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迷你退休 

「退休」這個字眼（或者說這件事）對現今社會大部分人而言存

在著幾種意義，是憧憬、是規劃、是目標或甚至可以說是過程！尤其

在填鴨式教育薰陶下的臺灣民眾更是認為「按部就班」是經歷人生及

職場的不二法門，因此，大家只要兢兢業業的在職場上打拼到 65歲以

後退休就能盡情享受退休後自由、自在及自主的生活；這樣的思維邏

輯似乎很完美，但卻忽視了很多的潛在因素。 

以大學畢業（22歲）即進入職場工作的人來說，工作 45年（以

勞保年資 5年 1個基數計算），退休時已經是 67歲了，在這 45年當中

經歷工作壓力、職場環境壓力、加班、熬夜、交際應酬等不同破壞自

己身、心、靈又無法抗拒的外在影響，退休後還有多少體力、多少年

可以享受自己的人生？更遑論實現自己年輕時候的夢想？正如前陣子

一則電視廣告：一位年邁的父親跟自己的兒子對話：這是我跟你媽年

輕時候的夢想，唉！現在也沒體力可以實現了！雖然是一段簡單的廣

告詞卻能發人深省，曾幾何時當自己跟自己對話時，問過自己：這樣

的人生是自己想要的嗎？大多數的人最後的答案終究不得不跟現實低

頭！為什麼呢？錢？家人的期望？還是缺乏了改變的勇氣？或者這些

因素全都包含在內呢？ 

人是週期性、習慣性的動物，一件事做久了就習慣了、一群人相

處久了也習慣了、工作 5-6天休息 1-2天的週期也變得理所當然了，

試想，習慣性、週期性有錯嗎？沒錯，那為什麼只有少數人從職場退

休後能保持健康的身、心、靈呢？答案很簡單，因為每個人對於習慣、

週期的適性不同，但現階段職場不可能因每個人的適性不同而調整工

作的週期，所以對於某部分的族群而言，職場的工作是壓抑、是強迫

性的習慣，為了生存必須強迫自己去適應，為了社會認同、家庭認同

必須去習慣，進而在自己的心理上產生了壓迫、在自己的生理上發生

了變質！因此，市面上勵志書籍、大眾傳媒談話性節目或是報章雜誌

裡的短（散）文常常都在告訴我們「調適心理、莫忘初衷、善待自己、

釋放壓力」。 

「紓解壓力、認識自己及重新找回熱情與動力」等話題已成為新



 

 

興世代最熱門、最潮流的趨勢，然而「迷你退休」的概念正是體現這

些話題的思維；所謂「迷你退休」就是 1年之中有 3個月（含以上）

的時間用來渡假、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完成自己的夢想，藉由調整自

己的步調，重新找回自己、調節壓力，在返回職場前，重拾熱情與創

意，創造出更多的可能性（雖然可能返回的不是原本的職場，但卻可

能是較適合自己的工作）；換一個角度來看，也是將原本訂在 65歲退

休後想要完成的事情，提前在分配在工作生涯的每一年逐步完成！這

樣的想法不僅可以完成自己的夢想（甚至可以擴大夢想），也不會讓人

生產生遺憾。 

要達到「迷你退休」的目的必須具備幾個條件，相信有了這些條

件，想要迷你退休就不是難題或讓人掙扎的事了： 

一、理財規劃：正確的金錢分配與穩定的理財投資可以讓你在迷你退

休期間不用擔心用錢問題。 

二、夢想規劃：其中包含旅遊計畫、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的規劃等，

可以讓你完全放鬆或投入的自己想要完成事物。 

三、具備勇氣：實行迷你退休必須要有捨棄原本職場的覺悟與勇氣，

因為等你返回職場後不一定可以回到原本的公司！

雖然如此，但這也是迷你退休的精隨，因為原本的工

作不一定是最適合你的工作，也可能是讓你疲乏、睏

倦的工作。 

拿出勇氣面對自己，勇敢的規劃自己「迷你退休」的生活，創造

出屬於自己的人生價值與活力，不做不怎樣，但做了一定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