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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高齡化現象是台灣社會近十年最重要的社會及政策議題，也是熱

門的學術領域，而我們對此現象及服務的認識遠不及我們所當知道的，特別是

在少子化的環境下，我們社會或宜思考可以採取那些創新的方式來回應。爰此，

本刊繼 2021 年徵集「社區長期照服人員」專刊後，再次聚焦於創新實踐，期透

過學界伙伴之研究分享，有助於知識累積、回應社會需求。而此一構想亦與國

立中正大學「高齡跨域創新研究中心（CIRAS）」的理念相近而得共同激盪，

提出具體的專刊及徵稿規劃，經編輯委員會審議，於 2022 年 4 月開始公開徵

稿，而徵得 5 篇研究論文、2 篇實務議題論文，經學刊的匿名審查程序後，有 4

篇論文獲得 2 位審查人認可推薦；1 篇實務議題論文經審查通過編修，而決定

刊登於本專刊中。 

而本次專刊所收錄的論文中，確能適當表現創新及社區的元素。包括有 2

篇論文分別在理念及實務層面探討時間銀行；2 篇論文分別從執行、成效評估

來探討原住民地區之社區照顧。或亦可分類為 1 篇理論創新的研究紀要、2 篇

創新服務實踐論文、及 1 篇是對創新服務的綜合檢視，且 4 篇論文都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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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紮基於社區層次。至於實務論壇則是方案執行單位開發創新方法以協助社

區組織執行政府計畫。 

不可否認的，創新似已成為這個時代共同的焦慮。又回應社會新現象的政

策與方案創新或也可謂是社會政策或社會工作的本業，或此專業領域的 DNA。

但是，社會政策或社會工作對創新的方法或創新的接納邏輯似沒有一定的軌跡

或共識。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對於那些沒有經過嚴格辯論省思的社會改革，一

旦為政策所採行則施行於全國境（如台灣的「工作所得補助方案」），甚至援

用於各國（如倡行多年的社會福利民營化）；但相對地，某些實務性的創新想

法或實驗方案，則常在學術投稿中或研討會中被以全範圍規模地檢視而挫折作

者。從方法上來看，此或與倡議者的目標及檢閱者的期待間落差有關。而參考

觀其他學門，部分學門對創新發展的歷程、階段或有部分的共識。如眾人所知

的新藥開發有所謂的三期實驗；商業產品開發也有所謂的理念設計、試產、使

用測試階段；而物理學的理論發展似也有理論推演、模擬、及實驗階段。而社

會計畫方案是否也可以有諸如「理念辯析及模型發展」、「實驗方案」（一階）

及「服務執行」（二階）等階段，而分別從適合的方法、檢視焦點來評量呢？ 

站在學刊平台的角度省思前述的創新歷程階段，則本期的 5 篇文章似也可

以被以「理念辯析及模型發展」、「實驗方案」（一階）及「服務執行」（二

階）的概念來思考。也期待讀者也可從適當的層面來理解各文章對創新貢獻。 

當然，高齡、社區或創新議題相當深廣，本次專刊所通過推薦的論文僅是

其中的片斷，更期待相關的研究者，可以相互激盪及共同累積學術及實務知識，

助益於政策及實務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