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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因退休而離職員工年齡有提早現象，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受

雇員工動向調查」，2005 年工業及服務業受雇員工平均退休年齡為 54.9

歲，與 2004 年相當，惟近年企業合併多採員工優退措施，致 40 至 49

歲退休者占 16.9%，高於 2004 年之 15.2%。由於優退後，部分勞工並非

從此離開勞動市場，仍有部分勞工二度就業，故 54.9 歲無法代表實際之

平均退休年齡。 

若按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平均年齡觀察，2005 年領取老年給付者

平均為 57.8 歲，較 2001 年之 59.1 歲為低，顯示申領老年給付之年齡亦

呈下降趨勢。由於部分勞工請領老年給付之後並未退出職場，仍有再就

業的可能，故實際退休年齡應高於 57.8 歲。(詳如表 1) 

由於一般常指的「退休」是領取一筆退休金後停止「主要的」工作，

不一定是退出勞動市場的狀態，可能再開創第二個事業，或找到新工

作，仍從事有報酬的工作，故估計「實際退休」年齡並不容易。目前

OECD 運用各年齡組世代勞動參與率之變動，推計平均實際退休年齡，

是由退出勞動者的年齡計算平均實際退休年齡。若依此計算方法推估，

在 2001 至 2006 年間國內男性平均實際退休年齡為 61.9 歲，女性為 59.1

歲，近年來由於女性勞動參與率呈上升趨勢，女性退離勞動市場的平均

年齡緩步升高。(詳如表 2) 

勞工退休年齡 



若與各主要國家平均實際退休年齡相較，國內兩性實際退休年齡遠

低於韓國、日本及美國。1999 至 2004 年間，韓國男性實際退休年齡為

70.0 歲、日本 69.3 歲及美國 64.2 歲，台灣為 61.8 歲；同期間，韓國女

性實際退休年齡為 66.9 歲、日本 66.1 歲、美國 63.1 歲，台灣女性為 59.0

歲，台灣的勞動力仍屬過早退離勞動市場，有再提高的空間。(詳如圖

1) 

國內退休後仍繼續工作的情形，依據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

曾（已）自公民營機構退休者的勞動狀況，2006 年 55～64 歲男性就業

比為 13.1%，女性就業比率略低，為 4.0%；至於 65 歲以上在工作的比

率，男性為 2.1%、女性為 1.0%，顯示部分高齡勞工在退休之後仍在就

業的狀況。但就業狀況仍不如美國普遍，按美國 2006 年 4 月份調查 2005

年間領取退休金或退休儲蓄計劃者的勞動狀況，55～64 歲男性就業比為

39.9%，女性為 34.5%；65 歲以上在工作的比率，男性為 11.8%、女性

為 7.7%，有較高比率的高齡勞工在領取退休津貼之後仍繼續工作。(詳

如表 3、4) 

在未來一個勞動高齡化的社會，勞動人力規模縮減，進而將對國家

競爭力產生影響，各國均採鼓勵高齡勞工繼續留在職場，並降低再投入

就業市場的門檻，運用銀髮族的勞動力、採取「鼓勵延退」等方式漸為

潮流。 



表 1  台灣退休勞工年齡結構 

單位：歲；人；% 

項 目 別 

1.平均退休(含優退)年齡（歲） 2.勞保領

取老年給

付平均年

齡（歲） 

 年齡結構 

 
總  計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以上 

2001 年 56.1 100.0 0.8 9.6 44.9 44.7 59.10 

2002 年 55.5 100.0 1.4 12.2 45.7 40.7 57.90 

2003 年 55.7 100.0 1.0 10.5 49.2 39.3 58.03 

2004 年 54.9 100.0 1.0 15.2 51.7 32.1 58.16 

     人數  62,930 597 9,558 32,554 20,221  

2005 年 54.9 100.0 0.4 16.9 50.0 32.7 57.80 

     人數  70,527 266 11,906 35,281 23,061  

說明：1.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受雇員工動向調查」，表中所指退休係指員工年齡或年

資符合企業場所認定之退休條件而退休者，同時亦包含優退員工，但並不表示該類

員工從此退出勞動市場。 

2.資料來源：勞保局。 

表 2  台灣平均實際退休年齡 

單位:歲 

項目別 1997-2002年 1998-2003 年 1999-2004 年 2000-2005 年 2001-2006 年 

男  性 61.6 61.6 61.8 62.0 61.9 

女  性 58.4 58.7 59.0 59.1 59.1 

說明:依據 1997 年至 2006 年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資料計算，平均實際退休年齡
由 40 歲及以上退出勞動力之年齡推算，依 5 歲年齡組各世代 5 年間勞動參與率之變
動情形計算。 

表 3  台灣曾（已）自公民營機構退休者就業情形 

項目別 

55～64 歲 65 歲以上 

曾自公民營
機構退休者 

（人） 

就業者 

 

（人） 

比率 

 

（%） 

曾自公民營
機構退休者 

（人） 

就業者 

 

（人） 

比率 

 

（%） 

2006 年  

男  性 182,532 23,872 13.1 403,360 8,424 2.1 

女  性 81,833 3,270 4.0 74,921 737 1.0 

說明：領取給付者指曾（已）自公民營機構退休，含自願辦理退休、屆齡退休及符合優退

條件而退休。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2006 年 7～12 月平均。 



表 4  美國領取退休金且繼續工作情形 

項目別 

55～64 歲 65 歲以上 

領取給付者 

（千人） 

就業者 

（千人） 

比率 

（%） 

領取給付者 

（千人） 

就業者 

（千人） 

比率 

（%） 

2005 年  

男  性 2,709 1,081 39.9 6,539 771 11.8 

女  性 1,959 675 34.5 5,901 457 7.7 

資料來源：OlderWorkers:EmploymentandRetirementTrends(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2006)。 

圖 1  主要國家實際退休及官方退休年齡（1999-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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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我國平均實際退休年齡依 OECD 估計方法自行估算。 

說明：平均實際退休年齡指退離勞動力之平均年齡，依 5 年期間，40 歲及以上各世代(依 5

歲分組)勞動參與率變動情形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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