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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改革前後中央對地方優惠

存款差額利息補助情形
為改善地方政府積欠退休人員優惠存款差額利息情形，中央自 90 年度起補助地方政府繳納當年度及

以前年度優惠存款差額利息。本文簡要說明近年地方政府積欠款，以及公教、政務人員退休撫卹制

度年金改革前後中央對地方補助情形，俾供各界參考。

陳台偉、陳淑娟、吳雨珊（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科長、專員、專員）

壹、前言

退休人員參加公務人員

保險領取之一次養老給付得辦

理優惠存款制度，係因早期公

務人員待遇相對較低，為維持

其退休生活所建立之政策性

措施；優惠存款利率以 18％

計息，嗣因國內利率持續下滑

（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由 72 年

實施 18％時之 7.55％降至 90

年 2.95％），各級政府相對應

負擔之優惠存款差額利息（以

下簡稱優存利息）隨之增加，

致部分地方政府無法按期全數

繳納，爰逐年產生積欠情形。

為改善地方政府優存利息積欠

情形，中央自 90 年度起酌予

補助臺灣省各縣市政府應繳納

之優存利息；100 年度起配合

補助制度調整，將直轄市及金

門、連江兩縣納入補助範圍，

經中央協助後，各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自 100 年起已無新增積

欠款。又自 107 年 7 月 1 日起

政府實施年金改革，優存利率

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原則歸零，

本文就近年地方政府優存利息

積欠款，以及年金改革前後中

央對地方補助情形簡要說明，

俾供各界參考。

貳、年金改革前中央

補助地方優存利

息之情形

一、優存利息之支給機關

及給付方式

依「退休公務人員一次

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

法」、「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

一次退休金及養老給付優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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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辦法」（以下簡稱公教人員

退休給付優存相關法令）規定，

優存利息之中央支給機關為銓

敘部及教育部，地方支給機關

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

市公所，給付方式係由臺灣銀

行先行墊付予退休人員，並於

年度結束後將墊付資料送交各

支給機關，各支給機關再於次

年 6 月底前繳納墊款。

二、中央對地方優存利息

補助方式

（一）地方政府負擔之優存利

息性質上為退休撫卹

（以下簡稱退撫）經費

之一，依財政收支劃分

法（以下簡稱財劃法）

規定屬地方自治事項，

爰應以其自有財源優先

支應，中央僅基於協助

立場酌予補助。為提高

地方政府繳納優存利息

意願，中央一般性補助

款自 90 年起，就臺灣

省各縣市政府優存利息

繳納數補助 20 ％，93

年提高為 60 ％，96 年

起按財力級次與繳納

情形調增補助比率至

65 ％ ～ 75 ％；100 年

度配合直轄市、金門及

連江縣納入一般性補助

對象及地方政府財力分

級改變，爰將補助比率

調至 60％～ 80％；又

100 年修正公教人員退

休給付優存相關法令，

調增部分退休人員優存

額度，致優存利息增

加，為減輕地方財政負

擔，由中央全額補助因

法令修正所增加經費，

爰年金改革前中央對各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優存

利息補助比率提高為

65％～ 80％。

（二）又為增加各市縣政府償

還以前年度積欠款之誘

因，100 年度起中央對

於有積欠勞健保經費、

優存利息之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唯其償還積欠

款超過獲配平衡預算補

助款半數者，始撥付全

數補助款；另為加速清

償以前年度積欠款，所

獲配平衡預算補助款撥

完後，如再償還以前年

度積欠款，則在中央原

匡列之當年度優存利息

繳款補助數額內補助

50％。

三、督促地方政府償還積

欠款之考核措施

（一）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中央為督促地方政府儘

速繳納優存利息當年度應繳

數及積欠款，將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繳款情形納入中央

對其計畫及預算考核項目，

並依考核成績據以增減當年

度所獲配之一般性補助款。

自上開考核方式實施後，已

有效強化執行成效，100 年

以後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當

年度優存利息繳款率均達

100％。

（二）鄉鎮市公所

依地方制度法及財劃法

規定，鄉鎮市歸屬縣所轄，

目前中央涉及對鄉鎮市公所

之補助原則上係透過縣政府

辦理。復依中央對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

中央補助對象為直轄市及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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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未包含鄉鎮市公所。

惟 100 年修正公教人員退休

給付優存相關法令，為減輕

地方財政負擔，就法令修正

增加部分，依各鄉鎮市公所

實繳數全額補助，並透過縣

政府轉撥。

又中央自 99 年度起，將

縣政府是否對所轄鄉鎮市公

所償還積欠款進行考核，納

入中央對縣政府年度預算編

製及執行情形之考核項目，

並據以增減獲配之一般性補

助款。另為強化縣政府對鄉

鎮市公所督導責任，自 103

年度起，鄉鎮市公所優存利

息如有未繳清情形時，亦將

上級縣政府是否採取扣減補

助款或其他督促其還款之積

極作為納入考核項目。

四、地方政府優存利息積

欠款變化情形

經依上開協助方式，各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自 100 年起已

無新增優存利息積欠款；至以

前年度部分，各地方政府積欠

款已由 100 年底之 348 億元，

減至 109 年底之 156 億元，計

歸墊 192 億元（附圖）。

參、因應年金改革中央

對地方優存利息補

助之調整情形

一、18％利率自 110 年起原

則歸零

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

法、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及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

條例等年金改革法令規定，優

存制度依照支領退休金種類分

別調整。支（兼）領月退休金、

月退休總所得超過最低保障金

額 者，107 年 7 月 1 日 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優存利率調整為

9％，110 年 1 月 1 日歸零，領

回本金；至領一次退休金者，

原領取優存利息於最低保障金

額範圍內不予調整，超出部分

之優存本金於 107 年 7 月 1 日

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優存利率

降至 12 ％，之後每 2 年調降

2％，降至 6％為止。

隨著國人壽命不斷延長，

退休人員選擇月退休金之比率

逐年上升；依銓敘部統計，公

務人員擇領月退休金者自 92

年以後達 90 ％以上，109 年

已達 96％。復依年金改革相

關法令規定，優存利率除支領

月退休金低於最低保障金額及

支領一次退休金者之少數情況

附圖　地方政府近年優存利息積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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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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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多數已歸零，爰自 111 年

度起中央不再編列優存利息補

助。

二、年金改革後優存利息

補助將逐年遞減

有 關 於 108 至 110 年 度

中央對各地方政府優存利息補

助，因年金改革後優存額度及

利率均有所變動，臺灣銀行已

無法區分 100 年公教人員退休

給付優存相關法令修正所增加

優存利息，爰各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部分係按 107 年度實際

繳納數，依上開利率調整後全

額補助；鄉鎮市公所部分則按

107 年度數額，採定額補助 0.07

億元至 110 年度為止。

至其餘當年度應繳納優存

利息之補助方式，則按各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實際繳納數額扣

除上開修正方案補助數額後補

助 65％～ 80％。爰應繳金額依

前述利率調降情形調整，108

年度補助經費編列數由 107 年

度 189 億元降為 122 億元，109

及 110 年度再降至約 67 億元，

111 年度起則不再編列是項補

助。

三、新增年金改革優存利

息節省經費補助

依前述年金改革相關法令

規定，各級政府每年所節省之

優存利息數額應全數挹注退撫

基金，不得挪作他用。上開挹

注退撫基金之金額由考試院會

同行政院於退休所得調降後次

年 3 月 1 日前確定，再由各級

政府於下一年度預算完成立法

程序後撥付，即 107 年度首年

節省經費應由各級政府於 109

年度編列預算撥付退撫基金。

考量年金改革節省經費原

為地方政府退撫支出，年金改

革後地方政府仍須負擔，爰各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挹注退撫

基金之優存利息節省經費，中

央仍予以設算補助，其補助數

附表　年金改革前後中央對地方優存利息補助情形比較

項目 年金改革前 年金改革後

優存利率 18％
107 年 7 月 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

調整為 9％，110 年 1 月 1 日以後原

則為 0％。

補助項目 優存利息

109 年度起新增年金改革優存利息節

省經費補助，優存利息自 111 年度起

不再編列。

補助比率
依實際繳納數額補助 65％
～ 80％。

1. 優存利息：屬 100 年法令修正增加

部分，各市縣政府係按 107 年度實

際繳納數依調整後優存利率全額補

助，鄉鎮市公所則按 107 年度數額

採定額補助；其餘當年度應繳納優

存利息，則按各市縣政府實際繳納

數額扣除上開修正方案補助數額後

補助 65％～ 80％。

2. 年金改革優存利息節省經費：以年

金改革前優存利息補助金額為上

限，並按考試院及行政院確認後之

節省數依 65％～ 80％計算。

給付方式

由臺灣銀行先行墊付予退

休人員，並於年度結束後

將墊付資料送交各支給機

關，各支給機關再於次年

6 月底前繳納墊款。

年金改革優存利息節省經費應全數挹

注退撫基金，不得挪作他用，並由財

政部、行政院主計總處分別以中央統

籌分配稅款及一般性補助款代為撥付

退撫基金。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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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按考試院及行政院確認後之

節省數依 65％～ 80％計算，並

以年金改革前優存利息補助金

額為上限，109 及 110 年度分

別編列 60 億元、122 億元。

四、優存利息節省經費補

助由中央代為撥付退

撫基金

補助方式依年金改革法令

施行細則規定，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應挹注

退撫基金部分，由財政部、行

政院主計總處分別以中央統籌

分配稅款及一般性補助款代為

撥付退撫基金。又為簡化撥付

作業，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年

金改革節省經費屬中央補助部

分，將由一般性補助款直接代

為撥付退撫基金；其餘非屬中

央補助而應由地方自有財源支

應，以及鄉鎮市公所部分，均

由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予以代撥

（上頁附表）。

五、地方整體獲配財源未

因優存利息減支而隨

同減少

年金改革方案實施後，

中央自 108 年度起即配合前

述調整情形調減優存利息補助

數額，且 110 年起利率原則歸

零後，111 年度即不再編列優

存利息補助；惟中央各年度挹

注各地方政府財源均未隨同調

減，原優存利息補助數額仍留

予各地方政府自行運用，故領

一次退休金等少部分優存利率

未歸零及以前年度優存利息積

欠款，仍由各地方政府以自有

財源或未指定用途之補助款確

實繳納。

肆、未來展望

經過中央及地方共同努

力，各地方政府優存利息積欠

款由 100 年底之新北市、臺中

市、臺南市及高雄市等 4 個直

轄市政府積欠 239 億元，苗栗

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

及屏東縣等 5 個縣政府積欠 89

億元，以及 68 個鄉鎮市公所積

欠 20 億元，合共 348 億元；降

為 109 年底僅新北市、臺中市

及高雄市等 3 個直轄市政府尚

積欠優存利息 145 億元，以及

28 個鄉鎮市公所積欠 11 億元，

合共 156 億元，其餘地方政府

積欠款均清償完畢，已達初步

成效。

未來仍有賴各地方政府本

諸財政自我負責精神，詳實診

斷財政問題並輔以研謀改善時

程與解決措施，妥善運用獲配

財源，同時落實各項開源節流

措施，方能真正有效舒緩財政

困窘，進而妥為規劃償還計畫，

俾逐步改善地方長期積欠優存

利息問題。中央將持續以現有

機制協助地方政府，對於有積

欠優存利息之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其償還積欠款超過獲配平

衡預算補助款半數者，始撥付

全數該項補助款，並將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繳納情形及其對

所轄鄉鎮市公所繳款督導作為

納入考核項目，據以增減其獲

配之一般性補助款，以提高各

地方政府償還以前年度積欠款

之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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