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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景論壇 

 

財政部日前公布 2022年前 11月全國賦稅收入，累計實徵淨額首次突破 3兆元，是經濟

成長率的四倍多，較全年預算數多出 3,554億元。（圖片來源：Depositphotos） 

 

超出預算的稅收該如何運用 

 

張建一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兼院長 

 

財政部日前公布 2022年前 11月全國賦稅收入，累計實徵淨額首

次突破 3兆元，高達 3兆 797億元，年增 13.6%，是經濟成長率的四

倍多，較全年預算數多出 3,554億元。財政部也預期，由於營所稅及

綜所稅表現亮眼，今年稅收將可超出預算數 4,500億元以上。不過，

事實上是若加上紓困等用途的特別預算，去年政府的財政是會出現赤

字的。因此，基本上這 4,500億元的超徵稅收應優先用於還債，就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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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言有錢先還債是國民生活須知，但有心人士刻意扭曲 4,500億元

為政府「超收人民的錢」、「向老百姓搶錢」，應「還稅於民」等民粹

的現象，迫使政府不得不調整應有的作法。 

對於超出預算之稅收的初步做法 

日前政府已經規劃初步作法：4,500 億元中扣除應分配給地方政

府的稅收 700億元，中央政府可以運用的有 3,800億元。初步有三項

規劃包含：1. 用 1,000億額外撥補勞保和健保基金財務缺口，同時增

加電價補貼；2. 用 1,000 億啟動第一波加強韌性經濟方案的七項措

施；3. 剩下 1,800億將保留一定額度，用發現金的方式，來作為全民

共享的方案。基本上，前兩項的規劃兼具理性與感性且全民共識高，

基本沒什麼爭議，但第 3項的作法則是將在農曆過年後全民普發現金

一人 6,000元，政府則保留 400億元做為不時之需。對於普發現金，

經濟學家普遍反對，但民意代表為了討好選民則是大力支持，甚至提

出加碼再加碼，就好像台灣政府可以像美國政府一樣，狂印鈔票普發

現金給民眾。 

政府在各方考量下決定全民普發現金 

經濟學中的財政學有所謂的「財政紀律」、「租稅公平」等租稅基

本原則，但沒有所謂的「還稅於民」等奇怪作法。基本上，政府稅收

比預期好，首先就要先用於還債，這是鐵律不容質疑。我們同意過去

三年在新冠疫情與物價上漲壓力下，不只台灣，全球人民都不好過。

而台灣經濟在全民共同努力下，確實表現得比其他國家來得好，稅收

也超出預算數，是有必要在財政考量下，讓全民共享經濟成長的果實。 

不過，經濟成長率好，稅收一定會增加，但未必會出現「超徵」，

也有可能出現「短收」的情況，這取決於政府稅收估算能力的精準度

而定。當然經濟成長率好，必須讓民眾有感且能享受經濟成長的果

實，如提供誘因鼓勵企業加薪、提高低薪族群的免稅門檻、擴大實物

補貼於各類族群，如教育與租屋補貼、老人與中低收入戶補助等。另

外，為了降低因當前全球輸入性通膨對民眾在民生消費支出的負擔，

政府至今仍在進行的機動調降大宗物資及油品進口關稅與機動免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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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物資營業稅，以及對於油價與電價的穩定機制等政策，也可算是

減輕全國人民另類「通貨膨脹稅」的一種退稅回饋作法。 

不過，既然在各方考量下政府決定全民普發現金，且目的是經濟

成長果實的全民共享，「使全民開心，增加社會福利」，至於能產生多

少經濟效益，各界則不要太期待。因為嚴格說起來這並不是一個經濟

政策，而只是一項社會福利措施而已。 

未來相關部門應確實精準預估年度稅收預算 

我們認為未來相關部門應儘量確實精準預估年度稅收預算，避免

又發生有心人士為了政治利益刻意又拿來作文章，誘導人民誤解政

府，而形成又向人民多收稅的錯誤印象。我們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國

家，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台灣人民，但我們更期待台灣人民能有更高

的民主素養，就如同 2016年 6月 5日瑞士的全民公投否決了「無條

件基本收入」制度一樣。 

最後，根據經濟學原理，發現金對於民眾而言雖然效用最大，但

由於這只是政府的移轉性支出，不計入 GDP 中，除非民眾能將這些

現金用於消費才對年度的經濟成長有所貢獻。發現金只是快樂一時，

但如果能真正花掉這些錢，對於國內經濟的良性循環才有幫助，這樣

全國民眾才能快樂久一點！ 

 

 

編按：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遠景基金會之政策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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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本基金會為研究國際政經情勢之民間學術智庫，旨在針

對國際政經情勢及戰略與安全等領域，將學術研究成果具體

轉化為政策研析，作為我政府參考，深化學術研究能量，並

增進與國際重要智庫交流與互訪。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60巷 1號 

Tel: 886-2-23654366 

Fax: 886-2-23679193 

http://www.pf.org.tw 

http://www.pf.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