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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學概要》 

試題評析 

近來的年金改革以及環境稅相關議題皆是重要議題，這也是上課所強調的重點，同學應可輕鬆應

答並且拿取高分。第一題從制度設計、對工作意願的影響、因應未來人口結構變化等方面比較確

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之異同；第二題分析皮古稅解決外部成本帶來的效率損失問題，並說明有

雙重紅利效果，再說明政府透過總量管制決定出最適污染減量，進而決定出最適污染排放量之

後，將「污染權」發售給廠商，讓廠商進行污染權交易。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財政、租各（公經）申論寫作講義》第二回，盛華仁編撰，頁32。 
2.《高點‧高上財政學（含公經）講義》第四回，盛華仁編撰，頁15。 
3.《高點‧高上107地特題神》財政學，盛華仁編撰，重點4外部性。 
4.《高點‧高上財政學（含公經）講義》第一回，盛華仁編撰，頁45-46、50-51、58。 

 

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一、請說明年金制度中「確定給付制」（ defined benefit）和「確定提撥制」（ defined 

contribution）的異同。（10分）並請說明下列三個趨勢：少子化、預期平均壽命增長以及經

濟成長率降低，對採「確定給付制」年金制度的影響。（15分） 

答： 
(一)確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比較 

 確定給付制 確定提撥制 

制度設計 
屬於強迫繳稅制度，所有人吃大

鍋飯式的混和制 

屬於強迫儲蓄制度，為個人退

休年金專戶 

個人參與意願 中、高所得者參與意願較低 個人意願將提高 

工作意願的影響 
傷害工作意願情況較嚴重 較不傷害工作意願，經濟扭曲

較小 

國民心態 為政府的義務和責任 為個人努力的結果 

社會安定性 較不具社會安定效果 較具社會安定效果 

面對社會未來人口結構

變化 

不能因應人口老化的問題 能夠因應人口老化的問題 

財政負擔 造成政府沉重的負擔 政府獲得可運用的基金 

輔助經濟發展 

為支付退休金，可能在金融市場

上吸收大量資金，不利於市場發

展 

可促進金融市場的良好發展 

國際趨勢 面臨許多制度上的困難 目前為各國所採行制度 

(二)1.少子化： 
在少子化衝擊之下，會使繳費的人因而減少，在確定給付制之下，會使年輕人負擔加重，傷害工作意願

情況更嚴重，也會使政府的負擔更加沉重，造成更大的效率損失。 
2.平均壽命增長： 
平均壽命增長使得人口更加老化，將會增加退休後所需費用，在確定給付制之下，會使年輕人負擔更多

退休後所需費用，傷害年輕人工作意願的情況更加嚴重，也會使政府的負擔更加沉重，造成更大的效率

損失。 
3.經濟成長率降低 
經濟成長率的降低，使得在確定給付制之下主要支付費用的年輕人，其所得減少，若在負擔確定給付制

的費用不變之下，因所得的降低亦會使年輕人負擔加重，傷害工作意願情況更嚴重，造成更大的效率損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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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對全球暖化現象，各國普遍採取二氧化碳排放減量的措施，其中課徵二氧化碳排放稅

（carbon tax）和總量管制與交易（cap and trade），是兩種常見的政策。請說明這兩種政策

的作法及其可能效果。（10分）另外，何謂「雙重紅利」效果？為什麼課徵二氧化碳排放稅可

以產生「雙重紅利」效果？（15分） 

答： 
(一)課徵二氧化碳排放稅 

1.意義 
皮古提出以租稅來糾正外部性，亦即對外部成本的行為加以課稅。課徵二氧化碳排放稅亦即課徵皮古

稅，目的要使污染廠商的MPC上升，反應忽略的外部成本。 
2.圖形 

 

 

 

 

 

 

 

 

 
3.說明 

(1)課稅前 
消費者剩餘：1,2,3,7 
生產者剩餘：4,5,6,8 
外部成本：-3,-5,-6,-7,-8,-9 
稅前社會福利水準：1,2,4,-9 

(2)課稅後 
消費者剩餘：1 
生產者剩餘：6 
政府稅收：2,3,4,5 
外部成本：-3,-5,-6 
稅後社會福利水準：1,2,4 

(3)社會淨福利變化：+9 
課稅後社會福利多了：+9，解決生產有外部成本所造成的效率損失。 

4.結論 
(1)當政府對污染廠商課徵皮古稅，可使產量回到社會最適水準，此時污染也達到最適污染水準，但廠商

利潤會減少。 
(2)符合公平原則：污染者付費。 

(二)總量管制與交易 

政府依據MSB＝MC，決定總量管制下的最適污染減量，進而決定最適排放量。政府決定最適污染排放量之

後，將「污染權」發售給廠商，透過污染權市場的交易，支付代價取得許可權後，方得從事具污染性的生

產活動，此乃污染者付費的觀念。通常是透過公開招標的方式，污染權的價格由廠商互相競標而產生，此

又稱污染許可證交易。 

1.總量管制 
(1)假設 

a.橫軸為廠商的污染減量。 
b.MSB代表廠商減少每單位污染對整體社會產生的邊際社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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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C代表廠商降低污染（污染減量）的成本，且是遞增的。 
(2)圖形 

 

 

 

 

 

 

 

 

 
(3)結論 

政府依據MSB＝MC，決定總量管制下的最適污染減量，進而決定最適排放量。 
2.污染權交易 

(1)假設有A、B兩家廠商，只要A廠商所必須投入的污染減量邊際成本高於B廠商，則A廠商便有誘因向B
廠商購買污染證。 

(2)在給定一個污染水準時，只要兩家廠商的污染減量邊際成本相同，即可達到最低成本。 
(3)建立污染權交易市場的方式，為一種效率的方法，因為污染市場所決定的價格最能反映污染所造成的

成本，亦符合使用者付費的公平原則。 
(三)雙重紅利 

1.所謂雙重紅利： 
(1)第一重紅利：就環境層面而言 

可以矯正污染的外部性，進而改善環境品質。 
(2)第二重紅利：非環境層面而言 

考慮綠色租稅的用途，以此租稅收入來替代扭曲性之租稅，會有提升福利水準的效果。 
2.當政府對污染廠商課徵皮古稅，可使產量回到社會最適水準，解決外部成本所造成的效率損失，將外部

成本內部化，因此課徵污染稅除了可矯正發生污染的不效率，且政府可獲得一筆稅收，以此租稅收入來

替代扭曲性之租稅，會有提升福利水準的效果，符合雙重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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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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