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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學概要》 
一、請從經濟效率觀點討論，最適貨物稅制應如何設計？（10分）並解釋最適貨物稅制是否符合租

稅中立性（Tax Neutrality）？（5分）若考慮垂直公平（Vertical Equity），請說明此稅制

稅率應如何調整？（10分） 

試題評析 此題同學需區分貨物稅在設計上，除了可達到效率原則外，亦可達到公平原則，只要同學能夠清

楚區分每個法則，其前提假設以及重點結論，應該很容易拿到分數。 
考點命中 高點《財政學（含公經）講義》第四回，唐三采編撰，頁28-33及頁73-74。 

 

答： 
(一)在休閒為內生的情形下，為達到租稅中立的課稅方法就是對所有財貨，包含所有商品(X、Y)及休閒(L)，均

課徵單一稅率的財貨稅或定額稅，將可達到租稅中立原則，此時社會上的超額負擔為零。但由於定額稅的

絕對公平以及單一稅率財貨稅會造成政府稅收為零的狀況，基於實際運作上無法執行的考量上，則租稅的

中立將無法藉由此兩稅制達成；進而將退而求其次，在無法對休閒課稅，但可對商品(X、Y)課稅的前提

下，追求讓社會超額負擔極小化的次佳（second best）作法，而有以下的最適貨物稅的課徵準則：  
1.雷姆斯法則：在探討雷姆斯法則下，需建立在幾個假設：(1)價格效果只包含替代效果而所得效果為零

（或所得的需求彈性為0），即使用受補償需求來分析。(2) X及Y財貨所面臨的供給函數相同且為水平的

供給線，即供給彈性為無窮大，此時租稅完全由消費者負擔。依據雷姆斯法則，要求課徵貨物稅對社會

所產生的福利成本極小的條件，應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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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最後一單位的稅收所造成的超額負

擔必須相等」。因此最適X與Y財的貨物稅稅率設計，必須讓所有財貨在課稅後，其受補償需求量下降的

幅度應相等，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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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稱「等比例減少法則」。 

2.反需求彈性法則：在使用該法則前，除了必須符合雷姆斯的前提假設外，仍需額外符合以下的假設：(1)
各種財貨間必須是獨立財。(2)稅率採用「從價稅」課徵；換言之，反需求彈性法即是雷姆斯的特例。經

由雷姆斯法則所要求的最後一單位的稅收所造成的超額負擔必須相等的條件，可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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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τ 分別為X財與Y財的從價稅率， Xη 及 Yη 分別為X財與Y財的需求價格彈性）。即為符合稅租效率原

則，應對需求價格彈性大者輕課，對需求價格彈性小者重課。 
3.柯列特－漢格法則：此為「次佳理論」的運用，假設勞動市場的需求為水平線，透過對休閒的互補品重

課，可降低對休閒的需求，進而增加勞動的供給，只要勞動市場因勞動供給增加所獲得的淨福利遠大於

休閒互補品市場因課稅所產生的扭曲時，此時整體社會的福利將是提升的；換言之，柯列特漢格法則中

的結論是應重（輕）課休閒互補品（替代品）。 
(二)最適貨物稅雖然無法達到超額負擔為零的租稅中立最佳原則（first best），主要係因為定額稅及單一稅率貨

物稅在執行上的困難所致，所以退而求其次追求次佳（second best）的租稅中立原則，也就是受限制下的效

率，雖無法執行以上二種租稅工具達到最佳原則，但社會上仍容許有「適當」的社會福利損失存在，只要

商品稅能極小化該福利損失，則也可稱為是受限的租稅中立原則。 

(三)在最適貨物稅的設計下，為達效率應針對彈性小的貨品課重稅、彈性大的貨品課輕稅，反而導致對民生必

需品重課、奢侈品輕課的反垂直公平的問題。以下再將這樣的稅制重新調整，始可滿足垂直公平法則。 

1.前提假設： 

(1)使用受補償需求分析。 

(2)財貨的供給線為水平，即供給彈性為無窮大，此時租稅完全由消費者負擔。 
(3)採用從量稅課徵。 

2.模型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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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假設第i個消費者的平均稅率（ iτ ）：即貨物稅占其所得的比例，即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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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t為從量稅單位稅率、

iQ 為 第 i 個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量 、 iM 為 該 消 費 者 的 所 得 ） ， 重 新 整 理 可 寫 成

P
tS

P
t

M
PQ

P
P

M
tQ

i
i

i

i

i
i =⋅=⋅=τ （ iS 財貨支出占所得比例，又稱為「預算份額」） 

(2)Q 是 M 的函數，即 )(MQ 、 S 也是 M 的函數，即 )(MS 、 P 是市場均衡價格，每位消費者面對的

價格固定、 t 也是外生給定；在這樣的前提下，驗證貨物稅的租稅歸宿，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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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奢侈品課貨物稅，將使所得歸宿具累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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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必須品課貨物稅，將使所得歸宿具累退性） 

3.模型結論：只要對奢侈品重課，將可使貨物稅具有累進稅的功能，亦即貨物稅的歸宿係由所得高者來負擔。 

 
二、請繪圖說明，如何以邊際成本定價、平均成本定價與兩部定價（Two-part Tariff）管制自然獨

占公營事業的價格，及此三種價格管制方法的相對優劣。（25分） 

試題評析 
此題為相當基本的題型，同學更要小心不可大意而失分，只需加以比較三種定價方法的利潤、社

會福利、均衡數量與價格，以及各方法的相對優缺點，則基礎分數就可取得，不致於與其它考生

落差太大。 
考點命中 高點《財政學（含公經）講義》第二回，唐三采編撰，頁74-75。  

 

答： 
自然獨占的生產行為擁有「規模經濟」（或稱其生產函數為規模報酬邊增），將使公營事業的成本結構具有平

均成本隨著產量增加持續下降的特性。而以下就將自然獨占的圖形，以及採取三種不同定價方法的相對優劣以

表格方式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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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項目 
定價方法 

均衡數量、均衡價格

利潤、無謂損失 優缺點 

邊際成本定價法 
（P=MC） 

均衡數量： cQ  

均衡價格： cP  

利潤：- cP dhi 
無謂損失：0 

‧優點：可達到社會最適資源配置效率，無超額負

擔。 
‧缺點：企業產生虧損，無法永續經營。 

平均成本定價法 
（P=AC） 

均衡數量： rQ  

均衡價格： rP  
利潤：0 
無謂損失：∆ced 

‧優點：社會最適資源配置效率優於利潤極大訂價

法，且企業的虧損為零，也較邊際成本訂價

法為優。 
‧缺點：企業損益兩平（break-even），並沒有誘因繼

續經營。 

兩部定價法 

均衡數量： cQ  
均衡價格：  

(1) 基 本 費

=
使用人數

虧損金額
 

(2) 使 用 費 率

= cP =MC 
利潤：0 
無謂損失：0 

‧優點：同時兼顧邊際成本訂價法優點（社會剩餘最

大），也同時創造平均成本訂價法繼續經營

的誘因（因損益兩平）。 
‧缺點：繳了基本費後就如同人頭稅，會過度使用，

最後可能造成無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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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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