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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每一「創新主題」之需求內涵可以更明確地被以時

間軸排序及預測，本研究進一步以「銀色智慧與活力」

及「永續城市」為範例，分別建構兩者之「需求路徑

圖」，包含「標竿案例」、「基線」及「觀測指標」之

確立。本文僅以「銀色智慧與活力」為例，說明「銀髮

族生活自立」面向需求路徑圖之推演。

一、研究範疇

銀髮族之需求基本上可分為生理以及心理二面向：

(一 )生理面向之需求
為因應銀髮族生理衰老所產生之需求，以生活自立為訴

求之高齡者市場，包括輔助自立以及維持自立等需求。

(二 )心理面向之需求
● 生命階段改變所產生之需求：包括可以排遣寂寞孤單的

需求、把握剩餘時光之需求以及追求年輕活力之需求。

● 嗜好傾向改變所產生之需求：包括銀髮族飲食改變

(如，更清淡、健康 )、懷舊以及追求具有歷史性之物品

等傾向所產生之需求。

圖 3 「創新需求路徑圖」之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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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從 3R出發循環經濟思惟

我國在電子廢棄物回收處理方面，若要積極推動與落實都市礦山的理念與做法，除了要讓我

國國民具有更高度的回收環保意識外，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資源」或「廢棄物」的認定。

廢棄物往往予人有毒、惡臭的刻板印象，廢棄物處理廠更是眾矢之的的鄰避（NIMBY，Not In 

My Back Yard）設施。因此將廢棄物運往落後國家堆放、處理，便成為已開發國家的解決之道，

這也使得開發中國家淪為已開發國家的高科技垃圾場（參見表一）。這種剝削關係在 1992年

生效的巴塞爾公約（Basel Convention）首度獲得重視，並使該公約成為國際間禁止有害廢棄

物越境轉移的濫觴。然而檯面下的交易卻未因此停歇，電子廢棄物尤其如此。

過去有許多業者，僅將回收的電子廢棄物分類，並進行廢棄物的買賣，將仍具資源價值的廢

棄物，轉賣到日本或設於中國的環保回收廠，使得我國的稀有金屬資源又再度流失出去，未

能與稀有金屬資源需求產業做連結，十分可惜。即便是已有能力回收處理的業者，其擁有的

電子廢料回收再利用技術，也大多無法純化並直接提供產業使用，在回收貴金屬和稀有金屬

技術上仍有許多尚待努力的空間。

我國自然資源缺乏，卻是 ICT產品生產大國，對於製造產品所需的稀有資源材料也只能倚賴

外購而得，在能資源價格持續飆漲的年代，正是應該回歸到循環經濟的角度，重視日本所提

出城市礦山的概念，加強從產品回收再提煉出金屬，建立完善回收制度及技術。

同時，在現今愈來愈獲重視的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與強調環

境保護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社會公平 (Social Equity) 與公司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等三大 ESG主軸經營理念革新下。由 3R的思惟－「源頭減量 (Reduce)、再使

用 (Reuse)、回收再利用 (Recycle)」出發，重新檢視企業的商業活動、產品設計、材料使用、

製成技術，乃至回收技術的開發等，為地球環境朝向永續發展的目標邁進，將可為產業帶來

新興綠色商機。

創新需求路徑圖 之建構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09年

在
歸納「創新需求」，建構出九大「創新主題」後，

接下來針對每一「創新主題」建構其「創新需求

路徑圖」，即能夠更細膩地呈現該主題下多重創新需求

在時間軸線彼此之間發生的關連以及序列性，使讀者對

每一創新主題下創新需求出現的訊號及時點，可以更清

楚的掌握，以利後續政策與技術之時程規劃與擬定。

如圖 3所示，首先確立研究範疇 (Scope)，即提出該創

新主題下之關鍵需求議題。再者，根據與創新主題相關

背景資訊，找出目前善用此機會或面臨嚴峻衝擊之個案

為「標竿個案 (Benchmark)」；同時，也確立可以觀測

研究範疇中關鍵議題的數據「基線 (Baseline)」；接著，

透過標竿個案及基線兩相對照與推演，建立各個關鍵需

求議題之「觀測指標 (Signpost)」，若該「觀測指標」

出現，則可預見該創新主題下某創新需求之出現。最

後，以時間軸將每一關鍵需求議題下的創新需求及觀測

指標相結合，推演出該創新主題之「創新需求路徑圖」。

資料來源：日本國立環境研究所循環型社會‧廢棄物研究中心（2006），資策會MIC整理，2011年 11月

表一　廢棄物出口國與進口國之利與弊

 出口國（日本等） 進口國（其他亞洲國家）

利益

弊害

● 可減少廢棄物數量
● 可避免環境遭受污染的危險

●  難以在國內完成 3R循環→造成垃
圾減量、回收上的鬆懈
●  難以因應其他亞洲國家立法拒收
廢棄物的變化 

●  廢棄物越境移動，將難以確實控管，以致難以避免不法出口
●  難以發現非法的回收再生，廢棄物可能遭到囤積 

●  難以在國內完成 3R循環→造成未
經處理的廢棄物無法即時處理
●  環境易遭受污染 

● 可解決原料不足問題
● 可增加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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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架構

本主題需求路徑圖之分析，以兩面向加以推演；前者

觀察全球高齡程度最高之前五國－日本、瑞典、德國、

義大利及希臘，並以日本及瑞典為主要標竿國家，推

演需求路徑圖；後者則以日本作為標竿國家；搭配四

條基線－高齡人口比例、扶養比、PS/E Ratio以及具

有消費實力高齡人口成長率觀測；推演出四個「生活

自立面向」及一個「心理增齡面向」觀測指標；最終

提出「銀色智慧與活力」於此兩面向之需求路徑圖。

三、銀髮族生活自立面向之需求路徑圖

(一 )標竿國家
以65歲以上人口比例最高之前五個國家 -日本、希臘、

德國、義大利及瑞典為研究標竿國家，進行各基線之

計算與觀測指標之推演。

(二 )基線
與「銀色智慧與活力」相關之基線相當多，但基於研

究範疇鎖定在此情境下社會、經濟、政策構面之「高

齡照護」、「高齡福利」、「經濟安全」、「高齡就業」

等需求議題，科技構面之「高齡照護」，最後篩選出

以下三個基線。

1. 基線一 ：老年人口比例

即老年人口數占總人口數之百分比，老年人口之定義

為 65歲以上之人口。五個標竿國家之老年人口比例皆

不斷攀升。

2. 基線二：扶養比

扶養比為扶老比與扶幼比之加總值。扶老比為 65歲以

上高齡者數除以勞動人口 (15-65歲 ) 數之比值，扶幼

比為 14歲以下幼年人口數除以勞動人口數之比值。由

於持續之高齡少子現象，五個國家每一位勞動人口需

扶養之老年人口越來越多，幼年人口則越來越少。

3. 基線三： PS/E Ratio

主要所得者屬儲蓄率最高年齡層之家戶數與主要所得

者為高齡者之家戶數之比 (Ratio of Prime Saver to 

Elderly，以下皆簡稱為 PS/E Ratio)，主要是基於人口

結構轉變會影響儲蓄的概念所發展出來。其中人口結

構轉變影響儲蓄之方式來自三方面：

家戶數改變：少子化現象下生育率下降，造成未來家

戶數減少，進而造成社會總家戶儲蓄下降。

生命週期效應 (Life Cycle Effect)：即年輕時所得較低，

隨著年齡增長，所得跟著增加，退休後所得下降。因

● 瑞典在進入「高齡社會」及社會文化演變之後，面

臨照護成本不斷上升之挑戰。

● 日本在進入「超高齡社會」及「扶養比上升」之後，

面臨看護人力缺口。

高齡福利與經濟安全，主要可以歸納為下列三點觀察：

● 隨著老年人口比例上升，高齡者福利越來越好。

● 隨著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及扶養比轉折上升，年金制

度出現世代不公及財務困難之處境。

● 瑞典在實施老人年金制度改革之後，解決了原年金制

度下世代不公及財務困難的問題，但也使高齡者退休

後所能取得之退休金與退休前薪資所得之比例下降。

高齡就業，主要可以歸納為下列三點觀察：

● 隨著老年人口比例增加，瑞典及日本越來越鼓勵延

後退休年齡。

● 瑞典在進入「高齡化社會」後鼓勵延後退休的方式是

制訂年金給付年齡及可申請退休年金給付之年齡區間。

● 日本從 1970年進入「高齡化社會」之後，即陸續調升

法定退休年齡從 55歲至 65歲，同時持續鼓勵高齡就業。

(五 )臺灣創新需求之觀測指標表
接下來列出臺灣「老年人口比例達 7%、14%及

21%」、「扶養比從下降至上升之轉折點」及「PS/E 

Ratio從上升至下降之轉折點」等三項觀測指標發生之

時點。由於只有日本各項觀測指標之出現順序與臺灣

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以日本作為對照，並將日本所發

生與瑞典一致之趨勢走向加以彙整成為日本於各個觀

測指標下於「高齡照護」、「高齡福利與經濟安全」

及「高齡就業」等構面之觀察，推演出臺灣於這些觀

測指標發生時點會出現之創新需求 (如圖 4)。

 (六 )「銀髮族生活自立」面向需求路徑圖

此，若社會中儲蓄低的高齡家戶數比例增加，則社會

總家戶儲蓄成長即會趨緩。

群體效應 /世代效應 (Cohort Effect)：不同世代的族

群有不同的所得水準與儲蓄行為。如 1970年代與

1990年代的 30歲世代的所得水準與儲蓄率都會不同。

(三 )觀測指標
綜合針對標竿國家及基線之研究，則可以獲得下列三

大項分別由上述三個基線所推導出之觀測指標。

1. 觀測指標一：老年人口比例達 7%、14%及 21%

採用聯合國針對高齡社會之定義：一國之老年人口比

例達 7%、14%、21%時，分別表示此國邁入「高齡

化社會」、「高齡社會」、「超高齡社會」。

2. 觀測指標二：扶養比從下降至上升之轉折點

1990年以前扶養比不斷下降，一般學者稱之為「人口

紅利」(Population Bonus)時期，代表每一位勞動人口

所需扶養的人口逐年下降，即勞動人口的負擔是減輕

的。反之，1990年以後高齡少子現象不斷持續，扶養

比下降至谷底後即開始上升，一般學者稱之為「人口

負債」(Population Deficit)時期，代表每一位勞動人口

所需扶養的人口增加，即勞動人口的負擔越來越重，

呈現的是人力不足現象。

3. 觀測指標三：PS/E Ratio從上升至下降之轉折點及小於一

1).PS/E Ratio從上升至下降之轉折點：意義為其位於

儲蓄率最高年齡層之家戶主要所得者的家戶數之於儲

蓄率低或不儲蓄之高齡者家戶數之比由增加至減少，

則可推估其未來社會總家戶儲蓄成長在轉折點以後會

趨緩。

2).PS/E Ratio小於一：意義為社會中儲蓄率最高年齡

層之家戶主要所得者的家戶數已經少於儲蓄率低或不

儲蓄之高齡者家戶數，則可推估未來社會總家戶之儲

蓄會趨緩。

(四 )標竿國家觀測指標之彙整
在考量資料可取得完整性及臺灣國情相似性，以瑞典

及日本為更進一步詳細研究之個案標竿國。以下分別

就瑞典及日本兩國於「高齡照護」、「高齡福利與經

濟安全」及「高齡就業」等三個創新需求議題於社會、

經濟及政策三構面之觀察，依時間軸上所出現之觀測

指標進行說明。

高齡照護，主要可以歸納為下列三點觀察：

● 隨著老年人口比例升高，高齡照護服務皆是由機構

照護型態轉為居家照護型態為主。

臺灣創新需求之觀測指標表，說明臺灣在 2011年前最理

想應建置之環境、技術或政策，臺灣 2011年至 2026年

間會面臨高齡社會、PS/E Ratio下降以及扶養比轉折等三

個觀測指標，因此因應此情境需求之最理想狀態應是在

2011年前建置：

● Age-friendly高齡就業環境、技術、政策等：於環境面，

諸如設置銀髮人力資料庫、工作再設計等；技術面諸如智

慧車輛、無障礙空間等；於政策面，則諸如延長法定退休

年齡、提供退休高齡者二次就業之政策誘因 (如可酌予免

稅 )、高齡者就業職訓等。

● 機構照護服務漸轉為居家照護之形式下人力、技術及政

策等；於技術面，如遠距醫療、個人輔助工具、智慧建築

等；於人力及政策面，則如給予居家照護補助。

● 長期照護保險：建立全民強制性長期照護保險，內容包

含居家服務 (如送餐、入浴、照護、復健 )及設施服務 (如

長期照護療養型醫療設施 )等，會需要政府、社區、醫療

及照護系統的全面合作。

三、結論
本研究透過歸納及演繹的方式大量搜羅重要趨勢、專家遠

見及各國可供借鏡之發展經驗，共建構出 19項「洞見」、

9項「典型」、9個「創新主題」(共 34項技術課題及

32項政策課題 )及兩個創新主題之需求路徑圖 (「銀色智

慧與活力」：兩大需求構面、5個標竿案例、4條基線以

及 4個觀測指標；「永續城市」：兩大需求構面、33個

標竿案例、4條基線以及 4個觀測指標，詳見《2020全

球展望─ 2020應用與創新前瞻》，99年 6月）。透過

本項研究，期望未來無論是政府、研究機構或企業界在投

入資源針對未來需求研發技術 /產品 /服務時，都能因此

發人所未見，且更精準而有節奏地因應未來市場的需求。

Theme
Induce

Key Issues
&

Construct
Roadmap

創新主題

Scope
確立範疇

Benchmark 奉為圭臬或前車之鑑

提出創新
主題之

Key Issues

Signpost
建立觀測指標

● 根據相關背景資訊，找出目前善用此機會
 或面臨嚴峻衝擊的個案
● 發現該個案發展過程之轉捩點

Baseline 觀測發展動向
● 根據該創新主題下之創新需求內涵，
 以相對應之Baseline資料推估未來發展動向
● 判讀Baseline所隱含之機會或衝擊

● 觀Benchmarke
國家在Baseline
時點上相應的發
展模式
● 依據相應發展
模式推Signposts
● 標示Signposts
在Benchmark及臺
灣之發生時點及
創新需求

Roadmap
提出創新需求
路徑圖

● 呈現該主題
下多重創新需
求的發生關連
與序列性

日本時點

臺灣時點

高齡照護

日本

臺灣

臺灣

臺灣
高齡就業

高齡福利/
保險/年金

高齡化

1993
1970

PSE下降

2011
1975

扶養比上升

2015
1990

高齡

2017
1995

超高齡

2026
2005

機構照護為主

機構照護為主

開辦老人福利計畫

法定退休年齡60歲

開辦介護保險

長期照護保險需求湧現 年金改革(註)、私人退休保險需求湧現

轉為居家照護

老人住宅、居家照護人力、技術、政策等需求湧現

轉為居家照護 居家照護超越機構照護

日本 老人福利法 開辦介護保險一連串老人福利計畫，如「黃金計畫」等

日本 法定退休
年齡55歲 法定退休年齡由55歲調升至65歲 持續鼓勵高齡就業

鼓勵高齡就業

Age-friendly就業環境、技術、政策等需求湧現

年金制度陷入世代不公爭議

年金制度陷入世代不公爭議

居家照護超越機構照護

圖 4　臺灣創新需求之觀測指標表

註：年金改革同時會引發個人退休後退休年金
之於所得替代比下降，而引發高齡就業需求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09年 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