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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員：翁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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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說明三

主 旨 ：有關貴院大法官為審理107年度憲一字第3號 解 釋 案 ，已於貴 

| 院憲法法庭進行言詞辯論竣事，謹提供本院釋憲政策說明書

| 及相關資料供審酌，請 查 照 。

| 說 明 ：

一 、 依銓敘部中華民國108年7月3 日部退三字第1084831038號函 

辦 理 。

二 、 查民國108年6月2 5 日旨揭解釋案言詞辯論庭審判長諭示得書 

面 補 充 ，茲以本院審議通過之年金改革法案，公 務 人 員 退 休g
| 撫 卹 法 （按 ：立法院審議通過法案名稱改為公務人員退休資

| 遣撫卹法）草案與立法院三讀通過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 _

| 法 ，有相當 落 差 ，基於權力分立原f則 ，本院雖尊重立法院之 '
立法政策考量，惟本 .院:於審議上開公務人員年金改革法案時 

之下列考量，仍 請 審 酌 ：

4 (一）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達成共識，本次改革目標係基

於各職域之衡平，使 公 、教 、勞 、農 、國民各制度趨於一 

致 ，非針對特定職業別，係全面檢討改善；爰本院重新檢 

討公務人員退撫制度。且為期各職域年改同步施行，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末條（第92條）規 定 ，除少數特定條文 

自公布日施行外，其餘條文之施行日期，由本院會同行政 

院 定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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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兼顧國家資源之合理分配，適度調降退休所得替代率；針 

i 對已退人員部分，考量其因應經濟變動能力，採循序漸進

I 方 式 ，現職人員部分，則採多面向及漸進式之改革措施，

相關考量均詳列於立法說明。

I (三）納入人道關懷、照顧弱勢精神，對於民國84年7月1 日以前

退休所得較低，且高齡者特別考量、增列育嬰留職停薪年 

資採計規範、身障配偶及子女照顧終身等。

(四）為解決教育人才失衡等及雙薪問題，增列退休公教人員再 

i 任私立學校職務或由政府原始捐助（贈 ）或 捐 助 （贈 ）經

費 ，累計達財產總額20%以上之財團法人之職務停止領受月 

退休金規範。

三 、為利貴院瞭解本院立場，謹檢送本院釋憲政策說明書及本院 

106年3月3 0 日函請立法院審議之公務人員年金改革法案之審 

查報告及草案（含立法總說明）各1份 。

訂 正本••司法院 

副 本 ：銓敘部

^ 院 長 伍 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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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發 敘 部 函 弟 一 组

地 址 ：116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傳 真 ：02-82366648 
呆辦人：林艾蓉 
電 話 ：02-82366633

受 文 者 ：考試院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108年7月3 曰 

發文字號：部退三字第1084831038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主旨

f 主 旨 ：關於鈞院第12屆第242次 會 議 中 ，院長囑就鈞院審議公務 

人員年金改革法案（即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相關資 

料 ，完整提供予司法院一案，謹檢陳本部擬具之說明資料、 

鈞院審查報告及函請立法院審查之草案（含立法總說明） 

各1份 ，請 核 轉 。

一 、 依民國108年6月2 7日鈞院第12屆第242次會議紀錄辦理。

二 、 另依司法院大法官於108年6月25日上午言詞辯論庭（案號： 

107年度憲一字第3號.）諭 示 ，本案相關資料請於同年7月5 

曰前提供予司法院。

正 本 ：考試院

副 本 ：考試院何考試委員寄澎、考試院李考試委員選、考試院張考試委員明珠、考試 

院陳考試委員皎眉、考試院趙考試委員麗雲、考試院蔡考試委員良文、考試院 

詹考試委員中原、考試院黃考試委員錦堂、考試院王考試委員亞男、考試院馮 
考試委員正民、考試院張考試委員素瓊、考試院蕭考試委員全政、考試院周考 
試委員志龍、考試院周考試委員萬來、考試院黃考試委員婷婷、考試院謝考試 

委員秀能、考試院周考試委員玉山、考試院楊考試委員雅惠、考試院陳考試委 
員慈陽、考試院院長辦公室、考試院副院長辦公室、考試院秘書長辦公室、考 
試院副秘書長辦公室'(均含附件）

說明

考 試 院 總 收 文 108/07/03

画 _ _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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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 8年7月〇 5日 !

i新製發

釋憲政策說明書

案 號 ：107年度憲一字第3 號

關 係 機 關 •’考試院

代 表 人 伍 錦 霖

壹 、針對本件釋憲政策說明

一 、本院修法緣由

(一） 本院為公務人員退撫制度及軍公教退撫基金法制最高主 

管機關，對於制度之建立向以保障全體公務人員退休權 

益為首要目標。基 此 ，公務人員退撫制度自民國8 4年 7 

月 1 日起，退休金準備責任由「恩給制」轉 換 為 「共同 

儲金制」後 ，對於退撫基金的財務安全即作嚴密監控， 

但該制度經實施迄106年 已 21餘 年 ，由於客觀情境相較 

於該制度建制之初，已迥然不同；尤其整個制度在近幾 

年的運作，因面臨「人口結構急速高齡化及少子女化、 

退休人數逐年累增、退休年齡逐漸下降」等因素的影 響 ， 

已造成政府及退撫基金財務支出壓力與日俱增，所以政 

府不得不對公務人員退休及撫卹制度進行合理妥慎的調 

整 。全案經銓敘部在長時間審慎研 議 後 ，雖曾擬訂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報經考試院審議後，並 於 1 0 2年 4 

.月1 1 日函請立法院審議，惟於立法院第8 屆委員任期屆 

滿前仍未完成立法程序。

(二） 嗣因國家各類人員年金制度都面臨前述相同困境，亟待 

解 決 ，爰在配合國家推動軍、公 、教 、勞等各類人員年 

金制度同步改革政策下，爰參酌世界先進國家公部門退 

休年金制度之改革經驗，重新研擬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 

草 案 （以下簡稱退撫法草案）報經本院經過9 次全院審



查會詳慎研議後，始審議通過後，於 106年 1 月'3 0 曰函 

送立法院審議，以期為公務人員建立一個長治久安及穩 

健永續發展的退休制度。

(三)又因本次公務人員年金改革係配合國家整體年金改革政 

策所挺訂，屬重大人事改革，並應與行政院主管之勞工、 

'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年金改革法案同步施行，爰於前開 

退撫法草案第92條明定本法施行日期由考試院會同行政 

院定之。

二 、本院針對釋憲特別補充說明

(一） 本院前開審查通過之退撫法草案，送經立法院審議後， 

最後三讀之條文，於調降公務人員退休所得等措施，部

. 分與本院審查通過之方案不同（詳如附件1 )，僅摘述重 

點如下：

1 、 退休金計算基準，本院方案採從最後在職前5 年平 

均俸額，逐年提高至10年 ；三讀通過方案，改為提 

高至1 5年 。

2 、 退休所得替代率，本院方案以10年為過渡期，3 5年 

為例者，自80%逐年降至70% ;三讀通過方案，改為 

75%逐年降至60 %。

3 、 擇（兼)領月退休金者之優惠存款利率.，本院方案採6 

年歸零；三讀通過方案，則採 2 年半歸零。

4 、 實施日期，本院方案要求軍、公 、教 、勞等各類人 

員同步實施改革；三讀通過方案，公務人員先自107 

年 7 月 1 日實施（勞工之法案至今於立法院均未進 

行審查）。

(二) 依憲法第63條規定，議決法律案為立法院憲定職權；本 

院依憲法第87條規定，得就所掌事項向立法院提出法律

2



案 。因 此 ，對於立法院前開經立法決定採行不同於本院 

提案部分，基於憲法五權分立原則應予尊重。又以本次 

釋憲案之標的，既為立法院三讀通過之公務人員退休資 

遣撫卹法（以下簡稱系爭法律），有關針對系爭法律相關 

條文之憲法審查，本院尊重貴院大法官權責。

(三）此外，關於系爭法律第77條 第 1 項 第 3 款所定支(兼)領 

月退休金公務人員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 

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應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之規定， 

查該規定於銓敘部函陳本院之草案已有增訂，本院於審 

議 期 間 ，有部分考試委員認為，該新增限制恐涉及退休 

人員財產權（+退休人員退撫新制退休金，含個人自繳費 

用 35%部 分 ，不應一併停止）及工作權，也應考量是否可 

• 能導致私立學校師資不足，間接影響年輕學子學習資源，

同時也有國家整體人力資源荒廢之虞。惟基於軍公教人 

.員制度衡平原則，爰配合國家整體政策增列是項規範， 

且明定以每月薪酬總額達最低保障金額（33,140元)為認 

定 標 準 ，嗣三讀通過之系爭法 律 ，則改以法定基本工資 

為認定標準。

貳 、本院函請立法院審議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說明

一 、主要内容

本院函送立法院審議的退撫法草案是將原公務人員退 

休法（以下.簡稱退休法）及公務人員撫卹法予以合併規範，並 

納入現職及已退人員適用的改革方案；此 外 ，也明定109年 

7 月 1 日以後之新進公務人員的退撫制度必須重行建立並另 

以法律訂之。本次退撫法草案之全文共計92條 ，分為6 章 。

另配合新法實施，同.時廢止現行退休法及公務人員撫卹法。



謹綜整退撫法草案重點如下：

(一） 已退休公務人員部分：

考量已退休人員因應經濟調適能力較為不足，所以採取循 

序漸進的方式改革，除 以 1 0年為過渡期，一方面逐步調 

降屬於政策性福利措施的優惠存款利率外，另一方面也逐 

年調降其退休所得替代率（年資 3 5年 者 ，以 10年時間， 

從 80%調降至70%)，同時也設計最低金額（以法案審查時 

之 106年待遇標準計算是32,160元）的保障。

(二） 現職公務人員部分：

採取多面向及漸進式改革措施，具體方案包含：（1)逐步 

調降優惠存款利率；（2 ) 逐步延後月退休金起支年齡至 

6 5 歲 ；（3 ) 逐年調降退休金計算基準（從最後在職前5 

年的平均俸額，漸進過渡至以最後在職前1 0年的平均俸 

額為計算基準）；（4 ) 逐年調整退休所得替代率，並給予 

最低金額保障；（5 ) 逐年調整退撫基金提撥費率。

(三 ) 新進公務人員部分：

針 對 「109年 7 月 1 日以後新進的公務人員」明定應由銓 

敘部為渠等另行規劃全新退撫制度，並另以法律定之。

(四） 相關配套措施：

1 、 納入人道關懷、照顧弱勢精神，對 於 「84年 7 月 1 曰 

以前退休者」及 「退休所得較低且高齡者」設計其退 

休所得給之特別保障機制；對於身障配偶及子女亦列 

為終身照顧對象。

2 、 配合國家推動「鼓勵生育人 口 」 的政策，增列育嬰留 

職停薪年資可以全額繳納退撫基金費用，以採計為退

休年資。



3 、 為促進公、私部門人才交流，保障公務人員離職後原 

有任職年資權益，增設職域轉換之年資保留及年資併 

計 ，分別領取月退休金機制。

4 、 為維持退撫基金永續發展並減輕年輕世代負擔，明定 

各級政府因公務人員調降退休所得及優惠存款利息所 

節省經費，全數挹注退撫基金。

5 、 就現行制度中不合宜的措施進行檢討一包括廢止年 

資補償金及檢討遺族遺屬年金（原稱月撫慰金）制度 

等 。

(五）有關前述退撫法草案所定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方案，彙 

整如附件2 。

二 、影響評估

(一）整體政府財務支出及退撫基金財務效益部分：本次年金改

. 革過程中，登敘部已因應不同決策階段之改革方案調整， 

委託精算公司進行各項改革方案之財務影響精算，並以 

105年 1 2月 3 1 日在職及未來5 0年新進人員為精算基準， 

同時假設自108年 1 月 1 日為方案實施日，在退撫基金提

‘ 撥費率逐步提升至 18%條 件 下 ，作周全之財務精算與評 

估 ；以考試院函請立法院審議之版本而言，其相關財務影 

響 ，摘略如下：

1 、於各級政府預算（公務預算）部 分 ，因退休所得及優 

惠存款利率的調降，未 來 5 0年内，合計約可節省新臺 

幣（以下同）4, 203億元；惟因退撫基金提撥費率提高， 

則須增加提撥費用成本約1，813億 元 。

. 2 、於退撫基金部分，因退休所得的調降，未 來 5 0年 内 ， 

退撫基金應支出的給付，可節省 679億 元 ；但因退撫 

基金提撥費率提高，提撥收入可增加 2, 790億 元 ；在



各級政府可節省之退撫經費全數挹注情形下，退撫基 

金餘額用罄年度將從120年 ，延後至 133年 ；公務人 

員提撥退撫基金的最適提撥費率則可由39. 6%降低至 

35. 7 %。

3 、前述政府財務支出及退撫基金財務效益，詳見附件

3 。

(二) 退休人員個人影響部分：考量已退休人員因應經濟變動能

力較低，亦無法改變或增加原有退休年資以提高退休給 

付 ，爰為免因退休所得調降後過度衝擊已退休人員原有退 

休生活之經濟安排，退撫法草案中，係規劃退休所得替代 

率 以 1 0 年為過渡期，逐年調整其替代率，並按所具不同 

年資，給予層次性的調降結果，以公務人員平均退休年資 

3 0 年者為例，在草寒.所規劃的循序漸進改革期程（1 0 年 

過渡期）之 後 ，兼具有退撫新、舊制年資的公務人員，其 

退休所得降幅約落在13. 93%至 23. 53%之 間 ；8 4年 7 月 1 

曰以前退 休 ，僅具純舊制年資者，因屬弱勢保障對象，其 

退休所得降幅約落在3. 48%至 3. 96%之 間 ；而 8 4年 7 月 1 

曰以後任公務人員僅具純新制年資者，因需負擔較高的退 

撫基金提撥責任，其退休所得降幅約為8%左右（詳見附件 

4 )。另外，整體退休公務人員平均每月退休所得，從原來 

. 5 萬 6 千 元 ，降至4 萬 8 千元左右。

(三） 改革方案之效益：

1 、延後退休金起支年齡部分：公務人員延後退休，雖造

成政府提撥退撫基金之成本增加；但整體而言，月退 

休金起支年齡延後，仍可延後政府退休金給付時間、 

縮短給付年限並減少進用新人之薪資支出，對於纾解 

政府及退撫基金給付壓力，具有正面效益。



2 、 提高退撫基金法定提撥費率部分：提高退撫基金法定

提撥費率至 18%，將及時增加退撫基金收入，適度延 

後退撫基金用罄年度，並縮短實際提撥費率與精算之 

最適提撥費率差距。

3 、 調降退休所得部分：透過「調整退休金計算基準」、「逐 

年調降退休所得上限」及 「調降優惠存款利率」等方 

式三管齊下，使公務人員退休所得趨於合理，並適度 

減輕退撫基金財務負擔，同時由各級政府所節省退撫 

經費支出全數挹注退撫基金，延缓退撫基金用馨年度， 

以維持退撫基金財務穩健。另 設 計 「最低保障金額」 

配套機制，以保障部分職等較低或年資短淺之公務人 

員退休基本生活，兼顧退休所得適足性及財務永續 

性 。

4 、 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得併計公務人員退休年資部分：配

合國家人口政策，增列公務人員因育嬰辦理留職停薪 

者 ，得選擇全額繼讀繳付退撫基金費用以採計退休年 

資的規定，俾鼓勵公務人員生育子女。

5 、 公私人才交流制度部分：為因應各職域間人力流動的 

需求增加，退撫法草案中設計年資保留及不同職域年 

資併計領取月退休金規定，有利於公私人才交流，並 

適度保障原有工作年資退休權益。

6 、 未來新進人員將建立新退撫制度：鑑於現行退樵基金 

.仍然採行確定給付制，無法根本解決財務困境，爰明

定 109年 7 月 1 日以後冬新進公務人員，應另行建立 

全新退换 制 度 ，以落實世代互助，並利吸引優秀人才 

至公部門服務。



叁 、結語

公務人員是國家政策的設計規劃者，也是促進國家進步、 

社會繁榮及人民幸福的主要執行者，更是社會安定的力量之 

所 在 。所以在配合國家同步推動軍、公 、教 、勞等各類人員 

年金改革的政策目標下，考試院本於公務人員文官制度主管 

機關立場，規劃兼顧公務人員退休所得適足性、退撫基金財 

務健全與文官制度永續發展的改革方案，各項改革措施都力 

求溫和漸進且合理可行；希望將改革的影響面及衝擊程度減 

至最低，以充分發揮退休法制照顧公務人員老年生活的設計 

意旨。

附件清單:：

附 件 1 、公務人員年金改革106年與102年方案對照表 

附件 2 、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方案簡表 

附件 3 、考試院審查通過之公務人員年金改革方案財務影響評估 

結果

附件 4 、公務人員改革方案影響評估（個人影響面）

謹 呈  . '

司法院. .公鑒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7 月 5 日



附 件 1

公務人員年金改革106年 與 10 2年方案對照表

議

題
項目 106.8,9總統公布方案 .106年考試院審查通過方案 102年改革方案

給

仲

調 整

退 休

金計

算 基

準

方案實施後第1 年 半 ，從最後在職 

之 本 （年功）俸 （薪）額 ，調整為 

最後在職往前「5 年 平 均 俸 （薪 ） 

額 」，之後逐年拉長1 年 ，調整至最 

德 在 職 往 前 「1 5 年平均傣（薪 ）

方案實施後第1 年 ，從最後在職之 

本 （年功）俸 （薪）額 ，調整為最 

後在職往前「5 年平均俸額」，之後 

逐年拉長1 年 ，調整至最後在職往 

前 「10年平均傣(薪)額1。

方案實施1 年 後 ，從最後在職之本 

(年功）俸 （薪）額 ，調整為最後 

在 職 往 前 「1 0 年平均俸額」•，之後 

逐年拉長1 年 ，調 整 至 「1 5年平均 

俸額」。

調 降

退 休

所 得

上 ’限

及下

限

分 子 ：月退休金(含月補償金)+優存 

利息(或社會保險年金）

分 母 ：本 （年功）俸 （薪 ）2 倍

分 子 ：月退休金(含月補償金)+優存 

利息(或社會保險年金）

分 母 ：本 （年功）俸 2 倍

分 子 ：月退休金(含月補償金)+優存 

利息(或社會保險'年金）

分 母 ：本俸+專業加給加權平均數

替代率上限：以 10年丰 時 間 （107 

年 7 月 1 曰至118年 1 月 1 曰）逐 

年調降如下 

1.已退人員：

⑴ 35年從7 5 %降至6 0 % 。

(2) 30 年從 67.5%降至 52.5%。

替代率上限••以10年時間逐年調降 

如下：

1.已退人員

⑴ 35年從8 0 %降至7 0 % 。

(2) 30年從7 5 %降至6 5 %。

上 限 ：分母x8 0 %

(逐年扣減至過渡期結束後一即方 

案公布施行後第8 年 ，退休所得不 

得超過分母x80%)



議

題
項目 106.8.9總統公布方案 106年考試院審查通過方案

1

102年改革方案

⑶ 25年從6 0 %降至4 5 % 。

(4) 15年從4 5 %降至3 0 % 。

2. 現職人員：

可採計40年年資，上限為77.5%降 

至 62.5% ; 35年以下年資，同已退 

人員。

3. 新進人員：

輿現跛人員同•（但 112.7.1•以德之新 

進人員須重新建立新制度）

⑶ 25年從7 0 %降至6 0 % 。

(4) 15年從5 5 %降至4 5 % 。

2. 現職人員'

可採計4 0年 ，上限為85%降至 

75% ; 3 5年以下年資，同已退人 

員。

3. 新進人員

輿現職人員同（但 109.7.1以德之 

新進人員重新建立新制度）

下限：月退休總所得低於最低保障 

会額(32.160元），不予調降 

最低保障金額32，160元，為 

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級+ 

專業加給合計數額（現為 

33，140 元）。

下限：月退休總所得低於最低保障 

金額(32,160元），不予調降。

最低保障金額32，160元，為委任 

第一職等本俸最高級+專業加給 

合計數額

下限：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級+ 

專業加給合計數額(32，160 

元）

※以上方案適用84年 7 月 2 曰以 

後，已退休且兼具新舊年資人員。

調整 1.支 （兼）領月退休金者•• 1.支 （兼）領月退休金者： . 1.支 （兼）領月退休金者：

優惠 (1)分 2 年丰逐步全面廢除優惠存 ( D 分6牟逐步全面廢除倀惠存款 (1)兼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

存款 款制度： 制度： 者 ，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利



議
題

項目 106.8.9總統公布方案 106年考試院審查通過方案 102年改革方案

制度 前2年半(107年7月1 曰至109 

年 12月3 1日）利率降至9%

第3 年(110年)利率降至0%

* 至第3 年本金可全數領回

(2)基於人道關懷及弱勢照顧之 

精神，針對8 4年 7 月 1 曰以

第1年優存利率降至9%

第3 年優存利率降至6%

第5年優存利率降至3%

第7 年優存利率降至0%

* 第7 年本金可全數領回 

(2)基於人道關懷及弱勢照顧之 

精神，針對8 4年 7 月 1 日以

率先調降至12 %，之後逐年調 

降至臺灣銀行1年期定期存款 

利率+  7 % ，並以.9%為上限。

(2)扣減後總所得最低保障金額 

為 32，160 元。

前退休以及每月退休所得，低 

於替代率調降方案最末年(第 

1 1 年)之上限金額者，應按該 

金額中，屬於公保優存部分，

前退休以及每月退休所得，低 

於替代率調降方案最東年(第 

1 1年)之上限金額者，應按該 

金额中，屬於公保優存部分，

* ^

仍 照 1 8 %利率計算其相應可 

辦理優惠存款之本金，以適度 

保障其退休權益。

(3)月退休總所得低於最低保障 

金額（32,160元)者，維持18% 

優存利率；超過最低保障金額 

者 ，按前述方案調降至最低保 

障金額止。

2.支領一次退休金者：

仍 照 1 8 %利率計箕其相應可 

辦理#惠存款之本金，以適度 

保障其退休權益。

(3)月退休總所得低於最低保障 

.金額（32,160元彳者，維掊18% 

優存利率；超過最低保障金額 

者 ，按前述方案調降至最低保 

障金額止。

2.支領一次退休金者： 2 .支領一次退休金者：



議

題
項目 106.8.9總統公布方案 1 0 6年考試院審查通過方案 1 0 2年改革方案

( 1 )每月「一次退休金」與 「公保 

養老給付」合計之優存利息所 

得低於最低保障金額者，維持 

1 8 %優存利率；超過最低保障 

金額者，其超過的部分，按下 

列逐年調降優存利率：

前2 年半(107年7 月1 日至109 

年 1 2 月3 1 日）利率降至1 2 %  

第3 年(110年)利率降至1 0 %  

第5 年(112年)利率降至8 %

第7 年(114年)利率降至6 %

每月「一次退休金」與「公保養 

老給付」合計之優存利息所得低 

於最低保障金額者，維持 1 8 %  

優存利率；超過最低保障金額 

者，其超過的部分，按下列逐年 

調降優存利率'•
第 1 年利率降至1 2 %

第3 年利率降至1 0 %

第5 年利率降至8 %

第7 年利率降至6 %

( 1 )  兼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 

者 ，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利 

率先調降至1 2 % ，之後逐年調 

降至臺灣銀行1 年期定期存款 

利率.+ 7 % ，並以9 % 為上 限 。

(2) —次退休金優惠存款維持 

1 8 % 。

(3) 扣減後總所得最低保障金額 

為 32,160 元。

3•優惠存款金額：退休公務人員一 

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

3 .優惠存款金額：退休公務人員一 

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

3•優，惠存款金額：退休公務人員一 

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

辦法第3 條第1項附表(即從優逆 

算表)同步廢止，公保養老給付優 

惠存款按其於退撫新制實施前 

實際得領取之養老給付金額辦 

理 。

辦法第3 條第 1 項附表(即從優 

逆算表）同步廢止，公保養老給 

付優惠存款按其於退撫新制實 

施前實際得領取之養老給付金 

額辦理。

辦法第3 條第 1 項附表(即從優 

逆算表)同步廢止，公保養老給 

付優惠存款按其於退撫新制實 

施前實際得領取之養老給付金 

額辦理。

4 . 其他： .



.1 •法案公布施行之日起1 年後退休 

者 ：.不再發給年資補償金。

2.原審定擇領月補償金者，於法案 

公布施行前、後 ，所領月補償金 

金額仍未達原得領取之一次補償 

金金額者，補發其餘額。

1•法案公布施行之日起1 年後退休 

者 ：不再發給年資補償金 

2.原審定擇領月補償金者，於法案 

公布施行前、後 ，所領月補償金 

金額仍未達原得領取之一次補償 

金金額者，補發其餘額。

法案公布施行1 年後退休者：不再 

發給年資補償金。

調整

月撫

慰金

制度

法案公布施^于1 年後亡故者，維持 

月退休金之1/2;至於遺族擇領月撫 

慰金的條件如下：

1.配偶支領月撫慰金起支年齡旌 

持為 5 5 歲 ;婚姻關係改為於退 

休人員亡故時累積存續10年以

法案公布施行1 年後亡故者，維持 

月退休金之1/2;至於遺族擇領月撫 

慰金的條件如下：

1.配偶支領月撫慰金起支年齡旌 

持為 5 5 歲 :婚姻關係改為於退 

休人員亡故時累積存續10年以

法案公布1 年後亡故者，降低月撫 

慰金給付標準，改為月退休金之 

1/3 ;至於遺族擇領月撫慰金的條件 

如下：

1.配偶支領月撫慰金起支年齡延

議

題
項目 106.8.9總統公布方案 106年考試院審查通過方案 102年改革方案

(1) 自改革方案實施後之新退休 

案均遄用之。

(2) 84年7 月2 曰以後，已退休且 

兼具新舊年資者，同現職人 

員。

(3) 84年7 月 1 日以前退休者••維 

持 18%優存利率。

消資償
 

取年補金



議

題
項目 106.8.9總統公布方案 106年考試院審查通過方案 102年改革方案

上 。

2 .  維持身心障礙之成年子女擇領 

終身月撫慰金規定。

3 .  遺族已依本法或其他法令規定 

領有退休金、撫邮金、優惠存款 

利息，或其他由政府預算、公營 

事業機構支給之定期性給與 

者 ，不得擇領月撫慰金。

上 。

2 .維持身心障礙之成年子女擇領 

終身月撫慰金規定。

3•.遺族已依本法或其他法令規定 

領有退休金、撫卿金、優惠存款 

利息，•或其他由政府預算、公營 

事業機構支給之定期性給與 
者 ，僅得擇領1/2月撫慰金。

後至 6 0 歲 ；婚姻關係改為存續 

1 5年以上。

2 .刪除•身心障礙之成年子女擇領 

月撫慰金規定（未成年子女維持 

原規定）。

3•遺族已依本法或其他沬令規定 

領有退休金、撫邮金、優惠存款 

利息’或其他由政府預算、公營 

事業機構支給之定期性給與 
者 ，不得擇領月撫慰金。

4 .未再婚配偶如屬「低收入戶者」 

或「5 5歲以上且每月平均收入低 

於最低保障金額（32,160元）， 

又扶養父母或未成年子女共2 人 

以上者」或「6 5歲以上，無人扶 

養且每月收入低於法定基本工 

資者」，則月撫慰金給付標準， 

改為月退休金之1/2。

4 .將月撫慰金和一次撫慰金之用 

語修正為「遺屬年金」及 「遺屬 

—次金」。

4 .將月撫慰金和一次撫慰金之用 

語修正為「遺屬年金」及 「遺屬 

—次金」

請

領

延後

月退

公務人員延後月退休金起支年齡： 
採單二年齡6 5歲

延後月退休金起支年齡： 

採單一年齡6 5歲

延後月退休金起支年齡（8 5制改為. 

90 制）：



議

題
項目 106.8.9總統公布方案 106年考試院審查通過方案

資

格

休金

起支

年齡

※設計10年過渡期間 

年缓衝期指標數銜才

與85制之10 ※設計10年過渡期間與85制之10

年缓衝期指標數銜接

退休年

度

法定年齡 

(展期及減 
額之計算基 

準）

過渡期間指 

標數（年資+ 
年齡合計高 

於或等於指 

標數，可領全 

額月退）

退休年

度

法定年齡 

(展期及減 
額之計算基 

準）

過渡期間指 
標數（年資+ 
年齡合計高 

於或等於指 

標數，可領全 

額月退）

1 0 7年 60(55) 82 1 0 7年 60(55) 82

1 0 8年 60(55) 83 1 0 8年 60(55) 83

1 0 9年 60(55) 84 1 0 9年 60(55) 84

1 1 0年 60 85 1 1 0年 60 85

1 1 1年 61 86 1 1 1年 61 86

1 1 2年 62 87 1 1 2年 62 87

1 1 3年 63 88 1 1 3年 63 88

1 1 4年 64 89 1 1 4年 64 89

1 1 5年 65 90 1 1 5 年 65 90

1 1 6 年 65 91 m 年 65 91

1 1 7年 65 92 1 1 7 年 65 92

1 1 8 年 65 93 1 1 8年 65 93

102年改革方案

1. 年資滿2 5 年以上、未滿3 0 年 

者 ，為65歲

2.  年資滿30年以上者，為60歲 

※卯制之實施將與85制之10年緩

衝期指標數規定(至109年)銜接

退辨度 指標

1 1 0年 85

1 1 1年 86

1 1 2年 87

1 1 3年 88

1 1 4年 89

※自115年起均須俟65歲或60歲 

始得支領月退休金。

※搭配實施展期及減額月退休金 

(每提前1年 ，扣減4 % ，最多提 

前5 年）

※危勞職務維持70制(15年+55歲)

7



議

題
目 106.8.9總統公布方案 106年考試院審查通過方案 102年改革方案

1 1 9 年 65 94

12 0年

以後
- 65

註 ： 註 ：

1. 未符合法定起支年齡者.，可以選

擇支領展期或減額月退休金並 

以法定起支年齡為計算基準；過 

渡期間符合指標數者，得退休並 

立即支領全額月退休金，不須受 

法定起年齡影響

2. 上開過渡期間指標數之年齡，在

109年以前須年滿50歲 ；110年 

以後須年滿55歲；115年以後須 

年滿60歲

1. 未符法定起支年齡者，可以選 

擇支領展期或減額月退休金並以 

法定起支年齡為計算基準；過渡 

期 #符合指標數者，得退休並立 

即支領全額月退休金，不須受法 

定起年齡影響

2. 前開過渡期間指標數之年齡，在 

109年以前須年滿50歲 ；110年 

以後須年滿55歲 ；115年以後須 

年滿60歲

3•搭配實施展期及減額月退休金(每 

提前1年，扣減4 % ，最多提前5 

年）
4. 危勞職務維持70制(15年+55歲)

5. 公務人員任職滿15年，達公保半

失能以上標準或身心障礙等級為

3. 搭配實施展期及減額月退休金(每 

提前1年 ，•扣減4 % ，最多提前5 

年） '
4. 危勞職務維持70制(15年+55歲)

5. 公務人員任職滿15年，遠公保丰 

失能以上標準或身心障礙等級為



議
題

項目 106.8.9總統公布方案 106年考試院審查通過方案 102年改革方案

重度等級或罹患末期之惡性腫瘤 

或重大傷病不能從事本職工作 

者 ，起支年齡為55歲 。

重度等級或罹患束期之惡性腫瘤 

或重大傷病不能從事本職工作 

者 ，起支年齡為55歲 ；身心障礙

等級為極重度者，起支年齡為50

歲 ，不適用前述法定起支年齡規 

定。

財

源

調整

退撫

基金

提撥

費率

提高法定提撥費率區間：由12%〜 

15%調整為12%〜18%

具體調整時程：

自方案實施後，逐年提高1 % ，提 

高至15%時 ，應檢討是否再逐年 

提高至18%止 。

提高法定提撥費率區間：由12%〜 

15%調整為12%〜18%

具體調整時程：

自法案公布實施第1 年起，逐年 

提高1 % ，提高至15%時，應檢討 

是否再逐年提高至18%止 。

1.提高法定提撥費率區間：由12% 

〜15%調整為12%〜18%

2•調整政府及個人負擔比例：由 

65% : 35%調整為 60% : 40%

3.退撫基金撥繳内涵：隨退休金基 

數内涵調降，由本俸2倍逐年調 

整為本俸1.7倍

調降

退休

所得

節省

費用

挹注

調降退休所得和優惠存款利率所節 

省經費.，應全部挹注退撫基金。

調降退休所得和優惠存款利率所節 

省經費，應全部挹注退撫基金。

無

基 提昇 1.退撫基金投資鬆綁： 1.退撫基金投資鬆綁： 1.退撫基金投資鬆綁：



議
題

項目 106.8.9總統公布方案 106年考試院審查通過方案 102年改革方案

金

管

理

退撫

基金

收岸

配合退撫基金長期經營性質，增 

加投資運用項目（另類投資、不 

動產）；建立獎懲機制，提昇委託 

經營績效。

2.基金管理組織調整：

(1) 短期：增加彈性用人，以簡任約

聘進用具專業投資經驗人員；檢 

討人員待遇並建立激勵與獎懲 

制度。

(2) '長期•■基金管理機關進行組織改

造，研議朝法人化或公司化轉型 

並搭配妥慎監督機制。

配合退撫基金長期經營性質，增 

加投資運用項目（另類投資、不 

動產）；建立獎懲機制，提昇委託 

經營績效。

2.基金管理組織調整：

(1) 短期：增加彈性用人，以簡任約

聘進用具專業投資經驗人員；檢 

討人員待遇並建立激勵與獎懲 

制度。

(2) 長期•■基金管理機關進行組織改 

造，研議朝法人化或公司化轉型 

並搭配妥慎監督機制。

配合退撫基金長期經營性質，增 

加投資運用項目（另類投資、不 

動產）；建立獎懲機制，提昇委 

託經營績效。.

2.基金管理組織調整：

⑴短期：增加彈性甩人，以簡任約 

聘進用具專業投資經驗人員；檢 

討人員待遇並建立激勵與獎懲 

制度。

(2)長期：基金管理機關進;f亍組織改 

造，研議朝法人化或公司化轉型 

並搭配妥慎監督機制。

制

度

轉

銜

年資

保留

法案公布施行後，任職已滿5 年而 

離職者，其年資得保留至年滿65 

歲後之6 個月内，再依規定請領退 

休金（未滿 1 5年者，給一次退休 

金，滿 15年以上者，可擇領一次退

法案公布施行後，任職已滿5 年而 

離職且未轉職者，其年資保留至年 

滿65歲時領取，但僅得支領一次給

鱼 。

無

休金或月退休金）。

年資

、併計

1.在職公務人員辦理屆齡或命令退 

休時，公務年資未滿15年，得併

1.在職公務人員辦痤屆齡或命令退 

休時，公務年資未滿15年，得併

益



議
題

項目 106.8.9總統公布方案 106年考試院審查通過方案 102年改革方案

、年

金分

計

計其他職域年資成就支領月退休 

金條件。

2•法案公布施行後，任職已滿5 年 

且未辦理退休或資遣而離職者， 

於年滿65歲後之6個月内，得併 

計其他職域年資成就支領月退休 

金條件。

計其他職域年資成就支領月退休 

金條件。

2.法案公布施行後，任職已滿5 年 

而離職且有轉職者，於年滿65歲 

時 ，得併計其他職域得併計其他 

職域年資成就支嶺月退休金條 

件 ，但支領期限輿所具公務人員 

年資相同。不併計其他職域年資 

者 ，得支領一次退休金。

其 育嬰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得選擇 法案公布施行後之育嬰留職停薪年 無

他 留職 全額自費，繼續撥繳退撫基金費 資 ，得選擇全額自費，繼續撥繳退

停薪

年資

採計

用 ，併計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或撫 

卹年資。

撫基金費用，併計公務人員退休、 

資遣或撫邮年資。

月退 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衡酌國家整 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衡酌國家整 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視國家整體

休金 體財政狀況、人口與經濟成長率、 體財政狀況及經濟環境、消費者物 經濟環境、政府及退撫基金財務狀

調整 平均餘命、退撫基金準備率與其財 價指數、退撫基金財務盈虧及現職 況 、消費者物價指數及現職人員待

機制 務投資績效及消費者物價指數等因 

素調整；調整結果超過原領所得5% 

以上或低於原領所得者，應經立法

人員待遇調整與否調整之。 遇調整與否，衡酌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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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題

項目 106.8:9總統公布方案 106年考試院審查通過方案 102年改革方案

院同意。

年金

改革

方案

實施

時間

除了育嬰留職停薪年資併計及退撫 

給與設立專戶等條文，自公布日施

宜訂定一定緩衝期（由考試院會同 

行政院定之）。 '

改革方案實施之第一年設為緩衝 

期 。
行外，其餘條文自107年7 月1 曰

12



附件2

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方案簡表

議

題
項目 考 試院 106. 3. 3 0 函送立法院審議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

給

付

調 整 退 休  

金 計 算 基  

準 （草案

方案實施後第1 年 ，從最後在職之本（年功）俸 （薪 ），調整為最 

後在職往前「5 年平均俸額」，之後逐年拉長1 年 ，調整至最後在 

職 往 前 「1 0年平均俸額」。

第 2 7條及 實梅年度:本法公布施行後 退休金計算基準

附 表 1) 第一年 最後在職五年之平均俸（薪）額

第二年 最後在職六年之平均俸（薪）額

第三年 最後在職七年之平均俸（薪）額

第四年 最後在職八年之平均俸（薪）額

第五年 最後在職_九年之平均俸（薪）額

第六年以後 最後在職十年之平均俸（薪）額

一 、 本表之適用對象以本法公布施行後新退休者為限，不適用於已退 

休人員。

二 、 本法公布施行後新退休者，其退休金應接其退休年度，依本表所 

列各年度退休金計算基準計算，之後不再調整：

三 、 本表所定「平均俸額」，依退休公務員計算平均俸額之各該年度實 

際支領金額計算之平均數額。

調 降 退 休  

所 得 上 限  

及 下 ：限 

(草 案 第 4 

條 、第 37 

條 至 第 39. 

條 及 附 表  

3)

4 .  退休所得率設計

( 1 )  分 子 ：月退休金+優存利息（或社會保險年金）

( 2 )  分 母 ：本 俸 2 倍

5 .  調降退休所得上限（以 1 0年 時 間 ，逐年調降1%如下）： .

( 1 ) 已退人員

3 5年 從 80%降至 7 0 %。

3 0年 從 75%降至 6 5 %。

2 5年 從 70%降至 6 0 %。

20 年從 62. 5%降至 52. 5 % 。

1 5年 從 55%降至 4 5 %。

※層次性的調降設計：3 5 年 至 2 5 年 之間，每年 -1% ; 2 5 年 至 15 

年 之 間 ，每年 -1. 5% ; 1 5年 以 下 ，以 1 5年 計 。

13



議

題
項目 考試院 106. 3. 3 0 函送立.法院審議之公務人員退休樵卹法草案

( 2 )  現職人員

可採計4 0年 ，上限為85%降至 75%(每年調降1%) ; 3 5年以下 

年 資 ，同已退人員。

※各年資替代率一覽表，如後附表。

( 3 )  新進人員

與現職人員同（但 109. 7.1 以後之新進人員重新建立新制度）

6•調降退休所得下限：已退及現職人員最低保障金額為委任第一 

職等本俸最高級+專業加給合計數額（32,160元）；但原退休所得 

金額即低於最低保障金額者，依原金額支給。

調整優惠 1.支 （兼）領月退休金者：

存款制度 ( 1 )分 6 年逐步全面廢除優惠存款制度：

( 草 案 第 第 1 年優存利率降至9%

3 5 條及第 第 3 年優存利率降至6%

3 6條) 第 5 年優存利率降至3%

第 7 年優存利率降至0%

( 2 )  基於人道關懷及弱勢照顧之精神，針 對 8 4年 7 月 1 日以前退 

休 ，以及每月退休所得依規定調降後低於替代率調降方案最 

末年（第 1 1年)之上限金額者，應按該金額中，屬於公保優存 

部 分 ，仍 照 18%利率計算其相應可辦理優惠存款之本金，以適 

.度保障其退休權益。

( 3 )  月退休總所得低於最低保障金額32, 1 6 0元 者 ，維 持 18%優存 

利 率 ；超過最低保障金額者，按前述方案調降至最低保障金 

額 止 。

2 .支領一次退休金者：

每月.「一次退休金」與 「公保養老給付」合計之優存利息所得

低於最低保障金額者，維 持 18%優存利 率 ；超過最低保障金額 

者 ，其超過的部分，按下列逐年調降優存利率：

第 1 年優存利率降至12%

第 3 年優存利率降至i m  

第 5 年優存利率降至8%

第 7 年優存利率降至6%

3 .優惠存款金額；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 

辦 法 第 3 條 第 1 項附表（即從優逆算表）同步廢止，公保養老給

14



項目 考 試 院 106. 3. 3 0 函送立法院審議之公務人員退休樵卹法草案

付優惠存款按其於退樵新制實施前實際得領取之養老給付金額 

辦 理 。

取消年資  

補 償 金  

( 草 案 第  

3 4條）

1. 法案公布施行之日起1 年後退休者，不再發給年資補償金。

2. 原審定擇領月補償金者，於法案公布施行前、後 ，所領月補償金 

金額仍未達原得領取之一次補償金金額者，補發其餘額。

調整月撫  

慰金制度  

( 草 案 第  

4 3 條)

法案公布施行1 年後亡故者，維持月退休佘之1/2 ;至於遺族擇領 

月撫慰金的條件如下：'

1 .  配偶支領月撫慰金起支年齡維持為55歲 ；婚姻關係改為於退休 

人員亡故時累積存續1 0年 以 上 。

2 .  未成年子女及維持身心障礙且無謀生能力之成年子女擇領月撫

慰 金 。

3..遺族已依本法或其他法令規定領有退休金、撫 卹 金 、優惠存款 

利 息 ，或其他由政府預算、公營事業機構支給之定期性給與者， 

僅得擇領 1 / 2月撫慰金。

4 .將月撫慰金和一次撫慰金之用語修正為「遺屬年金」及 「遺屬 

一次金」°_______________

延 後 月 退  

休 金 起 支  

年 齡 （草 

案第 3 1條 

及附表 2)

1 .  延後月退休金起支年齡：

採單一年齡6 5歲

2 .  設 計 1 0年過渡期間與8 5制 之 1 0年緩衝期指標數銜接

法定起支年齡 過渡期間（年資+年齡合計高於或等於

退休年度 (展期及減額之 指標數，可領全額月退）

計算基準） 指標數 基本年齡

107年 60(55) 82

108年 60(55) 83 至少須年滿5 0 歲

109年 60(55) 84

110年 60 85

111年 61 86

112年 62 87 至少須年滿5 5 歲

113年 63. 88

114年 64 89

115年 65 90
至少須年滿6 0 歲

116年 65' 91

議題
_

_
_
_

__
__
__
_

__
__
__
__
__
_

 

請領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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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保留 

( 草 案 第  

8 2條)

法案公布施行後，任職已滿5 年而離職且未轉職者，其年資保留至 

年 滿 6 5歲時領取，但僅得支領一次給與。

年 資 併 1.在職公務人員辦理屆齡或命令退休時，公務年資未滿1 5 年 ，得 

計 、年 金 併 計 其 他 職 域 未 曾 辦 理 退 休 （職 、伍 ）、資遣或年資結算年資 

分 計 （草 成就支領月退休金條件。

案第 83條 2.法案公布施行後，任 職 已 滿 5 年而未成就退休或資遣條件而離 

及 第 84 職 ，未支領退撫給與且有轉職者，於 年 滿 6 5 歲 時 ，得併計其他 

條） 職域年資成就支領月退休金條件，但支領期限與所具公務人員年

資相同。不併計其他職域年資者，得支領一次性給與。

議

題
項目 考試院 106. 3. 3 0 函送立法院審議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

m 年 65 92

118年 65 93

119年 65 94

120年以後 65

註 ：

1 .  符合法定指標數者，得支領全額月退休金，不受法定起支年齡 

限 制 。

2 .  搭配實施展期及減額月退休金(每提前 1 年 ，扣 減 4 %，最多提前 

5.年）

3 .  危勞職務維持7 0制（1 5年+5 5歲）。

4 .  公務人員任職滿1 5年 ，達公保半失能以上標準或身心障礙等級 

為重度等級或罹患末期之惡性腫瘤或重大傷病不能從事本職工 

作 者 ，起支年齡為55歲 ；身心障礙等級為極重度者，起支年齡 

為 5 0歲 ，不適用前述法定起支年齡規定。

財

源

調整退撫 

基金提撥  

費 率 （草 

案第 7 條）

1. 提高法定提撥費率區間：'1 2 % 〜1 8 %

2. 具體調整時程：

自法案公布施行第1 年 起 ，逐年提高1 % ，提高至 1 5 % 時 ，應檢 

討是否再逐年提高至1 8 % 止 。

調降退休  

所得節省 

費用挹注 

( 草 案 第  

4 0條)

1. 調降退休所得和優惠存款利率所節省經費，應全部挹注退撫基

金 。 -

2. 每年度之挹注金額，由基金管理機關定期上網公告之。

制度轉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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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題
項目 考試院106. 3. 3 0函送立法院審議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

其

他

育嬰留職 

停薪年資 

採 計 （卓 

案第7 條 

第4 項）

法案公布施行後之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得選擇全額自費，繼續撥繳 

退撫基金費用，併計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或撫卹年資。

月退休金 

調整機制 

( 草案第 

67條）

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衡酌國家整體財政狀況及經濟環境、消費者 

物價指數、退撫基金財務盈虧及現職人員待遇調整與否調整之。

* 提昇退撫基金管理事項，由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授權以法律訂之。 

(草案第10條)

基金 提昇退 1 . 退撫基金投資鬆綁：

管理 撫基金 配合退撫基金長期經營性質，增加投資運用項目（另類投資、

收益 不動產）；建立獎懲機制，提昇委託經營績效。

2 . 基金管理組織調整：

( 1 )  短期：增加彈性用人，以簡任約聘進用具專業投資經驗人員； 

檢討人員待遇加給並建立激勵與獎懲制度。

( 2 )  長期：基金管理機關進行組織改造，研議朝法人化或公司化轉 

型並搭配妥慎監督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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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退休公務人員經審定退，年資之退休所得替代率對照彙整表（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第37條附表)

任職年
第一年 第二年 第 三 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第七年 第八年 第九年 第十年 第十一年

四十 85. 0% 84. 0% 83.0% 82. 0% 81.0% 80. 0% 79. 0% 78.0% 77. 0% 76. 0% ' 75.0%
三十九 84. 0% 83. 0%, 82. 0% 81.0% 80.0% 79.0% 78.0% 77. 0% 76. 0% 75.. 0% 74.0%
三十八 83. 0% 82. 0% 81.0% 80. 0 % 79. 0% 78. 0% 77. 0% 76.0% 75. 0% 74. 0% 73.0%
三十七 82. 0% 81.0% 80. 0% 79. 0% 78. 0% 77. 0% 76. 0% 75. 0% 74. 0% 73. 0% 72. 0%
三十六 81.0% 80.0% 79.0% 78. 0% 77. 0% 76.0% 75. 0% 74. 0% 73. 0% 72. 0% 71.0%
三十五 80. 0% 79. 0% 78. 0% 77. 0% 76. 0% 75. 0% 74. 0% 73. 0% 72. 0% 71.0% 70.0%
三十四 79. 0% 78.0% 77. 0% 76. 0% 75. 0% 74. 0% 73. 0% 72. 0% 71.0% 70. 0% 69. 0%
三十三 78. 0% 77. 0% 76. 0% 75.0% 74. 0% 73. 0% 72. 0% 71.0% 70. 0% 69.0% 68.0%
三十二 77.0% 76. 0% 75.0% 74. 0% 73. 0% 72. 0% 71.0% 70.0% 69. 0% 68. 0% 67. 0%
三十一 76.0% 75. 0% 74. 0% 73. 0% 72. 0% 71.0% 70.0% 69.0% 68. 0% 67. 0% 66. 0%
三十 75. 0% 74. 0% 73. 0% 72. 0% 71.0% 70.0% 69. 0% 68. 0% 67. 0% 66.0% 65.0%
二十九 74. 0% 73. 0% 72. 0% 71.0% 70.0% 69. 0% 68. 0% 67. 0% 66. 0% 65.0% 64. 0%
二十八 73. 0% 72. 0% 71.0% 70.0% 69.0% 68.0% 67. 0 % 66. 0% 65.0% 64. 0% 63.0%
二十七 72. 0% 71.0% 70.0% 69.0% 68. 0% 67. 0% 66. 0% 65. 0% 64. 0% 63. 0% 62. 0%

71.0% 70.0% 69. 0% 68. 0% 67. 0% 66. 0% 65. 0% 64. 0% 63. 0% 62. 0% 61.0%
二十五 70.0% 69.0% 68.0% 67. 0% 66..0% 65. 0% 64. 0% 63.0% 62.0% 61.0% 60.0%
二十四 68. 5% 67. 5% 66. 5% 65.5% 64.5% 63. 5% 62. 5% 61.5% 60. 5% 59. 5% 58. 5%

二十三 67.0% 66. 0% 65.0% 64. 0% 63. 0% 62. 0% 61.0% 60.0% 59. 0% 58. 0% 57. 0 %
二十二 65. 5% 64.5% 63. 5% 62.5% 61.5% 60.5% 59.5% 58. 5% 57. 5% 56.5% 55. 5%
二H■— 64. 0% 63. 0% 62. 0% 61.0% 60.0% 59.0% 58. 0% 57. 0% 56. 0% 55.0% 54. 0%
二十 62. 5% 61.5% 60. 5% 59. 5% 58.5% 57. 5% 56. 5% 55.5% 54. 5% 53.5% 52. 5%
十九 61.0% 60. 0% 59.0% 58. 0% 57. 0% 56. 0% 55. 0% 54. 0% 53. 0% 52. 0% 51.0%

十八 59. 5% 58. 5% 57. 5 % 56. 5% 55. 5% 54. 5% 53. 5% 52. 5% 51. 5% 50. 5 % 49. 5%

十七 58. 0% 57. 0% 56. 0% 55. 0% 54.0% 53.0% 52. 0% 51.0% 50.0% 49. 0% 48. 0%

十六 56. 5% 55. 5% 54. 5% 53. 5% 52.5% 51.5% 50. 5% 49. 5% 48. 5% 47. 5 % 46.5%

十五 55.0% 54. 0% 53.0% 52. 0% 51.0% 50.0% 49. 0% 48. 0% 47. 0% 46. 0 % 45. 0%

註記：退休公務人員退休審定年資未滿十五年者，其退休所得替代率以 十 五 年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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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考試院審查通過之公務人員年金改革方案財務影響評估結杲

精算假設條件：以 105年 1 2月 3 1 日在職及未來5 0年新進人員為精算基準，+於 108年 

1 月 1 日方案實施後，在退樵基金提撥率逐步提升至18%或 15%之情形下，服務年資35 

年 者 ，其所得替代率由80%逐年調降1%至 70%止之財務影響評估。

一 、退撫基金提撥率提升至18%之財務影響評估 單位：新臺幣億元

(1)最後在職5 - 1 0年 輔 (2)調降退休所得上下限乙案 

3 2 i 6 0元(3)調整優存制度(4)取消年食補11(5)鼸月撫慰 

(6)延後月退起支年齡1〇年過渡(7)調整提辑費輊慨

現行制度 ■調整方案 財務效益 全部插注 1/2插注

1 _ 政 _ 分 析
舊制年覿撫經費A L (億元） 1 7 , 8 9 3 1 3 , 6 9 0 (4,203) - (2,102)

退撫基金提賊本 (億元） 4 , 0 1 7 5 , 8 3 1 1 , 8 1 3 1 , 8 1 3 1, 8 1 3

2 •退撫基金財務刀析 

(退撫新制）

退撫基金關收入 (億元） 6 , 1 8 0 8 , 9 7 0 2 , 7 9 0 2 , 7 9 0 2 , 7 9 0

精算應計負債A L(億元） 1 3 , 8 9 5 1 3 , 2 1 6 (679) (679) (679)

未提存應計負債UAL(億元） 1 0 , 4 2 4 9 , 7 4 4 (6 79) (679) (679)

基金遞減(收支不足)年度 1 0 8 年 1 0 8年 不變 1 2 0年 1 0 9 / 1 1 3  年

累積餘額虧損(用罄)年度- 1 2 0 年 1 2 4年 延後4 年 1 3 3  年 | 1 2 8年

最適提撥率(攤提UALJ 3 9 . 6 % 3 5 . 7 % ■ 3.9%

最 適 提 辭 (不 齦 UAL) 1 9 . 3 % 1 7 . 0 % - 2 . 4 %

註 ：依 本 項 方 案 精 算 結 果 ，在 舊 制 節 省 金 額 1 / 2 挹 注 退 嫌 基 金 時 ，自 1 0 9 年 即 出 現 收 支 不 足 情 形 ， 

期 間 經 節 省 經 費 逐 年 挹 注 ，退 撫 基 金 短 差 金 額 逐 年 減 少 ，至 1 1 2 年 收 支 反 轉 為 正 數 ，但 自 1 1 3  

年 再 度 發 生 收 支 不 足 ，之 後 各 年 度 均 為 不 足 情 形 。

二 、退撫基金提撥率提升至15%之財務影響評估 單位：新臺幣億元

(1)最後在職5-10年均薪(2)調降退麵得上下限乙案 

32湖元⑶調整優存制度(4)取消年資補償(5)醵月撫慰 

(6)延後月退起支年齡10年過渡(7)鼸 提 鼸 率 至 15%

現行制度 調整方案 財務效益 全部插注 1/2捏注

1■政舰務分析
舊 制 權 撫經費A L (億元） 17,893 13,690 (4,203) 珊 (2,102)

退撫基金關成本(億元） 4,017 4,976 959 959 959

2■退撫基金財務分析 

_ 新制）

退撫基金提撥收入(億元） 6,180 7,655 1,475 1,475 1,475

精算應計負債A L 陶 13,895 13,216 (679) (679)| (679)

未提存應計負債U A L (億元） 10,424 9,744 (679) (679) (6/9)

基金遞減(收支不足)年度 108年 108年 不變 114年 109年

累積餘額磨損(用罄)年度 120年 122年 延後2年 129年 125年

最適提撥率(攤提U A L ) 39.6% 35.7% -3.9%

-最適提撥率(不攤提U A L ) 19.3% . 17.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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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公務人員改革方案影響評估

(個人影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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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公務人員 -新舊制，任 職 35:年 : 80P 70% (105.7.1 退休） 單 位 ：新 台 幣 ；元

退休等級 職務別

改革後月退所得：分母 2 :本俸 2 倍
改革刖月退 

休所得（月退 -
第 1 年 8 0 %(優存 9%) 第 6 年 75%C優存 3%) 第 1 1 年 7 0 %(優存 0%)

+18%)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佔比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佔比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佔比

委任五等 

年功十級 

5 2 0俸點

主管 58,847 55,088 3, 759 6. 39% 51,645 7,202 12.24% 48, 202 10,645 18. 09%

非主管 55,060 54,678 382 0. 69% 51, 645 3, 415 6. 20% 48, 202 6,858 12. 45%

薦任六等 

年功六級 

5 3 5俸點

主管 63, 054 56, 680 6,374 10.11% 53,138 9,916 15.73% 49, 595 13,459 21. 34%

非主管 58,781 56,680 2,101 3.57% 53,138 5,643 9. 60% 49,595 9,186 15. 63%

薦任七等 

年功六級 

5 9 0俸點

主管 68, 646 62,544 6,102 8. 89% 58,635 10,011 14. 58% 54, 726 13, 920 20. 28%

非主管 63, 441 62, 480 961 1.51% 58,635 4,806 7. 57% 54, 726 8,715 13. 74%

薦任八等 

年功六級 

6 3 0俸點

主管 75, 828 66, 808 9,020 11.90% 62,633 13,196 17. 40% 58, 457 17, 371 22.91%

非主管 69, 004 66,808 2,196 3.18% 62, 633 6, 372 9. 23% 58, 457 10, 547 15. 28%

薦任九等 

年功七級

7 1 0俸點

主管 84, 370 75, 328 9,042 10.72% 70,620 13,750 16.30% 65,912 18, 458 21.88%

非主管 75,561 74,733 829 1.10% 70,620 4, 941 6. 54% 65,912 9, 649 12. 77%

簡任十二 

等年功四 

級 8 0 0俸 

點

主管 100,842 84, 920 15, 922 15.79% 79,613 21,230 21.05% 74, 305 26, 537 26. 32%

非主管 92,435 84,920 7,515 8.13% 79,613 12, 823 13. 87% 74, 305 18,130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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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公務人員 -新舊制，任 職 30?年 •• 75%^>65% (105. 7 , 1退休） _____________ 單位：新台幣；元

退休等級 職務別

改革前月退 

休所得（月退 

+18%)

改革後月退所得：分母 2:本俸 2 倍

第 1 年 7 5 %(優存 9%) 第 6 年 70%(優存 3%) 第 1 1 年 6 5 %(優存 0%)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佔比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佔比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佔比

委任五等 

年功十級 

5 2 0俸點

主管 55, 578 51,494 4,084 7. 35% 48,202 7,376 13. 27% 44, 759 10,819 19.47%

非主管 52,001 49,706 2, 295 4.41% 48,176 3, 825 7. 36% 44, 759 7,242 13：93%

薦任六等 

年功六級 

5 3 5俸點

主管 59, 551 53,138 6, 413 10.77% 49,595 9, 956 16. m 46, 053 13, 498 22. 67%

非主管 55,516 52,135 3, 381 6.09% 49, 595 5,921 10.66% 46, 053 9, 463 17. 05%

薦任七等 

年功六級 

5 9 0俸點

主管 64, 832 58, 6.35 6,197 9. 56% 54, 726 10,106 15.59% 50,817 14,015 21.62%

非主管 59,917 56,809 3,108 5.19% 54, 726 5,191 8. 66% 50,817 9,100 15 .19%

薦任八等 

年功六級 

6 3 0俸點

主管 70, 983 62, 633 8,351 11.76% 58, 457 12,526 17. 65% 54, 282 16, 702 23. 53%

非主管 65,171 61,235 3,936 6. 04% 58,457 6,714 10.30% 54, 282 10,890 16.71%

薦任九等 

年功七級

7 1 0俸點

主管 79, 683 70,620 9,063 11.37% 65,912 13,771 17. 28% 61,204 18, 479 2 3 . 19%

非主管 71,363 67, 926 3,438 4. 82% 65,634 5,729 8. 03% 61,204 10,159 14. 24%

簡任十二 

等年功四 

級 8 0 0俸 

點

主管 90, 227 79,613 10,615 11.76% 74,305 15,922 17. 6 5 1 68, 998 21,230 23. 53%

非主管 87,299 79, 613 7,687 8.81% 74, 305 12, 994 14. 88% 68,998 18, 302 2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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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元
表 3 :公務人員 -新舊制，任 職 25年 ：70%~>60% (105.7.1退休)

退休等級 職務別

改革後月退所得：分母 2:本俸 2 倍
改革削月退 

休所得（月退 -
第 1 年 7 0 %(優存 9%) 第 6 年 6 5 %(優存 3%) 第 1 1 年 6 0 %(優存 0%)

+18%)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佔比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佔比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佔比

委任五等 

年功十級 

5 2 0俸點

主管 47, 238 43,881 3,357 7.11% 41, 643 5, 595 11. 84% 41,316 5,922 12. 54%

非主管 47, 238 43,881 3,357 7.11% 41,643 5, 595 11. 84% 41,316 5,922 12. 54%

薦任六等 

年功六級 

5 3 5俸點

主管 48, 577 45,123 3, 454 7 . 11% 42, 820 5,757 11.85% 42,510 6,067 12. 49%

非主管 48, 57.7 45,123 3,454 7 . 11% 42,820 5, 757 11.85% 42, 510 6,067 12. 49%

薦任七等 

年功六級 

5 9 0俸點

主管 53, 506 49, 695 3,811 7 . 12% 47,154 6,352 11.87% 46,908 6,598 12. 33%

非主管 53, 506 49, 695 3,811 7.12% 47,154 6, 352 11.87% 46, 908 6,598 12. 33%

薦任八等 

年功六級 

6 3 0俸點

主管 57,090 53,019 4,071 7 . 13% 50,305 6, 785 11.88% 50,106 6,984 12.23%

非主管 57, 090 53,019 4, 071 7 . 13% 50,305 6,785 11.88% 50,106 6,984 12.23%

薦任九等 

年功七級 

7 1 0俸點

主管 64, 253 59, 662 4, 590 7.14% 56,602 7,651 11.91% 56, 496 7,757 12. 07%

非主管 64, 253 59,662 4, 590 7.14% 56,602 7, 651 11.91% 56, 496 7,757 12. 07%

簡任十二 

等年功四 

級 8 0 0俸

點

主管 72,316 67,141 5,175 7.16% 63, 691 8, 625 11.93% 63, 690 8,626 11.93%

非主管 72,316 67,141 5,175 7.16% 63,691 8, 625 11.93% 63, 690 8,626 11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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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新台幣；元
表 4 :公務人員 -純舊制，任 職 30年 ：759̂ 65% (84. 7.1 退休)

退休等級 職務別

改革萷月退 

休所得（月退 

+18%)

改革後月退所得：分母 2 :本俸 2 倍

第 1 年 7 5 %(優存 9%) 第 6 年 7 0 %(優存 3%) 第 1 1 年 6 5 %(優存 0%)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佔比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佔比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佔比

委任五等 

年功十級 

5 2 0俸點

主管 46, 605 44, 759 1,846 3. 96% 44, 759 1,846 3. 96% 44, 759 1,846 3. 96%-

非主管 46, 605 44, 759 1,846 3. 96% 44, 759 1,846 3. 96% 44, 759 1,846 3. 96%

薦任六等 

年功六級 

5 3 5俸點

主管 47,933 46,053 1,880 3. 92% 46,053 1,880 3. 92% 46, 053 1,880 3. 92%

非主管 47,933 46,053 1,880 3. 92% 46,053 1,880 3. 92% 46, 053 1,880 3. 92%

薦任七等 

年功六級

5 9 0俸點

主管 52,851 • 50,817 2, 034 3. 85% 50,817 2, 034 3.85% 50,817 2, 034 3,85%

非主管 52,851 50,817 2, 034 3. 85% 50,817 2,034 3. 85% 50,817 2,034 3.85%

薦任八等 

年功六級 

6 3 0俸點

主管 56, 384 54,282 2,102 3.73% 54, 282 2,102 3.73% 54, 282 2,102 3. 73%

非主管 56, 384 54, 282 2,102 3.73% 54,282 2,102 3. 73% 54, 282 2,102 3. 73%

薦任九等 

年功七級

7 1 0俸點

主管 63,498 61,204 2, 294 3.61% 61,204 2, 294 3.61% 61,204 2, 294 3. 61%

非主管 63, 498 61,204 2,294 3. 61% 61,204 2, 294 3. 61% 61,204 2,294 3.61%

簡任十二 

等年功四 

級 8 0 0俸 

點

主管 71,486 68,998 2,488 3.48% 68,998 2,488 3.48% 68, 998 2, 488 3.48%

非主管 71,486 68,998 2, 488 3.48% 68,998 2,488 3. 48% 68, 998 2,488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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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新台幣；元
表 5 :公務人員 -純舊制，任 職 25年 ：70^ 60% (84.7.1 退休)

退休等級 職務別

改革後月退所得：分母 2 :本俸 2 倍
改革刖月退 

休所得（月退 -
第 1 年 7 0 %(優存 9%) 第 6 年 65%.(優存脒） 第 1 1 年 6 0 %(優存 0%)

+18%)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佔比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佔比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佔比

委任五等 

年功十級 

5 2 0俸點

主管 44, 884 41,316 3,568 7. 95% 41,316 3,568 7. 95% 41,316 3,568 7.95%

非主管 44, 884 41,316 3, 568 7.95% 41,316 3, 568 7. 95% 41,316 3,568 7. 95%

薦任六等 

年功六級 

5 3 5俸點

主管 46,161 42,510 3,651 7. 91% 42, 510 3,651 7. 91% 42, 510 3,651 7.91%

非主管 46,161 42,510 3, 651 7.91% 42,510 3’651 7. 91% 42,510 3,651 7. 91%

薦任七等 

年功六級 

5 9 0俸點

主管 50, 897 46, 908 3,989 7. 84% 46, 908 3,989 7. 84% 46, 908 3, 989 7. 84%

非主管 50, 897 46,908 3, 989 7. 84% 46, 908 3,989 7. 84% 46, 908 3, 989 7.84%

薦任八等 

年;功六級 

6含0 棒點

主管 54, 296 50 ,1.06 4,190 7.72% 50,106 4,190 7. 72% 50,106 4,190 7.72%

非主管 54, 296 50,106 4,190 7.72% 50,106 4,190 7. 72% 50,106 4,190 7. 72%

薦任九等 

年功七級 

7 1 0俸點

主管 61,144 56, 496 4, 648 7.60% 56,496 4, 648 7. 60% 56, 496 4,648 7.60%

非主管 61,144 56,496 4, 648 7. 60% 56,496 4, 648 7. 60% 56,496 4, 648 7. 60%

簡任十二 

等年功四 

級 8 0 0俸 

點

主管 68, 832 63,690 5,142 7. 47% 63,690 5,142 7. 47% 63,690 5,142 7.47%

非主管 68,832 63, 690 5,142 7. 47% 63,690 5,142 7. 47% 63, 690 5,142 7.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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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 公務人員 -純新制，任 職 3 5 年 ：8 0 ^ 7 0 %  (119. 7.1.退休） 單位：新台幣；元

改革後月退所得；分母 2:本俸 2 倍

退休等級 改革前月退 第 2 年 79% 第 7 年 74% 第 1 2 年 （同 第 1 1 年 70%)

職務別 休金 扣減後 扣減 扣減額 扣減後 扣減 扣減額 扣減後 扣減 扣減額
*  * 所得 金額 佔比 所得 金額 佔比 所得 金額 佔比

委任五等年功十級 

5 2 0俸點
48, 202 — — — — 一 — 44, 346 3,856 8%

薦任六等年功六級 

5 3 5俸點
49, 595 — 一 一

\

— 一  • 45, 627 3,968 8%

薦任七等年功六級 

5 9 0俸點
54,726 一 — — — — — 50, 348 4, 378 8%

薦任八等年功六級 

6 3 0俸點
58, 457 一 — — — — — 53, 780 4,677 8%

薦任九等年功七級 

7 1 0俸點
65,912 — 一 — — — — 60, 639 5, 273 8%

簡任十二等年功四 

級 8 0 0俸點
74, 305 — 一 — — — 68,361 5, 944 8%

1. 微 108 # ■為方案實施第1年 ，119年則為方案實施第12年。退沐金計算基準，以退休時該年度之均俸年數(10年)計算，之淡不再調整均棒年數。

2. 假設純新^人員之餅為擇領一攻始付，故所列月退体所得金額均不含公係年金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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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公 務 人 員 新 制 ，任 職 3 0 年 「: 75%~^65% (114. 7.1 退休)______________ 單位：新台幣；元

改革後月退所得；分母2:本俸2 倍

退休等級 改革前月退 第2 年 74% 第 7 年 69% 第 11年 65%

職務別 休金 扣減後 扣減 扣減額 扣減後 扣減 扣減額 扣減後 扣減 扣減額

所得 金額 佔比 所得 金額 佔比 所得 金額 佔比

委任五等年功十級 

520俸點
41,316 — — — 38,011 3,305 8% 38,011 3, 305 8%

薦任六等年功六級 

535俸點
42,510 一 — - 一 39,109 3,401 8% 39,109 3,401 8%

薦任七等年功六級 

590俸點
46, 908 — — 一 43,155 3,753 8% 43,155 3,753 8%

薦任八等年功六級 

630俸點
50,106 — 一 — 46,098 4,008 8% 46, 098 4,008 8%

薦任九等年功七級 

710俸點
56, 496 一 — 一 51,976 4, 520 8% 51,976 4, 520 8 %

簡任十二等年功四 

級 800俸點
63, 690 — — 58, 595 5,095 8% 58, 595 5,095 8 %

_____ _________ _ 1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  ---------------- L—— .—— J------------------------------------- ------

1. 假設108年為方案貧拖第1年 ，114年則為方案實施第7年。退沐齡|•算基準’以退体時該年度^勝年姐1〇年)計算，之淡不再調整均棒年數。

2. 假 人 員 之 公 —次始# ，故m列月退休所#^«不含公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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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公 務 人 員 -純 新 制 ，任 職 2 5 年 ：70%~^60% (109. 7.1 退休)_____  單位：新台幣；元

退休等級 

職務別

改革前月退 

休金

改革後月退所得；分母2:本俸2 倍

第 2 年 69% 第 .7年 64% 第 11年 60%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佔比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佔比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佔 ifc

委任五等年功十級 

520俸點
34, 430 33,053 1,377 4% 33,053 1,377 4% 33,053 1,377 4 %

薦任六等年功六級 

535俸點
35, 425 34, 008 1,417 4 % 34, 008 1,417 4 % 34, 008 1,417 4 %

薦任七等年功六級 

590俸點
39, 090 37, 526 1,564 4% 37, 526 1,564 4 % 37, 526 1,564 4 %

薦任八等年功六級 

630俸點
41, 755 40,085 1,670 4% 40,085 1,670 4% 40, 085 1,670 4 %

薦任九等年功七级 

710.俸點
47,080 • 45,197 1,883 4 % 45,197 1,883 4% 45,197 1,883 4 %

簡任十二等年功四 

級 800俸點
53, 075 50,952 2,123 4% 50,952 2,123 4% 50, 952 2,123 4 %

1.個設108年為方雜&第1年 ，109年則為方案實施第2年。退金計算基準，以退輕詩•度之■數^年 )計算，之#_不再雛均俸年數。 

制 人 員 ^ —次給# , 故m列 月 退 休 所 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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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報告

民國106年 3 月 2 日本院第12屆第 126次會議審議銓敘部函 

陳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 

一 案 ，經決議：「交全院審查會審查，並由李副院長逸洋擔任召集 

人 。」遵經於本（106)年 3 月 8 日 、9 曰、1 4 日、1 6 日、1 7 日、 

2 0 曰、2 1 日、2 3 日及2 8 日 ，在本院傳賢樓1 0樓會議室舉行9 

次審查會，審查竣事。會議並邀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派員列席 

說 明 ，其 中 第 1 次會議，另邀請相關公務人員團體代表列席表達 

訴 求 （出列席人員名單詳如附件1 )。

本案據銓敘部函說明略以，公務人員退休及撫卹制度自8 4年 

7 月 1 日起，由恩給制轉換為儲金制，實施迄今已逾2 1年 ，因我 

國人口結構趨向高齡化及少子女化等因素，致公務人員退休撫卹 

基金收支結構愈趨嚴峻；今軍公教勞等各類人員年金制度改革之 

推動已刻不容缓，爰研擬退撫法草案，草案内容分5 章、計 87條 。 

至現行公務人員退休法（以下簡稱退休法）及公務人員撫卹法（以 

下簡稱撫卹法）之廢止案，於退撫法草案施行之同時，一併廢止。

第 1 次審查會，部就本院第二組（以下簡稱院二組）所提意 

見 ，擬具擬處說明對照表等參考資料（如附件2 、3 ) ，另本院於本 

年 3 月 7 曰召開公聽會，邀請學者專家對年金改革相關議題提供 

之意見（如附件4 )，於會中併送審查委員參考。本次會議先由列席 

團體代表說明對本次年金改革規劃之訴求（書面資料如附件5)，俟 

該等團體代表發言完畢離席後，隨即進行大體討論。

相關列席團體代表意見綜整如下：

一 、本案相關立法背景說明不妥，如政府經費不足，並非事實，

而公務人員過早退休，係政府鼓勵提早退休所致。政府以貧

富不均、世代不平及行業不公等，作為年金改革之訴求，實



為挑起勞工對公務人員、年輕人對老人，以及低收入對中收 

入人員之鬥爭。支持改革，但反對以汙衊軍公教人員之方式， 

且各類人員應同步改革。

二 、 有關公務人員退休撫邮基金（以下簡稱退撫基金)相關精算報 

告 ，銓敘部均未對外說明，然竟以退撫基金破產為本次改革 

之理由，實為荒謬。又本次改革能提升國家競爭力之論證， 

以及所能節省之財政支出等數據，亦未見說明；且制度相關 

規 劃 ，如退休所得替代率（以下簡稱替代率）之設定如何而 

來 ，均未有精算報告佐證，令人質疑。

三 、 退撫基金經營不善，應檢討其原因，建議將管理機關法人化， 

建立資訊透明、公開之監督機制，明文規定由政府履行最後 

給付責任，並應與國安基金脫鉤。

四 、 相關改革措施過於激烈，例如替代率之調降幅度過大，且只 

以 1 5年為過渡期，支領遺屬年金之條件變苛且金額減少，相 

關措施應更加漸進、缓 和 ，且公教人員保險（以下簡稱公保） 

養老給付應予年金化，並與職業退休金脫鉤。改革後高階文 

官之退休所得，恐較民間企業之中階主管不如，實不合理。 

改革以繳多、領 少 、延後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為基礎，不具理 

想性及未來性，對於優秀人才不具吸引力，對現職人員亦不 

具鼓勵作用。

五 、 本案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信賴保護等法安定性原則，且全 

面調降退休金，不符比例及平等原則。又退休金係法定人民 

財產權，應受法律之保護，不應任意剝奪，即使係為公益目 

的而致權利受損，亦應規劃損害補償機制。

六 、 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年改會)僅係提供總統 

府諮詢事項之任務編組，對憲法規定之權責機關並無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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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本案依年改會決議立法，違背國家權力分立、依憲法運 

作及程序正義等原則；立法目的既為規劃永續性之制度，則 

退撫法草案不宜倉促提出，建議退回銓敘部重擬。

七 、第 3 7條及第 3 8條有關替代率上限之規定，致 第 2 8條 及 29 

條有關給付標準之規定形同虛設；第 64條第 2 項條文内容授 

權權責機關對退休案得以一般處分為之，有立法陷阱；第 75 

條禁止退休人員再任私立學校職務，已違反憲法保障人民選 

擇職業之自由，而第76條卻允許兼任政府機關（構 ）或各公 

立醫療院所（中心）之醫療照護或鑑識工作，顯有職業歧視； 

第 79條第 2 項得採集體訴訟之規定，無規範之必要。

審查委員意見綜整如下：

一 、 改革對象未必不能包含已退人員，然相關制度規劃須精 

敏 ，採漸進、緩和方式，並設計補償措施及過渡條款，以 

儘可能補償損害，且各類人員之改革應同步實施。

二 、 相關措施須以堅實而詳盡的各種數據、資料及論述作為基 

礎 ，精算報告是修法之重要基礎，部應儘速提供；惟本案 

審查宜速不宜遲，進入逐條討論後，相關條文涉及精算數 

據者先予保留，嗣經確認後，再予審查。

三 、 本案規劃是否符合信賴保護原則，學者恐各持己見，惟退 

撫制度為涉及國家發展之重要政策，應有超越法律及財務 

等其他層面之上位思維。

四 、 本案須經得起違憲審查，故總說明及條文須非常精確，惟 

案内總說明過於含糊，應由憲法秩序談論信賴保護、不溯 

及既往問題，部擬内容對上開原則之論述未妥，有待改進， 

須有詳細論述方能使外界信服。

五 、 總說明旨在說明制定本法之理由，包括政策目的，並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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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制定之要點；逐條說明是對於法律必要性及内容合理性 

予以說明，以清楚立法本意，兩者意義不同。依立法技術 

而 言 ，總說明毋須詳述相關法律原理，得於逐條說明時論 

述即可。

六 、 總說明論述技巧應溫暖誠懇，體諒當事人心情，減少價值 

性判斷「多情少法」。亦有認為法理情應兼顧，但法必須說 

清楚、說 通 ，原理原則應有適度之論述。

七 、 對於特定不利益之對象，如 84年前已退人員均適用舊制（恩 

給制），是類人員已年邁，健 康 、經濟狀況及因應能力明顯 

不 足 ，須特別加以考量；又本案不符合功績制精神，應對 

於年資長、長年擔任主管、表現績優者，設計另一套替代 

率公式。

八 、 請部參考相關公務人員團體及委員意見，就重要事項提出 

替選方案供審查會討論，且應就社會、經 濟 、人力資源、

文官制度、財務及法令等層面進行衝擊影響評估，而非僅 

由財務觀點評估。另應列出改革後，不同年資者其退休所 

得之打折率，以利比較。

九 、 第 74條係規範公務人員及遺屬喪失退撫給與之條件，然公 

務人員自行提撥退撫基金部分，具有存款累積性質，若因 

特定要件而不予返還該部分，恐違反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 

財產權之意旨。第 4 4條有關遺屬年金支領條件過於嚴苛，

且遺族對象應以「遺屬需受扶養」為基礎。其他如替代率 

係以極端數值作基準點，不符實際，樓地板之金額設定， 

亦請再斜酌。

嗣銓敘部對於審查委員前開意見說明略以••

一 、初步精算報告前已提供各位委員參考，本部依照年改會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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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案，再委託精算單位重新精算，惟因精算複雜且耗時較 

久 ，精算報告須待3 月底始能完成；因相關參數變動太大， 

精算報告僅可供參考。

二 、 本部在替代率之規劃上，已設計過渡期間予以保障，且附表 

係羅列各該年資之替代率資料，並非以極端值為計算基礎， 

且每年年資差距1. 5 % ，相較退撫新制每年給付差距2 % ，更 

為緩和。

三 、 基於公益或其他考量，並非不能凌駕信賴保護原則之上，本 

次改革並非政府失信於民，而是基於國家財務等公益考量而 

需變更現行制度，如認為相關措施有更合理可行之作法，仍 

得對本部所提草案條文加以修正，本部可從財務、文官體制、 

人力資源、社會經濟等層面評估較佳方案。

四 、  目前對於支領一次退休金者，其每月優惠存款（以下簡稱優存) 

利息於樓地板以下部分之本金仍維持18%，此係基於人道考 

量 ，惟亦可能導致社會對優存利率繼續存在有所批評。本部 

基於公務人員退撫法制主管機關之立場，已設想許多較有利 

之方案。

五 、 第 7 4條有關喪失申請退撫給與權利之規定，本意是要退還自 

繳 部 分 ，所擬文字如不精確，將配合審查結論修正；第 42 

條是否增列生活費或教育費仰給之人得請領遺屬年金，以其 

涉及範圍甚廣，仍需與其他職域主管機關協商；第 44條有關 

調整遺屬年金機制，本部尊重審查會決定。

經主席裁示，請部再修正總說明文字，留待後續會議討論。

第 2 次審查會，部再擬具第6 條 、第 7 條 、第 2 0條 、第 31

條及第7 4條之再修正條文（如附件6);會議開始即進行逐條審查，

過程遇有疑義之條文，則先予保留。審查委員意見綜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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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第 1 條有關立法目的之規範，基於本案未來恐將受到違憲審 

查 ，應於條文詳述立法目的，如此可揭示改革之目標，作為 

法律條文解釋適用之取向，並可作為司法院大法官違憲審查

「目標之正當性」及 「所採行措施之合於比例性」判斷之用； 

惟文字内容需再慎酌，以使其與本案立法目的切合。

二 、 第 17條 ，將 「應」准其自願退休，修正為「得」准其自願退 

休 ，恐使自願退休成為形式；且本條第1 項 第 3 款所增訂有 

關全失能或重大傷病者自願退休之條件，顯得過於苛刻，該 

等人員如有意願提前退休，此條文設計能否滿足其需求？或 

可審酌依情節輕重就「應」或 「得」作不同規定。

三 、 第 2 8條及第2 9條規範退休金之給與標準，惟因另有替代率 

上限之規定（按 ：第 37條及第3 8條 ），致外界認為第28條 

及第 29條之規定形同虛設，無法適用，對此應詳予說明。另 

對於新進人員，設計新制度之可行性？

四 、 第 34條删除年資補償金規定，受到外界關注，惟條文說明僅 

敘及係配合年改會之改革方案爰予刪除，立論顯得薄弱，亦 

恐引發爭議；且以年資補償金為給付性之制度設計，僅給與 

1 年信賴保護之過渡期間，未免過短。

五 、 第 3 6 條規定優存利率之調整方式，請部試算逐年以12%、 

10%、8°/。及 6%調降其優存利率，其退休所得影響為何？並就 

本條第3 項對於支領一次退休金者規劃之甲、乙案，提供影 

響人數及其年資、職等之分布圖，以及所能撙節之財務數據。

六 、 第 3 7條及第3 8條規範替代率上限，條文說明應以精算數據 

作為立論基礎；又為維功績制精神，對於特別弱勢之已退休 

公務人員，應有更為緩和之調降標準，對於長年擔任主管、 

績效卓著、服務年資長者，酌予調升替代率。另部應參酌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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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對替代率設定之意見，規劃不同方案，供政策決定。

七 、第 4 條涉及最低保障金額之設定；第 7 條涉及因侍親辦理留 

職停薪者，能否繳付退撫基金以採計年資；第 9 條涉及喪失 

退撫給與者，發還其本人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之規範； 

第 14條涉及兼具新、舊制者年資之取捨方式，以及法案施行 

前後年資採計上限之差異；第 16條涉及法官、檢察官適用申 

請退休規定之條文規範體例；第 20條涉及身心障礙者命令退 

休之標準；第 26條涉及退休金種類是否保留兼領月退休金； 

第 2 7條涉及均俸之計算年限；第 3 1條涉及支領月退休金之 

條件與過渡期間；上開相關條文所涉議題，因尚需詳予討論， 

爰建議予以保留。

嗣銓敘部對於審查委員前開意見說明略以••

一 、 現行規定公務人員申請自願退休時，機關應予同意，惟地方 

政府基於預算問題，以致常發生行政爭訟案件，造成諸多困 

擾 ，爰要求本案能作調整；本部考量自願退休固然為公務人 

員之權益，惟其既為退休金制度之一環，雇主應有審酌空間， 

爰本部採納地方政府建議，以協助其解決上開問題。

二 、 其他條文則俟討論時，再詳予說明。

第 2 次審查會決議如下：

一 、 照部擬名稱、章 名 、節名、條文通過者：法案名稱、第 1 章 

章名及其第1 節至第3 節節名、第 2 章章名及其第1 節 、第 

2 節節名、第 2 條 、第 5 條 、第 8 條 、第 1 0條 、第 2 3條 、 

第 24條 、第 4 0條及第41條 。

二 、 照部擬條文修正通過者：

(一） 第 18條 （各 款 之 「以上」文字均予删除）。

(二） 第 19條 （第 1 項 之 「以上」文字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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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照部擬再修正條文通過者：第 3 條 、第 6 條 、第 1 1條至第 

13條 、第 22條 、第 25條 、第 32條 、第 33條 （修正條文說 

明）、第 35條 （修正條文說明）。

四 、 暫予保留者：第 1 條 、第4 條 、第 7 條 、第 9 條 、第 14條至 

第 17條 、第 20條 、第 21條 、第 26條至第31條 、第 3 4條 、 

第 36條至第39條 。

第 3 次審查會，部彙整上次會議審查情形紀要(如附件7)及提 

供相關數據資料（如附件8-10)，並修正第24條條文，另再擬具第 

50條 、第 52條 、第 55條 、第 61條 、第 62條及第74條之修正條 

文 （如附件11);於確認上次會議決議後，隨即進行逐條審查，遇 

有疑義之條文，仍先予保留。審查委員意見綜整如下：

一 、 原服務於公營事業之公務人員，於民營化後如曾結算年資， 

嗣轉任至國立大學任職，其民營化前之年資可否併計公部門 

年資以成就退休條件？

二 、 第 4 2條及第4 4條 ，依司法院釋字第549號解釋意旨，遺屬 

年金之給與，應以遺屬需受扶養為基礎，請領遺族宜加入「生 

活費、教育費仰給之人」；配偶支領遺屬年金之條件，須公務 

人員亡故時婚姻關係累積存續1 5 年以上，且須未婚、自 65 

歲起支領，規範過當；又遺屬年金僅能支領月退休金之三分 

之一，是否足以保障其生活？尤以家中有身心障礙子女，成年 

後仍無工作能力，恐因不符社會救助條件而難以負擔，不宜 

删除成年身心障礙子女擇領遺屬年金之規定。

三 、 第 53條 、54條及第61條 ，撫邮金與遺屬一次金或年金，均 

為公務人員亡故後之給與，相關規定如請領條件及資格等， 

有諸多重疊，其遺族之權利及所領給付不應差異太大，請部 

參酌先進國家立法例，並提供試算數據驗證。又配偶須未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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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 ，始符合領受條件，並不合理，建議增列配偶再婚時，得 

結算請領一次金之規定。又撫卹金領受遺族第3 款及第4 款 

之順序，與遺屬年金之規定相反，理由為何？

四 、 第 64條 ，各該審（核）定權責機關所指為何，應予規範清楚， 

因其涉及多階段處分中，訴訟被告機關之認定。審 定 、核定 

各係指何種案件？又部擬將「一般處分」修正規定為「書面行 

政處分」之理由為何？

五 、 第 6 6 條 ，對於月退休金等給與之調整機制，所擬之衡酌指 

標 ，恐有多項不切實際，須予檢討；其一為視現職人員待遇

「調整與否」，應修正為考量待遇「調整情形」，且相關規定 

應由主管機關定之，不宜於施行細則定之。

六 、 第 6 9 條 ，部建議增列通知當事人自下一期發給之定期給與 

中 ，薮實收回等文字，意旨應係擬先行勸導，再以書面行政 

處分命其繳還；惟相關執行程序於書面行政處分中敘明，已 

可符合明確性，部建議增列之文字並非必要，且規定過於細 

瑣 ，恐導致執行困難。

七 、 第 7 5條 、第 7 6條 ，有關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 

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之規定，尚未經立法院審議通過， 

於軍公教各類人員應有衡平規定；至於退休後兼任公立醫療 

院所（中心）之醫療照護工作，不受法定基本工資限制之情 

形 ，如擬以此解決醫療人力不足問題，並非長久之計，且有 

引致其他行業別援引比照之顧慮。

八 、 第 8 4條及第 8 5條規定，任職滿5 年者即可保留年資，可擴 

大適用對象，惟須思考會否對於既有相關人才培育之規範造 

成衝擊？會否促使公務機關人力往私部門流失？或可增列主管 

機關得視整體及公務部門人力流失情形，引進減額年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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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規定，防止中高階人才流失。另公務員服務法旋轉門條款， 

有關公務人員離職後3 年 内 ，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5 年内職 

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等職務之規定，宜配合修正。

九 、第 4 5條涉及遺屬一次金或年金請領之法律適用；第 4 6條涉 

及無遺族者之喪葬事宜；第 4 7 條涉及預立遺囑之適用；第 

52條涉及因公撫邮之事由；第 55條至第58條 ，涉及月撫邮 

金給卹期限、相關加發標準等；第 59條涉及遺族對於撫卹金 

種類之選擇機制；第 60條涉及殮葬補助費；第 70條涉及行 

蹤不明而暫停發給之規定；第 72條涉及退撫給與追繳機制； 

第 74條涉及喪失請領退撫給與之法定事由；上開條文所涉議 

題 ，因尚需詳予討論，爰建議予以保留。

嗣銓敘部對於審查委員前開意見說明略以：

一 、 依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規定，公營事業民營化時，個人可 

選擇是否結算年資，如選擇隨同移轉年資，於民營化公司離 

職 時 ，可支領資遣給與。復依現行退休法第15條等規定，已 

支領退離給與之年資，日後均不得併計為退休年資，否則恐 

造成多次成就退休條件，不甚合理。

二 、 第 52條將原撫卹法第5 條 第 1 項所定6 款因公撫卹事由，簡 

併為 5 款事由，主要係因現行第2 款至第5 款均可能涉及猝 

發疾病，造成審查過程中時有爭議，乃將此部分以1 款單獨 

訂 之 ；另並就「冒險犯難」予以具體定義，避免解釋不清。 

爰本條第1 項之5 款規定已包含原撫卹法第5 條 第 1 項 6 款 

之内涵，僅作整併；另本條第1 項第4 款第 2 目及第3 目 ， 

為原撫卹法第5 條 第 1 項未規範之部分，一併納入。日後公 

務人員於執行公務期間，任何病故死亡、意外死亡或因公死 

亡 ，均可依本條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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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第 4 2條及第6 1條 ，係考量公務人員在職死亡者通常年紀較 

輕 ，其祖父母多仍健在，領月退休金後死亡者，其祖父母通 

常已不在世，因 此 ，對於祖父母及兄弟姊妹，在支領遺屬一 

次金與撫卹金之順序，做不同之規範。

四 、 第 64條 ，退休案為審定，原則上由本部審定，部分則授權其 

他機關，資遣案為核定，係由各主管院核定，可予授權，授 

權範圍至三級機關；審（核）定權責機關，指各該實際作出處 

分之機關。另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補充說明以，銓敘 

部擬以一件函文對多人作出處分，對退休公務人員仍屬個別 

行政處分，與一般處分之定義有別，爰建議修正本條，將 「一 

般處分」修 正 為 「書面行政處分」。

五 、 第 8 4 條為保留年資之規定，離職後未必須併計其他職域年 

資 ，仍可申請退休金；第 85條則規定可併計年資請領月退休 

金之條件，第 1 項之適用對象須以公務人員身分，於屆齡時 

辦理退休，其年資未滿15年 者 ，始能併計其他職域年資，第 

2 項規定，自公務機關離職至私部門任職者，其辦理退休時， 

可合併原公部門之年資。考量自願退休、命令退休等條件， 

基本年資均為5 年 ，基於整體一致性，爰以任職滿5 年者為 

得予保留年資之對象；又 15年為成就年金條件之基本門檻， 

爰合併年資以1 5年為界限。上開設計，均係為避免人才流失 

之措施。

第 3 次審查會決議如下：

一 、 上次會議決議修正通過；第 24條 第 1 項第 4 款 「動員戡亂時 

期以後」修 正 為 「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

二 、 照部擬名稱、章名、節名、條文通過者：第 2 章第3 節節名、 

第 3 章章名及其第1 節至第3 節節名、第 4 章章名及其第1



節與第2 節節名、第 43條 、第 4 8條 、第 4 9條 、第 5 4條 、 

第 68條 、第 73條 、第 78條 、第 81條 、第 83條 、第 8 6條 。

三 、 照部擬條文修正通過者：

(一） 第 51條（第 2 項「...包含久病厭世而....」修正為「....

包含因病……」。）

(二 ） 第 82條 （第 2 項 「…… 。但……除外。」修正為「…… 。

但... 不在此限。」）

四 、 照部擬再修正條文通過者：第 50條 、第 53條 、第 62條 、第 

6 3條 、第 6 5條 、6 7條 、第 7 1條 、第 7 7條 、第 8 0條 、第 

8 7條 。

五 、 照部擬再修正條文修正通過者：

(一） 第 6 4條 （第 2 項 「……以一般處分，分批次為之。」修 

正 為 「…… 以書面行政處分為之。」）

(二） 第 79條 （第 2 項刪除）。

六 、 暫予保留者：第 5 章章名、第 42條 、第4 4條至第4 7條 、第 

5 2條 、第 5 5條至第61條 、第 6 6條 、第 6 9條 、第 7 0條 、 

第 72條 、第 74條至第76條 、第 84條 、第 85條 。

第4 次審查會，部彙整上次會議審查情形紀要（如附件12)及 

提供相關數據資料（如附件13)，並就所有保留條文擬具意見對照 

表 （如附件14);於確認上次會議決議後，隨即進行逐條審查。審 

查委員意見綜整如下：

一 、第 4 條 ，有關替代率之定義仍多有爭議，替代率以「現職人 

員每月現職待遇」為分母，惟其内涵實為本（年功）俸 2 倍 ， 

與現職人員實際薪資待遇有差異，易滋生誤解；又退休所得 

係將公保年金或優存利息與月退休金合併計算，與勞工將保 

險年金及退休金分別計算相較，二者權益相差懸殊，不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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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二 、 第 17條 ，將自願退休規定由現行「應准」修 正 為 「得准」， 

曰後易有執行時，各服務機關寬嚴不一之情形，應將自願退 

休之條件予以區隔，就 「應准」、「得准」之情形分別訂定； 

又以身心障礙者得自願退休之條件，須達全失能或極重度， 

已達生活自理能力喪失之情形，條件應予放寬；另可考慮加 

「以致難以勝任職務」等要件。

三 、 第 2 7條 ，部擬以1 5年期間之均俸作為計算退休金之基礎， 

採計期間恐過長；勞工最高投保薪資受限，級距亦較少，爰 

採 計 1 0年或 1 5年之均俸，差異較小，惟就公務人員而言， 

不同採計期間，差異較大，1 0年為可接受之期間。

四 、 第 2 9條 ，102年退撫法草案版本（以下簡稱102年版本）已就 

新進人員設計三層年金制度，其中職業年金僅部分比率為完 

全提撥制，是對於退撫基金之財源，不致衝擊過大。且期望 

藉新進人員撥繳費用填補退撫基金財務缺口，並非合理，退 

撫基金之財務問題，係政府未善盡制度設計及適當提撥責任 

所 致 ，對於新進人員應有更合理之改革目標。

五 、 第 31條 ，附表二所列指標數（年資加上年齡），114年為 8 9 ， 

其後即無指標數之適用，而須年滿 6 5 歲 ，始能支領月退休 

金 ，如同懸崖式之過渡；建議應設計更緩和之過渡，例 如 115 

年以後須年滿6 0歲 ，同時指標數亦配合延長遞增。

六 、 第 36條 ，對於支領一次退休金者，部擬曱案係先保障其18% 

優存利息可領最低保障金額，其餘本金再適用利率調降方 

案 ，如 此 ，18%優存利率並未走入歷史，且原支領優存利息低 

於最低保障金額者仍依原金額領取，未受保障，部擬方案僅 

保障退休給與原即較高之對象。茲因支領一次退休金或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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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金者，其公保一次養老給付均可辦理優存，是其優存利率 

之調降方案應一致。另有委員認為，18%優存利率確遭外界汙 

名 化 ，宜以替代率與最低保障金額，來保障退休所得較為可 

行 。

七 、 第 37條及第38條 ，替代率之訂定，除財務面考量外，更需 

慮及人才永續及退休人員老年經濟生活安全與照顧；目前已 

退人員平均退休年資為29. 6 年 ，部之數據則以3 5年為計算 

基準，並不合理。具體建議年資3 5年者替代率自第1 年 80%， 

給予 1 0年過渡期，降至70°/。，年資2 5年者則由70%降到60%， 

年資 15年者由60%降到50%。

八 、 第 39條 ，第 4 項及第5 項規定，年金改革後政府所節省之退 

撫經費支出，應全數挹注退撫基金，並由基金管理機關定期 

上網公告；惟無設計監督課責機制。考量歷來政府對於法規 

之實際執行情形，上開規定恐難落實，建議增訂，應由本院 

與行政院精算後公告上網，並按年提報本院院會審議之相關 

規定。

嗣銓敘部對於審查委員前開意見說明略以：

一 、 就年金理論而言，退休金及公保年金與個人薪資所得有關， 

係由公務人員與政府共同繳費；一般所稱基礎年金或公共年 

金 ，係由政府以稅收給付，由雇主負百分之百責任；本草案 

爰規定之退休所得包含月退休金、優存利息及公保年金。

二 、 第 17條參酌委員意見，建議將第1 項分為2 項 ，前 2 款為「得 

准」，第 3 款修正為「應准」，並將第3 款所定「全失能」修 

正 為 「半失能」，「極重度」等級修正為「重度以上」等 級 ； 

至是否就身心障礙者限定其請領月退休金之年齡，本部將再 

行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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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第 2 7條有關均俸採計期間，本部原擬案分為10年 及 15年 ， 

惟考量軍、公 、教 、勞一致，爰訂為15年 ，然勞工部分亦有 

建議修正為10年之意見，故須再作協調。

四 、 第 31條有關支領月退休金條件，本部原提議採90制 ，如 此 ， 

年資達3 0年以上者，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即為6 0歲 ，惟將與 

其他行業別所定支領月退休金之年齡不同，爰仍訂為65歲 。

五 、 第 39條有關所節省之退撫支出經費挹注退撫基金部分，本部 

規劃透過統籌款分配方式，使地方政府節省下之優存利息支 

出 ，亦得挹注退撫基金。

第 4 次審查會決議如下：

一 、 照部擬條文通過者：第 1 條 、第 28條 。

二 、 照部擬再修正條文通過者：第 4 條（第 7 款採甲案）、第 7 條 、 

第 9 條 、第 14條 、第 15條 、第 20條 、第 21條 、第 30條 、 

第 3 4條 。

三 、 照部擬再修正條文修正通過者：

(一） 第 2 6 條 （第 2 項 「……依前條第三款兼領……」修正 

為 「……依前項第三款兼領……」。）

(二） 第 39條 （第 4 項及第5 項刪除）。

四 、 暫予保留者：第 16條 、第 17條 、第 27條 、第 29條 、第 31 

條 、第 3 6條 、第 3 7條 、第 3 8條 、第 39條第 4 項及第5 項 

另立條文。

第 5 次審查會，部彙整上次會議審查情形紀要（如附件15)， 

另再擬具第4 4條 、第 6 0條及第6 9條之修正條文（如附件16) ; 

於確認上次會議決議後，隨即進行第4 2 條及其後保留條文之審 

查 。審查委員意見綜整如下：

一 、原通過之第4 條有關每月現職待遇之定義，與實況不符，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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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議修正替代率定義為「指公務人員退休後所領每月退休所 

得占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每月所領本（年功）俸 （薪）額加 

計一倍金額之比率。」

二 、 第 42條 ，可參考外國立法例，對於離婚之配偶，經由當事人 

指定或經法院裁定者，亦可享有遺屬給與，方為進步之立法。 

又有關合法婚姻關係未出生之子女，於民法繼承編已有明 

定 ，毋須於此特別規範，於條文說明内敘明即可，並補充說 

明本條文係為符合世界潮流，以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相關規定。

三 、 第 4 4條 ，配偶請領遺屬年金年齡宜維持現行5 5歲 ，法定婚 

姻關係之存續期間調降為退休人員亡故時5 年 ，或增訂但 

書 ，就已生育有子女者調降為5 年 ；對於身心障礙子女，可 

視身心障礙程度，提供不同之保障及領受年限。又請領遺屬 

一次金，須先扣除已領取之月退休金，無餘額者，僅得請領 

6 個基數之遺屬一次金，保障不足。遺族如係領勞工保險（以 

下簡稱勞保）等定期性給付，可同時領取遺屬年金，惟遺族領 

有公保定期性給付者則否，有失衡之虞。

四 、 第 5 2條 ，因公死亡事由與現行規定相較，有無新增？會否致 

生相關事由無法涵蓋因戰亂執行任務死亡之情形？勞保有關 

罹患職業病之認定標準較寬，公務人員因公撫卹認定之條件 

似較嚴格，建議參照先進國家勞工職災認定之標準辦理。部 

分因公死亡事由給卹有過於優渥之虞，例如於辦公場所發生 

意外死亡等。

五 、 第 66條 ，為訓示性規定，退休金之調整仍須經修法程序，以 

未來環境情勢難以預料，建議訂定柚象原則即可；相關指標 

之順序建議調整，以國家整體財政狀況及經濟環境為優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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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消費者物價指數次之，以弱化退撫基金財務盈齡之考量， 

否則調整退休金之機會，恐屬渺茫。

六 、 第 7 5條 ，有關退休後再任須停領月退休金之薪酬標準，修正 

為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級之本俸額與該職等一般公務人員 

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即本法定義之最低保障金額）；本次改革 

已删減退休人員之月退休金，渠等若因經濟需要須再工作， 

不應限制過多，否則如同變相鼓勵退休人員賦閒在家；另私 

立學校（以下簡稱私校)經費有來自政府補助、校務基金或財 

團捐助等，受限制之職務恐須進一步界定。

七 、 第 76條 ，將兼任公立醫療院所（中心）從事醫療照護工作者， 

排除於退休再任停領月退休金之範疇，恐影響年輕醫師之人 

力規劃及醫療人力結構，並打亂公立醫院長期之運作模式； 

醫師人力不足之問題，應從教育端、人才培育方面著手；或 

可限縮於派至山地、離島或其他偏遠地區公立醫療機構任職 

之醫事人員。

八 、 第 8 0條(原第8 4條移列），規範任職5 年以上即可保留年資， 

以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及格人員限制轉調期間為6 年 ，恐衝擊 

人才培訓機制，應適度增加年限；又為避免中高階人力流失， 

應有減額給付之機制，並設計留才之誘因，除退撫制度外， 

宜從現職待遇等面向去考量，並應檢討公務人員俸表。

九 、 第 8 1條(原第8 5條移列），規範公務人員得併計私部門之年 

資 ，可鼓勵人員至公部門服務。惟制度創始之初，審慎為宜， 

否則本法案一旦通過，恐造成部分領域人才離職之情形，或 

可規劃退休金之請領，或欲併計公私部門之年資，須回任公 

職服務一定期間。

嗣銓敘部對於審查委員前開意見說明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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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第 4 4條 ，如維持現行條文規定，其對於婚姻關係之規範係更 

嚴苛。至於領受年齡部分，原係配合退休金支領年齡訂為65 

歲 ，本次修正條文已調整為60歲 ，凡係未成年子女均可領受 

遺屬年金至成年為止。當遺族投保勞保者，同時可領遺屬年 

金 ，因勞保屬私領域，不宜納入公法中排除；遺族倘已領有 

公務人員月退休金時，可依第4 項但書規定，就月退休金及 

遺屬年金擇優領受。

二 、 第 52條 ，本部於102年已對於公務人員因公死亡訂定相關參 

考指引，屬行政法規。本部所成立之專案審查小組，已加聘 

二位專業職業病學醫師，依據完整舉證作認定。經初步試算， 

撫卹金不致高於月退休金加遺屬年金之總額；而我國之撫卹 

給與，有一次金也有年金之設計，對遺族之照顧屬相當周延。

三 、 第 66條 ，本次改革重點在搶救退撫基金之財務，爰將其財務 

盈虧置於退休金調整機制考量指標之首位。本條之意旨係基 

於關懷退休人員之立場，對於所列因素，可综合考量後據以 

衡酌調整月退休金等給與，應調整時即須調整。

四 、 第 8 0條 ，得保留年資之任職年限提升為1 0年 後 ，已有相當 

限制，若再考慮扣減其退休金，有無重複限制之虞？以年資保 

留為本次改革亮點，須慎酌。

第 5 次審查會決議如下：

一 、 上次會議決議修正通過：修正第4 條 第 4 款文字並刪除第5 

款 ；同時配合修正第4 3條 。

二 、 照部擬條文通過者：第 56條 。

三 、 照部擬再修正條文通過者：第45條至第4 7條 、第 55條 、第 

5 7條至第5 9條 、第 6 9條 、第 7 0條 、第 7 1條 （由原第70

條第 2 項移列）、第 72條(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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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照部擬再修正條文修正通過者：

(一） 第 4 2條 （刪除第2 項）。

(二） 第 5 2條 （第 2 項第 1 款文字修正，再作確認）。

(三） 第 60條 （第 2 項 「……補 助 費 ，按下列規定發給……」 

修正為「……補助費給與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並刪 

除第 3 項及第4 項 。）

(四） 第 61條 （刪除第2 項 ）。

(五） 第 66條 （「……視退撫基金財務盈虧、國家整體財政狀況 

及經濟環境、消費者物價指數及現職人員待遇調整與否， 

綜合考量衡酌調整之…… 」修正為「…… 衡酌國家整體財 

政狀況及經濟環境、消費者物價指數、退撫基金財務盈虧 

及現職人員待遇調整與否調整之…… 」）。

(六） 第 74條（第 1 項第4 款文字修正，再作確認；第 2 項「…… 

應即喪失... 」修正為「....喪失....」。）

(七） 第 75條 （第 1 項序文、第 2 項 「……應即停止……」修 

正 為 「……停止……」；第 1 項第 4 款 、第 5 款序文、第 

6 款 「法定基本工資」修 正 為 「最低保障金額」。第 1 項 

第 4 款至第6 款是否另立1條 ，請部另行研擬。）

第 6 次審查會，部彙整上次會議審查情形紀要（如附件17)， 

以及提供相關數據評估資料（如 附 件 18-20)，並重行擬具第17 

條 、第 29條 、第 31條 、第 36條至第3 8條 、第 76條 、第 80條(原 

第 84條）及第 8 1條（原第 85條）之再修正條文（如附件21);於確 

認上次會議決議後，隨即進行保留條文之審查。審查委員意見綜 

整如下：

一 、對第4 3條提出復議案，考量公務人員退休後亡故者，遺族申 

請遺屬一次金須扣除已領月退休金，扣除後已無餘額或所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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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多 ，僅再給與6 個基數之遺屬一次金，恐過於嚴苛，建議 

增訂但書規定，對於所剩餘額不足3 個基數者，以 3 個基數 

計算。又在職亡故者給與之殮葬補助費與退休後亡故發給之 

遺屬一次金，性質應同為喪葬補助之用，請部提供相關數據， 

以資比較其衡平性。

二 、 第 17條 ，部擬對於領有重大傷病證明者得申請自願退休之要 

件 ，明訂須退休前5 年内有申請延長病假，與條文說明所稱

「致難以繼續工作」之要件未臻一致；另身心障礙者之身心 

障礙等級須經專家學者鑑定，且現行無法從事本職工作之認 

定 ，已無爭議，是其得否自願退休宜以不能從事本職工作為 

要 件 ，亦與本院其他主管法規規範較為一致。

三 、 第 27條 ，退休金之計算基準如採計1 5年均俸，相當於減薪 

1 2 % ，採 計 10年均俸，相當於減薪8 % ，又本次改革業擬調 

降替代率，如再採計15年均俸，將對公務人員造成過大殺傷 

力 ，採 計 10年均俸應較妥適。另此為退休金之計算基準，並 

非保險給付之基準，未必須與勞保採計之期間相同。

四 、 第 29條 ，102年版本對於新進人員制度之規劃相當周全，設 

計為三層年金，部分給付採確定提撥制，應將相關條文另列 

1 章 ，使新進人員有選擇，藉以吸引優秀人才進入公部門； 

若考量如此將致退撫法草案需整體重新考量，或可在條文中 

作政策宣示，規定另以法律定之，並訂定一定期間提出規劃。 

另建議多聽取新進人員對多層次年金制度之意見，進行可行 

性評估。

五 、 第 31條 ，有關支領月退休金之條件，為求漸進緩和，指標數 

應有更長之過渡期間，使月退休金起支年齡以緩進方式延至 

65歲 ；另對於身心障礙者，建議依身心障礙等級區分其支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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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退休金之年齡。

六 、 第 3 6條 ，部對於支領一次退休金者，給予較佳之優存利率， 

可予肯定，惟無論支領一次退休金或月退休金，其公保一次 

養老給付均係退休人員於在職期間繳付保險費，於退休後領 

取的保險給付，至少此部分之優存利率應設計一致。

七 、 第 37條及第38條 ，考量已退人員年資3 5年以上者僅占19%， 

不宜以3 5年作為設定替代率之基準，又配合1 0年景氣循環 

週 期 ，且本次改革將於5 年 至 10年後再作檢討，因此多位委 

員提出修正動議，訂定 3 5年年資者之替代率自第1 年 8 0 %， 

給 予 1 0年過渡期，降至 70 %。與部擬方案相較，2 5年至 35 

年年資者，節省金額僅差7. 5 %，3 5年以上年資者，僅差 5 %。 

以近年年終慰問金給付業已删減，優存利率亦作過調整，本 

次改革再刪除年資補償金及優存利息，對當事人而言，政府 

已進行多次改革，爰替代率之調降幅度不宜過大。

嗣銓敘部對於審查委員前開意見說明略以：

一 、 第 4 3 條 ，經試算公務人員退休後亡故，其遺族至少可領6 

個基數（即 12個月俸），與在職亡故者之遺族支領之喪葬補助 

費 7 個月俸相較，已較優渥，如再加發3 個基數即6 個月本 

俸 ，恐更不衡平。

二 、 第 17條 ，對於領有重大傷病證明得辦理自願退休者，增列退 

休 前 5 年内申請延長病假之規定，乃因其為較具體且易認定 

之要件，無法繼續工作為抽象要件，須由服務機關證明。

三 、 第 2 9 條 ，1 0 2 年版本有關新進人員制度之相關條文有數十 

條 ，且新設制度需長時間準備期，相關作業平臺及組織架構 

皆須重新處理，是三層年金架構無法於本次入法。又有關規 

劃新進人員退休制度，已列為鈞院第12屆施政綱領項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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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作成附帶決議，於下次檢討本法時提出。另新進人員能否 

接受多層次年金制度，尚需評估。

四 、 第 36條 ，本部擬對支領一次退休金者以不同方式處理，又對 

於弱勢退休人員，本部設計另一機制予以保障，不致與政府 

所定處理優存機制之政策悖離；若將支領一次退休金者及支 

領月退休金者之公保一次養老給付優存利率調整一致，對於 

支領一次退休金者扣減較多，影響較大。

五 、 第 37條及第38條 ，本次改革主要目的在改善退撫基金之財 

務狀況，純新制年資之月退休金，每年給與2 %，3 5年即給與 

7 0 %，2 5年給予50 %，均低於委員提案第1 1年之替代率；純 

舊制年資退休金，3 5 年為 4 5 %，亦低於委員提案之70 %，主 

要僅影響具新、舊制2 5年以上年資者。委員提案對於退休所 

得影響有限，對財政壓力恐無纾緩作用。

第6 次審查會決議如下：

一 、 照部擬條文修正通過者：第 27條 （修正附表一）。

二 、 照部擬再修正條文通過者：第 16條 。

三 、 照部擬再修正條文修正通過者：

(一） 第 17條 （第 2 項第 2 款 「…… ，且於退休前五年内有申請 

延長病假。」修 正 為 「…… ，並經服務機關認定不能從事 

本職工作，亦無法擔任其他相當工作 。」）

(二） 第 31條 （第 1 項 、第 2 項順序對調，對調後第1 項 「…… 

須符合下列…… ，始得擇領……」修 正 為 「……符合下 

列…… ，得擇領……」，第 1 款第 2 目，刪除「以上」文 字 ； 

對 調 後 第 2項 「…… ，須年滿五十五歲，始得擇領……」 

修正為「…… ，年滿五十五歲，得擇領……」，並增列但書， 

文字再作確認；另修正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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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暫予保留者：第 2 9條 、第 3 6條至第 3 8條 ，委員所提第43 

條復議案。

第 7 次審查會，部彙整上次會議審查情形紀要(如附件2 2 )，

並依第4 次審查會決議，就其再擬之第39條第 4 項及第5 項 ，擬

具單獨條文（如附件 2 3 ) ;於確認上次會議決議後，由部就初步成

本效益報告，隨即進行保留條文之審查。審查委員意見綜整如下：

一 、 成本效益精算之假設條件，應明確說明，並依審查會已通過 

之決議，重新試算。以初步報告資料觀之，挹注金額多寡， 

為影響退撫基金延後破產之主要因素，替代率略為提高，影 

響不大；請部就3 5年年資者，其替代率自80%調降至65%(16 

年），75%調降至 60 % ( 1 6年）二 方 案 ，分別計算調降至第11 

年及第16年時之數據。

二 、 第 4 4條 ，肯定部將成年身心障礙無謀生能力子女納入遺屬年 

金請領對象；又亡故退休公務人員之配偶申請遺屬年金者， 

其平均年齡6 0歲 以 上 ，將請領年齡調整為55歲 ，對政府財 

政影響不大，惟可擴大照顧對象；並建議有生育子女者，婚 

姻存續期間予以酌降。另遺族如領有政府預算支給相當退離 

給與之定期性給付者，不得擇領遺屬年金，而領有勞工退休 

金者卻可擇領遺屬年金，兩者權益不對等。

三 、 第 76條 ，將山地、離島或偏遠地區從事醫療照護職務者，排 

除為退休後再任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之對象，較為妥適，並建 

議限定為基層醫療照護。所謂山地、離島或偏遠地區之定義， 

應於本條明訂認定機關。

四 、 第 8 0條係規範年資保留，以離職與退休概念不同，離職者應 

領取離職金，未繼續工作者領取退休金，恐過於優渥。第 81 

條併計年資規定，係為鼓勵公私人才交流，惟公務年資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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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離職後併計年資仍可於65歲支領月退休金，與在公部門 

奉獻至6 5歲之公務人員，至少須任職15年始可支領月退休 

金 ，有失衡情形。另公私人才交流機制雖應鼓勵，惟實施後 

會否使公部門人才外流?對於提升政府運作績效、人才培育等 

能否有所幫助？制度設計應再細緻。

五 、 年資併計制度，鼓勵職域自由轉換，屬重要之工作權，若從 

總勞動力之大方向思考，不分公私部門，所有工作年資均應 

有其給與，且公務人員離職時若選擇保留年資未領離職金， 

則無重複領取之虞。如有公部門優秀人才流失之疑慮，可設 

計某些要件加以限制。

六 、 有關改革節省經費挹注退撫基金之機制，若未明文規範將地 

方政府納入規範，恐難獲致成效，且如依部擬，係將其編入 

歲入預算，仍有遭立法院刪除之可能；此為政府之政策承諾， 

應有更明確之規範，以為落實。

嗣銓敘部對於審查委員前開意見說明略以：

一 、 相關假設條件均將載明於精算報告内。本次係以年改會方案 

之條件進行精算，退休金如修正為以最後在職1 0 年均俸計 

算 ，以經驗而言，差異應不大；至替代率由80%調降至70%(年 

資 3 5年者），因未及精算故未提供數據。本次改革節省之金 

額是否全部挹注，應為影響退撫基金破產年限之最大因素。

二 、 第 76條 ，有關山地、離島或偏遠地區，因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業有明確定義，參酌該署之標準認定即可。

三 、 第 80條及第8 1條之區別在於，年資保留係該員離開公部門 

後未必有其他工作，但仍可於年滿6 5歲時請領原有年資之給 

與 ；年資併計係該員最後一定有工作，且在公部門或私部門 

退 休 ，將其公私部門之年資併計以成就請領月退休金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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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之考量在於有工作即有年資，有年資即有給與，係基於 

社會安全角度，希望其於老年時能獲得安養。

四 、公務人員離職後至私部門工作，在私部門辦理退休時，若其 

私部門年資未滿1 5年 ，可將公務年資併計，使其成就支領月 

退休金之條件，分別請領各該年資之月退休金，若僅得支領 

一次退休金，恐非年資併計設計之本意。基於留才考量，或 

可考慮依其於公部門貢獻之年資，支領相同期間之月退休金。 

第 7 次審查會決議如下：

一 、 照部擬再修正條文修正通過者：

(一） 第 4 4條 （第 1 項 第 1 款 第 1 目 「年滿六十歲以上」修 

正 為 「年滿五十五歲」，第 2 項 「未滿六十歲」修正為

「未滿五十五歲」；第 4 項修正為得擇領遺屬年金之二 

分之一，文字再作確認。）

(二） 第 7 6條 （第 2 款 「受聘（僱）擔任山地、離島偏遠地區 

之公立醫療機關（構）醫療照護職務」修正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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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 8 0條 （原 第 84條移列）、第 81條 （原第 85條移列） 

(文字由部整理後再作確認）。

(四） 第 4 次審查會部再擬之第3 9條 第 4 項及第5 項 （第 1 

項 「…… 政府每年所節省…… 」修 正 為 「…… 各級政府 

每年所節省……」，第2 項「……由國庫於年度預算……」 

修 正 為 「…… 由各級政府於年度預算…… 」文字請部再 

修 正 ，條次由部於會後統整）。

二 、 照部擬再修正章名修正通過者：第 5 章章名「職域轉換年資 

保留與併計」修 正 為 「年資制度轉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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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次審查會，部彙整歷次會議通過條文（如附件 24 )，以 

及提供初步精算結果及評估資料(如附件2 5、26)供審查會參考， 

並就保留條文（含重整條文）及總說明，再擬修正條文及修正總說 

明（如附件2 7、28)。於確認上次會議決議後，隨即進行審查，又 

部提供之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並經審查會確認通過。審查委員 

意見綜整如下：

一 、 第 36條 ，支領一次退休金及月退休金人員其優存利息調降比 

率一致時，其公保一次養老給付優存利息之影響情形如何？ 

部對於支領一次退休金人員調降優存利率試擬5 個方案，惟 

難以比較何者較為適當？有關與支領月退休金者之衡平問 

題 ，或可透過提高其替代率上限以為因應。

二 、 第 4 3 條(修正後為第4 4條），依部試算資料，退休人員亡故 

後其遺族支領之遺屬一次金，較在職人員亡故其遺族支領之 

殮葬補助費高，現行差距為1.714倍 ，遺屬一次金倘再加發3 

個基數，兩者將相差2. 5 7倍 ，未臻衡平。

三 、 第 8 9條（新 增 ，修正後為第9 0條），對於新進人員制度增訂 

曰出條款，如不明訂施行日期，新制度之規劃恐無推動壓力， 

曰期一旦訂定，如嗣後未及立法，雖可修法展延，惟屬不得 

已之補救方式，請部審慎評估所需期限，3 年應屬恰當。

四 、 第40條 （第 4 次審查會部再擬之第39條第 4 項及第5 項）， 

為避免政府之承諾跳票，就各機關未依規定將應挹注退撫基 

金之預算撥付時，其處理機制應納入條文作強制性規範，以 

展現本院立場，例如增列未依法如期完成預算撥付者，由中 

央政府補足之相關規定。

五 、 第83條(原第85條 ，第 4 次審查會移列為第81條），自公部 

門離職至私部門任職之人員，本次年金改革對其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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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於私部門退休時，得併計原公務年資請領月退休金，未臻 

公 平 ，若僅採計本法通過後之公務年資，則對文官制度衝擊 

較 小 ；又年資併計者所適用之退休金請領規定，若與現職久 

任者相同，則究係鼓勵留才或導致人才外流，應審慎思考， 

可考量對於特定領域人才暫不適用，或採扣減其退休金等方 

式 。

六 、 第 3 7條及第 3 8條 ，委員所提替代率上限方案，對於僅具舊 

制年資及兼具新、舊制年資者，其退撫支出仍有相當之節省， 

對於具新制年資者所能節省之退撫支出，則與部擬方案有較 

大差異，惟該等經費支出情形，尚須配合所訂替代率於10年 

後檢討。又本次改革將補償金删除、修正退休金計算基準為 

1 0 年均俸、提高提撥率、延後退休年齡，並逐步將優存利率 

歸 零 ，已適度降低退休所得。

七 、 120年後退休之人員，即無請領月退休金指標數之適用，仍存 

有懸崖式過渡之情形，對於較早進入公職、年資較長者，同 

樣須年滿65歲始能支領全額月退休金，建議增列90制（年齡 

加上年資）規 定 ，使任職年資3 0年以上者，得 於 60歲支領全 

額月退休金；教師目前為7 5制 ，即便未來通過8 5 制 ，公務 

人員採90制已屬最嚴格之設計。

嗣銓敘部對於審查委員前開意見說明略以••

一 、 本部所擬方案二、三 、四 ，係將一次退休金與公保一次養老 

給付之優存利率分開處理，就公保一次養老給付之優存利率 

降至9%、6%及 3%分別試算之結果。如支領月退休金及一次退 

休金人員，其公保一次養老給付優存利率同時降為零，將致 

二類人員之優存利息給付失衡。

二 、 對於自公部門離職保留年資者，業修正為給與一次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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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年資併計者，則訂有其月退休金支領期間與其所具公部 

門任職年資相同之規定，且無遺屬年金或遺屬一次金之適 

用 ，並受限於替代率上限。本案施行前之公務年資若不予採 

計 ，將導致年資被切割；另將一定歲數、層級人員延後適用 

第83條規定，或設定條件區別適用人員，恐有違反平等原則 

之虞。

三 、 本次改革主要係基於退撫基金財務即將面臨破產問題，故擬 

透過降低給付達到節流目標，如將 3 5年年資之替代率上限提 

高 為 7 0 %，依新制年資之計算標準，退休金即給與基數之 

70%，以致無法以替代率調降退休所得。目前本部規劃之替代 

率 ，係基於照顧公務人員及兼顧社會觀感等考量，且多數人 

之本俸2 倍相當於實際薪資之1. 2 倍 ，故實際替代率較高； 

且以 1 5年期間逐步調降，應更為缓和漸進。

四 、 增訂 9 0制之設計，將造成支領月退休金65歲之規定，僅適 

用於較晚擔任公職之對象；延後退休年齡為本次改革之重大 

原則之一，採 90制恐則與上開原則有所違背。

第8 次審查會決議如下：

一 、 照部擬條文通過者：第 8 5條（新增）、第 8 9條 （新 增 ，應為 

第 90條 ，曰期訂為109年 7 月 1 曰）。

二 、 照部擬條文修正通過者：

第 8 4條 （「……若不依前條……條 件 ，擇領月退休金……」 

修正為「……不依前條……條件並擇領月退休金……」。）

三 、 照部擬再修正條文通過者：第 29條 。

四 、 照部擬再修正條文修正通過者：

(一）第 36條 （第 2項 「……所定第十六年替代率上限……」修 

正 為 「……所定第十一年替代率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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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 37條 （第 2 項 「……任職滿十五年者，替代率為百分之

四十五，…… 最高增至三十五年，為百分之七十五…… 」 

修 正 為 「……任 職 滿 十 五 年 者 ，替代率為百分之五十 

五 ，……增至二十五年，為百分之七十，其後每增加一年， 

替代率增給百分之一，最高增至三十五年，為百分之八 

十... 」，並修正附表三。）

(三） 第 3 8條 （第 2 項 「……任職滿十五年至第三十五年者，照 

前條第二項規定辦理；超過第三十五年者，自第三十六年 

起 ，每增加一年，增給百分之零點五，最高增至四十年 

止…… 」修 正 為 「…… 任職滿十五年，替代率為百分之五 

十 五 ，其後每增加一年，替代率增給百分之一點五，增至 

二十五年，為百分之七十，其後每增加一年，替代率增給 

百分之一，最高增至四十年，為百分之八十五……」）

五 、 提案委員撤回原第4 3條復議案。

六 、 已通過之條文，部重擬再修正條文：

(一） 照部擬再修正條文通過者：第 24條、第 64條（原第 63條）、 

第 71條(原第7 0條）、第 75條(原第74條）、第 82條(原 

第 8 4條 ，後移列為第80條）、第 83條(原第8 5條 ，後移 

列為第81條）。

(二） 照部擬再修正條文修正通過者：

1. 第 4 0條（第 4 次審查會部再擬之第3 9條 第 4 項及第5 

項 ，第 1 項 「……挹注退撫基金。」修 正 為 「……挹注 

退撫基金，不得挪作他用。」第 2 項 「……完成立法程 

序後撥付之。」修 正 為 「……完成立法程序後撥付之。 

未依本條規定如期完成撥付者’由中央政府補足之。」）

2. 第 5 6條 (原第5 5條 ，第 1 項 各 款 「第五十二條」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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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第五十三條」，第 3 項 「第六十一條」修 正 為 「第 

六十二條」）。

第 9 次審查會，部再擬立法總說明（如附件第29)資料。於確 

認上次會議決議後，即進行綜合討論，原則同意授權部就審查委 

員建議，酌作文字修正，並作成附帶決議如下：

一 、 為因應少子女化、高齡化之發展趨勢，請验敘部審酌將侍親 

留職停薪納入年資採計規範之可行性；復因現行公務人員留 

職停薪辦法，就侍親與育嬰事由留職停薪事由之核准條件不 

同 ，爰請銓敘部於審酌將該等事由納入年資採計規範時，併 

同檢討上開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之相關規定。

二 、 有關委員所提放寬遺族領取遺屬一次金範圍，如生活仰給之 

人 、再婚配偶等之建議，請銓敘部於日後修法時，併予考量 

其增列之可能性。

三 、 請銓敘部儘速研議公務人員俸給法制之修正，就現行簡任第 

十二職等、簡任第十三職等及簡任第十四職等最高俸點均為 

800俸 點 ，與簡任第十一職等最高俸點僅差10點 ，致退休所 

得替代率嚴重偏低之不合理情事，檢討修正，以強化績效原 

則之落實。

以上所擬，是否有當，謹檢附銓敘部依審查結果重新整理繕 

正之退撫法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對照表，一併提請 

公決

召 集 人 李 逸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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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 

保存年限：

考 試 院 函

! 地 址 ：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號I 傳 真 ： 02-8236-6229

! 承辦人員：詹璘蓉
聯絡電話：02-8236-6222

受文者：銓敘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3月30日

發文字號：考臺組貳一字第10600014281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106Z02D001059_106D2000666-01.docx)

主 旨 ：檢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草案總說明及 

逐條說明各1份 ，以及該草案施行之同時，廢止現行公務 

人員退休法（以下簡稱退休法）及公務人員撫卹法（以下簡稱 

撫卹法）等 案 ，請查照審議。

訂 說 明 ：

| 一 、現行公務人員退休及撫卹制度自民國84年7月1日起，退休 

金準備責任制度已從恩給制轉換為儲金制（以下簡稱退撫 

新制），並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成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 

| 金（以下簡稱退撫基金）支應退撫經費。該制度實施迄今，

| 因客觀情境已週異於退撫新制建置之初，加上人口結構轉

| 變 ，趨向高齡化、少子女化，以致退撫基金所需退撫財務

線 支出逐漸增加，爰配合國家年金制度整體檢討，並參酌世

界先進國家公部門退休年金機制之改革經驗，將現行退休 

法及撫卹法予以合併，研提退撫法草案函送貴院審議。

二 、茲以退撫法草案為新制定法案，共分6章 、計有92條條文 

，其制定重點為：

(一）公務人員每月退休所得最低保障金額，為公務人員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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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職等本俸最高級之本俸額與該職等一般公務人員專 

業加給合計數額。

(二) 調整退撫基金提撥率為12%至18°/〇。

(三） 退休金計算基準，由本法公布施行後第1年採最後在職5 

年平均俸（薪）額 ，逐年調整至第6年以後之最後在職10 

年平均俸(薪)額。

( 四 ） 月退休金之起支年齡，於110年退休者，應年滿60歲 ， 

其後每1年提高1歲 ，至115年以後為65歲 。

(五) 廢止年資補償金制度。

(六） 調降優惠存款利率，其中支領月退休金者，其公教人員 

保險一次養老給付之優惠存款利率，於本法公布施行後 

第7年 起 ，年息為零。

(七） 任職年資35年 者 ，其退休所得替代率，由本法公布施行 

後第1年8 0 %，分10年調降為70 %。

(八） 改革後各級政府每年節省之退撫經費支出，應全數挹注 

退撫基金。

(九） 退休人員亡故時，婚姻關係已累積存續10年以上，且未 

再婚之年滿55歲或身心障礙無工作能力之配偶，得按退

休人員亡故時原領月退休金之二分之一，改領遺屬年金

〇

(十）公務人員任職滿5年 ，於本法公布施行後離職且未轉任 

其他職域工作者，其年資得予保留，俟其年滿65歲 時 ， 

依一次退休金給與標準請領一次給與，轉任其他職域工 

作後辦理退休時，得併計原公務人員年資，成就請領月 

退休金條件，公務人員辦理屆齡或命令退休，且任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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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公m
裝

資未滿15年 者 ，亦得併計曾任其他職域年資，成就請領 

月退休金條件。

(十一）109年7月1 日以後新進人員，其退撫制度重行建立。

三 、另退撫法草案施行同時，現行退休法及撫卹法併同廢止。

正 本 ：立法院

副 本 ：國防部、教育部（以上均含附件）、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銓敘部（含附件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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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撫 卹 法 草 案 總 說 明

壹、立法背景

現行公務人員退休及撫卹制度自八十四年七月一日起，退休金準備 

責任制度已從恩給制轉換為儲金制（以下簡稱退撫新制），並由政府與公 

務人員共同成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以下簡稱退撫基金）支應退撫 

經費。該制度實施迄今二十一餘年來，由於客觀情境已迥異於退撫新制 

建制之初，以致政府對於公務人員退撫經費之籌措，日益困窘；退撫基 

金所需退撫財務支出亦年復一年增加。是政府基於國家整體施政優先順 

序之考量，不得不就公務人員退撫制度重加檢討並力謀改善。茲摘述以 

上情境改變之狀況如下：

一、 人口結構急速改變，政府與退撫基金經費支出壓力遽增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一百零五年八月公布我國人口推計結果， 

我國六十五歲以上老年人口與零歲至十四歲之幼年人口比，於一百 

五十年時將達四倍之多。另以近年公務人力發展趨勢而言，近五年 

來每年退休公務人員數，約在一萬人上下，相對初任公務人員數卻 

平均維持在八千人左右。其反映之現象則是退撫基金之退撫支出逐 

漸擴大，收入則逐年減少，以致政府與退撫基金之經費支出壓力與 

曰遽增。

二、 因制度設計欠周妥，公務人員退休年齡偏低，難以因應高齡化之人 

口結構趨勢

近十年來公務人員平均退休年齡大致維持在五十五歲左右，另 

依銓敍部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基金管理 

會）統計資料顯示，退休公務人員平均退休年齡呈現下降趨勢（由 

八十五年之六十一點一四歲，逐年下降至一百零五年之五十六點六 

一歲）。加上國人生命餘年增長及人口結構快速高齡化，已使公務人 

員退休給付年限增長，政府及退撫基金支出壓力持續累增，難以因 

應我國高齡化人口結構之發展趨勢。此外，依銓敍部及基金管理會 

統計資料顯示，八十五年度公務人員自願退休比率僅有百分之四十 

點六一；一百零五年度則高達百分之八十六點八一，顯示公務人員 

「自願退休比例偏高」；這除造成政府及退撫基金財務支出壓力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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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外，間接亦有政府機關菁英人力提早離開職場而影響政府機關 

之經驗傳承與競爭力提升之疑慮。

三、 退撫基金長期不足額提撥，衝擊基金永續性

由於退撫新制係採確定給付的給付機制，加上不足額提撥政策， 

導致退撫基金規模已逐漸縮減。依據基金管理會之統計資料及委託 

第六次精算結果顯示，退撫基金於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底累積的規模 

已縮減至新臺幣五千七百餘億元；未來五十年内之軍公教人員退撫 

基金後續應給付金額，將高達新臺幣二兆元以上之折現幣值；顯示 

退撫基金的永續性已然面臨極大衝擊。

四、 退休人數持續累增，政府與退撫基金財務收支面臨挑戰

依據銓敍部及基金管理會統計資料顯示，八十五年公務人員退 

休人數僅三千二百七十五人；迄一百零五年已增加至九千五百八十 

四人。這導致政府對於公務人員退撫經費之籌措，日見困窘，亦導 

致退撫基金之財務收支，產生失衡情形，迄至一百零五年度，公務 

人員退撫基金當年度收繳收入及當年給付支出之比例已高達百分之 

一百二十四點八九，收支失衡情形相當嚴峻。

鑑於前述背景，銓敍部經過長時間審慎研議後，前已研擬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函陳考試院審議通過後，於一百零二年四月十 

一曰函請立法院審議；惟迄至立法院第八屆委員任期屆滿前仍未完 

成立法程序。今再考量公務人員文官制度永續發展，乃配合國家年 

金改革政策，並參酌世界先進國家公部門退休年金機制之改革經驗 

(多採行延後月退休金起支年齡、調降退休所得替代率，分散退休金 

準備責任，並兼顧國家資源之合理分配），研提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 

革構想與法制建議意見，報經考試院審酌後，擬具本草案。

貳、立法要旨

本草案對於公務人員辦理退休、資遺及撫卹之基本條件、年資採計

及相關限制等基礎事項，以及給付制度，係就現行退撫制度已衍生之問

題進行檢討後擬具者；其要旨摘整如下：

一、針對已退人員部分，考量其因應經濟變動能力，採循序漸進方式， 

將其納入調降退休所得之範圍，俾一方面逐步調降屬於政策性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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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之優惠存款利率；另一方面逐年調降其退休所得替代率，並給 

予最低金額之保障。

二、 針對現職人員部分，採多面向及漸進式之改革措施；相關具體方案 

包含：（一）逐步調降屬於政策性福利措施之優惠存款利率；（二） 

逐步延後月退休金起支年齡至六十五歲；（三）逐年調降退休金計算 

基準（從最後在職前五年之平均俸額，漸進過渡至以最後在職前十 

年之平均俸額為計算基準）；（四）逐年調整退休所得替代率，並給 

予最低金額保障；（五）逐年調整退撫基金提撥費率，俾及時縮減退 

撫基金因不足額提撥之財務缺口。

三、 規劃中長程目標，針對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日以後新進人員之退撫制 

度，喻示應重行規劃並另以法律定之。

四、 另就現行制度中不合宜之措施進行檢討一包括廢止年資補償金及檢 

討遺族遺屬年金（原稱月撫慰金）制度。

五、 除前述檢討事項外，本草案並納入人道關懷、照顧弱勢精神：對於 

八十四年七月一日以前退休所得較低且高齡者特別考量、增列育嬰 

留職停薪年資採計規範、身障配偶及子女照顧終身等；又為促進公、 

私部門之人才交流，保障公務人員離職後原有任職年資權益，增設 

職域轉換之年資保留及年資併計領取月退休金機制。

參、主要内容

本法草案計九十二條，共分為「總則」、「退休」、「撫卹」、「退撫給 

與之支（發）給、保障及變更」、「年資制度轉銜」及 「附則」等六章規 

範；其主要内容分述如次：

一、第一章總則，共十五條（草案第一條至第十五條）；其要點包括：

(一） 第一節通例，共五條（草案第一條至第五條）；其要點包括：

1 、 本法之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2 、 本法之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3 '本法之適用對象。（草案第三條）

4 、 本法所用名詞之意義。（草案第四條）

5 、 依本法請領退撫給與所涵蓋之内涵。（草案第五條）

(二） 第二節退撫給與之提存準備與管理，共五條（草案第六條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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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條）；其要點包括：

1 、 八十四年七月一曰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新制（以下簡稱退撫新 

制）實施前、後年資退撫給與之經費來源。（草案第六條）

2 、 退撫基金之設立、提撥費率及相關撥繳事宜。（草案第七條）

3 、 退撫基金定期財務精算事宜，以及精算後相關配套機制。（草 

案第八條）

4 、 公務人員或其遺族申請發還其個人所自繳之退撫基金費用 

相關事宜。（草案第九條）

5 、 退撫基金之收支、管理及運用等事宜。（第十條）

(三）第三節退撫年資之採計及其相關事宜，共五條（草案第十一條 

至第十五條）；其要點包括：

1 、 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採計範圍。（草案第十一條）

2 、 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實施後年資採計應以繳付退撫基金為前 

提 ，以及相關年資併計事宜。（草案第十二條）

3 、 公務人員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事宜。（草案第十三條）

4 、 公務人員之退休、資遣年資採計上限。（草案第十四條）

5 、 再任人員之退休金與資遣給與之上限及其相關規範。（草案 

第十五條）

二、第二章退休，共三十五條（草案第十六條至第五十條）；其要點包括： 

(一）第一節退休種類及要件，共十條（草案第十六條至第二十五條）； 

其要點包括：

1 、 公務人員退休種類。（草案第十六條）

2 、 申請自願退休之要件。（草案第十七條）

3 、 公務人員配合機關裁撤、組織變更或業務緊縮等人事精簡 

政策申請退休事宜。（草案第十八條）

4 、 屆齡退休之要件。（草案第十九條）

5 、 應予命令退休之要件及其辦理程序。（草案第二十條）

6 、 因公命令退休之要件及其認定事宜。（草案第二十一條）

7 、 應予資遣之要件及其相關事宜。（草案第二十二條）

8 、 辦理資遣之作業程序。（草案第二十三條）

9 、 退休或資遣給與審定機關應不予受理申請案之法定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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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第二十四條）

1 0 、暫緩申辦退休或資遣之保障與配套機制。（草案第二十五條）

(二）第二節退休給付，共十七條（草案第二十六條至第四十二條）； 

其要點包括_

1 、 退休金給與種類。（草案第二十六條）

2 、 公務人員於本法公布施行前、後退休之退休金計算基準及 

基數内涵。（草案第二十七條）

3 、 公務人員所具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年資之退休金計算標準。

(草案第二十八條）

4 、 公務人員所具退撫新制實施後任職年資之退休金計算標準。

(草案第二十九條）

5 、 公務人員擇領退休金種類之條件。（草案第三十條）

6 、 公務人員自願退休之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相關事宜。（草案第 

三 H 條 ）

7 、 因公傷病命令退休人員退休金之計給及其加發規定。（草案 

第三十二條）

8 、 擔任危勞職務者辦理自願退休時之退休金發給事宜。（草案 

第三十三條）

9 、 針對公務人員兼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並已符合原退 

休法第三十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者，給予一年過渡期間， 

准予適用原規定核發補償金。（草案第三十四條）

1 0 、退休公務人員具有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年資所領取之所得 

辦理優惠存款之相關事宜。（草案第三十五條）

1 1 、退休公務人員優惠存款利率調降機制。（草案第三十六條）

1 2 、 本法公布施行前已退休公務人員每月退休所得替代率上限 

及其退休所得替代率調降事宜。（草案第三十七條）

1 3 、 本法公布施行時之現職人員每月退休所得替代率上限及其 

退休所得替代率調降事宜。（草案第三十八條）

1 4 、 已退休公務人員及現職人員每月退休所得超過退休所得替 

代率上限之扣減原則。（草案第三十九條）

1 5 、 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方案調降退休所得而可撙節政府支



出之經費，應全數挹注退撫基金。（草案第四十條）

1 6 、公務人員配合機關裁撤、組織變更或業務緊縮等人事精簡 

政策而退休或資遣者，加發慰助金之相關機制及其限制事 

宜。（草案第四H— 條）

1 7 、公務人員資遣給與標準。（草案第四十二條）

(三）第三節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共八條（草案第四十三條至第 

五十條）；其要點包括：

1 、 退休公務人員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者，於死亡時另給與其 

遺族遺屬一次金相關事宜。（草案第四十三條）

2 、 退休公務人員遺族遺屬一次金之計給標準。（草案第四十四 

條）

3 、 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公務人員死亡時，其遺族改領遺屬年 

金之相關事宜。（草案第四十五條）

4 、 遺族擇領遺屬年金之過渡期保障規定。（草案第四十六條）

5 、 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公務人員死亡後，在臺灣無遺族而須 

由大陸地區遺族領取或由服務機關代為辦理喪事之相關規 

範。（草案第四十七條）

6 、 退休公務人員生前預立遺嘱者，其遺族請領遺屬一次金或 

遺屬年金之相關辦理事宜。（草案第四十八條）

7 、 退休公務人員於未達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前亡故之遺屬一次 

金或遺屬年金相關事宜。（草案第四十九條）

8 、 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公務人員亡故時，遺族請領遺屬一次 

金或遺屬年金之法律適用及核發標準。（草案第五十條）

三、第三章撫卹，共十三條（草案第五十一條至六十三條）；其要點包括：

(一） 第一節撫卹要件及原因，共三條（草案第五十一條至第五十三 

條）；其要點包括：

1 、 公務人員辦理撫卹之時機及例外規定。（草案第五十一條）

2 、 公務人員得辦撫卹之原因。（草案第五十二條）

3 、 公務人員因公撫卹之事由。（草案第五十三條）

(二） 第二節撫卹給與，共八條（草案第五十四至第六十一條）；其要 

點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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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公務人員撫卹金種類及給與標準。（草案第五十四條）

2 、 公務人員撫卹年資上限與取捨，以及因公死亡擬制年資規 

定。（草案第五十五條）

3 、 公務人員月撫卹金給卹期限。（草案第五十六條）

4 、 公務人員因公死亡加發一次撫卹金之標準。（草案第五十七

條）

5 、 公務人員在職亡故後遺有未成年子女者之撫卹金加發規定。

(草案第五十八條及第五十九條）

6 、 公務人員之遺族對於撫卹金種類之選擇機制。（草案第六十

條）

7 、 公務人員在職亡故後之驗葬補助費及勳績撫邮金之財源及 

發給事宜。（草案第六十一條）

(三）第三節撫卹金領受人，共二條（草案第六十二條至第六十三條）， 

其要點包括：

1 、 公務人員遺族之撫卹金領受範圍、順序及方式。（草案第六 

十二條）

2 、 公務人員遺族領取撫卹金之例外處理機制。（草案第六十三

條）

四、第四章退撫給與之支（發）給、保障及變更，共十八條（草案第六 

十四條至第八H— 條）；其要點包括：

(一）第一節退撫給與之發給，共H — 條 （草案第六十四條至第七十 

四條），其要點包括：

1 、 公務人員請領退休金及資遣給與權利之專屬性。（草案第六 

十四條）

2 、 公務人員或其遺族依本法申請各項退撫給與之案件及本法 

公布施行前已退休者，調降月退休金所得時，審 （核）定 

機關為行政處分規範。（草案第六十五條）

3 、 退休金、資遣給與、撫卹金(含未成年子女加發給與）、遺 

屬一次金及遺屬年金發給事宜。（草案第六十六條）

4 、 公務人員退休後所領之月退休金、遺族所領月撫卹金或遺 

屬年金金額之相關調整機制。（草案第六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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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退撫給與、優存利息、加發退休金、資遣給與及遺族撫邮 

金之支給機關（草案第六十八條）

6 、 公務人員請領退撫給與權利之保障機制。（草案第六十九條）

7 、 公務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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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請領權利，或有機關（構）誤發情事 

而溢領相關退撫給與及優存利息者，其溢領或誤領金額之 

繳還事宜。（草案第七十條）

8 、 支領月退休金之退休公務人員及支領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 

之遺族，如行蹤不明或發放機關無法聯繫，其退撫給與應 

暫停發給之規定。（草案第七十一條）

9 '支領月退休金之退休公務人員及支領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 

之遺族，前往大陸地區時，其退撫給與應暫停發給之規定。 

(草案第七十二條）

1 0 、本法所定各項給與之請求權時效事宜。（草案第七十三條）

1 1 、基於照護遺族之原則，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方案對於已 

在支領年撫卹金、月撫慰金者均予保障，爰於本條明定本 

法公布施行前已經審定領取之年撫卹金、月撫慰金，仍照 

本法公布施行前原適用之規定繼續發給。（草案第七十四條） 

(二）第二節退撫給與之變更與保障，共七條（草案第七十五條至第

八 十一條），其要點包括：

1 、 公務人員或其遺族喪失請領退撫給與之法定事由。（草案第 

七十五條）

2 、 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之退休人員或支領月撫卹金、遺屬年 

金之遺族，應停止領受月退撫給與權利之事由。（草案第七 

十六條）

3 、 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之退休人員，因再任有給職務應停止 

領受月退休金之事由。（草案第七十七條）

4 、 公務人員退休後再任特定職務者，得不受再任每月所領薪 

酬超過第四條所定最低保障金額而應停止支（兼）領月退 

休金之規範。（草案第七十八條）

5 、 公務人員在職期間涉嫌貪污治罪條例或刑法瀆職罪章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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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剝奪或減少其已領之退離給與等相關規範事宜。（草案 

第七十九條）

6 、 公務人員退休或資遣後始受降級或減俸之懲戒判決者，其 

退撫給與之處理原則。（草案第八十條）

7 、 退休、資遣人員或請領撫邮金，或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 

之遺族行政救濟途徑。（草案第八十一條）

五、 第五章年資制度轉銜，共四條（草案第八十二條至第八十五條）；其 

要點包括：

(一） 公務人員於本法公布施行後離職轉任其他職域工作者，請領保 

留年資之一次給與之相關規範。（草案第八十二條）

(二） 現職公務人員及於本法公布施行後離職轉任其他職域工作者，

得併計年資成就請領月退休金之規範。（草案第八十三條）

(三） 現職公務人員及於本法公布施行後離職轉任其他職域工作者， 

不併計年資成就請領月退休金時，得請領一次給與之規範。（草 

案第八十四條）

(四） 離職公務人員請領保留年資一次給與，或依年資併計規定請領 

月退休金或一次給與者，亦應適用扣減退休金、應暫停或停止 

領受退休金權利之規定。（草案第八十五條）

六、 第六章附則，共七條（草案第八十六條至第九十二條）；其要點包括：

(一） 自願或屆齡退休人員報送退休之程序及時程。（草案第八十六條）

(二） 公務人員申請退休或其遺族申請撫卹、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 

等相關事項，一旦經審定機關審定並領取給與後，即有其確定 

力，不得再請求變更。（草案第八十七條）

(三） 公務人員退休年齡及遺族範圍之認定原則。（草案第八十八條）

(四） 因公傷病及因公死亡之相關規範機制。（草案第八十九條）

(五） 新進人員建立新退撫制度，另以法律定之。（草案第九十條）

(六） 本法施行細則之訂定機關。（草案第九十一條）

(七） 本法施行日期。（草案第九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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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
名 稱 說 明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

一'鑑於現行公務人員退休制度仍存有退休年 

齡低、退休所得替代率高及退休金準備不足 

等問題，並為因應我國人口結構高齡化及少 

子女化之發展趨勢，爰在本於兼顧退休人員 

權益、社會整體資源公平分配及財務永續之 

原則，並參酌當前世界先進國家公部門退休 

年金改革經驗，妥慎規劃公務人員退撫制度 

改革方案，期使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更為合理 

健 全 。

二 、復考量公務人員退休法（以下簡稱原退休 

法）及公務人員撫卹法（以下簡稱原撫卹法） 

係自三十二年H — 月六日分離立法，其後配 

合國家整體社經情勢需要進行多次改革修 

正時，皆因上開退撫二法之適用對象、給與 

基數内涵、年資採計原則、公務人員退休撫 

卹基金（以下簡稱退撫基金）提撥費率、請 

求權時效等相關規範均屬相同，以致每次修 

正其中一法，亦須考慮併同修正另一法。爰 

將原退休法及原撫卹法規定事項，予以合併 

規範，以符立法經濟。

條 文 說 明

第一章總則 章名

第一節通例 節名

第一條公務人員之退休或撫邮，依本法行之。 一 、 本條規定本法之立法目的。

二 、 參照司法院釋字第六〇五號解釋意旨，揭橥 

中華民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第十八條規 

定人民服公職之權利，尚包含由此衍生享有 

之身分保障、俸給與退休金等權利；從而本 

條規定公務人員之退休及撫卹事項，應以本 

法為據；其 t 公務人員之資遣、發還退撫基 

金費用或由退休權利衍生之遺屬一次金或 

遺屬年金事項，屬廣義之退休範疇，亦應依 

本法辦理。

三 、 復考量本法係配合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 

方案之推動而制定，其目的在兼顧公務人員 

退休及撫卹權益，確保國家及退撫基金財務



之穩健。另以國家對於公務人員退休及撫卹 

權益之保障程度，攸關社會資源之分配、國 

家財政負擔能力等全民之整體利益，爰制定 

本法，俾落實上述意旨並資遵循。

四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 原退休法第一條

公務人員之退休，依本法行之。

(二) 原撫卹法第一條

公務人員之撫卹，依本法行之。

第二條本法之主管機關為銓敍部。 本條規定本法主管機關並明定以餘敍部為主管機 

關 ，以明權責。

第三條本法適用於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其相 

關法律任用，並經般敍審定之人員。

前項人員退休、資遣或撫卹之辦理，除本 

法另有規定外，以現職人員為限。

一'本條規定本法之適用對象。

二 、 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第二條第一項及原撫 

卹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明定本法適用對 

象，以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其授權制定之相 

關任用法律任用，並經銓敍審定之人員為 

限，俾落實憲法第八十五條所定考試用人制 

度之精神，並維持與公務人員任用法令規定 

之一貫性。上述所稱公務人員任用法授權制 

定之相關任用法律，參照原退休法施行細則 

第二條規定，指法律授權主管機關審定資格 

之相關法律。例 如 ：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 

例 。

三 、 第二項參照原退休法第二條第二項及原撫 

卹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明定公務人員退 

休 、資遣或撫邮之辦理，除本法第二十五條 

及第五H■—條規定者外，應以現職人員為原 

則 。

四'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 原退休法第二條

本法適用範圍，指依公務人員任用 

法律任用，並經經敍審定之人員。

前項人員退休、資遗之辦理，除本 

法另有規定外，以現職人員為限。

(二) 原撫卹法第二條

本法適用範圍，指依公務人員任用 

法律任用，並經銓敍審定之人員。

前項人員撫邮之辦理，除本法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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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外，以現職人員為限。

第四條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 退撫新制：指公務人員退撫制度自中華民 

國八十四年七月一日起，將退撫經費之革 

措由原「恩給制」改為由政府與公務人員 

共同提撥費用建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 

金 （以下簡稱退撫基金）之 「共同儲金 

制」，並 以 「退撫新制」稱之。

二 、 本 （年功）俸 （薪）額 ：指公務人員依銓 

敍審定之俸（薪）點 ，按公務人員俸給法 

規定所折算之俸（薪）額 。但機關（構） 

所適用之待遇規定與公務人員俸給法規 

定不同者，其所屬公務人員銓敍審定之俸 

(薪）點 ，應比照公務人員俸給法規定， 

折算俸（薪）額 。

三 、 俸給總額慰助金：指公務人員退休或資遣 

當月所支領下列給與項目之合計數額：

(一） 本 （年功）俸 （薪）額 。

(二） 技術或專業加給。

(三） 主管職務加給。

四 、 退休所得替代率（以下簡稱替代率）：指 

公務人員退休後所領每月退休所得占最 

後在職同等級人員每月所領本（年功）俸 

(薪）額加計一倍金額之比率。但兼領月 

退休金者，其替代率上限應按兼領月退休 

金之比率調整之。

五 、 每月退休所得，依公務人員支領退休金種 

類 ，定義如下：

(一） 於支領月退休金人員，指每月所領月 

退休金（含月補償金）加計公務人員 

保 險 （以下簡稱公保）一次養老給付 

優惠存款利息（以下簡稱優存利息）， 

或於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 

機構參加各項社會保險所支領保險年 

金 （以下簡稱社會保險年金）之合計 

金額。

(二) 於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指每月按審定 

比率所領月退休金（含月補償金），

一 、 本條定義本法所用名詞之意義；包含：退撫 

新制、本 （年功）俸 （薪）額 、俸給總額慰 

助金、退休所得替代率、每月退休所得、最 

低保障金額及退離給與等重要名詞。

二 、 公務人員退撫制度自八十四年七月一曰 

起 ，將退撫經費之籌措由原「恩給制」改為 

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提撥費用建立退撫 

基金之「共同儲金制」，並 以 「退撫新制」 

稱之，其後教育人員、政務人員及軍職人員 

先後自八十五年二月一曰、八十五年五月一 

曰及八十六年一月一曰起，亦改為「共同儲 

金制」，且均納入退撫基金統一管理並均以

「退撫新制」稱之。是 「退撫新制」已成為 

公務體系中慣用之代名詞。復考量本次公務 

人員退撫制度改革，僅係將月退休金起支年 

齡 、退撫基金提撥費率、退休所得等作合理 

調整，並未就退撫新制之本質有所變革，是 

基於本次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方案仍為 

確定給付之給與，且維持退撫新制之本質， 

爰本法針對八十四年七月一日以後及本次 

改革後之制度仍以「退撫新制」稱之，爰於 

第一款定義之。

三 、 由於本法適用對象除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 

之公務人員外，尚包括適用特種人事法規之 

警察、醫事、關務及交通事業機構資位制人 

員等各類人員。又基於上開各類人員核敍俸 

(薪）級時，尚非一體適用公務人員俸給法

之規定，爰為利各類人員於適用本法計算退 

休金時有一致性規範，乃於第二款明定本法 

所稱本（年功）俸 （薪）額之定義，以資明 

確 。

四 、 由於配合政府精簡政策而辦理退休或資遣 

者 ，依規定應以較優惠之措施鼓勵，進而得 

一次加發最高七個月之俸給總額慰助金，爰 

於第三款規定俸給總額慰助金之内涵應包 

括 「本 （年功）俸 （薪）額」、「技術或專業 

加給」及 「主管職務加給」，以杜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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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計一次退休金及公保一次養老給 

付優存利息或社會保險年金之合計 

金額。

(三)於支領一次退休金人員，指每月所領 

一次退休金優存利息，加計公保一次 

養老給付優存利息或社會保險年金 

之合計金額。

六 、 最低保障金額：指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 

本俸最高級之本俸額與該職等一般公務 

人員專業加給合計數額。

七 、 退離給與：指按公營事業機構移轉民營條 

例或其他退休（職 、伍）、資遣規定，辦 

理退休（職 、伍）、資遣或年資結算並領 

取相當退休（職 、伍）金 、資遣給與、年 

資結算金或離職給與等給付。

五 、 為推動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方案，以退休 

所得替代率來規範退休人員每月可領取之 

退休所得上限，其中所涉之概念，依學理而 

言，退休所得替代率係指退休所得占現職同 

等級人員待遇之比率。據此，本法所定退休 

所得替代率中，於分子值為每月退休所得； 

於分母值為公務人員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 

每月所領本（年功）俸 （薪）額加計一倍之 

金額，爰分別於第四款及第五款定義之。

六 、 審酌現職公務人員待遇性質，特重在反映員 

工個人專業及勞動價值，故現職待遇標準應 

設有高低之別。基此原理，於公務人員俸給 

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現職公務人員待遇包 

含本（年功）俸 （薪）額及加給。同法第五 

條規定，加給分為職務加給、技術或專業加 

給及地域加給三種，其中技術或專業加給多 

達二十五種以上且高低金額存有差異。復以 

退休給付具社會保險性質，旨在維持退休人 

員退休後基本經濟生活安全，特重公平原 

則 ，尤其在退撫新制實施以後，退撫給付改 

採儲金制，更強調繳費之權利義務對等原 

則 。因此，鑑於公務人員待遇高低有別，若 

以公務人員實際薪資計算退休金，即造成不 

同類別公務人員繳費及退休給付基準之不 

平 ，爰此，公務人員退休金之計算自始僅以 

本 （年功）俸 （薪）為計算基準，嗣於退撫 

新制實施時，亦立法以（年功）俸 （薪）二 

倍為繳付退撫基金及退休金給付之基準，以 

符合退休金給付追求之社會保險特重之公 

平原則。據上，在計算退休所得替代率時， 

分子值與分母值應用相同標準計算始符公 

平，爰於第四款明定以公務人員最後在職同 

等級人員每月所領本（年功）俸 （薪）額加 

一倍金額為分母值之内涵，以求各類退休公 

務人員間退休給付權益之衡平並兼顧繳費 

之權利義務對等原則。

七 、 第五款明定退休公務人員每月退休所得内 

涵 ，應以每月所領月退休金、優惠存款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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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優存利息），以及於政府機關 

(構）、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參加各項 

社會保險所支領之保險年金為計列範圍，上 

述所列「公營事業機構參加各項社會保險」 

指除參加公教人員保險者外，在公營事業及 

交通行政機關中尚有參加勞工保險者（如交 

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改制前之港務局、交 

通部公路總局及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等，其所屬交通資位制之士級人員係適用退 

休法退休，惟係參加勞工保險支領勞工保險 

年金者）。至於月退休金應包含依原退休法 

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所支領之月補 

償金。

八 、 為符合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方案所設計 

之 「保障弱勢」配套機制，以使部分職等較 

低或年資短淺之公務人員依上開改革方案 

調整退休所得後，其每月退休所得仍能維持 

退休基本生活，爰明定扣減後之每月退休所 

得不得低於最低保障金額；至於該最低保障 

金額，於第六款定為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 

級之本俸額與該職等一般公務人員專業加 

給 （指專業加給表一）合計數額（以下簡稱 

最低保障金額），以保障其至少得支領最低 

保障金額。至於上述最低保障金額規範意 

旨，主要係參照司法院釋字第二八〇號解釋 

(認定退休所得如低於「委任第一職等本俸

最高級之本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即難 

以維持退休人員基本生活）訂定。上開「委 

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級之本俸額及專業加 

給合計數額」，以一百零六年度待遇標準計 

算，委任第一職等本俸七級之俸額為一萬四 

千四百五十元；一般公務人員第一職等專業 

加給金額為一萬七千七百十元，合計為三萬 

二千一百六十元。

九 、 第七款明定退離給與之内涵，包括按公營事 

業機構移轉民營條例或其他退休（職、伍）、 

資遣規定，辦理退休（職 、伍）、資遣或年 

資結算並領取相當退休（職 、伍）金 、資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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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與、年資結算金或離職給與等給付。

十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 原退休法第八條第三項

第一項所稱俸給總額慰助金，係按 

退休、資遣當月所支下列項目之合計數 

額計算：

一 、 本 （年功）俸 。

二 、 技術加給或專業加給。

三 、 主管職務加給。

(二） 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 

優惠存款辦法第四條第三項第一款

退休人員最後在職時，依公務人員 

俸給法規規定計算每月實際支領本（年 

功）俸 （薪）額 ，加計按各類人員適用 

之技術或專業加給及人數加權平均計 

算所得之各職等定額技術或專業加給。

第五條公務人員或其遺族依本法請領之給 

與 ，分為退休金、資遣給與、退撫基金費用本 

息、撫卹金、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以下統 

稱退撫給與）。

本條規定依本法請領之給與所涵蓋之項目，包含 

退休金、資遣給與、退撫基金費用本息、撫卹金、 

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以下統稱退撫給與）。

第二節退撫給與之提存準備與管理 節名

第六條前條所定退撫給與，屬於退撫新制實施 

前年資計得者，應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給； 

屬於退撫新制實施後年資計得者，應由退撫基 

金支給。

前項退撫新制之實施，因機關改制或其他 

原因而另定實施曰期者，依其實施曰期認定。

一 、 本條規定第五條所定退撫給與，於八十四年 

七月一日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應計給與 

之經費來源。

二 、 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及原 

撫卹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明定退撫新 

制實施前、後公務人員退撫給與之提存準備 

機制，其中退撫新制實施前為恩給制，故其 

年資所計給之退撫給與由各級政府編列預 

算支給；退撫新制實施後為共同儲金制，故 

其年資所計給之退撫給與由退撫基金支給。

三 、 考量公務人員退撫新制自八十四年七月一 

曰開始實施，但因部分公務人員係因機關改 

制等因素，於八十四年七月一曰之後始加入 

退撫新制（例如電信總局改制自八十五年七 

月一日加入，臺灣鐵路管理局資位人員自八 

十八年一月一日開始加入），其退撫新制實 

施曰期自應依實際加入之日期為準，爰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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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退休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及原撫卹法第十

五條第一項後段規定，於第二項明定之。

四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 原退休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公務人員退休撫邮新制（以下簡稱 

退撫新制）自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一 

曰起實施。因機關改制或其他原因而另 

定實施日期者，依其實施日期認定。

(二) 原撫邮法第十五條第一項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新制（以下簡稱 

退撫新制）自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一 

曰起實施。因機關改制或其他原因而另 

定施行日期者，依其實施日期認定。

第七條前條所定退撫基金，由公務人員與政 

府共同按月撥繳退撫基金費用設立之，並由 

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

前項退撫基金費用按公務人員本（年功） 

俸 （薪 ）額加一倍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八之 

提撥費率，按月由政府撥繳百分之六十五；公 

務人員繳付百分之三十五。

公務人員依法令辦理留職停薪，借調至其 

他公務機關占缺並依公務人員俸給法令支薪 

者 ，其留職停薪期間之退撫基金費用撥繳事 

宜 ，由借調機關按其銓敍審定之官職等級，比 

照前項規定辦理。

公務人員具有本項公布施行後，依法令辦 

理育嬰留職停薪之年資，得選擇全額負擔並繼 

續繳付退撫基金費用。

一 、 本條明定退撫基金之設立、公務人員與政府 

共同撥繳事宜。

二 、 第一項及第二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四條第 

二項及第四項規定，規範退撫基金之設立、 

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機制與退撫基金 

撥繳事宜。另為顧及退撫基金之財務安定， 

爰將該基金之法定費率下限，按現行該基金 

之實際提撥費率（百分之十二），定為百分 

之十二；上限則考量政府及公務人員實際負 

擔能力，定為百分之十八。

三 、 第三項參照原退休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第 

四項規定，規範公務人員依法令辦理留職停 

薪，借調至其他公務機關占缺並依公務人員 

俸給法令支薪者，其留職停薪期間之退撫基 

金費用撥繳事宜。

四 、 審酌國家人口結構改變，少子女化趨勢已然 

無可逆轉，爰配合國家人口政策及公務人員 

退撫制度改革方案，於第四項規定依法令辦 

理育嬰留職停薪者，在本項公布施行後之育 

嬰留職停薪年資，得選擇全額自費，繼續繳 

付退撫基金費用，以併計公務人員退休年 

資 。

五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原退休法

第十四條第二項退撫新制實施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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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金，應由政府與公務人 

員共同撥繳費用建立之退休撫卹基 

金 （以下簡稱退撫基金）支給，並由 

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

第十四條第四項第二項共同撥繳費 

用 ，按公務人員本（年功）俸加一倍 

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五之費率，政 

府撥繳百分之六十五，公務人員繳付 

百分之三十五。撥繳滿四十年後免再 

撥繳。

(二)原退休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第四項

公務人員配合公務辦理留職停 

薪 ，借調至其他公務機關，占該機關職 

缺並依公務人員俸給法令支薪者，應按 

銓敍審定之官職等級，自借調之日起， 

於借調機關比照本法第十四條第四項 

規定之撥繳比例，按月繳付退撫基金費 

用 ，始得併計其任職年資。

第八條前條第二項所定退撫基金費用之實際 

提撥費率，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依據退撫基 

金定期財務精算結果，共同釐訂之。

前項所定退撫基金定期財務精算，由退撫 

基金管理機關就退撫基金之收支、管理與運用 

情 形 ，每三年精算一次；每次至少精算五十 

年 。

— 、本條規定退撫基金定期財務精算事宜，以及 

其精算後之相關配套機制。

二 、 審酌退撫基金參加對象包括公務人員、軍職 

人員及教育人員，其中軍職及教育人員均屬 

行政院權責，另考量實際提撥費率之調整尚 

涉及政府財政支出。因此，退撫基金實際提 

撥費率調整均由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 

理委員會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 

例施行細則第二十條規定向軍公教人員主 

管機關提出建議，並由銓敍部會同行政院相 

關機關召開研商會議後，由公務人員退休撫 

邮基金管理委員會報請公務人員退休撫邮 

基金監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再報由餘敍部陳 

報考試院同意後施行。茲為求法制化，爰將 

上述實際提撥費率之調整機制於第一項明 

確規範，並明定退撫基金定期財務精算後， 

應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依據精算結果，共同 

釐定退撫基金之提撥費率。

三 、 第二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四條第三項及公 

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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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條規定，規範退撫基金管理機關應對退 

撫基金實施每三年一次之定期精算，俾維持 

退撫基金財務之穩定健全。至於精算期間維 

持現行規定，每次至少精算五十年。

四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 原退休法第十四條第三項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機關 

(以 下 簡稱基金管理機關）對前項退撫 

基金之財務，應實施定期精算。

(二）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施行 

細則

第十七條本基金財務管理以收支平 

衡為原則，基金管理會為評估基金財 

務負擔能力，應實施定期精算，精算 

頻率採三年一次為原則。每次精算五 

十年。

第二十條本基金年度決算運用收 

益，應按政府別及身分別出資比例分 

配 ，列入其分戶帳。基金各分戶不足 

支付時，應依第十七條規定之精算結 

果 ，由基金管理會建議，分別檢討調 

整費率或由政府撥款補助。

第九條公務人員辦理退休、資遣或撫卹時，其 

依本法規定繳付退撫基金費用而未予併計發 

給退休金、資遣給與或撫卹金之年資，由退撫 

基金管理機關按未採計年資占繳費年資之比 

率計算後，一次發還其本人原繳付之退撫基金 

費用本息。

公務人員不符合退休或資遣條件而離職 

者 ，得申請一次發還本人原繳付之退撫基金費 

用本息。

公務人員死亡後，有第五十二條第三項所 

定不予撫卹之情形者，得由其第六十二條所定 

遺族，申請一次發還其本人原繳付之退撫基金 

費用本息。

公務人員依本法繳付退撫基金費用之年 

資已支領退離給與者，不適用前二項發還退撫 

基金費用本息之規定。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發還退撫基金費用本息相關 

事宜。

二 、 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四條第五項、第二 

十九條第三項及原撫卹法施行細則第二十 

三條第一項規定，明定公務人員辦理退休、 

資遣或撫卹時，其已繳納退撫基金費用未予 

併計退休、資遣或撫卹之年資，得發還本人 

原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及其計算方式。

三 、 審酌本法第八十二條至第八十四條已明定 

公務人員不符合退休或資遣條件而離職 

者 ，離職時已任職滿五年者，得於年滿六十 

五歲之日起六個月内，依規定請領離職前原 

任職年資之一次給與；或於其嗣後在其他職 

域辦理退休而工作年資未達其適用之退休 

法令所定請領年金之條件時，得將其未曾支 

領退離給與（含離職退費）之公務人員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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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併計成就請領年金條件，並透過原服務 

機關函審定機關請領原公務人員任職年資 

之月退休金，爰將原符合規定亦得一併申請 

發還政府撥繳之公提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之 

規定删除。

四 、 第二項及第三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四條第 

六項及其施行細則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以 

及原撫卹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及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明定公務人員不符 

退休、資遣條件而離職者，或公務人員死亡 

後有第五十二條第三項所定不符辦理撫卹 

條件者，其自繳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發還之 

規定。

五 、 第四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四條第七項規 

定 ，明定公務人員繳納退撫基金費用之年 

資，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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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支領退離給與之年資，應排除 

適用前二項發還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之規 

定 ，以避免同一段年資重複領取給與之情 

形 。

六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原退休法

第十四條第五項公務人員辦理退休 

時，其繳納基金費用未予併計退休之 

年資，應一次發還其本人原缴付之退 

撫基金費用本息。

第十四條第六項公務人員依規定不 

合退休、資遣於中途離職者，得申請 

一次發還其本人原繳付之退撫基金 

費用本息。繳付退撫基金五年以上， 

除因案免職或撤職而離職者外，得同 

時申請一次發給政府撥繳之退撫基 

金費用本息。

第十四條第七項公務人員退撫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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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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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前項發還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之規定。

第二十九條第三項依本法規定繳納 

基金費用未予併計退休之年資，依其 

本人繳付退撫基金費用之本息，按未 

採計之退撫新制實施後年資占繳費 

年資之比例計算，由退撫基金一次發 

還 。

(二） 原退休法施行細則

第十九條第三項公務人員繳付退撫 

基金費用五年以上，於任職期間涉違 

法或失職行為而於權責機關依法追 

究其行政責任確定前離職者，其申請 

發還退撫基金費用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

一、 所涉違法或失職行為確定未受免

職或撤職處分者' 得依本法第十 

四條第六項後段規定，併同申請 

一次發給政府撥繳之退撫基金 

費用本息，並自確定之日起算請 

求權時效。

二、 所涉違法或失職行為已符相關法

律所定應予免職或撤職條件而 

其權責機關無法逕予免職或撤 

職者，不得併同申請發給政府撥 

繳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但所涉 

違法或失職行為應適用本法第 

二十四條之一規定者，從其規 

定 。

(三） 原撫卹法施行細則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公務人員死亡 

後 ，如不得依本法第三條規定辦理撫 

卹者，基金管理機關應一次發還其本 

人原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但繳 

付退撫基金費用五年以上者，應同時 

發還政府撥繳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公務人員死亡 

時，其已繳納退撫基金費用而未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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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撫卹之年資，應由基金管理機關一 

次發還其本人原繳付之退撫基金費 

用本息。

第十條本法所定退撫基金之收支、管理及運用 

事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另以法律定之。

一 、 本條係參照原退休法第十四條第八項及原 

撫卹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規範退撫基金 

之收支、管理及運用事項，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 ，以法律定之。所稱「本法另有規定」指 

第八條所定實際提撥費率之調整及基金精 

算之年限等規定。

二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 原退休法第十四條第八項

第二項退撫基金之撥繳、管理及運 

用等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二) 原撫卹法第十五條第四項

第二項退撫基金之撥缴、管理及運 

用等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第三節退撫年資之採計及其相關事宜 節名

第十一條公務人員依本法辦理退休、資遣或撫

卹時，其所具下列退撫新制實施前之未曾領取

退離給與之年資，得予採計：

一 、 曾任編制内有給專任且符合第三條第一 

項規定之公務人員年資。

二 、 曾任編制内有給專任之軍用文職人員年 

資，經銓敍部登記有案，或經國防部或其 

他權責機關嚴實出具證明者。

三 、 曾任志願役軍職年資，經國防部或其他權 

責機關薮實出具證明者。

四 、 曾任編制内雇員、同委任及委任或比照警 

佐待遇警察人員年資，經原服■務機關嚴實 

出具證明者。

五 、 曾任公立學校編制内有給專任且符合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之教職員，經原服務 

學校竅實出具證明者。

六 、 曾任公營事業具公務員身分之編制内有 

給專任職員，經原服務機構聂實出具證明 

者 。

七 、 其他曾經銓敍部核定得予併計之年資。 

公務人員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五日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採 

計範圍。

二 、 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以及原撫卹法施行細 

則第三十二條規定，明定公務人員辦理退 

休 、資遣或撫卹者，其在退撫新制實施前之 

年資採計須以本項所列七款年資且未曾領 

取退離給與者為限，以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三 、 第二項參照司法院釋字四五五號解釋意 

旨、原退休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及原撫邮法 

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明定八十七年六月五 

日以後退休、資遣生效或死亡公務人員之義 

務役年資未併計核給退離給與者，得併計退 

撫年資。

四 、 公務人員退休年資之採計，係以經銓敍審定 

之編制内、有給、專任職務為原則；至於工 

友 、駐衛警察、職務代理（包含兵缺代課教 

師等）年資，因非屬編制内專任職員，自不 

予採計為公務人員退休年資，爰於第三項明 

定。此外，考量早期因行政機關人事制度未 

臻健全，且部分特殊職務係因應當時政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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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退休、資遣生效或死亡，其退撫新制實施 

前曾任義務役年資，未併計核給退離給與者， 

得採計為退休、資遣及撫卹年資。

公務人員於退撫新制實施前，曾任工友、 

駐衛警察、職務代理人、學校代理（課）教師 

或其他非經銓敍審定之年資，均不得採計為退 

休 、資遣或撫卹年資。但本法公布施行前，經 

銓敍部核准採計者，於未重行檢討停止適用 

前 ，仍得依原核准規定辦理。

策之需所進用，以及早期特殊時空背景下， 

銓敍部曾從寬准許少部分未經銓敍審定之 

特殊年資得以併計為公務人員退休、資遣年 

資 （例如：援外技術團隊年資、倉儲查核員 

及六十一年以前臨時人員年資；或納編前保 

育員年資得准予併計退休年資，但不再計算 

退休給付等），是為保障是類人員原有權 

益 ，爰訂定但書規定，於未重行檢討停止適 

用前，仍准依原核准規定辦理。

五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 原退休法

第三十一條第二項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五曰以後退 

休 、資遣生效，其退撫新制實施前曾任 

義務役軍職人員年資，未併計核給退除 

給與者，亦得採計為退休、資遣年資。 

第三H 條第三項

公務人員具各縣（市）政府及鄉（鎮 、 

市）公所設立之托兒所納編前保育員任 

職年資，應予併計退休年資。但因該年 

資不具備公務人員資格且已支領離職 

互助金，不再計算退休給付。

(二) 原退休法施行細則

第二H 條第一項依本法第十五條 

第三項所定退撫新制實施後得予併 

計之其他公職年資，及本法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所定退撫新制實施前得予 

併計之年資，規定如下：

一 、 曾任編制内有給專任且符合第 

二條第一項規定之公務人員。

二 、 曾任編制内有給專任之軍用文 

職年資，經銓敍部登記有案，或 

經國防部或其他權責機關菝實 

出具證明者。

三 、 曾任志願役軍職年資，經國防部 

或其他權責機關嚴實出具證明 

者 。

四 、 曾任編制内雇員、同委任及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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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比照警佐待遇警察人員年 

資，經原服務機關嚴實出具證明 

者 。

五 、 曾任公立學校編制内有給專任 

且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 

之教職員，經原服務學校霰實出 

具證明者。

六 、 曾任公營事業具公務員身分之 

編制内有給專任職員，經原服務 

機構竅實出具證明者。

七 、 其他曾經銓敍部核定得以併計 

之年資。

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前項各款得予併 

計之年資，以未曾領取退休（職 、伍 ） 

金 、資遣給與、離職退費或年資結算 

給與等退離給與者為限。

(三）原撫邮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

公務人員在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得

予採計之年資如下：

一 、 曾任編制内有給專任且符合第二 

條第一項規定之公務人員。

二 、 曾任編制内有給專任之軍用文職 

年資，經銓敍部登記有案，或經國 

防部或其他權責機關蔌實出具證 

明者。

三 、 曾任志願役軍職年資，經國防部或 

其他權責機關嚴實出具證明者。

四 、 曾任編制内雇員、同委任及委任或 

比照警佐待遇警察人員年資，經原 

服務機關竅實出具證明者。

五 、 曾任公立學校編制内有給專任且 

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之教 

職員，經原服務學校蕨實出具證明 

者 。

六 、 曾任公營事業具公務員身分之編 

制内有給專任職員，經原服務機構 

蕨實出具證明者。

七 、 其他曾經銓敍部核定得以併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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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

前項各款得予併計之年資，以未曾 

領取退休（職 、伍 ）金 、資遣給與、離 

職退費或年資結算給與等退離給與者 

為限。

第十二條公務人員依本法辦理退休、資遣或撫

卹 時 ，其所具退撫新制實施後之任職年資採

計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 應以依法繳付退撫基金費用之實際繳付 

曰數計算。

二 、 曾經申請發還退撫基金費用本息、曾由政 

府編列預算或退撫基金支付退離給與之 

年資，均不得採計。

三 、 退撫新制實施後，曾任政務人員、公立學 

校教育人員或軍職人員且已撥繳退撫基 

金費用之年資，於轉任公務人員時，應由 

退撫基金管理機關將其與政府共同撥繳 

而未曾領取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移撥公 

務人員退撫基金帳戶，以併計年資。

四'具有退撫新制實施後之義務役年資，未併 

計核給退離給與者，應於初任到職支薪或 

復職復薪之日起十年内，依銓敍審定等 

級 ，由服務機關與公務人員比照第七條第 

二項規定之撥繳比率，共同負擔並一次補 

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後，始得併計年資。

五 、 由公立學校教育人員轉任公務人員者，其 

所具退撫新制實施後之義務役年資，應依 

轉任公務人員前適用之退休法令規定，補 

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並依第三款規定辦 

理移撥後，始得併計年資。

六 、 公務人員所具下列未曾領取退離給與之 

退撫新制實施後任職年資，除本法另有規 

定外，得於轉任公務人員到職支薪或復職 

復薪之日起十年内，依其任職年資及等 

級 ，對照同期間相同俸級公務人員之繳費 

標準，換算複利終值總和，由申請補繳人 

一次全額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後，始得 

併計年資：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所具退撫新制實施後之 

退休年資採計，應以繳付退撫基金為前提， 

以及相關年資併計事宜。

二 、 第一款至第五款係參照原退休法第十五條 

及原撫卹法第十六條規定，明定公務人員退 

撫新制實施後任職年資之採計，以是否依法 

繳付退撫基金費用為認定標準，以及曾任政 

務人員、公立學校教育人員或軍職人員年 

資，已撥繳退撫基金費用之年資，於轉任公 

務人員時，應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將其與政 

府共同撥繳而未曾領取之退撫基金費用本 

息 ，移撥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帳戶；或曾服義 

務役之年資而未併計核給退離給與者，其補 

繳退撫基金費用事宜。其中所定服義務役年 

資，包含依據兵役法所規範之替代役、研發 

替代役及經國防部所認可之其他折抵為義 

務役役期之軍事教育或訓練役期。

三 、 由於公務人員所具退撫新制實施後，依其他 

法律規定得予併計之年資（例如：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四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公務員轉任行政院設立處理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事務之機構或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處理類此事務之民 

間團體者，其回任公職之權益應予保障，在 

該機構或團體之服務年資得予採計為公務 

人員年資），仍須一次全額補繳退撫基金費 

用後，始得採計，爰於第六款第一目明定其 

補繳退撫基金之申請程序等事宜。此外，考 

量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四條第一項 

第四款及第六款規定配合國策奉派國外協 

助友邦工作，及配合國家重點科技、推屐重 

要政策或重大建設借調至公民營事業機 

構、政府捐助經費達設立登記之財產總額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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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其他法律規定，得予併計之年資。

(二) 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四條第 

一項第四款及第六款規定，辦理留職 

停薪之年資。

七 、依法停職而奉准復職者，其依公務人員俸 

給法規定補發停職期間未發之本（年功） 

俸 （薪）額時，應由服務機關與公務人員 

比照第七條第二項所定之撥繳比率，共同 

負擔並一次補繳停職期間之退撫基金費 

用本息，以併計年資。

分之五十以上之財團法人服務且經核准而 

辦理留職停薪者，依規定得辦理考績而應視 

同有給專任人員，爰於第六款第二目規定： 

是類人員未支領退離給與者，其留職停薪期 

間得一次全額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項所定 

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逾所定十年期限 

者 ，不得申請補繳。

四 、 考量公務人員依法停職，於復職後依公務人 

員俸給法補發停職期間未發之本（年功）俸 

(薪）額 者 ，其停職年資依規定應採計為公 

務人員退休年資，爰於第七款規定是類人員 

停職期間必須依法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規 

定。又審酌上述停職期間即屬應強制繳納退 

撫基金費用之期間，必須由服務機關與公務 

人員依規定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故 

無十年時效限制。

五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原退休法第十五條

依本法退休、資遣人員，在退撫新 

制實施後之任職年資，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應以依法缴付退撫基金之實際月數 

計算。未依法繳付退撫基金之任職年資 

或曾經申請發還離職、免職退費或核給 

退休（職 、伍）金 、資遣給與或辦理年 

資結算核發相當退休、資遣或離職給與 

之任職年資，均不得採計。

公務人員在退撫新制實施後曾任 

政務人員、公立學校教育人員或軍職人 

員之年資，應於轉任公務人員時，將其 

與政府共同撥繳未曾領取之退撫基金 

費用本息移撥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帳 

戶 ，始得併計其任職年資。

公務人員在退撫新制實施後，曾任 

依規定得予併計之其他公職、公營事業 

人員年資，得於轉任公務人員到職支薪 

之曰起五年内，由服務機關向基金管理 

機關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於轉任之 

曰起三個月内申請補繳者，其應繳之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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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基金費用，由基金管理機關依其任職 

年資、等級對照公務人員同期間相同俸 

級繳費標準換算複利終值之總和，由公 

務人員全額負擔一次繳入退撫基金帳 

戶 。逾三個月期限申請補繳退撫基金 

者 ，另加計利息，始得併計其任職年 

資 。

公務人員於退撫新制實施後，曾服 

義務役軍職、替代役人員年資，其未併 

計核給退除給與者，應於初任到職支薪 

或復職復薪時，依餘敍審定之等級，比 

照前項規定補繳退撫基金費用，始得併 

計年資。其應補繳之退撫基金費用，由 

服務機關與公務人員比照前條第四項 

規定之撥繳比例共同負擔。曾任公立學 

校教育人員或軍職人員轉任公務人員 

者，其退撫新制實施後曾服之義務役軍 

職 、替代役人員年資，應依轉任公務人 

員前適用之退休（伍）法令規定補缴退 

撫基金費用，並依第二項規定辦理移 

撥 ，始得併計年資。

有關公務人員撥（補 ）缴退撫基金 

費用之標準、期限、申請程序及其他有 

關事項，由基金管理機關擬訂，報請銓 

敍部核定發布。

(二)原撫卹法第十六條

依本法撫卹之公務人員，於退撫新 

制實施後之任職年資，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應以依法繳付退撫基金之實際月數 

計算。未依法繳付退撫基金之任職年資 

或曾經申請發還離職、免職退費或核給 

退休（職 、伍）金 、資遣給與或辦理年 

資結算核發相當退休、資遣或離職給與 

之任職年資，均不得採計。

公務人員於退撫新制實施後，曾任 

政務人員、公立學校教育人員或軍職人 

員之年資，應於轉任公務人員時，將其 

與政府共同撥繳未曾領取之退撫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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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本息移撥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帳 

戶 ，始得併計其任職年資。

公務人員於退撫新制實施後，曾任 

依規定得予併計之其他公職、公營事業 

人員年資，得於轉任公務人員到職支薪 

之曰起五年内，由服務機關向基金管理 

機關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於轉任之 

日起三個月内申請補繳者，其應繳之退 

撫基金費用，由基金管理機關依其任職 

年資、等級，對照公務人員同期間相同 

俸級繳費標準，換算複利終值之總和， 

由公務人員全額負擔一次繳入退撫基 

金帳戶。逾三個月期限申請補繳退撫基 

金費用者，另加計利息，始得併計其任 

職年資。

公務人員於退撫新制實施後，曾服 

義務役軍職、替代役人員之年資，其未 

併計核給退除給與者，應於初任到職支 

薪或復職復薪時，依銓敍審定之等級， 

比照前項規定補繳退撫基金費用，始得 

併計年資。其應補繳之退撫基金費用， 

由服務機關與公務人員比照公務人員 

退休法規定之撥繳比例共同負擔。曾任 

公立學校教育人員或軍職人員轉任公 

務人員者，其退撫新制實施後曾服義務 

役軍職、替代役人員之年資，應依轉任 

前適用之規定補缴退撫基金費用，並依 

第二項規定辦理移撥，始得併計年資。

公務人員撥（補）繳退撫基金費用 

之標準、期限、申請程序及其他有關事 

項 ，由基金管理機關擬訂，報請銓敍部 

核定發布。

第十三條公務人員依前條第四款、第六款及第 

七款規定，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時，自 

初任或轉任到職支薪或復職復薪之日起算，逾 

三個月後始申請者，應另加計利息。

前條及前項補缴退撫基金費用本息期限 

之計算，不因公務人員離（免）職而中斷。

一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依前條規定補繳退撫基 

金費用之期限及相關事宜。

二'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五條第三項及原 

撫卹法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明定公務人員 

依第十二條第四款、第六款及第七款規定補 

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之期限及逾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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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撥（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之 

標準、期限、申請程序及其他有關事項，由退 

撫基金管理機關擬訂，報铃敍部核定。

者 ，應加計利息之規範。

三 、 考量曾任公務人員而離（免）職者，於離（免） 

職期間雖無公務人員身分，但仍可透過原服 

務機關向退撫基金管理機關申請補繳退撫 

基金費用，爰於第二項規定第十二條及本條 

第一項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之期限 

計算，不因公務人員離（免）職而中斷。

四 、 第三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五條第五項及原 

撫卹法第十六條第五項規定，規定公務人員 

撥（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之標準、期限、 

申請程序及其他有關事項，授權由退撫基金 

管理機關擬訂後，報銓敍部核定。

五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 原退休法

第十五條第三項公務人員在退撫新 

制實施後，曾任依規定得予併計之其 

他公職、公營事業人員年資，得於轉 

任公務人員到職支薪之日起五年 

内，由服務機關向基金管理機關申請 

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於轉任之日起三 

個月内申請補繳者，其應繳之退撫基 

金費用，由基金管理機關依其任職年 

資、等級對照公務人員同期間相同俸 

級繳費標準換算複利終值之總和，由 

公務人員全額負擔一次繳入退撫基 

金帳戶。逾三個月期限申請補繳退撫 

基金者，另加計利息，始得併計其任 

職年資。

第十五條第五項有關公務人員撥  

(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標準、期 

限 、申請程序及其他有關事項，由基 

金管理機關擬訂，報請銓敍部核定發 

布 。

(二) 原撫卹法

第十六條第三項公務人員於退撫新 

制實施後，曾任依規定得予併計之其 

他公職、公營事業人員年資，得於轉 

任公務人員到職支薪之日起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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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由服務機關向基金管理機關申請 

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於轉任之日起三 

個月内申請補繳者，其應繳之退撫基 

金費用，由基金管理機關依其任職年 

資、等級，對照公務人員同期間相同 

俸級繳費標準，換算複利終值之總 

和 ，由公務人員全額負擔一次繳入退 

撫基金帳戶。逾三個月期限申請補繳 

退撫基金費用者，另加計利息，始得 

併計其任職年資。

第十六條第五項公務人員撥（補）繳 

退撫基金費用之標準、期限、申請程 

序及其他有關事項，由基金管理機關 

擬 訂 ，報請銓敍部核定發布。

第十四條本法公布施行前退休生效公務人 

員，於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均有任職年資者， 

應前後合併計算。其中屬於退撫新制實施前之 

任職年資，最高採計三十年；退撫新制實施後 

之任職年資可連同併計，最高採計三十五年。 

任職年資併計後逾三十五年者，其退撫新制實 

施前、後年資之採計，由當事人自行取捨。

前項人員不依前項規定取捨年資時，由退 

休案審定機關逕予取捨審定之。

本法公布施行後退休生效公務人員，除退 

撫新制實施前之任職年資最高仍採計三十年 

外 ，退撫新制實施前、後之任職年資可連同併 

計 ；擇領月退休金者，最高採計四十年；擇領 

一次退休金者，最高採計四十二年。

一 、 本條規定本法公布施行前、後退休生效公務 

人員之退休或資遣年資採計上限。

二 、 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 

定，明定本法公布施行前退休生效者之退撫 

新制實施前、後退休年資採計上限及退撫新 

制實施前、後任職年資併計結果逾三十五年 

者 ，其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之採計，由 

當事人自行取捨之規定。

三 、 由於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逾三十五年 

者，其年資取捨涉及當事人領取退休金之權 

益甚鉅，原應尊重當事人意願；惟實務上偶 

有不依第一項規定進行年資取捨而造成審 

定機關作業困擾之案例，爰於第二項明定是 

類情形之處理方式，俾資遵循。

四 、 為鼓勵現職公務人員久任，以及考量配合公 

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方案之推動，現職人員 

或本法公布施行後初任公務人員者（以下簡 

稱新進人員），在過渡期結束後，未來都將 

面臨繳多、領少之情境，爰提高其年資採計 

上限並配合本法第二十九條所定退撫新制 

實施後年資之月退休金給付上限（最高採計 

年資為四十年），與一次退休金給付上限（最 

高採計年資四十二年）之規定，爰於第三項 

規定本法公布施行後退休生效人員之退休

20



年資採計上限。

五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

公務人員在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均有任 

職年資者，應前、後合併計算。但退撫新制 

實施前之任職年資，仍依原規定標準最高採 

計三十年。退撫新制實施後之任職年資，可 

連同併計，最高採計三十五年。任職年資逾 

三十五年者，其前、後年資之採計由當事人 

取捨。

第十五條公務人員曾依法令領取由政府編列 

預算或退撫基金支付退離給與或發還退撫基 

金費用本息者，其再任公務人員時，不得繳回 

原已領取之退離給與；其依本法重行退休、資 

遣或辦理撫卹時，不再核發該段年資之退撫給 

與 。

前項人員所具由政府編列預算或退撫基 

金支付退離給與或發還政府撥付之退撫基金 

費用或離職儲金本息之下列年資，應與依本法 

重行退休或資遣之年資合併計算；合計總年資 

不得超過前條所定最高年資採計上限，且不得 

超過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九條所定給與上限：

一 、 公務人員年資。

二 、 公立學校教職員年資。

三 、 政務人員年資。

四 、 公營事業人員年資。

五 、 民選首長年資。

六 、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一日退撫新制實 

施後轉任之軍職人員或其他公職人員年 

資 。

前二項人員重行退休或資遣時，其再任職 

年資之給與，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 未曾領取退離給與之退撫新制實施前年 

資，應接續於前次由政府編列預算支付退 

撫新制實施前年資之退離給與年資之 

後 ，按接續後年資之退休金種類計算標 

準 ，核發給與。資遣者，亦同。

二 、 再任年資滿十五年者，其退休金得就第二

一 '本條規定退休（職 、伍）公職人員再任公務 

人員後之退休金與資遣給與之採計上限及 

其相關規範。

二 、 第一項規定退休（職 、伍）公職人員再任本 

法適用對象者，不得繳回原領之相關退離給

與 。

三 、 第二項規定退休（職 、伍）之公務人員、公 

立學校教職員、政務人員、公營事業人員、 

民選首長，以及八十四年七月一日退撫新制 

實施後轉任之軍職人員及其他公職人員，其 

再任或轉任公務人員後，又依本法辦理退休 

或資遣時之退撫給與上限。

四 、 第三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七條第二項及第 

三項規定，於第三項分二款，規定公務人員 

退休再任公職之給與相關事宜。其中第一款 

規定：再任或轉任公務人員者，其未曾支領 

退離給與之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應按接續 

後年資之退休金種類計算標準，核發給與。 

資遣者，亦同。第二款規定：退休（職 、伍） 

公職人員再任人員者，其再任年資滿十五年 

時之退休金給與事宜。另基於月退休金起支 

條件之一致性，爰參照原退休法施行細則第 

二十一條第四項規定，明定擇領或兼領月退 

休金時，應分別適用本法第三十條、第三十 

一條及第三十三條所定月退休金起支年齡 

規定。

五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原退休法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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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條第一項所定退休金種類，擇一支 

領 ，並按其審定退休年資，計算退休給 

與 。但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時，應分別依 

第三十條、第三H— 條及第三十三條所定 

月退休金起支年齡之規定辦理。

依本法退休、資遣或離職者，如再 

任公務人員時，無須繳回已領之退休 

金 、資遣給與或離職退費。其退休、資 

遣或離職前之任職年資，於重行退休時 

不予計算。

曾依本法或其他法令辦理退休 

(職 、伍）、資遣、離 （免 ）職退費或年 

資結算核發相當退休、資遣或離職給與 

之公務人員、公立學校教育人員、政務 

人員、公營事業人員、民選首長及中華 

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一日以後轉任之軍 

職人員與其他公職人員，於再任或轉任 

公務人員並依本法重行退休、資遣之年 

資，連同以前由政府編列預算支付退休 

(職 、伍）金 、資遣給與、離 （免 ）職 

退費或辦理年資結算給與之年資合併 

計算，以不超過第九條及第二十九條所 

定最高採計年資為限。

前項人員重行退休時，其再任或轉 

任後之任職年資滿十五年以上者，得就 

第九條第一項之退休金種類擇一支 

領 ，並按其核定之退休年資計算退休給 

與。但其退撫新制實施前再任或轉任之 

年資，應接續於前次由政府編列預算支 

付退休（職 、伍）金 、資遣給與或年資 

結算給與等採計年資之後，按接續後年 

資之退休金種類計算標準核發給與。依 

本法重行資遣者，其退撫新制實施前年 

資之資遣給與計算方式亦同。

(二)原退休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第四項

重行退休人員依本法第十七條第 

三項規定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時，應分 

別適用本法第十條至第十二條所定月 

退休金起支條件。

第二章退休 章名

第一節退休種類及要件 節名

第十六條公務人員之退休，分自願退休、屆齡 

退休及命令退休。

一 、 本條明定公務人員退休種類。

二 、 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第三條明列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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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銓敍審定之法官，不適用第十九條屆 

齡退休及第二十條命令退休之規定。但合於本 

法所定退休條件者，得申請退休。

辦理退休之種類。

三 、 基於法官有憲定終身職之考量，爰參照原退 

休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於第二項規定法官不 

適用屆齡及命令退休規定；但符合本法所定 

退休條件者，可申請退休。另以依法銓敍審 

定之檢察官亦係本法之適用對象，且依一百 

年七月六日公布之法官法，已將檢察官納入 

該法並以專章規定相關事項；其中關於退休 

事項亦均準用第七十九條有關法官之規 

定 ，故依法銓敍審定之檢察官，其退休事項 

亦依第二項規定辦理。

四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

第三條公務人員之退休，分自願退休、屆 

齡退休及命令退休。

第二十八條本法所定之屆齡及命令退休 

不適用於法官。但法官合於本法所定之 

退休條件者，亦得自願退休。

第十七條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服務 

機關同意後，得准其自願退休：

一 、 任職滿五年，年滿六十歲。

二 、 任職滿二十五年。

公務人員任職滿十五年，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 ，應准其自願退休：

一 、 出具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 

(以下簡稱合格醫院）開立已達公教人員 

保險失能給付標準（以下簡稱公保失能給 

付標準）所訂半失能以上之證明或經鑑定 

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身心障礙等 

級為重度以上等級，或罹患末期之惡性腫 

瘤 ，且缴有合格醫院出具之證明。

二 、 領有權責機關核發之全民健康保險永久 

重大傷病證明，並經服務機關認定不能從 

事本職工作，亦無法擔任其他相當工作。 

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年滿六十歲之年齡，於

擔任具有危險及勞力等特殊性質職務（以下簡 

稱危勞職務）者 ，得由其權責主管機關擬議酌 

減方案，送銓敍部認定之。但減低後之年齡不

一 、 本條規定申請自願退休之要件。

二 、 因應國家人口結構改變趨勢，並考量原退休 

法所定公務人員符合自願退休條件者應准 

其自願退休之規定，於實務上造成服務機關 

對於公務人員自願退休之申請案無裁量餘 

地 ，致機關無法兼顧其年度財務預算及人力 

運用問題而滋生困擾。爰將公務人員自願退 

休條件重新考量後，於第一項序文明定公務 

人員符合本項所定之任職年資與年齡條件 

者 ，經服務機關同意後，得准其自願退休。 

又基於維護公務人員自願退休權益之考 

量 ，服務機關除有年度預算是否足以支應， 

以及業務運作需要與人力運用等因素為裁 

量是否准許公務人員辦理自願退休之準據 

外 ，其餘若無特殊理由者，仍以「應」准當 

事人自願退休為原則。

三 、 為顧及公務人員因身心障礙或罹患末期之 

惡性腫瘤或領有永久重大傷病證明等健康 

因素而致難以繼績工作，並為落實建構社會 

安全網絡之照護意旨，爰於第二項規定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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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低於五十歲。

前項所稱權責主管機關，於中央指中央二 

級或相當二級以上機關；於直轄市指直轄市政 

府及直轄市議會；於縣（市）指縣（市）政府 

及 縣 （市）議會。

人員於符合該項二款條件之一者，應准予自 

願退休，其中領有權責機關核發之全民健康 

保險永久重大傷病證明，尚須經服務機關認 

定不能從事本職工作，亦無法擔任其他相當 

工 作 。

四 、 為兼顧不同職業別性質之差異，參照原退休 

法第四條第三項規定，於第三項規範各機關 

從事具有危險及勞力等特殊性質職務（以下 

簡稱危勞職務）者 ，得經其權責主管機關考 

量其機關人力運用需要並作通盤檢討後，送 

銓敍部認定屬危勞職務者得酌予減低其年 

齡 ；但不得低於五十歲。

五 、 第四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四條第四項，明定第 

三項所稱權貴主管機關之定義。

六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

第四條第一項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 ，應准其自願退休：

一 、 任職滿五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

二 、 任職滿二十五年者。

第四條第三項第一項第一款所規定之年 

齡 ，對於擔任具有危險及勞力等特殊性 

質職務者，由主管機關就其職務性質具 

體規定危險及勞力範圍，送經銓敍部認 

定後，酌予減低，但不得少於五十歲。 

第四條第四項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中央 

二級或相當二級以上機關、直轄市政 

府、直轄市議會、縣 （市）政府及縣（市） 

議會。

第十八條公務人員配合機關裁撤、組織變更或 

業務緊縮，經其服務機關依法令辦理精簡並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准其自願退休：

一 、 任職滿二十年。

二 、 任職滿十年而未滿二十年，年滿五十五 

歲 。

三 、 任本職務最高職等年功俸最高級滿三 

年 ，年滿五十五歲。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配合機關裁撤、組織變更 

或業務緊縮等人事精簡政策而退休之事宜。

二 、 為配合政府改造、提昇國家競爭力，提供公 

務人員多樣化退休選擇機會，進而促進新陳 

代謝，暢通人事陞遷管道，爰參照原退休法 

第四條第二項規定，明定較為彈性之退休條 

件 ，並規範應以配合組織、員額調整，依相 

關法令辦理精簡人員為適用對象。

三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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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退休法

第四條第二項配合機關裁撤、組織變更或 

業務緊縮並依法令辦理精簡，未符前項 

規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准其自願 

退休：

一 、 任職滿二十年以上者。

二 、 任職滿十年以上，年滿五十歲者。

三 、 任本職務最高職等年功俸最高級滿 

三年者。

第十九條公務人員任職滿五年，且年滿六十五 

歲 者 ，應辦理屆齡退休。

前項所定年齡，於擔任危勞職務者，得由 

其權責主管機關擬議酌減方案，送銓敍部認定 

之 。但減低後之年齡不得低於五十五歲。

前項所稱權責主管機關，比照第十七條第 

四項規定認定之。

公務人員應予屆齡退休之至遲退休生效 

曰期（以下簡稱屆退日）如 下 ：

一 、 於一月至六月間出生者，至遲為七月十六 

曰°

二 、 於七月至十二月間出生者，至遲為次年一 

月十六曰。

一 、 本條規定屆齡退休之要件。

二 、 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明 

定屆齡退休之條件。

三 、 為兼顧不同職業別性質之差異，爰參照原退 

休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規範各機 

關之危勞職務，得經其權責主管機關考量其 

機關人力運用需要並作通盤檢討後，送銓敍 

部認定危勞職務者之屆齡退休年齡得酌予 

減低；但不得低於五十五歲。

四 、 第三項明定第二項所稱權責主管機關之認 

定事宜。

五 、 第四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 

定 ，明定屆齡退休之至遲生效日期（以下簡 

稱屆退日）。

六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

第五條公務人員任職滿五年以上，年滿六 

十五歲者，應予屆齡退休。

前項所規定之年齡，對於擔任具有 

危險及勞力等特殊性質職務者，由主管 

機關就其職務性質具體規定危險及勞力 

範 圍 ，送經銓敍部認定後，酌予減低， 

但不得少於五十五歲。

第十六條第二項依第五條規定應予屆齡 

退休人員之退休生效日期如下：

一 、於一月至六月間出生者，至遲為七 

月十六曰。

二'於七月至十二月間出生者，至遲為 

次年一月十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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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公務人員任職滿五年且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由其服務機關主動申辦命令退休：

一 、 未符合第十七條所定自願退休條件，但經 

司法機關裁定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者 。

二 、 有下列身心傷病或障礙情事之一，經服務 

機關出具其不能從事本職工作，亦無法擔 

任其他相當工作之證明：

(一） 繳有合格醫院出具已達公保失能給 

付標準之半失能以上之證明，且已依 

法領取失能給付，或經鑑定符合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所定身心障礙等級為 

重度以上等級之證明。

(二） 罹患第三期以上之惡性腫瘤，且繳有 

合格醫院出具之證明。

三 、 經服務機關所屬單位主管依公務人員考 

績法規定，辦理平時考核並提經考績委員 

會依法定程序審核，確認有下列具體事實 

之一且已不能從事本職工作，亦無法擔任 

其他相當工作者：

(一） 情緒不穩，言行異常，致影響機關聲 

譽或業務績效，且有具體事證。

(二） 身心罹病且拒絕接受機關首長下達 

其應請病假治療之命令。

前項所定服務機關，於人事、政風及主計 

人員，依其具有考核等權責之機關認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人員，於主管人員及人事主 

管人員送請考績委員會初核時，應給予當事人 

陳述及申辯機會。

一 、 本條規定應予命令退休之要件及其辦理程 

序 。

二 、 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六條第一項及第二 

項 ，以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規範 

公務人員因身心傷病或障礙，致不堪勝任 

職務者應辦理命令退休之條件；另考量現行 

規定僅以「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 

(以下簡稱合格醫院）出具已達公教人員保 

險失能給付標準之半失能以上之證明」者為 

對象，時有經鑑定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 

定身心障礙等級為重度以上等級之證明或 

罹患第三期以上惡性腫瘤者，已不堪勝任職 

務 ，卻無法辦理命令退休，爰於第一項第二 

款增訂相關條件並明定其具體認定標準。此 

外 ，考 量 「未符合自願退休條件，惟經司 

法機關為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 

依法已不得擔任公務人員，加上是類人員未 

必取有合格醫院出具已達公教人員保險失 

能給付標準之半失能以上之證明，爰增訂第 

一款規定以供遵循。

三 、 為期明確，爰於第二項針對人事、政風及主 

計人員，明定第一項出具證明之服務機關依 

其具有考核等權責之機關認定之。

四 、 第三項明定第一項第三款人員於主管人員 

及人事主管人員送請考績委員會初核時，應 

給予陳述及申辯之機會，以符合程序正義。

五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原退休法

第六條第一項公務人員任職滿五年 

以 上 ，因身心 障 礙 ，致不堪勝任職 

務 ，繳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 

醫院出具已達公教人員保險失能給 

付標準所定半失能以上之證明，並經 

服務機關認定不能從事本職工作，亦 

無法擔任其他相當工作且出具證明 

者 ，應予命令退休。

第六條第二項公務人員任職滿五年 

以 上 ，因身心 障 礙 ，致不堪勝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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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且有具體事證而不願提出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醫療證明 

者 ，經主管人員及人事主管人員送請 

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首長核定後， 

應令其以病假治療；逾公務人員請假 

規則規定期限仍不堪勝任職務或仍 

未痊癒，應由機關主動辦理其命令退 

休 。

(二）原退休法施行細則第五條

依本法第六條第二項所定不堪勝 

任職務且有具體事證辦理命令退休 

者，除須經服務機關認定並出具不能從 

事本職工作，亦無法擔任其他相當工作 

之證明外，應同時有下列情事之一：

一 、 因疾病或受傷，連續請假逾三個 

月而無法銷假上班者。

二 、 於年度内請事假或病假，累計達 

六個月以上者。

三 、 因疾病或傷害，致生情緒不穩、 

言行異常或以言語侮辱他人，影響 

服務機關業務推動，並已列入平時 

考核紀錄者。

依本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經主管人 

員及人事主管人員送請考績委員會初核 

之程序，如機關未設有考績委員會，應送 

由上級機關考績委員會嚴實考核。

第二十一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人員 

之身心傷病或障礙係因執行公務所致（以下簡 

稱因公傷病）者 ，其命令退休不受任職年資滿 

五年之限制。

前項所稱因公傷病，指由服務機關證明並 

經審定機關審定公務人員之身心傷病或障 

礙 ，確與下列情事之一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

一 、 於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危險事故或遭受 

暴力事件或羅患疾病，以致傷病。

二 、 於辦公場所、公差期間或因辦公、公差往 

返途中，發生意外危險事故，以致傷病。 

但因公務人員本人之重大交通違規行為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因公命令退休之要件及其認 

定事宜。

二 、 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公務人 

員因公傷病而命令退休者，其任職年資毋庸受 

滿五年之限制，俾期表彰公務人員能無後顧而 

奮勉從公之精神。

三 、 第二項規定參照原退休法第六條第四項及 

其施行細則第六條規定，界定公務人員因公 

傷病之認定範圍，並規定由服_務機關出具符 

合因公傷病情形之相關證明，經審定機關審 

查認定，且其所受傷病應與本項各款事故具 

有相當因果關係。第二款後段所定「公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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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傷病者，不適用之。

三 、 於執行職務期間、辦公場所或因辦公、公 

差往返途中，猝發疾病，以致傷病。

四 、 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傷病。

前項各款因公傷病及其因果關係之認 

定，遇有疑義時，應遴聘學者及專家組成公務 

人員因公命令退休及因公撫卹疑義案件審查 

小組進行審查。

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所定猝發疾病或 

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傷病之審認，比照 

第五十三條第五項所定審查參考指引，提供前 

項審查小組審查個案之參考。

員本人之重大交通違規行為」於本法施行細 

則訂定之。

四 、 第三項參照原退休法施行細則第六條第五 

項規定，第二項各款因公傷病及其因果關係 

之認定，遇有疑義時，應遴聘學者及專家組 

成公務人員因公命令退休及因公撫卹疑義 

案件審查小組進行審查之機制。

五 、 第四項明定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所定猝 

發疾病或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傷病之 

審認，比照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五項所定審查 

參考指引，提供第三項審查小組審查個案之 

參考。

六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 原退休法

第六條第三項前二項人員係因公傷 

病致身心障礙而不堪勝任職務者，不 

受任職五年以上年資之限制。

第六條第四項前項所稱因公傷病，指 

經服務機關證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 ：

一 、 因執行職務發生危險，以致傷 

病 。

二 、 在辦公場所發生意外，以致傷 

病 。

三 、 因辦公往返途中遇意外危險，以 

致傷病。

四 、 盡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傷 

病 。

(二) 原退休法施行細則第六條

本法第六條第四項第一款所稱執 

行職務發生危險，以致傷病，指於執行 

職務時，遭受暴力、發生意外危險，或 

梓發疾病，且其傷病與所受暴力、所生 

意外或猝發疾病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本法第六條第四項第二款所稱在 

辦公場所發生意外，以致傷病，指在處 

理公務之場所，於辦公時間内或指定之 

工作時間内，因處理公務而發生意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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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或猝發疾病，且其傷病與所生意外或 

猝發疾病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本法第六條第四項第三款所稱因 

辦公往返途中遇意外危險，以致傷病， 

指發生意外危險必須在合理時間，以適 

當交通方法，前往辦公場所上班及退勤 

之必經路線途中，遭受暴力、發生意外 

危險或猝發疾病，且其傷病與所受暴 

力、所生意外或猝發疾病具有相當因果 

關係。但因公務人員本人之交通違規行 

為以致傷病者，不適用之。所稱前往辦 

公場所上班及退勤之必經路線途中，包 

含下列情形：

一 、 自居住處前往辦公場所上班途 

中。

二 、 在上班日之用膳時間，自辦公場 

所前往用膳往返途中。

三 、 自辦公場所退勤，直接返回居住 

處所途中。

四 、 自辦公場所退勤，直接返鄉省親 

或返回辦公場所上班途中。

本法第六條第四項第四款所稱盡

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傷病，指同時 

具備以下條件者：

一 、 由服務機關證明平時執行職務之 

具體事蹟。

二 、 服務機關附有其最近三年年終考 

績一年列甲等、二年列乙等以上； 

無最近三年年終考績者，以平時考 

核資料及服務機關出具之證明薮 

實認定之。但已因病連續請假者， 

以其開始連續請假前三年之年終 

考績或服務成績證明認定之。

三 、 由服務機關舉證其職責繁重以致 

傷病，且其傷病與職務間具有相當 

因果關係並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評鑑合格醫院開具醫療證明書記 

載之疾病或傷害原因證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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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項因公傷病之認定遇有疑義 

時，應遴聘學者及專家組成公務人員因 

公命令退休及因公撫卹疑義案件審查 

小組進行審查。

第二十二條公務人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 

者 ，應予資遣：

一 、 機關裁撤、組織變更或業務緊縮時，不符 

本法所定退休條件而須裁減之人員。

二 、 現職工作不適任，經調整其他相當工作 

後 ，仍未能達到要求標準，或本機關已無 

其他工作可予調任。

三 、 經合格醫院出具已達公保失能給付標準 

所定部分失能以上證明，並經服務機關認 

定不堪勝任職務。

四 、 依其他法規規定，應予資遣。

公務人員有前項第三款情形，不願提出合 

格醫院出具之醫療證明者，由服務機關比照第 

二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程序資遣之。

以機要人員任用之公務人員，有第一項第 

二款情事者，不適用第一項資遣規定。

一 、 本條規定應予資遣之要件及其相關事宜。

二 、 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列 

舉公務人員應予資遣之態樣。

三'第二項參照原退休法第七條第三項與第四 

項規定，明定公務人員有第一項第三款情形 

而當事人不願意提出合格醫院醫療證明時 

之處理程序（包含應給予當事人陳述及申辯 

之機會） ，以符合程序正義。

四'第三項參照原退休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明 

定機要人員資遣條件，並明定有第一項第二 

款情事不得適用本條第一項資遣規定（僅得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免職）。

五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

第七條第一項公務人員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予以資遣：

一 、 因機關裁撤、組織變更或業務緊 

縮 ，不符本法所定退休規定而須裁 

減人員者。

二 、 現職工作不適任，經調整其他相當 

工作後，仍未能達到要求標準，或 

本機關已無其他工作可以調任者。

三 、 未符前條第一項規定，經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證明身心衰 

弱 ，致不堪勝任職務者。

四 、 依其他法規規定應辦理資遣者。 

第七條第二項以機要人員任用之公務人

員 ，除因機關裁撤或有前項第三款及第 

四款情形者外，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七條第三項公務人員具有第一項第三 

款身心衰弱致不堪勝任工作情形，而不 

願提出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 

醫療證明者，應由服務機關比照前條第 

二項規定之程序予以資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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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資遣，應由 

其服務機關首長初核後，送權責主管機關或其 

授權機關（構）核定，再由服務機關檢齊有關 

證明文件，函送審定機關依本法審定其年資及 

給與。

前項所稱服務機關，於人事、政風及主計 

人員，比照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認定之；所稱 

權責主管機關，比照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認定 

之 。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辦理資遣之作業程序。

二 、 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第七條第四項規定，明 

定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資遣，應由其服務 

機關首長考核後，送權責主管機關或其授權 

機關（構）核定，再由服務機關檢齊有關證 

明文件，函送審定機關依本法審定其年資及 

給與。

三 、 第二項明定人事、政風及主計人員服務機關 

及所稱權責主管機關之認定範圍。

四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

第七條第四項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資 

遣 ，應由該機關首長考核後送請主管機 

關核定’並由該機關檢齊有關證明文件函 

轉銓敍部審定其年資及給與。依第一項第 

二款至第四款資遣者，於機關首長考核之 

前應先經考績委員會初核。考績委員會初 

核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

第二十四條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而申請 

退休或資遣者，應不予受理：

一 、 留職停薪期間。

二 、 停職期間。

三 、 休職期間。

四 、 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涉嫌内亂罪或外患 

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所涉犯罪尚未判決確定。

(二） 所涉犯罪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尚 

未確定。

(三) 所涉犯罪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尚 

未期滿。

五 、 涉嫌貪污治罪條例或刑法潰職罪章之 

罪 ，且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尚 

未確定。

六 、 因案經權責機關依法移送懲戒或送請監 

察院審查中，或已經權責機關依法為懲戒 

判決但尚未發生效力。

七 、 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

前項第四款至第七款人員，自屆退日起，

一 、 本條規定退休或資遣給與之審（核）定機關 

應不予受理申請案之法定事由。

二 、 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規範 

不予受理退休或資遣案之法定事由。其中第 

五款係為避免涉嫌貪瀆案之公務人員在未 

經停（免 、休）職或未移付懲戒或未移送監 

察院審查前申請退休或資遣並支領退休金 

或資遣給與，爰規範是類人員應不受理其退 

休及資遣申請；惟以是項限制涉案公務人員 

辦理退休之規定，影響公務人員退休權利甚 

鉅 ，爰為兼顧當事人退休權利，乃明文規定 

公務人員因涉嫌貪污治罪條例或刑法瀆職 

罪章之罪，且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 

且尚未確定者，始限制其不得申辦退休或資 

遣。另考量懲戒處分判決係於懲戒處分判決 

書送達受懲戒人主管機關之翌曰起始發生 

效力，爰為避免受懲戒人員於懲戒判決發生 

效力前即申請辦理退休或資遣，爰明定於懲 

戒判決發生效力前亦不受理其申請退休或 

資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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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先行停職。

第一項第二款及前項人員自屆退日至原 

因消滅之日，得比照停職人員發給半數之本 

(年功）俸額。

三 、 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 

至第七款人員已逾屆退日，但所涉案件尚未 

判決確定而仍不得受理其退休時之處理方 

式及權益保障措施。

四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

第二H 條第一項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 

之一而申請退休或資遣者，應不予受理： 

一 、留職停薪期間。

二 '停職期間。

三 、 休職期間。

四 、 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涉嫌内亂 

罪 、外患罪’尚未判決確定*或不 

起訴處分未確定，或緩起訴尚未期 

滿 。

五 、 涉犯貪污治罪條例或刑法瀆職罪章 

之罪，經第一審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以 上 之 刑 。

第二十五條公務人員有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至 

第七款情形而逾屆退曰者，應於原因消滅後六 

個月内，以書面檢同相關證明文件，送原服務 

機關申請屆齡退休。

前項人員均以其屆退日為退休生效日。但 

休職人員應以原因消滅並經權責機關核准復 

職之日為其退休生效曰。

第一項人員於所定六個月應辦理期限内 

死亡者，其第四十三條所定遺族得申請依一次 

退休金之標準核發給與。但其已達得擇領月退 

休金條件者，其遺族得依第四十三條至第四十

六 、 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移送懲戒或送 

請監察院審查中。

七 、 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

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前項第四款至第七款 

人員，自屆齡退休至遲生效日（以下簡稱 

屆退曰）起 ，應先行停職。

第二十一條第三項第一項第二款及前項 

人員自屆退日至原因消滅之日，得比照停 

職人員發給半數之本（年功）俸 。

^本條規定依第二十四條規定受暫時凍結申^ 

辦退休公務人員逾屆退日者之保障機制及 

申辦退休之配套機制。

、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規 

定，明定公務人員有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至第七款情形而逾屆退日者，應於原因消 

滅後六個月内，以書面檢同相關證明文件， 

送原服務機關申請屆齡退休。

、第二項參照原退休法第二十一條第六項規 

定 ，明定第一項人員申辦退休之生效日，以 

杜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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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條規定，擇領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

第一項人員依前條第三項規定所領之半 

數本（年功）俸 （薪 ）額 ，由退休金支給或發 

放機關自所發退休金，或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 

金中竅實扣抵收回之。

第一項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仍不得辦 

理退休：

一 、 依法被撤職、免職或免除職務。

二 、 六個月應辦理期限屆滿時，仍有第七十五 

條所定喪失辦理退休權利之法定事由者。

四 、 第三項參照原退休法第二十一條第五項規 

定，針對第一項人員於所定六個月應辦理期 

限内死亡者，其遺族得支領相關給與之機 

制 。

五 、 第四項參照原退休法第二十一條第七項規 

定 ，明定第一項人員溢領給與之繳回機制。

六 、 第五項參照原退休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但 

書規定，明定第一項人員，如仍有「依法被 

撤職、免職或免除職務」，或 「六個月應辦 

理期限屆滿時，仍有喪失辦理退休權利之法 

定事由」者 ，仍不准其申辦退休。

七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

第二十一條第四項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 

款人員逾屆退日者，應於原因消滅後六 

個月内，以書面向原服務機關申請辦理 

退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仍不得辦 

理退休：

一 、 撤職或免職。

二 、 六個月應辦理期限屆滿時，仍有第 

二十二條所定喪失辦理退休權利之 

法定事由者。

第二十一條第五項前項人員於所定六個 

月應辦理期限内死亡者，遺族得申請依 

一次退休金之標準核發給與。但退休條 

件已達得擇領月退休金，且其遺族符合 

第十八條第四項所定條件者，得按應領 

月退休金之半數，給與月撫慰金。

第二十一條第六項前二項人員均以其屆 

退曰為退休生效日。但休職人員應以原 

因消滅並經權責機關核准復職之日為其 

退休生效日。

第二十一條第七項前項人員依第三項規 

定所領之半數本（年功）俸 ，應由退休 

金支給（發放）機關自所發退休給與或 

撫慰金中，竅實收回。

第二節退休給付 節名

第二十六條退休人員之退休金分下列三種： 一 、本條規定退休金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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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次退休金。

二 、 月退休金。

三 、 兼領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與二分之一 

之月退休金。

公務人員依前項第三款兼領月退休金之 

退休金，各依其應領一次退休金與月退休金， 

按比率計算之。

二 、 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明 

定退休金種類。

三 、 第二項參照原退休法第九條第五項規定，明 

定兼領月退休金者，其一次退休金及月退休 

金應照兼領比率計算之。

四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

第九條第一項退休金之給與種類如下：

一 、 一次退休金。

二 、 月退休金。

三 、 兼領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與二分 

之一之月退休金。

第九條第五項依第一項第三款兼領月退 

休金之退休給與，各依其應領一次退休 

金與月退休金按比例計算之。

第二十七條公務人員於本法公布施行前退休 

者 ，其退休金以最後在職經銓敍審定之本（年 

功）俸 （薪）額為計算基準，並依下列規定計 

算基數内涵：

一'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之給與：一次退休金 

以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之本（年功）俸 

(薪）額加新臺幣九百三十元為基數内 

涵；月退休金以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之本 

(年功）俸 （薪）額為基數内涵，另十足 

發給新臺幣九百三十元。

二 、退撫、新制實施後年資之給與：以最後在職 

同等級人員之本（年功）俸 （薪）額加一 

倍為基數内涵。

公務人員於本法公布施行後退休者，其退 

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應給之退休金，依下列 

規定計算基數内涵：

一 、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之給與：

(一） 一次退休金：依附表一所列退休年度 

適用之平均俸（薪）額 ，加新臺幣九 

百三十元為基數内涵。

(二） 月退休金：依附表一所列退休年度適 

用之平均俸（薪）額為基數内涵；另 

十足發給新臺幣九百三十元。

一 、 本條規定本法公布施行前、後退休者之退休 

金計算基準及基數内涵。

二 、 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方案係規劃逐年調 

降公務人員退休所得，基於信賴保護原則， 

爰規定於本法公布施行前退休者，其退休金 

給與仍照原規定（即原退休法）辦理，惟考 

量原退休法將配合本法之公布同日廢止，為 

免公務人員於本法公布施行前計給退休金 

之標準失其所據，爰於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 

第九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三十一條第四項 

規定，明定於本法公布施行前退休者，其退 

休金給與應以表後在職經4全敍審定之棒 

(薪）點所折算之俸（薪）額為其計算基準 

與基數内涵，以為法令依據。

三 、 配合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方案係規劃逐 

年調降公務人員退休所得，並規劃將公務人 

員退休金計算基準自本法公布施行第一年 

起 ，從最後在職之本（年功）俸 （薪）額 ， 

調整為最後在職往前「五年平均俸（薪） 

額」，之後逐年拉長一年，調整至最後在職 

往 前 「十年平均俸（薪）額」。爰據以於第 

二項規定公務人員於本法公布施行後退休 

者 ，其退撫新、舊制年資應給之退休金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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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退撫新制實施後年資之給與：依附表一所 

列各年度平均俸（薪）額加一倍為基數内 

涵 。

公務人員於本法公布施行前，已符合法定 

支領月退休金條件而於本法公布施行後退休 

生效者，其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應給之退 

休金，仍按第一項所定退休金計算基準與基數 

内涵計給之。

基準及基數内涵。另為求立法經濟，爰於附 

表一明列各年度平均俸（薪）額 。又公務人 

員於本法公布施行後退休者，依退休年度所 

適用之平均俸（薪）額為退休金計算基準， 

之後不再調整。

四 、 為避免計算公務人員退休金給與之計算基 

準修正，造成現職公務人員搶著退休，爰於 

第三項規定公務人員於本法公布施行前，已 

成就支領月退休金條件，而於本法公布施行 

後退休者，其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應給 

之退休金，保障其得按第一項所定退休金計 

算基準與基數内涵計給。

五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

第九條第二項一次退休金，以退休生效日 

在職同等級人員本（年功）俸加一倍為 

基數内涵，每任職一年給與一又二分之 

一個基數，最高三十五年給與五十三個 

基數。未滿一年者，每一個月給與八分 

之一個基數。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 

計 。

第九條第三項月退休金，以在職同等級人 

員之本（年功）俸加一倍為基數内涵， 

每任職一年，照基數内涵百分之二給 

與 ，最高三十五年，給與百分之七十為 

限 。未滿一年者，每一個月照基數内涵 

六百分之一給與。未滿一個月者，以一 

個月計。

第三十一條第四項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實 

施前任職年資應給與之退休金，依下列 

標準計算：

一 、一次退休金，以退休人員最後在職 

等級，按退休生效日在職同等級人 

員本（年功）俸加新臺幣九百三十 

元為基數内涵，任職滿五年者，給 

與九個基數，每增一年加給二個基 

數 ；滿十五年後，另行一次加發二 

個基數，最高總數以六H•—個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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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未滿一年者，每一個月給與 

六分之一個基數。未滿一個月者， 

以一個月計。

二 、月退休金，以退休人員最後在職等 

級 ，按在職同等級人員本（年功） 

俸為基數内涵，每任職一年，照基 

數内涵百分之五給與，未滿一年 

者 ，每一個月給與一千二百分之 

五 ；滿十五年後，每增一年給與百 

分之一，未滿一年者，每一個月給 

與一千二百分之一，最高以百分之 

九十為限。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 

月計。另十足發給新臺幣九百三十 

元 。

第二十八條公務人員所具退撫新制實施前任 

職年資應給與之退休金，依前條所定退休金計 

算基準與基數内涵，按下列標準計算給與：

一 、 一次退休金：任職滿五年者，給與九個基 

數 ；以後每增一年，加給二個基數；滿十 

五年後，另行一次加發二個基數；最高總 

數以六十一個基數為限。其退休年資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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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退休金：每任職一年，照基數内涵百分 

之五給與；未滿一年者，每一個月給與一 

千二百分之五；滿十五年後，每增一年給 

與百分之一；最高以百分之九十為限。其 

退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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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所具退撫新制實施前任 

職年資之退休金計算標準。

二 、 本條參照原退休法第三十一條第四項規 

定，明定公務人員所具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 

年資之一次退休金及月退休金計算標準。

三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

第三十一條第四項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實 

施前任職年資應給與之退休金，依下列 

標準計算：

----- 次退休金，以退休人員最後在職

等級，按退休生效日在職同等級人 

員本（年功）俸加新臺幣九百三十 

元為基數内涵，任職滿五年者，給 

與九個基數，每增一年加給二個基 

數 ；滿十五年後，另行一次加發二 

個基數，最高總數以六十一個基數 

為限。未滿一年者，每一個月給與 

六分之一個基數。未滿一個月者， 

以一個月計。

二 、月退休金，以退休人員最後在職等 

級 ，按在職同等級人員本（年功） 

俸為基數内涵，每任職一年，照基 

數内涵百分之五給與，未滿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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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每一個月給與一千二百分之 

五 ；滿十五年後，每增一年給與百 

分之一，未滿一年者，每一個月給 

與一千二百分之一，最高以百分之 

九十為限。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 

月計。另十足發給新臺幣九百三十 

元 。

第二十九條公務人員所具退撫新制實施後任 

職年資應給與之退休金，依第二十七條所定退 

休金計算基準與基數内涵，按下列標準計給：

一 、 一次退休金：按照任職年資，每任職一 

年 ，給與一又二分之一個基數，最高三十 

五年，給與五十三個基數；退休審定總年 

資超過三十五年者，自第三十六年起，每 

增加一年，增給一個基數，最高給與六十 

個基數。其退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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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退休金：按照任職年資，每任職一年， 

照基數内涵百分之二給與，最高三十五 

年 ，給與百分之七十；退休審定總年資超 

過三十五年者，自第三十六年起，每增一 

年 ，照基數内涵百分之一給與，最高給與 

百分之七十五。其退休年資未滿一年之畸 

零月數，按畸零月數比率計給；未滿一個 

月者，以一個月計。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所具退撫新制實施後任 

職年資之退休金計算標準。

二 、 本條參照原退休法第九條第二項、第三項及 

第六項規定，明定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實施後 

任職年資之一次退休金及月退休金計算標 

準。配合第十四條第三項已明定本法公布施 

行後退休生效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實施前、 

後之任職年資可連同併計；擇領月退休金 

者 ，最高採計四十年；擇領一次退休金者， 

最高採計四十二年，爰針對退休審定總年資 

超過三十五年者，參照原退休法第九條第六 

項相同之增給規定，於第一款明定一次退休 

金的給與，最高給與六十個基數（相當四十 

二年）；至於月退休金給與，考量退撫制度 

改革方案實施，有意鼓勵公務人員久任，爰 

亦於第二款規定，按超過三十五年之年資， 

自第三十六年起，增給月退休金給與比率至 

最高百分之七十五（相當四十年）。

三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原退休法

第九條第二項一次退休金，以退休生 

效曰在職同等級人員本（年功）俸加 

一倍為基數内涵，每任職一年給與一 

又二分之一個基數，最高三十五年給 

與五十三個基數。未滿一年者，每一 

個月給與八分之一個基數。未滿一個 

月者，以一個月計。

第九條第三項月退休金，以在職同等 

級人員之本（年功）俸加一倍為基數 

内涵，每任職一年，照基數内涵百分 

之二給與，最高三十五年，給與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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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七十為限。未滿一年者，每一個月 

照基數内涵六百分之一給與。未滿一 

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第九條第五項依第一項第三款兼領 

月退休金之退休給與，各依其應領一 

次退休金與月退休金按比例計算之。 

第九條第六項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七 

月一日以後初任公務人員且服務逾 

三十五年者，一次退休金之給與，自 

第三十六年起，每年增給一個基數， 

但最高給與六十個基數為限；月退休 

金之給與，自第三十六年起，每年增 

給百分之一，以增至百分之七十五為 

限 ；未滿一年者，每一個月照基數一 

千二百分之一給與，未滿一個月者， 

以一個月計。

(二)原退休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第二項

依本法第九條第六項增給年資加 

發之一次退休金，其未滿一年者，每一 

個月給與十二分之一個基數；未滿一個 

月者，以一個月計。

第三十條公務人員任職年資未滿十五年而依 

本法辦理退休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支領 

一次退休金。

公務人員任職滿十五年而依第十七條第 

二項或第十九條至第二H — 條規定，辦理退休 

者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其退休金由公務人員 

依第二十六條所定退休金種類，擇一支領。

公務人員依第十八條規定辦理退休者，依 

下列規定支領退休金：

一 、 任職滿二十年者：

(一） 年滿六十歲，得依第二十六條所定退 

休金種類，擇一支領。

(二） 年齡未滿六十歲者，得依第三十一條 

第三項規定，擇一支領退休金並以年 

滿六十歲為月退休金起支年齡。

二 、 任職滿十五年而未滿二十年，且年滿五十 

五歲者，得依第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擇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擇領退休金種類之條件。

二 、 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明定公務人員任職年資未滿十五年而 

辦理退休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僅得支領 

一次退休金。

三 、 第二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明定公務人員任職滿十五年而依第十 

七條第二項或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規定 

辦理退休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其退休金 

應由該公務人員依第二十六條所定退休金 

種類，擇一支領之。

四 、 第三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明 

定公務人員依第十八條規定「配合機關組織 

精簡而辦理彈性退休」者 ，依其任職年資與 

年齡條件，按 「任職滿二十年者」、「任職 

滿十五年而未滿二十年，年滿五十五歲者」 

及 「任本職務最高職等年功俸最高級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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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領退休金並以年滿六十五歲為月退 

休金起支年齡。

三 、任本職務最高職等年功俸最高級滿三年 

且年滿五十五歲者：

(一） 任職年資超過十五年者，得依第三十 

一條第三項規定，擇一支領退休金並 

以年滿六十五歲為月退休金起支年 

齡 。

(二) 任職年資未滿十五年者，應支領一次 

退休金。

第三H■—條公務人員任職滿十五年，依第十七 

條第一項規定辦理退休者，符合下列月退休金 

起支年齡規定，得擇領全額月退休金：

一 、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曰以 

前退休且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 年滿六十歲。

(二) 任職年資滿三十年且年滿五十五歲。

二 、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退休者，應年滿六十 

歲 ，其後每一年提高一歲，至中華民國一 

百十五年一月一曰以後為六十五歲。

公務人員任職滿十五年，依第十七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退休者，年滿五十五歲，得擇領全 

額月退休金。但身心障礙等級為極重度者，年 

滿五十歲，得擇領全額月退休金。

前二項人員於未達月退休金起支年齡 

前 ，得就下列方式，擇一請領退休金：

一 、 支領一次退休金。

二 、 至年滿月退休金起支年齡之日起，領取全 

額月退休金（以下簡稱展期月退休金）。

三 、 提前於年滿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前，開始領 

取月退休金；每提前一年，減發百分之四 

(以下簡稱減額月退休金） ，最多得提前 

五年，減發百分之二十。

年 ，年滿五十五歲者」，分別規定渠等得擇 

領退休金之種類及支領月退休金之起支年 

齡 。

五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第十條

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五條及第六 

條辦理退休者，退休金依下列規定給與：

一 、 任職五年以上未滿十五年或屆齡延長 

服務者，給與一次退休金。

二 、 任職滿十五年以上，由退休人員就前 

條第一項之退休金種類擇一支領。 

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辦理退休人員，除

任職滿二十年以上且年滿五十五歲者得擇 

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外，僅得支領一次退休 

金 。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自願退休之月退休金起 

支年齡相關事宜。

二 、 一百年一月一日修正施行之原退休法雖已 

將任職年資滿二十五年而自願退休人員之 

月退休金起支年齡一由五十歲延後至六十 

歲且訂有十年過渡規定至一百零九年十二 

月三H■—日止；惟基於以下考量，規劃將月 

退休金起支年齡再予延後，並逐年延後一 

歲 ，最高延至六十五歲止，同時與現行規定 

銜接實施，以為過渡，爰將相關規定定於第 

一項：

(一） 我國近年來人口老化趨勢未見緩和，至 

一百零四年，男、女零歲人口之平均餘 

命分別為七十七點零一歲及八十三點 

六二歲，兩性平均餘命為八十點二歲； 

另據國家發展委員會對未來人口之推 

估 ，至一百五十年，男、女平均餘命將 

分別達到八H■—歲及八十七點六歲，是 

若我國公務人員月退休金之起支年齡 

未能再作適當調整，將無法因應人口持 

續老化之趨勢。

(二） 由於醫學科技發展及國人保健知識提 

升 ，現行制度下，公務人員於六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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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支領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並至年滿月 

退休金起支年齡之日起領取二分之一之 

月退休金。

五 、 支領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並提前於年 

滿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前開始領取二分之 

一之月退休金，每提前一年減發百分之 

四 ，最多得提前五年減發百分之二十。

公務人員退休生效日在本法公布施行

前，原經審定支領展期月退休金或減額月退休 

金者，仍依原適用之規定辦理。

第一項人員依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退休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擇領或兼領全額 

月退休金，不受第一項月退休金起支年齡之限 

制 ：

一 、 曾依公教人員保險法規定領有失能給 

付，且於退休前五年内有申請延長病假致 

考績列丙等或無考績之事實。

二 、 退休生效時符合下列年齡規定，且可採計 

退休年資與實際年齡合計數大於或等於 

附表二所定年度指標數：

(一）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曰以前退休者，應年滿五十歲。

(二）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曰至中華 

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三H— 曰退 

休者，應年滿五十五歲。

(三） 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曰以後 

退休者，應年滿六十歲。

前項第二款所定退休年資與實際年齡合 

計數，應以整數年資及整數歲數合併計算之； 

未滿一年之畸零年資或歲數均不計。

時 ，體能狀況仍屬良好，且已累積豐富 

工作經驗，若任令其提早退休並開始領 

取月退休金，將形成人力過早閒置情 

形 ，對國家社會整體而言，實為人力資 

源之浪費。

(三）隨國人平均餘命增長，政府及退撫基金 

之給付年限亦將隨之增加一以五十五 

歲至六十歲退休者為例，其領受月退休 

金之平均年限仍長達二十三年至二十 

八年，對於政府及退撫基金之財務壓力 

仍屬沈重。

三 、 審酌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所定因身心障 

礙或罹患末期惡性腫瘤或領有永久重大傷 

病卡等情形申請自願退休者，其身體健康狀 

態有別於一般公務人員，爰於第二項明定其 

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為五十五歲；另身心障礙 

等級為極重度等級者，其月退休金起支年齡 

則訂為五十歲。

四 、 第三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對於公務人員未符第一項規定之月退休 

金起支年齡者，仍得先行辦理退休。至於其 

擇領一次退休金者，自得於退休時立即領 

取 ；若擇領月退休金者，則可選擇延至屆滿 

第一項規定之起支年齡後，再開始領取；亦 

可選擇於屆滿該年齡前，提前領取減額月退 

休金一每提前一年，減額百分之四，最多提 

前五年，共扣減百分之二十。另亦得選擇支 

領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及二分之一之展 

期月退休金或二分之一之減額月退休金。

五 、 基於法律適用原則，於第四項規定本法施行 

前，已經審定准予領取展期月退休金或減額 

月退休金者，其原經審定支領展期月退休金 

或減額月退休金，仍依適用之規定辦理。

六 、 第五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一條第三項及第 

四項規定，明定得不受第一項月退休金起支 

年齡限制之例外規定，另配合公務人員考績 

法相關規定，將原列考績丙等規定，修正為 

係因延長病假致考績列丙等或無考績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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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考績列丙等若係因其他因素所致，即非 

本項適用對象。

七 、 為因應國家人口結構鉅變（人口老化與少子 

女化），第六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一條第五 

項規定，明定第五項第二款所定指標數之計 

算方式，以落實留任精壯人力及穩健延緩公 

務人員退休年齡之政策目標。

八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第十一條

第一項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辦理退休 

時 ，符合下列月退休金起支年齡規定者， 

得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

一 、 年滿六十歲。

二 、 任職年資滿三十年以上且年滿五十 

五歲。

第二項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辦理退 

休 ，未達前項第一款、第二款規定月退休 

金起支年齡者，就下列方式擇一領取退休 

金 ：

一 、 支領一次退休金。

二 、 至年滿月退休金起支年齡之日起領 

取月退休金。

三 、 提前於年滿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前開 

始領取月退休金，每提前一年減發 

百分之四，最多得提前五年減發百 

分之二十。

四 、 支領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並至 

年滿月退休金起支年齡之日起領取 

二分之一之月退休金。

五 、 支領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並提 

前於年滿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前開始 

領取二分之一之月退休金，每提前 

一年減發百分之四，最多得提前五 

年減發百分之二十。

第三項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辦理退休 

人員，曾依公教人員保險法規定領有失能 

給付，且於退休前五年内曾有考績列丙等 

及請延長病假之事實者，得擇領或兼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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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不受第一項月退休金起支年齡限 

制 。

第四項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曰修 

正施行前任職滿二十五年以上且年滿五 

十歲者，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辦理退休 

時，得就第九條第一項之退休金種類擇一 

支領，不受第一項月退休金起支年齡之限 

制 。

第五項除前項人員外，本法中華民國一百 

年一月一日修正施行前具有依本法合於 

採計退休之年資者，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辦理退休時，其年資與年齡之合計數與 

附表一規定之指標數相符或高於指標 

數 ，且年滿五十歲以上者，亦得擇領或兼 

領月退休金，不受第一項月退休金起支年 

齡之限制。年資與年齡合計數之計算，未 

滿一年畸零月數不計入。

第三十二條公務人員依第二H 條規定辦理 

因公傷病命令退休並請領一次退休金時，其任 

職未滿五年者，以五年計給。其請領月退休金 

時 ，任職未滿十五年者，以十五年計給。

公務人員依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一款規 

定辦理因公傷病命令退休者，加發五至十五個 

基數之一次退休金。其加發標準於本法施行細 

則定之。

前項人員加發一次退休金時，因同一事由 

而其他法律另有加發規定者，僅得擇一支領。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因公傷病命令退休之年 

資及其加發退休金事宜。

二 、 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 ，明定因公傷病命令退休者，請領一次退 

休金及月退休金時，其退休年資得按擬制年 

資計算之標準。

三 、 第二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三條第二項前段 

規定，對於因執行職務發生危險以致傷病辦 

理命令退休者之退休金加發標準，並授權於 

本法施行細則訂定其加發標準=

四 、 第三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三條第二項後段 

規定，明確規範公務人員辦理因公傷病命令 

退休者，其加發一次退休金之同一事由如於 

其他法律（例如：警察人員人事條例及關務 

人員人事條例等）另有加發退休金之規定 

者 ，僅得擇一支領，以避免同一事由重複加 

發給與之情形。

五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第十三條

第一項因公傷病之命令退休人員請領一 

次退休金者，任職未滿五年，以五年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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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係請領月退休金者，任職未滿二十年， 

以二十年計。

第二項依第六條第四項第一款辦理退休 

人員，另加發五至十五個基數之一次退休 

金 ，其加發之標準，由考試院定之。因同 

一事由，其他法律另有加發退休金之規定 

者 ，僅得擇一支領之。

第三十三條公務人員依第十七條第三項規 

定 ，辦理危勞職務自願退休時，其退休金依下 

列規定給與：

一 、 退休年資未滿十五年者，給與一次退休 

金 。

二 、 退休年資滿十五年且年滿五十五歲者，得 

依第二十六條所定退休金種類，擇一支 

領 。

三 、 退休年資滿十五年而未滿五十五歲者，依 

第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擇一支領退休 

金 。

一 、 本條規定擔任危勞職務者辦理自願退休時 

之退休金發給事宜。

二 、 參照原退休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明定擔 

任危勞職務辦理自願退休時之退休金擇領 

條件。另關於擔任危勞職務者自願退休月退 

休金起支年齡之訂定，茲以基層警察人員為 

例 ，依據内政部警政署說明，警察工作具危 

險性、辛勞性及緊急性，須長時間處於高危 

險性之情境，勤務時間亦不固定，致罹患疾 

病及發生意外之可能性較一般公務人員為 

高，依其統計，危勞職務基層警察人員自願 

及屆齡退休後，於一百年至一百零四年間亡 

故者，平均亡故年齡為六十九點七六歲，此 

相較於一百零四年度國人兩性平均壽命八 

十點二歲，差距至少十年以上，爰一般自願 

退休者之月退休金起支年齡訂為六十五

歲，而危勞人員自願退休月退休金起支年齡 

定為五十五歲。

三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第十二條第一項

依第四條第三項辦理退休者，退休金 

依下列規定給與：

一 、 任職五年以上未滿十五年者，給與一 

次退休金。

二 、 任職滿十五年以上且年滿五十五歲 

者 ，由退休人員就第九條第一項之退 

休金種類擇一支領。

三 、 任職滿十五年以上未滿五十五歲之月 

退休金起支年齡者，依前條第二項規 

定方式擇一領取退休金。

第三十四條退休公務人員因兼具退撫新制實 一 、本條配合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方案之推動，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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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前、後年資而得依原公務人員退休法第三十 

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核發補償金者，於本法 

公布施行之日起一年内退休生效時，仍依原規 

定核發。

本法公布施行前已依原公務人員退休法 

第三十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審定並領取補 

償金者，仍照本法公布施行前原適用之規定發 

給 。

前項人員已依原公務人員退休法第三十 

條第二項規定審定並領取月補償金者，於本法 

公布施行後，以其核定退休年資、等級，按退 

休時同等級現職人員本（年功）俸 （薪 ）額 ， 

依原公務人員退休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計 

算其應領之一次補償金，扣除其於本法公布施 

行前、後所領之月補償金後，補發其餘額。無 

餘額者，不再補發。

除原退休法第三十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發給年資 

補償金之規定。

二 、 第一項針對公務人員兼具退撫新制實施 

前、後年資並已符合原退休法第三十條第二 

項及第三項規定者，自本法公布施行之曰 

起 ，給予一年過渡期間，准予適用原規定核

發補償金。

三 、 第二項針對本法公布施行前已審定並領取 

補償金者，明定仍照本法公布施行前原適用 

之規定發給。

四 、 考量本法公布施行前已退休且擇領月補償 

金者，因所領月補償金尚須計入其月退休總 

所得併受替代率上限限制，並列為應扣減項 

目，此對於近年已退休並擇領月補償金者， 

相較於其原得擇領之一次補償金，顯有失衡 

平 ，爰為保障渠等權益，對於已擇領月補償 

金而尚未領達一次補償金金額者，明定應補 

發其未滿一次補償金之餘額。此外，考量部 

分已擇領是項月補償金者，其月退休金總所 

得在依第三十六條調降優惠存款利息後，已 

低於第三 十 七 條及第三 十 八 條所定各年度 

替代率上限金額，而無須再扣減（或部分扣 

減）月退休金（含月補償金），致在本法施行 

後 ，仍得支領全額或部分月補償金，爰明定 

本項所定「所領之月補償金」應包含本法公 

布施行前、後所領之月補償金。

五 、 參考條文：

原退休法第三十條第二項

退撫新制實施前已有任職年資未滿十 

五年，於退撫新制實施後退休，其前、後任 

職年資合計滿十五年以上，擇領月退休金 

者，另按退撫新制實施前未滿十五年之年資 

為準，依下列規定擇一支給補償金，由各級 

政府編列預算支給：

一 、每減一年增給二分之一個基數之一次 

補償金。

二 '每減一年，增給基數二百分之一之月 

補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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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退休法第三十條第三項

退撫新制實施前已有任職年資未滿二 

十年，於退撫新制實施後退休，其前後任職 

年資合計滿十五年擇領月退休金者，依其在 

退撫新制實施後年資，每滿六個月一次增發 

二分之一個基數之補償金，最高一次增發三 

個基數，至滿二十年止。其前、後任職年資 

合計逾二十年者，每滿一年減發二分之一個 

基數之補償金，至滿二十六年者不再增減。 

其增減基數之補償金，由退撫基金支給。

第三十五條退休公務人員按其退撫新制實施 

前任職年資所領取之一次退休金，及退撫新制 

實施前參加公保年資所領取之一次養老給 

付 ，得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優惠存 

款 。

前項一次退休金與公保一次養老給付優 

惠存款之適用對象、辦理條件、可辦理優惠存 

款金額、期限、利息差額補助及其他有關優惠 

存款之事項，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以辦法定 

之 。

本法公布施行前已退休並支領或兼領月 

退休金人員，其辦理公保一次養老給付優惠存 

款之金額，依本法公布施行前之規定辦理。

一 、 本條規定退休公務人員具有退撫新制實施 

前任職年資所領取之所得辦理優惠存款之 

相關事宜"

二 、 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明定退休公務人員具有退撫新制實施前 

任職年資所領取之一次退休金，以及退撫新 

制實施前參加原公務人員保險（以下簡稱公 

保）年資所領取之一次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 

款之法源依據。

三 、 第二項參照原退休法第三十二條第五項規 

定 ，明定優惠存款之適用對象、辦理條件、 

可辦優惠存款金額、期限、利息差額補助及 

其他有關優惠存款之事項，授權由考試院會 

同行政院以辦法定之。

四 、 考量優惠存款利率之調降係自本法公布施 

行後第一年開始實施，且針對已退休人員之 

優惠存款本金並不重新計算，爰於第三項規 

定 ：本法公布施行前退休人員，其辦理公保 

一次養老給付優惠存款之金額，仍依本法公 

布施行前規定辦理。

五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

第三十二條第一項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 

年資，依前條或退撫新制實施前原規定標 

準核發之一次退休金及退撫新制實施前 

參加公務人員保險年資所領取之養老給 

付，得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優惠 

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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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第五項第一項一次退休金與 

養老給付優惠存款之適用對象、辦理條 

件 、期限、利率、利息差額補助、金額及 

前二項退休所得、現職待遇、百分比訂定 

之細節等相關事項，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 

以辦法定之。

第三十六條退休公務人員支領月退休金者，其 

公保一次養老給付之優惠存款利率（以下簡稱 

優存利率），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本法公布施行後第一年及第二年，年息百 

分之九。

二'本法公布施行後第三年及第四年，年息百 

分之六。

三'本法公布施行後第五年及第六年，年息百 

分之三。

四 、本法公布施行後第七年起，年息為零。

前項人員公保一次養老給付之優存利 

息，依前項規定計算後，其每月退休所得低於 

第三十七條及附表三所定第十一年替代率上 

限金額時，按該金額中，屬於公保一次養老給 

付優存利息部分，照年息百分之十八計算其公 

保一次養老給付可辦理優惠儲存之金額。但依 

本法公布施行前規定計算之每月退休所得（以 

下簡稱原金額）原即低於第三十七條及附表三 

所定第十一年替代率上限金額者，依原儲存之 

金額及年息百分之十八辦理優惠存款。

依前二項、第三十七條至第三十九條規定 

計算後之每月退休所得低於或等於最低保障 

金額者，應按最低保障金額中，屬於公保一次 

養老給付優存利息部分，照年息百分之十八計 

算其公保一次養老給付可辦理優惠儲存之金 

額 。但原金額原即低於最低保障金額者，依原 

儲存之金額及年息百分之十八辦理優惠存款。

退休公務人員支領一次退休金者，其一次 

退休金與公保一次養老給付之優存利率，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 、一次退休金與公保一次養老給付合計之

一 、 本條係依據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方案，明 

定退休公務人員辦理優惠存款之利率（以下

簡稱優存利率）。

二 、 第一項明定支領月退休金人員，其公保一次 

養老給付優存利率調降方式，以六年過渡 

期 ，自本法公布施行後第一年起，先由年息 

百分之十八調降至百分之九，其後每二年調 

降百之三，至第七年起調降至零，俾使優惠 

存款制度走入歷史。

三 、 審酌八十四年七月一曰退撫新制實施前之 

退休人員，其原有月退休所得相對較低且係 

平均年齡已達八十歲以上之高齡者，其公保 

一次養老給付優存利率依第一項規定調降 

後 ，其月退休所得多低於本法第三十七條及 

其附表所定之最後替代率上限金額，相較於 

退撫新制實施後退休人員之月退休所得調 

降後，仍可維持以法定替代率上限金額支領 

而言，是類早期退休且高齡者之退休權益顯 

有失衡。因此，基於人道關懷及弱勢照顧之 

精神，爰於第二項明定公保一次養老給付之 

優存利息，依第一項規定計算後，其每月退 

休所得，如低於第三十七條及附表三所定第 

十一年替代率上限金額時，應按該金額中， 

屬於公保一次養老給付優存利息部分，仍照 

年息百分之十八之優存利率計算其相應可 

辦理優惠存款之本金，以適度保障其退休權 

益。但依本法公布施行前規定計算之每月退 

休所得（以下簡稱原金額）原即低於該替代 

率上限金額者，仍維持依其原儲存金額及年 

息百分之十八辦理。

四 、 第三項係為確保退休公務人員經調降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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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優存利息高於最低保障金額者：

(一） 最低保障金額之優存利息相應之

本金，以年息百分之十八計息。

(二） 超出最低保障金額之優存利息相

應之本金，其優存利率依下列規定

辦 理 ：

1. 本法公布施行後第一年及第二 

年 ，年息百分之十二。

2. 本法公布施行後第三年及第四 

年 ，年息百分之十。

3. 本法公布施行後第五年及第六 

年 ，年息百分之八。

4. 本法公布施行後第七年起，年 

息百分之六。

二 、一次退休金與公保一次養老給付合計之 

每月優存利息低於或等於最低保障金額 

者 ，其優存本金以年息百分之十八計息。 

退休公務人員兼領月退休金者，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 、 按兼領月退休金比率計得之公保一次養 

老給付優存金額，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 

辦理。但最低保障金額應按其兼領月退休 

金之比率計算。

二 、 兼領之一次退休金得辦理優惠存款金 

額 ，加計按兼領一次退休金比率計得之公 

保一次養老給付優存金額，依前項規定辦 

理。但最低保障金額應按其兼領一次退休 

金之比率計算。

存款利率及退休所得替代率後，退休所得不 

致低於最低保障金額，爰對於調降後退休所 

得低於最低保障金額者，明定其保障機制； 

原金額原即低於該替代率上限金額者，仍維 

持依其原儲存金額及年息百分之十八辦理。

五 、 第四項係明定支領一次退休金人員優存利 

率調降方式且考量支領一次退休金人員全 

仰賴優存利息以維持退休生活，爰對於其優 

存利率調降方式與支領月退休金人員作差 

別處理，除先保障其最低保障金額範圍内之 

利息相應之本金，仍按年息百分之十八計息 

外 ，超過最低保障金額之利息相應之本金， 

其利率亦作較緩和之調降，亦即自本法公布 

施行後第一年起，先由年息百分之十八調降 

至百分之十二，其後以六年過渡期，使之調 

降至年息百分之六。

六 、 第五項係明定兼領月退休金人員優存利率 

調降方式。其中兼領之一次退休金優存利 

率，依第四項所定支領一次退休金人員調降 

方式調降；公保一次養老給付則分別按其兼 

領月退休金及兼領一次退休金之比率，依第 

一項及第四項規定計算。

第三十七條本法公布施行前退休生效者之每 

月退休所得，於本法公布施行後，不得超過依 

替代率上限計算之金額。

前項替代率應依退休人員審定之退休年 

資，照附表三所定替代率計算，任職滿十五年 

者 ，替代率為百分之五十五，其後每增加一 

年 ，替代率增給百分之一點五，增至二十五 

年 ，為百分之七十，其後每增加一年，替代率 

增給百分之一，最高增至三十五年，為百分之 

八十。未滿一年之畸零年資，按比率計算；未

一 、 本條規定本法公布施行前已退休人員每月 

退休所得替代率上限及其退休所得替代率 

之調降事宜。

二 、 配合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方案之推動調 

降已退体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爰於第一項 

規定已退休人員之每月退休所得，不得超過 

依替代率上限計算之金額。

三 、 第二項明定各審定年資之替代率計算方 

式。至於替代率之調降則採循序漸進方式， 

自本法公布施行之第一年起，逐年調降百分

47



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前項替代率之上限，依退休人員審定之退 

休年資，照附表三所列各年度替代率認定。

前三項所定替代率，於選擇兼領月退休金 

者，各依其兼領一次退休金與兼領月退休金比 

率計算。

之一，至第H— 年止，之後不再調降。為求 

立法經濟，上述各年資及各年度替代率以附 

表三規範。爰於第二項及第三項明定已退休 

人員應按其審定退休年資並依附表三之規 

定，逐年調降替代率至第十一年止；未滿一 

年之畸零月數者，其畸零月數按比率計算， 

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四 、 前述過渡期定為十年，替代率由上限百分之 

八十逐年調降至百分之七十，係基於以下考 

量 ：

(一） 審酌調降退休所得替代率之適用對 

象 ，除現職人員外，尚包括所有已退休 

之公務人員，惟以已退休人員因應經濟 

變動能力低，亦無法改變或增加原有退 

休年資以提高退休給付，爰為免因退休 

所得調降後過度衝擊已退休人員原有 

退休生活之經濟安排，經審慎評估並通 

盤考量後，爰對於任職年資為三十五年 

者 ，規劃其替代率由百分之八十逐年調 

降至百分之七十，並以十年為過渡期， 

逐年調整其替代率，俾減少衝擊，並使 

退休年資較短淺退休人員之退休所 

得 ，最終均尚能維持適足性保障。

(二） 至於以十年為過渡期之設計，乃係考量 

全球化浪潮使國際間政治經濟互動緊 

密 ，貿易自由化、區域整合及政經板塊 

移動均非常快速；兼以經濟學上亦有以 

十年為期的景氣循環理論；因此，基於 

十年後社會、經濟及政府財務狀況等， 

均可能有大幅變化，爰以十年作為過渡 

期間，屆時再視政經情勢、改革之財務 

效益等，予以評估、檢討。

五 、 第四項規定，原經審定兼領月退休金者，其 

退休所得替代率應按其選擇兼領比率計 

算 ，以為明確。

第三十八條本法公布施行後退休生效者之每 

月退休所得，不得超過依替代率上限計算之金 

額 。

一 、本條規定本法公布施行後之退休人員每月 

退休所得替代率上限及其退休所得替代率 

之調降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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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替代率應依退休人員審定之退休年 

資，照附表三所定替代率計算；任職滿十五年 

者 ，替代率為百分之五十五，其後每增加一 

年 ，替代率增給百分之一點五，增至二十五 

年 ，為百分之七十，其後每增加一年，替代率 

增給百分之一，最高增至四十年，為百分之八 

十五。未滿一年之畸零年資，按比率計算；未 

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前項替代率之上限，依退休人員審定之退 

休年資，照附表三所列各年度替代率認定。

前三項所定替代率，於選擇兼領月退休金 

者，各依其兼領一次退休金與兼領月退休金比 

率計算。

二 、 配合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方案調降現職 

及新進公務人員之退休所得替代率，於第一 

項規定本法公布施行後退休生效人員之每 

月退休所得，不得超過依替代率上限計算之 

金額。

三 、 第二項明定各審定年資之替代率計算方 

式。至於替代率之調降，同前條已退人員採 

循序漸進方式辦理，另審酌現職人員月退休 

金起支年齡已延後，且較已退休人員負擔較 

高之退撫基金費用，爰另針對現職及新進人 

員任職年資滿三十六年者，其替代率每增一 

年即增給百分之一，最高增至四十年止。

四 、 第三項參照前條第三項規定，本法公布施行 

後退休生效者之各年度替代率上限，亦照附 

表三規範，以求立法經濟。

五 、 第四項規定兼領月退休金者，其退休所得替 

代率應按其選擇兼領比率計算，以為明確。

第三十九條退休人員每月退休所得，依第三十 

六條規定調降優存利息後，仍超出附表三所定 

各年度替代率上限者，應依下列順序，扣減每 

月退休所得，至不超過其替代率上限所得金額 

止 ：

一 、 每月所領公保一次養老給付或一次退休 

金優存利息。

二 、 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所計得之月退休金 

(含月補償金）。

三 、 退撫新制實施後年資所計得之月退休金。 

退休人員每月所領退休所得，依第三十七

條或前條規定計算後，有低於最低保障金額 

者 ，支給最低保障金額。但原金額原即低於最 

低保障金額者，依原金額支給。

前項所定最低保障金額，於選擇兼領月退 

休金者，各依其兼領一次退休金與兼領月退休 

金比率計算。

一 、 本條規定已退休公務人員及現職公務人員 

每月退休所得超過退休所得替代率之扣減 

原則。

二 、 為配合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方案之推 

動 ，逐步調降公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爰 

對於本法公布施行前、後退休生效而每月退 

休所得超過退休所得替代率上限者，於第一 

項，明定已退休人員及現職人員每月退休所 

得之扣減原則，復審酌優存制度係政策性之 

福利措施且為本次改革方案優先調整之項 

目，以及考量退撫新制年資之給與已由公務 

人員自行繳費，故不宜列為優先扣減項目， 

爰規劃扣減順序，應優先扣減公保一次養老 

給付優存利息；其次再扣減退撫舊制的退休 

金 （含月補償金）；最後再扣減退撫新制年 

資所計得的退休金；至於擇領公教人員保險 

年金則應予以優先保障，不予扣減。

三 、 為符合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方案所設計 

之 「保障弱勢」配套機制，以使部分職等較 

低或年資短淺之公務人員依上開改革方案 

調整退休所得後，其每月退休所得仍能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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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基本生活，爰於第二項規定：第一項退 

休人員每月支領退休所得超過第三十七條 

及第三十八條所定相應年資之退休所得替 

代率而經依前項規定扣減每月退休所得 

者，其扣減後之每月退休所得不得低於最低 

保障金額，以保障其至少得支領最低保障金 

額。另考量部分退休人員之退休所得依現行 

規定計算後，本即低於最低保障金額，爰為 

期合理並保障是類人員每月退休所得之適 

足性，乃規定可依本法公布施行前規定計算 

支給。

四 、第三項明定兼領月退休金者，其最低保障金 

額應按其選擇兼領比率計算。

第四十條退休公務人員退休所得依第三十六 

條至第三十八條規定扣減後，各級政府每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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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考試院會同 

行政院於退休公務人員每月退休所得調降後 

之次年三月一日前確定，再由基金管理機關依 

據預算程序，編列為下一年度預算並由各級政 

府於年度預算完成立法程序後撥付之。未依本 

條規定如期完成撥付者，由中央政府補足之。

前項每年度之挹注金額，由基金管理機關 

定期上網公告之。

一 、 本條規定配合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方案 

之推動，調降退休所得可撙節政府支出之經 

費 ，應全數挹注退撫基金。

二 、 第一項係明定調降退休公務人員退休所得 

後而可撙節各級政府支出之經費，全數挹注 

退撫基金，俾延後退撫基金收支不足及用罄 

年度，並提昇退撫基金財務穩健。

三 、 第二項係規定挹注退撫基金之金額，應由考 

試院會同行政院於退休公務人員每月退休 

所得調降後之次年三月一日前確定，再由基 

金管理機關按預算編列程序，納為次一年度 

之預算收入並由各級政府於年度預算完成 

立法程序後撥付。復以本條所定應挹注退撫 

基金之金額’係有效提昇退撫基金財務永續 

性之關鍵，是為確保是項經費得如期撥付， 

爰明定未依規定完成撥付者，由中央政府補 

足 。

四 、 第三項係為昭公信，明定前項所定各級政府 

撙節經費挹注退撫基金之金額及辦理情 

形 ，應由基金管理機關定期上網公告。

第四十一條公務人員因配合機關裁撤、組織變 

更或業務緊縮，依法令辦理精簡而退休或資遣 

者 ，除屆齡退休者外，得一次加發最高七個月 

之棒給總額慰助金。

前項人員已達屆齡退休生效日前七個月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配合機關裁撤、組織變更 

或業務緊縮，依法令辦理精簡而退休或資遣 

時 ，其加發總額慰助金，以及其再任公職 

後 ，如何扣減總額慰助金之相關事宜。

二 、 第一項及第二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八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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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加發之俸給總額慰助金應按提前退休之月 

數發給。

前二項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 

内，再任第七十七條第一項各款所列職務之一 

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第四條所定最低保 

障金額者，應由再任機關扣除其退休、資遣月 

數之俸給總額慰助金後，收繳其餘額，並繳回 

原服務機關、改隸機關或上級主管機關。

項規定，明定公務人員因配合機關裁撤、 

組織變更或業務緊縮，依法令辦理精簡而退 

休或資遣者，其加發慰助金之發給標準。

三 、 第三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八條第二項前段規 

定 ，明定公務人員符合第一項規定辦理退 

休或資遣者，其於退休或資遣生效日七個月 

内，如有再任七十七條第一項各款所列職務 

之一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第四條所定 

最低保障金額情形者，應由其再任之機關， 

扣除其退休、資遣月數之俸給總額慰助金 

後 ，收繳其餘額，並繳回原服務機關、改隸 

機關或上級主管機關。

四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

第八條因配合機關裁撤、組織變更或業務 

緊縮，依法令辦理精簡而退休或資遣人 

員，除屆齡退休者外，得最高一次加發七 

個月之俸給總額慰助金。已達屆齡退休生 

效曰前七個月者，加發之俸給總額慰助金 

按提前退休之月數發給。加發之經費由服 

務機關編列預算支給。

前項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 

個月内再任下列職務之一者，應由再任 

機關扣除其退休、資遣月數之俸給總額 

慰助金後，收繳其餘額，並繳回原服務 

機關、改隸機關或上級主管機關：

一 、 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薪）給 、 

待遇或公費之專任公職。

二 、 由政府捐助（贈）之財團法人、行 

政法人、公法人職務或政府暨所屬 

營 業 、非營業基金轉投資事業職 

務 ，並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任職於政府原始捐助（贈 ） 或

捐 助 （贈）經費累計達法院登 

記財產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之 

財團法人、行政法人、公法人 

或政府及其所屬營業基金、非 

營業基金轉投資金額累計占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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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之 

事業職務。

(二) 擔任政府捐助（贈）成立財團 

法人、行政法人、公法人之政 

府代表或政府轉投資事業之公 

股代表。

(三) 任職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 

事 、財務或業務之財困法人、 

行政法人、公法人、轉投資或 

再轉投資事業之事業職務或擔 

任政府代表、公股代表。

第一項所稱俸給總額慰助金，係按 

退休、資遣當月所支下列項目之合計數 

額計算：

一 ' 本 （年功）俸 。

二 、技術加給或專業加給。

三 '主管職務加給。

第四十二條公務人員之資遣給與，準用第二十 

八條及第二十九條所定一次退休金給與標準 

計給。.

一 、 本條規定資遣給與標準。

二 、 參照原退休法第七條第五項規定，明定資 

遣給與標準準用一次退休金給與標準計 

給 。

三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

第七條第五項資遣人員之給與，準用第九 

條第二項及第三十一條第四項一次退休 

金給與標準計算。

第三節遺屬一次金與遺屬年金 節名

第四十三條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死亡 

後 ，另核給其遺族遺屬一次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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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故退休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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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條規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死亡 

後 ，另給與其遣族遺屬一次金相關事宜。

二' 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前段 

規 定 ，明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死亡 

後 ，另給與其遺族遺屬一次金之遺族範圍。 

另考量配偶與亡故退休人員關係密切，爰參 

照原退休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明定配偶 

具有二分之一遺屬一次金之保障額度。

三'第二項及第三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八條第 

二項第二款規定，同一順序遺族平均領受及 

拋棄或因法定事由而喪失領受權者，應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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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款遺族領受；同一順序遺族有數人時，遺屬 

一次金由同一順序有領受權之遺族平均領受。

同一順序遺族有拋棄或因法定事由而喪 

失領受權者，其遺屬一次金應由同一順序其他 

遺族依前二項規定領受；無第一順序遺族時， 

由次一順序遺族依前項規定領受。

前三項具有遺屬一次金領受權之同一順 

序遺族有數人請領時，得委任其中具有行為能 

力者一人代為申請。遺族為無行為能力者，由 

其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

一順序其他遺族依規定領受；無第一順序遺 

族時，由次一順序遺族依第二項規定領受， 

以為明確。另參照原撫邮法第八條第二項規 

定，針對亡故退休人員遺族117如無子女及父 

母 ，僅餘配偶及兄弟姊妹或祖父母時，得由 

配偶單獨領遺屬一次金。

四 、 第四項規定同一順序遺族有數人請領遺屬 

一次金時，得委任其中具有行為能力者一人 

代為申請，以及遺族為無行為能力者，由其 

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以資明確。

五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 原退休法

第十八條第一項依本法支領月退休 

金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死亡時，另給 

與遺族一次撫慰金。除未再婚配偶為 

領受撫慰金遺族外，依下列順序領 

受 ：

一 '子女 。

二 '父母 °

三 、 兄弟姊妹。

四 、 祖父母。

第十八條第二項配偶與各順序遺族 

依下列規定共同領受撫慰金：

一 、 同一順序遺族有數人時，按人數 

平均領受。但有配偶共同領受 

時 ，配偶應領撫慰金之二分之

一 ，其餘遺族平均領受二分之 
—— 〇

二 、 同一順序遺族如有抛棄或因法 

定事由喪失領受權者，其撫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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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原撫卹法

第八條第一項公務人員遺族撫邮  

金 ，應由未再婚配偶領受二分之一； 

其餘由下列順序之遺族平均領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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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子女。

二 、 父母。

三 、 祖父母。

四 、 兄弟姊妹。

第八條第二項前項遺族中，除未再婚 

配偶外，無第一款至第三款遺族時， 

其撫卹金由未再婚配偶單獨領受；如 

無配偶或配偶再婚，其應領之撫卹 

金 ，依序由前項各款遺族領受。同一 

順序有數人時，如有死亡、拋棄、因 

法定事由喪失或停止領受權者，其撫 

卹金應平均分給同一順序其他有領 

受權之人。但前項第一款所定第一順 

序之領受人死亡、拋棄或因法定事由 

喪失領受權者，由其子女代位領受

之 。

第四十四條前條遺屬一次金應依下列方式計

給 ：

一 、 先依退休人員審定之退休年資及最後支 

領月退休金之計算基準及基數内涵，按退 

休人員退休時適用之支給標準，計算其應 

領之一次退休金並扣除已領月退休金 

後 ，核給其餘額。無餘額者，不再發給。

二 、 再依退休人員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每月 

所領本（年功）俸（薪）額加計一倍金額， 

另計給六個基數之遺屬一次金。無前款所 

定餘額者，亦同。

一 、本條規定亡故退休人員遺屬一次金計給標 

準 。

二'參照原退休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訂定遺 

屬一次金計給標準，除照退休人員審定之退 

休年資及最後支領月退休金之計算基準及 

基數内涵，按退休人員退休時適用之支給標 

準，計算其應領之一次退休金並扣除已領月 

退休金後，核給其餘額外，另依退休人員最 

後在職同等級人員每月所領本（年功）俸 

( 薪 ）額加計一倍之金額，另計給六個基數 

之遺屬一次金；無上述所定餘額者，亦同。

三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第十八條第三項

第一項之一次撫慰金，以其核定退休年 

資、等級，按死亡時同等級現職人員本（年 

功）俸 ，依第九條及第三十一條計算其應領 

之一次退休金為標準，扣除已領之月退休 

金，補發其餘額，並依同等級現職人員本（年 

功）俸計算發給六個基數之撫慰金。其無餘 

額者亦同。

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三條第一項所定遺族為配 

偶 、未成年子女、身心障礙且無謀生能力之已

一 、本條規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死亡 

時 ，其遺族改領遺屬年金之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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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子女或父母而不支領遺屬一次金者，得依 

下列規定，按退休人員亡故時所領月退休金之 

二分之一或兼領月退休金之二分之一，改領遺 

屬年金：

一 、 具備以下條件之一且未再婚配偶，給與終 

身。但以其法定婚姻關係於退休人員亡故 

時 ，已累積存續十年以上為限：

(一） 年滿五十五歲以上。

(二） 身心障礙且無工作能力。

二 、 未成年子女給與至成年為止。但身心障礙 

且無謀生能力之已成年子女，給與終身。

三 、 父母給與終身。

未滿五十五歲而不得依前項第一款領受 

遺屬年金之未再婚配偶，得自年滿五十五歲之 

曰起，支領終身遺屬年金。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亡故退休人 

員因身心障礙且無工作能力之未再婚配偶，或 

因身心障礙且無謀生能力之子女，應檢同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鑑定為重度以上等級之身心障 

礙證明，並出具其於退休人員亡故前一年度年 

終所得申報資料，證明其平均每月所得未超過 

退休人員亡故當年法定基本工資。

第一項各款所定遺族領有依本法或其他 

法令規定核給之退休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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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給與之定期性給付者，其遺屬年金應減半發 

給 。

亡故退休人員遺族依第一項規定擇領遺 

屬年金後，有死亡或其他法定喪失遺屬年金原 

因，致應終止領受遺屬年金時，應依前條規定 

計算亡故退休人員應領之一次退休金，扣除其 

與遺族已領之月退休金及遺屬年金後，若有餘 

額 ，由其餘遺族，按第四十三條規定之順序及 

比率領受之。

二 、 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八條第四項規定 

遺族如為配偶、未成年子女、已成年因身心 

障礙而無謀生能力之子女或父母者，改領遺 

屬年金之條件及給付年限，同時針對未再婚 

配偶酌予調整請領遺屬年金之規定；其理由 

如下：

(一） 考量遺屬年金（原稱月撫慰金）制度自 

八十四年七月一日實施以來，從未對配 

偶領取遺屬年金之年齡及婚姻關係作 

合理規範，造成遺屬年金之發放有失其 

合理性與正當性，爰一百年一月一曰修 

正施行之原退休法第十八條，乃參酌世 

界各國制度，就配偶領取遺屬年金之條 

件予以限縮，明定支（兼）領月退休金 

之退休人員亡故後，其配偶須與退休人 

員婚姻關係於退休生效時已存續二 

年 ，始得支領遺屬年金。但實施迄今， 

許多問題相繼浮現一例如：「配偶與退 

休人員之婚姻關係，於其退休生效時不 

足二年，但於退休人員亡故時婚姻關係 

已持續一、二十年甚或更久者，卻不得 

支領遺屬年金」、「同一配偶離婚後再 

結婚一、二十年甚或更久，但因退休生 

效時無婚姻關係，致配偶亦不得支領遺 

屬年金」等，導致無法落實遺屬年金制 

度所欲達成照顧遺族生活之本意。爰重 

新檢討並將現行規定合理調整，俾與退 

休人員婚姻關係長達十年以上之配 

偶，不論其婚姻關係於退休人員退休生 

效時是否存在，均得領取遺屬年金。

(二） 參照原退休法第十八條第四項規定，明 

定配偶支領遺屬年金起支年齡為五十 

五歲。此外，為落實「保障弱勢」原則， 

爰於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規定，領受遺 

屬年金之配偶如身心障礙且無工作能 

力 ，得擇領遺屬年金，不受五十五歲之 

年齡限制，俾使其獲得適足之照護。

三 、 第二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八條第五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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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明定未再婚配偶支領遺屬年金時，如未 

達第一項所定年齡條件者，得俟符合條件 

時 ，開始請領。

四 、 第三項明定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亡 

故退休人員因身 心 障 礙且無工作能力之未 

再婚配偶，或因身心障礙且無謀生能力之已 

成年子女之認定標準，現行係規範於原退休 

法施行細則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並明定其於 

請領月撫慰金（即遺屬年金）時 ，應檢同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鑑定為重度以上等級之身 

心障礙證明，並出具其於退休人員亡故前一 

年度年終所得申報資料，證明其平均每月所 

得未超過退休人員亡故當年法定基本工 

資。為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爰將上述訂於施 

行細則之認定標準提升至本法規範。

五 、 第四項明定亡故退休人員之遺族如已領有 

依本法或其他法令規定核給之退休金、撫卹 

金、優惠存款利息或其他由政府或公營事業 

機構編列預算支給相當於退離給與之定期 

性給付者，如擇領遺屬年金，其遺屬年金應 

減半發給，俾國家資源得以合理分配。上述 

限制範圍不含純私人機構退休者或支領國 

民年金者。

六 、 第五項係考量實務上曾發生遺族甫擇領遺 

屬年金後，短期間内發生死亡或其他法定喪 

失遺屬年金原因，致應終止領受遺屬年金 

時，亡故退休人員與其遺族已領之月退休金 

及遺屬年金合計數，尚未超過亡故退休人員 

應領之一次退休金金額，惟其遺族已不得再 

擇領遺屬一次金，甚不合理，爰針對此種情 

形 ，明定應由其餘遺族照第四十三條規定之 

順序及比率領受其餘額之相關規定，以為遵 

循 。

七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原退休法

第十八條第四項遺族為配偶、未成年 

子女、已成年因身心障礙而無謀生能 

力之子女或父母，如不領一次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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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得依下列規定，按原領月退休金 

之半數或兼領月退休金之半數，改領 

月撫慰金：

一 、 年滿五十五歲或因身心障礙而 

無工作能力之配偶，給與終身。 

但以其婚姻關係，於退休人員退 

休生效時已存續二年以上，且未 

再婚者為限。

二 、 未成年子女給與至成年為止。

三 、 已成年因身心障礙而無謀生能 

力之子女及父母給與終身。

第十八條第五項未滿五十五歲而不 

得依前項第一款領受終身月撫慰金 

之配偶，得自年滿五十五歲之日起， 

支領終身月撫慰金。

(二）原退休法施行細則第三十六條第一項 

本法第十八條第四項第一款及第 

三款所定亡故退休人員之配偶因身心 

障礙而無工作能力，或已成年子女因身 

心障礙而無謀生能力者，申請月撫慰金 

時，應經鑑定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 

定身心障礙等級為重度以上之等級，並 

出具其於退休人員亡故前一年度年終 

所得申報資料，證明其平均每月所得未 

超過退休人員亡故當年法定基本工資。

第四十六條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而於本法公 

布施行前死亡者，其遺族除有前條第五項情形 

外 ，仍依本法公布施行前之原規定，擇領遺屬 

一次金或適屬年金。

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而於本法公布施行 

之曰起一年内死亡者，其遺族擇領遺屬年金 

時 *依本法公布施行前之原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十八條規定辦理，不適用前條第四項規定。

一 、 本條規定明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於 

本法公布施行前及施行之日起一年内死亡 

者 ，其遺族請領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之法 

律適用及核發標準。

二 、 第一項明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於本 

法公布施行前亡故者，其遺族申請遺屬一次 

金或遺屬年金，應依公務人員亡故時間點適 

用之法律為準，故其遺族仍應依本法公布施 

行前之原規定，擇領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 

金 。但第四十五條第五項係在原規定外，另 

增列亡故退休人員遺族依規定擇領遺屬年 

金 後 ，有死亡或其他法定喪失遺屬年金原 

因，致應終止領受遺屬年金時，尚未領足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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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退休人員應領之一次退休金時，應扣除其 

與遺族已領之月退休金及遺屬年金後，由其 

餘遺族，按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順序及 

比率領受所剩餘額之規定，為保障本條第一 

項遺族之權益，仍應予適用，爰明定除第四 

十五條第五項規定外，其餘事項始依原規定 

辦理。

三 、配合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方案之規劃，明 

定其遺族仍得按本法公布施行前之原規定 

擇領遺屬年金，以給予過渡期間之保障，爰 

於第二項規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於 

本法公布施行之日起一年内死亡者，其遺族 

擇領遺屬年金時，依本法公布施行前之原公 

務人員退休法第十八條規定辦理，不適用第 

四十五條第四項規定。

第四十七條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死亡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服務機關得先行具領三 

個基數之遺屬一次金，辦理其喪葬事宜：

一 、 無合法之遺屬一次金領受遺族。

二 、 在臺灣地區無遺族，其居住大陸地區遺族 

未隨侍辦理喪葬。

三 、 在臺灣地區無遺族且不明大陸地區有無 

遺族。

前項用以辦理亡故退休人員喪葬事宜之 

遺屬一次金如有賸餘，依其退撫新制實施前、 

後審定年資之比率計算，分別歸屬公庫及退撫 

基金。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人員合於請領遺屬 

一次金之大陸地區遺族，得於行政程序法所定 

公法上請求權時效内，請領服務機關未具領之 

三個基數遺屬一次金及前項遺屬一次金餘額。

一 、 本條規定退休人員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 

者 ，於死亡後，在臺灣無遺族而須由大陸地 

區遺族領取或由服務機關代為辦理喪葬事 

宜之相關規範。

二 、 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八條第八項規 

定，明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有第一項 

所列情形之一者，得由服務機關先行具領三 

個基數之遺屬一次金作為喪葬費用。

三 、 第二項規定支領月退休金之退休人員亡故 

後 ，其原服務機關先行具領三個基數之遺屬 

一次金如有剩餘，應依其退撫新制實施前、 

後審定年資之比率計算，分別歸屬公庫及退 

撫基金。

四 、 第三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八條第九項規 

定，明定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人員之大陸 

地區遺族得於行政程序法所定請求權時效 

内 ，依規定請領其餘三個基數之遺屬一次 

金 ，以及機關辦理喪葬之餘額規定。

五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

第十八條第八項第一項人員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原服務機關得先行具領三個基數 

之一次撫慰金辦理喪葬事宜，如有剩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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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退撫新制實施前、後核定年資之比例 

計 算 ，分別歸屬公庫及退撫基金：

一 、 無合法之撫慰金領受遺族者。

二 、 在臺灣地區無遺族，其居住大陸地 

區遺族未隨侍辦理喪葬者。

三 、 在臺灣地區無遺族，大陸地區有無 

遺族未明者。

第十八條第九項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人員 

合於請領撫慰金之大陸地區遺族，得於五 

年請領時效内請領服務機關未具領之三 

個基數撫慰金及前項撫慰金餘額。

第四十八條退休人員生前預立遺囑，於第四十 

三條第一項遺族中，指定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 

金領受人者，從其遺囑。但退休人員未成年子 

女之領受比率，不得低於其原得領取比率。

退休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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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屬 

年金時，由遺族分別依其擇領種類，按第四十 

三條第一項規定之比率領取。

一 、 本條規定退休人員生前預立遺囑，其遺族遺 

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之相關辦理事宜。

二 、 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八條第七項規 

定 ，明定退休人員如生前預立遺囑，就合法 

領受遺族範圍内指定領受人者，從其遺囑， 

俾尊重其意願。又以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 

係屬公法給付，因此不應由退休人員預立遺 

囑由法定領受遺族以外之其他人員領取。另 

為配合衛生福利部辦理兒童權利公約法規 

檢視，承相關民間團體審查建議在指定受益 

人時，應優先考慮未成年子女權益。爰參考 

該建議，另增訂保障亡故退休人員未成年子 

女之領受比率不得低於其原得領取比率之 

規定。

三 、 為解決遺族間無法協調選擇同一種類遺屬 

一次金或遺屬年金之爭端，爰於第二項明定 

相關支領規範。

四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

第十八條第七項退休人員生前預立遺 

囑 ，於第一項遺族中指定撫慰金領受人 

者 ，從其遺囑。如未立遺囑，且同一順序 

遺族無法協調選擇同一種類之撫慰金 

時 ，由遺族分別依其擇領種類，按第二項 

規定之比例領取。

第四十九條退休人員依第三十條第三項、第三 

十一條第三項第二款及第三十三條第三款規

一 、本條規定退休人員於未達月退休金起支年 

齡前亡故之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相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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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擇領展期月退休金人員，於未達月退休金 

起支年齡前亡故時，其遺族得按所具資格條 

件 ，依第四十三條或第四十五條規定，請領遺 

屬一次佘或遺屬年金。

宜 。 .

二 、 參照原退休法第十八條第十項規定，明定依 

本法第三十條第三項、第三H 條第三項第 

二款及第三十三條第三款規定，擇領月退休 

金人員，於未達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前亡故 

者 ，依第四十三條或第四十五條規定，發給 

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俾保障是類人員權 

益 。

三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第十八條第十項

依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二款及第四款規 

定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未達月退休金 

起支年齡前亡故者，依第一項至第九項規定 

發給撫慰金。

第五十條退撫新制實施後，至本法公布施行前 

已審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而於本法公布施 

行後亡故者，其遺族應依第四十三條至第四十 

五條規定，請領遺属一次金或遺屬年金。

退撫新制實施前已審定支領或兼領月退 

休金人員於本法公布施行後亡故時，其遺族所 

領遺屬一次金照退撫新制實施前原規定給與 

標準支給。

前項遺族符合第四十五條規定者，得改領 

遺屬年金。

一 、 本條規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者，於亡故時 

遺族請領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之法律適 

用及核發標準。

二 、 第一項明定退撫新制實施後至本法公布施 

行前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於本法公布 

施行後亡故者，其遺族應依本法第四十三條 

至第四十五條規定請領遺屬一次金或遺屬 

年金。

三 、 第二項及第三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九條規 

定，明定退撫新制實施前支領或兼領月退休 

金人員於本法公布施行後亡故，其遺族所領 

遺屬一次金照退撫新制實施前原規定給與 

標準支給之；遣族符合第四十五條規定者， 

並得改領遺屬年金。

四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第十九條

退撫新制實施前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 

人員，其所支月退休金及遺族一次撫慰金， 

均照退撫新制實施前原規定給與標準支給。

前項支領月退休金人員於退撫新制實 

施後死亡者，其遺族符合前條第四項規定 

者 ，得改領月撫慰金。

第三章撫卹 章名

第一節撫卹要件及原因 節名

60



第五十一條公務人員在職死亡者，由其遺族或 

服務機關申辦撫卹。

公務人員於休職、停職或留職停薪期間死 

亡者，其遺族或服務機關得依本法規定，申辦 

撫邮。

本法公布施行前死亡之公務人員撫卹 

案 ，依本法公布施行前原規定辦理。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辦理撫卹之時機及例外 

規定。

二 、 第一項明定公務人員得辦理撫卹之時機。

三 、 公務人員之撫卹應以現職人員在職死亡者 

為對象。但考量公務人員於休職、停職或留 

職停薪期間仍保留公務人員身分，爰為體恤 

公務人員在職期間之貢獻，且為照護其遺族 

失去依怙後之生活保障，基於撫卹從寬意 

旨，乃於第二項規定得准許是類人員辦理撫 

邮 。

四 、 第三項規定公務人員撫卹案之辦理原則一 

屬本法公布施行前死亡之撫卹案，依本法公 

布施行前之規定辦理。

五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撫卹法

第十七條第三項本法修正施行前死亡 

之撫邮案，仍依修正前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公務人員於休職、停職或留職 

停薪期間病故或意外死亡者，其遺族得 

依本法規定申請辦理撫卹，並給與殮葬 

補助費。

第五十二條公務人員在職死亡之撫卹原因如 

下 ：

一 、 病故或意外死亡。

二 、 因執行公務以致死亡（以下簡稱因公死 

亡）。

前項第一款所定病故，包含因病自行結束 

生命者。所定意外死亡，包含因財務、家庭因 

素或其他困擾難解事件而自行結束生命者。

公務人員因犯罪、畏罪逃亡或遭通緝期間 

自行結束生命者，不予撫邮。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得辦理撫卹之原因。

二 、 第一項規定公務人員在職死亡得辦理撫卹 

之基本原因。

三 、 考量社會型態轉變，公務人員可能因為工作 

壓力，或因本身疾病難治，或因體恤其家人 

之費心照護於己而自行結束生命，爰於第二 

項規定因病故或意外死亡給予撫邮之延伸 

意涵。

四 、 九十九年H 月十七曰修正發布，自一百年 

一月一日施行之原撫邮法施行細則第三條 

規定，公務人員自行結束生命者不得辦理撫 

卹 。惟考量現今國内政經環境日趨複雜，公 

務人員所承受之壓力與日倶增，確有或因工 

作壓力或罹病等複雜因素而輕生現象，是本 

於卹亡之旨，一百零三年八月十二日修正發 

布之原撫卹法施行細則第三條規定，將自行 

結束生命者（犯罪者除外）納入得辦理撫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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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然以自行結束生命者得否辦理撫邮， 

涉及公務人員之重大權利義務事項，應以法 

律規範；爰將原撫卹法施行細則第三條規定 

提升至法律位階，並修正相關文字後，明定 

於第三項。

五 、 考量中華民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尚對於 

行為人之犯罪行為，究係出於故意或過失， 

乃至不同程度之犯罪行為，訂有不同刑事責 

任之規定，是若對於公務人員因犯罪而自行 

結束生命者，不論究其犯罪行為之原因與程 

度而一律不予撫卹，亦有違反平等原則與比 

例原則之虞。基此，參酌刑法第六十一條規 

定，犯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屬 

情節輕微，顯可憫恕；至於因侵害重大國家 

法益、社會法益與生命法益者，最輕本刑多 

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是為求「避免剝 

奪給與失之過嚴」與 「促其忠誠執勤、奉公 

守法及落實官箴」二者間之衡平，爰第三項 

所稱「犯罪」係指「故意犯侵害重大國家法 

益 、社會法益與生命法益之罪，經判決有罪 

確定者，或涉嫌觸犯上開罪狀之當事人自殺 

於確定判決之前而犯罪事證明確者」；其間 

所謂重大，係指「犯法定最輕本刑為七年以 

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罪或最重本刑為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 。

六 、 至於公務人員因畏罪逃亡或遭通緝期間自 

行結束生命者不予撫邮一節，以公務人員係 

政府政策與公權力之執行者，本應以身作 

則 ，謹守法律分際，倘因故犯法，更應勇於 

接受法律制裁，竟藉由自行結束生命規避法 

律責任，實有辱官箴。是以，是類人員應無 

須論究所犯之罪是否重大而均予排除撫 

邮 ，以符合社會正義的核心價值。

七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原退休法

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一項公務人員在 

職期間涉犯貪污治罪條例或刑法瀆 

職罪章之罪而未經停（免）職 ，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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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移送懲戒或 

送請監察院審查者，於依本法退休、 

資遣或離職後始經判刑確定時，應依 

下列規定剝奪或減少退離給與；其已 

支領者，照應剝奪或減少之全部或一 

部追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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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退離給與。

二 、 經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七年 

未滿者，應自始減少其應領退離 

給與之百分之五十。

三 、 經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以上三年 

未滿者，應自始減少其應領退離 

給與之百分之三十。

四 、 經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二年 

未滿者，應自始減少其應領退離 

給與之百分之二十。

(二) 原撫卹法

第三條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 ，給與遺族撫卹金：

一 、 病故或意外死亡。

二 、 因公死亡。

(三） 原撫邮法施行細則

第三條本法第三條第一款所定病故 

或意外死亡，不包括因犯罪而自行結 

束生命者。

(四） 軍人撫卹條例

第八條第三項軍人服現役期間自殺 

致死亡者，以因病死亡辦理撫邮。但 

因犯罪自殺者，不予撫邮。

第五十三條公務人員在職因公死亡者，應辦理 

因公撫邮。

前項所稱因公死亡，指現職公務人員係因 

下列情事之一死亡，且其死亡與該情事具有相 

當因果關係者：

一 、執行搶救災害（難）或逮捕罪犯等難困任 

務 ，或執行與戰爭有關任務時，面對存有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因公撫卹之事由。

二 、 第一項明定公務人員死亡原因屬因公者，應 

辦理因公撫卹。

三 、 第二項參照原撫邮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列 

舉因公死亡撫卹之態樣。惟做以下修正： 

(一）原撫卹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冒

險犯難或戰地殉職」中之「冒險犯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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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死亡可能性之危害事故，仍然不顧生 

死 ，奮勇執行任務，以致死亡。

二 、 於辦公場所，或奉派公差（出）執行前款 

以外之任務時，發生意外或危險事故，或 

遭受暴力事件，或罹患疾病，以致死亡。

三 、 於辦公場所，或奉派公差（出）執行前二 

款任務時，猝發疾病，以致死亡。

四 、 因有下列情形之一，以致死亡：

(一） 執行第一款任務之往返途中，發生意 

外或危險事故。

(二） 執行第一款或第二款任務之往返途 

中，猝發疾病，或執行第二款任務之 

往返途中，發生意外或危險事故。

(三） 為執行任務而為必要之事前準備或 

事後之整理期間，發生意外或危險事 

故 ，或猝發疾病。

五 、 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

前項第四款第一目及第二目規定，係因公

務人員本人之重大交通違規行為而發生意外 

事故以致死亡者，以意外死亡辦理撫卹。

第二項各款因公撫卹事由及其因果關係 

之認定，應延聘醫學、法律及人事行政等領域 

之學者或專家，組成專案審查小組，依據事實 

及學理審認之。

第二項第三款與第四款所定猝發疾病及 

第五款所定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之 

審認，由銓敍部另訂公務人員因公猝發疾病或 

因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審查參考指 

引 ，提供前項審查小組審查個案之參考。

本屬「執行職務」之一，且其定義與「執 

行職務」難有顯著差異，易生爭議，爰 

考量本款應以政府鼓勵公務人員不畏 

險 阻 ，甘冒生死於不顧而奮勇執行救 

災、救難工作，核有其至為尊榮之嘉勉 

意涵，爰予修正為「執行搶救災害（難） 

或逮捕罪犯等艱困任務時，面對存有高 

度死亡可能性之危害事故，仍然不顧生 

死 ，奮勇執行任務，以致死亡」。

(二) 「戰地殉職」之撫卹事由係早期國家陷 

於戰所定之撫邮事由，然以現行之戰 

爭型態，已無前線與後方區別，自無須 

再將前線定位為「戰地」。再者，審度 

公務人員確實有可能於戰爭發生時執 

行相關任務，故仍有該項撫卹事由之適 

用，惟為避免長期以來與警察人員人事 

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 

「殉職」一詞混淆，致衍生不必要之爭 

議 ，爰予修正為「執行與戰爭有關任 

務」 。

(三） 考量公差（出）之目的亦係為執行公 

務 ，爰將原定「於公差期間，遭遇危險 

或罹患疾病，以致死亡」併入執行任務 

之内，同時將原撫卹法第五條第一項第 

二款與第三款合併為第一項第二款，並 

修正為「於辦公場所，或奉派公差（出） 

執行前款以外之任務時，發生意外或危 

險事故，或遭受暴力事件 > 或罹患疾 

病 ，以致死亡」，俾與第一款有所區別。

(四） 考量公務人員執行任務時「猝發疾病」 

與「發生意外或危險事故或遭受暴力事 

件 ，或罹患疾病」畢竟有別，又考量原 

撫卹法施行細則第八條已將「於辦公場 

所」定義為「於辦公場所執行公務」， 

爰將原撫卹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規 

定，配合第一款與第二款文字修正，併 

修為第三款規定：「於辦公場所，或奉 

派公差（出）執行前二款任務時，猝發

64



疾病，以致死亡」，俾與第二款所定「發 

生意外或危險事故，或遭受暴力事件， 

或罹患疾病」有所區別。

(五）原撫卹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款所定「因 

辦公往返，猝發疾病、發生意外或危險 

以致死亡」，考量其中所稱「因辦公往 

返」執行公務，實不宜區分「在辦公室」 

或 「在公差（出）之場所」。復以，實 

務上曾發生某故員於下午上班時間 

前 ，在辦公室之準備期間，因發生意外 

以致死亡之情形，銓敍部因公命令退休 

及因公撫卹疑義案件審查小組乃於第 

六十二次會議附帶決議以，辦公往返之 

認定標準 t ，應包含公務人員為履行國 

家服勤義務、執行職務前所需之準備行 

為。爰將「為執行任務而為準備期間」， 

併同原撫卹法施行細則第七條所定公 

差中之「公差往返途中」及第十條所定 

「因辦公往返」 ，因而發生意外或危險 

事故，或猝發疾病，以致死亡之情形， 

明定於第四款。

四 、 參照原撫押法第五條第四項規定’於第三項 

明定公務人員執行任務期間，因本人之重大 

交通遠規行為而發生意外事故以致死亡 

者 ，排除辦理因公撫卹之規定。所定「本人 

之重大交通違規行為」於本法施行細則訂定 

之 。

五 、 為期因公撫卹案件之審認符合公正、客觀及 

切實等要求，爰於第四項規定：第二項各款 

因公撫卹事由及其因果關係之認定，應延聘 

醫學、法律及人事行政等領域之學者或專 

家 ，組成審查小組，依據事實及學理審認

之 。

六 、 為利第二項各款因公撫邮事由之執行並杜 

爭議，經參採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按 ：一 

百零三年二月十七日組織調整為勞動部）為 

降低疾病促發與職業原因因果關係判斷難 

度、縮短審查認定期程及確保職業原因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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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之一致性，所訂「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 

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定參考指 

引」，於第五項規定，有關第二項各款因公 

撫邮事由中第三款、第四款所定梓發疾病及 

第五款所定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 

之審認，由銓敍部另訂公務人員因公猝發疾 

病或因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審查參 

考指引，提供前項審查小組審查個案之參 

考 。

七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 原撫邮法

第五條第一項因公死亡人員，指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

一、 冒險犯難或戰地殉職。

二 、 執行職務發生意外或危險以致死亡。

三 、 公差遇險或罹病以致死亡。

四 '於執行職務'公差或辦公場所猝發疾 

病以致死亡。

五'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

六 、因辦公往返，猝發疾病、發生意外或 

危險以致死亡。

第五條第四項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 

及第六款規定之因公死亡，係因公務 

人員本人之交通違規行為而發生意 

外事故以致死亡者，依前條規定給

jlhp 〇

(二) 原撫卹法施行細則

第十三條第一項本法第五條第五項  

所稱審查機制，指銓敍部對於因公死 

亡撫卹案件之審定，應遴聘學者及專 

家組成專案小組進行審查。

第二節撫卹給與 節名

第五十四條公務人員在職病故或意外死亡  

者 ，其撫卹金給與之種類如下：

一 、 一次撫邮金。

二 、 一次撫邮金及月撫邮金。

前項撫卹金之給與，依下列標準計算：

一 、任職未滿十五年者，依下列規定，發給一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撫卹金種類及給與標準。

二 、 第一項規定撫卹金之種類。

三 、 第二項參照原撫邮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明 

定撫卹金給與標準。另為矜恤遺族，於第一 

款第二目，參照原撫卹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二目規定，明定年資短淺之公務人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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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撫邮金：

(一） 任職滿十年而未滿十五年者，每任職 

一年，給與一又二分之一個基數；未 

滿一年者，每一個月給與八分之一個 

基 數 ；其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

計 。

(二) 任職未滿十年者，除依前目規定給邮 

外 ，每少一個月，加給十二分之一個 

基數，加至滿九又十二分之十一個基 

數 後 ，不再加給（如附表四）。但曾 

依法令領取由政府編列預算或退撫 

基金支付之退離給與或發還退撫基 

金費用本息者，其年資應合併計算； 

逾十年者，不再加給。

二 、任職滿十五年者，依下列規定發給一次撫 

卹金及月撫卹金：

(一） 每月給與二分之一個基數之月撫卹

金 。

(二） 前十五年給與十五個基數一次撫卹 

金 。超過十五年部分，每增一年，加 

給二分之一個基數，最高給與二十七 

又二分之一個基數；未滿一年之月 

數 ，每一個月給與二十四分之一個基 

數 ；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前項基數内涵之計算，以附表一所列平均 

俸額加一倍為準。

職死亡時之撫卹金增核標準。

四 、 第三項參照原撫卹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明 

定第一項各款所定基數内涵。

五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撫邮法

第四條第一項病故或意外死亡人員撫卹 

金之給與如下：

一 、 一次撫邮金：

(一） 任職未滿十五年者，給與一次 

撫卹金。每任職一年給與一又 

二分之一個基數，未滿一年 

者 ，每一個月給與八分之一個 

基 數 。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 

月計。

(二) 任職未滿十年者，除依前目規 

定給邮外，每減一個月加給十 

二分之一個基數。已領退休 

(職 、伍）金或資遣給與者，其 

年資應合併計算；逾十年者不 

再加給。

二 、 一次及年撫卹金：任職滿十五年以 

上 者 ，除每年給與五個基數之年撫 

邮金外，其滿十五年部分，給與十 

五個基數之一次撫邮金。以後每增 

一年加給二分之一個基數，最高給 

與三十個基數。未滿一年者，每一 

個月給與二十四分之一個基數。未 

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第四條第二項基數内涵之計算，以公務人 

員最後在職時之本（年功）俸加一倍為 

準。年撫卹金應隨同在職同等級公務人員 

之 本 （年功）俸調整支給之。

第五十五條公務人員於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均 

有任職年資者，其撫卹年資應合併計算。但退 

撫新制實施前任職年資，最高採計三十年；退 

撫新制實施後任職年資，可連同併計；併計後 

不得超過四十年。

前項任職年資之取捨，應優先採計退撫新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撫邮年資之採計上限與 

取捨，以及因公死亡之擬制年資。

二 、 第一項與第二項係參照原撫卹法第十七條 

第一項規定，明定亡故公務人員撫卹年資採 

計上限及給與上限之規定。同時規定退撫新 

制實施前、後任職年資應優先採計退撫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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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實施後年資。

公務人員因公死亡者，依下列規定擬制撫 

卹金給與年資：

一 、 依第五十三條第二項第一款換邮者，其任 

職未滿十五年者，以十五年計給撫卹金； 

其任職滿十五年而未滿二十五年者，以二 

十五年計給撫卹金；其任職滿二十五年而 

未滿三十五年者，以三十五年計給撫邮 

金 。

二 、 依第五十三條第二項第二款至第五款規 

定撫卹者，其任職未滿十五年者，以十五 

年計給撫卹金；其任職滿十五年者，以實 

際任職年資計給撫卹金。

實施後年資。

三 、 第三項規定公務人員各種因公撫卹金給與 

年資之擬制機制。其中為使不畏難困，奮勇 

救災救難者之撫卹給與，能與任職年資長短 

及其貢獻度之間存有一定關聯性與比例 

性 ，爰於第三項第一款規定依第五十三條第 

二項第一款撫卹者，其撫卹給與須依據任職 

年資久暫，區分為三個等級，並將擬制年資 

分別訂為十五年、二十五年及三十五年。至 

於依第五十三條第二項第二款至第五款規 

定撫卹者，則維持原撫卹法第五條第三項之 

規定。

四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撫卹法

第五條第三項因公死亡人員任職未滿十 

五年者，以十五年計；第一款人員任職滿 

十五年以上未滿三十五年者，以三十五年

計 。

第十七條第一項公務人員於退撫新制實 

施前、後均有任職年資者，應合併計算， 

並均依本法修正施行後之規定給卹。退撫 

新制實施前之任職年資，仍依原規定標準 

最高採計三十年；退撫新制實施後之任職 

年資，可連同併計，並應優先採計。

第五十六條公務人員在職亡故後，其遺族月撫 

卹金之給與月數規定如下：

一 、 依第五十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撫卹 

者 ，給與二百四十個月之月撫邮金。

二 、 依第五十三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撫卹 

者 ，給與一百八十個月之月撫邮金。

三 、 依第五十三條第二項第三款、第四款第二 

目與第三目及第五款規定撫卹者，給與一 

百二十個月之月撫邮金。

四 、 依第五十三條第二項第四款第一目規定 

撫邮者，給與一百八十個月之月撫邮金。

五 、 病故或意外死亡者，給與一百二十個月之 

月撫邮金。

前項領受人屬未成年子女者，於前項所定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月撫卹金給卹期限。

二 、 第一項參照原撫卹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明 

定各類撫卹原因之月撫卹金給與期限。審究 

原撫卹法所規定各項因猝發疾病（包含戮力 

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致因公死亡之 

情事，與一般病故者所不同之處，僅係發病 

之時間或地點不同；至於執行任務或奉派公 

差 （出）往返途中發生意外或危險事故，與 

執行任務中發生是類情事者，二者涉公程度 

亦有所不同。基於衡平考量，爰調降給卹期 

限 。

三 、 原撫卹法第九條第二項所定亡故公務人員 

之遺族如為無子女之寡妻或鰥夫者，其領受 

年撫卹金得給與終身。然一則考量我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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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卹期限屆滿時尚未成年者，得繼續給卹至成 

年為止。

第一項領受人屬因身心障礙而無謀生能 

力之子女，得檢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鑑定為重 

度以上等級之身心障礙證明，依第六十二條所 

定給與比率，申請終身給卹；其屬已成年子女 

者 ，並應出具其於公務人員亡故前一年度年終 

所得申報資料，證明其平均每月所得未超過公 

務人員亡故當年法定基本工資。

安全體系已然建立，各職域社會保險業已普 

及一人人都有各職域社會保險所提供之年 

金給與；二則考量第五十八條及第五十九條 

又增加未成年子女按月加發撫邮金而需增 

加財務支出，爰刪除原撫邮法所定無子女之 

寡妻或鰥夫給邮終身之規定。

四 、 第二項參照原撫卹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明 

定領卹子女於第一項所定給卹年限屆滿時 

得繼續給卹之事由及期限。但考量公務人員 

退撫給與之財源準備逐漸發生困難，加以目 

前公務人員待遇已較早期大大提高而非早 

期偏低之情況，爰將原給卹期限延至大學畢 

業為止之規定刪除。

五 、 為加強照護亡故公務人員因身心障礙而無 

謀生能力之子女，爰參照第四十五條所定身 

心障礙之成年子女無謀生能力者，得支領終 

身遺屬年金規定，於第三項明定亡故公務人 

員因身心障礙而無謀生能力之子女，得給卹 

終身。

六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撫邮法

第九條遺族年撫邮金，自該公務人員死

亡之次月起給與，其年限規定如下：

一 、 冒險犯難或戰地殉職者，給與二十 

年 。

二 、 執行職務發生意外或危險以致死亡 

者 、公差遇險或罹病以致死亡者，給 

與十五年。

三 、 於執行職務、公差或辦公場所猝發疾 

病以致死亡者，給與十二年。

四 、 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者，給 

與十二年。

五 、 因辦公往返，猝發疾病、發生意外或 

危險以致死亡者，給與十二年。但因 

防（救）災趕赴辦公發生意外或危險 

者 ，給與十五年。

六 、 病故或意外死亡者，給與十年。 

請領前項年撫卹金之遺族，係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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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之寡妻（鰥夫）者 ，得給與終身。

領卹子女於第一項所定給卹年限屆 

滿時尚未成年者，得繼續給卹至成年；子 

女雖已成年，仍在學就讀者，得繼續給卹 

至取得學士學位止。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三十曰以前 

死亡經審定之年撫卹金，仍依公務人員死 

亡時之原規定辦理；給卹年限屆滿時，依 

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三項所定在學就讀者，以就讀國内 

學校具有學籍之學生，且在法定修業年限 

之就學期間為限；就讀大學或獨立學院 

者 ，以取得一個學士學位為限。

第五十七條公務人員依第五十三條第二項規 

定辦理因公撫卹者，除依第五十四條第二項、 

第五十五條第三項及第五十六條規定給卹 

外 ，並依下列規定，加給一次撫卹金：

一 、 依第五十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撫卹 

者 > 加給百分之五十。

二 、 依第五十三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撫卹 

者 ’加給百分之二十五。

三 、 依第五十三條第二項第三款、第四款第二 

目與第三目及第五款規定撫卹者，加給百 

分之十。

四 、 依第五十三條第二項第四款第一目規定 

撫邮者，加給百分之十五。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因公死亡加發一次撫邮 

金之標準。

二 、 參照原撫卹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明定各款 

因公死亡撫邮態樣加發一次撫邮金之標 

準。惟考量第五十八條及第五十九條已增訂 

公務人員遺族有未成年子女者，得予加發撫 

邮金，爰在國家資源有限之考量，所加給之 

一次撫卹金乃酌予調降，俾兼顧政府與退撫 

基金之財務穩定。

三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撫邮法

第五條第二項前項人員除依前條規定給 

邮 外 ，並依下列情形加給一次撫邮金：

一 、 第一款人員加給百分之五十。

二 、 第二款及第三款人員加給百分之二十 

五 。

三 、 第四款人員加給百分之十五。

四 、 第五款及第六款人員加給百分之十。 

但第六款人員因防（救）災趕赴辦公 

發生意外或危險者，加給百分之二十 

五 。

第五十八條公務人員任職未滿十五年而病故 

或意外死亡且遺有未成年子女者，其遺族除依 

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給卹外，每一未 

成年子女每月再比照國民年金法規定之老年

一 、本條係針對公務人員任職未滿十五年及任 

職滿十五年，因病故或意外死亡，且領卹遺 

族有未成年子女者，明定應依遺族未成年子 

女人數，每月加發撫邮金及加發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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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保證年金給與標準，加發撫卹金，至成年 

為止。

公務人員任職滿十五年而病故或意外死 

亡且遺有未成年子女者，除依第五十四條第二 

項第二款及第五十六條規定給卹外，每一未成 

年子女每月再比照國民年金法規定之老年基 

本保證年金給與標準，加發撫卹金，至成年為 

止 。

二 、 為因應國家人口結構已朝向高齡化及少子 

女化的趨勢發展，並落實照護公務人員身故 

後之家庭成員安定，爰就亡故公務人員遺有 

未成年子女者，依其人數每月加發撫邮金； 

惟基於合理與公平之考量，前開加發之撫邮 

金金額，不應因亡故公務人員之銓敘審定等 

級或任職年資不同而有所區別。是為兼顧照 

護公務人員未成年子女及政府財政負擔，爰 

比照國民年金法規定之老年基本保證年金 

之給與標準，規定每月加發撫邮金之金額。 

至於該加發撫卹金金額之調整，考量國民年 

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已規定，自一百零一年 

一月一日起，老年基本保證年金之給付金額 

已由新臺幣三千元調整為新臺幣三千五百 

元，其後並定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 

計機關發布之最近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較 

前次調整之前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 

公告調整之，嗣衛生福利部一百零五年一月 

十二日衛部保字第一〇五〇一〇〇四二六 

號公告，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老年基 

本保證年金由新臺幣三千五百元調整為新 

臺幣三千六百二十八元，是為避免曰後須配 

合國民年金法之修正或調整所衍生修法之 

困擾，爰未明定比照之條次及給與金額。

三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國民年金法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本法施行時年滿六十 

五歲國民，在國内設有戶籍，且於最近 

三年内每年居住超過一百八十三日，而 

無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視同本法被保 

險 人 ，得請領老年基本保證年金，每人 

每月新臺幣三千元至死亡為止，不適用 

本章第三節至第五節有關保險給付之規 

定 ，亦不受第二章被保險人及保險效力 

及第三章保險費規定之限制：

一 、 經政府全額補助收容安置。

二 、 領取軍人退休俸（終身生活補助費）' 

政務人員、公教人員、公營事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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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退休（職）金或一次退休（職 、伍） 

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軍人、政務人員、公教人員、 

公營事業人員領取一次退休 

(職 、伍）金且未辦理政府優 

惠存款者，未領取公教人員保 

險養老給付或軍人保險退伍 

給付，或所領取公敎人員保險 

養老給付、軍人保險退伍給付 

之總額，自年滿六十五歲當月 

起以新臺幣三千元按月累計 

達原領取總額。

(二） 原住民領取一次退休（職、伍） 

金 。

三 、 領取社會福利津貼。

四、 財稅機關提供保險人公告年度之個人 

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總額合計新臺幣 

五十萬元以上。

五 、 個人所有之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新臺 

幣五百萬元以上。

六、 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拘禁。

第五十四條之一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 

一月一日起，本法所定老年年金給付加 

計金額、老年基本保證年金、第四十二 

條第二項與第四項及第五十三條所定金 

額 ，調整為新臺幣三千五百元，身心障 

礙年金給付基本保障及身心障礙基本保 

證年金之金額，調整為新臺幣四千七百 

元 ；其後每四年調整一次，由中央主管 

機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最近一年 

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前次調整之前一年消 

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公告調整之，但成 

長率為零或負數時，不予調整。

第五十九條公務人員因公死亡而遺有未成年 

子女者，其遺族除依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二 

款、第五十五條第三項、第五十六條及第五十 

七條規定給卹外，每一未成年子女每月再比照 

國民年金法規定之老年基本保證年金給與標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因公死亡而遺有未成年子女 

者 ，應依遺族未成年子女人數，每月加發撫卹金

及加發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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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加發撫邮金，至成年為止。

第六十條公務人員任職滿十五年死亡者，其生 

前預立遺囑，不依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規 

定請領撫卹金者，得改按一次退休金之標準， 

發給一次撫邮金。其無遺嘱而遺族不依第五十 

四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辦理者，亦同。

公務人員因公死亡，或任職滿十五年病故 

或意外死亡，且遺族僅存祖父母或兄弟姊妹 

者 ，應改按一次退休金之標準，發給一次撫卹 

金 。

亡故公務人員之遺族依第一項規定請領 

撫邮金者，其依第五十七條規定應加給之一次 

撫卹金，仍依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二目 

所定標準計給。

一 、 本條規定亡故公務人員之遺族對於撫卹金 

種類之選擇機制。

二 、 第一項參照原撫卹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明 

定公務人員得於生前預立遺嘱或遺族得選 

擇改領一次撫卹金，旨在使公務人員或其遺 

族可視其家庭情況，自由選擇比照一次退休 

金標準改領一次撫卹金，且公務人員生前之 

遺囑應優於遺族之志願，其無遺囑時，始可 

由遺族志願為之，亦應明定，以免困擾。

三 、 第二項係考量公務人員撫卹制度照護對 

象，主要為死亡公務人員之配偶、子女及父 

母 ，俾維持渠等於領卹期間之基本經濟生 

活，至於祖父母或兄弟姊妹因非屬主要照護 

對象1爰明定公務人員因公死亡或任職滿十 

五年病故或意外死亡，且僅有祖父母或兄弟 

姊妹為遺族者，僅得改按一次退休金之標 

準 ，發給一次撫邮金。

四 、 第三項參照原撫卹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明 

定依第一項規定請領撫卹金者，其依第五十 

七條規定應加給之一次撫卹金之計算標準。

五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撫卹法

第六條第一項公務人員任職滿十五年以 

上死亡，生前預立遺囑，不願依第四條第 

一項第二款之規定請領撫邮金者，得改按 

公務人員退休法一次退休金之標準，發給 

一次撫卹金。其無遺囑而遺族不願依第四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者亦同。

第六條第二項 依前項規定請領撫卹金 

者 ，其依前條第二項規定應加給之一次撫 

卹金，仍以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標 

準計算。

第六十一條亡故公務人員應由各級政府編列 

預算，給與殮葬補助費。公務人員於休職、停 

職或留職停薪期間死亡者，亦同。

前項應給與之殮葬補助費給與標準，由 

主管機關定之。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在職亡故後，除撫卹金給 

與外，政府亦應同時編列預算，核給殮葬補 

助費、勳績撫邮金。

二 、 第一項及第二項參照原撫卹法第十四條及 

第二十條規定，明定公務人員在職死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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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受有勳章或有特殊功績者，得 

給與勳績撫卹金；其給與標準，由主管機關定

之 。

於休職、停職或留職停薪期間死亡者，由各 

級政府編列預算給與殮葬補助費，其給與標 

準授權主管機關訂定。

三 、 第三項參照原撫卹法第七條規定，明定公務 

人員受有勳章或有特殊功績者，得給與勳績 

撫卹金，其給與標準授權主管機關訂定。

四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撫卹法

第七條公務人員受有勳章或有特殊功績 

者 ，得給與勳績撫卹金；其給與標準，由 

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第十四條公務人員死亡者，應由各級政府 

編列預算給與殮葬補助費；其給與標準， 

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第二十條公務人員於休職、停職或留職停 

薪期間病故或意外死亡者，其遺族得依本 

法規定申請辦理撫卹，並給與殮葬補助 

費。

第三節撫岬金領受人 節名

第六十二條公務人員之遺族撫卹金，由未再婚 

配偶領受二分之一；其餘由下列順序之遺族， 

依序平均領受之：

一 、 子女。

二 、 父母。

三 、 祖父母。

四 、 兄弟姊妹。

亡故公務人員無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遺 

族者，其撫卹金由未再婚配偶單獨領受；無配 

偶或配偶再婚時，其應領之撫卹金，依序由前 

項各款遺族領受；同一順序遺族有數人時，撫 

邮金由同一順序具有領受權之遺族平均領受。

同一順序遺族有死亡、拋棄或因法定事由 

而喪失或停止領受權者，其撫卹金應由同一順 

序其他遺族依前二項規定領受；無第一順序遺 

族時，由次一順序遺族依前項規定領受。

前三項具有撫卹金領受權之同一順序遺 

族有數人請領時，得委任其中具有行為能力者 

一人代為申請。遺族為無行為能力者，由其法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遺族之撫邮金領受範 

圍 、順序及方式等相關事宜。

二 、 第一項參照原撫卹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明 

定公務人員遺族之撫卹金領受範圍。

三 、 第二項參照原撫卹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明 

定公務人員遺族之撫卹金領受順序。

四 、 第三項至第五項規定具有撫卹金領受權之 

同一順序遺族有數人時之請領規範。

五 、 由於撫卹金係屬公法給付，其給與當以公務 

人員亡故當時所審定之遺族為限。但考量極 

少數經審定之同一順序月撫卹金領受人可 

能在月撫卹金領受期間相繼喪失領受權（如 

死亡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等），如不再發 

給 ，恐失之合理，爰於第六項規定得依一次 

退休金之標準，計算一次撫邮金，減除已領 

月撫卹金金額後，補發其餘額，並依序由次 

一順序遺族平均領受，無餘額、無次一順序 

遺族或次一順序遺族均喪失領受權時，不再 

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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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代理人代為申請。

亡故公務人員之遺族行蹤不明，或未能依 

前項規定，取得一致請領之協議者，得由其他 

遺族按具有領受權之人數比率，分別請領撫卹 

金 。

依法審定之同一順序月撫卹金領受人，於 

月撫卹金領受期限内均喪失領受權時，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依一次退休金之標準，計算一次撫邮金， 

減除已領月撫卹金金額後，補發其餘額； 

無餘額者，不再發給。

二 、依前款規定核算而應補發餘額者，依序由 

次一順序之遺族平均領受；無次一順序遺 

族或次一順序遺族均喪失領受權時，不再 

發給。

六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撫邮法

第八條第一項公務人員遺族撫邮金，應由 

未再婚配偶領受二分之一；其餘由下列順 

序之遺族平均領受之：

一 、 子女。

二 、 父母。

三 、 祖父母。

四 、 兄弟姊妹。

第八條第二項前項遺族中，除未再婚配偶 

外 ，無第一款至第三款遺族時，其撫邮金 

由未再婚配偶單獨領受；如無配偶或配偶 

再婚，其應領之撫卹金，依序由前項各款 

遺族領受。同一順序有數人時，如有死 

亡 、拋棄、因法定事由喪失或停止領受權 

者 ，其撫卹金應平均分給同一順序其他有 

領受權之人。但前項第一款所定第一順序 

之領受人死亡、拋棄或因法定事由喪失領 

受權者，由其子女代位領受之。

第十八條具有撫卹金領受權之同一順序 

遺族有數人者，請領撫卹金時，應共同提 

出，並得委任其中具有行為能力者一人代 

為申請；遺族均無行為能力者，由各遺族 

之法定代理人推派一人代為申請。但遺族 

未能取得一致請領之協議，或行蹤不明 

者 ，得由其他遺族按具有領受權之人數比 

例 ，分別請領撫邮金。

第六十三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領受人死 

亡 、拋棄或因法定事由而喪失領受權者，由其 

子女代位領受之，不適用前條第三項規定。

公務人員生前預立遺囑，於前條第一項 

遺族中，指定撫卹金領受人者，從其遺囑。但 

公務人員未成年子女之領受比率，不得低於其 

原得領取比率。

公務人員死亡而無前條第一項遺族可申 

辦撫卹者，其繼承人得向退撫基金管理機關申 

請發還原繳付之退撫基金本息；無繼承人者， 

得由原服務機關先行具領，辦理喪葬事宜。有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遺族領取撫邮金之例外 

處理機制。

二 、 第一項至第三項參照原撫卹法第八條第二 

項至第四項規定，明定領受撫卹金遺族之例 

外狀況。包含：孫子女得代位領受、得預立 

遺囑指定領受人及無遺族時之處理機制。惟 

為配合衛生福利部辦理兒童權利公約法規 

檢視，承相關民間團體審查建議在指定受益 

人時，應考慮未成年子女權益丄美參考該建 

議 ，另明定保障亡故公務人員未成年子女之 

領受比率不得低於其原得領取比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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賸餘者，歸屬退撫基金。 三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撫邮法第八條

第二項前項遺族中，除未再婚配偶外，無 

第一款至第三款遺族時，其撫卹金由未 

再婚配偶單獨領受；如無配偶或配偶再 

婚 ，其應領之撫卹金，依序由前項各款 

遺族領受。同一順序有數人時，如有死 

亡 、拋 棄 、因法定事由喪失或停止領受 

權 者 ，其撫邮金應平均分給同一順序其 

他有領受權之人。但前項第一款所定第 

一順序之領受人死亡、拋棄或因法定事 

由喪失領受權者，由其子女代位領受之。

第三項公務人員生前預立遺囑，於第一項 

遺族中指定撫卹金領受人者，從其遺囑。

第四項無第一項遺族辦理撫卹者，公務人 

員之繼承人得向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管理機關（以下簡稱基金管理機關）申請 

發還公務人員原繳付之退休撫卹基金（以 

下簡稱退撫基金）費用本息；無繼承人 

者 ，得由原服務機關先行具領，以辦理喪 

葬事宜。如有賸餘，歸屬退撫基金。

第四章退撫給與之支（發 ）給 、保障及變更 章名

第一節退撫給與之發給 節名

第六十四條公務人員請領退休金及資遣給

與 ，屬公務人員之專屬權利，除下列情形外，

不得由他人代為申請及領受：

一 、 年滿六十五歲而拒依規定辦理屆齡退 

休 ，經服務機關主動檢同相關文件，送審 

定機關審定屆齡退休者。

二 、 經服務機關依第二十條規定，檢同相關文 

件 ，送審定機關辦理命令退休者。

三 、 經服務機關依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檢 

同相關文件，送權責主管機關辦理資遣 

者 。

四 、 經司法機關裁定監護而未撤銷，須由法定 

監護人代為申請退休或資遣者。

一 、 本條明定公務人員請領退休金及資遣給與 

權利之專屬性，除本條所列四種情形外，應 

由本人親自申請及領受。

二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四條第三項

各機關屆齡或命令退休人員未依第一 

項規定辦理者，應由服務機關代為填具退 

休事實表，檢同相關證明文件，彙轉銓敍 

部審定。

第六十五條公務人員或其遺族依本法申請退 

撫給與之案件，應由審（核 ）定機關以書面行

一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或其遺族依本法申請退 

撫給與之案件及本法公布施行前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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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處分為之。

本法公布施行前退休生效者之每月退休 

所得，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九 

條規定重新計算時，得由審（核 ）定機關以書 

面行政處分為之。

者 ，調降月退休金所得時，審 （核 ）定機關 

為行政處分規範。

二 、 第一項規定公務人員或其遺族依本法申請 

退撫給與案件，應由各該案件之審（核 ）定 

機關以書面行政處分為之，以符法制。

三 、 配合前述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方案，本法 

公布施行前之已退休公務人員，必須依本法 

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九條規定 

重新計算每月退休所得，故須就已退休公務 

人員之退休案件重行審（核 ）定或予變更 

之 ，爰為簡化作業流程，避免耗費過多人 

力 ，乃於第二項規定審（核 ）定機關得以書 

面行政處分審（核 ）定已退休公務人員退休 

案件之變更。

四'相關條文

行政程序法第九十二條

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 

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 

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 

行為。

前項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特定， 

而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為一 

般處分，適用本法有關行政處分之規定。 

有關公物之設定、變更、廢止或其一般使 

用者，亦同。

第六十六條本法所定退撫給與，一律採金融機 

構直撥入帳方式為之，並依下列規定發給：

----- 次退休金及首期月退休金經審定機關

審定後，自退休生效日起發給。但依第三 

十條第三項、第三十一條第三項第二款及 

第三十三條第三款規定擇領展期月退休 

金 者 ，自其年滿法定起支年齡之日起發 

給 。第二期以後之月退休金，配合統一作 

業 ，每一個月發給一次。

二 、 資遣給與經審定機關審定後，自資遣生效 

曰起發給。

三 、 遺屬一次金及一次撫卹金，經審定機關審 

定後發給。

一 、 本條規定退休金、資遣給與、撫卹金（含未 

成年子女人加發給與）、遺屬一次金及遺屬 

年金發給事宜。

二 、 明定退休金、資遣給與、遺屬年金、遺屬一 

次金及撫卹金（含未成年子女加發給與）之 

發給日。另審酌現行退休金及資遣給與之發 

給並無限定支領方式，為應當事人需求，實 

務上，除採直撥入帳外，亦照當事人請求， 

改以無劃線支票或現金方式請領。經向各機 

關調查結果，目前發放實務上高達百分之九 

十九之領受均採直撥入帳方式辦理；採行支 

領支票及現金方式者，約僅占百分之一；惟 

上述採行支領支票及現金方式者，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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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遺屬年金經審定機關審定後，自退休人員 

死亡時之次一個月退休金定期發給曰起 

發給。但未再婚配偶依第四十五條第二項 

規定擇領遺屬年金者，應自其年滿法定起 

支年齡之日起發給。第二期以後之遺屬年 

金 ，配合統一作業，每月發給一次。

五 、 首期月撫邮金經審定機關審定後，自公務 

人員死亡之次月起發給；第二期以後之月 

撫卹金，配合統一作業，每月發給一次。 

第五十八條及第五十九條所定按遺族未 

成年子女人數，每月加發之撫邮金，亦 

同 。

雖不高，卻耗費各支給機關及公務人員退休 

撫邮基金管理委員會人力及物力成本至 

鉅 。是為簡化撥付作業流程，以提昇行政效 

率並節省行政成本，爰於本條序文明定本法 

所定退撫給與一律採金融機構直撥入帳方 

式發給，以全面取消支領支票或現金方式。

第六十七條公務人員退休後所領月退休金，或 

遺族所領之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得由考試院 

會同行政院，衡酌國家整體財政狀況及經濟環 

境 、消費者物價指數、退撫基金財務盈虧及現 

職人員待遇調整與否調整之；其相關執行規 

定 ，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退休後所領之月退休 

金、遣族所領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金額之相 

關調整機制。

二 、 查現行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金及遺族所領 

年撫卹金或月撫慰金均係隨現職待遇調整 

而調整，除衍生退休所得與在職人員待遇相 

近之不合理現象外，亦造成退撫基金長遠負 

擔及繳費義務與給付權利之不對等情形，爰 

參考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訂定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金及遺族所領 

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之調整機制。至於所列 

舉國家整體財政狀況及經濟環境、消費者物 

價指數、退撫基金財務盈虧及現職人員待遇 

調整與否等條件，必須综合考量衡酌調整幅 

度 ，不能僅依單一條件即為調整之準據，同 

時亦須經詳慎研商程序始為妥適，爰授權於 

本法施行細則訂定相關細部執行規範，以利 

執行。

三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本保險之年金給付金額，於中央主計機 

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達正 

負百分之五時，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考量 

國家經濟環境、政府財政與本保險準備金之 

財務盈虧，另定調整比率。

第六十八條公務人員於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均 一 、本條規定退撫給與、優存利息、加發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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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職年資者，其退撫給與及優存利息依下列 

規定支給：

一 、 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年資應領之退撫給 

與及優存利息，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 

給 。

二 、 退撫新制實施後任職年資應領之退撫給 

與 ，由退撫基金支給。

三 、 依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加發之退休 

金 ，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給。

四 、 依第四十一條規定加發之俸給總額慰助 

金 ，由服務機關編列預算支給。

五 、 下列各目所定給與，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 

支給：

(一） 依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二目 

加發之一次撫卹金；依第五十五條第 

三項及第五十七條規定因公死亡加 

發之撫邮金。

(二） 依第五十八條及第五十九條規定加 

發之撫邮金。

(三） 依第六十一條規定發給之殮葬補助 

費與勳績撫邮金。

及遺族撫邮金等給付之支給機關。參照原退 

休法第十三條第三項及原撫卹法第十五條 

第二項後段但書規定，明定公務人員退撫新 

制實施前任職年資退撫給與、因公傷病命令 

退休加發之退休金、在職死亡之公務人員受 

有勳章特殊功績、任職未滿十年、任職未滿 

十五年或滿十五年遺有未成年子女，或因公 

死亡等事項所加發之撫卹金等，均由各級政 

府編列預算支給。

二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 原退休法

第十三條第三項前二項規定加發之 

退休金，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給。

(二) 原撫卹法

第十五條第二項退撫新制實施後之 

公務人員撫卹金，應由政府與公務人 

員共同撥繳費用建立之退撫基金支 

給 ，並由政府負最後支給保證責任。 

但公務人員在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 

年資及第七條規定受有勳章或有特 

殊功績人員所給與之撫卹金、第四條 

規定任職未滿十年人員及第五條規 

定因公死亡人員所加給之撫邮金，均 

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給。

第六十九條公務人員或其遺族請領退撫給與 

之權利，不得作為讓與、抵銷、扣押或供擔保 

之標的。

退撫給與之領受人，得於金融機構開立專 

戶 ，專供存入退撫給與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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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撫給與領受人有冒領或溢領情事者，支 

給或發放機關應就其冒領或溢領之款項鼓實 

收回，不受第一項及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請領退撫給與權利之保 

障機制。

二 、 為保障公務人員及其遺族基本經濟安全，並 

期各類人員請領退撫給與權利之衡平一 

致 ，爰參照原退休法第二十六條、原撫卹法 

第十三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八條、勞工退 

休金條例第二十九條、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 

九條及國民年金法第五十五條規定，於第一 

項明定公務人員或其遺屬請領退撫給與權 

利之保障機制。

三 、 第二項及第三項係為避免公務人員或遺族 

請領之退撫給與款項於匯入金融機構帳戶 

後，存款將無法受到不得抵銷或扣押等之保 

障 ，亦可能成為強制執行之標的，無法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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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規範意旨，爰為提升公務人員及其遺族 

請領退撫給與之保障，乃參照勞動基準法、 

勞工退休金條例、勞工保險條例及國民年金 

法規定，明定各領受人得視其經濟安排之需 

求 ，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各項退 

撫給與之用，且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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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落 

實保障公務人員及其遺族之退撫權益。

四 、 第四項係為維護公法給付發放之正確性及 

節省行政成本，爰明定各項退撫給與之領受 

人有冒領或溢領而應由支給或發放機關收 

回上開給與者，不受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之 

限制，俾使相關款項得逕自尚未發給之給與 

中嚴實收回，或對已發給之款項移送行政執 

行。至於有冒領或溢領政府撥繳之退撫基金 

費用本息而應由服務機關嚴實收回者，亦 

同。

五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 原退休法第二十六條

請領退休金、撫慰金、資遣給與之 

權利，不得作為扣押、讓與或供擔保之 

標的。

(二) 原撫卹法第十三條

請領撫卹金之權利及未經遺族具 

領之撫卹金，不得作為扣押、讓與或供 

擔保之標的。

(三） 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八條

勞工請領退休金之權利，自退休之 

次月起，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勞工請領退休金之權利，不得讓 

與 、抵銷、扣押或供擔保。

勞工依本法規定請領勞工退休金 

者 ，得檢具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 

專戶，專供存入勞工退休金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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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九條

勞工之退休金及請領勞工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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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利，不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 

保 。

勞工依本條例規定請領月退休金 

者 ，得檢具勞保局出具之證明文件，於 

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月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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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勞工保險條例

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 

項

被保險人、受益人或支出殯葬費之 

人領取各種保險給付之權利，不得讓 

與 、抵銷、扣押或供擔保。

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依本條例規定 

請領年金給付者，得檢具保險人出具之 

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 

存入年金給付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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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國民年金法第五十五條

領取本法相關給付之權利，不得作 

為扣押、讓與、抵銷或供擔保之標的。 

但被保險人曾溢領或誤領之給付，保險 

人得自其現金給付或發還之保險費中 

扣抵。

依本法規定請領年金給付或第五 

十三條所定給付者，得檢具保險人出具 

之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 

供存入給付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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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條公務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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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誤發情事， 

而溢領或誤領相關退撫給與者，由支給或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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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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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 

失請領權利，或有機關（構）誤發情事而溢 

領相關退撫給與及優存利息者，其溢領或誤 

領金額之繳還事宜。

二 、 參考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七條規定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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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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由支給或發放機關通知當事人自下一定 

期以後發給之退撫給與中段實收回；當事人若 

有異議且未以其他方式缴回者，由支給或發放 

機關依前項規定辦理。

支領一次退休金或公保一次養老給付並 

辦理優惠存款之退休人員有暫停'喪失、停 

止 、依法撤銷或廢止其請領退撫給與之情事 

者 ，其優惠存款應同時停止辦理。未依規定停 

止辦理者，由支給或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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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或發放機關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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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之相關退撫給與及優存利息，或未全數繳還 

溢領或誤領之相關退撫給與及優存利息者，其 

於支給、發放或服務機關依行政執行法相關規 

定強制執行追繳之前又重行退休、資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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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給與 

中，菝實抵銷或收回之。本法公布施行前之案 

件 ，亦同。

法意旨，當行政機關對於「授益行政處分因 

撤銷、廢止等原因而溯及失其效力」或 「因 

法定事由發生而停止領受或其他因機關誤 

發退撫給與或退休（職）人員誤存優惠存款 

本金等因素」所生溢領情事，若法令有賦予 

支給機關做成行政處分命受益人返還，得由 

支給機關作成行政處分命受益人返還。爰於 

第一項規定支給或發放機關之追缴程序。

三 、 參照原退休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第二項 

及第四十條第三項規定，對於溢領月退休金 

及月撫慰金之定期給付者，定有「得由支給 

機關自其下一期應發給之月退休金中，薮實 

收回」之規定，為符合法制，爰將上述規定 

提昇至第二項規定，明定溢領或誤領之金 

額 ，屬定期給付者，得由支給或發放機關通 

知當事人自下一定期以後發給之退撫給與 

中嶷實收回，當事人若有異議且未以其他方 

式繳回者，再由支給或發放機關依前項規定 

辦理。

四 、 第三項參照原退休法第三十二條第六項規 

定，明定支領一次退休金或公保一次養老給 

付且依規定辦理優惠存款人員，如有暫停、 

喪失、停止、依法撤銷或廢止其請領退撫給 

與之情事者，其優惠存款應同時停止辦理。 

至於未依規定停止辦理者，應由支給或服務 

機關依法以行政處分追繳其自應停止辦理 

日起溢領之金額。

五 、 第四項對於溢領或誤領退撫給與及優惠存 

款利息者，屆期仍拒不缴還且有可歸責於當 

事人責任時，由支給、服務或發放機關按年 

息百分之二，加計利息併同依第一項規定追 

繳之，以明確課予當事人應予繳還溢領或誤 

領給付之責任。

六 、 鑑於公務人員或其遺族有溢領或誤領退休 

金 、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或資遣給與等 

退撫給與及優存利息者，除涉及公法上不當 

得利如何追繳，且與退休年資一資不二採原 

則之認定，息息相關，爰於第五項規定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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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或其遺族有溢領或誤領退撫給與者，得 

由支給機關自其重行核發之退撫給與中，屐 

實抵銷或收回之。本法公布施行前之案件， 

亦同。

七 、相關條文

(一）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七條

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其内容係提 

供一次或連續之金錢或可分物之給付 

者 ，經撤銷、廢止或條件成就而有溯及 

既往失效之情形時，受益人應返還因該 

處分所受領之給付。其行政處分經確認 

無效者，亦同。

前項返還範圍準用民法有關不當 

得利之規定。

行政機關依前二項規定請求返還 

時 ，應以書面行政處分確認返還範圍， 

並限期命受益人返還之。

前項行政處分未確定前，不得移送 

行政執行。

(二) 原退休法第三十二條第六項

支領一次退休金或養老給付，並依 

第一項規定辦理優惠存款人員，如有第 

二十三條及第二十四條規定應停止或 

喪失領受月退休金情事者，其優惠存款 

應同時停止辦理。未依規定停止辦理 

者，應由支給機關依法追繳其自應停止 

辦理日起溢領之金額。

(三） 原退休法施行細則 

第三十二條第二項

有溢領月退休金情形者，得由支給 

機關自其下一期應發給之月退休金 

中 ，屐實收回。

第四十條第三項

溢領月撫慰金者，支給機關自其下 

一期應發給之月撫慰金中嚴實收回。

第七十一條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之退休人員 

或支領月撫卹金、遺屬年金之遺族，於行蹤不 

明或發放機關無法聯繫時，應暫停發給退休

一 、本條規範支領月退休金之退休人員及支領 

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之遺族，如行蹤不明或 

發放機關無法聯繫，其退撫給與應暫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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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撫邮金或遺屬年金，並通知受理優惠存款 

機構，一併暫停發放優存利息，俟其親自申請 

後 ，再依相關規定補發。

給 ，俟其親自申請後，再依相關規定補發之 

規定。

二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公務人員退撫給與定期發放作業要點第五 

點之（六）

領受人如行蹤不明或發放機關無法聯 

繫 時 ，發放機關應主動暫停發放退撫給 

與 ，並通知臺灣銀行一併暫停發放優惠存 

款利息。但已依法令辦理失蹤登記之月退 

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領受人，不在此限。

第七十二條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之退休人員 

或支領月撫邮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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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機關應於其居住大陸地區 

期間，暫停發給退休金、撫邮金或遺屬年金， 

俟其親自依規定申請改領一次退休金或回臺 

居住時，再依相關規定補發。

一 、 本條規範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之退休人員 

及支領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之遺族，前往大 

陸地區時，其退撫給與應暫停發給之規定。

二 、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 

六條規定，支領各種月退休（職 、伍）給與 

之 退 休 （職 、伍）軍公教及公營事業機關 

(構）人員擬赴大陸地區長期居住者，應向 

主管機關申請改領一次退休（職 、伍）給 

與，上述人員未依規定申請辦理改領一次退 

休 （職 、伍）給與，而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 

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者，停止領受退休 

(職、伍）給與之權利，俟其經依第九條之

■二規定許可回復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後恢 

復。第一項改領及第三項停止領受及恢復退 

休 （職 、伍）給與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主 

管機關定之。再查考試院依上述授權規定訂 

定之「支領月退休給與之公務人貝赴大陸地 

區長期居住改領停領及恢復退休給與處理 

辦法」第三條第四項規定略以：退休公務人 

貝未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辦理，自行前往大陸 

地區長期居住’其未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 

領用大陸地區護照者，居住大陸地區期間， 

暫停其領受退休（職）給與之權利，俟其申 

請改領或回臺居住時，得依相關規定申請回 

復請領權利。茲審酌上述規定涉及當事人重 

大權利義務事項，爰予提升至法律位階規 

範 。

84



三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 支領月退休給與之公務人員赴大陸地 

區長期居住改領停領及恢復退休給與 

處理辦法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退 休 （職）公務人員 

未依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辦 理 ，自行前往大陸地區長期居 

住 ，其未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 

用大陸地區護照者，居住大陸地區 

期 間 ，暫停其領受退休（職）給與 

之權利，俟其申請改領或回臺居住 

時 ，得依相關規定申請回復請領權 

利 。

(二） 公務人員退撫給與定期發放作業要點 

第五點之（五） 領受人於查驗期間

前往大陸地區者，應主動與發放機 

關聯繫，並依支領月退休給與之公 

務人員赴大陸地區長期居住改領停 

領及恢復退休給與處理辦法第三條 

第四項、第五條及第六條之規定程 

序辦理。

第七十三條公務人員或其遺族請領退撫給與 

及優存利息等權利，應於行政程序法所定公法 

上請求權時效内為之。

公務人員離職後，轉任公、民營單位或私 

立學校服務，並依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 

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法令或其單行規章辦 

理退休者，其依第九條規定申請發還本人撥繳 

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得至遲於年滿六十五歲 

之曰起六個月内，向退撫基金管理機關申請發 

還 ，不適用前項時效規定。

一 、 本條規定本法所定各項給與之請求權時效 

事宜。

二 、 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 

三項及撫卹法第十二條規定，明定本法所定 

各項給與之請求權時效。

三 、 第二項參照原退休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 

定，明定得排除適用第一項請求權時效之例 

外規範。

四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

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 

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五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 

時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十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

(二) 原退休法第二十七條

請領退休金、資遣給與、離職退

85



費、撫慰金等之權利，自請求權可行使 

之曰起，因五年間不行使而當然消滅。

前項之離職退費人員如轉任民營 

單位或私立學校服務，依勞動基準法、 

勞工退休金條例或私立學校教職員退 

休法令辦理退休者，其依第十四條第六 

項申請發給政府及本人繳付之退撫基 

金費用本息，得至遲於年滿六十五歲之 

曰起一年内向基金管理機關提出申 

請 ，不適用前項時效規定。

定期發給之月退休金、月撫慰金各 

期請求權時效，依第一項規定計算。

(三）原撫卹法第十二條

請領撫卹金之權利，自請求權可行 

使之日起，因五年間不行使而當然消 

滅 。

第七十四條本法公布施行前已經審定並領取 

之月撫慰金或亡故公務人員之遺族年撫卹 

金 ，仍照本法公布施行前原適用之規定，繼續 

發給。

基於照護遺族之原則，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方 

案對於已在支領年撫卹金、月撫慰金者均予保 

障，爰於本條明定本法公布施行前已經審定領取 

之月撫慰金、年撫邮金，仍照本法公布施行前原 

適用之規定繼續發給。

第二節 退撫給與之變更與保障 節名

第七十五條公務人員或其遺族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喪失申請退撫給與之權利：

一 、 褫奪公權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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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故意致退休或現職公務人員於死而受刑 

之宣告。

五 、 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

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或支領月撫卹 

金、遺屬年金之遺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 

繼續領受月退休金、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之權 

利 ：

一 、 死亡0

二 、 褫奪公權終身。

三 、 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内亂罪、外患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或其遺族喪失請領退撫 

給與之法定事由。

二 、 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第二十二條與原撫卹 

法第十條規定，以及銓敍部一百零四年十月 

二十日部退二字第一〇四四〇三◦ 一二五 

號函釋略以：銓敍部一百零二年八月十六曰 

部退二字第一〇二三七四三二五五號書函 

所定遺族殺害退休公務人員致死而不得請 

領撫慰金者，應以「故意」犯罪者為限；從 

而，退休人員如係因配偶之過失致其死亡， 

得准其配偶申領撫慰金，爰明定公務人員或 

其遺族喪失申請退撫給與之法定事由，包括 

褫奪公權終身、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内 

亂罪、外患罪，經判刑確定、喪失或未具中 

華民國國籍、公務人員之遺族故意致退休或 

現職公務人員於死而受刑之宣告及其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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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經判刑確定。

四 、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公務人員已依規定繳付退撫基金費用而 

有前二項喪失退撫給與領受權利者，仍得依第 

九條第二項規定申請發還本人繳付之退撫基 

金費用本息。但前項人員僅得發還該退休或在 

職死亡公務人員本人所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 

本息金額與已領之月退休金、月撫卹金或遺屬 

年金之差額；無差額者，不再發還。

律有特別規定等事項。

三 、 第二項規定支領月退休金之公務人員或支 

領月撫卹金、遺屬年金之遺族喪失繼續領受 

退休金、資遣給與、撫卹金或遺屬年金之法 

定事由。

四 、 考量公務人員不符合退休、資遣條件而離職 

者 ，無論其是否有本項所定消極資格，仍得 

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發還本人原繳付之退 

撫基金費用本息，不適用本條規定，爰於第 

三項明定是類人員仍得申請發還於本人原 

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但前項人員喪失 

繼續領受月退休金、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之 

權利者，僅得發還該退休或在職死亡公務人 

員本人所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金額與 

已領之月退休金、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之差 

額 ，無差額者，不再發還。

五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原退休法

第二十二條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喪失其申請辦理退休、資遣之 

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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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四 、 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

第二十四條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之  

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領受月 

退休金之權利：

一 、 死亡0

二 、 褫奪公權終身。

三 、 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内亂 

罪 、外患罪，經判刑確定。

四 、 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支領或兼領月退  

休金人員死亡時，其遺族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得申請撫慰金：

一 、褫奪公權終身。

87



二 、 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内亂 

罪 、外患罪，經判刑確定。

三 、 未具中華民國國籍。

(二)原撫卹法第十條

公務人員死亡時，其遺族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得請領撫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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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具中華民國國籍。

公務人員遺族於領受年撫卹金期 

間 ，如有前項第一款、第二款、死亡、 

拋棄或喪失中華民國籍情形之一者，喪 

失其年撫卹金領受權。

第七十六條退休人員經審定支領或兼領月退 

休金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領受月退休金 

權利，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

一 、 犯貪污治罪條例或刑法瀆職罪章之罪，經 

判刑確定而入監服刑期間。

二 、 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三 、 因案被通緝期間。

四 、 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

領受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之遺族有前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之一者，停止領受月撫卹 

金或遺屬年金之權利。

一 、 本條規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之退休人員 

或支領月撫邮金、遺屬年金之遺族應停止領 

受月退撫給與之事由及權利恢復事項。

二 、 第一項規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之公務人 

員應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之法定事由。

三 、 第二項規定支領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之遺 

族應停止領受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之法定 

事由。

四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 原退休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三款

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之人員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之權利，至原 

因消滅時恢復：

一 、 犯貪污治罪條例或刑法瀆職罪章之 

罪 ，經判刑確定而入監服刑期間。

二 、 褫奪公權而尚未復權。

三 、 因案被通緝期間。

(二) 原退休法第二十三條第六項

領受月撫慰金之遺族，有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情形者，停止領受月撫慰金之權 

利 。

第七十七條退休人員經審定支領或兼領月退 

休金再任有給職務且有下列情形時，停止領受

一 、本條規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之退休人 

員，因再任有給職務應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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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退休金權利，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 事由及權利恢復事項。

一 、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薪）給 、待 二 、第一項規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之公務人

遇或公費（以下簡稱薪酬）之機關（構） 員因再任公職等應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之事

或團體之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 由 。又參照司法院釋字第二八〇號解釋意

第四條所定最低保障金額。 旨，退休公務人員退休所得如低於「委任第

二 、再任下列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 一職等本俸最高級之本俸額及專業加給合

第四條所定最低保障金額： 計數額」即難以維持退休人員基本生活，且

(一）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職務。 第四條亦以該標準為最低保障金額，爰將現

(二）由政府原始捐助（贈）或捐助（贈） 行再任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之限制標

經費，累計達財產總額百分之二十以 準，由法定基本工資修改為第四條所定最低

上之財團法人之職務。 保障金額。

(三）由政府及其所屬營業基金、非營業基 三 、審酌退休人員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

金轉投資，且其轉投資金額累計占該 領 俸 （薪）給 、待遇或公費總額已達第四條

事業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事業之 所定最低保障金額者，於本法公布施行前原

職務。 無須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之權利，爰針對本法

(四）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 公布前已再任上開職務者，給予過渡期間，

或業務之下列團體或機構之職務： 俾供審酌是否繼續任職，爰於第二項明定過

1.財團法人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 渡規定。

2.事業機構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 四 、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

三 、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 人員再任本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列機構之董

超過第四條所定最低保障金額。 (理）事長或執行長者，其任職年齡之限制。

本法公布前已有前項第三款情形者，自 五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本法公布施行後之下個學年度起施行。 原退休法第二十三條

退休人員經審定機關審定支領或兼領月 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之人員有下列情

退休金而再任第一項第二款所列機構董（理） 形之一者，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之權利，至原

事長及執行長者，其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 因消滅時恢復：

歲 。 一 、犯貪污治罪條例或刑法瀆職罪章之

前項人員任期屆滿前年滿七十歲者，應 罪 ，經判刑確定而入監服刑期間。

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而經主管院核准者，不 二 、褫奪公權而尚未復權。

在此限。 三 、 因案被通缉期間。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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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團體之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 

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五 、 再任下列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 

過法定基本工資者：

(一）行政法人、公法人、政府原始捐 

助 （贈）或捐助（贈）經費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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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財產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之財 

團法人，或政府及其所屬營業基 

金 、非營業基金轉投資金額累計 

占該事業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 

事業之職務。

(二） 行政法人、公法人之政府代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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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務或政府代表或公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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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條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四月二十二 

曰修正施行前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已 

再任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職務且每月薪酬 

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而無須停止領受月 

退休金之權利者，於本條修正施行後三個月 

内 ，仍照本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辦理。

未依規定自再任之日起停止支領月退 

休金而有溢領情事者，應由支給機關依法追 

缴自應停止支領日起溢領之退休金。

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之人員再任第一 

項第五款所列機構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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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主管院核准者，， 

不在此限。

領受月撫慰金之遺族，有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情形者，停止領受月撫慰金之權 

利 。

第七十八條公務人員退休後再任下列職務每 

月所領薪酬，不適用前條所定不得超過最低保 

障金額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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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退休後再任之職務，其每 

月所領再任職薪酬，得不受前條所定「不得 

超過最低保障金額」限制之事宜。

二 、 為因應國家發生緊急或危難事件，爰於第一 

款明列退休人員退休後受聘（僱）執行政府 

因應緊急或危難事故之救災或救難職務 

時，得不受第七十七條所定每月所領薪資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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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職務。 額不得超過最低保障金額之限制，以免阻礙 

救災、救難工作之進行。上述所稱「緊急或 

危難事件」如八仙塵爆事件、臺南大地震等 

重大意外或天災等。

三 、審酌醫療救護之工作，關係人民生命安全甚 

鉅 ，且目前各醫療院所醫療人力不足已相當 

嚴重，特別是我國因地理環境特殊，多為山 

地與離島，致使早期醫療資源大多集中在都 

會地區，造成許多偏遠地區民眾就醫甚為不 

便 ，是為具體落實保障偏遠地區的醫療弱勢 

族群，爰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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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列於第二款，得不 

受第七十七條所定每月所領薪資總額不得 

超過最低保障金額之限制。所稱「山地、離 

島及其他偏遠地區」以已納入衛生主管機關 

推行之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昇相 

關計畫之地區為準。

第七十九條公務人員在職期間涉犯貪污治罪 

條例或刑法瀆職罪章之罪，先行退休、資遣或 

離職後始經判刑確定者，應依下列規定剝奪或 

減少退離給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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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自始剝奪其退離給與。

二 、 經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以上，未滿七年者， 

應自始減少其應領退離給與百分之五十。

三 、 經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以上，未滿三年者， 

應自始減少其應領退離給與百分之三十。

四 、 經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以上，未滿二年者， 

應自始減少其應領退離給與百分之二十。 

前項人員受緩刑宣告期滿而未經撤銷

者 ，自緩刑宣告期滿後，不適用前項第三款及 

第四款規定；其已減少之退離給與，應由各支 

給機關補發之。

第一項所定應剝奪或減少之退離給與， 

以最近一次退休、資遣或離職前，依其任職年 

資所核給者為限；其内涵包含以下各項給與：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在職期間涉嫌貪污治罪 

條例或刑法瀆職罪章之罪者，剝奪或減少其 

已領之退離給與及其範圍。

二 、 參照原退休法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於第一 

項規定在職期間涉犯貪瀆案件之公務人 

員，先行退休、資遣或離職以規避責任者， 

於其退休、資遣生效或離職後，始經判處有 

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時，應剝奪或減少應領 

之退離給與；又剝奪退離給與者，其已領之 

退離給與亦應追繳。

三 、 考量涉嫌貪瀆案件之公務人員如受緩刑宣 

告期滿而未予撤銷者，係屬輕罪，應予改過 

機會，爰本輕罪不罰原則，於第二項規定是 

類人員不予減少退離給與。

四 、 第三項係明定第一項扣減之退離給與的計 

算方式一指「最近一次退休、資遣或離職前 

任職年資所計給之退離給與」；另參照公務 

員懲戒法第十三條及其立法說明所定剝 

奪 、減少退離給與之項目，明定應追繳、剝 

奪或減少退離給與之範圍。至於公教人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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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依本法支給之退休金、資遣給與。

二 、 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 

給辦法之補償金。

三 、 政府撥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四 、 優存利息。

五 、 遺族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

第一項人員因同一案件，於其他法律有 

較重之剝奪或減少退離給與處分者，從重處 

罰 。

退休公務人員依本法退休或資遣後，再 

任為公務人員者，其曾依第一項規定受剝奪或 

減少退離給與之任職年資，於重行退休、資 

遣 、離職或再任期間亡故時，不再核給退撫給 

與 ，且是項任職年資連同再任後之年資併計 

後 ，依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險養老給付'年終慰問金、自行繳付之退撫 

基金費用及退撫儲金本息，均不包含在内。

五 、 考量第一項人員亦有可能於退休、資遣或離 

職後，併受其他法律所定剝奪或減少退撫給 

與之處分，是為免涉嫌貪瀆案件之退休公務 

人員因同一案件重複受處分，爰於第四項明 

定是類人員因同一案件併受其他法律所定 

較重處分者，應從重處罰；至於所稱其他法 

律則指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

六 、 第五項係規定涉嫌貪瀆而提前退休或資遣 

之公務人員再任而又重行退休、資遣、離職 

或再任期間亡故時，其先前已受剝奪或減少 

退離給與之任職年資，不得再行併計發給退 

離給與，且該任職年資連同再任後之年資併 

計後，依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七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第二十四條之一

公務人員在職期間涉犯貪污治罪條例 

或刑法瀆職罪章之罪而未經停（免）職 ，或 

未經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移送懲戒或送請 

監察院審查者，於依本法退休、資遣或離職 

後始經判刑確定時，應依下列規定剝奪或減 

少退離給與；其已支領者，照應剝奪或減少 

之全部或一部追繳之：

一 、 經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確定者，應自始剝奪其退離給 

與 。

二 、 經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七年未滿 

者 ，應自始減少其應領退離給與之百 

分之五十。

三 、 經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以上三年未滿 

者 ，應自始減少其應領退離給與之百 

分之三十。

四 、 經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二年未滿 

者 ，應自始減少其應領退離給與之百 

分之二十。

前項人員受緩刑宣告期滿，未經撤銷 

者，自宣告期滿後不適用前項第三款及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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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其已減少之退離給與，應由各支給 

機關補發之。

第一項人員因同一案件，於其他法律有 

較重之剝奪或減少退離給與處分者，從重處 

罰 。

第一項所定退離給與，應按最近一次退 

休 、資遣或離職前任職年資核給；其内涵包 

含以下各項給與：

一 、 依本法支給之退休金、資遣給與，以 

及依第三十條支給之補償金。

二 、 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 

發給辦法之補償金。

三 、 政府撥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四 、 優惠存款利息。

五 、 遺族撫慰金。

第一項人員再任公務人員時，其依第一 

項規定已受剝奪、減少退離給與之任職年 

資，於重行退休、資遣或離職時，不予計算。

退休人員曾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 

規定減少退離給與者，於再任公務人員並依 

本法重行退休、資遣之年資，連同其已受減 

少退離給與之任職年資併計後，以不超過第 

九條及第二十九條所定最高採計年資為限。

依本法退休、資遣後始受降級或減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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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起，改按降級或減俸 

後之俸（薪）級或俸（薪）額計算退休、資 

遣給與。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四月二十二 

曰修正施行前，有第一項及前項規定情形 

者 ，不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

第八十條公務人員依本法退休或資遣後始受 

降級或減俸之懲戒處分者，自公務員懲戒委員 

會判決書送達受懲戒人主管機關之翌曰起，改 

按降級或減俸後之俸（薪）級或俸（薪）額計 

算退休或資遣給與。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依本法退休或資遣後，始因在 

職期間行為受降級或減俸之懲戒處分或受剝奪 

或減少其已領之退離給與者，其退撫給與之處 

理原則。

二 、 為解決現行涉案人員退休生效後，始受「降級」 

或 「減俸」之懲戒處分者，亦不影響其月退休 

金支領標準，衍生涉案人員藉由退休規避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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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問題，爰明定依本法退休或資遣後始受「降 

級」或 「減俸」之懲戒處分者，其退休金或資 

遣給與應改按「PI■級」或 「減俸」後之俸（薪） 

級或俸（薪）額計算；其中支領一次退休金及 

資遣給與者，經依上開標準重新計算後，與原 

核給之一次退休金或資遣給與間之差額應繳還 

之 ，避免僅有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者須調降月 

退休金計算標準’以符公平。

三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七項

依本法退休、資遣後始受降級或減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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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按降級或減俸 

後之俸（薪）級或俸（薪）額計算退休、資 

遣給與。

第八H 條依本法申請退休或資遣人員，或請 

領撫卹金，或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之遺族， 

對於審（核）定機關所為審（核 ）定結果不服 

者 ，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提起救濟；其 

有顯然錯誤或有發生新事實、發現新證據等行 

政程序再開事由者，得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 

辦理。

一 、 本條規定退休或資遣人員，或請領撫卹金， 

或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之遺族行政救濟 

途徑。

二 、 參照原退休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及原撫卹 

法第十九條規定明定退休或資遣人員，或請 

領撫邮金，或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之遺 

族 ，對於退休、資遣案，或遺屬一次金或遺 

屬年金'撫卹金之審（核）定結果，如有不 

月艮，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及行政程序法相關 

規定提起行政救濟。

三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 原退休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

退休、資遣人員或請領撫慰金遺 

族 ，對於退休、資遣案或撫慰金案之 

核 （審）定之結果如有不服，得依公 

務人員保障法提起救濟；如有顯然錯 

誤 ，或有發生新事實、發現新證據等 

行政程序再開事由，得依行政程序法 

相關規定辦理。

(二) 原撫卹法第十九條

公務人員遺族對於撫卹案之審定 

結 果 ，如有不服，得依公務人員保障 

法提起救濟；如有顯然錯誤，或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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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新事實、發現新證據等行政程序再 

開事由，得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 

理 。

第五章年資制度轉銜 章名

第八十二條公務人員任職滿五年，於本法公布 

施行後離職且未轉任其他職域工作者，除本法 

另有規定外，其任職年資得予保留，俟其年滿 

六十五歲之曰起六個月内，以書面檢同相關證 

明文件，送原服務機關函轉審定機關審定其年 

資及一次給與。

前項人員之一次給與，按第二十七條第 

二項及第二十九條所定一次退休金給與標準 

計給。

第一項人員於第一項所定六個月應辦理 

期限内死亡者，得由其第四十三條所定遺族， 

依第九條規定申請發還其本人原繳付之退撫 

基金費用本息。

第一項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一 、 依法被撤職、免職或免除職務。

二 、 第一項所定六個月辦理期限屆滿時，有第 

七十五條所定喪失辦理退休權利之法定 

事由。

三 、 第一項所定六個月辦理期限屆滿時，有第 

二十四條第一項所定不得受理退休案之 

情事。

一 、 本條明定請領保留年資給與之規定。

二 、 配合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方案，規劃年資 

保留機制，爰於第一項規定，本項機制之適 

用對象'請領期間及相關規定，另基於法律 

適用原則，爰明定公務人員於本法公布施 

行後離職者，始有本條有關年資保留規定 

之 適 用 。此 外 ，為保障公務人員離職後原 

有任職年資權益，針對離職且未轉任其他職 

域工作者，明定得於年滿六十五歲之日起六 

個月内，申請發給一次給與。

三 、 為與在職公務人員任職直至屆齡退休者之 

衡平，第二項明定依前項規定請領保留年資 

給與者，僅得支領一次性給與。

四 、 第三項明定前述請領保留年資退休金者，若 

未及於第一項所定期限内申請退休金而死 

亡時，由其遺族依規定申請發還其本人原繳 

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五 、 第四項明定請領保留年資給與之排除對象。

第八十三條公務人員依本法辦理屆齡或命令 

退休且任職年資未滿十五年者，得併計曾任適 

用其他職域職業退休金法令且未曾辦理退休 

(職 、伍）' 資遣或年資結算並領取退離給與之 

年 資 ，成就請領月退休金條件。

公務人員任職滿五年，於本法公布施行 

後不符合退休或資遣條件而_ 途離職且未支 

領退撫給與者，於轉任其他職域工作後辦理退 

休時，得併計原公務人員年資成就請領月退休 

金條件，並於年滿六十五歲之日起六個月内， 

以書面檢同相關證明文件，送原服務機關函轉 

審定機關審定其年資及月退休金。

一 、 本條明定在職公務人員及於本法公布施行 

後離職轉任其他職域工作者，得併計年資成 

就請領月退休金之規定。

二 、 配合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方案，促進公、 

私部門之人才交流，規劃各職域間年資併 

計 、年金分計之機制，爰於第一項規定公務 

人員依本法辦理屆齡或命令退休且任職年 

資未滿十五年者，得併計曾任適用其他職域 

職業退休金法令且未曾辦理退休（職、伍）、 

資遣或年資結算並領取退離給與之年資，成 

就請領月退休金條件。所定「曾領取退離給 

與之年資」不包括尚未辦理退休，但已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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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人員請領月退休金之相關事宜，規

定如下：

一 、 依第二十七條第二項及第二十九條規定 

計給。

二 、 所領月退休金及每月退休所得應依第三 

十八條及第三十九條規定辦理。

三 、 月退休金支領期間，與其所具任職公務人 

員年資相同；未滿一年者以一年計。

第二項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

第二項規定：

一 、 依法被撤職、免職或免除職務。

二 、 第二項所定六個月辦理期限屆滿時，有第 

七十五條所定喪失辦理退休權利之法定 

事由。

三 、 第二項所定六個月辦理期限屆滿時，有第 

二十四條第一項所定不得受理退休案之 

情事。

第二項人員於第二項所定六個月應辦理

期限内死亡者，得由其第四十三條所定遺族，

依第九條規定申請發還其本人原繳付之退撫

基金費用本息。

第二項人員於月退休金支領期間死亡

者，其遺族不適用本法遺屬年金或遺屬一次金

之規定。

職提撥儲金至個人帳戶之年資。

三 、 第二項針對離職公務人員於轉任其他職域 

工作辦理退休時，得併計原任公務人員年 

資 ，請領月退休金之規定，並以本法公布施 

行後不符合退休或資遣條件而中途離職且 

未支領退撫給與者為適用對象.。

四 、 第三項明定第二項人員請領月退休金者，其 

月退休金之計算標準及支領月退休金與每 

月退休所得之規範，同時明定其得支領月退 

休金之年限。

五 、 第四項明定第二項規定之排除對象。

六 、 第五項明定第二項人員，於所定六個月應辦 

理期限内死亡者，由其遺族依規定申請發還 

其本人原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之規定。

七 、 第六項明定第二項人員，於其支領月退休金 

期間内死亡者，其遺族不適用本法遺屬年金 

或遺屬一次金之規定。

八 、 相關條文及立法趙例 

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四十九條

被保險人符合下列情形者，得於年滿六 

十五歲時，併計其曾參加勞工保險之保險年 

資 ，請領本保險養老年金給付：

一 、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以後退 

保 。

二 、 繳付本保險保險費及曾參加勞工保險 

各未滿十五年之保險年資合計達十五 

年以上。

三 、 符合第十六條第一項或第二十六條所 

定養老給付請領條件。

前項被保險人應按退出本保險當時之 

平均保俸額，依基本年金率計給養老年金給 

付；該參加勞工保險之保險年資不計給本保 

險養老給付。

被保險人之本保險或勞工保險年資，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併計：

一 、 已請領勞工保險老年給付。

二 、 已請領本保險養老給付。

三 、 已領取本保險或勞工保險年資之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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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

被保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第 

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一 、 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或犯刑法瀆職 

罪 ，或於動員戡亂時期终止後，犯内 

亂罪、外患罪，經判刑確定。

二 、 依所適用人事法令應予免職、解聘或 

撤 職 ；於處分前離職者，亦同。

三 、 依所適用人事法令應予停職（聘 ） 或 

休 職 ，且未依法復職；於處分前離職 

者 ，亦同。

第一項及第二項人員請領之本保險養 

老年金給付，應自申請之日起發給。

被保險人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 

一月十四日修正施行前死亡者，不適用第一 

項及第二項規定。

第一項第二款所定未滿十五年之保險 

年資，應包含已請領本保險養老給付或勞工 

保險老年給付之保險年資。

第八十四條公務人員任職滿五年，於本法公布 

施行後不符合退休或資遣條件而中途離職且 

未支領退撫給與者，於轉任其他職域工作後辦 

理退休時，不依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併計 

原公務人員年資成就請領月退休金條件並擇 

領月退休金，得比照第八十二條規定，於年滿 

六十五歲之日起六個月内，以書面檢同相關證 

明文件，送原服務機關函轉審定機關審定其年 

資及支領一次給與。

本條明定於本法公布施行後離職轉任其他職域 

工作者，不併計其他職域年資成就請領月退休金 

或併計其他職域年資後仍無法成就請領月退休 

金條件時，得比照第八十二條規定，於年滿六十 

五歲之日起六個月内，以書面檢同相關證明文 

件，送原^■務機關函轉審定機關審定其年資及支 

領一次給與。

第八十五條依第八十二條至第八十四條規定 

支領一次給與或月退休金者，亦適用第七十九 

條及第八十條規定。

依第八十三條規定支領月退休金者，於 

支領月退休金期間，亦適用第七十一條、第七 

十二條及第七十六條至第七十八條規定。

本條明定依第八十二條至第八十四條規定請領 

一次給與或月退休金者，應適用本法第七十九條 

及第八十條關於退休公務人員退休金扣減規 

定 ；依第八十三條規定請領月退休金者，於支領 

月退休金期間，亦應適用本法第七十一條、第七 

十二條及第七十六條至第七十八條所定支（兼） 

領月退休金公務人員應暫停或停止領受月退休 

金權利之規定。

第六章附則 章名

第八十六條各機關申請自願退休、屆齡退休人 一 、本條規定自願及屆齡退休人員報送退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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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應填造申請書表並檢齊有關證明文件，由 

服務機關於退休生效日前一日至前三個月 

間 ，送達審定機關審定。

之程序及時限。

二 、 原退休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所定「銓敍部於 

受理退休、資遣或撫慰金案之申請，應於二 

個月内核定或審定；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 

之規範，係屬執行細節性規定，且公務人員 

申辦退休或資遣，或遺族申請遺屬一次金或 

遺屬年金或撫卹案件，可能因個案情節不同 

而難掌握時限，爰予刪除之。

三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

第二十條自願、屆齡退休人員應檢齊有關 

證明文件，報請服務機關於退休生效曰前 

送達銓敍部核定，並以退休生效日前三個 

月送達為原則。

命令退休人員，應檢齊有關證明文 

件 ，由服務機關函轉銓敍部核定。

第三十三條第一項銓敍部於受理退休、資 

遣或撫慰金案之申請，應於二個月内核定 

或審定；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

第八 十 七 條依本法辦理自願退休或屆齡退休 

之人員，其生效日期應於申請時審慎決定；逾 

審定生效曰後，不得請求變更。

公務人員或其遺族依本法請領退撫給與 

之種類、方式及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取 

捨 ，應於申請時審慎決定；經審定機關審定生 

效後，不得請求變更。

一 、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申請退休或其遺族申請 

撫 卹 ，或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等相關事 

項 ，一旦經審定機關審定生效後，即有其確 

定力，不得再請求變更。

二 、 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 ，明定辦理自願退休或屆齡退休人員，應 

於申請退休時審慎決定其生效日期，經審定 

機關審定後，逾審定生效日，即不得請求變 

更 。

三 、 第二項參照原退休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及 

撫卹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明定退休人員於 

選擇退休金、資遣給與，或遺族於選擇撫卹 

金，或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之種類或方式 

時 ，均應審慎決定，經審定機關審定生效 

後 ，即不得再請求變更。

四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原退休法第三十四條

依本法辦理自願或屆齡退休人 

員，其生效曰期應於申請時審慎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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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核定生效日之後，不得請求變更。

公務人員依本法擇領退休金、補償 

金之種類、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之取 

捨及遺族擇領撫慰金之種類，均應於申 

請時審慎決定，經銓敍部核定並領取給 

與後，不得請求變更。

(二)原撫卹法第六條第三項

遺族依第一項規定擇領一次撫卹 

金者，應於辦理時審慎決定，經銓敍部 

審定並已領取撫卹金後，不得請求變 

更 。

第八十八條本法所定公務人員退休年齡之認 

定，依戶籍記載，自出生之日起，十足計算之。

第四十三條與第六十二條所定遺族，及 

第四十五條所定配偶領取遺屬年金之年齡及 

婚姻存續關係，均依戶籍登載資料認定。

一 、本條規定公務人員退休年齡及遺族範圍之認定 

原則。

二'第一項參照原退休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 ，明定公務人員退休年齡之認定，依戶籍 

記載，自出生之日起，十足計算。

三 、 第二項明定依本法領受撫邮金或遺屬一次 

金或遺屬年金之遺族，均依戶籍登載資料為 

認定準據。

四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退休法第十六條第一項

公務人員退休年齡之認定，依戶籍記載 

自出生之日起十足計算。

第八十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因公傷病及第 

五十三條第二項因公死亡情事之認定標準、審 

查機制及重大交通違規行為之範圍，於本法施 

行細則定之。

一 、 本條規定因公傷病及因公死亡之相關規範 

機 制 ，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

二 、 參照原撫卹法第五條第五項規定，明定本法 

所定因公傷病及因公死亡情事之認定標 

準 、審查機制及重大交通違規行為之範圍， 

授權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

三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原撫邮法第五條第五項

第一項因公死亡情事之認定標準、審查 

機制及前項交通違規行為之範圍，於本法施 

行細則定之。

第九十條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曰以後 

初任公務人員者，其退撫制度由主管機關重行 

建 立 ，並另以法律定之。

一 、 本條明定未來新進人員建立新退撫制度之 

曰出條款。

二 、 隨著公務人員待遇提升，以及歐美國家年 

金之思潮發展，我國公務人員退撫制度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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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之朝社會保險之自助互助、權利義務對 

等及適當維持退休人員生活等方向發展， 

於八十四年七月一日實施退撫新制，將退 

撫經費之籌集方式改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 

同提撥建立退撫基金之儲金制，但在退休 

金給付機制上仍採行確定給付，且由政府 

負最終支付保證責任（實質上仍帶有恩給 

制色彩）。惟退撫基金建立迄今已逾二十 

一年，期間因長期不足額提撥，退休人數 

增加、退休年齡下降及人口結構高齡化等 

原 因 ，導致退撫基金面臨極大的財務危 

機 。嗣雖自一百年進行第一階段改革，實 

施延後自願退休人員之月退休金起支年齡 

及相關調整方案，因有十年過渡期間，致 

改革成效有限；加上現行制度仍採行確定 

給付制，且仍帶有恩給制色彩，無法根本 

解決基金財務負擔問題。復審酌退撫基金 

財務收支失衡情形非常嚴重，安全結構亦 

趨險峻，即使提高提撥率及收益率，亦無 

法澈底解決其財務困境。

三 、基前所述，為針對新進人員建立兼顧財務 

穩健及適足性保障之全新退撫制度，爰於 

本條明定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曰以 

後初任公務人員者，其退撫制度由主管機 

關重行建立，並另以法律定之。

第九H 條本法施行細則由考試院定之。 一 、 本條規定本法施行細則之訂定機關。

二 、 參照原退休法第三十六條及原撫卹法第二 

H— 條規定，明定本法施行細則訂定之權責 

機關。

三 、 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一） 原退休法第三十六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考試院定之。

(二) 原撫邮法第二十一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考試院定之。

第九十二條本法除第七條第四項、第八十二條 

至第八十五條自公布日施行外，其餘條文之施 

行曰期，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一 、 本條規定本法施行日期。

二 、 審酌本法第七條第四項、第八十二條至第八 

十五條所定育嬰留職停薪年資之採計及各 

職域間轉換時年資轉銜之保留年資及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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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計、年金分計規定，係配合公務人員退撫 

制度改革之推動，特別新增之措施，屬公務 

人員退撫制度進步之立法，為使上述措施及 

早實施，爰明定上述條文自本法公布曰施 

行 。至於其餘條文部分，查公務人員退休撫 

卹事項係考試院之憲定權責，相關法制之訂 

定及施行向無須與行政院會銜，惟審酌本法 

係配合國家整體年金改革之推動所擬訂，屬 

重大人事改革，並將與行政院主管之勞工、 

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年金改革法案同步施 

行 ，且如經完成立法程序，仍須配合相關條 

文據以研訂配套措施後始能實施，爰就本法 

首次之施行日期，授權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 

定之。至於日後若有新增修條文時，其施行 

曰期則回歸依憲定職掌辦理，無須再會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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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附表一本法公布施行後退休公務人員退休金

給與之計算基準彙整表

實施年度 

本法公布施行後
退休金計算基準

第一年 最後在職五年之平均俸（薪）額

第二年 最後在職六年之平均俸（薪）額

第三年 最後在職七年之平均俸（薪）額

第四年 最後在職八年之平均俸（薪）額

第五年 最後在職九年之平均俸（薪）額

第六年以後 最後在職十年之平均俸（薪）額

一 、 本表之適用對象，其退休金應按其退休年度，依本表所列各年度退休金計算基準 

計算之後不再調整。

二、 本表所定「平均俸額」 ，依退休公務員計算平均俸額之各該年度實際支領金額計 

算之平均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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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第三十一條第五項第二款附表一自願退休人員年資與年齡合計 

法定指標數

適 用 期  間 指 標 數

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至一百年十二月三H — 日 七十五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曰 七十六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曰至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七十七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曰至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曰 七十八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曰至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H•— 曰 七十九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曰至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H■— 曰 八十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曰至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三H■— 曰 八十一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曰至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三H•— 曰 八十二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曰 八十三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H■— 曰 八十四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曰至一百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曰 八十五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曰至一百H — 年十二月三H— 曰 八十六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至一百十二年十二月三H — 曰 八十七

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曰至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H — 曰 八十八

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至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三H — 曰 八十九

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至一百十五年十二月三H — 曰 九十

中華民國一百十六年一月一日至一百十六年十二月三H— 日 九十一

中華民國一百十七年一月一日至一百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曰 九十二

中華民國一百十八年一月一曰至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H — 曰 九十三

中華民國一百十九年一月一日至一百十九年十二月三H — 曰 九十四

註 記 ：

本表所定過渡期間指標數之年齡，在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以前退休者，須年滿五十歲；中華 

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曰至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曰退休者，須年滿五十五歲；中華民國一 

百十五年以後退休者，須年滿六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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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三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撫 卹 法 第 三 十 七 條 附 表 一退休公務人員經審定退休年資之退休所得替代率對照彙整表

淑亍後

任職年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第七年 第八年 第九年 第十年 第十一年

四十 8 5 . 0 % 8 4 . 0 % 8 3 . 0 % 8 2 . 0 % 81. 0 % 80 . 0 % 7 9 . 0 % 7 8 . 0 % 7 7 . 0 % 7 6 . 0 % 7 5 . 0 %

三十九 8 4 . 0 % 8 3 . 0 % 82. 0 % 81. 0 % 80. 0 % 7 9 . 0 % 7 8 . 0 % 7 7 . 0 % 7 6 . 0 % 7 5 . 0 % 7 4 . 0 %

三十八 8 3 . 0 % 8 2 . 0 % 8 1 . 0 % 80. 0 % 7 9 . 0 % 7 8 . 0 % 7 7 . 0 % 7 6 . 0 % 7 5 . 0 % 7 4 . 0 % 7 3 . 0 %

三十七 8 2 . 0 % 8 1 . 0 % 8 0 . 0 % 7 9 . 0 % 7 8 . 0 % 7 7 . 0 % 7 6 . 0 % 7 5 . 0 % 7 4 . 0 % 7 3 . 0 % 7 2 . 0 %

三十六 8 1 . 0 % 8 0 . 0 % 7 9 . 0 % 7 8 . 0 % 7 7 . 0 % 7 6 . 0 % 7 5 . 0 % 7 4 . 0 % 7 3 . 0 % 7 2 . 0 % 7 1 . 0 %

三十五 8 0 . 0 % 7 9 . 0 % 7 8 . 0 % 7 7 . 0 % 7 6 . 0 % 7 5 . 0 % 7 4 . 0 % 7 3 . 0 % 7 2 . 0 % 7 1 . 0 % 7 0 . 0 %

三十四 7 9 . 0 % 7 8 . 0 % 7 7 . 0 % 7 6 . 0 % 7 5 . 0 % 7 4 . 0 % 7 3 . 0 % 7 2 . 0 % 7 1 . 0 % 7 0 . 0 % 6 9 . 0 %

三十三 7 8 . 0 % 7 7 . 0 % 7 6 . 0 % 7 5 . 0 % 7 4 . 0 % 7 3 . 0 % 7 2 . 0 % 7 1 . 0 % 7 0 . 0 % 6 9 . 0 % 6 8 . 0 %

三十二 7 7 . 0 % 7 6 . 0 % 7 5 . 0 % 7 4 . 0 % 7 3 . 0 % 7 2 . 0 % 7 1 . 0 % 7 0 . 0 % 6 9 . 0 % 6 8 . 0 % 6 7 . 0 %

三H 7 6 . 0 % 7 5 . 0 % 7 4 . 0 % 7 3. 0 % 7 2 . 0 % 71. 0 % 7 0 . 0 % 6 9 . 0 % 6 8 . 0 % 6 7 . 0 % 6 6 . 0 %

三十 7 5 . 0 % 7 4 . 0 % 7 3 . 0 % 72. 0 % 7 1 . 0 % 7 0 . 0 % 6 9 . 0 % 6 8 . 0 % 6 7 . 0 % 6 6 . 0 % 6 5 . 0 %

二十九 7 4 . 0 % 7 3 . 0 % 7 2 . 0 % 7 1 . 0 % 70. 0 % 69. 0 % 6 8 . 0 % 6 7 . 0 % 6 6 . 0 % 6 5 . 0 % 6 4 . 0 %

二十八 7 3 . 0 % 7 2 . 0 % 7 1 . 0 % 7 0 . 0 % 69. 0 % 6 8 . 0 % 6 7 . 0 % 6 6 . 0 % 6 5 . 0 % 6 4 . 0 % 6 3 . 0 %

二十七 7 2 . 0 % 7 1 . 0 % 7 0 . 0 % 6 9 . 0 % 6 8 . 0 % 6 7 . 0 % 6 6 . 0 % 6 5 . 0 % 6 4 . 0 % 6 3 . 0 % 6 2 . 0 %

二十六 7 1 . 0 % 7 0 . 0 % 6 9 . 0 % 6 8 . 0 % 6 7 . 0 % 6 6 . 0 % 6 5 . 0 % 6 4 . 0 % 6 3 . 0 % 6 2 . 0 % 6 1 . 0 %

二十五 7 0 . 0 % 6 9 . 0 % 6 8 . 0 % 6 7 . 0 % 6 6 . 0 % 6 5 . 0 % 6 4 . 0 % 6 3 . 0 % 6 2 . 0 % 6 1 . 0 % 6 0 . 0 %

二十四 6 8 . 5 % 6 7 . 5 % 6 6 . 5 % 6 5 . 5 % 6 4 . 5 % 6 3 . 5 % 6 2 . 5 % 6 1 . 5 % 6 0 . 5 % 5 9 . 5 % 5 8 . 5 %

二十三 6 7 . 0 % 6 6 . 0 % 6 5 . 0 % 6 4 . 0 % 6 3. 0 % 6 2 . 0 % 6 1 . 0 % 6 0 . 0 % 5 9 . 0 % 5 8 . 0 % 5 7 . 0 %

二十二 6 5 . 5 % 6 4 . 5 % 6 3 . 5 % 6 2 . 5 % 6 1 . 5 % 6 0 . 5 % 5 9 . 5 % 5 8 . 5 % 5 7 . 5 % 5 6 . 5 % 5 5 . 5 %

二十一 6 4 . 0 % 6 3 . 0 % 6 2 . 0 % 6 1 . 0 % 6 0 . 0 % 5 9 . 0 % 5 8 . 0 % 5 7 . 0 % 5 6 . 0 % 5 5 . 0 % 5 4 . 0 %

二十 6 2 . 5 % 6 1 . 5 % 6 0 . 5 % 5 9 . 5 % 5 8 . 5 % 5 7 . 5 % 5 6 . 5 % 5 5 . 5 % 5 4 . 5 % 5 3 . 5 % 5 2 . 5 %

十九 6 1 . 0 % 6 0 . 0 % 5 9 . 0 % 5 8 . 0 % 57. 0 % 5 6 . 0 % 5 5 . 0 % 5 4 . 0 % 5 3 . 0 % 5 2 . 0 % 5 1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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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59 . 5 % 5 8 . 5 % 5 7 . 5 % 5 6 . 5 % 5 5 . 5 % 5 4 . 5 % 5 3 . 5 % 5 2 . 5 % 5 1 . 5 % 5 0 . 5 % 4 9 . 5 %

十七 5 8 . 0 % 5 7 . 0 % 5 6 . 0 % 5 5 . 0 % 5 4 . 0 % 5 3 . 0 % 5 2 . 0 % 5 1 . 0 % 5 0 . 0 % 4 9 . 0 % 4 8 . 0 %

十六 5 6 . 5 % 5 5 . 5 % 5 4 . 5 % 5 3 . 5 % 5 2 . 5 % 5 1 . 5 % 5 0 . 5 % 4 9 . 5 % 4 8 . 5 % 4 7 . 5 % 4 6 . 5 %

十五 55 . 0 % 5 4 . 0 % 5 3 . 0 % 5 2 . 0 % 5 1 . 0 % 5 0 . 0 % 4 9 . 0 % 4 8 . 0 % 4 7 . 0 % 4 6 . 0 % 4 5 . 0 %

註 記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審 定 年 資 未 滿 十 五 年 者 ，其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以 十 五 年 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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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二目附表一公務人員任職未滿十年者加給一次撫卹金計算標準表

零月數

任職年

零個月 一個月 二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五個月 六個月 七個月 夕V個月 九個月 十個月 十一個月

未滿一年 9 11/12 9 10 /12 9 9 /1 2 9 8 /12 9 7 /1 2 9 6 /1 2 9 5 /1 2 9 4 /1 2 9 3 /1 2 9 2 /1 2 9 1/12

一年 9 8 11/12 8 10 /12 8 9 /1 2 8 8 /12 8 7 /1 2 8 6 /1 2 8 5 /1 2 8 4 /1 2 8 3 /1 2 8 2 /1 2 8 1 /12

二年 8 7 11/12 7 10 /12 7 9 /1 2 7 8 /12 7 7 /1 2 7 6 /1 2 7 5 /1 2 7 4 /1 2 7 3 /1 2 7 2 /1 2 7 1 /1 2

三年 7 6 11/12 6 10 /12 6 9 /1 2 6 8 /1 2 6 7 /1 2 6 6 /1 2 6 5 /1 2 6 4 /1 2 6 3 /1 2 6 2 /1 2 6 1/12

四年 6 5 11/12 5 10 /12 5 9 /1 2 5 8 /1 2 5 7 /1 2 5 6 /1 2 5 5 /1 2 5 4 /1 2 5 3 /1 2 5 2 /1 2 5 1/12

五年 5 4 11/12 4 10 /12 4 9 /1 2 4 8 /1 2 4 7 /1 2 4 6 /1 2 4 5 /1 2 4 4 /1 2 4 3 /1 2 4 2 /1 2 4 1 /12

六年 4 3 11 /12 3 10 /12 3 9 /1 2 3 8 /12 3 7 /1 2 3 6 /1 2 3 5 /1 2 3 4 /1 2 3 3 /1 2 3 2 /1 2 3 1 /12

七年 3 2 11/12 2 10 /12 2 9 /1 2 2 8 /1 2 2 7 /1 2 2 6 /1 2 2 5 /1 2 2 4 /1 2 2 3 /1 2 2 2 /1 2 2 1/12

八年 2 1 11/12 1 10 /12 1 9 /1 2 1 8 /12 1 7 /1 2 1 6 /1 2 1 5 /1 2 1 4 /1 2 1 3 /1 2 1 2 /1 2 1 1/12

九年 1 11/12 10 /12 9 /1 2 8 /1 2 7 /1 2 6 /1 2 5 /1 2 4 /1 2 3 /1 2 2 /1 2 1/12

註記：

一 、本表依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二目規定訂定。

二'公務人員任職未滿十年者，除依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一目給卹外，按其任職年資與任職十年之差距，每少一個月，加給十二分之一 
個基數。但已領退休（職 、伍）金或資遣給與者，其年資應併入任職年資計算應加給之一次撫卹金；逾十年者不再加給。

三 、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