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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6-0911 

一、 仲介收取佣金想逃稅 難逃國稅局法眼。 

二、 同時銷售農產品及其加工品 應分別開立免稅及應稅發票。 

三、 免徵貨物稅車輛，於轉讓或移作他用而不符免稅規定時，應補繳貨物稅。 

四、 拒絕調查或拒絕提示課稅資料，稅捐稽徵機關可依法予以處罰。 

五、 營利事業年度中改為使用統一發票商號，其查定營業額應併入營業收入申報。 

六、 營利事業限期內補繳超額分配金額，得以適用較輕倍數之處罰。 

七、 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未據實開立統一發票及申報銷售額，經查獲除追繳稅款

外，將遭受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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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仲介收取佣金想逃稅 難逃國稅局法眼 

2017-09-11 11:32 中央社 台北 10 日電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台北國稅局發布新聞稿指出，轄內某仲介透過買賣契

約形式，將佣金所得轉換為個人出售土地的免稅所得，意圖逃漏稅，遭國稅

局查獲，因此遭補稅並處以罰鍰。 

國稅局說明，個人仲介土地買賣，按成交價格收取佣金或酬勞，此收入屬於

執行業務所得，應併入當年度綜所稅申報。若該仲介能提出取得此佣金收入

的成本費用證明文件，即可核實認定，但如果無法提出成本費用證明文件，

則稽徵機關可參考財政部訂定的費用標準（目前為 20%）計算其必要費用。 

國稅局指出，期查核轄區內一起資金異常的案件時，發現民眾甲君帳戶於 2014

及 2015 年，分別由民眾乙君的支存帳戶轉入新台幣 760 萬元、300 萬元兩筆

金額。對此，甲君說是 2013 年間他與地主丙君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約定以

3100 萬元向丙君買進土地，上述款項是他向乙君借款，用以支付土地價款。 

然而，國稅局請乙君說明後，乙君表示上述款項，是甲君仲介他向地主丙買

進土地後，他再支付給甲君的佣金，土地價款的 3100 萬元，是他直接支付給

丙君，一切才真相大白。 

眼見東窗事發，甲君只好承認，這兩筆 760 萬、300 萬元款項，確實是仲介土

地買賣的收入，但他又主張這筆錢還有分給其他仲介有功之人。不過，國稅

局進一步要他提出證明文件時，他又無法提出，因此國稅局根據部頒標準減

除 20%費用後，計算出甲君執行業務所得為 608 萬、240 萬元，除核定補徵稅

額外，並依所得稅法規定處罰。 

國稅局呼籲，從事媒合地主與第三人進行買賣交易的納稅義務人，應以實質

仲介土地買賣所賺取的佣金收入，申報為執行業務所得。如因一時疏忽或不

諳法令規定，致短漏報繳稅款，請儘速主動向稅捐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稅款，

以免受罰。 

【2017/09/11中央社】@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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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時銷售農產品及其加工品 應分別開立免稅及應稅發票 

經營生鮮農產品的網路或實體商家，為迎合現代人購物習慣，常將生鮮農產品調理成

冷凍包或真空包裝熟食等食品出售，如未依規定辦理稅籍登記並報繳營業稅，將會遭

到國稅局補稅及處罰。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營業人專營生鮮農產品，可免辦理稅籍登記並免徵營業稅，

若同時銷售生鮮農產品及其加工品，則需向稽徵機關辦理稅籍登記，如經稽徵機關核

定使用統一發票者，銷售時亦須開立統一發票。 

該局進一步指出，上面所稱生鮮農產品係指「未經加工之生鮮農、林、漁、牧產物、

副產物」或「僅經屠宰、切割、清洗、去殼或冷凍等簡單處理，不變更原始性質，且

非以機具裝瓶(罐、桶)固封之農、林、漁、牧產物及副產物」，如將前項生鮮農產品

加味烹煮處理或製成調理包，則係屬經過繁複製造步驟之加工食品，其性質與生鮮農

產品不同，已非免稅貨物範圍，應依規定報繳營業稅。 

國稅局舉例，甲君原專營銷售生鮮蔬果，得免辦稅籍登記並免徵營業稅，因擴大營業，

增加銷售以蔬菜熬製之高湯包，依營業稅法規定，甲君需申辦稅籍登記，且若經稽徵

機關核定使用統一發票，應於銷售高湯包時，開立應稅統一發票，銷售前開冷凍蔬菜

亦應開立免稅統一發票；如應稅銷售額未達使用統一發票標準者，則由稽徵機關查定

全部銷售額。 

該局特別提醒營業人銷售之商品如有農、林、漁、牧之加工品，應留意勿將應稅統一

發票誤開為免稅統一發票，如發現有誤開情形，請儘速向稽徵機關更正申報並補繳稅

款，以免稽徵機關進行調查後，除補稅外仍須受罰。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三科蘇股長 06-2298047 

更新日期：106-09-1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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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免徵貨物稅車輛，於轉讓或移作他用而不符免稅規定時，應補繳貨物稅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凡各種機動車輛、機車等均應依貨物稅條例課徵貨物稅，其

符合供研究發展用之進口車輛、附有特殊裝置專供公共安全及公共衛生目的使用之特

種車輛等條件可免徵貨物稅，惟若轉讓或移作他用而不符免稅規定時，應補繳貨物稅。 

該局進一步說明，免徵貨物稅之機動車輛、機車等，於轉讓或移作他用而不符免稅規

定時，應依貨物稅條例第 2條第 1項第 5款及第 23條第 4項規定，由轉讓或移作他用

之人於轉讓或移作他用之次日起 30日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納稅。 

該局舉例說明，某甲機關因公共安全需要，於 94年買入符合免徵貨物稅規定之車輛，

而於 106年拍賣該車輛與某乙，因發生轉讓行為致不符合免稅規定，則甲機關應依貨

物稅稽徵規則第 44條之 1規定以未折減餘額計算應補徵稅額，並於轉讓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所在地國稅局申報繳納；如該車輛出廠時之完稅價格為 60萬元，則應補徵稅額

為 60萬元/〔5(耐用年限)+1〕*30%(適用稅率)=3萬元。 

該局呼籲，持有免徵貨物稅車輛或機車之單位，應注意該車輛或機車之轉讓情事或免

徵貨物稅條件是否存在，以免遭補稅或處以罰鍰。 

（聯絡人：審查三科張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1710） 

更新日期：106-09-1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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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拒絕調查或拒絕提示課稅資料，稅捐稽徵機關可依法予以處罰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或要

求提示課稅資料、文件時，納稅義務人不應置之不理，否則稅捐稽徵機關可依法予以

處罰。 

該局舉例說明，為調查納稅義務人 106年 1月至 2月間開立統一發票與申報銷售額情

形，於 106年 4月 26日通知其於文到 15日內提示上開期間之營業稅銷售額申報書、

統一發票存根聯及明細表影本等資料，該函於同年 5月 8日由該局派員親自送達。納

稅義務人未於通知期限前說明及提示相關資料，違反稅捐稽徵法第 30條規定，經該局

核定處罰鍰 3,000元。 

該局說明，稅捐稽徵機關為課稅需要，可依稅捐稽徵法第 30條規定，向納稅義務人進

行調查及要求提示課稅資料，如果拒絕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

調查，或拒絕提示有關課稅資料、文件時，依稅捐稽徵法第 46條規定，稅捐稽徵機關

可裁處 3,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罰鍰。 

該局特別呼籲，若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時，請納稅

義務人全力配合辦理，以免遭受處罰。 

(聯絡人：法務一科陳稽核；電話 2311-3711分機 1851) 

更新日期：106-09-1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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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營利事業年度中改為使用統一發票商號，其查定營業額應併入營業收入申報 

南區國稅局恆春稽徵所表示，小規模營利事業如於年度中改為使用統一發票商號，其

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將查定營業額與已開立發票之營業額合併

申報營業收入。其免用統一發票期間之實際營業額如經調查高於查定營業額時，應按

其實際營業額併計。 

該所進一步表示，近來審核是類案件時，發現部分商號未將其於小規模營利事業時之

查定營業額併入營業收入申報或漏未依實際營業額併計，導致漏報收入，遭到補稅。 

該所舉例說明，甲商號原經核定為免使用發票之小規模營業人，每月查定營業額為 15

萬元，免用統一發票期間查定營業額為 90萬元（15萬元 x6個月），於 105年 7月 1

日變更為使用統一發票商號，7月至 12月開立統一發票營業額為 550萬元，則甲商號

於 106年 5月辦理 10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申報之營業收入總額為 640

萬元（即 550萬元加 90萬元），如僅將開立發票期間之營業額 550萬元列為營業收入

申報，甲商號將會短漏報 90萬元的營業收入。又甲商號如經調查發現當年度免開立統

一發票期間之實際營業額為 150萬元，應申報之營業收入總額為 700萬元(即 550萬元

加 150萬元)，如僅併計原查定營業額申報營業收入 640萬元（即 550萬元加 90萬元），

則將會短漏報 60萬元的營業收入。    

該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如有於年度中改為使用統一發票情事，應依上揭規定辦理結

算申報，如有發現短漏報營業收入者，請儘速補報並補繳稅款。 

新聞稿聯絡人：工商稅股陳股長 

聯絡電話：08-8892484轉 100 

更新日期：106-09-1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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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營利事業限期內補繳超額分配金額，得以適用較輕倍數之處罰 

本局表示，轄區Ａ公司 99年度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細申報，經本局認定有超額

分配可扣抵稅額情事，責令其補繳超額分配稅額之期間，係自 101年 4月 16日至 101

年 4月 25日，Ａ公司至該案本稅部分經最高行政法院判決駁回確定後，始於 103年 2

月 25日繳清超額分配稅款，罰鍰部分經最高行政法院撤銷，本局依修正後之稅務違章

案件裁罰倍數參考表規定，按超額分配之金額裁處 0.5倍罰鍰。 

Ａ公司不服，主張其於 101年 4月 25日前已繳之部分超額分配金額得適用 0.2倍減輕

處罰規定，申經復查結果未獲變更，Ａ公司陸續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經最高行政法

院判決上訴駁回確定。 

本局提醒，按所得稅法第 114條之 2規定，營利事業如有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情形，

應就其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責令營利事業限期補繳，以即時徵起營利事業因超額分

配造成之國庫稅收損失，為期上開目的之達成，乃以降低裁罰倍數方式鼓勵營利事業

於稽徵機關責令之期限內遵期補繳，是以，稅務違章案件裁罰倍數參考表規定所稱「於

限期內補繳超額分配之金額」，係指營利事業於稽徵機關原訂定責令補繳超額分配稅

額之期限內全額繳納完畢，方可減輕處罰，營利事業不可不慎。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一科  劉審核員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631 

更新日期：106-09-1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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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未據實開立統一發票及申報銷售額，經查獲除追繳稅

款外，將遭受處罰 

本局表示，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 32條第 1項前段規

定，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開立統一發

票交付買受人。又依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 21條第 1項前段

規定，對外營業事項之發生，營利事業應於發生時給與他人原始憑證，如銷貨發票。  

本局指出，轄區營業人甲公司於 104年 1至 12月間承攬營繕工程，金額合計 6百餘萬

元，僅開立統一發票 2百餘萬元，短漏開統一發票並漏報銷售額，經本局查獲，除核

定補徵營業稅額外，另依營業稅法第 51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按其所漏稅額處以 5倍

以下漏稅罰，與稅捐稽徵法第 44條規定，未依規定給與他人憑證經查明認定之總額處

5﹪行為罰，二者擇一從重處罰。 

本局進一步解釋，所稱擇一從重處罰，依行政罰法第 24條第 1項規定：「一行為違反

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

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是應就具體個案，按營業稅法第 51條所定就漏稅

額處最高 5倍之罰鍰金額與稅捐稽徵法第 44條所定經查明認定總額處 5%之罰鍰金額比

較，擇定從重處罰之法據，再依該法據及相關規定予以處罰。 

本局特別提醒，營業人有對外營業事項發生時，即應給與交易相對人實際交易金額之

原始憑證，以免遭補稅受罰。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一科   張股長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636  

更新日期：106-09-1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