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高點‧高上公職 ‧ 地方特考高分詳解  

--  -- 1 

《租稅各論》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一、假定政府擬施行「對利息所得課徵比例稅，但利息支出不可抵減」。試以兩期的跨期選擇模

型，圖示說明此一措施對稅前為儲蓄者和稅前為借款者，在稅後儲蓄上的影響。（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跨期消費之課稅效果，屬於租稅各論及財政學之基本重點，106年稅務特考三等才剛在租稅

各論出來，同學應該要能完整陳述，牢牢掌握住分數才是。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財政學講義》總複習第一回，施敏編撰，頁66。 
2.《租稅各論》，高點文化出版，施敏編著，頁1-23~25。 
3.《財政學熱門題庫》，高點文化出版，施敏編著，頁11-23~24。 

 

答： 
(一)對利息所得課徵比例稅(稅前為儲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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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稅前： 

(1)目標函數及限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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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算線為MN，斜率的絕對值為1+r，r為利率或報酬率。E0點為原賦點（endowment point），表示當

期所得全部用於當期消費，亦即不儲蓄也不借貸的情形。 

(3)無異曲線U1與預算線MN切於E1點，E1點為稅前均衡點，當期消費為 1
0C ，未來消費為 1

1C 。由於當期

所得為Y0，故 1
0C Y0為儲蓄。 

2.稅後(對儲蓄者而言)： 
(1)若對利息所得課徵比例稅（稅率t），稅後預算線為M1N1，其斜率為「1＋(1-t)r」，斜率改變將同時

產生替代效果。 

(2)若無異曲線U2與預算線M1N1切於E2點，E2點為稅後均衡點，當期消費增加為 2
0C （當期儲蓄減少為

2
0C Y0），未來消費減少為 2

1C ，此乃|替代效果|>|所得效果|所致。 

(3)若無異曲線與預算線M1N1切於E1點的左側，則表示|替代效果|<|所得效果|，對利息所得課稅使當期消

費及下期消費皆減少。 
3.影響：對利息所得課稅，則下期消費一定會減少，但當期消費增加或減少，則依個人之替代效果與所

得效果大小而定： 
(1)若|替代效果|＞|所得效果|：則當期消費會增加。 
(2)若|替代效果|＜|所得效果|：則當期消費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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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利息課稅 
替代效果 
（SE） 

所得效果 
（IE） 

總效果 
（價格效果） 

C0（本期消費） ↑ ↓ 
若SE＞IE：C0↑ 

若SE＜IE：C0↓ 

C1（下期消費） ↓ ↓ C1↓ 
 

(二)利息支出不可以扣抵(稅前為借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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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稅前：預算線為MN，斜率的絕對值為1+r，r為利率或報酬率。E0點為原賦點（endowment point），表示

當期所得全部用於當期消費，亦即不儲蓄也不借貸的情形。 
2.稅後(對借款者而言)：預算線為N1E0M，由於利息支出不可扣抵，所以課稅並不能節省借款的成本，其

預算線為E0M，其斜率仍為（1+r），亦即每增加一元的當期消費或借款之機會成本與稅前相同。因此，

借款者不會改變稅後的消費或儲蓄決策。 
3.影響：利息支出不可以扣除之儲蓄行為，對借款者而言，其當期消費及下期消費皆不變。 

 
二、試從效率觀點與公平觀點，比較等額課徵個人消費稅和個人所得稅的差異。（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綜合消費稅及綜合所得稅，同時結合租稅各論兩大稅目，比較特別的是個人消費稅(綜合消

費稅)是目前世界各國沒有實行的稅制，但總是受命題老師的青睞，考前已經充分提醒考生留意。

請您務必依據題目指示，清楚說明效率及公平的影響，分數即可脫穎而出。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租稅各論講義》總複習第一回，施敏編撰，頁57~58。 
2.《租稅各論》，高點文化出版，施敏編著，頁8-16~17。 

 

答： 
(一)個人消費稅 

又稱綜合消費稅，是1955年英國教授卡多爾（N. Kaldor）倡導，非針對個別或特殊之消費行為課徵，而是

對納稅人每年或一定期間消費支出之總額，依照所得稅之課稅方式，於年度終了由納稅義務人申報，在規

定基本消費數額內予以免稅，超過數額者則採行累進稅率課徵，個人消費金額愈多，適用愈高邊際稅率。

因其課稅的方法與綜合所得稅相類似，稱之為綜合消費稅。 
(二)個人所得稅 

即為綜合所得稅，對納稅人每年度賺取所得之總額，扣除免稅額、扣除額等項目後算出綜合所得淨額，以

期其適用累進稅率計算應納稅額。 
(三)兩者差異 

項目 綜合消費稅 綜合所得稅 
1.稅基 消費總額 所得總額 
2.課稅技術 以「消費」作為衡量基礎 以「所得」作為衡量基礎，但目前無共同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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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效率觀點 

沒有對儲蓄、投資免稅，不影響工

作意願及投資、儲蓄意願，符合租

稅中立性。 

產生經濟效率損失，分述如下： 
1.對所得課稅，將以休閒替代工作，降低工作意

願，產生經濟效率損失。 
2.對儲蓄、投資課稅，不利於資本形成，也會產

生以消費替代儲蓄的效果，而產生超額負擔。 

4.公平觀點 

1.對實際消費總額課徵，對高所得

者而言，其消費支用占其所得比

重較小，租稅負擔較輕微者，反

而較為有利；反之，消費支用占

其所得比重較高之家庭，租稅負

擔相對較重，進而產生租稅逆進

性，不符合量能公平原則。 
2.對個人消費總金額課稅，符合自

然正義之租稅公平。 

以所得為衡量單位，綜合個人全年度所得課

稅，適用累進稅率，符合量能課稅原則。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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