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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問過自己以下問題：須工作到幾歲才能退休？要準備多少

錢才能退休？面對此類退休議題時，多會感到迷惘。

根據 2019年國立政治大學與台灣人壽合作「台灣高齡社會退休

生態觀察指標」調查，將近 5成受訪者表示，不知道退休金從何而

來，其中認為退休金準備充裕的受訪者竟不到 5%（詳見圖 1）；且

根據該退休調查，年輕的 25∼ 35歲及 35∼ 45歲世代，都有超

過60%受訪者認為退休金不足，對未來退休最沒信心（詳見圖2）。

這也難怪，在如今高齡化、少子化且房價、物價高漲的年代，許

多人認為微薄的薪水光供應日常支出就已捉襟見肘，哪有時間去想

以後、去想未來退休的事呢？更有人認為，平常不是都有繳勞保、

提撥勞退？退休後靠這些年金、退休金來支應生活即可，應該不用

再自行儲蓄或進行投資吧？

用退休金3支柱 
建立安穩退休生活

1-1

圖1 認為退休金準備充裕的受訪者不到5%
──退休金準備是否充裕調查結果

圖2 35∼45歲民眾約66%認為退休金準備不足
──各年齡層退休金準備是否充裕調查結果

註： 調查對象為台灣地區25歲以上之民眾，考量退休及未退休北、中、南、東部族群，共回收有
效樣本數為1,418份

資料來源：台灣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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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59.80%

註： 調查對象為台灣地區25歲以上之民眾，考量退休及未退休北、中、南、東部族
群，共回收有效樣本數為1,418份

資料來源：台灣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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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現在進行退休金儲備時，應多下工夫在打造個人理財儲蓄

的多項儲蓄與投資帳戶上，藉由打造被動收入（詳見名詞解釋）的

模式，以建立源源不絕、取之不盡的「退休資金池」，達成被動收

退休金應著重個人理財儲蓄，累積被動收入

但是在人口高齡化及少子化的影響下，光靠政府退休年金恐怕遠

遠不夠支應未來退休後的基本生活所需，更遑論高品質的退休生活。

那麼，該如何自提與進行退休金儲備呢？在進行退休金儲備時，

一般會分成 3項主要來源，分別為政府退休年金、企業退休金和個

人理財儲蓄，三者又被稱為「退休金 3支柱」。

過去在運用退休金 3支柱時，就如同圖 3左側，大部分的退休金

來源為政府提供的退休年金，即為最基本的退休收入，如國民年金、

公教人員保險、勞工保險及軍人保險等；再來，則是依靠雇主為員

工所提撥的各式退休金，例如退撫基金或一般勞工所擁有的勞工退

休金；最後，金額最少的一部分，才是個人理財儲蓄，即為自行儲蓄、

投資所獲的個人收入。

隨著時空環境改變，過去運用 3支柱的觀念，也必須有所調整，

現在單靠政府保險所提供的年金，難以因應退休生活。而退休金的

儲備，應該轉為像圖3右側一般，徹底顛覆過去的儲備概念，以「個

人理財儲蓄」的占比最重、最為優先，依序才是企業提撥的退休金

及政府所提供的退休年金。

儲備退休金時，政府退休年金占比逐漸減少
──退休金3支柱的變遷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研究報告

圖3

個人
理財儲蓄

企業退休金

政府退休年金

過去 未來

個人理財儲蓄

企業退休金

政府退休
年金

被動收入

被動收入指的是只需要花費一點時間和精力去維護，就能取得的收入，不需要太多「主動」

的勞心和勞務投入就能得到，與工作的薪資收入對比，種類包括股票股利、基金配息、出租

租金或版稅等，只要不須過度投入就能得到的收入，即可稱為被動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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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於日常支出的安穩生活，過上不須為錢煩惱、富足且充實的退

休人生。

自提勞退享有降低稅負與保本投資2大優勢

了解退休金 3支柱的個別意義與大致上的不同處後，大家可能會

有疑惑，政府退休年金、企業退休金、個人理財儲蓄，具體上又有

什麼異同呢？

支柱 1》政府退休年金（勞保）
以台灣而言，第 1部分是政府退休年金即勞工保險（勞保）中的

老年給付。勞工保險顧名思義即為勞工的保險，其保障的範圍，包

括傷害、殘廢、生育、死亡及老年 5種給付，所以起碼年滿 60歲

（1962年（含）以後出生的勞工，要年滿 65歲才能請領）後，

就可以請領勞保老年給付，但因為勞保屬於「共同帳戶」，意思是

所有保戶共同擁有一個帳戶，當共同帳戶被領出金額（給付）比繳

入金額（保費）還多時，將使勞保入不敷出、造成勞保虧損，一旦

虧損程度過大，不斷累積到整體帳戶淨值轉為負值時，就可能導致

勞保發生破產危機。

此外，勞保屬於確定給付制，意思是指一定會給付「一定」金額，

不受提撥金額與投資收益波動的影響，這樣的「保證給付」更加重

了勞保基金的負擔。

支柱 2》企業退休金（勞退）
至於第 2部分的企業退休金，就是台灣企業為員工所提撥的勞工

退休金帳戶（勞退）。不同於勞保，新制勞退帳戶是個人獨立擁有，

是個人在工作期間，每月提撥 0%∼ 6%不等比率的薪水，再加上

強制雇主每個月依照月薪金額提撥 6%而成，兩者一起存進個人專

戶中，也因為是個人所有，因此不會破產，最大風險在於帳戶投資

的績效高低而已。

勞退屬於確定提撥制，意思為受僱人（勞工）於受僱期間，企業

得定期提撥一定金額到退休金帳戶，退休金的金額大小，是由受僱

人退休金專戶中提撥本金和累積收益決定，使得勞退在財務上不確

定性較低，因此沒有破產風險。

其中，受僱者所提撥的勞退屬於非強制性質、為自願性提撥，在

此也建議薪資較高者可考慮自主提撥勞退，能享有降低稅負與保本

投資 2大優勢。舉例來說，小明每月薪資為 5萬元，若他進行 6%、

每月 3,000元的勞退帳戶自提，每年自提金額共 3萬 6,000元，

這 3萬 6,000元可以免稅，在年薪 60萬元、5%所得稅率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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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小明因自提勞工退休金，可省下 1,800元（1,800元＝ 3萬

6,000元×5%）的所得稅支出。

最棒的是，勞退帳戶的投資就算虧損也不用擔心，根據《勞工退

休金條例》第 23條：「領取勞退中的一次退休金，其運用收益不

得低於當地銀行 2年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收益，若有不足者，由國

庫補足。」即有保證收益機制可以保本。至於，勞保和勞退兩者間

更詳細的內容及比較，則可參考表 1。

支柱 3》個人理財儲蓄
至於第 3部分則為現在占比最重要的個人理財儲蓄，是個人透過

存錢、投資等財富自籌手段所進行的退休金儲備。在現今勞保面臨

破產，且勞退收益和給付金額不確定的情況下，進行退休金儲備時，

個人理財儲蓄格外重要。

2大法則試算所需退休金並進行資產增值估算

靠樹樹倒、靠人人老，更不用說想要靠政府，退休還是要靠自己

最好！回到一開始的問題：到底要準備多少錢才有辦法退休？退休

的門檻因人而異，首先，要先確認自己退休後想要的生活品質和花

費到底需要多少？

先設定退休年齡，並參考國人平均壽命，推估退休生活有多長。

再來，計算退休後的所需花費，可從每月的日常生活費、房貸費、

保險費、其他個人雜支費及休閒旅遊等娛樂費用進行加總計算。舉

例來說，假設小明每月生活費約 2萬元、房貸 1萬元，保險費和其

他雜支休閒費用共 1萬元，則年需約 48萬元，保守估計每年需要

50萬元。

初步了解每月、每年所需的花費後，可對未來勞保與勞退進行初

步試算，扣除勞保與勞退試算的可領金額後，即可得到須依靠個人

理財儲蓄進行準備的資金缺口。

項目 勞保 勞退

概念／性質 保險 基金帳戶

制度 確定給付制 確定提撥制

擁有者 共同集中 個人獨立

是否會破產 有可能 較無風險

幾歲可領 60∼ 65 60

勞退為個人獨立擁有，且較無風險
──勞保vs.勞退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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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得不注意的是，退休後可能會遇到通膨、市場波動、長壽、

醫療及政策變動等 5大風險，因此在進行準備時，必須多設下退休

風險「防火牆」，以保障退休生活無虞（詳見圖 4）。

試算方法 1》4%法則
在不計入勞保與勞退的情況下，可利用「4%法則」，對退休金儲

備進行大約的試算及規畫。4%法則的定義是，依各類投資組合年平

均報酬率的「安全值」4%進行回推，即可得退休時大概要有的儲備

總額（詳見圖 5）。

以上述的小明為例，每年花費約 50萬元，要讓退休儲備金以每

年 4%產生 50萬元被動收入金流的情況下，退休金儲備總額要達

1,250萬元（1,250萬元＝ 50萬元÷4%）以上。若再節省一點，

將每年的退休花費壓低在30萬元的狀態下，則僅要750萬元（750

萬元＝ 30萬元÷4%）的退休金儲備總額就能達成。

看到這裡，大家可能會抗議：「拜託，750萬元也不容易存好嗎？

難道這輩子我真的與退休無緣？」別擔心，其實存到 750萬元一點

也不難，只要好好地利用複利魔法和各項投資工具，要存到 700萬

元，甚至是 1,000萬元以上，絕非不可能。

就大方向來說，在資產、退休金累積上，年紀較輕的人可以按照

「定期定額」投資法進行準備。如果以 750萬元為目標，只要每

月投入 1萬 5,000元、以安全值 4%年化報酬率進行滾存，大約

設定退休年
齡，並參考
國人平均壽
命，來推估
退休生活有
多長

推算你退休
生活每月所
需的花費，
並計算退休
後所需總額

扣除勞保、
勞退可領金
額後，得出
需自行儲備
之金額

設下退休5
大風險「防
火牆」

退休金儲備
總額

每年所需花費 4%

計算退休金儲備總額
──4%法則公式

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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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年（294個月）就能存到約 750萬元（詳見圖 6）。

不管你是 25歲的職場新鮮人，又或是而立之年的 30歲上班族，

都能在 65歲甚至 50歲前，就靠著儲蓄及投資，且在不依賴勞保

年金和勞工退休金的基礎下，藉由 4%法則來產生每年 30萬元的

退休金流，達成快樂退休的終極目標。

試算方法 2》72法則
已有一部分資產的人，則可以運用「72法則」來進行未來資產增

值的估算。

72法則是以複利作為基礎，以「72」這個數字做應用計算，可

以迅速算出資產翻倍所需年數或每年所需年化報酬率，也就是用

「72」除以每年所需年化報酬率或資產翻倍所需年數，就能找出相

對應的數字（詳見圖 7）。

舉例來說，若這筆投資每年可獲得 8%的報酬率，以 72除以 8，

可以得到9這個數字（9＝72÷8），這代表「每年8%的複利投資，

資產翻倍的時間是 9年」。若打算在 12年內要翻倍這筆投資並回

收，每年所需要的報酬率就是以72除以12年，每年要有報酬率6%

（6＝ 72÷12）進行複利，才能在 12年達到資產翻倍的目標。

因此，手中若已有 500萬元∼ 600萬元資金，累積翻倍到可供

退休的 1,000萬元∼ 1,200萬元，若以 4%年化報酬率試算，也

只要約 18年（18＝ 72÷4）的時間就能完成，若以 750萬元的

1萬5,000元 3萬元 約750萬元

1個月 2個月  294個月

年化報酬率4%

計算資產翻倍所需年數
──72法則公式

圖7

資產翻倍
所需年數

72 每年所需年化
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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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試算，相比年輕人定期定額地投入，時間更短、更為快速。

若每年能得到更高的報酬率，那麼退休金的累積速度將更快

速，以投資台灣規模最大的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元大台灣 50

（0050）為例，據回測，就算買在 2008年、2009年金融海嘯

前的高點，持有 10年過後，年化報酬率仍有約 6%∼ 8%的水準。

而在 6%的年化報酬率下，依據 72法則，資產翻倍的速度更只

年化報酬率（%） 資產翻倍所需年數

1 72.00

2 36.00

3 24.00

4 18.00

5 14.40

6 12.00

7 10.29

8   9.00

9   8.00

6%年化報酬率，達成資產翻倍目標需12年
──72法則年化報酬率與資產翻倍所需年數對照

表2

需要 12年（12＝ 72÷6），累積退休金的時間也能大為縮減（詳

見表 2）。

退休絕對不是有錢人的專利，不論你是大資族或小資族，年輕人

或中年人，只要充分了解自己的退休需求、距離退休的時間、細數

手中目前和未來擁有的資源，並且經過儲蓄、資產配置和投資規畫

後，想辦法將投資風險降低、報酬提高，加快財富累積的速度，絕

對能夠調配出屬於自己的「退休解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