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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老年居住與照顧意定書發展與試用計畫結案報告 

 

申請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望年協會 

 

計畫緣起： 

        1、台灣在 2021年 65歲以上之長者人口 380.4萬人，已超過 16%。 

             2025年推估老人比例將到達 20%，進入超高齡社會。 

          2、從 2000年開始，台灣的新生兒出生率直線下降，從 30.5萬人下 

             降到 2020年的 16.5萬人。高齡化少子化之社會問題，更凸顯出 

             老年照顧問題之嚴重性。 

          3、台灣目前平均餘命為 81.3歲，男性 78.1歲、女性 84.7歲，平均 

             相差 6.6年。又根據內政部 2019年統計，初婚年齡男性為 32.6 

             歲，女性為 30.4歲，相差 2.2年。依上面資料推算，台灣婦女平 

             均守寡 8.8年。意即即使結婚而且沒有離婚，台灣女性在生命中 

             最後一段衰老的路是單獨走過的。 

          4、2020年統計資料顯示，50歲以上有偶率，男性為 76.3%，女性 

             為 60.2%，可以看的出來未婚或離婚或喪偶未再婚的男女，如果 

             沒有子女，或子女不在身邊，或不想麻煩子女成為照顧者的人， 

             將面對孤獨不安的老年。 

          5、根據衛福部委託長照研究指出，65歲以上老人，生活無法自理 

            （ADLs一項以上）的比例為 16.81%，其中女性 21.22%，男性 

             12.10%。80歲以上的老人，平均 32%無法自顧。           

          6、目前政府社政部門所提供之個管服務，僅針對高風險家庭。一般 

             非低收入家庭很少有機會得到必要之服務。本計畫系為預約老年 

             幸福與安全，願意提早規劃自主老年的人士，發展並提供規劃自 

             主老年之工具並協助簽訂意定書，為未來老年生活做好準備，讓 

             未來監護人或照顧者實現老人所期待之居住與照顧生活。 

          

計畫目標：本會期待每個老人都應該負責的為自己規劃積極的老年生活，簽訂 

          居住與照顧意定書，為自己預約安心老年。 

 

計畫執行之組織與分工 

         1、台灣望年協會於 2022年 3月初正式成立，由一群學術界長期關懷 

            老人福利與權益的學者與實務界之專家共同組成，理事長為長期 

            關心婦女權利與弱勢者人權之前台南市社會局局長曹愛蘭擔任， 

            理監事包括三位前社會局局長，三位社福實務經驗豐富的院長和 

            執行長，以及廣被尊敬的社會賢達張富美女士、義美企業蔡寶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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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等。會內人才就是本計畫最佳之專業資源。 

        2、由本會常務理事李光廷教授擔任專家小組召集人，邀請專家學者 

            七人組成規劃小組。 

        3、 本會秘書處置工作人員一名，負責行政工作，包括聯絡、紀錄、 

            影印、研討會、記者會召開等事宜。祕書長陳瑪利女士曾於婦女 

            展業協會擔任秘書長超過 30年，擁有豐富之計畫管理經驗。 

 

計畫內容及執行 

 

1.邀請對年居住與照顧議題有豐富經驗之學者專家七人，組成專家小組並朝開

八次會議、完成自主老年居住與照顧意定書初稿。 

 

執行 

a. 由曹愛蘭、李光廷、黃惠璣、陳敏雄、張富美、蔡寶來、詹美貴等學者專家

組成專家小組、並召開過十次（7/19、26、8/16、30、9/13、26、10/4、

25、11/15、29）的討論會議、完成意定書、並採納各方建議正式定名為

「我的老後生活筆記本」 

b. 「我的老後生活筆記本」主要由長者自己寫下老後期待的生活方式、以及交

代需要處理的身後事、減少子女及照顧者的兩難、讓自己需要被照顧時仍能

活的自主安心。 

c. 「我的老後生活筆記本」內容有六大面向：「請瞭解我過去的人生」、「請瞭

解我現在的生活情形」、「我的老後生活經濟情形」、「當我開始生活不方便的

時候」、「當我生活上需要陪伴和幫助的時候」、「我希望能自主決定我的老後

生活」、還有一個小叮嚀「實現自主老年」、鼓勵長者為自己規畫老後生活；

面對家庭結構變革，「既使是自己一個人，也要好好吃飯，好好散步，過安

心幸福的生活。 

d. 12月初送印 400本、採自由索取贈送各地關心安老自主團體或人士。 

 

2.邀請 20位對自主老年有興趣之長者成為訪談對象、並記錄其回饋意見做為檢

討修正之依據、並完成意定書協談手冊。 

 

執行 

10/4完成第一版後，經由本會理監事邀請 20位親友試寫、但反應普遍不佳： 

 文稿橫向長，手機寬度不構，又不能整個畫面縮小，不方便看。 

 一開始看到年過五十，進入初老期，我笑了、還自覺年輕呢！很周全的問

卷，也有些還沒有想好，甚至抗拒去想的，要填會花點時間。 

 問了幾個朋友這些問項（習慣了選擇/是非題的問項）傻住了、甚至不曾想

過這些事（就開始啟動拒絕面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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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先鼓勵，藉著填寫也是幫助自己思考、整理自己往後可能的人生。 

 對其中經濟狀況安排與資訊的揭露保留的人不少。 

 我也遇到了很多困難，友人看到是開放性的題目都說我不想填了….. 

 根據第一階段試寫的回饋，專家小組再討論修改，11/29拍板確定。 

 

3.為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資深社員舉辦三場自主老年座談會，煲鍋財務自

主與醫療自主、生活與照顧自主以及一場「再沒有太多明天的日子」新書導讀

會。 

執行 

因應疫情嚴峻三場皆為線上講座，分別和主婦聯盟合作社北、中、南區委員會

合作辦理 

a. 第一場（北區）11/2日 14：00-16：00  

講題：再沒有太多明天的日子，如何做到自主老年？ 

講師：曹愛蘭理事長 

    參加人數：68人 

b. 第二場（中區）11/12日 10-12時 

講題：日本推動自主老人的啟示--談認知證照戶的理念與實踐 

講師：李光廷常務理事 

參加人數：65人 

c. 第三講（南區）12/7日 10-12時 

    講題：從澳洲國泰會談長照 2.0的居家照顧服務 

    講師：黃惠璣理事 

    參加人數：87人 

 

4.召開一場研討會，讓社會意見充分交流 

執行 

時間：12/13日 17-18 

主題：我的老後生活筆記本 

活動流程 

時間          主題  

17：00-17：20 「我的老後生活筆記本」的起心動念、設計、完成 

               講師 ：曹愛蘭理事長 

17：20-17：40  日本經驗分享   

                 講師：李光廷常務理事 

17：40-18：00  生活秘書的源起  

                 講師：黃惠璣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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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召開台北‧高雄兩場記者會、倡導自主老年。 

執行 

礙於年底各縣市長選舉選戰激烈，成為媒體關注重點、因此取消召開記者會 

改為網路倡導。 

 

 

 

經費使用狀況 

項目 預算 補助 自籌 備註 

專家出席費 70.000 70.000   

訪談 10.000 7.000 0 受訪者未接受致

贈、餘款挪至印

刷設計費 

記者會 6.000 3.500 0 改為線上宣傳用

品、餘款挪至印

刷設計費 

研討會 12.000 7.500 0 餘款挪至印刷設

計費 

志工費 70.000 0 70.000  

雜支 2.000 2000 5.000 寄送安老筆記本

郵資增加 

印刷設計費 15.000. 10.000 5.000 出版安老生活筆

記本 400本 

合計  100.000 80000  

 

 

 

預期效益： 

1、 本會完成之「自主老年居住及照顧意定書」將置於網頁上供有需 

甲、要之老人參考使用。 

效益：經過十次專家會議、並二十位長者試做、修正完成命名為「老後生

活筆記本」的自主老年居住及照顧意定書 

 

2、 具體實用之「自主老年居住及照顧意定書」可以鼓勵老人自主規畫老年生   

活，有助於自主老年之倡導。 

效益：印製 400本、不到一週既被各方縮取告罄、足見修訂後的內容平易近

人、發人深省，啟發讀者思考規劃自己的老後生活，有助於自主老年之倡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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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會於「自主老年居住及照顧意定書」完成後將與律師事務所合 

作提供專業諮詢，協助老人經過充分了解各項社會資源之後透過 

法律程序保障自主老年之權益。 

效益 

4、 三場座談會（實體或視訊）為生活消費合作社資深社員 60人次 

提供自主生活概念與實務探討與演練。 

效益：三場線上座談會都超過 60人次，也引發社員對老後生活諸多討論如

下： 

1. 如何自主老後？ 

2. 年紀大以後，缺乏體力勞動，生活自理會不容易；財務的管理也漸漸需

要有信任的人可以幫忙…..以上，如何克服？ 

3. 老了、病了、行動不便、生活難自理後，愈來愈自閉，身心如受捆綁之

苦，如何自在解脫？ 

4. 請問老師對共生宅的想法? 組成人員老中青好, 還是同年齡一起住? 

5. 生活秘書有年齡或什麼的限制才能當? 

6. 請問如何擁有一本 老年生活筆記本？ 

7. 想請教曹老師，剛才您提到會協助需求媒合生活秘書，不知道目前媒合

的情況如何呢? 

8. 台灣有照顧住宅嗎？(北、中、南)？ 

9. 我也想去參加生活秘書...為將來積分 

10. 請問共同住宅的成員、生活秘書、管理員不適任的退場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