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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2009年整體房地產市場量能迅速回溫，都會地區房價不合理飆漲，造成受

薪階級及中低收入者無力負擔，高房價問題儼然成為民怨之首，政府為減少民怨，

有效抑制房價，以減輕民眾購屋負擔，在租稅措施方面，財政部火速制定並於2011

年6月1日實行「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不動產部分針對出售持有2年以內之

房屋及其坐落基地，及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都市土地課徵10%或15%稅額，期

以增加短期買賣之交易成本，降低房市交易量，進而抑制價格飆漲，而特種貨物

及勞務稅條例施行迄今已屆滿2年，為了解對都會地區房市價量影響情形及成效，

本研究主要探討我國五個直轄市於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實施前後，房市交易量

及價格變化，並探討是否達成「以稅制量」及「以量穩價」之預期目標。 

研究結果顯示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對臺北市房市有達成「以稅制量」及「以量穩價」

之目標，對新北市、臺中市、及臺南市等房市僅達成「以稅制量」，並未達成「以

量穩價」之目標，而對高雄市房市均未達成「以稅制量」及「以量穩價」之目標。 

 

關鍵詞：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奢侈稅 

 

壹、緒論 

    臺灣房地產於 2008 年金融海嘯後，因受世界各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影響，

及國內遺產贈與稅調降、台商資金回流、及不動產低稅賦等因素，自 2009 年整

體房地產市場量能迅速回溫，部分地區房價短期飆漲，根據內政部營建署公布

2009年第 1季至 2011年第 1季房價所得比資料，全台由 6.6上漲至 8.7，而以臺

北市 9.1上漲至 13.7之漲幅為最，此顯示民眾購屋負擔遽增，尤以受薪階級及中

低收入者已感到無法承受，以致 2010 年房價過高問題竟成為行政院研考會網路

票選 10 大民怨之首，另高額消費品帶給社會過度奢華感受，為平衡社會觀感，

實現居住正義，並維護租稅公平，以符合社會期待，馬英九總統於 2011年 2月

25日宣布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俗稱奢侈稅)，立法院火速於同年 4月 15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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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通過，總統旋於同年 5月 4日公布，並於 6月 1日實施。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課稅標的包含不動產、高額貨物及高額勞務三部分，實施

迄今已逾二年，各界對高額社會貨物及高額勞務之課稅較無明顯疑意或反對聲音，

反觀對不動產之課稅卻常成為社會輿論關注之焦點，主張廢除者各地區之房地產

價格並未有預期下跌，稅收也未達預期之效，顯然特種貨物及勞務稅非屬良策，

且影響相關產業發展，阻礙經濟成長，另主張繼續實施者認為稅收雖不如預期，

但也發揮一定程度的抑制炒作的功能，已達到穩定房市之效果，對特種貨物及勞

務稅實施對房地產市場影響情形為何，各界看法不一，故應有其研究之必要。 

依據全國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申報件數，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

市等五個直轄市申報件數占全國申報件數 50%以上，顯示房市短期交易集中於都

會型城市，依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主要探討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實行前後對五

都房地市場影響。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介紹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之內涵。 

二、分析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實施前後對五都房地產市場價量影響情形，是否

達成租稅措施之預期成效。 

三、根據研究結果提以供政府及相關單位參考。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係探討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施行對全國房地產市場價量影響情形，據此本

章首先對研究主題相關之文獻略以回顧，其內容包含主要國家抑制炒房之租稅措

施、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之內涵與國內外有關房地產價格波動之文獻。 

 

一、亞洲主要地區抑制炒房之租稅政策 

    香港與新加坡是亞洲城市房價最貴城市之一，兩地政府為防止因房市過度飆

漲產生泡沫危機，在租稅方面，對短期交易者均採行加重稅負措施，以增加交易

成本，達到穩定房市效果。香港政府在租稅措施方面，以調高賣方印花稅及買方

印花稅稅率，並開徵「額外印花稅」，2013年香港房屋成交數已較前一年減

少  38%。新加坡政府則調增財產稅邊際稅率、賣方印花稅及買方印花稅，2013

年成交量已經下滑  35%，兩地政府均已有效抑止房產交易數量。 

 

二、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內涵 

    在考量我國稅制及參考香港、新加坡等國家抑制房價之租稅措施後，我國於

2011年6月1日正式實施特種貨及勞務稅，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規定其內涵如表

2-1。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於不動產部分，係對持有期間在二年以內之房屋及其

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都市土地為課徵標的，但符合第五條排除之規

定者，不包括之，故並非對全部持有期間二年內不動產交易者均予課徵，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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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素地)僅限都市計畫土地且得申請建照執照者，而房屋僅是對於短期非自住交

易者列入課稅範圍，且盡量避免影響正常交易市場，期能有效打擊投機客，而該

稅目課徵稅率為10%，但不動產部分，持有期間在一年以內銷售者，稅率為15%，

且納稅義務人為賣方。 

 

 

表2-1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內容 

 

 

三、相關國內外文獻 

    莊孟翰（2010）分析指出，形成台北市高房價主要原因可歸納為五點：（一）

超低利率;（二）資金行情;（三）大幅調降遺贈稅至10%;（四）國產局標售土地;

（五）預期心理。楊子涵（2010）研究指出我國對於購買房屋所課徵的稅目包括

項目  課稅標的 課稅要件 稅率(%)

 房屋及座落基地 持有期間未滿 1年 15

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都市土地 持有期間滿 1年未滿 2年 10

貨物
交通工具(小客車、遊艇、飛機、直

昇機及超輕型載具)

銷售價格或完稅價格達新臺

幣三百萬元
10

保育類動物製品(龜殼、玳瑁、珊

瑚、象牙、毛皮及其產製品)

家具

勞務 入會權利 銷售價格達新臺幣五十萬元 10

不動產

銷售價格或完稅價格達新臺

幣五十萬元
10

不動產排除項目

 1.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直系

親屬僅有一戶房屋及其坐落基地，辦

竣戶籍登記且持有期間無供營業使用

或出租者。

2.符合前款規定之所有權人或其配偶

購買房屋及其坐落基地，致共持有二

戶房地，自完成新房地移轉登記之日

起算一年內出售原房地，或因調職、

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出

售新房地，且出售後仍符合前款規定

者。

3.銷售與各級政府或各級政府銷售

者。

4.經核准不課徵土地增值稅者。

5.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

地尚未被徵收前移轉者。

6.銷售因繼承或受遺贈取得者。

7.營業人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次移轉

者。

8.依強制執行法、行政執行法或其他

法律規定強制拍賣者。

9.依銀行法第76條或其他法律規定處

分，或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令處分

者。

10.所有權人以其自住房地拆除改建

或與營業人合建分屋銷售者。

11.銷售依都市更新條例以權利變換

方式實施都市更新分配取得更新後之

房屋及其坐落基地者。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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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契稅、印花稅、房屋稅、地價稅，換屋時才有可能課徵土地增值稅，然而現行

稅制未能真正反映出豪宅的稅賦價值，對其開徵奢侈稅才能符合社會觀感。李傳

信(2011)特種貨物及勞物稅條例對台北市房價影響之研究指出，政府可運用租稅

措施，增加房地產持有成本，降低交易利得，迫使空屋釋出市場，增加供給，以

使房價回歸合理價格。謝明瑞(2011)研究我國課徵奢侈稅對房地產市場影響指出，

政府因過去所實施打房政策如限制貸款成數、調高貸款利率等措施，未能達到預

期效果，故以租稅手段，實施特種貨物及勞物稅，以抑制房價飆漲之不合理現象，

特別在房價偏高之都會地區。郭宗翰(2011)影響房價變動因素之系統動態模擬研

究指出，奢侈稅效用僅是短期且非全面性抑制房價措施，並非解決實質性結構問

題，政府在研擬相關政策時，應考量長短期之政策效果，並建立有效抑制投資客

過度炒作之課稅方式。 

    Markusen (1979)以加拿大地價上漲進行地價影響因素研究指出，實質所得增

加、偏高的貸款成數、實質貸款利率下降、及一般通貨膨脹都是導致地價上漲因

素。Drake(1993)實證研究結果指出，以長期而言，個人可支配所得是帶動不動產

價格變動的主要因素。Jud and Winkler（2002）以美國130個大都會區來探究影響

住宅價格的因素，實證結果指出建設成本、人口成長、所得與利率會影響美國大

都市地區的真實住宅價格。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流程係先蒐集資料，整理資料後，經統計分析，以實證研究方式探討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施行前後對房市價格及交易量影響。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期間為 2010年第 1季至 2013年第 3季，以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平台買

賣移轉登記件數、買賣契約價格平均單價(不分建物類別)、與財稅資料中心特種

貨物及勞務稅申報件數資料等作為研究資料。依前揭資料選取臺北市、新北市、

臺中市、臺南市、與高雄市五個直轄市，並遴選該五都中買賣移轉登記件數最多

之前三區為樣本，分別為臺北市中山區、內湖區、文山區；新北市板橋區、淡水

區、三重區；臺中市西屯區、北屯區、北區；臺南市永康區、東區、安南區；高

雄市左營區、鼓山區、三民區。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季資料，由於「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於 2011年 6月 1日正式實施，

故以2011年第2季為分界點，因此本研究將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施行前期間訂為2010

年第1季至2011年第2季，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施行後期間訂為2011年第3季至2013

年第 3季，再以獨立 t檢定探討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施行前後期間房市價量是否有所

變化。而屆滿 2年到期為 2013年第 2季 (2013年 5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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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目的係探討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對房市價格及交易量之影響，以 2010

年第 1季至 2013年第 3季為研究期間，以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

高雄市等五個直轄市中各選取交易量較大 3區為樣本，探討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實

施前後五都房市價量變化，進而了解其實施之成效，結果敘述如下： 

 

一、臺北市 

    依 2010年第 1季至 2013年第 3季臺北市買賣移轉件數統計資料，移轉件數

最多前三名依序為中山區、內湖區、文山區，以三區買賣移轉登記件數、買賣契

約價格平均單價(不分建物類別)、單價上漲率分別論述。 

(一) 交易量分析 

    依買賣移轉登記件數趨勢圖(圖 4-1)，在 2011年第 2季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實

施後，三區買賣移轉登記件數均呈現減少趨勢，且至 2013年第 3季移轉件數均

未高於施行前 2011年第 1季之件數，檢定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施行前後對三區買

賣移轉件數，結果顯示(表 4-1)，三區於實行後買賣移轉件數均顯著低於施行前，

顯示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實施對臺北市買賣交易件數已產生以稅制量之效果。 

 

圖 4-1文山區、內湖區、中山區買賣移轉登記件數趨勢圖 

 

表 4-1文山區、內湖區、中山區移轉件數(交易量)獨立樣本 t檢定 

 
實施前平均件數 實施後平均件數 t值 p值 

文山 1300 784 5.328*** 0.000 

內湖 1108 737 3.561*** 0.001 

中山 1287 807 5.209*** 0.000 

註：***表示 1%顯著水準。 

 

(二) 價格分析 

1. 每坪平均單價 

    依買賣契約價格平均單價(不分建物類別)趨勢圖（圖 4-2），在特種貨物及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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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稅實施後，初期該三區均價出現短暫下跌現象，隨後呈現緩步上漲趨勢，檢定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施行前後三區價格影響，結果顯示(表 4-2)，文山區於特種貨

物及勞務稅實施後每坪均價顯著高於實施前，中山區於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實施後

每坪均價顯著低於實施前，而內湖區並無顯著影響，整體而言並未明顯產生抑制

價格上漲之效果。 

2.價格漲幅分析 

    依買賣契約價格平均單價上漲率資料，比較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實行前後價格

平均上漲率，文山區由 3.41%縮減至 1.89%，內湖區由 2.50%縮減至 1.66%，二

區呈現漲幅縮減，中山區由-0.01%增至 1.04%呈現漲幅增加，就整體而言，總上

漲率 1.97%縮減至 1.54%，顯示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對臺北市房市買賣價格漲幅產

生以量穩價之預期成效。 

 

圖 4-2文山區、內湖區、中山區買賣契約價格平均單價(不分建物類別)趨勢圖 

 

表 4-2文山區、內湖區、中山區每坪均價獨立樣本 t檢定 

區域 實施前均價/坪 實施後均價/坪 t值 p值 

文山區 35.92 39.82 -2.999 0.995 

內湖區 43.74 45.50 -1.357 0.901 

中山區 59.26 56.93 1.701* 0.056 

註：*表示 10%顯著水準。 

 

 

二、新北市 

依 2010年第 1季至 2012年第 4季新北市買賣移轉件數統計資料，移轉件數

最多前三名依序為板橋區、淡水區、三重區，以三區買賣移轉登記件數、買賣契

約價格平均單價(不分建物類別)、單價上漲率分別論述。 

(一) 交易量分析 

依買賣移轉登記件數趨勢圖（圖 4-3），在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實施後，淡水區

因新市鎮開發移轉件數曾有反彈上升，嗣後三區移轉件數仍呈現減少趨勢，且至

2013 年第 3 季移轉件數均未高於施行前，檢定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施行前後對三

區買賣移轉件數影響，結果顯示(表 4-3)，除淡水區並無顯著差異外，餘二區於

實行後買賣移轉件數顯著低於施行前，顯示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實施對新北市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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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件數已產生以稅制量之效果。 

 

圖 4-3板橋區、淡水區、三重區買賣移轉登記件數趨勢圖 

 

表 4-3板橋區、淡水區、三重區移轉件數(交易量)獨立樣本 t檢定 

區域 實施前平均件數 實施後平均件數 t值 p值 

板橋區 2371 1616 3.934*** 0.000 

淡水區 1788 1578 1.033 0.160 

三重區 1651 1055 5.843*** 0.000 

註：***表示 1%顯著水準。 

 

(二)  價格分析 

1. 每坪平均單價 

    依買賣契約價格平均單價(不分建物類別)趨勢圖（圖 4-4），在特種貨物及勞

務稅實施後，該三區均價均呈現緩步上升趨勢，再檢定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施行前

後對三區價格影響，結果顯示(表 4-4)，三區於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實行後每坪均

價顯著高於施行前，顯示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對新北市房市買賣價格並未產生抑制

價格上漲之效果。 

2.價格漲幅分析 

    依買賣契約價格平均單價上漲率資料，比較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實施前後價格

平均上漲率，板橋區由 2.58%增加至 2.80%，淡水區由-0.20%增加至 2.63%，二

區呈現漲幅增加，三重區則由 4.33%縮減至 3.42%，就整體而言，總上漲率 0.88%

增加至 2.96%，顯示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對新北市房市買賣價格漲幅度未發揮以量

穩價之預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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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板橋區、淡水區、三重區買賣契約價格平均單價(不分建物類別)趨勢圖 

 

表 4-4板橋區、淡水區、三重區均價獨立樣本 t檢定 

區域 實施前均價 實施後均價 t值 p值 

板橋區 28.26 31.28  -1.499 0.921 

淡水區 17.51 20.24 -3.861 0.999 

三重區 26.86 31.77 -3.904 0.999 

 

三、臺中市 

    依 2010年第 1季至 2013年第 3季臺中市買賣移轉件數統計資料，移轉件數

最多前三名依序為西屯區、北屯區、北區，以三區買賣移轉登記件數、買賣契約

價格平均單價(不分建物類別)、單價上漲率分別論述。 

(一) 交易量分析 

    依買賣移轉登記件數趨勢圖（圖 4-5），在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實施後，初期三

區移轉件數均呈現下跌走勢，而西屯區因為臺中新行政區及精華區七期所在，期

間移轉件數反彈上升，並未減少，餘二區至 2013年第 3季件數均未高於施行前，

檢定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施行前後對三區買賣移轉件數影響，結果顯示(表 4-5)，

三區於實行後買賣移轉件數顯著低於施行前，顯示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對臺中市有

發揮以稅制量之成效。 

 

圖 4-5西屯區、北屯區、北區買賣移轉登記件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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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西屯區、北屯區、北區買賣移轉件數(交易量)獨立樣本 t檢定 

區域 實施前平均件數 實施後平均件數 t值 p值 

西屯區 1076  1049 0.133 0.448 

北屯區 1337  1098 1.492* 0.080 

北區 2143  1258 5.350*** 0.000 

註：*** , *分別表示 1%、10%顯著水準。 

 

 

(二) 價格分析 

 1. 每坪平均單價 

依買賣契約價格平均單價(不分建物類別) 趨勢圖（圖 4-6），在特種貨物及

勞務稅實施後，三區均價均出現緩步上升趨勢，檢定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施行前後

對三區價格影響，檢定結果顯示(表 4-6)，三區於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實施後每坪

均價顯著高於實施前，顯示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對臺中市房市買賣價格未產生抑制

上漲之效果。 

2.價格漲幅分析 

    依買賣契約價格平均單價上漲率資料，比較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實施前後價格

平均上漲率，西屯區由 0.67%增加至 3.03%，北屯區由 1.76%增加至 3.10%，北

區由 1.39%增加至 1.74%，各區均呈現漲幅增加現象，就整體而言，總上漲率由

1.95%增加至 2.21%，顯示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對臺中市房市買賣價格漲幅未發揮

以量穩價之預期。 

 

 

圖 4-6西屯區、北屯區、北區買賣契約價格平均單價(不分建物類別)趨勢圖 

 

表 4-6西屯區、北屯區、北區均價獨立樣本 t檢定 

區域 實施前均價 實施後均價 t值   p值 

西屯區 14.5 17.05 -3.286  0.997 

北屯區 12.67 14.51 -2.832  0.993 

北區 12.84 14.14 -2.985  0.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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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南市 

依 2010年第 1季至 2013年第 3季臺南市買賣移轉件數統計資料，移轉件數

最多前三名依序為永康區、東區、安南區，以三區買賣移轉登記件數、買賣契約

價格平均單價(不分建物類別)、單價上漲率分別論述。 

(一)交易量分析 

依買賣移轉登記件數趨勢圖（圖 4-7），在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實施後，永康區

及東區移轉件數仍呈現下跌趨勢，期間有反彈走升，而安南區則呈現上升趨勢，

於 2013年第 3季除永康區移轉件數與施行前件相當外，餘二區移轉件數均小於

施行前，檢定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施行前後對三區買賣移轉件數影響，結果顯示(表

4-7)，除安南區因開發時間較晚，實行後件數顯著高於實行前外，餘二區實行後

買賣移轉件數顯著低於施行前，顯示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實施對臺南市買賣交易件

數仍有產生以稅制量之效果。 

 

 

圖 4-7永康區、東區、安南區買賣移轉登記件數趨勢圖 

 

表 4-7永康區、東區、安南區買賣移轉件數(交易量)獨立樣本 t檢定 

區域 實施前平均件數 實施後平均件數 t值 p值 

永康 860  738  2.535** 0.012 

東區 734  602 3.469*** 0.002 

安南 304  370 -2.477 0.986 

註：***, **分別表示 1%、5%顯著水準。 

 

(二)價格分析 

 1. 每坪平均單價 

依買賣契約價格平均單價(不分建物類別) 趨勢圖（圖 4-8），在特種貨物及

勞務稅實施後，該三區均價均呈現上升趨勢，檢定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施行前後對

三區價格影響，結果顯示(表 4-8)，三區於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實施後每坪均價顯

著高於實施前，顯示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對臺南市房市買賣價格未產生抑制上漲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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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價格漲幅分析 

    依買賣契約價格平均單價上漲率資料，比較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實施前後價格

平均上漲率，永康區由 1.86%縮減至 1.06%，東區由 1.10%增加至 2.20%，安南

區由 1.95%增加至 2.21%，除永康區漲幅減少外，餘二區均呈現漲幅增加現象，

就整體而言，總上漲率由 1.65%增加至 1.78%，顯示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對臺南市

房市買賣價格漲幅未發揮以量穩價之預期。 

 

圖 4-8永康區、東區、安南區買賣契約價格平均單價(不分建物類別)趨勢圖 

 

表 4-8永康區、東區、安南區均價獨立樣本 t檢定 

區域 實施前均價 實施後均價 t值  p值 

永康區 9.54 10.41 -2.930*** 0.033 

東區 11.24 12.3 -4.179*** 0.009 

安南區 10.56 11.77 -2.475** 0.056 

註：*** ,**分別表示 1%、5%顯著水準。 

 

五、高雄市 

    依 2010年第 1季至 2012年第 4季高雄市買賣移轉件數統計資料，移轉件數

最多前三名依序為左營區、三民區、鼓山區，以三區買賣移轉登記件數、買賣契

約價格平均單價(不分建物類別)、單價上漲率分別論述。 

(一) 交易量分析 

    依買賣移轉登記件數趨勢圖（圖 4-9），在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實施後，初期三

區移轉件數仍呈現減少趨勢，於 2012年第 1季三區出現反彈上升，移轉件數呈

現上升趨勢，至 2013年第 3季除左營區移轉件數略低於施行前外，餘二區移轉

件數高於或相當於施行前，檢定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施行前後對三區買賣移轉件數

影響，結果顯示(表 4-9)，三區未有顯著差異，可能因房市起漲時間晚於臺北市

區，顯示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對高雄市並未明顯達到以稅制量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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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左營區、鼓山區、三民區買賣移轉登記件數趨勢圖 

 

表 4-9左營區、三民區、鼓山區買賣移轉件數(交易量)獨立樣本 t檢定 

區域 實施前平均件數 實施後平均件數  t值  p值 

左營區 1058 1210 -0.745 0.765 

鼓山區 841  931 -0.562 0.708 

三民區 882 874 0.070 0.473 

 

(二) 價格分析 

1. 每坪平均單價 

    依買賣契約價格平均單價(不分建物類別)趨勢圖（圖 4-10），在特種貨物及

勞務稅實施後，三區均價均呈現上升趨勢，檢定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施行前後對三

區價格影響，檢定結果(表 4-10)三區於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實施後每坪均價顯著高

於實施前，顯示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對高雄市房市買賣價格未產生抑制上漲效果。 

2.價格漲幅分析 

    依買賣契約價格平均單價上漲率資料，比較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實施前後價格

平均上漲率，左營區由 0.87%增加至 3.30%，鼓山區由 0.28%增加至 4.08%，三

民區由 2.13%縮減至 1.51%，除三民區外，餘二區均呈現漲幅增加現象，就整體

而言，總上漲率由 1.09%增加至 2.96%，顯示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對高雄市房市買

賣價格漲幅並未發揮以量穩價之預期。 

 

 
圖 4-10左營區、鼓山區、三民區買賣契約價格平均單價(不分建物類別)趨勢圖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左營

鼓山

三民

0

5

10

15

20

25

左營

鼓山

三民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於五都房市之實行成效  69 

 

表 4-10左營區、鼓山區、三民區均價獨立樣本 t檢定 

區域 實施前均價 實施後均價 t值  p值 

左營區 12.58 15.66 -6.297 0.999 

鼓山區 14.37 17.69 -4.368 0.999 

三民區 12.35 13.6 -2.278 0.980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採季資料，由於「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於 2011年 6月 1日正式實施，

故以 2011年第 2季為分界點，因此以 2010年第 1季至 2011年第 2季為特種貨物

及勞務稅施行前期間，2011年第 3季至 2013年第 3季為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施行後

期間，以敘述統計分析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實施對我國五個直轄市主要交易地區之

房市價量影響情形，並以 2010年第 1季至 2013年第 3季之房屋買賣移轉件數及

每坪均價等資料進行實證分析，藉以探討是否達成租稅目的之預期效果，研究得出

以下結果。 

    房屋交易量方面：研究顯示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於特種貨物及

勞務稅實施後已有效抑制房市交易量，已達以稅制量之成效。而高雄市則未達到

以稅制量之成效。 

    房屋價格方面：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於特種貨物及勞

務稅實施後均未有效抑制房價上漲。 

    房價漲幅方面：比較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實行前後之平均漲幅，臺北市因為較

早飆漲地區，受特種貨物及勞物稅影響較明顯，於房價漲幅方面呈現縮小現象，

有達到以量穩價之預期目標，而房炒現象有漸往中、南部移動現象，故在新北市、

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均呈現未達到以量穩價之預期。 

    政府實施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主要是為抑制房價飆漲，預防房市過度泡沫化，

讓房市交易回歸正常狀態，而自 2011年 6月實施以來，迄今已過 2年閉鎖期限，

期間對房市價量之影響，由前述數據顯示，已有效降低市場交易數量，對市場產

生降溫效果，亦達到以稅制量之預期，惟對房價均未能抑制房價上漲，僅於臺北

市有達成以量穩價之預期效果，其他區域均未能發揮以量穩價之成效，原因可能

受限於市場寬鬆資金之因素以致無法完全抑制交易價格上漲。 

    本研究僅從稅務面以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單一事件分析對房市價量影響，惟影

響房市價量還有經濟面等各項因素，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從不同因素面多元研究，

進而可比較出各項因素影響程度與效果，或後續研究者可繼續蒐集及擴大資料，

以探討種貨物及勞務稅於滿 2年後後是否持續對房市產生影響，相關研究報告應

可供政府為施政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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