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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自願提繳勞工退休金與基金投資關聯性 

性別統計及分析（簡版） 

 

壹、研究目的、內容、方法 

本研究探討適用勞動基準法之男性及女性勞工自願提繳新制勞工

退休金人數之趨勢、不同性別自願提繳人數與基金投資操作之關

聯性，藉由勞動參與率趨勢、自願提繳人數(比率)趨勢、性別投

資等資料進行分析，探討 107-111年男女自願提繳人數之趨勢變

化。 

貳、研究結果與發現 

(一)主要發現勞工自提退休金人數逐年上升、女性自願提繳人數

逐年增加、中高齡(45~64歲)躍升主要勞動力與自提勞退族

群，以及勞工自提退休金與基金投資績效波動無明顯關聯性

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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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7-111年男、女性強制及自願提繳人數趨勢，提繳人數均

呈現逐年上升，惟強制提繳之男性提繳人數占總強制提繳人

數比率逐年下降，女性則逐年上升，男性由 50.72%下降至

50.06%，女性由 49.28%上漲至 49.94%；自願提繳部分，男、

女性提繳人數占總強制提繳人數比率逐年增加，男性由

3.67%增加至 5.63%，女性由 3.02%增加至 6.06%，女性提繳

意願高於男性。 

 

雇主(強

制)提繳

占總強制

提繳人數

比率

個人(自

願)提繳

占總強制

提繳人數

比率

雇主(強

制)提繳

占總強制

提繳人數

比率

個人(自

願)提繳

占總強制

提繳人數

比率

107年

底
6,631,019 443,454 6.69% 3,363,145 50.72% 243,051 3.67% 3,267,874 49.28% 200,403 3.02%

108年

底
6,805,216 524,512 7.71% 3,439,087 50.54% 281,383 4.13% 3,366,129 49.46% 243,129 3.57%

109年

底
6,914,765 620,216 8.97% 3,484,935 50.40% 322,888 4.67% 3,429,830 49.60% 297,328 4.30%

110年

底
7,057,338 729,090 10.33% 3,549,196 50.29% 370,464 5.25% 3,508,142 49.71% 358,626 5.08%

111年

底
7,214,090 867,317 12.02% 3,611,254 50.06% 430,148 5.96% 3,602,836 49.94% 437,169 6.06%

年度

適用勞基法勞工強制及自願提繳新制勞工退休金人數

雇主(強

制)提繳

(人)

個人(自

願)提繳

(人)

自願提繳/

強制提繳

(%)

男性(人/%) 女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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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性每年自願提繳人數增幅(約 20%)明顯高於男性(約 18%)，

並於 111年底超越男性，男性提繳比率逐年降低，女性逐年

增加。 

107-111年適用勞基法勞工自願提繳新制勞工退休金人數及比率 

年度 

(年底) 

自願提繳

合計 

(人) 

男性 女性 

新制勞退 

        基金收益率(%) 
自願提繳

人數(人) 

自願提繳

人數增幅

(%) 

提繳比率 

(%) 

自願提繳

人數(人) 

自願提繳

人數增幅

(%) 

提繳比率 

 (%) 

107 443,454 243,051 - 54.81 200,403 - 45.19 -2.07 

108 524,512 281,383 18.28 53.65 243,129 21.32 46.35 11.45 

109 620,216 322,888 18.25 52.06 297,328 22.29 47.94 6.94 

110 729,090 370,464 17.55 50.81 358,626 20.62 49.19 9.66 

111 867,317 430,148 18.96 49.60 437,169 21.90 50.40 -6.67 

(四)新制勞退基金受金融市場波動影響， 107、111年受全球金

融市場波動加劇波及，不同年齡層男、女性自願提繳人數仍

持續增長，提繳人數變化與基金短期收益率波動並無顯著之

關聯。 

107-111年不同年齡層勞工自願提繳新制勞工退休金人數與基金投資關聯性 

 

107 108 109 110 111
相關

係數
p值

檢定

結果

合計 443,454 524,512 620,216 729,090 867,317 -0.31 0.0010 不顯著

男 243,051 281,383 322,888 370,464 430,148 -0.30 0.0006 不顯著

女 200,403 243,129 297,328 358,626 437,169 -0.32 0.0018 不顯著

小計 10,622 12,555 14,375 16,706 18,006 -0.17 0.0004 不顯著

男 4,775 5,778 6,622 7,586 8,157 -0.14 0.0004 不顯著

女 5,847 6,777 7,753 9,120 9,849 -0.20 0.0004 不顯著

小計 206,407 241,645 281,643 321,155 374,917 -0.29 0.0006 不顯著

男 111,849 129,685 147,605 165,611 189,947 -0.28 0.0004 不顯著

女 94,558 111,960 134,038 155,544 184,970 -0.31 0.0010 不顯著

小計 221,947 264,384 316,587 380,892 460,349 -0.33 0.0015 不顯著

男 123,615 142,314 164,202 191,498 224,406 -0.32 0.0007 不顯著

女 98,332 122,070 152,385 189,394 235,943 -0.34 0.0028 不顯著

小計 4,478 5,928 7,611 10,337 14,045 -0.39 0.0075 不顯著

男 2,812 3,606 4,459 5,769 7,638 -0.38 0.0047 不顯著

女 1,666 2,322 3,152 4,568 6,407 -0.40 0.0130 不顯著

-2.07 11.45 6.94 9.66 -6.67

未滿15歲至24歲

提繳人數(人)

25歲至44歲

提繳人數(人)

45歲至64歲

提繳人數(人)

65歲以上

提繳人數(人)

新制勞退

收益率(%)

年度

總提繳人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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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議可推動性平業務 

(一)自提退休金人數逐年上升，建議持續宣導自願提繳制度。 

(二)女性自願提繳人數逐年增加，建議持續強化建立友善職場。 

(三)自提意願不受基金投資波動影響，建議基金投資持續穩健操

作，吸引勞工自願提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