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條例修正草案 

第 9 條第 2 項及第 3項稅式支出評估報告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110 年 2 月 

 



  1 

目 錄 

壹、法案內容.... ............................. .. .. 3 

一、 背景說明................... ...... ........3 

二、 法案內容.............. ................... 5 

三、 具體願景  ........... ............. .. ......6 

貳、整體評估 .......................... .. .. .. .. .. 7 

一、 環境分析.............. ................... 7 

二、 國際做法.............. ................... 9 

三、 我國做法................ ...... ...........9 

四、預期效益.......... ..... ...... ........... 11 

參、採行稅式支出措施之理由.................... .. . 12 

一、 必要性........... ..................... .. 12 

二、衡平性............ ................... ... 12 

三、執行性....... ..................... .. . ..13 

四、關聯性............ .................... ..14 

肆、稅式支出評估............. .................. ..14 

一、評估資料之內容及範圍 ................. . ..15 

二、稅收影響數之評估........... .. . .......... 17 

伍、財源籌措方式 ............. ................... 20 

陸、稅式支出績效評估機制..................... .... 20 

一、評估指標及其評量標準............... .. .... 20 

二、評估期間及週期................... . .. .... 21 

三、績效評估應予公開............... . .. .. .... 21 

柒、總結................ ........... . ........... ..21 



  2 

表 目 錄 

表 1-1 租稅優惠條文內容........................... 5 

表 2-1 政府所屬退休基金及保險基金適用免納營業稅 

 之條文.....................................10 

表 4-1 107 年至 111 年國外委託經營之營業稅影響數評 

       估........................................16 

表 4-2 102 年至 106 年國外委託經營之營業稅影響數評 

       估........................................16 

圖 目 錄 

圖 2-1 退撫基金歷年基金撥繳收入、基金給付支出及 

比例趨勢圖..................................8 

圖 4-1 歷年基金自行經營及委託經營收益率趨勢圖......19 

 

 

 

 

 

 

 

 

 



  3 

壹、法案內容 

一、背景說明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管理委員會)

於民國 84 年 5 月 1 日正式成立， 並分別於 84 年 7 月 1 日、85

年 2 月 1 日及 86 年 1 月 1 日將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

退撫新制的退休撫卹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納入職掌範圍，以

加強軍公教人員之安老卹孤，充分照顧軍公教退撫人員。 

管理委員會成立時，函請財政部同意管理委員會負責之基金

收支、保管及運用所書立之憑證及運用基金之孳息及收益，分別

依印花稅法第6條第 1款及所得稅法第4條第 18款(現行條文為

第 4 條第 1 項第 18 款)，免納印花稅及所得稅在案。 

管理委員會為因應投資多元化，擴大投資市場，於 91 年新

增規劃辦理國外委託經營業務，惟為求審慎，針對支付國外受託

機構及保管機構之管理費與保管費需否課稅？及若需課稅，課稅

之方式、標準及時點為何？並提供相關文件函請臺北市國稅局釋

示。臺北市國稅局函復表示，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以下簡稱

退撫基金)支付國外受託及保管機構之管理費與保管費，依財政

部 92 年 5 月 28 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2440 號函釋，核屬所得稅

法第 8 條第 11 款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取得之其他收益」之中

華民國來源所得，應依所得稅法第 3條第 3項規定課稅，並依同

法第 88 條及第 92 條規定辦理。故管理委員會目前投資國內外各

項投資，均按財政部函釋規定，於支付國外受託及保管機構之管

理費與保管費時，僅依所得稅法第 88 條規定扣取外國業者取得

委託報酬應繳納之營利事業所得稅款，並依同法第 92 條規定代

為繳納，惟並未論及營業稅之繳納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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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賦稅署106年 6月 6日以臺稅消費字第10600589480

號來函表示略以，鑑於營業稅屬消費稅性質，實際租稅負擔者為

買受人，惟為稽徵作業簡便考量，責由銷售貨物或勞務之營業人

作為納稅義務人，報繳營業稅；至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

所之外國業者銷售貨物或勞務予境內買受人，考量請該等業者做

為我國營業稅納稅義務人有其困難，乃於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

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由購買國外勞務

之買受人自行向國庫繳納營業稅，買受人為政府機關者，亦同。

按此，除法律另有規定免納營業稅外，買受人跨境購買國外勞務

均應依前開規定報繳營業稅。……，惟倘各政府機關委託外國業

者進行投資或保管資產等事宜，其支付之勞務費用，如經稽徵機

關認定屬購買國外勞務，則屬營業稅課稅範圍，除符合法律所定

免稅規定者，無需依營業稅法第 36 條規定繳納營業稅外，均須

依法報繳營業稅。 

管理委員會復於同年 8 月 21 日函請財政部賦稅署考量退撫

基金性質並非以營利為目的，且與勞工退休基金、勞工保險基

金、國民年金、公保基金性質相同，均屬政府基金，負責各基金

之收支、管理及運用，基金之管理及運用所生實質經濟利益之歸

屬與享有亦均為參與基金人員，雖退撫基金目前業務收支之免稅

規定尚未入法，惟基於租稅公平，建請財政部賦稅署研議退撫基

金與上開政府基金一致，相關業務收支亦應免課稅捐，以符實質

課稅之租稅公平原則。 

臺北國稅局於同年 11 月 17 日依財政部同年 9 月 25 日台財

稅字第 10604030000 號函釋規定，就管理委員會委託外國機構經

營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之投資事宜所支付勞務報酬，應依加值

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繳納營業稅，亦即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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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退撫基金委託外國業者進行投資或保管資產等事宜，其支付之

勞務費用屬購買國外勞務，屬營業稅課稅範圍，除需繳納營業稅

外，並補徵以前年度未繳納之營業稅。 

二、法案內容 

與本評估報告有關之條文為第 9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茲列示

增訂條文如下： 

表 1-1 租稅優惠條文內容 

第九條 
第一條所定人員或其遺族依第四條規定領取之退

休金、退職酬勞金、退伍金、退休俸、贍養金、撫

卹金、撫慰金、遺屬金、資遣給與、中途離職者之

退費及其孳息，屬於中華民國一百十年十二月三十

一日前繳付基金費用年資所計得部分，免納所得

稅。 

退撫基金之一切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

捐。 

前項退撫基金免課稅捐施行前尚未核課或尚未核

課確定者，適用前項規定辦理。 

 

退撫基金之基金來源依退撫基金管理條例第2條及第3條規

定略以，退撫基金設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負責基金

之收支、管理及運用。退撫基金之運用得委託經營之。又依上開

條例施行細則第 4條規定，基金之孳息收入及其運用之收益，係

指依規定存放銀行、購買公債、庫券、短期票券、公司債、有關

貸款之利息收入以及投資於受益憑證、上市公司股票、福利設施

及經濟建設或委託經營之運用收益。故管理委員會以委託經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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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運用基金時，須按公開徵求受託機構及保管機構所約定之契約

內容，按日依委託淨資產價值及所約定之費率，分別計算受託機

構及保管機構因受託管理委託資產而產生之管理費用及保管費

用並按季給付之。 

鑑於目前我國相關租稅法令對於政府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

所書立之憑證，依印花稅法第 6 條第 1 款規定，免納印花稅，又

運用所生孳息及收益，依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8 款規定，

免納所得稅。惟營業稅法對政府基金從事國外投資所支付之國外

勞務所得並無買受人免納營業稅之相關規定，除其他法律另定免

稅規定者外，均須依法報繳營業稅。 

查勞工保險條例、勞工退休金條例、國民年金法、學校法人

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及公教人員保

險法、農民健康保險條例等相關條例，因均訂有「…一切帳冊、

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之法條，故向國外購買非電子勞

務依營業稅法第 2條規定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雖為買受人，惟其

符合法律另定免納營業稅之規定，得免繳納營業稅。考量退撫基

金亦同為政府基金，基於租稅公平及基金收益，爰參採上開相關

法令規定，增訂本條例第 9條第 2項及第 3項，期能享有相同之

租稅優惠，俾符實質課稅之租稅公平原則。 

茲因退撫基金目前從事各項相關投資及運用，因符合免納所

得稅及印花稅規定，故本報告僅針對退撫基金從事國外委託投資

業務，委託外國業者進行投資及保管國外資產所需購買之國外勞

務所得，所應繳納之營業稅租稅優惠為本案評估範圍。 

三、具體願景 

退撫新制係以政府及軍公教人員共同提撥儲金方式成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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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撫基金，以作為參加基金人員退撫給與來源，取代過去由政府

籌編預算支付退撫經費之恩給制，並由退撫基金負責基金資產之

經營及管理，基金之管理及運用所生實質經濟利益之歸屬與享有

均為參與基金人員，而在目前基金逐年收支不足情況下，增訂與

其他政府基金相同之租稅優惠，期透過本條例修法程序，減少基

金之支出，挹注基金收入來源，進而提高退撫基金之運用收益，

並配合退休給與改革，共同解決政府財政及基金財務危機，達保

障軍公教退休人員及遺族生活之任務及永續經營之目標。 

貳、整體評估 

一、環境分析 

依 108 年退撫基金統計年報資料顯示，108 年底參加退撫基

金之公務、教育及軍職現職人員分別為 30.3 萬人、18.2 萬人及

17.9 萬人，合計 66.4 萬人，各身分別參加人員分別依其起算日

期累計至 108 年 12 月底止，收繳金額總共累計 11,802 億元。另

依 108 年支領月退休(伍、職)金、月撫慰金及撫卹金等定期退撫

給與之公務（含政務人員）、教育及軍職人員分別 16.0 萬人、12.8

萬人及 6.7 萬人，合計 35.5 萬人，退撫給與支出總計為 8,597

億元。 

以年度之退撫支出占退撫基金收繳比率來看，已從 90 年的

27.63％上升至 108 年的 122.3％；如自退撫基金成立累計至 108

年 12 月底止，退撫支出占基金收繳比率為 72.8％，足以顯見退

撫基金亦逐年呈現收繳不足之情形。 

目前政府業透過軍公教人員退休給與改革之退撫法律提高

提撥費率、改革節省費用挹注退撫基金等開源策略，及配合延後

支領年齡、合理調降退休所得等節流策略，另一方面透過本條例



  8 

修法程序，期提高退撫基金運用收益，共同解決政府財政及基金

財務危機。 

圖 2-1 退撫基金歷年基金撥繳收入、基金給付支出及比例趨勢圖 

資料來源：108 年度退撫基金年報 

 

退撫基金性質屬預算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第 3目所定特種

基金中之信託基金。依信託基金預算編製注意事項，其預算係列

入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綜計表（非營業部分）附錄，

由行政院一併送立法院。其中，就退撫基金從事國外投資委託外

國業者進行投資或保管國外資產等事宜，所支付之國外委託經營

管理費及保管費，係由基金編列預算支應。 

又退撫基金與勞動基金運用局所管理之勞工保險基金及

新、舊制勞工退休基金等，所從事之國外委託經營業務性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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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例及勞工退休金條例均訂有基金之「一切帳冊、單據及業務收

支，均免課稅捐」之規定，故其從事國外委託經營購買國外勞務

免納營業稅；退撫基金則因未訂有上開法令規定，業經稽徵機關

認定從事國外委託經營所支付之管理費與保管費係屬購買國外

勞務，退撫基金應依法繳納營業稅，該新增之租稅費用未來將需

由退撫基金編列預算支應之。 

考量退撫基金目前已就稽徵機關隨課核定之106年度以前營

業稅進行繳納外，107 年度以後支付之國外勞務報酬亦依函釋規

定於給付後按期自動申報繳納在案，惟此營業稅支出將使退撫基

金自 107 年度起每年支出上升，得運用收益部位將遭壓縮，或將

發生國庫需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條例第5條第3項後段

規定，於基金運用所得未達規定之最低收益時，補足其差額之情

形，最終造成營業稅實質轉嫁國庫之效果，更違反租稅公平原則

及影響退撫基金支應軍公教人員退休撫卹給與運用。 

二、國際做法 

有關各國退休基金是否應繳交該國營業稅，洽詢退撫基金各

往來資產管理機構，表示目前亞洲許多國家或地區(日本、新加

坡、韓國、中國)，退休基金並不需要繳交營業稅，歐洲的部分

則是確定提撥制退休金可免除繳納營業稅，但確定給付制退休金

與其他客戶(包括地方政府、保險公司、銀行等)則仍需繳納。又

以德國為例，該國家多數為產業型之退休基金，並不需繳納營業

稅，惟規範於各產業條例之相關法令規定。 

三、我國做法 

退撫基金與新、舊制勞工退休基金同屬信託基金性質。查

新、舊制勞工退休基金係由雇主及勞工依法提繳退休金組成，依

預算法第 4 條規定，係屬為國內外機關、團體或私人之利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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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條件管理或處分之信託基金。而退撫基金參加人員計有公務

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等 3 類，依法由政府與軍、公、教人

員共同提撥組成，依行政院主計處民國 85 年 6 月 14 日台處忠二

字第 05862 號函釋略以:退撫基金之所有權屬全體公務人員，退

撫基金管理委員會以受託人身份管理本基金，依預算法第 4 條規

定，屬信託基金之性質。 

依我國營業稅法第 36 條規定，除跨境電商銷售電子勞務予

我國境內自然人外，購買國外勞務應由買受人就給付額依規定稅

率報繳營業稅。惟政府所屬退休基金及保險基金中，除退撫基金

外均訂有免納稅捐之相關規定(詳下表)，故其購買國外勞務免納

營業稅。 

表 2-1 政府所屬退休基金及保險基金適用免納營業稅之條文 

名  稱 法令規定條文 

勞保基金 

勞工保險條例第 3條： 

勞工保險之一切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

免課稅捐。 

勞工舊制退休

基金 及 勞工

新制退休基金 

勞工退休金條例第 44 條： 

勞保局辦理本條例規定業務之一切帳冊、

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 

國民年金 
國民年金法第 57 條： 

本保險之一切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

免課稅捐。 

公保基金 
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44 條： 

本保險之一切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

免課稅捐。 

學校法人及其

所屬私立學校

教職員退休儲

金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

職資遣條例第 38 條： 

儲金管理會辦理本條例規定業務之一切帳

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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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

基金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97 條 

本保險之一切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

免課稅捐。 

農民健康保險

基金 
農民健康保險條例第 49 條 

本條例所定保險之一切帳冊、單據及業務

收支，均免課稅捐。 

四、預期效益 

在當前我國財政困難情勢下，現行政府對退撫基金收支不

足，除透過軍公教人員退休給與改革之退撫法律提高提撥費

率、改革節省費用挹注退撫基金等開源策略，及配合延後支領

年齡、合理調降退休所得等節流策略外，尚須退撫基金透過全

球多元化投資，提升基金投資運用管理效益，創造收益，以解

決基金收支不足情形。另當基金運用所得未達規定之最低收益

時，更須由政府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條例第 5 條第 3

項後段規定，由國庫補足其差額。 

考量退撫基金目前尚無租稅優惠之相關法令規定，目前經

稽徵機關函釋通知須依法繳納營業稅，故須以增加編列營業稅

之預算以支應營業稅之繳納，且本法令之增訂尚需經立法審議

之程序，更有排擠退撫基金其他預算編列之可能，不確定性高。

在退撫基金收支不足情況下，如何擴大退撫基金撥付來源管道

及節省支出，係當前政策需迫切解決的議題。在本管理條例第

9 條第 2 項中所提租稅優惠，相關稅捐之減免，將提供退撫基

金解決財務困境的方法之一。 

本租稅優惠訂定之預期效益，在近程效益上，預期該營業

稅之減免可為退撫基金減輕部分財務負擔，減少可運用資金支

出，或有助於挹注相關投資運用，創造收益。中程及長程效益，

除可達租稅公平，減少政府推行退休給與改革之衝擊性外，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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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在收支不足下，減輕退撫基金財務及政府財政負擔，並

使基金達永續經營之終極目標。 

參、採行稅式支出措施之理由 

一、必要性 

面對全球金融市場變化快速及投資標的多元化，退撫基金

從事國外投資確為增加投資收益之重要來源。考量營業稅雖為

消費性質，實質租稅負擔為買受人(即退撫基金)，且依營業稅

法第 36 條規定，除跨境電商銷售電子勞務予我國境內自然人

外，購買國外勞務應由買受人(退撫基金)就給付額依規定稅率

報繳營業稅，惟參酌其他政府退休基金及保險基金因訂有之相

關租稅優惠之法令條例規定，買受人(即其他政府退休基金及保

險基金)得免報繳營業稅，減少基金支出，故為使退撫基金得享

有相同之租稅優惠，且有明確之適用法源依據，爰新增本條例

第 9 條第 2 項規定確有其必要性。 

另增訂本條例第 9 條第 3 項「前項退撫基金免課稅捐施行

前尚未核課或尚未核課確定者，適用前項規定辦理」，除可減少

退撫基金因大額補徵稅額之支出外，更可避免退撫基金未能享

受此租稅優惠公平性之疑慮，降低政府推行退休給與改革之衝

擊性，並強化退撫基金參加人員對政府照顧軍公教之信賴，進

而使人民產生對政府正向有感的連鎖反應，故增訂本租稅優惠

之法令亦確有其必要性。 

二、衡平性 

對於繳稅能力相同與不同的納稅義務人而言，租稅優惠可

能產生衡平性之疑處而導致「不公平」的現象，惟目前各性質

相同之政府退休基金及保險基金，均訂有「一切帳冊、單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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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之租稅優惠，綜觀在各身分別之退休基

金管理運用中，惟獨軍公教所屬之退休基金需繳納營業稅，就

政府提供本租稅優惠，預期對於可能產生之不公平疑慮與影

響，應不致發生，且對於稅式支出的實際受益者來說，不但可

享受相同之租稅減免，尚可減少退撫基金之支出，藉以增加投

資收益之正向效益。 

整體而言，本草案所供租稅優惠措施，係基於租稅優惠應

以達成合理之政策目的為限原則，預估所產生之效益應無發生

不公平之現象。 

三、執行性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第 4 款之營業

稅總收入減除依法提撥之統一發票給獎獎金後之 40﹪…應由

中央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準此，目前

營業稅收入約 60%保留為中央政府收入。既然退撫基金係政府

為達成保障退休人員及遺族生活之任務，用以改善政府此方面

財政之負擔所設，若課退撫基金應就支付國外受託及保管機構

之管理費與保管費繳納營業稅，該營業稅收入將歸入公庫以支

應政府其他開支，此除影響退撫基金支應軍公教人員退休撫卹

給與之運用外，更增加相關稽徵成本費用及管理委員會相關單

位之行政成本。 

考量退撫基金之性質，並非以營利為目的，為避免其他身

分別政府基金享不相同租稅優惠爭議，引起參加退撫基金人員

之反彈，對政府而言，就本稅式支出之行政成本，似較符合政

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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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聯性 

就政府基金之投資運用，有關新、舊制勞工退休基金國外

委託投資業務，係遴選國外資產管理機構及保管機構，分別辦

理基金投資操作與帳務交割保管事宜，而退撫基金國外委託投

資業務亦同，並定期依契約規定支付委託及保管報酬。本草案

所提供租稅優惠措施，與上開政府退休基金或保險基金稅式支

出政策亦無不同，更與現行其他稅式支出無重複情形，然藉由

本項措施可避免退撫基金購買國外勞務報酬支出成本增加，並

得繼續委託優秀專業國外機構進行退撫基金之國外多元化投資

及保管業務。 

此外，國外委託業務受限於目前管理委員會現行人力及預

算不足，故全球相關市場變化之即時資訊取得不易，惟藉由專

業受託機構之資訊分享交流，得充分獲得全球各投資市場現況

與看法，進而增進管理委員會從事自行投資業務時，提供交易

人員執行有關投資決策之參考與判斷，故免徵營業稅之政策工

具確實與退撫基金收支增進投資效益，進而提升民眾對於參加

基金人員照護之安全感具相當之關聯性。 

肆、稅式支出評估 

政府為避免租稅優惠浮濫擴張，對國家財政造成不良影響，

對於各項減免稅的法案，依稅捐稽徵法第 11 條之 4、行政院所屬

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3 點第 6 款及稅式支出評

估作業應注意事項第 3 點、第 4 點及第 6 點規定，各業務主管機

關為達成各項政策目標所研擬或立法委員提案之租稅減免法案，

應依上開規定研提稅式支出評估方案。本報告係依財政部 10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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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0 日台財稅第 10204661510 號函之「稅式支出評估基本規範

格式」，進行稅式支出評估。 

本報告將依據「最初收入損失法」、「最終收入損失法」與「等

額支出法」三項評估方式，分別估算「在經濟行為及其他租稅收

入維持不變前提下，採行減稅方案之稅收影響數」、「採行減稅方

案後，經濟行為攺變或其他租稅收入受影響之稅收影響數」，及「以

補貼或移轉支出取代稅式支出，為達相同之稅後利益，補貼或移

轉支出所必須支付之稅前金額」。 

 

一、評估資料之內容及範圍 

本報告評估範圍為本條例第 9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實施後，

稅捐稽徵機關已核定補徵自 102 年度起至 105 年度支付國外業

者管理費及保管費所應納未繳納之營業稅稅額、擬補徵 106 年

度第 1、2季營業稅額及自 106 年度第 3 季起自動申報繳納之營

業稅額對稅收之影響。 

本草案對退撫基金提供租稅優惠，未來雖將產生營業稅稅

收損失，但退撫基金藉由委託外國資產管理公司及保管銀行之

專業經營，可擴大充分運用退撫基金之各項投資範圍，俾利於

全球金融市場與資本市場創造投資收益，以降低國庫撥補機

會，減少租稅支出可能。有關退撫基金自 102 年度起支付外國

資產管理機構與保管機構之管理費及保管費，應繳納之營業稅

對稅式支出影響數，僅就 107 年起至 109 年止，退撫基金業自

動申報繳納及預估 110 年與 111 年應繳納之營業稅，與 102 年

度至 106 年度已補繳及擬補徵之營業稅等數據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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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07 年至 111 年國外委託經營之營業稅影響數評估 

     單位：新臺幣 

管理費(元) 保管費(元) 
年度 

退撫基金

年底規模 

(億元) 

年底國外原始

委託金額 

(億元) 金額 稅額 金額 稅額 

營業稅稅收

損失(元) 

107 5,602.00 1,308.56 516,334,390 10,326,688 20,099,375 1,004,969 11,331,657 

108 6,050.00 1,432.06 555,993,958 11,119,879 26,252,006 1,307,600 12,427,479 

109 6,435.04 1,534.07 539,270,246 10,785,405 28,752,738 1,437,637 12,223,042 

110 6,204.05 2,016.32 604,894,875 12,097,898 18,489,488 924,474 13,022,372 

111 6,441.23 2,093.40 628,019,925 12,560,399 20,801,993 1,040,100 13,600,499 

合計 62,605,049 

註 1：107 年度至 109 年度管理費及保管費係依委託期間各委託帳戶實際支付

金額計算。 

註 2：110 年及 111 年退撫基金年底規模係依據現有基金規模及未來各年度預

估之基金提撥收入、投資收益、挹注款、給付支出等數據預估得之，國

外原始委託金額係依退撫基金 110 年度運用組合規劃表國外委託經營

中心配置 32.5%計算。 

註3:110年及111年管理費率及保管費率分別以歷年平均費率0.30%及 0.03%

估算；營業稅稅率分別依適用之稅率 2%及 5%計算。 

註 4:新台幣兌美元匯率以 1:28 估算。 

註 5:保管費係原始委託金額扣除本國銀行保管額度約 50 億美元後估算。 

表 4-2  102 年至 106 年國外委託經營之營業稅影響數評估 

     單位：新臺幣 

管理費(元) 保管費(元) 
年度 

退撫基金

年底規模

(億元) 

年底國外原始 

委託金額 

(億元) 金額 稅額 金額 稅額 

營業稅稅收 

損失(元) 

102 5,624.49 978.44 430,686,534 12,920,596 12,563,258 628,163 13,548,759 

103 5,947.70 999.07 

103 上半年 

205,783,094 

103 下半年 

204,404,175 

10,261,576 15,631,757 781,588 11,043,164 

104 5,736.09 1,195.30 446,396,834 8,927,937  18,943,326 947,166 9,875,103 

105 5,785.21 1,191.45 437,311,760 8,746,235  20,420,218 1,021,011 9,767,246 

106 5,913.33 1,101.41 440,605,490 8,812,110  17,827,466 891,373 9,703,483 

合計 53,937,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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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各年度管理費及保管費係依委託期間各委託帳戶實際支付金額計算。 

註 2：除支付保管機構之保管費均適用 5%之營業稅稅率外，102 年至 103 年 6 

月 30 日前委託經營所支付之管理費營業稅稅率適用 3%，103 年 7 月 1

日以後之營業稅稅率適用 2%。 

二、稅收影響數之評估 

(一)最初收入損失法 

在經濟行為及其他租稅收入維持不變前提下，鑑於退撫基

金目前僅營業稅無免稅之租稅優惠，故採行本租稅優惠規定之

稅收影響數，107 年度至 111 年度自行申報繳納之每年營業稅

損失約為 1,133.17 萬元至 1,360.05 萬元，5 年合計數約

6,260.50 萬元(詳表 4-1)。 

另稅捐稽徵機關已核定補徵退撫基金 102 年度至 105 年度

營業稅額、擬補徵 106 年度第 1、2 季營業稅額及 106 年度第 3、

4 季已自動申報繳納之營業稅額，共計 5,393.78 萬元(詳表

4-2)。 

綜上，本租稅優惠規定若於 110 年底前通過採行，依第 9

條第3項規定將立即產生之營業稅稅收損失約1億294.23萬元

(為已核定補徵 102 年度至 105 年度營業稅額、擬補徵 106 年度

第 1、2季營業稅額、106 年度第 3季起至 109 年度自動申報繳

納營業稅額與 110 年度預估之營業稅額)，若加計預估 111 年度

之營業稅稅收損失約 1,360.05 萬元，平均每年營業稅稅收損失

約 1,165.43 萬元。 

(二)最終收入損失法 

本法係估計採行租稅優惠規定後，經濟行為改變或其他租

稅收入受影響之稅收影響數，除前開最初收入損失法下估計之

稅收影數外，尚需衡量納稅義務人行為改變後之稅收影響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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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目前國內投資市場之投資標的有限，金融市場高度波

動及低利率環境亦為近年來之常態，為創造基金收益，退撫基

金未來將積極採多元資產配置策略，惟在人力及資源有限下，

且伴隨未來投資市場範圍及投資標的種類繁多，退撫基金為期

創造收益，仍將藉由委託國外專業資產管理機構進行全球投

資，以分散投資風險，提升基金投資績效。故在委託國外資產

管理機構經營管理之基金規模增加下，每年所需支付受託機構

及保管機構之管理費及保管費等費用勢必提高，退撫基金按法

令規定需繳納之營業稅支出，亦將隨之增加，倘若能適用本租

稅優惠規定，預期可降低退撫基金部分營運成本，有助支持退

撫基金日後評估增加辦理國外委託經營業務。依此經濟行為改

變，就前開平均費率估算，退撫基金每增加新臺幣 1億元之國

外委託金額，在不考量淨資產價值波動下，將減少 0.75 萬元

（100,000,000*0.3%*2%+100,000,000*0.03%*5%）之營業稅收

入，但依所得稅法第 3 條第 3 項及第 88 條規定，按扣繳稅率

20%扣繳受託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取得之其他收益」之營利

事業所得稅，預估每年將可增加 6.6 萬元之營利事業所得稅收

入（100,000,000*0.3%*20%+100,000,000*0.03%*20%），淨租

稅收入約 5.85 萬元。 

此外，基金管理會辦理國外委託經營業務，國外受託機構

因在中華民國境內無營業場所，按退撫基金公開徵求受託機構

及保管機構之公告規定，上開機構必須在臺灣有客戶服務團

隊，提供意見與資訊的溝通傳遞服務。故國外受託機構所需相

關客戶服務團隊專業人才，將可創造國內就業機會及提升我國

具相關金融服務專業人力之就業機會，進而間接增加國內客戶

服務團隊所謂公司營利事業所得稅及個人所得稅與消費支出

之消費稅收入。另國外受託機構於委託期間須定期與不定期派



  19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自行經營 7.78 12.25 2.68 12.21 -8.70 3.49 -0.11 8.21 2.12 3.40 9.91 5.25 -14.8 16.21 3.83 -4.21 4.56 5.46 4.68 -2.21 3.81 3.59 1.02 5.62

國內委託經營 11.13 -16.9 8.25 5.23 9.25 8.93 4.07 -34.7 35.07 1.92 -13.1 5.81 11.64 9.84 -5.99 8.09 15.76 -1.76 29.65

國外委託經營 -4.18 9.04 24.94 4.61 -31.3 16.92 4.30 -3.58 11.36 14.51 10.54 0.98 3.83 12.34 -5.33 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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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至基金管理會進行投資市場及投資策略分享或按季執行受

託管理帳戶之績效報告，相關人員停留國內期間所衍生之消費

稅等效益，亦將增加國庫稅收。惟此部分實難於本稅式支出報

告中明確評估。 

在退撫基金委外規模逐年成長下，如得適用租稅優惠，將

不損及現行年收益率並得維持原有投資策略，則以 109 年國外

委託金額 1,534.07 億元為評估基期，110 年及 111 年平均每

年國外委託金額約 2,054.86 億元，相較於 109 年平均每年增

加國外委託金額約 520.79 億元，以最終收入損失法計算每年

稅收增加約1,715.48萬元(以110年及111年平均每年營業稅

稅收損失 1,331.14 萬元加淨租稅收入 5.85 萬元乘以 520.79

得之)。 

圖 4-1 歷年基金自行經營及委託經營收益率趨勢圖 

 

 

 

 

 

 

 

(三)等額支出法 

以補貼或移轉支出取代稅式支出，為達目前退撫基金國外

委託規模相同之稅後利益，補貼或移轉支出所必須支付之稅額

與最初收入損失法相同，惟考量退撫基金每年國外委託經營業

務所購買勞務金額，係依各受託機構每日經營績效良窳所創造

之淨資產價值為計算依據，且當年度新增之委託案則須視與受

資料來源：108 年度退撫基金年報 

註：國外委託經營係自 92 年 12 月 22 日開始委託，該年度委託期間收益率不予計入 

    自 93 年度至 108 年度國外委託經營之年平均收益率約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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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機構簽約所議定之管理費率及實際撥款時點而定，故辦理補

助將增加相關人員之行政成本，且可能形成編列補助金額不足

或過度，容易發生政府財政預算編列之現金流量不穩定，不利

政府財政整體規劃。 

 

伍、財源籌措方式 

依前述稅收影響數之評估，本案對於政府稅收損失未來每年

最高值約 1,360.05 萬元。 

考量在基金收益如未達法定最低收益，應由國庫補足其差

額，並由政府負擔保責任，爰依等額支出法給予租稅優惠，政府

並無最終損失。 

另依最終收入損失法分析估算，退撫基金在增加國外委託經

營額度下，採行本租稅優惠，尚可創造其他租稅收入，且租稅淨

效益為正數，無須另行籌措財源。  

陸、稅式支出績效評估機制 

依行政院秘書長 101 年 8 月 14 日院臺財字第 1010045484A 號

函所示，業務主管機關應定期掌控預期效益之達成情形及檢討成

效，並公開於機關網站，茲依下列 3點說明： 

一、評估指標及其評量標準 

本稅式支出方案之租稅優惠，主要動機係考量退撫基金支

付外國業者管理費及保管費時，每季將額外增加繳納之營業稅

額。包含稅捐稽徵機關已核定補徵自 102 年度起至 105 年度止

營業稅額、擬補徵 106 年度第 1、2季營業稅額及自 106 年度第

3 季起退撫基金自動申報繳納之營業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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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估期間及週期 

本條租稅優惠參酌各政府退休基金及保險基金，均無實施

年限之限制，基於課稅主體之租稅公平，將不予訂定本租稅優

惠之實施年限，並將以各年度計算減少之營業稅額為評估期間

及週期。 

三、績效評估應予公開 

稅式支出實施後之績效，將配合退撫基金定期於網站公告

之績效資料，公開管理委員會辦理稅式支出法案之相關資料，

以利民眾了解本條例立法施行成效。 

柒、總結 

由於基金管理會為行政機關，員額受到組織法律限制，人員

進用無法隨著基金淨值之變動而調整，對於風險性與專業性較高

之運用項目，係以委託專業資產管理機構操作，期透過自行經營

與委託經營並重運用方式，以達到分散風險及提升收益之目標。

自 90 年起，截至 109 年 12 月底止，共辦理 17 次國內委託經營業

務。另鑑於投資多樣性、多元化及國際化乃是現今各國退休基金

運用之主要趨勢，基金管理會爰積極規劃推動國外投資業務，以

委託經營之方式委外經營，自 92 年起，截至 109 年 12 月底止，

共辦理 12 次國外委託經營業務。 

依 108 年退撫基金統計年報資料顯示，退撫基金自 84 年 7

月成立至 108 年 12 月底止，累計整體收益數為 2,812 億元，平

均年收益率為 3.44％，惟隨著退撫支出面的持續擴大，退撫新制

年資逐年增加，退撫基金須給付之基數及百分比亦隨之逐年提

高，加上支領定期給與人數累積，導致軍職、教育及公務人員之

基金帳戶，如未加計運用收益，已分別於 100 年、103 年及 104

年首度發生當年度退撫支出大於繳費收入之收支不足情形，三類

人員基金收支結構嚴重失衡下，如何開源節流創造收益，共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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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政府財政及基金財務危機，係退撫基金當前及未來首要任務。 

退撫基金成立目的之一，係政府為達成保障軍公教退休人員

及遺族生活之任務，退撫基金之管理運用並非以營利為目的，且

實質經濟利益之歸屬與享有均為軍公教參與退休基金人員，然除

軍公教人員所屬之退撫基金外，其他身分別人員所屬政府基金及

各政府保險基金均享有各項業務收支均免稅之租稅優惠，在租稅

公平原則、避免增加社會衝突及保障退撫基金參加人員權益下，

增訂本租稅優惠條例，使退撫基金從事基金運用管理，辦理國外

委託經營業務支付外國業者之管理費及保管費得免納營業稅，確

實有其急迫性及必要性，對社會安定性亦有其助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