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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口高齡化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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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人口比例 

嘉義縣1 

18.29% 

雲林縣2 

17.40% 

南投縣3 

16.35% 

台北市4 

16.14% 

屏東縣5 

15.63% 

台東縣6 

15.37% 

澎湖縣7 

15.36% 

苗栗縣8 

15.23% 

宜蘭縣9 

15.18% 

花蓮縣10 

15.12% 

彰化縣11 

14.60% 

基隆市12 

14.57% 

台南市13 

14.20% 高雄市14 

13.98% 

嘉義市15 

13.95% 

新北市16 

12.34% 

金門縣17 

12.05% 

新竹縣18 

11.91% 

新竹市19 

11.37% 

台中市20 

11.32% 

桃園市21 

10.62% 

連江縣22 

10.49% 

縣市排名 

高齡人口比例 

<14% 

14-16% 

16-19% 

全國平均 

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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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2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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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指數 

• 為衡量一個國家/地區人口老
化程度之指標，即每100個65
歲以上人口對14歲以下人口之
比，指數越高，代表高齡化情
況越嚴重。 

 
嘉義縣1 

184.45  

雲林縣2 

145.95  

南投縣3 

145.55  

台北市11 

116.83  

屏東縣4 

141.96  

台東縣7 

126.99  

澎湖縣5 

140.93  

苗栗縣12 

115.53  

宜蘭縣8 

123.75  

花蓮縣9 

123.34  

彰化縣15 

109.23  

基隆市6 

135.78  

台南市14 

114.13  高雄市13 

114.59  

嘉義市16 

99.18  

新北市17 

98.16  

金門縣10 

122.45  

新竹縣20 

71.71  

新竹市22 

65.65  

台中市19 

77.12  

桃園市21 

69.86  

連江縣18 

84.75  

縣市排名 

老化指數 

<100 

100-140 

>140 

全國平均 

1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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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2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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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老比 

• 每100個工作年齡人口（15至
64歲人口）所需負擔高齡人口
（即65歲以上老年人口），扶
老比愈高，負擔也愈重。 

嘉義縣1 

25.48  

雲林縣2 

24.62 

南投縣4 

22.57  

台北市3 

23.04  

屏東縣5 

21.31  

台東縣7 

21.19  

澎湖縣9 

20.84  

苗栗縣6 

21.27  

宜蘭縣8 

20.92  

花蓮縣10 

20.83  

彰化縣11 

20.27  

基隆市12 

19.50  

台南市14 

19.35  
高雄市15 

18.95  

嘉義市13 

19.37  

新北市17 

16.43  

金門縣19 

15.42  

新竹縣16 

16.66  

新竹市18 

15.94  

台中市20 

15.30  

桃園市21 

14.32  

連江縣22 

13.60  

縣市排名 

老化指數 

<20 

20-25 

>25 

全國平均 

18.68 

資料來源：內政部(2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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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健康情形 

• 65歲以上高齡人口中於104年
間曾經住院的人數比率 

• 65歲平均餘命：105年65歲者
預期可以再存活的年數。 

 

 

嘉義縣5 

23.32% 
19.04  

雲林縣6 

23.20% 
18.99  

南投縣8 

22.32% 
19.02  

台北市22 

17.39% 
22.01 

屏東縣2 

24.39% 
18.25 

台東縣4 

24.04% 
17.84  

澎湖縣9 

21.96% 
19.38  

苗栗縣7 

22.80% 
19.38  

宜蘭縣1 

26.18%  
19.61 

花蓮縣3 

24.07% 
18.41 

彰化縣13 

20.73% 
19.55  

基隆市16 

19.84% 
19.65  

台南市10 

21.96% 
19.30  

高雄市12 

21.00% 
19.10  

嘉義市11 

21.77% 
19.34  

新北市21 

17.63% 
20.31  

金門縣20 

17.76% 

新竹縣15 

19.97% 
19.87  

新竹市17 

18.72% 
20.11  

台中市14 

20.29% 
19.55  

桃園市18 

18.68% 
20.11  

連江縣19 

18.36% 

縣市住院排名 

高齡人口住院比率 
65歲平均餘命 

<20% 

20-25% 

>25% 

全國平均 

20.37% 
19.77 

資料來源：衛福部(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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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率 

縣市出生率排名 

105年粗出生率 

>10‰ 

7-10‰ 

<7‰ 

資料來源：內政部(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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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22 

5.65‰ 

雲林縣19 

6.85‰ 

南投縣17 

7.16‰ 

台北市5 

10.37‰ 

屏東縣21 

6.12‰ 

台東縣18 

7.02‰ 

澎湖縣8 

9.77‰ 

苗栗縣11 

8.47‰ 

宜蘭縣16 

7.7‰ 

花蓮縣13 

8.09‰ 

彰化縣3 

10.72‰ 

基隆市19 

6.85‰ 

台南市15 

7.79‰ 高雄市14 

7.83‰ 

嘉義市12 

8.19‰ 

新北市10 

8.64‰ 
新竹縣6 

10.20‰ 

新竹市4 

10.55‰ 

台中市9 

9.31‰ 

桃園市2 

11.18‰ 

全國平均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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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
出
生
率

(‰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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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 嘉義縣 雲林縣 

金門縣7 

10.15‰ 

連江縣1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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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所得收入 

• 家庭所得收入：105年各縣市
平均每戶家庭所得收入，包含
受雇人員報酬、產業主所得、
財產所得收入、自用住宅設算
租金收入、經常移轉收入、雜
項收入等。 

 

 

 

 
縣市排名 

家庭所得收入 

>125萬 

100-125萬 

<100萬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7) 

嘉義縣18 

89.62  

雲林縣19 

89.61  

南投縣16 

91.62  

台北市1 

156.89  

屏東縣17 

91.13  

台東縣20 

79.74 

澎湖縣12 

106.95  

苗栗縣7 

116.62  

宜蘭縣10 

108.58  

花蓮縣15 

94.85  

彰化縣14 

99.44  

基隆市11 

107.43  

台南市13 

106.35  高雄市6 

116.68  

嘉義市8 

115.44  

新北市5 

122.39  
新竹縣3 

136.52  

新竹市2 

153.73  

台中市9 

114.03  

桃園市4 

131.78  

全國平均 

1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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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獨自居住情形 

• 65歲以上高齡人口中於102年6
月調查時，獨自一人居住及雙
老(僅與配偶/同居人)居住之
比率 

 

縣市獨居+雙老居住之排名 

高齡者獨居及雙老居住比率 

<20% 

20-35% 

>35% 

資料來源：衛福部(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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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9 

36.05% 

雲林縣3 

47.39% 

南投縣5 

44.02% 

台北市15 

33.47% 

屏東縣11 

35.07% 

台東縣1 

59.63% 

澎湖縣2 

48.62% 

苗栗縣10 

35.21% 

宜蘭縣14 

33.72% 

花蓮縣4 

44.22% 

彰化縣16 

31.41% 

基隆市12 

34.57% 

台南市7 

38.19% 高雄市13 

34.43% 

嘉義市6 

39.60% 

新北市18 

24.47% 

金馬地區8 

38.14% 

新竹縣19 

23.01% 

新竹市17 

27.69% 

台中市20 

19.90% 

桃園市21 

17.48% 

全國平均 

3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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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產業的現況與未來 

12 



長照需求現況 

長期照護需求之概況 

[值]人 [值]人 

[值]人 

[值]人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350,000 

400,000 

450,000 

500,000 

2000 2010 

未滿65歲 65歲以上 

35% 

65歲以上失能人數之推估 

415,314 

619,827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600,000 

700,000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54% 

46% 

6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02，2012）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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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十年計畫長照 2.0  

• 以長照十年計畫為基礎，提倡「全人照顧、在地老化、多元連
續」之服務原則，結合地方政府和民間資源，發展以社區為基礎
的健康照護政策，建構優質、平價、普及的照顧服務體系，確保
提升失能者與照顧者之生活品質。 

• ABC三級社區整體照顧模式；以培植A、擴充B級、廣設C級為策
略，整合醫療、長照和預防保健資源，強化預防照顧、生活支援
等服務，建立在地化的長照服務輸送網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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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2.0的現在與未來 

現  在 
• 從長照十年計劃到長照2.0 

• 社區整體照護  整合性公共服
務 

• A+B+C   醫療+長照+生活支持 

• 家庭支持與外籍看護仍是主力 

未  來 
• 需求倍增 

• 服務對象與內涵擴充 

• 擴大財源與人力 

• 科技運用與創新服務 

• 翻轉趨勢  從防衛到積極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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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高齡問題的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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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標又治本 

• 長照 

• 醫療 

• 年金 

• 福利 

• 健康促進 

• 預防醫學  預防長照 

• 三生有幸 

• 小社會大舞台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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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生命歷程 

 

• 歷程重組--培育   工作   退休  

 

• 重新定義老年—65?  75?  8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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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趨  勢 

•社會經濟 

•科技運用 

•產業發展 

•高齡人力再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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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高齡研究基地 
產官學研合作執行成果 

馮展華校長（左二）、郝鳳鳴召集人（左一）、戴浩一副召集人（右二）、吳明儒副召集人(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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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嘉己人跨領域科技創新」嘉義縣市產業先期調研計畫 

1. 透過平台鏈結中正大學與工研院技術研發
合作，提供區域內產業升級轉型服務 

2.工研院及學校攜手合作，偕同地方政府爭
取中央資源進行區域內產業研發升級服務。 

嘉己人跨領域科技創新中心 

計畫目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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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業概況  

■ 就業分佈(■一級、■三級) 
      嘉義市「三級産業」位居第2 
      嘉義縣「一級産業」位居第2 
 

■ 工業區面積 
   嘉義市排名18(平均規模排名19) 
      嘉義縣排名11(平均規模為第8) 
 

■ 新設公司數 
  嘉義市排名第16 
      嘉義縣排名第17 

 

105年「嘉己人跨領域科技創新」嘉義縣市產業先期調研計畫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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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業概況  

■ 就業分佈 
      嘉義市「三級産業」位居第2 

     嘉義縣「一級産業」位居第2 
 

■ 工業區面積 
   嘉義市排名18(平均規模排名19) 

      嘉義縣排名11(平均規模為第8) 
 

■ 新設公司數(■高、 ■低) 
   嘉義市排名第16 
      嘉義縣排名第17 

105年「嘉己人跨領域科技創新」嘉義縣市產業先期調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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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概況  

■ 歳入與歳出 

      嘉義市金額最少 

     嘉義縣居中 
 

■ 自籌經費比例(■高、■低) 
   嘉義市排名第9 

      嘉義縣為第18(僅高於台東縣) 

 
 
 

105年「嘉己人跨領域科技創新」嘉義縣市產業先期調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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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綜合評估  

■ 嘉義縣、市皆為 「全面改善型」 

■ 人口密度      
■ 老化指數 
■ 扶養比  
 ■ 就業 
■ 工業區面積 
■ 新設公司數 
  
■ 歳入與歳出 

■ 自籌經費比例 
 

 人口結構 

 產業概況 

財政自籌 

105年「嘉己人跨領域科技創新」嘉義縣市產業先期調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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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市的工業區與風景區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 

105年「嘉己人跨領域科技創新」嘉義縣市產業先期調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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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嘉己人跨領域科技創新」嘉義縣市產業先期調研計畫 

28 

關鍵要素之因果關係  

影響要素 被影響要素 

資訊技術設備的建置 
穩健與充沛的財務來源 

政策延續性 
 

產品的研發與設計能力 
專案管理能力 

財務統籌運用的能力 
當地業者的支持 

地方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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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嘉己人跨領域科技創新」嘉義縣市產業先期調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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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市社區照顧據點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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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嘉己人跨領域科技創新」嘉義縣市產業先期調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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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市社區照顧據點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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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嘉己人跨領域科技創新」嘉義縣市產業先期調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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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能量-參與活動之長輩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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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嘉己人跨領域科技創新」嘉義縣市產業先期調研計畫 

32 

服務能量-志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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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嘉己人跨領域科技創新」嘉義縣市產業先期調研計畫 

33 

服務能量-是否聘任專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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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嘉己人跨領域科技創新」嘉義縣市產業先期調研計畫 

34 

嘉義縣市據點轉型意願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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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嘉己人跨領域科技創新」嘉義縣市產業先期調研計畫 

35 

推動產業化之運作模式 

1. 推動應用研究計畫，建立示範據點，導入科技系統協助照護服
務、提升照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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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嘉己人跨領域科技創新」嘉義縣市產業先期調研計畫 

36 

推動產業化之運作模式 

2. 推動軟硬創新生態體系－執行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推動的高齡自
立生活設計生態體系計畫，以嘉義縣山海屯城４大區１８鄉鎮
市及嘉義市為對象，選定社區作為高齡自立生活的示範場域。 

自立生活
示範場域 工研院 中正大學 

企業 

如：大樹、榕懋、
康揚 

非營利組織 
如：弘道、雙福 

高齡自立生活設計生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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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優勢 劣勢 

強化照顧場域的服務能量 共同照顧產生互助關懷 行動能力影響參與程度 

提升照顧服務的AI運用 即時掌握長輩狀況的改變 裝置與設備的成本較高 

減輕照顧者的照顧負擔 降低照顧負擔，提升照顧
品質 

照顧者普遍技術應用能力
較低 

社區智慧共老 增加在地老化的可能；降
低照顧成本；建立多元自
主價值 

資源整合與連結不易，供
需配搭不夠 

長照產業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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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科技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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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高齡輔具友善設計生態體系計畫 

高齡者自立
生活需求 

自立健

康促進 

自立健

康飲食 

自立舒

適穿著 

自立安

全居家 

自立外

出行動 

自立樂

齡學習 

• 高齡者生活自立需求調查 

• 家庭、社區環境分析 

• IoT科技應用輔具研發 

• 資訊整合系統開發 研發 

• 使用者感受調查 

• 照顧者經驗調查 

• 生活自立功能促進成效評估 
測試 

• 社區導入資源、需求、
困難分析 

• 建構高齡自立生活示範
場域 

• 推廣政策研擬 

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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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科技輔具協助高齡者自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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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人口勞動力與高齡就業 

• 勞動人口結構中高齡化 

 

• 青壯人口的扶養負擔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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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人口勞動力與高齡就業 

目標 策略 

人才培訓 

 透過相關策略如彈性退休、鼓勵在職進修、推動社區服務、志工培訓、

退休準備中心、樂齡學習中心、職場年(高)齡友善環境再設計等方式，

提升在地人力資源質量，創造中高齡人才投入相關高齡產業之機會，協

助產業發展，同時促進社區發展與社會轉型。 

推動友善 

銀髮產業 

 在高齡者的需求基礎上推動友善銀髮產業的發展環境，鼓勵跨界整合，

藉由產官學研合作，應用高齡相關的科技產業或研發服務模式，將中正

大學現有的研究成果橋接至產業端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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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實驗場域推動在地創新照護產業 
• 嘉義縣有一個很好的智慧照護產業「軸帶」 

• 區內多所學術機構是重要的「研發資源」 

• 從部立朴子醫院延伸至長庚、慈濟及嘉義市各級
醫院形成重要的「醫療照護體系」 

• 縣市周邊的小型工業區形成堅強的製造「產業
鏈」 

• 高鐡週邊的平整土地為最佳的「智慧長照產業」
發展區塊 

• 中正大學高齡研究基地及嘉己人跨領域科技創新
中心更是此一領域研發人才的供給「伙伴」 

• 在嘉義縣設立「創新照護產業發展實驗場域」，
將很容易形成智慧長照產業「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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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學高齡研究基地 
嘉己人跨領域科技創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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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照護產業發展實驗場域」發展策略 

結合區域內各級公部門單位、大學院校、產業界，組成行動大聯盟 

• 透過聯盟成員的共同參與規劃，在高齡者的需求基礎上推動友善
銀髮產業的發展環境，鼓勵跨界整合，藉由產官學研合作，應用
高齡相關的科技產業或研發服務模式，研究成果橋接至產業端的
應用，以提昇台灣長照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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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照護產業發展實驗場域」五大特色 

• 智慧長照產業研發中心 

• 智慧長照產業精密科學園區 

• 智慧長照產業示範區 

• 高齡人力培育及健康促進中心 

• 產官學政策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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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與目標 

• 在嘉義縣設立「創新照護產業發展實驗場域」 

• 逐漸形成智慧長照雲嘉產業「聚落」 

• 提供醫療照護、長照產業完善的輔導機制 

• 建立媒合台灣地區各級長照產業共同「創新研發」 

• 將產品與創新服務模式推向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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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大多數人常把高齡與長照劃上等號，認為只須催促政府處理長照
議題就好，但高齡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是更全面性，包含個人、
家庭、產業、社會發展等，需要各行各業、全民共同參與。 

• 中正高齡基地將研究與實務並重，結合產官學的資源，全力協助
未來智慧長照產業的發展，共創台灣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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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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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研究基地 
 電話：05-2720411 # 24027、05-2729065 

 傳真：05-2723215（如有傳真，煩請來電告知） 

 網址： http://agei.ccu.edu.tw/ 

 地址：62102 嘉義縣民雄大學路一段168號   

              創新大樓（管理學院）487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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