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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租稅課徵範圍有採屬人主義，有採屬地主義，有採屬人兼屬地主義，試申論其意義？我國現行稅法對

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個人綜合所得稅)課徵範圍規定為何？台商個人在大陸有所得應否納入我國

綜合所得稅課徵？我國稅法對二個課稅主權對同一租稅客體或主體課徵所造成之重複課稅如何解決？(

25分) 

〈答〉 

(一)租稅課徵範圍之屬人主義是表示對本國人所課的所得稅，不論其收入來源是國內或國外，都需要列入

所得課稅，又稱「全球所得或寰宇所得」課稅原則；屬地主義則指不論是本國人或外國人，只要其收

入來源是本國，就必須列入所得課稅，又稱「來源所得」課稅原則。 

(二)個人所得稅之課稅範圍 

我國綜合所得稅採「屬地主義」，僅對「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課稅，國外來源所得不課稅。而所謂「

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包含下列各項：（所8） 

1.依中華民國公司法規定設立登記成立之公司，或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外國公

司所分配之股利。 

2.中華民國境內之合作社或合夥組織營利事業所分配之盈餘。 

3.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勞務之報酬。但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

居留合計不超過九十天者，其自中華民國境外僱主所取得之勞務報酬不在此限。 

4.自中華民國各級政府、中華民國境內之法人及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所取得之利息。 

5.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財產因租賃而取得之租金。 

6.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秘密方法及各種特許權利，因在中華民國境內供他人使用所取得之權利

金。 

7.在中華民國境內財產交易之增益。 

8.中華民國政府派駐國外工作人員，及一般雇用人員在國外提供勞務之報酬。 

9.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工商、農林、漁牧、礦冶等業之盈餘。 

10.在中華民國境內參加各種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等之獎金或給與。 

11.在中華民國境內取得之其他收益。 

(三)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課稅範圍 

一般而言，在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其課稅範圍可分為以下二大類： 

1.總機構在我國境內－採屬人主義原則 

對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採取「屬人主義」原則課稅。就其境內外分支機構之盈餘，由總

機構合併辦理申報納稅。 

2.總機構在我國境外－採屬地主義原則 

僅對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課稅，國外所得則不須課稅，此乃「屬地主義」原則。 

(1)在國內有營業代理人：凡營利事業在我國有營業代理人，由其代理人負責向申報登記地稽徵機關

申報納稅，並僅就我國之來源所得課稅。 

(2)在國內無營業代理人：此時須視在我國來源所得之性質而定，如所得屬於稅法第八八條應扣繳之

所得，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扣繳；否則應向稽徵機關依規定申報納稅。 

(四)根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簡稱兩岸關係條例)規定台商個人有大陸地區來源所得之課

稅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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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人民有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者，應併同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所得稅。但其在大陸地區已繳納

之稅額，得自應納稅額中扣抵。得扣抵數額之合計數，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而依臺

灣地區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應納稅額。(兩24) 

(五)我國稅法對二個課稅主權（如國內政府與國外政府）對同一租稅客體或主體課徵所造成之重複課稅解

決方式為「已納國外稅額扣抵國內應納稅額」，但設有扣抵上限，茲以所得稅法之規定說明如下： 

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採取「屬人主義」原則課稅。就其境內外分支機構之盈餘，由總機構

合併辦理申報納稅。故有境外分支機構之營利事業，其境外所得若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納稅，勢必產

生重複課稅。基此，我國稅法訂有國外稅額扣抵（foreign tax credit）。凡納稅義務人出具所得來源國稅

務機關發給之同一年度納稅憑證，並取得所在地中華民國使領館或其機構之簽證後，自其全部營利事

業所得結算應納稅額中扣抵。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國外所得，而依國內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

結算應納稅額（所3）。其計算公式如下（所細2）： 

（國外所得＋國內所得）×稅率－累進差額＝全部所得應納稅額 

國內所得×稅率－累進差額＝國內應納稅額 

全部所得應納稅額－國內應納稅額＝因加計國外所得所增加之稅額（可扣抵國外稅額之上限） 

《 見本班稅務法規講義第二回 P.1∼P.2、第三回 P.1∼P.3 》 

 

二、試述我國內地稅(關稅以外各稅)之租稅行政救濟程序？依據法源？受理機關及提出時限為何？何謂租

稅行政救濟程序優先實體原則？(25分) 

〈答〉 

(一)行政救濟之程序： 

行政救濟為中央或地方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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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行政救濟依不同

程序，分別有不同之法源依據與受理機關及提出時限，分別說明如下。 

1.復查 

(1)法源依據：稅捐稽徵法第3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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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提出時限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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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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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法源依據：訴願法第30條與稅捐稽徵法第35條 

(2)提出時限： 

A.訴願法第30條： 

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利害關係人提起訴願者，前項期間自知悉時起算。但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後，已逾三年

者，不得提起。 

訴願之提起，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 

訴願人誤向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以外之機關提起訴願者，以該機關收受之日，視為

提起訴願之日。 

B.稅捐稽徵法第3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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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法源依據：行政訴訟法第4條與訴願法第90條 

(2)提出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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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 

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

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行政訴訟法4） 

B.訴願決定書應附記，如不服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 

訴訟。（訴願法90） 

(二)稅務行政救濟各程序之受理機關 

   

 

 

 

 

 

〈註〉營業稅進口由海關代徵部分，復查向各代徵海關提起，訴願向財政部提起；其餘 之營業稅，復查向 

各地區國稅局提起，訴願向財政部提起。 

(三)所謂「租稅救濟程序優先於實體原則」係指當納稅人不服稅務機關之處分或決定時，可提出行政救濟

，但須遵守一定程序辦理，否則將不予受理，此即「程序不合，實體不究」原則。 

《 見本班稅務法規講義第一回 P.27∼P29、P.10 》 

 

三、王大明在甲公司工作滿三十年，九十四年六月三十日領取九百萬元退休金，試計算其應稅所得及免稅

所得各若干？(請列出計算過程否則不予計分)(25分) 

〈答〉 

(一)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九類退職所得之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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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個人領

取歷年自薪資所得中自行繳付儲金之部分及其孳息，不包括在內 

1.一次領取者，其所得額之計算方式如下： 

(1)一次領取總額在15.6萬元（94年度）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以下者，所得額為零。 

(2)超過15.6萬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未達31.2萬元（94年度）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部分，

以其半數為所得額。 

(3)超過31.2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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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個月者，

以半年計；滿6個月者，以1年計。 

2.分期領取者，以全年領取總額，減除67.6萬元（94年度）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3.兼領一次退職所得及分期退職所得者，依上述規定可減除之金額，應依其領取一次及分期退職所得

之比例分別計算。 

(二)本題中王大明再甲公司工作滿三十年，九十四年六月三十日領取九百萬退休金（依題意應屬一次領取

退休金），茲計算其應稅所得與免稅所得如下： 

(1)15.6萬×30年＝468萬（適用完全免稅） 

(2)31.2萬×30年＝936萬（超過468萬未達936萬部份適用半數免稅） 

900萬－468萬＝432萬（適用半數免稅）   

應稅所得為：432萬×50﹪＝216萬 

免稅所得為：468萬＋216萬＝684萬     

《 見本班稅務法規講義第二回 P.14 》 

 

四、遺產及贈與稅法對於不動產及有價證券財產價值之計算規定為何？(25分) 

〈答〉 

(一)根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條規定：遺產及贈與財產價值之計算，以被繼承人死亡時或贈與人贈與時之

時價為準；被繼承人如係受死亡宣告者，以法院宣告死亡判決內所確定死亡日之時價為準。 

(二)不動產價值之計算規定：土地以公告土地現值或評定標準價格（即連江縣等未全面規定地價者）；房

屋為評定標準價格。 

項    目 復    查 訴    願 行政訴訟 

直轄市之國稅 

直轄市之地方稅 

各縣市之地方稅 

各縣市之國稅 

直轄市國稅局 

直轄市稅捐稽徵處 

各縣市稅捐處 

北中南區國稅局 

財政部 

直轄市政府 

各縣市政府 

財 政 部 

行政法院 

行政法院 

行政法院 

行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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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價證券之計算規定： 

1.上市、上櫃之有價證券以其收盤價；未上市、上櫃之公司股票或獨資、合夥之出資，以資產淨值估

定。 

2.凡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 (以下稱上市) 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以下稱上櫃) 之有價證券，依繼承開始

日或贈與日該項證券之收盤價估定之。但當日無買賣價格者，依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前最後一日收

盤價估定之，其價格有劇烈變動者，則依其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前一個月內各日收盤價格之平均價

格估定之。(遺細28) 

《 見本班稅務法規講義第四回 P.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