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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3 屆第 171 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8 日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院傳賢樓 10 樓會議室 

出席者：黃榮村  周弘憲  吳新興  楊雅惠  王秀紅  伊萬•納威  

       陳錦生  何怡澄  陳慈陽  姚立德  周蓮香  許舒翔  

        周志宏 郝培芝 

列席者：劉建忻  張秋元  李隆盛  劉約蘭  朱楠賢  王  玉   

        呂建德   

列席者
請 假：許秀春公假 

主 席：黃榮村 

秘書長：劉建忻                           紀 錄：朱琇瑜 

壹、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屆第 170 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二、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 

（一）第 168 次會議，周召集人弘憲提：審查銓敘部議復墾丁

等 8 個國家公園管理處及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之編制表

修正，建請同意修正核備一案報告，經決議：「1.照審

查會決議通過。」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0 日函復行政院，另函知銓敘部。 

    決定：洽悉。 

（二）第 168 次會議，銓敘部函陳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

慰問金發給辦法第 4 條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一

案，經決議：「1.照部再擬修正文字及本院法規委員會

意見通過。2.會議紀錄同時確定。」紀錄在卷。業於中

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2 日修正發布並送請立法院查照，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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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知銓敘部。 

    決定：洽悉。 

（三）第 169 次會議，考選部函請舉辦 113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考試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第一階段

考試）、驗船師、第一次食品技師考試、高等暨普通考

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普通考試地政士、專責報關人員

、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考試，並請同意

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一案，

經決議：「照案通過，請陳委員慈陽擔任本考試典試委

員長。」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2 日呈請

特派，另函復考選部。 

    決定：洽悉。 

（四）第 170 次會議，考選部函請舉辦 113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

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

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一案，經決議：「1.照案

通過，請周委員蓮香擔任本考試典試委員長。2.會議紀

錄同時確定。」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2

日呈請特派，另函復考選部。 

    決定：洽悉。 

三、書面報告 

（一）總統民國 113 年 1 月 3 日令修正公布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36 條條文一案，報請查照。 

    決定：洽悉。 

（二）銓敘部議復農業部畜產試驗所各分所組織準則暨北區等3

分所之編制表，建請同意修正核備一案，報請查照。 

    決定：准予核備。 

（三）本院會計室案陳本院 113 年度主管法定預算編列情形一

案，報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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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准予備查。 

（四）考選部函陳「精進國家考試測驗技術發展及試題品質計

畫」一案，報請查照。 

    許部長舒翔補充報告：說明本案相關內容(略)。 

    院長意見：為精進國考測驗技術及提升試題品質，經費不

足部分請部持續爭取，並積極朝設置專責國家考試測驗

中心之目標努力，希望不久的將來即可看見具體成效。 

    決定：准予核備，並函轉行政院申辦專案經費預算編列。 

四、銓敘部業務報告(周部長志宏報告)：新加坡退休金制度、

中長期資金運用與投資策略訪問報告 

  楊委員雅惠：1.個人於本院國家人力資源論壇著有新加坡退

休金建置之背景與脈絡一文，文中提及新加坡之發展蘊有

英國殖民地環境與華人文化，因此在資產管理方面，該國

開放並投資國外資產，財務管理靈活，搭配華人儲蓄文化

，使資金充沛有利於基金之投資操作。另外，該國退休金

制度於建置之初就採用確定提撥制，並且將公私部門整併

，使民眾在職業轉換上沒有退休金銜接問題，基金財務也

未留有財政負擔。2.在投資風險部分，新加坡中央公積金

設有防火牆機制，該積金向民眾收取費用後，可轉而購買

政府發行並提供擔保之債券，成為固定收益，操作盈虧之

風險則由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屬國營企業）承擔，具有

投資風險隔離機制。此外，國家資產管理機構為確保投資

收益，在薪資結構亦需具有吸引力，才能與國際金融機構

競爭專業人才。3.另外，在新加坡住宅與退休金設計部分

，該國人民之住宅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至於退休金，

亦未採用世界銀行所提倡之多層年金，而是完全納入公積

金的個人帳戶，因此在社會保障制度上與我國也有明顯差

異。綜上，新加坡退休金制度，因國情、政府結構、管理

操作模式等均與我國不同，在制度設計上是否有適合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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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之處及其利弊得失為何等，應基於兩國背景與發展脈

絡之差異性，審慎衡酌。 

  陳委員錦生：1.部參訪新加坡，瞭解該國退休金制度運作，

有其參考價值。報告提到新加坡中央公積金在全球退休基

金制度中排名第 7，連續蟬連 15 年亞洲榜首，以及其部分

國家儲備管理機構表現良好等，惟相關制度亦非全無缺

點，建議除說明優點之外，也應以持平的態度完整檢視，

方能正確掌握有無可學習之處。2.與新加坡相較，臺灣人

均 GDP 雖然較低，但享有較為適足的退休金制度；新加坡

公務員的退休金全部來自於每月上繳的公積金，是「自己

養」，因此採取延退制度。據統計，2021年新加坡65歲以

上人口勞動參與率達 32.9%，相較於臺灣的 9.2％，很多老

人仍在工作。3.也因此新加坡人民從參與公積金第一天

起，便知要承擔準備個人退休金的風險與責任；但對政府

來說，公積金則為國家財庫，可以善加投資運用，創造良

好投資報酬及發揮影響力，立意良善。其強制高額提撥制

度，可降低個人風險，亦是為了降低政府社會福利救濟的

成本，但因強制提撥額度高，導致國民幾乎沒有餘裕做其

他投資，是否值得借鏡？需深思。4.另新加坡國營事業如

新加坡航空，被 Skytrax 評選為 2023 年全世界最佳航空公

司，沒有印象中一般國營事業的負面問題，考其原因主要

是經營運作完全不受政治因素干擾，爰能維持政策一貫

性，造就高績效。新加坡國家儲備管理機構能有良好績

效，除有好的管理方法、用人制度及高明的薪酬設計，領

導人特質也是關鍵，能否一直保持下去，讓績效持續表現

如此亮眼，非常值得關注。以上幾點心得與大家分享，並

請部參考。 

  王委員秀紅：部透過實際觀察與佐證，反思我國退撫基(儲)

金的監督與管理值得借鏡之處，具高度專業性，值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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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報告第 74 頁至 75 頁之觀察與建議，關於新加坡退

休金制度部分，提到新加坡中央公積金會員實際投入自選

投資計畫資金比重偏低及部分會員遭受損失等問題，未來

擬設計人生週期投資計畫以為解決，對照我國 112 年 7 月

1 日後初任公教人員所適用之個人專戶退撫儲金制度，依

參與者年齡階段配置不同報酬與風險比重之保守、積極與

穩健型等投資組合，已屬預設人生週期基金，對於抗通膨

與維持老年生活水準，相較之下不失為較佳的方案，讓人

對我國制度備感安心。此外，報告結語部分宜更具體，或

可考量按部、監理司及基金管理局職掌，臚列短中長期政

策方向及應有作為，俾更清楚瞭解此行訪問之具體可行建

議。 

  周委員蓮香：1.新加坡中央公積金設有防火牆機制，由中央

公積金局收取費用後，向政府購買債券以獲取固定收益，

進而使基金投資風險降到最低，請教此機制在我國是否可

行？2.有關新加坡國家儲備管理機構之人員，其薪資結構

係以全球金融產業為基準，並設有績效獎金，該績效獎金

劃分為短期與中長期，中長期部分運用虛擬帳戶，遞延 5

至 7 年才發放或扣減，與一般資產管理獲得收益時，財管

人員可享有分紅類似。個人認為此中長期獎勵機制，係依

據公積金一定期間之收益情形再給予獎勵，相對於短期獎

金更為妥適，值得參考。3.簡報第 22 頁有關提供會員增加

帳戶餘額機制，公積金提撥率依年齡增長而遞減，但 70 歲

以上會員也必須提繳 12.5%的金額，似與一般認知有所落

差，請部補充說明。另公積金帳戶內之資金需特定原因才

能提領，無法隨意提領，是身故後帳戶內之金額如何處

理？亦請說明。4.本報告之觀察與建議部分，針對我國與

新加坡制度進行比較，指出該國在治理架構、帳戶增額機

制，導入國際監理原則等部分值得學習，期待能對我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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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與監理單位羅列出具體建議。 

  姚委員立德：部報告所提觀察與反思極具參考價值，個人提

出以下建議：1.新加坡中央公積金制度整合住房保障政策

，規劃售後租回等計畫來增加會員帳戶餘額，個人認為此

項政策極佳，建議日後若赴新加坡考察可再深入瞭解。2.

中央公積金制度分階段延長退休年齡與再就業年齡上限，

此為解決退休金不足以維持老年生活水準的可能方案之一

，因此新加坡政府在 2021 年 7 月通過退休與再就業法修正

案，將退休年齡與再就業初始年齡上限，分階段於 2030 年

延長至 65 歲及 70 歲；其調整退休與再就業年齡後，對於

退休金制度的影響，值得我們觀察思考。3.中央公積金制

度規劃會員退休後自動納入終身年金計畫，以保護其免受

生活不確定性影響，我國與新加坡同樣面臨計畫參與者的

長壽風險，因此新加坡該項作法值得深入瞭解與學習。4.

新加坡國家儲備管理機構中長期資金運用，均遵循國際主

權基金治理架構與指導原則，建議部(監理司)及基金管理

局應全面掌握熟悉國際退休金監理組織 IOPS 所發布的退休

基金相關監理原則，並在評估後適時採行，以讓公務人員

對退撫基(儲)金之運作更為放心。 

  院長意見：1.簡報第 12 頁及第 13 頁，是針對新加坡國家儲備

之中長期資金與我國退撫基(儲)金的比較，但兩國制度不同

，我國公務人員的退休保障，除了退撫基金或儲金等職業退

休金外，還有公保的養老給付，二者合併才能完整呈現我國

公務人員多層次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制度。日後類此比較，應

完整呈現，才符合實際現況。2.報告內容前後出現「監理」

、「治理」與「管理」等用語，相關語詞之定義及用法是否

與國外一致？請部說明。 

  周部長志宏及李司長洪琳補充報告：對院長及各委員意見加

以說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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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洽悉。 

五、臨時報告(無) 

貳、討論事項 

考選部函陳廢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考試

規則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領隊人員考試規則等二

種考試規則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通過。 

參、臨時動議(無) 

散會：上午 10 時 55 分 

      主  席   黃  榮  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