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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長林全於開年新春媒體專訪時，炒熱了稅改議題，一時之間，揚揚沸沸。

林院長專業本為財稅，曾任主計長、又曾接任財政部長，稅制結合預算侃侃而談，

議題的廣度與深度可想而知。本文就即將登場的活絡股市部分的稅制變革，提出

幾點想法。 

 

首先，行政體系各部門的政策規劃，似乎弄不清楚林全院長的施政藍圖，是為執

政團隊的一大隱憂。對於振興股市、刺激資本市場，在外界多半瞭解林全院長向

來對於「現股當日沖銷交易」（當沖）證交稅稅率減半的提案有所猶豫下，仍趕

在過去一年的最後一個工作日，敲定當沖降稅、並在今年的第一次行政院會通過

《證券交易稅條例》修正草案，讓人一頭霧水。 

 

回顧為了提升台股成交量的萎縮疲弱，很早就開始「射箭」的金管會，在廢掉了

大戶條款、並進一步擴大免稅來「復徵」證所稅後，面對依舊每下愈況的台股，

現任主委斬釘截鐵的最新解釋是：證所稅「重傷」了台股是事實；哪有絲毫顧及

這位台股「兇手」的證所稅「復徵」，除壓根沒有課到稅外，還免了未上市櫃及

非屬興櫃股票交易所得的基本稅額，不折不扣的所謂：「賠了夫人又折兵」。 

 

搬走了大戶條款、證所稅等「障礙」的台股，依然沒有起色；「兇手捉到了、也

槍斃了；案子沒破！」原因當然就是：證交稅這位「共犯」，依然法外逍遙。一

箭又一箭的金管會，會把腦筋動到證交稅，完全在意料之中；行政部門的黔驢之

技：「有稅好佳在，永遠可以提出振興股市與經濟的對策。」不是新鮮事。財政

部雖然般出稅式支出評估規定擋了一擋，最後還是有條件的為當沖降稅政策背

書。 

 

調降證交稅，在理論層次的論述簡單、而且相當具吸引力。由於證交稅為證券交

易成本，一旦稅率調降、交易成本下跌，整體交易量將可提升；接下來經由活絡

的資本市場，冀望帶動整體經濟繁榮。在稅收方面，由於證交稅稅收＝成交量×

稅率，降稅所激出的成交量，若能彌補稅率下跌的稅收損失，則稅收不減反增。

這套似是而非「減稅可以增加稅收、增稅會減少稅收」的邏輯，在台灣還往往走

的通；財政部就明確算出了當沖證交稅稅率減半後，得以增加證交稅收的應有台

股交易量增加門檻數字為一百億。 

 

果如其然，那我們要指出的是，其實有比調降證交稅更好的方法；金管會大可本

諸職權決行，除可以避免茶壺內、與財政部角力的風暴外，也不需要經過提案與

立法三讀等冗長、緩不濟急之程序—調降證券交易手續費。須知，證券交易手續



費與證交稅同為證券交易成本；調降證券交易手續費與調降證交稅，對於刺激股

市交易量之效果完全相同。更好的是，調降證券交易手續費還完全不用擔憂會影

響券商及其相關從業人員的生計。原因在於，套用上述證交稅稅率調降、稅收不

減反增的邏輯，手續費費率調降、手續費收入也會不減反增，是而，對於券商及

其從業人員反倒是大有好處，金融事業主管機關何樂而不為？ 

 

或曰：「證券交易手續費，已是打折再打折，沒有調降的空間。」再套用同樣的

邏輯，試問：「稅又何嘗不是？」 

 

最後，我們呼應林全院長對於當沖降稅的猶豫：健全的金融市場，不能依賴長期

減稅吹捧下乍現的七彩泡沫；只為了衝股市量能而鼓勵當日沖銷交易，實為懲罰

長期、穩健的投資策略。思索如何將台灣的資本市場與國際資本市場全面接軌，

才是全球化下的永續經營正軌，台股也不至於走上「自我解體」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