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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商機這樣看

在臺灣百年的發展歷程中，從未經歷人口減少的年

代，因此過去許多的產業與經濟發展思維，皆在人

口持續增長的狀態下進行模擬與推動。也就是說，

從前因為人口的持續增長，產業與經濟發展享受著

「人口紅利」所帶來的果實，經濟商業活動活絡，

國家稅收也持續擴大，政策推動的核心理念是為打

造「人口成長、富裕繁榮」的國家，因此積極進行

基礎建設、教育設施、城市開發，推動產業發展與

國際接軌等。

但未來到 2019年時，我國人口總數即將到達頂峰，

人口成長的趨勢將盡，產經思維亦需有所改變。為

應對人口減少的現象，除了政府在政策基調上應轉

變為「發展適應人口減少、友善高齡」的國家之外，

產業社會各界也應為高齡社會的來臨一同準備。

以人口學所謂的年齡中位數 (Median Age，又稱中

位年齡 (註 1))來看，年齡中位數在 20歲以下，稱

為「年輕型人口」，20∼ 30歲稱為「成年型人口」，

30歲以上稱為「老年型人口」。年齡中位數向上移

動的軌跡，反映了人口逐漸老化的過程，臺灣在

2010年時，年齡中位數已達到 37.4歲，但到了

2054年時年齡中位數將達到 60.02歲，這也意謂著

全臺有半數的人是 60歲以上的老人。這不僅使得店

頭販售的商品與今日有所不同，就連公共建設及大

眾訊運輸系統，也應大量運用通用設計，打造出高

齡友善生活環境。

事實上，臺灣自 1993年起即進入「高齡化社會」(意

即 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 7%)，但在這

20年中，有許多年長者的需求，還是沒有辦法獲得

滿足。其原因在於我國各界對於應對人口結構變化

輕時認為會花費大量時間的活動。再者，如果家庭

當中又有新成員的加入，生活的變化就更為顯著，

可從中所挖掘的商機又更多。像是為了要和住在遠

地的兒孫說話，銀髮族而開始學習使用電腦、智慧

型手機等先進的 ICT產品，又或者是學習語文、才

藝等技能，只是為了和金孫擁有共同的話題與生活

經驗。

因此，銀髮商機的掌握，不是取決「年齡」，而是

的意識，起步得太過緩慢，在猶如溫水煮青蛙的人

口結構轉變下，國家資源、財政規劃、企業經營、

保險與福利制度、人才教育等，都還沒有做好準備，

更遑論掌握銀髮商機。

即將邁入 65歲人生新階段的臺灣戰後嬰兒潮，可說

是近幾個世代中，最有錢的一群人，他們相較於先

前的銀髮族而言，懂得享受生活、重視生活品質，

以及使用各式 ICT科技產品，對於子女同住、奉養

的期待也相對較低。

銀髮商機之所以難以掌握，是因為銀髮族這個消費

市場，並非是少樣多量的大眾市場，而是一個具有

高度多樣化的微型市場之集合。同樣是 70歲的銀髮

族，每個人的身心健康狀況都不同，有人可以登高

山、跑馬拉松、游泳，但也有人連年俯臥於病榻，

無法自理生活，需要家人的協助。但無論是何種類

型，若能夠仔細觀察老年人的生活，其實還是可以

發掘出許多商機，並重新思考創新的機會。

銀髮族的生活及消費想望，其實跟一般人相同，都

存在著內、外部狀態變化的誘因，像是「隨著年齡

增長」、「人生階段」、「家庭組成」等，都會影

響消費活動。舉例來說，「隨著年齡增長所帶來的

身體變化」就是第一個為人們所體認到的改變。大

部分上了年紀的人，都會覺得自己「體力衰退」、「容

易感到疲倦」、「視力模糊」等，所以銀髮族會選

擇一些養補充品、上健身房運動、使用放大鏡等可

以協助其提升生活行為與功能的商品。

同時，邁入「退休」這個人生的新階段，也會因時

間的自由度擴大，而開始有機會從事旅行、做義工、

到鄉間種菜、重新裝潢、學習新的事物等以往在年

企業對於銀髮族「變化」的瞭解與體認。在銀髮族

養老的二、三十年歲月中，最讓其憂心的是健康狀

態、經濟安全，以及生存價值，細究許多銀髮族的

言行，便不難發現，一旦銀髮族在這三方面開始感

到危機與不安，就會想要改變，亦會產生需求，只

要產品及服務可為銀髮族解決這三個憂心的問題，

遍及於食衣住行育樂等各類生活產業中的商機，方

能加以掌握。

銀髮商機這樣看
作者／臺灣產業科技前瞻研究計畫團隊 高雅玲、陳文棠 (MIC)

圖 1. 各類生活面向之銀髮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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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13年 9月註 1：將全體人口按年齡排列，位於人口總數 50%的年齡稱為年齡中位數，即人口總數
50%在此年齡之上，而其餘的 50%在此年齡之下，可用來代表整個人口的年齡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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