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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壹、辦理108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須知

一、�應於何時辦理申報？是否可以申請延期申報？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自109年5月1日至109年6月1日止。依

91年1月30日公布修正所得稅法第72條，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已無

延期申報之規定。

二、�向什麼地方辦理申報？

(一) 納稅義務人申報時的戶籍在什麼地方，就向什麼地方的國稅局申

報，如甲君原來住在臺中市，於109年元月遷居臺北市，那麼甲君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應向本局所屬分局、稽徵所申報（本局所屬分

局、稽徵所之詳細地址詳手冊最後一頁）。如工作地點與戶籍不在

同一縣市，請掛號郵寄戶籍地之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申報，或

就近至任一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辦理代收，惟逾期申報仍請逕

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辦理。

(二) 無國民身分證之華僑及外僑，應向居留證所登載居留地址的國稅局

辦理申報。居留地址在臺北市者，請到本局服務科外僑股申報。

(三) 納稅義務人為大陸地區人民，108年度在臺居留、停留合計滿183

天，於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有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者，應向

居留、停留地所轄之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辦理申報。

三、�在何種情形下可以免辦申報？

(一) 請以全年所得總額（包括納稅義務人、合併申報的配偶及受扶養親

屬的所得）、有無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人數三項條件，查對下列附

表，如果全年綜合所得總額不超過表內免辦結算申報標準者（納稅

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直系尊親屬年滿70歲者，每人可再減除免稅

額44,000元），可免辦申報，但有扣繳稅款或股利及盈餘可抵減稅額

依法可申請退稅者，應辦理結算申報，才能退稅。另依所得基本稅

額條例規定應辦理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申報者，仍應辦理結算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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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受扶養親屬人數 0人 1人 2人 3人 4人 5人

免辦結
算申報
標準

無配偶 208,000 296,000 384,000 472,000 560,000 648,000

有配偶 416,000 504,000 592,000 680,000 768,000 856,000

(二) 執行業務者的所得核定較為複雜，如未辦理結算申報，經依照財政部

發布收入及費用標準核定有執行業務所得者，除補稅外，應依所得稅

法第110條規定處罰，為保障您的權益，務請依法辦理結算申報。

四、�哪些所得要申報？

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受扶養親屬，在108年度中所取得的各類所得，

不論有無扣（免）繳憑單或股利憑單都要合併申報。例如一些不屬扣

繳範圍之所得，像房屋出租給個人之租賃所得、自力耕作漁牧林礦所

得、私人借貸之利息收入、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佃農因地主收回

「三七五」耕地所取得之補償費收入等，依規定在所得發生時均免予扣

繳，納稅義務人雖未取得扣繳憑單，但仍應合併辦理申報。

五、�應使用哪一種申報書申報？

(一) 所得屬應開具扣（免）繳憑單、股利憑單或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

憑單上的薪資、利息、公司分配的股利、合作社或其他法人分配的

盈餘、取自職工福利委員會的福利金，全年收入在18萬元以下的稿

費（含版稅、樂譜、作曲、編劇、漫畫及講演鐘點費），採標準扣

除額、薪資所得計算採減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股利所得中不含

借入有價證券所分配的股利、無適用租稅優惠、無重購自用住宅扣

抵稅額、無大陸地區來源所得且無須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辦理所得

基本稅額申報者，請使用簡式申報書；其餘的納稅義務人，請使用

一般申報書；如有投資新創事業公司自綜合所得總額減除金額、重

購自用住宅扣抵稅額、投資抵減稅額及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可扣抵稅

額者，請填寫於一般申報書附表（相關申報注意事項，請詳閱附表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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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須辦理個人基本稅額申報者，應另行填寫「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申報

表」併同一般申報書辦理申報。

(三) 不論使用簡式或一般申報書，均免檢附扣(免)繳憑單、股利憑單及緩

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

六、�所得額之填報方法如何？

(一) 納稅義務人填報所得額時有扣繳憑單者，應依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

繳憑單「給付總額」欄內之金額全數填寫，不得填寫「給付淨額」

欄之數額，如有扣繳稅款，則填在申報書之「扣繳稅額」欄內，以

憑退稅或抵繳應納稅額；無扣繳憑單者應依實際取得之所得，誠實

申報。有股利憑單者，應依股利憑單「股利金額」欄內之數額填寫

申報書之「所得總額」欄內。每筆所得應逐筆填報，如申報書各類

所得欄所留空格不夠填用，您可將該類所得額的合計數填上，註明

另附明細表，另外用紙填寫該項所得的明細，並註明納稅義務人的

姓名、住址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連同申報書一起送本局所屬各

收件處。

(二) 執行業務者應將「收入總額」、「必要費用及成本」及「所得總

額」欄填寫清楚，已設帳案件並檢附執行業務所得收支報告表（含

收入明細表及損益計算表等書表），未設帳案件，檢附收入明細

表，請勿遺漏。可採用「執行業務暨其他所得者電子申報系統」申

報收支報告表(人工、二維條碼或網路申報案件均可使用)，請至財

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或各地區國稅局網站下載當年度執行業

務（其他）所得電子申報軟體並安裝；本申報軟體另提供媒體檔案

匯入功能，請依規定格式製作媒體檔案，檔案格式請至財政部財政

資訊中心網站（網址：www.fia.gov.tw）下載使用，若有相關附件亦

可一併上傳申報。並利用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傳輸資料辦理申報，

於網路完成收支報告表申報後，如尚有未以網路上傳之應檢附附件

（如聯合執業合約書等），應併同綜合所得稅申報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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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據，於規定期限內逕送(寄)各地區國稅局。

七、�辦理申報有哪些便捷措施？

(一) 試算申報：符合「國稅局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稅額試算服務作業要

點」適用條件之納稅義務人，國稅局會先行協助其計算綜合所得稅

額並寄發結算申報試算稅額通知書及相關書表，納稅義務人於收到

時，應確實核對通知書內容，如內容無誤，請於結算申報截止期限

前依通知書所載「應自行繳納稅額」之金額繳納或回復確認申報

書，納稅義務人即已完成結算申報，請勿再行填寫申報書辦理結算

申報；但未依上開規定繳納或回復或通知書內容有不符者，仍請依

規定自行辦理結算申報。

(二) 網路申報：如果您已取得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財政部審核通

過之金融憑證、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

險憑證或已註冊內政部之TAIWAN FidO臺灣行動身分識別為通行

碼，可經由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或其他大型入口網站下載

安裝電子申報軟體，再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查詢下載課稅年度

「本人、配偶、未滿二十歲子女、滿二十歲（含課稅年度中年滿

二十歲）且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列報扶養之

子女，課稅年度之前兩個年度連續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列報扶養

之直系尊親屬及單身且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兄弟姊妹」之稅籍及各

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

單、智慧財產權作價入股股票轉讓或屆期未轉讓申報憑單、獎酬員

工股份基礎給付股票轉讓或屆期未轉讓申報憑單、信託財產各類所

得憑單、信託財產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及租賃所得扣繳暨免

扣繳憑單（符合住宅法、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規定者專

用）（依法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課稅之各式憑單及聯合執業事務所

轉開予各執行業務者之執行業務所得扣繳憑單，不予提供）。個人

經營計程車客運業未辦營業人之稅籍登記由稽徵機關核算之營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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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立即型彩券經銷商銷售公益彩券之執行業務所得、個人自不具

僱傭關係高爾夫球場分得之球童費（薪資所得）、個人經營獨資、

合夥組織之小規模營利事業由稽徵機關核算之營利所得、扣除額

（包含捐贈、保險費、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

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及長期照顧等部分資料）作為參考，並就當年

度實際應申報之所得及稅籍資料作調整或增修後，透過網路辦理申

報，使用憑證最便捷，請多利用。若您沒有上述之憑證，則可透過

電子申報軟體輸入納稅義務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及所得年度12

月31日戶口名簿上所載之「戶號」為通行碼，透過網路辦理申報，

採用這種簡易通行碼的網路申報方式，您須將本年度應申報之戶籍

資料、扶養親屬、所得資料及其他應申報資料逐筆輸入於相關欄項

中，或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及其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

臨櫃查詢，或可利用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及其所屬分局、稽徵所、

服務處核發之「查詢碼」或稅額通知書上印製之「查詢碼」，加上

「身分證統一編號」、「戶口名簿戶號」、「出生年月日」，透過

網際網路下載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匯入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

申報繳稅系統再傳輸申報。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為

https://tax.nat.gov.tw。但年度中死亡、離境、逾期申報及無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之大陸人士、外籍人士之申報案件，不適用之。

(三) 二維條碼申報：納稅義務人利用稽徵機關提供之套裝軟體，鍵入戶

籍、扶養親屬及所得等基本資料，利用軟體試算後產出二維條碼申

報書向稽徵機關辦理結算申報。但年度中死亡或離境之申報案件、

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大陸人士、外籍人士不適用之。

(四) 郵寄申報：如果您仍選擇採用人工申報，請填妥申報書後，檢齊依

法應行檢附之其他證明文件、單據，如有應納稅款者，先向公庫繳

納連同繳款書證明聯（即第二聯）一併裝訂妥善後（以繳稅取款委

託書繳納者，請附填妥之繳稅取款委託書，可免填繳款書），到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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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掛號函寄戶籍所在地的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不但可以節省

時間，也可以免除到稽徵機關排隊等候的麻煩。

八、�繳納稅款的方式有哪些？

(一) 利用晶片金融卡繳納稅款：

1.  納稅義務人採用人工、二維辦理申報者，於安裝好晶片讀卡機，透

過網路繳稅服務網站(https://paytax.nat.gov.tw），於繳稅畫面中點選

晶片金融卡繳稅，即透過網際網路轉帳繳稅，為即時扣款的繳稅方

式。以此方式繳稅，不限納稅義務人本人名義持有的晶片金融卡。

2.  納稅義務人採用網際網路辦理申報者，於安裝好晶片讀卡機，透過

電子申報繳稅軟體計算應自繳稅額後，於繳稅畫面中點選晶片金融

卡繳稅，即透過網際網路轉帳繳稅，為即時扣款的繳稅方式。以此

方式繳稅，不限納稅義務人本人名義持有的晶片金融卡。

(二) 利用繳稅取款委託書繳納稅款：

1.  採用人工申報之納稅義務人，可利用申報戶納稅義務人本人或配偶

或申報受扶養親屬在郵局之存簿儲金、劃撥儲金或金融機構（包括

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等）之支票存款、活期存款、活

期儲蓄存款、綜合存款或在外商銀行開立之新臺幣存款帳戶辦理；

請依式填寫繳稅取款委託書（非金融機構取款條）並蓋妥存款印鑑

章（如原存款簽名者，請簽名）於法定結算申報截止日（109年5月

31日）存足存款以備提兌，免填繳款書，連同填妥之申報書，一併

申報並當場取得繳稅取款委託書收據聯（免附存摺）。逾期申報、

外僑申報案件及非以個人名義開立存款帳號者，不適用之。

2.  採用網路申報者，可利用申報戶納稅義務人本人或配偶之金融機構

或郵局存款帳戶，於繳納畫面中點選繳稅取款委託書(轉帳繳稅)，點

選存款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金融機構資料，辦理委託轉帳

繳納稅款（免填寫繳稅取款委託書）。

3.  採用二維條碼申報者，可利用申報戶納稅義務人本人或配偶或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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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扶養親屬之金融機構或郵局存款帳戶，於繳納畫面中點選繳稅

取款委託書(轉帳繳稅)，輸入存款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選

取金融機構資料，辦理委託轉帳繳納稅款。【應檢視申報書之繳

（退）稅欄處資料有無錯誤並簽章，免再填寫繳稅取款委託書。】

(三) 利用自動櫃員機轉帳繳納稅款：

納稅義務人可利用金融機構或郵局貼有「跨行：提款＋轉帳＋繳

稅」標籤之自動櫃員機繳納稅款，並收取交易明細表，若交易成功

扣款完成，請將該明細表替代繳款書收據，併同申報書（採用網路

申報者免附交易明細表）向國稅局辦理申報。若交易不成功，則請

另填繳款書，或至稅務入口網列印條碼化繳款書向金融機構或便利

商店繳納。

(四) 利用現金繳納稅款

1.  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納稅義務人應填妥自行繳納稅額繳款書，

或於電子結算申報系統列印附條碼之繳款書，或至財政部稅務入口

網(https://www.etax.nat.gov.tw)自行登錄列印附有條碼之繳款書，持現

金向代收稅款金融機構（郵局不代收）繳納稅款後，將繳款書證明

聯附於申報書辦理結算申報（採用網路申報者免附繳款書證明）。

2.  便利商店繳稅：納稅義務人應自行繳納稅額在2萬元以下者，可於

電子結算申報系統列印附條碼之繳款書，或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

(https://www.etax.nat.gov.tw)自行登錄列印附有條碼之繳款書後，持現

金至統一(7-11)、全家、萊爾富、來來(OK)等便利商店設於臺閩地區

之營業門市繳納稅款，於完納稅捐後取得交易明細、加蓋便利商店

章之繳款書收據聯及其他各聯，並請將繳款書證明聯附於申報書。

(採用網路申報免付繳款書證明)

(五) 利用票據繳納稅款：

納稅義務人亦可使用票據繳納稅款，持已填妥自行繳納稅額繳款

書，或持附條碼繳款書連同票據［受款人註明「限繳稅款」、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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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為法定結算申報截止日(109年5月31日)］自行向經收稅款公庫取

得加蓋票據交換收款章之繳款書證明聯，附於申報書辦理結算申報

（採用網路申報者免附繳款書證明）。如票據發票人非納稅義務人

時，納稅義務人本人應於票據背面背書。逾期申報案件不適用。

(六) 利用信用卡繳納稅款：

1.  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限使用申

報戶納稅義務人本人或配偶名義持有已參加信用卡繳稅之發卡機

構所發行之信用卡（每一申報戶以1張信用卡為限，每人僅授權一

次）。

2. (1) 納稅義務人若採用網路辦理結算申報者，透過電子申報繳稅軟體

計算應自繳稅額後，於繳稅畫面中點選信用卡繳稅，依畫面說明

輸入信用卡卡號及有效期限，取得信用卡授權。

(2) 若採用人工及二維條碼申報者，應於申報期間透過電話語音或

網路繳稅服務網站（https://paytax.nat.gov.tw）輸入持卡人（限申

報戶納稅義務人或配偶）信用卡卡號及有效期限、身分證統一編

號、應自繳稅額，取得發卡機構核發之授權號碼填載於結算申報

書或鍵入於申報軟體；如透過電話語音或網際網路無法取得授權

時，得於法定申報截止日前之營業時間內逕洽發卡機構以人工授

權方式取得授權號碼。取得授權後，如繳稅金額或納稅義務人有

變動，得於申報期限前，於營業時間內向信用卡發卡機構申請取

消授權，並於次一營業日透過電話語音或網際網路查詢確認授權

已取消，於申報期限前，仍得再次申請授權以信用卡繳稅或改以

現金、自動櫃員機、繳稅取款委託書或票據等方式繳納。

3.  適用範圍為人工申報、二維條碼申報及網路申報案件。外僑非網路

申報及逾期申報案件均不適用。

4.  使用信用卡繳稅需支付發卡機構服務費，服務費收取標準請先洽各

發卡機構，洽詢電話詳見信用卡背面左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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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期(儲蓄)存款帳戶轉帳繳稅：

納稅義務人以自然人憑證或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或已註冊內政部

之臺灣行動身分識別(TAIWAN FidO)或財政部審核通過之其他電子憑

證網路申報者，可利用本人於金融機構或郵局開立之活期（儲蓄）

存款帳戶，透過電子申報繳稅軟體計算應自繳稅額後，於繳稅畫面

中點選活期（儲蓄）存款帳戶繳稅，輸入活期（儲蓄）存款帳號即

時轉帳繳稅。

(八) 行動支付工具繳稅：

納稅義務人還可利用開辦「行動支付工具」繳稅業者之行動裝置應

用程式(APP)，以信用卡或晶片金融卡繳納稅款。若有任何疑問可

至網路繳稅服務網站（https://paytax.nat.gov.tw）連結至行動支付業

者（目前有臺灣行動支付股份有限公司、簡單行動支付股份有限公

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八大公股行庫）網頁瞭解相

關申辦流程及操作方式。

九、�領取退稅款的方式有哪些？

(一) 利用存款帳戶退稅：

如您申報有應退稅款，可利用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或申報受扶養

親屬在中華郵政公司之存簿儲金、劃撥儲金或參與金融資訊系統連

線之金融機構（包括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等）之支票

存款、活期存款、活期儲蓄存款、綜合存款或在外商銀行開立之新

臺幣存款帳戶辦理，採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申報者，請點選退稅

方式之轉帳退稅，採用人工申報者請詳填申報書上「利用存款帳戶

退稅」欄，以便本局直接辦理轉帳退稅，如您使用之金融機構存摺

帳號內容含有英文字母或無法區分分行別、科目、編號等項目，請

先向開立帳戶機構洽詢或換用新式存摺，以免退稅款無法撥付，影

響您的權益（另屬公教人員開立的優惠存款帳戶不適用）。本局於

退稅款撥入您指定的存款帳戶後，並另公告通知，免去您往返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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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退稅款之麻煩，既方便又安全，請多加利用。

(二) 未利用存款帳戶退稅即由本局填發「退稅憑單」寄送受退稅人，兌

領方式如下：

1.  領現：退稅金額未達5,000元者（憑單未劃線），可由受退稅人攜帶

退稅憑單、國民身分證及私章，逕向臺灣銀行臺北市各營業單位具

領。

2.  票據交換：受退稅人可利用在金融機構或中華郵政公司、農漁會的

存款帳戶提出交換兌領（退稅憑單金額5,000元以上者憑單已劃線必

須經由交換方可兌領，金額在20,000元以上者並禁止背書轉讓）。

3.  為避免小額退稅所造成之困擾，經國稅局核定退稅金額30元以下，

且不利用直撥退稅轉入存款帳戶或無法轉入存款帳戶者，可勾選同

意不領取註記。

(三) 非以個人名義開立存款帳號者，不得利用存款帳戶辦理退稅。

十、�不在規定的期限內申報，或根本不申報會受到什麼損失或處罰？

對於沒有在規定期限內辦理申報的人，如果有扣繳稅款或股利及盈餘可

抵減稅額要求退稅時，必須在未經稽徵機關調查核定前，依規定於原應

辦理結算申報期限屆滿之次日起 5 年內補辦申報，才能夠退稅，否則即

不能退稅。如果有應課稅的所得，卻不辦理結算申報，除了要補繳稅款

外，還要處以應補稅款 3 倍以下的罰鍰。但如在未經檢舉及未經稽徵機

關或財政部指定之人員進行調查前，自動提出補報，除補徵稅款外，應

就補徵之稅款加計利息一併徵收，可免予處罰。

十一、�申報不實會受到什麼處罰？

(一) 對已辦理結算申報的人，如果少報或漏報了某些應課稅的所得，除

了要補繳稅款外，還要處相當於所漏稅款2倍以下的罰鍰。例如：

納稅義務人沒有把配偶（課稅年度結婚或離婚並已採分別申報者除

外）或受扶養親屬（如未滿20歲的未婚子女）的課稅所得，合併在

一起申報，就要受這種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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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果有人故意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的方法（如造假帳、假證明、假

單據等）逃稅時，應依稅捐稽徵法第41條規定，移送司法機關判5年

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60,000元以下罰金；如司法機關

為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

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稽徵機關將會另依

所得稅法規定處以漏稅罰。

十二、�如何解決您申報的疑難問題？

在使用個人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有操作問題時，您可點選

申報系統內各頁左下方之『說明』，了解相關規定及操作流程；或參

考本局編印「108年度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含網路及二維條碼申

報）」宣導手冊參考；申報期間如相關軟體疑難問題可洽關貿網路股份

有限公司客服專線（免費電話：0800-080-089）。在填寫申報書的時候

如發生疑義，可先詳細閱讀申報書說明或本手冊有關的說明。如果還不

能瞭解，請用電話或親自向本局服務中心或本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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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填寫說明

一、�如何填寫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連同首位英文字母共10位數，請全部填寫，字

體要工整清晰。

(二) 未領國民身分證之受扶養親屬可在戶口名簿內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欄內抄填，幼童、嬰孩亦須填寫。

二、�如何填寫戶籍地址？

除依戶籍資料詳填申報時戶籍所在地址（包括縣、市、鄉、鎮、區、

村、里、鄰、街路門牌號碼等）外，並填寫通訊處及聯絡電話號碼，且

應於房屋「是否承租」欄中１□是、２□否打「」號。

三、�如何計算綜合所得稅？

綜合所得稅是將全年綜合所得總額減除免稅額及扣除額後的綜合所得淨

額，按適用的稅率計算。

四、�什麼是綜合所得總額？

綜合所得總額包括營利所得、執行業務所得、薪資所得、利息所得、租

賃所得及權利金所得、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財產交易所

得、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退職所得、其他所得等各類

所得。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申報受扶養親屬，取得上列各類所得的合計，就是

綜合所得總額。

五、�納稅義務人計算稅額的方式有哪幾種？

自103年1月1日起，納稅義務人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其稅額之計

算，應就下列方式擇一適用：(一)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各類

所得合併計算稅額。(二)納稅義務人或配偶的薪資所得分開計算稅額，

其餘各類所得合併計算稅額。(三)納稅義務人或配偶的各類所得分開計

算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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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之�一、什麼情況下分居的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可各自辦理綜合所得稅結

算申報及計算稅額，由稽徵機關各自核定？

(一) 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得各自辦理綜合所得稅結

算申報及計算稅額：

1.  符合民法第1010條第2項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不同居已達6個月以

上，向法院聲請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者，於辦理法院宣告改用分別

財產制之日所屬年度及以後年度申報時，可檢附法院裁定書影本各

自辦理結算申報及計算稅額。

2.  符合民法第1089條之1不繼續共同生活達6個月以上之規定，法院依

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

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者，於辦理法院裁定之日所屬年度及以後年度之綜合所得稅結算申

報時，可檢附法院裁定書影本各自辦理結算申報及計算稅額。

3.  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取得通常保護令者，於辦理通常保護令有

效期間所屬年度申報時，可檢附通常保護令影本各自辦理結算申報

及計算稅額。取得通常保護令前，已取得暫時或緊急保護令者，於

辦理暫時或緊急保護令有效期間所屬年度申報時，可檢附暫時或緊

急保護令影本各自辦理結算申報及計算稅額，惟仍應於取得通常保

護令後，檢附通常保護令影本，以憑核定。

(二) 若不符合上開規定，而無法合併申報者(不包含因工作因素分隔兩地

或戶籍地不同等情形)，仍應於申報書上填寫配偶的姓名及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由稽徵機關合併計算稅額。如須申請分別開單計稅

者，請於申報書勾選。

六、�什麼是營利所得？

(一) 營利所得包括：

1.  公司或合作社以其86年度或以前年度盈餘所分配的股利或盈餘。[請

依扣（免）繳憑單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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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合作社或其他法人以其87年度或以後年度盈餘所分配的股利

或盈餘。（請依股利憑單填寫）

3.  合夥事業的合夥人每年度應分配的盈餘或獨資資本主每年自獨資

經營事業所得的盈餘（請依營利事業投資人明細及分配盈餘表填

寫）。

4.  個人一時貿易的盈餘，可按銷貨收入額6％計算。

5.  合於盈餘轉增資緩課規定(已廢止88年12月31日修正前促進產業升級

條例第16條、第17條後段及廢止前獎勵投資條例第13條）的新發行

記名股票於轉讓、贈與或作為遺產分配時，請依緩課股票轉讓所得

申報憑單填寫。

6.  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23條之1規定的有限合夥組織創業投資事業，其

合夥人的應課稅營利所得。

7.  多層次傳銷事業個人參加人銷售商品或提供勞務予消費者，自105年

度起，其全年進貨累積金額在新臺幣（下同）77,000元以下者，免按

建議價格（參考價格）計算銷售額核計個人營利所得；全年進貨累

積金額超過77,000元者，其超過部分所賺取之零售利潤，應申報營利

所得，參加人除可提供憑證核實申報外，得依參加人之進貨資料按

建議價格（參考價格）計算銷售額，如無上述價格，則參考參加人

進貨商品類別，依當年度各該營利事業同業利潤標準之零售毛利率

核算之銷售價格計算銷售額，再依一時貿易盈餘之純益率6%核計個

人營利所得。

8.  非使用統一發票之獨資、合夥事業，應依小規模營利事業查定課徵

辦法調查核定每月營業收入，依擴大書審純益率核算所得額（即是

併入個人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營利所得之金額）

小規模營利事業營利所得計算方式如下：

(1) 全年營業稅本稅÷營業稅稅率＝全年營業收入（註：全年營業稅本

稅，可參看3個月乙張（一年共4張）之營業稅額繳款書，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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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率：一般為１％）

(2)全年營業收入×純益率＝營利事業所得額

（純益率：請參考所屬行業之擴大書審純益率）

(二) 個人獲配前點2.之股利及盈餘，應就下列方式擇一課稅：

1.  合併計稅：全戶股利及盈餘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並按全戶股利

及盈餘合計金額的8.5%計算可抵減稅額，抵減應納稅額，每戶可抵

減金額以8萬元為限。

2.  分開計稅：無論納稅義務人或配偶的各類所得採合併或分開計算稅

額，全戶股利及盈餘不計入綜合所得總額，以全戶股利及盈餘合計

金額按28%單一稅率分開計算稅額，再與其他類別所得的應納稅額加

總，計算應繳(退)稅額。

(三) 股利所得中含有借入有價證券所分配的股利者：借券人於跨越除權

除息基準日仍持有借入有價證券，其所領取股利如嗣後已返還出借

人，該部分股利免計入借券人的所得。借券人申報減除該部分股利

時，請依有價證券借貸交易權益補償轉開專用憑單申報。

七、�什麼是執行業務所得？

(一) 執行業務所得是指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醫師、藥師、助

產士、著作人、經紀人、代書人、工匠和表演人及其他以技藝自力

營生者的業務收入或演技收入，減去下列各項費用或成本後的餘額

為其所得額：

1.  事務所的房租或折舊。

2.  業務上所使用器材設備的修理費和折舊。

3.  醫師診費收入中所包括的藥品費和醫療材料費。

4.  業務上僱用人員的薪資支出。

5.  執行業務的旅費。

6.  其他直接必要的費用。

（申報時並請檢附執行業務所得收支報告表，如收入明細表及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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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表等書表）。

(二) 納稅義務人、配偶或申報受扶養親屬，如有稿費、版稅、樂譜、

作曲、編劇、漫畫及講演的鐘點費收入，每人全年合計數不超過

180,000元者，得全數扣除；但超過180,000元者，就超過部分減除成

本及必要費用後，以其餘額申報為執行業務所得。

(三) 多層次傳銷事業個人參加人因下層直銷商向傳銷事業進貨或購進商

品累積積分額（或金額）達一定標準，而自該事業取得之業績獎金

或各種補助費之佣金收入，減除直接必要費用後的餘額，併入綜合

所得總額中申報課稅。

八、�什麼是薪資所得？

(一) 薪資收入就是在職務上或工作上所取得的各種收入，包括薪金、俸

給、工資、津貼、歲費、獎金、紅利、各種補助費和其他給與（如

車馬費等）。

(二) 但是下列各種薪資收入依法免稅，不必合併申報。

1.  公、教、軍、警人員及勞工所領政府發給的特支費、實物配給或其

代金和房租津貼，及公營機構服務人員所領單一薪俸中，包括相當

於實物配給及房租津貼部分。

2.  自本國或外國政府、國際機構、教育、文化、科學研究機關、團

體、和其他公私組織所取得為了獎勵進修、研究或參加科學或職業

訓練所發給的獎學金和研究費、考察補助費等。（但所取得的這些

款項，如果是屬於提供勞務的報酬，就不適用。）

3.  為雇主之目的，執行職務而支領之差旅費、日支費及加班費，不超

過規定標準者。

4.  營利事業為員工投保團體壽險，每人每月保險費2,000元以內部分。

5.  營利事業給付職工每人每月伙食費，包括加班誤餐費不超過2,400元

部分。

6.  政府機關或其委託之學術團體辦理各種考試及各級公私立學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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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考試，發給辦理試務工作人員之各種工作費用。

7.  營利事業派在國外分支機構服務之員工，在國外提供勞務所取得之

薪資。

(三) 納稅義務人、配偶或申報受扶養親屬有薪資收入者，應分別就薪資

所得特別扣除額或必要費用擇一減除，減除後的餘額為薪資所得：

1.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每人可扣除200,000元，全年薪資收入未達

200,000元者，僅得就其全年薪資收入總額全數扣除。

例如：王甲為受僱演員，申報108年度接演古裝戲劇之薪資收入計

10,000,000元，除劇組提供的服裝及配飾外，為營造及維持角色專屬

形象，自行訂製表演專用服裝所支付費用計250,000元，王甲可列報

該職業專用服裝費上限為300,000元（10,000,000元×3%）實際支出

250,000元，故王甲得以薪資收入10,000,000元減除250,000元後之餘

額9,750,000為薪資所得課稅。其配偶陳乙有薪資收入300,000元，選

擇採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200,000元減除，薪資所得總額為100,000

元。又其未成年子女王丙暑期工讀取得薪資20,000元，未達200,000

元，只能就薪資收入20,000元全數扣除，薪資所得總額為0元。在綜

合所得稅申報書上之填報如下表：

類
別

所得人
姓　名

收入總額
(1)

請按個別所得人全年薪資收入
就下列兩欄擇一減除

所 得 總 額 
(1)-(2)

(若為負數請
填寫"0")

薪資所得特別扣
除額(2)(每人上

限20萬元)

必要費用(2)
(個人薪資費用
申報表HA1欄)

薪
資
所
得

王甲 10,000,000 - 250,000 9,750,000
陳乙 300,000 200,000 - 100,000
王丙 20,000  20,000 -  0
合計 10,320,000 220,000 250,000 9,850,000

2.  必要費用：與提供勞務直接相關且由所得人負擔的職業專用服裝

費、進修訓練費、職業上工具支出3項必要費用為限，申報時應檢附

「個人薪資費用申報表」、憑證及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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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論選擇減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或必要費用，於所得稅法第15條

配偶合併申報規定計算稅額及第17條規定計算綜合所得淨額時，不

適用薪資所得特別扣除之規定。

(四)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符合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9條及外國特定

專業人才減免所得稅辦法規定，於首次在我國居留滿183天且從事專

業工作取得薪資所得超過300萬元的課稅年度起算3年內，各該課稅

年度薪資所得超過300萬元部分的半數，免計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

其海外所得亦免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申報時應檢附外國特定專業

人才減免所得稅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

九、�什麼是利息所得？

利息所得是指公債（包括各級政府發行的債券、庫券、證券及憑券）、

公司債、金融債券、各種短期票券、金融機構的存款（含公教軍警人員

退休金優惠存款）及其他貸出款項所取得的利息，以及有儲蓄性質到期

可還本的有獎儲蓄券中獎的獎金。但依照郵政儲金匯兌法規定在各地郵

局所辦的存簿儲金所取得的利息，可以免稅。個人持有1.公債、公司債

及金融債券之利息所得。2.短期票券到期兌償金額超過首次發售價格部

分之利息所得。3.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或不動產證券化條例規定發行

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分配之利息所得。4.前述1～3項之有價證券

或短期票券從事附條件交易，到期賣回金額超過原買入金額部分之利息

所得，應依第88條規定扣繳稅款，扣繳率為10％，不併計綜合所得總

額，亦即免予填報，已扣繳的稅款亦不得抵繳應納稅額或申報退稅。且

前述1～4項利息所得不適用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3目之3儲蓄投資特別扣

除之規定。

十、�什麼是租賃所得和權利金所得？

(一) 1.租賃所得是指下列收入，減去合理而必要的損耗及費用後的餘額：

①財產出租的租金收入。②財產出典的典價經運用而產生的收入。

③因設定定期的永佃權和地上權而取得的各種收入。④財產出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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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押金或類似押金的款項，或財產出典而取得的典價，應按照年

息1.04％利率計算租賃收入（可扣除必要費用）。

2.  租賃合理而必要的損耗及費用（如一般申報書第15欄附表一的折

舊、修理費、地價稅、房屋稅、以出租財產為保險標的物所投保的

保險費、向金融機構借款購屋而出租所支付的利息等）可逐項舉證

申報，如不逐項舉證申報，本年度規定的必要費用標準為租金收入

的43％，但出租土地的租金收入，僅得扣除該土地當年度繳納的地

價稅，不得扣除43％必要的損耗和費用，並請檢附地價稅單及土地

租賃契約書影本供核。

3.  將財產無償借與他人供營業或執行業務者使用，應按照當地一般租

金情況，計算租賃收入。

4.  無條件將財產無償借給不是營業或執行業務者之其他個人（指納稅

義務人、配偶及直系親屬以外之個人）使用，應提出無償借用契約

（須經雙方當事人以外的2人證明確係無償借用，並依公證法辦竣

公證），以供查核，否則應按照當地一般租金情況，計算租賃收入

（財政部訂頒之108年度房屋及土地當地一般租金標準請參閱附表

一）。

5.  財產出租所申報的租金顯較當地一般租金偏低，稽徵機關得參照當

地一般租金調整計算租賃收入。

6.  申報租賃所得時所須填寫的房屋稅籍編號，請參見該屋的房屋稅繳

款書「稅籍編號」抄填，如

A 0 1 2 3 7 6 5 4 3 2 1

7.  將住宅出租予符合住宅法第15條規定接受各項租金補貼者或符合同

法第23條規定的單位供社會住宅使用，於住宅出租期間取得的租金

收入，每屋每月在1萬元以內部分，免稅；超過1萬元者，就超過部

分減除該部分之必要耗損及費用後之餘額為租賃所得。該必要耗損

及費用可逐項舉證申報，如不逐項舉證申報，必要費用標準為應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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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收入的43％；但出租予符合同法第23條規定的單位供社會住宅

使用，必要費用標準為應稅租金收入的60%。

8.  個人住宅所有權人依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7條規定，將

住宅委託代管業或出租予包租業轉租，契約約定供居住使用1年以上

者，得依下列規定減徵所得稅：

(1)出租期間每屋每月租金收入不超過6千元部分，免納所得稅。

(2)出租期間每屋每月租金收入超過6千元者，就超過部分減除該部分之

必要損耗及費用後之餘額為租賃所得。該必要損耗及費用可逐項舉證申

報，如不逐項舉證申報，每屋每月租金收入超過6千元至2萬元部分，

必要費用標準為應稅租金收入的53％；每屋每月租金收入超過2萬元部

分，必要費用標準為應稅租金收入的43％。

(二) 權利金所得是指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秘密方法和各種特許權

利，供他人使用而取得的權利金收入，減去合理而必要的損耗及費

用（應舉證）後的餘額。

(三) 依產業創新條例第12條之1第1項規定適用研究發展支出加倍減除

者，應依「我國個人或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加倍減除辦法」第8條

第1項規定檢附相關文件；依同條例第12條之1規定計算的權利金所

得，未申報或未能提出證明文件者，其成本及必要費用按其收益或

作價抵繳認股股款金額或轉讓價格的30%計算減除。

十一、�什麼是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

就是以自己的勞力從事農業耕作、漁撈、畜牧、造林、採礦等所得到的

各種收入，減去必要費用後的餘額。

十二、�什麼是財產交易所得？

(一) 是指財產及權利因買賣或交換而取得的所得，包括：

1.  出價取得的財產和權利：以交易時的成交價額，減去原來取得時的

成本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該項財產或權利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的

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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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繼承或贈與取得的財產和權利：以交易時的成交價額減去繼承時或

受贈與時該項財產或權利的時價，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該項財產

或權利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的餘額。但出售土地、家庭日常使用的

衣物、傢俱的交易所得，依法免稅。

(二) 個人出售或交換房屋所得歸屬年度，以所有權移轉登記完成日期的

年度為準；拍賣房屋以買受人領得執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日

期所屬年度為準。

註：(1) 房地合一所得稅新制自105年1月1日實施，交易之房屋、土地如

屬新制課稅範圍者，不論有無應納稅額，應於完成所有權移轉登

記日之次日起算30日內，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

或服務處辦理「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申報，不併計綜合所

得總額，亦即免予填報於本申報書。

　　(2) 個人出售房地，其原始取得成本及出售價格的金額，如檢附買賣

契約書（私契）及價款收付紀錄、法院拍賣拍定通知書或其他證

明文件，經稽徵機關查核明確，惟因未劃分或僅劃分買進或賣出

房地的各別價格者，應以房地買進總額及賣出總額的差價，減除

相關必要費用(如：仲介費、代書費、土地增值稅、契稅等)後，

按出售時的房屋評定現值占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的比例

計算房屋的財產交易所得。如未申報房屋財產交易所得、未提供

實際交易成交金額及成本或是稽徵機關尚未查得實際成交金額

及成本者，稽徵機關應按財政部所定之標準(請參附表二)計算所

得。

(三) 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12條之1規定租稅優惠者，其財產交易所得計算

及應檢附文件，應依「我國個人或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加倍減除

辦法」第8條第1項規定檢附相關文件。

(四) 公司未發行或不必發行股票之股權移轉，係屬財產交易，其交易如

發生所得時應合併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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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什麼是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

就是參加各種競技、競賽及各種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其所支付的必

要費用或成本准予減除。政府舉辦的獎券中獎獎金，如統一發票、公益

彩券中獎獎金，應按給付金額扣取20％稅款，不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

也無須填入申報書，已扣繳之稅款，亦不得申報退稅或抵繳應納稅款。

十四、�什麼是退職所得？

(一) 就是個人所領取的退休金、資遣費、退職金、離職金、終身俸、非

屬保險給付的養老金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辦理年金保險的保險

給付等所得，但不包括領取屬於歷年自薪資所得中自行繳付的儲金

或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提繳的年金保險費，於提繳年度已計入薪

資收入課稅的部分及其孳息。

(二) 108年度領取退職所得者，其所得額之計算方式如下：

1.  一次領取者，其所得額之計算方式如下：

(1) 一次領取總額在180,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以下者，所得

額為0元。

(2) 超過180,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未達362,000元乘以退職

服務年資之金額部分，以其半數為所得額。

(3)  超過362,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部分，全數為所得額。

退職服務年資之尾數未滿6個月者，以半年計；滿6個月者，以1年

計。

2.  分期領取者，以全年領取總額，減除781,000元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3.  兼領一次退職所得及分期退職所得者，前2款規定可減除之金額，應

依其領取一次及分期退職所得之比例分別計算之。

註： 扣繳憑單所載明的退職所得額，為按上開方式計算的應課稅退職所

得額，請納稅義務人逕依該金額申報。

十五、�什麼是其他所得？

所謂其他所得是不屬於以上各類（第6項至第14項）的所得［含多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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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銷事業個人參加人因直接向傳銷事業進貨或購進商品累積積分額（或

金額）達一定標準，而自該事業取得之業績獎金或各種補助費］。此項

所得的計算是以收入減去因取得此項收入而支付的成本和必要費用（須

檢附單據或證明文件），以其餘額為所得額，例如遷讓非自有房屋或土

地，所取得之補償費收入；佃農因地主收回「三七五」耕地，而取得之

補償費收入；或個人與他人訂定土地買賣契約，因他方放棄承買，而沒

收之定金收入；但職工福利委員會發給的福利金則無成本及必要費用可

供減除。另告發或檢舉獎金、個人與證券商或銀行從事結構型商品交易

的所得，除依規定扣繳稅款外，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亦即免予填報，

已扣繳的稅款，亦不得抵繳應納稅額或申報退稅。

十六、什麼是變動所得？

(一) 這項所得包括：

1.  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如有自力經營林業的所得（屬自力耕作所

得），受僱從事遠洋漁業於每次出海後一次分配（非按月支領者）

的報酬（屬薪資所得），及耕地因出租人收回或被政府徵收而依平

均地權條例第77條或第11條規定取得的地價補償（屬其他所得）。

2.  個人非因執行職務而死亡，其遺族依法令或規定一次領取之撫卹金

或死亡補償與退職所得合併計算後，超過定額免稅之部分（屬其他

所得）。

(二) 以上各項變動所得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3項規定，納稅義務人得僅以

該所得的半數填入各該類所得欄計算所得，其餘半數免稅。例如自

力經營林業所得應填入自力耕作所得欄，受僱從事遠洋漁業分配報

酬應填入薪資所得欄，耕地因出租人收回或被政府徵收而依規定取

得之補償費，應填入其他所得欄。

十七、免稅額如何填報？每人免稅額多少？

(一)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合於規定之受扶養親屬，均可列減免稅額。

(二) 年滿70歲［民國38年次以前（含38年次）出生］之納稅義務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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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及申報受扶養直系尊親屬（如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等），每

人可以扣除的免稅額為132,000元，其餘申報受扶養親屬及未滿70歲

的納稅義務人、配偶，每人可以扣除的免稅額為88,000元。

(三) 除納稅義務人與配偶在課稅年度中結婚或離婚可選擇分開或合併申

報外，納稅義務人與配偶不論採何種財產制度或戶籍分設不同處

所，均應依規定由納稅義務人合併辦理申報。

(四) 若納稅義務人與配偶屬所得稅法規定得各自辦理申報及計算稅額者

(詳說明五之一)者，可於申報書左上角「□納稅義務人與配偶分居，

屬符合民法第1010條第2項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不同居已達6個月以

上，向法院聲請宣告採用分別財產制、同法第1089條之1不繼續共同

生活達6個月以上，經法院裁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或屬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取得通常保護令，得各自辦理結算申報

及計算稅額者，請打，並請檢附相關文件(BF)」欄位勾選，各自

向戶籍所在地之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辦理申報。若納稅義務人

與配偶不睦而分居兩地確實無法合併辦理申報者，可分別據實於申

報書內載明配偶姓名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與戶籍地址，並於申報

書左上角「□不符合上開規定，而無法合併申報者 (不包含因工作

因素分隔兩地或戶籍地不同等情形)，請打，並於申報書上填寫配

偶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BD)。」欄位勾選，如須「分別開單計稅

者」，請於申報書勾選。各自向戶籍所在地之國稅局所屬分局、稽

徵所辦理申報，而由該局據以通報歸戶合併課徵綜合所得稅。

(五) 納稅義務人本人及配偶申報扶養的親屬必須合於下列規定條件之

一：

1.  直系尊親屬［如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等］年滿60歲，或雖未滿

60歲但無謀生能力，須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請檢附無謀生能力適

當證明文件）。

2.  子女未滿20歲，或已滿20歲以上，但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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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生能力，而須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請檢附在學證明或醫師證明

等）。

3.  同胞兄弟姊妹未滿20歲者，或已滿20歲以上，但因在校就學、身心

障礙，或無謀生能力，而須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請檢附在學證明

或醫師證明等）。

4.  納稅義務人和其配偶的其他親屬或家屬（如伯、姪、孫、甥、舅

等），合於民法第1114條第4款（家長家屬相互間）及第1123條第3

項（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視為家屬）規

定，未滿20歲或年滿20歲以上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

（須另檢附在學證明、醫師證明或其他適當證明文件），確係受納

稅義務人扶養者。

申報扶養其他親屬或家屬時，須提出下列有關證明文件：

(1) 納稅義務人與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之其他親屬或家屬

同一戶籍者：戶口名簿影本或身分證影本或其他適當證明文件。

(2) 納稅義務人與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之其他親屬或家

屬，非同一戶籍者：受扶養者或其監護人註明確受納稅義務人扶

養之切結書或其他適當證明文件。

備註： 有關綜合所得稅申報扶養其他親屬或家屬免稅額之規定，依司法院

釋字第415號解釋，其目的在以稅捐之優惠使納稅義務人對特定親屬

或家屬盡其法定扶養義務。而所謂法定扶養義務，依民法之規定，

負有扶養義務之人有數人時，其履行義務之人有先後順序，由後順

序者履行扶養義務時，應有正當理由及先順序者無法履行扶養義務

之合理說明，亦即申報本項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應先證明受扶養

者之父母有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之事實存在，否則

稽徵機關會進行調查瞭解受扶養者父母親的經濟能力（含所得能力

及財產等），憑以核認或剔除本項免稅額。

(六) 所得稅法所稱「在校就學」，以就讀於經教育主管機關列示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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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具有正式學籍（空中專科進修補習學校學生及國立空中大學全

修生亦屬之），且其學籍在學年度內為有效者為限。

(七) 所得稅法所稱「無謀生能力者」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或手冊）者。

2.  身體傷殘、精神障礙、智能不足、重大疾病就醫療養或尚未康復無

法工作或須長期治療者等，並取具醫院證明者。

3.  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未滿60歲直系尊親屬，其當年度所得額未超

過免稅額88,000元者。

(八) 納稅義務人如申報扶養身心障礙的親屬，請檢附身心障礙證明(或手

冊)或醫師診斷證明。

(九) 如扶養已滿20歲以上之在校子女及同胞兄弟姊妹請檢附在學證明，

在學證明可用當年度之繳費收據、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在學證明

書或畢業證書影本均可。國外留學或就讀軍事學校亦可比照辦理。

(十) 納稅義務人子女或同胞兄弟姊妹年滿20歲因在校就學受納稅義務人

扶養而於年度中途畢業、或在年度中成年經選擇合併申報者，或在

年度中出生嬰兒，其扶養期間雖不滿1年，仍可按全年之免稅額減

除，但該受扶養親屬有所得時，其所得亦應合併申報。

(十一) 兄弟姊妹2人以上在同一年度內輪流扶養其直系尊親屬，應由兄弟

姊妹間協議推定其中一人申報扶養，請勿重複申報。

(十二) 納稅義務人之未成年子女，如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無論其能否

獨立生活及是否同居在一起或居住國外，均應由納稅義務人合併

申報課稅（已婚者除外）。

(十三) 納稅義務人之子女於108年度中滿20歲的（即民國88年出生者）

108年度所得稅可選擇單獨申報或與扶養人合併申報。

(十四) 納稅義務人之配偶已列報在免稅額中，請勿再列入扶養親屬中填

報。

 納稅義務人之配偶或扶養親屬為無國民身分證之華僑或外國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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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其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欄請依居留證之「統一證號」欄項資

料填寫，若居留證無統一證號欄項或未領有居留證者，請以西元

出生年月日加英文姓名第1個字之前兩位字母。［例：西元1999年

10月24日出生，姓名Carol Lee應填寫為

1 9 9 9 1 0 2 4 C A

十八、什麼是扣除額？

可以從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之扣除額，計有一般扣除額與特別扣除額兩

大項。茲分述如下：

(一) 一般扣除額：可分列舉扣除額與標準扣除額兩種，由納稅義務人任

擇一種，但不得兩者並採。

1.  列舉扣除額：下列各種費用在本年度發生並檢附合法的收據或證

明，且不超過法定限額部分，就可以從綜合所得總額中申報扣除。

（請詳填一般申報書第14欄附表二）茲分別說明如下：

(1) 捐贈：對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的法人組織或依其他關係

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的教育、文化、公益、慈善

機構或團體的捐贈、透過中央主管機關設置的專戶對指定特定運

動員（該特定運動員與捐贈者並無配偶或二親等內血親、姻親關

係）的捐贈，及依法成立、捐贈或加入符合規定的公益信託的財

產，以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20％為限。但有關國防勞軍的捐贈、

對政府的捐獻，及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辦理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古蹟保存區內建築物、考古遺址、聚落建築群、史

蹟、文化景觀、古物之修復、再利用或管理維護者，其捐贈或贊

助款項，及透過中央主管機關設置的專戶對未指定特定運動員的

捐贈，不受金額限制。須附收據正本供核。

①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以非現金財產捐贈政府、國防、

勞軍、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者(以下簡稱政府機

關或團體)，納稅義務人列報捐贈列舉扣除金額之計算，除法律

2-1內頁.indd   272-1內頁.indd   27 2020/4/24   上午 08:31:502020/4/24   上午 08:31:50



28 29

另有規定外，應依實際取得成本為準；其未能提出取得成本之確

實憑證，或該非現金財產係受贈或繼承取得，或因折舊、損耗、

市場行情或其他客觀因素，致其捐贈時之價值與取得成本有顯著

差異者，由稽徵機關依財政部訂定標準核定之。

②  以買賣取得之非現金財產捐贈，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以實際取得

成本為原則。未提出實際取得成本之確實憑證者：

甲、 土地、房屋：

i、  依捐贈時公告土地現值、房屋評定標準價格，按捐贈時政府

已發布最近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至取得年度之價

值計算。

ii、 公共設施保留地及公眾通行道路之土地，依捐贈時公告土地

現值之16%計算。

iii、 前開以公告土地現值16%計算之基準，自106年起，由財政

部各地區國稅局參照捐贈年度實際市場交易情形調整擬訂報

財政部公告。

乙、股票：

i、  上市(櫃)、興櫃：以捐贈日或捐贈日後第一個有交易價格日

之收盤價或加權平均成交價格計算。

ii、  未上市(櫃)：以捐贈日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

告每股淨值或以捐贈日公司資產淨值核算之每股淨值計算。

丙、 其餘非現金財產(大樓工程、綠美化工程、骨灰(骸)存放設施、

救護車、文物等)：

 以受贈政府機關或團體出具含有捐贈時時價之捐贈證明，並經

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屬實之金額計算。

③  以繼承、遺贈或受贈取得之非現金財產捐贈，其捐贈列舉扣除金

額以取得時據以課徵遺產稅或贈與稅之價值計算。

④  捐贈之非現金財產因折舊、損耗、市場行情或其他客觀因素，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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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捐贈時之價值與依第2條及第3條規定計算之金額有顯著差異

者，其捐贈列舉扣除金額，由稽徵機關參照捐贈年度實際市場交

易情形查核認定之金額計算。

⑤  對大陸地區之捐贈應透過合於所得稅法第11條第4項規定之教

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為之，且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對大陸地區之捐贈，應經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依據

所得稅法及相關規定審核許可。

⑥  依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第28條規定以具有文化資產價值之文物、古

蹟捐贈政府者，應檢附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並出具該文物、

古蹟之價值證明。

(2) 保險費：納稅義務人、配偶或申報受扶養直系親屬的人身保險

（含勞工保險、就業保險、軍公教保險、農保、學生平安保險）

之保險費。被保險人與要保人應在同一申報戶內，每人每年扣除

24,000元為限，實際發生的保險費未達24,000元者，就其實際發生

額全數扣除。但納稅義務人、配偶和申報受扶養直系親屬的全民

健康保險費(含補充保險費)，得不受金額限制，全數扣除（以被保

險人眷屬身分投保者，毋須與被保險人同一申報戶）。應檢附繳

納保險費之收據正本或保險費繳納證明書正本，如係機關、團體

或事業單位彙繳由員工負擔之保險費，應檢附服務單位填發之證

明。（註：人身保險包括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及年金

保險）。

(3) 醫藥及生育費：納稅義務人、配偶或申報受扶養親屬的醫藥和生

育費用，以付與公立醫院、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及診所或經財

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的醫院者為限，但受有保險給付部

分，不得扣除。自101年7月6日起，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

屬如屬因身心失能無力自理生活而須長期照護者，其付與公立醫

院、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及診所或其他合法醫院及診所的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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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得依法扣除。申報時應檢附填具擡頭的單據正本。如單據已

繳交服務機關請領補助費者，可以檢附經服務機關證明之收據影

本申報扣除。如遺失上項收據，可檢附原醫院、診所出具存根聯

影本，並由該醫院診所註明「本影本與原本無異」字樣及蓋章後

之證明，以憑申報扣除。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因

病在大陸地區就醫，其給付大陸地區醫院之醫藥費，可憑大陸地

區公立醫院、財團法人組織之醫院或公私立大學附設醫院出具之

證明，並經「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條規定之機

構或民間團體驗證後，自其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中列舉扣除；其

受有保險給付部分及非屬所得稅法第17條所稱「醫藥費」範圍之

交通費、旅費或其他費用，均不得於綜合所得總額中扣除。

(4) 災害損失：納稅義務人、其配偶或申報受扶養親屬遭受不可抗力

的災害，如地震、風災、旱災、水災、火災等損失，但是受有保

險賠償或救濟金部分不得扣除。應檢附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

依規定調查核發的災害損失證明文件。

(5) 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納稅義務人購置自用住宅向金融機構借

款的利息支出，須符合：

①  該房屋登記為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所有。

②  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於108年度在該地址辦竣戶籍登

記（以戶口名簿影本為證），且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者使

用。

③  檢附108年度支付該借款的利息單據正本。如單據上未載明申報

房屋之座落地址、所有權人、房屋所有權取得日、借款人姓名

或借款用途，應由納稅義務人自行補註及簽章，並提示建物權狀

及戶籍資料影本。如以「修繕貸款」或「消費性貸款」名義借款

者不得列報扣除，惟如確係用於購置自用住宅並能提示相關證明

文件如所有權狀影本、建築物登記簿謄本等，仍可列報。如因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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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銀行變動，則僅得就原始購屋貸款未償還額度內支付的利息申

報扣除，應提示轉貸的相關證明文件，如原始貸款餘額證明書、

清償證明書或建築物登記謄本手抄本及建物異動清單或建物索引

(須含轉貸或換約前後資料)等影本供核。

④  納稅義務人配偶所有之自用住宅，其由納稅義務人向金融機構借

款所支付的利息，以納稅義務人及配偶為同一申報戶，始可列

報。

⑤  每一申報戶以1屋為限（2個門牌之房屋打通者，僅能選擇其中一

屋列報），每年扣除數額是以當年實際支付的該項利息支出減除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金額後，以其餘額申報扣除，但是每年扣除額

不得超過300,000元。例如：借款利息600,000元，儲蓄投資特別

扣除額250,000元，可扣除金額為300,000元。

(6) 房屋租金支出：納稅義務人、配偶及申報受扶養直系親屬在中華

民國境內租屋供自住且非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所支付之租

金，每一申報戶每年扣除數額以120,000元為限。但申報有購屋借

款利息者，不得扣除。並應檢附①承租房屋的租賃契約書及支付

租金的付款證明影本(如：出租人簽收之收據、自動櫃員機轉帳交

易明細表或匯款證明。)﹝註：前述出租人簽收之收據如為收付現

金收據，或於租賃契約收付款明細欄項載明收款﹙現金﹚金額，

並簽章以示收訖者，應貼用印花稅票。﹞②納稅義務人、配偶或

申報受扶養直系親屬，於課稅年度於承租地址辦竣戶籍登記的證

明，或納稅義務人載明承租的房屋於課稅年度內係供自住且非供

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的切結書等文件，以供稽徵機關核認。

(7)政治獻金法規定的捐贈︰

具選舉權的個人於依法得收受政治獻金期間，對同一擬參選人每

年捐贈總額不得超過10萬元，且每一申報戶每年對各政黨、政治

團體及擬參選人捐贈的扣除總額，不得超過各該申報戶當年度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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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的綜合所得總額20％，其金額並不得超過200,000元。但有政治

獻金法第19條第3項規定情形之一者（如：對於未依法登記為候選

人或登記後其候選人資格經撤銷者的捐贈、收據格式不符、捐贈

的政治獻金經擬參選人依規定返還或繳交受理申報機關辦理繳庫

等），不予認定。

註： 對政黨的捐贈，政黨推薦的候選人於105年度立法委員選舉得

票率未達1％者（民主進步黨、中國國民黨、親民黨、時代力

量、新黨、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台灣團結聯盟、信心希望

聯盟及民國黨推薦候選人得票率達1％；另新成立之政黨以下

一次(109年度)選舉的得票率為準，台灣基進於105年成立、台

灣民眾黨及一邊一國行動黨於108年成立，且於109年立法委

員選舉所推薦候選人得票率達1%）或收據格式不符者，不予

認定。

(8)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的競選經費：

 候選人所支付與競選活動有關的競選經費，可依同法第42條

規定列報扣除。檢附文件請依財政部96年12月4日台財稅字第

09604554490號令規定辦理。

(9)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罷免案的支出：

 各種公職人員罷免案，提議人的領銜人及被罷免人所支付與罷免

活動有關的費用，可依同法第42條規定列報扣除。

(10)私立學校法第62條規定的捐贈：

個人透過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對學校法人或該法96年

12月18日修正條文施行前已設立的財團法人私立學校的捐款，金

額不得超過綜合所得總額50％；惟如未指定捐款予特定的學校法

人或學校者，得全數列舉扣除。須檢附收據正本以供查核。

以上這些實際支付或損失數額，叫做「實際發生的金額」，但並不一

定全部可扣除，例如沒有確實的證明或收據者，或即使證明、收據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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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而超過一定金額或比例的超限部分，均不可以扣除，經減去這些

不可以扣除的數額後，就是「依法可以扣除的金額」。

2.  標準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對於上列10種費用項目，不願意逐項列舉

或無法提出收據、證明的話，可採用「標準扣除額」方式申報扣

除，單身者扣除120,000元，與配偶合併申報者，扣除240,000元。

如原申報時採用列舉扣除額，經稽徵機關審查後發現證據、證明不

足，致可以扣除的數額少於標準扣除額時，稽徵機關將改以標準扣

除額核定。

3.  經納稅義務人選定填明適用標準扣除額，或於結算申報書中未填列

列舉扣除額亦未填明適用標準扣除額而被視為已選定適用標準扣除

額者，以及未辦理結算申報者，經稽徵機關核定後，不得要求變更

適用列舉扣除額。

(二) 特別扣除額：

1.  財產交易損失扣除額：納稅義務人、配偶及申報受扶養親屬的財產

交易損失，須檢附有關證明損失的文據申報扣除，但申報扣除的數

額，以不超過當年度申報的財產交易所得為限，當年度無財產交易

所得可資扣除或扣除不足者，得以以後3年度的財產交易所得扣除。

財產交易所得免稅者，如有交易損失，亦不得申報扣除。若選擇各

類所得分開計算稅額者，其財產交易損失僅得減除其個人之財產交

易所得，不得減除其他人之財產交易所得。

2.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納稅義務人、配偶及申報受扶養親屬有：

(1) 金融機構的存款利息及儲蓄性質信託資金的收益（扣繳憑單所得

格式代號為5A者）。

(2) 87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公司公開發行並上市的緩課記名股票，於

轉讓、贈與或作為遺產分配、放棄適用緩課規定或送存集保公司

時的營利所得(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格式代號71M)。

以上合計全年不超過270,000元者，得全數扣除，超過270,000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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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扣除270,000元為限。但依所得稅法規定分離課稅利息，暨私人間

借貸利息等不包括在內。選擇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如全戶利息所

得超過27萬元，由分開計稅者之他方及受扶養親屬就其利息所得在

27萬元限額內先予減除，減除後如有剩餘，再由分開計稅者減除；

如全戶利息所得在27萬元以下，則各自就其利息所得部分減除。

3.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納稅義務人、配偶或申報受扶養親屬為領有

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者(須檢附影本)，或精神衛生法第3條第4款規

定之病人（須檢附專科醫生的嚴重病人診斷證明書影本，不得以重

大傷病卡代替），每人可減除200,000元。

4.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納稅義務人申報扶養就讀大專以上院校子女

教育學費（須檢附繳費收據影本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每一人每年

最多扣除25,000元，不足25,000元者，以實際發生數為限，已接受政

府補助者，應以扣除該補助的餘額在上述限額內列報。但就讀空中

大學、空中專校及五專前3年者不適用本項扣除額。

5.  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納稅義務人申報扶養5歲以下［民國103年

（含該年）以後出生］之子女，每人每年扣除120,000元。但有7.情

形之一者，不得扣除。

6.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納稅義務人、配偶或申報受扶養親屬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每人每年扣除120,000元。但有7.情形之一者，不得扣

除。

(1) 符合「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8款至第11款工作資

格及審查標準」第22條第1項規定得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資格的被

看護者：A.實際聘僱外籍看護工者，須檢附108年度有效的聘僱許

可函影本。B.未聘僱外籍看護工而經指定醫療機構進行專業評估

者，須檢附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影本(於109年6月1日前取得)。

C.未聘僱外籍看護工而符合特定身心障礙重度(或極重度)等級項目

或鑑定向度之一者，須檢附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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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8條第2項規定接受評估，失能等級為第2級

至第8級且108年度使用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服務者，須檢附

108年度使用服務的繳費收據影本任一張；免部分負擔者，須檢附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並均須於上開文件中註

記特約服務單位名稱、失能者姓名、身分證字號及失能等級等資

料。

(3) 於108年度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全年達90日者，須檢附108年度入

住累計達90日的繳費收據影本；受全額補助者，須檢附地方政府

公費安置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並均須於上開文件中註記機構名

稱、住民姓名、身分證字號及入住期間等資料，另入住老人福利

機構或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榮譽國民之家者，須加註

床位類型。住宿式服務機構包括老人福利機構(安養床除外)、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榮譽國民之家(安養床除外)、身心障礙

住宿式機構、護理之家機構(一般護理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依長

期照顧服務法設立之機構住宿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及設

有機構住宿式服務之綜合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7.  不適用5. 6.情形：(1)經減除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及長期照顧特別扣

除額後，全年綜合所得稅適用稅率在20%以上，或採本人或配偶之薪

資所得或各類所得分開計算稅額適用稅率在20%以上。(2)選擇股利

及盈餘按28%單一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3)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

計算之基本所得額超過規定之扣除金額670萬元。

十九、什麼是基本生活費差額？

(一) 所謂「基本生活費」，指納稅者為維持自己及受扶養親屬享有符合

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並由中央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

機關所公布最新一年全國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16%定之，並於每二

年定期檢討。

(二) 「基本生活費差額」依公告108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的費用1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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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乘以納稅者、配偶及申報受扶養親屬人數計算的基本生活所需費

用總額，超過納稅者申報的全部免稅額與一般扣除額、儲蓄投資特

別扣除額、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幼兒學前

特別扣除額、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合計金額部分，得自納稅者申報

的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

二十、�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及免稅額、扣除額、可扣抵稅額之申報注意事

項？

(一) 有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應併同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所得稅。

(二) 凡有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者，應將所得發生處所名稱、地址及所得額

詳細填列，以利核對。

(三) 申報大陸地區配偶、扶養親屬的免稅額者，應檢附居民身份證影本

及當年度親屬關係證明，申報扶養的子女、同胞兄弟姊妹年滿20歲

仍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者，應另檢具在學證明或身體

傷殘、精神障礙、智能不足、重大疾病等的證明；扣除額部分，應

檢附足資證明的文件。前述文件納稅義務人應檢具大陸地區公證處

所核發的公證書予以證明，納稅義務人逐次取得所得年度有關的公

證書，須先送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的機構或委託的民間團體（目前

為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後，提供稽徵機關核認。

(四)申報大陸地區配偶、扶養親屬的免稅額，其在臺已配發有統一證號

者，請填寫該證號，無統一證號者，第1位填9，第2位至第7位填註

其西元出生年後兩位及月、日各兩位，第8位至第10位空白（例：西

元1925年5月27日出生，應填寫為 9 2 5 0 5 2 7 ）。

(五) 在大陸地區已繳納的所得稅（含扣繳、自繳及執行業者以事務所型

態執業繳納之企業所得稅）得自應納稅額中扣抵，應檢附先送經行

政院設立或指定的機構或委託的民間團體(目前為財團法人海峽交流

基金會)驗證後的大陸地區完納所得稅證明文件。扣抵的數額，不

得超過因加計其大陸地區所得，而依其適用稅率計算增加的應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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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請詳填一般申報書附表D）

二十一、�大陸地區人民的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申報注意事

項？

(一)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停留合計滿183日者，其自108年1月

1日至同年12月31日止所取得之臺灣地區來源所得，應辦理結算申

報。如居留、停留合計未滿183日者，其臺灣地區來源所得之應納稅

額應由扣繳義務人就源扣繳，所得人免辦理結算申報；如有非屬扣

繳範圍的所得應由納稅義務人依規定稅率申報納稅（請使用大陸地

區人民專用申報書）；惟如居留、停留未滿183日而其配偶屬臺灣地

區境內居住個人時，亦可選擇由配偶合併辦理結算申報。

(二) 大陸地區人民辦理申報，請向在臺灣地區居留、停留地所轄之國稅

局分局、稽徵所或服務處洽辦；申報時並應檢附載有統一證號、入

出境紀錄的入出境許可證（如臺灣地區居留證、居留入出境證、旅

行證等）影本及與課稅規定相關之其他證明文件供核。如無法自行

辦理時，應委託臺灣地區人民或在臺灣地區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

事業代理申報納稅。

(三) 大陸地區人民辦理申報，其稅款之繳納可利用現金或支票於金融機

構臨櫃繳納，如應自行繳納稅額在2萬元以下者，可至財政部稅務入

口網【https://www.etax.nat.gov.tw】自行登錄列印附有條碼之繳款書

後，持現金至便利商店繳納稅款，於完納稅捐後取得交易明細、加

蓋便利商店章之繳款書收據聯及其他各聯，並請將繳款書證明聯附

於申報書；其申報案件經核定有退稅者，由國稅局寄送退稅支票或

退稅通知單請受退稅人前來領取退稅支票。

二十二、什麼是投資新創事業公司減除金額？

(一) 個人依產業創新條例第23條之2規定以現金投資於成立未滿2年經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的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且對同一公

司當年度投資金額達100萬元，並取得該公司新發行股份，持有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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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2年者，得就投資金額50%限度內，自持有期間屆滿2年之當年度個

人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

(二) 個人適用本項規定每年得減除的金額，合計以300萬元為限（申報

時須檢附稽徵機關核發之「個人股東投資自綜合所得總額減除證明

書」，並詳填一般申報書附表A。）

二十三、什麼是投資抵減稅額？

(一) 個人依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8條規定，原始認股或應募屬新興

重要策略性產業之公司發行記名股票，持有時間達3年以上者，得以

其取得該股票價款依規定抵減率計算限度內，抵減自當年度起5年內

應納綜合所得稅額。

(二) 個人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33條規定，原始認股或應募該

條例所獎勵民間機構因創立或擴充而發行的記名股票，持有時間達2

年以上者，得以其取得該股票價款20％限度內，抵減自當年度起5年

內應納綜合所得稅額。

(三) 上述每一年度抵減總額，不得超過當年度應納綜合所得稅額之

50％，但最後年度不在此限。（申報時須檢附發行公司向公司所在

地國稅局申請核准後填發之投資抵減稅額證明書或餘額表，並請詳

填一般申報書附表C，至於您所持有之股票是否符合上述獎勵規定，

請逕向發行公司洽詢）

二十四、什麼是重購自用住宅扣抵稅額？

(一) 依所得稅法第17條之2規定，納稅義務人出售自用住宅之房屋［指納

稅義務人或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址辦竣戶籍登記（須檢附出售及

重購年度之戶口名簿影本），且於出售前一年內無出租或供營業用

之房屋］所繳納該財產交易所得部分之綜合所得稅額，自完成移轉

登記日起2年內，如重購自用住宅之房屋，其價額超過原出售價額

者，得於重購自用住宅房屋完成移轉登記的年度，於辦理該年度綜

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自其應納綜合所得稅額中扣抵或退還。（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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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填一般申報書附表B）納稅義務人以本人或其配偶名義出售自用

住宅之房屋，而另以其配偶或本人名義重購者，均得適用。但原財

產交易所得已依本法規定自財產交易損失中扣抵部分不在此限。此

規定於先購後售者亦適用之。應檢附重購及出售自用住宅房屋的買

賣契約書及付款證明影本（或向地政機關辦理重購及出售自用住宅

房屋移轉登記之契約文件影本）及所有權狀影本（或建物登記謄

本），用以證明重購的價格高於出售的價格，及產權登記的時間相

距在2年以內。前項申請扣抵或退還之綜合所得稅額，係指出售自用

住宅當年度（以所有權完成移轉登記日所屬年度為準）綜合所得稅

確定時，因增列該財產交易所得後所增加之綜合所得稅額而言。申

請扣抵或退還年度，先售後購者，為重購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年度；

先購後售者，為出售之所有權移轉年度。

有關計算公式如下：

(A)： 出售年度的應納稅額（包括出售自用住宅房屋之財產交易所

得）

(B)： 出售年度的應納稅額（不包括出售自用住宅房屋之財產交易所

得）

(C)： (A)－(B)＝重購自用住宅房屋可扣抵或退還稅額

(二) 實例說明：

某納稅義務人於108年3月5日出售於102年5月2日購入之自用住宅房

屋一棟(非屬房地合一新制課稅範圍)，該房屋買進成本為5,400,000

元，賣出價額為5,500,000元（不包括土地價款），應申報之財產交

易所得為100,000元，該納稅義務人又於108年12月25日購買自用住宅

房屋一棟，價額為6,550,000元（不包含土地價款），其108年度綜合

所得總額（包括出售自用住宅之財產交易所得100,000元）為655,000 

元，免稅額單身88,000元，扣除額（包括標準扣除額120,000元及儲

蓄投資特別扣除額5,000元等項）為125,000元，其申報108年度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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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之重購自用住宅扣抵稅額為5,000元。計算方式如下：

(A)： 出售年度，包括出售自用住宅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的應納稅額

［（655,000－88,000－125,000）］×5％＝22,100

(B)： 出售年度，不包括出售自用住宅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的應納稅額

［（655,000-100,000）－88,000－125,000］×5％＝17,100

(C)： (A)－(B)＝重購自用住宅房屋可扣抵稅額

22,100－17,100＝5,000

二十五、如何計算稅額？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納稅義務人得就其本人或配偶的薪資所

得分開計算稅額或各類所得分開計稅，由納稅義務人合併填報於同一張

申報書內申報繳納。申報書上的稅額計算式也分為3個欄位：1欄為單身

者或納稅義務人及配偶所得採合併計算稅額的計算式；1欄為納稅義務

人及配偶選擇為本人或配偶之薪資所得分開計算稅額的計算式；另1欄

為納稅義務人及配偶選擇為本人或配偶之各類所得分開計算稅額的計算

式。

應辦理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申報者，請另行填報「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申報

表」，並請詳填一般申報書第12欄稅額計算式。

如納稅義務人選擇股利及盈餘合併計稅，前面所計算出來的綜合所得稅

應納稅額減「投資抵減稅額」加「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基

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者）」減「重購自用住宅扣抵稅額」、「全部

扣繳稅額」、「股利及盈餘可抵減稅額」，再減去「大陸地區已繳納所

得稅可扣抵稅額」為餘額；如納稅義務人選擇股利及盈餘分開計稅，前

面所計算出來的綜合所得稅應納稅額加「股利及盈餘分開計稅應納稅

額」減「投資抵減稅額」加「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基本稅

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者）」減「重購自用住宅扣抵稅額」、「全部扣繳

稅額」，再減去「大陸地區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為餘額，餘額如

果是正數，就是您應該自行補繳的稅額，如果是負數，就是應退還的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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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申報後稽徵機關將退還給您。

二十六、納稅義務人年度中死亡，應如何申報綜合所得稅？

納稅義務人年度中死亡，其死亡及以前年度應申報課稅之所得，如果其

配偶仍健在，應由其配偶合併辦理申報，其免稅額及標準扣除額之減

除，均可按全年計算。如果配偶早已死亡，則應由遺囑執行人、繼承人

或遺產管理人在納稅義務人死亡之日起3個月內代為辦理申報，並就其

遺產範圍內代負一切納稅義務。其死亡當年度的免稅額及標準扣除額之

減除，應按當年度截至死亡日止的日數占全年日數之比例，換算減除。

二十七、�納稅義務人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不能於規定期間內

繳清稅捐，得否申請延期或分期？

依稅捐稽徵法第26條規定，納稅義務人因天災、事變、不可抗力事由不

能於法定期間內繳清稅捐者，得於規定繳納期限內，向該管稅捐稽徵機

關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款；個人因所服務企業受本次疫情影響減班休

息或接受隔離治療、隔離或檢疫致無法於規定繳納期間內一次繳清稅捐

者，即得依前開規定向該管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款，延

期最長1年，分期最長3年，各稅捐稽徵機關將審酌個案情形，從寬認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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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申報實例說明：

一、�使用「簡式申報書」範例：

(一) 假設納稅義務人陳自強，配偶李美麗，有年滿70歲母親王鳳及未滿

20歲之子陳偉。在108年度有下列各類所得：

1.  陳自強在大華股份有限公司有薪資收入867,000元，扣繳稅款33,300

元。

2.  配偶李美麗在大中有限公司服務有薪資收入716,000元，扣繳稅款

19,400元。

3.  子陳偉在大民公司打工有薪資收入40,000元，扣繳稅款2,400元。

4.  陳自強在第一商業銀行存款取得利息24,000元，扣繳稅款2,400元。

5.  王鳳在華南銀行存款取得利息70,000元，扣繳稅款7,000元。

6.  李美麗投資大大公司取得其分配屬107年度盈餘之股利金額為60,000

元。

7.  陳自強取得任職公司福利委員會發放之年節福利金共5,000元，無扣

繳稅款。

8.  李美麗投稿各報副刊，取得稿費共89,000元，扣繳稅款8,900元。因

為未超過180,000元，所以全部免稅。

(二) 陳君及其配偶李君108年度綜合所得稅計算，說明如下：

1.  陳君108年度綜合所得總額為696,000元［薪資所得667,000元（收入

867,000元－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200,000元）＋利息所得24,000元＋

其他所得5,000元］

2.  配偶李君綜合所得總額為576,000元［薪資所得516,000元（收入

716,000元－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200,000元）＋股利所得60,000

元］；不含股利所得之綜合所得總額為516,000元。

3.  全戶綜合所得總額為1,342,000元［陳君696,000元＋李君576,000元

＋扶養親屬陳偉薪資所得0元（收入40,000元－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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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元）＋扶養親屬王鳳利息所得70,000元］；不含股利所得之綜

合所得總額為1,282,000元，全戶已扣繳稅款73,400元。

(三) 可以申報減除之免稅額、扣除額項目如下：

1.  免稅額：本人、配偶暨扶養親屬共4人，每人88,000元，年滿70歲之

受扶養直系尊親屬，免稅額可增加44,000元（即88,000元之50％），

計396,000元。

2.  扣除額：

(1)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陳自強銀行存款利息及其母王鳳利息所得

合計94,000元，尚未超過限額270,000元，故94,000元可以全數扣

除。

(2) 標準扣除額：因納稅義務人與配偶合併申報，可扣除240,000元。

以上扣除額合計334,000元。

3.  基本生活費差額：

(1) 基本生活費總額：每人基本生活費175,000元，本人、配偶暨扶養

親屬共4人，計700,000元。

(2) 基本生活費比較項目合計數：免稅額396,000元＋扣除額（不含財

產交易損失扣除額）334,000元，計730,000元。

(3) 基本生活費差額＝0元（基本生活費總額700,000元－基本生活費比

較項目合計數730,000元＜0元）。

4.  全戶綜合所得淨額為612,000元（綜合所得總額1,342,000元－免稅額

396,000元－扣除額334,000元－基本生活費差額0元）；不含股利所

得之綜合所得淨額為552,000元。

(四) 該申報戶全年綜合所得稅分別按5種方式計算應納稅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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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加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應
納
稅
額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減 －

股
利
及
盈

餘
可

抵
減

稅
額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31
,6

80
1,

65
0

A
F

33
,3

30
A

F
33

,3
30

A
G

73
,4

00
D

9
5,

10
0

A
I

45
,1

70
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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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種
方
式
：
將
配
偶
的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
合
併
申
報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Y
M

或
Y

N
)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儲
蓄

投
資
特
別

扣
除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身
心

障
礙

特
別

扣
除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Y
T

57
6,

00
0

88
,0

00
0

0
48

8,
00

0
48

8,
00

0
5%

0
24

,4
00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Y
M

或
Y

N
)

減 －

免
稅

額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

減 －

扣
除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已

減
除

之
扣

除
額

)

減 －

基
本
生
活

費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A

1,
34

2,
00

0
Y

T
57

6,
00

0
30

8,
00

0
33

4,
00

0
0

12
4,

00
0

12
4,

00
0

5%
0

6,
20

0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加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應
納
稅
額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減 －

股
利
及
盈

餘
可

抵
減

稅
額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24
,4

00
6,

20
0

A
F

30
,6

00
A

F
30

,6
00

A
G

73
,4

00
D

9
5,

10
0

A
I

47
,9

00
A

H

總
　
　
　
額

總
　
　
　
額

第
五
種

方
式
：
將
納
稅
義
務
人
的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
合
併
申
報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Y
M

或
Y

N
)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儲
蓄

投
資
特
別

扣
除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身
心

障
礙
特
別

扣
除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Y
T

69
6,

00
0

88
,0

00
 2

4,
00

0
0

58
4,

00
0

58
4,

00
0

12
%

37
,8

00
32

,2
80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總
　
　
　
額

總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Y
M

或
Y

N
)

減 －

免
稅

額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

減 －

扣
除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已

減
除

之
扣

除
額

)

減 －

基
本
生
活

費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A

1,
34

2,
00

0
Y

T
69

6,
00

0
30

8,
00

0
31

0,
00

0
0

28
,0

00
28

,0
00

5%
0

1,
40

0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加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應
納
稅
額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減 －

股
利

及
盈

餘
可

抵
減

稅
額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32
,2

80
1,

40
0

A
F

33
,6

80
A

F
33

,6
80

A
G

73
,4

00
D

9
5,

10
0

A
I

44
,8

20
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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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種
方
式
：
將
配
偶
的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
合
併
申
報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Y
M

或
Y

N
)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儲
蓄

投
資
特
別

扣
除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身
心

障
礙

特
別

扣
除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Y
T

57
6,

00
0

88
,0

00
0

0
48

8,
00

0
48

8,
00

0
5%

0
24

,4
00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Y
M

或
Y

N
)

減 －

免
稅

額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

減 －

扣
除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已

減
除

之
扣

除
額

)

減 －

基
本
生
活

費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A

1,
34

2,
00

0
Y

T
57

6,
00

0
30

8,
00

0
33

4,
00

0
0

12
4,

00
0

12
4,

00
0

5%
0

6,
20

0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加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應
納
稅
額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減 －

股
利
及
盈

餘
可

抵
減

稅
額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24
,4

00
6,

20
0

A
F

30
,6

00
A

F
30

,6
00

A
G

73
,4

00
D

9
5,

10
0

A
I

47
,9

00
A

H

總
　
　
　
額

總
　
　
　
額

第
五
種

方
式
：
將
納
稅
義
務
人
的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
合
併
申
報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Y
M

或
Y

N
)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儲
蓄

投
資
特
別

扣
除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身
心

障
礙
特
別

扣
除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Y
T

69
6,

00
0

88
,0

00
 2

4,
00

0
0

58
4,

00
0

58
4,

00
0

12
%

37
,8

00
32

,2
80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總
　
　
　
額

總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Y
M

或
Y

N
)

減 －

免
稅

額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

減 －

扣
除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已

減
除

之
扣

除
額

)

減 －

基
本
生
活

費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A

1,
34

2,
00

0
Y

T
69

6,
00

0
30

8,
00

0
31

0,
00

0
0

28
,0

00
28

,0
00

5%
0

1,
40

0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加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應
納
稅
額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減 －

股
利

及
盈

餘
可

抵
減

稅
額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32
,2

80
1,

40
0

A
F

33
,6

80
A

F
33

,6
80

A
G

73
,4

00
D

9
5,

10
0

A
I

44
,8

20
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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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
利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第
一
種
方
式
：
納
稅
義
務
人
與
配
偶
合
併
計
稅
，
合
併
申
報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應
納
稅
額

加 ＋

股
利
及
盈
餘

分
開

計
稅

應
納

稅
額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A
E

55
2,

00
0

12
%

37
,8

00
A

F
28

,4
40

A
F

28
,4

40
E 9

16
,8

00
A

G
73

,4
00

A
I

28
,1

60
A

H

第
二
種
方
式
：
將
配
偶
的
薪
資
所
得
分
開
計
算
，
合
併
申
報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減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等 於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D

51
6,

00
0

88
,0

00
42

8,
00

0
42

8,
00

0
5%

0
21

,4
00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減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等 於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E

55
2,

00
0

42
8,

00
0

12
4,

00
0

12
4,

00
0

5%
0

6,
20

0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加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應
納
稅
額

加 ＋

股
利
及
盈
餘

分
開

計
稅

應
納

稅
額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21
,4

00
6,

20
0

A
F

27
,6

00
A

F
27

,6
00

E 9
16

,8
00

A
G

73
,4

00
A

I
29

,0
00

A
H

第
三
種
方
式
：
將
納
稅
義
務
人
的
薪
資
所
得
分
開
計
算
，
合
併
申
報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減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等 於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D

66
7,

00
0

88
,0

00
57

9,
00

0
57

9,
00

0
12

%
37

,8
00

31
,6

80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減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等 於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E

55
2,

00
0

57
9,

00
0

0
0

5%
0

0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加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應
納
稅
額

加 ＋

股
利
及
盈
餘

分
開

計
稅

應
納

稅
額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31
,6

80
0

A
F

31
,6

80
A

F
31

,6
80

E 9
16

,8
00

A
G

73
,4

00
A

I
24

,9
20

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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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
利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第
一
種
方
式
：
納
稅
義
務
人
與
配
偶
合
併
計
稅
，
合
併
申
報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應
納
稅
額

加 ＋

股
利
及
盈
餘

分
開

計
稅

應
納

稅
額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A
E

55
2,

00
0

12
%

37
,8

00
A

F
28

,4
40

A
F

28
,4

40
E 9

16
,8

00
A

G
73

,4
00

A
I

28
,1

60
A

H

第
二
種
方
式
：
將
配
偶
的
薪
資
所
得
分
開
計
算
，
合
併
申
報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減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等 於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D

51
6,

00
0

88
,0

00
42

8,
00

0
42

8,
00

0
5%

0
21

,4
00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減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等 於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E

55
2,

00
0

42
8,

00
0

12
4,

00
0

12
4,

00
0

5%
0

6,
20

0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加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應
納
稅
額

加 ＋

股
利
及
盈
餘

分
開

計
稅

應
納

稅
額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21
,4

00
6,

20
0

A
F

27
,6

00
A

F
27

,6
00

E 9
16

,8
00

A
G

73
,4

00
A

I
29

,0
00

A
H

第
三
種
方
式
：
將
納
稅
義
務
人
的
薪
資
所
得
分
開
計
算
，
合
併
申
報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減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等 於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D

66
7,

00
0

88
,0

00
57

9,
00

0
57

9,
00

0
12

%
37

,8
00

31
,6

80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減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等 於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E

55
2,

00
0

57
9,

00
0

0
0

5%
0

0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加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應
納
稅
額

加 ＋

股
利
及
盈
餘

分
開

計
稅

應
納

稅
額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31
,6

80
0

A
F

31
,6

80
A

F
31

,6
80

E 9
16

,8
00

A
G

73
,4

00
A

I
24

,9
20

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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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第
四
種
方
式
：
將
配
偶
的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
合
併
申
報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Y
M

或
Y

N
)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Y
T

51
6,

00
0

88
,0

00
0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總
　
　
　
額

(Y
M

或
Y

N
)

減 －

免
稅

額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

減 －

扣
除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已

減
除

之
扣

除
額

)

減 －

基
本
生
活

費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A

1,
28

2,
00

0
Y

T
51

6,
00

0
30

8,
00

0
33

4,
00

0
0

12
4,

00
0

12
4,

00
0

5%
0

6,
20

0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加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應
納
稅
額

加 ＋

股
利

及
盈

餘
分

開
計

稅
應

納
稅

額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21
,4

00
6,

20
0

A
F

27
,6

00
A

F
27

,6
00

E 9
16

,8
00

A
G

73
,4

00
A

I
29

,0
00

A
H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儲
蓄

投
資
特
別

扣
除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身
心

障
礙
特
別

扣
除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0
42

8,
00

0
42

8,
00

0
5%

0
21

,4
00

總
　
　
　
額

第
五
種
方
式
：
將
納
稅
義
務
人
的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
合
併
申
報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Y
M

或
Y

N
)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儲
蓄

投
資
特
別

扣
除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身
心

障
礙
特
別

扣
除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Y
T

69
6,

00
0

88
,0

00
24

,0
00

0
58

4,
00

0
58

4,
00

0
12

%
37

,8
00

32
,2

80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Y
M

或
Y

N
)

減 －

免
稅

額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

減 －

扣
除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已

減
除

之
扣

除
額

)

減 －

基
本
生
活

費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A

1,
28

2,
00

0
Y

T
69

6,
00

0
30

8,
00

0
31

0,
00

0
0

0
0

5%
0

0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加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應
納
稅
額

加 ＋

股
利
及
盈
餘

分
開

計
稅

應
納

稅
額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32
,2

80

總
　
　
　
額

總
　
　
　
額

0
A

F
32

,2
80

A
F

32
,2

80
E 9

16
,8

00
A

G
73

,4
00

A
I

24
,3

20
A

H

以
1.
股
利
所
得
合
併
計
稅
第
(二

)、
(四

)式
計
算
最
有
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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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種
方
式
：
將
配
偶
的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
合
併
申
報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Y
M

或
Y

N
)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Y
T

51
6,

00
0

88
,0

00
0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總
　
　
　
額

(Y
M

或
Y

N
)

減 －

免
稅

額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

減 －

扣
除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已

減
除

之
扣

除
額

)

減 －

基
本
生
活

費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A

1,
28

2,
00

0
Y

T
51

6,
00

0
30

8,
00

0
33

4,
00

0
0

12
4,

00
0

12
4,

00
0

5%
0

6,
20

0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加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應
納
稅
額

加 ＋

股
利

及
盈

餘
分

開
計

稅
應

納
稅

額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21
,4

00
6,

20
0

A
F

27
,6

00
A

F
27

,6
00

E 9
16

,8
00

A
G

73
,4

00
A

I
29

,0
00

A
H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儲
蓄

投
資
特
別

扣
除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身
心

障
礙
特
別

扣
除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0
42

8,
00

0
42

8,
00

0
5%

0
21

,4
00

總
　
　
　
額

第
五
種
方
式
：
將
納
稅
義
務
人
的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
合
併
申
報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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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一般申報書」範例：

(一) 假設納稅義務人王文柔，配偶林莊敬，扶養年滿60歲以上父母林祖

德、林陳好，及未滿20歲之在學子女林大中、林大華、林敏慧等5

人，其中林祖德為滿70歲之受扶養人、林大中及林敏慧分別就讀公、

私立大學、林大華為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符合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

關公告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108年度共有下列各類所得：

1.  林莊敬在大信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專業經理人，有薪資收入

4,999,000元，扣繳稅款404,960元，108年度自費參加政府許可設立之

職業訓練機構開設專業課程，當年度支付進修課程費用25萬元，可

列報進修訓練，配偶王文柔在大義股份有限公司服務，有薪資收入

589,000元，扣繳稅款21,540元，另外其子林大中利用暑假在富隆貨

運公司擔任臨時工，領有工資30,000元，無扣繳稅款。

2.  林莊敬在大仁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其分配屬107年度之盈餘，股利金

額為104,302元；另外，其父林祖德投資大中公司，取得股利金額為

37,562元。

3.  林莊敬取自大愛股份有限公司分配屬107年度盈餘之股利金額為

324,360元，其中有十分之六係跨越除權息基準日仍持有的借入有價

證券，其已將該十分之六的股利返還出借人大忠證券商股份有限公

司，作為權益補償，是其返還出借人的股利金額194,616元免計入綜

合所得總額，即應申報之股利金額為129,744元。

4.  林莊敬在華南銀行有存款取得利息460,000元，扣繳稅款46,000元，配

偶王文柔在彰化銀行領有利息所得170,000元，扣繳稅款17,000元。

5.  王文柔利用閒暇陸續在週刊投稿，取得稿費共280,000元，扣繳稅款

28,000元。因全年累積數超過180,000元，超過部分，經減除必要費

用標準30％後，應申報執行業務所得70,000元。

6.  王文柔有房屋一棟，出租予個人，全年收到租金200,000元、押金

120,000元，因承租人係個人供住家用，按規定不須辦理扣繳，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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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繳稅款。本年度房屋出租減除必要費用標準係43％，租金部分經

減除必要費用後，應申報租賃所得為114,000元，押金部分則按年息

1.04％計算租賃收入為1,248元，再減去43％的必要費用後，應申報

租賃所得711元。

7.  林莊敬108年2月1日出售自用住宅房屋一棟，該棟房屋買進時成本為

4,850,000元，賣出的價格為5,270,000元（不包括土地價格），財產

交易所得應為420,000元。

8.  王文柔另取得大義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之其他所得2,000

元，無扣繳稅款。

(二) 王君及其配偶林君108年度綜合所得稅計算，說明如下：

1.  王君108年度綜合所得總額為745,711元［薪資所得389,000元（收入

589,000元－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200,000元）＋利息所得170,000元＋

稿費70,000元＋租賃所得114,711元（114,000元＋711元）＋其他所得

2,000元］。

2.  配偶林君當年度雖支付進修課程費用250,000元，因實際支出250,000

元大於可列報進修訓練費上限149,970元（4,999,000元 ×3%），薪

資收入之必要費用可減除金額為149,970元，又因可減除金額小於薪

資所得特別扣除額200,000元，故林君僅得自其薪資收入4,999,000元

中減除200,000元，申報薪資所得4,799,000元。林君綜合所得總額為

5,913,046元［薪資所得4,799,000元（收入4,999,000元－薪資所得特

別扣除額200,000元）＋股利所得234,046元（104,302元+129,744元）

＋利息所得460,000元＋財產交易所得420,000元］；不含股利所得之

綜合所得總額為5,679,000元。

3.  全戶綜合所得總額為6,696,319元［王君745,711元＋林君5,913,046元

＋扶養親屬林大中薪資所得0元（收入30,000元－薪資所得特別扣除

額30,000元）＋扶養親屬林祖德股利所得37,562元］；不含股利所得

之綜合所得總額為6,424,711元，扣繳稅款為517,500元。

2-1內頁.indd   532-1內頁.indd   53 2020/4/24   上午 08:31:562020/4/24   上午 08:31:56



54 55

(三) 可以申報減除之免稅額、扣除額項目如下：

1.  免稅額：納稅義務人與配偶暨扶養親屬共7人，每人88,000元，年滿

70歲之受扶養直系尊親屬，免稅額可增加44,000元（即88,000元之

50％），共計660,000元。

2.  扣除額：

(1) 列舉扣除額：林莊敬對依法立案成立的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

構或團體捐贈現金110,000元，林君全年自行負擔全民健康保險保

險費11,304元、王文柔全年負擔自己及申報受扶養子女之全民健

康保險保險費40,496元，全民健康保險費計51,800元，附有投保

單位出具之證明；另林君為自己及申報扶養父母投保人壽保險之

保險費分別為36,000元（超過限額24,000元，可扣除24,000元）、

18,000元及14,200元，王君為自己及申報扶養子女3人分別投保人

壽保險之保險費皆超過24,000元，人身保險費（不含全民健康保

險費）可扣除的金額計152,200元，附有保險公司出具之證明。又

林母因胃病住榮總醫院給付住院診療費57,000元（未受有保險給

付），均附有收據，合計列舉扣除額為371,000元。

註： 林君本年度雖有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支出200,000元，且

皆符合稅法規定之條件，但於減除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金額

270,000元（如下列(3)所述）後為負數，故自用住宅購屋借款

利息乙項可扣除的金額為0元。

(2) 財產交易損失扣除額：因以前3年度皆沒有發生財產交易損失，故

本項不能減除。

(3)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林君在華南銀行的利息所得460,000元，其

配偶在彰化銀行的利息170,000元，合計108年度利息所得630,000

元，已超過270,000元，故只能扣除270,000元。

(4)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受扶養親屬林大華為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者，故可扣除2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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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受扶養親屬林大中及林敏慧分別就讀公、

私立大學，因每人每年支付學費超過25,000元，故可扣除50,000元

(每人上限25,000元)。

(6) 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未申報扶養5歲以下之子女，故本項不能減

除。

(7)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受扶養親屬林大華為108年度入住住宿式服

務機構全年達90日者，符合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之須長期照顧之

身心失能者資格，惟減除本項特別扣除額後，全年綜合所得稅適

用稅率在20%以上，故本項不能減除。

以上扣除額合計891,000元。

3.  基本生活費差額：

(1) 基本生活費總額：每人基本生活費175,000元，本人、配偶暨扶養

親屬共7人，計1,225,000元。

(2) 基本生活費比較項目合計數：免稅額660,000元＋扣除額（不含財

產交易損失扣除額）891,000元，計1,551,000元。

(3) 基本生活費差額＝0元（基本生活費總額1,225,000元－基本生活費

比較項目合計數1,551,000元＜0元）。

(四) 該申報戶全年綜合所得稅分別按5種方式計算應納稅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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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減 －

基
本
生
活
費
差
額

等 於 ＝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
A

E
若
為
負

數
請
填
寫

" 
0 

"）
A

A
6,

69
6,

31
9

66
0,

00
0

89
1,

00
0

0
A

E
5,

14
5,

31
9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A
E

5,
14

5,
31

9
40

%
82

9,
60

0
A

F
1,

22
8,

52
7

應
納
稅
額

減 －

投
資

抵
減

稅
額

(附
表

C
)

減 －

重
購
自
用

住
宅

扣
抵

稅
額

(附
表

B
)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減 －

股
利
及
盈

餘
可

抵
減

稅
額

減 －

大
陸
地
區
已

繳
納
所
得
稅

可
扣
抵
稅
額

(
附

表
D

)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稽
徵
機

關
審
核

A
F

1,
22

8,
52

7
A

C
1

A
G

51
7,

50
0

D
9

23
,0

87
A

I
A

H
68

7,
94

0

第
二
種

方
式
：
將
配
偶
的
薪
資
所
得
分
開
計
算
，
合
併
申
報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減 －

全
部
免
稅
額

減 －

全
部
扣
除
額

減 －

基
本
生
活
費
差
額

等 於 ＝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A
E
若
為
負
數
請
填
寫

" 
0 

")

A
A

6,
69

6,
31

9
66

0,
00

0
89

1,
00

0
0

A
E

5,
14

5,
31

9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減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等 於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D

4,
79

9,
00

0
88

,0
00

4,
71

1,
00

0
4,

71
1,

00
0

40
%

82
9,

60
0

1,
05

4,
80

0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減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等 於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E

5,
14

5,
31

9
4,

71
1,

00
0

43
4,

31
9

43
4,

31
9

5%
0

21
,7

15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加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1,
05

4,
80

0
21

,7
15

A
F

1,
07

6,
51

5

應
納

稅
額

減 －

投
資

抵
減

稅
額

(附
表

C
)
減 －

重
購
自
用
住

宅
扣
抵
稅
額

(
附

表
B

)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減 －

股
利
及
盈

餘
可

抵
減

稅
額

減 －

大
陸
地
區
已
繳
納

所
得

稅
可

扣
抵

稅
額

(附
表

D
)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稽
徵

機
關

審
核

A
F

1,
07

6,
51

5
A

C
1

A
G

51
7,

50
0

D
9

23
,0

87
A

I
A

H
53

5,
9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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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種
方
式
：
將
納
稅
義
務
人
的
薪
資
所
得
分
開
計
算
，
合
併
申
報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減 －

全
部
免
稅
額

減 －

全
部
扣
除
額

減 －

基
本
生
活
費
差
額

等 於 ＝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A
E
若
為
負
數
請
填
寫

" 
0 

")

A
A

6,
69

6,
31

9
66

0,
00

0
89

1,
00

0
0

A
E

5,
14

5,
31

9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減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等 於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D

38
9,

00
0

88
,0

00
30

1,
00

0
30

1,
00

0
5%

0
15

,0
50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減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等 於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E

5,
14

5,
31

9
30

1,
00

0
4,

84
4,

31
9

4,
84

4,
31

9
40

%
82

9,
60

0
1,

10
8,

12
7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加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15
,0

50
1,

10
8,

12
7

A
F

1,
12

3,
17

7

應
納
稅
額

減 －

投
資

抵
減

稅
額

(附
表

C
)
減 －

重
購
自
用
住

宅
扣
抵
稅
額

(
附

表
B

)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減 －

股
利
及
盈

餘
可

抵
減

稅
額

減 －

大
陸
地
區
已
繳
納

所
得

稅
可

扣
抵

稅
額

(附
表

D
)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稽
徵

機
關

審
核

A
F

1,
12

3,
17

7
A

C
1

A
G

51
7,

50
0

D
9

23
,0

87
A

I
A

H
58

2,
59

0

第
四
種

方
式
：
將
配
偶
的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
合
併
申
報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總
額

(Y
M

或
Y

N
)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財
產
交
易
損

失
扣

除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儲
蓄
投
資
特

別
扣

除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身
心
障
礙
特

別
扣

除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Y
T

5,
91

3,
04

6
88

,0
00

0
10

0,
00

0
0

5,
72

5,
04

6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5,
72

5,
04

6
40

%
82

9,
60

0
1,

46
0,

41
8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總
額

(Y
M

或
Y

N
)

減 －

免
稅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
減 －

扣
除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已

減
除

之
扣

除
額

)
減 －

基
本

生
活

費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A

6,
69

6,
31

9
Y

T
5,

91
3,

04
6

57
2,

00
0

79
1,

00
0

0
0

0
5%

0
0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加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應
納
稅
額

減 －

投
資

抵
減

稅
額

減 －

重
購
自
用

住
宅

扣
抵

稅
額

(附
表

B
)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減 －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1,
46

0,
41

8
0

A
F

1,
46

0,
41

8
A

F
1,

46
0,

41
8

A
C

1
0

0
51

7,
50

0
D

9
23

,0
87

91
9,

83
1

股
利

及
盈

餘
可

抵
減

稅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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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種
方
式
：
將
納
稅
義
務
人
的
薪
資
所
得
分
開
計
算
，
合
併
申
報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減 －

全
部
免
稅
額

減 －

全
部
扣
除
額

減 －

基
本
生
活
費
差
額

等 於 ＝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A
E
若
為
負
數
請
填
寫

" 
0 

")

A
A

6,
69

6,
31

9
66

0,
00

0
89

1,
00

0
0

A
E

5,
14

5,
31

9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減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等 於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D

38
9,

00
0

88
,0

00
30

1,
00

0
30

1,
00

0
5%

0
15

,0
50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減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等 於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E

5,
14

5,
31

9
30

1,
00

0
4,

84
4,

31
9

4,
84

4,
31

9
40

%
82

9,
60

0
1,

10
8,

12
7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加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15
,0

50
1,

10
8,

12
7

A
F

1,
12

3,
17

7

應
納
稅
額

減 －

投
資

抵
減

稅
額

(附
表

C
)
減 －

重
購
自
用
住

宅
扣
抵
稅
額

(
附

表
B

)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減 －

股
利
及
盈

餘
可

抵
減

稅
額

減 －

大
陸
地
區
已
繳
納

所
得

稅
可

扣
抵

稅
額

(附
表

D
)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稽
徵

機
關

審
核

A
F

1,
12

3,
17

7
A

C
1

A
G

51
7,

50
0

D
9

23
,0

87
A

I
A

H
58

2,
59

0

第
四
種

方
式
：
將
配
偶
的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
合
併
申
報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總
額

(Y
M

或
Y

N
)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財
產
交
易
損

失
扣

除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儲
蓄
投
資
特

別
扣

除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身
心
障
礙
特

別
扣

除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Y
T

5,
91

3,
04

6
88

,0
00

0
10

0,
00

0
0

5,
72

5,
04

6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5,
72

5,
04

6
40

%
82

9,
60

0
1,

46
0,

41
8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總
額

(Y
M

或
Y

N
)

減 －

免
稅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
減 －

扣
除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已

減
除

之
扣

除
額

)
減 －

基
本

生
活

費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A

6,
69

6,
31

9
Y

T
5,

91
3,

04
6

57
2,

00
0

79
1,

00
0

0
0

0
5%

0
0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加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應
納
稅
額

減 －

投
資

抵
減

稅
額

減 －

重
購
自
用

住
宅

扣
抵

稅
額

(附
表

B
)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減 －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1,
46

0,
41

8
0

A
F

1,
46

0,
41

8
A

F
1,

46
0,

41
8

A
C

1
0

0
51

7,
50

0
D

9
23

,0
87

91
9,

83
1

股
利

及
盈

餘
可

抵
減

稅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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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1

第
五
種

方
式
：
將
納
稅
義
務
人
的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
合
併
申
報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總
額

(Y
M

或
Y

N
)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財
產
交
易
損

失
扣

除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儲
蓄
投
資
特

別
扣

除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身
心
障
礙
特

別
扣

除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Y
T

74
5,

71
1

88
,0

00
   

  0
0

0
65

7,
71

1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65
7,

71
1

12
%

37
,8

00
41

,1
25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總
　

　
額

(Y
M

或
Y

N
)

減 －

免
稅

額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

減 －

扣
除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已

減
除

之
扣

除
額

)

減 －

基
本

生
活

費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A

6,
69

6,
31

9
Y

T
74

5,
71

1
57

2,
00

0
89

1,
00

0
0

4,
48

7,
60

8
4,

48
7,

60
8

30
%

37
6,

60
0

96
9,

68
2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加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應
納
稅
額

減 －

投
資

抵
減

稅
額

減 －

重
購
自

用
住
宅

扣
抵
稅

額
(
附

表
B

)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減 －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41
,1

25
96

9,
68

2
A

F
1,

01
0,

80
7

A
F

1,
01

0,
80

7
A

C
1

47
0,

22
0

股
利

及
盈

餘
可

抵
減

稅
額

0
0

51
7,

50
0

D
9

23
,0

87

2.
股
利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第
一
種

方
式
：
納
稅
義
務
人
與
配
偶
合
併
計
稅
，
合
併
申
報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減 －

全
部
免
稅
額

減 －

全
部
扣
除
額

減 －

基
本
生
活
費
差
額

等 於 ＝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
A

E
若
為
負

數
請
填
寫

" 
0 

"）
A

A
6,

42
4,

71
1

66
0,

00
0

89
1,

00
0

0
A

E
4,

87
3,

71
1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A
E

4,
87

3,
71

1
40

%
82

9,
60

0
A

F
1,

11
9,

88
4

應
納
稅
額

加 ＋

股
利
及
盈

餘
分

開
計

稅
應

納
稅

額

減 －

投
資

抵
減

稅
額

(附
表

C
)

減 －

重
購
自
用

住
宅

扣
抵

稅
額

(附
表

B
)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減 －

大
陸
地
區
已

繳
納
所
得
稅

可
扣
抵
稅
額

(
附

表
D

)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稽
徵
機

關
審
核

A
F

1,
11

9,
88

4
E 9

76
,0

50
A

C
1

A
G

51
7,

50
0

A
I

A
H

67
8,

4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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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1

第
五
種

方
式
：
將
納
稅
義
務
人
的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
合
併
申
報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總
額

(Y
M

或
Y

N
)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財
產
交
易
損

失
扣

除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儲
蓄
投
資
特

別
扣

除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身
心
障
礙
特

別
扣

除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Y
T

74
5,

71
1

88
,0

00
   

  0
0

0
65

7,
71

1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65
7,

71
1

12
%

37
,8

00
41

,1
25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總
　

　
額

(Y
M

或
Y

N
)

減 －

免
稅

額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

減 －

扣
除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已

減
除

之
扣

除
額

)

減 －

基
本

生
活

費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A

6,
69

6,
31

9
Y

T
74

5,
71

1
57

2,
00

0
89

1,
00

0
0

4,
48

7,
60

8
4,

48
7,

60
8

30
%

37
6,

60
0

96
9,

68
2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加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應
納
稅
額

減 －

投
資

抵
減

稅
額

減 －

重
購
自

用
住
宅

扣
抵
稅

額
(
附

表
B

)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減 －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41
,1

25
96

9,
68

2
A

F
1,

01
0,

80
7

A
F

1,
01

0,
80

7
A

C
1

47
0,

22
0

股
利

及
盈

餘
可

抵
減

稅
額

0
0

51
7,

50
0

D
9

23
,0

87

2.
股
利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第
一
種

方
式
：
納
稅
義
務
人
與
配
偶
合
併
計
稅
，
合
併
申
報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減 －

全
部
免
稅
額

減 －

全
部
扣
除
額

減 －

基
本
生
活
費
差
額

等 於 ＝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
A

E
若
為
負

數
請
填
寫

" 
0 

"）
A

A
6,

42
4,

71
1

66
0,

00
0

89
1,

00
0

0
A

E
4,

87
3,

71
1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A
E

4,
87

3,
71

1
40

%
82

9,
60

0
A

F
1,

11
9,

88
4

應
納
稅
額

加 ＋

股
利
及
盈

餘
分

開
計

稅
應

納
稅

額

減 －

投
資

抵
減

稅
額

(附
表

C
)

減 －

重
購
自
用

住
宅

扣
抵

稅
額

(附
表

B
)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減 －

大
陸
地
區
已

繳
納
所
得
稅

可
扣
抵
稅
額

(
附

表
D

)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稽
徵
機

關
審
核

A
F

1,
11

9,
88

4
E 9

76
,0

50
A

C
1

A
G

51
7,

50
0

A
I

A
H

67
8,

4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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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第
二
種

方
式
：
將
配
偶
的
薪
資
所
得
分
開
計
算
，
合
併
申
報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減 －

全
部
免
稅
額

減 －

全
部
扣
除
額

減 －

基
本
生
活
費
差
額

等 於 ＝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A
E
若
為
負

數
請
填
寫

" 
0 

")

A
A

6,
42

4,
71

1
66

0,
00

0
89

1,
00

0
0

A
E

4,
87

3,
71

1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減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等 於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D

4,
79

9,
00

0
88

,0
00

4,
71

1,
00

0
4,

71
1,

00
0

40
%

82
9,

60
0

1,
05

4,
80

0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減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等 於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E

4,
87

3,
71

1
4,

71
1,

00
0

16
2,

71
1

16
2,

71
1

5%
0

8,
13

5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加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1,
05

4,
80

0
8,

13
5

A
F

1,
06

2,
93

5

應
納

稅
額

加 ＋

股
利
及
盈
餘

分
開

計
稅

應
納

稅
額

減 －

投
資

抵
減

稅
額

(附
表

C
)

減 －

重
購
自
用
住

宅
扣
抵
稅
額

(
附

表
B

)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減 －

大
陸
地
區
已
繳
納

所
得

稅
可

扣
抵

稅
額

(附
表

D
)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稽
徵

機
關

審
核

A
F

1,
06

2,
93

5
E 9

76
,0

50
A

C
1

A
G

51
7,

50
0

A
I

A
H

62
1,

48
5

第
三
種

方
式
：
將
納
稅
義
務
人
的
薪
資
所
得
分
開
計
算
，
合
併
申
報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減 －

全
部
免
稅
額

減 －

全
部
扣
除
額

減 －

基
本
生
活
費
差
額

等 於 ＝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
A

E
若
為
負
數
請
填
寫

"0
"）

A
A

6,
42

4,
71

1
66

0,
00

0
89

1,
00

0
0

A
E

4,
87

3,
71

1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減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等 於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D

38
9,

00
0

88
,0

00
30

1,
00

0
30

1,
00

0
5%

0
15

,0
50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減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等 於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E

4,
87

3,
71

1
30

1,
00

0
4,

57
2,

71
1

4,
57

2,
71

1
40

%
82

9,
60

0
99

9,
48

4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加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15
,0

50
99

9,
48

4
A

F
1,

01
4,

53
4

應
納
稅
額

加 ＋

股
利
及
盈

餘
分

開
計

稅
應

納
稅

額

減 －

投
資

抵
減

稅
額

(附
表

C
)

減 －

重
購
自
用
住

宅
扣
抵
稅
額

（
附
表

B
）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減 －

大
陸
地
區
已

繳
納
所
得
稅

可
扣
抵
稅
額

（
附
表

D
）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稽
徵

機
關

審
核

A
F

1,
01

4,
53

4
E 9

76
,0

50
A

C
1

A
G

51
7,

50
0

A
I

A
H

57
3,

0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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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種

方
式
：
將
配
偶
的
薪
資
所
得
分
開
計
算
，
合
併
申
報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減 －

全
部
免
稅
額

減 －

全
部
扣
除
額

減 －

基
本
生
活
費
差
額

等 於 ＝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A
E
若
為
負

數
請
填
寫

" 
0 

")

A
A

6,
42

4,
71

1
66

0,
00

0
89

1,
00

0
0

A
E

4,
87

3,
71

1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減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等 於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D

4,
79

9,
00

0
88

,0
00

4,
71

1,
00

0
4,

71
1,

00
0

40
%

82
9,

60
0

1,
05

4,
80

0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減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等 於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E

4,
87

3,
71

1
4,

71
1,

00
0

16
2,

71
1

16
2,

71
1

5%
0

8,
13

5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加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1,
05

4,
80

0
8,

13
5

A
F

1,
06

2,
93

5

應
納
稅
額

加 ＋

股
利
及
盈
餘

分
開

計
稅

應
納

稅
額

減 －

投
資

抵
減

稅
額

(附
表

C
)

減 －

重
購
自
用
住

宅
扣
抵
稅
額

(
附

表
B

)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減 －

大
陸
地
區
已
繳
納

所
得

稅
可

扣
抵

稅
額

(附
表

D
)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稽
徵

機
關

審
核

A
F

1,
06

2,
93

5
E 9

76
,0

50
A

C
1

A
G

51
7,

50
0

A
I

A
H

62
1,

48
5

第
三
種

方
式
：
將
納
稅
義
務
人
的
薪
資
所
得
分
開
計
算
，
合
併
申
報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減 －

全
部
免
稅
額

減 －

全
部
扣
除
額

減 －

基
本
生
活
費
差
額

等 於 ＝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
A

E
若
為
負
數
請
填
寫

"0
"）

A
A

6,
42

4,
71

1
66

0,
00

0
89

1,
00

0
0

A
E

4,
87

3,
71

1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減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等 於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D

38
9,

00
0

88
,0

00
30

1,
00

0
30

1,
00

0
5%

0
15

,0
50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減 －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薪
資

所
得

淨
額

等 於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E

4,
87

3,
71

1
30

1,
00

0
4,

57
2,

71
1

4,
57

2,
71

1
40

%
82

9,
60

0
99

9,
48

4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加 ＋

不
含
薪
資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15
,0

50
99

9,
48

4
A

F
1,

01
4,

53
4

應
納
稅
額

加 ＋

股
利
及
盈

餘
分

開
計

稅
應

納
稅

額

減 －

投
資

抵
減

稅
額

(附
表

C
)

減 －

重
購
自
用
住

宅
扣
抵
稅
額

（
附
表

B
）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減 －

大
陸
地
區
已

繳
納
所
得
稅

可
扣
抵
稅
額

（
附
表

D
）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稽
徵

機
關

審
核

A
F

1,
01

4,
53

4
E 9

76
,0

50
A

C
1

A
G

51
7,

50
0

A
I

A
H

57
3,

0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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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種

方
式
：
將
配
偶
的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
合
併
申
報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總
額

(Y
M

或
Y

N
)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財
產
交
易
損

失
扣

除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儲
蓄
投
資
特

別
扣

除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身
心
障
礙
特

別
扣

除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Y
T

5,
67

9,
00

0
88

,0
00

   
  0

10
0,

00
0

0
5,

49
1,

00
0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5,
49

1,
00

0
40

%
82

9,
60

0
1,

36
6,

80
0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總
額

(Y
M

或
Y

N
)

減 －

免
稅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
減 －

扣
除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已

減
除

之
扣

除
額

)
減 －

基
本

生
活

費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A

6,
42

4,
71

1
Y

T
5,

67
9,

00
0

57
2,

00
0

79
1,

00
0

0
0

0
5%

0
0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加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應
納
稅
額

加 ＋

1,
36

6,
80

0
0

A
F

1,
36

6,
80

0
A

F
1,

36
6,

80
0

股
利
及
盈

餘
分

開
計

稅
應

納
稅

額

E 9
76

,0
50

減 －

投
資

抵
減

稅
額

減 －

重
購
自
用

住
宅

扣
抵

稅
額

(附
表

B
)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A
C

1
0

0
51

7,
50

0
92

5,
35

0

第
五
種
方
式
：
將
納
稅
義
務
人
的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
合
併
申
報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總
額

(Y
M

或
Y

N
)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財
產
交
易
損

失
扣

除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儲
蓄
投
資
特

別
扣

除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身
心
障
礙
特

別
扣

除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Y
T

74
5,

71
1

88
,0

00
   

   
0

0
0

65
7,

71
1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65
7,

71
1

12
%

37
,8

00
41

,1
25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總
額

(Y
M

或
Y

N
)

減 －

免
稅

額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

減 －

扣
除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已

減
除

之
扣

除
額

)

減 －

基
本

生
活

費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A
A

6,
42

4,
71

1
Y

T
74

5,
71

1
57

2,
00

0
89

1,
00

0
0

4,
21

6,
00

0
4,

21
6,

00
0

30
%

37
6,

60
0

88
8,

20
0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加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等 於 ＝

應
納
稅
額

應
納
稅
額

加 ＋

股
利
及
盈

餘
分

開
計

稅
應

納
稅

額

減 －

投
資

抵
減

稅
額

減 －

重
購
自
用

住
宅

扣
抵

稅
額

(附
表

B
)

減 －

全
部

扣
繳

稅
額

等 於 ＝

應
退

還
稅 額

或

應
自

行
繳

納
稅

額

41
,1

25
88

8,
20

0
A

F
92

9,
32

5
A

F
92

9,
32

5
E 9

76
,0

50
A

C
0

0
51

7,
50

0
48

7,
87

5

以
1.
股

利
所
得
合
併
計
稅
第

(五
)式

計
算
最
有
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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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種

方
式
：
將
配
偶
的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
合
併
申
報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總
額

(Y
M

或
Y

N
)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財
產
交
易
損

失
扣

除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儲
蓄
投
資
特

別
扣

除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身
心
障
礙
特

別
扣

除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Y
T

5,
67

9,
00

0
88

,0
00

   
  0

10
0,

00
0

0
5,

49
1,

00
0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淨
額

乘 ×

稅
率

減 －

累
進
差
額

等 於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應

納
稅

額

5,
49

1,
00

0
40

%
82

9,
60

0
1,

36
6,

80
0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減 －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各
類
所
得
總
額

(Y
M

或
Y

N
)

減 －

免
稅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之
免

稅
額

)
減 －

扣
除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者
已

減
除

之
扣

除
額

)
減 －

基
本

生
活

費
差 額

等 於 ＝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不
含
各
類
所

得
分

開
計

稅
部

分
之

所
得

淨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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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08年度房屋及土地之當地一般租金標準

地區 使用別 租金標準

臺北市

住家用 19%

非住家用
依實地調查租金狀況編訂「108年度非住家用房屋當地一

般租金標準表」，並考量特定情形予以核定。

新北市

住家用

板橋區、三重區、永和區、中和區、新莊區、
新店區、土城區、蘆洲區、汐止區、樹林區

18%

鶯歌區、三峽區、淡水區、瑞芳區、五股區、
泰山區、林口區、深坑區、石碇區、坪林區、
三芝區、石門區、八里區、平溪區、雙溪區、
貢寮區、金山區、萬里區、烏來區

15%

非住家用
依實地調查租金狀況編訂「108年度非住家用房屋當地一

般租金標準表」，並考量特定情形予以核定。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住家用 14%

非住家用
依實地調查租金狀況編訂「108年度非住家用房屋當地一

般租金標準表」，並考量特定情形予以核定。

高雄市

住家用

鹽埕區、鼓山區、左營區、楠梓區、三民區、
新興區、前金區、苓雅區、前鎮區、旗津區、
小港區

17%

鳳山區、林園區、大寮區、大樹區、大社區、
仁武區、鳥松區、岡山區、橋頭區、燕巢區、
田寮區、阿蓮區、路竹區、湖內區、茄萣區、
永安區、彌陀區、梓官區、旗山區、美濃區、
六龜區、甲仙區、杉林區、內門區、茂林區、
桃源區、那瑪夏區

14%

非住家用
依實地調查租金狀況編訂「108年度非住家用房屋當地一

般租金標準表」，並考量特定情形予以核定。

其他縣
(市)

住家用 14%

非住家用
依實地調查租金狀況編訂「108年度非住家用房屋當地一

般租金標準表」，並考量特定情形予以核定。

土地 依土地申報地價之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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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附表二 

108年度個人出售房屋未申報或已申報而未能提出證明文件之財產

交易所得標準 
一、僅查得實際成交總價，而無法證明原始取得成本者如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以總價按房地比例計算歸屬房屋收入，再以房屋收入15%計算交易所得。 
(一) 臺北市 新臺幣總價7,000萬元以上  
(二) 新北市 新臺幣總價6,000萬元以上  
(三) 其他地區 新臺幣總價4,000萬元以上 

 
二、除上述規定情形外，按下列標準計算交易所得 

地區 房屋評 
定現值 

 
 
 
 
 
 
 
 

(一) 
直轄市 

 
 
 
 
 
 
 
 
 

1.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依「臺北市房屋標準價格及

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第1 5點評定為

高級住宅者 
46% 

其他  %14 :

2.新北市

1.板橋區、永和區、新店區、三重區、

中和區、新莊區、土城區及蘆洲區 
35% 

2.汐止區、樹林區、泰山區及林口區   33% 

3.淡水區及五股區  22% 

4.三峽區、深坑區及八里區   20% 

5.鶯歌區、瑞芳區、石碇區、坪林區、

三芝區、石門區、平溪區、雙溪區、

貢寮區、金山區、萬里區及烏來區 
14% 

3.桃園市

1.桃園區、中壢區、八德區及蘆竹區  23% 

2.平鎮區及龜山區   17% 

3.楊梅區、大園區、大溪區及龍潭區   15% 

4.新屋區、觀音區及復興區 8% 

4.臺中市

1.西屯區   26% 

2.東區及南屯區   20% 

3.南區及北屯區  19% 

4.西區及中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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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豐原區 17% 

6.北區 16% 

7.太平區 15% 

8.大里區  14% 
9.烏日區、大雅區、潭子區、后里區、

霧峰區及神岡區  13% 

10.沙鹿區、梧棲區、龍井區、大甲區、 
清水區及大肚區  10% 

11.東勢區 9% 
12.新社區、石岡區、外埔區、大安區及

和平區 8% 

5.臺南市

1.東區及安平區  17% 

2.北區、安南區及中西區 16% 

3.南區 15% 

4.永康區 14% 

5.新營區 11% 

6.新市區 10% 

7.佳里區、善化區、仁德區、歸仁區、

安定區及關廟區 
9% 

8.鹽水區、白河區、柳營區、後壁區、

東山區、麻豆區、下營區、六甲區、

官田區、大內區、學甲區、西港區、

七股區、將軍區、北門區、新化區、

山上區、玉井區、楠西區、南化區、

左鎮區及龍崎區 

8% 

6.高雄市

1.鼓山區及三民區   26% 

2.新興區、苓雅區   24% 

3.前金區、前鎮區及左營區   23% 

4.小港區 22% 

5.鹽埕區及楠梓區 21% 

6.旗津區 20% 

7.鳳山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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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鳥松區及仁武區   12% 

9.大社區、岡山區、橋頭區、大寮區及

路竹區 
10% 

10.林園區、美濃區及彌陀區 9% 

11.大樹區、燕巢區、田寮區、阿蓮區、

湖內區、茄萣區、永安區、梓官區、

旗山區、六龜區、甲仙區、杉林區、

內門區、茂林區、桃源區及那瑪夏區

8% 

(二) 
其他縣

(市) 
 

1.市 (即原  
省轄市)

1.新竹市 18% 

2.基隆市及嘉義市 15% 

2.縣轄市 

1.新竹縣竹北市 19% 

2.宜蘭縣宜蘭市、花蓮縣花蓮市及臺東

縣臺東市 
12% 

3.苗栗縣頭份市、彰化縣彰化市、雲林

縣斗六市、嘉義縣朴子市、太保市及

屏東縣屏東市   
11% 

4.彰化縣員林市 9% 

5.其他: 10% 

3.鄉鎮 

1.金門縣各鄉鎮 12% 

2.苗栗縣竹南鎮 11% 

3.苗栗縣苑裡鎮、南投縣草屯鎮、彰化

縣大村鄉、永靖鄉、社頭鄉、溪湖

鎮、埔心鄉、田中鎮、屏東縣東港

鎮、潮州鎮、琉球鄉、九如鄉、長治

鄉、萬丹鄉 

9% 

4.其他: 8% 

註：高級住宅，指臺北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100年常會審議通過自100年7月1
日起實施高級住宅加價課徵房屋稅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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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申報須知

一、應填寫「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申報表」申報基本稅額之申報戶？

(一)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申報戶，不必填寫「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申報

表」：

1.  符合所得稅法規定免辦結算申報的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個人。

2.  申報綜合所得稅時，未適用投資抵減獎勵，且沒有「特定保險給

付」、「私募基金受益憑證交易所得」、「非現金捐贈扣除額」及

「海外所得」等應計入基本所得額的項目者。

3.  雖有上述應計入基本所得額的項目，但申報戶的基本所得額在新臺

幣670萬元以下者。

(二) 不符合上述條件的申報戶，應依規定填寫「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申報

表」申報基本稅額。

二、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的申報單位？

綜合所得稅係以家戶為申報單位，而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也是以家戶為申

報單位，納稅義務人與其依所得稅法規定應合併申報的配偶及受扶養親

屬，有應計入基本所得額的項目時，應由納稅義務人合併申報基本所得

額並計算基本稅額。

三、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的項目？

(一) 綜合所得淨額（即一般結算申報書第9欄或第10欄稅額計算式之AE金

額或第11欄稅額計算式之GK+GL合計金額）。

(二) 特定保險給付：指保險期間始日在95年1月1日以後，且受益人與要

保人非屬同一人的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契約，受益人受領的保險給

付，但死亡給付每一申報戶全年合計數在新臺幣3,330萬元以下部分

免予計入，超過3,330萬元者，以扣除3,330萬元後的餘額計入。非屬

死亡給付部分，應全數計入基本所得額，不得扣除3,330萬元。

(三) 私募基金受益憑證之交易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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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申報綜合所得稅時減除之非現金捐贈金額（即一般結算申報書中第

16欄附表二的非現金捐贈金額）。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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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海外所得)。但一申報戶全

年之本款所得合計數未達新臺幣1,000,000元者，免予計入；在新臺

幣1,000,000元以上者，應全數計入。

(六) 選擇分開計稅之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即一般結算申報書中第4欄

「公司、合作社及其他法人分配股利或盈餘合計金額A91」)。

四、基本稅額之計算？

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670萬元）×20%。

五、一般所得稅額之定義？

一般所得稅額，為當年度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的應納稅額，減除申報的

投資抵減稅額後的餘額（即一般結算申報書中稅額計算式的AF金額－

AC1金額）。選擇股利及盈餘分開計稅者，一般所得稅額應加計「股利

及盈餘分開計稅應納稅額」(即一般結算申報書中第12欄「股利及盈餘

分開計稅應納稅額E9」)。

六、計算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額稅額的差額？

基本稅額應先與一般所得稅額作比較。如果一般所得稅額高於或等於基

本稅額，則不必再繳納基本稅額，只要依原來的綜合所得稅規定繳稅即

可。如果一般所得稅額低於基本稅額，除依原來的綜合所得稅規定繳稅

外，應另就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的差額繳納所得稅，且該差額不得

以投資抵減稅額抵減之。

七、�海外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地法律規定繳納的所得稅，得扣抵基本稅額，

扣抵金額不得超過因加計海外所得，而依規定計算增加的基本稅額。

前述扣抵，應提出所得來源地稅務機關發給同一年度納稅憑證。

八、�如何計算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及其扣抵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

稅額差額後的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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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EE1)」應以下列計算式計算的「海

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限額EB」與「所得來源地稅務機關發給之同

一年度納稅證明之已納稅額EC」採金額較低者申報

「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限額」計算式=【{基本稅額(AS1)-綜合

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稅額計算式之應納稅額(AF)-股利及盈餘分開計稅

應納稅額(E9)}x海外所得總額(A51)÷{基本所得額(AR1)-綜合所得淨額

(AE)-分開計稅之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A91)}】[註：選擇股利及盈餘

合併計稅者，免填股利及盈餘分開計稅應納稅額(E9)及分開計稅之

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A91)]

(二)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的差額扣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

額後的餘額(AM1)」計算方式：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的差額(AU1)」＞「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

扣抵稅額(EE1)時，AM1=AU1-EE1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的差額(AU1) 」≦「海外已繳納所得稅

可扣抵稅額(EE1)時，AM1=0(不得填寫負數)

(三) 請將本申報表第12欄AM1金額，填入一般結算申報書第12欄的稅額

計算式，以計算應自行繳納(或退還)的稅額。

九、申報程序、時間及辦理申報之地點？

應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辦理申報者，應填寫所得基本稅額申報表，

併同一般結算申報書辦理申報，於109年5月1日至109年6月1日止就近至

任一國稅局辦理申報；或以掛號逕寄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或透過網際網

路（https://tax.nat.gov.tw）辦理，但逾期申報者，僅得向戶籍所在地國

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透過網際網路辦理申報時，如有

應檢附證明文件、單據者，應於109年6月11日前送（寄）戶籍所在地國

稅局或就近至任一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或服務處代收。

十、備註：

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第3項前段及第8項規定，納稅者從事租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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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交易行為，而於申報時，對重要事項隱匿或為虛偽不實陳述或提供不

正確資料，致使稅捐稽徵機關短漏核定稅捐者，稅捐稽徵機關將另課予

逃漏稅捐之處罰。

2-1內頁.indd   742-1內頁.indd   74 2020/4/24   上午 08:32:012020/4/24   上午 08:32:01



https://www.ntbt.gov.tw

https://www.ntbt.gov.tw/ /

0800-000-321

 2375-6174

10412

2311-4311

2375-2607

2375-6142

3955

2311-3711 1155

2311-3711 1156

https://tax.nat.gov.tw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

https://www.etax.nat.gov.tw

https://www.dot.gov.tw

https://www.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ntbt.mof

電子申報
繳稅服務

稅務入口網 統一發票兌獎
app Play 商店下載

統一發票兌獎
app ios 商店下載



(10802) 2311-3711 2389-1052

(11049)
1

2720-1599 2723-2240

(10093) 2396-5062 2394-9765

(10650)
8 7

2358-7979 2358-4458

(10410)
13 4

2718-3606 2545-9217

(11230)
3 3

2895-1515 2894-9394

(10363)
5 4

2585-3833 2591-9324

(10422)
21 1~5

2502-4181 2509-7112

(10849)
5 7

2304-2270 2336-7240

(11579)
36

2783-3151 2785-0952

(11606)
22 6

2234-3833 8661-6493

(10422)
21 1~5

2506-3050 2506-3303

(11160) 4 3
( )

2831-5171

2831-7450

(11159) 546
( )

2834-4137

(11466)
11 2

2792-8671 2792-8739

本局 FB 本局 LINE 本局網站
（109.04　14,400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