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設定天花板與樓地板

調降�1�8�%

改革的效益

註：新制是指民國84年7月1日開始實施之儲金制，有別於民國84年7月1日以前之

舊制。

註：本摺頁係依民國102年4月11日考試院送請立法院審議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

草案彙製。

任職滿25年但尚未構成月退休金之起支年齡時，除可自願退休請領一次退

休金外，另可選擇待年滿月退休金起支年齡之日起開始領取。或者，提前於

年滿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前，開始領取減額月退休金；每提前1年，減發4%，

最多得提前5年，減發20%。

實施展期及減額年金

確定提撥�(�D�C�)�-目標：�2�0�%

公
保
年
金 確定給付�(�D�B�)�-上限：�1�5�%

引進商業年金管理方式

確定給付�(�D�B�)�-上限：�4�0�%

政府：�6�0�%

個人：�4�0�%
繳費負擔

考量現行退撫基金仍有潛藏負債，如立即改採完全�D�C，退撫基金立刻減

少收入來源，短期內就會破產，風險過大，故採行緩和漸進走向兼採確

定給付與確定提撥制。

確
定
提
撥
之
所
得
替
代
率
目
標
為
：

確
定
給
付
之
所
得
替
代
率
為
：

減輕退撫基金的潛藏負債約�2�,�1�0�7億元

改
革
前

�1�2�,�2�4�8
億元

�1�0�,�1�4�1
億元改

革
後

潛
藏
負
債

所得替代率≦�8�0�%� 

�3�2�,�1�6�0元

天花板

樓地板

天花板是指退休所得替代率不得超過�8�0％，使退休所得合理化。

退
休
年
金

現
職
人
員

適用
對象

�(本俸�x�2�)�x費率�x分擔比

現行85制： 改為90制：

�1�2�% 調整至�1�5�%�~�1�8�%

�(本俸�x逐年調降至�1�.�7�)�x費率�x分擔比

項目 現行制度 調整方式

分擔比：公務人員� �/� 政府
� �=� �3�5：�6�5

分擔比：公務人員� �/� 政府� �=� �4�0�%：�6�0�%
繳費
公式

提撥費率

月退休
金起支
年齡

退休金
基數內
涵

退休金
基數內
涵

優惠

存款

優惠
存款

�1�.年資滿�2�5年、年滿
�6�0歲

�2�.年資滿�3�0年、年滿
�5�5歲

新制年資以「本俸�x�2」
計算

新制年資以

「本俸�x�2」計算

同現職人員

月退休金加計優惠存
款利息所得總計不得
超過�7�5�%�~�9�5�%

調降新制年資基數內涵如下：

�1�.年資滿�2�5年、年滿�6�5歲
�2�.年資滿�3�0年、年滿�6�0歲
※�9�0制之實施將與�8�5制之�1�0年緩衝期�(
指標數�)銜接

�1�.具新舊制年資者：自�1�0�5年起從「本俸
�x�2」逐年調降至�1�0�9年「均俸�x�1�.�6」

�2�.純新制年資者：自�1�0�5年起從「本俸
�x�2」逐年調降至�1�0�8年「均俸�x�1�.�7」

�1�.�8�4年�7月�1日以前退休者：維持�1�8�%

�2�.�8�4年�7月�2日以後退休且兼具新舊制年

資者�(含支領一次退休金及月退休金�)：

自�1�0�5年起，公保養老給付之�1�8�%逐年

調降，�1�0�6年調降至�1�2�%，之後逐年調

降�1�%，至�1�1�0年調降至臺灣銀行一年

期定期存款利率�+�7�%，並以�9�%為上

限。一次退休金之�1�8�%維持不變。

�1�.配合公保年金化提早停止優存制度。
�2�.兼具新舊制年資者：同已退人員優惠
存款利率調降方案

調降新制年資基數內涵；自�1�0�5年起從
「本俸�x�2」逐年調降至�1�0�9年「本俸
�x�1�.�6」

已
退
休
人
員

以50年為精算期，前30年期間的效益最大

節省政府財務�(公務預算部分�)超過�4�,�0�0�0億元

延後起支年齡
�(節省�4�0�2億�)

調整退休金計算基準
�(節省�5�6�4億�)

調整月撫慰基金
�(節省�5�1�1億�)

調整現職人員
基金提撥機制
�(節省�3�7�0億�)

刪除年資補償金
�(節省�6�0�4億�)

新進人員提撥基金費用
�(節省�2�4�9億�)

�1�8�%改革
�(節省�1�,�4�3�2億�)

公平合理

維護尊嚴

照顧弱勢循序漸進

永續發展 年金
改革

公務人員
年金制度改革

改革的藍圖

現職及已退人員1.

新進人員2.

1.

2.
優惠存款利率實施年度

�1�0�5 �1�8�%

�1�2�%

�1�1�%

�1�0�%

�9�%

�1�0�6

�1�0�7

�1�0�8

�1�0�9

�1�1�0

天花板

樓地板是為了照顧弱勢退休人員，對於退休所得較低者，給予最低金額

之保障（根據大法官釋字第�2�8�0號解釋，以調降至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

級與專業加給合計數額為限；目前為新台幣�3�2�,�1�6�0元� ）。如因本人所具

條件（年資短淺且職等較低者）致領取的每月退休所得本來就少於

�3�2�,�1�6�0元者，則依其本身所具的條件計給退休所得（不予扣減也不予增

加）。

樓地板
55
%

20
%

臺灣銀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7�%，

並以�9�%為上限。

最後在職俸額
退休金
計算基
準

自�1�0�6年起調整為「最後在職�1�0年平均
俸額」，逐年調整至�1�1�1年「最後在職
�1�5年平均俸額」

民國102年5月

廣告



我們面臨的困境

財政懸崖

調降所得替代率

驚人的潛藏負債

養不起的未來

�1�9�9�1年

�1�0�.�3人
�2�0�1�2年

�6�.�7人
�2�0�4�0年

�2人
�2�0�6�0年

�1�.�3人

年金制度之「潛藏負債」係指該制度「截至財務精算衡量日為止，所有被

保險人之年資應計未來給付總額」。潛藏負債並不是真正的欠債，沒有還

本付息的壓力，雖然公務人員退休金的支付，幾乎都是分十幾二十年，並

不是一次支出，但潛藏負債是對年金制度需要調整因應的一項警示。

什麼是「潛藏負債」？

總生育率係指育齡婦女（15-49歲）一生所生育的嬰兒數。

什麼是「總生育率」？

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

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超過全國總人口7%稱為「高齡化社會」，

達14%稱為「高齡社會」，達20%稱為「超高齡社會」。

什麼是「高齡化」「高齡」「超高齡」？

軍公教退撫基金收支失衡

所得替代率偏高

改革後退休所得替代率計算公式：

月退休金�+優存利息�(或社會保險年金�)
≦�8�0�%

本�(年功�)俸＋專業加給加權平均數

少子化

台灣是稅收小國，福利大國

我國和其他國家�2�0�1�1年稅收占�G�D�P比率（％）

類別

軍

公

教

�3�6�.�7

�4�0�.�7

�4�2�.�3

�1�0�0年

�1�0�9年

�1�0�7年

�1�0�8年

�1�1�6年

�1�2�0年

費率�(�%�)

現行：�1�2
�5�,�1�7�0億元
�(�1�0�2年�/�2月�)

平衡費率�(�%�) 基金餘額 收支失衡年度 破產年度

資料來源：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公務人員退休人數與平均年齡

退
休
人
數
︵
人
︶

退休人數逐漸攀升

退休年齡逐漸下降

85 87 89 91 93 95 97 99 101

4,000

2,000

0

65

60

55

50

10,527

55.29
2,719

61.14

人

歲

人

歲 退
休
年
齡
︵
歲
︶

臺灣人口老化的速度

是歐美國家的�3倍以上！

我國在民國�8�2年已成為高齡化社會，根

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推計，民國

�1�0�7年將進入高齡社會，民國�1�1�4年邁

入超高齡社會。

1991年/10.3個勞動人口養1個老人。

2012年/6.7個勞動人口養1個老人。

2040年/2個勞動人口養1個老人。

2060年/1.3個勞動人口養1個老人。

芬
蘭

瑞
典

挪
威

丹
麥

英
國

美
國

希
臘

馬
來
西
亞

越
南

台
灣

43.444.5
43.2

48.1

35.5

25.1

31

16
14 �1�2�.�4

退休等級

所得替代率

�1�0�1年�(舊制�:�1�7年；新制�1�8年）

�1�0�2年�(舊制�:�1�6年；新制�1�9年�)

�1�0�3年�(舊制�:�1�5年；新制�2�0年�)

�1�0�4年�(舊制�:�1�4年；新制�2�1年�)

�1�0�5年�(舊制�:�1�3年；新制�2�2年�)

�9�6�%

�9�8�%

�1�0�0�%

�1�0�2�%

�1�0�2�%

�9�6�%

�9�8�%

�1�0�0�%

�1�0�1�%

�1�0�1�%

�8�7�%

�8�9�%

�9�1�%

�9�3�%

�9�3�%

五功十 九功七 十二功四
�(委任�) �(薦任�) �(簡任�)

民國�1�0�1年至�1�0�5年非主管退休人員月退休金（不含優存利息）之所得替代

率概算（以�3�5年退休年資計算）

依�1�0�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報告，潛藏負債達�1�4兆�9�,�8�6�6億元；其中勞保�6

兆�3千億，舊制軍公教人員退休金�6兆，退撫新制�1兆�9千億。

退休支出不斷增加，有如滾雪球一般，若未能及時改革，便是債留子

孫、造成”更嚴重的世代不均”。

前車之鑑，如�2�0�0�8年的冰島、�2�0�1�0年的希臘、義大利及西班牙等國。

�1�0�2年中央政府總預算將近�2兆，其中社福支出占�4�,�3�8�0億，比率為�2�3�%。

若再加上退休撫卹�(軍公教�)支出�1�,�3�3�2億，占�7�.�0�%，合計有�3�0�%�(�5�,�7�1�2億元�)

的預算用於國民的社會福利，甚至高於經濟發展和國防預算的總合。

民國�9�9年，臺灣總生育率為�0�.�8�9�5�(人�)，是全世界總生育率最低的國家

民國�1�0�0年，臺灣總生育率為�1�.�1�(人�)，再度成為全世界總生育率最低的國家

人口老化

�7�5制、�8�5制、�9�0制

老的太快

近十餘年來，公務人員退得更早，退得更多，活得更久，領得更多。

�1�0�1年平均退休年齡僅�5�5�.�2�9歲�(如下圖�)。

1.

人口問題2. 改革的主軸

延退1.

2.

*民國91-100年，基金收入成長0.52倍，但支出增加為4.2倍

*民國100年，軍人帳戶已出現入不敷出的問題

退撫新制� � �1兆�9�,�1�2�5億元�-�-�-�1�3�%

勞保� � �6兆�3�,�1�3�1億元�-�-�-�4�2�%

舊制軍公教退休金� � �6兆�5�3�1億元�-�-�-�4�0�%

其他� � �7�,�0�7�9億元�-�-�-�5�%

各國所得替代率�(�%�)

109.1

95.7

81.2

60.8

46.9 42.3 42

冰
島

20

0

40

80

60

100

120

希
臘

西
班
牙

76.6

奧
地
利

64.5

義
大
利

O
EC

D

韓
國

美
國

德
國

36.3

日
本

一般政務支出
�9�.�4％

一般補助及
其他支出
�4�.�5％ �2�3％債務支出

�6�.�8％

教育科學
文化支出

�1�8�.�9％

國防支出
�1�6％

經濟發展支出
�1�3�.�7％

社區發展及
環境保護支出

�0�.�9％
社會福利支出

�2�5年

�3�0年

�3�0年

�3�2年

�2�7年

�2�3年

�5�0歲

�5�5歲

�6�0歲

�7�5制

工作時間 退休年齡 平均領退休金時間

民國100年之前適用

�8�5制 民國100年開始實施

�9�0制 本次改革目標

主要國家工作人力實際退休年齡（�2�0�0�6�-�2�0�1�1年）

70.6

68.0 65.0 63.4 63.2
61.7

60.0
59.3

韓
國

50
55

65
60

70
75
歲

日
本

美
國

O
EC

D

加
拿
大

德
國

義
大
利

法
國

退休撫卹支出

� �7％

資料來源：OECD(薪資所得中位數者)

註:本表以102年待遇標準計算；計算退休所得替代率之現職待遇為：本俸＋專

   業加給表（一）。

*「退休年齡」：以起支月退休金之最低年齡計算。

*「平均領退休金時間」：依民國100年內政部「臺閩地區簡易生命表」之平

均餘命計算。

(男)

�1�0�2年度總預算歲出分配� � 總額：�1�9�,�0�7�5億元



我們面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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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降所得替代率

驚人的潛藏負債

養不起的未來

�1�9�9�1年

�1�0�.�3人
�2�0�1�2年

�6�.�7人
�2�0�4�0年

�2人
�2�0�6�0年

�1�.�3人

年金制度之「潛藏負債」係指該制度「截至財務精算衡量日為止，所有被

保險人之年資應計未來給付總額」。潛藏負債並不是真正的欠債，沒有還

本付息的壓力，雖然公務人員退休金的支付，幾乎都是分十幾二十年，並

不是一次支出，但潛藏負債是對年金制度需要調整因應的一項警示。

什麼是「潛藏負債」？

總生育率係指育齡婦女（15-49歲）一生所生育的嬰兒數。

什麼是「總生育率」？

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

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超過全國總人口7%稱為「高齡化社會」，

達14%稱為「高齡社會」，達20%稱為「超高齡社會」。

什麼是「高齡化」「高齡」「超高齡」？

軍公教退撫基金收支失衡

所得替代率偏高

改革後退休所得替代率計算公式：

月退休金�+優存利息�(或社會保險年金�)
≦�8�0�%

本�(年功�)俸＋專業加給加權平均數

少子化

台灣是稅收小國，福利大國

我國和其他國家�2�0�1�1年稅收占�G�D�P比率（％）

類別

軍

公

教

�3�6�.�7

�4�0�.�7

�4�2�.�3

�1�0�0年

�1�0�9年

�1�0�7年

�1�0�8年

�1�1�6年

�1�2�0年

費率�(�%�)

現行：�1�2
�5�,�1�7�0億元
�(�1�0�2年�/�2月�)

平衡費率�(�%�) 基金餘額 收支失衡年度 破產年度

資料來源：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公務人員退休人數與平均年齡

退
休
人
數
︵
人
︶

退休人數逐漸攀升

退休年齡逐漸下降

85 87 89 91 93 95 97 99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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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9
2,719

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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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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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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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口老化的速度

是歐美國家的�3倍以上！

我國在民國�8�2年已成為高齡化社會，根

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推計，民國

�1�0�7年將進入高齡社會，民國�1�1�4年邁

入超高齡社會。

1991年/10.3個勞動人口養1個老人。

2012年/6.7個勞動人口養1個老人。

2040年/2個勞動人口養1個老人。

2060年/1.3個勞動人口養1個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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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等級

所得替代率

�1�0�1年�(舊制�:�1�7年；新制�1�8年）

�1�0�2年�(舊制�:�1�6年；新制�1�9年�)

�1�0�3年�(舊制�:�1�5年；新制�2�0年�)

�1�0�4年�(舊制�:�1�4年；新制�2�1年�)

�1�0�5年�(舊制�:�1�3年；新制�2�2年�)

�9�6�%

�9�8�%

�1�0�0�%

�1�0�2�%

�1�0�2�%

�9�6�%

�9�8�%

�1�0�0�%

�1�0�1�%

�1�0�1�%

�8�7�%

�8�9�%

�9�1�%

�9�3�%

�9�3�%

五功十 九功七 十二功四
�(委任�) �(薦任�) �(簡任�)

民國�1�0�1年至�1�0�5年非主管退休人員月退休金（不含優存利息）之所得替代

率概算（以�3�5年退休年資計算）

依�1�0�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報告，潛藏負債達�1�4兆�9�,�8�6�6億元；其中勞保�6

兆�3千億，舊制軍公教人員退休金�6兆，退撫新制�1兆�9千億。

退休支出不斷增加，有如滾雪球一般，若未能及時改革，便是債留子

孫、造成”更嚴重的世代不均”。

前車之鑑，如�2�0�0�8年的冰島、�2�0�1�0年的希臘、義大利及西班牙等國。

�1�0�2年中央政府總預算將近�2兆，其中社福支出占�4�,�3�8�0億，比率為�2�3�%。

若再加上退休撫卹�(軍公教�)支出�1�,�3�3�2億，占�7�.�0�%，合計有�3�0�%�(�5�,�7�1�2億元�)

的預算用於國民的社會福利，甚至高於經濟發展和國防預算的總合。

民國�9�9年，臺灣總生育率為�0�.�8�9�5�(人�)，是全世界總生育率最低的國家

民國�1�0�0年，臺灣總生育率為�1�.�1�(人�)，再度成為全世界總生育率最低的國家

人口老化

�7�5制、�8�5制、�9�0制

老的太快

近十餘年來，公務人員退得更早，退得更多，活得更久，領得更多。

�1�0�1年平均退休年齡僅�5�5�.�2�9歲�(如下圖�)。

1.

人口問題2. 改革的主軸

延退1.

2.

*民國91-100年，基金收入成長0.52倍，但支出增加為4.2倍

*民國100年，軍人帳戶已出現入不敷出的問題

退撫新制� � �1兆�9�,�1�2�5億元�-�-�-�1�3�%

勞保� � �6兆�3�,�1�3�1億元�-�-�-�4�2�%

舊制軍公教退休金� � �6兆�5�3�1億元�-�-�-�4�0�%

其他� � �7�,�0�7�9億元�-�-�-�5�%

各國所得替代率�(�%�)

109.1

95.7

81.2

60.8

46.9 42.3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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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教育科學
文化支出

�1�8�.�9％

國防支出
�1�6％

經濟發展支出
�1�3�.�7％

社區發展及
環境保護支出

�0�.�9％
社會福利支出

�2�5年

�3�0年

�3�0年

�3�2年

�2�7年

�2�3年

�5�0歲

�5�5歲

�6�0歲

�7�5制

工作時間 退休年齡 平均領退休金時間

民國100年之前適用

�8�5制 民國100年開始實施

�9�0制 本次改革目標

主要國家工作人力實際退休年齡（�2�0�0�6�-�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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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薪資所得中位數者)

註:本表以102年待遇標準計算；計算退休所得替代率之現職待遇為：本俸＋專

   業加給表（一）。

*「退休年齡」：以起支月退休金之最低年齡計算。

*「平均領退休金時間」：依民國100年內政部「臺閩地區簡易生命表」之平

均餘命計算。

(男)

�1�0�2年度總預算歲出分配� � 總額：�1�9�,�0�7�5億元



我們面臨的困境

財政懸崖

調降所得替代率

驚人的潛藏負債

養不起的未來

�1�9�9�1年

�1�0�.�3人
�2�0�1�2年

�6�.�7人
�2�0�4�0年

�2人
�2�0�6�0年

�1�.�3人

年金制度之「潛藏負債」係指該制度「截至財務精算衡量日為止，所有被

保險人之年資應計未來給付總額」。潛藏負債並不是真正的欠債，沒有還

本付息的壓力，雖然公務人員退休金的支付，幾乎都是分十幾二十年，並

不是一次支出，但潛藏負債是對年金制度需要調整因應的一項警示。

什麼是「潛藏負債」？

總生育率係指育齡婦女（15-49歲）一生所生育的嬰兒數。

什麼是「總生育率」？

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

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超過全國總人口7%稱為「高齡化社會」，

達14%稱為「高齡社會」，達20%稱為「超高齡社會」。

什麼是「高齡化」「高齡」「超高齡」？

軍公教退撫基金收支失衡

所得替代率偏高

改革後退休所得替代率計算公式：

月退休金�+優存利息�(或社會保險年金�)
≦�8�0�%

本�(年功�)俸＋專業加給加權平均數

少子化

台灣是稅收小國，福利大國

我國和其他國家�2�0�1�1年稅收占�G�D�P比率（％）

類別

軍

公

教

�3�6�.�7

�4�0�.�7

�4�2�.�3

�1�0�0年

�1�0�9年

�1�0�7年

�1�0�8年

�1�1�6年

�1�2�0年

費率�(�%�)

現行：�1�2
�5�,�1�7�0億元
�(�1�0�2年�/�2月�)

平衡費率�(�%�) 基金餘額 收支失衡年度 破產年度

資料來源：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公務人員退休人數與平均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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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口老化的速度

是歐美國家的�3倍以上！

我國在民國�8�2年已成為高齡化社會，根

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推計，民國

�1�0�7年將進入高齡社會，民國�1�1�4年邁

入超高齡社會。

1991年/10.3個勞動人口養1個老人。

2012年/6.7個勞動人口養1個老人。

2040年/2個勞動人口養1個老人。

2060年/1.3個勞動人口養1個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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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等級

所得替代率

�1�0�1年�(舊制�:�1�7年；新制�1�8年）

�1�0�2年�(舊制�:�1�6年；新制�1�9年�)

�1�0�3年�(舊制�:�1�5年；新制�2�0年�)

�1�0�4年�(舊制�:�1�4年；新制�2�1年�)

�1�0�5年�(舊制�:�1�3年；新制�2�2年�)

�9�6�%

�9�8�%

�1�0�0�%

�1�0�2�%

�1�0�2�%

�9�6�%

�9�8�%

�1�0�0�%

�1�0�1�%

�1�0�1�%

�8�7�%

�8�9�%

�9�1�%

�9�3�%

�9�3�%

五功十 九功七 十二功四
�(委任�) �(薦任�) �(簡任�)

民國�1�0�1年至�1�0�5年非主管退休人員月退休金（不含優存利息）之所得替代

率概算（以�3�5年退休年資計算）

依�1�0�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報告，潛藏負債達�1�4兆�9�,�8�6�6億元；其中勞保�6

兆�3千億，舊制軍公教人員退休金�6兆，退撫新制�1兆�9千億。

退休支出不斷增加，有如滾雪球一般，若未能及時改革，便是債留子

孫、造成”更嚴重的世代不均”。

前車之鑑，如�2�0�0�8年的冰島、�2�0�1�0年的希臘、義大利及西班牙等國。

�1�0�2年中央政府總預算將近�2兆，其中社福支出占�4�,�3�8�0億，比率為�2�3�%。

若再加上退休撫卹�(軍公教�)支出�1�,�3�3�2億，占�7�.�0�%，合計有�3�0�%�(�5�,�7�1�2億元�)

的預算用於國民的社會福利，甚至高於經濟發展和國防預算的總合。

民國�9�9年，臺灣總生育率為�0�.�8�9�5�(人�)，是全世界總生育率最低的國家

民國�1�0�0年，臺灣總生育率為�1�.�1�(人�)，再度成為全世界總生育率最低的國家

人口老化

�7�5制、�8�5制、�9�0制

老的太快

近十餘年來，公務人員退得更早，退得更多，活得更久，領得更多。

�1�0�1年平均退休年齡僅�5�5�.�2�9歲�(如下圖�)。

1.

人口問題2. 改革的主軸

延退1.

2.

*民國91-100年，基金收入成長0.52倍，但支出增加為4.2倍

*民國100年，軍人帳戶已出現入不敷出的問題

退撫新制� � �1兆�9�,�1�2�5億元�-�-�-�1�3�%

勞保� � �6兆�3�,�1�3�1億元�-�-�-�4�2�%

舊制軍公教退休金� � �6兆�5�3�1億元�-�-�-�4�0�%

其他� � �7�,�0�7�9億元�-�-�-�5�%

各國所得替代率�(�%�)

109.1

95.7

81.2

60.8

46.9 42.3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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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教育科學
文化支出

�1�8�.�9％

國防支出
�1�6％

經濟發展支出
�1�3�.�7％

社區發展及
環境保護支出

�0�.�9％
社會福利支出

�2�5年

�3�0年

�3�0年

�3�2年

�2�7年

�2�3年

�5�0歲

�5�5歲

�6�0歲

�7�5制

工作時間 退休年齡 平均領退休金時間

民國100年之前適用

�8�5制 民國100年開始實施

�9�0制 本次改革目標

主要國家工作人力實際退休年齡（�2�0�0�6�-�2�0�1�1年）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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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薪資所得中位數者)

註:本表以102年待遇標準計算；計算退休所得替代率之現職待遇為：本俸＋專

   業加給表（一）。

*「退休年齡」：以起支月退休金之最低年齡計算。

*「平均領退休金時間」：依民國100年內政部「臺閩地區簡易生命表」之平

均餘命計算。

(男)

�1�0�2年度總預算歲出分配� � 總額：�1�9�,�0�7�5億元



我們面臨的困境

財政懸崖

調降所得替代率

驚人的潛藏負債

養不起的未來

�1�9�9�1年

�1�0�.�3人
�2�0�1�2年

�6�.�7人
�2�0�4�0年

�2人
�2�0�6�0年

�1�.�3人

年金制度之「潛藏負債」係指該制度「截至財務精算衡量日為止，所有被

保險人之年資應計未來給付總額」。潛藏負債並不是真正的欠債，沒有還

本付息的壓力，雖然公務人員退休金的支付，幾乎都是分十幾二十年，並

不是一次支出，但潛藏負債是對年金制度需要調整因應的一項警示。

什麼是「潛藏負債」？

總生育率係指育齡婦女（15-49歲）一生所生育的嬰兒數。

什麼是「總生育率」？

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

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超過全國總人口7%稱為「高齡化社會」，

達14%稱為「高齡社會」，達20%稱為「超高齡社會」。

什麼是「高齡化」「高齡」「超高齡」？

軍公教退撫基金收支失衡

所得替代率偏高

改革後退休所得替代率計算公式：

月退休金�+優存利息�(或社會保險年金�)
≦�8�0�%

本�(年功�)俸＋專業加給加權平均數

少子化

台灣是稅收小國，福利大國

我國和其他國家�2�0�1�1年稅收占�G�D�P比率（％）

類別

軍

公

教

�3�6�.�7

�4�0�.�7

�4�2�.�3

�1�0�0年

�1�0�9年

�1�0�7年

�1�0�8年

�1�1�6年

�1�2�0年

費率�(�%�)

現行：�1�2
�5�,�1�7�0億元
�(�1�0�2年�/�2月�)

平衡費率�(�%�) 基金餘額 收支失衡年度 破產年度

資料來源：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公務人員退休人數與平均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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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口老化的速度

是歐美國家的�3倍以上！

我國在民國�8�2年已成為高齡化社會，根

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推計，民國

�1�0�7年將進入高齡社會，民國�1�1�4年邁

入超高齡社會。

1991年/10.3個勞動人口養1個老人。

2012年/6.7個勞動人口養1個老人。

2040年/2個勞動人口養1個老人。

2060年/1.3個勞動人口養1個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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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等級

所得替代率

�1�0�1年�(舊制�:�1�7年；新制�1�8年）

�1�0�2年�(舊制�:�1�6年；新制�1�9年�)

�1�0�3年�(舊制�:�1�5年；新制�2�0年�)

�1�0�4年�(舊制�:�1�4年；新制�2�1年�)

�1�0�5年�(舊制�:�1�3年；新制�2�2年�)

�9�6�%

�9�8�%

�1�0�0�%

�1�0�2�%

�1�0�2�%

�9�6�%

�9�8�%

�1�0�0�%

�1�0�1�%

�1�0�1�%

�8�7�%

�8�9�%

�9�1�%

�9�3�%

�9�3�%

五功十 九功七 十二功四
�(委任�) �(薦任�) �(簡任�)

民國�1�0�1年至�1�0�5年非主管退休人員月退休金（不含優存利息）之所得替代

率概算（以�3�5年退休年資計算）

依�1�0�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報告，潛藏負債達�1�4兆�9�,�8�6�6億元；其中勞保�6

兆�3千億，舊制軍公教人員退休金�6兆，退撫新制�1兆�9千億。

退休支出不斷增加，有如滾雪球一般，若未能及時改革，便是債留子

孫、造成”更嚴重的世代不均”。

前車之鑑，如�2�0�0�8年的冰島、�2�0�1�0年的希臘、義大利及西班牙等國。

�1�0�2年中央政府總預算將近�2兆，其中社福支出占�4�,�3�8�0億，比率為�2�3�%。

若再加上退休撫卹�(軍公教�)支出�1�,�3�3�2億，占�7�.�0�%，合計有�3�0�%�(�5�,�7�1�2億元�)

的預算用於國民的社會福利，甚至高於經濟發展和國防預算的總合。

民國�9�9年，臺灣總生育率為�0�.�8�9�5�(人�)，是全世界總生育率最低的國家

民國�1�0�0年，臺灣總生育率為�1�.�1�(人�)，再度成為全世界總生育率最低的國家

人口老化

�7�5制、�8�5制、�9�0制

老的太快

近十餘年來，公務人員退得更早，退得更多，活得更久，領得更多。

�1�0�1年平均退休年齡僅�5�5�.�2�9歲�(如下圖�)。

1.

人口問題2. 改革的主軸

延退1.

2.

*民國91-100年，基金收入成長0.52倍，但支出增加為4.2倍

*民國100年，軍人帳戶已出現入不敷出的問題

退撫新制� � �1兆�9�,�1�2�5億元�-�-�-�1�3�%

勞保� � �6兆�3�,�1�3�1億元�-�-�-�4�2�%

舊制軍公教退休金� � �6兆�5�3�1億元�-�-�-�4�0�%

其他� � �7�,�0�7�9億元�-�-�-�5�%

各國所得替代率�(�%�)

109.1

95.7

81.2

60.8

46.9 42.3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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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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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支出
�1�6％

經濟發展支出
�1�3�.�7％

社區發展及
環境保護支出

�0�.�9％
社會福利支出

�2�5年

�3�0年

�3�0年

�3�2年

�2�7年

�2�3年

�5�0歲

�5�5歲

�6�0歲

�7�5制

工作時間 退休年齡 平均領退休金時間

民國100年之前適用

�8�5制 民國100年開始實施

�9�0制 本次改革目標

主要國家工作人力實際退休年齡（�2�0�0�6�-�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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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薪資所得中位數者)

註:本表以102年待遇標準計算；計算退休所得替代率之現職待遇為：本俸＋專

   業加給表（一）。

*「退休年齡」：以起支月退休金之最低年齡計算。

*「平均領退休金時間」：依民國100年內政部「臺閩地區簡易生命表」之平

均餘命計算。

(男)

�1�0�2年度總預算歲出分配� � 總額：�1�9�,�0�7�5億元



我們面臨的困境

財政懸崖

調降所得替代率

驚人的潛藏負債

養不起的未來

�1�9�9�1年

�1�0�.�3人
�2�0�1�2年

�6�.�7人
�2�0�4�0年

�2人
�2�0�6�0年

�1�.�3人

年金制度之「潛藏負債」係指該制度「截至財務精算衡量日為止，所有被

保險人之年資應計未來給付總額」。潛藏負債並不是真正的欠債，沒有還

本付息的壓力，雖然公務人員退休金的支付，幾乎都是分十幾二十年，並

不是一次支出，但潛藏負債是對年金制度需要調整因應的一項警示。

什麼是「潛藏負債」？

總生育率係指育齡婦女（15-49歲）一生所生育的嬰兒數。

什麼是「總生育率」？

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

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超過全國總人口7%稱為「高齡化社會」，

達14%稱為「高齡社會」，達20%稱為「超高齡社會」。

什麼是「高齡化」「高齡」「超高齡」？

軍公教退撫基金收支失衡

所得替代率偏高

改革後退休所得替代率計算公式：

月退休金�+優存利息�(或社會保險年金�)
≦�8�0�%

本�(年功�)俸＋專業加給加權平均數

少子化

台灣是稅收小國，福利大國

我國和其他國家�2�0�1�1年稅收占�G�D�P比率（％）

類別

軍

公

教

�3�6�.�7

�4�0�.�7

�4�2�.�3

�1�0�0年

�1�0�9年

�1�0�7年

�1�0�8年

�1�1�6年

�1�2�0年

費率�(�%�)

現行：�1�2
�5�,�1�7�0億元
�(�1�0�2年�/�2月�)

平衡費率�(�%�) 基金餘額 收支失衡年度 破產年度

資料來源：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公務人員退休人數與平均年齡

退
休
人
數
︵
人
︶

退休人數逐漸攀升

退休年齡逐漸下降

85 87 89 91 93 95 97 99 101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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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55

50

10,527

55.29
2,719

61.14

人

歲

人

歲 退
休
年
齡
︵
歲
︶

臺灣人口老化的速度

是歐美國家的�3倍以上！

我國在民國�8�2年已成為高齡化社會，根

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推計，民國

�1�0�7年將進入高齡社會，民國�1�1�4年邁

入超高齡社會。

1991年/10.3個勞動人口養1個老人。

2012年/6.7個勞動人口養1個老人。

2040年/2個勞動人口養1個老人。

2060年/1.3個勞動人口養1個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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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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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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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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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來
西
亞

越
南

台
灣

43.444.5
43.2

48.1

35.5

25.1

31

16
14 �1�2�.�4

退休等級

所得替代率

�1�0�1年�(舊制�:�1�7年；新制�1�8年）

�1�0�2年�(舊制�:�1�6年；新制�1�9年�)

�1�0�3年�(舊制�:�1�5年；新制�2�0年�)

�1�0�4年�(舊制�:�1�4年；新制�2�1年�)

�1�0�5年�(舊制�:�1�3年；新制�2�2年�)

�9�6�%

�9�8�%

�1�0�0�%

�1�0�2�%

�1�0�2�%

�9�6�%

�9�8�%

�1�0�0�%

�1�0�1�%

�1�0�1�%

�8�7�%

�8�9�%

�9�1�%

�9�3�%

�9�3�%

五功十 九功七 十二功四
�(委任�) �(薦任�) �(簡任�)

民國�1�0�1年至�1�0�5年非主管退休人員月退休金（不含優存利息）之所得替代

率概算（以�3�5年退休年資計算）

依�1�0�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報告，潛藏負債達�1�4兆�9�,�8�6�6億元；其中勞保�6

兆�3千億，舊制軍公教人員退休金�6兆，退撫新制�1兆�9千億。

退休支出不斷增加，有如滾雪球一般，若未能及時改革，便是債留子

孫、造成”更嚴重的世代不均”。

前車之鑑，如�2�0�0�8年的冰島、�2�0�1�0年的希臘、義大利及西班牙等國。

�1�0�2年中央政府總預算將近�2兆，其中社福支出占�4�,�3�8�0億，比率為�2�3�%。

若再加上退休撫卹�(軍公教�)支出�1�,�3�3�2億，占�7�.�0�%，合計有�3�0�%�(�5�,�7�1�2億元�)

的預算用於國民的社會福利，甚至高於經濟發展和國防預算的總合。

民國�9�9年，臺灣總生育率為�0�.�8�9�5�(人�)，是全世界總生育率最低的國家

民國�1�0�0年，臺灣總生育率為�1�.�1�(人�)，再度成為全世界總生育率最低的國家

人口老化

�7�5制、�8�5制、�9�0制

老的太快

近十餘年來，公務人員退得更早，退得更多，活得更久，領得更多。

�1�0�1年平均退休年齡僅�5�5�.�2�9歲�(如下圖�)。

1.

人口問題2. 改革的主軸

延退1.

2.

*民國91-100年，基金收入成長0.52倍，但支出增加為4.2倍

*民國100年，軍人帳戶已出現入不敷出的問題

退撫新制� � �1兆�9�,�1�2�5億元�-�-�-�1�3�%

勞保� � �6兆�3�,�1�3�1億元�-�-�-�4�2�%

舊制軍公教退休金� � �6兆�5�3�1億元�-�-�-�4�0�%

其他� � �7�,�0�7�9億元�-�-�-�5�%

各國所得替代率�(�%�)

109.1

95.7

81.2

60.8

46.9 42.3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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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支出

�1�8�.�9％

國防支出
�1�6％

經濟發展支出
�1�3�.�7％

社區發展及
環境保護支出

�0�.�9％
社會福利支出

�2�5年

�3�0年

�3�0年

�3�2年

�2�7年

�2�3年

�5�0歲

�5�5歲

�6�0歲

�7�5制

工作時間 退休年齡 平均領退休金時間

民國100年之前適用

�8�5制 民國100年開始實施

�9�0制 本次改革目標

主要國家工作人力實際退休年齡（�2�0�0�6�-�2�0�1�1年）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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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薪資所得中位數者)

註:本表以102年待遇標準計算；計算退休所得替代率之現職待遇為：本俸＋專

   業加給表（一）。

*「退休年齡」：以起支月退休金之最低年齡計算。

*「平均領退休金時間」：依民國100年內政部「臺閩地區簡易生命表」之平

均餘命計算。

(男)

�1�0�2年度總預算歲出分配� � 總額：�1�9�,�0�7�5億元



設定天花板與樓地板

調降�1�8�%

改革的效益

註：新制是指民國84年7月1日開始實施之儲金制，有別於民國84年7月1日以前之

舊制。

註：本摺頁係依民國102年4月11日考試院送請立法院審議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

草案彙製。

任職滿25年但尚未構成月退休金之起支年齡時，除可自願退休請領一次退

休金外，另可選擇待年滿月退休金起支年齡之日起開始領取。或者，提前於

年滿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前，開始領取減額月退休金；每提前1年，減發4%，

最多得提前5年，減發20%。

實施展期及減額年金

確定提撥�(�D�C�)�-目標：�2�0�%

公
保
年
金 確定給付�(�D�B�)�-上限：�1�5�%

引進商業年金管理方式

確定給付�(�D�B�)�-上限：�4�0�%

政府：�6�0�%

個人：�4�0�%
繳費負擔

考量現行退撫基金仍有潛藏負債，如立即改採完全�D�C，退撫基金立刻減

少收入來源，短期內就會破產，風險過大，故採行緩和漸進走向兼採確

定給付與確定提撥制。

確
定
提
撥
之
所
得
替
代
率
目
標
為
：

確
定
給
付
之
所
得
替
代
率
為
：

減輕退撫基金的潛藏負債約�2�,�1�0�7億元

改
革
前

�1�2�,�2�4�8
億元

�1�0�,�1�4�1
億元改

革
後

潛
藏
負
債

所得替代率≦�8�0�%� 

�3�2�,�1�6�0元

天花板

樓地板

天花板是指退休所得替代率不得超過�8�0％，使退休所得合理化。

退
休
年
金

現
職
人
員

適用
對象

�(本俸�x�2�)�x費率�x分擔比

現行85制： 改為90制：

�1�2�% 調整至�1�5�%�~�1�8�%

�(本俸�x逐年調降至�1�.�7�)�x費率�x分擔比

項目 現行制度 調整方式

分擔比：公務人員� �/� 政府
� �=� �3�5：�6�5

分擔比：公務人員� �/� 政府� �=� �4�0�%：�6�0�%
繳費
公式

提撥費率

月退休
金起支
年齡

退休金
基數內
涵

退休金
基數內
涵

優惠

存款

優惠
存款

�1�.年資滿�2�5年、年滿
�6�0歲

�2�.年資滿�3�0年、年滿
�5�5歲

新制年資以「本俸�x�2」
計算

新制年資以

「本俸�x�2」計算

同現職人員

月退休金加計優惠存
款利息所得總計不得
超過�7�5�%�~�9�5�%

調降新制年資基數內涵如下：

�1�.年資滿�2�5年、年滿�6�5歲
�2�.年資滿�3�0年、年滿�6�0歲
※�9�0制之實施將與�8�5制之�1�0年緩衝期�(
指標數�)銜接

�1�.具新舊制年資者：自�1�0�5年起從「本俸
�x�2」逐年調降至�1�0�9年「均俸�x�1�.�6」

�2�.純新制年資者：自�1�0�5年起從「本俸
�x�2」逐年調降至�1�0�8年「均俸�x�1�.�7」

�1�.�8�4年�7月�1日以前退休者：維持�1�8�%

�2�.�8�4年�7月�2日以後退休且兼具新舊制年

資者�(含支領一次退休金及月退休金�)：

自�1�0�5年起，公保養老給付之�1�8�%逐年

調降，�1�0�6年調降至�1�2�%，之後逐年調

降�1�%，至�1�1�0年調降至臺灣銀行一年

期定期存款利率�+�7�%，並以�9�%為上

限。一次退休金之�1�8�%維持不變。

�1�.配合公保年金化提早停止優存制度。
�2�.兼具新舊制年資者：同已退人員優惠
存款利率調降方案

調降新制年資基數內涵；自�1�0�5年起從
「本俸�x�2」逐年調降至�1�0�9年「本俸
�x�1�.�6」

已
退
休
人
員

以50年為精算期，前30年期間的效益最大

節省政府財務�(公務預算部分�)超過�4�,�0�0�0億元

延後起支年齡
�(節省�4�0�2億�)

調整退休金計算基準
�(節省�5�6�4億�)

調整月撫慰基金
�(節省�5�1�1億�)

調整現職人員
基金提撥機制
�(節省�3�7�0億�)

刪除年資補償金
�(節省�6�0�4億�)

新進人員提撥基金費用
�(節省�2�4�9億�)

�1�8�%改革
�(節省�1�,�4�3�2億�)

公平合理

維護尊嚴

照顧弱勢循序漸進

永續發展 年金
改革

公務人員
年金制度改革

改革的藍圖

現職及已退人員1.

新進人員2.

1.

2.
優惠存款利率實施年度

�1�0�5 �1�8�%

�1�2�%

�1�1�%

�1�0�%

�9�%

�1�0�6

�1�0�7

�1�0�8

�1�0�9

�1�1�0

天花板

樓地板是為了照顧弱勢退休人員，對於退休所得較低者，給予最低金額

之保障（根據大法官釋字第�2�8�0號解釋，以調降至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

級與專業加給合計數額為限；目前為新台幣�3�2�,�1�6�0元� ）。如因本人所具

條件（年資短淺且職等較低者）致領取的每月退休所得本來就少於

�3�2�,�1�6�0元者，則依其本身所具的條件計給退休所得（不予扣減也不予增

加）。

樓地板
55
%

20
%

臺灣銀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7�%，

並以�9�%為上限。

最後在職俸額
退休金
計算基
準

自�1�0�6年起調整為「最後在職�1�0年平均
俸額」，逐年調整至�1�1�1年「最後在職
�1�5年平均俸額」

民國102年5月

廣告



設定天花板與樓地板

調降�1�8�%

改革的效益

註：新制是指民國84年7月1日開始實施之儲金制，有別於民國84年7月1日以前之

舊制。

註：本摺頁係依民國102年4月11日考試院送請立法院審議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

草案彙製。

任職滿25年但尚未構成月退休金之起支年齡時，除可自願退休請領一次退

休金外，另可選擇待年滿月退休金起支年齡之日起開始領取。或者，提前於

年滿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前，開始領取減額月退休金；每提前1年，減發4%，

最多得提前5年，減發20%。

實施展期及減額年金

確定提撥�(�D�C�)�-目標：�2�0�%

公
保
年
金 確定給付�(�D�B�)�-上限：�1�5�%

引進商業年金管理方式

確定給付�(�D�B�)�-上限：�4�0�%

政府：�6�0�%

個人：�4�0�%
繳費負擔

考量現行退撫基金仍有潛藏負債，如立即改採完全�D�C，退撫基金立刻減

少收入來源，短期內就會破產，風險過大，故採行緩和漸進走向兼採確

定給付與確定提撥制。

確
定
提
撥
之
所
得
替
代
率
目
標
為
：

確
定
給
付
之
所
得
替
代
率
為
：

減輕退撫基金的潛藏負債約�2�,�1�0�7億元

改
革
前

�1�2�,�2�4�8
億元

�1�0�,�1�4�1
億元改

革
後

潛
藏
負
債

所得替代率≦�8�0�%� 

�3�2�,�1�6�0元

天花板

樓地板

天花板是指退休所得替代率不得超過�8�0％，使退休所得合理化。

退
休
年
金

現
職
人
員

適用
對象

�(本俸�x�2�)�x費率�x分擔比

現行85制： 改為90制：

�1�2�% 調整至�1�5�%�~�1�8�%

�(本俸�x逐年調降至�1�.�7�)�x費率�x分擔比

項目 現行制度 調整方式

分擔比：公務人員� �/� 政府
� �=� �3�5：�6�5

分擔比：公務人員� �/� 政府� �=� �4�0�%：�6�0�%
繳費
公式

提撥費率

月退休
金起支
年齡

退休金
基數內
涵

退休金
基數內
涵

優惠

存款

優惠
存款

�1�.年資滿�2�5年、年滿
�6�0歲

�2�.年資滿�3�0年、年滿
�5�5歲

新制年資以「本俸�x�2」
計算

新制年資以

「本俸�x�2」計算

同現職人員

月退休金加計優惠存
款利息所得總計不得
超過�7�5�%�~�9�5�%

調降新制年資基數內涵如下：

�1�.年資滿�2�5年、年滿�6�5歲
�2�.年資滿�3�0年、年滿�6�0歲
※�9�0制之實施將與�8�5制之�1�0年緩衝期�(
指標數�)銜接

�1�.具新舊制年資者：自�1�0�5年起從「本俸
�x�2」逐年調降至�1�0�9年「均俸�x�1�.�6」

�2�.純新制年資者：自�1�0�5年起從「本俸
�x�2」逐年調降至�1�0�8年「均俸�x�1�.�7」

�1�.�8�4年�7月�1日以前退休者：維持�1�8�%

�2�.�8�4年�7月�2日以後退休且兼具新舊制年

資者�(含支領一次退休金及月退休金�)：

自�1�0�5年起，公保養老給付之�1�8�%逐年

調降，�1�0�6年調降至�1�2�%，之後逐年調

降�1�%，至�1�1�0年調降至臺灣銀行一年

期定期存款利率�+�7�%，並以�9�%為上

限。一次退休金之�1�8�%維持不變。

�1�.配合公保年金化提早停止優存制度。
�2�.兼具新舊制年資者：同已退人員優惠
存款利率調降方案

調降新制年資基數內涵；自�1�0�5年起從
「本俸�x�2」逐年調降至�1�0�9年「本俸
�x�1�.�6」

已
退
休
人
員

以50年為精算期，前30年期間的效益最大

節省政府財務�(公務預算部分�)超過�4�,�0�0�0億元

延後起支年齡
�(節省�4�0�2億�)

調整退休金計算基準
�(節省�5�6�4億�)

調整月撫慰基金
�(節省�5�1�1億�)

調整現職人員
基金提撥機制
�(節省�3�7�0億�)

刪除年資補償金
�(節省�6�0�4億�)

新進人員提撥基金費用
�(節省�2�4�9億�)

�1�8�%改革
�(節省�1�,�4�3�2億�)

公平合理

維護尊嚴

照顧弱勢循序漸進

永續發展 年金
改革

公務人員
年金制度改革

改革的藍圖

現職及已退人員1.

新進人員2.

1.

2.
優惠存款利率實施年度

�1�0�5 �1�8�%

�1�2�%

�1�1�%

�1�0�%

�9�%

�1�0�6

�1�0�7

�1�0�8

�1�0�9

�1�1�0

天花板

樓地板是為了照顧弱勢退休人員，對於退休所得較低者，給予最低金額

之保障（根據大法官釋字第�2�8�0號解釋，以調降至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

級與專業加給合計數額為限；目前為新台幣�3�2�,�1�6�0元� ）。如因本人所具

條件（年資短淺且職等較低者）致領取的每月退休所得本來就少於

�3�2�,�1�6�0元者，則依其本身所具的條件計給退休所得（不予扣減也不予增

加）。

樓地板
55
%

20
%

臺灣銀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7�%，

並以�9�%為上限。

最後在職俸額
退休金
計算基
準

自�1�0�6年起調整為「最後在職�1�0年平均
俸額」，逐年調整至�1�1�1年「最後在職
�1�5年平均俸額」

民國102年5月

廣告



設定天花板與樓地板

調降�1�8�%

改革的效益

註：新制是指民國84年7月1日開始實施之儲金制，有別於民國84年7月1日以前之

舊制。

註：本摺頁係依民國102年4月11日考試院送請立法院審議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

草案彙製。

任職滿25年但尚未構成月退休金之起支年齡時，除可自願退休請領一次退

休金外，另可選擇待年滿月退休金起支年齡之日起開始領取。或者，提前於

年滿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前，開始領取減額月退休金；每提前1年，減發4%，

最多得提前5年，減發20%。

實施展期及減額年金

確定提撥�(�D�C�)�-目標：�2�0�%

公
保
年
金 確定給付�(�D�B�)�-上限：�1�5�%

引進商業年金管理方式

確定給付�(�D�B�)�-上限：�4�0�%

政府：�6�0�%

個人：�4�0�%
繳費負擔

考量現行退撫基金仍有潛藏負債，如立即改採完全�D�C，退撫基金立刻減

少收入來源，短期內就會破產，風險過大，故採行緩和漸進走向兼採確

定給付與確定提撥制。

確
定
提
撥
之
所
得
替
代
率
目
標
為
：

確
定
給
付
之
所
得
替
代
率
為
：

減輕退撫基金的潛藏負債約�2�,�1�0�7億元

改
革
前

�1�2�,�2�4�8
億元

�1�0�,�1�4�1
億元改

革
後

潛
藏
負
債

所得替代率≦�8�0�%� 

�3�2�,�1�6�0元

天花板

樓地板

天花板是指退休所得替代率不得超過�8�0％，使退休所得合理化。

退
休
年
金

現
職
人
員

適用
對象

�(本俸�x�2�)�x費率�x分擔比

現行85制： 改為90制：

�1�2�% 調整至�1�5�%�~�1�8�%

�(本俸�x逐年調降至�1�.�7�)�x費率�x分擔比

項目 現行制度 調整方式

分擔比：公務人員� �/� 政府
� �=� �3�5：�6�5

分擔比：公務人員� �/� 政府� �=� �4�0�%：�6�0�%
繳費
公式

提撥費率

月退休
金起支
年齡

退休金
基數內
涵

退休金
基數內
涵

優惠

存款

優惠
存款

�1�.年資滿�2�5年、年滿
�6�0歲

�2�.年資滿�3�0年、年滿
�5�5歲

新制年資以「本俸�x�2」
計算

新制年資以

「本俸�x�2」計算

同現職人員

月退休金加計優惠存
款利息所得總計不得
超過�7�5�%�~�9�5�%

調降新制年資基數內涵如下：

�1�.年資滿�2�5年、年滿�6�5歲
�2�.年資滿�3�0年、年滿�6�0歲
※�9�0制之實施將與�8�5制之�1�0年緩衝期�(
指標數�)銜接

�1�.具新舊制年資者：自�1�0�5年起從「本俸
�x�2」逐年調降至�1�0�9年「均俸�x�1�.�6」

�2�.純新制年資者：自�1�0�5年起從「本俸
�x�2」逐年調降至�1�0�8年「均俸�x�1�.�7」

�1�.�8�4年�7月�1日以前退休者：維持�1�8�%

�2�.�8�4年�7月�2日以後退休且兼具新舊制年

資者�(含支領一次退休金及月退休金�)：

自�1�0�5年起，公保養老給付之�1�8�%逐年

調降，�1�0�6年調降至�1�2�%，之後逐年調

降�1�%，至�1�1�0年調降至臺灣銀行一年

期定期存款利率�+�7�%，並以�9�%為上

限。一次退休金之�1�8�%維持不變。

�1�.配合公保年金化提早停止優存制度。
�2�.兼具新舊制年資者：同已退人員優惠
存款利率調降方案

調降新制年資基數內涵；自�1�0�5年起從
「本俸�x�2」逐年調降至�1�0�9年「本俸
�x�1�.�6」

已
退
休
人
員

以50年為精算期，前30年期間的效益最大

節省政府財務�(公務預算部分�)超過�4�,�0�0�0億元

延後起支年齡
�(節省�4�0�2億�)

調整退休金計算基準
�(節省�5�6�4億�)

調整月撫慰基金
�(節省�5�1�1億�)

調整現職人員
基金提撥機制
�(節省�3�7�0億�)

刪除年資補償金
�(節省�6�0�4億�)

新進人員提撥基金費用
�(節省�2�4�9億�)

�1�8�%改革
�(節省�1�,�4�3�2億�)

公平合理

維護尊嚴

照顧弱勢循序漸進

永續發展 年金
改革

公務人員
年金制度改革

改革的藍圖

現職及已退人員1.

新進人員2.

1.

2.
優惠存款利率實施年度

�1�0�5 �1�8�%

�1�2�%

�1�1�%

�1�0�%

�9�%

�1�0�6

�1�0�7

�1�0�8

�1�0�9

�1�1�0

天花板

樓地板是為了照顧弱勢退休人員，對於退休所得較低者，給予最低金額

之保障（根據大法官釋字第�2�8�0號解釋，以調降至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

級與專業加給合計數額為限；目前為新台幣�3�2�,�1�6�0元� ）。如因本人所具

條件（年資短淺且職等較低者）致領取的每月退休所得本來就少於

�3�2�,�1�6�0元者，則依其本身所具的條件計給退休所得（不予扣減也不予增

加）。

樓地板
55
%

20
%

臺灣銀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7�%，

並以�9�%為上限。

最後在職俸額
退休金
計算基
準

自�1�0�6年起調整為「最後在職�1�0年平均
俸額」，逐年調整至�1�1�1年「最後在職
�1�5年平均俸額」

民國102年5月

廣告



設定天花板與樓地板

調降�1�8�%

改革的效益

註：新制是指民國84年7月1日開始實施之儲金制，有別於民國84年7月1日以前之

舊制。

註：本摺頁係依民國102年4月11日考試院送請立法院審議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

草案彙製。

任職滿25年但尚未構成月退休金之起支年齡時，除可自願退休請領一次退

休金外，另可選擇待年滿月退休金起支年齡之日起開始領取。或者，提前於

年滿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前，開始領取減額月退休金；每提前1年，減發4%，

最多得提前5年，減發20%。

實施展期及減額年金

確定提撥�(�D�C�)�-目標：�2�0�%

公
保
年
金 確定給付�(�D�B�)�-上限：�1�5�%

引進商業年金管理方式

確定給付�(�D�B�)�-上限：�4�0�%

政府：�6�0�%

個人：�4�0�%
繳費負擔

考量現行退撫基金仍有潛藏負債，如立即改採完全�D�C，退撫基金立刻減

少收入來源，短期內就會破產，風險過大，故採行緩和漸進走向兼採確

定給付與確定提撥制。

確
定
提
撥
之
所
得
替
代
率
目
標
為
：

確
定
給
付
之
所
得
替
代
率
為
：

減輕退撫基金的潛藏負債約�2�,�1�0�7億元

改
革
前

�1�2�,�2�4�8
億元

�1�0�,�1�4�1
億元改

革
後

潛
藏
負
債

所得替代率≦�8�0�%� 

�3�2�,�1�6�0元

天花板

樓地板

天花板是指退休所得替代率不得超過�8�0％，使退休所得合理化。

退
休
年
金

現
職
人
員

適用
對象

�(本俸�x�2�)�x費率�x分擔比

現行85制： 改為90制：

�1�2�% 調整至�1�5�%�~�1�8�%

�(本俸�x逐年調降至�1�.�7�)�x費率�x分擔比

項目 現行制度 調整方式

分擔比：公務人員� �/� 政府
� �=� �3�5：�6�5

分擔比：公務人員� �/� 政府� �=� �4�0�%：�6�0�%
繳費
公式

提撥費率

月退休
金起支
年齡

退休金
基數內
涵

退休金
基數內
涵

優惠

存款

優惠
存款

�1�.年資滿�2�5年、年滿
�6�0歲

�2�.年資滿�3�0年、年滿
�5�5歲

新制年資以「本俸�x�2」
計算

新制年資以

「本俸�x�2」計算

同現職人員

月退休金加計優惠存
款利息所得總計不得
超過�7�5�%�~�9�5�%

調降新制年資基數內涵如下：

�1�.年資滿�2�5年、年滿�6�5歲
�2�.年資滿�3�0年、年滿�6�0歲
※�9�0制之實施將與�8�5制之�1�0年緩衝期�(
指標數�)銜接

�1�.具新舊制年資者：自�1�0�5年起從「本俸
�x�2」逐年調降至�1�0�9年「均俸�x�1�.�6」

�2�.純新制年資者：自�1�0�5年起從「本俸
�x�2」逐年調降至�1�0�8年「均俸�x�1�.�7」

�1�.�8�4年�7月�1日以前退休者：維持�1�8�%

�2�.�8�4年�7月�2日以後退休且兼具新舊制年

資者�(含支領一次退休金及月退休金�)：

自�1�0�5年起，公保養老給付之�1�8�%逐年

調降，�1�0�6年調降至�1�2�%，之後逐年調

降�1�%，至�1�1�0年調降至臺灣銀行一年

期定期存款利率�+�7�%，並以�9�%為上

限。一次退休金之�1�8�%維持不變。

�1�.配合公保年金化提早停止優存制度。
�2�.兼具新舊制年資者：同已退人員優惠
存款利率調降方案

調降新制年資基數內涵；自�1�0�5年起從
「本俸�x�2」逐年調降至�1�0�9年「本俸
�x�1�.�6」

已
退
休
人
員

以50年為精算期，前30年期間的效益最大

節省政府財務�(公務預算部分�)超過�4�,�0�0�0億元

延後起支年齡
�(節省�4�0�2億�)

調整退休金計算基準
�(節省�5�6�4億�)

調整月撫慰基金
�(節省�5�1�1億�)

調整現職人員
基金提撥機制
�(節省�3�7�0億�)

刪除年資補償金
�(節省�6�0�4億�)

新進人員提撥基金費用
�(節省�2�4�9億�)

�1�8�%改革
�(節省�1�,�4�3�2億�)

公平合理

維護尊嚴

照顧弱勢循序漸進

永續發展 年金
改革

公務人員
年金制度改革

改革的藍圖

現職及已退人員1.

新進人員2.

1.

2.
優惠存款利率實施年度

�1�0�5 �1�8�%

�1�2�%

�1�1�%

�1�0�%

�9�%

�1�0�6

�1�0�7

�1�0�8

�1�0�9

�1�1�0

天花板

樓地板是為了照顧弱勢退休人員，對於退休所得較低者，給予最低金額

之保障（根據大法官釋字第�2�8�0號解釋，以調降至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

級與專業加給合計數額為限；目前為新台幣�3�2�,�1�6�0元� ）。如因本人所具

條件（年資短淺且職等較低者）致領取的每月退休所得本來就少於

�3�2�,�1�6�0元者，則依其本身所具的條件計給退休所得（不予扣減也不予增

加）。

樓地板
55
%

20
%

臺灣銀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7�%，

並以�9�%為上限。

最後在職俸額
退休金
計算基
準

自�1�0�6年起調整為「最後在職�1�0年平均
俸額」，逐年調整至�1�1�1年「最後在職
�1�5年平均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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