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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學》 
一、若政府實施線型所得稅，對所得高於基本生活所需者課徵所得稅；對所得低於基本生活所需

者，則給予負所得稅。納稅義務人的所得來源僅有勞動所得，試以勞動供給模型，並配合圖形

說明： 

(一)政府調整基本生活所需與稅率，對勞動供給會產生何種影響？（15分） 

(二)如果政府對所得高於基本生活所需者，改課徵定額稅，所得低於基本生活所需者，給予定

額補助。這兩類人的勞動供給會產生何種影響？（10分） 

試題評析 

本題結合線性累進所得稅及負所得稅制，屬於應用之變化題型，曾經在100年度薦任升等之公共經

濟學出現相似考題，如果您有上施敏老師財政學申論寫作班，或認真做完財政學-熱門題庫，或上

總複習課程，應該時常聽到老師的諄諄提醒。本題致勝關鍵在於必須分別輔以圖形及分析，依照

題目指示，完整說明課稅及負所得稅制之所得效果及替代效果，方能拿高分。 

考點命中 

《高點財政學(概要)》，施敏編撰，頁10-14。 

《高點財政學(概要)熱門題庫》，施敏編撰，頁9-14~9-16。 

《高點財政學總複習講義》第一回，施敏編撰，頁53。 

《高點財政學申論寫作講義》第三回，施敏編撰，頁14。 

 

答： 
線性累進所得稅，又稱為均一稅（Flat Income Tax），以符號表示如下： 

T=t（Y-Y0） 

其中：T為應納稅額，t為稅率，Y為個別所得，Y0為免稅額，且Y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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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表示如下： 

T為應納稅額(或補貼金額)，t為稅率(或補貼率)，Y為所得，Y0為免稅額(或基本生活所需費用)，且Y0>0。 

w為稅前工資率，T為一天中扣除睡覺時間的時數，Z為休閒時數，(T-Z)為工作時數，tY0為最低保證所得。 

項目 高所得者(Y>Y0>0) 低所得者(Y0>Y≥0) 

制度 線性累進所得稅：T=t（Y-Y0）。 負所得稅制：T=t（Y0- Y）。 

稅前 

稅前函數： 

 max U(Y, Z) 

  s. t. Y=w(T-Z) 

預算線為AB，所得「高於」基本生活費

者，無異曲線U1與預算線切於E1點，休閒時

數為Z1。 

稅前函數： 

 max U(Y, Z) 

  s. t. Y=w(T-Z) 

預算線為AB，所得「低於」基本生活費

者，無異曲線U0與預算線切於E0點，休閒時

數為Z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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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後 

稅後函數： 

 max U(Y, Z) 

 s. t. Y=w(1-t)(T-Z) 

對薪資所得課比例稅，稅率為t。預算線為

CDFB，斜率(稅後工資率)由w降為w(1-t)，無

異曲線U1
＇與預算線切於E1

＇點，休閒時數為

Z1
＇。效果如下： 

(1)替代效果：休閒的機會成本降低，休閒增

加、勞動供給減少。 

(2)所得效果：勞動所得因課稅而減少，若休

閒為正常財，則休閒減少、勞動供給增

加。 

(3)總效果：須視替代效果及所得效果之高低

而定，上圖以替代效果小於所得效果為

例，故休閒增加、勞動供給減少。 

稅後函數： 

 max U(Y, Z) 

 s. t. Y=w(1-t)(T-Z)+tY0 

實施負所得稅制，預算線為CDFB。無異曲

線U0
＇與預算線切於E0

＇點，休閒時數為Z0
＇。

效果如下： 

(1)替代效果：休閒的機會成本降低，休閒增

加、勞動供給減少。 

(2)所得效果：接獲政府補貼，所得增加，若

休閒為正常財，則休閒增加、勞動供給減

少。 

(3)總效果：休閒由Z0增加Z0
＇、勞動供給減

少。 

 

(一)政府調整基本生活所需與稅率，對勞動供給產生的影響，如下所示： 

項目 影響 圖形 

1.調整基本生

活所需費用 

 (所得效果) 

(1)調高Y0至Y1：則預算線由CDFB平行上

移至GHIB(如右圖所示)，將產生所得

增加的效果，若休閒為正常財，則無

論「高所得者或低所得者」，皆產生

休閒增加、勞動供給減少的效果。 

(2)調低Y0至Y2：則預算線由平行下移，

將產生所得減少的效果，若休閒為正

常財，則無論「高所得者或低所得

者」，皆產生休閒減少、勞動供給增

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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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調整稅率 

 (替代效果) 

(1)調高稅率：則預算線為IDJB。高所得

者稅後工資進一步下降，低所得者休

閒的機會成本下降，因此，替代效果

更明顯，無論所得高、低，皆產生休

閒增加更多、勞動供給意願明顯受影

響。 

(2)調低稅率：則預算線為GDHB，稅後

工資下降幅度縮小，替代效果較不明

顯，無論所得高、低，皆產生休閒增

加少許、勞動供給意願減少些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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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果政府對所得高於基本生活所需者，改課定額稅；所得低於基本生活所需者，給予定額補助。分析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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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影  響 圖  形 

1.高所得者 

(Y>Y0>0) 

 

(1)稅前預算線為AD，課定額稅之稅後

預算線平行下移至CFD。只會產生所

得效果，不會有替代效果，具有租稅

中立性。 

(2)若休閒為正常財，課徵定額稅，則休

閒減少、勞動供給增加。 

2.低所得者 

(Y0>Y> 0) 

(1)稅前預算線為DB，定額補助後預算

線平行上移至DGH。只會產生所得效

果，不會有替代效果，具有租稅中立

性。 

(2)若休閒為正常財，給予定額補助，則

休閒增加、勞動供給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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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謂資本利得（capital gains）？我國稅制針對資本利得課稅的措施為何？詳述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乃因應個人證券交易所得課稅方式之修正而生，首先，說明資本增益的定義及特性；再者，

說明資本利得的課稅方式，特別是財稅行政類科考生，尤其應將證券交易所得之課稅規定說明清

楚，此部分將是本題高分的關鍵。 

考點命中 

《高點財政學(概要)》，施敏編撰，頁13-10~13-12。 

《高點財政學(概要)熱門題庫》，施敏編撰，頁12-7~12-9。 

《高點財政學總複習講義》第一回，施敏編撰，頁70。 

《高點財政學申論寫作講義》第四回，施敏編撰，頁1~2。 

 

答： 
(一) 係指非經常性買進賣出之資本資產，持有一段時間後，因銷售或交換所產生的所得或增值，又稱為資本利

得。由於資本增益具不確定性、不規則性；所得實現與否，由納稅人自行掌控；並於「收益實現時」課

稅，易產生遽增效果（Bunching Effect）及閉鎖效果（Lock-in Effect）。因此，為了避免產生虛盈實虧、虛

盈實稅現象，降低對經濟發展、資產流通及證券市場的影響，通常稅法有許多的優惠措施。 

(二) 我國資本利得的課稅措施如下： 

1.證券交易所得： 

(1)自中華民國79年1月1日起，證券交易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證券交易損失亦不得自所得額中減除。但

自102年1月1日起，個人下列證券交易所得課徵所得稅，其交易損失得依第14條之2第2項規定自當年度

所得額中減除： 

①上市、上櫃或興櫃股票、新股權利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權利之證書。 

②前款以外之股票、新股權利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權利之證書。 

(2)自中華民國102年1月1日起，個人出售第4條之1但書第1款規定之證券，除有下列情形之一，應依前三

項規定計算證券交易所得額及應納稅額外，證券交易所得額以零計算： 

①當年度出售興櫃股票數量合計在十萬股以上者。 

②初次上市、上櫃前取得之股票，於上市、上櫃以後出售者。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包括在內： 

A.屬101年12月31日以前初次上市、上櫃之股票。 

B.個人每年所持有該年度各該初次上市、上櫃公司股票，屬承銷取得數量在一萬股以下。 

③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及合於規定申報減除扶養親屬免稅額之受扶養親屬依規定計算之證券交易所

得額，不併計綜合所得總額，按15%之稅率分開計算應納稅額，由納稅義務人合併報繳。 

(3)自中華民國104年1月1日起，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出售第4條之1但書第1款規定之證券，其一年度

出售金額合計超過十億元者，應就超過十億元之金額部分，依千分之五計算證券交易所得額，按20%

之稅率分開計算應納稅額，不併計綜合所得總額。 

2.土地交易所得：免徵所得稅，而是另外土地增值稅。以公告現值為基準，依據自然增值之土地漲價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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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之現值(調整物價指數後)之倍數，除出售自用住宅用地課徵10%之外，依照

漲價倍數課徵20%、30%或40%之土地增值稅。 

3.財產交易所得： 

(1)原則：凡財產及權利因交易而取得之所得，以交易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之成本，及因取得、

改良及移轉該項資產而支付之一切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例如：房屋交易所得。 

(2)例外：個人出售家庭日常使用之衣物、家具之所得，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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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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