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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背景說明 

    查原軍公教政人員退撫制度之免課稅情形，依 84 年 7 月 1 日施

行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規定，退離後所領由退撫基金所

支應之退離給與部分，得全數免納所得稅，至在職期間按月自行繳納

之退撫基金、離職儲金費用部分，則須計入個人當年度薪資收入課

稅；惟查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4條規定，於其每月工資 6%之範圍內自

願提繳之退休金，得免計入提繳當年度薪資所得課稅，另查學校法人

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 8條第 11項亦規

定，私校教職員在職期間按月自行繳納之退撫儲金費用，不計入撥繳

年度薪資所得課稅。依上所述，當時軍公教政人員之退休（伍）制度

係採行「繳稅在前、免稅在後」，而勞工和私校教職員則採「免稅在

前、繳稅在後」，致生不同職域人員自提退休金課稅規定不一致情形，

似有公平疑慮，是以，為使各職業類別人員自行繳納退休儲金之租稅

待遇一致，爰軍公政教之退撫主管機關前配合修正《陸海空軍軍官士

官服役條例》第 29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7條、《公立

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 8條及《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

第 5條規定，將軍、公、教及政務四類人員依規定按月自行提繳退撫

基金或儲金費用，修正為不計入提繳年度薪資收入課稅，相關修正條

文業經總統公布，並均溯自 110年 1月 1日施行。 

    經查國防部、銓敘部及教育部前於 110年 8月間就前開軍公教政

退撫法律之修正條文草案提出合併稅式支出評估報告，經財政部 110

年 10月 12日台財稅字第 11000613180號函複評通過，嗣於 111年 7

月提出稅式支出評估補充報告，並經財政部同年 12月 23日台財稅字

第 11100624310號函複評通過。爰本報告係就 111年 1月 19日修正

公布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 29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



撫卹法》第 7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 8條及《政

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 5條，依稅式支出評估作業辦法第 7條規定

進行實施成效評估。 

貳、 法規內容 

    稅式支出指政府為達成經濟、社會或其他特定政策目標，利用租

稅優惠方式，使特定對象獲得租稅利益之補貼，可視同政府對民間之

隱藏性支出。由於政府財政資源有限，稅式支出之採行，將對其他公

共支出財源產生排擠效果，為健全財政，兼顧整體經濟效益，政府持

續落實稅式支出評估，以避免稅收流失。依稅式支出評估作業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略以，稅式支出法規公（發）布施行後，業務主管機

關應檢視稅式支出法規預期效益之達成情形，定期檢討評估實施成效

並公開於機關網站。 

    本評估報告有關之條文為《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 29

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7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

撫卹條例》第 8條及《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 5條規定，條文列

示如下：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二十九條 

    軍官、士官於退撫新制實施後服役年資之退除給與，除本條例

另有規定外，應由政府與現役人員共同撥繳費用設立之退休撫卹基

金（以下簡稱退撫基金）負責支給；其發生收支不足時，應視國家

財政狀況檢討調整提撥費率，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 

    前項共同撥繳費用之基準，按現役人員本俸加一倍百分之十二

至百分之十八之費率，由政府撥付百分之六十五，現役人員繳付百

分之三十五；其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不計入繳付年度薪資收入課

稅。 



    前項所定退撫基金費用之實際提撥費率，由行政院會同考試

院，依據退撫基金定期財務精算結果，共同釐訂並公告之。其財務

精算結果最適提撥費率超過現行實際提撥費率達一點五倍以上時，

行政院應於三個月內會同考試院提高提撥費率至少百分之一。 

    奉准留職停薪人員，不列計服役年資，亦毋須撥繳第二項費用。

但育嬰留職停薪者須全額負擔並繳付退撫基金費用後，始得併計退

除給與服役年資，且不得併計服役滿二十年領取退休俸之資格。 

    未依規定繳付退撫基金之服役年資、曾經申請一次發還本人繳

付之基金費用本息或曾經核給退除給與之服役年資，均不得採計。 

    軍官、士官辦理退伍除役時，其繳納基金費用未予併計退除給

與之年資，應一次發還其本人原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並按未

採計之退撫新制實施後年資占繳費年資計算，由退撫基金一次發還。 

    不合發給退除給與之軍官、士官，得申請一次發還其本人已繳

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繳付退撫基金三年以上，除依法不發給退

除給與而退伍除役者外，得同時申請一次發給政府撥繳之退撫基金

費用本息。其請求權時效，準用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 

    軍官、士官於退撫新制實施後之年資，已按公營事業移轉民營

條例或其他退休（職）、資遣法令辦理年資結算、退休（職）或資遣

者，不適用前項發還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之規定。 

    軍官曾服士官或士兵役，士官曾服士兵役，或配合國家安全需

要而退伍執行特殊任務，或自退撫新制實施後，就讀軍校期間，得

予併計退除給與之年資，應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

一日修正公布之本條文施行後三個月內，依初任到職之日支薪官

階，向服務機關提出退撫基金補繳申請，轉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比

照第二項規定之撥繳比率共同負擔，並一次補繳退撫基金費用後，



始得併計年資，逾期者，應加計其本息繳付。但本條例一百零七年

六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本條文施行後之初任官人員於任官到職日

起三個月內繳付。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本條文施

行前已辦理退伍並支領退除給與者，應自接獲原核定機關通知之日

起一年內，依第二項規定之撥繳比率，共同負擔並一次補繳退撫基

金費用後，始得併計退除給與年資，並自下一期起調整退除給與。

但併計得折算就讀軍事校院期間之年資後，符合領取退休俸或贍養

金人員，逾期未補繳退撫基金者，依第三十六條規定辦理。 

    退撫基金之運用及委託經營，應由專責單位進行專業投資，並

按季公告收支及運用情形。 

    本條例所定退撫基金之收支、管理、運用事項及前項專責單位

型態，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準用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

及其相關規定。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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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八條 

    第六條所定退撫基金，由教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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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本（年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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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

繳付百分之三十五。 

    教職員依法令辦理留職停薪，借調至其他學校服務，且占該校

職缺並依法令支薪者，其留職停薪期間之退撫基金費用撥繳事宜，

由借調學校按其所核敘薪級，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教職員具有本項施行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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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職員依本條例規定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不計入繳付年度薪

資收入課稅。 

 

 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五條 

    第二類政務人員之離職儲金，由服務機關依其在職時俸給總額

百分之十二之費率，按月撥繳百分之六十五，作為公提儲金；政務

人員繳付百分之三十五，作為自提儲金，由服務機關在銀行或郵局

開立專戶儲存孳息，並按人分戶列帳管理，於政務人員退職或死亡

後，一次核發公、自提儲金本息。 

    前項政務人員接續派任其他機關（構）之政務人員職務時，其



原儲存之離職儲金本息，應由原服務機關轉帳至新任機關帳戶，繼

續儲存孳息。 

    各機關對於離職儲金之管理，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本條例所稱俸給總額，指政務人員月俸加一倍或本（年功）俸

加一倍。 

    政務人員依本條規定繳付之自提儲金，不計入繳付年度薪資收

入課稅。 

參、 評估指標及評估期間 

    依據財政部 111年 12月 23日台財稅字第 11100624310號函複評

通過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 29 條修正草案、公務人員退

休資遣撫卹法第 7條修正草案、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

8條修正草案及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 5條修正草案合併稅式支出

評估補充報告」，茲本次修法直接效果之稅收損失，全數移轉軍、公、

教及政務四類人員，稅式支出績效評估指標及其評量標準，即為稅式

支出之絕對金額。 

    又，茲前開相關修正條文均於 110年 1月 1日起施行，依稅式支

出評估作業辦法第 7條規定，本次評估期間應為 110年 1月 1日起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 

肆、 評估成效 

    承上，本次稅式支出績效評估之成效，即為 110年至 112年軍、

公、教及政務四類人員於修法後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不計入繳付年

度薪資收入課稅之金額。依 113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總說明及主要附

表，有關「軍、公、教、政人員依規定繳付之退撫基金、儲金費用，

不計入繳付年度薪資收入課稅」項目之稅式支出金額，110年度至 112

年度分別為 934百萬元、1,038百萬及 1,152.6百萬元，詳如下表。 



軍、公、教及政務四類人員依規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或儲金費用不計

入繳付年度薪資收入課稅稅式支出金額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項目 依據法律 條款 
稅式支出金額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軍官、士官

於退撫新

制實施後

繳付之退

撫基金費

用，不計入

繳付年度

薪資收入

課稅。 

陸海空軍 

軍官士官 

服役條例 

第29條 

第2項 

934 1,038 1152.6 

公務人員

依規定繳

付之退撫

基 金 費

用，不計入

繳付年度

薪資收入

課稅。 

公務人員 

退休資遣 

撫卹法 

第7條 

第5項 

教職員依

規定繳付

之退撫基

金費用，不

計入繳付

年度薪資

收入課稅。 

公立學校 

教職員退 

休資遣撫 

卹條例 

第8條 

第5項 

政務人員

依規定繳

付之自提

儲金，不計

入繳付年

度薪資收

入課稅。 

政務人員 

退職撫卹 

條例 

第5條 

第5項 



資料來源：113 年中央政府總務算案總說明及主要附表-表 6-7 綜合所得稅稅式

支出項目及金額 

伍、 總結 

    為使各職業類別人員自行繳納退休儲金之租稅待遇一致，經國防

部、銓敘部及教育部修正《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 29條、《公

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7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

例》第 8條及《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 5條，使軍、公、教及政

務四類人員，依規定按月自行提繳退撫基金或儲金費用，修正為不計

入提繳年度薪資收入課稅，上開修正條文業經總統公布自 110年 1月

1日施行在案，是以，現行全國各職類人員(勞工、私立學校教職員、

軍、公、教、政六大類人員)就自提退休金之課稅規範已趨於一致，

不僅實踐《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5條：「無合理之政策目的不得為

差別待遇」之法律規定，且契合憲法保障平等權意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