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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臺灣人口變遷看公務人力發展趨勢 
                                 薛承泰、黃文鳳 

少子女化與高齡化是工業化國家的發展趨勢，臺灣在時程上其實都較晚，可

是兩者變遷的速度都非常快，換言之，變遷趨勢並不稀奇，速度快才是臺灣的挑

戰!例如我國在民國 40 年代初育齡婦女總生育率高達 7人，當時堪稱世界之最，

73年降至替代水準（2.1 人）；進入 21世紀後生育率仍持續下滑，92 年開始即進

入「超低生育率」(1.3人)階段，99年甚至達 0.9 人的歷史新低，去年(103年)為

1.16人，仍是處於世界最低之列。在半個世紀左右，生育率從世界最高轉為最低，

堪稱另一個奇蹟! 

此外，在高齡化方面，臺灣老人人口占總人口比例於 82年突破 7％，依聯合

國國際衛生組織（WHO）定義，開始邁入「高齡化」社會。目前老人占 12％，

相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平均 18%，日本突破 25%，臺灣高齡化並

不算嚴重，可是未來的二、三十年會因為大量嬰兒潮陸續成為老人，臺灣地區高

齡化會加速。按國發會的推計，107年老人人口將占 14％，臺灣進入「高齡社會」，

若不計移民因素，臺灣約在此時人口進入負成長，114 年老人人口將占 20％，臺

灣進入「超高齡社會」，並開始超越 OECD，西元 2060年將和日本並駕齊驅，屆

時老人將超過 40%人口。 

在未來變遷過程中，臺灣也將逐漸脫離人口紅利期，15-64歲勞動力人口目

前雖仍占 74%的高比例，但高峰期剛過，10年內即會脫離紅利期，勞動力人口將

明顯下降。為因應少子女化及高齡化人口變遷衝擊國家競爭力，政府已規劃各項

因應策略與方案，本文據以分析並預測公務人力發展趨勢，探討可能採取的公務

人力資源管理政策，以防患於未然。 

漸進式適齡退休制延緩優秀人才流失，公部門進用、升遷速度將趨於減緩 

在此人口趨勢下，我國近 10年(94至 103年)已顯現公務人員退休人數逐年

攀升，101年達到高峰，平均退休年齡約 55歲。此現象隱含優秀公務人力早退、

流失及退休基金財政負擔等問題。政府參考國外延後月退休金起支年齡改革策

略，於 100年 1月 1日修正施行公務人員退休法，將自願退休請領月退金之起支

年齡，由原 50歲延後至 60歲，嗣又因 101年 10 月媒體揭露勞工保險基金財務

問題，再次全面檢視公務人員退休制度，並研議再次延後自願退休之月退休金起



支年齡為 65歲。此外，預期未來高齡公務人力將占公務體系相當比例之情況，

可規劃將其工作型態調整為內勤及知識性傳承、輔導及培訓顧問性質，工作時間

則逐步彈性調整。 

然而延後退休具兩面刃效果，據 104至 120 年之推估資料觀之，55歲以上委

任及薦任基層及中層公務人員，有可能會因薦任及簡任公務人員延後退休，致晉

升官等之機會減少或趨緩，久之恐影響士氣。對此可參考新加坡模式，鼓勵公務

人員跨類科、部門、機關或中央與地方公務人員交流歷練，增加工作的深度與廣

度，落實工作豐富化，提升其能力，以為優先升遷的激勵機制；同時由於公部門

提報職缺數量減少，日後恐需經過更為激烈的國家考試競爭，方能進入公務體系

服務。考選部職司國家掄才政策，尤應建立各類職能標準，以符應用人機關之需

求。 

此外，延後支領退休年金雖有助於紓解基金財務壓力，可是延後退休的工作

期間，政府仍將支付每月薪資，而每月薪資明顯高過於年金，更重要的，不僅是

低階公務人員晉升機會受到影響，新進公務人員的機會也可能被壓縮，這是個嚴

肅的問題!如何建立機制，如同私部門考量受僱者之產能作為延用的標準，而不應

將「延退」作為普遍性原則。 

替代性人力降低政府財政負擔，活化公務人力運用 

值得注意的，人口少子女化及高齡化也將伴隨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擴張與資訊

現代化的發展；例如老人照顧缺少基層照顧員，機器人未來將扮演一部分角色。

同樣道理，未來在面對育嬰、侍親假之人力空窗期、人力結構邁向高齡化及政府

財政窘迫等環境變動，基於政府業務多元複雜性，整體施政人力配置，應加強在

事務性工作採用現代化設備，推動業務資訊化，簡化工作流程，以及有效率的業

務外包。未來政府人員編制必然會縮減，大幅增加資訊自動化方式作為便民服務

的機制。因此，採公私協力方式，善用民間資源與活力，活化公務人力運用，降

低政府財政負擔，提升公共事務之效率及品質，是未來努力目標也較符合民眾的

期待。 

結語 

為政之要，莫若得人；百官稱職，則萬務咸治。文官制度是國家事務推動之

基石，公務員是國家政策的執行者，如何因應少子女化及高齡化社會新危機，調

整人力結構與人力資源管理配置，建立一個有系統、有活力、能快速服務之新公

共行政機構，並透過培訓與激勵制度，使公務員繼續保有勝任工作的知能，持續



自我成長，以強化決策與執行能力，有效回應民眾需求，及提升國家競爭力，是

政府應該深思及重視的未來課題。 

（本文作者薛承泰現任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黃文鳳現任考選部高普考試司專

門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