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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農津貼「暫行條例」宜漸進式落日，朝向「年金化」發展 
 

陳國樑（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副教授） 

黃勢璋（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 
 

 

立法院已經在年初完成《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修正草案初審，若朝

野協商能夠順利進行，預計可望在年底前通過，預估每年將替國庫節省約 30.67

億元的預算，累計未來 15 年則可省下 450 億元。 

修正案的內容包括：（1）設定「比照勞保年金滿 15 年的最低請領標準」規

定，改善「實際未從農者」藉購買農地且投保農保至少 6 個月就可滿足領取津貼

之基本要件，降低現行老農津貼發放浮濫的問題；（2）規定「未在國內待滿 183

天將停發該年津貼」，作為限制長期旅居外國的「實際未從農者」也能領取津貼

的不合理現象。 

我們對於政府無視從 1995 年施行至今的老農津貼「暫行條例」而遲遲未能

法制化的作法與效率，深感不解與失望；同時，對於修正草案僅運用「提高門檻」

或「拉長等待期」等方式做為區別「是否實際從農」的行政作為，也深表惋惜與

無奈。 

在不嚴重損及農民權益的前提下，對於施行長達 19 年之久的老農津貼「暫

行條例」，我們首先建議政府應該提出一個完整的農民社會福利改革方案。在短

期方面，讓老農津貼暫行條例朝向「循序漸進式」的落日來規劃，除了顯示政府

有肩膀與能力之外，也可避免「一步到位」的政策改革帶來衝擊。在中長期方面，

建議政府應思考讓老農津貼朝向「年金化」發展，讓原本只要符合資格便可領取

一筆固定金額而屬於社會福利制度的「社會津貼」，回歸至領取者需於事前繳納

或負擔費用的「社會保險」。 

除可破除各種職業類別之間的「行業不公」外，老農津貼不論是併入國民年

金或擴大農保老年給付之範圍，我們預估最高將可省下約 170 億的年度預算規

模，減輕農委會逐年升高的津貼發放壓力（以 2001 及 2012 年為例，全臺領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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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65.65 及 67.49 萬人，核發金額為 232.4 及 563.6 億元，分別占農委會該年預算

881.8 億及 1,103.1 億元，比重從 26.4%大幅上升至 51.1%），藉以避免農委會預

算產生排擠效果，連帶使得政府解決農業問題、創造有利環境及農業基礎建設的

經費配置受到影響，也可避免未來政府財政之負擔更加惡化。 

其次，政府對於「實際未從農者」（根據內政部 2012 年資料顯示，全臺有

146.5 萬人參加農保，但從主計總處的資料卻發現，實際從事農作僅 54.2 萬人）

的抑制作法，除應正本清源將農保的法源依據《農民健康保險》並儘早正名為《農

民保險》之外，相較於現行勞保基本工資 19,047 元（即將在 7 月調升至 19,273

元），每位勞工每月必須負擔 343 元的保費來說，農保自 1989 及 1995 年至今就

從未調整過月投保薪資 10,200 元及費率 2.55%，更誘使許多「實際未從農者」每

月僅需負擔 78 元的農保保費，即可享有基本的生育、身障與喪葬等項目保障。

因此，建議政府宜儘速參考其他社會保險機制，將農保費率及月投保薪資適時調

整；同時，搭配低收入戶農民的費率補貼，以保障弱勢農民的保障，提升不同職

業社會保險的公平正義。 

最後，現行制度缺乏「離農條款」的相關內容，導致年邁的老農為了繼續保

有農保與領取老農津貼等資格，而不願意將其保有的土地所有權做適當活化，嚴

重影響且延遲農家或農業的繼承、承租與使用等行為，造成農地或農場移轉的可

能性受到阻礙。尤其，在現階段政府極力推廣年輕人從事農業的同時，老一輩農

民之農地租賃情形多屬短期或以口頭約定方式承租的情況下，年輕承租的「實際

從農者」並無法具備農保資格（例如「穀東俱樂部」的賴青松），更遑論未來「老

農津貼」的老年保障，導致租地農民無法享有農保與老農津貼的缺陷，以及「實

際未從農者」侵佔社會資源的雙重不公現象。因此，未來農保與老農津貼制度改

革，政府宜思考在現金給付的方式之外，搭配其他配套措施以達到輔導老農離農

退休，並且促進農地經營權的移轉以協助有志從農的年輕人能得以繼承家業或投

入務農行列，提高臺灣農業生產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