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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經濟學》
試題評析

1.本次試題之題型與往年迥異，目的在測驗考生的觀念及論述能力。

2.如何將每一個人都知道的常識，用所學到的知識去論述，並言之有理。

一、有學者主張都市內路邊停車格的計時收費，可以視為政府對於車主使用公有土地收取的地租，

你認同這樣的觀點？理由為何？另外，請以差別取價（Price discrimination）的觀點，提出

對於路邊停車格費率制定的建議。（25分） 

答： 
(一)筆者贊同此一論點，其理由如下：

1.使用者付費：民眾使用公有財產，必須繳納費用，以符合公平正義。

2.以價制量：路邊停車收費，以減少利用私人小汽車，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節能減碳。

3.充實國庫：政府如果針對使用公有財產（如路邊停車、廣告招牌等），全面採取收費制，則國庫可以增

加一筆可觀收入。

4.符合巴瑞圖（Pareto）經濟效率：所稱巴瑞圖經濟效率，指一項政策之實施，其他人福利水準不變下，某

些人福利水準提高，則社會整體福利提升。就停車者而言，停車之受益必定大於停車之付費，因此其福

利水準提高，但其他人福利水準不變，因此停車收費符合巴瑞圖經濟效率。

(二)差別取價之路邊停車格收費建議：

1.因時段差別收費：交通尖峰時段，收費較高；交通離峰時段，收費較低。

2.因地段差別收費：房價或地價較高地段，收費較高；房價或地價較低地段，收費較低。

二、地主刻意低度使用、甚至荒廢土地時，可能的經濟考量為何？政府如何決定應不應該干預，誘

導地主提早土地開發時機？（25分） 

答： 
(一)地主刻意低度使用或荒廢使用之經濟考量：

1.養地：地主買入土地，等待地價高漲再轉手圖利，或等待房價高漲再開發利用。因此，在等待期間，地

主低度利用土地，甚至荒廢土地。

2.變更：地主買入土地，進行法定土地使用種類及土地使用強度之變更（通稱地目變更）。因此，在變更

期間，地主低度利用土地，甚至荒廢土地。

3.囤地：地主買入土地，囤積土地，再以高價分批出售。因此，在囤地期間，地主低度利用土地，甚至荒

廢土地。

4.整合：地主買入土地，積極向鄰地購入土地或與鄰地協議合建，尤其本身或鄰地為畸零地更甚。因此，

在整合期間，地主低度利用土地，甚至荒廢土地。

(二)政府應否誘導地主提早土地開發時機：政府應視地主低度使用或荒廢使用之原因，決定應不應該干預。茲

分析如下：

1.如屬土地投機（如養地、囤地等），則政府應該干預，誘導地主提早土地開發時機。

2.如屬土地合理開發過程（如變更、整合等），則政府不應該干預，不必誘導地主提早土地開發時機。

三、臺灣過去曾經限制農地只能在自耕農之間交易，現在也規定原住民保留地只能在原住民之間交

易。這種限制土地市場交易人資格的規定，乍看之下似乎違背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請問這類

對人限制的干預方式，對於市場結果可能產生的優點和問題為何？（25分） 

答： 
限制交易人的資格，對於土地市場之影響：

(一)優點：

1.避免土地流用：原住民保留地是為了照顧原住民，因此原住民保留地不得移轉於非原住民，以避免土地

流用。

2.防止土地投機：原住民保留地只能在原住民之間交易，防止非原住民藉著雄厚財力，炒作原住民保留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11年高點․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2 

地。 
3.實現政策目的：原住民保留地之宗旨，在保障原住民生計。原住民保留地如不限制交易人資格，長久以

後，多數原住民保留地可能落入非原住民手中，違背立法之初衷。 
(二)缺點（問題）： 

1.阻礙土地流動：原住民保留地無法在市場充分流動。一般咸認，土地充分流動，會使土地移轉至競標地

租最高者手中，而競爭地租最高者就是最有能力使土地作最高與最佳使用的人。 
2.限制土地投資改良：原住民若財力有限，難以對原住民保留地作投資改良，土地無法充分有效利用。 
3.借名登記之流弊：坊間，非原住民以借名登記取得原住民保留地，以經營民宿、農場等。此種流弊，應

設法防止。 

 

四、臺灣的國富統計在於了解特定時點全國各經濟部門（全體國民）所持有的資產總值，計算的資

產中也包含土地以及房屋。請問土地以及房屋的增值視為國家財富的增加或是生產效率的提

升，這樣的觀點適當？理由為何？（25分） 

答： 
土地與房屋的增值有的應視為國家財富的增加或生產效率的提升，有的不應視為國家財富的增加或生產效率的

提升，應視造成增值之原因而定。茲分述如下： 
(一)下列原因所造成土地與房屋的增值，應視為國家財富的增加或生產效率的提升： 

1.土地重劃：土地重劃完成後，每一塊土地皆為直接臨路之方整土地，且公共設施配置完善，土地生產效

率提高，地價上漲。因此，土地的增值應視為國家財富的增加或生產效率的提升。 
2.區段徵收：區段徵收完成後，土地重新分宗整理，配置完善公共設施，土地生產效率提高，地價上漲。

因此，土地的增值應視為國家財富的增加或生產效率的提升。 
3.都市更新：都市更新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都市更新完成後，土地與房屋之價格上漲。因此，土地與

房屋的增值應視為國家財富的增加或生產效率的提升。 
4.其他：如工業區開發、新市鎮建設等政府公共建設及私人開發投資，皆屬之。 

(二)下列原因所造成土地與房屋的增值，不應視為國家財富的增加或生產效率的提升： 
1.房地投機炒作：房地投機炒作，造成土地與房屋之價格上漲，對生產毫無幫助，對國家毫無貢獻。因

此，土地與房屋的增值不應視為國家財富的增加或生產效率的提升。 
2.物價上漲：物價上漲，甚至通貨膨脹，造成土地與房屋之價格上漲。然此種上漲，只是土地與房屋的虛

胖而已。因此，土地與房屋的增值不應視為國家財富的增加或生產效率的提升。 
3.其他：如土地或房屋之轉手交易，而墊高地價或房價，皆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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