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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東亞社會政策研究網絡（East Asia Policy Research Network，簡稱

EASP），係由社會福利政策學者及博士班學生所組成的，成立目的為促進

東亞社會政策研究的發展，該組織每年舉辨研討會，並開放社會政策、社

會學、政治學及經濟學等多種學科與方法，來分析東亞社會政策的網路及

論壇交流平臺。 

「第 13 屆東亞社會政策國際研討會」（The 13th EASP International 

Annual Conference）於 105年 7月 1-2日在韓國首爾舉行，本次主題為「東

亞社會政策與性別」(Social Policy and Gender in East Asia)，討論福利制度、

移民與多樣性、家庭照顧、高齡化社會與老人、社會安全保障與所得維持、

成癮、住宅、勞動市場等議題。 

參加會議目的係希望瞭解藉由國際間的會議交流，瞭解世界各國社會

福利政策的研究脈動，對於我國社會福利統計與福利政策分析有相當的助

益，並可增進社福統計國際化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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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及目的 

東亞社會政策研究網絡（East Asia Policy Research Network，簡稱

EASP）成立於 2005年 1月，係由社會福利政策學者及博士班學生所組成

的，並開放社會政策、社會學、政治學及經濟學等多種學科與方法，來分

析東亞社會政策的網路及論壇交流平臺，成立目的為促進東亞社會政策研

究的發展。 

「第 13屆東亞社會政策國際研討會」（The 13th EASP International 

Annual Conference）於 105年 7月 1-2日在韓國首爾舉行，由東亞社會政策

學會與韓國梨花女子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共同舉辦，本次主題為「東亞社

會政策與性別」(Social Policy and Gender in East Asia)，會中除了有日本、

韓國及英國著名的學者擔任專題演講者外，並依福利國家、移民與多樣性、

家庭照顧、高齡化社會與老人、社會安全保障與所得維持、成癮、住宅、

勞動市場與不平等不同議題，共有 84篇論文同步於各議題會議場地討論。 

參加會議目的係希望瞭解藉由國際間的會議交流，瞭解世界各國社會

福利政策的研究脈動，對於我國社會福利統計與福利政策分析有相當的助

益，並可增進社福統計國際化之推動。 

貳、會議議程 

本屆東亞社會福利協會舉辦之「東亞社會政策與性別」國際研討會，

係委由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承辦，研討會自 2016年 7月 1日至 7月 2日，茲

本屆研討會會議議程，說明如下： 

一、福利國家，福利體制與治理 (Welfare  State, Welfare  Regimes and  

Governance) 

二、移民與多樣性 (Migration  and  Diversity) 

三、家庭與照護 (Family  and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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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康與福祉 (Health  and   Well-being) 

五、住宅 (Housing)  

六、社會保障與所得維持 (Social Protection  and  Income Maintenance) 

七、高齡化社會及老人 (Ageing  Society  and   the  Elderly) 

八、勞動力市場與不平等 (Labour  Markets  and  Inequality) 

九、四大成癮(Four  Addictions)  of  Korea 

    由於研討會議題多元，共有 84篇論文依討論主題，採同步於各會議場

地進行報告及討論，參與者可依專長、興趣選擇議題至各該會議場地參與

討論。有關會議議程詳參附錄 21。 

参、內容摘述 

    由於議題遍及福利體制、移民、家庭與照顧、健康與福祉、住宅、高

齡化社會、勞動市場及成癮等議題，爰除開幕及閉幕之專題演講外，僅擇

其中與本部業務較相關之議題場次參與。以下謹就參與會議摘述內容如下： 

一、日本照顧經濟的三元悖論  (The  Trilemma  of  the  Care  

Economy) 

報告人：Mari  MIURA  (Sophia  University,  Japan 

內容摘要： 

有關「女性經濟(womenomics)」的議題已成為經濟成長策略的一部份，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首相再次當選以來，提出了新「三支箭」口號，以振興

日本經濟，並鼓勵業界雇用婦女，以促進經濟成長、遏止少子化及縮減社

會支出。然而這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成，所以日本尚無具體的政策結果。 

首先第一個目標為「強化經濟」，政府提高婦女勞動參與率，解決勞

力資源不足之問題。第二個目標為「提高生育率」是支援身兼母職的職業

婦女，為育兒家庭提供更多支持，提高生育意願。第三個目標是「縮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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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福利支出」。2014年，日本政府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率為 230%，

為目前 G7 各國中最高。長久以來，日本福利國已倚賴婦女在照護服務期

間，提供大量的無償工作，因此繼續運用無償工作很容易被認為是降低社

會成本的解決方案。 

然這三項政策目標對於照護經濟的相關政策產生三難困境，這三項目

標，僅有兩項目標可以同時達成。如果政府的目標是提高婦女就業率及提

高生育率，則需要擴大育兒政策，但這將與財政緊縮政策 (fiscal austerity) 

產生衝突。相反的，如果政府的目標在不擴張財政擴條件下促進就業率，

則將造成無法實施有效對抗少子化的措施。最後，若政府打算實施財政緊

縮政策，同時達到提高生育率的目標，則必須鼓勵婦女待在家中照顧其子

女，然這將造成無法就業。因此，在職業婦女的母職政策上，日本政府完

全陷入三難困境。 

將照護服務私有化是解決前述困境的一種方法。但在家庭不信任以營

利為主的日托中心、女性收入不平等所造成就業及生育的負面影響，以及

保守政黨對女性母性天職的主張，抑制日托中心的發展，也使得日本政府

無法從三難困境中解套。  

二、東亞奇蹟與沃絲頓克芙特(Wollstonecraft)困境1：尋找性別平等主義社

會權利的新典範 ( The East Asian  Miracle  and  the  

Wollstonecraft Dilemma:  In  Search  for  a  New  Paradigm  

of  Gender  Egalitarian  Social  Rights) 

報告人：Joohee  LEE  (Ewha  Womans  University, Republic  of  

Korea) 

內容摘要： 

                                                 
1
18世紀英國的沃絲頓克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97)，被視為女姓主義的先驅，她最有名的著作的「為

女權辯解」(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認為女人與男人一樣具有理性，提倡女性接受公平的

教育，培養獨立自主的人格，但她並不支持女性參與公共領域，接受教育讓她們成為更好的妻子，還能教

養出優秀的下一代，對社會更有幫助，在當時而言已是相當先進，但女性定位仍侷限在婚姻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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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h-Dam  Truong 博士曾說，東亞奇蹟是一個完全的性別化的過

程，來自於勞力密集輸出工業的發展，需倚賴年輕未婚女性提供大量的廉

價勞力，而婦女結婚後又擔任了生育及提供無給薪的家庭勞力服務。之後

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奇蹟」逐漸失去活力與動能，但長久以來以

男性養家的意識仍不見削減，女性勞動市場的地位仍不被重視，大部分的

非正規工作者為女性，女性仍是勞動市場的次等公民。 

這種情況可能會持續加劇，尤其韓國是重視經濟而不重視社會福利發

展的國家，韓國的社會支出占GDP比率，為OECD會員國的後段班，甚

至不到會員國平均的一半，韓國政府的許多勞動政策不利於女性，如「時

間制」與易於解僱的勞動政策，女性被迫從事非正規及低薪的工作，加上

沒有對應的托育照顧及過長的工時與女性職場的性別歧視，使得女性面臨

了工作與家庭兩難的情況。這些政策，描述了Wollstonecraft 困境，女性

在父權社會中獲得平權的策略上，本身所存在的矛盾，一位具有完整公民

權的職業婦女，會因在家的照顧工作不均，而無法在職場上獲得相同待遇。

然而，強調差異可能只會加劇她的次等公民地位，當以錯誤方式來平衡不

平等情況時，女性工作人員會受到隔離，而處於缺乏適當保護狀態，使得

女性被迫須同時負擔工作與家庭的照護責任。 

超越Wollstonecraft困境勢必會掀起文化及政治爭論。因此，提議打造

一條社會公民意識的康莊大道，須培養性別平等意識及社會權。在勞力市

場中，透過法定參與權改善企業組織中之透明性，提升女性雇用及晉升的

機會，另外並倡導家中照護工作的平均分攤，以及提高公共育兒措施。最

後，工作的定義必須擴展成涵蓋所有社會性意義及有益的活動，比較各種

工作及生活面向中平權的做法，還需要更多的平權提案，例如社會提款權 

(Social Drawing Right )及無條件的基本收入。東亞一般而言，正發生極為快

速的人口結構轉型，原因在於低生育率及高齡人口增加，若這地區國家繼

續重複傳統的性別規範來制定，過去的經濟奇蹟將會成為未來的政治羈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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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韓國縮小健康差距之跨部門合作及政策評估(Implications for Reducing 

Urban Health Inequity in South Korea) 

報告人：Hyun-Hee  HEO,  Woo  Jin  JEONG,  Xianhua  CHE,  

Haejoo  CHUNG  (Korea  University,  Republic  of  

Korea) 

內容摘要： 

健康不平等係社會條件所造成，如收入、住宅、失業、工作安全、教

育、社會安全網路、接受健康及社會服務、社會排斥、早期兒童發展、性

別、種族、食品安全等等。增進民眾健康與縮小健康不平等，為政府部門

應努力之目標，第一為改善所有人的健康，第二則為縮減社會優勢者與弱

勢者之間的健康落差，而社會健康決定因素所涉面向，不僅是衛生部門亦

為所有與健康影響因素有關的部門責任。然在推動健康促進過程中，「缺少

整合性醫療及社會福利系統服務」，如高素質人力不足、人員異動頻繁、公

私立部門缺少溝通、政府部門間合作效率低；「健康照顧及社會福利下的醫

療救助需求未被滿足」，如低接受度的醫療照顧、複雜的醫療程序、著重評

估結果的無效率健康福利服務；以及「不切實際的社會安全網」，如受益人

嚴格審核標準資格、醫療救助汙名化印象等等。 

    在健康促進過程中，除要加強政府部門之間合作，更要政府與非政府

組織間之間的合作。這場會議報告藉由各組織間利益相關分析，評估了在

多個政府部門、私人部門及公民團體的跨部門行動，並提出可對都市貧民

健康促進措施。所引用的資料來自 2015 年 6月至 9月訪查在首爾東子洞 

(Dongja-dong)的貧民區的一項調查資料，抽樣方式採用立意抽樣，共招集

了 18名參與健康介入措施的小組成員，包含政府部門、公立醫院、福利機

構、公民團體、宗教組織等相關團體人員，訪查方式採取一對一的深度訪

談，並在訪談後蒐集調查資料，其中的量化資料係使用社會網絡分析進行

分析，定性資料則使用疊代過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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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網絡分析結果指出，社區組織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 

CBO) 在慢性疾病及健康管理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然而，社區組織與其

他關鍵參與者的合作程度尚在起步階段，從利益相關者分析顯示，社區組

織(CBO)認為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健康促進及慢性疾病管理為中度負相

關，原因出在利益相關者之間缺乏溝通，並認為政府漠視社區的需求。因

此社區發展的跨部門行動，必須整合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制度，才能為都

市貧窮者提供一個無縫的健康安全網。 

四、如何突破醫療照顧障礙？(How to  Break  the  Inner  Barrier  to  

Get  Health  Care?)  

報告人：Kayo  FUKAMI  (Kyoto  University,  Japan) 

內容摘要： 

就醫時經常會遇到障礙，尤其是偏遠地區，醫療費用高，等待時間長等

等。當患者有明確動機情況下，才會尋求就醫，可是當病患對自己罹患疾病

的認知不清楚或錯誤時，將會感到恐懼，甚至害怕看醫生或告知真實的病況，

若是罹患輕微疾病的人，問題可能較為輕微，可是當罹患嚴重傳染性病毒

時，這將會是嚴重的社會問題。 

以罹患後天性免疫不全症( 愛滋病，AIDS )的病人為例，患者常常因害

怕及恐懼，所以提供不族或錯誤資訊給醫生訊，卻反而造成治療及防治的困

難。日本政府為了掃除這些障礙，主要策略為教育，然而，他們所提供的資

訊僅提到男性與女性之間的性行為，但是男男性行為（MSM，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的風險較高，因愛滋病毒被保存在精子，因此政策上應多提供

MSM的資訊，所以研究人員及政府人員必須深入到MSM社區了解其文化，

以打造一個暢通資訊管道。這場簡報介紹日本大阪DISTA社區成功的例子。 

DISTA社區，名字來自於 「Drop in Station 」，位於日本大阪堂山町，是

為了建立一個無論誰都能來「串門」同志友善社區，係由同志社群與HIV相

關人員所營運的，在大阪感染HIV的同性戀、雙性戀男性增多，DISTA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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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HIV防治計畫的重點區域。如今，人們利用DISTA發起活動，商議與決

定營運的內容與方向，經費來源來自於預防愛滋病公益財團法人及各界的

捐,。打破HIV患者內部障礙，同性戀的非政府組織具有關鍵性的作用，另

外人權的問題不僅對愛滋病的歧視，並包括其他可能的歧視。 

五、中國透過社會健康保險朝向全面普及  (Towards  Universal  

Coverage  via  Social  Health  Insurance  in  China:  Systemic  

Fragmentation,  Reform  Imperatives  and  Alternatives) 

報告人：Alex  Jingwei  HE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na) 

內容摘要： 

    中國大陸三大社會醫療保險，分別為職工醫療保險(UEI)、城鎮居民醫療

保險(URI)、新型農村合作醫療 (NCMS)，保險覆蓋率由2004年不到10%，到

2014年時接近99%。不同的醫療保險制度，不僅繳費標準不同，給付項目、範

圍及標準亦有所不同，概括來看職工醫療保險優於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城鎮

居民醫療保險又優於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然統籌層次不同，公平性亦存有差

異。因此提出了整合職工醫療保險，將這三種保險整合由一個部門負責，希

望能夠縮小城鄉醫療保障水平的差距，達到城鄉居民醫療保障的公平性。 

六、反思韓國醫療旅遊(Reflection  on  Medical  Tourism  for  Health  

for  All  vs.  Economic  Growth  in  South  Korea) 

報告人：Weon-Young  LEE  (Chung  A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Republic  of  Korea) 

內容摘要： 

     近年來國際間的「醫療旅遊」風行，在亞洲如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

及印度等國家擴張迅速，雖然帶來經濟繁榮卻也衍生許多負面問題。歸納各

國旅遊所帶正面及負面的影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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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面影響：經濟成長、外匯湧入、創造就業機會、提升醫療技術及設備、

增加臨床經驗，病患增加讓醫療服務提供者的減少移民到富裕國家。 

(2)負面影響：醫療專業人員離開低報酬的公共部門、對外國的依存度提

高、引發醫療衛生公平及社會保障問題、農村與都市的醫療工作人員分

布不均、醫生與護士短缺、私部門不能共享醫學教育成本、破壞當地患

者對優質醫療服務、醫療費用的上漲。 

    韓國這幾年醫療旅遊快速成長，中央及地方政府希望醫療旅遊如同智

慧型手機可能作為經濟引擎帶動經濟，並減少醫院病床及高科技醫療設備

過剩的問題，在韓劇推波助瀾下，許多人選擇韓國醫療旅遊。韓國本身醫

美也很盛行，政府及醫療中心也非常積極發展醫療旅遊，該國正在嚴格審視

醫療旅遊對勞動力市場及醫療體系所帶來的衝擊。非常仔細地檢查醫療旅遊

業的經濟影響，並考慮到隨著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利用韓國的醫療體系而產

生醫療旅遊的負面影響，並在全球觀點上，須平衡雙邊服務貿易，促進醫

療旅遊業在雙邊或區域貿易，加強管理醫療旅遊業務，並須考慮到原旅遊

國家醫療及經濟不平等的各方面的問題。 

七、福利改革對於單親家長收入的影響：分析家庭調查資料(The  Impact  

of  Welfare  Reform  on  Lone-Parents’  Income:  An  Analysis  

of  Household  Survey  Data) 

報告人： Yuko  TAMIYA  (Kobe  Gakuin  University,  Japan) 

內容摘要： 

日本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單親家長收入在貧窮線以下，甚至低薪工作者

比率超過 80%，單親家長的貧窮率和就業率都位居 OECD 成員國的高段

班。日本政府在21世紀初採取單親家長就業促進的相關措施，而不是推廣

基礎福利，這項政策改革如何影響單親家庭的財務狀況？單親家庭生活安

排，例如核心家庭或大家庭，對於工作激勵措施的影響，是否有任何差異？

這些替代方法是否有助於改善單親家長的財務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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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討社會福利的安定政策改革，是否與提高或降低單親家長收

入有關。研究使用日本國民生活基礎調查2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Living 

Conditions」)的次級資料，大約 8 千多戶家中有子女的家庭進行跨區性的

分析總收入/淨收入、父母工作狀態、子女的生活安排及主要照護者之間的

相關性。研究顯示，近年來兒童貧窮率上升，單親家長的貧窮率較全國貧

窮率高，這類型很多有工作但仍薪水不高，另外未婚媽媽增加、單親守寡

的母親迅速下降，生活在三代家庭的單親媽媽最近增加。另外研究顯示，

提高兒童津貼補助，對降低貧困是有效的。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2014年9月底喊出「一億總活躍社會」的口號，

表示為減緩高齡少子化，未來目標將放在幼兒養育、社會保障等相關福利

項目，而這亦與貧窮問題息息相關。例如，安倍計畫開放育兒家庭優先入

住公共住宅，減輕其房租壓力，並補助三代同堂家庭住宅修建費，盼藉增

加三代同堂、三代同鄰的比率，推動免費幼兒教育、加強對單親家庭的支

援，減少單親父母的負擔。 

八、嬰兒潮人口在社會資本3的投資：韓國高齡老人長期追蹤研究得到的資

料(Baby-Boomers’ Investment in Social Capital: Evidence from  the 

Korean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eing) 

報告人：Vladimir HLASNY,  Jieun  LEE (Ewha Womans  University,) 

內容摘要： 

社會資本為個人的人力資本累積，對個人終其一生的經濟決策中扮演

極重要的角色，亦對於經濟或健康結果及生活滿意度具有極高的影響效

應。什麼因素決定了韓國老年人對社會資本的投資？本研究，從社會資本

的分布，並以圖表呈現各類型的個人社會資本，包括男性與女性、都市與

農村居民等群體間的差距，並調查累積的社會資本，分析個人因不同家庭

                                                 
2 「國民生活基礎調查」為日本厚生勞動省辦理的全國性調查，訪查對象為全國的家戶及家戶成員，調查內

容包括保健、醫療、福祉、所得及儲蓄等項。 
3
 根據世界銀行社會資本協會(the world bank's social capital initiative)的界定,廣義的社會資本是指政府和市民

社會為了一個組織的相互利益而採取的集體行動，該組織小至一個家庭，大至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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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如性別、婚姻狀態及地位(如戶長)，而形成不同的投資。最後將社

會資本區分為私人、家庭及公共投資等 3 個部分，以便評價公共政策對年

長者的影響。所使用標準的資本累積理論模型，將有關社會資本的成本、

預期利益及折舊、社會資本層級，透過家庭轉移、社區計畫及福利救助等

外部資源之社會資本的假說進行公式化，並使用因素分析  (factor 

analysis)，評估個人社會網路、對公眾及社會機構信任度；並且使用追蹤資

料法 (panel-data method) 及工具變數 (instrumental variable) 的線性迴歸，

分析長者社會資本累積的決定原因。 

在韓國高齡化縱向研究(KLoSA)
4中，共有 9 千名年齡超過 45 歲的個

人，提供其個人的社會網路、信任度、與親友的財務互動、預期壽命、 

    研究結果顯示，社會網路對於維持老人的生活品質有很大的影響，政府

及非政府組織，應多設置活動據點並鼓勵長者多參與活動，將對老年人生活

滿意度及健康帶來有顯著的成效回報。 

九、韓國高齡者社會排斥現象的發展軌跡與預測：探索社會排斥現象的多維

度本質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and  the  Predictors  of  

Social  Exclusion  among  Older Koreans:  Explor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Social  Exclusion) 

報告人：Soon-Dool  CHUNG  (Ewha  Womans  University, Republic  

of  Korea), 

內容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為了解隨著時間演進，韓國年長者中所遭遇的各種社

會排斥現象的數量及發展模式。此外，本研究並找出一個顯著的決定因素，

該因素會導致韓國年長者淪為更嚴重的社會排斥族群。此項分析係以韓國

                                                 
4
 韓國高齡化縱向研究（Korean Longitudinal Study on Aging, KLoSA）： 係韓國勞動研究院，鑑於韓國
人口老化問題，需要有系統建立高齡統計資料，開始有相關統計資料蒐集及調查，該調查針對 45 歲以上
的中高齡每2年調查一次的追蹤調查，研究主題包括人口結構、家庭、健康、就業、所得、資產、主觀期
待與滿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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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縱向研究(KLoSA)的資料為基礎。研究以 2008 年至 2012 年的老年

人(N=24,074)進行分析。 

本研究係依4個不同的次維度分析，分別為金融排斥、社會關係排斥、

社會文化排斥及情感排斥。本項研究係使用半母數族群基礎法，之後使用

多項對數邏輯迴歸分析。結果根據韓國老年人出現的社會排斥現象次維

度，顯示了重要的變異及不同的發展軌跡。此外年紀越大、男性、教育程

度較低者，屬於社會排斥現象越嚴重的族群。 

在老年人的金融排斥上，問項包括中長及投資、開戶、參加保險等；

社會關係排斥，問項包括與朋友、孩子的接觸情形；文化的排斥，問項包

括過去一年老年人的社會及活動情形、如去劇院次數、參加志願服務及娛

樂的時間；在情感排斥，問項包括是否感到孤獨。 

另外社會排斥與個人條件有關，包括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教育、

感知健康狀況、就業狀況、獨居及與配偶子女的關係等，均為影響老人社

會排斥的因素。 

社會排斥不僅是一方對另一方排斥，可能有時是被排斥者的自我排

斥、自我隔離，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年人逐漸從各種社會角色中退出，歸

屬感慢慢喪失，取而代之可能會感到被排斥，從而產生了焦慮、孤獨、抑

鬱等負面情緒，因此需加強家庭及社會網絡連結，提供老人再教育及再社

會參與的機會，消除老人被社會排斥與隔離的處境。 

十、南韓地區，母親過去的財務及時間移轉對於隔代共居的影響：著重在

長期互惠 (The  Effects  of  Mothers'  Previous  Financial  

and  Time  Transfers  on )Intergenerational  Co-Residence  in  

South  Korea:  Focusing  on  Long-Term   Reciprocity 

報告人：Seok  Cheol  HA (Kyung  Hee  University,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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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討南韓地區，過去的財務及時間從母親移轉至成年子女時，

如何影響年長母親及其成年子女的共居。本研究採用多層邏輯分析方法，

考慮母親及其成年子女之間的階級結構關係。本研究以 1,925 位年長母親

及7,460 位成年子女做為研究樣本，資料取自韓國高齡化縱向研究(Korean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eing，KLoSA) 的第一次 (2006 年) 到第四次 

(2012 年) 資料。分析結果顯示，過去的財務從母親移轉至其成年子女，

與年長母親與其成年子女之間的共居並無明顯相關。然而，根據年長母親

對其孫兒的照顧時間計算結果，時間移轉長度越長，共居的可能性就會越

高。本研究討論了年長母親與其成年子女之間的長期互惠關係，是以隔代

支持關係作為基礎。然而，從只有祖母輩的子女照護影響了隔代共居的結

果，意味這在隔代互惠關係中可能是重要因素。透過這些發現，本研究從

理論、實用和政策面提出了一些意見。  

十一、邊緣社區居民減少參與茶會、以及資訊來源改變(Reduction  of  

Participation  in  a  Tea  Meeting  and  Changing  Sources  of  

Information  in  the  Marginal  Community  Residents) 

報告人：Yuichi  WATANABE (Musashino  University,  Japan,) 

內容摘要： 

邊緣社區是係指 65 歲以上人口超過全社區人口的 50%，且在維持日

常生活功能上有困難的社區。邊緣社區可能面臨的困難包含失業、購買日

常必須用品、農村農作管理及慶典參與。當愈來愈多的年輕人離開社區，

年長者獨居的情況也愈來愈增加，因此出現維持生活型態的困難。邊緣社

區的居民，非常需要互相支援來維持基本的健康生活，這個情況不僅僅在

日本發生，全世界特別是已開發國家，也正在發生。 

這項使用2009年及2015年重複橫段面(Repeated  cross-sectional )研究

資料，透過問卷調查方式完成，訪查對象為居住在邊緣社區年齡滿20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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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本研究僅使用年滿65歲以上受訪者的資料，分析方式採用卡方檢定 

(chi-square test)，分析社區居民在 2009年與2015年間之變化。調查資料顯

示，居民參加茶會的情況明顯降低 (P<.05)。同時，資訊來源也改變了。例

如，減少「社區居民」、「家人與親戚」、「通告」方式，而增加了「公眾資

訊報紙」(P<.05)。另外邊緣社區中的非正式網路減少，造成對正式網路的

依賴程度提高。 

為加強邊緣社區支持，建議建立日常生活的基礎設施，如日用品店、

銀行、養老服務、醫療服務及社會工作服務、加強城鎮間的無障礙、決策

賦權予社區。 

十二、南韓老齡人口照護措施的性別差異( The  Gender  Gap  in  the  

Provision  of  Care  for  Older  People  in  South  Korea ) 

報告人：Min  Young  TAK  (University  of  Bedfordshire,  UK) 

內容摘要： 

南韓在照護使用條件、安置和措施方面，照護 (包括付費及非付費) 存

在極大的性別差異。在長期照護保險( Long-Term Care Insurance，LTCI )係

針對特定福利所設，但現金福利僅在某些例外情況發生時才提供，並防止

部分濫用現金福利及過度依賴女性非正職照顧護工。 

本研究係使用韓國每 5 年辦理一次的「時間運用調查 (Time Use 

Survey )」資料，分析結果，南韓從實施長期照顧保險後，存在於付費及非

付費照護措施中的性別差異。同時也企圖找出造成照護措施中出現性別差

異的根本原因，以及存在於南韓持續變化之家庭責任中的本質問題。 

根據這份研究的發現可知，自長期照顧保險實施以來，女性照護工作

總量並未改變太多，而大眾對於周遭性別角色也沒有期待。照護措施的性

別差異，讓婦女容易遇到各種社會風險的傷害，以及照護可能要持續一輩

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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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照護機器人是否能勝任日本老齡照護功能？：可能性與挑戰(Do  

Care  Robots  Play  a  Role  in  Japanese  Eldercare?  :  

Pos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報告人：Nobu  ISHIGURO (Osaka  University,  Japan)  

內容摘要： 

日本，照護機器人是否可以應用在老人照護上。照護機器人透過減少

照護工作者的身體負擔使老年人過著更獨立的生活，具備有解決快速高齡

化社會問題的潛力。照護機器人產業正在擴張，而日本政府已啟動好幾個

大型計畫來促進發展，以及實際應用在老人部門。雖然日本是機器人技術

最先進的國家之一，但因為在發展及實作過程中發生了結構、文化、社會

的原因，所以將機器人實際用於照護部門並非領先。甚至像電梯這類設備，

在日本照護機構也並未廣泛使用，導致照護工作者經常出現肌肉骨骼類疾

病。 

本文將根據實證資料，介紹目前引進科技設備的狀況，包括日本老人

照護的照護機器人。另外討論阻礙在照護部門使用科技設備的背景因素，

並指出未來在照護工作上整合機器人時會遇到的可能性與挑戰。 

十四、中國農村的老化、外移、及照護(Ageing, Migration and Care in Rural 

China) 

報告人：Jieyu  LIU (University  of  London,) 

內容摘要： 

1990年起，中國大陸受到經濟改革快速影響，大量年輕工人從農村遷

移到都市，使得許多成年子女與年長父母分離，讓傳統扶助農村年長者的

家庭模式遭受重大挑戰。因中國農村年長者的養老金與其他都市居民享有

的福利遭到剝奪，更擴大了這些問題層面。 

本文將循環照護概念應用到人口外移情況中，有關照顧農村老人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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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利用來自英國經濟與社會研究委員會 (UK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以中國農村地區年長者為研究資料，檢視照顧者與被照

顧者之間的多向性  (multidirectional) 及不對稱替換  (asymmetrical 

exchange)，並企圖更深入找出，人口外移對於中國農村年長者及家庭照顧

者的細微影響。首先，從單向或雙向交流中，不同家庭成員之間、不同地

區，呈現不同程度差異的循環照護。第二，強化成年子女照護老一輩方式

的中介因素。另外性別亦是建構中國農村扶助老人的重要維度，本文仍呼

籲對不同世代的女性及不同區域之間，採用分化性更明確的作法。  

十五、福利制度政策中的盟友與夥伴：韓國與美國的社會福利政策，以及

如何影響年長女性的社會保障與社會地位(Allies  and  Partners  

in  Welfare  Regime  Policies:  How  South  Korean  and  

American  Social  Welfare  Polices  Affect  the  Social  

Protection  and  Status  of  Elderly  Women) 

報告人：David  B.  MILLER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USA) 

內容摘要： 

在社會福利機構與福利服務提供方面，韓國與美國的福利國制度有類

似情形，這兩國的社會福利支出都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的平均值以下 其中根據 

Esping-Andersen 分類，美國屬於自由福利制度，韓國的福利制度特色則延

續自由、保守及生產主義 ( Productivist )等特色。儘管如此，每個國家的社

會保障與收益維持政策都很明顯地嵌入了殘補式社會福利，特別是關於女

性的福利。這些殘補式項目導致女性在每個國家的福利系統遭到邊緣化。

女性在接受社會保險保障利益時，很明顯有差距與不平等的存在。 

資料顯示，韓國年長女性收到的養老金福利低於年長男性的 60%，而

美國女性的社會保險福利平均為退休男性所獲福利的 70%。作為社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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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階層化的機制，在這兩國的福利國及社會保障法規，使得女性的從

屬地位轉變成次級地位，進而影響到生活與健康狀況。本文內容比較及對

比韓國與美國的福利制度，以及對女性地位的影響，特別是年長女性。 

十六、日常生活的性別與社會政策：比較丹麥與日本的觀點(Gender  and  

Social  Policy  in  Everyday  Lif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f  Denmark  and  Japan) 

報告人：Makiko  MORITA (Aalborg  University,  Denmark) 

內容摘要： 

本研究係比較丹麥與日本退休夫妻的日常生活，來探索性別關係及社

會政策。根據 16對丹麥夫妻與 21對日本夫妻在 2013年到 2014年間進行

的深度訪談，衍生出具備實證基礎的核心內容。在普遍認知上，丹麥及其

他北歐國家都是全民福利國家，已經高度實現性別平等。另一方面，日本

則常被認為在家庭導向的體制化設定中，仍然保存「傳統的」性別角色。 

在這樣的對比性別關係下，丹麥與日本退休夫妻的日常生活會有哪些

後續發展？本研究藉由探索指定給他們的日常體驗、練習及方法，貼身探

究退休夫妻的日常生活。研究分析揭露了丹麥、日本退休夫妻在其一生中

的日常生活體驗，並了解其性別關係互動及體制環境。 

十七、反思老齡化社會：香港的老工人退休的感知和策略 

報告人：Ka  Man  LO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na) 

內容摘要： 

人口老齡化已經變成亞洲社會一個顯著的問題。老齡化一詞通常會令

人聯想到負面意涵，生產勞動力的減少，以及福利支出的增加。本研究將

根據社會風險理論，嘗試揭開令人害怕的人口老化面紗，並提出更有效率

處理這個問題的社會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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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福利模式受到「新自由派生產主義」思維的影響，許多亞洲國家

社會政策都過度強調「生產率」及財富的產出，但卻低估了年長工作者的

工作及貢獻。「新自由派生產主義」思維促進了合理化邊緣化，或提早將老

年人自勞動市場排除，導致老年人處於貧窮狀態及健康提早惡化。本研究

部分參考資料來自 2015 年香港地區研究年長工作者僱用風險的定性研

究，共訪談了12位年長工作者與退休人士，探究他們對於退休的觀點、策

略、需求及問題。社會階層為影響這些人生活體驗的一項重要因素，相較

於勞工階層，中產階層在退休後有較多的資源可以處理自身的問題。另一

個重要因子是性別，在照護責任上、對子女的依賴，以及退休福利的權益

都有顯著影響。受僱者在小企業或政府機構工作，是另外一個影響退休保

障福利的因素。 

十八、住宅所有權及就業狀況對韓國老年人生活滿意度之影響(The Impact 

of Housing Ownership and Employment Status on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Adult Adults in South Korea) 

報告人：Bum  Jung  KIM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USA) 

內容摘要： 

本研究係分析住宅所有權及就業狀態對南韓老人的生活滿意度及影

響。本研究以全國性代表跨區調查中，共4,223位年齡超過 65歲的老人為

對象進行分析，資料使用取自第 5 次的韓國高齡化縱向研究(Korean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eing，KLoSA )。分析中的變數包括生活滿意度、住

屋所有權、就業狀態，以及社會經濟狀態，分析方法係使用敘述統計、相

關分析、階層式迴歸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住屋所有權與南韓老人的生活滿意度有明顯相關。另

外，就業的老人的生活滿意度較未就業者高。在控制變數中，年紀、性別、

教育、婚姻狀態、房屋收入，都與生活滿意度有明顯關聯。另外研究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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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老人的住屋所有權、就業狀態與生活滿意度之間具有顯著相關。根據

該研究推測，需要實施提供住房政策，強化經濟安定，可提高韓國老齡成

人的生活滿意度。 

十九、韓國發展主義、階層與性別限制下的社會照顧政策

(Developmentalism  and  Stratified  and  Gendered  

Limitation  of  Korean  Social  Care   Policy) 

報告人：Dayoung  SONG  (Incheon  National  University, Republic  

of  Korea 

內容摘要： 

韓國是一個重視經濟發展的國家，社會福利政策應在經濟發展之下，

並強調「先增長，後分配」的口號，因此政府採用最小干預原則，一方面

採以「家庭主義」(familialism)，另一方面實施市場機制的策略模式來解決

問題。這場演講嘗試檢視韓國社會福利政策的雙面性，將焦點放在社會福

利政策的建立及發展，以及開發主義意識形態下的修正。 

2000年，在低生育率及人口老化浪潮下，造成政府必須出面干預，且

必須放棄「最小干預」原則。然直至今日，國家仍舊運用家庭與市場作為

主要的政策運作方式，以兒童照顧政策來說，最應優先提出的政策是建立

公共日間照顧中心，但政府仍選擇以最簡單方式解套，選擇以家庭與市場

作為主要政策，堅持維持既有的私立兒童照顧機構。這樣的作法導致私立

兒童照顧市場規模擴大，占用大量預算。在財務救助政策框架的禁錮下，

兒童照顧服務為發給日托中心或機構之兒童的補助，以及在家中照護之孩

童的家庭津貼。傳統上，兒童照護機構被認為是「服務」，而家庭津貼是現

金福利，然在韓國，兩者均為現金福利。 

在李明博執政時  (2009)，兒童照顧政策從先前的去家庭化 

(de-familiarization)福利救助政策轉化為再家庭化(re-familiarization)成本支

援政策，政府開始提供教育券(voucher)給父母，並由父母用於支付花費，



-21- 
 

這種政策本質上更像現金支付，而不是服務。對國家來說，兒童教育券及

家庭照護津貼是現金救助，雖然是採用不同的現金形式，兩者都是直接將

花費支付給家庭，而政府並不干預他們的選擇。因此當遭受兒童照顧機構

遭到拒絕時，政府便回到「家庭化」，用來解決市場無法滿足之兒童照顧需

求，這樣的福利津貼政策，被視為國家最低責任、市場化機制及家庭主義

的結合。 

類似的模式亦出現在老人照顧政策上，著重在最低花費而非建立公共

財的長期照顧政策，但需求與供給之間的落差，就只好透過家庭來填補。

自從實施長期照顧政策以來，在服務提供及人力資源上，除放寬長期照顧

教育訓練機構設立標準，並讓家庭照顧者透過教育訓練取得長期照顧者資

格，短短幾年間，照護工作者的數量急遽成長，表面上國家宣告承擔起照

顧的責任，但實際上社會照顧責任係透過市場化、再家庭化所決定。 

在韓國，開發主義、市場化及家庭責任意識形態，都早已徹底運用，

甚至在擴展社會福利政策過程中的｢工作創造｣，而非建立社會照顧的安全

網，政府藉由運用教育券方案，組織符合競爭邏輯的服務市場，企圖從發

展服務擺脫沉重的財政負荷。大多數的照顧工作者透過教育券市場的引

入，開始擔任照顧工作者。然而在這段期間，從來沒有人討論他們的工作

情況，以及必須改善的地方，照顧社會福利政策也受到以成長、競爭為主

的開發主義的影響，使得照顧工作者的工作情況更加的惡化。  

在這種狀況下，提供高品質服務來增加女性參與勞動市場，增加社會

附加價值，創造永續社會功能的循環之前，照護政策可能因競爭市場結構

中而削弱，同時母性意識形態與家庭主義會因擴張家庭照護津貼而再次受

到強化。為了達成社會照護福利服務政策目標，韓國政府必須從長遠觀點

考量，而不是依循以前的開發及家庭主義，才能建立永續的社會福利政策。 

二十、後成長社會中的婦女與住宅政策：政策理論與現實(Women  and  

Housing  in  Post-Growth  Society:  Policy  Rhetor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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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ty) 

報告人：Misa  IZUHARA  (University  of  Bristol,  UK) 

內容摘要： 

在全球化時代，許多成熟的經濟體都在低經濟成長趨勢下，出現「後

成長社會」（Post-Growth  Society:）的特點，如人口老化、低生育率、失

業率增加、房屋價格波動及資產縮水等，日本就是這類型東亞社會的代表

先驅，後成長社會在住屋和所有世代之間存在著強烈的社會不平等。 

女性是後成長社會的一項核心考量，日本政府正在推動「一億總活躍

社會」(100 million all active society)口號，以便維持現有人口，進而提高生

率率，而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每個人都必須在家庭、工作場所及社會中積

極努力。在這個政策揭露後，女性的角色毫無疑問地必須重新定義，並且

必須進一步擴展，才能擔任能達到這個全國目標的多元角色。在這個趨向

兩極化和不平等之「後成長社會」的議題中，本文將檢視女性的住屋問題。

主要目標在於先凸顯與從性別延續之社會規範和制度有關的女性住房財

富，並討論住屋不平等在固有模式下的表現方式，以及女性因婚姻狀態所

產生的資產所有權。另外討論住屋與生育率之間的連結，以及政策理論與

現實面之間的實際落差，人們應考慮如何解決住屋問題，包括協助年輕人

轉型進入成人階段，離開原生家庭的獨立生活，政策措施必須開始將女性

當作個體，而非依賴丈夫和父母，才能紓解後成長社會中的住屋不平等現

象。 

肆、心得 

一、本次會議除了有日本、韓國及英國著名的學者擔任專題演講外，並依福

利國家、移民與多樣性、家庭照顧、高齡化社會與老人…等不同議題分

場次討論，會中聽取各國學者的福利政策研究分享，有助於開拓社會福

利統計視野，對於統計應嫆於政策及國際化推動相當有助益。 

二、本屆主題為「東亞社會政策與性別，在參與的會議中，多篇研究討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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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所扮演的角色與責任，尤其是婦女通常被賦予母性天職，然隨著時代

的改變，女性意識抬頭，但要同時兼顧職場工作及家庭妻子與母親的角

色，負擔反而更加重了。近年來我國隨著社會改變，家庭型態已轉變為

核心家庭或小家庭，同時單親家庭、隔代教養家庭與新移民家庭逐漸增

加，致家庭形態日趨多元化，家庭成員減少，使得失業與低所得階層家

庭在經濟通能上更加不足及弱勢，家庭功能弱化，使得家庭的維繫及成

員的生存面臨諸多的挑戰與困難。 

三、低出生率、人口老化為很多東亞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衍生的長期照

顧、老人社會排斥，都是目前各界所關注的問題，在韓國為觀測老化問

題，因此建置的高齡化縱項研究(KLoSA)的資料，我國同樣面對人口老

化問題，因此有系統建立資料是有需要的。 

伍、建議 

一、將韓國KLoSA調查問卷，納入我國老人狀況調查問卷設計之參考。 

二、持續推動性別統計，加強資料間連結應用：我國為推動性別統計，在統

計資料的蒐集過程，都盡量按性別分類統計，惟性別議題包含工作、經

濟、家庭、健康、文化、安全等等，資料分屬不同主責單位，未來宜建

立跨領域合作，加強資料間連結應用。 

三、關心弱勢家庭，建立目標家庭基礎統計：目前有關我國家庭型態統計係

透過統計調查取得，惟調查需耗時又耗費，故建議由目前公務登記資

料，規劃建立家庭基礎統計，提供社會福利政策運用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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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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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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