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險可以成為管理長壽風險的絕佳工具 

英國保誠人壽呼籲民眾超「錢」部署 贏在退休起跑點 

                                                2020 年 11 月 23 日 

台灣人口結構的改變，正悄悄左右民衆的未來。少子化的衝擊、高齡化長壽風險，是影響力驚人的

問題。英國保誠人壽長期關注退休議題，今年與政治大學金融科技研究中心攜手合作，彙整與退休

準備相關的重要關鍵數字，整理出退休相關資訊，探討台灣民眾的退休趨勢，提醒民眾退休要及早

規劃、及早準備。 

英國保誠人壽通路長孟子文表示：「退休，是每個人都會面臨的人生階段。英國保誠人壽這次和政

治大學金融科技研究中心合作，目的就是希望幫助民眾瞭解退休趨勢，並且知道該如何開始做退休

規劃，從容面對長壽風險。」 

退休關鍵一：高齡化、少子化所帶來的衝擊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的資料顯示，2019 年國人的平均壽命來到 80.9 歲，其中男性 77.7 歲、女性

84.2 歲，皆創歷年新高；長期而言，國人平均壽命呈現上升趨勢。台灣已於 2018 年正式步入高

齡社會，預估 2026 年將成為超高齡社會(註一及圖一) 。 

另一方面，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資料，2019 年台灣的生育率只有 1.05 人(註二及圖二)，在亞洲主

要國家中僅高於韓國的 0.92 人，少子化情形相當嚴重。在高齡化和少子化的雙重夾擊下，台灣從

1991 年為 10.3 個年輕人扶養 1 個老人(註三及圖三)，到 2018 年僅剩 5 個年輕人扶養 1 個老人，

預估 2060 年不到 2 個年輕人就要養 1 個老人，未來年輕人的負擔將越來越重，引發的扶養比問

題也成為社會隱憂。面對長壽，伴隨而來的將會是收入來源如何支應退休後的支出，退休金要準備

多少也成為民眾亟需思考的問題。 

圖一：台灣人口老化歷程圖 

 
備註：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高齡化社會（Ageing society）指老年人口比率超過 7%；高齡社會（Aged society）則是老年人口比率超過

14%；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則是老年人口比率超過 20%。 



                                                                

 

圖二：1998至 2019年台灣與亞洲主要國家總生育率比較圖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三：台灣地區扶老比變化圖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退休關鍵二：退休後所需準備的支出超過預期 

根據行政院 108 年度「家庭收支調查報告」顯示，65 歲以上退休族群，平均每月每戶消費為 4.7

萬元，以每戶平均 1.98 人計算，每月每人消費為 2.4 萬元，若要有適足的退休生活，平均每月最

好準備 3～4 萬元。根據統計(註四)，台灣平均退休年齡為 61.1 歲，以退休期間 20-25 年計算，在

不加計通貨膨脹和其他醫療支出的情況下，至少需要準備 720 萬～1,200 萬元的退休金。 

政治大學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王儷玲也提出：「退休後的醫療費用中，長照開銷不容小覷，民眾

規畫退休金儲蓄時，一定要把醫療費用納入考量。」根據統計，國人一生中長照需求約為 7.3 年(註

五)，綜合保險公司及保發中心資料，若聘一位 24 小時外籍看護，每月至少約 2.5 萬元；聘本國看

護，則每月看護費會提高至 6-7 萬元，再加上其他長期性支出(例如醫療衛生用品等)，平均國人

每年長照費用至少 80 萬元，以國人平均長照時間 7.3 年計算，民眾須準備至少 600 萬元的長照

預備金，以因應不時之需。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6EA756F006B2A924
https://www.ndc.gov.tw/cp.aspx?n=AAE231302C7BBFC9


                                                                

 

圖四：長期照顧費用負擔預估表 

類型 項目 預估費用(每月) 

一次性支出 
輪椅、電動床、氣墊、特殊衛浴設備

(防滑地磚、扶手、無障礙坡道等……) 
約 4-20 萬 

長期性支出 

家人自行照顧 工作收入損失 

外籍看護 約 2.5 萬 

本國看護 約 6-7 萬 

社區照護 約 1.5-1.8 萬 

機構照護 約 1.7-6 萬 

長期性耗材 
紙尿布、交通費、衛生醫療用品(氧氣

瓶、管灌食物……)等 
約 0.4 萬-0.7 萬 

加總  最少一年 80 萬 

退休關鍵三：個人退休準備越來越重要 

面對退休金準備，最重要的不外乎「及早開始、持之以恆」，但許多人可能會不知道要從何著手。

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教授彭金隆表示，退休金準備有三大來源(圖五)，第一為政府退休金制

度，第二為職業退休金，雇主與受雇者相對提撥，第三為個人自行儲蓄。若民眾要開始做退休規劃，

建議第一步先了解自己的退休需求，第二步估算自己總共需要準備多少退休金，第三步了解自己可

以從政府與雇主提撥的退休帳戶中領到多少退休金，第四步了解自己退休金不足的缺口，第五步有

計畫的理財以彌補退休金缺口。 

英國保誠人壽指出，若政府或雇主提供的退休金不足以滿足個人的退休生活，個人退休準備就更不

可忽視，應及早規劃並善用市場上的優質退休金融商品，如分紅保險、年金保險與長期照顧保險來

彌補退休保障缺口。 

圖五：台灣退休金三大支柱金字塔圖 

 

 

 

 

 

 

 

 



                                                                

 

退休關鍵四：善用保險打造穩定現金流 

管理長壽風險的工具中，保險扮演重要的角色。英國保誠人壽通路長孟子文呼籲：「善用保險是應

對長壽風險的絕佳工具。藉由創造穩定現金流，轉移長壽風險給保險公司，保障退休後的生活費來

源。」以分紅保單為例，「分紅保單」兼具「分擔風險、紅利共享」兩大優勢，保戶除了擁有壽險

保障外，還可以透過保險公司的專業投資策略與精選投資組合，參與公司的經營成果，從中獲得紅

利分配，為自己的退休生活做好最安心的準備。 

英國保誠人壽提醒，面對退休要及早準備，善用保險工具轉嫁長壽風險，讓自己超「錢」部署，贏

在退休起跑點。 

 
 

備註： 

1.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高齡化社會（Ageing society）指老年人口比率超過 7%；高齡社會（Aged society）則是老

年人口比率超過 14%；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則是老年人口比率超過 20%。 

2.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3.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4. 【資料來源】：勞動部  

5. 【資料來源】：衛福部 

 

 

新聞聯絡人： 

行銷_品牌暨宣傳 施冠羽 Gladys  (02) 7733-1840  0988-562-419 

行銷_品牌暨宣傳 黃孝如 Ivana   (02) 7733-1841  0918-009-265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6EA756F006B2A924
https://www.ndc.gov.tw/cp.aspx?n=AAE231302C7BBFC9
https://www.mol.gov.tw/announcement/2099/44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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