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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經建會「自由經濟示範區」的規劃方案提出智慧運籌、國際醫療、農

業加值與產業合作等四大方向，以「前店後廠」、「境內關外」的概念，搭配大規

模的租稅減免，希望能達到吸引臺商、外資、以及外籍專業人才來臺投資與服務，

為臺灣經濟溢注新的動能。其中，針對租稅減免的規劃以及第二階段開放地方申

設示範區的做法，我們有不一樣的觀點。 

目前並未見經建會針對自經區租稅優惠所產生的稅收損失，提出相關稅式支

出報告，根據報載租稅損失，粗估一年將達五百億元。面對如此龐大的減稅規模，

財政部的表現則是進退失據，僅見其對外表示稅收損失不如報載金額之大，且以

部份租稅優惠將會落日作為說詞，試圖淡化對國家財政的衝擊。我們要在此強調

的是，迷信「減稅萬能」，對臺灣整體經濟以及產業的未來，未必能有具體的作

用，甚至將帶來反效果；如果完全依照目前規劃的方向上路，預期未來實際產生

的稅收損失，將遠比五百億的數字來的更大，甚至導致國家的財政整體性的崩

壞。 

一個甲子以來，不論國內局勢與國際環境如何改變，在產業政策上，決策者

的思維總是以不變來應萬變。刺激經濟與提升產業競爭力的方法，永遠只有唯一

的招式，就是減稅萬能。然而，當租稅優惠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實施時，對整體

經濟以及產業發展將不再有具體的作用。原因在於，一旦民眾與廠商從過去經驗

瞭解到，所謂的短期優惠措施其實是永久的減稅時，則原本政府期待企業利用一

時的租稅優惠來提升永久競爭力的升級誘因將消失殆盡。許多研究都證實上述學

理所謂的「時間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問題。更有甚者，原本面臨淘汰

邊緣的企業，可藉由減稅優惠維持現狀，反而對產業升級的目的帶來反效果。誠

如國科會主委朱敬一所言：「如果只想用減稅作為刺激產業、吸引投資，這是執

政者最偷懶的方法」。 

其次，政府對於自經區租稅減免的一意孤行，將使每下愈況的我國財政面臨

全面崩壞的危機。在所謂的「前店後廠」與「境內關外」的概念下，將使自經區

原本計畫「一國兩制」、僅有區內事業才可享有的租稅優惠，擴及到非區內的其

他事業。換言之，一旦實現了自經區所謂「伸縮」的概念，或是「變形」的全區

開放，將使得原本侷限於區內事業才得享有的租稅減免，也隨之擴散及全國所有

的企業。因此，實際稅收損失金額在經建會沒有提嚴謹的稅式支出報告，以及財

政部未盡嚴格把關之責的情形下，將創造出遠比五百億元更大的稅收損失，甚至

讓臺灣的財政結構面臨整體崩壞的危機。 

最後，根據目前規劃，自經區在特別條例立法成功之後的第二階段，將由各

地方政府提出申設。從以往加工出口區、工業園區、科學園區、生技園區、機械



園區及農業園區等產業園區的經驗得知，自經區的第二階段，必然將誘使各地方

政府競相爭設示範區，而其結果，恐怕也是和上述的產業園區一樣，將造就為數

不少的蚊子館，對於提昇地方經濟與協助產業轉型的成效相當有限。以科學園區

為例，該作業基金所累積的負債已高達一千兩百八十四億，造成除了稅收損失以

外的國家財政負擔。 

面對財政困窘的臺灣現況，一意孤行的自經區租稅減免，有可能把後世子孫

的未來一起押上了牌桌，決策者及國人不可不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