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年高點․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113高點‧高上公職 ‧ 高普考高分詳解

  1 

《公共經濟學》 
一、考慮某社區規劃某公共財（如花園）數量，假定社區共有五名成員甲、乙、丙、丁、戊，其公

共財之邊際價值如下表 

成員/公共財數量 1 2 3 4 

甲 300 260 225 170 

乙 200 150 75 50 

丙 75 60 30 0 

丁 75 50 30 0 

戊 50 30 0 0 

若此公共財之單位成本為 250，採取一般常見之平分成本方式，多數決之公共財數量為多少？林

達爾均衡（Lindahl equilibrium）之公共財數量為多少？並請說明此兩種公共選擇相同或差異

之原因。（25分） 

試題評析 
此題為中位數選民定理與最適公共財理論下，兩者決定公共財數量的差異，與去年高考的題意相

似，只是今年相對簡單。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財政學講義》第二回，張政編撰，頁162～165，第二篇第三章：公共選擇理論。 

答： 

(一)若公共財的成本以平均分攤方式，則每人負擔的公共財成本為250/5=50，分別討論每個人利益最大時的公

共財數量：

甲：G＝4時， 170 50iMB MC  甲 ，若無法再增加公共財，所以甲最偏好的數量為G＝4 

乙：G＝4時， 50 iMB MC 乙 ，所以乙最偏好的數量為G＝4

丙：G＝2時， 60 50iMB MC  丙 ，所以丙最偏好的數量為G＝2 

丁：G＝2時， 50 iMB MC 丁 ，所以丁最偏好的數量為G＝2

戊：G＝1時， 50 iMB MC 戊 ，所以戊最偏好的數量為G＝1

以G＝1、2、4三種方案，進行兩兩票決： 

若G＝1與G＝2表決，則只有戊會贊成G＝1；甲、乙、丙、丁都會贊成G＝2，多數決下G＝2通過。 

若G＝2與G＝4表決，則丙、丁、戊會贊成G＝2；甲、乙會贊成G＝2，多數決下G＝2通過。 

由上述討論可知，多數決下決定的公共財數量為G＝2。 

(二)若以林達爾均衡決定，則應相加個人的願付代價或邊際利益，則當G＝3時， 360 250MB MC    ，則

公共財將決定於G=3。

(三)兩者的差異在於若採多數決，則依據中位數選民定理，公共財將決定於邊際利益的中位數者；而林達爾均

衡則符合最適公共財的Samuelosn條件，公共財決定於邊際利益的平均數，由於此社會個人對於公共財的偏

好並非呈現對稱分配，所以中位數與平均數不同，造成兩者結果的差異。

二、我國勞工退休年金制度面臨少子化與人口結構快速老化衝擊，請說明制度上目前之困境以及提

出較為具體可行之政策建議。（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為我國目前勞工退休金的時事題，須要分別敘述目前困境以及政策建議，雖然屬於時事，但

內容並不會太困難，只要往少子化與人口老化兩個面向延伸即可。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財政學講義》第四回，張政編撰，頁98～102，第五篇第一章：社會保險與社會福

利。 

答： 

(一)我國勞工退休金制度目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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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少子化問題：臺灣的出生率持續下降，導致勞動力人口減少，表示相較於領取年金的人數，未來繳納年

金的人數會持續減少，即退休年金制度的收入將會持續減少。 

2.人口老化：我國預計到2025年，將進入超高齡社會，表示65歲以上的人口將佔總人口超過20%以上，將

加重年金支付的壓力，並且老年人口的增加使得年金支出將大幅上升。 

3財政壓力：由前兩點可知，由於繳納年金的人數減少，而領取年金的人數增加，將造成年金收支的嚴重

失衡，若由政府彌補則將造成財政負擔，將擴大我國目前政府持續財政赤字的現象。 

(二)政策建議 

1.延長退休年齡：由於目前個人平均壽命皆延長，可以適度延長退休年齡，這不僅可以增加勞動力市場的

供應，也可以減緩年金的支付壓力。 

2.提升高齡者勞動參與率：政府應推動政策鼓勵高齡者重返勞動市場，包括：提供再教育和技能訓練、彈

性工時和重新設計職場環境，以適應高齡勞動者的需求。 

3.引進移工：短期內，引進外籍勞工可以填補勞動力的缺口，但這並非長久之計，應該同步推動提高本國

勞動力參與率的政策。 

4.推動生育政策：政府應制定並推行有利於提高出生率的政策，如：提供育兒津貼、延長產假和育兒假、

降低育兒成本等措施，以改善少子化問題。 

5.年金改革：對現行年金制度進行改革，包括：調整年金繳費比例、優化投資運營策略、改為完全儲備

制，以確保基金的長期可持續性。 

 

三、政府對於營利事業之盈餘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但對非營利事業則採取免稅。假設將事業區分

為兩部門，分別為營利事業與非營利事業。營利事業之資本邊際產值為 VMPc=100-Kc，Kc 表示

營利事業之資本數量；非營利事業之資本邊際產值為 VMPn =80-2Kn，Kn 表示非營利事業之資本

數量。若社會總資本為 50 單位，並對營利事業之資本課徵單位 6 元的從量稅，試求此稅的超額

負擔為多少？並說明造成何種資源分配之問題，以及何種條件下可合理化此制度。（25分） 

試題評析 
此題為哈伯格一般均衡租稅歸宿分析的計算，題目幾乎與100年財政學高考題一樣，只是數字略有

不同，屬於本此考試中最容易得分的一題。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財政學講義》第三回，張政編撰，頁156～160，第三篇第五章：租稅理論-課稅效

果。 

 

答： 

(一)稅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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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 * 40cK   

稅後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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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 38cK   

則超額負擔為
1 1

(40 38) 6 6
2 2

EB K          

(二)根據哈伯格一般均衡的租稅歸宿分析，部分要素稅將會造成要素稅後相對價格的改變，產生要素替代效

果，造成要素由應稅部門流向非稅部門，進一步產生超額負擔。而對公司或營利事業資本課稅，而非公司

或非營利事業不課稅的主要原因在於租稅的課徵量能原則，公司屬於高所得或高利潤的法人，因此使其負

擔較高的租稅，以符合垂直公平。 

 

四、因應國際趨勢，我國近期將著手擬訂課徵碳稅，請由垂直公平性（vertical equity）與水平公

平性（horizontal equity）面向探討課徵碳稅之影響。（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提及碳稅的分析，雖然屬於外部性理論中皮古稅的應用，但需要與垂直公平和水平公平連

結，考題方向過於艱澀，必須對兩者內容都很熟悉，才能順利回答。此題為本次考試中最困難的

一題。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13高點‧高上公職 ‧ 高普考高分詳解  

 

   3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財政學講義》第二回，張政編撰，頁14，第二篇第一章：外部性理論。 

2.《高點．高上財政學講義》第三回，張政編撰，頁71～72，第三篇第四章：租稅理論-課稅原

則。 

 

答： 
(一)垂直公平性觀點：根據個人的經濟能力來分配稅負，使得較高能力的個人負擔較多的稅負。碳稅在這方面

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企業負擔的影響：應針對獲利能力較高的企業，使其負擔相對重的碳稅，將具有垂直公平性上相對合

理。反之，對於獲利能力較低或利潤較低的企業則應使其負擔較輕。 

2.對個人與家庭的影響：碳稅會直接增加能源價格，對低收入家庭的影響相對較大，因此，須要設計適當

的補貼措施，或利用碳稅收入來資助社會福利項目，減輕低收入家庭的負擔。 

(二)水平公平性觀點：水平公平性指的是相同經濟能力的個人應該負擔相同的租稅。碳稅在這方面的影響主要

包括： 

1.產業差異的影響：獲利能力相同的企業，但因其設備效能和能源使用效率的差異，碳稅可能對其產生不

同影響，低效能的企業可能因有較多的排放而必須負擔更高的稅負，則不符合水平公平性。 

2.地區差異的影響：若兩個人收入相同，但一人居住在需要更多能源供暖的地區，而另一人居住在氣候溫

暖的地區，前者會因為碳稅承受更高的生活成本，這樣會導致水平公平性受損。 

(三)政策建議：碳稅的原意應符合採取受益原則，即排放較多的企業或個人應負擔較高的租稅，才會使資源配

置符合效率。但若要納入量能原則，兼顧水平與垂直公平，則必須要使高所得或高獲利的企業多負擔碳

稅，且針對低所得家庭給予補貼，及根據產業或地區的差異調整碳稅稅率，確保生活在不同地區的居民能

夠公平地承擔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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