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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3-1224 

一、 未於規定期限辦理暫繳申報之營利事業，當年度結算申報如無應納稅額或稅額

較小者，其未納暫繳稅額之核定利息、加徵滯納金等仍需繳納。 

二、 在 103年 12月 31日前分配股利之股東可扣抵稅額，仍可全額扣抵所得稅。 

三、 個人租賃所得應如何申報？ 

四、 兼營投資業務營業人取得股利收入如何申報營業稅。 

五、 納稅義務人年度進行中死亡，其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方式。 

六、 財政部對「股東可扣抵稅額減半」是否涉及溯及既往或違反信賴保護原則之澄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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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於規定期限辦理暫繳申報之營利事業，當年度結算申報如無應納稅額或稅

額較小者，其未納暫繳稅額之核定利息、加徵滯納金等仍需繳納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應於每年 9月 1日起至 9月 30日止申報及繳納暫繳

稅額(符合所得稅法第 69條規定免予暫繳者除外)，逾 10月 31日仍未依規定辦理暫繳

者，稽徵機關將依所得稅法第 68條規定，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

額之二分之一核定暫繳稅額，並按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加計 1個月利息

發單補徵。 

    如逾補徵之繳款期限仍未繳納，再依稅捐稽徵法第 20條規定，每逾 2日按滯納數

額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逾 30日仍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如其當年度結算申報無

應納稅額或稅額較小者，其未納暫繳稅額之滯納金及利息仍需繳納。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未依規定繳納 102年度暫繳稅額，經該局核定暫繳稅額為

50,000元並加計 1個月利息 70元發單補徵，繳款期限為 102年 11月 30日。甲公司逾

30日仍未繳納，經該局加徵滯納金 7,500元並移送強制執行。甲公司於 103年 5月份

辦理 10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經核定無應納稅額，核定退稅並抵繳補徵之

核定暫繳稅額 50,000元，其因滯納暫繳稅款而依法核定加計 1個月利息 70元及加徵

滯納金 7,500元並不因 102年度無核定應納稅額而免除，仍應予以徵收。 

    該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應於規定期限繳納暫繳稅款，以免遭受稽徵機關加計利

息補徵、加徵滯納金、移送強制執行等處分，以維護自身權益。 

（聯絡人：大同稽徵所李股長電話 2585-3833分機 200） 

 

更新日期：2014/12/24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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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 103年 12月 31日前分配股利之股東可扣抵稅額，仍可全額扣抵所得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東勢稽徵所表示：財政部推動「財政健全方案」之「所得稅法」部

分條文修正案業於 103年 6月 4日經 總統公布，本次修正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4、第

66條之 6及第 73條之 2有關股東獲配股利或盈餘之可扣抵稅額之計算等盈餘分配事

項，自 104年 1月 1日施行。 

    該所說明，本次修正兩稅合一「完全設算扣抵制」為「部分設算扣抵制」： 

 1、調整我國境內居住個人股東獲配股利淨額之可扣抵稅額為原可扣抵稅      額之

半數；另為衡平租稅負擔，非居住者股東獲配股利淨額之可扣抵稅額中，屬加徵 10%

營利事業所得稅抵繳該股利淨額之應扣繳稅額部分，亦調整為原可扣抵稅額之半數。 

 2、為衡平獨資、合夥組織與公司組織在部分設算扣抵制度下之租稅負擔，除小規模

營利事業者維持現行課稅制度外，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辦理結算、決算及清算申

報時，應繳納全年應納稅額之半數。 

    該所指出，營利事業得利用法案公布後至 103年底前之緩衝期間，審酌資金運用

情形及股東權益，如於 103年 12月 31日前分配盈餘或辦理盈餘轉增資者，即可適用

修正前之規定。 

    如有任何疑問，請撥免費電話：0800-000-321或上中區國稅局網站

(www.ntbca.gov.tw)點選網頁電話詢問，該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提供單位：東勢稽徵所   姓名：王融融   電話：(04) 25881178轉 100) 

更新日期：2014/12/24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http://www.ntb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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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租賃所得應如何申報？ 

臺南市永康區李小姐來電詢問：其 103年有不動產出租予他人使用，應如何申報綜所

稅及有那些費用可以扣除？ 

 

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答覆：依據所得稅法第 14條規定，個人因出租財產而取得之租

賃所得，應申報綜合所得稅，其計算方式係以全年租賃收入，減除必要損耗及費用(例

如修理費、地價稅、房屋稅，以出租財產為保險標的物所投保的保險費、向金融機構

借款購屋而出租的利息等)後之餘額作為所得額，民眾可逐項舉證列報必要損耗及費

用，如未能舉證時，即可以租金收入的 43%作為必要費用減除；但如果出租標的為土地

時，則僅能扣除該土地當年度所繳納的地價稅，不得扣除 43%必要損耗及費用。如當事

人出租財產約定之租金，顯然較當地一般租金為低時，依據上開所得稅法同法條規定，

稽徵機關得參照當地一般租金標準予以調整計算租賃收入。 

新聞稿聯絡人：綜所稅股黃股長  

聯絡電話：（06）5978211轉 200 

更新日期：2014/12/24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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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兼營投資業務營業人取得股利收入如何申報營業稅 

臺南市永康區陳小姐問：該公司有兼營投資業務，最近收到股利憑單，如何申報營業

稅？ 

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答覆：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於年度結束時，年度中所收之

現金股利或股票股利，應彙總列入當年度最後一期之免稅銷售額，申報計算應納或溢

付稅額，並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之規定，按當年度不得扣抵比例計算

調整稅額，併同繳納。另兩稅合一實施後，所收之股利收入，應以股利淨額申報免稅

銷售額。 

貴公司最近如收到屬 103年度股利憑單請依上開規定申報於 103年 11至 12月期營業

稅，以免違章受罰。 

新聞稿聯絡人：銷售稅二股田股長 

聯絡電話：（06）5978211轉 500 

更新日期：2014/12/24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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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納稅義務人年度進行中死亡，其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方式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有民眾詢問，其親友在年度中死亡，死亡當年度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應如何辦理？ 

該局表示，個人在年度中死亡，死亡當年度的綜合所得總額若超過當年度規定之免稅

額及標準扣除額合計數者，仍然要辦理結算申報，其申報方式可分為下列兩種： 

1.若死亡人遺有配偶，則由配偶合併辦理申報，死亡人的免稅額及標準扣除額，都可

以按照全額扣除。 

2.若死亡人沒有配偶，應該由遺囑執行人、繼承人或遺產管理人在死亡人死亡日起 3

個月內，辦理結算申報，並且就死亡人的遺產範圍內負一切有關申報納稅的義務，如

有特殊情形，得於結算申報期限屆滿前，報經稽徵機關核准延長申報期限，但最遲不

得超過遺產稅的申報期限(即死亡之日起 6個月)。死亡人的免稅額及標準扣除額，應

該分別按照該年度死亡前日數，占全年日數之比例，換算減除。 

該局舉例，A君 55歲於 103年 3月 10日死亡，沒有配偶但有所得，則其 103年度免稅

額可以申報 16,068元(即 85,000元*69/365天)，標準扣除額可扣除 14,934元(即

79,000元*69/365天)。 

若對綜合所得課稅規定仍有不明瞭之處，可利用財政部、賦稅署及各地區國稅局網站

搜尋相關資訊，或利用本局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 

 （聯絡人：信義分局楊課長；電話 2720-1599分機 300） 

更新日期：2014/12/2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中山通訊 103-1224 

7 

 

 

六、財政部對「股東可扣抵稅額減半」是否涉及溯及既往或違反信賴保護原則之

澄清 

財政部表示，我國自 87年度起實施兩稅合一完全設算制度，公司分配股利時，其繳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可以全數扣抵個人股東之綜合所得稅，目的在於促進投資，本質係對

投資所得給予租稅優惠。惟經實證分析，該制度實施 10餘年來對於促進投資無明顯助

益，且國庫減少稅收近兆元，影響財政健全，爰參考國際稅制改革趨勢及國內各界意

見，於 103年 6月 4日修正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6規定，調整股東獲配股利淨額之可扣

抵稅額為原可扣抵稅額之半數，並自 104年 1月 1日施行。 

近來外界對於上開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6規定，滋生是否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及「信賴保護原則」之疑義，財政部說明如下： 

(一) 有關是否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問題 

1、86年 12月 30日公布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6已明定，營利事業分配屬 87年度或以後

年度之盈餘時，應以「盈餘分配日」法律規定之稅額扣抵比率，按各股東獲配股利

淨額計算其可扣抵之稅額，併同股利或盈餘分配。 

2、103年 6月 4日修正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6規定，僅調整股東可扣抵稅額之計算公式，

並自 104年 1月 1日開始施行，並未變更上開原則。對於施行日前股東已獲配之可

扣抵稅額並無減半適用問題，亦不影響公司帳上之累積未分配盈餘，未違反法律不

溯及既往原則。 

(二) 有關是否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問題 

1、在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下，個人股東係以其獲配股利淨額之可扣抵稅額，抵繳其

綜合所得稅。公司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金額並不等同股東之抵稅權，在公司分配

盈餘前，股東並無實際獲配可扣抵稅額，其單方面對於公司分配可扣抵稅額之期待，

並非抵稅權，尚無應保護之信賴利益。 

2、參考德國財務法院及聯邦憲法法院實務見解，所得稅係「期間稅」，課稅要件(例

如稅率、稅額計算方式、減免規定等)變更乃常見之法律現象，均不認係「溯及既往」；

且世界各國修法後亦自次年起施行，不生信賴保護爭議。 

  該部進一步指出，股東可扣抵稅額減半為財政健全方案短期稅制重要改革措施，

其配套措施之稅式支出 152億元，包括自 104年度同步提高單身者之綜合所得稅標

準扣除額由 7.9萬元至 9萬元(有配偶者加倍扣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及身心障

礙特別扣除額額度各由 10.8萬元提高至 12.8萬元，合計有 700萬民眾受惠。又增

列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三成減除及放寬研發投資抵減適用條件，研發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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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減率 15%、抵減年限 1年或抵減率 10%、抵減年限 3年，擇一適用，以嘉惠企業。 

  財政部強調，國家財政健全，經濟方能永續成長，股東可扣抵稅額減半為財政

健全方案短期稅制改革一環，相關配套措施已陸續實施，讓少數高所得者多回饋社

會，使多數人受益，有助於改善所得分配及健全國家財政，建立公平合理賦稅環境。 

新聞稿聯絡人：李專門委員素蘭 

聯絡電話：02-2322812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