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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亞洲保險評論雜誌(Asia Insurance Review)為探討當前亞洲國家

老年人口發展現況、協助客戶做出適當退休計畫投資、退休基金投資

情形、老年人口健康照護基金以及在當今經濟情勢與長期低利率環境

下，如何尋找收益率等議題，爰邀請來自歐、美、亞等國家之相關業

者及監理機關人員於 104 年 9 月 9 日及 10 日兩天，假中國大陸上海

舉辦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除中國大陸有 50 人參加外，加拿大有 2 名、美國 1

名、法國 1 名、德國 1 名、香港 12 名、馬來西亞 3 名、菲律賓 2 名、

新加坡 2 名、泰國 1 名、塞席爾群島 1 名、臺灣 2 名，共計 11 個國

家，29 名與會人員。討論議題所涉內容豐富，對於增進對高齡化社

會來臨之我國保險監理政策規劃及擬定的提升頗有助益，且因與會者

尚包括數個國家，可藉此機會與其他國家之與會人員交流。 

 

關鍵詞：退休金改革 (Pension Reforms)、高齡化挑戰  (Ageing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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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與亞洲國家高齡化挑戰與年

金改革概況 

一、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鼓勵各國漸進式延長工作年齡 

為因應人口老齡化危機，經過多年討論甚至政治僵局後，所有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以下簡稱經合組織)成員國都發展了退

休制度改革，大多數國家已通過立法延遲了退休年齡。如何研

究制訂漸進式退休年齡改革，是中國大陸政府和民眾當前關注

的話題之一。事實上，已開發國家已走在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

改革的前列。經合組織 34 成員國多為歐美國家，也包括墨西

哥、智利、土耳其等新興經濟體。經合組織國家在延長退休年

齡的改革中選擇了不同道路。一些國家，如義大利，在改革初

始階段採取緩慢提高退休年齡的辦法，但經濟危機迫使他們加

快提高退休年齡的步伐。 

在德國，根據現行法規，2029 年退休年齡將提高到 67 歲。並

規定了從 2012 年到 2029 年的過渡期間，而且新的 67 歲法定

退休年齡只適用於 1964 年以後出生的人。提高退休年齡之所

以不能一步到位，是因為德國憲法要求對”養老問題”提供信心

保障，不得在短時間內更新領取養老金的規定。德國漸進式延

遲退休年齡的做法是：從 2012 年到 2023 年，每年延長一個月，

從 2024 年開始，每年延長兩個月。德國這種漸進式的法律規

定是依據調整機構的算法，考慮到未來養老金的繳納情形與養

老金替代率。這樣做是為了保持養老金制度的充足性和可持續

性。 

整體來看，大多數國家都避免採取貿然提高退休年齡的作法，

因為這樣做會使老齡職工難以調整退休計畫。一些國家還將未

來退休年齡的自動提高與平均壽命的增長掛勾。迄今為止，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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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捷克一個國家採取了不設上限的提高退休年齡的方式：目前

捷克的男性退休年齡為 63 歲，女性根據生孩子數量為 59 歲到

63 歲，2044 年男女退休年齡將統一至 67 歲，此後，每年再將

退休年齡提高兩個月，這也是當前預期壽命的平均年增長值。

退休年齡的延長反映了一些經濟預測，特別是人均預期壽命的

提高。 

隨著人們壽命的提高，提升退休年齡已成必然趨勢。現在，退

休者健康水平提高，壽命也更長。同時，許多國家的生育率卻

降低了，這就造成養老金入不敷出，繳納養老金的年輕職工減

少，卻要養活越來越多的退休者，只能靠提高退休金的繳納額

或增加稅收，這樣又會加重年輕一代的負擔，提高養老金的繳

納也會使勞動力成本上升，從而降低年輕人就業的機會。 

養老制度十分複雜，要讓人們理解福利待遇上的變化並非易

事，然而，提高退休年齡是每個人都能理解的。許多人覺得，

在工作岡位上透過繳納退休金，就是為換取一個舒適的退休生

活，退休後可以盡情享受生活，去旅行，多和家人在一起，做

自己喜歡做的事。當退休條件改變時，多數人會認為自己的福

利被拿走了。這種心情可以理解，但各國的態度有所不同，在

一些北歐國家、德國，因為人們擔心年輕人的負擔會越來越

重，提高退休年齡已被社會多數人接受，人們剛退休時會對退

休生活感到比較滿意，但隨著時間推移，他們會覺得並非那麼

享受退休生活。所以，為使人們能夠根據愛好和能力工作更長

時間，為其設定一個逐漸從工作到退休的過渡期也很重要。如

果不提高退休年齡，只能減少退休待遇，增加繳納額，或提高

稅收。許多國家已開始包括降低退休待遇在內許多國家已開始

包括降低退休待遇在內的重大退休制度改革，但如國退休金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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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減少，將引發老齡貧困化的風險。增加稅負的方法也是有

限的，因為人們已為公共服務、教育、醫療或公共建設等諸多

社會福利交付很稅負。所以，一個老齡化的社會，提高退休年

齡似乎是難以避免的。 

 

 

二、中國大陸正以積極態度迎接老齡化挑戰 

中國大陸現行的退休年齡過低，將對迅速老齡化的社會在保障

養老金方面形成極大挑戰，中國第 18 屆三中全會決定表明，

決策者正以積極的態度迎接老齡化社會帶來的挑戰。逐步提高

退休年齡應是一項”平衡的”改革計畫的組成部分，此一改革將

確保建立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使老人的收入得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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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同時避免未來幾代人的負擔過重。 

逐漸極高退休年齡可以有不同的選擇，多數國家選擇了統一時

間表，比如規定每年把退休年齡提高一點，有些國家則選擇對

快退休者的退休年齡保持不變，只提高尚需過幾年後才退休的

人的退休年齡。不改變即將退休者的退休年齡，是因為他們與

雇主之間已有退休安排，並且也有個人的退休計畫，如生活

上、儲蓄方面的打算，短期通知他們改變這些計畫是有難度

的。所以，多數國家提高退休年齡的新規定都不涉及近幾年內

將要退休的人，也就是說採漸進式的改革。比如，前面提到的

德國用 17 年時間來提高退休年齡，波蘭則要到 2040 年才將女

性的退休年齡提高到 67 歲，只有義大利是在很短期間內提高

女性的退休年齡(2012 年為 60 歲，2018 年就要提高到 66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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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應根據各自的人口發展趨勢或養老金的財政負擔，來決定

各自的改革方式，甚至將自動提高退休年齡與人均預期壽命的

增加連結，以達到所謂的”可持續性”。 

 

三、延齡退休改革之相關配套措施 

鼓勵民眾延後退休的作法通常是為晚退休的人提供經濟上的

獎勵，例如，多工作一年，養老金待遇可相對提高，相反，如

提早退休，退休待遇會相對減少，雇主還須採取其他措施來協

助老員工繼續工作，例如，為老職工提供適合的工作環境，對

他們進行職業培訓，以便掌握現代化工作所需要的新技能。一

般人會認為老職工的工作效率低，但有研究顯示，老職工的工

作經驗是企業的寶貴資產，政府也應鼓勵企業和雇員開闢新的

工作領域。 

中國大陸將面臨人口高齡化加劇的過程，這也會增加醫療以及

長期護理等與老齡化有關的開支。養老金政策的制定應從長計

議，人們需要提早為退休繳納養老保險和進行儲蓄，以確保老

年時光的生活水準。同時，需要調整人們的期望值，向他們解

釋，早退休已不可能了。 

對政府和公營部門來說，提高退休年齡的改革相對容易實施，

因為延長雇用期的決定權在政府手中，而私營部門的決定權由

企業掌握。在許多經合組織國家，公營部門職工享受獨立的養

老金制度，但常遇到養老金不足問題，給政府帶來財政負擔，

大陸應吸取經驗，認真地平衡對公營部門職工養老金承諾，為

迎接未來挑戰預留資金。儘快統一公、私部門養老金制度規定

十分重要，這樣可為職工從公營部門轉到私部門工作屏除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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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 

另外，許多國家對提高退休年齡是否會影響年輕人就業感到擔

憂。然而，年長者與年輕人之間的就業並不存在一個簡單的等

式。兩個不同年齡層的人在工作經歷何經驗是不同的，經濟成

長佳的國家可以為年長者及年輕人創造就業機會，法國就是明

顯的例子，年長者早退休並沒有為年輕人帶來更多的就業機

會，法國人退休年齡在國際上算是比較低的，但法國近年來年

輕人失業率卻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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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國大陸養老保障體系之現況與發展 

一、中國大陸養老保障體系的現況 

大陸養老保險存在的問題是替代率不斷下降，城鎮職工養老保

險替代率的平均水準從 2002 年的 72.9%快速下降到 2011 年

50%。企業年金存在的問題是覆蓋率相當低，2012 年企業年金

的企業參保率和城鎮就業人口參保率分別僅 0.4%和 4.98%，

企業年金基金占 GDP 比例和占股市市值的比例僅分別只有

0.93%和 2.10%。 

 

 

 

 

 

 

 

 

 

 

商業養老保險存在的問題是保費規模低，2012 年年金保險保

費收入僅為人民幣 1,319 億元，個人年金增長速度較快，團體

年金的業務則相對萎縮。 

2013 年第 18 屆三中全會對於全面深化改革有若干重大決定：

堅持社會統籌和個人帳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完善個

人帳戶制度，健全多繳多得激勵機制，確保參保人權益，實現

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堅持精算平衡原則。推動機關事業單位

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建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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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合理兼顧各類人員的社會保障待遇確定和正常調整機制。完

善社會保險關係轉移接續政策，擴大參保繳費覆蓋面，適時適

當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 

2013 年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到 2020

年，全面建成以居家為基礎、社會為依託、機構為支撐的，功

能完善、規模適度、覆蓋城鄉的養老服務體系。養老服務產品

更加豐富，市場機制不斷完善，養老服務業持續健康發展。 

 

二、大陸商業養老保險的發展 

 

 

 

 

 

 

 

 

 

 

 

以下將分為服務多支柱養老保障體系以及服務養老服務業分

別說明。 

(一) 服務多支柱養老保障體系包括基本養老保險、企業年金以

及商業養老保險。2014 年養老保險公司企業年金業務情況

表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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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億元人民幣)                                                      

商業養老保險層面過去僅包括個人年金、團體年金、變

額年金。2014 年中共國務院國發（2014）29 號【國務院

關於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若干意見】：適時開展個

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 

(二) 服務養老服務業涵蓋了住房反向抵押貸款、養老社區以及

長期護理保險。 

1.2014 年【中國保監會關於開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養老

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保監發（2014）53 號，鼓勵保險

業將住房抵押與終身養老年金保險相結合，創新商業養

老保險產品。 

2.截至 2015 年 2 季度末，保險業共有 9 家保險公司已投資

或計畫投資 25 個保險養老社區項目，計劃投資金額達

612 億元，實際已投資金額 199 億元。其中，泰康北京

和合泰人壽武漢養老社區依其項目已投入營運。 

3. 2014 年【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若干意

見】國發（2014）29 號：發展商業性長期護理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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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高齡化社會下的中國與醫療健康保險籌資 

一、快速步入老齡化社會的中國大陸 

大陸老年人口的數量從 2000 年到 2050 年，每 25 年就增加一

倍。 

 

扶養率逐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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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前中國大陸的醫療健康保險籌資 

衛生總費用反映一定經濟條件下，政府、社會和居民個人對衛

生保健的重視程度和費用負擔水平，以及衛生籌資模式的主要

特徵和衛生籌資的公平合理性。過去 10 年間，大陸醫療衛生

費用總支出年複合增長率接近 18%，遠超過 GDP 增長速度；

大陸政府衛生支出和衛生支出增加率，過去 10 年均超過

20%，面臨可能持續增加的壓力。 

快速進入老齡化社會，醫療衛生費用持續增長，經濟發展有週

期，國內 GDP 成長下降，政府醫療衛生投入壓力，社會醫療

保險面臨缺口，商業醫療保險作用何地位作用亦尚未凸顯，經

濟的發展、醫療技術的進步，民眾對更高醫療健康水平的需求

不斷上升，即使大多數亞洲區國家均持續保持投入衛生醫療相

關資金，但預估到 2020 年，仍將面臨至少 197 億美元的醫療

健康保險資金缺口。亞太各國家均面對醫療費用缺口不足的壓

力，其中又以中國大陸的資金缺口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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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衛生費用持續上漲的因素包括：醫療技術水平的進步

(30%-40%)、國民收入的增加(20%-30%)、醫療衛生費用的通

貨膨脹(10%)、人口老齡化(10%)、醫療保障懲度的提高(10%)、

低效率帶來的醫療資源的浪費(10%)。 

 

三、未來政策與發展 

(一)鼓勵社會資本進入養老和健康產業領域，鼓勵公司合作：

積極推進醫療衛生與養老服務相結合；鼓勵中、老年人投

保健康保險、長期護理保險、意外傷害保險等人身保險商

品；引導和規範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等金融機

構開發適合老年人的理財、信貸、保險等產品。 

(二)商業保險需逐步成為個人和家庭商業保障計畫的主要承

擔者、企業發起的養老健康保障計畫的重要提供者、社會

保險市場化運作的積極參與者。 

(三)鼓勵政府通過多種方式購買保險服務。鼓勵各地結合實

際，積極探索運用保險的風險管理功能及保險機構的網

絡、專業技術等優勢，通過運用市場化機制，降低公共服

務運行成本。 

(四)推進健康服務信息化。制定相關信息數據標準，加強醫

院、醫療保障等信息管理系統建設、充分利用現有信息和

網絡設施、儘快實現醫療保障、醫療服務、健康管理等信

息的共享。 

(五)對試點地區個人購買符合規定的商業健康保險產品的支

出，允許在當年(月)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與以稅前扣除，

扣除限額為 2400 元/年(200/月)。試點地區企事業單位統一

組織並為員工購買符合規定的商業健康保險產品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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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應分別計入員工個人工資薪金，視同個人購買，按上

述限額予以扣除。 

 

肆、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鑒於各國均會根據各自的人口發展趨勢或養老金的財政

負擔，來決定各自的養老金改革方式，甚至將自動提高

退休年齡與人均預期壽命的增加相連結，以達到所謂的”

可持續性”養老金制度，我國現正積極檢討及推動年金改

革，應借鏡其他國家的經驗，以制定適當的延遲退休方

式與養老金制度。 

（二）商業保險公司應透過其產品與服務的供給能力、專業化

經營和風險管理能力、跨界與健康產業相連結與合作，

將商業健康保險發揮更好的作用。 

二、建議： 

（一）發展多樣化健康保險商品：鼓勵保險公司大力開發各類

醫療、疾病保險、失能保險、長期照顧保險等商業健康

保險商品，並與全民健康保險、長期照顧保險等社會保

險相銜接。提供與商業健康保險相結合的疾病預防、健

康維護、慢性疾病等健康管理服務。 

（二）鼓勵國人自行透過年金險規劃退休儲蓄，減輕政府未來

在養老金的財政負擔，增列適格年金保險費列舉扣除

額，俾達到保障適足老年經濟生活以及提升政府整體財

政收入之雙贏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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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一、本次國際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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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會議出席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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