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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判解  
.................................................................................................................  

公益團體醫院為符免稅條件選擇全額列資本支出

者，否准嗣後提列折舊扣減應納稅額，是否違憲 
釋字第703號 

【實務選擇題】 
 

司法院釋字第703號解釋，主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法律所為之闡釋，自應

秉持憲法原則及相關法律之立法意旨，遵守一般法律解釋方法而為之；如逾越

法律解釋之範圍，而增加法律所無之租稅義務，則非下列何種原則所許？ 

(A) 租稅法律主義 

(B) 租稅公平原則 

(C) 效率原則 

(D) 比例原則 

答案：A 
 

 

【裁判要旨】 

憲法第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律納稅之義務，係指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

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應就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租稅客體對租稅

主體之歸屬、稅基、稅率、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要件，以法律明文規

定。主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法律所為之闡釋，自應秉持憲法原則及相關法

律之立法意旨，遵守一般法律解釋方法而為之；如逾越法律解釋之範圍，而增加

法律所無之租稅義務，則非憲法第19條規定之租稅法律主義所許（本院釋字第620

號、第622號、第640號、第674號、第692號解釋參照）。 

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前段規定：「營利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年度收入總

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本條項於九十五年

五月三十日修正增訂後段規定，其修正前第一項之規定即為修正後第1項前段之規

定）亦即營利事業之收入，於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始為

營利事業所得額。依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得自收入減除之各項成本費用、

損失及稅捐，應以為取得該收入所發生者為限。耐用年數二年以上之固定資產應

以其逐年折舊數認列為成本（所得稅法第51條規定參照），以正確反映固定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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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採購使用在各年度之成本費用。要之，成本費用如可直接合理明確歸屬於應稅

所得及免稅所得，即應依其實際之歸屬核實認列，始符合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之

規定。 

【爭點說明】 

一、 財團法人之公益義務 

儘管個別財團法人有可能被濫用來追逐私益，但依教育 文化公益慈善機關

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以下簡稱免 稅適用標準）第二條第一項，其實任

何財團法人在設立時皆 被強制要求，不但其業務必須以公益為目的： 

（一） 「除為其創 設目的而從事之各種活動所支付之必要費用外，不以任何方式對

捐贈人或與捐贈人有關係之人給予變相盈餘分配」（第 二款）。 

（二） 「無經營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第四款）。 

（三） 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不低於基金之每年孳息及其他各項收

入百分之八十（九十二年三月二十六日修正為百分之七十）。但經主管機關

查明函請財政部同意者，不在此限」（第八款）。 

（四） 在「其章程中（應）明定該機關團體於解散後，其賸餘財產應歸屬該機關團

體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第三款）。 

二、 醫院之財團法人的組織方式及其公益性格 

（一）由於因生病而必須住院時，病床向來一床難求；急診室之臨時性待診病床欠

缺，導致時而病人只能臥地，醫師必須跪診。公立大型醫院亦需要國家之補

貼始能平衡其醫療收支。是故，醫療服務之提供本來即具有一定程度之公益

性。這是與私立學校類似，在法制上肯認醫院得以財團法人之組織方式，提

供醫療服務的道理，亦在於此。 

（二）當肯認醫院得以財團法人的組織形式營運，則設立醫療機構提供醫療服務即

為該財團法人之創設目的。然醫療服務之提供可能是「有償」，也可能是

「無償」。「無償」提供並非財團法人必備之要素。整體而言，為適應市場

形勢，勸募捐贈，有時也不一定容易，所以如有人願意，自始發願在財團法

人之名義下，銷售貨物或勞務，並傾其全部所得，奉獻於財團法人之志業，

使財團法人之創設目的更易推行，應當還是值得鼓勵。至於是否有人藉財團

法人之名而營私利，不在於其是否「銷售貨物或勞務」，而在於其是否將其

獲自銷售貨物或勞務之所得用於其創設目的以外。 

（三）在醫療財團法人，不論是來自捐贈等非銷售醫療服務的收入，或來自銷售醫

療服務的收入，財團法人醫院皆受上開規定之適用，除為其創設目的而從事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觀人‧判解集 NO.58  

  

 18

之各種活動之必要費用外，不能對任何人支付，特別是不得以任何方式，對

捐贈人或與捐贈人有關係之人給予變相盈餘分配。 

三、 財團法人醫院銷售貨物或勞務所得不予免課所得稅 

（一） 本來關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

之所得，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3款規定：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

團體（下稱公益團體），符合行政院規定標準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

業組織之所得，免納所得稅。依該款之授權，行政院制訂教育文化公益慈善

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以下簡稱免稅適用標準)。該款謂「符合行

政院規定標準者」，免納所得稅，亦即不區分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

織之所得究竟來自「銷售貨物或勞務之收入」或「非銷售貨物或勞務之收

入」，只要其符合上述「行政院規定標準」之公益團體皆可免納所得稅。惟

免稅適用標準第2條第1項在八十三年十二月三十日增訂下引除書之規定：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列規定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

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勞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因該

除書之規定，才使財團法人合於創設目的業務之所得中來自「銷售貨物或勞

務之收入」部分，不包含在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3款免納所得稅之優惠範

圍內。由於醫療機構所提供之醫療服務亦被定性為所得稅法意義下之銷售貨

物或勞務，所以財團法人醫院縱使「無經營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其

醫療服務之所得亦不予免稅。因該款關於免稅標準之制訂的授權並未明確包

含該除書之制訂，所以對於醫療服務之所得課徵所得稅的問題，所得稅法本

身迄今並無明文規定。因此，關於財團法人合於創設目的，銷售貨物或勞務

取得之所得，並無所得稅法或經其明確授權制定之法規命令為其所得稅之課

徵的依據。是故，其所得稅之課徵並不符合憲法第19條所定之租稅法律主義

（稅捐法定主義）。 

（二） 該項除書並沒有區分「符合創設目的」之醫療服務與「不符合創設目的」之

其他服務的提供。一個財團法人可能為提高財政之自主性而在創設目的所定

之公益業務外，從事營利性質之貨物或勞務的銷售。對該創設目的外之銷售

貨物或勞務的所得，應與營利事業銷售貨物或勞務之所得同樣，課徵營利事

業所得稅，是符合稅捐中立性原則的。至於符合創設目的之醫療服務所得是

否亦應同樣課徵營利事業所得稅，非無檢討餘地。 

【相關法條】 

憲法第19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