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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國簡易生命表出爐，國人平均壽命

81.3 歲，其中男性平均壽命78.1歲、女性 84.7 歲。

隨著醫療水準、食品安全、生活品質的提升及運動

風氣盛行，國人越來越長壽，由上列圖表可知，從

2010 年到 2020 年，國人平均壽命提高了2歲多，

2020 年 65 歲男性平均餘命 18.76 年，65 歲女性

平均餘命 22.70 年，顯見國人退休後普遍還要度過

20年的退休時光，而這 20年間的一應生活費、醫

療費等支出，您都準備好了嗎？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內政部統計處

貳、退休五大風險

長壽風險

國人歷年平均壽命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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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2020年家庭收支調查的

消費支出內容，隨著國人平均壽命延長，衛生保

健觀念增強，加上健保不給付新型用藥、醫療設

備和器材，醫療保健支出佔家庭整體消費支出的

比重續增，2020年已達到17.1％。

數據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貳、退休五大風險

醫療風險

家庭消費支出結構歷年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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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2019 年國人健康平均存

活年數為72.39 歲，以內政部發布之 2019年平均

壽命 80.86 歲減除健康平均存活年數，代表國人不

健康平均存活年數為8.47 年。

有鑑於此，加上隨著年紀增長醫療費用更會增

加，應以醫療險彌補健保的不足，尤其醫療險有投

保年齡上限，更應趁年輕時及早做好相關規劃。

醫療風險

數據資料來源：內政部、衛生福利部

貳、退休五大風險

國人平均壽命與平均健康餘命歷年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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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已於1993 年成為高齡化社會，2018 年
轉為高齡社會，推估將於2025年邁入超高齡社會。

● 老年人口（65歲以上）年齡結構快速高齡化，
2025 年超高齡人口（85 歲以上）達 47 萬人，
2070 年更增長至180 萬人，超高齡人口占老年人
口占比從10%增加至27％。

● 我國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於 2015
至 2070 年間，由美、英、德、法、義、日、韓等主
要國家中最低之列，快速增加至高於其他國家，僅
次於韓國。

資料來源：2020年 8月，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
估（2020至 2070年）」

台灣高齡化時程

長照風險

綠色數字表示85歲 +人口數

貳、退休五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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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人侯怡君多年工作所得幾乎全用來照顧腦

傷母親及全盲父親，她從不敢計算這麼多年花了多

少錢，因為沒膽算才能繼續撐，為了不造成他人負

擔，她預計為自己儲備六千萬退休金。

＊ 昔日軍中情人方季惟為了照顧父母淡出演藝

圈，陪伴罹癌父親及失智母親走完人生，單身的她，

為了不造成弟妹負擔，開始規畫保險，包括儲蓄險

及醫療險，更月繳 2 至 3 萬的長照保費。

＊ 陪伴失智父親走過照顧最後一哩路的朗祖筠，

曾自曝照顧過程的花費，讓她開始害怕自己若「老、

病、窮」要面對的照顧問題，於是選擇透過長照險

來分散未來的風險。

衛福部推估國人一生中長照需求時間約7.3年（男

性：6.4 年；女性 8.2 年），而全民健保主要支付民

眾住院、診療、掛號、醫藥等費用，並未負擔民眾在

莫讓兩代同垮  退休規畫長照不可少

長照風險

貳、退休五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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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安養的費用，長照費用大致包含看護、營養品和

尿布等長期性支出，另還有輪椅、電動床、氣墊等非

固定的一次性支出，若需要氣切等特殊照護，那費用

就更可觀了。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總會估算，照顧一位臥床長

輩，每個月的支出大約三萬元到七萬元。而根據主

計總處最新統計，受僱員工平均月薪約4.4 萬元，這

張長照時間表沒人可以預

估究竟會有多長？我們可

以傾盡全力照顧上一代，

那我們自己呢？日本社會

專家甚至讓年輕人棄養父

母、交給政府照顧，不然

會是整個家庭的沉淪，這

是現實、也是警鐘。

莫讓兩代同垮  退休規畫長照不可少

長照風險

貳、退休五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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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膨風險

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從1959年統計至 2020 年，台灣消費者物價指

數呈現爬升趨勢，從11.03 漲到102.31，漲幅高達

828％。若僅計算 1991年至 2020 年這 40 年的

漲幅，從 57.07 漲到 102.31，漲幅也有 79％，亦

即現在的一塊錢能買到的商品與服務只有 40年前

的一半，實際價值僅剩55.7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貳、退休五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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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所得及支出一覽

年別
每人可支配所得
/ 萬元

每人消費支出 /
萬元

2020 年 37.0 28.0
2019 年 35.1 27.5
2018 年 34.0 26.6
2017 年 33.2 26.4
2016 年 32.3 25.3
2015 年 31.1 24.5
2014 年 30.4 24.0
2013 年 29.4 23.3
2012 年 28.6 22.5
2011 年 27.6 22.2
2010 年 27.4 21.6
2009 年 26.6 21.1
2008 年 27.3 21.1
2007 年 27.3 21.2
2006 年 26.8 20.9
2001 年 24.3 18.4

◆ 從 2001至 2020 年，每人支出成長 52％，所得
亦成長52％。收入成長幅度完全被通貨膨脹吃掉，
生活品質缺乏提升的空間，因此退休規畫必須將通
膨這個變數也考量進去。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通膨風險

貳、退休五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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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台灣現行的退休制度，撇除個人理財的部分，勞

工可依靠的退休金來源為勞保年金及勞工退休金（新

制、舊制），軍公教人員的退休金來源為軍公教人員

保險及軍公教退撫基金、私校退撫基金，農民的退休

金來源為老農津貼及農民保險，至於無工作保險的一

般國民，則只有國民年金可依賴。

2017年 6月底，立法院三讀通過「公務人員退休

資遣撫卹法修法」，公教人員退休金降幅介於 9％至

38％，約砍三分之一，但公教人員退撫基金未來仍

將面臨入不敷出的窘境。而影響最大的勞保潛藏負債

逼近11兆元，勞保年金改革勢在必行，預計從延後

退休年齡、降低給付水準、

延長投保薪資採計期間、提

高保險費率、政府資源挹注

等五大面向並進，並採動態

調整方式。

政策風險

貳、退休五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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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的社會保險與職業退休金，除了私校退撫基

金及勞工退休金採「確定提撥制（存多少領多少）」，

為個人退休專戶，其餘大多採「確定給付制度」，在

人口紅利結束、嬰兒潮世代退休潮來臨，以及少子化、

高齡的趨勢下，社會保險負擔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勞保年改至今尚無具體期程與方向，而所得替代

率偏低亦是潛藏的退休財務風險，在社會保險及職

業退休金都無法保障退休生活的前提下，想要安心

退休，除了搭配6％勞退金之外，更要存一筆自己可

以掌握的退休基金，提早建構未來退休生活的安全

網，才能避免淪落為下流老人的窘境。

政策風險

貳、退休五大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