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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二代健保補充保費的不公不義 

耳科 主治醫師 王懋哲 

 

從今年一月一日開始 ，政府徵收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所有受薪階級的高額

獎金高於五千元的存款利息收入，兼差所得、股票、股利、房租等收入，都要交

百分之二的補充保費。去年衛生署說一年可多徵收 220億的錢改善健保的財務困

境，相信各位醫師同道應該已發現每個月從薪水中醫院已幫你代繳數千元至萬餘

元的二代健保補充保費，一年總共大約要多繳萬餘元至十數萬元。前健保署長楊

志良去年在大家為此議題討論的沸沸揚揚，反對聲四起之際，力陳補充保費的徵

收是符合公平正義，讓有能力的人多負擔一些保費，以解決健保的財務危機。我

本來也以為我們一年多繳數萬元的健保費可以改善我們的醫療環境，多盡一點心

力也是應該的。但是仔細剖析此新制度之後驚然發現我們都被騙了，其實二代健

保補充保費是向廣大受薪階級及中產階級加百分之二的稅來圖利財團的制度。 

政府在一年多收 220億補充保費的同時，說這多收的錢剛好可以用來降低健

保保費費率從 5.17%，降到 4.91%，讓大家可以少繳 220億的保費，前署長楊志

良教授說如此更符合公平正義，有錢人透過補充保費多繳一些，受薪階級可以少

繳一些。但實際上真的是如此嗎？補充保費最主要的來源應是高額獎金及兼差所

得，試問大部分的上班族老闆是不是都以低薪投保再以高額獎金補足薪水以減低

勞健保之成本。全台灣除了領基本工資的外勞及工務人員之外，大部分的上班族

其實都是靠高額獎金生活的，這如同變相加稅百分之二。而這多收的 220億再用

來讓健保費率由 5.17%降至 4.91%如此健保的餅根本沒有做大，無法改善健保財

務困境。楊前署長說費率降低可讓每個人少繳，大家都受惠，真的是如此嗎？健

保費勞工自付 30%僱主付 70%，費率降低少收的 220億其實勞工只少付的 70億，

僱主可少付 150億。用人越多的公司省越多，這就是圖利財團!這 150億最後變

成公司盈餘分股利給大老闆們拿去了，所以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實際的真面目是向

上班族及中產階級加稅 2%來給全台灣雇主們增加一年 150 億的盈餘，這是第一

個不公不義。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還有上限 20萬元的規定，即股利、房租利息、高額獎金

等部份如超過 1000萬元，無論超過多少都只要繳 20萬，你越有錢就省越大，例

如前兩天媒體報導某上市公司大老闆今年股利分紅超過 20億，如果按照上班族



第 27期順風耳 

 

2013年 11月 發行 
17 

 

要繳的 2%計算應超過 4000 萬元，而他只要付 20 萬就過關了，政府及楊前署長

說補充保費勢讓有錢人多付一點完全是騙人的，其實目的是讓受薪階級多付一

點，這是第二個不公不義。 

政府如果政策上要促進經濟發展給企業財團減稅有種就直接向全民說清

楚，好好說服大家，或許還能令人接受。以二代健保補充保費為理由向中產階級

加稅，非但沒有改善健保財務，還用一副自己所作所為是代表公平正義的態度來

欺騙人民，反而令人不能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