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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案人 鄭清霞 

二、連署人 葉大華、李安妮、楊芳婉 

三、提案日期 105年 7月 7日 

四、案由 
為了扭轉老年經濟安全的性別不平等現況，年金改革的願景

與格局，必須同步考量照顧政策、勞動政策與租稅改革，爰

請主管機關報告 13項年金制度相關之性別影響評估及性別

統計分析，並針對「老年經濟安全保障之多元性別正義」提

出全盤性的短中長程計畫，擬定各階段之政策目標、解決方

針及具體措施，以健全基礎年金制度、進行租稅改革、提升

照顧公共化服務量能、消除勞動職場性別歧視、補強社會安

全網所未能涵蓋保障之處。 

五、提案說明 
年金改革是全國矚目的大政策，討論焦點多集中於財務危

機、世代正義、保障差異。可惜的是，較少看見年金議題的

性別面向。我們希望蔡英文總統能夠兌現選前的承諾：「特

別關注老年女性與單親婦女的年金權保障」，因此我們主張

年金革的政治議程應納入性別觀點，我們希望提醒台灣社

會：所得維持固然是年金的重要功能，但別忘了基本經濟安

全保障，也是年金制度的基本初衷。因此，我們需要以性別

觀點才能更敏感的看見，究竟有哪些公民被排除在社會安全

網外、落入老年貧窮的風險。 

當我們以性別統計檢視台灣 13個年金制度時，馬上凸顯兩

大問題：首先，本應肩負預防貧窮之責的國民年金，因主要

納保人為家務勞動者、身心障礙者、學生、失業者，由於繳

費能力不佳，老年年金給付低、導致繳費誘因不足，繳費率

僅約 45%，如何能保障老年基本生活水準? 

國民年金繳費率偏低，最可能受到衝擊的是哪些人?依據 102

年老人生活狀況調查報告，65歲以上老人的主要經濟來源，

倚賴「退休金、撫卹金或保險給付」的人口中男性有 26.9%，

女性卻只有 9.6%；但高達 44.6%女性依賴子女或孫子女奉

養，顯示老年女性高度依賴家庭。 

然而家庭功能逐漸弱化，離婚率、單身比例逐年提高，婚姻

家庭真的能成為老年經濟的穩固靠山嗎?國家社會的公共責



任又在哪兒呢?國民年金的制度缺失，真的都能讓老年女

性、單親、單身者、同居及同志伴侶…安心享有老年經濟安

全的保障?因此我們認為，必須看見年金體制中導致性別差

異的結構性因素，並呼籲當許多女人已肩負置照顧老小的家

庭責任時，不能再把老年基本經濟安全的責任丟回家中自行

協商。 

其次，勞工及軍公教群體老年給付的性別差異也相當顯著。

因為職業年金的給付水準相當程度取決於一生投入職場的

投保年資與投保薪資，但因托育及長照等公共化服務嚴重不

足，再加上傳統性別分工的刻板印象，導致許多被家務困住

的女性無法順利持續參與勞動市場；女性平均薪資僅有男性

的八成左右，低薪、不穩定的中低階層工作或兼職、派遣等

非典型勞動中女性的比例不低。104年勞保統計顯示，達到

投保上限 43900元的女性只有 19.1%，男性卻有 30.59%；公

保的投保薪資也有類似的性別差異現象。這些邊緣勞動處

境，都是影響年金給付水準之性別差異的結構性限制。 

綜合來說，老年經濟安全的性別不平等現況，主要來自極度

缺乏的公共照顧、性別區隔的勞動市場、僵化的異性戀婚姻

家庭體制等三大結構性因素。因此我們呼籲，年金改革的願

景與格局，必須同步考量照顧政策、勞動政策與租稅改革，

來思考如何實現性別、階級、世代意涵上的所得重分配。政

府必須痛下決心進行租稅改革、擴大稅收，才能充實照顧公

共化服務、減少職場性別歧視使更多女性脫離家務桎梏，加

入工作人口行列，從根本改變人口結構，減緩高齡化、少子

女化的衝擊，才能徹底解決年金危機。 

六、辦法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