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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第二分組有 43位代表參加，實際發言者計有 88人次，分

別就「基金管理」、「財源」等議題充分表達意見，並經綜合歸

納整合後，計有 83項意見，分別報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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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基金管理 

 

一、基金投資應用 

1. 基金投資應以安全為優先，雖然提高收益率可挹注基金，但也應重視風
險管理，對於報酬率之期待應合理。 

2. 基金委外投資仍具風險性，應考量虧損責任歸屬問題。 

3. 過去基金管理過於僵化，操作策略宜更為彈性；投資安全極為重要，須
審慎進行基金投資。 

4. 勞動基金投資受大環境經濟成長、匯率變化影響，歷年平均收益尚屬穩

健，收益率提高應併考量所承受的風險度，尊重專業免除政治干預。 

5. 軍公教退撫基金投資項目應開放且多元，並避免政治力介入。 

6. 基金管理績效需要提升，可考慮委由專業投資機構管理，並保證收益。

委託專業經理人，而非另設組織。 

7. 保證最低收益的規定，恐限制投資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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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調高提撥率應以提高投資報酬率為前提，應提高基金專業經營能力。 

9. 建議應提升基金績效，惟投資收益具有不確定性，很難保證獲利，原則
上應尊重專業投資團隊。 

10. 基金可適時投資具有投資效益之項目，如投資基礎建設、長照等促進經
濟發展產業，以提高基金收益。 

11. 我國未來人口老化及少子女化趨勢，使得下一代繳費人口不易承擔過去

未足額準備之財務缺口，財務問題已無法單靠提高運用績效改善財務之
單一方法解決，宜併同其他面向進行檢討。 

12. 建議檢討退撫基金現行政府最後支付責任以及最低收益率等 2 個規定，

現行最低收益率貼補針對已實現收益部分，有可能將影響基金之投資操
作。 

13. 基金投資應謹守道德原則，不得投資破壞環境、損害勞工權益之企業。 

14. 引進國際基金管理機制，專設國家年金制度改革統籌單位，常設精算人
員、行政人員，財務動態調整改善。 

15. 由政府發行保證收益債券，供基金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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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基金績效獎勵機制 

16. 檢討現行人員待遇，調整專業加給支給數額（至少達金管會的專業加給
水準），並建立激勵與獎懲制度。  

17. 針對專業投資團隊應設立有良好的獎勵制度，可以績效獎金方式獎勵，

以提高基金投資效益並吸引人才，而非一味委外投資。 

18. 基金管理仰賴公務員操作相較較為穩健，若延攬非公務員之專業基金管
理人需給付高薪資，其成本負擔應再予評估與考量。 

19. 短期建議增加用人彈性，進用具專業投資經驗之簡任約聘人員，以延攬
各界優秀人員，提高現有人員待遇。 

 

三、基金管理組織定位 

20. 基金管理單位應改制為行政法人組織，由專業經理人操盤，獨立運作，

杜絕政治介入，回歸專業管理，以謀投資人最大利益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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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金管理組織改制為行政法人，雖具有吸引專業人才、運作彈性等優勢，
但仍有面臨預算、人事亦受監督等問題，需有完善配套措施。 

22. 中長期建議基金管理機構首長採專任制，或成立行政法人，或委由公營

行庫操作。 

23. 基金管理機關應監管分立、建構風險管控機制，並建立績效導向之管理
監督體制，提升基金監管機構效能。 

24. 基金管理應委託或建立專業的退休基金管理團隊，但基金投資方式及標
的應安全。 

25. 檢討各退休基金是否整併，並成立專責監督單位。 

26. 研擬常設退休基金的管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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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害關係人參與 

27. 改造各基金監管機構效能，基金管理資訊必須透明化，讓利害關係人參
與管理。 

28. 基金資訊應透明並定期公布，公開持股明細，或採用open data公開資訊，

建立社會大對基金管理之信心。 

29. 基金投資風險應透明化，使參加人員對基金具有信心。 

30. 建立勞退新制勞工自選投資平台，依風險偏好選擇類型，並依投資風險

等級，設定保證收益及不保證收益之雙軌制。 

31. 年金改革建議設立試算專區，設定不同參數對於年金財務結構之影響，
並定期公布基金已提存比例、提高費率與投資報酬率等資訊，並按年揭

露精算結果，俾利社會持續研議及監督。 

32. 各項改革必須公開揭露數據，避免討價式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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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33. 針對年輕世代另立新基金，讓年輕世代有希望。 

34. 降低公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但須維持一定的生活需求，希望基金投
資報酬率是基金穩定的財源。 

35. 不足額提撥、經營績效不佳以及餘命提高導致年金制度需要改革，但不
足額提撥及經營績效不佳部分要由政府負責任，不應由年輕人買單。另
外，為確保基金永續經營，應該擬定調整機制並且即刻公布讓大家知道

調整方式。 

36. 建議將現行確定給付制改為確定提撥制，未來領取的退休金取決於投資
績效。 

37. 政府應建立常設年金改革機構，定期公布精算結果，研議基礎年金。 

38. 改革後要大幅加薪。 

39. 加速所得替代率降為 60%之年限，草案規劃為 15 年，建議縮短為 5-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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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財源 

 

一、 提撥(保費)率調整 

（一）公教人員退休制度 

40. 基金應澈底改造，提高專業經營能力、提高投資報酬率後，才可調高提

撥率。只提高提撥率，不做其他增加基金財源方法，無法避免基金破產。 

41. 政府退休基金資金缺口，政府應負責編列預算，逐年提撥挹注基金。 

（二）勞工保險與勞工退休制度 

42. 考量企業經營成本及參考國際經驗，建議勞保費率改為雇主負擔 60%，

政府負擔 20%，費率每年調升 0.3%或 0.375%。 

43. 為免對中小企業及經濟發展造成過大衝擊，勞保費率應訂定合理上限，
如改為每年調升 0.3%至上限 15％。 

44. 考量年輕勞工負擔能力，勞保費率調至 14%時，應改為優先檢討給付。 

45. 費率可適度提高，但考量中小企業負擔 70%，應建立良好溝通對話機制。
中小企業分攤比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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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勞保現行費率上限及調整速度，宜兼顧因應給付需求及考量各方負擔能
力下適度調高，並可建立觀察機制，故採每年逐年調高 0.5%，但費率上
限不得超過 18％。費率調整到 12%時再重新檢討。 

47. 未來檢討社會保險及職業退休制度之費率，總計不超過 20%為原則。 

48. 為免年輕勞工未來繳多領少，應檢討繳費與給付間之合理性。 

49. 草案並未對年輕勞工做到世代公平的交代，實質所得會減少，然費率一

直提高。 

50. 我國社會保險及職業別退休金制度費率普遍偏低，應逐步調高費率，並
建立財務自動調整機制，以維基金收支平衡。 

（三）其他 

51. 考量企業經營環境，調高費率時，應搭配賦稅政策減免等相關政策工具。 

52. 低費率高給付將導致基金缺口擴大，必須採取逐步提高繳費率、維持收
支平衡費率應訂合理上限、各基金撥補應在各職業別建立平等改革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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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撥（保費）分擔比例 

53. 未來勞保投保薪資級距上限每調高一級，應搭配調降雇主保費負擔比例
2%，逐年調降至 5成。 

54. 考量雇主勞保費之資方負擔比例應調降，如：由 70%降至 60%、費率調

至 18%時，降為 55%。 

55. 現行勞保費負擔比例已行之多年，現階段不宜輕易調整，建議俟費率調
整至 12%再來進行檢討是否要調整。 

56. 勞保費率調高，應減少職業勞工保費負擔。 

57. 維持現行受僱勞工保費負擔比例。 

 

三、 政府財源挹注 

（一）公教人員退休制度 

58. 政府應撥補軍公教人員基金缺口，除中央政府責任外，應增列地方政府
責任，而非以受僱者延退、少領退休金來解決基金問題。 

59. 不可刪除政府最後支付責任，18%優惠存款節省的經費應挹注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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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應讓 18%走入歷史，並定出天花板和地板。 

61. 檢討財政紀律與分配合宜性。 

（二）勞工保險與勞工退休制度 

62. 為健全勞保財務，政府應編列預算撥補挹注勞保基金，每年不少於 200

億元或 800億元。 

63. 政府不應隨便承諾政府負最終支付責任。 

64. 修法明定政府撥補機制，應以基金積存比訂定撥補標準，建立確定賠償

制。 

65. 政府就社會保險之撥補，應建立一致性原則，故 98年勞保年金化前之缺
口應進行撥補，負最後支付責任。 

（三）其他 

66. 政府撥補之財源，應透由增加資本利得因應。 

67. 政府應該每年定期拿出錢來成立國家基金。 

68. 應提升經濟，以增加年金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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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要政府撥補，要政府負責，其實就是要全民負責。 

 

四、 財務處理方式 

70. 職業退休金應改為確定提撥制。 

71. 要建立可攜式年金。 

72. 職業退休金採足額提撥財務制度，廢除政府支付之最終責任。 

 

五、 其他 

73. 年金改革應著重於世代互助，採取開源節流措施，讓年金永續經營，改
革步驟可逐年調整，每 5~10年定期檢討。 

74. 年金改革方案要有效率評估真正的影響，經濟是動態的，要納入多繳、
少領對經濟影響之評估，要注重人口老化問題，基金管理要專業行政法
人機構，這才是年金改革的核心問題。 

75. 應建立常設之國家年金改革統籌單位，有常設的專職人員(如精算、財務
專家等)，才可以不分政黨持續走下去，將財務改善可以持續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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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退休制度過度改革將影響士氣，應致力於提高經濟成長率。 

77. 為達所得重分配效果，應檢討投保薪資上限，及所得高者課稅等機制，
增加財源挹注基金。 

78. 年金方案應有財務效果及經濟影響評估。 

79. 為有效增加財源，除調高費率外，應提高投保薪資上限(並搭配降低投保
薪資達一定水準以上之所得替代率)及基本工資。 

80. 基金破產不是假議題，須有預防性措施，年金改革刻不容緩，建立可長
可久的退休制度，須針對過去不合理的制度予以改革。 

81. 應訂定國家年金改革特別法。 

82. 年金改革應抱持積極的態度，以利國家整體向上發展。 

83. 制度設計上高所得者降低替代率；教育人員退休條件最多到 85制；未來
所得替代率逐年遞減，退休人員將處於變動狀態應更簡單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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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語 

 

為期朝向「健全年金財務，促進制度之永續」之年金改

革目標邁進，基金財務除節流外，更要開源，如何建立循序

漸進之費率調整機制，並提升基金投資績效，為未來檢討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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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