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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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玉欣委員國會辦公室」特訂於 10 月 9 日(星期二)下午 14:00

在立法院群賢樓 802 會議室舉辦「102 年度社福預算公聽會」，預計

邀請各相關部會、社福團體，以及台大包副校長宗和、古允文教授等

專家學者與會，將就福利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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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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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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