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建設
因應超高齡社會之前瞻作為

許俊逸　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 
徐景文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術處處長 
游嘉文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術處技正

壹、緣起

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103

年 10月 2日於行政院院會報告「中華民國人口

推計（103年至150年）」，根據推計結果顯示，

我國 114年將邁入超高齡社會（super aged 

society），人口高齡化及少子女化現象日益明

顯，工作年齡人口也將自 104年開始逐漸減少，

這對社會造成的衝擊顯而易見。院會決定略以：

「人口是一個國家最基本的組成要素，也是國

家在未來經濟發展所需人力、人才的來源。⋯⋯

希望所有部會首長均能正視人口變化問題對各

部會施政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希望每個

部會在加入人口因素後所研擬的政策方向，可

適時納入國發會的人口政策綱領草案中，作為

將來整體國家發展的基本架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

爰依前開決議，自 103年 10月起前瞻性思考

規劃政策的方針，針對公共建設推動多項因應

作為。

貳、公共建設因應超高齡社會之
作為

為解決公共建設因為高齡化產生的問題，

並預為因應高齡人口所產生的影響，工程會以工

程全生命週期思考如何營造高齡者的友善生活

環境，從公共建設開始成型階段，辦理相關評

估檢視，啟動各部會編修設計規範，並延伸至

後續的規劃設計、基本設計及細部設計等皆需

考量高齡使用者友善環境，同時納入金質獎評

選要項及辦理示範觀摩，其推動作為說明如下：

一、 公共建設先期審議階段增列高齡影
響評估檢視

為於公共建設一開始的成型階段，即辦理

超高齡社會相關評估及因應，工程會於 103年

11月 25日召開研商會議，與會各界均贊成於

公共建設先期審議階段增訂「高齡影響評估檢

視表」，就生活環境的配合、公共設施的類型、

勞力短缺及預算緊縮等四個面向進行評估，決

議請國發員會修正「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

個案計畫編審要點」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行。

工程會後續依據上開會議紀錄完成檢視表

（草稿）之修訂，並於 104年 3月 12日函請

相關部會辦理該檢視表之試填作業，經彙整相關

部會試填意見後，再修正檢視表（草稿），於

104年 4月 14日函請國發會增修納入上開編審

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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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 104年 5月 28日召開修正上開編

審要點研商會議，討論增列高齡影響評估檢視

案，結論為將工程會建議之檢視表（草稿）納於

「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並參採工程會

研提之部分評估項目，修改相關條文，再由國發

會依程序通函徵詢各機關意見，俟意見彙整後，

完成該要點修正，嗣報請行政院於 104年 7月

17日函頒發布施行，其中涉及因應人口高齡化

之修正略述如下：

（一）修正中長程個案計畫內容，依計畫

性質及需要，對於中長程個案計畫之一部或全部

屬公共工程或房屋建築者，應納入無障礙環境、

通用設計理念及因應人口高齡化措施之預期效

果等相關事項（修正規定第 5點）。

（二）修正附表 1「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

核表」，於檢視項目增列「無障礙及通用設計

影響評估」、「高齡社會影響評估」等兩項。

二、啟動各部會編修相關設計規範

為檢討各部會主管公共建設相關規範是否

符合高齡者需求，及檢討是否有必要辦理修正，

工程會於 104年 2月 4日召開「因應高齡者的

生活環境有關公共工程相關技術規範研修」會

議，經確認以往推動之無障礙設計只是最低標

準，並擬訂安全、可及、便利及舒適之由低至

高的四個層次設計通則，請交通部、內政部、

經濟部、行政院農委會等公共建設主管機關啟

動檢討所掌管的相關設計規範，參考工程會蒐

集先進國家因應高齡化所制定的評估指標或設

計標準，妥善考慮高齡者的需求後，予以增修，

並請上述部會於 104年 6月底前提出清查結果

及編修計畫，依規範期程逐步完成規範編修。

104年 4月 22日工程會召開「因應高齡者

的生活環境有關公共工程相關技術規範編修計

畫辦理情形」會議，除請各部會依通用設計、

表 1　相關部會辦理編修之設計規範（或準則）-共 13項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2016

國家 項次 規範或準則名稱

交通部

1 交通工程規範

2 捷運系統建設技術標準規範

3 捷運軌道車輛技術標準規範 -高運量鋼軌車輛規劃基準

4 輕軌系統建設及車輛技術標準規範

5 鐵路車站旅運與站務設施設計注意事項

6 公路智慧型運輸系統設計規範

內政部

1 建築技術規則

2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3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4 老人住宅基本設施及設備規劃設計規範

經濟部 1 水利工程技術規範－河川治理篇（下冊）

農委會
1 農村社區窳陋空間改善作業原則

2 農路設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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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友善城市指南檢討外，需再考量勞力短缺、

預算緊縮等因素，逐一檢視所管規範，以及建議

於工程完工前辦理高齡友善查訪，另請交通部、

內政部、經濟部、農委會等均選定 1件案例辦

理示範觀摩。

交通部、內政部已於 104年 5月 28日工

程會召開之公共建設督導會報報告相關規範編

修計畫及示範觀摩案例辦理情形，在設計規範編

修部分，交通部有6項、內政部有4項；經濟部、

農委會則於 104年 6月 30日召開之公共建設

督導會報報告上述情形，在設計規範編修部分，

經濟部有 1項、農委會有 2項；4個部會合計

13項規範（如表 1）需辦理編修。

 其中內政部「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

範」已完成編修，於104年7月22日函頒發布，

修正重點包括因應高齡者之行動需求及融入通

用設計概念編修，如人行道及無障礙坡道淨寬

度宜達 2.5公尺以上，以增加併行之舒適性及

安全性，植穴面積需大於 1平方公尺，以提供

足夠綠色空間，路緣斜坡應配合無障礙通路之

動線與行人穿越道對齊並平緩順接，以確保安

全及可及性。另農委會「農村社區窳陋空間改

善作業原則」已於 104年 9月 15日函頒修正，

修訂第 4點審查項目必須包括：「計畫辦理應

適當考量高齡者行動需求，營造無障礙及高齡

有善之生活環境」。

三、研提高齡友善工程的設計通則

工程會參考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2007年高齡友善城市

指南（Global Age-friendly Cities:A Guide）

的摘要、8大面向指標及各項評估因子等內容，

並參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針對高齡者所作之研

究報告，以及工程會歷次會議專家學者所提供

之意見後，整理出因應高齡者的設計通則（如

表 2），提供各機關編修相關設計規範時參考。

四、 修正「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
及計費辦法」

機關委託廠商辦理設計時，除考量通常性

之需求及現行法令規定外，例如無障礙空間、

哺（集）乳室及男女廁所比率等，往往疏於考

量潛在需求者（例如高齡化對無障礙電梯數量

之需求、公共廁所未將老人及小孩使用安全需

求及數量納入考量），為配合行政院正視人口

變化問題，因應將來超高齡化社會對公共建設

服務水準產生之衝擊，工程會爰修正「機關委

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修正要點

包括新增機關委外辦理設計時，應考量高齡、

幼童及身心障礙等使用者友善環境，以及配合

修正服務建議書、評選項目等內容規定，讓從

事技術服務的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技師事務所、

建築師事務所等在設計時即將高齡者之需求納

入考量。

上述辦法於 104年 5月 6日預告修正，

並經徵詢各界意見及完成法制作業程序後，

已於 104年 7月 14日（工程會工程企字第

10400220520號令）發布施行。

五、 修正「公共工程金質獎頒發作業要
點」

公共工程金質獎為我國公共工程最高榮譽

獎章，為彰顯工程會對高齡友善環境的重視，

且讓優良高齡友善設計能成為公共工程的標竿，

工程會 104年 6月 8日發布修正「公共工程金

質獎頒發作業要點」，將高齡友善設計納入金

質獎之評選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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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因應高齡者的設計通則表

原則 細項

安全

老人防跌 : 
1.適當的照明
2.淨空的動線（如避免 3公分以上門檻⋯⋯）
3.防滑的地板
4.穩固的扶手（如馬桶及床邊加裝扶手）
5.強化浴廁使用的安全性（除止滑及必要扶手外，避免設置浴缸，並採乾濕分離之淋
浴方式）

6.友善樓梯（階梯踏面 25∼ 30公分、高度 15公分以下，兩側扶手距離 1公尺以下，
階梯踏面用鮮明顏色、階高面用暗色系（辨識性強），扶手在最後一階後再延伸 30
公分

緊急呼叫鈴 :基本設置於床頭、浴室、公共廁所或樓梯間

災害緊急避難口
1.至少設定兩條逃生的疏散路線（包括體弱者和身障者適用的路線）
2.緊急事件的規劃包含對高齡者的考量，考慮高齡者在準備或因應突發性緊急事件的
需求與承受力

住居避免興建在可能遭受自然災害（如易淹水區域）的地方

居住空間結構安全性高（耐震度較高）

道路上無遮蔽司機視野的障礙物

人行道需無障礙，並具備平坦防滑的鋪面

可及

水平與垂直移動的檢視 :戶外（如公園、綠地、人行道、天橋、地下道⋯⋯）與室內的
可及性檢視，如是否需設置 :電梯、坡道、指示牌、有扶手的樓梯、不高不陡的階梯、
防滑地板、舒適座椅的休息區、數量充足的廁所

養老院或療養院等照護設施鄰近重要交通設施或住宅區

公共交通設施提供高齡者易於到達（醫院、保健中心、公園、購物商場、銀行及高齡者
聚會所等）

運輸場站進出容易，具備坡道、自動扶梯、電梯、適當平台、公共廁所，並有容易辨識
的標誌

人行道需順暢平坦且防滑，延續至道路上需設置和緩的坡道

便利

無障礙廁所與盥洗室 :所有廁所均需達到無障礙化及通用化

確保使用區域 :
1.所有空間均能便利於行動不便者之使用
2.提供高齡者優先的座位
3.提供高齡者靠近建築物及運輸場站旁的優先停車位，並設監視設備
4.行人穿越道數量足夠
5.行人過路號誌提供足夠的時間讓高齡者通過，並有視覺及音頻信號

確保使用大眾交通工具之權益 :
1.車站及交通設施等提供專人導引、接送服務或服務站
2.設置高齡者專屬的購票櫃臺，避免久站等待
3.交通工具進出容易、具有低底盤、低矮臺階
4.為行動不便者提供足夠的專業運輸服務

足夠與鄰近老人福利設施 :
1.高齡者住宅必須鄰近社福機構
2.社區的活動中心、服務站、保健室、交誼室等需讓高齡者容易到達（如設於建築物
的一樓）

3.高齡者住宅需能融入當地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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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功能性之評審標準：將高齡友善設計

（如安全、可及、便利、舒適及提供完善資訊的

友善高齡社會及生活環境）、因應勞力短缺的對

策（如模組化、預鑄化、標準化、自動化及免

維護等易於維護之方式）納入評審標準項目中。

六、落實於基本設計審議要求

工程會辦理公共工程基本設計審議，總工

程建造經費在新臺幣 5,000萬元以上之公共工

程及房屋建築計畫送工程會進行基本設計審議

時，工程會均於審議意見要求主辦機關於規劃

設計時，需考量高齡者生活空間及行動模式，

以提供友善高齡環境。

七、舉辦觀摩示範

透過優良案例觀摩與學習，除了提供各機

關檢討各項設計規範外，亦能提供做為改善既

有硬體設施、改進現有服務之參考，增進各界

瞭解政府對公共設施配合高齡友善之改善情形，

促使高齡者能享受到友善的公共工程服務，爰

由工程會啟動舉辦下列 4項觀摩。

（一）104年 8月 3日交通部高鐵局與臺

灣高鐵公司共同舉辦之桃園高鐵車站觀摩活動：

軟體觀摩方面，高鐵公司提出一貫式服務，從

高齡（或行動不便者）旅客於乘車當日發車前

30分鐘提出申請，高鐵公司即於車站外面提供

專人導引或提供輪椅，並導引入站、購票、出

入閘門、升降梯、月臺等候、安排車廂輪椅座

位靠近出口，以及到達目的車站後導引下車至

離開車站等貼心服務及設施等。

在硬體方面，高鐵於興建時除了採用當時

相關規範設計外，也依照通用設計的相關原則辦

理，如車廂門加寬、無障礙廁所之求助鈴及知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2016

舒適

環境品質的提升（聲、光、熱、氣）:
1.確保高齡者居住空間，需為寧靜且具備自然採光及自然通風
2.浴室宜安裝具備獨立空調的暖氣或除濕設備
3.依據不同環境條件，提供適當居住設施（如空調暖氣設備）
4.提供行人友善且無障礙的通道，並具備平坦防滑的鋪面
5.樓梯每 10個梯級有一處休息平臺

休憩空間提供 :
1.提供高齡者足夠的活動空間
2.公園、人行道、車站或公共場所，固定距離間隔設置休息座椅
3.戶外空間需提供安全及維護良好的綠色休憩空間（並具備充足的遮蔭、座位或廁所
設施），並容易到達

互動與服務的結合 :
1.提供高齡者交誼的空間，促進交流互動
2.特定地點設置照護或簡易醫療服務
3.接近建築物及轉運站旁，提供高齡者上下車及接送服務

提供完善資訊

1.提供高齡者清楚易得的健康與社會服務相關資訊
2.交通運具上需有清晰的標誌說明（路線、時刻表及目的地）
3.車站及機場等需有清楚的交通資訊、清晰易懂的時刻表
4.公共空間及公有建築物的出入口需有明確之指示或標誌
5.公共廁所需有清楚明顯的標誌或指示
6.電子設備的按鍵與字體夠大，以及簡單易懂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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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感應器和馬桶背靠提供軟墊等。惟時至今日，

高鐵車站仍須與時俱進，例如現行月臺之導盲磚

係依當時之規範設計，但進入月臺時過於複雜，

若係現今之法令規範則不需設計如此之導盲指

圖 1  高鐵公司派專人導引行動不便長者上下

車並提供輪椅

圖片來源 :本研究整理，2015

圖 3　跨河橋梁以和緩坡道取代陡坡或階梯
圖片來源 :經濟部水利署，2015

圖 4　人行道於固定距離設置休憩涼亭或座椅
圖片來源 :經濟部水利署，2015

圖 2  廁所內馬桶、洗面盆旁邊加裝扶手及設

置求助鈴

圖片來源 :臺灣高鐵公司，2015

引，因此已列入下一階段辦理檢討改善。

（二）104年 10月 7日經濟部於臺中市旱

溪排水積善橋至國光橋段舉辦高齡友善環境觀

摩。觀摩重點為營造河川環境提供高齡者舒適

生活環境，透過良性的通用設計讓高齡者方便

使用都市水岸公園設施。包括在不影響河防安

全條件下，因應高齡民眾所設置便利設施，例

如以和緩斜坡道取代階梯、設置無障礙步道、

鄰近公園出入口設置輪椅族使用之停車位、人

行道於固定距離設置座椅等設施。

（三）104年 10月 19日內政部於國內首

座獲「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通用設計圖書館」標

章認證的新北市立圖書館新總館辦理高齡者友

善環境觀摩。觀摩重點為因應高齡民眾與不同

族群使用所設置之通用設計便利設施，包括便

利高齡者閱讀之老人擴視螢幕、可自由調整高

度的閱讀桌，書架間距超過 110公分、服務櫃

臺低於 90公分，書桌下容膝深度至少 4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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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老人擴視機圖示
圖片來源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2015

圖 5  服務櫃臺低於 90公分，容膝高度至少

65公分，如圖示
圖片來源 :本研究整理，2015

圖 7　清楚易懂的標誌
圖片來源 :本研究整理，2015

圖 8　原本的木棧道為階梯式
圖片來源 :農委會水保局，2015

容膝高度至少65公分，以方便輪椅使用者使用。

另外，出入口採無門檻設計，走道淨寬超過 90

公分，出入口轉角牆面預留 55公分以上淨空空

間，讓動線更流暢，及館內的指標設計，從字

型、色彩對比到亮度都有標準，以直覺辨識符

碼代替文字等設施。

（四）104年 12月 17日農委會「宜蘭縣

枕山社區枕山村 20鄰聚落及望龍埤東側步道改

善工程」高齡者友善環境觀摩。本案於規劃時

即邀請當地居民及身障團體共同研商改善方案，

並請身障人士乘電動輪椅親自走一遍，找出需改

善的地方，達成無障礙化之設計。改善工程重點

包括原本階梯式的木棧道及階梯全部改為平緩

的坡道，碎石鋪面改成平整防滑的瀝青混凝土鋪

面，以滿足高齡者安全、可及的需求；另環湖步

道於固定距離間隔設置休息座椅，步道於交會處

增設避車區，以提升高齡者舒適、便利的感受。

參、結語

為預為因應超高齡社會快速到來，工程會

身為全國公共工程之督導機關，主動考量高齡

者的行動模式，以工程角度推動建立高齡使用

者友善環境各項作為，展現政府打造高齡友善

工程之政策決心。

工程會自 103年 10月起，陸續推動各項

作為，已有初步成果。包括為利源頭把關，除建

議於公共建設先期審議階段增列高齡影響評估，

已獲行政院核定於 104年 7月 17日發布施行

外，就工程會主管的基本設計階段的審議工作，

亦落實要求；為讓設計者有所遵循，參考國內

外相關設計建議，研提安全、可及、便利、舒適、

提供完善資訊共 5項設計通則，並於盤點後，

啟動各設計規範主管部會編修 13項工程規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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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業有 2項完成修正，餘亦依編修計畫檢

討中；為引導工程主辦機關重視本項議題，工

程會亦修正「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

費辦法」及「公共工程金質獎頒發作業要點」，

新增機關委外辦理設計時，應考量高齡、幼童及

身心障礙等使用者友善環境，並將高齡友善設

計納入金質獎評選要項；此外，亦結合交通部、

經濟部、內政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舉辦四場

次觀摩示範活動，透過實際案例之標竿學習，

促進各機關經驗交流與分享。

綜上，工程會各項作為已將政策宣示內化

落實至制度或法令層面，有所依據可長期執行。

相信透過公部門帶頭做起，發揮示範作用，可

進而帶動民間跟進，期能建立高齡友善環境，

減少高齡化衝擊，對現在及後代高齡者，甚至

所有長短期失能者均有所助益。

圖 9  改善後為平緩的坡道，便利高齡者及輪

椅族通行

圖片來源 :農委會水保局，2015

圖 10　碎石鋪面改成平整防滑鋪面
圖片來源 :本研究整理，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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