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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從生產老化觀點初探英美日韓四國高齡勞動力政策之運用 

*陸憊憊 

國立中正大學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摘要 

「含飴弄孫」是傳統華人社會中為高齡者生活設計的既定樣貌，因此對於「高齡者」相關之

研究系列中，「就業／勞動力再運用」常常是一個被忽略或避而不談的議題。然而，高齡少子化的

社會現象，導致現今職場嚴重的呈現出勞動力老化與短缺之問題，因此，高齡勞動力如何有效再

運用逐漸成為各國間重要發展人力政策的一環。本文採取文獻分析研究法，進而瞭解英美日韓四

國政府對於高齡勞動力之運用情況，以及分析目前台灣對於高齡勞動力運用之現況。藉由透過瞭

解英美日韓四國的高齡勞動力之就業政策與運用，再次重新思考目前高齡勞動力的運用及危機，

以期可以提升高齡者勞動參與度，進一步使人口職場老化及短缺的危機化為轉機。 

關鍵詞：高齡勞動力、高齡人力資源、人力運用政策、漸進式退休 

1.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人口結構老化 

人口結構為國家構成的基本要素之一，而人口數量及年齡結構的變化將決定一個國家未來發

展的重要關鍵。隨著現今社會進步、醫藥日益發達，導致死亡率逐年降低，平均壽命不斷延長，

全球老年人口比例正急遽大幅增加，高齡化社會已成為各國政府所重視之議題，尤其人口結構的

變化，會造成勞動人力市場結構的變化。 

根據政府所公告的報告中指出臺灣地區高齡化趨勢愈來愈明顯。台灣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於

1993 年底達總人口數之 7%，依照聯合國國際衛生組織(WHO)的定義，台灣開始步入高齡化社會

(aging society)；2018 年 3月老年人口比率已超過 14%，我國亦將邁入高齡社會(aged society)；預

計 2025年老年人口比率將再超過 20%，我國將成為超高齡社會(hyper-aged society)之一員。政府通

報指出，自邁入高齡化社會以後，65 歲以上老人人口所占比率持續攀升，2014 年底已達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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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人口老化程度之老化指數為 85.7%，近 10 年間已增加 36.7 個百分點。我國將於 2018 年邁入

高齡社會，2026 年將再邁入超高齡社會；我國由高齡社會轉為超高齡社會之時間僅 8 年，預估將

較日本（11年）、美國（14年）、法國（29年）及英國（51年）為快，而與韓國（8年）及新加坡

（7年）等國預估時程相當（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2016；內政部統計處，2015、2016、2018）。 

 

表 1. 高齡化速度將超過歐美日等國 

2015 年底我國扶養比為 35.28%，2016 年扶養比將增加至 36.2%。相對於 1971 年的扶養比，

將由對幼年人口的負擔，轉為對老年人口的負擔。2016 年，約每 5.6 個青壯年人口扶養 1 位老年

人口，2061 年將變為每 1.3 個青壯年人口扶養 1 位老年人口。我國扶老比持續上升、扶幼比持續

下降，2017年底分別為 19.0、18.0。 

我國扶養雖較全世界與開發中國家之 51.5%及已開發國家之 49.25%均為低；若與主要國家比

較，較日本 63.93%、菲律賓 61.29%、法國 58.73%、英國及紐西蘭 53.85%德國、美國及澳洲 51.52%、

加拿大及馬來西亞 47.06%、南韓、大陸及新加坡 36.99%等國為低，顯示我國人口扶養比於世界主

要國家中屬較低者。然而，我國高齡化速度將超過歐美日等國，故預計 2061 年扶養比將增加至

94.2%（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2016；內政部統計處，2015、2016、2018）。 

退休趨勢 

不論是世界或是台灣，老年人口將逐漸攀升是不可擋的潮流，所以當到達退休年齡而離開工

作職場，直到走到人生的終點將會有一段相當漫長的歲月。目前各國的退休年齡仍然停留在早期

所制定的相關法律之中，但為因應人口老化的趨勢，推動終生學習(lifelong learning)、漸進式退休

(gradual retirement)、延後退休(retiring later)與退而不休(being active after retirement)等對策已是各國

針對退休而產生的趨勢（張恒裕、謝佳宜，2015；彭子珊，2015）。 

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5) 

2007 到 2012年間資料，目前世界各國法定退休年齡平均介於 60-65歲之間，實際退休年齡平均介

於 55-70 歲之間。其中，全球最高法定退休年齡國家的冰島，法定退休年齡為 67 歲，實際退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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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則在 64 到 67 歲之間，美國法定退休年齡為 66 歲，實際退休年齡則在 65 歲。更進一步觀察亞

洲各國，韓國官方退休年齡為 60歲，但男女勞工平均實際退休年齡比官方退休年齡多出近 10年，

男性為 71.1歲，女性也達 69.8 歲；日本的法定退休年齡為 65歲，但男女分別平均做到 69.1和 66.7

歲才退休。我國的法定退休年齡（60-65 歲）雖和各國差不多，但實際退休年齡卻比日、韓、歐、

美都還早。國際勞動統計資料顯示指出，以 2009 年到 2014 年的平均實際退休年齡來說，我國男

性為 62.8 歲，在 35 個主要國家中排名第 22，南韓、日本、美國則是 72.9 歲、69.3 歲、65.9 歲，

分別排在第 1 名、第 5 名及第 10 名。女性的部分我國為 60.7 歲，排第 25 名，南韓、日本、美國

分別為 70.6 歲、67.6 歲、64.7 歲，排名也都在前 10。雖然近年來，台灣實際退休年齡不斷延後，

但與其他國家尤其是日本、南韓等鄰近國家相比，我國在退休年齡中仍屬於「早退」的國家（行

政院主計總處，2017；勞動部，2015）。 

 

表 2. 台灣與其他五國的法定與實際退休年齡比較（2015年）  

 

表 3. 歷年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退休狀況 

綜上所述的現象可發現，自工業革命以來，各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人民生活型態大幅改

變，醫療科技日益發達。各國人民死亡率逐年降低，平均壽命不斷延長，導致全球老年人口比例



從生產老化觀點初探英美日韓四國高齡勞動力政策之運用 

作者：陸憊憊 404 

急遽增加，幼童人口成長趨緩，扶老與扶幼的成長比率呈現交叉。尤其，台灣高齡少子化所引起

的人口銳減與人口結構快速老化等現象會造成青年勞動力減少及勞動力老化，亦會對社會與經濟

將產生些許負面影響，例如消費市場之萎縮，經濟活力之衰退，進而造成國內經濟規模及擴大內

需之縮減。 

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高齡少子化的影響，已逐漸滲透到生活周遭的各種細節裡，影響各行各業的生存，深究此趨

勢的背後隱藏許多不同面向且複雜之社會現象，尤其以不婚、晚婚、不育、晚孕等社會現象最為

嚴重。高齡少子化現象對於國家的人口素質、人力結構、經濟財政及學校教育等各方面都造成一

定程度之影響及衝擊。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2010)資料顯示，

全球勞動力持續增加，預估 2020 年將達 36.43億人，但增幅減緩。勞動力呈現高齡化趨勢，55歲

以上高齡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率，預估 2020年將達到 15.56%左右，其中以 55-59 歲勞動力占比

增幅最大。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勞動力規模受到人口趨勢與各年齡層勞參率的影響。全球 55歲以上

男性高齡勞動力占男性總勞動力的比率，預估至 2020年為 16.17%，較 2000年增加 4.37%；55歲

以上女性高齡勞動力占比則為 14.64%，較 2000年增加 5.39 %，女性增幅大於男性增幅。而我國中

壯年勞參率與其他國家相比較則呈現偏低之現象。以 2015 年為例，50歲以上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從

超過 70%掉到只剩 57.2%，55 歲以上更只剩 40.2%；男性的部分則是在 60 歲以後從 70.6%驟降到

49.3%。2017年，反觀其他國家，包含美、英、德等國都維持在 60%以上，日本、南韓、新加坡等

也都維持在 6成左右，60到 64 歲的男性勞參率更維持在 70%以上。換言之，我國中高齡各年齡層

勞參率均低於韓、日、美等國，年齡愈高愈明顯、差距也愈大，我國 55~59 歲與 60~64 歲之勞參

率分別為 55.1%、35.8%，而韓、日、美等國則分別在 70%與 55%以上（勞動部，2015、2016）。 

近年來，國內研究目前勞工退休狀況，發現台灣多數民眾即使退休了，肩上的經濟重擔卻無

法卸下，台灣超過 6成(66%)的退休人士，退休後仍然負擔家庭財務責任，需要資助小的、照顧老

的，比率遠高於亞洲平均值 55%，僅次於中國的 71%；但台灣民眾平均遺產近台幣 570 萬（約合

19萬美元），卻在亞洲國家中位居第三高，僅次於澳洲的 50萬美元以及新加坡的 27 萬美元。調查

後發現退休後生活費較退休前增加約為 15%，平均每月生活費預計達 2.47萬元，男性略高於女性。

退休後除了撫育老幼之外的主要三筆花費分別為生活費、休閒娛樂及醫療照護。主計處統計台灣

平均每人每月消費大約是 2 萬元。退休只會花更多，不會花更少理想的退休生活，可以把這個數

字當成一個最低標準。夫妻兩人最低一個月生活費大約 4 萬元。但如果要讓生活品質更好，可以

考慮夫妻每個月 8 萬元以上，如果到 16萬就算非常寬裕了（市場先生，2016；財金智慧教育推廣

協會，2013）。  

隨高齡化或超高齡社會的來臨，全球人口結構（如高齡少子化）的改變造成勞動力結構的衝

擊。其中包括社會經濟及勞動市場的轉變，造成有部分的勞工，退休後必須重回職場維持經濟所

需；而以台灣現行的勞保制度，領取老年給付即不能再加入勞工保險，這些都使得高齡就業的社

會保障制度出現不利誘因與裂縫。同時，經濟因素亦是中高齡勞動力被迫重回職場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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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調查研究可發現：求職者尋求再就業的困境經常出現，95.49%左右的 55~64 歲嘗試再求職過

程曾遭遇過困難，主要的原因為「年齡限制」，占 72.24%，其次為「勞動條件不理想」、「年齡歧視」、

「找不到想要做的職業類別」。同時，企業聘雇高齡者時，常考量到高齡求職者的體力或專業能力

無法勝任工作、高齡勞工僱用成本相對較高、或者是對高齡者有負面的刻板印象，而不願予以留

用或僱用。雖然就業服務法已明文禁止年齡歧視，但多數高齡勞工在尋職過程中所遭遇到的最主

要困難仍是「年齡限制」（詹火生等人，2015；衛生福利部，2018）。 

依據上述現象，各國逐漸開始重視高齡勞動力，如何經營與管理老年人的勞動力參與將與老

年經濟安全加強有強烈的相關。各國政府認為高齡勞動力是資產而非社會負擔，進而相信善用高

齡勞動力將為社會經濟創造更高價值及效益。相較於其他各國，台灣快速進入少子高齡化社會，

因此對社會及經濟產生一定程度之衝擊。並且，國內勞動市場呈現晚進、提早退休型態等現象。

種種因素，造成台灣社會的人口結構急遽變化，進而導致勞動人口結構亦產生劇烈變化，例如退

休人數上升，青年就業人力之不足等負面現象。本研究企圖透過瞭解英美日韓四國高齡老動力政

策運用及台灣高齡勞動力運用的現況，促進高齡者就業，以達成善用高齡人力資源之目的。 

2. 文獻探討 

2.1 生產老化(productive ageing)之發展脈絡 

1980年，由 Helen Kerschner 提出五個不同於以往對高齡人口的看法，其中包括：機會大於危

機、問題的解決大於問題的製造、資產大於負擔、資源的累積大於資源的消耗、對社會與經濟以

及文化上的貢獻多於消費。1982 年，由 Robert Butler 在奧地利薩爾茨堡舉辦的關於依賴和長期護

理的研討會上首次提出生產老化一詞。Robert Butler 強調「健康」可視為生產老化的先決條件，但

他仍然非常努力將健康和生產力這兩種概念分離出來。Butler強調「生產老化」不僅指正常勞動力

中的有酬之勞動，同時亦指無償之工作，如自願活動，而這些活動皆可使他人受益，如家庭和社

區，以及實現個體的各種追求和活動，達到生活充實的理想境界。因此，生產老化是國際社會自

1990 年代以來許多學者積極推動有關高齡人口健康的概念。直到 2012 年，國際高齡問題聯合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n Ageing, IFA)在布拉格所舉行的第 11屆國際長壽中心全球聯盟研討會，

有關全球高齡問題會議中，生產老化的想法和推動力更加得到各國之重視及推廣（石泱，2010；

Wija et al., 2012; Kerschner & Pegues, 1998）。 

生產老化從兩個方面探討高齡人口的現象及運用。研究生產老化的學者基於生命歷程的觀點

(life course perspective)，因此認同並提出「人終其一生都應享有尊嚴與價值」之信念；同時，亦受

到目前全球人口的平均壽命不斷延長與健康高齡者的人口持續快速攀升的現象，使從事高齡者福

利與服務領域的工作人員，繼「健康老化(healthy ageing)」、「成功老化(successful ageing)」、「活躍

老化(active aging)」之後，發展出更具體指出如何運用高齡人力資源，以期持續其對個人、家庭、

社區、國家與人類全體可能的貢獻，甚至在身心理狀況衰弱或退化的情況之下，仍能不斷精進，

朝向Maslow需求金字塔中更高層次的超越性需求(transcendence)邁進（Yang, 2010；楊培珊，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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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老化」的概念，為符合目前社會現象和需求持續的演進與擴充。Caro (1993)將生產老化

定義為：「長者從事任何能產生財貨或服務的活動，或發展能量準備來產出財貨或服務，不論此活

動是否獲得金錢酬賞。」任何有酬或無償之工作、志願服務、終身學習和照顧家人、朋友或鄰居

等活動是普遍被認為可產生生產力之行為。依據不同社會的需求，Sherraden (2001)整理歸納出六

項主要具有生產力的活動，其中包括市場性的經濟活動、非市場性但有價值的活動、正式部門的

社會與公民投入、非正式社會支持與協助、社會關係與社會活動及自我提升。同時，Sherraden 不

斷強調，生產老化的概念必須時時保持開放的態度，而且在推動生產老化的同時，要特別注意預

防有關生產力較弱的高齡者可能被邊緣化之潛在危機等現象。此外，Sherraden 不主張使用「生產

老化」這個字眼，因為它意味著老人可能是「不生產」的一群，所以需要要求長者們再次貢獻他

們的技術、知識和經驗給社會大眾，而較貼切的方式是採用成功老化一詞，其更能貼切反應出老

人們退休後的生活狀態。但強調「有生產力的老年」其實包含非常多元的內容與形式，例如就業、

志工、照顧參與、健康的促進、教育訓練的投入、社會與宗教活動的參與（周玟琪，2011）。 

為因應人口高齡化，高齡者應透過不同類型的社會參與，提高個人的生活品質與自立，產生

有形與無形的報酬；同時對於社會與經濟發展產生貢獻與效益，促成個人與社會整體的雙贏局面，

奠定社會永續與銀色經濟的發展條件與基礎。因此，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而言，生產老化的觀點認

為人口老化的現象將伴隨許多職場世代間與環境的變化，因此提出延後退休的觀念並期望可以促

成高齡者產生自主的態度，進而對社會帶來更多的機會(opportunities)、轉機(turning point)與人力資

源(human resource)。總言之，生產老化概念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使高齡者在退休後，仍然有機會保

有貢獻或服務社會之熱忱與行動，並繼續不斷地以透過實際行動參與社會各項活動，發揮其影響

力。高齡者可以透過就業、志工、照顧參與、健康促進、教育訓練投入、社會與宗教活動的參與，

提高老化的個人價值並創造正面的貢獻。社會參與對於生產老化而言是一種相當重要的過程。透

過高齡者持續的社會參與，生產老化有機會落實於高齡族群中（周玟琪，2011；馬財專、林淑慧，

2016；胡夢鯨、王怡分，2016）。 

儘管生產老化(productive ageing)有許多專家闡述不同的論點，但其找出共同的要素，皆是針對

高齡長者們的後期生活提出論述，包括強調健康的重要性、重視經濟安全的保障、鼓勵老人從事

社會參與、延後工作退休時間、在心理上重視其對生活的感受及與他人更密切的互動，這都是在

晚年生活中有助於老人適應身體、心理、社會和環境的改變，讓這些長者在社會上可以扮演貢獻

者的角色。同時，對社會與經濟發展產生貢獻與效益，促成個人與社會整體之雙贏局面，奠定社

會永續與銀髮經濟的發展條件與基礎。 

綜上所述，生產老化是一種強調高齡者成長的積極方面以及個體如何為自己的生活，社區和

組織以及整個社會做出重要貢獻的方法。其中心概念強調從「個人成長」的層面擴大至 「社會參

與」的層面；將退休高齡者的貢獻由個人成長、家庭照顧，延伸至志願服務，甚至退休者整體的

人力資源應用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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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英美日韓四國類似問題發展經驗與研究 

全球人口平均壽命延長與生育率下跌使得勞動力老化已成不可逆之普遍現象，勞動力政策及

就業方針的重新探討和設立，除了重新定義國家執政者的立場，同時再次組織就業市場的環境及

狀況。各項政策與方針都深深影響及牽動勞動力市場中各種不同利益族群和階層的期盼。目前各

國陸續採取不同政策探討延後退休年齡之可行性，其中以漸進式退休是廣被歐美國家所採行。所

謂漸進式退休(gradual retirement)乃指個人在退休前，藉由減少工時或調整職務的方式，逐漸從全

職工作轉變為逐漸減少工作時間或在最後工作的幾年減少職務上安排（詹火生等人，2015；郭振

昌，2016）。此外，2011 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在第四期養老金概覽(OECD Publishing, 2011)對各國提出養老金制度改革政策

組合建議中指出，針對各國高齡勞動力政策之激勵措施應著重在鼓勵高齡者繼續工作而不是鼓勵

退休。 

除了漸進式退休之外，各國也採行了包括職務再設計、職業訓練、薪資補貼、延後強制退休

年齡與領取年金年齡等措施。由於英國、美國、日本、韓國的中高齡勞參率均高於我國，因此有

關中高齡與高齡促進就業政策的發展應該更加完善，而這些國家政策的發展趨勢可能值得我國參

考及借鏡。 

英國 

在工業革命後的歐陸國家中，英國是除了法國之外較早面臨人口老化問題的國家，1976 年英

國 65 歲以上高齡人口即達 14%，進入高齡社會。英國政府認為在接下來的 10 年，勞動力年齡結

構的變化會成為勞動力市場最重要的發展，估計 2020 年，英國三分之一以上的勞動人口將超過 50

人(Government Office for Science, 2016; Padilla, 2011; Randall, 2017)。 

在未來勞動力短缺的背景之下，英國政府開始鼓吹工作多樣化與彈性化的好處，尤其是強調

企業應讓勞工在職業生涯後期能產生工作緩衝期、漸進式退休，而非就業與退休的截然二分。同

時，英國政府也提出希望藉由社會教育喚醒高齡者的就業意識，並且立法保障高齡勞工權益。2000

年，英國前布萊爾首相上任不久後，即針對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問題與解決方向提出相關研究的首

要研究報告書「贏得世代關係勝利：改善 50 至 65 歲在工作與社區活動的發展機會」(winning the 

generation game: improving opportunity for people aged 50-65 in work and community activity)中提出

建言，包括設置高齡者在社會中之角色與價值的發展策略、優先為非自願性失業之高齡者提供職

業資訊或建議、提高領取年金的最低年齡門檻、並且促進高齡勞工繼續就業的意願。2006 年，人

權平等委員會(Commission for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EHR)推動就業上年齡平等的立法，頒布

「就業（年齡）平等條例」(employment equality (age) regulations)，除將強制退休年齡提高至 65歲，

亦要求雇主須就各自企業的條件(business case)，對退休者 65歲之後的就業意願積極回應；在年金

改革上提供誘因，鼓勵高齡勞工持續工作。英國政府希望藉由高齡者的延後退休或再就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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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個人退休後財富積累增加，也有助於年金的永續，更能利於經驗傳承與文化之保留（張雲翔，

2014；詹火生等人，2015；郭振昌，2013；Cabinet Office Performance & Innovation Unit, 2000）。 

美國 

美國是已開發國家中生育率最高和人口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據統計，美國婦女總和生育率

為 2.1，2010年人口總量已達到 3.08億，居於世界人口第三大國的地位。早在 1940 年代初，美國

就進入高齡化社會，意謂 65 歲以上高齡人口占總人口的 17.4%以上。美國勞工部勞工統計局統計

(Mitra Toossi and Elka Torpey, 2017)數據指出，2014年約有 40%左右 55歲以上的勞工正在工作或是

積極尋找工作機會。預計到 2024 年，高齡者正在工作或是積極尋找工作機會人口將會是在勞動市

場中增長最快的族群，特別是 65歲以上人口。 

由於高齡化問題可能嚴重影響社會經濟和發展，美國政府高度關注各種高齡相關議題，1995

年，在白宮召開「人口老化對公共政策與社會工作挑戰研討會」，會中宣告三大努力方向：自立、

機會、尊嚴，並同時兼顧調和世代關係。因此政府積極設計與制定相應政策及福利措施、方針和

政策，著力解決人口高齡化問題。美國勞工部及其所轄機關與組織單位所實施的「老人社區服務

就業計畫」(Senior Community Service Employment Program, SCSEP)以及早於 1967 年即已制定「就

業年齡歧視法」(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 ADEA)，老年人的合法權益得到了保障，提

高了社會保障支出津貼。為了改善高齡就業的年齡歧視情況，故政府修正了《禁止歧視老年人就

業法》，取消了部分有爭議之法律條文，例如取消強制性退休，禁止強制 70 歲以下的雇員退休等

法條（丁玉珍、林于倩，2008；黃巧婷，2008；焦興鎧，2013；詹火生等人，2015）。 

日本 

日本是舉世聞名的高齡化國家之一，自 1980 年至 2010 年日本高齡人口比例從 9.1%上升至

22.6%，進入超高齡社會。快速高齡化進展的結果，為日本帶來許多社會問題，同時也造成勞動力

的逐漸不足及政府財政負擔增加等重大影響。 

日本厚生勞動省檢視社會中少子高齡化現象持續急遽發展，導致勞動力人口的減少等社會現

象，立法促進並保障青年、婦女、高齡、身障等就業。1960 年代日本初次面臨產業結構的轉型，

政府開始檢討高齡者的失業及雇傭問題，陸續積極制定一系列的因應之法。長期以來，日本的勞

動市場採用終生雇用習慣與年功序薪資體系(seniority-based wage system)，因此當高齡者離開職場

後，便不易就業。為解決高齡少子化所帶來的勞動力缺口，日本政府很早就訂定《高齡者雇用安

定法(law concerning stabilization of employment of older persons)》、《高齡社會堆側基本法》等一系

列相關政策措施，其中包括整合促進青年、婦女、高齡、身障等就業、階段性延長厚生年金請領

年齡的實施、鼓勵高齡者的僱用、修正部分高齡僱用安定法及延長退休年齡等措施。然而近年來，

社會現象的快速轉變造成勞動市場結構的變化，日本政府更加重視高齡勞動力的再運用，並根據

現今社會變化而更積極制定許多鼓勵高齡者就業機會的政策。就資方而言，政府提供許多促進就

業的相關措施，包含延後退休年齡、延長雇傭和廢止退休規定等措施；同時，政府為鼓勵企業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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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各項高齡者就業措施，而給予企業獎勵金。就個人而言，政府於各處設立銀髮人力資源中心(the 

silver human resources center)，媒合並提供屆齡退休人員免費的職業機會（成之約，2015；林政諭，

2008、2012；張瑞雄，2010；黃惇勝，2012；吳惠林等人，2014；郭振昌，2013，2016；甄國清

等人，2013）。 

南韓 

2000年，南韓 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7.2%，預計 2018年，高齡人口將超過 14%，進入

高齡社會，預計 2035年，65 歲以上人口將到達 28.7%，到了 2060年，65歲以上人口將衝破 40%。

南韓勞動力比例亦顯示韓國高齡化的快速來臨。2015年，韓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73.4%，

65 歲以上工作人口為 12.8%。然而，南韓政府估計，到了 2065年，勞動年齡總人口，高齡人口和

兒童人口分別佔 47.9%，42.5%和 9.6% (Statistics Korea, 2015; 2017)。 

韓國自 1991 年訂定「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之後，相關的就業政策即不斷推陳出新。從 2003

年至 2007年，南韓政府革年金制度的工程(national pension act)，包含階段式退休的政策，開始正

式推動延遲退休制度(Deferred Pension System, DPS)，鼓勵高齡勞工採取較人性化的退休方式，繼

續從事具有經濟價值的活動。2011 年由總統主持內閣會議，宣布政府的第二個基本養老促進就業

計畫，執行策略具體包括，促進經驗豐富及技術之傳承、加強補助世代間分級工作，籌劃縮短工

時等相關規定，訂立辦法補助以漸進方式縮短高齡者工作時間，而進用技術不足新進人力之人事

費、補助世代融合型創業，運用技術熟練高齡者之經驗、財政結合年輕人的想法（構想），發揮展

現創業模型之效用、營造社會氛圍及加強勞資和諧，高齡者與年輕人一起工作可分享彼此間的工

作經驗，積極宣導青年與高齡者僱用非競爭關係而是融合、共生的關係。同時，南韓鼓勵雇主改

善適宜高齡者的工作環境，並提供資金貸款，鼓勵企業在員工屆齡退休年齡時，以降低工時與工

資來替代強制退休，期望提升高齡勞動力之運用（Ministry of Employment and Labor, Republic of 

Korea, 2012；郭振昌，2013；詹火生等人，2015）。 

四國所制定的保障高齡者就業者的政策外，也設計許多課程協助高齡者在就業時的需求，例

如日本為業者及求職者設計兩種課程；針對業者及求職者共同開設「職務再設計」課程，除了透

過補助業者「職場活性化」的教育訓練課程，來協助提升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同時藉由課程提高

中高齡勞工的就業意願。針對高齡者開設許多教育訓練與補助，希望透過訓練(training)的方式，增

加高齡者的可雇用性(employability)，例如政府於 1998年提出教育與訓練津貼(education and training 

benefit)，直接資助個人參與指定課程的學費。韓國於 2012 年同時推出「50歲以上職場新人適應支

持計畫」(the 50+ new workplace adaptation support program)，希望透過該方案，協助 50歲以上的求

職者在中小型企業內透過在職培訓後工作，因此求職者可以在中小企業工作經驗後得到直接的再

就業機會，而中小企業可以聘請到經驗豐富的優秀工人。值得注意的是，韓國政府為降低青年和

高齡者之間的工作競爭，設計加強支持代間工作分享(intergenerational job-sharing)的課程，藉由熟

練的高齡退休者將作為年輕員工導師和教練(mentors and instructors)，彼此相互學習，達成雙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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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環境。英國設立聯合教育機構與就業服務夥伴，鼓勵中高齡者從生涯發展的觀點，儘早考慮工

作和退休規劃問題，進而資助其學習新技藝（吳惠林等人，2014；詹火生等人，2015）。 

綜上所述，高齡者在勞動市場上都會面臨許多風險，因此各國依照各國民情而採取不同的政

策及措施來加以因應。首先，針對個人、政府及業主，藉由教育與訓練強化高齡者後續職場生涯

的能力；其次，針對雇主及勞動市場態度，其中以就業上年齡歧視的議題最受重視，如何彌平或

降低不同世代間爭議需要獲得審慎的重視與評估；最後則是國家整體經濟發展狀況及社會保障制

度的建構，發展並制訂出 3 方（高齡者、業者、政府）有利的政策，例如逐步改革現行的退休制

度與年金發放方式，採用或推動延後退休年齡及漸進式退休制度、協助業者和高齡求職者之工作

職場的再設計、協助高齡人才的技能養成與工作媒合等方式，以期能創造使高齡者的能力可以有

效的再貢獻給社會。 

2.3 臺灣地區高齡者人力再運用之需求 

從世界各國到台灣，高齡人口將逐漸攀升是不可逆之趨勢。尤其平均壽命的延長，導致許多

人到達退休年齡而離開工作職場時，直到走到人生的終點將會有一段相當漫長的歲月。退休則是

人生歷程中的一大轉變，而這轉變意謂將失去固定的經濟收入、有秩序的生活型態、自我觀念與

人際關係的改變、閒暇時間的增長、以及喪失來自工作的權利和意義。 

影響高齡者是否能就業（或是持續留在職場）的因素很多，實證研究顯示，在個人因素方面，

教育程度愈高與健康狀況愈好的高齡長者，留在職場的時間也愈長(Loughran, 2001; 16. Parries & 

Sommers, 1994)。教育程度高代表著高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因此有利於掌握資訊並抓住就業機

會；而健康狀況對高齡就業者的影響在 70歲以上時更為突顯(Ozawa & Lum, 2005)。此外，在個人

經濟狀況對於高齡者是否會留在職場方面，有兩大可能的面向：經濟狀況較不佳會使得部分高齡

者有動機與意願繼續工作，但也有部分高齡者就業考慮在於「自我實現」等非經濟因素，因此經

濟因素就不完全是構成是否會留在職場的關鍵因素(Ozawa & Lum, 2005; Parries & Sommers, 1994)。

老人狀況調查報告書(2018)中，「就業狀況」部分發現，在尋求再就業的困境出現，95.49%左右的

55~64 歲嘗試再求職過程曾遭遇過困難，主要的原因為「年齡限制」，占 72.24%，其次為「勞動條

件不理想」、「年齡歧視」、「找不到想要做的職業類別」。雖然，目前台灣現行「就業服務法」有明

文禁止年齡歧視，但實務上年齡歧視常因舉證不易而無法成案，且「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規定，

年滿 65 歲者雇主得強制勞工退休，致 65 歲以上高齡者如有意願繼續就業，雇主得依法令不予繼

續僱用，不利高齡者就業（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2017）。 

針對我國高齡職場之調查研究，發現我國高齡者就業遭遇很多障礙，諸如退休制度鼓勵提早

退休、產業結構不利於高齡者就業、職場環境不友善、社會觀念對於長者外出工作存有負面觀感、

以及個人觀念與家人反對等種種複雜因素均不利於我國高齡者勞動參與率。研究建議有關高齡人

口就業議題，可透過增修法令，藉以大幅調整高齡人口就業政策與改革退休制度相關規定，除了

可以保障高齡人口就業機會與權益，更有助於減輕個人或家庭經濟負擔，亦可依專長或技能給付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學刊 6(4), 2018 

411   http://journal.gerontechnology.org.tw/ 

報酬，減少年資較長員工被辭退的威脅，以及加強年長員工專業訓練。個人生涯規劃方面，則建

議在完全退休之前，採取漸進方式安排其個人工作改變，包括：雇主變更、職業轉換或工作時間

減少、報酬降低等，俾使高齡人口避免遽然退出勞動市場，導致適應不易；舒緩高齡失業壓力，

導致收入來源頓失等。同時，高齡人口可以用多餘時間規劃工作轉換，開創另一人生方向；相對

雇主亦可藉此留住部分高齡技術員工傳承經驗等，尤其更可解決人口結構高齡化所衍生的勞動力

不足問題。在社會教育部分，可藉由加強宣導高齡老人工作經驗所累積之價值，除了可以改變社

會對高齡員工工作能力較差的刻板印象之外，又可增加高齡員工受僱機會。此外，高齡者工作動

機與一般成人有所不同，包括高齡者較為注重運用結晶智能而非流動智能、對績效目的的選擇偏

好轉變為更多的社會動機或組織公民行為、對於薪水的重視不如更重視能運用自己的能力與特長、

以及重視工作中體會到生命的智慧與自尊。工作或就業對於長者個人將可獲得有形與無形報酬，

包括個人的薪資和心理的滿足與生活品質。最後，認為高齡勞動力其實是創造性的勞動，是能滿

足個人生活目標與意義的活動。可兼顧並提升高齡勞動力之內外層次；就外在實際層次，他們創

造並提供了物品、服務或影響；就內在意識價值層次，高齡者滿足個人希望對人群產生貢獻的正

面目標。呈現這些形式及方法則可能非常簡單、彈性、多元，基本上是呼應高齡者個人之優點與

提供正面之人生使命。同時，亦強調勞動或工作一方面對高齡者個人而言充滿意義與價值，另一

方面則透過創造出來的物品或服務對他人形成影響。因此，除了長者可考慮傳統退休模式，即從

職場完全退除下來之外，未來應可發展出「漸進退休」、甚至「永不退休」的模式。而調適應良好

的長者能以其豐富的人生閱歷，與優質的專業知能，成為在地社區最重要的資產（范蓓怡，2007；

詹火生等人，2006；劉世南，2011）。 

綜上所述，透過高齡者再就業的方式，也許改善並提供高齡者良好健康品質的生活，同時能

促進以及保障高齡者繼續從事參與社會活動的力量與經濟來源。高齡者透過安排從事各項需要體

力、非體力、減少體力、或是部分工時等工作方式、增加社會參與的機會，例如積極參與自願性

服務、成人教育、老年教育、志工等活動，都可以為高齡者的晚年生活添加繽紛色彩。此外，透

過穩定的生活習慣、學習、工作等方式都或許可以為高齡者帶來遠離認知失調與陷入憂鬱等負面

情緒及影響。 

3. 結論 

1945 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產生了帶動台灣經濟奇蹟的「戰後嬰兒潮(1946-1964)」，70 多年

後，嬰兒潮轉為退休潮。從台灣經濟發展的建造者，隨著歲月的流逝，退居幕後並安享晚年生活。

然而，這群建造者退休潮的出現，意謂著台灣人口結構改變的轉捩點開始。大量勞動人口急速退

出市場，退休給付制度面臨重大挑戰。更重要的是，醫藥日益發達，導致死亡率逐年降低，平均

壽命不斷延長，造成經濟成長動能衰減、政府稅收減少、但醫療健保及社會福利等財政支出卻暴

增。 

近年來各國為因應高齡化社會來臨，開始針對國內人口老化的現象，紛紛重新研擬促進高齡

者的就業方案，以期提高高齡者勞動力的參與率，以達紓緩少子化產生的勞動人力缺口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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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台灣人口老化的速度遠比先進國家來的還要快，勞動市場呈現晚進與早退的現象亦比其他

國家嚴重。在多重的負面影響之下，台灣如何保持一定的市場競爭，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因此高齡者重回職場接受有酬或無酬的工作，將成為可能眾多解套方法之一。 

近年來，為因應社會變遷，許多老化的概念不斷的被提出及修正，其中生產老化的概念也在

這高齡少子化的現象中備受重視。生產老化旨在協助高齡者參與適度的勞動活動，故將有助於年

長者的經濟安全、協助脫離貧窮；同是，亦能保持並促進高齡者的社會參與及健康狀況。高齡少

子化與勞動市場結構之轉換等因素導致高齡者退休再就業的意願和需求也因此隨之提高。退休生

涯對家庭經濟狀況的變化經常產生影響，而工作是亦可增加經濟收入。同時，傳統養兒防老的觀

念，在少子高齡化的社會中也受到挑戰，越來越多的高齡者希望退休後為自己多存些養老金以因

應將來的變化。當高齡者欲回到勞動市場或是繼續勞動生涯時，經常面臨著職場上的挑戰。首先，

高齡者考量工作是否適合。以英美日韓為例，四國政府一方面積極地協助高齡者透過多樣化的職

業訓練或是教育訓練體系達成改善並提升高齡者之就業能力。另一方面，適當的調整工作內容使

高齡者能夠從事相關的工作內容，並且能夠更加的發揮高齡者的優勢，減低不同世代間的差異，

希望藉由彼此學習，達到雙贏。除了透過訓練協助高齡者外，另外政府及業主所提供的公共就業

措施訊息或是措施，包括職業媒合、提供相關的就職資訊或者是辦理相關的就職活動等，都將協

助高齡者有機會發揮其能力。不論高齡者從事有酬或無酬的工作都將帶來許多正面的影響，除了

高齡者可獲得經濟上的貼補，亦可使生活繼續保有重心，並增加社會參與，進而保持或提升健康

狀況。其次，高齡者可能都會遇到年齡歧視的問題。以英美日韓為例，目前各國仍以立法來保障

工作年齡之公平性。 

高齡人力再運用已蔚為趨勢，各國政府依據其狀況制訂出屬於他們專屬的政策，但高齡者於

職場上面對的問題及困境大同小異。因此，我國政府除了制定健全的退休政策外，亦應提供終身

學習的機會，使勞工在退休前後的數年之中，開始學習和思考如何面對新的人生旅程。高齡者透

過一種持續不斷的學習過程，激勵並使其能夠獲得人生中需要的所有知識、價值、技巧與瞭解外，

進而在社會角色扮演、情形與環境中，產生自信心、創造力、適應力和樂觀的應用所知的能力面

對人生不同階段的挑戰。同時，透過終身學習提高並促進高齡勞動力的活化與觀念的推廣，協助

高齡者開發第二專長，改變有關高齡之負面形象，提高職場競爭力，進而開創高齡人生的第二春，

使老年退休生活更有活力、樂觀及充滿朝氣。同時，政府應鼓勵企業錄用高齡人才，重視高齡勞

動力的價值和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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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life of leisure in old age" is a commonly desired target for elderly peopl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Therefore, “employment/reemployment” of labor is often an issue that is neglected or avoided in 

research areas for ageing. However, the social phenomenon of ageing and sub-replacement fertility leads 

to a serious labor shortage and ageing problem in the labor market. "How to use the older labor force 

again"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policy among countries. This study reviews 

employment/reemployment of the aged labor force by the governments of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the current employment status of Taiwan’s older worker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mployment policies in the abovementioned four countries could result in a 

rethink of the use of senior citizens in the labor force, thus enhancing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of the 

elderly and turning an ageing population into an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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