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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08  記者 潘珮瑄 報導

隨著景氣慢慢回升，政府也開始擬定新政策，除了二代健保之外，商議八年之久的奢侈稅，財政

部也在12月中發佈預計開徵的消息，這個全新的稅制究竟該如何執行，有多少實質效益呢？

 

奢侈稅　改善奢侈稅　改善M型社會的良策？型社會的良策？

奢侈稅是什麼？其實就是針對高價商品、服務或交易，徵收的特種消費稅，而財政部規劃的奢侈

稅鎖定金字塔頂端5%的高價消費，除了3000cc以上的汽車，還有私人飛機、遊艇、名牌包和珠

寶手錶等等。目前稅率暫定5%到20%，也就是說往後定價50萬的珠寶，可能必須增收兩萬五到

十萬不等的稅，而那些名媛、藝人手上動輒數百萬的名牌包，因奢侈稅而加收的金額自然就更高

了。

 

這些一般民眾認為的高單價消費品，往後都會在奢侈稅的範圍中。（圖片來源／東森新聞）

 

政府的原意很簡單，針對高收入的族群課徵奢侈稅，一來彌補台灣國庫，二來弭平台灣日漸明顯

的貧富差距，而若還能因此讓民眾放棄高單價的舶來品，轉而購買台灣本土的精品，可謂一舉數

得。

只是這樣的美好藍圖恐怕只是空想而已，從執行角度切入，「想」徵收奢侈稅固然容易，但如何

執行，仍需清楚的定義。「奢侈」兩字定位模糊，多少錢才算奢侈？而每人對於奢侈觀感更是不

同，有些人買十萬包包就已是奢侈，有些人花千萬買豪宅也不過是正常消費罷了。

財政部長李述德強調，一般民眾的消費不會受到影響，「三、五萬元以內的消費不叫做奢侈」，

不會對單價三、五萬元以內的消費多課一筆稅捐，現在擬定是以20萬做為界線，20萬以上的商品

便列為課稅項目，只是這20萬的概念從何而來，有何數據依據，恐怕政府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肥了國庫　苦了百姓肥了國庫　苦了百姓

奢侈品的定義為「非生活必需品」，售價並不與製造成本直接相關，反而有「身分彰顯」的效用

，在經濟學上稱作「炫耀財」。而既然購買奢侈品本來就為炫耀性消費，本意就是為了炫耀消費

能力，那對於那些有能力負擔的消費者來說，奢侈稅究竟有沒有影響？平常家裡有高消費習慣的

邱同學認為，奢侈稅的立意良善，但若不有良好的範圍界定，恐怕只會波及到一般民眾，「像我

們家有打高爾夫球的習慣，那一年上百萬的高爾夫球證就應該在課稅範圍內，但若是幾十萬的精

品甚至到兩百萬的賓士車，可能一般的民眾也會存錢購買，那就沒有徵收的必要」，邱同學也表

示，奢侈稅對真正金字塔頂端的消費者其實影響不大，因此一定要針對特定項目有不同的價格規

範，「用20萬作為界線，真的不合理，應該就針對高消費族群才會購買的項目，而且還要再加上

不同的金額標準，才能推動這個政策。」

「奢侈稅到最後也許減不了有錢人的荷包，反而是苦了中產階級」，喜愛購買名牌包包的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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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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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在阿爸生日那天，摳摳憶起爸爸與芭樂的故
事。

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表示，自己雖稱不上有錢人，但若省吃儉用、積少成多，偶爾也會希望買個高價品犒賞自己，往

後奢侈稅一開跑，想到原本就貴的名牌還要更貴，也許大多民眾會與吳小姐的心聲一樣，「真的

吃不消」。

 

奢侈稅一旦上路，恐怕實質效益不大，受苦的還是一般民眾。（圖片來源／TVBS新聞）

 

更何況，那些有錢從事奢侈消費的族群，自然也有錢出國，這就是奢侈稅開跑後的最大隱憂，若

這些消費族群往後都前往他國消費，不僅徵收不到稅，對台灣的精品業者也勢必是一大打擊，而

以觀光產業帶動經濟成長的台灣，向來都是鄰近國家觀光客買精品的購物天堂，若因開徵奢侈稅

，而損失了外匯的收入，這樣反而得不償失。

所以奢侈稅究竟可不可行？台灣並不是第一個推動奢侈稅的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南

韓、日本及中國等都有實施奢侈稅，課徵項目則以珠寶、皮草、名錶、高級汽車、船舶及飛機等

最為普遍。在銀行上班、從事國際金融調查的王小姐認為，每個國家的文化與國情不同，「台灣

人購買珠寶通常並不是所謂的炫耀目的，其實只是為了儲蓄，作為儲值之用，所以不能完全仿效

他國的成功案例」，王小姐認為，台灣唯有在「所得增加、景氣復甦、失業率下降」三大條件，

都已純熟之後，再來好好商討奢侈稅的推動會比較實際。

 

政策評估　有待更通盤的考量政策評估　有待更通盤的考量

最後看政府徵奢侈稅的本意－縮短貧富差距，這個2011年台灣面臨最大的問題之一。台灣屬於資

本主義體制下的市場經濟，每一個國家在經濟成長的過程中，貧富差距的產生本來就是常態，而

台灣M型社會的現象也越趨明顯。某知名大學經濟學教授解釋，「台灣的M型社會並不是說中產

階級減少了，而是頂端的人跟後端的人

兩者之間的所得差距越來越大，也就是有錢人會因為懂得理財越來越有錢，中下階級就大概只能

永遠求溫飽」。

從經濟學角度怎麼看奢侈稅的意義與可行性，教授說明，「奢侈稅的社會心理層面效果大於實質

效果」，也就是說，政府這樣的政策是為了消除中下階級的不公平感，讓大眾覺得有錢人繳了多

一點錢，引起社會共鳴。「只是要有效縮短貧富差距，還是得從所得稅制改革下手，現在的稅制

太容易讓有錢人得以合法避稅或不合法逃稅，反而乖乖繳稅的都是本來就吃緊的一般民眾」，經

濟學教授說。

很多政策往往一體兩面，如果高所得、高消費不加課稅負，這是社會公平面問題；

如果要課稅，是否衍生衝擊經濟發展，又是另一個問題。而預計3月就要實施的奢侈稅，現在很

多技術面的問題都還無法解決，若目前先以豪宅、跑車等商品作為徵稅對象，或許還有可行之處

。

但整體來看，奢侈稅還是一個尚未純熟的政策，政府有心改善M型社會問題是好事，但「奢侈稅

」的上路，只是減低社會對於富人的觀感，撫平民眾心理，無論以稅收的實質效益、經濟層面的

影響、縮短貧富差距，都是一個沒有太大助益的政策。若想從根本改善貧富差距問題，不如真正

改善現今稅制，落實租稅公平，改善社會福利，而該怎麼做，又是政府該面臨的課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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