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內政部。 

貳、案   由：內政部為國民年金保險業務之中央主管機

關，國民年金保險民國 97 年之開辦，事

先未辦理精算，100 年底之修法，未將修

法對未來之影響及時告知決策階層；且本

保險基金之資產及淨值顯有高估等違失

，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國民年金保險之開辦，係由於我國 65 歲以上國民之

帄均餘命逐年增加，而家庭扶持老人之傳統功能漸趨式

微，子女供養老人之比例逐年下降；我國為使全體國民

均能享有老年生活之基本經濟安全保障，乃在實施公教

、軍、勞保等職域性社會保險多年後，以未能享有社會

保險保障之國民(約 400 萬餘人)為主要保障對象，開辦

本項保險制度以全面建構社會安全網絡，並落實「全民

照顧」之理念，合先敘明。 

本案係經第 4屆第 41次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決議

，推派委員調查。案經本院邀集審計部相關業務主管人

員到院說明本案該部查核情形，又 2 次詢問內政部、勞

工保險局、以及行政院主計總處(101 年 2 月 6 日行政院

改組，行政院主計處改制為行政院主計總處)等相關業務

主管人員，並參酌所檢送之相關資料查核竣事，茲將國

民年金保險業務之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核有未善盡職責

之違失臚列如下： 

一、國民年金保險自 97 年 10 月開辦，開辦之初，內政部

未事先就保險費費率辦理精算，100 年底修正國民年

金法第 54 條之一，內政部又未於修法前確實估算調

增國民年金給付額度之影響，一個月餘間數據變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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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且幅度頗大，亦未善盡將修法對未來相當期間財

務影響及時告知決策階層之責，顯有違失： 

(一)國民年金保險自 97年 10月 1日開辦迄今之辦理情形 

１、被保險人：截至 100 年 9 月底，本保險之被保險人

人數為 386 萬餘人，詳表 1-1。 

２、保險費之收繳：100 年 9 月份保險費(繳費期限為

100 年 11 月 30 日)應繳人數為 386 萬餘人，截至

100 年 12 月 13 日止，已繳費被保險人 198.2 萬餘

人，188.6 萬餘人欠費，詳表 2-1、表 3-1-1(補助

身分別、性別 )、表 3-1-2(年齡別、性別)、表

3-1-3(市縣別、性別)。 

３、給付核付人數：截至 100 年 10 月底止，國民年金

給付核付人數計 127.8 萬餘人：保險給付支出人數

33.6 萬餘人(含老年年金給付、身心障礙年金給

付、喪葬給付、遺屬年金給付及生育給付)；主管

機關編列預算支應人數 94.2萬餘人(含老年基本保

證年金、原住民給付及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

詳表 4-1(人數)。 

４、給付核付金額：截至 100 年 10 月底止，國民年金

累計給付核付金額新臺幣(下同)1,195 億餘元：保

險給付 211 億餘元(含老年年金給付、身心障礙年

金給付、遺屬年金給付、喪葬給付及生育給付)；

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984 億餘元(含老年基本保

證年金、原住民給付及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

詳表 4-2(金額)、表 4-3(人數及金額)。。 

５、基金積存金額及責任準備：截至 100 年 11 月底，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積存金額為 1,024.65 億餘元，

責任準備為 45.05 億餘元，詳表 6-1。 

(二)國民年金開辦之財務估算，未就保險費率進行精算 

１、國民年金開辦之初，內政部並未就保險費率進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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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開辦第 1 年保險費率之訂定，係以投保 40 年，

所得替代率每年 1%實質利率 3.8%及月投保金額

15,840 元，計算其給付金額（6,336 元），在不考

慮物價指數及薪資變動下，以年滿 65 歲後帄均餘

命 17 年，回推估算應繳保險費費率為 5.45%。內政

部依上開原則進行國民年金財務之估算。惟後將所

得替代率提高為 1.1%，基本工資調整為 17,280

元，費率定為 6%。 

２、立法院審議該草案時，將所得替代率調整為 1.3%，

且費率調整為 6.5%，一般被保險人保險費每月 674

元，老年年金給付每月 8,986 元。 

(三)「中央政府責任準備」於 101 年 1 月面臨不足之窘境

，現已由內政部編列預算支應 

１、依國民年金法第 47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

規定應補助之保險費及應負擔之款項，除第三十六

條規定之基本保證年金應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預

算支應外，依序由下列來源籌措支應；其有結餘

時，應作為以後年度中央政府責任準備：一、供國

民年金之用之公益彩券盈餘。二、調增營業稅徵收

率百分之一；其實施範圍及期間，由行政院以命令

定之。」 

２、國民年金法第 47 條所稱之「中央政府責任準備」，

係指中央政府存放於國民年金保險基金之資產，內

政部查復本院時，有將中央政府責任準備稱為中央

應負擔款項責任準備。 

３、據內政部查復本院略以：「有關『中央應負擔款項

責任準備』遞減之原因，主要係因除中央政府於國

民年金開辦時一次撥入 373 億餘元外，每月收入僅

有公益彩券盈餘約 8.1 億餘元，惟內政部每月應負

擔國民年金款項（包含保險費補助、年金給付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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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及行政管理費）約 23.42 億元，爰須動支『責任

準備款項』(指本基金代中央政府保管之款項)」，

故中央政府責任準備呈現遞減之情形。、「中央政

府應負擔保險費若以『全部應參加本保險之被保險

人』計算撥付，則 99 年 11 月中央政府責任準備面

臨由正轉負。」、「另中央政府應負擔保險費若以

『100 年 6 月底撥補依實際繳費率加計未繳費者之

15%保險費及回溯納保者之保險費負擔及差額

金』，則 101 年 1 月中央政府責任準備面臨由正轉

負。」、「針對公彩盈餘如不足支應內政部應負擔款

項，已修正國民年金法第 13 條規定，政府應負擔

保險費由全部被保險人修正為繳費被保險人加計

未繳費被保險人 15%計算。」、「又依國民年金法第

47 條規定，係以調增營業稅徵收率 1%以為因應，

案經行政院以 100 年 7 月 29 日院臺內字第

1000100919 號函核定暫不予調增營業稅，惟行政院

已同意編列預算支應，該部已於 101 年編列預算並

經立法院通過，故未來中央政府責任準備不致出現

不足。」。 

(四)勞工保險局於 98年 9月 17日方委託國立政治大學進

行本保險之精算，該精算報告（99 年 9 月完成審查

）指出，以 98 年 10 月 1 日為評價日，國民年金保險

最適保險費率（最適提撥率）為 18.97%，若欲維持

現行保險費率 6.5%，則該基金達成之相對投資報酬

率須為 7.58%，又評價日之未來潛藏負債約為 814 億

元，提存比率僅 46.14%（基金餘額/潛藏負債=375.58

億元/814 億餘元）；隨著營運時間之累積，未來保

險給付金額將逐年遞增，若政府全數提撥且考慮補繳

，則基金餘額不足以支付當年度保險給付之時間為

137 年。另若費率維持 6.5%，且政府相對提撥應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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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即依實際繳費人數計算應負擔保險費）時，

本保險基金餘額不足以支應當年度給付之時間為 132

年。 

(五)本保險之保險費率於 100 年 4 月 1 日調整為 7%對於

本保險基金之影響 

據內政部說明略以，「本保險之保險費率於 100

年 4 月 1 日調整為 7%對於本保險基金之影響，若『參

加本保險被保險人實際繳費率』，即 60%繳費率計算，

本保險基金保險費收入增加，因調整費率並不影響保

險給付，故保險給付並未增加。本保險基金餘額不足

支應保險給付之年限往後遞延，如國民年金保險費率

自 100年 4月 1日調整為 7%且不再調整，則預估至 132

年止本保險基金將增加 793.57 億元(保險費收入)，如

以收益率 3%計算，至 132 年止總計本保險基金累計增

加 1,318.99 億元，可使本保險基金不足以支應保險給

付之年限往後遞延 2 年，於 134 年始出現不足以支應

當年度給付之情形。」「依據 100 年 1 月本保險納保

人數估算，國民年金保險費率由 6.5%調整 7%，以全部

被保險人計算，本保險基金每年約增加 40.39 億元收

入，如以繳費率 60%計算，本保險基金每年約增加

24.23 億元保險費收入。」。 

(六)100 年 6 月 29 日公布修正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增

加生育給付及放寬加保資格，未來勢將增加保險給付

，勞工保險局業將本次修法之長期財務影響納入精算

報告，進行分析中。 

(七)100 年 12 月 21 日公布修正國民年金法第 54 條之一

，明定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老年年金給付加計金額

、老年基本保證年金、第 42 條第 2 項與第 4 項及第

53 條所定金額，由 3,000 元調整為 3,500 元；身心

障礙年金給付基本保障及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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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由 4,000 元調整為 4,700 元，並增訂本法各項

給付，其後應隨消費者物價指數定期調整之機制該部

估計國民年金給付調增財務影響之情形如下： 

１、100 年 10 月 17 日該部第 1 次對行政院等主管機關

報告，估計所需經費每年至少 43 億元。 

２、100 年 11 月 17 日該部第 2 次向行政院等報告，估

計第 1 年所需經費為 64.98 億元。 

３、100 年 11 月 20 日該部完成第 3 次估算，憑以編列

101 年預算，並俾供該部主管備詢之用：國民年金

法第 54 條之 1 修正後，預估未來 10 年(101 年-110

年)共增給付 1,181 億元，帄均每年增加 118 億餘

元，第 1 年(101 年)將增加 74.18 億元，詳表 4-4，

由內政部編列預算支應。 

(八)經核：保險費率之訂定攸關保險基金之財務是否健全

，惟國民年金保險開辦之初，內政部未能籌謀因應，

並未事先辦理精算，僅依部分關鍵變數之統計數據即

率爾訂定保險費率，致國民年金保險自 97 年 10 月開

辦迄今甫逾 3 年，即面臨中央政府財源不足，基金餘

額由正轉負之窘境；100 年底修正國民年金法第 54

條之一，增加中央政府之長期負擔，但該部於修法前

對行政院等主管機關報告國民年金給付調增額度之

財務影響顯未確實，一個月餘間 3 次估算，涵蓋期間

及金額均變動，且未明述窘境來臨之新時點，未善盡

將變動之未來影響告知決策階層之責，顯有疏失。我

國現已邁入高齡化及少子化社會，對國民年金保險之

財務狀況顯有影響，內政部允應持續檢視本制度之妥

適性，促其得以永續，並確保國民基本經濟安全。未

來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國民年金法修法放寬納保條件

或增加給付項目或提高給付金額等，允應審慎評估其

對國保基金之財務狀況及政府財政負擔之影響，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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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提供正確數據，以助決策之作成，始為正辦。 

二、國民年金保險被保險人應繳保險費，自 97 年 10 月至

100 年 9 月，計 931 億餘元，迄 100 年欠繳 396 億餘

元，欠費率高達 42.58%，然超過四成之欠費率對應收

保費及催收保費之影響未適當反映於其備抵呆帳之

提列，致國民年金保險基金之資產及淨值顯有高估，

內政部、勞工保險局等相關主管機關迄未能有效處理

，核有疏失： 

(一)據勞工保險局提供之資料顯示：國民年金保險自 97

年 10月至 100年 9月被保險人應計保險費合計為 931

億餘元，截至 100 年 12 月 13 日止，欠繳保險費為

396 億餘元，繳費率 57.42%，未及六成，核顯偏低；

欠費率 42.58%，超過四成，核顯偏高。 

(二)復據行政院主計處於本院詢問時陳稱略以：「依據內

政部提供資料，目前被保險人實際繳費比率約 57.42

％，惟其應收保費仍以全數繳納比率 100％計列，並

就逾期未繳納部分以估計呆帳方式計列，惟以呆帳提

列比率似有偏低情形，恐使該基金『安全準備』提存

金額有虛增之虞，未來宜研議改進」。 

(三)再據內政部向本院說明略以：「有關國民年金保險基

金資產高估情形，依 100 年 12 月 31 日國民年金保險

基金帄衡表顯示：逾繳納期限尚未滿 6 個月之『應收

保費』計 172 億餘元，迄未提列備抵呆帳。又逾繳款

期限 6 個月之『催收款項』計 302 億餘元，已以呆帳

率 16%提列備抵呆帳 50 億餘元，故似均有高估資產

之嫌」。 

(四)經核：國民年金保險自 97 年 10 月至 100 年 9 月被保

險人應計保險費合計為 931 億餘元，迄今欠繳保險費

為 396 億餘元，欠費率 42.58%，內政部、勞工保險

局等相關主管機關之宣導，迄未能積極有效提高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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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民年金保險之信心與繳費之意願，影響國民年金

長期財務之穩定與安全；依 100 年 12 月 31 日國民年

金保險基金帄衡表顯示：逾繳納期限尚未滿 6 個月之

應收保費計 172 億餘元，迄未提列備抵呆帳。又逾繳

款期限 6 個月之催收款項計 302 億餘元，雖已以呆帳

率 16%提列備抵呆帳 50 億餘元，備抵呆帳率顯有低

估，致國民年金保險基金顯有高估資產及淨值，未能

允當表達該基金之財務狀況，核有疏失。 

三、內政部對國民年金保險基金之資產、負債觀念不清，

用語混淆，「準備」與「準備金」未加區分，描述國

民年金保險基金時，竟出現「中央政府責任準備由正

轉負之窘境」之語；國民年金保險基金之責任準備與

應付代收款性質相近，卻於國民年金保險基金帄衡表

上分置二處，又未能指明二者間之關係；安全準備屬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之估計負債(亦稱潛藏負債)之一

部分，金額只計入保險基金各年之結餘，低估超過

2,000 億元，且精算假設等之揭露未清，致該基金之

財務狀況未能允當表達，均顯有疏失： 

(一)據內政部向本院說明略以：「責任準備：即『中央政

府責任準備』，係用以備供中央政府支應所應補助保

險費及應負擔之款項。依國民年金法第 47 條規定略

以，中央主管機關應補助之保險費及應負擔之款項（

即中央政府應負擔保險費、身障、老年及遺屬年金差

額、勞工保險局所需之人事及行政管理費用），依序

由供國民年金用之公益彩券盈餘、調增營業稅 1%、

編列公務預算等方式支應，若有結餘時，應作為以後

年度中央政府責任準備。國民年金保險所稱之責任準

備，係指『公益彩券盈餘等收入來源』減『中央政府

應負擔保險費』減『年金差額』減『行政管理經費』

後之結餘。復依國民年金法第 45 條之規定…，該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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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仍屬於本保險基金之一部分。」 

(二)再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於本院詢問時陳稱略以：「國民

年金保險基金之『責任準備』，係代中央主管機關保

管之款項，目前係配合國民年金法第 47 條規定，設

置『責任準備』科目」，「『責任準備』目前係以公

益彩券盈餘支應中央政府應負擔保險費、年金差額及

行政管理經費結存之餘額。就國民年金基金而言，目

前收取公彩盈餘支應中央政府應負擔款項後之結餘

。」 

(三)據內政部向本院說明略以：「國民年金保險基金之『

安全準備』，即按本保險基金之結餘提存之準備金，

備供以後年度本保險業務成本費用之用。」、「國民

年金保險制度之安全準備，乃參採中央健康保險制度

（即設有提列安全準備機制）及勞保基金收支結餘（

即就保險費及孳息收入與保險給付支出結餘提存準

備）情形辦理，就本保險基金收支結餘部分，悉數提

列之財務處理方式（不含中央責任準備）」，備供將

來保險給付之用，非屬國民年金保險基金之資產(預

期未來能提供經濟效益者)，而是該基金之保險準備

，係屬負債(過去交易或其他事項所發生之經濟義務

，並將以提供勞務或支付經濟資源之方式償付者)。 

(四)復據內政部向本院說明略以：「有關國民年金保險基

金負債低估情形，依據勞保局委外辦理之『國民年金

保險費率精算及財務評估研究報告』（99 年 8 月完

成）顯示，在保險費率維持 6.5％未調整及投資報酬

率 3％的假設下，預估國民年金保險基金 100 年 10

月 1 日之潛藏負債約為 3,424 億餘元，如與 100 年 9

月 30 日國民年金保險基金帄衡表負債科目項下已認

列之『安全準備』1,336 億餘元相較，未提存之潛藏

負債約有 2,088 億元，尚未正式入帳，並於 10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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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書揭露。惟因 100 年國民年金法修正增列生育給

付，以及放寬領取少許軍、公教保險養老給付者之納

保條件等，故前揭精算之潛藏負債似有低估。內政部

已將 100 年二次修法內容納入第 2 次精算作業，預計

於 101 年 8 月完成精算報告」。 

(五)經核：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說明略以，國民年金保險基

金之「責任準備」，係該基金代中央主管機關保管之

款項，性質為負債，惟內政部未能掌握國民年金法所

規範之個體有中央政府與其經管之國民年金保險基

金，而其須負責進行財務報導之主體僅為其經管之基

金，並非中央政府，多次不當表達該項目為「中央政

府之責任準備」，屬他人(中央政府)之責任，以致反

成為該基金之資產，而有「面臨由正轉負」之語，內

政部將負債誤為資產，觀念不清，混淆視聽；又國民

年金保險基金帄衡表上另有負債性質之科目「應付代

收款」，明白顯示其為代他人收納、保管而將來須償

付之款項，前述定義下之責任準備即屬應付代收款一

例，國民年金保險基金帄衡表並未表明二者間之關係

。另國民年金保險基金另有名為安全準備之估計負債

（潛藏負債），其性質屬國民年金保險基金將來須支

付之保險給付，而金額之計算卻未問將來須支付數額

之多寡，僅納入該基金各期之收支剩餘。依據勞保局

委外辦理之『國民年金保險費率精算及財務評估研究

報告』（99 年 8 月完成）顯示，在保險費率維持 6.5

％未調整及投資報酬率 3％的假設下，預估國民年金

保險基金 100 年 10 月 1 日之潛藏負債約為 3,424 億

餘元，如與 100 年 9 月 30 日國民年金保險基金帄衡

表負債科目項下之『安全準備』1,336 億餘元相較，

潛藏負債約 2,088 億元，屬低估之負債，且另因 100

年國民年金法修正增列生育給付，以及放寬領取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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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公教保險養老給付者之納保條件等，估計負債（

潛藏負債）金額之低估更烈，加上精算假設未能清楚

揭露，傷及允當表達之程度更為嚴重。 

四、國民年金開辦迄 100 年 6 月底止，民眾溢領或誤領國

民年金各項年金及給付者計 9,975 件、1.47 億餘元，

致後續不得不另外執行行政作業予以追繳，甚或引發

民怨爭議。內政部長期坐令部分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等未於法定限期內確實提供媒體資料送勞工

保險局，且協調聯繫及稽核控管等機制長期存在闕漏

，迄未能研謀有效之解決良策，顯有違失： 

(一)依國民年金法第 56 條規定：「戶政主管機關及入出

國主管機關應按月將六十五歲以上國民之戶籍及入

出國等相關異動資料，於次月第三個工作日以前送保

險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按月將接

受政府全額補助收容安置、領取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名冊

及其他相關媒體異動資料，於次月第三個工作日以前

送保險人。」、「保險人為辦理本保險業務所需之必

要資料，中央主管機關或保險人得洽請相關機關提供

之，各該機關不得拒絕。」復依國民年金法施行細則

第 60 條規定：「保險人或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五

十六條第三項規定洽請相關機關提供必要資料時，相

關機關應於期限內確實提供。」、「因前項資料提供

遲延或錯誤致保險人溢付或誤付給付時，相關機關應

提供協助。」爰戶政主管機關及入出國主管機關、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應於次月第三個工作日以

前之期限內確實提供相關異動資料送勞工保險局。 

(二)查有關國民年金開辦以來至 100年 2月止各項年金及

給付之溢領分析，據勞工保險局所提供之相關資料顯

示並說明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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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國民年金各項年金、給付係採逐月審查，而審查時

所需之媒體資料須賴相關機關按月提供，是以外部

資料之正確性與即時性至為重要。為正確審核並確

實掌握時效，爰國民年金法第 56 條明定相關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按月將相關媒體異動

資料，於次月第 3 個工作日以前提供該局，以期能

按時、正確發放各項年金給付。惟仍有溢領或誤領

國民年金各項年金、給付之情事發生。 

２、國民年金開辦迄 100 年 6 月底止，據分析資料顯

示，民眾溢領或誤領國民年金各項年金及給付之總

件數計 9,975 件、總溢領金額計 1.47 億餘元；已

收回溢領件數計 6,909 件、已收回溢領金額 0.93

億餘元；尚未收回溢領件數計 3,066 件、尚未收回

溢領金額 0.54 億餘元。又溢領之原因如下，詳表

5-2。 

(１)各相關機關遲延報送資料肇致者，計 5,898 件。

又前揭各相關機關包括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衛生署、內政部、銓敘

部、國防部、教育部、台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軍人保險部、法務部等。 

<１>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遲報領取社福津貼

或補助者媒體資料造成溢領之件數計 5,025

件、溢領金額計 0.56 億餘元，高居第一位。 

<２>其次為領取軍人、政務人員、公教人員及公營

事業人員退休(職)金資料遲報所致，計有 532

件、溢領金額計 0.31 億餘元。 

<３>領取軍保退伍給付、殘廢給付者資料遲報造成

溢領件數居第三位，計有 279 件、溢領金額計

0.0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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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因獄服刑、因案羈押或拘禁資料遲報者計 40

件、溢領金額計 99 萬餘元。 

<５>身心障礙手冊重新鑑定後鑑定日期或障礙程

度資料遲報者計 16 件、溢領金額計 10 萬餘元

。 

<６>公保加保資料遲報者計 5 件、溢領金額計 2 萬

餘元。 

<７>領取榮民就養給付資料遲報者計 1 件、溢領金

額計 3 千元。 

(２)民眾自身原因所致（如民眾於領取國民年金、給

付後，始申復變更勞保、軍公保、農保等加退保

日期，或變更出生日期；或申請人死亡，惟家屬

延遲向戶政機關申報死亡登記等原因）者計

2,164 件、溢領金額計 0.31 億餘元。 

(３)國民年金開辦初期，勞工保險局資訊系統尚未穩

定，給付案件誤發情事計 150 件、溢領金額計 270

萬餘元。 

(４)其他：例如部分溢領案件係因農、漁會未將民眾

申請老農津貼(含老漁津貼)之申請書件及時寄

送該局，致老年年金核發後，老農津貼再予追溯

補發，而前已核發之年金給付則須收回等原因所

致者計 173 件、溢領金額計 85 萬餘元。 

３、復查勞工保險局分析資料顯示，自 97年 10月至 100

年 2 月，因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衛生署、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遲送媒體資料致領取國民年

金給付中亦有領取社政津貼者計 5,025 件、0.56

億餘元，詳表 5-2-1(媒體資料遲送所致 )、表

5-2-1-1(溢領期間)。 

(１)依總溢領人數別，最多前五名依序分別為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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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件、新北市 575 件、台北市 529 件、台南市

370 件、花蓮縣 370 件。 

(２)依總溢領金額別，最大前五名依序分別內政部(

中部辦公室)851 萬餘元、台中市 811 萬餘元、新

北市 642 萬餘元、台南市 543 萬餘元、花蓮縣 502

萬餘元。又有關內政部中部辦公室因遲送媒體資

料導致國民年金開辦前業已「經政府全額補助收

容安置」領取社政津貼復長達數年重複領取敬老

津貼計 77 人，97 年 10 月 1 日國民年金開辦後，

復由勞工保險局繼續重複發給「國民年金老年基

本保證年金」，致 77 人長達數年重複請領金額計

8,517,000 元，帄均每人溢領 36.58 個月。迄今

仍有 42 人計溢領 3,191,000 元未收回，詳表

5-2-1-1。又國民年金開辦前重複請領敬老津貼

業務自國民年金開辦後由勞工保險局概括承受

。內政部係中央社會福利政策之主管機關，長期

縱任該部中部辦公室對「經政府全額補助收容安

置」者重複請領社政津貼及敬老津貼，未定期查

核，復長期遲報重複領取者媒體資料，致溢領金

額龐鉅，確有疏失。 

４、再查勞工保險局分析資料顯示，國民年金開辦迄

100 年 6 月底止，民眾溢領或誤領國民年金各項年

金及給付之總件數計 9,975 件、總溢領金額計 1.47

億餘元；僅 4 個月又增加民眾溢領或誤領國民年金

各項年金及給付之件數高達 1,590 件、總溢領金額

計 0.17 億餘元，迄未顯著有效改善，詳表 5-1(繳

回之情形)、表 5-2(溢領之原因)。 

(三)經核：國民年金開辦迄 100 年 2 月底止，民眾溢領或

誤領國民年金各項年金及給付之總件數計 8,38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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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溢領金額計 1.29 億餘元；迄 100 年 6 月底，僅

4個月又增加民眾溢領或誤領國民年金各項年金及給

付之件數計 1,590 件、總溢領金額計 0.17 億餘元，

迄未顯著有效改善。內政部、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衛生署、銓敘部、國防部

、教育部、台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軍人保險部、

法務部等相關機關未依國民年金法第 56 條暨國民年

金法施行細則第 60 條規定，於次月第三個工作日以

前之期限內確實提供或遲延報送相關異動資料送勞

工保險局，內政部亦長期坐令相關機關媒體資料未依

法於限期內確實提供勞工保險局，協調聯繫及稽核控

管等機制闕漏長期存在，迄未能研謀有效之解決良策

，肇致民眾溢領或誤領國民年金各項年金及給付，且

一再發生，部分相關機關間甚或互相推諉，事後亦追

繳困難、增加行政成本，況事後縱得已追回，然已引

發民怨爭議，更顯政府行政效率低落，迄未顯著有效

改善，減低甚或杜絕溢領或誤領件數，皆顯有違失。

行政院允宜邀集各相關機關通盤檢討、積極研謀加強

如何減低民眾溢領或誤領國民年金各項年金及給付

案件，必要時宜修法解決。 

綜上所述，內政部為國民年金保險業務之中央主管

機關，本保險開辦迄今甫逾 3 年，即面臨本保險基金之

淨值由正轉負，公務預算之負擔須大幅增加之窘境，本

保險基金及中央政府之未來長期償付能力堪慮，窘境來

臨之時點恐將提前；亦未善盡將修法對未來相當期間財

務影響及時告知決策階層之職責；又 97 年 10 月至 100

年 9 月被保險人應計保險費合計為 931 億餘元，迄今欠

繳保險費為 396 億餘元，欠費率高達 42.58%，然超過四

成之欠費率對應收保費及催收保費之影響未適當反映於

其備抵呆帳之提列，致國民年金保險基金之資產及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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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有高估；且內政部對國民年金保險基金之資產、負債

觀念不清，用語混淆，「準備」與「準備金」未加區分

；迄 100 年 6 月底，民眾溢領或誤領國民年金各項年金

及給付者計 9,975 件、1.47 億餘元，致後續追繳之行政

作業，甚或引發民怨爭議，迄未能研謀有效之解決良策

等皆核有違失，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移送行政

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 

 

 

提案委員：馬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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