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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病態到正向的發展途徑： 
成功老化研究議題的演進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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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依據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 2017）所提出的《2017世界人口老

化》（World Population Ageing 2017）報告書，書中指出全世界60歲以上的人

口，將由2015年的9億上升到至2030年的14億，預估至2050年將達到21億，相

當於1945年全球人口的總數。全球高齡人口的激增，國際間遂興起對高齡學

（gerontology）議題的重視。高齡學是一門研究老化相關議題的科學，卻是一

門至20世紀方嶄露頭角的年輕學科（黃富順、楊國德，2016）。

高齡學研究焦點的轉換，主要的分水嶺是從研究病態老化到一般老化的改

變，以及從一般老化至成功老化（successful aging）的轉換。美國國家老化研究

院（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NIA], n.d.）於1958年開始進行著名的巴爾迪模縱

貫性研究（Baltimore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ing）。該研究是美國長期實施的人

類老化之科學研究，主要是釐清個體老化的原因，並且區分一般正常老化與疾

病所導致老化的差異性。以前的觀念認為疾病與失能是個體老化的結果，其原

因來自於基因的決定。事實上，個體會同時受到行為與情境等因素影響（Rowe 
& Kahn, 1997）。

正向心理(1)-07 葉俊廷.indd   77正向心理(1)-07 葉俊廷.indd   77 2022/7/14   下午 12:48:342022/7/14   下午 12:48:34



78 葉俊廷

後續許多的高齡學研究逐漸跳脫出「老化是個問題」（aging-as-a-problem）

的觀點（李新民，2018），從針對病態老化的治療與照顧、一般老化的研究，

一直到如何預防的議題，也就是以成功老化的概念探究高齡學相關的議題（林

正祥、劉士嘉，2013；陳佳雯等人，2013）。一般老化受到外在因素影響較大，

成功老化受到的影響則較小，並且具有正向積極的內涵。針對一般老化的風

險與策略進行研究，有助於從一般老化發展到成功老化的狀態（Rowe & Kahn, 

1987）。

成功老化一詞的正式提出，是由Havighurst（1961）在國際知名的老年學期

刊《老年學家》（The Gerontologist）中提到。自1980年代開始，老年學家開始

將研究焦點從病理受損的高齡者轉而研究成功老化者（successful ager）（Feng 

et al., 2015）。近年來，成功老化受到重視的原因之一，是因為Rowe 與 Kahn在

《科學》（Science）期刊中提到成功老化的概念（Strawbridge et al., 2002），使

成功老化的典範在學術與實務界盛行超過25年（Schafer & Ferraro, 2012）。成功

老化典範的興起與轉移，試圖呈現出高齡階段並非僅是衰老的象徵，而是能夠

持續成長與發揮生產力的時期。因此，成功老化的理論與研究是當代社會值得

關注的議題（Baltes & Carstensen, 1996）。

本文以高齡學研究的脈絡為開端，介紹從病態老化至一般老化的區分，以

及到成功老化典範的興起。筆者整理國內外成功老化相關研究的成果，歸納出

六種類型的研究議題。以下將針對這些研究議題進行介紹。

二、初期的研究著重成功老化的指標建構

早期投入成功老化的研究，較著重在成功老化指標的建構，至今日仍有

許多研究者持續研究。在過去20年，許多研究清楚地呈現成功老化的定義。

每個研究都有不同的方式去界定成功老化，並沒有一定的標準（Charbonneau-

Lyons et al., 2002）。最早投入成功老化研究的學者之一Havighurst（1961）將

成功老化定義為：（一）高齡者對社會生活渴望的方式，個體行為的社會接

受性；（二）維持中年時期的活躍；（三）個人對目前狀況與活動的滿意感

受；（四）個人生活的快樂與滿意的感受。Palmore（1979）認為成功老化是

指75歲以上具備健康與快樂的高齡者。Rowe 與 Kahn（1997）將成功老化定義

為綜合了避免疾病與失能、維持高度的心理與認知功能，以及從事社會與生

產的活動，三者兼具方能達到成功老化。後續的研究大致上延續Rowe 與 Kahn

（1997）的定義指標，呈現出成功老化的多面向結構，涵蓋老年人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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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社會健康三個面向（林正祥、劉士嘉，2013），當中包含無重大

疾病、無失能、良好心理健康、投入社會或生產力活動、生活滿意等的內涵

（Feng et al., 2015）。

在指標建構的基礎上，部分研究開始分析成功老化各項指標之間的關聯

性，如李百麟（2009）研究發現生活滿意度與各項成功老化變項間（身體健

康、心理健康、人際關係、經濟滿意與休閒活動）有顯著正相關。Charbonneau-

Lyons et al.（2002）則是分析不同年齡層的對象與成功老化的關聯性，研究發現

25歲以下、26–39歲、40–59歲，以及60歲以上者，他們對於成功老化之成就的

重要性、認知功能、內在價值、獨立，以及社會與家庭關係方面，並沒有明顯

的不同。

即使對成功老化的指標逐漸建立清楚的架構，但對於成功老化的認知卻有

著不同的評估結果，例如Strawbridge et al.（2002）在《老年學家》第42卷第6期

所發表的研究指出，50.3%的人自評有成功老化，高於Rowe 與 Kahn（1997）

研究的18.8%。他們進一步認為，許多人在長期身體機能有困難的情況下，仍

自覺有達到成功的老化。因為很多高齡者都會有慢性的疾病，這點即不符合成

功老化的第一項準則。Kahn（2002）隨即在同期的期刊中回應，他們不贊同

Strawbridge et al. （2002）所指出：「認為Rowe 與 Kahn的成功老化觀點是指，

僅有少量或是沒有年齡相關的生理功能的降低」（頁727）。相反的，Rowe 與 

Kahn（1997）所指的良好的老化，並非是完全不老化的意思。因此，即使成

功老化的定義與指標建構是較早投入的議題，但仍有許多的疑問尚待釐清，正

如Kahn（2002）所提到：「我們試圖要為成功老化作定義，並且持續地再做修

正。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可以投入高齡者異質性的研究，並且探究其原因，包

含基因、心理與環境的因素」（頁726）。

三、探究成功老化第四個組成要素—正向靈性

在Rowe 與 Kahn（1997）的成功老化理論架構的基礎上，Crowther et al. 

（2002）提出成功老化的第四項要素為「正向靈性」（positive spiritual）。透過

正向靈性的介入，有助於高齡者健康促進，可以做為減少對疾病痛苦的知覺感

受，能提供一個減少壓力與增加面對疾病的意義之認知結構。當個體獲得正向

靈性，進一步感受到生命意義感（李玉嬋、謝可融，2017）。Lewis（2011）將

宗教與靈性視為成功老化的要素之一，包括情感幸福、社區參與、靈性、身體

健康。這些要素能維繫高齡時期的健康生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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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皆呈現靈性對成功老化的正面意義，鮮少有研究去探究個體邁向

靈性健康的學習歷程，葉俊廷與李雅慧（2018）針對中高齡宗教信仰者進行研

究，該研究將靈性學習的經驗歷程歸納為四個階段，分別為嘗試接觸期、疑惑

衝突期、學習反思期，以及靈性體驗期。靈性成長可能發生在靈性學習的每個

階段，且能體驗不同的學習意義。部分研究焦點探討高齡者達到靈性健康的方

法，如李玉嬋等人（2017）研究指出鼓勵高齡者培養出負面情緒的心理適應力

以因應老化歷程，讓個體保有安適感、效能感、親密感、自我認同感及現實感

來達成成功老化。陳佳雯等人（2013）研究顯示，藉由傳遞個人知識、貢獻個

人能力，而開展自己存在的價值，生活上更能老得有尊嚴。

四、研究社會參與對成功老化其他組成要素的影響

雖然成功老化指標已建立社會參與的層面，但後續許多研究皆重視社會參

與對高齡者身體、心理與其他健康狀態的影響。因為即使是退休的老年人以及

失能老人，只要他們積極參與家庭、同儕或社區辦理的活動，仍可能維持活躍

地狀態（陳正芬，2017）。經由活動參與可以幫助高齡者減緩壓力、沮喪與孤

獨的感受，也能提高生理與心理的生活品質（Lewis, 2011; Ng et al., 2011）。

反之，在休閒與活動資源缺乏的情況下，高齡者獨居或是居住在社區之外，可

能無法使老年順暢與成功（Lin & Sakuno, 2012; Palmore, 1979; Sloane-Seale & 
Kops, 2008）。

為維繫高齡者的社會參與並且具有生產貢獻的價值，部分研究關注老年人

口再就業的議題（林正祥、劉士嘉，2013）。生產力老化（productive aging）
能同時具有社會參與及生產貢獻的內涵，其類型可分為工作就業型、個人成長

型、家庭照顧型、志願服務型。退休後繼續貢獻分別對個人、家庭及社區三方

面有正面的效益（胡夢鯨、王怡分，2016）。另外，在發揮生產力的過程中，

高齡者有機會使用各種技術、獲得同事的支持，並且能夠將知識移轉給年輕員

工，有助於成功老化（Sanders & McCready, 2010）。

五、以歷程的觀點探究成功老化的發展狀態

老化是一種隨時間流逝所反映的結果，也是一種隨時間累進而展現出的動

態歷程。促進個體去達到成功老化應視為生命過程的一部分（Ponzo, 1992）。

個體為因應老化繼而追求成功的老化歷程模式，最著名的應當屬Baltes 與 Baltes
提出「選擇、最適化與補償模式」（the model of 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此模式同時考慮獲得與失去，將焦點放在個體隨著年齡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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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在面對損失的時候，如何成功地征服目標，這些是選擇、補償與最適化交

互影響的結果（Baltes & Carstensen, 1996）。

在歷程的劃分上，部分研究從個體早期生涯發展的角度切入，釐清其對晚

年成功老化的意義。因為早期生活的特徵，可以作為預測個體目前健康行為與

社會支持的依據（Pruchno et al., 2010）。Fisher（1991）指出透過對生命故事的

瞭解，可以加深對成功老化的理解。因為高齡階段並非是從早年生涯歷程所孤

立出來的，成功老化是高齡者對於自我的生命歷程及其在社會結構影響下，所

產生的真實內涵。部分研究關注個體進入中高齡階段後，如何發展至成功老化

的歷程，如李雅慧與葉俊廷（2012）以成功老化者為研究對象，探究他們從學

習的意識、行動與結果的經驗過程。結果顯示出成功老化者的五種學習類型，

包含健康學習與身心發展、服務學習與自我肯定、靈性學習與服務奉獻、人際

互動與知識成長、重新反思與社會參與，經由反思能獲得觀點轉換，進而引發

新的學習行動與學習收穫。整合五種學習成果有助成功老化。

六、比較成功老化在東西文化背景的差異

成功老化的概念源自西方社會，經數十年的研究累積，奠定成功老化的理

論與研究基礎。部分研究開始從非西方社會的背景，進行跨越不同社會的成功

老化比較研究（Feng et al., 2015）。Hsu（2007）研究發現臺灣高齡者對成功老

化的主觀觀念無法完全符合西方文獻的指標。例如臺灣高齡者的觀念是用理想

（ideal）或滿意（satisfactory）的晚年生活。臺灣有三個俗語能表達良好晚年的

要素，包含老伴（old mate）、老友（old friends）、財富（wealth）。因此，對

於成功老化的研究人員，需要重新定義與研究在不同文化與時空背景下的成功

老化內涵。

Feng et al.（2015）根據華人縱貫性健康長期調查（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kongevity survey [CLHLS]）與韓國縱貫性老化研究（Korean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eing [KLoSA]）的資料進行分析，總計分析19,346位65歲以上的社區

高齡者，包含15,191位來自中國，4,155位來自韓國。研究結果顯示中國有18.6%
是成功老化者，低於韓國的25.2%。在控制社會經濟變異的情況下，居住在中國

鄉村地區高齡者與成功老化呈現負相關，此情況並未出現在韓國。相較社會經

濟的特徵與健康行為，性別差異在韓國更能解釋成功老化，但中國未出現此結

果。兩個國家的共同點是，良好的財務狀況與成功老化具有高度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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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功老化應用在照顧服務的研究與實務場域

王光旭（2016）研究指出，社區照顧服務據點的服務輸送品質愈好，確實

有利於社區高齡者成功老化的提升程度。Stone（2016）強調為了達到在地社

區長者的成功老化，政府應該發展出一種能轉換目前居家與鄰里的照顧服務模

式。也就是整合健康照顧、社會服務與保健倡議，經由居家管道去支持人口健

康管理與照顧合作，使其能接受高齡者隨著失能的風險提高，仍可以持續待在

社區中。除了上述針對照顧服務模式對成功老化影響的研究，有研究是以照顧

服務場域中的高齡者為研究對象，以瞭解他們對於成功老化的認知。如Wu et 
al.（2017）選定五家鄉村地區的護理之家，訪談205位60歲以上的高齡者。結果

顯示有17.6%的受訪者認為成功老化是多面向所構成，包含些許慢性疾病、良

好認知與身體功能、良好的心理健康，以及活躍社會參與。此結果能進一步分

析，從疾病失能者的觀點與一般健康狀況良好者對成功老化的認知內涵。

八、結語

有關高齡學議題的研究歷經幾次主要的演變，從早期病態老化的研究，到

一般老化與成功老化典範的出現。本文依據國內外成功老化相關研究的成果，

大致上可歸納出六種類型的研究議題，包含成功老化指標的建構、正向靈性在

成功老化的意義、分析社會參與對成功老化的影響、以歷程的觀點探究成功老

化的內涵、著重成功老化的文化差異之議題、將成功老化應用在照顧服務的研

究與場域中。這六項議題至今日仍有許多研究者持續探究，其應用的領域也從

健康高齡者身上到疾病失能的被照顧者。可看出針對疾病失能的高齡者，不僅

是從治療與照顧的思維著手，而是導向具有正向思維的成功老化，以達到預防

與延緩的意義。因此，成功老化的議題無論是在研究與實務場域的應用，已呈

現出多元的樣貌。未來，當不同世代的中高齡者陸續進入老年期，他們的教

育、經濟和健康狀態有別於過去成長在傳統社會背景下的長者。加上科技發展

的日新月異，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和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創新和突破。這股世代和科技所帶來的強大動能，將對成功老化的研究

和發展上，掀起一波新的波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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