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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學》 
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一、假設一商品之交易市場為完全競爭（perfect competition）。令其價格為P，且供給廠商之供

給（supply）函數為： 

 S=2P 

 消費者之需求（demand）函數為： 

 D=400-2P 

 請問： 

(一)此市場之均衡交易數量Q為何？（10分） 

(二)今政府對此商品課徵從量稅（quantity tax）T=20，則此商品之稅後市場交易量Q為何？

（1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財政學中關於「租稅總論」課稅議題之計算，屬於基本重點，經濟學也有相同主題，同

學應該要把握住本題分數。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財政學總複習講義》第一回，施敏編撰，頁66。 
2.《財政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施敏編著，頁12-40(範題4 )。 
3.《財政學熱門題庫》，高點文化出版，施敏編著，頁11-29(範題3 )。 

 

答： 
(一) 稅前均衡交易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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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稅後均衡交易量(課徵從量稅T=20)： 

稅前反需求函數為PD= 200-QD /2 
反供給函數為P =QS/2，稅後每單位供給成本上升20元，因此，稅後反供給函數為PT= QS/2+20 
稅後均衡時，PT = PD，QS/2+20=200-QD /2 
P2 (稅前衡價格)=110；Q2 (稅後均衡數量) =180 
由此可知，商品從量課徵租稅20元，價格卻上漲10元，每單位轉嫁10元給消費者負擔。 

 

二、個人綜合所得稅制中通常會給予納稅人減稅優惠，包括下列三種，請分別說明其立法原意及優

惠方式： 

(一)寬減額（exemption）。（10分） 

(二)扣除額（deduction）。（10分） 

(三)稅額抵扣（tax credit）。（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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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評析 
本題與104年高考申論題相似，屬於租稅各論之議題，是近年探討稅式支出之熱門方向，有稅法基

礎的同學應已當相當熟稔，作答時若能與綜合所得稅之各種免稅額及扣除額之規定相連結，對內

容豐富程度及分數提升會有極大的幫助。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財政學總複習講義》第一回，施敏編撰，頁70。 
2.《財政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施敏編著，頁13-18(重要試題)。 
3.《財政學熱門題庫》，高點文化出版，施敏編著，頁12-11~12-12(範題5)。 

 

答： 
(一)寬減額(exemption) 

1.立法原意：又稱為免稅額，應考量本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之基本生活所需費用，扣除其基本生活需要之

費用後，對剩餘所得課稅，使綜合所得稅更具公平性。 
2.優惠方式：採用「所得減除法」，寬減額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以綜合所得淨額計算應納稅額。其優缺

點如下： 
(1)優點：觀念清楚、計算簡單、易於接受。 
(2)缺點：個人免稅實益，因適用邊際稅率不同而有所差異，高所得者免稅實益優於低所得者，有違量能

公平原則。例如：107年度綜合所得稅之免稅額(未滿70算者)每人為88,000元，對邊際稅率40%的人而

言，可免稅35,200元；對邊際稅率5%的人而言，僅可免稅4,400元，兩者相差8倍之多。 
(二)扣除額(deduction) 

1.立法原意：扣除額係考量納稅義務人為賺取所得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如：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財產交易

損失特別扣除額)，以及某些足以影響納稅能力之重大支出項目(如：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教育學費特別

扣除、幼兒學前特別扣除等)，而於計算稅額時自所得中減除之。 
2.優惠方式：採用「所得減除法」，扣除額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以綜合所得淨額計算應納稅額。其優缺

點如下： 
(1)優點：觀念清楚、計算簡單、易於接受。  
(2)缺點：個人免稅實益，因適用邊際稅率不同而有所差異，高所得者免稅實益優於低所得者，有違量能

公平原則。例如：107年度綜合所得稅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每人為200,000元，對邊際稅率40%的人而

言，可免稅80,000元；對邊際稅率5%的人而言，僅可免稅10,000元，兩者相差8倍之多。 
(三)稅額抵扣(tax credit) 

1.立法原意：通常係政府為了提升產業結構、促進經濟成長，針對特定產業投資或特定標的投資之獎勵，例

如：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第1項及第1款規定，為促進產業創新，最近三年內無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

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情事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於研究發展之支出，得選擇以於支出金額

15%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2.優惠方式：採用「稅額扣除法」，納稅義務人於計算應納稅額後，自應納稅額中扣減其免稅額，免稅額具

有抵稅意函，例如：應納稅額 =（綜合所得總額×稅率）- 免稅額或其他扣除額 
(1)優點：直接抵扣稅額，免稅實益與免稅金額相等，不因適用邊際稅率之高、低而有所差異。 
(2)缺點：納稅義務人較不易了解，通常會覺得金額過低，而忽略其節稅的響力效果；抵減稅額效果最直

接，若抵扣金額過高，則易產生過度優惠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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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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