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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國 69 年以來，我國所得分配差距擴大的原因，主要係產業結構轉型、

家庭組織型態改變及人口老化、低所得家庭戶量降幅較大等多屬社經轉型之自然

現象。然而鄰國日本為一高度經濟化國家，過去亦經過社會經濟轉型過程，不僅

經濟穩定成長，所得分配亦相當平均，所得差距倍數較我國為低。故本文以日本

為對象，比較研析台、日所得分配變動差異情形，特別是社會面(人口結構變遷)

對所得分配之影響程度，及相關措施改善所得差距之情形。 

研究結果顯示，日本所得分配較我國平均的原因，可歸納為(1) 就業者中高

比例的受雇者（高比例的薪資所得）、(2) 農家與非農家間相近的所得水準、(3) 家

庭戶內人口組成已趨穩定、(4)老年人口的高勞動參與率及(5) 所得重分配效果，

尤其是高齡者所得重分配效果顯著。其中(1)受雇者比例與(3) 人口組成乃經社變

遷自然法則，吾人難以規避或干預，且就經濟發展動力、個人工作意願及創新誘

因的觀點，適當的所得差距乃個人貢獻及產業分工的表徵，亦屬必要。而原因(2) 

高農家所得、(4) 老年者高勞動參與率及(5) 良好的所得重分配效果，則值得我

國借鏡參考。 

目前我國低所得家庭中，戶長年齡 65 歲以上者約占半數，戶內人口中 69.4

％係無業者，就業者又以從事農業及低技術工或體力工占多數(67.3％)，平均薪

資較低。未來隨人口結構老化步調加速，此類弱勢家庭將會持續增加，其對均富

社會的影響，殊值關注。相關政策應立基公平、正義原則，僅對需要輔助的弱勢

者予以濟助，將有限社會資源作最有效之運用，俾使全民均能分享經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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