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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 所謂「可攜式退休金年金制」係指雇主按月提繳員工薪資一定比例的退休金，存入勞工個人帳戶中，待離職後以年金

方式給付，不受轉換雇主的影響，以保障勞工退休後的經濟生活安全。因此，「可攜式退休金年金制」一旦實施，企業將

失去一項維繫員工忠誠度的工具，有員工流動率提高的潛在壓力。 本研究即以員工流動議題為主軸，從企業的角度以社會

責任的觀點，來探討可攜式退休金年金制的實施。俾了解企業從社會責任的觀點，如何來看待及處理勞工的勞動條件之變

化，以及將如何對於人力資源的變化進行適應與調整。除對於相關文獻加以探討外，並針對國內外勞工退休金制度之沿革

與發展加以了解與比較，國內退休金制度從老人經濟生活安全保障切入，囊括我國所有退休制度的回顧，國外部份則歸納

出當前的發展趨勢，並與我國勞工退休金條例進行對照。本研究以採行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但以問卷做為先遣調查，針

對可攜式退休金年金制進行認知與意向的了解，替隨後的深度訪談舖陳，最後並將研究結果做成結論與建議提供參考。 本

研究的主要結論包括：(1)可攜式退休金年金制的實施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四個層次之關聯；(2)員工流動是一種資源重新分配

與資源共享效應；(3)員工流動具良性公平競爭原則。並提出下列建議：(1)企業雇主應從社會責任的角度思考，重新塑造優

質企業文化並做好留才措施，以建立新的僱傭關係；(2)關於勞工團體及企業雇主對於新制的建議應加以尊重及溝通，並對

中小企業的提繳能力給予關心；(3)主管機關及企業雇主應於實施前加予宣導。　　　　　　　　

關鍵詞 : 可攜式帳戶 ; 年金制 ; 退休金 ; 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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