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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各論》
一、 現行所得稅法規定：營利事業當年度之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

稅。有論者謂：未分配盈餘稅妨礙資本累積，阻礙企業擴充，對資本投資有不利影響；甚至有

人主張未分配盈餘稅是「反成長稅」。試就效率與稅賦公平面向，提出支持未分配盈餘應加徵

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論點。（25分）

試題評析

未分配盈餘為屬於「兩稅合一」基本議題之一，在106年修正兩稅合一相關規定時，又再次引起產

業界及財政部的立場及觀點論戰。考生只要依照題目指示，將支持未分配盈餘應加徵營利事業所

得稅之財政部論點，「效率面(租稅中立性)」及「公平面(租稅平等)」分別闡述之，即可獲得高

分。

答： 
支持未分配盈餘課稅之理由： 

(一)效率面

1.維護持「獨資、合夥」VS.「公司組織」之租稅中立性

基於公司治理原則，公司組織交由公司董事會及股東會決定股利發放政策；而獨資、合夥在稅制上，則

視為稅後盈餘「全數分配」，資本主及合夥人沒有選擇餘地。基於租稅中立性，應對於公司組織之未分

配盈餘，應予以課稅以維持租稅中立性。

2.防止利用資本增益規避稅負

若沒有對未分配盈餘課稅，將使公司資本大幅累積，經濟力量過於集中，妨礙證券市場的中立性及流

動性。

(二)公平面

1.促進公司、獨資、合夥之租稅公平性

由於獨資及合夥事業之盈餘，應全部併入個人綜合所得課稅，盈餘完全不能保留，獨資、合夥資本主相

對於公司組織股東之租稅負擔沉重，故主張對公司組織之未分配盈餘課稅，以減輕不公平待遇。

2.避免大股東藉未分配盈餘規避綜合所得稅

盈餘或股利分配，會加重個人股東之所得稅負，目前採「合併計算稅額抵減」或「單一稅率分開計算」

二擇一制。若不對未分配盈餘課稅，則公司將保留大量盈餘不予分配，藉此替個人大股東規避綜合所得

稅。因此，應對未分配盈餘予以課稅，以維護租稅公平。

3.不應由股東以外之納稅義務人負擔稅收損失

兩稅合一之目的主要是消除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綜合所得稅之重複課稅現象，旨在健全稅制而非減稅措

施，因此，實施兩稅合一致使股利所得者減少之稅負，不應移轉給股利所得以外之人來負擔，以維持

稅制公平。

二、 有「加值稅之父」稱謂的法國前稅局局長，莫里斯‧洛瑞（Maurice Lauré），曾直指加值稅的

「免稅」是「惡性腫瘤」。請從效率、分配、稽徵行政與稅收四個面向，說明全面課徵加值稅

下，免稅與排除的規定所造成的影響。（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加值型營業稅免稅之探討，在效率、分配、稽徵行政及租稅收入之明確框架下，呼應免

稅是「惡性腫瘤(缺點)」之具體理由，只要言之有理，兼顧稅法規定及租稅原理，獲取高分不是難

事。

答： 
基於農漁業政策、增進社會福利、提升教育文化、避免重複課稅等理由，少數特定商品免徵加值型營業稅。然

而，卻也衍生許多負面且複雜問題，猶如惡性腫瘤在體內慢性增長，對整體稅制產生之影響不容小覷。說明如

下：

(一)經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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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租稅中立性，應對所有商品課稅、且稅率相同，則相對價格等比例上升，不會產生替代效果，方能符

合經濟效率。若少數特定商品予以免稅，則相對價格改變，將產生超額負擔。 
(二)分配公平 

免稅之租稅效果，將因免稅階段不同，而產生不同效果，形成租稅不平等。 
1.最初階段免稅：產生追捕效果，總稅負不變。 
2.中間階段免稅：除了有下游的追捕效果外，將產生稅上加稅之不利影響，使總稅負大為增加，產生重複

課稅之不公平現象。因而，有放棄免稅身分，回歸加值型營業稅之報繳方式，但三年內不能變更的規定。 
3.最終階段免稅：由於商品最後一手為消費者，不致產生追捕效果，總稅負因而減輕，但並未減少製造及

批發階段之稅負。 
(三)稽徵行政 

1.大多數商品應稅，然而少數免稅，增加稽徵判斷及租稅處理之複雜度。 
2.兼營「加值型及免稅」的營業人，採用403申報書，以比例扣抵法或直接扣抵法計算應納營業稅，大幅增

加徵納雙方行政成本。 
(四)租稅收入 

1.免稅與排除規定之項目愈多，政府租稅收入愈少，不利於財政調度。 
2.營業稅免稅機制破壞加值型營業稅上下游自動勾稽作用，不利於租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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