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跨世代共好白皮書

如何面對

100歲的人生

南山人壽與智齡科技、工研院進行三方共創
透過智齡科技的長照產業調查分析

結合工研院國內外產業政策趨勢研究
由南山執行保戶問卷大調查、長照產業問卷設計及提供迎戰對策

攜手創造跨世代共好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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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齡社會即將來臨，您準備好了嗎？

臺灣將於2026年進入超高齡社會，高齡人口預估於2039年突破30%

預估2070年，臺灣高齡人口占比將超過43%(僅略低於韓國)

WH-04-1120077，第2頁，共17頁資料來源：WHO、國發會、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歲
以
上
老
人
占
總
人
口
比
率(%

)

65

1980

10

0

20

30

40

50

1993 2018 2025 2039 2059 2070
年

高齡化社會

超高齡社會
高齡
社會

25年

未來

7年

4.3
7.1

14.6 20.8

30.1

40.9
43.6

各國高齡人口趨勢比較

臺灣65歲以上人口趨勢

韓         國 16.8

（實際值）2021年 （推估值）2070年

16.8

16.9

18.7

20.7 （2020年）

（2022年）（2021年）
17.6 43.6

（2020年）

（2020年）

（2065年）

（2060年）

22.0

23.5

28.9

46.4

23.4

27.4

28.8

28.4

33.4

38.4

美         國

中華民國

英         國

法         國

德         國

義  大  利

日         本

高齡人口：65歲以上之民眾

高齡人口：65歲以上之民眾



 南山人壽發起問卷大調查*
洞察跨世代對老年生活的需求與痛點

迎戰超高齡社會 ，樂齡族較其他族群更有信心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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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自評調查

自評身體年齡與實際年齡差異

您是否有信心面對
超高齡社會帶來的
挑戰？

國人平均回答分數:

年輕族 三明治族 樂齡族
Ｑ.

6.3

0.3 歲平均年輕

分

18-30 31-50 51+

分75.9分

年輕族認為自己身體較老，樂齡族則認為自己身體較年輕

認為身體較
實際年齡年輕

認為身體較
實際年齡年長

認為身體與
實際年齡無區別

國人自評
身體年齡較實際年齡36% 29%35%

相較
實際年齡

差異 2.5年長 歲 0.7年長 歲 4.3年輕 歲

認為身體較年輕

認為身體較年長

24%

46%

年輕族
18-30 認為身體較年輕

認為身體較年長

31%

34%

三明治族
31-50 認為身體較年輕

認為身體較年長

49%

15%

樂齡族
51+

您 認 為 自 己 的 身 體 比 實 際 年 齡 年 輕 或 年 長？您 認 為 自 己 的 身 體 與 實 際 年 齡 差 幾 歲？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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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來 的 老 年 生 活 中，您 認 為 哪 個 健 康 風 險 是 您 最 擔 憂 的？( 複 選 )Ｑ.

近60%年輕族與三明治族最擔心罹癌；54%樂齡族最擔心失智症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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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生活擔憂的健康風險

國人擔心老年生活的健康風險TOP3
失智症、癌症、心血管疾病

影響老年生活品質擔憂調查

國人最擔心因為健康問題影響老年生活品質

您 認 為 哪 些 事 情 會 影 響 您 的 生 活 品 質？（ 複 選 ）Ｑ.

各
族
群
健
康
風
險
擔
憂
排
行

失智症
癌症
心血管疾病
行動力不佳
三高代謝
視力問題
睡眠問題
意外傷害
消化系統
口腔疾病
聽力問題

54%
53%

51%
44%

40%
32%

25%
23%

21%
13%
12%

年輕族
18-30

三明治族
31-50

樂齡族
51+

59% 54% 51% 48% 40%

癌症
1. 2. 3.

失智症 心血管
疾病

行動力
不佳

三高
代謝

58% 54% 53% 44% 41%

癌症
1. 2. 3.

失智症 心血管
疾病

行動力
不佳

三高
代謝

54% 49% 44% 43% 38%

癌症
1. 2. 3.
失智症 心血管

疾病
行動力

不佳
三高
代謝

87%
89%

87% 87%
82% 82%

61%

33%
29% 28%31%

20%16%
6%

22%
35%34%

22%

49%

76%

發生健康問題 存款或收入少 忙於照顧小孩無法排解生活壓力 退休生活沒重心

年輕族
18-30整體 三明治族

31-50
樂齡族

51+



樂齡族重視樂活運動服務比率更是超過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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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服務需求調查

照護家人是各世代皆會面臨的重要議題

國人對於達到良好老年生活品質的服務需求TOP3
樂活運動、生活照護、飲食營養

您 是 否 有 照 護 過 家 人 的 經 驗？Ｑ.

為 了 達 到 良 好 的 老 年 生 活 品 質，您 可 能 會 使 用 哪 些 服 務？（ 複 選 ）Ｑ.

年輕族超過3成，樂齡族超過6成

照護經驗調查

46%國人表示過去有照護經驗

66%
50% 46%

44%
41% 40% 40%

24%
21% 20%

14%

73%

樂活運動 生活照護 飲食營養 健康護理 對抗失智 銀髮學習 居家環境 心理支持 復健復能 交通接送 輔具支持

整體

54%

46% 有照護經驗

無照護經驗

年輕族
18-30

34% 有照護經驗

三明治族
31-50

41% 有照護經驗

樂齡族
51+

61%

39%

有照護經驗

無照護經驗
66%
無照護經驗

59%
無照護經驗

年輕族
18-30整體 三明治族

31-50
樂齡族

51+



有照護經驗的年輕族，10%照護時間超過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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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時間調查

有照護經驗者中，21%照護時間超過6年

照 護 家 人 對 您 的 生 活 造 成 哪 些 影 響？( 複 選 )Ｑ.

就 您 的 照 護 經 驗，最 長 的 照 護 時 間 是 多 久？Ｑ.

因為照護造成生活影響

照護影響生活規律與財務狀況

71%

58%

43%
35% 29% 29% 28% 27% 2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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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

78%

21% 照護6年以上

照護6年以下

年輕族
18-30

10% 照護6年以上

三明治族
31-50

16% 照護6年以上

樂齡族
51+

29% 照護6年以上

90%
照護6年以下

84%
照護6年以下

71%
照護6年以下



考量時間與專業度，照護者願意讓機構照顧家人

WH-04-1120077，第7頁，共17頁

被照護者入住機構原因

照護者需要喘息

在 您 的 經 營 場 域 中，有 提 供 哪 些 服 務 促 進 被 照 護 者 的 健 康？( 複 選 )Ｑ.

被 照 護 者 入 住 機 構 的 原 因 為 何？（ 複 選 ）Ｑ.

機構提供的服務

機構重視身心靈照護
不只追蹤被照護者的生理功能及身體狀態，也重視心靈支持的服務

心
靈
支
持

復
健
復
能

數
據
量
測

醫
師
駐
點

銀
髮
學
習

失
智
預
防

健
康
檢
查

口
腔
保
健

視
力
保
健

75% 73% 72%

59%

45% 42% 42% 41%

13%

提
供
此
項
服
務
的
機
構(%

)

*資料來源：【南山人壽x智齡科技】2025長照產業趨勢及場域經營動態大調查

家人需要休息時間

59%
Top3.

為了尋求專業照顧

59%
Top2.

家人沒時間照顧

86%
Top1.



降低因年齡過高與罹患健康風險的限制，更容易與社會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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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照護者入住機構的前後差異

入住機構增加社會連結機會，未來離開機構時更容易與社會接軌

被 照 顧 者 每 月 / 每 季 / 每 年 照 顧 費 用 繳 交 來 源？( 複 選 )Ｑ.

被 照 護 者 入 住 機 構 前 後 的 差 異 為 何？（ 複 選 ）Ｑ.

機構的收費來源調查

入住機構者多由子女支付費用
而非自己的存款或退休金。國人應盡早開始財務規劃，

以應對未來可能的費用支出

社交生活變得豐富

25%
Top3.

增加排解壓力的管道

25%
Top2.

提升自身行動力

38%
Top1.

63%

15% 11%
6% 3%

子女支付 存款 社福補助 退休金 親友支付

*資料來源：【南山人壽x智齡科技】2025長照產業趨勢及場域經營動態大調查



WH-04-1120077，第9頁，共17頁

經營挑戰

人力不足且流動率高
為機構經營者面臨的最大經營挑戰

*資料來源：【南山人壽x智齡科技】2025長照產業趨勢及場域經營動態大調查

為 了 克 服 經 營 挑 戰，您 最 需 要 哪 三 項 資 源？（ 複 選 ）Ｑ.

在 經 營 時，目 前 遇 到 的 前 三 項 挑 戰 為 何？（ 複 選 ）Ｑ.

資源需求

人才培育

提供更專業
的照顧

降低營運成本

擴大經營者
服務範圍

希望公部門能提供訓練
填補人才需求

58%

跨業合作
透過跨產業合作，建立健康服務生態系

44%

科技協助
結合現有科技，降低營運成本

47%

78% 70%

47%
33%

17%
9%

人力不足
流動率高

收費限制
照護品質不一

無足夠盈餘
難提升薪資

照護疏失
易有法律爭議

資金不足
難擴大規模

缺乏
推廣管道

產業需要公部門的資源挹注
提供教育訓練課程等資源，以利填補人才需求



平均預期金額(795萬)較2021年工研院調查報告高(585萬)，成長36%

WH-04-1120077，第10頁，共17頁

長期照護準備金預估

每5人就有1人覺得長照準備金1,000萬不夠

除了長照費用，您認為總共需要準備多少錢，才足夠負擔自己的老年生活？Ｑ.

您 認 為 需 要 準 備 多 少 長 期 照 護 準 備 金 才 足 夠？Ｑ.

另有14%國人預期至少需要2,000萬元才足夠

老年生活準備金預估

近四成國人認為老年生活準備金至少需要1,000萬

隨著平均餘命增加  
國人對於長照準備金的需求攀升

585萬 795萬 760萬 790萬 819萬 796萬

單位：新台幣

單位：新台幣

長照準備金定義：係指對於醫療/照護/相關消耗品等整體費用預估
老年生活準備金：係指對於食/衣/住/行/育/樂/健康保健之整體費用預估
*預期金額計算方式係以平均中位數計算，「每一級距之中位數」乘以「該選項填答人數」後之加權平均

10%

2%

16%

26%

13%
11%

15%

7%

沒有想過 不到100萬 100萬-
未滿300萬

300萬-
未滿600萬

600萬-
未滿900萬

900萬-
未滿1,000萬

1,000萬-
未滿2,000萬

2,000萬以上

2021
整體平均

2023
整體平均

年輕族
(18~30歲)

三明治族
(31~50歲)

樂齡族
(51歲以上) 有照護經驗者

8%

2%

9%

18%

13% 14%

23%

14%

沒有想過 不到100萬 100萬-
未滿300萬

300萬-
未滿600萬

600萬-
未滿900萬

900萬-
未滿1,000萬

1,000萬-
未滿2,000萬

2,000萬以上

1,024萬 958萬 1,016萬 1,067萬 1,018萬

整體平均 年輕族
(18~30歲)

三明治族
(31~50歲)

樂齡族
(51歲以上) 有照護經驗者



應提早進行財務規劃以利面對超高齡社會的挑戰

國人表示也需要相關知識補充與諮詢管道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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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財務規劃比例

年輕族財務規劃意識低

財 務 規 劃 時 遇 到 的 挑 戰 為 何？( 複 選 )Ｑ.

您 是 否 已 開 始 為 老 年 的 生 活 支 出 進 行 財 務 規 劃？Ｑ.

財務規劃挑戰

收入不夠為主要難題

財務規劃方式TOP3

保險規劃是國人目前主要的財務規劃方式

除了維持健康與財務規劃，面對超高齡社會還有哪些解方？
來看看專家怎麼說

整體

33%

67%
已開始財務規劃

未開始財務規劃

年輕族
18-30

48%

52%
未開始財務規劃

已開始財務規劃

三明治族
31-50

64%
已開始財務規劃

36% 未開始財務規劃

樂齡族
51+

82%
已開始財務規劃

18% 未開始財務規劃

缺乏諮詢管道

27% Top3.
相關知識不足

37% Top2.
收入不夠

59% Top1.

保險商品

75%
股票/

基金投資

64%
銀行定存

40%

您 目 前 使 用 哪 些 方 式 進 行 財 務 規 劃？( 複 選 )Ｑ.



建議各世代能以「共創、共居、共處、共學」的經驗傳承與交流學習，
延緩銀髮世代失能、減輕青中世代生活負擔，同時擴大社會相關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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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得知道的四個關鍵詞：共處/共創/共居/共學

專家怎麼說

專家建議世代間互利互惠，
構築一個世代共好的新願景

南山人壽與工研院三度攜手
研究產官學資訊，提出跨世代共好新願景

資料來源：WHO、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強調跨世代間共同參與有意義
的活動、共享興趣愛好，並從中
獲得互相學習和成長的機會。
強調跨世代互惠關係，促進社
會凝聚力和共融。

各國定義之高齡工作者，與不同
世代的工作者，能同時從事相同
工作，且能互相指導、學習，促成
良好的世代間的經驗傳承。 

開放青年與年長者共同生活在
同一空間，相互幫助，也相互陪
伴，除期望藉此解決居住空間問
題，也加強人與人之間情感的凝
聚。 

不同世代者一起學習及互相交
流，藉此獲取知識技能，並透過
經驗分享，讓彼此成為互惠互利
的夥伴關係。

共處

共學共創

共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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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標竿研究

各國產官學通力合作，創造世代共好願景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臺灣研究結果

臺灣跨世代共好剛起步，需要大家協助塑造社會共識

標竿國家推動跨世代共好
仰賴多方共同努力

美 國 日 本 韓 國 歐 洲 各 國

透過不同世代共處，消除代際隔閡，促進社會凝聚力與價值觀認同，以建立青銀發展融合的
共處社會

主要以民間自主發展後，推廣至地方政府與地方政策計畫執行，較少中央主責之計畫與政策

各國主要是由中央開始明文法條規範消弭中高齡職場不平等的情況，地方再行在地化策略
以人力資源再整合

多數中央政府推行政策和法令，主要以終身學習概念，進而推廣「共學」教育

共處

共學

共創

共居

跨世代共好仍有執行挑戰
尚未型塑成社會共識

臺灣共處範疇面向多元，如旅遊、陪伴服務等。透過不同世代共處，望促進社會凝聚力與價值
觀認同

臺灣以地區專案試辦計畫形式在各區推行，但因共居需考量既有生活習慣與彼此熟悉度，
還須努力推廣與實踐

正以政策法規促進中高齡友善共創職場，但我國中高齡就業率相較國際仍偏低，需要跨世
代一起創造共好職場環境

共學為促進高齡身心靈健康的重要方式，而臺灣正以國家政策法規促進國民終身學習風氣

共處

共學

共創

共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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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願意與不同世代相處
為跨世代交流播下共好種子

年輕族偏好資訊/知識交流，樂齡族較偏好數位學習與生活互助

青銀交流方式調查

偏好的青銀交流方式：生活經驗分享

您 認 為 青 銀 兩 大 世 代 可 以 互 相 交 流、學 習 的 部 分？（ 複 選 ）Ｑ.

年紀越輕，越偏好參與藝文活動與共玩桌遊；年紀越長越偏好參與公益活動與相關講座

青銀共好活動調查

願意參與的青銀共好活動：旅遊活動

您 願 意 參 與 哪 種 青 銀 共 好 活 動？（ 複 選 ）Ｑ.

年輕族
18-30

三明治族
31-50

樂齡族
51+

79%
生活經驗分享

54%
技能交流

52%
理財知識

46%
生活互助

41%
數位科技

78%
生活經驗分享

47%
技能交流

48%
理財知識

53%
生活互助

42%
數位科技

73%
生活經驗分享

37%
技能交流

45%
理財知識

56%
生活互助

43%
數位科技

旅遊活動 知識/才藝
學習課程

公益活動 青銀共好
講座

藝文活動 共玩桌遊

70%

73%73%

69%69%

66%66%

73%58%
69%59%

66%55% 46%46%
44%44%

38%38%

46%46%

37%37%
36%36% 32%32%

39%39%
44%44%

17%17%

30%30%

40%40%

58%

44% 40% 38%
27%

年輕族
18-30整體 三明治族

31-50
樂齡族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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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代共好-專家三大倡議

透過產官學研攜手合作，適地化發展世代共好生態系

倡議一
依據社會文化特色，推動在地化活動，提供機會、誘因、補助經費，促進產業、團
體、民眾投入世代共好議題，探索可行新共好模式

政府領航推動政策，齊力實踐世代共好願景

倡議二
創造世代互補互惠的共好環境與友善職場企業文化，讓企業藉由投入高齡議題，
提升人才生產力與競爭力

企業推動世代傳承，世代共創多贏局面

倡議三
由教育紮根，讓學生關心高齡議題，並鏈結實際場域，透過USR服務與高齡者共
處，增進高齡生活想像

學校鏈結USR服務，跨世代共處超高齡社會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公司企業
世代
共好 學研組織

政府單位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1.政策法規推動與制定
2.世代共好相關試辦計畫

1.落實世代共好職場
2. CSR投入高齡相關議題

3.創新高齡產品、服務與職務

1.落實世代共好教育
2. 培育高齡知能人才

3. USR 建構在地社區連結
4.閒置校舍空間轉用

地方組織
1.鏈結鄰里世代
2.服務在地

政策支持 計畫推動

資源挹注

企業資源社區共創 學研量能在地實踐

產學合作/實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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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超高齡社會
南山人壽就不同世代提出建言與倡議

南山人壽讓您做好準備
迎接超高齡社會 

面對超高齡社會~沒有人是局外人！
彙整市調結果、專家意見

提供各族群面對超高齡社會的解方！  

攜手跨業健康照護夥伴，
各種健康樂活服務這裡看。

健康樂活地圖

掃我了解更多

年輕世代
健康促進與財務規劃

應盡早開始
及早因應未來可能面對之各種風險

鼓勵與年長者多交流互動，增進
高齡生活想像，提前做好健康促
進及財務規劃，增加面對超高齡
社會的信心。

三明治族
持續健康促進且積極
執行退休規劃

減輕自己未來壓力或子女負擔

人生重要階段，更應積極促進健
康及啟動退休規劃，提升自己及
家人的生活品質，也降低未來因
病造成家庭經濟壓力的風險。

樂齡族群
增進高齡生活品質
進而延長健康壽命

保持運動習慣及社會參與，鼓勵
跨世代學習交流，讓樂齡生活充
滿活力、心靈富足。

為自己和家人及早規劃保障，
迎向健康無憂的樂齡人生。

長照保險推薦

掃我了解更多

生活照顧

輔具支持

飲食營養 對抗失智

復健復能

疾病照護

社會參與

健康管理

心靈健康

交通接送

樂活運動
居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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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創作

智齡科技執行
長照產業問卷調查與數據分析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提供
完善國內外產業與政策分析

南山人壽保戶問卷資訊

※健康守護圈之加值服務或合作廠商提供之產品、服務或優惠訊息等，均非屬保險契約權利義務之一部分。
　本公司與合作廠商間無代理或類似關係，合作廠商提供之商品、服務或優惠，係由合作廠商各自提供及負責。

採網路調查，透過發放電子郵件，邀請保戶填寫問卷

2023年5月26日至6月25日

5,609份有效問卷

年齡區分：年輕族(18~30歲)、三明治族(31~50歲)、樂齡族(51歲以上)

調查方式

類別 內容

調查時間

重點TA

回收樣本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