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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北歐老年學大會（22nd Nordic Congress of Gerontology, 22NKG）為北歐老年

學聯合會、瑞典老年學學會及瑞典老年醫學會共同主辦，今年大會主題為「整全老

化：個人與社會的挑戰（Age Well: Challenges for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這次參加的國際會議特別針對高齡個體、機構或社會與國家政策層面進行相關

主題的發表，對於學習面對我國未來高齡化的準備有許多的啟發與學習。本次參加

會議之收穫之餘，特別提出下列三項心得與建議：一、高齡者的研究跨越學門與領

域；二、高齡者的政策超越國家地域性；三、高齡者的服務要有想像力。透過這項

國際學術交流，反思我國體育界與其他相關領域整合性活動較闕如，有待跨學門整

合，並民間與政府合作的決策行動，以吸取彼此推動高齡者健康促進的經驗，期使

我國高齡者運動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的工作更有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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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台灣高齡化的趨勢明顯，高齡者透過運動以促進健康與成功老化為未來重要 

的趨勢議題。本次北歐老年學大會由北歐老年學聯合會、瑞典老年學學會及瑞典老

年醫學會共同主辦，已進入第 22 屆，在國際相關會議中扮演重要領導地位。基於北

歐為全球老化最快速地區之一，期透過參加本次會議與論文發表，吸收北歐高齡者

活躍老化的經驗、增加本校國際學術地位與能見度，並增進國際學術交流與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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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一、 會議背景與活動簡介 

如前所述，本次北歐老年學大會（22nd Nordic Congress of Gerontology, 22NKG） 

由北歐老年學聯合會、瑞典老年學學會及瑞典老年醫學會共同主辦，大會的主題為

「整全老化：個人與社會的挑戰」。本次會議著重從生物性（個人）到社會性及文化

（社會）方面中的個人功能與幸福感相關議題。大會期間，與眾多專家接觸與進行

高齡化相關知識與研究發現的現場溝通，除了透過傳統老化多學科方面主題的交流

外，也有更多的應用老年學和服務與照護工作的相關訊息。 

 本次會議的主要贊助單位為 Age UK 及 Age International 兩個機構，Age UK 為

英國最大的慈善機構，專為是北歐地區的老人發聲，透過提供老人照顧的服務、活

動、產品及相關研究來激勵高齡者晚年活得更為精彩。而 Age International  則為 Age 

UK 的附屬機構，並為英國 HelpAge 全球網絡的一員，其目前已提供超過 40 個開發

中國家各項促進或保護老人的相關計畫。從上面的說明，北歐國家的高齡者照護工

作，不是僅在歐洲的國家進行，也無特定的照護學門，而是綜合不同領域的專業進

行整合服務，值得我國參考。 

 22NGK 會議管理運作包括：大會報到、講員服務、同儕交流、海報展示、 

與會人員服務等，會議進行的方式包括：大會主題演講、專題演講、座談會、口頭

報告、口頭海報與海報發表等。 

 

二、 論文發表經過 

    本次筆者除了參與參加22NKG會議之外，同時也與校內同事進行了海報發表，

主題為：Frailty status and physical functional performance among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in Taiwan -- A comparative study using two frailty criteria。衰弱症在高齡化社會下

盛行率會有偏高的情形，衰弱的老人往往很快會需要大量使用家庭與國家人力與醫

療照護資源，因此衰弱症的預防顯得重要。正確的進行衰弱症的篩檢，以辨別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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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族群，進而提前進行衰弱症的預防對於老人健康促進有重要影響力。本篇發表的

論文比較了國際上常使用的2種衰弱症量表，包括 Cardiovascular Health Study (CHS by 

Fried)及 Clinical Frailty Scale of Canadian Study of Health and Aging (CFS by Rockwood) 

期探討其國內高齡者的適用性。由於22NKG參與的人員多來自北歐地區的國家，而

這些國家的高齡人口比率都已超越我國甚多，因此對於相關衰弱症的篩檢所使用的

工具非常的簡易且多元，主要是因為其高齡的人口既多且衰老，因此，對於本項海

報發表討論的內容與主題，多以衰弱症篩檢工具的優缺點與不同場域及對象使用的

適用性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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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與建議 

筆者進行高齡者相關的健康促進活動設計與介入以忽忽有 10 年之久，而進 

行高齡者的相關研究雖較少於這些年數，但就運動保健的立場而言，國家高齡人口

的增加，也意味著我們需要在老人運動健康促進的主題上更加著力，以幫助國內的

老年人活得更加的健康與更有生活品質；而另一方面，如何幫助我們的學生準備好

因應這項高齡化的趨勢，也是為人師者的責任之一。 

北歐國家人口的高齡化盛行率高於地球的許多區域，相對的，由於其中有許多

為社會福利國家，因此，其相關研究或福利制度的開發與實踐，顯得較其他區域國

家更為完善。筆者有機會參加這次的學術盛宴，心中有許多的感受與啟發，主要整

理成下列三點說明： 

一、高齡者的研究跨越學門與領域： 

高齡者的照護需要不同層面專業的介入，才得以完整。從大會參與者的組成 

不難發現，來自北歐國家為主的與會者當中，有來自醫療照護、社工團體、民間照

護機構、安養單位及其他政府部門，不像其他的研討會可能僅有研究或學術機構才

會出席這類會議，並且，即便是同一個政府單位，可能也分別派出不同的部門來參

加，如筆者與來自芬蘭的政府機構代表就討論其有不同部門同事前來，丹麥的與會

者也有相同的情形。 

二、高齡者的政策超越國家地域性： 

歐盟國家在整個政治體制改變之後，有許多的跨國補助計畫正在進行，原因之

一可能因為歐盟重視這項議題，並且歐洲國家與國民彼此互相合作、競爭、聚集與

遷移的頻率比較高，若每一個國家都有相同的高齡者照護議題，透過歐盟大型機構

的計畫補助，可以節省各個國家分別進行計畫的相關人力與經費的重複開銷，因此，

以區域為主體，進行總體計畫的規劃與執行可以互惠互益。 

三、高齡者的服務要有想像力： 

 我國現在高齡人口約為 11%，雖然政府及相關產業有針對高齡者相關政策制度

或產品的開發付出努力，但對將來到達14%或20%的65歲以上國家人口的相關準備，

我們需要有想像力。而北歐或像鄰近日本的高齡化社會模式，是可以提供一定的參

考價值，以做為我國在準備進入高齡社會的相關專業人力準備及產業模式開發的重

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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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發表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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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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