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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齡社會 市場銀髮商機衝2兆 

資料來源：2017-04-08 04:37經濟⽇報 編譯劉雲 
韓國經濟⽇報報導，南韓65歲以上⽼⼈的⼈⼝⽐率將升破14%，並於下⽉正式
邁⼊⾼齡社會。與此同時，市場也看好伴隨⽽來的銀髮商機，潛在規模可達644
億美元（約新台幣2兆元）。 

南韓社會⽼化速度之快前所未⾒，⽼⼈⼈⼝⽐率在2000年為7%，僅歷時17年便
進⼊⾼齡社會。 

此外，⾃今年開始，南韓⽼⼈⽐率將逐⽉增加0.1%；若依此⽼化速度，將在未
來七⾄⼋年內升⾄20%，邁⼊「超⾼齡社會」。⼈⼝⽼化速度加快，銀髮市場
也同時快速擴⼤，眾多健康醫療服務商機將崛起，甚⾄包括新型服務「樂活⾄
終」。 

韓國健康產業發展研究中⼼6⽇表⽰，南韓銀髮市場規模預估將由2010年的27.38
兆韓元，增加⾄2020年的72.83兆韓元。 

⼆、6⼤類⾷物 衰弱⽼⼈都吃錯了 

資料來源：2017-04-07 14:11聯合晚報 記者羅真 
台灣國際⽣命科學會今⽇公布台灣本⼟⽼⼈營養調查，發現體⼒衰弱的⽼⼈六
⼤類⾷物都吃錯了，⽩飯吃太多，奶類、堅果與蔬果缺乏、油脂攝取也偏低。 

衛福部國健署去年委託中央研究院進⾏⾼齡者蛋⽩質營養調查，研究主持⼈、
中研院⽣物醫學科學研究所教授潘⽂涵指出，台灣體衰⾧者每⽇攝取熱量都偏
少，男性為1939⼤卡、⼥性⾧者1529⼤卡；⽽健康男⼥⾧每⽇攝取熱量各2204
⼤卡、1692⼤卡。 

整體看來，體衰⽼⼈六⼤類⾷物吃得不平均，台灣每⽇飲⾷指南建議全穀根莖
類份數為12份，體衰⽼⼈卻吃了14份；奶類建議量為1.5份，體衰⽼⼈僅吃0.49
份；⽔果類建議量為2份，體衰⽼⼈僅吃1.3份；蔬菜類建議量為4份，體衰⽼⼈
吃2.6份；油脂類建議量為5份，體衰⽼⼈吃4份。 

國家衛⽣研究院副所⾧許志成說，衰弱獲肌少症可能增加慢性發炎，增加三⾼、
癌症、疾病惡化。據研究，60歲以上⾧者，⾝體質量指數（BMI）如果低於18.5
以下，死亡率會⽐⾝體質量指數（BMI）在18.5⾄24之間的⾧者，⾼出五成以上，
不可不慎。 

潘⽂涵說，肌⾁量夠，才會有好的肌⼒與健康，⽽蛋⽩質是決定⽼⼈肌⾁質量
的重要關鍵。要避免肌少與衰弱症找上⾨，⾸先每⽇要吃⾜蛋⽩質，每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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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1.2公克以上，舉例來說，60公⽄的成⼈就要攝取72克蛋⽩質，簡單吃法如維
持⾖⿂蛋⾁類的進⾷量，另增加兩杯奶類。 

其次，宜選擇⾼品質蛋⽩質如蛋、奶，混搭適量蔬果、核果、全穀、健康的茶
類飲品。體弱⽼⼈可適度減少⽩飯量，但提升奶類與蔬果，藉此增加蛋⽩質、
抗氧化與抗發炎⾷物。若因咀嚼困難⽽影響⽼⼈進⾷，可改變蔬果、蛋⽩質的
質地如切細、軟化，幫助攝取。體弱⽼⼈若有乳糖不耐現象，可選⽤低或無乳
糖⽜奶，或分次少量加⼊優酪乳、優格等補充奶類攝取。 

三、⽼年照護善⽤殘扶險 規畫四原則 

資料來源：2017-04-07 11:08經濟⽇報 記者葉憶如 
有鑑於⾼齡化與少⼦化社會衍⽣的⽼年照護議題，專家建議民眾可考慮藉由投
保殘扶險來打造⾼齡照護的第⼀道防護網。元⼤⼈壽建議，民眾可以在投保前，
參考下列4點原則來進⾏保險規畫。 

⼀、拉⾧繳費年期。可以透過拉⾧繳費年期的⽅式，降低每年所負擔的保費⾦
額，讓⾃⼰在有限的預算上，享有最⾼的保障額度。⼆、提供⼀次性給付的殘
廢保險⾦。事故發⽣初期，就能得到協助，讓⾃⼰或家⼈無需擔⼼醫療開⽀沒
有著落。 

三、每年照護⾦額度是否⾜夠。當發⽣事件時，需要的照護時間可能不是只有
1~2年⽽已，所以在挑選殘扶險時，應該特別注意是否提供每年的殘扶照護⾦，
並且依據⾃⼰期待的醫療照護⽅式，審酌判斷⾃⾝的照護⾦額度是否充⾜。四、
⾝故也有保障。完整的保障規畫，也需要同時照顧家⼈，可以同時看看⾃⼰與
家⼈的殘扶險是不是也具有⾝故保障的設計。 

此外，有些保險公司也加強了豁免續期保費保障，也就是將豁免範圍拉⼤到
「1~11級殘廢」都可豁免保費。被保險⼈若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為第1級⾄第11
級殘廢程度之⼀，要保⼈即可豁免以後各到期⽇應繳付之保險費，且保障內容
不變。另外在⾝故時，也能在「⾝故當時之保單價值準備⾦」與「年繳保險費
總額之1.06倍」中擇⾼給付⾝故保險⾦，不僅照顧⾃⼰也能照顧家⼈。 

元⼤⼈壽提醒，⾼齡化與少⼦化已經成為社會的發展趨勢，⽽「⽣、⽼、病、
死」，更是每個⼈未來都必須⾯對的議題，唯有提前將⾃⾝與家⼈的⾵險規畫
做好，妥善補⾜保障缺⼝，才能保障未來的⾧期照護品質。 

四、讀健康快樂！屏市幸福學堂開學 

資料來源：2017-04-06 14:25聯合報 記者翁禎霞 
屏東縣65歲以上⼈⼝已突破15%，早已擠⾝⾼齡社會，屏東市⾧林亞莼⾸推「⾧
輩幸福學堂」，今天並舉辦開學典禮，87歲的王坤寶不但開⼼地揹著書包上課，
還獲選班⾧，他說，「這年紀讀書是讀健康快樂的」，⼀語說中⾧輩們的⼼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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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市⾧林亞莼表⽰，⾧輩幸福學堂共分為上下兩學期，每⼀班約30⾄40⼈，
年滿65歲⾧者均可報名，第⼀學期開放選課就場場爆滿，包括智慧3C課程、家
庭⽔電簡易維修、健康講座等，都很受歡迎，下學期會規畫更多課程提供選擇。

今天在開學典禮上，屏東市⾧林亞莼與市公所各課室主管均穿上⼩學⽣制服，
並揹上幸福學堂的書包，與⾧輩們⼀起開學，72歲的柳綢與劉清超是夫妻檔，
兩⼈⼀起報名⾧輩時尚創意⾛秀及樂遊課程，對於上課特別期待。 

66歲的許林秀英報名健康講座及樂遊課程，她也說，最喜歡健康⼜快樂的課程，
⽽且⼜能認識朋友，最好不過。也有⾧輩最愛3C課程，希望可以⼀次就學控制
智慧型⼿機。 

市公所表⽰，幸福⾧輩學堂系列課程多數已額滿，僅剩⽊藝DIY課程尚有名額，
洽詢專線：08-7560101轉131。 

五、瞄準退休理財 ⼈⼯智慧基⾦19⽇起募集 

資料來源：2017-04-06 19:03經濟⽇報 記者趙于萱 
根據內政部統計，今年台灣⽼化指數正式破百，代表65歲以上的⼈⼝已超過14
歲以下。在⾼齡⼜少⼦的社會結構，「三明治族」⽣活不易，著眼於此，安聯
投信引進發展幾⼗年、不斷演進的⼈⼯智慧DMAS投資策略，安聯DMAS核⼼
組合基⾦、安聯DMAS 50組合基⾦將於4⽉19⽇起募集。 

安聯投信投資⾧張惟閔指出，每個⼈都希望退休後，所得替代率愈⾼愈好，但
若依賴政府給付的年⾦，可能只能維持基本的⽣活需求，如果想提⾼退休後的
⽣活品質，應提早規劃累積退休⾦。 

包括台灣在內，世界各地已有不少產官學界專家，積極推動退休⾦制度改⾰，
或建置國民年⾦等制度，因應超⾼齡社會。不過，光有政府制度奧援不夠，最
根本、也最要緊的還是需要⾃⼰著⼿準備，⽅能補⾜退休資⾦缺⼝。 

著眼於此，張惟閔指出，安聯投信⾃德國總部引進已發展幾⼗年、不斷演進的
⼈⼯智慧DMAS投資策略，在今年發⾏安聯DMAS全球傘型基⾦，結合集團資
源及歐美⽇等成功經驗，將⼈⼯智慧DNA納⼊基⾦操作，以雙引擎、雙監控、
⼤平台的投資機制，⾃動導航⼈⽣下半場。 

安聯DMAS全球傘型基⾦之安聯DMAS核⼼組合基⾦、安聯DMAS 50組合基⾦，
已獲主管機關核准募集，將於4⽉19⽇起展開募集，同步象徵投資已進⼊⼈⼯智
慧新時代，值此⿊天鵝亂⾶的波動年代，投資上更需要導航機制，找到適合⽅
向。 

安聯投信指出，「DMAS」是指動態多元資產策略，透過⼤數據量化⽅式，在
不同時點下產⽣各類資產的「市場動能」訊號，藉此判斷各資產當下處於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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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空頭的循環，及是否⾯臨過熱或超跌。同時，搭配安聯集團研究團隊對於「經
濟趨勢」訊號的分析，致⼒發掘多頭潛⼒市場，作為投資組合依據。 

安聯DMAS核⼼組合基⾦與安聯DMAS 50組合基⾦主要投資於全球股票、債券
及另類投資等多元資產，投資區域涵蓋全球，投資組合配置不受指標指數限制，
並依不同投資⽬標、準備階段需求，提供投資⼈⾧期且穩定的資產增值機會。 

六、中華郵政：輔助社福 不會經營⾧照 

資料來源：2017-04-05 13:50聯合晚報 記者彭宣雅、雷光涵、張芮瑜 
交通部⾧賀陳旦指郵局郵差可以兼做⾧照⼯作，引起各界議論。衛福部部⾧陳
時中表⽰，可⾏性與怎麼做有絕對關係，若直接做⾧照，可⾏性不⾼，若是協
助附加性的服務，如協助通報，要看如何配套，⼤家再來研議。 

⽴委李彥秀表⽰，⾧照問題應回歸治本⽅法，不是各⾃拋點⼦。她反問，賀陳
旦也想做衛福部⾧嗎？拜託他管好⾃⼰的專業，郵局⼯作量已經很⼤了，誰敢
承擔這樣的業務。 

陳時中表⽰，郵差若只是做⾧照附加性的服務，例如有些⽼⼈⾏動不⽅便、發
⽣情況需要照護時，郵差若即時通報給⾧照的照管中⼼，或村⾥⾥⾧辦公室、
幹事等相關單位，可看配套如何，再來研議。他也指出，即使只是附帶服務，
也會增加很多⼯作負擔，要看交通部想怎麼做，再來研議。 

賀陳旦今天在宜蘭視察時說，現在還談不上任何政策計畫，只是內部溝通、初
步構想，還是會和衛福部、社區多多溝通，⽬前純粹只是內部希望活化和業務
轉型，若有新的安排，絕對會在待遇和⼯作⽅式上和⼯會詳細溝通，不會貿然
強加在郵局⼈員⾝上，勉強他們去做。 

中華郵政今天表⽰，他們依法不能經營⾧照，會從輔助性的⽴場配合社福單位
及地⽅政府，為社會盡⼀分⼼⼒。發⾔⼈藍淑貞說，不會與⽇本郵政⼀樣成⽴
⼦公司，也不會商業化。 

中華郵政表⽰，他們從民國97年就推出關懷獨居⾧者活動，郵差⾃發性地關懷
⽼⼈甚⾄送餐、清理居家環境，逢年過節送禮，每年服務對象達5萬6千⼈次，
且不限偏鄉。 

⽇本郵政⾧照服務有收費 
藍淑貞說，⽇本郵政⾧照服務是收費、契約式，與中華郵政的⾃發性主動關懷
不能相提併論。 

⽇本郵政2013年起試辦⾼齡者「守護關懷服務」，由郵局職員到宅與獨居⾧者
聊天，基本⽅案是每⽉⼀次30分鐘、不含稅1980⽇圓，約台幣550元，郵局還會
發送探視狀況訊息給⾧者的⼦⼥。另有每⽉⼀次60分鐘⽅案，收費2980⽇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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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旬醫師學寫程式 開⼑房變雲端基地 

資料來源：2017-04-05 12:42中央社 
⾯對⾼齡化現象，慈濟⾼屏區⼈醫會醫師洪宏典將昔⽇開⼑房打造成雲端基地，
⾃⼰寫程式，建構健康雲端資料庫，希望打造⾼齡專屬的智慧健康雲端服務。 

慈濟⾼屏區⼈醫會及慈濟⾼雄分會推動「健康憶能促進服務計畫」，針對「憶
能促進」、「⾎壓監測」及「體適能護照」三⼤社區銀髮熱⾨需求試辦創新服
務體驗，由⼈醫會醫師洪宏典負責籌劃，透過專業醫護與社⼯跨業合作，期許
健康照護透過科技進⼊社區和居家，守護鄰⾥健康。 

為了將社區關懷據點、環保教育站健康資訊、⾧輩們的個⼈憶能、體適能、⾎
壓監測等健康與⾃主維護或管理健康資訊詳加記錄，76歲的⾻科醫師洪宏典，
將昔⽇的開⼑房打造成雲端基地，⾃⼰寫程式，套⽤微軟表格再串聯Google雲
端硬碟與其他功能，不花⼀⽑錢就建構健康雲端資料庫。 

洪宏典表⽰，早在民國70年時，從旅居美國的同輩親戚⼝中得知電腦這個新興
產物後，他⽴即購⼊，體驗電腦的便利後，決定將⾃營的⾻科醫院電腦化，因
此花⼤錢請軟體⼯程師開發系統，但系統無法使⽤，⼯程師⾃此聯繫不上，最
後他決定⾃⼰來，請電腦家教⼀對⼀教學並⾃修鑽研，最後讓醫院資料建檔順
利從紙本⾛上電腦化。 

政府推動共同醫療資訊後，洪宏典建置平台，使⽤者無需向醫院調病歷，透過
QR Code個⼈代碼，將⾃⾝健康紀錄上傳到資料庫，⼈醫會整理好放在雲端，
作為健康照護監測與追蹤管理，打造⾼齡專屬的智慧健康雲端服務。 

洪宏典指出，在「健康管理」領域中，憶能促進班與體適能團練從社區好鄰居
的概念出發，附加功能還包含做志⼯、交友、健康照護與諮詢等，讓⾧者們時
時充滿溫暖及關懷，近期將連結⾄⾼雄靜思堂醫護室，透過健康雲的建構，加
速以科技化服務推升更即時社區關懷。 

慈濟⾼雄分會社服組⾧楊芳美表⽰，透過⼈醫會專業醫護與社⼯、志⼯組成照
顧網路，進⾏居家關懷服務，並以⾏動健康管理模式建置「健康雲」， 希望讓
社區⾧輩能有個促進健康、延緩⽼化、拓展⼈際關係的雲端照護環境。 

⼋、勞動部調查：求職就業率中⾼齡最⾼ 達七成⼆ 

資料來源：2017-04-05 11:11經濟⽇報 記者葉卉軒 
勞動部今天公布兩性利⽤公⽴就業服務機構求職概況，調查顯⽰，2016年男性
求職者為34萬8781⼈次，求職就業率為70.9%，⼥性則為37萬9035⼈次，求職就
業率為69.5%，⽽兩性求職者的年齡均以「壯年（25~44歲）」的⽐率最⾼。 

勞動部指出，若按性別觀察近三年資料，男性求職者占全體⽐率由2014年49.6%
降⾄2016年47.9%，⼥性占⽐由2014年50.4%提⾼⾄2016年52.1%；求職就業率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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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略⾼於⼥性，但差距逐年縮⼩，由2014年的2.7個百分點縮⼩⾄2016年的1.4個
百分點。 

⾄於求職者的年齡，調查發現以「壯年（25~44歲）」的⽐率最⾼占50.7%，其
次為「中⾼齡（45~64歲）」占30.4%。按性別觀察，兩性求職者皆以「壯年
（25~44歲）」的⽐率最⾼分占51.7%及49.8%，其次皆為「中⾼齡（45~64歲）」
分占29.0%及31.7%。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求職就業率卻是以「中⾼齡（45~64歲）」最⾼為72.0%，
兩性分別為71.3%及72.6%，⼥性甚⾄⾼於男性1.3個百分點，「青少年（24歲及
以下）」及「壯年（25~44歲）」求職就業率分別為69.3%及69.4%，男性分別⾼
於⼥性3.3及2.6個百分點，「⾼齡（65歲及以上）」的求職就業率也達69.8%。 

在兩性求職者的教育程度調查部分，以「⾼中（職）」的⽐率最⾼占38.1%，其
次為「⼤學」占31.4%。按性別觀察，兩性求職者均以「⾼中（職）」的⽐率最
⾼分占37.1%及39.0%，其次均為「⼤學」分占32%及30.9%。 

⽽求職者找⼯作希望的職業則以「基層技術⼯、勞⼒⼯及其他」的⽐率最⾼占
29.9%，其次為「事務⽀援⼈員」占17.1%。若進⼀步按性別觀察，兩性找⼯作
希望的職業均以「基層技術⼯、勞⼒⼯及其他」的⽐率最⾼分占27.9%及31.7%，
其次男性為「技術員及助理專業⼈員」占16.8%；⼥性為「事務⽀援⼈員」占
24.9%。 

另外，在求供倍數⽅⾯，則以「服務及銷售⼯作⼈員」3.21倍及「技術員及助
理專業⼈員」2.76倍較⾼，「事務⽀援⼈員」0.71倍及「主管及經理⼈員」0.87
倍較低。 

勞動部指出，所謂「求供倍數」是指每⼀位求職者有幾個⼯作機會，2016年整
體求供倍數為1.80倍，除「事務⽀援⼈員」及「主管及經理⼈員」僅0.71倍（即
1個職缺約有1.4位求職者競爭）及0.87倍（即1個職缺約有1.2位求職者競爭）呈
需求⼩於供給現象，其餘各職業別則需求⼤於供給，以「服務及銷售⼯作⼈員」
及「技術員及助理專業⼈員」的求供倍數3.21倍及2.76倍較⾼。 

九、台北舊公寓增電梯 市府最⾼補助3百萬 

資料來源：2017-04-05 11:49:12 中央社 
台北市更新處表⽰，為改善銀髮族及⾏動不便者⽣活需求，⽼舊公寓增設電梯
⾃今天起開始受理申請，補助最⾼新台幣300萬元。 

都市更新處為改善銀髮族和落實⾼齡友善城市及無障礙⽣活環境，延續民國104
年⾸創⽼舊建物更新增設電梯補助作業規範，⾃今年4⽉5⽇⾄12⽉29⽇⽌，受
理民眾申請增設電梯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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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處表⽰，凡屋齡20年以上，6樓以下公寓，不需經冗⾧都更審查程序，只要
建築物領有建管處核發電梯建築許可，並經「該棟所有權⼈100%同意，就可提
出申請」。 

更新處說，若申請⼈為管理委員會，需有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及管委會出具
可⾃⾏排除違建或施⼯阻礙切結書，就可不⽤全棟同意。 

更新處表⽰，每案補助額度最⾼50%，且不超過300萬元，但在今年修法後，北
市府依法劃定整建住宅都市更新地區申請案，補助額度可提⾼⾄75%。 

民眾想瞭解受理補助內容，可向更新處委託輔導團隊財團法⼈崔媽媽基⾦會或
上都市更新處網站內的「⽼舊公寓增設電梯補助申請專區」查詢。 

⼗、⾼齡化 樂齡關懷據點服務銀髮族 

資料來源：2017-04-04 13:23中央社 
慈濟基⾦會位在⾼雄湖內區正義社區的樂齡關懷據點，舉辦適合銀髮族的活動，
讓社區⾧輩享有樂活時光，並安排千歲專⾞溫馨接送。 

正義社區的樂齡關懷據點為讓社區⾧輩享有樂活時光，舉辦適合銀髮族的活動，
提供⾧輩們關懷訪視、電話問安、健康促進及餐飲服務等。 

慈濟志⼯王銘賢表⽰，正義社區關懷據點原本是慈濟湖內環保教育站，由企業
家志⼯陳添鳳與妻⼦劉⽟壺提供⽤地，從著重推動環保教育與資源回收實做，
在湖內地區推廣可持續發展的綠⽣活。 

由於社區在地⽼化嚴重，志⼯們凝聚共識，今年決定將環保教育站轉型為社區
樂齡關懷據點，並準備千歲專⾞，接送湖內及茄萣區的社區阿公、阿嬤們到社
區據點上課，包含活⾎操、歌仔戲、紙雕等適合銀髮族能⼒與體⼒的多元課程，
每⽉還舉辦慶⽣活動，讓⾧輩們感受到被關懷的溫暖。 

樂齡關懷據點以辦桌形式辦理⽼⼈共⾷、健康諮詢、義剪等，也結合各社區發
展協會服務慈濟照顧家庭、社會局⾧青中⼼列冊的獨居⾧輩，帶動社區⾧輩展
現活⼒。 

⼗⼀、節稅提前贈與財產給⼦⼥ 孝⼼⼤考驗 

資料來源：2017-04-03 11:20中央社 
配合⾧照政策，政府擬調⾼遺贈稅邊際稅率做為⾧照財源，最快6⽉上路，不少
⾼資產階級為此進⾏租稅規劃，提早將財產贈與⼩孩，但會計師提醒，⼩⼼提
前⾯對兒⼥的孝⼼⼤考驗。 

台灣已邁⼊⾼齡化社會，為健全⾧照體系發展，⽴法院今年1⽉已三讀通過⾧照
法，並確定以提⾼遺贈稅、菸稅做為⾧照財源，並於今年3⽉完成初審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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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遺贈稅修法草案有⾏政院與時代⼒量兩版本，⾏政院版遺贈稅最⾼邊際
稅率20%，時代⼒量則認為應調⾼⾄30%，因此⽴法院財委會決議交付黨團協商，
不過外界認為，⾏政院版本通過的機率較⼤，遺贈稅稅率調⾼已是必然。 

為因應遺贈稅率調⾼，不少⾼資產階級⼈⼠已經提前規劃，將財富提前移轉給
⼦⼥。根據據財政部統計，今年前2⽉贈與稅已達新台幣40億元，創歷年同期新
⾼；2009年⾄今有14個⽉的贈與稅超過15億元，其中就有10個⽉集中在去年和
今年。 

不過，資誠（PwC）稅務法律服務會計師洪連盛表⽰，提前將財富贈與⼦⼥，
可能會⾯臨⼦⼥拿到錢就露出真⾯⽬、不願奉養的⾵險。 

他舉台北松⼭慈祐宮前董座顏家旺的故事為例，2009年顏家旺因傷癱瘓成植物
⼈，但其⼦獲贈50億元財產，卻不願負擔扶養責任，⾧⼥代⽗控告弟弟未依約
按⽉給⽗親零⽤錢30萬元。後來法院雖然判弟弟需給零⽤錢，但之前贈與的財
產已經要不回來，令⼈不勝唏噓。 

因此洪連盛表⽰，除考量稅負外，民眾也需評估直接贈與是否為最妥當的⽅式，
或可透過信託⽅式贈與；或者只留部分給⼩孩，⼀部分作公益。更重要的，是
做好資產掌控，避免贈與後下⼀代就不理你，確保⽼年⽣活過得有尊嚴。 

⼗⼆、⼩額終⽼保險 投保⾨檻低 

資料來源：2017-04-03 08:03:20 聯合報 記者孫中英 
為了讓⽼⼈有基本壽險保障，並減少民間往⽣互助會糾紛，⾦管會政策⿎勵壽
險公司推出「⼩額終⽼保險」，讓⾼齡⾧者以較便宜的保費，規畫⾝故後的需
求。⾃今年初到⽬前為⽌，已有國泰、富邦、中壽及台壽等四家公司推出⼩額
終⽼保險。 

國泰⼈壽的微馨愛⼩額終⾝壽險在今年⼆⽉初推出，⼀個多⽉來投保件數超過
兩萬多件，保費收⼊逾兩億四千多萬元，且投保年齡多為五⼗歲以上⼈⼠，可
⾒不少中⾼齡族群多認同有此「基本保障」需求。 

中國⼈壽副總經理蘇錦隆說，⼩額終⽼保險商品結構不複雜，對包括經濟弱勢
在內的任何民眾來說，都簡單易懂，且保額有上限、保費較便宜，⼤多數⼈應
可輕鬆負擔。 

富邦⼈壽財務精算處執⾏副總董采苓表⽰，⼩額終⽼保險保額上限卅萬元，保
費則是市售傳統終⾝壽險保費的七到⼋折，多家公司都提供「六、⼗、⼗五、
廿年期」多種繳費年期，有「投保⾨檻低、低保費及⾼彈性」三⼤特⾊；⽬前
包括富邦及國泰⼈壽都開放到⾼齡如⼋⼗四歲可投保，中壽最⾼投保年齡也有
⼋⼗⼆歲，建議已超過⼀般壽險承保年齡的⾼齡族群，可透過這張保單建構基
本保障，並讓⾃⼰「⽼有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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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齡社會來了 這個⽤品連5年⼤幅成⾧ 

資料來源：2017-04-01 12:25中央社 
台灣將邁⼊⾼齡社會，⽼年⼈⼝2⽉⾸度超過幼年⼈⼝。觀察⼤賣場購買趨勢，
銀髮概念商品突⾶猛進，業者指出，成⼈紙尿褲連5年以百分⽐2位數成⾧，⽽
嬰兒紙尿布則是連3年衰退。 

國家發展委員會⼈⼝統計推估，台灣在107年將邁⼊⾼齡社會，⽼年⼈⼝⽐率超
過14%，預計115年⽼年⼈⼝將超過20%，進⼊超⾼齡社會。 

據內政部3⽉發布「內政統計通報」，2⽉底國內65歲以上⽼年⼈⼝313萬9397⼈、
占13.33%，⾸次超越0到14歲幼年⼈⼝的313萬3699⼈、占13.31%。 

觀察⼤賣場「銀髮市場」正在崛起，銀髮族概念商品業績、品項數不斷成⾧，
設置有機蔬菜專櫃、推出「養⽣系」⾃製麵包，到省⼒拖把、⽑帽、⼩型盆栽、
泡腳機，甚⾄是成⼈紙尿褲，業績都有相當好的表現。 

⼤潤發公關郭建志受訪表⽰，以往賣場內嬰幼兒紙尿布業績是成⼈的 5倍，因
少⼦化因素、銀髮族商品⽇趨暢銷，成⼈紙尿布從2012年開始連續5年業績都以
2位數的速度成⾧。 

郭建志說，反觀嬰兒尿布從2013年起連年2位數衰退去年勉強站穩腳步，業績持
平，但⾧期來看市場萎縮可能將成常態。 

他分析，相較於顧客追求嬰幼兒尿布越⾼級舒適越好，5年前民眾對於成⼈尿布
的要求都僅⽌於「便宜就好」。但 2年前開始社會重視⾧照議題，連帶影響民
眾選購功能導向尿⽚，例如強調防漏側邊、親膚等特⾊，因單價較⾼，帶動成
⼈紙尿褲業績飆⾧，客單價成⾧⾄少8%以上。 

郭建志說，除尿布外，在掃具設計的變化上，近年掃具已經趨向「輕盈化、耐
久化」，主因年⾧使⽤者多，想花更少⼒氣完成打掃，也重視掃具的堅固性。
如拖把，能輕鬆瀝乾⽔的省⼒拖把，已超過50%市場。 

飲⾷為銀髮市場的最⼤宗，郭建志指出，凡是搭上「養⽣、健康、有機、低脂」
等概念的商品，都是熱銷商品，舉凡燕⿆⽚、五穀粉、直採⽜⾁、⼩農⽜奶、
堅果、低脂蛋糕，過去5年來品項增加2成以上，甚⾄賣場有⾃製「養⽣系」麵
包，主打低糖、無油、無蛋奶；在⽣鮮區特別設置「有機蔬菜專櫃」，替賣場
帶進忠實顧客。 

⼗四、明起計程⾞司機執照 年齡上限延⾧⾄70歲 

資料來源：2017-03-31 16:40聯合報 記者董俞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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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起計程⾞司機職業年齡上限延⾧⾄70歲。交通部指出，鑑於⼈⼝⾼齡化及
延後退休年齡已為國際趨勢，為因應⾼齡化社會需求及參考國外經驗，經審慎
評估及研議，通過以更嚴謹的特定條件及管理機制為配套措施，讓⾝體健康狀
況良好的⼩型⾞職業駕駛⼈(計程⾞司機)由68歲繼續執業⾄70歲，約影響近萬⼈。

公路總局表⽰，⾃99年12⽉實施超過65歲的計程⾞司機符合特定資格條件下，
可換發有效期間1年之職業駕駛執照⾄68歲，經統計指出，超過65歲計程⾞駕駛
⼈並未有較⾼事故⾵險，經交通部駕駛⼈醫學諮詢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交通部修正「計程⾞駕駛⼈執業年齡延齡制度」，計程⾞駕駛執業年齡從68歲
延⾧⾄70歲。計程⾞駕駛年滿68歲後，必須接受較嚴格的體格檢查、認知機能
測驗，通過才會核發職業駕照；若開⾞肇事，不僅要重新體檢，還要到醫院接
受失智檢查。 

此外，68歲以上計程⾞駕駛⼈將採取動態管理機制，若駕駛⼈開⾞肇事，不論
程度輕重，都要重新體檢與到醫院接受失智症檢查，通過後才能繼續開⾞營業。

公路總局指出，實施對象除了持續執業⾄年滿68歲的司機之外，另106年4⽉1⽇
前屆滿68歲未滿70歲的駕駛⼈，因屆齡換領普通駕駛執照，或因未繳回職業駕
駛執照致逾齡註銷⽽領有普通駕駛執照的駕駛⼈，亦得依特定資格條件申請有
效期限1年之⼩型⾞職業駕駛執照。 

現⾏法規，計程⾞駕駛年齡上限為68歲，年滿60歲每年須通過定期體檢，才能
繼續開⾞營業；超過65歲以上的計程⾞駕駛每年除了體檢合格，還須符合前⼀
年未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規定，通過後可換效期⼀年的⼩型⾞職業駕駛執照⾄
年滿68歲。 

交通部統計，全台領有有效職業⼩型⾞駕駛執照的⼈數近15萬⼈，其中65歲以
上約占6%，⼈數約有8800多⼈。 

⼗五、這群平均76歲的千歲班 戴⼩學帽、升旗重溫上學趣 

資料來源：2017-03-31 13:45聯合報 記者李京昇  
「樂齡童顏上學趣！」平均年齡76歲的雲林⽃南鎮重光國⼩校友，闊別⼀甲⼦
今天重返校園組成「千歲班」，興⾼彩烈地穿著校⽅準備的⼩橘帽、制服，⼀
起⼿牽⼿排隊上學、升旗，重溫童年回憶，阿公阿嬤們各個展露出遺忘已久的
童稚笑容！ 

這群「千歲班」年紀最⼩42歲、最⼤的95歲阿公陳深焉和次⾼齡的阿嬤陳林勉，
兩⼈是夫妻、也是重光國⼩校友，今天換上制服、戴學⽣帽在學校旁溫勝宮廣
場排隊集合，並⼿牽⼿⾛路上學，在校⾧引導進教室就座，接著在悠揚樂曲中
到操場參加升旗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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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光國⼩校園今天充滿笑聲、⽼師早與學⾧姐好的問候聲。「很有意義的活
動！」陳深焉笑著說，和妻⼦重返校園感到很開⼼，過往回憶都慢慢浮現出來，
想起在校園和⼤家嬉戲奔跑的時候，就覺得⾃⼰年輕了好幾⼗歲。 

校⾧陳盈錞表⽰，今年是重光國⼩歡慶創校95年，因此特別舉辦「活⼒重光95
慶 2017向前⾏」系列活動，除在校園擺設絲⽠製成的裝置藝術、⽼照⽚回顧等
展覽，也有讓⽪影戲團學⽣到幼兒園展演，今天邀請⽼校友們相⾒歡，期望讓
他們重溫上學樂趣。 

⼗六、⾧照2.0上路 總統：社⼯是重要⼒量 

資料來源：2017-03-31 13:36中央社 
衛福部今天舉辦頒獎典禮表揚優秀社⼯⼈員，蔡英⽂總統也出席致詞，並親⾃
頒獎給2名特殊貢獻獎得主。總統強調，社⼯是⾧照2.0裡的重要⼒量，盼藉此
向社⼯們說聲「⾟苦了」。 

蔡總統致詞時表⽰，今天共表揚138名社⼯，有服務績優社⼯也有資深敬業社⼯，
另有2名特別貢獻獎得主，在學術界、實務界都有40年以上資歷。 

其中，東吳⼤學教授莫藜藜對社⼯⼈才的養成、建⽴都有⾧期貢獻；雙福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會執⾏⾧林茂安則是多年深耕蘭嶼、嘉義，關注幼兒及⽼⼈
家需求，把溫暖帶到社會每個⾓落。 

蔡總統表⽰，⾯對台灣⾼齡化社會到來、經濟結構改變，「⾧照2.0」也在今年
1⽉正式上路，社⼯便是其中的重要⼒量之⼀，他們在第⼀線付出、提供建⾔，
讓政府施政時更能對症下藥。 

總統指出，在⾼齡化社會之下，社⼯⾯臨的挑戰也愈來愈多，包括⾼個案量、
⾼壓⼒等，強調未來會繼續⽀持社⼯發展、⼈⼒配置及勞動條件，也希望藉此
機會向全國社⼯夥伴們說聲「⾟苦了」，盼⼀起打造找得到、看得到、⽤得到
的⾧照體系。 

⼗七、外勞照護⽤⼼ 成雇主「另類親⼈」 

資料來源：2017-03-31 13:51聯合晚報 記者陳素玲 
久病無孝⼦，只剩外勞？台灣開放外籍家庭幫傭及看護⼯20幾年，隨著⾼齡化
社會及國⼈赴海外⼯作趨勢，外籍看護⼯⾓⾊也跟著轉變，從原本單純「照顧
者」到「陪伴者」，甚⾄成為獨居⽼⼈「另類親⼈」。仲介打趣說，觀察很多
看護⼯說台語、客家話說得很溜，就知道看護⼯與家⼈互動情形。 
台灣很多公園經常看到外籍看護⼯牽著或推著⽼⼈散步，即使到醫院，看到最
多的還是外籍看護⼯。仲介說，早期引進外勞，⼤多以打掃、照顧重病者為主，
但隨著⾼齡化社會，以及⼤家庭結構改變為核⼼家庭為主，甚⾄很多年輕⼈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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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作，外籍看護⼯的⾓⾊也跟著改變，除了⽇常的照料，更是被照顧者情
感上的⽀持。 

仲介說，只要看那個看護⼯台語、客家話很溜，就知道她常陪⽼⼈聊天。尤其
晚上很多⽼⼈喜歡看連續劇，看護⼯陪在⼀旁看，久⽽久之話語學得特別快。 

仲介表⽰，親⼈照顧重病⽼⼈，久了總會疲累，「到醫院探病，陪伴病⼈的常
常不是親⼈，⽽是外勞」。尤其台灣獨居⽼⼈⽐例愈來愈⾼，外籍看護⼯取代
家⼈的⾓⾊，成為被照顧者另⼀種親⼈。 

⼗⼋、⾧照⼈⼒ 役政署：逾千名社會役擬投⼊ 

資料來源：2017-04-05 21:27中央社 
⾧照⼈⼒需求增加，內政部⾧葉俊榮表⽰，會往社會役看⼈⼒如何銜接。役政
署今天說，今年核配給衛福部社家署的社會替代役有3500名，其中1000多名希
望可放在⽼⼈⾧照區塊。 

葉俊榮上午受訪指出，替代役可分為⼀般、研發及產業訓練儲備三類，其中⼀
般替代役還包括社會役，近期內政部了解到社會役需求較多，確實會往社會役
⽅向增加，但如何銜接要進⼀步跟衛福部討論，以滿⾜⾧照的需求。 

役政署副署⾧沈哲芳下午受訪指出，⼀般替代役有16個役別，其中，社會服務
類包括社會役、消防役、醫療役、教育服務和外交役，為回應社會期待，105年
佔總員額的38%，今年提升到50%。 

沈哲芳說，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提出的社會役需求以往是2200名，去年底和役
政署開會研商，⾏政院今年初核定下來，今年內政部核配3500名，多出的1000
多名希望可以放在⽼⼈⾧照區塊，配合政府政策，優先滿⾜⾧照⼈⼒需求。 

⼗九、⼀鄉鎮⼀⾧青⾷堂 雲林⽼⼈共餐 

資料來源：2017-04-05 15:57中央社 
雲林縣推動「⼀鄉鎮⼀⾧青⾷堂」，全縣每天有超過2000名⾧者⼀起共餐；縣
府今天在虎尾鎮成⽴第35個據點，讓⾧輩們享受溫馨的午餐時光。 

雲林縣政府指出，「⼀鄉鎮⼀⾧青⾷堂」政策已於去年達標，但縣府仍持續進
⾏擴點計畫，希望結合中央推動的⾧照2.0服務，以⾧青⾷堂據點為基礎，帶給
⾧輩們更多元的服務。 

位於虎尾鎮埒內社區的⾧青⾷堂，今天中午舉⾏試辦啟⽤儀式，由雲林縣副縣
⾧丁彥哲、虎尾鎮⾧林⽂彬等⼈出席，並與社區50多位⽼⼈共餐，其中年紀最
⼤的是104歲的程貴⽼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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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彥哲表⽰，埒內⾧青⾷堂是縣內第35個⽼⼈共餐據點，希望⾧輩們可以把這
裡當成另⼀個家，除了⽤餐之外，更可以到此與其他的⾧輩互動聊天，增進⼈
際互動。 

負責⾷堂營運的埒內社區發展協會理事⾧許秀琴表⽰，埒內⾧青⾷堂開辦後，
每週⼀⾄週五提供4菜1湯的午餐服務，⾷堂可容納60名⾧輩，歡迎⾧輩們相約
來⽤餐。 

⼆⼗、⽇照中⼼分擔照護 醫：陪伴最緊要 

資料來源：2017-04-04 18:03台灣醒報 記者林亭妤 
⽇照中⼼為喘息照顧服務的其中⼀種模式，除可分擔病⼈家屬的照護壓⼒外，
還可提供⼼理衛教、情緒⽀持等。但衛⽣福利部桃園醫院⾝⼼內科醫師蔡孟釗4
⽇提醒，各⽇照中⼼之間仍存有差異，需注意住家地緣性、收費標準、收受個
案類型3事項，且好的⽇照中⼼和⾧照機構等候名單都很⾧，民眾選擇時也需列
⼊考慮。 
台灣臨床失智症學會理事、亞東醫院神經內科主治醫師甄瑞興受訪時則提醒，
不能想著將早中期的失智⾧者丟到⽇照中⼼照護後就⼀了了事，事實上送往中
⼼後仍要花點時間停留陪伴，否則容易讓⾧者出現「被遺棄」的感覺，反造成
不好效果。 

⽇照中⼼通常是社區性質，編制採⽤醫院模式，配有專科醫師、精神科護理師、
精神社⼯師、職能治療師、照顧服務員等，主要處理有精神及⾏為問題的失智
個案。 

蔡孟釗4⽇指出，病情不需住院但需密集精神復健者、需密切觀護的亞急性期患
者、持續認知起伏及精神症狀起伏的個案等，便仰賴精神⽇間復健醫療中⼼的
介⼊，應⽤藥物合併⾮藥物治療，協助改善精神症狀。 

「當患者已由專科醫師臨床判定符合輕中度失智症標準，且家屬照顧上有⼀定
程度的困難，就可考慮將患者送往⽇照中⼼。」蔡孟釗表⽰，⽇照中⼼提供⽩
天的照護、餐點、簡易復健，某些機構還會不定期舉辦⼾外踏青活動，帶⾧者
接觸外⾯世界，讓照顧者可安⼼⼯作，下班時再接⽼⼈家返家休息。 

蔡孟釗說，選擇⽇照中⼼時，主要需考量3點：住家地緣性、收費標準、⽇照中
⼼接受個案的類型，若是⾞程遙遠、甚⾄沒有⼤眾運輸⼯具可到達的⽇照中⼼
就不建議選擇，不過城鄉差距明顯，這點還有賴政策和社會⼤眾共同努⼒克服。

甄瑞興則提醒，早、中期的失智症患者還認得出家⼈，如果只將患者送到⽇照
中⼼後就了事，⼩⼼「⼤錯特錯」，這些⾧者可能以為「被遺棄」⽽出現抗拒、
反覆無常的情緒，⼀開始建議1個禮拜先過去2次就好，且家屬要陪同，帶⾧者
參觀當地環境、與其他⽼⼈家熟悉，「最好選擇有溫馨、舒服感的⽇照中⼼，
久了以後⾧者還能主動、開⼼地前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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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照專家研發 「魔塑」邊玩邊動腦 

資料來源：2017-04-03 00:39聯合報 記者吳淑玲 
台南市全⼈照護關懷協會理事⾧⽢⼠照，研發⽤環保無毒「熱塑⼟」開發「九
宮格益智遊戲」，做⽼⼈桌遊，兼做輔具，已取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給予新型
專利發明與「樂齡⾼⼿」商標註冊。 

⽢⼠照的樂齡⾼⼿之魔塑達⼈DIY，運⽤九宮格益智遊戲組件，在遊戲盤上位
移，益智遊戲的彩⾊位移，可以訓練眼⼒、⼿⼒與腦⼒，還可預防失智，適⽤
⽼⼈、⼩孩及復健者。 

他說，熱塑⽚也可運⽤在筷⼦持握、⽛刷持握、開瓶器、柺杖加裝夜視LED燈
等輔助，有⼀位媽媽感激說，兒⼦拿碗不穩常掉下來⽽被同學笑，⽤熱塑⽚增
加拇指握把，就不會掉了；只要有創意，就可⽤熱塑⽚製作「個別化的輔具」，
可以DIY操作⼜能重複使⽤。 

「熱塑⽚經泡70度熱⽔軟化，就可捏塑造型與修復！」⽢⼠照說，熱塑⽚屬於
醫療⽤，以往⾻折打⽯膏，現在⽤熱塑⽚「塑出形狀」固定就可以，⽣活上可
以⽤來修復杯⼦裂痕，修復⼿機充電線，及包覆桌⾓防撞等。 

⽢⼠照說，因從事教學，希望帶領學⽣「將創意具體化成為產業」，像有學⽣
在課堂上發想「抽取式⽼⼈紙圍兜」，就⿎勵她開發為產品，勇敢嘗試當「創
客」，為⽼⼈照護服務貢獻⼼⼒。 

⼆⼗⼆、出院獎勵計畫輪廓出爐 1家醫院僅獎勵30萬元 

資料來源：2017-03-31 12:32聯合報 記者陳⾬鑫 
為增加⾧照的使⽤率，衛⽣福利部推出出院準備計畫，卻被批評涵蓋率僅有
2.5％，衛福部⾧陳時中曾於⽴法院承諾今年將提出出院準備計劃獎勵辦法，將
涵蓋率提升到10％，衛福部照護司今召開記者會，粗略提及獎勵辦法的輪廓，
未來參與出院準備計畫的醫院，必須符合4⼤條件，每家醫院即可獲得專業服務
費30萬元，明年起針對優質的醫院，給予「友善出院準備醫院」的認證。 

照護司專⾨委員顏忠漢表⽰，參與出院準備計畫的醫院⼤約有159家，為了提升
醫院協助有需要的病⼈銜接⾧照系統，衛福部將在4⽉正式公告獎勵辦法，讓醫
院能增加協助病⼈的意願，每年將給予參與醫院30萬的專業服務費，「錢雖然
有點少，但很多醫院都表⽰會參與」。 

顏忠漢表⽰，參與出院準備計畫的醫院，為了維護品質，必須要統⼀使⽤照管
評估量表，須在患者出院前3天完成，出院後1到7天內協助患者銜接⾧照需求；
第⼆是所有醫院必須要使⽤照管資訊系統，將每⼀位案家都列冊管理，明確得
知是否有落實其需求；第三是增加院內評估失智失能的⼈員，包含物理治療師
等，衛福部能提供4⼩時的訓練課程；第四是每年照護專員都得複評協助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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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符合以上要求，衛福部會給予「友善出院準備醫院」的認證，但認證從明
年起開始，顏忠漢表⽰，醫院獲得30萬的專業服務費，還得符合基本要求，基
本要求必須要等待公告後才能確認。 

為了提升⾧照的能量，衛福部今年將增聘照顧專員達971⼈，維持照顧⽐例1⽐
200的⽔準，不過，截⾄今天為⽌，現⾏照顧專員僅有540⼈，距離971⼈還有努
⼒的空間，但⼀定會在今年年底前達成。 

顏忠漢也邀請有熱忱且符合資格者，來參與⾧照的⾏列，資格必須是相關科系
畢業，如護理系、醫學系等，讓⾧照系統更加壯⼤。 

⼆⼗三、維持⼼臟健康 規律做這件事很重要 

資料來源：2017-04-05 16:31:00 聯合新聞網 健康醫療網 
年紀⼤了，若⼼臟⽼了、壞了，有⼼臟病，除了⽤藥，還能怎麼辦？美國⼼臟
協會發表聲明指出，規律運動對⼼臟的重要性，與藥物不相上下，對於年⾧⼼
臟病患者，建議規律運動也納⼊療程。 

年⾧⼼臟病患規律運動　有助改善症狀、提升體能 
美國匹茲堡⼤學醫學中⼼醫學教授、⾼齡⼼臟科醫師丹尼爾‧福爾曼為新聲明
撰寫⼩組主席，他表⽰，年⾧⼼臟病患者如果想減輕⼼臟病症狀、提升體⼒，
應將運動納⼊醫療照護⼀環，才能事半功倍。這項美國⼼臟協會所發出的聲明
已刊登於〈循環〉醫學期刊（Circulation）。 

福爾曼醫師指出，許多健康照護者將重點放在⼼臟衰竭、⼼臟病、瓣膜性⼼臟
病與中⾵等疾病管理，照護多著重⽤藥、醫療，並沒有將重點放在幫助患者維
持正常⽣理機能，幫助患者⾝體機能發揮極致。事實上，⼼臟病患者在⼼臟病
發作或發⽣其他⼼臟相關事件後，需要增強體能，體能必須達到「提購物袋⾛
回⾞內」的程度，才能獨⽴⽣活、維持⽣活品質。 

即使年歲增⾧　運動依然還是有好處 
福爾曼醫師補充，將提升⽣理機能納為治療⼀部分，有助年⾧患者改善⽣活品
質，對維持患者⽣活⾃理能⼒，也很有幫助。沒有⼈會⽼得無法動，患者就算70
多歲、80多歲，或年齡更⼤，依然可以透過運動獲得好處。 

以年⾧患者來說，⼼臟復健是重要歷程，復健師常提供運動諮詢、訓練建議，
並引導患者管理壓⼒、憂鬱情緒。福爾曼醫師表⽰，光只有這樣，還是不夠，
現在治療70多歲、80多歲年⾧⼼臟病患，健康照護者多強調⽤藥、⼿術，⽽忽
視患者重新⽤腳⾛路的重要性，⼼臟復健計畫就是設計⽤來讓患者可以重新⾃
⼰⾛路、⾏動。 

打太極拳、瑜珈　也都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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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曼醫師建議，⽇常⾛路、在家處理家務，也有幫助。抗阻⼒訓練、平衡感
訓練也有助預防跌倒。打太極拳、瑜珈等則可以增強⼒量、發揮有氧機能，並
訓練平衡感。 

⼆⼗四、⾼齡化社會來臨 交⾧拋郵局轉型做⾧照 

資料來源：2017-04-04 11:27聯合晚報 記者徐⼦晴 
台灣邁⼊⾼齡化社會，百年來專攻郵遞、儲匯業務的中華郵政，將轉型進軍⾧
照業務。近期外界關⼼郵資調漲問題，但交通部⾧賀陳旦認為，中華郵政除了
調整郵資，還可盡到更多社會責任，未來擬以「全台⾛透透」的郵差關懷偏鄉
獨居⽼⼈，透過送餐、主動探視等建⽴通報機制及照護網絡，盼能完成「⾧照
的最後⼀哩路」。 
交通部⾧賀陳旦說，整件事仍在構思階段，希望參考⽇本作法，透過郵局在全
台廣泛布點、擁有社會信任等特性，和簡易壽險結合，未來盼可發展社區性⽇
間照護和訪視業務。 

政府極⼒發展⾧照政策，交通部政次王國材說明，郵局遍布全台鄉鎮，是中華
郵政跨界⾧照最⼤優勢。郵差天天在同個地區送信，地⽅政府提供的社會救助
⾦，也是由郵差轉交；郵差和獨居⽼⼈較常接觸，較容易掌握⽼⼈⽇常⽣活⾏
蹤。 

王國材說，未來交通部擬建⽴⼀套制度，若是有多⽇未⾒轄區內的⾧者出⾨，
將請郵差上⾨探視獨居⽼⼈，或是發展送餐服務，盼能發揮⾧照制度的精神，
關懷偏鄉⾧者。 

不過，不少基層郵差反彈，認為若是透過郵差進⾏⾧照業務，⼯作量勢必增加，
負荷更⼤，恐怕會更⾎汗，感嘆「現在信都送不完了，再做⾧照怎麼辦？」也
有郵差說，若是協助代送物資、電訪獨⽼，當然樂意配合，但曾發⽣郵差遭失
智⽼⼈指控「偷拿錢」，百⼝莫辯，且郵差缺乏救護及諮商專業，建議最好和
社⼯合作。 

中華郵政在2008年起已和各縣市社會局合作，郵差執勤同時會順便慰問、關懷
獨居⽼⼈。當時也曾討論是否分擔⾧照業務，提供送餐、送藥服務，但最終因
⽤藥有專業，⽽送餐有時間限制，與郵差送信路線及時間無法協調，未進⼀步
發展政策。 

⼆⼗五、有伴更幸福 婚友社為⽼⼈牽紅線商機 

資料來源：2017-04-04 08:53中央社 
台灣邁⼊⾼齡化社會，在晚婚、不婚及離婚率⾼趨勢下，單⾝⽼⼈會愈來愈多。
有⼈提倡⼀個⼈的快樂，但資深婚顧說，⽼⼈有伴更幸福，婚友社預⾒未來替
⽼⼈牽紅線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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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13年的相親銀⾏統計，⽬前透過相親銀⾏尋找對象的年齡結構的確有改變，
雖仍以20多⾄30多歲年輕⼈為主，但為45歲以上⼤齡男⼥配對的⽐例，逐漸增
加，⼤約是10年前的2⾄3倍。 

相親銀⾏秘書⾧盧麗萍說，從台灣⼈⼝⽼化，加上晚婚、離婚⽇益普遍現象觀
察，為⽼⼈牽紅線機會⼀定會跟著增加，是不容忽視的商機。 

在相親銀⾏的會員中，⼤齡⼥⼦⽐⼤齡男⼦多，⼤約是4⽐1，有些還是⼦⼥帶
著爸爸或媽媽，⿎勵單⾝的⽗母尋找第⼆春。 

盧麗萍分析，熟男好⾯⼦，也怕⿇煩，有⼈甚⾄擔⼼到婚友社找對象會被笑，
即使有⼼想找對象較，也較不願主動出擊，反⽽是熟⼥較願意拓展⽣活圈，所
以很多演講場合或揪團出國，往往也是熟⼥多於熟男。 

相親銀⾏除有⼀對⼀的篩選配對外，也不定期舉辦各種會員活動，為尋找伴侶
者增加交流機會。 

盧麗萍說，為年輕⼈安排的團康活動就不太適合中⽼年⼈，未來會增加適合中
⽼年⼈的知性或健康講座。 

怡⼼社是台灣⽼牌的婚友社，成⽴40年，社⾧楊慧敏說，早年從不做第⼆春的
婚配，但這⽅⾯的需求卻愈來愈多，現在包括離婚、喪偶或未曾結過婚的中⽼
年⼈，到怡⼼社找對象的⽐例，⼤約占了1/5，年紀最⼤的有80歲的爺爺，也有
60多歲的婦⼈，她相信這是未來很⼤的市場。 

有⼀派說法是，⼀個⼈的⽣活也可以很⾃在、快樂，盧麗萍說，每個⼈都有⾃
⼰的選擇，但多年的婚顧經驗，她相信每個⼈都有被愛的需求，⽽被愛是會帶
來⾦錢、權勢、地位無法給予的快樂。 

楊慧敏說，戀愛無年齡界線，對⾝體健康的⽼⼈來說，有親密伴侶會讓⽣活更
有品質，兩⼈⼀起攜⼿看⼣陽、漫步公園或品嚐美⾷的幸福感，都不是和同性
朋友在⼀起時可⽐擬。 

楊慧敏曾⾒過⼀個案例，曾有⼀位50多歲離婚⼥⼠，邀同齡單⾝好友⼀起到怡
⼼社，好友認為找⿇煩，好友還吐槽⼥⼠已跳出婚姻枷鎖，竟還想再跳進去，
結果這位⼥⼠找到幸福第⼆春，讓單⾝的好友也跟著⼼動。 

⼆⼗六、遊學全民化！還有這種團… 退休族瘋進修 

資料來源：2017-04-04 07:09聯合報 記者洪欣慈 
不僅年輕學⼦愛留遊學，不少退休族秉持「活到⽼、學到⽼」精神，加上存有
⼀筆退休基⾦，選擇出國短期學習，讓退休⽣涯不無趣。留遊學機構觀察，近
年留遊學年齡不只「向下」降低，也有「向上」提升的趨勢，退休族結伴出國
短期進修的⼈數，愈來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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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5歲、已在思考退休⽣涯的許⼩姐表⽰，年輕的時候，沒什麼機會接觸⼈
⽂藝術課程，加上忙於⼯作，就算去旅遊，也只能以亞洲區為主，對於歐洲的
⼈⽂歷史還有飲⾷品酒⽂化都⾮常嚮往，但往往礙於時間因素難以成⾏。 

許⼩姐表⽰，如果體⼒還能負荷的話，退休後會想到歐洲短期進修，⼀⽅⾯先
進國家環境⽐較好，⼀⽅⾯歷史悠久，加上⾵景⼜好，可以⼀邊旅遊⼀邊學習，
加上歐洲⼤陸交通⽅便，退休後⼜⽐較多時間，還可以趁機多到歐洲多國⾛⾛
看看。 

美加⽂教總經理叢蓓明說，以前想到「遊學」，直接連結的就是學⽣族群，但
現在遊學已逐漸「全民化」，有媽媽帶著年僅5、6歲的孩⼦出國，也有上班族
藉由轉換⼯作空檔進修充電。此外，隨⾼齡化社會來臨，退休族群有漫⾧的退
休⽣涯要度過，不少退休族會選擇三五成群、結伴出國短期學習。 

退休族群的需求和年輕⼈不太相同，機構會特別「量⾝定做」，去的國家也不
⼀定是熱⾨國家，例如曾替退休族群規畫前往近期因韓劇「⿁怪」爆紅的加拿
⼤魁北克，加拿⼤是英語、法語並重的國家，在當地可以同時學到兩種語⾔；
另也會特別尋找針對成⼈開課的學校，安排料理等課程，加上觀光⾏程，退休
族群⾮常喜愛。 

⼆⼗七、「向悲劇乾杯」的杯具社 ⽤這些點⼦幫⾧照族打氣 

資料來源：2017-04-02 08:00聯合報 記者陳宛茜 
「照顧爺爺時我經常去菜市場。⾛在⼈群中，我有時會想，這裡也有像我⼀樣
的⾧照照護者嗎？其他⼈知道我們的壓⼒與沮喪嗎？」 

● 陪伴失智爺爺的⼼路 她想演出來 
劇場⼯作者李昱伶，⼗年前爺爺得了失智症，她放棄⼀切照顧爺爺，深深了解
⾧照照護者的壓⼒。爺爺過世後，去年⼆⽉她成⽴社會企業「杯具社」，編導
有關⾧照的⼤⼩型戲劇。計畫除了在劇場演出，還將到菜市場與咖啡館、校園
演出，讓各階層、各⾓落的民眾，了解⾧照照護者的壓⼒。 

●⽤藝術軟化沈重⾧照 
台灣即將邁⼊⾼齡社會，「⾧照」是每個世代都必須⾯臨的議題。⾧照路途漫
漫，照護者必須承擔極⼤的精神壓⼒。最近，不少年輕⼈不只投⼊⾧照產業，
更以⽂創觀念翻轉⾧照。他們⽤藝術軟化⾧照的沉重形象、紓解照護者的精神
壓⼒，讓⾧照機構與過程變得更溫暖、有趣，呼籲社區和社群⼀起投⼊⾧照。 

李昱伶從⼩由爺爺奶奶拉拔⾧⼤，奶奶辭世後，對爺爺有更深的依賴與責任感。
爺爺被診斷患了失智症後，她毅然放棄⼯作機會，負起照護爺爺的全責。 

「我的⽣活只剩下阿公，繞著他團團轉。」李昱伶回憶那段照護時光，以爺爺
為⽣活重⼼，⼀天24⼩時像陀螺般繞著爺爺轉。 

 19



「失智⾧者很黏⼈、照護者壓⼒很⼤。」李昱伶說，失智者經常會忘了照護者，
「最熟悉的⼈變成最陌⽣的⼈。」兩者在⽣活和情感上依賴太深、因此關係緊
繃，經常發⽣爭吵，「爭吵後會有極⼤罪惡感」，情緒擺盪極⼤。當她看到照
護者刺殺被照護者的新聞，感同⾝受，「我只差⼀點點」。 

研究所念戲劇，李昱伶把這段⼼路歷程編成舞台劇「杯與轉盤」，作為「杯具
社」的第⼀部⾧篇戲劇作品，預計年底公演。劇情描述⼀個家庭⾯對失智⾧者
產⽣的⽣活劇變，預計年底⾸演。 

● ⾧照繪本⼩劇 要演進菜市場 
李昱伶也製作⼩型戲劇「世界上最幸福的⼀隻母雞」，將⾧照故事以繪本的形
式呈現。這齣戲三⼈就可以演出，演出過程中，還可以邀民眾扮演劇中⾓⾊。
她預計五⽉起帶這齣短劇⾛⼊菜市場、咖啡店與校園，讓各階層、各年齡的民
眾，都能理解⾧照議題。 

● 取名杯具社 盼照護者有「翻轉的勇氣」 
她說，「杯具」是「悲劇」的諧⾳，寓意翻轉⾧照的「悲劇」形象，⿎舞照護
者與家庭「擁有『向悲劇乾杯』的勇氣」。 

爺爺辭世後，李昱伶陷⼊悲傷和空虛。她加⼊「安寧志⼯」⾏列，認識了更多
⾧照照護者。當時她才30歲，不缺⼯作機會。但她觀察，華⼈社會期許⼦⼥照
護⽗母，單⾝的中年⼦⼥往往在壓⼒下成為⾧照照護者。等⽗母辭世後，這些
照護者錯過⼯作⿈⾦期，往往無法重回職場，形成另⼀個悲劇。 

● 未來還要推「⾧照無敵⼤辭典」 
因此，「杯具社」也將推出關於⾧照的⽂創商品，包括「⾧照無敵⼤辭典」等。
李昱伶計畫聘請⾧照照護者擔任販售者，希望提供照護者⼯作機會。 

● ⾧照管理師 要募「祖孫返校⽇」 
和李昱伶同屬「30世代」的⾧照管理師周本正，則打造充滿創意的⾧照課程「祖
孫返校⽇」。他計畫挑選全台20家偏鄉⾧照站或新成⽴的⾧照機構，為⾧輩舉
辦⼀天「祖孫返校⽇」，將⾧照中⼼的⼀⽇⽣活包裝成⼩學⼀⽇課程，讓⾧輩
覺得去⾧照站就像上學⼀樣開⼼。 

周本正指出，「祖孫返校⽇」源⾃⽇本的「懷舊治療」。⽇本銀髮族對⾧照機
構有負⾯觀念，認為這是「被家⼈遺棄的居所」、交不到朋友。⼀家照護機構
推出「懷舊治療」，讓爺奶穿起⼩學⽣制服在照護機構上課，課程模仿國⼩課
本，有⾳樂課、國⽂課等。課程內容則包括懷舊童玩、懷舊歌曲、古早時代的
⼤明星等，喚起爺奶的溫馨回憶。 

● 讓乖孫帶著爺奶 ⼀起上課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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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返校⽇」課程成功喚起爺奶的童年回憶，滿⾜不少銀髮族因家貧不能上
學的缺憾。他們在⼀起上課的過程中交到朋友，因此願意到⾧照機構接受照護。

周本正表⽰，台版的「祖孫返校⽇」除了懷舊課程，還將設計適合⼩孩⼦的課
程，⿎勵爺爺帶孫⼦⼀起參加。此⼀課程的部分內容曾在新北市海⼭公共托⽼
中⼼實驗過，未來計畫透過群眾募資完成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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