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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經濟學》 
一、請試述下列名詞之意涵並各舉一項在我國之相關例子輔以提供解釋。 

(一)殊價財（merit goods）。（6分） 
(二)尼斯坎南（Niskanen, 1971）之政府預算規模選擇模型。（6分） 

(三)雙重紅利假說（double-dividend hypothesis）。（6分） 
(四)租稅之柯雷特與黑格法則（Corlett-Hague rule）。（7分） 

試題評析 
此題為基本的名詞解釋，只是需要搭配我國相關範例，需要進一步的思考！但主要的分數仍應來

自於名詞解釋的部分。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財政學講義》第二回第二篇第二章：公共財理論，張政編撰，頁68。 
2.《高點‧高上財政學講義》第二回第二篇第三章：公共選擇理論，張政編撰，頁155-156。 
3.《高點‧高上財政學講義》第二回第二篇第一章：外部性理論，張政編撰，頁14。 
4.《高點‧高上財政學講義》第三回第三篇第四章：租稅理論-課稅原則，張政編撰，頁94-95。 

 
答： 
(一)殊價財：由馬斯格雷夫(Musgrave)提出，此種財貨種類屬於私有財，但其社會價值高過私人的價值(可視為

具有外部利益的私有財)，因為可讓多數人享受到利益，則可由政府提供此種私有財，其將具有消費的不可

拒絕性，即政府強迫私人消費。 
※例如：我國法律規定騎乘機車強制戴安全帽。 

(二)政府預算規模選擇模型：尼斯坎南(Niskanen)提出，認為官僚並非生產單位，故無追求利潤極大的誘因，官

僚體系會利用自己的資訊優勢去追求權力、地位和一切與官僚預算規模正相關的事物，亦即官僚的目標是

極大化他們的預算。 
※例如：我國公共工程建設時常出現追加預算的情況。 

(三)雙重紅利：是指污染稅的課徵可同時減少污染水準(第一紅利)，矯正不效率；且可降低扭曲性租稅的社會

成本(第二紅利)，亦即利用污染稅收取代扭曲性的租稅(例如：所得稅傷害工作誘因)，減少扭曲又降低外部

成本的製造，可形成雙贏。 
※例如：我國貨物稅中對油氣類貨物課稅，即具有雙重紅利的效果。 

(四)Corlett-Hague法則：主張因無法對休閒課稅的情況下，消費稅的課徵，無法避免超額負擔的產生，進而扭

曲工作與休閒之間的選擇決策，亦影響勞動供給，故為了減少超額負擔，應針對與休閒互補之商品課重

稅；與休閒替代之商品課輕稅。 
※例如：我國課徵娛樂稅，概念即為對休閒互補的娛樂行為課稅。 

 
二、假定某城市由市政府進行一項捷運建設規劃，成本效益分析顯示淨現值（NPV）約為56.5億元，

內部報酬率為6.3%。敏感度分析顯示若成本提高58.3%或者效益降低36.8%下，益本比（benefit-
cost ratio）為1。請試述此城市捷運完成建設後卻出現負值的淨現值可能原因。此外，另一城市

和此城市捷運完成建設後卻出現負值的淨現值可能原因。此外，另一城市和此城市人口規模相

當，但捷運建設採行BOT方式，請由我國過去之交通建設BOT個案申論在我國採用BOT進行交

通建設之可能限制。（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雖然為某成本效益分析的案例敘述，但實際兩個小題與敘述並無關連，分別是計畫完成後出

現NPV為負的可能原因；以及BOT可能發生的限制。此兩小題皆無完整且標準的答案，需要考生

自行發揮。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財政學講義》第二回第二篇第五章：成本效益分析，張政編撰，頁249～253。 
2.《高點‧高上財政學講義》第三回第三篇第二章：公營事業訂價理論，張政編撰，頁39。 

 
答： 
(一)若計畫評估之NPV為正，但完成後卻出現NPV為負值，主要是計畫高估可能發生的效益，而實際運作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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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較低；或計畫低估可能發生的成本，而實際運作時成本較高，可能原因為： 
1.涉及重複計算的陷阱，納入不可能同時發生的效益，使得效益高估。 
2.涉及連鎖反性的陷阱，計算過多次級的效益，而忽略次級的成本也應納入。 
3.忽略未來折現率可能發生的變化，由於建設成本通常發生於初期，而效益發生於後期，若未來折現率開

始偏高時，則效益的現值偏低。 
4.涉及無形效益且估算值偏高，或涉及無形成本且估算值偏低或計畫時忽略未計入。 
5.涉及風險問題，使評估時與完成後的淨現值發生落差。 

(二)BOT指建造-經營-移轉，政府與民間共同合作興建公共建設的一種方式。公共建設由政府規劃，交由民間

興建，而給予得標企業營運特許權，在經營特定的時間後，再將該建設的財產權移轉回給政府(等於政府給

予經營特許權後若干年，可無償取得一項公共建設)。 
我國交通建設採BOT的例子有：台灣高速鐵路(台灣高鐵公司)、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遠東集團)、台北市

府轉運站(統一集團)等。 
採BOT可能的限制與問題為： 
1.可能發生逆選擇：對於投標廠商缺乏有效篩選標準的逆選擇問題。 
2.得標廠商可能融資困難：由於銀行並非建設的實際投資者，若不想承擔太大風險，則給予廠商資金融通

的意願偏低。 
3.可能發生道德危機：雖興建與經營由民間企業盈虧自負，但興建規模過大時，當民間經營出現困難時，

政府無法坐視不管，則政府風險分攤效果有限，而出現道德危機的問題。 
4.缺乏有效監督：因政府給予民間企業經營特許權，故無法有效監督民間企業的經營成效，例如：可能出

現因獨占而訂價過高的情況。 
5.當建設移轉給政府時，可能折舊太高或設備老舊，則移轉後的效益偏低。 
 

三、某國內生產之商品甲之市場交易數量為3,000萬，該商品需求的價格彈性為1.5，供給的價格彈性

為2.5，市場交易價格為每單位200元，若對此產品課徵稅率為20%，請試推算（包括求算過程）

此租稅之超額負擔（excess burden）占可獲得稅收之百分比。另又倘若該產品開放進口，假定國

際市場為完全競爭且零關稅下，於此國內市場中有三分之一為進口產品，再請試推算（包括求

算過程）此租稅之超額負擔占可獲得稅收之百分比。（25分） 

試題評析 
此題為超額負擔計算的應用，只是需要額外計算原始租稅收入，才能算出所占的百分比；而第二

小題的題意說明較為模糊，無法確切得知出題者真正的問題概念，因此不易回答。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財政學講義》第三回第三篇第四章：租稅理論-課稅原則，張政編撰，頁84～85。 
2.《高點‧高上租稅各論講義》第一回第一篇第二章：租稅的課徵原則，張政編撰，頁24～26。 

 
答： 

(一)已知超額負擔計算為 1
2EB P Q= ∆ ⋅ ∆ ，利用彈性代換價格變動，則同時存在需求與供給彈性的超額負擔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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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1 1 )D S

QEB P P
Pε ε

= ∆ ⋅ ∆
+

，以從價稅率表示則為 P t P∆ = ⋅ ，可得 * * 21
2

1

(1 1 )D S

EB Q P t
ε ε

= ⋅ ⋅ ⋅ ⋅
+

將相關數字帶入可得 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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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稅收總額為 ( ) 12000 22500 97500Tax P Q P Q Q t P Q P Q′= ∆ ⋅ = ∆ ⋅ − ∆ = ⋅ ⋅ − ∆ ⋅ ∆ = − =� � �，因此

超額負擔占稅收的比例為
11250

11.53%
97500

EB
Tax

= ≈
�

�
 

 
(二)政府開放進口的商品在國際市場為完全競爭的價格固定，可視為水平的供給線或供給價格彈性為無窮大。

且假定需求價格彈性保持不變，所以應分別計算國內生產商品與進口商品產生的超額負擔： 

1.國內商品產量占整體的2/3，超額負擔為 21 1
(2000 ) (200) (20%) 7500

2 (1 1.5 1 2.5)
EB = ⋅ ⋅ ⋅ ⋅ =

+
� �；租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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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為 80000 15000 65000Tax t P Q P Q= ⋅ ⋅ − ∆ ⋅ ∆ = − =� � �  

2.國內商品產量占整體的1/3，超額負擔 21 1
(1000 ) (200) (20%) 6000

2 (1 1.5 1 )
EB = ⋅ ⋅ ⋅ ⋅ =

+ ∞
� �；租稅收

入為 40000 12000 28000Tax t P Q P Q= ⋅ ⋅ − ∆ ⋅ ∆ = − =� � �  

3.國內與國外合計之超額負擔占稅收的比例為
7500 6000

14.51%
65000 28000

EB
Tax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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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據我國財政部之110年稅收徵起情形分析報告顯示，我國之稅收結構和國際比較如下表： 
 

稅別/國家 我國 南韓 日本 德國 美國 
個人所得稅 22.2% 26.1% 32.7% 44.8% 54.6% 

公司所得稅 24.4% 16.8% 17.0% 7.1% 6.9% 

消費稅系（包括營業稅、貨物稅、

關稅等） 
34.9% 33.9% 35.6% 42.6% 22.5% 

財產稅系 18.5% 23.1% 14.7% 5.5% 16.0% 
 

請試述我國之稅制下，有關上表中個人所得稅、公司所得稅、消費稅系之數據和其他國家對比

之意涵與可能原因。（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雖然提及110年度稅收徵起報告，但該報告並無提及本題相關之分析，故本題並無標準答案。

而需要對我國租稅結構整體情況有所掌握，才能回答，屬於較困難的題目。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租稅各論講義》第一回及及第二回，各章內容之概念，張政編撰。 

 
答： 
由資料顯示的分析如下： 
(一)個人所得稅：由於我國綜合所得稅採取屬地主義，相較於美國的屬人主義，個人所得稅占整體稅收比例並

不高。此外，我國土地的資本利得稅(即土地增值稅)歸類為土地此因素亦使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占比較低。 
(二)公司所得稅：各國所得稅的占比大致約4～6成，由於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占比較低，相較而言公司所得稅的

戰比則較高，且我國於民國108年廢除兩稅合一，且營利事業所得稅率由17％提高至20％，此因素也讓公司

所得稅的占比較高。 
(三)消費稅系：我國消費稅主要稅收來源為營業稅且採取加值型營業稅(即附加價值稅)，而其他各國也採附加

價值稅，故消費稅系的占比與其他各國差異不大，相近於南韓與日本。 
(四)財產稅系：我國財產稅中土地稅採累進稅制(倍數累進)據用途不同採取差異稅率，相較於其他各國財產稅

多採比例稅制而言，財產稅的占比較高；此外，我國土地的資本利得稅(即土地增值稅)歸類為土地稅，此

因素亦使財產稅系的占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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