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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第7屆第1次老人福利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2年7月6日（星期四）下午2時 

貳、 地點：本府行政大樓18樓市政會議室 

參、 主席：朱副召集人惕之                              紀錄：廖雪君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影本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同意備查 

柒、 上次會議主席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一、 列管編號1111209-1：解除列管。 

二、 列管編號1111209-2：持續列管。 

     主席決議： 

     「當我們老在一起」網站持續設置，請資訊中心於112年10月底前完成

網站調整，編排成適合高齡者使用，後續請各局處提供網頁所需內容，

如高齡者福利服務措施及服務等，本案持續列管。 

三、 列管編號1111209-3：持續列管。 

(一) 王委員如玄： 

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之分年執行目標與預期效益，可以呈現各局處

執行情形，期待各局處在訂定內容時，可更具體呈現並進行滾動式

修正。 

(二) 林委員昭文： 

針對超高齡對策方案裡面指標與效益量化內容，建議各局處能依據

逐年高齡人口增長重新檢視，而非每年受益人次都一致。 

(三) 主席決議： 

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涉及跨局處執行，請各局處自行列管，於下次

會議，請將本方案執行的階段性成果於本會議提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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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專案報告及工作報告：略（詳參會議資料） 

一、 教育局專題報告： 

(一) 委員發言摘要： 

1. 張委員淑卿： 

遽聞樂齡大學課程由軍公教人員報名居多，且參與對象偏年輕，請

問樂齡大學報名對象群，是否讓多元族群都投入課程學習。有關高

齡自主學習團體係由高齡者自主組成社團，與樂齡中心定點式服務

不同，建議未來可以發展高齡者自主學習社團，讓一群有相同興趣

高齡者組成團體，發展共學概念。另教育局推動高齡存本專案-世

代志工，是否有與社會局佈老志工結合。 

2. 林委員昭文： 

(1) 恭喜教育局歷年均獲教育部評鑑都榮獲特優。查其中特色之一

是世代志工之推動，但是依報告111年3,600多人次受益，但自

112年至114年均有1萬人次受益，其精進做法為何？ 

(2) 有關高齡者學習課程報名，市府原有架構一個樂學網站，涵蓋

樂齡中心、松年大學、婦女大學等報名，以避免重複報名，即

設定民眾每次僅能報名1堂課程，避免參與者重複報名多班，而

減少參與民衆。但是現在各班多以原舊生續讀，又新北市逐年

高齡者人數增加，班級數量倘未增加，無法滿足新北市高齡者

學習需求。 

(3) 有關高齡學習規劃，共同課程建議將超高齡對策方案要求提供

高齡者學習的共同課程：如防詐騙、交通安全、健康促進…，

整合並於跨局處相關教育資源，例如樂齡中心、社區大學、松

年大學或家庭教育中心推動，以彰顯整體效能。 

(4) 在各高齡學習自組社團可以輔導轉型為志工團體，如防詐騙宣

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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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吳委員素霞： 

針對高齡學習，可否規劃類似資源地圖網站，讓高齡者清楚居住地

區附近的學習場域或據點位置。 

4. 蘇委員雪玉： 

在代間互動中，許多年輕人在與高齡者互動時，會將長者當作小孩，

讓人感覺不尊重高齡者，請問目前本市如何規劃代間教育，成效為

何？ 

5. 林委員維言： 

社區大學與樂齡學習中心報名經驗，許多課程報名踴躍，較難報名，

許多人不樂意被稱為銀髮族，對於社區大學、樂齡中心課程，建議

在方案與據點名稱上可以再調整。 

6. 洪委員禮錝： 

教育部推動的樂齡學習中心，似乎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對象有落差，

樂齡中心參與者有時無法認同據點長者。許多早期投入據點高齡者

逐漸凋零，如何吸引新參與者進入據點，另據點應如何改變經營模

式，建議政府可以規畫配套措施。 

7. 李委員瑞金： 

市府規劃無論是高齡學習中心、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銀髮俱樂部還

有瑞齡學堂等服務，皆是預防照顧，讓個人失能照顧服務時間縮短，

英國女王最後臨終前2日都在服務，這是我們對於高齡者生活的想

像。個人認同其他委員提到建置以29個區為單位之社會福利資源地

圖，長者可以清楚查詢鄰近社區的服務項目，有多元福利資源搜尋，

對於長輩社會參與很有幫助。此外，建議學校亦可釋出空間提供民

間單位辦理老人服務。 

二、 城鄉局專題報告： 

(一) 委員發言摘要： 

1. 張委員淑卿： 

(1) 許多長者因居住在無電梯的住宅，倘若生理功能退化恐不便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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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針對高齡者租屋困難問題，許多房東可能擔心老人於租屋

處往生，不知如何處理遺物等問題，政府應該了解社會對於高

齡者租屋的困境，如何改變社會氛圍、提供政策誘因皆可為解

決問題之方向。安心居住計畫推動立意良善，但需考量居住者

倘長期入住，可能排擠許多弱勢群族無法居住。 

(2) 高齡者因換屋不易，可能有住宅垂直移動的限制，建議可以配

合佈老志工，鼓勵初老志工關懷高齡者。目前老盟與永和民權

社區推行「孤獨處方箋計畫」，以客廳即據點概念，因為政府無

法短時間興建大量住宅符合高齡者需求，透過一些機制與活動

創造高齡者社會參與機會，將活動與關懷可以帶入家中。 

2. 林委員昭文： 

(1) 有關獨老、老宅與高齡者租屋問題，在報告中城鄉局也都能具

體有效掌握，例如：現今獨老只有不到千分之五長者能租到房

子，也發現獨老須有定期關懷與協助，也因應提出許多創新對

策措施，但是因為高齡者居住改變及友伴鄰里關係改變…都影

響推動成效。 

(2) 因應超高齡社會來臨，有關城鄉局推動多元社福、廣義社宅，

同理也建議以「多元社會福利的社會住宅」。因為高齡者需有熟

悉的鄰里友伴關係，有時要讓長者更換居住環境實有困難。 

(3) 「安心居住計畫」是一很有創意的好計畫，建議可以邀集民間

組織推動，以組織之力（任房東）承租空屋，再出租給獨居老

人或社福組織俾利提供服務，減少原屋主自己做房東而擔心無

法收租問題，及處理獨老死亡相關事宜，如此一來高齡者租房

機會提高，獨居長者也有關懷服務。 

(4) 目前社會局推動公寓大廈設置銀髮俱樂部先修班，建議於社會

住宅中也導入動健康、設置銀髮俱樂部先修班等民間社會福利

資源，整合跨局處之力落實高齡居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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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吳委員素霞： 

根據日本經驗，如何面對孤獨死議題，有許多值得借鏡之處。針對

高齡者居住議題，應分為自有住宅、無住宅兩種類型需求，針對自

有住宅之獨居長者，應有高強度的關懷。另外無住宅者需要租屋者，

房東大多擔憂，例如高齡者於家中往生，或是遺物處理問題，也許

政府可向房東表達已有安排高關懷獨居長者服務，房東可能擔憂遺

物處理之民法問題，建請政府能夠研擬相關對策。 

4. 林委員美娥： 

中和區里長關懷獨居長者時會有志工陪同關懷，以樂器演奏，音樂

撫慰長者心靈。對於獨居長者關懷訪視服務，可以加強連結里長資

源，增加關懷訪視次數，以日本介護保險照顧服務為例，因擔憂高

齡者於家中往生，每日安排3次關懷獨居長者。 

5. 林委員維言： 

老宅換社宅計畫，對於許多高齡者因為膝蓋退化以致無法持續住在

原本住宅，此方案推動符合長者需求，許多長者未聽過此計畫，建

議可以大力宣導。 

6. 洪委員禮錝： 

許多公寓大廈有許多公共空間，但大廈管委會有許多規定，不一定

願意開放辦理高齡者服務，目前新北市公寓大廈數量多，倘若可以

開放公共空間辦理高齡關懷服務，長者可以就近參與課程活動，也

可鼓勵隔壁鄰舍來此參加服務，增進社會互動。 

三、 各局處回應： 

(一) 教育局： 

1. 教育局推動終身學習，本次報告樂齡學習中心，除此之外還有400

至500個終身學習機構，包括有社區大學、松年大學、婦女大學、

據點都提供許多終身學習機會。高齡者學習課程報名，市府有架構

一個樂學網站，涵蓋樂齡中心、松年大學、婦女大學等報名，為避

免重複報名，該網站原本設定民眾每次僅能報名1堂課程，近日亦



6 

規劃如還有課程名額，擬開放第二階段報名。 

2. 代間教育為雙向，包括有祖父母間、父母間與跨世代間的教育。教

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出發點透過家庭教育，學校端會透過課程設計，

從餐桌上出發，了解祖父母年代食材、料理內容，聆聽生命故事，

運用交流進行雙向教育。有的學校會邀請社區長者帶領活動，安排

晨間閱讀或相關活動，讓學生認識長者的生活點滴。另世代志工係

配合社會局的計畫，與學生的服務學習連結，例如發展學生社團前

往老人福利機構或相關社福單位進行關懷活動。 

3. 自主學習團體，目前推動第3年，是由退休老師帶領教育局規劃樂

齡學習講師能前往社區帶動更多市民參與。而學習資源地圖目前教

育局已在規劃中，系統建置已達8成，預定於年底召開終身學習委

員會發表。 

4. 學校面臨少子女化產生餘裕空間，市府目前有一個處理機制，各局

處如有空間需求皆可透過市府平台進行媒合。 

(二) 城鄉局： 

1. 高齡者居住議題，中央與地方都在推動相關政策以解決高齡者租屋

問題。包租代管政策推動持續進化中，以租金補貼、房東減稅、修

繕補助等誘因，鼓勵房東租屋給長者。 

2. 本市於高齡住宅中的前瞻作法，推出老屋換居計畫，其他縣市陸續

也於包租代管服務中納入此項作法。後續將強化宣傳，向中央拋出

議題作為示範點。 

3. 本市積極推動都市更新外，亦有電梯特快車方案，補助房屋增設電

梯，安排專業團隊針對老舊房屋輔導，讓自有房屋的長者居住環境

得到改善。 

4. 住宅導入多元社福概念，目前社會住宅皆有公益設施，辦理公共托

老、托育或據點服務，亦可規劃設置銀髮俱樂部服務。未來社會住

宅強化軟性關懷服務，可朝向與社會局共同合作。 

5. 跨世代交流，在永和區辦理一個樂活共生實驗基地，運用中央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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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以全齡服務對象目標，鼓勵跨世代來此空間交流互動。 

6. 後續城鄉局將辦理住宅論壇，討論議題亦可納入民間單位可否投入

住宅承租，以服務獨居長者。 

(三) 社會局： 

1. 今年市府整合多個局處推動獨居長者服務，結合公所、里長、民間

單位，各區每月辦理區級會議，由區長召開，討論轄區內獨居長者

服務議題，透過資源整合讓長輩得到妥善照顧。針對獨居長輩推動

五福樂活計畫，結合民間資源，將許多服務帶入獨居長者家中。 

2. 針對獨居長者居家安全性，委託中興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緊急救

援服務，提供可靠迅速的緊急救援與保護，目前請公所、民間單位

大力宣導，如有獨居長者有裝機需求，將可連結此服務。 

3. 公寓大廈的公共空間，社會局推動銀髮俱樂部先修班計畫補助公寓

大廈管委會，辦理健康促進或文康休閒活動，讓居住於公寓大廈的

長輩，下樓即可參與活動。 

四、 主席裁示： 

(一) 關懷獨居長輩服務，社政與民政單位須共同合作以提供完善服務。 

(二) 獨居長者遺物處理，涉及法律面問題，請社會局、法制局進一步研

究，擬定法制化 SOP流程，供第一線社會工作者或區政夥伴有辦法

可循。 

(三) 城鄉局包租代管計畫請以相關案例整合相關脈絡，於處理業務時較

有方向。 

(四) 終身教育課程宣導，可與新北幣、動健康合作以強化宣導，運用資

訊串聯，請市府團隊共同努力宣傳相關教育課程，讓新北市高齡福

利更提升。 

玖、 臨時動議：無 

壹拾、 散會：下午4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