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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臺灣地區人口高齡化推估概況
老年人口數(左標) 老年人口數-推估(左標) 老人占比-高推估(右標)

老年人口占比(右標) 老人占比-中推估(右標) 老人占比-低推估(右標)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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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而不休－臺中市長者樂齡生活 

前言 

近年醫療技術發達致國人平均壽命延長，且伴隨少子女化發展社

會趨勢，我國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於107年3月底達到 14.05% 

，已成為 WHO 定義之「高齡社會」，未來勞動力人口數將持續下降，

致勞動市場面臨人力供給緊縮。高齡人力運用及照養問題日漸成為各

國重視議題，一來透過整合高齡者人力運用，可為勞動市場發掘潛在

勞動力；二來藉媒合高齡者積極社會參與，亦有助延緩老化及改善生

活品質。 

一、 至 115 年底我國高齡人口占比將為 20.84%，邁入超高齡社會 

我國 108 年 8 月底 65 歲以上人口數計 353.73 萬人，占總人口比

為 14.99%，分別較 98 年底增 107.97 萬人、4.36 個百分點（圖 1）。 

依國家發展委員會以 108 年人口為基礎推計，我國 65 歲以上人

口將於 116 年底達 500 萬人，139 年底攀升為 755.62 萬高峰後，逐年

減少至 154年底 714.68萬人。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則逐年增加，

至 115 年底達 20.84%，將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而即便以人口

出生高推估計算，至 154 年底 65 歲以上人口占比仍高至 38.01%，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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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臺灣地區65歲以上人口推估概況－依性別
男性老年人口數(左標) 男性老年人口推估數(左標) 女性老年人口數(左標)

女性老年人口推估數(左標) 女性占比(右標) 女性占比推估數(右標)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154

年底

萬人 %

≈

0

108年8月底

3 人中即有 1 位是 65 歲以上老人。另就性別觀察，108 年 8 月底 65

歲以上女性人口 192.02 萬人，較 98 年底增 64.57 萬人（50.66%），

成長幅度較男性增 43.43 萬人（36.71%）來得高，女性占比則自 98

年底 51.86%逐年增至 108 年 8 月底 54.28%（增 2.42 個百分點）。推

估男、女性 65 歲以上人口逐年增加，男性 65 歲以上人口至 138 年底

324.23 萬人、女性 65 歲以上人口至 139 年底 431.45 萬人為最高後減

少，而女性降幅將高於男性。隨著女性平均餘命較男性為高，女性高

齡人口占比將逐年提高，至 142 年底達 57.19%最高而後下降（圖 2）。 

二、 本市高齡人口數在六都中排第 4 高，高齡人口數占本市人口數比

率僅高於桃園市，人口結構相對其它縣市年輕 

進一步觀察 108 年 8 月底各縣市 65 歲以上人口數之狀況，六都

中以新北市 56.36 萬人最高，其次為臺北市 46.96 萬，再次為高雄市

42.95 萬人，本市以 35.37 萬人居六都第 4。65 歲以上人口數占該市

人口數比率則以臺北市 17.72%最高，高雄市 15.48%居次，臺南市

15.44%、新北市 14.05%再次為之，本市為 12.58%，僅高於桃園市

11.84%，亦低於其它縣市平均（16.13%）3.55 個百分點。顯見本市

人口結構相對年輕，可先期規劃相關人口及福利政策（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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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108年8月底各縣市65歲以上人口數及占該市人口比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備註：因四捨五入致細項加總與總數不合。

其它縣市

116.51萬人

(占16.13%)

新北市

56.36萬人

(占14.05%)

臺北市

46.96萬人

(占17.72%)

高雄市

42.95萬人

(占15.48%)

臺中市
35.37萬人
(占12.58%)

臺南市

29.05萬人

(占15.44%)

桃園市

26.53萬人

(占11.84%)

單位：萬人；%

就業者 失業者

100上半年 合計 23.1 1.7 1.7 - 21.3

男 11.0 1.3 1.3 - 9.8

女 12.0 0.4 0.4 - 11.6

108上半年 合計 34.6 2.0 2.0 - 32.6

男 15.9 1.3 1.3 - 14.6

女 18.8 0.7 0.7 - 18.0

增加率 合計 49.78 17.65 17.65 -- 53.05

男 44.55 - - -- 48.98

女 56.67 75.00 75.00 -- 55.1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備註：因四捨五入致細項加總與總數不合。

民間

人口數
勞動力

非勞

動力

表1　臺中市65歲以上人口勞動概況

年度及項目別

三、 本市高齡人口未工作原因，以已退休者占 42.20%最高 

108 年上半年本市 65 歲以上民間人口數計 34.6 萬人，其中男性

15.9 萬 人 （ 占

45.95%）、女性 18.8

萬人（占54.34%），

與 100 年上半年相

較分別增 4.9 萬人

（ 44.55%）、 6.8

萬人（56.67%）。

觀察兩性勞動力結

構，女性勞動力人

口較男性成長為多 

，自 100 年上半年

0.4 萬人增至 108 年上半年 0.7 萬人（增 75.00%），而男性勞動力無

增加，僅以非勞動力人口成長 4.8 萬人（48.98%）（表 1）。 

臺中市 107 年老年生活狀況調查指出，本市男、女性已退休者平

均退休年齡1分別為 61.56 歲、60.24 歲，其中男性平均退休年齡高於

女性 1.32 歲。在平均壽命趨於提高、重視休閒致提早退休等因素下，

 
1 我國調查統計或公務統計所指的「退休年齡」係領取一筆退休金後停止「主要」工作的年齡，

不一定是退出勞動市場，就業者可能再開創第二個事業，或找到新工作，仍從事有報酬的工作，

致蒐集資料的退休年齡均無法代表「實際退休年齡（不再工作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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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歲

項目別 總計 男性 女性

已退休者 平均退休年齡 61.01 61.56 60.24

已退休 42.20 56.60 31.27

因健康問題無法繼續工作 22.36 20.44 23.81

料理家務或照顧家人 16.85 3.46 27.00

偶爾或非正式幫助家

人生意、事業、農事
6.91 9.51 4.94

沒有想要工作 3.97 2.93 4.76

家境許可，不需工作 3.85 2.99 4.50

沒有適合的工作 3.11 3.40 2.89

公司裁員或被資遣 0.39 0.67 0.18

其他 0.37 0.00 0.64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成果網「臺中市107年老人生活狀況

　　　　　調查」。

備註：因四捨五入致細項加總與總數不合。

表2　臺中市65歲以上人口未工作原因

我國勞動基準法於2008年修正勞工強制退休年齡自60歲改為65歲。

本市 65 歲以上人口未工作原因，以已退休者占 42.20%最高，其次為

因健康問題無法繼

續工作者占 22.36% 

，再次為料理家務或

照 顧 家 人 者 占

16.85%，前三項因素

占逾 8 成。依性別觀

察，男、女性未工作

原因皆以已退休者

分別占 56.60% 及

31.27%最高；其次男、

女性分別為因健康

問題無法繼續工作者占 20.44%、料理家務或照顧家人占 27.00%。過

去儲蓄或養兒防老的概念，工作者常以退休作為職業的終點，致高齡

後較少再進入職場，其經濟來源主要依靠年輕時的積蓄或仰賴子女供

養（表 2）。 

 

四、 本市高齡人口在未來休閒規劃中，較無意願參與志願服務活動、

培養嗜好或學習進修類型之休閒活動 

高齡者於退休後若未選擇繼續工作，其退休後生活規劃顯得重要 

，良善的退休生活規劃可使高齡者身心得以更健康與快樂，同樣依此

調查顯示，本市 65 歲以上人口對退休後從未想過生涯規劃者占

27.21%，其中男性退休後無生涯規劃者占 29.36%，較女性占 25.37%

高 3.99 個百分點；退休後有生涯規劃者其各規劃類別重要度以賦閒

在家 35.83 最高，其次為四處旅遊 30.64，再次為從事休閒、養生活

動 22.79。兩性在退休生涯規劃前 3 要項並無差異，較大差異為第 4

重要之選擇，男性選擇繼續工作重要度為 17.89，較女性 10.63 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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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重要度

總數 男 女

從未想過(%) 27.21 29.36 25.37

有生涯規劃(%) 67.62 65.47 69.46

賦閒在家 35.83 33.81 37.45

四處旅遊 30.64 32.13 29.45

從事休閒、養身活動 22.79 23.88 21.90

在家照顧(外)孫子女 17.78 14.89 20.11

從事宗教修行活動 15.58 15.48 15.67

繼續工作 13.87 17.89 10.63

志願服務 13.80 14.75 13.03

參加進修學習課程(或才藝學習) 6.54 2.94 9.95

專業知識或才藝傳授 2.86 3.83 2.08

其它 1.90 2.58 1.34

代答者不訪問(%) 5.18 5.18 5.17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成果網「臺中市107年老人生活狀況調查」。

備註：因四捨五入致細項加總與總數不合。

表3　臺中市65歲以上人口退休生涯規劃

有

生

活

規

劃

者

重

要

度

規劃別

單位：%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消遣型 78.71 80.11 77.51 8.16 8.22 8.12 13.12 11.67 14.37

健身型 39.16 40.31 38.17 14.14 15.13 13.28 46.71 44.55 48.55

社交型 23.68 21.37 25.65 28.36 29.56 27.33 47.97 49.07 47.03

嗜好型 29.74 28.68 30.66 13.68 15.30 12.30 56.58 56.03 57.05

學習型 13.40 11.87 14.72 10.25 11.64 9.07 76.34 76.49 76.22

志願型 8.58 7.87 9.18 7.38 5.27 9.18 84.05 86.86 81.64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成果網。

備註：1.各類型休閒活動分別為總數100%。

　　　2.因四捨五入致細項加總不為100%。

休閒

活動類型

表4　臺中市65歲以上人口對未來休閒規劃情形

每週1次以上 每月1~3次 無

7.26，而女性

選擇在家照

顧（外）孫子

女重要度為

20.11，較男性

14.89 高 出

5.22，顯見男

主外、女主內

的傳統觀念，

在高齡者退

休後的生涯

規劃方面仍

有影響（表 3）。 

進一步探討本市高齡人口對未來休閒規劃情形2，觀察本市 65 歲

以上人口規劃各類型休閒活動之頻率，頻率最高的每週 1 次中以消遣

 
2 臺中市 107年老年生活狀況調查依高齡者生活休閒面向及活動類型分類為六大類如下： 

消遣型－看電視、聊天、聽廣播、泡茶、下棋、打牌、看戲。 

嗜好型－彈奏樂器、唱歌、種花、養寵物、繪畫、寫作、手工藝。 

健身型－慢跑、球類運、健身術、跳舞。 

學習型－讀書報、參加讀書會、進修學習。 

社交型－參加老人會、拜訪親友、與兒孫玩樂、宗教活動、政黨活動、旅遊等。 

志願型－從事各種志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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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臺中市推展志願服務65歲以上志工－按性別

女性占比（左標） 男（右標） 女（右標）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年

% 人

型活動 78.71%最高，其次為健身型活動 39.16%，再次為嗜好型活動

29.74%，男、女性對未來休閒規劃情形未有太大差異。另觀察休閒頻

率為無之各類型活動，有 84.05%選擇無志願型活動最高，其次為學

習型活動 76.34%，再次為嗜好型活動 56.58%，顯示本市高齡人口在

未來休閒規劃中，較無意願參與志願服務活動、培養嗜好或學習進修

類型之休閒活動。相關文獻指出，高齡者在退休後若未持續有社會參

與的情況，容易因社會地位及工作角色之轉變，致生活內容疲乏產生

孤獨與無聊感，進而加速衰老或失去社會支持而減少生活幸福感（表

4）。 

五、 本市歷年女性高齡志工占比均逾 6 成，女性高齡者較男性更有意

願參與志願服務 

為促進市民之關懷、互助及社會參與，實踐公民社會理念，以打

造幸福城市之願景，本府鼓勵市民加入各項輔助性志願服務，以增進

公共事務效能及社會公益。107 年本市 65 歲以上志工計 7,630 人，占

總志工人數 2 成 4，較 106 年增 819 人（12.02%），亦較 100 年增 6,655

人（682.56%），男性志工數逐年增加，女性志工數則逐年增至 105

年（4,460 人）後略降，男、女性均於 107 年達最高點。觀察歷年女

性占比，近年來均占逾 6 成，女性高齡者較男性更有意願參與志願服

務。參與志願服務工作，一方面能提昇總體社會福祉助益，二方面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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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圖5 臺中市長青學苑辦理概況

照顧責任由國家回歸社會以減輕社會福利國家危機3，三方面則透過

參與志願服務，高齡者能在服務的過程中得到社會回饋，達成自我實

現價值，始其生活品質提昇。隨著人口結構的高齡化，高齡者從事志

願服務工作的重要性及意義價值則越受到重視（圖 4）。 

六、 本市推動長青學苑倍增計畫並深入社區 

為鼓勵長者「活到老、學到老」，增進自我成長，本市老人福利

服務（文康活動）中心及長青學苑除提供最佳的聚會場域服務長者外，

亦開辦各項課程，藉以拓展長者學識領域，充實生活內容。107 年底

老人福利服務（文康活動）中心4計 442 所，整年總參加人數為 49.01

萬人次，其中老人文康中心年底僅 16 所，然整年參加人次為 41.91

萬人次（占 85.51%)最多，而社區型長壽俱樂部年底達 396 所為大宗，

整年參加人次僅 4.64 萬人次（占 9.47%）。 

本市自 106 年推動長青學苑倍增計畫，107 年底計 243 所，較 105

年底 115 所大幅增 128 所(111.30%)，整年參加人次為 5.17 萬人次，

增 2.31 萬人次(80.77%)，開班數總計 1,672 班，增 708 班(73.44%)，

其中由市府辦理 771 班(占 46.11%)，增 286 班(58.97%)，各行政區則

因地制宜開辦，讓長青學苑深入社區，以大甲區開辦 77 班最多，北

 
3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福利國家危機，隨著人口老化、平均餘命提高及高齡者長期無業的

現象，政府需花費更多資源挹注於社會福利政策，間接加強了財政上的危機。 
4 老人福利服務中心包含老人文康中心、社區型長壽俱樂部及其他類型老人活動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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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圖6 107年臺中市政府辦理各行政區長青學苑開班概況
班

區開辦 57班次之，豐原區開辦 52班再次之，期達到多一班長青學苑，

少一間安養機構的目標（圖 5、圖 6） 

結語 

我國隨著人口結構老化，逐漸邁向高齡化社會，人口老化造成國

內生產力不足將對整體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藉由有效活化潛在勞

動力，既可促進社會生產力，亦可增進參與者幸福感，促進高齡長者

生活品質。本府在經費有限的狀況下，除於全市計畫鼓勵各局處推動

高齡志工參與，並推動敬老愛心卡、老人健保補助、長青學苑、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長青快樂學堂、樂齡行動教室等方法，鼓勵長者樂齡

生活，期能打造幸福宜居城、健康活力道大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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