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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勞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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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我國人口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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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化加速

平均壽命延長

少子化現象

全球化老年
退休危機

人口結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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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人口發展趨勢

2020年起人口呈現負成長

2020年死亡人數大於出生人數約8千人

2021年死亡人數大於出生人數近3萬人

2022年死亡人數大於出生人數6.8萬人

2023年死亡人數大於出生人數7萬人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國家發展委員會 中華民國2020年至2070年人口推估



人口發展趨勢

高齡化

社會

高齡

社會

超高齡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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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 24%

高齡社會

每6人就有1個高齡者

2020年
超高齡社會

每5個人就有1個高齡

者

2025年
每4人就有1個高齡者

2030年

高齡人口比例提高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2020年至2070年人口推估

5

katie5



高齡化速度很快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中華民國2020年至2070年人口推估 6

台灣從高齡化社會(7%)轉變至超高齡社會(20%)僅32年

速度快於各先進國家，準備因應時間短

各國從高齡化社會轉變至超高齡社會花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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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少子化衝擊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中華民國2020年至2070年人口推估 7

18歲人口低於20萬人

每2人就有1人50歲以上

每2位青壯年撫養1位老人

5年後
(2027)

12年
後
(2034)

18年
後
(204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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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我國勞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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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45-49歲 50-54歲 55-59歲 60-64歲 65歲+

中華
民國

84.1% 75.2% 57.6% 37.7% 8.8%

日本 88.5% 87.6% 84.1% 73.1% 25.5%

南韓 79.9% 78.6% 74.5% 62.5% 35.3%

美國 82.2% 79.1% 72.1% 57.1% 19.4%

勞參率偏低

資料來源：勞動部109年國際勞動統計

我國55歲以上勞參率低於日、韓、美等國，

各國勞動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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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9

72.3

70.8

64.6

66.5

72.3

69.1

61

美國

南韓

日本

中華民國

各國退離勞動市場年齡

女 男

晚入早出



-15%
(-45.9萬人)

-9%
(-169.9萬

人)

+47%
(+179萬
人)

推估2030年與2020年相較，人口減少36.8萬人

0-14歲及15-64歲約減少約200萬人，65歲以上增加近5成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中華民國2020年至2070年人口推估

0-14

歲

15-64歲

65歲+

工作年齡人口
減少約170萬人



我國勞動現況



我國勞動現況



14

勞動市場面臨困境



15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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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勞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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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計畫及策略
 支持青年及中高齡與高齡者就業，強化就業促進網
絡

 提供多元職訓管道，強化技能檢定內涵

 優化跨國勞動力聘僱管理制度

 建構完善且彈性之勞動基準保障，營造友善職場

 推動公平穩定勞資關係

 確保勞工保險及退休金制度穩定

 完備職業災害保障制度，提升職業安全衛生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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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持青年及中高齡與高齡者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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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中高齡者及高齡
者就業促進法

計9章45條

支持退休後再就業

禁止年齡歧視

協助在職者穩定就業

促進失業者就業

推動銀髮人才服務

開發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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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青年及中高齡與高齡者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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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青年就業重要訓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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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保勞工保險及退休金制度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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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老年經濟生活保障
 勞工退休金

 勞基法之退休金(勞退舊制)

 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勞退新制)

 勞保老年給付

 勞保老年年金(新制)

 勞保老年一次金(新制)

 勞保老年給付(舊制)



勞退新制之特色1
項目 特色

1 勞工退休金可累積帶著走

勞退新制之工作年資採計實際提繳退休金之年資，年資中斷

者，其前後提繳年資可併計，其退休金可累積帶著走。

2 擴大適用對象

凡適用勞基法之勞工(含本國籍、外籍配偶、陸港澳地區配

偶、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規定許可永久居留，且在台灣地

區工作者)皆適用。

※以往無法成就勞基法退休要件者，例如定期契約工、

工讀生、臨時工等，於勞退新制開辦後皆為勞退新

制強制提繳對象，亦可享有退休金保障。

3 雇主提繳
雇主應按月提繳不低於每月工資6 ％之退休金，儲存於勞保
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katie33
提繳之金額，應每月以書面通知勞工。



勞退新制之特色2

項目 特色

4

勞工得自願提繳並享稅賦優惠
1.勞工得在每月工資 6 ％範圍內，自願提繳退休金。
2.個人自願提繳部分，得自當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全數
扣除。

5

新增得自願提繳對象
1.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2.自營作業者。
3.受委任工作者。4.不適用勞基法之勞工。

6

退休金有最低保證收益
勞工退休金運用收益，不得低於以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
率計算之收益；有不足者，由國庫補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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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退新制之特色3

項目 特色

7
勞工年滿60歲即可請領退休金
1.工作年資滿15年以上者，選擇請領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
2.工作年資未滿15年者，請領一次退休金。

8

遺屬或指定請領人可請領死亡勞工之退休金
1.勞工於請領退休金前死亡者，應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
領一次退休金。
2.已領取月退休金勞工，於未屆平均餘命所定請領年限前死
亡者，停止給付月退休金。其個人退休金專戶結算賸餘金額，
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領回。

9

雇主依法資遣勞工，仍應給付資遣費
1.依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0.5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
2.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
3.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
4.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katie35



勞動基金運用局負責管理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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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
年金
給付

1.滿60歲，年資滿15年。
2.二式擇優-A：3,000+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0.775%

B：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 1.55%
3.平均月投保薪資按加保最高60個月之月投保薪資平
均計算。

4.有展延及減額年金設計。
5.可併計國保年資，成就老年年金給付條件。

老年
一次金
給付

1.年滿60歲，年資未滿15年。
2.平均月投保薪資按加保最高
60個月之月投保薪資平均計
算。

一次
請領
老年
給付

1.98.1.1前有保險年資，且符
合§58Ⅱ各款規定。

2.平均月投保薪資按退職之當
月起前3年之月投保薪資平
均計算。

給付標準：
1.年資每滿1年，按平均月

投保薪資，發給1個月。

2.超過15年部分，每1年發

給2個月，最高以45個月

為限。

3.60歲以後之年資最多以5

年計，合併60歲以前之

老年給付，最高以50個

月為限。

勞保老年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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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基金撥補情形
 109年撥補200億元

 110年撥補220億元

 111年撥補300億元

 112年撥補450億元

 113年撥補13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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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工政策/優化跨國勞動力聘僱管
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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