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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民保姆成了人權侵害源

2008年12月間，台大法學院顏厥安教授於臺灣民主季刊第5卷第4期發表〈人權破損與公民社會的
團結自救〉一文，其中論及警察權之行使，這篇文章一方面指出「陳雲林來台期間所出現的大量
警察暴力案件，以及…對樂生支持者，對行政院前靜坐師生，對自由廣場的野草莓學運以及圖博
人等的驅離行動。這當中許多個案，已經不僅涉及警力的不當或過當使用，而是違法濫權的警力
使用…不過最需要提高警覺之處，並不在警察暴力本身，而是此等暴力為何會突然地高密度地出
現，以及當局對這些案件完全沒有任何正式的道歉、調查、停職等作為，反而還大力表揚、升職
相關警察首長」，另一方面則進而察覺「2008年後中華民國政權正持續將警察與廣義的司法機關
，主要是檢察系統，轉變為第一線侵害人權的侵害源」 。1

      將場景轉換至2014年3月24日清晨行政院附近的台北街頭。警方不但以血腥、粗暴方式驅
離反黑箱服貿的群眾與年輕學子，甚至有若干員警在臉書裡以「北上立院抓女暴民，套子我戴了
準備被我幹爆吧！」、「能不能學天安門事件比較快，成功嶺的戰車都很閒」「我要是警察休假
被召回，應該會打得更兇」、「用長盾打，這樣血噴比較多」等極端激烈、仇恨性言論刺激民眾
，令人甚感憤慨。本文脫稿之際，又適逢陸續發生警政署保二總隊組織網軍，進行網路社運言論
的全面監看與反制事件2

，以及臺北市警察局以「預防犯罪」為由，約談於網路貼文要群眾「路過」忠孝東路三個路口，

3，綜觀近年諸多警察偏差脫序行徑，令人不得不佩服顏厥安教授前述「中華民國政權正持續將警
察轉變為第一線侵害人權的侵害源」的精準觀察。 

「革命尚未成功」的公務員退撫制度改革 

      台灣公務員和勞工所得替代率差距之大，可謂舉世無雙。而軍公教各類退休年金即將面臨
崩壞，也是動搖國本的重大國安危機。其中以備受國人關注的警察人員而論，其屬公務人員之一
環，在退休撫卹上異於教育與軍職人員。警察雖工時長、危險性較高，但因待遇相對優渥，近年
吸引許多一般大學畢業生報考。權且以警正3階（相當薦任7職等）為例，不僅本俸加上專業加給
可達約6萬元，現支
月退休金卻也能高達5萬元。若再以符合
過去「55專案」4

退休巡佐為例，退休金約有400多萬元，但若選擇月退，每月可領7萬多元，待遇優渥。有人選擇
到中國開創事業，有人投入基層選舉，或陪家人遊山玩水、買地種田享受田園樂，自在開創事業
的第二春5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令人咋舌的超高所得替代率，主要部分非由其薪水自食其力提撥積累，而
係歸功政府負擔，亦即來自廣大納稅人的辛勤供養。目前我國公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高達
90%以上，但號稱富國俱樂部的 OECD 國家（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平均所得替代率只有
58%。個別國家方面，日本 34%、英國 31%、德國 40%、法國 51%、韓國
67%，差堪與我國公教人員比擬者，只有希臘
93%6。如此超越國際水準的優渥退休待遇，凸顯我國作為「軍公教福利國家」的制度不正義。 

      回顧2012年底以退休軍公教人員應否繼續領取年終慰問金事件為契機，掀起了2013年初
有關於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改革的呼聲。詳言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簡稱退撫基金，係我
國公務人員（軍公教，即軍人、公務員、公立學校教師）退休撫卹制度，於1995年由「恩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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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負擔退撫經費）改為「儲金制」（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撥繳費用）。公教退撫基金是台
灣總體公共退休金的一環，自退撫基金成立以來，每一年都有巨額的不足額提撥，並逐年往新一
代的在職者身上累加，這個制度已從「世代互助」變成赤裸裸的「階級剝奪」。政府如果不做相
應措施，就基金破產之日「指日可待」。 

      根據2013年5月考試院提出的公務人員退撫基金102年度第1季監理概況報告，其中軍公教
三類人員的總退撫支出超過繳費收入，收入共約146億元，支出258億元，淨撥繳數約為負113億
元，支出佔收入177%。該報告顯示，軍、公、教三類人員的退撫支出都大於收入，其中公務人員
支出佔收入155%7

。另外，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於2014年5月初統計，去年公務人員退休撫卹金潛藏負債2.58兆元
，增加1,745億元；舊制軍公教人員退休金5.79兆元，則減少1,095億元，主要是可支領人數逐漸
減少；合計軍公教退
撫新舊制潛藏債務達8.37兆元，占政府潛
藏負債近一半8

。綜合上開數據，應可印證前述基金破產說法，當非聳聽危言。就連行政院長江宜樺於2013年5
月出接受中央社專訪也坦率指出，台灣的軍公教制度如果不及早變革，仍用那麼高的所得替代率
和這麼低的繳費率，「當然有一天可能會
和希臘一樣」9

。不過遺憾的是政治上的「說」與「做」經常是兩回事。儘管政府相當瞭解過度保障的公務人員
年金制度終會拖垮國家財政，為此也的確著手草擬諸多改革方案，無奈始終缺乏追求國家財政永
續營運的決心，眼見2014年底乃至2016年大選日逐漸逼近下，公務人員年金制度改革的可能性，
本文悲觀預測在這段可預見的將來，恐怕仍趨近於零。 

從警察暴力反思財政代際負擔 

      針對警察在324暴力驅離事件，立法院於2014年3月27日旋即在內政委員會成立「行政院
鎮壓反服貿學運真相調閱專案小組」，為進行事實的調查與釐清，當時並要求警政、情治與國安
單位，在10日內將指定調閱的資料送至立法院10

。遺憾的是，迄本文脫稿之際，行政院並未如期檢送相關資料，使得事實調查陷入證據不足困境
。這部分恐怕要等到未來隨著法院審理相關案件，比較明朗的事實才會浮現於眾。儘管如此，從
目前平面暨電子媒體、社群網站等相關報導圖文片段裡，當日警察刻意過度使用暴力的事實輪廓
，可謂大抵已臻明確。 

      當清華大學彭明輝教授被問到「學運到底成就了什麼？」這問題時，彭明輝反問聽眾：「
以前從沒想過警察可不可以打人，現在終於認真思考過這問題的，請舉手。」結果許多人舉手。
彭明輝教授將此解讀為
學運帶給台灣最重要的成就，亦即「民主的深
化」11

。惟何謂「民主深化」？這個答案恐怕仍嫌抽象。若更追根究底地追問，本文認為此處的民主深
化當指成熟公民對公共議題的獨立判斷能力，以及對政治權力的戒慎恐懼。在此之中，尤其是一
向以親民愛民、正義使者形象深植人心的「人民保姆」，在一條鞭式科層體制指揮命令下，隨時
也可化為政府暴力鎮壓公民運動的工具。公民對警察的信賴，可謂幾近一夕崩解。莫怪今年4月2
1日反箱服貿學運主要幹部林飛帆、陳為廷、魏揚等7人在律師陪同下，主動前往北檢接受偵訊，
同時發表「為民主服從、為台灣勇敢承擔」聲明，表示因警察已淪為政府工具，沒有公信力，因
此拒絕警局約談，選擇主動到北檢說明。 

      吟味顏厥安教授「中華民國政權正持續將警察轉變為第一線侵害人權的侵害源」一語，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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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肩負監護維護社會治安、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職責的警察，近年卻成為遭人嫌惡的人權侵害
根源。從公務人員退休金保障與代際負擔責任觀點而論，尤有值得深入討論的必要。詳言之，國
家以永續存在為目的，國政亦須在安定的財源支持下永續經營，而其財政上的前提要件，厥在財
政健全。在「租稅國原則」下，政府收入應以強制徵收的租稅為主，由納稅人依據能力而共同負
擔。租稅為國家財源之主要基礎，在諸多態樣的租稅裡，所得稅，特別是個人的綜合所得稅，又
係其中相當關鍵的收入來源。個人所得稅收入多寡，基本上決於納稅義務人數與稅率兩項因素。
在議會民主政治下，稅率調升實非易事，對資本家課徵高額稅金又有經濟產業發展現實上難處，
是以經常性維持相當規模人口之納稅義務人，乃國家穩定獲取財源的擔保。少子化，抑或高齡少
子化現象對財政最大的威脅，可從歲入與歲入兩方面考察：首先在歲入部分，少子化意味著未來
勞動人口減少，亦即未來能負擔國家財政支出的納稅義務人減少，除非國家開闢其他新興財源，
否則意味著財政收入將隨之減少；其次在歲出部分，高齡化意味著需要仰賴國家資源扶助照護的
老年人（當然包括退休警察人員）增加，亦即各種福利支出項目將隨之擴大。一消一長間，國家
財政運營上產生的破綻，昭然可見。

      尤其在全球少子化趨勢中，台灣少子化程度更為嚴重。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08年7月出版
的《社會指標統計年報》所載，台灣育齡婦女總生育率於1985年降至2人以下，至1997年尚維持在1
.8人左右，近年則急遽下滑，至2007年僅1.1人而已。至於高齡化趨勢，台灣也不遑多讓，在同資
料內內政部曾以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14%作為高齡社會門檻，估計10年內台灣將從高齡化社會
邁入高齡社會，前後差距只有25年左右。歐美先進國家的老人化過程則長達50年至100年，顯示
台灣因應人口老化的時間相當短。2010年2月24日發行的《今週刊》第688期封面專題，即以「比
地球暖化更危急」貼切形容台灣面臨的人口危機12

。但，這跟警察暴力鎮壓示威社運活動有關連嗎？ 

      如前所述，我國預計在2017年之前邁入「超高齡社會」。再參照行政院於2008年的推估
，老年人口的增加，將使「扶老」比率快速增加，2008年為 7
個生產者扶養一個退休者，演變成2023年 3.2 個生產者扶養1人，2056年將降為 1.4人扶養1人。
我國由於全
球最低的生育率使得人
口老化問題更加快速，從而造成退休制度莫大
壓力13

。觀乎近年來參與各地公民運動的主力大抵以年輕學生與公民為主，年紀不過20歲上下，預計在
未來的10年裡將先後進入職場成為上班族，將成為支撐包括警察退休金在內諸多公共開支的最重
要納稅主力。反觀鎮壓社運的警察人員們，年齡稍長，或許多數人只要再工作10、20餘年就能退
休安養。屆時遊山玩水、安享老後生活的財源都要靠這些年輕上班族的血汗錢辛苦共同承擔。公
務人員年金改革短期內因諸多政治因素雖然難以真正推動，但隨著少子高齡化時代下公務人員退
休年金財務逐年惡化以及官民差距持續懸殊，對公務人員退休福利乃至薪資、退場機制進行革命
式的大幅改造，無論是那一個政黨執政，終將是政府難以迴避的迫切政治課題。今日警察在「警
察萬能主義」作祟下導
致值勤時間過長、勞動條件惡劣固然令人深感
同情14

，惟倘若一昧屈從上命，以粗暴手段對待關心各種公共議題的年輕公民，讓青年世代對以警察人
員為首的公務人員們產生終身無法磨滅憤恨，則當他日當這些年輕人躍升成為社會納稅中堅時，
試問退休警察人員們如何擔保不會成為這個被《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形容「納稅人與「吃稅人」(（ax eaters）」15衝突裡被遷怒的首要對象？ 

作者羅承宗為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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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退休法修正而於2012年落日。 

5.自由時報，，〈退休福利佳 自在開創第二春〉，2011年1月5日。 

6.蔡祈賢，〈由世代包容論我國公教退休年金制度改革〉，2013年 3 月
16日，國家文官學院網站，網址：
http://www.nacs.gov.tw/NcsiWebFileDocuments/c34c984ce0043b78d9d84a6ac823c14b.pdf
（造訪日期：2014/5/17）；值得注意者，該文作者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參事。 

7.聯合晚報，〈軍公教退撫基金首季全入不敷出〉，2013年5月2日/A1版/要聞。 

8.自由時報，〈財務惡化三年暴增逾4兆〉，2014年5月5日。 

9.聯合晚報，〈江宜樺專訪年金若不改〝台灣恐希臘化〞〉，2013年5月1日/ A4版/焦點。 

10.聯合晚報，〈立院內政委員會通過組調閱小組〉，2014年3月27日/A3版/服貿抗爭Day10。 

11.彭明輝，〈
學運成就了什麼─給參與學運的
學生們〉，2014年4月7日，網址：http://mhperng.blogspot.tw/2014/04/blog-post_7.html
（造訪日期：2014/5/15） 

12.李建興，〈
比地球暖化更危急〉，今週刊
，第688期，2010年2月24日，網址：http://mag.chinatimes.com/mag-
cnt.aspx?artid=3147&page=1（造訪日期：201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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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退休制度改革的
意義與影響〉，2011年3月11日，考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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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訪日期：20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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