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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大學與北京大學兩校交流已有多年且互動頻繁，因應兩岸有共同文化背景，再加

上共同面對人口高齡化的現象，今年在兩校交流之際開闢圓桌會議與老齡論壇，企圖攜手合

作加深雙方在老齡研究與實務運用上的結合，確實在交流過程上，達到雙方可就：專業人才

培育、高齡研究、安寧療護與病人自主權利，甚至於推展至實務場域社區整體照顧、高齡營

養等範疇，將進一步合作期能有更多成果的展現。 

 

關鍵字：北大臺大日、老齡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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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1995 年，臺灣大學與北京大學簽署學術交流備忘錄，兩校間的學術交流與人員互動

就十分活躍，雙方在科技研發合作、人才培育皆展開多所合作。2010 年 10 月，臺灣大

學與北京大學兩校校長簽署（臺灣大學與北京大學策略聯盟備忘錄）與（臺灣大學與

北京大學合辦雙學位計劃備忘錄），同年 12 月 20 日，臺灣大學李嗣涔校長帶領著百

餘位的師生代表團訪問北京大學，在北京大學舉辦第一次「臺灣大學日」。2016 年，

在臺灣大學辦理「北京大學日」，由北京大學林建華校長率團前來臺灣交流。今(2017)

年，臺灣大學應北京大學林建華校長邀請，由臺灣大學楊泮池校長率領代表團前往北

京大學舉辦第二次「臺灣大學日」，並且舉辦環境保護、人口老齡化與長期照護兩場

論壇，其中，醫學院團隊則以參與人口老齡化論壇為主軸。 

  在中國，高齡老人數量增長迅速，且高齡老人群體中失能率在 50%以上，失能老人

規模或從現階段的 625 萬人上升到 2050 年的 1875 萬人，35 年裡增幅高達 200%。

如此龐大規模的老年失能群體，對於老年失能人口的照護問題更是一大隱憂，因此建

立長期照護體系不僅受 2016 年中國大陸兩會代表、委員的關注，同時也是“十三五”

規劃提出的重要舉措。臺灣，生育率 1950 年代世界前茅，2003 年迄今為世界最低之

列，平均壽命 100 年前低於世界平均，如今超越歐美。臺灣老齡化比率現已世界第一，

從“高齡社會”到“超高齡社會”只需要大約 7 至 8 年時間。為延緩高齡健康與亞健康人口

進入失能狀態，並使失能人口重返至健康或亞健康狀態，臺灣，較早地建立了長期照

護體系。在此背景下，兩校學者希望以北大“臺大日”為契機，開辦以長期照護為主題



2 
 

的“2017 北大‘臺大日’人口老齡化主題論壇”，期望兩校學者對兩岸人口老齡化問題展開

充分的交流與討論，增加兩岸在這些問題和具體做法的共性、差異、經驗的認識，並在思

維碰撞中找到應對兩岸人口老齡化的對策與未來合作的契機。 

 

貳、 過程簡要 

行程 

一、 106 年 4 月 25 日 

(一) 上午 9:15 飛往北京 (搭乘長榮航空) 

(二) 下午 15:00 圓桌會議 

(三) 下午 18:00 接待晚宴 

二、 106 年 4 月 26 日 

(一)上午 8:00 參訪北京大學 

(二)上午 10:00 臺灣大學楊泮池校長專題演講 

(三)中午 12:00 臺大北大日歡迎午宴 

(四)下午 14:00 老齡化論壇 

(五)下午 19:00 交流晚宴 

三、 106 年 4 月 27 日 

(一) 上午 6:40 前往參訪北京愛慕家養老院 

(二) 上午 10:30 前往北京機場 

(三) 下午 13:45 返回臺灣桃園機場(搭乘長榮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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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桌會議- 

北大召集人-陳功教授 

圓桌會議- 

臺大召集人-楊培珊教授 

北大「臺大日」-本團成員合影 北大「臺大日」-楊校長受贈匾額 

 

 

 

 

 

 

老齡論壇- 

醫學院黃國晉教授擔任主持人 

 

 

 

 

 

 

老齡論壇- 

北護分院楊昆澈醫師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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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論壇- 

北護分院林昱宏社工師演講 

老齡論壇- 

北護分院李怡萱醫師演講 

參訪愛慕家養老院 參訪愛慕家養老院-團隊合影 

 

參、 心得及建議 

一、 中國大陸在老人照顧領域，近年來積極籌備與因應人口老化的議題，如同與會的

專家學者談述，在人才培育這塊，確實中國大陸社會工作領域基礎人力較為不足；另，

本次交流過程中，北大人口所研究生有多位有提及自己是在念社會工作，但深究之後，

相信對於社會工作的基礎學理，雖然中國大陸與臺灣文化制度、福利系統、社區組織

的架構有不同的因素影響，但相較之下，臺灣社會工作已發展至專科化，並分為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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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老人社會工作、身心障礙社會工作、心理衛生社會工作以及兒童與家庭社

會工作等五大專科，未來應可交流在老人與長期照護的人才培育。 

二、 北大人口所目前正在發展校區附近的社區照顧需求調查，係以學術單位師生為基

礎人力，未來期望能發展為驛站網絡。但實務照顧產業則需仰賴社區內的正式或非正

式資源，或發掘潛在社區內與未來有興趣可能未來會投入之資源，以臺灣發展老人照

顧經驗，未來雙方可以強化實務場域的互訪學習，發展適合各自的社區整體照顧服務

模式。 

三、 與北大專家們討論安寧照護的過程中，發現北大專家對臺灣目前的法令(如病人自

主權利法)、安寧團隊建置及轉介流程等皆相當有興趣。考量中國大陸與臺灣同樣面臨

老年人口急速成長的問題，過度專科化的醫療體系已不足以提供日益增加的末期病患

整體性的照護，且中國大陸與臺灣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及面臨的問題(如對末期病患的病

情告知困難)，兩邊應可考慮後續合作研究，發展適合華人文化的安寧照護模式。 

四、 這次也是少也有的機會可以進行校內的跨領域交流，我們發現在失智症照護，可

以結合臺大心理系參與的「神經生物與認知科學研究中心」相關計畫，也可以結合圖

書資訊管理學系的老人閱讀計畫，進一步與在地照護社區資源結合，進行在地老化的

照顧模式與研究計畫。 

 

 

肆、未來合作規劃 

一、 人才培育：北大人口所師生將於今年 7 月暑假期間到臺灣參訪與實習，本院可以

提供實務場域供該校師生學習；另，介紹本院完整的老年醫學與長期照護團隊成員，

與北大師生能促進彼此更多交流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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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老齡營養研究：本院此刻正積極籌組老年營養研發中心，而北大在營養研發與基

礎研究也有許多探究，未來雙方可利用邀訪，考慮合作研究，發展華人適合口味的營

養餐飲，並朝未來能將技術移轉至產業的可能性而努力。 

三、 在地老人照護：可以結合中國目前的「醫養合一」的概念，並與本校的社工、圖

資系與心理系結合，可以發展從實質照護，檢測(或治療介入)等方面的一條龍研究模

式。本院同仁將於進入應心理系賴文崧教授之邀請，洽談進一步合作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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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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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報告者簡報資料 

Hospice in Taiwan and NTUH-李怡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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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平均壽命 

內政部 統計處 

年
齡 

83.19 

76.72 

30.49 

2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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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簡報-林昱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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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Odds Ratio) 

1.72 (95% CI:1.09-2.72, P-value:0.019)

(Odds Ratio) 

1.59 (95% CI:1.06-2.39, P-value:0.026)

Wu C-H, et al, J Clin Densitom. 2013;16(1):98-103

 T-Score<-1 vs T-score ≥-1

 T-Score<-1 vs T-sc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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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Q4

Q3 0.97(0.45-2.09)

Q2 2.08 (0.99-4.36)

Q1 2.34 (1.14-4.83)

(Skeletal Muscle Index [SMI]=skeletal muscle mass/[height(meter)]2 

Huang R-Y, et al. Nutrients. 201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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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Y-L et al,. J Am Med Dir Assoc. 2014;15(11):807-811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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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1.51 (0.66-3.46)

Q2 2.3 (1.05-5.03)

Q1 4.62 (2.11-10.1)

(Skeletal Muscle Index [SMI]=skeletal muscle mass/[height(mete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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