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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戰後嬰兒潮逐漸邁入高齡，人口老化成為世界的趨勢，臺灣在1993

年老年人口超過7%，進入高齡化社會，台灣高齡人口逐漸增加，依照內政

部的統計資料，65歲以上人口至2013年已增至268萬人，佔總人口百分之

11.49％(內政部，2013)。依人口推估資料顯示，我國65歲以上的人口在2017

年將成長至14%，進入高齡社會，2025年將至20.3％，邁入所謂的超高齡社會

(super-aged	 society)。估計由高齡化社會(ageing	 society)轉變為高齡社

會約需24年，而由高齡社會轉變為超高齡社會所需時間縮短為8年，顯示臺灣

地區人口高齡化之歷程將愈來愈快(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1)。面對這

波銀髮海嘯，臺灣的準備度如何?高齡族群是否能轉化成為社會資產，有賴政

府建立完善的高齡政策與制度，以維持國家競爭力。

新加坡與其它已發展國家都共同面對著人口快速老齡化的議題，自1970

年代開始，至今短短30餘年，新加坡從一個年輕、生育力強、死亡率高的國

家，轉變成人口老化、生育率低、死亡率低的國家，根據新加坡統計局人

口普查報告顯示預計至2030年，新加坡高齡人口將升至為18.7%(凌展輝，

2012)。另根據內政部統計處(2012)主要國家老化指數資料中發現，至2010年

止，新加坡老化指數已高達51.7%，並在全球人口老化情況嚴重的前十名國家

中，僅次於義大利與日本，位居第三。由此顯示出，新加坡正面臨嚴重社會

高齡化的挑戰。為因應高齡化趨勢，新加坡政府早於1999年在跨部會委員會

(Inter-Ministerial	 Committee)中，以「成功老化」(Successful	 Ageing)

為願景，為高齡化議題制定公共政策，目前高齡化四大政策主軸為：提高就

業與經濟安全、促進在地老化、提供全方位及可負擔的醫療照顧、提倡活躍

樂齡(蕭玉芬，2012)。其中，新加坡政府為保持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競爭力，

在高齡化的社會趨勢下意識到「學習」對高齡期發展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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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內容是探究新加坡如何透過成功老化政策展開樂齡教育行動，

以及其特色與課題為何。研究方法主要透過相關文獻進行成功老化之理論概

念探討，並運用實地前往新加坡樂齡組織訪問之資料相互驗證論述(註1)，分

析新加坡樂齡教育形成歷程以及推動機制，最後根據上述探討對於臺灣高齡

照護政策進行省思探究。期待透過探討新加坡推動樂齡教育政策之經驗，提

供我國相關政策推動之參考，乃為探討之目的。

◆貳、成功老化之理論概念探討

生老病死為人生必經過程，如何讓高齡者接受老化的過程，正向地展開

成功老化的積極生命，Rowe與Kahn(1987)首度發表〈成功老化〉一文，倡議

「老」不等於「病」，並區隔「成功老化」、「一般老化」(Usual	 Aging)、

「病態老化」(Pathological	 Aging)後，眾多相關研究與理論更如雨後春筍

般被提出，重要地豐富與補充了對老年階段的瞭解。

目前與成功老化定義相關之理論有四，首先，Rowe及Kahn(1987,	 1997,	

1998)兩位醫學領域學者指出成功老化必須包含三項要素：(1)降低罹患疾病

與因疾病而發生失能的危險、(2)維持高認知與身體功能、(3)主動參與社會

(包括關係的建立與生產力的提供)，透過跨學科研究網絡的多項實證研究結

果，提出基因不是決定人類如何老化的絕對性因子，並主張人人可藉生活形

態的調整以中和老化的負向影響。之後，Crowther等學者(2002)提出在此理

論內加入第四個因子：正向靈性(positive	 spirituality)，以納入宗教與靈

性對老人健康的正向影響。

第三為Baltes	 &	 Baltes(1990)以心理學的觀點，運用變異與彈性的概

念，提出選擇、補償、與最適化理論(The	model	of	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簡稱SOC模式)，將成功老化視為一種心理適應良好的過

程，強調透過三種策略促使成功老化，包括(1)選擇—即預防或因應退化而對

生活目標所做出的選擇；(2)最佳化—調整或精鍊本身仍保有的能力與資源而

使目標達成；(3)代償—利用環境及工具的調整或改變而使目標達成。為如何

達成成功老化的具體作法。將成功老化視為一種心理適應良好的過程，展示

了如何達成成功老化的具體作法。

除上述三個理論外，第四個極重要的成功老化理論，則是Torres(1999)

提出的文化相關之成功老化理論架構(ulturally-relevant	 theoretical	

framework)該理論主張每個文化中皆包含對人性、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人

間的關係、時間、活動共五個價值傾向，而這些價值態度所形成的文化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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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如何看待成功老化這件事有重要的影響，是以，在探討成功老化的定義

時，不可不先瞭解老人所身處的文化環境。

◆參、新加坡成功老化政策探討

新加坡公共政策乃自1999年以「成功老化」為遠景，期望能培養健康、

活躍、財務穩固及生活獨立的高齡國民，並融入家族及社區成員，相互支持

與依賴，藉由代間密切的關係，最終目標能創造一個具包容性、凝聚力，以

及經濟充滿活力的社會，以下說明其成功老化政策之發展。

社區發展、青年及體育部（簡稱社青體部，2012年組織改組，成為社

會和家庭發展部）是主要負責管理新加坡有關人口老化課題的政府部門，該

部門成立工作小組，如「三方樂齡工作就業組」及「部長級老化工作組」，

並結合其他社會福利機構，共同推動代間融合的政策與活動，從「保障」、

「參與」和「健康」三大面向，實現新加坡「成功老化」的遠景。其成功老

化策略架構如下列四點(王維妮，2011；凌展輝，2011；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2009)：

一、老有所為：

增加高齡者就業機會和財務保障，使高齡者保持就業狀態，經濟上

能獨立，此乃成功老化的重要環節之一。高齡者可以繼續為國家經濟做

出貢獻，一方面填補生產隊伍空缺，一方面維持其經濟獨立，減少對家

庭及政府的依賴。另一方面，政府以中央公積金制度來確保高齡者經濟

來源無虞，如1987年開始規定公積金最低存款計畫，確保有一筆錢留在

退休戶頭，2013年推出公積金終身生息計畫，協助新加坡國民在退休時

有基本的收入。

二、老有所醫：

提供完整且收費合理的醫療保健與老人照護制度，確保老人需要照

顧時，能繼續獲得醫療和老人安養服務，滿足他們不同的需求和手段。

新加坡醫療費用昂貴，政府規定一部份的公積金需納入保健儲蓄中，並

提供全面的、承擔得起的醫療保健和樂齡護理。

三、老有所養：

推展在地老化，提供完善社區措施，包括無障礙生活環境及交通系統，

讓老人家與子女一起居住，結合政府、社區、家庭及個人力量，就地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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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有所樂：

推廣活力老化，確保高齡者能維持身心健康，持續效力社會，乃是

成功老化的重要指標之一。1978年成立第一間樂齡俱樂部，辦理各項活

動，鼓勵高齡者參與及終身學習。社青體部也成立活躍樂齡理事會，推

廣「活躍樂齡」的概念。此外，新加坡的樂齡據點主要包括鄰里服務中

心、樂齡活動中心、民眾聯絡所、康樂中心和樂齡學院，目前新加坡政

府共增設了6間日間護理中心及22間樂齡活動中心。

新加坡政府重視人口老化的問題，由於人口老化議題呈現多種樣貌及

變動的狀態，處理此項廣泛及跨領域的議題，需要各部門之間通力合作與協

調，因此，新加坡政府的態度乃是以跨部會的方式來處理高齡化議題。同

時，強調家庭為主要照顧者，社區、家庭及高齡者本身必須成為伙伴關係，

才能確保老年幸福(Goh,	 2006)。最後，培養高齡者獨立自主的力量，保持活

躍生活，維持身心健康是成功老化的另一項重要指標，鼓勵樂齡人士持續積

極參與各項活動、志願服務工作和終身學習，有助於維護高齡者的自尊，也

讓高齡者持續與社會保持接觸，積極體驗生命的價值。

◆肆、新加坡樂齡學習機構探討

新加坡以「樂齡」尊稱高齡者，為的是除掉人們對年長的的刻版印象，

具有更積極正面的意義，以「樂」取代「老」，意謂呈現老年人樂而忘齡的

圖像，顯示出新加坡高齡教育的最佳標誌。新加坡於建構成功老化的具體策

略之後，在實務推動面方面，開始挹注經費，輔導設立民間機構，陸續推動

各項新政策與活動方案。包括活躍樂齡理事會、飛躍樂齡服務、快樂學堂等

樂齡學習推動機構，有關新加坡樂齡學習機構發展現況，茲就筆者親自訪問

的樂齡學習機構新加坡快樂學堂(YAH!Community	College)舉例說明。

新加坡的「快樂學堂」是由馬林百列家庭服務中心於2005年創辦的一個

非營利的社區服務計畫，主要針對50歲以上的居民，提供樂齡課程。YAH代表

「Young-at-Heart!」，即「心不老」的意思，企圖創造一個學習的氛圍，積

極推動高齡者再學習的機會，讓年輕時期錯過受教育的高齡者，在晚年的時

候也能享受學習的過程，實現兒時讀書的夢想，最終為自己的成就喝彩，驕

傲的戴上方帽，參加畢業典禮。其目標有三：(1)藉終身學習來促使年長者成

功達到活躍樂齡之目的；(2)協助年長者發展潛能，成為領袖，引導同儕或未

來的年長者成為有尊嚴、活躍與快樂的族群；(3)以公眾教育、社區參與、倡

導活動等方式，改變社會對老化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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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快樂學堂課程規劃基礎是以教育老年學之父McClusky理論作為設

計學習活動的準則，規劃目標以協助樂齡學習者經歷思想改變的過程，帶來

樂齡認知、情意和社會的心靈活躍的轉化，進而帶來充權與自我全面提升，

成為對社會有貢獻和具有影響力與活躍樂齡群體為目的。課程學習內容包含

基礎課程—終身學習證書課程及延續課程二大類，基礎課程內容包含「個人

心理：應用樂齡學課程」、「團體生活：興趣及技能課程」及「社會連結：

社區參與計畫與小組服務項目課程」三類；延續課程內容則包含「分享式學

習課程」、「服務行動課程」及「樂齡領袖培訓課程」三類。教學方式則採

用體驗式學習法進行樂齡教學，以營造動態的樂齡學習過程，並使用團體教

學方式，進行小組之間的互動交流學習；再者，以結構化主題式教學方法，

以多元活動引導出課程主題(YAH!	Community	College,	2013)。

◆伍、新加坡樂齡學習發展對臺灣高齡照護政策的省思

世界各國皆面臨人口快速高齡化的挑戰，如何將「延緩長者失能，提高

生活品質」的理想具體實踐與努力。成功老化的觀點是指高齡者能減少疾病

及因疾病而帶來的身體障礙，擁有高度的身心功能，能積極的投入生活，並

擁有正向的精神生活；同時，能夠透過積極參與高齡學習活動，拓展其社會

支持網路和促進身心健康，從中學習技能和發展興趣，使生活過得更加充實

快樂，經由人際互動以抒發情緒，並擁有獨立、參與、尊嚴、適當的照顧與

自我實現(WHO,2005)。

新加坡政府在面對高齡社會的來臨，所提出的願景是成功老化，新加坡

積極推動樂齡學習，藉由推動樂齡學習制度幫助高齡者於老年生活中自我實

現與創造生命意義，並藉由樂齡學習行動策略正向面對高齡社會的問題。臺

灣老年人口成長的速度愈來愈快，高齡化速度與新加坡不相上下，長期以來

我國政策偏重高齡者醫療照護問題，政府的政策目前以規劃長期照顧保險及

照顧服務法為主要施政重點，較為忽略高齡者健康促進、社會參與、高齡學

習等議題，惟需要長期照護者，預估占老年人口的13%左右，內政部(2006)的

統計資料顯示，有87.33%的老人起居活動自理「沒有困難」，因此，面對我

國高齡人口快速增加和平均壽命增長，除了重視高齡者長期照護議題外，更

應以新的思維探究臺灣高齡照護相關政策之規劃方向，本文藉由成功老化理

論觀點、新加坡樂齡教育發展脈絡的探討，最後針對台灣高齡照護政策提出

以下三點的省思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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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視高齡者健康促進方案，減少長期照護醫療支出

成功老化理論認為具有能力維持低風險的疾病或失能、高功能的心

智與身體、以及積極投入老年生活，三者交集全部達成時即為最成功的

老化狀況，研究發現，預防心智功能減退或促進功能的策略包括基因因

素、教育、維持好的身體功能與體適能，自我效能信念，環境因素、訓

練、社會支持等。規律的運動與健康促進教育活動，不但能提高自我肯

定和抒解負面情緒並可增強體適能、減緩身體機能衰退的速率、增進生

活品質繼而減少醫療支出。

在臺灣高齡族群健康情形方面，根據國民健康局民國90至96年四

波調查結果發現，就整體而言民國94年中高齡者自覺目前健康狀況好的

比率相較於民國90、91年高，但到了民國96年高齡者自覺健康好的比率

開始降低，這個數據似乎告訴我們近十年來，臺灣高齡者自覺健康變差

了。另外，根據內政部2002、2005年老人狀況調查報告中也顯示老人自

覺健康情形不良者有逐年上升的趨勢，從2000年的21.91%上升至2005年

的29.52%，顯示近年來自覺健康不良的老人比例有愈來愈多的趨勢。

回顧臺灣高齡人口健康照護政策，近年來政府雖持續推動疾病防

治、照護與失能照顧，但高齡者自覺生理與心理健康狀況好的比率卻未

呈現逐年增加的現象。令人更憂心的是民國96年度近兩成高齡者有憂鬱

傾向，比91年增加兩倍多。從國民健康局數波的調查資料顯示，我國推

動高齡者強化身體活動功能的策略與措施相對不足，若要台灣高齡人口

能成功老化，需要有策略地推動高齡人口活化機能的活動與健康認知的

教育宣導，以延緩高齡者因身心功能的退化或降低因疾病所帶來之醫療

花費，以及減少因為失能引起之長期照顧的需求，控制節節攀升的醫療

與照顧費用。

二、推動高齡者活躍社會參與，建構樂齡終身學習體系

隨著人口高齡化的發展趨勢，高齡者參與學習不但是學習權的展

現，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00年指出，針對日益增多的高齡人口，高齡

教育應扮演重要的角色，並強調高齡教育推動必須強化及創新，不再以

福利服務的角度來看待老年問題，而應將學習視為高齡生活的一部分，

幫助高齡者繼續發展與實現。

根據內政部老人狀況調查報告(2009)，目前臺灣老人主要之休閒

活動，日常生活最重要的活動項目以與朋友聚會聊天最多占22.75%；其

次為從事養生保健活動占22.30%；再次為從事休閒育樂占19.75%，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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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主要活動者高達28.75%，而值得注意的是歷年的老人生活狀況調查

都顯示，沒有任何主要活動的老人所佔的比例偏高，2002年為33.08%、

2005年為26.46%，2009年為28.75%，顯示仍有不少比例老人沒有社會參

與活動的安排，上述資料顯示，政府應增進高齡者社會活動類型之多樣

性，並鼓勵高齡者積極參與教育學習活動及志願服務。利用長者的智

慧、經驗與能力，透過學習新的知識技能，持續貢獻社會，並加強志願

服務的觀念，讓新一代高齡者因奉獻社會而能持續讓生命發光發熱。

至於高齡者在參與接受教育等成長活動方面，亦有其成長空間，可

能為資訊宣導不足，導致高齡者無法完整接收學習參與之訊息，再加上

社會大眾對高齡者仍存有社會排除的心態，以致老人在學習參與的程度

與機會均相對較低。目前社會上普遍對老人存在著活動力較弱、參與意

願較低的刻板印象，因而對許多社會事務的參與常被排除或忽視，但過

去諸多研究均顯示老人其實是可以很積極的參加社會上各項活動，他們

亦能夠由參與學習的過程中發現自己存在的價值。新加坡透過政府政策

的支援推動樂齡教育，持續開發適合高齡者的教育課程，建構高齡人口

終身學習體系，值得我國仿效與學習，我國教育資源之分配，一向重視

各級學校體制內的教育需要，而社會教育相對不足，有必要利用少子化

所釋出的教育資源轉移到中老年族群，以利建構完善的終身學習體系。

當前相關單位所辦理之老人教育活動，其實施方式相當類似，課程皆以

保健養生、休閒娛樂為主，難以完整充分地符合新一代高齡者之學習需

求，亦對於高齡者持續終身學習效益不大，如能提供高齡者多元且具發

展性的教育型態課程，當更能協助高齡者完成人生的自我實現目標。

三、善用高齡志工人力資源，發展高齡人力再運用

為實踐成功老化政策，新加坡樂齡學習組織推出種各類型方案，來

促進不同社經背景、專業領域、興趣嗜好及學習需求的志願服務方案，

採用媒合方式運用樂齡志工，輔以相對的志工培訓，提升志工素質來滿

足社會參與的需要且保有高齡者的尊嚴與自主。新加坡於2012年制定要

求企業必須重新雇用以達到退休年齡但仍適任員工的法令，此法令讓企

業可以繼續利用年長員工的專業技能與經驗，幫助企業保持競爭力，也

為年長者提供就業機會，讓年長者繼續有薪雇用，賺取定期收入，同時

年長員工亦需要不斷地自我提升，保持具生產即可受雇的狀況，新加坡

政府提出繼續教育訓練方案，針對高齡者和企業補貼9成以上的課程費用

與缺勤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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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內政部87年至98年統計年報資料顯示，歷年65歲以上的高齡者

參與志願服務的比例，一直維持在0.17%至0.35%之間，顯示臺灣高齡者

參與志工服務的情況並不普遍。行政院主計處(2007)受雇員工動向調查

資料顯示民國95年工業及服務業受雇員工的平均退休年齡為55.2歲，若

按領取勞工保險老年給付平均年齡觀察，民國95年領取平均年齡為57.2

歲，已較民國90年之59.1歲為低，皆顯示臺灣高齡人力資源並未妥善開

發與再運用。

高齡人力資源素質不同於一般青壯年人力，其經驗豐富，涵蓋多

元，隨著高齡社會的到來，高齡人力資源的使用逐漸受到重視，未來臺

灣少子化的社會現象，將造成社會人力不足，老年人成為不容忽視的資

源，學習可以讓老年的人力再運用與開發，鼓勵年長者重回工作職場，

增加社會的參與，減少高齡者的孤寂感及無用感，高齡者感受個人的社

會貢獻與成就感，且適時補充社會勞力缺口，有助社會的發展與提升。

若能善用高齡者深厚專業技能與生活經驗，則能發揮經驗傳承的效果，

一方面避免知識斷層；另一方面更彰顯高齡者的社會價值，對於這類人

力資源的重新塑造有正面的意義。

註1：筆者於2013年獲龍應台思想地圖獎學金前往新加坡進行「活躍

老化：新加坡樂齡組織學習」計畫，此行拜訪了4個重要的新加坡樂齡組

織，分別是：活躍樂齡理事會(C3A)、飛躍樂齡服務中心、快樂學堂及樂

齡輔導中心，除了實地參訪外，並進行個別訪談，分別訪問了機構負責

人、樂齡教學教師、樂齡學習者，蒐集了許多第一手資料，相當深入地

了解新加坡樂齡組織及政策的現況。

作者於新加坡樂齡機構快樂學堂與黃明德校長、教師和樂齡學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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