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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際高齡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n Ageing ( IFA )於 2023年6月27日至6月

30 日，在泰國曼谷舉行 第 16 屆 全 球 高 齡 研 討 會 ，此次會議主題訂為

「Challenge-Transformation-Change 挑戰、轉型、改變」，係回應世界衛生組織全球

高齡化及健康報告(Global Report on Ageing and Health)及全球策略與行動計畫的後續

目標之實現，例如：衰弱、疫苗接種、非傳染性疾病防治、長期照護和整合照護之間

的連結。研討會包括為期4天的大會會議，此研討會主題分為5項：（一）數位科技(digital 

technologies)與實踐、（二）高齡女性(older women)、（三）促進及維持健康功能

(maintaining and improving function)、（四）所有年齡層提供免疫接種疫苗

(immunisation)、（五）高齡友善環境(age-friendly environments)。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以「Promoting Literacy in Dementia and Friendliness in 

Taiwan」 (提升全國民眾之失智症識能與失智友善態度 )，投稿大會第五主題

「Age-Friendly Environments」，發表我國自107年起推動營造失智友善社區及失智症

防治宣導之成效，展示臺灣推動失智症防治等健康促進作為，及提高臺灣推動健康促

進之國際能見度。 

    國際高齡聯盟是世界衛生組織在高齡議題的官方合作夥伴，本次大會成員來自世

界衛生組織與東南亞區署、各國政府、非政府組織、學界、產業界及個人等，遍布70

餘個國家，IFA 現已擁有 45 多年的歷史，已成為國際領先的創新組織，跨學科和

跨部門致力於改善老年人生活的共同目標。藉由參與此國際性會議，瞭解國際活躍老

化趨勢及各國推動經驗，研討會中有討論寂寞及孤獨對於高齡者身心的影響，藉由支

持性的社會與物理環境，高齡友善城市推動，加上智慧科技導入與應用，可以促進長

者社交、改善長者身心健康情形，達到健康老化及在地老化。 

    透過本次研討會及觀摩學習，作為台灣持續推動高齡數位科技、促進及維持長者

健康功能、營造高齡友善環境，以達健康老化及在地老化的參考，並與國際持續的交

流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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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一、本次藉由參與此國際性會議，瞭解國際活躍老化趨勢及各國推動經驗、拓展

與國際老化聯盟、政府部門、民間組織及研究單位交流。 

二、透過口頭發表「Promoting Literacy in Dementia and Friendliness in Taiwan」(提

升全國民眾之失智症識能與失智友善態度)，分享我國推動營造失智友善社區

及失智症防治宣導之成效及健康促進作為，及提高臺灣推動健康促進之國際能

見度。 

三、瞭解各國推動高齡女性、促進及維持健康功能及高齡友善環境情形，並藉研

討會現場與各國推動活躍老化及高齡友善環境之主要推動者交流，瞭解世界衛

生組織及各國推動活躍老化相關政策的現況及未來方向，增進與參與國際會議

之各國代表建立活躍老化相關專業夥伴關係，提升國際合作機會，並汲取他國

推動健康識能經驗，作為日後規劃提升國內推動活躍老化相關政策之參考。  

 

 

 

 

 

 

 

 

 

 



 第 5 頁 共 25 頁 

貳、過程 

   本次研討會為112年06月27日至06月30日，參加第16屆全球高齡研討會會前工作

坊，及後續為期3天的國際研討會大會，出國行程表如下。 

 

一、行程 

日期 行程 

06 月 26 日(一) 啟程至泰國曼谷 

06 月 27 日(二) 參加「第 16 屆全球高齡研討會」會前工作坊 

06 月 28 日(三) 

06 月 29 日(四) 

參加「第 16 屆全球高齡研討會」開幕典禮、專題演講、平行

會議、本署口頭發表、海報及攤位展示 

06 月 30 日(五) 參加「第 16 屆全球高齡研討會」平行會議、返程回臺灣 

   

二、內容說明 

    (一)第16屆IFA國際高齡聯盟研討會會前工作坊 

    第16屆全球高齡研討會會前工作坊，主題為：「整合式長期照顧的原則與

實踐 Models of Integrated Long-term Car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會議的目標

是在全球高齡化下，增進各國對於當前長期照顧模式工作的理解。讓政策制定

者和從業者分享良好做法和經驗，如何連結正規及非正規照顧者，以增進高齡

者的生活品質。工作坊內容議題包含：(一)「長期照顧模式類型和範圍之回顧

及概述」，「攸關性命的長期照護─以人為本之提升生活品質成效」。(二)「世

界衛生組織長期照顧服務架構」，政策環境及照護系統現況-漸進式發展與政策

創新的挑戰與機會。(三)「2023年向前邁進─確認長期照護發展的 3 項首要任

務或新系統規劃-何為首要需解決之問題？」。 

    工作坊中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提及，長期照顧主要目的為提升身體內在功

能能力或減緩身體內在能力的下降，如何提供可負擔性(Affordable)、可近性

(Accessable)、公平性(Equitable)的長期照顧服務至為重要。世界衛生組織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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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照顧服務架構中，需考量：(1)跨政府部門、公私協力、衛社政等全面性的整

合。(2)永續的財務。(3)服務輸送體系的提供。(4)創新與研究。多數長者住在家

裡，如何提供相關服務與照護，包含：研發「照護指引」、「工具包」，以及

「線上資源」，以提供主要照顧者、民眾使用。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 Prof. William E, Reiahman分享疫情流行與長期照

顧，需要關注慢性疾病防治的問題與解決方案，強化居民有意義的生活品質服

務、確保高品質及安全的照顧、推動品質促進、強化健康和全面推展工作。加

拿大有8成長者居住在家裡，因此，政府、服務提供者、媒體等，需要多研發居

家在宅策略與活動。另，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則分享針對長者咀嚼及吞嚥等問題，

研發「高齡友善飲食」在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等作法與經驗。世界衛生組織亞太

地區健康老化與創新執行長Dr.Sakarn Boonnag分享泰國、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等

國家在推動居家、機構式照護、失智症患者照護及主要照顧者支持等。 

    聯合國亞太地區區署辦公室負責健康老化宣

言之推動的Dr.Rintaro Mori談到，勞動市場、經濟

永續是高齡社會亟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中等收入

國家面臨的問題，包括：女性參與勞動市場、出生

率低、需要被照顧長者增加、缺乏家庭支持等。 

另，南非波切夫斯特魯姆大學教授Dr. Jaco Hoffman

提出三個策略：(1)開發發展投資案例。(2)家庭/社

區支持。(3)跨部門整合、跨世代參與。 

紐西蘭社會署高齡辦公室主任表示，長期照顧需建

立以實證為基礎，並進行需求評估與服務整合。建

議未來挑戰與機會應著重：(1)長者內在功能能力的提升與維持、(2)資料整合

與應用、(3)永續財源(財務系統)、(4)強化世代融合、(5)公平接受照護服務。 

 

(二)第 16 屆 IFA 國際高齡聯盟全球高齡研討會議概況 

    研討會包括為期4天的大會會議，此研討會主題分為5項：（一）數位科技

(digital technologies)與實踐、（二）高齡女性(older women)、（三）促進及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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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功能(maintaining and improving function)、（四）所有年齡層提供免疫接種

疫苗(immunisation)、（五）高齡友善環境(age-friendly environments)等。大會製

作宣導影片說明本次研討會主題。 

 

06月28日開幕致詞，研討會安排國際高齡聯盟主席Mr.Graeme Prior、香港

社會服務聯會主席Mr. Bernard Chan致歡迎詞。Prof. Denise Eldemire-Shearer為大

會的主講人，牙買加西印度群島大學高齡與健康中心 Prof. Denise 

Eldemire-Shearer自1982年以來一直致力於高齡領域，40多年來的時間從事研究

和參與制訂公共政策。身為牙買加全國高齡公民委員會主席，於1997年啟動了

國家高齡政策，其中包含：活躍老化和聯合國健康老化十年宣言活動。她透過

發表許多文章並利用研究實證發現來支持強化高齡者健康促進宣導，尤其是高

齡女性的政策和方案。身為臨床醫師，自1985年以來一直與世界衛生組織 

(WHO) 合作開展多項活動，體認到高齡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挑戰，因此需要採

取適當的因應機制。其亦為熱心關愛高齡健康服務的倡導者，世界衛生組織將

其納入當前的「健康老化十年」倡議，該倡議在重要的國際議程中推廣。 

研討會每天安排IFA咖啡館論壇-與全球意見領袖對話交流，論壇旨在幫助

影響和制定改善高齡者生活質量的政策予當代和後代的老年人。此為期四天的

活動將匯集目標和集體行動，對每個人在健康老化領域的啟發，與全球各國非

政府組織的其他領袖一起齊聚一堂，透過來自政府、民間組織、學術界和產業

界的決策者研究討論，這些決策者共同影響有助於塑造高齡者生活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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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多倫多的Satya Brink是高齡政策研究國

際顧問，專長於提供關於延長壽命、其經濟、社會

和文化影響結果及其潛力的全球證據，強調終身學

習如何增強老年人口的生產貢獻，提出有目標的生

活和現代高齡化的政策，系列叢書的一部分：《國

際高齡化視角》（Int. Perspect. Aging，第 39 卷）。

The Longevity Dividend Later Life, Lifelong Learning 

and Productive Societies是Satya Brink在2023最新出

版的書籍，主要討論長壽紅利晚年生活、終身學習

和社會生產力。 

 

馬克·拉赫曼 (Mark Lachmann) 

博士是西奈衛生局醫療事務副總

裁。他是老年精神科醫師，致力於

治療急性、復健、長期護理和社區

環境中的患者。他是安大略省老年

病學領導辦公室的老年精神病學主

任。在從事老年精神病學之前，拉

赫曼博士在詹姆斯灣和巴芬島擔任了十年的家庭醫師。主要臨床和研究興趣是

城鄉環境中基於跨文化社區的老年人心理護理和創傷護理。 

 

(三)會議重點摘述： 

      06 月 28 日至 06 月 30 日專題演講及平行場次重點摘要。 

(1) 數位科技（digital technologies）與實踐 

     COVID-19 大流行證明了衛生醫療保健系統中數位科技的重要性，以及

遠距醫療在促進高齡者健康的關鍵作用。由於大流行的影響仍然存在，衛生醫

療保健系統需要繼續發展，以滿足人口高齡化的健康要求。在家戴耳機使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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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的高齡女性，快樂的老年生活方

式概念。高齡者受到數位科技技術

進步和人工智能 (AI) 相關變化的

影響尤為嚴重，高齡者相形比較缺

乏數位資訊素養以及互聯網和通信

技術的使用能力，特別是在低收入地區。這些障礙加劇了健康差距，使高齡者

和弱勢群體面臨更大的風險。人口高齡化日益增長的全球趨勢需要在健康老化

和數位科技技術的討論中採取跨學科和多部門的合作。運用科技技術協助監測

及提供高齡者照護，以支持與強化高齡者的內在能力和功能能力。如環境設備

控制溫度、光、門窗、認知促進、移動監測等，能提升高齡者之認知與日常活

動能力。 

研討會分享報告中，有從「失

智症」及「失智症主要照顧者」角色

來探討與討論，透過由主要照顧者、

小孩等角色的觀察等運用影片拍攝

生活記錄，紀錄失智者生活過程所發

生的事物，如何對失智者及主要照顧

者提供支持。影片敘述透過科技運用

來輔助監測與提供照護。而失智症患

者狀況，就如海邊潮水，漲退潮有好有壞的變化。與失智症患者溝通對話，「明

天」是個重要善用之用語。重要的是看「全人」，以人為中心照護，且將影片

作為失智症病患主要照顧者的訓練教材資源。 

(2) 促進及維持健康功能（maintaining and improving function） 

健康老化的關鍵是在整個生命過程中維持功能並預防衰弱，來自 28 個國

家的最新研究發現，老年人衰弱的風險很高，估計六分之一的社區居住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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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經歷衰弱。Dr. Arvind 

Mathur 在世界衛生組織東

南亞區域辦事處以及印度等

國家辦事處擁有長期工作經

驗。他一直積極參與對該區

域內外成員國的政策倡導、

計劃管理、關係建設、夥伴關係發展和技術援助。 

而如何採取相關行動措施，從個人衛生與服務方面，促進及維持健康功能，

以預防及延緩失能失智是各國努力的重點。世界衛生組織長者整合式照護

（Integrated care for older people，ICOPE）指引，為了實現健康老化，需要採取

持續行動來保持功能能力並防止衰弱。於高齡長者（認知功能、行動能力、營

養、視力、聽力、憂鬱等）6大面向評估後，提供符合需求之衛教及轉介，包括

慢性病防治、推廣運動、教導均衡飲食。因此，需要連結地方政府、民間組織

資源，改善並營造友善環境（高齡友善城市環境及失智友善社區），讓高齡長

者能走出家門接受這些服務，以促進及維持健康功能。 

另，英國分享「Healthy Ageing and Prevention Index」健康老化和預防指數

由ILC-UK（The International Longevity Centre）研發，是一個全球指數，根據與

健康老化和預防相關的六項指標，包括：壽命、健康壽命、工作壽命、收入、

環境績效和幸福等，對121個國家進行排

名。目前英國、瑞士、加拿大、澳洲、新

加坡、日本、泰國、馬來西亞等全球50個

國家參與應用此指數，研究分析發現評比

指數前段、後段的國家，有明顯的落差與

不平等。英國計畫團隊負責的計畫主持

人，本署出國人員並與其交換名片及合

影，其有邀請臺灣未來可參與。 

(3) 高齡女性健康（older women） 

由Linda Jastin及Dan Levit擔任與談

人，場次的進行以輕鬆聊天的方式，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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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發表每個人對高齡老化的看法、如何避免高齡女性的性別歧視（Gender 

Discrimination Among Older Women）的產生、在疫情下如何持續線上參與學

習、如何健康老化等。 

報告中提及有些國家（例如：印度）在幾個世紀以來普遍存在的性別不平

等現像，男女之間的健康、教育、經濟和政治不平等，一—對高齡女性造成的

影響尤其嚴重，因為她們被剝奪了發展的好處，並將她們從主流中邊緣化。性

別不平等及其社會原因影響老年婦女的健康和經濟狀況。印度的性別不平等是

一個多方面的問題，年輕和年長的女性都關心這一問題。 

 

 

 

 

 

 

 

(4) 所有年齡層提供免疫接種疫苗（immunisation） 

疫苗接種是最有效的公共衛生干預措施，但所有國家的所有疫苗可預防疾

病（例如 COVID-19、流感、肺炎）的成人疫苗接種率都很低。疫苗政策的改

變是一個漫長而艱鉅的過程，特別是對於經常被視為衛政和社政體系視為負擔

的人群而言。COVID-19 不僅凸顯了保護和確保那些面臨嚴重、危及生命倂發

症高風險族群權利的重要性，以及構建醫療保健系統以應對特定人群的方式。

首先，反映整個生命週期公平獲得疫苗，是國家人口健康的基礎。 

體系制度的

改革雖然複雜，但

迫切需要增加國家

對監測系統等基礎

設施的持續投資，

需要確保以可靠的流行病學證據為基礎，以作為國家免疫計劃的決策參考，以

即時、適當和負擔得起的免疫接種機會減少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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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齡友善環境(age-friendly environments)及失智症照護 

世界衛生組織代表亦於研討會中推廣發表的「National programmes for 

age-friendly cities and communities: a 

guide」，旨為創造對高齡者友善的環境，

使所有人都能在適合自己的地方安享晚

年、融入社會，為社區做出貢獻，同時實

現獨立與健康。發展高齡友善城市和社區 

（ age-friendly cities and communities，

AFCC） 是為每個人創造更加高齡友善環

境的之有效的方法。本指引提供各國制定

或規劃AFCC計劃的參考。指引包括：關

於讓高齡者有意義地參與創建高齡友善

環境的建議、現有國家 AFCC 計劃的詳細示例以及創建或加強此類計劃的實際

步驟。指引的願景是讓所有國家在聯合國健康老化十年（2021-2030）結束時建

立國家 AFCC 計劃推動到各個鄰里、城市、國家。 

本場次主題為「Innovations supporting people living with dementia and their 

caregivers 」，包含來自澳洲、英國、新加坡、臺灣等國家發表失智症議題成果，

本場次由Dr. Cynthia Stuen是IFA駐聯合國的主要代表。目前擔任紐約非政府組

織高齡問題委員會主席，並於2015年至2019年擔任副主席。她是2015年聯合國

國際老年人日活動的聯合主席，還負責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的問題。

Dr.Stuen在 Lighthouse International任職24年期間擔任過多種職務，最後一個職

位是擔任高級副總裁兼首席專業事務官，負責在國家、州和地方各級倡導高齡

者權益。Dr.Stuen是美國高齡化協會（American Society on Aging，簡稱ASA） 的

前任主席，該協會是美國高齡領域最大的專業組織。她是美國老年學會和紐約

醫學院的院士、紐約州高齡化協會的前任主席，整個職業生涯都在高齡領域。 

新加坡大學分享主題為「失智症病患家庭照顧者之照顧負荷與支持」。英

國ILC-UK（The International Longevity Centre）分享主題為「以人為中心之失智

症照護」。澳洲分享主題為「早發性失智症之社區機構照護模式」。國民健康

署發表「提升全國民眾之失智症識能與失智友善態度」（Promoting Literac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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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entia and Friendliness in Taiwan），分享我國推動營造失智友善社區及失智

症防治宣導之成效及健康促進作為，包含如下：臺灣人口高齡化趨勢、失智症

人口推估、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2.0等，藉由跨部門合作，給予失智者以及

照顧者家庭醫療照護與社區支持的資源，演說中播放本署製作之「如果你迷路」

繪本影音、「長者活躍老化競賽剪輯影片」，主持人及本場次之各國與會者，

對於國民健康署推動長者營養及健康飲食、長者活躍老化競賽、失智友善社區

等，透過多元行銷的方式增進民眾識能，提升大眾對於失智症的認識與友善的

態度，並藉由慢性疾病防治與管理、鼓勵長者運動以及營養均衡飲食，降低罹

患失智症的風險、推動高齡及失智者社會參與，共同營造健康樂齡、失智友善

的環境等工作成果感到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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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 

一、營造友善社區，建構高齡城市，以實踐「在地安老」及「活躍老化」 

我國人口快速老化，推估2025年時，65歲以上人口將超過總人口20%，邁入

「超高齡社會」，且考量長者多於社區活動，為讓服務更貼近長者，國民健康署

自99年起積極引領地方政府推動「高齡友善城市計畫」，在基層組織跨域平台研

議優先議題，逐步改善不利長者社區生活的障礙，增進長者社會參與及活躍老化；

此外，並持續透過辦理「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獎項評選」活動，藉此樹立典

範及展現各地方政府高齡友善城市永續發展之推動成效。 

「健康」是基本人權，也不單是衛生單位的事，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的。高

齡友善議題，需因地制宜發展在地化的多元策略，不僅需要跨部門平台，建立夥

伴關係，也需要社區組織及資源的連結，共同為社區健康而努力。未來將持續依

據世界衛生組織指引及此次研討會相關新知，透過「倡議」、「媒介」、「賦能」

來帶領地方政府，推動高齡友善環境，未來將持續與各地方政府、學界及民間團

體建立夥伴關係，整合並運用社區資產，將高齡友善納入施政核心，營造出因地

制宜的高齡友善環境，讓每位長者無論到哪裡都方便，鼓勵長者走入鄰近的社區

據點，參與活動、認識新朋友，達到「在地安老」及「活躍老化」的目標。 

 
二、高齡營養與質地調整飲食之推廣 

此次大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則分享針對長者咀嚼及吞嚥等問題，研發「高

齡友善飲食」在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等作法與經驗。然而，各國對於「高齡營養議

題」的分享與討論尚闕如，此次研討會與國際專家學交流過程中，亦說明及贈送

營養議題之相關文宣製作物。未來可將臺灣推動之經驗及成果，在相關國際研討

會發表，將有助提高臺灣推動健康促進之國際能見度。 

依據106年國民健康訪問調查結果顯示，65歲以上長者，有70.6 %部分缺牙；

21%的長者覺得自己的牙齒（包括裝假牙者）功能狀況不好，63.2%的長者因為牙

齒狀況、咀嚼或吞嚥的問題，而限制吃東西的種類。而營養的好壞攸關長者的健

康，為呼應行政院頒布『高齡社會白皮書』，營造高齡友善飲食環境，國民健康

署自111年起，全台跑透透，教導飯店、餐飲業、社區據點等製作長輩可以咬得動、

吃得下的質地調整飲食，讓長輩餐餐吃得營養開心。國民健康署為照顧牙口和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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嚼功能逐漸低下的長輩，依實證基礎與我國飲食習慣，推出「高齡營養飲食質地

衛教手冊」，除運用「食材挑選」、「切割烹煮技巧」、「簡易檢測方式」，製

備適合且容易入口的食物，還透過設計教案工具、培訓種子師資等方式，已於全

國輔導超過100家餐飲業者和社區據點加入提供高齡美味餐點的行列。也透過辦理

「質地調整飲食成果發表會」，展現中央地方、社區營養推廣中心、餐飲業者及

民間團體等為提升營養識能、推動質地調整餐點的努力，也期盼透過經驗的分享

與交流，讓更多團體、業者共襄盛舉，一起提供長輩更完善的營養照護。 

 
三、長者整合式照護（ICOPE）之推廣 

根據統計資料，截至111年底國內65歲以上人口逾408萬人，占全人口之

17.6%，依據衛生福利部106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65歲以上長者有17.5%有衰弱風

險。當長者身體出現失能的情況時，死亡率會比未失能者來得更高，國民健康署

參考世界衛生組織長者整合式照護（ICOPE）策略，針對長者六大能力「認知、

行動、營養、視力、聽力及憂鬱」建立評估模式，整合為一套「長者功能評估」，

希望透過這評估工具可以早期發現功能衰退，及早介入運動、營養飲食及社交互

動等活動，預防延緩失能。未來將持續提供長者功能評估服務，及增加服務之可

近性。 

 
四、著重高齡科技創新與研發數位學習相關資源 

多數長者住在家裡，如何提供相關服務與照護，包含：研發「照護指引」、「工

具包」，以及「線上資源」，以提供主要照顧者、民眾使用。特別是COVID-19疫

情後，應爭取相關科技預算及資源，著重於高齡科技創新與研發數位學習，運用

科技的技術協助監測及提供高齡者照護，以支持與強化高齡者的內在能力和功能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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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發表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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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會前工作坊暨研討會議程 

  Day 1：27 June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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