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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我國所得稅的稅收，70％以上集中在薪資所得者，然資本利得屬不勞而獲之所得，卻多不用課稅，破壞租稅制度的

公平與效率原則。造成我國所得分配狀況愈顯惡化，貧富差距逐漸擴大。且因我國個人資本利得課稅規定不一，高所得者

常利用證券交易所得稅停徵，將應稅所得轉換為免稅所得，進行租稅規避行為。結果造成稅基嚴重侵蝕，不僅違反租稅公

平原則，亦嚴重扭曲資源配置效率。比較各先進國家個人資本利得稅制特點後，建議參考日本採比例稅率及分離課稅制度

，作為我國未來資本利得課稅制度改進之方針。同時藉由租稅規避案例分析來探討因證券交易所得稅停徵所引發之課稅爭

議問題。最後，本文認為在租稅公平、效率原則及防止租稅規避下，建議應恢復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以適度調降薪資所

得者之租稅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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