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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已設置 LINE@行動官網及臉書粉絲專頁，可透過行動裝置

同步接收最新會計、稅務、公司法等訊息。 

 德光官網 https://www.tktcpa.com.tw 

 歡迎使用德光 LINE@一對一諮詢。 

 請以下列之一連結方式加入，也歡迎轉寄好友分享： 

            https://line.me/R/ti/p/%40fmi8206j 

《官方稅務新聞》 

1.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應注意避免的錯誤態樣 

https://goo.gl/1hYyjz 

2. 

財團法人於財團法人法施行後購買股票，應遵守財團法人法第 19條第 3項第 5

款之規定，並應符合免稅標準規定 

https://goo.gl/E4Mvem 

3. 
自 108年 1月 1日起取消外資股東獲配未分配盈餘稅之抵繳稅額 

https://goo.gl/nryz92 

4. 
營業稅選案查核違章態樣，籲請營業人多加留意 

https://goo.gl/aFZwJf 

5.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短漏報營利事業所得稅非屬情節輕微者，不得適用前 10年虧

損扣除之規定 

https://goo.gl/w2Nenm 

6. 
納稅義務人借貸款項予他人並收取利息，當年度綜合所得稅應據實申報利息所得 

https://goo.gl/7GNjNF 

《報章稅務新聞》 

1. 
產創租稅優惠 延長十年 

https://goo.gl/saBkXY 

2. 
員工分紅認股課稅 二方式 

https://goo.gl/omo35P 

3. 
台商匯回資金 等專法上路 

https://goo.gl/ejyLCr 

德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台北市民生東路 2 段 172 號 11 樓 

TEL︰2516-7989    FAX︰2506-6189 

日期︰108.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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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光電子報 
〈稅務、會計及公司法令〉 
  

  T. K. TSAI & CO., CPAS 

https://www.tktcpa.com.tw/
https://line.me/R/ti/p/@fmi8206j
https://line.me/R/ti/p/%40fmi8206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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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稅…盯上夾娃娃機 

https://goo.gl/fyP73Z 

5. 
出國期間車輛未用 可申請免繳牌照稅 

https://goo.gl/BGjub6 

 

1.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應注意避免的錯誤態樣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9/02/14】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為協助營利事業正確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特別列舉

查核案件時較常發現之錯誤態樣如下，提醒營利事業留意，以免申報錯誤。 

一、營利事業依勞動基準法第 56條第 2項規定，於每年年度終了前估算勞工退

休準備金專戶餘額不足給付次一年度之退休金數額，以該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

監督委員會名義專戶存儲至勞動部指定之金融機構者，得於「實際提撥年度」以費

用列支。營利事業於年底倘僅估算應補足之差額而未實際提撥，尚不得認列退休金

費用。 

二、營利事業如有源自與我國簽訂所得稅協定國家之境外所得，應先向該協定

國申請適用所得稅協定減免規定，如因未向該協定國申請適用協定而溢繳之國外稅

額，依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第 26條規定，不得申報扣抵。 

三、所得稅法第 38條規定，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損失，或家庭之費用，

及各種稅法所規定之滯報金、怠報金、滯納金等及各項罰鍰，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

前開各項罰鍰不限於違反稅法規定罰鍰，營利事業因違反環境保護、食品安全、交

通安全、公平交易等法規遭處罰之罰鍰，亦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 

四、營利事業向金融機構辦理外幣定存，於到期換單再續存，因該存款仍為外

幣定存性質，未轉換至新臺幣帳戶，屬未實現帳面兌換損益，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

核準則第 98條第 1款規定不得列報損失。 

該局呼籲，營利事業於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前，應檢視申報內容是否符合稅法

規定，以免被稽徵機關查核後發現漏誤而遭補稅處罰。 

（聯絡人：審查一科葉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1296）   

 

2. 財團法人於財團法人法施行後購買股票，應遵守財團法人法第 19條第 3項第 5款

之規定，並應符合免稅標準規定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9/02/14】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財團法人法於 107年 8月 1日總統令公布，自 108年 2

月 1 日起施行，該法之制定使財團法人制度有完整規範可供遵循，促進公益業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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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有關財團法人財產之保管及運用方法，如係購買股票時，依財團法人法第 19

條第 3 項第 5 款規定，應限於財產總額 5%範圍內，且對單一公司持股比率不得逾該

公司資本額 5%。 

該局說明，財團法人組織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其基金及各項收入，

如係用於購買股票或基金，除應注意前述財團法人法之規定外，依「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以下稱免稅標準）第 2條第 1項第 5款之規

定，僅能購買國內上市、上櫃公司股票或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

如購買國外股票或基金，即不符合免稅標準之規定，應就其當年度本身之所得及其

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全數課徵所得稅。 

該局特別提醒，財團法人自財團法人法施行後，財產之保管及運用方法如係購

買股票，應注意財團法人法第 19條第 3項第 5款規定，以免違反規定而遭主管機關

糾正，此外，尚應注意免稅標準之規定，避免違反免稅標準規定，而遭稽徵機關依

法課徵所得稅，影響自身權益。     

（聯絡人：審查一科羅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1320） 

 

3. 自 108年 1月 1日起取消外資股東獲配未分配盈餘稅之抵繳稅額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9/02/14】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及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以下簡稱外國股東)獲配股利或盈餘，取消未分

配盈餘加徵稅額得抵繳應扣繳稅額之規定。 

該局說明，為促進課稅公平，107年 2月 7日所得稅法修正公布廢除兩稅合一部

分設算扣抵制度，並修正「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3 條規定，外國股東股利所得

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扣繳率為 21%。另刪除所得稅法第 73 條之 2 規定，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外國股東獲配股利或盈餘所含之稅額屬未分配盈餘加徵之營利事業所得

稅部分，不得再適用抵繳應扣繳稅額之規定。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 108 年 1 月分配 100 萬元之股利予外國股東 A 君，應按

給付額依扣繳率 21%，就源扣繳所得稅 21 萬元，該股利所含未分配盈餘加徵 10%營

所稅之金額不得抵繳應扣繳稅額。 

該局提醒，營利事業給付股利予外國股東時，應依規定辦理扣繳，並應注意自

今年度起不須計算抵繳稅額，以免短漏扣繳稅額致依違章論處。 

（聯絡人：審查二科呂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1550） 

 

4. 營業稅選案查核違章態樣，籲請營業人多加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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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9/02/14】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業稅選案查核作業已列為財政部 108 年度維護租稅

公平重點工作項目，108 年 3 月份為輔導期間，並於 108 年 4 月至 12 月進行查核，

該局特別彙整去年度查獲營業人容易疏忽致違反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

簡稱營業稅法)相關規定之違章態樣，提醒營業人多加留意。 

該局說明，營業人違反營業稅法之違章態樣包括：(1)營業人未依規定申請稅籍

登記而擅自營業，致漏開統一發票且漏報銷售額。(2)營業人無零稅率規定之適用，

卻誤將應稅銷售額申報為零稅率銷售額。(3)機關、團體向在臺無固定營業場所之國

外機構購買勞務，未依營業稅法第 36條規定繳納營業稅等情形。該局查獲案例及正

確作法詳附表。 

該局呼籲，營業人務請自行檢視是否有前揭違章情事，在未經檢舉及稽徵機關

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依稅捐稽徵法第 48條之 1規定，請儘速向所

轄國稅局自動補報補繳所漏稅款，除加計利息外，將可免除按漏稅額處以罰鍰。 

 （聯絡人：審查四科楊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2510） 

 

5.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短漏報營利事業所得稅非屬情節輕微者，不得適用前 10年虧

損扣除之規定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9/02/14】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依所得稅法第 39條規定，以往年度營業之虧損，不得

列入本年度計算。但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會計帳冊簿據完備，虧損及申報扣除年

度均使用所得稅法第 77條所稱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如期申報者，得

將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定之前 10年內各期虧損，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後，再行核課。 

該局進一步表示，營利事業如經稽徵機關查獲短漏所得稅稅額不超過新臺幣(以

下同)10 萬元，或短漏報課稅所得額占全年所得額之比例不超過 5%，且非以詐術或

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得視為短漏報情節輕微，免按會計帳冊簿據不完備認

定，仍可適用所得稅法第 39條有關前 10年虧損扣除之規定。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 10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全年所得額 150萬元，

並列報前 10年核定虧損本年度扣除額 120萬元，嗣經該局查獲當年度短漏報營業收

入，致短漏報課稅所得額 100 萬元，其短漏稅額 17 萬元超過 10 萬元，且短漏報課

稅所得額占全年所得額之比例為 40%(短漏報課稅所得額 100萬元÷全年所得額 250萬

元×100%)，亦超過 5%，不適用所得稅法第 39 條盈虧互抵之規定，爰核定甲公司前

10年虧損扣除額為 0元。 

該局強調，營利事業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應誠實列報相關收入及成本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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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遭補稅處罰，且不得扣除前 10年核定虧損扣除，影響權益至鉅，不可不慎。 

（聯絡人：法務一科蘇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1871） 

 

6. 納稅義務人借貸款項予他人並收取利息，當年度綜合所得稅應據實申報利息所得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9/02/14】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納稅義務人借貸款項予他人，約定債務人支付借款利

息，如債權人實際取有利息所得，於辦理當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詳實列

報利息所得。 

該局說明，綜合所得稅之課徵，係以收付實現制為原則，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4 類規定之利息所得，除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各種短期票券、存款利息

外，其他貸出款項利息亦屬之。又私人間借貸款項所收取之利息，因非金融機構之

存款利息，不適用所得稅法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3目之 3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之

規定，應全數併入個人綜合所得課稅。 

該局舉例，納稅義務人甲君於 103 年度借貸 300 萬元予乙君，雙方約定借款期

間為 1年，利息為月利率 3%，每月以支票支付借款利息並兌現，經查獲甲君漏報 103

年度取自乙君之利息所得 54 萬元，除補稅 10 萬 8 千元外，並處罰鍰 5 萬 4 千元。

甲君申請復查，主張乙君未償還全部本金，應無利息所得，惟該局以甲君收取利息

之支票均已兌領，則甲君已實際取得利息所得，甲君既未就實際所得予以申報，核

有過失，倘債務人乙君嗣後未能清償借貸款項，此應由甲君向乙君請求清償債務，

甲君所取得之利息係為已實現之所得，遂駁回其復查申請。 

該局特別提醒民眾，個人以自有資金貸放給他人收取利息，應就利息所得全數

併入個人綜合所得總額，申報綜合所得稅。惟倘經法院刑事判決確定之刑法第 339

條詐欺罪案件，被害人投資利得不高於其未取回之投資本金者，尚不發生所得課稅

問題；但被害人因該詐欺案獲償賠償金或和解金加計利息所得，超過未取回之投資

本金部分，仍應計入其獲償年度之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該局呼籲，納稅義務人收取借貸利息，須依取得年度，據實申報當年度所得，

如經稽徵機關查獲，除需補繳應納稅額外，將依所得稅法第 110條第 1項規定處罰，

請納稅義務人注意，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聯絡人：法務二科林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1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