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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因應人口高齡化在網路傳播之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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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與目的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將 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率達到 7%、14%

及 20%時，分別稱為高齡化社會(Ageing society)、高齡社會(Aged society)及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2）。根據中華民國內政部戶籍人口統計資料顯示（內政部統

計處，2014），台灣於 1993 年邁入高齡化社會，並將於 2018 年成為高齡社會、於 2025 年邁入超

高齡社會。 

日本在 20 世紀之後，成為世界上人口老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也是全球第一個於 2006 年

成為「超高齡社會」的國家。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公布的《世界概況》(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015)統計指出，日本的老人比例堪稱全球最多，2015 年 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 25.8%，

老化指數（即 65 歲以上人口數除以 14 歲以下人口數，該指數越高、代表高老齡化情況越嚴重）

高達 195.5%。台灣 2015 年 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 12.0%，老化指數(85.7%)雖仍低於老

化嚴重的日本，但比美國(74.7%)、新加坡(63.4%)等國還高。台灣從高齡化社會進入高齡社會估計

約只須 25年左右，與日本相當；不過台灣從高齡社會到超高齡社會卻只須 7年的時間，比日本的

時間還短。 

在已開發國家中，高齡族群使用網路人數正在明顯的逐年成長(Nielsen, 2013)。以美國為例，

2002年時 65歲以上之網路使用者約為 420萬人，至 2012年時 65歲以上之網路使用者則增至 1900

萬人，在這 10年間平均每年以 16%的比例成長。歐、美、日等國已有許多專為高齡族群所設計之

網站，不僅數量眾多，且內容豐富。相較於歐、美、日等國，台灣以高齡者為目標族群之網站，

數量少，內容也較貧乏，這些網站的種類、數量及內容將無法配合台灣成為高齡社會及邁入超高

齡社會所帶來之民眾需求。 

日本與台灣同位於亞洲環境且文化接近，多年來日本政府與民間一直致力於人口高齡化問題

之解決，其因應政策值得借鏡，且國內學術界在探討台灣人口高齡化問題時，常常以日本作為參

考與比較之對象（陳保伶，2009；張瑞雄，2010；魏秀春，2011；盧清株，2013；李常銘，2013）。

因此我們以日本作為研究比較對象，從日本與台灣專門為提升高齡者生活品質及專為高齡族群設

計之網站平台開始著手，詳細閱讀這些網站內容之現況，並作歸納分析比較。此結果將可作為台

灣未來政府、民間或企業建置以高齡者為目標族群之網站時的參考，以因應台灣邁入高齡社會甚

至超高齡社會之網路資訊需求，使得台灣從食衣住行育樂到老病死，能有更多貼近銀髮族身心靈

需求的優質網站。 

2. 台日高齡者網站分類與內容分析比較 

本研究首先以 Google 搜尋引擎尋找台灣與日本專為高齡者設置或與高齡社會相關之網站，根

據其內容先作分門別類，然後再閱讀這些網站內容作詳細資料分析與比較。台灣與日本之政府、

企業團體、民間組織為高齡族群所提供之網站服務，涵蓋食衣住行育樂等各方面，包括高齡者居

家便當宅配、專為高齡者設計的舒適服飾、專為高齡設計之住宅改造服務、為高齡者設計的個人

電動車與乘車優惠、專為高齡者設計之才藝學習課程、專為高齡者設計之國內外旅遊參訪及社交

活動、各種高齡者之日常用品銷售、高齡者的網路社群及婚姻聯誼、高齡者再就業或外包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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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國內外志工服務、保障高齡者福利之政府資源、退休人員組成的協會聯盟、高齡者之遺產

遺囑與監護人等之法律服務、高齡者之人壽保險服務、高齡者之醫療保健知識網站、高齡者養護

機構及安養場所、大型或國際性的高齡者相關聯盟或總會、高齡社會相關議題之研究與統計報告。 

相較於日本，台灣目前少有企業從事高齡者居家便當宅配服務；服飾方面也少見特別只針對

高齡族群設計的網站；也少有特別針對高齡族群所建置的網路社群平台及提供婚姻聯誼的網站平

台；於再就業以及志工方面，台灣提供的網路傳播管道及服務較少；在退休人員所組織的聯盟或

協會部分，台灣多為公教退休人員，日本則較為多元，涵蓋較多不同行業。法律方面，台灣目前

的資料主要為政府所提供的老人福利法規，而日本則還有許多團體為高齡者提供監護人，或提供

財產、遺囑、臨終等相關法律保障的詳細資料。保險部分，台灣有業者提供中高齡者量身訂做的

壽險、健康險與意外險等，但日本除此以外，另外有提供保險比較的網站平台針對老年人提供相

關保險之查詢與比較。醫療保健方面，日本有為高齡者提供醫療制度解說的服務網站，讓高齡者

了解自己的福利、權利並減少醫療糾紛，台灣這方面則較為缺乏。 

3. 結果與討論 

網際網路多元化的應用，可以提供低成本、高效率的訊息溝通與關懷服務，增加生活的豐富

與多樣性，對高齡者生活品質的影響甚大。尤其隨著網際網路愈來愈發達，以及會使用網路的中

高齡人口漸漸進入高齡，未來會使用網路的高齡者將會愈來愈多。本研究閱讀日本與台灣專為高

齡者所建置之網站內容，詳細分析台灣與日本為高齡族群所建置之相關網站的內容差異，我們發

現台灣近幾年專門為高齡族群建置的網站有越來越多的趨勢，內容也漸漸豐富，但相較於日本，

在便當宅配、服飾、社群平台與婚姻聯誼、再就業以及志工、退休人員聯盟或協會、法律、保險、

醫療保健等方面，網站數量及內容都相對較少，有許多還可以借鏡參考日本之處。這些研究結果

將可為台灣即將邁入高齡社會及超高齡社會提供給政府、企業及民間團體在網路傳播服務之參

考。未來之研究可針對歐美之高齡者網站作深入分析與比較，以進一步提升台灣高齡者網站在質

與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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