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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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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農民
老年經濟安全

110年1月1日施行

提高農民職業
安全經濟補償

人地脫鉤
口頭約耕的實耕者
可以加入農保

農民
福利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

110年1月1日施行

農業保險 農民退休儲金

避免農民看天吃飯

保

保

保

金

農民保費
每月15元

農民健康保險

推動四大福利 建構農民社會經濟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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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107年9月7日-8日)

 蔡總統於開幕會議表示，農保沒
有老年給付的項目，希望規劃農
民退休制度，讓農民安養晚年生
活。

 會議結論-為提升老年農民經濟安
全保障，政府應整合農保、老農
津貼與其他社會保險，並以老農
津貼為基礎，在不影響農民權益
下，建立農民年金制度。

蔡總統競選政見

 「退休保障多一點」建立農民專
屬的退休金制度。

推動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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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退休保障
多一點

建立農民專屬的
退休金制度

提升老年農民
經濟安全保障
以老農津貼為基礎
建立農民年金制度

總統政見
全國農業會議結論

產、官、學界共識

農民參加國保
農保被保險人也
可以參加國保
領取年金

立委提案

立法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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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多層次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制度

第三層：
商業年金 個人儲蓄

商業年金

第二層：
法定職業退休金

公教保、軍保、勞保、
農保(老農津貼)、國保

勞工退休金
軍公教退休(職、伍)金
私校教職員退撫新制

第一層：
法定公共年金

第零層：
社會救助

中低老人生活津貼、
榮民就養給與

農民退休金制度

農保無老年給付，為照顧老年農民生活，由
政府編列預算，發放老農津貼為替代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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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
保障
層次

軍職人
員

公教人員 勞工 農民
未就業
國民

第三層
個人保障

私人商業保險、個人儲蓄、家庭互助

第二層
法定職業
退休金

軍公教人員
退撫制度

(DB/年金)
67.2萬人

國營事
業退撫
制度

私校教職
員退撫制
度（DC）

4.8萬人

勞工退休金
(DC)(新/708.4萬人)
(DB)(舊/70.9萬人）

農民退休儲金
（DC）（110年起實

施）
無

第一層
法定

公共年金
社會保險

軍人保險
（DB）（
21.7萬人）

公教人員保險
（DB）（59.4萬人）

勞工保險
（DB/年金）
（1,055.5萬人)

老農津貼
57.8萬人 國民年金

(DB/年金)
310.6萬人

農民
健康保險
104.6萬人

第零層
社會救助

榮民就業給付（3.6萬人）、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17.3萬人)、
老年基本保證年金（49.9萬人）、原住民給付（4.3 萬人）

109年12月數

我國各項社會保險老年給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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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

未滿65歲農保被保險人數
94年至109年

減少47萬7千860人(52.83%)
平均每年減少約3.5%

109年底
未滿65歲426,749人(40.79%)
65歲以上619,452人(59.21%)

65歲以下農保被保險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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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漲價至少12倍以上(78元/

月987元/月)，且96、97年間曾
修法納入國民年金失敗，實務面
不可行。

老農津貼轉換成基本保障年金的
概念，不易說清楚、講明白，易
造成「老農津貼取消」的印象。

自願加保(國保柔性強制納保)，
保費提高，青農因離退休年齡尚
遠，加保誘因低，加保人數少。

農保被保險人數每年減少3.62%，
與其他社會保險同樣面臨高齡少
子化問題，財務運作困難。

保費漲價？！

高齡少子化

老農津貼取消？！

自願加保人數少

社會保險辦理農民退休制度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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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退休金以社會保險辦理，首將
面臨各界質疑財務破產的問題。

基金破產危機



支出：
退休者保險給付

收入：
工作者繳交保費
(農民\政府)

基金
安全水量 創立時政府一次撥付

保費收入
投資收入

安全準備金
隨收隨付制

(Pay-as-you-go)

1.高齡少子化
2.自願參加

社會保險財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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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退休儲金
制度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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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層式老年農民經濟安全保障

【基本保障】

農民退休儲金個人專戶

農民退休儲金

【附加保障】

 農民與政府對等共同提繳
 農民退休保障水準
共繳本金及累積收益

農保及老農津貼制度不變
老農津貼每4年依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調整

仿勞工退休金

13多一個制度，多一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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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提多少，政府提多少
農民提越多、存越久，就領越多

設立於勞保局之

農民退休儲金
個人專戶

按月共同提繳

提繳相同金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保被保險人
 自願參加
 未滿65歲
 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
老年給付

農民退休儲金專戶提繳及請領

農民年滿65歲時，依平均餘命
按月定期領取退休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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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繳比率
農民提繳金額 (元)

勞工每月基本工資×提繳比率
24,000元(109年基本工資)

(未來隨勞工每月基本工資調整)

10% 2,400

9% 2,160

8% 1,920

7% 1,680

6% 1,440

5% 1,200

4% 960

3% 720

2% 480

1% 240

 提繳比率1%至10%，農民
可依意願選擇

 1年可調整2次(5月、11月)

農民每月提繳金額

提繳金額將隨勞工每月基本工資
一起調整

105 106 107 108 109年
度

20,008元

21,009元

22,000元

23,100元

23,800元

金
額

110

24,000元



農民年滿65歲時，依平均餘命
按月定期領取退休儲金

農民退休儲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益

農民退休儲金
個人專戶

農民退休基金
投資運用

基金收益分配至
個人專戶

農民退休基金投資運用保證收益
不低於當地銀行2年定期存款利率

退休儲金=本金+累積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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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自願提繳退休儲金，為定期儲蓄養老概念，觀念簡
單，農民聽得懂。

退休儲金與農保、老農津貼。一個制度，一個保障。

退休儲金政府對等提撥，財務責任明確，無收支失衡、
基金破產問題

農民自助負擔部分退休生活責任，不再依賴老農津貼的
持續調整，建立永續穩定制度，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退休儲金(本金+累積收益)請領至依期數分配完為止。

缺點

優點

註.按目前勞退勞工現行60歲之平均餘命為24年，65歲之平均餘命為20年；
農保喪葬津貼被保險人平均事故年齡約82歲

制度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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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保無老年給付

農保

老年經濟安全保障-農民 vs 勞工比較

發放老農津貼照顧農民老年生活
發放金額7,550元/月/人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雇主每月提繳(至少6%)

 員工可自願提繳

 遞延工資

勞保
老年給付

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1.55%

勞工退休金(新制)

60個月 年資給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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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最高提繳10%，政府對等提繳相同金額
農民年滿65歲時，得按月定期領取退休儲金
農民退休生活保障水準提升為 農民退休儲金老農津貼

設算
條件

老農津貼每4年依CPI(約4%)調整1次。
勞工基本工資24,000元，以最近20年平均每年調整2%估計。
基金收益以新制勞工退休基金經營概況，以3%估計，餘命以20年估計。

單位：元/月

每月請領金額案例說明

參加年齡 55歲 50歲 40歲 35歲 30歲

提繳年資 10年 15年 25年 30年 35年

退休儲金 4,110 6,992 14,977 20,361 26,913

老農津貼 8,166 8,493 9,553 9,935 10,332

月領金額
合計 12,276 15,485 24,530 30,296 37,245

提撥比率10%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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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保

老農津貼

職場轉換-農保 與勞保

老農津貼與勞保老年給付
擇一領取

勞工退休金
(勞退新制)農民退休儲金

仿勞工退休金制度
樣
態

樣
態

勞保
老年給付

農民退休儲金

仿勞工退休金制度

2

1

勞工退休金
(勞退新制)

老農津貼與勞保老年給付
擇一領取

農保老農津貼 與勞保老年給付
擇一領取

互斥

相容

勞
工

農
民

農
民

勞
工

互斥

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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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退休儲金制度小結

 未滿65歲且未領取其他
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之農
保被保險人。

 未領取(或未領完)死亡，個
人專戶內的退休儲金，由
農民的遺屬、指定請領人
一次領取。

 保障老年生活，個人專戶
內的退休儲金，不得讓與、
扣押、抵銷或供擔保。

 職場轉換參加其他社會保險，
不影響請領權益，屬於個人
專戶，等年滿65歲時請領。

 提繳金額彈性大，
1%-10%自由決定
(1年最多調整2次)。

 個人專戶儲蓄概念，
沒有排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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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退休儲金之
收支、保管等業務

1

直轄市
縣(市)政府

農會

勞工保險局

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

農民

1.申請參加
2.請領儲金

申報輔導

輔導

委託

輔導
農民退休基金之

運用、經營及管理等業務

勞動基金運用局

勞動部
委託

農民退休儲金辦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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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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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退休儲金各縣市確定提繳人數

縣市別 提繳人數

雲林縣 11,652

臺南市 10,313

彰化縣 10,072

嘉義縣 8,763

屏東縣 6,685

高雄市 5,631

臺中市 5,433

南投縣 5,126

苗栗縣 3,263

桃園市 2,880

宜蘭縣 1,384

縣市別 提繳人數

新北市 1,204

花蓮縣 1,153

臺東縣 1,129

嘉義市 834

新竹縣 714

臺北市 150

新竹市 65

澎湖縣 44

基隆市 38

金門縣 22

連江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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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雲林縣水林鄉農會 750

17 雲林縣崙背鄉農會 738

18 南投縣竹山鎮農會 705

19 苗栗縣苑裡鎮農會 696

20 南投縣鹿谷鄉農會 668

21 彰化縣溪州鄉農會 667

22 嘉義縣民雄鄉農會 664

23 嘉義縣太保市農會 663

24 彰化縣溪湖鎮農會 645

25 嘉義縣六腳鄉農會 634

26 雲林縣古坑鄉農會 621

27 雲林縣土庫鎮農會 612

28 南投縣草屯鎮農會 608

29 屏東縣高樹鄉農會 598

30 屏東縣萬丹鄉農會 598

農民退休儲金確定提繳人數前30名農會

1 高雄市美濃區農會 1,564

2 嘉義縣中埔鄉農會 1,521

3 雲林縣西螺鎮農會 1,496

4 雲林縣二崙鄉農會 1,483

5 彰化縣二林鎮農會 1,003

6 臺南市東山區農會 914

7 臺中市東勢區農會 848

8 嘉義市農會 834

9 嘉義縣新港鄉農會 822

10 南投縣名間鄉農會 817

11 雲林縣北港鎮農會 813

12 雲林縣元長鄉農會 813

13 臺南市麻豆區農會 809

14 嘉義縣竹崎地區農會 803

15 臺南市臺南地區農會 80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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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名稱
15-19

歲

20-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44

歲

45-49

歲

50-54

歲

55-59

歲

60-64

歲

參加人數總和 16 566 1,505 2,213 3,624 6,357 9,996 16,683 21,725 16,042

農保在保人數 114 3,140 8,585 11,548 20,062 35,655 52,019 78,723 100,363 107,331

人數佔比(%) 0.02 0.72 1.91 2.80 4.59 8.06 12.67 21.15 27.54 20.33

不同年齡層申

請儲金佔比(%)
14.04 18.03 17.53 19.16 18.06 17.83 19.22 21.19 21.65 14.95

農民退休儲金申請提繳人數110.6.30 110年6月底提繳人數 78,727人
佔未滿65歲農保被保險人417,540人

18.85%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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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福利行政面臨的挑戰：農民身分的資格把關工作
將農業預算資源落實在實際從事農業工作的農民身上

老農津貼繼續發放，農保制度不變；一個制度，一個保障
農民退休保障=「老農津貼」(免費)+「農退儲金」(付費)

農退儲金具有「挑戰性」，要讓農民願意「自掏腰包」
自助負擔部分退休養老的責任。

農退儲金具有「未來性」，補充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的不足
提供我國職域年金改革的參考方向

一

二

三

四

五

農民退休儲金提撥制度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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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退儲金具有「創新性」，確定提撥制及個人儲蓄帳戶
兼具政府財務安全及實務可行性



簡報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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