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ame: 黃創夏 

Country: ROC 

Organization: News 2.0 工作室 

Solution: 媒體野武士 

 

庶民大減稅庶民大減稅庶民大減稅庶民大減稅，，，，搶救馬英九搶救馬英九搶救馬英九搶救馬英九 

 

《野武士周報 Beta---No34》他山之石  

 

 

前言：籌辦建國一百年各項活動時，請不要只在乎「精采」，別忘了，辛亥革命過程中，先烈拋

頭顱、灑熱血的動力，是反壓迫、是求生存，求絕大多數的中華子民能生存的更好！ 

 

    

 

過去的台灣，政府一直很重視「均富」，會設計各種制度，讓經濟成長的結果，「深化」到社會

底層，「大家富起來」！ 

 

    

 

但從過去十一年來，貧富差距一路狂飆，毫無減緩的趨勢。 

 

    

 

據財稅資料中心統計，一九九八年，最富有的五％與最窮的五％的平均所得相差卅二倍，十一

年後，這項所得差距如今已擴大至六十六倍，非常驚人。  

 

    

 

台灣內政部的最新統計指出，台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家庭達到 10.8 萬戶，創下歷史新高紀

錄，不僅比 10年前增加 10萬人，也比去年同期增加 2萬 6千人。  

 

    

 

內政部還說，目前的貧窮家庭戶數，甚至比金融海嘯期間還增加了 1 萬戶，而且貧窮人數也創

下新高紀錄，達到 26萬人。 

 

    



 

窮者越窮，富者越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怎麼讓政府的滿意度提升？ 

 

    

 

「一個不適任的政府不理風向，只定好方向就出發，然後翻船覆滅。」  

 

    

 

這段話，是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最重要策士，描寫一九九五年間，柯林頓反敗為勝的關鍵心法。 

 

    

 

莫理斯是以「帆船理論」描寫柯林頓的心法：「帆船沒有馬達，因此駕駛帆船不能直線前進，正

如同民主政體不能逕行下令執行重大方案。駕駛帆船必需要結合兩個因素來判斷如何由甲地到

達乙地：你要往何處去？以及風向（民意）。」 

 

    

 

回到台灣，這兩個因素是什麼？ 

 

    

 

要往何處去？籌辦建國一百年各項活動時，請不要只在乎「精采」，別忘了，辛亥革命過程中，

先烈拋頭顱、灑熱血的動力，是反壓迫、是求生存，求絕大多數的中華子民能生存的更好！ 

 

    

 

風向是什麼？絕不是台灣又有哪些企業家榮登富比士富豪榜，而是，台灣的貧富差距更大了，

窮無立錐之人民，正在嗷嗷待哺，擔心自己滑落的中產階級，對未來缺乏了信心與想像！ 

 

    

 

經濟正成長，是事實！貧戶也大幅增加，也是事實，貧者更貧，富者更富，就是危機，笨蛋，

問題在內政！ 

 

    

 



這樣的難題，搞文宣是沒有用的！ 

 

    

 

一九九四年，充滿理想色彩的柯林頓接連面對重挫，他結合四百個頂尖專家的「健保方案」在

國會重挫；一九九四的年中選舉，民主黨又大敗，喪失了在參、眾兩院的主導權，柯林頓魅力

不再，連任之路岌岌可危。 

 

   

 

柯林頓如何翻身？如何反擊在野黨共和黨？ 

 

   

 

柯林頓不是展現「政治肌肉」，大搞對抗的情緒動員。 

 

    

 

柯林頓放下了身段，一一打電話與向朝野議員登門請益和溝通，他以民為本，採取了部份共和

黨的政見，推出他自己的減稅方案，而且管控在不致增加赤字，或危及其他重要施政，不造成

排擠為前題。 

 

    

 

莫理斯於是進行了綿密又細緻的一連串民意調查，將柯林頓考量的各種減稅項目，如資本利得

稅、所得稅乃至大學學費可否納入扣除額等等，通通列入調查項目。 

 

    

 

莫理斯特別指出，柯林頓面對民調，不是「自我感覺良好」，「對柯林頓來說，民調幫助他了解

誰不喜歡他，以及他們為什麼不喜歡他。」「即便是負面結果，也是一個學習過程，可強迫他深

刻反省。」  

 

    

 

不是辯解，而是變革。在綿密又步驟緊密的專案規畫話，柯林頓整合了一整套完整而非零碎的

「中產階級權利方案」，納入一九九五年之「國情咨文」演說中，全面啟動，演說結束，柯林頓

聲望跳升九％。  



 

    

 

減稅？政府財政已寅吃卯糧，難以為繼了，錢從哪裡來？沒有著落！ 

 

    

 

是這樣的嗎？兩年前，馬英九急急忙忙啟動救股市機制，「干預市場」不再是禁忌了；為了救股

民，證交稅馬上考慮啟動減半，不再等當時才剛啟對的「稅改會」通盤檢討了？ 

 

    

 

這是自己翹起屁股給別人打？證交稅被轟一轟，就可以減稅，「減稅喊價大競賽」，憑什麼不可

行？ 

 

    

 

問題這在這，企業可以減稅、股民可以減稅！一般小老百姓為什麼不能減稅或退稅？輔養親屬

寬減額、教育寬減額、基本扣除額‧‧‧為什麼不能減？股民就是人，企業就是人，一般人民

不是人嗎？  

 

    

 

請注意，全民大減稅不是退稅，請馬政府大幅提高所得稅的「基本扣除額」、「撫養親屬寬減額」

以及「教育減免額」，讓納稅人實質可用所得增加給幾萬元吧！ 

 

    

 

理由不複雜，就是體恤人民因物價飆漲，基本生活當然需求變高。 

 

     

 

錢從哪裡來？政府更要宣示絕不減少而且還要擴大「社會福利」與「經建計畫」的預算。而是

政府全面總檢討政府的日常支出，大規模的 Cost Down。 

 

    

 

政府一年總預算約一兆七千億元。其中有七到八成以上是「經常門」支出，是人事費用、業務



費用、辦公費用‧‧‧ 

 

     

 

這兩年，尸位素餐的部門罄竹難書，馬英九應該要下達「節用令」，要求各部門全面減少辦公費

用兩成，甚至減半都可以，反正，這兩年，政府部門也沒真正幹太多事。 

 

     

 

不必立刻修的辦公廳室就先不修、不該開的冷氣就不該、不必請的茶水就不必請、不必用兩張

公文的傳真就改成用在一張‧‧‧ 

 

     

 

各部門可以責成主任秘書和總務會計單位成專案小組，馬英九親自主持「節用競賽」，要求各部

門重新檢視習以為常的浪費支出，讓人民看到，政府要人民勒緊褲帶過苦日子，政府的褲帶勒

得比人民更緊。  

 

    

 

異想天開嗎？看看民間企業是如何過經濟寒冬的，哪一個不是立刻在「非生產支出」進行大緊

縮，挪出更多預算到「生產」部門。甚至，還高層減薪、基層加薪鼓舞士氣。  

 

    

 

企業能，政府為什麼不能？ 

 

    

 

不要再拘泥在官僚體制的條條框框了，人民都可以想盡辦法縮衣節食了，政府只要願意想，哪

裡可能會省不出幾千億？讓中產階級喘口氣！ 

 

    

 

法令限制？笑話，近四分之三的席次，真要努力修法，哪有不過的道理！ 

 

    

 



以民為本，綿密布局，不靠版塊動員、情緒對決，柯林頓的方法，才是當下馬英九翻身的王道。  

 

    

 

錢從哪裡來？真的，請不要擔心！還有有李述德這一個前所未有的財政部長在，李述德如此懂

得體察長官「心痛的感覺」，一定有能力「作帳」，證明「財政不會受影響，變來變去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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