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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長久以來經濟學者最常利用國民生產毛額來作為一個國家或經濟社

會福利水準高低之衡量標準，近年來隨著國民所得大幅成長，以及社會、

政治與經濟結構的改變，民眾對於社會福利的需求日益增加，政府也宣示

將以加強各項社會福利作為施政重點。針對主客觀環境的改變，如何適當

規劃社會福利支出的擴充，乃是政府應該慎重考慮的重要課題。 

本文試圖以探討台灣社會福利支出與國民所得之間的長期關係為主，

研究樣本以 1967 年─2010 年，共計 44 年的社會福利支出與國民所得之

年資料，以單根檢定、共整合檢定等方法分析國民所得是否可以支撐社會

福利支出且永續經營，並檢定其因果關係。實證結果顯示，就長期而言，

社會福利支出與國民所得之間具有正向的關係，表示社會福利支出可被國

民所得所支持。但在短期上，兩者互為因果關係，國民所得的短期增加會

提高短期的社會福利支出，但短期社福支出的增加卻對國民所得的成長有

短暫不利的影響。 

本研究藉由社會福利支出與國民所得等兩項重要指標為推估依據，

將結果提供政策制定者，適度控制該項經費額度，才不致造成國家財政上

的超額負擔。 

關鍵字：單根、共整合、社會福利、國民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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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nomists often take the GNP as the measure of the level of a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welfare standards for a long time. In recent 

years, the national income are increasing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are changing. The more public demands the citizens 

need, the more social welfare the governments have to strengthen. The 

government should orgnize the expansion of social welfare expenditure 

properly and focus on the environment subjectively and objectively are 

important lesson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are exploring the long-term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aiwan’s social welfare expenditures and national 

income. The samples which were used by total 44 years of social welfare 

expenditure and national income in this study which was ranged from 1967 to 

2010. An analysis of the root test and coinintegration test methods among the 

variables included in the study of the national income whether can support the 

social welfare spending continuely or not was tested. The conclusion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welfare spending and national income 

meaning that the social welfare expenditures can be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income in the long term. However, the short term increase of national income 

will increase the short term social welfare expenditures due to their mutually 

causal relationship. In fact, the increase of short term social welfare spending 

will take bad adventages of the national income growth.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social welfare expenditure and national 

income are two important indecators in estimation basis. The results provide 

policy makers should make appropriate decisions in controlling the amount of 

expenditures. Therefore, the results will not add the government’s financial 

bu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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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動機 

「社會福利」在民主政治的過程中，是現代國家之重要任務，我國以

「社會福利」作為政府德政之施行，是各政黨極為重視的國家政策之一。

為因應社會環境結構快速變遷所引發的多元與複雜的社會問題，政府發揮

社會福利之功能，預防與減緩社會問題的發生，提供各項社會福利措施，

創造祥和、互助、公平及多元化的社會為目標。社會福利涉及領域甚廣，

舉凡政治、經濟、社會與法律等的內容多元複雜，所衍生的觸角也無所不

在。 

目前社會福利政策在國內政黨競爭的過程中，眾多的社會福利政策成

為政黨或候選人所開出來的競選支票，候選人之施政理想亦將社會福利列

為首要目標，以爭取選票，而民意代表及執政者亦大力爭取社會福利以獲

得選民之支持。儼然「社會福利」或「福利國家」為民之所欲而且合乎政

客的胃口。然在選舉的過程中，各個政黨更是提出許多類型的社會福利政

策，以期贏得選民的支持，吸引選票，達到勝選的目的。例如老農津貼、

敬老年金等，都是各個政黨在競選期間所提出來的福利政策，以最近的選

舉為例，政客為順應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老年農民

福利津貼加碼案，正吵得沸沸揚揚的，前提之下社會福利的加碼，應先考

量政府的財政預算。 

從社會福利政策推動至今，關係較大者，大概是全民健康保險以及國

民年金等兩項社會福利政策，前者已經在 1994 立法，並於 1995 年 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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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開辦，因全民健康保險的開辦，國民年金亦於 2008 年 10 月 1 日開辦。

社會保險支出乃大幅躍升，並成為社會福利支出的主軸。 

不負責任的政客，為了討好選民乃至廣開社會福利支票，因政治發展

形勢丕變，而積極地要推動各種社會福利措施，因此，行政官員可以藉機

會擴大掌握中的預算大餅，量求自己的政治利得（political gains）。然而，

社會福利制度若設計不當，勢必衍生其他的新的社會問題，歐債危機就是

一個很好的例子，其本質原因是西方國家普遍奉行的高福利與財政能力不

足之間的長期矛盾。今天看來，西方福利國家正瀕臨失敗，無論是希臘等

歐元區國家抑或是美國，都疲於應付不可持續的政府財政以及由此引發的

衆多經濟和社會問題。。 

綜上所述，有限度的社會福利制度，對於社會、政治與經濟等大環境

結構的改變，才不致於使社會福利龎大支出造成對於台灣經濟不堪負荷而

致負債累累的影響，建立適當的社會福利支出機制、因應措施及規劃，乃

是政府應該慎重考慮的重要課題。 

第二節 研究目的 

 近年來隨著國民所得大幅成長，基於大環境中社會、政治與經濟等

結構的改變，民眾對於社會福利的需求日益增加，再則我國人口結構漸邁

入高齡化，家庭結構規模縮小，民眾對社會福利需求日益殷切，政府也將

以各項社會福利作為施政重點，適度增長社會福利確有必要。但是，許多

先進國家面臨社會福利支出擴張難以控制的困境，社會福利給付標準易升

難降，給付條件易放難縮，因此福利規模之擴大，不僅造成政府財政沉重

負擔，對於影響基礎建設的推動，也值得警惕，必須在資源有限下，力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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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之給付。另外，社會學者又不斷發掘新的社會問題及需求，需要更多

的資源投入，以協助維持民眾基本生活。 

基於以上理由，如何適當規劃社會福利支出的擴充，乃是政府刻不容

緩應該慎重考慮的重要課題。探討社會福利支出對整體經濟發展長期關係，

研究及國民所得的長期趨勢是否可支撐社會福利支出？二者是否存在著一

個「共整合」的穩定長期之均衡關係，做為進一步研究總體經濟變數之間

短期及長期因果關係的基礎，並權衡其是否可以永續經營，是本文分析研

究的重點所在。社會福利體系為政府部門的一部份，因此，必須負擔起協

調整合的責任，制訂完善社會福利政策與機制，包括政策形成、制度設計

及措施推動，並能效維持社會的穩定及有助於健全台灣的經濟體質。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本研究內容共分成五章，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背景及動機、目的以及研究架構與流程；第

二章為文獻探討，分為國民所得文獻回顧、社會福利定義及其歷史演進、

各項社會福利等文獻回顧及社會福利支出與國民所得之文獻探討，進行歸

納整理；第三章研究方法，建立完整的實證模型以及對資料作詳盡的分析；

第四章為實證結果分析。最後為結論與建議，有關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1-1 所示)。 

本研究探討社會福利支出國民所得的長期關係研究，研究包含以 1967

年至 2010 年之社會保險支出、社會救助支出、福利服務支出、國民就業支

出、醫療保健等 5 個變數年資料及國民生產毛額等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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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經濟學者最常利用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來作為一個國家或經濟社會福利水準高低之衡量標準。本文首先依

研究的動機，引導出本研究具體的方向。確定研究的方向後，再依據所欲

探討的社會福利支出與國民生產毛額的長期關係，建立本文的計量研究方

法與實證模型。接著開始蒐集實證所需的樣本資料並探討相關的文獻資料。

再根據計量研究方法與實證設計，將整理的樣本資料進行實證檢定，以單

根檢定來看是否具有恆定關係，如具恆定關係，則可以支撐社會福利支出，

並且永續經營，再利用共整合來檢定社會福利支出與國民生產毛額之長期

關係，並檢定其因果關係。再依據估計結果，進行實證結果的分析，來判

斷台灣社會福利支出與國民所得之關係。最後作結論分析，並針對研究過

程進行檢討，以作為提出未來研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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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模型與理論分析 

單根檢定 

VAR(P) 

差分後(無共整合) 

VAR(P) 
VECM(有共整合) 

共整合整定 

無單根 I(0) 

 

有單根 I(1) 

實證結果分析 

結論與建議 

圖 1-1研究流程圖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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