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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學院

對於銀髮族群的需求，以往多從弱勢和危機的角度看待，以社會福利的角度提供解決

方案。近年來已經逐漸扭轉銀髮族是「依賴者」的形象，而轉變為正向積極的做法，除了

提供照護醫療等社會福利外，更進一步規劃協助老人自立、自尊的生活，使不致成為社會

負擔，甚至得以發揮銀髮族的智慧與貢獻，讓他們成為國家競爭力之一。

這次專題報導共提供了 8篇文章，主要專注於「探索銀髮族的行為能力與競爭力」。
第一篇文章〈高齡者的時尚生活理財觀〉揭櫫當代高齡者應建立的金錢觀及生活態度，作

者主張透過投資管理，高齡者可逐漸結識與自己的知識力及財富力相當的朋友，經過互動

間個性的契合，人際網路的支持將不匱乏；也教導一般民眾如何隨著年齡調整投資風險屬

性，並做好核心與衛星資產配置。高齡者循之而為，便能做個既時尚又令人敬重的長者，

並逐步建構世代之間有尊嚴的高齡社會。

第二篇文章〈當銀髮族遇上 AIoT〉討論銀髮族如何使用新興科技來改善生活品質，
是一篇可讀性相當高的文章。作者認為在科技的快速轉變下，提供友善的操作介面，使得

銀髮族能輕易地接受新興科技，並且協助其活出自信及快樂是關鍵考量之一。物聯網及人

工智慧技術是進行式，也是下一個世代的新科技導向，如果能妥善應用在銀髮族的生活起

居上，將能打造其樂活人生。

在〈培力遊戲活化銀髮族〉一文中特別提到讓銀髮族參與寵物養成的一款遊戲設計，

有助於提升其健康度、參與力和安全感。作者強調，過去都以為科技發展與科技產品是屬

於年輕人的，老年人與新興科技無關。但隨著科技發展，物聯網各裝置間透過網路雙向溝

通，並透過雲端手機 APP軟硬體系統整合，將能滿足「智慧生活」，以及賦予銀髮族未來
生活各項情境所需的「無限應用」需求。

從長照計畫推動內容來看，強化居家照顧與社區式長照服務的普及性，是高齡化社會

無可避免的發展趨勢。〈在長期照顧服務中導入社會企業模式〉一文中就探討於長期照顧

服務導入社會企業的模式，以求落實社區照顧服務的概念。作者建議可運用三階段價值適

配法，包括「找出問題和解決方案的適配階段」、「產品市場驗證的適配階段」及「具商業

模式的適配階段」，為長照需求者創造價值，也能使機構獲利。

銀髮族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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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照顧的整合〉是作者長期實地觀察的心得。作者指出，人口老化

的照顧需求與少子化帶來的高扶養比，會影響未來台灣整體的國家競爭力。但透過不同世

代和族群彼此間的互助，發揮各自所長，以無私的精神為自己生活的社區共同努力，可使

年輕人有在地就業的機會，老年人在居住社區內受到好的照顧，社區則能穩定地朝向永續

發展邁進。

〈用故事開創銀髮族樂齡生活〉主要討論新媒體與銀髮族的關聯

性，重點在於提出如何運用新媒體載具，激發「青銀族群」共創社會

參與、社會融入，讓銀髮族不再是新媒體下的局外人，達到實質的「高

齡友善社區」的台灣社會。在這個實驗計畫的實踐過程中，作者也發

現青銀共創的敘事力思維確實可以幫助達到「敬老、親老、連通、康

健」的實質成效，而非只是口號。

另一篇〈銀髮族的影音素養〉記錄台南市南區喜樹當地的藝術聚

落籌備活動和傳統南管音樂的田野參觀與訪談拍攝的過程，以及嘗試

讓學員學會基礎的數位拍攝與剪接，並能講述自己的生命故事。作者

希望這樣的課程設計能帶給銀髮族學員一些使用工具的能力與思考的

啟發，往後有機會能自行製作保存自己的人生經驗與智慧。

人口老化現象與銀髮族安養照護問題，已經成為迫在眉睫的社

會、政治與國家問題。在〈發現薄暮之美〉一文裡，作

者頗有感觸地說，銀髮族長照政策需要務實體貼，擺

脫「銀髮族長輩等於病患」的迷思，才能提供銀

髮族長輩樂活養老的環境。也

強調銀髮族長照事業不只是

家庭個人或政府醫療體系的

單向責任，應該是政府與民

間共同攜手創造的新制度、

新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