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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學概要》 
試題評析 
申論題：第一題為影響「租稅轉嫁」的因素及其與需求彈性之關係，乃租稅總論之基本重點，相信考生一定不

陌生。本題視為建立基本分數的基礎，一點也不為過。第二題針對尖峰時間收取道路擁擠費的議題，

要考生寫出其理論依據。這個問題可以由兩個理論來回答，其一是公共財理論當中的「擁擠公共財」

之最適數量理論；其二是公營事業定價法中的「尖峰負荷定價法」。上述兩種理論最終的結論相同，

但是分析過程及所強調的重點不同，因為不確定命題者所預設之答案為那種，故若時間足夠，同時將

兩者之圖形與分析闡述清楚，方為上策。 
測驗題：今年的題目大致在命題大綱的範圍中，也是高上班內平時上課強調的重點，未出現過於艱澀或冷門的

題型，程度不錯的考生失分應可控制在4分內，決勝負的關鍵就看申論題的表現了。 

 
甲、申論題部分： 

一、請說明租稅轉嫁程度受到那些因素影響？並以圖形分析需求彈性大小與租稅轉嫁程度之關係。

(25分) 

答： 
(一)影響租稅轉嫁的因素 

1.轄區大小 
(1)課徵區域小：愈不易轉嫁 
(2)課徵區域大：愈容易轉嫁 

2.市場型態 
(1)完全競爭市場：短期內轉嫁可能性低。 
(2)獨占市場：短期內轉嫁可能性高。 

3.租稅性質、稅基大小 
(1)間接稅、稅基廣：易轉嫁 
(2)直接稅、稅基小：不易轉嫁 

4.是否存在未實現利得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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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無未實現利得：由生產者承受租稅負擔，故不易轉嫁。 

5.課徵階段 
(1)製造階段：不易轉嫁 
(2)零售階段：易轉嫁 

6.租稅種類 
(1)定額稅：不易轉嫁 
(2)銷售稅：易轉嫁 

7.課徵方式 
(1)從價稅：轉嫁幅度較大 
(2)從量稅：轉嫁幅度較小 

8.產業成本 
(1)成本遞增產業：長期供給線的斜率為正，轉嫁幅度小於1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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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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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供給彈性小：不易轉嫁 
(2)供給彈性大：易轉嫁 

10.需求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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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求彈性大：不易轉嫁 
(2需求彈性小：易轉嫁 

(二)需求彈性大小與租稅轉嫁程度之關係 
玆以「需求彈性無限大」及「需求彈性等於0」兩種極端說明之，假設供給彈性正常。 
1.需求彈性無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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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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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轉嫁租稅。 

2.需求彈性等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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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由上述分析可知：若需求彈性愈大，則租稅轉嫁的程度愈小；反之，若需求彈性愈小，則租稅轉嫁的程

度愈大。需求彈性與租稅轉嫁間成反方向變動。 
 

【參考書目】 

高點文化出版《財政學(概要)》，施敏編著，第12-5~1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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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 

二、近年來曾有縣市政府考慮在尖峰時間收取「道路擁擠費」。其理論基礎為何？請詳細分析之。

(25分) 

答： 
(一)擁擠公共財理論 
 
 
 
 
 
 
 
 
 
 
 
 

1.需求面：D0為離峰的需求線，D1為尖峰的需求線。 
2.成本面： 

(1)在不擁擠的情況下：每位用路人的用路成本為C。 
(2)在擁擠的情況下：每增加一位用路人，將使用路成本提高c；若增加n位用路人，使用路成本將提高

cn，則： 
每位用路人的平均成本：AC＝C＋cn 
社會總成本：TC＝n(C＋cn) 
社會邊際成本：MC＝C＋2cn 

3.均衡： 
(1)社會最適均衡：邊際利益＝邊際成本 N* 
(2)私人決定均衡：邊際利益＝平均成本 N1 

(3)相對於社會最適的用路人數，私人所決定的用路人數顯然是偏高的，此乃因社會選擇與個人選擇的差

異所致。 
4.政府干預方式：將邊際社會成本加諸於使用者身上，單位收費＝c 

(1)在不擁擠的情況下：使用人數由No下降至No’，表示資源未充分運用。 
(2)在擁擠的情況下：則AC＋c＝AC’，使用人數由N1下降至N*，則資源充分運用。 

5.結論：道路愈擁擠愈應該收費，做為擴建經費；不擁擠時不應收費。 
(二)尖峰負荷定價法 

1.意義：針對產品供給量固定而需求不穩定，且產品不易儲存的事業(如：交通、電力等)，尖峰訂價高於離

峰定價。 
(1)離峰時間：使用人數較少，尚有閒置產能(未達最高生產能量)，消費者僅需支付營運成本(Operation 

Cost)。 
(2)尖峰時間：已達最高生產能量，現有生產規模顯然不敷使用，而要求擴充生產能量，故尖峰時段消費

者除了支付營運成本外，尚需再負擔擴充生產能量之能量成本(Capacity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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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MC1
 SRMC2

2.分析 
 
 
 
 
 
 
 
 
 

 
 
 
 
 

D1為離峰時段需求，D2為尖峰時段需求。 
(1)短期分析： 

離峰時間，由於在負荷生產能量內，故邊際成本固定，均衡為E1，價格為P1，產量為Q1。 
尖峰時間，尚須負擔能量成本，均衡為E2，價格為P2，產量為Q2。 

(2)長期分析：目的在決定最適生產規模，若生產規模可以細分，則擴大規模至最適規模(P＝
MC)SRMC2，此時，均衡為C點，價格為P3，產量為Q3。 

3.結論：短期內，尖峰時間的使用者尚須額外負擔能量成本，故需支付較高的價格(道路擁擠費)，方能符合
經濟效率。 

 
【參考書目】 

高點文化出版《財政學(概要)》，施敏編著，第6-22頁及第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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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爭議】測驗題第 1題：考選部公布之答案為 C，但老師認為該答案明顯錯誤，正確答案應為 D。 
【依據】 
1.外部成本之基本理論 
2.該題型與96年身心障礙財稅行政四等測驗題第2題相同，卻公布不同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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