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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學》
甲、申論題部分：（50分）

一、在兩人（A與B）、兩私有財（X與Y）的經濟架構下，回答下列子題：

(一)繪製艾吉渥斯箱形圖（Edgeworth Box），以特定形式無異曲線說明在所有交換效率財貨配

置點，A與B之邊際替代率皆不相等的情形。（10 分）

(二)以效用可能曲線（utility possibility curve）與社會無異曲線（social indifference curve）製圖

並說明下列論述之對錯：（每小題 5 分，共 15 分）

1.一項政策如能帶來伯瑞圖改善（Pareto improvement），則必然能夠增進社會福利。

2.一項政策如能增進社會福利，則必然能夠帶來伯瑞圖改善。

3.一項政策如能將經濟情形自效用可能曲線內，移至效用可能曲線上，則必然能夠帶來伯瑞

圖改善。

試題評析
本題相當具變化性，同學需要具備很強的經濟學基礎及財政學觀念，才能拿高分。在有限的時間

下，要能正確畫圖、完整作答不容易，尤其是會計類科同學千萬不要挫折，本題的分數若能達到

15～20分，已經是箇中高手了。 

考點命中
1.《財政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施敏編著，頁3-17~3-19。

2.《財政學熱門題庫》，高點文化出版，施敏編著，頁2-10、2-13。

答： 

(一)艾吉渥斯箱形圖：在所有交換效率財貨配置點上，A與B之邊際替代率皆不相等之情形，為特例情形。例

如：若X為肥肉、Y為瘦肉，A不吃肥肉、B不吃瘦肉，則在無異曲線(UA、UB)為一直線(水平線、垂直

線)，則兩者會在交叉點進行交換，資源配置 佳點為b點。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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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SAXY= MRSBXY，則財貨 佳配置點為交叉點a

點、b點或c點等，分別為無異曲線相切點，OA、

OB為消費契約線，為交換效率財貨配置點。 

UA1> UA2> UA3，UB1> UB2> UB3，若C0為原資源

稟賦點，則兩人在a點進行交易使得雙方效用上升，

彼此既ˋ朝著b點交易， 終均衡點為b點(契約線為

b點)。A只消費瘦肉(Y)、B只消費肥肉(X)。

(二)效用可能曲線(圖示中以UPC表示)，表示在以之他人(A)效用水準下，另一人(B)的效用極大值，線上任一點

皆符合伯瑞圖效率，是「效率面」的重要指標；社會無異曲線即為社會福利函數(圖中以SW表示)，反應出

社會成員的效用如何影響社會成員的觀點，用來衡量社會資源分配是否公平，是「公平面」的重要指標。

1.一項政策如能帶來伯瑞圖改善，則必然能增進社會福利，本論述「不一定正確」。端視社會福利函數之

型態而定，說明如下：

(1)若UA效用增加，UB效用也增加：

A.效率面：兩人效用皆增加，符合伯瑞圖改善。

B.公平面：若UA效用增加，UB效用也增加，兩種社會福利函數皆從E1上升到E2點，則社會福利函數必

然從SW1到增加S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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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UA效用增加，UB不變： 
A.效率面：則在不損及任何一人效用下，另一人效用增加，符合伯瑞圖改善。 
B.公平面：若UA效用增加，UB所得低者效用不變，則以「功利主義」社會福利衡量，其均衡從E1上升

到E3點，左圖功利主義社會福利會增加；然而，以極大化低所得者社會福利函數，則移到到E3點，

社會福利仍為SW1。 
項目 以功利主義簡單相加型社會福利函數 極大化低所得者社會福利函數 
函數型態 SW=UA+UB SW=Min (UA, UB) 
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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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一項政策如能帶來伯瑞圖改善，則社會福

利能增進，E1E2點。 
一項政策如能帶來伯瑞圖改善，則不一定

能增進社會福利。 
符合：E1E2點。 
不符合：E1E3點。 

2.一項政策如能增進社會福利，則必然能夠帶來伯瑞圖改善，本論述「不一定正確」。端視社會福利函數

之型態而定，說明如下： 
(1)若UA效用增加，UB效用也增加： 

A.公平面：若UA效用增加，UB效用也增加，兩種社會福利函數皆從E1上升到E2點，則社會福利從SW1

到增加SW2。 
B.效率面：兩人效用皆增加，符合伯瑞圖改善。 

(2)若UA效用小幅度減少(課稅)，UB增加很多(補貼)： 
A.公平面：若UA效用增加，UB所得低者效用不變，則以「功利主義」社會福利衡量，其均衡從E1上

升到E3點，左圖功利主義社會福利會增加；然而，以極大化低所得者社會福利函數，則移到到E3
點，社會福利仍為SW1。 

B.效率面：若增加一人效用增加(UB)，卻不損及他人效用(UA)，如E1到E3點，則不符合伯瑞圖改善。 
項目 以功利主義簡單相加型社會福利函數 極大化低所得者社會福利函數 
函數型態 SW=UA+UB SW=Min (UA, UB) 
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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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一項政策如能增進社會福利，則不一定能

夠帶來伯瑞圖改善。 
一項政策如能增進社會福利，則一定能夠

帶來伯瑞圖改善，E1E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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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E1E2點。 
不符合：E1E3點。 

3.一項政策如能將經濟情形自效用可能曲線內，移至效用可能曲線上，則必然能夠帶來伯瑞圖改善，本論

述「不一定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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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自效用可能曲線內，移至效用可能曲線上，如為C點移動到E點，則符合伯瑞圖改善。 
(2)若自效用可能曲線內，移至效用可能曲線上，如為C點移動到D點，A效用增加、B效用減少，則不符

合伯瑞圖改善。 
 
二、請分別就加速模型（accelerator model）、新古典模型（neo-classical model）及現金流量模型

（cash flow model），說明公司所得稅的設計如何影響其實質投資？（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是民國96年稅務特考《租稅各論》之申論題考古題，近幾年偶有測驗題命題，而申論題則睽

違10年之久，屬於非主流題目，但施敏老師上課仍花費相當長時間介紹，並提醒同學要熟悉三種

模型的租稅效果之差異。本題之作答是否熟練，將成為今年財政學成績高分與否的關鍵。 

考點命中 
1.《財政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施敏編著，頁13-19~13-21。 
2.《租稅各論》，高點文化出版，施敏編著，頁3-54、3-56。 
3.《高點‧高上租稅各論總複習講義》第一回，施敏編撰，頁19~20。 

 

答： 
三種投資模型，就公司所得稅的設計而言，如何影響實質投資？分述如下： 
(一)加速模型： 

1.原理：生產過程中資本（K）與產出（Y）的比例是固定的。α=K/Y=ΔK/ΔY，所以ΔK= ΔY。例如：1
單位的產出需要3單位的資本，則 =3。 

2.小結： 
(1)產出水準的改變（增加產量或所得增加），係決定「總投資」之主要因素，要總產出以加速度在增

加，投資就會增加。 
(2)折舊的節稅與投資抵減等租稅優惠，不會對實質投資產生影響。只有產出的增加，才會誘發資本投

資。 
(二)新古典模型： 

1.假設：資本（K）與產出（Y）的比例不是固定的，廠商能在資本與勞動中作選擇。 
2.基本分析： 

(1)資本使用者成本（user cost of capital; C），包括放棄其他投資之機會成本以及折舊等直接成本。 
(2)均衡時，資本使用者成本=資本報酬率。若某計畫之資本成本為15%，則當該投資之報酬率等於或超

過15%時，廠商才會進行投資。 

3.課徵公司所得稅對資本成本的影響：若資金成本為C、  為利率或報酬率、  為經濟折舊率，t為公司所

得稅稅率，則： 
(1)稅前資本成本率：C=(+) 
(2)課公司所得稅之稅後資金成本率：(1-t)C=(+) 
(3)折舊的影響：若φ為每1元折舊的現值，由於折舊可節稅，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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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t)])(1-φt) 
折舊扣減使資本成本減少。

(4)投資抵減：若k為每1元投資之抵減比率為K，則：

C=[(+)/(1-t)])(1-φt)*(1-K)
故投資抵減使資金成本減少。

4.小結：公司稅制的任何變化(t、、k)都會影響實質投資。對公司所得課稅，使資本投資價格上升，資金

成本增加；而折舊的扣減及投資抵減，則可減少資金成本。

(三)現金流量模型：

1.原理：是用折現後之現金流量方決定 高可接受的投資金額的方法。需要估計由投資引起的期望的增額

現金流量和貼現率（或資本成本），該模型所用的現金流量，是指現金流量扣除稅收、必要的資本性支

出和營運資本增加後，能夠支付給所有的清償者的現金流量。

2.模型：

t
0t

CF
V I

(1 K)

    


其中：V為淨現金流量，CFt為增額現金流量，K為資金成本（或折現率），t為期數，I0為原始投資金

額。

3.課徵公司所得稅對實質投資的影響：

(1)廠商決定其投資與否取決的因素在於其淨現金流量，只要增額投資的淨現金流入的現值，大於其投入

的成本，廠商就會投資。

(2)手中持有愈多現金，投資能力就愈大。

(3)由於投資抵減具有節稅的效果，有助於降低資本成本，有提高廠商的各期現金流量的效果，因此，相

較於無投資抵減優惠者更有刺激投資的誘因。

(4)對公司課徵「定額稅」會不利於投資，因為持有的現金減少。

(四)綜合結論：

1.加速模型觀點：即便資本使用者成本大幅減少，也不會對投資有任何影響。

2.新古典模型觀點：

(1)若投資的報酬率超過其機會成本，廠商就會投資，無論是自有資金或借款。

(2)資本成本下降（例如：租稅優惠、折舊節稅等），廠商便會增加投資。

(3)對公司課徵定額稅，不會影響投資。

3.現金流量觀點：對公司課徵「定額稅」會影響投資。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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