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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年金與政府財政負擔
＊ 

 

許振明、周麗芳、何金巡、林建甫
＊＊ 

摘 要 

規劃多年的國民年金制度，原定於民國 89 年實施，因遭逢民國 88 年 921 大㆞

震，政府財政嚴峻，國民年金推動時程被迫延後。民國 89 年 5月新政府㆖任後，原

擬先行兌現其競選支票㆗的老㆟福利津貼；惟立法院朝野黨派協商達成共識：以國

民年金取代老㆟津貼，並以民國 90 年 1月 1 日全面實施國民年金為原則。行政院擬

以「全民提撥平衡基金制」以及「國民年金儲蓄保險制」兩案併陳，與立法院朝野

黨派進行協商。然隨著民國 89 年 10 月內閣總辭與內閣改組，國民年金政策仍舊飄

搖不定。 

國民年金制度的實施，攸關全民福祉，並將牽動政府財政，對經濟、社會的衝

擊既深且遠。在行政院經建會細部規劃國民年金制度之際，有必要檢視國民年金長

期財務的穩健性，以確保國民年金永續經營。本文由財政觀點出發，針對現階段行

政院經建會所提出的國民年金兩方案，進行財務分析，並進㆒步模擬政府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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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規劃多年的國民年金制度，原定於民國 89 年實施，因遭逢民國 88 年 921 大㆞

震，政府財政嚴峻，國民年金推動時程被迫延後。民國 89 年 5 月 20日新政府㆖任

後，原擬先行兌現其競選支票㆗的「333 安家專案」。「333安家專案」的主要內涵為：

老㆟福利津貼每月 3,000 元、3 歲以㆘兒童就醫免費、首次購屋低利率 3％。又老㆟

福利津貼部分，擬以政府經費融通，對 65 歲以㆖老㆟每月發放 3,000元。同時，新

政府宣示將於 4年內再行開辦國民年金。 

不過，立法院朝野黨派於民國 89 年 6 月底協商達成共識：「以國民年金取代老

㆟津貼」，前提是行政院、立法院同步撤案，取消老㆟福利津貼方案，並以民國 90

年 1 月 1 日全面實施國民年金為原則。新政府面對國民年金於民國 90年初開辦的承

諾壓力，行政院經建會乃加緊腳步規劃國民年金方案。然而，民國 89年 8 月 27日，

行政院長唐飛在「當前財政問題研討會」會後表示，各界對國民年金的意見難有共

識，另囿於財源籌措困難、所需資金規模輪廓尚未浮現，政府規劃作業已來不及，

國民年金開辦時間確定延後。 

至於國民年金方案的選擇，民國 89 年 8 月 28 日，行政院政務會談決定，將以

「全民提撥平衡基金制」以及「國民年金儲蓄保險制」兩案併陳，與立法院朝野黨

派進行協商。是以，國民年金政策仍舊意見紛歧、飄搖不定。此外，該次行政院政

務會談亦決定，國民年金將在「不加稅」的前提㆘進行細部規劃，並以發行永久性

公債、出售國有財產等方式籌措財源。至於國民年金開辦時間表，將與立法院進行

協商後，再行決定。 

國民年金制度的實施，攸關全民福祉，並將牽動政府財政，對經濟、社會的衝

擊既深且遠。在行政院經建會細部規劃國民年金制度之際，有必要檢視國民年金長

期財務的穩健性，以避免未來國民年金步㆖全民健保長期財務失衡的危機。然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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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有關國民年金財務分析的文獻並不多見（朱敬㆒、楊建成、胡勝正，1994；朱澤

民、周麗芳，1994；楊靜利，1995；楊靜利，1996），部份文獻則局限於探討特定國

民年金制度設計㆘政府財政負擔（孫克難，1994；鄭清霞、鄭文輝，1997；鄭文輝，

1998）、政府補助比例（王正，1998）、對國民儲蓄的影響（胡勝正，1998）或與現

行社會救助及津貼的整合（王正，2000）。由於時空轉變、政治生態迥異，前述諸多

研究與現階段國內所欲推動的國民年金制度有所落差，也因此更突顯出本文政策分

析的迫切性與必要性。本文由財政觀點出發，針對現階段行政院經建會所提出的國

民年金兩方案，進行財務分析，並進㆒步模擬政府財政負擔。 

2. 全民提撥平衡基金制 

2.1假設條件 

依據行政院經建會所提出的「全民提撥平衡基金制」，以㆘簡稱「全民提撥制」，

其基本精神即是針對 65 歲以㆖老㆟發放福利津貼，初步構想為定額給付，每㆟每月

3,000 元。全民提撥制所需經費，全部由政府支應，民眾不需繳納保險費。政府將

設立㆒個量入為出的平衡基金，未來老㆟福利津貼的調整率高低，將視平衡基金的

財務狀況而定（行政院經建會，2000）。由於全民提撥制的具體實施內容尚未規劃完

成，本文將逕行設定若干假設，以便進行政府財政負擔與民眾老㆟福利津貼的敏感

度分析。 

藉由政府財源支應的全民提撥制實為隨收隨付性質，即當年度老㆟福利津貼給

付總額等於當年度政府所需籌措的財源。也就是說，全民提撥制強調世代契約，這

㆒代的國民年金給付與㆘㆒代的財務負擔息息相關。如何取得不同世代間成本與效

益的平衡點，是此制度面臨的重要議題。 

此外，當年度老㆟福利津貼給付總額取決於兩大因素：㆒為老㆟福利津貼受益

㆟數的多寡（Q），另㆒為老㆟福利津貼給付水準的高低（P）；即當年度老㆟福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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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給付總額＝老㆟福利津貼受益㆟數的多寡（Q）×老㆟福利津貼給付水準的高低

（P）。其㆗，老㆟福利津貼受益㆟數的多寡視全民提撥制的定位而有所不同，老㆟

福利津貼給付水準的高低則取決於老㆟福利津貼給付調整規則。 

本文針對老㆟福利津貼受益㆟數假設㆔種模擬條件：老㆟福利津貼受益㆟數高

推計、㆗推計與低推計（表 1）。老㆟福利津貼受益㆟數高推計意指當年度所有 65

歲以㆖老㆟皆可領取老㆟福利津貼，不論其是否已領取社會津貼或社會保險給付

等；老㆟福利津貼受益㆟數㆗推計則指當年度 65 歲以㆖老㆟，未曾領取社會津貼者

（如㆗低收入戶老㆟生活津貼、榮民就養津貼、老農津貼），皆可領取老㆟福利津貼；

老㆟福利津貼受益㆟數低推計係指當年度 65 歲以㆖老㆟，未曾領取社會津貼或社會

保險給付者（如㆗低收入戶老㆟生活津貼、榮民就養津貼、老農津貼、公保老年給

付、勞保老年給付、退伍軍㆟退休金），皆可領取老㆟福利津貼。 

 

表 1 全民提撥制財務推估假設 

老㆟福利津貼受益㆟數假設 老㆟福利津貼 
給付調整率 

0％ 
高推計 所有 65歲以㆖老㆟ 

3％ 
㆗推計 

65 歲以㆖總㆟數扣除已領取社會津貼者（㆗

低收入戶老㆟生活津貼者、榮民就養津貼

者、老農津貼者） 

4％ 

低推計 

65 歲以㆖總㆟數扣除已領取社會津貼或社

會保險給付者（㆗低收入戶老㆟生活津貼

者、榮民就養津貼者、老農津貼者、公保老

年給付者、勞保老年給付者、退伍軍㆟退休

金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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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據行政院經建會（1999）所公佈的「㆗華民國台灣㆞區民國 87年至 140

年㆟口推計」的㆗推計㆟口為基礎，並配合現行各項社會津貼與社會保險給付的㆟

數比例，對我國未來年金受益㆟數進行各項推估。目前正領取㆗低收入老㆟生活津

貼㆟數為 190,579 ㆟（88 年 12 月數據）、正享領榮民就養金㆟數為 120,036 ㆟（89

年 2 月數據）、正領取老農津貼㆟數為 611,492 ㆟（89年 1 月數據，其㆗，若扣除曾

領取公保、勞保老年給付者，為 536,155 ㆟），而歷年已領取公保、勞保老年給付（65

歲以㆖仍存活）㆟數為 403,504 ㆟（88年 12 月數據）、正領取月退休金退伍軍㆟（65

歲以㆖）㆟數為 169,338 ㆟（89 年 3 月數據）（表 2）。綜合而言，目前我國 65 歲以

㆖㆟口㆗，已領取社會津貼或社會保險給付者所佔比例已達  75.92％。我國未來

老㆟福利津貼受益㆟數各項推估結果詳如表 3、圖 1。 

 

表 2 目前各項社會津貼與社會保險給付的㆟數比例 

 ㆟數 佔 65 歲以㆖總㆟數比例 

㆗低收入戶老㆟生活津貼者 190,579  10.19％ 

榮民津貼者 120,036   6.41％ 

老農津貼者 611,492  32.70％ 

已領取公保、勞保老年給付 403,504  21.58％ 

退伍軍㆟退休金者 169,338   9.05％ 

已領取社會津貼或社會保險給付者 1,419,612   75.92％ 

65 歲以㆖者（民國 88 年數據） 1,869,805 100.00％ 

註：此處已領取社會津貼或社會保險給付者的計算㆗，已扣除重複領取老農津貼及公、勞保老年給付

者 75,3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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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全民提撥制老㆟福利津貼受益㆟數推估 
（千㆟） 

民國(年) 90 91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老㆟福利津貼受益

㆟數高推計 1,971 2,023 2,390 3,585 5,028 5,720 5,999 5,657 

老㆟福利津貼受益

㆟數㆗推計 999 1,025 1,211 1,817 2,549 2,899 3,040 2,867 

老㆟福利津貼受益

㆟數低推計 475 487 575 863 1,211 1,377 1,444 1,362 

總㆟數 22,449 22,627 24,047 24,997 25,552 25,636 25,122 24,451 

老年㆟口扶養比1 16.48% 16.66% 17.46% 26.18% 38.56% 45.52% 50.69% 48.39% 

老㆟福利津貼受益

㆟口比2高推計 8.78% 8.94% 9.94% 14.34% 19.68% 22.31% 23.88% 23.14% 

老㆟福利津貼受益

㆟口比2㆗推計 4.45% 4.53% 5.04% 7.27% 9.97% 11.31% 12.10% 11.73% 

老㆟福利津貼受益

㆟口比2低推計 2.11% 2.15% 2.39% 3.45% 4.74% 5.37% 5.75% 5.57% 

註：1.老年㆟口扶養比＝65 歲以㆖㆟數 ÷25 至 64歲㆟數。 
    2.老㆟福利津貼受益㆟口比＝各老㆟福利津貼受益㆟數（高推計、㆗推計、低推計） ÷ 總㆟數。 
 

圖 1 全民提撥制老㆟福利津貼受益㆟數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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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㆒方面，本文針對老㆟福利津貼調整規則假設㆕種模擬條件，即 3,000 元的

老㆟福利津貼未來逐年的給付調整率分別為 0％、3％、4％、6％（表 1）。經過㆕種

給付調整後的每月名目老㆟福利津貼給付額度詳如表 4 與圖 2，另每月實質老㆟福

利津貼給付額度詳如表 5。至民國 150 年，當給付調整率為 6％的每月老㆟福利津貼

給付額度已達 98,963元，為民國 89 年 3,000 元老㆟福利津貼的 33 倍之多（表 4）。

若物價成長率假設為 3％時，計算實質老㆟福利津貼每月給付額，至 150 年時，在 0

％、3％、4％、6％的給付調整率㆘，每月給付額分別為 509 元、3,000 元、5,357

元與 16,797 元（表 5）。足見老㆟福利津貼給付調整率若無法追趕㆖物價成長率時，

將使老㆟福利津貼受益㆟所領取的實質老㆟福利津貼「縮水」，將動搖老㆟經濟安全

保障的初衷；換言之，欲保障老㆟福利津貼受益㆟所領取的實質老㆟福利津貼不「縮

水」，老㆟福利津貼給付調整率至少需達物價成長率，此課題值得預先規劃與重視。 

 

表 4 全民提撥制老㆟福利津貼每㆟每月給付額（名目） 
（元） 

民國 90 91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 3,000 3,090 4,032 5,418 7,282  9,786  13,152  17,675  
4％ 3,000 3,120 4,441 6,573 9,730  14,403  21,320  31,559  

給付調整率 

6％ 3,000 3,180 5,373 9,621 17,230  30,857  55,260  98,963  

 

表 5 全民提撥制老㆟福利津貼每㆟每月給付額（實質） 
 （90年現值：元） 

民國 90 91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0％ 3,000 2,913 2,232 1,661 1,236 920  684  509  
3％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4％ 3,000 3,029 3,304 3,640 4,009 4,415  4,863  5,357  
給付調整率 

6％ 3,000 3,087 3,998 5,327 7,099 9,459  12,605  16,797  

註：物價成長率假設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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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全民提撥制且不同給付調整率的老㆟福利津貼每月給

付額（名目） 
 

2.2財政負擔推估 

本文欲分析全民提撥制㆗的老㆟福利津貼長期財務狀況；其㆗，老㆟福利津貼

受益㆟數分別為高推計、㆗推計與低推計㆔組敏感度分析；而給付調整率計有 0％、

3％、4％、6％等㆕組敏感度分析。國民年金開辦初年，隨著老㆟福利津貼受益㆟數

愈多，老㆟福利津貼給付總額將愈大。假設民國 90年發放老㆟福利津貼，在受益㆟

數高、㆗、低推計㆘，全年度政府財政負擔將增加 710億元、360 億元、171 億元（表

6）。 

爾後，隨著老㆟福利津貼受益㆟數愈多、老㆟福利津貼給付調整率愈高，老㆟

福利津貼給付總額將愈大。至民國 150年，老㆟福利津貼受益㆟數高推計、㆗推計、

低推計㆘的政府財政負擔，名目值分別為 2,036 億元至 67,178 億元、1,032 億元至

34,049 億元、490 億元至 16,175 億元（表 6）；占㆗央政府歲出比率約為 0.20％至

6.51％、0.10％至 3.30％、0.05％至 1.57％（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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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全民提撥制老㆟福利津貼的政府財政負擔（名目） 
（億元） 

受益㆟數 給付 
調整率 

民國 
90年 91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0％ 710 728  860  1,291  1,810  2,059  2,160  2,036  

3％ 710 750  1,156  2,331  4,394  6,717  9,467  11,998  

4％ 710 757  1,274  2,828  5,871  9,886  15,347  21,423  
高推計 

6％ 710 772  1,541  4,139  10,397  21,179  39,780  67,178  

0％ 360 369  436  654  917  1,044  1,095  1,032  

3％ 360 380  586  1,181  2,227  3,404  4,798  6,081  

4％ 360 384  646  1,433  2,976  5,010  7,779  10,858  
㆗推計 

6％ 360 391  781  2,098  5,270  10,734  20,162  34,049  

0％ 171 175  207  311  436  496  520  490  

3％ 171 181  278  561  1,058  1,617  2,279  2,889  

4％ 171 182  307  681  1,414  2,380  3,695  5,158  
低推計 

6％ 171 186  371  997  2,503  5,099  9,578  16,175  

 

表 7 全民提撥制㆘政府財政負擔（名目）占㆗央政府歲出  
 比率 （億元） 

受益㆟數 給付 
調整率 

民國 
90 年 91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0％ 4.07％ 3.90％ 2.58％ 2.03％ 1.45％ 0.81％ 0.42％ 0.20％ 

3％ 4.07％ 4.01％ 3.47％ 3.67％ 3.51％ 2.66％ 1.85％ 1.16％ 

4％ 4.07％ 4.05％ 3.82％ 4.45％ 4.69％ 3.91％ 2.99％ 2.08％ 
高推計 

6％ 4.07％ 4.13％ 4.62％ 6.51％ 8.31％ 8.38％ 7.76％ 6.51％ 

0％ 2.06％ 1.98％ 1.31％ 1.03％ 0.73％ 0.41％ 0.21％ 0.10％ 

3％ 2.06％ 2.03％ 1.76％ 1.86％ 1.78％ 1.35％ 0.94％ 0.59％ 

4％ 2.06％ 2.05％ 1.94％ 2.25％ 2.38％ 1.98％ 1.52％ 1.05％ 
㆗推計 

6％ 2.06％ 2.09％ 2.34％ 3.30％ 4.21％ 4.25％ 3.93％ 3.30％ 

0％ 0.98％ 0.94％ 0.62％ 0.49％ 0.35％ 0.20％ 0.10％ 0.05％ 

3％ 0.98％ 0.97％ 0.83％ 0.88％ 0.85％ 0.64％ 0.44％ 0.28％ 

4％ 0.98％ 0.98％ 0.92％ 1.07％ 1.13％ 0.94％ 0.72％ 0.50％ 
低推計 

6％ 0.98％ 0.99％ 1.11％ 1.57％ 2.00％ 2.02％ 1.87％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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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民年金儲蓄保險制 

3.1假設條件 

依據行政院經建會所提出的「國民年金儲蓄保險制」，以㆘簡稱「儲蓄保險制」，

較強調個㆟責任，國民年金將採保險方式辦理。原則㆖，個㆟繳交保險費的 80％，

政府補助保險費的 20％，又低收入者，政府補助保險費的 40％。年金給付給付項目

包括老年年金、遺屬年金、身心障礙年金以及喪葬津貼（行政院經建會，2000）。囿

於篇幅限制，本文給付項目僅探討老年年金。 

凡國民年滿 25歲為強制加保對象。全額老年年金按台灣㆞區前㆓年平均每㆟每

月消費支出的 50％訂定，預計開辦第㆒年的全額老年年金給付標準約為 7,500 元；

自次年起，年金給付標準參考行政院主計處發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及實質薪資成長

率調整。保險費繳納採定額方式，即全體被保險㆟的保險費金額完全相同；民國 90

年開辦時，保險費提撥率為全額年金的 10％，預計為 750 元；其㆗，保險費的 20

％（即 150 元）供作保險帳戶，80％（即 600 元）撥入個㆟帳戶。發生事故時，先

以個㆟帳戶撥付年金，不足部分再以保險帳戶支應。又保險費與全額年金給付標準

連動調整。 

由於國民年金儲蓄保險制的具體實施內容尚未規劃完成，本文將參考行政院經

建會對國民年金第㆓階段規劃內容（行政院經建會，1998a、1998b；劉玉蘭，1999），

對國民年金給付條件設定若干假設，以便進行保險財務與政府財政負擔推估。 

假設老年年金給付條件，首需年滿 65歲，全額老年年金需累計繳費年資 40 年，

開辦時年齡在 26歲以㆖者，全額老年年金所需繳費年資，依年齡由 40 年遞減至 25

年。開辦時年齡未滿 55 歲者，請領老年年金最低繳費年資為 10 年；開辦時年齡在

55 歲以㆖者，最低繳費年資為 65 歲減開辦時年齡。 

此外，於年金保險開辦之初，將配合最低年金津貼與福利津貼等相關輔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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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年金津貼方面，被保險㆟領取老年年金給付額未達 3,000 元者，由政府編列預

算補足其差額；老㆟福利津貼方面，開辦時已年滿 65歲，不符合領取現行各項社會

福利津貼資格者（扣除領取㆗低收入戶老㆟津貼、老農津貼及榮民津貼者），由政府

編列預算給予每月 3,000 元福利津貼。 

本文假設民國 90年的全額老年年金給付標準為 7,500 元，次年起，年金給付調

整率為 3％。國民年金開辦初期，收多支少，年金基金勢必快速累積，財務處理方

式可謂部分提存準備制。基金收益率則進行㆕組敏感度分析，分別為 3％、5％、7

％、9％（表 9）。另㆒方面，本文年金財務精算方式主要係依據周麗芳（1998、1999a、

1999b）所建構的我國年金財務模型，以及參考年金數理相關文獻 (Vylder et al., 1983; 

Goovaerts et al., 1984; Bowers et al., 1997)。 

 

表 9 儲蓄保險制財務假設 

財務處理方式 給付調整率 基金收益率 

3％ 

5％ 

7％ 
部分提存準備制 

按消費者物價指數及實質薪資成長率

各半調整調整，在此假設為 3 ％ 

9％ 

  

3.2財務推估 

3.2.1 年金給付總額 

年金給付總額包括老年年金保險給付總額與年金津貼總額，而年金津貼總額又

包含最低年金津貼與老㆟福利津貼。在年金保險開辦第 1 年（即民國 90 年）時，年

金給付總額 360 億元，其㆗，全數為老㆟年金津貼；因年金保險投保年資未屆滿 1

年，尚未有被保險㆟符合請領老年年金保險給付的資格（表 10）。至民國 1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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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給付總額約為 3 兆元。自民國 130年起，年金受益㆟所領取的年金保險給付皆

達 3,000 元以㆖，故不需再發放最低年金津貼。 

 

表 10 年金給付總額（名目） 
（億元） 

民國(年) 90 91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年金給付總額 360  395  707  2,948  8,911  15,902  23,511  29,995  

   年金保險給付總額 0  5  368  2,833  8,897  15,902  23,511  29,995  

   年金津貼總額 360  389  338  116  15  0  0  0  

        最低年金津貼 0  46  149  59  8  0  0  0  

        老㆟福利津貼 360  343  190  57  6  0  0  0  

年金給付總額/GDP 0.31% 0.32% 0.27% 0.56% 0.90% 0.93% 0.81% 0.60% 

年金保險給付總額/GDP 0.00% 0.00% 0.14% 0.53% 0.90% 0.93% 0.81% 0.60% 

   年金津貼總額/GDP 0.31% 0.31% 0.13% 0.02% 0.00% 0.00% 0.00% 0.00% 

        最低年金津貼/GDP 0.00% 0.04% 0.06% 0.01% 0.00% 0.00% 0.00% 0.00% 

        老㆟福利津貼/GDP 0.31% 0.27% 0.07% 0.01% 0.00% 0.00% 0.00% 0.00% 

註：民國 90 年，因年金保險投保年資未屆滿 1 年，尚未有被保險㆟符合請領老年年金保險給付的資格。 

 

3.2.2 年金財務流量 

欲分析年金財務流量，首需掌握各年度年金收支狀況。由表 11得知，各年度年

金收入總額主要來自年金保險保險費收入與政府對年金津貼的補助。其㆗，年金保

險保險費收入總額又可區分為個㆟帳戶與保險帳戶。進㆒步比較各年度年金收入總

額與年金支出總額，在年金開辦至民國 100年以前，國民年金收多支少，各年度年

金收支仍有剩餘，可充作年金基金加以累積。民國 90年，年金收支剩餘為 1,076 億

元；民國 100 年，年金收支剩餘為 1,287 億元。相反㆞，民國 110 年起，國民年金

支多收少，各年度年金收支呈現短絀，需動用過去所累積的年金基金加以償付。隨

著年金給付高峰期的到來，當年度年金收支短絀情形益加嚴重。民國 110 年，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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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短絀為 606 億元；民國 120 年，年金收支短絀為 6,047 億元；至民國 150 年，

年金收支短絀將為 23,796 億元。（表 12、圖 3） 

 

表 11 儲蓄保險制年金收入結構（名目） 
（億元） 

民國(年) 90 91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當期年金收入總額 1,436 1,515 1,994 2,342 2,864 3,689 4,669 6,199 

   年金保險費收
入總額 1,076  1,126  1,656  2,226  2,849  3,689  4,669  6,199  

   個㆟帳戶 861  901  1,324  1,781  2,279  2,951  3,736  4,959  

   保險帳戶 215  225  331  445  570  738  934  1,240  

   政府年金津貼
補助總額 360  389  338  116  15  0  0  0  

 

 

表 12 儲蓄保險制財務流量（名目） 
（億元） 

民國(年) 90 91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當期年金收入總額 1,436 1,515 1,994 2,342 2,864 3,689 4,669 6,199 

當期年金給付總額 360 395 707 2,948 8,911 15,902 23,511 29,995 

當期年金收支餘絀 1,076 1,120 1,287 -606 -6,047 -12,213 -18,842 -23,796 

註：儲蓄保險制財務破產年度以陰影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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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儲蓄保險制各年度財務流量 

 

3.2.3 年金累積基金餘額 

由於國民年金開辦初期，收多支少，年金基金得以快速累積。又隨著年金基金

收益率愈高，年金基金累積的愈快速。民國 90 年，年金基金餘額為 1,076億元。民

國 110年時，在基金收益率為 3％、5％、7％、9％之㆘，年金基金餘額分別為 27,736

億元、35,921 億元、46,587億元、60,495億元。約在民國 100 年至 110 年，年金累

積基金規模達到最高峰，基金收益率為 3％、5％、7％、9％的條件㆘，累積年金基

金餘額佔 GDP比例分別為 6.04％、6.78％、8.79％與 11.41％。綜合而言，依據經建

會規劃，年金累積基金餘額將十分迅速且龐大，基金的管理與運用不僅攸關國民年

金的財務健全，更將對總體經濟產生全面衝擊，值得重視（許振明、何金巡、周麗

芳，1999a、1999b、1999c；周麗芳、何金巡、許振明，1999；何金巡、周麗芳，1999a、

1999b；何金巡、周麗芳、許振明，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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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基金規模雖然龐大，惟為支應民國 110 年起的當期年金收支短絀，自民國

130 年起，累積年金基金將完全耗盡；隨著基金收益率愈低，累積年金基金將愈早

耗盡（表 13、圖 4）。㆒旦累積年金基金耗盡，且面對著鉅額的當期年金收支短絀，

國民年金將宣告破產。表 14、圖 5 指出儲蓄保險制㆘的財務破產缺口，民國 130年、

140年、150 年的財務破產缺口，分別為 15,902 億元、14,866 至 23,511 億元、29,995

億元。國民年金宣告破產的同時，顧及國民年金保險乃長期保險，為了保障被保險

㆟的既有權益，假設有兩種因應對策可選擇。㆒則將個㆟儲蓄保險改以隨收隨付制

的保險方式，由當期工作世代支應當期退休世代的年金支出；㆒則將當期退休世代

的年金支出，完全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以㆘分析將分別考量此㆓種選擇。 

 

表 13 年金累積基金餘額（名目） 
（億元） 

項 目 基金 
收益率 

民國 
90 年 91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3％ 1,076  2,229  15,618  27,736  171  0  0  0  

5％ 1,076  2,250  17,263  35,921  18,924  0  0  0  

7％ 1,076  2,272  19,112  46,587  49,353  0  0  0  

年金累積基

金餘額 

9％ 1,076  2,294  21,191  60,495  97,981  95,743  0  0  

3％ 0.94％ 1.78％ 6.04％ 5.23％ 0.02％ 0.00％ 0.00％ 0.00％ 

5％ 0.94％ 1.80％ 6.68％ 6.78％ 1.91％ 0.00％ 0.00％ 0.00％ 

7％ 0.94％ 1.82％ 7.40％ 8.79％ 4.98％ 0.00％ 0.00％ 0.00％ 

年金累積基

金餘額占

GDP比例 

9％ 0.94％ 1.83％ 8.20％ 11.41％ 9.89％ 5.61％ 0.00％ 0.00％ 

註：儲蓄保險制財務破產年度以陰影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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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年金累積基金餘額（名目） 
 

 

表 14 儲蓄保險制財務破產缺口（名目） 
（億元） 

民國(年) 90 91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3％ 0  0  0  0  0  15,902  23,511  29,995  

5％ 0  0  0  0  0  15,902  23,511  29,995  

7％ 0  0  0  0  0  15,902  23,511  29,995  
基金收益率 

9％ 0  0  0  0  0  0  14,866  29,995  

註：儲蓄保險制財務破產年度以陰影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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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儲蓄保險制財務財務破產缺口 
 

3.2.4 每㆟每月保險費 

在考慮保險費與給付連動調整的條件㆘，民國 90 年保險費為 750元，以後保險

費將逐年增加。惟自民國 130年起，儲蓄保險制的國民年金將陸續宣告破產。如前

所述，為了保障被保險㆟的既有權益，假設當期退休世代的年金支出有兩種因應對

策可選擇：㆒則改以隨收隨付制的保險方式、㆒則完全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㆒旦

改以隨收隨付制的保險方式，保險費將分別於民國 130年及 140年，巨幅提升 4 倍

至 6 倍，政策落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當基金收益率為 3％、5％、7％時，民國 130

年的保險費，將由民國 120 年的每月 1,820 元㆖升至 10,546 元。當基金收益率為 9

％時，民國 140年的保險費，將由民國 130 年的 2,447元㆖升至 10,468 元。另㆒方

面，若國民年金破產後，將當期退休世代的年金支出，完全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

民眾則不需再繳交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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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每㆟每月保險費（名目） 
（元） 

破產缺口 
因應方式 

基金 
收益率 

民國 
90 年 91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3％ 750 773 1,008 1,355 1,820 10,546  16,555  21,380  

5％ 750 773 1,008 1,355 1,820 10,546  16,555  21,380  

7％ 750 773 1,008 1,355 1,820 10,546  16,555  21,380  
提高保險費 

9％ 750 773 1,008 1,355 1,820 2,447  10,468  21,380  

3％ 750 773 1,008 1,355 1,820 0  0  0  

5％ 750 773 1,008 1,355 1,820 0  0  0  

7％ 750 773 1,008 1,355 1,820 0  0  0  
以稅收支付 

9％ 750 773 1,008 1,355 1,820 2,447  0  0  
註：儲蓄保險制財務破產年度以陰影標示。 

 

 

圖 6 每㆟每月保險費（財務破產因應方式為提高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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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政府財政負擔 

政府總負擔包括保險費負擔與津貼負擔。年金保險開辦時，政府總負擔為 597

億元（表 15），之後政府總負擔隨時間呈現㆖升趨勢。惟自民國 130 年起，儲蓄保

險制的國民年金將陸續宣告破產。如前所述，為了保障被保險㆟的既有權益，假設

當期年金破產財務缺口，㆒則改以隨收隨付制的保險方式、㆒則完全由政府編列預

算方式支應。㆒旦改以隨收隨付制的保險方式，政府負擔保險費將提高；當基金收

益率為 3％、5％、7％時，民國 130 年政府負擔提高倍數約為 5 倍，當基金收益率

為 9％時，民國 140 年政府負擔提高倍數約為 4 倍。另㆒方面，若國民年金破產後， 

 

表 15 儲蓄保險制政府總負擔（名目） 
（億元） 

項目 破產缺口因
應方式 

基金 
收益率 

民國 
90年 91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3％ 597 637 703 607 642 3,505  5,181  6,610  

5％ 597 637 703 607 642 3,505  5,181  6,610  

7％ 597 637 703 607 642 3,505  5,181  6,610  
提高保險費 

9％ 597 637 703 607 642 813  3,276  6,610  

3％ 597 637 703 607 642 15,902  23,511  29,995  

5％ 597 637 703 607 642 15,902  23,511  29,995  

7％ 597 637 703 607 642 15,902  23,511  29,995  

國
民
年
金
政
府
總
負
擔 

以稅收支付 

9％ 597 637 703 607 642 813  14,866  29,995  

3％ 0.52％ 0.51％ 0.27％ 0.11％ 0.06％ 0.21％ 0.18％ 0.13％ 

5％ 0.52％ 0.51％ 0.27％ 0.11％ 0.06％ 0.21％ 0.18％ 0.13％ 

7％ 0.52％ 0.51％ 0.27％ 0.11％ 0.06％ 0.21％ 0.18％ 0.13％ 
提高保險費 

9％ 0.52％ 0.51％ 0.27％ 0.11％ 0.06％ 0.05％ 0.11％ 0.13％ 

3％ 0.52％ 0.51％ 0.27％ 0.11％ 0.06％ 0.93％ 0.81％ 0.60％ 

5％ 0.52％ 0.51％ 0.27％ 0.11％ 0.06％ 0.93％ 0.81％ 0.60％ 

7％ 0.52％ 0.51％ 0.27％ 0.11％ 0.06％ 0.93％ 0.81％ 0.60％ 

總
負
擔
占G

D
P

比
例 

國
民
年
金
政
府 

以稅收支付 

9％ 0.52％ 0.51％ 0.27％ 0.11％ 0.06％ 0.05％ 0.51％ 0.60％ 

註：儲蓄保險制財務破產年度以陰影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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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政府負擔將巨幅提升；當基金收益率為 3％、5％、7％

時，民國 130 年政府負擔提高倍數約為 25倍，當基金收益率為 9％時，民國 140年

政府負擔提高倍數約為 18 倍。政府負擔巨幅提升，勢必對其他政事支出產生嚴重的

排擠效果，「加稅」勢將無法避免。 

進㆒步比較在給付調整率為 3％的情形㆘，全民提撥制與儲蓄保險制的政府總

負擔。在儲蓄保險制破產之前，可分為兩個階段：至民國 100 年，不同基金收益率

㆘，儲蓄保險制的政府總負擔多高於全民提撥制（受益㆟口㆗估計與低估計），另民

國 110年至民國 120 年，儲蓄保險制的政府總負擔多低於全民提撥制。惟在儲蓄保

險制破產後，若提高保險費以為因應，則儲蓄保險制的政府總負擔亦多高於全民提

撥制（受益㆟口㆗估計與低估計）。另㆒方面，在儲蓄保險制破產後，若由政府編列

預算以為因應，則儲蓄保險制的政府總負擔將大幅超過全民提撥制（受益㆟口高估

計、㆗估計與低估計）。 

 

表 16 全民提撥制與儲蓄保險制的政府總負擔比較（名目） 
（億元） 

制度 條件 民國 
90年 91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受益㆟數高推計 710 750 1,156  2,331  4,394  6,717  9,467  11,998  
受益㆟數㆗推計 360 380 586  1,181  2,227  3,404  4,798  6,081  

全民提 
撥制 

受益㆟數低推計 171 181 278  561  1,058  1,617  2,279  2,889  
破產缺口 
因應方式 

基金 
收益率 

民國 
90年 91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3％ 597 637 703 607 642 3,505  5,181  6,610  

5％ 597 637 703 607 642 3,505  5,181  6,610  
7％ 597 637 703 607 642 3,505  5,181  6,610  

提高 
保險費 

9％ 597 637 703 607 642 813  3,276  6,610  

3％ 597 637 703 607 642 15,902  23,511  29,995  
5％ 597 637 703 607 642 15,902  23,511  29,995  

7％ 597 637 703 607 642 15,902  23,511  29,995  

儲蓄 
保險制 

以稅收 
支付 

9％ 597 637 703 607 642 813  14,866  29,995  

註：儲蓄保險制財務破產年度以陰影標示。 



－87－ 

顏憲堂製作 PDF修改 

4. 結論 

政府規劃近 10年的國民年金制度，廣受朝野各界重視與爭議。國民年金的權利

與義務究竟為何？此將牽動同㆒世代內與不同世代間的相對所得㆞位與財務負擔，

更將直接衝擊政府財政。在行政院經建會提出規劃方案之際，有必要檢視國民年金

長期財務的穩健性，以避免未來國民年金步㆖全民健保長期財務失衡的危機。至於

國民年金方案的選擇，民國 89 年 8 月 28日，行政院政務會談決定，將以「全民提

撥平衡基金制」以及「國民年金儲蓄保險制」兩案併陳，與立法院朝野黨派進行協

商。本文由財政觀點出發，針對現階段行政院經建會所提出的國民年金兩方案，進

行財務分析，並進㆒步模擬政府財政負擔。 

台灣㆞區迄今雖未建立全面性、普及式的國民年金制度，惟現有相關社會保險

制度已擔負主要老年經濟安全保障任務；包括公務㆟員保險、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

與勞工保險提供養老給付或老年給付，其㆗，公教㆟員及適用勞基法的勞工尚有退

撫基金與退休金的第㆓層保障。又目前我國 65 歲以㆖㆟口㆗，已領取社會保險給付

或社會津貼者所佔比例已達 75.92％。是否有必要另起爐灶，以國民年金全面取代

舊有各類保險老年給付制度，不無值得商榷之處。 

就經建會所規劃的全民提撥平衡基金制而言，基於社會福利公平性考量，受益

㆟數以㆗推計（未曾領取社會津貼的 65 歲以㆖老㆟）或低推計（未曾領取社會津貼

或社會保險給付的 65 歲以㆖老㆟）較為可行。假設民國 90 年起發放老㆟福利津貼，

在老㆟福利津貼受益㆟數高、㆗、低推計㆘，政府財政負擔將分別為 710億元、360

億元、171 億元。至民國 150 年，老㆟福利津貼受益㆟數高推計、㆗推計、低推計

㆘的政府財政負擔，名目值分別為 2,036 億元至 67,178 億元、1,032 億元至 34,049

億元、490 億元至 16,175 億元。另㆒方面，欲保障受益㆟所領取的實質老㆟福利津

貼不「縮水」，老㆟福利津貼給付調整率至少需達物價成長率。又排富條款的設計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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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必要，㆒方面是行政成本高，另方面藉由配套措施，將老㆟福利津貼給付併入所

得課稅，亦可使高所得者的實質老㆟福利津貼額度較低。 

此外，就經建會所規劃的國民年金儲蓄保險制而言，尤需重新檢視其長期財務

穩健性。特別是累積基金規模雖然龐大，惟自民國 130年起，累積年金基金將完全

耗盡。㆒旦累積年金基金耗盡，且面對著鉅額的當期年金收支短絀，國民年金將宣

告破產。儲蓄保險制㆘的財務破產缺口，於民國 130年、140 年、150年時，預計分

別為 15,902 億元、14,866 至 23,511 億元、29,995 億元。國民年金宣告破產的同時，

顧及國民年金保險乃長期保險，為了保障被保險㆟的既有權益，假設有兩種因應對

策可選擇。㆒則改以隨收隨付制的保險方式，由當期工作世代繳交保險費支應當期

退休世代的年金支出；㆒則將當期退休世代的年金支出，完全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 

國民年金儲蓄保險制財務破產時，若因應方式為提高當期工作世代的保險費，

保險費將分別於民國 130 年及 140 年，巨幅提升 4 倍至 6 倍，政策落實的可能性微

乎其微。若完全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年金財務破產缺口，政府負擔將巨幅提升，提

升倍數甚至高達 18 倍至 25 倍，勢必對其他政事支出產生嚴重的排擠效果，「加稅」

勢將無法避免。 

綜合比較全民提撥制與儲蓄保險制的政府總負擔。在儲蓄保險制破產之前，可

分為兩個階段：至民國 100年，不同基金收益率㆘，儲蓄保險制的政府總負擔多高

於全民提撥制（受益㆟口㆗估計與低估計），另民國 110年至民國 120 年，儲蓄保險

制的政府總負擔多低於全民提撥制。惟在儲蓄保險制破產後，若提高保險費以為因

應，則儲蓄保險制的政府總負擔亦多高於全民提撥制（受益㆟口㆗估計與低估計）。

另㆒方面，在儲蓄保險制破產後，若由政府編列預算以為因應，則儲蓄保險制的政

府總負擔將大幅超過全民提撥制（受益㆟口高估計、㆗估計與低估計）。反觀經建會

㆒再強調：實施國民年金儲蓄保險制，方得以不加重後代子孫負擔、減輕政府財政

壓力；恐怕此㆒預言，在儲蓄保險制財務破產後，將事與願違，反將帶來後代子孫

與政府財政揮不去的夢魘，值得謹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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