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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公共經濟學 

周宇老師 

 

一、考慮某社區規劃某公共財（如花園）數量，假定社區共有五名成員甲、乙、丙、丁、戊，其公

共財之邊際價值如下表 

成員/公共財數量 1 2 3 4 

甲 300 260 225 170 

乙 200 150 75 50 

丙 75 60 30 0 

丁 75 50 30 0 

戊 50 30 0 0 

若此公共財之單位成本為 250，採取一般常見之平分成本方式，多數決之公共財數量為多少？

林達爾均衡（Lindahl equilibrium）之公共財數量為多少？並請說明此兩種公共選擇相同或差異

之原因。（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熟悉公共財在林達爾模型下之均衡條件，並能與多數決原則結合應用，即可順利作

答。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林達爾模型、多數決原則 

《命中特區》AK03(112 年 8 月)/周群倫•周宇/ 財政學/第二章第三節/頁 2-15 至 2-20; 第六章第

一節/頁 2-206 至 2-207 

【擬答】 

公共財數量=2 

五人均分單位成本，每人負擔=250/5=50。 

各人追求效用極大，採 MB=MC 決定心目中最適數量，本題恰好無法滿足 MB=MC，所以

只能在 MB≥ MC情況下尋求最接近之最適數量，而在數量=2 時(雖然數量 1 也是，但此時

找最近的才會總社會效益最大)，甲、乙、丙、丁四人之 MB≥ MC，因此，多數決下之數

量為 2。 

公共財數量=3 

須滿足林達爾均衡條件∑𝑀𝐵 = 𝑀𝐶，然而，當公共財數量=3 時，∑𝑀𝐵 = 360 > 𝑀𝐶 = 250，

而公共財數量=4 時，∑𝑀𝐵 = 220 < 𝑀𝐶 = 250，所以，最終決定公共財數量=3 

 

多數決原則下，個人會追求自身效用極大，因此最終決定的結果乃自利動機下所產生。 

林達爾均衡下，所決定之結果乃基於達到最大社會福利(效率)下產生，故兩者目的不同，

結果自然也不同。 

 

二、我國勞工退休年金制度面臨少子化與人口結構快速老化衝擊，請說明制度上目前之困境以及提

出較為具體可行之政策建議。（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須了解勞工退休年金其實所指為勞保之退休年金給付(老年給付)，進而從其財

源籌措部分對症下藥，作答上較具難度。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隨收隨付制與完全準備制 

《命中特區》AK03(112 年 8 月)/周群倫•周宇/ 財政學/第七章第四節/頁 2-275 至 2-279 

【擬答】 

制度之簡介 

勞保退休金(勞保老年給付) 是根據「勞工保險條例」所提供的一項社會保險給付，勞工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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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定繳交保險費，當符合一定請領條件時(如:年滿 60 歲，保險年資合計滿 15 年)，便可向

勞工保險局提出申請。 

目前之困境 

其財務採隨收隨付制，因隨收隨付制的財源來自當期稅收，由現在工作的年輕人繳稅來支應

老年人退休金支出，政府財政負擔較重，而且隨人口的老化及少子化現象，未來勢必領多繳

少的情況將加劇，長期以往，勞保基金將提早面臨破產危機。 

具體可行之建議: 

進行年金改革，財源亦改採基金制，規劃面採確定提撥，現在工作者自行自薪資中提撥一

定比例金額作為往後退休金。 

降低年金給付比率:減少給付退休者每年年金支出一定比率(如降至原先 50%)，可延緩破

產。 

尋找其他替代財源:例如自中央統籌稅款分配辦法中另訂定關於勞保基金之分配比重、直

接自綜合所得稅中提撥一定比例撥入勞保基金，或是將公益彩券盈餘分配重新檢討，移撥

一定比例至勞保基金。 

 

三、政府對於營利事業之盈餘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但對非營利事業則採取免稅。假設將事業區分

為兩部門，分別為營利事業與非營利事業。營利事業之資本邊際產值為 VMPc=100-Kc，Kc 表

示營利事業之資本數量；非營利事業之資本邊際產值為 VMPn =80-2Kn，Kn 表示非營利事業

之資本數量。若社會總資本為 50 單位，並對營利事業之資本課徵單位 6 元的從量稅，試求此

稅的超額負擔為多少？並說明造成何種資源分配之問題，以及何種條件下可合理化此制度。

（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掌握基本哈柏格模型概念計算，即可順利解出。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哈柏格模型 

《命中特區》AK03(112 年 8 月)/周群倫•周宇/ 財政學/第十一章第六節/頁 4-64 至 4-66 

【擬答】 

超額負擔=6 

 

 

 

 

 

 

 

 

 

 

 

 

 

 

 

計算及說明: 

未課稅下，原始均衡點為 E0，均衡時: 

  {100-KC=80-2Kn 

  { KC+ Kn=50 

  將上述兩式子聯立求解得: Kn=10，KC=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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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營利事業每單位資本課 6 元從量稅，則 VMPc’=(100-KC)-6=94- KC，此時再次求解新均

衡，新均衡點為 E1，均衡時: 

{94-KC=80-2Kn 

  { KC+ Kn=50 

將上述兩式子聯立求解得: Kn’=12，KC’=38 

超額負擔=△E1FE0=1/2*6*(40-38)=6 

 

所造成資源分配問題: 

對營利事業資本所課的稅為部分要素稅，且在資本可自由移動情形下，其課徵會產生要素

替代效果及產量效果，另一未課稅部門之要素也會受到影響，且稅負會轉嫁， 因而產生

超額負擔 

合理化條件: 

倘對所有部門的資本均課徵單一從價稅率，兩部門資本相對價格此時不會發生變動，均等

比例下降，稅後資本持有量亦未發生變動，如此便無要素替代效果及產量效果，不產生超

額負擔 

 
四、因應國際趨勢，我國近期將著手擬訂課徵碳稅，請由垂直公平性（vertical equity）與水平公平

性（horizontal equity）面向探討課徵碳稅之影響。（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為時事與財政學公平觀念結合考題，但只須分析碳稅課徵影響，所以難度不高。

(因為我國目前採的是課徵碳費方向)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外部性理論 

《命中特區》AK03(112 年 8 月)/周群倫•周宇/ 財政學/第三章第六節/頁 2-84 至 2-85 

【擬答】 

碳稅制度介紹 

定義： 

碳稅（Carbon Taxes）乃是針對二氧化碳排放徵收的稅種，主要目的是為了減少二氧化

碳排放，而對煤炭、天然氣、汽油和柴油等化石燃料，按照其碳含量或碳排放量所徵收

的一種稅。所有使用這些化石燃料或向自然環境排放二氧化碳的個人或企業都是「納稅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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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稅為廣義綠色稅制（Green Tax）的一環，乃一種間接稅，多採比例稅率或從量課徵，

其徵收應符合使用者付費原則。 

課徵理由: 

矯正外部成本：碳稅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達成節能減碳，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目

的。 

符合污染者付費原則：碳稅的課徵，可將外部成本移轉給排放者負擔，達成外部成本內

部化，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 

增益財政收入：碳稅適用於所有排放二氧化碳的對象，稅源充裕，且政府可增稅收，用

於節能減碳的研究與工程。 

與「碳排放權交易」相較，碳稅的開徵較靈活，交易成本較低。 

水平公平與垂直公平 

受益原則: 

在受益原則中，凡自政府得到相同利益者負擔相同租稅，為水平公平；自政府所得利益不

同者負擔不同租稅，獲得利益越大者，其租稅負擔越高，則為垂直公平。 

量能原則: 

在量能原則中，凡具有同等經濟能 力或納稅能力的人，需課徵等額的租稅，為水平公平；

凡具有不同經濟能力或納稅能力的人，應負擔不同數額的租稅而且能力越高者，負擔租稅

也要越多，為垂直公平。 

課徵碳稅之影響 

由於碳稅制度所採為使用者付費原則概念，因此在探討其水平公平與垂直公平面向時，應以

受益原則下之公平來分析，茲說明其影響如下: 

按排放量多寡累進從量課徵，以達垂直公平 

排放量高者，代表其對環境產生的外部成本越大，相對的受益程度越高，應而採高稅率，

如此方符合受益原則的垂直公平;反之，排放量低者，則給予較低的稅率。 

相同排放量給予相同稅率，以達水平公平 

排放量相同者，代表其對環境產生的外部成本相同，受益程度亦相同，應而給予相同稅率，

方符合受益原則的水平公平。 

管制廠商產品價格，避免藉由租稅轉嫁破壞公平性 

廠商被課徵碳稅後，必會想方設法把相關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而最直接方式即為抬高產

品價格，將稅捐成本不留痕跡的轉嫁予消費者，因此，政府應管制其價格，才可真正讓廠

商負擔應有稅負，落實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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