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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黃耀榮博士談老人社區的建構  

隨著高齡化的社會現象愈來愈明顯，很快地，台灣即將面臨到如何照顧老人以

及安排老人住居的問題，「在地老化」也將成為全民探討的話題。  

在地老化的意義  

事實上，台灣社會對於「在地老化」的觀念仍處於定義階段。有些人認為，要

在原居住宅老化才能稱為在地老化，這種嚴苛的標準並不適用於現代人的成長

經驗；一個人為了求學或就業，很難在原居住地終生居留而不做任何遷移。  

對此，前雲科大建築研究所所長、也是長期照護環境設計研究學者黃耀榮認

為，「在地老化」的觀念應從人的生命歷程來看。例如，台灣喜歡以退休年齡

來做分野；假設是從五十五歲之後、或是進入高齡化才入住的環境，其實也可

以稱為是「原居住宅」。而以國外的看法則是，從進入群體生活開始算起，有

效建構新的人際關係，並在這個群體生活到生命的終點，這即是「在地老化」

的定義。  

「在地老化」的觀念被普遍應用在人生的晚年，希望從進入老年到臨終期，都

不必離開原居住地，也就與「連續性照護」息息相關；對此，黃耀榮教授提出

「終生住宅」的概念。他認為，人不必移動，只要把環境規畫好，滿足人在生

活或醫療的各種功能，就可真正做到「在地老化」的目標。  

舉例來說，把一個社區規畫為「終生住宅」園區，高齡者在健康時住在安養區，

失能了就住到養護區，需要臨終照護就住進安寧區；就像是住在家裡，只是換

了房間而已。這種把大的社會環境機能「濃縮」到一個園區的作法，也是「終



生住宅」很重要的觀念。  

一個可以實現連續性照護理念的園區，就是「在地老化」的概念。黃耀榮教授

認為，只要有足夠的環境腹地及完整的系統規畫，讓老人家可以在熟悉的環境

中生活到老年到臨終，這個系統應用在機構型園區被實現的機會，顯然會比在

住家更可以預見。  

從環境設計支援做起  

倘若從人的健康程度來看，美國的連續性照顧退休社區（CCRC），就是可以

讓老人家從退休住到臨終的老年社區。台灣雖然很早就有機構照顧，但沒有「在

地老化」的概念；近年來則開始從硬體環境和總體照顧的理念出發，希望可以

做到「連續性照護」的功能。黃耀榮教授指出，以往是多層級照顧，像日間照

護、居家照顧，以服務方式的多層級為主，而非從健康照顧的多層級來看，這

也是產生落差的原因。  

尤其是日間照護與居家照護，兩者都屬人力服務的輸送，與硬體環境的支援系

統不會產生太大的關係；但若從「連續性照護」來看，硬體環境和設備的需求

就會出現了。從目前台灣的建築環境現況來看，「連續性照護」想要在原居住

宅實現，其實遠比機構型還要更耗費金錢及人力成本；原因在於，單一住宅的

空間不足，專業設備進駐也很困難，無法真正滿足不同階段的失能需求。  

事實上，由黃耀榮教授主持的國科會計畫研究，早在兩年前就以原居住宅做成

建築技術開發；從過去推動開放建築的概念，應用在住宅討論基礎。並且針對

不同住戶的特性與家庭組成來設計，以符合老人家不同階段失能的需求。建築

的固定硬體（管道間）不會變，但是空間組成可以改變，並尋求最大公約數來

建構填充體；隨著老人家健康的退化，從輕度失能開始就可以整合空間，達到

動線改變的需求。  

黃耀榮教授表示，開放建築的最大意義在於空間必須可以整合、可以替代。目



前，國科會計畫就公寓住宅與鄉村透天厝各發展出三個方案；以公寓房子來

說，大約四十五坪空間即可規畫設計「終生住宅」。這個方案，其實也適用於

非機構型的寺院改造；僧伽成員與一般家庭不同，生活需求的改變也不會太

大，可能是最快實現「終生住宅」改造計畫的單位。  

改造原住宅計畫  

黃耀榮教授表示：國科會的社區改造計畫，包括住宅內部、公共設施、智慧型

設備，每一種住宅型態都會各找一到兩戶不同類型來改造，預計明年七月可進

入第二階段進行硬體改造。在設計過程及不同的老化階段，都會針對家戶的成

員需求，形成共識之後再做出改造計畫。  

被問及這套計畫願不願意開放給民間施行時，黃耀榮教授表示，這套計畫必須

透過實體改造，確認結果與滿意度，等到一切進行都達到成熟之後才合適開

放，預計二○一一年就會看到成果。  

相較於一般家庭住宅的改造，僧伽可否應用在寺院或道場的硬體改造？黃耀榮

教授認為，只要居住者有意願，事前做好評估，依照比較大的理想來規畫，就

可以即時改善，也可以支援簡單的照護功能；也許不是全程照顧，但某些狀況

可以延長僧伽離開原居住地的時間，這也是很好的因應之道。  

不論是單一住宅（獨居）、三代住宅（老、中、青三代，不同居住時期）、或

是同堂住宅（三代同時居住），都可以在一開始就做成「終生住宅」模式。這

樣的機制倘若應用在道場或精舍的設計，也可以在建築一開始就規畫進來；建

全的設備，也有助於僧伽彼此之間做更良性的相互扶持。  

在地老化的必要性  

目前，在「長期照護」工作的推動上，國內對於多層級照護的概念已逐漸形成

共識；認同在一個照顧環境內，可以多層次的提供輕度、中度、重度等失能程



度的服務功能，讓高齡者有機會由健康的階段，居住到歷經輕度、中度、重度

等不同的失能階段。而「連續性照護」理論被應用於老人群居環境，建立「終

生住宅」架構研究，則是探討老人整體社區以及「在地老化」的可能性。  

環境變遷，是影響連續性照護的重要因素。黃耀榮教授在針對四所老人安養機

構進行深度訪談的計畫中，選出一百八十位老人進行居住環境架構與「終生住

宅」理念的問卷調查進行交叉分析，找出其中的差異性。  

這項研究發現，根據不同照顧需求及不同性別的老人，不論是生活空間、生活

群的人數規模，及居住上硬體的需求、休閒活動的空間需求都有所不同；這份

數據顯示，在規畫群居型終身住宅時，應該預先考量到空間規畫的分區。  

以老人福利為優先考量的「社區照顧住宅」，目前在美國洛杉磯和日本東京都

會地區都已設立。雖然受限於原居住宅，無法在近程內符合「單一終生住宅」

的模式；但為了解決失能老年人口的居住問題，除了開發「老人住宅社區」外，

在原居社區也積極建置「社區照顧住宅」，為「老人住宅社區」的發展做準備，

這種趨勢和北歐國家的社區發展歷程不謀而合。  

這些針對輕度失能的老年人口需要協助式照顧而提供的「社區照顧住宅」，大

致上約三十位老人形成一個生活族群，每個「社區照顧住宅」大約有二到三個

生活族群；換句話說，每個「社區照顧住宅」的規模大約在六十位到八十位老

人，這符合了讓居住者固定不動、但是加入服務的「在地老化」的概念。而這

種「社區型態」，相較於僧伽居住的寺院或精舍來看，其實頗有異曲同工之處，

或許未來應該可以比照這樣的模式建置或空間改造。  

在世界各先進國家將「在地老化」已視為普世價值的現今，台灣既是地球村的

一員，也應積極為高齡化社會的未來做好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