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安全

發佈：2023-09-21, 週四 10:38
點擊數：3603

前言

根據南韓保健福祉部首次發表的《孤獨死實態調查》資料，2021年南韓孤獨死已超過3,000人，

相較2017年增加了40%，粗估在每100件的死亡中，就有1件是孤獨死。保守估計每天有超過10起

孤獨死，而全國大約有153萬名人口，被認為是孤獨死高危險群，約佔總人口的3%。

根據這項調查收集的1.56萬件孤獨死案例，大約可勾勒出南韓孤獨死三大特徵：孤獨死人數每年

都在增加、男性佔比遠高於女性，以及50~60多歲男性為孤獨死的高危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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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死的社會根源

孤獨死最弔詭之處，在於當事者的困境與社會孤立，往往在死後才被知曉。孤獨死源於自願或非

自願的社會孤立。換句話說，當事者在肉體孤獨死之前，往往經歷一段無形的社會孤獨死，與親

朋好友斷絕關係與聯絡，默默地退縮到社會某一角落，過著如同影子般的生活。最後經常是死後

多日，遺體發出了惡臭，才被鄰居報警處理。

日本的現代化與高齡化進程，較南韓、台灣來得較快，1970年代、1980年代已出現獨自死亡人數

增加問題，最先創造出孤獨死一詞的也是日本，原意指獨自生活的人，與家人親戚斷絕聯絡，之

後可能因自殺或生病，須單獨面對臨終死亡，且死後多時才被外界發現，日本行政機關多習慣以

「孤立死」稱之。

不過，孤獨死究竟是否應該包括自殺？在南韓曾引發一番討論。過去雖然排除自殺與他殺，但南

韓最新法律已將自殺包括其中。根據南韓《孤獨死預防及管理法》，孤獨死是指與家人、親屬及

周遭斷絕聯絡，獨自一人居住，

因自殺或疾病獨自面對臨終，且死後遺體過了相當長的時間才被發現。

對於台灣及南韓而言，孤獨死一詞大約是從2010年代後，才因大眾傳播報導而逐漸為人所熟知。

簡言之，孤獨死與現代化、高齡化及少子化等脫不了關係。首先，現代化使個人主義價值觀蔓延

，家庭關係變得淡泊，離婚、分居變得普遍，加上都市化、少子化及高齡化等因素推波助瀾，一

人家戶快速增加，成了孕育孤獨死的最佳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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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南韓還有一些特殊的社會經濟因素。例如，1997~1998年間爆發IMF危機，以及2016年

後的造船業大重整，突然發生的經濟巨變，產生大量失業人口，加上之後又碰上世紀疫情來襲，

造成許多人的經濟與住居生活陷入高度不安，因此絕大多數的孤獨死當事人，是處於無業狀態，

因而造成了社會孤立。可見社會經濟因素，是造成孤獨死的最主要原因。

單身戶激增恐成孤獨死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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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一人家戶日益增多，成為孤獨死最佳溫床。根據南韓統計廳2022年公布的《人口住宅普查》

資料，2021年一人家戶約有716萬戶（圖一），佔所有家戶比重的33.4%，預測到了2047年左右

，南韓一人家戶將超過830萬戶，佔比可能突破40%大關。

如與多人家戶相比，一人家戶普遍脆弱，社會網絡狹窄。此外，相較多人家戶，一人家戶多位於

半地下房，居住者有較高的失業率，或從事較不穩定的臨時工作。許多一人家戶並非出於「自願

」，可能因失業、離婚、分居或喪偶，而淪為獨居戶。

從住居空間來看，雖然孤獨死發生場所，約有73%是所謂的一般住宅（公寓、單獨住宅等），但

是除了一般住宅外，南韓特有的考試院、小旅館及狹小貧民村等非一般型式住宅，雖然僅佔總體

住宅的10%以下，但孤獨死佔比卻高達18%，顯示弱勢族群居住場所，往往是孤獨死易發生場所

。

孤獨死高危險群：50~60歲男性

儘管孤獨死可能發生在任何年齡層，但南韓調查發現，50~60多歲男性為孤獨死高危險群。如以2

021年的3,378件孤獨死為例，50多歲和60多歲男性合計佔比約58.6%。換句話說，每10件孤獨死

中，就有6件是中壯年男性。

綜觀南韓2017~2021年的孤獨死人數變化，從2,412人增至3,378人（圖二），5年增加40%，孤獨

死約佔每年30~32萬件死亡數的1%，這表示每100件死亡中，就有1件為孤獨死。如以5年平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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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男性孤獨死發生率約為女性的4倍。

以年齡層而言，50多歲年齡層的孤獨死最多，其次為60多歲、40多歲和70多歲，顯示中壯年人比

老年人，更容易成為孤獨死的高危險群。

中壯年男性的孤獨死，可視為一種獨特的社會現象，令人好奇為什麼中壯年男性的孤獨死特別多

？許多研究認為，南韓社會以男性為主，當此一族群面臨失業、失能，不得不退出職場活動後，

承受較大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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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離婚、分居的男性較不熟悉家務勞動，加上對自身健康照護的疏忽，往往容易成為孤獨死

高危險群。不少研究也發現，中壯年男性較容易因失業、離婚等，使生活滿意度快速下降。

另一方面，南韓50~60歲中壯年人口，如果與所謂的65歲以上老年人口相比，普遍較缺乏各種福

利支援，且無法請領老年年金，落入所謂福利的三不管地帶，間接推升了孤獨死可能性。

 6 / 9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社會安全

發佈：2023-09-21, 週四 10:38
點擊數：3603

不過也有一種觀點認為，中老年男性相較中老年女性，更容易被社會孤立，主因在於思維比較僵

化，社會適應速度較慢，比女性更不善於跟鄰居、朋友相處，或是無法結交新朋友，拓展新的興

趣。一旦開始過著獨居生活，也就更容易被孤立，成為了孤獨死高危險群。

社會過度競爭 年輕人孤獨死增加

南韓30多歲以下年輕人的孤獨死，近來也成為一個令人憂心的現象。隨著經濟衰退持續，失業率

飆高，南韓20~30多歲的孤獨死人數快速增加，引起有關當局重視。如以2021年調查結果為例，

在所有孤獨死案例中，20多歲與30多歲的孤獨死合計佔比約6.5%，但其孤獨死主因與中壯年不同

。

調查發現50多歲以上的孤獨死，有超過8成是由疾病所造成，但30多歲以下年齡層，其半數的孤

獨死由自殺造成。顯示年輕人承受過大社會競爭壓力，進而產生心理調適問題，可能先是變得離

群索居，之後極有可能採取自殺這種極端選擇。

年輕人的孤獨死多與自殺有關，或可歸咎於學業、就業壓力過大。南韓不少研究指出，離婚的年

輕男性

自殺風險，較其他族群高出17.5倍，年輕族群進入社會初期，面臨各種困難及適應問題，相較其

他年齡層，較缺乏社會安全網支援，往往讓遭遇困難的年輕人，一時衝動做出極端選擇。 

社會孤立加劇 孤獨死全球蔓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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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死增加並非南韓獨有的問題，事實上全球多數國家，相繼出現類似現象。隨著頻繁家庭解組

、單身及老年人口增加，加上長時間疫情隔離，伴隨科技發達及都市生活便利，個人的社會孤立

情況變得更為普遍。

例如日本的孤獨死現象，可能遠比南韓嚴重，估計每年約有3萬人為孤獨死。2021年日本內閣也

任命專門負責孤獨與孤立的事務大臣，並且正在籌建一個以社區為中心的安全網，因應高齡化的

自殺率上升問題。英國更是早在2018年就設立孤獨部（Ministry of

Loneliness），任命「孤獨部長」（Minister of Loneliness）來解決孤獨死相關問題。

鑒於孤獨死的調查與認定混亂，迫切需要立法採取綜合措施，2022年南韓根據2021年4月1日生效

的《孤獨死預防法》，展開首次孤獨死的實態調查，發現南韓孤獨死情況嚴重。之後中央與地方

政府部門，便著手制定各種相關措施，針對孤獨死高危險群，進行有系統的事先預防，給予相關

協助，針對身處不同生命週期者，分別在住居、就業、保健、心理健康、安全和休閒等方面予以

協助。

2023

年5月中旬，南韓保健福祉部公布相關部門共同制定的《第1回孤獨死預防基本計畫2023~2027年

》，旨在防止孤獨死，保障人的尊嚴至臨終最後一刻，目標是到2027年，將孤獨死減少20%，宣

布動員所有人力與物力，協助孤獨死高險群降低社會孤立感。此外，南韓一人家戶快速增加，已

成為孤獨死最佳溫床，相關當局應及早制定預防與支援措施，鎖定處於孤立狀態的弱勢單身戶。

孤獨死可視為社會孤立的副產品，在出現身體孤獨死之前，社會性的孤獨死往往先一步發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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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必要在社區中，建立各種連帶網絡，預防個人被社會孤立，過著與周遭隔絕的生活。例如，

透過制度或政策，鼓勵與鄰居多互動或參加各種志願服務等，皆可有效預防孤獨死。此外，最近

南韓社福機構也持續針對考試院、小型旅宿等特殊居住環境，進行獨居者的關懷輔導。

儘管死亡如同出生，是人生必經的一個過程，但是在現代化、都市化、高齡化、少子化及個人主

義高漲的今日，孤獨死已成為一個日益顯著的社會現象，也顯示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

仍有許多待補強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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