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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將進一步以九大創新主題中的「銀色智慧與活力」為例，依創新需求之

歸納、主題定義、情境描繪、重要需求內涵、社會預測與技術預測等構面，

繼續進行研究方法的探討。

一、主題形塑－創新需求之歸納

透過「創新需求矩陣」兩兩創新因子之撞擊，可得以下創新需求 (如圖 )；爾後

將此創新需求加以歸納即可得出「銀色智慧與活力」一創新主題：

●  人才荒×高齡之雁：Compact City提供集中的生活機能，方便銀髮族利用。

●  Flexicurity×人才荒×高齡之雁：鼓勵與輔導婦女與高齡者就業之政策。

●   危機商機×論壇社群×群眾智匯×人才荒×高齡之雁：運用人才庫與資

料分享平台傳承高齡智慧，並提供老人與社會更高價值。

●   慢活×氣候變遷調適×高齡之雁：適合高齡者的休閒安養規劃，以及因應

氣候變遷趨勢的新生活型態。

圖：「銀色智慧與活力」創新需求歸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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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被動式節能設計

被動式節能設計的關鍵在於最大限度的利用自然環

境。經被動式節能設計的建築物又稱被動式房屋，是

指一棟在冬季不需使用暖氣系統、夏季不需使用空調

系統即可達到高度舒適的建築物，其藉由通風設計及

良好的保溫與隔熱建築外殼代替空調的使用。被動式

房屋初期被運用於住宅建築，後來開始應用到辦公大

樓和公共建築上，近年更進一步擴展為能源屋，促進

能源平衡，如丹麥 2010年於斯坦洛埃斯區建造的首座

被動式能源屋，不僅「節能」亦可「開源」，以坐北

朝南的設計攝取陽光並將其轉換為能源供建築物使

用。此外，其他如德國、美國等先進國家亦已透過法

律規章，將建築趨勢帶往高能源效率建築和能源屋之

方向。

被動式節能設計趨勢產生之影響包括：建築外殼為達

到被動式節能設計標準之關鍵，尤其保溫裝置為一個

重要的設計元素，可減少從牆體、屋頂以及地板的熱

能流失，改善建築外牆能效，故未來將衍生相關技術

之需求。

未來綠建築技術動向

當綠建築轉型的契機被開啟，在上述趨勢的影響下，

未來的技術發展動向漸趨明朗，以往難以想像的技術

與概念紛紛被運用到綠建築。就在各個產業開始敲開

這個傳統上進入門檻很高的行業大門時，也預料了未

來綠建築將如同有了生命一樣，到處生根、蓬勃發展；

建築也開始從「比高」、「比貴」轉向「比綠」、「比

節能」。

創新主題與情境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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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定義

銀髮族儘管年屆退休仍能貢獻所長，享受健康、便利、

充實的生活。

三、情境描繪

剛談完生意的 David 透過家裡的電視螢幕與醫生進行

對話，醫生告訴 David上個月進行關節幹細胞治療後

的追蹤報告結果，並比對基因檢測資料，提醒他要多

注意血糖及血壓的控制，並且注意第二劑阿茲海默病

預防針的施打時間；這幾天 David的血壓比較高，隨

身手環監測到的血壓及心跳數據，讓醫生建議他得在

家休養，不要太過勞累。David平時最愛為家附近的

小學生講故事，他連線到人力資源中心，和輔導員商

量自己的健康狀況，並協商在家說故事的可行性，最

後，孩子們透過螢幕看到 David很開心，也乖乖地聽

他說故事；必須在家靜養的 David與各地的朋友相約

在電視螢幕前一起打麻將，閒話家常好不愉快，傍晚

時分，超市替 David送來醫生囑咐的藥及他所購買的

東西。晚上 David接到了許多小朋友家長所傳來的電

子影像賀卡，讓他感覺很窩心，他衷心的希望自己的

病情好轉，畢竟排隊等他進行「2nd Life生涯規劃」

的客戶們，都希望聽到他豪邁而爽朗的笑聲⋯⋯。

四、重要需求內涵

全球人口結構正面臨重大的轉型與挑戰。2020年，不

僅整體人口成長速度趨緩，多數美、歐、亞洲等經濟

發展較成熟的國家也將邁入高齡社會 (即 65歲以上的

高齡人口占比超過總人口數 14%)；甚至到 2050年，

更有超過半數以上的亞洲國家將成為 65歲以上高齡人

口占比超過總人口數 21%以上的超高齡社會，許多國

家對於高齡相關的議題都將持續延燒。

而經濟與社會高度發展所帶來的少子化現象，以及醫

藥衛生進步所帶來平均餘命延長的高齡化趨勢，可預

見在不久的未來，高齡人口的規模，將逐漸形成一股

主要且需求特殊的市場力量。多元化的產品設計開發，

亦為銀髮族提供更多支援選擇，幫助銀髮族放心享受

安全、自主的生活，維持身心的安適之餘，也可持續

保有參與日常生活與社會事務的活力。

依據身型、體重，以及路面狀況自動調節鞋墊的軟硬

度以因應需要之緩衝力等資訊，並將記錄資料透過通

訊機制加以傳輸、儲存、分析，進一步提供高齡者對

於自身狀態的認識與健康維持或促進的建議，在數據

異常時發出求救通知，滿足高齡者與其家人對於健康

守護的期待。

網際網路所創造出遠端連線的即時性與便利性，透過

網路串連，可以協助居家高齡者透過如視訊等方式，

與處於不同地域的親朋好友迅速、輕鬆、面對面的溝

通，其造就出許多新穎的服務模式，如遠距照護、遠

距醫療等，皆促進在宅高齡者的安全，不需出門忍受

舟車勞頓，也可以安心享有照護資源與在家接受醫生

的診治。

而生活機能輔助產品或健康監控產品若能與趣味性結

合，皆有助於提升高齡者的接受度與使用頻率。如將

具有復健概念的身心機能回復與維持之研究，廣泛地

應用於如行動輔具與休閒益智玩具等設計上，以結合

休閒娛樂與醫療復健的概念，即所謂「玩具輔具化 /

輔具玩具化」，幫助簡單的行走變得更有樂趣；或可

直接監測健康參數，以達休閒與保健兼顧的積極意義。

(2)老而不休的生活型態

高齡者雖難以避免老化帶來的虛弱、衰退，但基本上，

即使高齡者已屆法定退休年齡，也不代表其完全失去

工作能力。強制性的退休與社會再次就業管道的缺乏，

反而容易使退休的健康高齡者失去生活目標與自我價

值，產生憂鬱、茫然、離群索居等脫離社會活動的負

面現象，為家庭與社會平添許多問題。

無論是為實踐與證明存在價值，或為求經濟安全的考

量，高齡者仍對於工作有相當的需求，但銀髮族身體

機能與心智模式變化卻是不可逃避的事實，因而導致

其在工作執行的過程中，需要比一般人多一些的關懷

設計與安全考量。例如在工作執行的能力上，高齡者

需要可以針對不同「工作進行時」的內容與產生的行

為姿勢、氣力等能力變化，加以彈性調整的操作設備，

擁有人體工學設計概念與氣力輔助的機械裝置、簡易

語音操控等設備，甚至輔助高齡者五官知覺，如視聽

力或精神專注度等設計，皆可幫助其達成老而不休的

另一方面，伴隨眾多高齡者的退休，相對人口數量較

少的年輕勞動力除了投入社會，更要實踐對高齡者的

安養照護責任，沉重的安養負擔與無法相對應補足的

社會整體勞動能量，勢必對於整體經濟與國家發展產

生衝擊，同時更考驗社會福利、醫療體系、以及國家

財政與政府因應政策的調適能力。

(1)個人化的生活機能輔助與健康監控

「老化」意謂著從直接面臨身體各種器官系統的衰退、

失去原有功能等等問題，到心理精神層面的智力、腦

力、知覺、記憶力、反應、壓力承受度等自我調適能

力衰弱；身心退化的狀態甚至導致與大眾溝通困難，

造成整體社會對高齡族群有孤僻、頑固、難以溝通等

刻板印象，導致有些老年人逐漸與社會脫節，不願再

參與各種社會活動。然而，一般來說，銀髮族即使面

臨老化，其居家生活內容與一般人無異，但活動時所

面臨的不便與障礙則要較一般人為多，危險性大為提

高。因此，若能以人性化的角度出發，幫助高齡者善

用生活輔助工具，使能獨力完成基本進食、穿衣、行

走等活動，或即使仍居住於熟悉的家庭環境之中，行

動也仍然保有安全與自由，不需一定遷移到安養機構

居住。

由於自然老化具有個別性，不同高齡者的退化程度往

往不盡相同，因此高齡者所使用的器材設計，必須針

對不同身型的寬扁胖瘦、身長高度、四肢可伸展的範

圍與角度、全身各部位的關節彎曲程度、以及肌肉力

量大小等變化，與心理上認知及理解、記憶程度的變

化加以探索，以便因應個人不同的老化限制彈性調整，

或找出可以滿足最多數使用者狀態的通用設計原則，

如此方能確實達成生活輔助功能，避免傷害。

另一方面，高齡者也需要能夠幫助其隨時隨地、不干

擾日常行為地監測控制各種健康指標的工具產品，以

便輕鬆掌握與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及早發現異常，

並在危急情況發生時能夠自動發出求救訊號，以維持

自我照護與生活的獨立與安全性；相關產品包括監測

心跳、血壓、血脂、呼吸含氧量的貼身手錶、手環；

近來，更有研發團隊著力於智慧型紡織品與智慧型鞋

材設計，透過衣著近距離感應銀髮族的生理數據，或

於行走之間自動偵測記錄使用者的腳部壓力狀態，並

生活型態與自我價值實現之理想。

除了輔助高齡者在身體操作上的技術之外，銀髮族的

職場安全也是另一個需要重視的議題。因此，對於高

齡者生理指標變化與疲勞程度、壓力水平之監測，以

及對於高齡者工作持續與休息間隔時間等工作進行模

式之重新定義與設計，最後並依循身心機能刺激與回

復的相關設計原理，發展如聲音、光線、色彩、音樂、

香氣等五感刺激以達到舒緩疲勞與恢復體力之效果，

皆可保護高齡者的職場安全。

五、社會與技術預測

(1)社會預測

●  2017年：臺灣邁入高齡社會 (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

口比例超過 14%)。

●  2020年：臺灣高齡化程度達 16.3%，老年人口較

2010年增加約逾 120萬人。

●  2020年：中國 60歲以上人口達到 2.5億人。

●  2020年：臺灣扶養比達 38.7%，意即每 2.58個工

作年齡人口必須扶養 1個幼齡或高齡人口。

●  2025年：消費主導權轉移到銀髮族手中，而高齡

產業市場規模逾 37兆美元。

●  2025年：日本 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例達

34.48%。

(2)技術預測

●  2016年：支援行動不便、高齡者可發揮長才並愉快

工作之環境、勞動的技術。

●  2016年：被看護者不會感到不快、不安，可支援看

護人士輔助入浴等的看護機器人。

●  2017年：供行動不便與高齡者日常生活使用之高性

能移動支援機器設備、系統技術。

●  2019年：提供資訊使高齡者、行動不便者 (包括視

障者 )可在無所不在的電腦運算環境中，安心自在

地於都市公共空間裡行動。

●  2020年：確切診斷癌症及重大疾病之發病風險的同

時，迅速提供治療原則資訊的生物晶片診斷系統。

●  2020年：使高齡或身心障礙者無需看護人員即可

自行進食、入浴、如廁、娛樂之支援機器人或設備

的住宅。(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