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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進黨執政後期，至國民黨取回政權，為提升台灣國際市場競爭力，就不斷有政府部會首長，
立法委員及工商界巨子大力鼓吹：台灣的賦稅制度應取法香港、新加坡或愛爾蘭。本文就香港與
台灣的稅制作些對照，讓政府行政高層與立法部門參酌，共同來探討台灣的賦稅體制何去何從。

      香港的企業所得稅，類似於台灣的營利事業所得稅，惟香港是採比例稅率，二○○八年降為
十六．五％。台灣採累進稅率，即一五％與廿五％。惟深入了解，便可發現香港是採獨立稅制，
與個人所得稅不相連結，台灣則是採所謂「兩稅合一」，即股東分配的股利所得，其含稅負可以
從個人綜合所得稅扣抵。再加上台灣的企業享有琳琅滿目的租稅優惠，其中包括投資抵減，租稅
假期及加速折舊等，台灣大企業的平均實質有效稅率僅一二％左右而已。尤有進者，依照中央研
究院與台灣大學合作研究中指出：不少電子等大企業，其賦稅負擔為零。  

   
      香港在二○○七年廢除了遺產稅。持平而論，在世界各國遺產稅的改革潮流中，台灣現行的
遺產稅最高邊際稅率達五○％，距級又有十個，稅率明顯偏高，距級亦嫌過多。值得留意的是到
二○○八為止世界上仍有荷蘭（六八％）、奧地利（六○％）、盧森堡（六四％）等十個國家，其
遺產稅最高稅率均超過五○％，但從未聽說有資金外流。除香港等少數地區與國家外，大多數國
家對遺產稅改革不採激進，而是用逐步降低稅率方式，如日本（由七○％降為五○％）與韓國（由
五○％降為三五％）等。另外像紐西蘭、義大利或瑞典等國形式上將遺產稅廢除，實質上則是改
課所得稅、財富移轉稅或贈與稅。  

   
      再者，極少有國家改革遺產稅而不同步採配套措施。令人驚訝的是，許多建議台灣遺產稅
稅率應降為一○％的工商大老或政府官員及民意代表，衹強調稅率的高低，而不關心稅率結構與
免稅額的調整。至於如何尋求可靠的替代財源，更是興趣缺缺。從各國賦稅改革的共同經驗看來
，稅改最基本的遵守原則是稅率如果調降，稅基必須同時擴大，即採中性原則，且必須有其他配
套措施。換言之，如果無可靠的替代財源，將稅率輕率調降或將稅制廢除，是一種極不負責的稅
改，其後遺症極大。  

   
      筆者曾在德國多年鑽研經濟發展，惟文獻從未發現一國資金之流出入與遺產稅稅率有何直
接關係，僅知與利率、匯率等有密切相關。從晚近的的文獻中，也找不到資本流向與遺產稅之關
聯性，遑論獲得實證上的支持。姑且不論廢除或大幅調降遺產稅可否當作一項政策工具吸引資金
流入，即使有此效果，惟若國際間競相調整遺產稅稅率吸引資金，其效果是否會相互抵消，也值
得大家深思。  

   
      台灣與香港另一不同之處，是有關遺產稅稅收之分配與歸屬，香港政府並無此顧慮。香港
不是一個國家，衹是一個特別行政區，故國家須肩負的功能，如所得重分配，香港政府均不必承
擔。而台灣遺產稅雖稱國稅，但實際上，兩個院轄市與中央政府各分實徵的稅收五○％，其他縣
、市可分得八○％，中央僅得二○％。是以台灣遺產稅稅率果真大幅調降，影響所及不祇中央，同
時波及各地方政府之財政收入，對本已困難的地方財政，無異雪上加霜。  

   
      由上可知，香港廢除遺產稅，台灣實在不宜東施效顰。此外，稅率的調降，也必須與免稅
額高低等一併考量，而且其稅率應與個人綜合所得稅相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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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充分理解，台灣當前的經濟金融環境十分嚴峻，各界對賦改會寄予厚望，希望快馬加
鞭訂出稅改方案，能為台灣經濟注入活水。但非常遺憾，賦稅制度常牽一髮而動全身，不若外界
想像之簡單，每一項稅制都有其時代與社會背景。如為因應當前危機，最佳的方式是在既有制度
對症下藥，迅速作出政策決定，如機動調整關稅稅率等。至於遺產稅與所得稅稅率的調整，因涉
及修法，恐怕遠水救不了近火，任何片面的調整，都將打亂了通盤改革計畫，治絲益棼。

資料來源：中國時報 2008-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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