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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馬政府執政以來，股市下跌，經濟轉壞。內閣雖有許多老將，卻都宛如生手，被一個毒奶
粉就搞得灰頭土臉。唯一展現「魄力」的是不避劫貧濟富之嫌，斷然宣布「證交稅減半」以及「
遺贈稅大幅調降」。這兩個政策以前民進黨不敢碰，馬政府一執政就馬上作到。本文檢視調降遺
產稅政策的立論基礎，並比較國、民兩黨思考模式的差異。 

貳、股市風暴歷史重播

      兩次政黨輪替後，股市都大跌。2000年五二○阿扁就職時，股價指數為九千一百點，十月
二十日跌至五千四百點，而2008年馬英九上台時，股市為九千三百點，十月十七日跌破五千點。
從圖一可以看出，兩條曲線幾乎同步下滑，可謂歷史的巧合。

      值得注意的是，兩個政府如何應付這樣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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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2000年民進黨不敢停徵證交稅

      民進黨首度執政，非常緊張。四大基金進場護盤時，還被聯合報 (2000/5/26)
嘲笑是「干預股市程度，新舊政府沒兩樣」。但護盤顯然只是護個安心，股價繼續跌。

      10月中，行政院推出八大利多措施，包括宣布四年內絕不加稅、金融營業稅由2% 改為免
稅、協調行庫對中小企業提供4500億元專案貸款、企業貸款期展延半年、提供三百億元工業土地
出租貸款，保證工業水電不缺等。這些措施主要是為企業抒困，股市並不領情，繼續下跌。

      一週後，財政部又推出挽救股市六大措施，包括將每日最大跌幅縮小至3.5%、增加放空成
本等。值得注意的是，並未包括降低證交稅或遺贈稅。

      調降證交稅的壓力正排山討海而來。2000年6月20日聯合報報導，「台灣證券交易所建議
彈性調降傳統產業證交稅率」，但財政部長許嘉棟認為「不可行」。

      7月6日，「國民黨立院黨團建議停徵證交稅一至三個月，以刺激股市」。8月10日，「三
大工商團體會見行政院長唐飛，建議停徵證交稅半年或一年」。9月23日，「證券商同業公會建
議全面停徵證交稅」。但財長顏慶章表示「不考慮調降證交稅」。     

      12月7日，四大工商團體代表又去拜會行政院長張俊雄，促請停減徵證交稅，財政部仍然
說不可能。

      股價下跌，乃是因為全球不景氣，大家信心不足。單單取消千分之三的證券交易稅有什麼
用？而明明股價大勢趨跌，停徵證交稅只是引誘大家飛蛾撲火，增加交易次數，圖利號子而已。
當時民進黨初次執政，還不敢無視社會觀感，雖有壓力，卻始終沒有調降證交稅。

      至於以調降遺贈稅來救股市的想法，那時還沒發明出來。要到2005年10月20日，「股市
連日巨幅震盪，行政院長謝長廷主持臨時財經首長會談，端出四大活絡穩定股市措施」，才包括
金管會建議的「大幅調降遺贈稅率以促進資金回流」。但因財政部長林全懷疑「資金能否真的會
回流」，而不了了之。

肆、真正的問題在失業

      2000年五月至十月，除了股市下跌外，經濟成長率也開始下滑。主要的原因是美國科技產
業泡沫化，歐洲、日本、亞洲四小龍都被波及。圖二顯示，台灣經濟幾乎與美國同起同落（韓國
、新加坡、香港亦然），2001年甚至負成長，一直到2002年第三季才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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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五月到八月的失業率，都還比前一年低，但從九月開始急速上升，以致年平均失業
率由1999年的2.92%升至2000年的2.99%，2001年高達4.57%，甚至景氣逐漸恢復後，2002年的
失業率仍是5.17%，後來才逐漸下降，2003年4.99%，2004年4.44%，2006-2007年則維持在3.91
%（圖三）。

      雖然景氣性的失業潮已經過去，但結構性的失業仍在。「自然失業率」已經從八○年代末
期的1.5%左右，九○年代中期的2.6%左右，升高到3.9%。

      股市下跌固然讓許多人的發財夢破碎，失業率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則會使十萬個家庭陷入
貧困無助的狀態。

      真正的問題不在股市，而在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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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就業政策成為施政主軸

     2000年秋天失業率開始急速攀升時，震撼了民進黨政府。勞委會先動起來，然後擴及整個
行政院，就業政策乃成為2000-2004年民進黨政府的施政主軸。主要措施包括：

一、協助對短期失業者：2001年初大幅放寬「勞保失業給付」，2002年制訂就業保險法，讓所有
失業者都能領取。就業服務據點由37個擴增至272個。同時擴大職業訓練，提供訓練生活津貼。

二、防止長期失業： 2003-2004失業率達最高點時，推動「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提供近九
萬個臨時工作機會，以維持失業者所得，並防止尚有工作能力者因為長期失業而退出職場。

三、提升就業能力：包括加強職業訓練，並與各大學合辦就業學程，協助畢業生順利與職場接軌
。後來教育部對技職校院的評鑑增加了畢業生就業輔導一項，顯示了思考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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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社會安全體系：除了就業保險外，2004年通過勞工退休新制，不但保證每一個受雇者都
有退休金，並催化了後來勞保老年給付年金以及國民年金的通過。不但退休生活更有保障，而且
擴及全體國民。

五、創造工作機會：勞委會的多元就業工程創造了一些與社區結合的工作機會。但更重要的是交
通建設、工業區設置、以及勞動法令的革新，使得景氣恢復後，可以創造出更多的工作機會。

      2001年初，美國經濟學家梭羅（Lester Thurow）曾經來台訪問。他預測美國經濟無法馬
上好轉，台灣的失業情勢將繼續惡化，建議修補社會安全體系，並藉機訓練勞工新技能。事後回
顧，當時政府的作為與之不謀而合。

      勞委會根據「2000年勞工政策白皮書」，有計畫地在逐步建構社會安全網。2001年八月
召開的經發會，其中就業組的任務除了勞動法令鬆綁外，就是要加強就業安全，包括「制訂就業
保險法」、「制訂大量解雇勞工保護法」、「修訂年資可攜帶式的勞工退休新制」等。這些劃時
代的進步立法，不但對勞工有利，也有助於穩定勞資關係。但過去十幾年因為社會動盪，每次協
商都破局。這次由於大家要救經濟的危機感，居然在經發會達成共識，並在其後數年，以「共識
」之名順利通過立法院。

      2000年經濟風暴中，發展出一套因應大規模失業的機制，並且建構了影響深遠的社會安全
體系。民進黨執政的第一個四年，化危機為轉機，可以說相當成功。

陸、2008年馬上調降證交稅及遺贈稅

      馬英九上台前揚言要起八年之衰，讓股市上兩萬點。沒想到股市魔神仔並不配合，五二○
後持續狂跌。不管如何護盤、節能減碳、開放陸客來台、鬆綁對大陸投資上限、甚至宣布要開放
陸資投入國內股市，竟然都無濟於事。許多把馬英九當作財神，投票給他，並以一生積蓄甚至舉
債撲向股市的人，因而傾家盪產。

      也許因為想不出其他辦法，馬政府開始動減稅的念頭。

      7月底，行政院副院長兼賦稅改革委員會召集人邱正雄還表示，賦改會將以半年時間，研
究開徵證券交易所得稅及土地交易所得稅的可行性與實施時機。言猶在耳，9月11日行政院端出
的「振興股市十大方案」，不但沒有證所稅，反而包括為期半年的證交稅減半。 不料該日股市不
但沒有上漲，反而大跌206點。財長李述德只好以「股市不能只看一天，半年後景氣可好轉」來
自我解嘲。可是，證交稅減半徵收半年，將損失三百億元稅收，不知道那一項社會福利會因而被
砍？
 
      接下來是遺產稅。馬英九的競選政見本來只說要將遺產稅免稅額及扣除額，提高到2600萬
元，反而是謝長廷承諾要將免稅額提高到3000萬元，並將遺產稅最高邊際稅率由50% 降低到10%
。但7月23日，工商協進會與劉兆玄早餐，要求將遺產稅先調降至20%，將來完全廢除。劉兆玄
表示贊同。

      8月下旬，全國工業總會在電視上密集播放「減稅救經濟」的廣告，宣傳「稅負低才能發
展經濟，稅負高則會經濟衰退」。蕭萬長、劉兆玄則配合發表談話，讚揚香港、新加坡因為稅率
低，才能成為區域金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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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下旬，蕭萬長召集財經諮詢小組會議。報載「多名工商業者拿著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
長廷的政見，建議馬政府取消或降低遺贈稅，以吸引海外資金進入台灣」。總統府發言人王郁琦
說，會轉交給馬英九。

      資方的呼籲馬上實現。10月16日，行政院會通過，將遺產稅免稅額從779萬提高至1200萬
，贈與稅免稅額從111萬提高至220萬。兩者都從累進稅變成單一稅率，本來50%的最高邊際稅率
則大幅降為10%。

     
柒、調降遺贈稅的真相

      降遺產稅當然是圖利富人；為了平衡社會觀感，減稅方案也提高了個人綜合所得稅的扣除
額，以讓一般人分沾雨露。據財政部估計，降低個人綜合所得稅，將使政府稅收減少154億元，
由360 萬戶受益。至於降低遺贈稅，財政部說稅收會損失200億元，但沒有提到受益人數。財政
部並非忘記，而是不好意思講。

      表一是2007年的遺產稅實徵資料。每年申報約十萬件中，大約95%免稅，2007年只有5,29
6人必須繳稅。這是因為房屋土地乃按公告現值申報，而大多地區的公告現值只有市值的三成，
因此不但純薪水階級不需要繳遺產稅，連小有資產者，即使繼承了價值一、兩千萬元房地產，扣
去799萬元免稅額以及各種扣除額後，也未達扣繳門檻。

      必須繳稅的裡頭，500件的稅率只有2%，2,280件的最高邊際稅率在11%以下，3,322件的
最高邊際稅率在20%以下。真正適用50%邊際稅率的其實不到兩百人。換句話說，遺產稅對大多
數的人影響很小，想要調降的只是極富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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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一也可以看出，將免稅額由779萬提高到1,200萬固然可以使前四個級距約兩千人少繳
9千元到22萬元，但真正的受益者是極富之人。

      換句話說，提高所得稅扣除額雖然可以使360萬戶中產階級平均少繳四千元（但收入愈低
降得愈少），交換到的卻是由極少數的人分享政府（即社會）損失的200億元遺贈稅。而且愈有
錢的人省得愈多，頂端的兩百人可能少繳數億、甚至數十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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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馬政府執政前五個月最大的成就「調降遺贈稅」的真相。只對極少數人有利，卻擴
大了社會的不平等。

捌、調降遺產稅的理由及其不成理由

      針對如此不合理的稅制「改革」，民進黨反對的聲音卻很微弱，甚至還有立委加碼，主張
乾脆廢除遺產稅。除了表示民進黨的意識型態薄弱，漸與國民黨趨同外，還有幾個原因：首先，
謝長廷競選總統時也提出相同主張；其次，因為少數個案就誤以為全民備受遺產稅的煎熬；更重
要的是不求甚解，相信一些「專家」似是而非的理論。

      以下是最流行的幾個理論，仔細檢驗，就可發現都有問題。

一、資金回流說：主張降低或取消遺產稅的人振振有辭，說資金外流都是因為遺產稅太高，只要
降低遺產稅，資金就會回流，政府收到的反而會比以前多。

      真的是這樣嗎？只要繼續問下去，就會發現沒有一個人拿得出實證資料支持這種說法。資
金外移，主要原因絕非租稅，否則高稅率的歐洲早就垮了。重點在於投資環境、政治穩定性、以
及人才。而人才喜歡流往何處，主要的吸引因素是生活品質，教育文化、與福利制度。美國稅率
比台灣高得多多，大家卻拼命想去，即為一例。台灣應該努力將產業、社會、生活環境、教育品
質全面升級。不此之圖，只想用減稅留住企業與人才，豈非緣木求魚？

二、重複扣稅說：有人說，在世時已經繳過所得稅，為什麼過世時還要再繳一次遺產稅？重複扣
稅不公平。

      這種說法似是而非。首先，由表一可知，大部分薪水階級，都不必繳遺產稅。要繳遺產稅
的，恐怕都是因為擁有土地，或有來自股市的資本利得。可是台灣炒股票賺到的錢從來不必繳稅
，哪有重複課稅的問題？

      即使有人薪水所得極高，終身儲蓄超過免稅門檻而必須繳遺產稅，如此的重複課稅也並非
不合理。賺得多，繳得多，量能課稅，回饋社會，不正是我們期望於下一代的價值嗎？

      2001年2月18日，包括索羅斯、巴菲特、洛克菲勒，老蓋茨 (律師，比爾蓋茨之父) 等120
位美國富豪在紐約時報上刊登連署書，要求國會不要取消遺產稅，以免影響稅收，讓貧窮家庭得
不到必要的保健醫療及社會保障。巴菲特說，取消遺產稅，讓億萬富翁的下一代更富有，「等於
挑選2000年奧運金牌得主的兒子擔任2020年的奧運隊選手」。人生而不平等，但應該「死而平等
」，遺產稅正是小小的校正手段，可以避免貧富差距代代相傳，不斷擴大。

      美國家對土地及證券交易所得嚴格課稅，遺產稅的邊際稅率仍然高達45%。台灣的所得稅
制已經讓富人有太多漏洞可鑽，還要取消最後把關的遺產稅，合理嗎？

三、世界潮流說：廢除遺產稅論者說，中國沒有遺產稅，香港、新加坡最近也取消了，台灣再趕
不上世界潮流，如何跟人家競爭？

      可是，台灣真的要變成香港、新加坡、或中國嗎？根據陳聽安最近的統計，許多國家的最
高遺產稅率超過50%，如荷蘭、盧森堡、奧地利等，日本是50%，法國與英國40%，韓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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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雖然廢除遺產稅，卻引進資本利得稅，義大利、瑞典則以其他稅來取代。美國雖由55%降
至45%，但將來是否再降還在爭論中。

      可見遺產稅的世界潮流並非簡單的「降低」或「廢除」，而是用不同的方式維持稅制之合
理與公平，以因應全球化的挑戰。像台灣這樣完全沒有配套，只想取消遺產稅的政府，恐怕絕無
僅有。要談世界潮流，應該先對土地及證券交易所得課稅，才有資格說要取消遺產稅。     

四、反正扣不到說：根據此一理論，鉅富早就將財產轉移出去了，只有暴斃而來不及轉移的以及
中產階級才會被扣到遺產稅。為了防止這種「不公平」，應該取消遺產稅。

      這種歪理真是得了便宜還賣乖，也挑戰了守法正派的價值觀。按照同樣的邏輯，很多人也
透過避稅手段而不必繳所得稅，是不是乾脆連所得稅也廢除掉？      

      不合理的逃稅管道應該設法防堵。許多富豪為了要少繳遺贈稅，必須設立基金會或捐助基
金會，也有其正面意義。好好管理基金會，就能發揮其社會功能。政府若雙手一攤，說反正扣不
到就廢了吧；將來不但稅收流失，連社會公益事業與文化藝術活動也將萎縮，那是什麼樣的社會
啊？

五、九牛一毛說：也有人說，遺產稅不過兩三百億，在整體稅收中是九牛一毛，而且課徵成本太
高，廢之不足惜。

      其實不然。遺產稅總額雖不多，但其社會意義重於財政意義。而且各地方政府可分配到80
%的遺產稅，直轄市可分配到50%的遺產稅。對基層建設影響鉅大，豈可輕易降低或廢除？

      遺產稅不是不能調整，但稅制改革都必須全盤考慮其合理性與公平性，並且不能傷及國家
財政。目前提出的所謂理由，其實都不堅實，也沒有適當的配套。一旦開始實施，可能會像「六
三三誓言」或「每天兩千陸客來台」一樣毛病百出。萬一承諾會回流的資金泡湯了，又損失兩百
億稅收，誰要負責？

玖、反對黨應該要反對

      正如體溫升高是身體出了毛病的警訊一樣，這次股市風暴也警告我們金融體系與經濟體質
的潛在危機。馬政府要治標，或要治本都可以，但「調降證交稅及遺贈稅」卻是「頭痛醫腳，腳
痛醫頭」，注定沒效果，令人懷疑是趁火打劫。

      比較最近的兩次經濟風暴，2000年時民進黨政府的對策聚焦於人，專心解決失業問題，2
008年馬政府的對策卻聚焦於股市。「人本主義」vs.「股本主義」，前者比較符合人民的需求。
但民進黨似乎並非有意識地作對事情，行焉而不察，無法肯定自己的潛在價值，以致在這次「遺
贈稅之役」乏善可陳。

      遺贈稅調降案仍然必須由國會通過。雖說國民黨有四分之三的多數，但捍衛社會正義不必
分藍綠。降低遺贈稅於資金回流並無幫助，只對極少數人有利，民進黨為此喪失形象極為不智。
民進黨過去不管曾經作何主張，仍應根據具體證據，義無反顧地為人民反對。

作者劉進興為台灣科技大學教授，前勞委會顧問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不代表本智庫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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