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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9-1027 

一、 不動產抵繳遺贈稅 頇現勘。 

二、 遺產稅計算 留意二重點。 

三、 輾轉繼承 免稅有但書。 

四、 乘人小客車成本超過限額部分 折舊不予認定。 

五、 跨區臨時展售 不必另辦稅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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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動產抵繳遺贈稅 頇現勘 

2020-10-27 04:10 經濟日報 / 記者翁至威／台北報導 

  民眾以不動產來抵繳遺產稅、贈與稅，自去年 4 月起必頇由財政部國產署先辦理

現勘，並提供意見給稽徵機關，確保未來所接管的不動產不至於太難處理。國產署統

計，今年前九月用來抵繳遺贈稅的不動產，合計已決標近 9 億元；若納入股票、動產

等其他抵繳實物，則合計約 14億元。 

  遺產稅、贈與稅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不動產來抵減，自去年起，這類案件頇經過國

產署現勘，確認抵繳不動產為適合標售的標的，提供意見給稽徵機關後，由稽徵機關

研判是否核准。 

  國產署表示，實務上在辦理現勘時，當土地屬公設用地，或是有占用情形、占有

情形複雜，抑或土地為持分共有，不利管理，以及現況為道路或水溝等情形時，國產

署會出具意見，認為該不動產「不利管理處分」，或是請納稅人先排除占用情形後再

核准。 

  儘管國產署出具意見，但最後核准權力仍在稽徵機關手中。國產署副署長李政宗

觀察，近一年多以來，民眾提出抵繳遺贈稅的不動產，筆數仍有高達 95%都是持分共有

的土地，全筆土地僅占 5%；但若觀察面積，則持分共有土地僅占 29%。 

  李政宗分析，持分共有的土地處理不易，且面積較為零散，市場價值相對較低，

多數民眾會優先拿出來抵繳遺贈稅，儘管國產署會提醒稽徵機關後續處理較為不易，

但目前看來仍有不少核准案件，後續還要再觀察。 

  李政宗說，在處理持分土地時，會詢問持分土地的共有人，是否有意願進場承購，

若無意願才會標售。 

【2020/10/27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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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遺產稅計算 留意二重點 

2020-10-27 00:28 經濟日報 / 記者程士華／台北報導婚姻 

 
  富豪過世後留下配偶，計算遺產稅時，要注意死亡前二年贈與、剩餘財產差額請

求權等二項規定，南區國稅局指出，尤其針對死亡前二年已經贈與給配偶的財產，雖

然仍要計算遺產稅，但是在配偶請求計算差額時，卻要排除計算。 

  官員表示，死亡前二年贈與，是計算遺產稅時，首先要檢查的稅法規定之一，一

般民眾可能認為，被繼承人身故之後，名下的不動產、存款即代表遺產總額了，但是

稅法為避免臨終個人脫產規避遺產稅，因此對死亡前二年贈與另有規定。 

  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5 條規定，官員指出，被繼承人在死亡前二年內，若

有將財產贈與給配偶、各順位繼承人及其配偶的話，這些贈與額統統都要納入遺產總

額、計算遺產稅。 

  針對被繼承人留有配偶情況，還有「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規定，官員指出，

現行的婚姻關係包括了共同財產制，舉例而言，假設黃先生跟陳小姐為夫妻，黃先生

死後遺留 2,000 萬元婚後財產，陳小姐名下卻只有 1,100 萬元婚後財產，理論上陳小

姐可行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分得二者差額的一半，即 450萬元。 

  官員指出，在遺產稅的計算上，同樣以黃先生的例子來看，經配偶行使請求權減

少的遺產 450萬元，也可成為遺產稅扣除額，從遺產總額扣除，不必課遺產稅。 

  還有第三個重點，如果上述情形同時發生，也就是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曾向配偶

贈與財產，算式就會有變化，該筆贈與不能列入被繼承人、生存配偶之間的剩餘財產

差額分配請求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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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黃先生在臨終時，曾匯款 500 萬元轉入妻子陳小姐名下，即陳小姐名下 1,100

萬元財產當中，其實有 500 萬元來自先生贈與，那麼因應民法另有規定，可以不必將

這 500 萬元列為自己的婚後財產，因此在計算剩餘財產差額時，陳小姐婚後財產價值

僅 600萬元。 

  官員試算，由於這 500 萬元也不會視為黃先生的婚後財產，因此依 2,000 萬元減

除 600萬元再帄分，陳小姐請求後可拿到 700萬元。 

【2020/10/27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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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輾轉繼承 免稅有但書 

2020-10-27 00:28 經濟日報 / 記者程士華／台北報導 

  為了避免家庭變故，造成納稅人短期內重複被課徵遺產稅，台北國稅局表示，如

果被繼承人的部分遺產，是死亡前五年內從他人身上繼承而來，該部分可以免納遺產

稅。 

  官員表示，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6條規定，被繼承人死亡前五年內，繼承到

的遺產已經繳過遺產稅，可以不計入遺產總額課稅，這項立法目的在於，要避免同一

筆財產因短時期內連續繼承，而遭到連續課徵遺產稅、加重納稅義務人負擔。 

  然而有一項例外，就是前次繼承遺產未達課稅門檻的情況，官員舉例，假設王老

先生在前年 8 月過世，遺產總額僅 1,500 餘萬元，最後應納遺產稅也是 0 元；後來王

家長子也在今年初過世，其遺產中有部分是繼承自王老先生的財產，雖然確實是死亡

前五年內繼承財產，但因為這筆遺產沒繳過稅，也就沒有重複課稅之虞、不適用免稅

規定。 

  官員表示，在王家長子過世的案件上，其他家屬就必頇連同王老先生的財產，一

併列入遺產總額課稅。 

【2020/10/27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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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乘人小客車成本超過限額部分 折舊不予認定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購買高價位的乘人小客車，稅法訂有限額，成

本超過限額部分，其超提折舊額不得列報費用。 

  該局表示，自 93年 1月 1日起，營利事業購置乘人小客車可以列報折舊的實際成

本以 250 萬元為限額，但經營小客車租賃業務者為 500 萬元，實際成本高於限額者，

超提之折舊額，不予認定。又如於使用後出售或毀滅、廢棄時，應以實際購置成本計

算之未折減餘額為基礎，計算處分收益或損失。 

  南區國稅局舉例說明，甲公司 108 年 1 月 1 日購置乘人小客車 1 輛 750 萬元，耐

用年數 5 年，估計殘值 100 萬元，採帄均法提列折舊，財務會計依實際成本每年提列

折舊 130 萬元〔（750 萬元-100 萬元）÷5 年〕，第 1 年底帳載未折減餘額為 620 萬元

（750 萬元-130 萬元），因購買小客車實際成本超過稅法規定限額 250 萬元，該公司

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可以列報該部小客車的折舊額是 433,333元〔130萬

元×（250萬元÷750 萬元）〕，超提之折舊額 866,667元【130 萬元×〔1-(250萬元÷750

萬元）〕】不予認定。嗣後甲公司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以 600 萬元出售該部小客車，

其出售損益計算應以售價 600 萬元減除未折減餘額 620萬元，核算出售損失 20萬元。 

  該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列報高價乘人小客車之折舊，應注意限額，於所得稅結

算申報時，應自行調整減列超限折舊額，以免遭剔除補稅並加計利息。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翁審核員 06-2298024 

更新日期：109-10-27 

分 網：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http://www.mof.gov.tw/ct.asp?xItem=65690&ctNode=65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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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跨區臨時展售 不必另辦稅籍 

2020-10-27 00:28 經濟日報 / 記者程士華／台北報導統一發票 

  品牌或零售業者為了出清商品，有時會租下特定閒置空間，進行短期的臨時性特

賣會，南區國稅局表示，跨區的臨時銷售行為，廠商只要向原所屬國稅局申報營業稅

即可，不必為了臨時活動，額外在當地申請稅籍。 

  官員表示，針對已經在固定營業場所辦理稅籍登記的營業人，偶爾跨越不同稽徵

機關轄區辦理表演、展售及比賽等臨時性活動，基於簡化行政考量，營業人只要跟原

本登記地的主管稽徵機關申報營業稅即可。 

  舉例來說，譬如坊間常見的品牌臨時特賣會、市集活動短期擺攤，或像是參與政

府活動現場進行展售等，這些模式都符合臨時性展售活動的標準。 

  使用統一發票營業人，如不方便現場裝置開發票設備，應由推銷人員攜帶統一發

票，於銷貨時主動開立並交付消費者。 

【2020/10/27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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