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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從世界高齡教育發展的先進國家來

看，有組織、有計畫的高等教育活動，乃

在高齡人口急遽增加後始行出現。就臺灣

地區的高齡教育而言，亦不脫離此項規

律。過去由於高齡人口不多，組織化的高

齡教育活動並未產生。我國自古以來即有

「人生七十古來稀」的說法，即在於描述

過去的社會中，要活到高齡階段，事實上

相當不容易；即使有的話，其身心亦處於

相當衰敗的狀況，照顧自身的健康，猶有

不及，哪有餘力去尋求學習。事實上，在

過去的社會中，由於變遷緩慢，亦無此需

要。學習對於過去社會中的老人而言，是

遙不可及的事。我國古代雖有「活到老，

學到老」的說法，但此種說法一直停留在

理念的層次，並未轉化為有組織的學習行

為。

新近由於社會的變遷、科技的發展、

經濟的改善、醫藥衛生水準的提高，使

得人類的壽命不斷地向後推移，臺灣地

區亦顯現此一現象。從人口結構的演進

來看，1945年臺灣光復後，當時65歲以

上的老人人口約占2%，一直到1993年底

始達到7%，正式邁入高齡化的社會。從

1993年之後，高齡人口更急遽發展，增

加的速度相當驚人。以2006年為例，每

天約增加192個高齡人口。至2007年5月
止，臺灣地區高齡人口共2,304,154人，占

總人口的10.06%（內政部，2007a）。預

估至2018年高齡人口將達14%，至2026年

將達20%。由於高齡人口急遽增加，高齡

者教育的需求強烈，促使臺灣地區的高齡

教育近年來迅速的發展，已引起政府及民

間的高度重視，紛紛採取適當的措施來因

應此現象。在政府方面，特於2006年12月
訂頒「邁向高齡社會的老人教育政策白皮

書」，這是臺灣高齡教育劃時代的大事。

本文特從老人教育政策訂頒的原因、意

義、內容、特色與省思等層面加以探討。

二、臺灣地區訂頒老人教育政策
白皮書的原因

臺灣地區於2006年底訂頒老人教育白

皮書的原因，主要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

響：一為老人人口急遽的增加，二為先進

國家政策的訂頒，三為進行老人教育政策

研究的促動。

（一）老人人口的急遽增加

臺灣光復初期，65歲以上的老人人口

占總人口數的2%。1949年政府遷臺後，

勵精圖治，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教

育及社會層面上均有長足的進步。尤其自

1970年之後，臺灣經濟獲得高度的成長，

創造了舉世聞名的經濟奇蹟，促成社會的

進步，醫藥水準的提高，導致國民的平均

壽命不斷的增長。臺灣在1940年代時，全

臺人口的平均壽命約為40歲，到1960年人

口平均壽命增至50歲，1980年達到70歲。

老人人口的比率，1985年達到4%，邁入

了聯合國衛生組織所定的「中年國」標

我國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的內容、特色與省思
黃富順

玄奘大學講座教授、中正大學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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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1993年底，達到7%，臺灣地區進入

了高齡化社會。其後老人人口比率持續增

長，在2006年一年中，高齡人口就成長

了70,200人。半世紀前，臺灣人口的平均

壽命約為53歲，至2006年女性已達到80.8
歲，男性達74.6歲，平均為77.7歲（內政

部，2007a）。由於壽命持續的延長，也

使老人人口快速成長，至2007年5月，臺

灣地區老人人口達2,304,154人，占總人口

數的10.06%（內政部，2007b）。

由於老人人口急遽的增加，老人人

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率快速的上升，

臺灣地區老人人口的老化指數亦快速攀

升。2006年，臺灣地區人口的老化指數

為55.2%，日本2005年的老化指數則為

145.8%，義大利為139.6%，美國為60.4%
（內政部，2007c）。

按臺灣地區人口老化的程度，目前尚

無法與先進國家相比，但老化的速度與先

進國家相較，卻不遑多讓。就老人人口

比率從4%的中年國標準增至7%所需的時

間，臺灣費時9年；從7%增至14%時，日

本費時24年，臺灣預估亦為24年（行政院

經建會，2006）；再從14%增至20%時，

日本費時12年，臺灣則預估為11年。以下

再就若干先進國老人人口比率由7%增至

15%，及10%增至20%所需的時間，列表

比較於下：

表一  臺灣與主要國家老人人口比率增加

所需年度表

國別 7%至15% 10%至20%
法國 131 76
瑞典 88 63
義大利 63 42
英國 51 74
德國 44 58
美國 66 63
日本 26 21
臺灣 26 20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建會，2006

由上表可知，臺灣地區人口老化的速

度，非常的快，與世界主要國家相較實有

過之而無不及，由10%增至20%，臺灣所

需年數預估均比各主要國家為晚。由於臺

灣地區，老人人口的急遽增加，老人人口

所佔的比率快速攀升，導致老化速度持續

增高，引起政府及民間的重視，這是老人

教育政策白皮書訂頒的關鍵因素。

（二）先進國家老人教育政策研訂
的影響

人口老化是一種普世的現象，無論已

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皆然，只是已開

發國家發展較快，開發中國家面臨此一現

象，在時間上較為推遲而已。世界先進國

家，為因應人口老化的現象，均有老人教

育政策的研訂。其政策的發布，可能以宣

言、聲明書、法規、憲章、手冊、白皮書

或計畫等方式為之。例如英國於1929年發

布「盎格魯－法蘭西聲明」（The Anglo-
French state tement） （Glendenning,1985
:107-108）。其後，1983年英國發布「老

人教育權利論壇宣言」（The Manifesto of 
the Forum on the Rights of Elderly people to 
Education），1984年則有「老人教育憲

章」（educational charter for the elderly）
提出老人的五項教育權利（資源分享、使

用不同教育管道、青少年時的學歷證明放

棄權、運用遠距教育方式、及重視老人的

獨特性與人性價值）。1987年，英國政府

訂頒「老人教育工作手冊」，提出老人教

育的四個原則（老人為社會不可分離的族

群、以教育幫助老人發展潛能、不同年齡

教育的同等分享、老人教育的實施要建基

於經驗之上）。美國為提供及保障高齡者

的教育，亦先後訂頒高等教育法（1965
年）、老人法（1992年修正）、成人教育

法（1966年）、就業年齡歧視法（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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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鼓勵高齡者到大學校院就讀，禁

止在就業上對年齡的限制，以及推動全民

的終身學習。

此外，日本政府為因應其高齡社會的

來臨，於1995年訂頒「高齡社會對策基本

法」。日本高齡社會對策分五部分，包

括就業及所得、健康及福利、學習及社

會參與、生活環境及高齡社會的調查與研

究等。1996年依據基本法之規定，研頒

「高齡社會對策大綱」，以「創造高齡者

的生命意義」作為支柱，提出要使高齡者

過健康、有意義的生活，應重視高齡者本

身主動地參與學習、志工與就業等之社會

活動。2001年再重行修訂對策大綱，提出

四項共同目標，包括：支持高齡期的多元

生活方式和獨立、重行擬就年齡劃分的制

度與習慣、加強代間聯繫、促使參與社區

活動等（內閣府共生社會政策統括官，

2001）。由於這些先進國家在老人教育政

策的訂頒，因而激發我國研訂老人教育政

策白皮書，這是我國訂頒老人教育白皮書

的助長力量。

（三）老人教育政策的專案研究

鑑於主要先進國家，在面對高齡社會

的急遽來臨，均有不同方式的老人教育政

策的研訂或發布。我國社會所面臨的老化

程度也許尚不及若干先進國家甚遠。例如

日本在2005年的老化程度已達145.8%為

世界第一，義大利亦達139.6%，為世界

第二，美國為60.4%，均高出我國的55%
（內政部，2007c）。但我國社會老化速

度卻非常快速，與主要先進國家相較，速

度最快。因此，政府乃於2004年委託進行

「我國老人教育政策」之專案研究，歷經

九個月的探討，並於該年12月提出「專案

研究報告」（黃富順等，2004）。在此項

專案研究報告中指出，研訂我國老人教育

政策有其迫切性與必要性，及對我國老人

教育政策的訂定，近期可採發布「老人教

育政策白皮書」的方式為之，並研訂實施

計畫以資落實。

在該案研究報告中並提出政策研討的

6項原則：本土化、社區化與多元化、注

重老人身心與社會的調整能力、採公私部

門與第三部門共同協力推動、重行調整社

會資源的分配及性別平等與正義等。對於

老人教育政策的內涵，則提出13項，包括

資源整合與共享、機會普及與擴充、學費

優惠、實施退休前教育、重視老人學習特

性與偏好、預算保障、經費補助、設置高

齡社會研究中心、推廣志願服務、老人人

力再運用、訂定政策的評鑑機制、提供到

宅或遠距的教育服務及專案工作者的訓練

等。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我國老人教育政

策的專案研究，明確指出應儘速訂頒我國

老人教育政策，近期並以發布「白皮書」

方式為宜。此項研究結論，可以說是推

動我國訂頒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的直接因

素。

三、我國老人教育白皮書的主要
內容

邁向高齡社會的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

的內容，包括：邁向高齡社會的挑戰、老

人教育發展之現況、老人教育政策之規劃

與實施，及老人教育政策之行動方案等四

部分，玆略述如下：（黃富順、黃明月，

2006）

（一）邁向高齡社會的挑戰

1、人口老化對社會的衝擊與影響：此部

分提出人口高齡化的意義，人口老化

對社會的衝擊（包括財政負荷加重、

經濟成長下降、政治方面重視老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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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政策、商業及消費行為的改變、

房地產業的調整、教育重點的轉移、

家庭結構的窄化及代間的增長）。

2、高齡社會對策：此部分提出先進國家

面對高齡社會的來臨，所提出的對策

包括延後退休、鼓勵生育、適齡工作

者加入職場、增進勞動力、加強老人

健康的照護、加強老人休閒活動的規

劃及促進老人的社會參與等六項。

3、高齡社會中老人教育的必要性：此部

分就老人教育的必要性，從四個層

次加以探討，包括（1）以個體發展

而言，老人退休前後都必須學習；

（2）退休後家庭生活成為老人生活

的重心，老人及其家人都必須學習；

（3）培養退休後社會參與的知識，

協助老人成功老化；（4）營造對老

人親善的高齡社會，全民都需要學

習。

4、我國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之願

景：在此部分指出我國老人教育的四

大願景為終身學習、健康快樂、自主

與尊嚴和社會參與等。

（二）老人教育發展現況

此部分就國際和國內老人教育的現況

提出分析。在國際方面，分析英國、美

國、日本及其他國家的老人教育政策。國

內部分的分析，包括我國老人教育的發

展，老人教育發展所面臨的問題等。

（三）老人教育政策之規劃與實施

此部分之內容，包括制定老人教育政

策之意義、施行對象、推動原則、目標及

推動策略等五方面，茲略述如下：

1、制定老人教育政策之意義：（1）保

障老人學習權益，提升老人生理及心

理健康，促進成功老化；（2）提升

老人退休後家庭生活及社會生活的調

適能力，並減少老化速度；（3）提

供老人再教育及再社會參與的機會，

降低老人被社會排斥與隔離的處境；

（4）讓國人以正確的態度看待老化

現象，建立一個對老人親善及無年齡

歧視的社會環境。

2、老人教育政策的施行對象：包括65歲
以上的老人、一般社會大眾(包括退休

前的中壯年人、老人的家人、各級學

校、學生及其他社會大眾等)及老人教

育專業人員。

3、老人教育政策之推動原則：（1）社

會正義與公平原則；（2）多元調適

與增能原則；（3）資源整合與分享

原則；（4）本土化與社區化原則；

（5）社會參與及自主原則；（6）專

業化原則。

4、老人教育政策目標：計有七項，即倡

導老人終身學習權益、促進老人的身

心健康、維護老人的自主與尊嚴、鼓

勵老人社會參與、強化老人的家庭人

際關係、營造世代間相融合的社會、

及提升老人教育人員之專業素養等。

5、老人教育政策推動策略：包括（1）
建構老人終身學習體系；（2）創新

老人教育方式，提供多元學習內容；

（3）強化弱勢老人教育機會；（4）
促進老人人力再提升與再運用；

（5）以家庭共學的策略，協助老人

重新適應老年期的家庭生活；（6）
於正規教育中融入成功老化的觀念；

（7）以社會教育辦理世代教育及交

流活動；（8）增設老人教育學習場

所，建立社區學習據點；（9）提升

老人教育人員之專業素養；（10）建

置老人教育資訊網站；（11）建立老

人教育評鑑及獎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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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人教育政策之行動方案

此部分共提出11個方案，包括：1、
建構老人終身學習體系；2、創新老人教

育多元學習內容；3、強化弱勢老人教育

機會；4、活化老人社會參與能力；5、提

升老人及其家人家庭教育知能；6、透過

正規教育體系，從小灌輸正確老化及世代

間相融和的觀念；7、透過社會教育，營

造對老人親善之社會；8、增設老人教育

學習場所；9、提升老人教育人員之專業

素養；10、建置老人教育資訊平臺；11、
建立老人教育評鑑及獎勵機制。

四、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的意
義、特色與問題

（一）意義

教育部所發布的「邁向高齡社會老人

教育政策白皮書」，是教育部對老人教育

最具體、最深入、最具系統性的政策宣

示。顯示教育部開始負起老人教育的責

任，採取以教育的觀點來辦理老人教育，

為老人教育開創新境界。老人教育不再是

福利服務取向的時代，這是老人教育在政

策上最大的轉變，也可以說是劃時代的里

程碑，是老人教育脫離福利觀的新頁。按

我國有系統、有組織的老人教育的誕生，

係從民間及社政單位以福利的觀點辦理，

初期並未有明確的老人教育政策。此一時

期，最早可以追溯至1928年，臺北市基督

教女青年會為弘揚倫理道德，增進老人福

祉，於該年元月首創青藤俱樂部，開始提

供有系統的老人教育活動。其後高雄市社

會局為擴大辦理老人福利服務，乃與高雄

市基督教女青年會合作，於1982年12月聯

合開辦老人教育，於是名為「長青學苑」

的老人大學開始誕生。其後臺北市及臺灣

省各縣市開始跟進。此一時期自1983年至

1993年間，長青學苑大量開設，可以說是

福利服務取向的老人教育時期。至1991年
已有20縣市設立長青學苑。至2006年，臺

閩地區除連江縣外，其餘24個縣市均已

設置，共計278所，參加人數達109,208人
（內政部，2007d）。1993年開始，教育

行政主管機關開始積極介入老人教育。該

年教育部發布「獎助辦理退休老人教育及

家庭婦女教育實施要點」，補助各鄉鎮市

區開設老人學苑及婦女學苑。因此，老人

教育在教育部經費的支持下，在全臺各地

普遍開展，其發展頗為迅速，也促成臺東

社教館於1997年附設老人大學，及臺南社

教館於2003年設置長青社會大學等之現象

產生。2004年教育部委託進行「我國老人

教育政策」的專案研究，提出老人教育政

策研訂的必要性、方式、及政策的內涵，

呼籲應儘速訂頒老人教育政策，以因應高

齡社會的快速來臨，進而有2006年底「邁

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的訂

頒。

為因應此種時代和社會的變遷，內政

部也於20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老人福

利法」，將老人教育的權責作了明確的規

範。2007年公布修正的老人福利法第三條

中，將老人教育主管機關與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作明確的權責劃分。在第三條中，

明定由教育主管機關主管老人教育、老人

服務人力之培育與高齡化社會教育之規

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此次新修訂的條

文，明確規定老人教育相關服務人才培育

及高齡化社會教育之規劃，均由教育主管

單位負責，對老人教育的權責有了明確的

劃分，免致老人教育業務長期在社會行政

及教育行政間混淆擺動。

經由上述探討可知，教育部「邁向高

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的訂頒，不

但提出了老人教育今後發展的願景，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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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式宣告教育取向的老人教育時代的來

臨。從臺灣地區老人教育的發展而言，已

由過去的實務取向走向福利取向，現在則

從福利取向走向教育取向。這是一種教育

觀的轉變，也是老人教育的本質與面貌的

呈現。畢竟老人也是須要教育的，教育是

老人應有的權利。教育權不因身體或年齡

屬性而受到忽視與剝奪。依此觀點而言，

教育部老人教育白皮書的訂頒，甚具意

義。

（二）特色

教育部老人教育白皮書的訂頒，除具

有前述意義外，就其內容而言，亦頗具特

色，歸結其特色如下：1、具有系統性與

邏輯性。就白皮書的內容而言，它從邁向

高齡社會的挑戰開始，其次為檢視我國老

人教育發展現況，第三部分為老人教育政

策的規劃與實施，最後提出政策的行動方

案，在架構上具有邏輯性。2、提出行動

方案，可以作為實施的指引。老人教育白

皮書第四部分提出老人教育政策的行動方

案計11項，並依每一項方案提出若干具體

的行動措施，構想完整。3、內容周延。

白皮書主要包括四個層面，每一層面亦再

就其內容作不同的敘述，使其整體內容顯

現相當完整與周延。4、體例清楚，文辭

通順。作為政策宣示的白皮書而言，此項

報告結構完整，體系清楚，且文辭簡潔，

通順流暢。

（三）省思

教育部在2006年底所訂頒的白皮書具

有上述的特色與優點，然仍有美中不足之

處，容或有再思考之空間，茲列述如下：

1、內容涵蓋太廣：此項教育政策白皮

書，雖由教育部提出，以教育政策為

名，然其內容似包括整個高齡社會的

全部，從身心保健到就學、工作、教

育學習等幾已具高齡社會對策的雛

型，其範圍相當廣。

2、部分主題與內容未臻一致：如第二部

分中，對老人教育發展之現況，在國

際部分，係以先進國家的老人教育

「政策」著眼；在國內部分，則從歷

史追述到實施的問題，二者間顯然並

不對稱。

3、部分層面的敘述順序有待調整：例如

在第三部分中，有關老人教育政策之

規劃與實施部分，談到政策意義、對

象、推動原則、目標及推動策略等，

如調整為政策意義、目標、對象、推

動原則及推動策略等可能較具邏輯

性。

4、標題及內容有不一致之情形：若干地

方標題與內容未臻一致，有時標題範

圍較大，敘述的內容較窄；或標題

有，內容並未涵蓋。例如在培養退休

後的社會參與，白皮書中僅提到工作

而已，尚宜包括對社會各種經濟、政

治、文化、宗教及教育的參與在內。

另第三部分老人教育政策的規則與實

施部分，所提到的內容僅屬政策規劃

層面，尚未進入執行階段，以實施為

名，可能易致混淆。此外，在第一部

分中探討高齡社會中老人教育的必要

性，第二項指出退休後學習成為老人

生活的重心，老人及其家人都必須學

習。其中的學習內容僅提到家庭中的

人際關係部分，除了人際關係外，需

學習的尚有對老化的態度、家庭、佈

置、收支的調整與處理、養老金的準

備、老人的住宿、居住地區的選擇、

理財等。故標題與內容似有不一致之

處。在行動方案中的第四項，活化老

人社會參與能力，亦僅提到有關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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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工作的層面，其他層面的社會參與

並未提到。

5、未提到「研究」的部分：我國在快速

邁向高齡社會之際，相關老人教育研

究工作亟待進行。例如老人教育資料

的調查與建檔、老人教育需求的調查

與分析、大學如何加入老人教育推動

的行列？民間組織如何推動老人教

育？老人學習自治性團體如何組織與

展開老人教育之活動？新型態的老人

教育活動如何在國內開創？社區老人

教育活動中心如何成立？如何建立具

有符合本國特色的專門性老人教育機

構等，以上種種均有待積極進行，才

能提供我國老人教育實施的依據。

6、老人教育政策之願景與目標未掌握教

育目的之本質：白皮書中所提老人教

育政策之願景與目標為終身學習、健

康快樂、自主與尊嚴、社會參與。其

中自主與尊嚴、社會參與係屬內政部

主管事項，尤其自主與尊嚴即為內政

部2006年新修正老人福利法之主要目

標（內政部，2007e），而老人健康為

衛生主管機關之事項。從老人教育的

觀點而言，老人教育的目的，應在老

人相關知能之獲取，而其最終目的則

在於促進老人能達到統整、圓滿，自

我實現，體驗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這

在白皮書中並未敘及。

五、對教育部訂頒「老人教育白
皮書」的期許

以上分別對目前教育部所發布的「邁

向高齡社會的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作簡

要的介紹及分析，雖然此白皮書的內容仍

有少數地方有待商榷，但整體而言，仍瑕

不掩瑜，教育部能高瞻遠矚、洞燭機先，

在我國快速邁向高齡化社會之際，毅然提

出此一具前瞻性、周延性、系統性、具體

性的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我們仍然要給

予高度的肯定與掌聲。但白皮書只是一項

構想或願景的描述，最重要的是如何加以

落實，才能因應高齡化社會的挑戰，使高

齡者享有健康快樂的高齡生活。因此，我

們對教育部頒布老人教育白皮書後，仍提

出以下的期望：

（一）儘速訂頒實施計畫，以利落
實與推展

為使我國社會在快速朝向高齡社會的

發展中，為做好其因應的工作，政府史無

前例的訂頒「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

白皮書」，是臺灣地區推展高齡教育劃時

代的大事。該項白皮書在體例、架構、目

標及策略上均頗為完整。但政策的訂頒，

固屬重要，而政策的落實則更為必要，否

則政策只是一個願景的圖騰或具文，徒具

象徵意義而已，對社會亦無實質的幫助。

因此，在政策訂頒之後，宜有落實政策的

中、長計畫的研訂，將落實政策所需的經

費、人力、組織、分工等加以策定，據以

實施，始能發揮實效。目前，尚未見及政

府有研定計畫加以落實的作法，希望能儘

早著手，發布施行。

（二）各項內容的落實，宜釐清輕
重緩急，次第展開。

白皮書的內容，涵蓋甚廣，相當周

延，涉及的層面甚多。在該書中，所提出

的推動策略計11項，在第四部分的行動方

案亦提出11項，每項方案復有多項的行動

措施，總計11項的行動方案，要施行的措

施計57項，涵蓋層面相當大。究竟哪些要

優先做的？哪些可以稍後執行的？哪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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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性的？哪些是長期性的？宜就國外老

人教育發展趨勢、與國內社會實況進行優

先順序的釐定，否則在資源有限的情境

下，有如漫天撒網，功效要大打折扣。

（三）資源的調整，亟待進行

老人教育白皮書的內容包括11項推動

策略、11項具體行動方案、及57項推動措

施。這些工作要逐一落實，涉及到資源的

調整問題。過去，教育資源一向集中在兒

童、青少年以及青年前期階段，目前由於

臺灣地區快速的少子化、高齡化，出生

人口急遽下降，相對的中老年人在總人

口的比率卻急遽增加，因此教育資源的

整體分配亦宜儘速調整，將少子化現象

所釋出的教育資源，轉移到中、老年身

上，包括經費、場地及相關人力等。尤其

是老人教育，一向不受重視，政府挹注

在老人教育的資源相當的少。以教育部

為例，2007年社教司所編列的老人教育

經費為25,711,000元，約占總社教司預算

1.89%，更占教育部整體預算的0.018%，

而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至2007年5月已達

2,304,154人，占總人口的10.06%，在人

口比率上占十分之一的對象，其所享有

的教育資源卻僅占0.018%，如加上臺灣

地區公教人員平均54.9歲退休，個體一旦

退休，即被歸入老人，因此，實際上老人

人口將達三、四百萬人，卻僅擁有如此少

數的教育資源，失衡的現象極其嚴重。因

此，政府在政策上亟需進行調整老人教育

的資源，增加經費預算的支持，以及釋出

正規教育多餘的場地及設備等，以供老人

教育與學習之用，白皮書所規劃的各項措

施，才能落實。

（四）鼓勵學術活動的進行

在前述白皮書內容的分析中，本文曾

提出白皮書中未提到學術研究的部分。唯

有專業學術領域的發展，才能為政策釐定

方向；唯有研究的進行，才能帶動實務的

發展，使實務問題能獲得解決。故學術研

究的工作，誠不可或缺。臺灣在面臨高齡

社會的快速發展中，亟待進行的學術研究

工作甚多，我們也在此誠懇的期待政府在

推展老人教育上，不宜有所偏廢，同時

能鼓勵及支持學術活動的進行，包括國際

性、區域性或兩岸性學術研討活動的舉

辦。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國際間及兩岸

間的老人教育學術交流活動，可以有截長

補短的效果，也是拓展視野不可或缺的一

環。因此，我們也期望政府在執行相關老

人教育活動上，能對學術研究活動，一併

顧及與支持。

（五）領導者的重視與支持

白皮書的發布，只是政府宣導政策的

一種方式，能否落實涉及到計畫的擬定、

資源的調適、優先順序的釐定，這些事項

誠屬相當重要。但最重要的，仍在於具有

決策與執行權的領導者，唯有他們對我國

當前快速邁向高齡社會之現象能有所認

識，並感受到推動老人教育乃為高齡社會

對策最基本的策略，也是最有效的措施，

白皮書所提到的各項方案與措施才能落

實，究竟徒法不能自行，政策的推動，也

要有具相當權力的領導者予以關注與支

持，始能克竟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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