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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退休⾏為改
變嗎？
林俞君* 國立臺北⼤學公共⾏
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 年⾦改⾰降低了⾃願退休的比例，依然選擇⾃願退休的群體也

有退休年齡延後、年資提升、俸點提升的現象。 ”

公務⼈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於2017年8⽉9⽇制定公布，並於隔年2018年7⽉

1⽇正式上路。年⾦改⾰制度的幾項重點，包含了延後⽉退休⾦起⽀年齡、延
⻑退休⾦計算基準年數、調降退休所得替代率、原18%優惠存款利率改⾰，
以及退撫基⾦提撥率逐年調升等。這些改⾰實際上造成改變嗎？本文分析

2011年⾄2022年全國公務⼈員退休相關資料，包含公務⼈員退休率、退休時
年資的占比、退休年齡、年資、退休指數與俸點的改變，⼀窺年⾦改⾰所帶

來的變動。

退休率整體變化  

公務⼈員總退休率年改前後確實呈現下降趨勢。從圖1的統計結果可知，在
2017年年⾦改⾰以前，公務⼈員總退休率皆⼤於2.5%，2015年甚⾄⾼達

3.26%；2017年年⾦改⾰之後， 總退休率數值⼀路往下，雖稍有起伏，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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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前皆未超過2%。從平均退休率來看，年改前2011年⾄2016年的總
退休率平均為2.84%，年改後總退休率降為1.82%。

年改之後退休率的變化在中央政府、六都、縣市政府呈現相同的下降趨勢。

中央政府年改後退休率下降1.15%，六都政府下降1.33%，縣市政府下降

1.50%；整體來說以縣市政府的退休率下降最多。但2022年各級政府的退休
率皆⽌跌回升，但回升的幅度並未回到年改前的基準。

⾃願退休的比例也是⼀個重要的參考指標。從圖2可知，在年⾦改⾰前，⾃願
退休的比例在總退休⼈⼝中之占比皆⾼於85%。2017年上半年，雖然年⾦改
⾰尚未正式啟動，但⾃願退休率已經降⾄80%以下；下半年正式啟動之後，

⼀直到2022年，⾃願退休率甚少⾼於80%，2021年、2022年已經接近、甚
⾄低於70%。屆齡退休的占比則完全相反，從年改前約略10%左右的占比，
⼀路爬升⾄年改後接近、甚⾄超過30%的占比。整體來說，年改前⾃願退休
⼈數約占總退休⼈數的88.6%，年改後⾃願退休的比例平均為75.8%，下降
12.8%；屆齡退休占比在年改前平均為10.5%，年改後升⾼⾄23.4%。

整體來說，年改後公務⼈員的退休率確實下降，⽽且⾃願退休的比例減少，

屆齡退休的比例增加。



⾃願退休者退休時俸點、年齡、年資、與退休指數

本文進⼀步分析⾃願退休者在俸點、年齡、年資與退休指數在年改前後的變

化；圖3、圖4呈現不同⼈員類別的相關統計。

⾸先看⼀般公務⼈員（簡薦委）。簡薦委的俸點在年改前的平均是587.7，

2011年⾄2017年的區間落在581⾄597；年改後的平均是594.8，2017年⾄

2022年的區間是582⾄610。以退休的平均年齡和年資來看，簡薦委的退休平
均年齡從年改前平均56.4歲，提升⾄年改後的57.6歲；年資則是從年改前平
均28.7年，提升⾄年改後29.5年；退休指數⾃然隨著年齡與年資的提升⽽提
升。

警察⼈員的變化趨勢和簡薦委類似。俸點年改前的平均是504.9，年改後提升
⾄521.6；尤其是2019年後提升相當明顯。警察退休⼈員的年齡平均，年改
前51.7歲，年改後52.1歲，稍有提升；年資則是從平均30.2年，提升⾄年改
後的31.3年；退休指數亦隨之稍有提升。

交通⼈員的俸點從年改前的平均485.5，下降⾄年改後的454.0，改變⽅向與
簡薦委和警察不同。交通⼈員的退休年齡平均從年改前的58.7歲，上升⾄

59.8歲；年資也是微幅從年改前的31.2年，上升⾄31.4年；退休指數隨著年



齡與年資的上升⽽微幅提升。交通⼈員的退休平均年齡、年資、指數皆微幅

提升的情況之下，俸點的平均值下降，箇中的原因或許可以分析退休⼈員退

休時的職等、官等比例在年改前後的變化，探究是否在年改之後較低官職等

的⼈員（俸點較低）延後退休的比例顯著提⾼所致。

圖5的資料或許可以略窺交通⼈員年改後退休平均俸點降低的原因。圖5比較
了各類⼈員年改前後⾃願與屆齡退休⼈員的年資、退休指數與俸點差異。在

交通⼈員部分，無論是⾃願退休或屆齡退休年改前後的俸點皆下降，屆齡退

休的俸點減少了53，更甚⾃願退休的-32，意味著原本年改前⾃願退休的這⼀
群⼈，年改後改為屆齡退休，降低了屆齡退休⼈員的俸點；換⾔之，這群延

後退休者，多數為俸點較低者。

關務⼈員退休時的平均俸點，從年改前的639.7下降⾄年改後的636.4。平均
年齡則是幾乎沒有變動，從年改前的58.6歲，略升為年改後的58.9歲；年資
的變動幅度同樣不明顯，從年改前的32.3年，略降為年改後的32.0年。退休
指數的變化幾乎相同，年改前為90.9，年改後為90.8。就關務⼈員⽽⾔，在

退休年齡、年資與退休指數變動⼩的情況下，俸點略微下降，同樣的情況也

發⽣在交通⼈員。從圖5的資料來看，關務⼈員年改前後⾃願退休⼈員的俸點
減少4，⽽屆齡退休的俸點則減少23；屆齡退休的俸點減少的幅度⼤於⾃願



退休者，這樣的趨勢與交通⼈員相同，可能因為年改後延後退休者多為俸點

較低的⼈員所致。若要確定這樣的假設是否為真，應檢視年改前後退休⼈員

的官職等與俸點有關的條件。

醫事⼈員的俸點從年改前的601.9，提升⾄年改後的608.4；平均退休年齡從
年改前的54.5歲，提升⾄年改後的55.3歲；年資從年改前的28.3年，提升⾄
年改後的29.1年；退休指數亦從年改前的82.8，上升為年改後的84.4。醫事
⼈員與簡薦委、警察⼈員類似，在年改後呈現延後退休且俸點增加的樣態。

法官與檢察官的俸點在年改前後幾乎持平，應該是因為他們退休時的俸點幾

乎已經到頂，因此幾無變化空間的原因。年齡在年改之後有明顯提升，從年

改前的平均62.9歲，提升⾄年改後的65.7歲；年資從年改前的32.9年，提升
⾄年改後的36.4年。退休指數的變化從年改前的95.7，提升⾄年改後的

102.1。

整體來說，我國各類公務⼈員在年改後的退休指數都已經接近或超過85；尤
其是交通⼈員、關務⼈員、法官檢察官等之退休指數，已經突破90甚⾄

100。換⾔之，年⾦改⾰除了降低了⾃願退休的比例，依然選擇⾃願退休的
群體也有退休年齡延後、年資提升、俸點提升的現象。



屆齡退休與⾃願退休者的比較

年改之後屆齡退休⼈員比例上升，⾃願退休⼈員比例下降，且⾃願退休年齡

延後、年資提升、退休指數、俸點提升，可以預期屆齡退休與⾃願退休者在

年齡、年資、退休指數、俸點的差距上應有縮⼩。圖5依照簡薦委、警察、交
通、關務、醫事⼈員的分類，⼀⼀檢視年改前後各類⼈員的年資、退休指數

與俸點是否⾃願退休與屆齡退休⼈員的差距真的縮⼩。

簡薦委⼈員年改前後屆齡與⾃願退休⼈員的年資、指數差距有些微擴⼤，俸

點則是⼩幅縮⼩，整體來說年改前後的年資、指數、俸點的差距不⼤。警察

⼈員的同樣在年資與指數部分的差距些微增加，但俸點則差距明顯縮⼩。交

通、關務、醫事⼈員同樣是年資與指數部分差距些微增加，俸點差距明顯縮

⼩。

年資與指數差距擴⼤的原因，應該在於屆齡退休者增加，意味者年資與年齡

同步增加，因此提升的幅度更為明顯。然⽽年資與退休指數增加的幅度，卻

沒有同步擴⼤俸點的差距，原因在於簡薦委與警察⼈員年改後⾃願退休者的

俸點增加更為明顯，⽽交通、關務與醫事⼈員年改後俸點減少。

結論

從分析結果來看，年⾦改⾰所提供的延退誘因，⾃願退休率降低、屆齡退休

率提升，確實提升了退休年齡、退休年資、退休指數，但在退休俸點上，不



同類別的⼈員有不同的趨勢，值得進⼀步探究。

年改處理財務健全和世代公平等重要課題，當初重點不在於⼈⼒資源退休與

公務⼈⼒新陳代謝。本文分析後者議題發現，⾃願退休的降低、退休年齡、

退休年資、退休指數的上升，究竟應解釋為新陳代謝延滯，還是有助於經驗

傳承與⼈才養成，仍有待更後續更⻑時間觀察。然⽽本文從統計數據所發現

之各種退休現象的改變，隱含了許多應當持續挖掘的重要議題：（1）因為年
⾦改⾰，原本應該會選擇⾃願退休⽽改為屆齡退休者，具備哪些特質？制度

的改變留下了哪些⼈？（2）並非所有⼈員類別都因為年改後的退休⾏為改變
⽽增加退休平均俸點，俸點減少的原因為何？整體來說，俸點並未因為⼈員

的延退⽽顯著增加，意味著薪資⽀出並未因為⼈員延退⽽增加嗎？（3）⼈員
延退雖然有助於組織記憶的流存與經驗傳承，但所造成的⼈⼒流動的停滯，

該如何搭配其他⼈⼒資源策略調整？（4）⼈⼝老化與少⼦化的雙重壓⼒，未
來⼀定也會影響到公務機關，此種延退的程度，是否有助於⾜夠減緩公務⼈

⼒流失的速度？亦值得持續評估。

* 本文由林俞君助理教授執筆，相關數據由國立政治⼤學公共⾏政學系教授

施能傑帶領之資料分析團隊共同參與完成，團隊成員包含東吳⼤學政治學系

教授蔡秀涓、國立臺北⼤學公共⾏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黃婉玲及助理教授林

俞君、東吳⼤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賴怡樺、文化⼤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王

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改⽣效⽇為2018年7⽉1⽇，本文假定法律通過前就開始影響退休⾏為及
決定，故以2011年⾄2017年6⽉為年改前，2017年7⽉⾄2022年為年改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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