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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各個國家都明顯地出現人口老化的現象，隨著醫療的進步，人們的平均壽

命增加而逐漸形成高齡化社會，在這同時，政府也得因此做出相對的應變政策，不僅僅

是預防會帶來的問題，也是為了高齡者能得到更完善的照顧。 

 

日本社會學者藤田孝典以高齡化社會為背景所出版書籍—下流老人為例，在這本書

中有舉出目前日本高齡者所面臨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又會造成甚麼樣的衝擊，而本組

想要藉此研究這些問題的起因以及該如何去防範。 

 

當日本出現像這樣的問題時反觀台灣是不是也有發生相同的問題，而台灣又是如何

去解決以及幫助高齡者，則是我們所要探討的問題。 

 

二、研究目的： 

 

根據本組所提出的研究動機延伸出目的如下： 

 

(一) 了解高齡化社會定義、形成因素及現狀。 

(二) 何謂下流老人。 

(三) 了解下流老人所帶來之問題以及解決方案。 

(四) 台灣是否也有相同的情況。 

 

三、研究方法： 

 

(一) 網路資源：利用網路上的文獻，參考福利政策資料。 

(二) 文獻調查：至各圖書館，參考相關書籍，並且統整資料。 

  

貳、正文 

 

一、高齡化 

 

(一) 定義 

 

「高齡化社會」分為「高齡化社會」、「高齡社會」、「超高齡社會」，根據聯合國

定義，65 歲以上作為老年人口比率為衡量標準：若占比率 7%為「高齡化社會」，若

到 14%是「高齡社會」，若是 20%以上，則稱為「超高齡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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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形成因素及現狀 

 

圖一為日本高齡人口及比率的推測圖，65 歲以上的人口比率在 1950 年是占總人

口的 4.9%，到了 2015 年成長到 26.8%，為日本總人口數的四分之一，若以上述聯合

國的定義而言，日本已是「超高齡社會」。 

 

日本快速發展成高齡化社會其原因為出生率長年持續減少，再則科技發達、醫

療的進步亦為形成高齡化社會的原因之一。 

 

 
(圖一) 日本高齡化推測圖。 

(圖片資料來源：http：//www.stat.go.jp/data/topics/topi841.htm) 

 

 

(圖二) 日本 1947 年至 2012 年出生率。 

(圖片資料來源：https://ppt.cc/fcOBvx) 

 

https://ppt.cc/fcOB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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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謂下流老人 

 

在 2014 年時，日本 65 歲以上，1,221 萬的高齡夫婦家庭的年收超過 100 萬日幣但未

達 200 萬日幣的為 40%，而未滿 100 萬日幣的則有 13%，也說是約有一半的高齡者家庭是

處於只能依賴年金生活，而過著貧困生活的這些長者，被稱之為「下流老人」。 

 

下流老人（かりゅうろうじん）即為中下階層的高齡者過著貧困生活，以及背後所

帶來的問題所創造的詞彙，其中並沒有歧視之意謂存在。 

 

 

(一) 下流老人的具體指標： 

 

根據「下流老人」書籍裡之描述，成為下流老人之共通點為以下三點。 

 

1. 收入極低：高齡者們的家庭收入無法去維持一般生活，就算透過政府輔助也  

     無法維持生活水準。 

2. 沒有足夠的存款：指高齡者們沒有足夠存款，或者是完全沒有存款來助其維 

        持生活。 

 

透過第一點可以得知「下流老人」們並沒有辦法以收入來維持生活，同時他們

必須要以自己的存款來平衡。 

 

3. 沒有可以依賴的人〈社會孤立性〉：一般理想的高齡生活是就算沒和孩子們  

                同住周遭也會有鄰居們可以談天說地，   

                但下流老人卻是沒有良好的人際關係， 

                在他們遇到事情時沒有人可以諮詢，導 

                致他們漸漸被社會孤立而形成「人際關 

                係貧窮」。 

 

三、了解下流老人所帶來之問題以及解決方案。 

 

(一) 孤獨死─以日本千葉縣松戶市為例。 

 

在西元 2005 年 6 月，一名男子被發現在自家住宅過世，獨居的他被判定因中風而

身亡，發現時早已往生 3 個月。 

 

解決方案：社區因此成立了「孤獨死預防中心」，73 歲的大嶋小姐和志工坂井先 

       生每天巡察社區。早上窗簾有沒有拉開、晚上燈有沒有亮等等，好幾 

       次就是因為白天還拉上窗簾，才被發現主人已經氣絕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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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老年人退休之後，因經濟因素無法維持生活水平。 

 

日本老人退休後，因沒有經濟能力節省養老費用，一些日本老人把紙尿褲撕成兩

半用、用過的紙尿褲曬乾再用，他們酷暑天也不敢開空調，一天三頓的菜只有一個雞

蛋和一根蘿蔔。日本養老面臨嚴峻困境。 

 

解決方案：為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平，日本建立了養老金保險制度。 

 

由國民年金、厚生年金和共濟年金等組成，國民年金是日本養老金制度的基礎，

20~60 歲在日本擁有居住權的所有居民都必須加入。 

 

(三) 老年照護 

 

在日本，下流老人有部份是獨居老人，或者是因為疾病而生活無法自理的高齡者

存在，因此在高齡者照護方面也得更加用心。根據以下日本與台灣照護模式差別表格，

日本養老院多以樓層照護分為短期及長期等入住，平均一位照服員照護 3 位高齡者，

且會按照高齡者習慣排定每日時程，雖然服務比台灣優異，但是相對費用較高。 

 

(表一)台灣與日本照護模式差別 

 台灣 日本 

照顧模式 
多採混和型照顧 

唯獨失智高齡者會分區照顧 

分樓層照顧，分為:長期入住、短期入住、

嚴重失智專區(會影響他人) 

單位人數 約為 10~15 人 約為 7~8 人 

照護比 照服員:個案數=1:7 照服員:個案數=1:3 

個案活動

時間 
按機構排定時程 

按個案習慣來排定時程 

(例:用餐、起床時間) 

(表一資料來源：https://ez2o.com/63jYc)  

 

以東京近郊一家菜花之丘的養老院為例：地處東京近郊，雖然總體規模不大，但

功能劃分比較細，按照老人的身體情況提供長期入住和短期入住、日託以及多種不同

程度的護理服務，一共可以入住 200 多位老人。與嘈雜的市區相比，這裡環境清幽，

適合老年人靜心休養，但在得到完善的照護同時，入住費用也是相當昂貴。 

 

四、台灣是否也有相同的情況。 

 

根據書籍下流老人，日本人口中大約有 600 萬獨居老人。獨居老人只能接受國家最

低的補助，過著窮日子。2015 年 3 月份，就有 78 萬 6 千多戶年長者家庭，是靠領取福利

金生活，佔了日本 162 萬領取家庭的 48%。 

 

https://ez2o.com/63j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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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藤田孝典指出，將會有高達 9 成的年長者深陷於貧困中，因貧困而苦不堪言的

年輕世代也會隨之加劇，藤田孝典發出警告，正在辛苦工作的現役上班族們老了之後，

日本可能會面臨比現在更慘的現象。 

 

實際去查找國內相關資料，可以發現下流老人的具體指標，以悄悄在台灣成形。假

設說以台灣的情況來看，65 歲以上老人均所得，低於所有所得收入的人平均數的話，就

會符合書籍「下流老人」裡頭的定義。由於下流老人的事件，開始漸漸的發生也產生了

新的問題，例如老人的犯罪率有攀升的趨勢，原因是因為窮，然後政府的補助金也不夠

高齡者使用，導致他們產生犯罪的念頭。 

 

以三立新聞網的新聞為例：這是一個 70 歲阿嬤的故事，她是販毒集團的首腦，她被

竹山的員警所逮捕時躲藏在鹿谷鄉秀峰村內，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警方在她身上搜

到安非他命 21 包 28.4 公克，以及改造手槍，她的手下都不超過 30 歲，幾乎是可以當她

的孫子年齡層，她被員警逮到時說“老人年金哪夠我花”。  

 

根據台灣警政部統計，老人犯罪案例從 2002 年的 4000 多件其中，2011 年的 8000 多

件，也可以算是高峰了，然而以竊盜、賭博和公共危險罪占多數。 

 

參、結論 

 

下流老人的現象在日本逐漸上升，藤田孝典來台時也說台灣也將面臨這樣的情況，

日本雖說是年人口比最高的國家但台灣也是緊追在後，因此這樣的問題在台灣也慢慢浮

現，透過這次的題目我們也得知下流老人目前的處境以及台灣未來得面對到的問題，雖

然政府有慢慢的在幫助這些高齡者，但身為後輩的我們又能做甚麼呢？ 

 

在我們生活周遭會存在著被社會孤立的高齡者們，雖然我們並沒有辦法完全去改善

他們的生活品質，但至少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民間團體以及學校特別管道來幫助這些高齡

者，例如常常去探訪他們、發送愛心便當等等。 

 

在未來的某一天我們都會變老，而我們也很有可能會成為「下流老人」，透過這次的

主題我們也得知我們該如何去預防，以及將心比心去幫助高齡者，沒有人願意成為「下

流老人」也沒有人願意被社會孤立，但至少現在的我們能夠去幫助「下流老人」們以及

去預防我們年邁之時會成為「下流老人」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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