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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0970 號   

 

案由：本院委員張廖萬堅等 19 人，鑒於娛樂稅原始課徵目的在於提

高奢侈性消費成本及提倡節約風氣，而電影、歌唱、舞蹈、

戲劇、音樂演奏等藝文活動皆為文化部基於發展我國文化內

容而扶植及補助的項目，與娛樂稅以抑制奢侈消費之徵收目

的大異其趣；又查關於競技運動係為教育部體育運動政策白

皮書推動之政策之一，乃為提升我國競技運動水準及培育專

業人才，進而於國際賽事中占有一席之地，此亦與娛樂稅之

課徵目的迥異。綜上，擬具「娛樂稅法第二條、第五條及第

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刪除對藝文活動及運動競技活動課徵

娛樂稅。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從娛樂稅演變歷史可知，娛樂稅具有特種消費稅性質，其課稅目的乃基於抑制奢侈性消費

風氣之政策節制目的：經查娛樂稅乃源於民國三十一年抗戰時期之『筵席及娛樂稅』，該

稅創設最初目的是提高戰時奢侈性消費的成本，以提倡節約風氣，兼具充裕國庫稅收。後

經歷史變遷而於民國六十九年六月廢止施行已有 38 年歷史的「筵席及娛樂稅法」，另行制

訂「娛樂稅法」作為課徵娛樂稅的依據。其後，對於娛樂稅徵收的範圍，則有因社會對於

奢侈娛樂認定而有所不同，例如民國九十六年五月修正刪除對撞球場及保齡球館課徵娛樂

稅。 

二、而電影、戲劇、音樂及舞蹈等藝文活動皆為文化部基於發展我國文化內容而扶植及補助的

項目，蓋此類藝文產業主要仍以文化藝術深耕為重心，市場端的產值往往並非藝文產業重

點，文化部為厚植社會文化底蘊而對電影、戲劇、音樂及舞蹈等文化藝術產業活動予以扶

植及補助。就此，藝文產業和娛樂稅的課徵目的大異其趣，關於電影、音樂、舞蹈、戲劇

等藝文活動常需政府補助得以邁入正軌，並非奢侈娛樂活動，應廢除其娛樂稅之課徵。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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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關於競技運動係為教育部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推動之政策之一，為要提升我國競技運動

水準，加強宏觀體育運動行政人才培養，此亦與娛樂稅之課徵目的迥異，爰此亦將競技運

動及高爾夫運動排除於娛樂稅課徵範圍之外。（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五條） 

三、娛樂稅本質上是特種消費稅性質，其課徵範圍應限於奢侈性或政策節制目的活動為主，又

根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十二條規定娛樂稅屬於地方稅，其課徵範圍理應賦予地方政府一定

權限，而本法第六條規定地方政府規定稅率後，尚須民意機關通過及報請財政部核備，對

民眾之財產權已具相當把關機制，因此本修正案賦予地方政府可就娛樂稅之定義及稅率因

地制宜。（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五條及第六條） 

 

提案人：張廖萬堅  

連署人：鍾佳濱  黃世杰  江永昌  陳歐珀  李昆澤  

何欣純  沈發惠  王美惠  陳素月  湯蕙禎  

邱泰源  陳培瑜  趙天麟  何志偉  羅美玲  

陳靜敏  賴惠員  范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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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稅法第二條、第五條及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娛樂稅，就下列娛樂

場所、娛樂設施或娛樂活動

所收票價或收費額徵收之： 

一、夜總會之各種表演。 

二、舞廳或舞場。 

三、其他由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認定具奢侈性或政策

節制目的者。 

前項各種娛樂場所、娛

樂設施或娛樂活動不售票券

，另以其他飲料品或娛樂設

施供應娛樂人者，按其收費

額課徵娛樂稅。 

第二條 娛樂稅，就下列娛樂

場所、娛樂設施或娛樂活動

所收票價或收費額徵收之： 

一、電影。 

二、職業性歌唱、說書、舞

蹈、馬戲、魔術、技藝表

演及夜總會之各種表演。 

三、戲劇、音樂演奏及非職

業性歌唱、舞蹈等表演。 

四、各種競技比賽。 

五、舞廳或舞場。 

六、高爾夫球場及其他提供

娛樂設施供人娛樂者。 

前項各種娛樂場所、娛

樂設施或娛樂活動不售票券

，另以其他飲料品或娛樂設

施供應娛樂人者，按其收費

額課徵娛樂稅。 

一、修正第一項： 

(一)鑒於娛樂稅原始課徵目

的在於提高奢侈性消費

成本，提倡節約風氣，

而電影、歌唱、舞蹈、

戲劇、音樂演奏等藝文

產業，皆為文化部基於

發展我國文化內容而扶

植及補助的項目，與娛

樂稅以抑制奢侈消費之

徵收目的大異其趣，爰

此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三

款。 

(二)又查關於競技運動係為

教育部體育運動政策白

皮書推動之政策之一，

為要提升我國競技運動

水準，加強宏觀體育運

動行政人才培養，此亦

與娛樂稅之課徵目的迥

異，爰此刪除現行條文

第一項第四款、及第六

款高爾夫運動。 

(三)現行條文第二款"夜總

會之各種表演"改列為

修正條文第一款；現行

條文第五款"舞廳或舞

場"改列為修正條文第

二款。 

(四)修正條文第三款係新增

：配合修正條文第一款

與第二款之修正，明定

娛樂稅屬於特種消費稅

性質，應以奢侈性及政

策節制目的之活動為主

。又根據財政收支劃分

法娛樂稅屬於地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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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奢侈性或政策節制

目的之娛樂則授予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認定

之。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五條 娛樂稅，照所收票價

或收費額，依下列稅率計徵

之： 

一、夜總會之各種表演，最

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 

二、舞廳或舞場，最高不得

超過百分之一百。 

三、其他由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認定具奢侈性或政

策節制目的者，其稅率由

該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定之。 

第五條 娛樂稅，照所收票價

或收費額，依左列稅率計徵

之： 

一、電影，最高不得超過百

分之六十。本國語言片最

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 

二、職業性歌唱、說書、舞

蹈、馬戲、魔術、技藝表

演及夜總會之各種表演，

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三

十。 

三、戲劇、音樂演奏及非職

業性歌唱、舞蹈等表演，

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五。 

四、各種競技比賽，最高不

得超過百分之十。 

五、舞廳或舞場，最高不得

超過百分之一百。 

六、撞球場，最高不得超過

百分之五十；保齡球館，

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

；高爾夫球場，最高不得

超過百分之二十；其他提

供娛樂設施供人娛樂者，

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五

十。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作修正： 

(一)刪除現行條文第一款、第

二款前段、第三款、第四

款及第六款。 

(二)現行條文第二款後段改列

修正條文第一款；現行條

文第五款改列修正條文第

二款，文字均未修正。 

(三)修正條文第三款係新增，

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二條。 

第六條 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得視地方實際情形規定娛

樂稅徵收率或予以停徵，提

經直轄市及縣（市）民意機

關通過，報請或層轉財政部

核備。 

第六條 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得視地方實際情形，在前

條規定稅率範圍內，分別規

定娛樂稅徵收率，提經直轄

市及縣（市）民意機關通過

，報請或層轉財政部核備。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及第五條

之修正，蓋根據財政收支劃分

法第十二條規定娛樂稅屬於地

方稅，本應授予地方政府較多

權限，且本條文規定地方政府

規定稅率後，尚須民意機關通

過及報請財政部核備，對民眾

之財產權已具相當把關機制；

另外，娛樂稅率僅訂有上限並

無下限，地方若定稅率為零等

於停徵，綜上增列「或予以停

徵」等字，以符實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