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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研商資料 

軍、公、教及政務人員在職繳付退撫基金或儲金免納所得稅修法配

套措施說明及研商會議 

壹、 開會緣由 

一、 查本部為配合立法院司法及法制、教育文化委員會民國 109

年 12 月 2 日第 1 次聯席會議決議要求軍公教與勞工及私校

教職員在職提撥退撫基金課稅方式一致，前擬具公務人員退

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政務人

員退撫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

理條例（以下其簡稱基管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上述草

案均經考試院審議竣事，刻正由立法院審議。至於涉及軍職

人員及教育人員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以下簡稱服

役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

條例（以下簡稱公立學校退撫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亦

刻正由立法院審議中。其中服役條例草案經 110 年 4 月 7日

立法院第 10 屆第 3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 10 次全體委員

會議初審後，其草案條文全數照行政院版通過；公立學校退

撫條例草案經同年月 15 日立法院第 10 屆第 3會期司法及法

制委員會與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聯席會議初審，其第 8條涉及

公立學校教職員在職繳付退撫基金或儲金免納所得稅修正

部分，亦按行政院版通過；退撫法修正草案則於同年月 30

日經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初審通過。 

二、 茲以本次修法內容涉及在職軍、公、教及政務人員繳付退撫

基金或儲金免計入薪資收入課稅，以及已退人員所領取於前

開法案修正施行後之退撫給與應計入退休所得課稅等實務

問題，然因於立法院審查時，迭有委員提案或質詢，針對本

次修正計稅方式之施行日期，表達應即早施行之意見，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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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議題預為因應，並研議適當之配套措施，本部爰於 110

年 4 月 28 日先行邀集相關中央主管機關召開研商會議，並

獲致共識如下： 

(一) 有關現職軍、公、教及政務人員繳付退撫基金或儲金免納

入薪資收入課稅相關法案修正施行後，各機關需配合修正

之薪資系統如係行政院主計總處開發者，由該總處負責修

正；地方政府部分，則由本部另行邀集研商。至於若有涉

及各類人員薪資發放作業之規範，則由各主管機關自行檢

討修正。 

(二) 本次修法施行後仍在職之軍、公、教及政務人員，其退休

(職、伍)所得應按比例課稅部分，由退撫新、舊制給與發

放機關分別按各自發放金額計算免稅額；須課稅者，再開

立扣繳憑單，交由退休人員於申報年度所得稅時併同申

報。另財政部國稅局將依退休人員之退休資料加總計算退

休總所得及應繳稅額，爰請各退休審定主管機關，每年將

審定退休(職、伍)案之個人資料，提供財政部國稅局為計

算退休人員應繳稅額之依據。 

(三) 為保障本次修法後仍在職之軍、公、教及政務人員權益，

其退撫新制給與須納稅之金額，應以其所領取之新制退撫

給與總額乘以其於「修法後繳付退撫基金期間應稅年資」

佔其「所具退撫新制總年資」之比例(以月計)計算。 

(四) 本次修法生效日期如溯及 110 年 1 月 1 日施行，就所得稅

之申報及扣繳，各主管及有關機關均表達會配合執行，惟

對施行前已由扣繳義務機關(各服務機關)自薪資預扣之所

得稅，將因施行日期溯及生效而生溢繳應退還稅款之執行

問題，宜協請立法委員同意留待次年度申報所得稅時，再

一併辦理退稅。另可否溯及施行，亦須考量各地方政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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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能配合，爰應盡速邀集各地方政府開會研商。 

(五) 現職軍、公、教人員因案停職者，於復職補薪時所一併補

繳退撫基金之費用，分別按實際補繳退撫基金之期間，併

入各該年度補發之薪資所得作為免稅額度計算，並由納稅

義務人申報補薪當年度之所得稅時，於申報書中註明各年

度補發之薪資所得明細表及繳納退撫基金費明細，供財政

部國稅局計算補徵綜合所得稅。 

(六) 有關本次修法得免納入薪資收入課稅之範圍，除現職人員

按月繳付之基金費用外，應包含各類人員退撫法律所訂依

其他原因補繳之基金費用本息，後續法制上應配合之文字

調整，依立法程序辦理。 

三、 茲以前開會議中，於論及修法後須修正發放機關之薪資系

統，以及修法如溯及生效，各發放機關能否執行等議題時，

相關主管機關均建議本部應另洽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以下簡稱輔導會)及各地方政府意見，是為求周妥，爰召

開本次會議。 

貳、 討論議題 

案由一：有關現職軍、公、教及政務人員於前開法案修正施行後，

其繳付退撫基金或儲金免納入薪資收入課稅，於各機關

按月扣繳之相關作業，有何應配合修正之相關法規？又

作業系統部分(如：薪資系統等)應配合調整部分為何?  

說明： 

一、 現行軍、公、教及政務人員之退撫給與扣稅機制依基管

條例第 9條等規定，係採行在職繳付退撫基金費用，並

無免納所得稅之規定，惟依法退休（職、伍、資遣）或

離職時，其所具退撫新制年資之退離給與，以及亡故後

遺族所領撫卹金、遺屬金及其孳息，均得免納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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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繳稅在前、免稅在後」。而前述退撫法律相關修正

草案已參照勞工和私校教職員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4

條第 4項及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

離職資遣條例第 8 條第 11 項等規定，修正為在職自行

提撥退休金部分得免納所得稅，並於退休（職、伍）後

所領取退撫給與，照所得稅法課徵所得稅，即「免稅在

前、繳稅在後」之所得稅計算方式。 

二、 據此，有關軍、公、教及政務人員原應計稅之每月繳付

退撫基金或儲金費用，應配合修正為免稅。於輔導會及

各地方政府按月扣繳之相關作業規範（如：主計或出納）

是否有應配合修正之法規？如有，相關法制作業之修正

期程能否於本次修法施行前完成修正？所需作業時間

多久? 

三、 另實務作業上，因部分地方政府之薪資及出納系統屬自

行開發，修正相關系統所須作業時間多久?有無需要中

央主管機關配合之處? 

 

決議： 

 

案由二、有關前開法案修正施行後仍在職之軍、公、教及政務人

員，其退休所得應按比例課稅部分，如比照現職人員薪

資報稅方式，由退撫新、舊制給與發放機關分別按各自

發放金額計算免稅額，須課稅者，再開立扣繳憑單，交

由退休人員申報年度所得稅時併同申報。另財政部國稅

局將依退休人員之退休資料加總計算退休總所得及應

繳稅額。其中屬於地方政府自行審定之退休案件，每年

應將審定資料提供財政部國稅局，相關規範執行上有無

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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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一、 查 87 年 6 月 22 日以後退休（職）之公（政）務人員，

其所領取之各項退撫所得達扣稅標準者，依法須課徵所

得稅。有關退職人員領取之各項退撫所得，應如何計算

扣繳所得稅，經數次函請財政部釋復後，本部於 91 年 2

月 1 日以部退二字第 0912105396 號函通函略以，政府

各級機關給付退職所得，應以「發給機關」之責應扣繳

單位主管為扣繳義務人依法辦理扣繳。是公（政）務人

員領取之各項退撫所得達扣稅標準應納稅款，應由「各

服務機關(即發放機關)」計算扣繳。而因「退撫新制退

撫給與」按現行基管條例第 9條之規定，係免納所得稅，

是本次配合前開退撫法律相關修正草案提繳免稅修法

後，「退撫新制退撫給與」須與「退撫舊制退撫給與」

合計應稅，並按所得稅法定額免稅之標準(109 年分期領

取者為新台幣 78 萬 1000 元。一次領取者，總額在 18

萬元乘以退職年資之金額以下者，免稅；超過上述金額

且未達 36 萬 2 千元乘以退職年資之金額部分，以其半

數列所得額；超過 36 萬 2 千元乘以退職年資之金額部

分，全數列所得額)，予以課稅。據此，未來退撫新、

舊制退撫給與如達應稅之扣繳義務機關，經與財政部研

議後，初步仍維持上開由各新、舊制發放機關申報及扣

繳之作法，並於各年度報稅時再由退休人員自行申報。 

二、 次查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及前述財政部之意見，現行法

規似尚無法由「非」發放機關（各服務機關）辦理申報

及扣繳事宜。且除法制上之問題外，亦為避免退撫新、

舊制發放機關如由其中之一機關彙同申報退撫新、舊制

應計稅之退撫給與，徒增公文往返確認之行政成本且影

響正確性，爰本部前開 110 年 4 月 28 日會議獲初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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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略以，由退撫新、舊制給與發放機關分別按各自發放

金額計算免稅額，須課稅者，再開立扣繳憑單，交由退

休人員於申報年度所得稅時併同申報。另財政部國稅局

將依退休人員之退休資料加總計算退休總所得及應繳

稅額，較為簡便。 

三、 另為使財政部國稅局能掌握修法施行後退休人員之新

舊制年資及所得資料，以計算應申報及扣繳稅額是否無

誤，爰屬於地方政府自行審定之退休案件(如縣市立高

級中等學校以下教師、雇員及比照警佐待遇人員等)，

每年應定期將審定資料提供財政部國稅局。 

四、 上述做法，是否妥適?有無執行之困難?請討論。 

 

決議： 

 

案由三：為保障本次修法後仍在職之軍、公、教及政務人員權益，

其退撫新制給與須納稅之金額，應以其所領取之新制退

撫給與總額乘以其於「修法後繳付退撫基金期間應稅年

資」佔其「所具退撫新制總年資」之比例(以月計)計算。 

   說明： 

一、 配合本次相關法律之修正，將課稅機制改為「免稅在

前，繳稅在後」，然對於已退休（職、伍）及現職公務

人員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已依原規定計稅之年資，仍

應保障該年資所計得退撫給與金額全部免稅之權益。據

此，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第 9條第 1項即明定，屬於前開修法施行前已計稅之繳

付基金費用年資所計得之退撫新制給與，仍免納所得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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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上，本部前開 110 年 4 月 28 日會議獲致結論略以，

本次修法後仍在職之軍、公、教及政務人員，其退休後

所領取退撫新制給與須納稅之金額，應以其所領取之新

制退撫給與總額乘以其於「修法後繳付退撫基金期間應

稅年資」佔其所具退撫新制總年資之比例(以月計)計
算。上述計算方式是否妥適，請討論。 

 

決議： 

 

案由四：前開修法草案如最後經立法院審議通過之施行日期溯及

生效，對於前述相關實務扣繳及申報作業有何影響?需

作何種配套處理措施? 

說明： 

一、 茲為配合前開退撫法律相關修正草案，尚有前述作業事

項須時調整、修正，應給予各有關機關適度之準備時

間，是為利新制上路，爰訂自 111 年 1 月 1 日施行，以

期完備。 

二、 然因部分立法委員迭有擬溯及生效（溯自 110 年 1 月 1

日）之意見，據此，若修法完成確按上開溯及之日期生

效，經與財政部研商結果，對於扣繳義務機關隔年一月

開立扣繳憑單作業尚無影響，惟對施行前已由扣繳義務

機關自薪資預扣之所得稅，如因溯及生效恐生溢繳退還

問題，處理程序較為繁複。 

三、 是為瞭解各地方政府實務執行作業困難之處，俾於後續

立法院審議過程提供立法委員參考，爰請各機關就本次

修法如溯及生效，相關申報及扣繳作業執行上有無困

難，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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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案由五：因案停職(聘)之軍、公、教人員於復職時一次補繳停職

(聘)期間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其繳付之基金費用計算

免稅額度之方式，以及因其他原因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人

員，其所繳付之基金費用如何計算免稅額度等擬議處理

方式。 

說明： 

一、 茲以本次立法院審議軍、公、教及政務人員在職繳付退

撫基金費用免納入薪資收入課稅相關法案時，立法委員

劉世芳曾就因案停職人員，於復職時所一次補繳退撫基

金費用本息是否適用本次修法，得不納入薪資收入計算

一事提出質詢，並請本部妥為研議。經與相關主管機關

討論後，決議就現職軍、公、教人員因案停職者，於復

職補薪時所一併補繳退撫基金之費用，分別按實際補繳

退撫基金之期間，併入各該年度補發之薪資所得作為免

稅額度計算，並由納稅義務人申報補薪當年度之所得稅

時，於申報書中註明各年度補發之薪資所得明細表及繳

納退撫基金費明細，供稽徵機關計算補徵綜合所得稅。 

二、 另考量軍公教人員除按月繳付基金費用外，尚有其他補

繳退撫基金之原因，擬一併納入免計入薪資收入納稅之

範圍。 

三、 上述擬議，是否妥適?請討論。 

 

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