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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早进入老龄化，让高福利的台湾步履蹒跚。
按照台湾劳工部门2012年的精算报告显示，台湾劳保基金将在2017年出现收支逆差，

在2027年出现破产危机。换句话说，如今50岁的人群在达到领取养老金条件时，可能一分
钱都领不到，那会影响到945万人，占全台湾人口的四成。

紧迫的养老压力，让台湾从20年前就着手破解养老困局，至今已折腾出一套多元的养
老模式，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志工银行”……细致入微的保障体系正在试图调集全社会
的资源堵住养老漏洞。

近日，本报记者有机会走进台湾，养老金亏空、多轨制仍引发着岛内各阶层的博弈，而
这些问题，同样困扰着一水之隔的大陆，未来20年，大陆如何在养老上少走弯路，台湾的经
验或许能给予启发。

台台湾湾养养老老
镜镜鉴鉴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养老在家庭

和政府间摇摆

决策者往往意识不到家庭结构
变化如此之快，如果外在环境没有提
供“孝道”观念以外的其他替代方式，
现代老人只能“固守家庭”，养老问题
也就愈发严重。

“谁来养老？”如今，在台湾谈及
养老问题，民众们都会提出这样的疑
问。作为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之一，
台湾在1993年就由婴儿潮人口迈入
了老年社会。目前，65岁以上的老年
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1%，这个比例还
在继续攀升。

“台湾青壮年人口负担老人依赖
人口的比率，已经到了四比一。”面对
这样让人担忧的数据，老人们纷纷感
叹，“如果没有系统的养老体系，老人
的未来可能养不起。”

11月5日，台北飘着细雨，63岁的
黄越没有接到大陆游客的订单。擦洗
完出租车，一个人呆在家里不停地按
着电视遥控器，在几个新闻频道之间
转换。

“我想看看有没有播‘以房养老’
的节目，不过全是关于‘问题食用油’
的。”之前备受争议的“以房养老”新
政在媒体上没了动静，黄越有点无
奈，只能无聊地坐在沙发上，嚼槟榔
解闷。

黄越年轻时就和妻子离婚了，几十
年来，早已习惯单身的他，直到老了，才
时不时对未来感到一些“唏嘘”。

人口老化越快速，社会、民众的准
备期就越短。黄越说：“不要说老人福
利、老人政策，就连‘谁来养老’这样的
问题，都还停留在政府将权责归诸家
庭、家庭期盼政府更出力的模糊阶段。”

台湾地区内政部门的相关人员
曾说：“不能把家庭的责任全丢给政
府。”

这番言论招来了民间老人福利
团体的批判。台北市老人基金会执

行长李雄说：“以我们从事社会工作
的了解，(家庭养老的)理想和现实
间有很大落差，社会上越来越多老
人问题，并非单纯只是子女没有孝
心，生活形态、家庭结构的改变才是
主要因素。”

黄越说，同龄中离婚、无子的人
相对较少，人们传统的养老观念还是
家庭为主，“孝道是养老的万灵丹。”
然而环境变迁，让“养儿防老”变得越
来越不现实。

台大社会系主任林万亿认为，决
策者往往意识不到家庭结构变化如
此之快，如果外在环境没有提供“孝
道”观念以外的其他替代方式，现代
老人只能“固守家庭”，养老问题也就
愈发严重。

台湾究竟有多少老人独居？根据
当地内政部门的统计，目前与子女同
住的老人占64%，仅与配偶同住或隔
邻而居的占21%，一人独居的老人占
12%。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逐年下
降。

台大公共卫生研究所副教授吴
淑琼认为，对于老人问题，她并非主
张家庭撒手，而是期待公共政策能协
助帮忙。

不过，尽管“以房养老”新政目前
已经开始试行，但备受诟病。台湾养

老金“多轨并存”，但既不是公职人
员，也没有进入私营企业的底层民众
仍被排除在外，台湾当局推行的“以
房养老”，全称“不动产逆向抵押贷
款”，是让老人抵押自有产权的住宅
向政府借款，政府精算出每月折现金
额，让老人一方面可以继续住在自己
家中，一方面可以得到每月现金生活
费。

2009年底，台湾内政部门开始研
究、讨论，今年3月定案，5月开始受理
申请，申请资格为年满65岁以上、无
法定继承人、单独持有不动产，且不
动产价值不超过社会救助法所定之
中的低收入标准者。

台北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助理教
授王品说，“以房养老”新政实则充满
矛盾与模糊。台湾内政部门2009年曾
做过《老人状况调查》，全台湾65岁以
上老人有自有房子、土地或其他不动
产者，男性为38%，女性23%。而老人
中无子女可继承者，男性只有4%，女
性2%。

“可见，符合以房养老资格者本
来就极少。服务极少数人口，是这项
政策的目的吗？到底以房养老政策想
服务多、服务少、服务强，还是服务
弱？似乎充满矛盾。试行之后，又将如
何‘全面’办理呢？”王品说。

多轨制走到头了

台湾民众将养老问题矛头直
指“公职人员养老体制”，因此台湾
当局在改革养老问题上也首先向
公职人员下手。政府解释说，改革
方向无非是要保证台湾养老金的
各个资金池能够细水长流，而不是
涸泽而渔。

在台湾，像黄越一样“退而不休”
的老人并不少见。根据汇丰集团所做
的一份《未来的退休生活》调查显示，
台湾有超过六成的退休族依旧负担
家庭的财务责任，退休金准备不足以
及退休后收入减少，仍是退休族最大
的烦恼。

2013年是台湾养老金政策的一
个“拐点”，经过了多年以财政高福利
补贴后，开始探索通过市场化机制来
达到收支平衡。

台湾现行的养老金制度“多轨并
行”，包括公教人员保险、军人保险、
劳工保险、农民保险、“国民年金”等
几种，它们的主管单位不同，收益也
大相径庭。

1月3 0日，台湾当局公布了养
老金制度的第一阶段改革方案，改
革重点是“少领、多缴、晚拿”。其
中，“少领”和“多缴”砍向的是公职
人员，这将使他们的退休金与退休
前薪资的比值降至八成以下，以后
公务员须工作满30年、年满60岁，
或工作满25年、年满65岁方可按月
领取退休金。而“多缴”则是针对劳
工保险费率，方案规划劳保费率从
9%逐年调高到2036年的19 . 5%。

台湾是一个高福利社会，品类繁
多的养老保障与全民健康保障，曾引
来以高福利著称的欧洲国家前往取
经，其公职人员退休金与退休前薪资
的比值将近九成，在全球数一数二，
远高于北欧国家。

在台湾高雄市一艺术区，老人在家人陪伴下外出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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