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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扣繳法令與實務
及違章類型介紹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100.06.14

報告人：呂桂守稅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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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授 大 綱

扣繳制度簡介
所得稅扣繳及申報法令
 扣繳義務人與納稅義務人
 薪資所得相關法令介紹
 扣繳時點
 申報期限

扣繳違章介紹
總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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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扣繳制度簡介

扣：扣繳單位給付所得時，將所得人應繳之

所得稅款，依規定扣繳率預先「扣」下。
(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

繳：寫好繳款書在規定時間向國庫「繳」納。

填：加總統計全年給付資料，並依規定「填」

寫扣〈免〉繳憑單。

報：依規定時限內，填寫各類所得扣 (免)繳憑

單，並將各項扣繳書表，向稽徵機關辦申

「報」，後將扣(免)繳憑單填發所得人。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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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扣繳目的
即用即收

分期付稅，儲蓄納稅p58

掌握課稅資料

建立納稅觀念

降低稽徵成本

與帳務支出有勾稽作用，有助於會計事項內
部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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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類別(所§14)
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所§8) 
納稅義務人(所§7)與扣繳義務人(所§89)
扣繳範圍所得法令規定(所§88)
無需辦理扣繳之所得
 免納所得稅之所得(所§4)
 非屬扣繳範圍之所得p26

 未達起扣點之所得(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p27

 例外規定(所得稅法施行細則§83)p30

5

所得稅扣報繳法令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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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8條(1)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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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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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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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天者，其自中華民國
境外雇主所取得之勞務報酬不在此限。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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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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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8條(2)
五、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財產因租賃而取得之租金。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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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在中華民國境內財產交易之增益。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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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工商、農林、漁牧、礦冶等
業之盈餘。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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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在中華民國境內取得之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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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 稅 義 務 人
定義：指應申報或繳納所得稅之人，分為個人及法人。

個人又區分為：

1、「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係指左列兩種：

（1）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並經常居住中華民
國境內者。(民法§20)

（2）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而於一課稅年度內
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合計滿183天者。

2、「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係指前項規定
以外之個人。

法人又區分為：

1、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

2、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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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97年8月13日台財稅字第09704542390號函

一、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且於一課稅年度內
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合計未滿183天之外僑，
係屬所得稅法第7條第3項規定之非中華民國
境內居住之個人，應依同法第73條第1項規
定課徵所得稅。

二、本部75年4月2日台財稅第7539474號函及67
年1月20日台財稅第30456 號函說明一至三
規定，與上開規定不符，自即日分別廢止及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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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67年1月20日台財稅第30456號函

五、外僑來我國居住，其所取得之我國來源所得，

究應按非居住者扣繳，抑按居住者扣繳，可由扣

繳義務人就外僑之護照簽證或居留證，所載居留

期間判斷，其屬因職務或工作關係核准在我國居

留在一課稅年度內滿183天者，自始即可按居住者

扣繳率扣繳，如離境不再來我國時，其於一課稅

年度在我國境內實際居留天數合計不滿183天者，

再依「非居住者」扣繳率核計其扣繳稅額，就其

與原扣繳之稅額之差額補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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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繳義務人

定義：指應自付與納稅義務人之給付中扣繳所

得稅款之人(所§89)─依性質分述如下：

事業負責人：也就是營利事業的老闆

機關、團體、學校之責應扣繳單位主管

執行業務者

破產財團之破產管理人

營業代理人(所§98之1)或給付人

信託契約受託人(所§89之1)

信託契約委託人(所§3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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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團體、學校之責應扣繳單位主管
(財政部88年7月8日台財稅第881924323號函)

原則上由各機關首長或團體負責人自行指定之。
機關、團體已在扣繳稅額繳款書、各類所得資
料申報書或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之「扣
繳義務人」欄載明扣繳義務人者，視為該指定
之扣繳義務人。
未經指定者，以機關首長或團體負責人為扣繳
義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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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繳範圍所得-所得稅法第88條

一、營利所得。二、執行業務所得

三、薪資所得p60。四、利息所得

五、租賃所得

六、權利金所得

七、競技競賽機會中獎

八、退職所得

九、其他所得(告發或檢舉獎金、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及給付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之國外營利事業
之所得)

十、國際運輸、承包營建工程、提供技術服務或出租
機器設備等4項(所得稅法第25條規定之營利事業)

十一、國外影片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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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納所得稅之所得(1)

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3款：p57

傷害或死亡之損害賠償金，及依國家賠償法規定取
得之賠償金。

訴訟和解一方受領他方之損害賠償應否課稅釋疑
訴訟雙方當事人，以撤回訴訟為條件達成和解，由一
方受領他方給予之損害賠償，該損害賠償中屬填補債
權人所受損害部分，係屬損害賠償性質，可免納所得
稅；其非屬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部分，核屬所得稅法
第14條第1項第9類規定之其他所得，應依法課徵所得
稅。三、所稱損害賠償性質不包括民法第216條第1項
規定之所失利益。（財政部 83/06/16台財稅第
831598107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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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所領公司違反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規定，
未為其辦理投保手續，賠償勞工所受損失，屬
損害賠償金性質，免納所得稅(財政部72年9月20
日台財稅第36686號令)

勞工因職業災害喪失工作能力受領之工資補償
免稅(財政部84年11月15日台財稅第841657446號函)-依勞
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一次給付40個月之帄均工資補償

因醫療糾紛取得醫生給付之慰問金如為傷害賠
償可免稅(財政部67年7月21日台財稅第34826號函)-應以

病人是否確因醫生有醫療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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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納所得稅之所得(2)

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4款：個人因執行職務而死
亡，其遺族依法令或規定領取之撫卹金或死亡補
償。個人非因執行職務而死亡，其遺族依法令或
規定一次或按期領取之撫卹金或死亡補償，應以
一次或全年按期領取總額，與第14條第1項規定之
退職所得合計，其領取總額以不超過第14條第1項
第9類規定減除之金額為限。

所得稅法第14條第3項：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如
有一次給付之撫恤金或死亡補償，超過第4條第1
項第4款規定之部分，得僅以半數作為當年度所得，
其餘半數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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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因員工死亡給付之退職金撫恤金
喪葬費等(財政部86年9月4日台財稅第861914402號)

營利事業給付因死亡而退職之員工退(離)職
金、慰勞金、撫卹金：屬死亡人遺族之所
得。遺族則應依所得稅法第4條第4款及第14
條第1項第9款規定課稅。

營利事業給付死亡員工之喪葬費：仍應併入

死亡員工之遺產總額計徵遺產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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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納所得稅之所得(3)

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8款：中華民國政
府或外國政府，國際機構、教育、文化、
科學研究機關、團體，或其他公私組織，
為獎勵進修、研究或參加科學或職業訓練
而給與之獎學金及研究、考察補助費等。
但受領之獎學金或補助費，如係為授與人
提供勞務所取得之報酬，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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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人員子女教育獎學金免稅
(財政部61年8月15日台財稅第36893號令)

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如以成績為條件者免
稅 (財政部76年2月27日台財稅第7635348號函)

公務員經推薦參加進修取得之學分費或學
費補助金免稅
(財政部69年10月17日台財稅第38644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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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公教人員依法支領之主管職務加給免稅

現行「全國軍公教人員待遇支給要點」規定支
給之「主管職務加給」，既已於條文內加註「
即原主管特支費」字樣，應准繼續適用所得稅
法第4條第5款前段特支費規定，免納所得稅。
（財政部76/10/05台財稅第761187694號函）

公務人員年終獎金中之主管職務加給免稅

公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中之「主管職務加給」
（即原主管特支費）部分，可適用本部76台財
稅第761187694號函規定，免納所得稅。（財
政部76/11/03台財稅第760184543號函）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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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按實報銷通勤員工使用之車票費用免併
薪資扣繳

公司因未備交通工具購買車票交由通勤員工搭乘交通工具之用，此
種情形係因執行工作必須支付按實報銷之費用，免予合併薪資所得
扣繳稅款。（財政部54台財稅發第0190號令）

經指定題目提供研究報告發給之獎助費非屬免稅
所得

貴會給付3位教授研究獎助費，依雙方簽訂專案研究合同之約定，
係由貴會指定題目經其提出研究報告，是項研究獎助費核屬所得稅
法第4條第8款但書所指為授與人提供勞務而取得之報酬，非屬免稅
所得，於給付時應依規定扣繳率扣繳所得稅。（財政部74/04/23台
財稅第14887號函）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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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參加大專或訓練機構進修，如屬因業
務需要經服務機關同意，並取具服務機關出具
之證明者，所領政府之補助費免稅。
(財政部賦稅署83年11月1日台稅一發第831618663號函

公司員工參加國內大專院校EMBA進修，如確屬
業務需要，並經公司同意且出具證明，所領取
由公司給付之學分費及學費補助免稅。
(財政部95年1月9日台財稅字第0940064699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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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納所得稅之所得(4)

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6款：個人及營利事業
出售土地，或個人出售家庭日常使用之衣物、
家具，或營利事業依政府規定為儲備戰備物資
而處理之財產，其交易之所得。

非從事汽車買賣之個人出售自用小客車其所得免稅

(財政部80年12月23日台財稅第80076131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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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納所得稅之所得(5)

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7款：因繼承、遺
贈或贈與而取得之財產。但取自營利事業
贈與之財產，不在此限。

自98年1月1日起，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對符合

所得稅法第11條第4項所稱機關團體之捐贈，
應確實依同法第89條第3項規定辦理列單申報
主管稽徵機關並填發免扣繳憑單。

（財政部97年10月16日台財稅字第9700346920號函）



252525

免納所得稅之所得(6)
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23款：個人稿費、版稅、
樂譜、作曲、編劇、漫畫及講演之鐘點費之收
入。但全年合計數以不超過18萬元為限。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8條之5 ：
 所稱稿費、樂譜、作曲、編劇、漫畫等收入，

指以本人著作或翻譯之文稿、樂譜、樂曲、
劇本及漫畫等，讓售與他人出版或自行出版
或在報章雜誌刊登之收入。

 所稱版稅，指以著作交由出版者出版銷售，
按銷售數量或金額之一定比例取得之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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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扣繳範圍之所得

未列入所得稅法第88條扣繳範圍

•營利所得
分配予居住者個人或法人(總機構在中華民
國境內)之股利總額及盈餘總額

緩課股票
一時貿易之盈餘

•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
(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6類)

•財產交易所得(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
凡財產及權利因交易而取得之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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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起扣點之所得(1)
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13條：(98年10月28日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如有各類所得扣繳率標
準第2條規定之所得，扣繳義務人每次應扣繳稅
額不超過新臺幣2千元者，免予扣繳。但依法規
定分離課稅之所得(下頁)，仍應依規定扣繳。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5條第2項
規定於一課稅年度內在臺灣地區居留、停留合計
滿183天之大陸地區人民，如有各類所得扣繳率標
準第2條規定之所得，適用前項規定扣繳。
扣繳義務人對同一納稅義務人全年給付前2項所得
不超過新臺幣1千元者，得免依所得稅法第89條第
3項規定，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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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起扣點之所得(2)
下列依法規定分離課稅之所得，仍應依規定扣繳

一、短期票券到期兌償金額超過首次發售價格部分之
利息。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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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債、公司債及金融債券之利息。
四、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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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
六、告發或檢舉獎金。
七、與證券商或銀行從事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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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額給付免扣繳之適用對象以境內居住之個人為
限，所稱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係指所得稅
法第7條規定之自然人，包括執行業務者個人。
(財政部85年10月2日台財稅第851918973號函)

小額給付免扣繳之適用對象包括執行業務者設立
之事務所
(財政部86年1月9日台財稅第86187907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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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繳例外規定

所得税法89條之1第1項後段
扣繳義務人給付第3條之4第5項規定之公益信託
之收入，除依法不併計課稅之所得外，得免依第
88條規定扣繳稅款。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83條
依本法第88條應扣繳所得稅款之各類所得，如
有依本法第4條第1項各款規定免納所得稅者，
應免予扣繳。但採定額免稅者，其超過起扣點
部分仍應扣繳。

銀行業貸放款之利息所得及營利事業依法開立
統一發票之佣金、租賃及權利金收入，均免予
扣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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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所得扣繳實務(1)

定義：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規定

薪資所得就是在職務上或工作上所取得的各種
收入，包括；薪金、俸給、工資、津貼、歲費
、獎金、紅利、各種補助費如教育補助費和其
他給與，如車馬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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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所得扣繳實務(2)
給付薪資所得，其扣繳辦法如下：

所得人如為境內居住的個人，可按「薪資所得扣
繳辦法」規定扣繳，或按全月給付總額扣取5 ﹪
，二者擇一辦理。

所得人如為非境內居住的個人，按給付總額扣取
18 ﹪。但下列例外：

政府派駐國外工作人員所領政府發給之薪資按全
月給付總額超過新臺幣30,000元部分，扣取5%。
98年1月1日起，前述人員以外之個人全月薪資給
付總額在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1.5倍以下者

(26,820元)，按給付額扣取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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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所得扣繳實務(3)

所得人若是選擇依「薪資所得扣繳辦法」之規
定扣繳時，須填報免稅額申報表，扣繳義務人
於每月給付薪資時，應按各薪資受領人有無配
偶及受扶養親屬人數，適用薪資所得扣繳稅額
表之規定，就其有無配偶、受扶養親屬人數及
全月薪資數額，分別按表列應扣稅額，扣取稅
款；若未達「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的起扣標
準者，免予扣繳。

未依規定填報免稅額申報表者，應按全月給付
總額5%。

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xls
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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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所得扣繳實務(4)
假設小貝100年度每月薪資為新臺幣70,000元，若無配偶及
受撫養親屬，則依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之規定，

0 1 2 3 4 5

68,001~68,500 0 0 0 0 0 0 

68,501~69,000 2,010 0 0 0 0 0 

69,001~69,500 2,040 0 0 0 0 0 

69,501~70,000 2,060 0 0 0 0 0 

70,001~70,500 2,100 0 0 0 0 0 

70,501~71,000 2,160 0 0 0 0 0 

每月

薪資所得
扣繳稅額

配偶及受扶養親屬

可知她每月的應扣繳
稅額為：2,0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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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所得扣繳實務(5)

兼職所得及非每月給付之薪資，扣繳義務人應按
給付額扣取5%。

兼職所得及非每月給付之薪資，扣繳義務人每次
給付金額未達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無配偶及受扶
養親屬者之起扣標準者(100年度68,501元)，免
予扣繳。(超過者全額扣取5%)

非每月給付之薪資，指非每月皆發放之所得項目，
例如三節加發之獎金，升級換敘補發之差額等。
另外如證券營業員每月依營業績效發放之獎金，
應屬固定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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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帅稚園教職
員工及高中職以上學校軍訓教官薪資
所得自101年度起恢復課稅，該等人員
支領各項給與徵免所得稅案。

(財政部100年5月30日台財稅字第10000133221號函)

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及教職員工等支領各項給付徵免所得稅一覽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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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演鐘點費與授課鐘點費之區分
講演鐘點費：聘請學者、專家專題演講所給之鐘點

授課鐘點費：聘請授課人員於各項訓練班、講習講授

課程所發給之鐘點費
(財政部74年4月23日台財稅第14917號函)  

研習會即席翻譯人員之酬勞屬薪資所得
聘請外籍專家擔任各項訓練研習會講師，所給付該
外籍授課者即席翻譯人員之酬勞，應依照本部74台
財稅第14917號函規定，認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
第3類所稱薪資所得辦理。（財政部75/06/21台財稅第
755401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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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政府機關自96年度起依行政院規定支用特別費
課稅規定(財政部96/07/30台財稅字第09604533160號令)

贈送婚喪喜慶之禮金、奠儀、禮品、花籃（圈）
、喜幛、輓聯、中堂及匾額等支出，受領人為個
人者，免納所得稅。

對本機關及所屬機關人員之獎（犒）賞、慰勞（
問）支出，係受領人基於工作上及職務上取得之
報酬，屬薪資所得，扣繳義務人應依同法第88條
及第92條規定，辦理扣繳及申報各類所得扣繳暨
免扣繳憑單，並由受領人合併其領取年度之綜合
所得總額申報課稅；至作為本機關及所屬機關員
工餐敘支出，不視為員工之薪資所得。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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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政府機關自96年度起依行政院規定支用特別費
課稅規定(財政部96/07/30台財稅字第09604533160號令)

對外部機關（即本機關及所屬機關以外之機關）、民
間團體與有關人士等之招待、餽贈及慰問等公務支出

受贈者符合所得稅法第11條第4項所稱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者，應由該機關或團體列
報收入，並依規定徵免所得稅；受贈者屬所得稅法
第11條第2項規定之營利事業者，該項受贈款係屬
該營利事業之其他收入，應依法併入取得年度收入
核計營利事業所得額。扣繳義務人於給付上開餽贈
款時，免予扣繳稅款，惟應依同法第89條第3項規
定，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及填發免扣繳憑單。

對有關人士之招待、餽（捐）贈及慰問等支出，依
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7款規定，免納所得稅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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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服務單位支領或給付之健康檢查費人身保險費
薪資所得（財政部95/06/06台財稅字第09504527890號函

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由服務單位支領或給
付之健康檢查費、立法委員等各級民意代表依規定由
各該民意機構支領或給付之健康檢查費及全民健康保
險以外之人身保險費，係屬職務上取得之補助費，核
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規定之薪資所得，依法
應併計取得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課稅。

獎金如作為員工之康樂經費不視為員工薪資

公司撥付所屬單位之獎金，如不以現金或實物分配予
個人，而係作為該單位全體員工之康樂活動經費者，
應不視為員工之薪資所得，准免扣繳所得稅。（財政
部65/07/17台財稅第3475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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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費合於規定標準者免稅
於每日工作時間以外值班者，屬延長工作時間之性
質，其所支領之值班費，符合規定標準範圍以內者
，可免納所得稅。（財政部69/08/06台財稅第36531號函

為雇主執行職務支領加班費免納所得稅之標準
二、公私營事業員工，依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
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及第32條規定「每月帄日延
長工作總時數」限度內支領之加班費，可免納所得
稅。三、機關、團體、公私營事業員工為雇主之目
的，於國定假日、例假日、特別休假日執行職務而
支領之加班費，其金額符合前列規定標準範圍以內
者，免納所得稅，其加班時數，不計入「每月帄日
延長工作總時數」之內。（財政部74/05/29台財稅第
1671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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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案停職於復職時一次領取停職期間之薪資
分年計算課稅

納稅義務人因涉及刑事案件或公務人員懲
戒案停職，嗣後經判決確定獲准復職，由
服務機關一次補發停職期間之薪資，同時
填具補發各年度薪資所得明明細表予納稅
義務人申報，稽徵機關分別併入各該年度
綜合所得總額計算應補徵之稅額後，彙總
一次發單補徵復職年度之綜合所得稅。(財

政部88/08/12台財稅第881932202號函)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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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繳 時 點

給付時的定義：(所得稅法施行細則§８２)
 實際給付：以現金、財物等直接交付所得人。
 轉帳給付：將所得轉入所得者名下，所得者

即已可支配該項所得。如銀行於結息日將利息
轉入存款人帳戶。

 匯撥給付：以匯兌或郵政劃撥方式交付者。
 視同給付：公司之應付股利，於股東會決議分

配盈餘之日起，6個月內尚未給付者，視同給
付。(收付實現制課徵綜合所得稅之例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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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給付員工薪資所得，雖均係以借支方式列帳，
但員工借支薪資屆期時，該公司自應即予沖正，
並依規定按率扣繳應納稅款，如屆期未予沖正及
扣繳稅款者，稽徵機關應依所得稅法第114條之
規定，除責令賠繳稅款外，並予送罰。
(財政部54年8月14日台財稅發第6180號令)

公司行號員工之薪資及獎金，於年度結束時，若
僅以應付費用列帳而尚未轉入該員工帳戶者，既
未給付，自不得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82條第1
項規定辨理，仍應於實際給付時扣繳所得稅款。
(財政部59年4月9日台財稅第23224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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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民之家以遺產管理人身分代死者結清存款其利息所得扣
繳規定（財政部86/04/23台財稅第861893588號函）

（一）死亡日前之孳息已於生前給付者，係屬受領人
之利息所得。
（二）死亡日前之孳息於生前尚未給付者，係屬死亡
人遺留之權利，應併入死亡人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
免予課徵所得稅。
（三）死亡日後所孳生之利息，係屬繼承人之所得。P66

以非即期支票給付所之扣繳規定 p64

(財政部95年9月1日台財稅字第09500265000號令)

依約給付外國營利事業利息權利金淨額者仍應按給付總額
扣繳稅款
(財政部86年9月18日台財稅第861914097號函) 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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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發薪資應按非固定薪資扣繳
公司補發薪資，應以實際給付之日期為準，除當月份
薪資部分依所屬年度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之規定，扣
繳所得稅款；其他補發各月份之數額，應依非固定薪
資（註：現為非每月給付之薪資，扣繳率5%）扣繳所
得稅款。（財政部59/07/09台財稅第25193號令）

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有關薪資全月給付總
額之補充規定

每月薪資之給付日，如逢假日而提前於假日前一上班
日或延後至假日後一上班日給付，致發生跨月給付者
，該提前或延後給付之薪資得併入原應給付日所屬月
份之薪資計算應扣繳稅額，並於給付時依法扣繳，免
併入實際給付月份之薪資計算應扣繳稅額。（財政部
97/05/16台財稅字第09704525530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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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報 期 限

所得稅法第89條第3項規定
機關、團體、學校、事業、破產財團或執行業務
者每年所給付應扣繳稅款之所得，及第14條第1
項第10類之其他所得，因未達起扣點，或因不屬
扣繳範圍，而未經扣繳稅款者，應於每年1月底
前，依規定格式，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並應
於2月10日前，將免扣繳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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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92條規定

扣繳義務人應於每月10日前將上一月內所扣稅款向國
庫繳清，並於每年1月底前將上一年內扣繳各納稅義
務人之稅款數額，開具扣繳憑單，彙報該管稽徵機關
查核；並應於2月10日前將扣繳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
但營利事業有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或機關、團
體裁撤、變更時，扣繳義務人應隨時就已扣繳稅款數
額，填發扣繳憑單，並於10日內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
申報。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
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有第88條規定各類所得時，
扣繳義務人應於代扣稅款之日起10日內，將所扣稅款
向國庫繳清，並開具扣繳憑單，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
核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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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102條之1第1項規定
應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之營利事業，應於
每年1月底前，將上一年內分配與股東之股利
或社員之盈餘，填具股利憑單、全年股利分配
彙總資料，一併彙報該管稽徵機關查核；並應
於2月10日前將股利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
但營利事業有解散或合併時，應隨時就已分配
之股利或盈餘填具股利憑單，並於10日內向該
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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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解散或轉讓時應依限申報扣繳憑單之起算
日(財政部81年5月6日台財稅第810147156號函)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以主管機關核准解散之日為準。(縣
市政府)

 獨資及合夥之營利事業以主管機關核准註銷營業登記之
日為準。(縣市商業管理處) 

 機關團體以主管機關核准裁撤或變更之日為準。
 營利事業於清算期間內有應扣繳申報事項者，以清算完
結之日為準。清算期間如跨越兩個年度，其給付各類所
得之扣繳憑單，仍應按不同年度分別依限填報。但其屬
清算完結年度之上一年度給付之各類所得，至遲不得超
過清算完結年度之1月31日填報。

 解散合併或轉讓等依限申報扣繳憑單應自主管機關核准文
書發文日起算。(財政部87年3月26日台財稅第871935947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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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81年5月6日台財稅第810147156號函及
87年3月26日台財稅第871935947號函起算日，
均以原規定起算日之「次日」起算。 (財政部
97年1月24日台財稅字第09604136230號令)

所得稅法第92條第1項但書規範的對象為「營
利事業」、「機關」或「團體」，「執行業務
者」不包括在內。為掌握課稅資料，執行業務
者於年度中如有停止執業之情事者，請輔導其
至遲於次年1月底前辦理申報及填發扣繳憑單。
(財政部95年9月27日台財稅字第950041820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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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本身不具有獨立人格，不能為權利義
務主體。是分公司申請營利事業歇業(註銷)
登記經核准，尚非財政部65年8月27日台財稅
第35770號函所稱解散、合併、廢止或轉讓，
自無所得稅法第92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適用，
其已扣繳稅款應由總公司於次年1月底前彙總
申報，其涉有短漏報情事者，應依同法相關
規定處罰。
(財政部97年3月10日台財稅字第0970451590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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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繳違章-(1)
所得稅法第111條

違章類型：未依限填報、未據實申報或未依限
填發免扣繳憑單。(逾期申報免扣繳憑單)

違章主體：

政府機關、公立學校：責應扣繳單位主管

公營事業：事業負責人。

違章裁罰：政府機關、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違
反第89條第3項規定，未依限或未據實申報或未
依限填發免扣繳憑單者，應通知其主管機關議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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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繳違章-(2)
所得稅法第114條第1款

違章類型：未依規定扣繳稅款。（短扣、漏扣）

違章主體：所得稅法第89條規定扣繳義務人(機關團
體為責應扣繳單位主管)

違章裁罰：

限期責令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及補報扣繳
憑單，並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1倍以下罰鍰

其未於限期內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或不
按實補報扣繳憑單者，應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
額處3倍以下之罰鍰。

減免處罰規定：「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 」
1000527台財稅字第10004516580號令修正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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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繳違章-(3)
所得稅法第114條第2款

違章類型：已扣繳稅款，而未依規定時限按實填報
或填發扣繳憑單。（已扣未申報）

違章主體：所得稅法第89條規定扣繳義務人(機關團
體為責應扣繳單位主管)

違章裁罰：

除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外，應按扣繳稅額處20﹪
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20,000元，最低不得少
於1,500元；逾期自動申報或填發者，減半處罰。

未依限按實補報或填發者，應按扣繳稅額處3倍
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45,000元，最低不得少
於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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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結
給付所得

應、免稅所得

所得類別

居住者或非居住者

扣繳

申報

../../A0503460.NTATDOM.000/Local Settings/A0503460.NTATDOM.000/桌面/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扣繳課程/起扣圖表.xls
../../A0503460.NTATDOM.000/Local Settings/A0503460.NTATDOM.000/桌面/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扣繳課程/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doc
../../A0503460.NTATDOM.000/Local Settings/A0503460.NTATDOM.000/桌面/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扣繳課程/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doc
A:/起扣圖表.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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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結 束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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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財政部部長柯爾貝有一
句名言：徵税的藝術就像從鵝身上拔毛，既要多拔

鵝毛，又要少讓鵝叫。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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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施行細則
第60條第2項：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
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如有
非屬本法第88條規定扣繳範圍之所得，並無法自行辦理
申報者，應報經稽徵機關核准，委託在中華民國境內居
住之個人或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為代理人，負
責代理申報納稅。

第 83 條：依本法第88條應扣繳所得稅款之各類所得，
如有依本法第4條第1項各款規定免納所得稅者，應免予
扣繳。但採定額免稅者，其超過起扣點部分仍應扣繳。
銀行業貸放款之利息所得及營利事業依法開立統一發票
之佣金、租賃及權利金收入，均免予扣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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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免納所得稅）-1
下列各種所得，免納所得稅：一、（刪除）二、（刪除）三、傷害或死亡之損
害賠償金，及依國家賠償法規定取得之賠償金。四、個人因執行職務而死亡，其
遺族依法令或規定領取之撫卹金或死亡補償。個人非因執行職務而死亡，其遺族
依法令或規定一次或按期領取之撫卹金或死亡補償，應以一次或全年按期領取總
額，與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退職所得合計，其領取總額以不超過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九類規定減除之金額為限。五、公、教、軍、警人員及勞工所領政府發給之
特支費、實物配給或其代金及房租津貼。公營機構服務人員所領單一薪俸中，包
括相當於實物配給及房租津貼部分。六、依法令規定，具有強制性質儲蓄存款之
利息。七、人身保險、勞工保險及軍、公、教保險之保險給付。八、中華民國政
府或外國政府，國際機構、教育、文化、科學研究機關、團體，或其他公私組織
，為獎勵進修、研究或參加科學或職業訓練而給與之獎學金及研究、考察補助費
等。但受領之獎學金或補助費，如係為授與人提供勞務所取得之報酬，不適用之
。九、各國駐在中華民國使領館之外交官、領事官及其他享受外交官待遇人員在
職務上之所得。十、各國駐在中華民國使領館及其附屬機關內，除外交官、領事
官及享受外交官待遇之人員以外之其他各該國國籍職員在職務上之所得。但以各
該國對中華民國駐在各該國使領館及其附屬機關內中華民國籍職員，給與同樣待
遇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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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免納所得稅）-2
十一、自國外聘請之技術人員及大專學校教授，依據外國政府機關、團體或教育
、文化機構與中華民國政府機關、團體、教育機構所簽訂技術合作或文化教育交
換合約，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勞務者，其由外國政府機關、團體或教育、文化機
構所給付之薪資。十二、（刪除）十三、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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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依法經
營不對外營業消費合作社之盈餘。十五、（刪除）十六、個人及營利事業出售土
地，或個人出售家庭日常使用之衣物、家具，或營利事業依政府規定為儲備戰備
物資而處理之財產，其交易之所得。個人或營利事業出售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前所持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或公司債，其交易所得額中，屬於中華民
國六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發生之部分。十七、因繼承、遺贈或贈與而取得之
財產。但取自營利事業贈與之財產，不在此限。十八、各級政府機關之各種所得
。十九、各級政府公有事業之所得。二十、外國國際運輸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之
營利事業所得。但以各該國對中華民國之國際運輸事業給與同樣免稅待遇者為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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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免納所得稅）-3
二十一、營利事業因引進新生產技術或產品，或因改進產品品質，降低生產成本
，而使用外國營利事業所有之專利權、商標權及各種特許權利，經政府主管機關
專案核准者，其所給付外國事業之權利金；暨經政府主管機關核定之重要生產事
業因建廠而支付外國事業之技術服務報酬。二十二、外國政府或國際經濟開發金
融機構，對中華民國政府或中華民國境內之法人所提供之貸款，及外國金融機構
，對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分支機構或其他中華民國境內金融事業之融資，其所得
之利息。外國金融機構，對中華民國境內之法人所提供用於重要經濟建設計畫
之貸款，經財政部核定者，其所得之利息。以提供出口融資或保證為專業之外國
政府機構及外國金融機構，對中華民國境內之法人所提供或保證之優惠利率出口
貸款，其所得之利息。二十三、個人稿費、版稅、樂譜、作曲、編劇、漫畫及講
演之鐘點費之收入。但全年合計數以不超過十八萬元為限。二十四、政府機關或
其委託之學術團體辦理各種考試及各級公私立學校辦理入學考試，發給辦理試務
工作人員之各種工作費用。前項第四款所稱執行職務之標準，由行政院定之。

62



6363

實務上常見對是否執行業務所得之判斷
１係委任契約或僱傭契約。
２是否為工作或職務上之報酬。
３是否為勞務報酬。
４是否接受指揮調度。
５是否有受競業禁止之約束〈即勞務專屬性〉。
６是否定期支領報酬，不計勞務提供與否。
７是否具有項專門執業之資格。
８是否有底薪。
９是否享受勞、健保福利。
１０是否享受職工福利制度。
１１是否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７條第２項規定
，自願提繳者，屬僱傭關係）。
１２是否屬自力技藝〈有無雇請人員、營業設備及固定營業場所〉。
１３是否自負盈虧。
１４是否應辦理營利事業登記或同業利潤標準表訂有是項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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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即期支票給付所之扣繳規定

營利事業以非即期支票給付應扣繳範圍之所得
，應由扣繳義務人於該支票所載發票日，依法
扣繳所得稅。個人應於該支票所載發票日所屬
年度計入綜合所得總額；惟如其屆期向銀行提
示未獲兌現，依收付實現原則，准俟實際清償
時列為清償年度之所得。（財政部95/09/01台
財稅字第09500265000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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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約給付外國營利事業利息權利金淨額者仍應按
給付總額扣繳（財政部86/09/18台財稅第861914097號函）

主旨：我國營利事業與外國營利事業簽訂借貸或技術合作
契約，依約給付予外國營利事業之利息、權利金或技術服
務報酬，應依所得稅法第88條規定，按給付總額扣繳稅款
。說明：二、所得稅法第88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有該條所
列之各類所得者，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依各類所得
扣繳率標準規定，扣取稅款。其扣繳稅款之計算，係以包
括扣繳稅款在內之給付總額為基礎。我國營利事業與外國
營利事業簽訂借貸或技術合作契約，雖約定外國營利事業
取得之利息、權利金或技術服務報酬應納之所得稅，由我
國營利事業負擔，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應以外國營利事
業實際取得之利息、權利金或技術服務報酬，加計其應負
擔之扣繳稅款後之給付總額，作為計算扣繳稅款之基礎。
ex:淨額100÷(1-20%)=總額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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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民之家以遺產管理人身分代死者結清存款其利
息所得扣繳規定（財政部86/04/23台財稅第86189358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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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

扣繳義務人已於限期內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
稅款及按實補報扣繳憑單，或納稅義務人已將
該應扣繳稅款之所得併入取得年度綜合所得總
額申報繳稅：

(一)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在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
者：處○‧五倍之罰鍰。

(二)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者
：處一倍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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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14條-10大類所得

一、營利所得。二、執行業務所得
三、薪資所得。四、利息所得
五、租賃及權利金所得
六、自力耕作漁牧林礦所得
七、財產交易所得
八、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
九、退職所得
十、其他所得(含告發或檢舉獎金、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

得及給付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
之國外營利事業之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