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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現況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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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現況說明

本部對於公務人員退休給與機制已經做的改革及仍存
在的問題

退休部分:100年起實施的興革措施

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延後（「75
制」改「85制」）

刪除55歲加發5個基數之一次退
休金規定

調高退撫基金法定提撥費率為
12%至15%

限制配偶支領月撫慰金之條件

從嚴規範退休再任者停發月退休
金及停辦優惠存款之條件

仍存在的問題：

大多數人仍然過早支
領退休年金(見附表1)

退休所得替代率仍有
偏高現象(見附表2-
1、2-2、2-3)

仍然採行「確定給付
制」政府及退撫基金
財務負擔壓力持續沈
重(見附表3)

公保部分:公保年金化方案(公保法
草案已於101.11.13送立法院審議)

已
經
做
的
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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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5

44.04

43.76

43.02

42.97

42.42

42.69

43.02

43.58

43.46

月起支

53.94

53.92

54.08

53.87

53.61

53.62

53.87

54.07

54.63

54.89

月起支

55.2

55.16

55.21

55.52

55.41

55.19

55.33

55.71

55.74

56.38

月起支

資料來源：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統計資料

29.91

34.32

35.99

30.75

33.20

30.92

29.74

28.47

28.74

28.71

年齡

54.17

53.96

53.99

53.95

53.76

55.32

54.98

54.54

54.06

53.87

年齡 人數人數年齡人數

13008556055.2010361100

7597478055.16901399

4860431755.25719598

單位:人、年齡

年度
公務人員 教育人員 軍職人員

91 6446 56.6 9487 10053

92 7322 55.86 8889 10435

93 7254 55.85 10931 14144

94 7983 55.41 7270 14906

95 7344 55.21 5423 12441

96 6664 55.47 4625 8519

97 6388 55.53 4389 10191

附表1：軍公教人員近10年退休(伍)人數及年齡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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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1： 退休所得替代率公式

≦75%~90%
月退休金+優存利息

本(年功)俸+專業加給加權平均數+(主管加給)+年終工作奬金1/12

月退休金＋優存利息(公保年金)

本(年功)俸＋專業加給＋(主管加給)

100年方案

≦80%

未來改革

≦75%~95%
月退休金+優存利息

本(年功)俸×2(＝全薪130倍)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

≦97.5%~123.5%(全薪)

∥

≦84%~101%(全薪)

∥

≦80%(全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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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6至105年公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率發展情形：

退休金(不含優存利息)所得替代率概算：(以30年退休年資計)

退休等級 五功十 七功六 八功六 九功七 十二功四

主管/非主管 主管 非主管 主管 非主管 主管 非主管 主管 非主管 主管 非主管

退休所得
替代率

101年退休 83% 89% 81% 88% 78% 86% 79% 89% 62% 81%

102年退休 83% 89% 81% 88% 78% 86% 79% 89% 62% 81%

103年退休 83% 89% 81% 88% 78% 86% 79% 89% 62% 81%

104年退休 83% 89% 81% 88% 78% 86% 79% 89% 62% 81%

105年退休 83% 89% 81% 88% 78% 86% 79% 89% 62% 81%

本表所稱「退休所得替代率」，係指退休人員退休後所領月退休金占退休前薪資所得之比率。

民國101至105年公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率發展情形

附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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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1至105年公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率發展情形

退休金(不含優存利息)所得替代率概算：(以35年退休年資計)

本表所稱「退休所得替代率」，係指退休人員退休後所領月退休金占退休前薪資所得之比率。

退休等級 五功十 七功六 八功六 九功七 十二功四

主管/非主管 主管 非主管 主管 非主管 主管 非主管 主管 非主管 主管 非主管

退休所得
替代率

101年退休 90% 96% 88% 95% 85% 93% 85% 96% 67% 87%

102年退休 92% 98% 90% 97% 86% 95% 87% 98% 69% 89%

103年退休 93% 100% 92% 99% 88% 97% 89% 100% 70% 91%

104年退休 95% 102% 93% 101% 90% 99% 91% 101% 72% 93%

105年退休 95% 102% 93% 101% 90% 99% 91% 101% 72% 93%

附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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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撫
新制

退撫
舊制

退撫經費

108年

100年

3,255億

1兆7,001億

軍職人員

116年120年用磬年度

107年109年
首次收支
不足年度

1兆9,125億7,936億7,934億潛藏負債

6兆531億2兆6,573億1兆6,957億潛藏負債

合計教育人員
公務人員

(含政務人員)

新、舊制退撫經費潛藏負債情形

註：
1.舊制潛藏負債係依行政院主計總處100年度中央政府總決算總說明揭露資料填列，指未來
30年中央及地方政府應負擔之退撫經費支出數額。

2.新制潛藏負債係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精算資料填列，指以100年12月31日
為精算基準日，計算已退休之軍、公、教、政務人員未來領取之給付及在職人員於退休後
應領取之淨給付合計數。

附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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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改革原則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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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改革原則與方向

改革原則

健全退休制度，確保退休基金永續經營

合理退休所得，符合社會公平與世代正義

受益原則：繳多領多、繳少領少

照顧弱勢：高所得者少領、低所得者應受最低生活保障

溫和漸進改革，規劃適切配套務求其可行

兼顧信賴保護，追求國家永續與全民公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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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改革原則與方向

改革方向

結構上

制度上

逐步走向確定提撥制（多層次年金）

確定給付制 → 確定給付兼確定提撥制

調降退休所得（優惠存款併入調整）：
最高本俸2倍的95％ →最高不超過現職薪

資的80％

延後退休金起支年齡

60歲 → 65歲（「85制」改「90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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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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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改革方案

建立多層次退休年金制度新進人員適用

現職人員適用

合理調整退休所得(含18％改革)已退人員適用

調降退休所得替代率

調整退撫基金提撥率機制

延後退休及年金起支年齡

提高退撫基金投報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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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人員－建構多層次退休年金制度

參、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改革方案(結構性)

屬於DB
公保年金

上限：11.375％

屬於DB
退休年金
上限：75％

第一層

DB

上限：15%

第二層

DB

上限：30%

第三層

DC

目標：30%

多層次年金架構圖

35年所得上限
86.375%(本俸2倍)

35年所得上限
75%(本俸1.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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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人員－建構多層次退休年金制度(續)

參、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改革方案(結構性)

第二層

第一層

層別

採行DC，引進商業年金，設計投資商品，提

供公務人員自主理財平台（建置完善帳戶管

理系統）並搭配實施稅賦優惠配套機制

確定提撥制退休金

（職業年金）

維持DB，但增加個人負擔比重，分散政府責

任（政府及個人均為50％）

確定給付制退休金

（職業年金）

維持DB，希望整合各類社會保險年金為一致

性基礎年金，作為強制性社會安全制度

確定給付公保年金

（基礎年金）

重點說明年金類別

＊考量現行退撫基金仍有潛藏負債，如立即改採完全D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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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俟將來時機成熟與國家政經環境許可，再走向完全DC。

＊上述第二層年金為雙層制之職業年金，亦規劃月退休金起支年齡為65歲並
搭配實施展期及減額月退休金，同時將退休與撫卹合併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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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改革方案（制度性）
現職人員
一.延後月退休金起支年齡

延後月退休金起支年齡：60歲（85制）→65歲（90制）。

1)年資滿25年未滿30年自願退休者，月退休金起支年齡為65歲年資

滿30年以上者，月退休金起支年齡為60歲。

2)搭配展期及減額月退休金。

3)針對若干特殊危勞職務者(如警察、消防及醫護人員)另作規劃。

4)為求溫和漸進及務實可行，與85制之10年緩衝期（指標數）銜接

（如右表）：

自115年起均須俟65歲或60歲始得支領月退休金。

89114

88113

87112

86111

85110

指標數退休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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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改革方案（制度性）
現職人員

二.調降退休所得替代率

＊退休所得替代率計算式：

＊調降方式：

1. 調整退休金計算基準：自105年起最後在職「10年平均俸額」

逐年調降至110年為「15年平均俸額」（含新、舊制退休金）

2. 調降退休金基數內涵：

1)兼具新、舊制年資者，其新制退休金之基數內涵，自105年起，從

本俸2倍逐年調降至109年為「平均俸額」1.6倍。

2)純新制者，其新制退休金之基數內涵，自105年起，從本俸2倍逐

年調降至108年為「平均俸額」 1.7倍。

＊為減輕改革衝擊、防止搶退並符合釋字525號解釋意旨，採逐年調

降方式（如下表）。

月退休金＋優存利息(公保年金)

本(年功)俸＋專業加給＋(主管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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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改革方案（制度性）

現職人員－採逐年調降退休金計算基準及基數內涵（如下表）

最後在職15年平均俸額110以後

1.假設方案自105年1月1日起實施。

2.由於兼具新、舊制年資者之退休所得與純新制年資者相較，顯有偏高現象，爰規劃前者退休

金基數之調降幅度較後者調降幅度大。

平均俸額1.6倍
最後在職14年平均俸額109

108

107

106

105

年度

最後在職13年平均俸額

最後在職12年平均俸額

最後在職11年平均俸額

最後在職10年平均俸額

計算基準

平均俸額1.7倍

平均俸額1.7倍

平均俸額1.8倍平均俸額1.8倍

平均俸額1.9倍平均俸額1.9倍

平均俸額2倍平均俸額2倍

純新制年資者兼具新、舊制年資

退休金基數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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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改革方案（制度性）

現職人員

三.調整退撫基金提撥率機制

1.調高退撫基金提撥率：12％→15％→18％。

2.調整政府及個人負擔比例：65％及35％→50%及50%。

＊退撫基金費率無法照精算結果一直提高，必須考量政府

負擔能力。

四.優惠存款改革：

1.配合公保年金化之實施，提早停止優惠存款制度。

2.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金與養老給付優惠存款辦法第3

條第1項附表同步廢止。

3.具新舊制年資者，同已退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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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改革方案（制度性）
已退公務及政務人員－合理退休所得替代率

＊退休所得替代率計算式：

＊調降方式：

調降退休金基數內涵：

兼具新、舊制年資者（84.7.1以後退休），其新制退休金之基數內涵

逐年調降至「本俸（月俸額）」1.6倍（如下表）。

月退休金＋優存利息(公保年金)

本(年功)俸＋專業加給＋(主管加給)

退休金基數內涵實施年度

本俸額1.6倍109以後

108

107

106

105

本俸1.7倍

本俸1.8倍

本俸1.9倍

本俸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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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改革方案（制度性）

已退公務及政務人員

二.優惠存款改革

1. 84年7月1日以前退休及支領一次退休金者：維持18%優存利率

2. 84年7月2日以後退休且支(兼)領月退休金並兼具新舊年資者：

依本部審定之公保養老給付優惠存款金額計算，逐年調降18%優存利

率（如下表）：

優惠存款利率實施年度

臺灣銀行一年期定期存款固定利率＋7%
，並以9%為上限。109以後

108

107

106

105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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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改革方案（制度性）

制度性改革－配套措施

一.已退休且退休所得較低者之保障（照顧弱勢）

為部分已退人員因年資短淺或職等較低，致原退休所得較低者，

設計「退休所得扣減至相當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

給合計數額（32,160元）者，不再扣減」之最低保障。

二.避免因擇領公保年金致退休所得仍然超過現職待遇（設定上限）

針對退休人員同時領有新舊年資之退休金，再加計公保年金後，

會發生退休所得超出現職待遇情形，爰明定是類人員如選擇支領

公保年金時，其新制退休金基數內涵應再研議予以調降至本俸1.6

倍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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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改革方案（制度性）

制度性改革－配套措施

三、防搶退措施

改革方案實施前的準備時間及方案實施後的過渡期間，應於現行

「年資25年」或「年資5年以上，年齡60歲」之自願退休條件外

，增訂「任本職務最高職等年功俸最高級滿一定年限」之額外自

願退休條件。

四、檢討月退休金隨待遇調整機制

研議於適當時機（當退休人員退休所得替代率低於80%時並衡酌

整體政經環境）改按消費者物價指數 (CPI)調整退休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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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改革方案（制度性）

提高退撫基金投報率

一.短期內：

1.配合退撫基金長期經營性質，增加投資運用項目。

2.提昇委託經營績效，強化停損及退場機制。

3.組織擴編及增列員額並爭取提高專業加給及績效獎金，

引進優秀經營人才。

二.中長期：

基金管理機關應進行組織改造，研議朝向法人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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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改革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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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改革財務影響

一.個人退休所得部分

1.新進人員個人所得(多層35年；1.7倍75％)

58％67,32415,317116,245主管

75％67,32415,31789,765非主管
十二等功四

800

67％54,63813,58781,550主管

75％54,63813,58772,850非主管
九等功七

710

69％45,60011,28165,940主管

75％45,60011,28160,800非主管
七等功六

590

70％40,0059,93657,080主管

75％40,0059,93653,340非主管
五等功十

520

替代率每月退休所得每月提撥總費用現職待遇主管別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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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改革效益

一.個人退休所得部分

2.現職人員(以平均退休年資30年計算)：

1) 兼具新舊者(105年退休為例)：大致為實際薪資76.55%(五等非主

管)~69.56%(十二等非主管)，如附表4、5 。

2) 純新制者：大致為實際薪資69.01%(五等非主管)~63.22%(十二等

非主管)，如附表6。

3.已退人員(104退、30年計)：大致為實際薪資89.63%(五等非主管

)~81.54%(十二等非主管)，如附表7-9。

＊退休制度改革對公務人員每月財務支出影響

1) 新進人員採行多層次年金，以委任第五職等至第十二職等為例，

每月約須支出10000元~15500元之間，如附表10。

2) 現職人員調整提撥率機制，以委任第五職等至第十二職等為例，

調整按15%提撥金額計算每月約增加1500元~2340元之間，如附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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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現職人員退休所得影響(現職-105年退、30年)

27,786

24,188

14,744

53.72%62,442116,245主管

69.56%62,44224,85889,765非主管十二功四

(加年金)

48.40%56,26133,96777.62%90,228116,245主管

62.68%56,26131,03997.25%87,30089,765非主管十二功四

(優存)

68.05%55,49481,550主管

76.18%55,49415,86972,850非主管九功七

(加年金)

61.33%50,01129,67197.71%79,68281,550主管

68.65%50,01121,35297.96%71,36372,850非主管九功七

(優存)

71.54%40,83357,080主管

76.55%40,83311,16853,340非主管五功十

(加年金)

64.51%36,82318,75497.37%55,57757,080主管

69.04%36,82315,17897.49%52,00153,340非主管五功十

(優存)

替代率退休所得累扣金額替代率退休所得

109年(均俸15年本俸1.6倍優存定+7%)現制退休(本俸2倍)
現職待遇主管別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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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5

現職人員退休所得影響(現職-109年退、30年)

26,240

23,276

16,925

50.82%59,079116,245主管

65.82%59,07926,24089,765非主管十二功四

(加年金)

44.39%51,59733,72273.40%85,319116,245主管

57.48%51,59733,72295.05%85,31989,765非主管十二功四

(優存)

64.39%52,51181,550主管

72.08%52,51118,85272,850非主管九功七

(加年金)

56.25%45,87429,91392.93%75,78781,550主管

62.97%45,87425,48997.96%71,36372,850非主管九功七

(優存)

67.71%38,65257,080主管

72.46%38,65213,34953,340非主管五功十

(加年金)

59.21%33,79821,77997.37%55,57757,080主管

63.36%33,79818,20397.49%52,00153,340非主管五功十

(優存)

替代率退休所得累扣金額替代率退休所得

109年(均俸15年本俸1.6倍優存定+7%)現制退休(本俸2倍)
現職待遇主管別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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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

現職人員退休所得影響(現職-純新制30年)

48.82%56,748116,245主管

63.22%56,74889,765非主管十二功四

(加年金)

40.98%47,64016,05054.79%63,690116,245主管

53.07%47,64016,05070.95%63,69089,765非主管
十二功四

61.73%50,33881,550主管

69.10%50,33872,850非主管九功七

(加年金)

51.82%42,25914,23769.28%56,49681,550主管

58.01%42,25914,23777.55%56,49672,850非主管
九功七

64.49%36,81357,080主管

69.01%36,81353,340非主管五功十

(加年金)

54.14%30,90410,41272.38%41,31657,080主管

57.94%30,90410,41277.46%41,31653,340非主管
五功十

替代率退休所得累扣金額替代率退休所得

均俸15年本俸1.7倍現制退休(本俸2倍)
現職待遇主管別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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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已退人員退休所得影響(已退-104年退、30年)

62.18%72,28017,94877.62%90,228116,245主管

79.01%70,92116,37997.25%87,30089,765非主管
十二功四

78.49%64,00815,67497.71%79,68281,550主管

82.56%60,14611,21797.96%71,36372,850非主管
九功七

80.05%45,6929,88597.37%55,57757,080主管

82.55%44,0337,96897.49%52,00153,340非主管
五功十

替代率退休所得累扣金額替代率退休所得

109年(本俸1.6倍優存定+7%)現制退休(本俸2倍)
現職待遇主管別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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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8

已退人員退休所得影響(已退-99年退、30年)

63.78%74,14415,52577.14%89,669116,245主管

81.34%73,01114,21797.17%87,22889,765非主管
十二功四

80.71%65,81513,70397.51%79,51881,550主管

85.20%62,0699,37998.08%71,44872,850非主管
九功七

82.38%47,0218,45297.18%55,47357,080主管

85.13%45,4106,59397.49%52,00353,340非主管

五功十

替代率退休所得
累扣金
額

替代率退休所得

109年(本俸1.6倍優存定
+7%)

現制退休(本俸2
倍)

現職待遇主管別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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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9

已退人員退休所得影響(已退-95年退、30年)

62.23%72,34117,13776.97%89,478116,245主管

79.33%71,20815,82896.96%87,03689,765非主管
十二功四

78.74%64,21615,13397.30%79,34981,550主管

83.01%60,46910,81097.84%71,27972,850非主管
九功七

80.33%45,8519,49896.97%55,34957,080主管

82.94%44,2407,63897.26%51,87853,340非主管
五功十

替代率退休所得累扣金額替代率
退休所
得

109年(本俸1.6倍優存定+7%)
現制退休(本俸2

倍)現職待
遇

主管別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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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0

新進人員適用「兼採DB與DC 」－個人提撥金額
單位:元

上述人員在新制度下，另加計健保費及所得稅後，每月支出金額於五等人員非主管：13,953元、主管：14,213

；七等人員非主管：15,825元、主管：16,222元；九等人員非主管：19,085元、主管：19,716元；十二等人員

非主管22,060元、主管：24,073元。

+8,21215,3178,4924,1722,6547,1055,5731,533116,24526,48036,69053,075主管

+8,21215,3178,4924,1722,6547,1055,5731,53389,765036,69053,075非主
管十二

等功
四800

+7,28413,5877,5333,7002,3546,3034,9431,35981,5508,70025,77047,080主管

+7,28413,5877,5333,7002,3546,3034,9431,35972,850025,77047,080非主
管九等

功七
710

+6,04811,2816,2543,0721,9555,2334,1041,12965,9405,14021,71039,090主管

+6,04811,2816,2543,0721,9555,2334,1041,12960,800021,71039,090非主
管七等

功六
590

+5,3279,9365,5092,7061,7224,6093,61599457,0803,74018,91034,430主管

+5,3279,9365,5092,7061,7224,6093,61599453,340018,91034,430非主
管五等

功十
520

金額
每月提撥
金額

第3層
8%

第2層
7.86 %×50%

第1層
10%×50%

每月提撥
金額

第2層
15%×35%

第1層
8.25%合計

主管

加給
專業加給本俸

差異新制度現行制度現職每月薪俸

職務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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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

現職人員：調整退撫基金提撥率機制－個人財務影響

6,688
(+2,229

)

5,573
(+1,114

)

4,459

個人35％

以簡任十二等年功四800俸點

53,075每月提撥金額

9,554
(+3,185

)

7,962
(+1,593

)

6,369

個人50％

+2,866

+2,389

+1,910

差異

+2,542

+2,118

+1,695

差異

8,475
(+2,825)

7,062
(+1,412)

5,650

個人50％

5,933
(+1,978)

4,944
(+989)

3,955

個人35％

以薦任九等年功七710俸點

47,080每月提撥金額

委任五等年功十520俸點

34,430每月提撥金額

+1,859
6,198

(+2,066)
4,339

(+1,446)

18％
(較12%
增加)

+1,549
5,165

(+1,033)
3,616

(+723)

15％
(較12%
增加)

+1,2394,1322,89312％

差異個人50％個人35％

提撥率

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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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2

退職政務人員(30年＋月俸額1.6倍＋優存定+7%)

62.70%119,44022,933142,373190,500部長級

36.92%119,44022,933142,373323,490院長級

改革替代
率

改革每月所
得

扣減總金額
現行每月
所得

現職待遇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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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及基金財務效益

※以上節省效益僅為公務人員部分，若加計軍教人員改革方案，效益更大。

累積至109年當年可節省約270.5
億，長遠可節省金額更大

4.優惠存款改革

50年間政府可減少提撥約1,317
億元；以102年提撥金額計算，
當年可減少52億。(15%及50%)

3.現職人員調整
基金提撥機制

1.基金潛藏負債估算約可減少
2,286億

2.最適提撥率約可下降為
23.70%(降幅為18.95％）

3.基金收支不足及用罄年度可
分別延後至115年及130年發
生。

1.縮短支付年限並節省進用新人
薪資成本

2.退休計算基準調降，舊制退休
金成本可下降約12%

2.現職人員延後
年齡及調降退
休所得綜合效
果

1.新進人員無潛藏負債風險
2.穩定基金收入來源，維持基

本財務安全

1.無須承擔新進人員潛藏負債
2.退休金準備責任分散於個人
(政府可減少提撥476億)

1.新進人員實施
「多層次年金
」

基金財務經營部分政府減支出部分改革方案

肆、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改革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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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信賴保護原則問題

司法院釋字525號解釋

法規修正前非法令適用對象者（例如：新進人員自始非適用對象者）。

法規預先定有施行期間或因情事變遷而停止適用，不生信賴保護問題。

純屬願望、期待而未有表現其已生信賴之事實者，則欠缺信賴要件，不

在保護範圍。

任何行政法規皆不能預期其永久實施，受規範對象須已在因法規施行而

產生信賴基礎之存續期間，對構成信賴要件之事實，有客觀上具體表現

之行為，始受信賴之保護；未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之行為者，不在保護範

圍。

因公益之必要廢止法規或修改內容致人民客觀上具體表現其因信賴而生

之實體法上利益受損害，應採取合理之補救措施，或訂定合理過渡期間

之條款，俾減輕損害或以資緩和，方符憲法保障人民權利之意旨。

本次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改革採取循序漸進方式並給予緩衝及過渡

期間，不會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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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