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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全體國軍官兵及眷屬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權利與應盡之保費繳納義務，審計機關針對國防部

辦理健保作業管理機制，與國軍志願役人員健保費用之代扣及繳納情形深入查核，所提出建議意見，

透過良善溝通獲得國防部暨所屬單位認同並參採，協助改善投保作業管理缺失，促進依法公平負擔

健保費用，以維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永續發展。

余宜芬、馮巧宜（審計部第二廳薦任審計、薦任審計）

國軍辦理志願役人員參與全民

健康保險情形之審計

壹、前言

我國於 83 年完成全民健康

保險法（以下簡稱健保法）立

法程序，並於 84 年 3 月 1 日施

行全民健康保險制度。該法係

建立以全體國民為保障對象之

強制性社會保險制度，旨在增

進全體國民健康，由衛生福利

部主管，並以衛生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健保署）

為保險人，辦理保險業務。鑑

於國軍單位原已建制完整之軍

醫機構及醫療體系，國軍人員

爰緩於 90 年 2 月始依法納保，

並由國防部參謀本部人事參謀

次長室督導國防部後備指揮部

（以下簡稱後備指揮部）為統

一投保窗口，國防部主計局財

務中心（以下簡稱國軍財務中

心）統一代扣個人負擔之健保

費用。審計機關考量當前全民

健康保險基金（以下簡稱健保

基金）收支短絀情形使其面臨

財務壓力，爰於 108 年度納列

國軍辦理志願役人員參與全民

健康保險情形為審計議題，適

時研提審計意見，促請政府強

化健保投保作業管理機制，積

極守護我國民健康及醫療照護

品質，俾具體實現審計機關「對

民眾生活產生正面影響」之價

值。本文謹就國軍推動志願役

人員參加全民健保業務概況，

審計機關查核情形及有關建議

意見等進行說明。

貳、國軍推動志願役

人員參加全民健

保業務概況

全民健康保險係以全體國

民為保障對象之強制性社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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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制度，國防部為推動國軍人

員參加全民健保，參照健保法

相關規定，訂定「國防部辦理

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作業規定」

（以下簡稱國防部辦理健保作

業規定）供所屬各單位辦理納

保作業執行程序之依據，嗣因

健保基金自 87 年起長年呈現

收支短絀，健保署為達到強化

健保費量能負擔之公平性，於

102 年 1 月 1 日實施「全民健

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費辦

法」（以下簡稱二代健保），

國防部旋於 102 年 1 月 4 日修

正國防部辦理健保作業規定。

國軍志願役人員依健保法

第 10 條及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屬第一類被保險人，

其薪資所得為投保金額，依二

代健保計支內涵，針對國防部

暨所屬單位核發志願役人員之

各類薪資所得（下頁附表），

列屬一般保費之經常性薪資

者，含括本俸及各類勤務性加

給合計 25 項，據國防部調查，

107 年度計核發 1,081 億餘元，

應列入被保險人每月投保金

額，依「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

額分級表」及一般保費費率與

計支原則，按月繳付一般保費；

另核發非屬經常性薪資所得

者，計有 6 項獎金及 5 項補助，

107 年度分別核發 165 億餘元

及 26 億餘元，其中獎金部分，

屬未列入投保金額計算之具獎

勵性質之給與，保險對象（志

願役人員）應就全年累計超過

當月投保金額 4 倍部分，按補

充保險費費率計算保費，由投

保單位主動辦理就源扣繳，而

國防部屬雇主負擔補充保費部

分，依二代健保規定，為每月

支出之薪資總額與其受僱者當

月投保金額總額之差額，其補

充保費計支內涵則包括其每月

核發之各項薪給、獎金及補助，

扣除當月投保金額總額後，按

補充保險費費率計算繳納保費

（圖 1）。

參、審計機關查核國軍

志願役人員健保投

保情形之意見

一、辦理健保保費繳納作

業相關規範與管理作

為未盡周延，允宜就

現行制度規章及執行

做法賡續研修

健保一般保費以薪資所得

作為保費計算基礎，依健保法

施行細則第 55 條規定，健保法

第 34 條所稱薪資所得總額，指

符合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類所定薪資所得規定之所得

合計額；及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類所定薪資所得規定，

凡公、教、軍、警之薪資所得

包括薪金、俸給、工資、津貼、

圖 1　二代健保保險費（一般保費 + 補充保費）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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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 

單位

國軍財務中心 

（隨薪發放）

國軍各預算支用單位 

（非隨薪發放）

健保費 

計支內涵

每

月

薪

給

＄ 1,081 億餘元 雇主 個人 費別

薪

給

項

目

1. 本俸

2. 主管職務加給

3. 上將職務加給

4. 專業加給

5. 地域加給

6. 志願役勤務加給

7. 戰鬥部隊勤務加給

8. 空降特戰及空投部隊官兵勤務 

　加給

9. 軍法人員勤務加給

10. 軍醫軍官勤務加給

11. 教官勤務加給

12. 外事勤務加給

13. 學術研究費

14. 不開業獎金

合計發放 1,045 億餘元

1. 國軍戰航管官兵勤務加給

2. 電訊偵測官兵勤務加給

3. 三軍儀隊勤務加給

4. 飛彈修護官兵勤務加給

5. 特種勤務隊勤務加給

6. 國軍海勤勤務加給

7. 國軍空勤勤務加給

8. 國防醫學院預防醫學研究所科技人員勤務

加給

9. 國軍科技人員勤務加給

10. 資訊加給

11. 海軍潛水人員津貼

　

　

　

合計發放 35 億餘元

V V

一

般

保

費

獎

金

＄ 165 億餘元

V V

補

充

保

費

獎

金

項

目

1. 年獎

2. 考獎

　

　

合計發放 157 億餘元

1. 彈藥獎金

2. 修護獎金

3. 飛行軍官續服獎金

4. 留營慰助金

合計發放 8 億餘元

補

助

＄ 26 億餘元

V -

補

充

保

費

補

助

項

目

1. 結婚補助費

2. 生育補助費

3. 眷屬喪葬補助

4. 子女教育補助費

5. 休假補助費

合計發放 26 億餘元

無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防部提供 107 年度各類所得發放資料。

附表　國防部暨所屬單位核發各類薪資所得情形與健保費計支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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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費、獎金、紅利及各種補助

費。但為雇主之目的，執行職

務而支領之差旅費、日支費及

加班費不超過規定標準者，及

依第 4 條規定免稅之項目，不

在此限。國防部為使國軍志願

役人員健保投保作業順遂，於

106 年 3 月 17 日訂定「國防部

辦理個人補充保費補繳做法」，

詳列國軍各類所得計徵健保費

之執行做法，俾使各級單位依

規定執行健保費之收繳及計算

作業。

國軍志願役人員薪資發放

方式有二種，一為由國軍財務

中心核發本俸及主管職務加給

等 14 項所得，稱「隨薪發放所

得」；二為由國軍各預算支用

單位簽證支付之各項勤（職）

務加給，計有國軍海勤勤務加

給等 11 項，稱「非隨薪發放所

得」，前者107年度計核發1,045

億餘元，後者　核發 35 億餘

元。惟國防部向健保署申報扣

繳國軍志願役人員之健保費，

僅將隨薪發放所得列為投保金

額，未含括非隨薪發放所得。

且依「國防部辦理個人補充保

費補繳做法」所列應納入投保

金額之各項加給漏列三軍儀隊

勤務加給及海軍潛水人員津貼

等，卻列有服裝代金、差旅費、

日支費、加班費等無須納入投

保金額之免徵所得稅項目。國

防部顯未落實辦理國軍志願役

人員各類所得健保納保作業，

其相關規範與管理作為亦未盡

周延，亟待通盤審慎研酌修

訂，健全國軍健保管理制度規

章，並研謀具體改善措施，俾

提升國軍健保行政作業效能。

二、國軍二代健保申報作

業系統功能未臻健

全，使用比率偏低，

亟待提升系統功能及

其資料品質，強化健

保費繳納作業

補充保費採就源方式扣

繳，仰賴扣費義務人及投保單

位主動辦理。國防部建置國軍

二代健保申報作業系統，管理

國軍人員健保投保資料，並由

各單位管制各項簽證非隨薪發

放所得明細，區分獎金、加給

及不計費項目等三類，確實上

傳國軍二代健保申報作業系

統，據以計算每月雇主負擔補

充保費，及當個人累積達補充

保費扣費標準時，併入次月一

般保費扣繳補充保費。經瞭解

其補充保費扣繳實務作業，查

核結果及建議意見如次：

（一）國軍二代健保申報作業

系統功能未臻健全，諸

如累積發放金額欄位並

未累計歷次發放金額；

無身分別欄位可供稽核

各類人員，致部分單位

傳送支付建築師、律師

等非屬國軍人員所得，

卻未能適時顯示資料異

常或建立防呆機制協助

傳送資料人員排除異常

或錯誤資料；發放日期

資料欄位有空白未填

列，或格式未臻一致顯

無法判讀日期等情事，

亟待強化系統功能，妥

適建立防呆機制並加強

教育宣導。

（二）另各單位於國軍二代健

保申報作業系統，傳送

107 年度各類非隨薪發

放所得、獎金及補助等

個人所得資料紊亂，且

使用效率不彰。據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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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健保申報作業系統

設定之要保單位計 2 千

餘 個， 惟 107 年 度 僅

有 378 個單位上傳非隨

薪發放之各類所得資料

計 32 億餘元，較國防

部調查所屬單位非隨薪

發放所得計 44 億餘元

（含各類加給 35 億餘

元及獎金 8 億餘元），

差距 12 億餘元，致無

法確認系統整體資料有

效程度，據以計算應繳

納之補充保費。107 年

度雇主負擔補充保費和

已繳金額差異約 6,519

萬餘元，且無國軍志願

役人員個人負擔補充保

費之扣繳紀錄，亟待強

化國軍二代健保申報作

業系統功能及建立防呆

機制，並妥適建立線上

傳輸非隨薪發放所得資

料之管控及督導覆核機

制，督促各要保單位加

強依規定辦理二代健保

申報作業，以提升國軍

健保補充保費繳納作業

及其資料品質。

三、投保金額未隨薪資所得

異動調整，且未覈實查

驗各項投保資料，致存

有歷年代扣與繳付差

額，亟待強化保險對象

在保資料異動作業及

核對釐正機制

國軍志願役人員個人負

擔之健保費，係由後備指揮部

每月依保險費率及負擔比例計

算應繳納之保費。依國防部辦

理健保作業規定，國軍志願役

人員投保金額係按上個月之隨

薪發放所得計算，採預扣方式

於當月薪餉發放時代扣一般保

費，其預扣之保費由國軍財務

中心設立存款專戶代管，並於

次月底前（得寬限 15 日）依健

保署開立之保費收據繳納。國

軍志願役人員以薪資所得為投

保金額，惟其薪資所得異動卻

依健保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如於當年 2 至 7 月調整時，於

當年 8 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投保

金額通知健保署；如於當年 8

月至次年 1 月調整時，於次年

2 月底前通知健保署，均自通

知之次月 1 日生效，致健保署

據以計算投保金額之薪資所得

資料時間較為落後。

另按國防部辦理健保作業

規定，每月對保作業以投保單

位在保資料檔案與國軍財務中

心薪餉結報檔案、健保署在保

檔比對。查健保署於每月 20

日寄送健保費繳款單時，同時

於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平台提

供投保單位保費計算明細表及

異動暨減免清冊等各類投保資

料明細，供投保單位核對保險

對象、投保金額、保費計收、

異動及減免調整金額等投保資

料，另針對國防部辦理健保作

業，提供「軍方單位保險對象

之減免資格明細表」及「軍方

單位當月在保檔」，以利查驗

國防部保險對象之減免註記、

投保金額、保費計算及被保險

人異動等投保資料是否正確。

惟截至 108 年 4 月 26 日止，國

防部除不定期勾稽比對國軍二

代健保申報作業系統資料庫與

健保署在保檔保險對象差異，

辦理非保險對象追溯轉出作

業，及利用減免檔辦理保險對

象減免註記外，餘均未依上開

規定每月至健保署多憑證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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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作業平台下載保費計算明

細表及異動暨減免清冊等投保

資料，與國軍二代健保申報作

業系統資料庫核對各保險對象

之投保金額、保費計算、資料

異動及減免調整金額等投保資

料有無差異，覈實查驗各項投

保資料，並就差異資料及時調

整更正，肇致國軍代扣健保費

專戶存款餘額存有歷年代扣每

人應負擔健保費與實際繳納保

費之差額，自 90 年 2 月積累迄

107 年底約 1 億 7,242 萬餘元，

未適時處理，亟待儘速研具善

策妥處。

肆、國軍權責部門之

回應

一、國防部於 108 年 12 月 16

日令頒「國軍官兵全民健

康保險費扣繳執行做法」，

統一律定國軍各類所得

定義與各級單位權責及任

務，並明訂各項所得種類、

規範健保申報作業程序。

另律定各單位每月 13 日

前於國軍二代健保申報作

業系統登載前月份非隨薪

發放所得，並於辦理非隨

薪發放所得預算核銷作業

時，須檢附系統完成登載

憑證，由主計人員於簽證

結報作業協助管制審核，

始可完成預算核銷，以正

確核算國防部及個人應負

擔補充保費金額，強化管

控作業。

二、優化國軍二代健保申報作

業系統，加強各項所得及

獎金上傳、登載及計費等

功能，並建立管制、除錯

及警示等機制。另藉國防

部每年留守業務全軍巡迴

講習及後備指揮部每季留

守業務宣教時機，加強教

育各單位簽證發放所得資

料應上傳該系統，以落實

國軍健保費扣繳作業。

三、國防部自 108 年 3 月起預

先彙整國軍志願役人員每

月薪資所得調整資料，向

健保署同步申報投保金額

調整，俟健保署計費開立

收據後，再核對健保署計

費明細與國軍健保扣費明

細，補正追溯保費差額，

使個人負擔健保費之扣繳

金額與繳付之保費趨於一

致，並確依規定每月與健

保署實施清查比對國軍人

員投保金額、保費明細、

承保、減免等投保資料，

並就異常資料及時完成補

正，以強化所得資料管控

及督導機制。

四、國防部辦理國軍志願役

人員健保一般保費繳納作

業，其投保金額總額已自

107 年度之 986 億餘元，

提升至 110 年度之 1,116

億餘元（下頁圖 2）；保

費繳納已自 107 年度之 70

億餘元，提升至 86 億餘

元（下頁圖 3），增幅達

24.06％。補充保費部分，

國防部自 109 年 9 月起辦

理主動申報及繳納，截至

110 年底止，已累積繳付

雇主負擔補充保費 5 億餘

元，及代扣繳個人負擔補

充保費 989 萬餘元。

伍、結語

我國健保制度以財務自給

自足、隨收隨付為原則，其收

入主要來源為保險對象、雇主

及政府共同分擔之保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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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受保險收支長期失衡影響，

致健保基金長年面臨財務壓

力，近年隨國內人口結構老化、

重大傷病患者醫療照護需求增

加，以及新藥、新科技納入給

付等因素影響，健保保險給付

支出快速成長，而保費收入在

我國經濟發展及人口成長趨

緩下增長緩慢，更加劇健保基

金收支短絀情形，亟待各保險

對象、雇主及政府落實依法公

平負擔健保費用，確保長期財

源穩定。政府審計係政府財政

監督體系及公共治理之重要環

節，遵循國際最高審計機關組

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upreme Audit Institutions）

專業聲明架構，積極發掘攸關

公共利益與人民權益之政府重

大施政議題，本文就國防部辦

理健保業務執行情形及管理機

制未臻完善之處，參考經濟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國

家優良治理實務，提出監督

（oversight）及洞察（insight）

性之審計意見，敦促國軍單位

檢討改善或預為因應，落實國

軍人員依法公平負擔健保費

用，以維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永

續發展。

圖 2　國軍志願役人員全民健康保險一般保費投保金額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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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國防部提供資料。

圖 3　國軍志願役人員全民健康保險一般保費繳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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