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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意 見  

近年來臺灣人口出生率屢創新低及國民帄均壽命

逐年延長，使得人口老化速度加劇。預估 65 歲以上老

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將由民國(下同)103 年之 12.0%，

增加至 150 年之 41.0%。其中，80 歲以上人口占老年人

口之比率，亦將由 103 年之 25.1%，大幅躍升至 150 年

之 43.2%，呈現人口老化現象日趨嚴重態勢
1
。隨國人帄

均餘命的延長，國民對老年生活需求，以經濟安全為

首要，復以家庭扶持照顧老人功能之式微，老人經濟

安全問題，亟頇政府預為綢繆。 

政府為確保未能於相關社會保險獲得適足保障之

國民，於年老發生事故時之基本經濟安全，乃制定「國

民年金法」，並自 97 年 10 月 1 日起開辦國民年金保險

，冀有助於維持經濟弱勢及原未納入其他各項社會保

險範疇民眾之經濟安全。惟據審計部 103 年度中央政府

總決算審核報告，國民年金保險固對維持民眾之基本

經濟安全已有助益，然財務狀況及業務執行等，仍有

未盡周妥之處，允宜研謀善策，以維制度之永續經營

等情。 

經本院以 104 年 12 月 8 日、9 日處臺調壹字第

1040831963、1040831965、1040831966 號函，分別函

請國家發展委員會(下稱國發會)、衛生福利部(下稱衛

福部)、勞動部就本案相關事項提出說明，復於 105年 5

月 9 日詢問衛福部社會保險司曲同光司長、勞動部勞動

保險司石發基司長、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楊茂山

組長、勞動基金運用局(下稱勞基局)蔡衷淳副局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輔導處張致盛處長等

                                      
1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103 至 150 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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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機關主管及承辦人員，並邀請全國公務人員協會

李來希理事長、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金劉濎先專門委

員等代表出席提供意見，業已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

意見如下： 

 

一、行政院為維持經濟弱勢及原未納入其他各項社會保

險範疇民眾之經濟安全，自 97 年 10 月 1 日開辦國民

年金保險制度，且考量是類被保險人多屬經濟弱勢

者，規劃設計被保險人得補繳 10 年內之保險費，俾

利弱勢民眾累計保險年資。然 10 年補繳保險費之期

間過長，影響民眾繳費意願，且對於多年甚或 10 年

來均未繳保險費者，不過是遞延繳費時間，累積時日

愈久，恐將造成渠等更加無力負擔。而開辦迄今之 10

年緩衝補繳保費期即將於 107年屆臨，迄今竟尚有近

五成被保險人未繳費，凸顯國民年金保險制度緩繳

保費 10 年期間之制度設計，與保障弱勢民眾經濟安

全之原意有悖，肇致約有五成民眾將可能喪失國民

年金保險資格，影響其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制度設

計明顯未盡周延，核有疏失。 

(一)按「國民年金法」第 1 條規定：「為確保未能於相

關社會保險獲得適足保障之國民於老年、生育及

發生身心障礙時之基本經濟安全，並謀其遺屬生

活之安定，特制定本法。」同法第 17 條規定：「

被保險人應繳納之保險費及利息，未依第 13 條
2
及

                                      
2
 國民年金法第 13 條：「保險費之計算，自被保險人保險效力開始之當日起至保險效力停止

或終止之當日止。保險效力開始、停止或終止之當月未全月加保者，依實際加保日數按每

月三十日比率計算保險費 (第 1 項 )。被保險人應負擔之保險費，由保險人按雙月計算，於

次月底前以書面命被保險人於再次月底前，以金融機構轉帳或其他保險人指定之方式，向

保險人繳納 (第 2 項 )。被保險人應負擔保險費未達全月份保險費金額時，保險人得於累積

達全月份保險費金額後，於下次計算保險費時一併結算。但一年至少應寄發一次繳款單

(第 3 項 )。被保險人得預繳一定期間之保險費，其預繳保險費期間以一年為限 (第 3 項 )。被

保險人應負擔之保險費於繳納後，不予退還。但非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由所溢繳或誤繳

者，不在此限 (第 4 項 )。各級政府依本法規定應負擔之保險費，由保險人於每年五月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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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條
3
規定期限繳納者，不予計入保險年資；其

逾 10 年之部分，被保險人亦不得請求補繳。但因

不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由致未繳納者，仍得請

求補繳及計入保險年資。」由上可知，國民年金保

險之規劃設計，係為確保未能於相關社會保險獲

得適足保障之國民於老年、生育及發生身心障礙

時之基本經濟安全。而國民年金保險之保費延遲

繳付(10 年緩衝期)的設計理由，據衛福部查復本

院表示：「國民年金保險採『柔性強制納保』，係

考量國民年金保險被保險人多屬經濟弱勢者，逾

期未繳保費者多屬無力繳納者，為維護被保險人

權益，爰明定被保險人得補繳 10 年內之保險費，

以利累計保險年資，俾使弱勢民眾能獲得老年生

活之基本保障」等語。 

(二)惟查國民年金保險費之收繳率，截至 104年 12月 8

日止，為 57.14%，意即尚有近五成之民眾逾期未

繳納保險費。 

１、自 97 年 10 月至 104 年 8 月累計納保人數 856 萬

4,495人，截至 104年 12月 8日止，已繳清保險

費之被保險人計 489 萬 3,711 人，收繳率為

57.14%。(詳如下表 34)。 

 

 

                                                                                                                 
十一月底，除依前六個月已繳納保險費之被保險人及政府全額負擔保險費之被保險人計算

外，並加計前條各級政府應負擔未繳費之被保險人保險費之百分之十五；各級政府應於六

月底及十二月底前繳納，並溯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月一日施行。本法一百年六月十三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各級政府已繳納之保險費，與依被保險人繳費情形計算之差額，視為

各級政府預繳之保險費 (第 5 項 )。各級政府未依本法規定繳納應負擔之保險費時，保險人

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轉請行政院，自各該機關之補助款中扣減抵充 (第 6 項 )。」  
3
 國民年金法第 14 條規定：「被保險人及各級政府未依前二條規定期限繳納保險費者，自繳

納期限屆滿翌日起至完納前一日止，每逾 1 日，以每年 1 月 1 日之郵政儲金一年期定期存

款利率為準按日計算利息，一併計收 (第 1 項 )。依前項規定計算之利息，在一定金額以下

者得予免徵；其數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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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國民年金保險被保險人保險費之收繳情形 

(按性別分) 

單位：人、元、% 

性別 應繳人數 已繳人數 未繳人數 收繳率 

男 4,234,207 2,290,923 1,943,284 54.11% 

女 4,330,288 2,602,788 1,727,500 60.11% 

合 計 8,564,495 4,893,711 3,670,784 57.14% 

資料來源：衛福部。 

 

２、被保險人保險費之收繳人數及其比率，按年齡

別統計如表 35。由該表可知，25~54歲之被保險

人，收繳率差異不大且均低於全體被保險人收

繳率。而收繳率最高之前 3組年齡層，依序為 65

歲以上、60~64 歲、55~59 歲。 

 

表 35. 國民年金保險被保險人保險費之收繳情形 

（按年齡別分） 

單位：人、元、% 

年齡層 應繳人數 已繳人數 未繳人數 收繳率 

25~29 978,332 488,864 489,468 49.97% 

30~34 1,450,553 743,829 706,724 51.28% 

35~39 1,249,714 631,607 618,107 50.54% 

40~44 947,116 482,630 464,486 50.96% 

45~49 872,343 446,899 425,444 51.23% 

50~54 800,613 419,010 381,603 52.34% 

55~59 730,390 420,633 309,757 57.59% 

60~64 738,108 513,530 224,578 69.57% 

65 以上 797,326 746,709 50,617 93.65% 

合 計 8,564,495 4,893,711 3,670,784 57.14% 

資料來源：衛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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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倘民眾未如期繳納保險費，衛福部表示：「由於國

民年金保險被保險人多屬未就業之經濟弱勢者，

國民年金保險對於未繳保險費之被保險人不會動

用強制執行手段，倘被保險人未能於 10 年期間內

補繳保費，則該未繳納之保險年資不予計算，將

影響其領取保險給付金額之多寡」等語。該部並就

「國民年金保險」繳款方式、延遲繳費之利息計算

及 10 年補繳期限所造成之影響分析略以： 

１、勞保、農保或健保等其他社會保險保險費的收

繳，主要係由投保單位扣收再彙繳至保險人，

並訂有逾期繳納保險費加計滯納金及移送行政

執行之規定，該等制度設計及手段均有助於收

繳率。惟國民年金保險未設有投保單位，且被

保險人多為經濟弱勢者，繳費能力相對薄弱，

制度設計如亦含具處罰性質的滯納金或強制執

行規定，恐引發爭議，故僅明文規定逾期繳納

保險費按郵局利率加計利息，且 30 元以下免

徵，及被保險人得於 10 年內補繳欠費，逾 10 年

即喪失補繳權益。 

２、因國民年金保險設有 10 年補繳期限，導致國民

年金保險各期保險費通知單寄發後，當期收繳

率約為五成，經過宣導及補繳後，被保險人保

險費之收繳率雖有提升，惟目前被保險人保險

費收繳率僅 57.14%，一旦 10 年補繳期限屆滿，

每年勢將有部分被保險人喪失被保險資格。 

３、過長的補繳期限，確實易造成國民年金保險基

金財務之不確定性，並扭曲被保險人之繳費行

為，且多年未繳所累積之欠繳保險費金額將相

當龐大，對原已無力繳納者，恐將更加無力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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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致繳費意願更低。 

(四)綜上，行政院為維持經濟弱勢及原未納入其他各

項社會保險範疇民眾之經濟安全，自 97 年 10 月 1

日開辦國民年金保險制度，且考量是類被保險人

多屬經濟弱勢者，制度設計上允許被保險人得補

繳 10 年內之保險費，俾利弱勢民眾累計保險年資

。惟 10 年補繳保險費之期間過長，影響民眾繳費

意願，且對多年來一直未繳而累積之欠繳保險費

之無力繳納者，恐將更加無力負擔。而 10 年緩衝

補繳保費期即將於 107 年屆臨，迄今竟尚有近五成

被保險人未繳費，凸顯國民年金保險制度緩繳保

費 10 年期間之制度設計，與保障弱勢民眾經濟安

全之原意有悖，肇致約有五成民眾將可能喪失國

民年金保險資格，影響其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制

度設計明顯未盡周延，核有疏失。 

 

二、 行政院為維持經濟弱勢及原未納入其他各項社會保

險範疇民眾之經濟安全，遂開辦國民年金保險制度

，雖具社會保險名義，卻滿佈福利思維。依保險制

度精神，頇支付保費始能享有權利；而社會救助係

由政府編列預算照顧經濟弱勢及遭受急難或災害者

，二者本質有異。以 104 年度為例，低收、中低收入

老人生活津貼支出計 96.3 億元，受益人數達 124,490

人，即為世界銀行提出之「多層式老年經濟保障架構

」第零層之「非繳費式社會救助」，應與第一層之「

強制性社會安全制度」有所區隔。國民年金保險開辦

之初，將保險費率定於 6.5％，雖已 3 次調升費率至

目前之 8%，離精算之最適費率 22.02%仍有相當差距

。在提撥財務不足而國人帄均餘命不斷延長且人口

急速老化趨勢下，潛藏債務日益擴大；復為配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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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提高生育率之人口政策，並兼顧與其他保險之衡

帄性等考量，陸續修法增加國保給付支出，顯不利

該年金制度之長期財務穩定。行政院責無旁貸，應

督飭相關主管機關重行檢討並釐清整體社會保險與

社會安全體系(救助)之定位，和國民年金保險費率

之合理性，俾利國民年金保險之永續。 

(一)按「國民年金法」第 1 條規定，國民年金保險之規

劃設計，係為確保未能於相關社會保險獲得適足

保障之國民於老年、生育及發生身心障礙時之基

本經濟安全，詳如前述。另按中華民國 100 年頒布

之「社會福利政策綱領」略以：「政府應建構以社

會保險為主，社會津貼為輔，社會救助為最後一

道防線的社會安全體系。……社會保險之目的在於

保障全體國民免於因年老、疾病、死亡、身心障

礙、生育，以及保障受僱者免於因職業災害、失

業、退休，而陷入個人及家庭的經濟危機。」據此

，我國國民年金制度為社會保險制度之一環，為

國民經濟安全之基本保障，社會救助則為社會安

全制度之最後一道防線。衛福部坦言：「國民年金

保險」與「社會救助」雖不同，惟該兩者均以維持

基本生活為要旨。 

(二)次按「國民年金法」第 10 條規定，國民年金保險之

保險費率採定期自動調整機制，原則上依據財務精

算結果每 2 年檢討調整 1 次。同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並明定保險人（勞保局）應至少每 2 年精算 1 次

，每次精算 40 年；並由衛福部組成審查小組審查

勞保局所提精算報告。有關「國民年金保險」保險

費率之訂定與調整，經行政院 95年 11月 14日研商

「重新檢討『國民年金法』草案」會議決議，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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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年保險費率估算之應繳保費費率
4
為 5.45%。復

經行政院多次召開會議討論，並配合基本工資之調

整，將所得替代率調高為 1.1%、月投保金額調整

為 17,280 元，重新估算後應繳保險費率為 6%，且

費率調整機制參照勞保年金制度，於第 3 年調高

0.5%，以後每 2 年調高 0.5%，至上限 10%。嗣立法

院審議「國民年金法」草案時，將所得替代率再度

調高為 1.3%、費率調整為 6.5%，且費率上限調整

為 12%，並三讀通過。 

(三)另為順利整併原敬老福利生活津貼與原住民敬老津

貼制度，並減輕當代被保險人保險費負擔，同時避

免保險基金累積金額過於龐大而造成投資運用等問

題，國民年金保險財務制度係採「部分提存準備（

Partially funded）」方式辦理，並以法明定「費

率自動調整機制」，由開辦時之費率 6.5%，每 2 年

依精算結果，檢討調高費率 0.5%（但基金餘額足以

支應未來 20 年保險給付時，不予調高），以確保基

金財務之長期穩健。 

歷年保險費率調整情形及其理由，如表 36。 

 

 

 

 

 

 

 

 

                                      
4
 開辦第 1 年保險費率之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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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不考慮物價指數及薪資變動下，以年

滿 65 歲帄均餘命 17 年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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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國民年金保險之保險費率調整情形 

調整時間 調整情形 理由說明 

97 年 10 月至
100年 3月 

6.5%  

100年 4月 1日
至 101年 12月 

由6.5%調漲
至 7% 

依 99年 8月完成之第 1次精算報告，
評價日98年10月1日之國民年金保險
最適保險費率為 18.97%，基金餘額 375
億餘元，僅可支應未來給付至 106年（
約 8年），保險基金餘額不足以支付未
來 20年保險給付，爰於 100年 2月 1
日依法公告自100年4月1日起調整國
民年金保險費率為 7%。 

102 年 1 月至
103年 12月 

7.5% 依 101年 7月完成之第 2次精算報告，
評價日 100年 10月 1日之國民年金保
險最適費率為 21.16%，基金餘額 936
億元，僅可支應未來給付至 109 年(約
9 年)，保險基金餘額不足以支付未來
20 年給付，爰於 101年 12月 27日依
法公告自102年1月1日起調整費率為
7.5%。 

104年 1月 1日 由7.5%調整
為 8% 

依 103年 8月完成第 3次精算報告，評
價日 102年 10月 1日之國民年金保險
最適費率為 22.02%，基金餘額 1,518
億元，僅可支應未來給付至 112 年(約
10年)，保險基金餘額不足以支付未來
20 年給付，爰於 103年 12月 29日公
告自 104年 1月 1日起調整費率為 8%
。 

註：本院整理。 

 

(四)有關未來人口老化情形之推估，依據國發會「中華

民國 95 年至 140 年人口推計」指出，截至 95 年 9

月底，我國老年人口為 226 萬 3 千餘人，占總人口

9.91％；與多數工業國家相比，我國老年人口比

率仍低，惟由於近年來台灣出生率屢創新低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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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帄均壽命逐年延長，使得我國人口老化速度加

快，推估 65 歲以上人口比率至 115 年將超過 20%

，至 140年更高達 37％。另人口老化將使青壯人口

的老人扶養負擔日趨加重，115 年將降為 3.3 比 1

，至 140 年更降為 1.5 比 1。且以國民年金保險為

經濟來源之老年人口數將有逐年增加之趨勢。(詳

見下表 37) 

 

表 37.以國民年金保險給付為主要經濟來源之老年人口數及占比 

項目 
 
 
時間
(年) 

領取國民年
金保險老年
年金給付人

數 
(A) 

領取老年
基本保證
年金給付

人數 
(B) 

合計 
領取人數 
(C=A+B) 

全國 65 歲
以上老人
人口數 
(D) 

占全國
65 歲以
上老人人
口比率 
(E=C/D) 

被保險人
人數 

98 108,241 863,953 972,194 2,457,648 39.56% 4,014,678 

99 188,853 832,118 1,020,971 2,487,893 41.04% 3,872,241 

100 271,698 836,706 1,108,404 2,528,249 43.84% 3,783,731 

101 365,483 793,052 1,158,535 2,600,152 44.56% 3,725,626 

102 466,600 764,476 1,231,076 2,694,406 45.69% 3,677,601 

103 571,334 728,187 1,299,521 2,808,690 46.27% 3,584,020 

104 675,649 692,129 1,367,778 2,938,579 46.55% 3,509,970 

105 696,369 685,008 1,381,377 2,969,778 46.52% 3,528,855 

註：除 105年度統計至 2月底外，其餘年度均統計至當年 12月底。 
資料來源：勞保局。 

 

(五)查「國民年金保險」自應本於保險制度精神，頇支

付保費始能享有權利；而社會救助係由政府編列

預算以照顧經濟弱勢及救助遭受急難或災害者，

二者本質不同，已如前述。惟該兩者均以維持民眾

基本生活為要旨，允宜重新檢討並釐清整體社會

保險與社會安全體系之制度設計，俾加定位以回歸

各自體系。 

１、按世界銀行於 2005 年提出新的「多層式老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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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保障架構」，於原三層架構外再加上第零層非

繳費式社會救助，以及第四層倫理性的家庭互

助。而我國國民年金保險以社會保險方式辦

理，屬前開「多層式老年經濟保障架構」第一層

之「強制性社會安全制度」，我國現行社會救助

則屬第零層之「非繳費式社會救助」。 

２、惟衛福部被保險人保險費之收繳情形資料透

露，被保險人除一般身分外，低收及中低收入

戶之被保險人保險費收繳比率介於 57％至 97％

之間，顯見國民年金保險所面臨問題之一乃接

受社會救助之被保險人需仰賴政府補貼保費，

反有收繳率不高之情事。且 107年國民年金保險

即將屆滿 10 年，恐因此喪失其應有之被保險資

格(被保險人保險費之收繳情形、104 年度社會救

助老人生活津貼與國民年金保險老年年金給付

之受益人數及經費，詳如下表 38、表 39) 
 

表 38. 被保險人保險費之收繳情形 
（按身分別分） 

                      單位：人、新臺幣元、% 

補助別 應繳人數 已繳人數 收繳率 

一般身分 7,765,818 4,351,755 56.04% 

低收入戶 104,690 55,858 53.36% 

重度以上身障 163,609 149,562 91.41% 

中度身障 132,863 85,846 64.61% 

輕度身障 138,186 82,526 59.72% 

所得未達 1.5 倍 178,824 112,807 63.08% 

所得未達 2 倍 80,505 55,357 68.76% 

合   計 8,564,495 4,893,711 57.14% 
註： 
1.身分別按被保險人目前補助別統計。 
2.低收入戶及重度以上身障者欠費，為取得補助身分別前之欠費。 

          3.被保險人為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者： 
(1)以被保險人之家庭總收入帄均分配全家人口，如每人每月未

達當年度最低生活費 1.5 倍，且未超過台灣地區帄均每人每
月消費支出之 1 倍，則被保險人自付 30%，政府負擔 70%。 

  (2)以被保險人之家庭總收入帄均分配全家人口，如每人每月未
達當年度最低生活費 2 倍，且未超過台灣地區帄均每人每月
消費支出之 1.5 倍，則被保險人自付 45%，政府負擔 55%。 

資料來源：衛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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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社會救助老人生活津貼與國民年金保險老年年金給付 

單位：人、元 

項目 

 

年度 

低收、中低收入 

老人生活津貼 
國民年金老年年金給付  

受益人數 經費 受益人數 核付金額 

104 124,490 9,630,905,002 675,649 27,342,429,367 

資料來源：衛福部統計處。 

 

３、基此，國民年金制度為社會保險制度之一環，

為國民經濟安全之基本保障，而社會救助則為

社會安全制度之最後一道防線，分別屬「多層式

老年經濟保障架構」第一層之「強制性社會安全

制度」及第零層之「非繳費式社會救助」，惟該

兩者均以維持民眾之基本生活為要旨，相關機關

允應重新檢討及釐清整體社會保險與社會安全

體系(救助)之分野，各自回歸體系，俾利國民年

金保險之永續。 

(六)國民年金保險自 97 年 10 月 1 日起開辦迄今，保險

人勞保局已委外辦理 3 次「國民年金保險費率及財

務評估」，說明如下： 

１、衛福部遴聘精算師（3 人）、保險財務專家（3

人）、經濟學者（3 人）、社會學者（3 人）及國

發會、行政院主計總處、財政部及衛福部等機關

代表共 17 人，組成國民年金保險精算審查小

組，由審查小組委員協助精算團隊擬定適切之精

算假設。 

２、茲摘錄第 1-3 次「國民年金保險費率精算及財務

評估研究報告」之內容如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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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第 1-3 次「國民年金保險費率精算及財務評估研究報告」摘錄 

項目名稱 98 年度精算假設 100 年度精算假設 102 年度精算假設 

評價日 98 年 10 月 1 日 100 年 10 月 1 日 102 年 10 月 1 日 

評價日之人口數 427 萬人 473 萬人 588 萬人 

經 
濟 
面 
假 
設 

投資報酬率 3.00% 3.00% 3.14%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1.08% 1.18% 1.35% 

評價日之月投保金額 17,280 元 17,280 元 17,280 元 

 
人 
 

口 
 

面 
 

假 
 

設 
 

死亡率 依 Lee-Carter 
模型推估 

依 Lee-Carter 
模型推估 

依 Lee-Carter 

模型推估 

身心障礙被保險人死亡率 
假設為一般被保險

人死亡率的 4 倍 

假設為一般被保險

人死亡率的 4 倍 

假設為一般被保

險人死亡率的 4 倍 

身心障礙發生率 

25-50 歲：0.002% 

51-59 歲：0.019% 

60-64 歲：0.050% 

25-50 歲：0.003% 

51-59 歲：0.020% 

60-64 歲：0.050% 

25 歲：0.007% 

50 歲：0.034% 

60 歲：0.074% 

領取遺屬年金之帄均年限 10 年 12 年 

19 年 

（國民年金保險
經驗資料） 

領取遺屬年金機率 30% 36.5% 

51% 

（國民年金保險
經驗資料） 

生育給付發生率 無 
假設育齡婦女之 

生育率 

依國民年金保險

經驗資料 

補繳率 1~10 年（假設） 1~10 年（假設） 

分 3 階段：1-2 年、

3-4 年、4 年以上

（國民年金保險

經驗資料） 

最適提撥率 18.97% 21.16% 22.02% 

潛藏負債 814 億元 2,570 億元 5,416 億元 

已提存基金金額 

（評價日時基金餘額） 
376 億元 936 億元 1,518 億元 

未提存負債 438 億元 1,634 億元 3,898 億元 

基金餘 不計入未來保費收入 107 年 110 年 1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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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98 年度精算假設 100 年度精算假設 102 年度精算假設 

額將不

足以支

付當年

度給付

之年度 

計入未來保費收入 
137 年 

（費率 6.5%） 

135 年 

（費率 7%） 

135 年 

（費率 7.5%） 

每 2 年調增費率 0.5%

至上限 12% 
未來 40 年不會有不足支付給付之情況發生 

資料來源：衛福部。 

 

３、102年度經精算之潛藏負債，與 98年度及 100年

度潛藏負債之差異，詳如下表 41 所示。 

 

表 41. 102 年度國民年金保障第 3 次精算之潛藏負債與 

前 2 次精算之差異 

單位：億元 

98 年度及 100 年度精算之潛藏負債 
98 年度 100 年度 

814 2,570 

差 

異 

數 

隨被保險人年資增加應調增金額 3,292 1,609 

假設變動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254 242 

基金投資報酬率 -197 -197 

領取遺屬年金機率 139 134 

領取遺屬年金帄均年限 66 56 

生育給付增設 54 - 

預估死亡率 52 38 

資料變動 
補繳保費 197 197 

資料變動：其他假設變動 745 767 

總差異數 4,602 2,846 

102 年度第 3 次精算之潛藏負債 5,416 

資料來源：整理自 102 年「國民年金保險費率精算及財務評估研究報告」。 

 

國民年金保險開辦之初，將保險費率定於 6.5

％，雖已 3次調升費率至目前之 8%，仍離 102年度

精算之最適費率 22.02%有相當差距。且 102年度第

3次精算之潛藏負債 5,416億元，相較於 98年度第

1 次精算之潛藏負債 814 億元，增加達 4,602 億元

；其中以「隨被保險人年資增加應調增金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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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2 億元最高，即潛藏負債每年帄均約增加 800

億元。 

又自 102 年度第 3 次精算後，「國民年金法」

104 年 12 月 16 日修正公布第 32 條-1 條文，生育

給付由 1 個月提高為 2 個月月投保金額，雖同時增

訂申請分期或延期繳納保費者，其保費已繳納金

額不得低於給付總額半數之規定，惟參考勞保局

103 年 1 至 12月國保生育給付件數約 1 萬 8,676 件

之統計數據，生育給付由 1 個月提高為 2 個月月投

保金額時，國保基金每年將增加保險給付支出約

3.41 億元。此外，同年月 30 日再次修正公布該法

第 18 條-1，增訂第 2 項：「自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日起，發生死亡事故，其遺屬年金給付之受益

人未於符合請領條件之當月提出申請者，其提出

請領之日起前五年得領取之給付，由保險人依法

追溯補給之。但已經其他受益人請領之部分，不

適用之。」依勞保局統計國保未於死亡當月申領遺

屬年金給付比率約 65.19％，帄均延遲 2.5 個月，

以未來每月新增請領人數 1,000件估計，每年將再

增加 0.68 億元支出。 

(七)綜上，行政院為維持經濟弱勢及原未納入其他各

項社會保險範疇民眾之經濟安全，遂開辦國民年

金保險制度，雖具社會保險名義，卻滿佈福利思

維。依保險制度，頇支付保費始能享有權利；而

社會救助係由政府編列預算照顧經濟弱勢及救助

遭受急難或災害者，二者本質不同。國民年金保

險開辦之初，將保險費率定於 6.5％，雖已 3 次調

升費率至目前之 8%，離精算之最適費率 22.02%仍

有相當差距。在提撥財務不足，復加國人帄均餘

命延長及人口急速老化趨勢下，潛藏債務勢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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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復為配合政府提高生育率之人口政策，並兼

顧與其他保險之衡帄性等，陸續修法增加國保給

付支出，顯不利年金之長期財務穩定。行政院實

責無旁貸，應督飭相關主管機關重新檢討釐清整

體社會保險與社會安全體系(救助)之定位，及保

費之合理性，俾利國民年金保險財務之永續。 

 

三、衛生福利部在有關居留國外於年滿 65 歲前，始返國

設籍者辦理國民年金之加保條件過於寬鬆，有違公

帄正義原則；又一再發生民眾溢領國民年金給付之

情事，以及國保欠費之催繳效果不彰等作為，均有

賴檢討並研謀改善對策。 

(一)在國外長期居留而於年滿 65 歲前，始返國設籍者

辦理國民年金之加保條件過於寬鬆，有違公帄正

義原則。 

１、依現行規定，國民年金保險被保險人或曾參加

國民年金保險者，於年滿 65 歲時，不論國民年

金保險年資多寡，均得請領老年年金給付。自

符合條件（即年滿 65 歲）之當月起按月發給至

死亡當月止。而請領老年年金給付之給付金

額，在沒有不得選擇 A式
5
的情況，則依下列 A、

B 式計算後，擇優計給： 

A 式＝（月投保金額×保險年資×0.65%）+3,628
6
。 

B 式＝月投保金額×保險年資×1.3%。 

                                      
5
 下列情形，不得選擇 A 式：1、有欠繳保費期間不計入保險年資情事。2、領取相關社會福

利津貼。3、64 歲至 65 歲期間有保險費或利息未繳，經勞保局通知限期繳納而逾期繳納

者，前 3 個月僅能以月投保金額×年資×1.3%計算。4、已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但

第 7 條第 2 款及第 3 款規定之被保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1)僅領取勞保老

年給付者。(2)已領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軍人保險退伍給付者，自年滿 65 歲當月起

以 3,000 元按月累計達原領取給付總額。  
6
 加計金額 97 年 10 月至 100 年 12 月為 3,000 元，101 年 1 月至 104 年 12 月為 3,500 元，105

年 1 月起為 3,62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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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審計部 103 年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即指出：

「自 97 年 10 月至 103 年 10 月，因恢復戶籍並

繳納保險費而領取老年年金給付者計 8,587人，

其中原無戶籍而於年滿 63 歲後始回臺恢復戶籍

者計 8,200 人，甚有 437 人投保年資未達 3 個

月，顯示部分長期居住國外者，於年滿 65 歲前

始回臺恢復戶籍並參加國民年金保險，經繳納

短期保險費，即可擇優請領至少 3,500元之老年

年金給付，相較於長年繳交保費之民眾，顯有

不公。」 

３、衛福部表示：「基於社會保險『權利』與『義務』

對等之原則，僑民於年滿 65 歲前始返國參加國

民年金保險，對國民年金保險基金財務之影

響，尚屬有限。」依據勞保局統計 97 年 10 月至

104年 6月期間，於年滿 63歲後因設籍首次參加

國民年金保險者計有 5,317人，渠等已領取國民

年金保險老年年金給付者有 3,638 人，雖僅占

104年 6月老年年金給付請領人數 62萬 6,581人

之 0.58%，然已凸顯制度之不公帄。 

４、承上，以現行國民年金保險費每月 878 元，若於

年滿 65 歲前 1 個月加保，僅需付 1 個月 878 元

之保費，於年滿 65 歲後即可每月領取 3,500 元

之老年給付。另，只要是曾經加保國民年金保

險繳費，有國民年金保險年資的人，滿 65 歲時

在國內已無戶籍，或已非屬本國國民，亦可申

請按月領取老年年金給付。上開情形，明顯有

違公帄正義原則，亦非政府推行國民年金制度

之本意，實應加檢討。衛福部於接受本院詢問

時即已表示：「考量國民年金保險每月至少

3,500 元之 A 式老年年金給付，係由政府籌措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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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補助差額，具有福利津貼之性質，為避免長

居國外者藉由國民年金保險保障弱勢之意旨，

獲取不當利益之道德風險，並減輕政府財政負

擔，爰針對請領 A式老年年金給付者增列居住國

內期間之限制，將納入未來修法之參考」，爰允

宜主動積極檢視制度，補苴罅漏，以杜可能之

不當投機行為。 

(二)至於一再發生溢領國民年金給付之情事，相關主

管單位允宜共同積極妥處。 

１、勞保局自 97 年 10 月國民年金保險開辦，即按月

將國民年金核付資料上傳至「全國社會福利津貼

給付資料比對資訊系統」，以利各機關審核業務

時勾稽查詢。查近 3年國民年金給付溢領金額已

由 101 年度之 3,562 萬 7,733 元、102 年度之

2,977萬 3,601元，逐步降低至 103年度之 2,372

萬 1,925 元；截至 104 年 11 月底，累計之溢領

收回率為 95.96%，其中因縣市政府社福津貼等

媒體資料遲報致溢領國民年金給付案件金額已

由 101 年度之 1,746 萬 4,645 元、102 年度之

1,539萬 1,189元，逐步降低至 103年度之 1,171

萬 1,647 元。 

２、國民年金給付資格及給付金額係與其他社會保

險及社福津貼等資料連動，故審核國民年金給

付業務時，需賴各外部機關每月及時、正確的

資料提供，以降低溢領情事機率。 

３、國民年金各項給付自 97 年 11 月至 104 年 11 月

止之溢領案件，如表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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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國民年金各項給付溢領案件 

（97/11-104 年 11 月） 

單位：人；元 

項目 
總溢領 已收回 尚未收回 

總人數 總金額 人數 金額 人數 金額 

老年年金 5,049 33,172,611 4,842 31,838,792 207 1,333,819 

老年基本保證年金 12,237 166,578,087 12,153 159,283,073 84 7,295,014 

原住民給付 547 7,654,453 534 7,342,180 13 312,273 

身心障礙年金 197 1,357,528 196 1,352,828 1 4,700 

身障基本保證年金 1,320 23,937,019 1,318 23,922,919 2 14,100 

遺屬年金 363 4,839,817 343 4,355,924 20 483,893 

喪葬給付 47 3,729,530 43 3,488,526 4 241,004 

合計 19,760 241,269,045 19,429 231,584,242 331 9,684,803 

註： 
1. 1 人如有多段或多筆溢領金額，仍以 1 人計算，但金額則為加總彙計。 
2. 依據衛福部 102 年 9 月 12 日「國民年金給付及社福津貼（補助）重複請領

案件處理原則檢討會議」決議一略以，請各縣市政府確實依據內政部 101
年 3 月 30 日會議決議之資料申報及溢領追繳作業原則辦理，已先領取國民
年金老年基本保證年金、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金及原住民給付者，如係因
縣市政府遲報媒體資料導致溢領，因後發之津貼係屬溢領，則由縣市政府
負責追繳並列帳控管。重複領取社福津貼與國民年金給付尚未繳回，如有
符合領取國民年金給付者，於取得民眾同意後，可由勞保局從應發給之國
民年金給付逕予扣抵。 

3. 老年基本保證年金、原住民給付、身障基本保證年金之「未收回」欄：不
包含上開機關遲報領取社會福利津貼(補助)資料至勞保局，而產生應由各
該機關列帳控管之溢發款項。 

4. 老年基本保證年金、原住民給付、身障基本保證年金之「已收回」欄：如
民眾選擇返還國民年金保險給付，或有符合領取國民年金給付者，於取得
民眾同意，勞保局從應發給之國民年金給付逕予扣抵收回，則列計於「已
收回」欄。 

 

４、依衛福部說明，造成目前溢領國民年金給付之

原因，多係因地方政府遲報或誤報民眾領取社

會福利津貼（補助）資料所致；衛福部歸納地方

政府溢領形成原因略以： 

(１)地方政府承辦人員因職務異動，新承辦人不

熟悉相關法令規定及媒體報送作業流程，致

有報送資料疏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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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地方縣市政府未能於民眾提出申請案或申復

案件時及時報送媒體管制資料，而於核定完

成後始報送資料，導致溢領。 

(３)部分地方政府未能全面使用「弱勢 e 關懷系統

」審查社福津貼（補助）及批次報送媒體資料

，部分類別資料係以人工建檔彙整報送，容

易發生疏漏導致溢領。 

(４)地方政府於民眾申請社福津貼時即準時將資

料報送至勞保局列管，經審核申請社福津貼

不合格並向勞保局申報刪除，勞保局爰將先

前未核給的年金給付補發給民眾，惟嗣後民

眾向縣市政府申復，經重新審核後改准追溯

發給社福津貼致重複領取。 

５、綜上，中央主管機關雖曾多次針對國民年金給

付與社福津貼(補助)重複請領問題召開會議，

訂定相關媒體資料報送、比對時程等作業原

則，並請相關機關共同強化溢領追繳控管機制

且建立標準作業程序；惟社福津貼遲報或誤報

致重複請領情事仍時有所聞。衛福部已蒐集造

成各地方溢領原因，自宜本諸權責積極督導並

協助地方政府有效解決，以避免該情形一再重

演。 

(三)國民年金保險欠費之催繳效果不彰，衛福部允應

就繳費情形進行調查研究，分析以解決收繳率偏

低問題。 

１、由於國民年金保險被保險人多屬未就業之經濟

弱勢者，故國民年金保險採「柔性強制加保」方

式辦理，對於未繳保險費之被保險人不會動用

強制執行手段，且國民年金保險訂有 10 年補繳

保費之制度設計，致繳費率確實較其他社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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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為低。因國民年金保險被保險人多為無工作

收入之未就業者，收入較不穩定，經縣市政府

國民年金服務員訪視欠費被保險人結果顯示，

民眾未繳費的原因，以無力繳納的經濟因素居

多、無意願繳納者次之。然許多被保險人雖因

暫無收入而未繳納保費，但嗣後可能因收入趨

穩、接獲催繳單，或有請領給付需求而陸續補

繳保費，故繳費率會隨時日逐漸提升，目前累

計收繳率維持在五成六上下。 

２、為提升國民年金保險繳費率，衛福部於 103 年 1

月 14 日函修「提升國民年金被保險人繳費率策

進作為」，並自 103 年 1 月 1 日生效，結合原住

民族委員會、勞保局及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積極推動本作為之相關策進工作，除賡續

辦理「加強原住民地區宣導工作」、「積極主動

聯繫轄內欠費被保險人進行宣導」、「主動協助

家庭所得較低之被保險人申請保費補助」及「培

訓地區性種籽人員」外，亦請勞保局「積極辦理

被保險人欠費催繳」，並「研議繳款單有效送達

作業及多元繳費方式」，且督導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國民年金服務員加強辦理國民年金宣

導及欠費被保險人訪視工作，透過家訪、電

訪、信函通知或郵寄問卷方式，逐戶宣導國民

年金保險業務，對於無力一次繳納欠費者，輔

導渠等向勞保局申請分期或延期繳納保險費，

以提高民眾參加國民年金保險的意願及繳款

率，進而保障民眾納保及領取給付之權益。上

開作為自 100 年度起推動，各地方政府透過家

訪、電訪、信函通知或郵寄問卷方式逐戶宣導

國民年金保險業務，經衛福部調查統計，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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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宣導情形，如表 43。 

 

表 43.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民年金保險宣導情形 

年度 
主動聯繫欠費
被保險人進行
宣導人數 

主動協助家庭所得
較低之被保險人申
請保費補助人數 

辦理國民年金 
宣導情形 

培訓地區性
種籽人員協
辦宣導業務 宣導場次 參加人次 

100 143,612 150,019 2,202 478,265 1,377 

101 226,293 177,764 31,827 3,587,951 2,726 

102 250,958 93,481 37,525 4,010,677 7,425 

103 215,705 119,702 31,925 3,319,200 10,671 

104 
（1-6月） 

124,519 42,162 20,719 1,439,724 3,875 

資料來源：衛福部。 

 

３、「國民年金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無力一次

繳納保險費及利息之被保險人，得向保險人申

請分期或延期繳納(民眾依據「國民年金保險保

險費與利息分期及延期繳納辦法」辦理情形，如

表 44)。然自 100至 104年 10月間，符合分期繳

納保險費件數僅 13,610 件，相較應繳而未繳之

人數(3,670,784 人)
7
 ，比例仍屬偏低。顯見拖

欠保費民眾仍屬多數。 

 

 

 

 

 

 

                                      
7
 8,564,495-4,89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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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國民年金保險分期繳納保險費件數 

（101-104 年 10 月） 

單位：件 

件數 
年度 

申請分期 
繳納保險費 

符合分期 
繳納規定 

101 817 465 

102 2,788 2,656 

103 5,488 5,243 

104（1-10月） 5,457 5,246 

合計 14,550 13,610 

資料來源：衛福部。 

 

４、97 年國民年金保險開辦，迄 107 年之 10 年補繳

保費期限即將屆滿，勢必影響前述尚未繳費民

眾國民年金保險資格，進而衝擊其老年經濟安

全保障，實有悖國民年金保險開辦之目的及立

法意旨。國民年金保險欠費之催繳效果不彰，

衛福部允應就繳費情形進行調查研究、分析，

以確實解決收繳率偏低問題。 

(四)綜上，衛生福利部對於國民年金保險業務，涉及

在國外居留而於年滿 65 歲前，始返國設籍者辦理

國民年金之加保條件過於寬鬆，有違公帄正義原

則；一再發生溢領國民年金給付情事，以及國保

欠費之催繳效果不彰等節，均亟待補強、研謀改

善對策。 

 

四、97 年 8 月 13 日修正之「國民年金法」，將農民排除

於強制納入「國民年金保險」範疇，致農民健康保險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與國民年金保險脫鉤，造成老

農津貼一直未落日。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全國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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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漁、牧及糧食行政事務主管機關，自應就農

民健康保險及農民年金業務之制度面、保險面積極

研處規劃，然該會除逐年編列巨額預算支付老農津

貼外，未見其他因應作為，態度消極，核有違失。 

(一)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組織條例第 1 條規定：「行政

院為配合國家建設，設農業委員會，主管全國農

、林、漁、牧及糧食行政事務。」同條例第 2 條規

定：「本會對於省(市)政府執行本會主管事務，有

指示、監督之責。」第 3 條規定：「本會就主管事

務，對於省(市)政府之命令或處分，認為有違背

法令或逾越權限者，得報請行政院停止或撤銷之

。」是以，農委會負責掌理下列事項：1.主管全國

農、林、漁、牧及糧食行政事務。2.對於省（市）

政府執行該會主管事務，有指示、監督之責。3.

就主管事務，對於省（市）政府之命令或處分，認

為有違背法令或逾越權限者，得報請行政院停止

或撤銷之。 

(二)次按「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 2 條規定：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有鑒於軍、公教及勞工，參加軍、公

教或勞保均享有老年給付之保障，而農民參加農

保卻無老年給付項目，為照顧農民晚年生活，自

84 年 6 月起開始發放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三)由國民年金保險研擬至制定公布之規劃及決策歷

程(詳如表 45)觀之，開辦國民年金保險制度目的

之一，係為整併既有之敬老津貼及老年農民福利

津貼，以解決政府財政負擔隨人口快速老化而日

益加重的問題。惟「國民年金法」公布後，囿於農

民及農民團體屢次表達反對農民強制退出農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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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保險、改納國民年金保險，認為自身權益受損

等意見，爰於 97 年 8 月 13 日修正「國民年金法」

，將農民排除於強制納入「國民年金保險」之範疇

。上開修正使農民健康保險、老農津貼與國民年

金保險脫鉤，造成老農津貼一直未落日，亦使國

民年金原欲整合各項老人福利津貼之立法目的，

無從落實。 

 

表 45. 國民年金法研擬至制定公布之規劃及決策過程 

規劃階段 規劃過程 規劃構想 決策過程 

第一階段規劃

（82 年 4 月至

84年5月） 

82 年起，內政部、勞動

部(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03年 2月 17 日改制

為勞動部，下同)及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

會)分別成立專案小組，

進行勞動者年金及農民

年金之初步規劃。行政院

為避免各類年金保險制

度內容差異過大，日後難

以整合，指示經建會邀請

財政、經濟、保險、社會

及法律等專家、學者與有

關機關代表，進行年金制

度政策指導與研究規劃

工作。 

本階段之規劃採雙層保障

制，國民年金保險係涵蓋全

民的基礎年金。規劃構想為

整合公教、勞保（軍保除外

），訂定國民年金基礎保險

。亦即將公、教、勞保養老

（老年）給付，以相當國民

年金規劃給付金額之全部

或部分金額，與農民及其他

國民共同組成國民基礎年

金保險，並以公教人員之退

休金及公保養老給付超出

部分，勞工之勞基法退休金

及勞保老年給付超出部分

，另成立附加年金的兩層保

障年金規劃。 

因全民健保於

84 年 3 月開辦

，國民年金如同

時實施，將使各

界負擔遽增，且

部分內容尚未

獲得朝野共識

，因此，奉行政

院指示暫緩國

民年金之推動。 

第二階段規劃

（85年11月至

88年9月） 

85 年經建會召集相關機

關組成工作小組，負責國

民年金制度政策審議工

作及細部規劃工作。內政

部負責相關法規之研擬

，邀集該會等相關部會及

專家學者研擬國民年金

制度規劃方向及內涵後

，隨即展開與各界溝通宣

導工作。 

本階段初期規劃成立國民

年金保險，保障公教、軍、

勞保以外之農民及其他國

民，現行公教、軍、勞保各

自進行年金化，以「業務分

立、內涵整合」方向規劃。

規劃期間，經公教、軍、勞

保保險主管機關審慎評估

後，建議將相當於基礎年金

部分併入國民年金社會保

險予以整合。 

因 88 年 921 地

震，政府為籌措

災後重建經費

，財政需求龐大

，為避免增加政

府財政負擔，經

國民年金制度

規劃工作小組

委員會議決議

，建議1年後或

於災後重建所

需財務確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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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階段 規劃過程 規劃構想 決策過程 

再予評估國民

年金制度開辦

時機。 

第三階段規劃

（89 年 5 月至

94年1月） 

89 年 5 月政黨輪替後，

重新檢討國民年金實施

方式，經多次邀集專家學

者及立法委員等共同研

商，並依行政院指示，對

外廣徵社會各界意見。爰

經 91年全國社會福利會

議決議，國民年金制度以

社會保險模式為宜。內政

部即據以研擬「國民年金

法」草案，經行政院院會

通過後送請立法院審議

，並列為優先審議法案。 

採社會保險制設計，並以單

層保障制規劃，國民年金保

險與原社會保險之業務與

內涵完全分立，針對年滿25

歲，未滿 65 歲且未參加相

關社會保險之國民開辦國

民年金保險。現行公教、軍

、勞、農保制度暫不與國民

年金保險整合，但各保險將

朝年金化方向進行改革。 

本案經立法院

聯席會議完成

法案報告及詢

答，並決議逕付

二讀，交由朝野

黨團協商，惟因

朝野政黨對於

國民年金制度

方向各有主張

及看法，無法形

成共識，且因立

法院屆期不續

審法案，未完成

立法。 

第四階段規劃

（94 年 2 月至

95年7月） 

鑒於朝野對國民年金制

度尚未建立共識以及時

空環境因素變化，原草案

頇重新審慎評估檢討，故

由行政院傅前政務委員

立葉邀集相關部會參與

研討，並由該會負責國民

年金制度重新規劃及評

估；內政部則依據規劃結

果，重新研擬國民年金法

草案，並經行政院院會討

論通過。 

採社會保險制度設計，並以

銜接勞保年金化制度為目

標，故國民年金制度之規劃

，採以勞保內涵單獨辦理，

亦即費率及給付內涵大致

與勞保相同，但財務獨立，

單獨立法。另將敬老福利生

活津貼逐年整併於老年年

金給付中，最後完全落日，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與農民

健康保險亦因新進農民強

制加保，而逐漸落日。 

本階段版本民

間社福團體仍

有不同意見，經

行政院蘇前院

長貞昌指示加

強與民間團體

之溝通協商與

意見周延整合

後，再送立法院

審議，全案乃暫

予擱置。 

第五階段規劃

（95 年 7 月至

96年8月） 

由於民間團體對國民年

金仍有意見亟待整合，為

積極溝通尋求共識，95

年召開之「臺灣經濟永續

發展會議」（以下稱經續

會）即針對國民年金之議

題進行討論與整合意見

。為落實經續會達成之國

民年金共識意見，內政部

即以行政院院會通過之

「國民年金法」草案版本

為基礎，將經續會共識意

見納入，重新檢討研擬草

本階段係依經續會共識意

見，考量國家財政可負擔性

，彌補部分國民因未能加入

任何社會保險享有老年經

濟安全保障之漏洞，達成公

帄、適足保障國民老年經濟

生活安全的目的。 

本規劃草案歷

經行政院審議

，「國民年金法

」於 96 年 7 月

20 日立法院三

讀通過，96年8

月8日經總統公

布，於 97年 10

月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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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階段 規劃過程 規劃構想 決策過程 

案，且與勞工保險老年給

付年金化同步推動。 

註：本表係本院依據國發會、衛福部查復資料彙整所製。 

 

(四)鑒於「國民年金法」修正，使農民健康保險、老年

農民福利津貼與國民年金保險脫鉤，造成老農津

貼始終未落日，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全國農、林

、漁、牧及糧食行政事務主管機關，無頇待升格

為「農業部」，即應就農民健康保險及農民年金業

務之制度面、保險面積極研處以維護農民基本權

益。然就農民健康保險之後續規劃，該會查復本

院表示：「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 3 條及第 4

條規定，農保之中央主管機關為內政部，並委託

勞工保險局辦理。該會依該條例第 5 條第 6 項規定

，會同內政部訂定從事農業工作農民之認定標準

及資格審查辦法，以作為從事農業工作農民之認

定標準及資格審查之依據。復依『國民年金法』第

3 條規定，國保之中央主管機關為中央社政機關，

現為衛福部。由於該會非農保及國保之主管機關

，對於農保併入國保，並未分析評估其對國保財

務狀況之影響」云云。顯見該會未就農民健康保險

之後續進行研擬規劃，核其作為，顯然消極。 

(五)又查，農委會 104 年度編列老年農民福利津貼預算

488.43 億元，占農委會歲出預算 986.17 億元之

49.53%，比例極高；該會 105 年度編列歲出預算總

金額為 949.34 億元，較 104 年度之 986.17 億元減

少 36.83 億元，然 105 年度編列之老年農民福利津

貼預算 495.69 億元，較 104 年度增加 7.26 億元，

占農委會歲出預算比例增加為 52.21%。農委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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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本院約詢時坦言：「現行農民福利津貼占財政

很高的比例，倘制度能規劃調整，會對財務問題

之解決很有幫助」等語。基此，究老年農民福利津

貼有無落日之規劃？詢據農委會表示略以：「105

年 1 月 5 日行政院審查該會報送『老年農民福利津

貼暫行條例』修正草案，該草案之修正重點為在現

行社會保險制度既有基礎下，建構農民經濟安全

保障制度，以老農津貼為基礎，輔之以農民得自

由選擇參加國保，農民於 65 歲除領取老農津貼外

，並得依其參加國保年資領取國保老年年金。審

查結論，請國家發展委員會會同農委會參考各機

關(單位)意見，再行研酌獲取共識，以為農民建

構老年經濟保障制度」等語，益見該會對於老農津

貼落日未積極因應。且該會於約詢時亦表示：「農

保每月保費 78 元，國保保費每月 878 元，兩者整

併會有困難。且現行農保納保人口約 127萬人，其

中有 69 萬人年齡高於 65 歲，倘與國民年金保險整

併，65 歲人口族群應如何解決處理，將發生問題

……基金獨立操作有其難度，給付年金亦有困難

。新政府尚未提有關農保之改革議題，惟建議應

有整體規劃考量」等語，於此可見，農委會似有將

農民權益保障置身事外，未克盡職責之虞。 

(六)綜上，「國民年金法」於 97 年 8 月 13 日修正，將

農民排除於強制納入「國民年金保險」之範疇，使

農民健康保險、老年農民福利津貼與國民年金保

險脫鉤，造成老農津貼一直未落日。而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為全國農、林、漁、牧及糧食行政事務

主管機關，自應對農民健康保險及農民年金業務

之制度面、保險面積極研處；然該會除逐年編列

巨額預算支付老農津貼外，未見其他具體之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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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或作為，態度消極，似有將農民權益保障置

身事外，未克盡其應有職責之虞，核有違失。 

 

五、勞動部勞動基金運用局依法受託辦理「國民年金保險

基金」及「勞動部主管之特種基金」之投資運用，該

局於 104年將各類保險基金合併招標，據以提高操作

基金規模。惟「國民年金保險基金」與「勞動部主管

之特種基金」項目名稱、基金來源、給付及屬性均有

不同，各該主管機關及監理單位對基金運用思維方

向亦有不同卻合併運作，且國民年金保險基金來自

弱勢民眾，其運作風險安全維護應更甚於其他保險

基金，無論制度之設計及盈虧之妥適處理，均待檢

討。 

(一)按「國民年金法」第 4 條規定：「本保險之業務由

中央主管機關委託勞工保險局辦理，並為保險人

。」同法第 48 條規定：「本基金除本法所定用途

外，僅得投資運用，不得移作他用或處分；其管

理、運用及監督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第 1項)。本基金之運用

，經中央主管機關通過，保險人得委託金融機構

辦理。委託運用方式、範圍、經費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保險人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發布(第 2項)。本基金之收支、運用情形及其

積存數額，應由保險人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按年公

告之(第 3 項)。」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103 年 2

月 17 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改制為勞動部，並設置

「勞動基金運用局」，辦理勞動基金投資管理運用

相關事宜，行政院復於 103 年 2 月 14 日以院臺規

字第 1030124618 號公告，「國民年金法」第 4 條

、第 46 條、第 48 條第 2 項、第 3 項所列屬「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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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局」之權責事項，自 103 年 2 月 17 日起，國

民年金保險基金投資及運用業務，改由「勞動部勞

動基金運用局」管轄；其他業務改由「勞動部勞工

保險局」管轄。 

(二)次按勞動部為辦理各類勞動基金投資運用業務，

特設勞動基金運用局掌理勞動部主管之特種基金

（以下簡稱各基金），包含勞工退休基金、勞工保

險基金、就業保險基金、積欠工資墊償基金及職

業災害勞工保護專款之投資運用業務。掌理事項

如下： 

１、各基金之投資政策、資產配置與年度運用計畫

之研擬及執行。 

２、各基金風險預算之編製及風險管理之執行。 

３、各基金投資委託經營計畫之研擬、委託國內外

資產管理機構之規劃、遴選、執行及監督考

核。 

４、各基金投資運用法令之研擬及執行。 

５、各基金投資運用之帳務處理及保管。 

６、各基金運用年度稽核計畫之研擬、執行及考

核。 

７、各基金綜合業務之研擬、執行及考核。 

８、其他與基金業務相關事項。 

    勞基局另受衛福部委託運用國民年金保險基

金，辦理基金投資業務。勞基局查復本院表示：「

該局掌理國民年金保險基金之投資管理運用事宜

，需考量國民年金保險基金之屬性、適用法規、

投資政策以及監理委員要求，並以長期投資觀點

，考量報酬率與風險之衡帄性，運用多元化投資

及分散風險等策略，以增加基金長期價值，達成

維持基金健全與永續經營之目的」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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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有關國民年金保險基金之投資標的，勞動部於

接受本院詢問時表示：「『國保基金』自 97 年開

辦以來，基金自 393 億元累積至 2,271 億元，一開

始因相關法規尚未完備，故 97 年基金全數存款。

98 年起投資股票及債券，99 年開始委託國內公司

經營，103 年投資國外權益證券、共同基金、ETF

等，104 年基金運用局成立，委託國外公司經營。

委外一律採公開招標，考量倘規模小，外國公司

較無意願投標，故去(104)年勞退、國保等基金合

併招標(約 20 多億美金)，俾吸引優良廠商投標，

且費率可以低一點。委外經營之招標文件，簽約

時會敘明各項基金(勞退、勞保、國保)之各別金

額，分開簽約但一起操作，避免差別待遇。」等語

。該部勞基局並表示：「國民年金保險業務，開辦

初期提供勞保局 2 名基金運作人力，103 年起由 2

人增至 16 人，勞保局總計勞保、勞退、國保等基

金，約計 3兆多規模。投資政策書內均有訂運作的

指標，年度也有年度資產配置及年度計畫，並參

考前期表現及經濟預期，設定投資報酬率。每月

、每季都會檢討，將檢討報告送監理會審議。國

內委託 5 家投信公司，國外委託 2 家不動產、3 家

股票、3家債券，共計 12.5億元，今年已招標，目

前辦理簽約中。」 

(四)惟「國民年金保險基金」與「勞動部主管之特種基

金」項目名稱、基金來源、給付及屬性均有不同，

同時委託勞基局運作是否妥適，基金局坦言有以

下困難： 

１、基金局受託辦理國民年金保險基金之運用，其

主管機關為衛福部，並定期召開國民年金監理

委員會議審議相關議題，與勞動基金間不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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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及監理委員，對基金運用思維方向或

有不同等語。 

２、為配合不同主管機關監理需要，基金局雖已盡

力統整相關投資作業，惟在實際規劃、投資及

作業面，如資產配置規劃、保管銀行選任、投

資簽呈、績效報表、風險控管等，仍需重複程

序分別作業。 

３、不同主管機關要求報表格式不一，倍增作業繁

雜程度，雖國民年金保險基金較勞動基金規模

小，但基金局辦理國民年金保險基金所增加業

務量遠高於其所增加規模比例。 

４、此外，基金局組改後規劃整合各基金系統，國

民年金保險基金則因應衛福部要求需為獨立的

資訊系統，形成同一機關二套投資資訊系統，

似有礙基金統籌運用之效益。 

(五)勞動部指出，「國民年金成立後展開投資運用之初

，原係委由勞保局辦理，當時考量節省作業經費

與系統操作一致性，爰將國民年金保險基金帳務

處理依附於勞保基金系統架構運作，惟國民年金

監理會要求國保基金應建立獨立之資訊系統，以

利未來成立專責管理運用單位時，系統可以順利

切割回歸該部，故勞保局就國保基金相關資訊系

統均獨立開發，形成同一機關使用二套系統，業

務及經費並無法精簡，爰造成目前投資管理上確

實有部分重複辦理的情形。」然就未來國民年金局

之成立可能，衛福部於本院詢問時表示：「當初衛

福部組織改造時，曾有納入考量，惟因考量規模

、勞保局意見，故未成立，該局目前對組織而言

是虛線的架構，未來成立的機率也不大，倘整合

為大國民年金保險，成立該局將有其價值，將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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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年金改革政策方向而定」等語。 

(六)綜上，勞動部勞動基金運用局依法受託辦理「國民

年金保險基金」及「勞動部主管之特種基金」之投

資運用，該局於 104年將各類保險基金合併招標，

據以提高基金操作規模。惟「國民年金保險基金」

與「勞動部主管之特種基金」項目名稱、基金來源

、給付及屬性均有不同，各該主管機關及監理單

位對基金運用思維方向亦有不同卻合併運作，且

對國民年金保險基金均來自弱勢民眾，其運作風

險安全維護更甚於其他保險基金，制度設計及盈

虧之妥適處理等，均待檢討。 

 

六、國民年金保險基金投資標的及投資報酬率攸關基金

財務之健全穩定，除應訂定基金投資報酬率之目標

值外，並宜考量依該目標值之達成情形，建立適當

之獎勵與課責機制，以茲激勵。 

(一)103年 2月 17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改制為勞動部，

並設置勞基局辦理勞動基金投資管理運用相關事

宜，國民年金保險基金投資運用管理業務亦由勞

工保險局移至勞動基金運用局辦理。而勞基局依

據「國民年金保險基金管理運用及監督辦法」第 11

條規定：「本基金之運用，應由基金運用局擬訂投

資政策書，且於每年度開始前擬編本基金運用計

畫，該計畫並應納入勞保局提供之基金收支預估

資料，提經監理會審議通過，報請衛生福利部核

定。」該局並需衡酌國民年金保險基金之屬性、適

用法規、投資政策以及監理委員要求，並考量報

酬率與風險之衡帄性，運用多元化投資及風險分

散的策略，以確保基金之健全與永續經營。 

(二)近年國民年金保險基金之投資損益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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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投資損益與報酬率 

(１)茲彙整國民年金保險基金成立後迄 104年度之

歷年投資運用損益與報酬率如下表。 

 

表 46. 國民年金保險基金歷年投資運用損益與報酬率彙整表 

(97-104 年) 

年度 運用收益數(億元) 運用收益率(%) 投資報酬率目標值(%) 

97 2.14 2.39 - 

98 8.11 1.52 - 

99 28.36 3.74 1.34 

100 -36.09 -3.66 3.94 

101 59.55 5.06 3.686 

102 61.14 4.06 3.56 

103 106.47 6.05 3.39 

104 -9.58 -0.45 3.98 

資料來源：衛福部。 

 

(２)依據衛福部提供之說明，國民年金保險基金

於 100年出現投資虧損，係因歐洲主權債務危

機；至於 104年出現投資虧損，則因國內外金

融市場之不景氣，例如國內加權股價指數報

酬率為-10.41%、國外之摩根史丹利全球指數

(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 

Indices，MSCI)報酬率為-2.36%、巴克萊全

球債券指數報酬率為-3.15%。 

２、關於國民年金保險基金投資績效之檢討，詢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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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基局查復本院表示：「在績效檢討方面，依據

『國民年金保險基金管理運用及監督辦法』規

定，勞動基金運用局每月按時將基金之運用情

形(含國民年金保險基金運用概況表、國內委託

經營績效統計表、國民年金保險基金國外委託

經營績效統計表等報表)送勞動部勞保局，由該

局彙報國民年金監理會審議。另國民年金保險

基金每季均請國內、國外投資之委託經營業者

至勞動基金運用局進行績效檢討報告，又依據

『國民年金保險基金委託經營辦法』規定，該局

按季考核受託機構之經營績效，並函報國民年

金監理會每季績效考核報告。」勞基局並表示：

「委外經營契約通常訂 5年期，資產管理公司屬

相對報酬，採用相對型指標，故以此指標要求

國外公司。該部勞保局會每日、每月、每季均

提出檢討，並提報監理委員會審議，若績效太

差，可中途解約收回，也可能轉換其他公司，

惟某些公司有承作規模的考量，故也可能重新

招標。監理委員會每年都會進行財務檢查，財

務監理組會預先審查，提供改善意見」等語。惟

勞基局於接受本院詢問時亦坦承：「倘未達投資

目標值，目前尚無任何課責機制。」 

(三)茲表列國民年金保險基金投資報酬率如下。 

 

 

 

 

表 47. 國民年金保險基金投資報酬率與 

國內加權股價指數報酬率一覽表 

(97-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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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國民年金保險基金  

投資報酬率(%) 

國內加權股價 

指數報酬率(%) 

97 年 2.39 -46.03 
98 年 1.52 78.34 
99 年 3.74 9.58 
100 年 -3.66 -21.20 
101 年 5.06 8.90 
102 年 4.06 11.85 
103 年 6.05 8.08 
104 年 -0.45 -10.41 

資料來源：衛福部、臺灣證券交易所。 

 

國民年金保險基金投資報酬率，影響保費高

低並攸關基金財務健全，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依

上開表格分析，國內加權股價指數年度報酬率若

出現負數時，國民年金保險基金之投資報酬率縱

出現負數，然表現優於該年度之國內加權股價指

數年度報酬率；反之，國內加權股價指數年度報

酬率為正數時，國民年金保險基金該年度之投資

報酬率亦為正數，惟其表現均不及該年度之國內

加權股價指數之報酬率。國民年金保險基金投資

標的及投資報酬率攸關基金財務之健全穩定，除

應訂定基金投資報酬率之目標值外，並宜依該目

標值之達成情形，建立適當之獎勵與課責機制，

以茲激勵。 

 

調查委員：陳小紅、江綺雯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