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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下的新興學科進展：西方老年地理學初探 

廖哲強1 

 

一、前言 

    依照國家發展委員會2所提供的人口統計資料，我國已於 1993 年進入高齡

化社會、2018 年轉為高齡社會、預計將於 2026 年成為超高齡社會，其中 65

歲以上人口將佔 2 成。 

 

    人口高齡化趨勢將會衝擊國內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醫衛、區域

規劃等各面向的發展。為因應人口轉型所帶來的社會挑戰，許多大專院校開始增

設老人所關科、系、所，但若仔細審視各系所師資學術訓練養成及研究知識系譜，

大多偏重於醫護衛生、社區工作、教育推廣等三面向。 

 

    從學術觀點出發，近年社會科學研究趨向跨科整合，其中空間轉向(spatial 

turn)更成為被社會學門正視的事實，國內人文地理學門或與老人關係密切農鄉

研究社群，更應關注在高齡化現象下，學術所能扮演角色及所能提供的社會服務。 

然而，國內高齡議題的地理學相關研究付之闕如，由於研究者本身先後接受人文

地理學與鄉村社會學的養成訓練，希望藉由本文引進與介紹西方老年地理學

(geriatric geography )的進展與觀點，豐富老年相關研究的視角。 

 

二、西方老年地理學的研究進展 

此學門的英文名稱大多以 Geographical Gerontology 出現，但為強調係從

地理學觀點檢視高齡化議題，故暫將中譯定為「老年地理學」。Whittington(2009)

認為僅管地理學對高齡化趨勢還未完成發揮，但老年學研究無法將地理因素排

除，原因是地理的尺度經驗已成為每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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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學的屬性在 40 年代由自然科學轉向社會科學(Warnes,1981)，而老年

地理學研究始於 Lawton 和 Simon(1967)研究環境是如何影響長者間的互動關

係、Golant(1972)在加拿大觀察長者的居住區位與空間行為的連結、

Rowles(1978)以北美勞工社區的五位老人為研究個案，透過深度訪談描刻自身

對老化歷程感知及與地方互動的轉變等三篇研究。 

 

    然而在 80年代地理學界內部仍將高齡化議題視為是社會地理學的研究範疇

(Harper and Laws, 1995)，直到 90 年代後期，由於地理觀點對於老人學的關注

已超越健康、疾病、照護等主題(DelCasion,2009)，老年地理學乃成為一門新興

跨領域學門。 

 

    一門學科建立首要之務即定義研究的觀點：Zisook(1982)提出地理學對高齡

化問題研究應以空間與環境為核心，關注長者在不同環境下的空間行為；

Warnes(1981)認為老年地理學研究方向為人口的空間特性、老年人的區位、流

動性及相關服務設施；Andrews 等人(2007)定義老年地理學應研究空間、地方

與高齡化間的關係；Andrews 和 Phillips(2004)認為老年地理學是門綜合學科，

研究老年人的空間環境關聯以及人地關係。簡單來說，老年地理學即憑藉地理學

者特有的空間敏感度，研究老年與空間環境關聯，並重視不同尺度間連結關係。 

 

    然而，新興老年地理學不似發展已久的經濟地理學，歷經實徵經驗主義、實

證主義、行為主義、馬克思主義、後結構主義等典範思潮影響，其哲學典範傳統

尚須加以建構。正如 Harper 和 Laws(1995)認為早期地理老人學研究偏於經驗

主義、實證主義的觀點，應轉進人文主義地理學的觀點，關注個別高齡化與地方

關係，建立身體、家、社區不同尺度關聯性。老年地理學的侷限性與可能性，應

融入地理學文化轉向下的理論背景，不應單從實證主義、經驗主義的視角，注入

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等觀點(Andrews and Phillips ,2005)。 

 

    為了有效說明地理學者面對高齡化議題下，所能研究的主題與範疇，研究者

整理於 2017 年出版 Geographical Gerontology: Perspectives,Concepts,Approachs

一書的章節安排作為參考，見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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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Geographical Gerontology: Perspectives,Concepts,Approachs 章節安排 

章節 主題 章節 主題 

1 老年地理學導論 13 高齡化的家庭空間 

2 空間與地方的老年地理學 14 晚年生活的體現與情感 

3 高齡化的健康地理 15 高齡者的在地老化 

4 高齡化的社會文化地理學 16 老人與地方的關聯 

5 老人的人口地理學 17 老人、地方與健康照護的易逹

性 

6 高齡社區的計畫與設計 18 流動性與老化 

7 環境與高齡化 19 建築中的高齡者社會排除 

8 全球高齡化 20 高齡家庭中的看護者 

9 中低收入國家的高齡化 21 高齡化地景 

10 都市高齡化：地理老年學的新

議題 

22 高齡化的治療景觀 

11 鄉村高齡化 23 地理老年學的學科內部挑戰 

12 高齡化社區 24 地理老年學：進展與可能性 

資料來源：整理 Skinner 等人(2017) 

     

表 2 為當代西方老人地理學的研究現況，一般來說，早期老人地理學研究將

空間視為是先驗的客觀容器，承載諸多的經驗現象，如區域的人口老化變遷。然

而，在統計學下視老人為同質性的群體，忽略老人間的異質性事實，因此隨著人

文主義及後現代思潮的引進，轉向關注帶有情感依附性的「地方」研究，例如長

者在面臨晚年居住遷移的空間轉變(自己家庭-子女家庭-長照機構)，如何調節對

家的定義及身體認同與管理。 

 

表 2 西方老年地理學研究背景及面向 

社經背景 區域發展均衡、完善公衛體系及長照服務、完善社會福利、勞動力

缺乏 

政策需求 完善政策改革評估制度：為老人、照護者、家庭、公部門提供有效

的協助 

核心問題 高齡化、空間與場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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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議題 1. 宏觀：高齡化空間變遷、老人健康與生活環境、老人服務及政

策規劃 

2. 微觀：老人生活場所；情感、生理與心理 

研究視角 區域空間視角;社會、經濟、文化及跨學科的融合視角 

理論研究 偏於實證性，理論引進有待加強；在醫療照護地景、場所理論、社

會文化地理學理論則有一定進展 

方法及尺

度 

2000 年後，受人文主義地理學影響朝向質性及個案研究邁進。在

空間方法，兼重宏觀及微觀尺度及尺度間關聯。時間方面，由靜態

到動態的生命周期追綜。 

資料來源：整理自高曉路等人(2015) 

 

三、國內老年地理學研究現況 

    本研究透過全國碩博士論文檢索系統，查詢指令在出版系所限定「地理」、

主題及關鍵詞設定「高齡」或「老年」，僅只出現五篇碩士學位論文，且大多集

中於 2001 年後出版，見下表 3，明顯可知國內地理界對高齡化現況未有足夠的

正視。在主題類型方面，可分為：(一)人口老化的空間分析、(二)安養機構的空

間分布、(三)高齡長者的環境需求因子分析。由理論經驗的分析視角，仍處於西

方老人地理學早期仰賴經驗主義、實證主義觀點，將空間視為描述經驗現象的容

器，忽略空間對行為的影響，以及人的情感如何依附特定空間。再者，研究對象

偏向於老年群體，忽略後現代主義下重視老人個體及文化間的差異性。 

 

表 3 國內地理系所高齡化議題學位論文 

地 理 系

所 

論文主題 出版年 /指導

教授 

內容 

文大 邁向高齡友善城

市社會脆弱度之

空間評估─以臺北

市昌隆里及黎安

里為例 

2017 年/謝雨

潔 

當都市面對高齡化所帶來的挑

戰時，以往建成環境的設計是

否已具備面臨衝擊所需的彈

性、已存在的社會基盤設施是

否能降低其風險性，以因應高

齡化的浪潮；創造高齡友善的

社會，又須改善或具備哪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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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以符合在地化樂齡永續生

活空間的期待。 

彰師大 雲林縣銀髮族休

閒設施需求之研

究 

2012 年/莊翰

華 

本研究可瞭解銀髮族在生理與

心理狀況的基礎下，對休閒設

施之需求與滿意度，並針對不

同空間特性下銀髮族實際需

求，研擬適合雲林縣銀髮族休

閒活動設施與環境改善之具體

策略 

高師大 台灣各縣市老人

安養機構分佈之

區域差異 

2008 年/張春

蘭 

使 用 地 理 資 訊 系 統

（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進行台灣地區

安養機構研究，藉由地圖的繪

製與空間分析，推論安養機構

及一、二級醫院的分佈特性，

並選擇幾個社經變項推論與安

養床位數之間的相關程度 

台大 台灣人口老化之

空間分析 

2007 年/賴進

貴 

過去研究老化因素之學者曾藉

由歷史脈絡、社會經濟因子等

試圖找出人口老化之因素，但

卻未考量地理空間之分佈對老

化之影響。本研究結合地理學

之空間概念以及人口學之靜態

觀點與其他社經變數予以分

析，並關注最小平方法後之殘

差，其空間分佈是否為隨機分

佈，有無產生空間相依性或空

間異質性之問題。 

彰師大 台灣中部地區人

口老化空間變遷

2001 年/周國

屏 

使用地理學空間分析的角度，

結合空間自相關、地方空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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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 

 

相關及多元迴歸分析等研究方

法，以台灣中部地區 106 個鄉

鎮市區為研究單元，進行人口

老化空間差異及其時空變遷特

性之探討。 

資料來源：研究整理 

 

四、結論 

    老年地理學是西方 80 年代才浮現的新興學門，國內地理學界對於高齡化議

題的關注略顯不足，甚至落後對岸在此學科的研究進展及成果。台灣近年所推動

的地方創生、長照服務制度，其實都是人口高齡化下的政策產物，在此脈絡下，

諸如活用地方長者人力資源、照護地景變遷、老人安養場所與家的地方認同、外

籍照護者引進與家庭空間變遷、都市/鄉村友善長者環境建構、長者飲食地景的

變遷等，都是值得切入的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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