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心規劃、真心期待--迎接一九九九國際老人年系列活動 
                       高雄市社會局第三科科長 陳桂英 
聯合國大會根據於一九九二年通過的「老化宣言」，指定一九九九年為國際老人

年 。此一宣言目的敦促國際社會要加速透過各界與國家的合作，擴及於發展社

區。媒體民營企業部門與年輕世代，大家共同努力創造一個不分年齡人人共享的

社會。 
 
由於醫療衛生的進步步，平均餘命的延長台灣地區六十五歲以上老佔全人口比

例 ，自八十二年九月起即已達百分之七。進入聯合國所訂高齡化社會的標準，

而且老年人口的比率有明顯逐年增加的趨勢。在六十八年時老年人口比例約為百

分之四．0 五為所謂成年型國家，至八十二年已達老年型國家 。迄至八十七年

底，台灣地區六十五歲以上老人已有一百八十餘萬人，已達總人口百分之八以

上。行政院經建會推估，我國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會在民國一百年之後快速

上升，至民國一百四十年，老年人口將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四，接近每四個人

中就有一位是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由此可看出我國人口老化的速度相當快。 
 
高雄市八十七年底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約有九七，三七六人，佔全市人口之百分

之六點六，為全台地區僅次於台中市之年輕都市，雖然未達高齡化之社會，但每

年六十五歲以老人成長五千餘人，高齡化人口每年以百分之 0.2 成長，預計將於

民國九十年達到百分之七，進入高齡化社會。 
 
本市為因應老人需求，除成立東南亞最具規模的長青綜合服務中心，辦理全國首

創長青學苑，老人免費乘車，老人在宅服務，老人健保保費補助，中低收入老人

生活津貼，醫療補助，住院看護補助，老人免費健檢，普設各區老人活動中心（已

啟用二十八座）及起用老人單一服務窗口等措施，均深獲好評外，更因應新時代

老人問題，創新服務內涵，擴大老人福利工作，並積極集合民間資源，建立老人

安全保護網路，推展老人居家服務，日間托老，獨居老人關懷服務，輔導私人設

立老人養護服務，社區照顧，文康休閒，志願服務等措施，並研究發展各項老人

福利服務，開創銀髮族市民農園，並著手規劃各項失能老人特別照顧津貼，及敬

老福利金等措施，以人性化家庭化社區化為照顧導向，提供本市老人多元化，可

近性之適切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