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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調降期貨交易稅 
之必要性及成效 

 

 

 

 
                 翁谷倫（    ） 

壹、前言： 

隨著市場的自由化與全球化之競爭，現貨市場之不確定性與波動性之廣度與深

度加劇，各界對能規避風險或控管風險之衍生性金融商品需求日益殷切，而我國期

貨市場自臺灣期貨交易所於 1998 年 7 月 21 日推出「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期貨

契約」以來，市場歷經成長期後已步入成熟期，目前已有 19 項期貨與選擇權商品

，使衍生性商品市場之交易及避險管道更趨多元化。 
而期貨交易之避險功能，主要係透過交易人參與以提供流動性，使避險者得以

移轉其風險，而流動性的維持，則有賴高效率的交易機制及低廉的成本，惟因期貨

交易為零合交易，整體市場的盈虧總合理論上為零，其中所產生的成本，包括手續

費、交易稅等，均來自市場參與者的資金，且期貨市場為高度國際競爭產業，交易

成本為交易人選擇交易市場之重要因素之一，而以國內期貨交易之成本結構分析，

目前似以交易稅為最大之成本負擔，另國內期貨交易量前幾年有大幅成長，惟近來

已呈現成長停滯之現象，顯示新資金挹注的速度已趨緩，若無法有效降低成本，吸

引交易人至我國期貨市場交易，對於我國期貨市場之長遠發展將有不利之影響。 
為促進期貨市場之健全發展及永續經營，降低期貨交易人成本並提升法人參與

比重及強化我國期貨市場國際競爭力，金管會業協助推動修正「期貨交易稅條例」

。 

貳、推動調降期貨交易稅之理由： 

一、從市場交易狀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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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5 年 12 月 14 日修正公布期貨交易稅條例，大幅調降期貨交易稅，並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實施，而各期貨商品期貨交易稅徵收率，除公債期貨

外，均採最低稅率，其徵收率及課徵基礎整理如附表 1。其中，期貨商品之

期貨交易稅平均減徵 60%，選擇權商品之期貨交易稅平均減徵 20%，而利率

類期貨商品自原所得稅課徵方式改為交易稅課徵方式。此項改革，使 2006
年全年交易量突破 1 億口大關，較 2005 年成長 23.68%，又因期貨商品交易

稅調降比率較高，臺股期貨年成長率亦達 43%，顯示調降期貨交易稅確有助

於期貨市場交易量之成長。惟隨著期貨市場邁入交易量高峰期後，2007 年度

已出現交易量成長率停滯之現象，全年交易量僅比去年成長 0.48%，其中，

我國臺指期貨 2007 年交易量成長率僅 19.14%，已低於新加坡交易所摩根臺

指期貨之成長率（達 25.74%）。 
（二）2000 年及 2006 年期貨交易稅調降後，該年度期貨市場總交易量分別較前一

年成長 78.79%及 23.68%，另 2006 年因股價類期貨調降幅度較大達 60%，當

年度臺股期貨之交易量成長率達 43.33%，又股價指數期貨自 2000 年 5 月首

次降稅以來，2007 年月均量已較降稅前之 2000 年 1 至 4 月之月均量成長達

16.2 倍，顯見歷次降稅對於交易量皆有正面助益。 

二、從資金動能分析： 

（一）期貨市場交易係為零和交易，亦即在無任何交易及稅負成本之條件下，整體

期貨市場所有交易人之盈虧總和理論上為零，惟因我國課徵期貨交易稅，不

論獲利或損失皆需課徵期貨交易稅，造成期貨市場資金易受到期貨交易稅之

侵蝕而持續流失。此外，近年來期貨市場新進資金已小於出場資金，此讓市

場資金因交易成本過高而流失之情況更加嚴重。而以現階段國內期貨市場之

發展趨勢觀之，新投入市場之資金已逐漸減少，已投入市場之資金又不斷遭

到稅負之侵蝕，長期而言，恐將導致市場資金枯竭，交易量及流動性漸失，

外資卻步，進而阻礙市場發展。 
（二）過去 10 年來（1998 年至 2007 年）整體專兼營期貨商之稅後淨利僅約 147.95

億元，期貨交易輔助人（IB）則為 78.55 億元，合計 226.5 億元，同期間期

交稅收達 376.64 億元，期貨業經營十年之獲利尚不及期交稅收，長此以往將

影響期貨業發展，又期貨係買賣雙方之零合交易，且獲利或損失皆需課徵期

交稅，過高之期交稅率亦影響期貨市場之資金動能。 

三、從交易成本分析： 

外資交易臺灣期貨交易所臺指期貨平均一口手續費約為新台幣 75 元（含上繳

期貨交易所費用），交易新加坡摩根臺指期貨之平均一口手續費約為 2.75 美元（含

上繳期貨交易所費用，約為新台幣 83 元）。其中我國期貨商之手續費並未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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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因我國尚需課徵期貨交易稅（以指數 8000 點計算，一口臺指期貨之期貨交易稅

為 160 元，而外資平均一口臺指期貨手續費為 75 元，故對外資來說，稅負成本約

占總交易成本之 68%），使我國臺股期貨之交易成本遠高於交易新加坡摩根臺指期

貨摩台指期貨。且相對於香港、韓國及新加坡的外資從事期貨交易之稅負成本皆為

零，我國稅負成本明顯偏高，不利於國際競爭。 

四、從國際競爭分析： 

（一）目前各主要期貨市場以課徵期貨交易所得稅（即資本利得稅）為主，不課徵

期貨交易稅，僅我國課徵期貨交易稅。亞洲鄰近國家，包括新加坡、韓國與

香港，不課徵期貨交易稅外，韓國亦不課徵所得稅，新加坡、香港對外資則

不課徵期貨交易所得稅，以吸引外資進入市場，我國課徵期貨交易稅，造成

期貨交易人交易成本偏高，在與亞洲主要競爭國家中居於競爭劣勢。 
（二）我國與新加坡交易所在交易結算制度面之差距雖已逐漸拉近，但我國期貨市

場之交易成本遲遲無法降低，2007 年外資占期貨交易比重僅 5.7%，遠低於

新加坡、韓國及香港，且 2007 年臺指期貨交易量成長率僅 19.14%，已低於

新加坡交易所摩根臺指期貨，實為一大警訊。又新加坡摩根臺指期貨為我國

臺指期貨之競爭替代性商品，其稅負成本遠較我國為低，對於外國人甚至完

全無稅負成本，其對外資法人之吸引力明顯較我國高，因此，調降期貨交易

稅將有助於提升我國期貨市場發展之廣度、深度及國際化程度。 

五、依據國際經驗發現降低期貨交易之成本有助擴大市場規模： 

（一）日本曾於 1987 年開徵期貨交易稅，期貨交易稅率為交易契約金額的十萬分

之一，其主要目的係為了增加政府稅收，惟在開徵後的 4 年內，許多資金均

轉移至稅率較低之國外市場，使得日本於該期間內來自於期貨交易之相關稅

收反而減少，而後因為期貨交易稅之徵收並未讓整體實質稅收增加，反而產

生降低期貨市場流動性之不良影響。日本為促進金融自由化、國際化並繁榮

經濟發展，爰於 1999 年 4 月 1 日宣布廢除期貨交易稅。而在日本廢除期貨

交易稅前，該國期貨市場交易並不活絡，但在 1999 年廢除交易稅後，2000
年期貨市場成長率高達 23%，由日本經驗可發現，降低期貨交易之稅負成本

顯然有助於擴大市場規模。 
（二）另芬蘭亦曾課徵具期貨交易稅性質之印花稅，在投資人有獲利時才課徵稅款

，課稅基礎係以期貨交易之獲利金額，對利得金額課徵 0.5%的印花稅，後

於 1992 年 5 月 1 日同步取消課徵證券交易稅及期貨交易稅，其主要原因亦

為避免因稅率過高導致資金外流。芬蘭取消課徵期貨交易稅後，因當時經濟

尚處於嚴重蕭條期間，因此取消期貨交易稅之初，期貨市場之交易量並未明

顯增加，惟自 1994 年起，該國期貨市場交易量開始出現顯著提升，故由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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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之案例可再次印證，降低期貨交易之稅負成本係有助於擴大期貨市場規模。 

參、調降股價類期貨交易稅之法定稅率區間及核定徵收率： 

一、調降股價類期貨交易稅之稅率區間： 

（一）為提升國際競爭力、降低成本，並增加我國期貨市場發展之廣度、深度及國

際化程度，金管會已數次擬具說帖及補充說明，建請財政部賦稅署調降期貨

交易稅法定稅率區間及徵收率。 
（二）「期貨交易稅條例」第二條條文修正案業於 2008 年 7 月 15 日經立法院三讀

通過，並於 2008 年 8 月 6 日經總統公布施行，將股價類期貨交易稅之法定

稅率區間從千分之 0.1 到千分之 0.6，調降為百萬分之 0.125 到千分之 0.6。 

二、股價類期貨交易稅之核定徵收率： 

（一）金管會為持續推動調降期貨交易稅事宜，除至財政部賦稅署拜會進行協商，

並再擬具分析意見，函請財政部賦稅署調降期貨交易稅徵收率。 
（二）行政院業於 2008 年 10 月 2 日核定股價類期貨的交易稅徵收率由目前千分之

0.1，降為 10 萬分之 4，降幅 60％，並自 2008 年 10 月 6 日施行。 

肆、調降期貨交易稅對期貨契約交易量之影響： 

一、股價指數期貨交易量分析： 

（一）2008 年調降期貨交易稅前後主要之股價類期貨交易量比較
1
： 

1. 2008 年降稅前股價指數期貨日均量為 114,964 口，而降稅後（10 月 6 日至 10 月

31 日）日均量為 148,513 口，成長率達 29.18%。 
2. 2008 年降稅前臺指期貨之日均量為 71,826 口，降稅後之日均量為 94,877 口，成

長率達 32.09%；小型臺指期貨降稅前本年度之日均量為 30,990 口，降稅後之日

均量為 44,905 口，成長率達 44.90%。 
3. 而電子期貨降稅前本年度之日均量為 5,522 口，降稅後之日均量為 4,421 口，衰

退 19.94%；金融期貨降稅前本年度之日均量為 5,584 口，降稅後之日均量為

3,279 口，衰退 41.29%；非金電期貨降稅前本年度之日均量為 738 口，降稅後之

日均量為 719 口，衰退 2.57%。 

（二）2008 年調降期貨交易稅後主要之股價類期貨交易量與去年同期比較
2
： 

                                                 
1  2008 年降稅前日均量之統計期間為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10 月 3 日，2008 年降稅後日均量之

統計期間為 2008 年 10 月 6 日至 31 日。 
2  去年同期日均量之統計期間為 2007 年 10 月 8 日至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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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去年同期股價指數期貨之日均量為 66,896 口，2008 年降稅後日均量較去年同期

成長 122.01%。 
2. 臺指期貨降稅後之日均量為 94,877 口，而去年同期之日均量為 44,211 口，同期

成長率達 114.60%；小型臺指期貨降稅後之日均量為 44,905 口，而去年同期之日

均量為 13,986 口，同期成長率高達 221.06％；電子期貨降稅後之日均量為 4,421
口，而去年同期之日均量為 3,848 口，同期成長率為 14.87%；另非金電期貨降稅

後之日均量為 719 口，而去年同期之日均量為 593 口，同期成長率達 21.26%。 
3. 而金融期貨降稅後之日均量為 3,279 口，而去年同期之日均量為 3,860 口，衰退

15.07%；櫃買期貨降稅後之日均量為 304 口，而去年同期之日均量為 390 口，衰

退 22.15%。 
（三）股價指數期貨契約二個交易量最活絡的商品部分，臺指期貨與小型臺指期貨

分別在今年 10 月 31 日與 10 月 29 日締造交易量創新高之紀錄，顯見降稅後

使得股價指數期貨契約之交易成本大幅降低，有助於擴大市場規模、提高交

易人之參與意願與發揮期貨市場應有之避險與交易功能。 
（四）另電子期貨與金融期貨於期貨交易稅降稅後之交易量呈衰退狀態，可能係因

股市表現不佳，實施跌幅縮小至 3.5%之措施，對流動性不佳、未平倉量較

小的電子期貨與金融期貨之影響更劇，又現貨市場禁止放空，投資人如利用

期貨市場避險來降低持有股票之損失，會選擇流動性較佳的臺指期貨進行避

險，使交易量活絡之臺指期貨成長幅度明顯，而電子期貨與金融期貨交易量

均呈現衰退現象。 

二、股價指數期貨各交易人別交易量分析： 

（一）在各類交易人別分布概況方面，自然人、期貨自營商、國內法人之股價指數

期貨日均量分別較降稅前成長 28.10%、48.16%及 75.90%。其中國內法人（

包括證券投信、證券自營、一般法人、期貨經理事業之機構法人）係降稅後

成長幅度最顯著之交易人別，過去國內法人較少運用我國期貨市場規避股市

下跌之風險，配合期貨交易稅之調降與臺灣期貨交易所推出之法人機構避險

交易帳戶制度，均應有助於進一步提升國內法人參與期貨市場之意願，以降

低現貨市場之波動對於其投資組合之影響。 
（二）外資參與我國股價指數期貨以臺指期貨為主，2008 年 1 至 10 月外資交易量

占臺指期貨約 12％，而降稅前，外資交易臺指期貨之日均量為 17,644 口，

降稅後為 19,069 口，成長率達 8.07％，成長幅度雖較自然人（30.43%）與

國內法人（80.50%）略少，惟同時期外資賣超台股約 1,145 億，期貨交易稅

之調降雖有助於避險成本之降低，但短期受到其持續調節現貨部位持股之影

響，成長率略較其他類別交易人為低。 
（三）調降期貨交易稅雖然對於各交易人別之影響程度不一，但降稅後成本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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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有助於發揮期貨市場之避險功能，也提升各類交易人運用期貨市場避

險與交易之意願。 

三、臺指期貨與新加坡摩根臺指期貨之比較： 

（一）臺指期貨降稅前之日均量為 71,826 口，降稅後之日均量為 94,877 口，成長

率達 32.09%，而新加坡摩根臺指期貨部分，於我國調降期貨交易稅前之日

均量為 69,463 口，調降期貨交易稅後之日均量為 75,551 口，成長率僅有

8.76％。 
（二）另降稅前我國臺指期貨之未平倉量日均量為 57,504 口，而降稅後明顯提升至

70,002 口，成長率達 21.73%，而摩根臺指期貨之未平倉量日均量卻由

197,959 口下降至 164,808 口，衰退幅度達 16.75%。 
（三）調降期貨交易稅後我國臺指期貨之日均量已超越摩根臺指期貨，交易量與未

平倉量之成長幅度亦明顯大於摩根臺指期貨，顯示調降期貨交易稅之效益已

逐漸發揮，由於降稅直接影響交易人之避險成本，當我國期貨市場能夠提供

低廉之避險工具，配合各項制度、規章之改革，預期可逐漸吸引外資與機構

法人運用我國臺指期貨等商品進行投資組合之避險。 

四、股價指數期貨之交易量與整體期貨市場之比較： 

（一）降稅前本年度整體期貨市場之日均量為 559,933 口，降稅後則為 512,913 口

，衰退 8.4%，但降稅前股價指數期貨本年度之日均量為 114,964 口，降稅後

之日均量為 148,513 口，成長率達 29.18%。 
（二）另外同期成長率部分，降稅後本年度整體期貨市場之日均量 512,913 口，去

年同時期之日均量 362,884 口，同期成長率為 41.34%，股價指數期貨降稅後

本年度之日均量為 148,513 口，去年同期之日均量為 66,896 口，同期成長率

為 122.01％。 
五、綜上，從期貨交易稅調降實施後至 10 月底之期貨市場交易量變化觀之，調降

期貨交易稅對於期貨市場交易量之助益，短期內已有一些效益，無論是在與新

加坡之競爭力比較上或各交易人類別之交易量成長率，都因降稅而有正向之影

響。 

伍、結論 

期貨交易稅調降後，雖受到國際金融市場整體表現不佳之影響，對我國整體期

貨市場仍有一定程度之影響，但長期而言，整體期貨市場之交易量仍呈正向成長，

而本次股價指數期貨之期貨交易稅徵收率調降幅度達六成，股價指數期貨交易量在

本年度降稅前後之比較及降稅後與去年同期之比較方面，均呈正向之成長，顯見期

貨交易稅之調降有助於發揮期貨市場應有之避險與交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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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增加國際競爭力，臺灣期貨交易所刻持續推出各項新制度：如有價證券抵

繳保證金、交易人端整戶風險保證金制度、股票選擇權結算新制等，以改善期貨交

易人之資金運用效率，提升我國期貨市場之國際競爭力。 
綜上，調降股價類期貨之期貨交易稅率，除將帶動期貨市場交易量之增長，有

助於擴大稅基，且調降期貨交易稅不僅可使期貨市場更為活絡，亦有助於提供證券

市場良好之避險管道，進而有利於我國整體證券與期貨之健全發展、永續經營，對

於我國整體金融市場之發展亦有正面助益，有助於達成我國成為亞太金融中心的目

標。 
 

附表 1：期貨交易稅之稅率區間、徵收率及課稅基礎比較表 
2005 年修正前 2005 年修正後 本次修正稅率 

商品類別 
稅率區間 核定稅率 課徵基礎 稅率區間 核定稅率 課徵基礎 稅率區間 核定稅率 課徵基礎

股價類期貨

契約 

千 分 之

0.25~千分

之 1.5 
千分之 0.25 契約金額

千 分 之

0.1~ 千 分

之 0.6 
千分之 0.1 契約金額

百 萬 分 之

0.125~千分

之 0.6 

十萬分之

4 
契約金額

選擇權契約 
千 分 之

1.25~千分

之 7.5 
千分之 1.25 權利金 千分之 1~

千分之 6 千分之 1 權利金 - - - 

公債期貨 （原課徵所得稅） 百萬分之 1.25 契約金額 - - - 
30 天期利率

期貨 （原課徵所得稅） 

百萬分 之

0.125~ 百

萬分之 2.5 百萬分之 0.125 契約金額 - - - 

黃金期貨(其
他期貨交易

契約) 
- 

百萬分 之

0.125~ 千

分之 0.6 
百萬分之 2.5 契約金額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