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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實 

104 年 5 月高齡社會健康治理論壇 

陳政雄教授:台灣長期照顧設施現況與未來之演講紀實 

王詩涵1 

    在談到台灣長期照顧時我很快的會聯想到機構式照顧、社區式照顧和居家

式照顧這三大類別的服務模式，這三類服務並非白紙黑字下三種完全獨立的存

在，背後重要的是要探討這些服務模式如何運作在幫助高齡者安適的老化上。 

    現今「在地老化」是主流思潮，因為我們認為讓高齡者在他最熟悉的環境

中適應老化過程的挑戰是最安心的，所以會提出的問題是：如何讓高齡者在家

終老？而因為老化最大的挑戰便是身心狀況的改變，陳政雄老師便以人類身心

狀況的改變來帶我們看不同階段的服務，從可以獨立自主的健康期、需要支援

的障礙期到完全依賴的臥床期，其中軟體的服務本就是我們常討論的，但藉由

此次的演講讓我更進一步認識到，除此之外的硬體環境可以在支持高齡者生活

上扮演的角色之重要性，它不僅僅是指無障礙空間的設置，而是更進一步的引

領一種讓高齡者安心生活的「家」的照顧模式，甚至是社會如何照顧高齡者價

值觀念的呈現。 

    從一開始講的家庭托顧開始到大規模的長期照顧機構都強調營造小單元式

「家」的氛圍的照顧，這是因位高齡者的照顧並非是醫療的照顧，而是生活的

照顧，需要的除了食衣住行的工具性支援之外，還有安全感與感情上依賴的需

求，所以照顧設施強調家的營造，硬體在規劃上走向單元化、家庭化，使能輔

以軟體服務讓高齡者安心的生活在「家」中。 

    而在談到老人住宅規劃時，我在高齡者的生活圈中規劃代間同鄰與在地老

化的方案中得到很深的感觸，先前曾有老師在課堂向我說：台灣(我們)的長期

照顧不能只討論在甚麼服務可行、什麼模式可嘗試推行的層面，還有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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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喚起我們的社會去思考我們應該要怎麼照顧我們的長輩，有多少是家庭必

須扛起的責任，又有多少是政府應該負起的責任，去討論出我們社會照顧高齡

者共同擁有的價值觀。從這次老師提到的老人社區住宅規劃中，我可以從裡面

感受到規劃者想傳達的家庭支持高齡者生活的理念，父母因為有需求居住於照

顧服務住宅，子女就住在同一個生活圈的一般住宅中，照顧住宅幫助高齡者維

持自立生活，除此之外，同一生活圈的生活使高齡者也能繼續與子女維持密切

的兩代甚至三代間的交流，讓家庭成員能繼續給予高齡者強韌的支持網絡，當

然這之間社區組織和服務介入的力量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單單從居住環境

規劃上便能感受到他們想讓家庭持續在支持高齡者生活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想

法。 

    最後從社區整合多元照顧服務模式中，老師很清楚的讓我理解何謂以高齡

者自宅為中心，將服務連繫輸送到高齡者家中的構想，不過我會感受到這個正

式照顧服務的網絡密度將非常高，對於服務人力的需求與照顧的成本也可以預

期相當可觀，如何建構這個服務網路與維持它永續的發展，將會是非常大的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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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5 月高齡社會健康治理論壇 

呂寶靜教授:台灣老人社區生活參與之研究演講紀實 

張舒晴2 

台灣在 1993 年老年人口達到總人口百分之七，成為高齡化社會，在 2025

年，更預計達到百分之二十；隨著人口老化，家庭結構改變，政策的推動勢必

隨之而來，而除了政府的因應策略，民間也有相關團體的參與，但最細微、最

不顯眼的幫助絕對是從周圍生活環境所帶來！ 

以呂寶靜教授所演講的議題－台灣老人社區生活參與之研究，我們可以了

解到社區生活的重要性，我想以我住在鄉下的姑姑做討論；早上起來餵雞，下

午午睡醒後去過家聊天和逗弄別人的孫子，晚上和自己的孫子相處，偶爾午夜

幫社區巡守隊煮消夜，也參加老人會舉辦的進香團，由姑姑的行程可知社區鄰

里在她的生活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由活力老化的觀點出發，我就想到住在我

對面的奶奶，較年輕、體力還可以時喜歡在自家外面的小竹籬種各式各樣的植

物，後來體力下降後就沒有在經營籬笆了，但每天在做的是變成了從郵箱中分

派信件，常常看到她從巷口第一間遞送到最後一間，我覺得這很特別的是因為

從呂寶鏡老師的演講中，代收信件為鄰居可提供給老人的協助，但在我的社

區，郵差一到，奶奶就會從家裡走出來，藉由這樣的社區活動參與，即使行動

較緩慢，也應該被接受，構成對生活的滿意度，才不會使老人因缺乏自信心而

常駐家中，沒有戶外活動！ 

我到繁榮一點的地區求學時，了解到都市地區通常都會區分成社區，社區

門口可能有警衛或柵門，這些在我家都沒有，但聊天時談論到我的社區，我很

自然的能夠畫出我心中的社區範圍，這應該就屬於演講中提到的鄰里認同感和

社區意識，針對如何凝聚認同感和社區意識？我認為在鄉下不需要多做什麼，

走出家門共同生活的情感就是凝聚，儘管是老人，在晚上時也會在吃完晚餐後

拿著椅子坐在家門口，小孩走過時也會喚一聲奶奶、爺爺，隨意的問候、聊

天，颱風來時斷電的傍晚、炎熱的夏日午後、過年的通霄麻將，都能凝聚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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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情。雖然鄉下地方有它的好處，但也有它的壞處，交通不便對於老人們似

乎是個可預見的問題，沒有公車或接駁車，往往看個例行門診多數仰賴家人接

送或叫計程車，並不利於老人活動，雖說鄉下地方老人社區參與營造雖容易，

生活範圍仍有所侷限。 

人終將變老，但是可以透過正式與非正式體系、親友及鄰居的關心、社區

互動，讓老人不會消逝於社會，不會因為身體機能下降而被排除，使自己老的

年輕，老的有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