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因應高齡化趨勢， 
從地方創生出發， 

打造妥善的長照規劃？ 

成果簡報 



活動簡介 

活動名稱：如何因應高齡化趨勢，從地方創生出發，打造妥善的長  

          照規劃？ 

活動日期：107年9月8日  

活動地點：嘉酒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616號) 

討論議題：地方創生、高齡化社會、長期照護、區域醫療  

實際參與人數：23人 

  



活動構想策略 

• 近期地方創生議題不斷在燃燒，成為了在地熱門探討之議
題，地方創生雖然相當廣泛，但也被定義為，在於建構與
培育人與所在環境的相互關係。通過廣泛且專註地經營地
方品質，打造地方城市的共用價值、社區能力、跨領域合
作，是韌性城市與活力社區的基礎。 

• 由於嘉義市屬高齡化較高之地方，並且在長照2.0計畫開
跑時，嘉義市也成為試辦地點之一，並且有「社區整體照
顧模式之ＡＢＣ場域」的設置，在這樣的政策開跑的環境
中，更需要聚焦高齡化社會、長期照護以及區域醫療這類
方向之議題，Ｃ級場域為巷弄長照站，嘉義市也將Ｃ級場
域設定在社區內，此議題的聚焦，本案認為需先從打地基
為主，並接著探討高齡化趨勢可努力方向，並從地方創生
出發為探討目標。 



執行經過 

• 本次活動有23位嘉義在學青年或是社會青年參與，當
天讓學員分成四組，以嘉義長照2.0各項服務中，挑
出四至八個現行政策為主題，讓參與成員進行討論，
經由彼此間生活環境的感受差異，了解彼此對長照的
理解，分享自己的看法以及如何推廣行銷，藉此讓與
會青年更了解長照政策，並以年輕人的方法與創意協
助推廣，也讓各組討論結束後進行報告及分享，在場
與會者也不吝給予各組回饋與建議。 

• 討論活動結束後，請到社區職能治療師分享自己工作
上接觸長照政策的體驗，回饋今天的討論結果並提出
現行政策執行上遇到的難處。 



活動印刷品 



滿意度分析 

• 本次參與人員得知活訊息管道，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官
網(30%)、活動專屬網頁(15%)、青年好政聯盟粉絲專
頁(10%)、朋友介紹(40%)、提案人臉書(20%) 、其他
(20%)，可見參與的人員是從不同管道得知活動訊息。 

• 本次活動整體滿意度為97.86%，其中在講師的「專業
度」滿意度高達98.33%，代表本場次的講師選擇上有
符合與會青年朋友的需求。 

• 另外與會的青年朋友在參與本場「Let’s Talk」之
後，認為「Let’s Talk」有助青年關注公共事務，
更可見本場活動辦理結果有達預期效益。 



檢討與改善 

• 出席人員之掌握 

• 當天出席的人數並未符合報名人數，有幾位報名
參加者沒有出席或是臨時取消，雖不致使活動及
餐點安排有困難，但是沒有讓活動效益最大化，
未來辦理相關活動時應提前確實掌握報名人員之
狀況，不讓活動人數出現太大落差。 



討論結論 

• 以良好形象提高社會關注度 

(以知名藝人、網路紅人代言，其年紀達中高齡並
身心健康) 

• 推廣預防及延緩失能之重要性(同上者) 

• 與企業配合協助長照，提升形象為社會企業 

• 嘗試商業模式配合(如青老共居、不老食堂、托嬰) 

• 不要忽略網路工具，許多長輩喜歡用手機，用APP
也難不倒。 

 



後續行動規劃 

• 未來我們願意繼續推廣長照政策，並體認社會問
題與生活息息相關，以讓更多嘉義年輕夥伴與高
齡長輩共創新天地為目標，團結群聚更多力量，
翻轉高齡化城市之困境。 

• 以青年的熱情及創意來協助長照推廣，並理解民
間想法與反饋，成就更完善的政策。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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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