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稅捐稽徵比較分析 

中華民國 107 年度  

 

 

 

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編製  

           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103.6
107.9

101.3

100.6
108.6

97.6
103.8

101.9 119.3

114.4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億元

年度

近 10 年 稅 收 預 算 達 成 率

預算數(左標) 實徵淨額(左標) 達成率%(右標)



 

 

目   錄 

第 一 章   前  言  ................................ ................................ .........  1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二、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 1 

第 二 章   稅收概況  ................................ ................................ ..........  2 

一、實徵淨額與預算數比較 ............................................................................................. 2 

二、實徵淨額與上年度同期比較 .................................................................................... 3 

三 、 近 十 年 稅 收 成 長 趨 勢 及 結 構 分 析  ................................................................. 5 

第 三 章   各 稅 目 之 稅 收 與 稅 源 概 況 分 析  ................................ ..........  7 

一、地價稅 ............................................................................................................................ 7 

二、土地增值稅 ................................................................................................................. 10 

三、房屋稅 .......................................................................................................................... 16 

四、使用牌照稅 ................................................................................................................. 19 

五、契稅 ............................................................................................................................... 23 

六、印花稅 .......................................................................................................................... 25 

七、娛樂稅 .......................................................................................................................... 28 

八、教育捐 .......................................................................................................................... 31 

第 四 章   省 轄 市 稅 收 概 況  ................................ .............................  32 

一、土地與人口概況 ........................................................................................................ 32 

二、稅收概況 ...................................................................................................................... 32 

第 五 章   結  論  ................................ ................................ .......  34 

 



 

 

表  次 

表 1.  107 年度各項稅捐收入實徵淨額與預算數比較 ············································· 2 

表 2.  107 年度各項稅捐收入實徵淨額與上年度同期比較 ···································· 3 

表 3.  近 10 年稅捐收入預算數與實徵淨額比較 ······················································· 5 

表 4.  各項稅收比重表 ······································································································· 6 

表 5.  近 10 年地價稅查定 ································································································ 7 

表 6.  地價稅減免稅地概況 ······························································································ 9 

表 7.  地價稅稅源結構分析~查定地價稅額 ······························································ 10 

表 8.  近 10 年土地增值稅應納稅額統計 ··································································· 12 

表 9.  107 年度土地增值稅稅源統計表~按稅率別分析 ········································ 13 

表 10. 107 年度土地增值稅稅源統計表~按移轉原因分析 ···································· 13 

表 11. 土地增值稅稅源分析~土地移轉筆數 ······························································ 15 

表 12. 土地增值稅稅源結構分析~土地移轉筆數 ····················································· 16 

表 13. 房屋稅稅源結構分析~應稅房屋現值 ······························································ 18 

表 14. 嘉義市機動車輛登記數 ······················································································· 19 

表 15. 使用牌照稅稽徵情形 ···························································································· 20 

表 16. 使用牌照稅稅源結構分析~應稅件數 ······························································ 21 

表 17. 使用牌照稅稅源結構分析~實徵稅額 ······························································ 22 



 

 

表 18. 近 10 年契稅比較分析 ························································································· 24 

表 19. 契稅稅源結構~按契價分析 ················································································ 25 

表 20. 107 年度印花稅徵收統計表 ················································································ 27 

表 21. 娛樂稅稅源結構分析~實徵稅額 ······································································· 29 

表 22. 107 年底各省轄市土地面積與人口概況 ························································· 32 

表 23. 107 年各省轄市賦稅收入及指標 ······································································· 33 

 



 

 

圖  次 

圖 1.  107 年度各項稅捐收入實徵淨額與上年度比較 ············································· 4 

圖 2.  近 10 年稅捐收入成長趨勢 ·················································································· 5 

圖 3.  嘉義市近年公告地價平均調幅 ············································································ 7 

圖 4.  近 10 年地價稅稅收 ································································································ 8 

圖 5.  107 年度地價稅稅源 ······························································································ 9 

圖 6.  近 10 年土地增值稅稅收 ····················································································· 11 

圖 7.  嘉義市歷年公告土地現值平均調幅(年增率) ················································· 12 

圖 8.  近 10 年土地增值稅移轉筆數與應納稅額分析 ············································ 12 

圖 9.  107 年度土地增值稅稅源結構~按土地移轉筆數分析 ······························· 14 

圖 10. 107 年度土地增值稅稅源結構~按應納稅額分析 ········································ 14 

圖 11. 土地增值稅之土地移轉筆數分析~按應稅、免稅別分析 ·························· 15 

圖 12. 近 10 年房屋稅稅收 ····························································································· 17 

圖 13. 107 年度房屋稅稅源結構~應稅房屋現值 ······················································ 18 

圖 14. 近 10 年使用牌照稅稅收 ···················································································· 20 

圖 15. 107 年度使用牌照稅稅源~應稅車輛件數 ······················································ 22 

圖 16. 近 10 年使用牌照稅稅源結構分析··································································· 23 

圖 17. 近 10 年契稅稅收 ·································································································· 24 



 

 

圖 18. 近 10 年契稅件數與契價分析············································································ 24 

圖 19. 107 年度契稅稅源結構 ························································································· 25 

圖 20. 近 10 年印花稅稅收 ····························································································· 26 

圖 21. 近 10 年印花稅稅源結構 ···················································································· 27 

圖 22. 近 10 年娛樂稅稅收 ····························································································· 28 

圖 23. 107 年度娛樂稅稅源結構 ···················································································· 29 

圖 24. 近 10 年娛樂稅稅源結構分析············································································ 30 

 

 



- 1 - 

 

第一章   前  言  

一 、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賦 稅 收 入 為 地 方 政 府 自 有 財 源 的 主 要 收 入 ， 也 是 財 政 自 主 的 重 要 指 標 。

本 文 係 就 本 市 地 方 稅 收 之 現 況 、 歷 年 稅 收 成 長 趨 勢 及 稅 收 結 構 變 化 消 長 情 形

比 較 分 析 ， 以 瞭 解 本 市 之 稅 捐 徵 收 狀 態 ， 提 供 本 局 各 業 務 單 位 辦 理 各 項 稅 捐

稽 徵 業 務 之 參 考 。 另 外 蒐 集 各 項 稅 捐 查 徵 或 徵 收 等 相 關 稅 源 資 料 ， 加 以 比 較

分 析 ， 以 了 解 本 市 地 方 稅 各 項 稅 目 之 稅 源 分 配 概 況 。  

最 後 彙 整 基 隆 市 、 新 竹 市 及 嘉 義 市 等 3 個 省 轄 市 之 稅 課 收 入 指 標 資 料 ，

加 以 比 較 ， 以 明 瞭 彼 此 稅 收 概 況 ， 作 為 本 市 擬 定 政 策 之 參 考 。  

二 、 資 料 來 源 與 研 究 方 法  

以 本 局 稅 捐 統 計 年 報 及 相 關 公 務 統 計 報 表 資 料 進 行 比 較 分 析 ， 呈 現 本 市

地 方 稅 稅 捐 徵 收 概 況 、 稅 收 成 長 趨 勢 與 稅 源 概 況 。 本 文 主 要 以 敘 述 統 計 ， 利

用 結 構 分 析 與 趨 勢 分 析 等 方 法 加 以 比 較 。  

本 文 所 採 用 之 統 計 方 法 如 下 ：  

1 .  結 構 比：又 稱 分 配 比 率，簡 明 陳 示 所 欲 觀 察 群 體 內 各 部 門 之 消 長 變 化 狀 況 。  

2 .  變 化 率 ： 即 指 增 減 率 或 成 長 率 。  

本 分 析 表 內 使 用 符 號 「 —」 表 示 無 數 字 ，「 …」 表 示 數 字 不 明 ， 數 字 前 加

「 -」 表 示 減 少 ，「 0」 表 示 不 足 一 單 位 ，「 r」 表 示 修 正 數 。 表 內 數 值 因 四 捨 五

入 ， 故 有 總 數 與 細 數 之 和 未 能 相 符 之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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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稅收概況  

本市 107 年地方稅各項稅捐實徵淨額為 31 億 2,108 萬 4 千餘元，包括市稅 （地價稅、

土地增值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契稅、印花稅及娛樂稅）31 億 1,120 萬 9 千餘元及罰鍰

987 萬 5 千餘元。 

一、實徵淨額與預算數比較 

本市 107 年度地方稅稅捐收入（不含罰鍰）實徵淨額總計 31 億 1,120 萬 9 千餘元，預算

數總計 27 億 2,040 萬元，實徵淨額與預算數比較，超徵 3 億 9,080 萬 9 千餘元，預算達成率

114.37%，其中：（參見表 1） 

1. 地價稅：實徵淨額為 8 億 2,057 萬 8 千餘元，預算數為 7 億 6,000 萬元，超徵 6,057 萬 8 千

餘元，預算達成率為 107.97%。 

2. 土地增值稅：實徵淨額為 6 億 6,648 萬 9 千餘元，預算數為 4 億 4,940 萬元，超徵 2 億 1,708

萬 9 千餘元，預算達成率為 148.31%。 

3. 房屋稅：實徵淨額為 6 億 5,927 萬 6 千餘元，預算數為 6 億 2,000 萬元，超徵 3,927 萬 6 千

 表1. 107年度各項稅捐收入實徵淨額與預算數比較  表2. 106年度各項稅捐收入實徵淨額與上年度同期比較

單位：千元；%

實徵淨額與預算數比較

百分比 百分比 超(短)徵數 預算達成率

總 計 3,111,209 100.00 2,720,400 100.00 390,809 114.37

地 價 稅 820,578 26.37 760,000 27.94 60,578 107.97

土 增 稅 666,489 21.42 449,400 16.52 217,089 148.31

房 屋 稅 659,276 21.19 620,000 22.79 39,276 106.33

牌 照 稅 753,140 24.21 700,000 25.73 53,140 107.59

契 稅 92,392 2.97 90,500 3.33 1,892 102.09

印 花 稅 88,825 2.85 75,000 2.76 13,825 118.43

娛 樂 稅 30,510 0.98 25,500 0.94 5,010 119.65

教 育 捐 ─ ─ ─ ─ ─ ─

資料來源：本局稅捐統計年報。

說        明：土地增值稅包含中央統籌20%之數額。

稅 別 預算數實徵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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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元，預算達成率為 106.33%。 

4. 使用牌照稅：實徵淨額為 7 億 5,314 萬餘元，預算數為 7 億元，超徵 5,314 萬餘元，預算

達成率為 107.59%。 

5. 契稅：實徵淨額為 9,239 萬 2 千餘元，預算數為 9,050 萬元，超徵 189 萬 2 千餘元，預算

達成率為 102.09%。 

6. 印花稅：實徵淨額為 8,882 萬 5 千餘元，預算數為 7,500 萬元，超徵 1,382 萬 5 千餘元，預

算達成率為 118.43%。 

7. 娛樂稅：實徵淨額為 3,051 萬餘元，預算數為 2,550 萬元，超徵 501 萬餘元，預算達成率

為 119.65%。 

二、實徵淨額與上年度同期比較 

本市 107 年度地方稅稅捐收入（不包含罰鍰）與上年度同期比較，減少 1 億 3,515 萬餘

元，稅收減少 4.16%，其中：（參見表 2 及圖 1）  

1. 地價稅：減少 584 萬餘元，稅收減少 0.71%，係因本市公告地價微調 1.46%，若扣除調升

幅度較⼤的湖⼦內區段徵收區，公告地價平均調幅則為「負 1.91％」，致稅收較上年微幅

單位：千元；%

百分比 百分比 增(減)率

總 計 3,111,209 100.00 3,246,359 100.00 -135,150 -4.16

地 價 稅 820,578 26.37 826,418 25.46 -5,840 -0.71

土 增 稅 666,489 21.42 756,757 23.31 -90,268 -11.93

房 屋 稅 659,276 21.19 661,246 20.37 -1,970 -0.30

牌 照 稅 753,140 24.21 744,600 22.93 8,540 1.15

契 稅 92,392 2.97 145,499 4.48 -53,107 -36.50

印 花 稅 88,825 2.85 83,979 2.59 4,846 5.77

娛 樂 稅 30,510 0.98 27,860 0.86 2,650 9.51

教 育 捐 ─ ─ ─ ─ ─ ─

資料來源：本局稅捐統計年報。

說        明：土地增值稅包含中央統籌20%之數額。

 表2. 107年度各項稅捐收入實徵淨額與上年度同期比較

增(減)數106年度107年度稅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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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減。 

2. 土地增值稅：減少 9,026 萬 8 千餘元，稅收減少 11.93%，因湖⼦內區段徵收影響趨緩，及

上年同期有多筆長期持有、⼤筆土地移轉，致稅收較上年衰退。 

3. 房屋稅：減少 197 萬餘元，稅收微幅減少 0.30%，因隨課案件數量較上年度減少，及上年

度某百貨⼤樓移轉產生隨課⼤額稅款，致基期高，故稅收較上年微幅減少。 

4. 使用牌照稅：增加 854 萬餘元，成長 1.15%，係因新車掛牌增加及積極催徵，致稅收較上

年成長。 

5. 契稅：減少 5,310 萬 7 千餘元，減少 36.50%，因房屋移轉件數減少，移轉現值較低，及上

年度有⼤型建物移轉，導致基期較高，故稅收較上年⼤幅減少。 

6. 印花稅：增加 484 萬 6 千餘元，稅收成長 5.77%，乃因⼤額承攬合約、總繳稅額增加，致

稅收較上年成長。 

7. 娛樂稅：增加 265 萬餘元，成長 9.51%，主因係具娛樂性之選物販賣機（夾娃娃機）暴增，

致稅收較上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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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目別

圖1. 107年度各項稅捐收入實徵淨額與上年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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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三 、 近 十 年 稅 收 成 長 趨 勢 及 結 構 分 析  

本市 107 年度地方稅稅捐收入實徵淨額 31 億 1,120 萬 9 千餘元，與上年度同期比較，減

少 4.16%；與 98 年度比較，稅收增加 18.54%。（參見表 3） 

（ 一 ）、 稅 收 成 長 趨 勢 ：  

觀看近 10 年稅收變動情形，其中 98、100、103、105 及 107 年度出現較上年下滑景象，

而本年度主要係因土地增值稅及契稅稅收⼤幅減少，致整體稅收呈現減少走勢。 

若與預算數比較，除 103 年度未能達到預算目標外，其餘各年度均超徵，其中 106 年度

超徵數最多。（參見表 3 及圖 2） 

表3. 近10年稅捐收入預算數與實徵淨額比較

單位：千元；%

實徵淨額與預算數比較 實徵淨額與上年度比較

增(減)數 達成率(%) 增(減)數 增(減)率(%)

98 2,534,298 2,624,573 90,275 103.56 -854 -0.03

99 2,539,029 2,739,757 200,728 107.91 115,184 4.39

100 2,631,742 2,666,039 34,297 101.30 -73,718 -2.69

101 2,677,743 2,694,905 17,162 100.64 28,866 1.08

102 2,560,412 2,781,129 220,717 108.62 86,224 3.20

103 2,784,908 2,716,832 -68,076 97.56 -64,297 -2.31

104 2,814,517 2,920,757 106,240 103.77 203,925 7.51

105 2,716,833 2,768,479 51,646 101.90 -152,278 -5.21

106 2,721,700 3,246,359 524,659 119.28 477,880 17.26

107 2,720,400 3,111,209 390,809 114.37 -135,150 -4.16

資料來源：本局稅捐統計年報。

說        明：1.預算數為法定預算數。2.土地增值稅包含中央統籌20%之數額。

實徵淨額預算數年度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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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近10年稅捐收入成長趨勢

預算數 實徵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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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稅收結構分析： 

本市歷年來地方稅稅捐收入以地價稅、土地增值稅、使用牌照稅及房屋稅為主要稅源，

四項稅收合計約占總稅收（不含罰鍰）九成以上之比重。 

1. 地價稅：近年來為本市稅課收入之首要來源，比重居各稅之首，近 10 年平均比重 26.06%。

地價稅屬底冊稅，稅收較不易受土地市場交易興衰而產生劇烈波動，為本市穩定可靠之稅

收來源。 

2. 使用牌照稅：隨著市民持有車輛數不斷增加，稅收逐年成長，98 年度起，除 99 年度及 106

年度退居第三，其餘年度比重排序第二，10 年平均比重 24.38%。 

3. 房屋稅：屬底冊稅，稅源較穩定，近 10 年來稅收比重排序第三或第四，10 年平均比重為

21.48%。 

4. 土地增值稅：屬機會稅，易受房地產景氣及政府政策等因素影響，稅收較不穩定，近 10

年來稅收比重起伏波動⼤，除 99 年度及 106 年度因土增稅收⼤幅成長，比重躍升第二外，

其餘年度比重均居第三或第四序位，近 10 年平均比重為 20.40%。（參見表 4） 

 

 

  

單位：%

年度別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98-107

稅目別 平均

總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地 價 稅 26.68 24.87 25.75 25.74 25.43 26.42 24.63 29.44 25.46 26.37 26.06

土地增值稅 18.23 23.68 19.94 20.73 21.54 18.49 21.71 14.08 23.31 21.42 20.40

使用牌照稅 24.06 23.36 24.35 24.56 24.17 25.33 24.53 26.57 22.94 24.21 24.38

房 屋 稅 21.01 20.78 21.90 21.47 21.11 22.10 22.04 23.04 20.37 21.19 21.48

契 稅 6.33 3.82 4.52 3.86 4.31 3.94 3.58 3.07 4.48 2.97 4.07

印 花 稅 2.41 2.37 2.42 2.61 2.45 2.72 2.63 2.82 2.59 2.85 2.59

娛 樂 稅 1.28 1.11 1.12 1.03 0.99 1.01 0.88 0.99 0.86 0.98 1.02

教 育 捐 ─ ─ ─ ─ ─ ─ ─ ─ ─ ─ ─
資料來源：本局稅捐統計年報。

表4. 各項稅收比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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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稅目之稅收與稅源概況分析  

一、地價稅 

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土地稅法第 22 條規定課徵田賦（自民國 76 年起全面停徵）者

外，應按申報地價，依法課徵地價稅。地價稅係按每一土地所有權人在每一直轄市或縣（市）

轄區內之地價總額計徵之。前項地價總額，指每一土地所有權人依法定程序辦理規定地價或

重新規定地價，經核列歸戶册之地價總額。 

地價稅的課徵以「公告地價」為稅基，公告地價為政府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4 條、第 15

條辦理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所公告之地價，係作為土地所有權人申報地價之參考。公

告地價因 106 年平均地權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自 107 年元旦起改為每 2 年調整一次，最近一

次之公告地價調整時間為 107 年，平均調整幅度較 105 年略為調升 1.46%。107 年度地價稅

開徵查定之課稅地價較 106 年度減少 0.32%，查定稅額則較 107 年度成長 0.18%。（參見表 5

及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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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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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 嘉義市近年公告地價

平均調幅

資料來源：嘉義市政府地政處

說 明：自106年起公告地價調整頻率由每3年調整

1次改為每2年調整1次。

表5. 近10年地價稅查定 表6. 地價稅減免稅地概況
單位：筆；千元

地價稅查定

筆數 課稅地價 查定稅額

98 211,242 75,999,030 676,650

99 214,781 75,722,508 680,994

100 217,995 75,941,638 681,222

101 232,702 76,332,508 685,699

102 233,807 77,677,880 701,463

103 236,368 77,921,014 706,351

104 240,421 78,184,165 709,030

105 249,045 90,192,700 813,263

106 257,184 90,419,574 815,059

107 260,182 90,132,253 816,534
資料來源：本局公務統計報表～地價稅查定(應稅土地)。

說        明：99、102、105及107年公告地價調整。

年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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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 10 年稅收概況 

地價稅以土地為課稅標的，其稅收受到土地公告地價調整、適用優惠稅率用地、減免稅

地及原課田賦改課地價稅用地清查等因素影響，呈現波段性起伏變動。 

地價稅近 10 年稅收變動，除 99 及 107 年度負成長外，其餘年度均較上年成長。99 年度

因前一年度清查某公司數筆土地，有巨額清查補徵稅款入帳，而 99 年度因該公司有數筆土地

辦理賦額更正，查定稅額減少，致稅收衰退 2.69%。100 年度針對轄內未辦繼承案件加強清理，

新增滯欠稅額較上年減少，加上 99 年 5 月 7 日修正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9 條，將無償供公共使

用之私有土地得免徵地價稅之規定，修正為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始得免稅，因此無償

供公眾通行道路土地以外之私有土地，自 100 年恢復課徵地價稅，致稅收微幅成長。102 年

度本市公告地價調整，平均調幅上漲 4.09%，定期開徵之查定稅額增加，稅收較上年增加 1.99%。

105 年度因逢公告地價調整，全市平均漲幅 17.04%，致稅收較上年同期⼤幅成長 13.29%。106

年度定期開徵的繳款書多於 12 月底前繳納，故稅收較上年微幅成長。107 年度本市公告地價

微調 1.46%，若扣除調升幅度較⼤的湖⼦內區段徵收區，公告地價平均調幅則為「負 1.91％」，

又湖⼦內區段徵收區部分區域減半徵收，故公告地價調升，但總體稅收仍衰退 0.71%。（參見

表 5、圖 3 及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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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近10年地價稅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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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觀察地價稅減免稅地概況，近 10 年減免稅地筆數及課稅地價整體呈現成長之走勢。101

年度減免筆數及課稅地價較上年度增加五成以上，主要係因配合國有財產法第 8 條，進行釐

正國有土地稅籍工作，將原歸屬「零稅種」

土地，釐正為一般土地加註減免原因，造成

減免案件⼤幅增加。105 年度因公告地價⼤

幅調升，減免稅地之課稅地價亦⼤幅成長。

而 106 年度起湖⼦內區段徵收配地完成，兩

年減半徵收地價稅，致減免稅地筆數較上年

度⼤幅增加。107 年度湖⼦內區段徵收區部

分區域取消減半徵收，故減免稅地筆數減少，

而該年調升公告地價，致減免稅地之課稅地

價⼤幅成長。（參見表 6）  

 

（二）、稅源結構分析 

由地價稅之查定地價稅額分析本市地價稅稅源概況，107 年度查定稅地種類結構中以一

般土地為最⼤宗，占 86.07%，其次是自用住宅用地，占 7.71%。（參見圖 5） 

表6. 地價稅減免稅地概況
單位：筆；千元

減免稅地

筆數 課稅地價

98 23,304 31,631,790

99 26,215 47,367,756

100 27,955 48,394,035

101 43,733 74,251,378

102 44,422 76,475,841

103 45,542 77,227,467

104 47,242 80,431,284

105 54,502 100,418,684

106 70,837 104,055,271

107 69,254 108,612,035
資料來源：本局稅捐統計年報。

年別

一般土地 86.07%

自用住宅用地 7.71%

工礦業等用地 4.61%

公共設施保留地 1.60%

圖5. 107年度地價稅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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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近 10 年來地價稅稅源之結構分配一直很穩定，一般土地之查定稅額均維持在八成五

左右之比重，而自用住宅用地之比重維持在百分之七左右。（參見表 7） 

 

二、土地增值稅 

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應按其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土地增值稅。但

因繼承而移轉之土地，各級政府出售或依法贈與之公有土地，及受贈之私有土地還有其他依

法免徵土地增值稅者，免徵土地增值稅。土地增值稅之計算以每年評定之「公告土地現值」

為基礎。 

（一）、近 10 年稅收概況 

土地增值稅屬機會稅性質，稅收易受政府政策、經濟景氣及環境變遷等因素影響，波動

變化較⼤。 

99 年度景氣回溫，因新增一生一屋規定，房地交易再度活絡，有多筆長期持有土地移轉，

加上另有部分上（98）年度⼤額法拍案件之法院分配稅款於本年初入庫，致稅收⼤幅成長

35.62%。 

100 年度政府為調控房市，打壓房價，祭出「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俗稱奢侈稅，自 100

表7. 地價稅稅源結構分析～查定地價稅額

單位：%

年別 總計 一般土地
自用住宅

用地

工礦業等

用地

公共設施

保留地

98 100.00 85.32 7.65 5.07 1.96

99 100.00 85.52 7.69 5.09 1.70

100 100.00 85.51 7.76 5.02 1.71

101 100.00 85.73 7.78 4.79 1.70

102 100.00 85.83 7.80 4.72 1.65

103 100.00 85.95 7.75 4.64 1.66

104 100.00 86.19 7.78 4.55 1.48

105 100.00 85.97 7.93 4.60 1.50

106 100.00 85.88 7.88 4.61 1.63

107 100.00 86.07 7.71 4.61 1.60
資料來源：本局公務統計報表～地價稅查定（包含公有及私有應稅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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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開徵）等打房措施，當年申報移轉案件雖然增加，但應納稅額減少，⼤額應稅土地交

易額⼤為緊縮，加上 99 年度有數筆⼤額稅款入帳，基期較高，致稅收下滑 18.06％。 

102 年度隨著自 100 年 6 月開徵奢侈稅兩年施行期屆滿，房地產交易熱絡，有多筆⼤面

積且長期持有之土地移轉，加上本年度公告土地現值平均調幅較去年調漲 4.88%，累計稅收

成長 7.22%。 

103 年度受景氣及稅改財政政策不明影響，房地市場交易趨於保守，缺乏長期持有之⼤

面積土地移轉，致應稅土地移轉筆數雖較上年增加，應納稅額卻較上年⼤幅減少，再加上 10

月份有⼤額退稅，致稅收下滑 16.13%。 

104 年度因房地合一稅改政策確定於 105 年 1 月 1 日實施，民眾為搭舊制末班車，趕在

年底前辦理房地移轉，致稅收⼤幅成長 26.25%。 

105 年度因房地合一所得稅新制實施，上年度有⼤批房地交易趕在 104 年 12 月底前申報

移轉，基期較高，加上今年房地交易市場觀望保守，移轉土地件數及應納稅額均較上年⼤幅

減少，致稅收較上年⼤幅衰退 38.54%。 

106 年度因房地市場回穩，有多筆長期持有土地移轉、某公司⼤筆土地移轉及湖⼦內區

段徵收提前完成配地影響，致稅收較上年⼤幅成長 94.15%。 

107 年度湖⼦內區段徵收影響趨緩，及因上年有多筆長期持有、⼤筆土地移轉，致稅收

4.8 
6.5 

5.3 5.6 6.0 
5.0 

6.3 

3.9 

7.6 
6.7 

-2.99

35.62

-18.06

5.06 7.22

-16.13

26.25

-38.54

94.15

-11.93

-120

-60

0

60

120

0

5

10

15

20

25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億元

年度

圖6. 近10年土地增值稅稅收

稅額(左標) 年增率(右標)



- 12 - 

 

較上年減少 11.93%。（參見表 8、圖 6、圖 7 及圖 8） 

 

（二）、稅源結構分析 

按稅率別分析本市107年度土地增值稅稅源結構，由移轉筆數觀察土地增值稅辦理情形，

表8. 近10年土地增值稅

應納稅額統計
單位：筆；千元

移轉土地筆數

合計 應稅 免稅

98 11,266 3,069 8,197 533,300

99 11,269 3,196 8,073 617,539

100 11,608 3,210 8,398 550,116

101 11,200 3,017 8,183 574,658

102 14,433 5,247 9,186 670,813

103 11,416 6,258 5,158 538,415

104 10,283 6,381 3,902 597,957

105 8,892 5,402 3,490 397,520

106 10,366 6,476 3,890 743,331

107 10,230 6,776 3,454 682,599

資料來源：本局稅捐統計年報。

年度別 應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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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徵收稅率 20%之一般用地移轉案件 5,059 筆，占 49.45%最高，其次為私有免稅 3,360 筆，

占 32.84%；若由應納稅額分析稅收來源，以徵收稅率 40%之一般用地比重最高，占 55.46%，

其次是徵收稅率 20%之一般用地，占 27.59%。（參見表 9） 

 

按土地增值稅之移轉原因分析土地增值稅辦理情形，107 年度申報土地移轉筆數共 10,230

筆，其中以買賣案件 7,295 筆，占全年土地移轉筆數的 71.31%最高，其次是贈與案件（不含

配偶贈與）1,240 筆，占 12.12%，法院拍賣案件 514 筆，占 5.02%居第三。（參見表 10 及圖 9） 

表9. 107年度土地增值稅稅源統計表

~按稅率別分析

表10.

107
單位：筆；千元

一般用地

小計 20% 30% 40% 其他

移轉筆數 10,230 6,776 535 6,241 5,059 343 821 18 3,454 94 3,360

% 100.00 66.24 5.23 61.01 49.45 3.35 8.03 0.18 33.76 0.92 32.84

應納稅額 682,599 682,599 51,142 631,457 188,296 63,946 378,566 649 ─ ─ ─

% 100.00 100.00 7.49 92.51 27.59 9.37 55.46 0.10 ─ ─ ─

資料來源：本局稅捐統計年報。

公有 私有
稅率別 總計

應稅

小計

免稅

小計
自用住

宅用地

單位：件、千元、%

項 目 移  轉  筆  數 應  納  稅  額

類 別 比重 比重

合 計 10,230 100.00 682,599 100.00

買 賣 7,295 71.31 600,606 87.99

贈 與 1,240 12.12 68,935 10.10

法 院 拍 賣 514 5.02 10,787 1.58

農 地 移 轉 325 3.18 ─ ─

公 設 移 轉 300 2.93 ─ ─

配 偶 贈 與 299 2.92 ─ ─

公 有 移 轉 94 0.92 ─ ─

判 決 移 轉 或 分 割 74 0.72 616 0.09

分 割 31 0.30 816 0.12

交 換 25 0.24 836 0.12

其 他 類 33 0.32 3 0.00
資料來源：本局稅捐統計年報。

說   　 明：1.總數與細目不合係因四捨五入所致。

                   2.農地移轉包含農地買賣、贈與、交換、分割及法拍。

                   3.其他類包含遺贈、記存、協議價購、賸財不課、原有不課(公同共有)及水利不課等。

表10. 107年度土地增值稅稅源統計表

~按移轉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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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就應納稅額之移轉原因別分析，107 年度應納稅額共計 6 億 8,259 萬 9 千餘元，其中

屬於買賣原因之應納稅額為 6 億 60 萬 6 千餘元，占 87.99%，為主要稅收來源，其次為贈與

（不含配偶贈與）之應納稅額 6,893 萬 5 千餘元，占 10.10%，第三為法院拍賣之應納稅額 1,078

萬 7 千餘元，占 1.58%。（參見表 10 及圖 10） 

買賣

87.99%

贈與

10.10%

法院拍賣

1.58%

判決移轉或分割

0.09%

分割

0.12%

交換

0.12%

其他類

0.00%

其他

0.33%

圖10. 107年度土地增值稅稅源結構

～按應納稅額分析

買賣

71.31%

贈與

12.12%

法院拍賣

5.02%

農地移轉

3.18%

公設移轉

2.93%

配偶贈與

2.92%

公有移轉

0.92%
判決移轉或分割

0.72%分割

0.30%
交換

0.24%
其他類

0.32%

其他

8.37%

圖9. 107年度土地增值稅稅源結構

～按土地移轉筆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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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土地移轉筆數觀察近 10 年土地增值稅辦理情形，移轉件數 98 年起逐年微幅增長，至

102 年達高峰後開始下跌，近 2 年有略微回升。102 年度因土地交易熱絡，帶動應稅與免稅土

地移轉案件⼤幅成長。103 年度因受景氣及財政政策不明影響，房地交易保守，缺乏長期持

有之⼤面積土地移轉，申辦移轉件數下滑。104 年度雖有房地合一新制實施前之預期心理，

應稅土地移轉案件增加，然而免稅案件卻持續⼤幅減少，造成全年移轉筆數下滑。105 年度

房地合一新制正式實施，房地交易市場觀望保守，應稅及免稅土地移轉均⼤幅減少。106 年

度受本市湖⼦內區段徵收提前完成配地影響，致交易筆數較上年度⼤幅增加，107 年度影響

趨緩，總交易筆數略減。（參見表 11 及圖 11） 

表11. 土地增值稅稅源分析~土地移轉筆數
單位：筆

一般土地

小計 20% 30% 40% 其他

98 11,266 3,069 549 2,520 1,179 313 1,016 12 8,197 121 8,076

99 11,269 3,196 642 2,554 1,296 332 924 2 8,073 180 7,893

100 11,608 3,210 592 2,618 1,364 318 935 1 8,398 166 8,232

101 11,200 3,017 630 2,387 1,196 221 962 8 8,183 78 8,105

102 14,433 5,247 655 4,592 3,434 287 859 12 9,186 119 9,067

103 11,416 6,258 507 5,751 4,321 452 972 6 5,158 91 5,067

104 10,283 6,381 563 5,818 4,807 193 811 7 3,902 179 3,723

105 8,892 5,402 597 4,805 4,104 179 503 19 3,490 115 3,375

106 10,366 6,476 527 5,949 5,067 230 633 19 3,890 157 3,733

107 10,230 6,776 535 6,241 5,059 343 821 18 3,454 94 3,360
資料來源：本局稅捐統計年報。

年度

別
總計

應稅

小計

免稅

小計
自用住

宅用地
公有 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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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土地增值稅之土地移轉筆數分析

～按應稅、免稅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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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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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一步比較土地移轉筆數之應稅與免稅情形，98 至 101 年度應稅土地移轉筆數之比重

均在 3 成以下；反之免稅筆數之比重均維持在 7 成以上。102 年度起，應稅土地交易增加，

比重逐年成長，103 年度提升至 54.82%，首度超越免稅移轉筆數，至 107 年度整體成長趨勢

穩定上升。（參見表 12 及圖 11） 

 

三、房屋稅 

房屋稅以附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及有關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為課徵對象。房

屋稅主管稽徵機關依據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房屋標準價格，核計房屋現值。其稅源依房

屋現值按房屋使用用途之不同，適用不同的稅率課徵之。 

（一）、近 10 年稅收概況 

房屋稅之稅基為「房屋現值」，整體房屋現值會因新建房屋增加、使用建材等級提高及房

屋所處路段發展等因素而增加，帶動房屋稅稅收成長。 

近 10 年房屋稅除 98、101、105 及 107 年度出現負成長外，歷年稅收呈現微幅上揚走勢，

主要係因新建房屋持續增加，加上持續加強房屋稅籍清查及欠稅清理的成果。 

98 年度受到 2 筆行政救濟確立案件，退還上年度因復查案件繳半之⼤額稅款，稅收出現

負成長 6.96%。 

表12. 土地增值稅稅源結構分析~土地移轉筆數
單位：%

一般土地

小計 20% 30% 40% 其他

98 100.00 27.24 4.87 22.37 10.47 2.78 9.02 0.11 72.76 1.07 71.68

99 100.00 28.36 5.70 22.66 11.50 2.95 8.20 0.02 71.64 1.60 70.04

100 100.00 27.65 5.10 22.55 11.75 2.74 8.05 0.01 72.35 1.43 70.92

101 100.00 26.94 5.63 21.31 10.68 1.97 8.59 0.07 73.06 0.70 72.37

102 100.00 36.35 4.54 31.82 23.79 1.99 5.95 0.08 63.65 0.82 62.82

103 100.00 54.82 4.44 50.38 37.85 3.96 8.51 0.05 45.18 0.80 44.39

104 100.00 62.05 5.48 56.58 46.75 1.88 7.89 0.07 37.95 1.74 36.21

105 100.00 60.75 6.71 54.04 46.15 2.01 5.66 0.21 39.25 1.29 37.96

106 100.00 62.47 5.08 57.39 48.88 2.22 6.11 0.18 37.53 1.51 36.01

107 100.00 66.24 5.23 61.01 49.45 3.35 8.03 0.18 33.76 0.92 32.84
資料來源：本局稅捐統計年報。

私有
年度

別
總計

應稅

小計

免稅

合計
自用住

宅用地
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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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因持續加強清查及新建房屋件數增加，加上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俗稱奢侈

稅）於 100 年 6 月 1 日開始施行，上半年受奢侈稅即將開徵之影響，房屋移轉隨課開徵案件

增加，致稅收成長 2.56%。 

101 年度因不動產實價登錄制度於 101 年 8 月 1 日登場，衝擊房巿交易，造成下半年隨

課案件減少，加上徵起以前年度舊欠減少，致稅收略微下滑 0.92%。 

103 年度因隨課開徵案件稅額增加、年中有新設籍飯店之⼤額稅款繳納，加上本年有部

分區段之地段率進行調整，致稅收較上年成長 2.25%。 

104 年度因調升非自住之住家用房屋等稅率 （因應房屋稅條例第 5 條條文修正） ，並

積極辦理稅籍清查，稅收成長 7.21%。 

105 年度本市重行評定房屋標準單價，採全國首創，將新評定之房屋標準單價分三年逐

步調整到位方案，重行評定之房屋標準單價適用於 105 年 7 月 1 日以後核發使用執照之新、

增、改建房屋，不溯及舊有已評定的房屋，且暫不調整地段率，因此稅源增加有限；加上 105

年度隨課案件較上年同期減少，致稅收微幅下滑 0.91%。 

106 年度因隨課案件數量較上年度增加及某百貨⼤樓移轉產生隨課⼤額稅款，故較上年

度上升 3.68%。107 年度因隨課案件數量較上年度減少，且上年基期較高，致稅收些微下滑

0.30%。（參見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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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近10年房屋稅稅收

稅額(左標) 年增率(右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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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稅源結構分析 

觀察本市 107 年度（107 年 6 月底）房屋稅籍查定之應稅房屋現值，其中以鋼筋混凝土

及預鑄造之房屋所占比例最高，占 81.17%，其次為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之房屋構造，占 8.26%，

再次為鋼骨混凝土造房屋，占 7.21%。（參見圖 13 及表 13） 

近 10 年本市應稅房屋查定現值在房屋構造別上，一直以鋼筋混凝土及預鑄造之房屋所占

比例最高，均有八成左右之比例，其次為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之房屋構造，維持一成左右之

比例。就整體觀之，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房屋之比例呈現下滑走勢，而鋼骨混凝土造房屋則

有逐年成長趨勢。（參見表 13） 

鋼骨混凝土造

7.21%

鋼筋混凝土及預

鑄造

81.17%

鋼筋混凝土加強

磚造

8.26%

木造

0.13%

磚石造

0.04%

卵石混凝土造

0.00%

鋼鐵造

3.19%

竹造及其他

0.00%

其他

3.36%

圖13. 107年度房屋稅稅源結構

～應稅房屋現值

表13. 房屋稅稅源結構分析 ～應稅房屋現值

按房屋構造別分
單位：%

年 別 總 計
鋼骨混

凝土造

鋼 筋 混

凝 土 及

預 鑄 造

鋼 筋 混

凝 土 加

強 磚 造

木 造 磚石造
卵 石 混

凝 土 造
鋼鐵造 土磚造

竹 造 及

其 他

98 100.00 5.75 79.80 10.84 0.16 0.05 0.00 3.40 ─ 0.00

99 100.00 5.35 80.22 10.73 0.15 0.05 0.00 3.50 ─ 0.00

100 100.00 5.52 80.15 10.49 0.16 0.05 0.00 3.63 ─ 0.00

101 100.00 5.62 80.37 10.20 0.15 0.05 0.00 3.61 ─ 0.00

102 100.00 5.81 80.63 9.85 0.15 0.05 0.00 3.51 ─ 0.00

103 100.00 6.35 80.52 9.51 0.15 0.04 0.00 3.43 ─ 0.00

104 100.00 6.52 80.46 9.32 0.16 0.04 0.00 3.50 ─ 0.00

105 100.00 6.70 80.77 9.00 0.15 0.04 0.00 3.34 ─ 0.00

106 100.00 6.74 81.21 8.63 0.14 0.04 0.00 3.25 ─ 0.00

107 100.00 7.21 81.17 8.26 0.13 0.04 0.00 3.19 ─ 0.00
資料來源：本局稅捐統計年報。

說        明：1.統計至各年6月底資料。

                    2.95年度構造別類新增"其他"項。因系統轉換，各構造別分類判定基礎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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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牌照稅 

使用牌照稅係以使用公共水陸道路之交通工具為課稅標的，按交通工具種類分別課徵，

除機動車輛應就其種類按汽缸總排氣量劃分等級計徵外，其他交通工具之徵收率，由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擬訂，提經同級民意機關通過，並報財政部備案。機動車輛分小客車、⼤客

車、貨車、機器腳踏車四類。 

（一）、近 10 年稅收概況 

使用牌照稅稅收隨機動車輛數增加而呈穩定成長，近 10 年稅收除 98 年度負成長外，其

餘年度皆為正成長走勢。 

98 年受後金融風暴時期影響，景氣尚未回溫，在汽車領牌數成長遲緩情況下，稅收微幅

下滑。99 年度起汽車登記持續增加，加上本局積極創新催徵，稅收每年平穩成長。104 年度

受惠國際油價走跌及歐元、日圓貶值等因素，帶動國內購車潮，致稅收年增率加⼤到 4.11%。

105 年起新車掛牌增加及積極催繳，致使用牌照稅整體稅收穩定成長。（參見表 14 及圖 14） 

 

單位：輛

汽          車 機 器 腳 踏 車

⼤客車 ⼤貨車 小客車 小貨車 特種車 重型 輕型

98 285,456 82,870 622 2,453 69,624 9,444 727 202,586 129,155 73,431

99 286,872 83,908 627 2,481 70,678 9,392 730 202,964 131,399 71,565

100 291,730 85,690 647 2,517 72,319 9,489 718 206,040 136,381 69,659

101 291,562 87,130 659 2,466 73,590 9,594 821 204,432 139,401 65,031

102 276,498 88,557 665 2,451 74,985 9,630 826 187,941 135,713 52,228

103 272,438 90,511 670 2,441 76,803 9,761 836 181,927 137,162 44,765

104 274,648 92,721 678 2,473 78,862 9,842 866 181,927 141,876 40,163

105 273,782 93,809 709 2,507 79,944 9,761 888 179,973 145,611 34,362

106 271,756 94,978 732 2,489 81,010 9,860 887 176,778 157,130 19,648

107 271,668 95,660 735 2,369 81,780 9,878 898 176,008 160,331 15,677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處。

說        明：1.本表所列資料以年底領有統一牌照車輛為限，不含軍車及臨時牌照車輛。

                    2.重型機器腳踏車為汽缸總排氣量逾50cc之機器腳踏車。

年底

別
總計

                    3.101年3月起，繼承人未於被繼承人死亡後一年內辦理異動登記者，依法令註銷牌照；102年8月公路

                       總局寄發10年以上高齡機車車主通知單，於102年 10月1日前完成報廢手續即不需補繳過去5年積欠

                       之燃料使用費，致機車登記數明顯下降。

表14. 嘉義市機動車輛登記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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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近年本局辦理免稅車輛申報核准情形，政府為擴⼤照顧身心障礙者，於 87 年 11 月

11 日修正公布，放寬身心障礙者申請使用交通工具免徵牌照稅之規定，致使免稅車輛申報核

准件數逐年穩定成長。（參見表 15） 

另依 94 年新修正之「發展⼤眾運輸條例」規定，自 94 年 12 月 2 日起計程車免徵牌照稅，

95 年度於 4 月 18 日經財政部核准，計程車原業已設立經營者及嗣後辦理新領牌照、過戶登

記及各項異動手續者，逕由監理單位通報予以轉檔註記免稅，免再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7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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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近10年使用牌照稅稅收

稅額(左標) 年增率(右標)

表15. 使用牌照稅稽徵情形
 單位：件

總計 小客車 ⼤客車 貨車 農村拼裝車 曳引車 機器腳踏車

應稅 免稅 應稅 免稅 應稅 免稅 應稅 免稅 應稅 免稅 應稅 免稅 應稅 免稅

98 80,072 1,921 65,212 1,854 783 37 12,378 30 ─ ─ 1,265 ─ 434 ─

99 80,535 1,726 65,642 1,658 854 40 12,281 28 ─ ─ 1,261 ─ 497 ─

100 81,466 1,799 66,587 1,719 834 55 12,129 25 ─ ─ 1,333 ─ 583 ─

101 83,216 1,806 67,932 1,728 890 45 12,307 33 ─ ─ 1,390 ─ 697 ─

102 83,605 1,618 68,112 1,574 855 25 12,245 19 ─ ─ 1,451 ─ 942 ─

103 85,705 1,852 69,946 1,795 922 40 12,149 17 ─ ─ 1,481 ─ 1,207 ─

104 90,015 1,826 73,639 1,767 947 14 12,395 44 ─ ─ 1,502 ─ 1,532 1

105 91,313 1,734 74,496 1,657 980 32 12,556 45 ─ ─ 1,405 ─ 1,876 ─

106 92,695 1,829 75,286 1,765 1,032 35 12,470 29 ─ ─ 1,456 ─ 2,451 ─

107 94,045 1,847 76,108 1,769 1,067 29 12,527 48 ─ ─ 1,403 ─ 2,940 1
資料來源：本局稅捐統計年報。

說        明：1.應稅車輛件數係當年度1至12月應課稅車輛徵起累計件數。(營業用車分兩期徵收)

                    2.免稅車輛件數係當年度1至12月辦理免稅申報核准累計件數。

年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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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項規定向稅捐機關辦理免稅手續，故 95 年度起小客車免稅申報案件⼤都屬身心障礙免稅案

件。 

使用牌照稅法部分條文於 103 年 6 月 18 日經總統令公布修正，使用牌照稅法第 7 條有關

身心障礙者使用之車輛免徵使用牌照稅之條件，增列親等及汽缸總排氣量之限制，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104 年度起申辦免稅之小客車件數有微幅減少，惟 106 年度起又有微幅增加

之情形。 

 

（二）、稅源結構分析 

本市 107 年度徵起之應稅車輛件數以小客車（包含自用及營業用）最多，占 80.93%，其

次為貨車占 13.32%，再次為機器腳踏車占 3.13%。若由實徵稅額分析稅源結構，仍以小客車

（包含自用及營業用）居首，占 89.61%，次為貨車占 6.82%，再次為曳引車占 1.94%。（參見

表 16、表 17 及圖 15） 

 

 

表16. 使用牌照稅稅源結構分析

機器行駛車輛~應稅件數
單位：%

年別 總計 小客車 ⼤客車 貨車 農村拼裝車 曳引車 機器腳踏車

97 100.00 81.38 1.03 15.36 ─ 1.72 0.51

98 100.00 81.44 0.98 15.46 ─ 1.58 0.54

99 100.00 81.51 1.06 15.25 ─ 1.56 0.62

100 100.00 81.74 1.02 14.89 ─ 1.64 0.71

101 100.00 81.63 1.07 14.79 ─ 1.67 0.84

103 100.00 81.61 1.08 14.18 ─ 1.72 1.41

104 100.00 81.81 1.05 13.77 ─ 1.67 1.70

105 100.00 81.58 1.07 13.75 ─ 1.54 2.06

106 100.00 81.22 1.11 13.45 ─ 1.57 2.65

107 100.00 80.93 1.13 13.32 ─ 1.49 3.13

資料來源：本局公務統計報表～使用牌照稅稽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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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近 10 年應稅車輛徵起稅額結構分析本市牌照稅稅源，小客車所占之比重一直最高，且

逐年穩定微幅成長，但 107 年度成長趨緩，貨車比重居次。（參見表 17 及圖 16） 

 
表17. 使用牌照稅稅源結構分析 表16. 使用牌照稅稅源結構分析

機器行駛車輛~實徵稅額 機器行駛車輛~應稅件數
單位：%

年別 總計 小客車 ⼤客車 貨車 農村拼裝車 曳引車 機器腳踏車

97 100.00 89.25 0.92 7.51 ─ 2.19 0.13

98 100.00 89.30 0.91 7.63 ─ 2.01 0.15

99 100.00 89.29 0.96 7.51 ─ 2.06 0.18

100 100.00 89.34 0.92 7.40 ─ 2.14 0.20

101 100.00 89.31 0.94 7.34 ─ 2.18 0.23

103 100.00 89.42 0.94 7.11 ─ 2.20 0.33

104 100.00 89.62 0.91 6.87 ─ 2.18 0.42

105 100.00 89.68 0.92 6.94 ─ 1.97 0.49

106 100.00 89.64 0.92 6.85 ─ 2.00 0.59

107 100.00 89.61 0.94 6.82 ─ 1.94 0.68

資料來源：本局公務統計報表～使用牌照稅稽徵。

小客車

80.93%

⼤客車

1.13%

貨車

13.32%

曳引車

1.49% 機器腳踏車

3.13%

圖15. 107年度使用牌照稅稅源

~應稅車輛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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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契稅 

不動產之買賣、承典、交換、贈與、分割或因占有而取得所有權者，均應申報繳納契稅。

但在開徵土地增值稅區域之土地，免徵契稅。契稅之稅源分為買賣契稅、典權契稅、交換契

稅、贈與契稅、分割契稅、占有契稅等六類。 

（一）、近 10 年稅收概況 

98 年度因房屋交易案件增加及部分新建房屋移轉現值較高，核定契價增加，並相較 97

年度受全球金融風暴影響下，稅收⼤幅成長 37.27%。99 年房屋交易案件雖增加，但多為現值

較低之老舊房屋申報移轉，稅額較低，又因上年度有數筆⼤額契稅個案移轉，基期較高，造

成稅收相對減少 36.96%。100 年度因上半年受奢侈稅即將開徵之影響，房屋移轉案件增加，

加上經國新城前五年內受限移轉之案件開始辦理移轉，房屋交易案件增加，致稅額成長

14.95%。101 年度因房屋交易案件減少，且上年度有經國新城多筆移轉案件，基期較高，致

稅收相對負成長 13.53%。102 年度因房屋交易案件增加，稅收成長 15.06%。103 年度起受房

市交易退燒影響，房屋移轉案件減少，且有不少老舊房屋之移轉，房屋移轉現值較低，致稅

收連年下滑。105 年度受到景氣欠佳與房地合一政策雙重效應影響，房屋交易案件更加減少，

小客車

貨車

0%

20%

40%

60%

80%

100%

年

圖16. 近10年使用牌照稅稅源結構分析

機器腳踏車

曳引車

貨車

⼤客車

小客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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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下滑 18.73%。106 年度受湖⼦內開發影響，新建房屋移轉增加，以及本年度某百貨⼤樓

移轉，且上年基期較低，致稅收較上年⼤幅成長 71.32%。107 年度房屋移轉件數較少，移轉

現值較低，又因上年有⼤型建物移轉，致稅收較上年減少 36.50%。（參見表 18 及圖 17、圖

18） 

 

（二）、稅源結構分析 

以契價結構觀察契稅稅源，本市 107 年度契稅最主要來源為買賣契稅，比重占 8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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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近10年契稅稅收

稅額(左標) 年增率(右標)

表18. 近10年契稅比較分析
單位：筆；千元

件數

合計 應稅 免稅

98 4,597 4,556 41 2,771,477

99 4,636 4,613 23 1,749,943

100 4,765 4,735 30 2,008,095

101 4,397 4,385 12 1,725,520

102 4,991 4,983 8 2,006,207

103 4,463 4,453 10 1,788,078

104 4,160 4,154 6 1,745,587

105 3,669 3,666 3 1,416,559

106 4,223 4,215 8 2,445,473

107 3,807 3,792 15 1,569,725
資料來源：本局稅捐統計年報。

說        明：契價不含免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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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贈與契稅占 11.60%。近 10 年本市契稅主要稅收來源為買賣契稅，其所占之比重均在

九成左右，107 年度因買賣案件較上年減少，致買賣契稅之占比下降，而贈與之契稅與交換

契稅之占比較上年增長。（參見表 19 及圖 19） 

 

六、印花稅 

印花稅法所規定之各種憑證（銀錢收據、買賣動產契據、承攬契據、典賣、讓受及分割

不動產契據），在中華民國領域內書立者，均應依本法繳納印花稅。 

（一）、近 10 年稅收概況 

印花稅非底冊稅且採低稅率，稅源之掌握及稅捐核課較為困難，近 10 年稅收，除 98、

買賣契稅

88.23%

贈與契稅

11.60%

分割契稅

0.00%

交換契稅

0.16%

圖19. 107年度契稅稅源結構

表19. 契稅稅源結構～按契價分析

單位：%

年度別 合計 買賣契稅 贈與契稅 典權契稅 分割契稅 交換契稅 占有契稅

98 100.00 95.61 4.39 ─ ─ ─ ─

99 100.00 92.46 7.38 ─ 0.09 0.07 ─

100 100.00 90.41 9.49 ─ 0.01 0.09 ─

101 100.00 87.45 12.21 ─ ─ 0.34 ─

102 100.00 88.49 11.06 ─ 0.09 0.36 ─

103 100.00 85.27 14.58 ─ ─ 0.15 ─

104 100.00 86.20 13.55 ─ ─ 0.25 ─

105 100.00 87.09 12.63 ─ 0.04 0.24 ─

106 100.00 91.46 8.44 ─ 0.02 0.08 ─

107 100.00 88.23 11.60 ─ 0.00 0.16 ─
資料來源：本局稅捐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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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及 102 年度負成長外，其餘年度均較上年度正成長。98 年度因金融風暴以後，銀行存放

款利率持續低迷，民間存款意願低落，且存款人習慣以轉帳方式直接將利息存入帳戶免繳印

花稅，加上銀行亦因低利房貸政策，造成放款利息收入減少，因來自金融業之印花稅收⼤幅

減少，致印花稅負成長 9.12%。101 年度因承攬工程合約金額較上年度增加，稅收增加 9.34%。

102 年度因承攬契約較上年度減少，稅收下滑 3.48%。103 年度因公共工程及土木包工業承攬

合約金額增加，104 年度起因保險業及醫療業彙總自繳⼤幅增加，加上⼤額承攬合約持續增

加，致稅收逐年成長。106 年度受不動產交易增加，⼤額承攬合約、總繳案件數量較上年度

上升，稅收成長 7.56%。107 年度因⼤額承攬合約、保險業等總繳印花稅額較上年度同期增加，

致稅收成長 5.77%（參見圖 20） 

（二）、稅源結構分析 

目前印花稅之納稅方式主要分為按件實貼印花稅票（應納印花稅之憑證，於書立後交付

或使用時，貼足印花稅票）、彙總自繳（指公私營或事業組織，開出應納印花稅之憑證，得依

規定格式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准後，按期或一次彙總繳納印花稅）及⼤額繳納（指

稅額巨⼤不便貼用印花稅票者，由稽徵機關開給繳款書繳納之）三⼤類。 

從繳納方式觀察，本市 107 年度印花稅之徵收以彙總自繳稅額的比重最⼤，占 54.00%，

其次是⼤額繳納 35.89%。若由各細項類別觀察，則以保險業彙總自繳所占之比重 19.48%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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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金融業彙總自繳占 17.22%居次，第三為承攬契據⼤額繳納占 16.48%，此三項收入合計

約占印花稅總徵收逾五成之比重。（參見表 20） 

觀察近 10 年印花稅稅源結構，從繳納方式分析，以彙總自繳稅額的比重最高，其次是

⼤額繳納方式收取之稅款。出售印花稅票之稅源，因近年來致力推動彙總繳納及⼤額繳納案

件之網路申報與開單作業，有逐年減少趨勢。（參見圖 21） 

表20. 107年度印花稅徵收統計表
單位：元；%

類別 彙總自繳稅額

稅額

及比重
金融業 保險業 教育業 醫療業

稅額 88,864,753 8,990,959 47,984,557 15,303,499 17,308,989 1,222,426 12,554,769

比重(%) 100.00 10.12 54.00 17.22 19.48 1.38 14.13

類別 彙總自繳稅額 ⼤額繳納

稅額

及比重
公用事業 服務業

其他

(自繳)

遺產分割

協議書

不動產

買賣

不動產

交換

稅額 1,045,909 256,396 292,569 31,889,237 2,930,794 10,552,863 20,272

比重(%) 1.18 0.29 0.33 35.89 3.30 11.88 0.02

類別 ⼤額繳納

稅額

及比重

不動產

贈與

不動產

分割合併
承攬契據 銀錢收據

不動產

信託
買賣動產

其他

(⼤額)

稅額 2,445,719 771,398 14,642,759 355,739 ─ 420 169,273

比重(%) 2.75 0.87 16.48 0.40 ─ 0.00 0.19
資料來源：本局公務統計報表～印花稅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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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娛樂稅 

娛樂稅係就其稅法所列娛樂場所、娛樂設施或娛樂活動所收票價或收費額徵收之。 

（一）、近 10 年稅收概況 

隨著社會風氣改變，生活品質提昇，民眾日益重視休閒生活，然而受到科技進步影響，

國民休閒活動日趨多元，其休閒活動之場所及範圍自不再拘限 於娛樂稅法所課徵之範圍，造

成娛樂稅收逐年緩慢減少。 

觀察近 10 年娛樂稅收，97 年度起，受景氣衰退衝擊，民眾消費型態改變，加上近幾年

科技進步，網路興起，在家利用網路即可取代多項娛樂，民眾到娛樂場所消費意願降低，娛

樂業者被迫縮小營業規模或停、歇業，因業者營運狀況不佳，影響娛樂稅收，稅收逐年衰退。

105 年度因有新影城開幕及加強稅籍清查與催繳取證，稅收 10 年來首度正成長，較上年增加

5.99%。107 年度因具娛樂性之選物販賣機（夾娃娃機）暴增，致稅收較上年度增長 9.51%。

（參見圖 22） 

（二）、稅源結構分析 

由各娛樂業之娛樂稅實徵稅額結構分析，本市 107 年度娛樂稅主要稅源以電⼦遊戲機業

占 47.93%最高，其次是視聽視唱業占 24.86%，再次為其他（95 年度起其他類包含資訊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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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搖搖馬、娃娃機及機動遊藝樂園等）占 22.12%。（參見圖 23） 

由各業別實徵稅額之變動消長情形觀察，近 10 年來電⼦遊戲機及視聽視唱兩⼤行業的娛

樂稅收入一直為本市娛樂稅兩⼤主要稅收來源，此兩類稅收合計占總稅收逾七成比重。（參見

表 21） 

電影

4.13%

高爾夫球場

0.06%

舞廳舞場

0.05%

電⼦遊戲機

47.93%有節目餐飲業

0.01%

視聽視唱業

(KTV、MTV)

24.86%

其他

22.12%

臨時公演

0.84%

圖23. 107年度娛樂稅稅源結構

表21. 娛樂稅稅源結構分析~實徵稅額
單位：%

年度 合計 電影 撞球場 保齡球館 高爾夫球場 舞廳舞場

98 100.00 1.23 ─ ─ 0.09 0.34
99 100.00 1.35 ─ ─ 0.10 0.29

100 100.00 1.31 ─ ─ 0.09 0.08
101 100.00 1.41 ─ ─ 0.10 0.06
102 100.00 1.56 ─ ─ 0.10 0.07
103 100.00 1.71 ─ ─ 0.11 0.07
104 100.00 2.11 ─ ─ 0.10 0.08
105 100.00 5.62 ─ ─ 0.11 0.06
106 100.00 4.52 ─ ─ 0.10 0.06
107 100.00 4.13 ─ ─ 0.06 0.05

年度 電⼦遊戲機
有節目

餐飲業

視聽視唱業

(KTV、MTV)
其他 臨時公演

98 55.41 ─ 24.94 17.94 0.06
99 54.13 ─ 25.40 18.70 0.03

100 52.70 ─ 26.82 18.20 0.79
101 51.40 ─ 27.42 19.49 0.11
102 51.80 ─ 26.22 20.03 0.22
103 51.84 ─ 27.54 18.01 0.72
104 52.37 ─ 28.17 16.38 0.79
105 52.32 ─ 25.50 15.07 1.32
106 53.89 0.01 25.80 13.94 1.67
107 47.93 0.01 24.86 22.12 0.84

資料來源：本局公務統計報表～娛樂稅稅源。
說　　明：95年起類別分類調整，將部份原本屬電⼦遊戲機類別改為其他類別
　　　　　(例如：電動搖搖馬及娃娃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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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 年來電⼦遊戲機業之比重一直居本市娛樂稅稅源之首，然而近年來因政府持續加

強電⼦遊戲場業等之清查，及民眾至娛樂場所消費型態改變，娛樂業家數逐年減少，電⼦遊

戲機業之比重有逐年下滑之景象，而有節目餐飲業及其他業別則有成長趨勢。（參見表 21 及

圖 24） 

 

另外受到國內體育休閒活動市場流行風氣之變遷，保齡球館業及撞球場業逐年蕭條，娛

樂稅稅收相對減少，自 96 年 5 月 25 日起保齡球館業及撞球場業停徵娛樂稅，造成此兩業別

96 年度稅收銳減少，97 年度起則不再徵起。本市唯一一家高爾夫球練習場於 107 年中停業，

故高爾夫球場之稅收較上年減少。 

臨時公演收入部分，100 年度因有 1 場⼤型職業性歌唱表演，娛樂稅徵收 19 萬餘元，加

上本市舉辦國際管樂節，增加不少音樂演奏等表演，吸引許多民眾購票欣賞，挹注娛樂稅收

增加，比重提升為 0.79%。103 年度起，因臨時公演場次及申報稅額增加，比重逐年成長，107

年度略減。（參見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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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近10年娛樂稅稅源結構分析

電影 高爾夫球場 舞廳舞場

電⼦遊戲機 有節目餐飲業 視聽視唱業(KTV、MTV)

其他 臨時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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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育捐 

教育捐於 89 年度受到政府政策影響，出現極⼤幅度的負成長。87 年 7 月 1 日起營業用

房屋稅停止附徵教育捐；88 年 2 月 5 日起娛樂稅停止附徵教育捐。96 至 97 年度教育捐之收

入來源主要係補徵以前年度房屋稅附徵教育捐，98 年度起則無實徵收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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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省轄市稅收概況  

行政院於 98 年 8 月核定五都升格，自 99 年 12 月 25 日起臺北縣改制為「新北市」，臺中

縣（市）合併改制為「臺中市」，臺南縣（市）合併改制為「臺南市」，高雄縣（市）合併改

制為「高雄市」，省轄市自此也由原本的 5 個減為 3 個省轄市。 

藉由彙整比較 3 個省轄市 107 年度之人口與稅收指標資料，進一步瞭解本市稅收情形。 

 

一、土地與人口概況 

本市 107 年度底土地面積 60.0256 平方公里，人口數 268,622 人，在 3 個省轄市中，本市

土地面積及人口數均最少，而人口密度居 3 市之冠。 

本市 107 年度底幼年人口（0-14 歲）占總人口 13.75%；青壯年人口（15-64 歲）占總人

口 71.46%；老年人口（65 歲以上）占總人口 14.79%。比較 3 階段年齡人口結構：幼年人口

以新竹市之比重最高，本市居次；青壯年人口以基隆市之比重最高，本市居次；老年人口之

比重同樣以基隆市最高，本市居次。（參見表 22） 

 

二、稅收概況 

比較 3 個省轄市 107 年度稅收情形，以平均每人稅賦觀察，本市 107 年度為 34.11（千元

/人），排序最後；單獨就地方稅收比較，本市平均每人稅賦為 11.56（千元/人），高於基隆市，

表22. 107年底各省轄市土地面積與人口概況 表23. 107年各省轄市賦稅收入及指標
單位：平方公里；人

土地面積 人口數 各年齡組佔總人口百分比 人口密度

(平方公里) (人) 0-14歲 15-64歲 65歲以上(人/平方公里)

基隆市 132.7589 370,155 10.50 73.83 15.67 2,788

新竹市 104.1526 445,635 17.29 70.72 11.99 4,279

嘉義市 60.0256 268,622 13.75 71.46 14.79 4,475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縣市別

圖2.91年度印花稅稅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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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第二。（參見表 23） 

因各縣市之地理環境、人口組成與規模、產業結構與發展、經濟成長與消費模式、政府

重⼤建設及民間投資開發等因素不同，上述稅收指標（平均每人稅賦）之排名僅表達指標數

據之排序狀況，不能直接代表各縣市稅收能力之排名。 

 

 

表23. 107年各省轄市賦稅收入及指標
單位：百萬元；人

稅捐收入(百萬元) 平均每人稅賦(千元/人)

總計 國稅 地方稅 總計 國稅 地方稅

基隆市 370,807 66,423 63,125 3,298 179.13 170.24 8.89

新竹市 443,384 114,439 106,755 7,684 258.10 240.77 17.33

嘉義市 269,010 9,177 6,066 3,111 34.11 22.55 11.56

資料來源：財政部賦稅統計月報、內政部戶政司。
說        明：1.本表稅捐收入包含國稅及地方稅
                    2.不含關稅、礦區稅及公賣利益在內，但包括防衛捐及臨時捐。
                    3.年度中人口數=(上年度底人口數+本年度底人口數)/2。
                    4.平均每人稅賦=(稅捐實徵淨額/年度中人口數)。

縣市別
年度中

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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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  論  

本局職司嘉義市轄區地方稅之稽徵，地方稅七項稅目中以地價稅、土地增值稅、使用牌

照稅及房屋稅為本市主要稅收來源，四項稅收合計約占總稅收（不含罰鍰）九成左右之比重。 

稅收為政府重要歲入來源，稅收多寡與經濟情勢及稅制息息相關。影響各項稅捐成長的

因素，一為外在環境因素，如人口組成、經濟景氣、國民所得、物價上漲等社會與經濟之變

動，都會直接、間接影響稅收規模；另一為政策因素，即稅法的變動，包括稅率變更、課徵

範圍與對象的變更、租稅減免範圍變更等，多種影響因素均為稅捐稽徵單位所無法掌控。 

本市 107 年度各項稅收均能達成預算目標，全年度地方稅總稅收超徵 3 億 9,080 萬 9 千

餘元（超徵 14.37%）。各項稅收以娛樂稅漲幅 9.51%最⼤，主因為具娛樂性之選物販賣機（夾

娃娃機）暴增，致該稅收較上年增加；而契稅跌幅 36.50%最⼤，主要因房屋移轉件數減少，

移轉現值較低，及上年度有⼤型建物移轉，致基期高，故稅收⼤幅減少。另因公告地價微調

1.46%（扣除湖⼦內區段徵收區，公告地價平均調幅則為「負 1.91％」）、湖⼦內區段徵收影響

趨緩等因素，整體稅收較上年減少 4.16%，減少 1 億 3,515 萬餘元。 

各項稅捐收入因稅法規定之課稅標的、範圍及適用稅率不同，加上社會變遷、消費型態

改變及經濟變動等因素影響，其歷年之稅源結構亦隨之變動。透過各稅目之相關稅源結構分

析，可概略了解本市近年各項稅捐稅源概況，彙整概述如下： 

1. 地價稅主要稅源來自一般土地課徵：由地價稅查定稅額資料分析地價稅稅源結構，始終以

一般土地之查定稅額所占比重最高，均維持在八成五左右，可說是地價稅之主要稅源。 

2. 買賣移轉為本市土地增值稅最⼤稅源：由土地增值稅查徵之移轉原因資料分析，本市 107

年度土地增值稅稅源以買賣移轉之應納稅額所占比重最高。 

3. 房屋稅稅源以鋼筋混凝土及預鑄造構造之房屋占最⼤宗：由應稅房屋查定現值結構分析，

鋼筋混凝土及預鑄造構造之房屋現值所占比重最高，為房屋稅主要稅源。 

4. 使用牌照稅之稅源一直以小客車為⼤宗：由應稅車輛稅額分析，近年來使用牌照稅實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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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以小客車居首，有近九成之稅收來自小客車。  

5. 買賣契稅為契稅最主要稅源：由契稅之各項契價結構分析，買賣契稅之契價結構比重最高，

均達九成左右，為契稅之主要來源。  

6. 彙總自繳稅額為印花稅徵收之首要來源：107 年度印花稅徵收以保險業之彙總自繳稅額所

占比重最高，其次為金融業。 

7. 電⼦遊戲機業目前為娛樂稅徵收最⼤來源：由娛樂稅實徵稅額結構分析娛樂稅稅源，近

10 年來娛樂稅徵收，以電⼦遊戲機業之娛樂稅徵收所占比重最高，每年均占五成以上之

比重。  

面對今日科技資訊日新月異的網路知識時代，為符合民眾對政府高品質、高效率之服務

期待，本局在協助民眾完成依法納稅的同時，不斷創新思維，結合資訊科技，簡化稽徵與服

務流程，用心追求卓越加值的服務，以「加值服務，公平稽徵」為核心價值，近年來持續推

動各項為民服務措施，如：行動支付、網際網路擴⼤繳納地方稅及以電⼦方式傳送繳款書、

轉帳通知及證明等，展現優質的稅務服務，另結合智慧科技，全功能服務櫃台建置影像管理

暨電⼦簽名系統，提供無紙化服務，環保又便民；又為建設信任幸福新嘉義，積極推動輕稅

措施，使本市成為一個輕稅樂活宜居的健康城市，於 105 年重行評定房屋標準單價，僅針對

105 年 7 月起新評定之房屋開始適用新單價，分三年逐步調整到位，並暫不調整地段率，希

望達到本市以房地稅優惠措施，鼓勵民眾移居本市的新主張。 

本市長期以來受到地理環境限制，腹地小，人口成長遲緩，產業發展規模小，以服務業

為主要發展產業，因缺乏⼤型產業發展優勢，致地方稅稅收成長不易。為克服先天人口少、

土地小、資源不豐等困境，近年來本市積極進行城市發展，實現「百⼤品牌拼經濟，百種幸

福在嘉義」的目標，建構嘉義市成為健康友善宜居的城市，期能吸引更多人前來嘉義市、投

資嘉義市及移居嘉義市，進而加速嘉義市各項發展，促進地方繁榮，連同帶動地方稅收不斷

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