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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 國人退休準備調查

調查方法：網路調查

調查時間：2021年5月 

調查對象：台灣20歲以上上網人口 (不包含離島)

有效樣本：26,559份，在95%信心水準之下，抽樣誤差為正負0.6%

調查目的：瞭解台灣民眾的退休準備情形、退休期待及使用的退休理財工具，

                                 並針對青壯世代 (30-50歲) 與全體樣本退休樣態做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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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預計退休年齡60.3歲
開始準備退休年齡愈來愈早，3成39歲前開始準備

Q：您預計幾歲退休？     
Q：您覺得幾歲開始做退休準備比較合適？

*平均預計退休年齡扣除沒有設限者

40-4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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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做退休準備年齡預計退休年齡



4成6對退休準備感到壓力大或極大
對財富規劃及健康準備信心最不足

Q：退休準備對您來說壓力有多大？  
Q：您對於退休準備的相關規劃的信心程度？

退休準備信心程度
- 非常有信心 + 有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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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準備壓力程度

生活目標

社交網絡

財富規劃

健康狀況



   天災意外 

57% 意外事故

30% 重大疫情

26% 天災

自己及家人的健康狀況是規劃退休準備中最擔心的不可控因素
其次是意外事故，重大疫情(如新冠肺炎)也是前三最擔心因素

個人因素

65%
自己及家人
健康狀況

29%
失業/
生意失敗

社會變動

26% 政局/政策

25% 物價波動

Q：在規劃退休準備中，您最擔心的不可控因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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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

股票

定存

基金

ETF

外幣

不動產

股票

保險定存

基金

其他

近六成有使用投資理財工具作為退休後的所得來源
保險、股票及定存是使用比例最高的理財工具

Q：您有運用哪些理財工具來累積退休金？

Q：您配置在各理財工具的資金各約佔多少比例？

退休理財工具使用情形  
(%)

退休理財工具資金分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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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使用退休理財工具

57%



股票

保險定存

基金

其他

每月平均為退休理財準備金額約佔整體收入近2成
預期目標年報酬率普遍落在3~10%之間

Q：您每月為退休理財準備的金額約占整體收入多少比例？

Q：您對退休理財工具的目標年報酬率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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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94元 平均金額 29,031元

多數預估退休每月生活費落在2-4萬及4萬以上
而近6成每月為退休理財準備金額不到2萬元

Q：您每月為退休理財準備的金額是？

Q：您預估退休每月生活費大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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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退休理財
準備金額(%)

預估退休每月
生活費  (%)



多數認為所需退休金額落在501-1500萬之間
平均需存1,135萬

Q：您認為應該存到多少退休金才 夠退休所需？

所需退休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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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 500萬元

501 ~ 1000萬元

1001 ~ 1500萬元

1501 ~ 2000萬元

2000萬元以上

不知道

平均金額 1,135萬元



67%
不清楚

可領多少勞保
勞退金額

Q：您知道您退休後可以領多少勞保及勞退嗎  ？



退休後生活重心

Q：您退休後的生活重心 /目標會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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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準備族群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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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部署 穩健規劃 隨性佛系 退而不休 尋求協助 掙扎求生

7% 27% 10% 21% 16% 19%
*4.8 分 5.3 分 5.6 分 6.2 分 7.0 分 7.6 分

很早就開始為退休投資，

希望比別人更早退休

有設定一個明確退休財務

目標，並按照計劃執行

很少想退休的事，時間到

了再說

退休後還會找其他工作做

，或開創事業

知道退休準備一定要提早

，但不知道從何開始

每月收入只能應付目前經

濟壓力，不敢想退休的事

已經累積到足以支應退

休生活所需

平常就有一部分投資是為

退休做準備

活在當下比較重要，沒有

特別為退休做財務規劃

退休後一定要找工作來做 覺得自己理財知識不足，

希望有人提供協助

希望有一天不用再為生活

工作，但不知何時能實現

投資報酬率一般來說都

超越預期

相信根據規劃，退休時會

達到財富自由的目標

平常不怎麼注意投資理財

資訊，也沒有在投資

退休後想挑戰沒有嘗試過

的事物

不知道如何追上規劃的

財務目標

扣除基本生活花費，每月

幾乎沒有多餘的錢做其他

用途，如投資

退休準備族群樣貌與佔比

 

退休準備上，近3成為穩健規劃型
其次是退而不休型，掙扎求生及尋求協助各佔近2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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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

佔比

*退休準備壓力分數  (平均)

特性



超前部署 穩健規劃 隨性佛系 退而不休 尋求協助 掙扎求生

性別分布

年齡分佈

個人年收入

(平均$)
92.0萬元 89.7萬元 66.2萬元 76.3萬元 62.4萬元 52.3萬元

超前部署及穩健規劃型較多男性、平均個人年收入較高
尋求協助型較多20-29歲，掙扎求生型平均個人年收入最低，30-49歲佔多數

 

Q：您的性別？    Q：您的年齡？

Q：您的個人年收入 (含薪資獎金 )？

退休準備族群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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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部署或穩健規劃型每月為退休理財準備金額最多，投入在股票佔比也最高
尋求協助及掙扎求生型每月用於退休理財金額較低，較傾向保守型的投資工具

 

退休理財資金佔比

Q：退休準備對您來說壓力有多大？  Q：您每月為退休理財準備的金額是？

Q：您配置在各理財工具的資金各約佔多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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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部署 穩健規劃 隨性佛系 退而不休 尋求協助 掙扎求生

使用退休理財工具比例 62% 77% 33% 66% 51% 30%

每月退休理財準備金

 (平均$)
27,595 元 25,351 元 20,847 元 21,800 元 18,185 元 16,240 元



20s、青壯、熟齡世代的退休準備

■ 20s 世代 (20-29歲)
■ 9成單身未婚
■ 多數與家人同住
■ 平均個人年收入58.9萬 

■ 青壯世代 (30-49歲)
■ 單身未婚及已婚有小孩各半
■ 超過半數與小孩或長輩同住
■ 平均個人年收入71萬 (近半數

60萬以下)

■ 熟齡世代 (50歲以上)
■ 8成已婚有小孩
■ 多數與小孩或長輩同住
■ 平均個人年收入88.9萬



超過5成20世代期待60歲前就能退休，平均預計退休年齡最早
熟齡族群平均預計退休年齡最晚，7成計畫60歲後才退休

Q：您預計幾歲退休？  

預計退休年齡

*平均預計退休年齡扣除沒有設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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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s世代 青壯(30-49歲) 熟齡(50+歲) 



平均退休準備壓

力分數 6.2分 6.4分 5.7分

生活目標

社交網絡

健康狀況

財富規劃

退休準備信心程度 (%)

青壯世代對於退休準備壓力最大
對財富及健康狀況準備信心程度也最低

Q：退休準備對您來說壓力有多大？
Q：您對於退休準備的相關規劃的信心程度？  非常有信心+有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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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s世代 青壯(30-49歲) 熟齡(50+歲) 



     Top 6 使用的退休理財工具

1. 股票 保險 保險

2. 保險 股票 股票

3. 定存 定存 基金

4. ETF 基金 定存

5. 基金 外幣 不動產

6. 外幣 ETF  ETF

Q：您有運用哪些退休理財工具來累積退休金？

6成20世代有為退休做理財準備，且使用的投資工具多元
熟齡世代為退休投資理財比例最低，較青睞保守型投資工具

使用比例顯著高於其他世代

 使用退休理財
工具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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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s世代 青壯(30-49歲) 熟齡(50+歲) 



20s世代 青壯(30-49歲) 熟齡(50+歲)

每月退休理財準備金額 (平均$) 21,712 元 20,946 元 26,893 元

預估退休每月生活費 (平均$) 27,967 元 28,482 元 31,219 元

所需退休金金額 (平均$) 1,077 萬元 1,142 萬元 1,162 萬元

Q：您每月為退休理財準備的金額是？  Q：您預估退休每月生活費大約是？

Q：您認為應該存到多少退休金才 夠退休所需？

青壯世代平均每月為退休理財準備金額最低
熟齡世代每月準備金額最高，預估所需退休金也最高

平均金額顯著高於其他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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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及青壯世代知道可領多少勞保勞退比例低
熟齡世代知道比例稍高，但也不到6成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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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s世代 青壯(30-49歲) 熟齡(50+歲) 

Q：您知道您退休後可以領多少勞保及勞退嗎  ？

知道可領多少勞保勞退比例

29% 56%



1. 國內外旅遊 國內外旅遊 運動健身

2. 學習新事物 學習新事物 國內外旅遊

3. 陪伴長輩家人 運動健身 學習新事物

4. 運動健身 陪伴長輩家人 陪伴長輩家人

5. 投資理財 投資理財 做公益

6. 開創事業第二春 做公益 投資理財

7. 做公益 到鄉下/郊區生活 開創事業第二春

8. 到鄉下/郊區生活 開創事業第二春 兼差

20及青壯世代退休後的生活重心除休閒旅遊外
計畫持續學習、投資理財、甚至開創事業比例顯著較高

使用比例顯著高於其他世代

Q：您退休後的生活重心 /目標會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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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代 青壯(30-49歲) 熟齡(50+歲) 



20世代 青壯(30-49歲) 熟齡(50+歲)

超前部署 8% 6% 7%

穩健規劃 21% 26% 36%

退而不休 22% 22% 18%

尋求協助 23% 17% 12%

隨性族群 10% 9% 10%

掙扎求生 16% 20% 17%

退休準備上，20世代退而不休及尋求協助型比例最高
青壯及熟齡世代穩健規劃型最高

退休準備族群樣貌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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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族群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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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的已退休族群平均年齡61.1歲
3成目前仍有在工作

男

Q：您的性別是？    Q：您的年齡是？
Q：您目前的工作狀況是？

30%
已退休仍有工作

性別分布

40-49歲

年齡分布 工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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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對退休年齡
沒有設限



退休
仍有工作者

生活目標 48

財富規劃 41

健康狀況 43

社交網絡 41

已退休族群普遍對退休生活壓力表示尚可
有工作者在生活目標、健康狀況、社交生活滿意度更高

Q：您目前退休生活的壓力有多大？
Q：您對於退休生活的滿意程度？

退休生活各面向滿意度
- 非常滿意 + 滿意 (%)

4.4分

退休生活壓力指數

比例顯著高於整體

0-3分
[完全沒有/小]

4-6分
[尚可]

7-8分
[大]

9-10分
[極大]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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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保險

定存

基金

不動產

外幣

ETF

近五成已退休族群有投資理財
積極型與保守型工具都有在使用

Q：您有運用哪些理財工具來累積退休金？

退休理財工具使用情形(%)

46%

有使用退休理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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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
仍有工作者

40-49歲
提前退休者

52% 62%

39 47

38 40

24 29

25 25

15 15

13 13

10 12

退休
仍有工作者

40-49歲
提前退休者

比例顯著高於整體



500萬元以下

501 ~ 1000萬元

1001 ~ 1500萬元

1501 ~ 2000萬元

2000萬元以上

不知道

平均金額 1,247萬元

每月退休理財
準備金額(%)

目前退休後
每月生活費(%)

30,874元 平均金額 31,104元

已退休族群平均每月為退休準備金額約3萬
平均認為應存到1,200萬元才夠退休所需，較未退休者高

Q：您每月為退休理財準備的金額是？    Q：您目前退休每月生活費大約是？

Q：您認為應該存到多少退休金才 夠退休所需？

所需退休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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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網絡

財富規劃

健康狀況

生活目標

多數認為退休後能獨立生活，不需兒女擔心重要
且重視健康、財務獨立並持續學習

Q：您對退休生活各項敘述的同意程度是？同意 + 非常同意  (%)

整體已退休者 退休仍有工作者 40-49歲提前退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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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字代表比例顯著高於整體已退休
者

各敘述同意程度  
- 非常同意  + 同意(%)

Top 5 同意程度最高敘述

82% 獨立生活不需兒女擔心 81% 79%

55% 經常透過網路與朋友分享資訊 58% 50%

52% 有固定的社交生活 57% 51%

73% 定期檢視財務狀況 76% 83%

48% 財務支出符合退休前準備 49% 62%

41% 退休前應多投資 49% 61%

71% 重視吃得健康 71% 61%

65% 有固定運動習慣 60% 51%

60% 定期健康檢查 61% 51%

54% 注重外表 56% 60%

23% 已安排長照 29% 28%

64% 還有很多想學的事物 73% 68%

62% 積極透過網路學習新知 67% 65%

56% 喜歡使用最新科技產品 61% 59%

52% 每天過得充實忙碌 62% 53%

41% 退休生活更精彩 46% 43%



結論與建議



國人退休準備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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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成6受訪國人對退休準備感到壓力大或極大，

財富規劃及健康狀況是退休準備最重視的項目，
也是最擔心沒做好的面向，其中，年輕及30-49
歲青壯世代對財務準備信心明顯又更為不足。

調查發現，身為家中主要開銷及收入來源的 
30-49歲青壯世代，退休準備壓力指數最高，相
較其他世代，青壯世代在每月退休理財準備金額
及財務、健康準備信心最低。

三低的三明治世代



最熟悉的陌生人 – 
勞保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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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勞保是多數國人退休後主要倚賴的所得

來源之一，然而，7成不清楚可領多少勞保

勞退金額。20s 及青壯世代知道比例又更
低，不到 3成。



20s世代，
投資市場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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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對薪資凍漲、國民年金破產壓力，20s世
代退休壓力指數僅次於青壯世代，為所有世
代中第二高，在退休準備過程中，也較擔心
個人因素，如突然失業。

在退休準備上，20s世代積極善用投資理財

工具，以儘早實現財富自由的夢想，6成受訪

20s世代有使用投資理財工具累積退休金，
比例在所有世代中最高，不只使用的理財工
具多元，使用新興投資工具比例也較高，如
ETF、外幣、權證等。



退而不休時代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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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無論是期待能提早退休，去做更多想做的事 、
開創事業第二春的20s及青壯世代，或是對退休
年齡沒有設限、退休後仍繼續工作比例高的退
休族群，退而不休為跨世代共同特性。

調查發現，雖然20s世代預計退休年齡最早，熟
齡及退休族群預計退休年齡最晚，但不同世代
皆期待退休後能發展自身興趣、持續學習、旅
遊、創業或兼差等，開創自己的第二人生。



36

5 不做下流老人

4成受訪的退休族群對目前生活各面向感到滿

意，退休生活壓力尚可，他們多數認同能獨立
生活，不需兒女擔心是很重要的，且重視健康
飲食、保持運動習慣、定期檢視財務狀況並持
續學習。

3成退休後仍有在工作，相較於沒有工作者，這

群退而不休者在生活目標、社交生活及健康狀
況滿意度都較高，且更積極透過網路學習新事
物、投資與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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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型化的退休準備
人生

退休準備態度及行動力與收入息息相關，超前

部署及穩健規畫型平均個人年收入最高，早早就
開始為退休準備設定目標，每月退休理財金額也
最多。

佔近4成的尋求協助及掙扎求生型則以平均個人
年收入較低的20s及青壯世代佔多數，他們知道
退休準備一定要提早，但不知如何追上規劃的財
務目標，每月為退休理財金額最低，壓力也最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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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民眾退休準備的壓力來自於只靠  6%雇主自提的勞退，如果沒有強迫扣款的話，太晚開始準備，
退休財源不足的壓力就會很高。無論收入多寡，及早開始準備，多諮詢專業人士，未來才能多一分保
障。 愈晚開始準備，理財選擇就會愈來愈少， 理想30歲左右就要開始，最晚不要超過 45歲!
若以退休後平均每個月生活需求 3-4萬，預估退休後生活約還有 23-25年，退休金算起來平均要準備
約 800-1200萬。

退休準備要及早，最晚不要超過45歲!

這幾年出現一股年輕人進股市現象，但退休理財需要 長期投資規
劃，資產配置也要隨年紀調整，年輕族群股票配置高還算沒問題，
不過隨著年紀達45歲門檻，要逐漸轉向穩健或保守型的配置，建議
拉高平衡型基金、或債券穩健型的商品投資比例 。

退休理財需有長、短期規劃

政大教授王儷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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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薪資決定你的退休人生

市調呈現出國人有6種退休族群樣貌，其中屬於「掙扎求生」為年收入 52.3萬元的小資族居多，退休投
資的金額僅1.6萬元，遠低於平均值。收入高低造成退休準備的樣態 M型化，這是警訊！

小資族更應提早啟動退休投資準備，選擇穩健型的投資工具，即使金額不高，每月定期定額，長期下
來也能產生複利效應，例如基金就有滿多這些穩健型的商品。

要有精彩的退而不休人生，需提早準備落實

退而不休有兩種，一種是專長可以延續，或開發事業第二春，另一種則是因為退休金準備不 夠，不得
不延後在職場的時間。

想要有一個精彩的退而不休人生，必須「提早準備」， 財務如果尚未達到一定程度，開發事業第二春
的風險會很高，如果不早做好理財規劃，未來生活花費也會處處受限。退休後，也需 定期檢視自己的
財務狀況，審視是否需要調整或增加以負擔預期的生活水準，才能落實精彩的退休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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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