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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發稿日期：2017年 3月 30日 

行政院年改方案出爐  全教總認為猶有不足 呼籲國會採納全教總修正建議 

    今年 1 月 19 日年改會公布官方備選方案後，全教總第一時間就年改會版本

多所批評建議，並持續對行政院、銓敘部、教育部等行政機關進行遊說。經過這

一段時間的努力，目前行政院年改方案出爐，有值得肯定，亦有不足之處，呼籲

國會朝野黨團採納全教總修正建議，落實基金永續、世代共榮的年改目標。 

    針對行政院版本，全教總意見如下： 

一、 值得肯定部分 

1. 繼續維持「國家負最後支付責任」之規定。(第 8條第 1項) 

年改會方案原擬取消國家負最後支付責任，經全教總要求保留，本次法案

仍維持原規定，以確保國家應盡之責任。 

2. 改革節省經費全數倒入退撫基金。(第 40條) 

原年改會方案，僅中央優存節省經費倒入退撫基金，而全教總一再主張改

革不是讓政府得利，所有經費均應回歸公教退撫基金。政府有聽到全教總

呼聲，本次法案規定系「政府節省經費，全數挹注退撫基金」，如此可望

延長退撫基金年限，甚至解決財務破洞。 

3. 退休起支緩衝期調整。(附表二) 

對於中小學教師退休年齡，全教總一再主張，應從 75開始逐年加 1到 85，

即可退休起支。目前方案就緩衝期部分採納全教總主張，惟退休起支年齡

猶待調整，全教總建議教育人員起支 85制（年資+年齡）。 

4. 遺屬年金維持二分之一。(第 45條) 

原年改會方案將遺屬年金調降為原退休金之 1/3，全教總遊說宜維持現行

規定，行政院方案維持二分之一。 

二、 後續應調整部分，呼籲國會採納全教總修正建議 

1. 所得替代率造成年資不公，應往上做調整。(第 37條，附表一) 

行政院方案的所得替代率限制造成年資越久，扣減比率越高。這和鼓勵久

任，延後退休年齡的做法背道而馳，因此，年資較長之替代率應往上調整，

力求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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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退休起支年齡宜改為 85(年資+年齡)制。(第 32條) 

依民調顯示，55歲是社會大眾對教師年紀接受度的上限。且從師資新陳代

謝和校園人力考量，中小學教師退休起支年齡改為 85制(年資+年齡)較為

合宜。 

3. 已退、在職標準不一，應維持一致。(第 28條) 

年金改革應採取公平一致標準，但行政院方案卻是對已退、在職採取不同

標準，有違公平性，應採取同一標準。如:用最後本俸計算給付、仍發給

補償金。 

4. 月退休金調整機制不明確。(第 67條) 

行政院方案對於月退休金調整機制，授權行政院會同考試院調整。此一授

權並無明確調整公式，將導致行政院、考試院權力過大，且讓已退者退休

金處於不明確狀態，全教總要求務必將調整公式說清楚並入法，否則堅決

反對此一不明確之授權。 

5. 不適任教師處理宜回歸教師法。(第 22條至第 24條) 

行政院法案將不適任教師處理結果入法，固然有助於學校處理不適任教

師，但相關規定本應於教師法中明定，卻在退休撫卹條例中「暗度陳倉」，

此種偷渡做法極為不妥，宜回歸教師法做規定。 

6. 修法前育嬰留職停薪年資亦應採計。(第 8條第 4項) 

育嬰留職停薪系為了提高生育率而設計，當初在明定育嬰留職停薪制度

時，就應該一併調整退撫條例。當初的為德不卒，應該在本次修法中補足。 

三、 相關配套措施 

    除了目前的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草案)外，全教總認為其他相關法

例應配合修訂的有 

1. 公保年金化不應併入所得替代率。 

經過全教總的遊說，公保已回復一次領。因公保並無財務問題，且公保年

金的給付率偏低，公保年金化並不會造成公保財務問題，因此選擇公保年

金者，不應併入所得替代率計算。 

2. 退撫基金應另立新基金或分戶設帳。 

全教總一向主張改革後應另立新基金，以避免年輕世代公教所繳退撫金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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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過往潛藏債務。因此，改革後仍應另立確定給付制的新基金或採取分戶

設帳的方式，讓年輕公教看得到希望。 

3. 退撫基金管理機制應加以調整。 

退撫基金之管理宜在法令上鬆綁，讓基金投資更加彈性與多元，期能增加

基金績效。 

    行政院法案出爐後，將送進立法院審理，全教總將提出相對應的法案，全力

遊說朝野立委，呼籲國會採納全教總修正建議，以期本次年金改革能做到公平合

理、更加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