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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現代財經基金會

現代財經基金會(英文譯為TAIWAN NEW ECONOMY FOUNDATION，

簡稱 TNEF )，創辦於1990 年代，是經政府主管機關核定成立的公益財團

法人；是由學術界、企業界、智庫界有關人士共同組織成立的非營利公

共團體；是從事國家政策研討、交流和諮詢服務的現代化智庫；是廣泛

聯繫與整合產官學研界專業人士的知識交流平台。

基金會的目標是，面對21 世紀劇烈變遷發展的嶄新世界，以及世界

與台灣緊密聯繫互動的嶄新情勢，廣泛結合各個領域有識之士，基於對

斯土斯民之終極關懷，立足實際，著眼理想，群策群力，創新進步，致

力台灣總體經濟社會環境不斷完善進步，推動思想理念、政策方針、制

度機制不斷與時俱進，為全球化時代台灣建設發展，全面增強驅動力、

凝聚力、競爭力。

經濟是引領台灣發展的核心命脈，政策是主導公共活動的根本動

力。當前全球化日益普及深入，國際國內環境複雜變化，科技創新帶來

無比活躍多元的發展機遇，而各種前所未見的重大風險持續構成嚴峻挑

戰，台灣唯有求真務實、宏觀長遠，在全面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確立

自身的系統性發展政策與策略，不斷優化體質，強化動力，有所創新、

有所提升、有所進步。

本基金會設有：產業、金融、財稅、環境、兩岸關係等五個委員

會，分別邀請學有專精的學者專家，針對重要議題，進行研究，經常性

舉辦產官學研討會，或透過發表會、記者會、交流訪問、論文專稿，對

外傳播正確政策觀念，理性辨析重要議題關鍵爭點；並接受政府與民間

機構委託，進行專案研究，或提供專業諮詢。

本會網址：http://www.tne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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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主旨

由於醫療進步與生活水準改善，許多國家在出生率、死亡率同步下

降的同時，高齡化、少子化併行而來，使得人口結構加速老化。台灣亦

不例外，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最近公布「2020年至2070年人口推估」報

告，台灣人口數將提前二年於今年轉呈負成長；而且65歲以上人口占比

將提前一年在2025年超過兩成，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

在此同時，內政部也公布了今年前七個月累計死亡人數超過出生人

數，首見人口自然增加由正轉負；尤其從2004年邁入「高齡化社會」

起，嬰兒出生平均以每年八、九千的人數不斷減少，相對65歲以上老人

人數卻又大幅增加，已成為全球人口結構快速老化的國家之一。

面對人口負成長威脅之下，未來除了可能造成台灣產業結構失調、

工作人口減少之外，其在經社層面上所帶來的衝擊，包括：勞動人口中

高年齡的靠攏、醫療資源供給的不足、長期照護人力的短缺、財政稅收

的減少、貧弱族群津貼補助的增加及公共建設需求規劃的調整等，這些

對台灣經濟社會正向發展的影響，不容小覷。



·6  · 

N e w  E c o n o m y  F o r u m

- 現 代 財 經 論 壇 -

時   間

13:40 -14:00

14:00 -14:05

14:05 -14:10

14:10 -14:40

14:40 -15:10

15:10 -15:40

15:40 -16:10

16:10 -16:25

16:25 -16:30

16:30

議                 程

報到

主辦方：黃輝珍 現代財經基金會董事長／台灣綜合研究院董事長

主持人：李伸一 現代財經基金會副董事長／國策顧問

與談人： 

　薛承泰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單　驥 中央大學產經所榮譽教授

　辛炳隆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黃耀輝	台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學系教授

問題與討論         

結語：李伸一 現代財經基金會副董事長／國策顧問

閉會

時間：民國109年9月29日（二）下午2：00—4：30

地點：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68號13樓	（台灣省商業總會）

「台灣人口負成長的經社效應」論壇

會議議程



黃輝珍（現代財經基金會董事長／台綜院董事長）

主辦方致詞

致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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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李副董事長，四位與談人薛承泰教授、辛炳隆副教授、單

驥教授、黃耀輝教授，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午安！

　　今天基金會以「台灣人口負成長的經社效應」作為主題舉辦論壇，

這是比較嚴肅、長遠、根本性的問題，很難得受到這麼多位女士、先

生熱誠關注、踴躍出席聆聽四位權威學者來講述解讀這個議題。我們

知道今天四位教授在這方面都非常專業，特別是薛承泰教授二三十年

來一直關注人口問題，應該寫過了有上百萬字的文章了。

　　根據國發會的統計，今年（2020）是台灣人口第一次負成長。去

年台澎金馬人口最高峰 2360萬人，今年 2350多萬人，這個轉折點對

於國家未來的發展影響非常巨大，因為人是國家社會的主體，國家是

人民組成的，人口結構以及人口的量、質變了，整個國家經營的思維、

策略與方法都要全方位改變。今天特別邀請四位教授從不同的面向，

來幫我們解讀這個影響非常深遠的國家發展問題，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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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詞

	 	 黃輝珍黃董事長、台灣大學薛教授、中央大學單教授、台灣大學

辛副教授、台北商業大學黃教授，各位貴賓大家午安！

　　目前少子化現象是因為很多人不婚不生，我記得我大學的時候，

我們同寢室有一個來自南投的室友，結果他有18個同父同母的兄弟姐

妹，並且沒有生過雙胞胎，所以一生都是在生小孩，但是他父母把小

孩都教養的非常好，兩位當過台大教授，還有有三位當過法院的庭長。

所以他們生那麼多小孩，又是在南投的鄉下，但是還是可以讓小孩自

然的成長，同時教育得非常好。

　　但是現在情況確實改變了，由於經濟的快速發達、醫療的進步跟

生活水準的提升，許多國家的出生率跟死亡率都是下降，因此高齡化、

少子化也接踵而來，所以使得人口結構快速老化。當然我們台灣也不

例外，依照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布的統計數據，2020 年到 2027 年人口

的推估，台灣人口數在今年已經呈現負成長，提早了兩年的時間。同

時 65歲以上的人口將在 2025年超過兩成，也是提前一年達到，推估

於2025年台灣會邁入超高齡社會。同時內政部公布，今年前七個月死

亡的人數已經超過出生的人數，所以由人口自然的增加，變成由正轉

負，尤其是2018年邁入了高齡社會，嬰兒出生平均每年都差不多有八、

九千人的減少，相對的65歲以上老人數大量的增加，所以變成全球人

口快速老化的國家之一。

　　面對這種情況，未來除了可能造成台灣產業結構的失調與工作人

李伸一（現代財經基金會副董事長／國策顧問）

主持人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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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口負成長的經社效應

口的減少之外，在經濟以及社會面也會帶來衝擊，譬如說勞動人口中

高齡層的增加、醫療資源的不足、長期照顧人力的短缺、財政以及稅

收的減少、貧窮弱勢團體補助的增加等等，這些都對台灣經濟社會發

展的影響非常的重大，這個問題不容小覷。因為人口負成長已經變成

我們國家重要的國安問題，所以政府應該要面對這樣的重大問題，如

何來解決也是政府不可迴避的任務。

　　因此我們現代財經基金會也特別在今天舉辦了「台灣人口負成長

的經社效應」論壇。我們特別邀請台灣大學薛承泰教授、中央大學單

驥教授、台灣大學辛炳隆副教授、台北商業大學黃耀輝教授，從不同

的面向來深入的分析，同時也將提供他們的建言，作為政府施政的一

個參考，以及作為各位人生規劃的重要依據，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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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口變遷與社會衝擊

現 任：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學 歷：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博士

經 歷：國立臺灣大學兒少與家庭研究中心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主任

	 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福建省省主席）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

台灣人口負成長的經社效應

Ⅰ . 台灣人口變遷與社會衝擊─

 負成長年代的到來

薛承泰

一、前言  

今天是 9 月 29 號，我們已經知道今年的 1 月到 8 月內政部所發布的出生、

死亡與遷移的資料。到8月底為止，死亡人數為116,389人，出生數105,161人，

自然負成長達 11,128 人。不僅如此，遷出也比遷入多了 17,559 人。整體人口

負成長達 28,787 人，今年出生人數可能創歷史新低。這個數字對許多人來說好

像不怎麼樣，但這是中華民國在台灣以來第一次人口負成長。遷徙的部份也是從

1996 年台海危機之後，第一次有超過一萬人的淨遷出，所以今年至少已經打破兩

個記錄。

從今年的 1 月，人口總數 2360 萬達到了巔峰就開始往下走，一往下走就回

不來了。或許有人會問，台灣人口密度那麼高，人口減少有什麼不好，對不對？

這是環境的觀點，考慮土地的承載、能源的使用有什麼不對？我必須指出，從

2010 年到 2040 年這 30 年間，台灣人口總數其實沒什麼變化，在大概 2200 萬人

之間，但是這 30 年間變化最大的是人口年齡結構。到了 2050 年之後台灣人口的

壓力不僅是年齡結構繼續改變，而且人口數量也開始產生較明顯的影響。

大概在 2050 年人口數會降到 2000 萬，比現在少三百多萬。如果出生率維

時間：民國109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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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跟現在一樣的話，每一百年我們總人口數將折半三次，從 2050 年 2000 萬開始

算，折半三次後剩下 250 萬，就是說 2150 年台灣人口數只剩 250 萬，甚至沒有

現在的台北市人口多，這很值得思考。日本也用一樣的公式，日本 2015 年有 1

億 2700 萬人，但他們的生育率比台灣高很多，平均一位婦女能夠生 1.4 個小孩，

最近稍微低一點1.3幾，台灣去年是1.05。《未來年表》的作者河合雅司來台灣時，

我跟他對談日本的未來年表跟台灣的未來年表，他提到公元 3000 年，日本會從

1億 2700 萬人，變成剩 3000 人。這個公式很容易算，譬如兩個小倆口結婚，現

在生第一胎差不多 31 歲，而且可能只生一個，31 年之後，兩個人變一個人，然

後假設那一胎也是 31 年之後結婚生一個，而且我還假設兩個人一定結婚一定生小

孩，已經估得很寬了，當然還有壽命的問題會把它補回來一些。

二、回首 26 年前的廣設高中大學

個人關注人口問題是從 1994 年，也就是 26 年前，解嚴之後有一場非常成功

的社會運動，叫做 410 教改運動，是台灣大學的教授們帶領的。我也曾經被邀請

加入，後來一研究發現不行，因為它的訴求中有一個是廣設高中大學，這項訴求

在當時有它的道理，否則這個運動不會成功。410 教改運動的遊行標題是「為下

一代而走」，寫得非常好，因為當時的推動教改者就是嬰兒潮世代，也就是現在

55歲到 70歲左右的人，

我們當時出生的時候少

說是一組籃球隊5個人，

也有人生棒球隊9個人，

剛剛我們主持人講的生

18 個是兩組棒球隊，他

從 20 歲要生到 49 歲，

每 20 個月要生一個，並

且不能停才有 18 個。當

時我不但沒有加入他們

反而提出警告，而且在

當天就是 4月 10 日報紙

上就登出我的文章，道

理在這個很重要圖中。

從民國 40 年到最近，上方的線是每一年的出生數，下方的線為總生育率。

如果你是在民國 40 年以後出生的人，你可以在這張圖上找到你考試的對手有多少

人。在民國 83 年會有 410 教改運動，是因為民國 65 年出生的人在民國 83 年這

說明：1.為登記民40年至46年數據不包括金門縣及連江縣。

資料來源：2016/02/25取自http://www.ris.gov.tw/346；01出生數及粗出生率（按登

記及發生）（36）、07總生育率及出生數（40）。

教改的時空錯置：善意會把未來帶向地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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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要考大學，民國 68 年出生的人要考高中，那幾年的出生數都非常高，尤其是

民國 65 年那一年因為是龍年所以出生數為 42.5 萬人，空前絕後的高，所以他們

考大學競爭非常的激烈，而他們的爸爸媽媽是在民國 40 年左右出生的。這些爸爸

媽媽當年必然經過慘痛的升學競爭，發現小孩子長大，居然跟他們當年一樣。而

且這些台大教授們都是在西方國家一流的學校畢業的，看到國外的學校環境那麼

好，回來之後覺得台灣的教育環境真的需要改善，這個理想沒有問題，當然也不

希望他的小孩重蹈激烈競爭的覆轍，這是善意。

為什麼我沒有加入，因為到了民國 82 年，出生數只有 32 萬，跟民國 65 年

比起來足足少了 10 萬。所以我婉謝他們，因為就算是廣設高中大學，這批小孩也

不會享受得到，學校可能 5年、10 年之後才來招生，而以我個人對於人口學的認

知，知道往後出生人口還會再下降。所以我不僅沒有參加他們的遊行，而且我在

當天的報紙上就寫了一篇文章。

下方的線是總生育率，也就是每位婦女生育數，民國 40 年可以生 7個，但去

年只有生 1.05 個，這個改變在全世界中台灣是唯一的，因為很少有國家在 1950

年代生到 7個，也很少國家現在生育率只有 1個，台灣在很短暫的時間，總生育

率從很高轉為很低。所以台灣的很多政策不好做，因為人口改變太快了，大家的

想法不太一樣，世代之間的壓解會越來越強。如同經濟學家海耶克所講的：「通

往地獄之路，往往是由許多的善意所鋪成的。」這就是最好的例子，這些教改者

絕對是善意的，高教當年是可以擴張一些，但須很謹慎，可是卻持續的擴張，到

民國 95 學年度的時候，就發生第一次招生不足。

教改之後不僅大

學數量增加，學生數增

加更快，人文、社會和

科技的學生數都增加很

快，但科技的部分增加

到 2000 年之後，學科

技的學生數基本上是減

少的，跟整個產業沒辦

法配合。學生總數一直

飆上去，最高的時候有

135 萬學生，現在只剩

121 萬，已經有很多學

校招生不足了。照理說 高教學齡人口與高教學生數（按領域分）

資料來源：薛承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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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的擴張到 2000 年就應該停止了，即便停止也會因為生育率下降，在 20 年之

內升學率會到頂，但是，很不幸的 2000 年之後繼續擴張。所以我常常講 2000 年

之前的擴張如果叫做盲目，2000 年到 2006 年的擴張，不是盲目而是白目。投入

那麼多的教育資源，結果 2000 年之後大學學歷的失業率卻一直上升，如今已遙

遙領先其他學歷，似乎沒有緩和下來的跡象。

又從按年齡分的失業率來看，15 歲到 24 歲的年輕人失業率特別的高。若以

去年 2019 年的失業率觀察，台灣整體失業率 3.73% 算是低的，但是 15 到 19 歲

是 9.22%，20 到 24 歲是 12.27%，甚至 25 到 29 歲，也就是大學跟研究所畢業的

年齡，失業率還是有 6.57%，至於其它年齡層都很低。所以你看我們教改擴張，

國家投入那麼多的資源的結果，競爭力是往上走還是往下走？各位自己可以判斷。

三、台灣人口變遷與其特色

國發會在 2018 年公布的人口結構圖中，台灣在 2010 年的人口結構其實非常

的好看，因為中間 15 到 64 歲的青壯年人口很廣，代表我們的工作人口是充沛。

即便到去年年底，我們的工作年齡人口占總人口還有 71.9%。全世界的國家，工

作年齡人口占總人口占 70% 以上的並不多。甚至泰國、越南、印尼等等東南亞國

家的工作年齡人口只不過就在 70% 左右，台灣是現在還超過 70%，雖然在 2014

年已經達到頂峰 74%，現在已經下降一些，但是還是很好的。我們勞動力人口結

構占比較東南亞國家好，可是，卻是他們把勞動力輸入到我們台灣來，不是我們

輸出去。問題在於我們

勞動力價值觀，經過

教改之後而有所改變，

大學生失業率跟勞動

力價值觀是有相當的

關係，政府一定要去思

考這點。未來 2060 年

台灣人口結構是像一

棵聖誕樹，老年人口變

得很多，而且是女老

人會比男老人多很多，

因為女生活得久。去年

的人口資料 0 到 32 歲

是男比女多，32 歲之

後就是女生比男生多。 台灣人口結構

資料來源：國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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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台灣人口從 1951 年到 2025 年可分為五階段變遷，長條圖的部分就是代

表每一年的生育量，下方的線是我們的生育率。嬰兒潮時代生的這一批人，雖然

生育率下降，從 7個降到 2 個多，每一個媽媽生的少，但是為什麼能夠生這麼多

人出來？因為媽媽很多。每年能夠生多少小孩取決於兩個因素，第一個就是生育

率，也就是一個婦女能生幾個。現在四十來歲的人要檢討一下，因為你們生的這

一批人太少。台灣人口危機只要來自公元 2000 年以後連續 10 年生育率與生育數

的快速下降一直到 2010 年只有 166,886 的出生數，那一年不僅是虎年，而且是

金融大海嘯。之後，出生數拉上來 5年，然後現在又下去。而未來十年就是由現

在的大學生來生，但現

在年輕人結婚的少，最

容易結婚生育的年齡層

是 25 到 34 歲，但台灣

現在 25 到 34 歲男女加

起來大概有 310 萬，只

有 27.5% 的人是有配偶

的，也就是結婚並且現

在婚姻存在的，連 30%

都不到。所以當然是國

安危機，而且來得很快。

從台灣人零歲平均餘命，1911 年男生 34 歲，女生 38 歲，比當時全世界的

平均（大概 40 歲）還略低。現在 2019 年，男的 77.7 歲，女的 84.2 歲，平均為

80.9 歲。我們原本壽命是比全世界平均略低，但現在女的比全世界平均多 9歲，

男的比世界平均多 7歲。壽命是從日據時代就開始爬升，民國時代又升更多。而

軍公教的 18% 實際上是因為當時台灣在最艱難的時候，政府根本拿不出退休金，

所以才有的一個權宜之計，真的是共體時艱。而且當時的軍公教（只要是男性）

的平均壽命大概只有 65 歲，第一個人數少，第二個退休之後可能也拿不到幾年，

對政府來講好像不會有太大的負擔，這是那個時代的考量。但沒想到台灣進步很

快，人們壽命延長了那麼多，當年可以拿 18% 的人，一部分人到今天還活著。總

之，就是因為壽命拉長人口老化，所以不論是勞保或軍公教保險與退撫基金，負

擔都在增加，不只是台灣，全世界都是如此。所以我們要面對人類社會進步所帶

來的後遺症，不需要污名化，共同來解決問題。

而近年來人口發展的有幾個重要時間：

‧1993：進入「高齡化社會」，老人占總人口 7%。

台灣人口五階段變遷:1951-2025

資料來源：薛承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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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進入「超低生育率」（TFR 低於 1.3 人）。西方國家會認定超低生

育率1.3，是因為生育率只要低於1.3，再多的鼓勵生育措施也無效，

好像彈簧壞掉彈不回來一樣。所以歐洲國家生育率始終保持在 1.6

到2.0之間。在1.6到2.0之間若有鼓勵生育措施，它的效果會好點，

但低於 1.3 的時候已成習慣與生活模式定型，很難改。現在政府又

花更多的錢去鼓勵生育，但是效果很難出來，而且生育還繼續往下

掉。

‧2009：開始有鼓勵生育措施。

‧2010：�生育量 16.7 萬與生育率 0.9，均為歷史新低，因為是虎年與金融大

海嘯的緣故。

‧2011-2015：生育回升平均每年 21 萬嬰兒。

‧2017：小孩與老人一樣多，生育量 19.4 萬。

‧2018：進入「高齡社會」，老人占 14% 達 340 萬人，生育量 18.2 萬。

‧2020：出生數少於死亡數，人口開始自然負成長。

四、台灣人口當前議題與挑戰

關於 2000 年後常見人口公共政策議題，第一個問題是台灣地區人口變遷和

先進國家一樣都有少子化與高齡化的現象，且發生時間較晚，台灣所面臨的挑戰

為何會特別嚴重？答案是 : 就是因為變遷的速度太快。第二個問題是維持低生育

率讓人口減少，對高密度人口的台灣，將有助於環境生態與生活品質，有什麼不

好？答案是 : 關鍵在人口結構。第三個問題為提高生育率的關鍵與困境是什麼？

其實光砸錢不一定有用，經濟是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也就是若政府不補貼，

生育率會掉得更厲害，但是補貼之後卻不一定會上來。因為觀念跟生活形態，尤

其現在年輕人的消費主義，要他存錢很困難。我們那個年代好像沒什麼可以花錢

的地方，例如，我問年輕人有沒有人是三年才換一支手機？幾乎沒有，甚至有些

人一年就換，也就是消費形態跟我們過去太不一樣了。

而從 1997 年與 2017 年的數據比較來看，初次結婚的年齡從 28.1 歲增加為

30 歲，20 年之間增加大概 2 年。20 歲至 39 歲女性的未婚率則從 36.2% 增加為

57.2%，增加 21 個百分點。第一胎生育年齡，則在 20 年之間從 26.3 歲後延到

30.8 歲，延後了 4.5 年。20 年之間的有偶離婚率從過去 1990 年代開始爬，爬升

到2003年的千分之13.2後，大概在2005年之後才稍微下來一點，即便下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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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為千分之 11 還是有歐

盟的水準。

根據國發會最新的人口的

推估，2020 年 65 歲以上老年

人口占 16%，2025 年邁入國

際定義之「超高齡社會」（占

比增加為 20%）。老年人口年

齡結構快速高齡化，2020 年

超高齡（85 歲以上）人口占老

年人口 10.3%，2070 年增長至

27.4%。

而重點在於說我們從高齡化社會到高齡社會大概只花了 25 年左右，然後高

齡社會到超高齡社會只花 7 年，相對其它國家來講我們轉變的速度很快。而 85

歲以上的老老人增幅更快，高齡化不只是老人多或是老人的占比高，而且是老老

人的占比不斷地爬升。其實台灣 70 歲以前大部份是健康的，因為台灣的健保真

的是不錯，但是過了 70 歲就需要長照。如果我們跟最老國日本比，日本在 2017

年的時候人口為 1 億 2700 萬人，人口結構為老人 28%、工作人口 60%、小孩

12%。台灣在 2017 年是 2340 萬人，人口結構為老人 13.5%、工作人口 73%、小

孩 13.5%，工作人口到 73% 是非常棒的，我們的工作人口比例高，而且我們的平

均教育程度幾乎也是全世界第一名，如此好的量跟質，台灣真的是沒有好好運用

展現實力，工作人口若低於 70%，競爭力就比較危險了。

聯合國推估 2050 年，日本人口結構為老人 36%、工作人口 51%、小孩 13%。

台灣則是老人 34%、工作人口 54%、小孩 12%，台灣的老人與工作人口跟日本很

接近，但是小孩比他們更少。換言之，2060 年我們可能就超越日本了，因為小孩

子比它少，我們的老人比例會增加的更快。所以 2060 年我們真的就是追上日本，

假如外在環境不變，台灣有可能成為全世界最老國，如果外在環境有變的話那另

當別論。

關於生育率下滑的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觀念與生活形態的問題。生

育率下滑的人口因素，簡單來講就是結婚率下降，很多人不結婚，即便結了婚是

晚婚，既然晚婚之後生第一胎時間就往後延了，已經沒有時間可以生第二胎，導

致第二胎的機會減少。另外，離婚率偏高，以及育齡人口數減少，即使生育率不

變，生育量也會下滑。

臺灣地區零歲平均餘命

資料來源：薛承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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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和觀念因素也有很多，年輕人薪資相對於房價偏低，生活不容易，經濟

壓力大。早年台灣的薪資更低，房價也很高，但是問題在於當時薪資調升的速度

會超過房價的變化。所以房價高不是真正的問題，是追價追不上的問題。不過 35

歲以下的年輕人，可能是台灣空前也是絕後可以獲得最多遺產的一群人，因為父

母親是嬰兒潮世代，嬰兒潮世代得到的祖產是很少，因為兄弟姐妹一大堆，但是

嬰兒潮世代基本上都有憑自己的力量賺到不動產，他們工作累積的財富將來就可

能給他的小孩，所以年輕人不要太洩氣。而養育子女的生活環境不夠友善這點，

我要強調一下，大家都知道要都更，但是都更不是可以一步到位的，就像籃球比

賽一樣，不需要在發球線就投進去，但要懂得傳球。我們今天要都更就是那些民

國 60 年、70 年的老舊的四、五樓公寓，那些地點都是好的，但是多年以來，因

為我們把整個社區環境搞砸了，樓下的人占地，樓上的人加蓋。社區裡面的人彼

此不往來，要談攏都更都很難，這才是關鍵。所以都更絕對是正確的目標，但是

要一步一步來，先恢復老舊社區的安全性跟友善性，然後社區才會有共同的意識，

將來談都更談得攏，對政府也有信心，要這樣才有可能。年輕人現在住的地方，

不管是住父母的房子還是租的房子，樓上夫妻一天到晚吵架，樓下小孩子每天哭

鬧，隔壁的老人家沒有人照顧，年輕人看到這些情景就不敢結婚了。最後還有剛

才提到的消費主義盛行，缺少存錢觀念，以及年輕人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很高。這

些都是生育率下滑的原因。

提 到 1999 年 與 2019 年

20到 59歲人口之有偶率比較，

各位就知道問題的嚴重。即便

是 55 歲到 59 歲，在 20 年前有

83.7% 是有配偶的，但現在只

有 70.4%。有配偶才有可能生小

孩，還不一定每對配偶都會生

小孩。所以我們今天光鼓勵生

育沒有用，要先處理的問題是

婚姻。

五、人口未來發展的衝擊

台灣人口未來年表：

‧2020：死亡人口超過出生人口。

‧2025：進入超高齡社會，老人占 20% 總數達 470 萬人。

20-59歲人口之有偶率：1999年與2019年之比較

資料來源：薛承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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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老人是小孩的兩倍，三分之一大學（科系）關門。與 2020 年相比

老人會增加 190 萬，工作人口會減少 180 萬，小孩減少 25 萬。

‧2040：老人占三成，小孩占一成，年齡中位數 53 歲。

‧2050：總人口兩千萬，老人占 35%。

‧2060：老人人口是小孩的四倍。

‧2100：若生育率與壽命不變，總人口 1000 萬至 1200 萬。

‧2200：若生育率與壽命不變，總人口 250 萬至 300 萬。

關於人口結構變化的未來衝擊，個人認為我們在 2025 年會遇到這些無法迴

避的問題。首先，就是學校招生不足�大學崩盤，這是現在進行式，導致老師失業、

校地荒廢，還有大學周邊很多的商業機制也會跟著關掉，這是連鎖效應。再者，

也是正在發生的，就是加速高齡化，導致年金財務危機與醫療照顧加重。現在的

勞動力結構雖然還可以，但再過幾年，勞動力開始老化與減少�，會造成經濟衰退

稅收減少。以及人口負成長加速，導致市場緊縮鄉村衰敗，人口負成長會有明顯

影響大概是 2040 年之後，因為在 2040 年負成長每年差距拉大。最後，年輕人不

足，可能造成兵源匱乏需發展新國防。

最後，就是年改的問題，若不年改的話，軍公教及勞保在 115 年開始產生赤

字之後，到了民國 135 年軍公教的赤字為 1.4 兆，那勞保是 14 兆。所以基本上

年改沒改勞保，就等於沒改一樣，因為軍公教的部分不是很多，而且目前基金還

有六七千億。勞保基金現在是開始往下掉，並且掉得很快，可是勞保的問題是，

退休之後拿的錢本來就少，現在又要改，怎麼辦？就卡死在那裡。

這張圖是我在 2012 年 10 月在電

視上面所說的，其實那個時候已經在

開始做年改，勞保年改。把基金比喻

成水庫，上方水龍頭往下流的水，代

表我們在工作的時候每個月交保費，

下方水庫底下的水龍頭，代表退休之

後我們開始拿年金。

一般的國家在設計制度時，通常

是工作人口很豐沛的時候，所以在低

保險費率下，繳的錢是少少的、水滴 年金財務危機

資料來源：薛承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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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但是因為工作人口很多，它水流會很急，所以進水量總量是大的，剛開始

辦保險的時候要讓大家覺得很好，繳的少領的多，所以出水量水滴是很大的，但

是退休的人開開始很少。總而言之，剛開辦的時候進水量一定多於出水量，所以

水庫就會存水往上走。其實我們一直到前幾年，軍公教還沒有正式往下走，但勞

保是前兩年已經往下走了，而且台灣更糟糕是台灣的生育率很低，進來的少。結

果造成進水量逐年減少，出水量會逐年增加，水滴那麼大就是很大的問題。

當年很多的勞工可能都不曉得保險是怎麼一回事情，我就用這個水庫塗在電

視上說明。其實只要是社會保險，永遠是活得久的人是贏家，而誰能夠活得比較

久？這個統計全世界各國結果都差不多，社經地位要高，但是不能太高，因為教

育程度很高，職位很高，壓力很大很容易出事。所以社經地位中高最好，教育程

度不錯，懂得養生又有足夠的時間可以休閒，這些人活得最久。但是這批人很可

能是最不需要靠這一筆錢來養老的，所以要思考一下整個社會保險制度，它有相

當的程度是逆向的，活得短的人照顧活的久的。所以不要完全用西方國家的制度，

這一套在一百多年前的德國俾斯麥政權時有它的道理，但是現在的情況跟當時不

一樣。不要隨便跟西方國家走，尤其是人文科學，人文社會沒有先進的國家，只

有先做的國家，它們是先做，但未必是先進。我們要參考人家先做的經驗，參考

它是為了減少嘗試錯誤的過程，而不是要跟著走。謝謝大家！

Ⅱ . 台灣人口負成長的經社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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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任：國立中央大學產經所終身榮譽教授

	 台灣亞太產業分析專業協進會院士

學 歷：美國康乃爾大學經濟學博士

	 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學經濟學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學士

經 歷：行政院經建會（國發會）副主任委員

	 財團法人外貿協會副董事長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國立中央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國立中央大學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國立中央大學管理學院產經所教授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單　驥

Ⅱ . 台灣人口負成長的經社效應 

一、台灣人口老化的危機 

台灣今年上半年死亡人數高於出生人數，所以自然增加數是呈現出負數的狀

態。並且從與異性結婚的對數比較，今年上半年與去年相比，減少許多。而台灣

大部分的人若不結婚就不會生小孩，很少未婚生子，所以，現今台灣的寫照是：

沒有結婚就不會生小孩，但，有結婚也不一定會生小孩。另外，根據國發會推估，

在 2050 年 65 歲以上的人口會達到 746 萬，占人口比例的 36.6%，85 歲以上的

人口占 146 萬，早已進入超高齡社會了。

二、人口負成長下的社會：社福篇

隨著老年社會快速的到來，勞保基金會因為出生的人數愈來愈少等等因素，

而受嚴重的衝擊。根據勞保的精算推估，我們的勞保，在 2026 年時就會破產。

目前（2020 年）勞保的單一年度虧損就已高達 575 億，以前政府說一年要補貼

200 億，可是現在勞保的虧損是急劇的加速加大中，所以今後每年補助 200 億是

根本不夠的，現今一年至少要補助 500 億或 600 億，將來可能會更多。雖然行政

院長說「國家不會倒，勞保就不會倒」，但要如何改革？大家都不知道，這是真

實且迫在眉睫的問題。

另依衛生福利部最新的健保資料顯示：在健保現行費率下，預估在民國 109

年，當年收支不足數約為 676 億元（年底安全準備餘總額 1,097 億元，約當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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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給付支出 1.89 個月）、110 年收支不足數約 881 億元（安全準備總額 216

億元，約當保險支出給付支出 0.36 個月），並於 111 年間安全準備全數用罄。也

就是說按照健保法第 78 條的規定，我們的保險安全準備金應該是 1 到 3 個月。

可是目前來看，明年（2021）年底的時候，大概只剩下 0.36 個月。所以健保馬

上就要面臨嚴重的財務危機，當然它與人口的老化會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因為健

保最主要的使用者其實就是老年人。

三、人口負成長下的社會：財務篇

在人口快速老化的台灣社會中，老年人該如何莊敬自強呢？一種可能處理方

式就是以房養老，這是我個人在經建會服務時，努力推動的工作項目之一。現依

據金管會銀行局的統計，以房養老是從民國 104 年開始推，那時候大概核貸件數

只有12個案件，105年增加到1,241個案件，核貸的金額是63.75億元。今年（109

年）的 6 月底，就已達到 4,449 件，金額為 251 億元。所以「以房養老」的政策

現今是有得到社會的認同。

以房養老當然是許多模式中的一種，台灣民間還有其它的模式，由各個民間

團體出面來做這些高齡化社會經濟的轉換；例如，伊甸基金會、無子西瓜基金會

就是其中的例子。以伊甸基金會為例，他的方案是，由老年人把的房子交給基金

會，然後由該基金會來負責老人晚年的生活照顧。此外，無子西瓜基金會則是採

協助老年人與相關的金融機構去簽約，而該基金會主要扮演監督者的角色，他們

強調自己不經手錢，但是會幫助完成公平合理的合約，及合約的忠實履行。

現今，金管會推動的信託 2.0 計畫中，也特別重視高齡化社會的問題，所以

發展全方位的信託服務，放寬並推廣金融信託業務的限制，甚至要研擬成立專營

的信託公司，以及研議家族信託的法條和稅制環境，處理跨代傳承的問題，這些

都是很多人切身的問題。另外，更重要的是，依據金管會的方案，它要與社福團

體還有安養機構合作，這一點很重要，這是因為，目前如伊甸基金會、無子西瓜

基金會等公益團體，基本上他們都是單打獨鬥，但此事的成功，它必須也必然須

與金融機構密切合作。現今，在金管會的主導之下，相關的信託機關，如何跟社

福團體和安養機構有無縫的合作關係，的確是個可期待的好措施，在此也要給金

管會肯定與鼓勵。

四、人口負成長下的社會：世代衝突篇

勞保的制度在隨收隨付制還有確定給付制（defined�benefit�plan；DB）�的情況

之下，我們就會出現現今勞保在財務上，錢進來的少，但出去的多的現象，所以，

全球PMI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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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的基金就會不斷地出現財務危機，而這種情形，就是在當前「確定給付制」

制度下所造成的必然結果。而所謂的確定給付制，基本上，就是在制度上面先畫

大餅，告訴投保人，你退休的時候可以拿多少錢，當然，在這大餅的後面，必須

要有對應的提撥率。可是歷年來我們的立法機構就不斷把大餅越畫越大，但同時

也把提撥率越壓越低，所以進來的錢越來越少，可是要付的錢必然是越來越多，

最後就一定會走向破產。

現今在勞保的制度改革上，是可以看到許多的建議，但如果，要付出的錢沒

辦法控制，且進來的錢也沒辦法增加的話，這些改革的建議都將無效，可是在政

治上面要怎麼樣做這些難事，的確是個挑戰。個人一直推廣觀念是說，我們必須

要從「確定給付制」改成「確定提撥制」（defined�contribution�plan,�DC）。「確

定提撥制」就如同現行的勞工退休金專戶制般，此一制度是，雇主幫勞工提 6%，

若勞工自己要提的話，也可以自己另再提 6%，然後放在勞工個人的退休金專戶裡

面，勞工退休的時候，本利是多少就都拿回來。個人認為，目前勞保的確定給付

制已經走到盡頭，而我一向主張的改革方式，就是勞保的制度就先停格，先結算

在目前的勞保制度下，勞工可以拿回多少錢，之後，就以記帳的方式，確定其在

退休時，可以拿到多少錢，所以勞工在結算後，是一毛錢都不會損失的；但在結

算後，勞保將改採確定提撥制，勞工在新制下能拿多少錢，就要按照新的確定提

撥制方法來計算，如此不但能讓制度成功改革，且能讓勞保順利地再長期運作下

去。所以，在上述改革構想下，我們一定要先把混亂的根先作隔離，且能夠在不

影響任何人的權益之下做到制度改革的目標。上述道理講起來也不困難，但是社

會上無論如何仍要有社會共識才能成功，如何才能有社會共識，可能還有很長的

一段路要走。

另外，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中，未來的高齡化社會會產生很多世代的衝突。以

美國的亞利桑那州為例，亞利桑那州住了很多退休的老人，每一次投票的時候對

於是否要增加學校支出？就可能無法投票過關；相對的，若問老人福利是否要增

加？老人就一定會投票支持。以此為例，當台灣快速轉變為高齡化社會後，以教

育資源相對於醫療資源的分配為例，這些衝突會越來越明顯。雖然，現在年輕人

在網路上面的聲量不少，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再看，情況會不同的。

在社會價值認定上，也會出現許多不同的觀點。過去，我們一再聽到「世代

互助」的觀念，但個人覺得，世代互助的觀念已經一去不復返，將來很可能較多

的是「世代衝突」。因為年輕人要養這麼多的老年人，那年輕人可能不願意，但是，

現行勞保的「確定給付制」，基本上就是要年輕人認這筆老帳，為此，「世代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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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爆發乃勢所難免。如何避免這樣的衝突發生呢？解決的方法很簡單，就是要化

繁為簡：要讓年輕人要認他的帳，老年人也要認他的帳，把現行的「確定給付制」

改成「確定提撥制」，每個人，提撥多少就拿回多少，誰也不占誰的便宜，如此

才能避免這必將發生的「世代衝突」。

五、人口負成長下的社會：科技篇

現在的科技發展很快，AI 的發展也很快，對於高齡化社會產生非常直接而深

遠的影響。譬如說 Apple 系統中的 Siri。老年社會中科技的成分會越來越多，未來

老年的社會可能也會有許多無人服務、無人車隊等等，個人是非常期待的，雖然

我現在可以開車沒有問題，但是十年或二十年以後，很多人都會需要無人駕駛的

車，那生活上就會很方便。此外，穿戴式的服務，例如穿戴衣服後，它就可以自

動幫量血壓以及做各種必要的生理檢測，之後把訊息傳到醫院、診所等等，這些

都是我們可以預期的生活變化。當然是還有所謂的「陪伴機器人」，在老齡化社

會中，這是我們必須要接受的，而且應該是要期待的事情，因為子女們一天到晚

忙著自己的生計已經忙不完了，若偶爾能來看我們，就已經很棒了。

台灣 99 年的普查中，「一人戶」也就是一戶只有一人的比例有 163 萬戶，

占全部家庭戶數的 22%，而數字與民國 89 年，約 10 年前相比，增加了 46%，所

以將來獨居的情形會越來越多，且會變成很普遍的現象。獨居該處理生活上面各

種的問題，以我個人觀點來看，靠各種的 AI、科技來幫忙處理很重要，AI 可以幫

忙解悶，處理生活上的各種疑難雜症，且能與醫院及相關的社群做聯繫。所以科

技帶來新的生活模式，其中肯定會有很多的商機出現，將來老人自己也要能去適

應。我記得幾年前，我教今年 92 歲的母親用智慧型手機、Line 等等，中間她有一

段學習過程，對她來講，的確要花一點時間去適應，但上手後，就沒有問題。在

高齡化的社會裡，做為高齡化社會下的現代人，要常提醒自己，要適應新的高齡

化社會的來臨及配合必要的種種變化。

而科技快速的發展之下，是否變成更二元化的社會？也就是說，有這樣的條

件去使用並且掌握科技的人，應該是會更幸福的；可是社會上，不是每個人都像

我們一樣，很多人可能都沒有辦法跟得上時代的變化，科技對他們來說太遠，他

們可能不會操作、沒有能力取得等等。所以令人擔心的是，將來是二元化的社會，

能夠跟得上時代會使用科技的較幸福的一群，與社會上另一大群可能無法使用科

技的相對上比較「不幸福」的一群。如此一來，這問題已經不只是上述「世代衝突」

的問題，而是同一世代內，都會出現「有能力使用」與「不能使用」，兩者間出

現衝突的情況。所以，在將來高齡化的社會中，是否出現矛盾衝突更加激烈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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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也是我擔心的地方。

再者，各個國家的主要「勞動力參與率」�（也就是有多少人有工作的意願想

要去工作的統計），依2018年統計，在台灣65歲以上的人，不管目前有沒有工作，

這些人之中，有工作意願的人，只有8.4%，但與其他國家相較，兩者的差距很大，

如「勞動力參與率」在韓國為 32%，新加坡為 27%，香港為 11%，日本為 24%，

美國為 19%。所以在台灣，65 歲的老人大部分都沒有什麼工作的意願，當然，這

也可以說是台灣幸福的地方，我們很多 65 歲以上的老人生活過得去，可以不用為

五斗米折腰，所以上述統計數字可以做這樣的解讀。但是，這樣的情形，在未來

我們健保、勞保制度都可能會受到很大的危機的時候，我們未來的老人，是不是

仍然有這樣游刃有餘的閒暇空間，這一點也值得觀察。

六、結語

個人認為不可逆而且加速到來的高齡化社會中，老人要自求多福，應該要自

我安排在社會中繼續成長。未來高齡化社會是衝突性增加的社會，不只是世代之

間的衝突，還有同一世代之間的衝突都有可能會再加劇。社會衝突的增加當然不

是一件好事，所以要做更多的努力去化解，而衝突的主要爭點之一就是人口老化

後，資源不夠，以勞保與健保為例，當資源不夠的時候，就是衝突點會引爆的時

機。

從另外好的方向來講，目前金管會等等，我覺得他們有在做一些正面政策上

的引導及規劃，而不是一直在做負面管制的工作，的確值得肯定，這一點也希望

政府其它各個部會都能夠見賢思齊，為高齡化的台灣社會作努力。

未來的社會，應會是高度科技化的虛擬社會，所以我們老了以後也要適應虛

擬化的社會，例如可以跟 Siri 講講話，請她常和我們說個笑話，我們要有使用高

科技這樣的能力，也要接受這種新的生活方式。

最後，台灣會成為更多元化的社會，因為隨著高齡化社會，台灣長照的外勞

比例很有可能再繼續提升，這是可以預見的現象，所以將來外勞在我們的社會中，

是會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這也是將來多元化的台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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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任：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中華經濟研究院諮詢委員

	 勞動部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委員

	 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勞動部跨國勞動力政策協商諮詢小組委員

學 歷：美國康乃爾大學勞動經濟學博士

經 歷：國家發展委員會諮詢委員

	 經濟部顧問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諮詢委員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局顧問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委員

	 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

	 全國產業總工會顧問

辛炳隆

Ⅲ . 台灣人口負成長引發之勞動議題分析

一、前言

從今年開始台灣人口呈現負成長，當然會引發很多面向的問題。今天主要有

三個部份要報告，首先是人口負成長是否造成勞動力不足？這邊有個問號，代表

我的答案是不一定。再來就是人口的負成長對於勞保財務安全影響。最後就此種

不可逆的趨勢的情況下，提出一些因應的策略。

二、人口負成長是否會造成勞動力不足？

根據定義，勞動力就是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數去乘上勞動參與率，民間人口數

不包含監管人口，譬如在監獄裡面服刑的人或者是從軍的這些人，這些人是不會

算到勞動力裡面的。從此公式可知，未來勞動力的變化是由民間人口數與勞動參

與率來決定。

從年齡別人口數的變動來

看，這裡的工作年齡人口為 15

到 64 歲的青壯年人口，此定義

跟主計總處的勞動力的定義不

同，主計總處在衡量勞動力是沒

有年齡上限，15 歲以上。可是 年齡別人口數之變動
資料來源：國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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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習慣把 15 叫做 64 歲叫做工作年齡人口，會這樣界定是因為過去認為 65 歲

就應該退休了，所以工作年齡人口數會在 15 到 64 歲。未來趨勢很明顯，工作年

齡人口數會開始減少，這是必然的現象，但是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數卻會增加。

從年齡別的勞動參與率觀察，事實上因為人口老化會造成勞動力的減少，所

以政府就很擔心，除了少子化是國安問題，晚進早出也是國安問題，所謂的晚進

早出就是很晚進入勞動市場，很早就退休離開勞動市場。所以政府就很積極的在

推動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的勞動參與提升，最近通過《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

法》專法。但事實上不用擔心，未來台灣中高齡和高齡者的勞動參與絕對會上升，

不需要去羨慕日本、韓國跟新加坡，只要老人窮，他們就會出來工作。

台灣歷年年齡別的勞動參與率，從民國 99 年到現在，50 到 54 歲的年齡層

勞動參與率一直在增加，55 歲到 59 歲也在增加，幾乎所有年齡層的勞動參與都

在增加，但是此年齡層的勞動參與率增加的非常快。原因在於，過去很多人可以

60 歲就提早退休，是因為嬰兒潮世代在年輕剛進入勞動市場的時候，台灣的經

濟剛起飛，所以他可以賺到很多的錢，再加上當時物價、房價和地價便宜，所以

他很快就有積蓄，所以不用做到很老就可以退休了。可是台灣的就業市場與勞動

市場在 1990 年代有非常明確的翻轉，我們實質的薪資年增率開始增幅不再那麼

高，甚至在往下降。所以換句話說 1990 年代才進入勞動市場的這些勞動人口，

他的薪資就跟以前人不一樣了。再加上此時台灣的房地產價格開始飆漲，物價也

開始上漲，因此

1990 年代進來勞

動市場的這些人他

在工作期間也沒辦

法儲蓄，因此他就

只能持續工作。以

1990年代為分界，

到了現在這些人大

概 50、60 歲， 他

們是不敢退休的一

群人。

因此，雖然現在 65 歲以上的勞動參與數很低，但 60 到 64 歲的勞動參與率

從民國 99 年的 32.2% 增加到民國 108 年的 36.7%，此趨勢會慢慢的往上擴。若

是 1990 年代時，25 歲剛進入勞動市場的這群人，因青年時期的低薪，以及未來

老年的勞保年金改革把年金給付改掉，大多數都很難在 65 歲就可以退休。

我國歷年年齡別勞動參與率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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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跟韓國這兩個國家高齡者勞動參與不低，是因為他們有「下流老人」

的問題，下流老人的意思就是因為日本比較不習慣跟子女住在一起，所以老了以

後仍必須出來工作以維生，很遺憾的台灣也是走向這方面的趨勢。而且大家總認

為老人家出來工作，他的體力不能負荷，所以只能做部份工時的工作，這些部份

工時的工作就是所謂的低薪工作，這些人就變成所謂的下流老人。所謂的下流老

人的定義就是他有工作，可是他很貧窮，換言之，就是老人很貧窮的問題。所以

台灣未來真的不用擔心勞動參與率的問題，我們擔心的是有越來越多進入職場的

人，必須被迫去接受低薪的工作。

因此，勞動參與率是呈現上升的趨勢，尤其未來年金改革後，中高齡跟高齡

者勞動參與率勢必會明顯升高，目前已經看到這樣的現象。雖然勞動參與增加的

效果，可能還是比不上人口結構少子化所帶來的減少效果，整體的勞動力數量還

是會減少，但是我們不是在意它的數量而已，更重要的是結構問題。所以未來勞

動力老化的速度跟程度會大於人口老化。國發會推估，2030 年會有 23.5% 也就是

將近四分之一的勞動力是屬於 55 歲以上的，所以勞動力結構的老化，是我們必須

面對的一個比較險峻的問題。

如果照剛才的推論，未來勞動力一定會減少，那是否就會造成勞動力不足？

勞動力不足是供給跟需求做比較的，供給雖然減少，但同時需求也可能是減少。

原因在於，當你人口減少的時候，你的市場需求一定會減少，這是必然的。再來

是第四波的科技革命，就是所謂的智能化、AI，這對於整個勞動市場的衝擊非常

大。過去我們在做第四波的科技革命相關研究，蒐集國內外的一些文獻，關於自

動化或者是智能化，對現有的職缺的取代效果，目前國內外很多人在做這樣的推

估，那這種推估根據你用的方法不同，結果會不一樣。

第一種是 2013 年所用的方法，它是用一放工作當作分析單位，譬如說秘書

這份工作，根據工作內容然後再去參考一些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未來的各種可能性去做比較，看工作會不會被取代。如果用這種方法推估出來的

結果，不管是哪一個國家，幾乎 30% 到 40% 以上的工作是會被取代掉的。

第二種是 2017 年做的研究，AI、機器學習（machine�learning,�ML）的功能越

來越強，未來的取代性會越來越高。個人也用過這種方法分析過台灣，若用工作

當分析單位，台灣大概有 40% 的工作都會被取代。但如果用另外一種方法，也就

是一份工作裡面可能有很多的任務，用任務當作分析單位去做分析的話，雖然仍

有很多任務會被取代，可是一份工作完全被取代的機率就會降很多，大概只有 7%

到 9%。並且縱使此份工作會被取代，可是因為某些任務被取代的時候，工作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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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會重新做組合。

我相信取代效果一定會越來越大，AI 不是要取代一般基層的勞動力，那是自

動化要取代的，可怕的是這一波 AI 要取代的是要用腦袋的工作，所以很多的白領

工作會被取代，可能包含會計師、律師、醫師、記者等等工作都有可能被取代，

它取代的對象跟過去的自動化是不一樣的。

要強調的是，以上所講的這些研究，都是從技術的可行性。但就廠商的角度

來講，是否用 AI 來取代勞動力，不會只有考慮技術可行性，會考慮到其他因素，

包含成本，也就是用智慧自動化的成本跟用人的成本去做比較，以及受到一些市

場規模還有政府法令影響。舉例來說，台灣的 7-11 曾經開發出無人商店，並且有

試營運，但後來關掉，7-11 的無人商店是當做展示用的。我曾訪問過全聯，全聯

在技術上已經可以發展出一間無人的全聯超市，這種技術並不難，只要在店裡很

多地方裝感應器，推車也有感應器，店裡客人的動線會回傳至電腦雲端，從架上

面拿商品出來會感應，電腦就知道東西有人買走了，這些感應器的訊息也同時傳

達給後面的理貨中心，理貨中心馬上可以將商品補進來。甚至到最後客人也不用

去結帳，因為電腦都知道你買哪些東西，配合電子支付系統，一刷就出去，整間

都不需要有電員。而全聯也發展出無人的倉庫物流中心，所以現在全聯有兩種物

流中心，一個是有實體、有人在操作的，一個是沒有人的。我詢問過他們為什麼

需要兩種，他們回覆因為不曉得未來哪一個成本會比較高。

在這種情況下，成本會變成非常重要的考量。就成本而言，智慧化的成本一

定越來越低，人的成本一定會越來越高，尤其是少子化以後，人的成本就會越來

越高。那我們就看什麼時候是成本的黃金交叉或者是死亡交叉，死亡交叉以後，

我們可能就會大量的用 AI 去取代，這在技術上已經不是問題了，重點是成本的比

較。

市場規模的問題，在自動化方面更明顯。我曾經訪問過台灣做馬達的公司，

它會有一條產線改用 AI，我們去訪問時，負責 AI 的經理就非常高興，告訴我們這

個 AI 產線推出以後產會增加多少，但是業務經理就苦著臉，因為產能太大了，所

以要去追訂單，否則根本就不用那樣生產，所以市場規模也是會影響。再來就是

政府的法令，台灣的金融科技（Financial� technology，FinTech）是最近這幾年才

開始有在進步，為什麼跟中國大陸比較起來晚了那麼多年，就是因為政府的法令。

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廠商用 AI 去取代人力的速度快慢跟大小。

可以預期的是，個人認為未來的勞動需求是一定會減少，我們的規模不會變

小，但是勞動需求會減少，尤其是在少子化的壓力下。就像這次疫情之後，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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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本來還在觀望，但它開始會加快往前推的速度。

坦白說，我一直覺得目前台灣國發會對勞動力供給端的推估非常的準確，可

是對於勞動需求的推估幾乎很少在做。我們最近有看到國發會委託中心去做一個

推估，推估在數位化科技應用的初期，也就是 2019 年到 2023 年的整體人力需求

還是在增加，但是年增率降到了只有 0.68%，然後再往後推的話會降到 0.52%，也

就是會逐年減少。換句話說，未來的人力需求是會減少的，在這種情況下，勞動

力的減少是否會造成勞動力不足？這裡是打個問號，因為要看勞動力的需求跟供

給兩邊減少的速度跟幅度誰大誰小。也許未來有一天，我們可能會慶幸人口減少，

因為可以解決失業問題。

事實上，過去韓國跟台灣一樣，對於廠商購買自動化設備有租稅優惠，但韓

國的文在寅總統上台以後，把這些租稅優惠的政策取消或是把優惠的幅度降低，

原因很簡單，他擔心在這種 AI 的思維下，若廠商是以取代人為動機去購買這些自

動化設備，那韓國的勞工就沒有工作了。所以換句話說我們現在很擔心勞動力不

足，但我個人更擔心的是未來有滿街找不到人的情況。事實上，最極端的情況就

是根本沒有任何的工作是給人做的，所以在一次的研討會中，有聽眾問說未來人

的價值是什麼？在經濟活動裡面的價值是什麼？我說人的價值是當消費者，不要

再當供給者。所以未來最極端情況就是政府向機器人扣稅，生產一台機器就要扣

多少稅，然後把這些錢給人，然後我們就來購買東西，因為機器人不會消費，也

有可能是這樣極端的情況。因此勞動力是否會不足？短期間內，甚至是現在可能

已經呈現不足了，但是長期來講，因為這種不足會給企業更大的動力去推動自動

化與 AI，來減少勞動力需求。甚至有可能會翻轉過來，變成不是勞動力不足，而

是勞動力過剩。

三、人口負成長對勞保財務安全之影響

最近大家提到對於勞保年金改革的議案，基本上造成勞保財務惡化的原因，

是因為除了有政治介入凌駕專業，把費率壓得太低，勞保舊制年資併入新制計算，

以及最主要的就是人口結構的問題，因為我們的勞保的財務是部份提存準備，所

謂的部份提存準備，意思就是現在繳的錢跟未來要用領的錢相比絕對是不夠的，

在過去勞動力結構是個正三角形時，領的人少、繳的人多的時候，這制度是對的。

坦白來講，也就是因為正三角形的勞動力結構，很多的學者反對用安全提存準備，

包含個人照顧制，他們說根本還用不到，累積那麼龐大的勞保基金，反而造成一

些財務動亂的來源，所以認為根本就只要走部份提存準備就好了。可是部份提存

準備，在面對人口結構快速老化的情況之下就會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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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應策略

（一）勞動力面向

關於勞動力面向的因應策略，我很同意剛才薛老師所講，如果生育率降到 1.3

以下的話，很多政策都會無效，但是我們還是呼籲要努力提高生育率，讓人口的

數量跟年齡結構維持穩定，並且最重要的問題不在於人口的數量，而是在於人口

的結構。我常常在說不要再期待台灣可以維持 2300 萬的人口，但一直期望我們

的勞動力結構轉型是由正三角形慢慢轉成一個細細的圓柱形，就像北歐國家一樣。

人多不見得是好事，人多代表要創造的工作機會就要多，我反而希望人少一點，

讓每個人都有很好的工作機會。

再者，我們可以持續推動《新經濟移民法》，適度吸納外來勞動力。也就是

既然我們國人不生，我們就從國外找人。而最近政府也在推動此法案，但是遺憾

的是此法案後來到立法院就被擱置，就沒有再審。《新經濟移民法》比較大的突

破是，我們開始用移民的方式引進外來的勞動力，我們現在外勞的部份，是屬於

客工制度，這些人永遠不可能成為中華民國的國民，但那未來我們會創造中階技

術人力，這些人力不是專業人力，但也不是基層沒有技術的人力，他是有一點技

術，也就是人家講的師傅、黑手等等這些人，那這些人我們希望他能夠變成台灣

的一份子，一方面可以增加我們的人口數，提高我們的生育率，更重要的是可以

填補我們技術人力的缺口。但是很遺憾此法案因為某些因素，所以就沒有再繼續

推，可是最近好像又有要開始去推動。

而更精準掌握勞動需求之變動趨勢，以研判未來所面臨的是勞動力不足或勞

動力過剩的問題也相當重要。換句話說，政府主政者必須讓勞動需求跟勞動供給

的變動曲線取得平衡，不要一個走太快一個走太慢，不管是哪一條線走太快或太

慢，都會出問題。關於供給端我們的政策真的有限，可是我們需求端是有辦法的。

舉例來說，我們可以考慮對於企業以取代人力為訴求，所投資的全自動化設備，

我們可以像韓國一樣，不要給他們那麼多的租稅優惠。

此外，也要及早因應勞動力老化的問題，除了提高中高齡及高齡者職場續航

力，也要提高企業運用銀髮人力的意願與知識。事實上，最近這幾年我們一直在

講因為少子化及人口老化，導致勞動力不足，所以我們一直鼓勵中高齡跟高齡要

留在職場，甚至要延退或是用其他方式。我覺得此政策是對的，未來大概真的需

要大量的高齡者需要留在職場，但是在這個時機點來推不見得是對的，看趨勢現

在是 50 到 54 歲的人，可能還有十年的時間，而這十年的時間應該把重點放在促

進青年就業，因為鼓勵中高齡與高齡者就業就會排擠青年的就業，而現階段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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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是青年就業，因為一切都是經濟問題，如果各位在年輕時期有非常高的收

入與積蓄，提早退休與勞保年金等等根本不是問題，但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青年

低薪，所以這種情況下反而有一個逆向思考是，在未來的十年，我們反而要鼓勵

中高齡跟高齡者有能力的人多消費，透過消費去創造青年的就業機會。等到十年

以後有一大堆的人想要留在職場卻留不住的高齡者出現時，再來想辦法促進這些

人的就業。所以跟人口有關的政策，本來就要是動態的，政策在某個時間點推出

來可能是對的，在另外一個時間點推可能是錯的，就看推出來的時機。又必須強

調的是，提高勞動參與率不應該是變為政策目標，提高中高齡及高齡者的優質就

業才是目標，如果是單純的提高勞動參與率真的很簡單，勞保年金給它大刀一砍，

勞動參與率馬上就飆高，但是這不是我們要的。在這裡最大的問題就是現在目前

中高齡、高齡就業最大的問題就是年齡歧視，這部份還要再去做鼓勵的。

最後，對可能發生之科技性失業問題，要及早研擬對策。因為未來是數位時

代，數位時代就會有數位落差的問題，就會出現科技性失業的問題。所以除了提

高勞動者的數位能力與對數位職場的適應力，也要透過多元管道安置被數位職場

篩出來的勞動者。

（二）勞保財務面向

在勞保財務的面向，個人有些建言。短期的部份應以不使勞保基金餘額減少、

潛藏債務不增加為改革目標，目前我們勞保的現況很悲慘，現在累積的潛藏債務

有 10 兆，以現制不改革的話，我們每年累計的債務是 5 千億，然後每年達到符

合資格可以領年金的人數，每年會增加一萬到兩萬，現在已經符合年金可以請領

的人數已經有一百多萬了，這就是為什麼需要溯及既往，如果不溯及既往，改革

的大刀一推出去，符合資格的人會馬上給兌，這一兩百萬人來擠兌，我們整個勞

保就垮了，所以勢必要溯及既往，這是我個人的立場。所以潛藏債務是非常大的，

我很擔心的是因為這次的擦槍走火，若整個勞保財務與年金的改革就延宕下來，

這是很糟糕的。所以在此情況下，要讓大家知道基金不要再減少，潛藏債務也不

要再增加了。

當然中期目標就是減少潛藏債務為目標，這個潛藏債務的減少，當然勞資政

三方都要來分擔，因為這是歷史共業，就要共同來分擔。

長期的目標，應以完全提存準備制為改革目標，我不敢說要個人照顧制，因

為個人照顧制就是完全提存準備，完全提存準備就是你所繳的錢就是足以支付你

未來要領的錢，但是講到個人照顧制就會被批評。所以個人覺得這是用短、中、

長期這樣的目標來推動可能是比較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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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耀輝

Ⅳ . 人口因素對於財政收支的衝擊與對策

一、生命週期

人口因素對於目前經濟與社會影響最大的就是人口結構，談人口之前，我

認為最重要的還是要先談人生，人口結構其實就是人生三個階段。生命週期假說

（Life-cycle�hypothesis），是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odigliani 提出的理論。由生

命週期可以簡單的說明，人生在年輕的時候，也就是在幼兒到就學這段時間是沒

有所得，只有消費。畢業後進入職場才有所得，所得就慢慢增加，然後到老的時

候，因為退休所得又下降。但是消費是一輩子都會有的，隨著年齡越來越老，也

可能會增加很多。

所以在年輕人孩童階段主要靠撫養，是負儲蓄。老年人就靠自己過去的儲蓄、

子女的奉養、政府社會保險的養老給付，所以也是屬於負儲蓄，這兩個人生階段

都是消費大過於所得。所以年輕的世代他主要是所得超過他的消費，青壯年他有

勞動收入來支應消費、照顧父母子女和繳稅儲蓄來供自己養老，這是人一生的三

個階段。

台灣在此部份實際上的結果，若對照剛才的人生的三個階段的話，根據 2016

年中研院的謝餘慶、董安琪所做的研究，發現 42 歲的台灣人平均薪資收入是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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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到後來就開始下降。19 歲跟 68 歲

以後薪資很低或者是為零，所以看出人

生的三個階段，大概的情況是如此。

與過去每跨十年做比較，從 1985

年開始到 1995 年的時候所得與消費都

增加，到 2005 年的時候所得與消費又

增加更高。但消費增加的速度比薪資所

得增加更快，並且年輕人延後進入職

場，中高齡也有提早退休的現象。這些

人口因素形成對財政收支的影響。

關於老人的經濟來源，根據 Lai�and�

Tung（2015）的研究，從 1985 年的觀

察，發現 65 歲到 74 歲的初老族主要靠

自己的勞動所得（占 44%）；75 歲以

上靠子女奉養（占 55%），所以那一代

比較依賴傳統的人生三階段做法。二十

年後的 2005 年有明顯的變化，65 歲到

74歲初老族靠自己資產重配置（42%）；�75 歲以上則靠公部門移轉（養老給付；

31%），也就是比較依賴政府的軍公教保、勞保等等這些養老給付。那 75 歲以上

的變化特別的顯著，所以不同世代不同時間在他的經濟來源有很大的變化。

而生命週期與財政的收入有什麼樣的關係？因為消費稅主要是針對消費來課

徵，所以消費部份就會影響到消費稅。而所得稅則根據所得的高低來課徵，所以

應該是青壯時期交所得稅的負擔最重，因為那時所得是在增加的階段。然後保費

的負擔，尤其是像健保、勞保這些保費也增加很多，而且以健保來講，要幫自己

的小孩來投保健保，所以青壯時期的工作人口的稅跟費負擔是最重的。有儲蓄的

話，還要再繳財產稅，所謂的財產稅則是來自於工作時代產生的正儲蓄。

而生命週期與財政支出的關係，也就是人生三個階段，對於政府的財政支出，

主要是社會福利的支出的影響是什麼？在小孩的時候，主要是教育的經費還有健

保的支出。然後青壯年工作世代，除非有職災或是有失業的時候才有給付。老年

人有較高的健保的需求，所以醫療支出就增加，並且還要有養老給付。所以可以

看到老年和幼年時期是社會福利支出最主要的對象。

從生命週期與財政的收入支出來觀察，青壯年工作的世代真的是蠻辛苦，因

資料來源：	謝餘慶、董安琪（2016），《一生所得與消

費的素描》。

生命週期：台灣實證

註：以CPI平減，2006=100；YL指勞動所得，C指消費。

資料來源：董安琪（2011）。

消費比薪資所得增加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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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工作的時候，要繳稅費，並且要撫幼又要撫老。所以當人口結構改變時，受

衝擊最大的還是工作的世代。

二、人口老化

人口老化是更長壽、生育率低的綜合結果，也是全球性且加速發生的現象，

不只已開發國家嚴重，新興、未開發國家也漸漸步上後塵。所以世界銀行在 2016

年也提到人口老化問題，人口老化問題在東亞、太平洋區域最為嚴重。所以台灣

在 1993 年是高齡化（Aging），也就是老年人人口占 7% 的比例。到 2018 年轉為

老年人人口占 14% 的高齡社會（Aged），預估到 2025 年轉為老年人人口占 20%

的超高齡社會（super-aged�society）。所以台灣應該是亞太地區裡面比較嚴重的。

對經濟社會衝擊較大的，就是勞動力減少，另外就是扶老比的增加造成醫療

跟長照的需求增加，因為越來越長命，長照的需求就越來越大，老年人容易生病，

醫療的次數越來越多，照護高齡者而犧牲工作機會的成本也跟著相對提高。所以

高齡者越來越需要社會或者政府的介入，因此就產生所得和財富在世代之間重分

配，基本上對工作世代是比較不利的。

並且台灣人口數今年開始就減少，人口成長率從今年預估會降到 -0.12%，所

以將來的情況會越來越嚴重。從三階段人口比率來看的話，老化的比例都一直在

提高，少子化都一直往下降。所以扶老比從工作人口跟老化兩者越來越接近，扶

老比慢慢的降到接近於 1了。

2020 年的時候是 4.5 名生產者撫養一名老人，到了 2060 年也就是四十後，

那時候是 1.3 名生產者扶養一名老人。說明這個工作世代的人隨著他自己老化，

他的負擔也是加重。而平均餘命，也就是人口的壽命也越來越延長，這會讓長照

和勞保年金的負擔越來越沉重。

三、人口因素對稅收之衝擊

人口因素對稅收的衝擊，對消費稅的影響來講，年輕人口因為少子化，所以

消費總量會減少，那消費增加的原因可能就是人均消費會提高，也許將來的工作

世代會比較重視幼兒的教育或者是這方面的支出，所以這邊可能會促進消費的增

加。但是我認為抵不過幼兒人數減少的影響，所以這部分的消費稅長期來看是會

減少的。

老人因為人口老化，並且老人沒所得，消費增加，另外長壽也讓消費的時間

拉長了更多，此兩項因素會促進消費稅的成長。所以長期來講對消費的影響應該

是有正有負，很難講到底是會正成長還是負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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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得稅這部份，很明顯就是會負成長，少子化會讓工作人口的成長率減

少，工作世代人數會下降，相對所得也沒有大幅提高，所得稅成長就會減緩。所

以整個人口因素對於所得稅來講，是明顯的會造成負成長，消費稅可能就不一定，

而財產稅就要看將來是否供過於求而定。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

，OECD）在 2001 年推估 2000 ～ 2050 年，財政收入 /GDP 比率預估僅減 0.1%，

當時它們認為對於財政收入的影響是很輕微的，我認為此數字需要再更新。但是

來看台灣人口因素對財政支出的衝擊，少子化會使幼兒的醫療支出成長會增加，

但是成長是有限的，也是一正一負的相互抵消。長壽則讓長照支出更多，人口老

化使醫療支出、養老、長照給付快速成長。所以長期來看，年輕世代繳的保費可

能又不夠給退休老世代所增加的相關支出。所以社福支出長遠來看的話，一定會

隨著人口老化而快速的成長。又因為年輕人負擔很重、低薪，並且從工作人口的

數量未來長期是下降，所以會造成交保費的人少，社福支出的增加，所以社福的

負擔會很明顯變重。

四、國際經驗與實證：人口老化對財政支出衝擊較大

OECD�國家退休年金主要採隨收隨付制（PAYG），由年輕工作世代支付老年

退休人口的年金給付，在實施初期繳費人多而受領人少，政府財務負擔較輕。隨

著人口結構老化，領取老年年金人數增加，年輕一代的負擔逐漸加重，政府須弭

平的財務缺口也擴大。學者 Casey 等人於 2003 年研究 OECD 老年年金支出占 GDP

平均比率於 2000 年為 7.4%，推估 2050 年將上升至 10.8%。然後在醫療照護支出

部分也是相同情況，長期來講人越老化，醫療需求就越大，所以醫療照護支出成

長率超過 GDP 成長率，OECD 國家醫療支出占 GDP 已經破 10% 了，未來可能還有

增無減。

OECD�模擬推估 2000 年迄�2050�年的財政狀況，年度預算賸餘及人口老化對�

OECD�國家，將造成財政剩餘占 GDP 比率下降�6.1�個百分點，亦即由 2000 年的

賸餘�2.5%，至 2050 年轉為財政赤字占�GDP�比率為 3.6%，而債務餘額則增加 96

個百分點，由期初的 55%，迄期末升為 151%。

他們發現如果平常政府有很多的財政剩餘，有很多的儲蓄的話，情況還不會

太嚴重，人口老化的因素雖然會把過去的財政剩餘消耗，但是衝擊還是有限，所

以可以看到財政剩餘長期會隨人口成長而下降。但是長期債務增加不是很明顯，

就是債務餘額增加 1.5 倍，長期以來五十年只成長 1.5 倍，應該不嚴重，但這是

假設政府平常就有很多的財政剩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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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政府平常也有很多的赤字的情況，人口老化就會讓財政赤字雪上

加霜，嚴重的傷害政府財政，債務也會越累積越多，倒霉的還是後代的年輕人口，

因為所有的債都是後來的世代要去償還。所以政府的財政必須固本，才能因應老

化。台灣今年財政明顯的惡化，去年還有一點財政剩餘，今年財政赤字高達四千

多億，明年的話大概也是至少赤字四千億，應該是歷史新高赤字。沒有很好的財

政剩餘，加上人口又快速老化，會造成不良的財政問題。

五、因應人口問題的對策：

（一）代際公平

如何解決人口問題對財政收支產生的衝擊？對策我分成三個部份來講，第一

個部份是代際公平。人口結構的改變，是對年輕人非常的不利，因為他要繳納很

高的稅費來支應越來越多老人的養老給付、醫療給付，實際就是勞保、健保長期

一定是支出越來越高，那代際公平的問題要如何解決？個人認為就是平常政府就

應該要追求財政穩健，減少債務累積，要有長遠的思考。就像人生經濟學有一個

恆常所得理論，也就是人的消費應該是看這一輩子終身的所得有多少來分配的消

費，不能說今年的所得稍微高一點，就拼命把錢花掉，沒有儲蓄，若在將來經濟

不好的時候失業了，就沒有儲蓄來因應個人生涯規劃上的危機。

那政府的財政也是一樣的概念。平常政府就是應該要追求財政穩健，能夠有

結餘就盡量結餘，不要拼命花錢花掉。平常也不要累積債務，現在的債務累積得

非常的嚴重，到今年底大概就有 6兆，雖然照公共債權一直說我們這樣的 GDP 前

三年還有空間，還可以舉債 1兆多。但個人覺得此說法太過度樂觀，因為剛剛提

到的財政目前是逐漸的惡化，勞保有 10.2 兆的赤字潛藏債務，現在已經到達退休

的勞工已經有 133 萬人，如果他們對勞保可能破產而一下全部領一次給付的話，

勞保就要支付 3兆的一次給付退休金，再來有的 6兆的累積債務下來，本來叫潛

藏債務，就是表面化要算在公共債法裡面的債務，就是 9兆多了，那馬上就違反

公共債務法還有財政紀律的相關的規範，所以平常真的應該要做好儲蓄。

更重要的就是要將人口老化因素納入財政收支中長期規劃：將財政剩餘保留

於特別存儲基金，專用於遞增的人口老化支出需求。也就是專款專用，用來解決

人口老化支出的需求。免得被一時短視就把它花掉了，那人口老化的問題就變成

後代的政府後代的子孫要去承擔，所以貫徹財政紀律要嚴格限制特別預算，我認

為非常重要。目前的特別預算，從過去四年加上今年疫情特別預算編了 1.5 兆，

走正常預算的竅門規避一些規範，這是很不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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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建議政府應每四年公布財政情勢的代際間報告（intergenerational�

report），以確保目前的收支決策已將對未來世代的影響納入考量。也就是說現在

的支出增加或稅收減少，對於後代子孫稅費的增加衝擊是什麼，要分析出來。換

句話說，現在的決策不能只看當下，不能只看這一代，對後代的影響要納入考量，

這樣的財政才是有前瞻性的對話，才不會等到問題變成不可收拾的階段。

（二）稅制改革

再來是稅制改革的部份，個人認為稅制應鼓勵延後退休、私人儲蓄、個人自

提 6%，才能分散養老的風險、平衡代際間負擔。我們要鼓勵大家多儲蓄，不要把

風險依賴在政府年金養老給付的社會保險，私人儲蓄還是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

現在勞退勞工自提 6% 年稅的部份，勞工都不大願意去提，建議在勞保的改革，

一直討論說給付砍了以後會不夠，但其實忘了把勞退的部份算進去，如果勞退的

部份鼓勵勞工自提的 6% 多一點的話，也許可以減輕勞保的負擔。如此一來，個

人可以分散養老上面的風險，對於政府來說也可以平衡代際間的負擔。

再者，稅制應該鼓勵結婚生子，結婚生子最主要還是受經濟因素的影響，所

以稅制應該突破經濟因素對於結婚生子產生的這些影響。我們不知道它的影響多

大，但是至少要試試看。

並且降低薪資所得稅負，提高女性、高齡勞工更多的工作機會及勞動參與

率很重要。因為講過工作世代負擔很沉重，所以一定要讓他稅後的薪資所得夠

用。低薪的情況下，應該想辦法降低薪資所得稅，尤其是薪資所得者的稅率 5%、

12%，我認為可以再進一步的調降，讓年輕人稅後的所得能夠高一點，高一點他

們也許會願意去結婚生子，也願意提高自己的勞動參與率。

此外，可以提高財產稅尤其是囤房稅，因為財產稅真的是太輕，造成很多囤

房族。以前個人在做財政部的一個研究計畫，觀察到奢侈稅的時候，就發現當時

個人名下有三棟以上房屋的人就有 71 萬人，可以假設這些人有可能都是家人名下

都有房子，冠不下去了才冠到自己身上來。所以很可能這些身上有三棟房子的人，

全家有一大堆房子。所以當時我去算，名下有三棟房子以上的人，有 71 萬人，房

子比人多的部份有 200 萬戶。那為什麼這些人都不賣？因為他們稅賦成本很低，

利息很低，所以大家就囤房。所以財政部好幾次建議應該考慮加重一點，但地方

政府都不敢課，也就是不積極作為。個人覺得提高財產稅尤其是囤房稅，對於年

輕人來講幫助會很大，會讓財政不要那麼惡化，然後減輕年輕人的負擔，那這樣

才有本錢對年輕人的薪資所得給減稅。財產稅課稅的對象幾乎都是高財富高所得

的族群，或是已經退休的世代，請他們多交一點財產稅又何樂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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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消費稅收部份，老年人要鼓勵他消費，老年人沒有所得，消費很多的話，

也許可以提高消費稅，尤其是高價品的消費稅，因為消費稅有提高 10 倍的本錢問

題，我們的加值性營業稅全世界最低只有 5%。如果透過消費稅的提高、財產稅的

提高，來減輕年輕人的稅賦，我相信在世代正義、居住正義或者是稅制改革的正

當性來講，都有充足的理由，也可以改善財政的稅收。

另外就是現在 AI 對年輕世代的衝擊，甚至會比人口因素還要大，因為將來

AI 會取代部分的勞動力，越沒有技能的工作受到的衝擊會越大，尤其是疫情的情

況下，因為 lockdown 造成生產製造業的斷鏈，很多廠商為了因應疫情，將來更會

積極的走向 AI 機器人，那這樣的情況下對於勞工的衝擊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很認

同比爾蓋茲曾說的，他認為 AI 是一個趨勢，將來就應該對機器人課稅。所以機器

人課稅部份，可以放在消費稅或財產稅稅制改革中，也可以改善相關的問題。

（三）社福改革

而社會福利支出的部分，因為人口老化，而大量的增加支出，會造成財政上

的問題。所以公共年金部份，從確定給付制改成確定提撥制，還有隨收隨付制盡

量改成部份提存制，這部份應該是要做的大幅度的改革。

並且要鼓勵延後退休，鼓勵延後退休的話，它可以減少年金支出的負擔。而

基礎年金（社會保險）的部份，應降低所得替代率至 20%。我認為勞保是勞退的

第一層，但勞退替代率實在是太高，因為勞工雖然表面上看起是領得很少，但是

因為他實在是繳得太少了，如果 30 年的話，給付率 1.55 乘上 30 年，替代率會

將近 46.5%，這部份也許可以調降，透過勞退的替代率稍微提高一點，也許做結

構上的調整會讓勞保年金不至於搞到破產。

那第二層年金的部份，就是剛才提到過的要鼓勵自提，在稅制上目前已經有

給他優惠再去提倡。健保的部份我認為一定要改成保大不保小，現在感冒也去保，

造成健保支付太大，保險是要保大的風險，感冒不會讓人家傾家蕩產，也許可以

把小病排除在健保給付的範圍。

另外可以改食安健康捐的部分，衛福部應該是要有積極的思考，就是譬如說

進口部份食品也許對健康會產生損害，那也許可以向業者課食安健康捐。就像煙

品有健康福利捐，可以代位求償，拿來做健保將來的給付支出，因為抽煙造成健

康損害，將來會變成健保的負擔。那一樣的道理，食安健康捐一方面挹注健保收

入，另一方面若將來食品發生對國民健康產生損害的時候，我已經有錢在那裡。

最後，隨著老人人口增加，長照支出會越來越龐大，目前是稅收制，是不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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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集錦
定的機會稅，就是用遺產贈、與稅、菸稅等等來支應，但因為老人越來越多，長

照支出靠稅收絕對不夠。所以一定要用保險制，保險制的好處就是在年輕的時候

我們就繳了一些保費，那自身的長照支出就從年輕時繳的保費裡面來支應，不會

變成別人來負擔自己的長照的支出，所以要呼籲政府長照的部分趕快改採保險制

度，來解決社會福利制度的問題。

政府應該把人口因素長期的衝擊影響放進去，這樣所做出來的決策就可以減

少人口因素所帶來的衝擊，現在非做不可，而且制度的邏輯概念應該建立在前瞻

性的規劃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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