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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簡介1 

 
勞工退休金條例（以下簡稱為「勞退條例」）即將在今年七月正式實施，

但因勞退條例對於一些實際執行的問題，並未提供明確的解答，而有賴施行

細則與相關子法補充。而主管機關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以下簡稱「勞委會」）

於今年一月十九日，亦已正式公布勞退條例施行細則與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

資分級表等子法，對於勞退條例之執行方式與制度銜接等問題有了初步的釐

清。本文以下即初步簡介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的重點，提供給各位讀者參考。 
 

一、制度的選擇 

(一)新舊制度的選擇 

依據勞退條例的規定，勞退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於勞退條

例施行後，若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即得選擇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

金規定或轉而適用勞退條例所規定的退休金制度，而雇主亦應於勞退條例公

布後至施行前一日之期間內，以書面徵詢勞工之選擇；勞工屆期未選擇者，

即自勞退條例施行之日起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參照勞退條例

第 8條、第 9條）。而勞退條例施行細則更針對勞工的選擇權行使方式與程序，
作了更細部的規定如下（參照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 5條）： 
1. 雇主以書面徵詢勞工時，應由勞工親自簽名，並應將徵詢結果填具勞工退
休金制度選擇及提繳申報表寄交勞保局，且留存一份。 

2. 為確保勞工選擇退休金制度的權益，勞工選擇勞退條例所規定的勞工退休
金制度時，並得以書面向勞保局聲明。雇主申報如與勞工聲明不同者，以

勞工聲明為準。  

(二)實施年金保險制事業單位所屬勞工之退休金制度選擇 

依據勞退條例的規定，事業單位若符合勞退條例第 35條所定要件並經主
管機關核准後，即得實施年金保險制度，但要符合勞退條例第 35條之規定須
經一定的程序，故事業單位很可能無法在一開始即實施年金保險制度，再者，

勞退條例本身也未針對未選擇參加年金保險制度的勞工，其退休金制度的選

擇與適用等問題加以規定，而留下不少解釋的空間。而實施年金保險制之事

業單位所屬勞工，能否在退休金專戶制與年金保險制中進行選擇，亦有疑義。

有鑑於此，勞退條例特別針對實施年金保險制事業單位所屬勞工之退休金制

度選擇為下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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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業單位未經核准實施年金保險前，應為勞工提繳退休金至個人退休金專
戶（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 6條）。 

2. 勞工未選擇參加年金保險者，除選擇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制度者外，
雇主應為其提繳退休金至個人退休金專戶(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 7 條第一
項)。 

3. 新進勞工未選擇參加年金保險者，雇主應為其提繳退休金至個人退休金專
戶（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 7條第 2項）。 

4. 選擇適用勞退條例退休金制度（不論是年金保險制或勞工退休金專戶制）
之勞工，得變更原選擇適用之退休金制度，改為參加個人退休金專戶或年

金保險，但此一變更，一年以一次為限（勞退條例第 13條）。 
 

二、退休金專戶與年金保險制度的銜接 
目前勞退條例僅對於適用年金保險制度的勞工於離職後再就業時的退休

金制度選擇及年金保險的存續方式等事項為規定（參照勞退條例第 38 條），
但對於此退休金專戶與年金保險制度兩者如何銜接、轉換等問題，卻付之闕

如。為便勞退條例的推行，並確保勞工在轉職過程中面臨退休金制度轉換時

權益不致受損，勞退條例施行細則遂規定如下： 
1. 選擇適用個人退休金專戶之勞工，離職後再就業，而選擇投保年金保險
時，得選擇保留已提存之個人退休金專戶，或一次將其個人退休金專戶之本

金及收益移轉至年金保險，但其已提繳退休金之期間，不得低於二年（勞退

條例第 14條第 1項、第 3項）。 
2. 選擇投保年金保險之勞工，離職後再就業，選擇由雇主為其提繳退休金
至個人退休金專戶時，得選擇保留已提存之年金保險，或一次將其年金保險

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移轉至個人退休金專戶，但其已提繳保險費之期間，不得

低於四年（勞退條例第 14條第 2項、第 3項）。 
3. 若勞工依前述規定將年金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全額移撥至個人退休金
專戶者，其參加年金保險的工作年資，即得與退休金專戶實際提繳退休金之

年資合併計算（勞退條例第 35條）。 
 

三、提繳之要求、期間與方式 
另外，勞退條例的另外一個重點，就是針對勞工退休金專戶的提繳與請

領等事項，作了更多補充勞退條例的具體規定。舉其要者，諸如： 

(一)提繳率的認定 

就雇主為勞工每月負擔之強制勞工退休金提繳率，勞退條例施行細則雖

規定原則上應依相同之提繳率按月提繳，但是卻也開放雇主申報以不同提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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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個別勞工提繳（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 16 條第 1 項），因此雇主未
來得針對個別勞工提高提繳率或為區別規劃。但須注意的是，雇主如未申報

提繳率或申報未達 6%者，即依勞退條例第 14條第 1項規定之最低提繳率 6%
計算（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 16條第 2項）。 

對於自願提繳的部分，或許是為了避免自願提繳的免稅優惠過度擴大致

使稅基流失的情況太過嚴重，勞退條例施行細則遂配合勞退條例原有文字，

對於自願提繳率設有更明確的上限規定，而訂明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及不適

用勞動基準法之本國籍工作者或委任經理人，依勞退條例第 7 條第 2 項規定
自願提繳退休金時，其提繳率不得高於 6%，但若其自願提繳，雇主得在百分
之六之提繳範圍內，另行為其提繳（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 20 條），其與強制
提繳之提繳率處理模式顯有不同，值得注意。 

(二)工資的認定方式 

為了方便雇主計算應為勞工提繳的退休金數額，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 15
條即規定，由雇主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工資分級表之標準，向勞

保局申報其應提繳的退休金。而目前月提繳工資分級，共計六十一個工資等

級，申報工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之原則為：(1)勞工每月工資低於 1,500元者，
依 1,500元之 6%提繳退休金；(2)勞工每月工資介於 1,501元至 147,900元者，
依工資落於月提繳工資分級表之等級最高金額之 6%提繳退休金；(3)勞工每
月工資高於 147、901 元者，依 150,000 元之 6%提繳退休金。但勞工每月工
資如不固定者，則以最近三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且除每月工資總額低於勞

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下限者外，其月提繳工資金額不得低於勞工保險投保

薪資或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 

(三)提繳與否的釋疑 

而針對勞退條例通過後，常見的疑問諸如兼職勞工、勞工遭遇職業災害

應否提繳，以及勞工自願提繳部分何時可停止提繳等問題，勞退條例施行細

則亦作了明確規定如下： 
(1) 由於勞退條例的基本精神在於，不論是兼職或專職、定期或不定期的勞
工，只要有受雇的事實，雇主即應以不低於勞工每月工資 6%的提繳率為
勞工提繳退休金，勞退條例施行細則遂於第 9條明文規定，勞工同期間受
僱於二個以上之雇主者，各該雇主應分別提繳。 

(2) 由於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第 2 款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在醫療中不
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故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 10
條並規定，勞工遭遇職業災害，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雇主應以勞動基

準法第 59 條第 2 款規定之原領工資，依月提繳工資分級表按月為勞工提
繳退休金。 

(3) 針對勞工自願提繳的部分應何時停止一事，勞退條例施行細則規定如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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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提繳並通知雇主、因可歸責於勞工之事由而屆期未繳納，或因勞工離

職、死亡、留職停薪、入伍服役、因案停職或被羈押未經法院判決確定前

而雇主依法申報停止提繳退休金（參照勞退條例第 18條與第 20條第 1項）
時，勞工自願提繳部分即得予以停止。 

 

四、結語 
勞退條例施行細則在千呼萬喚中，終於在今年一月份定案，而對於勞退條

例未明確規定的事項作了部分補充。然而此次定案的勞退條例施行細則，與

先前勞委會曾對外公佈的草案內容，明顯地簡易許多，對於草案中一些較具

爭議性的規定，諸如退休金請領標準的放寬、經理人的定義、強制適用相同

提繳率等，均已不再復見。由於勞退條例在立法當時，對於許多具體執行面

的問題，均漏未規定而有賴相關子法補充，勞退條例施行細則更是攸關勞退

條例能否順利實施的關鍵之一，其未來的發展與修正，均值得我們密切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