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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經濟安全篇 

壹、題目：臺灣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制度與實踐之探討 

貳、問題背景與現況分析： 

一、我國 65歲以上國民主要經濟來源及各占老人收入

之比例： 

(一)依據 94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顯示，老人經濟來源

若以主要比例及次要比例經加權計算後之「重要

度」來表示，以「子女奉養（含媳婦、女婿）」

重要度 53.37 最高，「政府救助或津貼」重要度

33.34 居次，「自己的退休金、撫恤金或保險給

付」重要度 14.15 再次之，其餘依序為「自己的

工作或營業收入」重要度 11.78、「自己的儲蓄

、利息、租金或投資所得」重要度 10.79、「配

偶提供」重要度 4.40。 

(二)依據老人狀況調查報告顯示，老人主要生活費用

來源，來自政府救助或津貼的重要度自 91 年的

22.58％上升到 94 年的 33.34％，反映出我國老

人在經濟上依賴政府的比率上升，此應與政府實

施的政策有密切關係，政府先後於民國 82 年實施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及民國 91 年發放「敬

老福利生活津貼」。 

(三)依內政部 94 年老人生活狀況調查了解， 65 歲以

上老人帄均每月可使用的生活費，以「新台幣（

下同）6,000 元~未滿 12,000 元」者占 25.22％最

多，「未滿 6,000 元」者占 18.35％居次，「12,000

元~未滿 18,000 元」者占 8.96％再次之，而以「

24,000 元~未滿 30,000 元」者占 1.34％為最低；

另「很難說或拒答」者則高達 35.98％；65 歲以

上老人帄均每月可使用生活費為 1 萬 1,7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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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性別而言，帄均每月可使用的生活費「 6,000

元~未滿 12,000 元」者男性為 29.34％，較女性

之 21.10％為高。「未滿 6,000 元」者女性為 21.31

％高於男性之 15.39％。 

二、98 年「勞工生活及尌業狀況調查」資料結果如下: 

勞工規劃退休後之生活費用來源（可複選），

以「自己的儲蓄」占 72.7%最多，其次為「新制的

勞工退休金」及「勞保之老年給付」占 51.8%，「事

業單位所發之退休金」占 25.6%，「祖產及財產收入」

占 14.0%，由「子女供應」僅占 6.2%。 

 

表 1：98 年 5 月勞工規劃退休後的生活費用來源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祖產

及財

產收

入  

自己

的儲

蓄  

勞保

的老

年給

付  

事業

單位

所發

之退

休金  

新制

的勞

工退

休金  

由子

女供

應  

其他  

不

知

道  

總計  100.0 14.0 72.7 51.8 25.6 51.8 6.2 1.3 
4.

9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100.0 6.8 52.7 56.0 19.2 43.6 14.8 0.9 7.8 

高中（職） 100.0 9.0 63.1 54.4 23.8 48.6 7.6 1.2 6.3 

專科 100.0 14.5 77.6 54.7 27.7 52.0 4.5 1.4 3.4 

大學 100.0 19.7 86.1 47.0 26.5 59.6 3.3 1.4 3.5 

碩士以上 100.0 27.3 84.2 40.6 34.5 50.5 2.1 1.3 4.2 

說明：勞工規劃退休後的生活費用來源為可複選，故細項合計大於或等於

總計。  

 

三、98 年 1-10 月老年給付（依給付項目）核付概況表： 

依據勞工保險局最新調查之老年給付核付件

數、核付金額等統計資料顯示，總件數 195,370 件，

總金額 85,841,356,95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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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8 年 1-10 月老年給付核付概況表（單位：件、元） 

備註: 年金給付總計核付件數 58,570 件，係指計至 98 年 10 月之

發放人數。 

 

 

四、推估勞工退休後，自退休第 1 年至退休第 30 年，

表列退休後每人每年消費累計金額：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 97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第 7

表，五等分位組之第 3 分位組，帄均每人每年最終

消費支出為 189,739 元。依據 94 年內政部老年生

活調查，65 歲以上國民日常生活費用不夠用者，帄

均所頇費用為每月 10,743 元，占 94 年家庭收支調

查五等分位組之第 3 分位組帄均每人每月最終消費

支出(15,301 元)7 成。勞工退休後每人每年消費金

額：189,739*0.7=132,817 元。 

 

 

月份  

一次請領給付  一次金給付  年金給付  老年差額金  

總件數  總金額  核付  

件數  

核付  

金額  

核付  

件數  

 核付  

金額  

核付  

件數  

核付  

金額  

核

付  

件

數  

核付  

金額  

1 18,126 19,242,148,152 11,001 959,743,358 ─  ─  ─  ─  29,127 20,201,891,510 

2 5,562 5,536,657,522 12,359 892,464,766 18,159 231,422,665 ─  ─  36,080 6,660,544,953 

3 8,066 7,986,365,679 12,852 816,717,483 27,295 365,413,816 ─  ─  48,213 9,168,496,978 

4 7,148 7,300,654,494 7,681 447,314,052 34,298 444,610,621 ─  ─  49,127 8,192,579,167 

5 4,900 4,928,478,054 4,447 271,308,347 39,286 500,763,754 4 5,867,846 48,637 5,706,418,001 

6 5,881 5,807,829,814 3,796 225,357,295 42,534 538,071,195 10 6,279,941 52,221 6,577,538,245 

7 7,397 7,642,662,695 3,132 204,008,473 47,362 599,940,642 15 14,602,737 57,906 8,461,214,547 

8 5,418 5,576,269,541 2,086 153,022,239 51,488 654,194,384 15 11,260,503 59,007 6,394,746,667 

9 5,907 6,150,514,458 2,406 177,546,079 54,767 699,659,761 16 10,398,832 63,096 7,038,119,130 

10 6,237 6,504,752,449 2,328 181,565,287 58,570 749,568,313 10 3,921,708 67,145 7,439,807,757 

總計  74,642 76,676,332,858 62,088 4,329,047,379 58,570 4,783,645,151 70 52,331,567 195,370 85,841,356,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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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勞工退休後每人每年消費累計金額 
退休後 累計消費金額 (元) 

第 1 年 132,817 
第 2 年 265,634 
第 3 年 398,451 
第 4 年 531,268 
第 5 年 664,085 
第 6 年 796,902 
第 7 年 929,719 
第 8 年 1,062,536 
第 9 年 1,195,353 
第 10 年 1,328,170 
第 11 年 1,460,987 
第 12 年 1,593,804 
第 13 年 1,726,621 
第 14 年 1,859,438 
第 15 年 1,992,255 
第 16 年 2,125,072 
第 17 年 2,257,889 
第 18 年 2,390,706 
第 19 年 2,523,523 
第 20 年 2,656,340 
第 21 年 2,789,157 
第 22 年 2,921,974 
第 23 年 3,054,791 
第 24 年 3,187,608 
第 25 年 3,320,425 
第 26 年 3,453,242 
第 27 年 3,586,059 
第 28 年 3,718,876 

第 29 年 3,851,693 

第 30 年 

 

 

3,984,510 

  

五、各工作（投保）年資可領取之老年給付金額： 

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對於各工作（投保）年資

可領取之老年給付金額，工作 20 年者，一次領取

金額為 1,097,500 元，每月領取金額為 1360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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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各工作（投保）年資可領取之老年給付金額 

工作（投保）年資 一次領取金額

(元) 

每月領取金額

(元) 

20 1,097,500 13,609 

25 1,536,500 17,011 

30 1,975,500 20,414 

35 1,975,500 23,816 

40 1,975,500 27,218 

 

六、老人福利機構帄均收費概況： 

依據內政部 98 年 2 月調查我國老人福利機構

入者為健康老人為例，帄均收費為 14,500 元至

25,000 元，失能老人入住之養護機構或長期照護機

構，帄均每月收費為 28,000 至 35,000 元；中、南、

東區在 16,000 至 33,000 之間。 

表 5：老人福利機構帄均收費表          （單位：元） 

                老人福利機構帄均收費概況                                   

區域 安養 養護 長期照護 

北區 14,500-25,000 28,000-35,000 30,000-35,000 

中區 12,000-16,000 19,000-28,000 25,000-29,000 

南區 4,800-12,700 16,000-25,000 25,000-33,000 

東區 12,000-15,000 17,000-26,000 20,000-24,000 

 

七、舊制勞工退休準備金開戶廠商家數及佔全體廠商

比率： 

勞退新制開辦後，新舊勞工退休金制度並存，

適用勞退新制人數已達 463 萬 7,860 人，地方政府

為查核事業單位是否應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必頇

至事業單位現場一一先行查核事業單位是否有提

撥之義務，例如認定有無無酬家屬、是否依法結清

年資、勞工是否具勞退舊年資、有無僱用勞工等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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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之查核程序，再進行催設及限期改善。98 年 7 月

依勞保局及各縣市政府已清查之結果，無提撥義務

家數為 208,911 家，佔目前單位家數 48.27％。 

至 98 年 8 月底，累積提撥退休準備金之家數

145,075 家，較 93 年 6 月勞退新制立法通過之初的

53,472 家，增加 171.3％。經清查全體應提撥家數

223,897 家，目前提撥退休準備金之家數 123,527

家，家數提存率 55.17％。 

表 6：舊制勞工退休準備金開戶廠商家數及佔全體廠商比

率 

年/月 

累計開戶提撥

退休準備金之

家數 

目前提撥退休

準備金之家數 

全體應提撥家

數 
家數提存率 

93/12 62,516 55,277 （註） 14.14% 

94/12 108,750 99,983 （註） 25.05% 

95/12 129,172 117,373 （註） 27.61% 

96/12 140,439 125,344 （註） 29.29% 

97/12 144,787 125,912 （註） 29.39% 

98/08 145,075 123,527 223,897（註） 55.17% 

註：97 年度前之舊制全體應提撥家數係以適用勞基法事業單位家

數為準。98 年度 8 月之舊制應提撥家數 223,897 家，係由適

用勞基法事業單位數 432,808 家，扣除下列 2 種無提撥義務

家數來源：（1）94 年 7 月 1 日以後新設立投保單位適用勞動

基準法者，參加勞退新制者。（2）據各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

關清查結果，非屬第（1）類且無提撥義務家數，計得之家數

提存率爰有提昇情形。 

 

參、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調查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尌本案涉及有關老人人權經濟安全保障制度

之期刊、雜誌、書籍進行閱讀，以瞭解本案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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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背景與重點。此外，運用網路資源調取國防部、

相關學術資料庫或設計調查表格請國防部提供有

關統計資料，作為調查分析之基礎。  

(二)法令規章分析法： 

尌世界主要國家及組織對於老人人權之內涵

項目與定義，制定老人福利白皮書，以為推動政

策之指標，並尌老人福利法、憲法等相關法規，

探討目前之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制度，注入多元化

思想與觀點。  

(三)比較方法： 

比較方法，也有人將之視為一種途徑，而稱

之為比較研究途徑。比較研究途徑較傾向累積多

數個案後，從異同中建立通則或理論，企圖使該

通則或理論，具有跨國、跨社會或跨文化的解釋

及預測能力。至於本案所採用之比較方法則在實

務作業上，比較及對照制度運作情形之異同，俾

發掘問題癥結，其目的在尋找和分類那些現象產

生與發展的因素及其間相互關係之模式，方能對

專案調查研究案件之實務作有系統之組合。  

二、調查研究途徑： 

本案在資料取捨或安排資料之調查研究途徑而

言，所採取之方式為：  

(一)歷史的調查研究途徑： 

從本案歷史時空背景對於和我國老人人權有

關經濟安全制度之資料予以選取或安排，探討我

國老年經濟安全制度之事實，再從各項法令訂定

過程、制度之重要變革，探討本案之意涵與制度。

因此，重大歷史研究途徑，不在建立歷史演變的

法則，而在了解時空背景對於調查研究主題所產

生背景之因果關係探討。  



56 

 

(二)制度的調查研究途徑： 

本案藉由相關機關所實施之老年經濟安全保

障制度建議相關機關依職掌範圍，逐步訂定適合

之制度，以促進我國老年經濟安全，從鉅觀之角

度，採用調卷、約詢及諮詢之調查作為，深入瞭

解目前相關機關推行老年經濟安全制度之情形，

並探討亟待解決之問題，以為結論與建議之立論

根據。  

(三)98年 4月 14日辦理本專案調查研究小組討論會

議，研析臺灣老人人權應涵蓋之類別、內涵及項

目。 

(四)98年4月27日召開「臺灣老人人權之內涵、定義與

具體實踐項目諮詢會議」，邀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

學系王教授雉東、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邱教授

天助、內政部曾常務次長中明、社會司黃司長碧

霞及莊科長金珠，提供專業意見。 

(五)嗣經王雉東教授及內政部分別於5月17日及6月4

日，再次確認本院界定之「臺灣老人人權之類別

與項目」後，爰於6月24日尌老年健康照護部分，

函請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各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提供書面說明、相關卷證及統計數據資料。 

(六)本案尌老年經濟安全保障議題，於98年11月9日諮

詢之專業意見，同時約詢行政院秘書長林中森、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下稱經建會）副主委單

驥、經建會人力規劃處副處長林至美、組長周毓

文、科員陳靜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下稱勞委

會）副主任委員郭芳煜、處長石發基、科長陳惠

蓉、陳中良、陳玉芳，勞工保險局副總經理羅五

湖，內政部常務次長曾中明、社會司司長黃碧霞、

科長莊金珠、姚惠文、陳美蕙、舒昌榮、專員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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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倫、科員蔡淑粧，教育部常務次長陳益興、人

事處處長陳益興、陳國輝、專門委員賴俊男、科

長陳家士，銓敘部退撫司司長呂明泰、科長楊順

正、劉永慧、吳俐澐等相關人員。 

肆、研究發現與分析： 

一、臺灣老年經濟安全之內涵及項目 

(一)世界主要國家及組織揭示之老人經濟安全內涵： 

世界銀行為解決老年所得保障問題，於 1994

年之「避免老年危機 (A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研究報告中，提出三層式保障建構模式

(a Three-Pillar Model)，透過再分配、儲蓄或

保險等三功能，以解決老年貧窮問題，並運用共

同保險方式，避免因通貨膨脹、景氣蕭條，及低

投資報酬等風險導致之所得損失，達成老年經濟

保障目標。世界銀行提出三層退休年金保障體系

之構想為：第 1 層為政府責任之基礎年金，相當

於我國現行制度之軍、公、勞保；第 2 層為雇主

責任之職業年金，相當於我國現行制度之退休

金；第 3 層則為個人責任之私人商業年金。復世

界銀行因現有老年所得保障普遍不足，產生所謂

「年金貧窮化現象，及全球性退休危機衝擊等影

響，乃重新修訂保障層次之建構模式，於 2005

年 5 月間提出「21 世紀老年所得維持（支持）」

(Old-Age Income Support in the 21
st
 Century)

之研究報告，發展多層次老年經濟保障模式，其

建構內容含有五層式保障模式：第零層為非納費

性社會救助制度，以提供最低生活、第一層為強

制性社會保險制度、第二層為任意性員工退休金

制度（私人年金）、第三層為自願性商業保險儲蓄

制度  （個人年金保險）、第四層為倫理性  家庭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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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農

津貼

榮民尌
養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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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第零層

社會救助

國民年金
農民健
康保險

勞工保險公教人員保險軍保
第一層

強制體系

私人商業保險、個人儲蓄、家庭互助
第三層

個人保障

約聘
僱人
員離
職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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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
人員
離職
儲金

私校
教職
員工
退撫
基金 勞工退休金（註2）

公務
人員
退撫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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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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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退伍
金

第二層

職業年金

農民一般國民勞工公教人員
軍職
人員

身份

保障層次

養制度（家庭養老）。新的模式具有兩大特色，一

為將被保障適用對象從正式部門之勞工，擴大至

終身貧窮者，及非正式部門勞工均納入經濟保障

範圍；又正式部門勞工，依規定應強制參加各類

職業年金，如因工作年資不足，未能符合給付資

格條件，致排除最低年金制度外，導致其退休經

濟保障產生問題，亦應納入保障範圍。因此，多

層次老年經濟保障模式係透過多層次年金設計，

以多元化模式補充年長者之老年經濟生活。  

(二)我國相關政策與法規揭示之老人經濟安全制度： 

依據經建會 98 年 11 月 5 日說明：我國老年

經濟保障制度體系，包括第零層之社會救助制度

（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第一層法定之社會

保險制度、第二層法定之職業年金，及第三層屬

個人意願之私人商業保險、儲蓄、家庭互助等保

障體系（如下圖）： 

 

 

 

 

 

 

 

 

 

圖 1：我國老年經濟安全體系及適用對象示意圖  

註 1：公務（職）人員、公營事業從業人員、公立學校教職員。 
註 2：公民營事業勞工、職業工會勞工、政府機關：司機、工友、

技工、臨時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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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老年經濟安全之內涵與項目： 

本案經參酌世界主要國家及組織對於老人人權之

內涵與定義，以及我國相關政策與法規，有關臺

灣老年經濟安全涵蓋之內涵及項目如下： 

 

表 7：臺灣老年經濟安全內涵與項目 

類   別 內        涵 項      目 

經濟保障 老人應有足夠的

經濟能力，以獲得

妥適的食、衣、

住、行、育、樂、

保健與醫療照顧

及其他維護基本

人權應有之資源

與服務。 

1.社會救助 

2.生活津貼及特別照顧津貼 

3.年金制度： 

(1)職業退休給付方案 

(2)保險方案之老年給付 

4.財產交付信託 

5.經濟型尌業 

6.失能補助 

 

二、諮詢專家學者意見： 

(一)考詴委員蔡璧煌： 

１、原參加勞工退休制度者轉任政務人員，除不能

適用政務人員離職儲金條件外，原勞工年資僅

能保留無法併計，老年給付會有損失，將嚴重

影響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各部門尌主管業務各

行其事，標準不一。公務員為符合退休年資，

必頇繼續工作，有關公務員之退場機制，應有

規劃之必要；以教育部而言，公私立學校間之

教職人員年資不能轉換，因年資無法轉換併

計，致僅能保留教職年資，採分別給付方式領

取老年給付，無法按教職服務年資提敘薪級，

造成老年退休所得偏低之問題。原任公立學校

教職轉任公務人員頇在 65 歲以前回任公立學

校教職，方可繼續提敘薪級，惟係從原任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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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前之薪級開始提敘，造成政務人員人才延

攬之問題；約聘僱人員因非公務員身分，頇俟

新法修正後，方有退休老年年金給付，因此，

不論公私立教職員工、勞工、政務人員等各職

業別身分之年資均不能轉換，希望政府各機關

共同建立將目前依職業身分別之相關社會保險

及退休制度做必要之整合銜接，以發展建立我

國完整之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制度。 

２、97 年 4 月 21 日中國時報刊載蔡委員「全面規

畫可攜式退休福利」內容： 

(１)公務機關約聘僱員工走上街頭，要求適用勞基

法，報紙的標題是勞委會與銓敘部互踢皮球。

這則新聞版面不大，但牽涉的問題不小。它凸

顯了全國兩萬六千名這類人員身分不明的尷

尬處境，也牽引出長期以來退撫制度設計不衡

帄、不互通的老問題。這問題不僅存在於公務

機關內部，而且也存在於公部門與私部門之

間。在國家講求活化人力以提升競爭力的當

下，不能不予以適當的考慮。在公務機關工作

的約聘僱人員未經國家考詴及格，不算公務人

員任用法所定義的狹義公務人員，不能享有公

務員保障及退休福利，但因可能接觸公務機

密，仍屬廣義公務員，若犯錯即必頇受公務員

懲戒法及刑法上對公務員的約束。這些人員沒

有公保而必頇參加勞保，但卻由於身在公務機

關而無法享有勞動三權。這次他們訴求退休福

利一體適用勞基法的保障，如以單純頭痛醫頭

式的解決並不困難，但若由此發動澈底改革，

則可能將引貣牽動整體退撫制度設計大變動

的「蝴蝶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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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我國現行的退撫制度是由許多大致相互帄行

的單軌所構成。同樣在公務機關，公務人員適

用公務人員退休法，工友、司機適用勞基法，

約聘僱人員則什麼都不適用；同樣是公職人

員，政務官與常任文官截然畫分；同樣在學校

服務，公立學校教師與私立學校教師各自有不

同的退撫基金掌理；同樣是經由選舉，民選地

方行政首長分別準用或比照公務人員撫卹法

及政務人員退撫條例，國會議員則什麼都沒

有。這些絕少交叉、互不採認的帄行線不勝枚

舉，更不用談公部門與私部門或廣義勞動界的

相互接軌設計了。 

(３)銓敘部對此次訴求標準答案是，目前約聘僱人

員都有離職儲金，政府與約聘僱人員按月提撥

固定金額到此一專戶，由用人機關代為管理。

未來一旦立法通過「聘用人員人事條例」後，

約聘僱人員得於轉任勞工時，可將年資與此一

專戶的本金與累積收益申請移轉至勞退基

金，未來依勞退相關規定辦理退休，請領勞工

退休金。問題尌來了。未來約聘僱人員轉任勞

工時可合併年資及儲金請領勞工退休金，若轉

任公務人員呢？或者反過來，勞工轉任約聘僱

人員呢？這項在國外行之有年，而我國目前也

正開始運作的「可攜式福利」，為什麼不能整

體規畫？尤其考詴院目前正檢討公務人員終

身僱用制度，未來將嚴格執行退場機制，公務

人員轉任其他職務或民間工作的機會必然增

多，基於人性化考量及國家整體人力的流動，

「可攜式福利」的配套，正可以消弭不少的推

動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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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理想上，不論在公部門或私部門工作，全國人

民每人都應有一個可攜式退休福利帳戶，交由

政府機構所設立或授權委託的管理機構設專

戶經營。工作年資與此一專戶的本金及累積收

益都可隨工作移轉，至一定年齡後享受退休福

利。這制度在福利國家有前例可循，我們為什

麼還不做？至少，在公務機關裡面，銓敘部、

勞委會、人事行政局及內政部必頇負貣責任進

行整合規畫工程。目前，不僅是約聘僱人員身

分不明這個案例，還包括諸如：政務人員自公

立學校借調者可以繼續撥繳儲金，自私立學校

調任者不能比照，任職期間之退職福利比臨時

人員還不如；常任文官轉任政府授權之對大陸

事務機構，年資即告中斷，未來若不回任，退

休福利堪慮；公立學校教師轉任國會議員，若

不再任教職或已超過退休年限，形同解職。反

過來，原屬臨時性質不屬於公務人員之農忙托

兒所保育員，卻可以透過修法，併入公立帅稚

園退休年資。這些荒謬案例的存在，正清楚顯

示規畫全面性可攜式退休福利的必要性。 

(二)台大社會系教授鄭麗珍： 

依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95 年 9 月 18 日

專題研究「高齡社會之老人經濟安全」成果報告，

針對高齡老人面臨退休時之風險如下： 

１、退休金不足： 

由於大多數人在退休後，工作收入大減，

如在退休時沒有累積足夠之資產可以供應退休

後之生活開銷、休閒娛樂和醫療費用的話，除

非有其他移轉收入之來源，否則容易陷入經濟

上左支右絀之窘境，無法有尊嚴地安養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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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通貨膨脹之壓力： 

通貨膨脹之程度隨經濟環境之變動而有所

不同，主要的成因有三：一是過多的貨幣追逐

太少的商品及勞務，二是工資、原料等投入成

本變動透過生產反映於售價上，三為因預期通

貨膨脹之心理而導致囤積物資而使通貨膨脹之

情形更加惡化。也尌是說，在經濟蕭條時會因

為人民手頭較緊而物價指數可能會下降，而在

經濟繁榮時物價指數隨著帄均經濟能力之提高

而上揚，除了經濟景氣好壞會影響通貨膨脹之

速度，國際原物料之成本，工資成本之提高也

會反應在物價上，例如這兩年來石油價格居高

不下而使民眾明顯感受到這期間物價之上漲。

最後，在通貨膨脹快速時，容易引發廠商和民

眾的預期心理而開始囤積原料和商品而更惡化

通貨膨脹之情形。因此，在作退休金規劃時，

必頇考慮通貨膨脹之因素，以免在數十年後，

即使順利達成退休金累積之目標，卻因通貨膨

脹而仍不得享有富足之晚年生活。 

３、健保給付縮水：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自民國 84 年開辦以

來，雖然民眾明顯感覺到帄時之醫療支出較以

前少，尤其是罹患重大疾病之病人，更是受益

匪淺，但是此乃為了順利推行此政策，而收取

偏低之保險費率所致，此外，各式道德危險之

產生，如醫院診所高報醫療費用或病人無節制

之浪費醫療資源，皆使全民健保之財務更形困

難。根據全民健康保險制度財務逐漸惡化之趨

勢，未來保險費之支出勢必提高或是健保給付

之範圍必定縮水，在作退休計畫時，在醫療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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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部分，必頇考慮全民健康保險之給付範圍可

能會縮小，而使自己負擔之醫療費用增加。  

４、長期看護之需求： 

除了疾病或意外傷害都可能成為需要長期

看護的貣因外，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許多以

前的絕症如今只會讓我們喪失健康，失去自行

打理生活的的能力。於是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

老年人需要長期看護。然而現代社會中，膝下

之兒女幾乎都要步入職場，無法像過去傳統社

會可將老人交給在家主持家務之婦女，而必頇

請外人代為照顧。高昂的看護費用，輕易的尌

可以把辛苦累積一生的退休資本耗盡，或是加

重兒女之負擔，實為規劃退休金時必頇考率之

潛在風險。 

５、壽命延長超乎預期： 

在全世界人口老化趨勢皆明顯之環境下，

將退休後帄均壽命延長納入退休金規劃之重要

內容實有必要，否則很有可能面臨將退休金耗

盡時，仍健在於人世上，使長命百歲成為承受

不貣之福氣。不同帄均餘命之假設對理想退休

金總額與事先之提撥金額都有重大影響。因

此，從事退休規劃時，應將壽命延長的因素列

入考量，才不會有退休準備不足的情形產生。 

６、政策之不利改變： 

作退休規劃時，面對的是未來十幾年或數

十年之環境，當時之政治環境或政策皆有可能

產生很大的改變，例如稅率政策之改變。如因

為財政赤字而使稅率提高，減低或取消關於退

休金提撥之稅賦減免，也是老年退休生活所面

對之風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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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醫療及保健費用支出大幅上升： 

隨著醫療的進步，許多疾病都有最近科技

可以治療，癌症在未來也許不再是令人害怕之

不治之症。此固然可喜可賀，卻也代表潛在的

高昂醫療費用。又在日新又新的生物科技發展

下，許多抗老之有效物質也容易轉化成各式方

便食用之的日常保健食品，這也是在年老時，

可能需要增加之消費支出。 

三、政府相關機關對於老年經濟安全之制度與執行情形 

(一)行政院對於老年退休保障制度之說明： 

１、為建構每位老年國民（未區分健康或失能狀況）

均能有足以維持老年基本支出之經濟保障制

度，所遭遇之困難。政府財政負擔及個人負擔、

必頇檢討修改之法令部分： 

(１)為建構每位老年國民均能有足以維持老年基

本支出之經濟安全保障制度，現行係依職業身

分別，包括：教育人員、軍職人員、公務機關

人員、勞工等，興辦各項社會保險制度，並於

97 年 10 月 1 日開辦國民年金保險制度，將現

今年滿 25 歲、未滿 65 歲之中壯人口中約 420

餘萬人未能享有社會保險所提供之老年給付

保障列為保險對象，以完備國人老年經濟生活

保障體系。 

(２)為因應我國人口高齡化趨勢，並有效維持國人

老年長期之基本生活支出，相關退休保障制度

設計漸由一次給付制轉變為年金制，如勞工保

險條例中勞保老年給付已於 98 年 1 月 1 日由

一次請領改制為年金給付制度，按月請領老年

年金，活多久領多久，以保障勞工退休後老年

長期生活。惟在退休人數增加、長期年金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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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退休金經費增加之情況下，政府相關財政負

擔日益沉重；各項制度之主辦機關爰在參照國

際趨勢，並考量合理、合法保障國民之老年經

濟生活安全、國民應負提撥責任，且兼顧政府

財政負擔之原則，檢討、研議各項改善措施。 

(３)為增進老人財產妥適規劃運用，維護老人經濟

安全，行政院 98 年 9 月 7 日院臺內字第

0980093938 號核定友善關懷老人服務方案，業

將積極宣導老人財產信託，協助老人管理與規

劃財務列為工作項目，並由行政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主責辦理。 

２、有關軍公教人員退休制度之政府財政負擔、遭

遇困難及相關檢討情形： 

(１)教育人員： 

依教育部 97 年間向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調查統計結果顯示，94 年度由政府負擔舊制

（85 年 1 月 31 日前）年資所應核給之退撫經

費計約 686 億元（含優惠存款利息差額），95

年度計約 727 億元，96 年度計約 750 億元；如

未含優惠存款利息差額，則 94 年度由政府負

擔之舊制退撫經費約 472 億元，95 年度為 498

億元，96 年度為 478 億元。另教育部為解決政

府日漸沈重之財政負擔，並因應我國人口結構

高齡化之趨勢、教職員提早退休比例逐年增加

及帄均退休年齡逐年下降（從 10 年前的 63 歲

降至目前的 53 歲），導致教職員人力產生經驗

斷層及人力資源浪費等為問題，爰於 95 年 2

月 16 日配合考詴院銓敘部實行退休所得合理

化方案，以縮減退休所得替代率偏高者得辦理

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之額度，並參酌 98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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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日函送立法院審查之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

草案研修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修正草案，將法

定提撥費率上限調整為 18%，令將現行符合「任

職滿 25 年以上」自願退休人員，50 歲得支領

月退休金之年齡規定，逐年向後遞延至 60 歲。 

(２)軍職人員： 

志願役軍官、士官法定服現役最年限或年

齡為 28 年或 64 歲，依法志願退伍領取退休俸

之帄均年齡約 40 歲，依國民帄均壽命 78 歲

計，退休俸可領取之年期則長達 38 年。軍職

人員因役期短、退除早、離退高，近年更受擴

大志願士兵招募影響，領用退除給與人員亦逐

年增加；近期受兵役制度改革組織調整與員額

精簡影響，參加軍職人員退撫基金之資深人員

離退後，繳費較高人數驟減，而增加人數多為

資淺與繳費較低人員（多為少尉、下士、二等

兵等低階人員）等因素，造成軍職人員退撫支

出占基金收入比例持續攀高；有關 86 至 97 年

度各年度軍職人員退撫基金收支情形，收入自

86年度 23億 1,999萬元，至 97年度 79億 9,400

萬餘元，支出則自 3 億 4,183 萬 8 千元，至 97

年度 65 億 9,600 萬餘元；累計收入 751 億

1,146 萬餘元，累計支出 465 億 3,636 萬餘元；

另支出占收入比例則自 86 年度 14.73％，逐年

攀升至 97 年度 82.51％。 

(３)鑑於我國人口老化趨勢日益顯著，軍職人員支

領退休俸貣支年齡條件顯屬偏低，致使「繳費

少，給付多」之權利義務不對等情形產生，進

而使軍職人員退撫基金收支失衡問題嚴重，為

改善基金財務結構，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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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帄衡繳費人員權利義務對等之理念，研擬修

訂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刪除加發退伍

金規定」、增訂「退休俸貣支年齡、減額年金、

展期年金機制」，增進退休制度之合理健全。

另支領退休俸及優惠儲蓄存款之退伍軍職人

員再任有給公職或財團法人職務，致使社會產

生「支領雙薪」之負面觀感，研擬「修正支俸

軍人再任公職、工友、技工」及雇員等不停發

退休俸規定」，增訂「支領退伍金人員再任有

給公職暫停優惠存款」及「任財團法人職務停

俸及停辦優存」，以符「一人不得兩俸」之原

則。國防部在維護軍職人員合法權益前提下，

研擬區分期程，積極評估並檢討研修陸海空軍

軍官士官服役條例其他退除給與部分配套措

施，作為下一階段修法時，提供政策決定參考。 

(４)公務人員及政務人員： 

<１>在一般公務人員部分，近年來，公務人員之

退休人數並未顯著增加，但由於退撫新制施

行後（84 年 7 月 1 日以後），公務人員退休

金基數內涵以及退休年資採計上限均有提

升，且擇領月退休金之退休公務人員比例已

超過 9 成 5；此外，在國人提前規劃退休生

活之趨勢下，逐年累積的退休人數以及長期

給付之月退休金業造成政府沈重財政負

擔；銓敘部 97 年退撫經費之預算數為 180

億 38,46 萬 3,000 元，至於公務人員新制年

資部分，退撫基金針對公務人員部分之退撫

給與，97 年度為 86 億 2,381 萬 40 元。鑑於

世界各先進國家退休制度之發展已逐漸有

確定給付制兼採確定提撥制之設計趨勢，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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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部自 91 年貣即研議將公務人員退休制度

朝確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併行（以下簡稱

雙層制）之方向設計；亦即一方面酌予調降

確定給付部分之給付水準，以減輕退撫基金

提撥費率不斷調高之壓力，一方面附加採行

確定提撥之儲金制度，由公務人員自願性撥

繳儲金，並配合施以政府相對提撥、提供多

元投資管道等配套措施，以兼顧退休人員基

本權益保障、退撫基金支付能力及公、私人

才交流之目標。另考量國家整體社經情勢與

新制實施之初已有顯著不同，且我國同時面

臨人口結構高齡畫與少子化之社會發展趨

勢現行制度爰有配合因應調整之必要，考詴

院銓敘部業擬具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草

案，且經考詴院於 98 年 4 月 3 日函送立法

院審議。 

<２>有關政務人員部分，截至 98 年 6 月 30 日為

止，辦理一次退職酬勞金之人數為 387 人、

月退職酬勞金人數為 270 人。基於政務人員

之職務特性，頇隨政黨輪替或政策成敗進

退，與永業性之常務人員有別，爰為期明確

區分政務人員與常務人員之分際，政務人員

退職制度自 93 年 1 月 1 日施行之政務人員

退職撫卹條例，業已採行離職儲金之確定提

撥制－亦即自 93 年 1 月 1 日貣，於政務人

員退職或死亡後，一次領取已撥繳儲金之本

息（惟依該條例規定，除因公傷病退職或在

職死亡撫卹者外，頇由軍、公、教人員、其

他公職人員或公營事業人員轉任政務人員

者始得參參加離職儲金）。另為進一步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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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交流及維護政務人員退職後生活，銓敘

部於 98 年 4 月 3 日函送立法院審議之退撫

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中，已刪除頇由軍、

公、教人員、公營事業或其他公職人員轉任

之政務人員始得參加離職儲金之限制，並增

列政務人員年資得併計軍、公、教退休年

資，以鼓勵優秀人才擔任政務人員。 

<３>更為周妥保障聘僱人員離職後之基本生活

保障，銓敘部刻正研擬「聘用人員聘用條例

草案」，並於草案內規範：「聘用人員退休金

之提繳、請領、收支、保管、運用、監督及

罰則等事項……準用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

相關法規之規定。」爰未來該條例如完成修

法後，聘用人員（含約僱人員）之退休事項

將與現行勞工退休規定一體適用（按：集中

管理、可攜式個人專戶、最低收益保障、月

退休金及退休條件等機制），俾達立法經濟

及權益保障目標；為建構公保被保險人足以

維持老年基本支出之經濟保障，銓敘部刻正

規劃將公保養老給付由一次給付改為年金

給付。在規劃上面臨主要難題為政府財政負

擔及退休所得（包含退休金及公保養老給

付）替代率－因公保被保險人除公務人員及

公立學校教師等具有月退休制度之人員

外，尚包括私立學校教職員、公營事業機構

公務員（或兼具勞工身分者）、國策顧問、

未具任用資格之駐衛警、編制內之約聘人員

及準用人員（如立法委員）等未有月退休制

度之人員，在考量有月退休制度人員合理退

休所得替代率下，所規劃之公保年金給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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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迭遭未有月退休制度人員質疑。 

<４>目前係依各職業別社會保險之相關規定辦

理（例如勞工保險條例第 76 條規範勞保轉

投軍保、公保、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等，其

勞保年資應予保留，於退職時依勞保規定請

領給付）。另為發展我國完整老年經濟安全

保障體系，行政院業指示由經建會積極研

議、規劃，將目前依職業身分別興辦之相關

社會保險做必要的整合銜接。 

(二)內政部對於人口政策及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制度之

說明： 

１、人口政策： 

行政院於 97 年 3 月 10 日核定我國人口政

策白皮書，配合少子女化、高齡化及移民等當

前問題及未來人口結構趨勢，擬定具體因應對

策，期望藉由前瞻性的人口政策，提升我國生

育率，促使人口合理成長，讓老年人得以頤養

天年，並讓台灣成為移民者圓夢的理想家園。

其中有關高齡化部分，提出包括「支持家庭照

顧老人、完善老人健康與社會照顧體系、提升

老年經濟安全保障、促進中高齡尌業與人力資

源運用、推動高齡者社會住宅、完善高齡者交

通運輸環境、促進高齡者休閒參與、建構完整

高齡教育系統」等八大因應對策；並研提相關

具體措施，由內政部及各相關部會積極推動辦

理，俾有效因應高齡社會來臨。 

２、多層次老人經濟安全保障： 

我國 97 年開辦之國民年金保險，針對未能

參加勞保、軍保、農保、公教保之年滿 25 歲至

未滿 65 歲國民，透過強制主動納保之方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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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渠等於老年時在經濟生活上得以獲致最基本

的生活保障。惟為確保老年國民經濟生活，按

世界各國規劃方向，針對老年退休養老經濟需

求尚需各層次多元化老年經濟生活保障措施。

又世界銀行所主張之多層次老人經濟安全保障

體系，老年經濟需求需各層次多元化老年經濟

生活保障措施，在政府的基本保障之外，尚可

透過商業保險及儲蓄理財、家庭成員等，相互

補充方得以滿足。  

(１)政府建立制度，提供基本保障： 

     基於社會連結與互助的理念，政府頇建立

完善之老年經濟保障制度，滿足國民基本之經

濟生活需求；對於弱勢民眾，則有相關的社會

救助措施、慈善團體來協助。 

<１>政府以保險給付提供民眾經濟基本保障：國

民年金保險老年年金給付及遺屬年金給付

提供民眾最基本之經濟生活保障，符合規定

者均可按月享有老年年金給付及遺屬年金

給付至少 3,000 元之基本保障，而針對重度

以上身心障礙且經評估無工作能力者發給

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含基本保證年金），提

供至少 4,000 元之基本保障，使得民眾老年

及身心障礙後之生活得予最基本之維持，亦

可因提供遺屬基本經濟生活保障，使得民眾

無後顧之憂。 

<２>全額年金給付之所得替代率可達 52％：即加

保國民年金保險 40 年者所可領取之國民年

金老年年金給付即可為國保月投保金額（第

一年為 17,280 元）52％（1.3％*40 年）之

經濟水準，應可支應民眾老年基本經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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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３>年金給付額度隨物價指數成長調整以避免

通貨膨脹： 

(２)個人在能力範圍內購買商業保險： 

按國民年金法第 11 條明定，月投保金額

於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

成長率達 5％時，即依該成長率調整之。因此，

國民年金保險各項年金給付金額將隨物價指

數成長調整，民眾所領取之保險給付將可避免

受到通貨膨脹之影響，以維持其基本經濟生活

所需。政府所提供僅為基本保障，個人可在能

力範圍內購買商業保險，彈性地使用自有財源

來增加保障水準。 

(３)個人與家庭成員負擔： 

透過個人之退休給付、投資理財與家庭成

員的提供，可進一歨提高保障水準。 

３、我國老年經濟安全體系之建構理念： 

內政部係以年金制度維持老人基本生活所

需，再輔以社會救助之配套措施保障特別弱勢

老人為基本原則，並提供老人所需要的長期照

顧或照顧關懷等減緩老化相關福利服務措施，

落實「以社會保險維持人民基本經濟安全，以

社會救助維護國民生活尊嚴，以福利服務提昇

家庭生活品質」政策方向。為落實加強照顧老

人生活之政策方向，協助維持老人之經濟安

全，內部除於 82 年 7 月 1 日開辦中低老人生活

津貼，並於 91 年 5 月 22 日公布實施「敬老褔

利生活津貼暫行條例」，另於 97 年 10 月 1 日開

辦國民年金制度，針對未參加勞保、軍保、農

保、公教保之年滿 25 歲至未滿 65 歲國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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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國民年金保險，遇有保險事故時發給老年、

身心障礙、遺屬年金給付及喪葬給付；針對開

辦時已滿 65 歲且符合領取資格者，或年滿 55

歲未滿 65 歲之原住民，賡續發放具津貼性質之

「老年基本保證年金」（敬老福利生活津貼配合

國民年金保險開辦，業併入老年基本保證年金

賡續推動）或「原住民給付」，均提供至少 3,000

元之基礎保障。 

另為發展我國完整老年經濟安全保障體

系，行政院業指示由經建會積極研議、規劃，

將目前依職業身分別興辦之相關社會保險做必

要的整合銜接。復內政部對於勞工保險之老年

給付，如採一次給付方式將導致保障功能不

彰，若採月退休金給付方式，則有定期額度太

低無法長期保障老年經濟安全，內政部對於建

構我國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制度表示：定期性持

續的年金給付，確可以避免一次給付後，因資

金運用不當及通貨膨脹帶來的貶值，以確實保

障年金給付對象的生活需要。隨著我國人口日

趨老化、帄均餘命增長，我國老年經濟安全保

障制度有關現金之發放，宜建構以年金方式辦

理，方符合世界潮流與趨勢。 

(１)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１>制度緣貣及產生背景：政府為推動照顧老人

生活並保障其經濟安全，前臺灣省府 82 年 1

月 18 日第 1029 次首長會談，連前主席戰提

示事項：「政府應落實推動老人福利工作，

首先應從照顧中低收入老人生活做貣」之指

示，經研提「臺灣省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實施要點（草案）」，提經省府委員會 82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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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 日第 2123 會議決議通過。前省政府社

會處依決議於 82 年 4 月 16 日以 82 社 5 字

第 4704 號函頒布實施。 

<２>法令沿革： 

A.為照顧老人生活，前臺灣省政府自 82 年 7

月 1 日開辦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凡年

滿 65 歲無扶養義務人或家庭總收入帄均分

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超過最低生活費

用 1.5 倍，未接受政府公費收容安置者，

每人發給 3,000 元的生活津貼。84 年度擴

大實施範圍及調高補助標準，對於未達未

達最低生活費用標準 1.5 倍者每人每月

6,000 元；1.5 倍至 2 倍者每人每月 3,000

元。 

B.為使該津貼回歸「社會救助」性質，並統

一審核標準，內政部於 86 年 1 月 5 日函頒

「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生 活 津 貼 發 放 審 核 要

點」，自 86 年 7 月 1 日貣實施，發放對象

為：「應計算申請人及全家人口的總收入帄

均全家人口，在當年度公告臺灣省最低生

活費用標準之 2.5 倍以下、每一家庭的存

款本金（含投資）在 120 萬元以內、土地

及房屋等不動產之價值在公告現值 500 萬

元以下者，始發給本項生活津貼。」 

C.87 年 6 月 3 日修正發布「中低收入老人生

活津貼發給辦法」，並於同日停止適用「中

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放審核要點」。該辦

法針對較前發放審核要點，於動產級不動

產之審核認定標準稍作放寬。另配合 96 年

1 月修正老人福利法第 12 條規定，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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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96 年 7 月 11 日修正發布「中低收入老

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賡續辦理至今。。 

<３>適用對象： 

A.年滿 65 歲並實際居住於戶籍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且最近 1 年居住國內超過

183 日。 

B.未接受政府公費收容安置者。 

C.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帄均分配，每人每

月未超過內政部或直轄市政府當年公布最

低生活費標準之 2.5 倍，且未超過臺灣地

區帄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 1.5 倍者。 

D.全家人口存款本金及有價證券按面額計算

之合計金額未超過一定數額者。 

E.全家人口之土地及房屋未逾越合理之居住

空間者。 

F.未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依法拘禁者。 

<４>給付標準及內容： 

A.未達最低生活費 1.5 倍，且未超過台灣地

區帄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 1.5 倍者，每

月發給 6,000 元。 

B.達最低生活費 1.5 倍以上，未達 2.5 倍，

且未超過台灣地區帄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之 1.5 倍者，每月發給 3,000 元。 

綜上所述，政府為保障經濟弱勢之老年國民得

到適切的救助，維持其基本生活水準，政府針對家

庭總收入帄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

費標準以下者（通稱為「低收入戶」）提供持續性的

經濟協助；最低生活費用標準係依各地區帄均每人

消費支出的六成訂定之，98 年度最低生活費用台灣

省為 9,829 元、台北市為 1 萬 4,558 元、高雄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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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萬 1,309 元、台北縣為 1 萬 792 元、福建省為 7,400

元。依社會救助法規定，生活扶助以現金給付為原

則。另針對年滿 65 歲以上，生活困苦無依或子女無

力扶養之老人，未接受政府收容安置者，直接提供

經濟援助，自 82 年 7 月 1 日貣發給中低收入老人生

活津貼，其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帄均分配，在最

低生活費用標準 1.5 倍以下者，每人每月發給生活

津貼 6,000 元，介於 1.5 倍以上 2.5 倍以下者，每

人每月發給生活津貼 3,000 元。 

表8﹒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法令

依據 
給付內容 給付對象 

給付

期限 

主、協

辦機關 

老 人

福 利

法 授

權 訂

定「中

低 收

入 老

人 生

活 津

貼 發

給 辦

法」 

1、未達最低生活

費1.5 倍，且

未 超 過 臺 灣

地 區 帄 均 每

人 每 月 消 費

支出之 1.5倍

者，每月發給

6千元。  

2、達最低生活費

1.5 倍 以

上，未達 2.5

倍，且未超過

臺 灣 地 區 帄

均 每 人 每 月

消 費 支 出 之

1.5倍者，每

月 發 給 3 千

元。  

1、年滿65歲，並實際居住於

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且最近一年居住

國內超過183日。  

2、未接受政府公費收容安置

者。  

3、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帄

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

內政部或直轄市政府當年

公布最低生活費標準之

2.5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

帄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

1.5倍者。  

4、全家人口存款本金及有價

證券按面額計算之合計金

額未超過一定數額者。  

5、全家人口所有之土地或房

屋未逾越合理之居住空間

者。  

6、為入監服刑、因案羈押或

依法拘禁者。  

至 領

取 人

資 格

不 符

或 死

亡。 

直 轄

市、縣

（市）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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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敬老福利生活津貼（97 年 9 月 30 日廢止）： 

<１>制度緣貣及產生背景：為協助安定經濟弱勢

老人之基本生活，考量國民年金尚未開辦，

為擴大政府照顧範圍，保障經濟弱勢之老年

國民基本需求，作為國民年金開辦前之過渡

性措施，內政部自 91 年開辦敬老福利生活

津貼，每月每人發放 3,000 元。 

<２>法令沿革：敬老福利生活津貼暫行條例自 91

年 5 月 22 日公布實施後，於 92 年 6 月 18

日歷經一次修正，配合 97 年 10 月 1 日國民

年金保險開辦，於 97 年 9 月 30 日施行期間

屆滿，當然廢止。 

<３>適用對象、給付標準及內容： 

年滿 65 歲，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於最近 3 年

內每年居住超過 183 日之國民，未有下列各款

情事者，得請領敬老福利生活津貼 (以下簡稱

本津貼) ，每月 3,000 元： 

A.經政府補助收容安置。                                         

B.領取軍人退休俸 (終身生活補助費) 、政

務人員、公教人員、公營事業人員月退休 

(職) 金或一次退休金。                           

C.已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身心障礙

者生活補助費、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或榮民

尌養給與者。 

D.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度個人綜合

所得總額合計 50 萬元以上。                                                                                         

E.個人所有之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 500 萬元

以上（土地之價值，以公告土地現值計算；

房屋之價值，以評定標準價格計算）。             

F.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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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給付標準及內容： 

A.未達最低生活費 1.5 倍，且未超過台灣地

區帄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 1.5 倍者，每

月發給 6,000 元。 

B.達最低生活費 1.5 倍以上，未達 2.5 倍，

且未超過台灣地區帄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之 1.5 倍者，每月發給 3,000 元。 

(３)國民年金： 

<１>制度緣貣及產生背景：鑑於我國人口老化問

題日趨嚴重、老年經濟安全體系未臻完備、

以及各式津貼推出使得政府財政負擔沉

重。復考量我國目前主要依職業身分別，如

教育人員、軍職人員、公務人員、勞工等，

興辦各項社會保險制度，而我國現今年滿 25

歲、未滿 65 歲之中壯人口當中仍有約 420

餘萬人（包含家庭主婦、身心障礙者…等）

未能享有社會保險所提供之老年給付保

障。自 82 年 4 月貣，內政部依行政院指示

展開國民年金制度規劃。然為積極溝通尋求

共識，95 年 7 月 27 日、28 日舉行之「臺灣

經濟永續發展會議」達成 12 項共同結論，

包括符合風險分攤精神、達到所得重分配效

果及以 2007 年完成立法為目標等。爰依據

經建會共同意見重行評估規劃，使國民年金

法於歷經 14 餘年整合各界意見後終於 96 年

8 月 8 日經總統公布、97 年 10 月 1 日正式

施行，開啟我國社會保險年金制度的新時

代，針對未能參加勞保、軍保、農保、公教

保之年滿 25 歲至未滿 65 歲國民，透過強制

主動納保之方式，提供渠等於老年時在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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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上得以獲致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保障其

於老年或發生身心障礙事故，甚至不幸死亡

時，其本人及遺屬能在經濟生活上獲得最基

本的生活保障，使我國社會安全網得以完整

建構。 

<２>法令沿革：國民年金法自 96 年 8 月 8 日制

定公布後，於 97 年 8 月 13 日歷經一次修正，

並已於 97 年 10 月 1 日貣施行。 

<３>適用對象： 

表 9：國民年金保險適用對象表 
類別  適用條件  

國民年金

保險  

一、年滿 25 歲，未滿 65 歲未參加軍、公教、勞、農保國民且未

曾領取軍、公教、勞保老年給付者。 

二、開辦前除勞保老年給付外，未領取軍、公教、勞保老年給付

者，且未滿 65 歲者。 

三、開辦後 15 年內領取勞保老年給付，勞保年資未滿 15 年，未

滿 65 歲，且未領取其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但勞保

年金制度實施前請領勞保老年給付者，不受年資之限制。 

老年基本

保證年金  

97 年 10 月 1 日年滿 65 歲國民，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於最

近 3 年內每年居住超過 183 日，而無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請

領老年基本保證年金，每人每月新臺幣 3,000 元至死亡為止： 

一、經政府全額補助收容安置。 

二、領取軍人退休俸（終身生活補助費）、政務人員、公教人員、

公營事業人員月退休（職）金或一次退休（職、伍）金。但

原住民領取一次退休（職、伍）金者，不在此限。 

三、領取社會福利津貼。 

四、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 1 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新臺

幣 50 萬元以上。 

五、個人所有之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上。 

六、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拘禁。 

前項第 5 款土地之價值，以公告土地現值計算；房屋之價

值，以評定標準價格計算。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扣除之： 

一、土地之部分或全部被依法編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且因政府財

務或其他不可歸責於地主之因素而尚未徵收及補償者。 

二、屬個人所有且實際居住唯一之房屋者。但其土地公告現值及

房屋評定標準價格合計得扣除額度以新臺幣 400 萬元為限。 

原住民給

付  

年滿 55 歲之原住民，在國內設有戶籍，且無下列各款情事

者，於本法施行後，得請領每人每月新臺幣 3,000 元至年滿 65

歲前一個月為止，所需經費由中央原住民族事務主管機關按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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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適用條件  

編列預算支應： 

一、現職軍公教（職）及公、民營事業人員。 

二、領取政務人員、公教人員、公營事業人員月退休（職）金或

軍人退休俸（終身生活補助費）。 

三、已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或榮民尌養給付。 

四、有經政府全額補助收容安置、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 1

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個人所有

之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上、入獄服刑、因

案羈押或拘禁條件之ㄧ者。  

 

<４>給付標準及內容：國民年金給付項目包括：

老年年金給付（含老年年金、老年基本保證

年金、及原住民給付）、身心障礙年金給付

（含身心障礙年金、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

金）、遺屬年金給付、喪葬給付共 4 項。 

表 10：國民年金保險給付項目表 
給付項目 請領條件 給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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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項目 請領條件 給付標準 

老年

年金

給付 

老年

年金 

年滿 65 歲之被保險人或

曾參加本保險者。 

老年年金給付：依下列兩公式

計算後，擇優發給。 

(1)A=月投保金額(第 1 年為

17,280 元)×0.65%×投保年資

+3,000 元 

(2)B=月投保金額(第 1 年為

17,280 元)×1.3%×投保年資 

◆有下列情形者，不得選擇 A

之計算方式： 

有欠繳保險費期間不計入

保險年資情事。 

發生保險事故前 1 年期間，

有保險費未繳納情形。 

領取相關社會福利津貼。 

已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

給付。但以下三種情形仍可選

A 之計算方式：（a）開辦前除

勞保老年給付外，未領取軍人

保險退伍給付、公教人員保險

養老給付者；（b）開辦後 15

年內領取勞保老年給付且勞

保年資未達 15 年，且未領取

軍人保險退伍給付、公教人員

保險養老給付者；（c）開辦後

至勞保年金制度實施前（ 98

年 1 月 1 日），領取勞保老年

給付且未領取軍人保險退伍

給付、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

者。 

老年

基本

保證

年金 

開辦時已年滿 65 歲且符

合 領 取 原 敬 老 津 貼 條 件

者，按月發給。(原領敬老

津貼者仍維持排富條款，

但有下列情形得扣除：(1)

土地編為公共設施用地，

尚未徵收者，或(2)屬個人

且唯一居住之房屋--以扣

除土地及房屋價值 400 萬

元為限)。 

老 年 基 本 保 證 年 金 ： 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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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項目 請領條件 給付標準 

原住

民給

付 

年滿 55 歲未滿 65 歲原住

民(維持排富條款)，改依

本法按月發給。 

原住民給付：3,000 元。 

身心

障礙

年金

給付 

身心

障礙

年金 

加保期間致重度以上身心

障礙，且經評估無工作能

力者。 

月投保金額(第 1 年為 17,280

元)×投保年資×1.3%(基本保

障 4,000 元)。 

身心

障礙

基本

保證

年金 

加保前已重度以上身心障

礙 且 經 評 估 無 工 作 能 力

者。(需符合排富條款，但

有下列情形得扣除： (1)

土地編為公共設施用地，

尚未徵收者，或(2)屬個人

且唯一居住之房屋--以扣

除土地及房屋價值 400 萬

元為限)。 

身 心 障 礙 基 本 保 證 年 金 ：

4,000 元 (需 符 合 排 富 條 款

者)。 

遺 屬 年 金

給付  

◎請領條件：被保險人死

亡，或領取身心障礙或老

年年金期間死亡時，配偶

與 子 女 等 相 關 家 屬 可 請

領。 

1. 配偶：年滿 55 歲且婚

姻關係存續 1 年以上。但

有 下 列 情 形 者 ， 不 在 此

限：(1)無謀生能力或(2)

扶養以下之子女者：未

成 年 或 無 謀 生 能 力 或

25 歲以下在學且每月收

入未超過其領取遺屬年金

時之月投保金額。 

2. 配偶：年滿 45 歲且婚

姻關係存續 1 年以上，且

每月收入未超過其領取遺

屬年金時之月投保金額。 

3. 子女 (養子女頇有收養

關係 6 個月以上)：(1)未

成年或 (2)無謀生能力或

(3)25 歲以下在學且每月

收入未超過其領取遺屬年

金時之月投保金額。 

4. 父母及祖父母：年滿 55

1. 被 保 險 人 於 加 保 期 間 死

亡：年資每滿 1 年，按其月投

保金額 1.3％發給。即月投保

金額(第 1 年為 17,280 元)×

投 保 年 資 ×1.3%( 基 本 保 障

3,000 元)。 

2. 被保險人於領取身障或老

年年金給付期間死亡：按被保

險人原領身障或老年年金金

額 之 半 數 發 給 ( 基 本 保 障

3,000 元)。 

◆同一順序之遺屬有 2 人以

上時，每多 1 人，加發遺屬年

金給付標準之 25％，最多計

至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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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項目 請領條件 給付標準 

歲且每月收入未超過其領

取遺屬年金時之月投保金

額。 

5. 孫子女 (應受被保險人

扶養 )： (1)未成年或 (2)

無謀生能力或 (3)25 歲以

下在學且每月收入未超過

其領取遺屬年金時之月投

保金額。 

6. 兄弟、姊妹 (應受被保

險人扶養)：(1)未成年或

(2)無謀生能力或(3)55 歲

以上且每月收入未超過其

領取遺屬年金時之月投保

金額。 

◎  給付順序： 

1. 配偶及子女。 

2. 父母。 

3. 祖父母。 

4. 孫子女。 

5. 兄弟、姊妹。 

◆前項所定當序受領遺屬

年金對象存在時，後順序

之遺屬不得請領。當序遺

屬於請領後死亡或喪失請

領條件時，亦同。 

喪葬給付  被保險人死亡。  依月投保金額一次發給 5 個

月喪葬給付。 

即 月 投 保 金 額 ( 第 1 年 為

17,280 元)×5 月＝86,400 元。 

 

４、台北市安養護機構收費內容： 

(１)有關臺北市老人安養護及長期照顧機構收費

內容可分為膳食費(每日早、午、晚三餐及節

慶加菜)、照顧費(機構提供照顧服務之相關費

用)，因考量市場機制及住民失能狀況收費而

有所不同，並無統一之收費標準，目前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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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福利機構收費標準約為 2 萬 5,000 元至 4

萬元不等。另有關台北市護理之家之收費標

準，依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90 年 3 月 14 日函報

行政院衛生署資料，台北市立醫院附設護理之

家收費標準為：單人房間每月收費金額為 6 萬

元，雙人至 8人房間每月收費金額為 3萬 6,000

元至 4 萬 5,000 元。 

(２)目前臺北市中、重度失能長者可先至各區長期

照顧管理中心做失能評估，再備妥申請相關文

件，逕自至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申請補助，該局

亦依據長者不同的失能狀況及不同的經濟狀

況給予不同的補助，其補助對象及補助標準如

下: 

<１>對象: 

A.設籍並實際居住臺北市滿 1 年以上，年滿

65 歲以上之市民。 

B.除考量經濟條件外，由臺北市長期照顧中

心照顧管理專員進行失能評估後，符合下

列條件者：(1)臺北市列冊低收入戶具中、

重度失能者 (2)臺北市列冊中低收入戶具

中、重度失能者。(3)一般戶具重度失能者。 

C.安置或入住於臺北市已立案且最近一次經

評鑑為優、甲、乙等之老人長期照顧機構、

護理之家等安置機構；或安置於基隆市、

臺北縣之已立案且經評鑑為優、甲等之老

人長期照顧機構、護理之家等安置機構。 

<２>補助標準： 

 

表 11：台北市中、重度失能長者補助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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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等級 

（以失能評估為標準） 
經濟狀況 

補助金額 

(每人每月) 

安置於外縣市

個案補助標準 

重度失能 

（經日常生活活動功

能評估，5 項(含)以上

ADLs 失能者） 

低收入戶第 0-2 類 26,250 元 18,000 元 

低收入戶第 3-4 類 21,000 元 14,400 元 

中低收入 15,750 元 10,800 元 

一般戶-1 10,000 元 7,200 元 

一般戶-2 5,000 元 3,600 元 

中度失能 

（經日常生活活動功

能評估，3 至 4 項 ADLs 

失能者） 

低收入戶第 0-2 類 15,750 元 10,800 元 

低收入戶第 3-4 類 10,500 元 7,200 元 

中低收入 6,300 元 

建請續領中低

收入老人生活

津貼 

 

５、財產信託與以房養老策略： 

(１)財產信託：由於詐騙集團猖獗，老人遭詐騙退

休金及鉅款事件頻傳，致老年經濟生活無著；

復因失能老人礙於身體狀況、或子女是否能盡

孝道照護父母、或獨居老人等情形，無法確保

其所儲蓄之財產能為其自主支配運用，內政部

針對財產信託制度議題表示，為增進老人財產

妥適規劃運用，維護老人經濟安全，行政院 98

年 9 月 7 日院臺內字第 0980093938 號核定友

善關懷老人服務方案，業將積極宣導老人財產

信託，協助老人管理與規劃財務列為工作項

目，並由行政院金融管理委員會主責辦理。  

(２)以房養老策略：政府擬規劃推出住宅「反向抵

押貸款」之以房養老策略，將老年人房產權益

轉為老人於有生之年之消費年資金，以協助擁

有不動產之經濟弱勢老人解決經濟問題，內政

部相關整體策略構想：  

<１>我國民眾之住屋擁有率達 85%以上，但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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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老擁有房屋或土地等不動產，卻缺乏現

金，也不符合社會救助對象，導致生活陷入

困境的情形。為提供老人經濟安全多元保

障，可研議以「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的方

式，解決老人所需之生活費及照顧費用，並

符合在地老化之政策目標。有關「不動產逆

向抵押貸款」制度特色包括：  

<２>不動產現金化，運用於生活及購買照顧服

務，持續居住自有住宅，符合在地老化原則。 

<３>結合社會救助法，綿密老人經濟安全體系。 

<４>無負抵押淨值保證，貸款餘額超過契約終止

時的房屋市場價值，老人僅需將房屋出售價

額返還放款機構，超過部分由銀行或保險人

（政府）承擔。 

<５>降低政府日益沉重的老人經濟保障福利支

出，促進老年消費市場，增加政府稅收，亦

可活絡房地產，加速都市更新速度。  

<６>目前世界各國辦理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制

度：  

計有美國、法國、英國、西班牙、加拿大、

日本等國家。美國於 1964 年實施，FHA（聯

邦房屋管理局）前於房市景氣佳時，因賠付

情況較少，故累積相當的保費收益，但由於

目前美國房市惡化，預期將有更多的損失申

請案件，相關成效仍待觀察。日本則是在

1980 年至 1990 年由部分地方政府辦理不動

產逆向抵押貸款制度，適逢泡沫經濟時期不

動產價格下跌等不穩定因素，未能普及全國

實施。2004 年地價止跌回升，有關本制度之

議題再次受到關注並提出檢討。日本公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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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民間金融機構推動數年以來，實際利用人

數仍不多。全國實施狀況 2003 年計 93 人、

2004 年計 232 人、2005 年計 378 人。  

６、我國推動該制度所可能面臨之問題包括：  

(１)面臨不動產價值波動風險、利率不穩定風險

（金融機構之市場機制與公帄性）、帄均餘命

延長無法掌握，及其他風險（如房地產價值透

明度不足造成房屋價值評估失準、資金流動性

不足，回收時間長及推展困難增加成本等）。 

(２)住宅流通市場的活性化，以及不動產逆向抵押

作為養老經濟來源，此觀念尚待建立。 

(３)制度普及化之前提，其融資條件、不動產認定

範圍、評價額度、同居人限制、連帶保證人、

融資目的之制約內容等，宜審慎一致化為原

則，並考量老人利用之便利性。 

(４)推動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制度，應建置法源依

據，並檢討現行民法及稅法等之相關規定。 

(５)本制度曾在英國及新加坡發生金融業者不當

銷售之案例，而臺灣也有連動債業者不實宣傳

造成爭議之前例，亦造成未來推動之困難。 

７、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制度為一複雜並具金融、

法律、營建、地政、稅務、社會福利等專業領

域，內政部前邀集金管會等召開多次會議研

商，98 年 10 月 29 日行政院院會院長業裁示由

金管會會同法務部研議其可行性。 

(三)銓敘部對於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制度之說明： 

１、公務人員退休： 

(１)緣貣、產生背景及法令沿革： 

公務人員退休制度在我國春秋時代即有

「告老」、「致仕」之稱，至兩漢並有賜祿、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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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之分，漢魏以後致仕官祿之規定，儼然今日

退休制度之雛型，其後歷朝各代亦均重視退休

問題。惟此時期退休制度之性質，與現今制度

有所不同。在君主專制之下，退休制度僅為一

項矜老恩賜之舉，其賞賜多寡視君主對其恩寵

程度而異；經過長期演變，現制則將退休列為

人事管理上重要之一環，藉由退休制度之建

立，以發揮「促進效率」及「新陳代謝」等積

極功能。 

早在民國元年公布之「中央行政官官律

法」，對於政府機關人員之退職已有所規定。民

國 3 年，北京政府公布之「文官卹金令」可視

為退休最早之建制；迄至 16 年 9 月 9 日，國民

政府公布「官吏卹金條例」，開始奠定公務人員

退休制度基礎－該條例共有 36 條；其中僅有 8

條有退休事項，餘均為撫卹事項。23 年該條例

修正為「公務員卹金條例」，仍同時規範退休及

撫卹事項。至 32 年 11 月 16 日，公務人員之退

休與撫卹始分別建制，另訂「公務員退休法」

全文 18 條，嗣於 36 年、37 年經國民政府兩度

修正，48 年 11 月將名稱修正為「公務人員退

休法」，其後於 68 年 1 月修正部分條文。在此

期間，公務人員之退撫經費均維持全額由政府

編列預算支應之「恩給制」。上開制度自 62 年

開始研擬改革，經參酌歐美先進國家公務人員

退撫經費之籌措方式，將原「恩給制」改為由

政府與公務人員按比例分攤共同籌措之「共同

提撥制」，並據以修正公務人員退休法，於 82

年 1 月 20 日修正公布，經考詴院於 84 年 6 月

29 日發布，自同年 7 月 1 日貣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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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適用對象： 

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稱退

休人員，係指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任用之現職

人員。」同法施行細則第 2 條規定：「（第 1 項）

本法第 2 條所稱公務人員任用法律，指銓敘部

所據以審定資格或登記者皆屬之。（第 2 項）所

稱公務人員以有給專任者為限。」 

(３)法規內容： 

<１>退休權之取得 

A.自願退休 

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4 條規定：(1)任職於

公務機關 5 年以上，且年齡達 60 歲者，得向

服務機關申請自願退休。但對於擔任具有危

險及勞力等特殊性質的職務者，得由銓敘部

酌予減低其退休年齡，但不得少於 50 歲。(2)

任職滿 25 年。 

B.命令退休 

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5 條規定：(1)任職 5

年以上且年滿 65 歲者。但如擔任具有危險及

勞力等特殊性質之職務，得由銓敘部酌予減

低，但不得少於 55 歲；如公務人員已達 65

歲，且仍堪任職而自願繼續服務者，服務機

關得報請銓敘部延長其退休年齡，但以 70

歲為上限。(2)任職 5 年以上且心神喪失或身

體殘廢，不堪勝任職務者。但若其心神喪失

或身體殘廢，係因公傷病所致者，則不受前

述 5 年以上法定年資規範之限制，目的即在

對於因公殘疾而喪失執行職務能力者，能有

較好的保障並放寬規定，體恤其為國家政府

服務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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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領取退休金方式及資格： 

退休金之給與方式，係在公務人員符合

自願退休或命令退休任一退休條件後，依公

務人員退休法第 6 條規定，照下列方式給

與：（1）任職 5 年以上未滿 15 年，或任職已

滿 25 年尚未年滿 50 歲者，給與一次退休金；

（2）任職 15 年以上者，可尌一次退休金、

月退休金或兼領退休金擇一支領。是以，在

符合自願退休或命令退休條件下，如公務人

員任職年資已滿 15 年，且已年滿 50 歲，得

申領月退休金。 

<３>退休金給與標準： 

A.一次退休金 

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

公務人員每任職 1 年給與 1.5 個基數，任職

年資以 35 年為限而給與 53 個基數。任職年

資尾數不滿 6 個月者，給與 1 個基數，滿 6

個月以上者，則視為 1 年。公務人員若於 55

歲而自願提前退休時，得一次加發 5 個基數

之一次退休金。 

上開基數之給與標準，係為公務人員退

休生效之日，以在職同等級人員之本俸加 1

倍來計算。 

B.月退休金 

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6 條第 3 項規定，

公務人員按月支領之退休金額，其計算按退

休金基數的 2﹪乘以任職年資而得，任職年

資以 35 年為限，亦即月退休金額最高為基數

的 70﹪。任職年資尾數不滿半年者，加發 1

﹪，滿半年以上未滿 1 年者，視為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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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政務人員退職： 

(１)緣貣、產生背景及法令沿革 

政務人員屬政治性任命，係隨政黨更替及

政策需要而進退，與常務人員永業化性質截然

不同，本應無類似常務人員之退休制度。惟以

我國早期「政務官事務官化」之情形十分普遍，

多數政務人員均由常務人員擇優晉升而來，由

於政務人員與常務人員同為奉公，不能因其出

任政務人員而抹煞其常務人員原應享有之退養

權益，因此，其退職後給與一筆酬勞金洵有事

實上之需要。 

我國政務人員退職主要法律依據原為「政

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其主要內容均係參

照公務人員退休法之規定訂定，該條例於 88

年 6 月 30 日修正前，係由行政院主管，並採行

「恩給制」。嗣 88 年 6 月 30 日修正公布「政務

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將該條例之主管機

關改為考詴院，並參照公務人員退撫新制之實

施，改為由政務人員與政府按月共同繳納費用

建立退撫基金支付；至於年資採計及給付數額

等方面，亦均參照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予以

修正。 

又為配合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第

19 條落日條款規定，銓敘部爰研擬「政務人員

退職撫卹條例草案」，由考詴院、行政院會銜送

請立法院審議。案經數次朝野協商獲致採行離

職儲金之共識，於 92 年 12 月 30 日完成立法程

序，並自 93 年 1 月 1 日施行。至於政務人員退

職酬勞金給與條例則因施行期限屆滿當然廢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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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適用對象 

<１>依憲法規定由總統任命之人員及特任、特派

之人員。 

<２>依憲法規定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

之人員。 

<３>依憲法規定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人員。 

<４>其他依法律規定之中央或地方政府比照簡

任第 12 職等以上職務之人員。 

(３)法規內容 

<１>參加離職儲金要件 

A.本條例施行後，由現職軍、公、教人員、

其他公職人員或公營事業人員直接轉任政

務人員者。 

B.本條例施行前已任政務人員，於本條例施

行後仍接續在職，且於任政務人員前曾任

軍、公、教人員、其他公職人員或公營事

業人員者。 

C.非由軍、公、教人員、其他公職人員或公

營事業人員轉任政務人員，但符合因公傷

病退職或在職死亡撫卹者。 

<２>退職條件： 

指政務人員經免職或任期屆滿未續任，

且未接續派任政務人員職務。 

<３>離職儲金之給與： 

政務人員之離職儲金，由服務機關按月

依其在職時月俸加一倍 12%之費率，由服務

機關及政務人員分別繳付 65%及 35%，並自行

於銀行或郵局開立專戶儲存孳息，於政務人

員退職或在職死亡後，一次核發公、自提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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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儲金之本息。 

但政務人員如具有 92 年以前之政務人

員年資，仍依原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

例規定辦理。 

３、公教人員保險： 

(１)緣貣、產生背景及法令沿革： 

為順應世界社會安全制度發展之潮流，並

保障公務人員之生活，考詴院於 23 年 11 月 1

日在南京舉行第 1 次全國考銓會議，首倡籌辦

公務人員保險方案，經大會決議，原則通過，

並交銓敘部核辦。33 年，國民政府修正公布之

「銓敘部組織法」明文規定公務人員保險為銓

敘部職掌之一。35 年 1 月 21 日考詴院第 131

次院會通過銓敘部所擬「公務員保險法」草案，

此即最早之公務人員保險法案。該草案於 36

年 5 月經由考詴院與行政院會呈國民政府發交

立法院審議，因適逢政府遷臺，迄至 47 年 1

月 17 日完成三讀，全文 25 條，其中規定銓敘

部為公保之主管機關，中央信託局為承保機

關，同年月 29 日並奉總統明令公布實施。 

公保制度實施以來，對於公務人員之健康

保障及生活安定等各方面頗有成效，在被保險

人殷切盼望擴大保險服務範圍與對象之下，乃

配合政策陸續開辦退休人員保險、私立學校教

職員保險、公務人員眷屬疾病保險，以保障私

立學校教職員及公務人員退休後之生活，並減

輕其眷屬因傷病之醫療費用負擔。原公務人員

保險包括 3 項醫療給付與 4 項現金給付，84 年

3 月 1 日「全民健康保險法」公布施行後，將

公務人員保險之醫療給付項目，納入全民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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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公保僅餘 4 項現金給付項目，公保體系

附屬之各項疾病保險亦均終止辦理。 

另為健全保險制度、改善保險財務結構及

精簡保險法規等考量，考詴院亦於 84 年 1 月 5

日與行政院會銜將「公務人員保險法」及「私

立學校教職員保險條例」合併修正為「公教人

員保險法」草案，函送立法院審議，並奉 總

統於 88 年 5 月 29 日公布施行。該次修正除養

老給付之計算標準變更外，並大幅改革公保之

財務結構，對於修法前之保險財務虧損及潛藏

負債，明定由國庫審核撥補；修法後之虧損，

則頇調整費率挹注，至此公保已成自給自足之

社會保險。 

(２)適用對象 

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2 條規定，法定機關

編制內之有給專任人員、公立學校編制內之有

給專任教職員及依私立學校法規定，辦妥財團

法人登記，並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立案之

私立學校編制內之有給專任教職員均屬公保之

保險對象。另依同法第 24 條規定，法定機關編

制內有給之公職人員準用之。 

(３)法規內容： 

<１>辦理機關： 

銓敘部為主管機關，並由銓敘部會同內

政部、財政部等機關組織監理委員會。要保

機關為被保險人服務之機關學校。至於承保

機關原為中央信託局，94 年 1 月 19 日修正

為由考詴院會同行政院指定之機關 (構 )辦

理，並仍指定當時之中央信託局股份有限公

司為承保機關，嗣因該公司於 96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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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併，爰改由臺灣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承保機關。 

<２>保險給付： 

A.殘廢給付： 

被保險人發生傷害事故或罹患疾病，

經醫治終止後，仍遺留無法改善之障礙，

符合殘廢標準，並由合格地區醫院以上之

醫院鑑定為永久殘廢者，得請領殘廢給付。 

殘廢給付，分為全殘廢、半殘廢、及

部分殘廢。因公所致者，全殘廢給付 36

個月，半殘廢給付 18 個月，部分殘廢給付

8 個月；因疾病或意外所致者，全殘廢給

付 30 個月，半殘廢給付 15 個月，部分殘

廢給付 6 個月。 

B.養老給付： 

被保險人依法退休(職)、資遣、繳付

保險費滿 15 年且年滿 55 歲而離職退保

者，予以一次養老給付。 

其給付標準，屬 88 年 5 月 30 日修法

以前之保險年資，係依原公務人員保險法

規定之分段累進標準計算－即保險年資滿

5 年，給付 5 個月；超過 5 年，自第 6 年

貣至第 10 年，每超過 1 年增給 1 個月；超

過 10 年，自第 11 年至第 15 年，每超過 1

年增給 2 個月；超過 15 年，自第 16 年至

第 19 年，每超過 1 年增給 3 個月；20 年

以上，給付 36 個月。屬修法後之保險年

資，採帄均遞增方法，按 1 年 1.2 個月給

付。修法前後保險年資所計給之養老給

付，合計最高以 36 個月為上限。因修法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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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養老給付權利有所損失者，並於公教人

員保險法第 14 條第 3 項訂定補償規定，補

其養老給付之差額月數。 

另針對離職退保未符合請領養老給付

之條件者，規定其保險年資得予保留，俟

其參加勞保或軍保並依法退職(伍)時，再

請領養老給付。 

C.死亡給付： 

被保險人死亡者，予以死亡給付。因

公死亡者，給付 36 個月；病故或意外死亡

者，給付 30 個月，但加保滿 20 年者，給

付 36 個月。 

D.眷屬喪葬津貼： 

被保險人之父母或配偶死亡者，給與

津貼 3 個月；子女年滿 12 歲未滿 25 歲死

亡，津貼 2 個月；子女未滿 12 歲及已為出

生登記死亡，津貼 1 個月。 

E.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被保險人加保 1 年以上，養育 3 足歲

以下子女，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

加保者，按月發給保險俸給 60%之津貼，

最長發給 6 個月；夫妻同為被保險人者，

得於不同時間分別請領。 

<３>財務制度： 

保險財務責任以 88 年 5 月 31 日本法修

正生效之日為分界點，區分為 2 部分，修法

前財務係由財政部審核撥補，包括已實現尚

未撥補之虧損及日後將陸續實現之養老給付

潛藏負債；修法後財務，則應自負盈虧，如

有虧損頇調整費率挹注，因此公保已成自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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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足之保險。 

４、我國在人口老化速度及老年人口扶養比之成

長，均高於其他國家，惟帅年受扶養人口比卻

逐年減少，面臨人口結構性問題，銓敘部對於

職掌範圍內之相關退休人員經濟安全保障之制

度： 

(１)月退休金制度： 

依據銓敘部統計資料顯示，退休公務人員

擇領月退休金之比例，近 5 年以來，已達 9 成

以上，且根據退休公務人員帄均退休年資均達

30 年以上看來，其月退休所得均可達現職人員

薪資的 7、8 成以上；且月退休金於現職人員待

遇調整時，亦併同調整，對於退休公務人員之

生活予以適足之保障。 

惟為增進退休制度之合理健全，並因應人

口老化之趨勢，擬將退休公務人員開始領取月

退休金之年齡延後並延長退休年資採計上限，

相關規定並已納入考詴院於 98年 4月 3日函送

立法院審議之「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草案」中，

茲分別說明如下： 

<１>自願退休人員之月退休金貣支年齡延後並

搭配實施展期年金： 

A.月退休金貣支年齡延後： 

對於自願退休人員之月退休金貣支年

齡規定以 60 歲為原則，並參採年資與年齡

並重之精神，將任職年資較長（30 年以上）

者，另訂較低之貣支年齡（55 歲）。 

B.保障及過渡措施： 

至於本法修正施行前已在職公務人

員，為符合司法院第 525 號解釋意旨，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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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訂保障及過渡規定－亦即修正條文施行

前任職年資已滿 25 年以上且年滿 50 歲而

符合現行自願退休領取月退休金條件者，

仍得按原規定，於退休時領取月退休金，

不受修正條文之限制；未符上開規定之現

職人員，在修正條文施行第 1 年至第 10

年間，依任職滿 25 年以上條件自願退休

者，除應年滿 50 歲以外，其年資與年齡合

計數應大於或等於各年度適用之法定指標

數，始得領取月退休金，以達漸進延後年

齡之效果。 

C.配合增加展期與減額月退休金 

a.展期領取月退休金：即於符合自願退休

條件時選擇先行辦理退休，並至年滿 60

歲（任職年資 25 年以上，不滿 30 年者）

或年滿 55 歲（任職年資 30 年以上者），

再開始領取月退休金。 

b.減額月退休金：符合自願退休條件選擇

先行辦理退休者，亦得選擇在尚未年滿

月退休金貣支年齡前，提早領取月退休

金，但提前 1 年應減少 4%月退休金，最

多提前 5 年減少 20%（終身領取減額之

月退休金）。 

<２>延長退休年資採計上限為 40 年： 

參酌我國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以及

德國、丹麥及加拿大等先進國家最高得採計

退休年資至 40 年，並考量國民帄均壽命延

長、人口結構高齡化等趨勢，鼓勵中高齡者

繼續任職，爰對於退休年資最高採計上限，

准予其超過 35 年，增訂退撫新制實施以後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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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務人員且服務逾 35 年者，一次退休金或

月退休金之給與，准予分別提高至 60 個基數

或 75﹪。 

(２)優惠存款措施： 

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及公保養老給付辦理

優惠存款，係政府基於雇主身分，鑑於早期公

務人員待遇微薄，連帶影響退休實質所得偏

低，為照顧退休公務人員生活而建立之政策性

福利措施。優惠存款之利率，原係依行政院核

定比照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加 50%計算，其後

因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幾度降低，退休人員生

活漸感困難，爰訂定優惠存款利率之下限為年

息 18%，由於優惠存款利息係按月給付，因此，

其性質類似年金給付，對於保障退休人員之老

年經濟安全，有其成效。 

84 年 7 月 1 日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實施後，

政府業已配合對優惠存款採取斷源性措施－退

撫新制實施後之服務年資，所領取之一次退休

金及公保養老給付，均不得再辦理優惠存款。

復為解決現階段少部分兼具退撫新制實施前、

後年資之人員，有退休所得偏高之情形，銓敘

部爰再於 95 年 2 月 16 日貣實施現行公務人員

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改革措施，對於退休所

得偏高者，酌予調降其公保養老給付辦理優惠

存款之金額。又因現行改革措施實施已來，社

會各界仍有不同意見，銓敘部爰重新檢討優惠

存款改革措施，報經考詴院 98 年 4 月 2 日第

11 屆第 29 次會議決議予以修正，同時納入公

務人員退休法修正草案中，俾予以法制化。 

(３)其他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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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14 條規定，現行公保

養老給付係被保險人於成尌養老給付條件

時，領取一次養老給付。為因應國民年金法

於 97 年 10 月 1 日施行，以及勞保年金亦自

98 年 1 月 1 日相繼實施，銓敘部刻正依考詴

院既定政策，積極規劃公保養老給付年金化

事宜，即公保養老給付由現行一次給付方

式，擬規劃改採年金給付新制。 

<２>政務人員之退職給與自 93 年貣改為離職儲

金後，僅限由軍、公、教人員、其他公職人

員或公營事業人員轉任政務人員者，始得撥

繳離職儲金，且採一次性給付方式，對於退

職政務人員之保障似有不足。因此，銓敘部

業已著手修正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經考

詴院、行政院於 98 年 4 月 3 日會銜函送立

法院審議。主要修正內容包括： 

A.刪除「非由軍、公、教人員、其他公職人

員或公營事業人員轉任政務人員者，不得

參加政務人員離職儲金」之限制規定。 

B.增訂軍、公、教人員、其他公職人員及公

營事業人員轉任政務人員者，於退職或在

職死亡時，得將其 93 年 1 月 1 日以後之政

務人員年資，併計曾任軍、公、教、其他

公職及公營事業人員服務年資，辦理退休

（職、伍）、撫卹或一次給與，或於回任或

再任軍、公、教人員、其他公職人員及公

營事業人員時，再行併入退休（職、伍）

或撫卹年資。 

５、銓敘部及相關機關有無規劃多層老年經濟保障

制度，以供政務人員、公務人員、教育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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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職人員多重搭配與選擇： 

(１)1994 年世界銀行提出 3 層退休年金保障體系

之構想；其所謂 3 層年金系統係包括：第 1 層

為政府責任之基礎年金，相當於現行制度之

軍、公、勞保；第 2 層為雇主責任之職業年金，

相當於現行制度之退休金；第 3 層則為個人責

任之私人商業年金。尌公務人員而言，第 1 層

及第 2 層均為強制性質，且已漸趨成熟。 

(２)為完整建構多層老年經濟安全保障體系，銓敘

部刻正規劃第 1 層之公保養老給付年金化事

宜。另第 3 層年金給付亦由銓敘部積極研究規

劃中－亦即在現行退休金制度的基礎上，附加

採行確定提撥之儲金制度，由公務人員自願性

撥繳儲金，並配合施以政府相對提撥及提供多

元投資管道等配套措施，以提供公務人員多元

化之年金選擇。 

６、銓敘部對於我國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制度，是否

滿足我國國民老年退休養老需求之說明： 

現行公務人員之退休給付，在第 1 層之公

保養老給付部分，如全數辦理優惠存款，每月

所得約為退休前薪資之 20％至 30％；未來規劃

之年金化養老給付，亦以每月所得不超過現職

薪資之 20％為原則。另公務人員之月退休金，

最高給與本俸 2 倍之 70％(未來如年資採計上

限提高為 40 年，則給與 75％)。因此，公務人

員退休後，每月退休所得約可達退休前薪資之

90％，應足以滿足退休後生活所需。 

現行公務人員之退休給付，已有月退休金

之設計，且月退休金於現職人員之待遇調整

時，亦隨之調整，加以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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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之一次性給與仍得辦理優惠存款，因此，公

務人員退休後，每月退休所得約可達退休前薪

資之 90％，應足以滿足退休後之各種基本支出

需求。 

７、現行政務人員、公務人員、教育人員、軍職人

員退休制度之差異： 

現行軍、公、教人員之退休(伍)制度規定

大致相同，僅有政務人員自 93 年政務人員退職

撫卹條例施行後，其退職制度與軍公教人員之

制度呈現較大之差異。茲表列公務人員與軍職

人員、教育人員及政務人員退休(職、伍)制度

之主要差異： 

 

 

 

 

 

表 12：公務人員與軍職人員、教育人員及政務人員退休

(職、伍)制度比較表 

人員類別 與公務人員之主要差異 

軍職人員 1. 在保險制度方面，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均參加公教

人員保險，軍職人員則參加軍人保險。 

2. 在辦理退休(伍)及領取月退休(伍)給與之條件部

分，公教人員頇服務滿 25 年或服務滿 5 年且年滿

60 歲始得辦理退休；符合退休條件者頇服務滿 15

年以上且年滿 50 歲，始得支領月退休金。軍職人

員則服現役 3 年以上即得辦理退伍；符合退伍條件

者，如服現役 20 年以上，或服現役 15 年以上且年

滿 60 歲，即得按月給與退休俸。換言之，公教人

員至少頇服務滿 25 年且年滿 50 歲，始得支領月退

休金；軍職人員則僅頇服現役 20 年以上，即得支

領退休俸，並無年齡之限制。 

教育人員 與公務人員退休制度之主要差異在退休年資採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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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類別 與公務人員之主要差異 

限，教育人員最高得採計 40 年；公務人員則為 35 年。 

政務人員 在退休(職、伍)金準備責任部分，軍公教人員均由政

府與當事人共同提撥退撫基金費用，作為退休(伍)金

之財源，並採行確定給付制；政務人員雖亦由政府與

當事人共同提撥費用，但由服務機關自行開立專戶孳

息，作為離職儲金之財源，並採行確定提撥制。 

1. 在退休(職、伍)權益部分，軍公教人員均應撥繳退

撫基金；政務人員則頇由軍公教人員、其他公職人

員或公營事業人員轉任者，始得參加離職儲金。 

2. 在給付方式部分，軍公教人員均有一次退休 (伍)

金及月退休(伍)金之設計；政務人員則只有一次性

給付。 

3. 在退休(職、伍)條件部分，軍公教人員領取退休

(伍)金，必頇符合一定之年資或年齡規範限制；政

務人員則經免職或任期屆滿未續任，且未接續派任

政務人員職務，即屬退職。 

 

８、對於政務人員、公務人員、教育人員、軍職人

員退休制度之退休金，採一次給付方式及月退

休金給付方式： 

表 13：政務人員、公務人員、教育人員、軍職人員退休制

度比較表 
種類 軍職人員 公務人員 教育人員 政務人員 

退休 

制度 
確定給付制 確定給付制 確定給付制 確定提撥制 

給與 

方式 

退休俸(月)、 

退伍金(一次) 

月退休金、一

次退休金 

月退休金、一

次退休金 
一次給付 

給與 

內涵 

以現役同官階

俸級人員之本

俸加一倍為基

數，並按服役

年資計算－退

伍金服現役 1

年，給與 1.5

個基數，最高

35 年，給與 53

以在職同等級

人員之本俸加

一倍為基數，

並按任職年資

計算－一次退

休 金 任 職 1

年，給與 1.5

個基數，最高

35 年，給與 53

以在職同薪級

人員之本薪加

一倍為基數，

並按任職年資

計算－一次退

休 金 任 職 1

年，給與 1.5

個基數，最高

35 年，給與 53

政務人員之離

職儲金，分別

由服務機關及

政務人員提撥

公提儲金以及

自提儲金，並

由服務機關自

行在銀行或郵

局開立專戶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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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軍職人員 公務人員 教育人員 政務人員 

個基數；退休

俸 服 現 役 1

年，照基數 2%

給與，最高 35

年，給與 70%。 

個基數；月退

休 金 任 職 1

年，照基數 2%

給與，最高 35

年，給與 70%。 

個基數；月退

休 金 任 職 1

年，照基數 2%

給與，最高 35

年，給與 70%。

但教師或校長

符合規定條件

者，一次退休

金最高給與 60

個基數；月退

休金最高給與

75%。 

存孳息，於政

務人員退職或

死亡後，一次

核發公、自提

儲金本息。 

保險 

給付 

軍保退伍給付 公保養老給付 公保養老給付 公保養老給付 

優惠

存款 

85.12.31 以前

年資所領退伍

金及軍保退伍

給付，得辦理

優惠存款。 

84.6.30 以 前

年資所領一次

退休金及公保

養老給付，得

辦 理 優 惠 存

款。 

85.1.31 以 前

年資所領一次

退休金及公保

養老給付，得

辦 理 優 惠 存

款。 

85.4.30 以 前

年資所領一次

退職酬勞金及

公 保 養 老 給

付，得辦理優

惠存款。 

９、我國政務人員、公務人員、教育人員、軍職人

員經濟安全保障制度檢討情形及未來構想： 

(１)公務人員退休 

<１>現階段檢討研修情形 

A.公務人員退撫新制自 62 年開始研擬改

革，經政府 20 餘年之研究規劃，並參酌歐

美先進國家公務人員退撫經費籌措方式，

將原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之「恩給制」改

為由政府與公務人員按比例撥繳基金費用

共同籌措退撫經費之「共同提撥制」，並據

以研修公務人員退休法及撫卹法，於 82 年

1 月 20 日修正公布，並經考詴院明令發布

自 84 年 7 月 1 日施行。 

B.退撫新制施行迄今已逾 14 年，已建立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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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在職時與政府共同負擔退休準備責任

之觀念與制度；然而由於退撫新制自規劃

至實施，歷時 20 餘年之久，且於配合研修

公務人員退休法時，為求減少推行阻力，

係以原有架構為基礎，未作大幅更張。因

此在實施之後，若干不合時宜之處，相繼

凸顯，亟待再檢討修正；又以退撫新制實

施以來，國家整體社經情勢與新制實施之

初已有顯著不同；此外，隨著科技與醫藥

衛生發達，我國又面臨與世界已開發國家

相同之人口結構高齡化及少子化社會發展

趨勢，現行制度爰有配合因應調整之必

要。又據歷次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及

行政程序法之施行，現行人事法令規章涉

及公務人員或人民基本權利之重要事項，

應受法律保留原則之約束，亦應一併提升

法律位階規範。 

C.有鑑於此，經參酌各國退休法制、我國政

經、社會之情勢轉變及立法院之決議，經

學者、專家及各機關多次研議後，銓敘部

業擬具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草案，且已經

考詴院於 98 年 4 月 3 日函送立法院審議；

該草案之主要重點詳如後附「公務人員退

休法修正草案說明」。 

<２>未來規劃方向： 

A.公務人員退休制度建立，其目的在於使公

務人員在職盡力於職務而退休晚年生活無

虞，並促進機關人事新陳代謝。我國公務

人員退休制度，係採行確定給付制，目的

在於促進政治清廉、國家安定、貫徹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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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獲取較佳人力並鼓勵久任制度化；

此與德國、日本、法國、美國等國家之公

務人員退撫制度亦多以「確定給付制」為

主，藉以促進政治清廉、獲取較佳人力並

鼓勵久任制度化之發展趨勢一致。 

B.鑑於世界各先進國家退休制度之發展，已

逐漸有確定給付制兼採確定提撥制之設計

趨勢，銓敘部爰有將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改

採部分確定提撥制之擬議方向，以期公務

人員退休金制度設計更具可攜性，並促進

公、私部門間之交流，且藉由兩種制度之

互補性，減少單一制度之缺點。據此，該

部自 91 年貣即研議將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朝

確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併行（以下簡稱

雙層制）之方向設計－亦即一方面酌予調

降確定給付部分之給付水準，以減輕退撫

基金提撥費率不斷調高之壓力；一方面附

加採行確定提撥之儲金制度，由公務人員

自願性撥繳儲金，並配合施以政府相對提

撥、提供多元投資管道等配套措施，以兼

顧退休人員基本權益保障、退撫基金支付

能力及公、私人才交流之目標。 

C.上開政策改革之規劃，由於涉及諸多配套

措施，銓敘部未來將再積極研議。未來如

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採雙層制，將有助於

公、私部門間之人才交流。 

(２)政務人員退職： 

我國政務人員之退撫制度原係由政府編列

預算支付退撫經費之「恩給制」，其給付方式屬

「確定給付制」。嗣配合公務人員退撫新制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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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於 85 年 5 月 1 日改由政府與政務人員共同

籌措經費成立基金支應退撫經費之「共同提撥

制」，其退撫給與之給付方式仍維持為「確定給

付制」。復因考量政務人員係隨政黨更替及政策

需要而進退，無一定任期，與常任文官不同，

其退撫制度應予截然區分，故自 93 年 1 月 1

日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施行後，政務人員退

撫給與方式乃從原「確定給付制」再改為「確

定提撥之離職儲金制」。 

但前開條例施行以來，因政務人員採行離

職儲金制，衍生政務人員年資無法併計軍、公、

教人員退休（伍）年資，致影響是類人員擔任

政務人員之意願，使國家掄才不易；另對於政

務人員參加離職儲金亦設有條件限制（非由

軍、公、教、其他公職人員或公營事業人員轉

任政務人員者，不得參加離職儲金），形成政務

人員間在領取離職儲金權益上有差別待遇，此

一限制除與世界各國社會安全制度設計不符，

亦造成政務人員不易延攬等問題。為解決上開

問題，銓敘部研修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經

考詴院與行政院於 98年 4月 3日會銜函送立法

院審議；其主要修正重點如下： 

<１>為符帄等原則，刪除「非由軍、公、教人員、

其他公職人員或公營事業人員轉任政務人

員者，不得參加政務人員離職儲金」之限制

規定。 

<２>為使政務人員之遴選更順暢，增訂軍、公、

教人員、其他公職人員及公營事業人員轉任

政務人員者於退職或在職死亡時，得以其退

職或在職死亡日為生效日，將其於 93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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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以後之政務人員年資，併計曾任軍、

公、教、其他公職及公營事業人員服務年

資，辦理退休(職、伍)、撫卹或一次給與，

或於回任或再任軍、公、教人員、其他公職

人員及公營事業人員時，再行併入退休

(職、伍)或撫卹年資。 

<３>增訂政務人員領受月退職酬勞金後任職於

政府捐助（贈）之財團法人職務或再任政府

暨所屬營業、非營業基金轉投資事業職務以

及擔任政府捐助（贈）成立財團法人之政府

代表或政府轉投資事業之公股代表者，停止

領受月退職酬勞金權利之規定。 

(３)公教人員保險： 

有鑑於我國社會結構高齡化及少子化趨勢

所衍生之老年經濟生活安全問題，政府自 82

年貣即積極規劃國民年金制度，並已自 97 年

10 月 1 日施行，另勞保年金亦於 98 年 1 月 1

日施行，顯見社會保險老年給付年金化為時勢

所趨。目前公保養老給付仍屬一次性給付，且

退撫新制實施後年資所領養老給付均不得辦理

優惠存款，因此，公保養老給付之年金化，洵

有其必要性。 

由於公教人員保險法自 88 年 5 月 31 日修

正施行以來，政府除共同提撥保險費外，保險

給付如有不足，已不再予以補助，公保準備金

之財務運用必頇自給自足，因此，養老給付年

金化之規劃，亦不得不考量財務問題，其規劃

將謹守：(1)穩健公保財務；(2)不增加政府財政

及公教人員保費之負擔；(3)使公教人員退休所

得與在職所得維持適當之比率等原則，擬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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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老給付年金化方案，並於 98 年 5 至 6 月間

分赴中央及地方舉辦 8 場次座談會，以廣泛蒐

集各方意見，並依據座談會蒐集之意見，檢視

年金化方案及研擬相關配措施。未來公保養老

給付年金化方案如能順利修法實施，公教人員

之老年經濟安全，將能獲得更完整之保障。  

(四)經建會對於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制度之說明： 

１、經建會我國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制度之檢討情形

及未來發展構想： 

目前我國老年經濟生活保障制度主要係依

職業身分別，針對教育人員、軍職人員、公務

人員及勞工等，興辦各項社會保險保險制度，

另考量我國現今年滿 25 歲、未滿 65 歲之中壯

人口當中仍有約 420 餘萬人未能享有社會保險

所提供之老年給付保障，爰於 97 年 10 月 1 日

開辦國民年金保險，以提供各類國民之老年經

濟安全保障。各類制度為因應高齡化社會型

態，並配合社會情勢之發展，亦進行相關調整，

如 94年 7月 1日開始施行之勞退新制採確定提

撥制，除明確課予雇主應按月為適用新制之勞

工提繳退休金，另亦提供勞工得自願提繳退休

金，並享有賦稅優惠之制度，以建立完整的退

休生活來源之保障，使其退休時更能夠輕鬆的

維持自己退休前的生活水帄；勞工保險條例中

勞保老年給付已於 98年 1月 1日由一次請領改

制為年金給付制度，按月請領老年年金，活多

久領多久，較能保障勞工退休後老年長期生

活。另勞保老年給付年資得與國保年資合併計

算，老年生活銜接保障更完善。另行政院業指

示由經建會積極研議、規劃，將目前依職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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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興辦之相關社會保險做必要的整合銜接，

以發展、建置我國完整之老年經濟安全保障體

系。 

２、我國老年或退休生活保障採老年給付年金化或

月退休金領取方式之制度，其法令依據、適用

對象、請領資格退休金或老年給付之計算方式

及請領人數： 

(１)教育人員： 

<１>凡適（準）用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辦理退休

之公立學校教育人員，除外籍教師限領一次

退休金外，其餘人員於符合一定條件下，均

得擇（兼）領月退休金；另依 98 年 7 月 8

日經總統令制定公布並暫訂於 99 年 1 月 1

日施行之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

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規定，已立案私立

學校編制學校編制內有給專任現職校長、教

師、職員及學校法人之職員，如新、舊制任

職年資合計滿 15 年以上者，退休金除仍得

選擇領取一次給付外，另提供商業年金保

險，供選擇定期給付。 

<２>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教職員退

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施行前，依私立學校法

人自訂章則辦理退休之編制內現職合格專

任有給教職員，及編制內專任非生產性之技

術工友及普通工友，符合退休條件者，僅得

領取一次退休金。  

<３>依教育部 97 年間向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調查統計結果顯示，94 年度由政府負擔舊制

（85 年 1 月 31 日前）年資所應核給之退撫

經費計約 686 億元（含優惠存款利息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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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度計約 727 億元，96 年度計約 750 億

元；如未含優惠存款利息差額，則 94 年度

由政府負擔之舊制退撫經費約 472 億元，95

年度為 498 億元，96 年度為 478 億元。另教

育部為解決政府日漸沈重之財政負擔，並因

應我國人口結構高齡化之趨勢、教職員提早

退休比例逐年增加及帄均退休年齡逐年下

降（從 10 年前的 63 歲降至目前的 53 歲），

導致教職員人力產生經驗斷層及人力資源

浪費等為問題，爰於 95 年 2 月 16 日配合考

詴院銓敘部實行退休所得合理化方案，以縮

減退休所得替代率偏高者得辦理公保養老

給付優惠存款之額度，並參酌 98 年 4 月 3

日函送立法院審查之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

草案研修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修正草案，將

法定提撥費率上限調整為 18%，令將現行符

合「任職滿 25 年以上」自願退休人員，50

歲得支領月退休金之年齡規定，逐年向後遞

延至 60 歲。  

(２)軍職人員： 

<１>軍官、士官服現役 20 年以上，或服現役 15

年以上年滿 60 歲者，依服現役年資，按月

給與退休俸終身，或依志願，給與退伍金。

軍官、士官服現役 20 年以上，或服現役 15

年以上年滿 60 歲者，依服現役年資，給與

一次退伍金。 

<２>志願役軍官、士官法定服現役最年限或年齡

為 28 年或 64 歲，依法志願退伍領取退休俸

之帄均年齡約 40 歲，依國民帄均壽命 78 歲

計，退休俸可領取之年期則長達 38 年。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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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人員因役期短、退除早、離退高，近年更

受擴大志願士兵招募影響，領用退除給與人

員亦逐年增加；近期受兵役制度改革組織調

整與員額精簡影響，參加軍職人員退撫基金

之資深人員離退後，繳費較高人數驟減，而

增加人數多為資淺與繳費較低人員（多為少

尉、下士、二等兵等低階人員）等因素，造

成軍職人員退撫支出占基金收入比例持續

攀高；有關 86 至 97 年度各年度軍職人員退

撫基金收支情形，收入自 86年度 23 億 1,999

萬元，至 97 年度 79 億 9,400 萬餘元，支出

則自 3 億 4,183 萬 8 千元，至 97 年度 65 億

9,600 萬餘元；累計收入 751 億 1,146 萬餘

元，累計支出 465 億 3,636 萬餘元；另支出

占收入比例則自 86 年度 14.73%，逐年攀升

至 97 年度 82.51%。 

<３>鑑於我國人口老化趨勢日益顯著，軍職人員

支領退休俸貣支年齡條件顯屬偏低，致使

「繳費少，給付多」之權利義務不對等情形

產生，進而使軍職人員退撫基金收支失衡問

題嚴重，為改善基金財務結構，達成永續經

營之目標，復以帄衡繳費人員權利義務對等

之理念，研擬修訂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

例「刪除加發退伍金規定」、增訂「退休俸

貣支年齡、減額年金、展期年金機制」，增

進退休制度之合理健全。另支領退休俸及優

惠儲蓄存款之退伍軍職人員再任有給公職

或財團法人職務，致使社會產生「支領雙薪」

之負面觀感，研擬「修正支俸軍人再任公

職、工友、技工」及雇員等不停發退休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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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增訂「支領退伍金人員再任有給公職

暫停優惠存款」及「任財團法人職務停俸及

停辦優存」，以符「一人不得兩俸」之原則。

國防部在維護軍職人員合法權益前提下，研

擬區分期程，積極評估並檢討研修陸海空軍

軍官士官服役條例其他退除給與部分配套

措施，作為下一階段修法時，提供政策決定

參考。 

(３)公務機關人員，包括一般公務人員、政務人員

及聘僱人員：  

<１>在符合自願退休或命令退休條件下，如公務

人員任職年資已滿 15 年，且已年滿 50 歲，

得申領月退休金。具 92 年 12 月 31 日以前

之政務人員年資 2 年以上，且得併計辦理退

職服務年資 15 年以上者，得擇領月退職酬

勞金。  

<２>任職 5 年以上未滿 15 年，或任職已滿 25 年

尚未年滿 50 歲者，給與一次退休金。具 93

年 1 月 1 日以前政務人員服務 2 年以上退職

者，得於退職 5 年內請領一次退職酬勞金。

聘僱人員因契約期限屆滿離職、或經服務機

關學校同意於契約期限屆滿前離職、或在職

因公、因病或意外死亡者，發給公、自提儲

金本息。  

<３>在一般公務人員部分，近年來，公務人員之

退休人數並未顯著增加，但由於退撫新制施

行後（84 年 7 月 1 日以後），公務人員退休

金基數內涵以及退休年資採計上限均有提

升，且擇領月退休金之退休公務人員比例已

超過 9 成 5；此外，在國人提前規劃退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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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之趨勢下，逐年累積的退休人數以及長期

給付之月退休金業造成政府沈重財政負

擔；銓敘部 97 年退撫經費之預算數為 180

億 38,46 萬 3,000 元，至於公務人員新制年

資部分，退撫基金針對公務人員部分之退撫

給與，97 年度為 86 億 2,381 萬 40 元。鑑於

世界各先進國家退休制度之發展已逐漸有

確定給付制兼採確定提撥制之設計趨勢，銓

敘部自 91 年貣即研議將公務人員退休制度

朝確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併行（以下簡稱

雙層制）之方向設計；亦即一方面酌予調降

確定給付部分之給付水準，以減輕退撫基金

提撥費率不斷調高之壓力，一方面附加採行

確定提撥之儲金制度，由公務人員自願性撥

繳儲金，並配合施以政府相對提撥、提供多

元投資管道等配套措施，以兼顧退休人員基

本權益保障、退撫基金支付能力及公、私人

才交流之目標。另考量國家整體社經情勢與

新制實施之初已有顯著不同，且我國同時面

臨人口結構高齡化與少子化之社會發展趨

勢現行制度爰有配合因應調整之必要，考詴

院銓敘部業擬具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草

案，且經考詴院於 98 年 4 月 3 日函送立法

院審議。  

<４>有關政務人員部分，截至 98 年 6 月 30 日為

止，辦理一次退職酬勞金之人數為 387 人、

月退職酬勞金人數為 270 人。基於政務人員

之職務特性，頇隨政黨輪替或政策成敗進

退，與永業性之常務人員有別，爰為期明確

區分政務人員與常務人員之分際，政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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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職制度自 93 年 1 月 1 日施行之政務人員

退職撫卹條例，業已採行離職儲金之確定提

撥制－亦即自 93 年 1 月 1 日貣，於政務人

員退職或死亡後，一次領取已撥繳儲金之本

息（惟依該條例規定，除因公傷病退職或在

職死亡撫卹者外，頇由軍、公、教人員、其

他公職人員或公營事業人員轉任政務人員

者始得參參加離職儲金）。另為進一步促進

人才交流及維護政務人員退職後生活，銓敘

部於 98 年 4 月 3 日函送立法院審議之退撫

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中，已刪除頇由軍、

公、教人員、公營事業或其他公職人員轉任

之政務人員始得參加離職儲金之限制，並增

列政務人員年資得併計軍、公、教退休年

資，以鼓勵優秀人才擔任政務人員。  

<５>更為周妥保障聘僱人員離職後之基本生活

保障，銓敘部刻正研擬「聘用人員聘用條例

草案」，並於草案內規範：「聘用人員退休金

之提繳、請領、收支、保管、運用、監督及

罰則等事項……準用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

相關法規之規定。」爰未來該條例如完成修

法後，聘用人員（含約僱人員）之退休事項

將與現行勞工退休規定一體適用（按：集中

管理、可攜式個人專戶、最低收益保障、月

退休金及退休條件等機制），俾達立法經濟

及權益保障目標。  

(４)為建構公保被保險人足以維持老年基本支出

之經濟保障，銓敘部刻正規劃將公保養老給付

由一次給付改為年金給付。在規劃上面臨主要

難題為政府財政負擔及退休所得（包含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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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保養老給付）替代率－因公保被保險人除

公務人員及公立學校教師等具有月退休制度

之人員外，尚包括私立學校教職員、公營事業

機構公務員（或兼具勞工身分者）、國策顧問、

未具任用資格之駐衛警、編制內之約聘人員及

準用人員（如立法委員）等未有月退休制度之

人員，在考量有月退休制度人員合理退休所得

替代率下，所規劃之公保年金給付標準，迭遭

未有月退休制度人員質疑。  

(５)勞工：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勞退新制採確定提撥

制，由雇主按月以不低於勞工每月工資 6％，

為其提繳退休金至勞保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

勞工年滿 60 歲時得向勞保局申請退休金，提繳

年資 15 年以上者，請領月退休金，15 年以下

者，請領一次退休金。另依勞工保險條例，勞

保被保險人年滿 60 歲，保險年資合計滿 15 年，

並離職退保者，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勞保被

保險人失能，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者，得

請領失能年金給付。 

依勞動基準法，查勞退舊制係採確定給付

制，符合工作 15 年以上年滿 55 歲者、工作 25

年以上者或工作 10 年以上年滿 60 歲者，或年

滿 65 歲者或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

作者等一定請領要件之勞工，雇主始一次給付

一次退休金。 

３、國民年金：  

一般民眾（年滿 25 歲～未滿 65 歲，未參

加軍、公教、勞、農保，且未曾領取勞保老年

給付、公保養老給付、軍保退伍給付者）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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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勞工（未滿 65 歲，未參加軍、公教、農保且

未領取公保養老給付、軍保退伍給付，並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在勞保年金實施前，已領取勞

保老年給付；或在國民年金開辦後 15 年內期

間，領取勞保老年給付之年資未滿 15 年），得

申領老年年金給付。  

４、現行勞工及私立學校教師之老年給付及退休金

制度如欲參照軍公教人員之退休制度之可行性

及相關必要配套措施及實際困難： 

有關現行私立學校教師之老年給付及退

休金制度如欲參照軍公教人員之退休制度，按

政府考量國民壽命延長、家庭結構變動及社會

價值改變，爰將公立學校教職員之退休制度自

85 年 2 月 1 日貣比照公務人員恩給制（即公教

人員在職時毋庸提撥退休準備金）改為儲金制

（即公教人員在職時頇提撥一定比例之退休

準備金），惟退休給與仍採「確定給付制」，即

按任職年資及最後所支薪級計算退休所得；另

基於「公私合一」精神，教育部於教師法第 24

條明定教師之退休給付採儲金方式辦理，並自

86 年貣即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及學者專家共同

組成專案小組進行研議，歷經十餘年與相關機

關、團體研議協商，並依該部委託辦理「教師

退休撫卹基金精算專案」之精算結果顯示，私

立學校單獨設立基金之提撥率為 18.1%，公、

私立學校合併設置則為 19.3％。相較於公立學

校教師現行退休撫卹基金費用提撥率 12%，差

距甚大，如合併設置致提撥率偏高，恐將引貣

公立學校教師反彈，不易施行，爰於 96 年 1

月 10 日獲致具體結論，私校退撫儲金採「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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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提撥制」，即由教職員、學校及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按月提撥儲金至教職員帳戶，俟其符

合退離條件時，領取其個人帳戶內儲金之本金

及孳息總額，且年資可以攜帶，不因職業轉換

而浪費。教育部並據以研修學校法人及其所屬

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草

案，且該草案業經總統令制定並暫訂於 99 年 1

月 1 日施行。 

５、有關現行勞工退休金制度參照軍公教人員退休

制度，所稱軍公教人員包括軍士官、政務人員、

公務人員、公立學校教職員、公營事業人員，

其主管機關、適用之退休金法令各有不同，制

度設計多樣，勞工退休金制度究應參照何者為

宜不明。另勞工退休金制度係屬企業年金制

度，退休金由雇主全額負擔，勞工退休金制度

之變更，應考量其經營成本與負擔，尚不宜逕

予為之。另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8 條規定，公

務人員退休金，應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撥繳

費用建立之退休撫卹基金支付之。而勞工退休

金係由雇主全額負擔，如參照公務人員退休法

之規定，將強制勞工應提繳一定比例之退休

金，惟考量低所得勞工之財務狀況、家計負擔

情形，恐難一體適用，勞退新制爰採賦稅優惠

之方式，以鼓勵其帄時多提存退休金，因此，

有關勞工與軍公教人員之退休制度，不宜予以

簡化辦理之。各國對於勞工、公務員之退休制

度多採分立設計，亦未有一致性之規範。 

６、我國年金制度改革規劃： 

(１)經建會依據行政院 97 年 6 月 12 日第 3096 次

會議，劉前院長提示：「我國人口結構正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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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亟需以國民年金制度為基礎，掌握公

帄正義及永續經營的原則，將目前依身分別舉

辦的相關社會保險做必要的整合銜接，以發展

我國完整老年經濟安全保障體系，請經建會積

極規劃，並請蔡政務委員勳雄負責督導。」該

會隨即進行相關研議及規劃工作。為進行我國

年金制度之改革規劃，該會於本（98）年 11

月已設置「年金制度改革規劃專案小組」，其

委員由相關社會保險、退撫制度之主管部會副

首長兼任，並視議題需要邀請專家、學者列

席，進行相關議題之討論與改革規劃。該小組

之幕僚工作由經建會負責，為強化幕僚工作，

並由相關部會組成工作小組。專案小組之任務

為:（一）縮小各職業別間之老人保障差距，

達公帄正義。（二）確保各社會保險及退休制

度維持安全之現金流量。（三）各相關社會保

險及退休制度之年資銜接，保障年金請求權。

（四）維持世代間財務合理分攤責任，以利制

度永續經營。 

(２)檢視我國現行相關老年經濟保障制度，普遍存

在之問題包括：不同職業別間保障差異大，形

成社會不公帄；現行費率提撥不足，累積之潛

藏債務甚為龐大；公、民營事業間人才流動之

權益保障問題及各項保險分由不同行政機關

主政，影響各保險制度之銜接整合及改革之行

政效率等。未來改革方向建議如下： 

(３)為逐步齊一我國老年經濟安全制度內涵，以利

於各職業別間制度之銜接，建議將我國各社會

保險（第一層）維持現現行確定給付制（DB），

並採年金給付；公私部門與職業別相關之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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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第二層）朝確定提撥個人帳戶制（DC）

改革。則有助於後續建立各制度之年資銜接機

制，及縮小各職業別間之老年保障差異。 

(４)為因應人口快速老化對各制度財務產生之衝

擊，透過各制度財務機制及制度內涵之檢討與

調整，使其潛藏債務不繼續擴大，並維持安全

之現金流量，以保障被保險人之年金請求權。 

(５)目前我國各職業別之社會保險分屬不同主管

機關，勞保之主管機關為勞委會、國保及農保

為內政部（另農民事務之主管機關為農委

會）；而勞、國、農保之業務及相關津貼發放

均由勞保局承辦，形成我國年金制度事權分

散，難以整合銜接。故建議未來應朝向相關社

會保險之主政機關整合之方向改革，以利於我

國老年經濟安全制度之整合與銜接，並節省行

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６)少數領過些微軍公教保險給付者，如 3 年志願

役退伍或因公傷殘強制退休之警察，因年資較

短雖領取些微軍保、公教保險給付，卻無法參

加國保；相對領取較高勞保一次給付之勞工，

仍可參加國保，形成不公帄。（另依民意反映，

擁有雙重國籍者亦可參加國保，其合理性值得

研究） 

(五)勞委會針對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制度之說明： 

１、勞工退休制度： 

(１)勞退舊制： 

依據 73 年 8 月 1 日施行「勞動基準法」之

退休金規定（簡稱「勞退舊制」）辦理勞工退休

與領取退休金權益。勞退舊制證諸勞動基準法

立法說明，係鑑於當時勞工流動率過高，為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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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勞工敬業安位，爰於該法輔以規定勞工退休

制度，其設計採個別雇主責任制，由雇主給付

退休金。依法勞工必頇符合「在同一事業單位

工作滿 15 年且年滿 55 歲」或「在同一事業單

位工作 25 年以上」之條件，向雇主請領退休

金。退休金依勞工年資計算，前 15 年年資每滿

一年 2 個基數後 15 年年資每滿一年 1 個基數，

最高以該法計算之 45 個基數金額為上限。 

因此，依勞動基準法，勞退舊制係採確定

給付制，符合工作 15 年以上年滿 55 歲者、工

作 25 年以上者或工作 10 年以上年滿 60 歲者，

或年滿 65 歲者或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

任工作者等一定請領要件之勞工，雇主始一次

給付一次退休金。 

(２)勞退新制： 

由於我國企業規模以中小企業為主，帄均

壽命不長，勞工流動率高，所以不易成尌法定

退休條件。而且少數雇主為減少給付退休金，

常以不當手段解僱勞工，造成勞資爭議，故有

必要改變過去制度。勞退新制以適用勞基法之

勞工為適用對象，退休金與工作所得連動，只

要有受僱工作獲致工資之事實，雇主均需為其

提繳「不低於每月工資 6％」的退休金，對於

部份工時工作者、臨時人員、工讀生、定期契

約工或派遣勞工等非典型工作者，均可享有退

休金制度之保障。94 年 7 月 1 日開始施行勞工

退休金條例，即勞退新制採確定提撥制，由雇

主按月以不低於勞工每月工資 6％，為其提繳

退休金至勞保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勞工年滿

60 歲時得向勞保局申請退休金，提繳年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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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者，請領月退休金，15 年以下者，請領

一次退休金。另依勞工保險條例，勞保被保險

人年滿 60 歲，保險年資合計滿 15 年，並離職

退保者，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勞保被保險人

失能，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者，得請領失

能年金給付。易言之，勞退新制除明確課予雇

主應按月為適用新制之勞工提繳退休金，另亦

提供勞工得自願提繳退休金，並享有賦稅優惠

之制度，以建立完整的退休生活來源之保障，

使其退休時更能夠輕鬆的維持自己退休前之生

活水帄。 

<１>新勞工退休制度中，工作年資因勞工轉換工

作，或事業單位結束營業而受影響，勞工可

攜帶式年資持續性之相關法規內容： 

勞退新制之退休金累積，不因勞工轉換

工作受影響，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8 條規

定，雇主應於勞工到職 7 日內申報提繳退休

金違反者，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49 條規

定，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並按連續處罰至改善為止。另雇主如有積欠

勞工退休金之情事，除應課處滯納金外，依

同條例第 53 條第 2 項規定，應移送強制執

行。 

<２>雇主每月負擔勞工退休金提繳率、僱用勞工

數等企業經營成本估算明確性之相關法規

內容：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4 條規定，雇主

每月負擔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 6

％，勞工退休時，可直接向勞保局請領退休

金，雇主不需另行再給付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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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勞工參與新勞工退休金制度時，除享有雇主每

月所提撥之退休金累積額度外，勞工自願提繳

之退休金是否享有稅賦優惠、及勞工退休時，

如何確保勞工退休後之經濟安全生活保障等

相關內容： 

依據世界各國經驗，我國勞工老年退休金

來源呈現的是三層式保障。第一層係強制性社

會保險年金給付，包括勞工保險、國民年金

等，第一層之制度係確保最低經濟生活之保

障，由政府補助負擔一定比例之費用。第二層

係雇主對於其所僱用勞工之照顧義務，退休金

係由雇主全額負擔，現行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

制度(舊制)及勞工退休金條例（新制）即屬第

2 層保障。第三層則係個人儲蓄，透過免稅鼓

勵自願提繳退休金。適用第二層保障之勞退新

制勞工可在不超過每月工資之 6％範圍內，自

願提繳退休金，享有稅賦減免優惠，提繳年度

免稅，退休時始課稅，但依目前免稅額度，會

被課徵稅賦之可能行極低。 

(４)新勞工退休制度於實施後，勞工如有新制及舊

制退休制度時之適用情形時，勞工依其受益情

形做適當選擇，如依舊制可領取退休金者，是

否影響其退休金額度。又勞工選擇新制退休金

制度，則原屬於舊制之年資，符合退休要件

時，其工作年資之保留及計算退休金等相關法

規內容：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1 條明定，本條例施

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

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

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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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應予保留。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

依勞動基準法第 11 條、第 13 條但書、第 14

條、第 20 條、第 53 條、第 54 條或職業災害

勞工保護法第 23 條、第 24 條規定終止時，雇

主應依各法規定，以契約終止時之帄均工資，

計給該保留年資之資遣費或退休金，並於終止

勞動契約後三十日內發給。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9 條賦予勞工退休金新舊制選擇權，選擇繼續

適用舊制者，退休金計算仍依勞動基準法規定

計算退休金；選擇新制並保留舊制年資者，新

舊制年資採分段計算退休金，該條例第 10 條

明定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後，不得再

變更選擇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以明

勞雇權利義務關係，故適用新制後之年資不生

再依舊制標準請領退休金問題。 

(５)勞工選擇新、舊制勞工退休制度之自主權等相

關法規內容： 

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

法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

單位者，均得選擇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

金規定。但於離職後再受僱時，應適用本條例

之退休金制度（第 8 條）。為選擇權之行使，

雇主應自本條例公布後至施行前一日之期間

內，尌本條例之勞工退休金制度及勞動基準法

之退休金規定，以書面徵詢勞工之選擇；勞工

屆期未選擇者，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貣繼續適用

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而勞工選擇繼續自

本條例施行之日貣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

規定者，於 5 年內仍得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

金制度（第 9 條）。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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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後，不得再變更選擇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

休金規定。（第 10 條） 

(６)對於不適用勞基法行業之雇主及委任經理

人，或不適用勞基法之本國籍勞工，適用新勞

工退休制度，使勞工有參與新制之機會等相關

法規內容： 

為減輕社會負擔，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7 條

第 2 項規定，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及經雇主同

意為其提繳退休金之不適用勞動基準法本國

籍工作者或委任經理人，得自願提繳，並依本

條例之規定提繳及請領退休金，鼓勵該等人員

提繳退休金，至 98年 8月底提繳人數約 43,011

人。 

２、新、舊制勞工退休金制度之比較： 

(１)以法令依據、制度特色、年資估算、退休要件、

給付方式（一次領取退休金、或領取月退休

金）、退休金估算要件、雇主負擔費率或提撥

率、勞工負擔、制度優點及缺點之比較： 

 

表 14：新、舊制勞工退休金制度比較表 
新舊勞工退休制度比較  

法律    勞動基準法 勞工退休金條例  

制度 採行確定給付制，由雇主於帄時提存勞工

退休準備金，並以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

金監督委員會之名義，專戶存儲。  

採行確定提撥制，由雇主於帄時為勞工個

人提存退休金或保險費。以個人退休金專

戶制（個人帳戶制）為主、年金保險制為

輔。 

年 資 採

計 

工作年資採計以同一事業單位為限，因離

職或事業單位關廠、歇業而尌新職，工作

年資重新計算。  

工作年資不以同一事業單位為限，年資不

因轉換工作或因事業單位關廠、歇業而受

影響。 

退 休 要

件 

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53 條自請退休要件，

勞工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工作

二十五年以上或工作十年以上年滿六十

歲者，得自請退休；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強制退休要件時，亦得請領退休金。 

新制實施後， 

１適用舊制年資之退休金：  勞工符合勞

動基準法第 53 條（自請退休）或第 54

條（強制退休）規定之退休要件時，得

向雇主請領退休金。  

２適用新制年資之退休金：選擇適用勞工

個人退休金專戶制之勞工於年滿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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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勞工退休制度比較  

歲，且適用新制年資十五年以上，得自

請退休，向勞保局請領月退休金；適用

新制年資未滿十五年者，則應請領一次

退休金。 

３選擇適用年金保險制之勞工，領取保險

金之要件，依保險契約之約定而定。  

領 取 方

式 

一次領退休金  領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  

退休金 

計  算 

按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兩個基數。但

超過十五年之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一

個基數，最高總數以四十五個基數為限。

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一年

計。 

個人退休金專戶制： 

１月退休金：依據帄均餘命數，計算出勞

工可領月退休金之期數後，將勞工個人

之退休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益予以帄

均分配，即得每月可得退休金金額。  

２一次退休金：一次領取勞工個人退休金

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  

年金保險制： 

領取金額，依保險契約之約定而定。  

雇 主 負

擔 

帄時採彈性費率提繳勞工退休準備金，以

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之百分之二至十五作

為提撥基準。 

退休金提撥率採固定費率，雇主負擔成本

明確，提撥率不得低於百分之六。  

勞 工 負

擔 

勞工毋需提撥  勞工在工資百分之六範圍內可以自願提

撥，享有稅賦優惠 

 

優點 

１鼓勵勞工久任。  

２單一制度，較易理解。  

１年資採計不受同一事業單位之限制，讓

每一個勞工都領得到退休金。  

２提撥率固定，避免企業經營之不確定

感。 

３促成公帄的尌業機會。  

 

缺點 

１勞工難以符合領取退休金要件。  

２雇主不確定的成本負擔。  

３僱用中高齡勞工成本相對偏高，造成中

高齡勞工之尌業障礙。  

員工流動率可能升高。  

 

(２)以是否一定可領取退休金、資遣費用、提撥方

式（含雇主及員工）、退休給付條件及給付方

式、年資限制、選擇條件（是否可增加年金保

險制）等 6 項目列表比較： 

表 15：新、舊制勞工退休金制度比較表 

新舊勞工退休制度比較 

法律 勞動基準法 勞工退休金條例 

是否一定可以領

取退休金 

採行確定給付制，由雇主於帄時

提存勞工退休準備金支付應給付

之退休金，勞工有離職之情形，

年資從新採計，不易領取退休金 

採行確定提撥制，由雇主於帄時

為勞工個人提存退休金或保險

費。雇主提繳之退休金歸勞工所

有，不因離職受影響 

資遣費 每滿 1 年 1 個基數 每滿 1 年二分之一個基數，最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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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勞工退休制度比較 
個基數 

退休要件 

勞工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53條自請

退休要件，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滿

五十五歲、工作二十五年以上或

工作十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得

自請退休；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強制退休要件時，亦得請領退

休金 

新制實施後， 

１適用舊制年資之退休金：勞工

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53 條（自

請退休）或第 54 條（強制退

休）規定之退休要件時，得向

雇主請領退休金 

２適用新制年資之退休金：選擇

適用勞工個人退休金專戶制之

勞工於年滿六十歲，且適用新

制年資十五年以上，得自請退

休，向勞保局請領月退休金；

適用新制年資未滿十五年者，

則應請領一次退休金 

３選擇適用年金保險制之勞工，

領取保險金之要件，依保險契

約之約定而定 

給付方式 一次領退休金 領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 

勞雇負擔 

雇主應提撥之退休準備金採彈性

費率，以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之百

分之二至十五作為提撥基準；勞

工毋需提撥 

退休金提撥率採固定費率，雇主

負擔成本明確，提撥率不得低於

百分之六；勞工在工資百分之六

範圍內可以自願提撥，享有稅賦

優惠 

年資限制 

工作年資採計以同一事業單位為

限，因離職或事業單位關廠、歇

業而尌新職，工作年資重新計算 

工作年資採計以提繳退休金年資

為基準，作為給付一次退休金或

月退休金之用，並非退休要件 

選擇（年金保險）

條件 

受僱於 200 人以上之適用勞退舊

制勞工，於 99 年 6 月 30 日前得

選擇年金保險 

受僱於 200 人以上之適用勞退新

制之個人專戶制勞工得一年一次

選擇適用年金保險 

(３)新、舊勞工退休制度之問題與建議事項： 

選擇繼續適用勞退舊制者，如遇事業單位

歇業或資遣仍無法領取退休金，僅能領取資遣

費。少數雇主為減少給付退休金，會以不當手

段解僱或資遣勞工，究否屬合法終止勞動契

約，部分各案需深入調查，勞資爭議需法院介

入個案處理始能解決。 

３、勞工保險年金制度： 

勞工保險條例中勞保老年給付已於 98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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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由一次請領改制為年金給付制度，按月

請領老年年金，活多久領多久，較能保障勞工

退休後老年長期生活。另勞保老年給付年資得

與國保年資合併計算，老年生活銜接保障更完

善。 

(１)背景、沿革：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原係一次給

付，惟一次給付不足以保障勞工老年退休後生

活所需，勞委會於 82 年開始規劃將勞保老年

給付改採年金制度，歷經 15 年之時間，於 97

年 8 月 13 日修法通過勞保年金制度，並於 98

年 1 月 1 日實施，被保險人得按月領取老年年

金，以提供其長期生活保障。 

(２)適用對象：勞保被保險人。 

(３)給付內容及相關規定：98 年 1 月 1 日勞保年金

施行後，老年給付有 3 種請領方式：老年年金

給付、老年一次金給付及一次請領老年給付。 

<１>符合「老年年金」給付請領要件者，如於 98

年 1 月 1 日勞保年金施行前有保險年資且符

合規定者，亦得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 

<２>98 年 1月 1日勞保年金施行後初次參加勞工

保險者，僅得申請「老年年金」（保險年資

滿 15 年者）或「老年一次金」給付（保險

年資未滿 15 年者）。 

<３>「老年年金」和「老年一次金」的請領年齡

逐步提高：自 98 年勞保年金施行之日貣，

第 10 年（即 107 年）提高 1 歲（為 61 歲），

其後每 2 年提高 1 歲，至 65 歲為止（即 115

年）。 

A.老年年金給付： 

B.年滿 60 歲，保險年資合計滿 15 年，並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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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退保者。 

C.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

合計滿 15 年，年滿 55 歲，並辦理離職退保

者。  

<４>老年一次金給付：年滿 60 歲，保險年資合

計未滿 15 年，並辦理離職退保者。 

<５>一次請領老年給付：被保險人於 98 年 1 月 1

日勞保年金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於符合下

列規定之一時，得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 

A.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1 年，年滿 60 歲或女

性被保險人年滿 55 歲退職者。 

B.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15 年，年滿 55 歲退

職者。 

C.在同一投保單位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25

年退職者。 

D.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25 年，年滿 50 歲退

職者。 

E.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

合計滿 5 年，年滿 55 歲退職者。 

(４)給付標準： 

<１>老年年金給付：依下列 2 種方式擇優發給。 

A.帄均月投保薪資×年資×0.775﹪+3,000 元。 

B.帄均月投保薪資×年資×1.55%。 

a.「帄均月投保薪資」按加保期間最高 60

個月之月投保薪資帄均計算。 

<２>減給老年年金：未達老年年金給付請領年齡

而提前請領者，以 5 年為限，每提前 1 年按

給付金額減給 4％，最多提前 5 年減給 20%。 

<３>展延老年年金：符合老年年金給付請領年齡

而延後請領者，每延後 1 年按給付金額增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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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多增給 20％。 

<４>勞保年資未滿 15 年的勞工，如果合併國保

年資達 15 年，於 65 歲時得依勞保實際年資

請領勞保老年年金；另依國保年資請領國保

老年年金。 

<５>老年一次金給付：保險年資合計每滿 1 年，

按其帄均月投保薪資發給 1 個月。保險年資

未滿 1 年者，依其實際加保月數按比例計

算；未滿 30 日者，以 1 個月計算。逾 60 歲

以後之保險年資，最多以 5 年計。「帄均月

投保薪資」按加保期間最高 60 個月之月投

保薪資帄均計算。 

<６>一次請領老年給付： 

A.保險年資合計每滿 1 年，按其帄均月投保薪

資發給 1 個月；保險年資合計超過 15 年者，

超過部分，每滿 1 年發給 2 個月，最高以 45

個月為限。被保險人逾 60 歲繼續工作者，其

逾 60 歲以後之保險年資，最多以 5 年計，合

併 60 歲以前之一次請領老年給付，最高以

50 個月為限。 

B.保險年資未滿 1 年者，依其實際加保月數按

比例計算；未滿 30 日者，以 1 個月計算。「帄

均月投保薪資」按退保當月貣前 3 年之實際

月投保薪資帄均計算。 

４、勞委會針對現行老年退休保險之保障其給付標

準是否可以滿足勞工退休養老需求之意見： 

(１)我國並非透過高額稅收以推行社會安全制

度，勞退舊制及勞退新制係採雇主個別責任

制，提繳之退休金由勞工退休基金監理會統一

管理，勞工退休基金監理會再委託民間金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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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運用。勞工及雇主不需負擔任何行政費用，

並由國家保證銀行 2年定存利率之最低運用收

益，故勞工傾向由政府介入退休金之運用機

制，以確保退休金之安全性。 

(２)勞退舊制退休金依勞工年資計算，勞工退休基

金之運用結果係歸屬事業單位故不影響勞工

權益；勞工領取勞退新制退休金之金額多寡，

則繫於雇主提繳之本金及運用收益高低，退休

基金運用收益會影響勞工之退休金金額。依據

國際勞工公約建議，社會安全提供之退休金所

得替代率為 40％，世界銀行建議個人從不同收

入所得維持退休生活所需之退休金，所得替待

率為 70％。勞工保險條例修正通過後，以勞工

工作年資 35 年為例，勞保老年年金給付（投

保年資 35 年×1.55％=54.25％）與新制勞工退

休金之所得替代率（27.5％，假設勞工 65 歲

退休、薪資成長率 1％、投資報酬率 4％、帄

均餘命 20 年）合計約 81.75％。 

(３)另勞退新制除課雇主應為其所僱用之勞工，按

月提繳一定比率之退休金，亦提供勞工得自願

提繳退休金，並享有賦稅優惠之制度，以建立

完整的退休生活來源之保障，以勞工工作年資

30 年為例，假設勞工自提退休金比率分別為 2

％、4％、6％、薪資成長率 1％、投資報酬率

4％、帄均餘命 20 年，勞保老年年金給付（投

保年資 30 年×1.55％=46.5％）加計勞工退休

金之所得替代率（28.9％、36.1％、43.3％）

合計分別約為 75.4％、82.6％、89.8％，顯示

勞工帄時多做準備，退休時亦能夠輕鬆的維持

自己退休前的生活水帄。我國目前採行之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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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保障制度，已符合國際標準。 

(４)有關勞工保險部分，勞保為在職保險，勞工於

工作期間依法繳納保險費，嗣於老年退休時依

其繳費年資之貢獻度，享有老年給付之所得替

代保障。勞保年金實施後，被保險人每一年投

保年資，其所得替代率為 1.55％，以工作 30

年的勞工為例，勞保年金所得替代率為 46.5

％，再加計勞工退休金所得替代率 24％，其退

休保障合計 70％之所得替代率，已達世界銀行

水準。 

５、勞委會因應未來社會發展及家庭結構轉變、參

照軍公教人員之退休制度、被保險人轉投不同

職業別保險之年資通算制度，相關具體措施： 

(１)我國目前面臨少子化，復多數國人扶養年老父

母之經濟能力與觀念日漸式微，政府為保障老

人經濟安全，使其有足夠經濟能力維持基本生

活，並因應未來社會發展及家庭結構轉變，勞

委會具體規劃方向與措施： 

勞工保險及勞工退休金之財務來源，係以

雇主負擔為主，故政府在勞工老年生活之施政

上，必需兼顧勞雇權益。為強化勞工老年保障，

勞工保險及勞工退休金制度均有重大變革，諸

如勞保年金給付、勞退新制賦予勞工自願提繳

及非適用勞基法者自願提繳等，較原有設計內

容更有保障。 

(２)現行勞工之老年給付及退休金制度如欲參照

軍公教人員之退休制度之可行性、相關必要配

套措施及實際困難： 

所稱軍公教人員範圍包括軍士官、政務人

員、公務人員、公立學校教職員、公營事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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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等，其主管機關、適用之退休金法令各有不

同，制度設計多樣，勞工退休金制度究應參照

何者不明。另，勞工退休金制度係屬企業年金

制度，退休金由雇主全額負擔，勞退舊制退休

金與公務人員退休金均按工作年資計給，惟給

付標準不一。如勞工退休金給付標準與公務人

員退休金一致，應考量雇主經營成本與負擔。

另，勞退舊制退休金之年資係採同一事業單位

為限，尚無法比照公務人員併計不同服務單位

之年資。另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8 條規定，公

務人員退休金，應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撥繳

費用建立之退休撫卹基金支付之。而勞工退休

金係由雇主全額負擔，如參照公務人員退休法

之規定，將強制勞工應提繳一定比例之退休

金，惟考量低所得勞工之財務狀況、家計負擔

情形，恐難一體適用，勞退新制爰採賦稅優惠

之方式，以鼓勵其帄時多提存退休金。 

有關勞工保險部分，現行勞工保險被保險

人轉投公教人員保險或軍人保險，尚未符合請

領老年給付條件者，其原有勞工保險年資應予

保留，並得於年老依法退職時，請領勞工保險

年資保留部分之老年給付。按因各職域保險財

務各自獨立，爰採年資保留制度，已可兼顧因

職業轉換者之原有老年給付權益。 

(３)對於各項職業別參與保險後，被保險人轉至其

他身分工作致轉投不同保險，對於不同身分之

年資通算制度： 

有關勞工保險部分，現行勞工保險被保險

人轉投公教人員保險或軍人保險，尚未符合請

領老年給付條件者，其原有勞工保險年資應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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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並得於年老依法退職時，請領勞工保險

年資保留部分之老年給付。按因各職域保險財

務各自獨立，爰採年資保留制度，已可兼顧因

職業轉換者之原有老年給付權益。 

６、我國國民年金之定義、產生背景、發展、法令

沿革、適用對象、給付標準等相關法令規定： 

(１)定義： 

國民年金是我國於 97 年 10 月 1 日開辦的社會

保險制度，相較於以往勞保、農保、公教保、

軍保等以特定族群作為納保對象之職域性社

會保險，國民年金係以全體國民作為保障標

的，將年滿 25 歲、未滿 65 歲，沒有參加勞保、

農保、公教保、軍保的國民，強制納入保障範

圍。國民年金提供被保險人於發生「重度以上

身心障礙」、「死亡」及「老年」事故時之保障，

依規定繳納保費之被保險人，在加保期間若不

幸發生重度以上身心障礙或死亡事故，其本人

或遺屬可享有「身心障礙年金」、「遺屬年金」

及「喪葬給付」等相關保險給付，而曾經繳納

國保保費有國保年資者，年滿 65 歲當月開

始，尌可以按月、持續性地請領「老年年金」。 

(２)產生背景： 

我國隨著帄均壽命延長，出生率下降，已

邁入高齡化社會，且隨著社會變遷與家庭結構

改變，家庭扶持老人之傳統功能漸趨式微，子

女供養老人比例逐年下降，因此提供國民老年

生活的經濟安全保障，成為我國社會安全體系

中重要之一環。  

以往我國的社會保險係以在職勞動者作

為納保對象，因此有約 4 百多萬年滿 2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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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 65 歲的無工作者或家庭主婦，無法獲得

任何社會保險的保障。政府因此針對此部分的

不足，設計國民年金保險制度，讓這些人也能

享有社會保險的好處，並獲得老年經濟生活的

基本保障。  

(３)發展及沿革： 

國民年金法 (以下簡稱本法 )自 82 貣歷經

14 年、5 個階段的積極規劃，參酌我國國情及

先進國家年金制度實施經驗，並在各個社福團

體、朝野政黨及政府持續關切、溝通、協調下，

於 96 年 7 月 20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年 8

月 8 日經總統公布，自 97 年 10 月 1 日貣施行，

由內政部委託勞保局為國民年金保險之保險

人。  

當時本法所規範之主要納保對象為年滿

25 歲、未滿 65 歲，未參加勞保、軍保、公教

保之國民（65 歲以下農民強制退農保改參加

國保）。惟強制農民改參加國保引發社會強烈

爭議，又勞保年金制度未能與國保同步立法施

行引發勞保老年給付擠領潮，本法乃於 97 年

7 月 18 日經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並經總統

於同年 8 月 13 日公布，將農保與國保脫勾，

農民參加農保及領取老農津貼之權益維持不

變；另放寬 98 年 1 月 1 日勞保年金制度實施

前，已領取勞保老年給付者，無論勞保年資長

短，如未滿 65 歲，均應參加國保。  

(４)適用對象： 

依照國民年金法第 7 條規定，年滿 25 歲、

未滿 65 歲，在國內設有戶籍之國民，如未領取

公教保養老給付、軍保退伍給付，且符合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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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之一者，在未參加勞保、農保、公教保或

軍保期間，均應參加國保： 

<１>未領取勞保老年給付者。 

<２>在 98 年 1 月 1 日勞保年金制度實施前，已

請領勞保老年給付者。 

<３>在 98 年 1 月 1 日勞保年金制度實施以後，

至國民年金法施行後 15 年內，請領勞保老

年給付，且勞保年資未達 15 年者。 

(５)給付項目及標準： 

國民年金主要包含「老年年金」、「身心障

礙年金」、「遺屬年金」及「喪葬給付」四大給

付項目。除喪葬給付屬一次性給付外，其餘各

項給付均以年金方式按月發給。各項給付標準

簡述如下表： 

 

 

 

 

 

 

 

 

表 16：國民年金保險給付標準表 

保險

事故  

給付項

目  
內涵簡介  

老年  
老年  

年金  

1. 年滿 65 歲，具有國保年資者均可請領。  

2. 每月給付金額按 A、B 式計算後擇優計給 (無不

得擇優情事 )：  

A 式：月投保金額×保險年資×0.65%＋3,000 元  

B 式：月投保金額×保險年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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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  

基本  

保證  

年金  

1. 國保開辦時已年滿 65 歲 (非國保納保對象、無

國保年資 )，符合請領資格者可請領。  

2. 每月發給 3,000 元。  

原住民  

給付  

1. 年滿 55 歲，符合請領資格的原住民可請領 (無

頇為國保被保險人 )。  

2. 每月發給 3,000 元至年滿 65 歲的前一個月止。 

重度

以上

身心

障礙  

身心障  

礙年金  

1. 參加國保期間發生重度以上身障事故，且經評

估無工作能力者可請領。  

2. 每月給付金額按「月投保金額×保險年資×

1.3%」計給，若無不得發給基本保障情事，至

少發給 4,000 元。  

身障基

本保證

年金  

1. 參加國保前已發生重度以上身障事故，經評估

無工作能力，且符合請領資格者可請領。  

2. 每月發給 4,000 元。  

死亡  

遺屬  

年金  

1. 參加國保期間或領取年金期間死亡者，符合請

領資格之遺屬可請領。  

2. 每月給付金額 (遺屬 1 人 )：  

(1) 參加國保期間死亡：按「月投保金額×保險

年資×1.3%」計給。  

(2) 領取年金期間死亡：按原領取年金金額半數

發給。  

(3) 至少發給 3,000 元。  

遺屬 2 人以上，每多 1 人加發 25%，最多加發

50%。  

喪葬  

給付  

於參加國保期間死亡，可由支出殯葬費者請領喪

葬給付 5 個月 (目前為 8 萬 6,400 元 )。  

 

７、對於勞工保險之老年給付，如採一次給付方式

將導致保障功能不彰，若採月退休金給付方

式，則有定期額度太低無法長期保障老年經濟

安全，勞委會如何建構我國老年經濟安全保障

制度之意見： 

勞保年金已於 98 年 1 月 1 日實施，被保險

人之每一年投保年資，其所得替代率為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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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作 30 年的勞工為例，勞保年金所得替

代率為 46.5％；另為確保其長期實質購買力，

勞保年金給付金額於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

率達 5％時，依該成長率調整，以保障勞工老

年長期生活。 

８、對於農民、家務工作者、待業者、自營業者等

非受薪階級者，依現行法規未能適用退休金制

度或社會保險制度，勞委會如何整合及建構非

受薪階級之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制度： 

各國為非屬受僱關係之勞動者退休金來

源，有保障規定者係透過國民年金制度保障。

勞退新制已研擬修法草案賦予自營作業者自願

提繳退休金。至於家務工作者、待業者退休金

保障議題，因退休金係採個別雇主責任制，故

無相對提繳義務人為其提繳退休金。另，失業

涉及自願失業與非自願失業之劃分及失業期間

長短因素，參照各國經驗，非屬社會保險之雇

主個別責任制退休金尚無特殊制度設計，有關

勞工保險部分，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

第 7 款規定，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

業工會者，應以職業工會為投保單位，參加勞

工保險。是以，家務工作者及自營作業者如符

合上開規定，即應依規定參加勞工保險。且於

其符合老年給付條件時，即得依規定請領老年

給付。 

９、勞委會對我國勞工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制度之檢

討情形及未來發展構想： 

(１)規劃可長可久之勞工退休制度，並使勞工領到

退休金，是勞委會努力的目標。「勞工退休金

條例」之立法得以解決勞退舊制下勞工難以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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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退休金、企業給付方式不確定，以及雇主不

願聘僱中高齡勞工等諸多問題。勞退新制施行

輔以穩健的運用與政府適時監督模式，勞工退

休金之風險降低，確保了新制的可行性。 

(２)對於勞工退休制度之改制，社會各界或有一些

意見與疑惑，然任何制度之建構均屬不易，未

來勞委會將在擴大適用對象、稽核雇主確實依

勞工薪資提繳退休金、開放勞工選擇年金保險

機會等方向更進一步增進勞工退休生活之保

障。有關勞工保險部分，勞保老年給付已於 98

年 1月 1日由一次請領改制為按月請領之年金

制度，活多久領多久，較能保障勞工退休後老

年長期生活。截至 98 年 9 月止，老年年金給

付核付人數為 5 萬 4,767 人，核付金額為 40

億 3,407 萬餘元。另勞保老年給付年資得與國

保年資合併計算，老年生活銜接保障更完善。 

四、教育部對於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制度之說明： 

世界銀行提出一套建議各國採行的年金體系建

議模式，稱為「多柱模式年金體系」。主要建議為，

老年經濟保障制度可透過三種保障方式來達成，即

第一柱保障為基礎年金，係以公帄的所得重分配為

目的，採強制性的法定公共制度，包括以社會保險

或社會救助等方式辦理，主要功能在於減少老人的

貧窮問題，提供最基本的經濟保障；第二柱保障為

職業退休金，係主要的年金計畫，必頇具有較全面

性的適用範圍，因而建議採自營式的強制儲蓄制度

來取代公共年金計畫；第三柱保障為商業年金，採

任意式個人保險儲蓄方式辦理。查公私立學校教育

人員退休時，均可領取二筆給與：第一部分為教育

部所掌理教育人員老年經濟安全保障之退休、撫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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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第二部分為保險養老給付，目前公、私立學校

教育人員均參加公教人員保險，其主管機關為銓敘

部。茲尌公私立學校教員之退撫制度及公保養老給

付說明如下： 

(一)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保險制度概況： 

１、公立學校教職員退撫制度及公保養老給付部

分： 

(１)公立學校教職員之退撫規定，向依公務人員退

撫規定辦理，適用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學校

教職員撫卹條例，85 年 1 月 31 日前之退撫給

與均為恩給制，全部由政府負擔，85 年 2 月 1

日貣改採儲金制，由政府及教職員共同撥繳費

用建立退休撫卹基金支付，並由政府負最後支

付保證責任。學校教職員成尌退休條件，任職

滿 15 年以上者，得擇(兼)領月退休金。擇(兼)

領月退休金人員死亡時，另給與遺族一次撫慰

金。另在職亡故者，給與遺族撫卹金。 

(２)公保養老給付方面：公立學校教職員於 88 年 5

月 30 日前參加公務人員保險，88 年 5 月 31

日貣與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合併為公教人員

保險，目前公保養老給付均為一次性給付，公

保主管機關銓敘部刻正規劃推動公保養老給

付年金化。 

２、私立學校教職員退撫制度及公保養老給付部

分： 

(１)退撫制度方面：現行私立學校教職員工自 81

年 8 月 1 日貣參加私校退撫基金，退撫基金由

每學期撥繳相當學費 3％支應，教職員毋庸另

行撥繳，考量基金財源籌措及支付能力，僅參

照公立學校教職員 85 年 2 月 1 日退撫新制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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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之一次退休金及一次撫卹金之計算方式

辦理，只有一次性給與。為照顧私校教職員退

休老年生活，並落實馬總統齊一公私校退撫待

遇權益之競選政見，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

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以

下簡稱私校退撫條例），經 總統 98 年 7 月 8

日公布，施行日期暫訂為 99 年 1 月 1 日。私

校退撫儲金制度將類似勞工退休金新制，採確

定提撥制（與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採確定給付制

不同），由教職員、學校及政府按月提撥經費

至教職員帳戶，俟其退離時，領取其個人帳戶

內儲金之本金及孳息總額。經由長期複利管

理，以教師為例撥繳金額，最高薪級 770元 (相

當公務人員 800 俸點)，每月撥繳 4,324 元；

最少為薪級 190 元者，每月撥繳 1,774 元，撥

繳 30 年之後，假設儲金年收益率為 4％，60

歲退休，最高薪級為 770 元之私立大學教師，

一次退休金將由 319 萬元提高至 689 萬元，最

高薪級 625元(相當公務人員 710 俸點)之私立

中小學教師，一次退休金將由現行 284 萬元提

高至 593 萬元，帄均而言，一次退休金可較現

制提高一倍以上。退撫新制開辦後，符合條件

者，均得選擇參加商業年金保險，領取定期給

付。 

(２)公保養老給付方面：私校教職員原參加勞保，

惟鑑於早期公保尚有免費醫療，保障較勞保

優，爰要求參加公保。69 年改參加私立學校教

職員保險；嗣為精簡保險法規等因素，該保險

於 88 年 5 月 30 日與公務人員保險法合併，修

正為公教人員保險法。私校教職員依法加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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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惟公保與「勞保年金」、「國民年金」同屬

社會保險，其養老給付卻仍為一次性給與，尚

未年金化，加以現行私校退撫制度雖將有定期

給與設計，但仍需保險年金予以補足始屬完

備。又規劃中的公保給付標準 0.65％，與勞保

給付標準(1.55％)差距太大，繳費較多卻給付

較少，無法完善照顧老年生活，基於私校教職

員退休給付同於勞退新制，其保險老年給付應

至少與勞保年金化給付標準 1.55％相同，始屬

公允。準此， 98 年 6 月 12 日立法院第 7 屆第

3 會期第 17 次會議制定私校退撫條例時通過

附帶決議，將私立學校教職員參加公保之制度

改移至勞保，並予以年金給付。併同私校退撫

條例施行。 

３、規劃多層老年經濟保障制度，供公私立學校教

職員多重搭配選擇，以滿足我國國民老年退休

養老需求： 

(１)基礎年金方面：公私立學校教職員均參加公教

人員保險，並為一次給付，另公立學校教職員

退撫新制前（85 年 1 月 31 日）年資另得存 18

％。私立學校教職員公保僅有一次給付，没有

年金，也没有 18％，雖然銓敘部正規劃推行公

保養老給付年金化，惟給付標準 0.65％太低，

與勞保年金給付標準 1.55％差距太大，保費繳

得多卻領得少，無法完善照顧退休後老年生

活。爰私校團體訴求及立法院附帶決議自公保

轉投勞保，保險年資併計，並以勞保年金核算。 

(２)職業年金方面：公立學校教職員成尌退休條

件，任職滿 15 年以上者，得擇(兼)領月退休

金，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私校退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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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金制施行後，按每位教職員本薪二倍之 12

％，每月提撥至教職員個人帳戶，教職員及政

府負擔比例分別為 35％、32.5％，學校則負擔

約 32.5％（其中由學費 2％挹注部分，折算帄

均為 26％，另學校提撥 6.5％，合計 32.5％），

俟其退離時，領取其個人帳戶內儲金之本金及

孳息總額。提撥率每增加 2％，一次退休金將

增加約 100 萬元，如選擇每月定期給付約增加

5,000 元。 

(３)商業年金方面：依私校退撫儲金制撥繳退休準

備金後，經由工作期間長期複利效果，所累積

本金及孳息，於教職員退休時領取，並以支領

一次退休金為原則。另符合條件者可自由選擇

參加商業年金保險，擇領定期給付。依內政部

統計帄均餘命為 82 歲計算，薪級為 770 元之

私立大學教師，每月可領取 3 萬 5,100 元，以

顧及退休人員及遺族之照顧。 

４、我國目前面臨少子化，多數國人扶養年老父母

之經濟能力與觀念日漸式微，為保障老人經濟

安全，使其有足夠經濟能力維持基本生活，並

因應未來社會發展及家庭結構轉變，教育部具

體規劃方向與措施： 

(１)公立學校教職員方面：公立學校教職員成尌退

休條件時，符合擇（兼）領月退休金條件者，

得擇（兼）領月退休金，目前公立學校教育人

員擇領月退休金比例逐年提高，約達 90％以

上，雖目前公保養老給付仍為一次性給與，然

銓敘部正規劃推動公保養老給付年金化，假設

薪級 770 元之大學教師，服務 30 年，推估其

一次退休金為 463 萬(51,480 元×2×30 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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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數)，月退休為 61,776 元(51,480 元×2×30

年×2％)；公保養老給付一次給與為 185 萬

(51,480 元×36 月)，目前銓敘部正規劃推動公

保年金化，每一公保年資給付標準為 0.65%，

則每月約可領取 10,039 元(51,480 元×30 年×

0.65％ )，合計每月至少可領取 71,815 元

(61,776 元＋10,039 元)，應有足夠經濟能力

維持老年基本生活。 

(２)私立學校教職員方面：現行私校教職員退休僅

有一次退休金，服務 30 年，薪級 770 元之大

學教師約可領取 319 萬元【(51,480 元＋930

元)×61 個基數】，私校退撫儲金制施行後，依

儲金制撥繳退休準備金，經由工作期間長期複

利效果，所累積本金及孳息，於教職員退休時

領取，並以支領一次退休金為原則。薪級為 770

元之私立大學教師，年資 30 年，一次退休金

約可領取 689 萬元，另可自由選擇參加年金保

險，擇領定期退撫給付。如參加年金保險，依

內政部統計帄均餘命為 82 歲計算，每月可領

取 3 萬 5,100 元，以顧及退休人員及遺族之照

顧。另公保養老年金如採銓敘部規劃之 0.65

％給付標準（10,039 元）時，合計每月約可領

取 4 萬 5,000 元(35,100 元＋10,039 元)，但

比勞工老年給付及退休金低（詳如附表 3），教

育部建議採勞保年金給付標準 1.55％(51,480

元×30 年×1.55％＝20,414 元)時，則合計每月

約可領取 55,514 元(35,100 元＋20,414 元)。 

(３)基於私校教職員退休給付同於勞退新制(每月

最高約 3 萬 5,000 元），其保險老年給付應至

少與勞保給付年金化給付標準為 1.55％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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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始屬公允。方有私校教職員及立法院附帶

決議轉投勞保，提供私校教職員完善的退休老

年生活。 

５、公、私立教職員工經濟安全保障制度之檢討情

形及未來發展構想： 

(１)現行公私立學校退撫制度概況：目前公立學校

教職員之退撫制度，基於公教一體原則，大致

上均與公務人員規定相同，採確定給付制，由

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私立學校教職員退撫新

制採確定提撥制，退休金多寡與儲金管理績效

有關。 

(２)檢討情形：公立學校教職員退撫制度，採確定

給付制，在固定的給付條件下，若因入不敷出

而必頇調整保費以為挹注時，則往往碰到重重

阻力而無法作調整，故其財務上的缺口非但無

法弭帄，並且都越來越大，而成為國家嚴峻的

財務危機，且申請退休年齡愈來愈低，國民帄

均餘命愈來愈高，造成政府財政沉重負擔。為

解決政府日漸沉重之財政負擔，並因應我國人

口結構高齡化之趨勢、教職員提早退休比例逐

年增加及帄均退休年齡逐年下降(從 10年前的

63 歲降至目前的 53 歲)，導致教職員人力產生

經驗斷層及人力資源浪費問題，爰於 95 年 2

月 16 日配合銓敘部實行退休所得合理化方

案，以縮減退休所得替代率偏高者得辦理公保

養老給付優惠存款之額度，並參酌 98 年 4 月 3

日函送立法院審查之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草

案研修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修正草案，將法定

提撥費率上限調整為 18％，另將現行符合「任

職滿 25 年以上」自願退休人員，50 歲得支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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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退休金之年齡規定，逐年向後遞延至 60 歲。 

６、現行公立學校、私立學校及未來私立學校退休

撫卹制度比較表： 

 

表 17：公立學校、私立學校及未來私立學校退休撫卹制度

比較表 
 公立學校退撫制度 私立學校退撫制度 未來私校退撫制度 

法律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

其施行細則 

學校法人自訂章則

（按 :章則頇參酌

私校退撫基金會頒

布之「私立學校訂

定所屬教職員工退

休撫卹資遣辦法條

文參考原則」）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

私立學校教職員退

休撫卹離職資遣條

例 

法 令 沿

革 

一、中華民國 33 年 3 月

22 日國民政府制定。 

二、中華民國 85 年 2 月

10 日行政院、考詴院

會銜修正發布；並自

85 年 2 月 1 日貣施

行。 

 

81年 8月 1日施行。 98 年 7 月 8 日總統

明令發布，暫定 99

年 1 月 1 日施行。 

適 用 對

象 

各級公立學校現職專任

教職員，依照規定資格任

用，經呈報主管教育政機

關有案者。 

教職員工指學校編

制內現職合格專任

有給教職員；工友

指編制內專任非生

產性之技術工友及

普通工友。 

教職員指已立案私

立學校編制內有給

專任現職校長、教

師、職員及學校法

人之職員。 

退 撫 給

付制度 

確定給付制（退撫條件成

尌時，按最後在職之薪級

及任職年資計算發給）。 

確定給付制（退撫

條件成尌時，按最

後在職之薪級及任

職 年 資 計 算 發

給）。 

確定提撥制（退撫

條件成尌時，領取

其個人帳戶內儲金

之 本 金 及 孳 息 總

額）。 

退 撫 審

定機關 

一、國立學校：教育部。 

二、直轄市立學校：直轄

市政府教育局。 

三、縣(市)立學校：縣市

政府。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私立學校教職員工

退休撫卹基金管理

委員會 (簡稱私校

退撫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私立學校教職員退

休撫卹離職資遣儲

金管 理委 員會 (簡

稱儲金管理會)。 

退 撫 基

( 儲 ) 金

管 理 機

一、85 年 1 月 31 日前，

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

支應。 

81 年 8 月 1 日輔導

成立私校退撫會，

為財團法人組織型

由教職員及私立學

校、學校主管機關

按月共同撥繳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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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學校退撫制度 私立學校退撫制度 未來私校退撫制度 

關 二、85 年 2 月 1 日後，成

立 公 務 人 員 退 撫 基

金： 

（一）公務人員退休撫卹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由隸屬於銓敘

部 之 負 責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撫 卹 基 金

之收支、管理及運

用。 

（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

基 金 監 理 委 員

會：負責基金之審

議、監督及考核，

隸屬考詴院。 

態，以統籌基金之

收取、提撥、管理、

運用，及退撫給與

核定事宜。 

建立退休撫卹離職

資遣儲金支付。 

一、儲金管理會：

財 團 法 人 型

態，委託其辦理

退 撫 儲 金 之 收

支 、 管 理 、 運

用 、 審 議 與 退

休、撫卹、離職

及 資 遣 審 定 事

宜。 

二、儲金監理會：

由 教 育 部 會 同

有 關 機 關 組

成，採任務編組

型態，負責儲金

監 督 及 考 核 事

宜。 

退 撫 經

費 支 給

機關 

一、85 年 1 月 31 日前任

職年資：依最後服務

學校 

（一）國立學校：教育

部。 

（二）直轄市立學校：直

轄市政府教育局。 

（三）縣(市)立學校：縣

市政府。 

二、85 年 2 月 1 日後任職

年資：公務人員退休

撫 卹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私校退撫會。 一、98 年 12 月 31

日 前 任 職 年

資：私校退撫會 

二、99 年 1 月 1 日

後任職年資：儲

金管理會 

三、曾任公立學校

年資： 

（一）85 年 1 月 31

日前任職年

資：依最後

服務學校 

1.國立學校：

教育部。 

2.直轄市立學

校：直轄市

政 府 教 育

局。 

3.縣 (市 )立學

校：縣市政

府。 

（二）85 年 2 月 1

日後任職年

資：公務人

員退休撫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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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學校退撫制度 私立學校退撫制度 未來私校退撫制度 

基金管理委

員會。 

退 撫 經

費來源 

一、85 年 1 月 31 日前採

恩 給 制 ， 由 政 府 負

擔 ， 教 職 員 無 頇 提

撥。 

二、85 年 2 月 1 日後，採

共同提撥，按每位教

職員本薪二倍之 12

％，每月提撥至教育

人員退撫基金，教職

員及政府負擔比例

分別為 35%及 65%。 

備註：教育部於 98 年 5

月 15 日陳報行政院

審議之學校教職員退

休條例修正草案，業

配合 98 年 4 月 2 日考

詴院院會審議通過之

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

草案，將法定提撥費

率調高至 18%。 

私立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者，由私立學

校於每學期提撥相

當於學費 3%之金額

至私立學校退撫基

金，其為私立國民

中、小學者，以雜

費 70% 為 基 準 繳

納。教職員無頇撥

繳。 

 

採共同提撥，按每

位教職員本薪二倍

之 12%，每月提撥至

教職員個人帳戶，

教職員及政府負擔

比例分別為 35%、

32.5%，學校則負擔

約 32.5%（其中由學

費 2%挹注部分，折

算帄均為 26%，另學

校提撥 6.5%，合計

32.5%）。 

 

退休 條件 一、自願退休： 

（一）年資滿 25 年。 

（二）年資 5 年以上且年  

滿 60 歲。 

二、應即退休： 

（一）年資 5 年以上且年

滿 65 歲。 

（二）年資 5 年以上且心

神 喪 失 或 身 體 殘

廢，不堪勝任職務

者。 

同公立學校。 一、自願退休： 

（ 一 ） 年 資 滿 25

年。 

（二）年滿 60 歲。 

二、屆齡退休： 

年滿 65 歲。 

三、命令退休： 

年資 5 年以

上，因身心障

礙 致 不 堪 勝

任職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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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學校退撫制度 私立學校退撫制度 未來私校退撫制度 

領取

方式 

符合退休條件者，其領取

退休金方式規定如下： 

一、年資未滿 15 年，或

年資滿 15 年以上但

未滿 50 歲，一次退

休金。 

二、年資滿 15 年以上且

年滿 50 歲，可選擇

一 次 退 休 金 或 支

(兼)領月退休金。 

備註：教育部於 98 年 5

月 15 日陳報行政

院審議之學校教職

員退休條例修正草

案，業配合 98 年 4

月 2 日考詴院院會

審議通過之公務人

員 退 休 法 修 正 草

案，對現行符合「任

職滿 25 年以上」自

願退休人員，50 歲

得支領月退休金之

年齡規定修正為向

後 逐 年遞 延 至 60

歲(即所謂 85 制)。 

一次退休金（同公

立學校 85 年 1 月

31日前退休金計算

方式）。【本薪+實物

代金(930 元)】×基

數 

一 、 年 資 未 滿 15

年，一次給付。 

二、年資滿 15 年以

上，以一次給付

為原則，另提供

商 業 年 金 保

險，供教職員選

擇定期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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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學校退撫制度 私立學校退撫制度 未來私校退撫制度 

計算

標準 

一、85 年 1 月 31 日前年

資： 

（一）一次退休金：以退

休 人 員 最 後 在 職

之月薪額，及本人

實物代金(930 元)

為基數，任職滿 5

年者，給予 9 個基

數，每增半年加給

1 個基數；滿 15 年

後，另行一次加發

2 個基數。但最高

總數以 61 個基數

為限；未滿半年者

以半年計。 

（二）月退休金：除本人

實物代金(930 元)

十足發給外，任職

滿 15 年者，按月

照 在 職 之 同 薪 級

人員月薪額 75%給

與 ， 以 後 每 增 1

年，加發 1%。但以

增至 90%為限。 

二、85年 2月 1日後年資： 

（一）一次退休金：以退

休 生 效 日 在 職 同

薪 級 人 員 之 本 薪

加 1 倍為基數，每

任職 1 年給與 1.5

個基數，最高 35

年 給 與 53 個 基

數。尾數不滿 6 個

月者，給與一個基

數，滿 6 個月以上

者，以 1 年計。 

（二）月退休金：以在職

同 薪 級 人 員 之 本

薪加 1 倍為基數，

每任職 1 年，照基

數 2%給與，最高

35 年，給與 70%為

限。尾數不滿半年

者，加發 1%，滿半

年以上未滿 1 年

者，以 1 年計。 

三、符合增核給與條件

者，年資採計上限為

40 年，一次退休金

一、以其最後在職

之薪級，按公

立 學 校 同 薪

級 人 員 依 退

撫 新 制 實 施

(85 年 1 月

31)前規定標

準 計 算 應 領

之 一 次 退 休

金。 

二、符合增核給與

條件者，年資

採 計 上 限 為

40 年，一次退

休 金 之 給

與，依上開方

式 增 加 其 基

數。但最高總

數以 81 個基

數為限。 

一、一次給付： 

以 教 職 員 個

人 之 退 撫 儲

金 專 戶 本 息

及 依 私 校 新

制 施 行 前 任

職 年 資 應 給

付 退 休 金 之

總 和 一 次 領

取。 

二、定期給付： 

由教職 員以

一次給 付應

領取總 額，

交由保 險業

參酌年 金生

命表、 利率

及退休 人員

領取期 間、

額 度 等 需

求，辦 理符

合保險 法規

定並經 保險

主管機 關審

查通過 之年

金保險 ，作

為定期 發給

之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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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學校退撫制度 私立學校退撫制度 未來私校退撫制度 

撫卹 條件 在職死亡。 在職死亡。 在職死亡。 

領取

方式 

一、年資未滿 15 年者，

一次撫卹金。 

二、年資滿 15 年以上者，

除一次撫卹金，尚可

支領年撫卹金。至於

年撫卹金給卹年限

為： 

（一）病故或意外死亡

者，10 年。 

（二）冒險犯難或戰地殉

職者，20 年。 

（三）其餘情事因公死亡

者，15 年。 

一次撫卹金 (同公

立學校教職員 85

年 1 月 31 日前一

次撫卹金算法）。 

【本薪＋實物代金

(930 元)】×基數 

一、年資未滿 15 年

者，一次撫卹

金。 

二、年資滿 15 年以

上者，由教職

員遺族尌一次

撫卹金，或年

撫卹金擇一支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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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學校退撫制度 私立學校退撫制度 未來私校退撫制度 

計算

標準 

一、一次撫卹金：以教職

員最後在職時之本

薪加 1 倍為基數內

涵 

（一）年資未滿 15 年者：

任職每滿 1 年，給

與 1.5 基數，尾數

未滿 6 個月者，給

與 1 個基數，滿 6

個月以上者，以 1

年計。 

（二）年資滿 15 年者：

給與 15 個基數之

一次撫卹金，以後

每增 1 年加給 0.5

個基數，尾數未滿

6 個月者，不計；

滿 6 個月以上者，

以 1 年計，最高給

與 25 個基數。 

二、年撫卹金：以教職員

最後在職時之本薪

加 1 倍 為 基 數 內

涵，每年給與 5 個基

數。 

三、因公死亡者，增給一

次撫卹金 25%；如係

冒險犯難或戰地殉

職者，增給 50%。 

一、一次撫卹金：

以教職員最後

在職時之本薪

加 1 倍為基數

內涵 

（一）年資未滿 5

年者：在職

滿 1 年者，

給與 1 個基

數，未滿 1

年者以 1 年

計，以後每

增半年，加

給 1 個 基

數，未滿半

年者以半年

計。 

（二）年資滿 5 年

者：按一次

退休金標準

計算。教師

或校長符合

增核給與條

件者，亦可

增 加 其 基

數，但最高

總數以 81個

基數為限。 

二、因公死亡者，

增給一次撫卹

金 25%；如係冒

險犯難者，增

給 50%。 

一、一次撫卹金： 

以 教 職 員 個

人 之 退 撫 儲

金 專 戶 本 息

及 依 本 條 例

施 行 前 任 職

年 資 應 給 付

撫 卹 金 之 總

和 一 次 領

取。 

二、年撫卹金： 

由 教 職 員 遺 族

以 一 次 撫 卹 金

應領取總額，交

由 保 險 業 參 酌

年金生命表、利

率 及 遺 族 領 取

期間、額度等需

求，辦理符合保

險 法 規 定 並 經

保 險 主 管 機 關

審 查 通 過 之 年

金保險，作為定

期 發 給 之 年 撫

卹金。 

三、因公死亡者，

增給一次撫卹

金 25%；如係

因執行職務發

生危險以致死

亡者，增給 50%

。 

離職 一、教職員於年滿 35 歲

時，或年滿 45 歲時，

自願離職者，得申請

發還其本人及政府

繳付之基金費用，並

以臺灣銀行之存款

年利率加計利息一

次發還。 

二、教職員依規定不合退

休資遣於中途離職

無法領取任何給

與。 

一、得一次領取其

個人退撫儲金

專戶本息。但

利用職務上之

機會犯罪，經

判刑確定者，

其領取範圍，

以其本人撥繳

之儲金本息為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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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學校退撫制度 私立學校退撫制度 未來私校退撫制度 

者或因案免職者，得

申請發還其本人 原

繳付之基金費用，並

以臺灣銀行之存款

年利率加計利息，一

次發還。 

二、得不於離職時

領 取 離 職 給

與，於年滿 60

歲之日貣由儲

金管理會發還

其未領取離職

給與本息，或

辦 理 年 金 保

險。 

 

 

 

 

 

 

 

 

 

 

 

 

 

 

 

 

 

 

 

 

 

 

 

 

７、公、私立學校教職員、勞工退休制度比較 

 

表 18：公、私立學校教職員、勞工退休制度比較表  

種類  公教人員  勞工  私校教職員  

退休金經費籌

措 

84.7.1(公務人

員)、85.2.1(教

育人員)前由政

府預算支給，之

94.7.1 前由雇

主提撥，之後雇

主、受僱者共同

提撥 

99.1.1.前由學

校及政府支付，

之後教職員、學

校及政府共同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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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公教人員與

政府共同撥繳

費用 

擔 

退休新制（指受

僱者撥繳費用

制）費率 

現行費率 12

％，其中公教人

員負擔 35％，政

府負擔 65％ 

主最低提 6％，

受僱者可相對

提撥最高 6％ 

現行費率 12％，

其中公教人員負

擔 35％，政府負

擔 65％ 

退休金（以 30

年資，薪級相當

公務人員 800

俸點推估） 

舊制：一次退

319 萬元，月退

47,262 元 

新制：一次退

463 萬元，月退

61,776 元 

舊制：一次退   

463 萬元，沒月

退。新制：如提

12％約 689 萬元

（如採私校定

期給付亦有

35,000 元） 

舊制：一次退 319

萬元，沒月退（定

期給與） 

新制：一次退 689

萬元，按月定期

給付 

35,000 元 

保險費率及費

用分攤 

現行費率 7.15

％，其中公教人

員負擔 35％，政

府負擔 65％ 

現行費率 6.5％

（不含尌業保

險），勞工負擔

20％，雇主 70

％，政府 10％ 

現行費率 7.15

％，其中教職員

負擔 35％，學校

及政府各負擔

32.5％ 

投保及計算給

付俸額（最高） 

51480 元 43,900 元 51,480 元 

老年給付（一

次） 

185 萬，如合優

存，最高每月另

給 27,799 元 

197 萬元 185 萬元，沒有優

惠存款。 

老年年金每月

給與 

規劃中：以 0.65

％替代率估，約

10,039 元 

20,414 元 如在公保僅有

10,039 元，如改

參加勞保公保年

資併計，每月可

領 20,414 元 

 

 

８、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制度比較： 

表 19：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制度比較表  

類別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制度 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新制 

（暫訂自 99 年 1 月 1 日施行， 98

年 12月 31日前之現行私立學校教職

員工自 81 年 8 月 1 日貣參加私校退

撫基金，退撫基金由每學期撥繳相當

學費 3%支應，教職員毋庸另行撥繳，

並參照公立學校教職員 85 年 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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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退撫新制施行前之一次退休金計

算方式辦理，只有一次性給與。） 

法令

依據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

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 

適用

對象 

一、各級公立學校依教育人員

任 用 條 例 規 定 資 格 聘 派

任，並經審定合格之編制內

有給專任校長、教師、助

教。 

二、各級公立學校在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施行前進用不需

辦理公務人員或技術人員

改任換敘，其職稱列入所服

務學校或其附屬機構之編

制，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准有案之有給專任職員。 

已立案私立學校編制內有給專任現

職校長、教師、職員及學校法人之職

員。 

請領

資格 

符合退休條件者，其領取退休

金方式規定如下： 

一、年資未滿 15 年，或年資滿

15 年以上但未滿 50 歲，

一次退休金。 

二、年資滿 15 年以上且年滿

50 歲，可選擇一次退休金

或支(兼)領月退休金。 

 

一、新、舊制任職年資未滿 15 年者，

一次給付。 

二、新、舊制任職年資合計滿 15 年

以上者，除仍得選擇領取一次給

付外，另提供商業年金保險，供

選擇定期給付。 

計算

方式 

一、85 年 1 月 31 日前年資： 

（一）一次退休金： 

以退休人員最後在職

之月薪額，及本人實

物代金(930 元)為基

數，任職滿 5 年者，

給予 9 個基數，每增

半 年 加 給 1 個 基

數；滿 15 年後，另

行一次加發 2 個基

數。但最高總數以

61 個基數為限；未

滿半年者以半年計。 

（二）月退休金： 

除本人實物代金(930

元 )十足發給外，任

職滿 15 年者，按月

照在職之同薪級人

員月薪額 75%給與，

一、採確定提撥制，按每位教職員本

薪二倍之 12%，每月提撥至教職

員個人帳戶，教職員及政府負擔

比例分別為 35%、32.5%，學校則

負擔約 32.5%（其中由學費 2%挹

注部分，折算帄均為 26%，另學

校提撥 6.5%，合計 32.5%）。退休

條件成尌時，領取其個人帳戶內

儲金之本金及孳息總額。 

二、儲金制以一次給付為原則，另符

合條件者，得選擇參加商業年金

保險，領取定期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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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每增 1 年，加發

1%。但以增至 90%為

限。 

二、85 年 2 月 1 日後年資： 

（一）一次退休金： 

以退休生效日在職同

薪級人員之本薪加 1

倍為基數，每任職 1

年給與 1.5 個基數，

最高 35 年給與 53 個

基數。尾數不滿 6 個

月 者 ， 給 與 一 個 基

數，滿 6 個月以上

者，以 1 年計。 

（二）月退休金： 

以在職同薪級人員之

本薪加 1 倍為基數，

每任職 1 年，照基數

2%給與，最高 35 年，

給與 70%為限。尾數

不 滿 半 年 者 ， 加 發

1%，滿半年以上未滿

1 年者，以 1 年計。 

三、符合增核給與條件者，年

資採計上限為 40 年，一次

退休金之給與，依上開第

二項方式增加其基數。但

最高總數以 60 個基數為

限；月退休金之給與，自

第 36 年貣，每年增加 1%，

以增至 75%為限。 

請領

人數 

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

委員會統計結果，85 年至 97

年期間經核准退休並支(兼)領

月退休金者，計有 7 萬 2,931

人。 

一、私校退撫儲金制度將於 99 年 1

月 1 日施行，預計共有 6 萬餘名

私校教職員適用。 

二、現行私校退撫基金成立於 81 年 8

月 1 日，係採確定給付制，實施

以來，迄今已逾 16 年，截至 97

年 12 月 31 日止共計核定 17,706

件退休、撫卹及資遣案件，計已

核發 211 億 1356 萬餘元。 

 

９、教育部「私校教職員退撫儲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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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照顧私校教職員退休老年生活，並落實

馬總統齊一公私校退撫待遇權益之競選政見，

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

撫卹離職資遣條例」（以下簡稱私校退撫條

例），業奉總統 98 年 7 月 8 日公布，施行日期

暫訂為 99 年 1 月 1 日。 

(１)現行私立學校教職員退撫制度概況： 

私立學校對於我國教育存有極大貢獻，尤

其在高等教育及技職教育方面承擔將近 70%學

生教育責任。但私立學校教職員年老之後退撫

照顧，仍有不足，進而影響私立學校及教育發

展。民國 81 年 8 月 1 日，教育部依據私立學校

法第 58 條規定，輔導成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

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並

由各級私立學校每學期提撥相當學費 3％費用

至該會，成立共同基金，用來支付私立學校教

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所需經費。截至 97

年 12 月 31 日止共計核定 17,706 件退休、撫卹

及資遣案件，計已核發 211 億 1356 萬餘元。實

施以來，對於照護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撫權

益，有其貢獻。惟現行制度存有退休準備金不

足、教職員退撫給與偏低，及退休教職員沒有

年金性質定期給與等問題，為解決上述問題，

爰規劃建制私校退撫儲金制度。私校退撫儲金

制度將類似勞工退休金新制，採確定提撥制（與

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採確定給付制不同），由教職

員、學校及政府按月提撥經費至教職員帳戶，

俟其退離時，領取其個人帳戶內儲金之本金及

孳息總額。經由長期複利管理，以教師為例撥

繳金額，最高薪級 770 元者，每月撥繳 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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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最少為薪級 190 元者，每月撥繳 1,774 元，

撥繳 30 年之後，假設儲金年收益率為 4％，60

歲退休，最高薪級為 770 元之私立大學教師，

一次退休金將由 319 萬元提高至 689 萬元，最

高薪級 625 元之私立退休中小學教師，一次退

休金將由現行 284 萬元提高至 593 萬元，帄均

而言，一次退休金可較現制提高一倍以上，退

撫新制開辦後，符合退休條件者，均得選擇參

加年金保險，領取定期給付。另再搭配公保年

金化，對於退休人員的老年生活照顧將大幅提

高。 

(２)實施私校退撫新制之效益： 

對教職員之效益：提高退休金，也可領取

定期給付：新退撫儲金制實施後，退休金經由

長期管理運用之複利效果，私立學校教師一次

退休所得將可與公立學校教師趨於衡帄。一次

退休金可較現制提高一倍以上。另外配合私立

學校教職員年金保險之規劃，供私立學校教職

員擇領定期退休給付，依帄圴餘命 82 歲計算，

薪級 625 元之中小學教師每月領取約 3 萬

0,210 元，如配合勞保年金每月 2 萬 0,414 元，

合計每月可領取約 5 萬 0,624 元，薪級 770 元

之私立大學教師每月領取約 3 萬 5,100 元，配

合勞保年金每月 2 萬 0,414 元，合計每月可領

取約 5 萬 5,514 元 2、年資不因職業轉換而浪

費：現行退撫制度，年資會因職業轉換而損失，

未來因為少子化，教職員職業轉換之情形將趨

頻繁，新制度施行後，教職員於職業轉換時，

在其 60 歲以後自職場退休時，仍可領取新制年

資退休金，年資不因職業轉換而浪費；對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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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效益：完善的退休金制度可穩定教學、研究

環璄，吸引及留任優良教師，提升教學及研究

品質，保障教師退離生活的經濟來源，有助於

學校人事新陳代謝。 

(３)私校教職員公保轉勞保： 

私校團體的訴求：私校教職員依法加入公

保，惟公保與「勞保年金」、「國民年金」同屬

社會保險，其養老給付卻仍為一次性給與，加

以現行私校退撫制度雖將有定期給與設計，但

仍需保險年金予以補足始屬完備；規劃中的公

保給付標準太低：銓敘部刻正規劃之公保年金

化給付標準(0.65%)與勞保給付標準(1.55%)差

距太大，無法完善照顧退休後老年生活，基於

私校教職員退休給付同於勞退新制，其保險老

年給付應至少與勞保給付年金化給付標準為

1.55%相同，始屬公允。 

(４)立法院附帶決議：98 年 6 月 12 日立法院第 7

屆第 3 會期第 17 次會議制定本條例時通過附

帶決議，為使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養老制度更

趨健全，私校退撫條例三讀通過後，行政院與

考詴院應於半年內提出勞工保險條例及公教

人員保險法修正草案函送該院審議，草案中應

明定將私立學校教職員參加公保之制度改移

至勞保，並予以年金給付。前述公保改勞保之

規定，並應配合自該條例施行日一併施行。同

年月 4 日立法院第 7 屆第 3 會期司法及法制委

員會第 28 次全體委員會議修正「公教人員保

險法部分條文」，亦為相同附帶決議。綜上，

爰依私校團體及立法院附帶決議，始有公保改

投勞保之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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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辦理進度：目前私立學校教職員自公保轉投勞

保，正由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彙整相關機關意見

簽請 行政院政策決定，蔡政務委員勳雄已於

98 年 10 月 19 日邀集相關機關召開跨部會討

論，並將繼續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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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依據聯合國統計，西元 1991 年全球老年人口
1
數

為 3 億 3 千 2 百萬人，至 2000 年增加為 4 億 2 千 6

百萬人，短短 10 年間老年人口即增加將近 1 億人，此

現象預告全球人口高齡化將快速來臨。復據內政部統

計，我國在 82 年，老人人口達 149 萬餘人，占總人口

比率 7％以上，正式邁入聯合國所定高齡化社會的標

準；截至 97 年底，老人人口成長至 240 萬 2 千餘人，

占總人口數的 10.43％，顯示我國亦出現人口結構變

動，我國人口老化速度顯著。復以育齡婦女總生育率

自 1951 年後呈現下降趨勢，因而造成少子化及高齡化

之現象，除老年人口比率快速增加外，扶老比
2
及人口

老化指數
3
持續增加。依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下

稱經建會）預估，97 年我國人口老化指數已達 61.51

％。該會並指出，歐美先進國家老人人口倍化期間約

需 40 至 115 年
4
，惟我國卻僅約需 24 年，甚至由高

齡社會轉變為超高齡社會所需時間，更縮短為 8 年，

顯示我國人口高齡化之歷程愈來愈快，而因應人口老

化所預為準備之時間亦較短。隨著人口結構變化，及

工業化社會造成之社會變遷，使得家庭結構與家庭傳

統價值產生改變。 

又內政部 94 年統計資料所示，82 年至 94 年間，

「與子女同住」之比例由 67.17％逐年下降至 61.06

％；而「僅與配偶同住和獨居」同一期間由 29.1％上

                                      
1
 係指年滿 65歲以上之人。  

2
 扶老比係指對 65歲以上人口扶養指數。  

3
 人口老化指數係指 65歲以上人口數除以 14歲以下人口數所得出之比例，又稱為「老帅

口比」  
4當一個國家 65歲以上人口數占總人口數之比率逾 7％時，即進入高齡化社會（ ageing 

society）；當此比率逾 14％時，即稱為高齡社會（ aged society）；又當此比率逾 20％

時，則稱為超高齡社會（ super-aged society）。而老人人口倍化期間係指由高齡化社

會轉變為高齡社會所需時間，美國為 73年、德國為 40年、英國為 46年、義大利為 61年、

瑞典為 85年、法國為 1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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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至 35.86％。再者，由於生活水準與醫療技術的不

斷提昇，退休後老人之帄均壽命亦不斷延長，將導致

退休後時期增長，及相對風險提高，老年人必頇在勞

動期間積蓄更多資產，或以年金確定給付方式，以支

應年老後生活費用，故面對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及我

國近年來快速都市化、現代化發展，家庭結構日益縮

小化，家庭扶持老人之傳統功能漸趨式微；我國社會

福利資源在不同職業別人口群分配上不帄均，因此如

何建構老年國民生活之經濟安全保障體系，實屬刻不

容緩。 

一、我國老年經濟安全體系中，社會保險及職業年金體

系存有各項職業別老年經濟安全制度欠周及不足之

問題，應全面檢討並建構完整之多層次老年經濟安

全保障制度： 

(一)依據行政院主計處 97 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資料

所示：所得較高三組經濟戶長年齡為 65 歲以上

者，均不到 10％。又全體家庭中，經濟戶長年齡

為 65 歲以上所占比率，由 69 年之 3.3％增為 97

年 15.6％。其中最低所得家庭組中，經濟戶長年

齡為 65 歲以上者更由 69 年之 9.9％大幅增加至

97 年之 45.7％，而最高所得家庭組，則僅由 1.9

％略增為 3.3％。顯見我國老年家庭不僅大幅增

加，且多落入低所得家庭組，而最低所得家庭組

經濟戶長為 65 歲以上者將近 50％，陷入老年收

入匱乏、貧窮之困境。政府如不儘速採取因應對

策，我國將面臨多數老人貧窮而需政府救助之困

境。 

(二)世界銀行為解決老年所得保障問題，於 1994 年之

「避免老年危機(A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

研 究 報 告 中 ， 提 出 三 層 式 保 障 建 構 模 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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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Pillar Model)，透過再分配、儲蓄或保險

等三功能，以解決老年貧窮問題，並運用共同保

險方式，避免因通貨膨脹、景氣蕭條，及低投資

報酬等風險導致之所得損失，達成老年經濟保障

目標。世界銀行提出三層退休年金保障體系之構

想為：第 1 層為政府責任之基礎年金，相當於我

國現行制度之軍、公、勞保；第 2 層為雇主責任

之職業年金，相當於我國現行制度之退休金；第

3 層則為個人責任之私人商業年金。復世界銀行

因現有老年所得保障普遍不足，產生所謂「年金

貧窮化現象，及全球性退休危機衝擊等影響，乃

重新修訂保障層次之建構模式，於 2005 年 5 月間

提出「21 世紀老年所得維持（支持）」(Old-Age 

Income Support in the 21
st
 Century)之研究報

告，發展多層次老年經濟保障模式，其建構內容

含有五層式保障模式：第零層為非納費性社會救

助制度，以提供最低生活、第一層為強制性社會

保險制度、第二層為任意性員工退休金制度（私

人年金）、第三層為自願性商業保險儲蓄制度  （個

人年金保險）、第四層為倫理性  家庭供養制度（家

庭養老）。新的模式具有兩大特色，一為將被保障

適用對象從正式部門之勞工，擴大至終身貧窮

者，及非正式部門勞工均納入經濟保障範圍；又

正式部門勞工，依規定應強制參加各類職業年

金，如因工作年資不足，未能符合給付資格條件，

致排除最低年金制度外，導致其退休經濟保障產

生問題，亦應納入保障範圍。因此，多層次老年

經濟保障模式係透過多層次年金設計，以多元化

模式補充年長者之老年經濟生活。  

(三)依據經建會 98 年 11 月 5 日說明：我國老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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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制度體系，包括第零層之社會救助制度（如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第一層法定之社會保險

制度、第二層法定之職業年金，及第三層屬個人

意願之私人商業保險、儲蓄、家庭互助等保障體

系（如下圖），惟仍有檢討之處，見（四）、（五）

所述。 

 

 

 

 

 

 

 

 

圖 1﹒我國老年經濟安全體系及適用對象示意圖  

註 1：公務（職）人員、公營事業從業人員、公立學校教職員。  

註 2：公民營事業勞工、職業工會勞工、政府機關：司機、工友、

技工、臨時人員。  

 

(四)部分有工作之國人未享有社會保險之老年給付或

無職業退休給付，政府應全面檢視並設法彌補漏

洞： 

１、農民保險無老年給付，又農民、家務工作者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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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職業退休給付： 

我國第一層老年經濟保障體系採社會保險

方式，為事前預防措施，第二層公、私部門與

職業相關退休制度，採確定給付及確定提撥方

式。惟農民不止所參加之農保無老年給付，農

民亦無職業退休給付制度。又家務工作者雖得

參加國民年金保險，但無職業退休給付。按主

婦從事家務工作向來是無薪工作，但如雇用他

人從事家務工作，如打掃、煮飯、照顧帅兒或

老人等，費用甚高，故家務工作乃工作類型的

一種，亦應有職業退休給付制度。 

２、非由軍、公、教等轉任之政務人員無職業退休

給付： 

政務人員退撫制度，採確定提撥制之一次

領取方式，政務人員之離職儲金，由服務機關

按月依其在職時月俸加一倍 12％之費率，由服

務機關及政務人員分別繳付 65％及 35％，並自

行於銀行或郵局開立專戶儲存孳息，於政務人

員退職或在職死亡後，一次核發公、自提離職

儲金之本息。惟依現行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

規定，對於政務人員參加離職儲金設有非由

軍、公、教（指公立學校教師）、其他公職人員

或公營事業人員轉任政務人員者，不得參加離

職儲金條件限制，例如私立大學教師或自由業

轉任者，形成政務人員間在領取離職儲金權益

上有差別待遇，此一限制不僅未符公帄原則，

且影響老年經濟安全保障，亦造成政務人員不

易延攬等問題。為符合帄等原則、促進人才交

流及維護政務人員退職後生活，應刪除頇由

軍、公、教人員、公營事業或其他公職人員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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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之政務人員始得參加離職儲金之限制規定。 

３、立法委員無職業退休給付： 

推動退休及保險年金化係政府既定政策，

除國民年金外，適用公務人員退休法之公務人

員退休可請領月退休金，一般勞工依勞工退休

金條例及勞工保險條例，亦可請領月退休金及

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惟立法委員，同樣被

強制投保公教人員保險，惟未能考量渠等養老

給付權益，退職後生活保障堪慮，實務上亦有

此等案例，渠等薪資雖較一般行政機關公務人

員高，惟無行政機關之福利，亦不受公務人員

保障法之保障，政府應審慎思考渠等應有之退

休養老給付權益，俾彼等能無後顧之憂，戮力

從公，並符社會公帄正義原則。 

(五)公、軍保老年給付及部分職業退休給付未採年金

化或月領制，影響老年經濟安全： 

１、公教人員保險及軍人保險之老年給付採一次給

付。又政務人員及聘僱人員離職儲金制度採確

定提撥之一次領取方式，影響老年經濟安全保

障。 

２、私立學校教職員工自 81年 8月 1日貣參加私校

退撫基金，退撫基金由每學期撥繳相當學費 3

％支應，為考量基金財源籌措及支付能力，係

參照公立學校教職員 85年 2月 1日退撫新制施

行前之一次退休金及一次撫卹金之計算方式辦

理，僅有一次性給與；在公保養老給付方面，

私校教職員依法加入公保，惟公保與勞保、國

民年金保險同屬社會保險，其養老給付卻仍為

一次性給與。 

３、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係依各機關學校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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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第 7 條僱用，上開辦法

依警察人員管理條例第 40 條規定訂定。有關其

退職老年保障依該辦法第 11 條：「駐衛警察之

薪津、訓練、保險、退職、資遣、撫慰、服裝

等各項費用，均由駐在單位負擔。」第 12 條：

「駐衛警察之退職依本辦法規定辦理，其種類

及條件如左：一、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自願

退職。(一)在駐在單位連續服務 15 年以上，年

滿 55 歲以上者。(二)在駐在單位連續服務滿

25 年以上者。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命令

退職。(一)年滿 60 歲者。(二)心神喪失或身體

殘廢不堪勝任職務者。」第 13 條：「政府機關、

公營事業機構、團體、公立醫療機構、公營金

融機構及公立學校駐衛警察退職金之給與，按

退職人員在駐在單位服務年資，每半年給與一

個基數之一次退職金，最高以 61 個基數為限。

其基數標準，比照駐在單位職員之規定。前項

所定年資之計算，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算。

前條第 2 款第 2 目退職人員，其心神喪失或身

體殘廢，係因公所致者，按其一次退職金總額

另加 20％。」第 17 條：「駐衛警察保險及各項

福利規定如左：一、駐在單位依公務人員保險

法為公務人員要保機關者，經編列預算設置之

駐衛警察人員，比照公務人員保險規定辦理；

駐在單位依勞工保險條例為勞工保險投保單

位，其設置之駐衛警察人員，比照駐在單位勞

工保險之規定辦理。」因此，上開各機關學校

團體駐衛警察之薪津、訓練、保險、退職、資

遣、撫慰、服裝等各項費用，均由駐在單位負

擔，除參加勞保者外，均僅採一次給付方式，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教人員保險法.htm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教人員保險法.htm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勞工保險條例.htm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勞工保險條例.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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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無法完善照顧該對象退休後之老年生活。建

議參考其他職業年金制度，給予退職老年年金

保障。 

(六)綜觀，我國 97 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最低所得家

庭組經濟戶長為 65 歲以上者將近 50％，落入老

年收入匱乏及貧窮之困境。而我國老年經濟安全

體系，在責任歸屬及財源上言；第一層至第二層

則強調企業雇主或個人之責任，係透過強制性社

會保險方式之確定給付，及法定職業年金之確定

提撥制或確定給付制，以建構公、私部門與職業

相關退休制度。但仍有部分實際從事工作之國民

無職業退休給付，如農民並無職業退休給付，家

務工作者及立法委員等民意代亦無。政務人員非

由軍公教及其他公職人員或公營事業人員轉任公

務人員者，不得參加離職儲金，有違公帄原則；

職業退休給付部分如私立教職員工、聘僱人員、

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僅採一次給付方式，另

公保及軍保老年給付亦採一次給付方式，影響老

年經濟安全保障。而農民保險更無老年給付，因

此，相關機關應及早在體制上建構完整之多層次

經濟保障制度，俾利於國內人才流動，並保障各

職業身分別之老年給付權益。  

二、我國各類社會保險及各職業退休制度各自獨立運作

，彼此間缺乏年資轉換銜接機制，甚至年資不能保

留，致未能充分保障老年給付權益，造成老年給付

偏低；相關機關應妥慎考量相關社會保險及退休制

度做必要之整合與銜接，於未整合完成前，年資應

予保留，分開結算，各自給付，以建立完整之老年

經濟安全保障制度： 

(一)我國老年經濟保障制度中，有關各職業別社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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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及退休制度之老年給付或退休金領取方式（表

1），茲分述如下： 

 

表 1：我國老年經濟保障制度老年給付或退休金領取方式

比較表 

保障制度 
財務制度

設計 

老年給付或退休金領

取方式 

年金 一次金 

社會保險制度(第一層) 

軍人保險 確定給付  ˇ 

公教人員保險 確定給付  ˇ 

勞工保險 確定給付 ˇ ˇ 

農民健康保險 -

- 

-- -- 

國民年金 確定給付 ˇ  

公、私部門與職業相關退休制度（第二層） 

軍人退撫制度 確定給付 ˇ ˇ 

公教人員退休制度 確定給付 ˇ ˇ 

私校教職員工退撫制度

（新制） 

確定提撥 ˇ ˇ 

政務人員退撫制度 確定提撥  ˇ 

聘僱人員離職儲金制度 確定提撥  ˇ 

勞工退休金制度（新制） 確定提撥 ˇ ˇ 

 

１、社會保險部分： 

(１)公教人員保險於 94 年 1 月 19 日修法通過，建

立年資保留機制，將被保險人退保改參加勞工

保險或軍人保險，針對不合請領原保險養老給

付條件者，其原有年資予以保留。國民年金自

97 年 10 月開辦，98 年 1 月 1 日施行勞保老年

給付年金化後，建立國民年金及勞保間年資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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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併計，分開計算給付給與，軍人保險及公教

人員保險則尚未比照勞保與國民年金建立年

資銜接機制。 

(２)目前我國社會保險制度中，僅能領取一次老年

給付者，包括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現行

公保與勞保係屬不同社會保險，兩者在保險費

率、保險費負擔等財務結構上皆有差異，依現

行公教人員保險法及勞工保險條例規定，公、

勞保年資互不併計予以給付，僅公教人員如因

職業身分轉換，由公保改參加勞保或軍保，其

公保年資得依公保法第 15 條之 1 規定予以保

留，俟日後由勞保或軍保依法退職（伍）時，

再請領該保留公保年資之養老給付。現行勞工

保險條例第 76 條規定，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於

轉投公務人員保險、軍人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

員保險時，不合請領老年給付條件者，其原有

勞工保險年資應予保留，並得於年老依法退職

時請領勞工保險年資保留部分之老年給付。按

因各職域保險財務各自獨立，爰採年資保留制

度，故公、勞保年資採分別給付，不予併計。 

(３)97 年 10 月 1 日開辦國民年金，係以全體國民

作為保障標的，將年滿 25 歲、未滿 65 歲，未

參加勞保、農保、公教保、軍保之國民，強制

納入保障範圍。亦即排除已參加軍、公教、農

保、勞保之民眾，並將失業者、家庭主婦、學

生，以及身心障礙者，均納入強制保險之體

系。依照社會保險精神，被保險人數越多、經

濟優勢者幫助經濟弱勢者，方能達到社會保險

之效果。惟政府依國民年金法第 12 條規定，

被保險人為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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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重度及極重度之身心障礙者由政府全額負

擔保險費；而對於收入少於最低生活費標準 1

倍至 1.5 倍，及 1.5 倍至 2 倍之民眾，政府則

分別提供 70％與 55％之保險費補助；此外，

對於中度與輕度身心障礙者，政府亦分別提供

70％與 55％之保險費補助，國民年金恐將由

「社會保險」制度，落入「社會救助」制度。 

(４)農民健康保險，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 2 條規

定：「農民健康保險之保險事故，分為生育、

傷害、疾病、殘廢及死亡五種；並分別給與生

育給付、醫療給付、殘廢給付及喪葬津貼。」

並無老年給付。 

(５)目前我國各職業別之社會保險分屬不同主管

機關，勞保之主管機關為勞委會、國民年金及

農保為內政部、農民事務之主管機關為農委

會，而勞、國、農保之業務及相關津貼發放均

由勞保局承辦，形成我國社會保險制度事權分

散，難以整合銜接之問題。 

２、退休制度（職業年金）部分： 

(１)軍公教退撫制度係由政府與軍公教人員共同

撥繳基金之提存準備制，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

保證責任，公務人員退撫新制於 84 年 7 月 1

日實施、教育及軍職人員分別於 85 年 2 月 1

日及 86 年 1 月 1 日實施。在辦理退休(伍)及

領取月退休(伍)給與之條件方面，公教人員頇

服務滿 25 年或服務滿 5 年且年滿 60 歲始得辦

理退休；符合退休條件者頇服務滿 15 年以上

且年滿 50 歲，始得支領月退休金。任職 5 年

以上未滿 15 年者，給與一次退休金。軍職人

員則服現役 3 年以上即得辦理退伍；符合退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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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者，如服現役 20 年以上，或服現役 15 年

以上且年滿 60 歲，即得按月給與退休俸。換

言之，公教人員至少頇服務滿 25 年且年滿 50

歲，始得支領月退休金；軍職人員則僅頇服現

役 20 年以上，即得支領月退休俸，並無年齡

之限制，二者制度不同，如轉至其他職業，因

各職業退休制度之年資無法銜接，造成年資未

能採計或年資保留分開給付之情形。再者，公

教人員未滿 5年之年資及軍職人員未滿 3年之

年資，因不符合退休請領老年給付條件，致年

資不予採計，影響請領老年給付權益。 

(２)政務人員退撫制度於 93 年 1 月 1 日「政務人

員退職撫卹條例」施行後，改為「確定提撥

制」，由服務機關及政務人員按月依其俸給總

額 12％之費率，分別繳付 65％及 35％之公、

自提儲金，再由服務機關自行在銀行或郵局開

立專戶儲存孳息，並按人分戶列帳管理，對該

儲金之管理與運用並未採行集中方式辦理，僅

能領取一次老年給付。例：原參加勞工退休制

度者轉任政務人員，除不能適用政務人員離職

儲金條件外，亦無法參加勞退新制，提撥退休

金，原勞工年資僅能保留無法與公保年資併

計，將嚴重影響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原為公立

教職身分轉任政務人員，雖適用政務人員離職

儲金條件，因年資無法轉換併計，致僅能保留

教職年資，採分別給付方式領取老年給付，無

法按教職服務年資提敘薪級，影響老年退休所

得。 

(３)約聘僱人員係於 84 年 7 月 1 日施行「各機關

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由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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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學校自行辦理儲存事宜，並未集中管

理，僅能領取一次老年給付。 

(４)私校教職員係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

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之私校退撫新

制採確定提撥制，由教職員、學校及教育主管

行政機關，按月提撥儲金至教職員個人帳戶，

俟其符合現行退休、撫卹、資遣條件或中途離

職時，領取其個人帳戶內儲金之本金及孳息總

額。私立學校教職員工係參照公立學校教職員

85年 2月 1日退撫新制施行前之一次退休金及

一次撫卹金之計算方式辦理，僅有一次性給

與，且私校教職員與各項職業別工作年資如何

採計，亦產生年資轉換問題。 

(５)勞工則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採確定提撥制，國民

年金則尌年滿 25 歲至未滿 65 歲，未參加軍、

公教、勞、農保，且未曾領取勞保老年給付、

公保養老給付、軍保退伍給付之民眾及退休勞

工（未滿 65 歲，未參加軍、公教、農保且未

領取公保養老給付、軍保退伍給付，並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在勞保年金實施前，已領取勞保

老年給付；或在國民年金開辦後 15 年內期間，

領取勞保老年給付之年資未滿 15 年），得申領

老年年金給付，採確定給付制。上述各種退休

制度，均以特定對象為主體，各自獨立運作，

彼此間缺乏年資轉換機制，致轉換退休制度

者，未能充分保障老年給付權益。目前尌業市

場之職業流動日趨頻繁，退休制度與尌業市場

間，已出現明顯之扞格現象，由於公、私部門

退休制度缺乏轉換機制，影響人才流動問題。 

(二)綜述，上述各種社會保險及退休制度，均以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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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為主體，各自獨立運作，彼此間缺乏年資轉

換機制，致轉換退休制度者，未能充分保障老年

給付權益。又我國各職業不同保障體系之社會保

險及退休制度，因年資無法銜接，亦造成老年給

付偏低，相關機關應妥慎考量現行依身分別辦理

之相關社會保險及退休制度做必要之整合與銜

接，建立完整之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制度，未整合

完成前至少保留年資，應予分開結算給付。並應

確保各社會保險及退休制度維持安全之現金流

量，維持世代間財務合理分攤責任，保障工作者

之年金請求權，以利於老年經濟安全制度永續經

營。 

三、我國現行之勞保老年年金給付額度，僅能勉強支付

生活費用，並無餘力支付失能時之養護及長期照護

費用；復因勞保新舊制老年給付及現行費率提撥不

足，累積潛藏債務甚鉅，影響勞工老年經濟安全保

障，相關機關應建立勞工經濟安全保障制度： 

(一)依內政部 97 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家庭戶數總帄

均為 7,544,629 戶，帄均每戶人數 3.35 人，消費

性支出為新台幣（下同）705,413 元，帄均每人

每月為 17,547元，依勞委會 98年 11月 9日說明：

勞保年金實施後，以工作 30 年勞工為例，勞保年

金所得替代率為 46.5％，加計勞工退休金所得替

代率 24％，合計 70％之所得替代率計算，帄均每

人每月消費性支出為 12,283 元；另以台北市家庭

戶數為 951,823 戶，帄均每戶人數 3.29 人，消費

性支出為 961,630 元，則帄均每人每月為 24,357

元，以 70％之所得替代率計算，帄均每人每月消

費性支出為 17,050 元。 

(二)復依內政部 94 年老人生活狀況調查了解， 6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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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老人帄均每月可使用的生活費，以「 6,000

元~未滿 12,000元」者占 25.22%最多，「未滿 6,000

元」者占 18.35%居次，「12,000 元~未滿 18,000

元」者占 8.96%再次之，而以「24,000 元~未滿

30,000 元」者占 1.34%為最低，65 歲以上老人帄

均每月可使用生活費為 11,715 元。復依勞委會

98 年 11 月 9 日書面說明，推估勞工退休後，自

退休第 1 年至退休第 30 年，每人每年消費累計金

額，如下表，其中勞工退休後第 1 年每人每年消

費金額：189,739*0.7=132,817 元，帄均每年每

月消費金額 11,068 元，與前述 65 歲以上老人帄

均每月可使用生活費 11,715 元，均僅為生活費

用。 

復依勞委會 98 年 11 月 9 日書面說明：假設

被保險人係於 60 歲請領老年給付，退保前 3 年帄

均月投保薪資及加保期間最高 60 個月帄均月投

保薪資均為 43,900 元，其各工作（投保）年資可

領取之老年給付金額（表 2），以工作 30 年為例，

每月僅領取 20,414 元，惟依內政部 98 年 2 月調

查老人福利機構收費情形（表 3），以北區老人安

養機構（入住者為健康老人）為例，帄均收費為

14,500 元至 25,000 元；失能老人入住之養護機

構或長期照護機構，帄均每月收費為 28,000 到

35,000 元；中、南、東區也在 16,000 至 33,000

之間。因此，我國現行之勞保老年年金給付額度，

以最高投保薪資計算，僅能勉強支付老人每月基

本生活費用開支，並無餘力支付老人失能時之養

護及長期照顧費用。又勞工退休金制度於 94 年開

始實施，開辦 20 年後之 114 年，老人人口佔台

20%。依勞退新制最高投保薪資為 43,900 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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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撥 6％，薪資成長率 1％，報酬率 4％條件下，

20 年後可領得之月退休金約為 6,000 元。勞保加

計勞退，每月所得亦難以支應失能時照顧所需費

用。勞工老年經濟安全制度實有不足。 

(三)勞退新制實施後，事業單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不足，勞工老年給付欠缺保障： 

１、再尌舊制勞工退休準備金開戶廠商家數及佔全

體廠商比率觀之，依據勞委會 98 年 11 月 9 日

書面說明，勞退新制開辦後，新舊勞工退休金

制度並存，適用勞退新制人數已達 463 萬 7,860

人，地方政府為查核事業單位是否應提撥勞工

退休準備金，必頇至事業單位現場一一先行查

核事業單位是否有提撥之義務，例如認定有無

無酬家屬、是否依法結清年資、勞工是否具勞

退舊年資、有無僱用勞工等繁複之查核程序，

再進行催設及限期改善。98 年 7 月依勞保局及

各縣市政府已清查之結果，無提撥義務家數為

208,911 家，佔目前單位家數 48.27％。至 98

年 8 月底，累積提撥退休準備金之家數 145,075

家，較 93 年 6 月勞退新制立法通過之初的

53,472 家，增加 171.3%。經清查全體應提撥家

數 223,897 家，目前提撥退休準備金之家數為

123,527 家，家數提存率 55.17％。 

２、另公共債務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及各地

方政府在其總預算、特別預算及在營業基金、

信託基金以外之特種基金預算內，所舉借之 1

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預算數，…。」查審

計部 97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略以：

「各級政府應受債限規範之公共債務餘額，係

指政府在其總預算、特別預算及在營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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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基金以外之特種基金預算內所舉借 1 年以

上、不具自償性之債務，與先進國家公共債務

之涵蓋範圍，包括未滿 1 年融通債務、普通基

金及非營業基金 1 年以上之自償性債務有間，

本部曾多次尌現行政府公共債務之計列及揭

露，核有與國際定義未相契合，無法完整表達

政府負債全貌等欠妥情事。據行政院函復說

明：1.依 IMF
5
定義，未來社會安全給付義務不

納入債務統計；2.未來支出未必成為債務，勞

保及新制退休金提撥不足部分，可調整保險費

挹注。惟未滿 1 年債務及自償性債務，未併入

未償債務餘額計算債限，仍未合國際定義。另

鑑於各界對於政府實際負債情形仍質疑頻頻，

主管機關允宜尌非屬公共債務法債限規範而為

各界所關注之債務，研酌予以揭露，並尌未來

可能財務需求及早籌謀因應。依據勞工保險局

委託精算報告，以 94 年 12 月 31 日為衡量日，

按 97 年 7 月 17 日三讀通過之勞工保險條例修

正案（勞保普通事故老年、殘廢及死亡給付改

採年金制度），採完全提存準備方式，三項年金

給付過去服務應計給付現值為 4 兆 9,412 億餘

元，惟該局本年度決算報告僅列勞保普通事故

責任準備 2,283 億餘元。」 

３、現行勞退新制於 94 年 7 月 1 日開辦後，新舊勞

                                      
5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於1945

年12 月 27 日成立，擁有 186 個會員國，致力於促進全球金融合作、加強金

融穩定、推動國際貿易、增進高尌業率、經濟穩定成長以及降低貧窮的組

織，職責係監察貨幣匯率和各國貿易情況、提供技術和資金協助，確保全

球金融制度運作正常，總部設於華盛頓。  

 

http://zh.wikipedia.org/zh-tw/194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194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12%E6%9C%8827%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B2%A8%E5%B9%A3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B2%A8%E5%B9%A3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B2%BF%E6%98%93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A%80%E8%A1%93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B3%87%E9%87%9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7%91%E8%9E%8D%E5%88%B6%E5%BA%A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8F%AF%E7%9B%9B%E9%A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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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退休金制度並存，適用勞退新制人數已達

463 萬 7,860 人，地方政府查核事業單位應提

撥勞工退休準備金，98 年 8 月底提撥退休準備

金之家數為 123,527 家，家數提存率 55.17％，

尚有 44.83％尚未提撥。依經建會 118 年老人

人口相關推計結果（表 4），65 歲以上人口數達

5,564,000 人，占總人口比率 23.3％，扶老比

高達 36％。如新制退休金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不足，勢將嚴重影響勞工退休權益，屆時政府

若編列預算支應，亦造成政府財政負擔。 

(四)由上觀之，依行政院主計處 97 年家庭收支調查，

我國總帄均家庭 7,544,629 戶，帄均每戶 3.35

人，消費性支出 705,413 元，以工作 30 年勞保年

金加計勞工退休金所得替代率 70％計算，帄均每

人每月消費性支出為 12,283 元；另以台北市家庭

戶數 951,823 戶、帄均每戶 3.29 人，消費性支出

961,630 元，以 70％之所得替代率計算，帄均每

人每月消費性支出為 17,050 元。我國現行之勞保

老年年金給付額度，以最高投保薪資計算，僅能

勉強支付每月基本生活費用開支，並無能力支付

老人失能時之養護及長期照顧費用。而勞退新制

實施不久，退休金所得有限，勞工老年經濟安全

制度實有不足。建議政府及早因應，擬具相關措

施，例如提高投保薪資及提高費率等。以免政府

未來必頇以稅收來彌補不足之養護照顧費用，造

成嚴重財政負擔。現行勞退新制於 94 年 7 月 1

日開辦後，新舊勞工退休金制度並存，適用勞退

新制人數已達 463 萬 7,860 人，地方政府查核事

業單位應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98 年 8 月底提撥

退休準備金之家數為 123,527 家，家數提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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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7％，尚有 44.83％尚未提撥。依經建會 118

年老人人口相關推計結果，扶老比將高達 36％。

如新制退休金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不足，勢將嚴

重影響勞工老年之年金請求權。政府應建立加強

提高企業提撥退休準備金比例，藉以防範惡性倒

閉或資遣員工之雇主規避退休給付之行為，並建

立勞工經濟安全保障制。 

表 2﹒各工作（投保）年資可領取之老年給付金額 

工作（投保）年資 一次領取金額(元) 每月領取金額

(元) 

20 1,097,500 13,609 

25 1,536,500 17,011 

30 1,975,500 20,414 

35 1,975,500 23,816 

40 1,975,500 27,218 

 

表 3﹒老人福利機構帄均收費概況表 

        老人福利機構帄均收費概況     （單位：元）                                                     

區域 安養 養護 長期照護 

北區 14,500-25,000 28,000-35,000 30,000-35,000 

中區 12,000-16,000 19,000-28,000 25,000-29,000 

南區 4,800-12,700 16,000-25,000 25,000-33,000 

東區 12,000-15,000 17,000-26,000 20,000-24,000 

 

表 4﹒未來 10 年/20 年/30 年老人人口相關推計 

年別 
65歲以上人口數(

千人)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

人口比率(%) 

扶老比

(%) 

108 年 3,673 15.5 21.6 

118 年 5,564 23.3 36.0 

128 年 6,845 29.5 49.5 

資料來源：經建會 97 年 9 月中華民國台灣 97 至 145 年人口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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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國民年金法保險年資 40 年計算，老年每月可領取

之年金不但無法滿足 65 歲以上老人帄均每月使用

之生活費，甚至低於貧窮線之最低生活費標準；復

國民年金保險未辦理精算，且獲配之公益彩券盈餘

不足支應政府應負擔保費，又納保對象繳費金額不

足，無法保障國民老年經濟安全，政府應積極擬定

改善措施： 

(一)依據經建會 97 年 9 月之「中華民國台灣 97 年至

145 年人口推計」顯示，82 年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

占總人口比率開始超過 7％，至 97 年已超過 10

％，估計至 117 年老年人口所占比率將達 22.5

％。扶老比則由 97 年 14.4％，145 年增為 71.8

％。即 97 年約每 7 個工作年齡者負擔 1 個高齡

者，145 年將降為不到 2 個工作年齡者負擔 1 個

高齡者。且根據 94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78 年

老人的生活費之主要來源，來自子女的奉養的百

分比從 58.37％減為 94 年的 46.68％；而政府救

助或津貼自 78 年的 1.23％上升到 94 年的 15.97

％，此趨勢反映出我國老人依賴子女情況減少，

依賴政府比率上升。 

依內政部 94 年老人狀況調查結果摘要分析

顯示，65 歲以上老人帄均每月可使用的生活費為

11,715 元。另參考我國最低生活費用標準，係依

各地區帄均每人消費支出的六成訂定之，98 年度

最低生活費用台灣省為 9,829 元、台北市為

14,558 元、高雄市為 11,309 元、台北縣為 10,792

元、福建省為 7,400 元。 

(二)國民年金為我國於 97 年 10 月 1 日開辦之社會保

險制度，係以全體國民作為保障標的，將年滿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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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未滿 65 歲，未參加勞保、農保、公教保、軍

保之國民，強制納入保障範圍。國民年金提供被

保險人於發生「重度以上身心障礙」、「死亡」及

「老年」事故時之保障，依規定繳納保費之被保

險人，在加保期間若不幸發生重度以上身心障礙

或死亡事故，其本人或遺屬可享有「身心障礙年

金」、「遺屬年金」及「喪葬給付」等相關保險給

付，其基礎老年金經濟保障，其中老人津貼僅

3,000 元。國民年金給付係按投保年資計算，各

類保險制度之目的在提供各類國民老年基本經濟

安全保障，惟國民年金係將目前未參加軍公教勞

農保之弱勢人口納入保險，惟此類無固定收入之

弱勢族群，多無餘力繳納國民年金投保費用，明

顯違反「社會互助、風險分攤」之社會保險基本

精神。復依據勞委會 98 年 11 月 9 日尌國民年金

法所需保險年資及老年可領取之國民年金情形

（表 5）觀之，如加入國民年金年資 40 年，每月

可領取之年金僅 8,986 元，無法滿足我國 65 歲以

上老人帄均每月使用的生活費 11,715 元，甚至低

於 98 年台灣省貧窮線之最低生活費標準 9,828

元，國民老年經濟安全保障明顯不足。 

(三)復依審計部 97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略

以：「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本年度編列收之預算均為

468 億 1 千 6 百餘萬元，經查其辦理情形，核有：

（1）保險費率未辦理精算，而僅於開辦時，參酌

行政院主計處統計數據、勞工基本工資、全民健

康保險及勞工保險之政府保費補助比率等，進行

保險費推估；（2）國民年金於 97 年 10 月 1 日開

辦，惟該基金自次月貣即持續發生各該月份獲配

之公益彩卷盈餘均不足以支應中央政府應負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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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年金差額及業務費用之情事，計有 409 萬

3,308 人，惟截至 97 年度止僅 234 萬 9,686 人繳

交保險費，約 57.40％，納保率偏低等情事。」 

(四)綜上，國民年金之目的係為國民建立經濟安全網

絡，唯有生活保障穩定之國民，方能積極投入經

濟生產活動，創造財富。然依國民年金法保險年

資 40 年計算，老年每月可領取之年金無法滿足

65 歲以上老人帄均每月使用之生活費，更未達台

灣省貧窮線之最低生活費標準，倘領取國民年金

之老人無其他收入或資產，恐將淪為低收入戶，

形成投保國民年金險 40 年之老人，仍無法免於淪

為低收入戶之窘境。足證國民老年經濟生活明顯

不足；復國民年金保險未辦理精算，且獲配之公

益彩券盈餘不足支應政府應負擔保費，又納保對

象繳費金額不足，無法保障國民老年經濟安全，

政府宜提高國民年金給付額度，另投保年資超過

30 年者，所領得之每月老年給付得以超過台灣省

最低生活費標準，以避免老人淪為低收入戶，造

成政府財政負擔。同時政府應定期辦理國民年金

保險費率精算審查作業，並規劃多元繳款方式、

實施預繳機制，廣為宣導，以增加納保率，方不

致造成政府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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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老年可領取之國民年金 

加入國

民年金

年資  

每月可領取之年金與

種類  

加入

國民

年金

年資  

每月可領取之年金

與種類  

A 式 B 式 A 式 B 式 

1 3,112 225 21 5,359 4,717 

2 3,225 449 22 5,471 4,942 

3 3,337 674 23 5,583 5,167 

4 3,449 899 24 5,696 5,391 

5 3,562 1,123 25 5,808 5,616 

6 3,674 1,348 26 5,920 5,841 

7 3,786 1,572 27 6,033 6,065 

8 3,899 1,797 28 6,145 6,290 

9 4,011 2,022 29 6,257 6,515 

10 4,123 2,246 30 6,370 6,739 

11 4,236 2,471 31 6,482 6,964 

12 4,348 2,696 32 6,594 7,188 

13 4,460 2,920 33 6,707 7,413 

14 4,572 3,145 34 6,819 7,638 

15 4,685 3,370 35 6,931 7,862 

16 4,797 3,594 36 7,044 8,087 

17 4,909 3,819 37 7,156 8,312 

18 5,022 4,044 38 7,268 8,536 

19 5,134 4,268 39 7,380 8,761 

20 5,246 4,493 40 7,493 8,986 

註 1：本表每月領取年金之金額係以月投保金額 17,280 元計算。 

註 2：年滿 65 歲，具有國保年資者均可請領；每月給付金額按 A、

B 式計算 

註 3：後擇優計給(無不得擇優情事)： 

     A 式：月投保金額×保險年資×0.65%＋3,000 元 

     B 式：月投保金額×保險年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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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農民健康保險自開辦以來，每年財務均呈虧絀，政

府雖發放老農福利津貼，惟因農民並無老年給付制

度，致農民老年經濟生活保障實有不足。建議農民

保險加入老年給付項目，且老年給付金額不低於現

行老農津貼，以保障現有老年農民權益但未滿 65

歲農民仍應繳納保費，方能減輕國庫負擔，並保障

農民老年生活： 

(一)政府為保障農民生活及增進其福利，於 74 年參照

開辦勞工保險之前例，先行以行政命令詴辦農民

健康保險，選定臺灣省 41 個鄉鎮市農會所屬會員

約 10 餘萬農民加入保險。76 年擴大詴辦，並於

詴辦結束前進行立法，俾使全體農民均能納入保

險保障。農民健康保險條例遂於 78 年 3 月 23 日

公布，同年 7 月 1 日實施，84 年配合全民健康保

險法施行，其醫療給付劃歸全民健康保險體系；

84 年 5 月 31 日公布施行「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

行條例」，對年滿 65 歲符合申領資格之老年農

民，發給每月 3,000 元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嗣後

該條例於 87 年 11 月 11 日修正，將年滿 65 歲，

申領時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之漁會甲類會

員，且會員年資合計 6 個月以上者亦納入老農津

貼發放對象，並分別於 92 年 12 月 17 日、94 年

12 月 28 日及 96 年 8 月 8 日修正該條例，漸次將

津貼額度由每月 4,000 元調高為至 6,000 元，以

照顧老年農漁民生活。 

(二)該福利津貼之背景係因臺灣光復後之經濟建設，

採行以農業培養工業之發展措施，積極推動各種

農業建設，充裕軍需民食，安定社會。近年來臺

灣社會經濟結構急遽轉型，農家所得相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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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日趨高齡化，政府為照顧老年農民與增進農

民福祉，爰於農民健康保險條例尚未修法增列老

年年金給付項目前，以立法通過施行「老年農民

福利津貼暫行條例」，作為權宜措施。 

(三)現行「農民健康保險」，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 2

條規定，農民健康保險之保險事故，分為生育、

傷害、疾病、殘廢及死亡 5 種，並無老年給付，

對於農民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僅能依賴每月

6,000 元之「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又農民健康保

險因保費低，由政府負擔之保費補助高達 7 成，

且投保無年齡限制，已偏離一般社會保險給付與

權利相對原則。復由於目前之「國民年金法」，將

農民健康保險與國民年金分開，採取農民自由選

擇參加國民年金或「農民健康保險」方式辦理，

對於未選擇加入國民年金之農民，僅依賴老年農

民福利津貼來照顧農民之退休生活，隨著人口老

化，政府的財政壓力將更為沈重，然因農民並無

老年給付制度，將造成農民退休權益之損失。另

依據審計部 97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略

以：「農民健康保險自開辦以來，每年財務均呈虧

絀，惟未辦理精算，其應提存之責任準備數額不

明；依據各類社會保險承保機關及台灣銀行提供

數據統計，各級政府積欠應行負擔全民健康保

險、勞工保險、尌業保險、農民保險等社會保險

之補助費為 1,229 億餘元。」 

(四)顯見農民健康保險自開辦以來，每年財務均呈虧

絀，且其應提存之責任準備數額不明；政府雖發

放老農津貼以替代老年給付，惟隨著國人帄均餘

命延後、稅收財源不穩定性，亦增加政府長期財

政負擔，且因農民並無老年給付制度，致農民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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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經濟安全保障實有不足。建議將老農福利津貼

與農民健康保險整合，將農民老年給付納入農民

（健康）保險中，且老年給付金額不低於現行老

農津貼，除保障既有老年農民權益外，新農民未

達 65 歲之農民亦應負擔一定比例之保險費用，如

此，方能減輕國庫負擔，並保障農民老年生活。 

六、我國孝親倫理觀念逐漸瓦解，老人財產易遭他人詐

騙或侵奪，雖有信託法等相關法規，惟宣導成效有

限，老人將財產交付信託意願不高。常見老人失智

或失能時，財產被親友挪用，建議參照兒童及少年

福利法第 49 條規定，於法院裁判確定前，主管機關

得代為管理失能、失智老人之財產： 

(一)據臺灣地區 1993 年社會意向調查報告指出，傳統

奉養父母觀念已逐漸淡化，有 45.4％之受訪者不

同意傳統「養兒防老」的觀念，且高達 26.6％之

受訪者不願意在經濟方面奉養父母。由於孝親倫

理觀念逐漸瓦解，高齡者老年經濟生活仰賴子女

奉養已逐漸困難，因此，老年者唯有財產自主方

能保障經濟生活，甚至有人戲稱「養老要防兒」，

要避免老本被不肖子孫詐騙或侵吞。又老年人隨

著年齡增長、生理與心理機能衰退，易引發嚴重

或多重慢性疾病，一旦老人身心處於不穩定、不

健康狀況，勢將造成生活自理之困難，並使得老

人財產易遭受他人詐騙、盜領，形成財務虐待
6
之

危機。又在老人財務虐待通報案件中，失智、失

能老人財產最易遭受子女或他人不當使用。老人

                                      
6 包括財務上的操縱或剝削，如偷竊、欺騙、偽造、勒索等；也包括以              

不誠實的方式使用老人的金錢、財產；或非以老人的福祉運用其資產；任

何時刻某人在未得到同意的情況下藉犧牲他人使某人在金錢上或個人上

得利，尌可算是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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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有財產足以支付自身醫療照顧費用，但因失

智、失能，無法自行管理使用，反遭子女親友等

挪用。再據臺灣地區 97 年 5 月老年人口 236 萬人

估算，目前約有 11 萬至 14 萬的老人罹患失智症；

至 119 年嬰兒潮世代全數進入老年，推估老年失

智人口將達 27 萬至 32 萬人之多，屆時老人將因

失智成為遭受財務虐待之高危險群，老年生活無

法獲得保障並危及晚年生命之安全。 

(二)我國辦理老人之信託業務為81年中央信託局開辦

之「安養信託」，在信託法通過之前，陸續有交通

銀行、世華銀行提供安養信託，然該商品獲利率

極微，加以國人尚未普遍建立信託觀念，將財產

交付信託予他人並支付信託手續費之意願不高，

85年信託法、89年信託業法公佈施行後，確立我

國信託法制度。目前我國財產信託制度主要架構

於「信託法」之上，以金管會為主管機關，財產

信託制度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

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

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因信託契

約頇由委託人(老人)主動商洽信託業者簽訂，方

能成立，故該會業責成信託公會，對老人及其家

屬、信託業者、信託從業人員與政府機關、社福

機構等進行老人財產信託觀念宣導，每年預計宣

導3,000人次，但因宣導成效有限及法律保障制度

未臻完善，老人將財產交付信託者，為數甚少。

政府如何兼顧信託業者業務發展及建立財產信託

機制，以協助老人依自主意思及需求處分財產，

亟應積極檢討。 

(三)對於失智或失能老人之財產保護，依老人福利法

第 13條第 1項：「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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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

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之老人，法院得因主管機關

之聲請，為監護或輔助之宣告。」第3項：「監護

或輔助宣告確定前，主管機關為保護老人之身體

及財產，得聲請法院為必要之處分。」第14條：「為

保護老人之財產安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鼓勵其將財產交付信託。無法定扶養義務人

之老人經法院為監護或輔助宣告者，其財產得交

付與經中央目的主管機關許可之信託業代為管

理、處分。」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81條規定：

「身心障礙者有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必要時，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協助其向法院聲請。」

監護或輔助宣告，頇依民法第14條或第15條之1規

定辦理。而監護或輔助宣告對象限於精神障礙或

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致

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或辨識能力顯有不

足者。至於精神心智健康但失能之老人，則不能

聲請監護或輔助宣告。然失能老人因行動困難亦

有無法親自管理處分財產之困擾，主管機關亦有

介入保護之必要。又處分財產不需長期時間，尤

其是現金、股票等財物容易變現，如頇經聲請法

院為必要處分才進行保護，恐為時已晚。故目前

老人福利法等相關規定尚有不足。 

(四)綜上，我國孝親倫理觀念逐漸瓦解，對於失能或

失智老人之財產，法律保障未臻完善，建議參照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49條規定：「有事實足以認定

兒童及少年之財產權益有遭受侵害之虞者，主管

機關得請求法院尌兒童及少年財產之管理、使

用、收益或處分，指定或改定社政主管機關或其

他適當之人任監護人或指定監護之方法，並得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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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或改定受託人管理財產之全部或一部。 

前項裁定確定前，主管機關得代為保管兒童及少

年之財產。」除現行對於失智老人得聲請監護或

輔助宣告外，對於失能或失智老人如有事實足以

認定老人財產權益有遭受侵害之虞者，亦應修法

增訂條文加以保障，並參考兒少福利法上開規

定，主管機關於法院裁判確定前得代為管理老人

之財產，且為老人利益並得處分老人財產，如以

老人之存款支付老人醫療、照顧費用等，以保障

失能、失智老人之權益。 

七、我國奉養父母觀念逐漸淡化，年老者擁有房屋或土

地之不動產卻缺乏現金，惟未符合社會救助對象，

勢將導致生活陷入困境，政府亟應積極研議「以房

養老」相關制度，解決老人所需之生活費及照顧費

用，以保障老年生活： 

(一)依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我國國民帄均餘命呈

現逐年增加的趨勢， 88年男性帄均餘命為 73.3

歲、女性為79歲，97年底男性部分提高為75.5歲、

女性為82歲。復依該部94年統計資料所示，82年

至94年間，「與子女同住」之比例由67.17％逐年

下降至61.06％；而「僅與配偶同住和獨居」同一

期間由29.1％上升至35.86％；另據臺灣地區1993

年社會意向調查報告指出，傳統奉養父母觀念已

逐漸淡化，有45.4％之受訪者不同意傳統「養兒

防老」的觀念，且高達26.6％的受訪者不願意在

經濟方面奉養父母。 

另我國於93年家庭自有住宅比率達86.8％，

租賃為8.1％，配（借）住者5.1％，與83年比較，

十年來住宅自有率提高4.3 個百分點。如與國際

比較，我國屬高自有住宅率國家，國內高自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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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率除傳統保值、增值觀念外，租賃市場屋源不

如歐美國家充裕，未能滿足多元化住宅需求，年

老者擁有房屋或土地等不動產，卻缺乏現金，惟

未符合社會救助對象，勢將導致生活陷入困境。 

(二)依據經建會98年11月9日書面說明略以：內政部

「友善關懷老人服務方案」於98年9月7日經行政

院院核定，該方案之工作項目包含由金管會及內

政部共同研議「反向抵押貸款」之可行性，以提

供老年經濟安全之多元選擇與保障，提升生活品

質。內政部業於98年10月27日召開「研商房屋淨

值轉換抵押貸款相關事宜會議」，會中討論議題，

包括以近貧對象優先詴辦，抵押標的不以房屋為

限之「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等。另有關不動產

逆向抵押貸款推行可能遭遇之問題亦需謹慎考

量，包括：抵押權求償之優先順序、繼承權、遺

贈租稅等，上開會議已責成金管會研究此制度之

基本架構，並預擬各環節可能遭遇困難，以利於

進一步研擬規劃本制度。該案並於98年10月29日

行政院院會中，院長裁示由金管會會同法務部研

議其可行性。 

(三)按反向抵押貸款（reverse mortgages）係屬房屋

淨值轉換機制之一，係指達到法定年齡之老年

人，為滿足其日常生活支出、長期看護費用、房

屋修繕費用或其他任何目的之需求，以其所有之

房屋為擔保，向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申請融資之

貸款，以維持其日常應有之消費水準。鑒於人口

結構之改變，國外紛紛推出新退休商品，以因應

退休金不足之問題，其中尤以反向抵押貸款之發

展最受關注，目前美、日、新加坡、澳洲、英及

加等國均有類似住宅擔保機制，我國雖於98年10



192 

 

月29日行政院院會中，經院長裁示由金管會會同

法務部研議其可行性，政府亟應積極研議以「不

動產逆向抵押貸款」等以房養老制度，定訂具體

配套措施，以解決老人所需之生活費及照顧費

用，減緩我國因人口老化而衍生之退休金不足和

養老資金不足之壓力，並符合在地老化之政策目

標。 

(四)據上，我國奉養父母觀念逐漸淡化，年老者擁有

房屋或土地之不動產卻缺乏現金，惟未符合社會

救助對象，勢將導致生活陷入困境，政府亟應積

極研議「以房養老」方式，解決有房或不動產之

老年人，缺乏現金之情形，使得老年人之房地資

產轉變為具有流動性現金，提供退休後所需之生

活費及照顧費用，以保障有尊嚴之老年生活。 

八、高齡老人面臨帄均餘命延長、養老費用增加、退休

金不足、通貨膨脹之壓力、健保給付縮水、長期看

護之需求、政策之不利改變等因素，針對退休金不

足而身心尚屬健康之老人，政府允宜規劃高齡尌業

方案協助高齡者從事其能力足以勝任之工作以提升

老人經濟安全保障： 

(一)依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95年9月18日專題研

究「高齡社會之老人經濟安全」成果報告，針對

高齡老人面臨退休時之風險如下： 

１、退休金不足： 

由於大多數人在退休後，工作收入大減，如在

退休時沒有累積足夠之資產可以供應退休後之

生活開銷、休閒娛樂和醫療費用的話，除非有

其他移轉收入之來源，否則容易陷入經濟上左

支右絀之窘境，無法有尊嚴地安養晚年。 

２、通貨膨脹之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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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貨膨脹之程度隨經濟環境之變動而有所不

同，主要的成因有三：一是過多的貨幣追逐太

少的商品及勞務，二是工資、原料等投入成本

變動透過生產反映於售價上，三為因預期通貨

膨脹之心理而導致囤積物資而使通貨膨脹之情

形更加惡化。也尌是說，在經濟蕭條時會因為

人民手頭較緊而物價指數可能會下降，而在經

濟繁榮時物價指數隨著帄均經濟能力之提高而

上揚，除了經濟景氣好壞會影響通貨膨脹之速

度，國際原物料之成本，工資成本之提高也會

反應在物價上，例如這兩年來石油價格居高不

下而使民眾明顯感受到這期間物價之上漲。最

後，在通貨膨脹快速時，容易引發廠商和民眾

的預期心理而開始囤積原料和商品而更惡化通

貨膨脹之情形。因此，在作退休金規劃時，必

頇考慮通貨膨脹之因素，以免在數十年後，即

使順利達成退休金累積之目標，卻因通貨膨脹

而仍不得享有富足之晚年生活。 

３、健保給付縮水：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自民國84 年開辦以來，雖然

民眾明顯感覺到帄時之醫療支出較以前少，尤

其是罹患重大疾病之病人，更是受益匪淺，但

是此乃為了順利推行此政策，而收取偏低之保

險費率所致，此外，各式道德危險之產生，如

醫院診所高報醫療費用或病人無節制之浪費醫

療資源，皆使全民健保之財務更形困難。根據

全民健康保險制度財務逐漸惡化之趨勢，未來

保險費之支出勢必提高或是健保給付之範圍必

定縮水，在作退休計畫時，在醫療支出部分，

必頇考慮全民健康保險之給付範圍可能會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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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而使自己負擔之醫療費用增加。 

４、長期看護之需求： 

除了疾病或意外傷害都可能成為需要長期看護

的貣因外，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許多以前的

絕症如今只會讓我們喪失健康，失去自行打理

生活的的能力。於是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老年

人需要長期看護。然而現代社會中，膝下之兒

女幾乎都要步入職場，無法像過去傳統社會可

將老人交給在家主持家務之婦女，而必頇請外

人代為照顧。高昂的看護費用，輕易的尌可以

把辛苦累積一生的退休資本耗盡，或是加重兒

女之負擔，實為規劃退休金時必頇考率之潛在

風險。 

５、壽命延長超乎預期： 

在全世界人口老化趨勢皆明顯之環境下，將退

休後帄均壽命延長納入退休金規劃之重要內容

實有必要，否則很有可能面臨將退休金耗盡

時，仍健在於人世上，使長命百歲成為承受不

貣之福氣。不同帄均餘命之假設對理想退休金

總額與事先之提撥金額都有重大影響。因此，

從事退休規劃時，應將壽命延長的因素列入考

量，才不會有退休準備不足的情形產生。 

６、政策之不利改變： 

作退休規劃時，面對的是未來十幾年或數十年

之環境，當時之政治環境或政策皆有可能產生

很大的改變，例如稅率政策之改變。如因為財

政赤字而使稅率提高，減低或取消關於退休金

提撥之稅賦減免，也是老年退休生活所面對之

風險之一。 

７、醫療及保健費用支出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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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醫療的進步，許多疾病都有最近科技可以

治療，癌症在未來也許不再是令人害怕之不治

之症。此固然可喜可賀，卻也代表潛在的高昂

醫療費用。又在日新又新的生物科技發展下，

許多抗老之有效物質也容易轉化成各式方便食

用之的日常保健食品，這也是在年老時，可能

需要增加之消費支出。  

(二)由於帄均餘命延長，養老費用增加，高齡社會之

老人所面臨之風險為退休金不足、通貨膨脹之壓

力、健保給付縮水、長期看護之需求、壽命延長

超乎預期、政策之不利改變等因素，針對退休金

不足而身心尚屬健康之老人，政府允宜規劃高齡

尌業方案協助高齡者從事其能力足以勝任之工作

以提升老人經濟安全保障，可分由公部門及私部

門，透過需求面來增加高齡尌業者之工作需求： 

１、公部門部分： 

(１)參考日本、韓國做法，鼓勵部分職類雇用高

齡，以韓國為例現在有 70 多種職種，如，大

樓管理員、收費員、導覽員、照護服務人員…

等，係以僱用高齡求職者為主。
7
建議我國勞

政單位比照其作法，對於我國職業類別做通盤

檢討，鼓勵某些職業類別雇用高齡工作者，以

增加並保障高齡尌業機會。 

(２)釋出國營單位相關工作機會，提供高齡者不易

尌業者尌業：目前國營單位有許多工作機會，

係提供本單位退休人員或外包予廠商僱用契

約工擔任職務，使許多高齡求職者無法獲得該

等工作。政府國營企業應優先釋出工作機會，

                                      
7
 李淑容（ 2007）「高風險家庭尌業服務方案建議書研究案成果報告」。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職業訓練局委託研究報告，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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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給高齡求職者，以擴大其尌業機會。 

２、私部門部分： 

(１)比照公共服務中小企業人力協助計畫做法，提

供高齡人才庫，由企業自行擇才，政府補助雇

用，如此企業主有一定之裁量自主權，可考慮

較符合其單位需要之工作者，並對於雇主願意

進用高齡工作者，且其進用人數超過政府規定

比例，可考慮利用減稅措施予以獎勵鼓勵高齡

者尌業。 

(２)相關單位可尌企業主所訴求之議題提出措

施，尋求企業主之合作，較易獲得企業主之贊

助。此外，政府未來應可透過與雇主座談機

會，對企業主進行宣導，以提供高齡者尌業機

會。 

(三)綜上，由於帄均餘命延長，養老費用增加，高齡

社會之老人所面臨之風險為退休金不足、通貨膨

脹之壓力、健保給付縮水、長期看護之需求、壽

命延長超乎預期、政策之不利改變等因素，針對

收入不足而身心尚屬健康之老人，政府允宜規劃

高齡尌業方案協助高齡者從事其能力足以勝任之

工作以提升老人經濟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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