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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財政學主要探討政府「收入」與「支出」議題，並研究對「市場效率」與

「所得分配公平」之影響

規範分析：係透過主觀判斷，並決定政府「應」採取何種策略。如：政府

應該採用緊縮性貨幣政策來抑制物價；政府應該擴大政府支出來降低失業

率；對於污染廠商應課徵污染稅來降低產量。

實證分析：係不加入主觀判斷，僅就客觀事實說明。如我國租稅負擔率為

20%。

二、經濟制度

混合式經濟制度：指政府部門與私人部門在經濟上均扮演重要角色。

統治式經濟制度：係指生產公有化。

資本式經濟制度：係指大多生產單位為民營單位，政府僅須從事制度上之

活動即可。

三、政府可分成，以個人為主之「機械體」，另係以社會目標大於個人利益之

「有機體」。且依據 Musgrave 傳統政府職能有「配置效率」、「分配公

平」及「經濟穩定」

配置效率：若依據 A. Smith 古典學派之理論，在「價格機能」可自由發

揮下，可以使社會資源達到最有效率配置，但若市場上出現外部性、資訊

不對稱、自然獨占、不完全競爭、公共財、以及其他無法使價格機能發揮

，政府應該介入，使其市場資源能更有效配置。

分配公平：18 世紀工業革命發展，資本主義興起，社會貧富不均現象嚴

重，政府應該介入市場，使其所得分配公平，進而使社會福利提高。

經濟穩定：當市場出現膨脹缺口或緊縮缺口時，應該要維持市場穩定，介

入干預，因此當市場出現膨脹缺口時（景氣過熱）應該採用緊縮性貨幣政

策（貨幣供給減少、調高利率、發行公債），或採用緊縮性財政政策（抑

制消費、減少政府投資），另當出現緊縮缺口時（景氣蕭條）則應採用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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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性貨幣政策或擴張性財政政策。

四、財政思想演進（政府在不同時期扮演不同角色，隨著時間改變）

英國重商學派：威廉佩第（W. Petty）主張課徵單一消費稅。

法國重農學派：揆內（Quesnay）提倡課徵土地單一稅。

英國古典學派：認為國家為消費體，且認為租稅課徵應維持中立性，完全

反對公債，追求預算平衡。

休謨：「國家如果不能消滅公債，公債必消滅國家。」

薩伊：「最好的財政計畫，是經費支出最少的計畫；最好的租稅，是人

民負擔最輕的租稅。」

凱因斯（J. M. Keynes）：認為國家為生產體，且對儲蓄課稅，主張公債

中心論，採赤字預算制度。

結構功能學派：認為社會透過各個團體與結構所構成之完整體系，且每一

個結構對其社會都有功能性存在，因此考量全部個體所為之社會理論，另

認為工業技術的進步造成產業結構改變，將使社會無可避免的產生失業與

貧窮等問題，故政府需制訂社會福利政策。

五、拉弗曲線（Laffer Curve）
意義：係稅收與稅率之連線軌跡。且替代效果所得效果，所得稅率彈性

 1。
特性：先增後減、相同稅收可由不同稅率達成、稅收最高非稅率最高、減

稅可以增加稅收係在所得稅率彈性 1。

拉弗曲線之涵意：

指稅收與稅率之關係。

若實際稅率落在減稅區，即所得稅率彈性 1。
提高稅率，未必使稅收增加，除非所得稅率彈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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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休閒為正常財，且替代效果所得效果。

減稅可以刺激勞動投入，提升國民所得，進而增加稅收。

六、所得分配指標

勞倫斯曲線（Lorenz Curve）：越彎曲越不公平，倒 L 時完全不公平，對

角線時完全公平。

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cy）：介於 0～1，值越大分配越不公平；反之

則越公平。我國目前吉尼係數約 0.3。
最高最低倍數比：十等分之大島指數及五等分之顧至耐指數。我國目前為

6 倍。

七、政府分類

一般政府應包含三外區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會安全基金。在其功

能上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主要提供公共政策的推動，且以非營利為目的，

並以矯正市場無效率、維持公平及經濟穩定為其主要目標，除此之外，亦

會基金方式呈現，包含金融穩定基金、退休基金、社會保險……等基金，

其目的仍然是以整體社會福利的提高為主。

公共部門和一般政府之差別：國際貨幣基金 GFSM 及歐盟 ESA 之分類方

式，公共部門包含兩個部分：

一般政府：如上開所述，包含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他社會基金組織

等。

公共公司部門：不同於一般政府組織，此種型態容易以公司組織出現，

其主要來源收入在於營運收入，但卻受政府所控制，須受民意代表監督

組織型態，一般而言可以再區分兩類：

公共金融公司：如中央銀行、保險公司……等。

公共非金融公司：包含提供交通運輸、醫療保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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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節　實證分析與規範分析及經濟制度

下列何者屬於規範分析（Normative Analysis）的範疇？

我國男性的吸菸率高於女性的吸菸率

我國目前的菸品健康福利捐是採從量課稅之方式

我國平均每一包菸的售價較國外為低

我國應提高菸酒稅率，以抑制吸菸人口的成長

：所稱規範分析法，係透過主觀判斷，而非客觀事實描述，所以

選項有主觀上認定，要以提高菸酒稅來抑制吸菸人口的成長，所

以屬規範分析（Normative Analysis）的範疇。



下列敘述何者不屬於實證分析（Positive Analysis）的範疇？

我國國防支出占 GDP 的比率應降至 10%以下

我國國防支出占 GDP 的比率有逐年下降之趨勢

我國國防支出占 GDP 的比率較社會福利支出占 GDP 的比率為低

我國國防支出占 GDP 的比率較美國國防支出占 GDP 的比率為低

：實證分析法，不加主觀判斷，僅就客觀事實描述，所以選項認

為政府應降低國防支出，已屬主觀判斷。



下列那一項不是實證經濟學（Positive Economics）所探討的？

颱風過後，蔬菜減產，蔬菜的價格上升

課工資稅，將減少還是增加工作時間

對香菸課稅，香菸的需求會減少

為減少香菸的消費，應對香菸進口課關稅或採用配額方式【稅三】

：實證分析法，不加主觀判斷，僅就客觀事實描述，所以選項認

為應對香菸進口課關稅或採用配額方式，已屬主觀判斷。



有關實證（Positive）和規範（Normative）分析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政策正確選擇全賴規範分析

實證分析處理事實現象，因此，不可能如規範分析般有不同意見

實證分析屬於現象描述，而規範分析則屬價值判斷

經濟學認為規範分析沒用，因為不同人會有不同看法 【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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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正確選擇不應全賴規範分析。實證分析處理事實現象，

可能如規範分析般有不同意見。經濟學本身就涉及大量的規範

分析方法。

下列分析方法，何者不是驗證分析（Positive Analysis）的分析工具？

迴歸分析

福利經濟學

相關性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
實驗經濟學 【普考廉政】

：福利經濟學乃透過理論說明社會福利之變化，而非針對資料做實

證研究之驗證分析（Positive Analysis）。



第二節　財政思想演進

古典學派認為：「國家倘若不能消滅公債，公債勢必消滅國家。」此係

何種觀點？

功能性財政 健全財政 功能性貨幣 擴張性財政

：古典學派認為國家是消費體，認為公共支出過多的情況，反而會

阻礙市場資本存量的累積，因此認為政府應就最小支出原則，以

健全財政預算策略，不得以公債支應公共支出。



下列何者屬古典學派的財政思想？

採國家生產體說 主張政府規模愈小愈好

強調赤字預算的重要性 強調累進所得稅的重要性

【地方五】

：古典學派認為國家是消費體，規模小，強調平衡預算，且課稅不

應該打擊勞動供給，因此並不強調累進稅的重要性。



下列那一學派認為「國家是個不具備生產性的消費體，徵收過多的租稅

，有礙國家資本累積，對經濟成長不利」？

凱恩斯學派 新凱恩斯學派 古典學派 制度學派

【原四】

：古典學派認為國家是個不具備生產性的消費體，徵收過多的租稅

，有礙國家資本累積，對經濟成長不利。



休謨（D. Hume）主張「國家倘若不能消滅公債，公債勢必消滅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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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是代表那一種看法？

古典學派「功能性財政」（Functional Finance）的看法

古典學派「健全財政」（Sound Finance）的看法

凱因斯學派「功能性財政」的看法

凱因斯學派「健全財政」的看法 【普考】

：依據休謨見解，因為國家是消費體，因此取得過多的收入反而有

礙經濟發展，由此觀點，古典學派主張「健全財政」（Sound
Finance）的看法。

最好的財政計畫，是支出最少的計畫；最好的租稅，是收入最少的租稅

，是下列古典學派那一位學者的名言？

薩伊（J. B. Say） 亞當斯密（A. Smith）
華格納（A. Wagner） 馬斯葛瑞夫（R. A. Musgrave）

【地方四】

：薩伊（J. B. Say）認為最好的財政計畫，是支出最少的計畫；最

好的租稅，是收入最少的租稅。



對採公債籌措財源，下列何項敘述較接近古典學派的觀點？

以充分就業為目標，必要時可擴張赤字而由公債融通

公債發行費用較租稅稽徵費用為低

公債發行的可能性，使政府支出任意擴張，增加戰爭的可能性

公債對持有者的財富效果，使其消費減少，不利經濟發展【初等】

：古典學派認為國家是消費體，反對公債發行。



「最好的財政計畫，是支出最少的計畫；最好的租稅，是收入最少的租

稅」，是下列那一學派的主張？

古典學派 凱恩斯學派 制度學派 新凱恩斯學派

【普考】

：題意乃古典學派觀點。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倡國家應建立或維護某些公共工程和某些公

共機構，因為它們對社會整體所作的貢獻可能遠大於社會整體的支出。

這樣的財政觀與下列何種概念最為接近？

自由放任 重商主義 重農主義 市場失靈

【普考】

：有關公共工程及特定機關，若由市場自由發展，可能會產生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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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少，因此需由政府介入提供，方可達成效率性。

主張政府的預算不必達成年年的相等，預算收支的意義，在於達成政府

的特殊功能，稱之為：

功能財政 平衡財政 健全財政 均衡財政

【初等】

：功能財政主張政府的預算不必達成年年的相等，預算收支的意義

，在於達成政府的特殊功能。



凱因斯認為：

市場可以自動達成均衡，因此總體經濟不會失業

政府應該不要從事經濟活動

政府應該且能夠介入經濟活動以降低經濟波動

供給可以自創需求 【初等】

：凱因斯學派主張市場失衡為常態，因此總體經濟不可能不會失業

，因此，政府應該要積極介入市場，透過需求創造供給之方式，

追求經濟穩定減少波動。



下列何者是功能財政（Functional Finance）所主張的？

重視財政收支的平衡 重視總體經濟目標的達成

強調對政府活動的監控 反對公債的發行 【初等】

：功能財政主張不應墨守平衡財政，應積極透過預算政策來達成總

體經濟目標。



凱因斯學派主張容忍財政赤字存在的理由，下列何者錯誤？

藉增稅提升景氣，時效上較緩不濟急及缺乏彈性

提高租稅會產生民怨

有效需求不足時，發行公債支應赤字，具有財政擴張效果

減稅兼以發行公債支應公共支出，在簡單凱因斯模型中不具刺激景氣

效果 【高考】

：景氣不好時，應採用減稅而非增稅。減稅兼以發行公債支應

公共支出，在簡單凱因斯模型中具刺激景氣效果。



亞當斯密（Adam Smith）與凱恩斯（J. M. Keynes）兩位學者對政府赤

字預算政策的觀點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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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贊成，後者反對 兩者皆贊成

前者反對，後者贊成 兩者皆反對 【地方五】

：亞當斯密屬古典學派，反對公債發行；凱恩斯學派認為景氣不好

時，透過公債之赤字財政方式得穩定經濟。

「經濟景氣蕭條，社會上存在長期失業的閒置人力時，主張政府應提高

公共支出規模，透過乘數效果，提升社會景氣。」這是那一個學派的主

張？

凱因斯學派 新古典學派 貨幣學派 奧地利學派

【地方五】

：凱因斯學派經濟景氣蕭條，社會上存在長期失業的閒置人力時，

主張政府應提高公共支出規模，透過乘數效果，提升社會景氣。



當景氣蕭條時，凱因斯（J. M. Keynes）主張政府應採取下列何種措施

，以刺激景氣？

增加儲蓄 增稅

提高公共支出的規模 提高重貼現率 【初等】

：依據凱因斯學派，當景氣蕭條時，應提高公共支出的規模。



下列那一學派主張政府應該在國民經濟中扮演積極的角色？

貨幣學派 古典學派 新古典學派 凱因斯學派

【身心四】

：凱因斯學派認為總體經濟失業為常態，因此唯有透過政府才得以

使市場經濟趨於穩定。



下列有關拉佛曲線（Laffer Curve）的敘述何者錯誤？

拉佛曲線指出稅率與稅收呈現正比

是供給面經濟學的主要理論根據

目的在顯示稅率的變化，對於稅收所造成的影響

在超過一定稅率（最適稅率）後，稅率越高，工作意願逐漸下降，反

使稅收逐漸減少 【地方五】

：拉佛曲線（Laffer Curve），稅率與稅收呈現先增加再減少。



下列何者屬於供給面經濟學的財政主張？

降低所得稅稅率，增進工作誘因 重課財產稅，促進財富公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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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消費稅稅率，增加政府稅收 擴大公共支出，促進經濟繁榮

【初等】

：供給面經濟學的財政主張，在替代效果大於所得效果下，應降低

所得稅稅率，增進工作誘因。

拉弗曲線（Laffer Curve）意涵當所得稅率降低，且休閒為正常財，則

稅收增加的條件是：

替代效果小於所得效果，使工時時數隨著淨工資減少而增加

替代效果大於所得效果，使工時時數隨著淨工資減少而增加

替代效果小於所得效果，使工時時數隨著淨工資提高而增加

替代效果大於所得效果，使工時時數隨著淨工資提高而增加

【稅三】

：所得稅率降低，替代效果使得休閒減少，所得效果使休閒增加，

因此增加稅收必然要使休閒減少，增加工作意願，所以在減稅之

後，使得淨工資提高，且替代效果必須大於所得效果，而得以減

少休閒，刺激工作意願。



下列那一曲線描述課稅隨著稅率的提高，政府稅收會呈現先增後減之情

形？

拉佛曲線（Laffer Curve）
羅倫茲曲線（Lorenz Curve）
艾吉沃斯箱型圖（Edgeworth Box）
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 【地方五】



供給學派的經濟學家主張：「降低所得稅可激勵工作誘因，有利經濟成

長。」因為降低所得稅會產生下列何種結果？

替代效果大於所得效果 替代效果等於所得效果

替代效果小於所得效果 只有所得效果 【地方五】

：依據供給學派的角度，在休閒之替代效果大於所得效果之下，減

稅使得工資率上升，會有助於刺激勞動供給意願。



下列關於拉佛曲線（Laffer Curve）的敘述，何者錯誤？

拉佛曲線描述的是稅率與稅收的關係

拉佛曲線強調可以透過降低稅率增加稅收

若勞動供給的稅率彈性（絕對值）大於 1，調降稅率可以增加稅收

為了讓政府的稅收最大，稅率需訂為 50%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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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拉佛曲線，稅收與稅率之關係，隨著稅率增加，稅收會先增

加後減少，其最大稅收時所面對之稅率，需就經濟體系被課稅對

象之所得稅率彈性而定，不一定會在 50%。

甲鎮的財產稅基彈性為2，如果財產稅的稅率由 5%增加至 5.5%，則：

財產價值（稅基）減少 20%，稅收減少 12%
財產價值（稅基）減少 20%，稅收減少 10%
財產價值（稅基）減少 12%，稅收減少 20%
財產價值（稅基）增加 20%，稅收增加 10% 【高考】

：由於稅基彈性等於 2，依題意稅率增加 10%，因此稅基會減少

20%，假設稅收等於稅率乘以稅基，若稅基 1,000，稅率 5%，因

此稅收 50，若稅率為 5.5%，則稅基將會減少 20%來到 800，
因此稅收 44，稅收減少 12%。



供給面經濟學常以下列何者表示稅收與稅率之間的關係？

包絡曲線（Envelope Curve） 契約曲線（Contract Curve）
拉弗曲線（Laffer Curve） 菲利普曲線（Phillips Curve）

【地方四】

：拉弗曲線（Laffer Curve）表示稅收與稅率之間的關係。



拉佛曲線（Laffer Curve）為負斜率時，稅收對稅率彈性的絕對值為何？

等於 0 小於 1 等於 1 大於 1
【初等】

：拉佛曲線（Laffer Curve）為負斜率時，稅收對稅率彈性的絕對

值大於 1。



下列關於拉法曲線（Laffer Curve）的敘述何者正確？

若勞動供給愈無彈性，拉法曲線中對應最高稅收的稅率愈高，故降低

稅率愈有可能減少稅收

拉法曲線的最高點剛好應對後彎的勞動供給曲線折彎的那一點

因為稅收等於稅率乘以稅基，所以拉法曲線表示稅率愈高，稅收愈高

減稅必可提高勞動供給，納稅人所得因而增加，故政府稅收增加

【高考廉政】

：拉法曲線整個均在休閒之替代效果大於所得效果下所討論，因

此必然都是在正斜率下之供給曲線。因為稅收等於稅率乘以稅

基，所以拉法曲線隨著稅率愈高，稅收先增加後減少。減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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