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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新樂國社區不打炸
時報文教基金會與慈濟基金會共同主辦1999國際老人年銀髮活水研討會

根據最新民調顯示我

圓的人口比例形式從

金字塔型變成直柱形， 也就

是說，高齡化的老年人口逐

漸增加， 二十歲以下的低齡

人口則逐漸減少，除了醫藥

技術的進步，生活環境的改

善使人額的壽命延長，生育

降低，青少年因為意外事故

而傷亡的也逐漸增加， 種種

因素都顯現台灣的高齡化社

會已經來臨 。

去年是國際老人年，針對

1 999國際老人年的活動，

時報文教基金會特別在

1 999年 1 2月 1 7 日至 1 8 日與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主

辦了一場「銀髮活水研討

會 J '希望能夠集合各方專

家學者及社工國體的力量未

雨網繆，為老人尋找新樂

園 。

老人需求與老人福利法對話

其實，這ι年來 ，政府及

不少民間團體對獨居老人、

失能老人和失智老人的關注

已逐漸形成一股力量，不論

是透過內政部 、 省政府福利

社區化中對老年人的社區照

顧實驗計畫u '或是民間團體

和基金會對居住在社區中獨

居老人的關懷訪視，均顯示

以社區為基礎的各項老人衛

生福利措施己受到重視 。

不過，在諸多層面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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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文教基金會執行企劃林馨琴主持國際老人年銀髮活水研討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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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老人生活品質是否得到

保障?老人的自我照顧能力

是否反而退化?是否會產生

社會大眾對老年人的負面刻

板印象?老年人本身對於老

人福利法中強調家庭化、社

區化的趨勢是否有不同的聲

音 ，都值得我們重視 。 這也

是時報文教基金會與慈濟慈

善事業基金會當初規劃這個

研討會的主要目的 。經過三

個多月的策剖，在兩天三場

的研討會上我們邀請到了多

位實際參與老人問題研究的

學者專家及社區工作者 ，就

如何以社區工作為主軸的老

人社區照顧來提昇老年人的

生活，並對老人照顧工作的

政策規劃和實務運作提出應

有的方向 。

第一場專題報告是「老年

人的需求與老人福利法的對

話 J '內政部社會司副司長

曾中明首先就老人福利措施

的施行加以報告 。 他分別就

健康維護、經濟安全、教育

休閒以及安定生活四部分詳

細解說 。 以健康維護而言，

政府自 84年3月實施全民健

保，提供全民醫療保健服

務，對於無力負擔者，凡列

入低收入戶者均給予部份至

全額補助 。 另外，對中低收

入老人重病住院並有看護補

助 。

曾副司長並指出，未來我

國老人福利政策的推動'1.

將加速研擬 「 國民年金保險

.年節目亨，而土區人員拜訪單身老人，最受歡迎。

法 J '以配合國民年金制

度 。 2 .將徹底落實實施老人

福利法，以建立全人服務的

老人福利制度。 3 .積極推動

社會福利社區化政策，以創

新社會福利服務措施 。 4.切

合社會需求 ，整合社政 ，衛

政及民間現有資源，逐步規

創建構台灣長期照護體系，

以提供老人完善而周延的照

顧 。 5 .擴大結合民間資源參

與與服務，以推廣社會福利

民營化政策 。

灌輸老人保護教育

提冥老人角色認同

中興大學社會系教授李瑞

金則針對老人福利法的困境

提出她的觀點，她認為老人

保護工作較兒童保護工作複

雜，必須顧及老人意願及自

主權 。 其次，老人心理有

親惰的期待，老人福利法

無法包括進來 ，因此，唯

有灌輸正確的老人保護教

育，提昇老人角色認同及

保護意識， 才能做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 就這方面來

看，政府應獎勵民間開發

銀髮產業，提供「老人家

庭 」 與「獨居老人 」 所需

之便利性，安全性，舒適

性 日常生活知府助產品，

提高老人日常生活的活動

力及自主能力 ， 以減少對

他人的依賴及延緩他們進

入機構療養的時間，減少

老人受虐事件發生，才能

讓老人在晚年活得安全，

尊嚴與快樂。

從實踐面補強老人福利規

劃與老人福利制度的不足

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

社工所所長萬育維指出， 一

般老人因為功能損傷所以需

要他人的協助才能完成日常

生活，但是， 這並不意味老

人無法自我做決定，不必需

要隱私權，不能自我規範。

可情社會上仍存在著對老人

的種種迷思，不自覺的投射

在老人身上的負面看法 。 這

種負面想法包括把老人貶值

為無生產力，僵化 ，無趣，

退縮的一群 。 而老年人也將

僵化無生產力的迷思內射，

而失去學習與做事的信心，

一旦信心失去，便落入輔和

大眾期待的陷阱裡 。

慈濟基金會這三十多年來

一直關懷獨居老人，隨著近

年來社會趨勢與家庭型態的

改變，證嚴上人更進一步呼

籲「社區族群情」的觀念，

希望人人跨出家門，關懷社

區，讓老人不孤單。

全省慈濟志工自民國八十

七年起，有計劃的展開各項

關懷獨居老人行動，並朝組

織化，專業化，全面性落實

推動 。 北 、 高兩地的志工配

合政府政策，融入社會資源

系統，以電話問安，居家關

懷為主要服務項目;中部地

區則對鄰里與眷村展開照顧

網;東部地區結合醫療，學

術單位的參與，延伸對社區

照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