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論述 》預算•決算

32

主計月刊︱第 728 期︱ 2016.8

房地合一稅收預算編列及分配

運用之探討
我國自 105 年 1 月實施房地合一按實價課徵所得稅制度，同時輔以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不動產部分停

徵，將所增加之稅收用於住宅政策及長期照顧服務支出，本文係就本稅制實施後相關預算編列及稅

收分配運用等提出分析與建議，俾供外界參考。

　簡信惠、張正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科長、視察）

壹、前言

近年國內部分地區不動產

價格飆漲，青年人及中低所得

者無力購屋，外界普遍認為我

國房地交易長期以來係就房屋

及土地分別課徵所得稅及土地

增值稅，且未按實際交易價格

課稅，不動產交易利得之稅負

偏低，是造成不動產投資炒作

及貧富差距擴大因素之一。為

解決以往稅制之缺失，並延續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以下簡稱

特銷稅）抑制炒作房地之效果，

我國自 105 年起實施房地合一

按實價課徵所得稅制度，同時

輔以特銷稅不動產部分停徵，

並將所增加之所得稅收用於住

宅政策及長期照顧服務支出，

期促進不動產稅制合理化，維

護居住正義及租稅公平。 

貳、修法歷程

一、修法背景

98 年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現為國家發展委員會）

舉辦「十大民怨」網路票選，

房價高漲為民怨之首，103 年 6

月中央研究院發布「賦稅改革

政策建議書」，行政院江前院

長回應中宣示將推動房地合一

課徵所得稅，並於同年 8 月 7

日「經貿國是會議」獲致推動

不動產稅制改革共識；另同年

10 月社會住宅推動聯盟發起巢

運活動，要求政府改革房產稅

制，推動房地合一實價課徵所

得稅。

行政院於 103 年度推動

「財政健全方案」，希望透過

控制債務規模、調整支出結構、

適時調整稅制等多面向興革，

以蓄積財政能量，為國家各項

政務推動及發展注入活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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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稅制調整方案規劃短期及中

長期二大部分，短期內著重在

建立回饋稅，改善所得分配，

增加國庫收入，中長期則研議

改進不動產稅制等，以建立合

理透明稅制。

二、修法過程

財政部為回應各界對不動

產稅制改革之期待，爰將房地

交易所得合一按實際價格課稅

問題，列入財政健全方案之稅

制調整項目，以房地合一課徵

所得稅之稅改方案，輔以特銷

稅不動產部分轉型，提出房地

合一稅制改革方案，擬具「所

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6 條之 1 修正草案，於 104 年

5 月 21 日行政院會議通過，經

立法院於 104 年 5 月 29 日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14 次會議決議

逕付二讀，同年 6 月 4 日立法

院朝野黨團協商，6 月 5 日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15 次會議三讀通

過，經總統於 6 月 24 日公布，

並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配 合 105 年 1 月 房 地 合

一稅制之實施，及特銷稅不動

產部分之停徵，於所得稅法第

125 條之 2 規定略以，房地合

一課徵之所得稅稅課收入，扣

除由中央統籌分配予地方之餘

額，循預算程序用於住宅政策

及長期照顧服務支出；另其分

配及運用辦法，由財政部會同

內政部及衛生福利部定之。財

政部爰依前開條文規定於 104

年 12 月 24 日會銜衛生福利部

訂定發布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

稅課收入分配及運用辦法（以

下簡稱分配及運用辦法），作

為未來財源分配運用及預算編

列之依據。

參、預算編列方式

一、房地合一稅收影響

依據財政部估計，房地

合一所得稅新制修法後第 1 年

（105 年）約課徵 42 億元，第

5 年 174 億元，預估至第 10 年

將達 279 億元，惟若考量特銷

稅不動產部分停徵，以及原房

屋交易所得稅逐年萎縮之稅損

影響數，估計稅收淨增數第 1

年為 12億元、第 5年 142億元、

第 10 年 244 億元（附表）。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

例」第 24 條規定，特銷稅稅

課收入，循預算程序用於社會

福利支出；「特種貨物及勞務

稅稅課收入分配及運用辦法」

第 3 條規定，特銷稅稅課收入

優先撥供國民年金保險中央應

補助之保險費及應負擔款項之

用，必要時撥供支應其他經行

政院核定之社會福利支出。據

統計，因配合房地合一稅實施

而停徵特銷稅不動產部分，每

附表　實施房地合一稅制對稅收影響推估情形表

單位：億元

項　目 改制前 第 1 年 第 5 年 第 10 年

稅收淨增數        - 12 142 244

合計 44 56 186 288

　房地合一稅        - 42 174 279

　特銷稅不動產部分 30 - - -

　房屋交易所得稅 14 14 12 9

資料來源 : 財政部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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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約 30 億元，爰本次修法前原

由前述特銷稅支應之社會福利

支出將由國庫另籌財源支應。

二、中央分成專款專用

房地合一稅係屬所得稅，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所得稅

屬國稅，其中 90％係歸屬中央，

其餘 10％係屬中央統籌分配稅

款財源，應由中央統籌分配直轄

市、縣 （市） 及鄉（鎮、市）。

依所得稅法第 125 條之 2

與分配及運用辦法第 3條規定，

房地合一稅應專款專用於住宅

政策及長期照顧服務支出已將

提撥中央統籌分配稅款部分予

以排除。爰本項稅收僅中央應

專款專用，地方獲配部分則維

持統收統支方式辦理。

三、收支分別透列預算

依分配及運用辦法第 5 條

規定，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稅課

收入扣除由中央統籌分配予地

方之餘額，各受配機關就獲配

部分，應納入其主管之單位預

算採收支併列方式辦理或其主

管之特種基金循預算程序辦理。

另依「預算法」第 16 條

規定，預算分為總預算、單位

預算、單位預算之分預算、附

屬單位預算、附屬單位預算之

分預算。鑑於總預算及附屬單

位預算均屬政府預算範疇，亦

送請立法院審議，爰除特銷稅

稅課收入及公益彩券回饋金前

因立法院決議改以收支併列方

式辦理外，其餘金融營業稅、

公益彩券盈餘、運動彩券盈餘、

菸品健康福利捐等撥入基金之

收支均不在總預算表達。

據財政部估計，房地合一

稅第 10 年稅收可達 279 億元，

考量住宅政策及長期照顧服務

支出未來仍多透過基金運作，

如將撥入基金之收支透列總預

算，將虛增總預算之規模，不

利於政府歲出預算之安排，爰

未來隨著房地合一稅收逐年增

加，運用於長期照顧服務或住

宅政策相關支出，建議參照公

益彩券盈餘及菸品健康福利捐

等預算編列方式，檢討儘量直

接納入受配主管之特種基金循

預算程序辦理，亦即收支均不

在總預算，至於由公務預算辦

理部分則以收支併列方式辦理。

肆、稅收分配運用

一、保留適度彈性

財政部前於 103 年間研擬

分配及運用辦法草案階段，原規

劃於辦法中明定房地合ㄧ稅用

於住宅政策及長期照顧服務支

出之分配比率，或敘明優先撥

供特定支出，惟討論過程中內

政部主張住宅政策支出應不低

於 50％，衛生福利部則建議長

期照顧服務支出不低於 80％，

雙方各有堅持，難以取得共識，

嗣財政部考量為使未來分配運

用方式保留適度彈性，並避免明

定優先撥供特定支出，恐引發

不同團體之質疑，爰通過分配

及運用辦法第 3 條規定，用於

住宅政策及長期照顧服務支出

之分配，由行政院視各該用途

業務需求及財務狀況統籌調配。

二、現況業務需求

105 年 2 月 6 日臺南震災

後，為提高私有老舊建築物耐

震能力及因應土壤液化問題，

內政部研提安家固園計畫，經

行政院於 105 年 4 月 29 日核

定，原則同意，其中補助私有

老舊公寓大廈耐震補強工程修

繕經費高達 220 億元（期程

107 至 110 年度），規劃擬由

房地合一稅收挹注住宅基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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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另 105 年 5 月 20 日新政府

上任後規劃於 8 年內完成 20 萬

戶只租不賣社會住宅，將使住

宅基金財務壓力日趨沉重。另

在長期照顧方面，新政府規劃

未來將設置跨部會的「長期照

顧推動小組」，以整合所有資

源來推動長照；財源部分，以

指定稅收（遺贈稅、房地合一

稅）加上公務預算，每年須籌

措 300 億至 400 億元，資金需

求將逐年擴增，未來恐面臨住

宅政策及長期照顧服務互相爭

奪房地合一稅財源之窘境。

三、相關財務研析

目前住宅政策相關業務主

要係透過住宅基金辦理，包括

辦理各項住宅貸款利息差額及

租金補貼、興辦社會住宅等，

104 年住宅基金支出總額約

57.55 億元，其中住宅相關補助

（貼）業務約為 52.22 億元（公

務預算僅編列 0.05 億元）。又

該基金截至 104 年底現金 216

億元，可收回長期貸（墊）款

339.5 億元，基金淨值為 694.7

億元，扣除 105 年配合政府財

政需要，折減基金繳庫 70 億

元，及該基金配合住宅政策辦

理產生之短絀，預估 105 年底

現金約 67.5 億元，基金淨值為

530.9 億元。

另長期照顧服務相關支

出，以 105 年度為例，約 54.4

億元，包括公務預算編列 49.5

億元、就業安定基金編列 0.6

億元、醫療發展基金 4.3 億元。

此外長期照顧服務法業於 104

年 6 月 3 日經總統公布，依規

定於公布後 2 年（106 年）施

行，應設置長照服務發展基金，

5 年內撥充編列至少 120 億元，

來源包括政府預算撥充、菸捐、

捐贈收入及基金孳息收入等，

又加上未來政府推動長期照顧

服務政策係以稅收制為財源，

資金需求將日益龐大孔急。

四、現階段優先撥供長照

服務支出

因應高齡化及少子化社

會，未來須有穩定財源支應長

期照顧體系支出，考量目前相

關經費除少部分由就業安定基

金及醫療發展基金辦理外，主

要係編列公務預算辦理，即大

部分支出並無特定財源可供支

應，又現階段中央政府整體財

政仍亟待改善，每年度尚有歲

入歲出差短須以舉債支應，而

住宅基金財務狀況尚屬良好，

辦理住宅相關業務大多可由該

基金自有財源支應，短期內尚

無由國庫撥補之迫切性。為增

加政府預算籌編之彈性及資

金運用效能，爰有關房地合一

課徵之稅課收入，建議現階段

優先撥供長期照顧服務支出之

用，如未來住宅基金確有所需，

再予挹注。

伍、結語

房地合一稅制實施後，有

效解決現制房屋及土地分開課

稅之缺失，延續特銷稅抑制短

期投機炒作房地之效果，並呼

應社會各界對改革之期盼；所

增加之稅收用於住宅政策及長

期照顧服務支出，亦將有助縮

小貧富差距及落實居住正義，

至其分配運用，考量因應高齡

化及少子化社會，長照政策是

政府未來重點之施政計畫，且

所需經費龐大，亟須穩定財源

支應，建議現階段優先撥供長

期照顧服務支出之用，相關收

支並檢討儘量直接納入特種基

金辦理，以增進政府預算籌編

之彈性及資金運用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