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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 
一、所得稅法，對扶養法定扶養義務之親屬者，在綜合所得稅予以「免稅額」規定，目的何在？其

是否須有無謀生能力及年齡限制？其免稅規定是否為稅捐優惠？（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免稅額的原理，以「可支配所得」的角度切入，就剩餘所得的觀念說明之。 

考點命中 
《稅務法規》，高點出版，施敏編撰，頁2-16。 
《租稅各論》，高點出版，施敏編撰，頁4-28~4-29。 

 

答： 
(一)就「可支配所得」角度而言，納稅義務人扣除日常生活必要費用及扶養親屬相關費用後，尚有剩餘者，方

得課徵所得稅。其中日常生活費，包括免稅額及與生活有關的扣除額；故所得相同的家庭，得以因家庭成

員及生活必要費用的差異，而負擔不同程度的租稅，使得我國之綜所稅更具量能負擔之公平性及彈性。 
(二)理論上，扶養親屬之免稅額，不應該有「無謀生能力及年齡」之限制，舉凡能證明其相關生活費者，皆應

准予扣除。然而，基於避免納稅義務人浮濫申報扶養及租稅法律主義，不得不予以限制。我國稅法規定扶

養條件如下： 

納稅義務人按規定減除其本人、配偶及合於下列規定扶養親屬之免稅額；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年滿七十歲

者，免稅額增加百分之五十。但依第15條第2項規定分開計算稅額者，納稅義務人不得再減除薪資所得分開

計算者之免稅額： 

1.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直系尊親屬，年滿六十歲，或無謀生能力，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其年滿七十歲

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免稅額增加百分之五十。 

2.納稅義務人之子女未滿二十歲，或滿二十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力受納稅義務人扶

養者。 

3.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同胞兄弟、姊妹未滿二十歲，或滿二十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

能力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4.納稅義務人其他親屬或家屬，合於民法第1114條第四款及第1123條第3項之規定，未滿二十歲，或滿二十

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力，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三)一般而言，免稅額屬於廣義的「稅式支出」之租稅優惠範圍，若申報戶扶養之人數愈多、免稅額的金額愈

高，其綜合所得淨額就愈低，自然負擔較低的稅負；然而就「可支配所得」角度而言，免稅額並非租稅優

惠，而係計算其剩餘所得，以充分反應量能課稅原則。 

 

二、租稅規避之法定要件為何？具備該要件產生何種法律效果？租稅規避與逃漏稅有何不同？（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稅捐稽徵法102年5月增訂第12條之1租稅規避的規定與原理，由於題目單純，故該條文是否

熟讀成了本題高分與否的關鍵。 

考點命中 《稅務法規》，高點出版，施敏編撰，頁1-23、2-10。 

 

答： 
(一)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第3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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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租稅規避之法律效果 

1.原則上，租稅規避係屬鑽法律漏洞之脫法行為，不適用租稅之相關罰則。然而，有鑑於租稅規避之情事日

益嚴重，遂於民國102年5月增訂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第5項規定，基於租稅法律主義，賦予稅捐機關得依

查得資料課稅之權限。 

2.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第5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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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項或第3項

（租稅規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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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租稅規避與逃漏稅之差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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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逃漏稅 避稅 節稅 

目 的 減輕稅負 減輕稅負 減輕稅負 

法律層面 牴觸法律 
合法或脫法 

（違背立法意旨）

合法 

（符合立法意旨）

政府層面 取締、處罰 防杜、消弭 允許、樂見 

道德層面 不合乎道德標準 不合乎道德標準 合乎道德標準 

 

乙、選擇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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