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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熟的果子-銀髮安居計畫 

內政部於 106 年底成立大數據工作小組，建立業務、資訊與統計

連結合作模式。「銀髮安居計畫」是此模式運作下第一個初熟的果子，已

有數百位老人因此受益，享受他們亟需的服務。未來隨本計畫持續推動，

相信可以達到「智慧政府很用心，銀髮居住真安心」的目標。 

壹、 前言 

政府機關中第一個由統計單位主導成立之部會級大數據工作小組及專案計

畫，106 年底在機關長官全力支持下，於內政部創設，並由統計處擔任幕僚單位，

積極展開相關大數據連結應用，支援決策之系列工作，包括工作坊、技術講座、

案例實作、委員會、研討會等，經過２年的密集推動，已形塑為機關文化，從決

策者到執行者都非常重視大數據的連結應用。本文銀髮安居計畫即為此文化孕育

產生的初熟果子(第一個成熟應用的成果)，簡介如下。 

貳、 計畫緣起 

陳伯伯年逾 80，陳媽媽也 70 多歲，二人沒有子女，每天上下老舊公寓四

樓，非常辛苦，身體不舒服時更是舉步維艱。住家附近又沒有醫院診所，出門看

病很不方便。更令人憂心的是，這棟老舊公寓位於土壤液化高潛勢區，屋齡超過

40 年，萬一發生地震或火災，二老安全著實堪虞！所以，本計畫想解決的是：

老人居住不方便及潛在危險的問題。 

「老人」與「老宅」，是目前國內需積極面對的「雙老」現象。據統計，臺灣

獨居老人，或老老照顧之老人超過百萬人，而建物屋齡超過 30 年者更逾半數。

其中，住在無電梯公寓之上述獨居及老老照顧者逾 10 萬人，衍生之居住、安全、

照護等問題亟需關注；從報章雜誌報導，獨居老人在自宅中死亡卻無人發現，或

被偷竊、詐騙等情事時有所聞。未來隨人口高齡化加速推進，這類人數勢必愈來

愈多，應及早謀求處理。 

如何讓老人居住在出入方便且安全的住宅，進而解決他們生活中的不便，是

職司住宅政策及老人照顧的內政部與衛福部責無旁貸的任務。 

參、 作法過程 

既然照顧銀髮族是我們積極想做的事，爰設定執行步驟如下。 

一、編製「銀髮安居需求指數(ANGELS Index)」：整合戶籍、建物、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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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戶等超過 1.5 億筆跨機關資料，輔以土壤液化、淹水潛勢區圖

等開放圖資，編算老人之行動能力、照護人力、經濟狀況、住宅狀況、

環境便利及環境安全等 6 大生活面向、18 項指標之「銀髮安居需求指

數」(圖 1)，並透過「層級分析程序法」(AHP)配予各指標權數(圖 2)，

據以篩選出最需協助的 1%老人，以及編製「銀髮安居高需求名冊」。 

圖 1 銀髮安居需求指數架構                 圖 2 銀髮安居需求指數權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二、 開發「智慧型老人照顧動態診斷系統」：一方面展現行政區為單位之銀

髮安居指數基本統計圖表，供中央或地方政府老人安居計畫之資源分配

評估應用，一方面提供受探訪戶之地圖展繪功能，供第一線人員探訪之

用(圖 3)。 

圖 3 智慧型老人照顧動態診斷系統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製作。 

三、運用第一線探訪回饋機制及機器學習，精進編算模型：為使計畫更接地

氣並具體可行，將名冊提供地方政府依權責交公所或長照中心，主動進

行探訪並將結果回饋，再以機器學習方式修正指數編算模型，準確地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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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需要協助的老人，並以最小統計區為單元，製作 Open Data 分享

民間使用。 

四、參加總統盃黑客松競賽：總統盃黑客松之目的為驅動資料擁有者、資料

科學家及領域專家三方交流，集結群眾智慧，共同加速公共服務優化與

政府服務創新效能。本計畫主動報名此項競賽，目的是要藉參賽過程，

廣納各方建議，使之更具體可行。結果也證明，評審委員意見使本案更

接地氣，同仁也藉此機會歷練成長，學到許多寶貴的知識經驗。另外參

賽也使本案獲得內政部及衛福部 2 位部長高度支持，有助強化未來推動

力道。 

內政部徐國勇部長及衛福部陳時中部長高度重視本計畫 

肆、 目標特色 

本計畫特色有 3： 

一、 主動出擊：目前政府政策及福利措施多以報章、網路等方式宣導，僅限

於獲訊息者才能受益；本計畫考量老人族為資訊收取弱勢，依據名冊主

動探訪最有需要之老人，將當前政策(如社會住宅、長照 2.0)主動告知，

讓有需求者能真正受惠。 

二、 精準分配：將資源花在刀口上。政府政策預算分配所依據之數值常過於

簡略，本計畫考量 18 項指標，以客觀數據篩選出銀髮安居高需求名冊，

找出最有需求的老人，供中央或地方政府更客觀精準投放資源。 

三、 跨域合作：包括 

1. 資料跨域，連結戶籍、建物、中低收入戶、環境等多項資料。 

2. 專業跨域，結合統計(指標編製)、資訊(系統展示)、業務(住宅及長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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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專業。 

3. 部門跨域，包括內政部不同單位(戶政司、地政司、統計處)及衛福部(長

期照護司)一起合作，甚至公私協力，與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士

林靈糧堂社區老人照顧服務、也思服務學習協會等共同討論推展方向。 

伍、 成果應用 

本計畫歷經多次內政部與衛福部共同召開會議討論，以及總統盃黑客松競賽

過程中 2 次工作坊、指導會議、複選會議、國際松的洗禮，內容不斷依評審委員

意見充實更新，完成以下成果應用。 

一、成果方面：於 132 參賽提案(團隊)中，榮獲 Top5 卓越團隊獎，由蔡英

文總統親自頒獎，並期勉本團隊全力推動、早日完成，以嘉惠銀髮族，

陳副總統亦囑咐本案列為施政計畫，落實進行。另在唐鳳政委率領下，

本案同仁赴美參加聯合國周邊活動，宣導我國政府大數據決策應用情

形，廣獲佳評。 

蔡英文總統親自頒發卓越團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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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用方面：本計畫成果可供以下單位及民間應用 

1. 地政司、營建署：鼓勵名冊老人加入「社會住宅」相關服務，對於有搬

遷意願者，由政府或包租代管業者協助找尋適合的住宅，其住宅則可出

租供其他人(如外地青年)使用，必要時，不足之租金差額政府可予補助。 

2. 營建署、消防署、警政署：優先改善名冊老人之無障礙環境、消防安全

狀況，及居家環境安全(防詐騙等)。 

3. 衛福部：強化名冊老人照顧措施，如「長照 2.0」相關服務，及對居住

偏鄉且附近無便利超商者，提供物資送暖、送餐服務；對需經常就診、

行動不便者提供接送及陪診服務等。 

4. 金管會：名冊老人住宅權屬為自有者，鼓勵其辦理「反向抵押」，並將

反向抵押貸款所得為承租適合其居住的住宅，以提升暮年居住及生活品

質。 

5. 民間組織：可運用本計畫產製之 Open Data，建立民間長照據點等。 

陸、 實際效益 

本計畫到底有沒有用？預測的準不準？可否照顧到有需要的老人？其實，真

正的挑戰，現在才開始！ 

本案獲獎後，隨即轉入實戰模式，由全國 350 萬老人中，依本計畫指數產製

最需協助前 1%的 3.5 萬人名冊，與衛福部長照檔交叉比對，利用其中已加入長

照相關服務的 1.4 萬人，經由機器學習方式作訓練，將原有最需要「幫助」老人

赴美參加

聯合國周

邊活動，宣

導我國政

府大數據

決策應用

情形 

蔡英文總統期勉本團隊全力

推動以嘉惠銀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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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模型，改以最需要「長照」服務為目的，預測(找出) 1,000 名亟需長照服務的

長者，再透過衛福部的照顧管理專員，進行實地訪查。結果有近 7 成的長者確有

長照需求，且由照顧專員協助受理申請。換句話說，透過我們的模型，命中率近

7 成，第一階段就成功的將許多有需求的老人安置納入長照計畫，使他們能享受

政府提供的服務。 

柒、 結語 

本部於 106 年底成立大數據工作小組，以專案計畫方式，有系統的推動大

數據分析相關工作，透過業務、資訊與統計深度合作的模式，開展政府數據應用

分析的新風貌。經過 2 年的運作，「銀髮安居計畫」是第一個初熟的果子，當得

知模型挑選出的 1000 人中，有近 7 成的長者確有長照需求，被關心引介相關服

務時，內心非常感恩與感動，感謝上帝使用我們做了一些我們該做的事，照顧到

需要被照顧的人，這一切的辛苦就算不得什麼了！未來隨本計畫持續推動，相信

可以達到「智慧政府很用心，銀髮居住真安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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