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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法名稱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版本條文 1101228 1060627 

第七條(修正) 

  第六條所定退撫基金，

由公務人員與政府共同按月

撥繳退撫基金費用設立之，

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

任。 

  前項退撫基金費用按公

務人員本（年功）俸（薪）

額加一倍百分之十二至百分

之十八之提撥費率，按月由

政府撥繳百分之六十五；公

務人員繳付百分之三十五。 

  公務人員依法令辦理留

職停薪，借調至其他公務機

關占缺並依公務人員俸給法

令支薪者，其留職停薪期間

之退撫基金費用撥繳事宜，

由借調機關按其銓敘審定之

官職等級，比照前項規定辦

理。 

  公務人員具有本項公布

施行後，依法令辦理育嬰留

職停薪之年資，得選擇全額

負擔並繼續繳付退撫基金費

用。 

  公務人員依本法規定繳

付之退撫基金費用，不計入

繳付年度薪資收入課稅。 

  第六條所定退撫基金，

由公務人員與政府共同按月

撥繳退撫基金費用設立之，

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

任。 

  前項退撫基金費用按公

務人員本（年功）俸（薪）

額加一倍百分之十二至百分

之十八之提撥費率，按月由

政府撥繳百分之六十五；公

務人員繳付百分之三十五。 

  公務人員依法令辦理留

職停薪，借調至其他公務機

關占缺並依公務人員俸給法

令支薪者，其留職停薪期間

之退撫基金費用撥繳事宜，

由借調機關按其銓敘審定之

官職等級，比照前項規定辦

理。 

  公務人員具有本項公布

施行後，依法令辦理育嬰留

職停薪之年資，得選擇全額

負擔並繼續繳付退撫基金費

用。 

理由 

  一、本條增訂第五項。 

  二、按我國軍公教人員

退休撫卹費用原全由政府編

列預算支應，嗣於實施退撫

新制後，改由軍公教人員與

政府共同負擔部分費用；退

撫給與給付仍採行確定給付

制。又為減少退撫新制推行

阻力及減輕軍公教人員負

擔，爰於公務人員退休撫卹

基金管理條例第九條明定，

依該條例第四條規定領取之

退休金、退職酬勞金、退伍

金、退休俸、贍養金、撫卹

金、撫慰金、資遣給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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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離職者之退費及其孳息部

分（含公提及自提），全數

免納所得稅。次查財政部八

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台財稅

第八四一六六二七九二號函

釋略以，公務人員自行按月

繳付退撫基金之數額，為薪

給總額之一部分，屬所得稅

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類規

定之薪資所得，依法應併計

撥繳年度參加退撫新制人員

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課徵所

得稅。準此，現行軍公教人

員在職繳付退撫基金費用，

須納入薪資收入課稅，但依

法退休（職、伍、資遣）或

離職或撫卹時，其所具退撫

新制年資之退離給與，或其

亡故後遺族所領撫卹金、遺

屬金及其孳息，均得免納所

得稅。 

  三、再查勞工退休金條

例第十四條第三項及第四項

規定略以，勞工得在其每月

工資百分之六範圍內，自願

提繳退休金（為確定提撥

制），不計入提繳年度薪資

所得或執行業務收入課稅。

另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

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

條例第八條第十一項亦定有

相同免稅規定。又查所得稅

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類規

定略以，個人歷年自薪資所

得中，自行繳付之儲金，於

提繳年度已計入薪資所得課

稅部分及其孳息，不在課徵

所得稅之範圍。準此，勞工

及私校教職員在職自行提撥

退休金部分得免納所得稅，

至於其退休後所領取退休

金，仍應照上開所得稅法規

定課徵所得稅，且可適用財

政部每年公布之免稅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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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零九年分期領取者為

新臺幣〈以下同〉七十八萬

一千元。一次領取者，總額

在十八萬元乘以退職年資之

金額以下者，免稅；超過上

述金額且未達三十六萬二千

元乘以退職年資之金額部

分，以其半數列所得額；超

過三十六萬二千元乘以退職

年資之金額部分，全數列所

得額。）。 

  四、依前所述，軍公教

人員退休（伍）制度係採行

「繳稅在前、免稅在後」；

而勞工和私校教職員則相

反，係採行「免稅在前、繳

稅在後」，形成不同職域人

員自提退休金之課稅規定不

一致之情形，衍生租稅不公

平之疑慮。為使公務人員依

本法第七條按月繳付之退撫

基金費用，以及依第十二條

規定補繳之退撫基金費用，

均與勞工每月自願提繳之退

休金及私立學校職員按月自

提之退撫儲金之課稅規定趨

於一致，爰比照勞工退休金

條例之立法體例，增訂第五

項規定，明定公務人員依本

法規定繳付之退撫基金費

用，不納入繳付當年度薪資

收入課稅。 

  五、至於已退休（職）

及現職公務人員已於繳付退

撫基金費用年度內，依原規

定計入薪資收入課稅之年

資，應保障其原享有該年資

之退撫給與金額（含公提及

自提）全部免稅之權益，爰

規劃相應配套措施，另於公

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

例明定，本條新增第五項規

定修正施行前已繳付退撫基

金費用年資所計得之退撫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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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及孳息部分，仍得免納所

得稅，以保障渠等權益。  

第六十七條

(修正) 

  公務人員退休後所領月

退休金，或遺族所領之月撫

卹金或遺屬年金給付金額，

於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消費

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達

正、負百分之五時，應予調

整，其調整比率由考試院會

同行政院，考量國家經濟環

境、政府財政與退撫基金準

備率定之；或至少每四年應

予檢討；其相關執行規定，

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 

  公務人員退休後所領月

退休金，或遺族所領之月撫

卹金或遺屬年金，依前項規

定調整後之給付金額超過原

領給付金額之百分之五或低

於原領給付金額時，應經立

法院同意。 

  公務人員退休後所領月

退休金，或遺族所領之月撫

卹金或遺屬年金，得由考試

院會同行政院，衡酌國家整

體財政狀況、人口與經濟成

長率、平均餘命、退撫基金

準備率與其財務投資績效及

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之；其

相關執行規定，於本法施行

細則定之。 

  公務人員退休後所領月

退休金，或遺族所領之月撫

卹金或遺屬年金，依前項規

定調整後之給付金額超過原

領給付金額之百分之五或低

於原領給付金額時，應經立

法院同意。 

理由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 

  二、依司法院於一百零

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作成釋字

第七百八十二號解釋（以下

簡稱釋字第七八二號解釋）

理由書所載略以，為貫徹本

法第三十六條至第三十九條

所設定現階段合理退休所得

替代率之改革目的，國家自

有維持依本法重新審定之退

撫給與之財產上價值，不隨

時間經過而產生實質減少之

義務（本法施行細則第一百

零三條、勞工保險條例第六

十五條之四、公教人員保險

法第三十一條參照），惟本

法並未對相關機關課以依消

費者物價指數調整月退休

金、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之

義務，相關機關應依解釋意

旨儘速修正。 

  三、按社會保險等基礎

年金，著重退休老年生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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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為維持其實質購買

力，僅採用消費者物價指數

累計成長率作為調整依據。

至於退撫給與係屬職業年

金，尚須考量退休所得整體

之合理性，以及其與現職待

遇間之衡平及合理差距，無

法僅以消費者物價指數為調

整基準。 

  四、復審酌退休人員退

撫給與若直接以物價指數之

累積成長率為調整比率，則

可能發生退撫給與依物價指

數成長率應予調整，而現職

待遇卻因尚需參酌國家財

政、民間薪資及物價指數等

多項因子綜合考量而未調整

之失衡情形（按指現職人員

若未同步調整待遇，卻必須

持續負擔較高提撥費率之提

撥責任，衍生權益不平情

形）。況公務人員退撫基金

自始採不足額提撥，退撫給

與之調整，勢必增加退撫基

金支出，此與退撫基金財務

收支平衡息息相關，故須將

退撫基金準備率納入考量，

以免將財務準備責任轉嫁給

現職人員，衍生世代公平問

題。 

  五、綜前所述，退撫給

與之調整機制，除應遵照釋

字第七八二號解釋意旨，於

物價指數累積一定百分比

時，即應予調整。至於調整

比率須綜合考量國家整體財

政、經濟環境及退撫基金準

備率等因素之衡平，爰參照

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三十一條

關於公保年金給付金額之調

整規定，修正第一項規定，

明定上述退撫給與給付金

額，在消費者物價指數累積

變動達正、負百分之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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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應予調整，其調整比率由

考試院會同行政院，綜合考

量相關因素後另定調整比

率。 

  六、另為避免消費者物

價指數較前次調整年度之指

數累積變動達正、負百分之

五以上需時甚久，爰將本法

施行細則第一百零三條所定

「至少每四年啟動檢討一

次」之機制，納入本法規

範；所定「每四年」如遇上

述給付金額已依第一項前段

規定調整時，即重新起算累

計。  

第七十七條

(修正) 

  退休人員經審定支領或

兼領月退休金再任有給職務

且有下列情形時，停止領受

月退休金權利，至原因消滅

時恢復之： 

  一、再任由政府編列預

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

公費（以下簡稱薪酬）之機

關（構）、學校或團體之職

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

法定基本工資。 

  二、再任下列職務且每

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

本工資： 

   (一)行政法人或公法

人之職務。 

   (二)由政府原始捐助

（贈）或捐助（贈）經費，

累計達財產總額百分之二十

以上之財團法人之職務。 

   (三)由政府及其所屬

營業基金、非營業基金轉投

資，且其轉投資金額累計占

該事業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

上事業之職務。 

   (四)受政府直接或間

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

之下列團體或機構之職務： 

    1.財團法人及其所

  退休人員經審定支領或

兼領月退休金再任有給職務

且有下列情形時，停止領受

月退休金權利，至原因消滅

時恢復之： 

  一、再任由政府編列預

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

公費（以下簡稱薪酬）之機

關（構）、學校或團體之職

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

法定基本工資。 

  二、再任下列職務且每

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

本工資： 

   (一)行政法人或公法

人之職務。 

   (二)由政府原始捐助

（贈）或捐助（贈）經費，

累計達財產總額百分之二十

以上之財團法人之職務。 

   (三)由政府及其所屬

營業基金、非營業基金轉投

資，且其轉投資金額累計占

該事業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

上事業之職務。 

   (四)受政府直接或間

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

之下列團體或機構之職務： 

    1.財團法人及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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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團體或機構。 

    2.事業機構及其所

屬團體或機構。 

  公務人員月退休金發放

或支給機關查知退休公務人

員再於第一項所定機關

（構）、學校、團體及法人

參加保險時，得先暫停發給

其月退休金，俟該退休公務

人員檢具其再任每月支領薪

酬總額未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之相關證明申復後，再予恢

復發給並補發其經停發之月

退休金。 

  退休人員經審定機關審

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而再

任第一項第二款所列機構董

（理）事長及執行長者，其

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 

  前項人員任期屆滿前年

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

有特殊考量而經主管院核准

者，不在此限。 

屬團體或機構。 

    2.事業機構及其所

屬團體或機構。 

  三、再任私立學校職務

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

定基本工資。 

  本法公布前已有前項第

三款情形者，自本法公布施

行後之下個學年度起施行。 

  公務人員月退休金發放

或支給機關查知退休公務人

員再於第一項所定機關

（構）、學校、團體及法人

參加保險時，得先暫停發給

其月退休金，俟該退休公務

人員檢具其再任每月支領薪

酬總額未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之相關證明申復後，再予恢

復發給並補發其經停發之月

退休金。 

  退休人員經審定機關審

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而再

任第一項第二款所列機構董

（理）事長及執行長者，其

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 

  前項人員任期屆滿前年

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

有特殊考量而經主管院核准

者，不在此限。 

理由 

  一、本條刪除第一項第

三款及第二項，原條文第三

項至第五項項次配合調整。 

  二、依釋字第七八二號

解釋意旨，原條文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之立法目的係為防

止從政府領受雙薪，以及提

供年輕人較多工作機會，此

二者均係為追求重要公共利

益；但上開規定所採手段與

目的之達成間不具有實質關

聯。其理由為：(一)未區分

政府補助私校有限制用途

（例如不得用於支付退休再

任公務人員之薪資）、私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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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均受有獎補助或獎補助

金額多寡等，一律限制再任

私校職務者領取月退休金之

權利，此種分類標準涵蓋過

廣，尚難謂與防止從政府領

受雙薪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實

質關聯；(二)政府獎補助對

象並未限於私校，政府對於

其他私人機構亦得依法提供

獎補助，退休人員任職於受

有政府獎補助之私人機構，

無須停止其繼續領受月退休

金之權利，與任職於私校者

相較，有明顯之差別待遇。

就避免政府實際支付雙薪、

提供年輕人較多工作機會等

目的之達成而言，上開規定

所採之分類標準，顯然涵蓋

過窄，亦尚難謂具有實質關

聯。綜上所述，原條文第一

項第三款規定與憲法保障平

等權之意旨有違，應自釋字

第七八二號解釋公布之日起

失其效力，爰刪除原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以符前揭解釋

意旨。原第二項之過渡規定

併予刪除。 

  三、另查釋字第七八二

號解釋諭示，在未來修法方

向上，立法者基於提供年輕

人較多工作機會而擴大限制

範圍，將全部私校或私人機

構之職務均予納入，或為促

進中高齡再就業，改採比例

停發而非（原）全部停發以

緩和不利差別待遇之程度，

或採取其他適當手段，立法

者固有一定形成空間，惟仍

應符合平等原則。茲經審酌

本法關於退休再任私校之限

制規定，未來是在基於提供

年輕人較多工作機會之公共

利益目的，或為配合政府促

進中高齡者再就業之就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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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等方面，如何在符合平等

原則下，採取不同於原規定

之限制措施，事涉國家整體

就業市場及如何促進勞動人

力等政策問題，須全面研議

方為正辦。再者，無論係採

取擴大限制範圍或比例停發

措施，影響層面均相當廣

泛，須社會有高度共識，始

為妥適，為避免引發更多爭

議，爰刪除原違憲規定。  

第九十五條

(修正) 

  本法除第七條第四項及

第六十九條自公布日施行

外，其餘條文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七年七月一日施行。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

七月一日起，原公務人員退

休法及原公務人員撫卹法不

再適用。 

  本法修正條文，除中華

民國一百十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修正之第七條自一百十年

一月一日施行、第六十七條

自一百十一年七月一日施行

及第七十七條自一百零八年

八月二十三日施行外，自公

布日施行。 

  本法除第七條第四項及

第六十九條自公布日施行

外，其餘條文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七年七月一日施行。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

七月一日起，原公務人員退

休法及原公務人員撫卹法不

再適用。 

理由 

  一、本條增訂第三項。 

  二、為符法制體例，明

定本法修正條文之施行日

期。配合個人綜合所得稅課

稅年度為每年一月一日起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且涉及

各人事機構及退撫給與發放

機關配合本次修正第七條規

定後，調整執行「薪資收

入」及「退撫給與」免

（課）稅相關事宜，須給予

一定之準備期，爰明定本次

修正之第七條規定，自一百

十年一月一日施行；配合定

期退撫給與調整機制將本法

施行細則第一百零三條所定

「至少每四年」啟動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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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納入本法規範，而本

法自一百零七年七月一日施

行至一百十一年六月三十日

亦將屆滿四年，爰明定本次

修正條文第六十七條，自一

百十一年七月一日施行，俾

與原定至少每四年啟動檢討

機制之時程相扣合；以及配

合一百零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釋字第七八二號解釋，宣告

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三

款規定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

失其效力，明定本次修正之

第七十七條規定，自一百零

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