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過去有關最適所得稅理論、所得稅逃漏問題、以及政府最適稽查

策略的研究文獻，主要多建立在政府與納稅人間存在著資訊不對稱的

假設下。本文將此處所謂資訊不對稱，區分為兩種類別的問題：第一

種類別是指政府對納稅人獲取所得的能力與勞動供給皆無法得知，但

卻可以在無需花費任何成本的情況下，完全掌握到納稅人的所得水

準。第二個類別則是指政府不僅無法掌握納稅人的能力與勞動供給，

也必須透過查核方能掌握到納稅人的所得水準，而查核工作通常必須

付出稽查成本。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探討前述第二種類別的資訊不對稱問題 

，如何影響最適所得稅理論、政府稽查策略、以及納稅人逃漏行為等。

至於研究架構則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是將第二種類別的資訊不對

稱問題納入最適所得稅的研究之中。我們主要的重點在於探討當稽查

機率並非政府事前政策變數，且政府的稽查策略與納稅人的逃漏稅行

為是互為影響時，最適所得稅理論的分析結論，究竟如何改變。第二

部分則是探討實務上常見的兩階段查核方式，對政府稽查策略與納稅

人申報行為的影響，並比較其與直接隨機查核策略的差異。在此所謂

的兩階段查核，是指政府在第一階段先根據以往稽查經驗，分析具逃

漏稅傾向者的所得來源或特徵，並藉此建立篩選標準，以對納稅人進

行選案分析，俾篩選出具有較高傾向可能從事特定逃漏稅行為的納稅

人。其次，再從第一階段篩選出的納稅人，以不同機率或查核方式來

進行第二階段的隨機查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