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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行政】 
 

《財政學概要》 
試題評析 
今年財政學概要的兩題申論題，均偏向於公共支出論，其中第一題為考古題，同時也是今年頗為熱門的「年金

保險」時事題，同學們只要上課或總複習時注意聽講，應可拿到高分；第二題為「經濟學」與「公共選擇理

論」的結合，同學們如能將經濟學中有關經濟租的理論，與公共選擇理論中遊說的概念相結合，同時舉例說

明，應可拿到不錯的分數。 
測驗題部分，緒論出現４題；公共支出９題，為今年配分最高的單元；公共收入７題，其中租稅總論５題，各

論２題，均為理論題；其他部分（公債、預算）出現５題。今年的測驗題大多為觀念題，一般同學約可拿到

35~40分，程度好的同學應可拿到45分左右。 
 

甲、申論題部分 

一、年金保險制度的財務處理方式主要有「隨收隨付制」（pay-as-you-go）與「基金制」

（funding）兩種。請分別說明兩者之意義，共分析其可能面臨之問題。（25分） 
答： 
(一)隨收隨付制： 

1.定義：當期保費或稅收完全充作當期給付之用。 
2.報酬率：此制之報酬率取決於人口成長率與勞動市場情況，亦即人口成長率高、勞動市場就業率良好

時，將會產生正報酬率，反之，將產生負報酬率。 
3.可能面臨之問題： 

(1)不符合受益者負擔原則： 
由於隨收隨付制之給付金額並非來自累積之基金，而是將當期工作者之購買力，透過課稅之方式移轉

給退休者，故實施初期對高齡工作者有利，因為他們未依規定繳交保費，但卻可依規定領取年金，此

時人民支付之代價與所享受之利益間不具有明顯對價關係，不符合受益者負擔原則。 
(2)可能造成工作意願的扭曲： 
人民如因隨收隨付制不具有明顯對價關係，而將其財源－社會安全稅（捐）等視為租稅，則人民將感

受到稅負上升，而非儲蓄增加，此時將造成工作意願之扭曲，並對勞動供給產生負面影響。 
(3)可能造成財務狀況惡化： 
當人口老化快速，或生產力成長率小於基金獲利率時，則隨收隨付制將使公共年金之財務狀況變差。 

(二)基金制（或稱提存制或儲金制） 
1.定義：事先提存足額基金，以備未來給付所需，並以平準保險費率維持財務健全。 
2.報酬率：此制之報酬率取決於年金基金運用之獲利情形、總體經濟與金融市場環境而定，故可為正或負

之報酬率。 
3.可能面臨之問題： 

(1)不具有重分配之功能 
基金制，通常係按薪資之一定比例提撥，並累積於基金。其所有給付，係決定於基金之累積及其孳

息，且通常未定有最低水準之年金給付金額，與隨收隨付制相較，較不具有代際間及代內間重分配之

功能。 
(2)缺乏政治吸引力： 
基金制，由繳費到給付事由發生時，通常需經一段極長的時間，與隨收隨付制所具備收入立即轉為支

出，及實施初期，即使未繳費亦可享有利益之特質相較，缺乏政治上之吸引力。 
(3)易受經營效率及通貨膨脹之影響： 
如基金管理者（通常為政府）之運用效率偏低，或基金之運用受限於一定投資項目，無法作多樣化投

資，以追求最大報酬，此時，基金之獲利率均可能小於人口及生產力成長率，而使其財務狀況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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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長期而言，易面臨通貨膨脹問題，而造成實質獲利率降低。 
 

二、請解釋何謂「競租」（rent seeking）行為？其對經濟福利的影響為何？（25分） 
答： 
(一)「競租」行為之意義： 
所謂「競租」行為，即經濟個體為獲取獨占或寡占的「經濟租」(economic rent)，利用政府的法律或管

制，所採取的「非生產性交易行為」，例如：遊說、關說（lobbying）。而所謂「經濟租」，傳統上係指
為使用供給固定而不能再生的資源（如土地）所支付之代價，而近來則擴大及於因壟斷或管制而取得之超

額利潤。舉例言之，私人組成遊說團影響行政或立法部門，取得政府專案核准或特許權，經營稀少性事

業、形成人為獨占，以賺取超額利潤。近來的國道電子收費系統（ETC），即為明顯且典型的例子。 
(二)「競租」行為對經濟福利的影響： 
私人為「競租」所採取的行為，例如：遊說、關說，為不具生產性的行為，其對於社會生產不具有貢獻，

故不具有效率。競租通常發生在政府限制競爭或賦予特許權的情形上，此時，競租者為了追求這些經濟

租，乃動用一切可用的資源，致付出無謂及額外的代價，進而造成社會資源的浪費，產生效率損失。 
 
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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