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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主要探討稅務機關服務品質、民眾納稅不滿意度及政府施政受益認知三者間之關聯性。 希冀藉由本研究結果及

研究發現提供有益建議，卑供政府部門作為提昇服務品質、增進施政效能之未來 參考。 歸納本研究結果列示如下： 一、

服務品質對民眾納稅不滿意度之影響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 服務品質各構面因素對民眾納稅不滿意度皆呈現顯著負向影

響，顯示各構面之服務品質提高時，則民眾 納稅不滿意度會降低。 二、服務品質對民眾納稅不滿意度之影響，會受到政

府施政受益認知之干擾分 析。 研究結果發現，民眾對政府施政受益認知高與民眾對政府施政受益認知低之迴歸線呈現交

叉狀態 ，顯示民眾對政府施政受益認知的高低對服務品質與民眾納稅不滿意度具有顯著干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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