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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正視老年行動議題 

王新台1 

   這期老年論壇內容，重點放在老年人的行動與可能影響行動的因子。討論行

動，一定要先界定行動所在的生活空間。空間從內到外包括臥室、住家、住家

外（包含庭院、停車場）、周遭環境（包括臨近街道與公園）、社區（包括銀

行、商家、醫院等）、國內與國外（1）。由於篇幅限制，我們聚焦在透過建設環

境的改善與交通工具的提供，對老年人行動的提昇。主題一要討論的是住家與

住家外，如何透過通用設計與智慧住宅，滿足在居家空間內外行動需求。主題

二要談的是老年人交通工具的選擇（包括汽機車與大眾運輸），如何滿足老年人

就醫、購物、拜訪親友等行動需求，以及道路、交通號誌、交通指標設計等，

如何考慮老年人的認知功能下降，以提昇行車安全。沒有討論到的是周遭環境

與社區的規劃與設計，如何滿足老年人在鄰近生活圈內行動上之需求與安全。 

   老年所黃婉婷同學，透過訪談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公車處課長與資料收集，報

導與評論台南市公車系統對老年人的可負擔性、可近性、可獲得性和可接受

性。她在評論中指出，依據老年人健康狀態（健康極佳、健康良好、健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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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與年紀(65-74, 75-84, >= 85 歲)，提供不同且多元性交通工具選擇 

（2）。對於衰弱的老年人，因爲無法靈活掌控駕駛，無法自己開車。同時公車

的可接受性和可近性無法滿足他們需求，需要替代行動方案。作者提到，多扶

基金會所提供身心障礙人士的巴士接送服務（3），應可思考延伸服務至衰弱老

年人。目前台南市台灣大哥大車隊，也提供了無障礙計程車服務，但數量只有

20 輛。洪煒斌醫師討論老化所產生視覺、聽覺、反應時間等的衰退，對駕駛安

全之影響。透過駕駛測試，規範老人駕駛，以保障老人與其他人路上安全。但

是為維持老年人能獨立生活，如何提昇老年人自我規範駕駛行爲，也是重要課

題。鄭永祥教授透過台南市交通事故分析，了解交通事故發生地點、時間、原

因，與傷害程度，作為未來道路設計、交通號誌設計、交通指標設計，與交通

事故頻繁路口的改進之参考。當然車輛的駕駛與安全設計上對老年人駕駛很重

要， 但此次論壇未與著墨。 

   自我規範駕駛行為包含避免大雨中駕駛、夜間駕駛、尖峰時間駕駛、擁塞路

段駕駛、長途駕駛、危險路段駕駛等（4）。也就是會考慮駕駛時狀況是否危

險，以及減少駕駛次數，自我規範駕駛的行為。文獻中指出老年人會在考慮家

人建議、醫師建議、健康狀況、經濟狀況，會逐步自我規範駕駛的次數與避免

在危險時段、路線、天候駕駛（5）。如果老年人能自我規範駕駛行為，或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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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教育課程、協助老年人因應老化，提昇駕駛技術與改變駕駛的行為。如此

不僅可維持獨立生活，並可能減少交通意外事故。在規範以年齡限制駕駛權

利，不能不考慮老年人獨立生活的需要。 如果無法繼續駕駛，應提供可替代的

大眾交通工具。 

   目前文獻中所談到的都是駕駛汽車的自我規範駕駛行為，但是台灣老年人多

以摩托車代步（6）。騎機車出外作運動 18% vs 駕駛車輛 7.6% ，工作相關

46% vs 19.7%，相關老年人駕駛自我規範行為的研究付之闕如。在老年族群

中，摩托車騎士對自我規範駕駛行為的意見與看法，相關行為的調查與影響因

子，相關法規的制訂與依據等，目前沒有實証數據。但根據交通事故資料，摩

托車死傷事故居於首位（56.8% in 2013），老年人是死傷事故的高危險群

（7）， 因為事故傷害，所帶來醫療與照顧上的花費與社會成本，我們應該要正

視老年人駕駛摩托車自我規範駕駛的行為這個議題。如果只是以年齡規範駕駛

權利， 固然可解決大眾與個人行路安全，但也斲傷個人獨立生活的能力，與造

成生活品質的下降。如何取得平衡，需要研究數據與相關政策的制訂與推動。 

年紀大的老年人，接近八成的時間活動都在家裏（8）。由於身體功能下降, 需

要住家的設計或改裝，減少在住家內行動上障礙，達成個人（因爲老化與日常

功能衰退）與住家（物理）環境之間的配適。但住家對年紀大老年人，不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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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日常活動的地方，也是個人歸屬感的地方。Oswald et al. 曾指出文獻報告

都是討論住家功能對健康之影響，對於住家的意義對老年人健康影響沒有著墨

（9）。基於此，歐洲 Enabling Autonomy, Participation, and Well-Being in 

Old Age: The Home Environment as a Determinant for Healthy 

Aging” （ENABLE-AG）計畫，將客觀的物理環境與主觀的認知（包含家的

滿意度, 家的意義, 可用性和有關家的掌控信念）納入研究，探討住家客觀環境

對老年人獨立與自主性之影響，以及主觀對家的認知對主觀幸福感之影響

（10）。 

    Carr et al 提到不同建築設計理論，來滿足老化過程對物理環境的需求

(11)。這些設計理論有可近性設計，可調整性設計，跨世代設計和通用設計。 

文中論述認為可近性設計和可調整性設計易造成標籤化與年齡歧視，而且改裝

花費高。通用設計除了避免標籤化與年齡歧視，同時提供安全、可近性與可用

性住家環境，滿足所有可能用的到的老年人。雖然跨世代與通用設計雷同，但

前著只針對衰弱或失能老年人，而且仍著重在年紀。目前理論與實際應用之間

仍存在落差，原因包含建築師養成教育缺乏通用設計理論教導，限於建築法

規，建築師的設計缺乏對顧客所面臨障礙的了解，顧客是 後決定者，建築師

即使有好的通用設計，顧客未必接受，且費用可能過高。總結來說，如何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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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設計理論，滿足老年人住家需求，達成成功老化，是一塊充滿挑戰，但也

是創新與實踐的機會。 

   三奕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黃世銘建築師談到在建築設計實務上，針對高

齡居住者的智慧性平台開發與應用。從健康資料的監控，居家空氣品質控制，

溫度的調整，透過網路視訊擴大社交連結與互動，住家內活動的監控等。未來

的建築設計，將走向智慧型住家與城市，為老化社會居住上需要，帶來創新性

解決方案。 

   老年人的行動與成功老化息息相關。透過住家的設計，交通工具與運輸系統

提供，維持獨立與自主性，提昇主觀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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