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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目前正在執行「99

年度－103 年度跨領域整合重大計畫－高齡化社

會研究」。為拓展學術視野，提升國際學術研究，

與長期互動友好之中國大陸北京地區相關頂尖學

術機構，進行高齡化社研究實地學術交流訪視。

希望以此建立更為互動密切，切磋之關係，並發

展更為長期的學術伙伴合作關係。 

  中國龐大的「人口紅利」（可工作年齡之成

年人的比例增加）已接近尾聲。在高齡化社會的

結構下，中國大陸面臨了老年人口的醫療、經濟

安全保障及長期照護等結構性需求問題。台灣在

此方面的研究發展及政策對應較中國大陸提早了

約 15 年至 20 年左右。因此，此次校際間的聯誼

拜訪，對方均呈現高度的興趣。希望能夠與本校

簽訂合作聯盟的夥伴關係。本人也希望藉著此次

的訪談能夠與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

及清華大學建立雙方長期穩定的學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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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社會研究學術交流報告高齡化社會研究學術交流報告高齡化社會研究學術交流報告高齡化社會研究學術交流報告    

目次目次目次目次    

一、目的 

二、日期 

三、地點與接觸單位 

四、雙方參與人員 

五、交流內涵與過程 

六、心得及建議 

七、相關拜會活動照片 

八、附件：相關交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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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社會研究學術交流報告高齡化社會研究學術交流報告高齡化社會研究學術交流報告高齡化社會研究學術交流報告    

一一一一、、、、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台灣人口老化的趨勢與挑戰，是台灣繼全球

化、暖化議題外，需要動員國家、社會一同來面

對的重大議題。高齡化社會將呈現一種長期勞動

力減少現象；中、高齡勞動力人力運用；退休制

度的改革；就業政策的因應等都將是重要的研究

範疇。這將影響台灣的經濟與社會是否能永續發

展；民眾的經濟與所得安全；民眾的社會生活品

質的維持等息息相關。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目前正在執行「99

年度－103 年度跨領域整合重大計畫－高齡化社

會研究」。為拓展學術視野，提升國際學術研究，

與長期互動友好之中國大陸北京地區相關頂尖學

術機構，進行高齡化社研究實地學術交流訪視。

希望以此建立更為互動密切，切磋之關係，並發

展更為長期的學術伙伴合作關係。除此之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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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希望將來再透過日本與韓國的學術交流，建立

東亞地區有關高齡化社會研究的學術交流平台。 

 

二二二二、、、、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100 年 4 月 19 日至 100 年 4 月 20 日，共計

2 天。 

 

三三三三、、、、地點與地點與地點與地點與接觸單位接觸單位接觸單位接觸單位    

  中國大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

北京清華大學以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四四四四、、、、雙方參與人員雙方參與人員雙方參與人員雙方參與人員    

  國立中正大學社科院：王 正教授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景天魁教授、 

                         房莉杰教授 

  北京大學醫學院：劉繼同教授 

  北京清華大學：裴曉梅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仇雨臨教授、姜向群教授、 

                   胡 娟教授、韓克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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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交流內涵與過程交流內涵與過程交流內涵與過程交流內涵與過程：：：：    

  中國大陸人口老化中國大陸人口老化中國大陸人口老化中國大陸人口老化問題與對策問題與對策問題與對策問題與對策：：：：    

  不同的社會政策 – 例如公共年金、失業給付、

家庭津貼等–有不同的年齡取向(age orientation)考

量。社會保障政策在同一國家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發

展、制度呈現以及重要性。我們透過對不同群體之不同

制度涵蓋率以及風險分擔的方式與程度，影響不同年齡

群體在就業、家庭建構、生育、儲蓄與退休決定等產生

不同的影響。因為中國大陸近年來人口結構轉型與經濟

生產模式的轉變，國家行政當局開始考量，如何透過不

同社會政策的不同資源配置，因應人們不同生命歷程階

段出現之風險。就此而言，中國大陸認為影響人力資本

的建構、就業、家庭支持、老年經濟安全，相較於過去

顯得更為重要。    

  中國有足夠的人口嗎？這個問題聽來似乎非常

荒謬。中國久負盛名之處，不外乎是擁有世界上最多的

人口，以及採取嚴厲的措施來抑制其成長。雖然有很多

人（包括華人和非華人），都看似反對粗魯且過於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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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胎化政策，但時不時總有人不情願的承認，中國需

要採取些措施來限制其人口。  

  過去幾年來，中國正面臨了一種不同的人口問

題：人口出生率過低，而最新的人口普查數字，正強化

了這樣的觀點。根據中國去年進行的全國人口普查的最

新數字，顯示中國大陸的總人口數為 13.4 億人。這些

數字亦揭示了平均每年人口增長率的急劇下降，在

2010 年間降至 0.57％，這是之前十年比率 1.07％的一

半。該數據意味著總生育率（即一位育齡女性其一生中

預期的平均人子女數），現在可能只有 1.4，遠遠低於

「替代率」的 2.1（這樣的數字才可能最終導致人口的

穩定）。  

  和增長速度放緩相匹配的，是人口急速老齡化。

現在中國 60 歲以上的人口佔了總人口的 13.3％，在

2000 年時則為 10.3％。在同一時期，14 歲以下的比率

從 23％下降到 17％。這些趨勢持續下去，將對工作的

年輕人造成更大的負擔，因為他們必須負擔他們的年長

親屬，以及政府經營的養老金和醫療保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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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心得心得心得心得及建議及建議及建議及建議：：：：    

        中國的龐大的「人口紅利」（可工作年齡之成年

人的比例增加）已接近尾聲。在高齡化社會的結構下，

中國大陸面臨了老年人口的醫療、經濟安全保障及長期

照護等結構性需求問題。台灣在此方面的研究發展及政

策對應較中國大陸提早了約 15 年至 20 年左右。因此，

此次校際間的聯誼拜訪，對方均呈現高度的興趣（本人

回國後接獲不少對方的來函，表達高度的合作意願）。

希望能夠與本校簽訂合作聯盟的夥伴關係，並尋找兩岸

之間共同的研究主題。本人也希望藉著此次的訪談能夠

與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建立雙

方長期穩定的學術合作。藉此提升本校與對岸的頂尖學

術機構之間善意互動關係。因為此次考察拜訪的時間，

前後僅有 2 天，雙方都有意猶未盡的感覺。希望以後彼

此能夠有機會再深入的互相訪問，深化對「高齡化社會」

議題的討論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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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相關拜會活動照相關拜會活動照相關拜會活動照相關拜會活動照片片片片    

 

 

 



 10 

 

 

 

 



 11 

 

 

 

 



 12 

 

 

 

 

 

 

 

 

 

 

 

 



 13 

八八八八、、、、附件附件附件附件：：：：相關交流資料相關交流資料相關交流資料相關交流資料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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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高齡高齡高齡高齡化化化化社會社會社會社會」」」」研究主題研究主題研究主題研究主題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研究主題研究主題研究主題研究主題    

王  正 社福系教授 

兼社科院院長 

1.我國實施「以房養老」政策可行性之研究 

The Feasibility of Reverse Mortgage Program for Old Age in Taiwan 

李佩芳 

王正 

社福系博士生 

社福系教授 

兼社科院院長 

2.台灣傳統文化價值觀下的高齡社會政策分析 

Analysis of Social Policy for Old Age under Traditional Culture Value in Taiwan 

王德睦 社福系教授    3.台灣高齡人口之推計 

The Projection of Aged Population in Taiwan 

陳孝平 社福系副教授 4.高齡化社會我國全民健保永續經營的挑戰：財源籌措的改革 

   Challenges to the Survivability of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in the  

  Aging Era: Reforming the Financing System 

5.高齡化社會我國全民健保永續經營的挑戰：醫療資源效能的提升 

Challenges to the Survivability of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in the 

Aging Era: Promo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Medical Utilization 

鄭讚源 社福系副教授 6.老人養護機構服務品質及其影響因素之多層級分析: 以南部五縣市為例 

Dimensions and Determinants of Service Quality: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Residential Homes for the Elderly in Southern Taiwan 

呂建德 社福系副教授 7.高齡社會下老人勞動與社會參與的活化策略 

The Activation Strategy for Elderly Labor Marke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Aging Society 

吳明儒 社福系副教授 8.從團結年金概念探討未參加國民年金保險人口群樣態分析及其影響性評

估 

The Impact and style Analysis of National Pension Insurance Based on Solidarity 

Concept in Taiwan 

鄭清霞 社福系副教授 9.長期照護保險財務規劃-代際連帶與代際公平性觀點 

A proposal to finance Public 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nd generational equit 

李妙純 社福系副教授 10.以生命歷程分析文化、社會資本與成功老化對老人健康需求的長期效果 

Health effects of cultural factors, social capital and successful aging among the 

Elderly: a life course approach 

11.人對健康支出及資源配置影響的實證及理論探索 

Theory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active aging on health expenditure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陳明芳 社福系助理教授 12.經濟發展、政治轉型與福利國家重塑：以東亞小龍經濟體 1990 年代以 

   經濟安全體系的發展為例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and Welfare State  

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17 

Restructuring: the Example of the Old-Age Income Security System in East 

   Asia since 1990 

13.台灣福利國家中的年齡圖像：以社會福利經費 1970 年代以來的發展分析 

Age in the Taiwanese Welfare 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pending since 

1970 

襲充文 心理系教授 14.臉孔辨識與表情區辨：高齡者心智功能的退化與增強 

Here's the English title of my proposed project: "Face recognition and expression  

identification: The degeneration and enrichment of mental functions in elderly  

people 

黃世琤 心理系教授 15.高齡者的情緒調適與大腦機制之研究 

   A Study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its Brain Mechanisms in Older Adults 

陳欣進 

 

李季湜 

蔡玲玲 

李玉琇 

姜自強 

 

心理系 

助理教授 

心理系副教授 

心理系教授 

心理系教授 

心理系 

助理教授 

高齡者的認知能力與大腦功能 

16.老化對於中文語句理解中語義整合歷程的影響－認知神經取向 

Age-related changes in semantic integration of Chinese sentence comprehension:  

A neurocognitive approach 

17.情節記憶老化衰退之神經機制 

    Neural Mechanism of Aging in Episodic Memory System 

18.高齡與睡眠對錯誤監控系統的交互影響 

   Effects of Sleep Deprivation on Error monitoring in Older adults. 

19.高齡者語意評量與記憶的腦造影研究 

   fMRI studies of smenatic memory in older adults 

朱柔若 勞工系教授 20.高齡人口的社會排除經驗探索：南北、城鄉、性別、階級與族群差異比較 

   Tackling Social Exclusion of Older People: north-south, rural-urban, gender, class 

   and ethnicity contrasts 

謝敏捷 政治系副教授 21.高齡化退休生活之政治與社區參與：以嘉義縣地區為例 

   Senior'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and Cummunity: the Case of Chaiyi County 

馬財專 勞工系副教授 22.高齡社會下的就業：彈性化勞動政策之發展與省思 

   The Employment of Aging Soociety: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ideration of  

    Flexible Labor Policy in Taiwan 

戴皖文 傳播系副教授 23.電訊科技與老人的社會支持 

   New Technologies of Tele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Support for Elders 

盧鴻毅 傳播系 

助理教授 

24.從賣藥節目談社會支持：以老年人為研究對象 

   Social support from medicine shopping programs: A study on elderly people 

林  平 政治系 

助理教授 

25.老年照護的新方向：境外安養 

   "Offshoring" the Elderly? Taiwanes Retirees in China 

宋學文 

蔡育岱 

 

戰國所教授 

戰國所 

助理教授 

26.有關「高齡社會」之國際公約與建制探討：以聯合國相關計畫、原則與 

   宣言為例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Regime of Aging Societies:Program, Principl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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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泰和 

 

趙文志 

 

陳亮智 

戰國所 

助理教授 

戰國所 

助理教授 

戰國所專案 

計畫助理教授 

   Declar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7.雲嘉南地區有關老人議題之政策分析與策略規劃 

   Policy Analysis and Planning of an Aging Society in Yunlin, Chiayi and Tain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