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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檢民國 102 年社會福利預算： 

發展趨勢與檢討 

政策說帖 

 
為瞭解近幾年來社福預算編列的情形，及其配置的適當性，進而檢視目前我

國社會福利的發展趨勢，與福利預算編列所隱含的若干問題，特就福利項目（保

險、救助、津貼、福利服務、就業）、福利人口群（兒少、婦女、殘障、老人、

原住民、其他新興弱勢族群）等面向，探討 102 年度社會福利預算配置的情形及

其所衍生的問題，並透過與會專家學者集思廣益、思索因應對策，並向政府提出

可行的改革建議。 
 
綜觀近幾年來我國社會福利預算的編列情形，社會福利預算呈現逐年增加的

趨勢。特別是從民國 101 年度開始，中央政府社會福利預算大幅成長，社福預算

佔歲出比例也首度超越「教育科學文化支出」，成為國家最主要的預算項目。101
年度的社會福利預算總共編列了 4,072 億，較前一年度增加了 389 億，增幅為

10.6%，佔整體歲出預算比例高達 21%，創下社福預算的歷史新高記錄。而行政

院所通過的民國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中，社會福利支出仍高達 4,390 億，

佔所有歲出預算的 22.6%，較 101 年度略微增加。 
 
然而以 102 年度的社會福利預算為例，所有支出中以社會保險最多，高達

2,970 億元，超過整個社福預算的一半(67%)，且佔了總預算的 15.3%。長久以來，

在政治力高度介入社福政策的情形下，我國各種社會保險並未建立所謂的「財務

責任制度」，導致將近一半的社會福利支出是用在填補各種社會保險的虧損，以

及公、勞、農、全民健保等各種保費的補助上，尤其是政府對於農民保險的過度

補貼，不僅造成政府財政上的沈重負擔，更使得名義上的社會福利預算雖大幅增

加，但由於配置失當，並不能真正體現社會福利的實質意義。 
 
社會保險支出比例過高，亦意謂著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其他項目的預算容

易遭到排擠，如國民就業、社會救助，以及福利服務等，不僅所佔比例偏低，歷

年來預算成長亦相當有限，長此以往，將無法因應人口老化、少子（女）化、經

濟不景氣等所引發的一連串社會問題，以及弱勢人口不斷增加的福利需求。因

此，福利預算在數字上的增加，並不等同於政府福利政策「質」的提昇，相反的，

若干被掩蓋在數字背後所潛藏的問題，才是政府最迫切、也是最需要積極去面對

的挑戰與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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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座談會歸納各界看法，發現： 
 
1. 目前社福預算逐年增加，財源何來？目前台灣像菸品健康捐、以及公益彩

券，香港有賽馬，社福預算要增加，就必須開源。 
2. 各項「津貼」的增加，佔去增加的社福預算大宗，但是真正解決問題不是

用錢，而是需要各項福利服務的評估，例如：災後與救助重建，有時現金

與福利服務會有相互排擠的現象，但是真正推動服務的還是需要「人力」。 
3.不僅福利服務需要評鑑，同時現金給付的制度也需要評估其效益。 
4.希望未來的預算轉移方向為，多一些福利服務，少一些現金給付。 
5.針對預算編列問題，首先建議要重視人力資源，例如政策與服務的輸送，

人力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高風險家庭服務，一個新的方案上路，需要財力

與人力同時進入，不可能只是讓同一群人增加額外的工作量。其次，用系

統的觀點來做預算規劃，例如，家庭的觀念很重要，要防微杜漸，將福利

服務輸送著重在支持家庭各方面的功能，與其將錢用於各種「身分別」，

不如用在「家庭」。 
6. 社會福利經費應重視長久性、公平性、合理性以及防微杜漸原則，就是說

福利的成效應該可長可久，並且用在真正需要的人身上，才能防患於未

然。此外，社福人才的培育應包含了專業與愛心，同時檢視社福資源的分

配是否花刀口上，這樣才能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數。 
 

因此，本計劃的提出如下的政策改革建議： 
 
1. 建立合理的全民經濟安全基線： 

行政院 101 年 1 月 9 日公布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社會福利政策綱領，以

「邁向公平、包容與正義的新社會」作為未來台灣福利發展的願景。其

中在「社會救助與津貼」這一章，已經對政府應負之福利責任有所規範，

在於「整合既存體系」、「逐步檢討修正」、最後建構適合全民的「國

民基本所得保障」，一方面降低不同人口群之間的福利落差，以及所引

發的相對剝奪感；另一方面也有助於政府資源的有效運用，減少政治喊

價作用的影響，舒緩現有社會保險體系潛在負債的問題。 
 

2. 跳脫「現金給付」式政府的困境、朝向「有感服務」式的政府： 
台灣過去的福利發展在民主與民粹的交互影響之下，現金給付所佔的福

利預算比例越來越高，扣掉這些移轉性支付之後，政府實際上已經沒有

推動新施政的空間，除非總體預算能夠再往上增加，但現實上非常困難，

結果導致政府職能的大幅衰退，社會譏評「無感施政」確實不是無的放

矢！痛定思痛必須調整政府思維往有能治理的服務式政府改變，一方面

接合上新興服務產業的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也讓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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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民眾確實感受到政府的「服務」，從「無感」變「有感」。 
 
3. 從「修補問題」到「防微杜漸」。 

現今政府預算的配置多是針對已經發生的社會問題加以修補，最多只能

舒緩過去已經發生的問題，導致政府苦苦追趕於問題之後，而無法真正

根本地解決問題的根源。福利預算過度集中於移轉性與消費性的支出，

而較具積極意涵的國民就業、預防保健、人力資源發展、兒少與家庭服

務、脫貧措施等，所獲致之預算分配相對於數字龐大的總體社福預算，

都是相當細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