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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電視媒體頻頻打出國民年金與勞保年金廣告，一個全民保險的年代似乎來了，但誰看出隱藏
在這保障之下的問題？

      表面上，國民年金這個制度將照顧全國家庭主婦、失業勞工等大約四百萬弱勢者的老年生
活，同時，加上「年金月月領」，還會讓人有種比照公務人員「活得越久、領得越多」的錯覺，
彷彿賤民一夕之間就此翻了身。如果再加上勞保年金化，未來全國甚至將會有約一千兩百萬人口
被涵蓋進年金新制裡，而台灣似乎也隨著年金制正式步入福利國家之林。  

   
      然而實際上，由於被保險人大多都是收入不穩定的弱勢者，加上農民排除後，國民年金的
保費費基極度不穩定；說穿了國民年金其實就是政府強制弱勢人民加入的窮人互助會（強制加保
）。一方面強制窮人每月繳「會錢」，不是有錢的補沒錢的，而是短命人補長命人；二方面「集
資」幫助藍綠政黨填補六千元老農津貼、三千元敬老津貼等不斷加碼的社福支票財政缺口；三方
面則用「社會保險」之名慢慢順勢擺脫那些沒有繳錢但政府認為「白白領錢」的老人們，好在未
來的十七年後（六十五歲後的平均餘命為八十二歲），可以從這些津貼負擔當中脫身，讓被保險
人自己負擔保險盈虧。  

   
      換句話說，這個制度並不是一個提供全體國民最低經濟保障的「基礎年金」，也不是一個
老人不用付出任何代價就可以擁有的基本人權，更不是一個讓財富得以重分配的機制。相反的，
它還因為政府不願意再拿稅收出來照顧老人、因為被保窮人繳不出逐年調漲的保費而將會有「破
產」的危機。  

   
      再看勞保年金。勞保老年給付的年金化當然是來自於勞保基金高達一兆元左右的隱藏性債
務。為了避免走向破產，藍綠政黨修法將勞保中如老年給付、殘廢給付、死亡給付等幾個比較大
筆的給付項目從「一次領」改成「月月領」，讓勞保基金「分期付款」，把債務向後遞延。不用
精算即可知在勞工選擇月月領的同時，勞保基金的債務雖然得以向後遞延，但同時也擴大了，並
且還在人口老化的推波助瀾下向下一代侵蝕。  

   
      姑且不論勞委會宣稱新制實施後十九年勞保基金財務才會出現問題的真假與否，但是任何
人都可以想像，下一代面對的勞保基金會是難以承受的爛攤子。少子化與勞動市場的不穩定將會
讓未來的勞保費基受到嚴重的侵蝕，加上前述的債務倍增，保費的費率自然也得要不斷調高。  

   
      看看社會福利現況吧，你如果知道幾年來全國廣義的社會福利支出僅佔GDP的四％左右，
就會發現國民年金的「窮人互保」與勞保年金的「向後代借款」，以及這兩個年金的破產危機，
其實都是以「政府沒錢」為前提的產物。這等向後代借款的世代正義問題不解決，就會發展成是
兩代間的「世代連動債」。我們該繼續讓藍綠政客們用這種飲鴆止渴的政治方案讓我們世代間相
互擠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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