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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人口結構變遷之政策挑戰」研討會議程 

時  間：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2、19 日 

地  點：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6 樓 610 會議室 

主 持 人：毛副院長治國、本會陳副主委小紅 

議  程： 

時間 程序 

9:00-9:20 報到 

9:20-9:35 貴賓致詞 行政院毛副院長治國 

9:35-10:00 【引言報告】(經建會) 

10:00-12:30 

(150 分鐘) 

【討論議題 1】 

在人口日益高齡化趨勢下，如

何舒緩並解決我國工作人口

「晚入早出」問題？ 

主持人：行政院毛副院長

治國、本會陳副

主委小紅 

與談人：產官學研專家學

者 8-10位 

12:30-14:00 午餐 

14:00-14:15 【引言報告】(經建會) 

14:15-16:15 

(120 分鐘) 

 

【討論議題 2】 

如何解決我國工作人口「高出

低進」問題？ 

主持人：行政院毛副院長

治國、本會陳副

主委小紅 

與談人：產官學研專家學

者 8-10位 

16:15-16:30 總結 

主持人：行政院毛副院長

治國、本會陳副

主委小紅 

16:3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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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人口結構變遷之政策挑戰」研討會 

背景說明及討論題綱 

一、背景說明 

我國於 1993 年邁入高齡化社會，由於高齡化趨勢增速明顯，

未來幾年我國人口結構將產生質與量的根本改變，包括：2012 年

我國 15~64歲工作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已達最高點，總扶養比為

最低點，工作年齡人口數也將於 2015 年達最高峰後逐步下降，總

扶養比亦將持續攀升等。「工作年齡人口減少」、「高齡人口迅速增

加」及「出生數減少」態勢的日趨顯著(詳圖 1)，在在均將對國人

工作及生活、整體經濟及社會發展政策產生深遠影響。 

 

圖 1  我國人口結構變遷趨勢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建會「中華民國 2012年至 2060年人口推計」。 

事實上，人口的快速老化已衝擊了我國勞動力的結構。也即我

國勞動力漸呈老齡化，現階段勞動市場就業人口的主力群已漸移

轉至較高年齡層，即由 1990 年的 20 至 39 歲主力族群，延至 2012

年時 25 至 54 歲之主力族群；高齡就業者占全體就業者的比重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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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上升趨勢，55 歲以上高齡就業族群的比重，由 1990 年的 10.1

％，上升至 2012 年的 13.1％(詳表 1)。其次，我國未來工作年齡

人口減少，勞動力供給也將相對緊縮。另，我國 102 年 9 月失業率

為 4.24％，雖較歐美國家失業率為低，但較日本、南韓等亞洲鄰

近國家為高。國內失業率變動與勞動力老化的交互作用，也對經濟

發展產生相當的影響。政府實有必要以更宏觀的思維，檢視我國現

行因應高齡化社會的各項政策，並及早綢繆提出具前瞻性之因應策

略。 

表1  我國就業者年齡分布 
單位：％ 

年齡 
年 

15-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60-64 65+ 

1990 4.9 11.7 17.5 16.7 15.0 9.7 7.8 6.5 5.2 3.5 1.4 

2000 2.7 9.8 14.4 15.2 15.7 14.6 12.0 6.9 4.4 2.8 1.5 

2010 1.2 6.0 14.1 15.1 13.7 13.9 13.4 10.6 7.2 2.9 1.9 

2011 1.2 6.0 13.6 15.3 13.5 13.8 13.3 10.9 7.5 3.2 1.8 

2012 1.1  6.1  13.0  15.1  13.6  13.6  13.2  11.0  7.6  3.6  1.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由於人口結構變遷涉及層面至為廣泛，政府各部會就當前人口

議題固已提出頗多的因應作法，惟若對照其他國家陸續推出的相關

政策，並考量我國在 2 年後即將面對工作年齡人口下降及高齡人口

迅增等問題，仍宜再就教育政策、產業政策、移民政策、外勞政策、

退休制度，以及留學政策等等，進行更全面且前瞻之檢視、規劃。 

基此，行政院爰指示本會召開本次研討會，就相關議題廣徵學

者、專家與機關代表意見，以凝聚共識，所獲結論將作為教育部、

衛福部及勞委會等部會召開後續工作小組會議討論之參考；各相關

部會後續據以研提之具體可行措施，亦將分別提報行政院「人口政

策會報」及「人才政策會報」，進一步落實。特懇請各位與會學者、

專家就所附討論題綱，惠賜卓見，俾為政府推動後續相關政策及措

施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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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題綱 

(請就下列議題擇要發表卓見) 

討論議題(一)在人口日益高齡化趨勢下，如何舒緩並解決

我國工作人口「晚入早出」問題？ 

1 觀念調整 

1.1 如何推廣「先就業，再進修」之新學習模式？ 

1.2 如何樹立「基本就業知能養成→終身學習能量培養」的觀

念？ 

1.3 如何在觀念、制度上重新認識與界定「老年」？宜否重新

評估調整「高齡者」之定義？ 

2 教育政策 

2.1 如何解決高教規模成長過快，致部分學校罔顧學生是否適

合升學仍積極爭取，不利退場機制之推動，且衍生過度教

育的問題？ 

2.2 人口高齡化勢必影響產業結構，技職教育如何與產業需求

做更緊密的連結，以提升青年就業力? 

3 產業政策 

3.1 未來高齡勞動人口日益增加、教育程度提高、且普遍較具

使用科技能力及獨立自主性，如何創造適合彼等就業的產

業？ 

3.2 如何善用 ICT技術，創造有利活躍老化的環境？如何輔導

業者轉型，擴大與國外企業合作，以掌握全球銀髮商機？ 

3.3 長期照護將是國家面臨高齡人口迅增下重大的社會工程，

未來各種照顧方式─「機構式」、「居家式」及「社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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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整合規劃?又，如何落實政府近期鼓勵保險業者投入

社會福利事業與長照業務？ 

4 薪資及培訓 

4.1 我國推動彈性就業策略之困境為何？有何更積極的做法？

(如「非典就業」型態與 SOHO 族)；如何在營造工作與家

庭生活平衡的職場環境方面，有更積極的作為? 

4.2 如何配合知識經濟發展，鼓勵企業參與職業訓練規劃，透

過產、學、訓三方連結，提升國人勞動生產力，以應對工

作人口日益減少問題？ 

4.3 如何引導民間資源投入職業技能培訓，厚植產業所需人才？ 

5 退休制度 

5.1 日、韓、新加坡、德等國均已推動延長高齡者僱用年限及

獎勵企業增僱高齡者措施，我國是否有必要著手研議放寬

退休年齡 65 歲的限制，甚至取消部分職業退休年齡之限

制？又，企業界如何因應人口快速老化，營造友善高齡者

之工作環境？以及會否產生被迫留任職場者無生產力問

題？相關留任制度之設計應否有篩選機制？  

5.2 人口高齡化，各項年金制度遲早均已面臨財務無以為繼問

題，當如何因應? 

5.3 如何改善勞動條件，俾利老齡者之再就業?如何強化高齡

人口之自養能力，以減少老年貧窮? 

5.4 長照保險的實施，必須有充足之服務及人力資源，並建立

完備的服務輸送機制，以現行長照發展狀況，何時方為開

辦長照保險的適當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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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二) 如何解決我國工作人口「高出低進」問題？ 

6 留學政策 

6.1 在擴大吸引優秀僑外生畢業後留用規劃方面，如何與我國

目前青年就業問題，及其他各類人士在台長期居留規定，

衡平考量? 

6.2 高教輸出暨國際交流政策如何與其他「度假打工」、「海外

實習」、「短期交換學生」等搭配，培養國際化人才，吸引

外籍年輕人才來台，海外留學菁英返台？ 

6.3 陸生「三限六不」政策雖已適度放寬，但在實習、打工甚

至留臺工作等方面，是否仍有強化及改善空間?如何降低

國人疑慮及減少對我國的衝擊？ 

7 移民政策 

7.1 如何調整投資及技術移民政策，以扭轉「高出低進」現象? 

7.2 公部門聘任與鬆綁薪資以吸引優秀專業人才之空間究有多

大？鬆綁雙重國籍是否可達到吸引我國所需人才之效益? 

8 外勞政策 

8.1 對於印尼政府宣稱 2017 年不再輸出外勞，而隨越南、菲

律賓等國經濟之快速成長，我國家庭看護工主要來源國未

來輸出的人力均可能大幅縮減，如何解決我國未來高齡人

口迅增所衍生之長照人力需求問題？ 

8.2 在我國工作人口逐年減少下，開放其他國家外勞之可行性

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