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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統計分析 

第 112-02號    112 年 6 月 

臺中市印花稅稅收及稅源結構分析 

壹、前言 

依我國印花稅法規定，銀錢收據、買賣動產契據、承攬契據、典賣、讓

受及分割不動產契據，均應依法繳納印花稅，納稅人可透過在文件上加附

印花稅票並完成銷花或繳款書證明聯，來履行納稅義務。印花稅非屬底冊

稅，雖徵收性質較特殊，稅收規模相較其他地方稅為小，惟對於本市財源

仍具有相當助益。 

應納印花稅之憑證，於書立後交付或使用時，貼足印花稅票，目前印花

稅繳納方式主要分為按件實貼印花稅票、彙總自繳及大額繳納 3 大類，其

稅收多寡能據以瞭解本市勞務及工程承攬規模等態樣，並能觀察不動產交

易市場之興衰。為深入瞭解本市印花稅徵起情形，期藉由本局相關統計報

表資料，提供更多元化的統計資訊，以反映稅收實況，以下探討本市印花

稅 102 年至 111 年之稅收概況與稅源結構變化，並輔以比較六都印花稅稅

收資料，進一步瞭解稅收之變動趨勢及增減情形，以提供決策參考。 

貳、本市印花稅徵收情形 

一、本市 111年印花稅實徵數新臺幣(以下同)16億 7,322萬元，較上(110)年

增加 1 億 3,570 萬元(8.83%)，其中各來源別占比以承攬契據 32.38%

為最高，金融業 17.08%及不動產買賣 13.81%居第 2、3名。 

本市 111 年印花稅實徵數為 16 億 7,322 萬元，較上年 15 億 3,752 萬元

增加 1 億 3,570 萬元(8.83%)；若依繳納方式區分，以大額繳納 8 億 7,827 萬

元(占 52.49%)為最多，其次為彙總自繳稅額 6 億 7,392 萬元(占 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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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印花稅票 1 億 2,103 萬元(占 7.23%)則為最少，與配合政府積極輔導廠

商改以電子化方式繳納印花稅政策有顯著相關(詳表 1)。 

觀察 111 年印花稅之稅源結構，大額繳納中又以承攬契據 5 億 4,172 萬

元(占 32.38%)為主要稅源，並為印花稅各來源別中占比最高者，其次為不

動產買賣 2 億 3,108 萬元(占 13.81%)列各來源別占比之第 3 名；彙總自繳

稅額之主要來源則為金融業及保險業，其中金融業 2 億 8,586 萬元 (占

17.08%)、保險業 1 億 6,622 萬元 (占 9.93%)，並分居各來源別占比之第 2、

4 名 (詳表 1 及圖 1)。 

表 1  臺中市印花稅實徵數比較表 
單位：萬元

      年度 

類別 

110年  111年 

(2) 

 增減 

(3)=(2)-(1) 

成長率(%) 

(4)=(3)/(1)*100 (1) 比率(%) 比率(%) 

合計 153,752     100.00   167,322     100.00     13,570 8.83

 出售印花稅票   10,927       7.11     12,103       7.23       1,175 10.75

 彙總自繳稅額   57,374      37.32     67,392      40.28     10,018 17.46

金融業   24,017      15.62     28,586      17.08       4,569 19.02

保險業   16,036      10.43     16,622       9.93        586 3.66

教育業     1,187       0.77       1,388       0.83        201 16.91

醫療業     9,486       6.17     11,236       6.71       1,750 18.45

公用事業     1,338       0.87       1,554       0.93        215 16.08

服務業        299       0.19          354       0.21         55 18.28

其他     5,011       3.26       7,653       4.57       2,642 52.73

大額繳納   85,451     55.58     87,827     52.49       2,376 2.78

遺產分割協議書     3,730       2.43       4,102       2.45       372 9.98

不動產買賣   27,242     17.72     23,108     13.81 -4,134 -15.18

不動產交換          59       0.04           88       0.05         28 47.81

不動產贈與     4,301       2.80       4,084       2.44 -217 -5.05

不動產分割合併     1,090       0.71       1,092       0.65         2 0.17

承攬契據   47,148     30.66     54,172      32.38       7,025 14.90

銀錢收據     1,371       0.89          851       0.51 -520 -37.95

押標金收據          26       0.02           3      0.00 -23 -90.18

不動產信託 7       0.00          18       0.01        11 159.63

買賣動產 14       0.01          28       0.02        14 103.52

其他 463      0.30          282       0.17 -181 -39.12

 
資料來源：本局公務統計報表「臺中市印花稅徵收(20903-02-12-2)」。 
附註：表內數字係先以「原始數據」計算後，再行四捨五入而得出，或未與帳面數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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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臺中市 111 年印花稅稅源比率圖  

  

    

  

    

  

 

 

 

 

 

 

進一步觀察本市 111 年印花稅各來源別稅收變動情形，承攬契據較上

年 4 億 7,148 萬元增加 7,025 萬元(14.90%)為最多，金融業因受惠於利息大

幅調升因素，較上年 2 億 4,017 萬元增加 4,569 萬元(19.02%)次之，另不動

產買賣則因交易量不如預期導致買賣契據稅收減少，較上年 2 億 7,242 萬

元減少 4,134 萬元(-15.18%)，為各來源別中稅收減少最多者 (詳表 1)。 

二、本市印花稅稅收近 10 年來穩定成長，111 年創近年稅收高點，較 102

年成長 1.7倍；以彙總自繳稅額及大額繳納為主要繳納方式，各年稅收

合計所占比重均超過 7成，出售印花稅票占比大致呈逐年下降趨勢。 

觀察本市自 102 年以來印花稅收變動，除 105 年因受經濟景氣不佳及

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影響致稅收減少外，各年稅收均呈逐年成長趨勢，

並以 111 年 16 億 7,322 萬元創近年高點，較 102 年 9 億 7,669 萬元增加 6

億 9,653 萬元(71.32%)，稅收成長 1.7 倍。各年皆以彙總自繳稅額及大額繳

納為主要繳納方式，稅收合計所占比重均超過 7 成，其中又以大額繳納為各

年稅收中最多(詳表 2 及圖 2)。 

本市 111 年出售印花稅票 1 億 2,103 萬元，較 102 年 2 億 8,205 萬元減少 1

資料來源：本局公務統計報表「臺中市印花稅徵收(20903-02-12-2)」。 
附註:因四捨五入致細項加總不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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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 6,102 萬元(-57.09%)，而出售印花稅票占印花稅收入之占比由 102 年 28.88%

降至 111 年 7.23%，共減少 21.65 個百分點，雖 104 年及 111 年占比略較前一年

增加，但概觀 10 年來比率大致呈逐年下降趨勢，近年占比更在 1 成以下，顯示

本市積極推廣網路申報及使用大額繳款書之便利性成效卓著，大幅降低民眾使

用印花稅票繳納印花稅比率(詳表 2 及圖 2)。 

表 2  臺中市 102-111 年印花稅收概況表 
 單位：萬元 

   項目 

   年度 

合計 出售印花稅票 彙總自繳稅額 大額繳納 

 
比率(%)  比率(%)  比率(%)  比率(%) 

102 年(1) 97,669 100.00      28,205     28.88     34,310 35.13     35,154 35.99 

103 年 98,792 100.00      23,492     23.78      37,511 37.97     37,789 38.25 

104 年 112,410 100.00      28,869     25.68     39,721 35.34     43,820 38.98 

105 年 98,921 100.00      20,470     20.69     37,721 38.13     40,730 41.17 

106 年 106,248 100.00      18,254     17.18     42,825 40.31     45,169 42.51 

107 年 120,174 100.00      14,325     11.92     50,456 41.99     55,393 46.09 

108 年 126,777 100.00      12,678     10.00     52,573 41.47     61,525 48.53 

109 年 137,200 100.00      11,140     8.12     55,003 40.09     71,057 51.79 

110 年 153,752 100.00      10,927     7.11     57,374 37.32     85,451 55.58 

111 年(2) 167,322 100.00      12,103     7.23     67,392 40.28     87,827 52.49 

  增減(3)=(2)-(1) 69,653 - -16,102 -21.65 33,082 5.15 52,673 16.50 

   成長率(%) 
   (4)=(3)/(1)*100 71.32 -- -57.09 -- 96.42 -- 149.84 -- 

              

圖 2  臺中市 102-111 年印花稅收趨勢圖 

  

 

 

 

   

  

  

資料來源：本局公務統計報表「臺中市印花稅徵收(20903-02-12-2)」。 

附註：表內數字係先以「原始數據」計算後，再行四捨五入而得出，或未與帳面數據相符。 

資料來源：本局公務統計報表「臺中市印花稅徵收(20903-02-12-2)」。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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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市 111年印花稅彙總自繳稅額共計 6億 7,392萬元，較 102年增加 3

億 3,082萬元(96.42%)，其中以金融業與保險業為主要 2大稅源，金融

業占比最高，保險業次之。 

本市 111 年印花稅彙總自繳稅額共計 6 億 7,392 萬元(占 40.28%)，較

102 年 3 億 4,310 萬元(占 35.13%)增加 3 億 3,082 萬元(96.42%)，占比增加

5.15 個百分點。自 102 年以來，稅收除 105 年外均呈逐年成長趨勢，各年占

比為印花稅整體稅收 3 成 5 至 4 成 2 之間，其中以金融業與保險業 2 者合

計占印花稅整體稅收介於 25.88%至 29.70%，係印花稅彙總自繳稅額主要 2

大稅源(詳表 3 及圖 3)。 

若依行業來源別觀察，各年稅收均以金融業為最高，介於 1 億 7,928 萬

元至 2 億 8,586 萬元之間，占比為印花稅整體稅收 15.62%至 19.53%之間，

10 年來計增加 1 億 657 萬元(59.44%)為最多，111 年則因受惠於利息大幅

調升因素達近年稅收高點；次高行業來源別為保險業，介於 7,527 萬元至 1

億 6,776 萬元之間，占比居印花稅整體稅收 7.71%至 12.23%之間，10 年來

計增加 9,095 萬元(120.84%) (詳表 3 及圖 3)。 

表 3  臺中市 102-111 年印花稅彙總自繳稅額稅收概況表 
 單位：萬元 

   項目 

 年度 

合計 金融業 保險業 教育業 醫療業 公用事業 服務業 其他 

 比率
(%) 

 
比率
(%) 

 
比率
(%) 

 
比率
(%) 

 
比率
(%) 

 
比率
(%)  

比率
(%)  

比率
(%) 

102 年(1)   34,310 35.13   17,928 18.36  7,527 7.71   1,175 1.20  2,071 2.12   187 0.19    61 0.06 5,360 5.49 

103 年   37,511 37.97   19,298 19.53  8,389 8.49   1,188 1.20  2,402 2.43   178 0.18    77 0.08  5,981 6.05 

104 年   39,721 35.34   20,354 18.11   8,736 7.77   1,143 1.02  2,661 2.37   184 0.16    90 0.08 6,553 5.83 

105 年   37,721 38.13   19,152 19.36  8,988 9.09   1,112 1.12  3,737 3.78    288 0.29   117 0.12 4,326 4.37 

106 年   42,825 40.31   19,955 18.78 10,918 10.28   1,165 1.10  5,683 5.35   563 0.53   211 0.20  4,330 4.08 

107 年   50,456 41.99   21,596 17.97 13,066 10.87   1,237 1.03  6,537 5.44   778 0.65    233 0.19 7,008 5.83 

108 年   52,573 41.47   22,844 18.02 14,810 11.68   1,291 1.02  7,592 5.99   907 0.72   257 0.20 4,872 3.84 

109 年   55,003 40.09   22,824 16.64 16,776 12.23   1,349 0.98  8,198 5.98   943 0.69   278 0.20 4,634 3.38 

110 年   57,374 37.32   24,017 15.62 16,036 10.43   1,187 0.77  9,486 6.17  1,338 0.87   299 0.19 5,011 3.26 

111 年(2)   67,392 40.28   28,586 17.08 16,622 9.93   1,388 0.83 11,236 6.71 1,554 0.93   354 0.21  7,653 4.57 

 增減 

 (3)=(2)-(1) 
33,082 5.15 10,657 -1.27 9,095 2.23 213 -0.37 9,165 4.59 1,367 0.74 293 0.15 2,293 -0.91 

成長率(%) 

(4)=(3)/(1)*100 
96.42 -- 59.44 -- 120.84 -- 18.11 -- 442.59 -- 731.72 -- 476.67 -- 42.77 -- 

 
資料來源：本局公務統計報表「臺中市印花稅徵收(20903-02-12-2)」。 
附註：1.表內數字係先以「原始數據」計算後，再行四捨五入而得出，或未與帳面數據相符。 
      2.本表所列比率為各項稅收占該年度印花稅總稅收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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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中市 102-111 年印花稅彙總自繳稅額稅收趨勢圖 

  

 

 

 

   

  

 

 

四、本市 111 年印花稅大額繳納稅收為 8億 7,827萬元，較 102 年增加 5

億 2,673萬元(149.84%)，其中以承攬契據與不動產買賣為主要 2大稅

源，承攬契據 10年來稅收大幅成長 4.7倍。 

本市 111 年印花稅大額繳納稅收為 8 億 7,827 萬元(占 52.49%)，較 102

年 3 億 5,154 萬元(占 35.99%)增加 5 億 2,673 萬元(149.84%)，占比增加 16.50

個百分點。102 年至 111 年間，大額繳納稅收除 105 年外均呈逐年成長趨勢，

各年占比為印花稅整體稅收 3 成 5 以上，自 109 年後甚至超過 5 成，其中

以承攬契據與不動產買賣 2 者合計占印花稅整體稅收介於 29.43%至 48.38%，

係印花稅大額繳納稅收主要 2 大稅源(詳表 4 及圖 4)。 

若以大額繳納各來源別分類，102 年及 103 年以不動產買賣為稅收最

高、承攬契據次之，自 104 年起承攬契據超越不動產買賣成為最大稅源。

隨著本市近年來興建多項重大公共工程及交通建設等，承攬契據近 10 年來

稅收顯著呈逐年成長情形，介於 1 億 1,467 萬元至 5 億 4,172 萬元之間，占

萬元 

資料來源：本局公務統計報表「臺中市印花稅徵收(20903-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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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為印花稅整體稅收 11.74%至 32.38%之間，10 年來計增加 4 億 2,706 萬元

(372.43%)為最多，111 年較 102 年稅收大幅成長 4.7 倍；不動產買賣因 105

年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施行影響交易量，為 10 年來稅收低點，106 至

109 年房市回溫有助交易量成長，然於 110 年後則因房地合一 2.0 及房屋稅

制變革等致交易量縮減，稅收介於 1 億 3,151 萬元至 2 億 8,154 萬元之間，

占比為印花稅整體稅收 13.29%至 20.52%之間，10 年來計增加 5,770 萬元

(33.28%) (詳表 4 及圖 4)。 

表 4  臺中市 102-111 年印花稅大額繳納稅收概況表 
單位：萬元 

   項目 

 

年度 

合計 遺產分割 

協議書 

不動產 

買賣 

不動產 

交換 
不動產 

贈與 
不動產 

分割合併 

承攬契據 銀錢收據 押標金 

收據 

不動產 

信託 

買賣動產 其他 

 比 
率
(%) 

 比
率
(%)  

比 
率

(%) 
 

比 
率

(%) 
 

比 
率
(%) 

 
比 
率
(%) 

 
比 
率
(%) 

 
比 
率
(%) 

 
比 
率

(%) 
 

比 
率
(%) 

 
比 
率

(%) 
 

比 
率 
(%) 

 102年(1) 35,154 35.99  1,623 1.66 17,338 17.75  59 0.06  2,664 2.73 1,265 1.30 11,467 11.74 189 0.19 -   -   2 0.00   6 0.01 541 0.55 

103 年  37,789 38.25  2,418 2.45 16,522 16.72  110 0.11  3,812 3.86  982 0.99 12,555 12.71 200 0.20  9 0.01   1 0.00 203 0.21 977 0.99 

104 年  43,820 38.98  2,949 2.62  16,226 14.43 120 0.11  4,835 4.30 1,309 1.16 17,558 15.62 427 0.38  -   -   9 0.01   97 0.09 291 0.26 

105 年  40,730 41.17 3,486 3.52  13,151 13.29  62 0.06  4,021 4.06 1,162 1.17 17,954 18.15 398 0.40 35 0.04  18 0.02   11 0.01 433 0.44 

106 年  45,169 42.51  3,676 3.46  16,299 15.34   57 0.05  4,284 4.03 1,323 1.25 18,038 16.98 1,001 0.94  33 0.03  18 0.02  33 0.03 408 0.38 

107 年  55,393 46.09  3,818 3.18  19,854 16.52   81 0.07  3,867 3.22 1,136 0.95 25,840 21.50  320 0.27 40 0.03  25 0.02   24 0.02 388 0.32 

108 年  61,525 48.53  3,701 2.92 22,404 17.67  88 0.07  3,950 3.12 1,148 0.91 29,265 23.08 454 0.36  46 0.04  11 0.01  19 0.02 438 0.35 

109 年  71,057 51.79  3,572 2.60 28,154 20.52  70 0.05  3,949 2.88   961 0.70 33,338 24.30  452 0.33  44 0.03   5 0.00  80 0.06 432 0.31 

110 年  85,451 55.58  3,730 2.43 27,242 17.72   59 0.04  4,301 2.80 1,090 0.71 47,148 30.66 1,371 0.89 26 0.02  7 0.00   14 0.01 463 0.30 

 111 年(2)  87,827 52.49 4,102 2.45 23,108 13.81 88 0.05  4,084 2.44 1,092 0.65 54,172 32.38  851 0.51  3 0.00  18 0.01   28 0.02 282 0.17 

增減 

(3)=(2)-(1) 
52,673 16.50 2,479  0.79   5,770 - 3.94  29 -0.01 1,420 -0.29 -173 -0.64 42,706  20.64   662   0.31  3 0.00  16   0.01  22  0.01 -260 -0.39 

成長率(%) 

(4)=(3)/(1)*100 
149.84 -- 152.74 -- 33.28 -- 49.66 -- 53.31 -- -13.70 -- 372.43 -- 349.34 -- -- -- 675.03 -- 392.39 -- -47.94 -- 

 

 

 

資料來源：本局公務統計報表「臺中市印花稅徵收(20903-02-12-2)」。 
附註：1.表內數字係先以「原始數據」計算後，再行四捨五入而得出，或未與帳面數據相符。 
      2.本表所列比率為各項稅收占該年度印花稅總稅收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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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臺中市 102-111 年印花稅大額繳納稅收趨勢圖 

 

  

 

 

   

  

  

 

參、六都印花稅收趨勢 

一、本市 102至 106年印花稅實徵數為六都中第 3名，並自 107年起居六

都第 2 名；六都中歷年稅收均以臺北市最多，近 10 年來增加 15 億

4,878萬元亦為六都中最多。 

觀察六都 111 年印花稅實徵數，臺北市 59 億 3,028 萬元為六都之冠，

本市 16 億 7,322 萬元居六都第 2 名，之後依序為新北市、高雄市、桃園市

及臺南市。六都中除臺南市稅收較上年負成長外，其他各市稅收均為增加

情形，成長金額以臺北市增加 4 億 3,262 萬元為最多，本市增加 1 億 3,570

萬元列六都中第 3，若以成長率觀之，本市成長 8.83%為六都之第 2 名，僅

次於高雄市 17.23% (詳表 5 及圖 5)。 

綜觀六都自 102 年來印花稅徵收情形，臺北市歷年均為各都中最多，

其印花稅收遠高於其他各市，於 104 年起連續 3 年稅收負成長再反轉呈逐

年增加趨勢，111 年稅收較 102 年增加 15 億 4,878 萬元(35.35%)亦為六都

萬元 

資料來源：本局公務統計報表「臺中市印花稅徵收(20903-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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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增加最多。另外各市近 10 年來除 105 年為較明顯稅收衰退外，各年稅收

多寡雖有更迭但仍大致為逐年成長趨勢，主因為各市近年皆興建多項公共

建設連帶顯著提升承攬契據稅收貢獻(詳表 5 及圖 5)。 

本市 102 至 106 年稅收居六都第 3 名，自 107 年起僅次於臺北市列升

第 2 名，10 年來稅收增加 6 億 9,653 萬元(71.32%)排名六都中第 2，後為桃

園市增加 5 億 4,763 萬元(64.04%)、高雄市增加 5 億 3,610 萬元(57.04%)、

新北市增加 3億 9,716萬元(34.68%)及臺南市增加 2億 7,187萬元(64.53%)；

另以成長率來看，本市10年來成長71.32%為六都之首，次為臺南市64.53%，

新北市 34.68%則為六都中最低(詳表 5 及圖 5)。 

表 5  六都 102-111 年印花稅稅收趨勢概況表 
單位:萬元 

        市別 

年度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排名 

  102 年(1) 114,536 438,150  85,517   97,669 3 42,133  93,986 

  103 年 116,250 455,960  89,300  98,792 3 42,379  88,473 

  104 年 116,925 452,934  91,093 112,410 3 45,542  97,671 

  105 年 113,796 449,403  85,113   98,921 3 44,430  87,285 

  106 年 111,430 445,898  96,033 106,248 3 49,747  96,241 

  107 年 117,906 496,433 105,542 120,174 2 51,628 101,849 

  108 年 123,088 507,754 116,907 126,777 2 55,420 111,496 

  109 年 134,937 528,956 124,956 137,200 2 59,351 131,625 

  110 年(2) 146,315 549,766 134,870  153,752 2  71,134 125,905 

  111 年(3) 154,252 593,028 140,280  167,322 2 69,321 147,595 
111 
年 
較 
110
年 

增  減 
(4)=(3)-(2) 

 7,937  43,262  5,410   13,570 3 - 1,813  21,690 

成長率(%) 

(5)=(4)/(2)*100 
5.42 7.87 4.01 8.83 2 -2.55 17.23 

111 
年 
較 

102
年 

增  減
(6)=(3)-(1) 

39,716 154,878  54,763  69,653 2  27,187 53,610 

成長率(%) 

(7)=(6)/(1)*100 
34.68 35.35 64.04 71.32 1 64.53 57.04 

 

 
 
 
 
 

 

資料來源：各市稅捐統計年報。 

附註：表內數字係先以「原始數據」計算後，再行四捨五入而得出，或未與帳面數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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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六都 102-111 年印花稅稅收趨勢概況圖 

 

  

 

  

   

  
 

 

 

肆、結語 

本市 111 年印花稅實徵數 16 億 7,322 萬元較上年成長 8.83%，其中以

大額繳納占 52.49%為最多，次為彙總自繳稅額占 40.28%，出售印花稅票占

7.23%為最少；大額繳納中以承攬契據及不動產買賣為主要稅源，分列印花

稅各來源別中占比之 1、3 名，彙總自繳稅額之主要稅源為金融業及保險業，

分占各來源別占比之第 2、4 名。 

觀察本市印花稅各來源別稅收變動情形，111 年承攬契據較上年增加

7,025 萬元(14.90%)為最多，金融業因受惠於利息大幅調升因素，較上年增

加 4,569 萬元(19.02%)次之，另不動產買賣因交易量不如預期較上年減少

4,134 萬元(-15.18%)，為各來源別中稅收減少最多者。 

進一步觀察本市自 102 年以來印花稅增減情形，除 105 年因受經濟景

氣不佳及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影響外，各年稅收均呈逐年成長趨勢，

於 111 年創近年高點，較 102 年增加 6 億 9,653 萬元(71.32%)，稅收成長 1.7

倍。出售印花稅票 10 年來減少 1 億 6,102 萬元(-57.09%)，占比由 28.88%降至

600,000 

550,000 

500,000 

450,000 

400,000 

資料來源：各市稅捐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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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大幅下降 21.65 個百分點，顯示本市積極推廣網路申報及使用大額繳款

書之成效卓著；另本市近年來因多項重大公共工程及交通建設興建，承攬契

據稅收逐年提升，10 年來增加金額為各來源別中最多，111 年較 102 年稅

收大幅成長 4.7 倍。 

綜觀比較六都印花稅徵收情形，六都稅收均較 10 年前成長，其中臺北

市歷年來皆為各都最多，實徵數遠高於其他各市，10 年來計增加 15 億 4,878

萬元(35.35%)亦為六都中最多，本市自 107 年起稅收超越新北市居第 2 名，

10 年來增加 6 億 9,653 萬元(71.32%)亦為六都中第 2，倘若以成長率來看，

本市成長 71.32%則為六都中最高，稅收成長金額列於本市之後依序為桃園

市、高雄市、新北市及臺南市。 

由於印花稅徵收性質較特殊，屬於機會稅，稅收多寡與本市勞務、工程

承攬規模等息息相關，亦容易受不動產交易市場景氣興衰之影響，其稅收

規模相對低於其他地方稅，雖非本市主要稅收來源，卻能據以觀察本市金

融環境波動及勞務意願之態樣，對於提供本市施政財源仍屬不可或缺，並

可提供市府推動相關施政計畫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