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與社會第四冊第五、六課 +貨幣銀行學 平時作業(請勿抄襲)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請閱讀下列三則新聞，並回答問題： 

新聞一：【財政困窘 綠盟籲徵能源稅】  中時電子報 2013 年 5 月 29 日 

財政部日前宣佈能源稅緩徵，綠稅推動聯盟昨（28）日表示，稅改原則應是「廢壞稅、徵好稅」，證所稅稽徵成本高、稅收少又擾民，應予檢討，而在

所有稅改項目中，能源稅已有極大共識，政府應儘快開徵，挹注國家窘困的財政。 

前立法委員、綠稅推動聯盟召集人陳明真…指出，依據主計總處統計資料，去年各級政府的潛藏負債，已大幅增加了近二兆元，稅收佔 GDP 的比重也大

幅衰退，從 90 年代的 19％急降至目前的 11.5％，國家稅收嚴重不足，已影響到政府的正常運作，而且看不到改善的跡象。陳明真呼籲，政府應盡快開

徵能源稅，以石油、天然氣、煤碳等石化燃料為課稅對象，並分 10 年逐漸緩步增加 1％稅率，希望 10 年後石油等能源價格能接近日、韓、港、星等國

的水準。陳明真強調，能源稅比起證所稅，對現狀衝擊較小，不會打擊業者的投資意願，分 10 年逐步調高稅率，讓廠商可從容轉嫁成本，將外部成本

內部化，對產業發展也具正面影響力；加上稅制簡單明瞭，而且能確實徵到稅，有利擴大政府稅基。 

新聞二：【能源稅 梁啟源：現非課徵時機】  中央廣播電台 – 2013 年 6 月 7 日 

中華經濟研究院今天(7 日)舉行「電價計算公式檢討座談會」，邀學者、台電代表與會。中經院董事長梁啟源指出，他贊成電價合理化，才能反映內部成

本及能源稅、溫室氣體排放等外部成本；但他認為現在並非課徵能源稅的時機，應等內部電價普遍反應之後再實施。 

新一波電價合理化方案將在今年 10 月實施，但因今年經濟成長率面臨挑戰，外界不斷出現緩漲聲浪。中經院 7 日舉行「電價計算公式檢討座談會」，討

論目前電價公式、調價機制及可新增考慮因素等議題。中經院院長梁啟源指出，台灣的電價已是世界最便宜，還另有補貼機制，不僅不利於產業結構轉

型，台電也長期虧損，所以他贊成合理反映電價。對於能源稅，梁啟源表示他贊成課徵，但目前不是適當的時機。他說：『(原音)現在的能源價格還是偏

高，現在反映內部成本都有困難，如何說要反映長期要考量的外部成本？環團說能源稅要課徵，我們同意，但是不是現在，現在的優先是內部的成本要

反應。』梁啟源表示，電價一定要合理調整，不能因為會影響物價或是經濟成長率就不調整。他指出，影響物價及經濟成長的因素有很多，不只是單純

抑制電價而已，否則將來政府赤字仍會大幅增加，也違反用電公平性。 

新聞三：【監院調查報告：應檢討工業用電補貼政策】  中央廣播電台 2013 年 6 月 5 日 

監察院今天(5 日)公布全民補貼工業用電政策通過調查案，認為工業部門用電占整體用戶 1 成，用電比重卻高達 8 成，全台電子、鋼鐵等 5 大製造業享

有電費補助金額高達新台幣 398 億元，經濟部應正視工業用電價格相對於民生用電明顯偏低外，也要適時檢討工業用電價格機制，以避免全民補貼工業

用電的疑義。監院調查報告也指出，我國工業用電售電虧損，主要來自高壓電力及特高壓電力等 2 種用戶別，經濟部應檢討這 2 種用戶電價表結構；而

近年來我國製造業產業規模逐漸大型化，前 10 大工業用戶占工業用電近 1 成，因此導致工業用電價格優惠政策主要由大型企業享有，明顯不公，監院

要求經濟部與台電檢討。 

(一)請見新聞一，綠稅推動聯盟表示，課徵能源稅能將外部成本內部化，請以供需圖說明如何以課徵能源稅達成「外部成本內部化」？其對「社會總剩

餘」的影響為何？ 

(請把圖畫在這↓) 

 

 

 

 

 

 

 

 

 

 

 

(二)請見新聞二，中經院院長梁啟源表示台灣的電價甚至無法反映內部成本，「台灣的電價已是世界最便宜，還另有補貼機制，不僅不利於產業結構轉

型…」。請問，政府以便宜的電價補貼產業，為何不利於台灣產業結構轉型？ 

 

 

 

 

(三)請見新聞三，你認為台灣的電價補貼政策是否符合成本效益分析(內部效益+外部效益>內部成本+外部成本)？另外，電價補貼政策利益和成本分別歸

屬於誰？ 

 

 

 

 



(四)承上題，請以「公共選擇理論」說明台灣為何出現電價補貼政策？ 

 

 

 

 

 

(四)請見新聞二，為什麼課徵能源稅可能會影響物價和經濟成長率？這兩者會因能源稅而增加還是減少？(題示：能源稅的歸宿、實質 GDP 的計算) 

 

 

 

 

(五)如果你是總統或行政院長，你是否會提出課徵能源稅的政策？為什麼？  

 

 

 

 

 

二、請閱讀下列兩則新聞，並回答問題： 

【央行 Q2 理監事會 估利率維持不變】 中央廣播電台 2013 年 6 月 11 日 

中央銀行將在 27 日召開第 2 季理監事會，因為成員之一的財政部長張盛和曾表示目前市場利率過低、資金寬鬆，是房價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使得

市場關注央行是否會調升利率。不過，學者專家認為，由於國內、外景氣動向不明，央行應該還是會以「不變應萬變」，升息的可能性不大。 

中央銀行從 2011 年第 3 季理監事會宣布暫緩升息後，已經 7 度維持利率不變，重貼現率年息維持在 1.875%。不過，由於目前雙北市房價仍居高不下，

桃園八德、南崁等地區房價也飆漲，央行在今年第 1 季理監事會議後，特別警告各行庫對特定地區的房貸放款要自律，讓外界關注央行第 2 季理監事

會是否會進一步擴大房市管制，甚至調升利率，避免資金過於泛濫。 

政大金融系教授朱浩民認為，以國際來看，日本雖因日圓貶值帶動經濟成長率(GDP)成長，但後續走向不確定性仍高；中國大陸及歐美的經濟數據也

好壞參半，美國 QE3 是否縮減規模還無法預測，全球經濟走向不明。另外，台灣消費不振、股市因證所稅修法陷入震盪，年金改革不確定性高，種種

因素恐怕都無法支撐央行升息。朱浩民說：『(原音)不一定要調升利率，調升利率對目前經濟情況是不好的，可能會持續加強選擇性信用管制，或者是

把(房市)管制的範圍擴大，從這方面著手。』 

澳盛銀行、巴克萊等分析師也都認為，儘管澳洲、歐洲、印度和南韓央行 5 月先後降息，但台灣資金寬鬆，通膨溫和，央行不至於降息，預估即將舉

行的理監事會維持利率不變的機率相當高。 

(一)財政部長張盛和曾表示台灣「目前市場利率過低、資金寬鬆，是房價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請問財政部此時應採行「寬鬆的財政政策」抑或「緊縮

的財政政策」？財政部可能提出哪些實際作法？(增稅？減稅？增加財政支出？減少財政支出？) 

 

 

 

 

(二)承上題，請問央行此時應採行「寬鬆的貨幣政策」抑或「緊縮的貨幣政策」？為達此一目的，央行如何以「公開市場操作」、「重貼現率」和「法定

存款準備」這三項貨幣政策工具進行調節？這些作法將使市場利率提高或降低？ 

 

 

 

 

 

 

(三)加分題：政大金融系教授朱浩民預測央行「調升利率對目前經濟情況是不好的，可能會持續加強選擇性信用管制，或者是把(房市)管制的範圍擴大」。

“監理銀行”是央行的工作之一，如果央行加強對銀行放款的監控，對「貨幣供給」的影響應為增加或減少？ 

 

 

 

(四)加分題：新聞標題裡的「Q2」是什麼意思？文中的「QE3」又是什麼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