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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幕典禮 
2-1 開幕典禮逐字稿 

司儀 

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國是會議全國大會開幕典禮，典禮開始，請召集人陳副總統

致詞 

 

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召集人陳建仁副總統 

非常感謝大家在這麼寒冷的天氣，願意犧牲農曆年前的最後一個假期，齊聚在這裡，一

起關心臺灣年金制度的未來。大家願意在這裡，奉獻各位的智慧，一起尋求改革的共識，促

成社會的公平、正義與和諧，我再次向大家表達謝意。這也表示我們的年金制度，確實已經

到了今天不改革，明天就會後悔的急迫窘境。 

在過去，臺灣是一個「四高」的社會--出生率高、薪資成長率高、經濟成長率高、銀行
利率高；但現在，臺灣卻從「四高」變成「四低」—出生率低、經濟成長率低、銀行利率低、

薪資成長趨近於零。以前認為合理的年金制度，現在已經變成不合理，每一項和年金制度有

關的時空背景與指標數據，都已發生巨大的變化，如果不及時調整，從民國 109 年起，各基
金就會陸續出現餘額用盡的危機。 

我們面臨的考驗，就如同是「急流救人」或「懸崖勒馬」一樣。我們的公教勞基金已經

入不敷出，而且公教基金會在 119年用盡、勞保基金會在 109年用盡，當基金餘額走下坡時，
我們越早改革越溫和，也越容易懸崖勒馬，避免墜崖。 

例如有一艘船在急流中，我們感覺到流速在增加時，就應該先知先覺的採取避險的措施；

等到船速再增快時，起碼也要後知後覺的斷然改變航道；若是仍然不知不覺，就會急速墜入

瀑布深淵。 

當其他國家很早就未雨綢繆完成年金改革的時候，我們如果還再猶豫、遲延，心存僥倖，

那麼，臺灣的年金制度將會崩潰瓦解。做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蔡總統說，我們絕對不允許

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也要再一次呼籲國人同胞，大家一定要共體時艱，和政府一起同心協力，共同建立一

個「世世代代領得到，長長久久領到老」的年金制度。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應該聚集在兩個焦點，第一個是「搶救年金危機」，我們在很短的

時間內，應該把基金用盡的危機往後延遲；第二是「再造年金制度」，在座的沈富雄立委他

一直主張，我們不要只是解渴，要建立一個完整的制度。讓我們先把危機解決，再來做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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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規劃。所以今天，也要請大家聚焦在怎麼搶救年金危機，如果大家覺得，我們提出的草

案可行，雖然不滿意但是可以接受，我們可以再來討論，再造年金制度。 

在此，我要特別感謝行政院林院長以及他所帶領的執政團隊，以及考試院伍院長所帶領

的團隊，在我們年金改革的過程當中，能夠做出一個可行、可久的改革制度草案。我也要感

謝各個政黨的領袖，也感謝宋楚瑜先生願意和我對談，感謝各個職業團體、公民團體的意見

領袖，在推動改革的過程中，不斷提出精闢的見解與建議，來協助年金改革的推動；也謝謝

年金改革委員會的同仁，不眠不休加班精算各項數據，使得每一場會議的順利成功。 

最應該感謝的就是副召集人林萬億政委，他承擔了很大的重擔，也謝謝你承擔了很多外

界的苛責。 

年金改革是一個漫長的旅程，國是會議只是一個開端，不是終點，今天的會議結論，我

們還要送到考試院、行政院進行法案研擬，然後還要送立法院審查。我們也感謝今天的考試

委員，還有立法委員，有你們在我們很放心，因為這個制度在你們的陪伴之下，一定會越來

越健全。 

我期許我們的與會代表，積極貢獻你們的智慧，發揮你們的慈悲和勇氣，透過民主的、

科學的、公開的討論，提出符合公平正義的年金改革方案。 

 

司儀 

謝謝副總統，請副總統回座，年金改革攸關人民老年生活安全，以及國家未來永續發展，

不分黨派族群職業，都必須共同來面對與解決，今天是年金改革國是會議的全國大會，我們

很榮幸邀請到行政院林全院長，考試院伍院長錦霖，還有各政黨黨主席參加全國大會的開幕

典禮，共同參與年金改革的歷史時刻。現在一一為大家介紹今天的與會貴賓，行政院林全院

長，考試院伍院長錦霖，社會民主黨陳主席尚志，民國黨徐主席欣瑩，臺灣團結聯盟黨劉主

席一德，綠黨梁主席益誌，立法院林秘書長志嘉，感謝以上蒞臨現場的貴賓，請總統致詞。 

 

蔡英文總統 

我相信各位都知道，這幾天，副總統已經召開記者會，用負責任的態度，提出年金改革

草案，做為國是會議討論的基礎。這個草案是歷經了年金改革委員會 20場的會議，以及 4場
分區會議，並廣泛收集社會各界意見之後完成的。草案所體現的是一個穩健改革的方案，不

強求一步到位，而是用逐年漸進的方式，讓衝擊降到最低。包括讓 18%優惠存款走入歷史、
調降公教所得替代率、訂定基本生活保障、漸進式調整費率、提升基金管理效率，以及建立

政府挹注基金財源的機制，另外，黨職併公職、政務官年資併計事務官年資等不合理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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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做處理。這些作為，有一個重點，就是要讓臺灣的年金制度，成為「政府付得起、退休

領得到」、「現在領得到、未來也領得到」的永續制度。我很期待各位，能夠透過今天的會

議，提出寶貴意見，讓這個制度可以更加的健全。 

這段時間以來，有許多不實的消息在散播，也有 line 上面的謠言，甚至有些阻擾會議進
行的事情。不過，這些都不可能減緩改革進程，改革一定要如期的進行。很多人會問，為什

麼改革年金制度，要開這麼多的會？這是因為，我們檢討了過去改革失敗的原因。過去的改

革，缺乏社會討論。這次，在政府正式提出最後方案，立法院審議前，我們希望透過「擴大

參與」的方式，讓社會利害相關人的代表，都能夠好好地闡述意見。 

年金破產危機，是經過數十年累積而來的。用半年多的時間歸納問題、提出方案，這樣

的過程不僅值得，也很有必要。我相信許多年以後，當臺灣各界回過頭來看這幾個月，我們

會慶幸自己熬過這段過程。 

這樣的過程有兩項重要的意義。第一，我們讓社會更了解年金改革的內容和重要性。 

過去，即使多數人支持改革，但是卻因為制度過於複雜，很多人並不了解這個制度所潛

藏的種種問題。現在，年金制度的危機，終於被攤在陽光下，讓我們更了解到改革的重要性

和急迫性，同時，也加強了我們改革的決心。 

第二，是要讓改革的方案更具體和合理。 

打從一開始，我們就不認為年金改革會議是一言堂，或是政令宣導。不同立場、不同主

張，一定會有所爭執。會議過程也一定會有些吵吵鬧鬧。但是，我們因此聽見了不同的聲音，

也讓各方意見都能融入改革方案裡面。像是軍人退休制度獨立處理，警消及中小學老師的退

休年齡的例外設計，還有目前採取的漸進原則，以及設定老年基本生活的樓地板保障。這些，

都是一次次會議之後，所得到的珍貴成果。 

我知道，今天總統府外面，會有一些人抗議。大家的利益受到影響，覺得不滿，這樣的

心情，我可以體會。但是，只有永續的年金制度，才會讓所有人，都能領得到年金，包括在

抗議的朋友，還有你們的下一代。 

四年前，同樣是一月，就在這個地方，馬前總統向社會強調年金改革的迫切。他說，年

金制度，是一個自助與互助的制度，並不只是「你的年金」或「我的年金」，而是「我們的

年金」，也是「我們子孫的年金」，更是「不能倒也不會倒的年金」。可見，年金改革不是

藍綠的問題，也不是政治的競爭，而是為了國家未來的長治久安，不分黨派的領導人，都必

須要做的事情。「就算再困難，年金改革也一定要做」，這是馬前總統的宣示。很遺憾，前

政府的年金改革最後沒有成功。但是現在，臺灣經不起再一次的失敗，我們一定要成功。越

晚改，改起來就越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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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我誠懇地呼籲所有國人同胞，仔細看看現在所有提出的草案，我相信大家會發

現，這不是霸凌某些職業別，更不會讓大家活不下去。這是溫和漸進的改革，是各退一步，

世代互助的方案。其實，社會上有很多退休的軍公教長輩，願意犧牲小我，共體時艱。也有

年輕的公務員，希望年金制度不要破產，能夠永續。我要特別感謝他們對年金改革的支持。 

全體國民對退休後生活安定的期待，是政府不能迴避的責任。改革之後，年金制度會走

出破產危機，保持 25年左右的財務穩健。我也要再一次強調，我希望未來每 5到 10年，臺灣
就定期檢討一次年金制度，這樣才會確保世世代代臺灣人的退休安全。 

年金改革現在不做，馬上就會後悔。為了臺灣，我們必須一起承擔。會議就要開始了，

希望各位在討論的時候能夠聚焦，因為臺灣的未來在我們手上。我們聚焦，臺灣的未來就能

聚焦。 

 

司儀 

謝謝總統期勉，總統另有行程將先行離席。現在請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副召集人兼執行

長林政務委員萬億進行國家年金改革報告。 

 

總統府年金改革委員會副召集人兼執行長林萬億政務委員 

副總統，兩位院長，各位主席，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我簡單地跟

各位報告這半年多來，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在各位的協助之下，已經完成了初步的草案供今

天來做為討論之用，我報告的內容包括改革的迫切性，這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改革的進程、

改革的構想與備選方案，以及我們改革之後所期待的預期成果跟未來的規劃。 

對於我國年金制度面對的種種困境，這個蜂窩圖展現了所有我們面對的困難，包括我們

的年金所得替代率超高，還有平均投保薪資採計期間太短等等這些，各位都非常熟悉，我就

不一一的來跟大家介紹，這幾張圖就是把這些都做了摘要，剛剛總統跟副總統都提到，我們

複雜的年金制度，過去大家在很多報導中都看到，我們的職業分立保障差異也非常大的，經

常也被質疑是不是有所謂分裂族群等等，只是把一些具體的數據跟大家做說明，我們的年金

所得替代率超高，有些人用一些比較產生刺激的語言我們也表示抱歉，這是在討論的過程中

難免有一些情緒的語言，平均投保薪資採計的期間太短我們用最後五年都是比較不合理的設

計，我們的保費分攤比例由很多不同角度來看都覺得自己負擔比較多，希望能夠減少負擔，

但是怎樣讓制度比較可以可長可久，的確是很多不同領域都關心的。 

請領年齡差異從 50 幾歲到未來的 65 歲參差不齊，平均餘命將近半個世紀以來，臺灣的
平均餘命已經增加了 18歲，可是我們請領年齡沒有隨著調整，我們的人口老化速度非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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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5.6個人來支撐一個老人，未來很快地變成 2.6人，我們的基金收支短差各位都非常熟悉
這幾個數字，剛剛總統跟副總統都報告過，軍職人員在 109 年，公務人員在 120 年，教育人
員在 119 年，勞保最龐大的在 116 年都會面對破產危機，我們的優惠存款早期為了待遇偏低
的軍公教人員設計的，利率在當時也相當的高，現在利率已經非常低了，這些暫時性的措施

經歷了這麼長時間沒有去處理它，導致大家一直質疑它存在的正當性，基金投資報酬率不如

預期也是各方質疑的重點，我們這次也希望大家能夠集思廣益的把基金投資報酬率如何提高，

可以有更多的討論，獲得比較合理的結論，非常多不合理的例外設計，包括黨職併公職，政

務官併計事務人員，法官檢察官、國營行庫 13%優惠存款等等這些都是大家一直質疑的。 

所以在這麼多需要改善的議題中間，如同總統剛剛提示的我們組成跨領域的委員會，各

利害關係人的團體都請過來，我們召開了 20次的會議，此外就分北中南東開了 4次的分區會
議，接著在今天來開全國的會議，主要是希望這些不同的代表集思廣益，同時把資訊公開，

讓民主參與的原則進來，由上而下，到現在為止，我們把所有的制度都做了盤整，從第三次

開始國家財政會一路下來，把 13種制度讓大家了解這個制度運作過程發生什麼事，總共在 20
次中把這些都做了一個相當程度深入的討論，我們討論過之後利用一兩個月的時間來做各方

的試算跟影響評估，以及備選方案的提出來，希望這個制度可以合理化，財務可以健全，未

來可以永續發展。 

在各區不同的場次中，都有幾十位到一百多位的朋友參與，北中南東完成了討論之後，

當然很遺憾有部份成員因為陳抗被阻擾，或者發言受到一些干擾，在這裡一併跟所有沒有得

到充份發言機會的朋友們道歉，分區會議中我們把所有的會議逐字稿 po上網，讓大家可以知
道類似這樣在網站上我們都一一陳述，有些委員或朋友擔心我們所獲得的結論都是年金改革

辦公室自己說的，其實不是，都是經過非常多的會議資料匯整出來的，請大家盡量可以放心，

您所表達的，包括今天的會議，我們也都會讓各位的逐字稿可以出現。 

接著下來很簡單跟大家報告這次改革草案包括這幾個重大的項目，從目標原則一直到最

後的特殊議題討論，我簡單的跟大家做一個說明，這是總統在開幕的時候曾經提到的要確保

國民老年生活不虞匱乏跟維持年金制度永續有四項原則，我們就把這些總統當時提示的，以

及各次會議中慢慢凝聚出來的目標的設計，健全年金財務，促進制度永續，確保老人經濟生

活無虞，兼顧職業衡平，實現世代互助等等，這幾個原則轉換到具體方案裡面，對制度架構

經過委員們的建議，希望現有的軍公教勞農國民等等分立的社會保險跟退休制度之下，先做

制度內涵的整合，讓原則趨於一致，此外讓軍人獨立出來在國是會議之後再來為軍人設計一

套適合軍人服役特性的制度，但是某些的原則盡量是一致，避免有後續的紛爭。 

給付的部份最重要是我們把平均投保薪資在之前委員們建議說 15 年、20 年、25 年，為
了討論方便我們先以 15年來設定，希望平常繳的跟後來領的盡量一致，避免平常繳少，後來
領的額度又比較高，對於所得替代的部份，暫時先維持本俸或本薪 2 倍來做為公教人員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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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替代率計算的基礎，設定最低生活保障或基本生活保障額度，32160跟 25000這兩個也給各
位在今天中也可以做為繼續討論的參考，如果我們把優惠存款的利息能夠逐年降低之後，接

下來所得替代率約略在 75%左右，最晚 15年內希望降到 60%，如果以實質薪資來計算約略就
是 70.8%，年資較多的 40 年的就會稍微提高到 62.5%或 73.8%，優惠存款利息處理方式分為
兩部分，一部分是支領月退的朋友們，希望未來最遲 6 年內優惠存款可以被逐年下降之後走
入歷史，如果是支領一次退的就分兩個案子給大家討論，甲案是跟剛剛 6 年一樣，乙案就是
逐年下降到 6%就停止，未來大家選擇乙案後 18%就不見了，只剩 6%，也許是比較吻合大家
所說的就是逐年漸進的方式處理，同時保障最低生活標準，25000或是 32160，當時設計的從
優運算表也就同步廢止了，接著月撫慰金過去常用的這個概念，希望把它調整為遺屬年金，

讓各職業別的都盡量一致，年資補償金也是當時在新舊制轉換過程中所設定的，希望一併解

決掉，財源的部份法定費率逐步調高，現在公教是 12到 15%，希望未來調高到 12%到 18%，
勞工是 9.5%調高到 18%，不過都設定了一個條件，在未來三五年內，希望逐步檢討我們的費
率是不是需要到 18%，因為合併了公教人員保險，跟勞工的部分合併了勞退基金，如果大家
都 18%，加起來就會變 20幾%，是不是國內最適的費率，未來可以好好的再來檢討，財源挹
注也是這次非常重大的決策，很感謝行政院院長同意在勞工的部分，未來每年能夠撥補 200
億挹注基金，公教人員的部分也很感謝考試院也都有這樣的思考，讓節省下來的優惠存款利

息的部分全部回到退撫基金，讓基金的財源有某種程度的受到挹注。 

請領資格的部分，各界都期待臺灣在人口老化，一直壽命延長的過程中，希望大家盡量

一致到 65 歲，不過在這個 65 歲的設定中，有五年提早退休的減額年金，跟五年延長退休的
增額年金設計之外，對危險勞動跟特殊職務像警消還有中小學老師等等這些作額外設計以滿

足職業場所的特性，跟他們體力勞動的辛苦，對公務員的部分用了三階段讓它漸進，這些在

各位的書面資料都有，高中以下的老師 60歲未來請領年齡的上限，也將設計過度的期間，有
個過渡表，也希望大家比較正確的去理解，避免產生誤解，因時間的關係沒有辦法一一再跟

各位來做說明，就請大家來參考。對於勞保的部份暫時不做調整，因為 2008年的勞保年金化
已經有做了因應人口老化而有適度的延後退休的設計。 

基金管理設施剛剛我提到特別大家關心我們也做了非常大的開放討論的可能，希望未來

臺灣基金管理真的可以達到滿足各利害關係人所期待的提高投資報酬率，讓各利害關係人可

以因著投資報酬率的提高能獲得利益，這次非常勇敢地做了制度轉銜的設計，包括年資保留，

不同職域間的轉換，跟年資併計、年資分計的設計，也就是希望未來軍公教勞這幾個不同職

域別在還沒整合之前先做機制的調控，讓不同的未來生命歷程中的職業規劃能夠合理的解決，

跨域之間的流動也比較讓大家覺得放心，不用擔心因為沒有領到年金而不敢轉行，此外就是

對於特別是婦女同胞關心的育嬰留職停薪年資應該要採計，當然其中有一部分也是男性會因

此而獲利。這些制度都是比較進步的，最後是關於黨職併公職、法官檢察官的議題，國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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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員工的優存利率或者它的本金偏高，政務官的剛剛總統副總統提到的，政務官併計事務官

年資之後造成 18%優存利息偏高以及退休的月退金領取偏高等這些問題，都希望一步改革到
位，對於未來的改革重點，如同剛剛總統跟大家所提示的，讓 18%優先走入歷史，調降公教
人員年金所得替代率，延長平均薪資採計期間，延後請領年資，逐步調高保費或提撥費率，

政府挹注部分的財源，以及改善基金投資報酬率，讓跨職域任職年資可攜帶，最後就是處理

特殊對象處理。 

這九點是這次改革中非常重要，在各個不同制度之間，有一部份是共同適用，有一部分

是因應個別的職業別設計的，希望改革讓未來一個世代 25 到 30 年間至少讓基金可以永續，
公務人員的基金預估可以延長到 133 年，教育人員退休基金可以延長到 132 年，勞保基金延
長到 125 年，不會發生財務的危機，希望達到世世代代領的到，長長久久領到老，因為現在
的複雜制度所留下的還有非常多的議題，包括未就業婦女所依賴的國民年金，包括農民所依

賴的老農津貼，還有私校教職員他們的所得替代率偏低，無一定雇主勞工因為沒有勞退，所

以他領取的勞保也被嫌還不夠周延完善，這些各不同人口群的需求我們期待未來盡快的把各

年金制度重新盤整之後，來調整看是要建立大國民年金保險或其他制度開放大家共同討論，

但是更重要的是未來 5到 10年，希望國家能夠同步監控這個國家年金發展的機制，好讓我們
能夠因應人口變遷跟整個經濟政治社會條件的改變之下而有不斷的改革滾動調整的必要，那

未來接著要就是要研擬修法的草案，在這裡要謝謝考試院到時候在關於公務員部分，希望給

我們很大的支持，讓改革可以逐步漸進，那行政院這邊也會努力讓各部會相關法案盡速提出

來，未來更重要的是在立法院修法的作業中期待立法院給予全力的支持，讓國家年金制度能

真的落實今天大家所得到的結論，謝謝大家從現在開始到下午的一段時間需要集思廣益，需

要更多的對話跟更多互動，祝大家今天開會順利，謝謝大家。 

 

司儀 

謝謝林副召集人，也謝謝召集人陳副總統，副總統及不參加分組會議貴賓，將先行離席。 

各位與會人員，接著將進行各分組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