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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世界衛生組織(WHO)對於「高齡社會」的定義

■ 高齡化社會：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到7%。
■ 高齡社會：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到14%。(台灣目前老年人口比已達 16.7%屬高齡社會)
■ 超高齡社會：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到20%。

❷	高齡者的分類

分類標準 高齡者的類型

年紀

(1)65歲至74歲：初老人(young-old)
(2)75歲至84歲：中老人(old-old)
(3)85歲以上：老老人(oldest-old)

健康狀況
(1)身體健康且行動與生活自如的高齡者：健康老人
(2)需他人協助的高齡者：亞健康老人
(3)行動或生活無法自理的高齡者：失能老人

❸	評估高齡化與少子化常用的指標

指標 計算方式

總扶養比
總扶養比＝

0至14歲人口數+65歲以上人口數

15至64歲人口數
＝扶幼比+扶老比

註：台灣的總扶養比約40％。

扶幼比
扶幼比＝

0至14歲人口數

15至64歲人口數
註：台灣的扶幼比約17%。

扶老比
扶老比＝

65歲以上人口數

15至64歲人口數
註：台灣的扶老比約21%。

老化指數
老化指數＝

65歲以上人口數

0至14歲人口數 ×100

註：老化指數是衡量一地區人口老化程度之指標，台灣的老化指數約120。

❹	108年國人平均壽命統計

項目 男性 女性 不分性別

108年平均壽命 77.7 84.2 80.9

健康平均餘命 70.1 74.8 72.4

不健康之存活年數 7.6 9.4 8.5

資料來源：國情統計通報第242號
平均壽命＝健康餘命＋不健康餘命

健康平均餘命指身體健康不需依賴他人的平均期望生存年數。

不健康餘命是指失能、臥床、慢性病纏身的不健康生存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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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老化的四個層面 

時序老化
(chronological aging) 以日曆年齡(即出生年月日)反映老年人的年歲、老化程度和老化狀態。

生理老化
(physiological aging) 生理層面老化是指身體各系統器官，與周邊感覺器官的功能漸漸衰退。

心理老化
(psychological aging)

心理層面老化包含認知功能的改變，例如回憶事件的速度變慢、較難使用地圖定

位、說話選擇適當的字詞變得困難。除外，也包含了對生活事件變遷的適應，與

個性人格成熟的過程；需要去學習接納並整合過往的成功及失敗經驗。

社會老化
(social aging)

社會層面老化是指因個人在社會角色及社會地位的轉變，因此需要調整自我價值

感的來源，以協助自己維持適度的自尊及自信；比方說，開始規畫退休生活並且

找到自己的興趣嗜好。

❻	老人經濟安全相關措施

(1) 身分別：長照低收入戶、長照中低收入戶、長照一般戶
■ 長照低收入戶：列冊低收入戶、列冊中低收入戶、符合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
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津貼者。（註：長照十年計畫2.0的政府補助，依「身份別」訂有部分負
擔率，只有低收入戶享有全額補助，中低收入戶和一般戶則是部分負擔。）

■ 長照中低收入戶：符合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津貼者、身
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資格者。

■ 長照一般戶：非屬長照低收入戶、長照中低收入戶，即為長照一般戶。

 

註 1：
 「低收入戶」是指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當地區公告的最低生活費以

下。「中低收入戶」是指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當地區公告的最低生

活費的1.5倍以下。

 

註 2：
 最低生活費是由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當地區最近一年每人可支

配所得中位數百分之六十定之，並於新年度計算出之數額較現行最低生活費變動達百分之

五以上時調整之。直轄市主管機關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2) 中低收入老人未接受收容安置者，得申請發給生活津貼。領有生活津貼，且其失能程度經評估
為重度以上，實際由家人照顧者，照顧者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發給特別照顧津

貼。(老人福利法第12條)
(3) 依老人福利法請領各項現金給付或補助之權利，不得扣押、讓與或供擔保。(老人福利法第12-1條)
(4) 為保護老人之財產安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鼓勵其將財產交付信託。金融主管機關
應鼓勵信託業者及金融業者辦理財產信託、提供商業型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服務。住宅主管機

關應提供住宅租賃相關服務。(老人福利法第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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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名詞整理

常見名詞 說明

類社區老化
定義為脫離原生家庭、社區，專供具生活自理能力無須他人協助老人居住之住宅群，包含公辦民

營的老人公寓、由民間企業投資開發或公辦民營之老人住宅、及非經老人住宅登記之銀髮住宅。

社區老化
在社區場域中，透過照顧服務的輸送與提供，補足居家照顧之不足，讓高齡者能在自己所居住的

社區在地老化，同時建構健全的照顧服務網絡，以延緩社區老人進入機構接受照顧的時間。

機構老化 為提供老人24小時的密集照顧，主要服務對象為重度失能或家庭缺乏照顧資源的老人。

在宅老化
指居住者在原居住環境終老一生而不遷移，高齡者可擁有熟悉的人、事、物，居住環境也能因應

居住者的老化而滿足不同階段的生活需求。

在地老化
Pastalan(1990)定義「在地老化意味著不需遷移的晚年生活，亦即不需要為了保持必要的支持性服
務以及因應老年人不斷改變的需求，而搬離熟悉的居住場所」。

正常老化 指疾病、不良環境和生活型態影響加上單純老化之效果。

成功老化

「成功老化」通常被定義為生理、心理、經濟、社會四個層面

1.生理層面：保持身體健康，能免於重大疾病或失能；
2.心理層面：維持認知功能，並能適應和應對生活壓力；
3.經濟層面：日常生活支出無虞；
4.社會層面：積極地參與社會活動，並能保持良好之人際關係。

活躍老化

是世界衛生組織（WHO）於2002年開始推廣的概念，其意指高齡者的健康、參與和安全達到最適
化機會的過程，以便促進其生活品質，而其中活躍代表的是持續地參與社會、經濟、文化、靈性

與市民事務，不只是沒有身體活動能力或有勞動力參與。

❶	以心理學觀點解釋老化的理論

理論 內容

老化心智理論
1.強調認知功能與行為的心理歷程。
2.隨著老化，思考及辨識能力逐漸下降，進而影響認知功能。

心理社會發展理論

1.強調應將人生全程視為連續不斷的人格發展歷程。
2.成年晚期(老年期)發展任務與危機在於自我榮耀與悲觀絕望，發展順利者的特徵是隨
心所欲、安享餘年，發展障礙者的特徵則是徒呼負負、悔恨舊事。

老化認知理論
1.強調情境與個體主觀認知的重要性。
2.老人個體的主觀認知對於因應、主觀幸福感及生活滿意度影響更加重要。

社會情緒選擇理論
1.強調老人的生理與心理機能下降，但老年期的情緒和幸福感卻保持穩定，甚至提高。
2.老人因察覺生命有限，會避免擴大交友圈，寧可和家人、手足或昔日同學一起渡過。

選擇、最佳化與補償理論

1.強調每個生命階段都有收穫(gains)與損失(losses)。
2.面對生理退化時，老年個體會以「選擇、最佳化與補償」正向因應老年生活：
 （1）選擇（selection）：預防退化或因應退化，而對生活目標所做出的選擇。
 （2）最佳化（optimization）：調整或精鍊自己仍保有的能力與資源，使目標達成。
 （3）補償（compensation）：利用環境與工具的調整或改變，使目標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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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對高齡者的基本認知
線上題庫啟用步驟

一、如何啟用？

桌機： 輸入右側網址前往JODY學習研究社→註冊為會員→註冊成功即可開 
始使用

手機： 掃瞄右方QR CODE前往JODY學習研究社→註冊為會員→註冊成功 
即可開始使用

二、本章試題快速連結－PART1 對高齡者的基本認知

桌機 (點選以下網址)                                                                     手機(掃描以下QR CODE)
https://www.jody.com.tw/exam/sbj/question?filterId=3871

練習各小節試題

選擇「QB題庫→按科目練習」

選擇考試科目「高齡金融規劃顧問師」

選擇想要練習的章節

選好後記得點選「加入篩選條件」後點選「顯示試題」就可以開始練習了!! 

三、可以使用網站那些功能？

1. 本科目之「QB題庫－按科目練習」功能
2. 本科目之「QB題庫－按試卷練習」功能
3. 「個人助理」功能
4. 「統計分析」功能

⦿推廣期間，可免費使用至 2023.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