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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江啟臣、李鴻鈞、高金素梅等38人解釋憲法聲請書

主 旨 ：本院委員江啟臣、李鴻鈞、高金素梅等38人 ，為行政 

院送本院審查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以下 

簡 稱 「系爭規定」），已嚴重侵害憲法保障人民之財產 

權 、工作權及生存權等權利，其適用亦違反憲法上之 

法律不溯既往、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平等原則等情 

事 ，產生牴觸憲法與適用上之疑義。為避免造成蕙法 

基本原則及蕙法保障人民法益不可回復之重大損害， 

懇 請 大 院 依 釋 字 第 585號 、第599號及第633號等解釋 

意 旨 ，併對系爭條例為停止適用之暫時處分。爰依大 

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3款 規 定 ，以立法委員現 

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聲請，陳請解釋事。

說 明 ：

一 、 本院委員江啟臣、李鴻鈞、高金素梅等 3 8 人就前開 

事 項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 

三 款 ：「依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聲請， 

就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之 規 定 ，連署聲 

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二 、 檢附下述關係文件：

1. 聲請理由說明書乙份。

2. 聲請人立法委員江啟臣、李鴻鈞、高金素梅等3 8人簽

名正本書乙份。



3. 聲請人立法委員林德福、李鴻鈞、高金素梅等3 8人名 

單 乙 份 。

4. 行政院送本院審查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 

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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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蕙法聲請書

壹 、 案由：

本院委員江啟臣、李 鴻 鈞 、高金素梅等38人 ，為本院於民國107 

年6月2 0日修正通過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以下簡稱「系 

爭規定」） ，已嚴重侵害憲法保障人民之財產權、工作權及生存權等 

權 利 ，其適用亦有違反憲法上之法律不溯既往、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 

原則等情事，產生牴觸憲法與適用上之疑義。爰依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第5條第1項第3款 規 定 ，以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聲請， 

陳請解釋，且為避免造成憲法基本原則及憲法保障人民法益不可回復 

之重大損害，懇 請 司 法 院 在 做 出 解 釋 之 前 ，依釋字第585號 、第599 

號 、第633號等解釋意旨，併對系爭規定相關爭議條文（詳如後述） 

為停止適用之暫時處分。

貳 、 說 明 ：

一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緣本院民國 10 7年 6 月 2 0 日三讀通過，並於民國 107年 6 月 21 

曰經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700068321號令公布之修正「陸海空軍 

軍官士官服役條例」，其 第 3 條 、第 2 6 條 、第 2 9 條 、第 3 4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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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6 條 、第 4 7 條 、第 5 4條 等 規 定 ，變更軍官、士官退除給與 

計 算 基 礎 ，削減退除給與優惠存款利息，限制退除役人員就任或 

再任而予停俸，刪減優惠存款利息作為給付財源，並溯及適用退 

除役人員，已嚴重侵害各該被規範對象之財產權、工作權及生存 

權等憲法所保障權利，且違反法律不溯既往、信賴保護原則、比 

例原則等憲法基本原則，倶已牴觸憲法，故有聲請解釋必要。

二 、爭議之性質與涉及之憲法條文、司法院解釋

(一）聲請解釋之依據

本件解釋憲法之聲請，係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第 

1 項 第 3 款 ：「依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聲請，就其 

行 使 職 權 ，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用法律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 

義 者 。」

(二）系爭規定牴觸憲法之處

1. 政府空言退撫基金缺口日益擴大，造成國家財政重大負擔， 

而違法違憲修正系爭規定，其立法欠缺必要性與正當性，濫 

用行政權與立法權，違背憲法上之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

2. 系爭規定第3 條 、第 2 6 條 、第 4 6 條 等 規 定 ，變 更 軍 、士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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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除給與計算基礎，削減退除給與優惠存款利息，已侵害依 

法令退除役人員退除給與請求之權利，違反憲法第 1 5條保障 

人 民 財 產 權 ，以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18 7號 、第 5 7 5號 、 

第 6 0 5號 ' 第 6 5 8號 、第 7 1 7號等解釋之意旨。

3. 系爭規定第3 條 、第 2 6條 等 規 定 ，變 更 軍 、士官退除給與條 

件 ，減少退休給與措施，溯及適用退除役人員，以及第 2 9條 

提高基金撥繳費用基準，第 3 4 條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軍 

官 、士 官 ，就任或再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停發俸金，均已侵 

害人民財產及從事工作並選擇職業之自由，違反憲法第 1 5條 

保障人民財產權、工 作 權 ，以及司法院釋字第 4 0 4號 、第 510 

號 、第 5 8 4號 、第 61 2號 、第 6 3 4號 、第 6 3 7號 、第 70 2號 

等解釋之意旨。

4 .  系爭規定第 2 6條 及 第 4 6 條 規 定 ，退除役人員退休俸之給與， 

不得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加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之最低保障金 

額 ，但原支領金額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加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之 

最低保障金額者，按原支領金額支給。竟不予溯及既往補足 

其差額至給付基準之最低保障金額，顯然未履行國家對退除 

役人員有給予退除給與維持其生活之義務，已違反憲法第15 

條保障人民生存權及第1 8條服公職之權利，以及司法院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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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釋字第 2 8 0號 、第 5 7 5號 、第 6 0 5號 、第 6 5 8號等解釋之 

意 旨 。

5. 系爭規定第 2 6 條 、第 4 6 條 、第 4 7 條 等 規 定 ，逐年調降修法 

前後退除給與之差額，顯將系爭規定適用於退除役人員，減 

少其退除所得，乃將新訂生效之法規，適用於法規生效前「已 

終結事實」 ，違反法律不溯既往原則，以及司法院大法官釋 

字 第 5 7 7號解釋之意旨。

6. 系爭規定第3 條 、第 2 6 條 、第 4 6 條 、第 5 4條 等 規 定 ，變更 

軍 、士官退除給與計算基礎，削減退除給與優惠存款利息， 

降低退除給與基準，刪減優惠存款利息作為給付財源，並溯 

及適用於退除役人員，侵害人民之信賴利益，已違反法安定 

性與信賴保護原則，以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 7 9號 、第 472 

號 、第 5 2 5號 、第 5 2 9號 、第 5 7 7號 、第 5 8 9號 、第 6 0 5號 、 

第 6 2 0號 、第 7 1 7號等解釋之意旨。

7. 系 爭 規 定 第 4 6 條逐年調降退除役人員退除給與優惠存款利 

率 ，不僅調降年限過短，已違反比例原則，以及司法院大法 

官釋字第 4 4 5號 、第 5 8 0號 、第 5 8 8號 、第 6 4 2號 、第 673 

號 、第 7 0 2號 、第 71 6號 、第 7 1 7號等解釋之意旨。

三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對本案所持立場及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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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軍 人 係 武 職 公 務 員 ，國家對其負有照護義務，俾使其得戮力 

以赴執行捍衛國家社會之任務。然政府卻罔顧憲法增修條文第 

1 0 條 第 9 項規定及憲法上各重要原則規定，修 正 「陸海空軍軍 

官士官服役條例」 ，悖離國家應有責任，侵害人民權益，而有以 

下違憲 之 處 ：

(一）違悖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涉及法秩序安定與國家行為可預期性，屬法治國原 

理重要内涵，其作用非僅在保障人民權益，更寓有藉以實現公益 

之目的。人民對依法規而取得或可合理預期取得之有利法律地位 

或 利 益 ，於客觀上有表現其信賴之事實，而非純為願望或期待， 

並具有值得保護之價值者，其信賴之利益即應加以保護。法律制 

定 、修正或廢止時，在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之情形，對於 

人民既存或可得預期之有利法律地位或利益，國家除因有憲政制 

度之特殊考量外，原則上固有決定是否予以維持以及如何維持之 

形成空間，惟仍應注意人民對於舊法有無值得保護之信賴及是否 

符合比例原則，除法規預先定有施行期間或因情事變遷而停止適 

用 ，不生信賴保護問題外，其因公益之必要廢止法規或修改内容 

致人民客觀上具體表現其因信賴而生之實體法上利益受損害，應

5



採 取 合 理 之 補 救 措 施 ，或 訂 定 過 渡 期 間 之 條 款 ，俾 減 輕 損 害 ，方

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業經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 2 5號 、 

第 5 2 9號 、第 5 8 9號 、第 6 0 5號 、第 7 1 7號等解釋在案，合先敘 

明 。

按軍職人員退伍金、退 休 俸 、贍 養 金 、軍人保險退伍給付及其優 

惠存款利息…… 等 ，乃依系爭規定修正前施行之法令條件所取得 

之 請 求 權 ，其所生利益並非單純之期待利益，而為應受保障之信 

賴 利 益 。惟查系爭規定第3 條 、第 2 6 條 、第 4 6 條 等 規 定 ，卻變 

更 軍 、士官退除給與計算基礎，削減退除給與優惠存款利息，降 

低退除給與基準，並溯及適用退除役人員，顯違上開憲法解釋之 

意 旨 。

詳 言 之 ，軍人退撫新制度自8 6 年起施行，無論施行前及施行中， 

國防部都明確表達軍人職業特性，不宜納入公務人員退撫新制。 

惟行政部門卻一意孤行，以 所 謂 「軍公教一體」之齊頭式平等強 

加 推 行 （附件一）。殊 不 知 此 3 0 年 間 ，國家戰略與軍事戰略均作 

調 整 ，組織精簡、人員疏處與後續突如其來之募兵制等政策，均 

非軍人退撫制度規劃之初所可預見。且此期間，國家總體預算結 

構亦產生變革，中央政府總預算雖不斷成長，惟國防經費額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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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並 未 隨 之 成 長 ，佔 總 預 算 比 例 反 而 不 斷 下 降 。

事 實 上 ，從國家整體財政狀況來看，我國租稅負擔率世界最低， 

外匯存底高居全球前5 名 ，為少數沒有外債之國家；而中央政府 

總 預 算 近 1 0年 來 ，已 自 1 兆 7 千多億元提升至接近 2 兆 元 ，然 

國防預算一直維持在3 千 餘 億 元 ，僅 佔 總 預 算 之 1 5 % ，G DP之 

1 . 9 % ; 人員維持費比例，因 精 實 、精 進 、精粹等裁軍案實施最 

低 曾 降 至 3 7 % 。然近年又因應募兵制實施，人員維持費逐年再 

上 升 至 4 9 % ，相對增加未來退撫支出；國軍實施精實、精 進 、 

精粹案等組織裁減，員額由 4 5 萬人大幅縮減為 21. 5 萬 人 ，其退 

除役者以跨新舊制人員比例居多，大量離退造成退撫基金支付失 

衡 ，同時軍人保險給付支出亦相對驟增，導致缺口不足約600餘 

億 元 ，此皆肇因於政府施政欠缺全方位整合考量所產生之惡果。 

此 外 ，政府始終罔顧應有責任，未善盡依法應負撥補及最終支付 

保 證 責 任 （系爭規定修正前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 

2 7 條 及 「公務人員退撫基金管理條例」第 1 條 、第 5 條 、第 8 

條均請參照）。更 何 況 ，退撫基金之經營及投資操作績效不彰， 

亦均係政府所為，顯與現役及退除役人員無關。乃竟 將 10 9年軍 

人面臨退撫基金不足問題，轉嫁由退除役人員承擔，進而非法刪 

減退除役人員之退除給與，而修正公布系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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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規定於修正草案總說明雖指稱：「現階段軍公教人員均面臨 

退撫基金收支缺口日益擴大，造成國家財政重大負擔，基 此 ，軍 

人退撫制度必須重新檢討，設計出符合軍人職業特性…… ，爰擬 

具本條例修正草案…… 。」查軍人退撫制度基金收支缺口雖日益 

擴 大 （此結果係因政府經營操作失當所致，已詳如前述） ，惟依 

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2 0 1 6年 7 月 2 1 日公告之第 

6 次精算報告第 2 2 1頁 ，至 民 國 15 3年軍人退撫基金潛藏負債為 

1 兆 2,950 餘 億 元 （ 網 址  ： http 

www. fund. gov. tw/public/data/6851558871. pdf ) ，占中央政府 

未 來 5 0 年財政收入 1 4 7兆元之 0. 8 8 % ，對國家整體財政影響甚 

微 ，論者更有關於國家整體財政收入不致匱乏之預測與分析，詳 

如 附 件 二 。迺 國 防 部 1 0 7年 4 月 2 3 日 「軍職人員年金改革財務 

影響評估報告」推 估 ，在 退 撫 新 制 給 付 下 軍 人 退 撫 基 金 至 民  

國 1 3 6 年 之 未 來 3 0 年 需 支 付 1 兆 5, 4 0 4 億 餘 元 （評估報 

告 第 4 5 頁 ，如 附 件 三 ），而 擬 定 系 爭 規 定 修 正 草 案 ，並經 

立 法 通 過 ，而與上開基金管理委員會之精算報告，推估立論差 

距 極 大 ，無 法 令 人 信 服 ，從 而 ，亦 難 謂 有 修 正 系 爭 規 定 之  

必 要 性 ；其再據此以退撫基金收支缺口日益擴大，造成國家財 

政遭受重大負擔為由，修法刪減退除役人員退除給與，更是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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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理論依據，違 法 濫 權 ，不具正當性之修法。

再 者 ，先以國家負債比而言，日本 243. 2 % ，列世界最高，美國 

104. 5 % 排 名 第 10，我 國 僅 36. 5 % ，尚不在排名之内，從未聞美、 

日等國對已退伍（休 ）軍公教警消人員之退伍、退休或退職所得， 

予以扣減。其次再從國家稅收而言，人民租稅負擔率雖僅1 3 % ， 

然 近 5 年稅收每年均超收近千億元，顯然政府財政充盈，政府卻 

泛言國家財政即將破產，未明確具體指出國家財政負擔能力有何 

減損不足，實際上又制定前瞻基礎建設條例，編 列 8 年 8, 8 0 0億 

元 ，廢 除 核 四 浪 費 3 千 億 元 ，離 岸 風 力 發 電 在 未 來 2 0 年要 

花 掉 2 兆 元 ；且又增設多個部會、機關及政務人員，大幅增加 

政府財政支出…… ，主觀上其非但不能說明政府財政困難，客觀 

上更無法令人信服其說法，而竟立法侵害人民之信賴利益，且對 

於信賴利益受損害之退除役人員，亦未予以合理補償，過渡期間 

亦 非 合 理 ，調降退除給與年限至多1 0 年 ，優惠存款利率降至百 

分 之 六 ，甚至完全删減歸零，此等均已違反法安定性與信賴保護 

原 則 ，亦不符憲法比例原則之精神。

復按政府並以公益之理由，修 正 原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 

例 」，大幅調降退除役人員之退除給與。惟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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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1 7號 解 釋 ，除有公益之需要外，尚須衡量所欲維持公益與所 

欲剝奪人民權益間之利益，符合比例原則為之。茲政府所持公益 

理由無非是誣指 1 8 % 為 不 公不義，殊 不 知 ，此 1 8 % 乃係退除給 

與之一部（正本清源應將其還原為相當金額之退除給與，補足發 

給退除役人員後，再行删除），與公益何干？此 其 一 。又謂公益 

事項包含國家所欲推行社會福利事務需要經費龐大，或謂勞工退 

休 所 領 退 休 金 較 退 除 役 人 員 所 領 退 除 給 與 大 為 不 如 …… 等云 

云 ，均罔顧憲法增修條文明確規定，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之貢 

獻 ，並對其退役後之就學、就 業 、就 醫 、就養予以保障，亦即應 

該尊重退除役人員對社會之貢獻及保障其退撫，故其均受憲法特 

別規定保障之，較諸一般公益利益當屬更重。綜 上 ，修正之新條 

例違憲剝奪退除役人員權益，完全係屬不具修正必要性與正當性 

之 惡 法 ，且嚴重違悖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

(二）侵害人民財產權

按 憲 法 第 1 5條保障人民之財產權，使財產所有人得依財產之存 

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以確保人民所賴以 

維繫個人生存及自由發展其人格之生活資源。又 憲 法 第 1 8條規 

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旨在保障人民有依法令從事於公務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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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衍生之身分保障、俸給與退除給與等權利（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第 5 7 5號 、第 60 5號 、第 6 5 8號 、第 7 1 7號等解釋參照）。憲法 

第 8 3 條暨憲法增修條文第6 條設置國家機關掌理公務人員退休 

法 制 之 事 項 ，亦旨在立法保障公務人員退休後之生活（司法院大 

法官釋字第 2 8 0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又國家為公法人，其意思 

及行為係經由充當國家機關之公務人員為之。軍人與國家間係公 

法上之職務關係，憲法增修條文第1 0條 第 9 項 規 定 ，國家應尊 

重軍人對社會之貢獻，並對其退役後之就學、就 業 、就 醫 、就養 

予以保障。因此國防法第 1 5 條 規 定 ，軍人對國家負有忠誠、執 

行職 務 等 義 務 ；第 1 6 、1 8 、1 9 條 規 定 ，國家對軍人有給予俸給 

與退除給與等保障其生活及權益之義務（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 3 3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

準 此 ，退除給與屬於退除役人員依其入伍服役期間之有效法令， 

完成退伍除役時而產生法效之法定給付，性質上當然是退除役人 

員法定之財產權，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 3 4號解釋意旨，自 

屬 憲 法 第 1 5條規定財產權保障之法律地位，合 先 敘 明 。

修正前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 2 5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規 定 ： 

「退 休 俸 ：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基數，每服現 

役 一 年 ，照基數百分之二給與，最高三十五年，給與百分之七十

11



為 限 。尾 數 未 滿 六 個 月 者 ，加 發 百 分 之 一 ，六 個 月 以 上 未 滿 一 年

者 ，以一年計。」並 按 第 3 項規定之附表一，給予退伍金、退休 

俸或贍養金。惟系爭規定第 2 6條 第 2 項 第 2 款 規 定 ：「退 休 俸 ： 

以退伍除役生效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服役期間最後五分之一 

年資之本俸平均數加一倍為基數，年資不足一年者以四捨五入計 

算 。服役滿二十年者，應核給俸率百分之五十五，其後每增加一 

年增給百分之二，但軍官核給俸率以不超過百分之九十為限，士 

官核給俸率以不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為限。其退伍年資未滿一年之 

畸零月數，按畸零月數比率計給；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並依同條第 1 項規定之附表一、二 ，給予退伍金、退休俸或贍養 

金 。復依同條第 3 項 規 定 ：「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給與基準計算 

之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計數額，未超過依本 

條例修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退休俸者，按原核計數額發給； 

超 過 者 ，其二者間之差額自施行日（按指中華民國 10 7年 7 月 1 

曰）起 十 年 内 ，分年平均調降至無差額止，調降方式如附表四。」 

亦即自系爭規定修正施行後第1 年 起 ，逐年調降退休俸之給付。 

上開系爭規定均已違背前述憲法第1 5條與相關法律條文規定， 

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侵害人民之財產權。

另依系爭規定第 4 6 條 第 4 項第 .2款 及 第 5 項 規 定 ，逐年調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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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退 休 俸 、退 伍 金 或 贍 養 金 等 人 員 之 優 惠 存 款 利 息 ，以及優惠存

款 本 金 於 第 1 1 年 始 退 還 ，剝奪支領退除給與人員之優惠存款本 

金 與 利 息 ，其未經法院審判扣押人民財產，又屬違反權力分立， 

以侵犯司法權方式，違背憲法第 1 5條 ，侵害人民之財產權。

又按系爭規定第5 4條 第 2 項 規 定 ： 「軍 官 、士官退除所得依第 

二十六條第三項及第四十六條第四項規定扣減後，每年所節省之 

退撫經費支出，應全數挹注退撫基金，不得挪作他用。」系爭規 

定施行細則第5 9條 第 2 項規 定 ：「第五十四條第六項所稱之退休 

俸 ，指退撫新制施行後之退伍除役人員，依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 

二項第二款規定，審定之退休俸。前項之退休俸由基金管理會按 

百分之三十及輔導會百分之七十之比率支付。本條例第五十四條 

第六項所稱之差額，屬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調降後之優惠存 

款利息差額者，由輔導會編列預算支付。」查軍人退撫制度自民 

國 8 6 年納入考試院退撫基金管理，國防部在政策規劃之初，早 

已力陳軍人工作之特殊性質，不宜加入退撫基金運作，然當時人 

事 、主財部門再三保證補貼費率、撥 補 基 金 、政府負最終支付保 

證 責 任 ，並強將軍人退撫基金加入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共同管理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第1 條參照），迄今已屆滿 20 

年 。然在此同時，國軍先後配合政府裁軍與募兵政策，組織精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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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員 裁 撤 與 職 缺 降 編 ，造 成 繳 費 者 少 、給 付 者 多 ；募 兵 制度又使

人事成本結構改變、短役期繳少領多、退撫支出快速流動，軍人 

退撫制度已完全沒有收益可言，自我循環都產生問題。數十年 

來 ，每年編列 3 千餘億元國防預算均未予調動，惟人員維持費比 

例卻從精實案前之 5 2 % 下 降 到 3 7 %  (現在又回升到近 5 0 % ) ， 

如 附 件 四 、五 。同樣之人員維持費比例，過去可以支應 4 2 萬人 

員 所 需 ，現 在 僅 支 應 1 8 萬人員即已捉襟見肘。每年因為短役期 

官兵退伍，在繳少領多之情況下退撫基金支出不斷攀升，嚴重影 

響軍人退撫基金之運作。歷 年 來 ，政府從未檢討正視政策造成基 

金 破 產 之 成 因 ，反 而 倒 果 為 因 ，誣指退撫基金收支缺口日益擴 

大 ，造成國家財政重大負擔，將責任推卸給退除役人員並删減其 

退 除 給 與 。

又查目前支領月退休俸之退除役人員，純 舊 制 約 5 萬餘人、跨新 

舊制約 6 萬 餘 人 ，其財源來自政府預算、優惠存款利息及軍人退 

撫基金等三方面，先就政府預算而言，舊制年資退休俸由政府編 

列 年 度 預 算 支 給 ，是退除役人員依法服滿役期取得之退除給與 

(財產）請 求 權 ，乃政府之法定義務支出，屬剛性預算，支付責 

任無從迴避。次就優惠存款利息而言，經歷數次之檢討修正，早 

已列計為退除給與俸率分子計算，由 政 府 支 應 15.1 % ，銀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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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2. 9 %  (採浮動計算），為退除給與之一部分；再就軍人退撫 

基 金 而 言 ，目前在退撫基金給付之退除役人員月退休俸年需130 

餘 億 元 ，每 月 平均僅 1 0餘 億 元 ，每人平均僅支領約 2 萬 3 千餘 

元 ，且屬封閉式收斂，將隨人口凋零而逐年減少；反觀現役人員 

未來退撫經費支出，屬開放式發散，將隨現役轉退役人數而逐年 

增 加 ，未來調高起資俸率、延長服役年限都將影響給付額度，增 

加退撫基金支出。系 爭 規 定 雖 將 軍 人 退 撫 基 金 負 擔 退 除 給 與  

之 比 例 ，由 現 行 4 3 % 降 至 3 0 % ，另 外 7 0 % 則 由 輔 導 會 每  

年 編 列 預 算 支 應 （原 支 應 比 例 5 7 % ) 。換 言 之 ，2 0 年前之 

軍 人 退 撫 制 度 改 革 ，從 政 府 編 列 預 算 之 恩 給 制 改 為 政 府 與  

軍 人 共 同 提 撥 分 攤 之 儲 金 制 ，但 由 於 軍 人 職 業 特 殊 及 前 述  

政 府 國 防 政 策 不 當 釐 定 之 影 響 ，軍 人 退 撫 基 金 無 法 達 到 自  

我 平 衡 之 運 作 基 礎 ，對 於 裁 軍 （增 加 退 撫 支 出 6 8 0 餘 億 元 ） 

與 募 兵 （增 加 退 撫 支 出 3 0 0 億 餘 元 ）政 策 造 成 之 基 金 缺 口 ， 

非 但 政 府 從 未 編 列 預 算 挹 注 撥 補 ，如 今 更 變 本 加 厲 ，修改 

系 爭 規 定 大 幅 删 減 退 除 役 人 員 已 核 定 之 退 休 俸 、退 伍 金 、 

贍 養 金 、優 惠 存 款 利 息 等 做 為 輔 導 會 增 加 支 應 比 例 之 財  

源 ；不 僅 達 反 系 爭 規 定 第 5 4 條 第 2 項 規 定 每 年 所 節 省 之  

退 撫 經 費 支 出 ，應 全 數 挹 注 退 撫 基 金 ，不 得 挪 作 他 用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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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全 不 具 正 義 性 及 正 當 性 。

上開系爭規定條文均已變更修正前軍、士官退除給與條件，侵害 

現役及退除役人員有關退除給與請求權，揆諸前開說明，對於已 

退 除 役 人 員 而 言 ，係屬溯 及 既 往 之 規 定 ，而且不利於退除役人 

員 ，違反禁止法律溯及既往之原則，同時亦侵害憲法第1 8條規 

定人民服公職之權利及憲法第1 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對 

於現役人員而言，則係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

(三 ）侵害人民工作權

憲 法 第 1 5 條 規 定 ，人 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其内涵包括人民從 

事工作並有選擇職業之自由，業 經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404 

號 、第 5 1 0號 、第 5 8 4號 、第 6 1 2號 、第 6 3 4號 、第 6 3 7號 、第 

7 0 2號等解釋在案。退除給與之條件與水準，對於人民選擇何種 

職 業 、何時終止及轉換職業，將產生重大影響。軍 、士官係按當 

時法定退伍除役條件及給與，而決定任官任職與否，並按退伍除 

役 時 條 件 ，規劃其退除給與之配置及運用。系爭規定第3 條 、第 

2 6 條 、第 4 6 條 等 規 定 ，變 更 軍 、士官退除給與計算基礎，削減 

退除給與優惠存款利息。又依修正前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 

第 2 7 條 第 1 、2 項 規 定 ：「軍 官 、士官退伍除役給與，應由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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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役人員共同撥繳費用，設立基金負責支付之，並由政府負最 

後支付保證責任。」 「前項共同撥繳費用之標準，按現役人員本 

俸加一倍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二之費率，由政府撥付百分之六十 

五 ，現役人員繳付百分之三十五。撥繳滿三十五年後，免再撥繳。」 

此一撥繳基準亦成為軍、士官決定任官任職與否之條件。惟系爭 

規 定 第 2 9 條 第 2 項 規 定 ：「前項共同撥繳費用之基準，按現役 

人員本俸加一倍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八之費率，由政府撥付百 

分之六十五，現役人員繳付百分之三十五。」此等退除給與撥繳 

費用之提高，以及前述給與條件之變更、減少與溯及適用，嚴重 

衝擊退除役及現役人員職業生涯規劃，顯已違悖憲法第 1 5條保 

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

此 外 ，系爭規定第3 4條 第 1 項 規 定 ：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軍 

官 、士 官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停止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至原 

因消滅時恢復之：第 1 款 「就任或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 

(薪 ）給 '待 遇 或 公 費 （以下簡稱薪酬）之 機 關 （構 ） 、學校或 

團體之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 

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第 3 款 「就任或再任私立大 

學之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 

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系爭規定以停領退休俸



或 贍 養 金 方 式 ，實 質 限 制 退 除 役 人 員 轉 換 職 業 之 工 作 權 ，尤以轉

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為甚，侵害憲法保障工作權、財 產 權 、服公 

職權等權利，其適用亦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信賴保護原則、 

法律不溯既往原則及禁止不當連結原則等。並且不符憲法增修條 

文 第 1 0條 第 9 項尊重軍人對國家社會之貢獻，充分保障就學、 

就 業 、就 醫 、就養權利之規定，影響其權益甚巨，且違悖憲法第 

1 5 條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更是超出立法目的框架，而為不 

當連結之規定。

(四）悖離人性尊嚴與國家生存照顧義務

憲 法 第 1 8條 規 定 ：「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司法院大法 

官釋字第 4 3 0號解釋指出，軍人與國家間乃「公法上職務關係」， 

軍人行使國防武力（公權力），自屬憲法所稱之公職，軍人服公 

職應受制度性保障。再依憲法增修條文第1 0條 第 9 項 ，軍人退 

撫制度之目的，旨在保障軍人退除役後之生活，確保退除役人員 

之老年安全，保障維繫其生存基礎。國家對於軍人俸給及退除給 

與 等 保 障 ，依 憲 法 所 定 ，乃國家神聖之重大義務，軍人依法服滿 

役 期 ，即依法取得各項法定權利，政府不能迴避任何責任。軍人 

在憲法上負有絕對服從命令及效忠國家（犧牲生命）之特殊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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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故國家必須保障退除役人員退除給與，並照顧其生活，確保 

老 年 安 全 ，保障維繫生存基礎。我國憲政實務肯定軍人服公職受 

制度性保障，對於退除役人員之權益照顧更應重視，系爭規定之 

修 正 ，自應符合此意旨。立法者當依憲法所定，負有立、修法保 

障退除役人員享有人性尊嚴與生存權之義務（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第 6 5 8號解釋參照） 。

系爭規定第 2 6 條 第 4 項 規 定 ：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退伍者， 

其退休俸之給與，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基數内  

涵 。但依前項規定（按指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計數額） 

調降差額時，不得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原支 

領金額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按原支領金額 

支 給 。」其立法理由在「規範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退伍者退休俸 

調降之限制條件，以保障渠等退休後之生活。」本 項 所 謂 「少尉 

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係對退除役人員之最低生活照
V

顧 基 準 。惟依修正前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 2 3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得支領退休俸之退除役人員，乃服現役 2 0 年 以 上 ， 

或服現役 1 5年以上年滿 6 0歲 者 ，如依系爭規定第 2 6 條 與 第 46 

條調降退除給與及優惠存款利率等規定，只以少尉一級軍官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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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 給 發 給 ，形同删減其原領有之退休俸。且不論此等規範毫無客 

觀 依 據 ，究否能如立法理由所謂保障渠等風燭殘年退除役人員退 

除役後最低生活之功能，或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 1 7號解釋理由 

書 ，語重心長所揭退休制度目的在保障退休人員之生活條件與尊 

嚴 ，檢討優惠存款規定時，應避免使其退休所得降低至影響生活 

程 度 之 意 旨 ，殊 非 無 疑 ；更遑論退除役人員得藉此維繫尊嚴生 

活 ，且支領退休俸若低於最低保障金額者，仍按原金額支領，此 

一 所 謂 「最低保障金額」顯然形同虛設。準 此 ，系爭規定悖離人 

性尊嚴無法維持退除役人員之生存保障，至 為 灼 然 。

(五 ）違反法律不溯既往原則

法律之制定或修正，原則上不得適用於該法律生效前業已終結之 

事實或法律關係，是謂法律適用上之不溯既往原則（司法院大法 

官釋字第 57 7號 、第 6 2 0號 、第 7 1 7號等解釋參照） 。法律不溯 

既往原則反映出「法治」 （rule of law) 之 本 質 意 涵 ，人民可 

依照當下之法律秩序決定行止，蓋在法治國家無法期待人民遵守 

未來之法令。從而法律僅能向未來生效，不得溯及適用於已完結 

之事實或法律關係，亦不容許國家藉由立法重新給予法律評價。 

此一原則係為保護人民對法律之信賴，讓人民得以確保自己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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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因 未 來 法 律 秩 序 變 動 ，而 遭 國 家 公 權 力 過 於 嚴 苛 對 待 或 處 罰 ，

倘無此原則，人民將擔心隨時遭到國家公權力之侵害，必將喪失 

對法律之信賴，法治也就自然渝為空談。

系爭規定第 2 6 條 第 3 項規定：「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給與基準計 

算之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計數額，未超過依 

本條例修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退休俸者，按原核計數額發 

給 ；超 過 者 ，其二者間之差額自施行日（按指中華民國 10 7年 7 

月 1 曰）起 十 年 内 ，分年平均調降至無差額止。」第 4 6 條 第 4 

項 第 2 款 規 定 ：「退伍金與軍人保險退伍給付合計之每月優存利 

息高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其優存利率依下列 

規 定 辦 理 ：1 .自施行日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年息百分之十二。2. 

自施行日第三年起至第四年，年息百分之十。3 .自施行日第五年 

起至第六年，年息百分之八。4 .自施行日第七年以後，年息百分 

之 六 。」第 4 6 條 第 5 項 規 定 ：「依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分十年 

調降差額者，其優惠存款本金於第十一年發還本人，並依第二十 

六條第二項標準發給退休俸。」將變更退伍金、退休俸及優惠存 

款利息之規定，適用於系爭規定施行前退除役人員，致減少其退 

除給 與 。惟因已退除役人員年資都已確定，無法再選擇延役而增 

加其 服 役 年 資 ，系爭規定修正前後之差額雖採1 0 年 調 降 ，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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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成 已 退 除 役 人 員 財 產 重 大 損 失 （以 第 1 年 月 減 1，0 0 0 元 為 例 ，

1 0 年 即 減 少 660, 0 0 0 元 ），並 規 定 至 第 1 1 年發還本金，才可啟 

動 第 2 6 條 第 2 項標準發給退休俸，實則為變相之累進費率，扣 

押 人 民 財 產 ，嚴重侵害退除役人員權利，政府更規避應有之責 

任 ，將新訂生效之法規，適用於法規生效前「已終結事實」，顯 

已 違 反 「法律不溯既往原則」。

系爭規定第 4 7 條 第 3 項 規 定 ：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依規定領 

取月補償金者，以其核定退伍除役年資、俸 級 ，依退撫新制施行 

前原領取之規定，計算其應領之一次補償金，扣除其於本條例修 

正 施 行 前 、後所領之月補償金後，一次補發其餘額。無 餘 額 者 ， 

不 再 補 發 。」另查行政院依系爭規定第6 1條 之 授 權 ，於 1 0 7年 

6 月 2 2 日院台綜字第1070023073號令發布系爭規定施行日期， 

除 第 2 6 條 、第 4 5 條 、第 4 6 條 自 7 月 1 日施行外，其餘條文自 

6 月 2 3 日施行。依其修正理由所載，原為彌補具新舊制年資人 

員繳交基金費用後之損失，及為避免引發大量現役軍、士官搶退 

( 目前符合領取年資補償金人員約計 7 千餘員），影響國防安 

全 ，而保留一次補償金云云，卻擴張適用於原已領取月補償金之 

退除役人員，同樣計算其應領之一次補償金，扣除其於本條例修 

正 施 行 前 、後所領之月補償金後，一次補發其餘額，無 餘 額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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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補發。不僅逾越修法本旨及框架，亦且將新訂生效之法規， 

適用於法規生效前「已終結事實」，並 顯 違 反 「法律不溯既往原 

則 」。縱其後國防部 10 7年 7 月 9 日國資人力字第1070001907號 

函 釋 ，關於月補償金應依系爭規定第 2 6 條 第 3 項 規 定 ，將每月 

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計數額須調整部分，統一採 

分 1 0 年平均調降方式執行等情。因扣除已退除役人員之月補償 

金 ，故仍無解於逾越修法本旨及框架，並違反法律不溯既往原則。

(六 ）針對性修法有違法律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

軍人身分特殊，其待遇隨服役年資、職 務 、晉 階 、風 險 、功績有 

所 區 別 ，退除役以後則依規定核予退休俸；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 5 5號 解 釋 ：「武 職 人 員 ，乃因其從事戰鬥行為或其他與國防相 

關之任務，攸關國家安全及軍事需要，且該等人員之養成過程、 

官階任用資格之年齡限制、陞遷條件及服從之義務等均與文職人 

員有別。」軍人職業地位具特殊性，確實應有別於其他行業人員， 

而應實質平等看待。憲法增修條文第1 0條 第 9 項 規 定 ：「國家 

應尊重軍人對社會之貢獻，並對其退役後之就學、就 業 、就 醫 、 

就養予以保障。」本條文特別將此身分獨立規定，而其他職類人 

員並無相類之規定，因而可作為與其他行業別差別待遇之憲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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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 。按平等原則係要求「相同事物應為相同對待」 ，不同事物得 

為差別對待。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 

等 ，而 係 保 障 人 民 在 「法律上」地 位 之 實 質 平 等 。系爭規定第 

2 6 條 第 2 項 第 2 款 規 定 ： 「退 休 俸 ：以退伍除役生效日，現役 

同官階俸級人員服役期間最後五分之一年資之本俸平均數加一 

倍 為 基 數 ，其年資以月計算，畸零曰數不予採計，換算後取整數 

月 。」惟系爭規定第 6 條 各 階 軍 、士官均有規定服役年限，而軍 

人服役期間服膺憲法，犧牲自由與參政之基本人權， 2 4 小時戰 

備沒有工作時數與休假權益之保障，沒有軍人待遇以外之加班 

費 ，沒有罷工之權利；又其官階越高、服役時間越久，採計最後 

五分之一年資越多。則其退休俸係以退伍除役生效日，現役同官 

階俸級人員服役期間最後五分之一年資之本俸平均數加1 倍做 

為計算基準。顯然限制退除給與支領上限，破壞軍隊官制，否定 

軍人對國家社會特殊之犧牲與貢獻，悖離憲法增修條文明定尊重 

軍人之規定，違背法律平等原則。另按 第 2 6條 第 3 項 規 定 ：「依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給與基準計算之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 

月補償金合計數額，未超過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 

退 休 俸 者 ，按原核計數額發給；超 過 者 ，其二者間之差額自施行 

曰起十年内，分年平均調降至無差額止，調降方式如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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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除役人員係依法領取退伍金、退 休 俸 、贍 養 金 ，無論舊制、新 

制 、優惠存款利息，均為政府財政調配、財源分散與責任分攤作 

法 ，系爭規定雖「參酌先進國家軍人退撫制度，均將軍人具全天 

候 戰 備 、工 時 長 、具危險性、退 除 早 、離退率高之特性納入考量， 

於 升 遷 、任 期 、薪資結構及退撫制度上，與其他職或為不同之設 

計 ，目的在提供軍人與眷屬合理之生活保障。」 「設計出符合軍 

人職業特性，創造足夠招募誘因，又能滿足未來退除役人員退除 

給付與兼顧因制度轉銜、現役及已退人員權益保障，使軍人退撫 

基金得以永續經營，達到促進招募、穩 定 現 役 、安撫退員之政策 

目標。」（1 0 7年 4 月 1 3 日立法院第9 屆 第 5 會 期 第 9 次會議議 

案關係文書院總字第106 1號政府提案第 16282號陸海空軍軍官 

士官服役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參照）。然系爭規定卻採取削減優 

惠存款利息與拉近不同時期同階同年資給付水準等溯及既往之 

不當修法，受影響最大者為具有跨新舊制年資之士官5, 0 5 0人 ， 

校 官 49, 0 2 9人 ，將 官 2, 2 3 3人 ，合 計 56, 5 1 2人 ，佔支領月退俸 

退除役人員之 4 8 % ，佔整體支領退除給與人員之 2 8 % ，此針對 

性 之 修 法 ，調降退除給與（含優惠存款 1 8 % 差息補貼結餘款） ， 

共 計 1，6 2 8億 元 ，並稱可延後軍人退撫基金至少3 0 年不會有破 

產 疑 慮 ，甚至推估將剩餘1，2 3 3億 元 。乃竟誣稱軍人退撫基金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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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將日益擴大（如前述） ，並將虛擬不實之政府財政困難壓力， 

以不當針對性修法，僅推由受影響最大之5 萬 6, 0 0 0餘 人 承 擔 ，

顯然不符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

肆 、聲請暫時處分

一 、按保全制度屬司法權之核心機能，釋憲權之行使應避免解釋結 

果縱有利於聲請人，卻因時間經過等因素而不具實益之情形發 

生 。是為確保司法解釋或裁判結果實效性之保全制度，乃司法 

權核心機能之一，不因憲法解釋、審 判 或 民 事 、刑 事 、行政訴 

訟之審判而有異。司法院大法官行使釋憲權時，如因系爭憲法 

疑義或爭議狀態之持續、爭議法令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 

行 ，可能對人民基本權利或憲法基本原則造成不可回復或難以 

回復之重大損害，而對損害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要性，且別 

無 其 他 手 段 可 資 防 免 其 損 害 時 ，即得權衡作成暫時處分之利 

弊 ，若作成暫時處分顯然利大於弊時，自可依聲請人之聲請， 

於本案解釋前作成暫時處分以定暫時狀態，業 經 司 法 院 大 法  

官釋字第 5 8 5號 、第 59 9號等解釋在案。

二 、查釋憲程序中之「暫時處分 j ，乃附隨於憲法解釋之暫時權利 

保 護 （vorlSufiger Reditssdiutz) ，其 具 有 「確保本案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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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cherungsfunktion) 、 「分 配 與 降 低 錯 誤 判 決 風 險 」 

(Verteilung und Minimierung des Fehlentscheidungsrisikos) ' 「暫 

時滿足功能」（interimistisdieBefriedigungsfunktion) 等 作 用 。 

系爭規定變更軍官、士官退除給與計算基礎，削減退除給與優 

惠存款利息，降低退除給與基準，已嚴重侵害憲法第1 5條及第 

1 8條保障人民之財產權、工 作 權 、生存權及服公職等權利，且 

其溯及適用退除役人員，調降退除給與及優惠存款利息之過渡 

期 間 不 足 ，顯已違悖法律不溯既往、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 

等憲法基本原則。倘放任系爭規定執行及違憲狀態持續，本案 

解釋結果縱有利於退除役及現役人員，卻因時間經過而毫無實 

益 ，已無法挽回人民權益遭到不當侵害之結果。縱現有行政救 

濟機制雖有停止執行、假處分等保全措施（訴 願 法 第 9 3條及行 

政訴訟法第 116條 、第 2 9 8條參照），惟此僅係個案之救濟管道， 

且亦可能發生機關決定或法院裁判歧異之情形，無法全面完整 

防免系爭規定造成之損害，更難重建人民之信任，對憲法保障 

人民之法益所造成之損害，亦將至為深遠而難以回復。職是之 

故 ，鑑於系爭規定公布施行後發生之損害，事實上已屬全面而 

具急迫性，且無其他手段足資防免，據此敦請 大院作成暫時 

處 分 ，避免人民基本權利遭受急迫性且難以回復之重大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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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以 確 實 維 護 人 民 基 本 權 利 。

伍 、結論

综 上 所 述 ，系爭規定第3 條 、第 2 6 條 、第 2 9 條 、第 3 4條 、第 

4 6 條 、第 4 7 條 、第 5 4 條 等 規 定 ，損及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 

權 、工作權及生存權等權利，明顯違反憲法第1 5條 生 存 權 、工 

作權及財產權，第 1 8條服公職之權利、第 2 3 條比例原則及司法 

院大法官相關解釋之意旨。上開系爭規定顯有重大違憲之處，為 

此 特 請 大 院 鑒 核 ，迅賜系爭規定違憲之解釋，且於作成解釋之 

前 ，先予暫停系爭規定前開爭議條文之施行，以免人民權益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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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政府財政收入之預測與分析

壹 、政府未來財政收入預測模型

一 、 模型

政府歲入 =667365757 + 0■ 115 x GDP (1)

模型（1)中

GDP : 國内生產毛額（當期價格 Nominal values) 單 位 ：仟元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所得統計摘要

政府歲 入 ：中央及各級政府淨收支合計，已扣除各級政府彼此間補助及協助等重 

複 收 支 數 。 單 位 ：仟元

資料來源：行政院 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主要附表（參考表7-歷年各級政府淨收支概況

表）

二 、 模型之統計相關數據
本預測模型以9 0至 10 7年度之 GDP及政府歲入進行迴歸分析，採用的分析 

軟體是 SPSS統計 軟 體 ，其分析出之結果如表1 至 表 4 、直 方 圖 、常態 P-P 圖 。 

為忠實呈現原結果，表格未加修飾。分析結果指出判定係數 R2=〇. 9 2 8，顯示本釋 

憲案之政府財政收入預測模型解釋能力強高達92. 8 % 。各項指標也顯示本預測模 

型符合常態性假設，無自我相關現象，PRESS判定係數 R2™ ss亦高達 0. 9 1 1 5。

表 1 模型摘要

R R m s 馮 梠 後 R f-"
W-fW料 嗖 鲋  

S免
Durbln-
Watsonf df1 df2

1 .964a 920 .924 78900359,60 .928 207.372 1 16 .000 2.042

a. ft|；w ： i m i  'G DP

b. Income

表 2 變異數分析

棋式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1 迴歸 129094578 12909457881

811594100 1 15941000.00 207. 372 .000(a)

0.000 0

殘差 996042679

21283800.

000

16
62252667450 

80230. 000

總和 139055005

603722500 17

0.000

a 預測變數：（常數)，GDP 

b 依變數：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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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係數

嫌

植式
夫德進仆偽動 標警係

t檁準誤 Beta

1 (麵  
GD P

667365757.4
•115

113106180
.008 ■奴

5.900
14.400

.000

.000
a■依變數：Iirnne

迴歸係髮灌 挪 傖
統1+畺

± E I 允差 VIF

427591366
.C98

9CT7140149
.132 1.000 1.000

表4 PRESS統計量

描述性统計資料

N 總和

squared DRE—1 18 123043043284395904.00

有效的 N (listwise) 18

P R E S S統計量 

=123043043284395904. 00

R 2p»ess = 1- (123043043284395904 /1390550056037225470) 

=0.911515

直方圖

依變數: Income

-1 〇 1 
迴歸標準化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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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標準化殘差的常態P-P 圖

機
率

預
期
累
稹

観察累稹機率

贰 、政府未來財政收入預測模型效度驗證

政府未來財政收入預測模型必須具有效度，否則所預測出來的財政收入不可信則 

無法作為政府是否應進行年金改革的決策參考。財政收入預測模型是否具有效 

度 ，亦即未來預測的準確性或可實現性，可從學理及實務兩方面來探討。在學理 

上財政收入預測模型在觀測樣本外（即超過 10 7年)之預測是否恰當可以統計指 

標例如 R2press值來判斷（見附件 2 Palmer等學者論文）。當 RWss值與迴歸模型判 

定係數 R2非常接近時，表示可以用來預測觀測樣本外之數值。在實務上之有效 

性則可從以下3 點來判斷：（1)過去政府實際財政收入與模型所預測出之財政收 

入的差異程度，（2)假設之參數未來實現的可能性，本預測模型的參數為國内生 

產毛額 GDP成 長 率 ，（3)過去政府財政收入平均年成長率與預測模型政府未來財 

政收入平均年成長率相較，若後者低於前者，表示未來實現的可能性高。茲一一 

檢視以上所述判斷標準如下。

一 、 R 2press 值

R2press值經統計軟體 SPSS計算後為 0. 9115與 R2= 0. 9 2 8非常 接 近 ，兩者相差 

0. 0 1 6 5，經驗法則指出相差在0.1 以内即為穩定的模型。本預測模型穩定性很 

高 ，可用來預測同一母體裡的不同樣本，亦即超出10 7年的政府財政收入預測， 

不會失去其精確性。

二 、 過去政府實際財政收入與模型所預測出之財政收入的差異程度

從 表 5 政府實際財政收入與預測財政收入比較得知，9 0至 1 0 7年平均誤差 

率只有 2. 5 8 %，顯示模式效度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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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政府實際財政收入與預測財政收入比較 單位：千元

年 政府實際財政收入 政府預測財政收

入

預測誤差 誤差率

90 1896840574 1837027979 59812595.03 0. 0315

91 1787918681 1897211032 -109292351.1 (0.0611)

92 1948847371 1930025266 18822104.73 0.0097

93 1927399732 2008758679 -81358947.24 (0.0422)

94 2218039419 2059722685 158316733.6 0. 0714

95 2177017797 2122885103 54132693. 69 0. 0249

96 2244758463 2211115637 33642825. 72 0.0150

97 2231613847 2181625741 49988106.11 0. 0224

98 2113644128 2159829572 -46185443. 85 (0. 0219)

99 2115553880 2293115931 -177562050.9 (0. 0839)

10 2306173039 2315337329 -9164289.707 (0. 0040)

101 2321205197 2358483942 -37278745.31 (0.0161)

102 2457632464 2421102072 36530391.99 0. 0149

103 2508815115 2522559143 -13744028. 23 (0.0055)

104 2662327565 2597074812 65252753. 02 0. 0245

105 2690858610 2638489767 52368843. 03 0.0195

106 2621216000 2661605953 -40389952. 93 (0.0154)

107 2701681000 2715572238 -13891237. 64 (0.0051)

平均誤差率 0. 0258

三 、假投之參數未來實現的可能性

本釋憲聲請案假設 GDP每年成長 2%，中央政府未來5 0年財政收入達1 4 7兆。 

9 1 至 1 0 6年 度 1 6年間 GDP年成長率超過 2%有 1 2年 占 7 5 %，平均每年成長率為 

3. 37%(見 表 6 ) ，每 年 GDP成 長 2%應為可達成之目標。換 言 之 ，1 4 7兆為中央政 

府未來 5 0年可達成之財政收入。

表 6 9 1至 106年度國内生產毛額（GDP) 單位：百萬元

年度 GDP(成長率％) 年度 GDP(成長率°/〇)

91 10680883 (5.15) 99 14119213 (8.93)

92 10965866 (2. 67) 100 14312200 (1.37)

93 11649645 (6. 24) 101 14686917 (2.62)

94 12092254 (3.80) 102 15230739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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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12640803 (4. 54) 103 16111867 (5.79)

96 13407062 (6.06) 104 16759016 (4.09)

97 13150950

(-1.91)

105 17118694 (2.27)

98 12961656

(-1.44)

106 17319452 (1.71)

言主：平均每年成長率為3.3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所得統計摘要1-1主要指標

四 、過去政府財政收入平均年成長率與政府未來財政收入平均年成長率相較

根 據 9 0至 10 7年 度 1 8年之政府財政收入歷史資料，政府財政收入平均年成長率 

為 2.11% ; 1 0 7年度政府收入為9 0年 度之 1. 4 2倍（見表 7 ) 。本釋憲案所建構政 

府 5 0年財政收入預估模式， GDP年成長率 2 % ，政府財政收入平均年成長率為 

1. 68% ; 1 2 4年度政府收入為10 7年度之 1. 3 1倍（最近之未來1 8年）。本案所預 

估政府未來5 0年之財政收入不論平均年成長率以及成長倍數均較經驗值保守， 

在實務上達成之可能性高。

表 7 9 0 至 10 7年度政府（中央及地方）財政收入 單 位 ：千元

年度 政府收入(成長率％) 年度 政府收入(成長率％)

90 1896840574 99 2115553880 (0.09)

91 1787918681 

(-5. 74)

100 2306173039 (9.01)

92 1948847371 (9.00) 101 2321205197 (0.65)

93 1927399732

(-1.10)

102 2457632464 (5.88)

94 2218039419

(15.08)

103 2508815115 (2.08)

95 2177017797

(-1.85)

104 2662327565 (6.12)

96 2244758463 (3.11) 105 2690858610 (1.07)

97 2231613847

(-0,59)

106 2621216000

(-2.59)

98 2113644128

(-5.29)

107 2701681000 (3.07)

註 ：政府財政收入（中 央 +地 方 ）平均年成長率為 2.11% ; 107年度政府收入 

為 9 0年度之1.42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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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四項指標，本案之政府未來5 0年財政收入預測模型具有效度，未 來 5 0年中 

央政府財政收入1 4 7兆為保守之預估收入，達成之可能性非常高。

叁 、政府未來5 0年財政收入預估

假 設 GDP每 年 成 長 既 ，依攄本案之政府来來財政收入预測模型，5 0 年中央 

政府財政總收入將達146. 8 9 兆 約 1 4 7兆 。此 外 ，假設中央政府未來5 0年之支出 

每年均維持10 7年度收入水準1 S  9 千億（即 27016. 8 億 x0. 7 ) ，扣除這些支出 

政 府 5 0 年仍有財政收入52. 3 3 兆 ，詳如表 8 之合計攔。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 

知軍人退撫基金潛藏負債1 兆 2 千 9 百 5 0餘億元，占中央政府来來5 0年財政收 

入 1 4 7兆 之 0. 8 8 %，5 0 年淨收入52. 3 3 兆之 2. 4 7 %，對整體國家財政並無顯著影 

豊 。8 9 年 1 0 月 2 7 日至9 0年 2 月 1 4 日 10 1天的核四停建又復工花掉 2200億 ， 

此次軍人退撫制度改革國防部報告每年約節省7 5億且維持 3 0 年基金不破產。換 

言之此次軍人退撫制度改革之效益僅 2, 2 5 0億（即 7 5億 x3 0 )，政府一個錯誤決 

策或浪費就可抵消此次改革之效益。

表 8 政 府 5 0年財政收入預估 單位：億元

成長率 0%政 府 GDP成長率 2% 

收入（中央+地 政 府 收 入 （中 

方）a 央+地方）b

與成長率 GDP成長與成長率  

0%差額（中 率 2 %中央 0%差額（中 

央+地方） 政 府 收 入 央 ） 

c=b-a d=bx0.7 e=cx0.7

107 年度 27016.8

108 27016.8 27539.1 522.3 19277 365.6

109 27016.8 27956.4 939.6 19569 657.7

110 27016.8 28382.1 1365.3 19867 955.7

111 27016.8 28816.2 1799.4 20171 1259.6

112 27016.8 29259.1 2242. 3 20481 1569.6

113 27016.8 29710.8 2694. 0 20798 1885.8

114 27016.8 30171.5 3154.7 21120 2208. 3

115 27016.8 30641.5 3624. 7 21449 2537.3

116 27016.8 31120.8 4104.0 21785 2872.8

117 27016.8 31609.8 4593. 0 22127 3215.1

118 27016.8 32108.5 5091.7 22476 3564. 2

119 27016.8 32617.2 5600.4 22832 3920. 3

120 27016.8 33136.1 6119.3 23195 4283. 5

121 27016.8 33665. 3 6648. 5 23566 465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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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27016.8 34205. 2 7188.4 23944 5031.9

123 27016.8 34755. 8 7739.0 24329 5417.3

124 27016.8 35317.4 8300. 6 24722 5810.5

125 27016.8 35890.3 8873.5 25123 6211.5

126 27016.8 36474. 7 9457. 9 25532 6620.5

127 27016.8 37070. 7 10053.9 25949 7037. 7

128 27016.8 37678.6 10661.8 26375 7463.3

129 27016.8 38298.7 11281.9 26809 7897. 3

130 27016.8 38931.2 11914.4 27252 8340.1

131 27016.8 39576.4 12559.6 27703 8791.7

132 27016.8 40234.4 13217.6 28164 9252. 3

133 27016.8 40905. 6 13888.8 28634 9722.2

134 27016.8 41590.3 14573. 5 29113 10201.4

135 27016.8 42288.6 15271.8 29602 10690.3

136 27016.8 43000.9 15984.1 30101 11188.9

137 27016.8 43727. 5 16710.7 30609 11697.5

138 27016.8 44468.5 17451.7 31128 12216.2

139 27016.8 45224. 4 18207.6 31657 12745.3

140 27016.8 45995. 5 18978.7 32197 13285.1

141 27016.8 46781.9 19765.1 32747 13835.6

142 27016.8 47584.1 20567. 3 33309 14397.1

143 27016.8 48402.3 21385.5 33882 14969.8

144 27016.8 49236. 8 22220.0 34466 15554.0

145 27016.8 50088.1 23071.3 35062 16149.9

146 27016.8 50956.4 23939.6 35669 16757.7

147 27016.8 51842.1 24825. 3 36289 17377.7

148 27016.8 52745.4 25728.6 36922 18010.0

149 27016.8 53666,9 26650.1 37567 18655.0

150 27016.8 54606. 7 27589.9 38225 19312.9

151 27016.8 55565.4 28548.6 38896 19984.0

152 27016.8 56543. 2 29526.4 39580 20668.5

153 27016.8 57540.6 30523.8 40278 21366.7

154 27016.8 58558.0 31541.2 40991 22078.8

155 27016.8 59595. 6 32578.8 41717 22805. 2

156 27016.8 60654.1 33637.3 42458 23546.1

157 27016.8 61733.7 34716.9 43214 24301.8

合計 1350840.0 2098470.5 747630. 5 1468929 523341.4

註 ：政府財政收入估計誤差正負3 % ，中央政府財政收入占政府（中央+地方）財政收入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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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軍職人員年金改革財務影響評估報告p. 45

方 能 補 足 其 差 額 （退 拽 基 金 財 政 缺 口 〉。從 上 述 可 明 瞭 政 府 為  

何 要 幘 極 解 決 此 一 問 題 * 此 乃 「槠 金 制 」之 硪 定 給 付 制 D C年 

金 的 特 性 ，需 靠 储 金 複 利 增 息 ，創 造 本 金 利 得 ，最终需成長  

至 當 年 度 利 得 即 可 支 卷 下 年 度 支 出 * 方 能 謂 之 此 年 金 制 度 可  

永 續 蛭 營 。

栋 合 上 述 ，退 槐 新 客 現 行 制 度 財 務 狀 況 聿 热 说 明 如 下 ：

( _ ) 在 退 撫 名 制 給 付 下 ，柚 導 會 未 來 別 年 洗 编 列 舊 制俸金 (含 

優 惠 存 款 ) 計 需 丨 兆 M 7 9 德 元 ，

(二)  在 退 拖 新 制 給 付 下 ，軍 人 退 梘 基 金 来 來 3fl年 需 支 付 1 兆

5,404 馋 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 在 退 撫 基 金 跶 點 下 • 退 拽 基 金 本 金 於 1Q9 年 用 «^ 本 金  

路 餘 胂 由 正 轉 負 ，表 來 3 0 年 将 產 生 1 兆 2, 0 6 7億 元 姐 差 。

49-50 of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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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國防預算占中央政府總預算比率

附件五人員維持費佔國防預算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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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

修 正 時 間 ：107. 6.21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立法依據）

本條例依兵役法第十四條規定制定之。

第 二 條 （適用範圍）

陸海空軍軍官、士 官 服 役 ，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三 條 （用詞定義）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 、 軍 官 ：指常備 軍 官 、預 備 軍 官 。

二 、 士 官 ：指常備士官、預 備 士 官 。

三 、 退撫新制：指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一月一日起實施之軍職人員退 

撫 制 度 。

四 、 退 除 給 與 ：指 軍 官 、士官退伍除役時之給與，包含下列項目：

(一 ） 退 伍 金 。

(二 ） 退 休 俸 。

(三 ） 贍 養 金 。

(四 ） 退除給與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

(五 ） 政府撥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六 ） 生活補助費。

(七 ） 勳獎章獎金。

(八 ） 身心障礙榮譽獎金。

(九 ） 優惠存款利息（以下簡稱優存利息 ） 。

五 、 遺屬年金：指遺族依本條例得支領之軍官、士官原領退休俸或 

贍養金之半數。

六 、 俸給總額慰助金：指按退伍人員退伍當月所支下列項目之合計 

數 額 計 算 ：

( 一 ）  本 俸 。

(二 ） 專業加給。

(三 ） 主管職務加給。

七 、 支給機關：指退伍除役軍官、士官具退撫新制施行前服役年資 

者 ，其退除給與，以國軍退除役官兵辅導委員會（以下簡稱輔 

導會）為支給機關；具退撫新制施行後服役年資者，以輔導會 

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為支給機關。

第 四 條 （服役之區分）

常備軍官、常備士官，自任官之日起役；預 備 軍 官 、預 備 士 官 ，自任 

官或授予預備軍官、預備士官適任證書之日起役；其服役區分如下：



一 、 現 役 ：以在營任軍官、士官者服之，至依法停役、退 伍 、解除 

召 集 、禁役或除役時為止。

二 、 預 備 役 ：區分為第一預備役、第二預備役及第三預備役，以現 

役 軍 官 、士官經停役、退 伍 、解除召集者，或取得預備軍官、 

預備士官適任證書，未在營服現役者服之，至 免 役 、禁 役 、喪 

失國籍或除役時為止。

前項人員因犯罪經判處徒刑確定，並受褫奪公權之宣告而免官，除禁 

役 者 外 ，未核予復官前，轉服常備兵之現役或預備役。

第 五 條 （除役年齡）

軍 官 、士官除役年齡如下：

一 、 下 士 、中 士 、上士五十歲。

二 、 士官長五十八歲。

三 、 尉官五十歲。

四 、 校官五十八歲。

五 、 少將六十歲。

六 、 中將六十五歲。

七 、 上將七十歲。

一級上將除役年齡，不受前項第七款之限制。

第 六 條 （服現役年限或年齡）

軍 官 、士官服現役最大年限或年齡如下：

一 、 士官與除役年齡同。

二 、 少 尉 、中尉十二年。

三 、 上尉十七年。

四 、 少校二十二年。

五 、 中校二十六年。

六 、 上校三十年。

七 、 少將五十七歲。

八 、 中將六十歲。

九 、 上將六十四歲。

前項服現役最大年限，自任官之日起算；服現役最大年齡，依其出生 

年月日計算至足齡之年次月一日止。但留職停薪期間，不列計服現役 

最大年限期間。

一級上將服現役最大年齡，不受第一項第九款之限制。

第 七 條 （服常備軍官役之要件）

常備軍官役，以適齡國民或現役或後備之士官、士 兵 ，依志願考取軍 

事校院或國内外同等學校，完成常備軍官教育，期滿合格者服之。 

第 八 條 （服常備士官役之要件）



常備士官役，以適齡國民或現役或後備之士兵，依志願考取軍事校院 

或國内外同等學校，完成常備士官教育，期滿合格者服之。

服現役成績優良之士兵，得經甄選合格後，服常備士官役。

第 九 條 （服預備軍官役之要件）

預備軍官役，以 下 列 人 員 ，依志願考選，完成預備軍官教育合格者服

之 ：

一 、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程度。

二 、 曾服常備士官現役二年以上。

三 、 曾受預備士官教育期滿成績特優。

四 、 專門技能人員具有軍中所需專長。

五 、 高級中學或同等學校畢業，或現役優秀士官、士兵考入軍事 

校院或軍官訓練班。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人員，在國防軍事上有必要時，得依法徵集、召 

集 入 營 ，施以預備軍官教育，服預備軍官現役；第五款人員，應服一 

定期間之現役。

現役優秀士官，於戰場任命為軍官者，得逕服預備軍官現役。

第 十 條 （服預備士官役之要件）

預備士官役，以下列人員，依志願考選，完成預備士官教育合格者服

之 ：

一 、 高級中學以上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程度。

二 、 曾服常備兵現役期滿，成 績 優 良 。

三 、 曾服補充兵現役期滿，成績特優者。

四 、 專門技能人員，具有軍中所需專長。

五 、 國民中學或同等學校畢業，或現役優秀士兵考入軍事校院或 

士官訓練班。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人員，在國防軍事上有必要時，得依法徵集、召 

集 入 營 ，施以預備士官教育，服預備士官現役；第五款人員，應服一 

定期間之現役。

現役優秀士兵，於戰場任命為士官者，得逕服預備士官現役。

第二章 常備軍官役及常備士官役

第 十 一 條 （服現役最少年限）

常備軍官、常備士官服現役最少年限，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常備軍 

官不得少於六年，常備士官不得少於四年，由國防部依軍事需要，於 

招生時明定之。但留職停薪期間，不列計服現役最少年限期間。 

前項服現役最少年限，自任官之日起算。軍 官 、士官再考選入軍事校 

院 ，接受軍官基礎教育畢業者，應自就任或再任職之日起算。

第十二條（停役或退伍後，服預備役之規定）

常備軍官、常備士官停役或退伍後，依下列規定服預備役：



一 、 已服現役未滿十年者，服第一預備役。

二 、 已服現役十年以上未滿二十年，或服現役與第一預備役合計十 

年以上未滿二十年者，服第二預備役。

三 、 已服現役二十年以上，或服現役十五年以上且年滿六十歲，或 

服現役及第一預備役、第二預備役合計二十年以上，未屆滿除 

役 年 齡 者 ，服第三預備役。

第 十 三 條 （受召集服預備役之標準）

常備軍官、常備士官預備役人員，受臨時召集時或動員召集，按其專 

長 、階 級 、年齡及體位，依第一預備役、第二預備役、第三預備役之 

順序行之。其受臨時召集服現役時間，在戰時或非常事變時，與動員 

召 集 同 ，在 平 時 ，應補足現役最少年限；其應受教育、勤 務 、點閱召 

集 ，依兵役法及兵役法施行法之規定。

常備軍官、常備士官預備役人員，得視軍事需要，依志願再服現役， 

除有死亡、失 蹤 、被俘或其他不可歸責於該等人員之事由，經國防部 

核定不足整年辦理者外，以年為單位，每期最長為三年，期滿得依軍 

事需要及其志願繼續服現役。

前項人員志願入營甄選服役規則，由國防部定之。

第 十 四 條 （停役事由）

常備軍官、常備士官，在現役 期 間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停役：

一 、 失蹤逾三個月。

二 、 被 俘 。

三 、 休 職 。

四 、 因案羈押逾三個月。

五 、 判處徒刑在執行中。

六 、 依法停止任用或不得再任用。

七 、 受觀察、勒 戒 、強制戒治或其他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但付保 

護 管 束 者 ，不在此限。

八 、 因其他事故，由當事人申請，並經人事評審會審核，必須予以

停 役 。

前項各款人員於停役原因消滅時，未申請回役復職者，得按其情節及 

軍事需要，予以回役或免予回役。

第 十 五 條 （退伍事由）

常備軍官、常備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 以 退 伍 ：

一 、 服滿現役最少年限，志願退伍。

二 、 屆滿現役最大年限或年齡。

三 、 因 病 、傷 ，經檢定不適服現役。

四 、 逾越編制員額。



五 、 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一次受記大過二次以上，經人 

事評審會考核不適服現役。

六 、 退撫新制施行後，晉任將官本階停年屆滿十年，未占上階職缺 

者 。

七 、 停役原因消滅或停止任用期間屆滿，經核定免予回役。

八 、 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第六款依法停止任用、第七款 

及第八款規定，停役滿三年未回役。

九 、 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受免除職務處分。

十 、任官服現役滿一年提出申請，並經人事評審會審定。

前項第十款人事評審會之審定，自收受申請書之次日起，應於三個月 

内 為 之 。

依第一項第十款提前退伍之人員，未依招生簡章服滿役期者，應予賠 

償 ；其賠償事由、範 圍 、程 序 、分期賠償及免予賠償條件等相關事項 

之 辦 法 ，由國防部定之。

常備軍官、常備士官，因案依法移送懲戒或送請監察院審查中，或已 

依法為懲戒判決但尚未確定，不予受理申請退伍。

第 十 六 條 （除役事由）

常備軍官、常備士官在服役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 以 除 役 ：

一 、 屆滿除役年齡。

二 、 因 病 、傷 ，經檢定不堪服役。

三 、 禁 役 。

四 、 失蹤或被俘停役滿三年尚未歸來。

前項第四款除役人員歸來時，未屆滿除役年齡者，轉 服 預備役；未屆 

滿服現役最大年限或年齡者，視 其 情 節 ，依軍事需要及志願，核定回 

復 現 役 ；已逾服現役最大年限或年齡，轉服預備役。

第一項第二款因病、傷 ，經檢定不堪服役及前條第一項第三款因病、 

傷 ，經檢定不適服現役之病傷退伍除役檢定標準，由國防部定之。

第 十 七 條 （解除召集事由）

常備軍官、常備士官預備役，應召再服現役人員，於再服現役期滿或 

具有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予以解除召

集 。

第 十 八 條 （延役事由）

常備軍官、常備士官，服 現 役期滿，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延役：

一 、 戰時或非常事變時。

二 、 航海中或國外服勤時。

三 、 重要演習、校閱或正服特別勤務時。

四 、 因天災或其他不可避免之事故時。



屆滿現役最大年限或年齡，其專長為軍中需要，且志願繼續服現役者， 

得予延役至除役年齡；其專長資格及申請程序，由國防部定之。 

第一項第一款之延役，以至戰事或事變終了後六個月為限；第二款至 

第 四 款 ，延役至原因消滅時止。

第一項、第二項延役期滿或原因消滅時，予以退伍、解除召集或除役。 

第三章 預備軍官役及預備士官役 

第 十 九 條 （起 役 ）

預備軍官、預 備 士 官 ，自起役之日，服預備役或依法召服現役，其規 

定 如 下 ：

一 、 服預備役期間，依兵役法及其施行法之規定，召服現役。

二 、 服預備役或現役或合計未滿十年者，服第一預備役；十年以上 

未滿二十年者，服第二預備役；二十年以上者，服第三預備役。

預備軍官、預 備 士 官 ，自起役之日起，志願服現役者，其 期 間 ，預備 

軍官為一年至五年，預備士官為一年至三年。期 滿 後 ，得依軍事需要 

及 其 志 願 ，繼續服現役，除有死亡、失 蹤 、被俘或其他不可歸責於該 

等人員之事由，經國防部核定不足整年辦理者外，以年為單位，每期 

最長為三年。

前項人員志願留營入營甄選服役規則，由國防部定之。

第 二 十 條 （停 役 、回役）

預備軍官、預 備 士 官 ，在現役期間之停役、回 役 ，除在徵集或臨時召 

集服現役期間，因病六個月未癒，得 予 停 役 ，病癒即予回役外，其餘 

依第十四條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前章規定之適用）

預備軍官、預備士官之召服現役、退 伍 、解 除 召 集 、除 役 、延 役 ，除 

本章規定者外，準用第二章常備軍官、常備士官之有關規定。

第二十二條（轉服年資合併計算）

預備軍官服現役滿六年、預備士官服現役滿四年，在 現 役期間，績效 

優 良 者 ，於軍事需要時，得依志願轉服常備軍官、常備士官現役。

現役常備士官轉服預備軍官者，志願轉服常備軍官時，其曾任常備士 

官之年資得與預備軍官之年資併計。

第四章 退伍除役及給與 

第二十三條（退伍除役之給與）

軍 官 、士官退伍除役時給與如下：

一 、 服現役三年以上未滿二十年者，按服現役年資，給與退伍金。

二 、 服現役二十年以上，或服現役十五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依服 

現 役 年 資 ，按月給與退休俸終身，或依志願，按 前 款 規 定 ，給 

與 退 伍 金 。

三 、 在現役期間，因作戰或因公致傷、身心障礙，經檢定不堪服役，



合於國軍退除役官兵身心障礙就養基準者，按月給與贍養金終 

身 ，或 依 志 願 ，按前二款規定，給與退伍金或退休俸。

軍 官 、士官就讀軍事校院期間之年資，得折算前項各款所稱服現役年 

資 ，給與退伍金、退休俸或贍養金。但以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五曰 

後退除者為限。

第二十四條（不發退除給與之事由）

軍官、士官在現役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外， 

不發退除給與：

一 、 犯 内 亂 、外 患 、刑法瀆職罪章、國家安全法第五條之一、國家 

機密保護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三十四 

條第一項或第二項、國家情報工作法第三十條第一項或第二項、 

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二項、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或貪污治罪 

條例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之刑確定而未宣告緩刑，或因案判處 

死 刑 、無期徒刑確定。但犯刑法瀆職罪章之罪，經判處有期徒 

刑未滿七年確定者，依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 

減少退除給與。

二 、 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受撤職處分。但因過失或連帶處分而 

撤 職 者 ，不在此限。

三 、 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受免除職務處分。

四 、 褫奪公權終身。

五 、 喪失或未具中華民國國籍。

軍 官 、士官依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退伍者，僅得支領退伍金。 

第二十五條（剝奪或減少退除給與之處分）

軍 官 、士官在現役期間犯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罪而未經停役，亦未經 

移付懲戒或提起彈劾者，於依本條例退伍除役後始經判刑而未宣告緩 

刑確定時，除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外，應依下列規定剝奪或減少退除 

給 與 ；其已支領者，照應剝奪或減少之全部或一部分追繳之：

一 、 經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確定者，應自始剝 

奪其退除給與。

二 、 經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以上未滿七年者，應自判刑確定之日起，

減少其應領退除給與之百分之五十。

三 、 經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以上未滿三年者，應自判刑確定之日起，

減少其應領退除給與之百分之三十。

四 、 經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以上未滿二年者，應自判刑確定之日起，

減少其應領退除給與之百分之二十。

前項人員因同一案件，於其他法律受有較重之剝奪或減少退除給與處 

分規定者，從 其 處 分 。



軍 官 、士官於領受退除給與期間犯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罪，經判刑而 

未宣告緩刑確定者，依第一項各款規定，剝奪或減少其領受之退除給 

與 。

各級學校之軍訓教官在職期間涉有校園性侵害案件，先行退伍後始經 

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應自始剝奪其退除給與；其已支領者，

應 追 繳 之 。

第一項所定退除給與，應按最近一次退伍除役前服役年資核給；其内 

涵包含退除給與、遺屬一次金及遺屬年金。

第一項人員回役時，其依第一項規定已受剝奪、減少退除給與之服役 

年資，於解除召集或回役期間亡故而辦理撫卹時，不再核給退撫給與。 

退伍人員曾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減少退除給與者，於回役並 

依本條例予以解除召集之年資，連同其已受減少退除給與之服役年資 

併計後，以不超過第二十六條及第四十六條所定給與基準最高採計上 

限 。

依本條例退伍除役後始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降級或減俸處分者，應自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書送達受懲戒人主管機關之翌日起，改按降級

f減俸後之棒級或俸額計算退除給與。

二十六條（退撫新制施行前、後年資之退伍金、退休俸或贍養金給 

與基準）

退撫新制施行前、後年資之退伍金、退休俸或贍養金給與基準如下：

一、退撫新制施行前：依附表一規定及行政院核定之其他給與發給。

二 、退撫新制施行後：依附表二規定發給。

本條例修正施行後退伍金、退休俸或贍養金給與基準如下（如附表三）： 

一 、退 伍 金 ：以退伍除役生效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加一 

倍 為 基 數 ，每服現役一年，給與一點五個基數。其退伍年資未 

滿一年之畸零月數，按畸零月數比率計給；未滿一個月者，以 

一個月計。

二 、退 休 俸 ：以退伍除役生效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服役期間最 

後五分之一年資之本俸平均數加一倍為基數，其年資以月計算， 

畸零日數不予採計，換算後取整數月。服役滿二十年者，應核 

給俸率百分之五十五，其後每增加一年增給百分之二，但軍官 

核給俸率以不超過百分之九十為限，士官核給俸率以不超過百 

分之九十五為限。其退伍年資未滿一年之畸零月數，按畸零月 

數 比 率計給；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三、贍養金：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最後在職本俸加一倍為基數， 

給與百分之五十。

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給與基準計算之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 

補償金合計數額，未超過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退休俸



者 ，按原核計數額發給；超過者，其二者間之差額自施行日起十年内， 

分年平均調降至無差額止，調降方式如附表四。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退伍者，其退休俸之給與，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 

員之本俸加一倍為基數内涵。但依前項規定調降差額時，不得低於少 

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原支領金額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 

業加給合計數額者，按原支領金額支給。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現役已符合法定支領退休俸條件或本條例修正施 

行 前 、後依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規定退伍者，其退撫新制 

施行後退休俸之給與，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基數内

涵 。

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支領或第二款、第三款擇領退伍金 

者 ，退撫新制施行後之服役年資，每增一年加發零點五個基數之一次 

退 伍 金 ，最高加給十個基數為限。

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擇領退休俸或贍養金者， 

退撫新制施行後至本條例修正施行日止之服役年資，每增一年加發零 

點五個基數之一次退伍金，最高加給十個基數為限。

附表一-退撫新制施行前退伍金、退休俸或贍養金給與基準表.pdf 

附表二-退撫新制施行後退伍金、退休俸或贍養金給與基準表.pdf 

附表三-本條例修正施行後退伍金、退休俸及贍養金給與基準表.pdf 

附表四-分年調降差額對照表.pdf
第二十七條（因組織精簡發給總額慰助金之相關機制及其限制）

因配合機關裁撤、組織變更或業務緊縮，依法令辦理精簡而退伍人員， 

除屆滿現役最大年限或年齡退伍者外，得最高一次加發七個月之俸給 

總額慰助金。已達現役最大年限或年齡退伍生效日前七個月者，加發 

之俸給總額慰助金按提前退伍之月數發給。

前項人員於退伍生效日起七個月内，就任或再任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所 

列職務之一，且每月支領待遇超過法定基本工資，應由就任或再任機 

關扣除其退伍月數之俸給總額慰助金後，收繳其餘額，並繳回原核定 

機 關 。

第二十八條（發給實物代金及補助費之規定）

於退撫新制施行前核定支領退休俸、贍養金人員，其本人及眷屬實物 

代金與眷屬補助費，十足發給。

於退撫新制施行前核定支領退伍金人員，每一基數加發一個月本人實 

物 代 金 ，並一次加發眷屬實物代金及眷屬補助費，其 規 定如下：

一 、 服現役三年以上未滿四年者，發給六個月。

二 、 服現役四年以上未滿五年者，發 給 一 年 。

三 、 服現役五年以上者，發 給 二 年 。

第二十九條（退撫基金撥繳費用標準）



軍 官 、士官於退撫新制實施後服役年資之退除給與，除本條例另有規 

定 外 ，應由政府與現役人員共同撥繳費用設立之退休撫卹基金（以下 

簡稱退撫基金）負責支給；其發生收支不足時，應視國家財政狀況檢 

討調整提撥費率，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

前項共同撥繳費用之基準，按現役人員本俸加一倍百分之十二至百分 

之十八之費率，由政府撥付百分之六十五，現役人員繳付百分之三十

五 。

前項所定退撫基金費用之實際提撥費率，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依據 

退撫基金定期財務精算結果，共同釐訂並公告之。其財務精算結果最 

適提撥費率超過現行實際提撥費率達一點五倍以上時，行政院應於三 

個月内會同考試院提高提撥費率至少百分之一。

奉准留職停薪人員，不列計服役年資，亦毋須撥繳第二項費用。但育 

嬰留職停薪者須全額負擔並繳付退撫基金費用後，始得併計退除給與 

服 役 年 資 ，且不得併計服役滿二十年領取退休俸之資格。

未依規定繳付退撫基金之服役年資、曾經申請一次發還本人繳付之基 

金費用本息或曾經核給退除給與之服役年資，均不得採計。

軍 官 、士官辦理退伍除役時，其繳納基金費用未予併計退除給與之年 

資 ，應一次發還其本人原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並按未採計之退 

撫新制實施後年資占繳費年資計算，由退撫基金一次發還。

不合發給退除給與之軍官、士 官 ，得申請一次發還其本人已繳付之退 

撫基金費用本息；繳付退撫基金三年以上，除依法不發給退除給與而 

退伍除役者外，得同時申請一次發給政府撥繳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其請求權時效，準用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

軍 官 、士官於退撫新制實施後之年資，已按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或 

其 他 退 休 （職 ） 、資遣法令辦理年資結算、退 休 （職 ）或 資 遣 者 ，不 

適用前項發還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之規定。

軍官曾服士官或士兵役，士官曾服士兵役，或配合國家安全需要而退 

伍執行特殊任務，或自退撫新制實施後，就讀軍校期間，得予併計退 

除給與之年資，應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後三個月内，依初任到職之曰支 

薪官 階 ，向服務機關提出退撫基金補繳申請，轉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 

比照第二項規定之撥繳比率共同負擔，並一次補繳退撫基金費用後， 

始得併計年資，逾 期 者 ，應加計其本息繳付。但本條例修正施行後之 

初任官人員於任官到職日起三個月内繳付。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辦理退伍並支領退除給與者，應自接獲原核定機 

關通知之日起一年内，依第二項規定之撥繳比率，共同負擔並一次補 

繳退撫基金費用後，始得併計退除給與年資，並自下一期起調整退除 

給 與 。但併計得折算就讀軍事校院期間之年資後，符合領取退休俸或 

贍養金人員，逾期未補繳退撫基金者，依第三十六條規定辦理。



退撫基金之運用及委託經營，應由專責單位進行專業投資，並按季公 

告收支及運用情形。

本條例所定退撫基金之收支、管 理 、運用事項及前項專責單位型態， 

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準用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及其相關 

規 定 。

第三十條（除役者之退除給與）

軍 官 、士官在現役期間，依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除役者， 

或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一日以後，奉派執行任務，依第四款除役歸 

來 人 員 ，未回復現役者，其退除給與，適用第二十三條之規定。

前項被俘歸來人員，經查明無損軍譽者，其被俘在監管之期間，不計

服現役年資。但准予併計退除年資。

第三十一條（再服現役人員退伍、解除召集或除役之退除給與）

預備役軍官、預備役士官，應召或依志願再服現役一年以上，於退伍、 

解除召集或除役時，其退除給與規定如下：

一 、 原未領退除給與者，其先後服現役年資，應合併計算，依第二 

十三條規定，發給退除給與。

二 、 原已領退伍金者，再服現役之年資，與以前服役之年資累計， 

扣除已支領退伍金基數後，發給其退伍金，不得併計支領退休 

俸 。但再服現役年資，合於給與退休俸者，得依志願支領退休

俸 。

三 、 原已領退休俸者，其再服現役之年資，得依志願增加其退休俸 

給與比率或給與退伍金。

前項再服現役人員，合併計算之退伍金基數或退休俸給與比率，不得 

超過第二十六條所定最高給與基準。

第三十二條（功績獎金發給標準及金額）

軍 官 、士官在現役期間，因作戰或對國防軍事建設著有功績者，於退 

伍 除 役 時 ，一次發給功績獎金；其標準及金額，由行政院定之。

第三十三條（軍職轉任公職人員得申請軍職年資退休俸之規定）

軍 官 、士官之退除給與，應於退伍除役時發給。但未領退除給與轉任 

公職者，得依其志願，將軍職年資併同公職年資，辦理公職人員退休。 

合於支領退休俸之軍官、士官任公職者，於 公 職 退 休 （職 ）時 ，得申 

請支領其軍職退休俸。

軍官、士官退伍後任公（教 、政 ）職辦理二次以上退休（職 、伍 ）者 ， 

自本條例施行後各年度每月退休俸或退休（職 ）所 得 ，依下列規定辦 

理 ：

一 、先按各軍、公 （教 ）退休俸（金 ）或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種類， 

分別依其適用之規定，計算各每月退休俸或每月退休（職 ）所

得 。



二 、前款各軍、公 （教 、政 ）退 伍 （休 、職 ）之每月退休俸或每月 

退 休 （職 ）所得合計後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按其全部審定退伍 

( 休 、職 ）年資依法計得之每月退休俸或每月退休（職 ）所得 

上限金額。超 過 者 ， 扣 減 公 （教 、政 ）每 月 退 休 （職 ）所

得 。

前項第二款所定全部審定退伍（休 、職 ）年資依法計得之每月退休俸 

或每月退休（職 ）所得上限金額，應依下列規定擇一辦理：

一 、 按軍職退伍時經審定之軍階級俸額及所適用之退休俸俸率計算

之 。

二 、 按 公 （教 、政 ）退 休 （職 ）時經審定之本（年功）俸 （薪 ）額 

或月俸額及所適用之所得替代率計算之。

第三項所定每月退休（職 ）所 得 ，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公立 

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及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規定計算。 

第三項人員各退伍（休 、職 ）處分有不同處分機關者，先由各處分機 

關分別依所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各退休俸或每月退休（職 ）所 得 後 ， 

再由退休（職 、伍 ）時間較後之處分機關計算各退休俸或每月退休（職 ） 

所得合計總金額及其全部審定退伍（休 、職 ）年資依法計得之退休俸 

或每月退休（職 ）所得上限金額，並通知其他退休（職 、伍 ）處分機 

關依其計算結果辦理。

第三十四條（支領退休俸期間就任公職或再任有給職務，停發退休俸

或贍養金）

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軍官、士 官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停止領受退 

休俸或贍養金，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

一 、 就任或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薪 ）給 、待 遇 或 公 費 （以 

下簡稱薪酬）之 機 關 （構 ）、學校或團體之職務且每月支領薪 

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 

合計數額者。

二 、 就任或再任下列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

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

(一 ） 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職務。

(二 ） 由政府原始捐助（贈 ）或 捐 助 （贈 ）經 費 ，累計達財產總額 

百分之二十以上之財團法人之職務。

(三 ） 由政府及其所屬營業基金、非營業基金轉投資，且其轉投資 

金額累計占該事業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事業之職務。

(四 ） 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下列團體或機 

構 之 職 務 ：

1. 財團法人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

2. 事業機構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



三 、就任或再任私立大學之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 

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有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者，自修正施行之曰 

起算屆滿三個月之次日起，停止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之權利，至原因 

消滅時恢復。有前項第三款情形者，自本條例修正施行後之下個學年 

度起施行。

軍官、士官之退休俸或贍養金，經支給機關查知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 

人員再於第一項所定機關（構 ） 、學 校 、團體及法人參加保險時，得 

先暫停發給其退休俸或贍養金，俟該停支退休俸或贍養金人員檢具其 

就任或再任每月支領薪酬總額未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 

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之相關證明申復後，再予恢復發給並補發 

其經停發之退休俸或贍養金。

未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停止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而有溢領情事者， 

由支給機關依法追繳自應停止領受日起溢領之金額。

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軍官、士官就任或再任第一項第二款所列機構 

董 （理 ）事長及執行長者，其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

前項人員任期屆滿前年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而經主 

管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五條（就任或再任不停發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職務）

前條第一項所列人員就任或再任下列職務時，不停發其退休俸或贍養 

金 ：

一 、 受 聘 （僱 ）執行政府因應緊急或危難事故之救災或救難職務。

二、 受聘（僱 ）擔任山地、離島或其他偏遠地區之公立醫療機關（構 ）， 

從事基層醫療照護職務。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任職各機關、學 校 、公營事業機構或軍事單位僱 

用之技警、司 機 、技 工 、工友或工人、軍事單位一般及評價聘雇僱用 

各 等 人 員 ，不停發其退休俸或贍養金。

第三十六條（申請改支一次退伍金之規定）

軍 官 、士官支領退休俸、贍養金期間，得申請改支一次退伍金，並照 

改支當時退除給與基準及下列規定計發：

一 、 支領退休俸、贍養金未滿一年者，發給退伍金總額。

二 、 支領退休俸、贍養金一年以上，未滿三年者，發給其退伍金餘 

額 。但退伍金餘額，低於退伍金總額之半數時，仍照半數發給 

之 。

三 、 支領退休俸、瞻養金三年以上者，發給其退伍金餘額。

退伍除役人員擇領退除給與種類，除前項情形外，經審定生效 

後 ，不得請求變更。

第三十七條



軍官、士官於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期間死亡者，自死亡之次月起停發，

另依其死亡時之退除給與基準，發給遺屬一次金。其規定 如 下 ：

一 、 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未滿一年者，發給退伍金總額。

二 、 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一年以上未滿三年者，發給其退伍金餘額。

但退伍金餘額，低於退伍金總額之半數時，仍照半數發給之。

三 、 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三年以上者，發給其退伍金餘額，並發給 

相當於同等級之現役人員六個基數之遺屬一次金；其無餘額者， 

亦 同 。

前項遺屬一次金之領受遺族，其應核給金額，除由未再婚配偶領受二 

分 之 一 外 ，其餘由下列順序之遺族，依序平均領受之：

一 、 子 女 。

二 、 父 母 。

三 、 兄弟姊妹。

四 、 祖 父 母 。

亡故之軍官、士官無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遺族者，其遺屬一次金由未 

再婚配偶單獨領受。無配偶時，其應領之遺屬一次金，依序由前項各 

款 遺 族 ，依下列規定共同領受：

一 、 同一順序遺族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領受。

二 、 同一順序遺族如有拋棄或因法定事由喪失領受權者，其遺屬一 

次金應由同一順序其他遺族依前款規定領受。無第一順序遺族 

時 ，由次一順序遺族依前款規定領受。

遺族為配偶、父 母 、未成年子女或已成年因身心障礙而無工作能力之 

子 女 ，如不領遺屬一次金，得依下列規定，改支遺屬年金：

一 、 年滿五十五歲之配偶，以其婚姻關係累積存續十年以上且未再 

婚 者 ，給與終身。但因身心障礙而無工作能力或於領俸人員退 

伍除役生效時已有婚姻關係存續之未再婚之配偶，不受支領年 

齡 限 制 。

二 、 未成年子女，給與至成年為止。

三 、 父母或已成年因身心障礙而無工作能力之子女，給 與 終 身 。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所定因身心障礙而無工作能力之未再婚配偶、子 

女 ，應符合法定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資格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或 

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並每年度出具前一年度年終所得申報資料，證 

明其平均每月所得未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但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領 

受遺屬年金者仍繼續支領。

第四項各款所定遺族領有依本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核給之退休俸、撫 

卹 金 、優存利息或其他由政府預算、公營事業機構支給相當於退除給 

與之定期性給付者，不得擇領遺屬年金。但遺族選擇放棄本人應領之 

定期給與並經原核定機關同意者，不 在 此 限 。



第四項遺屬年金，自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軍官、士官死亡時之次月 

起 ，依第二十六條附表三基準之半數發給。但發給數額低於第二十六 

條第二項規定平均俸額或原階現役本俸之半數時，仍依平均俸額或原 

階現役本俸之半數發給。

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軍官、士官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前死亡者，其遺 

族擇領遺屬年金之條件，仍依本條例修正前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八條

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軍官、士官生前預立遺囑，於前條第二項遺族 

中 ，指定遺屬一次金或改支遺屬年金領受人者，從 其 遺 囑 。但支領退 

休俸或贍養金之軍官、士官未成年子女之領受比率，不得低於其原得 

領 取 比 率 。

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軍官、士官生前未立遺囑，且同一順序遺族無 

法協調選擇同一種類之遺屬一次金或改支遺屬年金時，由遺族分別依 

其擇領種類，按前條第三項規定之比率領取。

第三十九條（退除役人員退休俸、贍養金及遺族支領遺屬年金之調整 

機制）

軍 官 、士官退伍除役後所支領退休俸、贍養金及遺族所支領之遺屬年 

金 ，得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衡酌國家整體財政狀況、人口與經濟成 

長 率 、平均餘命、退撫基金準備率與其財務投資績效及消費者物價指 

數 調 整 之 ；其相關執行規定，於本條例施行細則定之。

軍 官 、士官退伍除役後所支領退休俸、贍養金及遺族所支領之遺屬年 

金 ，依前項規定調整後之給付金額超過原領給付金額之百分之五或低 

於原領給付金額時，應經立法院同意。

第四十條（軍 官 、士官及遺族應予停止、恢復領受退除給與或遺屬年 

金權利之事由）

軍 官 、士官於領受退除給與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其領受之 

權 利 ，至其原因消滅時恢復：

一 、 違反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經判處徒刑在執行中。

二 、 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經判處徒刑在執行中。

三 、 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四 、 卸 任 總 統 、副總統領有禮遇金期間。

五 、 因案被通緝期間。

六 、 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

領受遺屬年金之遺族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停止其領受遺屬年金之 

權 利 ，至原因消滅時恢復。

第四十一條（軍 官 、士官及遺族應予喪失領受退除給與或遺屬年金權 

利之事由）



軍 官 、士官於領受退除給與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其領受之 

權 利 ：

一 、 喪失國籍及違反國籍法規定。

二 、 因犯内亂、外患罪或因現役期間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經判處 

徒刑而未宣告緩刑確定。

三 、 褫奪公權終身。

四 、 死 亡 。

前項人員之遺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 :

一 、 褫奪公權終身。

二 、 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 内 亂 罪 、外 患 罪 ，經判刑確定。

三 、 喪失或未具中華民國國籍。

四 、 為支領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故意致該退伍除役軍官、士官、

現役人員或其他具領受權之遺族於死，經 判 刑確定。

五 、 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

領受遺屬年金之遺族有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喪失其領受遺屬年金 

之 權 利 。

第四十二條（軍官、士官之離婚配偶請求分配退伍金、退休俸之權利） 

軍 官 、士官之離婚配偶與其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滿二年者，於法定財產 

制或共同財產制關係因離婚而消滅時，得依下列規定，請求分配該軍 

官 、士官依本條例規定支領之退伍金或退休俸：

一 、 以其與該軍官、士官法定財產制或共同財產制關係在該軍官、 

士官審定退除年資期間所占比率二分之一為分配比率，計算得 

請求分配之退伍金或退休俸。

二 、 前款所定得請求分配之退伍金或退休俸數額，按其審定退除年 

資計算之應領退伍金為準。

三 、 所定法定財產制或共同財產制關係期間之計算以月計之，未滿 

一 個 月 者 ，以一個月計。

四 、 第一款所定二分之一分配顯失公平者，當事人一方得聲請法院 

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

前項所定離婚配偶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依其他法律得享有退休俸者， 

其分配請求權之行使，以該軍官、士官得依該其他法律享有同等離婚 

配偶退休俸分配請求權者為限。

第一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

軍 官 、士官之離婚配偶自知悉有第一項請求權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 

消 滅 ；自法定財產制或共同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起，逾 五 年 者 ，亦 同 。 

軍官、士官依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退伍或本條例修正施行前 

退伍除役者，其支領之退伍金或退休俸，不適用本條規定。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離婚者，不適用本條規定。



第四十三條（軍 官 、士官之離婚配偶請求分配退伍金、退休俸之分配

比率）

軍 官 、士官之離婚配偶依前條規定請求分配軍官、士官退伍金或退休 

俸 ，其給付方式依當事人之協議。無法協議或協議不成者，現役期間 

得通知退除給與原核定機關於審定該軍官、士官退伍金或退休俸時， 

按前條規定審定應分配之退伍金或退休俸總額，並由支給機關一次發

給 。

軍 官 、士官之退伍金或退休俸依前項規定被分配時，按被分配比率依 

下列規定扣減：

一 、 支領退伍金者，自其支領之退伍金扣減。

二 、 支領退休俸者，按月照被分配比率扣減，至應被分配之退休俸 

總額扣減完畢後，不再扣減。

軍 官 、士官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後退伍除役，於支領退伍金或退休俸期 

間離婚者，其退伍金或退休俸依前條規定被分配時，由支給機關依前 

二項規定辦理。

本條所定退伍金或退休俸之扣減、通知退伍金或退休俸請求分配之方 

式及其他相關事項，於本條例施行細則定之。

第四十四條（軍 官 、士官之離婚配偶請求分配退伍金、退休俸之限制 

事項）

軍 官 、士官離婚配偶有第四十一條第二項所定情形者，喪失第四十二 

條所定分配該軍官、士官退伍金或退休俸權利。

第四十五條（退撫新制施行前後，現役年資應前後合併計算）

軍官、士官在退撫新制施行前後，均有現役年資者，應前後合併計算。 

第四十六條（優惠存款法源依據、停 止 、調降及取消之規定）

退撫新制實施前服役年資，依實施前原規定基準核發之退伍金、勳獎 

章獎金、榮譽獎金、眷補代金及實施前參加軍人保險年資所領取之退 

伍 給 付 ，得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優惠存款。

前項退伍金、勳獎章獎金、榮譽獎金、眷補代金及軍人保險退伍給付 

優惠存款之適用對象、辦理條件、金 額 、利 率 、期 限 、利息差額補助、 

質借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會商財政部擬訂，報行政院核 

定 之 。

依第一項規定辦理優惠存款者，如有第三十三條第一項但書或第三十 

四條、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規定應停止或喪失領受退除給與情事者， 

其優惠存款應同時停止辦理，並俟停止原因消滅時恢復。

退撫新制施行前符合支領退伍金或贍養金者，其退伍金與軍人保險退 

伍給付之優惠存款利率，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退伍金與軍人保險退伍給付合計之每月優存利息高於少尉一級 

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



(一 ） 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之優存利息相應之本金， 

以年息百分之十八計息。

(二 ） 超出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之優存利息相應之 

本 金 ，其優存利率依下列規定辦理：

1 .  自施行日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年息百分之十二。

2 .  自施行日第三年起至第四年，年息百分之十。

3 .  自施行曰第五年起至第六年，年息百分之八。

4 .  自施行日第七年以後，年息百分之六。

二 、退伍金與軍人保險退伍給付合計之每月所得未超過少尉一級本 

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或因作戰或因公致傷、身心障礙，或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年滿八十五歲以上之校級以下軍官、士 官 ， 

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人員，照年息百分之十八計算。

依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分十年調降差額者，其優惠存款本金於第十 

一年發還本人，並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標準發給退休俸。

第四十七條（刪除月補償金並僅得支領一次補償金）

軍 官 、士官在退撫新制施行前，已有之現役年資未滿十五年，於退撫 

新制施行後退伍除役，擇領退休俸者，另按未滿十五年之年資為準， 

每 減 一 年 ，增給零點五個基數之一次補償金。

軍 官 、士官在退撫新制施行前，已有之現役年資未滿二十年，於退撫 

新制施行後退伍除役，其前後服現役年資合計滿十五年，擇領退休俸 

者 ，依其在退撫新制施行後年資，每 滿 半 年 ，一次增發零點五個基數 

之補償金，最高一次增發三個基數，至二十年止；其前後服現役年資 

超過二十年者，每 滿 一 年 ，減發零點五個基數，至滿二十六年者，不 

再 增 減 。其增減基數由退撫基金支給。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依規定領取月補償金者，以其核定退伍除役年資、 

俸 級 ，依退撫新制施行前原領取之規定，計算其應領之一次補償金， 

扣除其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後所領之月補償金後，一次補發其餘額。 

無 餘 額 者 ，不再補發。

第四十八條（退除給與發給辦法及對象）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七月一日以後退伍除役之軍官、士官，其退除給與， 

比照公務人員發給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其發給辦法及對象，

由行政院定之。

第四十九條（退撫新制施行前，支領生活補助費之規定）

退撫新制施行前，支領生活補助費人員，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 服軍官役、士官役年資併計未滿二十年者，仍按原規定繼續支 

領生活補助費。

二 、 服軍官役、士 官 役 、士兵役年資併計二十年以上，其逾二十年 

之士 官 、士兵役年資已核發一次退伍金者，按退伍除役當時官



階改依現役本俸百分之八十支領退休俸。已發退伍金之年資， 

不得併計退休俸百分比。

三 、服軍官役、士 官 役 、士兵役年資併計二十年以上，其逾二十年 

之士官、士兵役年資未核發退除給與者，得將士官役年資併軍 

官役年資，依第二十六條附表一，按退伍除役當時官階，現役 

本俸百分比，支領退休俸。

士兵役年資，以 ^ >役上等兵之本俸為基數，發 給 退 伍 金 ，每半年發給 

一個基數，不足半年者以半年計；所附原始證件無法確定其士兵役之 

起 訖 日期者，僅發給一個基數。

第 五 十 條 （軍 官 、士官請領退除給與權利之請求權時效）

軍 官 、士官請領退除給與權利，自退伍除役之次月起，經過十年不行 

使而消滅。但因不可抗力事由，致不能行使者，自該請求權可行使時 

起 算 。

支領月退除給與人員，支領期間，其各期請求權，自應領日之次月起

算 。

第五十一條（軍 官 、士官請領退除給與或其遺族請領遺屬年金之保障 

機制）

軍 官 、士官請領退除給與或其遺族請領遺屬年金之權利，一律採金融 

機構直撥入帳方式為之，其請領退除給與權利不得作為讓與、抵 銷 、 

扣押或供擔保之標的。但 軍 官 、士官之退伍金或退休俸依第四十二條 

被 分 配 者 ，不在此限。

退除給與或遺屬年金之領受人，得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退 

除給與之用。

前項專戶内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 押 、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退除給與或遺屬年金之領受人有冒領或溢領情事者，支給機關應就其 

冒領或溢領之款項竅實收回，不受第一項及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五十二條

軍 官 、士官或其遺族因法定事由發生，或行政處分經撤銷或廢止而應 

暫 停 、停 止 、喪失請領權利，或有機關誤發情事，而溢領或誤領相關 

退除給與者，由支給機關以書面行政處分，命當事人於一定期限内繳 

還自應暫停、喪 失 、停止請領權利之日起溢領或誤領之金額；屆期而 

不 繳 還 者 ，依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強制執行之。

前項人員溢領或誤領之金額，屬定期給付者，得由支給機關通知當事 

人自下一定期以後發給之退除給與中薮實收回；當事人若有異議且未 

以其他方式繳回者，由支給機關依前項規定辦理。

退伍除役人員得辦理優惠存款項目，有 暫 停 、喪 失 、停 止 、依法撤銷 

或廢止其請領退除給與之情事者，其優惠存款應同時停止辦理。未依 

規定停止辦理者，由支給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辦理追繳。



前三項人員屆期仍不繳還者且有可歸責於當事人責任時，由支給機關 

按年息百分之二，加計利息併同依第一項規定追繳之。

前四項相關當事人未依限繳還溢領或誤領之相關退除給與及優存利 

息 ，或未全數繳還溢領或誤領之相關退除給與及優存利息者，於依法 

強制執行追繳之前又回役、復職或退伍，或申領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 

金時，其溢領或誤領之金額，得由支給機關自其再核發之退除給與中， 

竅實抵銷或收回之。本條例修正施行前之案件，亦 同 。

第五十三條

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軍官、士官或支領遺屬年金之遺族赴大陸地區 

長期居住，而未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者，支給機 

關應於其居住大陸地區期間，暫停發給退休俸'贍養金或遺屬年金， 

俟其親自依規定申請改領退伍金或回臺居住時，再依相關規定補發。 

第五十四條（輔導會另行編列預算支付之項目）

本條例所定給與，由退撫基金支付。但下列項目，由輔導會另行編列 

預 算 支 付 ：

一 、 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

二 、 第二十六條第二項第一款之退伍金。

三 、 第二十六條第二項第三款未繳納基金費用之贍養金。

四 、 第二十六條第六項、第七項加發之一次退伍金。

五 、 第二十七條發給之俸給總額慰助金。

六 、 第三十條第二項被俘歸來人員，在被俘監管期間之退除給與。

七 、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原未領退除給與部分。

八 、 第三十二條一次發給之功績獎金。

九 、 第三十六條改支一次退伍金所增之經費。

十 、第四十六條規定之優存利息所需經費。

H— 、第四十七條一次增給之補償金。

十 二 、第四十八條規定所需之經費。

十 三 、第四十九條規定所需之經費。

軍官、士官退除所得依第二十六條第三項及第四十六條第四項規定扣 

減 後 ，每年所節省之退撫經費支出，應全數挹注退撫基金，不得挪作 

他 用 。

前項挹注退撫基金之金額，由國防部會同輔導會於退伍除役軍官、士 

官每月退除所得調降後之次年三月一日前確定，再由退撫基金管理機 

關依據預算程序，編列為下一年度預算，並由輔導會編列預算挹注， 

於年度預算完成立法程序後撥付之。

前項每年度之挹注金額，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定期上網公告之。



國軍因配合政府組織精簡政策，致退撫基金財務缺口擴大，由輔導會 

自本條例修正施行後，分十年編列預算，每兩年編列二百億元，總額 

一千億元挹注之。

退撫新制施行後，第二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之退休俸及第三項之差額， 

由退撫基金及輔導會按比率支付，其比率由國防部會同辅導會定之。 

第五章 附則

第五十五條（女子志願服軍官役、士官役之規定）

女子志願服軍官役、士 官 役 者 ，除下列事項外，適用本條例之規定：

一 、 退撫新制施行前考入軍事校院者，服現役最少年限，依原招生 

簡章之規定。

二 、 預備役依志願服之。

第五十六條（進修及奉准留職停薪者延長服現役之年限）

軍 官 、士官經考•送國内、外大專校院進修學位、軍事校院進修碩士、 

博士學位者，除應服現役最少年限外，並按其實際進修期間之二倍， 

延長服現役時間。但延長之期間，最多以八年為限。

前項人員除奉准留職停薪期間，不列計延長服現役期間外，其延長服 

現役期間之起算日期如下：

一 、 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者，自屆滿現役最少年限之翌日起算。

二 、 已服滿現役最少年限者，自再派、任職命令生效之日起算。 

退撫新制施行前考送國外留學已再任職者，其延長服現役時間， 

依其原有之規定。

第五十七條（考入軍校就讀或任官者服現役之年限）

退撫新制施行前，考入軍事校院就讀或任官者，以入學時招生簡章所 

定服現役年限，為其服現役最少年限。但軍官服現役年限超過八年者， 

以八年為限；士官服現役年限超過六年者，以六年為限。

第五十八條（宣誓）

服軍官役、士 官 役 者 ，應宣誓效忠中華民國，遵守國家法令，並對公 

務有終身保守機密之責任。

第五十九條（年金制度監控及定期檢討）

本條例修正施行後，行政院應會同考試院建立年金制度監控機制，五 

年内檢討制度設計與財務永續發展，之後定期檢討。

第六十條（施行細則）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國防部定之。

第六H 條 （施行曰）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