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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下一次精算還有一年半，但日前勞保局新舊局長交接，使勞保財務問題又成

焦點。勞保最近一次的精算報告揭露，今起 7 年，7,022 億的勞保基金餘額將罄

盡；115 年度一「破產」即有 835 億的負債。 

 

根據該報告，精算負債為 9.81 兆；對照 7,022億的基金餘額，未來每 100 元保險

給付，僅有 7.2 元的資產因應。官方表示，雖然勞保年金改革方案修法尚未完成，

仍會於 109 年總預算編列 200 億撥補勞保基金。但沒有說的是，一次性撥補 200

億，如杯水車薪，於事無補、徒增國庫負擔。因為撥補後，基金仍然會於 115 年

破產。勞保需要大幅度的改革。 

 

勞保財務的根本問題在於費率與給付不成比例。精算 50 年內基金收支平衡的費

率為 27.9%，然而目前受雇勞工、雇主與政府三方合計，不過繳納了三分之一多

一點—即今年開始之 10% 的法定費率。說穿了，只存了一元卻要領回三元、期

待兩元會從天而降，正是這種心態，造就了目前勞保的財務困境。 

 

行政院不顧「總統府年金改革委員會」《國家年金改革方案》將勞保費率上限提

高到 18% 之建議，於 106 年 3 月 30 日院會通過費率上限 12% 的行政院方案；

目前尚待立院審查。該方案改革的三大方向就是：多繳、少領、政府撥補。「多

繳」指的是將保險費率急拉；每年調高 0.5%，而非原每兩年調高 0.5%。「少領」

的部分是降低給付計算基準之平均月投保薪資；以投保薪資最高的 180 個月來算

平均，而非原本的 60 個月。而「政府撥補」，就是每年由總預算中編列 200 億來

撥補勞保基金。 

 

此改革方案之效果為何？根據精算，如果從 108 年起即開始施行，並將基金資產

報酬率提高一成五，自 3.5% 逕升至 4%，基金可以多撐 2 年、至 117 年破產。 

 

勞保的財務壓力來自兩大部分：一為先前費率過低造成的「過去未提存負債」—

平衡費率為 9.8%；另一為既有費率調整機制無法因應之「未來會增加的服務成

本」—平衡費率為 18.1%。因此，改革方案必須要能分劍共擊，以達成實際滿足

收支平衡費率 27.9% 為目標。針對前者，受雇勞工、雇主與政府應按保費分擔

比例承受。例如，一般情形之費率，受雇勞工分擔 20%、雇主 70%、政府 10%。

在精算出過去未提存負債數額後，20% 可以透過縮減給付由受雇勞工吸納；70% 

建議以營利事業所得稅附加捐方式分年補足；10% 屬政府負擔部分，則應分年編

入預算撥補。至於未來服務成本的部分，可經由逐年提高費率至 18% 的方式，

由受雇勞工、雇主與政府共同負擔。 



 

勞保的財務壓力，非一日之寒。長期的低度提存，遭逢人口結構丕變，基金的永

續經營已經面對很大的挑戰；而改革又往往屈於選票壓力，盲理濫情、沒有理性

討論的空間。結果有如韓非子所言「釋耒守株」之宋人，冀求「兔走觸株、折頸

而死」；錢會從天而降、勞保財務問題會自己解決。主國政者，如不能從守株待

兔的勞保改革心態中省悟，一旦開始擠兌，將引發整體社會安全體系的崩解，屆

時老無所養，後果不堪設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