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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人力在世界各國均受到重視，因為高齡者是社會可運用的人力資源。誠如國際勞工組織一九八０年在第一六

二號建議書中即特別強調：高齡勞工不能因其年齡而受到歧視，應與其他勞工享有均等機會與待遇，特別是在接

受就業輔導、職業訓練、工作報酬等。林宗顯（1996）曾指出：隨著年齡的增長，衰退最為嚴重的工作能力為

體力、手腳的動作和眼力等；其次為思考新的工作內容與適時掌握變化的判斷能力；最後才是工作上的經驗、知

識與技能等。由於企業經營的首要之務在於創造利潤，因此，安排高齡者擔任這一方面的工作，不但能開發高齡

人力資源，使其成為企業經營的最佳伙伴，更能讓高齡者擔任薪傳者，且貢獻其知識、經驗與歷練。

然而，國發會（2017）表示，我國中高齡勞參率明顯比日、韓來得低。我國勞動力參與率（指勞動力占15歲以

上民間人口的比率）的高峰是在40～44歲，達84.9％，比韓國來得高，但自45歲以後各年齡層的勞參率皆遠遠

落後於日、韓。以55～59歲而言，我國降至55.1％，韓、日仍逾70％；至60～64歲而言，我國降至35.8％，

日、韓仍逾60％。為促進中高齡人力運用，國發會（2017）強調未來可考慮參照日、韓「漸進式退休」制度，

藉由政府補貼，讓中高齡勞工以縮短工時、減少薪資方式續留職場。

所謂漸進式退休(phased retirement)之概念，強調即將退休的中高齡員工，以逐漸或階段性減少工作時間的方式

離開勞動市場，一方面讓雇主可以充分運用中高齡員工的勞動力，另一方面也可以降低退休對中高齡員工的衝

擊。亦即，漸進式退休將退休視為一個逐漸進展的過程，而非突發的事件，採取此一循序漸進的作法，不論對於

雇主或員工而言均能受益(AARP, 2006)。對於人口結構持續高齡化的勞動市場而言，漸進式退休乃是一個普遍且

重要的概念。

林麗惠（2007）即指出，嬰兒潮世代的工作者已將屆臨退休階段，他們對於工作、退休所抱持的觀念與價值，

不但有別於過去的傳統世代，更強化了較長的工作壽命之想法。整體而言，漸進式退休的效益包括：其一、對雇

主而言，保有經驗豐富且有技能的員工，並能善用這些資深員工來指導或訓練新進的員工。其二、對員工而言，

能免除重新找工作的衝擊，並能協助自己從漸進式退休逐漸轉換到完全退休的階段。

事實上，早期各國處理老人問題的重點，置於經濟的保障（老人年金制度及社會救助）與醫療的照顧；然而，現

今的社會福利觀念已由消極的補助取向，發展到積極的福利作為，協助高齡者建立自主的生活能力，進而透過再

就業的方式協助高齡者續留職場，創造第二生涯。所謂高齡人力係指具有能力（如身體健康、具備某種工作知

能），又有工作意願（如再就業或志願服務）之高齡人口（林麗惠，2015）。思考高齡人力資源開發的可行途

徑，可由二個方向出發（黃英忠，1995）：一是由高齡者本身做起—提升高齡者的工作能力及意願，建立積極

的工作態度，為達此一目的，可藉由各種教育訓練管道，如企業訓練或社會教育機構所提供的進修課程來達成；

另一個則是由企業組織出發—考量高齡工作者的特性，進行職務再設計，並調整工作的環境、內容與方式，以利

開發適當的職務或工作方式，使高齡工作者能有適性的工作機會。

就高齡人力職務再設計而言，應同時考量「高齡人力資源的特性」、「企業組織的工作特性」及「職務再設計理

論」三個重要的因素（黃英忠，1995）：就高齡人力資源的特性而言，伴隨年齡的增長，高齡者不但生理上會

出現變化，在心理上也會有一些與工作組織不協調的現象，如：喜歡維持現狀、缺乏活力、主觀意識較強等；就

企業組織的工作特性而言，論及職務再設計的原則，乃應顧及工作環境、工作設備、工作方法、工作條件與工作

內容等五個層面；就職務再設計理論而言，不僅個人特質應該適應工作的狀態，工作環境也必須因應個人的需

求，唯有二者相互配合，才能改善工作績效。

【幸福職場】中高齡勞工，職場續航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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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中高齡勞工提早退休嚴重影響台灣競爭力，新北市就服處委託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承辦「中高齡者

職場續航輔導計畫」，期能促成中高齡延續勞工職涯、減緩勞動力退出狀況，促進中高齡再就業。更確切地說，

高齡人力資源的開發，並非純屬經濟導向，而應是社會與經濟功能並重，讓高齡者退而不休，以工作及所得維持

個人尊嚴，同時也有助於政府解決部份勞力短缺之問題（林麗惠，2010）。

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自民國97年開始成立樂齡學習中心，經政府、學界與地方單位攜手八年的努力，至今106

年，全國已成立361所樂齡學習中心。　　為瞭解樂齡學習中心的實施成效與未來發展方向，教育部委託中正大

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林麗惠教授進行「全國樂齡學習服務效益分析及需求調查計畫」，針對104年設立之313

所樂齡學習中心進行全國性的調查；根據樂齡學習與就業需求調查發現，若樂齡學習中心開設職訓課程，將有

51%的學員有意願參與，進一步針對其需求進行分析之後發現學員有意願參與的職訓課程依序為：手工藝品製

作、電腦與資訊、照顧服務員(褓姆、居家、病患服務專業人員訓練課程)，由此可知，未來可致力於研發「手工

藝品製作、電腦與資訊、照顧服務員」三類職訓課程，以滿足學員之需求。

為迎接高齡社會的來臨，世界衛生組織（WHO, 2007）發表《高齡友善城市指南》報告書，以八大層面(無障礙

與安全的公共空間、大眾運輸、住宅、社會參與、敬老與社會融入、工作與志願服務、通訊與資訊、社區與健康

服務)，建構高齡友善城市；此八大層面係以高齡者為中心，不僅重視硬體環境之提供(提供高齡者的設施)，亦強

調人與情境相融的軟體服務(提供給高齡者的服務)，期能藉此營造高齡友善社會環境。林麗惠（2013）根據世界

衛生組織提倡之《高齡友善城市指南》，發展出具本土化之高齡友善社會環境評估指標涵蓋八大層面、14個向

度；在友善職場部分，建構了六個評估指標，其中，以「工作職場應提供高齡員工(65歲以上)延後退休方案」此

一指標最受重視。事實上，台灣平均退休年齡61.7歲，比日本早7年，比韓國早10年，時值五一勞動節即將到

來，新北市就服處推出的「中高齡職場續航」、「中高齡公民審議」二個方案深具意義，期能藉此營造中高齡友

善的幸福職場，讓中高齡勞工能在職場續航且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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