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齡少子化的性別思考 

 

無任所大使 林靜儀醫師 

 

因應高齡化、少子女化的社會，性別友善的環境和政策，以及去除性

別刻板印象的文化，是適應未來挑戰的重要關鍵。 

 

我國在 2006年跟隨聯合國性別主流化政策，並於 2018 年開始呼應聯

合國 2030 永續發展目標，在性別與健康的項目中，我們能夠看到什

麼？ 

 

少子女化之下，醫學生員額要不要修改？各專科的訓練員額有沒有調

整及因應？慢性照護的醫療需求增加，無效醫療必須調整，照護需求

的人力與醫療和科技的合作模式，有沒有前瞻性的思考？不同性別的

疾病需求、照護差異、罹病風險與死因差異，都應有性別分析和性別

影響的討論。 

 

此次 COVID-19 疫情改變了全球，這在全球老化、極端化及數位輔助

政策的挑戰上更加速了必須因應的腳步；台灣在五月的本土感染疫情

之後，女性與男性在感染、重症死亡、疫情經濟和防疫決策上，又有

哪些性別觀察？ 

 

2030年永續發展目標的 17 個項目，並非只有 health-and-wellbeing 

一項與醫師有關，在與全球政策接軌的策略和合作上，許多都值得我

們關注和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