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
化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過程，全球人口老

化加速，醫療進步及生育率下降，帶來社

會、經濟、醫療壓力，如何營造健康活躍、豐富

樂活的高齡生活，追求成功老化，是你我都需要

面對的課題。所謂「成功老化」是延長高齡者健

康活躍的時光，縮短不健康的存活年數，隨著歲

月增長，身體機能逐漸走向衰退，但在離開前能

擁有快樂、尊嚴和成就感，相信是人們心目中成功

老化的美好願景。

運用臺灣優勢　打造銀髮新藍海

為讓願景成為清晰的政策方向，工研院提出

的《2035技術策略與藍圖》中，提出「健康樂

活」應用領域發展策略，首先可透過智慧醫療搭配

撰文／賴宛靖

老化是生命的進程與成長，是一段生命的律動與變遷。臺灣應利用資通訊、醫療等

強項產業，為高齡者打造一個更健康、安全有尊嚴的生活圈，完成人們成功老化的

美好期望。

迎接健康樂活的老年幸福時光
科技驅動高齡商機

工研院提出

《2035技術策略與藍
圖》，擘劃新興的智慧

診療服務系統並建構產業

生態體系，運用ICT整合醫
療科技，全方位的為成

功老化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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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照護雙軌並進，並導入臺灣ICT（資通訊）產

業的強項，擘劃出新興的智慧診療服務系統並建構

產業生態體系，運用ICT整合醫療科技，在此優勢

基礎上，以延長國民健康餘命為目標，於精準健康

的創新服務系統，甚或是打造健康資料運用的平台

等，全方位的為成功老化打好基礎。

此外，發展運動科技也是促進國人健康樂活

的方式之一。工研院洞悉傳統運動產業朝科技化發

展已是不可逆的趨勢，帶領產業搶攻運動科技國際

市場，透過各式虛實整合的互動運動模擬器，打破

運動空間的限制，居家也能隨時隨地揮汗健身、維

持肌耐力。

正因為成功老化的發展趨勢跨足多面向產

業，更需有人帶領。面對超高齡社會結構，只靠政

府投入資源難以形成健全的產業生態系，因此，

2022年工研院在經濟部產業技術司補助下成立了

「健康樂活與智慧醫療照護聯盟」，成員橫跨資

通訊、保險、照護服務、機構設施、學研等，跨

域彙整產業觀點，已遞交出能使產業持續發展新

藍海的商業模式。 

多方耕耘　奠定成功老化里程碑　

老化並非衰敗，是生命的進程與成長；老化

更不是障礙，而是生命的律動與變遷。如同面對

嬰兒期、青春期等生命歷程，為老化預作準備，

才能優雅地迎接另一個階段的自己。工研院產業

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副所長張慈映便給予「成功

老化」一個更明確的定義，她認為當身心靈與經

濟狀況都能適應高齡帶來的變化，就稱之為「成

功老化」，這樣的個體無論幾歲，都能保有自在

的活動力並與社會積極互動，因此也稱之為「活

躍老化」。

張慈映強調，成功老化不僅是以健康為指

標，還要從個人生理、心理及檢視社會各層面是

否做好準備，要達到成功老化的願景，就要讓高

齡者被社會接納。早在20年前，日本就意識到國

家將步入超高齡社會，為了讓國民體認老化現象

的到來、強調人人都會變老，敦促國人尊重與接

納長者，著手規劃教育培訓：協助企業晉用高齡

者、職務改造等，比方說兼職工作原為一班8小

時，考量長輩體力而分成早上4小時、晚上4小時

的班表；以及維修鐵路、地下水管等仰賴老師傅

經驗的工作，但長輩可能無法爬高、親自修理，

就可透過無人機等科技產品輔助，讓老師傅得以

善用多年經驗與判斷力。

高齡社會對臺灣而言已是現在式，加上近幾

年許多企業自海外移回臺灣，各行各業缺工現象

逐漸浮現，人力缺口加上高齡社會來臨，「高年

級生」也成為人才荒的解方之一。張慈映分享，

工研院曾攜手南山人壽推出一本白皮書，原名是

《青銀共好》，但認為不只有年輕人需要跟高齡

者共處，因此改成《世代共好》，就是希望各

世代對社會都能高度參與及認同，建立和諧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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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4.0時代來臨，工具機變聰明，成為全方位智能化發展的好幫手。「2018台灣

國際工具機展」中，工研院展出全球首創、一鍵可同時控制工具機與機械手臂的

「ROBOT inside五軸同動控制器」等多項智能化產線關鍵技術，為台灣產業轉型升

級智慧製造帶來新曙光。

再創台灣半導台灣半導體高峰
智能化產線系統關鍵技術場氛圍。張慈映笑稱工研院已是「五代同堂」，

院內有退休後重返職場的高齡者，也有高中實習

生，年齡差距大，可謂是世代融合的代表。

多老才叫老？　老老與初老大不同

現代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也影響國人對健

康和福祉的需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TO）定

義，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到14％時稱為

「高齡社會」，然而，將65歲定為高齡的分界點

是否合宜？日前韓國就提出將高齡定義從65歲調

整至70歲的想法；衛福部數據也顯示，無論是全

球還是臺灣的高齡者，身體開始出現明顯衰退約

在75歲至80歲間。

因此，「老」不能一概而論，可分為「初

老」與「老老」，若以年齡區分則分成65歲至75

歲、75歲至85歲和85歲以上等3個階段，再依據

生理和經濟狀況進行細分，較為適當。例如，年

齡介於65歲至75歲間，健康狀況良好、只有輕微

慢性病者，剛退休，喜歡旅遊及享受生活；75幾

歲以後也許開始出現關節不適、頻尿等問題，每

個階段的需求都不盡相同。因此，若將高齡人口

細分後，再觀察族群的身心靈及健康狀況變化，

國家所制定的政策或市場上規劃的高齡商品與服

務，才能滿足高齡者需求。

衛福部國民健康署統計，2025年臺灣每5人中

有1人年齡超過65歲，超高齡社會已來到，我們的

社會和企業準備好了嗎？張慈映認為，透過精準

的市場洞察，企業可進入不斷成長的高齡市場，

不僅能開拓商機，更可為新世代高齡者打造理想

又多彩的老年生活。

當個人身心

靈與經濟狀況都

能適應高齡帶來的

變化，就可稱為「

成功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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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4.0時代來臨，工具機變聰明，成為全方位智能化發展的好幫手。「2018台灣

國際工具機展」中，工研院展出全球首創、一鍵可同時控制工具機與機械手臂的

「ROBOT inside五軸同動控制器」等多項智能化產線關鍵技術，為台灣產業轉型升

級智慧製造帶來新曙光。

再創台灣半導台灣半導體高峰
智能化產線系統關鍵技術 根據台灣銀髮族活動指數調查顯示，多數

銀髮族其實是喜好外出活動的，但近6成銀髮族

因泛健康問題而不願外出，其中47%長者長期受

漏尿、失禁問題困擾。因此從事高齡旅遊的業者

在旅程設計上應體貼需求，日本甚至有機器可訓

練高齡者的膀胱肌群，協助適應舟車勞頓時的

震動，在抵達洗手間前可忍住尿意、不致發生漏

尿的尷尬；或考量有慢性病、洗腎需求的長輩所

需，幫助他們有更活躍的高齡生活。

此外，隨著年歲更長，身體退化愈加明顯，

有些長輩腿腳逐漸無力、卻還不想拿拐杖，就可

用具有止滑效果的雨傘，也有外形像推車，方便

外出購物的類助行器等，這類生活用品不是輔

具，但卻能默默協助高齡者安全外出；日本有高

齡者GPS鞋可預防長輩失智症發作迷路；臺灣仁

寶集團旗下的神寶醫資亦推出AI輔聽器，可以依

照使用者的習慣、頻段微調，外型精巧時尚如耳

機般，讓高齡者不致排斥，而助聽產品使用時間

長，需取下充電，但外型小容易遺失，搭配定位

功能，用手機就可以找到，用點巧思，原有商品

就能升級打入高齡市場。

老人不是累贅　高齡市場商機大

張慈映也分享歐美觀察的經驗。歐洲高齡

獨居者的比例約40%，加上社會福利完備，歐洲

長輩被視為獨立的個體而非被服務的對象，高

齡者也不會太擔心晚年沒人照顧，較能坦然接受

老化，且歐洲有不少青銀共居的服務，讓世代間

有更多互動機會，加上歐美人士對寄宿家庭的模

式很習慣，青銀共居使長輩的社會參與度提升；

至於歐洲的長照機構也會適時使用科技產品為輔

助，英國就有機構設計光影遊戲，刺激長輩手腦

並用，延緩失智症的發生，而政府評鑑機構時，

對機構使用較多科技產品會給予加分，也刺激相

關產業的蓬勃發展。

美國也有不少針對高齡生活的創新服務，像

是專門媒合青銀服務的平台，類似Uber的概念，

不過提供的是年輕人到長者家中協助如換燈泡等

簡易居家修繕，也有居服員的媒合平台，長輩可

自行上網去找居服員而非只能由政府指定，且年

輕人投入兼職，也讓人力配置更彈性。

老化是人生下半場賽事，「不老經濟」更

是各國關注的新興產業，潛藏巨大商機，張慈映

認為，高齡衍生的產品與服務也能抓住「內需

促進外銷」的機遇，例如日本長照龍頭日高集團

與臺灣中化銀髮合作，就是一例。日高將日本國

內的長照成功案例輸出臺灣，再設計出臺灣本土

化的服務方案；而美國的居服員媒合平台或網路

派工系統完善，國內也有臺灣大車隊系統，只要

經過流程優化也可拓展到長照市場，未來將臺灣

經驗輸出到各國華人社區或亞洲國家，就像當初

7-Eleven從日本引進臺灣市場一樣，複製了其經營

管理和營運方式，但後來發揚光大，成為臺灣獨

一無二的超商文化。

邁入高齡社會的臺灣，可積極透過種種措施

與商業模式的創造，讓年齡不再是阻礙，而成為

社會轉型的契機，使每個人都可享有尊嚴和幸福

的晚年生活。

國外有居服員的媒合平台，長輩可自行上網去找居服員而非只

能由政府指定，而年輕人投入兼職，也使人力配置更彈性。

27Industrial Technology

封面故事

Feat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