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貧富分配差距的惡果 

 
前言: 

 
即便不是社會運動的新鮮人，兩個研究生「何德何能」，在沒有計劃的情況下，

得以獲得足夠的奧援佔領國會 24 天，期間並號召數十萬的群眾走上街頭？這是

一個已經撕裂了的社會不得不吞食的貧富分配差距惡果…… 

 
 
內文: 

 
消耗鉅大社會成本、紛擾近月的「太陽花學運」落幕後，《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

議》的進程停滯在 9 個月前、兩岸兩會代表在上海簽約後的階段，沒有進展；狀

態相較於學運前並沒有變化，同樣是—立法院「審議中」。雖然學生退出了所佔

領的國會議場、縱使聚集在立法院周遭的人潮已經散去，台灣社會仍然持續在撕

裂中；「島嶼天光」的樂聲背後，鮮血還是從社會的傷口汩汩流出，沒有好轉，

更別提有任何療癒的跡象。 

 
以學生為主體所呈現出來的反服貿怒火，之所以在極短的時間內猛燃，其實是引

爆了 90 年代以來，由於財富分配急遽惡化所涓滴累積已達飽和的怨氣！而最能

凸顯這股怨氣之所在的，莫過於每每被列為民怨之首的高房價議題。為面對高房

價的民怨，我們見到了執政者在怨氣的凜凜朔風中，使勁的揮舞著冽冽作響的「居

住正義」大旗，祭出了一道又一道立意不明、論述無據的政策。 

 
受到 3 月 23 日群眾衝撞行政院的影響，財政部張盛和部長原本預定於 3 月 24 日

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之「推動不動產稅制朝房地合一課稅制之阻力及其解決

之道」專案報告，延至 4 月 7 日在濃濃的學運氛圍下進行。長達 15 頁的報告，

前 14 頁除現行不動產持有及交易課稅制度的介紹外，老調重彈了廣為詬病的現

行制度缺失、回顧了歷年來財政部研議推動實價課稅的經過、並強調了近年來有

關不動產稅制的調整項目。從這些討論中可以看出財政部對於不動產稅制的思考

完全侷限於既有已定的框架，未能釐清房地合一課稅的意義以及稅制與房地價格

之關聯性，只能緊抱著各方自行解讀、未曾被解釋清楚過的「居住正義」以及「租

稅公平」兩張神主牌。 

 
既然該報告前 14 頁的內容都是充版面，重點當然在最後 1 頁。400 餘字、內容

兩段的結語中，第一段宣稱奢侈稅對於抑制房地短期投機炒作「已有成效」，若

將現行依公告現值作為土地移轉現值的審核標準改以按實際交易價格，不僅租稅

「依從成本」過高，且在公告土地現值預期得以逐年接近一般正常交易價格的情

形下，也沒有必要。而另一段則指出房地合一課稅問題，由於「改革工程浩大」，



於「未來將委推專家學者深入研究，並持續聆聽各界意見」。 

 
從報告的結論中很明顯的得知，財政部目前不會考慮核實課徵土地交易利得，也

無意進一步推行房地合一課稅的規劃。這個政策走向可以被解釋為財政部在「打

房」的措施上，除卻現有作法外，短期內不會再有更重出手的宣告。這也許是一

個讓許多人都鬆了一口氣的決策，但所有的問題依舊，藉由此次學運得以暫時宣

洩的怨氣將持續的涓滴累積，等待下一次突發事件的引爆。屆時，全民將再一次

吞食不知是否還能夠再消化的貧富分配差距惡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