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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學概要》
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一、在做計畫評估（project evaluation）時，何謂內部報酬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何

謂益本比（benefit-cost ratio）？假設一計畫可產生t＝0,1,...,T期效果，各期之效益與成

本分別以B t與C t表示；請以文字並列式說明。（10分）又，何以內部報酬率準則與益本比準則，

相較於淨現值（net present value）準則，容易導致錯誤的推論。（15分） 

試題評析

此題為過去常考成本效益分析的方法。第一小題內部報酬率法及益本比法的說明為基本內容，上

課講義內容命中，同學應可完全掌握。第二小題為內部報酬率法、益本比法與淨現值法的比較，

除了內部報酬率法與淨現值法的比較，上課講義內容命中之外，在益本比法與淨現值法比較方

面，財政題庫班及總複習班皆有說明106年身心障礙三等考題，也是完全命中，同學也應可完全掌

握。此題同學應可獲得20分以上的分數。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財政學（含公經）講義》第二回，盛華仁編撰，頁38-40。
2.《高點‧高上財政學（含公經）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盛華仁編撰，頁42。
3.《高點‧高上財政學（含公經）題庫班講義》第一回，盛華仁編撰，頁64。

答： 
(一)內部報酬率法：

1.意義

當淨現值等於零的貼現率或折現率，即為內部報酬率。應選擇報酬率較高的計畫，而放棄報酬率低於社會

貼現率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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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決策準則

(1)單一方案

內部報酬率＞社會貼現率：值得投資

內部報酬率＜社會貼現率：不值得投資

(2)多項方案

內部報酬率＞社會貼現率，且 IRR 愈高愈好

(二)益本比法：

1.意義

係以公共支出效益現值與成本現值的相對大小，來衡量公共支出的可行性，應選擇益本比較高的計畫。

2.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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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決策準則

(1)單一方案

B C⁄ > 1：值得投資

B C⁄ < 1：不值得投資

(2)多項方案

B C⁄  數值愈大者，愈優先投資。

(三)相較於淨現值準則，容易導致錯誤的推論

1.內部報酬率法與淨現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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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內部報酬率法可能會出現多重解，因此會導致不容易判斷。

(2)當涉及多個公共投資計畫時，有較高內部報酬率的公共投資計劃，不一定會有較高的淨現值，亦即在

內部報酬率法之下，不一定能選擇到有較高社會淨利益之公共投資計劃。

例如：有兩公共投資計劃 A 與 B 方案，A 方案一開始投入成本為 1000，一年後收益為 3000，B 方案

一開始投入成本為 10，一年後收益為 50，假設社會貼現率為 10%。

A 方案：

IRR：0 = −1000 +
3000

(1 + IRR)
⇒ IRR = 200%

NPV = −1000 +
3000

(1 + 10%)
= 1727.27 

B 方案： 

IRR：0 = −10 +
50

(1 + IRR)
⇒ IRR = 400%

NPV = −10 +
50

(1 + 10%)
= 35.45 

從內部報酬率法而言，會選擇 B 方案，但是 A 方案才是有較高社會淨利益之方案。 
2.益本比法與淨現值法

當涉及多個公共投資計畫時，益本比大於 1 的公共投資計劃，其淨現值不一定會大於 1，亦即在益本比法

之下，不一定能選擇到有較高社會淨利益之公共投資計劃。

例如：有兩公共投資計劃 A 與 B 方案，A 方案利益現值為 10.9，成本現值為 10；B 方案利益現值為 1050，
成本現值為 1000。

A 方案： 
B
C

=
10.9
10

= 1.09 > 1 
NPV = 10.9 − 10 = 0.9 

B 方案： 
B
C

=
1050
1000

= 1.05 > 1 
NPV = 1050 − 1000 = 50 

從益本比法而言，會選擇 A 方案，但是 B 方案才是有較高社會淨利益之方案。 

二、列出一般常見的「應輕課資本所得（capital income）」之論述，並就公平或效率的考慮說明

之。（25分） 

試題評析
此題為資本利得應課輕稅或重稅，亦為過去財政學及租稅各論常考的問題，上課講義內容完全命

中，同學只要將講義內容寫上，即可從效率或公平的角度做分析，應可拿到接近25分的成績。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財政學（含公經）講義》，第四回，盛華仁編撰，頁79-80。
2.《高點‧高上租稅各論（含公經）講義》，第二回，盛華仁編撰，頁53。
3.《高點‧高上財政學（含公經）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盛華仁編撰，頁87-88。

答： 
(一)意義

指非經常性買進、賣出之資本資產，持有一段時間之後，因銷售或交換所產生的收益或增值，稱為資本利

得。

(二)主張資本利得應免稅或課輕稅的理由

1.遽增效果

又稱集中效果。個人對財產之持有常常多達數年或數十年，故資本增益常累積多年所得而集中於某課稅

年度實現，在累進稅率之下，將產生稅負遽增之不公平的現象。

2.閉鎖效果

由於財產一經移轉即須繳納租稅，投資者為節省或逃避租稅，往往不願意出售資本資產，而阻礙資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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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此即所謂的閉鎖效果。這不但影響資源配置效率，也違背課稅的公平原則。

3.虛盈實虧、虛盈實稅

因為存在通貨膨脹，資本增益利得中，可能有極大部分是由於物價上漲所致，違背課稅的公平原則。

4.非週期性所得

資本增益具不規則性與不確定性，其性質與一般所得不同，因此不能以一般所得的課稅標準視之。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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