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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題 稅法總論-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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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內容： 

  好，那我們上個禮拜大概跟各位提到，將稅法依照它制定的目的作一些劃

分，那我們大概主要劃分到財政目的、社會目的還有簡化目的的稅法規範，那

我們基於這種劃分以後，我們今天進一步跟各位談各種目的的基本原則，也就

是要達到這樣一個目的，他會有一些基本原則，原則從我們中文裡面看，從中

文的角度來看來聽的話，其實原則不大知道是什麼意思，因此我們各位在學各

種法律的時候，包含比如說在民法，你們也聽過司法自治原則或是司法自治，

那你有講契約自由原則這樣子，或是婚姻自由原則，各位都常聽到，甚至或者

各位有時候會聽到一個叫主義，尤其各位比如說你們學到訴訟法的時候，都會

常聽到所謂的處分權主義啦、辯論主義啦、當事人進行主義啦，類似這樣一個

名詞，那原則其實大概是在德文裡面，尤其就是說我們是一個既受法的國家，

我們有很多關於法律的概念，其實都來自於外國而不是本國，那這些來自外

國，尤其我們當時候所繼承的文獻或法律體系，是來自於德國的話，很多他們

是用原則這個概念，那原則是什麼意思，原則是方法的意思，達到目的的方法，

那主義呢？主義是日文漢字，其實主義也是方法的意思，只是不管原則或是主

義，在我們中文的理解裡面，因為都看不出是方法，好，但請各位注意喔，方

法是達成目的的一種手段，方法本身也是衡量現行立法的一種標準，方法是達

成目的的一種手段，換言之，我們要達成財政目的，我們要用什麼方法，那這

是一種法治國家裡面基本上最重要的一個要求，那換一個，由於現行立法上未

必符合這樣一個方法，這種要求，所以他可以是一種檢驗標準，請各位注意到，

我剛剛講的原則，不管是德文的原則，或是日文漢字的主義，由於他在中文裡

面，我們大概不能理解是怎麼用，是什麼意思，那我們提到方法的時候，由於

方法這個中文字眼，我們很快就會講到一件事情說，為達目的我們可以用什麼

方法，那但是這個方法，其實他還有另外一層的涵意就是說，由於實際上立法

者所採取的方法未必達到這樣一個目的，就是達成這樣一個目的該用的方法，

所以他同時間也會是一種原則，也就是說，也會是一種檢驗的標準，因此，比

如說我舉一個例子來講，就是說你為了要達到司法自治，那在司法上面，在契

約法律裡面叫作契約自由原則，那但是，我們有時候在實務立法的時候，他不

一定完全遵守契約自由原則呀，所以實務上的立法，跟他本身應該要達到的司

法自治的這個原則，也就是契約自由原則，他可能也會有一段差距，那在這種

現行立法跟當為的立法之間，他這一種差距的情況，當為的立法，原則上就是

照原理原則所呈現出來的法律規範，那這兩者之間，我們是可以透過這種當為

原則跟實際立法之間的相互檢討來做檢驗，這也是我們可以這樣子講，為什麼

http://youtu.be/JxUO2oFTG_E


我們需要一個立法的原則，或者一個立法的體系，因為其實各位，你若看到法

學方法論裡面，他們有一種叫體系解釋法，體系解釋法裡面有一種解釋方法，

依照內在體系，也就是透過原理原則去檢驗現行的法律規範，到底合不合這樣

的原則，不合這樣的原則，那就是對於他所要追求的目的，在事務本質上是無

法達到目的的，我不曉得各位能不能明白我剛剛所講述的那個意思，就是說，

不管是原則或是主義，德文的原則或是日文漢字的主義，這個概念其實在我們

的中文的字眼裡面，他是一種方法，但是這個方法由於是理想中我們認為要達

到這個目的應該要用這種方法，在現實上立法者立法未必是採用這樣一個方

法，因此，我們在這裏面有一個實際的法律跟理想中的那個方法，他會有一段

差距，因此你也可以講就是說，為什麼我們常常會用原理原則來檢驗立法，檢

驗什麼，檢驗實證法，這也是你可以講，在法律系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環，

因為實證立法也就是立法者立法未必符合原理原則，未必不符合原理原則，那

這代表著他跟他所想要追求的目的是悖離的，那方法，為了達到目的讓立法者

現實的立法是不是還在他的行使空間內，這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簡單來

講，在作一些審查的時候，我們常常要去看立法者要追求什麼目的，他用什麼

方法來追求他的目的，而這個方法是否符合學理上稱之為認為達到這個目的該

用的原理原則的這些方法差距多大，而差距多大事實上，是不是還在立法的刑

責空間範圍內？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談在所有的稅

法課程裡面，你可以講我今天是經濟系，或者是今天會計系，也許上次他們就

在講原理原則，可是在我們法律系裡面的稅法，我必須強調原理原則，我們認

為只有透過方法才能適當的達到目的，而這種方法的討論，在這個地方就是所

謂的原理原則，追求讓國家獲得所需要的財政目的的原理原則有以下，第一，

依法課稅，依法課稅原則，或者用日文漢字，可能他們就喜歡用租稅法律主義，

那我相信各位，你們可能就會在大法官的釋憲文字裡面去看到這個字租稅法律

主義。因為租稅法律主義就是日文漢字，你如果去看日本文獻的話，他談到依

法課稅就是在講租稅法律主義，當然啦，因為我自己是留學德國的法律背景，

就會比較喜歡使用依法課稅原則，這沒有什麼優劣的問題，這只是純粹個人偏

好的問題，因此各位大致上了解到，依法課稅就是什麼，國家跟人民要錢，你

總要依照人民的代表制定出來的法律吧，對吧，這是一種手段正當性的要求，

依法課稅原則從而是一種手段正當性，手段合法性的要求；第二個，我們講叫

作課稅平等性原則，平等課稅原則，這兩大原則，在以財政為目的的稅法裡面

來講，一個是著重在手段的合法性，甚至你可以講如果不依法課稅是違憲的問

題，另外一個就是手段的正當性，也就是說，你的稅捐負擔必須要是平等，當

然我自己的個人意見是，平等已經可以量化為叫作量能課稅原則，這個部份我

必須要再花一點時間跟各位作進一步的說明，平等如何來既定這個量化，量化

成為量能課稅原則，因為這個部份其實在我們國內，尤其是不一定，非法律的

學者有一部分會有一些質疑，量能憑什麼是平等課稅原則的消費原則，量能憑

什麼代替平等課稅原則，有一些並不贊成量能原則，那我們講平等可以接受，



量能就不行，那當然我們這個課程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也就是要告訴各位，

量能是實現平等的手段，量能就是在稅捐法裡實現平等的手段，當然除了量能

以外，實現平等的手段還有其他方法，因此我們也必須跟各位談一下，說到底

實現平等課稅還有哪些方法。尤其這個地方還會涉及到我們很根本的，稅捐負

擔到底什麼情況下叫作平等，公平的分配，那這個是財政部裡面定義的法律規

範，這兩個主要的原理原則也是會在我們這個上學期跟各位進一步講述的重

點，因為不管是依法課稅，一個是著重在手段的合法性，你課稅你要經過我的

同意，如果你是立法者，就算經過立法者的同意，他們立法者在立法的時候未

必符合平等課稅原則，立法者很有可能受到利益團體的影響，尤其這在民主國

家是經常可以看到的常態，利益團體影響了立法者的立法決定，所以他不當的

讓某些團體享受了稅捐優惠，他不需要繳納該繳的稅，這個就是一種不平等的

稅捐負擔分配，所以立法者只要制定在法律裡面符合依法課稅原則，這我沒有

意見，但你不符合平等課稅，不符合量能課稅又是另外一回事，立法者所制定

出來的法律常常是符合依法課稅，但是不符合量能課稅原則，同樣這些法律我

們必須要加以檢驗，必須要認識他到底有沒有符合平等課稅，來認定他有沒有

違憲的問題，當然啦，以老師個人的研究，結果來看的話，我們的立法者經常

違背量能課稅原則，那我們會在這個上學期的課程裡面，把量能課稅原則進一

步的具體化，我再進一步的把它寫下來，其實依法課稅原則，各位大概都可以

瞭解說，納稅義務人的稅捐是依照立法者的立法來滿足這些要件的話才能夠去

對人民課稅，依法課稅原則其實已經有再進一步的去具體化以下的幾個子原

則，量能課稅原則亦如是，那我們會再進一步跟各位做一個整體的原理原則介

紹，不過這個地方，我們先來看除了財稅目的以外，社會目的的基本原則有哪

一些，社會目的裡面，所謂社會目的，我們在上一禮拜有跟各位提到過，社會

目的是指追求財政以外的其他非財政，包括經濟、社會、文化、教育、慈善及

公益各種非財政目的為主的這一種規範，那當然這一種稅捐規範我們把他統稱

為社會目的，那這種社會基本上是廣義的叫社會議籌，是狹義的我們叫社會目

的的意思，那社會目的他必須要下列幾個原則，第一個是公益原則，第二個叫

做獎勵原則，第三個叫需要原則。第一個，由於社會目的的稅法規範，他已經

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在財政目的裡面的依法課稅跟平等課稅，尤其是平等課稅

原則，其實社會目的法律規範他也依樣要遵從依法課稅的原則，你可以講如果

社會目的的法律規範是也一部份人免稅的話，那你免稅一定要法律的明文依

據，所以我這個地方，我省略掉了依法課稅的想法，依法才能決定稅捐，依法

免稅，依法才能課稅沒有錯，但也依法才有免稅，稅捐稽徵機關不能用自己的

行政處分或財政部用自己的解釋函令，讓特定的人本來要依照法律規定要繳稅

的，然後用他自己行政上的作為，包含解釋函令，行政規則的方式，來讓部分

的人、部份的群體、部分的產業、部份的行為，免除掉稅捐的負擔，這樣是違

反依法課稅原則，依法課稅的相反就是依法才能減免稅捐，依法才能免稅，當

然在這個地方，在依法課稅這個地方，你可以理解說依法課稅就是課稅的消極



構成要件，依法課稅主要是規定在一些積極構成要件，依法免稅是說你只要不

符合這些免稅的構成要件，你就是要課稅的，所以我這地方不特別去寫依法免

稅原則是因為在依法課稅的代理理論裏面我已經把消極性的構成要件包含進

去了，那裏面比較要去強調的是說，社會目的的稅法規範由於他在規範本質

上，已經讓平等課稅原則有所侵害損失，什麼叫做社會目的？社會目的就是把

財政目的放在後位，他的經濟目的、他的文化目的、他的教育目的放在前位，

所以社會目的的稅法規範一定會侵犯到，也就是干涉到平等課稅原則，平等課

稅原則在這個社會目的的稅法規範裡面，他是退而求其次，因為在這個時候他

已經打破了平等，所以打破平等必須要有一個更重要的公五，重要的供應作為

他的前提的原則，換言之，立法者嘗試在社會目的的稅法規範裡面，追求一個

比平等課稅原則他認為更重要的公五，在這種前提之下，你才可以去破壞平等

課稅，量能課稅原則。因為你有一個更重要的公意，比如說，財富重分配，社

會的財富重分配原則，是不是我們這個國家立國的時候就要追求的基本政策國

策，如果是的話，他就會在某程度上超過平等課稅對於本來稅捐負擔能力，跟

你講一件事情就是說，對於稅捐負擔能力他作了一些調整，重分配的意味著透

過稅捐可以達到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財富重新調整，這個重分配原則來自社會

國原則，憲法上的社會國原則，因此要不要追求財富重分配？甚至你可以講，

他可以上綱到國家到底有沒有這個任務，憲法上任務，將社會各種不同階層間

的財富重新作分配，尤其是在我們現在這時代，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各位，國

家當然也可以作一件事情，完全不管，你們自己去決定，反正我國家只要作立

場國家就好，我只作最低限度的國防跟治安，那至於打打殺殺那是你們的事

情，若你們大家都願意接受歷史化條款我也沒意見阿。對不對，那在這種情況

底下，那這國家立國基本的方向會決定了財富重分配在這裡面所追求的公意，

因為公意他也可以完全是自由放任，但是，如果自由放任不是以這個國家立國

時的基本選項，你認為國家還是要作一些在市場上不能完全由他們自己去做的

事情，那就會是另外一個立國政策發展，也就是我講的，在這邊財富重分配，

基於憲法上的社會國原則，各位，社會國原則其實在我們，不像德國基準法明

文的規定，德國基準法第 20條明文規定社會國原則，那我們是有基本國策，

其實我們也提到社會國的大原則大方向，因為其實當初我們中華民國的憲法起

草者，張？？先生，他其實是留德的，而且當時候受到一次世界大戰之後，1919

年的德國的威瑪憲法的一些影響，所以他在整個的立法上面，當然在一些政治

上的部位他大概不能做太大的影響，但是他在整個立法方向，其實他也參酌了

當時候在 19世紀末 20世紀初，整個世界的思潮裡面所謂的社會主義的想法，

因此在基本國策，在我們的中華民國憲法的基本國策解釋裡面也含有高度的社

會主義的色彩，那麼基於這樣一個社會主義的色彩，重分配原則從而在我國的

稅法上是有一定的支持者，包含我自己在內，我也認為我們國家不是完全自由

放任，我們國家基於基本國策追求社會國原則，我們的基本國策裡面追求社會

國原則，那我個人也認為，國家負有義務任務應該利用稅法的方式，透過稅法



規範的方式，將財富做一般重分配，當然請各位聽到，這種財富重分配絕對不

是共產主義的把他全部都打破，全部由國家重分配，這樣是不對的，了解我意

思嗎？你走到極致，左派走到極致就會受反擊，那是說國家的重分配，但我們

不是這樣，我們還是在自由市場經濟為主體的國家裡面，在這種前提底下，國

家只是藉由稅捐把一部分賺比較多的人的所得透過提高他的稅率，比如說累進

稅率的方式，來將財富重分配給一些賺比較少的人，這就是我們今天講，為什

麼財富重分配這樣的基本原則來自於社會國原則，當然你若是一個自由主義的

國家，你可能會反對社會國原則，甚至是直接稱之為共產主義，尤其是在美國

的？？，大概就是這樣，美國的華府派裡面的極右，更右派一點的，也就是？？

他反對任何國家來做干預，包含你憑什麼做財富重分配，這是你國家的任務

嗎？他根本上也是依這樣的情況，那我想這是一個國家多數人民的選擇，如果

你的選擇跟我不一樣，那我只能說很遺憾，那我的選擇我自己的看法，我也認

為我們國家必須要適度的，在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前提的情況底下，透過對於稅

制的制定，能夠做財富重分配，從而我們把財富重分配放在這公益原則底下，

但我不直接把財富重分配取代公益原則，理由是要讓各位明白，公益原則跟這

個國家在制定基本國策的時候，他要追求什麼方向是有基本的關聯性，如果一

個極端，你可以講自由主義的國家，財富重分配不是這個國家的公益原則。所

以最平等原則課稅就是，我們要財政目的？？？，那當然如果是極左派的，極

左派的國家可能會認為財富重分配的稅制已經無法改善這個社會貧富差距的

現象，這就是共產主義的馬克思認為，由於勞動階級的勞動價值全部由資產階

級來決定，他認為當代的社會組織、國家組織已經無法在將這樣子的不合理的

剝削現象重新回復，所以他主張全部打破這樣的階級制度，然後由無產階級來

做這樣一個分配，因為勞動者的價值應該要由勞動者自己來享受，所以他這個

會有時代上的背景，只是我必須要跟各位提醒到的就是，我認為墨家能做到市

場做不到的事情，不是所有每件事情都是市場能做，這個意思就像上個禮拜我

跟各位提到過的，就是如果我們這一堂課，假設將來上網去標售，大家覺得很

有價格的話，一堂飆到十萬塊錢，那這種飆到十萬塊錢你可以講透過自由市

場，你可以提高你的價格，當然因此你的收入會比較高一點，可是你也可以講

就是說，機會偏重這樣交易的人，一定是有基礎經濟能力的人，沒有這樣的經

濟能力的人，他一個月根本賺不到 22K的人，他怎麼去買一堂課 1 個小時要價

十萬塊的課，所以如果對於這些少數，你可以講少數的人可以用高的價格去買

這樣一堂課，但多數人是沒有能力去買的話，那他大概就沒有機會，機會製造

知識，但各位都知道，知識才是力量，知識才是經濟的泉源，所以有知識的人

他才有辦法透過知識來改善自身，如果不是基於這樣一個理解的話，那恐怕大

學的教育學費還要更高才可以，因為很簡單，知識就是你翻身的根本，那既然

是這樣的話，那大學的教育學費當然自動就有他提高的理由，不過我一直個人

的看法認為，大學教育是張，大學教育不是自由，大學教育是一個人翻身的根

本，也就是應該在起始點平等的範圍內，以前的人不讀大學不會怎樣，現在的



人不讀大學，你大概連翻身的機會都沒有，所以如果是在起始點平等的範圍內

的話，大學教育作為起始點必要的一環的話，他應該要讓每個國民都有機會，

他應該要都有機會來上這樣的課程，所以我才贊成把這個課程開放給大家來

聽，也就是這麼簡單一件事情，你想買我不認為他是可以賣的商品，知識是由

全民共享，也就是這樣一個理由，所以在這個地方回到我們今天要講的一個主

題，我們講了不同課稅，到底是這個國家立法者要追求大家國民公投來做選

擇，不過我個人的選擇，我認為國家有必要透過稅捐的方式，不是干預市場，

請各位注意喔，不是干預市場，他只是就個人在市場裡面獲得的成果，在課稅

的時候多課一點，郭台銘先生假設他一年賺一百億，我們都只能賺一百萬，那

麼他付的稅捐，假設我們的稅率是 10%，郭台銘先生可能要 20%，當他的能力

已經到了一個 Level 層次以上的話，為什麼我們叫他付更加高的稅呢？理由就

是因為在這個社會裡面，我們可能沒有時間去繼渡在公園裡面流浪的流浪漢，

可是郭台銘先生可以透過繳比較高的稅賦，讓國家有多一點的經費，去對這些

社會邊的下層階級的人，有機會來對他們做一些協助，比如說讓他們可以洗個

乾淨的澡，可以吃個乾淨的飯，有個地方可以住，社會住宅或者是有一個地方

可以提供他們溫飽，甚至呢這些人也有可能會生小孩，那小孩子是無辜的阿，

小孩是社會共同的財產阿，那這些人真的生了小孩，你說他們生小孩真的有能

力養嗎，對啦，他們是真的沒能力養啦，你也可以譴責他們沒道德概念說你連

自己都沒能力養了，你還只會生，你可以在道德上這樣譴責他們，不過孩子是

無辜的，孩子也是國家的資產吧，因為你到下個世紀，我們沒有什麼天然氣可

以跟其他國家競爭阿，但我們有一個最重要的資源阿，孩子阿，下一代是我們

最重要的資源阿，人力就是最重要的資源阿，現在說的人資、人力資源，既然

這樣國家為什麼不多做一點，替這些在公園流浪的人他所生下來的小孩，或是

比較社會底下弱勢階層的人生下的小孩，多改善他們的教育環境，因為他們的

母親其實沒能力多給他們這個教育資源，你說讓他們做課後複習，別傻了呀，

連吃飯都吃不飽了還做什麼課後複習，對吧，那所以你可以說郭台銘先生理論

上，可以多出一點，因為其實他賺一百億呀，他就算就要課 20%，他的稅後所

得還有 80億呀，他還是遠比所有工作的人所得多很多，80億已經是我一輩子

能賺的錢的 80倍了，我們一個人一輩子可以賺多少，我大概算了我大概只能

夠 1億，以前上過我的課的大概就這樣算，200萬乘於 50年，一億，為什麼是

200萬乘於 50年，50年怎麼算的，你 20歲嘛成年，工作到 70歲所以就 50年，

200萬你一年存兩百萬，那這樣存 50年，這樣有沒有道理，但問題是，各位同

學你現在滿二十歲了嗎？滿了啦，你 24歲了吼，那過去就欠我 800 萬，因為

每年要存兩百喔，賺不夠，還透支就不到一億喔，你沒有資格賺一億喔，你第

21歲的時候至少要把兩百萬存下來，各位你知道，這個叫做一億是你一輩子能

賺，你現在如果賺 22K，2.2乘於 12除於 24，你明年要加倍翻回來喔，那你就

可以知道郭台銘先生賺你幾倍的人生阿，我已經幫我自己算過，我一輩子最多

就是這個，極限了，不吃不喝，從我二十歲開始工作到七十歲，之前死的現在



就沒資格算億的喔，結果郭台銘先生坑一年，我當然不是坑啦，我只是舉個例

子，他一年賺我一百倍的人生，所以我簡單來講，他就算繳 20%，對他來講完

全絲毫無損，因為他稅後所得還是有 80億，很多人是這輩子沒有人生的，你

不要講說我要賺 50 年，50年他要正常工作到 70歲為止，他才能夠賺到一億耶，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去看，台北市你只要所有房屋超過一億以上的，那都是

要用一個人一輩子的人生去換來的，我們這個國家到底應不應該容許這樣一個

情況，或者，當然不是講容不容許啦，應不應該做適當的矯正，這也是我剛剛

一開始跟各位講的，為什麼我們國家要透過稅捐機制來做財富重分配，因為我

們這個國家，當然不是只有我們國家，其實全世界各國都是這樣，這種方式基

本上可以講一件事情，基本上掠奪別人的人生，坦白講有些人，我算的上比較

寬鬆的了，怎麼講，過去 20年我也沒有每年都賺到兩百萬，所以我可能接下

來好幾年，我一定要加倍努力這樣我才能夠到我七十歲那年說，我終於賺了一

億，不過剩下來的沒有，因為花光了，因為這只是算你賺了多少，沒有說存多

少，所以各位你能知道我的意思嗎？你在台北市看到一棟房子超過一億以上

的，那是要不吃不喝一輩子才有買得到一棟房子，那就看各位覺得這值不值

得，這是另外一回事，待會再跟各位講。所謂的同理原則，財富重分配，到底

是不是國家主要的一個基本價值，這件事情，指的是在由多數的人去考量，那

當然啦我們國內有很多人的想法是追求自由經濟的想法，自由體系的想法是你

國家不要干涉，這也不是國家的任務說我們要透過財富去告訴這些人一定要做

財富重分配，甚至很多這種自由經濟的支持者都認為某些人窮是因為他懶惰、

愚昧，所以他 desire這種結果。如果是他自己個人的因素，那我們就算了，可

是有些人之所以窮不是因為他懶惰，是因為他沒機會，在公園流浪的那些人的

後代，他也沒什麼機會，賣毒的他爸爸整天都賣毒品，在監獄在外面，一天到

晚在監獄裡頭等的，我看這些人也有可能有生小孩，你說這些人的小孩他怎麼

辦，我不能選自己的爸媽呀，我要能選我也要選幸福的，就像連勝文，這也就

是我跟各位講的，不要以為自己是一輩子的得勝者，下一次投胎你不一定是生

長在連家，既然是這樣的話，為什麼這一代的時候不多做一點，對這個社會多

付出一點，因為你不能確保你下一代一定能能生在贏者圈的範圍內阿，我們所

謂的自由體制，你一直覺得別人貧窮是因為他能力不好，因為他愚蠢懶惰，不

一定阿，很多人之所以貧窮是因為他爸媽天生下來就沒有這個機會，這個社會

你要念大學絕對高到你沒有辦法念成功大學，或者那你就努力一點吧，但他也

沒時間去讀，因為他們家要種田，甚至要幫忙家裡面還債務，那我們可以講這

些人的後代，這些人的天生客觀條件不是那麼充足，難道國家不該替他們多做

一點事，當然啦你可以說自由經濟體下他們自己應該要想辦法，不過由於沒有

知識，沒有這些基礎教育協助的話，這些人要翻身是很難的，當然打劫殺搶的

事可以再說啦，就集結個梁山伯一百零八條好漢上去，割地為王這樣，創造一

個新的時代，不過你認為這樣一個方式會比較好嗎，還是說由我們國家留給他

們一些基礎的道德教育，這就是為什麼說我們需要有義務教育，其實我也認



為，我們需要提供某程度的大學教育給一般民眾有機會來上課，當然要不要來

上課我也知道這會有困難，就算今天我們這個課開放給一般民眾，他不一定有

時間來這邊，他可能要上班有工作，阿不然來上了課就有錢可以領了嗎，或是

自動就有飯吃了嗎，這我也知道，沒有錯所以我今天只是假設，國家體制上在

某一種程度上去做重新分配財富的工作，你說要他像共產主義這樣我想我們也

完全反對，因為共產主義會把人性面那種透過那種反戰自己的那一點初衷給抹

煞掉，這也不是好的制度，接下來就邀跟各位講獎勵原則，所謂獎勵原則或是

功績原則，主要是說稅法透過稅法的規範給予某一些產業或是某一些是在國家

政策上不利的行為，給它稅捐上的優惠這叫做獎勵原則，獎勵就是在說獎勵行

為的意思，獎勵行為可以是針對自然人，也可以是對仇視某一種產業的法人，

所以我們在實務上，有非常多的基於獎勵或是功績原則而給予的稅捐優惠，包

含現在我們政府在推的什麼自由經濟貿易示範區，甚至馬總統在今年國慶文告

中說希望台灣能發展成自由經濟島，我是不知道能不能發展成這樣，自由經濟

一定對這個國家是絕對的好嗎？這還蠻值得要去思考的，因為坦白說一句話，

自由經濟對強國、對大國，尤其是他的某些產業來講是具有非常強大的能力的

話，當然自由經濟是最好，因為自由經濟是強國逼迫弱國開放國內市場，一個

很重要的工具，你過去回首十九世紀的時候，強調自由貿易的絕對不是美國，

因為美國當時候還需要有人罩，強調自由貿易的是英國，強調保護主義的是美

國，因為美國自己希望在美洲這邊？？？，到二十世紀美國一旦一躍而起取代

了歐洲，因為歐洲一直在打仗，也有很多人才跑到了美國，尤其很多人都美國

夢，當然啦二十世紀取代了歐洲變成世界超強，所以二十世紀開始強調自由貿

易的就變成了美國，自由貿易對於我們中華民國是否真的有利？還需要再思

考，這也是一個自由貿易對我們台灣整體來說是有利的這個還要再思考，那我

們不把這東西講這麼大，就回到我們今天講的獎勵原則，所謂的獎勵原則是對

於某一些行為或是某一些產業，我們因此給予稅捐優惠，比一般的不受鼓勵的

產業，本來依照平等課稅原則，他本來是要課稅的或者是要繳比較多的稅，在

獎勵原則底下他要繳的稅顯然就少很多，甚至是不用繳稅，那我們國家其實透

過各種稅捐優惠，曾經給各位講過，這本財政部編寫的財政提要裡面，前半部

是財政部定的稅法規範，後半部幾乎全部都是社會目的，獎勵原則底下的社會

目的的稅法規範，透過獎勵優惠的方式鼓勵人們往政府國家鼓勵你去做的行為

或產業方向去發展，那我個人以後會慢慢跟各位提到，我個人是反對這樣的獎

勵功績，因為這是最典型的國家干預市場行為，就算國家要介入干預市場，當

然之後會跟各位談，在什麼情況之下值得獎勵，就在國家需要獎勵鼓勵某些產

業、鼓勵某些個人，我也個人認為，應該用經濟行政法的補貼補助遠遠好過用

稅捐法的稅捐優惠，經濟實證法裡面一種獎勵鼓勵產業的行為，我們這個叫做

補助或補貼，原則上也比稅捐優惠的稅式支出要公開透明，而且社會可以檢驗

其刑責下，你懂我意思嗎？我舉一個例子來講，鼓勵各位同學畢業時我們設一

個書院獎，凡是你的成績在這個班級裡面被老師評定為前百分之十的，而且其



他學科綜合評定起來也是在全年級同學比較起來，你是前百分之五的，假設是

這樣，我們學校就頒發每一個人每個學期假設五千塊，這就是獎勵同學要好好

念書呀，這叫獎勵原則。那獎勵原則顯然不是看你是不是有能力，他純粹是用

一個結果來看，那在這種獎勵原則的底下有兩個方式，一種就是給予補助，剛

剛講的激勵行政法，你某一個產業去做國家希望的高科技產業，所以你做這方

面的努力，那你可以跟我們經建會、經濟部申請一個補助，另外第二種方式是，

透過財政部制訂稅法裡面呢，當然大部分這些法規範都不是財政部規定的，都

是各部會制定的，幾乎我們各部會都有很多不同的稅捐優惠的條例，若待會時

間可以，我就稍微給各位念一下，我們的稅捐優惠太多了，以前的獎勵投資條

例，後來 100年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我們現在取而代之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各式各樣的鼓勵優惠的方法，幾乎各行各業都有鼓勵跟獎勵，比如說自由貿易

區的設置管理條例、國際機場園區的發展條例、資源回收站利用條例，農業科

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中

小企業發展條例、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產業創新條例、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

條例、發展觀光條例，還有電影法、合作社法、自來水法、圖畫文化保存法、

醫療法、證券市場法等各行各業，可以講台灣無處不獎勵，那乾脆這樣吧，大

家都減免就好啦，為什麼不回到財政部，也就是降低我的稅率就好了嘛，每個

部會都會想辦法在自己部會範圍內設法去提出一個所謂具有獎勵，符合獎勵原

則的這樣一個社會目的的稅法規範，他的主管機關怎麼裁量我，都是各部會，

那我們以後有機會再來跟各位談，這種獎勵原則什麼情況底下可以，那在不是

這種情況的例外情況，其實我們的獎勵原則已經嚴重扭曲我國人民之間的稅捐

負擔分配，受到獎勵的大企業實質有效稅率幾乎只有 1到 5%，簡單來講就是

如果我是大公司的股東，賺的錢我把它放到上市櫃公司裡面不分配的話，我年

繳的所得稅幾乎是 1%、2%而已。可是一般的小老百姓所繳的綜所稅一開始起

跳就是 5%，比所有的大老闆要繳更多的稅，當然這是用比例講而不是以絕對

數講，比如說我剛剛舉的一個例子，有人賺一百億，假設他繳 1%、2%、3%，

就是一億兩億這樣，可是我賺一百萬，我繳 5%的話是繳五萬，五萬當然比不

上一億兩億，絕對數比不上他，但是我的比例是 5%高很多，這就是台灣為什

麼又窮又收不到稅，因為稅捐優惠太多了，又悶的原因是，人民沒有辦法去期

待政府去做一個財富重分配，不用說財富重分配連一個平等課稅都做不到，這

也就是之前有一期天下雜誌，他報導說台灣又窮又悶的原因。窮是因為稅捐優

惠給太多，那些拿到稅捐優惠的人得了便宜又賣乖，你下一次跟他講稅捐優惠

要取消，他說你取消我就跑到上海經濟服貿區，你敢提我就去囉，你都想享受

到利益了，現在因為政府要提平等課稅原則希望你多繳一點稅，那我去囉，你

不給我，我去不回來喔，有本事你就去，我還是這樣一個原則，在平等裡面什

麼情況底下獎勵原則最適，我剛剛不是完全禁止，只是說在某些情況底下的確

可以用獎勵原則，既使要用獎勵，我還是要跟各位提，經濟行政法的補助補貼

遠比財稅法的稅捐優惠還要公開透明，而且具有可檢驗性，你可以去看他是不



是鼓勵，如果一個同學念書，下一期的成績不好，那下一期的獎金就可以不用

給他啦，對不對，那個可以檢驗阿，我一年一年來檢驗，我甚至可以十年來檢

驗阿，你如果根本沒有達到目標的話，我就不給你。可是稅捐優惠你可以講就

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你想要把肉包子拿回來的時候，他就跟你講那我走

囉，你損失很大喔，你以後就再也看不到我囉，那這個時候政府就會很害怕，

就覺得應該要留這些人，所以我想這也是給各位做一個參考，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第三個，我們跟各位繼續來談，那個需要原則，剛剛跟各位順帶插一

下報告，老師在稅務旬刊，因為他是每十天出一刊，在每個月的時候出刊，老

師有寫一個稅法名家的專欄，這一次我就寫關於大法官釋字 705號，捐地節稅

的金額被宣告違憲的這個事情，各位可以參考，前面三次是寫到關於不動產的

實價課稅制度，也歡迎各位來作參考，因為由於我們稅法總論的課程，我大致

上都是介紹原理原則，概念比較多，那實務上的案例，實務上的具體問題的進

一步討論的話，通常我就透過這些文章的寫作來做進一步的說明，那因為我們

目前沒有教科書，只能說請各位自己再去參考，那像我剛剛看了一下說，因為

705號剛好是在講捐贈，捐贈可以抵稅，就是一種獎勵原則，為什麼，獎勵善

行義舉阿，這是具有社會政策跟目的，那像我剛剛講，各種稅捐優惠、各種產

業、各種文化或者是各種區域的獎勵條例，某種程度上都是在鼓勵那個地方、

那個產業行為的一種社會目的的稅捐規範，其實我剛剛也提到過說，我個人是

反對，像這一種因為產業或是因為地區給予優惠的這種稅捐優惠的條文，不管

他是桃園航空城條例啦或是什麼什麼，生技科創新條例，因為坦白說哪個產業

不需要國家給予協助阿，你告訴我，也許有些產業，賭博產業到底需不需要國

家給予協助阿，或者是這個娼妓產業，這個到底，我們的確可以進一步加以討

論，國家到底應不應該干預，不過原則上這一點，我到是跟自由經濟的學者觀

點是一致的，我認為國家盡量不要去介入，盡量不要去干涉到產業發展的決

策，沒有任何一個產業需要值得特別鼓勵，除非獎勵原則底下，我們之後會跟

各位談，獎勵原則在什麼情況底下用獎勵是合理的，就是當你這個產業當你鼓

勵他要從國內往國外走的時候，當他往國外走的會產生更大的綜合效果的時

候，這個時候可以用獎勵，像比如說，他在國內已經是很強的產業，但是他畢

竟是國內足強，但是在國際上之間還比不過比他更強的，譬如說 HTC 好了，

隨便舉一個，也許在我們國內也不是最強的，也許各位在用這些手機產品的時

候，你不一定會特別偏好用 HTC，那我現在只是舉一個例子，假設 HTC在國

內是足強，但是你希望他走向國際，走向國際的時候他需要國家給予協助，讓

他走向國際以後跟更強的對手，比如說三星或是蘋果去做競爭，那這種情況底

下是可能會用到獎勵原則。但我還是繼前一節課跟各位提到的，我個人認為基

於獎勵原則必較好的透明的手段，應該是用經濟行政法裡面的補貼或補助，而

不適用財稅法裡面的稅捐優惠，因為稅捐優惠不透明，稅捐優惠會有累退效

應，累退效應的意思就是，越強者獲得越多的補助，而不是只要做某一個產業

會是某一個行為就會獲得稅捐優惠的獎勵，抱歉剛剛一直講補助，越強的產業



若給予稅捐優惠，他所獲得的利益會越多，而不是只要他從事這個產業他就會

獲得利益。我們舉例來講，你會適用稅捐優惠一定是你有賺錢才有稅捐優惠，

如果他同樣從事這個產業，可是他沒賺錢他是虧損，那基本上來講稅捐優惠對

他來講用不到，對不對，譬如說，你賺一百億的我只讓你減半徵收，假設啦，

我做一個稅捐優惠的規定是你賺一百億我跟你減半徵收，用五十億來算，那這

一種減半徵收對於有賺錢的人的確會有幫助，但是同樣從事這個產業，他是虧

損的話他其實用不到，對吧，或是他只賺一百塊，減半徵收，五十塊作稅基下

去算也沒有意義，為什麼，因為太少了。所以說獎勵原則如果用稅捐優惠，他

會讓越強的人在獎勵原則底下的獲得更大的稅捐上的利益，那如果是用行政補

貼的話，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行政補貼的意思是只要你是從事這個產業，就

算你虧錢你一樣可以從經建會、經濟部或是各個部會裡面去取得你所要的資

源，比如說，你希望鼓勵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周杰倫算不算文化創意產業的

一環呢？算啦吼，音樂創作嘛，那音樂創作來講，周杰倫他已經試音樂創作裡

面的強者，他需不需要文化部再給他獎勵呢？請問他比較需要獎勵還是那種初

出道，沒有人知道但是他真的很努力在寫歌，剛好前幾天剛好我看到一個說，

號稱孔子後代的一個叫孔令奇，他說他拿到金曲獎最佳新人獎以後，有九到十

年的時間在大陸度過，每天靠什麼，泡麵白吐司為生，甚至要跟朋友借錢來繳

房租，他拿到新人獎而且他出道創作了很多一些有名歌手唱的歌曲，很多人唱

他的歌曲，可是不知道原來是他寫的，很簡單阿為什麼，因為他沒有名氣阿，

周杰倫包括他自己本身，剛開始在那個吳宗憲底下的時候，他也熬過一段時間

阿，我講的是說以周杰倫剛出道的時候，他是不是更需要文化不給予的獎勵

阿，他做這個行為謀賺錢啦，那文化是要多他才會有綜效，你看韓國他們的這

個產業基本上就受到國家政策的獎勵啦，你不是只有看一個 Super junior 你就

會去欣賞，他整個的流行文化產業不光只是音樂，他還有配合戲劇、配合電影，

你可以講他是多元的，然後整個才會產生一個綜合的效果，這個綜合的效果的

確造成整個東亞，甚至東南亞地區對韓國流行文化趨之若鶩，如果這種情況獎

勵是可以的，也就是說基於國家認為要鼓勵你往外，雖然你很強你往外去這種

情況底下的獎勵，大概可以。那我個人是認為周杰倫就算沒有我們文化部的獎

勵，他應該在東南亞或大陸也很強了，但是誰不強，但我們需要獎勵他，是剛

初出道的時候的周杰倫，周杰倫剛出道的時候，若不是靠他媽媽的支持，我們

以後也看不到周杰倫，因為他前面寫幾首歌交給吳宗憲，我是因為最近陳文茜

的論壇有邀請周杰倫來做那個中天的青年論壇，談到他自己的那個過往，他以

前到吳宗憲那邊去的時候，他寫的歌他只覺得說這個年輕人很努力啦，一直在

寫歌，但是寫出來的歌曲他拿給大咖的唱，像劉德華就不唱，就丟掉了，他想

說劉德華可能是港星，不懂得中文的優美，所以他再拿給張惠妹唱，張惠妹也

不唱阿，最後面是吳宗憲跟他賭一把，你如果能夠寫得出來，明天寫出 50首

讓我挑出十首，可以的我就幫你出專輯，一個晚上啪啦啪啦 50首是不是真的

不知道，不過應該周杰倫是真的很有才華，很快短時間寫出 50篇，10個歌讓



吳宗憲挑，那吳宗憲挑了十首候幫他試試看，反正賠錢就賠一次就好，就幫他

出一次專輯，沒想到這一支專輯讓他站穩了台步，不然我們不會知道現在的周

杰倫。我的意思是說初出道的周杰倫真的需要文化部給予獎勵，因為他們這些

人，因為文化這終需要多元才能有創意的那個土壤，所以我不是完全反對獎勵

原則，我只是說對於已經景上添花的事情就少做了，你如果想要去獎勵各行各

業，那我建議回到財政目的降低稅率，廣稅基輕稅率，大家都獲利，你說哪一

個產業不需要獎勵阿，哪個地方不需要特別鼓勵阿，除了桃園國際航空城以

外，難道台東航空城不需要嗎，對不對，台東也有機場阿，結果是用來做什麼，

養蚊子阿，因為機場設備不好阿，有些起降設備就是不行，晚上的時就無法起

降阿，或是天氣不好就不能起降阿，我們的金門馬祖也是一樣，有哪個航空城

不需要呢，哪個產業會不需要呢，其實都是同樣一個道理，這個就是獎勵原則。 

  第三個我們講需要，需要顧名思義就是基於這個產業基本上是比較弱的，

但國家在整個政策上來講認為這個產業需要扶助，需要協助，所以基於這個需

要原則而給予稅捐優惠，就剛剛我們講的文化創意產業，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他比較偏需要原則，因為文化創業他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多元，像台灣的文化創

意產業裡面大概流行音樂文化是很強的，這幾年國片也大概起來了，我們的電

影十幾年來長期被港片啦，被好萊屋的影片壓在地上打，我自己覺得很奇怪，

最近好萊屋的影片不是卡通片就是科幻片，我最近好萊屋都沒有什麼可以看

的，不是就科幻片，不然就是動畫片，但我不是說他沒什麼內涵，只是說那都

跟我現實生活差有點遠，就是說比較深度思考的，探討人的那種影片比較少，

還有就是一些比較像肥皂劇的喜劇，這個是比較蠻可惜的，我們國片也沉寂了

很長一段時間，近幾年來當然取代港片的就是韓劇了，大家看到俊男美女吼，

劇情又都是偶像感覺就很好，不過我自己個人的喜好我比較不大，就深度來講

東亞地區還是以日劇拍得比較有深度一點，不以俊男美女為取向，而是探討比

較深度的議題，像最近講的半澤直樹，當然啦我不是排斥什麼後宮甄環傳，什

麼蘭陵王那個，我沒什麼特別意思啦，我不太喜歡看那種鬥爭戲啦，不過看半

澤直樹到是讓我覺得說，他有一些就是蠻值得去探討的問題點，就是職場上的

一些問題點，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啦，我還是回到最重要我要講的主題，我

們有一些產業，我們有一些地方的確他是比較弱，桃園航空城不會比較弱，相

信我桃園已經夠強了，他已經強到可以變成準直轄市了，可是台東就弱，台東

需要政府給予一些幫助跟協助，不然他沒辦法發展，舉例來講，或者是我們南

投好山好水，但是好山好水好無聊，其實坦白說一句話，你如果去比較偏遠的

地方，你可以講弱勢的區域、弱勢的產業的確國家要給予協助，只是問題是說

這個協助，他到底要用什麼方式去做協助，我還是那個看法，我認為用經濟行

政法的補助補貼會比較好，不要用稅捐優惠的稅制支出，我就舉一個例子來

講，其實為什麼苗栗會去拆大埔，今天我不針對那個個案，我只是說我們探討

為什麼苗栗縣政府想要去拆大埔，是因為他認為農業產值沒有工商業產值那麼

高，大家都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阿，大家都會覺得說如果我能過得更好，為什



麼我不做呢，所以農業你就不要做了，乾脆去做工業或是商業這樣生產，可是

農業是一國的立國之本，你應該要想像一件事情，有些地方的土地他可能不重

稻不種田以後，他去做工業使用後他再也無恢復可能性，或至少短暫五十年、

一百年間他沒有辦法回復阿，你懂我意思嗎，你不要想著說台灣永遠是國際和

平的環境阿，戰爭總有可能會有來臨的一天，如果這種情況底下的話，你可以

講這個國家一天戰備存糧不夠的話，你可能會有產生一些危機，所以我只是跟

各位講說，為什麼特別講苗栗那個事情，苗栗他也有希望來獲得一些財源來支

持他一些地方建設的需要，那正因為這樣子的一個需要，所以在實務上，我們

也希望中央政府對偏遠鄉鎮他們的需要而給予他們必要的協助，而不是讓他們

一天到晚想著把農田改成工業或是商業區的使用，坦白說我們台灣不需要再另

一個科學工業區，但我們需要真的是優質的農田，但這個必須是要提高到國家

整個層次去思考，中央必須提供給苗栗這一些以農為主的縣市、鄉鎮市能夠有

比較好的機會，由於他們是為整個國家犧牲，所以我們國家也應該要對於這樣

一個犧牲家以回饋才對，而不是所有的建設所有的財源都集中到首都，這樣做

是不對的，這個地方講到需要原則，對於某一些產業或某一些區域，在經濟上

是比較弱勢的，那這個地方我們必須要用一個方式讓他們有機會來發展自己，

比如說書籍出版業相對於餐飲業就比較弱勢，雖然一個號稱精神食糧；一個是

物質食糧，可是在台灣的人不吃物質食糧會死，不看精神食糧不會怎樣，這個

是很現實的情況阿，在德國這兩種都很重要，一般的德國人來講，精神食糧、

物質食糧都是民生必需品，他們的營業稅都是課 7%，書也是課 7%，但是不是

這種民生必需品的話，他們的營業稅是 19%，很高喔，反映出來德國人對於書

籍把它當成精神食糧，德文的出版事業在全球市佔第三位，是很重要的出版事

業，可是在華文的市場裡面，你可以看到其實文化或是書籍集出版事業，基本

上是弱勢的，相對其他的產業，光看我們台南市的發展，書店會倒，餐飲業當

然也會倒啦，只是書店倒了換餐飲業，餐飲業倒了換一家餐飲業，你懂我意思

嗎，就看得出來產業之間的強弱，大家都要吃，這個地方我們意思是說，在某

種情況底下是需要原則來給予協助，只是問題是在協助上面來講也一樣是國家

資源的分配，那這種國家資源分配必須要讓他公開透明，而且有事後檢驗性，

這個是關於需要原則跟各位談到。 

  那最後面跟各位談到簡化目的，我們上個禮拜有跟各位提到說，簡化目的

他其實是為了因應稅捐大量行政事件的特性，所以在這裏面有一個叫做實用性

原則，稅法的規定必須要讓他具有實用性，實際可行性，否則他只是紙上的法

律，所以在簡化目的裡面的原則主要是實用性原則，也就是說稅捐法律規範、

稅捐稽徵程序都必須要具有實用性，實際可行性。這樣他才有執行的可能，那

其實亞當斯密在 1776 年的國富論也提到了租稅原則，其實租稅原則他講的幾

個在這裏面都可以看得到喔，他講租稅要公平，租稅要明確，這個我們待會講

依法課稅底下的幾個原則，租稅要便利，租稅要讓人民便利他繳納，租稅要實

用，其實不管是經濟學者或者是我們法律在這地方所強調的幾項基本原則，都



在實現一個共通的，在一個國家裡面來如何收取到，國家能維持他運轉所需要

的這些財政上的收入，所以我們這一堂課主要跟各位介紹，各種目的然後他的

重要的基本原則，依法課稅、公益原則，公益原則裡面一個叫財富重分配原則，

獎勵原則或稱為功績原則，需要原則、實用性原則，基於這樣一個基本原則，

我們接下來再跟各位進一步的介紹，這裏面的細的原則，這主原則他後面還有

一個次要原則，子原則，是要去實現這個依法課稅原則，了解我意思嗎，在第

一節課我跟各位提到說，原則是一種方法，原則也是一種檢驗標準，那麼原則

作為一種方法，他會有次要原則來實現他，在這種情況底下我們繼續來跟各位

談，所謂的依法課稅的子原則，依法課稅各個原則或稱之為租稅法律主義，在

憲法上的基礎是來自於第 19條，人民有依法律納稅的義務，那一般來講這個

租稅法律主義，或者是依法課稅原則也同樣可以導出法治國原則，所以法治國

原則的 23條，憲法 23 條同樣是我們這個地方的一個基礎，你如果要講他憲法

上的基礎，主要是來自於第 19條、第 23條的規定，法治國原則，在這樣子的

一個前提認識底下，我們把依法課稅原則根據稅法上各個領域的需要，各個階

段的需要，他有以下這幾個原則，第一這叫做稅捐的構成要件法定原則，這個

講的是構成要件；第二個是稅捐的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第三個就是法定性原

則，這個主要是講效果的法定，構成要件法定、構成要件明確性，構成要件成

就以後會有效果，法律效果，效果法定性原則，第三個構成要件明確法定性原

則，接下來進一步的也從法治國原則裡面有所謂的朔及既往法律適用禁止，禁

止原則，以及稅捐契約禁止原則，以及類推適用禁止原則，這三個基本上你在

其他的行政法教科書只要講法治國原則，大概都看得到相類似的，不過大部分

都提到的是朔及既往法律的禁止、類推適用的禁止，那在稅法裡面依法課稅原

則裡面有一個稅捐契約禁止原則，這個是稅法裡面比較特殊的，這也是我們在

上課當中會跟各位做進一步的介紹，我先把這幾個子原則先把他羅列出來以

後，我們可能到下個禮拜在一一做比較仔細詳細的內容介紹，那麼平等課稅我

剛剛畫在這裏就是，平等課稅是透過量能去加以實現，那量能課稅原則有那些

子原則呢，這個可就多了，大概是 10個，第一個叫做所謂的普遍所得課稅原

則，因為這個普遍原則大概是在所得稅裡面的適用原則，就叫普遍所得課稅原

則，那也可以簡稱為普遍原則；第二個叫做全部所得課稅原則，這個也是適用

在所得稅法裡面；第三個叫作實現原則；第四個實價原則，也就是實價課稅，

或者寫實質、價增值，實價原則或者是實價課稅原則，那為了要把他寫在一起，

還有一個，實質課稅原則，物質的質，所以我後來上課的時候都會把這三個放

在一起講，實現、實價或實值，或者這個實質，實質課稅原則。接下來談到客

觀淨值，同樣講到淨值的還有一個，叫主觀淨值，這兩個因此合稱為淨值原則，

客觀主觀淨值，那我在講這一期的稅務旬刊 2233期這一期，我就是在寫這一

個從量能課稅衍伸出來的客觀淨值與主觀淨值，他怎麼樣在所得稅稅法裡面表

現出來我們的免稅額跟扣除額規定，那我稅法總論我不會說這麼詳細的東西內

容，因為我們稅法總論主要跟各位談比較原理原則，然後談一些概念的說明的



部份，那像這個免稅額跟扣除額這部份他是在所得稅法，所以我在我們這個課

裡面不會談那麼詳細，那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我只是跟各位講說他是在這個

原則底下的問題點，所以會再進一步去加以討論，那各位有興趣再自己看，因

為我嘗試在這個文章裡面盡量用我認為比較白話的方式去寫他，所以如果不加

附註，就不要用太多附註去干擾，但必要的概念的話我還是會給他在上面寫上

一些德文，如果各位可以看外國文獻的話，是可以找得到關鍵字去查詢相類似

的這個概念。那這個是禁止原則，我們分成客觀跟主觀淨值，接下來三個，個

人所得課稅原則、綜合所得課稅原則、終身所得課稅原則這三個，我們大概都

把它們放在一起去加以討論，因為大概我們的所得稅裡面的個人所得課稅、綜

合所得課稅、終身所得課稅這三個原則，那這樣就十個。量能課稅原則大概可

以衍伸出這十個子原則，那這個也是我們這個學期，上學期我會跟各位介紹，

那麼為了要介紹這些概念的時候，我會說明一些法律規範裡面的例子，來讓各

位更進一步的了解，當然同樣的在前面的依法課稅也是一樣，那我們這個上學

期大概就兩邊的這個大的基本原則，我們一定會介紹，然後接下來談公益原

則、獎勵原則跟需要原則，這個地方我會去談稅捐優惠跟稅捐上的歧視，也就

是說在平等課稅原則以外，對於某些獎勵需要給予協助的，國家會給予比一般

平常稅捐負擔更低的這個叫稅捐優惠，比一般平常更高的這個就叫稅捐上的歧

視，不過我暫時用稅捐上的歧視，因為歧視感覺上是有一點點違憲的意思，那

因為稅捐優惠相反就是稅捐不利益的意思，那稅捐不利益有時候不大能表現出

那樣一個想法，就是說他基於這個產業、這個行為他是不受鼓勵的，比如說像

娼妓業，假設啦我們娼妓業合法化，賭博業合法化以後，他會有課稅的問題，

而這個課稅的問題他本身在稅捐負擔上是比較重一點的，因為他雖然開放可是

國家並不鼓勵這個行為，那我們會基於這樣一個觀點，會加重其稅捐負擔，那

最典型的加重稅捐負擔就是不光是加重其稅率，而是另外立一個法律規範來作

稅捐上的課徵，最典型的就是菸酒稅，菸酒的消費行為是國家所不喜的，因為

他對國民健康有所影響，所以我們會另外課一個叫菸酒稅，或者是最近文化部

所要提到的所謂的電影扶植稅，用電影扶植稅，你可以講一件事情，到底消費

稅對電影這件事有沒有需要受歧視，或者是有需要不利益對待的理由，這個是

我們必須要進一步去加以討論的。那我們現在講就是說，在公益、獎勵、需要

原則裡面，每一個我們會再跟各位進一步做例子的介紹，然後去說明這例子的

概念，實用性原則底下有一個原則，這個在我國經常提到叫稅捐稽徵經濟原則， 

稅捐稽徵經濟原則，也就是剛剛講的稅捐稽徵要便利、要實用，讓人民可以方

便去繳納稅捐這個的意思，稅捐稽徵經濟原則這個在我國內立法理由裡面也常

常會出現，不過各位一定要注意，實用性原則也好、稅捐稽徵經濟原則也好，

這兩個原則都是一種技術性原則，他們的重要性，當然不否定他們的重要性，

如果沒有他們稅捐只能是紙上法律，可是稽徵經濟跟實用性原則絕對不能被過

分的估量看重，而侵犯平等課稅原則，尤其是平等課稅原則或者量能課稅原

則，稅捐稽徵經濟不得過度侵犯量能課稅，否則他就會有違反平等原則的問



題。因為稅捐法裡面就有重要的具有倫理價值的原則是平等課稅原則，依法課

稅原則從法治國的觀點來看，他主要是保護這個課稅手段的合法性，也比較偏

重於是形式原則，當然我們法治國也有講說實質法治國原則，實質法治國原則

無疑在這裏面就會變成平等課稅原則的依據了，簡單來講就是說，只要談到是

實質上倫理性價值的這個基本原則，他所提到的就是平等課稅原則，那個就只

有技術性意義的，當然就是為了保護納稅義務人避免國家對人民違反的侵犯他

的財產權的依法課稅原則在租稅法律主義底下，我們都可以看得到這個也是租

稅法律主義或者是依法課稅原則本身他在整個法律制度規範上主要的目的，實

用性原則是因為稅捐的大量行政事件，所以他也是一種技術性原則，這種技術

性原則不應該過份的侵犯，或者是過份的將平等性課稅原則摒棄在一旁而不管

他，這樣子的話就會造成本末倒置，換言之當然稅法最困難的就是在平等、依

法跟實用之間求取一個平衡點，就好像我剛剛在提到財富重分配時是一樣的，

我們並不是贊成自由主義的極端的這個想法，當然也不是贊成將國家將所有的

財富都取過去，然後由他來決定怎麼分配財富的共產主義。而是希望在以市場

經濟為主的前提底下，國家經由經濟成果的重分配來做一些財富的重分配的工

作，來幫助在這個社會裡面依照他的家庭出身背景比較沒有能力有機會改善自

己的人，當然這個社會永遠就會有人有能力；永遠有人想要當米蟲，這一點我

們都可以了解，有些人就算很有能力，但他自願選擇自甘墮落放棄自己，當米

蟲，你也不能怎麼樣，那的確有人會利用社會資源漏洞來當米蟲，這一點我們

也可以了解，但我們還是要強調一句話，就是說大多數的人有這個機會有這個

可能性的話，那麼我們還是相信人會想要藉由國家這樣一個協助，當然不是完

全供吃供住阿，而是說只有國家給予的部份協助讓他有機會改善自己，甚至改

善自己將來生活的條件，這個是我們跟各位提到，所以我們今天大致上跟各位

提到了一些稅法的目的跟稅法上的原則，當然原則裡面仔細的內容我們還要再

跟各位進一步的討論跟論述，這幾個原則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問題，有一些顧名

思義看得出來，有一些還不行是因為我們還要再花一點時間做例子上的介紹，

有沒有問題呢？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我們還有幾分種的時間，我就很快跟各位

把憲法上的紀錄，我剛剛只有講到租稅法律主義，平等課稅原則憲法上的基礎

在第 7條平等原則，平等原則怎麼樣落實到量能課稅，這個地方我先跟各位做

一個簡單的介紹，介紹完之後我們下個禮拜再開始就各個原理原則的部份作細

的概念，還有例子的解釋跟說明，那我現在先跟各位介紹為什麼平等課稅一定

是透過量能課稅原則呢，在我們國內我們常常會把這幾個原則混在一起，租稅

法律主義、量能課稅還有一個叫實質課稅原則，我們國內其實有一部分的學者

是把實質當作是量能這樣去做解釋的，他的根據是在哪裡呢，你去看一個我們

釋字 420號所立下來的法律，就是稅捐稽徵法 12之一，各位如果你有法條的

話，沒有也沒關係，我現在念給各位聽，12 之一，他是這樣子規定，涉及租稅

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

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12條之一，第一項的規定，提到



了租稅法律主義，提到了實質課稅原則，也提到了公平原則就是公平課稅原

則，那其實坦白說，在這裏面我不是那麼能夠讚同我們 12之一條這種含混的

立法，因為其實租稅法就符合法律主義跟實質課稅原則，還有量能課稅、公平

課稅，其實他不是在同一個 level 層次上的問題，租稅法律主義或者講依法課

稅原則他主要是講稅捐負擔必須要由立法法律的規定來規定他，而不試依照行

政處分，是依照立法者，那立法者就是人民的代表，當然解釋結論上我們可以

講到就是說，稅捐負擔也可以透過公投的方式，可是從人類的生活經驗來看，

直接民主的方式去決定稅捐負擔通常不會產生太理性的結果，比如說，如果叫

我們國家來舉行一個公民投票，決定每個人要付多少的稅捐，只要投票以後大

家都要遵守，請問各位在台灣舉行這樣一個公民投票，大家會投出要繳多少稅

呢？答案我個人猜測，大家都會投不要繳稅，繳稅就是現實上拿一筆錢給國

家，讓他去做事情，國家我就不信任他不喜歡他了我還繳稅給你勒，只有大多

數的國家，我目前的觀察可能全世界，可能瑞士可能做得到，他們透過公民投

票竟然可以否決減稅的公投，我想全世界退還稅款減稅大家都歡迎啦，問題是

減稅跟退還稅款的話，國家如果做不到他該做的事情，大家是不是也喜歡這樣

的一個結果呢？在實務上面我大概觀察真的只有瑞士，這種高素質的高品質公

民才有可能透過公投的方式否決減稅的公投。加稅他們可以，甚至他們也願意

用公投的方式加稅，但我想大多數的國家都做不到這件事，這也包括台灣自己

本身在內，現在談的一件事情是說，平等課稅到底怎麼導出量能課稅，是因為

平等以外，怎麼樣達成平等稅捐負擔，在實務上面其實能夠提供的選項裡面大

概只有量能是合理的選項，或者是量能在人類社會經驗上來講他是能夠做成的

一個選項，那我們來看一下所謂的平等課稅，什麼叫平等，平等人言言殊，各

種人有各種不同的平等概念，但是我們知道一件事情，平等原則當然這也是透

過近幾十年來的發展，我們都知道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那這其實是一個

蠻大的問題阿，我最近有思考到一個問題，不曉得各位贊不贊成同性婚，贊成

同性婚的人一直都認為他們只要兩個人相愛想要永久共同生活，雖然是同性為

什麼不能結成民法上所承認的婚姻呢，所以歧視同性的婚姻這是違反平等原

則，可是另外一種主張，認為一男一女本來就是不一樣，從生理上的結構只有

一男一女才能夠結合在一起，物種就是為了保護這樣的一個情況出現，如果是

兩難或是兩女的情況，在物理上就不能去這樣做結合，那你既然不能做這樣的

結合的話，那這樣就算法律上承認你在物理上的性質就不一樣，所以不等者本

來就會做不等的差別待遇，這個不是歧視也沒有違反平等原則，我不知道各位

怎麼想，在我來看這問題的確蠻困難的，因為我不知道在這個地方到底有沒有

違反平等原則的問題，不過我倒是可以給各位提供有一些平等原則的適用在我

們實務上的適用是很奇怪的，舉例來講，像之前的娼妓要不要加以裁罰，我們

是罰娼不罰嫖，有些國家是罰嫖不罰娼，有些國家是罰娼又罰嫖，有些國家乾

脆開放，娼嫖都不罰但不可以在公開場合做，若私底下交易，都成年人了愛用

金錢作交易他無意見，那我們國家之前罰娼不罰嫖，我們就用違反平等原則



說，同樣作性行為一定是娼嫖兩個都同意才有可能為什麼只罰一個娼或一個嫖

呢，用平等原則去告他違憲，這我就覺得很奇怪，娼嫖至少你認為他應該加以

處罰，就是不法的行為，不法行為就沒有平等原則的問題，對吧，路上都是違

法闖紅燈的人，你今天闖紅燈被警察抓下來，來來來先生，今天你闖紅燈知不

知道，你有沒有看到他剛剛就闖過去了，快去追他，你不要抓我，你看他在你

面前闖紅燈，你有沒有聽過不法中無平等原則的適用，你不能主張全世界的小

偷你都要抓完才能抓我，不能把全部闖紅燈的人都抓到才能抓我闖紅燈，因為

這不是你的權利，你沒有權利，有正當之權力才有平等原則的適用，簡單來講

不法行為是不能主張平等原則的適用，當然也不是行政機關可以任意的選擇他

執法的對象，可是回過頭來是，這個被主張違法的行為人也不能用平等原則來

要求行政機關要先對其他的人來做執法，才能夠對他提出懲罰或是糾正的一個

行為，那我們下一次再來跟各位具體的來談好了，因為時間的因素這地方來講

時間上比較不可能，那我先跟各位談到一點就是說，怎麼落實平等他有幾個原

則，之前有跟各位提到過就是人頭稅原則，第二個是量力原則，第三個是量能，

第四個就是沒有原則，就只是適用依法課稅，那上一次有跟各位簡單介紹，不

過我想下一次再跟各位進一步具體說明，那這地方也是為了讓平等課稅原則落

實為量能課稅的一個必要上的說明，以這個做為基礎我們再來介紹量能課稅基

礎底下的一些子原則，那我們今天先到這裡，我們先做一個簡單的介紹以後再

來談依法課稅裡面的這些子原則，一一做一個介紹，今天先到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