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綜合所得稅 

 

申論題 

1.  

解析： 

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項第 5類租賃所得及權利金所得之規定，除財產與他

人使用，除經查明確實為無償且非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外，應參照當地一

般租金情況，計算租賃收入，繳納所得稅。由於本題符合上述之規定，故可

免予繳納綜合所得稅。 

2.  

解析：  

（1） 如果個人是透過拍賣網站出售自己使用過後的二手商品，或買來尚未使

用就因為不適用而透過拍賣網站出售，或他人贈送的物品，自己認為

不實用透過拍賣網站出售，均不屬於課稅的範圍。 

（2） 如果營業人以營利為目的、採進、銷貨方式經營，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

勞務者，必須依法課徵營業稅，所以如果網路拍賣賣家所銷售的二手

商品，是透過各種管道收購而來，利用賺取其間差價作為利潤者，就

符合課稅構成要件。 

（3） 每月貨物銷售額在8 萬元，銷售勞務在4 萬元（小規模營業人營業稅起

徵點95.12.22 台財稅字第09504553860 號）以下者，無須課徵營業稅。

每月銷售額超過8 萬元但未達20 萬元者，按銷售額課徵稅率1%，由

國稅局按季（每年1、4、7、10 月月底前發單）開徵。每月銷售額超

過20 萬元者，因每年銷售額已超過240 萬元以上，具有相當經營規

模，國稅局將核定其使用統一發票，稅率為5%，但相關進項稅額可提

出扣抵，此類營業人須每二個月向國稅局申報一次銷售額並自行繳納

營業稅額。 

（4） 網路拍賣賣家如以營利為目的、採進、銷貨方式經營，透過網路銷售貨

物或勞務，而且月銷售額已達到起徵點（貨物8 萬元勞務4 萬元），

應檢附該網路拍賣賣家之國民身分證及印章，向住（居）所或戶籍所

在地之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辦理營業登記（稅籍登

記）。 

3.  

解析： 

(1) 對同一政黨、政治團體每年捐贈總額，不得超過下列金額：（政治獻金

法 17）1. 個人：新台幣 30 萬元。2. 營利事業：新台幣 300 萬元。3. 人

民團體：新台幣 200 萬元。 

(2) 對不同政黨、政治團體每年捐贈總額，不得超過下列金額：1. 個人：新

台幣 60 萬元。2. 營利事業：新台幣 600 萬元。3. 人民團體：新台幣



400 萬元。 

(3) 對同一擬參選人每年捐贈總額，不得超過下列金額：（政治獻金法 18）

1. 個人：新台幣 10 萬元。2. 營利事業：新台幣 100 元。3. 人民團體：

新台幣 50 萬元。 

(4) 對不同擬參選人每年捐贈總額，合計不得超過下列金額：1. 個人：新台

幣 20 萬元。2. 營利事業：新台幣 200 元。3. 人民團體：新台幣 100 元。 

綜上所述，林品妤申報可扣除之總額，不得超過當年度申報之綜合所得

總額 20%（150 萬×20% ＝ 30 萬元），且其總額並不得超過 20 萬元，

本題納稅義務人對不同擬參選人王君、李君、張君捐贈總額合計為 26 萬

元已超過 20 萬元限額，故只能申報扣除 20 萬元。 

4.  

解析：  

銀行存款利息所得10萬未超過27萬之額度，及稿費所得未達18萬元，上述二者

免納入綜合所得總額。 

故綜合所得總額＝$120萬＋100萬＋10萬＝$230萬元。 

5.  

解析： 

(1) 凡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提供勞務之所得，其範圍包含

薪金、俸給、工資、津貼、歲費、獎金、紅利，各種補助費。例外： 

○1為雇主之目的，執行職務而支領之差旅費、日支費、加班費未超過規定

標準者。 

○2依所得稅法第4條規定免稅之所得項目。（例如軍人及中小學教職員薪

資） 

○3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自願提繳之退休金或年金保險費，合計在每月工

資6%範圍內，不計入提繳年度薪資所得課稅；年金保險費部分，不適用

第17條有關保險費扣除之規定。 

○499年1月1日以後，員工分紅配股改按時價列入薪資所得課稅，公司並應

於交付股票日依所得稅法第88條規定辦理扣繳。所稱「交付股票日」，

股票之交付採帳簿劃撥者，為公司或其代理機構指定之帳簿劃撥交付

日；非採帳簿劃撥者，為公司或其代理機構規定可領取股票之首日（財

政部2009.11.05 台財稅字第09804109680 號令）。 

(2) 薪資所得無須減除成本費用。 

(3) 主要係目前對薪資所得之扣繳做得十分徹底，各公私民營企業列報之薪

資，均應依法辦理扣繳，且應將扣繳資料申報稽徵機關，故稽徵機關能

充分掌握納稅義務人之薪資所得，致無從逃漏。 

6.  

解析： 



(1) 繼承之遺產免納所得稅。 

(2) 資本公積轉增資之股票股利，取得年度不併入所得課稅，出售年度全部

價額列為證券交易所得，其自 79年 1月 1日起停徵。 

(3) 盈餘增資之股票股利按面額課稅：10,000×$10＝$100,000。 

(4) 故應申報所得額為營利所得總額$100,000＋30,000＝$130,000。 

(1) 李文先有甲乙兩棟房子（90 年購入），甲乙兩屋之土地各為1.5 公

畝，其每公畝之公告地價與全市之每公畝平均地價相等。假設95 年

時李文設籍甲屋，其成年兒子 

 

7. 解析：  

(1) 95年甲屋為住家用，依房屋稅第5條規定，其稅率最低不得少於房屋現值

1.2%，最高不得超過2%，目前徵收率為1.2%。故甲屋適用房屋稅率 

為1.2%。 

(2) 95 年甲屋之土地已出租，應按一般稅率課徵，其土地面積未超過累進 

起點地價，故其適用之地價稅稅率為基本稅率10‰。 

(3)李文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其租賃所得為343,710。計算過程如下： 

租金收入600,000。 

押金150,000 ，依所得稅法第14條規定，應按當地銀行業通行之一 

年存款利率(依所得稅法第123條規定當地銀行業通行之存款利率， 

指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計算租賃收入。 

故其收入為150,000× 2% = 3,000 。 

應申報之租賃所得為：(600,000 + 3,000) × (1− 43%) = 343,710 

(4)  1. 96年出售甲屋適用之土地增值稅率為20%。 

2.甲屋出售前一年該土地有出租，故不得用自用住宅用地優惠稅率。 

3.出售之甲屋，漲價線數額為前次移轉時核課土地增值稅之現值的 

70%，未達到100%，故適用稅率為20%。 

8.  

解析： 

(1) 消費者物價指數。 

(2) ○1調整要件：免稅額每遇消費者物價指數較上次調整年度之指數上漲達

累計3%以上時。 

○2調整方式：按上漲程度調整之。調整金額以千元為單位，未達千元者

按百元四捨五入。 

(3) ○1調整要件：自99年度起，稅率級距之金額每遇消費者物價指數較上次

調整年度之指數上漲達累計3%以上時。 

○2調整方式：按上漲程度調整之。調整金額以萬元為單位，按千元四捨

五入。 



9.  

解析： 

(1) 根據所得稅法第 110條第 2項之規定：納稅義務人未依所得稅法規定自

行辦理結算、決算或清算申報者，而經稽徵機關調查，發現有依所得稅

法規定課稅之所得額者，應照補徵稅額，處 3倍以下之罰鍰。 

(2) 依稅捐稽徵法第 48條之規定，納稅義務人自動向稅捐稽徵機關補報並補

繳所漏稅款者，凡屬未經檢舉及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

進行調查之案件，相關之行為罰及漏稅罰一律免除；其涉及刑事責任者，

並得免除其刑。 

10.  

解析： 

(1) 非經常買進、賣出之營利活動而持有之各種財產及權利，因買賣或交換

而發生之增益。（所9） 

(2) 所得之計算所得額＝成交價額－成本－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該項資產而

支付之一切費用。 

    ※財產或權利之成本費用認定 

○1能提出證明文件者，核實認定： 

        A. 原為出價取得者，為原始取得之成本。 

        B. 原為繼承或贈與而取得者，為繼承時或受贈與時之時價。 

○2未申報或未能提出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依財政部核定標準核定之。 

11.  

解析： 

(1) 變動所得係指個人所得中，某項所得在性質上係多年累積而成，但其發

生卻集中在某一課稅年度，由於綜合所得稅係採收付實現原則且累進稅

率課徵，因而使此項經多年累積而一次實現之所得，須負擔較重之所得

稅，各國稅制對此種變動所得，均予以優惠課稅方式，或採分離課稅方

式或採減半課稅方式。其特性為：○1不規則性○2長期性○3累積一次實現性。 

(2) 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3項：「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如有自力經營林業之

所得、受僱從事遠洋漁業，於每次出海後一次分配之報酬、一次給付之

撫卹金或死亡補償，超過第 4條第 1 項第 4款規定之部分及因耕地出租

人收回耕地，而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77 條規定，給予之補償等變動所得，

得僅以半數作為當年度所得，其餘半數免稅。」即為變動所得主要之法

源。換言之變動所得係指多年累積而集中於某一年度實現之所得，因綜

所稅採收付實現制且適用累進稅率，使稅負急遽增加，故應給予特別處

理。 

稅法規定之變動所得範圍如下：（所 14） 

○1自力經營之林業所得。 

○2一次給付之撫卹金或死亡補償。 



○3受僱從事遠洋漁業於每次出海後一次分配之報酬。 

○4耕地出租人收回耕地而根據平均地權條例 77 條規定給予之補償。 

    課稅時半數列入當年度所得課稅，其餘半數免稅。 

 

12.  

解析： 

(1) 所得稅法： 

○1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並經常居住在境內。 

○2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而於一課稅年度內（1月 1日∼ 12月 31日）在

境內合計居留滿 183天者。 

遺產及贈與稅法： 

所謂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係指被繼承人或贈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1死亡事實或贈與行為發生前 2年內，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者；或 

○2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而有居所，且死亡事實或贈與行為發生前 2 年

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時間合計逾 365天者，但受中華民國政府聘請

從事工作，在中華民國境內有特定居留期限者，不在此限。 

(2) 根據兩岸關係條例第二十四及二十五條之規定，均應包含大陸地區。 

 

13.  

解析： 

綜合所得總額：甲薪資所得$100,000＋甲退職所得[($4,500,000－

20×169,000)÷2＝$560,000]＋利息所得$350,000＝$1,010,000。 

綜合所得淨額：$1,010,000－免稅額($82,000×2＝$164,000)－標準扣除額

$152,000－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270,000－薪資特別扣除$104,000=$320,000。 

 

14.  

解析： 

現役軍人之薪餉免稅： 

(1) 贊成免稅之理由： 

○1職業危險性大。○2待遇偏低。○3鼓勵從軍。 

(2) 反對免稅之理由： 

○1其他職業亦具有危險性：例如警察。○2目前待遇並不低於一般受雇人

員。○3免稅並非獎勵的唯一方法。 

中小學教師薪資免稅： 

(1) 贊成免稅之理由： 

○1尊師重道。○2待遇偏低。○3鼓勵從事教育工作。○4配合義務教育政策。 

(2) 反對免稅之理由： 



○1免稅並不影響尊師重道，教師更應為納稅之表率。○2目前待遇並不低於

一般受雇人員，且中小學教師過剩，似乎不必再予鼓勵。○3免稅並非獎

勵的唯一方法。○4違反租稅公平原則。 

 

15.  

解析： 

(1) 十大類所得： 

第一類：營利所得： 

○1公司—股東所獲分配之股利總額。○2合作社—社員所獲分配之盈餘總

額。※ 按股利憑單所載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與可扣抵稅額之合計數計

算之，亦即股利總額等於股利淨額加可扣抵稅額。○3合夥—合夥人每年

應分配之盈餘總額。○4獨資—資本主所得之盈餘總額。※以核定之營利

事業所得額計算之。○5一時貿易之盈餘—非營利事業組織之個人買賣商

品而取得之盈餘，準用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之規定（所細12）。如多層

次傳銷事業個人參加人銷售商品或提供勞務給消費者，所賺取之零售利

潤、個人計程車的營利所得、乙類經銷商銷售電腦型彩券所得。※ 綜

合所得稅個人一時貿易盈餘之單一純益率，為6%。（台財稅第65468號

函）。 

第二類：執行業務所得： 

定義：執行業務者之所得。所謂執行業務者，係指律師、會計師、醫師、

建築師、技師、藥師、助產士、著作人、經紀人、代書人、工匠、表演

人及其他以技藝自力營生者。（所11） 

所得之計算： 

○1原則上為執行業務者之業務或演技收入，減除業務所必要之成本及費

用後之餘額。 

○2執行業務者未依法辦理結算申報，或未依法設帳記載及保存憑證，或

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稽徵機關得照同業一般收費及費用

標準核定其所得額。前述收費及費用標準，由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徵詢

各該業同業公會意見擬訂，報請財政部核定之（所細13）。 

第三類：薪資所得： 

定義：凡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提供勞務之所得，其範

圍包含 薪金、俸給、工資、津貼、歲費、獎金、紅利，各種補助費。

例外： 

       ○1為雇主之目的，執行職務而支領之差旅費、日支費、加班費未超過規 

定標準者。 

  ○2依所得稅法第4條規定免稅之所得項目。（例如軍人及中小學教職員 

薪資） 

  ○3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自願提繳之退休金或年金保險費，合計在每月 



   工資6%範圍內，不計入提繳年度薪資所得課稅；年金保險費部分， 

不適用第17條有關保險費扣除之規定。 

  ○499年1月1日以後，員工分紅配股改按時價列入薪資所得課稅，公司並 

   應於交付股票日依所得稅法第88條規定辦理扣繳。 

所得計算：以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為所得額。 

第四類：利息所得： 

定義：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短期票券、存款及其他貸出款之利息。 

○1公債包括各級政府之債票、庫券、證券、憑券。 

○2有獎儲蓄之中獎獎金超過儲蓄額部分，視為存款利息。 

○3短期票券期限在1年期以內之國庫券、可轉讓銀行定期存單、公司與 

公營事業機構發行之本票或匯票及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 

短期債務證。 

短期票券兌償之金額超過首次發售價格部分為利息所得，分離課稅。 

（99年度起扣繳率為10% 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課稅） 

○4目前需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的利息所得以銀行存款利息、其他貸出 

款之利息所得、有獎儲蓄中獎獎金超過儲蓄額之部分為主。 

第五類：租賃所得及權利金所得： 

租賃所得：有形財產出租之租金所得，財產出典典價經運用之所得，設

定定期之永佃權暨地上權取得之各種所得。 

權利金所得：以無形權利供他人使用而取得之所得。（如專利權） 

⑴      所得之計算： 

○1以全年租賃收入或權利金收入減除必要損耗及費用後之餘額。必要損

耗及費用之減除，納稅義務人能提具確實證據者，從其申報數； 

②     ○2其未能提具或證據不實者，稽徵機關得依省區（直轄市）稽徵機關核定

之減除標準調整之。（參見所細15）現行核定之減除標準，係以租金

收入之43% 為成本，57% 為租賃所得。 

第六類：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 

全年收入減除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所細17） 

前述成本及費用之減除，納稅義務人有完備會計紀錄及確實憑證者，應

依申報數核實減除，其無完備會計紀錄及確實憑證者，稽徵機關得依省

區（直轄市）主管稽徵機關核定之標準調整之。依據「九十八年度自力

耕作漁林牧收入成本及必要費用標準」，可減除100% 之成本費用。 

第七類：財產交易所得： 

○1定義：非經常買進、賣出之營利活動而持有之各種財產及權利，因買 

賣或交換而發生之增益。 

○2所得之計算所得額＝成交價額－成本－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該項資產 

而支付之一切費用。 

      ※ 財產或權利之成本費用認定：能提出證明文件者，核實認定；未 



申報或未能提出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依財政部核定標準核定之。 

第八類：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 

○1定義：凡參加各種競技比賽及各種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 

○2所得之計算所得額＝收入減除必要成本費用。但政府舉辦獎券中獎之 

獎金，採20%分離課稅，不再併入所得總額課稅。 

第九類：退職所得： 

     定義：凡個人領取之退休金、資遣費、退職金、離職金、終身俸及非屬 

保險給付之養老金等所得屬之。但個人領取歷年自薪資所得中自行繳付 

儲金或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提繳之年金保險費，於提繳年度已計入薪 

資所得課稅部分及其孳息，不在此限。 

        所得之計算(基準)： 

 ○1一次領取者，其所得額之計算方式為 

A. 一次領取總額在 15 萬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以下者，所得額

為零。 

B. 超過 15 萬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未達 30萬元乘以退職服

務年資之金額部分，以其半數為所得額。 

C. 超過 30 萬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部分，全數為所得額。（退

職服務 

年資之尾數未滿六個月者，以半年計；滿六個月者，以一年計。） 

○2分期領取者，以全年領取總額，減除65萬元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前述 

一次領取及分期領取之規定減除金額（一次領取之定額免稅基準為15 

萬元、30萬元，分期領取之定額免稅基準為每年65 萬元）每遇消費 

者物價指數較上次調整年度之指數上漲累計達3% 以上時，按上漲程 

度調整之。調整金額以千元為單位，未達千元者按百元數四捨五入。 

其公告方式及所稱消費者物價指數，準用所得稅法第5條第4項之規 

定。（所稱消費者物價指數，指行政院主計處公布至上年度十月底為 

止十二個月平均消費者物價指數。） 

          ※ 退職所得定額免稅的金額之調整：98、99年度：一次領取之級距 

分別調整為16.9萬元、33.9萬元、分期領取調整為73.3萬元。 

       ○3兼領一次退職所得及分期退職所得者，其所得額之計算可減除的金 

額，乃依前二種方式之規定，依其領取一次及分期退職所得之比例分 

別計算之。 

        第十類：其他所得： 

不屬於上列各類之所得，以其收入額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

所得額。 

(2) 綜合所得淨額＝綜合所得總額－免稅額－扣除額。 

 

16.  



解析： 

16.9萬×30＝507萬→免稅所得 

900萬－507萬＝393萬 

393萬：196.5萬為免稅所得，剩餘196.5萬為應稅所得 

故免稅所得共為507萬＋196.5萬＝703.5萬。 

 

17.  

解析： 

(1) 財產交易損失：納稅義務人、配偶、扶養親屬財產交易損失，其每年扣

除額以不超過當年度申報之財產交易所得為限，無可扣除或不足扣除者

得遞延 3年。 

(2)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 

○1範圍：納稅義務人及與其合併計算稅額報繳之個人有薪資所得者。 

○2扣除規定：每人每年得扣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每人薪資所得未達該

金額者，就其薪資所得額全數扣除。 

○3扣除額訂定： 

指數調整規定： 

A. 基準：NT$100,000。其基準每 3 年評估一次。（註 97.12.12 立法院

三讀通過，基準由 NT$75,000 調整為 NT$100,000，並於 97.12.26 總

統令公布修正，自 97.1.1 起施行。）  

B. 指數調整要件及方式：每遇消費者物價指數較上次調整年度之指數上

漲累計達 3% 以上時，按上漲程度調整之。調整金額以千元為單位，

未達千元者按百元數四捨五入。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之金額於每年度開始前由財政部依規定計算後公告

之：98~99年度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為 NT$104,000。 

(3)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 

○1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於金融機構之存款利息、儲蓄性質信託

資金之收益及公司公開發行並上市之記名股票之股利，合計全年扣除數

額以 27萬元為限。但依郵政儲金匯兌法規定免稅之存簿儲金利息及本法

規定分離課稅之利息，不包括在內。 

○2但其自 88.1.1 起取得公司公開發行並上市之記名股票之股利不適用儲

蓄投資特別扣除之規定。 

(4)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 

○1範圍：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如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

礙證明者，及精神衛生法第 3 條第 4 款規定之病人（主要指病人呈現出

與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經專科醫師

診斷認者，須檢附專科醫師診斷證明書影本）。 

○2扣除規定：每人每年得扣除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證明文件：社政主管



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或精神衛生法第 19條第1項規

定之專科醫師診斷證明書影本（所細 24之 4，98.11.18 修正公布）。 

○3扣除額訂定： 

  指數調整規定： 

A. 基準：每人 NT$100,000。其基準每 3 年評估 1 次（註 97.12.12

立法院三讀通過，基準由 NT$63,000 調整為 NT$100,000，並於

97.12.26 總統令公布修正，自 97.1.1 起施行）。 

B. 指數調整要件及方式：與免稅額之調整規定相同。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之金額於每年度開始前由財政部依規定計算後公

之：98~99 年度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為 NT$104,000。 

(5)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⑴  

○1範圍：納稅義務人就讀大專以上院校之子女之教育學費。 

○2限制： 

每人每年得扣除 NT$25,000。 

         就讀空中大學、專校及五專前3 年及已接受政府補助者，不得扣除。 

所稱政府補助，不含公教人員領取之子女教育補助費，因其係屬公教 

人員之薪資所得。 

註：納稅義務人本人或配偶之學費（例如就讀大專院校夜間部或碩士 

在職專班等）不適用教育學費特別扣除。 

 

18.  

解析： 

(1) 定義：凡個人領取之退休金、資遣費、退職金、離職金、終身俸及非屬

保險給付之養老金等所得屬之。但個人領取歷年自薪資所得中自行繳付

儲金或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提繳之年金保險費，於提繳年度已計入薪

資所得課稅部分及其孳息，不在此限。 

(2) 所得之計算（基準）： 

○1一次領取者，其所得額之計算方式為 

A. 一次領取總額在 15 萬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以下者，所得額

為零。 

B. 超過 15 萬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未達 30萬元乘以退職服

務年資之金額部分，以其半數為所得額。 

C. 超過 30 萬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部分，全數為所得額。（退

職服務 

年資之尾數未滿六個月者，以半年計；滿六個月者，以一年計。） 

○2分期領取者，以全年領取總額，減除65萬元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前述 

一次領取及分期領取之規定減除金額（一次領取之定額免稅基準為15 

 萬元、30 萬元，分期領取之定額免稅基準為每年65 萬元）每遇消費 



者物價指數較上次調整年度之指數上漲累計達3% 以上時，按上漲程 

度調整之。調整金額以千元為單位，未達千元者按百元數四捨五入。 

其公告方式及所稱消費者物價指數，準用所得稅法第5條第4項之規 

定。（所稱消費者物價指數，指行政院主計處公布至上年度十月底為 

止十二個月平均消費者物價指數。） 

          ※ 退職所得定額免稅的金額之調整：98、99年度：一次領取之級距 

分別調整為16.9萬元、33.9萬元、分期領取調整為73.3萬元。 

        ○3兼領一次退職所得及分期退職所得者 

          其所得額之計算可減除的金額，乃依前二種方式之規定，依其領取一 

次及分期退職所得之比例分別計算之。 

 

19.  

解析： 

(1) 自中華民國 99 年 1 月 1 日起，個人居住者取得下列所得，應依規定扣

繳稅款，扣繳率為 10％，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即分離課稅）；非居住

者按 15％扣繳率就源扣繳： 

○1短期票券到期兌償金額超過首次發售價格部分之利息所得。 

○2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或不動產證券化條例規定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 

產基礎證券分配之利息所得。 

○3公債、公司債及金融債券之利息所得。 

○4以前述 3 款之有價證券或短期票券從事附條件交易，到期賣回金額超 

過原買入金額部分之利息所得。 

○5與證券商或銀行從事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 

(2) 優點： 

○1方便徵納○2獎勵作用○3可使政府掌握稅源及防止納稅義務人逃漏稅。 

缺點： 

○1使綜合所得稅制遭到破壞，綜合所得稅量能課稅之優點將難以發揮。 

○2對邊際稅率低於分離課稅之稅率者，稅負將因而增加。 

○3一項稅制使高所得人民稅負減少，低所得增加，多不能稱為合理之稅制。 

 

20.  

解析： 

(1) 綜何所得稅： 

○1出售自用住宅房屋之所得，應列為綜何所得總額中之財產交易所得， 

其中土地交易所得依所得稅法規定免徵所得稅。 

○2其抵稅之條件如下： 

a.出售自用住宅房屋，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 2年內重購自用住宅之房 



屋，先購後售亦得適用之。 

b.新購自用住宅房屋之價額超過原出售價額者，出售自用住宅房屋所增 

繳之綜何所得稅，得於重購自用住宅房屋完成移轉登記之年度，自其 

應納綜何所得稅額中扣抵或退還。 

(2) 土地增值稅： 

出售自用住宅土地，須課徵土地增值稅。其土地增值稅就該部分之土地

漲價總數額按 10%徵收，適用條件如下： 

○1符合定義 

a.土地所有權人、配偶、直系親屬在該地設籍。 

b.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情事。 

c.以自用住宅用地上之建築改良物屬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

屬所有者為限。 

○2一生一次之限制 

土地所有權人按優惠稅率繳納土地增值稅者，以一次為限。 

○3面積限制 

都市土地面積不得超過 3 公畝，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7 公畝。 

○4自用住宅之評定現值 

（以不動產評價委員會所評定之房屋標準價格為準）不及所占基地公告

土地現值 10％者，不適用之。但建築工程完成滿一年以上者，不在此

限。 

 

21.  

解析： 

(1) ○1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並經常居住在境內。 

○2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而於一課稅年度內（1月 1日至 12月 31日）在

境內合計居留滿 183天者。 

(2) 同一課稅年度（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內，在華居留不超過 183 天者。 

(3) 居住者：以結算申報方式完稅為原則。 

非居住者，以就源扣繳方式完稅為原則： 

  ○1非居住者在中華民國境內有所得稅法第 88條規定之各項所得者由扣 

繳義務人於給付時，依規定之扣繳率扣繳。 

○2非居住者如有非屬所得稅法第 88 規定扣繳範圍之所得（非扣繳所得， 

例如自力耕作漁牧林礦所得、財產交易所得），納稅義務人應自行或 

委託代理人依規定之扣繳率申報納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