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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退休改革議題

關於此重大議題，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以下簡稱全教總)已於101年九月召開會員代表

大會討論，並於會中決議下階段之退休制度相關規劃中本組織的立場，長期以來教師組織對各

種退休基金的狀況、各類退休條件，皆有組成小組及宣講團，並派代表參加考試院銓敘部的退

撫基金監理委員會，於會議中獲得的資訊都經由各種管道周知會員，放眼全台所有職業類別組

織中，應只有我們會以如此完整的方式且透過教育的角度讓全體會員了解。

在101年十月，整體年金制度遭遇了一波巨大的波浪與衝擊，多數老師們著重於談論該不

該改革？如何改革？改革方式是否合理等面向，相對的，其他行業別勞工在談論此議題時，其

代表是否能精確的讓勞工們理解改革的邏輯，還是只純粹站在相對剝奪感的思維，若是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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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利於整體社會氛圍。

因此101年度十大教育新聞中，將此議題納入是理所當然。自十月開始，在各大媒體、政

論性節目報導，諸多名嘴的意見表述下，發現各界皆在退休議題上耗費了相當多時間。事實

上，此議題在經過一百多場的討論之後，各方意見逐漸統整，個人對教師組織能以理性態度討

論退休議題十分具有信心。目前首先被討論的是勞工能否領到勞保的議題；其次為總體社會安

全系統之國民年金、基礎年金區塊。一般人會將職業年金與基礎年金加總，用以衡量老年生活

過得是否有尊嚴，甚至於相對幸福或相對有保障，若要達到老年生活相對舒適的程度，可能需

要仰賴商業年金(例如保險)。

關注老中青世代間的平衡

當前年輕世代的教師會員約占6成左右，組織於處理退休議題時，自始至終皆採用重視世

代公平正義的態度，而非世代剝奪的方式進行討論。關於組成人員方面，除考量性別以外，也

特別強調跨世代的平衡，在老中青三代的對話部份，透過現在的多元媒材，例如網路或影音連

結，能快速傳遞出去，可促進世代間相互的理解以及獲得安全感，個人認為彼此相互理解十分

重要，在組成因應小組時，也會由不同世代成員組成且相互對話，以獲得不同世代的意見。另

外從組織做出的決議中，可以清楚發現其公正的思維邏輯：例如對於已退休者，其退休條件若

造成退撫基金過度的財務失衡，也會有持平的主張，所以組織在討論此議題時，並非基於先退

先贏的想法，而是以大家皆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全面地包含老中青各世代的方式進行討論。

當前退休基金的大問題

當前退休基金最大的問題就出在勞保的部分，政府過去不敢對資方言明退休金是廣義的

延遲給付的薪資，所以在聘用人員時，資方撥付每位雇員勞保的70%就是人事成本，此人事成

本原本由國家設算，且企業亦接受，此勞保提撥70%是資方的責任，但最近企業的責任卻少有

人談及，大家都將焦點放在談論勞委會的責任、馬總統的責任，應該要更深入而全面的廣泛討

論。

關於企業的責任部份，舉例說明：僱用一位人員，需要顧及其有尊嚴的退休生活，假設需

成本100元，則其中70元應由企業支付，10元應由政府支付，剩下的20元則是勞工自行支付。

而現今最大的問題就是國家在試算後，且立法院亦通過施行了，勞工退休後可領100元，但事

實上雇主只繳交50元，因此最後勞工一定會向政府請求領取100元，然而政府並未向企業說明

必須要繳交多少錢才能讓勞工領到100元，此即問題之源頭。

期許政府在試算適當提撥率或準備金時，要誠實呈現應許可勞工領多少錢，同時要誠實準

備該筆預算，並透過立法程序明訂關於聘用勞工時企業要支付多少人事成本，政府最後只需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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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雇主是否按照規定繳交、提撥、或有無高薪低報、或有相當程度人數為非領勞工年金而應領

國民金者也加入勞保等情事，稽查不實與監督企業負起責任是政府的職責。

85制與90制

關於此波退休條件的變革，組織已經讓考試院銓敘部及行政院教育部都充分理解，教師與

公務人員的工作性質有相當大的不同，也因為論述成功，故至今教職員退休條例尚未修法。先

前在與教育部長的座談中，部長也發自內心表達其想法：德高望重在大學有其正面意義，但在

中小學則很難被認同。現在因銓敘部欲了解中小學老師是否有其職業屬性，全教總自己也委託

民調公司進行調查，諸如家長認為自己的孩子應由怎麼樣的老師進行教學、各個老師的年齡層

之間有何特性等。全教總在處理此議題時，不只是要讓老中青三代或退休老師清楚，也要讓社

會各界都明白未來可能出現的聲音，不要被公部門操弄而不自知，所以在很多訊息出來前，組

織就已經做好準備並掌握資訊，並據之為政策遊說的基礎。

退休制度改革對教育的衝擊

首當其衝的是師資培育制度，因面臨當前少子化現象，每年度能任用的正式教師人數僅

一、二百位，導致培訓人數從以前約18000人到今日的8000多人；另也可從師培生的入學成績

明顯觀察出受退休制度改革的衝擊，過去入學成績優秀，現在比較不佳；此外，已經取得畢業

證書者，師資檢定時竟要再多考一科數學，便可知對於現在的師資培育畢業生，各界是存有疑

慮的。這樣的意見或許對師培生不公平，但從客觀數字而言，當前的師資培育生並非大家心中

志願首選。若退休議題未被妥善處理，此問題將會雪上加霜，可能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

草！另，目前的教學時數中20%是由兼任教師吸收，事實上兼任教師的退休條件並非在這個退

撫基金水庫中，如此則水進不來水庫，但是流出去的卻更多，也是一大問題。

對退休年金改革的期待

期待每個人都能獲得安全有尊嚴的老年退休生活保障，這也是政府的職責，政府的責任是

指政府應向企業雇主說明白，要付出多少人力成本，而非一味由政府拿錢出來。台灣的有效賦

稅率只有8%到12%，其他福利國家通常為40%到50%，相差5倍之多。而提高稅率的前提就是政治

要清廉，若政府貪污，人民自然不願繳稅，因而要先建構人民的信心，民眾才願意繳稅。另外

關於資本利得部分，如同這次健保改革一般，永遠課不到資本利得部分，反而課到工讀生和領

固定薪水的人，固定薪資所得占有效課稅率的比例非常高，政府應感到汗顏，這代表政府無法

課到資本利得，只能靠領固定薪水者的課稅來支撐國家財政，所以提高有效賦稅率的前提是應

先解決資本利得課稅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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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退休年金改革的期待

期待每個人都能獲得安全有尊嚴的老年退休生活保障，這也是政府的職責，政府的責任是

指政府應向企業雇主說明白，要付出多少人力成本，而非一味由政府拿錢出來。台灣的有效賦

稅率只有8%到12%，其他福利國家通常為40%到50%，相差5倍之多。而提高稅率的前提就是政治

要清廉，若政府貪污，人民自然不願繳稅，因而要先建構人民的信心，民眾才願意繳稅。另外

關於資本利得部分，如同這次健保改革一般，永遠課不到資本利得部分，反而課到工讀生和領

固定薪水的人，固定薪資所得占有效課稅率的比例非常高，政府應感到汗顏，這代表政府無法

課到資本利得，只能靠領固定薪水者的課稅來支撐國家財政，所以提高有效賦稅率的前提是應

先解決資本利得課稅的問題。

關於教師評鑑

組織非常重視此議題，也已經針對8萬多名會員發放問卷調查，很快就能彙整並得到相關

資訊。其次，本人無從反對或支持教師評鑑，因從未有人勾勒出教師評鑑究竟應如何進行，但

至少可以確定幾件事情：第一、未有支持或反對共識時，組織不必有立場，也毋須對號入座；

第二、不論未來教師評鑑如何進行，我們都反對僅由官方單一面向來進行教師評鑑；第三、組

織會一直反對沒有團體協約或協約精神的不法文字；第四、組織將持續檢視相關單位對教師評

鑑投入的教育經費，及所產出的教學專業成長的比例是否為最佳途徑，也許投注如此多的教育

經費做教師專業成長，會比做教師評鑑所達成的效果還要好；第五、一直以來都遍尋不到世界

各國中有進行教師評鑑且成功的例子，這是最核心的大問題，

但在跟社會各界對話時，組織通常將教育基礎放在最後，若一開始即提出，容易被扣上反

對教師評鑑的帽子。事實上若將客觀事實、投入之教育經費、甚至學生成績拉入教師評鑑內容

中分析，皆證明了一個事實：自古至今沒有一個教師評鑑成功的例子，舉例說明：英國投入上

百億經費，然做了幾年便喊停；美國某些州曾經採取獎勵制度，卻被質問有難以舉證的情況，

批評者認為教師評鑑耗費過多金錢，若改採其他方式可能會做得更好。因此教師評鑑並非神聖

不可侵犯，只是現在對話者都站在不知從何而來的基礎上，認為評鑑非做不可。

評鑑是個中性的辭彙，很多進行教師評鑑的國家，事實上是在進行考核，甚至有些國家的

評鑑，僅是以年資做為敘薪的標準。最重要的對照組是芬蘭，其並未進行教師評鑑，原因是認

為此舉侮辱了教師族群，他們一開始就讓老師成為如同醫生一般受歡迎的職業，接著培養進入

教育職場的人員具備榮譽感與責任感，並給予極大的專業自主空間，芬蘭人不相信考試會讓學

生能力變好，他們以為考的越少、教學時數越少、大量增加學生探索時間是比較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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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家長責任

家長教養職責宜透過立法程序，讓家長了解其最低限度的責任內涵，其實這是對兒少的保

障，一般人都認為對兒少的保護責任皆需由政府負責，而學校要提供免費義務的服務等等，較

少提及家長的責任。有些家長認為孩子是未來的主人翁，便讓孩子從早到晚都課輔，將全數責

任全交由家庭以外的機構與國家承擔，以人類社會或以親子關係而言，此舉已將兒少從作為一

個人的定位，轉換成工具化取向。所以家長的責任應被深刻探討，例如基礎部份家長至少要做

到什麼程度？若家長無法達到最低要求，應透過一種強制的課程以提供協助，使該家庭具有一

個常態家庭的功能。

當前台灣有一個很大的問題，許多媒體無法完整呈現真正在教育現場的親師關係，導致

有特定的家長團體長期代表家長在媒體上發聲，但事實上他們已非中小學學生的家長，而家長

其實不應該成為一種「職業」，而是「身份」，不應為了媒體的發言空間、組織的擴大發展，

便配合或引導媒體而說一些可博得新聞版面的話，此舉深刻傷害了原本良好夥伴關係的學校教

師與家長，造成需要輔導的家長聲音反成為主流聲音，這是本末倒置與扭曲的現況，再加上公

部門完全無法體現事實真相，反而認為躲在特定家長背後，讓這些家長和教師形成一種對立關

係，便可便宜行事，不必經過深入對話就可貫徹某些政策，個人以為此舉不妥，因為教育要處

理的是孩子的受教權以及未來。

教師評鑑 VS. 處理不適任教師

當前關於教師評鑑議題是處於各自表述的狀態，教育部長與次長的表述不同；甲次長與

乙次長的表述也有落差；藍綠政黨表述不一；校長團體彼此之間表述不同，家長團體亦是。然

綜觀各方論述，似乎做了教師評鑑之後，便可各取所需，但我可以肯定的說並不會。各界都認

為我們害怕教師評鑑，但是，錯了！我們是看不起教師評鑑，我們覺得以台灣老師的資質，要

讓教師們符合教師評鑑的指標，個人認為不會太難，倒是心疼我們台灣的老師要去服膺這種形

式化的教師評鑑，而且早預見它必然會走上一種表報式或回報式的教師評鑑，那麼對學生的教

學輔導是最大的損失，所以不要小看教師族群對教師評鑑的看法，最令人擔心的是耗費大家生

命時間去做教師評鑑格式化的過程，個人衷心期待能讓老師回復到與孩子互動，透過每次的對

話、輔導、教學行為、補救教學或親師懇談，讓教學可以順利進行，這是我們最在乎的事情。

凡是教育工作者皆明白，教育最大的特性即是不能隨便被數字量化檢視，更多時候它需要互

信，是以互相合作的角度，而非消費生產的角度去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