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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趨勢與挑戰 

  台灣的社會安全體系，在未來十年面對幾項社會變遷的挑戰，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

結構變遷。到了2020年，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將從現在的10.7％升高到16.0％以

上；同時由於台灣的總生育率已低於1，且未見明顯回升。屆時，幼年人口將下降至12.0

％；承擔育幼扶老的青壯人口比率也將下降到72％左右，青壯年扶養負擔將持續加重。

這將使老年經濟安全、長期照顧體系的建構、家庭照顧負擔的減輕和生育率的提升，及

世代信任與分配正義，成為未來十年的重要課題。 

  伴隨著人口結構日益老化，老人健康照護需求也將急遽增加，全民健保的財務危機

與健康不平等問題，更將日益嚴重。由於全球環境變遷，新興傳染病與食品不安全的跨

國蔓延，新的健康威脅不斷浮現，而台灣仍是全球新興傳染病防疫網的孤兒，衛生政策

也面臨各項新挑戰。 

  此外，從1990年代初陸續移入的外籍配偶，及其所生育的第一代「新台灣之子

女」，將隨著年齡增長，在2010年已進入國民教育階段，2020年進入就業、婚姻與社會

參與時期。其文化適應、教育、就業、社會認同等課題，也將在未來十年內陸續浮現。 

  復受到全球化與後工業化的影響，導致台灣失業率居高不下，家戶、城鄉、職業別

間的貧富差距持續擴大。青年、中高齡失業及不穩定就業風險正在快速滋長，缺乏社會

網絡、資金與風險因應能力者，將是落入新貧的高風險人口群。貧富差距擴大，對個人

與家庭的健康、社會資本累積、生活品質的提升極其不利；也對治安、社會團結、經濟

發展造成負面影響。民進黨執政時期曾努力建構一個完整的社會福利體系，政黨再輪替

之後，卻未能被國民黨政府所延續，致又重回片段、急就章式的政策規劃與執行，亟需

導正。 

貳、核心理念 

  高失業率、不安全就業、工作貧窮普遍化等風險社會的因應，不應該由國民個人來

面對；人口老化趨勢難以避免，但積極推動活力老化，並消弭世代責任衝突，是政府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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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迴避的責任。國家必須放棄急就章式、恩庇式的社會福利施政，建構「永續的社會安

全網」，快速回應風險社會對人民的衝擊，解決人口老化、少子女化、家庭解組、災難

頻傳、失業與工作貧窮等問題，以促成社會跨年齡、職業、族群、區域的團結。 

  未來的台灣，必須營造「高就業、高平等、高品質的團結社會」，讓勞動者免於被

勞動市場排除，縮小貧富差距；更應將健康視為國民的基本人權，注重健康照護的可近

性與公平，使國民擁有應有健康保險與長期照護制度的基本保障。 

參、政策主張 

 一、因應高齡社會來臨： 

1. 整合各種津貼與職業別年金給付制度，公平保障老人經濟安全。 

2. 加速執行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提升老人與身心障礙者的照顧品質，俟服務體系建

構完善，再研議是否調整長期照顧的財務制度。 

3. 建構高齡社會所需的健康照護體系，培育高齡醫療照護與社會照顧人力。 

4. 建構全齡通用化的交通設施，改善社區無障礙環境。 

5. 落實在地老化，鼓勵有自我照顧能力的老人居住於自家中，再輔社區照顧服務。 

6. 建築適合老人居住的智慧型住宅，並配合資訊科技發展建構友善老人的科技社

會。 

 二、適度提高生育率： 

1. 擴大實施親職假，建構友善婦女與家庭的就業政策，以兼顧工作成就與家庭生

活。 

2. 投資兒童教育與照顧，公共化兒童照顧與教育設施。 

3. 減輕家庭養育兒童的負荷，提供家庭支持服務，降低父母教養壓力。 

4. 尊重多元家庭組成，友善單親、繼親、同志、單身、跨國婚姻家戶。 

 三、健全社會保險財務結構： 

1. 公平化各項社會保險的保險費負擔，並平衡保險費與給付水準，以免財務持續惡

化。 

2. 逐步調高老年給付年齡，以因應人口老化的衝擊，降低年輕世代的負擔。 

3. 政府應負起責任，有計畫地、合理地解決各項社會保險積累的財務赤字。 

 四、推動健保改革： 

1. 促進全民健保的永續發展，透明化資訊提供，以提升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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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擴大社會多元參與健保政策，建構對等協商之健康保險組織體制。 

3. 平衡財務且提高醫藥、器材集體購買效率，加強費用稽核措施，以有效控制醫療

浪費。 

4. 擴大保費計費基礎，俾利負擔公平，並加強低所得者的保障。 

 五、強化疫病防治能力： 

1. 建立一條鞭的傳染病防制體系，及應變靈活的傳染病醫療網。 

2. 推動國際衛生合作，全面實質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活動。 

3. 提升醫藥科技研發，並扶植創新生物醫學科技產業。 

4. 加強食品安全檢查，建立醫藥、食品科技製造廠商的企業社會責任制度。 

 六、提升政府跨部門的整合： 

1. 衛生與福利部門須加速組織整合，不宜偏頗一方，以免陷入社會問題醫療化、或

社會福利現金化的思考。 

2. 各級政府之對教育與就業、就業與社會福利、社會福利與榮民服務等，皆需加強

跨部門的整合。 

 七、擴展社會服務能量： 

1. 改正政府就業、醫療、社會服務專業人員大量依賴臨編與派遣人力的弊端，擴編

社會行政與社會工作人力，以服務處在高社會風險下的國民。 

2. 檢討地方政府編制，調整公共服務能量，提升在地社會福利服務效能。 

3. 政府應承擔法定社會福利的提供，絕不因人力不足與預算限制而卸責委外，避免

政府權責被淘空；並積極厚植民間力量，結合民間資源投入社會服務的提供，促

成政府資源有效利用、民間力量蓬勃發展、弱勢國民獲得高品質服務的三贏局

面。 

 八、縮小城鄉家戶貧富差距： 

1. 以新思維因應新社會風險，藉由提升人力資本、創造工作機會，厚植社會資本、

改變生涯規劃教育等方式降低失業率。 

2. 創造社會企業工作機會給青年與中高齡失業者，避免因部分工時、低薪勞動、彈

性工作、人力派遣等帶來的高貧窮與就業風險。 

3. 提供社會住宅租予無力購置自有住宅的經濟與社會弱勢家戶，逐年提高社會住宅

的供給量，滿足人民擁有合宜的居住需求。 

4. 透過租稅與社會福利制度，進行國家資源重分配，縮小貧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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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銜接教育與就業體系： 

1. 銜接教育與就業體系，培育優質的人力資本，發展創新經濟體系，以提高國民所

得。 

2. 對於低技術、低人力資本的人口群，或是相對弱勢的身心障礙者、中高齡勞工，

提供充分的回流教育機會，使其不斷學習新事務、新技術。 

 十、包容差異尊重多元文化： 

1. 建構台灣成為一個包容不同族群，尊重多元文化的社會，保障經濟、地理、身

體、年齡、性別、性傾向、族群等弱勢的國民的福祉，充權弱勢族群的生存機會

與能力。 

2. 落實原住民基本法，保障台灣原住民的生存權利。 

3. 積極推動以新移民為主體的多元文化新社會，培育「新台灣之子女」成為多元文

化國家的新公民。 

 十一、覺醒青年關心世代正義： 

1. 覺醒年輕世代理解今日的不當政策是預支青年的未來；青年未出社會即已承擔龐

大的國家債務，是政府的失職。 

2. 政府應厚植人力資本，提升人力資本品質，緩和工作年齡人口減少的衝擊。 

3. 搭建常設的青年公共政策討論平台，培養青年公共參與的意願與能力。 

 十二、檢討不正義的福利資源配置： 

檢討因職業、身分、地域不同而導致的社會福利給付差異，調整資源配置，逐步回

歸公平正義的制度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