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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不斷前進，科技也⽇新⽉異地推陳出新，2023年被稱為是「⽣成式AI元年」，據統計世界上已經有77%的企業正在運⽤AI技術。
在這波潮流下，有⼀群⼈也是AI科技的發展重點⽬標，那就是「銀髮族」。各國為了銀髮族群的⽣活品質在盡⼀份⼼⼒，究竟新科技
會與銀髮族產出什麼樣的火花，透過本刊的專訪，⼀起來看看⼀位年⻑者的想法吧。

時代不斷地在前進，科技也⽇新⽉異地在推陳出新。今年2023，被稱為是「⽣成式AI元年」，根據到今年七⽉的統計數據，全球已有約35%的公司正在使⽤
AI技術，42%的公司正在探索AI未來的應⽤可能性，可⾒得AI技術的應⽤將會被廣泛運⽤。台灣即將來到超⾼齡化社會，因此在這場科技⾰命下，AI在銀髮
族群內的應⽤也是⼀個備受注⽬的議題。

⼀位年⻑者的故事
為了此次的專欄，本刊很幸運能夠訪問到年齡68歲的蘇老師，⽬前已退休，但仍在原任教⼤學兼課，對AI的了解程度10分內只有3、4分，因為蘇老師較少接
觸最新的科技，接觸、知曉AI的管道都來⾃於新聞報導及商業場所。實際⾛訪到蘇老師的家中，貌似只有蘇老師與他的太太在家，⽽蘇太太正在休息，因此
沒參與訪談。⼀進⾨先被蘇老師家的前陽台驚豔到，他很⾃豪的說：「這些花草樹⽊是我每天早上認真澆⽔澆出來的，你回去的時候可以從庭院往上看，會
很像熱帶雨林，很漂亮的，平常還很多⼩⿃。」出於好奇之下，筆者詢問了蘇老師平時的興趣愛好，他說他與蘇太太平時喜歡⼾外運動，尤其是網球，夫妻
兩每天下午都會去附近的公園打球，時間久了，他們也形成了⾃⼰的圈⼦，平時還會與蘇太太在國內⼩旅遊。蘇老師另⼀項喜好是釣⿂，只不過在⼯作時因
為太忙⽽抽不出時間，因此退休後才有充裕的時間能去海釣。

AI相伴Yes or No
進到客廳，環境乾淨明亮，但也看得出居住已久的歲⽉痕跡，筆者留意到牆上的⼩孩塗鴉以及鞋櫃上的全家福，老師有三位女兒，根據他的描述，⼤女兒已
嫁⼈，⽬前為家庭主婦，⼆女兒也已結婚，⽬前夫婦倆在澳洲，⼩女兒⽬前正在外地讀書，因此家中只剩兩位。對此筆者問到：「老師這樣會感到孤單
嗎？」蘇老師：「對親情來講，覺得有點孤單了，但是對⽣活的調適還是要去適應，要分擔這⼀⽅⾯的這個孤寂。」於是筆者問了若是有個AI會與你聊天、
相處、陪伴您，您會願意與它互動嗎？蘇老師表⽰還是以真⼈互動為⾸選，但若有AI相伴，彌補⼈為不⾜之處，同時⼜有⼈協助，當然是最佳的選擇。提到
真⼈互動就想到，若是需要被照顧，會傾向待在安養機構還是有AI在家輔助，蘇老師選擇待在安養機構，他說：「他比較喜歡有⼈情味的⼈際關係，AI雖然
非常好，但是⽬前仍較難介入思想⽅⾯。安養中⼼可能會有⼀群志同道合的⼈，同好，可能會得到⼀個比較踏實的⽣活。」但當此狀況與「在家請看護加上
AI輔助」相比，蘇老師選擇後者的原因是，第⼀，還是有真⼈在旁邊可以互動，第⼆，環境是舒適圈，會比較踏實，⽽AI則是⽤在⼈為不⾜的地⽅。



▲  相伴（圖片來源：Unsplash）

AI踏入銀髮族的⽣活
談論到銀髮族群，⾸先想到健康、照護⽅⾯的議題。根據蘇老師的描述，他年輕時曾經因為過度訓練，因⽽有後天的甲狀腺機能亢進，但藉著⾃體免疫及定
期藥物治療，在很早期就痊癒了，他也換過⼈⼯關節，現在出去打球運動時需要帶著護膝保護膝蓋關節。但⽬前困擾他的是，因⼯作壓⼒⼤所產⽣的胃食道
逆流，⽬前仍然在使⽤藥物以及保健食品，加上定期回診，除了這些，沒有其他⾝體⽅⾯的問題。蘇老師和我分享他為何能保持健康的原因，他每天都會去
打球運動，也與筆者分享蘇太太也是靠著運動改善⾝體。但如此健康的蘇老師也認為平常就需要AI來監測、追蹤⾝體的狀況或是輔助照顧，蘇老師：「AI的
功能非常強，若是能夠協助幫忙當然是最好的。現在也有很多智能⼿錶的功能可以檢測你的三⾼、⾝⾼、體重、⾎液、⼼跳、脈搏。」並且強烈的肯定若是
AI可以為⽣活帶來便利、提升到更好的⽔準，就應該要接受，因為科技的發達就是為了提升⽣活品質，不跟著進步會與時代脫節。



▲  與AI共居（圖片來源：Freepik）

對於AI要進入到⾼齡族群的⽣活，成為⽇常⽣活中的⼀部份，蘇老師相信這會是⼀個未來趨勢，因為銀髮族群家中的年輕⼈們都在外⼯作，無法時時刻刻陪
伴在⾝邊照顧，加上少⼦化問題，這部分的⼈⼒不⾜問題以後只會加重。但是當有AI介入⼀⽅⾯讓老年族群的⽣活品質更加安全有保障之外，也能夠減輕年
輕族群的負擔，並且希望在他們這個群體當中加強對於危險的即時處理。

為了迎戰⼈⼝老化、照護⼈⼒缺乏議題，各國做了什麼？台灣為了因應即將在2025年迎來的超⾼齡化社會，⼯研院打造了「PECOLA樂齡陪伴機器⼈」，它
運⽤「深度學習技術」調教PECOLA對於跌倒事件的偵測，主動撥打視訊電話，提升居家的安全。⽇本也是⼈⼝老化嚴重的國家之⼀，根據⽇本厚⽣勞動省
估計，將需要約253萬的⼈⼒投⾝照護⼯作，為此政府積極投入開發，智慧型的居家照護機器⼈更是⾸要⽬標，因此在2015年照護機器⼈「Rober」誕⽣了。
南韓則出現了利⽤AI分析圖像、⼈體姿勢來偵測⻑者是否有狀況發⽣，同時通報相關⼈員。

AI與銀髮族共居
AI在不遙遠的未來勢必會成為家中的⼀份⼦或是⽣活中的⼀個環節，在照顧⾼齡族群這⽅⾯上，可以減輕年輕⼈的負擔之外，有⼈⼯智能來監測⻑者的⾝體
健康狀況以及補⾜⼈為漏掉的細節等居家照護的⽅⾯無疑來說是有巨⼤的好處。透過蘇老師的案例可得知，AI與銀髮族相伴這點，以蘇老師的⾓度來說，在
這個年紀比較想要會是真⼈的陪伴、互動，⽽AI這部分主打的就是輔助功能。在上上期的專欄〈⻑者與孤獨之間，AI扮演的⾓⾊是什麼〉中提到⼈
與⼈的交流相處是特別、溫暖、有情緒、有趣的，所以在「陪伴」這件事上，還不能完全的交給AI，思想也難以介入，這些都是
AI尚未完全開發的能⼒。因此我們⾝為兒女、孫⼦的，請記得花點時間、耐⼼去陪陪家⼈，因為⼈與⼈之間的相處陪伴⼗分珍貴，
別留下遺憾。



▲ 家⼈的陪伴（圖片來源：Pexels）

（封⾯圖片來源：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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