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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流人才，方有一流的政府；有健全完善的人事制度政策，才能

使公務人員安心盡職，展現高效率的行政效能。所以人才之羅致，首需政

府建立完善之人事制度。人事制度的內涵除了考試、任用、考績、薪俸外，

更包括退休、撫卹。孟子有言：「養生長死無憾，王道之始」。公務人員畢

生服務國家，於其年老退休後之安養以及辭世後對其遺族之照護，必然

成為公務人員保障與福利制度中相當重要的一環。退撫制度不僅代表著政

府對其員工的照護，更是留任優秀人才、吸引人才投入，以維持文官系統

生生不息、日新又新的重要制度，尤其此際我國正面臨退撫制度變革之時

重新檢視舊有制度、省察其他先進國家之運作情形，以對未來退撫新制之

實施有所助益。我國公務人員退撫制度向以「恩給」為主要觀念，然由於

時代的演進，社會的轉型，傳統「恩給制」的觀念漸已不合時宜，自民國

六十二年起，考試院與行政院即著手研議改革退撫制度。民國六十五年及

六十八年聘請學者專家共同參與研究並提出具體改革方案（註一），由

行政院核定後，兩次送請考試院審議，惟因退撫經費原由「財政支出制」

改為「共同提撥制」，在觀念上無法被接受，以致難以達成共識。復於七

十三年十二月由銓敘部邀集國防部、教育部、財政部、行政院主計處、人事

行政局及省市政府等有關機關組成專案小組，繼續審慎研議完成退撫制

度改革方案，召開五十八場次座談會廣徵軍公教人員代表意見，並提報

行政、考試兩院核定後，再據以研修軍公教人員相關退撫法律（註二）。

其中公務人員退休法及撫卹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放七十七年十月十四日

由考試院函送立法院審議，立法院於八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完成二、三

讀程序，並經　總統放八十二年一月二十日公布。銓敘部依據公務人員退

休法修正條文第八條及撫卹法修正條文第十五條規定，研擬公務人員退

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草案，陳報考試院審議通過，並放八十一年六月三

十日函送立法院審議，立法院放八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完成二、三讀程序

並經　總統放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公布。根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管理條例第二條規定，成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及監理委

員會。立法院於審議通過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組織條例時作成附帶決

議，建議考試、行政兩院迅予協商籌劃，俾於八十四年七月起實施公務人

員退撫新制。嗣經考試、行政兩院協商同意，確定自八十五年度起編列公



務人員退撫基金相關預算，並成立基金管理及監理二委員會。

　　此項變革影響層面甚廣，對公務人員直接的影響是－按月扣繳退撫

基金。每月實得薪俸減少，故而引起公務人員及社會輿論的普遍重視。在

此，本文不擬探討應否採行退撫基金制度之價值層面，而係針對在現行

制度下如何建立更完善的退撫基金監理與管理制度，因此，

公務人員如何退休？退休、撫卹金如何計算及補償？退撫基金費率如何訂

定？皆非本文所探討的重點。本研究的目的旨在建立公務人員退撫基金的

管理與監理制度。是以，有關組織的建制與功能運作乃為本文的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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