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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爭議多年的年金變革已於 2018 年 7 月 1 日

正式實施，總統蔡英文表示：「感謝軍公教

同仁，但同時也代表國家道歉。未來，年金

破產將成為歷史名詞，從這一刻起，軍公教

退撫基金財務上的危機已經得到紓解，我們

不會掉下懸崖，一個體制健全、體質良好，

而且每一個年輕的軍公教人員都確定領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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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多年的年金變革已於 2018 年 7 月 1 日正式實施，隨著政局穩定及社結構的改變，國軍

於 2014 年由改為募兵制，期轉型為小而精強的專業化軍隊，近年我國軍職人員離退人數由 104

年有 12,183 人，105 年有 14,396 人，到 106 年有 14,051 人 ( 國防部，2017)，顯示我國軍職

人員留任的趨勢是需求被注意的，特別是在開始實施年金變革的的初期，軍職人員對其看法、

感受或是值得研究的方向。

本研究將以瞭解軍職人員對於年金變革的認知及是否影響其留任意願作為研究內容並進行

探討，並針對海軍官士兵在艦艇上與 ( 海軍 ) 陸岸單位兩種工作型態差異為研究對象，共收集

309 份正式問卷，經由統計軟體 SPSS24.0 進行資料分析、假設檢定驗證本研究架構。研究結果

發現，在公平認知之分配公平層面中，尉級軍官和士官長其認知顯著多於士官；在態度方面，

服職於海軍艦艇單位者其態度高於海軍陸地後勤單位者；在公平認知整體和留任意願方面，則

不因背景差異而有差異；公平認知對留任意願有正向影響，而態度對於公平認知與留任意願之

間具有部份中介效果。

退休金的台灣，從現在已經展開。」( 聯合

新聞網，2018)，由此可知年金的改革對於台

灣的未來是具有相當的意義。

貳、年金變革歷程

回溯歷史，年金的初始是於 1950 年兩岸政

局不穩，鄰近韓國正時發生「朝鮮戰爭」，

加上國內政府財務困難，因此軍公教人員薪

資微薄，即使退休後所可支領的僅有在職所

得的 40 ～ 50%( 陸海空軍軍人保險條例，

1953)。因此為照顧捍衛國家退休的軍人，國

防部於 1958 年 7 月 14 日頒布《陸海空軍退

伍除役軍官優惠儲蓄存款辦法》，明定軍官

領取「一次退伍金」可以辦理優惠存款，開

啟優惠存款的先河。所謂的優惠存款利率是

根據當時台銀存利率的 1.5 倍給予，每月可

固定領取利息，使退休後的軍公教人員生活

更有保障。至 1983 年在定存利率不斷降低且

無法對抗物價上漲趨勢的情形下，才將利率

固定在 18.00%，因而有「優存利率 18%」的

名稱。

政府為防止負擔「優存利率 18%」造成財

務缺口越來越大，甚至留給世代負擔，在總

統李登輝執政時，規定民國 84年（西元 1995

年）之後才成為公、教之人員不適用優惠存

款（18%）政策，但 1994 年（含）之前已就

職者不追討。但這樣的保障讓許多軍公教人

員在退休後領的給付比退休前的還多，即所

得替代率 (Income replacement ratio，指

退休後平均每月可支配金額與退休當時的每

月薪資的比例 )( 考試院，2013) 高達百分百

以上。此超過社會可以接受的水準，甚至造

成提早退休人數的增加，促使政府財政更加

沉重，引起制度是否符合社會公平正義之討

論，年金變革成為社會安全體系的必要性。

2018 年 6月 21 日立法院臨時會深夜三讀通

過軍人年改方案，這是繼去年完成公教年金

變革後，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也三讀

修正通過 ( 自由時報，2018)；併年金變革公

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退休公務員支領月

退休金者、18% 優存 2年半歸零、所得替代率

設定 10 年過渡期 ( 銓敘部退撫司，2018)。

2018 年 7 月 1 日開始實施。實施後直接影響

的雖為軍公教人員，但間接的調整國內整體

的社會安全體系，是有助於我國達到保障老

年經濟安全、年金基金財務健全及世代公平

正義的目標。

蔡英文總統在上任後，於 2018 年 7 月 1 日

正式開始實施年金變革方案，其改革重點著

於年金最低保障金額、18% 優惠存款利息、所

得替代率、月退休金起支年齡、退休金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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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雙薪肥貓條款、育嬰留職停薪 ( 臺灣

理財顧問認證協會，2017)。

由於軍職職業特殊，有服役特性的差異，

所以年金變革的重點以國軍長留久用及從優

照顧國軍權益基礎為目標，因此修法重點如

下 (行政院，2018)

1. 月退俸請領資格：服現役滿 20 年始得

請領退休俸。

2. 月退俸計算基準：新法施行後，以「現

役同官階俸級人員服役期間最後五分之一年

資之本俸平均數加 1 倍為基數」計算；但施

行前，已具備請領退休俸資格者，維持以「現

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加 1倍」計算。

3.年資俸率：服役滿 20年者，起支俸率為

55%；其後每增加 1 年增給 2%，但軍官最高

俸率不超過 90%，士官最高俸率不超過 95%。

4. 已退伍人員退除所得最低保障金額：

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 ( 現行為

38,990 元 )。

5. 遺屬年金：現役軍人退伍前已有合法婚

姻關係存續，於退伍領俸期間亡故人員之未

再婚配偶可申請；領俸軍人於退伍後始結婚

者，於其亡故後，配偶須年滿 55 歲，且婚姻

關係滿 10 年，始可請領。

6. 優惠存款（18%）：退伍除役人員支領

一次退伍金者，優惠利率第 1 年及第 2 年降

至 12%，其後每 2 年調降 2%，施行日第 7 年

以後至 6％；支領月退俸者，原每月退伍除

役所得高於新制之差額，分 10 年平均調降，

優存本金於第 11 年歸還。

7. 調整一次退伍金規定：支領或擇領退伍

金者 ( 一次退 )，因領取總額較少，保留現

行加發最高 10 個基數之「一次退伍金」。支

領或擇領月退休俸者，因本次改革鼓勵現役

官兵長留久用，以適度解決基層缺員狀況，

已將現行國軍各種退伍加給納入通盤考量，

整體提高軍職人員退休起支俸率 (40% 提高至

55%)，因此現行對支領或擇領退休俸者也一

併加發最高 10 個基數之「一次退伍金」之做

法，同步訂定落日條款，本次修正公布施行

日起之服役年資不再採計。

參、研究架構

本研究將以瞭解軍職人員對於年金變革的

認知及是否影響其留任意願作為研究內容並

進行探討，並針對海軍官士兵在艦艇上與海

軍陸岸單位兩種工作型態差異為研究對象，

以期能更進一步能瞭解年金變革對海軍軍職

人員工作留任意願的影響。

由於年金改革過程中爭議最多的就是年金

的制度與社會福利公平性，因此針對這兩項

議題，本研究將設計為對於年金變革公平性

認知，構面以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對態度

與留任意願的關聯性進行研究，其中態度以

支持變革和疑慮變革的構面進行研究，研究

架構設計如下圖 1。

由文獻推論當認知程度高時，對於其支持

或滿意程度也愈高，依據認知構面的不同，

組織人員對於其態度也會有所不同；人員對

於制度公平認知的程度會影響其對於組織或

工作的情感而影響其留任意願；態度的正向

或負向影響留任或離職的也會有不同，提出

假設 :

H1：軍職人員對年金變革公平性的認知與

態度有正相關。

H2：軍職人員對年金變革公平性認知與留

任意願有正相關。

H3：軍職人員對年金變革的態度與留任意

願有正向相關。

H4：軍職人員對年金變革的公平認知會透

過態度間接影響留任意願。

肆、研究結果

一、各變數間之相關分析

(一 )公平認知量表與態度量表之間相關分析

公平認知量表之分配公平構面和態度量

表之支持變革構面相關係數為 -.044，有顯

著低度負相關，和疑慮變革構面相關係數

為 .057，沒有相關性，與態度量表整體相

關係數為 .001，沒有相關性，顯示分配公

平構面與態度量表各構面和整體為低程度負

相關；程序公平構面和態度量表之支持變革

構面相關係數為 -.153，和疑慮變革構面相

關係數為 -.166，與態度量表整體相關係數

為 -.188，結果顯示公平認知構面與態度表

表各構面之間均為低程度正相關性；而公

平認知量表整體與支持變革構面相關係數

為 .086，與疑慮變革構面相關係數為 .149，

與態度量表整體相關係數為 .135，結果顯示

公平認知整體與態度疑慮變革構面和整體之

間具有低度相關性。

( 二 ) 公平認知量表與留意願量表之間相關

      分析
圖1 研究架構圖



N A V A L  O F F I C E R  

034   035  

思維的  學術的  人文的

海 軍 軍 官

No.3
Vol.38

軍職人員對年金變革公平性的認知、態度與留任意願關聯性之研究－以南區某軍港的人員為例

在公平認知方面，分配公平構面與留

任 意 願 的 相 關 係 數 為 0.458 (P>0.01)，

程序公平構面與留任意願的相關係數為

0.540(P>0.01)，整體留任意願的相關係數為

0.632(P>0.01)，均為中度正相關。

( 三 ) 公平認知量表與留意願量表之間相關 

      分析

在態度方面，支持變構面與留任意願之間

的相關係數 -.126；疑慮變革以與留任意願

之間的相關係數為 -.149，為低度負相關性；

態度量表整體與留任意願之間的相關係數

為 -162。研究結果顯示態度量表各構面與留

任意願量表之間均為低程度負相關。

結果顯示海軍人員的留任意願與其對年金

改革之分配公平、程序公平與整體有中度相

關性，與其對年金改革之態度則沒有相關性。

二、態度對於公平認知之中介效果分析

由於研究之自變項 ( 公平認知 ) 與中介變

項 ( 態度 ) 存在顯著相關性，自變項與依變

項 ( 留任意願 ) 存在相關性，中介變項與依

變項存在相關性，依據 Baron & Kenny(1986)

之檢驗方法，可驗證中介效果成立與否。因

此本研究以「公平認知」為自變項，「留任

意願」為依變項，「態度」為中介變項，依

序分析各變項條件是否成立，再進一步進行

中介驗證。

利用廻歸分析顯示結果如下：

模式一：以「公平認知」為自變項，「態度」

為依變項，廻歸分析結果顯示公平認知與態度

間有顯著正相關 (β=.135，P=.018<.05)。

模式二：以「公平認知」為自變項，「留

任意願」為依變項，廻歸分析結果顯示公平認

知與留任意願間有顯著正相關 (β=.632，p 

=.000<.001)。

模式三：以「態度」為自變項，「留任

意願」為依變項，廻歸分析結果顯示公平認

知與留任意願間有顯著負相關 (β=-162，

P=.004<.01)。

模式四：以「公平認知」、「態度」為預

測變項，「留任意願」為依變項，廻歸分析。

在「態度」加入模式中，「公平認知」對「留

任意願」的預測效果，其廻歸係數上升 ( 原

來 β 值為 .632，p<.001，在此模式 β 值

為 .666，p<.01)，顯示態度對於公平認知與

留任意願具有部份中介效果。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1. 公平認知構面分析

公平認知之分配公平構面題項之表現顯示

研究對象的看法大多分佈於普通和不同意為

多數，非常同意的分佈為少數，；程序公平

構面內題項表現為以非常不同意和不同意以

上佔多數，同意者為佔少數；對於年金改革

的公平認知傾向於不認同。

2. 態度構面分析

態度之支持變革構面題項之表現傾向支持

態度；疑慮變革構面題項之表現則是傾向於

不同意的態度為多；整體對於年金改革的態

度傾向於認同。

3. 留任意願分析

留任意願題項之表現，除了「我對自己的

工作成就感到滿足並願意繼續留任」顯示同

意，其它題項傾向於不同意：整體留任意願

傾向於願意留任。

二、研究建議

  ( 一 ) 對政府

年金改革為台灣重大政策，造成退休人員

權益的損害，但為減輕政府財政壓力，其為

勢在必行，但由於年金改革畢竟是將民間原

本可擁有消費能量轉回去給政府部門，因此

如果政府能利用年金改革省下來的資源，妥

善運用使其支出乘數能遠大於原本民間的消

費支出乘數，不僅能降低年金改革對消費的

影響，反而能使我國的國民所得提高。而當

國民所得提高，將有可能促使民眾對於年金

改革的認知、態度的提升，如此也才能有助

於對於人才的留保。

 ( 二 ) 對於社會

軍人是保護國家之基石，雖為為全體人民

工作，但仍有其自由表廻觀點及被尊重的權

益。當軍職人員表廻其態度時，不應視為「貪

求」而不被重視。在一個民主國家中，政策

的改革都需要聽到每一層面的聲音，調整再

調整，使其完廻到每個人的需求。任何一個國

家都需要軍人保護，因此社會大眾應讓軍人

也能自由發表意見的空間。

( 三 ) 對未來研究

本研究只針對軍港人員留任意願進行研

究，但由於在實施後明顯影響的台灣的消費

行為。目前尚無對特定族群如軍公教消費意

向或消費潛力進行調查或相關資料蒐集與分

析，因此難以推估年改後該族群消費意向的

改變對於民間消費的實質影響。所以未來研

究或許可以針對休閒觀光等與軍公教關聯較

深的產業，在中、短期所受到影響程度作深

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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