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垂直外部性、租稅競爭及最適租稅 

 

從本章開始，我們開始改變一些模型的基本假設。首先，假定在一國

之內共有 2個地方政府，人口均勻分布在[0,1]之間，根據 Hoyt（2001）

一文所述， jix 為 i地區內代表性居民對第 j種產品的消費量。若放寬原有

假設，目前地區內居民人數為 2
1 ，且? 人具有相同偏好（即消費個體皆同

質），故 jix 可代表 i地區第 j種產品的? 人平均消費量。此外，假定 jix 僅受

本地價格之影響，不為外地價格所干擾，所以 )(
−

= ijiji qxx 6。再者，假設各

個地區每種私有財貨的供應量皆足以應付其所面對的需求，故沒有供給不

足之疑慮。 

 

模型最終在 dsjiji
+= ττ * 的情形下達到均衡，其中 jiτ 、 *ji

τ 分別代表本

地及外地政府對第 j種商品的課稅額，而 d為? 人? 單位距離的交通成

本， s則為交易距離。在進行水平租稅競爭下， i地區第 j種產品的總銷售

量（即稅基）為 jiQ ，以下則為本地及外地稅率對於境內銷售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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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ix 係假定其他地區第 j種商品價格下，本地居民所決定的平均消費量，而該價格 iq 為本地政
府參考其他地方的稅率後，所決定出的價格水準，故本地居民的平均消費量雖僅受該地區價格所
影響，但本地之價格水準即把地區間的商品價格差距包含在內。  



從上述的第二式中，我們可以把本地稅率對於稅基的影響分解成兩種

效果。前項可表示為本地稅率影響區域內價格，致使居民平均消費量所產

生的變動。而後項則是本地稅率與外地稅率有所差異時，居民跨區域購買

貨品的水平流動效果。 

 

第一節  跨區購買行為與稅基完全重疊 

 

與Hoyt（2001）一樣，吾人在此假定中央與地方同時對境內的兩種商

品課稅。與原始模型不同的是，我們允許消費者跨區購買的行為，這樣一

來，地方政府便會利用此二商品稅率來進行「租稅競爭」。至此，整個模

型即可將垂直與水平的概念包含在內，而吾人亦可從中觀察兩種財政外部

性互動的情形。 

 

地方政府的租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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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Roy’s Identity與Slutsky 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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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的租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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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Roy’s Identity、Slutsky Matrix及Symmetric Equilibrium的概

念： 















 −
++




















∂
∂

−
∂

∂







 −
++−⇒ ∑

= d
xMU

y
x

x
q

h

d
MUx

jiji
jif

k

ki
ji

ki

jikiki
kisji

ττττ
τα

**

2
1

2
12

1

 

                               0
2
12

1

*

=













∂

∂
−

∂
∂








 −
++ ∑

=k

ki
ji

ki

jikiki
kf y

x
x

q
h

d

ττ
τ  

在Symmetric Equilibrium下， jsjiji ττ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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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地方與中央的最適決策之一階條件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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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Hoyt（2001）命題一的影響： 

 

（A）中央與地方政府有相同的租稅工具時（即兩者稅基完全相同），中央

與地方對此二貨物的相對稅率仍應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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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地方公共財提供過多的情況不一定成立。 

將地方與中央的一階條件相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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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在Symmetric Equilibrium中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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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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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上式可化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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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 0, >dx j 、 0, ≥jfjs ττ 且 0, >fs MUMU 的條件下。則（24）式右方

並無法確定會出現正值或負值，換句話說，我們無法判斷 sfMRS 是否會大

於 1。即在具有水平與垂直外部性的情況下，不能確認地方與中央公共財

相對提供水準。 

 

經由以上的數學推導，我們發現在中央與地方稅基完全重疊的假設



下，地方政府間的水平租稅競爭似乎不會對於兩層級政府租稅政策產生影

響，這也就是說中央與地方仍依照最適課稅原則訂定各自稅率，在租稅課

徵方面並無產生任何效率的損失。 

 

相較於 Hoyt（2001）一文，加入水平外部性後，在不考量稅率對於轄

區內平均消費的影響下，地方稅率變動會誘使居民做出跨區域購買行為，

進而使稅基產生水平流動的情形出現，由於模型假設政府預算平衡，故流

動效果會完全反映在公共支出上（ jjssf xMRS
d

τ
1 與 jjf x

d
τ

2
1 ），從而導致公共

支出有提供不足之現象。因此，地方公共財是否提供過度需視垂直效果與

水平流動效果二者共同決定，而非如原始模型中地方公共財必定呈現過度

提供的狀態。如此一來，加入水平競爭的做法可能有效地抵銷原先垂直外

部性所造成的支出扭曲，使得兩層級政府在稅收與支出面同時符合效率的

條件。 

 

第二節  租稅競爭與地方稅基受限 

 

本節中，由於地方政府稅基受限，只能對商品1課稅，故此時商品 2

的價格在各區域間均相等，消費者跨區購買的行為僅侷限於商品1。接下

來，我們透過數學推導，檢視納入水平面之做法，是否會對原始結論產生

重大的改變。 

 

地方政府的租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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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的租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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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Roy’s Identity、Slutsky Matrix及Symmetric Equilibrium的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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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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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中央的一階條件，吾人可求得與Hoyt（2001）一文相對應的中央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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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Hoyt（2001）命題二的影響： 

 

同樣地，我們將中央與地方對於第一種商品的一階條件相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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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在Symmetric Equilibrium中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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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若 1>sfMRS 且 0
1

2 ≤∂
∂

i

i
q

x 時，中央不一定要對財貨1予以補貼才能消

弭地方課稅對其所產生之財政外部性。 

 

（B）由中央與地方公共財的相對提供水準來判斷地方稅率之垂直外部性

的正負也是不恰當的。 

 

Hoyt（2001）指出，在僅考慮中央地方的垂直關係時，地方稅基受限

不但使政府間的資源配置遭受到扭曲，在某些條件下，中央為消除地方課

稅所造成之財政外部性，可能會違反最適課稅原則對商品進行補貼，致使

政府於稅收和支出兩方面均做出非最適之決策。然而，加入地方水平租稅

競爭的考量後，即使中央與地方相對支出水準仍呈現非最適的狀態（假定

1>sfMRS ，且維持兩財貨互補假設），中央政府若依照最適課稅法則來訂

定稅率，地方課稅對中央稅收所造成之影響還是有可能為水平租稅競爭的

流動效果所抵銷7。與原始模型相較，當地方稅基受限時，中央地方資源配

置雖未符合最適水準，但政府的租稅政策還是有機會達成最適課稅法則的

條件。 

                                                 
7 因此，當 1>sfMRS 時， 0

1
=∂

∂
i

fR
τ  非必要條件。 



 

第三節  租稅外部性與政府間移轉制度 

 

Hoyt（2001）一文明確地告訴我們，當中央地方稅基重疊程度有所差

異時，政府的租稅政策及支出水準皆可能為垂直外部性所干擾。因此，作

者在文章的最後推論出中央政府應可設計一套移轉制度，有效地解決所有

問題。所以，本節之目的，在於驗證引入租稅競爭的概念後，是否會對原

先補助制度的條件產生重大之改變。 

 

中央政府的租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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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利用中央政府租稅政策的一階條件，並套用前述的轉換方式 

Q在Symmetric Equilibrium中 jsjiji τττ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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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租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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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Hoyt（2001）命題三的影響： 

 

由中央政府的一階條件，我們可知在最適的補助制度下 fs MUMU = 。

利用此條件，吾人將中央與地方的一階條件相減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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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在Symmetric Equilibrium中 jsjiji τττ == * ，因此上式可改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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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oyt認為 1=sfMRS 且沒有一個地方政府會產生財政外部性，始能導

出最適的補助制度，在加入水平後，這樣的說法未必成立。 

 

（B）在 1=sfMRS 的情況下，中央與地方的混合稅率就如同單一政府下的

稅率水準，並符合最適課稅之條件。 

 

從中央與地方稅基完全重疊及地方稅基受限兩模型的推導中，我們可

以歸結出以下論點：中央地方同時擁有課稅權時必會造成政府間的資源配

置遭受扭曲，而稅基重疊的程度差異則會干擾政府的租稅決策。有鑑於

此，Hoyt希望為中央政府設計一套完善的補助措施以同時解決上述兩項問

題。而在納入水平關係之後，最適補助制度依舊要使得中央與地方公共財

達成最適配置（即 1=sfMRS ），而兩級政府的混合稅率也必須符合最適課

稅法則。不過，與原始模型不同的是，地方課稅不會對中央稅收產生財政

外部性的現象已非達成最適補助制度的必要條件，因為地方政府間的租稅

競爭也能抵銷此一不效率之情形。因此，補助制度僅須確保中央地方間資

源有效的配置，即能完全矯正中央地方稅基差異所造成之稅收與支出兩方

面的扭曲，使得整個經濟體系達到最有效率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