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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今年剛新上任的財經部長劉憶如女士，上任後的首要任務，就是全面檢討我

國的賦稅制度，因為長期以來民眾對於我國的稅制一直有要求改革的聲音，「「「「根根根根

據最新的民調顯示據最新的民調顯示據最新的民調顯示據最新的民調顯示，，，，有近五成的人認為當前有近五成的人認為當前有近五成的人認為當前有近五成的人認為當前稅制不公稅制不公稅制不公稅制不公，，，，主因是富人課稅太少主因是富人課稅太少主因是富人課稅太少主因是富人課稅太少，，，，薪薪薪薪

資階級負擔太重資階級負擔太重資階級負擔太重資階級負擔太重」」」」。（旺旺中時民調中心、2012）尤其是在最近國家的 GDP 雖然

成長了，但人們卻無法感受到，貧富差距比更是越來越大，讓人們更渴望對當前

的稅制進行改革，而在這次的稅制改革中，最讓我感到興趣的就是資本利得稅。 

 

資本利得指的是資產出售時的賣價超過當初購買的原始買價之部分，常見的

資本利得如買賣股票、債劵、貴金屬、房地產等所獲得的收益，也就是現在俗稱

的錢滾錢，而資本利得稅就是對資本利得征稅。 

 

這些大多數都是富人用來賺錢的方式，而他們多數繳的稅與他們的所得都不

合正比，相比之下一般的薪水階級，則是一毛都不能少，造成了目前稅制不公平

的現況，財政部長劉憶如女士也認為「「「「薪資所得者相對於資本利得者薪資所得者相對於資本利得者薪資所得者相對於資本利得者薪資所得者相對於資本利得者，，，，在能在能在能在能力上力上力上力上，，，，

資本利得者是比較有能力的資本利得者是比較有能力的資本利得者是比較有能力的資本利得者是比較有能力的；；；；未來希望資本利得的負擔多一點未來希望資本利得的負擔多一點未來希望資本利得的負擔多一點未來希望資本利得的負擔多一點。。。。」」」」（馮昭，2012）

而資本利得稅就是希望被用來改善我國目前稅制不公的方法之一。 

 

  （二）、研究目的 

 

    1、分析我目前的賦稅公平性問題。 

     

    2、探討資本利得稅開徵的原因。 

 

    3、了解資本利得稅開徵後將會帶來的影響。 

 

貳●正文 

 

（一） 台灣目前的稅收狀況 

 

在談到稅制改革之前，我們必須要先了解臺灣目前的稅收狀況。而第一點就

是要套討我目前的貧富差距，而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報告，

「「「「OECDOECDOECDOECD 國家貧富差距國家貧富差距國家貧富差距國家貧富差距 10%10%10%10%最富最富最富最富人口平均收入是人口平均收入是人口平均收入是人口平均收入是 10%10%10%10%最低收入的最低收入的最低收入的最低收入的 9999 倍倍倍倍，，，，而而而而 OECDOECDOECDOECD

國家國家國家國家中中中中，，，，差距最大的差距最大的差距最大的差距最大的是智利和墨西哥是智利和墨西哥是智利和墨西哥是智利和墨西哥，，，，超過超過超過超過 25252525 倍倍倍倍。。。。」」」」（羅苑韶，2011）而從 98

年的綜所稅總額申報表中（表 1），我們可以發現，臺灣最低收入人口 10％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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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年所得平均是 10 萬，而最富有 10％的人平均年所得則大概是 281 萬，281 萬

除以 10 萬，所以臺灣目前的貧富差距大約是 28 倍，代表臺灣目前的貧富差距情

況可以歸納到與智利和墨西哥等國同一等級，而在稅後所得中（表 2）也可以看

到，富有人口前 10％的平均稅前收入是 281 萬，平均稅後收入是 247 萬，也就是

所得前 10％的人每年平均只要繳 34 萬的稅金，計算下來每年只需要繳 12％的稅

金，明顯與他們的所得不符比例。 

 

另外在臺灣，對企業的營所稅 25％雖然不低，但是實際上收到的稅收卻不

符合稅率，根據 2009 年瑞士洛桑管理與發展學院（ＩＭＤ）的競爭力報告中指

出，「「「「台灣企業繳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台灣企業繳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台灣企業繳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台灣企業繳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只佔只佔只佔只佔ＧＤＰＧＤＰＧＤＰＧＤＰ的三的三的三的三％，％，％，％，是四小龍是四小龍是四小龍是四小龍、、、、中中中中、、、、日日日日、、、、

美國當中最低的美國當中最低的美國當中最低的美國當中最低的。。。。」」」」（賀桂芬，2010） 

  

而且在臺灣，目前對於股票的買賣，只有課徵股票交易稅的千分之三，與一

般綜合所得稅的 6％到 40％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而房地產的買賣，也因為使用

了公告地價的關係，造成稅收上的一塊漏洞，總之從目前的數據看來，臺灣目前

的賦稅制度確實是有不公平的現象。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 

表 1（98 年）綜稅所得總額十分位申報統計分析表 單位：金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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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本利得稅的影響 

 

資本利得稅目前已經在一些國家開始課徵了，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

等國，而在中國雖然沒有資本利得稅，但也有課徵證劵投資所得稅，來對證劵投

資的所得課稅。而雖然台灣目前有股票交易稅，但是因為稅率過低，還是會被用

來當作是避稅工具，例如天下雜誌 445 期中提到的，有些人沒有工作，收入只有

股利的六十多萬，每年只要繳六％的稅，但實際上靠著股票投資賺到的利潤，卻

高達了四五百萬，而這些政府卻幾乎課不到稅。 

 

因此在臺灣目前賦稅不公的情況下，資本利得稅就被寄予來改善目前貧富不

均的狀況，知名學者曾巨威教授曾說過：「「「「如果稅改目標是為了幫助改善貧富差如果稅改目標是為了幫助改善貧富差如果稅改目標是為了幫助改善貧富差如果稅改目標是為了幫助改善貧富差

距距距距，，，，資本利得稅當然非碰不可資本利得稅當然非碰不可資本利得稅當然非碰不可資本利得稅當然非碰不可。」。」。」。」（鄭琪芳，2012）但是資本利得稅在課徵上，

仍然有非常大的問題。首先在不動產交易所得稅中，目前提議以房屋實價登記並

以此來課徵，但是戴德梁行的總經理顏炳立先生表示：「「「「實價課稅會有重複課稅實價課稅會有重複課稅實價課稅會有重複課稅實價課稅會有重複課稅

及獲利認定的問題及獲利認定的問題及獲利認定的問題及獲利認定的問題，，，，如果沒有配套措施如果沒有配套措施如果沒有配套措施如果沒有配套措施，，，，恐怕會引起比房價高漲更大的民怨恐怕會引起比房價高漲更大的民怨恐怕會引起比房價高漲更大的民怨恐怕會引起比房價高漲更大的民怨。。。。」」」」

（游智文，2011）以目前來看實價登記最大的問題在於對成本的認定，因為臺灣

目前的房地產交易，仍然沒有完善的仲介制度，所以讓政府難以掌握房市的價格

資訊，也就無法進行實價課徵。而在證劵交易所得稅的方面，雖然因為全面電子

化所以沒有成本認定上的問題，不過為了顧及股市的景氣問題，像是，也有人就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 

表 2（98 年）綜稅稅後所得總額十分位申報統計分析表 單位：金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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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是否亦應一併考慮降低現階段的證交稅率是否亦應一併考慮降低現階段的證交稅率是否亦應一併考慮降低現階段的證交稅率是否亦應一併考慮降低現階段的證交稅率，，，，或者是其他的配套措施或者是其他的配套措施或者是其他的配套措施或者是其他的配套措施，，，，來避來避來避來避

免未來對投資人及股市的可能衝擊免未來對投資人及股市的可能衝擊免未來對投資人及股市的可能衝擊免未來對投資人及股市的可能衝擊。」。」。」。」（張豐淦，2012） 

 

目前在臺灣已經有證交稅，因此在課徵資本利得稅之前，必須要先做好配套

措施，例如目前證劵交易要繳 0.3％的證交稅，如果再將證劵交易所得稅併入綜

所稅中以 40％來計算，假設每個月進行買賣一次，那麼投資報酬率至少需要 6

％才能獲利（本金×投資報酬率－本金×0.003×12－本金×投資報酬率×0.4＝0），

而根據臺灣證券交易所的統計，「「「「99999999 年底至年底至年底至年底至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底集中市場平均報酬率為月底集中市場平均報酬率為月底集中市場平均報酬率為月底集中市場平均報酬率為

負百分之負百分之負百分之負百分之 21.1821.1821.1821.18」」」」（臺灣證券交易所，2012），而 6％的投資報酬率明顯高於市場平

均值，這會造成重複課徵的問題，並且增加投資的成本，讓資金從本國的證劵市

場流失。 

 

（三）資本利得稅的課徵 

 

在資本利得稅中，主要是課徵證劵交易所得稅與房屋交易所得稅，而目前臺

灣雖然還沒有具體的課徵方式，不過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國外已經有許多課徵的

方式（表 3），可以供我國做為借鏡。 

 

例如對長期投資的所得（超過一年以上的投資）課較低的稅，或是像是對個

人的資本利得金額訂定一個下限，對超過下限的金額才須要繳交資本利得稅，這

樣就不會影響到一般的散戶，對於證劵交易所得稅也可以拿來跟證劵交易稅相互

折抵，來避免重複課徵對於證劵市場影響。 

 

而房地產的買賣，也可以採用的方式，對於個人主要居所獲得的利潤不課

稅，或是讓持有時間夠長的房地產也可以減免資本利得稅的稅率，這就能在不影

響一般老百姓的情況下，對於炒作房地產的人進行課稅，而之前的奢侈稅也就可

以退場了。 

 

茲將各國課徵資本利得稅之相關情形彙整如下表 3。由表中整理可知，其中

台灣、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地並未直接開徵資本利得稅，但是中國開徵的「證

券所得稅」針對投資證券所獲得之附加利益予以課稅，似以具備課徵資本利得稅

之雛型。 

 

日、韓兩國之處理方式較為類似，會將資本利得併入所得稅繳納計算， 

以收整併付稅及方便徵收之雙重好處。 

 

    而美、德兩國則針對較長期之投資或財產買賣予以資本利得稅課徵之豁免，

由此可知。上開二國課徵資本利得稅之目的應以抑制短期偷機客為首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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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是否有直接開

徵資本利得稅 

資本利得稅課徵方式 

臺灣 無 沒有資本利得稅。 

但是有土地增值稅與證劵交易稅。 

中國 無 沒有資本利得稅。但是有證券投資所得稅，即從事證

券投資所獲得的利息、股息、紅利收入的徵稅。 

香港 無 沒有資本利得稅。 

新加坡 無 沒有資本利得稅。 

日本 有  資 本 利 得 （ 有 價 證 券 、 土 地 等 資 產 之 轉 讓

收 益 ） 除 部 分 例 外 以 外 ， 日 本 法 人 與 外 國

法 人 均 須 與 其 他 所 得 合 併 後 課 徵 所 得 稅 。  

韓國 有 資本利得併入個人所得。 

美國 有 個人和企業都要為資本利得繳稅。但是，對於個人來

說，長期投資的資本利得（超過 1 年的投資）稅率較

低。 

德國 有 出售已持有 1 年以上的股票所獲的收益和對出售已擁

有 10 年以上的房地產所獲的收益，都不徵收資本利

得稅。 

法國 有 無論收入水準如何，資本利得稅率統一為 27%.某些情

況下，資本利得稅可以被減免，比如出售自己的主要

居所所獲收益。 

英國 有 英國居民（以及信託的管理者）的資本利得，除了出

售自己主要居所、個人儲蓄帳戶）和持有英國國債所

獲的收益，都要被徵收資本利得稅。個人每年資本利

得的一部分被豁免繳納資本利得稅。在稅前的統籌

時，資本利得計算的是資本損失和資本收益的淨值。 

 

 

 

 

 

 

表 3 各國資本利得稅徵收狀況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自日正資訊網、台商經貿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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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結論  

 

臺灣在這幾年，財政狀況越來越差，從過去的稅收有盈餘，到現在的負債，

長期的減稅就是主因，政府不斷地希望以減稅來增加企業的投資意願，但根據（表

4）近幾年的稅收狀況，結果卻是經濟的成長與稅收幾乎脫鉤，再加上沒有對資

本利得課稅，使得富人可以靠著證劵與房地產來進行合法的逃漏稅，可以看到，

因此在減稅與沒有資本利得稅的漏洞，造成稅收的重擔壓在薪資所得者的身上；

而政府的稅收減少，也使得國家沒有足夠的錢進行各項改革，像是經濟建設、教

育或是社會福利。 

 

而在近幾年臺灣發生許多起貧富間的衝突，包括各地的高房價引發居住正義

的問題，還有去年的佔據華爾街運動，最後政府推出的奢侈稅，通通都顯示著貧

富問題的嚴重性；就像是過去的法國大革命時期，教士及貴族雖然佔人口數不到

2％，卻擁有國家大半的土地和其他特權，且無需繳稅。而佔人口 80％的農民卻

需要負擔無數的重稅，最後就爆發了法國大革命。而看看台灣的狀況，二○○六

年時綜所稅收入來源中，「「「「近八百萬受雇員近八百萬受雇員近八百萬受雇員近八百萬受雇員薪資所得佔比高達七三薪資所得佔比高達七三薪資所得佔比高達七三薪資所得佔比高達七三．．．．五五五五％，％，％，％，股利股利股利股利

所得一二所得一二所得一二所得一二％，％，％，％，財產交易所得只佔財產交易所得只佔財產交易所得只佔財產交易所得只佔○○○○．．．．二二二二％。％。％。％。」」」」（陳一姍，2008）因此如果國家不

再介入管理，未來的貧富差距只會越來越大，而資本利得稅雖然仍然沒有完整的

配套措施，但是我們正站在發展的十字路口上，為了未來的賦稅正義，在問題還

可以挽救的情況下，盡早使我國的稅制合理化與公平化，才能夠改善我國當前的

財政問題。  
 

 

 

年度 

（民國） 

稅課收入 債務之舉借 GDP成長率 

95 1,090,354,193 1380億 5.44 

96 1,205,404,888 1017億 5.98 

97 1,238,965,760 1255億 0.73 

98 無 4138億 -1.81 

99 1,078,905,301 4799億 10.72 

 

 

表 4（95 年-99 年）我國稅收與財政狀況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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