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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住養老院？乍聽之下有點怪，但這正是法國南方蒙彼利埃

市(Montpellier)目前在推行的方案，整修舊公務宿舍以提供學生住宿。

只要他們每週負責至少 3小時的活動，就可享受低廉的房租。今年是

本方案首度上路，在 50多位學生中選出了 11個參與者。 

目前就讀社工系大一的 Iris是其中一位幸運兒。她每個月只需要

付 220歐元，就可以與另外兩個學生一起合住在安養院隔壁的 96平

方米(約 29 坪)公寓。為此，她每週要去安養院主持一次 Skype 工作

坊並協助院內老人跟家人朋友聯繫。她承認，「老人家很期待，會把

時間表貼在電梯裡，等著我們過去。剛開頭我有點擔心，但見面之後

一切都很自然。」Iris 的住處和養老院是分開的，所以她不會覺得自

己住在養老院裡。3個月後她已經跟大家打成一片，並指出「雖然有

人說還是要保持距離，但彼此之間必定會產生情誼。」 

讓學生和老年人一起住並不是什麼新發想，不過形式已越來越多

樣，提供了無法負擔大城市房租的學生另一種選擇。不過，跨世代共

居方案目前還不是廣為人知。法國大學生有 2 百萬人，75 歲以上的

國民有 6百萬人，數千個共居案例相形之下比例極低。跨世代共居協

會(Le Pari solidaire)創辦人 Aude Messéan承認，「老年人還不習慣敞

開自己的家門。」2017 年有超過 750 位提出申請的學生沒有找到配

對。不過，自 2018年 11月起，《房屋、整修與數位化變革法》（loi ELAN）

增設了「跨世代共居合約」，提供了法律面規範，將之界定為一種居

家照護的工作合約，或許能為此種模式帶來新氣象。不過，共居方案

不是解決學生住宿問題的靈丹妙藥，財務更不該成為唯一考量；雖然

長者和年輕人的生活模式不大一樣，但雙方都要有建立互動關係的意

願才行。 

21歲的 Sarah是主修經濟與管理學的大一學生，於 2017年夏天

搬進 93歲的 Estelle位於巴黎第 10區的公寓。才過一年，Sarah就覺

得好像在自己家裡一樣自在，並開始稱呼 Estelle 為奶奶。她們透過

Le Pari solidaire認識，並且簽訂了共同生活規範合約。Sarah選擇的

方案可以不用付房租，但週間晚上以及隔週週末要和 Estelle 一起活

動。Sarah表示，「我的存在主要是提供一個陪伴。晚上回家時我們會



 

聊白天做了什麼事。即使我們吃晚餐的時間不一樣，我還是可以幫她

拿放在高處的東西、調整電視音量或是拿信。但我不是生活助理也不

是清潔工。」此外，Sarah也幫忙照看 Estelle的健康情況，在半夜攙

扶跌下床的 Estelle，或是在她身體不好時通知她兒子。 

20歲的 Jade是土倫大學（université de Toulon）文學系一年級的

學生，於 2018年 9月搬去跟 81歲的 Françoise一起住在獨立花園房。

每晚 7點半，Jade會和 Françoise共進晚餐，多數時間也是由 Jade負

責烹飪。週末時她們會一起在花園散步，Jade還負責打理游泳池。Jade

表示，「我們很常聊天，也會一起玩桌遊、分享彼此的文學品味。當

我之前有行政方面的問題時，Françoise給了我很多建議。」她們透過

Toit en tandem協會認識，而 Jade僅需月付 85歐就可以住在主屋旁的

兩房小公寓。在土倫，1個房間平均租金是 200至 500歐之間。Jade

覺得比較可惜的是這個方案僅限於單人，否則她可以跟伴侶一同分擔

家事。 

Messéan 女士於 2003 年自西班牙引進跨世代共居方案。如今法

國已有 COSI、LIS和 Entre2générations等 3個協會，運作方式大致相

同：學生和長者先付約 200歐的手續費，讓協會進行配對與其他後續

工作，學生則可選擇費用低廉的簡單住宿（1個月約 214歐）或是用

一定的相處時間換取免費住宿。目前有超過 2千位學生參與這個方案，

外國學生人數相當多，整體而言又以女性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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