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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1-0418 

一、 營所稅-問答／營所稅逾期未繳 不適用擴大書審。 

二、 外籍員工之薪資所得應如何辦理扣繳申報。 

三、 綜所稅-黃金存摺 800大戶 財部鎖定查稅。 

四、 黃金存摺虧損 報稅可扣抵。 

五、 綜所稅-個人海外交易財損 同年報稅得扣除。 

六、 贈與稅-現增認股權轉讓子女 小心贈與稅。 

七、 所得稅-券商公會：證所稅 應排除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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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答／營所稅逾期未繳 不適用擴大書審 
 
【經濟日報╱稅務問答】 2012.04.18 03:28 am  
  
潮州林小姐詢問：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有應納稅額，但無法於申報期限截止前繳

納，可否適用擴大書面審核？  
南區國稅局潮州稽徵所答覆：營利事業選擇適用擴大書面審核結算申報之案件，除營

業收入及非營業收入合計在 3,000萬元以下，申報書表齊全，自行依正確行業代號調整
為擴大書審純益率以上外，尚須在結算申報截止日前繳清稅款者，如期申報方可適用。

另外該所提醒選擇擴大書審報稅的獨資、合夥組織，自 98年度起無須計算及繳納其應
納結算稅額，惟仍應依所得稅法第 71條規定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為避免喪
失適用書面審核報稅的權利，該所呼籲營利事業每年一定要按時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

結算申報並繳清稅款。  
【2012/04/18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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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籍員工之薪資所得應如何辦理扣繳申報?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表示，近來常有公司會計來電詢問，公司聘僱外籍員工所給付之薪資

報酬應如何辦理扣繳申報？ 

該局說明，外籍員工來臺提供勞務所領取之薪資報酬，扣繳義務人應於給付時依下列規定判斷

如何扣繳： 

一、在一課稅年度內(即每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在我國境內居留天數合計滿 183天者，就

是「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以下簡稱居住者），所取得的薪資，可由扣繳義務人按全月

給付總額依薪資所得扣繳辦法查表扣繳；或按全月給付總額扣取 5﹪。 

二、在一課稅年度內在境內居留天數合計未滿 183天者，就是「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以下簡稱非居住者），扣繳義務人就應該按給付額扣取 18﹪；但全月給付總額在行政院核

定基本工資 1.5倍以下者(101年度為 28,170元)，按給付額扣取 6%。 

三、另外，扣繳義務人可以就外籍員工的護照、居留證所載居留期間判斷，如果是因為職務或

工作關係預計在一課稅年度內可居留滿 183天者，自始即可按上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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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依上開「非

居住者」扣繳率核計扣繳稅額，就其原扣繳稅額之差額補徵；如護照或居留證所記載居留期間

於一課稅年度內未滿 183天者，扣繳義務人則應按上開「非居住者」之扣繳率扣繳所得稅款。 

該局進一步舉例說明，甲公司聘僱外籍員工 A、B君，按月支付薪資所得時，扣繳義務人應如

何扣繳稅款： 

一、外籍員工 A君，其與雇主的聘僱契約期間為 100年 4月 1日至 101年 3月 31日，101年

度依上開規定為非居住者，如果他的每月工資為 40,000元，超過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之

1.5倍，雇主於給付其 101年度 1月份薪資所得時，應按 18%扣繳稅款 7,200元（40,000元×18%）。 

二、外籍員工 B君，其與雇主的聘僱契約期間為 100年 9月 1日至 101年 8月 31日，則 101

年度預計會在境內居留滿 183天，依上開規定為居住者，如果他的每月工資為 42,000元，雇

主於 101年 2月給付其 101年 1月份之薪資所得時，應可依全月給付總額按薪資所得扣繳辦法

扣繳或直接扣取 5%扣繳稅款 2,100元(42,000元×5%)。 

三、承上二，外籍員工 B君其 101年 1月至 2月之薪資所得已由雇主於給付時扣繳稅款共 4,200

元，惟 B君因故於 101年 3月 1日中途離境不再來我國，在我國境內實際居留天數不滿 183

天，自始應依非居住者辦理扣繳，即按給付額的 18%扣繳稅款 7,560元（42,000元×18%），所

以，扣繳義務人應就其與原扣繳稅額之差額補繳稅款 3,360元(7,560-4,200)，並向所轄稽徵

機關辦理扣繳憑單申報。 

該局呼籲，請扣繳義務人務必注意扣繳稅款的相關規定，以免計算錯誤，造成短扣繳稅款而受

罰。 

（聯絡人：審查二科鄔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155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更新日期： 201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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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黃金存摺 800大戶 財部鎖定查稅 
 
【聯合報╱記者羅兩莎／台北報導】 2012.04.18 03:28 am  
  
近幾年國際金價飆翻天，許多民眾紛紛投資黃金相關商品，獲利豐厚。財政部已鎖定

八百位大戶級黃金投資人，將開始查稅！  
財政部賦稅署日前發文給台銀、兆豐、花旗及匯豐等四家銀行，要求提供民國九十八

年黃金存摺賣出金額前二百大客戶名單。  
銀行業者表示，銀行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對客戶往來資料應保守秘密；金管會也要求

銀行應對客戶資料保密，萬一提供客戶資料，客戶被查稅後可能回頭控告銀行洩露個

人資料。  
花旗和匯豐兩大外商銀行因把黃金存摺業務定位為「海外業務」，投資黃金的所得屬海

外所得，銀行因此提供名單。  
銀行主管說，九十八年金價從每英兩八百七十九美元衝到一千零九十六美元，漲幅達

百分之二十五，投資報酬率為銀行定存的二十三倍。  
稅捐單位說，目前國人投資黃金管道可分黃金存摺、黃金條塊兩大類，為十大項財產

交易所得。  
黃金存摺交易所得須併入綜所稅課稅（稅率從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四十）；黃金條塊買賣

所得則為「一時貿易所得」，也須申報繳納所得。  
另外依照規定，黃金存摺投資人若漏報所得額超過二十五萬元、稅額達一萬五千元以

上者，將處零點五倍罰鍰。  
值得注意的是，銀行主管說，賦稅署這次僅要求銀行提供九十八年黃金大戶名單，未

要求九十九年度大戶名單，似有意「提醒」投資人：今年五月分申報綜所稅時，不要

忘了申報去年的黃金交易所得。  
銀行主管表示，財政部鎖定八百位黃金投資大戶查稅，已引起黃金存摺大戶恐慌。  
特別是中南部地區動輒砸下上億元的「超級大戶」，最近不少人已結清黃金存摺帳戶，

轉往銀樓或透過地下管道進行交易。 
【2012/04/18 聯合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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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黃金存摺虧損 報稅可扣抵 
 
【聯合報╱記者羅兩莎／台北報導】 2012.04.18 03:28 am  
  
目前國內黃金投資兩大管道：黃金存摺、黃金條塊現貨交易，所得類別不同，計算所

得的方式也不一樣。  
資深稅務員說，在申報綜合所得稅時，黃金存摺買賣的獲利須申報「財產交易所得」，

投資人自行計算買賣實際所得，列入「財產交易所得」，然後併入「所得總額」計稅。 
若投資黃金存摺出現虧損，產生「財產交易損失」時，申報所得稅也可扣抵，但只限

扣抵「財產交易所得」這一項；當年財產所得扣抵不足者，可在往後三年內扣除。  
銀行主管說，「存款有利息收入，銀行會主動提供扣繳憑單給客戶；但黃金不會生利息，

銀行不會提供扣繳憑單給開戶者」，所以黃金存摺投資人在報稅時必須自行計算和申

報。  
至於黃金條塊、飾金等現貨買賣，資深稅務員說，包括出售黃金條塊、飾金等是「非

經常性買進賣出所得」，屬「一時貿易所得」，只要賣黃金條塊或飾金收入超過五萬元，

就要以純益率百分之六計算所得；但五萬元以下不用報稅。  
舉例來說，如果賣金收入六萬元，用純益率百分之六計算，所得等於三千六百元。這

筆錢要申報「個人一時貿易所得」，合併其他綜合所得，要申報繳納綜合所得稅；但若

有損失也無法扣抵。  
實務上，民眾把黃金條塊和飾金賣給銀樓時，銀樓都會開立「一時貿易所得憑單」給

所得者；納稅人憑該憑單，在隔年五月申報綜合所得稅。 
【2012/04/18 聯合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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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人海外交易財損 同年報稅得扣除  
• 2012-04-18 00:56  
• 工商時報  
• 記者張國仁／台北報導  

 
 財政部開徵證券與期貨交易所得稅方案已呈行政院，該方案有盈虧互抵制度的設

計，引發民眾聯想，關於個人有海外財產交易損失能否扣抵，財政部說，可以從自同

年度海外所得的財產交易所得扣除，但以不超過同年度海外財產交易所得為限。 
 有納稅人質疑，個人有海外財產交易損失，可否在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列為財產交易

損失「特別扣除額」；又可否在當年度無財產交易所得可資扣除或扣除不足時，在以後

3年度的財產交易所得扣除。 
 財政部官員對此表示，若海外財產交易有損失者，可以從自同年度海外所得的財產

交易所得扣除，但以不超過同年度海外財產交易所得為限。 
 如果當年度沒有海外財產交易所得可資扣除或扣除不足者，官員說，不可以在以後 3
年度海外財產交易所得扣除，也不得列為財產交易損失「特別扣除額」。 
 財部表示，納稅義務人與其依所得稅法規定應合併申報綜合所得稅的配偶及受扶養

親屬，自 99年 1月 1日起取自香港、澳門或歐美等海外地區的所得，全戶全年合計數
超過新台幣 100萬元，須全數計入基本所得額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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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現增認股權轉讓子女 小心贈與稅 
 
【聯合報╱記者林政忠整理】 2012.04.18 06:15 am  
  
李先生問：有人經營家族企業，想將股票移交給小孩，但又不願繳贈與稅，聽說可以

讓孩子用較低的現金增資方式，取得公司較大的持股比率，只要沒有直接從父母親身

上取得股票或現金，就可以避掉被課徵贈與稅嗎？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師許祺昌答：如果子女以較低的現金增資方式取得股

權，還是會被課徵贈與稅，甚至處以罰鍰。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查獲一實際案例：甲公司為一家族企業，全體股東包括父母和甫成

年子女 2人，97年 7月經股東臨時會通過發行新股 6萬股，每股認購價格 1000元，但
參與現金增資的股東僅子女 2人，每人認股金額 3000萬元。  
國稅局分析甲公司增資前後的股權結構，父母同時放棄現金增資的機會，使子女持股

比率大增；該公司增資後，每股淨值達 3319元，超過面額的 3倍有餘，顯見父母藉放
棄認股權，實際將各自擁有的認股權贈與子女，最後經依實質課稅原則補徵贈與稅計

1200萬餘元。  
財政部在 100年 11月 10日已公布「原股東放棄公司現金增資新股認購權，贈與稅徵
免處理原則」解釋令，原股東係單純放棄新股認購權利者，或者公司發行上市、上櫃

或興櫃股票，並不構成贈與行為。  
不過，以下行為，稅捐機關可能會認定「以迂迴方式無償轉讓新股認購權予該特定人」，

並主張應依實質課稅原則核課贈與稅。  
一、原股東對公司董事會洽特定人的行為具直接或間接之掌控力。二、該特定人為原

股東二親等以內親屬。三、每股認購價格與增資時每股淨值顯不相當且總價差距大，

且原股東放棄認股等有違一般經驗法則。  
總而言之，公司辦理現金增資，如新股認購價格遠低於每股淨值，該增資股票對於每

股內含股東權利將產生稀釋效果，如果原股東形式上雖放棄認股，實質上經由其對公

司董事會的掌控，使公司就其未認購部分於洽特定人認購時，等同將新股認購權利無

償轉讓他人，即以迂迴方式達到無償移轉新股認購權給特定人，應依實質課稅原則核

課贈與稅並處以罰鍰，民眾切勿心存僥倖。（許祺昌口述）  
【2012/04/18 聯合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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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券商公會：證所稅 應排除自然人 
 
【經濟日報╱記者蕭志忠／台北報導】 2012.04.18 03:28 am  
  
針對財政部準備重新開徵證所稅，證券商公會昨（17）日首度回應，強烈表示若是貿
然課徵證所稅，將嚴重傷害資本市場並影響台灣金融產業及從業人員就業；即使要課

徵，也應排除對自然人課徵證所稅。  
證所稅的財政部版本上周出爐後，券商公會理事長黃敏助以未看到版本為由，低調表

示不便回應；本周回台後立即召開常務理監事會，討論後正式以券商公會名義發布回

應強烈的「說帖」。  
券商公會表示，貿然課徵證所稅，將對台灣資本市場造成「五大傷害」，包括傷害台灣

金融產業及從業人員就業；造成企業籌資成本增加、產業外移；政府鼓勵國人理財的

平台淪為空談；增加徵納雙方的成本與困擾；稅負與國際比較最嚴苛，降低台灣資本

市場競爭力。公會要求行政院仔細思考課徵證所稅對資本市場的衝擊，和對經濟發展

的影響。公會更強烈質疑，證所稅牽涉面太廣，此次財政部的方案，比民國 77年 10
月及 84年 12月前後兩次提出擬課徵證所稅方案，更為嚴苛，政府應仔細思考當時課
徵失敗的事實。  
券商公會表示，台股去年底本益比 15.76倍，為亞洲四小龍之首。但財政部開始研議開
徵證所稅後，台股持續下跌，成交金額從 2月 1,400多億元萎縮至目前約 600億元，減
幅高達逾五成，重新開徵證所稅將使股市成交量萎縮。公會指出，量是價的先行指標，

若導致降低市場本益比，不但使資本市場有關的證券商及金融業發展受影響，也會影

響到金融從業人員的就業；這也會使投資人退場，轉往投資其他市場。  

 
圖／經濟日報提供 

【2012/04/18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