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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政策》 
 

三、為抑制近年來不動產價格不合理飆漲，有效消除投機暴利，期使不動產市場回歸正常，政府相

關部門於研議對策後，提出特種貨物及勞務稅條例草案，並於民國100年5月間完成法制化，該

條例自同年6月1日起施行。茲請問：該條例有關不動產部分，那些情況須繳納特種貨物及勞務

稅？其課稅時點及稅基、稅率、納稅義務人各為何？又那些情況不屬該條例所稱之特種貨物？

（25分） 

答： 
(一)課徵對象 

銷售座落在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土地，且其持有期間在二年以內之房屋及其座落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

執照之都市土地。但符合特種貨物及勞務稅條例第5條規定者，不包括之。 
(二)時點、稅基、稅率、納稅義務人 

1.時點：納稅義務人銷售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特種貨物，應於訂定銷售契約之次日起三十日內計算

應納稅額，自行填具繳款書向公庫繳納，並填具申報書，檢附繳納收據、契約書及其他有關文件，向主

管稽徵機關申報銷售價格及應納稅額。 
2.稅基：以該不動產之銷售價格為準。 
3.稅率：特種貨物及勞務稅之稅率為百分之十。但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特種貨物，持有期間在一年

以內者，稅率為百分之十五。 
4.納稅義務人：銷售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特種貨物，納稅義務人為原所有權人，於銷售時課徵特種

貨物及勞務稅。 
(三)有下列情形之一，非屬本條例規定之特種貨物： 

1.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年直系親屬僅有一戶房屋及其座落基地，辦竣戶籍登記且持有期間無供營業使

用或出租者。 
2.符合前款規定之所有權人或其配偶購買房屋及其座落基地，致共持有二戶房地，自完成新房地移轉登記

之日起算一年內出售原房地，或因調職、非自願離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出售新房地，且出售後仍符

合前款規定者。 
3.銷售與各級政府或各級政府銷售者。 
4.經核准不課徵土地增值稅者。 
5.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留地尚未被徵收前移轉者。 
6.銷售因繼承或受遺贈取得者。 
7.營業人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次移轉者。 
8.依強制執行法、行政執行法或其他法律規定強制拍賣者。 
9.依銀行法第 76 條或其他法律規定處分，或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令處分者。 
10.所有權人以其自住房地拆除改建或與營業人合建分屋銷售者。 
11.銷售依都市更新條例以權利變換方式實施都市更新分配取得更新後之房屋及其座落基地者。 

 

四、土地使用規劃管理為我國土地政策重要的一環，目前臺灣地區土地經由區域計畫、都市計畫及

國家公園計畫等體系進行土地使用管制，衍生相當多的問題。茲請詳述該等問題主要有那些？

並請就個人所見，提出因應對策及期望達成的目標。（25分） 

答： 
(一)主要問題 

1.規劃面： 
(1)未將海岸及海域予以宣示，未能突顯海洋國家特色 。 
(2)全國及縣（市）土地未作整體規劃使用，欠缺宏觀願景。 
(3)城鄉地區未能有秩序發展，公共設施缺乏配套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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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開發面： 
(1)未能落實國土保育與保安，造成環境破壞。 
(2)重要農業生產環境未能確保完整，影響農業經營管理。 
(3)非都市土地實施開發許可缺乏計畫指導。 

3.管理面： 
(1)未具法定國土計畫。 
(2)水、土、林業務未能整合，缺乏有效管理。  
(3)都會區域重大基礎建設缺乏協調機制，影響國際競爭力。  
(4)部門計畫缺乏國土計畫指導，造成無效率之投資等。 

4.其他： 
(1)未能落實民眾參與：各級計畫之擬定與實施多未能有效落實民眾參與，致計畫難以實施與落實。 
(2)規劃與管制機關事權分歧：目前都市土地屬都市計畫管轄，區域計畫則指導非都市土地之管制與使

用，在事權未能統一的情況下，往往無法達到整體規劃目標。 
(3)計畫體系過於繁複：當前規劃體系多達四級，不僅規劃費時，亦未能提升行政效率，難以適應當前社

會經濟快速發展。 
(二)因應對策 

1.國土規劃應主動積極配合國際公約及相關國際性規範，共同促進國土之永續發展。 
2.國土保育地區應以保育及保安為最高指導原則，並限制開發使用，對環境劣化地區應逐漸復育其生態機

能。 
3.海洋資源地區之保育、防護除比照前款規定辦理外，對港口、航道、漁業、觀光、能源、礦藏及其他重

要資源，應整體規劃利用並增進其產業效益。 
4.農業發展地區應確保基本糧食安全，積極保護重要農業生產環境及基礎設施，並應避免零星散漫之發

展。 
5.城鄉發展地區應以集約發展、成長管理為原則，創造寧適之生活環境及有效率之生產環境，確保完整之

配套公共設施。 
6.都會區域應配合區域特色與整體發展需要，加強跨領域整合，達成資源互補、強化區域機能，提升競爭

力。 
7.特定區域應考量重要自然資源、文化特色、特殊區位、河川流域及其他特定條件，實施整體規劃。 
8.政府興辦性質重要且在一定規模以上部門計畫，應於先期規劃階段，透過國土規劃機制協調整合，避免

重複投資，發揮整體建設效益。 
9.國土規劃應力求民眾參與多元化及資訊公開化。 
10.國土開發、利用及保育應遵循國土計畫，因應氣候變遷，建立國土防災調適機制，並加強景觀規劃功

能；依循損益平衡原則，建立公平及有效率之管制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