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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篇報告主要探討臺灣施行日本故鄉稅的可行性，臺灣城鄉差距日益嚴重，而造

成臺灣城鄉差距的原因為都市化及少子化等等問題。為了能有效改善此問題，希

望藉由效法日本故鄉稅來縮小城鄉差距，並藉由故鄉稅可以達到自行決定稅收用

途，使得一向都由政府決定稅收用途的方式可以得到改變，進而達到部分透明化

政府稅收流向。 

本篇報告利用問卷調查，了解民眾對故鄉稅的看法，並以現行臺灣綜合所得稅制

為主，對各種可能施行方式進行探討。問卷分析結果得知受測者對於在台灣施行

故鄉稅有超過半數同意，然而不同意的受測者認為施行故鄉稅會使稅務稽徵成本

增加，無法解決問題。 

因日本與臺灣的國情及稅制不同，對於利用在臺灣施行故鄉稅是否能有效縮小城

鄉差距，仍須再做進一步研究。 

 

 

 

 

 

 

 

關鍵字：日本稅制、故鄉稅、稅 

 

 

 

 

 

 

 

 

 

 

 

 

 

 

 

 



臺灣施行故鄉稅的可行性 

                                    2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16年) 

Abstract 

This report mainly discusses the feasibility of implementing the hometown tax in 

Taiwan.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aiwan is getting wider due in part to 

urbanization and declining birth rate.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hometown tax in Japan is one of the possible recipes for 

filling the gap because of its success in Japan. 

Furthermore, hometown tax can increase tax transparency by giving the local 

government more freedom for budget making. 

 

Therefore, the goal of this report is to analyze the feasibility of implementing 

hometown tax in Taiwan based on Taiwan comprehensive income tax system. In 

addition, since citizens’ viewpoints have influence on the tax performance, we design 

a questionnaire to reflect people’s thought of hometown tax.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shows that there are more than half of the subjects support 

the hometown tax in Taiwan; On the other hand, people who have different opinion 

suspect that it will impose costs on tax collection and  

Due to the difference of national condition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hometown tax on reduc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needs further study and analysis. 

 

 

 

 

 

 

Keyword：Hometown Tax、Tax、The Tax System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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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因從網路資料中看到，藝人史丹利去日本拜訪一位在當地住 10年以上的朋

友，那位朋友向他分享在日本有一個很有趣的稅制叫做故鄉稅。日本是採雙稅

制，除了繳納個人所得稅外，還要繳納一個叫住民稅，就是給地區政府的稅。但

住民稅有個問題就是，人口越多的地方收到的稅金就越多，相反的，如果是人口

少的鄉鎮，收到的稅金永遠比不上大都市，所以日本政府為了縮小城鄉差距就擬

定一個稅制，叫做故鄉稅。故鄉稅就是把你要繳稅金的一定額度捐給故鄉，但這

故鄉不僅限你來自的戶籍地，可以自行指定繳稅金的地點並且決定這個稅金的用

途。 

  根據 103年各縣市內政統計指標的資料，觀察表 1「103年各縣市社會增加

率」可以得知，臺灣的人口流動，流入臺北市及臺中市的人口居多，且連年增加。

根據 NPOst(公益交流站)2016研究顯示，城市對鄉村有極大的磁吸作用，能吸納

外地人才、集中大量資本而創造更多機會。相對的，人口流失掏空鄉村結構，使

鄉村更加孤立。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統計資料，觀察表 2 「105年各直轄市及縣(市)總

預算歲入來源別預算總表」，由各縣市獲得的財政收入觀察，六個直轄市的歲入

是其他縣市歲入之兩倍，代表其他縣市可運用於公共建設及經濟發展的預算較

少，由此看出城鄉差距極大。 

表 1 103年各縣市社會增加率 

 

資料來源：103年各縣市內政統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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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5年各直轄市及縣(市)總預算歲入來源別預算總表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一、 縮小城鄉差距 

  因為都市化及少子化的問題，造成臺灣的城鄉差距日益嚴重，為了能

有效改善此問題，希望藉由效法日本故鄉稅來縮小城鄉差距。 

二、 部分透明化政府稅收流向 

  故鄉稅可以自行決定稅收用途，使得一向都由政府決定稅收的方式可

以得到改變，達到部分透明化政府稅收流向。 

三、 增加民眾繳稅意願 

  納稅是中華民國國民的義務，所以不會有人是樂於繳稅。若推動故鄉

稅的執行，不僅可以扣抵部份所得稅還有機會獲得當地特產，相信能增加

民眾的納稅意願。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方法 

 

資料來源：本組繪製 

圖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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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的主旨是在解析日本故鄉稅的理念及改善社會問題，包括稅收分配不

均及人口外流及城鄉差距，深入探討日本施行之成效與缺點，並進一步討論我國

施行日本故鄉稅之意願性及合理性。此外針對臺灣的施行措施，藉由比較分析與

問卷調查，了解民眾對故鄉稅的接受程度，擬制一套適合我國施行日本故鄉稅的

開辦方式。因此研究方法如下： 

一、 研究日本故鄉稅的施行政策，並且分析開徵至今的施行成效與缺失。 

  藉由日本相關稅務書籍及日本各地官方網站收集資料，例如:相關稅

務專書、官方網頁資料、相關雜誌、政府出版品等相關文獻，將以上資料

整理分析後，初步了解我國與日本稅制的差異。 

二、 依我國目前稅法，找尋適合施行故鄉稅的稅制。 

  依過去所學的稅法知識及參考相關的稅法專書，發現綜合所得稅是最

適合用來施行故鄉稅的稅制。 

三、 經由問卷調查了解民眾對故鄉稅的看法。 

  必須了解民眾對於故鄉稅的實行意願、看法與意見，因此我們製作問

卷來進行調查。 

四、 探討我國施行故鄉稅的可行性。 

  藉由問卷調查與資料查詢的方式，分析臺灣施行故鄉稅的可行性及民

眾的接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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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日本稅制介紹 

  日本稅制的沿革，明治維新以前，以土地稅為其稅收之主體。明治初期，因

應國家發展、海軍的擴張等，造成國家內需擴大，因此政府於 1887年，引進所

得稅制度以籌措財源；1940年大規模改革中央與地方的稅收制度，精簡稅制，

直接稅比重大增。1953年和 1956年日本進行兩次重大稅制改革，使得稅制結構

以直接稅為主體。 

  根據圖 2所示，日本實施中央、都道府縣、市町村三級徵稅體制。然而，

依個人所得來源課稅分為國稅和地方稅，所得稅是繳給中央政府，住民稅則是繳

給地方政府。 

 

 

資料來源：本組繪製 

圖 2 日本行政體制與徵稅體制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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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本故鄉稅介紹 

一、 日本故鄉稅施行理念 

  首先，納稅人可選擇要捐贈的地方，更有機會決定如何使用它，對納稅

意識的提升。其次，除了您的出生地，其他您想支持的地區也能成為捐贈地

區。第三，當地政府呼籲故鄉稅，使地方政府之間在競爭中進步。 

二、 日本故鄉稅說明 

  故鄉稅在日本是一種「對地方政府的自由捐贈」，於2008年開始施行，

目的是為了縮小城鄉差距。稅金繳納的地區不限定故鄉所在地，並且可指定

稅金的用途，一般來說，可扣抵稅額最高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1%為限，並且

可用來「扣抵」住民稅以及所得稅「退稅」。 

三、 日本故鄉稅流程圖 

由圖 3步驟配合以下說明舉例： 

我是東京人，指定捐贈至熊本縣。指定故鄉稅用於地方復興（賑災）。  

扣抵下年度的住民稅＋當年所得稅退稅＝故鄉稅繳納金額-2,000日圓

（不可扣抵限額） 

繳納故鄉稅之民眾，有可能獲得地方政府回禮。 

 
資料來源：プレジデントムック，ふるさと納税丸わかり本，頁

P.60（2016年）。 

圖 3 日本故鄉稅流程圖 

四、 日本故鄉稅扣抵及退稅方式 

根據圖 4 說明各退稅額及扣抵額之詳細計算： 

所得稅退稅額＝（故鄉稅繳納之金額－2,000日圓）× 所得稅率 

  日本個人所得稅率請參閱表 3。 

住民稅扣抵額(基本份) =（故鄉稅繳納之金額－2,000日圓）×10％ 

住民稅扣抵額(特例份) =（故鄉稅繳納之金額－2,000日圓）×（90％－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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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稅率） 

上述之＋=住民稅扣抵額(基本份+特留份)  

=（故鄉稅繳納之金額－2,000日圓）×（1－所得稅率） 

結論：＋＋ 

＝可退稅之所得稅+可扣抵之住民稅(基本份+特例份) 

＝故鄉稅繳納之金額－2,000日圓 

表 3 日本所得稅稅率 

日本所得稅稅率 

課稅所得（日圓） 稅率 

195萬以下 5% 

195萬～330萬 10% 

330萬～695萬 20% 

695萬～900萬 23% 

900萬～1,800萬 33% 

1,800萬～4,000萬 40% 

4,000萬以上 45% 

資料來源：http://www.mof.go.jp/tax_policy/summary/income/268.htm  

 

 

資料來源：http://www.soumu.go.jp/main_sosiki/jichi_zeisei/czaisei/czaisei_seido/furusato/mec

hanism/deduction.html 

圖 4日本故鄉稅扣抵及退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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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施行故鄉稅的成效與缺失 

一、 日本故鄉稅施行至今的成效，如下列幾點： 

1. 「ワンストップ特例制度」(one-step 特例制度)於 2015年開始實施1 

(1) 手續大幅簡化 

  一般捐款如果想要抵稅，通常必須在報稅的時候提出單據證明，日

本政府為了鼓勵民眾多多捐款給地方，2015年四月以後大幅簡化手續，

只要滿足以下兩個條件： 

①. 一年內捐款五個地區以內 

②. 捐款後寄出特例申請書（ワンストップ特例申込書） 

  給捐款地區，報稅時就不必提出證明，大大提升了便利性，原

本故鄉稅可扣抵住民稅及所得稅退稅，新制改為只扣抵住民稅及退

還現金。 

(2) 抵稅額變兩倍2 

  捐贈上限以有無配偶及受撫養子女決定扣抵上限，從 2015年 4

月開始，年收入 750萬的家庭，假設此家庭有配偶及受撫養子女，

則扣抵額從原先的￥61,000提高為￥120,000。 

(3) 捐款額比例增加

3  

圖 5 故鄉稅捐款比例逐漸增加 

2. 故鄉稅使偏遠地區恢復生機
4
 

(1) 部分地區財政收入增加甚多。例如：北海道的上士幌町，2015年的

故鄉稅高達 15億日圓，是町稅收入的兩倍之多，扣掉謝禮費用，即

便實質進帳僅三到四成，仍起了極大的助益。 

                                                 
1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83899/ 

2
 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DF30H0O_30122014PP8000/ 

3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83899/ 

4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83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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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來源：http://www.kamishihoro.jp/files/up/0001/00000338 

_1453780878.pdf 

圖 6 平成 27年度一般会計予算 

 

(2) 振興當地產業。如果當地產業以及旅遊服務業因此興盛起來，則有

助於地區經濟的振興的作用。例如：各地政府多是利用農產品、大

米、水產品等當地特產作為回禮。長野縣以大米作為故鄉稅的回禮

意外復甦當地的種米業；上士幌町也因為地方回禮的制度讓牛肉產

業興盛。(プレジデント社，2015) 

二、 日本故鄉稅施行至今的缺失，如下列幾點： 

1. 謝禮競爭激烈，扭曲故鄉稅的本意 

  各縣市政府為了競爭，回禮從當地特產變成豪華奢侈品，一般回禮

的價值約佔捐款的 3成，捐得越多，回饋比率甚至可上看 5成，使得沒

有能力提供回禮的鄉村得不到稅收，扭曲故鄉稅本意。（簡嘉穎，2016） 

2. 故鄉稅競爭使都市處於緊張狀態 

  2014年故鄉稅捐款最多的地方前三名為東京都、神奈川縣、大阪

府。由於故鄉稅可扣抵住民稅及所得稅退稅，所以光是東京該年度就減

少了 18億日圓的稅金收入。（プレジデント社，2015） 

3. 願意主動繳納的人偏低 

  東京人數大約 1300萬人，但繳納故鄉稅的人數卻只有 28,753 人，

這有可能是 0ne step施行前的手續複雜，才使願意主動繳納的人偏低。 

 

 

表 4 故鄉稅實質扣除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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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プレジデントムック，ふるさと納税丸わかり本，頁P.5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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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臺灣對故鄉稅意見 

一、 重視國家與地方間的稅額重分配 

  起初，注意到故鄉稅制，源於日本住民稅造成地方稅收不均之財政問

題，故推想至臺灣，若將故鄉稅納入所得稅之捐贈項下，以利納稅民眾獲得

自行分配及運用稅收的權力。推行故鄉稅讓地方政府可自主運用財源，利用

稅收興建當地公共設施與經濟發展，進而縮小城鄉差距，吸引青壯年人口回

到家鄉就學、就業，增加地方競爭力。 

二、 促進鄉鎮一鄉一特產方面出發 

  假設我們讓故鄉稅可以落實在農村的社區產品上，以這樣的方式推動地

產地銷，一方面也可以跟農委會的農村再生，譬如休耕田活化、地產地銷、

一鄉鎮一特產等做整體結合，讓農村真正活絡起來，縮小城鄉差距，讓農村

再生，讓知識青年願意返鄉務農（104卷第 15期立法院公報）。 

  用故鄉稅來協助農村，藉以發展他們的特色農產品，或是多一條銷售的

途徑，讓農村的農產品能夠讓更多人知道。現在臺灣農產品所面臨的問題都

是產銷失衡，如果能夠用故鄉稅來購買農村的特色農產品，並讓他們抵稅的

話，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機制。這是一種減稅機制，假設以抵稅百分之五，扣

掉 500元之後，剩下的就是用來認購農村的特色農產品，故鄉稅不僅可以

抵稅還可以購買當地農產品，相信這個政策會引起眾人的關注（104卷第 15

期立法院公報）。 

 

 

 

 

 

 

 

 

 



臺灣施行故鄉稅的可行性 

                                    14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16 年) 

第三章 問卷調查 

第一節 問卷設計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針對全臺灣民眾，多數採用紙本問卷及部分網路問卷方

式作為研究設計，主要針對民眾對臺灣現行稅制的了解及對日本故鄉稅的接受程

度，並將此問卷作為依據，了解大眾對於故鄉稅的看法。 

  本問卷是依民眾的立場探討對臺灣現行制度的了解程度及對日本故鄉稅的

施行意願，其內容包含如下： 

一、 了解民眾基本資料 

了解民眾的基本資訊。例如:年齡、職業、收入、出生地等等。 

二、 民眾對稅務上的看法 

三、 民眾對於社會現況的看法 

四、 民眾對於我國開辦故鄉稅的看法 

1. 對日本故鄉稅的了解程度 

2. 民眾對於我們擬制的扣抵制度是否認同 

3. 若民眾願意繳納故鄉稅的願付金額 

第二節 執行狀況 

  本研究多數採用紙本問卷及少部分網路問卷的方式進行研究分析，組員初步

擬制問卷內容後，多次與指導老師進行修改及討論，再用 Google表單系統設計

網路問卷，最後經由組員測試通過後，才正式執行。執行的時間為期兩週，從

2015年 11月 16日(三)起至 2015年 11月 29日(二)，組員利用課餘時間至臺中

市區進行紙本問卷的發放，並利用網路問卷提供民眾上網填寫，預計紙本問卷發

放樣本數為 100份，實際回收紙本問卷數量為 96份，網路問卷數量為 37份，實

際回收網路問卷數量為 3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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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問卷分析 

第一節 問卷概況說明 

一、 了解民眾基本資料 

題目             

性別 女 男         

  65.4% 34.6%         

年齡 21歲~30歲 31歲~40歲 41歲~50歲 51歲~60歲 61歲~70歲 70歲以上 

  13.1% 25.4% 36.1% 23.1% 2.3% 0.0% 

職業 農 工 軍公教 服務業 家管 其他 

  2.3% 10.8% 42.3% 33.8% 5.4% 5.4% 

婚姻狀況 已婚 未婚 其他       

  68.5% 30.0% 1.5%       

月薪 3萬以下 3萬~5萬 5萬~10萬 10萬以上     

  14.6% 52.3% 26.2% 6.9%     

出生地             

直轄市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7.7% 7.7% 3.8% 34.6% 3.1% 5.4% 

縣市 宜蘭縣 新竹縣 苗栗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林縣 

 

0.8% 0.0% 1.5% 10.0% 2.3% 8.5% 

 

嘉義縣 屏東縣 臺東縣 花蓮縣 澎湖縣 基隆市 

 

3.1% 3.1% 0.8% 1.5% 0.0% 0.0% 

 

新竹市 嘉義市 金門縣 連江縣 

  

 

1.5% 3.8% 0.8% 0.0% 

    這份問卷蒐集到的樣本，女性的比例約占六成五，大多數年齡介於 41~50

歲，而其中軍公教與服務業為大宗，大多數民眾皆已婚且月薪大多落在 3~5 萬，

出生地則以臺中市占大多數。 

二、 民眾對稅務上的看法 

  非常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 

同意 不同意 

1.我了解臺灣綜合所得稅的計算方式。 26.9% 27.7% 33.1% 6.9% 5.4% 

2.我認為我的綜合所得稅額是合理的。 5.4% 26.9% 43.1% 17.7% 6.9% 

3.我認為現在的綜合所得稅制是公平的。 2.3% 17.7% 35.4% 28.5% 16.1% 

4.我明瞭政府稅收之用途。 7.7% 25.4% 28.4% 25.4% 13.1% 

5.我認為政府有妥善運用稅收。 2.3% 8.5% 30.0% 34.6% 24.6% 

6.我能夠享受政府運用稅收所帶來的好處。 0.8% 19.2% 42.3% 23.9%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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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五成五以上民眾了解所得稅的計算方式，大家對於稅制的公平及合理較無

太大的感覺，但近四成的民眾對於政府稅收之用途不了解，且亦有近六成民眾認

為政府沒有妥善運用稅收，近四成民眾認為未能享受政府稅收帶來的好處。 

三、 民眾對於社會現況的看法 

  非常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 

同意 不同意 

7.我認為臺灣目前的城鄉差距很大。 40.8% 43.8% 10.8% 3.1% 1.5% 

8.我認為勞動人口外流至都會地區的情況很

嚴重。 

46.2% 38.5% 13.0% 0.8% 1.5% 

  八成以上的民眾認為台灣目前的城鄉差距很大，另外也有八成以上的民眾

認為勞動人口外流至都會地區的情況很嚴重。 

四、 民眾對於我國開辦故鄉稅的看法 

9.我在看說明之前，知道日本實施故鄉稅的制度。 

知道  不知道  

18.5% 81.5% 

 

10.我在看說明之後，可以大致了解日本故鄉稅的運作方式。 

完全了解  了解 普通   不了解  完全不了解 

9.2% 43.9% 35.4% 9.2% 2.3% 

 

11. 承接以上問題，我願意在臺灣施行故鄉稅。 

願意 不願意 

59.2% 40.8% 

 

12. 我願意繳納故鄉稅的理由(可複選) 

縮小城鄉

差距  

減少人口

外流 

想得到當地的

特色土產 

具有節稅的

效果  

可以自行決定稅

收的用途 
其他 

72.7% 41.6% 15.6% 37.7% 59.7% 1.3% 

 

13. 我願意全年繳納多少故鄉稅金額(臺幣)？ 

0元 1千以下 1千~5千 5千~1萬 1萬~2萬 2萬~5萬 

1.3% 27.3% 36.3% 23.4% 6.5%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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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若臺灣將施行故鄉稅，故鄉稅的繳納金額可扣抵綜合所得稅，以下為我們擬

制的扣抵方案。 

應納稅額－可扣抵稅額＝實際繳納之所得稅稅金 (可扣抵稅額最高不超過綜合

所得總額 1%為限)，我認為此方案 

可行 不可行 不知道，沒意見 

84.4% 2.6% 13.0% 

 

15. 我選擇捐贈故鄉稅的地區(可複選) 

直轄市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5.38% 1.54% 0.77% 13.85% 1.54% 4.62% 

縣市 宜蘭縣 新竹縣 苗栗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林縣 

 2.31% 0.00% 2.31% 4.62% 2.31% 11.54% 

 嘉義縣 屏東縣 臺東縣 花蓮縣 澎湖縣 基隆市 

 3.08% 4.62% 9.23% 6.92% 2.31% 1.54% 

 新竹市 嘉義市 金門縣 連江縣   

 1.54% 2.31% 2.31% 2.31%   

  本研究顯示，臺東縣、花蓮縣及外島等偏遠地區，受捐贈地區的比例皆高於

受訪者出生地的比例，代表受訪民眾理解故鄉稅調節稅收的概念。出生在較偏遠

地區的人較想要回饋給家鄉，出生在都市區的人，除了想捐贈給自己的家鄉之

外，也會想捐贈給其他地區。 

16. 我不願意施行故鄉稅的理由(可複選) 

無法解決城鄉差

距  

無法使青壯年回

流  

不具有節稅效

果 

造成經濟上的負

擔  
其他 

71.7% 67.9% 26.4% 30.2% 17.0% 

  有民眾認為施行故鄉稅會使稅務稽徵成本增加，解決社會問題租稅並不是萬

靈丹，並且日本與臺灣的國情及稅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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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問卷交叉分析 

一、 願意繳納故鄉稅的理由與月薪交叉分析 

根據表 5 觀察到下列三點： 

1. 城鄉差距部分 

  130位民眾中有 43位同意臺灣城鄉差距很大，其中 23位願意繳納

且認為故鄉稅可縮小城鄉差距，然而有 21位認為我們的所擬制施行的

方案可行。 

2. 人口外流部分 

  有 110位民眾同意勞動人口外流至都會區情況很嚴重，而其中有

64位認為人口外流嚴重且願意施行故鄉稅，最後只有 25位願意且認為

繳納故鄉稅可以減少人口外流，由此可知壯年人口回出生地意願不大。 

3. 政府是否妥善運用稅收 

  130位民眾中有 77位認為政府沒有妥善利用稅收，而其中有 42位

願意施行故鄉稅，最後有 27位覺得願意施行的理由是可自行決定稅

收，大概一半的人認為此方法可行，達到部分透明化政府稅收的流向。 

表 5 意繳納故鄉稅的理由與月薪交叉分析 

 3萬以下 3萬~5萬 5萬~10萬 10萬以上 

縮小城鄉差距 85.7% 61.8% 70.0% 100.0% 

減少人口外流 42.9% 41.2% 30.0% 66.7% 

想得到當地的特色土產 35.7% 8.8% 10.0% 22.2% 

具有節稅的效果 57.1% 35.3% 25.0% 44.4% 

可以自行決定稅收的用途 57.1% 64.7% 60.0% 44.4% 

二、 願意繳納故鄉稅的理由與婚姻狀況交叉分析 

  根據表 6所示，觀察已婚者因為家庭人數開始逐漸增加，標準扣除額

變兩倍，免稅額增加，所以對於節稅效果有較高的敏感度。而未婚者相對於

已婚者最大的差別就是扶養的親屬人數較少，所以通常未婚者收到稅單時即

繳納，較不會考慮到節稅的部分。 

表 6 願意繳納故鄉稅的理由與婚姻狀況交叉分析 

 已婚 未婚 

縮小城鄉差距 74.1% 66.7% 

減少人口外流 39.7% 44.4% 

想得到當地的特色土產 15.5% 16.7% 

具有節稅的效果 41.4% 27.8% 

可以自行決定稅收的用途 60.3% 61.1% 

 

 



臺灣施行故鄉稅的可行性 

                                    19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16 年) 

三、 不願意繳納故鄉稅的理由與年齡交叉分析 

  依據表 7的分析中，推測剛出社會的年輕人可能認為多繳一筆稅，所

以會造成經濟上的負擔，也可能是因為樣本數只有 130人 ,樣本數稀少,所

以不足以代表全部數據。 

  表 7不願意繳納故鄉稅的理由與年齡交叉分析 

 

21歲~30歲 31歲~40歲 41歲~50歲 51歲~60歲 61歲~70歲 

無法解決城鄉差距 57.1% 71.4% 81.0% 60% 100.0% 

無法使青壯年回流 57.1% 71.4% 66.7% 70% 100.0% 

不具有節稅效果 57.1% 21.4% 14.3% 30% 100.0% 

造成經濟上的負擔 42.9% 21.4% 23.8% 50.0% 0.0% 

其他 0.0% 14.3% 19.0% 20% 100.0% 

 

四、 不願意繳納故鄉稅的理由與月薪交叉分析 

  十萬以上全部都是願意在臺施行故鄉稅制,相對十萬以下的民眾認為無

法解決城鄉差距與使青年回流。 

表 8願意繳納故鄉稅的理由與月薪交叉分析 

 

3萬以下 3萬~5萬 5萬~10萬 10萬以上 

無法解決城鄉差距 80.0% 67.6% 78.6% 0.0% 

無法使青壯年回流 80.0% 61.8% 78.6% 0.0% 

不具有節稅效果 60.0% 23.5% 21.4% 0.0% 

造成經濟上的負擔 40.0% 32.4% 21.4% 0.0% 

其他 0.0% 17.6% 21.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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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出生地與捐贈地交叉分析 

 
  資料來源：本組繪製 

  由此表 9分析中可得知，出生地不管為直轄市或其他縣市，多數人皆會考

慮回饋至自己的出生地，另外，直轄市的民眾除了願意捐贈至自己的出生地，也

會願意捐贈至偏遠地區，例如：直轄市民眾相對於其他縣市民眾，願捐贈至花蓮

縣及臺東縣的民眾比例較高。 

六、 月薪與願意繳納金額的交叉分析 

  月薪越高者，願意繳納故鄉稅的金額越高。因為我們設定繳納上限為全

年綜合所得額的 1%，以下比例大致符合我們的設定，表示大家有意願運用

此方式進行節稅或者其他用途。 

 

表 10 月薪與願意繳納金額的交叉分析 

 

3萬以下 3萬~5萬 5萬~10萬 10萬以上 

0元 7.1% 0.0% 0.0% 0.0% 

1,000元以下 42.9% 32.4% 15.0% 11.1% 

1,000元~5,000元 28.6% 41.2% 50.0% 0.0% 

5,000元~10,000元 21.4% 23.5% 25.0% 22.2% 

10,000元~20,000元 0.0% 0.0% 5.0% 44.5% 

20,000元~50,000元 0.0% 2.9% 5.0% 22.2% 

 

 

表 9 出生地與捐贈地的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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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交叉分析的結果 

  有近兩成的民眾在填寫問卷時就知道日本有實施故鄉稅，至少一半的人能

了解我們在問卷上給予的故鄉稅說明，但願意施行的人只有六成。 

  願意繳納故鄉稅金額及五種基本資料來做交叉分析，先以職業與繳納金額為

說明樣本，我們以樣本較多的軍公教人員分布觀察，多數人都願意捐贈的範圍是

10,000以下，再以第二多樣本數的服務業進行觀察和軍公教分布比例類似。總

結我們的樣本中，多數人能接受的繳納金額是 10,000以下。  

  從性別與願意繳納的金額分析中，八成的男女願意繳納得金額都是在 1萬以

下，已婚者和未婚者願意繳納的金額在 5000以下占了大約 7成。從月薪與願意

繳納金額的交叉分析，月薪越高者，願意繳納故鄉稅的金額越高。 

  根據我們的問卷回饋做交叉分析，了解到解決城鄉差距、可以自行決定稅收

的用途、政府是否妥善運用稅收這三個部分是多數民眾願意繳納故鄉稅的施行原

因，然而不願意施行的民眾認為施行故鄉稅會使稅務稽徵成本增加，無法解決社

會租稅問題，且日本與臺灣的國情及稅制不同，用在臺灣施行還需要更多時間與

研究。 

第二節 臺灣擬施行稅制說明 

  參照日本實施故鄉稅的方案與台灣現有的特別扣除額，原本要列在特別扣除

額，但覺得這樣扣除後的所得淨額還要乘上所得稅率，此方法計算出節稅效果並

不大，所以我們擬制台灣故鄉稅的施行方法為可扣抵稅額並且刪除個人負擔費

用。 

應納稅額－可扣抵稅額＝實際繳納之所得稅稅金(可扣抵稅額最高不超過綜合所

得總額 1%為限)  

根據圖 7 說明扣抵額之詳細計算： 

所得稅扣抵額(可扣抵稅額) =（故鄉稅繳納之金額）× 100％ 

 

 
 資料來源：本組繪製 

圖 7 臺灣擬施行的故鄉稅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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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一、基本資料 

I. 性別：□男 □女 

II. 年齡：□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0歲以上 

III. 職業：□農 □工 □軍公教 □服務業 □家管 □其他          

IV. 婚姻狀況：□已婚 □未婚 □其他 

V. 月薪：□3萬以下 □3萬~5萬 □5萬~10萬 □10萬以上 

VI. 您的出生地位於 

直轄市—□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縣(市)—□基隆市 □新竹市 □嘉義市 

□宜蘭縣 □新竹縣 □苗栗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林縣  

□嘉義縣 □屏東縣(包含小琉球) □花蓮縣 

□臺東縣(包含綠島、蘭嶼) □澎湖縣 □連江縣 □金門縣 

二、問卷問題 1 

在說明故鄉稅之前，想了解您對稅務上的看法。 

接著，想了解您對社會現況的看法。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1. 我了解臺灣綜合所得稅的計算方式。 □ □ □ □ □ 

2. 我認為我的綜合所得稅額是合理的。 □ □ □ □ □ 

3. 我認為現在的綜合所得稅制是公平的。 □ □ □ □ □ 

4. 我明瞭政府稅收之用途。 □ □ □ □ □ 

5. 我認為政府有妥善運用稅收。 □ □ □ □ □ 

6. 我能夠享受政府運用稅收所帶來的好處。 □ □ □ □ □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7. 我認為臺灣目前的城鄉差距很大。 □ □ □ □ □ 

8. 我認為勞動人口外流至都會地區的情況

很嚴重。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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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故鄉稅的說明 
  日本的徵稅體制分成三級—中央、都道府縣、市町村。依個人所得分別課徵

所得稅（國稅）及住民稅（地方稅）。故鄉稅在日本是一種「對地方政府的自由

捐贈」，可用來「扣抵」住民稅以及所得稅「退稅」。 

 

※日本故鄉稅流程圖： 

 

我是東京人，指定捐贈至熊本縣。指定故鄉稅用於地方復興（賑災）。 

扣抵下年度的住民稅＋當年所得稅退稅＝故鄉稅繳納金額-2,000日圓（不可

扣抵限額） 

繳納故鄉稅之民眾，有可能獲得地方政府回禮。 

實施期間：2008年～迄今 

施行目的：縮小城鄉差距 

捐贈地區：不限 

捐贈用途：可自行選擇地方政府提出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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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問題 2 

9. 我在看說明之前，知道日本實施故鄉稅的制度。 

□知道 □不知道  

10. 我在看說明之後，可以大致了解日本故鄉稅的運作方式。 

□完全了解 □了解 □普通  □不了解 □完全不了解 

11. 承接以上問題，我願意在臺灣施行故鄉稅。 

□願意 (請接續回答第 12題)  □不願意(請跳答第 16題) 

12. 我願意繳納故鄉稅的理由(可複選) 

□縮小城鄉差距 □減少人口外流 □想得到當地的特色土產 

□具有節稅的效果 □可以自行決定稅收的用途 

□其他，請說明                                                       

13. 我願意全年繳納多少故鄉稅金額(臺幣)？ 

□0元 □1,000以下 □1,000~5,000 □5,000~10,000 □10,000~20,000 

□20,000~50,000  

□其他                                             

14. 若臺灣將施行故鄉稅，故鄉稅的繳納金額可扣抵綜合所得稅，以下為我們擬

制的扣抵方案。 

應納稅額－可扣抵稅額＝實際繳納之所得稅稅金 (可扣抵稅額最高不超過

綜合所得總額 1%為限) 

我認為此方案 □可行 □不可行 □不知道，沒意見 

15. 我選擇捐贈故鄉稅的地區(可複選) 

直轄市—□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縣(市)—□基隆市 □新竹市 □嘉義市 

□宜蘭縣 □新竹縣 □苗栗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林縣  

□嘉義縣 □屏東縣(包含小琉球) □花蓮縣 

□臺東縣(包含綠島、蘭嶼) □澎湖縣 □連江縣 □金門縣 

16. 我不願意施行故鄉稅的理由(可複選) 

□無法解決城鄉差距 □無法使青壯年回流 □不具有節稅效果 

□造成經濟上的負擔  

□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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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民眾問答集 

問題一： 

  綜合所得稅裡已經有列舉扣除額和免稅額，那擬制之扣抵方案，等於又要再

多繳一筆費用，得到的回饋及扣抵不符合經濟效益。 

回答：  

  所得稅法裡面有對政府的捐贈，「政府」的定義很廣，所以若故鄉稅制引入

臺灣，特別是指對地方政府捐贈，並可以獲得地方政府回禮。此制度的特點還有

為了結合地方特色與特產，從一鄉一特色出發。所以這不只是一個扣抵制度，還

是一個兼具促進地方發展的稅制，且擁有更大幅度的扣抵額，讓民眾有一定的權

利，重分配所要繳納的稅。 

問題二： 

  臺灣稅制跟日本不一樣，因為臺灣沒有住民稅，為什麼還要施行故鄉稅制的

可行性？ 

回答： 

  起初日本施行故鄉稅的原因的確是因為課徵住民稅造成城鄉差距不均，但引

用至臺灣的初衷並不是臺灣有無住民稅的關係，而是想要縮小城鄉差距及減少人

口外流的情況下才擬制此稅制。 

問題三： 

  故鄉稅是為了縮小城鄉差距與發展地方特色，但如果繳納故鄉稅依然捐給大

城市怎麼辦，我們該怎麼避免這樣的問題？ 

回答： 

  這個問題還是會存在，但我們著重於偏鄉地區有因此受惠，而達到故鄉稅的

縮小城鄉差距的目的，經由我們的問卷分析後，如圖 8所示，住在直轄市的民

眾大部分是願意捐贈至偏遠地區的。 

 

資料來源：本組繪製 

圖 8直轄市與縣(市)願意捐贈至花蓮及臺東的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