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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性別落差分析 



社會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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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 國民年金 
農保/ 

老農津貼 

公教人員

保險 

軍人保險

(無性別

統計資料) 



• 勞工保險納保人數最多(64%)，次為國保(22%)及農保
(8%)。另公教保及軍保約僅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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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保人數比率概覽 

資料來源：我國年金制度概況彙整(統計至105.6) 4 



納保人數性別落差 

286,264 

5,062,461  

1706975 

627331 
294,525 

4,977,671  

1825377 

632539 

公教保 勞保 國保 農保 

男性 

女性 

• 公教保、勞保、國保及農保納保人數性別差異不大。 

• 勞保男性被保險人略多於女性，其餘皆是女性較多。 

• 國保女性被保險人比率為最高，惟性別落差均在2個百
分點之內。 

資料來源：歷次年金改革委員會議報告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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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歲以下  15－19歲  20－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40－44歲  45－49歲  50－54歲  55－59歲  60－64歲 

 男 94 91,208 341,345 624,246 739,243 767,558 628,971 595,504 563,395 442,122 215,988

 女 85 73,348 368,418 590,213 697,554 747,828 634,114 624,392 588,120 442,386 177,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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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6月勞保被保險人年齡性別分布 

 男 

 女 

被保險人(年齡/性別)分布-勞保 
• 兩性年齡分布相似，皆以35-39歲納保人數最多。 

• 不論男女，40-54歲納保人數皆開始下降，又男性降幅較女
性稍大，以致男性納保人數於此區間低於女性，大於55歲
之納保人數又多於女性。 

 單位:萬人 

資料來源：歷次年金改革委員會議報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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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9歲 20-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40-44歲 45-49歲 50-54歲 55-59歲 60-64歲 

 男 3,787 31,454 71,063 99,374 126,348 122,881 146,860 175,120 153,195 55,308

 女 2,397 23,755 62,689 109,515 150,441 160,505 208,422 249,129 218,009 7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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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6月底職業勞工勞保投保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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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被保險人(年齡/性別)分布-勞保 
職業工會 

• 30歲以上女性投保職業工會人數超越男性，中高齡女性投
保職業工會人數更為顯著。 

 



• 國保被保險人年齡分布較平均。 
• 除25-29歲及45-49歲區間男性人數略多於女性
外，其餘年齡女性投保人數皆多於男性。 
 

被保險人(年齡/性別)分布-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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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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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歷次年金改革委員會議報告 



被保險人(年齡/性別)分布-農保 

• 農保65歲以下之男性被保險人較多，女性人數於65
歲以上開始超越男性，兩性皆於85歲以後投保人數
快速下降，可能與健康因素及平均餘命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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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9 20-29 30-39 40-49 50-59 60-64 70-79 80-89 90-99 100歲以上 

 男 39 6459 28873 79003 126304 129297 154631 92261 10292 172

 女 17 2996 24708 60864 105345 130772 164398 123027 19983 429

39 

6459 
28873 

79003 

126304 129297 154631 

92261 

17 2996 24708 

60864 

105345 

130772 

164398 

123027 

19983 

429 

105年6月農保納保人數年齡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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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資料來源：歷次年金改革委員會議報告 



被保險人(年齡/性別)分布-公教保 

20歲以

下 

20至24

歲 

25至29

歲 

30至34

歲 

35至39

歲 

40至44

歲 

45至49

歲 

50至54

歲 

55至59

歲 

60至64

歲 

65至69

歲 

70至74

歲 

 男 4 3970 14172 30863 38077 53889 61606 42385 28387 17204 1323 14

 女 1 2424 20433 41,459 53,088 56745 58351 37652 17826 7156 36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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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年齡性別分布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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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公教人員保險年報(104年) 

• 主要納保年齡以30-54歲為主，約占全體被保險人數的
88.6%。 

• 相較於勞保，公教保在44歲以下，女性人數皆大於男性甚
多，而在45歲以後，男性人數則超越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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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薪資差異-勞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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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6月勞保投保薪資性別統計 

男 女 

 

 

• 勞保投保薪資集中於「基本工資」及「投保上限」二級距。 

• 男性有21.67%投保基本工資；女性有22.72%投保基本工資；  

• 男性有25.33%投保最高級距，女性有13.47%投保最高級距。 

 

 

 

 

資料來源：勞動部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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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薪資組人
數，占全體22%。 

最高級距組人
數，占全體19%。 



投保薪資差異-公教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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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2月公保投保薪資性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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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保薪資較勞保分散，呈現鐘型分布。男性集中在4萬5千元
組，女性則集中在3萬5千元至4萬元間。 

• 公教保大於勞保投保上限(以45000元以上計)人數約11萬餘
人(男53%，女47%)。 

 

資料來源：歷次年金改革委員會議報告(統計至105年2月底)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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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投
保上限 

公保納保薪資級距
上限為53,075元， 
特任人員一律按部
長級月俸額定為
95,250元 。 



3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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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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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保養老年金 

(私校教職員或無月退亦無優存… 

勞保老年年金 

國保老年年金 

國保老年基本保證年金 

原住民給付 

老農津貼 

年金 

女 

男 

老年給付領取人數 
• 不論一次性或年金式的老年給付，除公保外，女性領取人

數皆大於男性，其主要原因可能受到女性平均餘命較長影
響。 

• 公保不論一次養老給付或年金，男性領取人數皆較多。 

 

 

 

單位:人 

資料來源：歷次年金改革委員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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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保一次養老給付 

勞保老年一次金給付 

勞保舊制老年給付 

一次性給付 



老年給付領取金額概算 
(年金) 

• 國保基本保證年金及老農津貼給付金額無性別差異。國保
老年年金因併計A式及B式，故平均金額較基本保障年金
稍低。 

• 勞保老年年金女性平均請領金額約較男性低2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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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元 

資料來源：歷次年金改革委員會議報告，公保為臺銀網站104年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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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給付領取金額概算 
(一次金) 

1374526 

1278367 

136410 

1377259 

1281193 

9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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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保一次養老 

勞保舊制老年給付 

勞保老年一次金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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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 公保及勞保一次領取老年給付之金額，兩性差異皆不大。
勞保一次金(勞保年資未滿15年者)女性領取人數較多，但
領取金額卻較男性為低。 

 

 

 

 

單位:元 

資料來源：勞保局網站、臺灣銀行網站 15 



• 人數  勞保及軍保之男性納保人數多於女性；公教
保、國保及農保之女性納保人數多於男性。 

• 年齡  國保與農保平均女性投保年齡大於男性，而
勞保及公教保則是男性平均年齡較大。 

• 薪資  勞保最高納保薪資，男性占62%，女性占
38%；公教保最高級距(50,000~53,075)亦呈現
男性多於女性之現象，男性占74%，女性占
26%。 

• 給付  受到年資及薪資影響，領取勞保一次金人數
女性較多，勞保年金平均每月給付金額女性亦較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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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職業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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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退休金參加人數比率概覽 

資料來源：我國年金制度概況彙整(統計至105.6) 18 



職業退休金參加人數性別統計 

165,249 67,721 131,899 

3,163,988 

31,322 
123,166 121,226 20,305 

3,057,349 

27,674 

公務人員退撫 教育人員退撫 軍人退撫 勞工退休金(新制) 私校教職員退撫 

男性 

女性 

• 法定職業退休金是我國老年經濟安全第2層保障，
其中以勞工退休金參加人數最多。 

• 除教育人員退撫以女性占多數外，其餘各項職業
退休金男性參加者皆較女性多。 

單位:人 

資料來源：歷次年金改革委員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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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勞工退休金新制提繳級距統計 

男 女 

勞退新制提繳級距性別統計 

單位:人 

• 男女性人數最多者為提繳工資13,501~22,800元組。全體女性平均提繳工資為

32,095元，約為男性的80%；提繳工資在36,300元以下各組人數之女性多於

男性，提繳工資在36,301元以上各組則男性皆多於女性。 

• 提繳工資在110,101元以上者，約占全體2%，其中女性26%，男性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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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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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撫提繳級距性別統計 
• 男性人數最多者為40001~45000元組，女性為35001~40000組。 

• 女性人數僅於25001~30000及35001~40000兩組提繳級距超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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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員退撫提繳級距性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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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 除最高級距50001以上，男性人數較女性多，其餘級距女
性之人數皆多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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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退撫提繳級距性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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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 男性在各項提繳金額皆大於女性人數甚多。 

• 不分性別皆以10001~15000之提繳人數占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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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校退撫儲金提繳級距性別統計 
• 4萬元以下之級距女性多於男性。女性最多人數落在

3萬~3萬五；男性人數最多則為4萬5至5萬之級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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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退休金給付人數性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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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月退休金 勞退新制一次退休金 勞退舊制退休金 私校教職退休金(一次退) 法官退養金 

男性 

女性 

• 各項職業退休金制度，男性領取人數均較女性多。 

• 其中性別落差最大者為公務人員月退休金，女性人
數僅占整體之28.7% 

單位:人 

資料來源：各主管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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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退休金領取金額統計 

單位: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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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退休金給付金額性別統計 

6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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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員月退休金 公務人員月退休金 法官退養金 

月退休金領取金額統計 

男性 

女性 

單位:元 

• 各項職業退休金制度，男性領取金額均較
女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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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 人數  除教育人員外，各項職業退休金制
度，男性人數皆多於女性。 

• 薪資  勞退女性較多分布於薪資較低之級
距，其提繳之退休金亦較男性少。 

• 給付  職業退休金給付受到提繳薪資影響較
社會保險大，各項制度男性領取之平均金
額皆較女性多。 

 

 

 

 

 

 

 



年金性別落差分析 

28 

薪資 

水準 

年資 

累積 

家庭 

照顧 



兩性年金落差-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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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年金落差 

• 依歐盟性別平等處(EIGE)2012年調查發現，歐盟整體之年
金性別落差達38%，女性每月年金領取平均為933歐元(新
臺幣32,449元)；男性為1513歐元(新臺幣52,50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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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不同保險及津貼互有交織，無單一年金之性別落差統計，就104年
勞保、國保、勞退等各項給付進行統計，除勞退新制(一次退)外，兩性
領取金額落差較歐盟平均為大，其餘年金性別落差皆低於歐盟。 

• 勞工退休金提繳薪資無上限，較可看出兩性所得差距對退休金之影響。 

兩性年金落差-我國 

104年 女性領取金額占男性比率 給付落差 

勞保老年年金 88.19% 11.81% 

國保老年年金 104.26% 4.26% 

勞退舊制(一次退) 66.5 33.5 

勞退新制(一次退) 59.7% 40.3% 

公立學校教師 97.2% 2.8% 

法官退養金 100.26%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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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受雇員工每人每月薪資平均為男性之83.01%，差距逐漸縮小。 

• 104年主計處調查，女性從事服務業之薪資及人數均較任職於工業多；
男性則是從事工業人數較多，惟男性平均薪資服務業仍大於工業。 

• 在工業領域，女性薪資僅占男性72.7%；於服務業，女性占薪資男性
8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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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萬人) 

女性 
(萬人) 

男性平
均薪資
(元) 

女性平
均薪資
(元) 

女性薪資
佔男性比
率 

工
業 

205 118.8 51931 37772 72.7% 

服
務
業 

189.8 224.9 53433 46847 
 

87.37 

女性受雇者平均薪資低於男性 



 
日本 

 49.2 
中華民國 

 50.6 
加拿大 

 51.6 

法國 

51.8 

韓國 

51.3 

香港 

54.6 

德國 

54.8 
新加坡 

58.6 

美國 

57 

英國 

57.6 

2014各國女性勞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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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越大，兩性勞參
率差距也越大。 

• 我國近年來女性勞參
率雖緩步上升，但與
國際比較，2014年僅
略高於日本49.2。 
 
 

 

資料來源:勞動部 32 

女性勞動參率低於男性 



17 13 15 18 20 20 25 30 33 40 45 

2506 2432 2371 2358 2346 2345 2370 2377 2395 2450 2471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因料理家務未參與勞動之性別統計 

男 女 (千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102 年 15 至 64 歲已婚女 
性婚前有工作之比率為 
83.4％，其中，26.8％曾因
結婚而離職（結婚離職
率），因生育（懷孕）第 1 
胎而離職者占 21％。 

 104年領取勞保
老年年金給付之
平均年資，女性
為27.2年；男性
為28.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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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照顧責任易使女性未連續就業 



• 在社會保險制度下，年金領取的多寡係受
到一生正式就業之薪資及年資的交織影
響。 

• 社會課予女性家庭照顧責任，導致女性因
婚育而退出職場，未能連續就業。 

• 女性在勞動市場投入不足，將使女性老年
經濟安全受到威脅。 

• 國民年金為家務工作者之老年經濟安全保
障主要來源，惟給付金額較其他年金低。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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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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