之多元連續服務，普及照顧服務體系，

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照顧型社區，期能提升

具長期照顧需求者與照顧者的生活品質，並

以復能照護做法，強化長照照顧需求者身體

機能，延後其入住機構的時間。

（二）施行給付及支付新制

政府於 106年 12月 29日公告「長期照

顧（照顧服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

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給付及支

付基準」，並於 107年 1月 1日實施，以利

提升服務涵蓋率，提升民眾使用意願，並擴大

支付運用，提供資源布建補助，鼓勵資源發

展，以提升服務品質，滿足民眾居家服務、日

間照顧、家庭托顧、輔具購買租借與居家無障

礙環境改善、營養餐飲、交通接送、喘息服務、

復能照顧等各面向之長照需求。

（三）推動機構式照顧服務模式

政府透過整合家庭、民間機構、團體及

政府的力量，為老人提供完善的安養、長期照

顧等福利服務措施，以補充家庭照顧功能之不

足，並加強老人福利機構量能與服務品質，落

實老人福利機構評鑑與查核，增進老人福祉。

肆、未來展望

高齡化是全世界都正面臨之挑戰，實踐

在地老化政策目標，亟須跨領域、跨部會，

由政府與民間公私協力齊心投入，以行政合

作、資源共享、鼓勵創新等策略，在法制面、

制度面、服務輸送及服務供給各面向努力，

共同回應高齡社會的需求，積極促進世代共

融，開創一個每位老人都可以健康、安全、

幸福的社會。

附註

註 1：2018年以後之人口數據係推估值。

註 2：*表示中推估結果，其他無 *表示為實際值。

註 3：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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