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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根據所得稅法說明我國所得稅制度之課稅範圍（租稅管轄權）各採行何原則？設某甲為台北市人， 

去（九十一）年在台灣地區之綜合所得總額計五十萬元，在香港、澳門、上海及新加坡等地各有符合

我國綜合所得稅課稅所得額折合新台幣各為二十萬元。試問根據現行所得稅法規定，某甲應申報之九

十一年綜合所得總額應為若干？(25分) 

《答》 

(一)綜合所得稅部分： 

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者，無論其國籍為何，無論其是否為居住者，均應繳納我國之綜合所得稅（所二）

；至於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則不在課稅之列。 

目前台灣、大陸、香港及澳門地區，互相有經貿交流，故四地區之個人，可能有其他三地區之所得，

其所得是否屬於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茲依有關規定分述如下： 

1.台灣地區人民之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包括台灣地區來源所得及大陸地區來源所得。但對大陸地區所 

得，則併用稅額扣抵制度，以避免重複課稅【兩廿四】。 

2.大陸地區人民，其在大陸地區之所得，不課所得稅；其有台灣地區來源所得，應予課稅，而分別就

源扣繳，免辦結算申報【兩廿五】。 

3.台灣地區人民有香港或澳門來源所得者，其香港或澳門來源所得，免納所得稅【港澳廿八（一）】

。 

4.香港或澳門居民，其在香港或澳門地區之所得，不課所得稅；其有台灣地區來源所得者，應就其台

灣地區來源所得，依所得稅法規定課徵所得稅【港澳廿九（一）】。 

綜上所述，凡台灣地區之來源所得，均應課稅，台灣地區居民取得之大陸地區所得，亦應課稅；取得

香港及澳門地區所得，則不予課稅。如係大陸、香港或澳門地區居民取得大陸、香港或澳門地區之所

得，即不予課稅。至其他國外之來源所得，均不課稅。 

(二)營利事業所得部分： 

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租稅客體，本法稱為課徵範圍，為營利事業所得。營利事業所得不限於中華民國來

源所得，視營利事業總機構之所在地而異： 

1.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者，其營利事業所得指其中華民國境內外全部營利事業所得。此

之境內所得，應包括國外分支機構或營業代理人之虧損【財政部(64)台財稅第35080號函】。 

2.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其營利事業所得指其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所三(

二)，(三)】，台灣地區之營利事業所得，包括台灣地區、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地區之來源所得

，大陸、香港及澳門地區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其營利事業所得限於台灣地區來源所得【兩廿

四、廿五，港澳廿八】。 

由上可見，我國營利事業所得係採折衷主義，即以「屬人主義」為主，因對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課稅

，而不問其所得之來源；但對國外所得及大陸地區所得則併用稅額抵扣制度，以避免重複課稅。另以

「屬地主義」為輔，因僅對國外營利事業之境內分支機構之境內營利事業所得課稅。 

(三)某甲91年度之綜合所得總額 

1.台灣地區50萬元＋2.上海地區20萬元﹦70萬元 

註：香港、澳門及新加坡非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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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試回答下列與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有關之問題：(25分) 

(一)答那些進項稅額不能用來扣抵營業人之銷項稅額？ 

(二)除追繳稅款外，有關虛報進項稅額之租稅行政罰為何？ 

(三)自92年1月1日起，營業稅之租稅行政罰應由那一個機關裁罰？ 

《答》 

(一)營業人下列進項稅額，不得抵扣銷項稅額： 

1.購進之貨物或勞務未依規定取得並保存營業稅法第三十三條所列之憑證者。 

2.非供本業及附屬業務使用之貨物及勞務，但為協助國防建設、慰勞軍隊及對政府捐獻者，不在此限

。 

3.交際應酬用之貨物或勞務。 

4.酬勞員工個人之貨物或勞務。 

5.自用乘人小汽車。 

(二)營業人虛報進項稅額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一∼十倍之罰鍰。 

(三)台北市、高雄市、北中南各地區國稅局。 

 

三、請依據菸酒稅法所規定酒類之課稅項目及菸品健康福利捐應徵金額與該福利捐之指定應用範圍各為何

？(25分) 

《答》 

(一)酒之課稅項目及應徵稅額如下︰ 

1.釀造酒類︰ 

(1)造啤酒︰每公升徵收新台幣二十六元。 

(2)其他釀造酒︰每公升按酒精成分每度徵收新台幣七元。 

2.蒸餾酒類︰每公升徵收新台幣一百八十五元。 

3.再製酒類︰酒精成分以容量計算超過百分之二十者，每公升徵收新臺幣一百八十五元；酒精成分以

容量計算在百分之二十以下者，每公升按酒精成分每度徵收新台幣七元。 

4.米酒︰每公升稅額逐年調整徵收如下︰ 

(1)民國八十九年起︰新台幣九十元。 

(2)民國九十年起︰新台幣一百二十元。 

(3)民國九十一年起︰新台幣一百五十元。 

(4)民國九十二年起︰新台幣一百八十五元。 

5.料理酒︰每公升徵收新台幣二十二元。 

6.其他酒類︰每公升按酒精成分每度徵收新台幣七元。 

7.酒精︰每公升徵收新台幣十一元。 

(二)菸品另徵健康福利捐，其應徵金額如下︰ 

1.紙菸︰每千支徵收新台幣二百五十元。 

2.菸絲︰每公斤徵收新台幣二百五十元。 

3.雪茄︰每公斤徵收新台幣二百五十元。 

4.其他菸品︰每公斤徵收新台幣二百五十元。 

前項所徵健康福利捐金額，應於本法公布實施二年後，重新檢討。 

依本法稽徵之健康福利捐應用於全民健康保險安全準備、中央與地方之菸害防制、衛生保健及社會福

利。 

 

四、何謂「稅務行政救濟」？根據我國稅捐稽徵法及相關法律規定，內地稅之稅務行政救濟程序可分為那

幾階段？其申請時限各為何？又納稅義務人若對其座落台北市內土地之民國九十一年地價稅繳款書之

應納稅額有不服時，試問在一般正常情況下，應於何年何月何日前向何單位提出復查申請，才符合程

序規定？(25分) 

《答》 

(一)行政救濟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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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或地方機關，有關稅務之行政處分有違法或不當，致人民權利或利益受損害，可經由復查、訴願

及行政訴訟之程序，請求主管稽徵機關撤銷或變更原處分或原決定，此謂之行政救濟。 

(二)行政救濟之程序 

1.復查 

納稅義務人對於核定稅捐之處分如有不服，應依規定格式，敘明理由，連同證明文件，依下列規定

，申請復查： 

(1)有應納或應補稅額者，於稅單送達後，繳款期間屆滿翌日起算三十日內，申請復查。 

(2)無應納或應補稅額，於核定稅額通知書送達後三十日內申請復查。 

稅捐稽徵機關應於收到復查申請書後二個月內復查決定，並作成決定書，通知納稅義務人。稅捐

稽徵機關於上述期間屆滿後，仍未作成決定者，納稅義務人得逕行提起訴願。 

2.訴願 

納稅義務人對復查決定如有不服，得依法提起訴願。提起訴願之期限，應自接獲復查決定書之次日

起三十日內提起。 

3.行政訴訟 

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

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三)九十一年地價稅之開徵期間十一月一日至三十日，故應於十二月三十日前向台北市稅捐稽徵處提出複

查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