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託單位: 財團法人草根影響力文教基金會調查研究中心

執行單位: 醒吾科技大學民調中心



民國106年10月31日至11月24日止

20歲以上的民眾

電話後四碼電腦隨機抽樣

人員電話訪問

1,067位

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約為±3個百分點

訪問期間
訪問對象

調查方法

有效樣本
抽樣誤差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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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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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3%

61.57%

一、性別

男

女

12.28%

11.06%

17.24%

21.84%

22.21%

15.37%

0% 5% 10% 15% 20% 25%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70歲

70歲以上

二、年齡

33.55%

24.74%

13.87%

9.75%

14.34%

3.47%

0.28%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北北基

桃竹苗

中彰投

雲嘉南

高屏

宜花東

離島（金馬澎）

三、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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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6%

11.62%

26.43%

13.21%

29.52%

4.50%

0.75%

0% 10% 20% 30% 40%

國小

國中

高中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四、學歷

4.87%

2.72%

4.78%

9.84%

16.96%

9.09%

19.12%

4.59%

28.02%

0% 5% 10% 15% 20% 25% 30%

軍公教

農業

製造業

商業

服務業

自由業

家管

學生

退休

五、職業

85.10%

5.44%

8.72%

0.66%

0.09%

0% 20% 40% 60% 80% 100%

無

獨資/合夥

小型企業

中型企業

大型企業

六、個人或家庭是否有經營企業



1.你贊成政府為減輕薪資、中低所得及身心障礙者稅負，而
「調高綜所稅三項(標準、薪資所得、身心障礙）扣除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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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3%受訪者贊成或非常贊成調高綜所稅三項扣除額

17.06%

27.93%
2.25%

25.68%

55.01%

15.84%

1.22%

0% 10% 20% 30% 40% 50% 60%

非常贊成

贊成

無意見

不贊成

非常不贊成



2.您贊成政府為了讓民眾可依個人股利所得情況選擇合併或
分開計稅二擇一制，使中低股利所得者可選擇股利所得抵稅
的方式報稅，至於高股利所得者，可選擇26%的分離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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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0%受訪者贊成或非常贊成可依個人股利所得情況選擇合併或分開計稅
二擇一制

1.31%

23.99%

66.54%

7.31%

0.8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非常贊成

贊成

無意見

不贊成

非常不贊成

8.15%

25.30%



3.您贊成政府為留才攬才及平衡股利與薪資所得稅負，而
將綜所稅最高稅率由45%降至40%」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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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30.37%

54.45%

11.43%

1.78%

0% 10% 20% 30% 40% 50% 60%

非常贊成

贊成

無意見

不贊成

非常不贊成

13.21%

32.34%

32.34%受訪者贊成或非常贊成將綜所稅最高稅率由45%降至40%



4.除行政院版本外，尚有提出「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由2.5萬提高至5萬元，並新增學貸特別扣除額、
體育扣除額或文化扣除額等項目」，您贊成嗎？

8

31.11%受訪者贊成或非常贊成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由2.5萬提高至5萬元，
並新增學貸特別扣除額、體育或文化扣除額等項目

2.06%

29.05%

55.30%

12.56%

1.03%

0% 10% 20% 30% 40% 50% 60%

非常贊成

贊成

無意見

不贊成

非常不贊成

13.59%

31.11%



5.您贊成為促進內外資股利所得稅負的平衡，減少內資轉
外資身份以規避稅負，而「適度調高外資股利所得

扣繳率1%，由20%提高至21%」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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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6%受訪者贊成或非常贊成適度調高外資股利由20%提高至21%

1.41%

21.65%

64.39%

11.25%

1.3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非常贊成

贊成

無意見

不贊成

非常不贊成

12.56%

23.06%



6.您贊成台灣因營所稅低於日本與韓國等國，而將
「營所稅稅率自 17% 調高為 20%」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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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8%受訪者不贊成或非常不贊成將營所稅稅率由 17% 調高為 20%

1.12%

19.96%

54.64%

22.59%

1.69%

0% 10% 20% 30% 40% 50% 60%

非常贊成

贊成

無意見

不贊成

非常不贊成

24.28%

21.08%



0.75%

22.02%

59.98%

16.03%

1.2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非常贊成

贊成

無意見

不贊成

非常不贊成

7.您贊成為了讓企業累積投資動能而保留更多盈餘，而將
「未分配盈餘加徵稅率由原來的10%減至5%」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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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7%受訪者贊成或非常贊成企業未分配盈餘加徵稅率由10%減至5%

17.25%

22.77%



8.此次稅改有「大幅調降股利所得稅率，讓富人受益最多，
相對而言，薪水階級的減免稅額，根本是杯水車薪」的

爭議，您贊成此說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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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8%受訪者贊成或非常贊成大幅調降股利所得稅率，會讓富人受益最多，
但薪水階級的減免稅額，則是杯水車薪

1.41%

24.27%

56.42%

16.49%

1.41%

0% 10% 20% 30% 40% 50% 60%

非常贊成

贊成

無意見

不贊成

非常不贊成

17.90%

25.68%



9.此次稅改有許多工商團體表示「不要以為調降綜所稅，就
可以彌補營所稅調高的衝擊，美國在降稅，台灣卻增稅，

將使投資環境更為惡化」，您贊成此說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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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7%受訪者贊成或非常贊成調降綜所稅，是無法彌補營所稅調高的衝擊，
將使投資環境更為惡化

16.87%

24.47%
2.16%

22.31%

58.67%

16.12%

0.7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非常贊成

贊成

無意見

不贊成

非常不贊成



10.整體而言，您贊成此次行政院所提出的
《所得稅法》修正版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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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贊成或不贊成此次行政院所提出的《所得稅法》修正版本約各佔一半

0.75%

16.49%

65.70%

14.53%

2.53%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非常贊成

贊成

無意見

不贊成

非常不贊成

17.06%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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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或家庭是否有經營企業
VS

是否贊成營所稅稅率自17%調高為20%

不贊成的比例均高於贊成的比例，而且隨著企業規模的增加，
反對的比例亦隨之增加

21.15% 17.24% 22.58% 28.57%

0.00%

22.47% 29.31%
36.56%

42.86% 100.00%

0%

20%

40%

60%

80%

100%

120%

無 獨資/合夥 小型企業 中型企業 大型企業

不贊成

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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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或家庭是否有經營企業
VS

是否贊成未分配盈餘加徵稅率由10%減至5%

21.48% 15.52%

36.56%
57.14%

100.00%

16.52% 31.03%

17.20%

0.00%

0.00%

0%

20%

40%

60%

80%

100%

120%

無 獨資/合夥 小型企業 中型企業 大型企業

不贊成

贊成

贊成的比例均高於不贊成的比例，而且隨著企業規模的增加，
贊成的比例亦隨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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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或家庭是否有經營企業
VS

是否贊成調降綜所稅，無法彌補營所稅調高的衝擊，將使
投資環境更為惡化

贊成的比例均高於不贊成的比例，而且隨著企業規模的增加，
贊成的比例亦隨之增加

22.14% 24.14% 27.96%
42.86%

100.00%

16.30%
22.41% 18.28%

28.57%

0.00%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無 獨資/合夥 小型企業 中型企業 大型企業

不贊成

贊成



針對1,067位受訪者進行調查的結果：

• 政府應多宣導《所得稅法》修正之益處，但本調查卻發現所有
稅改的相關議題均超過五成五以上的民眾無任何之意見。

• 本次《所得稅法》之修正，在個人所得稅方面，｢調高綜所稅
三項扣除額｣、｢可依個人股利所得情況選擇合併或分開計稅二
擇一制｣、｢綜所稅最高稅率由45%降至40%｣、｢幼兒學前特
別扣除額由2.5萬提高至5萬元，並新增特別扣除額等項｣，因
可節省個人的所得稅，可明顯發現民眾的支持遠高於反對，｢
適度調高外資股利由20%提高至21%｣亦獲得民眾較高支持。

• 對於企業稅負方面，在｢企業未分配盈餘加徵稅率由原來的
10%減至5%｣獲得較高支持，但亦有許多反對者。且在｢營所
稅稅率自 17%調高為 20%｣議題，因將增加企業稅負，而出
現反對者較高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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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雖一再強調本次的稅制改革，是兼具競爭力與合理公平
的全面性改革，雖有五成五民眾沒有意見，但仍有較多的民眾
認為本次的稅改「只是讓富人受益多」或「甚至會讓台灣的投
資環境更為惡化」。

• 整體而言，支持此次版本與反對此版本的民眾旗鼓相當，這也
是希望政府應該多加強宣導之處。

• 民眾雖然支持降低個人所得稅，但因社會上還出現許多不同聲
音，特別是來自於企業界反對與社會公平爭議，使一般民眾也
受到影響，而未能全力支持此次所得稅的修正版本。

• 故建議財政部應持續徵詢各方意見，討論出各界都能接受的方
案，方能實質的促進經濟成長與兼顧社會公平。



對政府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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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政策溝通與民眾宣導，特別是針對富人
受益更多與台灣投資環境更惡化多加說明。

• 應增加特別扣除額等項目，讓民眾感受到更
具體的受益，使民眾實際可運用收入增加。

• 美國已通過稅改，大幅降低企業稅負，應多
再分析國際稅改發展趨勢，適度再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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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