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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AFHC)透過每 2 年舉辦之國際研討會，提供各國互

相交流之機會，第7屆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會員大會於2016年於韓國召開，且

韓國為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之模範會員國，今（108）年也由韓國擔任西太平

洋健康城市聯盟指導委員會之主席會員國，鑑於韓國為臺灣鄰近的亞洲國家，近

年積極推動健康城市且頗具成效，社區內高齡服務型機構亦發展蓬勃。 

此次由台灣健康城市聯盟率領本府與臺北市政府、基隆市政府及臺南市政

府共4個縣市前往韓國，透過此次考察活動拜會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指導委員

會之主席城市江東區、韓國健康城市聯盟主席城市鐘路區，並與延世大學及首爾

市老人福利中心進行交流，瞭解韓國在健康城市及高齡友善城市推動上之政策，

以及公私部門之合作模式，亦藉由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國際論壇，與西太平洋

健康城市聯盟各會員國之貴賓交流各自推動健康城市之經驗，並為明年度即將召

開之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會員大會開啟友誼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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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桃園市府團隊積極推動長者健康促進與打造健康宜居的城市，期使桃園成

為一個親老、敬老的高齡友善城市。為推動健康城市業務、高齡友善服務模式及

衛生福利等相關政策方針，桃園市政府衛生局代表本市於 9月 22日至 26 日參訪

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Alliance for Healthy Cities, AFHC）之模範會員國

－韓國，互相分享推動健康城市的過程，將健康理念落實於城市各項的規劃，由

政府部門結合民間組織及社區民眾，共同參與社會及落實行動。 

此行亦拜會韓國首爾市之政府單位（包含江東區市政廳、鐘路區市政廳）、

學術單位（延世大學）、政府委辦單位（首爾老人健康福利中心）及高齡服務機

構等，該國近年積極發展高齡者活躍老化及友善設施，並推動健康生活、健康環

境、高齡友善城市、女性友善城市、兒童友善城市及社會關懷互助等相關措施，

期打造永續之健康及高齡友善城市，提供市民宜居樂活之生活型態及生活環境，

發揚在地老化、活躍老化的精神，鼓勵長輩多參與社會活動，更致力於協助長者

於社會上繼續發揮其能力，藉長者自身進行工作及經驗傳承，提升自我價值並成

為推動社會成長之助力。 

韓國近年於高齡友善及健康城市推動政策上已累積不少經驗，建立良好的

產官學合作模式，高齡友善服務機構硬體及軟體之發展亦趨成熟，值得本市參考

及借鏡其推動高齡友善及健康城市之政策，不斷推動各種創新多元的健康及高齡

友善政策，讓桃園在老化的浪潮來襲前能有所因應，打造健康安全及高齡友善城

市，提升市民對城市之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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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一、 每日行程 

時間 9/22(日) 9/23(一) 9/24(二)  9/25(三) 9/26(四) 

8:00-12:00 

自 桃 園 國

際 機 場 出

發 至 首 爾

仁川機場 

用餐 用餐 用餐 用餐 

參 訪 江 東

區 高 齡 友

善 及 無 菸

公共環境 

拜 會 鐘 路

區市政廳 拜會首爾老

人福利基金

會 

前往首爾仁

川機場搭機

返臺 

觀 摩 鐘 路

區 老 人 綜

合福利院 

12:00-13:00 用餐 用餐 用餐 

13:00-17:00 

拜 會 江 東

區市政廳 

至 原 州 市

延 世 大 學

進 行 健 康

城 市 學 術

交流 

西太平洋健

康城市聯盟

(AFHC) 國 際

論壇 

觀 摩 江 東

區 老 人 綜

合福利院 

觀 摩 高 德

養老院 
觀 摩 原 州

市 Heung-

Up 社區中

心 

觀 摩 高 德

居 民 服 務

中心 

17:00- 

17:00 

抵 達 首 爾

仁川機場 

用餐 用餐 用餐 

17:00 

抵達桃園國

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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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行程概述 

(一)第 1天：108 年 9月 22日(星期日) 

前往桃園機場搭機，於韓國當地時間下午 5時抵達韓國仁川機場，搭乘

接駁巴士，約 7時 30分抵達下榻飯店九樹飯店 2號店。 

(二)第 2天：108 年 9月 23日(星期一) 

1. 參訪江東區高齡友善及無菸公共環境： 

(1)實際走訪江東區周邊，觀摩健康環境、高齡友善環境及無菸公共環

境營造情形，可發現路邊高起的人行道，其入口處或四周轉彎處皆

以平緩且寬敞的無障礙坡道解決高低差問題，特別的是，除了注重

入口處及轉彎處外，同一條人行道若距離很長，每隔一段距離皆會

再設置緩坡，讓路途有離開人行道需求的民眾可方便使用，是高齡

及無障礙環境推動不錯的例子；此外，走訪街區時常可見地面上、

機構門口、店家門口及公園入口處附近的禁菸標誌，值得一提的是，

行程中的一處公車站牌，在距離牌前 10 公尺的地面上明顯地標示

了「禁止吸菸，違規者罰款 10萬韓元」的說明，不禁令人聯想本市

今(108)年度 5月剛公告的公車候車亭禁菸政策，有異曲同工之妙，

同樣地為居民營造健康無菸的環境而努力。 

(2)參訪剪影 

  

街道旁店家前標示為禁菸區域 
公車站牌前 10公尺內禁止吸菸，違規者罰款

10萬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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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設有供民眾運動之器材及腳踏車 人行道設置緩坡消除高低落差 

2. 參訪江東區市政廳 

(3)由李正勳廳長（Lee Jung-Hun），同時也是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

會長接待大家。市政廳由科長向大家報告江東區的高齡友善福利政

策，江東區在推動長者相關政策上是以孝道為宗旨，廳長表示只要

大家把長者都當成家中的長輩一樣愛護、疼惜、照顧，而且心裡想

著現在服務長者等於是在服務未來的自己，這樣在推動業務上會更

有同理心。江東區發展「幸福者同行事業」，由 18個機構，1,200

多名工作人員投入獨居長者聚集在一起提供他們運動、手作等課程，

使獨居長者凝聚成互助、快樂的團體，也可預防憂鬱及自殺發生。

此外也會定期拜訪百歲以上長者及為他們慶生，2019年至今就舉辦

了 49 次慶生會。此外也在小區胡同巷弄內營造舒適友善的休息空

間（如靠背椅、遮雨棚等），增加長者與鄰里街坊互動動力。 

(4)參訪剪影 

  

江東區市政廳外的候車亭結合太陽能發電

提供手機充電功能 

江東區市政廳內樓梯扶手轉角處設計視障

者專用點字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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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團員與台灣健康城市聯盟洪德仁副理

事長、郭憲文秘書長合影 
江東區市政廳外提供多座友善休憩座位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蘇柏文副局長代表致贈

禮品予江東區市政廳李廳長 

本次各縣市參訪團員於市政廳會議室內合

影 

  
市政廳外牆佈滿太陽能板提供電力 廳外無障礙坡道方便輪椅、嬰兒推車通行 

3. 參訪江東老人福利院（Gangdong Senior Welfare Center） 

(1)江東老人福利院於 2003年成立，在江東 25 個小區都有設站，工作

人員共 103 位，配置護理師、物理治療師、營養師各 1位。主要係

安排不同的活動以帶動長者的積極性，目前已成立 59 個社團。60

歲以上的長者皆可以使用這邊的設施，每天約 1,350人次使用，以

75 歲以上居民佔最多數（78%），此外也與中學配合由學生提供服

務，增加跨世代的交流。另外也有提供健康餐盒送餐到府服務

（3,500 韓元/每餐），低收入戶者免費提供，以及接駁車服務，提

供附近敬老院較不便行動的長者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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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訪剪影 

  

各縣市參訪團員於江東老人福利院前合影 聽取江東老人福利院簡介簡報 

  

入口設有 AED裝置應變長者發生緊急狀況 中心設有撞球室供長者活動娛樂 

 

4. 參訪高德養老院： 

(1)高德養老院為綜合性長者服務機構，設有敬老堂(類似老人活動中

心，舉辦活動供社區內長者參加)、福祉院(提供綜合性長者服務)、

養老院(住民多為身體機能較好之長者)及療養院(住民身體狀況較

差)；機構內共有 28 名工作人員，94 位住民，住民平均年齡為 85

歲，2 人一間，裡面設備齊全，另配置餐廳及物理治療室，也有安

排中醫不定期至此看診，機構內住民多為身體較健康之長者，若評

估長者身體退化或疾病惡化會轉介至其他適合之單位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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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訪剪影 

  

高德養老院門口 聽取高德養老院簡介簡報 

  

長者使用儀器復健 牆面以院內長者畫作裝飾 

 

5. 參訪高德居民服務中心（Godeok 1-dong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 

(1)居民服務中心功能類似本市區公所，此中心內設有百歲諮詢站，由

衛生院管理，提供長者各種健康或照護相關諮詢，民眾可採預約方

式或是直接到現場諮詢，諮詢站設有簡易測量設備，可協助量測民

眾血壓、血脂、中性脂肪等，也有提供心理諮詢。每天會有一名護

士進駐提供服務，另外也有物理治療師、營養師，採預約制不定期

進駐，提供物理治療諮詢評估，若民眾有物理治療需求則協助提供

附近醫院、診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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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訪剪影 

  

高德居民服務中心門口 
服務中心門口人行道與車道設計成無段差

方便身障者或長者通行 

  

長者至百歲諮詢站洽詢 該中心布告欄張貼之戒菸海報 

 

(三)第 3天：108 年 9月 24日(星期二) 

1. 參訪鐘路區市政廳： 

(1) 由金永鐘廳長（Kim Yong-Jong），同時也是現任韓國健康城市協會

事務長接待大家，廳長表示鐘路區是以人為本的城市，目標為打造

永續的健康城市，鐘路區自今(2019)年開始擔任韓國健康城市協

會的議長城市，目前韓國共有 98個會員城市，鐘路區正努力加強

各會員城市間合作，拓展國際交流的機會，於今年 3月參訪歐洲 6

個健康城市，7月接待蒙古訪問團；鐘路區因老年人口比例較高，

設有許多老人綜合福利館，區內有 60 多個敬老堂，其中 23 個敬

老堂以促進青年和長者交流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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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健康城市科科長(現任韓國健康城市協會事務次長)介紹鐘路區

健康城市及韓國健康城市協會，鐘路區已有 625年的歷史，為交通

樞紐中心，包含許多市政主要機關(如:青瓦臺)，也擁有許多自然

景觀，目標為打造永續性健康城市，包含健康安全城市、廉正城市、

公民參與、藝文城市、福利關懷城市、教育夢想城市共 6個城市願

景，為達到健康城市目標，持續在「健康生活」、「健康環境」、「健

康鄰居」3 方面努力，2005 年鐘路區制定了健康城市基本條例、加

入韓國健康城市協會(KHCP)為健康城市奠定了重要的基礎，2015

年加入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AFHC)，並與轄區內的大型醫院建

立 MOU，強化健康城市相關工作網絡，今(2019)年為促進永續性的

健康城市，鐘路區市政廳設立了健康城市科；在這些努力下，鐘路

區 2016 年被評為韓國健康城市指數最佳的城區，於 2017 年大韓民

國健康城市獎項中獲得最優獎，2018 年獲得大韓民國地方自治政

策最優獎。 

(3) 鐘路區健康城市由 22 個部門實施 49 個相關工作項目，著力於「健

康生活」、「健康環境」、「健康鄰居」三大領域推動政策： 

A. 「健康生活」：為了改善民眾身體健康及生活型態，打造健康

徒步步道，同時設有精神健康及失智安心管理中心，另外，為

培養兒童從小建立運動習慣，政府盡力支援學校的運動項目，

加強學生的體能及肌力訓練，同時藉運動過程中獲得知識，更

大力推動如足球等學生們較喜愛的運動項目，獲得學生好評。 

B. 「健康環境」：旨在打造無汙染的鐘路區，以共同成長的安全

鐘路為目標，推行屋頂清掃，靈活運用城市的土地從事農業活

動以改善城市土地浪費現象，值得一提的是，議長為了治理霧

霾，9 年來持續推動道路噴水清掃作業，結果顯示，2017 年首

都區霧霾測定結果當中，鐘路區的大氣狀態是最乾淨的。另一

項具代表性城市再生工程是水聲洞溪谷的重建工程，水聲洞

溪谷在朝鮮時代風景就非常優美，但自 1970 年代後，溪谷因

公寓建造被泥土覆蓋，大自然被破壞，因而逐漸消失，40 年後

的今天，為了把溪谷的美麗重現於市民面前，政府拆除了廢棄

的房屋，努力以最大限度恢復當地往日風貌，建置出城市居民

的休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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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健康鄰居」：為了實現樂於分享的鐘路區的理念，打造一個

共同生活的共通體，鐘路區推行女性友善城市、兒童友善城市

及促進世代間交流的夢想幸福項目等方針。其中新村院項目

是改善弱勢居民生活條件及衛生環境的項目，包含房屋修繕、

搭建休閒娛樂設施、提供淋浴設施及廚房用品，並針對居民進

行能力強化培訓，營造多處公共工作場所，創造居民就業機會。

另一個體現兒童友善城市的代表性項目為山坡遊樂場，鐘路

區的昌信忠仁洞人口密集，但幾乎沒有兒童遊樂場，建造兒童

遊樂場是居民長久以來的願望，因此政府建立了山坡遊樂場，

希望兒童以山為友在此開心自由地玩耍，盡可能聽取當地居

民和兒童的意見，營造親近自然又有創意的空間，也因此在

2019 年韓國國土建設項目中獲得總統獎。 

(4) 韓國健康城市協會(KHCP)於 2006 年 9 月 14 日成立，以昌源市為

代表(第 1、2 屆議長城市)，原州市作為第 3、4 屆的議長城市，除

經營協會外，也定期召開大會及各組織成員委員會，江東區於自

2015 年至 2018 年擔任了 4 年的議長城市，而自今(2019)年起由鐘

路區接任 KHCP 的議長城市。KHCP 目的是提高市民生活素養及健

康水平、城市的平衡度，KHCP 會員城市遍及全國，2006 年創立時

僅 14 個城市，至 2019 年 9 月已增至 109 個會員(包含 98 個城市及

11 個學術機構)，今年協會主要目標是達到永續的健康城市，將定

期召開大會及舉辦大韓民國健康城市獎項選拔，加強會員城市培

訓，開展政策方針領導力訓練，對於發展程度較低的地區推行健康

城市領導力項目，今後目標是促進並持續發展，積極開發更好的健

康城市政策，加強國內外的工作網絡，鞏固會員城市間的團結，使

各會員城市皆能發展為健康城市。 

(5) 台灣健康城市聯盟郭憲文秘書長向鐘路區分享台灣健康城市推行

狀況，期透過此次雙方交流互相汲取永續推動健康城市的經驗，報

告內容包含闡述台灣推行健康城市的今昔差異，自過去以物質經

濟發展為主，到今日以永續發展為目標，自重視個人健康推行至現

今的全場域健康(即健康城市)，從過去強調在地價值拓展至今日

永續發展的世界觀，另針對台灣健康城市聯盟組織架構及運作方

式進行說明，並以台南市為例簡單分享各縣市推動健康城市的做

法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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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參訪剪影 

  

市政廳致贈慶熙宮舊照手絹予台灣健康城

市聯盟代表團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蘇柏文副局長代表致贈

禮品予鐘路區市政廳長金永鐘 

  

由台灣健康城市聯盟郭憲文秘書長向鐘路

區分享台灣健康城市推行狀況 
參訪團員在花草美化的市政廳門口留影 

  

市政廳內廁所裝置無障礙扶手 
市政廳門口擺放明顯禁止使用一次性容器

之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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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建築物中利用菜園綠化城市的公園 公園內設置明顯禁菸標誌 

  

鐘路區區長名片點字設計可見實踐友善城

市的小巧思 

市政廳利用樓梯顯示消耗卡路里數鼓勵員

工多走樓梯 

  

市政廳利用各層樓梯間牆面宣導健康促進

資訊（此圖為肥胖可能導致的疾病） 
廁所前禁菸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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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鐘路區老人綜合福利館： 

(1) 由館長晶貫（住持）接待，機構服務內容包含提供多元健康促進設施

及活動、獨居長者關懷、送餐服務及長者志工服務等，機構使用人口

以女性居多（占 62.4%），男性較少（占 37.6%），使用者年齡在 60歲

至 90歲以上不等，其中人數比例最高的為 70-79歲（占 42.3%），其

次為 80-89 歲（占 37.2%），而 60-69歲及 90歲以上所占比例差不多

（約占 10.2%）。 

(2) 機構內提供許多長者健康促進設施及多項休閒與體能活動，配合保

險補助，長者僅需負擔少許費用就可以參加多元課程，其中跆拳道

結合舞蹈課程令人印象深刻，長輩們各個動作整齊、喊口號聲音宏

亮，展現出長輩們好體能和活力；另一項特別的是館內圖書館設有

心理諮商服務，在特定時段開放，採預約制，提供長者隱私的空間抒

發心情，減少憂鬱情形發生。 

(3) 機構內有 3 處地方提供長者工作機會，長者可在陽光充足的頂樓製

造大醬後販賣，另外館外路邊設有咖啡廳，讓長者當店員販賣咖啡

茶點，而館內一樓的共餐餐廳，讓長者負責烹調、打菜及桌邊清潔服

務等，長者工作賺取的薪資不但可供自身生活用，也可將部分回饋

給機構營運，以提供更好的服務給市民，更能體現生命價值，這樣提

供長者工作機會，不但讓長者經濟上自給自足，更能體現其生命價

值。 

(7) 參訪剪影 

  

晶貫館長贈禮予台灣健康城市聯盟代表團 
台灣健康城市聯盟郭憲文秘書長代表致贈

禮品予鐘路老人綜合福利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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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外觀 館內大廳交誼廳可供長輩聊天交流 

  

長者展現活力跆拳道表演 長者開心使用運動器材 

  

圖書館心靈諮商 

(圖片意義：心的疤痕也需要軟膏) 
館內牆壁上館長和長輩們活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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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造大醬的頂樓空間 長輩在館內販售自己釀造的大醬 

  

長輩工作的咖啡廳人潮絡繹不絕 共餐餐廳內可見長輩認真工作的身影 

 

3. 延世大學： 

(1) 台灣健康城市聯盟代表團自首爾特別市前往原州市延世大學，拜會

延世大學南銀佑教授，南教授曾於 2018 年 6 月 26 日來臺參加本市

舉辦之健康城市研討會，並擔任健康城市平行論壇講者，此次由我

們臺灣參訪團到韓國向南教授再次進行健康城市經驗交流。 

(2) 與延世大學的健康城市交流會中，首先由郭憲文秘書長簡報分享臺

灣健康不平等的現況，接著由成功大學趙子元教授介紹臺灣高齡友

善城市及社區；而延世大學南銀佑教授和我們分享的是名為「社會

處方（Social Prescribing）」的健康城市項目，Social Prescribing

源自於英國，期望盡量透過社會處方取代醫療處方，透過人與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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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互動，減少社會隔離的現象，主要透過志工和社區機構執行服

務，提供多元的服務內容如：長者體能課程、健康飲食課程、烹飪課

程、藝術課程、園藝課程、團體學習課程及志工服務等，延世大學在

社區內做了一項有關社會處方的領航計畫，計畫目的是希望在無醫

療處置的情形下降低社區長者憂鬱的情形，而主要介入方式是結合

音樂、藝術及輕度體能的方式，讓長者在活動過程中回憶自己的人

生故事，從而肯定自我人生價值。 

(3) 參訪剪影 

  

南銀佑教授贈禮予台灣健康城市聯盟代表

團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蘇柏文副局長代表致贈

禮品予延世大學南銀佑教授 

  

由台灣健康城市聯盟郭憲文秘書長向延世

大學分享台灣健康不平等現況 

由成功大學趙子元教授向延世大學分享臺

灣高齡友善城市及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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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世大學南銀佑教授分享社會處方項目 台灣健康城市聯盟代表團與延世大學合影 

4. 原州市 Heung-Up社區中心： 

(1) 由延世大學南銀又教授帶領大家到原州市 Heung-Up社區中心，此社

區中心也是延世大學執行社會處方領航計畫的合作機構，在機構內

親自看到老師帶領長輩們進行藝術回憶課程，透過圖畫與剪貼照片

的方式回顧自己的人生；當機構長輩們為我們帶來迎賓舞蹈表演時，

老師也請台灣健康城市聯盟代表團的大家拿著鼓棒一起隨音樂幫長

輩們伴奏，表演結束後，更邀請大家手拉著手圍成一個圈一起跳韓

國傳統民歌「阿里郎」，過程中深刻體驗到長輩在互動中的快樂，歡

樂的氣氛真的有助於長輩忘卻憂鬱情緒，投入在和人互動的喜悅中，

而這次體驗活動也讓大家體驗了代間互動的美好，觀摩結束前，長

輩們分別為代表團的每一個人戴上他們自己做的手環，歡迎大家蒞

臨，也為觀摩活動劃下完美句點。 

(2) 參訪剪影 

  

老師請長輩分享人生故事回憶錄 長輩為大家帶來歌唱舞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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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開心替長輩表演打節拍伴奏 全體歡樂共舞阿里郎 

  

戴上長輩自製手環開心留影 全體開心與長輩作品合影留念 

 

(四)第 4天：108 年 9月 25日(星期三) 

1. 首爾市老人福利中心： 

(1) 由中心代表洪英俊先生接待大家，介紹中心是由首爾市政府提供財

源之公共財團，核心業務是將首爾市民的財源有效運用於高齡友善

服務，研究經費使用需求，並針對補助機構（如敬老堂）持續評估及

監測，中心內設有 50幾個工作部門，員工約有 200多名，其中包含

20多位博士及 5位以上的律師。 

(2) 首爾市自 2013 年 6 月成為 WHO GNAFCC（世界衛生組織高齡友善城

市及社區網絡）的第 139個會員，是韓國第一個加入 WHO GNAFCC 的

城市，至 2019 年韓國已有 11 個城市加入，首爾市在推動高齡友善

城市主要從高齡友善城市 8大面向中挑出 6個面向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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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健康服務面向：建置完善的老人育養設施、病危健康管理體系，

積極擴建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而預防老人孤獨死亡計畫是利用

資訊系統管理獨居老人健康。 

B. 友善環境面向：透過通用設計指引規劃老人設施，長者免費使用

地鐵服務，低收入戶長者住宅提供或租賃，街道上告示牌字體放

大，於餐桌旁設有方便放置拐杖處。 

C. 志願服務與就業面向：首爾市內 25個自治區皆設有就業培訓輔

導中心，透過幫助長者找到專長或經驗，提高長者就業率。 

D. 休閒及文化面向：促進長者參與並融入社會活動，依在地特色建

立休閒娛樂設施，如設立 80幾個老人福祉館、播放舊時代電影

的電影院、舉辦老人電影節及老人休閒運動競賽等。 

E. 敬老及跨代融合面向：編制敬孝手冊將敬老觀念納入青年基礎

教育，為讓長者與社會接軌開辦資訊教學課程，設置敬老商家並

貼上長長久久標誌代表，致力營造失智友善環境營造，在失智友

善示範小區內將不同區的門口及道路漆上相同的顏色，方便失

智長者辨識，避免迷失及方向混淆。 

F. 戰後嬰兒潮支持面向（創新）：針對戰後嬰兒潮的中老年世代退

休後生活準備辦理訓練課程，支持再就業，強化其與社會的聯

繫，提供休閒或日常所需設施。 

(3) 由亞洲大學廖宏恩副教授介紹台灣推動高齡友善八大面向的成果，

在無障礙公共空間方面，以臺南市市政府交通局智慧車辨系統為例，

分享首創身障車牌辨識優惠出入停車場免驗證之服務，另以本市桃

園人行樂陶陶方案，介紹本市以人為本之公共建設服務；交通運輸

方面，以嘉義縣政府改善偏鄉老人交通困境試辦計畫為例；住宅方

面，介紹臺南平價住宅走入歷史，原地綠化城市再生；社會參與方

面，分享臺北市樂齡巡迴運動指導團及苗栗縣祖孫共學活動；工作

與志願服務方面，分享新北市全國首創佈老時間銀行，讓長輩藉由

當志工提供服務存老本，未來可用於自身或家人；社區及健康服務

方面，介紹臺中市幸福長照計畫及南投縣共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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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訪剪影 

  

首爾市老人福利中心由洪英俊代表接待台

灣健康城市聯盟參訪團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蘇柏文副局長代表致贈

禮品予洪英俊代表 

  

首爾老人福利中心鄭博士介紹首爾市推動

高齡友善八大面向情形 

由亞洲大學廖宏恩副教授向中心分享台灣

高齡友善八大面向成果 

  

台灣健康城市聯盟代表團與首爾老人福利

中心合影 
本府團員與鄭博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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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AFHC)國際論壇： 

(1) Prof. Evelyne de Leeuw（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教授）： 

分享主題為「Organizing Research for Healthy Cities」，介紹教

授在健康城市方面之研究內容，分別以 research on、research in、

research for及 research with這 4種不同面向去探討與健康城市

有關的不同議題，透過不同角度有不同結果。 

(2) Dr. Agis Tsouros（世界衛生組織國際顧問）： 

分享主題為「The future directions of Healthy Cities in the 

21th Century」，指出健康城市需透過階段性、持續性的政策努力，

健康政策應針對各族群的民眾，需憑藉政府實踐政策領導力，同時

社區積極參與也是重要的一環，政府需多傾聽民眾及利害關係人的

建議，並透過健康外交拓展國際視野。 

(3) Hwang Myung-sun（韓國健康城市聯盟副主席）： 

分享主題為「Healthy City Project in Nonsan-si」，介紹韓國忠

清南道論山市推行健康城市方案推動情形，論山市的老年人口為

24.3%，面臨孤獨、低教育程度、文化衝擊、生活品質降低及慢性疾

病增加等社會問題，透過聽取民眾意見、居民間同苦共樂地互相扶

持等，藉以打造更健康宜居的論山市。 

(4) 洪德仁醫師（台灣健康城市聯盟副理事長）： 

分享主題為「Progress of Taipei Healthy City Towards SDGs」 

，介紹臺北市依循永續發展目標(SDGs)推動健康城市之成果，提及

臺北市目前面臨的健康問題，為推動健康城市，改善健康問題，透過

22項 SDGs 指標、15項高齡友善指標及 18項安全社區指標來擬訂策

略改善。 

(5) 李正勳區長（首爾市江東區區長）： 

分享主題為「Progress of Gangdong Healthy City Towards SDGs」，

介紹首爾市江東區透過加強國際網絡合作、營造健康完善的物理環

境、打造無歧視的健康環境、致力營造樂活生活及設置健康城市相

關基金會等，將健康融入江東區各項政策，推動健康城市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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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參訪剪影 

  

本府團員參加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國

際論壇 

世界衛生組織國際顧問 Dr. Agis Tsouros進

行簡報分享 

  

台灣健康城市聯盟副理事長洪德仁醫師

進行簡報分享 

討論會由洪德仁醫師代表台灣健康城市聯盟

發言及回應 

  

國際論壇會場 
台灣健康城市聯盟參訪團與香港健康城市李

大拔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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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衛生局蘇柏文副局長代表致

贈禮品予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秘書長

中村桂子 

本府團員與韓國健康城市協會事務次長合影 

 

(五)第 5天：108 年 9月 26日(星期四) 

前往首爾仁川機場搭機，於臺灣當地時間下午 5時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參、 心得及建議 

一、 觀察韓國高齡化現況反思: 

韓國近年少子高齡化、疾病型態的改變、生活文化變化、朝建置社區整

合性照護體系發展，以上恰與臺灣長照服務發展情形相似，例如住宿式

長照機構的使用情形增加、民間企業的參與、專業人員意識的改變及國

民負擔的增加等，都是將來我們可能面臨的問題；此次參訪發現韓國高

齡服務機構和我們臺灣一樣，皆有單一機構提供多元服務項目的實例，

反觀臺灣高齡服務機構提供長者就業機會的情形較少見，而促進長者

再就業，回歸社會繼續奉獻、傳承經驗，可讓長者達到實現自我價值，

同時也可解決長者生活及經濟上之負擔，正是我們一直以來推動高齡

友善城市八大面向中「工作及志願服務」最希望達到的目的，本市在未

來推動高齡服務機構或其他相關活動時，可思考結合長者資源，規劃長

者再就業或輔導長者擔任志工，提升長者自我認同，創造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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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長者資源整合： 

在韓國各區設置的百歲諮詢站功能類似健康諮詢及資源整合站，雖然

我們衛生所有提供各項健康諮詢，衛生局長期照護科的照管專員也會

針對有需求個案進行評估及資源轉介，醫療院所也會提供出院準備資

源，但似乎缺乏整合的單一窗口；另外江東區在推動長者相關政策上以

孝道為宗旨，跟我們孟子所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涵相同，因應整

個臺灣高齡化的趨勢，發展高齡友善及相關照護政策是刻不容緩的事。 

三、 健康促進環境營造: 

鐘路區市政廳除藉樓梯面顯示走樓梯消耗之卡路里數以增加員工走樓

梯的機會，再加上利用樓梯間牆面宣導各式健康資訊，可讓健康資訊透

過重覆上下樓梯時，無形中灌輸到員工腦中，對於促使員工採取健康的

行為具加成作用，可更全面提升員工身體健康，值得參考。 

四、 韓國戒菸環境觀察: 

走在韓國路上不難發現地面上、店家門口、公園入口處及公車站牌附近

的禁菸標誌，本市亦在今(108)年 5月 1日起公告公車站候車亭全面禁

菸，宣導期 6個月，並自 108年 11月 1日起針對違規吸菸者開罰，未

來將持續拓展禁菸場域，營造健康無菸的環境；另外在韓國行程中仍有

觀察到一群民眾在禁菸區域，甚至是禁菸立牌旁吸菸，可發現不管在韓

國還是臺灣推動禁菸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也促使我們思考如何規劃有

效的菸害防制策略，以維護市民的健康。 

肆、 附件 

一、江東區老人綜合福利院簡介 

二、高德養老院簡介 

三、高德居民服務中心百歲諮詢站簡介 

四、鐘路區老人綜合福利院簡介 

五、延世大學交流簡報 

六、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國際論壇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