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ҽ摘要Ҿ 

我國憲法第 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律納稅的義務Ȅ本條的規定指出了

稅捐法定原則Ȅ然而，單憑稅捐法定原則並不足決定立法者制定稅捐法律應

有之界限Ȅ針對這些問題，稅法學界提出了租稅正義的理論，來探討並說明

人民納稅的正義基礎，限制立法者的恣意決定，進而成為稅法解釋與建構稅

捐法體系的重要原則Ȅ 

本篇論文的目的便是深入德國知名稅法學者 Klaus Tipke的租稅正義理

論Ȅ在討論租稅正義對於稅法立法者的評價時，Tipke的理論以實質的事物

正義標準Ȟ在稅法領域就是量能課稅原則ȟ以及一貫性原則來審查立法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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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理論重新反思法適用過程中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的問題：以稅法實質課稅原

則的適用為例Ȟ102-2420-H-030-001-MY3ȟȷ之補助完成，謹此致謝Ȅ另外本文

部分內容，曾分別以Ȳ稅捐正義的再省思：從評價法學到批判法學ȳ為題，ี表

於ȶ社會正義之理論與制度實踐ȷ研討會，以及以Ȳ量能課稅與一貫性原則ȳ為

題，ี表於ȶ島弧人權 2.0：全球社會經濟平等問題與亞洲國際人權的實踐會議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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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自負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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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結果Ȅ基於對於經驗上立法者的觀察，他不認為程序正義的理論可以有

實效的阻止立法者的錯誤行為，因此，只有基於合乎事物正義的標準以及一

貫性原則所建立起來的體系正義，才能保證稅法是一種合乎正義的稅法Ȅ本

文將指出，如果要貫徹 Tipke運用租稅正義來確定立法者制定稅捐法律應有

標準的理想，那麼程序正義的理論仍是其理論中不可放棄的重要標準Ȅ當立

法者在討論是否制定各種運用租稅工具來達成政策目的之法律Ȟ即引導特定

政策之租稅規範ȟ時，更需要依據這種程序性的理念，藉由程序正義的要求，

才更能符合 Tipke所想達到的租稅正義理念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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