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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測驗題第 20題：考選部公布之答案為 D，但老師認為該答案明顯錯誤，正確答案應為 C。 
【依據】平均地權條例第14條及第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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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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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說明傳統觀點（traditional view）與新觀點（new view）對於財產稅歸宿有何不同？（10

分）並說明兩者分析結果差異的主要原因為何？（15分） 

答： 
(一)傳統觀點 
係部分均衡分析，將財產稅視為貨物稅，將使消費資產之價格上漲。其影響效果分述如下：  
1.土地稅：由於土地供給量固定（供給彈性為零），對土地課稅時，地主之稅後收益減少(由P0減少至P1)，
租稅無法向前轉嫁，所有稅負由地主負擔。而高所得者往往擁有較多的土地，須負擔較高租稅，故土地

稅為累進稅。 

 
 
 

 

 

 

 

 

 

 
2.房屋稅：由於建築物的供給並非固定不變，其供給是有彈性的，所以對房屋課稅，稅負會轉嫁，而使房

屋價格上漲。低所得家庭，對房屋的消費（如租金）在所有預算所占比例甚高；而高所得家庭對房屋的

消費比例則偏低，故房屋稅為累退稅性質。 
(二)新觀點 

1.採一般均衡分析，財產稅視為資本稅，即便不同地區之間財產稅的稅率不同，所有資產所有人將共同負

擔財產，認為租稅可以轉嫁，且租稅具有累進性。 
2.若所有財產及資本皆課徵相同稅率，所有權人無法將資本移轉到免稅部門，稅負雖減少每一所有權人的

獲利率，卻不改變其追求最大利潤的產出及價格。故稅負將由資產的所有權人（資本財所有者）依比例

承擔。 
3.若不同地區之間財產稅的稅率是否有差別（差別稅率），A. C. Harberger 認為資本具有充分的流動性，

則高稅率地區的資本財將流往低稅率地區，投資者將擴大低稅率地區的資本財數量。低稅率地區的資本

報酬率會隨著資本數量增多而下降；反之，高稅率地區之資本報酬率會隨著資本數量減少而上升。如此

不斷地調整至整體經濟體系內的稅後資本報酬率皆相等為止。 
(三)兩者差異主要原因 
傳統觀點係部分均衡分析，將財產稅視為貨物稅，除了供給彈性為零的土地之外，將使資產之價格上漲；

而新觀點採一般均衡分析，將財產稅視為資本稅，且認為資本具有充分的流動性(為完全競爭市場)，故租
稅會發生轉嫁，直至稅後資本報酬率皆相等為止。 

 
【參考書目】租稅各論，施敏編著，第4-9，4-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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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軸代表X財貨的數量，縱軸代表Y財貨的量。AB為納稅人稅前之限制預算線，U為納稅人稅前之無異曲

線。 

(1)課稅前均衡點為E點，AB線的斜率＝
OB
OA ＝

Y

X

P
P 。 

(2)課徵單一稅率：政府對X、Y兩種財貨，課徵相同的稅率，表示為tX＝tY，稅後預算限制線內縮為

A'B'，U'為納稅人稅後之無異曲線，均衡點為E'點。 

AB線的斜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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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單一稅率的適用，不會改變財貨的相對價格，不會發生替代效果，只會產生所得效果，而不致於影響

財貨的資源配置，符合租稅中立性，不會產生超額負擔。 

2.若Y財貨會產生資源配置扭曲(如外部成本)，則為了矯正扭曲的福利，應對Y財貨課稅。 
 
 
 
 
 
 
 
 
 
 
 
 
 
 
(1)若PMC為廠商負擔的邊際成本，SMC為社會邊際成本，而PMC＋EC＝SMC。 

(2)私人自行決定的數量為Q1，而柏拉圖最適均衡數量為Q0，私人自行決定的產量或消費量過多（Q1＞

Q0），產生 abc之社會福利損失。 

(3)當政府對Y財貨課徵污染稅，每單位租稅＝每單位外部邊際成本（即t＝EC＝bc），這種租稅稱為皮古

稅（Pigouvian Tax）。將使生產者生產成本增加，由PMC上升至SMC，產出自Q1減少至Q0，將最外部

成本轉化為污染者的內部成本，稱為外部成本內部化（Internalized），有助於經濟效率的提升。 

 
【參考書目】租稅各論，施敏編著，第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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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各論》 
試題評析 
申論題：第一題係以經濟福利觀點來評論對財貨課徵消費稅的優劣，乃施敏老師考前總複習不斷強調的重點，

從近兩年的命題趨勢即可看出端倪，本班學員看見題目應已暗自欣喜。本題之關鍵在於完整地從正、

反兩面來評析，若原先對X財貨課稅是因為其產生外部成本，則為了籌措財源，再對沒有產生資源配

置扭曲(如外部成本)的Y財貨課稅，經濟福利必然下降；然而，若X、Y財貨在消費上互為替代，則應
對兩者同時課稅、且稅率相同，有助於經濟福利的提升；若Y財貨為產生效率扭曲之財貨，應對其課

稅，方能抑制其過度消費或生產，也有助於經濟福利的提升。而第二題係傳統重點，也是課堂上再三

強調的內容，學員應穩操勝券才是。 
測驗題：少數幾題(第3、4、6題)測驗題頗具深度，必須觀念完整且能舉一反三，方能高分。程度佳的考生應能

控制失分在8分以內。 

縱觀今年租稅各論的考題，申論題第一題可以測出考生思緒縝密與否及答題功力高低，乃致勝關鍵之所

在；而第二題係基本重點，不應失分；測驗題則是難易各半。整體而言，命題焦點與施敏老師所見略同，是一

份可以測出考生實力的試題。 

 

甲、申論題部分： 

一、在一經濟體系中有x與y兩種財貨，若政府原先只對x課貨物稅，如今為籌措財源，行政部門打算

對y也加以課稅，此時有部分人士持反對意見，其理由為「對y開徵新稅，將造成更多超額負

擔，使經濟福利下降」。試評論之。（25分） 

答： 
對Y財貨開徵新稅，不一定會造成更多超額負擔，端視X、Y財貨其是否產生資源配置扭曲(如外部成本)而

異，分別說明如下： 
(一)經濟福利下降的情況 

若原先對X財貨課稅是因為其產生資源配置扭曲(如外部成本)，為了矯正扭曲的福利，應單獨對X財貨課
稅；而若Y財貨沒有產生扭曲，只是為了籌措財源而對Y財貨課稅，將會造成更多超額負擔，經濟福利必然

下降。說明如下： 
1.若對Y財貨課徵從價稅，每單位成本由S0上升至S1，均衡價格由P0上升至P1，均衡數量由Q0下降至Q1。 

 

　 

 
 
 
 
 
 
 
 

 
2.對Y財貨課稅，將產生超額負擔 abc之社會福利損失，經濟福利必然下降。 

(二)經濟福利提升的情況 
1.若X、Y財貨在消費上互為替代，且皆非效率扭曲之財貨，則應對同時X、Y財貨課稅、且稅率相同(單一
稅率)，反而有助於經濟福利的提升，符合租稅中立性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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