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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理知能」領域

【金椽獎•林君儒】

壹、前言：獨居已是一種自由意志下的選項

外公辭世後，年近古稀、單眼喪失視力的外婆婉拒家人同住

的邀請，決心獨自繼續住在山區矮小而採光不佳的老宅裡。在以往

世俗的評價中，獨居長者往往與淒涼的形象畫上等號，然而「唯有

在這裡，我才能擁有主導個人生活方式的權利；卸下了照護另一半

的擔子後終於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我覺得十分自在。」外婆如是

說。

隨著財富與社會安全條件提升、女性地位崛起、傳播科技發

展、平均壽命延長以及大規模都市化等變遷，過去半世紀「獨居」

漸漸在世界各國普及，臺灣亦無自外於此潮流，你我都可能正處

於，或將處於獨居狀態。以往獨居被賦予的負面標籤：寂寞、無

助、單調…一一被撕下，獨居已不再是邁向與他人同居的過渡階

段，而是一種穩定而出於自由意志的生活型態，誠如本書所言：

「一個人住，因為我可以」，作者Er�c Kl�nenberg透過深度訪談及跨

國的觀察娓娓道來關於獨居者之面相與風采。

貳、專書重點歸納

一、當單人逐漸成為群體─獨居的浪潮已席捲全球

長久以來人類過著群居為主的生活，然而現今在美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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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達3,100萬名獨居者，約佔全國成年人人口的七分之一、家戶

數的28%，並集中於大都會區；而在注重社會福利及相互支援

連結的北歐國家，獨居占國內總家戶數的比例更高達40%；傳

統仰賴家庭與群體的日本亦有約30%的獨居家戶，而中國、印

度與巴西則是獨身家庭成長最快的國家。全球獨居人口由1996

年的一億五千三百萬於10年內增加至兩億零兩百萬，增幅高

達33%。上述資訊再再顯示「獨居」已是跨國界、跨文化的趨

勢。

二、現代社會獨居之因

（一）財富與社會安全條件提升

經濟無虞以及健全的社會安全制度促使人們得以不

需如往昔般，透過依賴與他人共同生活尋求安全感。人

們獨居，因為他們有能力這麼做。

（二）女性地位崛起

現代女性因教育程度提升、進入勞動力市場，逐漸

掌握對婚姻及家庭的選擇權，導致晚婚、成年過渡期延

長、分居及離婚率升高，亦間接影響獨居比率。

（三）傳播科技發展

網際網路雙向及主動的特性讓人們得以隨時聯繫他

人，並向世界發聲，不須犧牲個人空間亦能維持社交，

讓獨居不再是孤寂無聲的同義詞。

（四）平均壽命延長

獨自變老，尤其對於相對長壽的女性而言已成為重

要且普遍的人生課題；近年來老年人對獨居的偏好已勝

過遷入親友家中或公共機構。

（五）大規模都市化

在都市化的推波助瀾下，單身次文化不再是次文

化，人們在城市中尋找類似價值觀、性向喜好和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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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單身男女齊聚一堂，城市儼然成為單身者無所禁錮

的大型遊樂場。

三、獨居者的挑戰

獨居帶給人們前所未有的自由及主導權，但同時可能付出

其他代價：

（一）「獨居者」並未成為一種身分認同

即使獨居人數眾多（數量甚至足以左右2008年美國

總統大選結果），然而「獨居」僅為一種事實狀態，沒

有人以「獨居者」自我定義，故難以組成團體爭取政治

及經濟上的利益；在商業行銷活動上廣告商即使瞄準此

批極具消費能力的目標客群，廠商仍假定無人嚮往獨身

而選擇傳達其他令人嚮往的訊息。如何促使獨居者擁有

發言權仍是一大挑戰。

（二）承受社會壓力

日常生活中許多訊息仍明示或暗示我們：擁有另

一半才能擁抱幸福。政客及學者不時提醒人們獨居的危

險或婚姻的益處、公私部門投資巨額推廣婚姻（如辦理

未婚聯誼），以及潛在的職場歧視（單身者無須照顧家

庭，可以加班）、政治問題、稅務問題等，彷彿獨居、

單身就無法成為快樂且有價值的人。「獨自一人」從未

真正自在而平等地在社會上生存，尤其獨居、單身女性

所承受的壓力更甚。

（三）年邁或失業時朋友無法真正取代親屬提供照護

獨居者年輕時因具備經濟能力得以享有自由社交和

滿足個人慾望的機會，然而暮年時現實卻往往讓他們意

識到：即便是朋友，也沒有任何義務提供自己密集的照

護及協助。即使經濟能力無虞住進養護中心，冷漠或照

護不周的訊息亦時有所聞，促使年邁獨居者選擇盡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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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家中，維持習慣的生活方式。

四、獨居生活需要配合社會的全面設計

人類長久來皆為群居動物，是以想要一個人住且同時過得

好必須學習。社交孤立、疾病、不信任感等獨居帶來的負面影

響必須配合社會的全面設計構築一張安全網，我們可以開始思

考如何重新設計都會區，使其更能滿足獨居者（特別是身體孱

弱的長者及窮人）生活及工作之需求。

五、讓獨居成為自由且有尊嚴的選擇

作者以瑞典首府斯德哥爾摩為例，訴說這座偉大而繁榮的

城市如何透過公共建設以及持續投注心力支持獨居者得以共同

生活。47%的瑞典家庭只有一個住民，「集合住宅」、「單身

住宅」（Fardknappen，乃整合不同年齡層與人生階段住民的合

作式住宅）、「百萬計畫」（M�ljonprogrammet）等因應獨居

者需求而生的居住設計反映獨居在該國不只是可被接受，更是

人們欣賞、珍視甚至追求的安排；獨居女性育兒亦可擁有有薪

育嬰假、高補助的幼兒照護、公共醫療保健，大幅降低獨自哺

育的壓力。雖然各國國情與財政狀況迥異，難以完全比照瑞典

的福利國家模式，然獨居導致的正負面影響各國皆必須面對，

公部門應提供照顧者充分的支持，亦應通盤考量為數漸多的獨

居者的住宅型態，築起允許個體獨自探索的社會安全網，讓獨

居者真正擁有安居的空間，並珍惜其獨居的選擇。

參、專書評價

一、多面向分析獨居因果

作者由社會學、各國政策實例、醫療保健、稅制、心理等

多面向剖析不同類型（包括年齡、婚姻狀態）獨居者所面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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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情況，角度縝密而周延，讀者在閱讀《獨居時代》時很容

易與身邊實例進行連結、共鳴，同時亦能考量獨居所帶來的一

切正負面影響，進而反思當自身進入獨居生活時應如何做好必

要的準備，泰然自處。

二、為獨居去汙名化

作者於書中對於獨居者表達了高度的尊重與肯定，以往學

者、政治人物、大眾媒體給予獨居者的負向明示、暗示透過作

者的筆下一一獲得平反，讀者得以重新發現獨居之價值，並意

識到你我都可以選擇獨居生活，而獨居生活可以相當精彩。

三、深度訪談異質性案例

作者進行原創研究之主要方法包含民族誌學觀察法及半結

構性的長期訪問，訪談對象共計300位，身分含括獨居者、協

助獨居者、與獨居者互動或為其設計一切事物之人士（如社會

工作者、家庭照護人員、社區規劃者、政府官員、人工智慧領

域科學家等），並採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e）募集四大

族群獨居者：年輕專業人士（28至40歲）、中年中產階級（40

至65歲）、住於單人房舍之貧民（30至65歲）及65歲以上老年

人，樣本異質性高，得以探討不同職業、種族、性別之獨居現

象。惟專書所探討的是城市裡的獨居，研究皆於美國大都會地

區進行，若需深入瞭解鄉村、小鎮之獨居者，還待後續相關研

究補充。

四、為公部門導引獨居者政策方向

獨居者面臨的相關議題亦須納入公共政策考量，作者認

為獨居者的需求長期被政府政策所忽視，日後公部門應更正

面積極地回應相關議題，包括聚焦獨居者的住宅問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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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體衰獨居者其照顧者之支持，而非僅試圖以杯水車薪的資

金解決此問題（實際案例如美國2006年底通過〈臨終關懷法〉

（L�fespan Resp�te Care Act），為有意打造社區服務複合系統供

有特殊需求之照顧者的州籌措資金）。最重要的是，正視獨居

所帶來的正負面事實，而非片面的將獨居視為社會問題，因為

那將忽略獨居者個人、戀愛、社交生活的新的可能。

肆、讀後感

一、獨居，原來並不如想像中來得遙遠

曾經，「獨居」一詞對於年幼時的筆者而言彷彿遙不可

及。然而這樣的謬想並沒有持續太久，隨著時光推移，為了求

學、就職遠赴他鄉獨自租賃套房，竟也開啟從未設想過的獨居

生活。城市的五光十色填充著我的感官，獨自游離在人群與各

式各樣的場合與活動中，我儘管貪婪地呼吸著自由氣息，沉浸

在第二青春期的放浪，每當累了、厭倦了，回到我的小天地後

總又能獲得沉澱與休息，就這樣自在地掌握著獨自一人與群體

聚合的節奏，初嘗此道的我驚嘆獨居竟如此美妙！

直到外公過世後，性格開朗獨立的外婆選擇獨自一人繼續

居住在老舊的宅中，在一次平凡的話家常中，外婆平淡而自然

地說出：「因為我現在是獨居老人呀！」，那一刻，一股前所

未有的力量夾帶著疑惑與焦慮衝擊我的心，「獨居老人」這偶

爾在社會新聞出現的詞彙從此扎扎實實進入我的生命，我才意

識到原來獨居或者成為獨居老人，這件事在可預期的將來中有

極大的機率發生。

獨居令人又愛又恨，它給了我們自由、主導權、自我防護

的界線，但並非毫無代價。而在人生的下半場無論自己是否選

擇進入婚姻，都可能獨自度過為期不短的獨居生活，在閱讀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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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獨居時代》後更觸及了以往從未意識的關於獨居的面向，

在閱讀的同時我不禁在心中反覆問自己，面對獨居，我真的準

備好了嗎？

二、我國政府對於獨居現象的因應，真的足夠嗎?

（一）居住空間安排

近年來國內房地產市場蓬勃發展，導致房價居高不

下，根據2009年研考會舉辦之「十大民怨」網路票選調

查，房價高漲已成十大民怨之首。即使該調查透過網路

進行難以避免取樣偏差（如較年長或較不常接觸網際網

路的人民意見無法被呈現），但著實反映房價已成為國

內民眾沉重的壓力之一。對於必須獨自負擔開銷的受薪

階級獨居者而言，一個人要在都會區擁有安身立命的空

間往往令人喘不過氣（不過人們往往給這群人統一冠上

重視享受、經濟無虞的「單身貴族」形象），更何況處

於待業期間、失業、年長不勝負荷工作的無收入獨居族

群！

然而「獨居者」從來就未成為具有獨立識別符號、

足以讓政治團體或單位替其發聲爭取相關政策的族群，

臺灣地狹人稠、人口集中都會區的事實也使政府難以為

照顧特定族群而挪移人民居住空間，對其他族群產生排

擠效應。相較於專書中所述相關政策完備的瑞典，國內

獨居者在居住此事上仍需單打獨鬥。筆者以為政府得適

度將各縣市閒置公共空間以打造為類似瑞典「單身住

宅」（Fardknappen）的合作式住宅方式重新運用，同

時解決居住空間及空間閒置問題，且對於周遭房市將可

能產生正向效果，根據專書所述由紐約大學費曼不動產

及城市政策研究中心之研究結果：支援性住宅啟用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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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該類住宅方圓500呎內的房地產表現穩定的成長。

（二）獨居老人

根據103年10月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公布之狀況調查

報告（每五年公布一次），55歲以上民眾認為理想的居

住方式以與子女同住最多，其次為僅與配偶同住。然而

並非每個老人都能如願與子嗣或配偶同居，就算共同居

住亦可能因為同居者無照顧能力或關係疏離而被定義

為獨居老人，國內65歲以上老人獨居或與僅配偶同居者

1976年時為1.1萬戶，如今已超過100萬戶。

目前國內獨居老人服務由各縣市社會局及衛生局

辦理，服務項目以台南市為例，包括居家服務、送餐服

務、輔具租借、喘息服務、日間照顧、交通接送、家庭

托顧、失智症日間照顧、居家護理等；高雄市針對設籍

且實際居住市內年滿65歲以上之獨居或年老夫婦，無法

定傳染病及精神疾患者提供支持型住宅―銀髮家園暨失

能老人社區照顧服務支援中心之申請，並附設失能日間

照護中心。各縣市皆提供「生命連線」服務，以臺北市

為例（該市將此服務稱為「緊急長者救援系統」），該

服務包含緊急通報及電話懇談之雙重功能，並於消防局

設置24小時監控中心，只要是居住於臺北市且合於規定

的獨居老人即可免費申請「緊急長者救援系統」的設置

及使用服務，提供獨居老人緊急事故通報及心靈支持功

能。

雖然各縣市針對獨居老人的服務項目堪稱日漸完

備周全，結合在地機構、社群（包括鄰里、榮民服務處

等）能量的服務亦能較深入處理轄內個案，但各自分權

負責的型態卻使不同縣市之間獨居老人所獲得的照顧及

資源並不均質，期盼中央政府建立資源訊息統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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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站式單一窗口服務，讓國內獨居老人皆能獲得透

明易懂的資訊及照護。

（三）政策面（稅制、福利、醫療）

由於國內生育率逐年下降，2002年在內政部人口

政策委員會內部會議中便有研究員提出針對40歲以上未

婚者課徵「單身稅」以鼓勵生育的構想。雖然委員會最

終並未接受此建議，內政部亦表明無此構想，但仍引起

輿論嘩然，亦顯示「單身」某種程度被視為需被解決的

「問題」。相對於單身者的處境，以往所得稅法中被稱

為「婚姻懲罰稅」的較低夫妻所得稅標準扣除額卻已於

2005年修法調升，國內單身者於稅制中不能享有許多高

扣除額、不能領有津貼，已達國家資源重分配的效果且

為變相「懲罰」單身者，故不該再另外以單身為名義加

重負擔。

採家戶計費機制的二代健保因勾稽稅務資料，將

薪資外之收入亦納入費基而可達改善財政之效，然卻可

能讓單身戶的負擔比以前增加，亦曾被視為處罰獨居者

的稅改方案，更有民間基金會對單身者喊出「一時的吃

虧，難道真的不值得嗎？」，在同理並減輕多口之家之

負擔時卻希望單身者理解接受增加的負擔，更讓單身者

感到不平。上開二例顯示單身戶在國內政策議題上仍居

於弱勢，有待更公平的考量與對待。

三、期許官民合作，打造讓獨居者自在的國度

雖然多數獨居者擁有活絡的社交活動與正當工作，在群

體中與非獨居者無異，但某些獨自一人的時刻卻免不了遭受差

別對待，比方獨自至餐館用餐時被要求尷尬地與陌生人併桌、

進戲院看電影被安排在較差的畸零位置、工作場合遇到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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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出差時會考量需照顧家庭者的不便，要求獨居者犧牲等，

無獨有偶，即便強調平等、人權的國家如美國、英國，單身者

亦常常在購屋和信用卡申請時受到歧視，還有鼓勵婚姻的醫療

保健、退休和其他福利制度也對單身者較為不利。單身者需為

房屋與汽車保險付更多的錢，卻無權享受在健身房、鄉村俱樂

部、飯店客房甚至足球彩票方面的各項優惠。

我們必須切實瞭解到，「獨居」只是一種狀態或選擇，並

不涉及任何價值上的評價，獨居者與非獨居者皆應享有同等的

權利與重視，其需求亦應被納入考量。政府部門研擬相關政策

時應尊重獨居者的話語權，勿以其利益為魚肉，並應呼籲民眾

尊重個人選擇且禁止一切針對獨居者的不公對待，唯有官民合

作使每位國民都能自在而平等的生存，方為偉大國家的展現。

伍、結語

「一個人住，因為我可以」，人類進入獨居時代約短短一甲

子，人們對於獨居的態度從偏見、猜疑到逐漸瞭解、悅納，獨居可

以是主動性的生活方式選擇，越來越多人逐漸選擇獨居，發覺其

價值並開啟生命中單獨的旅程。誠如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Ém�le 

Durkhe�m）所言，個體獨處的私密時間讓他們得以儲備活力，並建

立對社會參與的喜好，個體一旦獲得解放便會尋找能超越自我的事

物；美國思想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與作家梭羅（Henry 

Dav�d Thoreau）亦認為獨自一人的時光賜予我們陶冶性情、發展創

意、回饋世界的自由。

雖然獨居不是件容易的事，享受自由無拘、握有主導權的同時

亦有負擔及風險，然而讓獨居者們「一起」過得更好已成為重要的

課題，筆者樂見各國對於獨居者漸漸提出相關對策，透過閱讀《獨

居時代》，讓我重新以不同面向認識獨居，並開始對於日後可能的

104 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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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居生活建立相關準備，從容自在地看待獨居並迎接其到來。衷心

期盼無論是誰、現在過著甚麼樣的生活，讓我們都能因獨居一起過

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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