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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我國 65歲以上的老年人口，於民國 82 年底達總人口比率 7.1％，正式邁入

聯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稱之高齡化社會（7％以上）。根據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

會之推估，65歲以上的老年人口比例於 97 年將達總人口數之 10.15％，而於 116

年達總人口數之 20.04％，人口老化速度明顯高於歐美國家，未來人口年齡結構

將更趨於高齡化。隨著我國老年人口成長，社會安全制度日益受到重視，提供

老人經濟安全之適度保障將成為我國未來福利發展之新方向。 

本研究根據世界銀行提出的「三層保障」之老年經濟安全保障制度架構為

基礎，說明我國公務人員退休制度在老年經濟安全保障方案之定位，闡述有關

第二層保障之職業退休金制度理論演變，以釐清公務人員退休金之屬性及正當

性，以助於退休制度及其財務規劃的擬定，期使整套制度循著適當的理論脈絡

而發展。基於對退休金重要性的認知，先進國家早已發展成熟的職業退休金制

度，而我國公務人員退休制度係建制於民國 32 年，實施 50 餘年，雖歷經 4 次

修正，由於退休金給付方式仍屬於恩給制，除造成財政上重大負擔外，也產生

退休給與偏低等嚴重問題，相關機關自 62 年開始研究改革，經過 22 年研議規

劃完成，自 84 年 7月 1日實施退休新制，其與舊制最大的差異，是將退休經費

籌措方式，由政府編列預算支付之恩給制，改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撥繳費用

成立退撫基金之共同提撥制，其餘退休對象、退休年資、退休條件、核給退休

金原則大致維持不變，而退休金給付方式，也維持著確定給付制。經分析新退

休制度之主要內容，實施迄今 8 年餘，有關改進退撫經費籌措方式，減輕政府

財政負擔；及提高退撫所得，加強安老卹孤之改革目標，均已獲致初步成效。

然而現階段面臨之問題，是退休經費導致各級政府財政負擔增加，且依公務人

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委託基金精算結果也顯示基金將面臨財務危機。 



II 

本研究係分析新制退休金給付方式，全面採行確定提撥制，對解決基金現

存財務危機之可行性，為便於瞭解，爰敘明確定提撥制與確定給付制之意涵與

優、缺點，及我國採用此兩種制度之適例。茲因退休金給付方式之政策變革方

案，影響層面甚廣，方案之可行性如何，必須審慎探討與分析，爰就制度變革

方案可行性列舉幾項評估面向進行分析。 

例如為解決基金財務問題，除必須從經濟上分析外，茲因制度變革方案，

必須符合現時的政治生態，始能確保政策推行之成果，方案的周詳與否，關係

到該方案能否被接受及未來能否順利執行。由於退休舊制恩給制時期，因退休

經費籌措方式不當，同樣存在著財政負擔之問題及缺失，其能於 84 年 7月改革

成功推動新退休制度，在政治方面包括政黨、民意機關、相關主管機關、公務

人員，甚至學者等等支持的因素，在現今新制推行後，為解決財政問題，而將

退休金給付方式，全面改採確定提撥制，是否同樣具有政治上支持的可能性，

自須審慎分析；此外，退休金政策之改變，直接受影響的便是公務人員之退休

所得，在退休金採行確定提撥制後，是否仍能達成新制推行時所設定之提高退

撫所得、加強安老卹孤改革目標，應為關鍵之所在，由於職業退休金理論中之

維持適當生活，係本研究在規劃退休金制度時所考量的重點，因退休後的生活

水準應能與退休前相當，乃是探討退休金制度的核心，爰列為評估面向。又世

界各國實施公務員退休金制度之經驗，包括採行確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例

證，及面臨困境或改革之趨勢，均能在我國制訂退休金政策時有所啟示，故亦

列為評估面向。本研究依據上述重要項目進行整體性評估，針對現存政經環境

及職業特性，歸納我國新制退休金採行確定給付制或確定提撥制之個別效益，

深入檢討何種給付方式較能維持公務人員權益？及退休前之生活水準？藉以說

明並支持可行方案，以作為方案選擇之參據。最後提出本研究之結論與研究發

現，進而本於基金能否永續經營，將是制度得否存續的關鍵，減少財務潛在危

機，應具有合理的制度設計與有效的經營管理之基本條件，爰研擬若干建議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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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降低財政問題的嚴重性，俾確保基金日後退休給付之能力，保障參加基

金人員之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