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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養　臺灣做得怎樣

2015-12-19  記者 竇玉帥 報導

國家發展委員會統計數據表明，到二〇一六年，臺灣六十五歲以上老年人口將超過三百一十萬，

佔總人口比例達13.3%，首次超過十四歲以下兒童人口所佔比例13.1%。老年人口如何老有所

養，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高齡化與養老難高齡化與養老難

人口高齡化是一個全球性問題，係指六十五歲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例逐漸上升的現象。依據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定義，六十五歲以上人口比例達7%即為高齡化社會，達14%為高齡社會，

超過20%則為超高齡社會。

臺灣人口高齡化的嚴峻性，在於老化速度驚人。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推計，臺灣於一九九三

年進入人口高齡化社會，將於二〇一八年進入高齡社會，用時二十五年；但二〇二五年，臺灣即

進入超高齡社會，僅用七年時間。同樣是從高齡化社會到高齡社會，從高齡社會到超高齡社會，

法國要用126年、30年，美國要用72年、20年。在這種舉世罕見的高齡化速度下，臺灣的老年

人口將迅速增加，到二〇二五年，每五個臺灣人中，便會有一個銀髮族。

臺灣未來人口結構變化預測。（圖片來源／竇玉帥製）

與老年人口迅速增加相對的，卻是臺灣愈演愈烈的少子化。現代生活導致的子女和父母分居情況

與少子化導致的少人、無人奉養現象共同造成養老難題。老年人口的撫養比迅速攀升，也表明每

個勞動力需負擔老人數量增多。從個體層面看，便是子女奉養父母的經濟負擔過重；如果父母因

病喪失行動能力，更需要子女花費大量心力。在這種情況下，養老問題必須由社會買單。

 

政策不合理政策不合理 養老難安心養老難安心

根據現行政策，臺灣養老制度主要分為兩部分，一是社會保險，包括軍人、公務員、教師的軍保

和公教保，勞工的勞保和企業年金，農民的農保，家庭婦女及其他未加入軍公教、勞保等保險者

的國民年金保險（以下簡稱國保）；一是職業退休金，包括軍公教人員退撫基金、政務人員離職

儲金，勞工退休金等。

但這套制度，在建立之初便存在致命缺陷。首先是費率不合理導致的難以為繼。臺灣勞保基金精

算報告指出，到二〇二七年，臺灣養老金要想保持收支平衡，必須將勞保費率提高到28%。而目

前軍人、公務員、教師雖然待遇最優，費率卻僅需8%，且由政府補貼的部分達到了65%；勞工

保險費率自二〇一三年起由8.5%提高到9%，預計到二〇二六年提高到12%，依然遠低於收支

平衡所需的28%。

與低費率相對的，卻是養老基金的高支出。以目前虧空最嚴重的農保為例，農民只需每月交78元

保費，便可在六十五歲以後每月領到七千元。軍公教人員則不僅每年有優厚的年終獎，其所得替

代率更是超過美國、德國，達到世界最高。

兩面夾擊使臺灣的養老制度岌岌可危，國家發展委員會十一月公佈的資料表明，農保、公教保與

軍保均已發生虧損，其中農保的虧損更是達到驚人的1470億元。而勞保和國保，也將在未來二十

年內發生虧損。臺灣聯合報系調查中心日前進行的「退休人生」調查顯示，超過六成受訪者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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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為喀報兩百三十

三期，共有十五篇稿

件，本期的類目以社

會議題為主，輔上兩

篇人物和一篇文化現象。雖然本期

嚴肅的話題偏多，但也不乏輕鬆的

文章，種類多元。側欄廣告以寒假

出國為構想，為大家提醒搭機須

知。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吳維倫吳維倫

Hi!大家好，我是吳
維倫，我是個超隨性

的人，喜歡無憂無慮

的生活也是藍白拖的

擁護者，最近學到西語中的諺語覺

得很有道理:對於自己的人生不用
太認真，因為那是你唯一無法活著

逃離的事情~~期待一整學年的喀
報發現...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蔡佳珊蔡佳珊

我是蔡佳珊，非常平

凡的台中人一枚。

不知道為什麼一到宿

舍就會很懶，能不出

門就不出門，但是一回到家就會天

天坐不住拼命往外跑。 忙起來會
忘了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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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隨著高齡化的加劇，臺灣的養老保障制度將崩潰。

臺灣社會保險制度財務狀況。（圖片來源／竇玉帥製）

從事木工行業三十年之久的匠師范振華表示，雖然早已過了退休年齡，他仍在盡可能自己養活自

己。儘管沒有參加國民年金或其他養老保險，他卻並不擔心：「要是真的喪失勞動能力，我還有

五個子女啊。」他對現行養老制度並不看好，認為軍公教人員的待遇比普通勞工好太多，有失公

平，而且有破產可能。

擔任教職二十年的國立交通大學統計學研究所洪教授，則對政府主導的養老保險表現出信心。對

養老保險的財政危機，他表示：「那麼多人的事情，政府一定會想辦法解決，即使像希臘那樣破

產，他們也有辦法解決，每個人少領一點或目前多繳一點之類。」對軍公教退休待遇優厚，他表

示，這種比較應該在同一群體進行，比如國家實驗研究院研究員或國家衛生研究院研究員（與學

校教授工作類似），雖然退休金沒有他高，薪水卻要高20%以上。

 

制度改革與長照政策制度改革與長照政策

為解決上述問題，臺灣於二〇一三年啟動改革，計劃使養老保障制度由「少繳、早退、多拿」向

「多繳、晚退、少拿」轉變。其中，勞工採用開源方法，即逐步提高保費；軍公教採用節流方

式，即逐步降低所得替代率。此外，還有延遲退休、改變退休金支付方式等措施。但一方面，改

革並未完全消除軍公教人員和其他人群的待遇差異，例如，公務員9%的存款利率比市場1%仍然

高出很多，勞保的保費上漲又會引發勞工、企業不滿；另一方面，這次改革並未徹底解決養老基

金的財政危機，只是將它們的破產時間後延，可謂治標不治本。

破產危機以外，迫在眉睫的是老年人的照顧問題。二〇一五年，全臺灣失能人口七十六萬人，二

〇三一年，這一數字將攀升至一百二十萬，其中，超過90%是六十五歲以上老人。

針對此問題，國民黨和民進黨分別提出了「多元長照　安心養老」政策和「長照10年2.0版」。

兩黨都強調長照的社區化，致力於長照人員的職業教育，但國民黨的長照版本依託社會保險，隨

健保徵收；民進黨版本則依賴賦稅制，擬以遺贈稅、營業稅和房地合一稅為財源。

兩黨長照政策主要對比。（圖片來源／竇玉帥製）

回應依賴稅收會否造成財源不穩時，民進黨新竹縣黨部主任委員林昭錡坦承「會有一點變動」，

但他同時表示「長照10年」是一個全方位的計劃性政策。對於每年330億是否夠用，新竹縣小英

後援會新聞組組長邱盈滋說：「資金分配會依照時代改變來調整，短期內不會有太大問題。」她

同時表示：「和資金相比，計劃的全面性和合理性才更重要。」

對長照資金隨健保徵收是否會加重民眾負擔，在朱立倫競選總部擔任志工的國民黨黨員林小姐表

示，具體數額會經過專家研究得出，以便做出最適當的決策；在現實問題中，政策總是追趕現實

的。對允許保險業者投資長照服務，林小姐說：「這關係到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不是只有臺灣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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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技職教育第二春再造技職教育第二春

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工程已行至中程，目標是
減少學用落差，培養畢業及就業的能力。

樣。」對保險業者的投資行爲，她表示：「會有法規規範它。」

臺灣養老問題的解決，不僅關乎三百萬老年人口的晚年生活，也關乎一千七百萬勞動者的未來負

擔，關乎臺灣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無論養老保障制度的調整，長照機制的建立和運行，都是

一個需要不斷嘗試不斷調整的過程。這一過程不僅需要政府的有效執行，還需要社會各方積極參

與，形成全方位的力量。

 

新聞小常識新聞小常識

何謂老年人口撫養比？何謂老年人口撫養比？

指六十五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例與十五至六十四歲人口佔總人口比例的比值。

何謂何謂所得替代率？所得替代率？

退休後每月退休金數額與在職時每月工資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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