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銀髮安居-性別視野下長者居住現況分析 

一、背景 

高齡少子化為現今各國所面臨的一股浪潮，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定義，當一國家中，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達 7％以上，稱為「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若其比率達 14％稱為「高

齡社會（Aged society）」，超過 20％則稱為「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

依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戶政司資料，我國於 107 年 3 月底邁入「高齡社會」，

110 年底人口計 2,337 萬 5,314 人，其中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 393 萬 9,033 人，

高齡者占全國人口之比率已達 16.85%。 

以近年資料觀察，我國老年人口之比率從 107 年底之 14.56%，增加至 110

年底 16.85%（增加 2.29 個百分點），且呈逐年上升之趨勢。隨國內高齡人口不

斷增加、生育率不斷下降（圖 1），高齡照護及銀髮安居的推動顯然是政府刻不

容緩的課題之一。 

圖 1 我國近年粗出生率及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WHO 曾於 2007 年提出高齡友善城市指南（Global Age-Friendly Cities: A 

Guide），透過八個面向1打造長者宜居的友善城市，但不同性別長者所面對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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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壽命、社會化過程或是生理及生活需求不同，對於退休後的居住安排以及生活

規劃亦可能會依性別而有所差異，在打造高齡友善城市的同時，也應當考量不同

性別處境之期望。 

為使性別主流化觀念融入友善安居政策中，改善不同性別之高齡長者居住需

求，本分析透過內政大數據專案計畫所建置的銀髮安居資料2，了解國內不同性

別高齡長者居住情形，包括高齡長者現況、居住地點是否為公寓、環境是否便利

（與交通、購物、醫療院所之距離）等，期能提供政府政策規劃參據，達成性別

平等的銀髮安居願景。 

 

二、老人現況分析 

110 年底我國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計 393 萬 9,033 人，其中男性占 45.50%、

女性占 54.50%，超過 75 歲以上人口則有 145 萬 617 人，男性占 42.66%、女

性占 57.34%，顯示高齡長者以女性居多，且男女性占比隨年紀增加而差距逐漸

明顯，至 87 歲後兩者差距才有減少現象（圖 2）。 

圖 2 110 年底 65 歲以上長者占比按性別分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依據 110 年 6 月底銀髮安居資料顯示，若將高齡長者之居住型態區分為獨

                                                      
2
 整合戶籍、建物、長照中低收入戶等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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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時間為 110 年 6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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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老老照護及非獨居且非老老照護者三類3，

有 22.69%的 65 歲以上高齡長者為獨居、

12.06%為老老照護、65.25%為非獨居且非老

老照護（圖３）。進一步以不同性別之居住型

態觀察，在 65 歲至 74 歲年齡區間，女性獨

居長者（22.38%）比率略高於男性（22.07%），

75 歲以上同樣以女性獨居長者（25.17%）比

率高於男性（21.19%），顯見女性長者獨居情

形相較男性為多；而老老照護在 65 歲至 74 歲女性（12.13%）比率略高於男性

（10.75%），至 75 歲以上比率則是男性（17.45%）明顯高於女性（9.74%）。 

圖 4 110 年 6 月底 65 歲以上長者居住型態結構按性別分 

 
資料來源：內政大數據專案計畫銀髮安居資料。 

 

三、居住狀況 

隨年齡增加，高齡長者行動能力逐漸降低，居住於無電梯之公寓4勢必會對

銀髮族生活帶來影響，經統計，全國有將近 12.84%的高齡長者居住在無電梯的

公寓房屋內，其中女性占 55.97%、男性占 44.03%。若以居住型態區分，獨居

                                                      
3
 獨居係指該戶籍僅有 1 位 65 歲以上長者(本人)、老老照護則指該戶籍有兩位以上長者且無

64 歲以下者。 
4
 由於建物資料無法直接判別何者為公寓，而居住於一樓理應不會有上下樓梯不方便之問題，

因此本部大數據計畫產製之銀髮安居資料將建物總樓層介於 4 至 5 樓者定義為無電梯公寓，若

居住於其中之２至５樓層者視為居住於無電梯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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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10 年 6 月底 65 歲以上 

    長者居住型態結構 

 
資料來源：內政大數據專案計畫銀髮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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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無電梯公寓之女性長者（25.83%）多於男性（20.83%），老老照護則是男性

（12.23%）多於女性（10.07%）。 

進一步以年齡結構分析，不論是 65 歲至 74 歲區間或是 75 歲以上居住在無

電梯公寓者，女性長者獨居比率（23.98%、29.65%）均高於男性（20.34%、

22.00%）；男女性之老老照護比率在 65 至 74 歲區間差異不大，至 75 歲以上比

率則是男性（17.62%）明顯高於女性（8.51%）（圖 5）。 

圖 5 110 年 6 月底居住無電梯公寓之 65 歲以上長者居住型態結構按性別分 

 

資料來源：內政大數據專案計畫銀髮安居資料。 

 

四、環境便利 

由於大多數 65 歲以上長者已從職場退休，而主動參與社會活動，建立與他

人聯繫溝通或維持社交互動正是其「活躍老化5」的一重要面向，若分別以住家

至醫院診所、公車站牌、便利超商6等日常較常從事行為之地點距離，評估長者

從事社會活動的便利性，65 歲以上長者居住地點 200 公尺內有醫院診所之比率

為 53.51%、100 公尺內有公車站牌比率為 36.85%、100 公尺內有便利超商比

率為 31.90%；若將範圍擴大，1000 公尺內有醫療院所之比率為 80.94%、500

公尺內有公車站牌比率為 90.83%、500 公尺內有便利超商比率為 79.63%（表

1）。 

                                                      

5 WHO 於 2002 年提出，係指提升民眾老年期生活品質，並達到最適宜的健康、社會參與及

安全的過程。 

6 距離計算係採以住家之半徑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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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10 年６月底 65 歲以上長者居住地點環境便利性占比 
單位：%                                          單位：%  

200 公尺內 

有醫院診所 

100 公尺內 

有公車站牌 

100 公尺內 

有便利超商 

 
 

1000 公尺內 

有醫院診所 

500 公尺內 

有公車站牌  

500 公尺內 

有便利超商 

總計 53.51 36.85 31.90  總計 80.94 90.83 79.63 

男性 52.33 36.44 31.05  男性 79.83 90.24 78.44 

女性 54.49 37.19 32.61  女性 81.87 91.33 80.63 

資料來源：內政大數據專案計畫銀髮安居資料。 

 

分別觀察不同性別居住型態之長者居住地點與醫院診所距離之結構，

59.39%女性獨居長者住家 200 公尺內有醫院診所，相較男性獨居長者 53.05%

高出 6.34 個百分點；而住家距醫院診所超過 1000 公尺者，男性獨居長者比率

為 20.61%，相較女性獨居長者 14.73%高出 5.88 個百分點；其餘居住類型則男

女性差異不大。 

圖 6 110 年 6 月底 65 歲以上長者居住型態與醫院診所距離結構按性別分 

 

資料來源：內政大數據專案計畫銀髮安居資料。 

說  明：居住型態加總不等於 100%係因少部分長者居住地座標無法對應位置，故無法計算。 

 

40.24%女性獨居長者住家 100 公尺內有公車站牌，相較男性獨居長者

38.29%高出 1.95 個百分點；距離超過 100 至 500 公尺者，同樣以女性獨居長

者比率（52.48%）高於男性（50.89%）；而住家距公車站牌超過 500 公尺者，

則是男性獨居長者比率（9.16%）高於女性（6.34%）；其餘居住類型則男女性

差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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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110 年 6 月底 65 歲以上長者居住型態與公車站牌距離結構按性別分 

 
資料來源：內政大數據專案計畫銀髮安居資料。 

說  明：同圖 6。 

 

36.38%女性獨居長者住家 100 公尺內有便利超商，相較男性獨居長者

32.04%高出 4.34 個百分點；距離超過 100 至 500 公尺者，同樣以女性獨居長

者比率（47.07%）高於男性（44.29%）；而住家距便利超商超過 500 公尺者，

則是男性獨居長者比率（22.02%）高於女性（15.62%）；其餘居住類型則男女

性差異不大。 

圖 8 110 年 6 月底 65 歲以上長者居住型態與便利超商距離結構按性別分 

 
資料來源：內政大數據專案計畫銀髮安居資料。 

說  明：同圖 6。 

 

綜上所述，相較於女性獨居長者，男性獨居長者有較高比率面臨就醫、交通

與購物之不便。 

  

38.29 37.24 35.66 

50.89 53.89 54.76 

9.16 8.07 8.81 

0%

20%

40%

60%

80%

100%

40.24 37.69 36.01 

52.48 53.78 54.79 

6.34 7.77 8.47 

100公尺以內

超過100-500公以內

超過500公尺

獨居 老老照護 非獨居非老老照護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32.04 32.32 30.47 

44.29 47.31 48.44 

22.02 19.57 20.33 

0%

20%

40%

60%

80%

100%

36.38 33.15 31.17 

47.07 47.39 48.47 

15.62 18.70 19.64 

100公尺以內

超過100-500公尺以內

超過500公尺

獨居 老老照護 非獨居非老老照護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7 
 

五、結論與應用建議 

我國女性高齡長者相對多於男性，獨居比率女性高於男性，老老照護比率則

是男性高於女性；而居住於無電梯公寓之高齡長者同樣以女性較多。為提供高齡

者友善便利的居住環境，本部於 110 年 5 月推動的「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第３

期計畫中新增「以屋換屋」方案，針對行動不便民眾或 65 歲以上長者搬遷至有

電梯的房屋，除幫助長者媒合合適房屋外，亦透過換居服務將自有房屋當作社宅

出租，成為包租代管的房東，降低長者經濟壓力。 

此外，女性獨居長者居住地點周遭環境便利性，不論是醫院診所與住家距離

200 公尺內、或是公車站牌、便利超商與住家距離 100 公尺內比率均略高於男

性，可能係受女性平均餘命相對較長、以及女性不婚觀念影響致使獨居比率較高，

因此對於環境便利需求較為注重；而當高齡長者決定從熟悉環境搬遷至他處居住，

意即必須離開充滿回憶的住所，新環境適應及心理層面問題都需克服。針對不同

性別長者，可同步規劃相對應的輔導措施或是合適的社交活動，增加長者換居誘

因；或是將不同的社會資源導入，從性別觀點提供具有差異化的換屋計畫，如提

供女性獨居長者安全居住方案等，降低長者適應障礙，落實專屬銀髮族的居住正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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