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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銀色新動力」為成人教育博士及知名媒體人周傳九先生所著，此書分

章別類，由重點式的介紹了以北歐各國為主的長照現況及高齡政策，乃至荷蘭、

以色列等其他國家值得借鏡的老年照顧措施。北歐，相較於台灣，除了是一個人

口組成、資源、經濟、人力迥異的福利世界，最大差異其實在於其核心思想的貫

徹，強調人本概念需從思想奠基開始。 
 

首先在書中第一章----「重要的不只是硬體」，作者一一介紹芬蘭、丹麥、

及荷蘭等國的照顧機構、關懷據點、日照中心、乃至急性後期復健中心的設置特

點，強調不是要有一筆錢，而是先有一些想法，基於對人的價值和關係的想法，

是故選擇據點的領導者非常重要。而更新的照顧服務精神是以增加老人能力為導

向，強調長者的自主能力；第二章「用心照顧，社會連結」則是透過北歐長者的

音樂治療、飲食備餐、閱讀培養、乃至失智讀本、充滿正面能量且注重族群平等

的老人照顧文宣…等，強調需同時照顧老人的身、心、靈；第三章 「運動是生

命之泉」則列舉丹麥的機構老人奧林匹克運動會、芬蘭為老人量身訂做的水中運

動、及結合教會力量的整合性健康促進方案…等，宣揚北歐專業化且具實證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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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人健康促進活動，強調預防失能可以節省更大的社會成本；接下來第四章「扭 

轉刻版印象」中，以歐盟透過荷蘭公視的媒體老人形象調查，點出北歐老人照顧 

體系的成功，係來自政策重視和改變社會氛圍的種種努力；第五章「我的親人，

我自己」則分享長者訪談及老人志工經驗；第六章「照顧者也是主角」則提及以

色列臺拉維夫的照顧服務者教育中心，該單位的訓練將專業價值觀與敏感度建立

視為比技術教育更優先；第七、八章的內容則重申北歐各國秉持「以人為本的核

心價值」，才能創造「重拾個人價值」的高齡者照顧，作者也提到，透過政府與

非政府組織合作並資源共享，「攜手打造高齡友善社會」這股北歐銀色新動力才

能永續發展茁壯。 
 

書中章節也列舉了許多實例，淺顯又清楚的幫助讀者對人本概念如何落實於

照顧服務能有所理解，例如北歐各國設立機構選擇場域時，功能需求及地緣關係

永遠優先於閒置空間利用；芬蘭和丹麥提供長照或健康促進服務時，訓練賦與長

者能力必定重於身體照顧或凡事代勞，且強調長者的自主性、參與合作、提供訓

練者需以訓練的原因與目的和長者溝通，設立共同目標並鼓勵長者為自我負責；

而針對機構的設置，芬蘭及荷蘭以「家」的設計為出發點，精神先重於軟體，再

來才發展硬體，強調選擇據點領導者為首要，此領導者須具備對人的價值和關係

的想法，而照顧服務是以增加老人自主能力為導向；作者透過分享北歐國家的實

務經驗，強調老人要活得快樂即要能自我實現、覺得被需要、和生命中重要的人

建立關係，書中舉的實例如芬蘭經營的有聲有色的「祖母俱樂部」、北歐日照中

心的學員專長分工、芬蘭的失智繪本、音樂治療，丹麥的退休準備學校等。 
 

再者，作者也介紹芬蘭及荷蘭的高齡產業早已發展出建教合作，此部分也很

值得人口快速高齡化的台灣社會參考。文中提到北歐國家強調創新研發新運動、

產業化、專業化經營，其研發著重於五官刺激以及須與生活融合，闢如：芬蘭經

驗中，其「研發老人運動機構」會定期將新的延緩失能運動以文字、光碟送到基

層老人教練培訓場所，更鼓勵發展在家運動，有專人教導長者自行在家以家中現

有的蘋果、橘子、助行器為運動器材，搭配編曲快樂的持續運動。其老人水中運

動更強調以具救生員資格的體育系學生專業陪伴，游泳池採通用設計讓長幼一起

使用，以提升效益，堪稱青幼銀共營的典範。最後，作者指出：在北歐的照顧系

統中強調健全的老年照顧需從社會氛圍改造開始，強調尊重老人除了有豐富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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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智慧，也會有愛、性、成長、和人際關係的需要，形塑老人的正面、積極形象，

營造對於長者關懷、互助、又不失自主的態度，書中提到2005年歐盟進行電視

老人研究調查，由荷蘭公視媒體教育訓練中心(Radio Netherlands Training 

Center, RNTC)主導，收集義、奧、德、荷、英、法、比等國樣本，且將研究結

果彙整後聯合發行《聚焦年齡》(Age into Focus)一書，強調媒體形象朔造、文

宣的正面功效等，即是北歐高齡照顧系統對社會氛圍改造的最佳例子。 
 

放眼北歐美麗新世界，雖礙於人口、經濟結構、及風俗國情，台灣也許不能

完全複製北歐的一草一木，但我們仍可以學習北歐人本精神，以積極富生產力的

觀點看待老化，注重平等族群概念，強調專業效能及實證精神，明瞭健康促進與

預防失能可以節省更大的社會成本的概念，社會及政府能有挹注更多的人力、金

錢、物力的改革決心，而非短視近利，才能洞察燭先，為台灣目前長照困境開出

一條明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