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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減免與優惠向來為政府鼓勵消費、促進產業發展與提昇國家競爭力的

慣用工具。但學理上認為，以租稅減免與優惠來刺激經濟，特別是依我國政府

以往數十年來的作法，效果相當有限，甚至在產業升級以及提高產品附加價值

上，反而會有反效果。連年大規模減稅的惡果已逐一浮現。舉例而言，即使工

程會日前曾對今年度公共建設經費為十年來最低表達憂心，但經建會審議通過

之一○三年度重大公共建設計畫預算先期作業經費更進一步跌至十二年來的新

低。左支右絀的財政情況也牽連出十二年國教有關排富與否的討論。 

財政收入不足的情況下，面臨不景氣的經濟局勢，行政部門無法透過預算

編列或補貼等一般支出方式來刺激經濟，此時各種減稅的爭取及訴求必然高舉

「減稅救經濟」或「掃除租稅障礙」的大旗蠢蠢欲動。由於，以各種租稅減免

與優惠所進行的「稅式支出」是一種看不見的政府預算，若無法將錢用在刀口

上，或未經審慎規劃，除無法達成政策目標外，更將嚴重破壞整體國家財政結

構。 

根據一○二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揭露之資料合計，所得稅稅式支出金額

高達兩千三百一十九億元，遠大於中央政府預算收支短差之兩千一百四十四億

元。換言之，單就所得稅而言，若無稅式支出，中央政府可以不必透過舉借債

務來平衡收支。稅式支出對國家財政的影響，由此可略窺一斑。 

我國現行有關稅式支出評估的作法疏漏百出。根據過去經驗發現，財政部

面對減稅壓力時，往往無法善盡把關的角色；在刺激經濟政策的推動上，財政

部更像是一只橡皮圖章，讓實際稅收損失遠超出原本預期的金額。探究其主要

原因在於，雖然有涉及租稅減免的相關政策必須提出稅式支出評估報告的規定，

但卻無一套完整、透明且內建檢討機制的稅式支出評估標準作業流程。 

現行《稅式支出評估作業應注意事項》僅要求業務主管機關在研議可行並

具效益後，自行評估稅收損失金額大小，或會同財政部與主計總處提出稅式支

出報告、或逕將自行評估結果直接提交財政部。問題在於，首先，業務主管機

關應如何評估並無一定的標準，難免造成各說各話。再者，該注意事項也並未

要求業務主管機關、財政部或主計總處必須公開揭露完整的稅式支出報告，容

易讓外界產生黑箱作業的疑慮，國人很難瞭解政策的目標與稅式支出對國家財

政的衝擊。最後，目前作法也無任何政策實施後的檢討機制，若效果不彰、或

稅收損失高出當初預估金額，並無任何的後續處理辦法，實在有違政策目的與

稅式支出評估之初衷。 

有關稅式支出規模大小，目前外界唯一得以略知一二的途徑，僅有透過九



十四年起，依《預算法》明文規定，行政院於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總說明，

有關預算籌編重要相關事項中所揭露之所得稅稅式支出報告。鑒於稅式支出觀

念尚屬草創階段，囿於人力與時間限制，我們能夠理解當時初步針對所得稅，

進行稅式支出項目之界定與金額之估算。然而，令人不能接受的是，直至今年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行政部門仍舊沿用「初創階段」的說詞，並未針對其他各

稅提出稅式支出報告。我們要求行政部門，就所得稅外之其他各稅，也必須依

《預算法》之規定提出稅式支出報告。此外，由於所得稅法修改頻繁，我們也

呼籲財政部盡速就沿用已久的現行所得稅稅式支出項目進行全面之檢討。 

最後，就經濟政策之規劃而言，我們在此大聲疾呼行政與立法部門應協力

訂定稅式支出評估標準作業流程，力求所有的資訊完整、透明的公開。相信在

這樣的作法下，不論是政策有效與否的評估、或是稅式支出對國家財政帶來的

衝擊，都能有絕對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