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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這是一場影響力驚人的「寧靜危機」， 

  沒有察覺的人，終將被它慢慢腐蝕。 

  「少子化」「高齡化」也許已經讓你聽到耳朵長繭， 

  但你可能不曾想過：它們將如何左右我們的未來？ 

  2020 年  半數女性超過 50 歲 

  2027 年  血庫嚴重缺血，重要手術無法進行 

  2030 年  銀行、醫院、安養院一一從地方消失 

  2033 年 每 3 戶就有 1 戶空屋 

  2039 年 火葬場嚴重不足 

  2050 年  食物缺乏，捲入世界糧食戰爭 

  …… 

  少子化、高齡化所帶來的社會與經濟問題，絕對超乎你我想像！ 

  不要天真樂觀地以為，人變少了，生活就會比較舒適。 

  看看日本經驗，你將獲得終身受用的啟發與提醒！ 

  作者身為日本人口研究專家與《產經新聞》評論委員， 

  在深入研究後，他發現人口減少不只是單純變得「地廣人稀」， 

  結構失衡更將成為拖垮整個國家的核心問題。 

  20 年內，日本的社會可能變成： 

  ■每 5 人就有 1 位老人，孤獨死成為常態。 

  ■捐血量驟減、血液製劑嚴重缺乏、醫院人手不足，連救護車也叫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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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人口大幅減少、消費冷卻、稅收減少、各級政府逐漸失能。 

  ■空屋率過高，卻沒有人力和經費可處理，鬼城處處，形成治安死角。 

  ■由於人口過少，不只銀行、百貨公司、安養院，連漢堡店都開不下去。 

  ■警備、消防、國防、醫療等仰賴年輕新血的工作後繼無人。 

    本書透過年表形式，系統化呈現不同時間可能會發生的問題。 

  雖然這些推論看起來很可怕，但絕非空穴來風， 

  高齡化所帶來的衝擊遠比想像中更大，受影響的將是不分年齡與性別的全體國民！ 

  作者並提出「10 個未來處方箋」， 

  引導大家思考自己和整個社會的該如何面對，找出可能的解決之道。 

  日本花了 11 年才進入超高齡社會， 

  但臺灣預計只要 8 年，之後總人口數將開始走下坡； 

  15 年後，每 4 人就有 1 人超過 65 歲； 

  25 年後，每 3 人就有 1 人超過 80 歲； 

  30 年後，每 1.7 人就要扶養 1 名老人！ 

  這樣的未來，我們現在能不警惕因應嗎？ 

  〈編輯室報告〉給臺灣的未來年表 

  人口減少，對我們的生活究竟會帶來哪些影響？人少了，就不會像現在這麼擁擠，生活會比

較舒適；空屋率高，房價應該就會變低，也比較好買？ 

  或許如此。但另一方面，少子化和老化速度過快，將來便無人能支撐整個社會，高度依賴年

輕人力的職業（例如國防、醫療救護、警備、交通等等）無以為繼，社會安全無法獲得保障，人

人自危。工作年齡人口減少，意味著繳稅的人也減少了，國家稅收不足，連預算都無法編列，該

維護的基礎建設只能放著不管，故障毀壞成為常態。 

  因為人口過少，消費規模也變小了，大家賺的錢當然更少，目前三步一家、五步一店的便利

商店和速食店被迫關門，電商與物流服務前後端的人力也不足，24 小時到貨的服務走入歷史；

醫療院所也逐漸減少，即使是小型診所，也變得離家甚遠。此外，由於搭乘大眾運輸系統的人變

少了，許多路線被迫裁撤、減班；捷運和火車的班距變得更長，甚至為了省電省人力，電梯和電

扶梯形同虛設，除了月臺外都是一片黑漆漆的。 

  更別提社會保險破產、長照人力缺口、孤獨死、下流老人……等更深刻的問題。 

  另外，有些影響已經在偏鄉發生，也往往是城市所看不見的：鎮上唯一的學校從「國小」變

成「分校」，再變成「分班」，最後完全廢校。拔個牙得搭 20 分鐘的車到隔壁鎮，便利商店得開

30 分鐘的車才找得到；公車 2 小時才來一班，下午 4 點就收班；入夜後，整個城鎮宛如鬼城，

所謂的「隔壁鄰居」其實只有頹圯的空屋…… 

  這樣的生活真的能算得上舒適嗎？再退一百步來說，能算得上安全嗎？ 

  本書很清楚地讓讀者知道，高齡少子化所帶來的社會衝擊不會只和某些人有關，而書中所提

出的預測不但很可能在日本成真，也極有可能在臺灣成真。因人口減少而變得「地廣人稀」的生

活不會只有浪漫的美好，還有更多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現在輪到我們想想了：政府與民代究竟在

高齡少子化問題上做了哪些努力？這些努力的方向對嗎？這些措施真的對人民有益嗎？如果總

樂觀地想著「以後的事以後再說」，我們就只能落得不斷被越來越惡化的未來窮追猛打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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