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娛樂稅稅源分布及徵收概況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娛樂稅係就娛樂場所、娛樂設施或娛樂活動1所收票價或收費額徵收之稅目，

納稅義務人為出價娛樂之人，屬機會稅，故稅收多寡與經濟景氣、娛樂型態及民

眾休閒娛樂嗜好息息相關。相較於其他稅目2，娛樂稅稅源分布及徵收情形可觀察

部分娛樂產業發展變化及各地區民眾休閒娛樂活動之差異。近年來，隨著國人生

活水準提升，休閒娛樂活動日益受到重視，娛樂型態趨向多元，嚴然成為地方發

展不可漠視之重點，爰此，本文就近年新北市娛樂稅徵收情形進行簡要分析，並

與其他五都比較，以供施政參考。 

一、新北市娛樂稅實徵淨額連續 4年成長，108年度達 3.29億元創近年新高，六

都居冠 

新北市娛樂稅

實徵淨額自 105 年

度 2.17億元逐年成

長至 108 年度達

3.29 億元，成長率

達 51.61%，位居六

都第 1(表一)。觀察

108 年六都娛樂稅

主要稅源分布情形，新北市娛樂稅稅收主要仰賴具娛樂性之選物販賣機及高爾夫

球場，2項稅源實徵淨額合計占新北市娛樂稅之 62.83%；臺北市之臨時公演、視

聽視唱業及電影占比均超過 20%，分居該市娛樂稅源前 3位；桃園市之高爾夫球

場單項稅源即占該市娛樂稅稅收近一半，遠高於其他項娛樂稅稅源；臺中市具娛

樂性之選物販賣機占比 26.95%、視聽視唱業占比 18.17%分居前 2 位，其後依序

為機動遊藝樂園(俗稱遊樂園)、高爾夫球場及臨時公演占比皆約 10%；臺南市主

要娛樂稅稅源為電子遊戲機，占比 33.82%，其次為視聽視唱業占比 21.38%；高

雄市娛樂稅稅收占比前二位分別為視聽視唱 24.21%及電子遊戲機 21.71%。綜上

結果顯示六都娛樂稅稅源分布情形迥異，其中部分原因係六都依娛樂稅法對同一

課徵標的(娛樂場所、設施或活動)所課徵之稅率不同3所致，另一部分係因都市發

展差異所致。新北市人口全國最多，城市樣貌多元，同時具高度都市化地區及富

自然山川的鄉村地區，其中人口密集地區近來吸引許多具娛樂性之選物販賣機業

                                                 
1
 依據娛樂稅法第 2 條規定，娛樂場所、娛樂設施或娛樂活動包含(1)電影(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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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戲劇、音樂演奏及非職業性歌唱、舞蹈等
表演(4)各種競技比賽(5)舞廳或舞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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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地方稅係屬地方政府可支用之稅收，計有地價稅、田賦（目前停徵）、土地增值稅、房屋稅、使
用牌照稅、契稅、印花稅、娛樂稅等 8 種稅。 

3
 依據娛樂稅法第 6 條規定，娛樂稅實際徵收稅率由各地方政府視實際情形於同法第 5 條規定稅
率範圍內訂之。 

表一 104 至 108 年度六都娛樂稅實徵淨額 
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 

直轄巿別 104年度 105年度 106年度 107年度 108年度 趨勢圖

新北市 2.39       2.17       2.40       2.97       3.29       

臺北市 2.78       2.38       2.56       2.73       2.68       

桃園市 2.44       2.14       2.14       2.53       2.47       

臺中市 1.19       1.20       1.30       1.65       1.98       

臺南市 1.04       1.00       1.03       1.11       1.17       

高雄市 2.09       1.98       2.02       1.92       2.19       



者廣設機臺，108 年達 1,639 家；另具臺地丘陵地型且交通便利之地區提供優質

的高爾夫球場環境，轄內設有 30 家高爾夫球場(含練習場)，六都最多(圖一、表

二)。 

 

進一步觀察其他主要娛樂稅稅源，視聽視唱業係六都中唯一徵收家數與稅收

均占一定比例之稅源，可見視聽歌唱娛樂仍為國人最主要的休閒活動之一，而電

子遊戲機徵收情形則南北截然不同，南部地區民眾明顯較北部偏好電玩娛樂活動；

在臨時公演部分，臺北市因轄內多座大型表演場館，如臺北小巨蛋或南港展覽館，

經常為國內舉辦大型售票演唱會或文藝活動之首選，致臨時公演件數高於其他五

都達數倍之多，另外該市影城林立，群聚效應較易吸引雙北地區民眾消費，電影

稅收占比亦明顯高於其他五都；遊樂園方面，六都之中僅臺中市及高雄市分別因

獲麗寶樂園及義大遊樂世界等大型主題樂園門票挹注，該項稅源占比高於 10%(表

二)。 

二、新北市具娛樂性之選物販賣機店家數自 104年 325 家成長至 108 年達 1,639

家，成為娛樂稅第一大稅源 

近年來，具娛樂性之選物販賣機4因投資門檻較低，且不需人力成本，全臺興

起一股具娛樂性之選物販賣機開店潮，其中新北市 104 至 108 年店家數成長近 4

倍，實徵淨額從 951 萬 2 千元成長至 1 億 1,980 萬 7 千元，取代高爾夫球場成為

新北市娛樂稅第一大稅源。觀察近 5年新北市娛樂稅其他主要稅源成長情形，高

爾夫球場設置成本高，104 年至 108 年僅增加 3 家，但實徵淨額卻呈減少趨勢，

                                                 
4 106 年(含)以前具娛樂性之選物販賣機歸類為娃娃機；107 年起娃娃機依有無保證夾取區分為
具娛樂性之選物自動販賣機(保證夾取)及娃娃機(無保證夾取)，其中娃娃機改歸類為電子遊戲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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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六都娛樂稅稅源月報。

表二 108 年六都娛樂稅各項稅源徵收家(件)數統計 
單位：家；件 

 
資料來源：六都娛樂稅稅源月報。 



顯示民眾運動偏好可能有所改變；視聽視唱業因民眾對於歌唱休閒活動的興致歷

久不衰，相關稅收仍維持一定水準，惟新式電話亭式 KTV 並未如業界預期能帶

起另一波流行風潮，稅收無明顯變化；臨時公演每年舉辦場次與民眾對於表演項

目喜好不定，稅收增減幅度較大且難以預測趨勢；電影稅收除 107年度因電影家

數減少而略減外，近年因漫威電影熱潮影響稅收略有成長；資訊休閒業原受寛頻

網路普及化的影響已日漸沒落，而後又因智慧型手機技術進步，各類手遊不斷推

陳出新，分食電玩遊戲市場，甚至許多熱門電玩遊戲紛紛移植至手機平臺上，民

眾至實體資訊休閒場所消費需求降低，資訊休閒業家數及稅收均呈現逐年減少趨

勢(圖二)。 

 

圖二 104 至 108 年度新北市娛樂稅主要稅源徵收情形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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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8 年度新北市各行政區娛樂稅占比前 3 位依序為林口區 15.49%、淡水區

13.79%及板橋區 13.32% 

進一步觀察 108 年度新北市各行政區娛樂稅徵收情形，林口區因高爾夫球場

家數最多，娛樂稅收 5,094 萬 8 千元，居全市首位，但稅收占比較 104 年度大幅

減少 13.61 個百分點；其次為淡水區，同為新北市高爾夫球場重鎮，娛樂稅稅收

4,535萬 9千元，較 104年度成長 24.38%，惟稅收占比則略為減少 1.48 個百分點；

第3位為新北市人口最多的板橋區，稅收 4,381萬2千元，較104年度成長 34.64%，

稅收占比無明顯增減；另新莊、三重、中和、土城、樹林、新店及汐止等新北市

人口較多的行政區，稅收占比較 104 年度至少增加 1 個百分點(表三、圖三)。綜

上，具娛樂性之選物販賣機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改變娛樂稅稅源分布結構，係近

年新北市娛樂稅稅收成長之主因，惟該項稅源成長逐漸轉向趨緩，熱潮能否延續

尚待觀察。 

 

 

 

圖三 108 年(度)新北巿各行政區娛樂稅及高爾夫球場分布情形 
資料來源：新北巿政府稅捐稽徵處 

表三 104 與 108 年度新北巿各行政區 
娛樂稅徵收情形 

行政區 

104 年度 108 年度 108 年 
較 104 年 
增減百分比

(%) 

實徵淨額 
(千元) 

占比 
(%) 

實徵淨額 
(千元) 

占比 
(%) 

林口區 69,483 29.10 50,948 15.49 -26.68 
淡水區 36,468 15.27 45,359 13.79 24.38 
板橋區 32,541 13.63 43,812 13.32 34.64 
新莊區 13,415 5.62 34,629 10.53 158.14 
三重區 15,773 6.61 26,250 7.98 66.42 
中和區 10,067 4.22 21,674 6.59 115.30 
永和區 10,407 4.36 14,926 4.54 43.42 
土城區 4,296 1.80 14,879 4.52 246.35 
樹林區 5,168 2.16 13,686 4.16 164.82 
汐止區 4,541 1.90 10,342 3.15 127.75 
蘆洲區 5,497 2.30 8,810 2.68 60.27 
新店區 3,231 1.35 8,586 2.61 165.74 
石門區 10,100 4.23 7,657 2.33 -24.19 
萬里區 6,335 2.65 5,082 1.55 -19.78 
三峽區 2,224 0.93 4,845 1.47 117.85 
泰山區 2,057 0.86 4,381 1.33 112.98 
鶯歌區 999 0.42 3,446 1.05 244.94 
烏來區 3,170 1.33 2,981 0.91 -5.96 
五股區 1,152 0.48 2,642 0.80 129.34 
深坑區 363 0.15 1,191 0.36 228.10 
八里區 804 0.34 942 0.29 17.16 
瑞芳區 263 0.11 819 0.25 211.41 
金山區 121 0.05 488 0.15 303.31 
貢寮區 132 0.06 312 0.10 136.36 
三芝區 83 0.03 101 0.03 21.69 
雙溪區 36 0.02 48 0.01 33.33 
石碇區 49 0.02 36 0.01 -26.53 
平溪區 - - 15 0.00 - 
坪林區 - - - - - 

資料來源：新北巿政府稅捐稽徵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