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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 

試題評析 

今年試題可說是“難易適中＂、“理論與實務兼具＂，第一題最後一個問題考境外法人機構投資人買賣有價

證券最低稅負制，其實是最近的時事題，財政部有新的解釋，一般考生可能沒有注意，但有基本概念者即使說明

不夠清楚，仍然有分數。第二題考實例題也是最近的時事，本班上課一向注重實例及時事題，作答應該不難。

第三、四題是一般記憶題，題型很普遍，用功同學應該都會。這次題目，程度較好同學應有 85 分以上實力，

普通程度者 60～70 分應不會太難。 

 
一、試述土地、房屋、證券與期貨四類財產之交易，有關所得稅之徵免規定。並指出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在臺買

賣有價證券，應如何適用「最低稅負制」徵免所得基本稅額。(30 分) 
 
【擬答】 
(一)土地交易所得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十六款規定免綜所稅及營所稅。 
(二)房屋財產交易所得依所得稅法規定應課綜所稅及營所稅。 
(三)證券期貨財產交易所得依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之二免綜所稅及營所稅。但營利事業有價證券期貨交易所得應依所得基

本稅額條例納入加計所得計算基本所得，課最低稅負，個人有未上市證券交易所得亦應納入加計所得計算基本所得課個

人最低稅負。 
(四)依所得基本稅額條例第三條第七款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理人之營利事業依法不必申報繳納所

得基本稅款，故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在台買賣有價證券，若符合本條規定，可以不必繳納最低稅負制。 
(五)至於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理人的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其買賣國內有價證

券之所得，是不是要申報繳納最低稅負，要看資金的來源而定。如果是以基金型態登記，因基金型態的境外外國機構投

資人，是募集不特定多數投資人的資金進行投資，其買賣國內有價證券的所得，並不是上述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所有，

因此，不需要由該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申報繳納最低稅負。 
進一步說明，在我國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理人的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如果是以總機構名義買賣國內有價證券，除

了以自有資金買賣有價證券的所得部分，應依規定申報繳納最低稅負外，其屬總機構在我國境外與客戶簽訂委託買賣、代客

操作、信託契約或以其他方式所取得的非自有資金，買賣國內有價證券的損益，就不需要由其國內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理

人併計申報繳納最低稅負。但應由該國外總機構在我國境內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理人再申報繳納最低稅負時，提供國外總

機構所在地合格會計師查核簽證，足資證明應歸屬該機構損益的財務報告，並檢附該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理人委託辦理所

得稅結算申報之查核簽證會計師簽證依我國稅法規定調整計算之明細表，供稽徵機關查核認定。 
 
二、某甲將土地公告現值 1,000 萬元之公共設施保留地贈與其子，並取具國稅局核發之贈與稅免稅證明辦竣移轉

登記；嗣後再以 1,000 萬元買回。試問甲之行為是否構成逃漏贈與稅？又應否補稅並處罰？(25 分) 
 
【擬答】 
(一)依都市計劃法 50條之 1規定，某甲將公告設施保留地贈與其子免徵贈與稅。 
(二)惟某甲再以新台幣 1,000 萬元購回該公共設施保留地，顯見當初並無贈與之原意，而以藉此管道行贈與之實，故應依實

質課稅原則補課稅，並依遺產贈與稅法 46條規定處罰一倍至三倍之罰鍰。 
 

三、何謂稅捐稽徵文書？稅捐稽徵文書送達方式有幾種？其適用之情形為何？請分述之。(25 分) 

【擬答】 
(一)為稅捐稽徵，由主管機關發出之文書即為稅捐稽徵文書。 
(二)寄存送達：依稅捐稽徵法 18條，稅捐稽徵機關為稽徵稅捐所發之各種文書，應受送達人拒絕收受者，稅捐稽徵機關得將
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成送達通知書，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之住所、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門首，以為

送達。 
(三)公示送達：依稅捐稽徵證法 18條，應受送達人行蹤不明，致文書無法送達者，稅捐稽徵機關應先向戶籍機關查明；如無

著落時，應由稅捐稽徵機關保管應送達之文書，而於其牌示處黏貼，並於新聞紙登載公告，曉示應受送達人，應隨時向

其領取。前項公示送達，自將公告黏貼牌示處並自登載新聞紙之日起經二十日，發生送達效力。繳納稅捐之文書，稅捐

稽徵機關，應於該文書所載開始繳納稅捐日期前送達。 
(四)代理送達：依稅捐稽徵法 19條，為稽徵稅捐所發之各種文書，得向納稅義務人之代理人、代表人、經理人或管理人以為

送達；應受送達人在服役中者，得向其父母或配偶以為送達；無父母或配偶者，得委託服役單位代為送達。為稽徵土地

稅或房屋稅所發之各種文書，得以使用人為應受送達人。對公同共有人中之一人為送達者，其效力及於全體。 
依行政程序法第 68 條：送達由行政機關自行或交由郵政機關送達。行政機關之文書依法規以電報交換、電傳文件、傳

真或其他電子文件行之者，視為自行送達。由郵政機關送達者，以一般郵遞方式為之。但文書內容對人民權利義務有重大影

響者，應為掛號。文書由行政機關自行送達者，以承辦人員或辦理送達事務人員為送達人；其交郵政機關送達者，以郵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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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為送達人。前項郵政機關之送達準用依民事訴訟法施行法第三條訂定之郵政機關送達訴訟文書實施辦法。 
 

四、課徵加值型營業稅之營業人，當其進項稅額大於銷項稅額之溢付稅額，在何種情況下須留抵或可退稅？(20

分) 

【擬答】 
(一)溢付稅額及應納稅額之規定營業稅法第 15條第 1項規定： 
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扣減進項稅額後之餘額，為當期應納或溢付之營業稅額。此在規定營業人以當期銷項稅額，扣減

進項稅額作為計算營業稅額之方法，如銷項稅額大於進項稅額者，其餘額即為應納稅額，如銷項稅額小於進項稅額者，

其差額即為溢付稅額。 
(二)退稅規定 
營業稅法第 39條規定下列溢付稅額可以由主管稽徵機關查明退還之 
1.因銷售適用零稅率貨物或勞務而溢付之營業額，主要理由為外銷業務即已完成交易，日後沒有銷項稅額可以扣抵溢付

稅額，故應同意給予退稅待遇。但為避免業者流血輸出，營業稅法細則 42條規定計算退還之稅額，以適用零稅率銷售

額依 5%徵收率計算之金額為限。亦即如零稅率銷售額 X5%≧溢付稅額，則溢付稅額全部退還，如零稅率銷售額 X5%
＜溢付稅額，則僅就零稅率銷售額乘以 5%部分之溢付稅額退還，其餘部分之溢付稅額應予留抵。茲舉例說明：前者例

如某期營業人進貨 600萬元，支付進項稅額 30萬元，外銷 400萬元，內銷 300萬元，收取銷項稅額 15萬元，銷項稅
額扣減進項稅額結果，形成溢付稅額 15萬元，由於外銷零稅率銷售額 400萬元 X5%＞溢付稅 15萬元，因此營業人該
期之溢付稅額應完全退還。後者例如某期營業人進貨 600萬元，支付進項稅額 30萬元，外銷 300萬元，內銷 240萬元，
收取銷項稅額 12 萬元，形成溢付稅額 18 萬元，營業人該期得申請退還者僅為 15 萬元（外銷零稅率銷售額 300 萬元
X5%），其餘溢付稅額 3萬元應予留抵，不得申請退還。 

2.因取得固定資產而溢付之營業稅 
為使營業人購買固定資產所支付之營業稅可獲免除，以降低其投資成本，本法不僅允許該進項稅額可扣抵銷項稅額，

且如因此形成溢付稅額，由於固定資產非經常買進賣出，原則上不會有銷項稅額可供留抵，因此規定可以退回，但在

計算退還之稅額時，稅法細則 43條規定以該固定資產的進項稅額為限。亦即如該固定資產之進項稅額≧溢付稅額，則
溢付稅全數退還，如該固定資產之進項稅＜溢付稅額，則僅就該固定資產之進項稅額部分退還，其餘溢付稅額部分應

予留抵。 
3.因合併、轉讓、解散或廢止申請註銷登記，有溢付之營業稅者 
按營業人遇有合併、轉讓、解散或廢止等情事，而申請註銷登記者，由於該營業人法律人格已即將不復存在，其溢付

稅額已無從延續留低，故應准予退還。 
綜合以上分析可知退稅金額可由下列公式求得 
(1)（零稅率銷售額×5%＋該固定資產進項稅額）≧溢付稅額⇒溢付稅額全退。 
(2)（零稅率銷售額×5%＋該固定資產進項稅額）＜溢付稅額⇒則只有（零稅率銷售額×5%＋該固定資產進項稅額）可
以退回。 

4.其他經財政部核准項目 
營業稅法第 39條第 2項但書規定營業人所形成之溢付稅額，在不具備上述三種應退還之原因時，原則上該溢付稅額僅

能留抵，但情形特殊者，仍得報經財政部核准退還。例如公司組織之營利事業，在籌備期間內購買貨物或勞務之進項

稅額；可以於辦妥營利登記後，申請由稽徵機關核實退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