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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5-1024 

一、 為什麼台灣不能再減稅。 

二、 電子發票 今年估開立 60億張。 

三、 電子發票無紙化 挑戰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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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什麼台灣不能再減稅 

2016-10-14 10:14  

作者：盧沛樺】 

 
俞國華之後，時隔二十七年，再一次出現財稅背景出身的行政院長林全內閣，

如今處境艱難。民主化後，被改得千瘡百孔的台灣稅制，正遭逢新一波的反

挫。 

兩年前，因應政府舉債上限到頂，差點編不出預算，民氣可用而通過的多項

稅改，好不容易加稅七百億元。加上房屋稅修法，地方政府可以進帳四十億。

如今，前行政院長陳?槓上財政部長許虞哲，跳出來說，「房屋稅違憲，要降

稅」、反對遺產稅修法；工業總會大老、穩懋半導體董事長陳進財喊出，乾

脆廢掉兩稅合一，將股利所得採分離課稅。而政府為了留才、攬才，薪資所

得也要減稅。 

「當時稅改的反對者，趁著時空環境改變，抓到著力點回來了，」台灣財政

學界大老，前立委、中國科技大學講座教授兼商學院院長曾巨威分析。 

八年前，前總統馬英九剛上任時，大降遺產稅、贈與稅、營利事業所得稅（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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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稅），認為可以救經濟。如今，再度政黨輪替，各種拚經濟的理由，讓不

斷減稅的歷史似乎正在重演。 

到底台灣租稅的真相是什麼？稅制如何綑綁台灣競爭力？ 

「台灣的財政已不存在有人減稅得利，卻不需有人加稅受害的空間，」政大

財政系副教授陳國樑直言。 

 
綑綁一 

有人得利，就有人受害 

綑綁台灣稅制改革的第一條繩索，就是台灣低到不能再低的稅收。 

根據財政部資料，台灣去年租稅負擔率（政府稅收佔 GDP 的比例）僅一二．

八％，在主要國家中敬陪末座。甚至比城市國家新加坡還低近一個百分點；

跟競爭對手國韓國，更是差了近六個百分點。（見表一） 

六個百分點是多少錢呢？以韓國經濟規模估算，等於每一年，韓國政府比台

灣多二．五兆台幣，等於蓋五座高鐵的錢，可以做建設。 

「擴大財政支出可提振景氣，」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認為，韓國去年經濟成

長率二．六％，遠高於台灣的○．八五％，原因之一就是有錢刺激景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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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企業主質疑，台灣企業與個人繳一堆健保費、勞退……，等於繳稅，但

即使加入這些，台灣租稅負擔率也僅一八．五％，遠低於美、韓、日，甚至

比德國低十九個百分點。 

台灣的稅收還能再低嗎？總被批評沒有效率的政府，可以再縮小嗎？答案

是：空間不大。 

二十五年來，台灣政府支出佔 GDP 比例從三一．○九％，掉到一六．九七％，

萎縮近一半，近兩年更連創新低。換言之，台灣人對政府要求愈來愈高，但

各級政府卻愈來愈沒錢做事。 

中研院院士朱敬一批評，台灣稅改從來就不看總體均衡，無視於低稅的事實，

「永遠是單一的稅，拿來跟別國比，而且只跟比我們（稅率）低的比。如果

這樣下去，只有一個結論，我們會變成開曼群島。」 

台灣稅率向位在赤道的開曼群島靠攏，但台灣人的理想國卻是遠在北歐的福

利國。想要福利卻不願納稅，這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綑綁了台灣。 

綑綁二 

所得稅該改，卻改不了 

而最動彈不得的，就是個人綜合所得稅（綜所稅）的改革。 

前總統陳水扁將土地增值稅減半，前總統馬英九復徵證券交易所得稅失敗，

包括林全在內都預期，證所稅二十年內不可能再復徵。買賣房地產、股票賺

的錢愈來愈輕稅或不用繳稅，最大稅源就只剩所得稅。  

 【2016/10/24聯合晚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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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子發票 今年估開立 60 億張 

2016-10-24 00:15 經濟日報 記者林潔玲／台北報導 

電子發票平均每日開立 1,800 萬張，財政資訊中心表示，今年公共事業也導

入開立電子發票，預估今年上看 60 億張，將再創新高。 

根據財政資訊中心統計，全國營利事業開立發票張數約 80~90 億張，自政府

擴大推動電子發票以來，張數逐年提高。財政資訊中心官員表示，主要因為

今年公共事業導入開立電子發票，加上茶飲業者因去年毒茶效應開始申請使

用電子發票，今年也有連鎖業者陸續導入，因此電子發票占發票總量已有六、

七成。  

 【2016/10/24聯合晚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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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子發票無紙化 挑戰仍大 

2016-10-24 00:15 經濟日報 記者林潔玲／台北報導 

電子發票開立已成為主流，但真正完全無實體電子發票僅占電子發票的一成

六，逾八成的電子發票，還是以紙本形態存在，顯然電子發票無紙化還有很

長的路要走。財政部官員表示，主要是因為國人消費習慣拿取電子發票證明

聯，需要時間適應與改變。 

政府在 2010 年開始擴大推動電子發票，如今電子發票成績斐然，約占發票總

量六至七成，傳統紙本發票不管消費者或是店家保留的都是長條型的發票，

占整體發票總量約三至四成。 

進一步觀察在電子發票中，雖後端營業人皆已全面電子無紙化，但前端無實

體電子發票仍有 84%的消費者會索取電子發票證明聯，也是紙本的一種，真正

無實體電子發票占比僅有 16%。官員認為，主要還是國人的消費習慣難改變，

習慣索取證明聯，不少店家如大賣場等仍然主動列印消費明細，以方便消費

者核對，避免日後消費糾紛。 

近年來智慧型手機使用愈趨普遍，消費者下載電子發票手機條碼逐漸增加，

據財政資訊中心統計，去年民眾申請手機條碼累計數量已超過 150 萬筆，相

較前一年大幅增加五成。主因有中獎主動通知、中獎機會提高、退換貨時發

票儲存於雲端不怕不見，及中獎獎金可直接匯入設定指定領獎帳號等四大好

處，財政部預期，電子發票無紙化比率應該可以進一步提高。 

為鼓勵民眾消費時踴躍持手機條碼、悠遊卡、i-cash 卡或會員卡等載具索取

無實體電子發票，自今年 1-2 月期起，財政部也增開無實體電子發票專屬 100

萬元獎十組及 2,000 元獎 8,000 組，大幅提高無實體電子發票中獎機率，若

民眾有設定領獎資料，中獎獎金可自動轉入指定帳戶，且免納印花稅。  

 【2016/10/24聯合晚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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