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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檢察事務官財經實務組 

科  目：稅務法規 

 

一、租稅爭訟案例常見「租稅法律主義」與「實質課稅原則」之論爭。試問： 

 

12條之 1（租稅法律主義與實質課稅原則），法規範為何？其立法意旨

為何？ 

【擬答】： 

租稅法律主義：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650號理由書，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

指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應就租稅主體、租稅

客體、稅基、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如以法律授

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執行法律

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始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令參照中央法

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二項，凡與人民權利義務有關者，均依法律定之。 

是依照上開函令之規定，倘稽徵機關向人民課徵租稅等事宜，倘未有法源依據，或非

屬法律授權訂定，僅以解釋函令向人民課徵，自違反租稅法律主義，依據中央標準法

之規定，與憲法牴觸者，經大法官解釋違憲，屬無效之規定。 

實質課稅原則： 

係指為達租稅公平，倘稅納稅義務人符合下列要件者，稽徵機關得按其實質經濟利益歸

屬者，課徵租稅： 

納稅義務人之交易模式是否為濫用法律形式： 

係指納稅義務人為達成所欲之經濟效果，透過一般人不會從事繁瑣、複雜之交易形

式，且如不從事該模式，難以實現稅法上之目的者，稱之。 

納稅義務人之交易模式是否存有明顯的稅負節省效果： 

依據上開說明，如採用一般人不會從事之繁瑣、複雜之交易方式，則無法達成節稅之

效果者。 

納稅義務人之交易全部或主要目的為節省稅負，而無其他合理商業目的。 

12條之 1規定：「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

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稅捐

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

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納稅義務人基於獲得租稅利益，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濫用法

律形式，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以達成與交易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為租稅規避。

前項租稅規避及第二項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稅捐稽徵機關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納稅義務人依本法及稅法規定所負之協力義務，不因前項規定而免除。稅捐稽徵

機關查明納稅義務人及交易之相對人或關係人有第二項或第三項之情事者，為正確計算

應納稅額，得按交易常規或依查得資料依各稅法規定予以調整。納稅義務人得在從事特

定交易行為前，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諮詢，稅捐稽徵機關應於 6個

月內答覆。」 

立法意旨： 

依據獎勵投資條例第 27條所謂「非以有價證券買賣為專業者」，應就營利事業實際營

業等情形，核實認定。另據該法施行細則第 32條與相關判例，租稅法所重視者，係應

為足以表徵納稅能力之經濟事實，非僅以形式外觀之法律行為或關係為依據。故在解

釋適用稅法時，所應根據者為經濟事實，不僅止於形式上之公平，應就實質經濟利益

之享受者予以課稅，始符實質課稅及公平課稅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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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課稅係相對於表見課稅而言。依私法秩序所生利益之變動，循私法上形式，以利

益取得人之名義判斷租稅法律關係之歸屬，是為表見課稅主義，或稱表見課稅之原

則。若所得之法律上歸屬名義人與經濟上實質享有人不一致時，於租稅法律之解釋

上，毋寧以經濟上實質取得利益者為課稅對象，斯為實質課稅主義或稱實質課稅之原

則。 

 

二、課稅主義之行使與課稅管轄權，影響租稅課稅範圍。試問： 

管轄權有採屬人主義、屬地主義、屬人兼屬地

主義，其意涵分別為何？ 

A，有中國大陸、

香港、澳門、美國來源所得，依所得稅法規定應否課稅？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個人基本

稅額之計算，海外所得應納入基本所得額課徵基本稅額，A有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美

國來源所得，計算基本所得額應否納入？每一申報戶海外所得免計入限額若干？ 

【擬答】： 

家用以滿足一般國家財政需求。 

課稅主體：乃指法定租稅義務之承擔者，即納稅義務人。 

課稅客體：係指課稅之標的。 

屬人主義：係指就課稅主體之構成法律要件之課稅客體，不論是境內或境外之客體，依

法全數課徵。 

屬地主義：係指就課稅主體之構成法律要件之課稅客體，僅就境外之客體，依法課徵。 

屬人兼採屬地主義：係指就課稅之主體，部分主體就境內或境外之客體，依法全數課

徵，部分主體僅就境外之客體依法課徵。 

稅管轄權，依據所得稅法第 2條之規定：「凡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之個人，應就其中華民國來源之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非中華民國境內

居住之個人，而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其應納稅額，分別就源扣

繳。」另按「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有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者，應併同臺

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所得稅。」「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有臺灣地區來

源所得者，應就其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所得稅。」分別為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第 24條及第 25條規定。次按「臺灣地區人民有香港或澳門來源所得者，其香

港或澳門來源所得，免納所得稅。」為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28條規定。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A，依照上開之規定，應就中國大陸之所得，依法計入所得稅

課徵。 

依據所得稅基本稅額條例第 12條之規定，未計入綜合所得總額之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28條第 1項規定免納所得稅之所得，應加入基本所得額計算，計

算基本稅額，是香港、澳門及美國來源所得應計入基本所得額。 

另依據所得稅基本稅額條例第 12條之但書規定，每一申報戶海外所得未達 100萬者，免

予計入。 

 

三、最近財政部所提「財政健全方案」於 2014年 5月業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包括

及稅率之調整。試問： 

 

 

【擬答】： 

修法內容：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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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銀行業、保險業經營銀行、保險本業」銷售額之營業稅稅率為 5%，其中保險業

之本業銷售額應扣除財產保險自留賠款。至該二業其餘銷售額及其他金融業之銷售額

適用之稅率仍維持現行規定。 

金融業營業稅稅款專款撥入金融業特別準備金之權宜措施，將於 113年 12月 31日退

場，屆期後由國庫統收統支。 

所得稅制兩稅合一設算扣抵率改變： 

本國個人股東以獲配股利總額所含可扣抵稅額之「半數」抵減其綜合所得稅。 

本國法人股東維持現行課稅制度。 

非居住者股東以獲配股利總額所含稅額中屬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之「半數」

抵繳該股利淨額之應扣繳稅額。 

小規模營利事業之獨資、合夥組織為維持現行課稅制度；其餘先繳納應納稅額之「半

數」，並以「稅後淨利」併課資本主、合夥人之綜合所得稅。 

綜合所得稅稅率級距與稅率： 

綜合所得稅課稅級距由五級調整為六級，增加所得淨額在 1,000萬元以上部分適用 45%

稅率規定。 

修正理由： 

營業稅修正： 

我國自 88年 7月起金融業專屬本業銷售額適用之營業稅稅率由 5％調降為 2％，調降之

3%相當金額，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作為沖銷逾期債權及提列備抵呆帳之用。近

年銀行業及保險業之獲利已提升，且政府對於體質不良之金融機構扶植成效顯著。是

以，恢復銀行業及保險業經營銀行、保險專屬本業銷售額之適用稅率為 5％，稅收納入

國庫，回饋以往政府對是類業別改善經營體質所付出之成本。 

所得稅制兩稅合一設算扣抵率改變： 

考量現行兩稅合一自民國 87年度實施以來，對於促進投資無明顯助益，且每年造成國庫

稅收減少，影響財政健全，為改善所得分配並適度提高高所得者對社會之回饋，參考國

際稅制改革趨勢並衡酌我國經濟財政狀況，擬修正現行兩稅合一「完全設算扣抵制」為

「部分設算扣抵制」，並輔以相關配套措施。 

綜合所得稅稅率級距與稅率： 

健全財政方案，建立回饋稅制，曾對高所得者提升租稅負擔，並提高薪資所得特別扣除

額及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額度之配套措施，以適度減輕薪資所得者及特殊境遇家庭租稅

負擔，已達所得分配之目的。 

 

四、乙公司為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民國 103年 3至

4月當期申報營業稅銷售額$5,000,000，當期內銷金額及外銷金額各占 50%。另： 

$7,300,000（內含營業稅），明細如下： 

$6,000,000，稅額$300,000。 

$100,000，稅額$5,000。 

$400,000，稅額$20,000。 

$300,000。（該國外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 

$500,000之憑證，並未載有稅額。 

 

$1,000,000，稅額$50,000。 

$500,000，稅額$25,000。 

$3,500,000，稅額$175,000。 

$150,000，稅額$7,500。進貨退出$250,000，稅額$12,500。 

103年 1至 2月）留抵稅額$5,000。 

  試求：乙公司民國 103年 3至 4月當期營業稅申報為應納稅額或溢付稅額？若為溢付稅額，

計算當期之應退稅額及留抵稅額，並列出計算式。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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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項稅額計算 

內銷：2,500,000 × 5%＝125,000 

外銷：2,500,000 × 0%＝0 

銷貨退回稅額：7,500 

本期應申報銷項稅額：125,000＋0－7,500＝117,500 

 

可扣抵之進項稅額 300,000 

酬勞員工稅額 5,000不得扣抵 

交際應酬 20,000不得扣抵 

購買國外勞務，該營業人本期為專營應稅營業人免申報 

取得未載有稅額憑證屬非營業稅法第 33條規定之進項憑證不得扣抵 

五人成人小汽車之進項稅額 50,000不得扣抵 

小貨車之固定資產稅額 25,000屬本業使用可扣抵 

機器設備之進項稅額 175,000屬本業使用可扣抵 

綜上，可扣抵之進項稅額合計 300,000＋25,000＋175,000＝500,000 

當期進貨退出稅額 12,500 

上期累積留抵稅額 5,000 

本期申報可扣抵進項稅額為 500,000－12,500＋5,000＝492,500 

退稅限額計算 

零稅率：2,500,000 × 5%＝125,000 

固定資產稅額 200,000 

合計：325,000 

稅額計算 

本期申報銷項稅額 117,500 

本期申報可扣抵進項稅額 (492,500) 

本期申報溢付稅額 375,000 

可退稅限額 (325,000) 

本期應退稅 325,000 

本期申報累積留抵稅額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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