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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ing society 
 is now a worldwide issue  



全球老年生活指數四個構面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2013 

 收入保障 

 健康狀況 

 工作及學習機會 

 獨立生活環境 



高齡友善城市八個面向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06 
 無障礙與安全的公共空間 
 交通運輸 
 住宅 
 社會參與 
 敬老與社會融入 
 工作與自願服務 
 通訊與資訊 
 社區與健康服務 
 



Our research team started to  

 focus on this topic from 2010, even earlier. 



 老化理論  著名學者 特點  缺乏處 

指標性  
成功老化 

Ryff（1989）  
Rowe & Kahn（1987, 1997）  
Aldwin & Gilmer（2004）  

1.結果導向  
2.易於判定成功老化達成與
否  

忽略個體異質性 

流程性  
成功老化 Baltes & Baltes（1990） 

1.運用流程操作方法以達成
功老化  
2.模型具持續操作性 

1.資源之流失，致使 
模式不利於晚年 時
操作  
2.未考量潛在之不 
確定性  

前瞻性  
應對策略 

Kahana & Kahana（1996）  
Aspinwall & Taylor（1997）  

1.強調策略之運用 
2.事前預防（未來性） 

忽略個體與社會之 
關聯性  

優質老化 Wang et al.（2013） 

1.整合指標、流程及前瞻 
性應對老化理論  
2.納入生命週期之概念  
3.發揮自我效用於個體、家
庭及社會層面 

個體與家庭、社會之 
關聯性仍不夠完善 

老化理論之彙整 



Graceful Ageing become 
 a major research topic in MOST in 2013  



大綱 
 九構面優質老化需求架構 
 優質老化文獻蒐集與整理 
 四階層優質老化評估架構 
 優質老化照顧策略模式 
 優質老化照顧行動方案設計案例 

 



考量因素 
 高齡照顧與中華文化結合 

 服務主導邏輯時代之來臨  

 工業工程轉型發展之需求 

 資訊科技快速發展之因應 



優質老化架構 



優質老化九項需求-1 
老有所養 
泛指來自內在或外在之高齡者經濟來源，因此無
論是個人儲蓄、家庭奉養或是政策輔助之經濟來
源，都應包含於此。  

 



優質老化九項需求-2 
老有所護 
針對高齡者醫療需求所提供之相關醫療措施都包
含於此。 

 



優質老化九項需求-3 
老有所顧 
泛指針對高齡者所提供之日常照顧措施，因此居
家照顧、安養院的各種高齡者照顧形式都包含在
討論範圍內。 

 



優質老化九項需求-4 
老有所尊 
泛指基於對高齡者之尊重、體諒所衍生之相關態
度或服務。 

 



優質老化九項需求-5 
老有所學 
泛指針對高齡者所提供的高齡教育服務，因此無
論是正規或非正規之教育都包含在討論範圍內。 



優質老化九項需求-6 
老有所樂 
泛指以滿足高齡者在自由時間時之活動需求，所
提供的相關休閒活動。 



優質老化九項需求-7 
老有所為 
泛指針對高齡者有償工作所衍生之相關工作機會
與規範。 



優質老化九項需求-8 
老有所用 
泛指針對高齡者無償工作所衍生之相關工作機會
與規範。 



優質老化九項需求-9 
老有所終 
泛指有助高齡者於壽終前維持生命尊嚴之相關服
務與措施，如：安寧緩和治療等。  

 





What have been studied in this nine 
items of Graceful Ageing needs ?  



文獻蒐集與整理 
文獻蒐集的範圍為1983-2017年期間，於ABI資
料庫發表之學術期刊為主，嘗試探索先進國家
目前針對高齡者照護主要關注之研究議題。 

為了能更精準地找尋出高齡者照護的相關主題，
只針對論文標題(TI)所包含的數個關鍵字進行檢
索。 

以最普遍的關鍵字老年照護(elder care)進行
搜尋，共計334篇。 
 

 



各年代文獻發表總數 



發表論文主要國家與年分 



各國發表論文總數 



九大面向發表篇數 



第四至九面向發表篇數 
 第四至九面向英文關鍵字蒐尋結果彙整表 

面向 年代 關鍵字 篇數 

4. 老有所尊 
1991-2017 elderly quality of life 57 
1989-2016 elderly social support 13 
1969-2017 aging social support 9 

5. 老有所學 1971-2017 elder learning 28 
1987-2012 elderly learning 6 

6. 老有所樂 
1983-2015 elderly leisure 8 
1979-2017 elderly activity 32 
1979-2016 elderly life satisfaction 18 

7. 老有所為 
1981-2017 elder work 117 
1970-2017 elderly work 20 
2000-2017 elder achievement 3 

8. 老有所用 1988-2017 elderly volunteer 3 
aging volunteer 0 

9. 老有所終 1989-2012 hospices and aged 80 over 7 
1997-2017 elderly hospices 6 



The linkage of Graceful Ageing with 
Quality of Elder’s Life, 

We then proposed a four layer model. 



優質老化四階層架構 

The first  
phase research  



評估指標建置程序圖 



環境評估指標之建置 
需求類別 評估指標 

養 
社會保險 
職場退休金 
個人儲蓄保險 

護 
全民健康保險 
個人醫療保險 

顧 
長期照顧機構 
社區照顧 
長期照顧保險 

尊 
社會尊重 
職場尊重 

學 
教育機構 
社區機構 
社教機構 

需求類別 評估指標 

樂 政府機構 
社會機構 

為 
高齡就業政策 
高齡者雇用法規 
就業服務機構 

用 志工人力資源整合機構 
志工獎勵措施 

終 
安寧緩和治療機構 
安寧緩和治療相關法規 
安樂死 



滿意度評估指標之建置 
需求類別 滿意度評估問項 

養 

1. 我認為勞保(農保、國民年金)等社會保險退休金，對於我現在的生活是有幫助的。 
2. 我認為雇主所強制提撥的退休金，對於我的退休生活能提供充足之保障。 
3. *我因為擔心高齡生活之經濟來源，而額外自行提撥退休金。 
4. 因為過往所投資的個人儲蓄計畫，使我不再擔心高齡生活之經濟來源。 
5. 在社會保險、退休金及個人儲蓄的幫助下，使我對高齡生活之經濟狀況感到滿意。 

護 

6. 在全民健康保險的幫助下，使我就診時不用擔心醫療費用的問題。 
7. 我對於現在的醫療服務感到滿意。 
8. 當我不幸面臨到龐大的醫療支出時，個人所額外投保的醫療保險為我帶來相當大的保障。 
9. *依據個人醫療保險之內容申請理賠（補助）時，我通常較難得到應有的理賠（補助）。 
10. 因為有了醫療保險，使我不再擔心醫療負擔的問題。 

  
…… 
…… 
…… 
…… 

終 

46. 安寧緩和治療能紓緩我對於生命盡頭之不安感。 
46. 透過安寧人員的幫助，我認為我的家人能夠支持我對於生命盡頭之選擇。 
47. 我認為安寧緩和治療之相關法規，能保障我對於生命盡頭選擇之權利。 
46. 我對於現今所提供的善終措施（安寧緩和治療、安樂死）感到滿意。 
46. 善終措施能使我安詳的步入生命之盡頭。 



優質老化四階層架構 

The second 
phase research 



概念模式建構 

優質老化照顧策略與行動方案設計概念模式圖 



外在環境限制下之老人需求分析 

應用服務工程領域之服務需求分析 
外在環境分析， 如：德爾非法、情境分析法、
趨勢分析法、PEST分析法、波特五力分析及
SWOT分析 
老人實際分析，如：IDEO發展的顧客體驗洞
察分析(服務體驗洞察觀察法、服務體驗訪談
法、服務體驗分析法) 

 



擬定最佳照顧策略 

 利用服務工程之價值主張之觀點來評估與說明 

 符合高齡者實際需求且真正滿意 

 在高齡者眼中具有價值 

 是照顧機構與人員可以提供的 



設計照顧行動方案 

 分為照顧流程設計與照顧人員培育 

 使用服務工程領域中之服務系統建置進行建構 

 服務系統建置之可行方法可分為服務金三角、 
新服務發展、價值主張、服務價值套裝、商業 
模式與客戶關係管理等六項 



服務金三角 
 成功的照顧行動方案，由完善的照顧策略、嚴

格管理的照顧流程、良好素質的照顧人員三個

因素組成 

 服務金三角的概念，就是照顧流程——照顧人

員——高齡者三者之間的內部行銷、外部行銷

和互動行銷互相整合 



方案評估與驗證 

 照顧策略驗證 
 行動方案驗證 
 整體照顧模式驗證 



照顧策略驗證 

證明該照顧策略可行性的一個過程 

藉由確認驗證個案、分析驗證需求、實作

驗證雛型、評估驗證效果等四個步驟進行 



行動方案驗證 

 針對此行動方案想提供給高齡者的服務特性與
模型進行客觀且可被測量的驗證工作 

 分為關鍵驗證行動方案模式設計、行動方案驗
証環境建構、高齡者接受度、行動方案品質與

行動方案效率五大部分進行 



整體照顧模式驗證 

整體照顧模式評估、發展募集資金所需要的

Demo Kit及建構策略夥伴 

保證高齡者對整體照顧模式的接受度，以及整

體照顧模式運作的可行性 



驗證方案從構想至執行各階段之可行性 

 利用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之概念進行驗證 

 將研擬之策略及行動方案設計地點移至以高齡者為中心的

真實生活環境中 

 進行體驗、原型設計、驗證及優化複雜解決方案 

 減低做出錯誤策略研發決策的成本，並從社會、文化及經

濟層面找到新的科技應用方案 



概念模式應用 

 案例背景– 高齡A先生、70歲、慢性病中風患者、

經濟來源為個人儲蓄與退休金 

 透過所發展建構之概念模式，分析外在環境九項

需求限制下之老人實際需求、研擬客製化之策略、

建立行動方案，最後評估與驗證此方案之可行性 



高齡者 
九項需求    評估指標 外在環境 

(政策/制度) 平均 高齡者需求 平均 平均分數差異  

老有所 養 
• 社會保險 
• 職場退休金 
• 個人儲蓄保險 

5 
4 
4 

4.3 
5 
5 
5 

5 -0.3 

老有所 護 • 全民健康保險 
• 個人醫療保險 

5 
4 4.5 3 

4 3.5 1 

老有所 顧 
• 長期照顧機構 
• 社區照顧 
• 長期照顧保險 

4 
3 
4 

3.7 
3 
4 
4 

3.7 0 

老有所 尊 • 社會尊重 
• 職場尊重 

3 
1 2 5 

5 5 -3** 

老有所 學 
• 教育機構 
• 社區機構 
• 社教機構 

5 
5 
5 

5 
4 
4 
4 

4 1 

老有所 樂 • 政府機構 
• 社會機構 

3 
4 3.5 4 

5 4.5 -1 

老有所 為 
• 高齡就業政策 
• 高齡者雇用法規 
• 就業服務機構 

2 
2 
3 

2.3 
5 
5 
5 

5 -2.7** 

老有所 用 • 志工人力資源整合機構 
• 志工獎勵措施 

5 
5 5 4 

5 4.5 0.5 

老有所 終 
• 安寧緩和治療機構 
• 安寧緩和治療相關法規 
• 安樂死 

3 
3 
2 

2.7 
5 
5 
5 

5 -2.3** 

外在政策現況分數與高齡者需求評估分數差異比較表 



擬定最佳照顧策略 
 外在環境之老有所尊、老有所為、老有所終等三項所提供

之相關政策/制度尚未符合高齡者實際需求 

 老有所養、老有所顧、老有所樂等三項所提供之相關政策

/制度尚能符合高齡者實際需求 

 有所護、老有所學、老有所用等三項所提供之相關政策/

制度充足目前能夠符合高齡者實際需求 

 以滿足尊嚴與自我實現為目的擬定 



 

思想地圖(mind map)方法 
 



  價值主張原則 符合與否 

擬
定
之
照
顧
策
略 

關於高齡者照顧之重要性陳述 √ 

提出之照顧策略對高齡者來講具有 
明確之區隔 √ 

在高齡者眼中具有價值 √ 

是照顧機構與人員可以提供的 √ 

價值主張原則評估表 



擬定之照顧策略，以及照顧人員、照顧流程，

觀察照顧策略之展開 

外在環境建置與高齡者實際需求兩部分 

針對高齡者實際需求之照顧部分為繪圖主軸繪

製服務藍圖 

擬定照顧行動方案 



生活自理前服務藍圖 



生活自理後服務藍圖 



高齡者 
九項需求    

實施前分數 
加總 平均 實施後分數 

加總 平均 平均分 
數差異  

老有所養  17 17/5= 3.4 19   19/5= 3.8 0.4 

老有所護  20 20/5= 4 19   19/5= 3.8 -0.2 

老有所顧  20 20/6= 3.3 23   23/6= 3.8 0.5 

老有所尊  10 10/5= 2 20 20/5= 4 2 

老有所學  23 23/6= 3.8 27 27/6= 4.5 0.7 

老有所樂  20 20/6= 3.3 20 20/6= 3.3 0 

老有所為  12  12/6= 2 24 24/6= 4 2 

老有所用  25  25/6= 4.17 26 26/6= 4.33  0.16 

老有所終   7 7/5= 1.4 21 21/5= 4.2  2.8 

方案實施前後滿意度比較表 



未來研究展望 
本研究檢視過去研究老化相關議題的論文，發
現研究老化的主題偏重在高齡者正式與非正式
醫療策略與措施，對於高齡者的生活品質、居
住環境、以及身心靈等相關研究仍很缺乏。 

優質老化勢必為未來人類所追求的方向，也將
是研究工作者所關注的研究議題。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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