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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各論》 
試題評析 
第一題：本題考對勞動所得課徵比例稅的經濟效果之圖解分析，屬於財政學及租稅各論的基本重點，相信是考

生熟析的題型。因為命題方向很單純，要拿到高分必須要詳細且完整的分析，關鍵在於應清楚地說明

財貨的性質(正常財或劣等財)及替代效果相對於所得效果的大小對休閒(或工作)時數的影響。 

第二題：本題以租稅轉嫁為核心，考名詞定義及其影響因素，並繪圖分析需求彈性與轉嫁幅度的關係。題目不

難，也是本班在考前強調的重點之一，若能把握時間將答案完整且有調理的陳述，應可拿到20分以上

高分。 

 

甲、申論題部分： 

一、請從個人對休閒與所得之抉擇行為出發，圖解分析對勞動所得課徵比例稅的經濟效果。（25

分） 

答： 
(一)假設個人效用為所得(Y)及休閒(R)的函數，且個人時間有限為H。縱軸為勞動所得，橫軸為休閒。 

 
 
 
 
 
 
 
 
 

 
(二)稅前： 

1.效用函數： max U(Y,R) 
             s.t. W(H－R) 
2.實質工資率為W，預算線為AZ，無異曲線U1與預算線切於E1點，休閒時數為R1。 

(三)稅後：若政府對勞動所得課比例稅，稅率為t，實質工資率下降為W(1－t)。 
1.效用函數： max U(Y,R) 
             s.t. W(1－t)(H－R) 
2.稅後預算線為A’Z，斜率W由降為W(1－t)，無異曲線U 與預算線切於E2點，休閒時數為R2。 

(四)效果分析： 
1.替代效果：勞動者為維持效用水準不變，將會以休閒替代工作(E1 E3，R1 R3)，使得工作意願下降。 
2.所得效果：以休閒為「正常財」為例，勞動者為維持實質所得水準不變，將減少休閒而多工作(E3 E2，

R3 R2)，亦即提升工作意願。 
3.總效果：當休閒為「正常財」時，稅後工作的努力程度將視替代效果與所得效果之大小而定： 

(1)若替代效果大於所得效果，故休閒時數增加、工作時數減少。(如左圖所示) 
(2)若替代效果等於所得效果，故休閒與工作時數不變。 
(3)若替代效果小於所得效果，故休閒時數減少、工作時數增加。 

(五)結論： 
個人面對課稅使工資率下降時，最適休閒數量會增加或減少，需視財貨的性質及所得效果相對於替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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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而異，綜合結果如下： 
1.當休閒為「正常財」時，由於替代效果使休閒數量增加，所得效果卻使休閒減少，兩者變動方向相反，

如果替代效果大於所得效果，則休閒增加，工作減少，故勞動供給曲線為正斜率；反之，則休閒增加，

工作減少，故勞動供給曲線後彎，為負斜率。 
2.當休閒為「劣等財」時，由於替代效果與所得效果兩者使休閒數量增加，工作時間減少(如右圖所示)，故

勞動供給曲線為正斜率。 
 
二、何謂租稅轉嫁？（5分）租稅轉嫁幅度受到那些因素的影響？（10分）一般而言，租稅轉嫁幅度

與需求彈性大小成反比，試繪圖分析之。（10分） 
答： 
(一)租稅轉嫁(Tax shifting)，係指納稅者將租稅之全部或一部分透過市場交易移轉給他人負擔的現象。租稅轉嫁

分為前轉、後轉、散轉、旁轉、消轉及租稅資本化，一般係指前轉，亦即納稅人將租稅負擔加入財貨之售

價中，藉由提高價格來轉嫁給消費者負擔。 
(二)影響租稅轉嫁的因素 

1.轄區大小：課徵區域小，愈不易轉嫁；課徵區域大，愈容易轉嫁。 
2.市場型態：完全競爭市場，短期內轉嫁可能性低；獨占市場，短期內轉嫁可能性高。 
3.租稅性質、稅基大小：間接稅、稅基廣，易轉嫁；直接稅、稅基小，不易轉嫁。 
4.是否存在未實現利得：有未實現利得，生產者有充裕時間與能力透過內部調整以獲取未實現利得，進而

將租稅轉嫁他人負擔，故其容易轉嫁；無未實現利得者，不易轉嫁。 
5.課徵階段：製造階段，不易轉嫁；零售階段，易轉嫁。  
6.租稅種類：定額稅，不易轉嫁；銷售稅，易轉嫁。 
7.課徵方式：從價稅，轉嫁幅度較大；從量稅，轉嫁幅度較小。 
8.產業成本：成本遞增產業，長期供給線的斜率為正，轉嫁幅度小於100%；成本不變產業，長期供給線的

斜率為水平線，轉嫁幅度等於100%；若為成本遞減產業，長期供給線的斜率為負，轉嫁幅度大於100%。 
9.供給彈性：若供給彈性愈大，則轉嫁的幅度愈大；供給彈性愈小，則轉嫁的幅度愈小。轉嫁幅度與供給

彈性成正比。 
10.需求彈性：若需求彈性愈大，則轉嫁的幅度愈小；需求彈性愈小，則轉嫁的幅度愈大。轉嫁幅度與需求

彈性成反比。 
(三)轉嫁幅度與需求彈性成反比的分析 

1.若需求彈性無限大、供給彈性正常時：租稅無法轉嫁（廠商自行吸收） 
 
 
 
 
 
 
 
 
 

 
(1)課稅前：均衡點為a點，均衡價格為P1、均衡數量為Q1。 
(2)課稅後：若政府對廠商課稅，廠商成本由S1上升至S2，均衡點為b點，均衡價格為P1、均衡數量為Q2。 
(3)廠商每單位租稅負擔bc，但卻價格卻未上漲，故廠商自行吸收租稅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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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需求彈性等於0、供給彈性正常時：租稅全部轉嫁（全由消費者負擔） 

 
 
 
 
 
 
 
 

 
 
(1)課稅前：均衡點為a點，均衡價格P1、均衡數量Q1。 
(2)課稅後：若政府對廠商課稅，廠商成本由S1上升至S2，均衡點為b點，均衡價格為P2、均衡數量為Q1。 
(3)廠商每單位租稅負擔ab，恰等於價格上漲幅度P1P2，故租稅全部轉嫁給消費者負擔。 

3.由上述兩種需求彈性的極端值分析可知，當需求彈性無限大，則租稅完全無法轉嫁；當需求彈性等於0
時，則租稅全部轉嫁消費者負擔，故轉嫁幅度與需求彈性成反比。 

 
【參考書目】 

施敏編著《租稅各論》高點文化出版，第1-16頁至第1-18頁，第0-34頁至0-36第頁。 

 
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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